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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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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收集了他们在１８４８年３月至１１月

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

斯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原理，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确定了工人阶

级革命斗争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前的事件，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斗

争阶段的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在本版第五、第六

卷中反映出来了。

本卷开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

具体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起草“要求”时，马克思主

义的创始人是从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出发的，因为德国人民以后

的命运要取决于这些任务的解决。“要求”中主要的一条是建立一

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为了给德国今后的进一步发

展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首先必须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

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当时德国分成３６个大大小小的邦），建立一个

统一的民主国家。在“要求”中，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

个任务有机地结合着的，还有德国革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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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压迫，废除农民所担负的一切封建义务，消灭反动贵族统治的

经济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要求”中还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关于

这些措施的性质，“共产党宣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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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是：

把封建领地变为国家财产并在这些土地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

产，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国家保证所有工

人都有工作做，同时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德国的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是能够用坚决斗争的办

法来实现这些要求的力量。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

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即运用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情

况的第一个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德国之后所写的发表在１８４８年６月

１日至１１月７日的“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构成了本卷的主要

内容。这些文章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

的情形，反映了他们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

出现的，但是“这个民主派随时随地都显示出它的独特的无产阶级

性质”（恩格斯）。报纸的这个方针是由德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革命

中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德

国经济上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软弱性和无组织性，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回到祖国之后不能立即着手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二三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于广大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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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是起不了什么显著作用的。因此，敌视任何宗派主义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他们加入了科伦民主

协会，并建议拥护他们的人也采取这种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绝对不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错

误和幻想放弃批评，相反地，必须以对他们的错误和幻想进行批评

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推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坚决地行

动，竭力把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同时，他们要自己的拥护者注意工

人协会的组织，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注意为建立群众性的无

产阶级政党创造先决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这个旨在动员一切民主力量的策略，来

对抗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和反对同民主派结

成联盟的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斥责波尔恩的

机会主义策略，因为他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和工

会的利益，并使无产阶级脱离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的总的政治任务。

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新莱茵报”代表德国人民中一切进步力

量的利益，首先是代表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即工人阶

级）的利益。由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是无产阶级真正的

战斗司令部。

“新莱茵报”评论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问

题，极其巧妙地用政治上的揭发来与封建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反

革命势力作斗争，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教育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这个报纸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很受欢迎，在

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出色的政论性质：它所刊载的文章具有

热烈的战斗精神，笔调精辟入微，讽刺敌人尖锐有力。在无产阶级

报纸的历史上，“新莱茵报”理应占一个光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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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对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态度特别清楚地表现了它

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德国，而且几乎在整个欧洲，“新莱茵报”是一

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方面的唯一报纸。关于六月起义，恩格斯写

了一系列文章和短评，其中有“６月２３日事件的详情”，“６月２３

日”，“６月２４日”，“６月２５日”，“‘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六月

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马克思也写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六

月革命”。在战斗的日子里以及在战斗刚结束后所写的这些文章洋

溢着斗争的热情，同时对六月起义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

分析。

关于六月起义的文章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在阐述六

月起义的军事问题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

街垒斗争的性质、意义和方法的重要结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关于武装起义的原理。在“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

同过去一切革命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

产阶级的革命，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捍卫自己的阶

级利益的独立发动。就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作出了一个理论上的

重要结论，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对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无关

紧要的，因为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能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

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为解决德国革命的基本任

务，即为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而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法兰克福

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阅报室’报论莱茵省”和其

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或奥地

利的霸权之下的资产阶级计划，同时也反对想建立一个象瑞士那

样的联邦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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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证：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统一和真正民主的国家，才能彻底消

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国内的一切封建渣滓。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主张“从下面”来统一德国，也就是要由人民

群众对德意志联邦各邦，首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腐朽的专制制

度实行猛烈的革命冲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德国的统

一是全欧洲的问题；只有欧洲的革命力量起来向英国的反革命统

治阶级以及沙皇俄国这个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进行斗

争，德国才能达到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沙皇俄国进行革

命战争不仅是保卫革命的手段，而且也是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

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１８４８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直接后果时，

指出这次革命的性质是不彻底的，因为人民没有能彻底战胜封建

制度，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整个官僚机关和警察机关仍然不可侵

犯，而人民群众则赤手空拳地面临武装的反革命的威胁（见“柏林

关于革命的辩论”、“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斯图加特和海得尔

堡俱乐部被封”等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德国革命的这

种性质是由获得政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所决定的，这个资产

阶级，如马克思后来所说，“宁可和奴隶制妥协也不愿意看到一点

为自由而斗争的前景”。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德国工人阶级

意识的觉醒吓坏了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和封

建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在几篇阐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以及分

析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内阁的政策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

地反对“妥协论”，这个“妥协论”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

提出的，目的是要证明他们和封建君主势力妥协是正当的。为了与

这种叛卖性的理论相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坚持人民政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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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民的主权的思想（“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

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等文章）。他们认为人民的革命专政是胜

利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危机和反革命”一文）。弗·伊·列宁分

析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在这些原理中含有革命民主专政

的概念。

在一系列论述全德国民议会的活动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

的文章中，马克思利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些代议机关，指责它们

不是把实际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去消灭反动的德国政府和取缔大

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只是进行毫无结果的辩论。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了在德国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而斗争，这些机关应当是

人民意志的忠实表达者，应当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自己的

全部活动中都要依靠人民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

文章中着重指出，人民选出的议员必须向人民报告自己的活动和

实现人民的意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革命的人民有权对议员施

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柏林的辩论自由”等文

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德国革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得出结论

说，人民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更换一切旧的行政、军事和司法

机关，彻底清洗一切国家机构（“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等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把人民武

装起来。在“６月１５日的妥协会议”、“６月１７日的妥协会议”、“市

民自卫团法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们维护了人民的武装的权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柏林人民群众在１８４８年６月袭击军械库以

夺取武器的尝试。“新莱茵报”在指出这次发动是半途而废的革命

时，斥责了不敢公开站在人民方面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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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怯行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回击反革命势力

的必要条件，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们维护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的起义者，这些起义者在１８４８年９月起来反对法兰

克福议会批准与丹麦签订的可耻的休战协定。同时，马克思主义的

创始人一再着重指出，过早的和没有准备的起义只会使革命力量

受到摧残，并且使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新莱茵报”上号召科伦工人不要理睬普鲁士政府的挑衅，而要保

存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科伦在危急中”和“科伦革命”）。马克思、

恩格斯和他们在科伦的战友们进行了艰巨的解释工作，才使莱茵

省的民主力量在九月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摧残。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扩大和巩固民主阵线的一个最主要

的条件，就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德国的封建残余的革命

斗争。本卷中载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和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的文章（如“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

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等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农民起来

为立即彻底地和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而斗争，他们揭露了普

鲁士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这个资产阶级背叛了农民，即背叛了

“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见本卷

第３３１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要求

抱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它力图与反革命势力妥协，它害怕废除封建

所有制会使资产阶级所有制遭到侵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最彻

底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代表，热烈支持农民的革命的反封建

运动，认为他们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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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欢呼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认为他们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反动势力和反对欧洲其他反

革命势力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

事件”、“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

持民族间的真正自由和友爱的思想，同时严厉地斥责德国资产阶

级继续实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其他民族的旧政

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是

为德国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是保证德国人民将来成为自由民

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

的自由的多少而定”（见本卷第１７８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坚决地、不调和地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

他们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

斗争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法兰克福

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等文章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因为普鲁

士政府挑起了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起义，然后又加以镇压，并且在

“改组”的幌子下把波兹南的一大部分土地划归德国。马克思和恩

格斯严厉地斥责了批准重新瓜分波兰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资产

阶级多数派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热烈支持１８４８年夏天捷克人民的革命

斗争。弗·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和“起义的民主性质”这两篇文

章里着重指出了起义具有人民的性质，并且还指出，捷克人民的民

族解放运动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奥地利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而

且还由于把捷克人推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叛

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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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给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编辑部的信以及

“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分析意大利革命斗争的文章，对于正在

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解放运动

的立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战斗精神。他们对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态度，对被压迫

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支持，与英国宪章派的团结，都表现

出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新莱茵报”维护宪章派，

反对德国反动报纸对它的攻击（“‘新柏林报’论宪章派”一文），并

且表示支持宪章派的革命的机关报“北极星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几篇文章是分析法国革命的进程的。这

些文章对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充满了希望，在这种新的革命高

潮中法国无产阶级应当起主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着重

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他们认为法国无

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对于欧洲其他国家

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

信，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促

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如恩格斯后来

所指出，这表现了他们对于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估价过高，其实

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足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程度。

本卷的结尾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有关维也纳十月起

义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起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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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决定了德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

定了欧洲革命的命运。马克思把巴黎的六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

第一幕，而把维也纳的十月起义称为第二幕（见本卷第５４２页）。本

卷中有一系列文章（“维也纳革命”、“‘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

革命”、“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

消息”、“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等文章）是论述维也纳起义的经

过和分析它失败的原因的，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它失败的主要

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背叛。

在“弗·恩格斯的遗稿”这部分中发表了旅途随笔“从巴黎到

伯尔尼”。在这篇随笔中恩格斯以鲜明和生动的笔调叙述了他游历

法国的印象。随笔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法国的农民和他们在革命

中所起的作用的。恩格斯在指出法国农民对１８４８年革命持否定态

度而同情路易·波拿巴时，说明这种情形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造成

的，因为它蛊惑性地利用了农民的私有天性，它的税收政策损害了

农民的利益，从而使他们脱离了革命。

载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

章，以及其他的一些著作，为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他们还在革命过程中就已根据人民群众在

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所作出的结论和理论上的

概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在本卷附录中刊载了一系列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

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和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直接工作的文

件。这里也收集了一些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领导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科伦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些关

于民众大会和民众会议的新闻报道，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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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附录中还收集了一些有关法院

和警察局通缉“新莱茵报”编辑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府的迫害和“善意的”报刊的诽谤

下仍然勇敢地捍卫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要确定登载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是出于卡·马克思的手笔

还是出于弗·恩格斯的手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文章下面

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产

生这种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文章看来好象是两位作者一起写

的，这一点可以由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５月写给施留特尔的信得到证

实，信上这样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当时写的文章和我所写的几乎

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之间是有计划地分工的”。

在不能确定某一篇文章究竟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恩

格斯的手笔的情况下，在文章的末尾就不注明作者是谁。

本卷中收集了第一版中所没有发表的３９篇卡·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文章。其中几篇曾经用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和其他刊物

上发表过。其余的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编辑说

明中注明了。刊载在附录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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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和

弗·恩 格 斯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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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１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１．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２．凡年满２１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３．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

国会。

４．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

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

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６．诉讼免费。

６．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

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

７．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

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

业，以利于全社会。

８．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

缴纳给国家。

９．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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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第６、７、８、９各条中提出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减轻农民和

小租佃者所担负的社会义务和其他义务，同时也不致减少抵偿国

家开支所需的资金，而且不使生产本身遭受损失。

至于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租佃者的土地所有者是不参加任何

生产的。因此他们的消费纯粹是挥霍。

１０．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

币具有法定的比价。

实行这一措施就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用事业，从

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实行这一措施就能逐渐以纸币代替

黄金和白银，使资产阶级流通的必要工具，即一般的交换工具减

价，因而就有可能把黄金和白银用到对外贸易上去。最后，为了把

保守的资产者的利益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①，这个措施也是必

要的。

１１．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

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

１２．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

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

１３．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

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１４．限制继承权。

１５．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１６．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

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后来在科伦印发的传单上用的不是“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而是“和革命联

系起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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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

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

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

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２９日之间

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左右在巴黎印成传

单：并载于下列各报：１８４８年４月５日

“柏林阅报室”第８２号的号外；１８４８年４

月６日“曼海姆晚报”第９６号；１８４８年４

月６日“特利尔日报”第９７号的附页和

１８４８年４月９日“德意志总汇报”第１００

号的附刊，而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之前

在科伦又印成传单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阅报室”，

并照科伦的传单原文校对

过

５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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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

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２

  卡贝先生！

我们请求您把随函寄上的声明发表在最近一号“人民报”上。

声明所谈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已经在一部分德国人中间煽起了

旧的反动民族成见去反对法国人民的那种事情和做法不负任何责

任。德国工人联合会，即欧洲各国各种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英国宪

章派的领袖哈尼和琼斯两位先生也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完全

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并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所谓巴

黎德意志民主协会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

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因此，这里所谈的是为

了共产党的利益而发表意见，发表声明，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劳

驾阁下帮忙。（这封便函不必公开发表）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下面署名的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德国工人联合会在欧洲

各国的各个支部声明：它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

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在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是和联合会

保持联系的唯一组织，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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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

处。

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签名：卡·马克思，卡·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１８４８年３月底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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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黎明报”编辑的信
３

亲爱的先生！

由卡尔·马克思主编的一种新的日报“新莱茵报”，从６月１

日起将在科伦城开始出版。这个报纸将在我们北方为“黎明报”在

意大利所提出的那些民主原则而斗争。由此可见，我们对意大利和

奥地利之间争执的问题将抱什么态度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要捍

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

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

且要向他们证明，德国人民绝不会参与那些在我国也经常反对自

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我们要竭力使两国的伟大和自由

的人民能够结成联盟并和睦相处；由于丑恶的政治制度，这两国人

民至今还互抱敌意。因此，我们要求粗暴的奥地利丘八立刻撤出意

大利，使意大利人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来选择他们所需

要的政体。

为了让我们能够注视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而你们能够评判

我们是否忠实于自己的诺言，我们建议互相交换报纸；这样，我们

就可以按期每天把“新莱茵报”寄给你们，而你们把“黎明报”寄给

我们。我们殷切期望你们能同意这个建议，并且希望你们能尽速开

始把“黎明报”寄给我们，以便在我们最初的几号报纸上就能够利

用它的材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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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也寄一些其他的报道来。我们保证，在

我们这方面，对于凡是有利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事业的东西，我

们都予以最大的注意。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新莱茵报”编辑部

编辑 卡尔·马克思博士

写于１８４８年５月底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９日

“黎明报”第２５８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黎明报”

９给“黎明报”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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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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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和

弗·恩 格 斯

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１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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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莱 茵 报 ” 第 一 号 的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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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
４
编辑部的声明

  “新莱茵报”原定于７月１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

这个日期。

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

令①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６

月１日起就开始出报。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

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报，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

到，尚请读者鉴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

求。

 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 卡尔·马克思

  编 缉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

特，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

写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１

①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１８３５年９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

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现

金税，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

和课以大量罚款。这里是指德国很快就要颁布类似的法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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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兰 克 福 议 会

  科伦５月３１日。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的制宪国民议会在德国

已经存在两个星期了。

德国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

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垒中，夺得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会

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

的这个主权。

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

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国民议会在开会期间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粉碎反动派

的一切偷袭，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

受任何侵犯。

德国国民议会现在已经开过１２次会了，然而却一事无成。

但是它用以下的伟大事迹保证了德国的安全：

国民议会认为它需要会议规则，因为它知道，只要有两三个德

国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需要有一套规则，否则就会摔桌甩凳。有

个学究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他为最高会议草拟了一个特殊的会

议规则草案。有人提议暂且通过这个学究气的草案；这个草案大多

数议员连看也没有看过，但是议会根本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因为如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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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会议规则，德国的代表们将成为什么样子呢？Ｆｉａｔｒｅｇｌｅ

ｍｅｎｔｕｍｐａｒｔｏｕｔｅｔｔｏｕｊｏｕｒｓ！〔会议规则随时随地万岁！〕

科伦的拉沃先生对于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利益在个别

场合下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

议５，但是议会却讨论最终的会议规则。虽然拉沃的建议很迫切，然

而会议规则毕竟是更加迫切的。Ｐｅｒｅａｔｍｕｎｄｕｓ，ｆｉａｔｒｅｇｌｅｍｅｎ

ｔｕｍ！〔让全世界毁灭吧，会议规则万岁！〕但是，聪明透顶的庸俗的

议员们并不拒绝给拉沃的建议提些意见，于是当还在议论应当先

讨论会议规则还是先讨论拉沃的建议这个问题时，对这个建议就

已陆续提出了近两打的修正意见。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讨论、辩

论、喧嚣、磨洋工，并把表决从５月１９日拖延到２２日。２２日恢复

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纷纷提出了新的修正意见，一再回避主题，

于是在冗长的演说和无数的争吵之后，决定把已经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的问题退回到各个单位去。这样一来，时间悠然地过去了，而

议员先生们就吃饭去了。

５月２３日，先是为记录问题争吵起来，然后又听取无数的建

议，而当美因兹的齐茨提出了关于普鲁士军阀的粗暴行为和美因

兹的普鲁士司令官①专横暴虐滥用职权的问题时，又想马上转到

议事日程上去，即转到特别受人喜爱的会议规则上去。这里曾提出

了反动派公然猖狂进攻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议会绝对有权干涉

的事件。应当追究胆敢当着国民议会的面威胁要轰炸美因兹的无

耻暴兵的责任；必须保护被解除了武装的美因兹市民，使他们能安

居乐业，使他们不受强行驻扎在他们那里和受人唆使来反对他们

５１法兰克福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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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兵的迫害。但是巴登的空谈家巴塞尔曼①先生却宣布这些都

是鸡毛蒜皮；让美因兹听天由命去吧，重要的是整体的利益，这里

是国民议会在开会，在为全德国的利益而讨论会议规则；实在说，

轰炸美因兹怎么能和这相提并论呢？ＰｅｒｅａｔＭｏｇｕｎｔｉａ，ｆｉａｔｒｅｇｌｅ

ｍｅｎｔｕｍ！〔让美因兹毁灭吧，会议规则万岁！〕但是议会又于心不

忍，于是选出一个委员会到美因兹去调查这件事情。这时休会和吃

饭的时间恰好到了。

５月２４日我们完全失去了议会讨论的线索。会议规则大概已

经准备就绪，或者被丢在一边了；不管怎样，我们再没有听到关于

会议规则的任何消息。但是善意的建议层出不穷，自主的人民的许

多代表在这些建议中表现出顺民的驯服６的顽强性。然后接踵而

来的是建议、请愿书、抗议书等等，最后，民族污水的洪流在无数东

拉西扯的发言中排泄出来。尽管如此，不能不指出，当时还选出了

４个委员会。

最后，施略费尔要求发言。埃塞伦、佩尔茨和勒文施坦等３个

德国公民接到了在当天下午４点钟以前离开法兰克福的命令。聪

明透顶的警察局硬说上述几个人在工人联合会中的发言引起了公

民们的不满，因此应当驱逐出境。在预备国会７宣布了德国公民的

权利之后，在１７个“受托人”（ｈｏｍｍｅｓｄｅｃｏｎｆｉ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ｄｉèｔｅ）
８

起草的宪法草案承认了公民的权利之后，警察局竟敢作出这样的

事情！情况刻不容缓。施略费尔先生要求就这个问题发言，但是

遭到拒绝；他要作紧急发言，根据会议规则，他有权提出这个要

求，而这一次得到的回答是：ｆｉａｔｐｏｌｉｔｉａ，ｐｅｒｅａｔｒｅｇｌｅｍｅｎｔｕｍ！

６１ 弗 · 恩 格 斯

① 俏皮话：Ｈ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德国姓，《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空谈家”。——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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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警察局万岁，让会议规则灭亡！〕显而易见，为什么回家吃饭的

时间又到了。

５月２５日，在潮水般的建议的冲击下，议员们的聪明的头又

垂了下来，象成熟的麦穗受到倾盆大雨的打击一样。两个议员又想

提出驱逐问题，但是不许他们发言，甚至不许他们作紧急发言。一

些请愿书，特别是波兰人的一个请愿书，比议员们所有的建议都重

要得多。后来，被派到美因兹去的委员会终于获得了发言权。它通

知说，要到第二天才能提出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

它来得太晚了。８０００把普鲁士刺刀已经解除了１２００个市民自卫

军的武装，恢复了秩序。现在只好转到议事日程上去。他们也正是

那样作了——立刻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即转而讨论拉沃的建议。因

为在法兰克福对这个建议的讨论还没有结束，而在柏林由于奥尔

斯瓦特的声明，这个建议早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国民议会决定把这

个问题延至明天讨论，现在大家去吃饭。

５月２６日又提出了无数的建议，接着，美因兹委员会提出了

最后的极不坚决的报告。报告人是过去的“人民活动家，和Ｐｒｏ

ｔｅｍｐｏｒｅ〔现在的〕大臣海尔根汗先生。他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决

议案，但是国民议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竟认为这个胆怯的建

议太尖锐了；国民议会决定让美因兹市民去接受许泽尔指挥下的

普鲁士人的恩典，并且“希望当局能执行自己的职责”，于是议会就

转到议事日程上去！这个议事日程正好又是议员先生们去吃饭。

５月２７日，在对记录问题作了长久的初步讨论后，终于讨论

拉沃的建议了。东拉西扯到两点半钟，然后吃饭去了；但是这一次

在晚上也举行会议，所以这件事情总算结束了。由于国民议会过于

迟缓，奥尔斯瓦特已经使拉沃的建议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拉沃先生

７１法兰克福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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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同意了威纳尔先生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对于解决人民主权的

问题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我们没有关于国民议会以后开会情况的消息，但是我们完全

有根据认为，国民议会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就休会吃饭去了。议员

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早就去吃饭，应当感谢罗伯特·勃鲁姆的一个

意见，他说：先生们，如果你们今天决定转到议事日程上去，这个议

会的整个议事日程就很可能用极特殊的方法来缩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８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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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泽 尔

  科伦５月３１日。美因兹的许泽尔先生借助于古代的农奴服役

章程和德意志联邦的陈旧法律发明了一种使普鲁士人及其他德国

人遭受甚至在１８１５年５月２２日９以前也没有受过的奴役的新方

法。我们建议许泽尔先生索取他那新发明的专利权，因为这个新发

明无疑能给他带来大笔收入。这个新方法是：放两个或好几个喝醉

酒的士兵到大街上去，他们自然会和市民吵架。当局便进行干涉并

逮捕士兵；这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要塞司令宣布城市戒严，没收全部

武器，让居民去受肆无忌惮的丘八蹂躏。这个方法在德国特别有

效，因为这里的要塞多半用于反对内部敌人，而不是反对外部敌

人。这个方法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任何一个由人民供养的要塞

司令，不管是许泽尔，或者是罗特·冯·施莱根施坦之流的封建人

物，都可以做出国王或皇帝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可以取消出版自

由，可以禁止非普鲁士人的美因兹居民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国

家制度表示反感。

许泽尔先生的计谋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的巨大计划的一部

分。柏林反动派企图尽速解除全部市民自卫军的武装，特别是莱茵

省市民自卫军的武装，逐渐地彻底地消灭刚刚开始形成的人民武

装，并把我们赤手空拳地交给多半由德国其他部分的居民组成的

军队去摆布，这些居民很容易受人唆使或者已经受人唆使来反对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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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在亚琛、特利尔、曼海姆和美因兹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其他

地方也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写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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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１０

  波旁王朝还没有走完它那光荣的生活道路。可是，最近它的白

旗上却布满了污点，雕谢的百合花无精打采地垂下了脑袋。查理

路易·波旁出卖了一个公国，并被迫可耻地从另一个公国逃跑；斐

迪南·波旁失去了西西里岛，而在那不勒斯，革命迫使他同意实行

宪法。路易 菲力浦虽然是个隐蔽的波旁，但是总算走过了法国波

旁王朝所有后裔的传统道路，越过海峡到英国去了。而那不勒斯的

波旁则为自己王朝的荣誉出色地报了仇。

议院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有人想利用议院开幕那一天来进

行坚决的反革命斗争。暗地里把臭名昭彰的德尔·卡烈托的警察

局的一个警官康坡巴索从马尔他岛召了来。于是，经过长期休息之

后，无数武装巡警在他们旧上司的领导下又在托列多大街上耀武

扬威；他们解除市民的武装，脱下他们的大礼服，强迫他们刮胡子。

议院开幕的日子——５月１４日快要到了。国王要求议院必须宣誓

对他恩赐的宪法不作任何修改。议院拒绝了这个要求。国民自卫

军声明它站在议员方面。双方进行谈判，国王让步，各部大臣辞职。

议员要求国王下诏宣布他所做的让步。国王答应第二天公布这个

诏书。但是当天夜里，所有驻在附近的军队都向那不勒斯开动。国

民自卫军相信它被出卖了；它构筑起了街垒，由五六千人守卫着。

但是和他们对抗的有两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一部分是那不勒斯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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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瑞士人），并且还有１８门大炮。介乎双方之间的是两万个

那不勒斯流浪汉，他们暂时还没有加入斗争。

１５日早晨，瑞士人还声明他们不反对人民。但是混在人群中

的一个瑞士奸细在托勒多街上向士兵们射击；圣艾里莫要塞立即

升起了红旗，这个信号发出后，士兵便猛烈攻击街垒。可怕的屠杀

开始了；国民自卫军虽然遭到了士兵的大炮轰击，但仍然英勇自

御，反击超过自己３倍的敌人。战斗从早晨１０点钟延续到半夜；如

果不是法国海军上将勃丹的卑鄙行动使流浪汉转到保皇党方面

去，虽然暴兵占有优势，人民还是会取得胜利的。

海军上将勃丹率领着相当强大的法国舰队守卫在那不勒斯。

只要及时而简单地用炮轰威胁一下皇宫和要塞，就会迫使斐迪南

让步。但是路易 菲力浦的老奴仆勃丹已经习惯于在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

ｄｉａｌｅ〔亲切协商〕时期对法国舰队的容忍态度，他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因而驱使已经倾向于人民的流浪汉投到军队方面去了。

那不勒斯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一步骤预决了革命的失败。瑞

士的近卫军、那不勒斯的常备军和流浪汉合力向保卫街垒的战士

冲去。被霰弹肃清了的托勒多大街上的宫殿被士兵的大炮弹摧毁

了。狂暴的战胜者匪帮冲入住宅，杀戮男人，刺死儿童，强奸和杀害

妇女，抢光所有的东西，然后把被抢劫一空的住宅付之一炬。流浪

汉贪得无厌，瑞士人残酷无情。人数多出３倍、装备精良的波旁王

朝的雇用兵以及素来以同情圣仰派１１著称的流浪汉，在战胜了几

乎被消灭的那不勒斯国民自卫军以后所干出的那种卑鄙野蛮的行

为，简直是难以形容的。

最后，甚至海军上将勃丹也觉得这未免太过分了。难民在他的

军舰上相继出现，他们叙述了城里发生的事情。他的水兵们的法国

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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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沸腾了。只是现在，当国王的胜利已预决了的时候，勃丹才想

到实行炮击。流血渐渐停止了；大街上不再杀人了，只是还有抢劫

和暴行发生；可是，不经过法庭审讯就把俘虏带到要塞去枪毙了。

半夜以前一切都已结束，斐迪南的专制政权实际上恢复了，波旁王

朝的荣誉受到了意大利鲜血的洗涤。

这就是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象往常一样，正是瑞士人用

自己的武器解决了这场有利于波旁王朝而反对人民的斗争。在

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在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９日，在１８２０年那不勒斯的各

次战斗１２中，我们到处都看到特里和维凯里得
１３
的子孙在扮演波旁

王朝的雇佣兵和奴仆的角色，这个王朝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早已成

了君主制度的代名词。自然，这种情况现在很快就会结束。各个较

先进的州经过长久的争论后做到了禁止签订军事条约１４；自由老

瑞士的健儿再也不能蹂躏那不勒斯的妇女了，再也不能在发生起

义的城市中大肆抢劫了；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人们再也不会象对８

月１０日死亡的将士那样，用托尔瓦德森的狮子来使他们永垂不朽

了１５。

但是，波旁王朝暂时又可以轻松地叹一口气了。从２月２４日１６

起抬头的反动势力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那不勒斯那样取得彻底

的胜利；而今年的第一次革命正好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开始

的。但是，专制制度的阴谋和国家政变是阻止不了猛烈冲击旧欧

洲的革命怒潮的。斐迪南·波旁用５月１５日的反革命政变为意大

利共和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卡拉布里亚已被炮火所笼罩，巴勒

摩已成立了临时政府；亚普露茨很快也会奋起，所有遭到经济破

坏的省份的居民将进攻那不勒斯，并和这个城市的人民一起去向

叛徒国王和他的残酷的雇佣兵报仇。而当斐迪南死的时候，起码

３２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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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会使他心满意足，那就是他的生和死都象一个名符其实的

波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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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派
１７

  科伦６月１日。平常向代表社会舆论的任何新机关报提出的

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无条件

地相信这个党派的力量，时刻准备用实际力量来维护它的原则或

者用原则的光辉来掩盖实际的软弱无力。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

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

民主派遭到了失败。它在自己胜利的时候所宣布的原则成了

问题；它真正夺得的基地又逐渐被夺回去了；它已经丧失了很多东

西，很快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究竟还剩下些什么。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民主派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们对党派感到兴趣，为什么我们不去考虑民主运动的目

的、人民的福利和所有的人的幸福呢？

这是斗争的法则和惯例。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

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

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

我们要求民主派认清自己的地位。这个要求是从最近几个月

的经验中得出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在狂欢之后，它

终于大声而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原则，它以为只要把这些原则一

宣布，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实现。除了在第一次胜利后宣布原则和紧

随着胜利作了一些让步以外，它什么也没有干。但是，当它慷慨激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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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地叙述自己的观点并把任何一个不敢立刻反驳它的人作为兄弟

来欢迎的时候，那些继承有权力或者受托行使权力的人们行动起

来了。他们的活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对于他们的那些仅仅

是为了反对已被革命所推翻的制度而提出的原则闭口不谈，他们

仿佛是为了重新建立法制和建立表面秩序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地制

止住了运动；他们向旧制度的朋友们作了一些虚假的让步，以便在

实现自己的计划时能更可靠地依靠他们，后来他们基本上逐渐实

现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得以在民主派和专制制度的

维护者之间占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进攻，另一方面又强行后退，

在同一时间内，对专制制度来说是进步的，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反动

的。

这就是谨小慎微和中庸之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狡猾

地欺骗了一开始就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政党。在人们轻视地把人民

政党推到一旁，把它的拥护者宣布为暴乱分子，并且把一切最坏的

意图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它还在梦中；当它还没有认识到，它除

了资产者先生们认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容的那种东西以外一无

所得的时候，它已经被人欺骗了。被反民主的选举法弄得自相矛盾

的人民政党，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现在反对它的有两个代议机

关，而且很难说，其中哪一个更坚决地反对它的要求。结果，它的热

情自然象烟一样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即意识到

强大的反动派已取得了政权，而且奇怪的是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

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民主派在遭到初次失败后（这些失败一部

分是由于它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便灰心失望，并回到倒霉的、可惜

是德国人所特有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结果把不能马上实现的原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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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搁到遥远的将来，而目前则把它交给“思想家们”去作无害的研

究，那就非常危险了。

我们要公开警告这些虚伪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

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

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

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假如宫廷顾

问盖尔温努斯非常害怕这些隐蔽的共和主义者，那末我们衷心同

意他的看法：这是些危险的人。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

“新莱茵报”第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７２民 主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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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豪森在５月３０日

会议上的声明

  科伦６月２日。Ｐｏｓｔｅｔｎｏｎｐｒｏｐｔｅｒ〔在这个之后，而不是由于

这个〕，这就是说，康普豪森先生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是在三月革

命以后当了首相的。康普豪森先生（用郑重而夸大的口吻，并且为

了掩盖自己的心慌意乱，表面上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１８）在１８４８

年５月３０日把自己内阁的这种革命后的〔ｎａｃｈｔｒａｇｌｉｃｈ〕性质通知

了根据他和间接复选人的协议召开的柏林议会１９。

考察历史的朋友２０说：“３月２９日成立的内阁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

组成的，它过去和现在都不否认这一事件的意义。”

康普豪森先生声明说，他在３月２９日以前并没有组阁，这可

以在普鲁士“国家报”２１近几个月的合订本中得到证实。那个至少

可以作为康普豪森的升天节的编年起点的日期确实具有重大的

“意义”（特别是对于康普豪森先生）。在街垒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

冰冷尸体成了通向３月２９日内阁的道路上的路标和指南，这对他

们是个多大的安慰。Ｑｕｅｌｌｅｇｌｏｉｒｅ！〔多么光荣呵！〕

总之，康普豪森内阁是在三月革命后组成的。这个康普豪森内

阁承认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至少不否认这个意义。革命本身是小

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重大！它的意义就是至少在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

〔事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内阁。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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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康普豪森内阁的成立还是三月革命？）①是改造我国内部制

度的最重要的促进原因之一。”

这就是说，三月革命是成立３月２９日内阁，即成立康普豪森

内阁的一个“最重要的促进原因”。或者这应当理解为：普鲁士的三

月革命使普鲁士革命化了？不管怎样，可以想见“考察历史的朋

友”是会庄重地重复这句话的。

“我们处在后者（即改造我国的内部制度）②的前夜，政府也认为我们前

面的道路还很长远。”

总而言之，康普豪森内阁认为，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远的道

路，也就是说，它打算长期存在下去。艺术即革命是短促的，生命即

在革命后产生的内阁是长久的。它照例对自己估计过高。或者，康

普豪森的话也许应当作别的解释？当然，考察历史的朋友未必能发

表这样一种庸俗的声明：处在新历史时代前夜的各族人民正处在

前夜，每个时代前面的道路就象未来那样长远。

这就是康普豪森首相的枯燥、严肃、客气、庄重和狡猾的演说

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归结为下面三点：在三月革命以后成立

了康普豪森内阁；康普豪森内阁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康普豪森内阁

前面有很长远的道路！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二部分。

康普豪森教诲说：“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来估计形势，即认为似乎由于

这个事件（三月革命）③而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似乎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

被推翻了，似乎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已失去了法律基础，似乎全部制度都应该

建立在新的法律基础上。恰恰相反，内阁在一成立的时候就一致认为自己存

９２康普豪森在５月３０日会议上的声明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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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条件是：不管反对召开联合议会的请愿书怎么说，也要使当时召集的联

合议会２２能真正召开起来，以便在现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

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而不割断新旧之间的联系。人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

条无疑是正确的道路；向联合议会提出了选举法，经它同意后颁布了。后来又

试图迫使政府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变这个法律，即把间接选举法变为直接选举

法。政府没有同意这样做。政府没有实行专政，它也不可能实行专政，它不愿

意实行专政。选举法实际上正是按照它获得合法批准的那种形式付诸实施

的。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了复选人，选出了代表。根据这个法律你们有全权在

这里同国王协商制定能长期存在的宪法。”

为了理论可以放弃王国！为了王国可以放弃理论！

最初出现了“事件”——革命的羞怯的标志。然后出现了理论，

并用欺骗的方法把“事件”化为乌有。

不合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了负责任的首相、变成

了人物，这个人物在旧条件下，在过去的制度下没有地位，没有任

何意义。我们用翻斤斗的办法越过了旧的东西，并且顺利地获得了

负责任的首相，而负责任的首相更加顺利地获得了理论。负责任的

首相一出现，君主专制制度就死亡了，毁灭了。在和君主专制制度

一块死亡的东西中，首先有已故的“联合议会”——这个令人作呕

的古代玄想和现代欺骗的混合物２３。“联合议会”是“亲切而忠诚

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顺从的小骗子”。就象德意志共和国只有

越过费奈迭先生的尸体才能庆祝自己的降临一样，负责任的内阁

只有越过“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的尸体才能出现。于是负责任

的首相竭力想把被遗忘的尸体挖出来，或者把亲切而忠诚的“联合

议会”的幽灵召唤来。这个幽灵的确出现了，但是它在空中游荡，东

摇西晃，丑态百出，这是由于它脚下已经没有基础的缘故，因为旧

的法制和信任的基础已被地震的“事件”吞噬了。魔术师向幽灵启

０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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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说，他把它召唤来是为了给它办理遗产手续并取得作它的合法

继承人的权利。对这种谦恭的态度是不能予以过高的估价的，因为

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强迫死人在死后写遗嘱的事情。受到恭维而兴

高采烈的幽灵就象中国的木偶一样，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听从魔术

师的一切命令，在出门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消逝不见了。间接选

举法就是它死后的遗嘱。

可见，康普豪森先生“在现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

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所利用的学理主义的戏法是这样变

的：

从“现存制度”的观点来看，从“旧事物”的观点来看，非法的事

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非法的人物、负责任的首相、立宪大臣。立

宪大臣非法地把反宪法的、等级制的、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变

成制宪议会。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非法地伪造间接选举法。间

接选举法创立柏林议会，柏林议会创立宪法，而宪法又创立后来的

一切永世长存的议会。

鹅下了蛋，蛋也孵出了鹅。但是，人民根据拯救了卡皮托里的

鹅的嘎嘎叫声２４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在革命时期放下的勒达的金

蛋被盗走了。甚至米尔德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

卡斯托尔２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１３康普豪森在５月３０日会议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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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死 问 题

  科伦６月３日。时间在变化，我们也随着时间在变化。我们的

大臣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对这句格言想来是不无感慨的。

想当年，他们还以平凡的议员资格坐在议会的课桌后面的时候，他

们受尽了政府委员和总管２６的气！在倒数第二年级中，即在莱茵省

议会中，班主任佐尔姆斯 利希阁下对待他们是多么严厉呵！当把

他们升入毕业班，即升入联合议会的时候，才算让他们作了一些讲

演术练习。但甚至在这里，他们的学校教员阿道夫·冯·罗霍夫先

生还把陛下授给他的板子高举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不得不忍气吞

声地忍受博德尔施文克的傲慢的言词，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听取博

伊恩用半通不通的德语所作的演说，他们还不得不对杜厄斯堡的

那种粗暴无礼的行为表示顺民的驯服！

现在一切都变了。３月１８日结束了政治中的这种书生气味，

联合议会中的学生自己给自己发了毕业证书。康普豪森先生和汉

泽曼先生当了大臣，他们非常高兴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必要人

物”是多么伟大。

他们把自己想象得那样的“必要”，以致他们一出学堂门就翘

起尾巴，目空一切。每一个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他们立刻从暂时恢复旧的教室——联合议会做起。在这里必

须完全按照指示的形式举行由官僚制的中学向立宪制的大学过渡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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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典礼，隆重地发给普鲁士人民中学毕业证书。

人民在许多委托书和请愿书中声明说，他们对于联合议会连

知道也不愿知道。

康普豪森回答说（如制宪议会５月３０日的会议）①，召集议会

是内阁的生死问题，这样就堵住了人们的嘴。

议会召开了，这是个对世界、对上帝、甚至对自己本身都丧失

了信心的、被弄得体无完肤的可怜的议会。人们向它示意说，它的

职责最多不过是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法，但是康普豪森先生要求它

的不仅是一纸法律和间接选举，而且还有２５００万硬币。各选民组

仓皇失措，开始怀疑自己的权限，并且语无伦次地在那里嘟嘟哝

哝。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康普豪森先生的内阁决定，如果

不给钱，如果拒绝给它“信任投票”，康普豪森先生就要离开这里到

科伦去，让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去听凭自己命运的摆布。议会的议员

先生们一想到这里就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停止了任何反抗，带着辛

酸的微笑通过了信任案。不言自明，这２５００万只有在空中王国才

有行情的硬币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样获得通过的。

宣布实行间接选举。反对这样做的奏摺、请愿书、代表团象暴

风雨般涌来。大臣先生们回答说，内阁的存在和间接选举息息相

关。此后，所有的人又都鸦雀无声，双方都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

了。

妥协议会在开会。康普豪森先生想强迫议会通过一个奏摺来

作为对御前演说的回答。建议由敦克尔议员提出。展开了讨论。对

奏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反对意见。软弱无力的议会的无穷无尽的、

３３生 死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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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乱怅惘的废话使汉泽曼先生厌烦了，因为这些废话同他所喜欢

的那种议会是不合拍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声明：这一切都毫无用

处，——或者是起草奏摺，那末一切都没有问题；或者是任何奏摺

也不起草，那末内阁就提出辞职。但是辩论仍然在继续进行。最后

康普豪森先生只得亲自出马，他上台向大家说明，奏摺问题是内阁

的生命问题。当这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奥尔斯瓦特先生也起来发

言，他郑重地声明（第三次），内阁的命运和奏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之后，议会才完全被说服，自然也就通过了奏摺。

这样一来，我们的“负责任的”大臣在两个月内就学会了杜沙

特尔先生领导议会的经验和沉着的口吻，而杜沙特尔先生（他的作

用当然不容忽视）的这种经验和口吻只是在同倒数第二届法国议

会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才学会的。当左派的冗长演说使杜特尔先生

厌烦了的时候，他最后也总是声明说：议会辩论结束，它可以投票

表示赞成或反对；如果它投票反对，我们就提出辞职。于是胆怯的

多数派（对他们来说杜沙特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必要的”人）便向杜

沙特尔紧紧靠拢，就象羊群在响雷时紧紧靠拢自己的遭到危险的

牧人一样。杜沙特尔先生是个轻率的法国人，他把这个把戏一直玩

到使他的同胞讨厌时才停立。康普豪森先生是个善良而稳健的德

国人，他知道如何适可而止。

当然，能够象康普豪森先生深信自己的“妥协派”那样深信自

己人，那就既省时间，又省论证。只要在讨论每一项问题时提出信

任案，就不难堵住反对派的嘴。因此，这个方法对于最果断的大政

治家，即对于杜沙特尔和汉泽曼之流的政治家来说，是最适合不过

的了，因为他们非常明了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对于任何无目的的空

谈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于喜欢在“大辩论中发表意见，就过去、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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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和将来的问题交换意见”（康普豪森在５月３１日会议上的演

说）的辩论英雄们来说，对于坚持原则立场并以哲学家的锐利目光

来观察目前事件的实质的人们来说，对于象基佐和康普豪森那样

高尚的思想家来说，这种微小的世俗手段是根本不适用的，我们的

首相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对这点将深信不疑。让他把这种手段授

予自己的杜法特尔 汉泽曼，而自己则留在更高的天体中吧；我们

很乐意在那里观察他。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

“新莱茵报”第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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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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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普 豪 森 内 阁

  科伦６月３日。大家知道，在１７８９年法国国民议会之前有过

一个名士会议，这个会议象普鲁士的联合议会一样，是根据等级原

则成立起来的。奈克尔大臣在召集国民议会的指令中援引了名士

们要求召集三级会议的愿望。这样看来，奈克尔大臣比康普豪森大

臣有很大的优点。他不是等待巴士底狱遭到冲击和专制王朝颠复

之后再来学究式地把旧的和新的联系在一起，再来勉为其难地幻

想法国似乎是在旧国家制度的合法手段帮助下建立了新的制宪议

会的。奈克尔还有另外一些优点。他是法国的大臣，而不是洛林和

亚尔萨斯的大臣，而康普豪森虽然是普鲁士的大臣，却不是德国的

大臣。尽管有这些优点，奈克尔大臣也并没有把革命运动纳入平静

的改良轨道。严重的疾病是不能用玫瑰油来医治的。康普豪森先

生要想用目的在于确定他的内阁和普鲁士王朝旧制度之间的直接

联系的虚假理论来改变运动的性质，是更难办到的。用任何阴谋诡

计也绝不能把三月革命和德国革命运动变成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插

曲。路易 菲力浦是否因为他是个波旁而被选为法国人的国王？或

者他虽然是个波旁，可是仍然被选为国王？在七月革命后不久围绕

着这个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记的。这个问题

本身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革命已经发生问题，证明了革命的利益

并不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利益。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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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豪森先生的声明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声明说：他的内阁

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产生的，而是在三月革命之后产生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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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的 喜 剧

  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我们德国目前正在对丹麦这个小国进

行全民的战争，象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以武力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惊

人手法，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拥有６００个司令官、总参谋部和军事

委员会的旧帝国军队的伟大行动，１７９２年联盟的司令官之间的互

相倾轧，已经仙逝的帝国内廷军事顾问的出尔反尔的命令，——这

一切和德意志联邦２７的新军队目前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演出

的、成为全欧洲的笑柄的战争喜剧比较起来，似乎反而是意义重

大、激动人心和带有悲剧性的了。

现在扼要地谈谈这个喜剧的情节。

丹麦人从日德兰出发进攻，使部队在北什列斯维希登陆。普鲁

士人和汉诺威人占领伦特斯堡和埃德尔战线。丹麦人是生气勃勃

和勇敢的人民，他们不理会德国人给他们制造的坏名声，迅速地展

开进攻，经过一场战斗就把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军队击退到普

鲁士人的阵地上去。而普鲁士人却在袖手旁观。

最后，柏林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德国的联军向丹麦人发动进

攻，并借助于优势的兵力在什列斯维希击溃了丹麦人。所以能取得

这次胜利，主要是由于波美拉尼亚近卫军象从前在格罗斯 培伦和

登内维次２８那样灵活地进行了白刃战。什列斯维希又被占领，德国

为它的军队的英勇事迹而欢呼。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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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数不超过２０艘大军舰的丹麦舰队拦截德国的商

船，封锁德国所有的港口，掩护军队向各个岛屿撤退。日德兰因而

听凭命运的摆布，而且部分地区已被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向日德兰

索取２００万塔勒的香料作为赔款。

但是，连一个塔勒的赔款都还没有取得，英国就提出了调停

建议，主张退出什列斯维希和宣告该地中立，俄国也发出了威胁

性的照会。康普豪森先生立刻落入给他设置的圈套，陶醉于胜利

的普鲁士人按照康普豪森的命令从菲耳撤向克尼格绍、哈德尔斯

列本、阿彭拉特①和弗伦兹堡。一度消声匿迹的丹麦人立刻又出现

了；他们日以继夜地追击普鲁士人，使撤退的队伍陷入混乱状态，

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登陆，在宋德维特②打败了联军第十军，

只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才实行退却。５月３０日的战斗又是

由白刃战来解决的，但这一次枪托却操在梅克伦堡人的坚强的手

掌中。德国的居民和普鲁士人一起逃跑了；整个北什列斯维希遭

到洗劫，丹麦的旗帜又飘扬在哈德尔累本和阿彭拉特的上空。显

然，普鲁士的各级军人在什列斯维希就象在柏林一样只是盲目地

服从命令。

柏林又发出命令：普鲁士人必须再次发动进攻。现在他们又精

神抖擞地向北推进。但是这个喜剧还没有结束。我们等着瞧吧，看

看这一次普鲁士人又会在哪里接到撤退的命令。

总而言之，这是康普豪森内阁为了自我欣赏和为了德意志民

族的荣誉而演出的地道的卡德里尔舞和军事芭蕾舞。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剧场的舞台是由燃烧着的什列斯

９３战 争 的 喜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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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即宋涅韦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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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村庄的火焰照亮的，而合唱队是由丹麦的“兵痞”和叫喊复仇

的志愿兵组成的。

康普豪森内阁用这个事件证明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负有代表德

国的崇高使命。由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过失而两次被弃置不理和遭

受丹麦人侵略的什列斯维希，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来纪念我们“负责

任的”大臣们的这个初次的外交实验。

我们可以信赖康普豪森内阁的英明和毅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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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动 派

  科伦６月５日。愿死者安然升入天堂２９。康普豪森先生背弃了

革命，反动派竟敢建议妥协议会辱骂革命是暴乱。在６月３日的会

议上有一个议员提议给３月１８日死亡的士兵建立纪念碑。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５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６日

“新莱茵报”第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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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

  科伦６月５日。象１７９３年的巴黎一样，柏林现在有了自己的

Ｃｏｍｉｔéｄｅｓｕｒｅ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社会安全委员会〕。不同的是：巴黎的

委员会是革命的，而柏林的委员会却是反动的。据柏林的消息说：

“负责维持治安的各个当局”认为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

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委员会，会址设在奥贝尔瓦尔大街。这

个新机构的成员如下：（１）主席——内政部长普特卡默；（２）卫

戍司令及前任市民自卫团总指挥阿朔夫；（３）警察总监米奴托利；

（４）检察官泰梅；（５）市长瑙宁和两名市政局委员；（６）市参议

会议长和３名参议员；（７）５名军官及两个市民自卫团士兵。这个

委员会将

“了解一切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安宁的事件，并将全面地和认真地研究

事实。它将不采用过去种种旧的和不适用的手段和方式，它将避免多余的手

续，它将和各方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并通过各个管理机关来迅速而有效地实

行必要的措施。只有采用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一致行动的办

法，才能作到既迅速、坚决，又有先见之明。特别是负责保卫城市的市民自卫

团将有可能在必要时使得在它参加下通过的当局的各项决定产生应有的效

力。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定会受到全体居民尤其是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和

（！）工人的同情和协助。同任何党派的观点和倾向没有关系的议员已经着手

执行自己的艰巨任务，并希望能够主要采用使大家安宁的和平调停的办法来

完成这些任务。”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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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阿谀奉承、委婉哀求的语调使人预感到，一个反对柏林革

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已经在这里形成了。这个委员会的成

员就证实了这一点。首先是普特卡默先生，就是那个在担任警察总

监时曾以发布驱逐令闻名的普特卡默先生。完全和在官僚专制制

度下一样：无论哪一个重要机关至少都要有一个普特卡默。其次是

阿朔夫先生，他由于粗暴的丘八作风和反动的阴谋诡计而引起了

市民自卫团的极大憎恨，以致市民自卫团决定要撤换他。他也确实

辞职了。其次是米奴托利先生，他在１８４６年揭露了波兰人的阴谋，

因而在波兹南拯救了祖国，不久前当排字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

实行罢工的时候，他又用流放来威胁他们。再其次是已经变得极端

反动的两个机关即市政局和市参议会的代表，最后还有市民自卫

团的军官及其反动头子布莱桑少校。我们希望柏林人民无论如何

不要让这个冒牌的、反动的委员会来保护自己。

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进行反动活动，要求取消原定昨天（星期

日）举行的到二月牺牲者的陵墓去的群众游行，因为这是示威游

行，而示威游行总是有害的。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５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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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

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

  科伦６月６日。昨天，我们向我们的读者报道了“激进民主党３０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制宪国民议会上所发表的论证性宣言”。在法

兰克福新闻栏里，今天你们将看到左派的宣言。乍看起来，好象这

两个宣言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激进民主党编辑的文笔拙

劣，左派编辑的文笔练达。但是细看之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文件有

着本质的差别。激进党的宣言要求在“不限资格的选举”的基础上

“并采取直接投票的方式”召开国民议会，而左派的宣言则要求在

“自由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国民议会。自由普选固然没有资格的限

制，但绝不排斥间接选举。用这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的用

意究竟何在呢？

我们再一次觉察到，和激进党的要求相反，左派的要求是非常

暧昧、非常含糊的。左派要求“由国民议会在一定期间选出对国民

议会负责的中央权力执行机关”。但这种中央权力机关是否应该象

激进党的宣言所明确要求的那样从国民议会内部选出，这个问题

它却没有加以解决。

最后，左派的宣言要求立即规定、宣布并保证德国人民的基本

权利，防止各邦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一切可能的侵犯。而激进党的宣

言并不以此为满足。它宣布：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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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现在就应该把全国的一切国家权力统一于自身，并立即行使

各种权力和实现它所应确立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同时也应指导整个国家

的内外政策。”

两个宣言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力图“只让国民议会去制定德

国宪法”，而不许各邦政府过问此事。两者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

“在不损害国民议会所应宣布的人民权利的原则下”，让各邦去选

择国家制度，不论是君主立宪制或者是共和制。最后，两个宣言都

认为德国应成为联盟国家或联邦国家。

激进党的宣言至少反映了国民议会的革命性质。它要求适当

的革命行动。难道制宪国民议会存在这一事实不正好证明了任何

宪法都不存在吗？既然任何宪法都不存在，那末任何政府也都是不

存在的。既然任何政府都不存在，那末国民议会就应该自己来管

理。国民议会活动的第一个表现应该是由８个字组成的法令：“永

远解散联邦议会３１”。

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

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

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

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

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那末，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

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德国国民议会患着德国特有的病症，何况它还是间接选举的

产物。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

福仅仅是一个理想的中心，这个理想的中心仅仅适合于过去所理

想的即想象中的德国的统一。法兰克福也不是一个拥有大量的能

捍卫国民议会并推动国民议会前进的革命居民的大城市。大民族

５４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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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宪议会在小城市召开，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德国

过去发展的遗产。法国和英国的国民议会处在巴黎和伦敦的火山

口上，而德国的国民议会却找到了一块中立的基地可以从容不迫、

冷静沉着地考虑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这一点它应该认

为很幸运。德国当时的状况总算使国民议会有可能去克服极为不

利的生存条件。国民议会本来应该处处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

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

量面前任何反动势力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却

眼睁睁地让美因兹遭受暴兵们的肆意蹂躏，让其他地区的德国人

成为法兰克福庸人的恶意挑剔的牺牲品①。这个会议不是引导德

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

倦。诚然，对国民议会来说，观众是存在的，他们有时还会带着善意

的幽默来观赏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会复活了的幽灵的有趣动

作，但是对国民议会来说，人民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议会的生活中

找不出人民生活的反映。到现在为止，国民议会连革命运动的回声

也够不上，更不用说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

即使国民议会能从自己内部选出中央政权，但是以它现有的

成员而论，再加上坐失良机，也很难期待这样的临时政府会做出什

么令人满意的事情。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权，那它就等于自动

辞职，稍微有一点革命风浪就会彻底瓦解。

左派的纲领也和激进党的纲领一样，其功绩就是认清了这个

必然性。两个纲领和海涅一起声明：

  “只要我们能深思熟虑，

  我们就根本用不着皇帝。”３２

６４

① 见本卷第１５—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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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当皇帝”这一难于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替选举的皇帝或

世袭的皇帝辩护的许许多多充实的论据，迫使国民议会的保守派

多数也断然拒绝选举任何皇帝。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所谓的激进民主党如何能把君主立宪国、

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的联邦，即以共和政府为首的、由如此不同的成

分所组成的联盟国家（左派所主张的中央机关正是如此）宣布为德

国的最终国家组织。

毫无疑义，国民议会所选出的德国中央政府最初必然会跟事

实上还存在的各邦政府同时并存。但中央政府一经产生，就会同各

邦政府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不是中央政府同德国的统一同归

于尽，就是各邦政府同它们的立宪君主或小共和国一起消失。

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ａｐｒｉｏｒｉ〔预先〕宣布统一的、不

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

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

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

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终确立不

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

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

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该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间切实

可行的步骤。

不管民主党宣言的拟订者如何要我们确信“每个人都乐于摆

脱自己的糊涂思想”，但是他把北美联邦国家作为德国宪法的蓝本

这种奇怪的思想却是再糊涂不过的了！

北美合众国所占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更不必说它的

各个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结构。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相似。

７４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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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

一的国家。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

建主义的斗争。正当一些大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形成的时候，德国陷

入到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义里去了，而正当世界市场为西欧开放

的时候，德国又被排挤出世界市场了。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德国

却贫穷下去。这些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德国却变成了农民国

家。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

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

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在

这种分裂为３９个小邦的领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现代的社会任务

呢？

但是，民主党纲领的拟订者没有必要涉及据说是次要的物质

经济关系。他的论证超不出联邦这个概念的范围。联邦就是自由

者和平等者的联合。因此，德国应当成为联邦国家。难道德国人联

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就会违背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这个概念

吗？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７日

“新莱茵报”第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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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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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的妥协辩论
３３

  科伦６月６日。关于妥协等等的辩论正在最愉快的气氛中在

柏林进行。提案一个接着一个，为了不致在提交各部门和各委员会

的漫长过程中半途搁浅，大多数提案甚至提出了五六次。一有机

会，就有许许多多先决的问题、相关的问题、中间的问题、补充的问

题以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在讨论每一个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的

时候，总是“立即”和主席、大臣等畅谈起来，在令人疲惫的“大辩

论”中，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休息。那些通常被速记专家称作“票”的

匿名的妥协分子，尤其喜欢在这些畅谈中倾吐自己的意见。但是，

这些“票”太为自己的投票权骄傲了，他们有时甚至“同时既投赞成

票又投反对票”，６月２日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十分不幸，在

这幽闲的生活中竟爆发了一场大辩论式的斗争，参与这场斗争的

不仅有讲台上的发言，而且还有妥协派的合唱：他们踩脚，喧嚷，争

相喊叫，不一而足。自然，这种戏每次都以道貌岸然的右派取得胜

利而结束，而且差不多每次都由保守大军提议表决来解决。

在６月２日的会上，荣克先生就同俄国达成引渡逃亡罪犯的

协定一事向外交大臣提出了质问。大家知道，早在１８４２年社会舆

论曾迫使撕毁这一协定，但是到１８４４年反动时期又恢复了。谁都

知道，俄国政府对于引渡给它的人不是活活打死，就是流放到西伯

利亚。谁都知道，引渡刑事犯和流浪者的协定，不过是将政治流亡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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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引渡给俄国当局的一种方便的借口罢了。

外交大臣阿尔宁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用说，谁也不会反对引渡逃兵，因为按一般的惯例，友邦之间是经常

互相引渡逃兵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大臣看来，俄国和德国是“友邦”，俄国陈

兵于布格河和尼门河上，实际上无非是要尽快地使“友好的”德国

摆脱革命的威胁。

“而且，引渡罪犯要由法庭作出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证被告在刑事审讯

结束以前不会被引渡。”

阿尔宁先生力图使议会相信，好象普鲁士法庭在审理对罪犯

们的控告。其实完全相反！俄国的或俄属波兰的司法机关只是把

审讯某个流亡者的决定送交普鲁士当局。普鲁士当局只须查明该

文件是否确实，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法庭就应作出引渡

的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证”，俄国政府只需示意一下自己的法

官，就可以把带着普鲁士镣铐的任何流亡者弄到手里，只要对该流

亡者还未提出政治性的控告。

“自己的臣民不应引渡，这是不言而喻的。”

封建的冯·阿尔宁男爵先生，“自己的臣民”早已不能引渡了，

因为自从人民敢于占据街垒为自己争取自由以来，在德国已不存

在什么“臣民”了。

“自己的臣民”！就是指我们这些选举国民议会，制定国

王和皇帝也得遵守的法律的人吗？我们是普鲁士国王陛下的

“臣民”吗？

“自己的臣民”！要是国民议会还有一点点革命的骄傲（国民议

０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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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这种骄傲），它就应该同声斥责卑躬屈膝的

大臣，把他从讲台上和大臣席位上哄走。可是它对这种侮辱的话却

置若罔闻，毫不表示抗议。

雷费德先生就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海外贸易公司〕
３４
恢复收购羊毛

并在票据贴现上优待英国买主而薄待德国买主一事向汉泽曼先生

提出了质问。由于总危机而每况愈下的羊毛工业，原以为按照今年

极低的价格收购羊毛至少能获取一点利润。不料来了一个Ｓｅｅ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它的大量收购使得价格暴涨。同时，该公司对伦敦的可

靠票据的贴现大大地方便了英国买主的收购；这一措施也因招徕

新的买主而引起价格上涨，使外国买主比本国买主获得更多的好

处。

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君主专制政体的遗物，曾被君主专制政体用

来达到种种目的。２０年来该公司把１８２０年的国债法变成了一纸

空文，而且非常可恶地干预着工商业。

雷费德先生所谈的问题，实际上和民主派没有多大关系。这里

的问题是：是羊毛生产者或多或少地得到几千塔勒的利润呢，还是

羊毛加工者得到几千塔勒的利润。

羊毛生产者几乎全是大地主，勃兰登堡、普鲁士、西里西亚和

波兹南的封建主。

羊毛加工者大部分是大资本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所以，羊毛价格问题不是一般利益的问题，而是阶级利益的问

题，是谁剪谁的问题，是土地贵族剪大资产阶级呢，还是大资产阶

级剪土地贵族。

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派到柏林去的汉泽曼

先生，却把大资产阶级出卖给了战败的贵族地主。

１５柏林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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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民主派来说，有意义的只是汉泽曼先生现在站到了战

败者的一面，他支持的不是单纯保守的阶级，而是反动的阶级。我

们的确没料到资产者汉泽曼会来这么一手。

汉泽曼先生起初证明他绝不是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的庇护者，然后

又补充说：不应立即停止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至

于收购羊毛，那是有合同的，根据合同，今年收购一定数量的羊毛

是……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的义务。我认为，如果说这种收购有一年能使

私人周转不受损失的话，那末这正是今年（？）……因为，不这样价

格就会一落千丈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汉泽曼先生是言不由衷的。他曾答应

要损害羊毛加工者的利益来讨好阿尔宁、沙夫科奇和伊岑普利茨

这一类人物，而现在又不得不从对贵族十分无情的现代政治经济

学中引经据典，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辩护。他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他

是在愚弄整个国民议会。

“不应立即停止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因而，

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还在收购羊毛并让它的工厂加紧生产。既然不应立

即“关闭”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的工厂，自然也就不能中止收购。因此，Ｓｅｅ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仍将以自己的毛制品供应市场，使本来就已饱和的市场

更加饱和，使本来就很低廉的价格继续下跌。总而言之，为了使勃

兰登堡和其他地方的容克地主们在他们的羊毛上发财，Ｓｅｅｈａｎｄ

ｌｕｎｇ将使目下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将夺去羊毛加工者们目前仅

有的一些顾主。

至于说到英国票据问题，汉泽曼先生发表了一篇辉煌的演说，

说明英国基尼落入勃兰登堡容克地主们的腰包会使整个国家得到

巨大的利益。当然，我们不想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理解

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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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泽曼先生当时怎么能够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为波兹南任命一个委员会的问题。这

事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７日

“新莱茵报”第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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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 协 辩 论

  科伦６月６日。在６月２日的柏林妥协会议上，罗伊特先生提

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波兹南内战３５的原因。

帕里鸠斯先生要求立即讨论这个提案。

主席正想把这个问题提交表决，康普豪森先生提醒说，帕里鸠

斯先生的提案根本还没有讨论：

“从我自己方面来说，我也应该提请大家注意，通过这个（罗伊特的）①提

案就意味着通过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有权（ｓｉｃ！〔请注意！〕）

要求各部门事先加以研究。”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包含在罗伊特提案中的“重要原则”，可是

康普豪森先生对这个原则一直避而不谈。

当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这方面的解释的时候，会议主持人

（副主席埃塞尔先生）和许多“票”却在准许或不准许辩论帕里鸠斯

的提案这个题目上谈论起来了。当时埃塞尔先生所依据的是ｓｏｉ

ｄｉｓａｎｔ〔所谓〕国民议会的主席口中发出的各种怪论，例如，“我本

来想，凡是国民议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准许讨论！”

“我本来想”！人在想，而康普豪森先生在操纵，——他拟定了

谁也不能理解的会议规则草案，并且强迫自己的国民议会临时通

４５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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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这一次康普豪森先生是仁慈的。他需要讨论。要是不讨论，也

许会通过帕里鸠斯的提案，会通过罗伊特的提案，也就是说，会间

接通过对康普豪森先生的不信任案。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不讨

论，他的“重要的政治原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于是进行讨论。

帕里鸠斯先生希望立即讨论主要的提案，以免浪费时间，并且

使委员会能够在讨论奏摺以前提出自己的报告。否则，在草拟奏摺

时势必对波兹南的情况一无所知。

莫伊泽巴赫先生起来反对，但是态度相当温和。

可是里茨先生接着起来发言，他迫不及待地要否决罗伊特的

煽动性的提案。他是普鲁士王国的谘议，不能容忍任何议会（即使

是妥协议会）干预他的权限。他认为只有一个机构有这种权利，这

就是总督署。在他看来，再没有比从属关系更高的东西了。

他大声叫道：“诸位先生，你们想怎样派遣委员会到波兹南去呢？难道你

们想把自己变成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吗？诸位先生，从提案中我看不出你们

打算干什么。难道你们想向司法当局（可怕！）①的统帅或者向行政当局（谘议

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说不出话来）②的统帅要文件吗（何等狂妄！）
③
？难道你们

想委托仓卒成立的委员会（大概没有经过任何考试）④去调查任何人都还没

有弄清楚的东西吗？（大概里茨先生只是为了调查任何人都已经弄清楚的东

西，才任命委员会的。）⑤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你们竟要越爼代庖……”（抗

议。）⑥

对于这个旧式的谘议，这个微末小吏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倒象

卡姆画中的那个乡下人，二月革命后他来到巴黎，看见墙上都贴着

５５妥 协 辩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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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法兰西共和国〕的标语，就到总检察官那

里去告密，说有坏分子要推翻国王的政府。这个可怜的人过去一直

在睡觉。

里茨先生也睡着了。“波兹南问题调查委员会”这句雷鸣般的

话把他惊醒了，他还在睡眼朦胧中就惊叫起来：难道你们想越爼代

庖吗？

敦克尔先生认为成立调查委员会是多余的，“因为奏摺起草委

员会应该要求内阁作必要的解释”。但是要知道，成立委员会正是

为了查对内阁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布洛姆先生说这个提案必须立即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在讨论

奏摺前解决。有人谈到仓卒成立的委员会。昨天汉泽曼先生的内

阁信任案也是仓卒提出的，但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

在进行所有这些乏味的辩论的时候，汉泽曼先生大概正在反

复考虑他的新的财政计划，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才从金色的幻梦

中惊醒过来。他对谈话的内容茫无所知。但是既然已经叫到他的

名字，他就得讲话。他还记得起来的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有两点：他

的上司康普豪森的演说和里茨的演说。他在奏摺问题上说了几句

空话以后，用他们二人的演说拼凑成了下面这篇雄辩的杰作：

“现在还不知道委员会到底要做什么，要派遣自己的委员到大公国去，还

是要做别的什么事情。正是这种情况证明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在这里

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采取草草了之的态度。我

想国民议会不会这样做，我信任国民议会，相信它会慎重行事……”

汉泽曼先生给国民议会下这种结论，未免太轻视国民议会！我

们要任命的委员会也许会派到波兹南去，也许不会派去。正是由于

我们不知道委员会应该留在柏林，还是应该派到波兹南去，所以是

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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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应该任命一个委员会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问题非

常重要，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到底是什么，汉泽曼先生现在还

没有说出来，正如康普豪森先生不肯说出自己的重要的政治原则

一样。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要耐心等待！

汉泽曼的逻辑给人一种非常可怕的印象，以致立即有人起来

要求中止辩论。当时就表演了这样一幕戏：

荣克先生要求发言，他反对中止辩论。

主席：在我看来，要发言反对中止辩论是不许可的。

荣克先生：按通例，可以让人发言反对中止辩论。

泰梅先生念了暂行会议规则第４２条，根据这一条，荣克先生

是对的，而主席是不对的。

荣克先生获准发言：我反对中止辩论，因为最后发言的是大

臣。大臣的发言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把大部分人都吸引到一

边去了，因为议会上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拒绝大臣……

啊哟！啊哟！一片喊声经久不绝。右派席位上发出可怕的喧

嚣声。

法律顾问摩里茨先生（即席）发言：我提议叫荣克先生守规矩，

他竟敢对整个国民议会进行人身攻击！（！）

“右派”那一边又有人喊道：我附议，我抗议……

喧嚣声越来越厉害。荣克使尽了浑身力气也无法压倒这种喧

嚣声。他要求主席让他继续讲下去。

主席：既然国民议会表示了自己的意志，我的职责已经尽到

了。（！！）

荣克先生：国民议会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您首先应该进行正

７５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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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表决。

荣克先生不得不走下讲台。他不离开讲台，喧嚣声就不会平

息。

主席：看来（！）刚才这位发言人是反对中止辩论的。不知道是

否还有人想发言赞成中止辩论。

罗伊特先生：中止辩论还是继续辩论的辩论已经化费了１６分

钟；再辩论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位发言人接着又絮絮谈到必须立即讨论任命委员会的提

案。这使得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次发言，阐明自己的“最重要的政

治问题”。

汉泽曼先生：先生们！事情关系着一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就

是说，国民议会是否打算走上那条会引起严重冲突的道路的问题！

果然！汉泽曼先生就象始终如一的杜沙特尔一样，又宣称所讨

论的问题是信任问题了。对他来说，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意义，那

就是说，都是信任问题，而信任问题，对他来说，自然又是“最重大

的政治问题”！

看来，这次康普豪森先生对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是不满意的。

他说话了。

“应当指出，要是议员愿意提出质问（要知道人们愿意亲自查明！）①，国

民议会也许已经了解情况了（关于波兹南）②。这就可以成为一条使问题得到

阐明（但是怎样阐明？）③的捷径。……我最后要宣布，整个提案的本质归结起

来只有一点：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为了某种目的而成立调查委员

会；我完全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加以周密考虑和阐明，但是我不同意在这里这

样仓卒地把它提出来讨论。”

８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③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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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妥协

议会有权利成立调查委员会，还是它自己有意放弃这个权利！

法国和英国的议会早已成立了这类调查（ｅｎｑｕêｔ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

ｔａｒｙｉｎｑｕｉｒｙ〔议会调查〕）委员会（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议会特别委

员会〕），而且那些循规蹈矩的大臣们从来不反对这样做。没有这些

委员会，大臣们的责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却否

认妥协派有这种权利！

够了。说话容易表决难。辩论快要结束，表决就要进行，而无

穷的困难、犹豫不决、卖弄聪明和良心谴责都产生了。但是我们不

想使我们的读者陷到这里面去。在连续不断的高谈阔论之后，帕里

鸠斯的提案被否决，罗伊特的提案被提交给各部门。愿它安然瞑

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８日

“新莱茵报”第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５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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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摺 问 题

  科伦６月７日。柏林议会为了使内阁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

和证明它过去的活动是正当的，决定向国王呈递奏摺。据说这个奏

摺不应当象过去省议会的感恩书那样，甚至也不应当成为请安的

文疏：据陛下至尊的“负责任的”各部大臣承认，陛下只是提供了使

多数派的原则和内阁的原则“调和”的一个“最方便的”、“最好的”

机会。

既然国王这个人物（我们又要引用首相本人的话了）实际上

只是象用来进行交易的货币一样的交换手段，那末就商讨的形式

来说，他（这个人物）就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了。首先，人民意志

的代表因此便要直接同国王打交道了，由此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奏

摺问题的辩论本身就是承认“妥协论”３６，否认人民的主权。其次，

同需要特别尊重的国家元首谈话决不能象直接向大臣们说话那

样。表示意见要很谨慎，多暗示，少开门见山，此外，还要取决

于内阁的决定，看它能不能接受甚至是怯懦的批评，认为这种批

评可以和它的继续存在相容。至于矛盾非常尖锐的复杂问题，则

尽可能避而不谈，或者只是表面上谈谈。这里很容易引起害怕同

国王过早破裂的心理，据说这种破裂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且很

容易用这样的借口来掩饰：不应当操之过急，因为对各个问题还

要进行认真的讨论。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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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君主个人或君主政体的整个原则衷心敬仰，担心操之

过急，害怕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一切都会使内阁在讨论奏摺

时占很大的便宜，而康普豪森先生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这是

造成稳固的多数的“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现在要问，人民代表是不是存心使自己处于这种恭顺的从属

地位？制宪议会已大大地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它甘愿放弃自己

的首要职责，不去要求各部大臣报告他们在临时执政期间的一切

活动。据说议会之所以提前召开，是为了要用人民的间接意志来支

持政府的措施。实际上，现在在议会召开之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

它的召开仅仅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可以指望长期存在的宪

法”。

议会不仅没有用适当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它的真正任务，反

而辱没了自己，在各部大臣的压力之下答应同意总结报告。令人惊

奇的是没有一个议员反对成立奏摺起草委员会的提案，而要求内

阁除了只对它过去的活动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出席

议院。而这却是反对奏摺的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论据；任何其他的论

据都是对各部大臣有利的。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８日

“新莱茵报”第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６奏 摺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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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兰的重新瓜分
３７

  科伦６月８日。冯·普富尔先生在波兹南划定的新界线是对

波兰的新的掠夺。这个新界线把波兹南的“应当改组的”部分缩小

到不及整个大公国的１ ３，而把大波兰的大部分并入了德意志联

邦。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性只是在沿俄罗斯边界的狭长地带才得到

承认。这一地带包括弗勒申和普列申①州以及莫吉尔诺、冯格罗维

茨、格内森、施罗达、施里姆、科斯滕、弗劳施塔特、克廖本、克罗托

申、阿德瑙和席尔德堡②等州的一部分。这些州的其余部分以及布

克、波兹南、奥博尔尼克、扎姆特尔、比恩包姆、梅泽里茨、博姆斯

特、恰尔尼科夫、荷德捷日、维尔济茨、勃罗姆堡③、舒宾、伊诺弗罗

茨拉夫等州则根据冯·普富尔先生的命令，干脆全部变成了德国

的领土。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在这一片“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上”，大

部分居民讲的还是波兰话。

旧分界线至少还以瓦尔塔河作为波兰人的边界。新分界线却

把应当改组的部分又缩小１ ４。其理由是：一方面陆军大臣“希望”

波兹南要塞周围方圆３—４英里的地区不包括在改组范围以内；另

２６

①

②

③ 布克，波兹南，奥博尔尼基，沙莫土雷，门兹胡德，门兹热奇，巴比莫斯特，恰尔

恩库夫：荷德捷日，维日斯克，贝德哥什。——编者注

莫吉尔诺，冯格罗维茨，格涅兹诺，斯罗达，斯列姆，科息茨雅恩，弗斯霍瓦，克

罗比亚，克罗托申，奥多利亚努夫，奥斯特舍舒夫。——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普列舍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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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各城市，例如奥斯特洛夫①等等要求并入德国。

说到陆军大臣的希望，那是不言而喻的。起初掠夺波兹南城市

和揳入波兰内地１０英里的波兹南要塞，然后为了毫无阻碍地享有

掠夺来的东西，便承认侵占方圆３英里的新地区是合乎希望的。侵

占了这一地区也就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小范围的圈地，而且这

是把德国边界逐渐向俄属波兰边界推进的最好的借口。

至于“德国人”住的城市希望合并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全波兰，

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从事工商业的市民的主要核心；他们是那些主

要由于宗教迫害而离乡背井的移民的后裔。他们在波兰土地上建

立了城市，并且在数百年间和波兰国家同命运共呼吸。这些德国人

和犹太人（居民中的极小部分）却企图利用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来

争夺统治权。他们借口自己是德国人，然而他们和美洲的德国人一

样，很少象德国人。把他们并入德国，也就等于抑制波兹南占半数

以上的波兰居民的语言和民族性，而且受抑制的正好是该省民族

起义声势浩大的部分即布克、扎姆特尔、波兹南、奥博尔尼克等州

的波兰居民的语言和民族性。

冯·普富尔先生声言，新界线一经内阁批准，就是最终的界

线。他丝毫没有提到妥协议会和德国国民议会，既然是关于确定德

国边界的问题，这两个议会也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过，即使内

阁、妥协派、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了普富尔先生的决定，只要这条分

界线没有得到另外两种力量即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的批准，它还

是不可能成为“最终的”界线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日“新莱茵报”第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３６对波兰的重新瓜分

① 大波兰的奥斯特鲁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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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朝 之 盾

  科伦６月９日。正如德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康普豪森先生在

６月６日向他的妥协派倾吐了心怀。他发表了

“一篇与其说是出色的，不如说是出自肺腑的演说，这篇演说令人想起了

保罗①的话：‘如果我用人类和天使的语言说话而没有爱，那我就象是一块发

出响声的金属！’他的演说充满了我们称为爱的那种神圣的激动情绪……他

向被鼓舞者发表了有鼓舞力的演说，掌声经久不息……要经过长久的歇息，

才能吸收和领会这篇演说的全部印象。３８

谁是这篇出自肺腑、充满了爱的演说中的英雄人物？谁是那样

鼓舞了康普豪森先生，使他向被鼓舞者发表有鼓舞力的演说的主

要角色？谁是６月６日的这首即兴诗“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亚尼雅

士３９？

不是别人，而是普鲁士亲王！

应当读一读速记记录，看一看富有诗意的首相怎样描绘现代

安契西士②的儿子的漂泊经过；他怎样在

  神圣的特洛伊城陷落，

  柏里亚③倒下，

  长枪手柏里亚的人民遭到毁灭４０

的那一天，怎样在容克地主的特洛伊城陷落之后，经过了长时期的

４６

①

②

③ 特洛伊国王。——译者注

亚尼雅士的父亲。——译者注

基督教原始时代的传道者，见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三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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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流浪，终于在现代的迦太基靠了岸，受到了迪多娜女皇的亲切

接待；他怎样比亚尼雅士一世走运，因为竟有康普豪森这样的人来

竭力复兴特洛伊城和重新发现神圣的“法制基础”；康普豪森怎样

终于使他的亚尼雅士回到了家园，现在特洛伊城的宫殿里怎样又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４１。只有看完了这一切，看完了那些充满诗意的

描绘，才能感觉到鼓舞者向被鼓舞者发表演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这整首史诗只是康普豪森先生用来赞美他自己和他的

内阁的借口罢了。

他高声说道：“是的，我们以为立宪制度的精神要求我们挺身做一个崇高

的人物，要求我们出来承受一切必将袭来的攻击……结果也正是这样。我们

象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承受了一切危险和攻击！”

这是对“崇高的人物”、对“王朝”的怎样的赞语啊！如果没有康

普豪森先生和他的６位骑士，王朝就会崩溃。康普豪森先生说这样

的话，该是把霍亨索伦王朝看作多么强大、多么“深得民心的王朝”

啊！其实，如果康普豪森先生不是那样“有鼓舞力地向被鼓舞者”说

话，如果他不是那样“充满了我们称为爱的那种神圣的激动情绪”，

或者如果他只是让他的满足于作“发出响声的金属”的汉泽曼讲

话，那末对王朝也许会更有利些！

“然而，诸位先生，我这样说并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谦恭温顺，是由于意识

到摆在你们和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只有在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也光临这个议

会的条件下，只有在我们不仅能指望你们的正义，而且能指望你们的宽容的

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

康普豪森先生做得对，他向那个本身也极需要公众宽容的议

会哀求宽容！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０日“新莱茵报”第１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５６王 朝 之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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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伦 在 危 急 中

  科伦６月１０日。美妙的降灵节来到了，田野一片翠绿，树上花

儿盛开４２，所有分不清第三格和第四格的人
４３
都开始准备在一天之

内就把反动派的圣灵散发到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中去。

时机选择得很适当。在那不勒斯，近卫军的上尉和瑞士的雇佣

兵已经把年轻的自由淹没在人民的血泊中①。在法国，资本家会议

用残酷的法律来制服共和国，并任命２月２３日在基佐家中下令开

火的佩罗将军为文森要塞的司令。在英国和爱尔兰，宪章派和合并

取消派４４被大批地投入监狱，手无寸铁的人们的集会被龙骑兵驱

散。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现在自己确定了要实现曾经由永垂不朽

的联邦议会提出而被五十人委员会４５否决的三头政治。在柏林，右

派靠人多势众和跺脚喧嚣而节节胜利，普鲁士亲王则以进入“全民

财产”４６宣布了革命的毁灭。

在莱茵黑森集结着军队；法兰克福周围驻扎着因镇压滨湖地

区的共和派起义部队而驰名的英雄们４７；柏林和布勒斯劳②周围也

驻满了军队，至于莱茵省的情况怎样，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反动势力在准备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

正当在什列斯维希进行着战斗，俄国发出威胁性的通牒并将

６６

①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１—２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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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万军队向华沙集中的时候，莱茵普鲁士却挤满了军队，虽然巴

黎议院的资产者已经又一次宣布“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

在莱茵普鲁士、美因兹和卢森堡驻扎有（根据“德意志报”４８的

报道）整整１４个步兵团（１３，１５①，１６，１７，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３０，３４，３５，

３８，３９，４０），也就是说，驻扎有整整１ ３的普鲁士常备军步兵和自卫

军步兵（全普鲁士共有４５个步兵团）。这些步兵团的一部分已按战

时编制加以扩大，而其余部分则用召集１ ３预备兵的办法来加强。

此外，这里不驻扎着３个枪骑兵团、两个骠骑兵团和一个龙骑兵

团，并且在最近还要增加一个重骑兵团。这里还应当加上第７和第

８炮兵旅的大部分，其中至少有一半已进入动员状态（即每个炮兵

连已配备１９—１２１匹马，或是２—８付火炮系架）。除此以外，还为

卢森堡和美因兹成立了第３炮兵连。这些军队布置成一个大的弧

形，从科伦和波恩经过科布伦茨和特利尔直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

境。所有的要塞都在加强武装，堑壕都加筑了木栅排，堡垒斜堤上

的树木有的地方已完全砍掉，有的地方只把炮火线上的砍掉。

在科伦这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科伦的炮台已经装备齐全。安好了炮床，开好了炮门，大炮就

安在这里并已架设在待机阵地上了。每天从早晨６时到傍晚６时

都在进行这些工作。据说，为了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大炮是在夜里

裹好了车轮运出城去的。

护城的工事从拜恩士姆开始，已经筑到第６号棱堡，即包括了

一半要塞围墙。第一地段已架设了２０门大炮。

７６科伦在危急中

① 不完全正确。第１３步兵团只有一部分驻扎在这里，第１５步兵团全在威斯特伐

里亚，但乘火车在几小时内就可到达此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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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２号棱堡（塞费林托尔），大炮是架设在城门上的。只要掉

转炮口就能向城市轰击。

这里堡垒斜堤上的树木原封未动，这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种

武器不过是表面上用来对付外敌而已，实际上是对付科伦本身的。

这样一来，如果军队离开城市而隐蔽到炮台里去，架设在城墙上的

大炮就无法轰击炮台，可是炮台的臼炮、榴弹炮和２４磅火炮却可

以毫无阻碍地用榴弹和炸弹越过树木轰击城市。炮台距离城墙总

共只有１４００步，因此炮台可以用有效射程为４０００步的炸弹轰击

城市的任何部分。

现在来谈谈直接对付城市的措施。

区行政机关对面的军械库已搬运一空。枪支已包装得好好的

（为了掩人耳目），并已运到了炮台。

炮弹是装在枪械箱中运到城里去的，并存放在炸弹轰击不到

的沿城墙的军需库里。

当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炮兵正在分发上了刺刀的枪支，虽

然大家知道，普鲁士的炮兵根本就没有受过使用上了刺刀的枪支

的训练。

步兵已有一部分驻扎在炮台里。全科伦都知道，前天每个连队

都分到了５０００发子弹。

为了在发生冲突时对付人民，曾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在发出第一个警报信号时，（要塞的）炮兵第７连就开往炮台。

第３７炮兵连也应随即出城。这个炮兵连已经完全做好了“战

斗准备”。

第５和第８炮兵连暂时留在城内。这些连队的每一辆弹药车

都装有２０发炮弹。

８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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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兵由多伊茨开赴科伦。

步兵占领新市场，哈能托尔和埃伦托尔，以便掩护全部军队撤

出城市，军队撤完后自己也要隐蔽到炮台里去。

同时，高级军官在用一切办法教导军队拥护旧普鲁士，仇视新

制度。在目前反动势力气焰万丈的情况下，借口反对煽动者和共和

主义者而对革命和君主立宪制进行最恶毒的攻击，是最容易不过

的了。

其实，科伦在最近恰好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除了在区督察员

家门前的一次人数不多的集会和在干草市场上的几次斗殴之外，

最近四周以来连稍微惊扰市民自卫团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由此

可见，所有上述措施都是毫无根据的。

再说一遍：上述一切措施完全不可理解，我们收到的来信证明

军队正在向柏林和布勒斯劳集结，反动派切齿痛恨的莱茵省充满

了士兵，根据这一切情况来判断，毫无疑问，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

动一次普遍的强大的进攻。

看样子，在科伦这里，这种进攻是计划在降灵节的第二天开始

的。现在谣传纷纷，说在这一天“将要开始”。他们将竭力制造一些

小纠纷，然后好立刻出动军队，以炮击来威胁城市，解除市民自卫

团的武装，把主要的煽动者监禁起来，一句话，象对付美因兹和特

利尔那样来对付我们①。

我们郑重地警告科伦的工人们不要上反动势力的当。我们坚

决请求他们不要给拥护旧普鲁士的政党提供任何足以被用来使科

伦受到横暴的军法制裁的借口。我们请求他们要特别安静地度过

９６科伦在危急中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２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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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降灵节日，以便粉碎反动派的全盘计划。

如果我们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攻击我们的借口，我们就会遭到

毁灭，遭到同美因兹的居民一样的命运。如果反动势力由于寻衅不

成而被迫首先开始向我们进攻，如果它真的敢这样做，那末科伦人

就会证明，他们将毫不动摇地决心为３月１８日的胜利果实战斗到

最后一滴血。

附笔：刚刚颁布了下列命令：

在两天的降灵节日里，取消接受口令时的集合（平时宣布口令

总是特别隆重的）。军队留在营房，口令也在营房里向军官传达。

在节日的两天内，要塞的炮兵连、大炮修理连以及炮台的步兵

卫戍部队每天除平常的口粮外，还预领４天口粮，这样一来，他们

就经常储备有８天的口粮。

炮兵在今晚７时就要举行战斗演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０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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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

承认自己有名无实

  科伦６月１１日。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都承认了自己有名

无实，并把这一点郑重地记入记录。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对什列斯维

希 霍尔施坦问题的表决承认了联邦议会为上级机关４９。柏林议会

否决了贝伦兹议员的提案，而通过了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决定，

这不只是背弃了革命①，而且是公开声明，它的召开不过是为了协

商制定宪法而已，这样也就承认了康普豪森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

的基本原则。两个议会都给自己做了正确的评价。它们俩都是有

名无实的。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１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７

① 见本卷第７５—８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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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一

科伦６月１３日。妥协议会终于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它背弃了

革命，承认了妥协论。

妥协议会要谈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３月１８日国王答应立宪，实施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并

且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说，要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把德国溶化到普

鲁士里面去。

３月１８日的让步就是如此，让步的实际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这

样。柏林人满足于这一点，他们到皇宫前去游行，向国王谢恩，这就

最明显地证明了３月１８日的革命是必要的。不但国家必须革命

化，而且国家的公民也必须革命化。只有在流血的解放斗争中，他

们才能摆脱忠君爱国的精神。

某种“误会”引起了革命。不过误会确实发生了。士兵的进攻，

１６小时的战斗，人民一定要军队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

人民根本不懂得３月１８日的让步。

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

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

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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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

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

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

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

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

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

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

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问题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

他们否认人民的胜利，捏造“１７个被害士兵”的臭名昭彰的名单，

千方百计地诽谤街垒战士。不仅如此，内阁还决定真正召开革命前

就宣布召开的联合议会，以便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随即〕表演从专制到

宪制的合法过渡。这样，它就公开地背弃了革命。随后内阁发明了

妥协论，从而再度背弃了革命，同时也背弃了人民的主权。

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了问题。它本来就可能成问题，因为它只

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

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目前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向

民主过渡的必然阶段，为什么大资产阶级一上台就站到反动派方

面去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说明。我们现在只指出事实本

身。

妥协议会现在必须表示态度：它是否承认革命。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承认革命就是承认革命的民主的一面，

这是和大资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因为大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的这

一面化为乌有。

３７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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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革命在目前恰恰就是承认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承认为

了反对革命的某些结果而掀起的民主运动。这就意味着承认德国

正在发生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康普豪森内阁、妥协论、间接选

举、大资本家的统治和妥协议会本身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即

使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也决不能成为最后的结果。

在议会辩论是否承认革命时，双方发言都非常冗长、非常积

极，但是在思想上却暴露了惊人的贫乏。很少能看到有比这种模棱

两可的辩论更枯燥无味的东西了。辩论经常被喧嚷或会议规则的

细节上的争论所打断。不是党派斗争的高度的热情，而是时时刻刻

会使辩论变为谈心的冷静的气氛；不是击中要害的尖锐的论证，而

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冗长的空谈；不是中肯的反驳，而是关于道

德的本质和特性的枯燥无味的说教。

左派在这场辩论中也并不突出。它的大多数发言人都是彼此

重复；谁也不敢肯定地对问题的本质发表意见，公开地站在革命的

立场上说话。他们总是怕引起别人的讨厌，怕侮辱了和吓倒了什么

人。要不是３月１８日的战士们在斗争中比左派先生们在辩论中显

示了更大的毅力和热情，德国的情况就糟了。

４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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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６月１４日。开始辩论时，柏林议员贝伦兹提出如下的提

案：

“议会承认革命，宣布３月１８日和１９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

提案的形式，法国大革命从古罗马人那里借来的这种简要的

形式，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贝伦兹先生论证他的提案的方式却是不恰当的。他的演

说不是革命的，而是调和的。他本来应该在反动派的会议上把遭到

诽谤的街垒战士的愤怒表达出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那里心

平气和地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好象他还是以柏林手工业者协会

的一个教师的身分在说话。他本来应该为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事

情辩护，可是他的议论却混乱透顶。

贝伦兹先生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

“诸位先生！承认革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个议会本身就是对

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的明确的承认。议会就是由这次革命产生

的，因此，它的存在就是在实际上承认了革命。”

第一，问题根本不在于一般地承认“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

伟大运动”是事实，——这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问题在于承认那

个被说成是叛乱的柏林巷战是真正的实际的革命。

第二，一方面，柏林议会当然“承认革命”，因为如果没有柏林

５７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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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巷战，就不会有什么“协商的”宪法，最多也不过是钦定的宪法。

但是由于议会召开的方式，由于联合议会和内阁授予它的权利，它

同时也就否定了革命。因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议会不是进行

妥协，而是要发号施令。

第三，议会在表决奏摺时的态度说明它已经承认了妥协论，它

投票反对到阵亡战士墓去游行５０说明它已经背弃了革命。它背弃

了革命，因为它始终和法兰克福议会同时“开会”。

这样，贝伦兹先生的提案实际上已经两度被否决了。而这一

次，议会必须公开发表意见，这个提案就更会遭到否决。

既然议会已经是反动的，既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人民对它不再

抱有什么希望，那末左派就应该使支持提案的少数尽量少些，而且

只包括一些最坚决的议员。

所以贝伦兹先生根本用不着拘于礼节。他应该尽量坚决、尽量

以革命的精神发言。他不应该沉溺于幻想，似乎议会是制宪议会，

似乎议会想成为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应该

向这个议会说明它已经间接地背弃了革命，并且要求它现在公开

地这样做。

但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左派发言人都没有遵循民主党

派应该遵循的这个唯一的政策。他们沉溺于幻想，似乎能够劝议会

采取革命的步骤。因此他们作了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讨论了和

解的问题，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背弃了革命。

于是贝伦兹先生继续非常冷静、非常呆板地对一般的革命特

别是柏林的革命作了冗长的发言。他在发挥他的思想的时候，提到

这样一个反对意见：革命是多余的，因为国王早就同意一切要求

了。对于这种意见他回答说：

６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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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王陛下已赐予了很多……但是难道人民满足于这种赐予吗？难

道我们得到了真正实现这个诺言的保证吗？我认为这种保证……只有经过斗

争才能得到！……可以肯定，类似的国家变革只有经过斗争的大灾难才能产

生，才能扎根。３月１８日的一个重要的让步还没有实现，这就是武装人民

…… 只有人民武装起来了，他才感觉到自己有了保障，不致发生可能产生的

误会…… 因此（！），斗争当然是一种自发的现象（！），但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是一种灾难，国家生活的变革是在这种灾难中成为现实，在这种灾难中

实现的。”

从这段冗长、混乱、再三重复的议论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贝伦兹先生根本不明白革命的结果和它的必要性。关于革命的结

果，他只知道对３月１８日的诺言所作的“保证”，只知道“武装人

民”；他凭空塑造革命的必要性，再一次用精细的笔法来描写“保

证”，最后郑重其事地断言，任何革命没有革命就不能实现。

革命是必要的——显然这只是说，为了取得我们现在已经取

得的东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结果成正比。但是

由于贝伦兹先生不明白这些结果，所以他自然只好求助于冗长的

庄严的论断来塑造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的结果怎样呢？它绝对不是“保证”实现３月１８日的诺

言，恰好相反，是推翻这些诺言。

１８日那天允许成立这样一种君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贵族、

官吏、军阀和牧师保持着政权，同时让大资产阶级通过钦定宪法和

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来行使监督权。对人民说来，是德国的旗

帜、德国的舰队代替了普鲁士的旗帜和舰队，是为德意志联邦服兵

役，而不是为普鲁士服兵役。

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的一切势力——贵族、官吏、军阀和牧

师。它使大资产阶级独自获得了政权。它给了人民不必交纳押金

７７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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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给了他们结社的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给

了他们物质的武器——步枪。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结果。在街垒上进行过战斗并获得了胜利

的人民，已经完全不是３月１８日到皇宫前游行、只是遭到龙骑兵

袭击后方明白他们所获得的让步的真正意义的人民了。他们完全

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他们完全能够以另一种态度对待政府。革命的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

“作为一个柏林人，我完全有权利说我们饱尝了悲痛的滋味（如此而

已！）①……看到有人诽谤这个斗争……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首相先生的话，他

……证明说，摆在伟大的人民和全体人民代表面前的任务是本着宽容与和解

的精神进行工作。我也向大家呼吁要有这种宽容的态度，并以柏林代表的身

分建议你们承认３月１８日和１９日。柏林人民在革命后的行动，一般说来，无

疑一直是令人非常满意、非常尊敬的。可能有过个别的过火行为……因此，我

认为议会的声明是恰当的等等，等等。”

对这个背弃革命的怯懦的结论，我们只补充一点：经过这样的

论证后，这个提案应该遭到否决。

８７ 弗 · 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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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伦６月１４日。针对贝伦兹的提案提出的第一个修正案之所

以短命，应该归功于议员布莱梅先生。这是一个含糊的善意的声

明，它（１）承认革命，（２）承认妥协论，（３）承认革命的所有参加者，

（４）承认下面这个伟大的真理：

  无论骏马或骑士都不能

  保卫王公所在的顶峰５１，——

这样一来，革命本身又打上了真正普鲁士的烙印。可敬的老教师布

莱梅先生想讨好各政党，可是它们根本不想理睬他。他的修正案未

经讨论就被否决了，于是布莱梅先生怀着失望的博爱者的无可奈

何的心情悄然下台了。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走上讲台。舒尔采先生也是革命的信徒，

但与其说他是街垒战士的信徒，不如说他是战斗后的人们的信徒，

这些战斗后的人们是和通称为“人民”的那种“战士”不同的。他希

望“战斗后的人民的行为”特别得到承认。当他听到了

“人民在已经没有任何敌人和他们对抗时（！）的温和与审慎……他们的

严肃认真的精神，和解的愿望……以及对朝廷的态度…… 我们看到，人民非

常懂得在这种时候正视历史本身！！”

这些话时，他简直喜不自胜。

舒尔采先生之所以喜不自胜，与其说是由于人民在战斗时的

革命行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战斗后的绝非革命的无所作为。承

９７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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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人民在革命后宽宏大量，其含义不外乎下面两种：

要就是侮辱人民，因为如果说人民的功劳在于他们在胜利后

没有发生卑鄙的行为，那就是对人民的侮辱。

要就是承认人民用武力取得胜利后无所作为，因而使反动势

力得以重新抬头。

舒尔采先生“把两者结合起来”，“惊喜若狂”，因为人民不但自

己行为规矩，而且使反动派得以苏醒。

“人民的行为”表现在正当他们应该去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

却兴高采烈地去“正视历史本身”；表现在他们由于自己的“行

为”、自己的“温和”、自己的“审慎”、自己的“高度的严肃认

真”和“不灭的神圣的星火”，没有能够阻止大臣们用欺骗手段陆

续从他们那儿夺去已经获得的自由；表现在他们不但不继续进行

革命，反而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维也纳人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他

们一步一步地击退了反动派，他们现在争得的不是妥协议会，而

是制宪议会！５２

可见，舒尔采先生（来自德里奇）是在不承认革命的条件下承

认革命的。因此他应该博得震耳欲聋的“喝采”。

经过短时间的关于会议规则上的争论后，康普豪森先生亲自

上台发言。他指出，按照贝伦兹的提案，“议会应该对一种观念发表

意见，应该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康普豪森先生看来，革命只不过是

一种“观念”。因此，他“让”议会去决定它是否打算这样做。对问题

本身，他认为“大概没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他所根据的是这样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个德国人发生争论时，他们的意见ａｕ

ｆｏｎｄ〔实质上〕总是彼此一致的。

“如果有人想重复说……一个必然会产生……最伟大的改革（就是说还

０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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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伟大的改革）①的时期到来了，那我比谁都更同意这一点。”

“相反地，如果有人想说国家和国家政权失去了合法的基础，说发生了以

暴力推翻现存政权的事件，……那我就要反对这样的说法。”

过去康普豪森先生认为自己主要的功劳在于把已经断了的那

根合法性的线又接上了；现在他认定这根线从来也没有断过。让事

实来揭穿他的诺言吧，——说政权从博德尔施文克转到康普豪森

是不间断的合法的过渡，这根本不是事实。

“如果有人想暗示说我们正处在事变的前夕，其结局正如我们从１７世纪

的英国革命史和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史中所知道的那样，政权将落入独裁者

手中”，

那末康普豪森先生也一定会反对。

我们的考察历史的朋友当然不会错过机会对柏林革命发表德

国市民在罗泰克的著作中读到的而且越读越爱听的那种意见。柏

林革命已经不能算是革命了，因为否则它就必定会产生克伦威尔

和拿破仑，而这是康普豪森先生所反对的。

最后，康普豪森先生让妥协派“对在不幸的冲突中牺牲的人表

示同情”，但是指出“表达的方式”在这里“有着重要的和巨大的意

义”，并认为这个问题应交给委员会去审查。

由会议规则引起的新风波平息后，一个洞察事物因而善于感

动人心的演说家最后发言，这就是瓦尔劳的法师弥勒牧师先生，他

赞成舒尔采提出的补充意见。牧师先生并不打算“拖延”议会，他想

“只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抱着这种目的，牧师先生向议会提出如下的问题：

１８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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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案把我们引到道德上去了，如果我们不是从提案的表面（居然想

从表面来看问题？）①，而是从它的内容（内容空洞，废话连篇）
②
来考察它，那

末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涉及的恰好是在道德上承认暴动的问

题；因此我要问：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不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比重要的神学上和哲学上

的道德问题。议会应该同国王协商制定的不是宪法，而是哲学上的

道德体系。“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

在。而牧师先生是怎样回答屏息凝神的议会的呢？

“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决定这个崇高的道德原则！！”

牧师先生钻到问题里去，不过是为了声明他无法了解问题的

内容。

“这是许多深思熟虑的人们思考的问题，但是他们也还没有得出任何肯

定的解答。因此，我们在简短的辩论中是无法弄得一清二楚的。”

犹如霹雳一声，使议会大吃一惊。牧师先生以必要的异常尖锐

和异常严肃的态度向议会提出了道德问题；他向议会提出这个问

题，为的是要立即说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妥协派一定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已经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了。

但是这不过是牧师先生劝人为善的手腕，好让议会去忏悔祈

祷。他已经为悲痛的议会准备好了宽心丸：

“我认为还有第三种观点，这里应该加以注意：３月１８日的牺牲者是在

不允许采取道德上的决定的情况下行动起来的！！”

街垒战士对他们的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２８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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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们问我，我认为他们有没有道德权，那我就肯定地回答：

有！”

我们要问：如果一个乡村传教士力图当选柏林议会的议员，只

是为了用他那劝人为善的诡辩来喋喋不休地劝说全体到会议员，

那末这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霍弗尔议员作为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对整个问题提出反对意

见。

“因为士兵们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和儿女吗？请你们

好好想一想，如果父亲在海岸（温德语：ｐｏｍｏｒｅ，即波美拉尼亚）①听到这里

是怎样对待他的儿女的，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呵！”

就算士兵们行动随便，就算他们让别人把自己变成了最卑鄙

的背叛行为的工具，他们反正是我们波美拉尼亚的青年，因此应该

为他们欢呼三次！

万茨列本的议员舒尔采说：先生们，柏林人的行动应该得到承

认。他们无比勇敢。他们不只是克服了恐惧大炮的情绪。

“如果把怕被霰弹击中的恐惧和参加街头暴动的危险——要受严厉的、

也许是侮辱性的惩罚——对比一下，这种恐惧又算得了什么呢！参加这种斗

争所要的勇气实在太伟大了，以致连毫无掩蔽地站在炮口前的人的勇气在它

面前也会完全黯然失色！”

因此，德国人在１８４８年前没有进行革命是因为怕警察署长。

施韦林大臣声明，如果通过贝伦兹的提案，他就辞职。

埃尔斯纳和赖辛巴赫反对舒尔采的补充意见。

迪尔施克指出，革命应该得到承认，因为“争取道德自由的斗

３８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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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还没有进行到底”，因为议会也“负有实现道德自由的使命”。

雅科比要求“完全承认革命及其一切结果”。他的发言是整个

会议期间最好的发言。

最后，我们满意地看到，在这么多说教的、枯燥无味的、犹豫不

决的、调和妥协的发言之后，我们的汉泽曼上台发言了。现在我们

总该听到一种坚决的、肯定的东西了，——其实不然，汉泽曼先生

今天的发言也是软弱的、调和的。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没有自

己的理由，是决不会做的。他看到议会动摇不定，投票的结果还未

见分晓，合适的修正案还没有想出来。他竭力主张延期讨论。

因此，他竭力把话讲得简短些。事实俱在，无可辩驳。只不过

有人把它叫做革命，有人把它叫做“大事变”而已。我们绝

“不要忘记，这里没有发生过象巴黎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那样的革

命，——我们有过的是国王和人民的协商（靠霰弹和枪弹来进行的独特的协

商！）①。但是正因为我们（大臣们）
①
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对事情的本质发表

反对意见，而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保存政府基础的论

点”，——

所以应该延期讨论，使大臣们能够彼此交换意见。

真是妙不可言，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的汉泽曼作这样的转变，

值得他承认政府的“基础”如此动摇，以致任何一个“论点”都足以

把它推翻！只有那种能够重新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信任问题的令人

高兴的事情，才能使他得到安慰。

于是，讨论延期了。

４８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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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伦６月１４日。第二天。讨论又从长时间的关于会议规则的

争论开始。争论结束后，察哈里埃先生发言。他提出一个一定能使

议会摆脱困境的修正案。这是一个合乎内阁心意的公式。这个公

式说：

  “鉴于伟大的三月事变——由于这个事变，也由于国王的赞同（赞同本身

就是“三月事变”，虽然不是“伟大的”）①，我们这里才确立了目前的国家

法制——的崇高意义以及为它（即国王的赞同）②而斗争的战士的功劳

都是无可争辩的（！！），此外，鉴于议会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于发表见解

（议会应该声明它没有任何见解！）③，而在于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

议会应转入议程。”

这个提案的目的是想使各方面都满意；对于这个提案，察哈里

埃先生引以自慰的是希望“所有的人，甚至贝伦兹先生，都能在这

个提案中找到他能想到的一切东西，如果他是善意地提出自己的

提案的话”。这个混乱而空洞的提案，这碗又酸又甜的稀粥，也就是

康普豪森内阁所“依据”的和能够依据的“论点”。

柏林的济多夫牧师先生为他的同事弥勒的成就所鼓舞，也走

上了讲台。道德问题萦绕于他的脑际。弥勒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

够解决。

５８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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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请允许我在这里马上（他已经进行了半小时的说教）①谈谈

我的责任感迫使我要说的话：如果辩论还要继续下去，那末，我认为在没有尽

到自己良心上的义务以前，谁也不应该沉默无言。（好呀！）

请允许我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关于革命：我的意见是这样（讲本题！讲本

题！），在发生革命时，革命只是双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罪过的征兆。这

（这种庸俗的见解，这种最廉价的回避问题的方法）②是看事物的最高的道德

观点，因此（！）我们不应该预先讨论国家的基督教道德见解。”（在这些先生们

看来，他们坐在那里究竟是干什么的呢？）③（会场发生骚动。有人叫：回到议

程上来！）

“但是，先生们”——这位勇敢地捍卫最高的道德观点和未经预先讨论的

国家的基督教道德见解的人继续说道，——“我不同意说人民由于自发的需

要而不得不采取政治自卫（！）的时候不会到来，……到那个时候，我认为个人

会以最道德的方式参加政治自卫。（感谢诡辩，我们得救了！）④当然，他们也

可能以不道德的方式参加，——那是他们的良心问题！！”

街垒战士的问题不应该拿到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谓的〕国民议会上

去讨论，而应该拿到忏悔室里去讨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牧师济多夫先生还声明说他是有“勇气”的，他从最高的道德

观点喋喋不休地谈论人民的主权，他的发言又被不耐烦的叫声打

断了三次，于是他得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认为自己已经尽了良心

上的义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济多夫牧师同意什么样的意见，不同

意什么样的意见。

普伦尼斯先生说所有这些计谋都应该抛掉。因为提案经过了

那么多的修正和再修正、经过了那样无休无止的辩论和无谓的争

论，已经受到阉割，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普伦尼斯是对的。但是他

除了注意到这种证明双方许多议员都很怯懦的情况以外，不可能

６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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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议会表现更不友好的态度。

特利尔的赖辛施佩格先生说：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制造理论和颁布历史，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创造历

史。”

绝对不是！议会通过那个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提案，就说明

了议会之所以存在，恰恰相反，是为了使历史不存在。不过这也是

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

“我想起维尼奥的一句格言：革命喜欢毁灭自己的亲生儿女。”

唉！可惜！正好相反，倒是它的亲生儿女毁灭了它！

里德尔先生坦率地说，对于贝伦兹的提案我们“不应该只了解

它的字面上的意义，——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原则性的争论”。而

这位“最高的道德观点”的牺牲者乃是秘密档案的顾问和教授！

上台发言的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牧师先生。这就是在柏林向

妇女传道的约纳斯先生。看来他真的把议会当做向有教养的阶层

的女儿们说教的讲堂了。他以真正的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生所具

有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态度，对革命和改革之间的如此重大的区别

发出了一连串平淡无奇的议论。他还没有结束他说教的开场白，

他的发言就被打断了三次。最后，他大声地讲了下面这段出色的

话：

“革命是一种同我们现在的宗教意识、道德意识直接抵触的东西……革

命，这种行动诚然被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是伟大的、光荣的，但是在基督教

的世界……”（刺耳的叫声，全场哄然。埃塞尔、荣克、埃尔斯纳、主席及其他许

多人都一齐插嘴。最后，颇孚众望的传道者才继续讲下去。）

“无论如何我不同意议会对宗教原则、道德原则有表决的权利。对这些原

７８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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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任何会议都不能投票表决（？而宗教法庭，宗教会议呢？）①。希望颁布或宣

布革命是崇高的道德典范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意即随便什么东西）②，在我看

来和议会希望作出关于有上帝或者无上帝或者有许多上帝的决定是一样

的。”

果然如此！妇女传道者又顺利地把问题转到“最高的道德观

点”上去了，现在这个问题自然只有新教的宗教会议，只有这些教

义问答的作者才能处理了。

谢天谢地！在所有这些最高道德的空谈之后，我们的汉泽曼终

于发言了。我们一接触到这样一个实际的人，就感到自己完全摆脱

了“最高的道德观点”的危险。汉泽曼先生只用一句鄙视的评语就

把道德观点完全清除了：

“我问问你们，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进行这类原则性的争论？”

汉泽曼先生想起昨天有一位议员谈到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的

问题。汉泽曼先生就利用这一点来耍手腕。他谈工人阶级的贫困，

对他们的贫困表示怜悯并且问道：

“普遍贫困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感到，只要我们的国

家法制还未确立；我们对整个现行制度的巩固就没有信心。”

这一次汉泽曼先生说出了心里话。他大声说道：必须恢复信

任！而恢复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背弃革命。随后这位“看不见任何

反动派”的内阁的发言人就以恫吓的口吻大谈其取得反动派好感

的重要性。

“恳求你们促进各阶级的团结”（简直是侮辱进行革命的阶级！）③；恳求

你们促进人民和士兵的团结；请你们想一想我们巩固独立的希望是寄托在士

８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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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身上的（！在人人皆兵的普鲁士才是这样！）①；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目前是处

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我没有必要详细地向你们解释，因为仔细读

报的人（所有在座的先生当然都是这样的人）②都会同意这种情况是困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发表一个会引起国内纠纷的声明是不恰当

的…… 因此，诸位先生，请你们努力使各政党和解，请你们不要提出问题来

向对方挑衅。否则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会发生的。如果通过这个提案，那末就会

产生最悲惨的结果。”

反动派看到平日如此坚决的汉泽曼不仅使议会感到恐惧，而

且使他本人也感到恐惧，该会怎样大笑呵！

这种引起议会里的大资产者、律师和学校教师的恐惧的办法，

比所有那些“最高道德观点”的动听的词句起的作用都要大。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德斯特尔还再度猛扑，企图冲淡已经产生的印象，

但是无济于事，因为辩论已经停止，议会以１９６票对１７７票通过了

察哈里埃提出的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建议。

议会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它表明了自己没有主见。

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３日—１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日—１７日

“新莱茵报”第１４号—７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８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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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各党派的状况

  科伦６月１６日。几天以前，这里曾举行补选。这种补选最令

人信服地说明：从普选以来各党派的状况起了怎样的变化５３。

法兰克福议会的后补议员、警察厅长弥勒先生被古梅尔斯巴

赫市选为柏林议会的议员。

选举时提出了３名候选人。天主教派提出佩尔曼先生，立宪派

（市民联合会）５４提出律师法依先生，民主派提出民主协会（什托尔

维尔卡协会）５５主席、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

第一次投票时（１４０个复选人投票）法依先生得２９票，佩尔曼

先生得３４票，施奈德尔先生得５２票。其余的票数很分散。

第二次投票时（共１３９票）法依先生得１４票，佩尔曼先生得

５９票，施奈德尔先生得６４票。可见民主派还是获得了多数票，而

且比第一次的票数还要多。

第三次投票时（共１３８票）法依先生１票也没有得到，施奈德

尔先生得５５票，佩尔曼先生得７５票。这就是说，市民联合会的先

生们因畏惧什托尔维尔卡协会会员而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天主教派

的候选人。

这几次投票的结果说明，这里的社会情绪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初选时，民主派处处占少数。补选时民主派成了３个相互斗争的党

派中最强大的一个，它只是在其他两个党派反常地结成联盟的情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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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才被击败。我们不去责备天主教派同意结成这个联盟。我们

只着重指出一件事实：立宪派已经消声匿迹了。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日

“新莱茵报”第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９科伦各党派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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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５日的妥协会议

  科伦６月１７日。几天前我们对你们说过①：你们否认了革命

的存在。可是第二次革命会证明革命是存在的。

６月１４日的事件５６不过是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道闪电，而康普

豪森内阁就已经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妥协议会通过了对柏林人

民的信任案，把自己交给柏林人民来保护５７。这是在事后承认了三

月战士。议会把制订宪法的工作从内阁手中夺了过来，企图使宪法

取得人民的“同意”，因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一切有关宪法

的请愿书和奏摺。这是在事后撤销了它的关于自己有名无实的声

明②。议会答应通过实际行动，即通过消灭旧建筑的基础，消灭束

缚农村的封建关系来着手制订宪法。这就许下了８月３日夜间许

下的那一类诺言５８。

总之，６月１５日的妥协议会否定了它自己的过去，正如它６

月９日否定了人民的过去一样。它经历了它自己的３月２１日５９。

可是巴士底狱还没有攻下来。

而革命的使徒却不可遏止地、不停地从东方逼近。它已经来到

２９

①

② 见本卷第７１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２—７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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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恩①的门前。这就是沙皇。沙皇会拯救德国革命，因为他促使德

国革命力量集中起来。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日

“新莱茵报”第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３９６月１５日的妥协会议

① 波兰称作：托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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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拉 格 起 义

  科伦６月１７日。波兹南式的血腥大屠杀即将在波希米亚①重

演。奥地利的军阀把波希米亚与德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淹没在捷

克人的血泊中了。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下令在维舍格勒和格拉德申６０对准布拉格

架设大炮。正在集中军队，准备进攻斯拉夫人代表大会６１和捷克

人。

人民群众知道了这些作战准备，他们跑到公爵府去要武器。他

们遭到了拒绝。骚动加剧了，愈来愈多的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

聚集起来。从司令官官邸对面的旅馆传来了枪声，文迪施格雷茨

公爵夫人应声而倒，伤势严重。于是立刻发出了攻击命令，龙骑

兵冲向前去，击退了人民群众。但是到处都构筑起街垒来阻击军

队。大炮推出来了，霰弹向街垒倾泻。血流成河。从１２日晚上到

１３日早上，战斗通宵未停，１３日仍在继续进行。最后，士兵们控

制了广阔的街道，迫使人民群众退到不能使用大炮的比较狭窄的

街坊。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外，据说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

许多代表在森严的警卫下被押解出城。根据这些消息，可以判断军

４９

① 即捷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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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队获得了胜利，至少是获得了局部的胜利。

不管起义的结果怎样，德国人对捷克人进行歼灭性的战争现

在仍然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德国人在他们的革命中必然会因自己过去的一切罪行而受到

惩罚。他们已经因这些罪行而在意大利受到了惩罚。在波兹南他

们又招致了整个波兰的咒骂。而现在该轮到波希米亚了。

法国人甚至在他们以敌人身分出现的地方都能博得尊敬和同

情，而德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尊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

不到同情。甚至在他们以慷慨的自由传播者的身分出现的地方，人

们也总是辛辣地嘲笑他们，鄙弃他们。

理应如此。一个民族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甘愿把自己变成

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具，这样的民族必须首先证明它真正成了

革命的民族。但是它不应该用两三次不彻底的革命来证明这一点，

因为这种革命除了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先前的犹豫不决、软弱无

力和互不往来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结果，因为在进行这种革命的

时候拉德茨基仍然在米兰，科隆布和施泰因埃克尔仍然在波荡南，

文迪施格雷茨仍然在布拉格，许泽尔仍然在美因兹，好象什么事也

没有发生过一样。

革命的德国本来应该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特别是对于邻国

的人民。它本来应该在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让一向受它压迫的

人民获得自由。

然而革命的德国是怎样做的呢？它完全同意德国军阀过去对

意大利和波兰的压迫，以及现在对波希米亚的压迫。考尼茨和梅特

涅的话完全被证实了。

然而德国人却要求捷克人信任他们！

５９布 拉 格 起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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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人却责备捷克人，说他们不愿意同一个一方面在解

放自己、另一面却在压迫和侮辱其他民族的民族联合起来！

德国人责备他们，说他们拒绝派代表参加我们那个可怜的、怯

懦的、害怕自己权限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德国人责备他们，说他们背弃了软弱无力的可怜的奥地利政

府，这个政府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确定奥地利的解体，它不仅不

能预防奥地利的解体，而且造成了奥地利的解体，这个政府非常软

弱，它甚至不能使布拉格摆脱文迪施格雷茨的大炮和士兵的袭击！

但是最令人惋惜的是勇敢的捷克人自己。不管他们将获得胜

利还是将被击溃，反正他们是要灭亡的。德国人４个世纪的压迫

（这种压迫现在仍以巷战的形式在布拉格继续进行）迫使捷克人投

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在最近（可能过几个星期）就要爆发的西欧和

东欧之间的伟大斗争中，不幸的命运将把捷克人推到俄国人方面

去，推到反对革命的专制制度方面去。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捷克人

将首先被革命摧毁。

使捷克人招致这种灭亡的结局，仍然应该归罪于德国人，因为

德国人把他们出卖给俄国人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日

“新莱茵报”第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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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

  科伦。大家知道，柏林妥协议会已经延期讨论温采利乌斯就逮

捕特利尔区的议员维克多·瓦德涅尔一事所提出的质问。这有什

么根据啊！因为在旧普鲁士的立法档案中，是找不到任何有关人民

代表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同样，在普鲁士历史的废纸堆中当然也找

不到人民代表本身。既然如此，在遵守国家法律的那种口实下来抹

煞一切革命成果，就不费吹灰之力了！革命所提出的明显的要求、

需要和权利，当然不可能获得立法的批准，因为立法的基础正是被

革命本身所摧毁的。普鲁士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性，从普鲁士人民

代表存在的时候起就存在了。或许，整个妥协议会的存在是由某一

个警察总监或某一个高等审判厅的怪脾气来决定的吧？自然，茨魏

费尔、赖辛施佩格以及其他那些把每一个政治问题变为程序问题

的争论并且没有忘记利用瓦德涅尔事件来表现细小的吹毛求疵利

巨大的奴才根性的莱茵的律师们，是完全可以不受这种偶然性的

影响的。

我们不妨乘这个机会来问问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是否已经

预定由赖辛施佩格先生代替那位应当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日起领取

养老金而退休的沙员尔格先生来担任科伦议会议长的职位？

瓦德涅尔在乘邮车到将要举行法兰克福议会议员选举的美尔

茨去的时候被捕了。瓦德涅尔有把握获得大多数选票。要阻挠这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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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预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的选举，最好的办法就是逮捕候选

人！为了做得彻底，政府没有把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莱夫召来，虽

然后者提出了要求，这样一来，政府不喜欢的６万个居民便失去了

代表。我们建议格莱夫先生根据自己的代表权到柏林去。

最后，我们把御任县长和特利尔市市长、全能的泽巴尔特先生

的警告转载在下面，它最能说明特利尔的状况。

警  告

一连好几个晚上，在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上人们成群结队，人数特别众多；

这引起一些胆怯的人的忧虑，他们耽心有人在准备违法的发动。我并不是这

十来个胆怯的人中间的一个，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我也许能忍受这种

情形。可是，如果出乎意料之外，某些幼稚的人竟打算用下流的行为和侮辱性

的嘲笑来破坏街道交通，那末我要坚决劝告优秀的公众立刻远离那些幼稚的

人，因为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情况下会采取严肃的措施，如果在可能发生的冲

突中肇事者逍遥法外，粗心大意的人反而遭殃，我将感到惋惜。

御任县长和市长

参 政 官 泽巴尔特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６日于特利尔

这位高官表现得多么仁慈，多么象一个家长！

“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他也许能忍受这种情形。”泽巴尔

特先生的容忍精神多好啊！

胆怯的人在耽心发动。特利尔的独裁者没有具备胆怯的特性。

但是，他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威力，必须把胆怯的人的荒诞的幻想变

成正式发表的猜疑，同时威胁说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时候要采取严

肃的措施。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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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人物把严肃同仁慈结合得多么令人惊异！在这种严肃

而仁慈的预见的保护之下，特利尔的优秀居民可以高枕无忧了。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９日

“新莱茵报”第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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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９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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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７日的妥协会议

  科伦６月１９日。“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这

一句话既适用于康普豪森内阁，也适用于波旁王朝。

６月１４日，因妥协派背弃革命而愤怒的人民冲进了军械库。

他们想获得某种保障来反对妥协议会，他们知道，最好的保障就是

武器。军械库被攻占了，人民武装起来了。

攻占军械库是没有直接结果的事件，是半途而废的革命，但它

却产生了以下的后果：

（１）吓得发抖的议会撤销了昨天的决议，声明把自己交给柏林

居民来保护；

（２）它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内阁，以４６票的多数否决

了康普豪森的宪法草案；

（３）内阁立即开始全面瓦解，大臣卡尼茨、施韦林和奥尔斯瓦

特都辞职了（到现在为止，其中只有卡尼茨已决定要由施莱根施坦

来代替），而康普豪森在６月１７日才向议会请求３天的期限来补

充他那分崩离析的内阁。

这一切都是攻占军械库的后果。

正当人民自我武装的后果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政府

却胆敢指责人民的这种行动！正当议会和内阁承认起义的时候，对

参加起义的人却进行法庭审讯，用旧普鲁士法律来对付他们，在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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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会议上侮辱他们，把他们说成是普通的小偷！

就在吓得发抖的议会把自己交给攻占了军械库的战士们来保

护的那一天，格里斯海姆（陆军部委员）和泰梅（检察官）两位先生

却下令把这些战士宣布为“暴徒”和“强盗”。被革命从流放中召回

的“自由主义的”泰梅先生，开始对继续革命的人进行严厉的审讯。

科尔恩、勒文宗和乌尔班都被逮捕了。在全柏林进行挨家挨户的搜

查。正确地估计了局势，立即了解到必须放弃军械库的纳茨梅尔上

尉用和平撤退的办法使普鲁士避免了新的革命，使大臣们摆脱了

极大的危险，这个人却被交给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根据军法将他判

处死刑。

妥协派在这一场虚惊之后也恢复了常态。他们象在６月９日

背弃了街垒战的战士一样，在６月１７日的会议上背弃了攻占军械

库的战士。在６月１７日的会议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康普豪森先生向议会声明：现在他要向议会说明全部情况，使

议会能够做出决定，是否需要因攻占军械库事件而对内阁起诉。

当然，要控告大臣们是有理由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容许了攻

占军械库，而是因为他们狡猾地把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人民的武装化为乌有而引起了这个事件。

继康普豪森先生发言的是陆军部委员格里斯海姆先生。他对

军械库中的武器，即对“普鲁士独有的秘密，完全新式的”步枪，对

“具有历史意义的”武器和其他一切名贵的东西作了详尽的描写。

他这样描绘军械库的警卫组织：楼上有２５０个士兵，楼下有市民自

卫团。他指出：作为整个普鲁士国家主要武库的这个军械库的武器

收发工作，就是在三月革命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中断过。

格里斯海姆先生说了上面这一段开场白，想以此来博得妥协

１０１６月１７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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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于军械库这个极其有趣的机构的同情，然后他才谈到６月１４

日的事件。

他说，有人经常使人民注意军械库，注意武器的发送情况，并

且提醒人民，说什么武器是属于他们的。

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

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

的部分。

格里斯海姆先生“可以肯定地担保说：是人民队伍首先向市民

自卫团射击的。”

这种武断简直和三月间“１７名被害士兵”的传奇一模一样。

格里斯海姆先生接着叙述人民怎样冲进军械库，市民自卫团

怎样撤退，当时“１１００支最新式的步枪怎样被窃走，这是不可补

偿的损失”（１）有人劝纳茨梅尔上尉撤退，即劝他“违背自己的职

责”；于是军队就撤退了。

当陆军部委员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下面这一段话的时候，

这位老普鲁士人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人民玷污了旧普鲁士的圣地。

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就在那军械库的楼上房间里发生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在那里

盗窃、抢劫和破坏。新的步枪被扔到楼下，摔成碎块。无价的古物、用银子和象

牙镶嵌的步枪以及精心制作而很难修复的炮的模型都被破坏了。用人民的鲜

血换来的战利品和有关民族荣誉的旗帜也遭到了破坏和亵渎！”（全场愤怒，

喊声四起：呸，呸！）

老武士对于人民的轻举妄动所表示的这种愤怒给人留下了真

正可笑的印象。人民对旧的尖顶盔、后备军士兵的军帽和其他“无

价的”废物干出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把“新的武器”往楼

２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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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扔！据在服役中白了头发的陆军中校看来，这是怎样一种“骇人

听闻的事情”呵，因为他只能在军械库中以敬仰的心情静观“新的

武器”，而他的团队在操练时用的却是陈旧不堪的步枪！人民毁坏

了炮的模型！格里斯海姆先生是不是要求人民在革命的时候戴上

柔软的羊皮手套呢？然而最可怕的是旧普鲁士的战利品遭到了亵

渎和破坏！

格里斯海姆先生在这里向我们叙述的这个事实证明柏林人民

在６月１４日表现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机智。柏林人民踩坏了在莱比

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夺得的旗帜，从而否认了所谓解放战争。德国人

在自己的革命中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自己的整个可耻的

过去决裂。

可是，旧普鲁士的妥协派议会当然要对这种行为大喊“呸！

呸！”，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人民的第一次革命发动，意味着人民不

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自己过去的美妙幻想。

尽管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引起了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勃然大

怒，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指出：这整个事件“使国家损失了５万塔勒

和可以装备几个营的武器”。

他接着说：

“攻击军械库根本不是为了要武装人民。武器以极低的价钱卖掉了。”

在格里斯海姆先生看来，攻占军械库不过是一些盗窃枪支来

换钱买酒喝的小偷所干的事情。可是“强盗们”为什么偏偏要抢劫

军械库，而不抢劫珠宝商的富有的店铺来换钱呢，关于这一点，陆

军部委员认为没有解释的必要。

“对倒霉的（１）上尉之所以表示深切的同情，是因为据说他为了不让市

民流血而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人们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值得赞扬

３０１６月１７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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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值得感谢的；甚至今天还有代表团去访问他，并且要求承认这是一种值

得全国感谢的行为。（愤慨）这就是以陪审员施拉姆为首的各个俱乐部的代

表。（右派表示愤怒和发出“呸！”的喊声）毫无疑义，上尉违背了士兵的首

领职责——他违背没有特别命令不得擅离职守的明确指示，放弃了自己的岗

位。有人曾经怂恿他，说只有他撤退才能拯救王座，说全部军队似乎已经离

开城市，国王已经从波茨坦逃跑。（愤慨）他和１８０６年的一个要塞司令的做

法一样，那个司令不去保卫委托给他的要塞，而把它轻易地交给了敌人。至

于有人认为他以撤退防止了市民的流血，那末这种意见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谁也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因为他正是在赶来援助他的一个营的其余部分已

经临近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的。”（右派大喊“妙极了”，左派则发出嗤嗤

声。）

显然，格里斯海姆先生又忘记了：正是纳茨梅尔上尉的坚毅沉

着的精神使柏林避免了新的武装斗争，使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

险，使君主政体避免了灭亡。格里斯海姆先生原来又是一个典型的

陆军中校，他在纳茨梅尔的行动中只看出破坏从属制度，胆怯地离

开自己的岗位，按照著名的１８０６年的旧普鲁士方式来说，是叛变

行为，此外没有看出任何别的东西。君主制度的救命恩人，应当被

判处死刑。这对整个军队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而在格里斯海姆先生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议会采取了什么样

的行动呢？议会充当了他的愤怒的回声。左派最后用嗤嗤声来表

示抗议。一般地说，柏林左派的态度愈来愈怯懦，愈来愈含糊了。在

６月１４日夜里，当人民由于孤立无援很快就要失去他们已经争得

的优势的时候，当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胜利仅仅缺少领袖的时候，这

些在选举中曾经利用过人民的先生们在什么地方呢？贝伦兹、荣

克、埃尔斯纳、施泰因、赖辛巴赫这些先生们当时在什么地方呢？他

们不是呆在家里苟且偷安，就是向大臣们递交不关痛痒的呈文。不

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敢保护人民不受政府委员们的诽谤和侮辱。没

４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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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演说家出来说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对曾经给他们带来初次

胜利的人民发动负责。他们只敢发出嗤嗤声！这是什么样的英雄

气概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０日

“新莱茵报”第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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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图普的修正案

  科伦６月２０日。科伦的施图普先生对于议员不可侵犯的法律

提出了修正，这种修正虽然没有在妥协议会上讨论过，但是对他的

科伦的同伙来说，也许并不是没有兴趣的。我们并不打算剥夺他们

充分欣赏这种立法艺术作品的乐趣。

施图普议员的修正案

第１条 “对议会议员的投票或以议员资格发表的言论和意见，不得以

任何方式追究责任。”

修正：“删去第一行的‘言论’两字。”

理由：“议员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哆了。‘言论’还可能包含有对荣

誉的侮辱，这种侮辱给了被侮辱者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使议员免受这种申

诉，我觉得是同议会的声誉相抵触的。”

议员根本用不着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只要跺脚和投票就够了。

真的，为什么不把“意见”这两个字也勾去呢？要知道，意见必须用

“言论”来表达，甚至还可能用“侮辱荣誉的”言论来表达。此外，甚

至在“意见”中也可能“包含有”侮辱荣誉的意见。

第２条 “在议会存在期间，未经议会批准，不得因某种应受处分的行为

控诉或逮捕议会的任何议员，但在当场或者在犯罪后２４小时内被捕者除外。

逮捕欠债的议员，也须经议会批准。”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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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删去最后一句话：‘逮捕欠债的议员，也须经议会批准’”。

理由：“在这里存在着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干涉，我认为批准这种干涉是危

险的。尽管议会的利益要求在自己中间有这种或那种议员，但我仍然认为尊

重个人权利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我们采用这一法律并不是为了将来，即并不是为了

将来某一个议院的议员，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假定我们中间有议员担心因欠

债而被捕，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我们想要依靠我们自己所通过的法律，使我们

自己免受债权人的法律追究，那末一定会给我们的选民留下不良的印象。”

或者，正好与此相反！给施图普先生留下了不良的印象：选民

把那些可能因欠债而被捕的议员选派到“我们中间”来了。米拉波

和福克斯是多么幸运，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施图普法案！使施图

普先生有些惶恐不安的唯一困难，就是“议会的利益要求在自己中

间有这种或那种议员”。但是，人民的利益究竟谁会去过问呢？这

里所议的只是“与世隔绝的团体”的利益，这种团体希望在自己中

间有某一个人，而债权人却希望在监狱中看到他。这是两种重要利

益的冲突呵！施图普先生不妨把自己的修正说得更清楚些：那种负

债累累的人，只有得到相当的债权人的允许才能被选为人民代表。

债权人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召回。在高等法院中，议会和政府必须服

从国家债权人的最高决定。

对第２条的第二个修正：

  “在议会开会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当局不得因某种受处分的行为控

诉或逮捕议会的任何议员，当场被捕者除外。”

理由：“首先，‘议会’这两个字是用做团体的意思，因此，‘议会存在期间’

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所以我建议改为‘议会开会期间’。

把‘应受处分的行为’这个用语改为‘受处分的行为’更为妥当。

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应当排除因受处分的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诉讼

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允许自己干涉个人权利。因此，也建议加上‘当局’两

７０１施图普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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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

如果保留‘或者在最近２４小时内等等’补充意见，那末法官就能在犯某

种罪行之后２４小时内逮捕任何一个议员。”

法律草案保证在议会存在期间不得侵犯议员，施图普先生的

修正则保证“在议会开会期间”，即在一昼夜的６小时内，至多在

１２小时内不得侵犯议员。多么聪明的理由呵！可以议开会期间，而

不可以讲团体存在期间！

施图普先生不想允许当局未经议会同意而控诉或逮捕议员。

也就是说他允许自己干涉刑法。民事诉讼方面的控诉，却是另一回

事！只是不得干涉民法！民法万岁！原来私人倒应该得到国家所

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民事诉讼高于一切！民事诉讼就是施图普先

生的固定观念。民法就是摩西和预言者的圣诫！对着民法，特别是

对着民事诉讼发誓吧！人民，尊崇最神圣的东西吧！

没有私法对公法的干涉，可是常常有公法对私法的“危险的”

干涉。一般说来，既然我们有了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
６２
〔民法典〕、民事法庭和

律师，还需要宪法干什么呢？

第３条 “对议会议员的一切刑事控诉和一切监禁，在开会期间应一律

停止，如果议会要求这样做的话。”

对第３条拟从措词上作如下的修正：

  “对议会议员的一切刑事控诉和一切因控诉而发生的逮捕，如果并

不是根据法庭的决定进行的，都必须立即停止，只要议会决定这样

做的话。”

理由：“我认为不应把那些已经根据法庭的决定判处监禁的议员从监狱

中释放出来。”

“如果这个修正一旦被采用，那末它也适用于那些因欠债而被监禁的

人。”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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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议会可以有削弱“法庭的决定的力量”或者甚至把那种因

欠债而被“监禁”的人拉到自己中间去的犯罪意图吗？施图普先生

浑身发抖，他简直不能容忍民事诉讼和法庭的决定受到这样的侵

害。关于人民主权的一切问题现在也都得到了解决。施图普先生

宣布了民事诉讼和民法的主权。不要这样的人司掌民法，而把他抛

到立法权的从属范围中去，这是多么残酷无情呵！有主权的人民干

出了这种“危险的”干涉“私法”的事情。因此，施图普先生对人民主

权和公法提出民事诉讼。

而尼古拉皇帝却能够安静地退却。在第一次企图越过普鲁士

边境的时候，施图普议员就一手拿着“民事诉讼”，一手拿着“法庭

的决定”出来欢迎尼古拉。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战

争，什么叫做战争？是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是对私法的危险的干

涉！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１日

“新莱茵报”第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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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０１施图普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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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波兹南的新政策

  科伦６月２０日。在波兹南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转变！在崇高

的诺言和热烈的宣言的阶段以后，在维利森的阶段以后，是发射霰

弹、打烙印和剃光头６３的普富尔阶段，是血腥的屠杀和俄国人的野

蛮行为的阶段。现在，在普富尔的阶段以后，新的调和的阶段开始

了！

事与愿违，波兹南的总参谋长、屠杀和打烙印的主要参加者奥

尔堡少校突然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科隆布将军也从波兹南调

到科尼斯堡去了。普富尔（硝酸银）将军奉召赴柏林，博伊尔曼总督

已经到达柏林了。

这样一来，波兹南就完全被那些带着打烙印用的硝酸银和手

持剃刀的骑士所抛弃了，被那些从安全的掩护物后面在距离１０００

步和１２００步的地方用榴霰弹杀害以镰刀武装起来的没有自卫力

的农民的勇士所抛弃了。仇恨波兰人的德国犹太人在战栗；象过去

的波兰人一样，他们现在看到政府把他们出卖了。

康普豪森内阁恍然大悟了。俄国人侵犯的危险现在向它指出，

它使波兰人遭到官僚和波美拉尼亚后备军的蹂躏，是犯了多么严

重的错误。现在它想不惜任何代价重新博得波兰人的同情，但是现

在已经太迟了！

用各种残酷手段和野蛮行为（这使德国人蒙受永久的耻辱）对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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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进行整个毁灭性的流血战争，波兰人对我们抱着正义的不

共戴天的仇恨，现在俄波两国必然要结成反德同盟（由于这个同

盟，革命敌人的力量增加了２０００万勇敢的人民），——所以发生

了和干出了这一切事情，难道只是为了让康普豪森先生最后有机

会来嘟哝他的ｐａｔｅｒ，ｐｅｃｃａｖｉ〔父亲，我犯了罪〕吗？

难道康普豪森先生认为，现在当他需要波兰人的时候，他能够

用甜言蜜语和各种让步来重新博得他们的已经淹没在血泊中的同

情吗？难道他认为，手上打有烙印的人们会随时为他作战吗？剃光

脑袋的人们会为他把自己的脑袋放在俄国的马刀下吗？难道他真

的认为，他随时都能率领那些幸免于普鲁士的榴霰弹的人们来反

对俄国的霰弹吗？

难道康普豪森先生认为，在他毫不含糊地亲口承认自己的无

用以后，他还能继续执政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０

日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１日

“新莱茵报”第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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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

  科伦６月２２日。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６４

染满了波兰热血的３月３０日
６５
的太阳也落下去了。

康普豪森内阁曾经给反革命穿上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服

装。现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这副累赘的假面具。

一个无生命力的中间派左翼的内阁也许可以代替几天３月

３０日的内阁。但是它的真正继承者却是普鲁士亲王内阁。荣誉属

于康普豪森，他赐给封建专制政党一个天然的首领，赐给自己一个

继承者。

为什么还要继续同资产阶级保护人周旋呢？

难道俄国的军队不是驻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普鲁士的军队驻

扎在西方边境上吗？难道波兰人没有准备好用霰弹和硝酸银来替

俄国宣传吗？

难道没有采取一切措施，准备象轰击布拉格一样，来轰击莱茵

省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吗？

在丹麦的和波兰的战争中，在军队同人民之间的一系列小小

的冲突中，难道军队没有足够的可能性使自己变为横行霸道的暴

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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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资产阶级没有厌倦革命吗？难道反革命将把自己的教会

建立在上面的岩石（英国）不是巍然耸立在海洋之中吗？

康普豪森内阁还企图乞求一点声望，它断言内阁离开国家活

动的舞台是由于受骗，想以此来博得社会的同情。果然，站在我们

面前的是一个受了骗的骗子手。为了给大资产阶级效劳，康普豪森

内阁必须竭力用欺骗的手段来消灭革命的民主成果；在同民主派

的斗争中，它必须同贵族政党结成联盟，并成为这个政党的反革命

野心的工具。贵族政党充分壮大了，于是就抛弃了自己的保护者。

康普豪森先生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

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这就是这个人的善意，这也就

是他的厄运。对于失望的英雄，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

但是它又从东方升起。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第２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３１１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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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

的第一件事迹

  科伦。德国国民议会终于稍微动起来了。它终于通过了具有

直接的实际意义的决议：它干预奥意战争。

而它是怎样来进行干预的呢？它宣布了意大利独立吗？它已

派遣信使把命令送到维也纳，要拉德茨基和韦尔登立即撤退到伊

宋佐后面去吗？它向米兰临时政府６６致过贺词吗？

没有的事！它声明说，它将把对的里雅斯特的任何攻击看成是

宣战的理由。

这就是说，德国国民议会，在联邦议会的欣然同意下，允许奥

地利人在意大利横行霸道，掠夺屠杀，允许他们把大量燃烧弹扔向

每一个城市，扔向每一个村庄（参看本报意大利栏），然后安全地退

到德意志联邦的中立地区！它允许奥地利人随时从德国的土地上

派克罗地亚人和潘都尔兵６７去蹂躏伦巴第，但是却要禁止意大利

人追击躲避在隐蔽所中的被击溃的奥地利人！它允许奥地利人从

的里雅斯特封锁威尼斯，封锁皮阿味、布林塔、塔腊门托各个河口，

可是却严禁意大利人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任何敌对行动！

德国国民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说明它的胆怯行为已经是无

以复加了。它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批准对意大利作战，它更没有勇

气禁止奥地利政府进行这种战争。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它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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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发出了赞成的叫喊声，以便用震耳的喧嚣声来抑制内心的不

安）关于的里雅斯特的决议；从形式上看，这个决议既不赞成也不

谴责反对意大利革命的战争，但实质上却是赞成这个战争的。

这个决议是对意大利的间接宣战，而这种宣战对德国这样一

个有４０００万人的民族说来是特别可耻的。

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愤怒的风暴。哪怕

意大利人只有一点自豪感和毅力，他们也会用炮轰的里雅斯特和

进军布伦纳来回敬。

法兰克福议会在盘算，而法国人民却在部署。威尼斯向法国请

援；在这个决议之后，法国人也许很快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我们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莱茵河畔看到他们。

有一个议员谴责法兰克福议会毫无作为。恰恰相反，它已经做

了很多事情，使我们在北方进行一个战争，在南方进行另一个战

争，而西方和东方的战争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我们面临着一幅

令人愉快的景象：既进行反对沙皇的斗争，又进行反对法兰西共和

国的斗争，既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又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国

民议会还关心让俄国、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的士兵在法兰克福的圣

保罗教堂中举行一次会面。可是有人还说议会毫无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第２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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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泽 曼 内 阁

  科伦６月２３日。柏林的内阁危机有了新的转变！我们的汉泽

曼受命组阁；他同旧内阁的残骸，同帕托夫、博奈曼、施来尼茨和施

莱根施坦一起不胜感激地投入了中间派左翼的怀抱。洛贝尔图斯

先生应当加入这个新的联合，以中间人的身分来为康普豪森内阁

的悔悟的残余分子谋取中间派左翼的恩典和宽恕。

由于洛贝尔图斯先生的关照，我们普鲁士的杜沙特尔看到了

他那梦寐以求的愿望的实现——他就要做内阁首相了。康普豪森

的月桂冠曾使得他夜寐不眠，现在，他终于将要有可能来证明，当

他可以舒展双翅的时候，他能够干出怎样的事迹来。现在我们可以

赞美他那宏大、辉煌的财政计划，赞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消灭一切

贫困的方案——他曾向他的议员们大肆吹嘘过的那些草案。只是

现在他才能把他过去以铁路工作者的身分以及在其他活动场所光

辉灿烂和卓有成效地发挥过的才干全部贡献给国家。只是现在才

纷纷提出了对内阁的信任问题！

汉泽曼先生胜过了他的原型：由于洛贝尔图斯先生的自我牺

牲精神，他做了内阁首相，而杜沙特尔则始终没有做过。但是我们

要警告他。杜沙特尔显然是有理由经常居于第二位的。杜沙特尔

知道：国内多少有教养的等级，不论在议会内或者在议会外，都需

要有善于“雄辩”、长于词令的英雄，都需要有一个象基佐或康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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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那样的人，这种人在任何场合都善于用相应的论据、哲学推论、

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空洞词句来麻醉所有听众的良心和博得他们的

同情。杜沙特尔甘愿把内阁阁揆职位的荣誉让给口若悬河的思想

家。徒有其表的光辉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对他来说，重要的是

掌握实权。他知道：他在哪里，那里就有实权。汉泽曼先生企图采

取别的行动，当然，这一点他自己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再说一

遍：内阁阁揆职位对于杜沙特尔是一个不适合的位子。

然而，当我们想到汉泽曼先生很快就会从他那令人头晕目眩

的高位上摔下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汉泽曼内阁还在

末组成之前，还在连片刻的生存乐趣都未能享受的时候，就已经注

定要灭亡。

  “刽子手就站在门外”６８；

反动派和俄国人在叩门，不等鸡鸣三遍汉泽曼内阁就要垮台，即使

有洛贝尔图斯和中间派左翼撑腰也无济于事。那末再见吧，内阁阁

揆职位，再见吧，财政计划和消灭贫困的宏伟方案；这一切都将付

之流水，而汉泽曼先生如果能安然回到他那平凡的资产阶级的老

窠，并能细心地玩味人生若梦这句话，那倒是万幸了。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

“新莱茵报”第２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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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柏林报”论宪章派

  科伦６月２３日。“新柏林报”６９在它的第１号中向我们报道了

英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物以稀为贵。“新柏林报”至少有这

样一个功绩：它完全按新的方式来描述英国的状况。它首先这样写

道：

“看来，奥康瑙尔真的是个既无智慧又无骨气的人，在这里根本不受人尊

敬。”

我们不打算评比奥康瑙尔的智慧和骨气是否同“新柏林报”一

样多。就这些优点而论，古爱尔兰国王的后裔，大不列颠无产阶级

的领袖也许不如这个有教养的柏林女人；至于尊敬，你这个有教养

的柏林女人当然说得很对：就象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奥康瑙尔也是

名声扫地的；他从来不会象你在第１号报纸中那样，善于博得所有

善意的人的尊敬。

这位柏林女人继续写道：

“奥康奈尔说过：他（奥康瑙尔）①虽然有毅力，但是缺少逻辑。”

这又是妙不可言的。已故的丹②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毅

力的逻辑在于：他每年从自己的穷老乡们的口袋中榨取３万镑的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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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奥康瑙尔的鼓动的逻辑只能使一个声名狼籍的宪章主义者

出卖自己的全部地产。

“宪章派中的激进派的第二个领袖琼斯先生（目前法院正在通缉他，但无

论在哪里也找不到他）甚至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花１０００镑的保人。”

这是极有教养的柏林女人的第三条新闻。这几句话包含着三

种极其可笑的说法：第一，当法庭还在通缉某一个人的时候，根本

谈不上保证；第二，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已经在纽盖依特７０待了两

个星期，而且，不久以前，当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报刊都为琼斯的

被捕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有教养的柏林女人大概被随便邀请到某

一个极有教养而知识渊博的同事那里去喝了一杯茶；第三，琼斯先

生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支付１０００镑押金的人，即找到

了那个既无智慧又无骨气的奥康瑙尔，可是法院以国会议员不能

当保人为理由拒绝了奥康瑙尔。

最后，“新柏林报”扬言，说什么英国小城市中的宪章派往往自

相残杀。亲爱的柏林女人，你稍微浏览一下随便哪种英国报纸吧！

那时你就会看到，对宪章派说来，殴打警察从来就比自相残杀痛快

得多。

我们建议我们的读者特别注意充满智慧和骨气的“新柏林

报”。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

“新莱茵报”第２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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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温努斯报”
７１
的威胁

  科伦６月２４日。

“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及其宪法规定的威信能够箝制法国，那还不太要紧；

普鲁士将从它的东方各省恢复它的威信，同时，看来它大概不会因暂时失去

莱茵省而畏缩不前。”（见６月２２日“盖尔温努斯报”）

教授报的驻柏林记者说得多么巧妙！普鲁士将从“它的东方各

省”恢复它的威信。它在哪里恢复它的威信呢？在东方各省吗？绝

对不是，那里讲的是从东方各省。在莱茵省吗？更其不是。因为它

在恢复这种威信时指望“暂时失去莱茵省”，收就是说，暂时失去它

在莱茵省的“威信”。

这样看来，它将要在柏林和布勒斯劳恢复它的威信。

可是，它为什么不在它的东方的省的帮助下来恢复大概在柏

林和布勒斯劳失去的威信，而要从它的东方的省来恢复这种威信

呢？

俄国并不是普鲁士东方的省，相反地，普鲁士倒是俄国西方的

省。但是，俄国人将从普鲁士东方的省出发，同勇敢的波美拉尼亚

人并肩远征索多玛和哥摩拉，并将重新恢复普鲁士的“威信”，即恢

复普鲁士王朝、专制王权的威信。从专制制度被迫把一块染满平民

鲜血的“写满字的纸片”７２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间的那一天

起，从宫庭被迫接受做谷物和羊毛生意的资产阶级商人７３的保护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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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视的那一天起，这种“威信”就已丧失了。

由此可见，朋友和救星都来自东方；为什么要把军队集中在东

方边境呢？敌人来自西方，因此，军队就应当集中在西方。“科伦日

报”７４驻柏林的幼稚无知的记者，不懂得波兰人的勇敢的朋友普富

尔的英雄气概，他承担了到彼得堡去的使命，但在他的背后并没有

１０万大军保护。普富尔大胆地到彼得堡去！普富尔已经到了彼得

堡！普富尔不怕越过俄国国境，而德国的公众则在纷纷谈论集中在

德国边境上的俄国军队！“科伦日报”的记者怜悯德国的公众。可

是，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教授权！

如果俄国人迅速从东方帮助普鲁士王朝，法国人就会赶忙从

西方帮助德国人民。而“法兰克福议会”就能安静地继续辩论最好

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规定”。“盖尔温努斯报”的记者用华丽

的词藻掩盖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法兰克福议会及其宪法规定”将

要“箝制”法国。普鲁士将要失去莱茵省。可是它为什么因这种损

失而畏缩不前呢？要知道，这种损失不过是“暂时的”。德国的爱国

主义将再一次在俄国人的指挥下远征拉丁系的巴比伦，同时将在

莱茵省和整个德国南部永久地恢复“普鲁士的威信”。呵，你真是个

有先见之明的天使！７５

如果普鲁士不会“因暂时失去莱茵省而畏缩不前”，莱茵省就

更不会因“永久”失去普鲁士的统治而畏缩不前。如果普鲁士同俄

国人结成同盟，德国人就会同法国人结成同盟，并同他们一道进行

西方反对东方的战争，进行文明反对野蛮的战争，进行共和制度反

对专制制度的战争。

我们希望德国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因素只有从德意志大君

主国瓦解中才能分离出来。这些因素只有在战争和革命的风暴中

１２１“盖尔温努斯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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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结合在一起。只要事变一提出专制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口号，

立宪主义就会自行消失。主张立宪的资产者会愤怒地向我们叫喊：

可是，谁使德国人遭到俄国人的威胁呢？除了民主派还有谁呢？打

倒民主派！他们说得对！

如果我们自己在本国实行了俄国的制度，我们就既可以使俄

国人不必费力气来实行这种制度，也可以给自己节省军费。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２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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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

  科伦６月２４日。在本月２０日的妥协会议上，即在那次劫数注

定的会议上，康普豪森的太阳落下去了，内阁的混乱状态出现了；

帕托夫先生提出了有关基本原则的建议书，根据这些原则，他打算

在消灭乡村中的封建关系方面有所控制。

读了这个建议书，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旧普鲁士各省

中很久以来没有爆发过农民战争。多么繁重的义务、代役租和苛捐

杂税，多么混乱的中世纪的名称，一个比一个荒谬！领主权〔Ｌｅｈｎ

ｓｈｅｒ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死亡税〔Ｓｔｅｒｂｅｆａｌｌ〕，好家畜使用权〔Ｂｅｓｔｈａｕｐｔ〕，治

疗税〔Ｋｕｒｍｅｄｅ〕，屠宰什一税〔Ｂｌｕｔｚｅｈｎｔ〕，保护金〔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ｌｄ〕，

窝尔普尔吉士税〔Ｗａｌｐｕｒｇｉｓｚｉｎｓ〕，养蜂税〔Ｂｉｅｎｅｎｚｉｎｓ〕，蜡租〔Ｗａ

ｃｈｓｐａｃｈｔ〕，世袭大地主侵占的村镇附属地使用税〔Ａｕｅｎｒｅｃｈｔ〕，什

一 税 〔Ｚｅｈｎｔｅｎ〕， 租 金 〔Ｌａｕｄｅｍｉｅｎ〕， 遗 产 税

〔Ｎａｃｈｓｃｈｕβｒｅｎｔｅｎ〕，——所有这一切，直到今天还在“世界上设备

最完善的国家”中保存着，而且，如果法国人没有实行二月革命的

话，这一切还会永久保存下去！

是的，如果一切事情都按照帕托夫先生的愿望进行，这些义务

中的大部分，而且正好是最繁重的部分，就会永久保存下去。也正

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这个部门交给帕托夫先生掌管，使他尽可能

宽容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顽固的容克地主，尽可能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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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农民的革命成果！

柏林革命已经永远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封建关系。不言而喻，农

民已经立即在实际上废除了这些关系。政府只应当把实际上已经

由人民的意志实现的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事情用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

可是，在贵族决定来一个８月４日之前，他们的城堡必然要焚

毁。目前的政府由一个贵族为代表出面维护贵族的利益；它向议会

提出了一个建议书，要求妥协派现在也要把３月间在全德境内爆

发的农民革命出卖给贵族。对于在乡村中实施帕托夫先生的原则

所产生的后果，政府要负责任。

帕托夫先生希望农民为废除所有一切封建义务（甚至包括租

金在内）而缴纳赎金！只有那些由世袭的农奴依存地位、旧的捐税

制度和领主裁判权产生的义务，或者那些不给封建主提供任何价

值的义务（多么仁慈呵！），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封建重负中占微

不足道的一部分的那些义务，在废除时才不需要缴纳赎金。

反之，一切已由契约或判决调整过的封建义务的赎金仍然有

效。这就是说，农民将得不到任何补偿。可是农民在从１８１６年，特

别是从１８４０年颁布的有利于贵族的反动法律生效期间，曾经赎买

过自己的义务；当时为了封建主的利益，曾经用欺骗的手段，即最

初利用法律，后来利用受贿的官吏剥夺了农民的财产。

为了欺骗农民，就需要建立农业银行７６。

假如一切事情都按照帕托夫先生的愿望进行，那末在他的法

律下封建义务不会被废除，就象在１８０７年的旧法律下封建义务没

有被赎回一样。

帕托夫先生的计划的真正标题是：“关于用赎金永久保持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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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建议书”。

政府在挑起农民战争。也许普鲁士甚至不会因“暂时失去”西

里西亚而“畏缩不前”。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２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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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民主性质

  布拉格。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证明我们对布拉格起义（见本报第

１８号）①的性质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德国各家报

纸怀疑捷克党为反动派、贵族和俄国等效劳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只看到列奥·图恩伯爵和他的贵族，但没有看到捷克的

人民群众——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有人从贵族在某个时

候曾经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为了音斯布鲁克的权奸的利益而力图利

用捷克的运动这一点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已经在１８４４年做过３天

布拉格真正主人７７的革命的布拉格无产阶级，曾经维护过贵族和

整个反动派的利益！

可是：所有这一类带有诬蔑性的言论，最终都为捷克人的第一

次坚决的发动所驳倒了。起义的民主性质异那样明显，以致图恩伯

爵们不仅没有起来领导运动，而且立即离开了运动，并被人民当作

奥地利的人质扣留起来。起义的民主性质是那样明显，以致所有拥

护贵族的捷克人都离开了它。起义的目的不仅是反对奥国的暴兵，

而且也反对捷克的封建主。

奥地利人攻击人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捷克的人民，而是因为

他们是革命的人民。对于军阀来说，袭击布拉格只不过是一个序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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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接着必然要焚毁和袭击维也纳。

“柏林阅报室”７８６月２０日的维也纳通讯报道说：

“这里的市民委员会７９派到布拉格去的代表团今天回来了。该

代表团的唯一任务是督促电讯的转达工作，使我们不要再象最近

几天那样，日夜等待布拉格的消息。代表团向委员会报告了自己的

旅行经过。它报道了暴兵们在布拉格横行霸道的骇人听闻的消息。

它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包围、炮轰和袭击这个城市的可怕情形。

代表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乘马车从布拉格前面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到

达城里，又冒着同样的危险穿过许多军队到达了布拉格宫。

士兵们到处都用这样的呼声来对待他们：‘你们在这儿，维也

纳的坏蛋们！你们终于落到我们的手里了！’许多士兵想攻击代表

团；甚至军官们的举动也粗暴得难以形容。最后，代表们来到宫殿，

瓦尔莫登伯爵拿起委员会签发的授予代表们全权的文件，看了看

上面的签字，说道：‘皮勒斯多夫？他在我们这里是毫无意义的。’文

迪施格雷茨对待穿便服的坏蛋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要粗暴，他说：

‘革命到处都胜利了，但是，这里的胜利者却是我们，任何民政权力

我们都不承认。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那里平安无事。我一离开那

里，暴风雨就大作，把一切都给打翻了。’没收了代表们的武器，把

他们关在宫殿中的一间房里。两天以后才准许他们离开那里；但是

并没有把武器交还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代表们所叙述的情形，这

就是布拉格的梯利对待他们的态度，这就是军队的品行，而这里竟

还有人在装模作样，仿佛确信这不过是反对捷克人的斗争！可是，

难道代表们说的是捷克话吗？难道他们不是穿的维也纳国民自卫

军的制服吗？难道他们没有呈交内阁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立法权的

市民委员会发给他们的全权证书吗？

７２１起义的民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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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太大了。文迪施格雷茨认为他是

能阻碍革命的唯一人物。有人在象枪杀狗一样枪杀捷克人，并且还

在伺机反对维也纳。为什么交迪施格雷茨要释放列奥·图恩，即释

放那个领导布拉格临时政府、甚至鼓吹波希米亚独立的图恩伯爵

呢？试问，为什么要把他从捷克人手中释放出来呢？不是由于他的

一切行动都是同贵族勾结起来煽动起义的阴谋诡计，又是由于什

么呢？

列车在前天已从布拉格开出了。这次列车载走的是德国避难

的大学生、纳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一些从布拉格逃出来的家庭，

显然他们感到布拉格的秩序虽然已经恢复，但毕竟不太安全。在开

出布拉格后的第一个车站上，那里的哨兵要求所有的乘客一律交

出武器；在这个要求被拒绝后，士兵们就向所有的车厢开火，射击

没有自卫力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从车厢里抬出了６具尸体；乘客

们揩去了沾在自己脸上的死者的血。在这里被极力描绘成德国自

由的天使和保卫者的暴兵，就是这样来对付德国人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２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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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交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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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黎 消 息

  科伦６月２４日晚１０时。２３日的巴黎邮件没有收到。据到达

这里的信差说，当他离开巴黎的时候，群众跟国民自卫军的厮杀已

经开始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曾听到猛烈的炮声。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２５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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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黎 消 息

  科伦６月２５日晚１０时。巴黎的邮件又没有收到。今天来的

巴黎报纸还是２３日的，要是邮局工作正常，报纸早在昨天晚上就

该送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资料就是比利时报纸上

的那些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报道，以及我们自己关于巴黎的知

识。据此，我们力求尽量忠实地向读者描述一下６月２３日起义的

情况。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作更进一步的评述。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详

细论断以及有关巴黎议会２３日会议的较完全的评论，将在明日报

道。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６日

“新莱茵报”第２６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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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３日事件的详情

  起义带有真正工人起义的性质。工人的怒火喷向政府和议会，

因为它们辜负了工人的期望，天天采取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

工人的新措施，解散了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限制国家工厂的活

动，颁布了禁止集会法８０。事件的一切详情都说明起义是具有明确

的无产阶级性质的。

林荫路（巴黎的主要命脉）首先成了群众聚集的场所。从圣丹

尼门往下到维耶·杜·坦普尔大街这一段挤满了人群。国家工厂

的工人声明不到索隆去，不到那里的国家工厂去；另一些人在讲，

他们昨天往那里去，可是在枫丹白露关卡附近便被拦住，他们在那

里等待前一天晚上答应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和离境令，但终归无效。

１０点钟左右，发出了构筑街垒的号召。巴黎的东区和东南区

（从包松涅尔市区和包松涅尔郊区起）很快就筑起了街垒，但是看

来这些街垒筑得还相当紊乱，没有总的计划。圣丹尼街、圣马丁

街、兰布托街、佛布尔 包松涅尔街和塞纳河南岸通向圣雅克郊区

和圣马索郊区的要冲——圣雅克街、拉哈普街、拉 尤舍特街以及

毗连的桥梁上大体上都修起了防御工事。街垒上竖起了旗帜，旗

帜上有的写着“没有面包，不如死亡！”，有的写着“没有工作，不

如死亡！”。

可见，起义无疑是以主要是工人居住的城市东部地区为根据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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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是说，首先是依靠圣雅克、圣马索、圣安东、坦普尔、圣马丁和

圣丹尼这些郊区，即依靠《ａｉｍａｂｌｅｓｆａｕｂｏｕｒｇｓ》〔“可爱的郊区”〕
８１
，

其次是依靠介于这些郊区之间的市区（圣安东市区、马勒市区、圣

马丁市区和圣丹尼市区）。

街垒刚筑好，紧接着就开始了小的接触。朋努威尔林荫路上的

哨岗由别动队８２把守着，这个哨岗几乎在每次革命中都是首当其

冲的。群众解除了这个哨岗的武装。

但是不久，西区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就开来救援。他们又占领了

哨岗。另一队占据了吉姆纳兹大剧院前的人行道，这是一个能控制

相当长一段林荫路的制高点。群众打算解除几个前沿哨岗的武装，

但是双方暂时都还没有使用武器。

最后，接到了攻取构筑在圣丹尼门附近林荫路中间的街垒的

命令。国民自卫军在警察署长带领下向前挺进；谈判开始了；忽然

响起了几下枪声，但不知道是哪一方开的枪，于是双方便立刻开始

射击。

接着，朋努威尔那边的哨岗也马上开始射击。第二军团的那个

占领着包松涅尔林荫路的营也携带实弹的枪支前进。群众四面受

敌。国民自卫军从有利的、有些地方很安全的阵地上对工人进行猛

烈的交叉射击。工人坚持了半个钟头；最后，整条朋努威尔林荫路

以及由此直到圣马丁门的街垒全被夺去了。到１１点钟，国民自卫

军在这个地区又夺下了坦普尔那面的街垒，并占领了通向林荫路

的要冲。

攻占这些街垒的英雄是第二区的资产者。第二区以旧皇宫８３

为起点，包括整个蒙马特尔郊区。在这里居住的尽是维芬街、里舍

留街和意大利林荫路上有钱的商店老板，拉菲特街和伯热尔街上

２３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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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银行家和堂甸大道上的生活舒适的食利者。在这里居住的有

路特希尔德和富尔德，鲁日蒙·德·罗旺贝和加内龙。总之，这里

有交易所、图尔托尼８４以及和它们有某种关系的一切。

这些英雄们首先受到红色共和国的威胁，而且受到最大的威

胁，所以他们首先挺身而出。值得注意的是，６月２３日的第一个街

垒是２月２４日遭到失败的人攻下的。他们以３０００人进行攻击，

用４个连攻击一辆被翻倒的公共马车。然而，起义者似乎在圣丹尼

门附近又巩固起来了，因为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拉摩里西尔将军不

得不调动一支包括别动队、常备军和骑兵的强有力的队伍，携带两

门大炮，协同第二军团（第二区的国民自卫军）夺取防御坚固的街

垒。别动队一个排在起义者的猛烈攻击下被迫退却。

圣丹尼林荫路上的战斗是巴黎东部各区中搏斗的信号。这是

一场血战。起义者伤亡３０人以上。愤怒的工人发誓要在第二天晚

上全面发动攻势，同“共和国市近卫军”作殊死战。

１１点钟，普朗什 米布雷街（圣马丁街向塞纳河延伸的部分）

上也发生了战斗；有一个人被击毙。

在中央市场、兰布托街等等地区也发生了流血冲突。地上躺着

四五具尸体。

下午１点钟，帕拉迪 包松涅尔街发生了小接触；国民自卫军

开枪射击；结果不详。在包松涅尔郊区，经过流血冲突后有两个国

民自卫军下士被解除武装。

圣丹尼街在遭到骑兵冲击后失陷。

午后，圣雅克郊区的战斗非常激烈。圣雅克街、拉哈普街和莫

别尔广场上的街垒受到攻击，互有胜负，街垒还遭到了猛烈的霰弹

射击。蒙马特尔郊区的军队也开炮轰击。

３３１６月２３日事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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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起义者被击退了。市政厅解围；到下午３点钟，起义的地

区只剩下郊区和马勒市区了。

此外，在拿枪的国民自卫军中可以看到少数不穿军服的人（即

没有钱购买军服的工人）。可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却带着贵重的武

器、猎枪等等。在步兵的行列中也有国民自卫军的骑兵（他们常常

是些富家子弟）。在包松涅尔林荫路上，国民自卫军乖乖地让群众

解除了武装，然后逃走。

５点钟，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突然倾盆大雨，斗争才暂时停止。

但是在个别地方，战斗一直继续到深夜。９点钟，在巴黎工人

的中心——圣安东郊区还能听到枪声。

直到现在，斗争还没有表现出革命决战的全部残酷性。国民自

卫军，除第二军团外，看来多半是不敢向街垒进攻的。工人们尽管

盛怒难遏，但由于处境，也只限于坚守自己的街垒。

这样，双方到晚上就散去了，决定明天早晨再交锋。政府在斗

争的第一天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被击退的起义者可以在一夜之间

重新占领失去的阵地，他们果然这样做了。而下面两件严重的事情

显然对政府不利：政府用霰弹射击，却并没有在第一天就把骚动平

息。但是，在用霰弹射击以后，在黑夜（它带来的不是胜利，只是休

战）过去以后，骚动就会结束，革命就要开始。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６日

“新莱茵报”第２６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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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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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黎 消 息

  科伦６月２６日。鉴于刚从巴黎得到的消息所占的篇幅太多，

我们不得不把所有评论性的文章抽掉。

因此现在只向我们的读者说几句话。赖德律 洛兰和拉马丁，

以及他们的部长们下台了；卡芬雅克的军事独裁从阿尔及利亚搬

到了巴黎；马拉斯特是内政独裁者；巴黎淹没在血泊中；起义发展

成为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伟大的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反

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就是我们从巴黎得到的最后消息。这次

规模巨大的六月革命不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三天是不够的，但

是人民的胜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把握。法国资产阶级决心去做法

国历代国王从来不敢做的事情：它自己下了赌注。法国革命的这个

第二幕仅仅是欧洲悲剧的开始。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

“新莱茵报”第２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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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报”论“新莱茵报”
８５

  由菲格斯·奥康瑙尔、乔·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

编辑的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在最近一号中对于“新莱茵

报”对英国群众运动所抱的态度和“新莱茵报”向来维护民主派利

益这两点表示赞许。

我们谨向“北极星报”各位编辑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对本报所

作的真正民主的友好的评语。同时请他们相信，在英国报纸中，唯

有革命的“北极星报”的赞许才是我们所珍视的。

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

“新莱茵报”第２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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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３日

  我们继续得到关于６月２３日战斗的许多新的详细情况。我们

掌握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时间只允许我们报道最重要的和

最突出的事件。

无论就巴黎或者就全世界来说，六月革命都是一场空前残酷

的斗争。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最激烈的战斗要算是米兰的三月战

斗了。在这个战斗中，１７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居民粉碎了两三万

军队。但是米兰的三月战斗和巴黎的六月革命比起来，简直是儿

戏。

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没有幻想，没

有冲动。

如果说在二月里，人民站在街垒上高唱《Ｍｏｕｒｉｒｐｏｕｒｌａｐａ

ｔｒｉｅ》（“为祖国而死”），那末在６月２３日，工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斗

争，祖国对他们已失去了任何意义。“马赛曲”连同对于法国大革命

的其他一切回忆一起消逝了。人民和资产阶级都感觉到，他们现在

所参加的革命比１７８９年和１７９３年的革命更为伟大。

六月革命是拚死活的革命，它是在沉默的愤怒中，在阴森而

绝望的冷静中进行的。工人们知道，他们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场残酷可怕的斗争面前，连法国人的愉快爽朗的性格都消失

了。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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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只有两个事件可以和现在大概还在巴黎进行的这个斗

争相比拟，这就是古罗马的奴隶战争和１８３４年的里昂起义。里昂

的旧口号“活着没有工作，不如战斗而死”，在１４年之后又突然出

现了，这个口号现在又被写在旗帜上面了。

六月革命是第一个把整个社会真正分为以巴黎东区和西区为

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革命。二月革命的团结一致，那种富有诗意

的、充满了迷人的幻想和诱人的谎言的团结一致消逝了。甜言蜜语

的叛徒拉马丁曾经是这种团结一致的体现者。现在，残酷无情的现

实使２月２５日的一切伪善的诺言失去了效力。二月革命的战士现

在互相厮杀起来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再

存在了，每一个能够拿武器的人不是站在街垒的这边战斗，便是站

在街垒的那边战斗。

在巴黎街道上作战的军队和参加莱比锡民族之战８６的军队一

样多。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六月革命的巨大意义。

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战斗的经过。

如果根据昨天的消息来判断，可以想象得出，街垒是筑得相当

杂乱的。但是从今天的详细报道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工人的防御

工事从来还没有构筑得象现在这样周密，这样有计划。

城市分为两个军营。从城市的东北郊附近开始，即从蒙马特尔

往下到圣丹尼门，再从这里沿圣丹尼街，经过锡特岛，沿圣雅克街

到城关，形成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的整个地区都被工人占据

着，并筑有工事。资产阶级从西面进攻，并从西面得到增援。

一清早，人们就静悄悄地开始构筑街垒。这些街垒比过去任何

街垒都高而坚固。在圣安东郊区入口处的一座街垒上飘扬着一面

大红旗。

８３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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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丹尼林荫路也筑有坚固的工事。林荫路和克列里街上的街

垒以及邻近的已经变成真正堡垒的房屋，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

系。如我们昨天已经报道的，在这里展开了第一次激战。人民以无

比英勇的、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战斗。一队强大的国民自卫军由侧

面向克列里街垒进攻。街垒的守卫者大部分都撤退了。只剩下七

个男人和两个妇女（两个年轻漂亮的职业妇女）。其中有一个男人

手拿旗子登上街垒，其余的人开始射击。国民自卫军进行反击。旗

手倒下了。一个职业妇女，一个身材高大、衣着雅致、露着胳膊的漂

亮的姑娘立刻举起旗子，越过街垒，向国民自卫军走去。射击继续

着，国民自卫军里的资产者向这个姑娘开枪，在她走到他们刺刀跟

前的时候杀害了她。另一个职业妇女马上跳了出来，抓住旗子，扶

起她的女友的头，看到她已死了，就疯狂地向国民自卫军投掷石

子。她也在资产者的射击下倒下了。双方的射击愈来愈激烈，从窗

口射击，从街垒后面射击。国民自卫军的队伍愈打愈少了，但是援

兵又立刻开了上来，街垒被攻下了。在守卫街垒的七个人中，只有

一个人还活着，他被解除了武装，做了俘虏。第二军团的纨袴子弟

和交易所的豺狼们建立了战胜这七个工人和两个职业妇女的丰功

伟绩。

两支队伍会合并夺取了街垒后，出现了短时间的可怕的沉寂。

但是沉寂很快就被打破了。勇敢的国民自卫军向占据着一部分林

荫路的、手无寸铁的、平静的人群展开猛烈的射击。人们惊慌逃散。

但是街垒并没有攻下来。只是在３点钟左右，卡芬雅克率领常备军

和骑兵前来，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才把通向圣马丁门的那一段林荫

路拿下来。

在包松涅尔郊区构筑有许多街垒，特别是在拉斐德大街的拐

９３１６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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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处，许多房屋也成了起义者的堡垒。起义者由国民自卫军的一

个军官指挥着。向他们进攻的有第七轻步兵团、别动队和国民自

卫军。战斗继续了半小时。最后，军队胜利了，但这个胜利只是

在死伤了约１００人以后才取得的。这场战斗发生在下午３点钟以

后。

在司法厅对面，在君士坦丁街，在邻近的街道上和圣米歇尔桥

上，也构筑有街垒，桥上飘扬着红旗。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这些街垒

也被攻下了。

独裁者卡芬雅克命令炮兵占领诺特丹桥上的阵地。他从这里

向普朗什 米布雷街和锡特街射击；他从这里可以毫不费力地移动

大炮来对付圣雅克街上的街垒。

圣雅克街为无数道街垒所切断，那里的房屋变成了真正的堡

垒。这里只有炮兵才能起作用，卡芬雅克毫不迟疑地使用了炮兵。

整个下午，炮声隆隆。霰弹扫荡了街道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晚上

７点钟，只剩下一个街垒没有攻下，死亡的人很多。

在圣米歇尔桥上和圣安得烈 德斯 阿尔街上也有大炮在射

击。在城东北郊的尽头，在沙托 兰登街上（有一支军队大胆地向那

里推进），也有一个街垒为炮火所摧毁。

午后，在东北各郊区，双方的射击愈来愈猛烈。拉 维勒特、邦

丁等郊区的居民跑来援助起义者。街垒又不断地大批构筑起来。

在锡特岛上，有一连共和国近卫军８７借口和起义者联欢，冲入

两道街垒之间，然后开枪射击。人民愤怒地向背信者猛扑，把他们

一个一个地消灭，逃脱的不到２０人。

各处的战斗愈来愈激烈。天黑以前，各处都进行炮击；后来只

用步枪射击，一直继续到深夜。在１１点钟，整个巴黎还响遍了紧急

０４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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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声，在午夜还听到巴士底狱方面的枪声。巴士底狱广场和通向广

场的各个要冲都在起义者控制之下。在起义者兵力的主要中心圣

安东郊区，构筑有坚固的工事。骑兵、步兵、国民自卫军和别动队密

密麻麻地排列在从蒙马特尔街到坦普尔街的林荫路上。

晚上１１点钟，已经有１０００多人伤亡。

这是六月革命的第一天，这是巴黎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

日子。巴黎工人孤军同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别动队、同新组织起来

的共和国近卫军、同常备军各兵种作战。他们无比英勇地坚持战

斗，这种无比英勇是同敌人的无比残酷相应而生的。当你看到巴黎

资产阶级怎样兴高采烈地参与卡芬雅克所组织的血腥屠杀的时

候，你会觉得许泽尔、拉德茨基、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罪行简直不

值一提了。

２３日夜间，于６月１１日重新恢复的“人权协会”８８决定为了红

旗的利益而利用起义，从这一点出发，决定参加起义。因此，该协会

召开会议制定了必要的措施，选出了两个常务委员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

“新莱茵报”第２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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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４日

  巴黎整夜充满了军队。在各个广场和林荫路上都配置有强大

的前哨。

早晨４点钟，紧急号响了。一个军官带着几个国民自卫军士兵

闯入各家，寻找不愿自动归队的人员。

这时，炮声又响了。圣米歇尔桥一带响得最厉害，因为圣米歇

尔桥是左岸起义者和锡特乌起义者联系的工具。今天早晨被授予

独裁全权的卡芬雅克将军渴望利用这种全权来镇压起义。昨天使

用炮兵只是例外，并且使用的大部分是霰弹。今天到处都遭到炮

击，不管是街垒还是房屋。不仅用霰弹射击，而且还用炮弹、榴弹和

康格里弗火箭射击。

在圣丹尼郊区北部，一清早就开始了激战。在北火车站附近，

起义者占领了一幢正在建筑中的房屋和几个街垒。国民自卫军第

一军团开始进攻，但没有得逞。他们打完了弹药，死伤约５０人。在

炮兵未开来以前（约１０点钟左右），他们险些失去了自己的阵地。

炮兵摧毁了房屋和街垒。军队重新占领了北火车站。但是，在这个

地区（该区名为克洛 圣拉查尔①，“科伦日报”误译为“圣拉查尔

宫”），战斗还继续了很久，并且打得非常猛烈。“这真是一场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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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比利时一家报纸的记者这样写道。在罗什舒阿尔关卡和

包松涅尔关卡附近构筑了坚固的街垒。在拉斐德街，街垒又恢复起

来了，直到午后才在大炮的轰击下被占领。

在圣马丁、兰布托和格兰 桑提各条街上，街垒也是靠炮兵才

攻下的。

圣米歇尔桥对面的库兹涅咖啡馆被炮火摧毁。

但是在下午３点钟左右，在花河沿街发生了主要的战斗。在这

里，有名的“丽人”服装店被６００名起义者占领，变成了堡垒。炮兵

和步兵开始进攻。一个墙角被打垮了。在这里亲自指挥射击的卡

芬雅克建议起义者投降，否则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起义者拒绝投

降。炮击重新开始。最后，使用了燃烧弹和榴弹。房屋被摧毁。８０

名起义者葬身于瓦砾之中。

在圣雅克郊区，在潘庭区附近，工人也在四周筑起了街垒。象

在萨拉哥沙城８９一样，每一幢房屋都必须用围攻来夺取。独裁者卡

芬雅克想用突击攻占这些房屋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于是这个残

暴的阿尔及利亚的丘八就威胁说，如果占领这些房屋的起义者不

投降，就要把他们烧死。

在锡特街，姑娘们从窗口向兵士和市民自卫团射击。为了在这

里取得某些进展，也不得不使用榴弹炮。

想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别动队第十一营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

卫军消灭了。至少据传说是这样。

到中午的时候，起义者占绝对优势。巴提诺尔、蒙马特尔、拉

沙佩尔、拉 维勒特等所有的郊区，总之，从巴提诺尔到塞纳河的所

有巴黎城郊，以及塞纳河左岸的大部地区，都在起义者手中。他们

在这里缴获了１３门大炮，但是没有使用。在市中心，在锡特和在圣

３４１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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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街南端，他们曾冲到市政厅附近，那里有强大的军队防守。尽

管如此，巴斯蒂德还是在众议院宣布，市政厅在一小时后很可能被

起义者占领。这个消息引起了混乱，于是就决定任命独裁者并宣布

戒严。卡芬雅克一接受独裁全权，便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

手段在文明城市中从来没有采用过，甚至连拉德茨基在米兰都不

敢采用。人民又太宽宏大量了。如果他们以纵火来回答燃烧弹和

榴弹炮，也许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为胜利者了。但是人民却

不愿意使用敌人所使用的那种武器。

起义者的弹药大部分是由棉火药制成的，在圣雅克郊区

和马勒市区大量制造着棉火药。在莫别尔广场上建立了一个

弹药工场。

政府不断得到援军。庞图阿兹、卢昂、缪兰、曼特、亚眠、哈佛尔

等地的国民自卫军整夜不停地向巴黎开来。从奥尔良调来了军队，

从阿拉斯和杜埃调来了炮兵和工兵。从奥尔良还开来一个团。２４

日早晨，从文森运来５０万发子弹和１２门炮，但北面铁路上的铁路

工人破坏了巴黎和圣丹尼之间的线路，使援军运不进来。

用了联合的兵力和空前残酷的手段，到２４日下午才算把起义

者击退了。

至于国民自卫军怎样残酷地进行战斗以及他们怎样清楚地了

解事情同他们的生存有关，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不仅卡芬雅克，

而且连国民自卫军本身都打算把整个潘庭区付之一炬！

进攻部队有３个指挥所：圣丹尼门，这里由拉摩里西尔将军指

挥；市政厅，杜维维耶将军率领１４个营驻扎在这里；索尔邦纳广

场，达梅姆将军从这里向圣雅克郊区进攻。

到中午的时候，通向莫别尔广场的要冲全被占领，广场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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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围。下午１点钟，广场被占领，别动队有５０个人当场丧命！同

时，经过猛烈的、长时间的炮击，潘庭区被攻占了，或者不如说是投

降了。在那里防守的１５００名起义者投降了，这大概是因为卡芬雅

克先生和疯狂的资产阶级威胁要把这个地区全部焚毁的缘故。

这时，“秩序的维护者”沿着林荫路不断向前挺进，占领了邻近

街道上的街垒。在坦普尔街上，工人们被骗逐到拉 科尔德利街的

拐角处。在布什拉街上，战斗仍在进行，林荫路那面的坦普尔郊区

也在作战。在圣马丁街还能听到零落的枪声。在普昂特·圣埃斯

他什，还有一个街垒在坚持。

晚上７点钟左右，从亚眠来的两营国民自卫军开到了拉摩里

西尔将军那里，他们立即被派去包围沙托·得奥背后的街垒。这

时，圣丹尼郊区已经失陷并且沉寂下来，整个塞纳河左岸差不多也

都是这样。起义者被包围在马勒市区的一部分地方和圣安东郊区。

但是这两个区中间隔着博马舍林荫路和位于其后的圣马丁运河，

而圣马丁运河是完全可以被政府军队利用的。

指挥别动队的达梅姆将军在厄斯特拉帕德街垒附近被子弹打

伤了大腿，但伤势不重。议员比克西奥和多尔内斯的伤势也不象最

初想象的那样严重。

贝多将军也受了轻伤。

到９点钟，圣雅克郊区和圣马索郊区实际上已被攻占。战斗异

常激烈。当时在这里指挥作战的是布莱阿将军。

杜维维耶将军在市政厅并末取得多大的进展。但是，这里的起

义者也被打退了。

拉摩里西尔将军不顾顽强的抵抗，把包松涅尔、圣丹尼、圣马

丁等郊区的关卡占领了。只有克洛 圣拉查尔的工人还在坚持；他

５４１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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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路易 菲力浦医院构筑了街垒。

这是国民议会主席在晚上九点半钟向国民议会报告的消息。

但是，他的话有几次是自相矛盾的。他承认，在圣马丁郊区，双方仍

在猛烈地对射。

总之，２４日傍晚的情况如下：

起义者大约还控制着他们在２３日早晨占领的地区的一半。这

一半地区包括巴黎东部，圣安东、坦普尔、圣马丁等郊区和马勒市

区。克洛 圣拉查尔和植物园附近的几个街垒是起义者的前哨阵

地。

巴黎的其余部分全部落在政府手中。

在这场决战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秩序的维护者”在作战时

所表现的那种狂暴性。这些人过去对于“市民”流的每滴“血”是那

样痛心，对于２月２４日市近卫军９０士兵的死甚至伤感万分，而这些

资产者现在却象杀戮野兽一样地杀戮工人。在国民自卫军队伍里，

在国民议会里，对起义的工人没有一句同情的话，没有一句和睦的

话，河有丝毫的伤感，相反地，只有狂暴的憎恨，冷酷的敌意。资产

阶级是完全有意识地向工人进行斩尽杀绝的战争的。不管资产阶

级现在会取得短时期的胜利，还是会被击溃，工人是决心要向他们

报仇的。经过六月里的这３天中所发生的战斗以后，必然会采取恐

怖手段，不是这一方采取，就是那一方采取。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

“新莱茵报”第２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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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５日

  斗争愈来愈紧张，愈来愈残酷，愈来愈猛烈。资产阶级愈是看

到用残酷的手段不能立刻达到目的，它在战斗中以及在夜间巡逻

和露营时愈是感到疲倦，它最后胜利的时刻愈是接近，它就愈加疯

狂地向起义者进攻。

资产阶级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

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它散布这样一种谬论：工人（实际上是资产

阶级自己迫使他们起义的）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

强盗，因此应当象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可是，占领了城市的大

部分达３天之久的起义者却表现得非常高尚。如果他们也采用以

卡芬雅克为首的资产者及其走狗所采用的那种残酷手段，巴黎就

会变成废墟，而起义者也许会取得胜利。

从起义的一切详细报道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这次斗争中

表现得多么野蛮。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就不必说了；据证实，在大多

数被攻占的街垒上，对战败者毫不留情。资产者把落到他们手里的

人统统杀掉了。２４日晚上，在天文台街，有５０多名被俘的起义者

不经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比利时独立报”（这是一家资产阶级报

纸）的一个记者这样写道：“这是一场歼灭战。”在所有的街垒上，人

们都深信起义者将毫无例外地被就地杀死。当拉罗什雅克兰在国

民议会中说，必须设法消除这种想法的时候，资产者甚至不让他说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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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就大吵大嚷，使得议长不得不戴起帽子宣布休会。后来，当塞纳

尔先生（见下面关于议会的会议报道）本人想说几句关于仁慈和调

解的伪善的话时，又大吵大嚷起来。关于宽恕之类的话，资产者连

听都不愿意听。即使炮击会使他们损失一部分财产，他们也在所不

惜，决心要把秩序的敌人，把强盗、暴徒、纵火者和共产主义者一下

子消灭干净。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报纸所极力吹嘘的那种英

雄气概。从今天关于国民议会的会议９１报道中可以看出：起义一开

始，国民自卫军就吓坏了；尽管各种各样倾向的报纸在报道时夸

大其词，但从中可以看出，在起义的第一天，国民自卫军出来应

战的人数很少，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卡芬雅克不得不把国民自卫

军人员从床上拉起来，由一名上等兵和四名普通兵押着去作战。资

产者虽然对起义的工人切齿痛恨，但仍然克制不了他们天生的怯

懦。

相反地，工人却无比英勇地作战。虽然他们的损失愈来愈难以

补偿，他们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逼得节节败退，但是他们丝毫也不感

到疲倦。２５日早晨，他们一定已经看出，胜利的机会肯定已不在他

们方面。新的军队不断从各地大量地开来；大批国民自卫军从郊区

和其他较远的城市向巴黎集结。参加２５日战斗的常备军比平时的

卫戍部队员额还要多４万人。此外，别动队又出动了２万到２５０００

人；此外，还有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国民自卫军以及几千共和国近卫

军。２５日，进攻起义者的武装力量的总数不下１５万到２０万人。工

人的战士也许还不到这个数量的１ ４；此外，工人缺少弹药，没有任

何军事领导，没有一门能用的大炮。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地、奋不顾

身地同兵力占强大优势的敌人作战。士兵接连不断地向被重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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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街垒上的缺口冲去；但是工人不声不响地迎击他们；工人到处

都是战到最后一个人，街垒才落到资产者手中。在蒙马特尔，起义

者向居民宣布：不是他们消灭我们，就是我们消灭他们，我们绝不

后退；愿上帝保佑我们胜利，否则我们就要把蒙马特尔全部烧掉。

这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威胁当然被描写成为“卑鄙的计划”，可是卡

芬雅克的榴弹和燃烧弹却被认为是“值得大为赞扬的成功的军事

措施”！

２５日早晨，起义者占领了下列几个阵地：克洛 圣拉查尔，圣

安东和坦普尔郊区，马勒和圣安东市区。

克洛 圣拉查尔（前修道院领地）是一块很大的土地，一部分已

经盖好了房屋，一部分正在建筑房屋、计划修筑街道等等。北火车

站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央。这个区有许多分散的没有次序的建筑物，

此外还堆放着大量建筑材料；起义者在这里筑起了一个坚固的堡

垒，它的中心是建筑中的路易 菲力浦医院。他们还构筑了一批巨

大的街垒，据目击者谈，这些街垒是无法攻破的。街垒后面是被起

义者所切断和占领的城墙。他们的工事从这里一直延伸到罗什舒

阿尔街或者到城关区。蒙马特尔的各个关卡设有坚固的工事，蒙马

特尔完全为起义者占领。４０门大炮对这些工事轰击了两天，但还

是没有把它们摧毁。

２５日，４０门大炮又对这些工事轰击了一整天；最后，在下午６

点钟，罗什舒阿尔街上的两个街垒被攻下，不久，克洛 圣拉查尔也

被占领了。

在坦普尔林荫路上，别动队在上午１０点钟攻占了几幢房屋，

起义者曾经从这里向进攻的敌人射击。“秩序的维护者”差不多已

推进到菲伊·杜·卡尔佛尔林荫路。坦普尔郊区的起义者则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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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后退，圣马丁运河有些地方被攻占；比较宽阔的、笔直的大

街从运河和林荫路方面受到猛烈的炮击。战斗非常激烈。工人很

清楚地知道，敌人在向他们阵地的正中央进攻。他们奋勇抵抗。他

们甚至又重新夺回了以前失去的一些街垒。但是，经过长时间的

斗争后，他们被兵力和武器占优势的敌人打败了。街垒被逐一攻

占；天黑时，不仅坦普尔郊区被攻占，而且敌人还沿着林荫路和

运河前进，占领了通向圣安东郊区的各个要冲和这个郊区的几道

街垒。

在市政厅附近，杜维维耶将军缓慢地但是顽强地前进。他从

沿河的街道过来，由两翼包围了圣安东街的街垒，同时用重炮轰

击圣路易岛和以前的鲁维叶岛９２。这里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但详情不明。只有消息说，在４点钟，第九区政府及其邻近的街

道被占领，在圣安东街，街垒——被猛攻夺下，通向圣路易岛的

要冲达米埃特桥也被占领。天黑时，这个区域的起义者被击退，通

向巴士底狱广场的各个要冲都失陷了。

这样看来，除圣安东郊区以外，城内各区的起义者都被驱逐

出来了。圣安东郊区是他们最坚固的阵地。这里是巴黎各次起义

的真正策源地。通向这个郊区的许多要冲都构筑有很巧妙的工事。

街垒彼此形成三角形，这样可以相互掩护，此外还有从房屋里射

出的交叉火力来支援。因此，这些街垒就成了进攻者的巨大障碍。

要攻取这些街垒，需要有很大的牺牲。

资产者，或者确切些说，他们的走狗的营地就扎在这些工事的

前面。这一天，国民自卫军几乎没有行动。有所行动的主要是常备

军和别动队；国民自卫军占领着平静无事的和早已被攻占的市区。

共和国近卫军和别动队的行为简直坏透了。经过改编和清洗

０５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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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和国近卫军非常残酷地镇压工人，他们以镇压工人为共和国

市近卫军争得了声名。

主要从巴黎流氓无产阶级中召募来的别动队，由于薪俸优厚，

在短期内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军。被组织起来的流

氓无产阶级反对未组织起来的劳动无产阶级。果然不出所料，象

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供斐迪南驱使一样①，巴黎的流氓无产阶级甘

愿供资产阶级驱使。只有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那部分别动队转到

起义者方面来了。

目前在巴黎发生的这一切给人留下了多么卑鄙龌龊的印象！

现在的别动队的成员都是不久以前的乞丐、浪人、无赖、顽童和

小偷，这帮人在三四月间被每个资产者看作一群不能容忍的、惯

于为非作夕的盗贼，而现在却大受宠爱，备受赞扬，得到大量的

赏赐，因为这些具有无比胆量的“青年英雄”，这些“巴黎的姑

娘”以非凡的勇敢精神爬上街垒等等；因为这些在二月里糊里糊

涂地在街垒上作战的人们，现在又糊里糊涂地向无产者射击，象

从前射击士兵一样；因为他们被收买了并且同意以一天３０苏的代

价去屠杀自己的弟兄！赞美这些卖身的流氓吧，因为他们为了一

天３０苏的代价竟枪杀最优秀最革命的巴黎工人！

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

万工人整整坚持了３天，来对付８万多士兵和１０万国民自卫军，

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

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工人被击溃了，并且大部分

被残酷地消灭了。这次阵亡的战士不会受到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

１５１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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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牺牲者所受到的那种尊敬；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

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９日

“新莱茵报”第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布尔什维克”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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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革 命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

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

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

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

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

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 一 个著 名 的 共 和 主 义 者 （无 论 是 “国 民 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９３
派的或“改革报”（《Ｒéｆｏｒｍｅ》）

９４
派的）站在人民

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

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

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

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

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

——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

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

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

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 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９５——已

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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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的密集的炮火。

这就是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

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

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用

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

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６月２５日晚间，

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

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１７９３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

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

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

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

派９６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

者９７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

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

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个阶级的王

冠的统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资本。但是人民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

们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

了自己的敌人。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

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

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

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

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

４５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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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

原形。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

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

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

鸣。

在１７８０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

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

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

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在临时政府时期，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宽宏大量的

工人相信，使成千上万的官方传单上所说的那些“甘愿贫困３个月

来让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

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

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

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说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

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

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

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

象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

前发展！国民议会极力想结束令人烦恼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词句，可

是它连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没有实现。它不

是强迫１７岁到２５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

５５１六 月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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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

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

来的工场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

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无论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

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无论是５月１５日９８以后的残忍的法律，都

没有达到目的。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坏蛋，你进行

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谁，为自己还是为我们？资产阶级既然这样提出

问题，就必须用六月革命——霰弹和街垒来回答。

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６月２５日所说，整个国民议会都

惊慌失措了。当问题和回答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血泊中时，议员们

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一

部分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单独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

益。俄国的金钱，英国的金钱，波拿巴的鹰，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

样的护身符，——他们就在这些东西中间寻找他们无法理解的这

一事件的解释。但是，议会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们和人民之间

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人敢替人民讲话。

他们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

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词句的可怜

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

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统主义者拉罗什

雅克兰，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战败者罪该万

死！”（《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的人的卑鄙行为而发怒时，议会中的大多数

人便疯狂起来，好象被毒蜘蛛咬了一样。他们为了掩饰“战败者”正

是他们自己，便向工人高叫：“你们罪该万死！”不是他们现在就得

死亡，就是共和国现在就得毁灭。因此他们拚命地嗥叫：“共和国万

６５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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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横在我们面前的深渊是否能把我们民主主义者引入迷途，使

我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

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资产阶级

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

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

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

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

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

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

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

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

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

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

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

刊的权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９日

“新莱茵报”第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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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科伦６月３０日。我们介绍大家阅读一下从“伦敦电讯”上摘

录下来的几段文字，并请把它们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同

勃律盖曼 杜蒙和沃尔弗斯先生关于巴黎六月革命的胡说八道对

照一下，那时就会明白：英国的资产者起码有一点和德国的小市

民不同（其他许多优点姑且不谈），即他们在评判伟大事件的时候，

尽管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却毕竟还象个成年人，而不象街头

的顽童。

第１２２号“电讯”这样说：

“……人们现在期待着我们谈一下这个可怕的流血事件的原因和结果。

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是两个阶级间的真正战斗。（这种真知灼见真是千金难

买——可敬的“科伦日报”和他的“沃尔弗斯”感叹地说。）①这是工人反对

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和反对现在支持这个政府的阶级的起义。阐明这场

斗争的导火线要比指出引起这场斗争的经常的、直到目前还存在的原因来得

困难。二月革命主要是工人阶级进行的，而且曾大声宣布：这个革命是为了

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这与其说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社会革命。具有

士兵的一切性格的大批愤愤不满的工人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他们的贫困和

不满也不纯粹是由最近４个月的事件产生的。在星期一，我们曾引证了勒鲁

先生在国民议会中的声明。他说：法国有８００万贫民和４００万没有固定工作

的工人。这个声明也许是夸大的，但是并没有人起来反驳。同时，他指的是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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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的情形，他抱怨革命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这种可怕的现象。在

法国形成的、如今对社会舆论起着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

在路易 菲力浦的统治下绝大多数人民所过的那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基础上成

长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贫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这也正是革命的真

正重要的原因。国民议会很快就决定剥夺革命政治活动家曾经匆忙草率地答

应给工人的那些特权。带有社会性质甚至政治性质的强有力的反动势力公然

抬头了。它要求曾经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支持的政权排除那些曾经赋予这个政

权以生命的人们。最初奉承工人，哄骗工人，然后离间工人，用饿死来威胁

工人，把他们遣散到外省去，使他们失去平常那种劳动上的联系，最后定出

计划来消灭他们的力量。既然这样，工人的愤怒难道值得惊奇吗？当然，工

人对于进行第二次更加有成效的革命的信心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根据工

人至今还在反抗政府武装力量的持久性来看：他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要比许

多人所预料的大得多。从上述情况，以及从人民中间没有政治领袖、从巴黎

遣散的工人刚走到城关又立刻返回等情况来判断，可以得出结论：起义是工

人阶级普遍不满的结果，而不是由政治煽动者挑起的。工人认为：他们自己

的政府又背叛了他们的利益。现在，也象在二月里一样，他们拿起武器来同

极端贫困现象进行斗争，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这种极端贫困的牺牲

品。

目前的斗争只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它是争取较合理地分配每年劳动产品

的席卷全欧洲的斗争的继续。在巴黎，这个斗争现在大概会被镇压下去，因

为新政权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力量显然占着优势。但是，不管这个斗争

会被怎样顺利地镇压下去，它还会接连不断地爆发，直到政府实行较合理地

分配每年的劳动产品，或者由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放弃在这方面作进一

步的尝试，让自由的市场竞争去解决问题时为止……实际上，这个斗争是为

争取充分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领导革命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剥夺了中等阶级

的生活资料。中等阶级变得比工人更野蛮。双方的强烈欲望燃烧起来，促使

他们采取招致毁灭的行动。任何博爱都被抛弃了，双方宣布进行你死我活的

战争。无知的甚至是心怀叵测的政府，显然根本不了解自己在当前严重危机

中的责任，它最初唆使工人去反对中等阶级，现在又帮助中等阶级去消灭失

望的、受骗的和变得冷酷无情的工人。对于所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的责难不

应当涉及革命的原则本身，即不应当涉及反对贫困和压迫的坚定意向。应当

９５１“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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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难的倒是那些由于自己在政治上愚昧无知而使路易 菲力浦遗留下来的贫

困状况更加恶化的人们。”

伦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描述六月革命的。这家报

纸是维护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原则的。除了被“曼彻斯特卫

报”９９称为英国新闻界的两大专制者的“泰晤士报”
１００
和“北极星

报”以外，它是英国销路最广的报纸。

现在请你们把上面所引的几段话和第１８１号“科伦日报”上

的说法对照一下。这家绝妙的报纸把两个阶级的斗争歪曲成“正

直的人”和盗贼的斗争！值得尊敬的报纸！好象这两个称号不是

这两个阶级彼此赠送的。正是这家报纸，在最初听到关于六月起

义的传说时承认自己对于起义的性质一无所知；以后巴黎的消息

迫使它承认那里正在进行严重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不会因为遭

到一次失败而告终；最后，这家报纸看到工人遭到了一次失败就

欢欣鼓舞，认为这次起义不外是“绝大多数人”反对“一群野蛮

的食人生番、强盗和杀人犯”的斗争。

罗马的奴隶战争是什么呢？难道是“正直的人”和食人生番

的战争！让沃尔弗斯先生去写罗马史，而杜蒙 勃律盖曼先生去向

工人，向这些“不幸的人”解释他们的真正的权利和义务，“使他

们了解维护秩序和培养真正公民的科学”吧！

杜蒙 勃律盖曼 沃尔弗斯的神秘科学万岁！下面是这门神秘

科学的一个例子：可敬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们一连两天在报纸上

向轻信的读者说，卡芬雅克似乎打算在圣安东郊区埋设地雷。不

幸的是圣安东郊区比光荣的科伦城还稍微大一些。但是，博学的

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我们建议德国国民议会请他们来制裁德国）杜

蒙 勃律盖曼 沃尔弗斯能克服这种困难，他们知道，只要用一个

０６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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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就可以炸毁科伦城！他们对于要用来炸毁圣安东郊区的地雷

的看法，同他们对于那种摧毁现代社会的地下力量的看法一样，

是极为愚蠢的；在六月的日子里，这种力量使得巴黎发抖，在这

种力量的作用下，从巴黎的革命的火山口喷射出了血的熔岩。

但是，敬爱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们！伟大的杜蒙 勃律盖曼 沃

尔弗斯，以登广告出名的伟人！登广告的卡芬雅克们！我们对于

一度震撼世界的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危机，对于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仅仅表示凭吊。我们并没有捏造这个事实，

我们只是指出了这个事实。我们曾经指出：象卡芬雅克自己所说

的，这两个阶级中的一个被战胜了。我们曾经在战败者的墓前感

叹地说：“胜利者罪该万死！”连卡芬雅克本人也在历史责任面前

发抖！而国民议会却责备它的成员胆小怕事，不敢公开承担这个

可怕的历史责任。难道我们向德国人打开罗马神言集是为了让他

们把它焚毁吗①？难道我们描写宪章派同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是

为了要求德国人也变成英国人吗？

可是，德国，忘恩负义的德国，尽管你也知道“科伦日报”和它

的广告，但是你却不了解你的最伟大的伟人们，不了解你的沃尔弗

斯，你的勃律盖曼，你的杜蒙！在阶级斗争中，在自由民和奴隶、贵

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中绞了多少脑汁，流

了多少血汗！而这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科伦日报”。但是，最勇敢

１６１“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① “罗马神言集”是希腊库麦城的巫女所写的预言格言集；在罗马把它作为官方

的占卜资料。国家遇有危险时，元老院命令根据“罗马神言集”进行占卜，预

测吉凶。公元前８３年“罗马神言集”在大火时被焚，但后来部分被恢复。公

元４０年，“罗马神言集”被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斯蒂利洪焚毁，据说是因

为占卜不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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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们，如果现代社会这样大量地、积极地产生着

“恶棍”、“食人生番”、“杀人犯”和“强盗”，以致他们的起义能够摇

撼官方社会的基础，那末这算什么社会呢！这是怎样一种腐朽的有

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呵！你们自以为是在结束纠纷：你们把这出可怕

的悲剧的演出者和观众贬低为科采布的那个奴颜卑膝的悲剧中的

角色，而你们却自以为是在抬高他们的身价。

巴黎的“总汇通报”，即政府的机关报，路易十六、罗伯斯比

尔、路易 菲力浦和马拉斯特 卡芬雅克的报纸报道说，在圣安东、

圣雅克、圣马索等郊区的国民自卫军中总共只有５０个人响应资产

阶级号兵的召唤！对于要把人“培养”成真正的公民的科学来说，

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巴黎的这３个最大的郊区，在这３个

工业最发达的郊区（在它们的产品面前，达卡的凡尔纱和斯比塔

尔费尔斯的天鹅绒也大为逊色），据说居住着“食人生番”、“强

盗”、“暴徒”和“恶棍”。沃尔弗斯就是这样断言的！

沃尔弗斯当然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能够使盗贼进行规

模这样巨大的战斗，制造出质量这样优美的产品，建立这样伟大

的英雄功绩，从而使得查理十世、路易 菲力浦、拿破仑的事迹都

相形见拙，使得达卡和斯比塔尔费尔斯的织工的产品也大为逊色，

那末他会为盗贼增光不少。

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过伦敦的“电讯”。读者们可能在昨天已

经知道了艾米尔·日拉丹的意见。他说：工人阶级在把自己的债

户——二月革命的还债日期延长了一个月以后，便以债主的身分

去叩债户的门，用火枪、街垒和自己的肉体去叩门！艾米尔·日

拉丹？他究竟是什么人？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绝对不是！然而

他是翌日的共和主义者，明天的共和主义者（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ｄｕｌｅｎ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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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而“科伦日报”，沃尔弗斯、杜蒙和勃律盖曼之流都是前

天的共和主义者，共和国以前的共和主义者，昨天的共和主义者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ｓｄｅｌａｖｅｉｌｌｅ）！艾米尔·日拉丹，难道他能够和杜蒙

一起当见证人吗？

对“科伦女人”①来说，流放和绞刑还不够，它还要对流放和

绞刑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它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多么值得钦佩！本

来它只需要向轻信而盲目的德国社会证明：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

强大，有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参加的共和制的国民议会能够干出

有梯也尔和毕若参加的立宪制的众议院所不能干出的事情！Ｖｉｖｅ

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制度万岁！——这位斯巴达女人即“科伦女

人”向血流成河、备受折磨和火焰四起的巴黎高呼。原来她是一

个隐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这个缘故，一个叫做盖尔温努斯的人，

一家“奥格斯堡报”１０１才怀疑她胆小怕事，怀疑她优柔寡断！多么

美好无瑕！科伦的夏绿蒂·科尔黛！

请注意：任何一家巴黎报纸，不管是“总汇通报”、“辩论日

报”１０２，还是“国民报”，都没有讲“食人生番”、“强盗”、“暴徒”

和“杀人犯”。反复地讲过这样的话的只有一家报纸，即梯也尔的

“立宪主义者报”１０３。雅科布·费奈迭曾经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抨

击梯也尔的不道德行为，“科伦女人”也曾经大声地反对过他：

  “他们休想获得

  德意志自由的莱茵，”１０４

如今比利时的“独立报”以及由杜蒙 勃律盖曼 沃尔弗斯体现出来

的莱茵的科学却从“立宪主义者报”中为自己吸取聪明才智！

３６１“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① 德文中“科伦女人”这个字有轻佻的女人的意思，这里指“科伦日报”。——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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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可以稍微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科伦日报”用来辱

骂战败者的那些可耻谣言了。就是这一家报纸在斗争一开始就声

明自己根本不了解斗争的性质，在斗争过程中才承认这是“严重

的社会革命”，而在斗争结束之后又说这是宪兵和盗贼打架。

他们进行了抢劫！抢劫了什么呢？抢劫了武器、弹药、绷带

以及生活必需品。盗贼在窗板上写着：“Ｍｏｒｔａｕｘｖｏｌｅｕｒｓ！”消灭

盗贼！

他们“象食人生番一样杀人放火”！食人生番，他们不甘愿让

那些跟在常备军后面向街垒进攻的国民自卫军去打碎他们伤员的

头颅，去枪毙战败者，去杀害妇女。食人生番，他们只是在这种

歼灭性的战争中（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这样称呼这次战争）歼

灭敌人。他们放火了吗？然而，他们为了回答卡芬雅克的合法的

燃烧弹而在第八区投出的一个唯一的火炬，象“总汇通报”所证

明的，只不过是一种有诗意的、假想的火炬罢了。

沃尔弗斯说：“一些人质美巴尔贝斯、布朗基和素布里埃的纲领，另一些

人则为拿破仑或亨利五世的健康而干杯。”

纯洁的“科伦女人”既不袒护拿破仑分子，也不袒护布朗基

分子，它在起义的第二天就宣布：“这是为红色共和国而进行的斗

争”。可是她为什么要瞎扯僭望者呢？我们不是已经说过，她是一

个习惯成性的隐蔽的共和主义者，是穿着裙子的罗伯斯比尔，她

好象觉得到处都是僭望者，这使得她为自己的贞操耽心！

“他们几乎所有的人身边都有钱，有些人甚至有很多的钱。”

工人有三四万人，而且“他们几乎所有的人身边都有

钱”，——据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样贫困，各种事业都这样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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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钱所以这样少，一定是工人把它们隐藏起来了！

巴黎的“总汇通报”竭力渲染在起义者那里发现钱的事件。这

种事件总共不超过２０起。各种报刊和记者都引用了这些事件，但

是所说的数目各不相同。以攻击手段圆滑见称的“科伦日报”，把

对于这２０起事件的不同说法说成是对于不同事件的报道，而且还

加上种种流言蜚语，但不管怎样也超不过２００起。不过这样它就

有权利说：几乎三四万工人身边都有钱！到现在才弄清楚事情原

来是这样的：身上带着钱的正统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也许还

有菲力浦主义的奸细曾经钻到或者企图钻到街垒战士中间去。非

常保守的国民议会议员帕耶先生在起义者那里做了１２小时的俘

虏，他声明说：

“他们大多数都是被４个月的贫困生活弄得绝望的工人，他们说：宁肯死

于枪林弹雨之中，也不愿饿死！”

可是沃尔弗斯却硬说：“在被打死的人中间，很多人身上都有社会用来定

罪的标记。”

这是卑鄙的谎言，无耻的诽谤，这是被反对起义者而拥护

“国民报”的拉梅耐在他的“人民制宪报”１０５上痛斥过，也被一向具

有骑士精神的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在国民议会里痛斥过的一

种卑鄙行为。所有这些谎言都是以一家通讯社发出的一条极不可

靠的、未经“总汇通报”证实的消息为根据的。这条消息说，似

乎发现了１１具带有Ｔ．Ｆ．①烙印的尸体。究竟在哪一次革命中不

会找到１１具这样的尸体呢？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不会给比这多

１００倍的人打上这种烙印呢？

５６１“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① Ｔ．Ｆ．是Ｔｒａｖａｕｘｆｏｒｃéｓ（苦役）的简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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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胜利者的报纸、宣言和彩灯都在证明他们怎样使

人挨饿，怎样把人弄到绝望的境地，怎样杀戮、枪毙、活埋、流

放，怎样侮辱死者。但是人们却只是引用谎言来反对战败者，这

些谎言由“立宪主义者报”一手捏造，由“独立报”加以转载，而

“科伦日报”则把它译成德文。黑格尔说：用谎言来证明真理是对

真理的莫大侮辱。

在巴黎，妇女们坐在家门口为起义者的伤员撕扯裹伤用的棉

线团，而“科伦日报”的编辑们却往伤口里加硫酸。

他们向资产阶级警察告发我们。而我们却相反，利用不朽的

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杜蒙 勃律盖曼 沃尔弗斯效劳的机会，奉劝工

人，奉劝这些“不幸的人”“认清自己真正的权利和义务，了解维

护秩序和培养真正公民的科学”。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３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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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革 命

（巴黎起义的经过１０６）

一

六月革命事件的全貌渐渐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了。得到的

消息比较全面了，这就有可能分清事实与谣传和谎言。起义的性

质愈来愈明显了。愈能抓住六月中这４天所发生的事件的内在联

系，就愈感到起义规模的巨大以及起义者的英雄气概、组织迅速

和同心同德是令人惊异的。

工人军事行动的计划据说是由拉斯拜尔的朋友、前军官盖尔

索济制订的，其内容如下。

起义者应当以４个纵队向市政厅分进合击。

第一纵队以蒙马特尔、拉 沙佩尔、拉 维勒特等郊区为作战根

据地，由包松涅尔、罗什舒阿尔、圣丹尼、拉 维勒特等关卡向南

挺进，占领林荫路，通过蒙托尔海伊街、圣丹尼街和圣马丁街接

近市政厅。

第二纵队以几乎全是工人居住的、由圣马丁运河掩护的坦普

尔郊区和圣安东郊区为根据地，沿坦普尔街和圣安东街、沿塞纳

河北岸各沿河街道以及沿这两个市区间一切平行的街道向市政厅

前进。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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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纵队以圣马索郊区为根据地，沿圣维克多街以及沿塞纳

河南岸各沿河街道直抵锡特岛。

第四纵队以圣雅克郊区和医科学校区为根据地，沿圣雅克街

前进，也到达锡特岛。两个纵队会合后，沿塞纳河右岸前进，从

后方和侧翼包围市政厅。

可见，计划规定以纯粹是工人居住的那部分市区为根据地是

完全正确的，这些市区呈半圆形，包括巴黎的整个东半部，并向

东扩展。预计首先把巴黎东部的敌人彻底肃清，然后沿塞纳河两

岸向西部及其中心——推勒里宫和国民议会前进。

这些纵队由许多游击队支援，这些游击队在纵队的翼侧和纵

队之间独立行动，构筑街垒，占领小街并保持纵队间的联系。

作战根据地都设有坚固的工事，并按照一切兵法规则建成为

强大的堡垒，以备撤退时使用。在克洛 圣拉查尔，在圣安东郊区

和市区以及在圣雅克郊区，都构筑有这样的工事。

如果说这个计划有缺点，那就是在作战的初期完全没有注意

到巴黎的西部。这里，沿圣奥诺勒街的两侧，在中央商场和国民

宫附近，有一些对起义行动非常有利的市区，那里的街道非常狭

窄弯曲，住的主要是工人。在那里安置起义的第五个据点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从这里一方面可以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另一方面可

以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箝制大量的部队。起义的成功在于是否

能尽快地突入巴黎的中心区，保证夺取市政厅。我们不知道盖尔

索济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区域组织起义的行动。但是很清楚，如

果起义者一开始不能把同推勒里宫毗连的这个巴黎的中心区拿

下，任何一次起义都是不会成功的。只要回想一下拉马克将军出

殡时的起义１０７就够了，当时起义者也曾成功地一直挺进到蒙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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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伊街，但后来被击退了。

起义者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他们立即在自己的占区，即

工人的巴黎和资产阶级的巴黎之间构筑了两道主要的工事：圣丹

尼门街垒和锡特街垒。他们被驱逐出第一道工事，但是却成功地

守住了第二道工事。第一天，６月２３日仅仅是序幕。起义者的计

划，在今天早晨发生了最初的前哨战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新

莱茵报”一开始就完全正确地了解到这一点，见“新莱茵报”第

２６号的号外①）。横断第一纵队作战线的圣马丁林荫路成了激战的

场所，在那里，部分地由于地形条件的关系，“秩序的”维护者取

得了胜利。

通向锡特岛的各个要冲在右面被占领普朗什 米布雷街的游

击队防守着，在左面被占领并加强锡特岛南面３座桥梁的第三和

第四纵队防守着。在那里也展开了激战。“秩序的”维护者终于占

领了圣米歇尔桥，一直挺进到圣雅克街。他们聊以自慰地希望起

义在傍晚就会被镇压下去。

如果说起义者的计划已经很清楚了，那末“秩序的”维护者

的计划就更可以这样说了。他们的计划最初无非是用一切手段镇

压起义。他们用炮弹和霰弹向起义者宣告了这个意图。

但是政府以为它是在对付一群普通的、行动根本没有计划的

叛乱者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傍晚肃清了主要的街道以后，就宣称

叛乱已被平定，于是他们只用极少数的部队占领已经拿下的市区。

起义者成功地利用了这个疏忽，经过６月２３日的前哨战后，

就开始了决战。令人吃惊的是：工人竟那样迅速地掌握了军事行

９６１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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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计划，那样有计划地互相支援，那样巧妙地利用极为复杂的

地形条件。这是因为工人在国家工厂的时候就被很好地按军事方

式组织起来，编成连队，因此只要把他们的企业组织运用到军事

行动中来，就能立即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要不是这样，上

述情况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６月２４日早晨，不仅完全收复了失去的地区，而且还占领了

新的地区。虽然到坦普尔林荫路为止的林荫路这一线仍然被政府

军队所占领，从而切断了第一纵队往市中心去的交通，但是第二

纵队却由圣安东市区远远地向前挺进，几乎包围了市政厅。第二

纵队把它的总部设在距市政厅３００步远的圣约尔维教堂里，并攻

占了圣马利教堂及其邻近的街道；它一直前进到市政厅后面很远

的地方，同占领锡特岛的各个纵队一起几乎把市政厅的交通完全

切断了。只有一条要冲还可以通行，那就是塞纳河右岸的沿河街。

在南面，重新占领了整个圣雅克郊区，恢复了和锡特岛的联系，派

去了援军，并安排好了往右岸去的渡口。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巴黎的革命中心市政厅

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就一定会陷落。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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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惊慌失措的国民议会任命卡芬雅克为独裁者。卡芬雅克自从

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以来就惯于实行“坚决的”镇压，他当然知道

应该怎么办。

立即有１０个营沿着宽广的科·德·赖科尔街向市政厅前进。

他们截断了坚守锡特岛的起义者同右岸的联系，保证了市政厅的

安全，甚至使得有可能进攻市政厅四周的街垒。

普朗什 米布雷街以及和它相连的圣马丁街被政府军队占领，

由骑兵扼守着。对面通往锡特岛的诺特丹桥被重炮弹所摧毁，于

是卡芬雅克直接向锡特岛前进，以便在那里实行“坚决的”镇压。

起义者的主要据点，“丽人”服装店起先被炮弹破坏，后来又为燃

烧弹所焚毁；在炮击之下，锡特街也被攻占；通往左岸的３座桥

梁被攻下，左岸的起义者被猛攻击退。同时，位于格列夫广场和

各沿河街道上的１４个营也解除了市政厅的包围，圣约尔维教堂也

由起义者的指挥所变成了孤立的前哨阵地。

圣雅克街不仅遭到锡特岛方面的炮击，而且也遭到左岸的侧

击。达梅姆将军沿卢森堡花园向索尔邦纳突进，攻占了拉丁区，接

着派自己的纵队去攻取潘庭。潘庭广场变成了森严的堡垒。虽然

圣雅克街早已被占领，但是那里的“秩序的”维护者在难以攻克

的堡垒面前仍然束手无策。炮兵射击和白刃冲锋都毫无效果。直

到最后，四面受敌的１５００个工人由于精疲力尽，粮尽弹绝，并受

１７１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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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资产阶级要焚毁全区的威胁，才被迫投降。同时，经过长时间

的、英勇的防御以后，莫别尔广场落到了“秩序的”维护者的手

中，从自己最坚固的阵地上被击退的起义者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整

个塞纳河左岸。

同时，在塞纳河右岸各林荫路上，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阵地

也被利用起来，以便朝两个方向行动。拉摩里西尔指挥着这些部

队，下令用重炮和猛烈的冲锋肃清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郊区的各

街道、坦普尔林荫路和半条坦普尔街。傍晚，拉摩里西尔获得了

很大的胜利：他切断了第一纵队，并在克洛 圣拉查尔对第一纵队

进行了半包围；他迫使第二纵队后退，自己则沿着各林荫路前进，

楔入第二纵队。

卡芬雅克是怎样获得这些胜利的呢？

第一，由于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兵力，可以调动来对付起义者。

２４日，他不仅有２万巴黎卫戍部队、２万到２５０００别动队和６万

到８万国民自卫军，而且有巴黎四郊和几个较远城市的国民自卫

军（两三万人），此外还有从邻近的驻防军中紧急召来的两三万人。

２４日早晨，他手里的军队已远远超过１０万人，到晚上；人数又增

加了一半。而起义者至多只有四五万人！

第二，由于他采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在这以前，在巴黎街

道上用大炮轰击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即１７９５年葡月，拿破仑用

霰弹驱散了圣奥诺勒街上的起义者１０８。但是，对街垒和房屋从来没

有使用过炮兵，更没有使用过榴弹和燃烧弹。人民没有防备这一

手；他们对于这种武器束手无策，而采取唯一的对付方法——纵

火，他们又于心不忍。到现在为止，人民对于在巴黎街道上使用

这种阿尔及利亚式的作战方法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后退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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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却就预示了他们的失败。

２５日，卡芬雅克用更大的兵力展开进攻。起义者手中只剩下

一个区域——圣安东郊区和坦普尔郊区；此外，他们还留有两个

前哨阵地——克洛 圣拉查尔和到达米埃特桥为止的那部分圣安

东市区。

卡芬雅克又得到了拥有强大炮兵纵列的两三万援军，他命令

首先向起义者的孤立前哨，特别是克洛 圣拉查尔进攻。起义者固

守在这里，就象固守着要塞一样。经过１２小时的炮兵轰击和手榴

弹投掷，拉摩里西尔终于把起义者赶出阵地并占领了克洛 圣拉查

尔；但这只是在他能够从罗什舒阿尔和包松涅尔街进行侧击以后，

只是在第一天用４０门大炮，第二天用更多的大炮击毁了街垒以

后，才作到的。

他的纵队的另一部分通过圣马丁郊区向坦普尔郊区进攻，但

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第三部分沿林荫路往下朝巴士底狱广场挺

进，但是也没有前进多远，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坚固的街垒，这

些街垒只是在猛烈的炮击下作了长时间的抵抗以后才投降的。在

那里，房屋遭到极严重的破坏。

由市政厅进攻的杜维维耶纵队以不断的炮火把起义者愈赶愈

远。圣约尔维教堂被攻占，圣安东街靠市政厅那一大段也被占领

了；沿着沿河街和与它平行的街道进攻的几个纵队夺取了达米埃

特桥，圣安东市区的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同圣路易岛和锡特

岛的起义者进行联系的。圣安东市区受到侧翼包抄，于是起义者只

能向郊区退却，他们也这样做了，他们一面退却，一面同沿着沿河

街挺进到圣马丁运河河口并从这里沿运河向布尔顿林荫路进攻的

纵队进行激战。少数被切断后路的起义者被打死，极少数人被俘。

３７１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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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战斗的结果，圣安东市区和巴士底狱广场被占领了。傍

晚，拉摩里西尔纵队完全占领了博马舍林荫路，在巴士底狱广场

同杜维维耶的军队会合。

占领达米埃特桥使杜维维耶能够把起义者从圣路易岛和前鲁

维叶岛赶走。他大刀阔斧地使用了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的野蛮手

段，才达到了这个目的。重炮的轰击使一些市区也象现在的圣路

易岛一样，变成了一片焦土。但是谁管这个呢？起义者已经击退

了或击毙了，“秩序的”维护者在洒满鲜血的废墟上庆贺胜利。

在塞纳河左岸，还有一个据点没有被攻下。在圣马丁运河以

东联结圣安东郊区和塞纳河左岸的奥斯特尔利茨桥上筑有坚固的

街垒，而左岸桥梁与瓦留贝尔广场相连接的地方，在植物园前面，

筑有强大的桥头堡。这个桥头堡，也就是潘庭和莫别尔广场陷落

后起义者在左岸的最后一座堡垒，经过激烈的抵抗后被攻占。

这样一来，在第二天，即２６日，起义者手中只留下他们最后

的堡垒——圣安东郊区以及坦普尔郊区的一部分地方了。这两个

郊区不太适合于进行巷战；那里的街道太宽而且几乎是笔直的，炮

兵行动起来很方便。在西面，有圣马丁运河很好地掩护他们，而

在北面则相反，他们是毫无掩护的。在北面有五六条宽广而笔直

的街道直通圣安东郊区的中心。

主要工事构筑在巴士底狱广场和全区的主要街道——福布尔

圣安东街上。那里的街垒筑得非常坚固，有些是用马路上的大石

板筑成的，有些是用圆木筑成的。它们形成凹角，一方面是为了减

弱炮弹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延长防御正面，以便能进行交叉射

击。房屋的防火壁被凿穿了，这样，许多房屋就可以互相沟通，起义

者就能够根据需要，或者向敌军开火，或者隐蔽在街垒后面。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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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和沿运河的街道，以及和运河平行的街道，也都筑有坚固的工

事。简单地说，还被起义者占领着的两个郊区很象是真正的要塞，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政府军队都必须用战斗来夺取。

２６日早晨，战斗重新开始。但是，卡芬雅克不大愿意把他的

军队投入这个街垒网中。他用炮击进行威胁。他调来了臼炮和榴

弹炮。谈判开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卡芬雅克下令在附近的房

屋下面挖掘坑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促，由于街垒的一面有运河掩

护，这个工作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他又命令凿穿已夺取

的房屋的防火壁，与毗连的房屋建立内部交通。

谈判中断，战斗又起。卡芬雅克命令佩罗将军由坦普尔郊区

进攻，拉摩里西尔将军由巴士底狱广场进攻。从这两个地点对街

垒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佩罗前进得相当迅速，占领了坦普尔郊区

的其余部分，而在某些地点甚至楔入了圣安东郊区。拉摩里西尔

前进得比较缓慢。尽管郊区的前排房屋被他的榴弹焚毁了，但第

一道街垒在他的炮火下仍然屹立不动。他再一次举行谈判。手里

拿着表，等待着他以炮火夷平巴黎最稠密的住宅区的得意时刻。最

后，一部分起义者投降了，而另一部分起义者由于受到侧击，经

过短促的战斗后也退出了城市。

六月的街垒战就此结束了。虽然在城外还有步枪声，但已没

有任何意义了。逃出的起义者向四郊溃散，一一被骑兵俘获。

我们所以要对这一斗争作纯军事的叙述，是为了告诉我们的

读者：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

军事素养。４万工人同４倍于自己的敌人鏖战了４天，而且差一点

就要获得胜利。如果稍微再加一把劲，他们也许就可以在巴黎中

心区巩固起来，夺取市政厅，成立临时政府，靠占领的市区的居

５７１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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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别动队（当时只要推动一下；就会使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来

补充人员，使自己的人数增加一倍。

德国各家报纸断言，这是红色共和国和三色共和国之间的一

场决战，是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一场决战。我们认为，这场战斗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它只能导致胜利者的内部分裂。其次，即使

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整个事变的过程也证明：在不久的将来，工

人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说４万巴黎工人在同４倍于自己的敌人

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结果，那末全巴黎的工人群众齐心协

力地一致行动起来，将会有多大的成就呵！

盖尔索济被俘，也许现在已被枪毙。资产者能够枪毙他，但

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取这样的荣誉：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组织者。他

们能够枪毙他，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在将来的一切巷

战中采用他的战斗方法。他们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阻碍他以第

一个街垒战指挥者而名垂史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６月

３０日到７月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日和２日

“新莱茵报”第３１号和３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７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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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对外政策

  科伦７月２日。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

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

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

点表现得特别明显。用不着追溯得太远，就以近７０年来看，德国

曾经为了英国的黄金而派它的雇佣兵去帮助英国人镇压争取独立

的北美洲人。第一次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又受别人嗾使，

象一群疯狗似的去咬法国人；他们在不伦瑞克公爵凶恶的声明中

威胁说要把巴黎彻底毁灭１０９；他们和逃亡国外的贵族串通起来反

对法国的新秩序，为此获得了英国的奖赏。当荷兰人在近两个世

纪中好容易第一次有了理智的想法（结束奥伦治王朝的昏庸统治，

把国家变为共和国１１０）的时候，德国人又充当了戕害自由的刽子

手。瑞士也可以说出不少关于它的邻居德国人的罪状，匈牙利要

想很快地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朝廷给它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是很困难的。德国雇佣兵甚至还被派到希腊去扶助那里的可爱的

奥托１１１的小小王位，德国的警察甚至被派到葡萄牙去。还有在

１８１５年以后召开的各种会议，奥地利向那不勒斯、都灵、洛曼尼

雅的进军，监禁伊普西朗蒂，法国在德国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西

班牙的奴役性战争１１２，德国支持唐·米格尔
１１３
、唐·卡洛斯

１１４
，汉

诺威军队充当英国反动派的工具，在德国的影响下比利时被分裂

和热月化！甚至在俄国内地，德国人也是专制君主和小暴君们的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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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整个欧洲都充满了科布尔克家族的人！

波兰在德国军阀的干涉下被掠夺和分割；克拉柯夫也是被他

们奸险地窒息了１１５。在德国的金钱和鲜血的帮助下，伦巴第和威尼

斯被奴役，并且被弄得民穷财尽；意大利各地的任何一次解放运

动都是在德国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用刺刀、绞架、监狱和划船

劳役镇压下去的。它的罪行数不胜数，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

这些卑鄙行为都是在德国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中干出来的，

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

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

“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

“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

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

常条件。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

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

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

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

而定。

光明终于真正开始出现。旧政府机关报所大肆散布的关于波

兰和意大利的谣言和歪曲，人为地激起仇恨的种种企图，什么事关

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等言过其词的滥调，——所有这一切魔术

手法都已失去了效力。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里面包含

着物质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

图谋私利的大资产阶级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

市场。反动的政党懂得并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中间阶层和工

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了解或者至少感觉到，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们

８７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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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自由的保障。难道奥地利反对意大利独立的战争，普鲁士反对

波兰复兴的战争受人欢迎吗？难道对于这些“爱国主义的”十字军

讨伐的最后幻想不是在消失吗？但是，仅仅有这种了解，仅仅有这

种感觉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德国人不再违反德国本身的利益，为压

迫其他民族而流血牺牲和浪费金钱，我们就应当争取建立真正的

人民政府，彻底摧毁旧的建筑。只有到那时，重新恢复起来的旧制

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才会被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所代替。当

国内民主备受压制的时候，怎么能对外实行民主政策呢？但是，阿

尔卑斯山的这面和那面都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措施来准备实

现民主制度。意大利人一再表示对德国友好。请大家回忆一下米

兰临时政府对德国人民的宣言１１６和意大利报刊上用同样精神写成

的许多文章。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这种态度的新的证据，这就是

佛罗伦萨出版的“黎明报”的编辑给“新莱茵报”的编辑的一封私人

信。信上标明的日期是６月２０日，其中特别讲到：

“……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们可怜的意大利的关怀。请你们相信：我

们全意大利人都知道究竟谁在侵犯他们的自由，谁在压制他们的自由；他们

懂得：他们的死敌并不是强大浑厚的德国人民，而是德国人民的专横的、非正

义的、残暴的政府。请你们相信：每一个真诚的意大利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看他

们能够自由地向德国兄弟伸出手的日子的到来。因为他们知道：德国兄弟一

旦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会保护它，尊重它，同时也会尊重

自己所有兄弟的同样的权利。我们对于你们一贯遵行的那些原则深信不疑。

你们的忠实的朋友和兄弟 李·阿利纳里（签名）”

“黎明报”是意大利为数不多的坚决拥护民主原则的报纸之

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７１德国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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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斯特和梯也尔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新莱茵报”的读者注意“国民报”派

的阴谋，这种阴谋的体现者是马拉斯特。我们已经揭露了这个派企

图实行专政的诡计。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马拉斯特的专政会导致梯

也尔的专政。

从一些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胜利而

受到目前和王朝反对派紧密团结的梯也尔派怎样的排挤。

任命“国民报”派的代表卡诺为部长的事在国民议会里引起了

一场大风波。国民议会主席候选人马利遭到反对，杜弗尔被提为候

选人来代替马利。而马利之所以得到通过，是因为他（根据“辩论日

报”的说法）被认为是“旧执行委员会中最贤明最稳健的委员”，就

是说因为他对旧的王朝派作了最大的让步，他起草了禁止集会的

法案（这是九月法令的继续），把这个法案提交国民议会并且为它

辩护。显而易见，国民议会主席的职位是由“马拉斯特”和“梯也

尔”在互利的基础上磋商决定的。

但是“王朝反对派”对这点表示不满。王朝反对派起草的法律

中有一项关于市政委员会的法律，这项法律是直接反对巴黎市长

马拉斯特，反对他的独裁和权威的。马拉斯特定会垮台。

不久国民议会的所有议员就会争吵起来。反动派将继续进攻，

直到“国民报”派放弃一切权力为止。“共和派”和“王朝反对派”又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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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针锋相对。但是，如果还是象二月里那样，共和派就不会取得胜

利。

人民再也不会沉溺于幻想了。他们不会把复仇的事情束诸“高

阁”。正如科西迪耶尔所说的，他们再也不允许“斯底克斯河的水冲

走他们的愤怒”１１７。Ｑｕｉｖｉｖｒａｖｅｒｒａ〔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８１马拉斯特和梯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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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 协 辩 论

  科伦７月２日。悲剧之后是牧歌，巴黎六月的霹雳之后是柏林

妥协派的鼓声。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些先生了，原来正当卡芬雅

克炮轰圣安东郊区的时候，康普豪森先生在发表忧伤的告别演说，

而汉泽曼先生则在报告新内阁的施政纲领。

首先我们满意地指出，汉泽曼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劝告，没有做

首相①。他懂得支配首相比做首相重要得多。

新内阁尽管假借了奥尔斯瓦特的名义（ｐｒêｔｅｎｏｍ），实际上却

仍然是汉泽曼内阁。它一方面把自己这样伪装起来，另一方面又吹

嘘自己是办事内阁，是实践内阁。而事实上，奥尔斯瓦特先生是没

有任何条件可以做办事大臣的！

汉泽曼先生的政纲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不去分析它的政治论

点；这些论点已经成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德国报纸的报道资料。只有

一个论点，它们不敢提出来讨论，为了使汉泽曼先生不受委屈，我

们现在把被忽略了的东西补上。

汉泽曼先生声明说：

“为了振兴工业，从而消灭人民中的劳动阶级的贫困，除了恢复人们已经

动摇了的信任，使他们相信法律秩序是巩固的，相信君主立宪制即将巩固地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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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起来而外，目前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我们正以全力为达到这一目的

而奋斗，因而我们是在最坚决地和失业现象、贫困现象作斗争。”

汉泽曼先生在他的政纲的一开头就声明说，为了这个目的，他

将提出新的弹压的法律，因为旧的法律（警察国家的法律！）已经不

够用了。

说得相当明确。旧的专制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不是由公共

工程大臣，也不是由财政大臣，而是由陆军大臣负责消灭劳动阶级

的贫困！首先是弹压的法律，然后是霰弹和刺刀，——实在“没有其

他更有效的办法”了！也许施莱根施坦先生（据一篇威斯特伐里亚

的贺词说，仅仅他的姓就能使叛乱者胆颤心惊①）已经在热望继承

他在特利尔的业迹，想当普鲁士的小卡芬雅克了吧？

而除了这个“最有效的”办法以外，汉泽曼先生还有其他的办

法：

“为了这一目的，依靠对国家有实际益处的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条件也

是必要的。”

由此可见，汉泽曼先生答应要在这方面比帕托夫先生“做更多

的工作来为人民中的整个劳动阶级造福”。但是只有“在内阁解除

了由骚动和煽动所造成的使国家秩序遭到破坏的忧虑以后，在内

阁恢复了获得必要的货币资金所必需的普遍信任以后”，他才会这

样做。

目前，汉泽曼先生不可能进行任何工作，因为他没有钱。只有

当信任恢复以后，他才能够得到钱。但是，等到信任恢复时，工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找到工作，那时政府就用不着给失业者以

３８１妥 协 辩 论

① 俏 皮话：德文中施莱根施坦这个姓（Ｓｃｈｒｅ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含有“恐怖”（《Ｓｃｈｒｅｃ

ｋｅｎ》）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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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了。

汉泽曼先生的消灭贫困的措施就在这个绝无恶意而具有市民

阶级的善心的圈子里回旋。现在汉泽曼先生除了九月法令和小卡

芬雅克以外，不可能向工人提出什么别的东西。是的，这就是办事

内阁！

政纲中关于承认革命的问题，我们就不打算谈了。“科伦日

报”的一位以《Ｇ》为笔名的“消息灵通的记者”刚才向大家暗示，汉

泽曼先生为了同我们接近的评论家的利益是如何拯救法制基础

的。汉泽曼先生只把那种实质上绝非革命的东西当做了革命。

汉泽曼先生刚一说完，奥尔斯瓦特首相便站了起来，因为他也

应该说几句话。他掏出了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大致地朗诵了（只

是不象朗诵诗的样子）如下的东西：

    先生们！今天我呆在你们中间，

  感到非常幸运，

  这里有许多高贵的伙伴，

  他们热情地向我吼吟。

    我在这一瞬间的感受，

  简直是无法计量的；

  啊！这一美好的时刻，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１１８

我们将会看出，我们在这里给首相先生的那个很难理解的便

条作了最有利于他的解释。

奥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念完，我们的汉泽曼又进来插

嘴，为的是提出信任问题来表明他仍然和从前一样。他要求把奏摺

草案①转交委员会，并且说道：

４８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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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接受这个提案，就会使人觉得崇高的议会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新

内阁的。”

但是，这已经过分了。议员魏克塞尔（他无疑是一位“新莱茵

报”的读者）愤慨地跳上讲台，对这种老是提出信任问题的方式表

示坚决抗议。他一直讲得很好。但是德国人一打开话匣子，就不会

很快收场。于是魏克塞尔先生就大发议论，谈到革命，谈到１８０７年

和１８１５年，谈到在普通的短外衣里边跳动的热烈的心，谈到其他

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所以要谈这一切，是因为“他认为必须谈”。左

派发出的惊叫声和一部分叫“好”声，使得这位可尊敬的人不得不

走下了讲台。

汉泽曼先生要议会相信，内阁绝不是故意轻率地提出信任问

题的。况且这次提出的并不是信任问题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所

以这一点也就没有说的必要了。

这时就展开了一场罕有的热烈的辩论。所有的人同时发言，乱

扯一通。大家谈信任，谈日程，谈会议规则，谈波兰人的民族性，谈

延期讨论；所有这一切都同叫“好”声和喧嚷声交织在一起。最后，

帕里鸠斯先生指出，汉泽曼先生是代表内阁提出议案的，虽然内阁

本身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议案，它只能发表通报。

汉泽曼先生回答说：他已经预先说明，议案按实质说来完全不

是议案，而只是内阁的愿望。

于是，庄严的信任问题只归结为大臣先生们的“愿望”了！

帕里鸠斯先生从左边跳上讲台，里茨先生从右边跳上讲台。他

们在讲台上碰头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位英雄谁也不肯

让步；直到主席埃塞尔先生发言了，两位英雄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座

位上去。

５８１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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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里埃先生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内阁的建议，要求继续辩论。

察哈里埃先生是本届内阁和上届内阁的忠实的帮手，在讨论

贝伦兹的提案时，他就在适当的时候起来为贝伦兹修正，因而成了

贝伦兹的天使和救星，可是现在他再也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论证

自己的议案了。财政大臣先生所说的已经足够了。

于是展开了一场带有不可避免的修正案、时断时续、杂以喧嚷

声和叫喊声、在会议规则上吹毛求疵的长时间的争论。把我们的读

者引入这个迷宫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在他们面前开辟几条走出这

种混乱状态的最明显的道路就行了。

（１）议员瓦尔德克以教训的口吻说：奏摺不可能退还委员会，

因为委员会已不存在。

（２）议员许弗尔声明说：奏摺不是给国王的答复，而是给大臣

们的答复。起草御前演说的大臣们已不存在。我们又怎能答复那

些已不存在的人呢？

（３）议员德斯特尔以修正案形式由此做出如下的结论：议会认

为必须否决奏摺。

（４）主席埃塞尔把这一修正案说成这样：“这个声明似乎是新

的提案，而不是修正案。”

争论的骨架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付消瘦的骨架上长满了肥肉，

这就是大臣洛贝尔图斯先生和屈韦特尔先生、议员察哈里埃先生

和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等的发言。

情况是极为奇怪的。正如洛贝尔图斯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

“要内阁在讨论奏摺草案以及因此而发生争论的时候辞职，是议会

史上闻所未闻的！”总的说来，普鲁士是得天独厚的，它在刚刚开始

议会生活的头６个星期里，就发生了“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

６８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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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泽曼先生和议会一样处在窘境中。作为对康普豪森 汉泽曼

的御前演说的明确答复的奏摺，实际上应该成为对汉泽曼 奥尔斯

瓦特政纲的答复。因此，对康普豪森谄媚的委员会，对汉泽曼先生

也应该表示同样的媚态。困难只是在于要向人们解释这个“议会史

上闻所未闻”的要求。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切手段。洛贝尔图斯，这

位中间派左翼的风神之琴，弹起了最温柔的调子。屈韦特尔竭力安

定大家的情绪；在重新审查奏摺草案时，“会得出结论说，即使在目

前，也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的理由（！）但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必须把草案退还委员会，——这难道是可能的么！最后，对

这种长时间的争论一贯感到讨厌的汉泽曼先生来了个快刀斩乱

麻，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应该把草案退还委员会的原因：他不希望新

的修正案作为内阁的修正案从后门溜进来，——它们应该作为委

员会的提案穿过敞开的大门从前门进入大厅。

首相声明说，“内阁根据宪法参与奏摺草案的起草工作”是必

要的。这怎样理解，奥尔斯瓦特先生指的究竟是什么宪法，我们自

己无论怎样思考，也弄不清楚。何况普鲁士目前没有任何宪法。

不过还需要提一下反对方面的两个发言——德斯特尔先生和

许弗尔先生的发言。德斯特尔先生非常成功地嘲笑了汉泽曼先生

的政纲，说他把自己过去的看法——鄙视抽象概念、鄙视在原则等

等问题上的无谓争论——运用于他的极为抽象的政纲中了。德斯

特尔要求办事内阁“认真办事，抛开原则问题”。他的提案——整整

一天中唯一合理的提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比所有的人都更为明确地对奏摺表示了正确看法的许弗尔先

生，也非常明确地对汉泽曼先生的要求表示了态度：内阁希望我们

信任它，把奏摺转交给委员会，并且要我们决定它的存在。但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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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只能要求对它自己的行动投信任票，而不能要求对它迫使议会

采取的行动投信任票。

简单说来，汉泽曼先生要求投信任票，而议会为了解除汉泽曼

先生的忧虑，间接地谴责了讨论奏摺草案的委员会。办事内阁很快

就会向议员先生们指出，著名的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Ｗｈｉｐ（内阁的鞭子）是

什么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

“新莱茵报”第３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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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  捕

  科伦７月３日。办事内阁目前的表现说明它只不过是一个警

察内阁。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柏林逮捕莫内克先生和弗恩巴赫先

生，第二个行动是在萨尔鲁伊逮捕炮兵下士丰克。现在，这些“事

情”也在科伦这儿开始了。今天早晨逮捕了医师哥特沙克先生和退

伍中尉安内克先生。无论是逮捕的原因或逮捕时的情况，我们都还

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因此暂时不发表意见。

工人们是十分理智的，他们不会因挑衅而贸然行动。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

“新莱茵报”第３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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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  捕

  科伦７月４日。昨天我们就答应我们的读者回头谈谈哥特沙

克医师和安内克先生被捕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所得到的消

息中，只有安内克被捕的消息比较详细。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内克的住宅，他

们一进门就马上粗野地把女仆推开，然后悄悄地沿着楼梯爬上楼

去。３个人留在前厅，４个人闯进寝室。这时安内克和他的即将分

娩的妻子还没有起床。这４个法庭的得力骨干中，有一个一早起来

就喝了不少“Ｇｅｉｓｔ”①、白酒和伏特加酒，走起路来已经有点摇摇晃

晃。

安内克问他们要干什么。“跟我们走！”——回答很简单。安内

克请求他们，至少要原谅他的有病的妻子，请他们到前室去。但是，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１１９先生们不愿离开寝室；他们要安内克赶快穿

好衣服，甚至不许他同妻子说几句话。在前室里，他们不但催逼，而

且动起手来，有一个宪兵把一扇玻璃门打得粉碎。他们把安内克推

下楼去。４个宪兵把他带到新监狱，３个留在安内克夫人那里看守

着她，等候国家检察官到来。

根据法律，在逮捕人的时候至少要有一个法警的官员——警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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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场。但是，既然人民已经有了两个保护自

己权利的议会（一个在柏林，另一个在法兰克福），还要这样的形式

手续做什么呢？

过了半个小时，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预审推事盖格尔就来进

行搜查了。

安内克夫人申诉说，国家检察官不应该让那些粗野的宪兵在

没有任何负责人员到场的情况下就随便捕人。黑克尔先生回答说，

他没有下令对被捕者要粗野。好象黑克尔先生可以下这种命令似

的！

安内克夫人：看来是有意只派一些宪兵先来，这样就可以对这

些人的粗暴行动不负责任。而且逮捕是非法进行的，因为没有一个

宪兵出示逮捕令；不错，有一个宪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什么小纸

条，但是他并没有交给安内克过目。

黑克尔先生：“派宪兵进行逮捕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决定”。难道

司法机关的决定可以不遵照法律的规定么？国家检察官和预审推

事没收了大量的文件和传单，其中有安内克夫人的一大包文件，以

及其他东西。这里应该顺便提一下：预审推事盖格尔先生已被提名

为警察厅长了。

晚上安内克被审问了半小时。他之所以被捕，似乎是由于他在

居尔策尼希最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１２０。Ｃｏｄｅｐé

ｎａｌ〔刑法典〕
１２１
第１０２条所提到的公开演说，是指那些直接号召谋

叛皇帝和皇族的言论，或旨在号召用内战，即非法使用武力、公开

进行杀戳或掠夺来破坏国家安宁的言论。普鲁士的术语“煽动不

满”未见于该法典。由于无法运用普鲁士的法律，所以在司法上完

全不容许运用第１０２条的场合，也都要暂时采用第１０２条了。

１９１逮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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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进行逮捕的时候，城里集结了相当大的兵力；从早晨４点

钟起军队就在兵营里集合了。兵营把面包师和手艺工人放进来以

后就不放他们出去了。早晨６点钟左右，骠骑兵从多伊茨开到了科

伦，在全城驰骋而过。一支由３００人组成的队伍已经到新监狱驻

防。今天得到消息说，又有４人被捕，这４个人是严森，卡克尔，埃

塞尔，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人。贴在墙上的严森号召工人保持镇静的

告工人书，据目击者谈，昨天晚上已经被警察撕去了。这样做是为

了维持秩序呢，还是为了在光荣的科伦城实现早已拟好的计划而

寻找借口？

据说，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早已问过阿恩斯贝尔格高等

法院，是否能根据先前的判决１２２逮捕安内克，然后将他转送幽里

希。看来，国王大赦妨害了这一善良意图的实现。问题已经转呈内

阁处理。

据说，似乎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星

期内在莱茵河畔的科伦城里取消３月１９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

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１８４８年的其他一切产物。茨魏费尔

先生的确不是一个怀疑论者！

茨魏费尔先生不是把执行权和立法权集于一身了吗？也许最

高检察官的荣誉可以用来遮盖人民代表的难堪吧？我们要再次翻

一翻我们心爱的速记记录，让读者看看人民代表、最高检察官茨魏

费尔活动的全貌。

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

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

汉泽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而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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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

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３月１９日革命的武

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

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

办事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

目的。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３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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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 协 辩 论

  科伦７月４日。今天我们来谈谈６月２８日的妥协会议。议会

讨论的是新任主席、新的会议规则和新任各部大臣的问题。因而可

以想象，那里的情况是多么混乱。

在对会议规则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事先酝酿之

后，最后由议员格拉德巴赫发言。几天以前普鲁士军阁以强制手段

解除了因信仰共和主义而被解散的、由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返回

斯潘道的志愿军兵团第六连士兵的武装；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被逮

捕了起来。普鲁士军阀在法律上是绝对没有任何根据和任何权力

这样做的。依照法律，军事当局根本没有擅自采取这种措施的权

利。但是，这些志愿军中大多数人都曾参加过柏林街垒战，因此，近

卫军先生们一定要向他们报仇。

格拉德巴赫先生就军阀的这种专横行为向内阁提出了质问。

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情他一点也不知道，

他保留向有关机关质询的权利。

原来，人民发给陆军大臣薪俸，是因为他２８日在柏林还一点

不知道距柏林３小时路程的斯潘道军事当局的行动，是因为可以

说就在他眼前，在距柏林３小时路程的地方，近卫军的中尉占领了

车站，夺取了武装的人民在战场上所夺得的、应归他们所有的武

器，这些中尉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向大臣先生提出报告！但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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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出这种英雄行动的陆军中校施利希廷先生当然是按照波茨

坦的“指令”行动的，显然，他向波茨坦也提出过报告！

消息灵通的陆军大臣恳求说：明天，也许我就能给以回答！

察哈里埃接着问道：内阁曾答应提出市民自卫团的法案。这个

法案是不是要以武装全民的原则为根据呢？

新任内政大臣屈韦特尔先生回答说：市民自卫团的法案业已

提出，但是内阁还没有讨论，因此，对这个问题他不能提供更详细

的材料。

原来新内阁组织得如此仓促，对基本的原则问题还十分不清

楚，以致象武装人民这样紧要的问题还根本没有提出来讨论！

格拉德巴赫议员质问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有关机关最后确定

市长和其他官员的问题。这些机关至今仍然负着这方面的责任。因

为所有旧的行政机关都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在依据有关法律最后

确定各种官员的委任条例以前，它们只能暂时填空补缺。尽管如

此，但是市长和其他官员仍然被最后确定了。

屈韦特尔大臣完全赞同格拉德巴赫先生的意见，并且声明说，

他将发出通知：市长的委任只是暂时的。

主席格拉博夫先生巧妙地应付了格拉德巴赫先生接着提出的

关于解除许多官员职务的问题。这些官员深为他们统治下的老百

姓所痛恨，其中有一些（特别是在农村）在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就

被赶跑了。

在会议规则问题上进行不大的争论以后，会议就开始讨论迪

尔施克议员对克兹林宣言１２３、对区行政机关和县长传播这个宣言

提出的质问。但是，议员先生完全忘掉了，他的质问已列入议程，可

是没有必要的论证文件。因此，他只好发表一些一般的抨击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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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接受大臣的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和听取主席的发言，

看来，迪尔施克对回答是满意的。

然而，迪尔施克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质问：各部大臣是不是事

先就准备制止贵族和官僚的反动企图呢？

但是看来他又忘记了这个问题的证明文件。他又不列举

事实，而只是夸夸其谈，并且认为最好是请内阁发表宣言声

讨反动派。

屈韦特尔先生当然回答说，使他感到兴趣的不是贵族地主和

官员们的信念，而只是他们的行动；这些人和迪尔施克先生享有同

样的自由；不过迪尔施克先生应该举出事实来。他郑重地拒绝了发

布声讨反动派的“命令”的荒谬意见。这时迪尔施克先生引证了一

个事实：在他所在的奥瑙区，县长就似乎声明过，只有霰弹使国民

议会团结起来后，它才会妥协，县长又说，这个区的议员（即迪尔施

克本人）好象曾说过，吊死大臣是无谓之举。

主席由此做出结论说，迪尔施克先生对第二个质问的答复也

是满意的，而迪尔施克先生也找不出反驳的东西了。

但是汉泽曼先生觉得自己并不满意。他责备发言人避开了基

本问题。他“要议会判断，个人对官员提出控告究竟恰当与否，如果

控告不能立刻证实的话”。

汉泽曼先生这样傲慢地挑战之后，便在右派和中间派的响亮

的赞许声中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议员埃尔斯纳提出了一个紧急建议。他指出必须立刻委派一

个委员会去调查纺织工人的状况和整个普鲁士亚麻工业的状况。

埃尔斯纳先生向议会做了一个简短而又使人信服的报告，叙

述了旧政府怎样不止一次地使亚麻工业成了王朝和正统主义的各

６９１ 弗 · 恩 格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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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利益的牺牲品，或者更正确些说，成了奇癖怪好的牺牲品。西班

牙、墨西哥、波兰、克拉柯夫便是证明。

幸亏事实是能使人信服的，而且所涉及的又只是旧政府。所

以，没有人起来反驳；政府声明说，它早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委员

会处理了。这样建议就一致通过了。

接着，德斯特尔对给波兰人剃光头一事１２４提出质问。

德斯特尔声明说，他希望得到解释的不仅是这件事情本身，而

且特别是内阁对付这种行动的措施。所以，他质问的并不是陆军大

臣，而是整个内阁。

奥尔斯瓦特先生：要是德斯特尔不希望得到关于这个具体事

件的回答，那末“内阁就完全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

的确，内阁是完全“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的！真是奇闻！实

际上，人们通常提出质问的正是“内阁”绝对“没有兴趣”讨论的问

题！正因为内阁没有兴趣回答，所以，首相先生，人们才向内阁提出

了质问。

但是，首相先生也许认为，和他打交道的不是他的上司，而是

他的下属。他答复质问总是要看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利于内阁而不

利于国民议会！

我们现在只能用主席格拉博夫先生没有经验来解释他没有制

止奥尔斯瓦特先生的这种官僚的傲慢行为。

但是，首相担保，政府将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给波兰人剃光

头，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他只能以后再谈。

德斯特尔欣然同意缓期回答，不过他希望奥尔斯瓦特指出赐

复的日期。

奥尔斯瓦特先生大概听觉迟钝，他回答说：我认为决不能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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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明里做出结论说，内阁今后不愿意（！）再谈这个问题。但是日

期他还不能确定。

可是，贝恩施和德斯特尔都坚决表示，他们要求把事实本身也

解释一下。

接着，德斯特尔提出第二个质问：政府在莱茵省，特别是在科

伦城进行军事准备的用意何在？是否产生了保卫与法国接壤的国

境的必要性？

施莱根施坦先生回答说：除了一些后备军外，最近几个月来，

没有调任何军队到莱茵去。（就算这样吧，勇敢的巴亚尔，但是要知

道，那里的军队早就绰绰有余了。）为了使祖国不致濒于危险，不仅

科伦城，而且所有的要塞都在加强戒备。

这就是说，如果不把科伦的军队调到要塞（他们在那里既无事

可做，居住条件又很坏）里去，如果不发给炮兵以大炮，不配给军队

以８天的粮食，如果不供给步兵以弹药，给炮兵以霰弹和炮弹，那

末，祖国就会处在危险中吗？可是，按照施莱根施坦先生的说法，只

有科伦和其他大城市处在危险中，祖国才会处在危险外！

但是，“军队的一切调动，必须交由军事人员，陆军大臣核准，

否则他就不能负责！”

这样说来，仿佛讲这种话的是一位无辜受辱的少女，而不是普

鲁士ｐｒｏｔｅｍｐｏｒｅ〔暂时〕的巴亚尔，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

使人闻名丧胆的帝国男爵罗特·冯·施莱根施坦！

议员德斯特尔医生同帝国男爵罗特·冯·施莱根施坦的魁梧

身材比起来确实显得矮小；如果他要询问一下施莱根施坦先生某

项措施的意义，那末伟大的帝国男爵就会认为，区区医生竟想夺取

他调遣军队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能负责的！

８９１ 弗 · 恩 格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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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陆军大臣先生声明的是，不应该向他追究责任，否

则他就根本不能负责。

但是，议员的质问同“军事人员，特别是陆军大臣的核准”比较

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德斯特尔声明说，诚然他并不满意，但是他从施莱根施坦的回

答中得出一个结论：进行军事准备是为了保卫与法国接壤的国境。

奥尔斯瓦特首相对这个结论提出了抗议。

要是国境线上所有的要塞都加强戒备了，那末，整个国境就能

“保卫住”。要是整个国境都保卫住了，那末，与法国接壤的国境也

就能“保卫住”。

奥尔斯瓦特先生同意这些前提，因而“以内阁的名义不作”结

论。

相反地，“根据”人们的常识，我们“要作”结论：奥尔斯瓦特先

生不只是听觉迟钝。

德斯特尔和普法尔立刻表示抗议。赖辛巴赫声明说，东部西里

西亚的最大要塞廼伊斯①就根本没有加强戒备，情况十分糟糕。当

他开始列举这方面的详细材料时，右派在中间派的支持下便疯狂

地叫嚣起来，于是赖辛巴赫不得不走下讲台。

摩里茨先生：

“赖辛巴赫伯爵没有指出他是根据什么理由发言的（！）。我想，根据同样

的理由我也能发言（！！）。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喧声大作）使内阁处于困

难的境地，谈论不应该广泛宣传的东西，是不符合议会制度的，是议会史上闻

所未闻的…… 我们被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祖国陷入危险的境地。”（喧声

惊人。我们的摩里茨只得走下讲台。）

９９１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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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埃塞尔第一对会议规则第２８条作了及时而严肃的解释，

才结束了这场喧嚷。

摩里茨先生提出抗议，并且声明说，他根本不希望提出实际的

修正案，他只想“根据赖辛巴赫伯爵发言的理由来发言”！议会中的

保守派支持他，并且以大声叫“好”来鼓励他，而极左派却对此掀起

抗议之声。

奥尔斯瓦特：

“对那些有关普鲁士国家的防御能力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讨论是

否妥当呢？”

首先，对此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国家的防御能力，

而是它无力防御。第二，不妥当是指陆军大臣以武力来反对国内的

敌人，而不反对国外的敌人，但根本不是指提醒他注意他的职责。

右派郁闷不乐，要求停止讨论。在一片吵闹声中，主席宣布问

题已经解决。

议程上列有荣克的质问。荣克先生认为缺席为佳。真是奇怪

的人民代表！

这时，朔尔茨议员提出质问。他逐字逐句地说：

“质问内政大臣先生，是否能够解释，是否愿意回答在各个地区不合理地

采用便衣警察１２５的问题。”

主席：首先我要问，这个质问是否清楚。

（质问不够清楚，重说一遍。）

屈韦特尔大臣：我确实不知道，要我解释什么问题。我觉得问

题提得不清楚。

主席：有人支持这个质问吗？（没有人支持）

朔尔茨：我暂时收回自己的质问。

００２ 弗 · 恩 格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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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空前绝后的、“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演出结束后，我们

今天也“后”退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３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０２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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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７月６日。昨天“〔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哥特沙克

医师和安内克先生被捕事件的文章（文章注明“科伦７月４

日”）①；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个反驳那篇文章的声明。

“据报载，似乎安内克夫人申诉说，在逮捕她的丈夫时没有一个负责人员

到场，而我给她的回答是：

我没有下令对被捕者耍粗野。

我现在声明，这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我只声明：要是宪兵有举止不当的地方，那我表示遗憾。

其次，据报载，似乎我曾经这样说：

‘派宪兵进行逮捕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决定。’

我现在声明，这样的报道也是不真实的。

我只指出，逮捕是根据预审推事先生的逮捕令进行的。

依照法律逮捕令应由司法执行官或军事当局的代表执行。任何地方都没

有规定要有法警的官员到场。

这篇文章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和执行逮捕的宪兵进行的诬蔑性的攻

击和侮辱，将会在法庭审讯本案时得到应有的评判。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

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于科伦”

我们敬爱的读者根据上面的引证就会相信：“新莱茵报”增加

了一位新的、前途很有希望的撰稿人——检察官。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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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一个法律问题上犯了错误。在逮捕人的时候，应该

到场的不是“法警的官员”，而是当局的代表。法典对人身不受侵犯

表现了多么动人的关怀！

然而宪兵先生没有出示逮捕令这一点，毕竟还是非法的。我们

后来得知，他们还在黑克尔先生及其随从到来以前就动手检查文

件，这种行为也是非法的。但是尤其非法的，是使黑克尔先生表示

遗憾的、对被捕者的粗野态度。使我们惊奇的是，法庭要审讯的不

是宪兵先生们，而是揭露宪兵先生们的无礼举动的报纸。

要说侮辱，也许只侮辱了一位宪兵先生；报道中说这位先生一

早起来就喝得有几分醉意，有点“摇摇晃晃”。但是，如果审讯证实

——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当局的代表先生们确曾对被捕者态

度粗野，那末，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只是以极其关怀的心情和报

刊应有的公正态度，并且也是为了我们所责难的先生们自己的利

益，指出了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可是检察官现在却把这种

为博爱精神所驱使而指出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的做法说成是

“侮辱”！

最后，我们来谈谈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的侮罪或者诬

蔑！

我们只登载了一条消息，并且如我们自己所指出的，这条消息

是以我们从可靠方面得到的传闻为根据的。但是要知道，报刊不仅

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我们同时

指出，茨魏费尔先生在议会里的活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说他

敌视人民可能是有根据的。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

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

难道报刊没有权利认为在人民代表茨魏费尔身上有着过多的

３０２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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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察官的东西，而在最高检察官身上又有着过多的人民代表

的东西吗？那末，为什么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发生了关于兼职问题

的辩论呢？

至于谈到宪政的传统，我们介绍大家看一看路易 菲力浦时代

的“立宪主义者报”、“世纪报”１２６和“新闻报”
１２７
是怎样评论既是检

察机关的领导人、又是议员的阿贝尔、普路古尔姆等先生的议会活

动的。请你们读一读比利时的力主宪政的报纸——“观察家”１２８、

“政治家”、“解放”，看看它们早在去年就怎样评论身兼议员和总检

察官的巴魏先生的议会活动的。

难道在基佐内阁时期、在罗日埃内阁时期就一直容许的事情，

在有最广泛的民主基础的君主制度下反而不容许了吗？难道任何

一个法国复辟时期的内阁都不曾否认过的权利，到了原则上承认

革命的办事内阁时期却成了犯罪行为吗？

此外，公众从我们今天早晨发行的增刊里可以看到，我们对于

事件进程的预见是多么正确。洛贝尔图斯退出了内阁，而拉登堡却

参加了内阁。几天功夫，中间派左翼内阁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普

鲁士的反动内阁。右派决定发动政变１２９，左派却以威胁的姿态退却

了。

科伦最近发生的事件是早就在办事内阁的一个巨大的军事行

动计划里规定好了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刚才我们得到通知说，“新莱茵报”被禁止送入监狱。这种禁止

是根据监狱的规定呢？还是政治犯被处罚只准读“科伦日报”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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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妥协辩论

  科伦７月６日。目前在柏林，第二次内阁危机还在继续，用梅

策议员的话来说，我们又将“从这场暴风雨中”回到妥协辩论的至

今还这样“平静的海洋里”。不管怎样，我们在这个舒适安乐的环境

中已经度过不止一小时了——

  这里还是习俗和道德的世界，

  而在我们中间，

  恬静的欢乐却如花盛开１３０。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６月３０日的会议。在它开幕的时候，就发

生了非常特别的重要事件。

谁没有听说过贝尔格区和马尔克区的５７个家长为了拯救祖

国而去长征的事呢？谁不知道这些保守的小市民阶层的英雄抛妻

别子，不顾自己的事业，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出征呢？他们向前挺

进，是为了同革命作殊死的斗争，简单地说，是为了到柏林去向内

阁呈递讨伐叛乱者的请愿书。

这５７位骑士后来又向妥协议会呈递了一封含有温和而虔诚

的反动愿望的信。议会宣读了这封信。一些右派先生当时就想知

道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哪些人。秘书刚开始念，就被“够了，够

了！”的喊声打断了。

议员贝尔格：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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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的文件不是提案就是请愿书。如果是提案，那末我想知道哪一位议

员支持这个提案。如果是请愿书，那末我们应该把它送交有关的委员会而不

要再让这件事来打搅我们。”

贝尔格先生以这种言简意骇的回答把问题解决了。主席低声

说抱歉抱歉，就把５７个家长的信放在一边。

接着我们的老朋友，左派的朋友，万茨列本的议员舒耳茨走上

讲台：

“前天我撤回了不按宗教仪式结婚的提案以及其他的提案，并且指出我

将要修改这些法律草案的条文。在速记记录里我发现了对这件事的反应是

‘笑声’。也许有人嘲笑过这件事，但是，这种嘲笑自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又是笑声）

于是万茨列本的议员舒耳茨非常天真烂漫地说，他只想把事

情做好，他乐意接受良好的意见，并且考虑了人们对他的法律草案

不完善的地方所提的意见，但是他自己无法对自己的提案提出修

正，因此，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不向议会“提出”这个提案的初稿，

而暂时把它收回。

“我一点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对‘笑声’两字我应该提出抗议，

因为它使我的完全有根据的行动变成可笑的了。”

万茨列本的议员舒耳茨就象汤豪塞骑士一样：

  只要想起这种笑声，

  就要马上掉下泪来１３１。

议员布里尔指出，在向来是无懈可击的速记记录里，这回却漏

掉了汉泽曼大臣的一句话：本届内阁的施政纲领是御前演说的继

续。这个地方他所以记得特别牢，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印刷工人，当

时就想起了他经常排印的字：“待续”。

６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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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待严肃问题的轻率态度使议员里茨先生非常愤慨。他

急速地跑上讲台声明说：

“诸位先生，我认为，为了维护议会的尊严，我们应该在发言中不用不适

当的类推和不恰当的比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议会精神的。（喧声大

作）上次会议我们开得太活跃了；我认为这有损议会的尊严……为了维护这

个议会的尊严，我建议大家要慎重些。”

“为了”实现里茨议员的关于“慎重”的建议，我们要忠告里茨

议员：“为了维护议会的尊严”，要尽量少发言，因为发言往往会带

来“活跃”。

但是后来的事件明显地证明了，象万茨列本的舒耳茨先生和

里茨先生这样有美德的人的善良意图，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往往

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原来在主席格拉博夫先生所委派的计票人中，

代表中间派左翼的是万茨列本的舒耳茨先生（笑声），代表中间派

右翼的是布里尔先生。（活跃）说到布里尔先生，我们的读者应该知

道，这位属于极左翼的议员，却坐在中间派右翼的席位上，靠近上

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因为他有通俗的演说才能，所以能

够使反动党派的一些破坏活动没有在这些农民中得逞。

接着，贝恩施先生就俄国的照会（据说弗兰格尔就是由于这个

照会才从日德兰撤退的）提出质问。奥尔斯瓦特不顾“晨报”１３２和俄

国的“蜜蜂”１３３的报道，竟否认有这样的照会。我们认为奥尔斯瓦特

先生是对的；我们并没有认为俄国曾向柏林方面递交过正式的“照

会”。至于尼古拉向波茨坦方面递交过什么东西，我们也象奥尔斯

瓦特先生一样不大清楚。

贝恩施先生同时还就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递交丹麦政府的照

会１３４提出质问。从这个照会可以看出，丹麦战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

７０２柏林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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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过是为了给过度的爱国狂热寻找出路而想出来的一种游

戏。

奥尔斯瓦特先生正在寻找借口，以便不回答这个质问。

在关于专门委员会的枯燥而混乱的争论结束后，这一次终于

暴发了一场确实有趣的议会吵闹；在这场吵闹中，愤慨和论战的狂

热一时压倒了右派惯有的喧声。我们应该把这场吵闹归功于格拉

德巴赫议员。陆军大臣答应今天答复他的关于解除返国志愿军的

武装并予以逮捕的问题①的质问。

主席刚一宣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早已熟识的陆军中校格里

斯海姆先生立刻就起来发言。但是刺耳的叫声马上就结束了这种

官僚式的丘八的纠缠。

主席解释说，根据会议规则第２８条，大臣助理只有征得议会

同意才能发言。

格里斯海姆：我就是以陆军大臣的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的。

主席：这一点我没有得到通知。

格里斯海姆：既然诸位先生不愿听我的发言……（啊哟！喧

声）

“诸位先生！”在格里斯海姆看来，这些“先生”就是“崇高的议

会”。主席先生应该叫格里斯海姆守规矩，因为他又举止失当了。

议会希望听完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发言。格拉德巴赫先生为了

要论证自己的质问就先发言了。但是，他首先声明说，因为他已

向陆军大臣提出了质问，所以他要求陆军大臣出席——这是会议

规则给予议会的权利。然而主席拒绝了这个要求；鉴于问题急待

讨论，格拉德巴赫先生就开始叙述他的质问的内容。他叙述志愿

８０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４—１９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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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军怎样由于军事专横制度扩展到他们的兵团而退伍回家；他们怎

样在斯潘道被“突然从各个偏僻的角落里钻出来的可恶的警察制

度”烙上了“流浪者”这个侮辱性的绰号；他们怎样在斯潘道被

解除武装和被扣留，而且发给通行证，强迫遣送回家。格拉德巴

赫先生是第一个愤怒地叙述了这种应该受到愤怒斥责的可耻行为

的议员。

格里斯海姆先生声明说，这些措施是根据柏林警察总署的请

求采取的。

于是格拉德巴赫先生宣读了一个志愿军的退伍证明书，这个

证明书是由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公爵弗里德里希签署的，其中写

的都是好话；格拉德巴赫先生同时又把“根据内阁的决定”在斯

潘道发给这个志愿军的通行证和这个证明书对照了一下，通行证

给他规定了强制性的路线，这样就把他当做流浪者了。格拉德巴

赫指出，通行证中包含着逮捕、强迫劳动和罚款的威胁；他根据

官方文件证明，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关于这一措施是出自警察总监

的断言是假话。接着他问道：难道在斯潘道还有一个特别的俄国

内阁吗？

内阁的明显的谎言第一次被揭穿了。整个议会群情激愤了。

内政大臣屈韦特尔先生迫不得已，终于站了起来，低声说抱

歉抱歉。除了１８名武装人员被缴械之外，也就是除了犯法之外，

本来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呵！决不能容许武装暴徒即２２名返国的

志愿军人负末经许可就在国内游荡！（未经许可！）

议会对大臣先生的头一句话就明显地表示了不满。甚至右派

对这些雄辩的事实都还记忆犹新，以致至少也得保持缄默。但是，

当他们看到他们不幸的大臣难以摆脱左派的嘲笑和埋怨的时候，

９０２柏林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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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快就振作起来，开始为无力替自己辩护的屈韦特尔大声叫

“好”；中间派中有一个人支持他们，于是屈韦特尔先生终于又振

作起精神，竟敢声明说：下令采取这些措施的不是我，而是我的

前辈；但是我要声明，我完全赞成这些措施，并且打算在同样的

情况下采取同样的措施。

右派和中间派都大声叫“好”，来奖励他们的英勇的屈韦特尔

的这种勇敢精神。

但是格拉德巴赫并没有被吓倒。他在保守分子的喧嚷声中走

上讲台，再次问道：施莱根施坦先生还在斯潘道事件以前本来就

是大臣，他怎么能够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呢？持有充分证明的４个

志愿军人员怎么能够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呢？（这时中间派先生们提

出会议规则来打断他的话）问题决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怎么能

够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流浪者强迫遣送回乡呢？（发言人的话被打断

了；喧声）关于通行证的问题我还没有得到回答。简直是侮辱这

些人。为什么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容忍一伙好战的黑帮分子手

持武器从乌培河谷来（喧声大作）侮辱首都呢？（喧声，“好啊”的

喊声）

屈韦特尔终于找到了出路，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可疑的

证明书引起的！就是说，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司令部签发的退伍

证明书在屈韦特尔先生的警官看来是“可疑的”？真是奇怪的官僚！

还有几个议员起来发言指责各部大臣，他们一直讲到主席宣

布停止讨论，梅策议员把议会从这场辩论的暴风雨中带到教师生

活的平静的海洋里为止；而我们也让它留在那里，希望它得到最

大的田园乐趣。

我们很高兴，因为最后竟有一个左派议员能够提出很有根据

０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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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问，发表有决定意义的演说，使得大臣先生们受到很多人的

抨击，并且引起了一场象法国和英国的议会辩论那样的争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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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事 内 阁

  科伦７月７日。我们这里又发生了内阁危机。康普豪森内阁

垮台了，汉泽曼内阁倒下了。办事内阁尽管用家用药物来治疗，尽

管使用硬膏剂，尽管对报刊案进行审讯，尽管实行逮捕，尽管以

官僚的傲慢无礼的态度重新抬起了它那盖满档案柜灰尘的脑袋，

并且打算找岔子为自己的被推翻复仇，还是只存在了一个星期。

“办事内阁”是由一些庸碌之徒组成的，它毫无远见，甚至在最后

一次妥协会议开幕时还确信自己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

到会议闭幕时，内阁就完全瓦解了。这个包藏着种种后果的

会议使首相冯·奥尔斯瓦特确信，他应该呈请辞职；冯·施莱根

施坦大臣也不愿意再做汉泽曼的侍卫长了，于是整个内阁昨天就

到桑苏西去见国王。他们在那里作出了什么决定，我们明天就会

见分晓。

我们驻柏林的署名 的记者还补充报道说：

“刚才风闻，芬克、品德尔、梅维森已奉急召前去参加组织新内阁的事宜。”

如果这个传闻被证实，那末，我们就会从调停内阁经过办事

内阁最后看到反革命的内阁。最后！即使这个内阁的反革命势力

存在的时间极短，也足以使人民充分地看到那些渺小的人物，这些人

只要反动势力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重新抬起自己的小脑袋。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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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 协 辩 论

  科伦７月８日。我们在得到汉泽曼内阁瓦解的消息的同时，也

得到了７月４日妥协会议的速记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洛贝

尔图斯先生退出内阁的消息，这是内阁瓦解的第一个征兆；此外，

关于波兹南委员会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表决以及左派的退出都大大

加速了内阁的瓦解。

关于各部大臣先生对洛贝尔图斯先生退出内阁的意见，速记

记录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情况；因此我们就不来谈论这个问题了。

福斯特曼先生站了起来，据说他不得不起来抗议格拉德巴赫

先生在６月３０日①对“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最可敬的人的代

表”所发表的言论。

贝尔格先生：我在不久以前就根据会议规则提过意见，说在

这里宣读请愿书是不适当的，说我讨厌这样做②。（喊声：我们讨

厌！）好，我们。我的发言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代表其他许多人，

即使今天又提出一些意见来打扰我们，也不能取消我的这个意见。

中央总署的发言人土伊斯豪斯先生报告了波兹南委员会的问

题。中央总署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有关波兹南的一切问题，

但是对委员会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的问题并没有发表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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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沃尔弗先生、弥勒先生、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和佐美尔先生

都提出了修正案；所有这些修正案都得到了支持并提出来讨论。

土伊斯豪斯先生给他的报告补充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都是

反对委员会的。据说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居于中间，因此，议会在

听了一些冗长而互相矛盾的报告后，只得出了双方都不对的结论，

也就是说，议会将保留它现在的意见。首先应当要求政府作一个

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结论。

中央总署怎么能委派一个反对自己的报告的报告人呢？

罗伊特先生叙述了促使他提出任命委员会的问题的原因。最

后，他声明说，他绝不是有意责难内阁；他是法学家，他很清楚，

没有相反的法律，内阁对事件所负的一切责任都是虚幻的。

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发言。他怀着满腔的同情向波兰起誓；他

希望德意志民族不久就会偿还萨比斯基后裔那笔旧的名誉债。（要

知道，这笔名誉债早已用８次瓜分波兰、榴霰弹、硝酸银和鞭笞

来偿还了！）“但是，我们也应该表现出极度的镇静和理智，使德

国的利益永远占居首要的地位。”（德国的利益自然是要尽量把这

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赖辛施佩格先生特别反对

成立调查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或法庭才能解决的问

题。”难道赖辛施佩格先生忘记了，在进行关于革命的辩论时他自

己说过议员先生们的使命是要“创造历史”①吗？他以关于议员地

位的纯粹法学上的诡辩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

资格问题吧。

４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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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克罗托申的鲍威尔先生（他本人就是波兰的德国人）走

上讲台来捍卫自己的同胞的利益。

“我恳求议会不要计较过去，而只关心人民的未来，人民是有权利指望我

们的关怀的。”

多么使人感动啊！克罗托申的鲍威尔先生这样关怀波兰人民

的未来，以致希望“不要计较”他们的过去，不要计较普鲁士军

阀、犹太人和波兰的德国人的野蛮行为！为了波兰人本身的利益，

我们应该拒绝讨论这些问题！

“从这种痛苦的分析中又能得到什么呢？即使你们认为德国人是有罪的，

难道你们因此就不大考虑保卫他们的民族性、保护他们的个性和他们的财产

了吗？”

真是直言不讳！克罗托申的鲍威尔先生承认德国人可能是错

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应该牺牲波兰人的利益来

维护德国人的民族性！

“我真不了解，挖掘过去对于圆满地解决目前这些复杂的问题究竟有什

么好处。”

自然，对于波兰的德意志先生们和热烈支持他们的人来说是

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他们如此顽固地反对这样做。

接着鲍威尔先生企图恐吓议会，说这种委员会又会振奋人心，

煽起狂热，结果就会发生一场新的流血冲突。这些博爱的见解使

得鲍威尔先生不敢投票赞成委员会。但是，为了不致造成似乎他

的委托者害怕委员会这样一种印象，他也不能投票反对。为了波

兰人的利益他反对委员会，为了德国人的利益他赞成委员会，为

了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表示自己不偏不倚，他就干脆不投票。

另一位波兹南的议员，即格内森的布斯曼认为，仅仅他出席

５１２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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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这一点就证明波兹南也住着德国人。他想根据统计资料证明

在他那个区域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他的话被打断了）而且，

该地区的２ ３以上的财产都掌握在德国人手里。

“此外我还要证明，我们普鲁士人不仅靠我们武器的威力（！？！）在１８１５

年征服了波兰，而且靠３３年的和平和我们的文化知识再次征服了它（这次会

议就是证明）①。（他的话被打断了。主席建议布斯曼先生谈问题的实质。）我

不反对改组，但是，最合理的改组是施行附有官员选举制的地方自治条例；这

个条例和法兰克福议会关于保护一切民族的决议就能给波兰人提供一切保

障。但是划分界线我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话被打断了。再次受到警告。）如

果谈问题的实质，我是反对委员会的，因为它毫无益处，它只会引起动乱；可

是，我并不害怕成立委员会，如果必要，我也赞成……（有人打断他的话说：

他说他赞成委员会！）不，我是说反对……诸位先生，为了给你们说明一下发

生起义的原因，我想简单地……”（他的话被打断了。遭到反对。）

采什科夫斯基：别打断他！让他讲！

主席：我再一次要求发言人紧紧地抓住问题的实质。

布斯曼：“我已经说过，我反对委员会，我再没有什么补充的！”

这位波兰的德国地主先生说了这句气话后，就怒气冲冲地离

开了讲台，在与会者的哄堂大笑声中赶紧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勃罗姆堡区的议员海奈先生想挽救同乡的荣誉，给委员会投

了赞成票。同时他也忍不住责备波兰人伪善、欺骗等等。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是波兰的德国人，他仍然反对成立委员会。

理由还是那些。

波兰人拒绝参加辩论。只有波克什夫尼茨基表示赞成成立委

员会。大家知道，波兰人是早就坚持要调查的，可是现在才明白，

６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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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波兰的德国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反对这样做。

波勒先生是很少有的波兰人①，他把整个波兹南都划入德国

的版图，而把德国和波兰的疆界叫做“分隔德国的一堵墙”。

拥护委员会的人一般发言都很冗长，而且不够明确。他们和

反对委员会的人一样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老一套。他们的论据

多半带有好辩的迂腐的性质，因而远不如波兰的德国人的偏颇誓

言那样引人注意。

关于各部大臣和官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有名的资格问

题，我们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日

“新莱茵报”第３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１２妥 协 辩 论

① 双关语：Ｐｏｈｌｅ——姓，《Ｐｏｌｅ》—— “波兰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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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阁 危 机

  科伦７月９日。汉泽曼内阁非常顽强地使自己的寿命拖延了

几天。特别是财政大臣太爱国了，他竟想把国库交给没有经验的

人来管理。从议会的角度来说，内阁已经瓦解了，但是实际上它

还继续存在。看来，桑苏西已经决定设法使内阁再一次苟延残喘。

时刻准备给内阁以致命打击的妥协议会立刻就惊恐起来，害怕自

己的意图，但是这个议会的大多数显然都在猜想，如果说汉泽曼

内阁还不是合乎他们心意的内阁，那末合乎他们心意的内阁将同

时是危机的内阁和收场的内阁。因此，议会动摇了，不能贯彻到

底了，玩弄鬼把戏和突然后悔了。而办事内阁却以俨然自若的、几

乎是恬不知耻的冷淡态度接受了这种作为恩惠赐予的、时时刻刻

都成问题的生活，接受了这种含垢忍辱的、仅仅靠弱者的施舍来

维持的生活。

杜沙特尔！杜沙特尔！这个内阁拚命拖延了几天的不可避免

的结局将和它的存在一样可耻。判断这种存在的补充材料，读者

可以在本报今天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篇文章是我们驻柏林的署

名 的记者写的。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７月７日的妥协会议。

妥协议会嘲笑汉泽曼①内阁，它把内阁打得半败才满意；内阁又好

８１２

① 双关语：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姓，《ｈａｎｓｅｌｎ》—— “嘲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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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又好气地低下了头；在告别的时候，崇高的议会在它后面喊道：

“你们可别见怪！”无动于衷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汉泽曼 屈韦特尔

米尔德喃喃地回答说：《Ｐａｓｓｉｂêｔｅ！Ｐａｓｓｉｂêｔｅ！》〔“我们并不

那么愚蠢！我们并不那么愚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０日

“新莱茵报”第４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１２内 阁 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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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
（第二篇论文）

  科伦７月９日。任命一个全权调查委员会是公正地对待波兰

人的一种十分必要而又刻不容缓的行动，这一点从３天以前我们

便已登载的那些根据正式文件写出的报道１３５中可以看得出来。

明目张胆地敌视波兰人的旧普鲁士官员们，把允许改组看成

是对他们的生存的威胁。只要对波兰人稍微公正一点，他们就认

为是一种危险。因此，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狂怒。他们

在横行霸道的士兵的支持下，疯狂地攻击波兰人，撕毁条约，凌

辱安分守己的公民，怂恿或认可最卑鄙的行动；这样做只会引起

波兰人的发动，而由于力量太悬殊，这种发动无疑会遭到镇压。

康普豪森内阁不仅是一个软弱无能、耳目闭塞的内阁，而且

是一个存心毫无作为的内阁，它对于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闻所

未闻的野蛮行为不断发生，但康普豪森先生却不闻不问。

关于波兹南内战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报道呢？

一方面是战争罪犯们（文武官员们）的偏私徇情的报道，以

及内阁根据他们的话所提供的材料。在汉泽曼先生任期内，内阁

本身也是当事人一方。这些材料是偏私的，但却是官方的。

另一方面是波兰人所搜集的事实，他们对内阁的控诉，特别

是大主教普什鲁斯基给各位大臣的信件。这些材料在大部分场合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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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不是官方的，但提供这些材料的人是力求揭示真相的。

这两类报道根本是互相矛盾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查明真

理在哪一方面。

要做到这一点，委员会只有亲自出马（少数情况除外）到现

场去，根据见证人的口供至少把最重要的事实弄清楚。如果有人

禁止委员会这样做，那末它的全部活动就会带有空想的性质，因

为，它也许能够进行一些历史文献的考查工作，辨别这些或那些

报道的可靠程度，但是它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委员会的全部作用取决于它是否有权讯问见证人，正因为这

一点，议会里仇恨波兰人的人们都力图用种种周密考虑的诡辩来

阻碍它这样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会议结束时发生了政变。

议员布洛姆在７月４日辩论时说道：

“如果象某些修正案所说的那样，真相要到政府的报告中去寻找，难道这

能说是力求弄清真相吗？当然不能！政府报告的根据是什么呢？大部分是官

员们的报道。这些官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旧制度的产物。难道旧官

员已经消失了吗？难道代表人民意志的新县长的选举工作已经进行了吗？根

本没有。官员们向我们报告过国内的实际情况吗？旧官员现在所提出来的报

告仍然和过去一样。因此，毫无疑问，仅仅熟悉一下内阁的文件，会使我们

一无所得。”

议员李希特尔更进一步。他把波兹南官员们的行为看成仅仅

是保存旧的管理制度和旧官员的一种最突出而必不可免的结果。

旧官员的职务和利益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别的省里也是会每

天发生的。

“自从革命以后，我们获得了新的内阁，现在，甚至也有了第二个内阁。

但是内阁仅仅是灵魂，它应该在各处设立划一的机构。而在各个省里，到处

都原封未动地保留着旧的管理制度。你们愿意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吗？

１２２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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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新酒不能装入发霉的旧囊。这也就是在大公国里发出强烈的控诉的

原因。难道我们不应该根据这一点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查明，无论是在波兹南

还是在别的省里，以更合乎时代和环境的新制度来代替旧制度是多么必要

吗？”

议员李希特尔是对的。革命以后撤换全部文武官员和一部分

法官，特别是检察官，这是一件首要的事情。否则，中央政权的

最好的创议都会因为下级官员的抗拒而破产。法国临时政府和康

普豪森内阁的软弱，都在这方面带来了最可悲的后果。

在普鲁士，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组织得很好的

官僚等级制度的绝对权力４０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在普鲁士，主

要的敌人（这个敌人在３月１９日已经败北）正是官僚制度。因此，

普鲁士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彻底更换文武官员。但是，调停内

阁的使命自然不是实现革命的要求。它所理解的使命就是无所事

事，因此，直到现在为止，它还是把实际的权力置于自己的旧敌

——官僚之手。在旧的官僚制度和新的秩序之间，它以“调停人”的

身分出现。但是在它给官僚制度进行“调停”时，却面临着波兹南内

战，它必须对三十年战争以来尚未见过的残酷行为负责。

康普豪森内阁的继承人汉泽曼内阁，必须继承它的遗嘱人的

全部资产和债务，也就是说，它不仅继承议会里的多数，而且继

承波兹南的事件和波兹南的官员们。因此，内阁所迫切关心的是

如何使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尽量空虚一些。内阁多数派的发言人，首

先是法学家们，竭尽诡辩和狡黠的能事来寻找一些周密考虑的重

大理由，使委员会不能讯问见证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对赖辛施佩

格之流的法律遁辞赞美一番，那未免扯得太远了。我们只需要研

究一下屈韦特尔大臣先生的详细发言。

２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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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韦特尔先生完全撇开问题的实质，一开始便声称，假如这

类委员会能够以查明情况等等的方式使内阁减轻它所担负的复杂

任务，内阁该多么高兴。是的，即使罗伊特先生不提出成立这种

委员会的好主意，毫无疑问，屈韦特尔先生本人也会坚决主张这

一点的。应当尽量给予委员会以更广泛的任务（为的是使它不能

胜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畏缩和犹豫是不恰当的，他完全同意

这一点。委员会的活动应当涉及波兹南省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既

然问题只在于查明情况，内阁就不要胆怯地限制委员会的权限。当

然，这样一来，人们也许会把事情扯得太远，但他相信委员会会

明智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它应不应该把波兹南官员的

免职问题也包括在它的活动范围以内。

这就是大臣先生最初的让步，这些让步被相当分量的漂亮话

所渲染，并且博得了热烈的“好啊”的喝采声。然而接着就是各

种各样的“但是”。

“但是，既然这里有人说，关于波兹南的报告丝毫不能阐明事情的真相，

因为这些报告全是来自官员，而且还是来自旧时的官员，那末，我认为我有

责任来维护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假使真的有某些官员没有忠于职守，那就

应该惩罚玩忽职守的个别人员，而不应该因为个别人员的失职而贬低整个官

员阶层。”

屈韦特尔先生真勇敢！毫无疑问，失职的个别情况是有的，但

是整个说来，官员们是光荣地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事实上，波兹南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尽了自己的“职责”，即

“对就职誓言尽了职责”，对整个旧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尽了职责，对

这个职责所带来的私人利益尽了职责。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时根

本不择手段，只要能在波兹南消灭３月１９日的后果就行。正因为

３２２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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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屈韦特尔先生，您的“职责”就在于撤换所有这些官员！

屈韦特尔先生所谈的是由革命以前的法律规定下来的那种职

责，而现在所谈的完全是另一种职责，即每次革命后出现的那种

职责，它的任务在于正确了解已经改变的情况并促进其发展。要

求官员们改变陈旧的官僚主义的立场而转到新的立宪的立场上

来，要求他们也象新任大臣一样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照屈韦特

尔先生的说法，这就是贬低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

屈韦特尔先生也拒绝了一般的谴责，例如说祸首们受到庇护，

罪行没有受到惩罚。他要求拿出确凿的事实来。

难道屈韦特尔先生真敢断定，普鲁士军阀在官员们的支持和

同意下，在波兰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赞许下所犯下的任何一件暴

行和残酷行为都已受到惩罚了吗？屈韦特尔先生说，现在他还未

能全面地熟悉大量的资料。实际上，他显然是极端片面地熟悉了

它们的。

现在，屈韦特尔先生接触到了“最棘手和最复杂的问题”，即

委员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的问题。屈韦特尔先生希望比

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正象所指出的，它的基础是一个

原则性的问题，即关于ｄｒｏｉｔｄ’ｅｎｑｕêｔｅ〔调查权〕的问题”。

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后来屈韦特尔先生详尽地阐述了国家

中的分权问题，这对于出席议会的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农

民来说，大概有许多新的东西吧。听来令人可笑的是，普鲁士大

臣（而且还是“办事大臣”）竟在公元１８４８年的夏天庄重而严肃

地在讲台上阐述孟德斯鸠的观点。

屈韦特尔先生和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敬的心情

把这种分权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

４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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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象

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

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例如，在君主立宪政

体中，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错在国王身上；其次，在议院里，立

法权是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交错在一起的等等。关于在一个国家里

分工方面的这些必要的限制，在我们的“办事大臣”这样的政治

人物的口中得到了如下的说明：

“既然立法权是由人民代议制行使的，那末它就有自己的机构；行政权也

象审判权一样，也有自己的机构。因此（！），假如没有专门法律的授权，一

种权力直接利用另一种权力的机构是不可容忍的。”

“假如”没有“专门法律”的指示，抛弃分权原则是不可容忍

的！反之，“假如”没有“专门法律”的指示，使用分权原则同样

是不可容忍的！多么周密的考虑！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至于在革命时期不经任何“专门法律”就停止分权的问题，屈

韦特尔先生却只字未提。

接着，屈韦特尔先生又不厌其烦地说，如果赋予委员会以在

见证人发誓下讯问见证人的权利，如果委员会有权要求官员们提

供情报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如果赋予委员会以亲眼看到一切

的权利，那就是破坏分权原则，因而必须由专门的法律来决定。他

举出比利时的宪法做例子，该宪法第４０条特别赋予议院以ｄｒｏｉｔ

ｄ’ｅｎｑｕêｔｅ〔调查权〕。

但是，屈韦特尔先生，根据法律规定，难道普鲁士真的存在

着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分权吗？现存

的分权难道不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适应绝对的官僚君主政体

的分权吗？所以，当这种分权还没有用宪法的精神加以改造的时

５２２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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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怎么能够把宪法的概念运用到这种分权上去呢？当宪法本身

都还不存在的时候，普鲁士怎么能有这种宪法的第４０条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照屈韦特尔先生的说法，任命一个全权委

员会就是破坏宪法的分权。然而，在普鲁士还根本没有宪法的分

机，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破坏。

但是，这种分权也必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暂时的革命秩序里

实行，因而照屈韦特尔先生的看法，它应当算是已经存在的。如

果屈韦特尔先生是对的，那末宪法上的例外也应该被认为是存在

的了。而立法机关进行调查的权利恰恰也属于这种宪法上的例外！

但是屈韦特尔先生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暂时的革命秩序正

是在于，分权暂时被废除了，立法机关暂时攫取了行政权或者行

政机关攫取了立法权。革命的专政（不管它是通过怎样软弱的形

式体现出来的，它仍然是专政）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还是掌握

在议会的手里，或是掌握在这两者的手里，——这都无关紧要。如

果屈韦特尔先生对这三种实例都感兴趣的话，那末这样的例子在

１７８９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上是很多的。

屈韦特尔先生所求助的那个暂时的秩序，恰巧证明是反对他

的。这个秩序承认议会除了有调查权以外，还有其他性质完全不

同的权力。它甚至授权议会在必要的时候变为审判庭，不经任何

法律就可以做出判决！

如果屈韦特尔先生早就预见到这样的后果，他在“承认革

命”的时候或许会慎重一些。然而请他放心吧：

  德国是个安静的育儿所，

  它不是凶手的巢穴，１３６

妥协派先生们尽可以随意开会，他们的议会决不会成为“长

６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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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国会”。

不过，如果把这位办事内阁的空谈家官员拿来和他的空谈方

面的先驱康普豪森先生比较一下，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之间找到

重大的差别。康普豪森先生无论如何有更多的独特性，他身上有

些东西是从基佐那里承受过来的；而屈韦特尔先生甚至还不能够

超过矮小的约翰·罗素勋爵。

我们对屈韦特尔先生演说中的国家哲学的深奥已经颂扬得够

多了。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发霉的智慧，即孟德斯鸠关于分

权的整套理论的目的，探讨一下它的真正的实际基础。

现在，屈韦特尔先生恰好要从他自己的理论中得出结论。内

阁以例外的形式同意命令官员们去完成委员会所需要的东西。但

内阁不能同意直接由委员会来指示官员。

换句话说，和官员们没有直接联系的委员会没有任何高出官

员们的权力，因而不能迫使官员们提供他们所不愿赐与的情报。加

以处理公文非常迟缓，无止境的逐级旅行！在分权的幌子下把委

员会变成一付不折不扣的空架子，好高明的手段！

“把政府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委托给委员会来解决，这根本就谈不上。”

似乎有人曾建议授予委员会以管理权！

“政府同委员会一样，应该继续设法查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波兹南

的纠纷（正是由于政府长期在查明而什么也没有查明，所以现在有足够的理

由根本不要它参与此事）①，因为同一个目的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达到，所以

往往难免要白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也很难避免发生冲突。”

根据过去的例子判断，如果委员会接受屈韦特尔先生的建议，

７２２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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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无止境地逐级旅行的道路，那末它无疑是“要白费许多时间

和精力的”。如果委员会能直接和官员们联系，而且就地查明误会

并克服官僚主义的阻碍，那末就不会象走前一条道路那样容易发

生冲突。

“所以（！）很自然，委员会力求在内阁的赞同和经常参与下达到目的。”

更妙！委员会必须在内阁的赞同和经常参与下来监督内阁！屈

韦特尔先生毫不羞耻地暴露了他是如何指望把委员会置于他的监

督之下，而不是把他置于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如果委员会希望居于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就发生了一个疑问：在这种情

形下，它是不是能够而且愿意担当内阁所承担的责任。这里已经如此公正如

此聪明地指出，议员们的不可侵犯性是和这种责任不能相容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而仅仅是查明事实。委员会必

须得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必要手段的权利。仅此而已。当

然，无论是这种手段运用得不足或是运用得过于广泛，委员会都

必须对议会负责。

所有这一切既和内阁的责任与议员的不可侵犯性很少关系，

也和“公正”与“聪明”很少关系。

总之，在分权的借口下：屈韦特尔先生坚持请求妥协派接受

这些建议来解决冲突，但他本人在这时连一个明确的建议也没有

提出来。办事内阁感到自己的根基不稳固了。

以后的辩论我们不能再作详尽的阐述了。投票的结果已经揭

晓：政府在记名投票时遭到失败，右派实行了政变，后来他们通

过了一个已被否决的提案。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报道过了。我们

只补充一点：在投票反对委员会拥有无限权能的莱茵省议员之中，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下面这些名字：

８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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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茨（法学博士）：鲍尔班特，弗伦肯，伦辛，冯·洛埃，

赖辛施佩格第二，西蒙斯，以及按次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排在最后

一位的、我们的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

“新莱茵报”第４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２２７月４日的妥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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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７月１０日。昨天本报的１１个排字工人和克劳特先生接

到命令，要他们在星期二（７月１１日）到预审推事那里去作证。事

情仍然是关于查明被指控的文章①的作者。记得在旧“莱茵报”
１３７

时期，在书报检查和阿尔宁内阁时期，当局为侦察轰动一时的

“婚姻法草案”１３８一文的投稿人，既没有进行过搜查，也没有审问过

排字工人和印刷所的老板。从那时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革命，不

幸的是，它已为汉泽曼先生所承认。

我们应该再来谈谈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７月５日的“反

驳”②。

黑克尔先生在这个反驳中责备我们，说我们加在他身上的各

种意见都是谎言。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出材料来对这个修正案加以

修正，但是谁能保证，在这场力量不均的斗争中，别人不再引用

刑法典第２２２条或３６７条来报复我们呢？

黑克尔先生的反驳是以这样的话结束的：

“该文（发文日期是科伦７月４日）③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和执行

逮捕的宪兵的诬蔑性的攻击和侮辱，将在法庭审讯该案时得到应有的评判。”

０３２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见本卷第２０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９０—１９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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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评判！难道在康普茨任大臣时期黑红黄色曾在“法庭

审讯”中得到了应有的“评判”吗？１３９

我们来查阅一下刑法典。看一看第３６７条：

“凡在公共场所，或在合法的正式的文件中，或在已刊印或未刊印的文章

中（只要这些文章已经张贴、出售或分发）指责某人做过会受到刑法或违警

法的追究，或至少也会引起公民对他的轻视或憎恨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属

实，提出这个指责的人也算犯了诬蔑罪。”

第３７０条 “如果控告所根据的事实按照法定手续查明是确实的，那末

原告就不应受任何惩罚。只有根据法庭的判决或其他合法的文件提出来的东

西，才算是合法的证据。”

为了说明这一条，我们再引证一下第３６８条：

“据此，原告要求给予机会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的请求将不予考虑；原告

也不得借口文件或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借口引起控告的指责并不是第一次

提出，或者是他从外国报纸和其他刊物上抄来的等等为自己开脱”①。

帝国时代及其整个精细的专制制度都在这些条文中反映出来

了。

根据一般人的理智，说一个人遭到诬蔑，就是指他受到别人

莫须有的指责；但是根据刑法典的特殊的理智，说一个人遭到诬

蔑，是指别人指出了他确实犯过的而且能够加以证明的错误，不

过在证明时用的不是唯一被承认的方法，即法庭的判决或正式的

文件。法庭的判决和正式的文件真有奇异的力量！只有法庭确定

的事实，只有正式用文件证明了的事实才算真正实在的事实。过

去曾经有过如此粗暴地诬蔑一般人的理智的法典吗？官僚机构曾

经在自己和公众之间建立过一座象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的长城

吗？在这一条文的保护下，官员们和代表们也和立宪君主一样不

１３２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①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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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侵犯了。这些先生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那些“引起公民对他们轻

视和憎恨”的事情，但是你要想不被剥夺公民权、不被监禁和罚

款，就决不能谈论、记述和发表这些事情。受第３６７、３６８和３７０

条束缚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万岁！别人把你非法地监禁在狱中。

报刊揭露了这种不法行为。结果：在“法庭审讯”“诬蔑”那位有

不法行为的可敬的官员的案件时，这次揭露便得到应有的“胜

利”，——竟有这样的奇迹：今天才发生的不法行为，昨天法庭已

作了判决。

莱茵省的法学家，包括人民代表茨魏费尔在内，投票反对拥

有无限权能的波兰委员会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些法学家看来，对

波兰人的判决应该是剥夺公民权、监禁和罚款，因为他们“诬

蔑”科隆布、施泰因埃克尔、希尔什菲尔德、施来尼茨、国防线

上的波美拉尼亚士兵和旧普鲁士的宪兵。这样也许就会妥善地在

波兹南实现和平。

根据刑法典这几条的规定，把关于要取消“３月１９日革命的

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①的传闻叫做诬蔑，真是荒唐！

似乎用刑法典第３６７、３６８和３７０条来对付政治演说和著作并不是

实际上最后地取消３月１９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

由！没有言论自由，俱乐部成了什么东西呢？有了刑法典第３６７、

３６８和３７０条，言论自由又成了什么呢？没有俱乐部和言论自由，

３月１９日革命的成果又成了什么呢？难道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

由实际上不就是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只有诬蔑者才能空谈做这

种事情的意图吗？在昨天拟定的居尔策尼希宣言１４０上签名要多加

２３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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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检察机关开始“审讯”你们“诬蔑”汉泽曼 奥尔斯瓦特的

案件时，就会给你们的宣言以“应有的评判”；难道只有“诬蔑”

（就法国刑法典这个用碑铭体写成的政治奴隶制法典而言）各部大

臣才不受处罚吗？难道我们这里有负责任的各部大臣和不负责任

的宪兵吗？

可见，问题不在于可以用关于“法律意义上的诬蔑”的条文，

即关于违背常人的理智擅自捏造的诬蔑的条文，使报上被指控的

文章得到应有的评判。至于说这里能找到应有的评判，这只能是

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反革命势力已达到的发展程度，是官僚机构

动用旧法律武库中残存的武器来反对新的政治生活的极恶劣的行

径。把关于诬蔑的条文用来对付对人民代表的攻击——真是个巧

妙的方法，它可以使这些先生免受抨击，使报刊不经过陪审法庭

的审讯！

我们现在从控告诬蔑转来谈谈控告侮辱。我们看一看第２２２

条，这一条说：

“如果行政机关或法院部门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

执行职务而遭到任何言语上的侮辱，使他们的名誉或良好品德受到损失，侮

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

在“新莱茵报”发表被指控的文章时，茨魏费尔先生是在柏

林执行人民代表的职务，而决不是在科伦执行法院负责人的职务。

因为他没有执行任何本职职务，所以事实上他不可能在执行职务

时或因执行这些职务而受到侮辱。而宪兵先生们的名誉和良好品

德只有在它们受到言语上的（ｐａｒｐａｒｏｌｅ）侮辱时才能得到这一条

的保护。我们是写，而不是说，ｐａｒéｃｒｉｔ〔文字上〕并不是ｐａｒｐａｒｏｌｅ

〔言语上〕。那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教训在于议论最小的宪兵

３３２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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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议论最大的公爵更要小心，特别是不敢触犯检察机关的极易发

怒的先生们。我们再一次请读者注意：在科伦、杜塞尔多夫、科

布伦茨等地同时发生了同样的审判案。多么奇怪，一连串的偶然

事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

“新莱茵报”第４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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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

最近发生的事件

  科伦７月１１日。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

的吼声，“新莱茵报”还是首先起来替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

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辩护。首先我们揭破了马基雅弗利

主义者的政策，这种政策由于它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就

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

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为了这种目的，它挑起了

自私自利的、与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

并且在各民族之间的空前残酷和无比野蛮的战争中建立了一种甚

至在三十年战争中都没有过的黩武主义。

正当德国人为了争取国内的自由而同本国的各邦政府展开斗

争的时候，却迫使他们就在这些政府的统率下从事十字军讨伐，去

反对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自由。多么阴险狡猾的勾当！多

么荒诞的历史奇闻！被革命风潮所席卷的德国想在外面寻找出路，

即在为复辟而进行的战争中、在为巩固旧政权（而德国的革命恰

好是反对这个旧政权的）的进军中寻找出路。只有反对俄国的战

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

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

它才能象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

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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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

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材料公布得愈多，事实就愈加有力地

证实我们对于德国用以污辱自己新纪元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的观

点是正确的。为了说明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我们引证

布拉格一个德国人所写的一篇迟到的报道：

布拉格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投递耽误）

“德意志总汇报”登载了写于本月１８日的一篇关于德国人这一天在奥西

格①举行会议的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许多演说，这些演说对于最近在

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毫无理解，说得客气一点，是决心污辱我们的独立报纸，

因此，评论员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澄清这种错误的认识，并且为了坚决捍卫真

理，挺身出来反对那些认识错误的人和心怀恶意的人，而这样做在目前是可

以办到的。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象“德国人东方利益保卫同盟的创始

人”一样，都向大会建议：“当斗争还在布拉格继续进行的时候，根本谈不到

赦免，如果我们获得胜利，那末将来就应该利用这个胜利。”德国人究竟获得

了什么胜利，粉碎了什么阴谋呢？自然，谁要是相信“德意志总汇报”的记

者（显然是消息老是不很灵通的记者），或者相信“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小征服

者”的动人词句，或者相信在巴登事件时唆使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现在又唆

使德国人反对捷克人的背信弃义的“法兰克福报”的文章，谁就永远也不能

了解这里的情况。显然，在德国到处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布拉

格街上进行的斗争仅仅是为了压迫居民中的德国人和为了建立斯拉夫共和

国。关于后者我们不准备去谈，因为这种看法太幼稚了。至于前者，那末，在

进行街垒战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这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德国人和捷克人肩并肩

地站在一起，同样准备自卫，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请说捷克话的人把他所讲

的东西译成德国话，而每一次请求从来没有遭到拒绝。据说，革命比预定日

期提前两天爆发了；如果是这样，那总得有某种组织，或至少总该有弹药储

备，但实际上一无所有。凡是聚集有１０到１２个人的地方，街垒会突然就地

而生。而且街垒多得再也无处构筑了，因为连最小的巷里也有三四处街垒。弹

药按街道分配，数量很有限。当时不要说最高统帅，就是连一般的指挥也谈

６３２ 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

① 捷克人称为乌斯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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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敌人从哪里向街垒的捍卫者进攻，他们就在那里作战，他们从房屋内、

从街垒里毫无领导、毫无指挥地进行射击。根据这种无组织和无领导地进行

抵抗的情况来看，根本谈不到什么阴谋，这无非是官方声明和调查报告中所

散布的一种说法罢了。政府本身大概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宫廷没有

发表能够向布拉格解释流血的六月事件的任何东西。被捕获的同盟会会员几

乎已被全部释放；其余的俘虏也将被释放，只有布科阿伯爵、维拉尼和其他

一些人仍被监禁着。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布拉格的墙壁上看到说明这一切仅

仅是误会的告示。指挥官将军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说明这是为了必须保卫德国

人免受捷克人的压迫。因为他不是用解释事件的方法把德国居民吸引到自己

方面来，不是夺取街垒和保护城内“忠实的”居民的生命财产，而是扫荡旧

城，转向莫尔达瓦河①左岸并向德国人和捷克人射击，因为落到旧城的炮弹

和枪弹是不会专门寻找捷克人的，而是同样地杀伤一切人，不管他戴的是什

么帽徽。冷静地考虑一下：如果政府直到现在还不愿意或者不能提出任何说

明，那末，究竟有什么根据认为斯拉夫人在搞阴谋呢？

莱比锡的公民格申博士给冯·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写了一封谢函。但是这

位将军不该赋予这封谢函以特别的意义，同时也不该把它看做民族情感的表

现。公民格申是那些在二月事件之后突然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小心谨慎的人

们中间的一个。他曾写信表示在选举法问题上相信萨克森政府，而整个萨克

森却对这个选举法一致表示愤怒，因为它的１ ６的居民，其中恰恰包括最有才

能的人在内，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利——选举权。他是那些在“德国人

协会”中坚决反对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参加萨克森选举的一个，而在（请注

意这人是多么伪善！）此后不久，他又代表自己的俱乐部答应全力协助居住在

萨克森的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协会选举自己的议员到法兰克福去。简单地

说，仅仅他是“德国人协会”的创始人这样一个事实，就充分说明了他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人给奥地利的将军寄了一封谢函，感谢他捍卫了所

有德国人的祖国！我希望我在前面所讲的已足以说明，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

看，还根本不能判定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至今对德国人的祖国的功勋究竟有多

大。只有调查的结果才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要让历史去判定将军的“崇

高的勇气、大胆的活动、坚毅的精神”。至于公爵夫人是被人“卑鄙地杀害”

的说法，我只想指出，现在还完全不能证明受到整个布拉格一致尊敬的公爵

７３２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

① 即弗尔塔瓦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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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是被人谋杀的。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末凶手也难逃法网，而公爵的悲

哀大概也不会比那位看见自己的女儿身遭惨死的母亲的悲哀更为深痛；她的

１９岁的女儿（也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的脑袋被打碎，尸体被拖走。谢函中

说“勇敢的军队在您的指挥下多么英勇善战”，我完全同意格申先生的这些词

句；但是如果他象我一样亲眼看到这些“勇敢的军队”星期一中午在策耳特

涅加斯街怎样气势汹汹地向毫无防御的人群攻击，他就会觉得这些词句是太

软弱无力了。至于我，那末不管对于我的军人的自尊心说来是多么沉重，我

也必须承认，当我在大教堂附近在妇女和小孩们中间安然散步的时候，我就

同他们一起当着三四十个皇家掷弹兵的面逃跑了，而且跑得那么仓卒，以致

我的全部行李，即我的一顶帽子，也落到了胜利者的手里，因为我觉得当时

是刻不容缓的，不然后面的炮弹就会象雨点般向我射来。但是，只是在６小

时以后，我才看到那些皇家掷弹兵用霰弹和６磅重的炮弹向策耳特涅加斯街

上最多只有２０人守卫着的街垒轰击了半小时，虽然如此，他们却没有立刻攻

下街垒，直到午夜，守卫者才放弃了它。除了掷弹兵占优势的个别场合外，一

般没有发生白刃战。按房屋破坏的情况来看，格拉本街和新林荫路主要受到

了炮兵的扫荡，于是我要问，为了用霰弹未扫荡由百十个几乎没有武装的人

守卫着的宽阔街道，用得着什么特别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呢？

特普利茨①的斯特拉达尔博士先生在他的最后发言中说：“布拉格的报

纸为别人的利益而服务”（可以想象，这里指的是俄国人的利益）②，我要代

表独立的布拉格报刊声明：这种说法不是非常愚蠢无知，就是卑鄙的诬蔑。我

们的报纸的立场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诬蔑是极端荒谬的。除了捍

卫波希米亚的独立和维护两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之外，自由的布拉格报刊从来

没有其他的意图。但是，它非常清楚，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

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

革命，一部分是为了培养黩武主义以准备内战。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２日

“新莱茵报”第４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８３２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即特普利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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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７日的妥协辩论

  科伦７月１２日。我们在昨天晚上才接到７月７日的妥协会议

的记录。平常我们接到速记记录只比书面报道迟２４小时。现在，

收到记录的时间不仅没有提早，反而更迟了。

改变这种缓慢状态是很容易的，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报道它们

立法议会消息的速度就可以证明。英国议会开会经常开到早晨４

点钟，可是４小时以后会议的速记记录就刊登在“泰晤士报”上，

传遍伦敦的每个角落。法国议会往往要到下午一点钟才开会，到

五六点钟才结束，可是到晚上７点钟，“总汇通报”就已把会议速

记记录的版样送到巴黎各报的编辑部了。为什么可敬的“国家通

报”不能以这种速度进行工作呢？

我们还是来谈谈７月７日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汉泽曼内阁受

到不少恶意的讥讽。我们且不谈会议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许多抗议，

且不谈德斯特尔关于取消７月４日会议快结束时所通过的决议的

提案（这个提案还依然留在议程上），也不谈列入议程的其他许多

提案。我们只想谈谈今天猛烈地攻击内阁的一些质问和令人不快

的提案。

菲力浦斯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质问内阁，我们采取了什么措

施来保卫我国边境以防御俄国的侵略？

奥尔斯瓦特先生：我认为在议会的这次会议上回答这个问题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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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适宜的。

我们非常愿意相信奥尔斯瓦特先生。他能给我们的唯一答复

是：没有什么措施，或者更确切些说，从德俄边境调了好几团人

到莱茵。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议会对奥尔斯瓦特先生的这种可笑

的答复却无动于衷，对他引用ｃａｒｔｅｌｅｓｔｎｏｔｒｅｂｏｎｐｌａｉｓｉｒ〔因为

这样对我们有利〕的话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只有几个议员对它

“唬”了几声，另外几个议员喊了几声“好”。

博里斯先生提议在１８４８年下半年取消下层纳税人的等级税，

并且立即取消为强制征收他们上半年的欠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提案被提交给专门委员会。

汉泽曼先生起来声明说：这类财政问题必须经过非常慎重的

讨论。而且完全有理由来等待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他在下星期

就要把一系列有关财政问题的法案（其中也包括等级税的法案）提

出来讨论。

克劳泽先生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能不能在１８４９年年初以前

以所得税代替磨粉税、屠宰税和等级税？

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解释

道：他已经说过，下星期就要把财政方面的法案提出来讨论。

然而，汉泽曼先生还没有历尽艰辛和困苦。接着格雷贝尔先

生起来提出一个冗长的提案，提案的每一个字都击中汉泽曼先生

的要害：

只是把国库和财政枯竭当做发行强制公债的理由无论如何是

不够充分的；

要讨论强制公债（格雷贝尔先生表示在实现一切诺言的宪法

未通过以前，他反对发行强制公债）问题，就必须审查财政管理

０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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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一切账簿和文件，因此，格雷贝尔先生提议：

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查１８４０年以来财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

全部账簿和文件，并且就此提出报告。

然而，格雷贝尔先生所列举的理由比他的提案还要糟。他谈

到许多耸人听闻的关于非法使用和挥霍国库资金的传闻；为了人

民的利益，他要求有关方面提出关于３０年和平时期里取之于民的

一切款项的开支情况的报告；他说：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释以

前，大会不能表决一文钱。强制公债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强制公

债是对以前整个财政管理部门的最后宣判，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

的前奏。强制公债还产生了特别令人惊奇的印象，因为我们过去

总是听说，财政状况很好，即使在严重的战争时期国库也不需要

我们发行公债等等。其实，汉泽曼先生自己在联合议会里就计算

过：库存至少应有３０００万。这也是很可能的。因为象在战时那样

的重税不仅还在继续缴纳，而且其总额也亦不断增加。

提议发行强制公债的消息一传播出来，一切信任就随着这种

痛苦的绝望立刻变为泡影了。

恢复这种信任的唯一办法，是马上完全真实地说明国家的财

政状况。

虽然汉泽曼先生在说明强制公债的时候，试图用种种幽默的

言词来和缓空气，但是他毕竟不得不承认，强制公债将造成不良

的印象。

汉泽曼先生回答道：内阁既然要求款项，它自然要对过去的

开支状况作一切必要的说明。但是在我已经提过两次的财政法案

即将提交讨论的时候，应当等一等。至于传说国库尚有巨额库存

（近几年来已不断减少），那是不可靠的。在最近这些艰难的年份

１４２７月７日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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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在由于商业的空前停滞而造成的目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最

好的财政状况也会陷入困境，这是十分自然的。

“这里有人说：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的前奏。不，诸位先生，它不应当是

破产的前奏，相反，公债应当使信用恢复过来。”

（应当！应当！仿佛强制公债对信用的影响是取决于汉泽曼先

生的善良愿望！）从国家证券行市的上涨就可以证明，这样的忧虑

是多么没有根据。诸位先生，请等待财政法案的颁布吧，这一点

我今天在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向诸位保证了。

（可见普鲁士国家的信用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没有一个资本

家愿意贷款给它，哪怕出最高的利息。于是汉泽曼先生除了采用

这个使国家破产的最后一着，即发行强制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

出路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汉泽曼先生还说国家的信用提高了，

因为自从３月１８日以来，国家证券的价格勉强上升了２—３％！如

果真正把强制公债发行出来，这些证券还不知会怎样跌价呢！）

贝恩施先生坚持要任命一个前已提出的财政检查委员会。

施拉姆先生：国家赈济贫民的拨款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说自

由需要我们出钱，那末到现在为止政府从未为它破费分文。相反，

政府宁愿花钱来使自由不要扩展到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

梅策先生：国库空虚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此外，我们现

在还听说，国库早就分文无存了。这个消息更加证明有任命一个

委员会的必要。

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又站起来声明：

“我从来没有说过国库里现在没有分文或者它早已分文无存；相反，我曾

经说，在最近六七年以来，国库是大大地充实了。”

（如果把汉泽曼先生的这个声明和他给联合议会的报告、御前

２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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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对照一下，很难了解事情的真象究竟如何。）

采什科夫斯基：“我赞成格雷贝尔的意见，因为汉泽曼先生总

是只给我们许下诺言，每当会议提出财政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即

将作解释，而这种解释他却从来没有作过。这种拖延态度之所以更

使人感到奇怪，是因为汉泽曼先生就任大臣已经３个多月了”。

商业大臣米尔德先生最后出来帮助他的陷于窘境的同事。他

请求议会还是不要任命委员会。他答应内阁方面要表示最大的坦

率。他请大家仔细地研究一下既成的局面。但现在必须支持政府，

因为政府目前正是要把国家这只大船从现在搁浅的窘境中拖出

来。国民议会无疑会伸出援助的手。（好啊）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想给汉泽曼先生以可能的援助。然而财政

大臣恐怕很难找到比他更笨拙、更不机智的辩护士：

“想掩饰财政实况的财政大臣，是一个坏财政大臣。如果某个财政大臣

说，他将作应有的解释，我们就应当认为他也许是个正直的人，也许相反！！

（全场活跃）诸位先生，我从没有侮辱过谁，我是说：如果某个，而不是说：

如果这位财政大臣！！！”

赖辛巴赫：这些高谈原则和信任问题的大辩论的美好日子在

哪里呢？当初，汉泽曼先生急欲冲锋陷阵，可是现在，这种机会

来了，而且又涉及到他本人的主管机关，他却回避了！的确，大

臣们许下无数的诺言，提出种种原则，只不过是为了在几小时后

就把它们推翻罢了。（全场活跃）

汉泽曼先生等人起来替他辩护。然而，没有人这样做。最后，

他惊恐地看到鲍姆施塔克议员站了起来，于是他自己赶快抢先发

言，不让鲍姆施塔克再一次说他是个“正直的人”。

你们是不是要等愤怒的、被讽刺和一切反对意见所折磨的狮

３４２７月７日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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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杜沙特尔最后显出他全部的威力，驳得他的敌手体无完肤，简

言之，是不是等他提出信任问题呢？可惜，他以往的坚毅和勇气

已经荡然无存，从前的威严已经消声匿迹，犹如艰苦年头的国库

库存一样！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垂头丧气的、受了屈辱的、不

为人所承认的大财政学家。事情已经到了他不得不找理由来搪塞

的地步，可是找的导什么样的理由啊！

“凡是搞过财政工作，在工作中和许多数字（！！）打交道的人都会知道：

对于财政问题方面的任何质问都不可能立刻作出充分的解释；税收问题非常

复杂，在立法议会上也要辩论（汉泽曼先生使我们想起了他在上次联合议会

上的出色演说）①许多天甚至一个星期。”

但是，难道有人要求充分的讨论吗？开始大家要求汉泽曼先

生就税收问题作简单的答复：“是”或者“不是”；随后又请他同

意任命一个审查过去国库管理处的账目的委员会；当他拒绝这两

件事以后，大家才指出他现在的谨小慎微和他过去的种种诺言是

正相抵触的。

正因为“解释在工作中会碰到许多数字的财政问题”需要时

间，所以委员会应当马上开始工作！

“不过，我没有事先提出财政问题，是有重要原因的。我认为，我稍微拖

延一下，对全国的局势会有良好的影响。我希望国内局势稍事恢复平静，国

家的信用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我想，这种希望是不会落空的。我也相信，

事先不提出这些法案来审查，这样做是对的。”

好一番剖白！原来汉泽曼先生的应该巩固国家信用的财政法

案，却有破坏国家信用的危险！汉泽曼先生认为还是暂时保守国

４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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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状况的秘密为好！

国家处在这种情况下，汉泽曼先生不公开宣布财政状况，不

用事实来消除怀疑和谣言，反而不负责任地发表这种含糊其词的

声明。在英国国会里，如果发表这种不妥当的声明，立即就会提

出不信任案。

济贝尔特先生：

“直到现在，我们还一事无成。当所有的重要问题刚要解决的时候，不是

停止讨论，就是搁置下来。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通过一个完善的决议，我

们还没有把任何一件事进行到底。今天，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复辙，还要去相

信诺言而把问题拖延下去吗？谁能担保内阁不能再维持一个星期呢？”

帕里鸠斯先生提出了修正案，要求汉泽曼先生在１４天内，把

１８４０年以来有关财政和国库管理方面的必要资料提交应当立即

选出的１６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帕里鸠斯先生声明说，这是他的

选民给他的特殊委托，因为他们都想知道，１８４０年还拥有４０００余

万的国库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修正案比原提案还要尖锐，按理说它会使受尽折磨的杜

沙特尔暴跳起来的。现在，大概该提出信任问题了吧？

恰恰相反！汉泽曼先生虽然反对提案，但是对这个修正案和

它的侮辱性的、最后通牒式的期限的要求却毫无异议！他只是说，

这件事需要很多的时间，并且对承担这种令人不快的工作的可怜

的委员们表示同情。

接着，关于表决问题做了一些说明，同时对汉泽曼先生又指

责了几句，随即进行表决。关于转入议程的各种提案，不管是已

说明理由的和未说明理由的，都遭到否决，得到格雷贝尔先生支

持的帕里鸠斯的修正案，几乎一致通过。

５４２７月７日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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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泽曼先生只是因为没有表示任何反抗，只是因为对帕里鸠

斯的侮辱采取了克己的态度，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他犹如一株

片叶不存的光秃秃的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受人凌辱和摧残，连

嘲弄成性的人看了也会产生怜悯之心。我们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话：

  日耳曼的子孙，

  绝不应用恶意的机智

  嘲弄落魄的大人先生！１４１

关于会议的后一半的情况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４日

“新莱茵报”第４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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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

  科伦７月１３日。福斯特曼先生在本月７日的妥协会议上发表

演说，他用以下铁一般的论据来消除放肆的左派对稳固的普鲁士

国家信用的怀疑：

“请你们自己判断，如果在昨天的交易所里，在贴现率为５．５％的条件

下，利率为３．５％的国家证券是按票面额７２％开的盘，那末对普鲁士财政的

信任是不是会降低到零！”

由此可见，福斯特曼先生对交易所的投机事业和政治经济学

一样无知。假如福斯特曼先生所提供的前提——国家证券的价格

总是和货币的价格成反比——是可靠的，那末利率为３．５％的普

鲁士证券的境况的确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贴现率

既为５．５％，那末它们就不能按票面额７２％开盘，而只能按

６３７ １１％了。但是有谁对福斯特曼先生说过，这种倒行的对比关系

不是指５—１０年期间的平均数而言，而是说每逢商业不景气的时

候都有呢？

货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该时期的供求关

系、由现存货币的多少来决定的。货币的多少又由什么来决定

的呢？是由各该时期的工业状况、由全部交换的停滞或繁荣来

决定的。

国家证券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也是由各该时期的供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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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系来决定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许许多

多（尤其是在德国）非常复杂的条件来决定的。

在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一切国家，它们的国家证券

是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因此国家信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

是在普鲁士和更小的德意志各邦，它们的证券只是在小规模的地

方交易所里流通，所以国家信用只起次要的作用。在这里，大部

分国家证券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活动，而是为了可靠地存放资本，保

证证券占有者的固定收入。只有极少一部分证券投入交易所买卖。

几乎全部国债都在小食利者、孤儿寡妇、监护院等等手里。如果

证券的行情由于国家信用降低而下跌，这将使这些国家债权人更

加有理由不出卖他们的证券。利息只够他们糊口，要他们以相当

大的牺牲出卖他们的证券，他们就会破产。在一些小的地方交易

所里流通的为数不多的证券，当然不能象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

国家中大量的证券那样受到供求、涨落等方面急剧的波动的影响，

因为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证券主要是投机的对象，它们

大量地在世界证券市场上流通。

因此，资本家由于银根紧，被迫不顾价格出售他们的证券从

而造成证券行情下跌的现象，在普鲁士是少有的，然而在巴黎和

阿姆斯特丹等地却屡见不鲜。二月革命后，这种现象在法国国家

证券空前迅速贬值中所起的作用，远比国家信用低落所起的作用

大得多。

此外，买空卖空（《ｍａｒｃｈéｓàｔｅｒｍｅ》）
１４２
在普鲁士是禁止的，

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是交易所的主要行当。

在地方市场上流通的普鲁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

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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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很明显，普鲁士的证券行情无论如何也不

能象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那样体现出本国细微的政治纠

葛；普鲁士的国家信用决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能对国家证券的行

情起迅速的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卷入欧洲的政治漩涡，随着资产

阶级政权的巩固，普鲁士的国家证券就会象地产那样逐渐丧失不

能转让的宗法性质而进入流通领域，变成普通的、经常转手的交

易对象，而且将来也许还能在世界市场上占个小小的地位。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一般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国家信用不

变，国家证券行情的上升处处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过来

也是一样。这是毋庸争辩的。

第二，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对比关系即使在比

较短的时间里也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国家证券掌握在投

机商手里，而且由于银根紧，每天都要调节证券行情和利息率之

间的对比关系，所以不得不经常抛售证券。因此，在这些国家里，

这种对比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第三，在普鲁士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只是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存在，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国家证券为数不

多，交易所的买卖也有限，由于银根紧所发生的抛售，其实只是

为了调节这一对比关系，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同时，地方交易所

的证券行情首先是取决于地方的影响，而货币价格却取决于世界

市场的影响。

第四，由此可见，福斯特曼先生从货币价格和国家证券行情

的对比关系中作出关于普鲁士国家信用的现状的结论，只能说明

９４２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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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无知。在贴现率为５．５％的条件下，利率为３．５％的证券

按票面额７２％开盘，这种行情丝毫也不能说成对普鲁士国家信用

有利，强制公债就完全作了相反的证明。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４日

“新莱茵报”第４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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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 协 辩 论

  科伦７月１４日。今天我们来谈谈７月７日的妥协会议的后一

半的情况。在使汉泽曼先生十分不快的关于财政委员会的辩论之

后，大臣先生们还得忍受一连串不大的苦楚。这一天是提出紧急

提案和质问的一天，是内阁遭受抨击和陷于窘境的一天。

万德尔议员提了一个提案：凡非法逮捕公民的官吏，应负责

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失，此外还要处以监禁，时间应４倍于受害

者被监禁的时间。

这个提案没有被认为必须立即讨论，因而被移交给专门委员

会了。

司法大臣梅尔克尔先生声明，通过这个提案不仅不能加重现行立

法所规定的对非法捕人的官吏的惩罚，反而会减轻它。（对啊）

司法大臣先生只是忘记提醒大家：根据现行的即旧普鲁士的

法律，所谓官吏非法捕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依据可敬的旧普鲁士

法的条款，最肆意妄为的捕人行为也可宣判无罪。

我们顺便来看一看大臣先生们的非议会作风。当提案还没有

移交专门委员会或小组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可是随后他们便

针对这一点发表意见。他们十分自信地以为，这样一来谁也没有

办法反驳他们了。在讨论博里斯先生的提案①时，汉泽曼先生是这

１５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４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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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的，现在，梅尔克尔先生也这样做。在英国和法国，如果大

臣先生们在议会里采取了十分不可容忍的态度，人们就会完全用

另一种方法让这些先生们规矩一些。可是在柏林呢！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提议：要求政府马上把拟好的或尚未拟

好的构成法案提交议会，以便各小组进行讨论。

这个提案还含蓄地责备政府没有把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案提交

议会或者有意拖延。令人伤心的是这种责备正好发生在政府已把

两个法案（其中一个是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案）提交议会讨论的

那天早晨。看来首相（只要他稍为有点气魄）应该坚决地驳回这

个提案。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说政府

是想竭力满足议会的公正要求的等等。提案就以多数票通过了。

贝塞尔先生责问陆军大臣为何没有军律。普鲁士军队是唯一

没有军律的军队。因此，在各军事单位，从步兵连到骑兵连，对

于各种最重要的军职问题，尤其是各级军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在

看法上都存在着很大分歧。各种命令、指示和训令倒是不少，可

是正因为它们数量多，而且混乱不堪、互相矛盾，所以它们更加

无用。此外，所有这些文件都要通过层层的中间机构，而这些机

构总要想方设法地加以补充、说明、解释又解释，把文件弄得面

目全非。这种混乱现象自然就助长了军官的跋扈，使士兵遭殃。结

果，士兵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只知道一些义务。过去也有过

军律，人们称之为猪皮律，可是到２０年代就禁止私人使用。从那

时候起，任何一个士兵都不能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高

级军官却还是用它来制服士兵！自卫军的军律也是这样，它从没

有下达到全军。士兵虽然完全不了解它，但却要受到依据这种军

律制订出来的命令的惩罚。这种荒谬绝伦的事情对于司令部的军

２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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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将军先生们当然是很合胃口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飞扬跋

扈，残酷地虐待士兵了。可是下级军官、士官和士兵们却遭了殃。

贝塞尔先生正是替他们着想才向施莱根施坦将军提出质问的。

可以想象，施莱根施坦先生听到“低能作家”——正象１８１３

年人们常喜欢说的那样——这番冗长的话是感到多么惊讶啊！怎

么，普鲁士军队没有军律吗？真是胡说八道！说实在的，普鲁士

军队的军律不但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最简短的，它总共只有

４个字：“服从命令！”在这支“不许打人”的军队里，如果士兵遭

到拳打、脚踢，挨了枪托，或者刚从陆军学校出来的乳臭未干的

少尉揪士兵的胡子或用手指弹他们的鼻子，如果士兵对此提出意

见，那末得到的回答就是：“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喝得酩酊大醉

的校官要在饭后消遣一下，命令他的部队到沼地行军，强迫士兵

在齐腰的水中摆方阵，如果士兵敢于抱怨，那末回答就是：“服从

命令！”假如禁止军官上这家或那家咖啡店，如果他们对这一点提

出意见，那末得到的回答就是：“服从命令！”这是一切军律中最

好的军律，因为它适用于一切场合。

施莱根施坦先生是所有大臣中唯一还没有灰心丧气的人。一

个在拿破仑时代服役过并受过３３年普鲁士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士

兵，一个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飞弹哨声的士兵，实际上并不害怕妥

协派和他们的质问！更何况在“服从命令！”这一伟大的条例濒临

危急的时候。

他说：诸位！我对这一点非常了解。我非常清楚在这方面需

要改进的是什么。这里谈的是破坏，而破坏是不应当进行的，因

为恢复是件大难事。军事制度是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伊恩

和格罗曼拟订的，有６０万武装人员和受训的公民服从它，只要纪

３５２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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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得到遵守，它就能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未来。我就打算遵守纪律，

这就说明了一切。

贝塞尔先生：施莱根施坦先生根本没有回答问题。不过从他

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军律仿佛是破坏纪律的！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已经说过，我要做军队目前所必需的并

且对勤务有益的事情。

贝恩施先生：我们起码可以要求大臣先生简单地回答“是”或

者“不是”，不然他就声明：我不愿意作答。直到现在我们听到的

只是一些含糊其词的答复。

施莱根施坦先生生气地说：我不认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对勤

务有什么益处。

勤务，永远是勤务！施莱根施坦先生老是想着他是一师之长，

他现在是在和他的军官谈话。他认为，即使作为陆军大臣，他的

职责也只是关心勤务。至于军队里各级之间的法律地位，军队对

整个国家以及公民的关系如何，则完全不加注意！我们还是生活

在博德尔施文克时代；老博伊恩的精神笼罩着陆军部。

皮格萨先生就６月７日对梅尔岑①的波兰人采取暴力手段的

问题提出质问。

奥尔斯瓦特先生回答：他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

可是这一事件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也就是说过了３１天，而奥

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收到详细的报告！真是卓越的治理方法！

贝恩施先生质问汉泽曼先生：他是不是打算在预算报告中概

述一下１８２０年以来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海外贸易公司〕和１８４０年以来

４５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波兰称作梅尔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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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的管理工作。

汉泽曼先生在哄堂大笑声中说：一星期以后他才能答复！

贝恩施先生再次就政府保护侨民问题提出质问。

屈韦特尔先生回答：这是全德国的事情，他要贝恩施先生去

找约翰大公。

格雷贝尔先生就军事主管机关官员兼后备军军官的问题向施

莱根施坦先生提出质问。军事主管机关的这些官员在后备军受训

时都算服现役，这样就使别的后备军军官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

他提议，免除这些官员在后备军中的职务。

施莱根施坦先生回答：他将履行他的职责并研究这个问题。

费尔德豪斯先生就６月１８日从波兹南到格洛高①的行军中

死亡的士兵以及为惩罚这个野蛮事件中的祸手而采取的措施问题

向施莱根施坦先生提出质问。

施莱根施坦先生：这是真事。团长的报告已经送来了，确定

行军宿营问题的总指挥部的报告还没有送来。因此，我现在还不

能肯定，是不是破坏了行军部署。此外，这里涉及到控告司令部

军官的问题，而这种控告常常使人痛心。我希望“崇高的全体会

议”（！！！）在报告没有送来以前忍耐一下。

施莱根施坦先生并不把这种野蛮行为当做野蛮行为。对他来

说，问题仅仅在于该校官“是不是服从了命令”。假如问题只是服

从不服从命令，那末，１８个士兵象牲口一样极其可怜地死在大路

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贝恩施先生（他也提过费尔德豪斯先生所提出的那种质问）指

５５２妥 协 辩 论

① 格洛古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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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既然这个质问是多余的，那末我就收回我的质问。但是我要

求陆军大臣先生指定一个答复的日期。事情已经过去３个星期，报

告大概早就收到了。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们没有放松一分钟，总指挥部的报告已

令火速送来。

主席想回避议题。

贝恩施先生：我只是要求陆军大臣作答，并且指定一个日期。

主席：施莱根施坦先生认为怎样……

施莱根施坦先生：预先规定答复日期是完全不可能的。

格拉德巴赫先生：根据会议规则第２８条，大臣有义务指定答

复日期。我也坚持这一点。

主席：我再问一下大臣先生。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不能提出肯定的日期。

格拉德巴赫先生：我坚持我的要求。

泰梅先生：我也是这样。

主席：也许，大臣先生过两个星期……

施莱根施坦先生：非常可能。刚才我提出，对于是不是服从

命令我要作答。

主席：就这样，再过两个星期。

陆军大臣先生就是这样履行他对国民议会的“职责”的！

格拉德巴赫先生还就撤销人民所不满意的官吏的职务问题和

临时补缺问题向内政大臣提出质问。

屈韦特尔先生的答复十分令人不满。格拉德巴赫先生继续发

表意见。为他这种大胆行为所激怒的右派议席，发出一片怨声、叫

声和喧嚷声，虽然格拉德巴赫先生英勇回击，但他的发言终于被

６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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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吵嚷声吞没了。

贝伦兹先生提议，在国内值勤的后备军应该受市民自卫团指

挥部的指挥。因为这个提案没有被看作是必须立即讨论的，所以

被取消了。以后，就开始对有关波兹南委员会的各种计策问题轻

松愉快地交换意见。接二连三的质问、陆续不断的紧急提案没有

了；著名的７月７日妥协会议接近尾声，它犹如和风轻拂，草原

上溪水潺潺。汉泽曼先生怀着欣慰的心情离开会场，右派的喧嚷

给他的荆冠上增添了一些锦花。施莱根施坦先生得意洋洋地拈着

胡子，喃喃自语：“服从命令！”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５日

“新莱茵报”第４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５２妥 协 辩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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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科伦７月１７日。我们终于又等到了康普豪森先生所说的“大

辩论”，这次辩论进行了整整两天。

这次辩论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方面是政府提出的关于

立即实施国民议会决议的保留条件，另一方面是雅科比的提案：承

认国民议会有权不等任何人批准立即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

但不同意国民议会关于中央政权１４３问题的决议。

这样的问题竟能引起争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其他民族困

惑不解。但是我们住在橡树和菩提树的国家中，因此不值得大惊

小怪。

人民派代表去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并授以全权宣布议会是凌

驾于全德国及其各邦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由于有了人

民交给的自主权，就应该通过关于德国宪法的决议。

但是议会没有立即宣布它的凌驾于德国各邦和联邦议会之上

的自主权，反而胆怯地回避一切与此有关的问题，而且态度始终

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

最后，它接触到了决定性的问题，即任命临时中央政权的问

题。表面上它是独立的，而事实上是听命于各邦政府的（各邦政

府通过加格恩来影响它），它亲自选举了各邦政府早已给它指定的

帝国摄政王。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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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议会承认已举行过的选举，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这次选

举只是得到它的批准才具有了法律效力。

但是汉诺威甚至普鲁士以保留条件的形式提出了反对意见，

而普鲁士的保留条件正是１１日和１２日讨论的基础。

因此，这次模糊不清的讨论很难怪罪柏林议会。罪过在于动

摇不定的、软弱无力的、毫无魄力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本身，如

果它的决议只能称作废话连篇的话。

雅科比简短而精确地（他常常是这样）论证了自己的提案。他

使左派发言人的处境非常困难；除了关于中央政权诞生的经过这

一严重败坏国民议会名誉的问题以外，他说出了关于这个提案所

能说的一切。

果然，左派的议员在他发言后几乎没有谈什么新东西，而右

派的情况就更糟：他们的发言不是流于空谈就是流于法律上的诡

辩。两派议员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别人说过的话。

第一个让议会接触到右派论证的荣誉属于施奈德尔议员。

他从基本的论证说起，他认为提案本身就自相矛盾。提案一

方面承认国民议会的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却建议妥协议会谴责国

民议会，从而使妥协议会凌驾于国民议会之上。谴责只能由个别

人提出，而不能由整个妥协议会提出。

这个巧妙的论证（显然右派非常以这个论证自豪，因为它贯

穿在右派的所有发言中）提出了崭新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

对国民议会的关系上，妥协议会的权力比个别人为小。

继第一个基本的论证之后是第二个即共和政体的论证。德国

多半是由君主立宪的各邦所组成的，因此它应该有个立宪的不负

责任的元首，而不应该有共和政体的负责任的最高元首。这个论

９５２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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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第二天就受到施泰因先生驳斥：他说德国按其中央政治机构

来说一直是共和国，诚然是个善良的共和国。

施奈德尔先生说：“我们受命全权草拟关于君主立宪的协议，而法兰克福

的议员却被授以类似的全权，即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的宪法”。

反动派把自己的愿望冒充为既成事实。颤抖的联邦议会根据

没有丝毫法律权力的所谓预备国会的要求，召开了德国国民议会，

在这样的时候是根本谈不上协商的，因为已召开的国民议会在当

时是被认为有自主权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巴黎六月的日子不

仅使大资产阶级的希望复活了，而且使已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

的希望也复活了。每个顽固的容克地主都在幻想恢复自己旧时的

鞭笞制度，从音斯布鲁克的皇宫到亨利七十二世世袭的城堡都传

来了“协商制定德国宪法”的要求。的确，法兰克福议会本身应

该承担这个罪过。

“所以，国民议会按照自己的职权选举了立宪的最高元首。但是它

也按照人民的意志行动；绝大多数主张君主立宪。我将认为国民议会的

其他决议甚至都是不幸的。这不是因为我反对共和制：在原则上我承认共和

制（这里我并不自相矛盾）是最完善的和最高尚的国家形式，但实际上我们

离它还远得很。在我们还没有相应的精神面貌以前，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形式。

当我们还没有共和主义者，即没有不仅在热情奋发时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能自

觉地慷慨地使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的高尚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盼望共

和制的。”

要证明柏林议会中体现了哪些美德，还能有比施奈德尔议员

的这些高尚而谦虚的话更好的东西吗？的确，如果过去还可以怀

疑德国人是否适宜于共和政体，那末现在，在我们的辛辛纳图斯

施奈德尔的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

样面前，这种怀疑就应该烟消云散了！但愿辛辛纳图斯充满勇气

０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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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心，相信自己，相信无数高尚的德国公民；这些公民也认为

共和制是最高尚的国体，但是认为自己是拙劣的共和主义者；对

共和制来说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会象对待君主专制那样，以英

雄的驯服态度来对待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将是一切曾经存在

过的共和制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没有布鲁土斯和卡提利纳、没

有马拉和六月风暴的共和制，这是“饱食的美德和有购买力的道

德”１４４的共和制。

但是辛辛纳图斯 施奈德尔大错而特错了，他高喊：

“在专制制度下，共和主义的特性是无法培养的；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呼

之即来的；我们必须首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子孙！目前我认为共和制

只是一种极大的灾祸，因为它是无政府主义，徒具被侮辱了的共和制之名，它

是以自由为幌子的专制制度！”

相反地，德国人——正如福格特先生（从吉森来的）在国民

议会中所说的那样——是天生的共和主义者，辛辛纳图斯 施奈德

尔要用共和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倒不如用他自己在年

轻时代严以律己时所用的那种旧时的仁慈的德国风尚、谦虚和敬

畏上帝的精神来教育他们。正直人的共和制不会是无政府主义和

专制制度，它只会使辛辛纳图斯 施奈德尔所擅长的那种低级政客

的纵谈阔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正直人的共和制决不会有

玷辱了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恐怖和罪行，它没有染满血污，

它不仇恨红旗，它将创造奇迹，会使每个正直的市民能够在极其

虔诚和幸福的情况下过着宁静的生活。谁知道，也许这个正直人

的共和制甚至会把行会及其对没有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的一切可

笑的控告重新还给我们！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不是空想，而是最

实际的现实。它在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和法兰克福，甚至在瑞

１６２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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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某几个州中都存在着。但在目前暴风骤雨的时代，它到处都遇

到危险，到处都濒于灭亡。

因此，辛辛纳图斯 施奈德尔振作起来吧，放下铁犁和甜菜地，

抛弃啤酒和妥协，骑上马去拯救遭受危险的共和制、你的共和制、

正直人的共和制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８日

“新莱茵报”第４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２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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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科伦７月１８日。在施奈德尔先生讲完话以后，瓦尔德克先生

上台发言，他赞同雅科比的提案：

“现在普鲁士邦的情况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实际上，不能否认它在

某种程度上使人忧虑不安。”

这个论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人忧虑不安。好象我们还是在听

施奈德尔议员讲话。

“我们应该说，普鲁士担负着领导德国的使命。”

这仍然是那旧普鲁士的幻想，那甜蜜的美梦：妄想能把德国

并入普鲁士，宣布柏林是德国的巴黎！是的，瓦尔德克先生看到

这种甜蜜的希望在他眼前消失，但他痛心地目送着它，他责备过

去的和现在的政府，说由于它们的过失，普鲁士没有领导德国。

可惜，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关税同盟１４５为

普鲁士统治德国开辟道路，那时当地的爱国主义能够相信“在最

近２００年中，是勃兰登堡家族决定德国的命运”，而且今后还要决

定它的命运；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四分五裂

的联邦议会的德国，甚至可以把普遍采用普鲁士官僚制度的紧身

衣当做维持互相联系的最后办法！

“早就受到舆论谴责的联邦议会消失了，而法兰克福的制宪国民议会，突

然在受惊的世界面前出现！”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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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世界”看到这种制宪国民议会不能不“受惊”。从法

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瓦尔德克先生还发表了长篇大论反对德国设有皇帝，然后就

是赖辛施佩格第二讲话。

赖辛施佩格第二声明说，雅科比提案的拥护者是共和主义者，

他希望他们和法兰克福共和主义者一样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意图。

后来他断言，德国还不具备“充分的公民美德和政治美德，而一

位大政治思想家曾经为这一点是共和制的最重要的前提”。既然爱

国主义者赖辛施佩格都这样说，那末德国的情况的确不妙！

他继续说道，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保留条件（！），而只是表示

了自己的愿望。因为要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很充分，所以我也希望

国民议会在通过决议时，不要总是忽视各邦政府的意见。规定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权限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国民议会本身没

有为自己的职权创造理论，它实际上已经在它必须行动的地方行

动起来了。

换言之，这就是说，法兰克福议会在它还能左右一切的革命

高涨时期，没有一举而坚决地结束同德国各邦政府的不可避免的

斗争；它宁可拖延决定性的战斗，为每个个别的决议时而同这个

邦的政府，时而又同那个邦的政府发生小小的冲突。它离革命时

期越远，它的消极行动使它的威信在人民眼中越发扫地，这些冲

突就越加使它遭到削弱。在这一点上，赖辛施佩格先生说得对：这

样一个不捍卫自己本身利益的议会是不值得帮助的！

但是赖辛施佩格先生下面这段话的确动人：

“讨论所有这些关于权限的问题都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现在只有一

点要求：在各个个别的场合下来解决实际问题。”

４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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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用一个果断的决定来永远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都会

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如果不是象反动派那样力图镇压运动而

是实现在街垒中诞生的任何会议的革命职能，也会是“不从国家

方面着眼”；当然，克伦威尔、米拉波、丹东、拿破仑，整个英国

的和法国的革命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但巴塞

尔曼、比德曼、艾森曼、维登曼、达尔曼等的行动却完全是“从

国家方面着眼”的！革命一来，“大政治家”就都得下台，既然

“大政治家”（特别是克姆彭区的议员赖辛施佩格第二这些大政治

家！）现在又东山再起，显然目前革命是在打瞌睡！

“如果你们放弃这种制度，那就很难避免同德国国民议会或德国各邦政

府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你们会引起沉痛的纠纷；发生纠纷就会使无政府状态

抬头，那时，谁也不能拯救我们摆脱内战，而内战将成为更大的灾难的开端

……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人们谈起我们时会这样说：德国的秩序

靠我们的东方和西方的朋友恢复起来了！”

赖辛施佩格先生也许是对的。如果国民议会要讨论权限

问题，就可能引起冲突，其结果就是内战，就是法国人和俄国

人的出现。但是如果国民议会和过去一样不讨论这些问题，那我

们就更加可能碰上内战。冲突在革命初期还比较简单，但它会一

天一天地复杂起来，而且越是迟迟不下决心，结局就越痛苦，流

的血就越多。

象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得不给自己开辟一条从空前的分裂状

态走向统一的道路，它在灭亡的威胁下需要有比它过去的四分五

裂状态严密的革命的集中；它是一个在国内藏着２０个万第①
的国

家，侧身于两个最强盛集中的大陆强国之间，周围是无数的小国，

并且与各国的关系都很紧张甚至处于战争状态。在现代普遍发生

５６２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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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时候，无论是内战还是对外战争，这样的国家都是无法避

免的。人民及其领导者的行动越是犹豫不决，决心越是迟迟不

下，这些我们完全不能避免的战争的危险性和毁灭性也就越大。

如果赖辛施佩格先生的“大政治家们”继续执政，我们也许还能

看到第二个三十年战争。但是，多亏事变的力量，德国人民、俄

国皇帝和法国人民还要发表他们的意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９日

“新莱茵报”第４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６２ 弗 · 恩 格 斯

万第——法国西部的省名。农业地区。富农和中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在１８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１９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

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万第”一词已经成了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

源地的通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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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

俱乐部被封

  科伦７月１９日。

  所有的德国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而你，你相信那干杯的祝辞；

  你相信每一只烟斗

  和它那黑、红、黄色的缨络１４６
！

善良的德国人呵，你又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以为你完成了

革命吗？错了！你以为你推翻了警察的国家吗？错了！你以为通

过三月街垒向你飞来的自由结社的权利、出版自由、武装全民以

及其他种种高调，现在已经有可能兑现了吗？错了，完全错了！

  酒醉时，何等惬意，

  觉醒后，景物全非１４６。

面对你那些间接选举出来的所谓国民议会１４７，面对德国公民

的再度被逐出德国城市，面对美因兹、特利尔、亚琛、曼海姆、乌

尔姆、布拉格的屠刀暴政以及柏林、科伦、杜塞尔多夫、布勒斯

劳等地的逮捕和政治审判案，你会觉得景物全非。

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俱乐部是你唯一的东西了！你可以到

俱乐部去，在那里公开抨击最近几个月的政治欺诈；你可以向同

道者吐露你的苦闷，你可以得到在同样的压迫下受苦难的志同道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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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爱国者的安慰！

但是现在就连这一点也没有了。俱乐部和“秩序”是不能共

存的。为了“恢复信任”，绝对需要取缔俱乐部的暴乱活动。

昨天我们讲过维尔腾堡政府如何通过王室命令直截了当地查

封了斯图加特的区民主联合会。现在要控告俱乐部的领导人甚至

不用吹灰之力，只要采取旧的警察措施就行了。不仅如此，哈普

雷希特先生、杜维尔努阿先生和毛克勒先生（他们曾签字确认这

个命令）还更进了一步：他们以法律上没有的惩罚——监禁一年

——来威胁违令者；他们不经议会讨论，只是“根据宪法第８９

条”就可以颁布特别刑法！

巴登的情况也同样糟糕。我们今天报道了海得尔堡民主大学

生联盟被查封的消息。在这里，一般说来结社权并没有怎样公开

被否认，这里只是有人根据联邦议会的旧的早已被废除的特别法

否认大学生的结社权。大学生都受到这些已失效的法律所规定的

各种惩罚的威胁。

现在可以预料，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连我们的俱乐部也要被封

闭。我们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存在，也正是为了使政府能够毫无

顾虑地采取这些措施而不引起舆论的愤慨。当然，这个议会会象

它过去轻轻地越过了美因兹革命一样，将轻轻地越过种种警察迫

害而转到当前的问题上去①。

因此，我们不是希望要从法兰克福议会得到什么东西，而只

是再次地迫使它的大多数向整个德国公开宣布它和反动派结成了

联盟，我们号召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极左翼议员提出如下的提案：

８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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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的倡导者哈普雷希特先生、杜维尔努阿先生和毛克

勒先生等破坏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将他们交法庭审判。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０日

“新莱茵报”第５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６２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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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出版法案

  科伦７月１９日。本来我们今天打算继续评述妥协辩论来使读

者消遣，特别想向读者介绍一下鲍姆施塔克议员的出色的演说，可

是事变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人皆先爱其身。当报纸的生存遭到威胁的时候，甚至连鲍姆

施塔克议员也可以置诸脑后。

汉泽曼先生向妥协议会提出了临时出版法案。汉泽曼先生对

出版物的这种慈父般的关怀促使我们立刻来研究这个问题。

过去，人们用普鲁士公法中的那些极其有教益的条款来装饰

Ｇ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现在，在革命以后，一切都改变

了。现在，人们用Ｇｏｄｅ〔法典〕和九月法令中的那些珍贵的珠宝

来装饰普鲁士公法。杜沙特尔当然不是博德尔施文克。

几天以前，我们报道了这个出版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条文。我

们刚刚利用关于诽谤的诉讼案的机会证明了：Ｇ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

典〕的第３６７和３６８条同出版自由①的矛盾是非常惊人的，而汉泽

曼先生就已经准备不仅把它们推广到王国的每个角落去，而且至

少还把它们加重两倍。在新的出版法案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由于

我们实际体验过而觉得那么喜欢和珍爱的一切。

０７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３０—２３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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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禁止（违者处以３个月到３年的监

禁）用应受法律制裁成“引起公众蔑视”的事实来控告某人的条

文。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只准许用“经过详尽证明的文件”来

确定事实的可靠性的规定，——总之，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拿破

仑专制时代对付出版物的一切典范手段。

实际上，汉泽曼先生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已使各个旧的省

份分享了莱茵省立法的好处！

出版法案第１０条是上述一切条文的顶点，它规定：凡是在国

家官员执行自己职务方面诽谤国家官员的人，罪加一等。

根据刑法典第２２２条规定，如果官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à

ｌ’ｏｃｃａｓｉｏｎ）执行职务而遭到言语上的侮辱（ｏｕｔｒａｇｅｐａｒｐａｒｏｌｅ），

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不管检察机关怎样煞

费苦心，但由于一些很显然的理由，直到现在这一条还未能用来对

付报纸。为了纠正这种过错，汉泽曼先生已把这一条改成上述的第

１０条。首先，用更方便的“在执行自己职务方面”的说法代替了

“因”这个用语；第二，用ｐａｒéｃｒｉｔ〔在书面上〕代替了ｐａｒｐａｒｏｌｅ

〔在言语上〕这种受限制的用语；第三，惩罚加重了两倍。

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普鲁士的官员们就可以高枕无

忧。如果普富尔先生用硝酸银给波兰人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而

报纸要是报道这件事情，那末就要处以４１ ２月到４
１
２年的监禁！

如果公民们没有犯罪而被错误地监禁起来，而报纸要是报道这件

事情，那末就要处以４１ ２月到４
１
２年的监禁！如果县长们变成了

反动派的推销员，并为保皇党人的奏摺征集签名，而报纸要是揭

露这些先生们，那末就要处以４１ ２月到４
１
２年的监禁！

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

１７２普鲁士出版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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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虐、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别人

打人、进行逮捕和不加审问就加以监禁。唯一有效的监督——报

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在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官僚们将欢天

喜地，因为他们将比三月以前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更加可以逍遥

法外了。

其实，当不能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

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报纸至少还可以举出事实来证明自己的

一般论断和控告。现在这种情况就要结束了。现在它将不能陈述

事实了。它应当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空话，使善意的汉泽曼先生和

一切庸夫俗子都有权利说：报纸光会谩骂，而什么也没有证明！正

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禁止它证明的。

但是，我们建议汉泽曼先生在他那善意的出版法案中再加上

一条。他不妨宣布：任何使官员先生们不仅遭受公众蔑视、而且

遭受公众嘲笑的企图都应受到惩罚。不然，这将是个令人非常痛

心的缺陷。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那些涉及违反道德的罪行的条文以及

关于没收的命令等等。它们的妙处大大胜过了路易 菲力浦和复辟

时期的出版法。我们只准备指出一点：根据第２１条的规定，检察

官不仅可以要求禁止已经印好的作品，甚至可以下令没收刚刚付

印的手稿，如果当局认为它的内容包含有应受追究的罪行和过错

的话！对于仁爱的检察官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广阔的活动天地！在

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报纸编辑部里去要求审查已经“付印的手稿”，

因为在那些手稿中可能包含有罪行和过错，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

娱乐！

２７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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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草案和“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有一条规定：“书报

检查永远不能恢复”，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庄严重要的规定听

起来简直是一种恶意的嘲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９日

载于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０日

“新莱茵报”第５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３７２普鲁士出版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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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自卫团法案

一

科伦７月２０日。市民自卫团被解散，这就是关于建立市民自

卫团的法案的最主要的一条，虽然这一条只是以极不显著的形式，

即被列为第１２１条而放在该草案的末尾，内云：

“鉴于本法律规定要建立市民自卫团，目前属于市民自卫团或同它并存

的所有一切武装部队，一律宣布解散。”

有人已毫不客气地开始解散那些不直接属于市民自卫团的部

队。而解散市民自卫团本身只能以改编市民自卫团的名义进行。

礼节感迫使立法者把宪法中的下面这一句话列入第１条：

“市民自卫团的使命是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定秩序。”

为了完全符合“这种使命的意义”，市民自卫团对于公共事务

既不应当考虑和谈论，也不应当讨论或做出决定（第１条）；既不应

当举行会议，也不应当拿起武器（第６条），总之，未经最高当局批

准，不得有任何生存的标志。不是市民自卫团“保护”宪法不受当局

的侵害，而是当局保护宪法不受市民自卫团的侵害。根据第４条规

定，市民自卫团应当盲目地“遵守当局的命令”，对“村镇、行政和司

法当局的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干涉，并且不得进行任何议论。在“拒

绝”消极服从的场合下，区督察员有权“解除”市民自卫团的“职务”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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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星期（第４条）。假如市民自卫团引起圣上的不满，“根据国王

的命令”，可以“解除它的职务”６个月或者甚至可以把它完全“解

散”，只有在６个月之后它才能重新组织起来（第３条）。因此（根据

第２条），“在王国的每一个村镇中，都应当组织市民自卫团”，只要

区督察员或国王认为没有必要以别的方式来管理每一个村镇的

话。如果国家事务不归市民自卫团“管辖”，那末，相反地，市民自卫

团就要“归内政大臣管辖”，即归警务大臣管辖，因为他是它的天然

上司，同时“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他又是“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忠

实的埃卡尔特１４８（第５条）。当市民自卫团没有被区督察员或其他

官员召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就是说“执行各位上司的命令”

即执行职务的时候，它的当前任务就是执行由国王的某一个上校

所起草的军事条令。军事条令是市民自卫团的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大宪

章〕，据说市民自卫团就是为了保卫和实现这一宪章而建立起来

的。军事条令万岁！最后，参加市民自卫团使“从２４岁到５０

岁”的每一个普鲁士人都得作如下的宣誓：

“我宣誓效忠国王、宪法和王国的各种法律。”

可怜的宪法！它卑躬屈膝地处于国王和各种法律之间，充满

了市侩式的谦逊，表现得多么怯懦，多么羞涩。首先是保皇派的

宣誓，即殷勤的顺民的宣誓，然后是对宪法的宣誓，最后是除了

正统主义的意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的宣誓，仿佛除了根据宪法产

生的法律以外，还有由国王的独裁产生的其他法律。可敬的市民

原来彻头彻尾是归“内政部管辖”的。

这个正直的人在首先放弃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如结社权等

等的条件下得到了武器和军装。他那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

５７２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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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应当这样来解决：他应当盲目服

从当局的命令，用士兵的那种消极的、无意志的和无个性的服从

来代替最普通的、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都承认的市民自由。正

如施奈德尔先生在妥协议会上所说的，这是培养未来的共和主义

者的出色的学校！我们的市民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普鲁士宪兵

和英国警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但是，军事条令和他服从命令的

意识应当是他遭到一切损失后的安慰。不把军队溶化到人民中去，

而把人民溶化到军队中去，这不是更新奇吗？

宪法中的话竟变成了普鲁士的现实，这真是一种奇观！

既然普鲁士国家制度适应于立宪制度，那末，为什么立宪制

度就不能适应于普鲁士国家制度呢？可怜的立宪制度呵！正直的

德国人呵！他们那样长久地抱怨没有实现“最郑重的”诺言！他

们马上就将感受到一种恐惧，由于这些郑重的诺言似乎已真正无

法实现而产生的恐惧！人民在ｐａｒｏùｉｌａｐêｃｈé〔作茧自缚〕。你们

不是曾要求出版自由吗？那末你们就要受到出版自由的惩罚，就

要受到不经书报检查官检查的检查，即受到检察机关的检查，受

到法律（这种法律认为：出版物“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应当关

心所有一切东西，可是就不应当关心上级，完美无缺的上级）的

检查，受到监狱的和罚款的检查。你们将象鹿渴望新鲜的水一样，

哀求把受到很多辱骂而很少被重视的善良的老书报检查官归还给

你们，把这个最后的罗马人归还给你们，你们曾在他的禁欲主义

的审慎监视下过着那样舒服而平安的生活。

你们不是曾要求人民自卫团吗？那末你们就要遵守军事条令。

你们要受当局的管辖，你们要受军事训练，有人将那样热心地教

导你们消极服从，以致把你们弄得目瞪口呆。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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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立法者以其特有的嗅觉发现：每一项新的宪法规定

都为新的刑法、新的章程、新的惩罚措施、新的监视、新的挑剔

和新的官僚制度提供绝妙的借口。

更多一些符合宪法的要求！更多一些符合宪法的要求！办事

内阁大声疾呼。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每一项要求！

要求：每一个市民都应当武装起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

回答：从今以后每一个市民都要归内政部管辖。

瑟西把希腊人变成了假面兽，而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办事内

阁则使宪法规定具有一种幻想的面貌，但是，从假面兽来辨认希

腊人比从幻想的面貌来辨认宪法规定要容易得多。

在用普鲁士方式改组波兰之后，就是用普鲁士方式改组市民

自卫团！

７７２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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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７月２１日。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市民自卫团法案的

“总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市民自卫团已不再存在。我们还

要稍微谈一下这个法案中的几节，以便更好地阐明“办事内阁”的

精神，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选择一些关于一个名不符实的机构

的原始材料。很多条文都是以关于村镇和区的新条例、以王国新

的行政划分等等为前提的，也就是以那些暂时还在办事内阁的秘

密怀抱中过着隐蔽生活的措施为前提的。但是，为什么办事内阁

在提出它所约许的关于村镇、区等等的条例的草案之前就提出改

组市民自卫团的法案呢？

在第３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履历表，一张是市民自卫团

中优秀成员的履历表，一张是必须在市民自卫团中服务并领取社

会补助金的人的履历表（第１４条）。官吏们的军队当然不包括在

领取社会补助金的人当中。大家知道，在普鲁士，真正的生产阶

级正是由他们组成的。如同古代罗马的奴隶一样，穷人是“仅仅

在特殊的场合下才被召去执行职务”的。然而，如果穷人因为他

们的市民依赖性的关系，也象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一样很少负有保

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使命，那末，他们在这种新的消极服从

的机构中是否应当处于从属地位呢？

但是，除了穷人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必须在市民自卫团中服

务的有支付能力的人同无支付能力的人之间的无比重要的差别。

事先还需要指出一点。根据第５３条的规定：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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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市民自卫团的服装应当简朴、一致，服装式样须经国王批准。其所

以要规定这样的服装，是为了不要把市民自卫团和军队混淆起来。”

当然罗！其所以要规定这样的服装，是为了把军队和市民自卫

团对立起来，同时把市民自卫团和人民对立起来，以便在采用白刃

战、扫射和类似的军事手段时不会发生任何混乱。但是，服装本身

也同履历表、军事条令一样，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服装无非是给自

由穿的一种仆役制服。这种仆役制服为大大增加市民自卫团的服

装费提供了借口，而这种费用的增加又如愿以偿地在资产者自卫

团员同无产者自卫团员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请再往下听吧：

第５７条 市民自卫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设法自费购买服装（在有这

种服装的地方）、服务证和武器。但是，村镇应当出资为那些实际执行职务而

无力自费购买的自卫团员购置这些东西。

第５９条 村镇对它所购置的装备品保留所有权，而且，当这些装备品不

被用来执行职务的时候，村镇可以把它们保存在特定的地点。

这样，所有无力自我购买全部军备的人（包括绝大多数普鲁

士居民、全体工人和大部分中间等级），“当他们不被用来执行职

务的时候”，就要根据法律被解除武装，而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者

手里则始终握有武器和服装。因为正是这个资产阶级能以“村

镇”的名义把村镇“购置的”所有“装备品”“保存在特定的地

点”，结果是它不仅掌握着自己的武器，而且甚至还支配着无产阶

级自卫团员的武器，并且在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政治冲突中，它

“能够”并且“一定会”拒绝发给武器，即使这些武器是被“用来

执行职务”的。这样一来，资本的政治特权便利用一种最难觉察

同时也是最有效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恢复起来了。资本对穷

人享有掌握武器的特权，就象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对农奴享有掌握

武器的特权一样。

９７２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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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种特权保持其绝对的特殊性，第５６条规定：

“只有在乡村中和在人口不到５０００人的城市中，才允许用长矛和马刀

来武装市民自卫团，使用这种武器时不要求穿军服，只要带上由上校规定的

特殊服务证就行了。”

在所有人口超过５０００人的城市中，服装增加了实际上决定

掌握武器权利的财产资格限制，同时也增加了市民自卫团中处于

无产者地位的人的数目。正如服装和武器仅仅是租借给这个无产

阶级，即仅仅是租借给绝大多数居民的一样，武装的权利，即无

产阶级作为自卫团而存在的权利，一般也只是租借给他们的，

ｂｅａｔｉｐｏｓｓｉｄｅｎｔｅｓ，有产者到底是幸福的！穿着租借的衣服、尤其

是穿着这种象士兵的衣服一样轮流着穿的租借的衣服的人，精神

上会感到一种压抑，而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当然也就是负有“保卫

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使命的罗马人所要求的首要东西。但是，与

此相反，市民自卫团中有支付能力的成员的骄傲的优越感难道不

会滋长起来吗？除此以外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但是，为了居民中那部分有产者的利益，即为了特权资本的

利益，甚至这些把大多数居民的武装权利变成了幻想的条件，又

被那些新的、有更多限制的条件所约束了。

这就是：村镇只应当为“实际执行职务”的那部分无支付能

力的自卫团员储存装备品。根据第１５条规定，“实际执行职务”的

那部分人的情形如下：

“在能够执行日常职务的人数占居民１ ２０以上的所有村镇中，村镇管理机

关有权把实际执行职务的人数局限于这一部分居民。如果村镇管理机关行使

这种权利，那它就有责任来组织服务的次序，使所有被召来执行日常职务的

人依次轮流执行这种职务。但是，每一次更换的人数不得超过１ ３，而且应同

时召集与被替换的人数相等的各种年龄的自卫团员来服务。”

０８２ 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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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否需要统计一下，村镇实际上究竟为多少无产者自卫

团员和多少居民购置装备呢？

在我们昨天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办事内阁怎样根据旧

普鲁士的即官僚制度的国家精神来改组宪法所规定的市民自卫团

的机构。今天我们看到，办事内阁怎样完成了它的最后使命，——

我们看到，办事内阁怎样根据七月革命的精神，根据路易 菲力浦

的精神，根据把资本捧上了宝座并

  在锣鼓和喇叭声中

  对它的青春光芒１４９

赞赏不已的时代精神来改革市民自卫团的这种机构。

现在对汉泽曼 屈韦特尔 米尔德内阁说两句话。屈韦特尔内

阁在最近把有关反动派阴谋的通令分发给所有的区督察员。这是

怎么回事呢？

办事内阁想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又与旧的、警察的和封

建的国家妥协。在解决这种双重矛盾的任务的过程中，办事内阁随

时都看到，反动派怎样用封建专制的精神来颠复刚刚建立起来的

资产阶级统治，并颠复内阁本身，——而内阁是注定要失败的。如

果事先没有争取全体人民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没有为了争取人

民而多少表现出一些民主精神，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统治的。

但是，企图把复辟时期同七月时期结合起来，力求使资产阶

级还在同专制制度，同封建制度，同闭塞的容克地主，同军阀和

官僚的统治作斗争的时候就抛开人民，奴役人民，把人民扔在一

边——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任务，在解决这

个任务时，甚至连办事内阁，甚至连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汉泽曼 屈

韦特尔 米尔德也不免要遭到失败。

１８２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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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伦７月２３日。市民自卫团法案中有关“选举和任命首长”

的一节，是真正的选举方法的迷宫。我们想扮演阿莉亚娜这个角

色，并给现代的底西亚斯——可敬的市民自卫团——一团线，把

他们引出这个迷宫。可是，现代的底西亚斯也象古代的底西亚斯

一样忘恩负义，他在杀死明诺托尔之后，竟背信弃义地让自己的

阿莉亚娜——报纸——坐在纳克索斯岛的岩石上。

我们把迷宫的各道门列举出来。

第一道门：直接选举。

第４２条 “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包括大尉在内，一律由实

际执行职务的自卫团员选举之。”

旁门：“实际执行职务的自卫团员”仅仅占真正“适合携带武

器”的人员中的一小部分。参照第１５条和我们前天的文章。

因此，“直接”选举也只不过是所谓的直接选举而已。

第二道门：间接选举。

第４８条 “营的少校指挥官由相应各连的大尉、排长和班长以绝对多数

票选出。”

第三道门：间接选举和国王任命相结合。

第４９条 “团长由国王从相应各营的营长和排长以上的其他各级指挥

官选出的３个候选人中任命。”

第四道门：间接选举和各个指挥官的任命相结合。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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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０条 “副官由相应的各个指挥官从排长中任命，营的文书从班长中

任命，营的鼓手从鼓手中任命。”

第五道门：由官僚机构直接任命。

第５０条 “连的司务长和文书由大尉任命，骑兵连的骑兵司务长和文书

由骑兵大尉任命，班长由排长任命。”

因此，如果说这些选举方法是以伪造的直接选举而开始，那

末它们便以实际停止一切选举而告终，即以各位大尉、骑兵大尉

和排长先生的专横而告终。Ｆｉｎｉｓｃｏｒｏｎａｔｏｐｕｓ〔事以结局为贵〕。这

个迷宫有它的ｐｏｉｎｔｅ〔尽头〕，有它的顶点。

从这种复杂的化学过程中分离出来的这些结晶体，即上至鼎

鼎大名的上校、下至默默无闻的上等兵，要沉淀６年之久。

第５１条 “指挥官的选举和任命每６年举行一次。”

很难设想，为什么在提出这些预防措施之后，办事内阁还认

为有必要在“一般法规”中不近人情地当面呵斥市民自卫团：你

们应当由政治机构改组为纯警察机构和旧普鲁士军事训练的园

地。为什么要破坏人们的幻想呢？

国王的任命是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以致在“市民自卫团法

庭”一节中根本没有提到怎样的法庭可以审判“上校”，而只是确

切地指出了审判少校以下的其他各级官员的法庭。难道国王任命

的上校还会犯罪吗？

可是，对于在自卫团中供职的市民来说，只要他们之中的任

何一个首长，即上至十全十美的国王任命的上校下至被大尉任命

为司务长或被排长提升为班长的随便哪个小伙子的一句话，就可

以剥夺自卫团员的人身自由并把他们监禁２４小时，这简直是对市

民这个概念的亵渎。

３８２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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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１条 “在服役中，每个首长都可以申斥自己的部下；如果部下在执

行职务时酗酒或有别的粗暴地违背职责的行为，首长甚至有权下令立即把他

们逮捕和监禁２４小时。”

当然，首长先生本人应当断定，什么是别的粗暴地违背职责的

行为，而部下则应当俯首听命。

因此，根据这个法案的导言，如果市民只有在他们不再是如同亚

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构成人的使命的东西，即不再是《ｚｏｏ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ｏｎ》、“社会的动物”的时候，才获得了“自己的使命的意义”和“保

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权利，那末，他们只有在放弃自己的市民自由，听

凭任何一个上校或班长摆布的时候，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看来，“办事内阁”抱着特殊的东方的神秘观点，实行特殊的摩

洛赫崇拜。为了保卫区督察员、市长、警察厅长和警察总监、警察署

长、检察机关官员、高等审判厅厅长或审判长、检察官、治安法官、

村长、部长、僧侣、现役军人、国境官员、海关官员和税吏、森林管理

局和邮政局的官员、所有监狱的看守和狱吏、巡官，以及所有未满

２５岁和已满５０岁的人（根据第９、１０和１１条规定，这些人并不包

括在市民自卫团之列）等等的“宪法规定的自由”，为了保卫这些民

族精华的“宪法规定的自由”，民族中的其余的人就应当流血牺牲，

不仅要把自己的宪法规定的自由，而且要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统统

献给祖国。Ｐｅｎｄｓｔｏｉ，Ｆｉｇａｒｏ！Ｔｕｎ’ａｕｒａｉｓｐａｓｉｎｖｅｎｔéｃｅｌａ！〔上

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①

不用说，关于惩罚的一节草拟得特别有趣和精密。而且市民自

卫团的整个机构，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只应当是对可敬的市民

要求宪法和人民自卫团的意图的一种惩罚。不过还需要指出一点：

４８２

① 博马舍“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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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根据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以外，根据新的惩罚条例（见第８２

条和以下各条），在军事条令，即在这个由国王的上校在少校的协

助下起草并经虚构的“区代议机关”批准的市民自卫团大宪章中所

规定的各种情况，也要受到惩罚。不言而喻，监禁能用罚款的办法

来代替，以便使市民自卫团中有支付能力的人同无支付能力的人

之间的差别，即由“办事内阁”发现的市民自卫团中资产阶级同无

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得到刑法的校准。

在宪法中应被办事内阁完全拒绝的特殊裁判权现在又被这个

内阁偷偷地放到市民自卫团条例中去了。自卫团士兵和班长在军

纪上的一切过错，应交给由两个排长、两个班长和３个士兵组成的

连的法庭处理（第８７条）。营的各个连里的指挥官，从排长到少校，

在军纪上的一切过错，应交给由两个大尉、两个排长和３个班长组

成的营的法庭处理（第８８条）。对于少校又规定了另外一种特殊的

诉讼程序，关于这种诉讼程序第８８条叙述如下：“如果少校应交给

营的法庭审判，那末营的法庭除了原有的成员外还需要增添两个

少校”。最后，如前所说，上校先生是不受任何法庭审判的。

这一卓越的法案是以下面一条结束的：

（第１２３条）“关于市民自卫团在战时参加保卫祖国的条例，以及关于他

们在战时的武装、装备和给养的条例，都是以建军总法为基础的。”

换句话说，后备军继续同被改编的市民自卫团并存。

仅就这个法律草案以及和丹麦的休战协定草案来说，难道还

不应该对办事内阁起诉吗？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０日—２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２２和２４日

“新莱茵报”第５１、５２和５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５８２市民自卫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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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报”
１５０
论和丹麦的休战

  科伦７月２０日。为了使祖国能够确信它对国民议会、帝国摄

政王等进行的所谓革命，除了完全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光荣的神圣

罗马帝国以外一无所得，我们援引丹麦“祖国报”如下一篇文章。我

们希望这篇文章足以使那些甚至是制度的最轻信的维护者也能相

信：４０００万德国人被２０００万丹麦人利用英国的调停和俄国的威

胁欺骗了，正如他们在“至高无上的帝王”时代经常受骗一样。

奥尔拉·列曼大臣私人办的“祖国报”对休战发表如下的看

法：

“如果只从我们的希望和愿望的角度去观察休战，那末这个休战当然不

能令人满意。如果政府能够有所选择，即或者停战，或者指望靠瑞典和挪威的

帮助把德国人赶出什列斯维希，迫使他们承认丹麦在公国居民的同意下有管

理该公国事务的权利，那末就必须承认，政府同意休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

动。但是并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应当考虑到，无论英国或俄国（这两大强国

对解决这个争论问题最感兴趣）都要求签订休战协定来作为它们今后建立友

好关系和进行调停的条件。瑞典—挪威政府在决定给予任何积极的援助以

前，也要求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瑞典—挪威政府只有在这

样的条件下才答应给予这种援助，即这种援助不是用来占领什列斯维希，而

只是用来保卫日德兰和各个岛屿。因此，我们只能在下面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或者争取时间以等待国外形势的变化和整顿国内政治和军事机构；或者向较

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单独战斗，但是这种战斗几乎一定不会取得胜利（即使

占据有利阵地的联军遭到我们这个兵力要少一半的部队的进攻），相反地，它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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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瑞典—挪威部队一旦撤退，德国人就会占领整个半

岛。这种斗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付出巨大代价而得不到好处

的胜利，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使我们全部防御力量消耗殆尽，并带来丧权辱

国的和约。”

这家丹麦报纸进而申辩休战条件有利于丹麦。担心冬天一到

德国部队能从冰上开到芬宁岛和阿尔森岛①的时候军事行动会重

新恢复是毫无根据的。德国人和丹麦人一样，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进

行冬季远征是吃不消的。而３个月的休战对丹麦和对丹麦抱友好

态度的什列斯维希居民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如果在３个月内和约

还不签订，那末休战条约自然就会拖延到春季。这家报纸继续写

道：

“取消封锁和释放战俘大家会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交还截获的船只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其实，我们截获德国船只仅仅是

作为迫使德国不能越过我国国境的一种强制手段，决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去

霸占别国的私有财产。而且这些船只的价值也决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

大。在目前国内市场和整个欧洲贸易都处于停滞的情况下，这些船只能拍卖，

而且至多也只能卖得１５０万，即两个月军费的总数。但是交还船只的代价是

德国人退出两个公国和赔偿由于在日德兰实行征集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我

们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手段现在当然就没有必要

再采用了。我们觉得，使３个地区摆脱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军队的统治（我们自

己决不可能迫使这种军队撤退），比国家出卖截获的船只所获得的那么点利

益要大１０倍。”

据说第７条引起极大的怀疑。这一条说，要继续保留公国中的

特别政府和“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主义”；这一条规定，由丹麦国

王任命的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必须从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名

７８２“祖国报”论和丹麦的休战

① 丹麦称作：芬和阿尔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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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提出，这样就很难找到一个非“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人”。然

而“一切暴动”都受到严厉的斥责，临时政府的一切决议都被废除，

而３月１７日以前的制度又告恢复。

“这样，我们从丹麦的观点来考察了休战协定的一切基本条件。我们不妨

也从德国的观点去看一下。

德国的一切要求归结为交还船只和取消封锁。

德国放弃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放弃由强大无敌的军队所占领的公国，这个军队能够打败比至今

和它对抗过的敌人强大一倍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阵地；

第二，放弃什列斯维希加入德意志联邦，虽然联邦议会宣布过这件事情，

而且国民议会也以吸收什列斯维希代表参加议会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

第三，放弃德国承认为合法的并且与其进行过谈判的临时政府；

第四，放弃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党，把这个党所提出的受到全德支持的

要求原封未动地交给非德意志国家去研究；

第五，放弃援助奥古斯丁堡的王位篡夺者，虽然普鲁士国王曾经亲口答

应援助这些王位篡夺者，但是在休战协定中却根本没有提到他们，而且既不

保证他们得到赦免，又不保证他们享有避难权；

最后，放弃公国和德意志联邦各自担负的那部分战费的赔款。但是丹麦

本身所耗费的那笔战费将得到赔偿。

我们觉得，我们相当强大的敌人在这个休战条约中所遭受的损失，比我

们这个渺小而受人轻视的人民要大得多。”

什列斯维希莫名其妙地想做德国人。因此它自讨苦吃，受到德

国的任意摆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休战协定的本文我们明天发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日

“新莱茵报”第５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８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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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丹 麦 的 休 战

  科伦７月２１日。我们的读者都知道，我们对丹麦战争始终采

取很冷静的态度。我们既不赞同民族主义者那种大吹大擂的豪言

壮语，也不赞同歌唱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那种令

人厌烦和充满廉价热情的歌曲。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祖国，我们了

解对德国的信赖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事件充分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丹麦人毫无阻碍地占领什

列斯维希；德国人重行占领这个国家，向日德兰远征，向什莱退却，

再一次占领这个公国（直到克尼格绍①），——所有这些始终令人

不解的战争向什列斯维希人清楚地表明，从实现了革命的强大而

团结的德国，即从似乎是有主权的４５００万人民那里能得到怎样

的保护。但是为了彻底打消他们成为德国人的热望，为了使他们感

到“丹麦的锁链”远比“德国的自由”来得仁慈，普鲁士代表德意志

联邦进行休战谈判，我们今天把休战协定直译出来发表。

按照历来的惯例，在签订休战协定时双方军队保持原来的阵

地，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在双方之间划出一块狭小的中立地带。可

是在签订这个休战协定（“光荣的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时，

胜利的普鲁士人要后退２０哩，从科尔丁②撤到劳恩堡；而被打败

９８２

①

② 即柯林加。——编者注

丹麦称作：康格 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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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丹麦人却保持着科尔丁的阵地，而仅仅放弃阿尔森。不仅如此，

一旦休战协定被废除，丹麦人就会重新回到他们在６月２４日所占

领的阵地，就是说，他们会一弹不发地占领北什列斯维希６—７哩

的地带，即他们曾两次被驱逐出来的地带；而德国人却只能推进到

阿彭拉特①和它的郊区为止。“德国军队的荣誉”就是这样“被保

卫”的，而连遭德国部队４次占领以后濒于民穷财尽的北什列斯维

希还不得不遭受第５次和第６次的侵略！

不仅如此。什列斯维希的部分地区甚至在休战的时候还将由

丹麦部队来占领。按照休战协定第８条规定，什列斯维希将由在公

国中招募的人员所组成的团队来占领，这个团队的人员部分由参

加运动的什列斯维希士兵组成，部分由在丹麦担任警备勤务、和丹

麦军队一起反对临时政府、受丹麦军官指挥并在各方面都表现为

丹麦部队的那种团队组成。丹麦报纸对情况的估计如下。

７月１３日“祖国报”写道：“毫无疑问，只要可靠的什列斯维希部队来到

公国，就会大大提高人民的情绪，因为人民历尽了战争的灾难，他们现在对制

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深恶痛绝。”

而且还有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运动！丹麦人把它叫做暴动，

普鲁士人象对付暴动一样来对付这个运动。得到普鲁士和德意志

联邦承认的临时政府遭到了无情的摧残。自从什列斯维希独立以

来颁布的一切法律和决定都一概无效；相反地，已被废除的丹麦法

律却重新生效。简单地说，关于对著名的维登布鲁赫照会的答复，

即被奥尔斯瓦特所拒绝的答复就表现在这个休战协定草案的第７

条上。运动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都遭到无情地破坏，革命中涌现出

０９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即奥卞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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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政府也由３个正统的当权者所任命的正统政府所代替。霍尔

施坦和什列斯维希的部队又重新受丹麦人的指挥和丹麦人的惩

罚；尽管临时政府最近发布了命令，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的船只

仍然是“ＤａｎｓｋＥｉｅｎｄｏｍ”〔“丹麦的财产”〕。

最后，前面所说的那个新政府圆满地结束了这一切活动。请听

“祖国报”是怎样说的：

“如果我们在从中选择新政府的丹麦成员的有限的人中间，也许不能发

现象普鲁士在选择自己的成员时将会取得的那种毅力和才能、智慧和经验的

结合（那也万无一失）①。政府人员无疑必须从公国的人民中挑选出来，但是

谁也没有禁止我们用其他地区出生的和定居的居民中选出的秘书和助理来

包围他们。在挑选这些秘书和顾问的时候，用不着考虑地区的条件，而只要注

意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就行了；很可能这些人对政府活动的全部精神和方针的

影响很大。可以指望，甚至位居高职的丹麦官员都不惜降低级别猎取这种职

位。在当前的情况下，每个善良的丹麦人都把担任这个职位看成是光荣。”

因此，内阁的报纸向各公国预言，充斥公国境内的将不仅有丹

麦的部队，而且还有丹麦的官员。半丹麦政府将把位于公认为德意

志联邦领土上的伦特斯堡作为自己的官邸。

这就是休战协定带给什列斯维希的好处。德国将得到的好处

也不少。对于把什列斯维希列入德意志联邦的这件事却只字未提；

相反地，联邦议会的决定由于新政府的组成方式而完全遭到否定。

霍尔施坦的代表由德意志联邦挑选，什列斯维希的代表由丹麦国

王挑选。什列斯维希因此受丹麦的统治，而不受德国的统治。

如果德国能达到取消海峡税１５１，即旧时封建掠夺的残余，那它

可能真的会把这次丹麦战争看作自己的功劳。遭受封锁和船只被

１９２和 丹 麦 的 休 战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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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等损害的德国海滨城市还可能会甘心情愿长期忍受这种压

迫，如果这种压迫能使海峡关税取消的话。政府大声疾呼地到处

声明，无论如何要取消关税。从这种吹嘘中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

英国和俄国想保留海峡关税，而一味顺从的德国当然是唯命是听

的。

不言而喻，交还船只将以赔偿在日德兰征集的全部东西为条

件，其根据是德国相当富裕，能够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

这就是汉泽曼内阁在这个休战条约草案中答应给人民的好

处！这就是和５０万人口的小国人民打了３个月仗的胜利果实！这

就是我们那些民族主义的报刊、我们那些气势汹汹地主张消灭丹

麦人的刽子手大吹大擂的结果！

据说，休战协定是不会签订的。得到贝泽勒尔支持的弗兰格尔

将军断然拒绝在休战协定上签字，虽然普尔塔勒斯伯爵把奥尔斯

瓦特的有关命令转交给他并一再请他签字，虽然屡次提醒他不要

忘记普鲁士将军的义务。弗兰格尔声明说，他首先服从德国的中央

政权，但是如果军队不能保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临时政府在签订和

约以前不能保住政权的话，那末中央政权就不会同意签订休战协

定。

因此，普鲁士的草案可能不会得到实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

草案作为普鲁士在领导德国时怎样保卫它的荣誉和利益的证据来

说，是耐人寻味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２日

“新莱茵报”第５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２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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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科伦７月２２日。事变、法案、休战计划等等终于使我们又回到

我们所喜爱的妥协辩论上来。上台发言的是幽里希的议员冯·贝

尔格先生，这是一个使我们倍感兴趣的人：第一，他是莱茵省的居

民，第二，他不久前才成为内阁的拥护者。

贝尔格先生提出各种理由来反对雅科比的提案。他的第一个

理由是：

“提案的第一部分要求我们反对德国议会的一个决议，这无异是以少数

反对合法的多数。其次，这无异是在立法机关中遭到了失败的一部分人想在

外面寻找支持，其后果必然会导致内战。”

在１８４０—１８４５年提议废除谷物法的科布顿先生在下院是处

于少数的地位。他是“在立法机关中遭到了失败的”人。他究竟做

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外面寻找支持”。他不仅反对议会的决议，

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他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创办了反对谷

物法的报刊，——总之，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谷物法的宣传活

动。在贝尔格先生看来，这就是“必然会导致内战”的企图。

不朽的联合议会的少数派议员也曾试图“在外面寻找支持”。

康普豪森先生、汉泽曼先生和米尔德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

过丝毫的动摇，可作为证据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在贝尔

格先生看来，他们的行动的后果也“必然会导致内战”。但他们并没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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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导致内战，而取得了大臣的职位。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几百个来。

总之，如果立法机关的少数派不想引起内战，就不应该到外面

去寻找支持。但是“在外面”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指选民，即创

立立法机关的人们。但是，既然不能用影响这些选民的方法来寻找

“支持”，那末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支持呢？

难道汉泽曼先生、赖辛施佩格先生、冯·贝尔格先生等人的演

讲只是给议会听的吗？或者也给那些从速记记录来读这些演讲的

公众听呢？这些演讲不也就是这些“立法机关内的人企图”或希望

“在外面寻找支持”的手段吗？

一句话：贝尔格先生的原则会取消一切政治宣传鼓动。宣传鼓

动无非就是把人民代表不受侵犯、出版自由和结社权，亦即以法律

为基础的普鲁士现有的各种自由加以运用。这些自由是否会导致

内战，和我们毫无关系；只要它们存在就够了，此外我们还要看一

看，如果今后这些自由遭到侵犯，将会“导致”什么结果。

“诸位先生，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的这些企图

不是最近几天才产生的，它们从德国人民站起来的那天起就产生了。在预备

国会里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曾离开了会场，结果就产生了内战。”

第一，在雅科比的提案中“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会场”

一事只字未提。

第二，“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影响的企图”，当然

“不是最近几天产生的”，它们是从有立法机关和少数派那天起就

产生了。

第三，内战不是预备国会中的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会

场所导致的，而是米特迈尔先生的“道义上的信念”，即认为黑克尔

４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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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菲克勒尔等是卖国贼，以及巴登政府为此所采取的最可耻的恐

吓措施所导致的１５２。

在关于内战的论证（当然它能使德国市民感到极其恐惧）之后

的另一个论证，是关于没有权力的论证。

“我们的选民选举我们来制定普鲁士的宪法；这些选民派了自己的另一

些同胞到法兰克福去建立中央政权。不能否认，把全权委托给他人的选民也

有权赞成或不赞成他的全权代表的行动；但是选民没有委托我们在这个问题

上代替他们投票。”

这个有分量的论证使议会中的法学家和法学的涉猎者赞不绝

口。我们不是受全权委托的！但是，这位贝尔格先生两分钟后就又

声称，法兰克福议会的“召开是为了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

未来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政府不先和妥协议会或根据

新宪法选举出来的议会讨论一下，难道就会批准吗？可是，内阁却

立即把它承认帝国摄政王和它的保留条件通知了议会，并建议议

会发表意见！

可见正是贝尔格先生的观点、他的演讲和奥尔斯瓦特先生的

发言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议会无疑完全有权来研究法兰克福的决

议！

我们不是受全权委托的！这就是说，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又要实

行书报检查，并且在议会与国王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派遣巴伐利亚

和奥地利军队到普鲁士去援助国王，那时贝尔格先生就没有“权

力”了！

贝尔格先生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呢？照字面上说，不过是“同国

王协商制定宪法”。因而他无权提出质问，无权协商制定关于代表

不受侵犯的法律、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律、关于赎买以及其它在宪

５９２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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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反动派每天强调的也正是这点。他自

己说：“超出这些权力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不公正的，都是对自己权

力的破坏甚至是叛变行为！”

可是贝尔格先生和整个议会仍然无时无刻不得不破坏自己的

权力。由于暂时的革命的（或者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反动的）情况，他

们不能不破坏它们。由于这种暂时的情况，议会的权限扩大到一切

能巩固三月革命成果的措施上，而如果这个目的通过对法兰克福

议会施以道德影响就能达到的话，那末妥协议会不仅有权，而且应

该施以这样的影响。

随后是莱茵—普鲁士的论证，这个论证对我们莱茵省居民来

说是重要的，这特别是因为它表明了我们的利益在柏林是怎样表

现出来的。

“我们这些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以及其它各省的居民，除了归附于普鲁

士王国外，和普鲁士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我们破坏了这种关系，国家

就会分裂。我和我省的大多数代表可能一样，完全不懂为什么我们需要柏林

共和国。如果这样我们倒宁可希望有一个科伦共和国。”

这里我们不来分析这些无聊的推测：如果普鲁士变成“柏林共

和国”，我们“能希望得到”什么。同样也不来分析关于普鲁士邦存

在条件的新理论等等。我们作为莱茵省的居民只是抗议所谓“我们

归附于普鲁士王国”。相反地，“普鲁士王国”依属于我们。

接着起来反对雅科比提案的是爱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他把

贝尔格先生所说的重述了一遍。

在他讲完后走上讲台的是左派发言人，然后是察哈里埃先生。

他又把西蒙斯先生所说的重述了一遍。

敦克尔议员又重述了察哈里埃先生的发言。但是他也谈了一

６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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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别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十分明确地重述了别人已经说过

的话，所以值得简短地来谈一下他的发言。

“如果我们，１６００万德国人的制宪议会，这样责难代表全体德国人的制

宪议会，那末，我们这样是否能在人民意识中巩固德国中央政权的威信、德国

议会的威信呢？我们这样不会破坏个别民族为了使制宪议会的行动有利于德

国的统一而对它表示应有的心甘情愿的顺从吗？”

按照敦克尔先生的意见，中央政权和国民议会的威信——“心

甘情愿的顺从”——在于人民盲目服从这个政权，但个别的政府提

出了自己的保留条件，而且一有机会就完全不服从它。

“现在，事实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某种理论上的声明还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１６００万德国人”的代表承认法兰克福议会的自主

权只是“理论上的声明”！？

“如果将来普鲁士政府和人民代表认为在法兰克福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

行不通的，不能实现的，那末，这种决议还有执行的可能吗？”

因此，光是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人民代表的意见、见解就能使

国民议会的决议行不通。

“如果全体普鲁士人民，如果德国有２ ５不愿意服从法兰克福的决议，那

末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说，它们还是无法执行的。”

这就是古老的普鲁士的高傲，这就是闪耀着昔日极盛的光辉、

带着老弗里茨①的发辫和拐杖的柏林民族爱国主义！我们固然是

少数，我们只占２ ５（甚至更少），但我们已经向多数表明，我们是德

国的主人，我们是普鲁士人！

我们劝告右派议员先生们不要在“２ ５”和“
３
５”之间挑起这种

７９２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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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数量上的对比毕竟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省或许还会记得，

它们从古以来就是德国的，而只是在３０年前才变成了普鲁士的。

可是敦克尔先生能找到出路。法兰克福的议员和我们一样应

该“只通过表达合理的共同意志和真正的社会舆论、并为国家的道

德意识所容许的决议”，即合乎敦克尔议员心意的决议。

“如果我们和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一样通过这些决议，那我们就会自主，

他们也会自主，否则，即使我们把这决议颁布１０次，也是办不到的。”

敦克尔先生在谈了这个含意深刻的、符合他的道德意识的自

主权的定义后，叹了一口气说：“但这是将来的事。”他就这样结束

了自己的演讲。

篇幅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再来谈左派在那一天的发言。但是，

根据我们所援引的右派的发言，看来读者可以确信帕里鸠斯先生

提出延期举行会议的建议还不至于不对，他的理由是，“天气这么

炎热，在会场里要保持完全清醒的头脑是不可能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第５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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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的“协和报”
１５３

  科伦７月２３日。不久以前我们曾经提到，在佛罗伦萨出版的

“黎明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我们伸出友谊的手①。可以预料，另外

一家报纸，即具有相反倾向的都灵“协和报”也会发表相反而并不

含敌意的意见。有一号旧“协和报”曾经说过，“新莱茵报”每次都站

在“失败者”那一边。“协和报”根据我们对布拉格事件的评价以及

我们对反对反动的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民主派所采取的同情态

度，做出了这个含糊不清的结论。不过，从那时起，都灵的这家报纸

对于所谓捷克运动的性质也许有了较好的了解。

可是，不久以前，“协和报”却针对“ＮｕｏｖａＧａｚｚｅｔｔａＲｅｎａｎａ”

〔“新莱茵报”〕写了一篇多少带学究气的文章。“协和报”读了我们

报上登载的关于在柏林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１５４的纲领，对于其中

应由工人讨论的８条大为不安。

“协和报”如实地转载了全部纲领，并发表了如下的批评意见：

“在这些建议中有许多正确和公正的地方，但是‘协和报’如果不坚决反

对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可能背叛自己的使命。”

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坚决反对“协和报”的“错误”，这种错误就

是：“协和报”把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起草而仅由我们转载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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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领当做我们自己的纲领。虽然如此，只要“协和报”纲领比那一

大堆人所共知的博爱词句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流行教条更充实的

话，我们准备同“协和报”就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辩论。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５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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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完）

  科伦７月２４日。几天前，世界事件的洪流使我们中断了关于

这些辩论的报道，我们毗邻的一位评论家殷勤地代我们做了有关

这方面的报道。他已经把大家的视线转移到“这两天大辩论中多数

派的讲演者（特别是我们的无与伦比的鲍姆施塔克）①所提出的许

多卓越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上，以及他们对真正自由的正确的、合

理的理解上”１５５。

我们应该尽快地结束我们的报道，但我们也不能放弃机会从

右派所发表的“许多”卓越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中挑几个例子看

看，以资消遣。

辩论的第二天首先发言的是阿贝格议员，他用威胁的口气向

议会声明说：要阐明与这个提案有关的一切问题，就势必要完全重

复法兰克福的全部讨论，而崇高的议会显然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

你们的选民先生们“根据他们所固有的机智和常识”也永远不会赞

成这样做！此外，如果（这里表现了异常“卓越的思想”）“问题不只

是一些保留条件”，而是“肯定地赞同或不赞同法兰克福的决议”，

那末，德国的统一将会变成什么呢？所以只好满足于“纯粹形式上

的服从”！

１０３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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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把“纯粹形式上的服从”限定为“保留条件”，而在万

不得已时甚至可以公开破坏，德国的统一不会因此而遭到损失；但

是从文体的、逻辑的或实际的观点来赞同或不赞同这些决议，来评

价这些决议，却真是史无前例的！

阿贝格先生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指出，对那些提交柏林议会

而不是提交法兰克福议会审查的保留条件，应该发表意见的是法

兰克福议会，而不是柏林议会。不许预料法兰克福议员的见解，因

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侮辱！

柏林的先生们没有资格去判断他们自己的大臣向他们所作的

声明。

我们不打算再谈小人物的偶象，不再谈巴尔策、肯普夫和格莱

夫这些人了，我们要尽快地来谈谈当日的英雄，即无与伦比的鲍姆

施塔克。

鲍姆施塔克议员声明：在他没有被迫承认自己对某件事情一

窍不通以前，他永远不会同意宣布自己没有资格过问这件事

情，——但是难道８个星期辩论的结果会是一窍不通吗？

所以，鲍姆施塔克议员是有资格的。也就是说：

“我要问：我们以前所表现的智慧是不是赋予我们全权（即资格）①去反

对国民议会，这个议会以

  它的高尚的思想，

  崇高的理智，

  合乎道德的国家观点”，总之，

  “以一切使德国在历史上备受称颂的东西，

  唤起了德国普遍的兴趣，

２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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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全欧洲的赞美。我对所有这些都推崇备至（即宣布自己是没有资

格的）①，并希望议会出于真理感（！！）也对这些推崇备至”（即宣布自己是没

有资格的）！

“有资格的”鲍姆施塔克议员继续说：“诸位先生，昨天的会议上有人说关

于共和国等的谈话带有非哲学的性质。但是：认为民主意义上的共和国的特

征就是国家元首的个人责任制，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非哲学的。诸位先生，

无疑地，所有的国家法的哲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鲍姆施塔克议员的确

不能再“往下”了）②说的正是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没有尚待提出的完全特殊

的理由，我们就不能同这个千年以上的真理（！），同历史事实发生矛盾。”

这就是说，鲍姆施塔克先生认为这种甚至要同“历史事实”发

生矛盾的“完全特殊的理由”还是可以找到的。不过，右派议员先生

们在这方面通常是不拘礼节的。

其次，鲍姆施塔克先生又宣布自己是没有资格的，他把资格推

到“所有的国家法的哲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的身上，而鲍姆

施塔克先生当然是不属于这类哲学家的。

“诸位只要想一下这个国家大厦！一个议会和一个负责的帝国摄政王，这

是以现行的选举法为基础的！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大家都会同意，这是违反常

识的。”

在这里，鲍姆施塔克先生说了一段深思熟虑的甚至经过最缜

密的研究也不会违反“常识”的话。

“诸位先生，共和国需要两个东西，即人民的意见和领导人。如果我们更

仔细地看看我们德国人民的意见，我们未必能在其中找到这种共和国（即上

述的帝国摄政王的共和国）③的迹象！”

因而，鲍姆施塔克先生又宣布自己是没有资格的，可是，这一

次有资格过问共和国问题的不是他，而是人民的意见。因此，在这

３０３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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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上人民的意见要比鲍姆施塔克议员“理解得”透彻。

但是最后讲演人证明，也有一些问题，他多少能“理解”，这首

先就是关于人民主权的问题。

“诸位先生！历史给我们证明了——这点我也要谈谈——，在我们这里人

民主权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它在变化中，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关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和人民主权的

“异常卓越的思想和极其精辟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使毗邻的

评论家由于过分地感到立宪的幸福和学究式的狂喜而忘记了世上

所有的苦难。

“当伟大的选帝侯①不理睬那些腐朽的染上了法国荒淫毒素（可是初夜

权正是被“法国荒淫的”文明所逐渐埋葬的！）②的等级分子时，当他甚至（！）

消灭了他们时（“消灭”无疑是抛弃某种东西的最好方法）③，具有深厚的道德

感的全国人民都热烈地欢迎他；这样，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国家大厦就巩

固起来了。”

令人赞叹的是１７世纪勃兰登堡市侩们的这种“深厚的道德

感”，他们预先就深知事关自己的利益，因而热烈地欢迎选帝侯，当

时选帝侯正向他们的敌人——封建主进攻，但是却把特权出卖给

他们。更令人赞叹的是鲍姆施塔克先生的“健全的理智”和“精辟的

见解”，他认为“人民主权”就表现在这种热烈之中！

“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表示自己忠于这个君主专制制度（因为，否则他就

会遭到鞭笞）④，而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如果不依靠真正的人民主权，他就永远

不会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鲍姆施塔克先生所谓的真正的人民主权，就是鞭笞、农奴制和

４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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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役的人民主权。这是坦白的承认！

鲍姆施塔克先生现在从真正的人民主权转而谈到假的人民主

权。

“但是，另外一个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到来了。”

他用了一长篇“立宪的演说”证明这点，这篇演说简单地归结起来

就是，从１８１１年到１８４７年普鲁士人民一直要求的是宪法，而决不

是共和国（！）；接着又从容地指出，“人民甚至也愤怒地离弃了”德

国南部的最近一次共和派起义。

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第二类的人民主权（自然，不

能再称它是“真正的”）就是“立宪的”人民主权。

“这类人民主权主张国王和人民分享国家权力，这是被瓜分了的人民主

权（让“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的国家法哲学家们”给我们解释这是什么）①；它

应该完全地、无条件地（！！）属于人民，但是也要无损于国王的合法权力（３月

１９日以后，这种权力在普鲁士是由什么法律确定的呢？）②。这里是非常清楚

的（特别是在鲍姆施塔克议员的头脑中）③；这个概念是由立宪制度的历史确

定下来的，因此谁也不会对此再发生怀疑。”（遗憾得很，一读鲍姆施塔克议员

的演讲，又开始产生了“怀疑”。）

最后，“还有第三类的人民主权，即民主共和的人民主权，它应该建立在

所谓最广泛的基础上。最广泛的基础，这是多么倒霉的说法！”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发言”反对这个最广泛的基础。这个基础

会使国家崩溃，会导致野蛮状态！我们这里没有能赋予共和国以道

德基础的卡托分子。于是鲍姆施塔克先生开始用孟德斯鸠的古老

的、破旧不堪的、布满裂痕的号角大吹共和国的美德，使得毗邻的

评论家惊喜若狂而随声附和，使整个欧洲感到惊奇的是，他卓越地

５０３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完）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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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共和国的美德也恰好导致……宪政”！但是，鲍姆施塔克先生

马上就改变了音调，说明没有共和国的美德也会导致宪政。在这次

二重唱中，两个声调经过一系列极伤心的不谐和之后，终于在宪政

这样一个调和的和弦上融合起来了；这次二重唱的辉煌效果读者

自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经过十分冗长的议论以后，鲍姆施塔克先生终于得出结论说，

在实质上各部大臣并没有提出“任何实在的保留条件”，而只是拟

定了“关于未来的无关紧要的保留条件”，最后鲍姆施塔克自己也

谈到最广泛的基础，他声明说，挽救德国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民主

立宪制度。这时“关于未来德国的思想占据了他”，以致他高呼“人

民立宪的世袭的德国王权万岁，万万岁！”

的确，他有权说：这个倒霉的最广泛的基础！

随后，双方都还有些讲演者发言，但在鲍姆施塔克议员以后，

我们已经决定不再向我们的读者报道他们的讲演了。不过还要指

出一点：瓦克斯穆特议员声明，他的信念是基于高贵的施泰因的论

点：自由人们的意志是每个王位的不可动摇的支柱。

我们毗邻的评论家简直乐不可支，大声叫道：“这就是问题的真正实质！

自由人们的意志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不可动摇的王位的庇护下这样安逸，而

王位也只有建立在自由人们的有理智的热爱上才会如此巩固！”

的确，在这次辩论中，大多数讲演者发挥了“许多卓越的思想

和精辞的见解”以及“对真正自由的合理的理解”，但这些仍然不能

同毗邻的评论家的深刻而又丰富的思想相提并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５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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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一

科伦７月２５日。有一次，伦敦幸福的圣詹尔士区的一个著名

的骗子手到陪审法庭受审。他被控告的原因是：他把全城闻名的守

财奴的钱箱减轻了２０００镑。

被告开始说：“陪审员先生们，我不想占很长时间来哓哓不休地使你们不

耐烦，因此，我不准备多说。我的辩护是带有政治经济性质的。我从克里普斯

先生那里拿了２０００镑。这的确是事实。可是我拿私人的钱是为了把它们交

给社会。这２０００镑到哪儿去了呢？我难道自私自利地把这些钱保存起来吗？

请你们搜查我的钱袋。如果能找到一个辨士，我就把我的灵魂以一个法新卖

给你们。这２０００镑你们可以在裁缝那里、在小铺老板那里、在饭馆等等地方

找到。那末我究竟干了什么事情呢？守财奴把金钱埋在坟墓里，‘只有强制公

债’才能把‘这些无益地埋在坟墓里的钱’挖出来，而我使这些钱‘流通起来’

了。我帮助了流通，而流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先生们，你们是英国

人！你们是经济学家！你们不要给民族的恩人判罪！”

圣詹尔士区的经济学家现在在凡迪门地方①，他有可能深思

一下自己同胞的那种盲目的忘恩负义行为。

但是他并没有虚度年华。他的原则成了汉泽曼的强制公债的

７０３

① 塔斯马尼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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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汉泽曼在说明这一措施的理由时说：“发行强制公债是以下面一个无可

争辩的理由为依据的：大部分现金或多或少地、无益地存在私人手中，只有用

发行强制公债的办法才能使它们流通起来。”

你们消耗资本就会使资本流通起来。如果你们不使它流通起

来，国家就要消耗它，以便使它流通起来。

譬如一个纺织工厂厂主雇用了１００个工人。假定他每天付给

每个工人９个银格罗申，那末，每天就有９００个银格罗申或３０个

塔勒从厂主的口袋里转移到工人的口袋里去，又从工人的口袋里

转移到小铺老板、房东、皮鞋匠、裁缝等等的口袋里去。３０个塔勒

的这种旅行就叫做塔勒的流通。厂主从他只有亏本才能卖出他的

棉织品或根本卖不出去的时候起才停止生产和停止雇用工人，而

随着生产的停止，３０个塔勒的旅行也就停止了，流通也就停止了。

我们要强制恢复流通呵！——汉泽曼感叹地说。厂主为什么把钱

无益地摆在他那里呢？他为什么不使它流通起来呢？在天气好的

时候，许多人在街上散步。汉泽曼为了制造好天气，就把人们赶到

街上去，强迫他们散步。好一个制造天气的能手！

内阁危机和商业危机使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无利可图了。国

家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摆脱困境，也就要剥夺资本本身。

１８世纪著名的交易所投机商人犹太人品托在他的“关于流

通”１５６一书中推荐有价证券的交易。有价证券的交易虽然不创造任

何东西，但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财富从一个钱袋向另一个钱袋转

移。汉泽曼把国库变成旋转国民的财富的旋盘赌①的赌盘。汉泽曼

８０３

① 旋盘赌是一种赌博，以一种旋转的圆盘置于桌中央，盘中刻有带号码的球槽，

盘中放有一球，旋转圆盘，然后看球落入哪个槽来决定输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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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托！

但是汉泽曼在说明“强制公债法”的“理由”时碰到了严重的困

难。为什么自愿公债没有带来所需要的金额呢？

大家知道，现在的政府享有“绝对的信任”。大家知道，大资产

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热烈的，它只是抱怨某些煽动叛乱的

人竟然不赞同它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信任。大家知道，各省都递

了表示忠诚的保证书。然而“不管这一切的一切”１５７，汉泽曼不得不

把富有诗意的自愿公债变成平淡无味的强制公债！

例如，在杜塞尔多夫区，贵族认购了４０００塔勒，军官认购了

９００塔勒。除了杜塞尔多夫区的贵族和军官外，究竟在哪里能找到

更大的信任呢？皇室各大公认购的情形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让汉泽曼本人给我们解释这种现象。

“到目前为止，自愿认购的数目并不多。也许，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由于不

够信任我们的制度。不如说是不了解国家的真正需要，同时，在没有弄清楚是

否真正要吸收居民的货币资金和吸收多少以前，每个人都认为可以观望一

下。根据这种情况可以希望，只要向人家解释清楚义务认购公债是必不可免

的，所有的人都会量力自愿认购。”

境遇极其悲惨的国家向爱国主义呼吁。它恳求爱国主义献给

祖国１５００万塔勒，而且甚至不必赠送，仅仅自愿认购公债就行

了。对国家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可是所有的人对国家求援的呼声

却充耳不闻。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不了解”“国家的真正需

要”，他们都怀着无比惋惜的心情暂时不准备给国家任何东西。不

错，人们非常信任国家政权，可是可敬的国家政权却断言：国家需

要１５００万塔勒。人们正是由于信任的缘故才不相信国家政权的

声明，人们把它求助１５００万塔勒的号叫仅仅看做是一般的玩笑。

９０３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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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宾夕法尼亚人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从来也不借

给自己的朋友一块钱。他对他们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那样信任，他

对他们的殷实可靠的事业那样相信，以致他直到临死都不“了解”

他们“真正需要”钱。他把他们的迫切要求仅仅看做是考验他的信

任的一种意图，而他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

普鲁士国家政权发现整个国家内居住的全都是这种宾夕法尼

亚人。

但是，汉泽曼先生还用另一种特殊的“情况”来说明这种奇怪

的政治经济现象。

人民不自愿出钱，“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观望一下，看是否真正

要吸收他们的货币资金和吸收多少”。换句话说，谁也没有自愿出

钱，因为每个人都在观望，什么时候将迫使他们出钱和出多少。小

心谨慎的爱国主义呵！高度复杂的信任呵！在惬意的、热情的自愿

公债后面现在隐藏着的是阴暗的、忧郁的强制公债，汉泽曼先生就

是根据这种“情况希望所有的人都量力自愿认购公债的”。现在至

少连最顽固不化的怀疑者也不会不了解，而且会深信：国家政权实

在迫切需要钱，但是全部事情，象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就糟在这

种令人痛心的不了解情况上。如果你们不把钱交出来，就要从你们

那里索取，而这不论对你们或对我们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因此我们希望：你们的信任将不再是那样过分，不再是娓娓动听的

漂亮话，而成为叮当发响的塔勒。Ｅｓｔｃｅｃｌａｉｒ？〔明白吗？〕

不管汉泽曼先生对这种“情况”抱着怎样的“希望”，可是他的

宾夕法尼亚人的多疑癖也已传染了他，他觉得不得不采用更加强

烈的刺激剂来促进信任。信任诚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不愿表现出

来。必须用刺激剂来使它摆脱这种隐蔽状态。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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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了更有力地刺激人们来自愿认购公债（比强制公债

的前途有力），在第一条中规定按３１ ３％的利率付给利息，并确定

一个日期（１０月１日）①，在这个日期以前还可以认购利率为５％

的自愿公债。”

这样，汉泽曼先生就给认购自愿公债的人规定了１２ ３％的奖

金。现在，爱国主义一定会变成现金，钱箱子马上就可以打开，信任

的金流将源源流入国库。

当然，汉泽曼先生认为富人认购的公债的利率比穷人的高

１２ ３％是“公平的”，因为从后者手中只能用强力才能夺取最必要

的东西。此外，穷人还应当负担诉讼费用，作为对他那种不太令人

满意的财产状况的惩罚。

这样，圣经上的一个箴言正在实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

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云②。

１１３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①

②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２５章第２９节。——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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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７月２９日。正如皮尔曾经给谷物税发明了“调节制”１５８一

样，汉泽曼 品托也给非自愿的爱国主义发明了“调节制”。

我们的汉泽曼在他的对法案的说明中写道：“义务认购公债的百分比按

累进制计算，因为很明显，和财产增加的比例相比较，拥有金钱的可能性是按

照算术级数的比例增长的。”

财产增加了，拥有金钱的可能性也随着增长。换言之：手里拥

有的金钱越多，就越能拥有更多的金钱。这一切暂且都是正确的。

但是，甚至当财产按照几何级数的比例增加时，拥有金钱的可能性

收只是按算术级数的比例增长的。这是汉泽曼的发明。这个发明

超过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

数增加的原理，它将使汉泽曼在后代中间享有更大的荣誉。

这样说来，如果财产增加的比例是

１，２，４，８，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５１２，

那末，按照汉泽曼先生的发明，拥有金钱的可能性的增长则是１，

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尽管义务认购公债的数目表面上在增加，可是在我们的经济

学家看来，拥有金钱的可能性却随着财产的增加而下降。

塞万提斯在一个短篇小说１５９中描写过一个被关在疯人院中的

非常伟大的西班牙财政学家。这个财政学家发明：如果

“国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陛下所有１４岁至６０岁的臣民，在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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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中间必须有一天只吃面包和水（究竟在哪一天由他们自己选择），把这

一天需要买水果、蔬菜、肉、鱼、酒、鸡蛋和豆子的钱省下来分文不留地交给陛

下，破坏誓言应受到惩罚”。

那末西班牙的国债就会偿清。

汉泽曼简化了手续。他建议他的凡是年收入为４００塔勒的西

班牙人在一年中能够有一天放弃２０个塔勒。他建议财产少的人应

按照调节制在４０天内几乎放弃一切需要。如果他们在八九月间找

不到２０个塔勒，在１０月里司法执行官就要去找他们。因为俗话

说：只要找就可以找到。

我们来继续探讨我们普鲁士的奈克尔的“说明”。

他开导我们说：“营业的从最广义上讲的一切收入，即不管这种收入是否

应课营业税，同医师和律师的收入一样，在计算的时候只能扣除生产费用（包

括债务的利息在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纯收入。根据这种理由，如果按

照收入计算出来的公债额高于按照流动资本计算出来的公债额，那就不必去

注意营业流动资本。”

Ｎｏｕｓｍａｒｃｈｏｎｓｄ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ｅｎｓｕｒｐｒｉｓｅ〔意外的礼物给我们

一件一件地送来〕。确定收入时只能扣除流动资本，因为强制公债

无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所得税。可是，企业的费用和企业主的收

入的关系，就同树木的干与根和树木的果实的关系一样。因此，根

据上述应当课税的是收入而不是流动资本这一理由，如果对国库

更有利，那末应当课税的正是流动资本而不是收入。由此可见，

“用什么办法计算纯收入”在汉泽曼先生看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他所感到兴趣的只是，“用什么办法计算”可以使国库“获得最多

的收入”。

图谋侵犯流动资本的汉泽曼先生，象野蛮人一样，是砍树取

３１３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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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因此，如果（根据法案第９条）①按照营业流动资本计算出去的公债数

额高于按照收入的１０倍计算出来的数额，那末就按照前一种方式计算”，那

时就应当“注意营业流动资本”本身。

由此可见，每当国库认为合乎自己利益的时候，它可以把财产

作为自己要求的基础，而不把收入作为自己要求的基础。

人民要求调查秘密的普鲁士国库。办事内阁这样回答这个不

知分寸的要求：它有权深入地审查所有帐簿和编制关于全体公民

财产状况的清单。普鲁士的宪政时期不是由人民检查国家的财产

状况开始，相反地，而是由国家检查公民的财产状况开始。这样，就

给官僚制度无耻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在比利

时，国家也发行强制公债，但它仅仅满足于税收册和抵押登记簿，

满足于现有的官方文件。而办事内阁却把普鲁士军队的斯巴达精

神运用到普鲁士的政治经济学中去。

诚然，汉泽曼在自己的“说明”中企图用种种甜言蜜语和友好

诺言来安慰公民。

他低声对他们说：“摊派公债是以自报为基础的”。“凡能引起

敌意”的一切，都是不容许的。

“甚至不需要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为检查自报情况而

成立的区委员会应当用善意的说服办法号召大家自愿认购公债，只有在这种

办法无效时，才由区委员会确定认购的数目。对区委员会的决定有意见时可

以向省委员会提出申诉等等。”

自报！甚至不需要任何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善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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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说服！申诉！

  难道这些你还嫌少吗？１６０

让我们立刻从末尾即从申诉开始谈起。

第１６条规定：

“征收在规定的日期内进行，而不管所提出的申诉，如果将来申诉被认为

是有理由的，可以退还所缴纳的款额。”

总之，首先是强制征收，而不管申诉，然后是承认申诉的理由，

而不管强制征收！

不仅如此！

“在申诉被全部或部分地驳回的情况下”，申诉的“费用应由申

诉者负担。在必要时，这些费用应按行政方式征收”（第１９条）。凡

是知道在经济上不可能精确估计财产的人，立刻就会明白申诉总

可以被部分地驳回，这样一来，损失总要由申诉者负担。因此，不管

是怎样的申诉，金钱损失始终是和它形影不离的。多么值得欢迎的

申诉权呵！

让我们再从末尾回到开头，即从申诉回到自报吧！

看来，汉泽曼是不害怕他的斯巴达人虚报产额的。

根据第１３条的规定，“义务认购公债者的自报是摊派公债的

基础”。汉泽曼的法案的结构是这样的：从房屋的基础不可能判断

出它以后的轮廓。

或者，更确切些说，“自报”（它将以“报税单”的形式交给由“财

政大臣”先生“或根据他的委托而由区行政机关任命的特殊官吏”）

这个基础现在得到了更深刻的论证。根据第１４条的规定，“为了审

查自报说明书，需要召集一个或几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及其他

５１３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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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均由财政大臣或由他授权的当局任命，其人数不得少于５

人”。因此，财政大臣或由他授权的当局的任命就构成了审查的真

正基础。

如果自报同这种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区委员会或市委员会的

“意见”有分歧，就把“自报者”请来，让他说明理由（第１５条）。不管

他是否提出这种说明，反正都一样，因为一切都要看自报是否使由

财政大臣任命的委员会“感到满意”来决定。如果自报不能令人满

意，“委员会就根据自己的公议来确定认购的数目，并把这一点通

知义务认购者”。

首先由义务认购者自报，并把这一点通知官吏。现在由官吏进

行公议，并把这一点通知义务认购者。“自报”的结果怎样呢？这个

基础结果被彻底破坏了。自报只不过是对义务认购者进行切实的

“审查”提供了理由。别人的公议则直接造成了强制征收。第１６条

中规定：

“区（或市）委员会的决定应交给区行政机关。区行政机关根据这些决定

立即编制公债数额一览表，并把它们交给相应的征收处，按照现行税务条例

进行征收，必要时可以采用强制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申诉的道路并不是经常“蔷薇遍布”，而且也荆

棘丛生的。

第一，检查申诉的区委员会是由根据１８４８年４月８日的法律

选出来的复选人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

但是，在强制公债面前，全国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倔强

者的阵营和忠顺者的阵营，在区委员会中，对后者已经缴纳的和答

应缴纳的款项不会提出任何异议。所以，代表只能从忠顺者的阵营

中间选举（第１７条）。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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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席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委员担任，并且派一个官员担任

秘书，暂时归他领导（第１８条）。

第三，区委员会有权对财产或收入进行特殊的公议，同时为了

这个目的，还可以要求交出估价单，或者可以审查账簿。如果这种

审查还嫌不够，可以拷问申诉者的口供，叫他宣誓。

由此可见，如果有人不是无条件地同意接受由财政大臣任命

的官吏所做的“公议”，那他就应当让２个官吏和１５个竞争者去了

解他的全部财产状况，作为对他的一种惩罚。这就是荆棘丛生的申

诉的道路！因此，汉泽曼在草案说明中所讲的下面一段话简直是对

他的读者的嘲弄：

“摊派公债是以自报为基础的。为了使它不致引起丝毫的敌意，甚至可以

不要求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

办事大臣在他的法案中甚至没有忽略对“破坏誓言”的惩

罚，——真是和塞万提斯笔下的空洞计划制订者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的汉泽曼不去熬费苦心地捏造他那虚假的说明，而

用喜剧角色的口吻说出以下的话，也许要更为痛快一些：

“如果你们不借给我钱，叫我怎么去还旧债借新债呢？”

但是，在目前，当普鲁士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准备背叛德国和

力图起来反对中央政权的时候，每一个爱国者的职责就是不要自

愿为强制公债付出一个分尼的钱。只有彻底剥夺普鲁士的生活资

料，才能迫使它向德国屈服。

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２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６和３０日

“新莱茵报”第５６和６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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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
（７月１８日的妥协会议）

  科伦７月２５日。我们今天从许多混乱的、无用的、纯粹个人

的文件和讨论（一切会议通常都是由此开始的）中抽出两点来谈

谈。

第一点是前任大臣洛贝尔图斯交给主席的、后来在讲台上宣

读的书面声明：虽然他报名发言时说要反对雅科比的提案，但是他

打算只反对这个谴责法兰克福决议的提案的第一部分，同时也反

对内阁在７月４日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声明。大家知道，不等洛贝尔

图斯先生发言，讨论就中止了。

第二点是布洛多夫斯基先生代表全体波兰议员对德籍波兰议

员的没有根据的声明所作的声明；他不赞同把波兹南的一部分并

入德意志联邦，他认为这是非法的；他的根据是１８１５年的条约和

国王所引起的省等级会议反对把这块土地划入德意志联邦的声

明１６１。

“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步合法途径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征求国家对这

件事情的意见。”

接着对奏摺进行最后的讨论。大家知道，奏摺在左派的“又是

信任问题！”的叫喊声中和全场的大笑声中被否决了。

随后讨论了委员会关于９４位议员提议取消区等级会议课税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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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报告。

我们打算来谈谈这个问题。它使我们又想起了真正的旧普鲁

士的立法；日益强大的反动派越来越赞美这种立法是完美无缺的

典型，而不想扮演过渡内阁角色的办事内阁则越来越恬不知耻地

赞美博德尔斯文克内阁。

根据还在１８４０年以前就颁布的一些法律，区等级会议有权规

定本区居民的税赋。

这些区等级会议是旧普鲁士“代议制”的最好的典型。在一个

区里，农民中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总共可派３个代表；每座城市通常

派一个代表；但是每个贵族地主则都是区等级会议的世袭代表。城

市里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乡村里的小私有者和外乡人，总

之，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没有代表。虽然这些阶级没有代表，但是代

表们，特别是“区等级会议的世袭代表”先生们却要向他们课税，至

于为了什么目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这些区等级会议还能完全独立地支配一区的财政，但是在解

决课税问题时，必须取得总督或国王的同意。此外，如果不能取得

一致的意见和某个等级有特殊的意见，就由内政大臣来作最后的

决定。由此可见，旧普鲁士国家制度是多么善于巧妙地保护大土地

占有者的“合法取得的权利”和官僚制度的最高监督权。

但是，正如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极其明确地承认的那样，官

僚制度的这个最高监督权只是为了保护地方官吏的权力，使他们

不受区等级会议的任何干涉，而决不是为了保护区里的居民，特别

是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居民，使他们不受区等级会议代表先生们的

侵犯。

报告在结束时建议废除赋予区等级会议以课税权的法律。

９１３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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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布赫尔先生论证了这个提案。正是这些使没有代表权

的居民特别苦恼和非常痛恨的区等级会议的决议，首先得到了各

区政府的批准。

“在原则上已经废除但是可惜在事实上至今还存在的警察国家的灾殃也

就在这里，——官吏或官厅在官僚等级制度的阶梯上所占的地位越高，就越

深信他们对一切问题，甚至对这些专门问题也都比别人了解得透彻，可是正

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对地方上的贫困一点也不了解。”

正在讨论的提案之所以特别应该认为是恰当的提案，是因为

这个提案不是创造性的，而只是破坏性的；“不能否认，议会在进行

创造性活动的尝试方面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所以，目前主要从

事破坏性的活动是适当的”。因此，发言人建议废除反动法律，特别

是在１８１５年以后颁布的反动法律。

这太过分了。报告人不仅宣布旧普鲁士国家制度、官僚制度和

区等级会议应该受到谴责，甚至还讽刺前几次妥协辩论的结果。对

内阁来说形势好转了。况且在朝廷方面，不容许废除的正是现在的

国王所颁布的那些法律。

于是，屈韦特尔先生走上讲台。

“区等级会议的成分是这样，所以它的结构无疑要改变，因为”——等级

制度总是同法律上的平等相抵触？恰恰相反！只是“因为现在每个贵族地主是

区等级会议的世袭代表，而城市无论拥有多少贵族领地，只有派一个代表去

参加区等级会议的权利，农民的乡镇也只有３个代表。”

在我们面前暴露了办事内阁的秘密计划。建立了中央人民代

议制，等级代议制就必然要废除，这已是无可挽救的了。但是在一

些较小的代议机关中，在一些区（也许还在一些省？）中，有人还想

保存等级代议制，只废除贵族所享有的、优越于市民和农民的最突

出的特权。对屈韦特尔先生的声明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这至少

０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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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恰好坚持在区代议机

关中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屈韦特尔先生却用缄默来回避这个

问题。

屈韦特尔先生对提案的内容无法反对；他只问是否应该使这

个提案完成“立法的手续”。

“区等级会议会滥用课税权的危险也许不致于这么大……政府的监督权

绝对不致于象有些人企图描述的那样虚妄；这种权力始终是认真地行使了

的，不过是等级税的下等纳税人尽量想免税而已。”

当然！屈韦特尔先生曾经是博德尔施文克内阁的官员，因而他

竟敢损害整个办事内阁的名誉，认为无论如何必须捍卫博德尔施

文克官僚制度过去的功绩。我们发觉，在汉泽曼先生的伙伴屈韦特

尔用这种方法来声明汉泽曼先生和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意见一致

时，汉泽曼先生并不在场。

屈韦特尔先生声称，在发布不批准区等级会议所通过的税收

的特别指示以前，他已经发指示给各区行政机关，这样，目的似乎

就达到了。

晏奇先生戳穿了大臣先生的全部把戏，他说，按照等级税（贵

族的领地完全免税）的比例征收通行税（主要对贵族的领地有利）

已是区等级会议的惯例了。

屈韦特尔先生和当事人冯·万根海姆先生企图捍卫区等级会

议。特别是高等法院院长，萨奇希区等级会议代表冯·万根海姆先

生发表长篇演说来赞美这个值得赞美的机构。

但是摩里茨代表又损害了全部效果。屈韦特尔先生的指示有

什么作用呢？如果内阁被迫辞职，区行政机关就会不理睬这个指

示。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些不好的法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应

１２３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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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废除它们。至于在这里遭到否认的滥用职权的问题，那末

“区等级会议不仅滥用了它的课税权，给予个人以豁免权，批准对全区居

民无益的开支，而且还为了个别人的利益，为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决定修筑道

路……打算把区的中心鲁平城和汉堡—柏林铁路联结起来。区行政机关不但

没有使铁路线通过符斯特尔豪森城（虽然该城表示愿意自己出资来弥补不足

的费用），而且拒绝在这个没有丝毫资金的小城市修筑公路。结果公路是通过

一个贵族地主的３个领地敷设的！！”

赖辛巴赫先生注意到：内阁的指示对区的财政问题毫无影响，

区的财政完全受区等级会议的支配。

大臣先生用几句软弱无力的话作了回答。

布赫尔先生宣称，他决不认为大臣先生有权发布实际上是废

除现行法律的指示。只有通过立法的方式才能有助于事。

屈韦特尔先生又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来为自己辩

护，然后就开始表决。

议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提案，废除了授予区等级会议以课

税权和支配区财政权的法律，并附带声明：“根据这些法律通过的

区等级会议的决议仍然有效。”

这样，我们就看到办事内阁所办的“事情”就是企图用警察手

段来达到反动目的和搞垮议会。

  （待续）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６日

“新莱茵报”第５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２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关于普鲁士国民议会７月１８日会议以后的情况，弗·恩格斯在“关于瓦德涅

尔案件的妥协辩论”一文中作了评述（见本卷第３３８—３４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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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各民主团体的解散

  科伦７月２７日。反对结社权的反动警察措施接踵而来。首先

封闭的是斯图加特民主联合会，接着就是海得尔堡民主联盟①。胜

利使反动派先生们增加了勇气。巴登政府目前正在解散巴登所有

的民主团体。

这正是在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谓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讨论永久保

障“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结社权问题时发生的。

结社自由权的基本条件是：警察机关不能解散或封闭任何一个社

团，任何一个协会。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决某一社团或它的活动和

宗旨多非法的，从而要惩处有关过失人员的时候，才能采用。

当然，对于迫不及待地要实施自己的惩罚措施的马提先生来

说，这个过程未免太长了。过去他自己要以宪兵的名义逮捕“卖国

贼”菲克勒尔时，曾认为逮捕前先要得到逮捕令或者至少自己要被

委任为特别警察那种作法太无聊，同样，现在他认为任何法庭的、

法律的途径也是不值一顾的，不切合实际的。

这个新的警察暴力行动的动机是很有教益的。据说各个团体

已联合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主团体的组织１６２，这个组织是根据法兰

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倡议成立的。这个代表大会

３２３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７—２６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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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抱的目的是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似乎这是被禁止的！）①，至于

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从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决议中对暴动者表

现了同情（从什么时候起“同情”被认为是非法的“手段”？）②，此外，这些团体

的中央委员会今后甚至将不承认德国国民议会，而且它要号召国民议会中的

少数派同议会彻底分裂，以便通过非法途径成立新的议会。”

随后是代表大会关于民主党派组织机构的决议。

因此，在马提先生的看来，巴登的各个团体应对中央委员会的

决议负责，即使它们没有执行这些决议也罢。如果这些团体在法兰

克福委员会的坚决要求下确实已向国民议会的左翼发出了退出议

会的号召，那末马提先生是决不会忘记宣扬这一点的。不过决定上

述号召是否非法的不应该是马提先生，而是法庭。可是，要宣布党

的区级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确实非有马提先生不

可！难道立宪主义者和反动分子的联盟１６３不也是按照这种形式组

织起来的吗？

但是，当然，“当国家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从而整个国家大厦

被社团的力量所震动的时候，这是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

马提先生，结社权的存在正是为了能够不受处罚地（当然是以

合法的形式）“破坏”国家制度！如果社团拥有的力量比国家还大，

那对国家就更糟！

我们再次向国民议会呼吁，如果议会不想失去任何尊敬的话，

应立即将马提先生提交法庭审判。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８日

“新莱茵报”第５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２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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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科伦７月２９日。如果莱茵省的某一个居民忘记了他应该把什

么事情归功于“外国的统治”和“科西嘉岛暴君的压迫”，那就请他

读一读汉泽曼先生在幸福的１８４８年提交他的妥协派“讨论”的关

于无偿地废除各种义务和苛税的法案吧。领主权〔Ｌｅｈｎｓｈｅｒｒｌｉｃｈ

ｋｅｉｔ〕，封地转为自由地的赎金〔Ａｌｌｏｄ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ｚｉｎｓ〕，死亡税〔Ｓｔｅｒ

ｂｅｆａｌｌ〕，好家畜使用权〔Ｂｅｓｔｈａｕｐｔ〕，治疗税〔Ｋｕｒｍｅｄｅ〕，保护金

〔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ｌｄ〕，权利宣告税〔Ｊｕｒｉｓｄｉｋｔｉｏｎｓｚｉｎｓ〕，诉讼罚金〔Ｄｒｅｉｄｉｎ

ｇｇｅｌｄｅｒ〕，饲养税〔Ｚｕｃｈｔｇｅｌｄｅｒ〕，盖印金〔Ｓｉｅｇｅｌｄｅｒ〕，屠宰什一税

〔Ｂｌｕｔｚｅｈｎｔ〕，养蜂什一税〔Ｂｉｅｎｅｎｚｅｈｎｔ〕等等。这些荒谬绝伦的名

称，在我们听到过法国革命破坏了封建制度、听到过ＣｏｄｅＮａｐｏ

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的两只文明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陌生，多么野

蛮！这一大堆中世纪的义务和苛税，这一大堆太古时代的腐烂得发

霉的废物，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不可理解！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

土地上呵！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

余，是贯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们祖先的伟大，甚至同赫鲁斯克

人①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锁链的最后一环！这种令人窒

５２３

① 赫鲁斯克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族，纪元前一世纪生活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中

游。纪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被罗马人征服。公元９年在领袖阿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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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

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而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当同诗人一

起高呼：

  这正是我的祖国的空气！

  我的脸颊感到了它那温暖而清新的气息。

  一路上的粪土，

  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祖国的污泥！１６４

当你读这一法案时，乍看起来，似乎我们的农业大臣吉尔克先

生按照汉泽曼先生的命令进行了异常“勇敢的冲击”，似乎他大笔

一挥就消灭了整个中世纪，当然，这是完全无偿的！

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下法案的说明，那末就可以看出，它正

好一开始就证明了任何封建义务实际上都不允许无偿地废除，即

一开始就下了直接同“勇敢的冲击”矛盾的勇敢的断言。

现在，大臣先生的畏缩的实践小心翼翼地在这两种勇敢之间

徘徊。左边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右边是“地

主合法取得的权利”，中间是“农村关系更加自由发展的值得赞许

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吉尔克先生的不好意思的茫无所措的态

度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总之，吉尔克先生完全承认：一般说来，封建义务只能通过赎

买来废除。因此，保存了那些最繁重、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义务，或

者，因为这些义务实际上已被农民废除了，所以又把它们恢复起

来。

但是，——吉尔克先生认为——

６２３ 卡 · 马 克 思

尼（ ）的领导下在多德堡森林击溃了罗马军队，从罗马统治下获得解

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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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个别的关系，由于它的内在的理由不充分，或者由于它的继续

存在同时代精神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幸福不相容，而被无偿地废除了，那末，

遭到这一方面损失的人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蒙受某些牺牲，不仅是为了全国

人民的幸福，而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合理的利益，使享有特权的人和应尽

义务的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从而使领地一般能在国家中占有适当的地位

来保证整体的幸福。”

农村中的革命就是在实际上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据说是承

认革命的办事内阁，是这样承认农村中的革命的：暗地里把它消

灭。完全恢复旧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秩序〕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农民简直

会把封建主杀死——这一点是吉尔克先生都懂得的。因此，要废除

一连串仅仅在某些地方实行的微不足道的封建义务，而恢复那些

主要的封建义务，这种义务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徭役。

由于丧失了一切应该废除的权利，贵族在一年中失掉的还不

到５万塔勒，但是得到的却有好几百万塔勒。况且，象大臣所指望

的那样，贵族因此还能同农民和好，甚至以后在议院选举时能得到

农民的票。的确，只要吉尔克先生的如意算盘没有打错，这笔交易

是不坏的！

这样，就可以消除农民的抗议，而贵族如果正确地了解自己

的地位，也不会提出抗议。剩下的还有议院，还有法律上的怀疑

和激进派的吹毛求疵。应该废除的义务和不应废除的义务之间的

区别，不外是几乎毫无价值的义务和具有重大价值的义务之间的

区别；为了使议院满意，必须使这种区别具有虚构的法律上和经

济上的理由。吉尔克先生必须证明：应该废除的义务（１）没有充

分的内在的理由，（２）同全国人民的幸福矛盾，（３）同时代精神

的要求矛盾，（４）把它们废除实际上并不是破坏所有权，并不是

无偿的剥夺。

７２３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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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些苛税和义务存在的理由不充分，吉尔克先生深

入到封建权利的最黑暗的领域中去。他呼吁给“整整１０００年来德

意志各邦一开始就很缓慢的发展”以援助。但是这对吉尔克先生难

道有什么好处吗？吉尔克先生愈是深入到遥远的过去，愈是搅动陈

腐的封建权利的淤泥，这种权利就愈向他证明：上述义务存在的理

由根本不是很不充分，而是从封建的观点看来非常充实；不幸的大

臣竭力按照现代民法的概念去阐明封建权利，并且迫使别人象议

论１９世纪的资产者那样去议论１２世纪的封建贵族，就只能遭到

别人的嘲笑。

吉尔克先生顺利地继承了冯·帕托夫先生的基本原则：无偿

地废除从领主权和继承的农奴依从地位中产生的一切义务，而其

他一切义务只能通过赎买来废除。但是，难道吉尔克先生认为，需

要具备特殊的洞察力才能向他证明，一般说来，一切应该废除的义

务也都是“从领主权中产生”的吗？

吉尔克先生为了贯彻到底，到处把现代的权利概念同封建的

权利规定相提并论，并且在紧要关头总是诉诸现代的权利概念，这

一点看来用不着多说了。但是，如果吉尔克先生用现代权利的要求

去衡量某些义务，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不用这种要求去衡量所

有的一切义务。当然，如果他这样做，就很难使徭役同个性和所有

权的自由相一致了。

可是，当吉尔克先生用社会的幸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来论证

时，他和他的关于义务的划分就更糟糕了。因为不言而喻，如果

这些微不足道的义务妨碍社会的幸福，并且违背时代精神的要求，

那末，象徭役、工役、租金等等义务，就更是如此了。吉尔克先

生莫非认为拔掉农民的鹅毛（第１节，第１４条）的权利是不合时

８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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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而拔掉农民身上的毛的权利倒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吗？

接着就证明，法案规定废除封建义务并不是破坏所有权。这

个极端荒谬的论点当然只能从外表上来证明，而且只能用这样的

方法来证明：通过算细账，贵族了解到这些权利对他们并没有什

么价值，当然，这种计算只能是近似的。于是吉尔克先生非常仔

细地计算第１节的所有１８条，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证明上述

义务是毫无价值的，也就是证明他的法案是毫无价值的。好心肠

的吉尔克先生！我们破坏了他那快乐的幻想，践踏了他那阿基米

德的封建图样，是感到多么难受！

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困难！过去在为了取消封建义务（这些

义务现在应该废除）而进行赎买时，也象在进行任何赎买时一样，

农民受到了受贿的、为贵族谋利益的委员会可怕的欺骗。现在农

民要求修改旧政府时代所缔结的一切赎买契约，而农民是完全正

确的。

但是吉尔克先生对此却漠不关心。“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法律”

是同农民的要求“矛盾”的。但它们总是同任何一种进步矛盾的，

因为每一项新的法律都是要废除旧的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旧的法律

的。

“可以确有把握地预言由此所产生的结果：为了采取同一切时代的法权

准则相矛盾的措施（各种革命也是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则相矛盾的）①来使

尽义务的农民得到好处，就得使国家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地受到不可估量的损

失，从而（！）使国家本身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于是吉尔克先生以惊人的理由证明：这种行动

９２３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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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领地的整个法权基础发生问题和受到震动，并且由于无数的诉讼

程序和诉讼费用，给领地这一国民福利的主要基础带来很难医治的创伤；”

“破坏那些使契约有效的法权准则，会损害毫无疑义的契约关系，其结果是使

人们对民法的稳定性的信任发生动摇，从而使整个经济生活遭到极其可怕的

危险！！！”

因此，吉尔克先生在这里看到了所有权的破坏，这种破坏会动

摇一切法权准则。但是，为什么无偿地废除在法案中提到的各项义

务就不是破坏所有权呢？其实在这里，不仅存在着毫无疑义的契约

关系，并且还存在着从太古以来就无条件存在的无可争辩的权利，

而修改契约的要求所涉及的那些契约就决不是无可争辩的，因为

贿赂和欺诈是众所周知的，在许多场合下是有真凭实据的。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不管被废除的义务是多么微不足道，吉

尔克先生废除它们，就是“采取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则相矛盾的措

施来使尽义务的农民得到好处”，这同“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法律是

直接矛盾的”；他“动摇了领地的全部法权基础”，他从根本上侵犯

了“毫无疑义的”权利。

其实，吉尔克先生为了达到这种微不足道的结果，是否值得犯

这样严重的罪行呢？——

实际上，吉尔克先生在侵犯所有制，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并不

是侵犯现代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而是侵犯封建所有制。他破坏封建

所有制，借以巩固在封建所有制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所

有制。他之所以不想修改赎买契约，只是因为通过这种契约，封建

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因为他如果修改

这些契约，就要同时在条文上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资产阶级所

有制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封建所有制是容易被攻破的和

０３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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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侵犯的一样，——至于程度如何，要看大臣先生的需要和勇

气。

这一项长篇大论的法律的简要意思是什么呢？

是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１８４８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１７８９

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１７８９年８月４日，攻取巴士底狱后过了３个星期，法国人民

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三月街垒战后过了４个月，封建义务战胜

了德国人民。ＴｅｓｔｅＧｉｅｒｋｅｃｕｍ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ｏ〔见证人就是吉尔克

和汉泽曼〕。

１７８９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

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

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ｎ〕农民阶级。

１８４８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

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

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

这就是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０日

“新莱茵报”第６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１３３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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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科伦７月３１日。

“在英国，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在法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

一点憎恨呢？只是对于曾经利用谷物垄断向工业课取不公平的繁重捐税的贵

族一度有过这样的憎恨。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是靠自己的勤

劳起家的；在法国，在路易 菲力浦时期，资产者则是垄断、特权的产物。”

这种伟大的、学术性的、热爱真理的名言出现在沃尔弗斯先生

给消息一向很灵通的“科伦日报”写的社论中。

真奇怪！在英国，存在有人数非常众多、非常集中和非常典型

的无产阶级，它的队伍每隔五六年就要遭受一次由经济危机的毁

灭性的灾难以及饥饿和伤寒所造成的浩劫，——这个无产阶级有

半生时间是工业中多余的人，无法谋生；在英国，每１０个人当中就

有一个是穷人，而每３个穷人中就有一个被关在穷人的巴士底

狱１６５中；在英国，每年花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钱几乎等于普鲁士

国家的全部支出；在英国，赤贫现象被公开说成是现代工业体系和

国民财富的必要因素。虽然如此，在英国，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

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广大无产阶级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都没有达到象英国那种程度；世界上任何一

个国家都没有极端贫困和巨大财富之间的这种显著的对比。虽然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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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当然，在１８２５年以前还是秘密的、但从１８２５年起就已公开的

工人联合，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一个厂主的临时性的联合，而是反对

整批厂主的永久性的联合，是许多劳动部门、许多城市的联合，最

后是全英国境内无数工人的联合，所有这一切联合以及它们所进

行的反对厂主的无止境的斗争，它们所举行的引起了各种暴行、报

复性破坏、纵火、武装攻击和杀害等等的罢工，——所有这一切都

不外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爱的证明！

已经延续了８０年之久的工人反对厂主的整个战争，从破坏机

器开始，经过联合，经过对个人以及对厂主的财产和少数忠于厂主

的工人的个别攻击，经过各种大小规模的发动，经过１８３９和１８４２

年的起义，发展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宪

章派即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国家

权力的整个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象巴黎的六月战斗那样，引起极

其可怕的流血冲突，可是它的顽强性、群众性以及斗争的范围都要

比六月战斗大得多，——这种社会性的内战，对于“科伦日报”和它

的沃尔弗斯来说，当然不过是英国无产阶级对于统治他们的资产

阶级的爱的一种证明。

不久以前，大家不是热衷于把英国描绘成社会矛盾和斗争的

典型国家，并且在同英国的所谓“不自然的状况”比较下，竭力赞扬

拥有资产者国王、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和始终非常勇敢地为资产

阶级而战的善良工人的法国吗！不久以前，“科伦日报”不是每天都

在重弹这个旧调，并且在英国的阶级斗争中找到了预告德国要提

防保护关税制度和在这种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种“不自然的”

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工业的理由吗！可是六月的日子把一切都颠倒

３３３“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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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了。“科伦日报”被六月的战斗吓糊涂了，于是伦敦、曼彻斯特

和格拉斯哥的几百万宪章主义者同巴黎的４万叛乱者比较起来，

反而变成微不足道的了。

法国成了憎恨资产阶级的典型国家，并且根据“科伦日报”现

在的断言，法国从１８３０年起就已成了这样的国家。怪事！英国的

鼓动家在整个无产阶级的赞同下１０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大会上、小

册子里和报纸上唤起对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憎恨的时候，法国工

人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则经常鼓吹同资产阶级调和，当时它们所

根据的恰巧是：在法国，阶级矛盾还远不象英国那样尖锐！而恰

好那些人（“科伦日报”听到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毛骨悚

然）——路易·勃朗、卡贝、科西迪耶尔、赖德律 洛兰，在许多

年当中，在二月革命以前和以后一直在鼓吹同资产阶级和平，而

且他们多半是ｄｅｌａｍｅｉｌｌｅｕｒｅｆｏｉｄｕｍｏｎｄｅ〔非常真诚地〕去做这

件事情的。“科伦日报”不妨翻阅一下上述各人的全部大作，不妨

浏览一下“改革报”、“人民报”１６６，甚至不妨浏览一下“同盟月

刊”、“人民的蜂房”、“博爱月刊”１６７这样一些最近几年来的工人报

纸，——不然只要读一下两部人所共知的著作，读一下路易·勃

朗的全部“十年历史”（特别是末尾）和他的两卷“革命史”也就

够了。

可是，“科伦日报”并不满足于仅仅断言英国根本不存在“对

于在法国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在英国也同样有，我们的消息非常

灵通的同行，请参看一下两年来的“北极星报”）的那些人的憎恨，

它还解释为什么正好应当是这样，而不是另一种样子。

皮尔废除了垄断并确立了自由贸易，因而使英国资产阶级免

受这种憎恨：

４３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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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在法国，资产者则是垄断的产

物。”“皮尔的措施就是使英国不致遭到极其可怕的革命的措施。”

皮尔消灭了贵族的垄断，从而使资产阶级不致遭到无产阶级

的带有威胁性的憎恨——，这就是“科伦日报”的奇怪的逻辑！

“英国人民，我们说：英国人民日益深信，只有实行自由贸易才能指望解

决同他们当前的一切痛苦和忧虑有关的迫切问题，——而人们最近却力图在

血泊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要忘记：自由贸易的思想最初

是从英国人民中产生的。”

英国人民！但是“英国人民”从１８３９年以来就在所有的集会上

和刊物中同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作斗争；在反谷物法同盟１６８最兴盛

的时期，英国人民迫使他们秘密集会，迫使他们规定持有特殊的入

场券才能进入自己集会的会场；英国人民以极其辛辣的讽刺把自

由贸易论者的所作所为同他们的花言巧语加以对照，把资产者同

自由贸易论者完全看作一丘之貉！英国人民有时甚至不得不利用

贵族、垄断者的暂时支持去反对资产阶级，例如在１０小时工作

日１６９问题上就是这样。应当把这个非常善于从公开会议的讲台上

赶走自由贸易论者的人民，把这个“英国人民”描绘成自由贸易思

想的鼓吹者吗？“科伦日报”幼稚无知到什么地步，它在自己的空谈

中不仅随着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大资本家重复他们的幻想，而且轻

易地相信他们故意散播的谎话！

“资产者在英国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可是在法国却是另

外一回事：

“对于工人来说，资产者从来就是垄断者，因为可怜的农民要给垄断者付

６０％的犁铁税，因为垄断者在出卖煤炭时进行重利盘剥，他们让法国的所有

葡萄酒酿造者活活饿死，他们在把一切东西出卖给酿造者时总要贵２０、４０、

５０％……”

５３３“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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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科伦日报”所知道的“垄断”，只不过是关税的垄断，也

就是在外表上仅仅压迫工人但实际上却困死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从

保护关税政策中得不到好处的企业主的那种垄断。“科伦日报”除

了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老爷们所攻击的那种

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以外，别的什么垄断也不知

道。

可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

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

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

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而

解决这些矛盾是１９世纪的特殊任务！

但是，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

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

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

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

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

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

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

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

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

小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最起码的常识现在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了，因为

这样作只会使人见怪，——只有“科伦日报”的博学多才的老爷们

是例外。

这些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们认为自由贸易是使法国避免工人和

６３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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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的唯一手段。

实际上把本国的资产阶级也降低到无产阶级的水平，——这

就是只有“科伦日报”才配采取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６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７３３“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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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

  科伦８月１日。我们又要报道几次妥协会议的消息。

在７月１８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召请瓦德涅尔议员的问

题。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接受这个提案。莱茵省的３个律师反对

这个提案。

第一个发言的是前国家检察官爱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西蒙

斯先生大概认为他仍是在陪审法庭或违警法庭上演说。他以国家

公诉人的资格发表了一篇反对瓦德涅尔先生和维护司法的真正的

辩护词。他说：检察院正在审理此案，而且很快就能作出决定，瓦德

涅尔不是获释，便是上陪审法庭受审。在后一种情况下，“顶好不要

把这个案件分割开来，并且不要拖延对他的判决”。在西蒙斯先生

看来，司法的利益，即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和陪审法庭的特权，高于

人民代表的自由和人民代表不受侵犯的利益。

其次，西蒙斯先生企图诬蔑瓦德涅尔的辩护人所提出的证人，

然后再诬蔑瓦德涅尔本人。他宣称由于瓦德涅尔的缺席，议会“并

没有失去什么天才人物”，后来他又说，瓦德涅尔在没有洗清自己

阴谋反对政府和以暴力反抗军事当局的一切嫌疑以前，无权出席

议会。至于天才人物，那末按照西蒙斯先生的逻辑，可以象逮捕瓦

德涅尔先生那样，把可敬的议会的９ １０的议员逮捕起来，而不使它

失去什么天才人物；至于第二个论证，的确使西蒙斯先生引以为

荣：他从来也没有参加过反对专制制度的“阴谋”活动，也决不能控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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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他在三月街垒上“以暴力反抗国家当局”。

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莱夫先生确凿地证明瓦德涅尔没有任何

嫌疑，至于这里所指的行为，也不能认为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履行

他的义务时，帮助了根据法律所建立的市民自卫团，市民自卫团是

得到市政局的同意才占领了特利尔的街垒的）。这个声明发表后，

鲍尔班特先生起来为检察机关辩护。

鲍尔班特先生也产生了极大的疑问：“陪审员未来的判决不会

因召请瓦德涅尔而预先决定吗？”这个深思熟虑的见解在博尔夏特

先生发表了如下简短的意见后更无法解决了：陪审员未来的判决

不会因拒绝召请瓦德涅尔而预先决定吗？两端论法的确高深莫测，

甚至比鲍尔班特先生还高明的思想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也会白费

多年的时间。也许在全体议员中只有一个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

就是鲍姆施塔克议员。

鲍尔班特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相当长的时间，讲得既冗

长又混乱。博尔夏特先生对他作了简短的回答。接着施图普先生

上台发言，为的是也来反对瓦德涅尔，他说他对西蒙斯和鲍尔班特

的发言“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这当然使他有足够的

理由一直胡扯到有人要求停止辩论时为止。然后赖辛施佩格第二

和温采利乌斯先生为瓦德涅尔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于是，大家知

道，议会就通过了召请瓦德涅尔的决议。瓦德涅尔先生跟议会开了

一个恶毒的玩笑，他没有接受这次召请。

博尔夏特先生建议：议会尚未对利济斯基先生的关于废除死

刑的建议发表意见，为了防止即将执行死刑起见，一星期后必须对

这个提议作出决定。

里茨先生认为这种轻率的作风不是议会的作风。

９３３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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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尔先生：既然我们（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就要作出关

于废除死刑的决议，而如果在作出决议以前有人被杀头，那自然无

疑地完全是非议会的作风。

主席想中止争论，但亲爱的鲍姆施塔克先生已站在讲台上，他

目光炯炯，面容因高贵的愤怒而显得绯红：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严肃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丝毫不是这种性

质的，即可以随便上台不加思索地宣布斩首是非议会的作风！”（认为斩首完

全是议会作风的右派，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叫“好”声。）“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意

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鲍姆施塔克先生对自己所谈的每个问题都

是这样讲的）①。其他的议会……立法和科学界的伟人（即“国家法的所有哲

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②在２００—３００年中（每个人？）
③
都曾研究过这

个问题，而如果你们想要别人责难我们如此轻率地解决这样重要的问题……

（对呀！）④只是良心驱使我说……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一点上多等

一星期的确没有任何意义！”

高贵的议员鲍姆施塔克对这样巨大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所说

的严肃的话变成了最轻率的举动。看来，鲍姆施塔克先生希望关于

废除死刑的争论再继续２００—３００年，而在这期间可以平静地看着

人们被杀头，的确，还能想出比这更轻率的举动吗？“在这一点上多

等一星期的确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在这个时期中一些人被杀

头一样！

可是首相宣称，暂时不打算执行死刑。

在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对议程发表了一些深思熟虑的意见

后，大会否决了博尔夏特的提议，采纳了奈特先生的修正案，他建

议中央委员会加速对问题进行审查。

希登哈根议员提议，在提出相反的法案以前，主席应该以如下

０４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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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庄严的公式来结束每次会议：

“但是，我们认为内阁应该用一切方法来加速提出新市政条例的法案。”

遗憾的是，这个异常庄严的提议不适用于我们资产阶级的时

代：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１７０

想在格拉博夫主席先生那样粗糙的石头上雕刻出亚庇·喀劳狄的

古典形象和把庄严的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可是，我认为〕
１７１
用来解决

市政条例问题的企图，在议会“异常活跃”的情况下破产了。

巴门议员布累特用十分温和的口气向商业大臣又提出了３个

质问，即关于把整个德国联合为一个关税区，联合为一个有航海税

的统一的通航联盟的问题，以及关于临时的保护关税问题。在他得

到米尔德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同样温和的、但令人极不满意的回答

后，格拉德巴赫先生结束了辩论。利萨①的许采先生打算要格拉德

巴赫规矩一些，因为他在讨论解除志愿部队武装问题时的发言太

强硬了②，但许采先生收回了自己的提案。可是，格拉德巴赫先生

极其从容地向勇敢的许采先生和整个右派挑战，他讲（这使旧普鲁

士人十分愤怒）了关于一个普鲁士中尉的有趣的笑话：这个中尉骑

在马上打瞌睡，并且就这样在志愿军中周游。志愿军唱着“睡吧，孩

子，你睡吧”的小调来欢迎他，就因为这一点他们要受军事法庭审

判！许采先生嘟哝了几句语无伦次的气愤话以后，会议就闭幕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日

“新莱茵报”第６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４３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９４—１９５页，２０７—２１１页。——编者注

波兰叫列式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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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国 的 照 会

  科伦８月１日。俄国的外交当局暂时以通告的形式给俄国驻

德国的各个使馆送来了一个照会，而没有送来军队。这个照会首先

在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的官方报纸１７２上找到了藏身的地

方，不久又受到别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刊的友好欢迎。俄国外交大臣

涅谢尔罗迭先生所受到的这种借以进行正式外交活动的欢迎越是

异乎寻常，这种活动也就越值得仔细研究。

在１８４８年以前的美好日子里，德国书报检查机关关心的是不

许报纸刊载一句不利于俄国政府的话，甚至在希腊或土耳其的报

道栏里也是这样。

在不幸的三月事件之后，可惜这个方便之门被关闭了。因此涅

谢尔罗迭才成为政论家。

在他看来，“仇恨俄国的情绪似乎暂趋缓和的德国报刊”，对于

俄国在边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散布了“毫无根据的推测和解

释”。他用十分温和的语调说完后就提高嗓子说：“德国报刊每天都

在散布极荒谬的谣言，对我们进行极卑鄙的诽谤。”接着又说什么

“狂暴的叫喊”、“狂人”和“阴险的诡计”等等。

在最近的一件报刊审判案中，德国国家检察官便可以把俄国

照会当做据以控诉的可靠文件。

为什么要攻击德国的报刊，尤其是“民主的”报刊而且在可能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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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还要消灭它呢？因为它不承认俄国皇帝的“既友善又无私的

感情”和“真诚爱好和平的愿望”！

涅谢尔罗迭代表他的统治者问道：“德国怎么能抱怨我们呢？当征服者在

大陆上实行残酷统治的期间，俄国为了支持德国维护它的完整和独立而流过

血。俄国的领土早已解放，但是俄国仍然在欧洲各个战场上继续援助自己的

盟友德国。”

虽然俄国以高薪雇佣了大量的暗探，但是，如果俄国想在

１８４８年拿所谓的解放战争来博得他人的好感，那就大错特错了。

俄国真的为我们德国人流过血吗？

１８１２年以前俄国“支持”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不过是表面结

成同盟，暗中却和拿破仑订立密约，而且后来还靠抢劫和掠夺充分

地补偿了自己的所谓援助。这点姑且不谈。后来俄国帮助的是和

它联合的各邦君主，支持“天赋的”专制制度的代表反对由于革命

而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虽然它曾发表过卡里斯宣言１７３。神圣同盟

和它的决非神圣的行动，在卡尔斯巴德、来巴赫、维罗那等地召开

的强盗式的代表会议，俄德对一切自由言论的追究，——也就是俄

国从１８１５年以来所执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罗

曼诺夫王朝和它的外交家们可以放心，这笔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至于谈到俄国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的援助，那末我们别的情感都有，

只是不会对这种英国经济支持下的援助有感激之情。

这件事情的原因对所有明察事理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

至少要撤去３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

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涅谢尔罗迭先

生所推崇备至的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３３年来使我们所处的

３４３俄 国 的 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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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

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

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德国其他地方也许早

就达到莱茵河左岸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所达到的地步了；我们

这里现在也许既没有乌刻马克贵族，也没有波美拉尼亚的万第人

了。我们也许不必呼吸“历史的”、“基督教德意志”沼泽里的窒息空

气了。

但是，俄国是宽宏大量的。即使对它不表示任何谢意，俄国皇

帝仍会象从前那样对我们怀着“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的确，“尽

管蛮横无礼和出言伤人，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俄国的）①感情”。

这些感情目前表现在“消极观望的政策”上。应当承认，这种政

策俄国运用得非常巧妙。它善于等待，一直要等到适当的时机。虽

然从３月起俄国就大量调动军队，但是涅谢尔罗迭先生却非常天

真，要我们相信俄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有典型的

“先生们，准备马吧！”１７４的说法，虽然华沙警察局长阿布拉莫维

奇流露了真情，发表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毒言论，虽然（确切些说

是由于）彼得堡发出了威胁性的别有用意的照会，俄国政府却仍然

力争“和平与和解”。俄国仍然是“真诚爱好和平的，并且抱着防御

的态度”。根据涅谢尔罗迭的通告，俄国本身是容忍而虔诚的，虽然

它屡次无辜地遭到侮辱和损害。

现在我们举出照会中所提出的德国对俄国犯下的几个罪行：

（１）“敌对的情绪”，（２）“要求全德实行改革的狂热”。回答沙皇这种

善意的竟是“敌对的”情绪！太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内兄的情谊了！加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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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还有这个可诅咒的病魔——“要求改革的狂热”！实际上它最可

怕，虽然这里把它放在第二位。俄国有时还把另外一种疾病——零

乱传染给我们。这不去管它！但是这种“要求改革的狂热”不仅能

传染，而且有时还非常厉害，使得高贵的先生们不得不急忙跑到英

国去１７５。也许“德国人要求改革的狂热”就是制止俄国在三四月里

侵入德国的原因之一吧？第三个罪行是：法兰克福预备国会宣布，

目前与俄国作战是必要的。俱乐部和报纸上也有同样的声明，这就

更加不可饶恕了，因为根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和俄奥普三国最近签

订的条约，我们德国人只应该为各国君主的利益流血牺牲，而不应

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流血。第四个罪行是：德国有人主张恢复旧波

兰１７７２年时确有的疆界１７６。真该先挨顿鞭子，然后再发送到西伯

利亚去！但是，并没有这样，当涅谢尔罗迭写他的通告时，他还不知

道法兰克福议会对兼并波兹南问题①表决的结果。议会为我们赎

了罪，所以沙皇口边现在露出了温和的、宽恕的微笑。德国的第五

个罪行是：“它对北方的一个君主国发动了一场值得惋惜的战争”。

鉴于俄国政府威胁性的照会获得了成功，德国军队根据波茨坦的

命令急忙撤退，并且考虑到普鲁士驻哥本哈根大使就战争的原因

和目的所作的声明１７７，对于德国的这种卤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无

须象没有这些情况时那样严厉。第六个罪行是：“公开鼓吹德法订

立攻守同盟”。最后，第七个罪行是：“收容波兰难民，让他们免费乘

坐火车到波兹南参加起义”。

要不是外交家一流的人物的舌头给他们提供了“掩盖自己的

思想”的工具，那末涅谢尔罗迭和内兄尼古拉本该欢天喜地拥抱我

５４３俄 国 的 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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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热烈地感谢我们。因为我们用了一切优待办法诱出法、英、比等

国的波兰人，把他们送到波兹南去，以便在那里用霰弹和榴霰弹来

扫射他们、用硝酸银来给他们打烙印、枪杀他们、给他们剃光头等

等，此外还尽可能地用克拉柯夫叛变者的炮弹把他们消灭干净。

难道俄国对德国这７条滔天罪行的答复竟是保持防御状态而

不企图进攻吗？是的，的确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俄国外交家要

全世界向他的皇帝的爱好和平与宽大为怀的精神跪拜。

根据涅谢尔罗迭先生的意见，俄国皇帝“至今片刻也不放弃”

的行动方式是：

“当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制度时，决不干涉其内政，并给各国人民以充

分自由，不阻止他们进行任何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不侵犯任何强国，只要它

不侵犯俄国。同时坚决回击一切侵害俄国内部安全的企图，并注意使领土的

均势在遭到任何破坏和改变时不要损害我们的合法利益。”

俄国的照会忘记了举例来说明上述这段话。七月革命后，俄国

皇帝把军队调往西部边境，以便利他的忠实的德国朋友联合起来

用事实向法国人证明，他是多么“想给各国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来进

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至于他的行动方式遇到了阻碍，这并不

是他的过错，而是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的过错，这次革命使他的计划

改变了方向。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对待西班牙和葡萄牙采用的也

是这种行动方式。俄国皇帝给唐·卡洛斯和唐·米格尔的公开的

和秘密的援助就是证明。１８４２年底，普鲁士国王想赐予国家一个

以非常方便的“历史”原则（这个原则在１８４７的诏书１７８中起了卓越

的作用）为基础的等级宪法，大家知道，正是尼古拉坚决反对这件

事，以致使我们“基督教德意志人”很多年没有享受到诏书中所规

定的种种乐事。他所以这样做，正象涅谢尔罗迭所说的，是因为俄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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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来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克拉柯夫的事情不值得再提了。我们

只提一下俄皇“行动方式”的最近的一个例子。瓦拉基亚人推翻了

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要改变整个旧制度，并且

要按照各文明国的榜样建立自己的制度。“为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

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俄国军队侵入了他们的国家。

由此任何人都会明白，这种“行动方式”将会怎样应用在德国

身上。俄国的照会不用我们费力去做结论，照会中说：

“无论盟邦采用何种新形式，只要它不侵犯邻国，不企图以武力扩张自己

的版图或者把自己的合法权限扩大到约定的范围之外，本国皇帝也将同样尊

重它的内部独立。”

这个问题在照会的另一个地方谈得更清楚：

“如果德国真正能解决它的政体问题而不损害它的国内的安宁，使赋予

德意志民族的新形式不致扰乱他国的安宁，那我们是衷心高兴的，正如在德

国旧政体下我们希望它强大和统一那样。”

通告中的下面一段话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谈到俄国竭力支

持德国取得和谐与统一：

“当然，不是热中于平等和扩展的民主派现在所幻想的那种物质上的统

一（根据民主派的沽名钓誉的理论，这种统一一旦实现，迟早一定要使德国和

所有邻国发生战争），而是精神上的统一，是德意志联邦必须和其他强国进行

协商的一切政治问题的看法和想法的真正一致。

支持这种统一，加强德国各邦政府相互之间的联系，——这才是我们的

政策所抱的目的。

我们那时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愿意允许德国在精神上

统一的，只是不允许在物质上统一，只是不让迄今存在的联邦议会

被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政权所代替，这个政权不是表面上的政权，

７４３俄 国 的 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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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实际的坚强的中央政权！多么宽宏大量呵！

“我们那时（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

望。”这是俄国照会中唯一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一句话。但是我

们要给涅谢尔罗迭先生指出：愿望和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

现在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期待于俄国的是什么。既然

旧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它涂了一层现代的色彩），既然由于

“一时的陶醉和兴奋”而脱离了俄国和“历史的”轨道的德国又将驯

顺地进入这个轨道，那末俄国将是“真诚爱好和平的”。

俄国国内的情况是：霍乱猖獗，某些县发生骚动，彼得堡曾酝

酿革命（但被及时制止），华沙要塞发生密谋事件，波兰王国成了火

山基地１７９，——总之，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沙皇对德国表示既善意又

“无私的感情”。

然而，德国本身在此以前所发生的各种事变，对俄国政府的

“消极观望政策”无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柏林—波茨坦、音斯布鲁克、维也纳、布拉格、法兰克

福、汉诺威以及几乎我们祖国（它又被适合俄国口味的精神上的统

一所笼罩）的每一个偏僻角落里在此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难道

尼古拉本人能如此顺利地处理他的事务，如此迅速地实现他的意

图吗？难道波兹南的普富尔（硝酸银）、科隆布和榴霰弹将军①的行

动，布拉格的文迪施格雷茨的行动没有使沙皇的心里充满欢乐吗？

难道文迪施格雷茨没有从年轻的美延多尔夫先生的手里收到尼古

拉经波茨坦寄给他的称赞的信吗？难道柏林的汉泽曼先生、米尔德

先生、施莱根施坦先生和法兰克福的拉多维茨、施梅林和利希诺夫

８４３

① 指希尔什菲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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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之流还不会使俄国心满意足吗？难道法兰克福议会里的比德

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主张不是不久前的许多痛苦的安慰剂吗？因

此俄国外交当局不需派遣军队侵入德国。它完全可以满足于“消极

观望的政策”，满足于上面分析的照会！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６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４３俄 国 的 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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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汉泽曼内阁和旧普鲁士刑法草案

  科伦８月３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汉泽曼内阁在竭力

歌颂博德尔施文克内阁①。既承认了革命，又承认旧普鲁士的制

度，“这是世间的常轨”！１８０

但是汉泽曼先生娴熟谙练到如此程度，甚至将要歌颂他过去

当莱茵省议会议员时曾经激烈反对过的博德尔施文克、萨维尼先

生及其娄罗们的那种行为，——这对波茨坦宫廷权奸确实是一种

意外的胜利。但事实却是如此！请看最近一期“普鲁士国家通报”

中的一篇文章：

柏林８月１日。最近一期司法部公报在“非官方栏”中援引了关于死刑的

统计材料，同时还援引了从１８２６年到１８４３年期间判处和批准的死刑（不包

括所谓对煽动分子的审讯的判决在内）的人数的通报。这个工作是根据司法

部的案卷进行的，并且由于所涉的问题的重要性而特别值得注意。根据通报

来看，在上述期间内：

（１）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１８９名，批准６名；

（２）在其他各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２３７名，批准９４名。

总共被判处死刑的人有４２６名，批准１００名，但在这１００名罪犯中间有４

名因逃跑或死亡而没有执行死刑。

如果１８４７年新的刑法典草案在这期间生效，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

０５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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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５３名，批准５名；

（２）在其他各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１３４名，批准７６名。

总共被判处死刑的人会是１８７名，批准８１名，假定在批准的时候遵循的

是过去的那些原则。这样一来，根据现行法律被判处死刑的２３７个罪犯就不

会被处死刑了，而被判处死刑的１９名罪犯也就不会被杀头了。

根据这个通报，每年的平均数如下：

（１）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１０９ ８名，批准
６ １８
名；

（２）在其他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１３名，批准５４ １８名。

如果这个法律草案在当时有效的话，那末每年的平均数就会是这样：

（１）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２１７ １８名，批准
５
１８名，

（２）在其他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７７ １８名，批准４
４
１８名。

因此，歌颂１８４７年普鲁士王国的刑法草案的仁慈、优越和伟

大吧！莱茵省在１８年内也许会整整少杀一个人！多么优越啊！

但是这里有无数的被告不能出席陪审法庭受审而受国王的审

判官的判决和被关在监狱里；在莱茵省这里可能用旧普鲁士的棍

子来实行可耻的体罚（在莱茵省我们早在４０年前就已免除了棍

子）；这里有丑恶的对违反道德的罪行的诉讼，这种罪行在Ｃｏｄｅ

〔法典〕上并没有规定，而是由普鲁士法的骑士的那种病态的和脱

离现实的幻想所重新引起的；这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司法概念的

混乱；最后，这里有无数的由于这个鄙劣的文件中的那些专横而恶

毒的规定所引起的政治诉讼案，总而言之，整个莱茵省都普鲁士化

了，——难道在柏林的那些莱茵的叛徒们认为，如果少杀了一个人

我们就能够忘掉这一切吗？

有一点很明显：汉泽曼先生想通过他在审判机关的代理人，即

梅尔克尔先生来实行博德尔施文克没有实行成功的东西；他想使

令人深恶痛绝的普鲁士刑法草案现在能真正生效。

同时我们知道，陪审法庭将仅仅在柏林实行，而且在这里也只

１５３汉泽曼内阁和旧普鲁士刑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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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试验而已。

因此，不是在旧普鲁士各省实行莱茵省的法律，而是在莱茵省

实行旧普鲁士的法律——，这就是三月革命的伟大的成果和巨大

的“成就”。Ｒｉｅｎｑｕｅ汅ａ〔不过如此而已〕。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

“新莱茵报”第６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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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日报”论强制公债

  科伦８月３日。在“科伦日报”第２１５号上刊载了一个号召莱

茵居民爱国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如下：

“我们刚才获得可靠消息，得悉科伦城今天认购自愿公债的数目约达２１

万塔勒，其中有一部分已用现款缴付。应当指望，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购

国家公债的人在最近１０天内一定会理解并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而且他们

本身的利益也必然会促使他们最好在８月１０日以前缴款，因为在８月１０日

以前缴款的利率是５％，过了这个期限缴款的利率是３１ ３％。特别重要的是：

希望那些应当认购这种公债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购的乡下人不要错过这一

期限。否则，在缺乏爱国主义和缺乏正确理解的地方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手

段。”

１２ ３％的奖金全是为了奖励纳税人的爱国主义而设的，但爱

国主义却“不管这一切的一切”，仍然顽强地处于隐蔽的状态中！

Ｃ’ｅｓｔｉｎｃｏｎｃｅｖａｂｌｅ〔这真不可思议〕。区别就在１
２
３％！难道爱国主

义能抗拒得了１２ ３％这种响亮的论据吗？

我们有责任向我们可爱的同行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

普鲁士国家打算用什么来偿付即使不是按５％而只是按

３１ ３％的利率付给的利息呢？用新的税收。如果普通税收不够（这

是可以预料的），就用新的强制公债来偿付。但是又用什么来偿付

第二期强制公债呢？用第三期强制公债。而第三期强制公债呢？那

就只好破产了。因此，爱国主义坚决主张采取一切手段来阻碍普鲁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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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政府选择的道路——但是不主张用塔勒，而主张用抗议。

此外，普鲁士幸亏已经拥有为了在波兹南进行野蛮的侵略战

争而借的１０００万塔勒的特别债。因而，１５００万塔勒自愿公债就

仅仅成了波茨坦秘密内阁１８１阴谋活动的报酬，这个秘密内阁不

愿软弱无力的柏林内阁的命令而为俄国和反动派的利益进行战

争。容克反革命竟卑躬屈膝地向市民和农民的腰包求助，他们事后

要酬谢容克反革命的这种英勇的功绩。而心如铁石的“乡下人”是

否会接受这种荣誉呢？“办事内阁”还要求维持警察所必需的经费，

而你们为什么对于按照英国方式建立的普鲁士警察制度的善行缺

乏“正确理解”呢？“办事内阁”想捆住你们的手脚，而你们为什么不

付给它买绳子的钱呢？简直令人不能理解！

办事内阁需要钱来抗拒德国的统一而保卫自私的乌刻马克的

利益。尽管有１２ ３％的奖金，而科伦地区的乡下人却无知到拒绝负

担保卫乌刻马克 波美拉尼亚民族的费用？他们的爱国主义在哪里

呢？

我们那些受“强制性罚款”威胁的爱国的同行简直热心得忘记

了妥协议会还没有对强制公债进行表决，忘记了内阁草案所具有

的法律效力和“科伦日报”的社论一样。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

“新莱茵报”第６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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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巴黎８月３日。前天我们只能简短地报道蒲鲁东的演说。今

天我们要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１８２。蒲鲁东先生首先宣称，二月革命

无非是社会主义的发动，社会主义在以后的一切事变中，在这次革

命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都力图表现自己。你们想消灭社会主义

吗？好吧，听我说，我愿意向你们伸出援助的手。社会主义的胜利

决不取决于个人，目前的斗争绝对不是我和梯也尔先生之间的斗

争，这是劳动和特权之间的斗争。可是与此相反，蒲鲁东先生提出

证据，说梯也尔先生侮辱和诽谤了他个人。“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基

础上，那末我就会对梯也尔先生说：让我们两人忏悔吧！请你承认

自己的罪过，我已准备承认自己的罪过了！”这里所谈的问题是革

命的问题。财政委员会把革命看作是偶然的现象，是意外的事情，

而蒲鲁东却是严肃地对待革命的。１７９３年，私有主向共和国偿还

自己的债务，交纳了１ ３的捐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应该在这方面保持

“相称的比例”。１７９３年的敌人是专制制度和外国，１８４８年的敌人

是赤贫。“什么是劳动权（ｄｒｏｉｔａｕｔｒａｖａｉｌ）呢？”

“如果劳动供不应求，那就不需要国家的任何保障了。但事情并不是这

样；消费量非常有限；商店里堆满了商品，而穷人却没有衣服穿！而且哪一个

国家比法国更热中于消费呢？如果给我们的不是１０００万法郎，而是１亿法

郎，即每人每天７５法郎，那我们早就给这些钱找到用途了。”（全场大笑）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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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是人民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果设立一所有２０亿资本的国

民银行，发放无息的贷款，制定免费使用土地和房屋的规章，一定

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全场哄动）

“如果我们遵循这个原则（笑声），如果拜金主义被消费的现实主义消灭

（又是笑声），那末劳动就有了保障。取消劳动工具税，你们就会得救。不承认

这一点的人，不管他们是叫吉伦特党人或是叫山岳党人，反正都不是社会主

义者，都不是共和主义者（啊哟，啊哟！）……不是私有制战胜共和国，就是共

和国战胜私有制。”（喊声：够了！）

然后，蒲鲁东先生开始大谈利息的意义和把利率降低到零的

方法。只要蒲鲁东先生从经济观点来谈论问题，他就十分软弱无

力，虽然他的发言在这个资产阶级议院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可是

当他被这种愤怒所激动而站到无产者的立场上时，议员们就好象

患了神经痉挛症一样。

“诸位先生，我的想法和你们完全不同，我站在和你们完全不同的立场

上！旧社会的消灭开始于２月２４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消

灭究竟用暴力还是用和平方法，完全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抗

拒的程度。”

随后，蒲鲁东先生就转而说明他的“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他建

议不要立刻消灭私有制，而要逐步地消灭私有制，因此，他在他的

报纸１８３上宣称，地租是土地的自然礼物，国家应该逐步地把它取

消。

“所以，一方面我向资产阶级揭示了二月革命的意义，同时我也预告私有

制：它应该准备着灭亡，私有者应该对自己的抗拒负责。”

四面八方都高声喊道：负什么责？

“我是想说，如果私有者不自愿消灭，那我们就来消灭他。”

有些人问道：“我们是指哪些人？”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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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叫道：把他送到疯人院去，送到沙兰顿去。（全场骚

动；真是一场雷鸣风啸的暴风雨。）

“我所说的我们，是指把我自己和无产阶级合而为一，把你们和资产阶级

合而为一！”

然后，蒲鲁东先生就详细地叙述他的税收制度，于是他又变成

“学者”了。这种“学问”本是蒲鲁东的弱点，可是在这个满是庸夫俗

子的议院中，却变成了他的力量，因为它使他有勇气以自己纯洁

的、正直的“科学”来反对梯也尔先生的龌龊的财政学。梯也尔先生

在财政问题上证实他在实践中的英明。在他任内，国库空虚了，而

他个人的财产倒增加了。

蒲鲁东在议员们不大注意听他后来的议论时，就直截了当地

说，他至少还想说３刻钟。话一说完，大多数议员就准备离开会场，

这时他就又转过来直接攻击私有制。“你们已经用二月革命废除了

私有制！”可以说，每当蒲鲁东谈到（哪怕是一个字）反对私有制时，

恐惧就把人们钉在凳子上了。“你们既然在宪法中承认了劳动权，

那就是你们也同意消灭私有制”。拉罗什雅克兰问道，有没有盗窃

权。另外一些议员则想阻挡蒲鲁东先生继续发言。

“你们不可能消灭既成事实的（ｆａｉｔ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后果。如果债务人和佃户

还纳租还债，那只是他们自愿这样做。”（喧声惊人。主席叫发言的人守规矩：

每个人都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

“我并不是说要取消债务，但是那些想在这里维护债务的人要消灭革命

……

我们这些代表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使我们取得了我

们的权力的政权缺乏原则和基础。我们的全部威信就建筑在暴力、专横和更

强大的权力上。（愤怒又爆发了）普选权是偶然的东西；为了使普选权具有某

种意义，首先要有组织。指导我们的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而是暴力、必要性

７５３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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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意……４月１６日，５月１５日，６月２３、２４和２５日，这全是事实，而且都是

被历史法定化的事实。今天我们能够做我们所向往的事情，力量在我们方面。

所以我们不打算谈暴动者，暴动者就是那些除了强权就没有其他权利的人，

但是他们不愿承认别人也有这种权利。我知道我的建议是不会被采纳的。可

是你们的处境是这样：你们只有采纳我的建议，才能免于灭亡。全部问题就在

于信贷问题，在于劳动问题！信任永远也不会恢复了——不，它一去不复返了

……”（多么可怕！）“你们尽可以反复地说，你们渴望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温

和的共和国；资本不会冒险地在共和国中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共和国不得不

装出一付样子，似乎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所以，当资本在等待

适当时机来消灭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等待时机消灭资本。２月２４日已规定

了劳动权。如果你们把这个权利从宪法中勾掉，那末你们就是规定了起义权。

请你们永远用刺刀来保护自己，永远宣布戒严吧。但是资本还是要感到

恐惧的，因为社会主义在警惕地注视着它。”

“科伦日报”的读者老早就知道蒲鲁东先生了。蒲鲁东先生（正

如在转入议程的决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他在发言中攻击了道德、

宗教、家庭和私有制）不久前成了“科伦日报”的著名的英雄。蒲鲁

东的“所谓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了巴黎通讯、小品文和长篇论文的

极力推崇。蒲鲁东关于价值的定义被宣布为一切社会改革的起点。

这里姑且不谈这个对“科伦日报”有害的结识是怎么发生的。不过，

这却是令人惊奇的事情！从前把蒲鲁东看作救星的报纸，现在却对

他和他的“虚伪的同党”破坏社会的行为竭尽痛骂之能事，而犹嫌

不足。难道蒲鲁东先生已经不是蒲鲁东先生了吗？

我们所批判的蒲鲁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

图用这种科学来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矛盾１８４。我们还要回头来谈这个问题。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

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现在，当他为了实现自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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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模糊的幻想而不得不以民主的精神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议院，

尖锐地指出这个矛盾的时候，议院就大叫道德和私有制受到了侵

犯。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６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５３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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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

  科伦８月４日。柏林议会有时把旧普鲁士的一切脏东西揭露

出来，正是在目前，当黑 白骑士阶层变得日益无耻的时候，这种揭

露是非常有益的。

在７月２１日的会议上又谈到了封建义务。中央委员会根据一

个议员的建议，同意在当局的要求或有关一方的要求下，停止关于

赎买问题和关于分配村社土地问题的没有结束的谈判和审判案。

迪尔施克议员谈到了现行的赎买条件。首先他详细地叙述了

赎买的办法本身怎样欺骗农民。

“例如，徭役赔偿（Ｆｒｏｈｎｄｉｅｎｓｔｅ①）的规定是非常片面的。完全没有注意

到，在几百年以前把徭役劳动的工资规定为１个或２个银格罗申是符合于当

时的产品价格和当时的关系的；这种工资可以被认为是劳动的合理等价物，

因此无论是地主或担负徭役义务的农民都没有特别收入。可是现在每天付给

自由雇佣工人的不是２个银格罗申，而是５—６个银格罗申。因此，如果有关

的一方声明愿意赎买，那就先把徭役日折算为雇佣劳动日，结果两者之间一

天的差额至少是３个银格罗申，——这样一来，每年中有５０天的地租必须规

定为４—５个塔勒，这个数目贫农是付不起的，因为他们经常只有１ ４摩尔

根②土地，又没有干外活挣钱的可能。”

０６３

①

② 普鲁士旧面积单位，约等于１ ４公顷。——译者注

这是恩格斯为迪尔施克所用的“徭役”（Ｒｏｂｏｔｄｉｅｎｓｔｅ）这个不大通用的词加的

说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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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施克先生的这段话发人深省，而这是绝对不利于自由派

极其有名的１８０７—１８１１年法律１８５的。

首先，由此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徭役（特别是在迪尔施克先生

所谈到的西里西亚）绝对不是实物地租或世袭租用金，绝对不是对

使用土地的补偿；和帕托夫先生、吉尔克先生的说法相反，徭役是

直接“从领主权和世袭农奴的依附地位产生的”，因此，根据这些伟

人们自己的原则，徭役制必须无偿地废除。

什么是农民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就是：在一年中农民必须为

地主服务一定的日子或做一定的工作。但决不是无偿劳动。农民

因此得到工资，而且起初得到的工资完全和自由劳动的日工资相

等。可见地主的利益决不在于农民的无偿的或极廉价的劳动，而在

于他经常可以用一般的工资雇到他所需要的工人，而在他不需要

他们时，他可以对他们的工作不负责任。地主的利益并不在于徭役

的货币价值，而在于徭役的强制性质；徭役的坏处不在于它在经济

上对农民不利，而在于它使农民处于不自由的地位。而这些义务难

道不是“从领主权和世袭农奴的依附地位产生的”！

根据徭役的最初性质来看，毫无疑义，必须无偿地废除徭役

制，如果帕托夫、吉尔克之流真的想彻底取消封建义务，他们就应

当这样作。

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徭役制现在的性质，那末情况究竟怎样

呢？

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徭役制始终没有变化，因而徭役劳动

的工资也没有变化。可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却上升了，自由劳动的工

资也随着上升了。起先，徭役制在经济上对双方同样有利，甚至在

农民没有工作时，还经常给他们以有优厚工资的工作。后来，照吉

１６３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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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先生的说法，徭役对农民来说，已逐渐成为“真正的田赋”，而

对地主老爷们来说则成为直接的货币收入。他们除了稳有把握地

经常拥有足够数目的工人外，还从这些工人的工资中捞取一笔相

当大的款子。几百年来，经常用这种欺骗农民的方法克扣了他们极

大部分的工资，因此到最后他们仅仅拿到他们应得工资的１ ３甚

或１ ４。假如一个农户必须出一个劳动力，在一年中只做５０天工

作，日工资在３００年中平均只增加了２银格罗申，那末地主老爷们

在每个这样的工人身上可以赚到整整１０００个塔勒，而按５％的利

率计算，５００个塔勒在３００年中得到的利息为７５００个塔勒，在每

个工人身上总共赚８５００个塔勒。而这笔账还是按照地主实际所

得总数的一半也不到的数目来计算的！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不是农民应该向地主纳税，而是地主

应该向农民纳税，不是农户应该向领主缴地租，而是领主应该向农

户缴地租。

但是１８４８年的普鲁士自由派却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完全相

反，我们的律师的普鲁士良心是这样来解释的：徭役工资和自由劳

动工资的差额；不应该由贵族向农民补偿，而应该由农民向贵族补

偿。正因为如此，所以地主才这样长期地窃取农民工资上的差额，

正因为如此，农民应该向地主赔偿被这些先生所骗去的东西。因为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

去①！

这样，就算出了工资差额，这个差额的全年总数被当作地租而

落入地主的腰包。如果农民想赎清这种地租，这种地租就变成利率

２６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１页注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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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即使不是５％）的资本，因此他就要偿付这个等于地租２５

倍的资本。由此可见，这纯粹是用奸商的办法来对付农民，因此，我

们上面所举的贵族的利润计算法是完全有根据的。

此外，农民使用１ ４摩尔根贫瘠的土地常常需要缴４—５个塔

勒地租，其实一年只要出３个塔勒的地租就可租到一摩尔根肥沃

的、免服徭役的土地！

赎买也可以用出让土地的方法来进行，但所让出的土地的价

值应和赎金相等。自然，这只有大农才能办到。这样，地主就可以

得到这种土地，作为对他和他的祖先一贯用狡猾的手段掠夺农民

的奖赏。

赎买论就是如此。它充分地证明了在其他各个国家中所发生

的事情，在这些国家中，首先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封建关系是被

逐步消灭的，这就是说，把封建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把领

主权变为资本，每一次这种转变总是有利于封建主，而对于不自由

的农民则是一种新的不能容忍的欺骗手段。不自由的农民每一次

都要赎买自己的自由，而且要用很高的代价去赎买。资本主义国家

总是按照有钱活命无钱上吊的原则办事的。

但是，赎买论所证明的还不止这些。

正如达奈议员所指出的，向农民提出来的这种惊人要求的必

然后果，就是使他们都落入高利贷者的手里。正如法国、普法尔茨

和莱茵省的实例所证明的，高利贷是自由小农阶级的必然的伴侣。

普鲁士的赎买论使那些旧省份的小农在还没有获得自由以前就尝

到了高利贷盘剥的甜头。总之，普鲁士政府一向善于使被压迫的阶

级遭受封建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双重压迫，这样就使得羁

绊加倍沉重。

３６３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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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再补充达奈议员也注意到的一种情况：按时拿钱的专员

愈好逸恶劳和愈不中用，庞大的开支就愈加增多。

“威斯特伐里亚的列士登奥城为１２０００摩尔根土地化了１７０００个塔勒，

可是仍然入不敷出！！”

下面来说一下赎买的实际情形，它更证实了上述情况。迪尔施

克先生说：地方专员（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ｋｏｍｍｉｓｓａｒｉｅｎ）即办理赎买的官

吏

“扮演３个角色。第一，他们要当调查官，他们以这种资格听取双方的意

见，规定赎买的实际原则和计算赔款的数目。他们经常极其片面地处理事情，

不注意现行的法律关系，有时他们简直没有法律知识。其次，他们是鉴定人和

见证人，并且擅自规定赎买物的价格。最后，他们提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

几乎等于决议，因为总委员会认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通常总是以他们的意

见为依据的。

最后，地方专员是得不到农民的信任的，因为他们经常使农民一方受到

损失，他们常被地主请去吃饭（地主本人也是当事的一方）①，让农民一等就

是几个钟头，这就更引起农民一方对他们的不信任。Ｄｒｅｓｃｈｇａｒｔｎｅｒ〔打谷

者〕１８６在等了３个钟头以后，终于被接见了，可是地方专员经常叱责他们，粗

暴地驳斥他们的一切不同意见。这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的，因为我曾任

法庭的特派员，在赎买时维护农民的利益。因此，地方专员的独裁权必须废

除。一人身兼３职——调查官、见证人和审判员是极不合理的。”

摩里茨议员起来为地方专员辩护。迪尔施克先生回答说：我认

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的行动是损害农民利益的；为了审理案件，我

自己甚至反映过他们中间某些人的行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拿

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吉尔克大臣当然又起来维护旧普鲁士的制度和在这个制度的

４６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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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产生的法规。地方专员当然又被夸奖一番：

“我议会决定，是否容许利用它的讲台来进行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完全

站不住脚的责难！”

迪尔施克先生不是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吗？

但是，由于吉尔克阁下大概认为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值大

臣们一驳，所以我们最近将要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迪尔施克先

生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甚至对地方专员的行动的谴责还非常

不够。

讨论的情况就是如此。修正案太多了，只好把报告连同修正案

一起退回中央委员会。议会通过最后决议的时间因而被推迟。

在这些修正案中有摩里茨先生的一个修正案，其中谈到了前

届政府的另一个颇有教益的措施。他建议停止一切有关磨粉税的

谈判。

在１８１０年决定废除专利权①（ＺｗａｎｇｓｕｎｄＢａｎｎｒｅｃｈｔｅ）的同

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赔偿磨粉主因投入自由竞争而遭受

的损失问题。这个决议本身就是荒谬的。难道行会师傅因废除自

己的特权而得到了赔偿吗？但是这里情况特殊。磨坊缴纳享用专

利权的特别税，因此不是简单地废除这一切，而是给他们补偿费，

可是特别税仍旧保留下来。形式本身是荒谬的，但这里至少有一种

法的外表。

然而，在从１８１５年起合并进来的各省中保留有磨粉税，而废

除了专利权，但是却不缴纳任何赔偿费。旧普鲁士在法律面前的平

５６３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

① 是封建主的一种权利，根据这种权利他可以强迫农民在他的磨坊磨粉，用他的

烘炉烤面包，从而收取一种特别税；专利权是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一种形

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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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是如此。虽然手工业法废除了一切手工业税，可是按照１８４５

年的手工业条例和根据赔偿法，在发生争执时，所有磨粉税不被看

作手工业税，而被看作土地税。由于这种混乱状况和这些违法行为

而发生了许多诉讼案件，各级法庭的判决互相矛盾，甚至最高法院

也作出了一些极其矛盾的判决。从摩里茨先生所援引的事情中可

以看出，过去的立法当局究竟把什么样的税当作“土地税”：萨克森

有一家磨坊，它除了磨粉设备以外，还有水力，但没有田地，可是却

被课４维斯佩尔１８７谷物的“土地税”！

说实在的，不管那儿讲些什么，普鲁士自古以来就是管理方式

最完善、最公平和最好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６日

“新莱茵报”第６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６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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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国家”比利时

  科伦８月６日。我们终于又把视线集中在比利时了。这是立

宪的“模范国家”，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君主制的埃尔

多拉多①，是柏林政治家的大学和“科伦日报”的骄傲。

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经济状况，原来这样出色的政治制度只

不过是经济状况的镀金框子而已。

比利时“通报”１８８（比利时有自己的“通报”）公布了关于列奥波

特的最大的陪臣，即关于赤贫现象的材料。

在卢森堡省６９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那慕尔省１７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安特卫普省１６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列日省７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灵堡省７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海瑙省６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东弗朗德里亚省５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布拉班特省４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在西弗朗德里亚省３个居民中有１人领补助金

这种赤贫现象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使赤贫现象进一步加剧。

所有能靠自己资财生活的人由于负担赤贫同胞救济税而失去了财

７６３

① 西班牙的南美开拓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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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均衡，自己也滚入官方慈善事业的深渊。赤贫现象以加速度产

生着赤贫现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

的源泉——青年日益堕落。

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和１８４７年，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可悲的。

１８岁以下的少年男女根据法庭判决被拘禁的人数共计：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少年 ２１４６………………… ４６０７ ７２８３

少女  ４２９………………… １２７９ ２０６９

总计 ２５７５……… ５８８６ ９３５２

               总数 １７８１３  ……………………

  由此可见，从１８４５年以来，１８岁以下的少年罪犯的人数每年

大约增加一倍。按照这个比例，比利时的少年罪犯到１８５０年将达

到７４８１６名，而在１８５５年将达到２３９３３１２名，即超过１８岁以下

少年的总人数，而且超过全国居民的半数。这样，到１８５６年比利时

全国人民（包括尚未诞生的小孩在内）都要坐牢了。那时君主制能

不能期望自己有更广泛的民主的基础呢？要知道在监狱里大家都

是平等的。

政治经济学的顽固分子徒劳地乞灵于他们的两种莫里逊氏

丸①：一种是自由贸易，另一种是保护关税。弗朗德里亚的赤贫现

象是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产生的，并在为抵制外国亚麻布和麻纱而

采取的保护关税制度下增长和加剧起来。

随着无产阶级中间赤贫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急剧增长，资产阶

级的财源也日益涸竭，不久前出现的比利时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和１８４８

８６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３８８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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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的对外贸易对照统计表就证实了这点。

除了枪械制造厂和制钉工厂（在这个期间内它们的情况良好，

这是例外）、呢绒工厂（它保持了以往的光荣）和锌制造业（同总产

值相比它的产量是微不足道的）以外，比利时的整个工业都处于衰

退和停滞状态。

除了个别情况以外，比利时的矿产品和金属制品的输出量在

大大缩减。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１８４７年上半年    １８４８年上半年

  煤（以吨为单位） ……………８６９０００ ５４９０００

  生铁 ………………………… ５６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生铁制品 …………………… ４６３ １７２

  铁和钢轨 …………………… ３４８９ １３

  锻铁制品 …………………… ５５６ ４３４

  钉 …………………………… ３２１０ ３６１８

      总计 ９３２７１８……… ５８８２３７

  由此可见，这３个部门在１８４８年上半年的产品输出量总共缩

减了３４４４８１吨，即占总输出量的１ ３强。

再来看一看麻纺织业的情况：

       １８４６年上半年 １８４７年上半年 １８４８年上半年

  麻纱    １０１７０００ ６２３０００ ３０６０００

  亚麻织物  １４８３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０ ６８１０００

    总计……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３０００ ９８７０００

  １８４７年上半年的产量同１８４６年上半年相比缩减了６５７０００公

斤，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６年相比缩减了１６１３０００公斤，即缩减了６４％。

书籍、精制玻璃器皿和窗玻璃的输出量大为缩减；原麻和梳

９６３“模范国家”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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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麻屑、树皮和烟草制品的输出量也减少了。

吞噬一切的赤贫现象、青年罪犯的空前增加和比利时工业的

不断衰退，就是立宪的德政的物质基础。内阁的“独立报”共计

有４０００多个订户（该报不厌其烦地对此进行报道）。年迈的梅利

奈，这位唯一拯救比利时荣誉的将军遭到了软禁，并于日内将出席

安特卫普的陪审法庭①受审。根特的律师洛兰，这个两面派的叛徒

当上了公共工程大臣，他进行秘密活动，为了奥伦治王朝的利益反

对列奥波特，又为了列奥波特·科布尔克的利益反对他未来的同

盟者，即反对比利时的自由派。陆军大臣夏扎尔男爵，这位昔日的

旧货商和崇法狂者１８９，挥舞他的大军刀来拯救欧洲的均衡。“观察

家”为了祝贺蒙斯的Ｄｏｕｄｏｕ〔杜杜〕、安特卫普的Ｈｏｕｐｌａｌａ〔乌普

拉拉〕和布鲁塞尔的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Ｐｉｓｓｅ〔曼涅肯·皮斯〕，在九月盛

典１９０的节目中增添了一项娱乐，即大游行（ＯｍｍｅｇａｎｃｋＧｅｎｅｒａｌ）。

“观察家”（大韦尔哈根的报纸）对此作了很严肃的叙述。最后，比利

时已成为柏林的孟德斯鸠（施图普、格林、汉泽曼和鲍姆施塔克之

流）的大学，而且引起了“科伦日报”的颂扬，这是由于它受尽了一

切苦难而给它的奖赏。幸福的比利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

“新莱茵报”第６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０７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４４７—４５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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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一

科伦８月７日。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辩论，从来也没有失去真正

德国人的温和的性质，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刻也是如此；可是在讨论

波兹南问题的时候，终于群情激昂起来了。对于这个由普鲁士的榴

霰弹和顺从的联邦议会的决议为议会准备好了的问题，议会必须

作出明确的决定。议会必须拯救德国的荣誉，还是再一次使德国蒙

上耻辱；这里丝毫没有折衷的余地。议会的行动不出我们所料；它

批准了对波兰的７次瓜分，它把１７７２、１７９４和１８１５年的耻辱从德

意志各邦君主的肩上转到了自己的肩上。

不仅如此，法兰克福议会还把对波兰的这７次瓜分说成是施

给波兰人的７次恩惠。难道犹太 德意志种族的暴力侵犯没有把波

兰提到它过去不能想象的文化高度和知识水平吗？这些瞎了眼的

忘恩负义的波兰人！如果你们没有被分割，你们就得自己去向法兰

克福议会乞求这种恩惠！

在沙福豪森附近的天国修道院里，有一个叫博纳维达·布兰

克的牧师驯养了４０只椋鸟，他割掉了椋鸟的下喙，因此它们不能

再自己获取食物，而只好从牧师手中得到饲料。庸夫俗子们老远地

看到这些鸟向这位可敬的牧师飞来，落到他的肩上，驯顺地在他的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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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啄食，因而对他这种高超的教化和修养感到惊讶。给这位牧师

做传记的人说：鸟儿们爱他就象爱自己的恩人一样。

而这些受束缚、受摧残、受凌辱的波兰人却不愿意爱自己的普

鲁士恩人！

为了说明普鲁士国家制度施给波兰人的恩惠，最好分析一下

作为讨论基础的国际法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历史编纂

学家施滕策尔执笔起草的。

这篇报告按风格来说完全是一种最刻板的外交文件，它首先

叙述了１８１５年波兹南大公国通过“加入”与“联合”而产生的经过，

接着列举了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当时给波兹南人许下的诺言：保

持他们的民族特性、语言和宗教，从当地居民中任命总督，把著名

的普鲁士宪法１９１推广到波兹南人中间去。

大家知道，这些诺言哪一条也没有实现过。被分裂的３部分波

兰之间的交往自由当然也没有实现过。这种自由愈是不能实现，维

也纳会议也就愈是心平气和地表示同意。

接着谈到了居民成分问题。施滕策尔先生计算了一下：１８４３

年在大公国居住的有７９万波兰人、４２万德国人和将近８万犹太

人，总共约１３０万人。

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是和波兰人的说法，特别是和普什鲁斯

基大主教的说法相矛盾的，照普什鲁斯基的说法，居住在波兹南的

波兰人大大超过８０万人，而德国人（不包括犹太人、官吏和士兵）

只有２５万人。

不过我们还是根据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吧。要达到我们的目

的，这已经足够了。为了避免今后的一切争论，我们就假定在波兹

南有４２万德国人。那末，这些包括犹太人在内已达５０万的德国人

２７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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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斯拉夫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民，不大善于从事斯拉夫各国

直到现在才可能从事的那种城市手工业。当贸易只限于零售交易

的时候，贸易的形式是原始的、粗糙的，从事贸易的全是犹太行商。

当人口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时候，当感到需要城市手工业和城

市人口集中的时候，德国人便伸展到斯拉夫各国来了。在中世纪帝

国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萧条的商队的国内贸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贸

易中以及在１４世纪和１５世纪的行会手工业中达到空前繁荣的德

国人，表现了自己有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干，而且直到今

天在整个东欧和北欧，甚至在美洲，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核

心。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

根，在佩斯、敖德萨和雅西，在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手工业者、小

商人和小掮客大部分（往往是极大部分）是由德国人或祖籍是德国

的人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都有纯粹讲德语的街区，而其中

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国人。

德国人的这种移民，特别是向斯拉夫各国的移民，从１２世纪

和１３世纪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此外，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由

于对宗教教派的迫害，时常有大批德国人被迫逃亡波兰，他们在那

里受到热烈欢迎。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在波希米亚①、莫拉维亚等

等国家，斯拉夫人由于德国人的侵略战争而大大减少，德国人则由

于侵略而增加了。

正是在波兰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的德国小市民，在政治上早已很少倾向于德国，正象在美国的德国

３７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即捷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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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或者象柏林的“法国移民”或蒙特维的亚的１５０００个法国

人在政治上很少倾向于法国一样。这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的地方

分权时代是可能的，他们成了波兰人，成了操德语的波兰人，而且

早已和祖国毫无联系。

但是，不正是他们给波兰带来了文化和教育，带来了贸易和手

工业吗！的确，他们随身带来了小型贸易和行会手工业；他们以自

己的消费和有限的交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至于高

等教育，１７７２年以前在整个波兰都很少听到，以后在奥属波兰和

俄属波兰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普属波兰，我们还要比较详细地谈

一谈。同时，德国人在波兰却妨碍了波兰城市的建立和波兰资产阶

级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和波兰居民的疏远，以

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

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

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尤其是在民族杂居的城市里，都存在过而且往

往还继续存在着对德国人、对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不同的法律。波

兰的德国人停留在最低级的工业发展阶段，他们没有掌握大资本，

不善于从事大工业，没有控制广泛的贸易关系。为了使工业能够在

波兰扎根，需要英国人科克里尔到华沙来。零售贸易，手工业，至多

不过是粮食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织布业等等），而且规模非常

小，——这就是波兰的德国人的全部活动。在评价波兰的德国人的

功绩的时候，也不应忽略下列情况：他们把德国的市侩习气和德国

小市民的狭隘性随身带到了波兰，他们兼有两个民族的坏的特性，

而没有吸取好的特性。

施滕策尔先生企图激起德国人对波兰的德国人的同情，他说：

“当国王……，特别是在１７世纪，越来越软弱无力，甚至已经不能保卫当

４７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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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波兰农民不受贵族最残酷的压迫的时候，德国的乡村和城市也趋于衰落，

其中有许多变成了贵族的财产。只有一些比较大的国王的城市拯救了自己旧

有的一部分优惠权”（应读作：特权）。

施滕策尔先生真的不要求波兰人比保卫自己更好地保卫（其

实也是“本地的”）“德国人”（应读作：波兰的德国人）吗？可是不言

而喻，移居到某个国家去的外国人除了和当地居民共忧乐而外，不

能有别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谈谈波兰人应当特别感谢普鲁士政府的那些恩惠

吧。

１７７２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占了涅茨区①，次年，开凿了一条

勃罗姆堡运河以沟通奥德河与维斯拉河之间的内河航运。

“那些几世纪以来波兰和波美拉尼亚争执不下的地方，那些满目荒凉、沼

泽遍野而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已经被开垦，而且住上了大批移民。”

这么说来，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完全不是什么掠夺。弗里德里

希二世所占领的不过是“几世纪以来争执不下的”地区。但是，能够

争夺这个地区的独立的波美拉尼亚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不再存在了

呢？有多少世纪这个地区实际上已不再是波兰人所争执的地区了

呢？这种“争执”和“要求”的生了锈的陈腐理论，这种在１７世纪和

１８世纪适用于掩饰扩大贸易和圈地的野心的理论究竟有什么价

值呢？在１８４８年，当各种“历史的权利”和“非正义性”已经毫无根

据的时候，这个理论有什么价值呢？

不过，施滕策尔应当考虑：根据这个早已过时的理论，莱茵河

的界线是法德之间“几千年来争执的对象”，而波兰人可以提出要

５７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由涅茨河而得名（波兰称为诺帖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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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把普鲁士省甚至把波美拉尼亚作为自己的封建领地！

简单地说，涅茨区已成为普鲁士的地区，从而已不再成为“争

执的对象”。弗里德里希二世向这个地区移来了许多德国人，于是

出现了因波兹南问题而闻名的所谓“涅茨同胞”。以国家为出发点

的德国化是从１７７３年开始的。

“根据一切值得相信的材料来看，大公国里的犹太人全是德国人，而且都

愿意成为德国人…… 波兰过去在宗教上采取容忍态度，以及犹太人具有某

些为波兰人所缺少的特性，这就使得犹太人能够在几世纪以来扩大活动范

围，深入到波兰的生活（即波兰人的腰包）①中去。他们一般都通晓两种语言，

即使在家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也从小就讲德语。”

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认，

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莱比锡市场的势力（投机、吝啬和

腐败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

同胞；正直的米歇尔含着喜悦的眼泪紧紧地拥抱他们，而施滕策尔

先生则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们看做今后愿意成为德国人的德

国人。

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们“和

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语的吗？还要讲什么样的德

语呵！

但是，我们要请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

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语是全世

界犹太人的语言。在纽约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

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语”，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语要比

６７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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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兹南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

确。

这篇报告接着描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说得尽量含糊，

尽量有利于由波兰的德国人、“涅茨同胞”和犹太人所组成的假想

的５０万德国人。德国农民的地产，按面积来说要比波兰农民的地

产大（我们将看到这是怎么产生的）。自从波兰第一次被瓜分以来，

波兰人和德国人（特别是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仇恨似乎已达到了顶

点。

“普鲁士由于最坚决地整顿国家制度和行政制度（什么话！）①，由于严格

推行这些制度，就特别明显地破坏了波兰人旧时的法律和固有的制度。”

可尊敬的普鲁士官僚的这些“坚决整顿的”和“严格推行的”措

施是多么有力，它不但“破坏了”旧时的生活习惯和固有的制度，而

且还“破坏了”全部社会生活，“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商业和采矿

业，总而言之，毫无例外地“破坏了”一切社会关系，——关于这一

点，不仅波兰人，而且普鲁士其余的居民，特别是我们莱茵省的居

民，都能说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但是，施滕策尔先生在这里连

１８０７—１８４８年的官僚都不谈，而只谈１７７２—１８０６年的官僚，谈最

典型的地道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下的官吏，他们的卑鄙、贪污、贪婪

和残酷，在１８０６年的叛变行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官吏似

乎保护了波兰农民反对贵族，而得到的却是忘恩负义；当然，这些

官吏一定会感到：“任何东西，甚至是强施于人的善行，都不能补偿

民族独立的丧失”。

我们也熟悉那种直到最近还为普鲁士官吏所特有的“把一切

７７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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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施于人”的习惯。哪一个莱茵人没有和新入口的旧普鲁士官吏打

过交道，哪一个莱茵人不对这种无比的狂妄自大、这种到处多管闲

事的可耻行径、这种眼光短浅和极端自信的结合、这种横行霸道的

行为感到惊讶！诚然，在我们这里，旧普鲁士人先生们的骄气往往

很快就受到了挫折；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已经既没有“涅茨同胞”，

也没有秘密审判，既没有普鲁士法律，也没有体罚；由于没有体罚，

有人甚至悲痛欲绝。但是，正是在波兰，在这个可以肆无忌惮地采

取体罚和进行秘密审判的地方，他们究竟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我们

不说也可以想象得到了。

总而言之，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已经给自己取得了这样一种爱：

“早在耶拿战役以后，波兰人的仇恨就已表现为普遍起义和驱逐普

鲁士官吏的形式”。因此，官吏的统治暂时停止了。

但是在１８１５年，这种统治又恢复起来了，只是形式稍微改变

了一下。“经过改良的”、“有教养的”、“廉洁的”、“优秀的”官吏，又

企图在这些倔强的波兰人那里取得胜利。

“但是就连建立波兹南大公国也未能取得充分的同意，因为……普鲁士

国王当时决不能允许个别省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而把自己的国家在一定程度

上变为联盟的国家。”

所以，普鲁士国王，用施滕策尔的话来说，“当时决不能”履行

自己的诺言和维也纳条约１９２！！

“１８３０年，波兰贵族对华沙起义的同情引起了忧虑，从那时起就开始实

行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这个政策归结起来就是采取一些措施（！），即采

取收买、分割波兰领地并把它们分给德国人的办法，来逐步地彻底地消灭波

兰贵族，于是波兰贵族对普鲁士的仇恨就增长起来了。”

“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采取禁止把地产拍卖给波兰人的办法，

８７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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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采取施滕策尔先生所竭力渲染的其他类似的措施。

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我们这里也禁止把按照法庭决定应该出卖

的地产卖给莱茵省的居民，莱茵省的居民将说些什么呢！这方面的

借口是不难找到的：为了使新旧省的居民混合起来，为了把土地分

割和莱茵立法的恩惠扩大到旧省居民身上；为了促使莱茵省居民

通过移民而在旧省培植自己的工业等等。要使普鲁士“移民”也为

我们造福，理由是够多的！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由于完全消除了竞

争而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我们的土地、并且还得到国家援助的

居民呢？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只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如醉如狂地

欢呼“天佑吾王，天佑吾国！”而强行移入的居民呢！

要知道，我们毕竟是德国人，我们和旧省居民讲的是一样的

话。而在波兹南，这些移民经常毫不让步地向国有地、向森林、向被

分割的波兰贵族领地移动，以便把当地的波兰人和他们的语言撵

出他们的故乡，建立一个真正普鲁士的省，这个省在普鲁士狂方面

甚至要超过波美拉尼亚。

为了使波兰的普鲁士农民不致没有天然的统治者，接着就给

他们派来了特雷斯科夫或吕提晓之流的普鲁士贵族的杰出人物，

他们在那里也同样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了波兰贵族的领地，而

且用的还是国库贷款。此外，１８４６年波兰起义１９３以后，在崇高的和

最崇高的大人物仁慈的庇护下，柏林成立了一个专为德国贵族收

购波兰地产的股份公司。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贵族中的消瘦的

食客，预见到对起义的波兰人的审判会使大批波兰地主遭到破产，

而他们的地产很快就会廉价出卖。这对那些债务累累的乌刻马克

的唐·腊努多１９４该是多么好的生财之道啊！差不多是不化钱的肥

沃土地，可以供奴役的波兰农民，而且还有为国王和祖国服务的功

９７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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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这是多么光辉灿烂的远景啊！

这样就产生了德国人向波兰的第三次移民：普鲁士农民和普

鲁士贵族定居于波兹南各地，在政府的支持下抱着明显的目的，他

们不仅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且要使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化。如果说

波兰的德国小市民还可以有所辩解，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

贸易的发展，如果说“涅茨同胞”还可以夸耀，说他们开垦了若干沼

泽地带，那末，近来普鲁士人的入侵是没有任何遁词的。他们甚至

没有始终一贯地实行土地分割，因为普鲁士贵族紧跟着普鲁士农

民来到了。

０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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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８月１１日。在第一篇论文里，我们分析了施滕策尔报告

中的“历史论证”，因为他的报告中有些地方涉及革命前波兹南的

情况。今天，我们要谈谈施滕策尔先生所论述的波兹南的革命和反

革命的历史。

“对任何不幸者充满同情（这种同情是毫无价值的）①的德国人民，始终

深切地感到他们的君主对波兰人干下了严重的非正义行为。”

当然，他们是以德国人的宁静的心“深切地感到”的，在这颗心

里，感情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从来也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当

然，他们曾经通过１８３１年的某些施舍，通过宴会和波兰舞会来表

示“同情”，但是事情也只限于跳跳舞来祝福波兰人，喝喝香槟酒和

唱唱“波兰人还没有灭亡！”１９５的歌罢了。如果真正要做一些重大的

事情，真正要受一些牺牲，那就决不是德国人的事情！

“德国人诚恳地伸出了友谊之手，来补偿他们的君主过去的罪恶。”

当然，如果悲天悯人的词句和令人沮丧的废话能够“补偿”什

么的话，那末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面前都不象德国人那样纯洁。

“但是就在波兰人欢迎德国人（就是握住向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②的时

候，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就不一致了。波兰人只想恢复他们以前的国家，至

少恢复１７７２年第一次瓜分前的疆界。”

１８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②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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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单是那种向来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主要装饰品的无

思想、无内容、无目的的热情，就足以使德国人因波兰人的要求而

感到茫然！德国人想“补偿”波兰所遭受的非正义行为。这种非正

义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撇开过去的种种叛卖行为不谈，至

少是从１７７２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的。这怎样才能“补偿”呢？

只有恢复１７７２年以前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局面〕，或者至少把德国人从

１７７２年起掠夺波兰人的全部东西归还波兰。但是这和德国人的利

益有没有矛盾呢？好吧，如果谈到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补偿”这

一类悲天悯人的话；那你们就得用冷酷无情的实际的口吻讲话，就

得抛开宴会上的言词和温厚的感情。

况且，第一，波兰人决不是“只”“想”恢复波兰１７７２年的疆界。

一般说来，波兰人这一次所“想”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首先

只要求改组整个波兹南，并且只谈到今后如果德国 波兰和俄罗斯

发生战争时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只是由于革命的德

国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的“利益和目的”仍然和以前专制的德

国完全一样。当然，只要德国的“利益和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

同俄国订立同盟，或者至少同俄国和平共处，那末波兰的一切就

必须照旧。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德国的真正利益和波兰的利益

是多么一致。

施滕策尔先生接着说了一段冗长、混乱和含糊的话，他详细地

说明波兰的德国人是如何正确，他们虽然给了波兰应有的报答，但

是同时却希望仍然做普鲁士人和德国人。在这里，“虽然”排除了

“但是”，“但是”排除了“虽然”，——当然，这和施滕策尔先生是毫

无关系的。

２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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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以加进这样一段冗长混乱的历史叙述，是因为施滕策

尔先生企图以此来详尽地证明：在“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

致”因而使相互间的仇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流血的冲突是不可避

免的。德国人坚持“民族的”利益，波兰人则坚持纯粹“领土的”利

益。这就是说，德国人要求按民族来瓜分大公国，波兰人则竭力争

取他们以前的一切地区都归自己。

这又不合乎事实，因为波兰人只要求改组，并且声明他们完全

同意让出那些德国居民占大多数而且愿意归并到德国去的民族杂

居的边境地区。不过不应该由普鲁士官吏随便把居民变为德国人

或波兰人，而应该给他们表示自己的意志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继续说：由于（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波兰人反

对让出德国居民占大多数的地区，维利森的使命自然遭到了失败。

施滕策尔先生手头有维利森对波兰人的声明和波兰人对维利森的

声明。这些已经公布的声明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但是，一个如施滕

策尔先生所说的“多年研究历史并且立志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

瞒真相的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施滕策尔先生怀着这种永远不隐瞒真相的诚实精神，轻轻地

放过了在波兹南横行无忌的残暴行为，放过了背信弃义地撕毁雅

罗斯拉韦茨协定１９６的无耻行径，放过了在特舍美什诺、米洛斯拉弗

和弗勒申①的屠杀，放过了只有三十年战争中的兵痞们才干得出

来的毁灭一切的暴行，他对这些事情竟只字未提。

施滕策尔先生现在谈到普鲁士政府４次重新瓜分波兰的问

题。最初是夺取涅茨区和其他４个区（４月１４日）；再加上总人口

３８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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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９３３９０人的其他各区的若干部分，并将这全部地区并入德意

志联邦（４月２２日）。随后是夺取波兹南城和波兹南要塞以及瓦尔

特河左岸的剩余部分，——因此又有２７３５００人，就是说，和上述

数字合计，要比居住于整个波兹南的德国人（即使按普鲁士的统

计）多出一倍。这是按照４月２９日的诏书进行的，而５月２日已经

接收入德意志联邦了。施滕策尔先生眼泪汪汪地要议会相信，波兹

南这个重要而强大的要塞留在德国人手中是多么必要，因为居住

在这里的有２万以上的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犹太人），他

们拥有全部地产的２ ３等等。至于波兹南四周都是波兰的土地，它

被迫实行德国化，波兰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德国人等等情况，对于

“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人们，即对于施滕策尔先生之

流的历史学家们是毫不相干的。

这样，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波兹南是决不能放弃的。既然照维

利森的说法，建筑这个要塞是战略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那就可以

毁掉这个要塞，而去加强布勒斯劳①。但是加强波兹南要塞曾经花

了１０００万（这又不合乎事实，恐怕连５００万也不到），自然，把这

个珍贵的艺术品留在手里，同时占领２０至３０平方英里的波兰土

地，是更有利的。

如果已经控制波兹南“城和要塞”，自然就给夺取更多的地方

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带着得意的微笑继续说道：“但是要保住要塞，就必须保证

从格洛高、尤斯特林和托恩②到要塞的通路，并且也必须保证从要塞通往东

方的要塞区（只要前进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步就完全够了，如象马斯特里赫特要塞

４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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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到比利时和灵堡的距离那样）①。这样，同时就能够保证毫无阻碍地控制勃

罗姆堡运河，而波兰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大批地区也不得不并入德意志联邦。”

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著名的硝酸银普富尔②这位人类保护者

对波兰进行了两次新的瓜分，从而满足了施滕策尔先生的一切愿

望，把整个大公国３ ４的地区并入了德国。施滕策尔先生以非常感

激的心情承认这种举动，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看到这个

路易十四的“归并议会”１９７的再版（而且更胜一筹）是德国人已经学

会从历史教训中取得教益的明证。

施滕策尔先生认为波兰人应该引以自慰的是，留给他们的土

地比被归并地区的土地肥沃；他们的地产比德国人的地产少得多；

“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波兰农民感到自己在德国政府管

辖下要比德国人在波兰政府管辖下好过得多”！！历史已经很好地

证明了这一点。

施滕策尔先生在结束时要波兰人相信，留给他们的那一小块

土地对他们是足够的，同时向他们呼吁，要他们养成公民的一切美

德，从而

“很好地准备走向现在还被未来的帷幕遮住的那个时刻，走向他们企图

用最正当的也许是非常热烈的方式促其到来的那个时刻。他们的一位最有远

见的同国籍的人说得很中肯：‘有一种王冠也能激起你的功名心，这就是公民

的王冠’！德国人可以添上两句：这顶王冠虽然不是光辉灿烂的，但它却是更

值得重视的！”

“它是更值得重视的！”可是普鲁士政府４次重新瓜分波兰的

真正原因还“更值得重视”。

５８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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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德国人！你以为进行这几次瓜分是为了把你的德国同

胞从波兰统治下拯救出来吗？是为了用波兹南要塞来保护你不受

一切侵犯吗？是为了保护尤斯特林、格洛高和勃罗姆堡①的通路或

涅茨运河吗？多么错误的想法！

他们可耻地欺骗了你。他们几次重新瓜分波兰，不是由于什么

别的原因，而只是为了充实普鲁士的国库。

１８１５年以前对波兰的最初几次瓜分是武装掠夺领土；１８４８年

的瓜分是盗窃。

善良的德国人，现在来看一看他们怎样欺骗了你！

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为了国家的利

益，没收了波兰官方的领地和天主教僧侣的领地。正如１７９６年３

月２８日没收领地的公告中所说的那样，教会的领地是“全部地产

中最大的部分”。这些新的领地由国王管辖或者把它们出租；这些

新的领地是这样大，要加以管辖，就必须建立３４个国有地管理区

和２１个林业总管理处。每一个国有地管理区管辖很多村庄；例如

勃罗姆堡区的１０个管理区共管辖６３６个村庄，而单是一个莫吉尔

诺管理区就管辖了１２７个村庄。

此外，在１７９６年，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还没收了奥文斯克的

一个女修道院的领地和森林，并把它们卖给商人冯·特雷斯科夫

（特雷斯科夫的祖先是最后一次英勇战争１９８中普鲁士军队的勇猛

的首领）；这些领地共有２４个有磨坊的村庄和２万摩尔根森林，价

值至少也有１００万塔勒。

以后，在１８１９年，又把至少值２００万塔勒的克罗托申、罗兹德

６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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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热夫、奥尔皮舍夫和阿德瑙①这几个国有地管理区让给图尔恩

翁特 塔克西斯公爵，作为对他让出他在某些并入普鲁士的省份中

的邮务特权的补偿。

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把所有这些领地攫为己有，似乎是为了

更好地管理它们。但是这些领地，即波兰民族的财产，却被分赠了，

让与了，出卖了，而由此所得的钱流到普鲁士的国库中去了。

格涅兹诺、斯科仁琴、特舍美什诺等国有地也被瓜分和出卖

了。

这样，普鲁士政府手中还剩下２７个国有地管理区和林业总管

理处，总值至少有２０００万塔勒。我们准备用手中的地图来证明所

有这些领地和森林，除了极少数例外，甚至毫无例外，都在波兹南

被归并的地区内。为了把这个无价之宝拯救出来，而且无论如何也

不再归还波兰民族，就必须把它归入德意志联邦；但是因为它自己

不能到德意志联邦来，所以德意志联邦就得到它那里去，于是波兹

南３ ４的土地就被并入德意志联邦了。

在两个月期间对波兰进行的４次有名的瓜分，其真正原因就

是这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某一民族的要求，也不是所谓战略上

的考虑；占有领地的愿望和普鲁士政府的贪心，——这就是确定边

界线的唯一根据。

正当德国市民们因捏造的他们可怜的同胞在波兹南遭受苦难

而悲痛欲绝的时候，正当他们热烈地希望保障德国东部边境的安

全的时候，正当他们因听到捏造的关于波兰人惨无人道的消息而

对波兰人深恶痛绝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却偷偷摸摸地行动起来，干

７８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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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它的卑鄙勾当。可见德国人的无根据的盲目热情，仅仅适用于

掩饰现代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

善良的德国人，这就是你的负责任的大臣们对你所开的玩笑！

但是，实际上你事先也能够知道这一点。凡是有汉泽曼先生参

加的地方，那里的问题就决不会是德意志民族和军事需要的问题

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谈，而总是关于现款和利润的问题。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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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科伦８月１９日。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作为辩论基础的施滕策

尔先生的报告。我们已经指出他如何伪造波兰现代的和更早的历

史以及德国人在波兰的历史；他如何歪曲全部问题；历史学家施滕

策尔不仅有意颠倒是非，而且暴露了自己鲁莽无知。

在谈到辩论本身之前，我们还要粗略地探讨一下波兰问题。

单独地提出波兹南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无法获得解决的。它

只是波兰问题的一部分，只能和波兰问题联系起来，同波兰问题一

起解决。只有当波兰重新存在的时候，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界才能

确定。

但是波兰能不能重新存在，会不会重新存在呢？在讨论中这个

问题被否定了。

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说过：ｉｌｙａｄ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ｎéｃｅｓｓａｉｒｅｓ——现

时存在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波兰民族无疑是在１９世纪这些不

可缺少的民族之列的。

然而正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波兰的民族生存比对任何人都

更有必要。

从１８１５年开始，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

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

—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靠

瓜分波兰，这３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

９８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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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３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

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俄国命

令普鲁士和奥地利保持君主专制政体，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服从。

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那种本

来就软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

的封建专制阶级而落空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从三个同盟国最初企图征服波兰的

时候起，波兰人就不仅举行起义来争取自己的独立，同时还进行革

命活动来反对本国的社会制度。

瓜分波兰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波兰大封建贵族和参加瓜

分波兰的３个强国结成联盟。正如前诗人约丹先生所断言的，这个

联盟根本不是进步的；它是大贵族摆脱革命的最后一个手段，它彻

头彻尾是反动的。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波兰其他各阶级，即小贵族、城市市

民和一部分农民结成了联盟，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同盟既反对波

兰的压迫者，也反对本国的大贵族，１７９１年的宪法１９９证明，波兰人

在那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贵族阶级，和

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

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

〔ｆｒｏｈｎｐｆｌｉｃｈｔｉｇｅｎ〕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１７８９年法国

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中首先宣布

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这是它的功绩。１７９１年的宪法，是改革的第

一次尝试；１８３０年起义时，列列韦尔宣布土地革命是救国的唯一

０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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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但是议会对这一点承认得太迟了；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４８年起义

时，曾公开宣布实行土地革命。

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

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迫使自己的压迫者不仅在

波兰，而且在本国保持宗法封建制度。特别是从１８４６年克拉柯夫

起义时起，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宗法封建的专制

政体而争取土地民主制（东欧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斗争。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

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

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

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建立波兰国家和调整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是革命以来东欧所发生的一切政治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散

居和杂居在喀尔巴阡山以南的种族庞杂的各个民族为独立而进行

的斗争，比起波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确定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

来，要复杂得多，要以更多的鲜血作代价，要引起更多的纷争和内

战。

不言而喻，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虚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

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１７７２年时代的领土，它

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

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

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

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

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

是沿海一带杂居的问题，双方应该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

１９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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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德国经过不彻底的革命，并没有找到勇气来采取这样坚

决的行动。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

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

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

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

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

了！

对俄国作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

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

国，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以及在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地

上建立民主制度。对俄国作战是在对我们的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

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然而我们是市侩，而且始终是市侩。我们举行过好几打大大小

小的革命，可是革命还没有完成，而自己就先害怕起来了。在我们

大肆吹嘘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贯彻到底。革命没有使我们的眼界扩

大，反而使它缩小了。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那种最怯懦、最狭

隘、最肤浅的庸俗见解就表现出来了，而我们的一切真正的利益当

然又遭到了损害。从这种打小算盘的庸俗见解出发，解放波兰的大

问题自然就归结为改组波兹南省的一部分地区的无谓的空谈，而

我们对波兰人的热情也就变成了榴霰弹和硝酸银。

我们再重复一遍：对俄国作战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够

保卫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办法。既然不敢进行这种战争，就必然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柏林被击溃的反动军阀在波兹南重新抬头；他

２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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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挽救德国的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举起反革命的旗帜，镇

压我们的同盟者，革命的波兰人，——在这个时刻，被愚弄的德国

居然向它的胜利的敌人热烈致敬。重新瓜分波兰已经完成了，所差

的只是德国国民议会的批准了。

要挽救这个问题，法兰克福议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整个

波兹南属于德意志联邦，并且声明，在有可能同复兴的波兰进行

ｄ’éａｌà éｇａｌ〔平等的〕谈判以前，边界问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不过，这未免对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教授、律师和牧

师们提出过多的要求了！诱惑力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从来没有闻

过火药味的和平的市民们，应该通过简单的投票方式为德国夺取

５００平方英里的地区，兼并８０万“涅茨同胞”、波兰的德国人、犹太

人和波兰人，虽然这是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和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的。

多么大的诱惑！他们屈服了，批准了瓜分波兰。

根据一些什么理由，我们明天就会见分晓。

３９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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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伦８月２１日。我们现在把波兹南议员应否参加讨论和表决

这个先决问题放在一边，而直接谈谈关于主要问题的辩论。

开始辩论时，施滕策尔先生以报告人的资格发表了一篇非常

混乱、非常含糊的演说。他俨然以历史学家和正人君子的姿态出

现，谈到要塞和战壕，谈到善与恶，谈到同情心和德国人的心情；他

追溯１１世纪的情况，来证明波兰的小贵族从来就是压迫农民的；

他利用波兰历史上极有限的一些事实，来为他的滔滔不绝的关于

小贵族、农民、城市、君主专制政体的善行等等最肤浅最一般的议

论作辩护；他证明瓜分波兰是正确的，但是每句话都吞吞吐吐，支

吾其词；他乱七八糟地叙述了１７９１年５月３日的宪法原理，使本

来就不知道这个宪法的议员，现在更莫名其妙了；他还打算把谈锋

转到华沙大公国，但是他的话立刻被“扯得太远了！”的高叫声和主

席的指责打断了。

弄得狼狈不堪的大历史学家用下面这些动人的话来继续他的

发言：

“我说得简单一点吧。现在要问：我们打算做什么？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

问题（简直是！）①。小贵族想恢复波兰国家。他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将是民

主的。我不怀疑他们是真正这样想的。但是，诸位先生，其他各阶层自然（！）也

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幻想。我完全相信他们的真诚，可是如果说公爵和伯爵

４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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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人民融合起来，那我就不知道这种融合是如何发生的（这和施滕策尔

先生有何相干！）①。在波兰，这是不可能的”等等。

施滕策尔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仿佛在波兰，小贵族和大贵族

实质上是一样的。施滕策尔先生自己也引用过的列列韦尔的“波兰

史”，以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

论”２００，还有其他许多现代著作，也许能把“多年来研究历史的人”

教得聪明一些。施滕策尔先生所说的大多数“公爵和伯爵”，恰恰是

波兰民主派斗争的对象。

因此，施滕策尔先生认为，必须把小贵族和他们的一切幻想抛

开，另外创立一个农民的波兰（把波兰一部分一部分地并入德国）。

“最好是向贫苦农民伸出手去，让他们日益强固，使他们或许（！）能够创

立自由的波兰，不仅能够创立，而且能够保持。先生们，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在中间派两翼
２０１
的民族主义空谈家的“很好！”、“好极了！”的

欢呼声中，为胜利所陶醉的历史学家离开了讲台。把重新瓜分波兰

说成是对波兰农民的善行——这种荒谬绝伦的颠倒是非的伎俩，

当然会使国民议会中充满善心和博爱的一群中间派感激涕零！

走上讲台的是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他是波兰的真正的德国

人。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来的曾弗，这是“涅茨同

胞”的极好的典型，他不会干任何欺骗勾当，他在报名发言时说要

反对委员会的提案，而在发言时却赞成这个提案。由于这种欺骗方

式，有一个要发言反对提案的人没有轮到发言。

“涅茨同胞”在国民议会中发言的手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喜

剧，它再一次表明真正的普鲁士人能够干些什么。大家知道，波兹

５９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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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那些自私自利的犹太普鲁士小人是同官僚，同普鲁士王国军官，

同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总而言之，同旧普鲁士的一

切反动势力最紧密地团结起来，肩并肩地反对波兰人的。对波兰的

叛卖是反革命的第一次断然措施，当时表现得最反动的正是“涅茨

同胞”先生。

现在请看一看热爱普鲁士、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为口号

的学校教师和官吏；请欣赏一下他们如何在这里，在法兰克福发

言，强词夺理地把他们对波兰民主派的反革命的叛卖行为说成是

革命，是为了有主权的“涅茨同胞”而进行的实际的真正的革命；他

们如何蹂躏历史权利，并且在似乎已经死亡的波兰面前宣布：“只

有活人才有权利”！

但普鲁士人就真是这样：在斯普列伊是“上帝的子民”，在华尔

特是有主权的人民；在斯普列伊是平民的骚动，在华尔特是革命；

在斯普列伊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①，在华尔特是填写了

昨天日期的具体事实的权利，——虽然如此，诚实的普鲁士人的心

情是毫不虚伪的，是正直而高尚的！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果登先生的话：

“我们不得不再度捍卫那个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祖国孕育着如

此重大的后果的事业，即使这个事业本身在我们看来不完全是正义的（！），但

是由于必要，我们也应该使它成为正义的（！！）。我们的权利与其说是根源于

过去，不如说是根源于现代跳动很快的脉搏（更确切些说，是枪托的殴

打）②。”

“波兰的农民和市民，由于归并到别国（普鲁士）③，感到自己是处在前所

未有的安全和幸福的状态（特别是从波普战争和瓜分波兰的时候起）④。”

６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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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瓜分波兰而发生的违反正义的行为，已经由你们（德国的）①人民的

仁慈（特别是普鲁士官吏的笞杖）②，由他们的勤劳（在被掠夺和被分赠的波

兰的土地上）③，并在今年４月间由他们的鲜血全补偿了！”

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先生的鲜血！

“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根据这个权利到这里来的！”

“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现在已经不能作为证明我们加入德国的合法性的

文件了；我们不是作为嫁妆或遗产、不是通过购买或交换加入德国的；我们是

德国人，我们属于我们的祖国，因此，合理的、合法的、自主的意志鼓励我们这

样做；这种意志是由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语言和习俗、我们的人数（！）、我

们的财产，首先是由我们的德国的思想方法和对祖国的热爱决定的。”

“我们的权利是这样无可争辩，它在现代世界观上扎下的根子是这样深，

即使不具有德国人的心情，也一定会承认它。”

普鲁士犹太人的“涅茨同胞”所具有的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

础上的、依靠榴霰弹“革命”的、从战地现实生活的“跳动很快的脉

搏”中产生的“自主的意志”万岁！领取巨薪的波兹南官吏的德国精

神、掠夺教会领地和官方领地的德国精神、弗洛特韦尔 àｌａ〔式的〕

货币贷款的德国精神万岁！

继大言不惭地高谈最高权利的骑士之后发言的是既不知羞耻

也没有良心的“涅茨同胞”。在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看来，连

施滕策尔的提案对波兰人也还是太客气了，因此他建议采取某种

较强硬的措词。曾弗先生以此为借口，厚颜无耻地以委员会提案的

反对者的资格报名发言；他同样厚颜无耻地声称，取消波兹南人的

表决权是极不公平的：

“我认为正是波兹南的代表负有参加表决的使命，因为这里讨论的恰恰

是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最重要的权利问题。”

７９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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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弗先生接着谈到第一次瓜分以来的波兰历史，他用许多有

意歪曲和无中生有的材料来充实这部历史，同他比较起来，施滕策

尔先生倒成了最渺小的拙劣的作者了。波兹南所有一切勉强过得

去的事情，都应该饮水思源，感谢普鲁士政府和“涅茨同胞”。

“华沙大公国产生了。普鲁士官吏的位置被波兰人占据了，到１８１４年，普

鲁士政府为这几个省所做的一切好事，几乎连痕迹都看不见了。”

曾弗先生说得对。无论是农奴身分，无论是波兰各州预算对普

鲁士学校（例如对哈雷城的大学）的拨款，无论是不懂波兰语言的

普鲁士官吏的敲诈勒索和残暴行为，“连痕迹都看不见了”。但是波

兰还没有灭亡，因为承俄国的眷顾，普鲁士又兴盛起来了，而波兹

南也重归普鲁士了。

“从那时候起，普鲁士政府又竭力改善波兹南省的状况了。”

谁想知道这方面的详细情形，不妨读一读１８４１年弗洛特韦尔

的备忘录２０２。在１８３０年以前，政府什么也没有做。在整个大公国

里，弗洛特韦尔只发现４英里的公路！可是要不要列举一下弗洛特

韦尔本人的善行呢？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个狡猾的官僚，竭力用修筑

公路、开辟运河、疏浚沼泽积水等等办法来收买波兰人，不过他不

是用普鲁士政府的金钱，而是用波兰人自己的金钱来收买他们。这

些改良主要是用私人的资金或各州的经费来进行的，如果说政府

也曾为某些地方拨过一些补助金，那也不过是它以征税办法从省

里搜刮来的或者以收入形式从波兰官方领地和教会领地取得的那

个总额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次，波兰人应当感谢弗洛特韦尔先

生，这不仅是因为继续停止（从１８２６年起）各州州长的选举，而且

特别是因为政府用收购被拍卖的领地并将其仅仅转卖给可信赖的

８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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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１８３３年的圣旨）的办法，来逐渐剥夺波兰地主的土地。弗

洛特韦尔治下的最后一件善行是学校的改良。但这又是一种普鲁

士化的措施。中等学校必须在普鲁士教师的帮助下使贵族青年和

未来的天主教牧师普鲁士化，初级学校则是使农民子弟普鲁士化。

关于学校的实质，勃罗姆堡区督察员瓦拉赫先生不知怎么在坦率

直言时泄露出来了；有一次他写信给总督博伊尔曼先生说，波兰语

是在农村居民中普及教育和推广福利事业的主要障碍！既然教师

不懂波兰语，事情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些学校的经费是由谁负担的

呢？仍然由波兰人自己负担，因为第一，多数最重要的但不是专门

为普鲁士化这一目的服务的专科学校，是靠私人出钱或靠各省等

级会议的经费创办和维持的；第二，即使是为了普鲁士化而创办的

学校，也是靠１８３３年３月３１日收归国有的寺院的收入来维持的，

国库拨发的经费，在１０年内每年只有２１０００塔勒。

不过，弗洛特韦尔先生也承认，一切改革都出自波兰人自己。

而普鲁士政府的最大善行，就在于搜刮高额地租和征收重税，利用

青年为普鲁士服兵役，——关于这一点，弗洛特韦尔先生也和曾弗

先生一样，绝口不谈。

简单说来，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善行，归结起来就是在波兹南安

置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不管是做教官还是做教师，也不管是做宪兵

还是做税吏。

我们不能详细分析曾弗先生对波兰人的一些无根据的猜疑和

不确实的统计资料了。显然，曾弗先生说话的唯一目的是要激起议

会对波兰人的仇恨。

接着发言的是罗伯特·勃鲁姆。他照例要发表所谓冠冕堂皇

的演说，这种演说感情多于论证，而夸张又多于感情，不过，老实

９９３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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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练习朗诵的演说不会比克罗托申的果登先生的“现代世界

观”产生更大的效果。波兰是反对北方野蛮行为的藩篱……，如果

波兰人有某些缺点，那是他们的压迫者的罪过……，老加格恩把瓜

分波兰叫做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恶梦……，波兰人热爱自

己的祖国，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榜样……，危险是从俄国方面来的

…… 如果红色共和国在巴黎取得胜利，并且打算以武力解放波

兰，诸位先生，那时候将怎么办？…… 我们将不偏不倚，等等，等

等。

我们对勃鲁姆先生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从所有这些绝妙的议

论中删去夸张的华而不实的词句，那末除了最庸俗的废话——纵

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而外，就没有剩

下什么了。勃鲁姆先生认为，如果国民议会愿意始终如一，就应该

用对待波兹南的原则去对待什列斯维希、波希米亚、意大利的提罗

耳、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亚尔萨斯；即使是这样一个论据，

也只有在和多数派的荒谬绝伦的民族主义谎言和习以为常的不彻

底性作对比时才能说是正确的。如果他断言德国只有同已经存在

的波兰打交道，才能很好地进行关于波兹南问题的谈判，那我们也

不否认这一点；但还是应该指出，他的演说中这个唯一中肯的论

据，已经由波兰人自己几百次地发挥过了，而且发挥得非常好，而

在勃鲁姆先生的嘴里，这种论据就象修辞学上的一枝钝箭，这枝箭

“本着中庸之道和宽大为怀的精神”，徒劳无益地射到多数派石头

一样的胸膛上去。

勃鲁姆先生说榴霰弹不能作为理由，这是对的；但是他不偏不

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并且他自己也知道是

不对的。如果说勃鲁姆先生不能认清波兰问题的实质，那是他自己

０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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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错。而勃鲁姆先生最糟糕的是：第一，希望争取多数派，由多数

派要求中央政权至少作一个报告；第二，指望通过中央政权的那些

在８月６日极其可耻地屈从于普鲁士最高统率权欲望２０３的大臣的

报告，占得一些便宜，哪怕是最小的便宜。如果想做“极左派”，首先

就应该把宽大为怀的精神抛在一边，并且不要指望从多数派那里

得到什么东西，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东西。

一般说来，差不多所有的左派，在波兰问题上也象在平常一

样，沉溺于夸张甚至沉溺于荒诞的幻想，毫不触及实际材料和问题

的实质。可是恰好在这里，材料是这样丰富，事实是这样明显。当

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研究问题，但是很明显，不这样做也行，因

为既然已经通过了选举的涤罪所，就不必再对任何人负责了。

对于少数例外，我们在阐述辩论过程的时候还要回过头来谈

谈。明天我们要简略地谈谈威廉·约丹先生，他决不是例外，而这

一次，由于明显的原因，他简直是随波逐流了。

１０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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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科伦８月２５日。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离开了每天弥漫着空谈

的多沙的平原，走上了阿尔卑斯的大辩论的高地！我们终于攀登到

白云笼罩的顶峰。鹰在这儿营巢，人在这儿和神直接见面，并且从

这儿以蔑视的眼色，望着那些老远老远地在下面蠢动的可怜的小

人物，望着他们用人类的平凡智慧的贫乏论据互相搏战！在某一个

勃鲁姆同某一个施滕策尔、某一个果登和某一个伊诺弗罗茨拉夫

的曾弗搏斗以后，大会战终于开始了，在这场会战中，阿里欧斯托

式的英雄们的唇枪舌剑的碎片布满了战场！

战士们的队伍恭敬地让开道路，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

挥舞着宝剑一跃向前。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在德国文艺活动的黄金时代是科

尼斯堡的文学家。那个时候，常在“桶匠大院”中举行半公开的会

议；威廉·约丹先生参加过这种会议，在会议上朗诵过“水手和他

的上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于是这位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就前往柏林。柏林的大

学生常常举行会议。威廉·约丹先生在会议上朗诵过“水手和他的

上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于是前往莱比锡。莱比锡也举行

过一些没有害处的会议。威廉·约丹先生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

２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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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以后，威廉·约丹先生出版了很多著作：长诗“钟和炮”，立陶

宛民歌集（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创作，即他本人所编写的波兰诗歌），

乔治·桑的作品的译文，一种杂志——不可理解的“可理解的世

界”２０４，以及使遐迩驰名的奥托·维干德（他还没有他的法国祖师

巴涅尔那样大的成就）有利可图的其他译著；随后，他又出版了列

列韦尔的“波兰史”译本，并写了一篇向波兰人表示亲善的序言等

等。

革命爆发了。ＥｎｕｎｌｕｇａｒｄｅｌａＭａｎｃｈａｃｕｙｏｎｏｍｂｒｅｎｏ

ｑｕｉｅｒｏａｃｏｒｄａｒｍｅ①，在德国的曼彻即勃兰登堡部落的一个地方，在

唐·吉诃德们生长的那个地方，在一个连名称都不值得一提的地

方，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提出自己为德国国民议会的候选

人。这个地区的农民对君主立宪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威廉·约丹

先生发表了很多动人心弦的、充满了最乐观的立宪精神的演说。心

花怒放的农民选举了这个大人物做议员。这位高贵的“无责任心

的”议员一到法兰克福，就坐在“极”左派的席位上，和共和派一起

表决。以选民身分创造了这个议会中的唐·吉诃德的农民曾经寄

信给他表示不信任，要他回忆他的诺言，要把他召回。可是威廉·

约丹先生也象国王一样，很少认为自己应受诺言的约束，一有适当

的机会，总是用他的“钟和炮”使议会震耳欲聋。

威廉·约丹先生每次走上圣保罗教堂２０５的讲台，实际上只是

朗诵“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就应该被

驱逐。

３０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拉·曼彻地方有一个乡村，它的名称根本不值得一提（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德”的开头第一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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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听一听伟大的威廉·约丹最近就波兰问题发出的

钟声和炮声。

“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到世界历史观点的水平，应该从这一观

点来研究波兹南问题这个波兰大悲剧的插曲。”

强壮的威廉·约丹先生一下子就把我们高举到云端，高举到

白雪皑皑、直冲霄汉的“世界历史观点”的秦波拉索①，于是在我们

面前展现了一望无际的远景。

但是在这以前，他还花了一些时间从事平凡的“专门”讨论，而

且很成功。这里是几个例子：

“后来，根据华沙条约（即根据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②，涅茨地区归普

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时间，它一直

是属于普鲁士的。”

约丹先生在这里把涅茨地区和波兹南其他地区对立起来了。

他，这位世界历史观点的骑士、波兰历史的专家、列列韦尔著作的

译者，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材料的呢？正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的

曾弗先生的演说中得到的！他这样严格地遵循曾弗先生的演说，甚

至完全态记了波兹南的其他部分即大波兰部分在１７９４年就已“归

普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

时间，它一直是属于普鲁士的”。但是“涅茨同胞”曾弗没有谈到这

一点，因此，“世界历史观点”只知道波兹南地区仅仅在１８１５年才

“归普鲁士所有”。

“其次，西部各州——比恩鲍姆州、梅泽里茨州、博姆斯特州、弗劳施塔特

４０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秦波拉索是南美厄瓜多尔的火山，海拔６２７２公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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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①——从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

来就是德国的。”

但是门兹胡德州也是这样吗，约丹先生？——“从这个州的名

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

吗？

不过，门兹胡德也就是比恩鲍姆州。用波兰话来说，这个城市

就叫做门兹胡德。

这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的“世界历史观点”的语源学“古玩陈

列室”，会从基督教德意志的利奥先生那里得到多大的支持！不消

说，Ｍａｉｌａｎｄ、Ｌüｔｔｉｃｈ、Ｇｅｎｆ、Ｋ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②“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

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可是“世界历史观点”是否“从名称上就

已”看出海孟斯 艾希赫、维尔斯 来登、耶纳乌和加尔天菲尔德自

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呢？当然，世界历史观点是很难在地图上找到这

些自古以来的德国名称的，当它知道这些名称指的就是勒 克纳

乌、里昂、热那亚和康波 弗列多的时候，它自然只有感谢杜撰了这

些名称的利奥先生。

如果法国人在最近宣布Ｃｏｌｏｇｎｅ、Ｃｏｂｌｅｎｃｅ、Ｍａｙｅｎｃｅ和

Ｆｒａｎｃｆｏｒｔ③自古以来就是法国的领土，那么世界历史观点将怎么

说呢？那将是世界历史观点的不幸！

可是我们不准备在更伟大的人物也要碰到的ｐｅｔｉｔｅｓｍｉｓèｒｅｓ

ｄｅｌａｖｉｅｈｕｍａｉｎｅ〔人类生活中的渺小的不幸〕上面耽搁了。我们现

在要跟着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飞到更高的地方去。我们在那

５０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②

③ 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和法兰克福的法文名字。——编者注

米兰、列日、日内瓦、哥本哈根的德文名字。——编者注

波兰称作：门兹胡德、门兹热奇、巴比莫斯特、弗斯霍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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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会听到说：“和波兰人越疏远，对波兰人了解得越少，就越爱波兰

人；反之，和波兰人越接近，就越不爱”波兰人，因此，“这种同情”的

基础“与其说是对波兰性格的真正赞美，不如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

唯心主义”。

但是地球上各民族对其他某个民族，无论在“同它疏远”的时

候，或是在“同它接近”的时候都不“爱”它，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将作

何解释呢？地球上各民族空前一致地鄙视、利用、讥笑和凌辱这个

民族，“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又作何解释呢？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

族。

世界历史观点会告诉我们：这是建立在“世界主义的唯物主

义”基础上的。它就这样摆脱了困境。

不过，全世界历史的鹰并没有因为这一类小小的异议而感到

难堪，它越飞越勇敢，越飞越高，最后，一直飞到自在自为思想的纯

以太中，大唱英勇的、全世界历史的黑格尔学派的如下颂歌：

“让人们给历史以应有的报赏吧，历史在它的为必然性所注定的道路上，

总是用铁蹄无情地践踏那个在同等民族中间已经无力支持的民族，但是看到

这个民族所受的长期苦难而不表示任何同情，毕竟是残忍的和野蛮的，我决

不能这样冷酷无情（上帝会奖赏你的，高贵的约丹！）①。可是，被悲剧所感动

是一回事，想使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另一回事。要知道，仅仅那个使英雄

屈服的铁的必然性，就能把他的命运变为真正的悲剧；而要干预这个命运的

行程，想用人类的同情来阻止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并且还要把它倒转过来，

这就意味着他本身会遭到压死的危险。希望波兰复兴，仅仅是因为它的灭亡

引起了正义的哀痛，——我把这叫做怯懦的感伤。”

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深湛的智慧！多么动人的言词！世界

６０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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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点后来整理自己的演说速记记录时这样说。

波兰人必须选择：如果他们想表演“真正的悲剧”，那末他们就

应该驯顺地让铁蹄和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来蹂躏自己，同时告诉

尼古拉：“陛下，服从你的意志”！或者，如果他们想起来造反，想试

一试能否用“历史的铁蹄”来痛击自己的压迫者，那末他们就不表

演任何“真正的悲剧”，而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对他们就不

会再感到兴趣。在罗生克兰茨教授那里受过美学教育的世界历史

观点这样说。

暂时把波兰消灭了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到底是什么

呢？这就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崩溃，也就是大

贵族在小贵族内部的产生。这是前进的一步，因为它是摆脱过时的

小贵族民主制的唯一途径。但它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历史的铁蹄

即东方的３个专制君主粉碎了波兰。大贵族为了要消灭小贵族民

主制，不得不和外国结成同盟。波兰的大贵族在不久以前，有一部

分一直到今天，还是波兰压迫者的忠实同盟者。

使波兰恢复自由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从１８１５年起在波兰，至少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甚至在一

部分俄属波兰没有中断过的大贵族统治，现在也象１７７２年的小贵

族民主制那样垮台了；这就是土地民主制的建立对波兰来说不仅

是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如果农奴制的

或“有义务”〔ｒｏｂｏ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ｉｇｅ〕的农民不能成为自由的农民，那末波

兰人民赖以为生的农业就要毁灭；最后，这就是如果不同时获得独

立的民族生存，不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兰各河流的出口地

带，实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

从柏林来的约丹先生却把这说成是想阻止正在转动的历史车

７０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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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并且还要把它倒转过来！

当然，小贵族民主制的旧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只有约

丹先生才能指望什么人来使这个波兰的“真正悲剧”向相反的方向

发展；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却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仔细地认识

一下这个儿子，的确会使某个目空一切的柏林文学家胆颤心惊。这

个儿子刚刚在准备演自己的戏，刚刚把自己的手放到“正在转动的

历史车轮”上去，而他的胜利却是有保证的，——这个儿子就是农

民民主制的波兰。

有一些陈腐的小说式的虚夸，有一些装腔作势的对世界的蔑

视（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勇敢，而在约丹先生看来却是不足道的平凡

的蠢举），简单说来，有一些钟和炮，丑恶的言词所包含的“烟雾和

音响”２０６，加上在最普通的历史方面的难以置信的糊涂和无

知，——整个世界历史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这样！

世界历史观点及其可理解的世界万岁！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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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科伦８月２６日。会战的第二天，场面比第一天更加伟大。诚

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没有在场，没有

用他那张巧嘴来吸引所有听众的心神，但是我们不要苛求，象拉多

维茨、瓦滕斯累本、凯尔斯特和罗多芒特 利希诺夫斯基２０７这样

的人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拉多维茨先生。这个右派领袖说得简单、

明了、中肯。演说的腔调是适度的。提出的一些前提是谬误的，但

是很扼要；从这些前提中迅速地作出了一个结论。利用了右派的恐

惧情绪。鉴于多数派的怯懦，而冷静地确信有成功的把握。极端轻

视整个议会，既轻视右派，也轻视左派。这就是拉多维茨先生所发

表的简短演说的特点，而我们也完全理解这些不多的、象冰一样冷

的、不加修饰的朴实言论，对听惯了华而不实的空洞词藻的议会究

竟会产生什么效果。如果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用他所有的

“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形象世界所产生的印象，哪怕只达到拉

多维茨用简短的实际上也是毫无内容的演说所产生的印象的１ １０，

那他也就很幸运了。

拉多维茨先生不是“有骨气的人”，也不是很不错的有坚定信

念的人，但他是一位具有鲜明轮廓的明确的人物；只要听他一次演

说，就可以完全了解他。

我们从来不妄想取得某个议会左派机关报的荣誉。恰恰相反，

９０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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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分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

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而在一切政党的领袖（除了少数

例外）都缺乏毅力、决心、才干和知识的情况下，我们在拉多维茨身

上发现了至少可以较量的敌人，我们只有高兴。

继拉多维茨先生之后发言的是舒泽尔卡先生。他不顾以前的

一切教训，又来用感人的词句向心灵申诉。喋喋不休的冗长的演

说，有时穿插着历史上的事例和闪耀着奥地利人的理智的光辉。一

般说来，这种演说是令人厌倦的。

舒泽尔卡先生到维也纳去了，他在那里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

在那里是适得其所的。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曾置身于左派，那末他

在那里却成了中间派；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

他在维也纳的第一次发言就一败涂地了。这就是所有这些从事文

学活动、爱发哲学议论、爱作无谓空谈的大人物的命运，这些大人

物只是利用革命来为自己创造地位；只要把他们放到真正的革命

基地上去待一瞬间，他们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接着发言的是ｃｉｄｅｖａｎｔ〔前〕伯爵冯·瓦滕斯累本。瓦滕斯累

本先生以满怀好意、头脑简单的善良人物的姿态发言。他叙述了他

在１８３０年以后备军人资格向波兰边境进军的逸事，接着就扮演桑

科·判札的角色，用“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家雀”这句谚语奉劝

波兰人，同时，他居然以最天真的形式插进了下面这个卑劣的意

见：

“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找到同意在波兹南的应该分离的部分负责进行改组

的波兰官吏呢？恐怕是他们自己害怕自己，他们觉得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平安

无事地组织居民的程度，同时却以种种理由来掩饰，说什么热爱祖国波兰妨

碍了他们着手进行令人高兴的复兴工作！”

０１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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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整整８０年来，波兰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始终

不渝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可能的和无意义的那

种事业。

瓦滕斯累本先生在结束时表示同意拉多维茨先生的意见。

从波兹南来的波兹南国民委员会委员雅尼舍夫斯基先生走上

了讲台。

亚尼舍夫斯基先生的演说是圣保罗教堂的讲台上发出的真正

议会辞令的第一个典范。我们终于听到了雄辩家的言论，他不追求

会场的赞许，他用真正生动活泼、热情洋溢的语言来说话，正因为

如此，他给人的印象同以前几个发言人完全不同。勃鲁姆对议会的

良心所作的呼吁，约丹的微不足道的热情，拉多维茨的始终如一的

冷淡，舒泽尔卡的模棱两可的温厚，在这位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

要求恢复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利的波兰人面前，都黯然失色了。亚

尼舍夫斯基说得兴奋而热烈，但是并不装腔作势；他只是以合理的

愤怒心情来说明事实，没有这种愤怒的心情，就不可能正确地阐明

这类事实，而在辩论的过程中听到了无耻的捏造以后，这种愤怒的

心情是加倍合理的。他的演说真正是辩论的中心点，他击退了以前

对波兰人的种种攻击，纠正了波兰的朋友们的一切错误，使辩论回

到它的唯一实际、唯一真实的基础上去，并且预先剥夺了在他后面

发言的右派的最有力的论据。

“你们吞下了波兰，但是我发誓，你们决不能把它消化！”

亚尼舍夫斯基演说的这个明确的结论将使我们永志不忘，同

样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对波兰的朋友们的种种哀求所作的自豪

的声明：

１１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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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以一个穷人的身分向你们说话的，我所依据的是自己的无可争

辩的权利；我不是来呼吁同情，而只是来呼吁正义的。”

在亚尼舍夫斯基之后发言的是从波兹南来的凯尔斯特校长先

生。在为本民族的生存、为本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波兰

人之后，是为自己的薪金而斗争的、迁居波兹南的普鲁士教师。在

被压迫者的激昂慷慨的高贵的演说之后，是靠压迫来过幸福生活

的官僚的卑鄙无耻的发言。

瓜分波兰，“现在叫做耻辱”，在当时却是“极普遍的现象”。

“按民族来独树一帜的民族权利，完全是一种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承认

过的权利。”“在政治上，只有实际的占有才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凯尔斯特的论证所根据的那些意味深长的格言中的几

个例子。再说下去就矛盾百出了。

他说：“有些地带随着波兹南归并德国，毫无疑问，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波

兰的；”过了一会又说：“至于波兹南的波兰部分，它并没有要求合并到德国

去，据我想来，诸位先生，你们不要违背它的意志，把这一部分合并过去！”

在发表了这些议论之后，他引用了关于居民成分的统计资料，

这些资料是靠“涅茨同胞”所使用的有名的计算方法获得的。根据

这些资料，只有完全不懂德语的人，才算是波兰人，多少能就几句

德语的人则一律算作德国人。末了，他使用了一个极端巧妙的计算

方法，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兹南省议会表决时，赞成合并到德国去

的１７票对２６票的少数，其实是多数。

“根据省的法规，毫无疑义，必须有２ ３的多数，才有权做出决定。当然，１７

票还不到２６票的２ ３，但是不够的部分是很小很小的，在决定如此重要的问

题时是不必加以重视的！！”

这样一来，少数既然成了多数的
２
３，“根据省的法规”，它就是

２１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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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了！旧普鲁士国家制度，无疑会因凯尔斯特先生的这种发明而

给他加冕。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必须有２ ３的票数，才能提出建

议。加入德意志联邦也就是这样的建议。因此，这个建议只有得到

议会的２ ３，即４３票的
２
３的票数的赞成，才是合法的。可是，几乎

有２ ３的票数表示反对。这说明了什么呢？原来，１７是“４３的
２
３

弱”！

如果说波兰人不象“理智的国家”的公民那样，他们不是“有教

养的民族”，那末，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智的国家给他们派去当

教师的是这样的算术专家。

从波恩来的克雷门斯先生作了一个公正的批评，他说普鲁士

政府的目的不是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是要使它普鲁士化，并且把

使波兹南普鲁士化的尝试同在莱茵区的类似的尝试作了比较。

奥斯滕多尔夫先生是从左斯特来的。这个“红色土地”①的产

儿大发庸俗的政治议论，满口可能性、或然性和假定，废话连篇，乱

扯一通，由约丹先生扯到法国人，由红色共和国扯到北美洲的红色

人种，把波兰人和红色人种等量齐观，而把“涅茨同胞”和美国人相

提并论。只有红色土地才能产生这样大胆的比拟！让凯尔斯特先

生、曾弗先生、果登先生扮演带着枪和锹住在小木房里的森林垦殖

者的角色，真是无与伦比的喜剧！

从列温堡来的弗兰茨·施米特先生走上讲台。他说话心平气

和，毫不夸张，这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因为施米特属于一般说来

最爱夸张的那个阶级，即属于德国天主教的僧侣阶级。在亚尼舍

夫斯基的演说之后，施米特先生的演说是整个辩论过程中较好的

３１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耶威斯特伐里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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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这至少是因为它最有说服力，因为它显示出对争论的问题

具有最丰富的知识。施米特先生向委员会证明，它的假学术论据

（这些论据的内容我们已经分析过）包含着对实际情况的绝对无

知。施米特先生在波兹南大公国住过好多年，他向委员会指出，甚

至在他最熟悉的那个小州的问题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他指出，正

是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委员会没有向议会提供必要的

说明，它简直是命令议会不需要任何材料，对争论的问题不必有

任何了解，就随便通过决议。他要求首先说明实际情况。他指出

委员会的提案和委员会本身的前提是多么矛盾；他引证弗洛特韦

尔的备忘录，并且要求备忘录的作者（也在这里当议员）发言，如

果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话。最后，他当众揭发了“涅茨同胞”如

何去找加格恩，打算用波兹南爆发起义的假消息来迫使加格恩赶

快中止辩论。不错，加格恩否认有这回事，但是凯尔斯特先生却

公开地以此自夸。

议会的多数派对施米特先生的理直气壮的演说的报答，是设

法在速记记录中歪曲这篇演说的原意。有一个地方，施米特先生曾

亲自把速记稿上添加的谬论修改过３次，但它还是印出来了。对施

略费尔鸣鼓而攻①，对布伦坦诺进行公开的迫害
２０８
，对施米特施展

伪造文件的伎俩，右派先生们，这真是绝妙的批评！

这次会议是以利希诺夫斯基的演说来结束的。但是我们要把

这位朋友留到下一篇文章中来谈；对于利希诺夫斯基这一类型的

发言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４１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１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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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七

科伦８月３１日。议会的ｂｅｌｈｏｍｍｅ〔美男子〕、德国的巴亚尔、

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前公爵（基本权利第６条２０９）冯·

利希诺夫斯基含着得意的微笑，以骑士的风流姿态走上了讲台。他

以地道的普鲁士陆军中尉的语调和旁若无人的潇洒态度，吐露了

他打算告诉议会的一些思想片断。

杰出的骑士是这些辩论中决不可少的因素。从果登先生、曾弗

先生和凯尔斯特先生这几个范例来看，还不能十分相信波兰的德

国人是多么值得尊敬，而在骑士利希诺夫斯基身上，可以看到普鲁

士化的斯拉夫人虽然举止优美，却是一种不雅观的人物。利希诺夫

斯基是和波兰的德国人同种族的人；单是他在讲台上出现这一点

就给文件作了补充说明。上西里西亚的小贵族变成了普鲁士的落

后的容克地主这一事实，向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说明博爱的

普鲁士政府打算把波兹南的小贵族变成什么。尽管利希诺夫斯基

先生作了种种庄严的保证，但他决不是德国人，他是“改造了的”波

兰人，并且他所说的也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士话。

利希诺夫斯基先生首先庄严地保证他对波兰人具有骑士的同

情，然后向亚尼舍夫斯基说了一些恭维话，又对波兰人作了应有的

评价，说疲兰人有“伟大的殉道诗篇”，而突然之间就急转直下了。

为什么这些同情减少了呢？因为在所有的起义和革命中“波兰人总

是站在街垒的第一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罪恶行为，只要波兰人

５１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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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造”，这种罪恶行为是不会再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使利

希诺夫斯基放心，使他相信在“波兰的流亡者”中间，甚至在他认为

堕落不堪的波兰小贵族流亡者中间，也有人是保持清白，和街垒完

全无关的。

接着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

利希诺夫斯基：“用脚践踏已经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的左派先生们，以奇怪

的方式呼吁历史权利。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为了波兰的事业而挑选日期。对历

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①）

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

主席：“诸位先生，让发言人有可能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他的话。”

利希诺夫斯基：“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左边来的笑声）

主席：“请不要打断发言人的话，请保持肃静。”（骚动）

利希诺夫斯基：“对历史权利来说，能够要求比更早的日期有更大权利的

那个日期是不存在的！”（左派叫“好”，活跃②）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说高贵的骑士讲的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

士话吗？

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遇到了我们的高贵的骑士这个厉害

的敌人：

“如果我们深入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波兹南）③许多地区曾经是西里

西亚和德国的；再深入下去，我们就到了斯拉夫人建成莱比锡和德勒斯顿的

时期，随后就会达到塔西佗——如果我们深入这个问题，天知道这些先生还

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６１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利希诺夫斯基这次的句子构造是正确的。——编者注

笑声是由利希诺夫斯基的文法错误引起的，他连用两个否定词（《Ｆüｒｄａｓｈｉｓ

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ｇｉｂｔｅｓｋｅｉｎＤａｔｕｍｎｉｃｈｔ》），这是违反德语规则的。恩格斯在这

几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利希诺夫斯基的这句话，每次都保留了文法错误

的句子构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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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事情大概是很糟糕的。普鲁士贵族的领地无可挽救

地被抵押出去，犹太债主变得非常顽固，一人签字的票据所规定的

一个接着一个的付款期限来得太快；拍卖，丧失自由，因轻率举债

而被免职，——看来，所有这一切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的惨状，使

普鲁士贵族有必遭破产的危险，因为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有

一位利希诺夫斯基竟否认他在唐·卡洛斯亲信的骑士中为了获得

骑士马刺２１０而捍卫的那种历史权利！

如果我们想深入历史债务权利的问题，那就自然只有天知道，

法庭执行吏要把憔悴的骑士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可是，难道负债不

是普鲁士骑士们的最好的、唯一可饶恕的①特点吗？

美男子在转到本题时，认为在反对波兰的德国人时不应该“描

绘隐藏在渺茫的远处的未来波兰的朦胧远景（！）”；他认为波兰人

不会以波兹南为满足：

“如果我有荣幸做一个波兰人，那末我日日夜夜所想的只是如何恢复以

前的波兰王国。”

但是既然利希诺夫斯基先生“没有这种荣幸”，既然他只是上

西里西亚的一个改造了的波兰人，那末他“日日夜夜”所想的就完

全是另外的、爱国精神比较少的事情了。

“谈到荣幸，我必须说，几十万波兰人应该成为德国人，老实

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对他们决不是不幸。”

相反地，假如普鲁士政府再建立一个苗圃，来栽培可以制造利

希诺夫斯基这一类人物的木材，那该多好啊。

我们那位蓄着翘起的胡须的骑士，继续用那种实际上是用来

７１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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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宥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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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剧场楼座中的女士们谈话的、但也十分适合议会水平的亲切而

潇洒的语调胡诌了一些时候，然后以如下的话作结束：

“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请你们自己决定，你们是把５０万德国人

接收到我们这方面来呢，还是拒绝他们……但是那时候你们也得删掉老民歌

手的歌词：‘哪里讲德国话，那里神就在天上载歌载舞’。２１１请删掉这些歌词！”

老阿伦特在写这首歌时，竟没有想到波兰的犹太人和他们的

德国话，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但是幸而出现了我们上西里西亚的骑

士。谁不知道贵族阶级对犹太人负有几世纪来都奉为神圣的老债

务呢？过去平民所忽略了的事情，骑士利希诺夫斯基都想起来了。

  波兰的犹太高利贷者死不要脸地说着蹩脚的德国话，

  对所有的人进行招摇撞骗的地方，

就是利希诺夫斯基的故乡！

８１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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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科伦９月２日。辩论的第三天，大家都露出了倦意。论证是老

一套，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如果不是第一位可敬的发言人阿尔诺

德·卢格先生拿出了他的丰富的新论据来，速记记录就会是枯燥

乏味的。

但卢格先生对自己的功绩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他许下诺言：

“我要用我的全部热情、我的全部知识。”

他提出了建议，但是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建议，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唯一

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建议，绝对的建议。

“决不能有任何别的建议、别的假定了。当然可以采取另一种行动，诸位

先生，因为人是习惯于离开正确的道路的。正因为人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也

就具有自由的意志……但是正确的决不因此就不再是正确的了。而在目前的

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可能提出的建议中唯一正确的建议。”

（这样一来，卢格先生就使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为“正确的”东

西牺牲了。）

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卢格先生的热情和知识，看一看他

的唯一正确的建议。

“消灭波兰之所以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是因为这样就压制了这个民族

的宝贵的发展，这个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曾经树立过巨大的功绩，

曾经辉煌地发展过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即发展过骑士精神。专制主义妨

碍了小贵族共和国实现它本身的内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革命时

期制定的宪法是有可能实现的。”

９１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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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南方法兰西民族和北方法兰西民族，不比现在的波

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有更多的亲属关系。南方法兰西民族——

ｖｕｌｇｏ〔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不仅完成

了“宝贵的发展”，甚至还走在欧洲发展的前面。它在新时代的一切

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

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在创造封建骑士精神

方面，它可与卡斯提尔人、北方法兰西人和英格兰诺曼人相匹敌；

在工商业方面，它丝毫不逊于意大利人。它不仅“辉煌地”发展了

“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甚至使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末期回光

返照。因此，南方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

“有”很大的“功绩”，而且简直有无限的“功绩”。可是它终于象波兰

一样，起初被北方法兰西和英国瓜分，后来又被北方法兰西人全部

征服了。从阿尔比教派战争２１２起到路易十一止，北方法兰西人对

南方法兰西人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奴役战争，结果把全国征服了，但

是北方法兰西人在文化程度上低于其南方的邻人，犹如俄国人低

于波兰人一样。“专制主义”（路易十一）“妨碍了”南方法兰西“小贵

族共和国”（在它的繁荣时期，这个称号是完全正确的）“实现它本

身的内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无论

如何是有可能实现的，正象波兰小贵族共和国借助于１７９１年的宪

法来实现它的消灭一样。

南方法兰西人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历史

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３００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

言论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北方法兰

西的专制主义，在南方法兰西身上压了３００年，只是在３００年后，

北方法兰西人消灭了南方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最后一点残余，才补

０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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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了自己的压迫。制宪议会把那些独立的省划分为几个部分，国民

公会的铁拳破天荒第一次把南方法兰西的居民变成法兰西人，并

为了补偿他们已经丧失的民族特性，给予他们以民主。但是在３个

世纪中对他们的奴役，可以一字不差地借用卢格先生关于波兰人

所说的话：

“俄国的专制主义并没有解放波兰人，消灭波兰的小贵族阶级以及把这

样多的贵族家庭逐出波兰，——这一切既没有使俄国建立民主制度，也没有

使俄国具备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

可是，从来也没有把北方法兰西人征服南方法兰西叫做“最可

耻的非正义行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卢格先生？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征服南方法兰西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征服波兰决不是

非正义行为。请你选择吧，卢格先生！

波兰人和南方法兰西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南方

法兰西象一个软弱无力的累赘那样被北方法兰西人拖着走，直到

它的民族特性完全消灭为止，而波兰人却完全有希望很快站在斯

拉夫各部族的前列呢？

南方法兰西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

详细分析），是法国的反动的部分。它对北方法兰西的反对立场很

快就变成了对整个法国各进步阶级的反对立场。它成了封建主义

的主要支柱，并且直到现在还是法国反革命的堡垒。

波兰就恰恰相反，它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在前面

已经分析过了）（见本报第８１号）①，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

革命的部分。它对它的压迫者们的反对立场同时也就是对本国大

贵族的反对立场。甚至小贵族阶级（一部分还站在封建的立场上）

１２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指“新莱茵报”第８１号，见本卷第３８９—３９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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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

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

民主的策源地。

波兰复兴的保证，波兰复兴的必然性就在这里，而根本不在于

久已埋葬了的骑士精神的辉煌发展。

但是卢格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为“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必须

有独立的波兰存在作辩护的论据：

“加在波兰身上的暴力，使波兰人散布在欧洲各地；他们到处流散，因为

遭到非正义行为而充满了愤怒……波兰精神在法国和德国（！？）成了更合乎

人道的精神，而且纯化了，因为波兰的流亡者成了宣传自由的人（ １）①……

斯拉夫人是能够加入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的（没有“大家庭”无论如何是不

可能的！）②，因为……他们的流亡者真正做到了传播自由（ ２）③…… 多亏

波兰人这些自由的传播者（ ３）④，所有的俄国军队（！！）才感染了新时代

的思想…… 我尊重波兰人在全欧洲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执武器宣传自由

（ ４）⑤的可敬的志向…… 只要他们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在历史上

就会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到处以急先锋（ ５）⑥的姿态出现（！！！）…… 波

兰人是投到斯拉夫民族中去的自由的因素（ ６）⑦；他们把在布拉格举行的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引上了自由的道路（ ７）⑧，他们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进

行活动。由此可见，波兰人在现代文明中也是积极的因素，他们起了很好的

作用，因为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必需的，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

生气的。”

卢格先生要证明：第一，波兰人是必需的；第二，波兰人不是没

有生气的。他在证明时说：“因为他们是必需的，所以他们决不是没

有生气的。”

如果从上面所引的那段把同样的意思重复了７次之多的冗长

２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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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中去掉几个字——波兰人、因素、自由、宣传、文明、传播，你们

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夸夸其谈的话还剩下些什么。

卢格先生要证明波兰复兴的必要性。他以如下的话来证明这

一点。波兰人不是没有生气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充满生命力的，他

们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是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他们是怎样做到

这一点的呢？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和可耻的非正义行为，使他们散

居在欧洲各地，他们带来了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怒，正

当的革命的愤怒。他们在被放逐中使自己的这种愤怒“纯化了”，而

这个纯化了的愤怒又使他们能够传播自由，并使他们“站在街垒的

最前列”。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要放弃可耻的非正义行为和

加在波兰人身上的暴力，要复兴波兰，——那时候“愤怒”就会消

失，那时候愤怒就不会再纯化，那时候波兰人就会回家，而不再“传

播自由”。如果说“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怒”是使波兰人

成为革命者的唯一原因，那末放弃非正义行为就会使他们成为反

动分子。如果说反抗压迫是波兰人维持生命力的唯一来源，那末请

放弃压迫吧，这样波兰人就会没有生气。

这样一来，卢格先生恰恰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反面。由他的论

据引伸出来的结论，就是为了自由和欧洲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波

兰不应该复兴。

而且，卢格先生的“知识”是很奇怪的，他说到波兰人时，只提

到流亡者，只看到街垒中的流亡者。我们绝对不想侮辱波兰流亡

者，他们在战场上以及在为了波兰的利益而进行的１８年秘密工作

中，证明了自己的毅力和勇气。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凡是熟悉波

兰流亡者的人，都知道波兰流亡者远不象卢格先生跟在前公爵利

希诺夫斯基后面信口妄谈的那样，达到了以传道者的精神热爱自

３２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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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一心想置身街垒的程度。波兰流亡者为了复兴波兰，表现得很

坚定，忍受了很多痛苦，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难道波兰国内的波兰

人做的事情就少吗？难道他们没有蔑视严重的危险吗？难道他们

没有遭受麻比特和斯皮尔堡的监狱、鞭笞、西伯利亚矿场、加里西

亚的屠杀和普鲁士的榴霰弹等等的惨祸吗？可是这一切在卢格先

生看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很少注意到，没有流亡的波兰人和几乎所

有的波兰流亡者（除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以外）比较起来，

接受的一般欧洲文明要多得多，对他们常住的波兰的需要要清楚

得多。卢格先生认为波兰所有的一切知识，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传

播到波兰人中间的、波兰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是由于他们居住

在外国取得的。我们在 〔８１〕①中曾经指出：波兰人既不应当从二

月以后已经由于空谈而没落的法国政治空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

需要，也不应当从还没有机会没落的深思熟虑的德国思想家那里

去了解本国的需要；我们曾经指出：波兰本身就是研究波兰需要什

么的最好的学校。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

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而根本

不是象卢格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把“在法国成熟了的政治自由的伟

大思想”这一类空话”甚至（！）把在德国产生的哲学（卢格先生陷在

这种哲学中）②搬到了波兰和俄国”。

在卢格先生发表这篇演说以后，波兰人也许要高叫：请上帝把

我们从我们的朋友中拯救出来吧，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能够

对付！可是波兰人历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外国朋友总是用

世界上一切最拙劣的论据来替他们辩护。

４２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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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克福左派方面，非常值得称赞的是：他们（除了少数例

外）因卢格先生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而欣喜若狂，这篇演说中说：

“诸位先生，我们不想争论我们究竟要什么，要民主的君主政体，要民主

化的君主政体（！）还是要纯粹民主制的问题，——我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

同的，就是要求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政权！”

左派听到有人说他们的要求和右派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

的”，说他们的要求和拉多维茨先生、利希诺夫斯基先生、芬克先生

以及其他肥的或瘦的骑士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就赞美备至，难道我

们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吗？得意忘形的左派一听到

“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政权”这一类空洞的高调就忘记了一切，

难道我们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吗？

我们且把左派放在一边，再来谈谈卢格先生。

“在整个地球上，开未曾有过比１８４８年更伟大的革命。”

“按它的原则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原则是由抹杀

最对立的利益而产生的。

“按它的法令和公告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法令和

公告是欧洲一切空虚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博爱的幻想和关于

友爱的多情的词句的撮要。

“按它的表现来说是最人道的”，——这些表现就是波兹南的

屠杀和野蛮行为、拉德茨基的杀人放火的勾当、巴黎六月胜利者的

野兽般的残暴行为、克拉柯夫和布拉格的屠杀、普遍的军阀统治，

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日，“表现”为这个革命的

全貌的一切卑鄙行为，由于这一切卑鄙行为，４个月来所洒的鲜

血，比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４年所洒的鲜血的总和还要多。

“人道的”卢格先生！

５２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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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科伦９月６日。我们跟在“人道的”卢格先生后面，沿着他的道

路对波兰的必要性作了历史的考察。直到现在为止，卢格先生所说

的只是令人厌恶的过去，只是专制主义的时代；他修改了不合理的

事件，现在他转到了当前的时代，转到了光荣的１８４８年，转到了革

命，现在他踏上了故土，现在他修改“事件的理性”２１３。

“怎样才能实现波兰的解放呢？波兰的解放可以用缔结条约的方式来实

现，欧洲两大文明民族必须参与缔结条约，它们必须同德国，同解放了的德国

组成新的三国同盟，因为它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它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

的。”

在我们面前的这句大胆的话中包含着对外政策方面的事件的

全部意义。“想法一样、要求一般说来相同”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之

间的同盟，就是现代３个瑞士人——卡芬雅克、莱宁根和约翰·罗

素之间的新的留特利同盟２１４。不过，近来法国和德国依靠上帝的帮

助，又后退得这样远，以致它们的政府关于一般政治原则的“想法”

几乎“是一样的”，官方的英国这块在大海中屹立不动的反革命的

岩石也是这样。

但是这３个国家不仅“想法”是一样的，而且“要求一般说来也

是相同的”：德国要得到什列斯维希，英国则不愿意使它有这种机

会；德国要实行保护关税，英国则希望有贸易自由；德国要统一，英

国则希望它分散；德国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则力求在工

６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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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奴役它。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它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毕竟

“是相同的”！至于法国，它颁布反对德国的关税法；它的部长巴斯

蒂德嘲弄代表德国驻法国的劳麦老师，这就很明显，它的要求“一

般说来”和德国“是相同的”。真的，英国和法国都非常确切地证明，

它们的要求也就是德国的要求，同时以战争来威胁德国：英国是为

了什列斯维希，法国是为了伦巴第！

卢格先生具有思想家所特有的天真想法，他认为各民族如果

在某些政治观念上相同，那末单凭这一点就应该结成同盟。在卢格

先生的政治调色板上一共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即奴役和自

由。在他看来，世界分为两大部分：文明民族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

隶。６个月以前穿过莱茵河彼岸的自由的分界线，现在同俄国的国

境线一致了，而人们就把这个过程叫做１８４８年的革命。现代运动

在卢格先生头脑中的反映是这样混乱。二月和三月的街垒战斗口

号，译成波美拉尼亚文２１５就是如此。

如果把卢格的议论反过来从波美拉尼亚文译成德文，那末，３

个文明民族，３个自由民族，虽然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各不相同，原

来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而处在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

民族，都是“奴隶和仆役”。严格的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阿尔诺

德·卢格所理解的自由，是最平凡的“肤浅的”自由主义，是至多不

过具有假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

这里！

既然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是资产阶级在统治，那末这３个国家

是天然的同盟者，——卢格先生是这样断言的。可是如果这３个国

家的物质利益绝对相反，如果同德国和法国进行自由贸易是英国

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对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是法国和德国资

７２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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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德国和法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类似

的情况，如果这个三国同盟实际上变成了在工业上奴役法国和德

国的工具，那将怎么说呢？“目光短小的利己主义，贪吝的生意人精

神”，——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卢格暗自嘟囔说。

约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曾经谈到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

卢格先生给这一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子。他也象所有多少在思

想上属于左派的人们一样，看到他的最宝贵最喜爱的幻想、他的思

想上的最大的努力，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面前碰得粉碎

了。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的计划，在贪吝的生意人精神面前碰得粉

碎了，于是他不得不（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这样

做）以思想上多少歪曲的形式来代表这些生意人的利益。思想家在

想，而商人在操纵。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

接着，卢格先生指出，法国“声明说，虽然１８１５年的条约已经

撕毁，但它还是愿意承认目前的领土状况”。“这是非常正确的”，因

为卢格先生在拉马丁的宣言中找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找到的东

西，即新的国际权利的基础。他用下面的话来发挥这种见解：

“从与法国的这些关系中应该出现新的历史（！）权利（ １）①。历

史权利就是各民族的权利（！ ２）②。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是指

新的国际权利（！ ３）③。这是对历史权利（！ ４）④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对

历史权利（！ ５）⑤的任何别的理解都是荒谬的。其他任何国际权利（！

６）⑥都是不存在的。历史权利（ ７）⑦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

权利（原来如此！）⑧，因为它（什么？）
⑨
取消和撕毁旧的条约，代之以新的

条约。”

总而言之：历史权利就是修改事件的理性！

８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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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统一的使徒行传上，即在法兰克福议会速记记录
２１６
第

１１８６页第一栏中，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记载着的。可是还有人埋

怨“新莱茵报”用感叹号批评了卢格先生！这种令人头晕的、疯狂的

历史权利和国际权利的舞蹈，自然会使心地纯洁的左派惊讶，当波

美拉尼亚的哲学家以不可动摇的信念对着左派耳朵高喊“历史权

利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等等时，他们自然会惊得

目瞪口呆！

但是要知道，“历史所实现的”东西和“时间所批准的”东西常

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时间”的批准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实现

的”东西。

现在卢格先生提出了“唯一正确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建议中央政权协同英法两国召集一个恢复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会议，

通过本国的大使邀请一切有关国家参加。”

多么大胆的善良的想法！罗素勋爵和卡芬雅克应该恢复波兰；

英法资产阶级应该用战争来威胁俄国，以便实现目前和他们毫不

相干的波兰的解放！在现在这个普遍混乱和一团糟的时代，每一个

安定人心的消息把行市提高了０．８％，遇到一连串破坏性的打击

又化为乌有；工业同慢性的破产作斗争；商业陷于瘫痪状态；为了

使失业的无产阶级不致作普遍的最后的殊死搏斗，必须耗费大量

的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难道３个文明民族的

资产者还会制造新的纠纷吗？什么样的纠纷呵！对从二月起就成

了英国的最亲密的同盟者的俄国作战！对俄国作战，进行这个谁都

知道会使德法资产阶级毁灭的战争！为了什么利益呢？什么利益

也不为！这实在比波美拉尼亚的天真还要天真！

但是卢格先生拿脑袋来担保，说“和平解决”波兰问题是可能

９２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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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来越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谈的是：

“维也纳条约力求达到的东西，现在应该成为现实，应该真正实现……维

也纳条约力求确立一切民族反对大法兰西民族的权利…… 它求复兴德意

志民族。”

现在弄清楚了为什么卢格先生的“要求一般说来”和右派相

同。右派也要求实现维也纳条约。

维也纳条约是反动的欧洲对革命的法国取得巨大胜利的总

结。它是欧洲反动势力在１５年复辟时期进行统治的典型形式。它

恢复了正统主义、天赋的王权、封建贵族、僧侣的统治、宗法式的立

法和行政。但是因为这次胜利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的，所以对资产阶

级也必须作若干让步。可是肥美的战利品已经被君主、贵族、僧侣

和官僚们分完，资产阶级就只好满足于任何时候也不会兑现、任何

人也不想兑现的未来的期票。卢格先生不去研究维也纳条约的真

正的实际内容，他相信这些空洞的诺言也就是条约的真实内容，而

把反动的实践仅仅解释为为非作歹！

过了３３年，在１８３０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以后，还相信这些期票

会兑现，还以为维也纳诺言的多情的词句在１８４８年有某种意义，

这的确要有非常宽大的胸怀！

卢格先生在扮演维也纳条约的唐·吉诃德的角色！

卢格先生在结束时向议会泄露了一个大秘密：１８４８年革命之

所以发生，不过是由于１８４６年在克拉柯夫破坏了１８１５年的条约。

这对于所有的暴君是一个警告！

简单地说，卢格先生自从我们在文艺舞台上同他最后会晤以

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２１７上

０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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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德国哲学的守门人这一角色时就记得烂熟的老一套词句；还

是那样糊涂，还是那样轻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

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还是那样缺乏“知

识”；尤其是，还是那样力求得到一生中用没有听过类似的话的德

国庸人们的赞许。

我们对波兰问题辩论的评论就此结束。如果还要我们谈一谈

从波兹南来的勒弗先生以及在他以后发言的其他一些大人物，那

未免要求过分了。

所有这些辩论所留下的印象都是微不足道的。长篇演说是这

样多，内容是这样贫乏，对情况的了解是这样有限，才能是这样不

够！过去或现在的法国议会或英国下院中最没有意思的辩论，也要

比３天来对现代政治中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多的智

慧、更多的实际知识、更多的实际内容。本来可以用一切办法来利

用这些辩论，可是国民议会却把它们变成了无谓的空谈！

真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

决议是大家都知道的。侵占了波兹南３ ４的地方；不是靠武力，

不是靠“德国人的勤劳”，不是用“犁”去侵占，而是靠无谓的空谈，

靠不确实的统计，靠羞羞答答的决议去侵占。

“你们吞下了波兰人，但是我发誓，你们决不能把他们消化！”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９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１２日、２０日、２２日、２６

日、３１日，９月１日、３日、７日“新莱茵报”第

７０号、７３号、８１号、８２号、８６号、９０号、９１号、

９３号、９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１３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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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民权和普鲁士警察

  科伦８月１１日。大家知道，８月６日普鲁士军队曾怎样向德

国的统一宣誓２１８。普鲁士警察不能落后于普鲁士军队。在普鲁士警

察看来，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国国民议会、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和

德意志帝国内阁还没有在法兰克福出现以前，在普鲁士从来也没

有见过这么多的德籍外国人或外国的德国人。

执行警察厅长职务的盖格尔先生（对他的上任我们早有预感，

而且早已向他祝贺过了）显然接到了特别命令，要把科伦的德籍外

国人清除出去，在这古老帝国的城市里只允许普鲁士的臣民居住。

假如他切实照办，那末除了警察、军队、官僚和土著普鲁士人以外，

谁还有公民权呢？盖格尔先生本人也不可能不包括在这些“最后的

马喜坎人”①之内。

对于“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普鲁士国籍问题所发

生的冲突，我们以后再报道②。现在来谈谈“新莱茵报”的撰稿人和

校对卡尔·沙佩尔先生。

沙佩尔先生今天早晨曾经被所在区的警察署长传去。警察署

２３４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５１—４５４页。——编者注

马喜坎人（ ）是１８世纪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杀绝的北美东岸的印第

安人——阿尔工金人（ ）的部族。“最后的马喜坎人”一语指某一民族

或部族的最后代表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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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先生通知他，遵照盖格尔先生的命令，他这个外国人应在明天一

早离开科伦和普鲁士国境。署长先生又补充说，他由于好意，把出

境期限延长了８天。

沙佩尔先生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拿骚人，他有ｉｎｏｐｔｉｍａ

ｆｏｒｍａ〔完备的〕拿骚身分证。沙佩尔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３个孩子

都住在科伦。他是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又是“新莱茵

报”的校对，因此他是身犯三重罪过。

业已通过的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条称：“凡是德国人皆享

有全德公民权”。按照盖格尔先生的解释，这大概是说：凡是德国人

皆享有被驱逐出３７个德意志邦的权利。除了国民议会的立法还有

盖格尔的立法！

但是，我们要奉告办事大臣汉泽曼先生：他可以用警察手段随

意迫害议员，但是对报刊可得小心谨慎点。报刊会揭露他的一些资

产阶级往事并且——

  假如您愿意起舞，

  大人，请您示意——

  我为您伴奏！２１９——

不管盖格尔（Ｇｅｉｇｅｒ）之流怎样用自己的警察局（Ｖｉｏｌｉｎｅ）①来进行

威胁。

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２日

“新莱茵报”第７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３４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① 俏皮话：《Ｇｅｉｇｅｒ》是姓，《Ｇｅｉｇｅｒ》是“提琴手”；《Ｖｉｏｌｉｎｅ》是“小提琴”；《Ｖｉｏｌｏｎ》

是“监狱”，“警察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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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

目前失败的原因

  ３月间，奥地利人很快便被赶出伦巴第，现在，他们以同样的

速度凯旋归来了，而且已经进入米兰。

意大利人民不惜任何牺牲。他们为了完成已开始的事业和争

取民族独立，曾准备以殊死的精神进行战斗。

但是这种勇气、这种热情、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

符合当权者的心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种种勾当，利用他们权

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来麻痹人民的力量，尽快地恢复实质上的旧

秩序，而不是使国家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

教皇①日益受奥地利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而且日益受它指

挥。他同“黑色”和“黑黄色”２２０结成联盟，给马米阿尼内阁的道路上

设下重重障碍。内阁本身曾经在两院会议上发表了充满爱国精神

的演说，但是没有表现出为实现它那些良好愿望所必需的魄力。

在多斯加那，政府虽然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做得更少。可是在

意大利的一切君主中，意大利自由的最可恶的敌人还是查理 阿尔

伯特。意大利人应当时刻温习并记住这一句格言：“请上帝把我们

从我们的朋友中拯救出来，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能够对

４３４

① 指庇护九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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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对于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他们是用不着特别耽心的，因为他

早已被揭穿了。相反，查理 阿尔伯特硬要别人到处把他当作《ｌａ

ｓｐａｄａｄ’Ｉｔａｌｉａ》（意大利的剑），当作英雄来歌颂，说他的剑是意大

利自由和独立的最好保障。

他派往意大利北部各地去的特使把他描绘成唯一能够拯救而

且正在拯救祖国的人。可是要他实现这一点，他们说，当然就必

须建立一个北意大利王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掌握不仅能抵御

奥地利，而且还能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必要力量。查理 阿尔

伯特的功名心曾驱使他和烧炭党人结成了联盟（以后又出卖了他

们），当时这种功名心空前强烈，他幻想能得到很大的权力和威势，

这样，他很快就能凌驾于意大利的其他一切君主之上。他曾力图

利用１８４８年的全民运动来达到个人目的。他对一切具有自由思想

的活动家充满仇恨和猜忌。他把一些比较忠实于专制制度和倾向

于支持国王的贪求功名的计谋的人安置在自己周围。他把一些就

智慧或政治观点来看都可使他放心，但不得士兵信赖而且缺乏顺

利指挥作战所必备的才干的将军任命为军队的首脑。他吹嘘自己

是意大利的“解放者”，并且提出要以被解放的人甘受他的奴役为

条件。情况对他格外有利。然而他贪得无厌，他想尽可能捞得多

一些，尽可能什么都捞到，结果反而连已经得到的东西也失掉了。

当伦巴第归并皮蒙特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时候，当建立共和制

的可能性还存在的时候，他苟且偷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抗御奥

地利人，尽管当时奥地利人相当软弱。他让拉德茨基、达斯普雷

和韦尔登等人接连占领了威尼斯的许多城池和堡垒，而他自己却

按兵不动。一直到威尼斯向王权求救的时候，他才认为值得一救。

他对帕马和摩地那的态度也是这样。可是拉德茨基这时却在聚集

５３４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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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他同查理 阿尔伯特及其将军们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相反，

他为了组织进攻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结

果是世人皆知的。从此，意大利人不能也不会把他们的解放事业

托付给哪一位君主了。为了拯救自己，他们应尽快地把这把《ｓｐａｄａ

ｄ’Ｉｔａｌｉａ》（“意大利的剑”）当作废物扔得远远的。假如他们早就

这样做了，假如他们早就离弃了国王、他的体制以及他的一切信

徒而结成民主联盟，那末现在意大利也许就不会有一个奥地利人

了。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意大利人白白地遭受了他们的敌人所

进行的那个野蛮战争的种种灾祸，他们白白地忍受了极其巨大的

牺牲。此外，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还经受了残忍的梅特涅 奥地

利的反动分子及其军阀们的摧残。凡读过拉德茨基告伦巴第市民

书或者韦尔登告罗马教皇使节书的人都会懂得：阿梯拉和匈奴人

对意大利人来说仿佛是温柔的小天使。反动派和复辟在庆祝胜利。

绰号叫《ｉｌｃａｒｎｅｆｉｃｅ》（“刽子手”）的摩地那公爵也回来了，他曾

经给奥地利人１２０万盾的贷款作为战争费用。人民常常由于自己

的宽宏大量而自掘坟墓，直到后来他们才聪明起来，从自己的敌

人那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摩地那人让他们的公爵安然地走掉了，

而这位公爵在他过去统治的年代里曾经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

狱、绞死和枪杀，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他不同。而现在，他又

回到他们这里来了，他想以加倍的勤勉来从事他那血腥的公爵行

业。

反动派和复辟在庆祝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人民

充满了革命精神，要长期压制它已不可能了。米兰、布里西亚及其

他城市已在３月间证明，这种革命精神能干出怎样的事情来。当苦

难已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再次发生起义。最近几个月的惨痛教训

６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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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预告意大利人不要堕入新的幻想，会帮助他们在统一的民主旗

帜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２日

“新莱茵报”第７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３４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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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日报”论意大利

  科伦８月２６日。昨天，我们注定要倾听柏林的文学家威廉·

约丹先生①从世界历史观点出发对政治问题的高谈阔论。命运无

情地追随着我们，今天，同样的遭遇又落到我们头上了。３月间的

主要收获就是文学家包办了政治。

闵斯德的列文·许金先生（他是杜蒙先生广告机构中的无名

小卒）在“科伦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文。

“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朋友列文”２２１说了些什么呢？

“德国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大好时机，它可以把对意大利的政策建立

在永世不朽的良好的基础上。我们光荣地（！由于查理 阿尔伯特的出卖）②为

我们的旗帜洗去了耻辱，这种耻辱是那些一有胜利便骄傲起来的人民造成

的。这支不仅在战斗和胜利方面无与伦比，而且在坚忍和顽强方面也十分惊

人的军队，是一个ｂａｒｂａｂｉａｎｃａ，白髯公带领的，他把光荣的（！？）德国双头鹰

竖立在暴动城市的塔尖上。６００多年以前，一位黄髯公皇帝也曾在这里竖起

同样的旗帜作为德国统治意大利的象征。现在这种统治权属于我们了。”

“科伦日报”的列文·许金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经过５天的激战把拉德茨基的克罗地亚人

和匈牙利步兵从米兰赶跑的时候，当“十分惊人的军队”在戈伊托

城下被击溃而向维罗那败退的时候，“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

８３４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见本卷第４０２—４０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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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列文”的政治竖琴竟默不作声！但是，自从得到增援的奥地利

军队由于查理 阿尔伯特胆小而不光彩的叛卖行为（我们已无数次

地预示过这一点）取得了不应有的胜利以后，我们相邻的政论家又

登上了舞台，他们鼓吹“被洗去了的耻辱”，他们冒昧地把弗里德里

希·巴巴罗萨和拉德茨基·巴巴比安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在

１８４８年革命中完成了最光荣的革命的英雄城市米兰，便成了一个

“暴动的城市”；我们这些自古以来什么也没有享有过的德国人，却

享有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权”！

“我们的旗帜”！在维也纳受人践踏的梅特涅反动派的一堆黑

黄色破布，就是“科伦日报”的许金先生的旗帜！

“光荣的德国双头鹰”！那正是纹章志上的怪物，它在热马普、

弗略留斯、密雷栖摩、里沃利、诺依维特、马连峨、霍恩林屯、乌尔

姆、奥斯特尔里茨和瓦格拉姆等地２２２被武装的革命拔光了羽毛。这

就是“科伦日报”的许金先生的“光荣的”爪牙！

当奥地利人吃败仗的时候，他们是以宗得崩德２２３为榜样而行

动的奥地利人，甚至几乎做了祖国的叛徒。但是一旦查理 阿尔伯

特陷入了圈套，一旦奥地利人向基契诺推进，他们就成了“德国

人”，并且好象是“我们”完成了这一切。我们愿意承认，“科伦日

报”在沃尔塔和库斯托查打了胜仗并且占领了米兰２２４。但是它同时

也要对这支“在坚忍和顽强方面也十分惊人的”野蛮军队的惨无人

道的行为（这种情况它也很了解）负责，正如它过去曾经对加里西

亚的屠杀负责一样。

“现在这种统治权属于我们了。意大利和德国，这是两个在自然和历史条

件方面彼此都有联系的民族，是由天意联结起来的民族，是彼此有亲密关系

的民族，正如科学和艺术、思想和感情一样”——

９３４“科伦日报”论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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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勃律盖曼先生和许金先生一样！

正是为了证明德国和意大利是“由天意联结起来的”民族，所

以２０００年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经常不断地进行斗争；意大利人

一再推翻德国人的压迫；米兰的大街经常被德国人的鲜血所玷污！

正是因为意大利和德国“彼此有亲密关系”，拉德茨基和韦尔

登才使威尼斯的全部城市遭受浩劫和焚烧。

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朋友列文现在希望我们放弃从伦

巴第到艾契河①的土地，因为人民不喜欢我们，尽管有些贫苦的

《ｃｉｔｔａｄｉｎｉ》（“市民”）（学者许金先生这样称呼ｃｏｎｔａｄｉｎｉ——农民）

是兴高采烈地欢迎奥地利人的。但是，假如我们自己的举止象“自

由的人民”那样，“意大利人民就会向我们伸出手来，让我们把他们

引导到他们单独无法走的道路——自由的道路上去”。

的确如此！早在德国沉眠不醒的时候就巴争得了出版自由、陪

审法庭和宪法的意大利，在巴勒摩完成了这一年的首次革命的意

大利，赤手空拳在米兰战胜了“无与伦比的”奥地利人的意大利，如

果没有德国即那个拉德茨基的引导，便不能走上自由的道路！当

然，如果为了走上自由的道路，法兰克福议会、毫无意义的中央政

权、３９个宗得崩德和“科伦日报”都是必需的……

于是，为了使意大利人正是请求德国人“引导他们走向自由”，

许金先生控制了意大利的提罗耳和威尼斯省，以便把它们奖赏给

奥地利王公，他还派了“２０００个南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士兵到罗马

去，好让克里斯特的地方长官在他自己的家里重建安宁”。

但是，可惜得很！

０４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意大利称作阿迪杰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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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但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争辩的。

  在这儿我们掌握着领导权，

  在这儿我们紧密地溶成一片；

  而其他国家的人民，

  却是在平坦的土地上发展。２２５

正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意大利的统治权”是属于我

们的。对于这一点，谁也没有许金先生清楚。他从德意志帝国的

利益出发谈到这个英勇的统治政策的时候感慨地作出了如下的结

论：

“这个伟大而崇高的政策，只有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强国才有魄力实行。遗

憾的是，它在我们这里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幻想，这种情况大概还要延续很

久！”

我们推荐许金先生到施蒂尔夫山峰去担任看门人，去担任守

卫德国荣誉的边防哨。这位穿着铠甲的“科伦日报”的小品文作家

可以从那里了望意大利并进行监视，使“德国对意大利的统治权”

不要有半点放松。只有这样，德国才能高枕无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７日

“新莱茵报”第８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１４４“科伦日报”论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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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室”报论莱茵省

  科伦８月２６日。“柏林阅报室”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如下：

“不久以前我们曾经说过：长期以来把腐朽的各邦机体联结在一起的那

种精神日益消失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在奥地利未必会有人怀疑这一点。在普

鲁士，证实我们这种看法的时代标志也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不能忽视

这一点。现在只有一点利益还可以把德国各省和普鲁士邦联合起来，这就是

对发展自由主义的国家机构，对通过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新的自由的社会关

系形式的关怀。如果普鲁士作为一个邦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利益的要求，那末

坚定地走上政治和社会进步道路的西里西亚，对自己作为普鲁士的成员这一

点，未必会感到满意。关于萨克森省的情况大家都十分清楚。自从它归并入普

鲁士邦之后，它对普鲁士一直心怀敌意。至于莱茵省，也许大家还记得，它的

议员在３月１８日前夕曾经在这里发表过什么样的威胁性演说，他们对加速

变革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要求分离的情绪正在这个省里滋长。一种没有注明

出版者和出版地址的传单现在正在大量散发，这就是这种敌对情绪的新证

据。”

“阅报室”所说的传单，我们的读者大概都知道。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无论是对全德国来说，无论是对莱茵省来

说，柏林并不是巴黎这种见解至少在柏林人中间找到了一个拥护

者。柏林开始意识到，它不能统治我们，它不能赢得一个首都城市

所享有的那种威望。在不彻底的三月革命中，在袭击军械库以及不

久前发生骚动２２６的时候，柏林充分地暴露了它的软弱无力。除了柏

林人表现得不够果敢以外，各个党派也十分缺乏有才干的人。自从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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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起，在运动的全部进程中，柏林没有出现一个能够领导自己政

党的人。“精神”的首都的这种精神充满了善良的意向，但是它也和

肉体一样并不健壮。柏林人甚至不得不把他们的汉泽曼、康普豪森

和米尔德从莱茵或者西里西亚解救出来。柏林还远不能称为德国

的巴黎，它甚至连普鲁士的维也纳也称不上。它不是首都，而是“官

邸”。

更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是：柏林的人们也开始得出在莱茵早

已成为公认的结论，即只有德国各个所谓的列强的崩溃，才能产生

德国的统一。我们从未掩饰过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无论是德

国过去的光荣还是现在的光荣，无论是各次解放战争还是在伦巴

第和什列斯维希“德国武装的光荣胜利”，我们都不赞赏。但是为了

有一天能够从德国得到某些有用的东西，德国的集中是必要的；不

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德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为此，

首先必须使“无论是奥地利或普鲁士”２２７都不再继续存在。

不过，把我们和腐朽的普鲁士“长期以来联结在一起的”那种

“精神”，是完全可以感觉得到的粗野的精神，即１５０００把刺刀和

一批大炮的精神。在莱茵建立了上西里西亚波兰人和卡舒布人的

士兵驻扎区不是无目的的，我们的青年被赶入柏林近卫军也不是

无目的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使我们和其他省份和解，而是为了挑

拨省与省之间的不和，为了利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民族

仇恨以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德国省份对其邻省所抱的地域敌视态度

来巩固封建宗法的专制统治。《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分而治之！”〕

的确，“各省”即乌刻马克的和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用他

们许多惊慌的呼吁强令柏林人扮演的那种虚构角色（柏林人慌忙

地承担了这种角色）已经是结束的时候了。柏林不是——而且永远

３４４“阅报室”报论莱茵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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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是——革命的中心，民主的首都。只有勃兰登堡的贵族们在

面临破产而惊慌失措的时候、在因债务被捕和受绞架威胁而吓得

发抖的时候所产生的幻象，才能赋于柏林这种作用。也只有那些有

轻浮的虚荣心的柏林人才会把这班贵族当作真正的地方代表。我

们承认三月革命，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真实情况。它的最大缺

陷就是没有使柏林人革命化。

“阅报室”认为，借助于自由化的机关就能使瓦解中的普鲁士

国家重新巩固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机关愈自由化，各种不同的因

素就愈容易彼此分离；分离的必要性就愈明显，柏林各党派政客的

昏庸无能也就愈加暴露无遗。

再说一遍：莱茵省并不反对和旧普鲁士各省一起仍然作为德

国的成员。但是要它永远作为普鲁士的组成部分（不论普鲁士将来

是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一样），这就是说要使德国

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是说，德国为了使普鲁士保留莱

茵省，也许（这里我们是反映人民的共同意见）自己要丢掉一个广

大而美丽的省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７日

“新莱茵报”第８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载 于

１９４４年版“马克思和恩

格斯反对德国反动派”

文集

４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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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停和干涉。

拉德茨基和卡芬雅克

  由于查理 阿尔伯特的判卖行为而签订的停战协定２２８大约再

过３个星期（９月２１日）就到期了。法国和英国提出调停。奥地利

对这一提议至今还末置可否，——关于这一点可以看看卡芬雅克

的报纸“共和主义观察家”。奥地利的这种无礼态度终于激怒了法

国的独裁者，他威胁说，如果维也纳政府到特定的日期不给以回答

或拒绝调停，他就要进行武装干涉。奥地利是否容许那位卡芬雅克

恰好在它战胜了维也纳的民主派和意大利的“暴动者”以后的今天

强迫它接受和平呢？奥地利很清楚：法国的资产阶级希求“和平是

不惜任何代价的”；意大利将来是自由还是被奴役，这对于一般资

产阶级来说完全一样；只要不在全世界面前公然侮辱资产阶级，因

而也不强迫它违背自己的意志拿起宝剑，它就会赞同一切。据说，

拉德茨基不久要到维也纳去决定调停问题。但是，要决定这个问题

他完全可以不必到维也纳去。他的政策目前占有优势，即使他仍然

留在米兰，他的意见也是一点不会减少分量的。如果奥地利接受英

法所提出的媾和条件，这并不是因为它害怕卡芬雅克的干涉，而是

由于更加紧要和更加迫切的原因。

意大利人也和德国人一样被三月事件欺骗了。意大利人想，现

在无论如何要推翻外来的统治了；德国人认为，旧制度永远被埋葬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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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实际上，在意大利，外来的统治空前加强了，而在德国，旧

制度在三月里受了某些打击后又恢复了常态，并且变本加厉，急待

复仇。

目前意大利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等待当前的法国政府来拯

救。实际上只有这个政府垮台以后他们才能得救。其次，意大利人

认为，在法德等国的民主势力日益丧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能

解放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错误的。现在打击意大利的反动势力并不

是来自意大利本国，而是来自欧洲。意大利单独不能逃出这一反动

势力的魔掌，要想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援助下做到这一点更加不可

能，因为法国资产阶级正好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真正支柱。

首先必须在法国打垮反动派，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意大利和德

国消灭它。因此，法国应该首先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法国的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箝制住本国的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意大利、德

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民主派才能获得巩固的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日

“新莱茵报”第９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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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

  科伦９月２日。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又一次出色地证明了

它的制度的优越性。由于里斯康土的滑稽可笑的事件２２９，竟有１７

个人被判处死刑！一些冒失的莽汉企图撩起道德高尚的比利时民

族的立宪外衣的衣角，这对她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为了洗雪这种侮

辱，１７个人被判处死刑！１７个人被判处死刑，这是多么野蛮！

里斯康土事件是人所共知的。比利时的工人在巴黎聚集起来，

企图向祖国实行共和主义的进军。从布鲁塞尔来的比利时民主主

义者支持了这种蠢事。赖德律 洛兰尽力促其实现。“心地纯洁的”

叛徒拉马丁，对待外国的民主主义者也象对待法国的民主主义者

一样，向来是说话漂亮，做事肮脏；他经常吹嘘说，他曾同无政府主

义者一起进行秘密活动，就象避雷针同闪电一样。就是说他最初支

持比利时军团，是为了后来更好地出卖它。军团出发了。诺尔省政

府委员德勒克吕兹把第一纵队出卖给比利时的铁道官员；运送第

一纵队的列车被背信弃义地开进了比利时的领土，落入了比利时

的刺刀丛中。第二纵队曾由３个比利时密探带领（巴黎临时政府的

一位委员亲自对我们说过这件事，后来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证

实了这一点），这些密探响导把它领到了比利时领土上的一个森林

中，那里有实弹的大炮在等待它。纵队的一部分人被击毙，大部分

人被俘虏。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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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革命的这个小插曲，由于背叛行为的层出不穷和在比

利时对它的规模的夸大，而使它变成滑稽可笑的了。它成了比利时

检察机关的一块画布，比利时检察机关在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了一

幅不知何时策划好的规模巨大的阴谋案的景象。安特卫普的解放

者梅利奈老将军，特德斯科，巴兰——简言之，布鲁塞尔、列日和根

特等地的最坚决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都被牵连到这一案件中去

了。如果若特兰先生不了解那些内情和没有掌握那些文件（把这些

文件公布出来就会使整个比利时政府，包括最英明的列奥波特在

内，都要名声扫地），他也许会被巴魏先生牵连进去。

为什么要逮捕这些民主主义者呢？为什么要对那些象审判他

们的陪审员一样同这个事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进行这种骇人听

闻的审判呢？为的是要激起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并利用这

种恐惧心理来征收额外税和发行强制公债；强制公债好象是建筑

美好的比利时国家大厦的水泥，没有它大厦就要垮台！

被告出庭受审。审判他们的是安特卫普的陪审员，是佛来米酒

徒中间的优秀分子，这些人同法国政治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或庄严

的英国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都是格格不入的；审判他们的是一些

财迷转向、利欲熏心的鳘鱼商。伟大的巴魏知道他在和什么人打交

道，于是就利用了这些人的恐惧心理。

究竟谁在安特卫普真正看见过共和主义者呢？而现在却有３２

个这样的怪物站在惊惧的安特卫普人面前；吓得直打哆嗦的陪审

员竟同最英明的法官一起把１７个被告按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典〕第

８６条和以下各条判处，就是说处以死刑！

在１７９３年恐怖时期，就曾有过利用审判来实行镇压的情形，

那时官方公布的事实并不是判决的真正原因。但是，甚至狂热的富

８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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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耶 丹维尔也从来没有主持过这种充满粗鲁无耻的谎言和偏颇

盲目的仇恨的审判。难道比利时爆发了内战？难道半个欧洲都和

叛乱分子勾结起来，并且陈兵于比利时的国境，就象１７９３年在法

国那样？难道祖国已经处于危急之中？难道宝座上出现了裂缝？恰

恰相反，谁也不想去奴役比利时，最英明的列奥波特直到现在还每

天不带警卫从拉肯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回到拉肯。

陪审员和法官把８１岁的梅利奈老人判处死刑，他究竟犯了什

么罪呢？这位法兰西共和国的老战士在１８３１年挽救了比利时的最

后一点荣誉。他解放了安特卫普，因此安特卫普要把他判处死刑！

他的全部罪过就在于：他曾保卫自己的老朋友贝克尔免受比利时

官方报纸的攻击，当贝克尔在巴黎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他仍和他

保持友好的关系。梅利奈和阴谋没有丝毫关系。可是人们却要轻

率地把他判处死刑。

而巴兰呢？他是梅利奈的朋友，他经常去拜访他，有人看见他

同特德斯科一起进咖啡馆，——这就是把他判处死刑的充分根据。

最后，特德斯科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德国工人联合会

的会员吗？难道他同那些被比利时警察当作暗投假匕首的对象的

人①没有联系吗？难道没有人看见过他同巴兰一起进咖啡馆吗？证

据确凿，里斯康土附近人们的战斗是特德斯科煽动起来的，因此把

他判处死刑！

对其他人的判决的根据也是如此。

这些“阴谋家”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仅仅因为他们是民主主义

者；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有权称自己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朋

９４４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沃尔弗侨居比利时期间，比利时警察为了

把他逮捕，诬称他家藏有匕首、图谋不轨，实际上是栽脏陷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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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如果卖淫式的比利时报纸诬蔑他们，我们就要在德国民主派的

面前至少替他们的声誉辩护。如果他们的祖国抛弃他们，我们就承

认他们是自己人！

当审判长宣布对他们的死刑判决时，他们热烈地高呼：“共和

国万岁！”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以及在宣判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真

正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卑贱的比利时报纸在说些什么。

“安特卫普报”写道：“和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的整个审判案一样，判决

在城内也没有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只有在劳动阶级中间（应读为：在流氓无产

阶级中间）①才可以看出对共和国骑士的敌意；其余居民根本没有注意审判

案；在他们看来，这种挑起革命的企图，即使在死刑宣判以后，也仍然是滑稽

可笑的；况且谁也不相信这个判决将会执行。”

当然，只有把以安特卫普的救星——年老的梅利奈为首的１７

个共和主义者绑赴刑场斩首的有趣场面实地拿给安特卫普人看的

时候，他们才会对审判案发生兴趣！

似乎不应该把比利时政府、比利时陪审官和比利时法庭把死

刑判决当儿戏的作法看作是他们的兽行！

“列日自由主义者”写道：“政府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但是，它表现出

的只是兽行而已。”

可是，佛来米民族的命运绐终就是如此。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９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０５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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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
２３０

  科伦９月４日。前些日子我们曾经提到①，“新莱茵报”总编辑

卡尔·马克思为普鲁士国籍问题曾和当局发生了一场纠葛。这件

事情又一次证明，为了用欺骗手段把３月间许下的诺言化为泡影，

当局采取了些什么手段。从马克思致内政大臣屈韦特尔先生的下

列文件中便可看出究竟。

大臣先生！

请允许我就本地王国区行政机关对我个人作出的决议向您提

出申诉。

１８４３年我离开祖国——莱茵普鲁士——暂时居住巴黎。１８４４

年我获悉，由于我的一些著述，王国驻科布伦茨总督指令有关的边

防警察当局逮捕我。这条消息也曾经在柏林各家受检查的报纸上

公布。从那时起，我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后来，１８４５

年１月，由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我被驱逐出法国，移

居比利时。但是普鲁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时内阁驱逐我，这时我无可

奈何，只得请求退出普鲁士国籍。为了免受诸如此类的迫害，我不

得不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我申请侨居国外仅仅是从自卫的角度考

虑，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我没有加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１５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３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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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虽然在二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曾建议我加入法国

国籍。

三月革命后我回到祖国，４月间我即在科伦申请公民权，当时

地方市政局毫无阻难地给了我公民权。根据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

案的规定，事情须经王国区行政机关批准。现在我接到这里的警察

厅长盖格尔先生的公函，内容如下：

Ｎｏ：２６７８

  “马克思博士阁下：

兹通知阁下，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您过去的情况，认为对您不能行

使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案第５条所规定的批准外国人加入普鲁士国籍

的权利。因此，您今后仍然应当算作外国人（上述法案第１５、１６条）。

警察厅长盖格尔（签名）

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于科伦”

我认为王国区行政机关的这一决议是非法的，原因如下：

根据今年３月３０日联邦议会的决议，凡回到德国并要求重新

加入德国国籍的政治流亡者，也享有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根据预备国会的决议，甚至已经成为外国公民的政治流亡者，

只要他们愿意重新加入德国国籍，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这

一决议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是它是在革命之后马上向德国人

民许下的诺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有重大意义的。

无论如何，联邦议会的决议和康普豪森内阁依据该决议制定

的选举制度在普鲁士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我想重新加入德国国籍的愿望在我申请科伦居住权时已

经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已取得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２５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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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就是说至少我享有德国公民权。

假如我享有只有德国人才享有的那种最高权利，那末无论如

何也不能拒绝给我普鲁士公民权这种有限的权利。

科伦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援引了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法案。但

是，由于上述联邦议会的决议，这一法案也是对我有利的。

根据第１５条第１、３款，普鲁士臣民凡本人申请退出或居留国

外１０年者，取消他们的普鲁士国籍。在革命后回国的许多政治流

亡者，他们都在国外居留过１０年以上，根据上述法案第１５条，他

们和我一样不再是普鲁士公民了。然而其中有的人，如象雅·费奈

迭甚至出席了德国国民议会。所以，普鲁士“警察当局”（法案第５

条）——只要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剥夺这些德国立法者的普

鲁士公民权！

最后，我认为完全不能容忍的是，这里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或警

察厅长盖格尔先生在给我的通知书中都用了“臣民”的字样，而上

届和本届内阁都已从所有的官方文件中取消了这一用语而代之以

“国家公民”。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忽视我的普鲁士国籍，把我这样

一个德国公民叫做“外国人”。

其次，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我过去的情况”不给予我普鲁士

国籍，这不会是指我的物质情况，因为依据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法

案的确切含义，只有科伦市政局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决议。而科伦

市政局的决议对我是有利的。问题只能是指我作为“新莱茵报”总

编辑的活动，也就是说，鉴于我的民主主义见解和我对现政府所抱

的反对态度。然而，如果这里的区行政机关或柏林的内政部在这种

完全符合联邦议会３月３０日的决议的情况下还有权利（我否认这

种权利）不给予我普鲁士国籍，那末这种心怀叵测的借口只有在旧

３５４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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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警察国家里才会被采用！但绝不该在普鲁士被采用，因为这里

已进行过革命，并且建立了责任政府。

末了，还应当指出：我曾经向警察厅长弥勒先生声明，我不能

在目前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把我全家从特利尔搬到科伦去。弥勒

先生曾向我保证说，恢复公民权不会遇到任何阻难。

根据上述一切，我请求您，大臣先生，下令本地的王国区行政

机关批准本市市政局给我的居住权，从而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谨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２日于科伦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９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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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丹 麦 的 休 战

  科伦９月７日。

“如果普鲁士不再领导德国，如果普鲁士的部队不再保卫德国的荣誉，如

果普鲁士这样一个强国的势力向幻想的德国中央政权那种虚无缥缈的统治

让步，那末德国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普鲁士党，“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英雄们的党，东波美拉尼

亚和乌刻马克的反革命的贵族这样大言不惭地声明。

普鲁士果然领导了德国，普鲁士果然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

保卫了德国的荣誉。

而结果怎样呢？对软弱的敌人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和不光

采的胜利，在怯懦无比的外交影响下中途停战，在溃败的军队面前

可耻地撤退，最后实行休战，这种休战对德国来说是这样的奇耻大

辱，甚至连普鲁士的将军都不愿意在休战协定上面签字。

军事行动和谈判重新开始了。帝国的摄政王授予普鲁士政府

签订休战协定的全权；但是这个全权没有一个帝国大臣副署，因此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依据这个全权，第一次休战协定得到承认，但

需作以下的修改：（１）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新政府成员必须在

签订休战协定以前就“协商好，以便使新政府的成立及其顺利的活

动有充分的保证”；（２）在签订休战协定以前，临时政府所公布的一

切法律和命令继续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３）驻扎在什列斯维希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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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施坦的一切部队都要服从德国总司令的命令。

如果把这个指令和第一次普鲁士 丹麦休战协定草案的条件

比较一下，那末指令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了。这些条件远不能满足胜

利的德国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这些条件虽然在形式上作了很

多让步，实质上却拯救了许多东西。

第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德国）方面在新

政府里比丹麦占优势。而普鲁士的作法怎样呢？它同意什列斯维

希 霍尔施坦的丹麦党首领卡尔·莫尔特克作新政府的首领，并同

意丹麦在政府中拥有３票以对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２票。

第二个条件：如果不承认被联邦议会所承认的临时政府本身，

那至少也要承认临时政府以前的活动。临时政府的法令必须继续

有效。而普鲁士的作法怎样呢？反革命的普鲁士借口丹麦也放弃

幻想的法令（这些法令是在哥本哈根为各公国颁布的，在阿尔森①

乌以外从来没有丝毫法律效力），同意废除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

最后，第三个条件：必须预先承认各公国的统一和承认它们归

附德意志；一切驻扎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部队都要服从德

国总司令的指挥，这必然会使丹麦人企图暗中把曾在丹麦军队中

服过役的什列斯维希人派遣到什列斯维希去的企图完全破产。而

普鲁士的作法又怎样呢？普鲁士同意什列斯维希的军队和霍尔施

坦的军队脱离，不受德国总司令的支配，并干脆移交给３ ５的成员

是丹麦人的新政府去掌握。

此外，普鲁士只有签订为期３个月的休战协定（第一次草案第

一条）的全权，但它却刚愎自用地签订了７个月的休战协定；这就

６５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丹麦称作：阿尔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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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在冬季的几个月期间，正当海军（这是丹麦人的主要力量）不

能封锁德国和什列斯维希沿岸的时候，正当严寒使德国人能从冰

上渡过小海峡，占领芬宁①，并把丹麦的领土限制在一个西兰岛上

的时候，普鲁士却给了丹麦人以休战的机会。

总而言之，普鲁士在上述三方面都没有完成所负的全权使命。

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原来这个全权没有副署！难道普鲁士驻中央

政权机关的使节康普豪森先生在９月２日给黑克舍尔先生“阁下”

（！！）的信中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普鲁士政府“根据这个全权，认为

自己有权签订不带任何保留条件的条约”吗？

不仅如此，帝国的摄政王还派遣国务大臣助理、“自己的”马

克斯·加格恩到柏林去，再由柏林到什列斯维希去监督谈判。摄

政王授予他的依然是没有副署的全权。加格恩先生（我不知道他

在柏林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到公国去。而普鲁士的进行谈判的全

权代表们却在马尔摩。这一点根本没有通知加格恩。在卢卑克互

换批准书。这时才通知加格恩先生说：批准书已经交换过了，他

现在可以安然回家了。负着没有副署的全权使命的倒霉的加格恩

当然只好回到法兰克福去，抱怨自己无可奈何地扮演了那个可怜

的角色。

光荣的休战协定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休战协定在最有利于

作战的季节捆住了德国人的双手，消灭了革命政府和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民主制宪议会，废除了这个政府所颁布的得到联邦议

会承认的一切法令，把公国交给由可恨的莫尔特克领导的丹麦的

政府（按成员议）去统治，强迫什列斯维希的士兵脱离自己的团队，

７５４和 丹 麦 的 休 战

① 即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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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不受德国总司令的支配，并把他们交给〔公国的〕丹麦政府

（丹麦政府可以随意解散他们）；这个休战协定迫使德国部队从克

尼格绍①撤到汉诺威和梅克伦堡，并把劳恩堡转交给反动的丹麦

旧政府去摆布②。

不仅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而且全德国（除了旧普鲁士各省以

外）都因这个可耻的休战协定义愤填膺。而帝国内阁（康普豪森先

生曾把休战协定通知过内阁）开始是张皇失措，最后还是接受了这

个协定。那末康普豪森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大概采取了威

胁手段，普鲁士官方对怯懦的反革命的帝国内阁来说，毕竟还是一

种压力。但是后来问题提到了国民议会。必须取得国民议会的同

意，不管国民议会的行动多么规矩，而黑克舍尔先生“阁下”在提出

这个文件时仍然感到拘窘。他在宣读文件时打躬作揖和低声下气

地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和心平气和。然而群情顿然激昂起来。甚至

中间派右翼，甚至一部分右派分子和达尔曼先生本人都感到非常

气愤。责成委员会在２４小时内提出报告。根据该报告做出了立即

暂时停止撤退军队的决定。关于休战协定本身的决议还没有通过。

国民议会终于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定，虽然内阁声明，这样的

决定如被通过，它就提出辞职。这个决定不是拒绝休战协定，而是

破坏休战协定。这个决定不仅会使公国群情激愤，而且还会引起对

实行休战协定和新政府的抗拒；它会引起新的纠葛。

但是我们对议会否决休战协定本身这一点抱的希望不大。拉

８５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这个戏法是这样变的：旧政府被解散；随后由丹麦把这个旧政府中一个成员重

新选入新政府，由普鲁士选入另一个，再由丹麦和普鲁士共同选入第三个。

丹麦称作：康格 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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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茨先生只要把中间派的９票争取过来，就能获得多数。难道他

在决议通过前的几天内做不到这一点吗？

如果议会决定批准休战协定，那末结果将是这样：在什列斯维

希 霍尔施坦宣告成立共和国和发生内战，中央政权完全服从普鲁

士，整个欧洲都要鄙视中央政权和议会，同时将会造成许多纠纷，

这些纠纷足以使今后任何一个帝国内阁遭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垮

台。

如果议会决定废除休战协定，那末结果将是这样：发生欧洲战

争，普鲁士和德意志分裂，爆发新的革命，普鲁士趋于崩溃和德国

得到真正的统一。议会不必害怕：至少有２ ３的普鲁士人是站在德

国一边的。

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代表宁愿含羞忍辱，宁愿做普鲁士的奴

隶，也不愿意在欧洲进行革命战争，使自己在德国的阶级统治遭受

新风暴的威胁，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认为事情一定会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本性太怯懦了。我

们不相信，法兰克福议会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能够挽救已经在

波兰遭到侮辱的德国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７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８日

“新莱茵报”第９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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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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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内阁的垮台

  科伦９月８日，晚上１０点钟。办事内阁被推翻。在这以前它

曾经不止一次地“摇摇欲坠”，只是由于它厚颜无耻才又支持下来。

内阁贪得无厌的奢望苛求，终于使议会明白内阁之所以能够存在

的秘密。

在妥协议会昨天的会议上，讨论了施泰因的提案２３１。该提案

说：

    “内阁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马上根据８月９日的决议颁布命令以

安定全国，并避免和国民议会分裂。”

内阁声明：它不作任何让步，任何妥协。

左派声明：如果议会否认它８月９日的决议，他们就退出议

会。

在昨天的会议上，当首相发表了空洞无物的演说之后，翁鲁议

员提出了下列修正案：

    “鉴于８月９日的决议既不是为了探究思想方式，也不是为了压制

良心，只是为了使立宪国家的人民和军队之间建立必要的和睦关系，防

止反动派的阴谋，预防今后有军籍的公民和平民之间的冲突，”——

议会声明：

“如果内阁再迟迟不根据８月９日的决议向军队发布命令，它就会失去

全国的信任。”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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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间派左翼这个修正案相对立的有塔姆瑙议员提出的中国

派右翼的修正案。

后者称：

    “国民议会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解释：国民议会在它今年８月９日

的决议中所指的，是向军队的指挥人员发布７月１５日财政部和内政部

向区督察员发布的那种命令。议会并不是要强迫军队的军官陈述他们

的政治信仰，也不打算向陆军大臣颁发这一命令的正文。议会认为为了

公民的安全和新的立宪国家制度的发展，有必要颁布一项命令以防止军

官的反动意向与共和意向。”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论，“高尚的”施莱根施坦代表内阁声明

同意塔姆瑙的修正案。而在这之前他还骄傲地提出保证说：内阁不

作任何妥协！

又继续争论了一些时间，米尔德先生甚至警告议会不要变成

革命公会（米尔德先生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接着便举行投票。

这时会议厅外面挤满了人。

记名投票：

翁鲁的修正案以３２０票对３８票被否决。

塔姆瑙的修正案以２１０票对１５６票被否决。

施泰因的提案以２１９票对１５２票通过。多数（多６７票）反对内

阁。

本报驻柏林的一个记者报道：

今天全城沸腾；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国民议会开会的那座大

厦；在主席宣读了市民自卫团的十分忠诚的贺词之后，赖辛施佩格

先生建议议会搬到其他城市去开，因为柏林处在威胁之下。

内阁垮台的消息刚刚传出来，聚集着的人们就响起了一片难

以形容的欢呼声。当左派的议员出来的时候，人们不断地高呼“万

１６４办事内阁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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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一直把他们送到菩提树街。当施泰因议员（今天投票通过的提

案是他提的）出现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激昂起来了。有几个人立即

把他抬起来，以凯旋的心情把他送到陶本施街旅馆门口。成千上万

的人随着前进，群众不断地高呼“万岁”通过了歌剧院广场。这里从

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欢腾热烈的场面。愈为胜利担心，胜利就愈加

光辉灿烂。

投票罢免内阁的有：左派，中间派左翼（洛贝尔图斯 贝尔格

派）和中间派（翁鲁、敦克尔、科施）。在三次投票时主席都支持内

阁。在这之后，瓦尔德克 洛贝尔图斯内阁可以指望得到绝对的多

数。

因此，过些日子我们将会满意地看到：强制公债的倡议人办事

大臣汉泽曼先生“阁下”将怎样在这里闲游，将怎样重过他那“市民

的①生活”并细心思考杜沙特尔和品托的言行。

康普豪森的垮台还算很体面。被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拖下台

的汉泽曼先生的结局却非常可悲！可怜的汉泽曼 品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

“新莱茵报”第９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２６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原文《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意思是：“市民的”，“资产阶级的”，“质朴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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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

  科伦９月９日。由于国民议会的优柔寡断（它不去迅速而果断

地做出决定，设法任命新的大臣，却容许委员会不慌不忙地进行讨

论，把内阁危机交给上帝去解决），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和丹麦的休

战。这种拙劣地掩盖“我们亲爱的朋友没有勇气”２３２这一事实的优

柔寡断的态度，使我们有时间来谈这个问题。

意大利的战争一直不受民主党的欢迎，而且甚至连维也纳的

民主主义者也早已对它不感兴趣了。普鲁士政府利用伪造的文件

和谎话只能使因波兹南的歼灭战而引起的社会上不满的风暴延长

几个星期而已。布拉格的巷战尽管被民族主义的报刊大肆渲染，但

是它只能引起人民对失败者而不是对胜利者的同情。相反地，什列

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人民的欢迎。这究竟是什么

原因呢？

这是因为当时在意大利、波兹南和布拉格德国人曾反对革命，

而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德国人则支持了革命。对丹麦的战争是

德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战争。因此我们一开始就主张坚决和丹麦

作战，但这和举杯歌颂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资产

阶级的热情毫无共同之处。

对德国来说，最悲惨的是，它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乃是历来战争

中最滑稽的战争！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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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谈谈问题的实质。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

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

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政府在整整一年中仿照因街垒

战而垮台的普鲁士政府的榜样对联合议会进行了各种试验；丹麦

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

（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

尽管德国从来软弱无力，但是它能感到满意的是：斯堪的那维

亚的各个民族（包括丹麦在内）毕竟要仰它的鼻息，它和这些民族

比较起来甚至还算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国家哩。

你们需要证据吗？你们不妨了解一下自从斯堪的那维亚主义

的思想出现以来在各个斯堪的那维亚民族之间所展开的激烈论

战。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

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下，

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

经常酗酒和疯狂好战〔Ｂｅｒｓｅｒｋｅｒｗｕｔ①〕，而又多愁善感。

斯堪的那维亚主义以及与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

坦有种族关系的理论同时出现在丹麦国王的土地上。它们彼此关

联，相依为命，互相斗争，从而保存自己。

斯堪的那维亚主义是丹麦人向瑞典人和挪威人求援的形式。

但是发生了在基督教日耳曼民族那里所经常发生的事情：立刻产

生了一种争论，即谁是真正的基督教日耳曼人，谁是地道的斯堪的

那维亚人。瑞典人说丹麦人“德意志化了”和退化了，挪威人又说瑞

典人和丹麦人才是这样，而冰岛人却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当然，

４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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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越落后，它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越接近古诺曼人，它就

越具有“斯堪的那维亚的”性格。

我们手头有一份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克利斯提阿纳①的“晨

报”２３３。在这份可爱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处

关于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饶有趣味的地方。

这篇文章把整个斯堪的那维亚主义完全说成是丹麦人为了自

己的利益而想激起运动的一种企图，它这样描绘丹麦人：

“这个活泼愉快的人民与古老、严峻和忧郁的战士的世界有什么共同之

处（ｍｅｄｄｅｎｇａｍｌｅ，ａｌｖｏｒｌｉｇｅｏｇｖｅｍｏｄｓｆｕｌｄｅＫｊａｍｐｅｖｅｒｄｅｎ）呢？这个性格柔

弱而温和（甚至连一个丹麦作家也这样认为）的民族怎么能认为自己在精神

上同坚强而精力充沛的古代人相近呢？这些操着柔和的南方口音的人怎么能

以为他们讲的是北方话呢？我们这个民族和瑞典民族以及古老的北方居民的

主要特征是：感情涵蕴而不外溢，可是这些敏感而诚恳的人却那样容易惊慌、

激动和放弃己见，他们的一切举止神情很容易表露出自己的内心感受，虽然

如此，这些人却认为他们是按照统一的北方样子制成的，他们在性格上是和

其他两个斯堪的那维亚民族相近的！”

“晨报”用丹麦人和德国的联系以及在丹麦推行德国风俗来解

释丹麦人的这种退化。虽然德国人

“丧失了自己最神圣的财富，即自己的民族性格；但是，不管德意志的民

族性多么软弱无力和平淡无奇，而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软弱无力和平淡无奇

的民族性，即丹麦的民族性。德国语言在亚尔萨斯、瓦得和斯拉夫的境内虽然

受到排斥（！！当时“德国弟兄们的”功绩还没有被宣扬出去）②，而在丹麦的境

内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因此，据说丹麦人现在必须把自己的民族性和德国人对立起

来，而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发明了斯堪的那维亚主义；丹麦

５６４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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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即奥斯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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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性是无力反抗的，

“因为，如上所述，丹麦民族虽然没有采用德国语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德意志化了。作者本人在一份丹麦报纸上读到过如下的自白：丹麦的民

族性在本质上和德意志的民族性没有区别。”

“晨报”就是这样写的。

当然不能否认，丹麦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不幸的丹麦人！

根据法国人据以夺取了弗朗德里亚、洛林和亚尔萨斯以及迟

早会侵占比利时的那种权利，德国正在夺取什列斯维希，这种权利

就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

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

史发展的权利。

只要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运动保持纯粹资产阶级的、和平

的、合法的和庸俗的宣传性质，那末这个运动就只能激起小资产阶

级的善良的热情。因此，在二月革命前，现在的丹麦国王在登极时

曾答应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公国代表和丹麦代表

的人数相等，但是公国对此表示反对，这样，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

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地方性质就令人讨厌地出现了。当时与其说要

和德国（难道当时有德国吗？）合并，倒不如说要脱离丹麦而建立一

个地方性的小的独立国家。

但是革命突然爆发了，因而使运动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什列斯

维希 霍尔施坦党应当抉择：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决心实行革命。它

决心实行革命，而且正确地实行了革命：因为丹麦在革命以前所许

下的慷慨诺言到了革命以后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和德国合并在过

去是一句空话，而现在则有意义了；德国已经历了革命，而丹麦却

照常拙劣地模仿德国的革命。

６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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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革命和由于这个革命而产生的临时

政府，最初带有小市民的性质。但是战争很快就迫使它们走上革

命的道路。这个政府（它的成员仅仅是一些可敬的老自由主义的

活动家，即韦尔凯尔、加格恩和康普豪森的老伙伴）给什列斯维

希 霍尔施坦提供了比较民主的法律，这些法律比德意志其他任何

一个邦的法律都要民主。基尔会议是所有德国会议中不仅以普选

权为基础，而且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的唯一的一次会议。政府向基

尔会议提出的宪法草案是至今用德文起草的所有宪法草案中最民

主的草案。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在政治上一直是尾随德意志的，

但由于革命战争的结果，它立刻建立了比德意志其余各邦都进步

的制度。

我们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革命战争。

谁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呢？欧洲３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国、

英国和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自始至终进行的只是虚假的战争，

只要回想一下维登布鲁赫的照会２３４、普鲁士政府根据英国和俄国

的声明下令从日德兰撤退的决心以及两次休战协定就清楚了！普

鲁士、英国和俄国这３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

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

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

广到维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维纳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鲁士、英

国和俄国共同密谋反对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

命。

目前由于法兰克福的决定而可能引起的战争也许会成为德国

反对普鲁士、英国和俄国的战争。这将是反对３个反动强国的战

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

７６４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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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

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１７９２—

１８１５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

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

让法兰克福的资产者和容克地主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

他们决定反对休战协定，他们就注定要垮台，就象在第一次革命时

期吉伦特派参加了８月１０日事件并赞成把以前的国王处以死刑

从而使自己在５月３１日垮台一模一样。相反地，如果他们同意所

提出的休战协定，他们也注定要垮台，因为他们将受普鲁士的控

制，他们的下场将是如此。何去何从，让他们自己选择吧。

也许汉泽曼垮台的消息还在投票以前就已传到法兰克福了。

这个消息可能对投票的结果起很大的影响，这特别是因为，象大家

所知道的，众所期待的瓦尔德克和洛贝尔图斯内阁会承认国民议

会的自主权。

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德国的荣誉操在

坏人的手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

“新莱茵报”第９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８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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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和反革命
２３５

一

科伦９月１１日。请读一下下面刊载的本报柏林通讯，看我们

过去是否完全准确地预见到了内阁危机的发展。原来的大臣们辞

职了；内阁的计划是想靠解散妥协议会，求助于戒严令和大炮来维

持下去，看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权奸的赞同。乌刻马克的容克地主

渴望和人民发生冲突，渴望巴黎的六月事件在柏林的街头重演。但

是，他们永远不会为汉泽曼内阁而奋斗，他们是要为普鲁士亲王内

阁而奋斗。被召来执政的将是象拉多维茨、芬克这样一些可靠的

人，他们和柏林议会格格不入，和柏林议会毫无关系。这些普鲁士

和威斯特伐里亚贵族中的精华，为了摆样子而和一些值得尊敬的

极右翼资产者联合起来，和受理乏味的国家贸易事务的贝凯拉特

之流联合起来，这就是人们打算用来给我们造福的普鲁士亲王内

阁。而且，他们散布种种谣言混淆社会视听，说也许会请瓦尔德克

或洛贝尔图斯来组阁，他们同时却在进行战斗准备，伺机公开进

攻。

我们迎接决战。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同时发生的危机，以及最近

两个议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促使反革命进行决战。如果柏林有人

胆敢践踏多数人支持的立宪原则，如果用两倍的大炮来对付２１９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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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多数，如果不仅在柏林，而且在法兰克福有人竟敢嘲弄多数，

组成两个议会都不能接受的内阁，从而挑起普鲁士和德国之间的

内战，那末，民主主义者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

０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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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９月１２日。我们昨天发表的关于新的帝国内阁的消息，

又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今天白天也许就能得到它最后成立的消

息，这时，柏林的内阁危机还在继续。危机的解决大概只有两条道

路：

要么是成立瓦尔德克内阁，承认德国国民议会的威望，承认人

民的主权；

要么是成立拉多维茨 芬克内阁，解散柏林议会，消灭革命成

果，建立虚伪的立宪政体或者甚至是联合议会。

直截了当地说：柏林所爆发的冲突不是妥协派和各部大臣的

冲突，而是第一次以制宪议会的面貌出现的议会和国王的冲突。

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勇气解散议会。

可是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吗？

当然，在立宪的国家里，国王有权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解散根据

宪法召集的立法议会，并且呼吁人民重新选举。

柏林议会是立宪的立法议会吗？

不是，它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普鲁士国家的宪法”而召集

的。它的成立并不是依据宪法，而是依据革命。它的职权决不是受

自国王或者对国王负责的各部大臣，而是受自它的选民和它自己。

议会是革命的合法体现者，它是独立自主的，康普豪森先生和联合

议会以４月８日选举法的形式为它制定的职权，只不过是一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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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愿望，其命运还要由议会来决定。

起初议会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妥协论。但它看出了各部大臣和

权奸都在欺骗它。它终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行动，一度以制宪议会

的资格出现而不以妥协议会的面貌出现。

作为普鲁士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它就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独立自主的议会是谁也不能解散的，它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

即使作为仅仅为了妥协而召集的议会，即使按照康普豪森先

生本人的理论，它也和国王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缔结国家条约，

双方享有平等的主权，这就是４月８日的理论，康普豪森 汉泽曼

的理论，即是国王本人认可的官方的理论。

既然议会和国王处于平权地位，国王就没有解散议会的任何

权利。

不然，议会（如果它坚决彻底的话）也该有废黜国王的权利。

所以，解散议会就意味着政变。至于人们给政变的答复是什

么，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９日和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的事件就已经表明。

有人说：国王还不是可以诉诸那些选民。然而今天的选民所要

选的完全是另一种议会，这种议会对国王会更不客气，这难道还有

谁不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解散这届议会后只可能诉诸和４月８日的选民

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选民，并且除了在屠刀的威逼下进行选举外，

不可能有其他的选举。

因此，我们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议会取得胜利，组成了左派内阁，那末和议会并存的王权

将被摧毁，国王就只能扮演一个领薪俸的人民仆人的角色。我们又

会经历３月１９日，假若瓦尔德克内阁不象过去的其他内阁一样出

２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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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我们。

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组成了普鲁士亲王内阁，那末议会将被解

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颁布关于选举

资格的法律，也许还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再次招回联合议会的魂

灵，——而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

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取得胜利，将取决于人民的行动，尤其是

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行动。民主派应当加以抉择。

我们正在经历７月２５日。现在正在波茨坦策划的敕令敢不敢

颁布呢？是不是要驱使人民在一天里就从７月２６日跃进到２月

２４日２３６呢？

当然，并不是善意不足，而是要有勇气，勇气在哪儿呢？

３７４危机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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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伦９月１３日。柏林的危机更加深了一步，和国王的冲突，在

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２３７。由

于这封信国王自己就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他和内阁站在一

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邀请贝凯拉特组阁，众所周知，贝

凯拉特是法兰克福极右翼的人物，他绝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

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特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特先生这样

就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却，同时，他在议会

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的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

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这一切责任让奥尔斯瓦特先生都承担

起来吧！

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伦日报”也

隐隐约约地随声附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

的孟德斯鸠 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

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１８４８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复灭的危险吗？！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

先生们首先应当知道：在这种暂时的制度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

４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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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的冲

突、骚扰混乱、反动派的图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

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

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美的君主立宪基础上的这

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那种冲突吗？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

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

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

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

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

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一个临时机构里有两个平等的权力单

位！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机

构里的这种分权局面，必然要导致冲突。反革命的权奸、军阀和官

僚都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方面。内阁想充

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

一举而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势；它也太笨拙，它的财政措施

每一次总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政党所不能

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个尚未组织就绪的国家机构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

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社会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

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在自己和

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时候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

坦“所能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地采取各种社会安全措施

（ｍｅｓｕｒｅｓｄｕ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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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先生业已承认普鲁士法律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

法律来对付政治犯，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

捕，这又是什么呢？

可是内阁在为了社会安全而对付反革命的时候却缩手缩脚！

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议会

才不得不亲自提出社会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推崇的国王过

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干预。它已这样作了，例如，通过了８月

９日的决议。不过它还是非常缓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

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要知道８月９日的决议践

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干预，它要消灭为

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机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妥协议

会变成国民公会！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掀起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

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到处会笼罩着恐怖：断头台、累进税、没收财

产和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怎样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照旧这样做

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

德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２０个万第的内

战和来自俄国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

制宪议会的讽刺画２３８！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些原

则的呢？

８月９日他们使议会相信各部大臣会执行议会的决议，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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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就安心地散会了。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

的情况通知议会，也根本不准备提出辞职。

各部大臣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威逼下，他

们才简单明了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

当议会针对这种声明命令各部大臣仍然要执行决议时，他们

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

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还在谈立宪原则呢！

总起来说：

在一个临时机构里的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之间发生了不可避

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社会

安全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忠职守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

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是在它辞职的时候损害国王的声

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种

冲突也许还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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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伦９月１５日。内阁危机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并不是由于

不受欢迎的贝凯拉特先生的到任和他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而是由

于波茨坦和瑙恩的军事暴动。民主制和贵族制的冲突在自卫军中

间爆发了。士兵们把议会７日的决议看成是他们摆脱军官的专横

暴戾的武器，他们向议会致谢，向它祝贺。

这样就把反革命手中的屠刀夺下来了。他们现在不敢解散议

会了。既然这样行不通，他们就只好让步，执行议会的决议，组织瓦

尔德克内阁。

波茨坦的士兵暴动，可能使我们在目前暂不发动革命。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

９月１１、１２、１３和１５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１３、

１４和１６日“新莱茵报”第

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和１０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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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辩论自由

  科伦９月１６日。危机一开始，反革命的报刊就不停地断言，

说什么柏林议会没有讨论的自由。尤其是“科伦日报”的极为著

名的、署名为Ｇ的记者（他也只是“在没有委任他的接替者以前

暂时”２３９执行自己的职务），以毫不掩饰的恐惧情绪报道了“８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个俱乐部的小娄罗”在“卡斯塔宁 韦尔德兴”公园里

给他们的左翼朋友以“精神”支持的消息。“福斯报”２４０、“施本纳

报”２４１等也这样叫嚷，而赖辛施佩格先生甚至公然提议在７日把议

会由柏林迁到别的地方（莫非是沙洛顿堡？）去。

“柏林阅报室”登载了一篇很长的论文，企图驳斥这种非难。

它声明说，大多数人站在左翼方面这件事，虽然和议会过去的摇

摆不定的行动不同，却决不能证明他们的行动前后不一致。我们

可以证明

“即使从过去一向投票赞成大臣提案的人来看，７日的投票也不可能同

他们过去的行动发生矛盾，从这些议员的观点去看。这次投票甚至和他们过

去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来自中间派两翼的议员们“误解了：他们这样

想象，似乎大臣们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们认为大臣们力图恢复安宁和秩

序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意志，代表大多数议员的意志的，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只

是在人民的意志和国王的意志没有矛盾的时候，而不是在和国王的意志发生

矛盾的时候，大臣们才重视人民的意志。”

“阅报室”就是这样用这些议员的想象和误解来“解释”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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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议员突然改变方向这件惊人的事的。要把这件事说得更无罪，

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报纸承认曾发生过威胁的事。可是它认为

“如果外界的影响起了某些作用，那就说明外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内阁虚伪的诺言的影响，抵消了它想把议员弄得莫名其妙的尝试的影

响，从而使许多意志薄弱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议员有可能遵循……生活的

自然本能。”

“阅报室”之所以这样在公众面前从精神上为摇摆不定的中间

派两翼议员辩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篇文章与其

说是为公众写的，不如说是为中间派两翼的这些先生们本身写的。

对于我们这些有权坦率直言以及只是在某一党派的代表发表革命

的演说时才支持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原因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对我们讲这些话呢？当然，中间派两翼的议员在

７日害怕人民群众；他们的害怕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暂且

不谈。

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

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

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

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

据”的人们，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绪的“辩论自由”的朋友们发

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

的决议。

“辩论自由”！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口号了。从一方面说，“辩论

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

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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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

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

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

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

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是在

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

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议员们只能作这样的

抉择：

或者他们接受人民的保护，那末，他们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

的教训；

或者他们接受国王的保护，把议会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

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

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付武装的军阀的威胁，让

议会来选择吧。

法国制宪议会已由凡尔赛迁到巴黎。说句老实话，假如妥协议

会由柏林迁到沙洛顿堡，那倒是符合德国革命的整个性质的。

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

“新莱茵报”第１０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１８４柏林的辩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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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战协定的批准

  科伦９月１９日。德国国民议会批准了休战协定。我们没有弄

错：“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①。

投票在混乱和黑暗中进行，而且闲人、外交官等都挤进了议员

席。仅仅多占两票的多数派迫使议会对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同时

进行表决。休战协定以２１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

坦做了牺牲品，“德国的荣誉”遭到了践踏，而且还决定把德国溶化

到普鲁士里面去。

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人民的意见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坚定。在任

何其他问题上，右派先生们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坦白地承认：他们赞

成不能辩护的行动。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德国的利益都没有象在这

个问题上那样明确无疑。国民议会做出决定：它给自己和由它所建

立的所谓中央政权宣判了死刑。如果德国有自己的克伦威尔，那他

定会立刻出现并且叫道：“你们不是国会！我以上帝的名义请你们

给我滚开！”２４２

据说左派分子似乎打算退出议会。这些可怜的受人愚弄的左

派分子，受到了多数派的打击，还要被高尚的加格恩斥责为不守秩

序，可惜他们太没有勇气！少数派从来还没有象这些法兰克福左派

２８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６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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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那样一贯遭受高尚的加格恩及其２５０个多数派英雄们的无礼

藐视。可惜左派分子太没有勇气！

德国的一切运动由于缺乏勇气而趋于衰落。反革命努力也象

革命的政党一样，不敢采取坚决的打击手段。现在所有的德国人

（不管是站在右派方面还是站在左派方面）都知道，当前的运动一

定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引起流血的战斗（不管是为了镇压它还是为

了完成它）。两派（不管是反动派还是进步派）都不是勇敢地去迎接

这些不可避免的战斗，不是采取一些速战速决的办法把战斗进行

到底，而是策划合法的阴谋以尽量长期地拖延战斗。正是这些一贯

的卑鄙诡计，这些微小让步和姑息手段，这些谋取妥协的企图造成

了这种难以忍受和暧昧不明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政治局面到处都

引起无数的零星暴动，要消灭这些暴动只有采取流血手段和限制

已经取得的权利的办法。正是由于害怕斗争才引起无数小规模的

战斗，使１８４８年成了空前未有的血迹斑斑的一年，使各个斗争的

党派的情况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最后的战斗必然特别残酷和具有

毁灭性。但是“我们好心肠的朋友们却没有勇气”！

争取德国中央集权和建立民主组织的这场决定性的斗争无论

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竭力加以掩饰和谋求妥协，可是这场斗争

却日益迫近。维也纳、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本身就会

使这些情况得到解决。如果由于德国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而一

切必将毁灭的话，那末法国会来拯救我们。六月胜利的果实目前在

巴黎正在成熟：保皇党人无论在国民议会、报刊或俱乐部中都占了

卡芬雅克及其“纯粹的共和党人”的上风；正统主义者的南方有普

遍暴动的危险；卡芬雅克不得不采取赖德律 洛兰的革命手段，即

派特命全权代表到各省去监督；卡芬雅克及其政府费了九牛二虎

３８４休战协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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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才在星期六的议会会议上应付过去。再有一次这样的表决，梯

也尔、巴罗及其伙伴们（六月的胜利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取得的）就

会获得多数，卡芬雅克将被投到红色共和国的怀抱中去，而争取共

和国本身生存的斗争将如火如荼。

如果德国再优柔寡断，那末法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将同时成

为在德国爆发新的公开斗争的信号，可以预期，这个斗争将把我们

稍微向前推进一些，至少能使德国摆脱过去传统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０日

“新莱茵报”第１０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４８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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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起义
２４３

一

科伦９月１９日，晚上７点钟。德国和丹麦的休战引起了狂风

暴雨。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的起义。德国的荣誉被国民议会出卖

给可耻下台的普鲁士内阁，但是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的工人

以及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民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种荣誉。

斗争的结局还未见分晓。到昨天晚上为止，士兵们的战绩看来

并不大。除了策伊尔街以及其他几条街和广场以外，大炮在法兰克

福很难使用，而骑兵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从这方面来说，时机对

人民是有利的。因攻占军械库而武装起来的哈瑙居民赶去支援。很

多郊区村庄的农民也都赶去支援。到昨天晚上为止，士兵大约有一

万人，并装备有少量的大炮。夜里前去支援的农民一定非常多，而

能够调遣去的士兵则非常少，因为临近郊区的军队全都调去了。奥

顿瓦尔德、拿骚和库尔黑森等地的农民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从那

里继续调遣军队已经不可能；交通线可能已被切断。只要起义者能

坚持住今天这一天，那末整个奥顿瓦尔德、拿骚、库尔黑森和莱茵

黑森就会武装起来，富尔德、科布伦茨、曼海姆和阿沙芬堡之间的

全体居民也会武装起来，那时军队的力量就不足以镇压起义了。而

谁能担保美因兹、曼海姆、玛尔堡、加塞尔、维斯巴登平安无事呢？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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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城市里，由于所谓的“帝国军队”的残酷暴行，人们对暴兵恨

入骨髓。谁能担保莱茵河畔的农民不会行动起来呢？他们能够很

容易地阻止从水路调动军队。

虽然如此，但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些勇敢的起义者的胜利没有

抱多大的希望。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太小，而过分强大的军队和法兰

克福市侩们对反革命的那种人所共知的同情占的优势太大了，以

致我们不能抱过高的希望。

但是，即使起义者被打败，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革命会

变得愈益蛮横无耻，它会宣布戒严，取消出版自由，封闭俱乐部和

禁止人民集会，从而会使我们处于奴隶地位，但这是不会长久的。

高卢雄鸡的叫声会宣布解放的时刻，会宣布报仇的时刻。

６８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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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伦９月２０日。法兰克福的消息开始渐渐证实我们昨天的忧

虑。看来下面的消息是可靠的：起义者已被从法兰克福击退，只是

在萨克森豪森他们仍在坚持，他们在那里大概构筑有强大的防御

工事。法兰克福宣布戒严；凡是手拿武器的人或者反抗“帝国政

权”的人，都要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因此，目前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处境，就象他们的巴黎同伙

一样。在充分安静和戒严状态中，他们能把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减

少到“最低限度”。

通往美因兹的铁路有许多地方被切断了，所以邮件来得很晚，

或者完全停邮了。

看来，炮兵决定了较宽阔的街道上的战局，并为军队迂 到街

垒战士背后去打开了一条道路。法兰克福的市侩们殷勤热心地向

士兵们打开自己的家门，从而给他们创造了进行巷战的一切有利

条件，同时用铁路迅速运来的军队的力量超过了缓慢地步行前去

支援的农民，这一切决定了以后的战局。

但是，即使在法兰克福的斗争已经停止，这也并不意味着起义

已被镇压下去了。怒不可遏的农民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即使他

们不能驱散国民议会，他们也可以清除自己家乡的许多需要清除

的东西。农民在猛攻圣保罗教堂未遂后，会转而袭击６—８座小官

邸和成百块贵族的领地；从今年春天开始的农民战争，在没有达到

７８４法兰克福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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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目的（使农民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前，是不会结束的。

为什么“秩序”在欧洲各地能经常取得这种胜利，但是从那不

勒斯、布拉格、巴黎到米兰、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革命党派却接二连

三地遭到同样的失败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知道，目前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所进行

的斗争的性质和过去一切革命根本不同，而且它的意义也远比过

去一切革命重大。因为不管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不管是在柏林

还是在法兰克福，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米兰，进行这种斗争的目的

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了实行这样一种变革，这种

变革的最近结果甚至会使所有殷实的和投机的资产者都心惊胆

寒。

近５个月来究竟在世界上哪一个革命中心没有在街垒上飘扬

起红旗——被兄弟般的情谊联合在一起的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标

志？

在法兰克福，反对容克地主和资产者的联合议会的斗争也是

在红旗下面进行的。

正因为当前爆发的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

治地位，间接地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所以都遭到了失败。大多数

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

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

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

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

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

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

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

８８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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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这种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中。

因此，我们不应当因为霰弹在最近４个月中到处战胜了街垒

而灰心失望。相反地，我们的敌人的每一个胜利，同时也就是他们

的失败。胜利使得他们分裂，胜利所巩固的不是胜利了的、从２月

和３月起就变得保守的那个党派的统治，而是在２月和３月中被

推翻的那个党派的统治。巴黎的六月胜利只是在最初建立了小资

产阶级的、纯粹的共和党人的统治。不到３个月功夫，大资产阶级、

立宪派就威胁要推翻卡芬雅克，威胁要把“纯粹的共和党人”投入

“红色共和党人”的怀抱里去。在法兰克福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胜

利将不是有利于中间派两翼的那些正直的人，而是有利于右派；资

产阶级一定会战胜那些代表军阀、官僚和容克地主的国家的先生

们，可是不久以后它就会尝到自己这种胜利的苦果的滋味。

随你的便吧！我们那时将等待巴黎吹起欧洲解放的号角。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

９月１９—２０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０和２１

日“新莱茵报”第１０７号的附页

和第１０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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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革 命 内 阁

  科伦９月２２日。总之，大局已定！普鲁士亲王内阁已经组成，

反革命想冒险来一次最后的坚决的打击。

请看一个议员写的一段话：

“柏林９月２０日，晚上１０点钟。我们刚才得到的可靠消息说，彻头

彻尾的反革命内阁已经组成（下面是各部大臣的名单，我们昨天曾从

“阅报室”的号外上转载过）①。在明天的会上这个内阁将宣读国王要解散议

会的手谕。而国民议会将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是永久的，这样就可能引起新

的流血的革命。国民议会中的各党各派都在它们平常聚会的地方接连不断地

开会。人民的情绪非常激昂。弗兰格尔今天检阅了军队。双方都处于剑拔弩

张的状态！”

总之，大局已定！国王要求乌刻马克贵族保护，乌刻马克贵族

就倾全力反抗１８４８年的革命运动。东波美拉尼亚的唐·吉诃德

们、昔日的武士、负债累累的地主，最后都有可能用煽动者２４４的鲜

血来洗涤自己生锈的宝剑。在什列斯维希获得了廉价荣誉的自卫

军必然会给革命以坚决的打击；因为革命侵犯国王的权利，它想禁

止军官制造阴谋，想用汉泽曼财政措施的无情手段来完成极其“勇

敢的行动”——钻入本来就变空了的勃兰登堡容克地主的钱袋里

去。自卫军要洗雪３月１８日的耻辱，它要解散柏林议会，而军官先

０９４

①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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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将跨过革命者的尸体沿着菩提树街前进。

好吧！前进，愿天佑吾王、天佑吾国！

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９４反 革 命 内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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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伦 的 戒 严
２４５

  科伦９月２６日。今天我们又出版了一号没有标题的报纸，这

是因为我们急于出报的缘故。我们从可靠的消息得知：在几点钟

内，城市就要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将被解散和解除武装，“新莱茵

报”、“新科伦报”２４６、“工人报”
２４７
和“莱茵守卫者”

２４８
将被禁止出版，

同时将要建立军事法庭并取消在３月里争得的一切权利。风闻：市

民自卫团将不容许解除它的武装。

写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７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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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复刊

  大家为维持“新莱茵报”的存在而给予的援助（特别是在科

伦），使我们得以克服戒严状态所造成的
·
财
·
政困难，使报纸得以复

刊。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
·
斐
·
迪
·
南·
·
弗
·
莱
·
里
·
格
·
拉
·
特参

加了编委会。

“新莱茵报”总编辑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２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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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也 纳 革 命

  科伦１０月１１日。“新莱茵报”第一号（６月１日）曾报道过维

也纳革命（５月２５日）的消息。今天，本报复刊（曾因科伦戒严而停

刊）的第一天，我们刊登了极其重要的１０月６日和７日维也纳革

命的消息。由于要详细地报道维也纳事件，我们今天无法刊登任何

评论性的文章。因此我们只能对维也纳革命讲几句话。本报读者

从维也纳记者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不信任工人阶级，

这次革命已面临着危险：它即使不遭到失败，至少也会陷于瘫痪。

但是，不管怎样，维也纳革命对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影响，打乱

了反革命进攻的全盘计划。如果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不想向胜利者

投降，皇帝和捷克议员逃离维也纳一事２４９就会迫使维也纳资产阶

级继续战斗。维也纳事件将讨厌地打破法兰克福议会的幻想，这个

议会现在正忙着准备赐给我们德国人

  一所全国的大监狱和一条公共的鞭子２５０，

而柏林内阁却不大相信戒严这种万应灵药。戒严和革命一样作了

一次环球旅行。最近刚作了一次大规模进行这种实验的尝试，把这

个实验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匈牙利。但这个尝试并没有使匈牙利发

生反革命，反而使维也纳发生了革命。经过这次打击，戒严已无法

恢复旧观。它的名声已彻底败坏了。和耶拉契奇同时，西方的戒严

英雄卡芬雅克，成了他在６月里曾用霰弹拯救过的所有党派的攻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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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目标，这是命运的嘲笑。他只有坚决地转到革命方面去，才能继

续维持一些时候。

除了维也纳的这些最近的消息，我们还刊登了１０月５日的一

些通讯，因为它们反应了维也纳对匈牙利命运的期望和忧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

年１０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２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９４维 也 纳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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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伦 革 命”

  科伦１０月１２日。“科伦日报”说得对，９月２５日的“科伦革

命”是狂欢节的滑稽戏。“科伦警备司令部”在９月２６日扮演了卡

芬雅克的角色，于是“科伦日报”对“科伦警备司令部”的英明与温

和就大加称赞。但是，究竟谁看来更可笑呢？是在９月２５日构筑

街垒的工人呢，还是在９月２６日郑重其事地宣布戒严、停止报纸

出版、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查封各个社团的卡芬雅克？

可怜的“科伦日报”！“科伦革命”的卡芬雅克丝毫也不可能比

“科伦革命”本身伟大。可怜的“科伦日报”！它把“革命”看作开玩

笑，而对这次可笑的革命的“卡芬雅克”却很严肃。真是一个矛盾百

出而令人烦恼的难题！

关于警备司令部的权限我们不来多费唇舌，因为德斯特尔对

这个问题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２５１。况且我们是把警备司令部看作

驯服的工具的。这个奇怪的悲剧的真正作者是“心地善良的公民”

杜蒙及其伙伴。无怪乎杜蒙先生命令通过自己的报纸来散布反对

德斯特尔、博尔夏特和吉尔的呈文２５２。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应该保

护的不是警备司令部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的行动。

科伦事件的消息已经以科伦“辩论日报”所赋予它的形式传遍

了德国报刊的撒哈拉大沙漠。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来回头谈一谈

这个事件。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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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打算逮捕工人联合会
２５３
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莫尔。沙

佩尔和贝克尔已被逮捕。当局选择了星期一来实行这些措施，大家

知道，这是一个大多数工人休息的日子。可见，当局预先就知道这

些逮捕会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怒甚至会造成武力抵抗。这些逮捕恰

好都在星期一发生，真是令人奇怪的偶合！愤怒是容易预料到的，

因为由于发生了施泰因式的军令问题，以及在弗兰格尔发布了军

令２５４、普富尔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时刻都会遭到反革命的坚决的打

击，因而也能期待革命的到来，而这个革命的起点一定是柏林。所

以工人必然会把逮捕看作政治上的措施，而不看作法庭的措施。工

人认为检察机关仅仅是反革命的机关。他们觉得有人想在发生重

大事件的前夕夺去他们的领袖。工人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

准逮捕莫尔。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才离开了战场。街

垒只是在聚集在旧市场的工人得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的

时候才构筑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攻击。所以他们也就不需

要自卫。此外，他们得知，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工

人在白等了敌人大半夜之后就解散了。

所以，责难科伦工人胆小怕事是最可笑不过的。

但是为了给戒严寻找理由并把科伦事件说成是小型的六月革

命，对工人们又提出了其他的责难。说什么工人们原来的计划是要

抢劫光荣的科伦城。这个责难的根据是似乎有一家呢绒店遭到抢

劫。但是要知道，每个城市里都有一批盗贼，他们自然会利用社会

骚乱的日子来行窃。或者，也许会把抢劫理解为抢劫军械库？那就

派遣科伦检察人员到柏林去控告三月革命吧。如果军械库没有被

抢劫，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看到汉泽曼先生做银行经理、弥勒先

生做国务大臣的幸运了。

７９４“科 伦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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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伦的工人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谈所谓民主主义

者。“科伦日报”、“德意志报”、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公正的”

报纸是怎样责难他们的呢？

英勇的勃律盖曼分子、巴塞尔曼分子等等渴望流血，仁慈的民

主主义者却似乎由于胆怯而不让他们流这种血。

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是这样的。民主主义者在“友谊之家”旅馆

（在旧市场上）、在埃塞尔大厅和在街垒上向工人宣称，他们无论如

何不希望发生“叛乱”。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

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

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

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内阁敢于发动反革命，那末

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法庭的审理会证实我们对事

件的叙述。“科伦日报”的先生们与其在“黑夜”中“两手交叉，面带

愁容”，站在街垒前“考虑本国人民的将来”２５５，不如站在街垒的高

处向被蒙蔽的群众发表英明的演说。ｐｏｓｔｆｅｓｔｕｍ〔事后〕的英明有

什么意思呢？

由于科伦事件，市民自卫团受到了“好”报刊最严厉的责难。

必须分清下面的情况。市民自卫团拒绝把自己贬低到没有意志的

警察奴仆的地位，这是它的责任。但是它自动放下了武器，这也

许只能由一种情况来说明。市民自卫团中的自由派知道非自由派

会兴高采烈地利用机会抛掉武器。只有一部分人抵抗是无济于事

的。

“科伦革命”的结果只有一个。它昭然若揭地指出由两千余名

圣徒组成的行列是存在的，他们的“饱食的美德和有购买力的道

德”２５６只有在戒严的条件下才能“自由地存在”。也许有一天会有机

８９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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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写出《ａｃｔａｓａｎｃｔｏｒｕｍ》〔“圣徒的事迹”〕，写出这些圣徒的传记

来。那时我们的读者就会知道“无论是蠹鱼和铁锈”都不能腐蚀的

“宝物”是怎样得来的，就会懂得“善良的品德”的经济背景是怎样

取得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

１０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９４“科 伦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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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富 尔 内 阁

  科伦１０月１３日。我们在康普豪森内阁垮台时曾经这样写道：

“康普豪森内阁曾经给反革命穿上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

服装。现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景扔掉这付累赘的假面具。

一个无生命力的中间派左翼（汉泽曼）的内阁也许可以代替几天３

月３０日的内阁。但是它的真正继承者却是普鲁士亲王内阁。”（６

月２３日“新莱茵报”第２３号）①

果然，普富尔（纽沙特尔）内阁接替了汉泽曼内阁。

普富尔内阁醉心于宪法的词句，正如法兰克福中央政权醉心

于“德国的统一”一样。如果把这个内阁的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罪行〕，把

它的实质同它在柏林议会上发出的声音，即它的立宪声明、安定人

心的保证以及各种折衷妥协的论调对照一下，那末可以说只有福

斯泰夫的这句话才适用于它：

“我们上年纪的人多么容易犯这种说谎的罪恶！”２５７

代替普富尔内阁的只能是革命的内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４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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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本卷第１１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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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

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

  梯也尔先生在“立宪主义者报”上陆续发表他的著作“财产

论”２５８。我们准备在这个典型的庸俗著作全文载完后再来详细地论

述它。可是梯也尔先生突然中断发表。所以我们暂且指出：梯也尔

先生的这一著作使得比利时的“重要”报纸“观察家”和“独立报”２５９

欢欣鼓舞。今天我们简略地来讨论一下梯也尔于１０月１０日在法

国国民议会里所发表的关于抵押流通券的演说。用比利时“独立

报”的话来说，这篇演说给了纸币以“致命的打击”。而且正如“独立

报”所说的那样，梯也尔先生不管在论述政治、财政或社会等问题

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演说家。

我们之所以对这篇演说感到兴趣，仅仅是因为它表明了旧秩

序的骑士的策略，即旧秩序的骑士振振有词地用来和新秩序的唐

·吉诃德相对抗的策略。

如果你们象图尔克先生（梯也尔已回答了他的要求）那样，要

求对工业和贸易关系实行局部的改革，这些人就会借口整个系统

中各部门之间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协作而不宜更动来反对你们。如

果你们要求对整个系统实行改革，那末你们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分

子、革命家、没有良心的人、空想家和忽略局部的改革。由此得出结

论：一切照旧。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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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图尔克先生来说，他想通过国家抵押银行使农民易于出售

土地。他想不经过高利贷者的手来使农民的土地投入流通。问题

在于：在法国，象在小块土地占优势的所有国家中一样，封建主的

统治变成了资本家的统治，农民的封建义务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抵

押债务。

梯也尔先生首先是怎样回答的呢？

如果你们想通过建立国家信贷机关的办法来帮助农民，你们

就会损害小商人。你们帮助这一个人，就不能不损害另一个人。

既然这样，我们是否应当改革一下整个信用制度？

绝对不能！这是空想。图尔克先生的建议就这样吹了。

梯也尔先生那样热心关怀的小商人原来是巨大的法国银行。

让总额达２０亿的抵押流通券来进行竞争，会损害这个银行的

垄断权和股息，也许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ｍｏｒｅ〔更有过之〕。因此在梯也尔

先生的这个论证里面隐藏着路特希尔德。

现在再来谈谈梯也尔先生的另外一个论据。梯也尔先生说，关

于抵押的建议实际上和农业本身毫无关系。

梯也尔先生指出，土地不易投入周转，土地难以销售，资本

回避土地，这一切都是事物的“本性”。他说，土地只能提供微薄

的利润。但是另一方面，梯也尔先生不能否认，按照现在生产组

织的“本性”来看，各个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在内）只有当它们

的产品和工具能够迅速出售，能成为交换对象，并能投入流通的

时候，才能顺利地发展。可是土地的情形却相反。因此结论应当

是：在现在的文明制度下，农业不能顺利发展。所以必须改变现

在的制度。图尔克先生的建议就是想实行这种改变的一个微小而

不彻底的步骤。梯也尔大声疾呼：绝对不能！“本性”，即现在的

２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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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注定要使农业处于目前的状态。现在的社会关系就是

“本性”，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改变的。关于这些关系不可改变

的说法当然是反驳一切要改变这些关系的建议的有力论据。如果

说“君主制度”是本性的话，那末任何建立共和制度的企图都是

违反本性的叛变。按照梯也尔先生的说法，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不管国家给土地所有者贷款的利率是３％，还是高利贷者给他

们贷款的利率是１０％，土地按照自己的本性总是提供同样微薄的

利润。总而言之，这就是“本性”。

然而，梯也尔先生在这里不仅把工业利润和农业地租混为一

谈，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和现在的社会关系，即和他称做“本性”的

东西相矛盾的说法。

工业利润一般说来在不断下降，可是地租，即土地的价值却

在不断增高。因此梯也尔先生应该解释一下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农民却反而日益贫困。梯也尔先生当然是不会讨论这个问

题的。

此外，梯也尔先生关于法英两国农业之间的区别的肤浅论断

真是使人感到惊讶。

梯也尔开导我们说，一切区别都归结为土地税。我们交纳很

重的土地税，可是英国人却根本不用交纳。后一种说法的谬误姑

且不谈，梯也尔先生无疑知道，在英国，贫民救济税和其他许多

在法国所没有的捐税都是由农业负担的。英国拥护小农经济的人

从反面利用了梯也尔先生的论据。他们说：你们是否知道英国的

谷物比法国贵的原因？因为我们要交纳地租，而且是高额地租，法

国人却不用交纳这种地租，因为他们通常不是租佃者，而是小私

有者。因此，小私有制万岁！

３０５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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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象梯也尔那样庸俗无耻，才会把土地这种劳动工具目前在英

国集中的现象（由于这种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

的劳动分工，并使英国的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互相配合），把这些广

泛发展的关系归结为英国人不交纳土地税这种无稽之谈。

梯也尔先生认为法国目前的抵押制度对农业不起作用，这种

说法我们用法国一位卓越的农业化学家的话来反驳。东巴尔认真

地证明说，如果法国目前的抵押制度继续按照“本性”发展下去

的话，法国的农业将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２６０。

硬说土地关系对农业无关紧要，换言之，即社会关系（生产

必须在社会关系下进行）对生产无关紧要，这是多么无耻和愚蠢！

梯也尔先生既然赞成给大资本家贷款，势必就要反对给小资

本家任何贷款，这是用不着进一步证明的。贷款给大资本家同时

也就是剥夺对小资本家的贷款。当然，我们否认在现在的制度下

可以通过某种财政把戏来帮助小土地占有者。但是梯也尔却偏要

这样说，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我们对梯也尔演说的这一部分还要指出一点。梯也尔反对土

地流通，另一方面却推崇英国的关系，可是他忘记了英国的农业

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具有这样一种优越性：它是采取工厂方式经营

的，而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也象任何其他交易所证券一样，都

是活动的和流通的证券。采取工厂方式（按照大工业的方式）经

营农业必然会使土地流通起来，使它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

梯也尔先生演说的第二部分是攻击一般的纸币。他把发行纸

币叫做发行赝造货币。梯也尔先生向我们说明这样一个伟大的真

理，即向市场抛出大量流通手段——货币，就会使这些货币贬值，

从而欺骗双方面：既欺骗私人又欺骗国家。他说这特别和抵押银

４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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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

所有这些发现在最蹩脚的政治经济学问答中都可以找到。

应当把下面两件事情区别开来。显而易见，我们随意增加纸

币或金属货币的数量并不等于增加生产，即增加真正的财富。这

正象在玩牌时把筹码的数目增加一倍并不等于把赢牌的数目增加

一倍一样。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很明显，如果由于缺乏筹码，即缺乏交

换手段和货币而妨害生产的发展，那末交换手段的任何增加和获

得交换手段的困难的任何减少，都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增加。期票

和银行等都是生产需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抵押银行也能

够促进农业的发展。

但是梯也尔先生决不是为了维护金属货币而反对纸币。他自

己就曾在交易所里投机倒把，成了陈腐的重商主义偏见的俘虏。实

际上他反对的是由社会通过国家来代替垄断组织控制信贷。图尔

克提出关于全国抵押银行（抵押银行的证券具有强制性的比价）的

建议正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控制信贷的第一步，不管这个建

议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４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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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总邮报”

和维也纳革命

  科伦１０月１８日。

“德国在遭受奇怪命运的摆布。正当复兴共同的祖国的时机似乎已经来

临，人们为此用感激的目光仰望着苍天的时候，迄今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霾

又忽然大作，雷电交加，使得献身于草拟德国宪法事业的人双手直打哆嗦。我

们现在又遭到不久前才在维也纳遭到过的那种雷电的袭击。”

帝国摄政当局的“总汇通报”—— “法兰克福总邮报”这样

抱怨说。这家值得尊敬的报纸（它的最后一个编辑①在基佐所豢养

的走卒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刹那间ａｕｓéｒｉｅｕｘ〔认真地〕采取了

自己的立场。在它看来，中央政权及其议会的框架——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真正是庄严的政权。德意志３８个邦不是直接向臣民发布

自己的反革命命令，而是迫使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命令臣民来执

行它们的决定。就象在美因兹审讯委员会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６１
时期一样，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央政权可能

想象它真正是政权，而它的“总汇通报”可能想象它真正是“总

汇通报”。它唱道：“大家举起双手来祈祷，感谢上帝。”

然而，我们正在“遭受”来自维也纳的雷电的袭击。虽然有

６０５

① 倍尔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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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尖顶钢盔（这些尖顶钢盔就象是防止革命的无数避雷针）的

军队，虽然有惩办批评黑红黄色人物及其ｇｅｓｔａ〔事业〕的人的法

令２６２（违者给以刑事处分），虽然有施梅林、默尔和加格恩这些巨

人的坚决果断的词句，我们的莱喀古士们①的“双手”却在“哆

嗦”。革命的怪物又发出了吼声，而法兰克福又在“哆嗦”。“法兰

克福总邮报”惊慌失措，不得不停止自己感谢上帝的祈祷。它悲

痛地怨恨无情的命运。

在巴黎，操纵一切的是梯也尔派，在柏林，是普富尔内阁以

及各省的弗兰格尔，在法兰克福，是中央宪兵队；全德国在不同

程度上都处于戒严状态；在意大利，由仁慈的斐迪南和拉德茨基

奠定了和平；在维也纳，在匈牙利指挥过军队的耶拉契奇在消灭

了马扎尔人②之后和文迪施格雷茨一起宣布了“克罗地亚人的自

由和秩序”；在布加勒斯特，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多瑙河流域诸公

国得天独厚地受到了俄国制度的恩施；在英国，宪章派的所有领

袖都被逮捕或流放；爱尔兰被饥饿折磨得有气无力。难道这些您

还嫌少吗？２６３

维也纳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是，革命的第一道闪光已经

足以向欧洲照明反革命的全部阵地，从而使得一场总的生死决战

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反革命还没有被消灭，但是它已成了笑柄。它的一切英雄都

同耶拉契奇英雄一起变成了滑稽人物，而傅阿德 埃芬蒂在血洗布

加勒斯特后发表的文告２６４是对“宪法规定的自由和秩序”的朋友们

７０５“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

①

② 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译者注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据说决定了斯巴达人的经济和

政治制度的法律是由他起草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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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文告（从帝国国会的文告直到抱怨派的一切无足轻重的宣

言）的辛辣讽刺。

明天我们再详细地论述直接在维也纳形成的局势和奥地利的

一般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８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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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

  科伦１０月１８日。国王总是绐终如一的。陛下是从来不会自

相矛盾的。他在科伦教堂奠基周年纪念会上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代表团说：

“诸位先生！我很了解你们议会的意义，我也知道你们的议会多么重要！

……”——陛下的声调这时变得非常严肃而刺耳：“但是，请不要忘记德国还

有许多君主……”——这时他把手放在胸前特别着重地说：“……而且不要忘

记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柏林议会代表团１０月１５日在贝尔维宫进谒陛下时也得到了

类似的答复。国王说：

“我们正打算建筑一座万世长存的大厦。但是，诸位先生，我请你们注意，

我们还有一种颇令人羡慕的、世袭的天赋权力。”——国王以特别着重的口吻

说这些话，——“这是一种具有充分威力的权力。它是这座大厦赖以建筑的

唯一基础，如果我们要使这座大厦象我所说的那样万世长存的话。”

国王是始终如一的。遗憾的是，三月事件把这张倒霉的纸片①

置于陛下和人民之间，不然的话国王就会永远是始终如一的了。

看来目前陛下又要象三月事件以前那样相信斯拉夫民族的

“铁蹄”的威力了。维也纳人民也许就是把铁变成粘土的魔术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０５

① 指宪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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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答

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科伦１０月１８日。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答复柏林市民自卫团

指挥官林普勒尔１０月１５日对他的祝贺时说：

“我知道英勇的人民也就是忠实的人民。但是，不要忘记你们是从我这

里得到武器的，我责成你们维护秩序、法律和自由。”

如果说立宪的国王是无责任的，他们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这

自然是符合立宪精神的。他们的言行举止不是代表他们自己，而

是代表各个负责任的大臣。

例如汉泽曼辞职时就通过国王发表声明说，发布施泰因式的

军令是和君主立宪政体抵触的。普富尔发布了这个命令，正是符

合议会精神的。汉泽曼名声扫地，是符合立宪精神的。而国王因

为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从来也不自相矛盾，这又是符合立宪精神

的。

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国王的声明不是别的，而是内阁的声

明，这个声明本身就应该遭到批判。

普富尔真的认为国王是自愿建立市民自卫团的吗？要是这样，

普富尔就会断言国王是三月革命的倡导者，可是即使按立宪的精

神来说，这也是胡说八道。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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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天赋的国王，把比较细小的事情交给了世

人。甚至连“武器”和陆军中尉的军服也是用人间的方法制造的。

可是人间的生产不同于天上的事情，决不能无中生有。人间的生

产需要原料、劳动工具和工资，所有这些总起来说就是生产费用。

这些生产费用国家靠捐税来抵偿，而税收的来源是国民的劳动。因

此，从经济上说，一个国王究竟能够给予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

个谜。首先人民应当制造武器，交给国王，然后才有可能从国王

那里取得武器。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人民。从

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识破这个经济秘

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

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无形的商品，

即国王在人民的压力下给予人民的特权，也是人民以前给予国王

的，可是人民在取回这些特权时总是要付出现实的东西——鲜血

和金钱。回顾一下１１世纪以来的英国历史，就可以十分准确地计

算出，宪法上的每一个特权是牺牲了多少头颅和花费了多少英镑

才取得的。看来普富尔先生要我们回到戴韦南特经济表２６５流行的

时代。这个表上关于英国的生产是这样说的：

１．生产者：国王、军官、勋爵、乡村牧师等。

２．非生产者：水手、农民、织工、纺纱工等。

根据这个表，第一类人生产，第二类人领受。因此普富尔先

生也断定说国王给予了什么。

普富尔的声明表明了柏林期待于“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

的”英雄①的是什么。

１１５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① 指耶拉契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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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最近的事件使人想起了８月２３日在维也纳发生的市民

自卫团和人民的冲突（也是由权奸挑起的）。紧接着８月２３日的

就是１０月５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０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２１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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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报”论六月起义

  巴黎。除了英国的“北极星报”以外，“新莱茵报”是欧洲唯

一有勇气有洞察力的报纸，它在６月２９日对六月革命①作出了正

确的评价；它的言论并没有遭到反驳，却遭到了告密。

事实后来证实了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一点就连最近视的

人也无法否认，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利令智昏。

那时法国的新闻界蒙受了奇耻大辱。巴黎几家比较坚决的报

纸被查封了。卡芬雅克准许继续存在的唯一激进派报纸—— “改

革报”，在为崇高的六月战士辩护时也是吞吞吐吐，它象乞丐求食

一样央求胜利者给予战败者以人道待遇。自然，人们是不会理睬

央求者的。只是在六月胜利的结果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不受戒严

限制的各省报纸进行了几个月尖锐的批评，以及梯也尔派公然复

活以后，“改革报”才领会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当极左派提出大赦草案的时候，该报在１０月１８日写道：

“人民在离开街垒时并没有惩办任何人。人民！那时他们是主人，是元首，

是胜利者；人们吻他们的手，吻他们的脚，向他们的工作服致敬；导口同声

地称赞他们的高尚情操。说句公道话，人民是宽宏大量的。

现在，他们的孩子和弟兄却在坐监牢，被流放，在军事法庭受审。人民

已经饿得忍无可忍，３个月来望眼欲穿地等待共和国的救济，最后又落了一

３１５

① 见本卷第１５３—１５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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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场空；他们看到自己选出来的人是一群争名夺利的野心家，这些人飞扬拔扈，

出入宫庭而无视人民的疾苦。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忍看着让自己挨饿的

孩子和衰老的父亲死去，才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战斗。

他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的儿子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留下来

的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军事法庭惩办，另一部分不经过审讯、不给

予辩护的权利、不经过判决就被流放了！其他任何国家，甚至连卡拜尔族的

国家也没有采用过这种手段。

君主国在它存在的２０年中从来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利用王朝来投机取巧、沉醉于尸体的臭味、准备随时无

礼侮辱死者的报纸（参看６月２９日“科伦日报”）①发出了各种恶意诬蔑的言

论，它们还在审讯之前就污辱了人民的名誉，并且要求把战败者——不论活

的和死的——一齐交给特别法庭惩处；它们把战败者交给国民自卫军和军队

去折磨，它们成了刽子手的掮客、断头台的奴仆。这些报纸都是疯狂的复仇

心的奴隶，它们捏造罪行，加深了我们的痛苦，它们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参看７月１日“新莱茵报”评法国“立宪主义者报”、比利时“独立报”和

“科伦日报”②。）

“‘立宪主义者报’公开地开设谣言公司，出售关于卑鄙暴行的各种荒诞

无稽的新闻。这个报纸明明知道它在造谣，但是，它的生意和政治正需要它

这样做。它既是商人又是外交家，它就象‘论价’出售其他商品一样在‘零

售罪行’。这个如意的投机买卖总会有倒闭的一天。它的言论矛盾百出，在军

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在流放者的名单中连一个流刑犯的名字也找不到。侮辱

和嘲弄失败者的手段已经用尽。而报纸在清算了自己的利润后，就默不作声

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

１０月２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４１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见本卷１５８—１６６页。——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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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

  科伦１０月２１日。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中止了。在每次革命

之后，主要在随着每次革命而来的反动势力的进攻之后，外交的

骷髅就张牙舞爪。但是，每当新的革命发出了隆隆的雷声，外交

就爬进了自己的芳香的墓穴。维也纳革命就象摧毁儿童用纸牌搭

成的小房一样摧毁了法英的外交。

帕麦斯顿承认自己软弱无能，巴斯蒂德也是如此。根据这些

先生们的自白，维也纳革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枯燥无味的通信。巴

斯蒂德已把这件事正式通知撒丁大使李奇侯爵。

在回答后者提出的“法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会拿起武器来保

护撒丁”这个质问时，严肃的共和党人巴斯蒂德（属于“国民

报”）一连行了３次屈膝礼，并且唱道：

  “信赖我，但不要自暴自弃，

  那时上帝也许会救助你们。”２６６

据说法国坚持不干涉原则，即坚持在基佐当权时代巴斯蒂德

和“国民报”的其余的先生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的那个原则。

如果没有充满事件的六月的话，在意大利这个问题上，“正直

的”法兰西共和国要算是丢尽了脸，受到了最大的耻辱。

Ｒｉｅｎｐｏｕｒｌａｇｌｏｉｒｅ！〔不为荣誉化一分钱！〕——商业的朋友

们总是反复地这样说。Ｒｉｅｎｐｏｕｒｌａｇｌｏｉｒｅ！——慈善的、温和的、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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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的、体面的、正直的，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口号

也是如此。Ｒｉｅｎｐｏｕｒｌａｇｌｏｉｒｅ！

拉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编造的

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虚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

的幻想。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象从自己的皮囊中放出风来的伊奥

拉斯①一样，拉马丁也解开了自己的袋囊，放出了一阵风，轻轻地

一吹就把一切空中的幽灵、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漂亮话——一

切民族友好团结、法国会使一切民族获得解放、法国为维护一切

民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等等轻浮的词句吹向东方和西方。

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卡芬雅克及其对外工具巴斯蒂德用行动补充了拉马丁的漂亮

话。

这些先生们对于在那不勒斯、墨西拿、米兰及其附近发生的

前所未闻的情况采取冷淡的旁观态度。

他们在国际纠纷中采取旧的、同时永远也是新的手段，这种

手段就是和英国，和帕麦斯顿的英国，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英国

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亲密协商〕。这就毫无疑义地说明：在“正直

的”共和国里居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在君主立宪制时期进行统治的

那个阶级，因而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外交政策；在卡芬雅克执政时

期实行的仍然是路易 菲力浦统治时期的政策。

但是，历史不应当忘记这种局势的紧张性、ｐｏｉｎｔｅ〔尖锐性〕。

“国民报”的编辑巴斯蒂德一定会拚命抓住英国的手，因为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是可怜的患有恐英病的“国民报”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

６１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希腊神话中的风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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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用来反对基佐的一张主要王牌。

在“正直的”共和国的墓碑上将会刻上：巴斯蒂德 帕麦斯顿。

但是“正直的”共和党人甚至超过了基佐的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

法国海军军官竟在那不勒斯军官举行的宴会上饱飨美味，在

还冒烟的墨西拿废墟上为那不勒斯国王——这个愚钝的老虎

斐迪南二世的健康干杯。而拉马丁的漂亮话在他们的头顶上空化

为乌有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７１５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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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的立宪国家”

  科伦１０月２１日。每当我们考察“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

时的时候，兴趣总是愈来愈浓。

在本报过去的一号中，我们曾经证明：“列奥波特的最大的陪

臣”是“赤贫现象”。我们指出了：仅就１８岁以下的少年男女来说，

如果他们中间的犯罪行为按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那样的比例自发地增

长，那末，“到１８５６年比利时全国人民（包括尚未诞生的小孩在内）

都要坐牢了”。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随着赤贫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增

长，比利时工业收入的源泉也日益涸竭（“新莱茵报”第６８号）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模范国家”的财政状况：

法  郎

１８４８年的一般预算 １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第一次强制公债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第二次强制公债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强制处价的银行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总计…………………………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此外，还有国家保证的

强制比价的银行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总数…………………………２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１５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７—３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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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日埃对我们说：比利时象中流砥柱一样地耸立着，世界历史

的狂风骇浪在它的周围怒号，但是它却屹立不动。它站在自己的庞

大机构的高峰上，稳如磐石。上面指出的２亿零８００万法郎就是这

些模范机构的奇异力量的最平凡的表现。使立宪的比利时遭到灭

亡的将不是革命运动，使它遭到可耻灭亡的将是破产。

象一切自由派的内阁一样，比利时自由派的内阁，即罗日埃的

内阁也不外是资本家、银行家、大资产阶级的内阁。下面我们就会

看到，这个内阁怎样不顾赤贫现象的增长和工业的衰退，仍然采取

巧妙的手段来为大银行家的利益而剥削全体人民。

前面列举的统计表中所提到的第二次公债的发行之所以能取

得议会的同意，主要是由于许下了赎回国债券的诺言。这些国债券

是在巴特尔米·泰奥多尔·窦的天主教内阁执政时期由天主教财

政大臣马鲁发行的。这些国债券的发行是用一些金融大王自愿借

给国家的资金来保证的。这些债券就是我们的罗日埃和他的自由

派伙伴们在唠叨不休地批评窦的内阁时死抓住不放的一条小辫

子。

自由派的内阁现在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它在“通报”（比利时有

自己的“通报”）中宣布发行利率为５％的新国债券。

在赎回马鲁所发行的这种丢尽了脸的国债券的借口下骗去２

５００万法郎的强制公债以后，又发行国债券，这难道不是无耻吗？

但是这还不够。

国债券的利率是５％。而同样由国家保证的比利时证券的利

率则是７—８％。在这种条件下，谁愿意认购国债券呢？此外，由于

国家的一般状况和发行强制公债的结果，有力量自愿贷款给国家

的人已经不多了。

９１５“模范的立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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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这种新国债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银行无法把自由派政府委托它发行的强制比价证券全部投入

流通。在银行的保险箱中还存有几百万这种无用的证券。显然，当

这些证券还被紧锁在保险箱中的时候是不会获得任何利息的。除

了把它们交给国家换取利率为５％的国债券以外，难道还能找到

使它们流通的更好办法吗？

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从这几百万张纸片中获得利率为５％

的利息。这些纸片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而它们一般说来所以有交换

价值，那仅仅是因为国家赋予它们这种交换价值而已。在最近的预

算中，比利时纳税的平民就会发现赤字增加了数十万法郎，他们必

须尽自己的义务，完全为了穷银行的利益来弥补这些赤字。

比利时的金融大王认为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更有利可图，这

难道值得惊奇吗？天主教内阁所宠爱和保护的主要是大地主的最

神圣的、物质的利益。自由派的内阁也同样无微不至地维护大地

主、金融大王和宫廷奴仆的利益。这些所谓的党派同样贪婪地搜括

国民财富（在比利时毋宁说是国民贫困），同时不止一次地彼此攻

讦，如果它们在内阁谙练的领导下现在又重归于好，互相拥抱起

来，并且组成一个唯一的大党——“国民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０２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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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

“新莱茵报”

  科伦１０月２８日。在“新莱茵报”第１１６号横线下面①，即在报

纸的非政治栏中，登载了一篇由“黑克尔”署名的“告德国人民书”。

这一“历史性文件”在“新莱茵报”刊登以前，好几家德国报纸早已

发表了。其余的德国报纸（莱茵 普鲁士的报纸和旧普鲁士的报纸

也不例外）后来也都发表了这个文件。甚至“科伦日报”也有足够的

历史见解来登载司徒卢威的公告，就象登载傅阿德 埃芬蒂的公告

一样。

我们不了解，这也许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羡慕共和主义者黑

克尔的荣誉？也许是为了让惊愕的世界知道，德国革命的双重失败

是由于共和主义者黑克尔逃往纽约和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留在科伦

的缘故吗？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的后代将把这两个伟人看作是

现代运动的种种矛盾的戏剧性的体现。未来的歌德将在新“浮士

德”中一起来描写他们。至于让哪一个黑克尔扮演浮士德，哪一个

黑克尔扮演瓦格纳，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来决定。

不管怎样，在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作了荒诞无稽的临别致词之

后，紧接着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就提出了同样荒诞无稽的控告。

１２５

① 根据当时书报检查法的规定，双横线下面为非政治栏，报纸对刊登在该栏中的

文艺作品、杂文等不负责任，文责由作者自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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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是我们搞错了？也许国家检察官认为，“告德国人民书”是

“新莱茵报”自己伪造的，而在自己的公告下面狡猾阴险地署上了

“黑克尔”的名字，以便使德国人民相信：国家检察官黑克尔侨居在

纽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国家检察官正式

批准革命的良好愿望？

这种阴谋诡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登载在“新莱茵报”第

１１６号附页上的文件下面的署名不是“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而

ｔｏｕｔｂｏｎｎｅｍｅｎｔ〔索性〕是“黑克尔”。黑克尔的签名用的不是花体

字，而索性是黑克尔！难道在德国不是有两个黑克尔吗？

而其中谁是“索性的黑克尔”呢？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索性中有

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有引起对“新莱茵报”怀疑的某种东

西。

不管怎么样，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公然认为“告德国人民

书”是“新莱茵报”自己伪造的。他把它看作是推翻政府的一种直接

号召，是一种明显的叛国行为，或者至少是参与叛国行为，按照

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典〕规定，这“索性”是叛国。

因此，黑克尔先生向预审推事建议的不是把签署报纸的负责

发行人，而是把报纸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但

是把某个人“确定”为叛国者，换句话说；就是立刻把这个人投

入监狱，暂且先把他拘禁起来。这里问题是“确定”单独拘禁。因

此预审推事拒绝。然而，黑克尔先生一旦被某种思想所激动，他

就和这种思想难分难解。“确定”“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对黑克

尔先生说来已成了固定观念，正象他把“临别致词”下面的署名

“黑克尔”看作是虚构的一样。因此他诉诸高等审判厅。高等审判

厅拒绝。他又向上诉法院控告。上诉法院也拒绝了。但是，国家

２２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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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黑克尔先生从不放弃他的“确定”（仍然是上述意义的）

“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固定观念。可见，检察机关

工作人员的思想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思想，而是具有康德

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启示。

即使报纸转载革命事实或公告是一种叛国的行为，那也绝不

能直接把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而首先应当追究报纸的

发行人，在上述文件刊登在横线下面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那怎么

办呢？一种思想产生另一种思想。人们可能按照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刑法

典〕第６０条控告卡尔·马克思是报纸发行人所犯罪行的同谋者。

如果愿意，也可以把他控告为刊载任何一个声明的同谋者，即使

“科伦日报”也刊载过这个声明。于是卡尔·马克思收到了预审推

事的传票，他出庭并受到了审问。据我们了解，被传去作见证人的

有一些排字工人、一个校对员以及印刷厂的老板。最后，被传去作

见证人的还有报纸的负责发行人〔Ｇｅｒａｎｔ〕①。我们不理解为什么

把后者传去作见证人。

难道虚构的作者应当作证反对自己的同谋者吗？

为了把事情叙述得很全面，我们必须指出，“新莱茵报”的编辑

室曾被搜查。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压倒了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一个黑克尔进

行了叛乱的活动，发表了煽动叛变的公告。另一个黑克尔不顾一切

地从现代历史中，从报纸中删去既成的事实。他颠倒黑白，混淆事

非。如果“坏报刊”发表了革命的事实和公告，它就犯了双重的叛国

罪。它是犯罪行为的精神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叛乱活动就说明

３２５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① 科尔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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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内心喜欢这种活动；它又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

道这些活动就是宣传这些活动，既然宣传这些活动，它就成了叛乱

的工具。不管从哪一种意义上讲，它都是要“被确定”的，因此它就

获得了这种“确定”的果实。相反地，“好”报刊却有报道或不报道、

歪曲或不歪曲革命文件和事实的特权。拉德茨基把这种理论运用

到实践中去，禁止米兰的报纸报道来自维也纳的事实和公告。而

“米兰报”２６７向公众报道的不是维也纳的大“革命”，而是专门由拉

德茨基所杜撰出来的维也纳的小叛乱。虽然如此，据说在米兰还是

爆发了起义。

大家知道，黑克尔先生——国家检察官——是“新莱茵报”的

撰稿人①。作为我们的撰稿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原谅他，只

是他反对我们报纸的渎神“精神”的罪过是不能原谅的。可是他正

好犯了这种罪过，他毫无批评嗅觉地（这对一个“新莱茵报”的撰稿

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把流亡者黑克尔的公告变成了“新莱茵报”

的公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对待运动的态度是慷慨激昂的，“新

莱茵报”则是批判的。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

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

突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

“新莱茵报”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

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在那个合众国里，西部还根本没

有阶级斗争，东部的阶级斗争也只是按照旧的无声无息的英国形

式进行的。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

生的，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

４２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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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而“新莱茵

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

例如，“新莱茵报”并没有完全背弃自己的过去，它怎么会向德

国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吁：

“在高高举起和忠实保护人民主权的旗帜的人们的周围联合起来，在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极左分子的周围联合起来；用言论和行动去帮助共和起义

的英勇领袖们。”

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并不是“议会的”机关报，因此我

们有时甚至不怕招惹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愤怒。我们号召

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靠近人民，但从来没有号召人民靠近法兰

克福的那些先生们。而“共和起义的英勇领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

些什么人呢？大家知道，黑克尔在美国，司徒卢威在监狱里。海尔

维格呢？“新莱茵报”的编辑们，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在民众大会

上坚决反对海尔维格在巴黎所进行的活动２６８，而不怕引起激昂的

群众的不满。果然，他们当时因此引起了那些自诩为革命者的乌托

邦主义者的怀疑（参看“德意志人民报”２６９）。现在，当我们的预言不

止一次地被事变所证实的时候，难道我们应当附和那些同我们意

见相反的人吗？

但是我们将采取公正的态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还是我

们报纸的一个年轻的撰稿人。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

一样，都象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

和红色。至于ｅｓｐèｃｅ〔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

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而且，黑克尔先

生难道不受“确定”“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这种固定观念

的支配吗？这种固定观念既不能被侦察机关的涤罪火熔解，也不能

５２５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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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等审判厅和上诉法院的涤罪火熔解，因此，应当承认这是一种

耐火的固定观念。

三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用布鲁土斯 巴塞尔曼的话来说，

无疑是“最高尚的和最优秀的人的统治”和他们沿着这种统治的阶

梯扶摇直上。因此，我们希望我们那位可敬的撰稿人——国家检察

官黑克尔先生的丰功伟绩会把他抬上国家的奥林帕斯山①的顶

峰，就象那些驾着阿芙罗狄蒂的车子的白鸽闪电般地把她拉到奥

林帕斯山上去一样。大家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实施宪政的政府。普

富尔热衷于立宪制发。在立宪国家中，都有细心听取反对派报纸的

意见的ｕｓｕｓ〔习惯〕。因此，如果我们建议政府把杜塞尔多夫最高

检察官的空位授给我们的黑克尔，也不算是离开了宪政基地。据我

们了解，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阿蒙先生暂时还没有获得拯救祖国

的奖章，因此，他即使有自己的奢望，但是在有更大的功劳的人面

前，他也会立刻恭敬地放弃自己的奢望。如果象我们所希望的那

样，海姆佐特先生成了司法大臣，那我们就建议让黑克尔先生担任

总检察长的助手。但是我们认为黑克尔先生能做更大的事情。只

是黑克尔先生还年轻。就象一位俄国人所说的：沙皇是伟大的，上

帝更伟大，不过沙皇还年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９日

“新莱茵报”第１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２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希腊帕撒利之一山，传说为众神住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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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

德国人民书”

  科伦１１月２日。兹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２７０告德国人民书

转载如下：

告德国人民书！

在漫长的可耻的岁月中，德国人民一直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呻吟。维也

纳和柏林的流血事件使我们有理由指望：德国人民的自由和统一将一举实

现。可诅咒的反动派的种种恶毒的阴谋却阻碍了这种发展。反动派企图骗取

英雄的人民辉煌起义的成果。德国自由的主要堡垒维也纳目前处在严重的

危险中。它成了还很强大的权奸的奸计的牺牲品，人们又想把暴政的桎梏加

在它的身上。可是高尚的维也纳居民万众一心，勇敢地起来反对自己的奴役

者的武装匪帮。维也纳的事业就是德国的事业，就是自由的事业。维也纳要

是陷落了，旧的专制政治就会空前猖獗起来，而维也纳要是胜利了，旧的专

制政治就会被消灭。德国的同胞们，不让维也纳的自由遭到灭亡，不使维也

纳成为野蛮匪帮军事胜利的牺牲品，这全要靠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全部力量

赶快帮助在危急中的兄弟城市，是德国各邦政府最神圣的职责；然而与此同

时，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拯救自己而不惜任何牺牲去拯救维也纳，也是德

国人民最神圣的职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们决不应可耻地袖手旁观。因

此，同胞们，我们号召你们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来挽救维也纳的灭亡。我

们帮助维也纳就是帮助德国。自动来帮忙吧！你们为了建立自由而派遣到法

兰克福去的人已经用恶毒的嘲笑拒绝了帮助维也纳的号召。现在就靠你们

自己了！你们应该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地要求自己的政府服从你们大多数人

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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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拯救德国人民的事业和维也纳自由的事业。赶快行动起来！你们就

是力量，你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前进吧！前进，自由的人们，在全部德国的

土地上和其他地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激动着高尚的心灵！前进吧，现

在还不晚！拯救维也拯救德国的自由。同代人将赞扬你们，后代人将使你们

名扬千古！

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９日

这个告人民书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

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显然是贫乏的思想和感情。

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告人民书指望：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革命将“一举实现”德国

人民的“统一和自由”。换句说话，告人民书所梦想的是“一举”，这

种“一举”会使得为了实现“统一和自由”所必需的“发展”成为德国

人民的多余的东西。

可是这种代替了发展的、幻想的“一举”马上就变成了被反动

派所阻碍的“发展”。这是自相矛盾的空洞词句！

我们更不用谈对同一个主题的单调的重复了：维也纳在危急

中，德国的自由也和维也纳一起在危急中；帮助维也纳也就是帮助

自己！这种思想并没有具体化。只是同一种词句在变各种不同的

花样，直到变成不折不扣的说教时为止。我们只指出一点：这种人

为的和虚伪的热情同这一类笨拙的演说术始终是相吻合的。

“德国的同胞们，不让维也纳的自由遭到灭亡，不使维也纳成为野蛮匪帮

军事胜利的牺牲品，这全要靠我们自己。”

而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是依靠“德国各邦政府”的责任感。Ｃ’ｅｓｔｉｎｃｒｏｙａｂｌｅ！〔简

直不可思议！〕

８２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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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赶快帮助在危急中的兄弟城市，是德国各邦政府最

神圣的职责。”

普鲁士政府应当派谁去反对奥尔施佩格、耶拉契奇和文迪施

格雷茨呢？派弗兰格尔或科隆布去呢，还是派普鲁士亲王去？难道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有权利稍微用这种幼稚和保守的观点来对

待德国各邦政府吗？代表大会是否有权利稍微把德国各邦政府的

事业和“最神圣的利益”同“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的事业和利益

区分开来呢？各邦政府将由于这种幼稚的梦想而沾沾自喜。

而人民呢？

人民一般被号召“不惜任何牺牲来拯救维也纳”。妙极了！但

是，“人民”期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一定的要求。谁要求一

切，谁就一无所求和一无所得。一定的要求实质上是这样的：

“你们应该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地要求自己的政府服从你们大多数人的

意志，拯救德国人民的事业和维也纳自由的事业！赶快行动起来！你们就是力

量，你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前进吧！”

假定通过大规模的人民游行示威能使政府采取半官方措施来

拯救维也纳，那末我们会因“施泰因式的军令”的再版而感到幸运。

企图把现今的“德国各邦政府”当做“自由的救星”，——难道他们

在执行全帝国的体刑时没有完成“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加甫利尔大

天使们的真正使命和“最神圣的职责”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对德国各邦政府应当保持沉默呢，还是应当无情地揭露各邦政府

同奥里缪茨和彼得堡之间的秘密勾结？

虽然告人民书建议要“赶快”，实际上也迫不及待，但人道主义

的空洞词句把它带出了德国国境，带出了一切地理界线，把它带到

一般“高尚心灵”的世界主义的幻想国中去！

９２５“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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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行动起来！前进吧！前进，自由的人们，在全部德国的土地上和其他

地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激动着高尚的心灵！”

我们并不怀疑，甚至在拉伯兰也有这种“心灵”。

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告人民书”在大谈这种极其暧昧的空洞

词句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实质。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这样的文件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同代人”将不会“赞扬”它，而“后代人”也不会使它“名扬千古”。

不管“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告人民书”怎样，我们还是希望

人民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并给予维也纳以他们在目前能力所及的

唯一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战胜本国的反革命。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３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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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科伦１１月２日。还在六月起义以前，我们就不止一次地揭露

过固守１７９３年传统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即“改革报”（“巴黎的”）的

共和党人的幻想。在六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运动的影响下，这些空

想的共和党人才渐渐睁开了眼睛。

“改革报”１１月２９日的社论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党派内部旧幻

想和新事实之间斗争的情形。

“改革报”写道：

“我们这里为掌握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的战争。第一共和国

产生时资产阶级和人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武装的人民在国外的自我牺牲，帝

国时代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长系波旁王朝时期封建制度复辟的企图，最

后，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的胜利和统治，——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改革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补充说：

“当然，我们以惋惜的心情来谈论阶级，谈论违背神的意志的、可恨的差

别；但是这些差别存在着，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这就是说：“改革报”的那种共和主义的乐观主义至今所看到

的只是《ｃｉｔｏｙｅｎｓ》〔“市民”〕。但是历史已有力地把“改革报”逼得走

投无路，使它不能再用幻想来消灭“市民”分裂为《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资

产者”〕和《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ｓ》〔“无产者”〕的现象。

“改革报”继续写道：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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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间，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被摧毁了。人民要求什么东西呢？对人人

一律公正，平等。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口号，他们的第一个愿望。遭到雷殛而

恍然大悟的资产阶级最初除了人民的愿望以外再没有别的愿望。”

“改革报”仍然用２月里的漂亮话来判断二月革命的性质。在

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根本没有被摧毁，而是获得了充

分完善的表现。王冠，即掩盖着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道封建

的灵光圈，已被摘掉。赤裸裸的资本统治暴露出来了。在二月革命

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

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

然要开始决战。可是，有人会问我们，既然二月革命已建立了完备

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什么又会发生资产阶级退向保皇主义这种新

的转变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资产阶级留恋那个时期，当

时它占居统治地位而不用对自己的统治负责；当时介于资产阶级

和人民之间的虚构的权力既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又替资产阶

级掩护；当时资产阶级有个戴着王冠的替罪羊，每当无产阶级要向

资产阶级本身射击的时候，炮弹总是落在替罪羊的身上，而一旦这

个替罪羊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以及资产阶级想把自己的政权确立

为专为自身服务的政权，资产阶级就自动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

对它。资产阶级把国王作为防备人民的避雷针，而把人民作为防备

国王的避雷针。

“改革报”把路易 菲力浦失败后第二天得到广泛传播的部分

伪善部分诚挚的幻想看做现实，把二月事件以后发生的运动看做

一系列的错误和悲痛的偶发事件，如果有一个适应时势需要的大

丈夫出现的话，这种错误和悲痛的偶发事件就可以避免。好象带有

虚幻的光辉的拉马丁并不是适应时势的真正大丈夫似的。

２３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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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报”抱怨说：可是，真正的丈夫，大丈夫至今还不想出现，

而时势却在每况愈下。

“一方面，工商业的危机在加深。另一方面，仇恨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力求

达到相反的目的。那些在２月２４日以前受压迫的人们，在关于崭新的社会的

观念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那些在君主制度下占居统治地位的人

们，只关心怎样恢复自己的权力和加倍残酷地来利用它。”

怎么，难道“改革报”竟站在这两个互相极端对立的阶级之间

的立场上吗？它是否能提高到哪怕只是模糊地了解，阶级对立和阶

级斗争只能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呢？

不是的！“改革报”刚才承认了阶级对立的存在。但是，阶级对

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

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认为改变和消灭

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

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虚幻

高空，即奔向富有诗意的二月时期，因为六月事变用暴力把它从这

个时期中揪了出来。请听吧：

“在这些内哄中，最令人悲痛的事情就是爱国的、民族的情感

的消弭和丧失”，即两个阶级用来给自己的一定利益、给自己的生

活条件添增爱国和民族色彩的那些幻想的消弭和丧失。当这些阶

级在１７８９年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真正对立还不显著。因此，

现在提适合于当时状况的东西，仅仅意味着逃避承认目前状况。当

时还是活着的东西，现在已变成了干尸。

“改革报”最后写道：“显然，法国在遭受一种根深蒂固的祸害的折磨，但

是，这种祸害并不是不可救药的。它的根源是思想和道德的混乱，是忘记了社

会关系中的公正和平等，是受了利己教育的有害影响。应当在这方面寻找改

造的手段。然而人们不这样做，却诉诸物质手段。”

３３５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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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报”把问题转移到“良心”方面去，而关于道德的空谈现

在就成为根除一切祸害的手段了。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

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

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

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

“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

己的真正对立，并用１７９３年那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话做鸦片来

麻醉自己，对它们会有好处的。多么软弱无力呵！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４３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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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
２７１

  科伦１１月３日。我们的读者对维也纳从来不抱空幻的希望。

六月革命后我们容忍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还在取消戒严

令后出版的第一号“新莱茵报”上我们就说过：“由于资产阶级不信

任工人阶级，这次革命已面临着危险：它即使不遭到失败，至少也

会陷于瘫痪。但是，不管怎样，维也纳革命对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

的影响，打乱了反革命进攻的全盘计划！”①

因此，维也纳的失败对于我们不会是什么意外。它只会提醒我

们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作任何妥

协。它会提醒我们拒绝一切调和，坚决反对可怜的德国中等阶级，

这个阶级在不斗争仍能做生意的条件下是甘愿放弃自己的统治

的。英法的资产阶级是有荣誉心的。维也纳的失败会证实德国资

产阶级是寡廉鲜耻的。

总之，我们从来也没有保证维也纳人能取得胜利。他们的失败

对我们不会是意外。失败只会使我们确信，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

何的和平，甚至在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人民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同政

府的斗争之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

果。再说一遍：读者们只要翻阅一下本报至今所出版的各号报纸就

会相信，无论维也纳人的胜利或失败，对我们都不会是什么意外。

５３５

① 见本卷第４９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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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什么对我们才是真正的意外呢？那就是“科伦日报”的第

二次号外。这也许是政府为了消除柏林和全省的紧张状况而故意

散播有关维也纳的谣言？或者，杜蒙从“柏林”晨报和“布勒斯劳”晨

报获得“坏报刊”所得不到的消息，而给予普鲁士国家电报局里报

酬？那末，杜蒙今天早晨究竟从哪里得到了我们没有得到的“紧急

电报”呢？也许是代替了维特根施坦职务的特利尔城的比尔克这个

小人物已被杜蒙聘请为编辑了吧？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不管

勃律盖曼、沃尔弗斯或施万贝克是什么人，他们毕竟都不是比尔

克。我们不相信杜蒙会聘请如此无能的人。

当时曾刊载了关于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虚假报道的杜蒙，

今天晚上６点钟，又在他的报纸中以显著地位刊载了一条“电讯”

消息，根据这条消息，维也纳向“温德人的疥疮”即向“文迪施格雷

茨”①投降了。

可能是这样。然而，凡是鲜血淋淋的“勃律盖曼”２７２这位旧“莱

茵报”的记者，这位循规蹈矩的、自己的意见始终与意见的一般“交

换价值”相符合的人认为是可能的事情，其可能性都是以“普鲁士

国家通报”和“布勒斯劳报”２７３的报道为根据的。“勃律盖曼”或“科

伦日报”所捏造的关于二月、三月和十月革命的谣言是对历史的一

种独创的贡献。

我们把这些什么也没有报道的报道列举在下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３３号第２附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６３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俏皮话：《ＷｅｎｄｉｓｃｈｅＫｒａｔｚｅ》意思是“温德人的疥疮”。《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ｔｚ》（文迪

施格雷茨）是奥国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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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

最后消息

  科伦１１月４日。黎明。

直接从维也纳来的消息仍然没有。但就是从普鲁士官方报刊

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维也纳并没有投降，文迪施格雷茨故意地或

由于误会而把虚假的电讯消息传给全世界，这条消息在“好”报刊

上引起了殷勤的、纷纭的和正统的回声，虽然这个报刊竭力用虚伪

的临葬悼词来掩盖自己的幸灾乐祸。如果把柏林和西里西亚的报

道中所有那些由于自相矛盾而不攻自破的荒诞谵语去掉，那末就

会弄清事情的真相：在１０月２９日以前，皇匪军只占领了城郊的几

个地方。从现有的报道中看不出他们已经夺取了维也纳这个城市

的据点。维也纳的全部投降只不过是维也纳市议会的一些叛变的

公告罢了。１０月３０日匈牙利军队的先锋队向文迪施格雷茨进攻，

但据说被打退了。１０月３１日文迪施格雷茨又炮击维也纳，但没有

结果。他现在处于维也纳人和８万多匈牙利军队之间。文迪施格

雷茨的无耻声明成了各省起义或至少是威胁性发动的信号。甚至

布拉格的捷克狂热者，那些斯拉夫菩提树２７４的新信徒也从空虚的

幻想中清醒过来，主张拥护维也纳而反对皇帝的施因德汉斯２７５。反

革命从来不敢如此愚蠢和无耻地宣扬自己的计划。甚至在奥里缪

茨这个奥地利的科布伦茨，戴着王冠的白痴脚下的土地也动摇起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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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只要统率军队的是那位举世闻名的西彼赫 萨拉尔①耶拉契

奇（他的声望是那样高，以致“月亮在他的马刀的闪光下都吓得藏

到云彩后面去了”，而且常常是“炮声指给他”应该逃跑的“道路”），

那末毫无疑问，匈牙利人和维也纳人就会把

  这一群恶棍，横蛮的匪徒，

  受尽生活折磨的饥饿的乞丐，

  流浪汉，骗子手，可怜的奴隶，——

  把这些无耻的不速之客，

  全都赶到宽阔的多瑙河里去。

  们全是克罗地亚人的败类，

  被本国抛上了疯狂冒险之途，

  抛上了必然灭亡的道路。

以后的消息是详细地报道了关于克罗地亚人以及“法定秩序

和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其他骑士们的骇人听闻的可耻行为。而欧洲

的资产阶级却在他们的交易所和其他娱乐场所对这种难以形容的

血腥场面拍手叫好。这就是那个最可怜的资产阶级，它在人民司法

作出个别严厉判决的时候曾义愤填膺，齐声呵斥，异口同声地诅咒

杀死了英勇的拉图尔和高尚的利希诺夫斯基的“凶手”。

为了惩罚屠杀加里西亚人的暴行，波兰人又成了维也纳解放

者的领袖②，就象他们成为意大利人民的领袖一样，就象他们到处

都是高尚的革命将领一样。光荣，三重光荣都归于波兰人！

柏林的权奸沉醉于血染维也纳的情景，他们的眼睛被燃烧着

８３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在维也纳十月起义中，维也纳起义者的最能干的指挥官是波兰革命者约瑟夫

·贝姆（１７９３—１８５０），他曾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革命，后来又参加过１８４９

年匈牙利革命起义。——译者注

即总司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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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郊区的烟雾遮瞎了，他们的耳朵被克罗地亚人和海杜克①胜利

的吼声震聋了，于是他们摘下了假面具。“柏林恢复了安宁”。Ｎｏｕｓ

ｖｅｒｒｏｎｓ〔我们瞧着吧〕。

最后，我们听到了从巴黎传来的预告要发生地震的最初的地

下的轰隆声，这次地震将把那个正直的共和国埋葬在它本身的废

墟中。

天快亮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１３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９３５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

① 匈牙利雇佣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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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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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科伦１１月６日。“克罗地亚的自由和秩序”胜利了，并以难以

形容的丑恶罪行——纵火、镇压、抢劫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如今维

也纳落到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奥尔施佩格的手里了。在老卖

国贼拉图尔被打死后，大屠杀紧接着把人类的牺牲者抛进了他的

坟墓。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的全部悲观的预言２７６已经应验了，现在他

自己可能已成为大屠杀的牺牲者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希望匈牙利人来帮助解放维也纳，可是

直到如今匈牙利军队的调动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

各种背叛行为造成了维也纳的陷落。帝国国会和市议会在１０

月６日以后的全部历史不外是不断背叛的历史。帝国国会和市议

会究竟代表什么人呢？

资产阶级。

维也纳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在十月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公开地

站到权奸那边去了。而在十月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外一

部分国民自卫军反对无产阶级和大学生军团，暗中和皇匪军勾结。

这些国民自卫军归谁所有呢？

资产阶级。

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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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

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

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作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在

法国，资产阶级以暴君的面貌出现，并实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

德国，资产阶级则以奴婢的身分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

反革命。在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是为了制服人民。而在德国，

资产阶级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历史上没有比

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

谁从维也纳成群结队地逃跑，把丢弃的财产交给宽大的人民

来保管，可是在逃跑期间反而辱骂人民执行了看守的任务，而在回

来时又观看他们怎样惨遭屠杀？

资产阶级。

当维也纳人民的生活稍有起色时寒暑表就下降，而当人民发

出临死的呻吟时寒暑表就上升，这种寒暑表泄露了谁的最大的秘

密呢？谁用股票行市上的秘密语言说话呢？

资产阶级。

“德国国民议会”和它的“中央政权”出卖了维也纳。它们代表

谁呢？

首先代表资产阶级。

“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在维也纳的胜利是以“正直的”共

和国在巴黎的胜利为先决条件的。谁在六月的日子里取得了胜利

呢？

资产阶级。

欧洲的反革命势力由于自己在巴黎取得了胜利以后便开始大

摆人肉筵席。

１４５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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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和三月的日子里武装力量到处都被击溃。为什么呢？因

为它除了代表政府本身而外不代表任何人。六月的日子以后武装

力量到处都得胜奏捷，因为资产阶级处处都和它暗中妥协，另一方

面它又把革命运动的正式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采取了种种

不彻底的措施，其结果就自然使得革命运动流产。

捷克人的民族狂热是维也纳权奸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同盟者

中间已经开始了纷争。我们的读者会在本号报纸上看到布拉格代

表团对于在奥里缪茨遇到的侮辱性的无耻行为的抗议书。

这是将在以耶拉契奇为首的斯拉夫派和以文迪施格雷茨为首

的粗鄙的、凌驾于一切民族之上的权奸之间发生战争的第一个征

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农民还没有被平定。在奥地利各民族

的喧嚣声中，他们的声音特别响亮。而第三方面，爱民的沙皇的声

音传到了佩斯；他的刽子手们在多瑙河上各公国里等候敕令。

最后，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最近决定把德意志的奥地利

并入德意志帝国，如果德国中央政权和德国国民议会并不认为自

己的使命仅仅是登台让欧洲公众嘲骂，这个决定本身就会导致巨

大的冲突。不管它们多么温顺，奥地利将展开史无前例的规模巨大

的斗争。

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结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

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别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

人”，他们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

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们

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

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

２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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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蕊一样。

但是，革命发展的进程将不会等待欧洲各国转嫁给欧洲社会

的债务的偿还日期。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

“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

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

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

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战败者罪该万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

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

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

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６日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７日

“新莱茵报”第１３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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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到伯尔尼
２７７

  一

塞纳河和罗亚尔河

ＬａｂｅｌｌｅＦｒａｎｃｅ！〔美丽的法国！〕的确，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

国家，他们有权以此自豪。

不论在财富方面，也不论在条件优越和物产丰富方面，在各个

方面，欧洲有哪一个国家能同法国相比呢？

西班牙吗？可是由于荒芜或自然条件的关系，它有２ ３的面积

是炎热的多石的荒野，而半岛上濒临大西洋的一部分地区——葡

萄牙，并不是它的领土。

意大利吗？可是自从世界贸易的航路通过海洋以来，自从轮船

横渡地中海以来，意大利就被遗忘了。

英国吗？但是在英国，８０年来除了商业和工业、煤烟和畜牧业

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英国的天气阴暗得可怕，并且不出产葡萄

酒。

而德国呢？德国的北方是一片多砂的平原，一道花岗岩的墙壁

——阿尔卑斯山脉把德国和欧洲南部隔开；这是一个不出产葡萄

酒的国家，这是一个出产啤酒、烧酒和黑面包的国家，这是一个河

流淤塞、革命规模狭小的国家！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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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可就好得多了！法国三面临海，境内有５条大河朝着３个

方向奔流；北方的气候同德国和比利时差不多，南方的气候和意大

利差不多；北方出产小麦，南方出产玉蜀黍和稻米，北方出产油菜，

南方出产橄榄树；北方出产亚麻，南方出产丝绸，而且几乎到处都

出产葡萄酒。

什么样的葡萄酒呵！从波尔多酒到勃艮第酒，从勃艮第酒到圣

若尔日烈酒、律内尔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从南方的弗朗亭南酒

到起泡沫的香槟酒，有多少种类呵！从普提 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

沙姆彼尔田酒、法托 拉罗兹酒、索帖尔涅酒，到卢西利昂酒和起泡

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种白的和红的葡萄酒呵！妙不可言的是：喝了

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

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

“马赛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

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

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

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

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

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

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

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说的那

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

当你在城市的某一高处，或者在蒙马特尔，或者在圣克鲁平台

上眺望巴黎的时候，当你沿着城市的四周漫步的时候，你就会情不

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法国懂得巴黎对于它有什么意义，所以法

０５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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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曾不遗余力地细心抚育巴黎。就象一个宫女静静地躺在闪闪发

光的青铜长沙发上一样，这个骄傲的城市安闲地屹立在蜿蜒曲折

的塞纳河河谷中沐着阳光、栽着葡萄的丘陵上。在凡尔赛的两条铁

路上从车窗下望，可以看到村落和小城市星罗棋布的一片翠绿的

河谷，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呢？象修伦、圣克鲁、色佛

尔、蒙莫兰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乡村和城市，环境是那么引人入

胜，建筑是那么精致优美，布置是那么别具风味，世界上哪儿能找

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呢？随便走到哪一个关卡，随便沿着哪一条道路

信步走去，到处都可以看到那样美丽的环境，那样别具风味地利用

每一个地方，那样优美和精致。而这颗城市中的珍珠，是自己给自

己创造了这样一个绝美的托盘的。

但是，当然，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只有当你看

到了这一美丽国家的惊人的财富时，你才懂得这个光辉灿烂、宏伟

壮丽的无与伦比的巴黎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你从北方来，如果你乘

火车奔驰过弗朗德里亚和阿尔图阿平原，奔驰过既无森林又无葡

萄园的皮卡尔第山地，你当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在那里，你只看见

一片稻田和草地，只是因为还有低洼的河谷和灌木成林的远山，才

不觉得单调；当你在庞图阿兹附近进入快要呼吸到巴黎的空气的

区域时，你才开始有一点觉察到“美丽的法国”本身。当你乘车通过

富饶的洛林河谷，越过满布葡萄园的白垔质的香槟山坡，沿着美丽

的马尔纳河谷向首都进发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地了解巴黎。当

你乘车通过诺曼底，在从卢昂到巴黎这一条路上看到火车时而沿

着蜿蜒曲折的塞纳河前进，时而穿过塞纳河奔驰的时候，你就更清

楚地认识巴黎了。在塞纳河上，一直到塞纳河口，都散发出巴黎的

大气；这里的村庄、城市和山冈，都使人联想到巴黎的郊区，不过你

１５５从巴黎到伯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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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接近法国中部，这一切就愈显得美丽、繁华和优雅。但是，只有当

我沿着罗亚尔河岸行走，并从那里越过丛山进入遍地葡萄园的勃

艮第山谷时，我才完全了解到怎么会有巴黎。

我知道巴黎是在它受君主政体统治的最后两年，当时资产阶

级还在尽情地欣赏它的全部权力，工商业还能勉强维持，大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青年还有足够的金钱去行乐和狂饮，甚至一

部分工人的生活也还有保障，他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参加一般的娱

乐。我又一次看到巴黎是在３月和４月，在它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

蜜月中的时候，当时工人们不加考虑地相信共和国，满不在乎地下

了决心，表示“甘愿贫困３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①，他们白天吃干

面包和马铃薯，晚上在大街上种植自由树②、放烟火和兴高采烈地

唱“马赛曲”，而资产者则成天躲在家里，企图用五颜六色的灯盏来

平息人民的怒火。在１０月里，我又来到了巴黎，但是，我向黑克尔

发誓，我决不是自愿来的！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５月１５日和

６月２５日，经历了空前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１５０００人死

亡。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

“马赛曲”和《Ｃｈａｎｔｄｕｄéｐａｒｔｔ》〔“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只有

资产者还在低吟《Ｍｏｕｒｉｒｐｏｕｒｌａｐａｔｒｉｅ》〔“为祖国牺牲”〕
２７８
。工人

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在戒严的学校

中，鲁莽的共和国很快就变得循规蹈矩、千依百顺、考虑周到和举

止稳重（ｓａｇｅｅｔｍｏｄéｒéｅ）了。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

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街头的

２５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时，巴黎工人为了纪念获得自由，在大街上种植白杨

树。——译者注

见本卷第１５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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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穿上了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３０个苏为正直的共和国卖

命，而且他们愈是愚蠢，就愈受到资产阶级的赞扬，——总之，这又

是１８４７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火焰，没有工人

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满情绪的因素罢了。巴黎已经死了，而

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

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

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

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

国的。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

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间迷路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

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

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见塞纳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

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遥远的

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宽阔的山谷；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

山冈上葡萄林成荫，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

群山，群山后面有马尔纳河流过。

但是，我不想直接上勃艮第去，我想先沿着罗亚尔河岸走。第

二天我才离开了这条大道，越过群山，向奥尔良城进发。当然，我又

在村落之间迷了路，因为我的响导不过是太阳和与世隔绝的弄不

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的农民。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一夜（从农民们

的方言中，我怎么也不能弄清楚这个村子的名字），它离巴黎有１５

法里路，位于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分水岭上。

组成这一分水岭的是从东南向西北伸展的宽阔的山脉。山的

两麓被无数的山谷割开，山谷两旁溪流交叉纵横。在上面，在微风

３５５从巴黎到伯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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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拂的山顶上，只有麦子、荞麦、紫苜蓿和蔬菜，而在斜坡上，则到

处都是葡萄树。在东面，很多石灰质的石块几乎布满了斜坡，这种

石块英国的地质学家叫做ｂｏｌｄｅｒｓｔｏｎｅｓ〔圆巨石〕。这种圆巨石在

丘陵起伏的地带常有发现，它们是在第二和第三纪层形成的。在这

些大块的青色的圆巨石之间长满了翠绿的灌木和小树，同遍布山

谷的草地和对面满山坡的葡萄树相辉映，看起来非常调和。

我慢慢地走进一条狭窄的河谷，顺着河谷走了一段路程。最

后，我走上了大路，遇见了行人，从他们那里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

地方。据说：我已离奥尔良到巴黎途中的马舍尔布不远了。奥尔良

位于我的旅途的西边，距离太远；我的最近的目的地是涅维尔，因

此，我翻过附近的一座山，又一直往南走。山上出现了一片迷人的

景色：树木成林的群山之间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马舍尔布，山坡

上村落星罗棋布，在上面，在一个山顶上，则有一个沙多勃利昂皇

宫。而使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在对面，在狭谷的那一边，有一条一直

通向南方的省道。

原来，法国有三种道路。一种是国道，过去称为皇道，现在

叫做民道，这是一些联接各个重要城市的美丽而宽阔的公路。这

些民道在巴黎近郊不仅是公路，而且是真正华丽的大路，是宏伟

的榆树林荫道，有６０多英尺宽，中间是铺砌过的。但是离巴黎愈

远，路的作用愈小，道路也就愈坏：路面愈来愈窄，两旁的树木

也愈来愈少。有些地方竟坏到这样的程度：一连下了两个钟头不

大不小的雨就几乎无法通行。第二类是省道，即二级交通线，它

们是由省的经费来维持的。它们比民道狭窄、简陋。最后，第三

类是大的村道（ｃｈｅｍｉｎｓｄｅｇｒａｎｄ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它们是靠县

的经费来维持的，这些路既狭窄又简陋，不过有的地方比起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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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路来还要好些。

我穿过田野，一直向着我的省道走去，并且非常高兴，深信

它是笔直通向南方的。沿途很少看到村庄和宿店。走了好几个钟

头，我才到了一个大农庄，在这里，人们非常乐意地请我吃东西，

为此，我给主人的孩子们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脸谱，并且一本正

经地说：这是卡芬雅克将军，这是路易 拿破仑，这是阿尔芒·马

拉斯特，这是赖德律 洛兰等等，都是很象很象的。农民们目不转

睛地凝视着这些漫画，衷心地感谢我，并且立即把这些逼真的画

象挂在墙上。同时，我还从这些可爱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我现在

是在从马舍尔布到罗亚尔河畔的沙多卢的路上，离沙多卢大约只

有１２法里路了。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了普尤伊左和另一个小城市（它的名字

我忘记了），夜晚，才到达比利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美丽的城市，

我在这里过了一夜。道路通过高地，这里有许多地方长满了葡萄

树，但这条路是相当单调的。

第二天早晨，我再走了５里路就到了沙法多卢，从那里又沿

着罗亚尔河，沿着从奥尔良到涅维尔的一条民道走去。

  在绿色的罗亚尔河岸上，

  诱人的扁桃花正在怒放，

  我感受到了相爱的魔力，

  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地方２７９——

有些富于幻想的德国青年和温情脉脉的德国少女这样用海尔敏娜

·冯·谢奇的软绵绵的词句和卡尔·马利阿·冯·韦伯的动人心

弦的调子来歌唱。但是，谁学习２０年代德勒斯顿的时尚，在罗亚

尔河岸上寻找扁桃树和甜蜜的、温存的、热情的浪漫性格，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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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造成一种可怕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只有德国世袭的第三代

女学者才能产生的。

在从沙多卢经过勒 博尔德到达姆比埃尔的路上，就几乎看不

到这一条浪漫的罗亚尔河了。这条路在离河两三里路远的丘陵中

穿过，从这里远远地望去，只能偶而看到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

罗亚尔河水。这个地方盛产葡萄酒、谷物、水果，而临河一带，则

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个没有树林的河谷，周围尽是波浪形的

丘陵，看起来总觉得相当单调。

在道路中间，在几家农舍附近，我碰见了一个由４个男人、３

个女人和几个小孩子组成的商队，他们赶着３辆满货物的驴车。这

些人就在路边一大堆篝火旁做午饭吃。我在这里停了一下：我没

有弄错，他们说的是德国话，而且是非常粗野的德国南部高原的

方言。我和他们谈起话来；他们在法国中部听到了祖国的语言，简

直喜出望外。可是，看来他们是斯特拉斯堡近郊的亚尔萨斯人，他

们每年夏天都象现在这样，到法国内地去靠编制篮筐谋生。我问

他们能否以此为生，他们这样回答：“当然，要买一切东西是很困

难的，但我们多半是靠布施的。”从一辆小小的车子里，又有一个

老头儿慢慢地爬了出来，在车子里，他有一张实实在在的床。这

一群人俨然象茨冈人，他们穿着布施来的衣服，这些衣服没有一

件是适合别人穿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表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

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就在这里，在这场兴致勃

勃的交谈中，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这是一个蓝眼睛的温和的

人）几乎要互相揪住火红色的蓬乱的头发打起架来。使我感到惊

奇的是，由于什么样的力量，德国的善良和德国的诚恳竟能透过

茨冈人的生活方式和茨冈人的服装；我向他们告别，动身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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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有一个茨冈人陪我走了一段路，他本来是在午饭前骑着骨瘦

如柴的小驴闲逛的。

晚上，我到了达姆比埃尔，这是离罗亚尔河不远的一个小村

子。大约有三四百名巴黎工人（这是以前国家工厂的剩余工人）在

这里按照政府的命令修筑防洪坝。在他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工人：

首饰匠，屠夫，鞋匠，木匠，直到巴黎街头捡破烂的人。在我过

夜的一家宿店里，我碰见了大约２０个这样的工人。其中有一个身

强力壮的屠夫，他已担任监工的职位，他喜形于色地谈起了他们

的工作情况：按照各人所做的工作，每天能赚３０至１００个苏；即

使技巧不太高明，要赚４０至６０个苏也并不困难。他想马上把我

编在他的小组内，并且向我肯定地说，我很快就会习惯于这项工

作，从下星期起，每天一定能赚５０个苏；说我可以好好地安排自

己的工作，而那里的工作至少还能维持６个月之久。为了使生活

多样化，我并不反对在一两个月内放下笔杆，拿起铁铲。但是我

身边什么证件也没有，可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巴黎工人完全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的欢乐。他们每天在谈

笑风生中工作１０小时，在玩乐中消磨休息时间，晚上则“发展”乡

下姑娘作为消遣。由于在小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般说

来，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

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看来，他们连报纸也不看。他

们对政治的全部兴趣，仅仅限于互相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个身材

高大、体格强壮的笨汉叫做科西迪耶尔，另一个坏工人和酒徒叫做

基佐，等等。由于工作紧张，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主要由于同巴黎隔

绝，被迫生活在法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的眼界就大大地缩小了。他

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可是他们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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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奇恩，这样，我终于来到了罗亚尔河河

谷。奇恩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城内有蜿蜒曲折的街道，有美丽的

河岸街，有横跨罗亚尔河的大桥，这里的河面几乎同法兰克福附

近的美因河一样宽。一般说来，这条河很浅，而且砂滩很多。

从奇恩到布里阿尔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离罗亚尔河约有１

４哩远。这条路通向东南，这一带地方渐渐带有南方的风味。道路

两旁的榆树、榕树、洋槐和栗树连绵不断，构成了一条林荫道。绿

油油的草地，收割后长满了非常繁茂的紫苜蓿的肥沃的田野，以

及周围的一排排白杨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在罗亚尔河的那一

边，在明亮的远处，可以看见一系列山岗；在河的这一边，在路

的近旁，又有一连串葡萄树成荫的小丘。在这一带地方，罗亚尔

河的河谷根本不象平常所说的那样惊人的美丽或具有浪漫的气

息，但是它使人产生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有这些丰富的植物

说明了气候的温和，因为植物的繁茂应该归功于温和的气候。甚

至在德国最富饶的地方，我所看到过的植物也都不能同奇恩和布

里阿尔途中的植物相比拟。

在和罗亚尔河分手之前，我还要谈一下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

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巴黎乘车至多走四五小时就可以到达的那些村庄，不可能

提供关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村庄的概念。这些村庄的配置，房子的

建筑方式，居民的风俗习惯，受他们赖以生存的伟大首都的影响

实在太大了。只是在离开巴黎１０法里路的地方，在远远的山岗上，

才出现地地道道的村庄，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农舍。这一带地方

一直到罗亚尔河，甚至到勃艮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民们力

求把自己家里的人口掩蔽起来，使它不暴露在道路面前。在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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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一个农家的院子都用石墙围着，穿过大门进入院子，在院

子里才能找到进屋子的门，因为这道门几乎总是开在后面的。这

些地方大部分农民都有牛有马，农舍都相当大；可是在罗亚尔河

畔，种蔬菜很普遍，在这里，连富裕的农民也根本没有牲畜，即

使有也很少，因为在这里，饲养牲畜是比较大的地主或土地承租

人所独占的一种特殊副业，这里的农舍愈来愈小，常常小得令人

感到惊奇：在里面怎么能容纳一家人以及全部家具和储藏物。但

是在这里，进屋子的门也是背向道路开的，村子里几乎只有小酒

馆和小铺子的门才是朝着道路开的。

这一带地方的农民虽然贫穷，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生活过得

相当好。至少在山谷里，酒几乎总是土产，质量既好，价钱又便

宜（今年一瓶酒值两个到三个苏），除了最高的山顶以外，到处都

生产面包，好的小麦面包。此外，还出产美味的干酪和很好的水

果，大家知道，在法国各地，这是同面包一块儿吃的。同所有的

乡下居民一样，他们很少吃肉，可是他们喝很多牛奶，喝各种蔬

菜汤，而且通常都吃质量很好的素食。同德国北部的农民甚至相

当富裕的农民比较起来，法国塞纳河和罗亚包河之间的农民的生

活至少要好两倍。

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们对外来的人很

殷勤，很关切，虽然他们操着令人讨厌的ｐａｔｏｉｓ〔方言〕，但他们

毕竟是非常真实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虽然他们对于他们的父亲

们从贵族和牧师手中夺过来的一小块土地有着非常强烈的私有

感，但是他们还保存着某些宗法式的美德，那些离大路很远的村

子里的农民尤其是这样。

然而农民总归是农民，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

９５５从巴黎到伯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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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法国农民具有个人美德，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莱茵河东部

的农民好些，但是他们还是和德国农民一样，他们在文明世界中

还是野蛮人。

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

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

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

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

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

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

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

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

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中世纪，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农民运动随着市民运动而

产生，但是它经常提出一些反动的要求，它并没有给农民本身带

来重大的结果，而只是支持了城市的解放斗争。

在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们只是当他们的显然可以感觉

得到的迫切的个人利益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

命：只是当他们过去在封建关系下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

没有保证的时候，当这种封建关系还没有永远被消灭、外国军队

还没有撤离他们的国土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一旦达到了目

的，他们就贪得无厌地、疯狂暴戾地回过头来反对他们所不了解

的大城市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巴黎的运动。公安委员会的无数公

告，国民公会的无数法令，首先是关于规定商品最高价格和处理

投机分子的法令，别动队和流动断头台，都是用来对付这些顽固

不化的农民的。然而，恐怖统治驱逐了外国军队，平息了内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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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得到的好处比任何阶级都要大。

当拿破仑推翻了执政内阁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

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民法典〕中加

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

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要知道，法国农民的

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了一块

法国土地以来，ＬａＦｒａｎｃｅ〔法国〕对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他

们只知道外国人是蹂躏他们的国土、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的侵略

军。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农民为什么具有无限的民族感，说明了他

们对《ｌ’éｔｒａｎｇｅｒ》〔“外国人”〕为什么怀着无比的仇恨。正因

为如此，他们在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热情地参加了战争。

１８１５年，当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当被驱逐的贵族又要求获

得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领地的时候，农民看到这是对他们的全部

革命成果的威胁。因此，他们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刻骨仇恨，而当

七月革命又一次保证他们占有土地，并把三色旗交还给他们的时

候，他们又欢天喜地了。

但是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

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那

面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们保持胜利达２５年之久的旗帜又在他们

村子的自治局屋顶上迎风飘扬了。

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

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拚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

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

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１８３０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

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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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

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

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

系。这种情况和封建义务完全不同，封建义务的起源早已被遗忘

了，封建义务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已不再是对服役的报酬，

它早就变成了一方面的重负。至于抵押借款，这就是农民——或

者他的父亲——借到了一笔５法郎硬币的债，而借据和抵押账簿

一有机会就使他想到他担负义务的原因。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

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

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

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

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他

们自己的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民法典〕，他们现代的圣经，对他们来说已经

成了鞭子。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

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

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

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今年２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

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如果说共和国对他们还有某种意义，那

末，这不过是减少捐税，有时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民族荣誉感，是

进行侵略战争以及把国界推到莱茵河边去。但是在推翻路易 菲力

浦的第二天，巴黎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工商

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

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

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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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

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

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

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而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

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

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ｃｅｓｏｎｔｌｅｓｐａｒｔａｇｅｕｘ〔这些人想瓜分

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

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

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但愿这个万恶的巴

黎明天就全部毁灭！”——这一是最温和的愿望。当然，农民本来

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

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

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

羊毛织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的秩序，我们农民必须把事

情承当起来，——这就是经常从农民的模糊的语言中多少明确

地、多少有意识地发出来的叠句。

可是他们想怎样拯救法国，想用什么办法把事情承当起来呢？

办法就是选举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是

这个名字的承担者是一个渺小的、爱虚荣的、糊涂的傻瓜）做共

和国的总统！所有同我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 拿破仑的热情，竟和

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

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

政治。可是要知道，法国农民拥有６００多万张选票，占法国全部

选票的２ ３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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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临时政府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革命联系起来；它主

要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把土地税增高了４５生丁，因而就犯了不

可原谅的和无法补救的错误。但是，即使它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

面来，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他们也还是要脱离革命的。现在

农民对１８４８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偶然的失

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它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

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

首先必须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即使取消了一切抵押借款，也

只能使这种战争的爆发延缓一个短短的时期。

只是因为在两星期中几乎同清一色的农民，同各个地方的农

民打交道；只是因为有机会在各外碰到了同样的情形：感觉迟钝，

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

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妄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

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总之，只是因为恰好在１８４８年认识了

法国农民，我才感觉到这种根深蒂固的迟钝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

令人抑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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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勃 艮 第

  布里阿尔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市，位于沟通塞纳河和罗亚尔河

的一条运河的河口。在这里我打听了前面的路程，发现到瑞士去

经过奥克萨里比经过涅维尔要方便。于是我就离开了罗亚尔河，翻

山到勃艮第去。

罗亚尔河河谷的一片富饶景象逐渐地但是相当缓慢地消失

了。地势的上升是不知不觉的，只是在离开布里阿尔五六英里路

远的地方，在圣索维尔和圣法尔若附近，才出现一片满是森林的

利于经营畜牧业的山地。绵亘于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山脉，在

这里已经很高了，一般说来，在云纳河省的整个西部，出是相当

多的。

离土锡不远，在离开奥克萨里６法里路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

了特殊的、纯朴而拉长音调的勃艮第方言——这种方言在这里和

在勃艮第本地还算是相当亲切悦耳的，但是在弗兰契康帖的高地

上，发音就变得难懂，笨拙，几乎带有教训的口吻。这好象纯朴的奥

地利方言渐渐变成了粗野的巴伐利亚南部方言一样。勃艮第方言

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

的那个音节上；它把短长格的法语变成了长短律的法语，因而也就

大大改变了有教养的法国人在说话时善于表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

抑扬顿挫的音调。可是，我再说一遍，在勃艮第本地，发音还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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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而美丽的姑娘讲起话来甚至是迷人的：Ｍａｉｓ，ｍａｆｏｉ，ｍｏｎ

ｓｉｅｕｒ，ｊｅｖｏｕｓｄｅｍａｎｄｅｕｎｐｅｕ……〔呀，先生，你，怎么能……〕

如果允许加以比较的话，一般说来，勃艮第人就是法国的奥地

利人。纯朴，忠厚，非常轻信，在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具有天生的聪

明，对这一圈子以外的一切充满了天真可笑的想法，在不习惯的情

况下显得笨拙可笑，而心情始终是无比愉快的，——这几乎是所有

这些善良的人的特点。和蔼可亲、忠厚善良的勃艮第农民在政治上

一无所知，对路易 拿破仑非常崇拜，比起其他地方的农民来是情

有可原的。

可是，勃艮第人身上的德国血液成分无疑要比离德国西部较

远的法国人更多。他们的头发和脸色比较明亮，身材有点高大，特

别是妇女；明察秋毫的智慧和敏锐准确的思想已经大大地减色，可

是他们却具有更加天真的幽默，有时也有一点多愁善感。但是，法

国人的愉快情绪在极大程度上还占优势，而在无忧无虑的轻佻方

面，勃艮第人是不落人后的。

在云纳河省西部的多山地带，主要经营畜牧业。但法国人是

不善于经营畜牧业的，勃艮第的牛羊是很瘦小的。除了畜牧业以

外，还花很多时间来经营农业，到处都吃很好的小麦面包。

这一带地方的农舍也更象德国的农舍；屋子比较宽敞，住宅、

谷仓和畜栏都在一座房子里；不过这一带地方的门通常也都开在

道路侧面，或者是背向道路开的。

在通向奥克萨里的长长的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勃艮第的

葡萄园，大部分葡萄都还没有搞掉，１８４８年的葡萄是空前丰产的。

在有些葡萄藤上，葡萄累累，几乎连叶子都看不到了。

奥克萨里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地面坎坷不平，从内部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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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美丽，在云纳河畔有一条美丽的河岸街，还有几条初具规模

的大街，在法国，每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街。在平时，

这个小城市大概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云纳河省的省长大概

很少拿出钱来举办他在路易 菲力浦时期必须给当地知名人士举

办的义务舞会和晚会。但是现在奥克萨里很热闹，这是一年一度

的热闹。社会民主党在土鲁斯举行宴会时，整个房间都用红色装

饰起来，人民代表唐茹瓦先生在国民议会上曾经对这一点大发雷

霆；如果这位可敬的唐茹瓦先生同我一道到奥克萨里来，他一定

会吓得害神经病。在这里，不是一个房间，而是整个城市都用红

色装饰起来了。什么样的红色呵！非常鲜明的血红色染红了房子

的墙壁和楼梯，染红了男人和女人的衬衣；深红色的巨流甚至充

满了排水渠，并且染红了马路；一些满脸胡子、面目凶恶的人提

着大桶在街上走过，桶里装着触目惊心的起红泡的混浊液体。看

来，红色共和国在使用一切恐怖手段来进行统治，看来，断头台、

蒸汽断头台在不停地进行活动，“辩论日报”描写得那样可怕的

ｂｕｖｅｕｒｓｄｅｓａｎｇ〔杀人魔王〕在这里明目张胆地举行残忍不堪的

痛饮会。但是奥克萨里的红色共和国是完全无罪的——这是勃艮

第的采集葡萄的红色共和国，在这里津津有味地吞食这个红色共

和国的最名贵产品的杀人魔王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正直的共和党

人先生们，那些巴黎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而可敬的唐茹瓦先

生虽然满怀善意，在这方面却充满了红色的贪欲。

在这个红色共和国中，要有满口袋的钱该多好呵！１８４８年葡

萄空前大丰收，连装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质量也非常好

——比１８４６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许甚至比１８３４年的葡萄酒还

要好！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按照低得出奇的价格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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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的剩余葡萄酒——只花２个法郎就可以买到１４０公升一

桶的好葡萄酒；载着空桶子的大市一辆接一辆地来到每一家大门

口，但是桶子还是不够。我亲眼看到奥克萨里的一个葡萄酒商人

把满满好几桶质量很好的１８４７年的陈葡萄酒倒在街上，以便腾出

桶子来装新的葡萄酒，当然，这种新的葡萄酒会给他带来另一种

完全不同的投机机会。有人对我说，这个葡萄酒商人在几星期内

就这样倒掉了将近４０大桶（ｆｕｔｓ）葡萄酒。

我在奥克萨里喝了几瓶陈的和新的葡萄酒，就渡过云纳河，向

右岸的群山走去。公路是顺着河谷前进的，但是我却沿着一条比

较短的旧路翻过山去。天上多云，天色阴暗，我自己也感到很累，

因此就在附近的一个离奥克萨里几公里路的村子里过夜。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出来，我就动身了。这一天的太阳特别美

丽。道路通过一片葡萄园，越过一个相当高的山岭。我在上山时花

了不少力气，但是山上的美丽如画的景色已经给了我报酬。在我的

眼前是一片一直通往云纳河的岗峦起伏的斜坡，再下去是绿色的

云纳河河谷，河谷里绿草如茵，白杨环绕，无数村落和农舍散布其

间，在后面则是灰色石头的奥克萨里，它靠着对岸峭然壁立的山

岩；到处是村落，到处都看到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而耀眼的

灼热的阳光（它的光芒只是在远处才被秋天的柔和的薄雾所挡住）

倾泻到这个大锅里去，在这里，８月的太阳在煮最名贵的葡萄酒。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法国的这种说不上特别美丽的风

景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当然，并不是某一个细小的部分，而是

全部景色的总和，才使它显得这样丰满，而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

看到的。莱茵河畔和摩塞尔河畔的悬崖峭壁比法国美丽得多，瑞

士的各种景色的对照比法国雄伟壮丽，意大利的风景的色彩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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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鲜明，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全部景色的

总和都没有法国这样和谐。我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把目光从铺

满了繁茂的绿草的广阔的河谷转向长满了同样繁茂的葡萄树的群

山，转向淹没在果树丛中的无数村落和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

看不到一小块光秃秃的土地，看不到一个不惹人喜爱的不悦目的

地方，看不到一块没有长着植物的粗糙的岩石。到处都是繁茂的

植物，到处都是一片发出秋天的青铜色的美丽而鲜艳的绿色，这

一切都沐着阳光，而１０月中旬的阳光还很强烈，足以晒熟葡萄藤

上的每一颗葡萄。

我向前走了一小段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同样美丽

的景色。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比较窄的盆地里，是圣勃里，

这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也只靠酿造葡萄酒为生。在这里，风景的

细微末节也象前面的地方一样，不过规模较小。下面，在河谷中，

小城市的周围有牧场和花园，在四周，在盆地的斜坡上种着葡萄

树，只有北边，才有翻耕过的或者收割后长满了绿色的紫苜蓿的

田野和草地。下面，在圣勃里的街道上，也象在奥克萨里一样，行

人熙熙攘攘，到处都摆着桶子和压榨机，居民们到处都在欢天喜

地地忙着压榨葡萄，把葡萄汁吸到桶子里去，或者提着装满葡萄

汁的大桶在街上走。这里也有市场，在比较宽阔的街道上停着农

民的大车，车上装着蔬菜、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农民们戴着白色

的尖帽，农妇们围着马德拉斯布做的头巾，说说笑笑，吵吵嚷嚷，

在葡萄酒酿造者中间挤来济去；在小小的圣勃里居然也有这样热

闹的场面，使人觉得好象置身在大城市中一样。

在圣勃里的那一边，道路又缓慢地通到山上去了。但是我特

别高兴地登上了这个山。在这里，人们还在忙着采集葡萄，而在

９６５从巴黎到伯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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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莱茵地区还要快乐得多。一路上我尽

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在

这一带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步行３小时左右就能

到达，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

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

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

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２８１。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

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由于

有钱，她们才能够保持清洁和衣着称身。她们知道，农村姑娘即

使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承受下来法国人不喜欢而德国人却引以

自豪的宽大的骨胳，但是由于在日晒雨淋下进行累人的田间操作，

由于不容易保持清洁，由于无钱修饰自己，由于穿着虽然受人尊

敬但是极不称身、极不雅致的衣服，在多数场合下，竟变成了走

起路来象鸭子、打扮得鲜艳夺目的、笨拙可笑的稻草人。人们的

爱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德国的同胞更喜欢农家姑娘，这也许是

对的。我们尊敬健壮的女养畜人的那种龙骑兵式的步伐，特别是

她们的拳头；我们给予围在她们结实的腰部的那些翠绿和火红的

方格纹衣服以应有的评价；我们尊重那些从她们的颈子一直拖到

脚跟的无可非议的平面，它使她们从后面看上去就象一块发着五

颜六色的花布的木板！可是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希

０７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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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同样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德国同胞能够

原谅我，因为面孔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光亮、身材长得很匀

称的圣勃里和威尔曼顿的勃艮第女人给我的印象，要比我在塞纳

河和罗亚尔河之间遇见的那些母水牛给我的印象更加舒适；这些

母水牛生来肮脏，毛发蓬乱，身体发胖，当人们在她们面前卷纸

烟时，她们就瞪着两眼，当人们用地道的法国话向她们问路时，她

们就叫着跑开去。

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

上吃葡萄，唱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而我

登上这一座不很高的山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来登上布罗肯山山峰，

甚至登上少妇山。况且，每天都能把葡萄吃得饱饱的，因而在每

一个葡萄园里都能找到适当的借口同这些老是笑容满面、和蔼可

亲的男女们交往。可是凡事都有尽头，这座山也不例外。当我顺

着对面的斜坡走下去，进入引人入胜的克尤腊河——云纳河的小

支流——河谷，一直向环境比圣勃里还更美丽的小城市威尔曼顿

走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但是，过了威尔曼顿，自然界的美很快就消失了。较高的佛

锡昂山脉渐渐地迎面而来，这是塞纳河、罗尼河和罗亚尔河诸流

域的分水岭。从威尔曼顿上山，走了好几个钟头的路程，并且通

过了一块长长的贫瘠的高地，高地上裸麦、燕麦和荞麦多少已代

替了小麦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底——１１月

最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１８９８年

第１卷第１期和第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１７５从巴黎到伯尔尼

① 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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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体德国工人书
２８２

工人弟兄们！

如果我们不愿意再做最受欺骗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在以后

漫长的岁月里再受一小撮人的剥削、蔑视和蹂躏，我们就不应该

错过时机，我们绝不应该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还象过去那样是一盘散沙，尽管我们人数众多，我

们也会软弱无力。相反地，如果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我们

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弟兄们，在城乡各地建立

起工人联合会来，在联合会里给大家说明我们目前的处境，提出

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考虑和选举工人阶级出席德国议会的代表，

并且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此外，德国所

有的工人联合会应该尽快地建立联系并且保持这种联系。

我们建议暂定美因兹为所有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并且建议大

家和本委员会通信，以便磋商共同的计划，尽快地在各联合会代

表会议上最后确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等。

我们期待着未付邮资的来信，我们也将寄这种信给各个组织。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委员会代表

第一主席 瓦 劳

书  记 克路斯

１８４８年４月５日于美因兹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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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处：

美因兹 弗兰契斯卡内尔街１５６１ ２号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书记外阿道夫·克路斯先生亲收

载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８日“德意志

人民报”第８号，１８４８年４月

１０日“曼海姆晚报”第１００号

和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湖滨小

报”第８９号附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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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支部会议记录２８３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１日会议

主席马克思问哥特沙克对同盟有什么意见和主张，现在打算

对同盟采取什么态度。

哥特沙克回答，他坚持他的退出同盟的声明，因为目前局势

已经发生变化，同盟的章程也必须加以修改；因为他认为现行的

章程威胁着他个人的自由。同时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同

盟需要，他都愿意在上述条件下给同盟以全力支持。

主席 亨·毕尔格尔斯   

书记 约瑟·莫尔

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５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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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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７月７日。预审推事昨天传讯了“新莱茵报”负责发行

人科尔夫和总编辑卡尔·马克思；他们两人被控侮辱和诬蔑逮捕

安内克的宪兵和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审讯从４点钟开始，大

约在６点钟结束。接着，预审推事和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同被告一

起前往报纸编辑部，在警察署长参与下进行搜查，他们想找到那

篇引起指控的文章①的手稿，直出它的作者。他们找到了一篇不知

出自何人手笔的稿件，但它并不是引起指控的文章的副本。这篇

稿件也被列入控告马克思及其同谋者的材料中。从上述这种做法

来看，显然是打算把整个编辑部ｅｎｍａｓｓｅ〔完全〕交付法庭审判，

尽管负责发行人科尔夫（报纸是由他一个人签署的）也要负法律

责任。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８日

“新莱茵报”第３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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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科伦７月２２日。今天早晨，预审推事又把“新莱茵报”总编

辑卡尔·马克思传去，讯问他关于评论安内克先生被捕的那篇引

起指控的文章的事。这一次，报纸负责发行人科尔夫先生没有被

传讯。

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第５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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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

代表大会的通知２８４

  科伦８月４日。根据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

（决议确定科伦是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Ｖｏｒｏｒｔ〕，并且委托该地民

主团体召开区域代表大会，以便组织莱茵省的民主党派），本市各

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２８５建议莱茵省所有民主团体派代表出席８月

１３日（星期日）在本市召开的代表大会。会场设在什托尔维尔卡

餐厅楼上大厅。

   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

     施奈德尔第二，马克思（代表民主协会）；

     莫尔，沙佩尔（代表工人联合会）；

     贝克尔，许岑多夫（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

当反动派以到处召集“制宪”会议为幌子，在全国进行视察

和集中力量的时候，民主主义者必须坚决反抗，这是无须详加解

释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利用高呼“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团体

及其地方组织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６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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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科伦８月４日。我们和检察机关的纠纷现在还没有解决。上

星期一，预审推事又把负责发行人科尔夫传去，昨天，又把我们

的编辑德朗克和恩格斯两人传去做证人。德朗克临时缺席，只有

恩格斯出庭，但是他没有宣誓受讯。因为有人怀疑不久前在本报

编辑部没收的那篇稿件是他写的，所以可能还要对他提出控告。

从这一切看来，发行人作为负责人出庭是不能使检察机关感

到满足的。他们想把总编辑牵连进去，想找到那篇引起指控的文

章的作者，想迫使编辑（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上述文章的作

者）互相检举，可能的话，甚至自己供认。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６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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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科伦民主协

会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根据临时主席马克思的指示宣读并批准了上次全体会议的记

录之后，沃尔弗先生宣读了就瓜分波兰问题致德国国民议会的抗

议书①。会议热烈地拥护这一文件并且一致通过。

里廷豪森先生列举许多理由，证明马克思先生应该享有不久

前普鲁士政府拒绝授予他的公民权②。他认为，最好明天就派遣一

个代表团，迫使区行政机关取消这项各方面都很可笑的非法措施。

假如区行政机关不同意，就直接向内阁大臣抗议它的这种行为。会

议宣读了并且通过了抗议书，同时决定：如果政府不撤销拒绝授

予马克思公民权的命令，今天晚上就动手为该文件征集签名。

马克思先生更详细地论证了政府对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非法

性，会议一致报以掌声，认为这些论据是令人信服的。政府拒绝

授予马克思公民权的真正原因是以前政府超笼络马克思的企图没

有得逞。

恩格斯先生谈到了警察对沙佩尔所采取的新的难以容忍的措

施，即用驱逐出境来威胁他③。恩格斯说，警察的这种行动是非法

２８５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３２—４３３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５１—４５４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８４—５８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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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沙佩尔作为拿骚公民，无论如何应该算

是德国人，因此，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他在德国所有

的３８个邦里都可以居住。

里廷豪森、施奈德尔和毕尔格尔斯当选为代表团团员，他们

应该就马克思和沙佩尔的问题与区督察员和警察厅长进行谈判，

力争撤销有关的决定。

与会者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国民议会议员格拉德巴赫；他

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不应当对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抱有任何

希望。

恩格斯先生指出：正是格拉德巴赫经常引人注意，因为他具

有自由思想和勇敢精神，特别是因为他坚决抗议什列斯维希 霍尔

施坦人在斯潘道所受到的待遇①。与会者向格拉德巴赫３次欢呼

致敬……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５日

“莱茵守卫者”第２卷第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莱茵守卫者”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８５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４—１９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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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民主协会抗议波兹南

并入德意志联邦２８６

  科伦８月１２日。科伦“民主协办”向国民议会呈递了一份抗

议书，内容如下：

崇高的国民议会！

鉴于：

    １．争取本身自由的德国并不打算压迫其他民族，恰恰相

反，而是想帮助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

 ２．波兰的解放对德国本身说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３．３个暴君实际上不止一次地剥夺了波兰人的自由和民

族独立；

 ４．从１７９２年开始，反动派对波兰的历次侵略和数度瓜

分都是为了侵犯全欧洲的自由，另一方面，每当各民族解

放的时机一到，复兴波兰的坚决要求也就提出来了；

 ５．甚至五十人委员会２８７也代表德国人民愤怒地拒绝参与

任何侵犯波兰的罪行，同时明确地着重地指出：德国人民

有帮助波兰恢复独立的义务；

 ６．甚至普鲁士国王在三月革命之后，在社会兴论的压力

下也庄严地许下了改组波兹南的诺言；

 ７．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诚然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无视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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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在今年７月２７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波兹南大公国

的３ ４的领土并入尚未成立的德意志国家，这样，它就同维

也纳会议和德意志联邦议会一样，参与了重新瓜分波兰的

勾当，侮辱了自由，因而玷污了自己；

 ８．但是，有理智的一部分德国人民不想也不会为了讨好

反动派，为了普鲁士的一小撮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

参与任何镇压波兰人民的行动；——

科伦民主协会在本日会议上决定：

   坚决抗议今年７月２７日德国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波兹南

大公国的决定，从而在德国、波兰和全欧洲面前坚决抗议

这种仅仅有利于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反动派的任意吞

并的行为。

根据民主协会的委托

委员会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３日

“新莱茵报”第７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８５科伦民主协会抗议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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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８月１２日。本报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值得注意的关系现在

仍然在继续发展。昨天，预审推事又把本报的一位编辑恩斯特·

德朗克传去作证。宣誓没有进行，因为有人密告，说德朗克在安

内克被捕后的那个晚上访问过被捕者的妻子，并且在她那儿打听

过逮捕的情况。法庭方面对这位要被控告的证人解释说，“马克思

及其同谋者”一语应理解为：只在某种情况下才对负责发行人科

尔夫起诉，而同时却准备对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假定作者总编

辑卡尔·马克思起诉。

可是，德朗克说，他没有说出真象的义务，因为他作为编辑，

可能被怀疑曾参与该文的写作，而他并不打算自己供认。

载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３日

“新莱茵报”第７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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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８日马克思在

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上的发言

（简要报道）

  维也纳８月２９日。在民主联合会昨天的会议上，讨论了联合

会应不应该向皇上或国会提出撤换施瓦策大臣，或者更确切些说，

撤换整个多布尔霍夫内阁的问题。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和马

克思先生以来宾身分出席了会议，并参与了辩论，为各种不同的

观点辩护。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赞成联合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皇上，

但是马克思先生则断言：民主的原则已体现在国会中①。柏林的所

谓民主主义者中的“理论家们”在实践中力图与各邦君主“妥

协”，这一点在这里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５日

“新莱茵报”第９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８５

① 马克思的这一段发言，维也纳的民主报纸“激进报”是这样报道的：“马克思先

生说，谁当部长都是一样，因为现在在这里也象在巴黎一样，问题的实质是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的发言非常俏皮、尖锐而有教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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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０日马克思

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

上的演说

（简要报道）

  马克思博士谈到工人的问题，也谈到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问

题。

巴黎的国家工厂和最近发生的工人革命。他说：德国工人能

够以大批流放者是他们的同胞而感到骄傲。

英国的宪章派，他们最近的言论。英国与欧洲工人的彻底解

放。比利时……①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日

“宪法报”第１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宪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８５

① 维也纳的民主刊物“人民之友”是这样报道马克思的演说的：“‘〔新〕莱茵

报’编辑马克思博士向联合会会员致敬，并且说：他认为能够在维也工人联

合会发表演说是他的光荣，就象他以前在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

发表演说一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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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  谣

  “布勒斯劳报”第２０１号刊登了一篇柏林通讯，里面谈到骑

士施纳普汉斯基２８８收买了大量的“新莱茵报”股票，所以描写他的

小品文就不再出现了，因为报纸是不会攻击自己的股东的。假民

主的“杜塞尔多夫日报”认为转载这种诬蔑性的言论是自己的职

责。在柏林，人们可以任意造谣，可是西里西亚的报纸应该知道

这种言论是谎话以及为什么是谎话。这种背信弃义的诽谤可惜出

现得太迟了，早在收到第２０１号“布勒斯劳报”之前就已出版的

第９２号“新莱茵报”已经登载了上述小品文的续文。此外，“新

莱茵报”是党的机关报，它已经充分证明是收买不了的。

“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３日

“新莱茵报”第９３号附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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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科伦９月５日。由于马克思及其同谋者的案件，预审推事昨

天又传讯了本报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可是这一次被传讯不

是作为证人，而是作为被告人之一。预审已经结束，如果检察机

关提不出新的罪状，高等审判厅就必须在最近期间做出决定：马

克思、恩格斯和科尔夫是否应该因被控侮辱或诬蔑最高检查官茨

魏费尔先生和６位宪兵先生而出席陪审法庭受审。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６日

“新莱茵报”第９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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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

  科伦９月１４日。我们再来谈谈昨天的民众大会和它的结果，

因为它在本市已经引起很大的兴趣。

刚过中午１２点钟，民众大会就在弗兰肯广场举行，威·沃尔

弗先生宣布开会；他扼要地报告了开会的目的，然后提议选举亭

·毕尔格尔斯先生为主席，大会一致通过；毕尔格尔斯登上议台，

请沃尔弗先生继续发言。沃尔弗先生这次提议选举安全委员会作

为科伦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

织。这个提议得到了弗·恩格斯先生以及海·贝克尔先生和恩·

德朗克先生的支持，并且在全场不下五六千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中通过，只有５票反对；虽然再三邀请，但是没有人表示异议。随

即确定委员会的人数为３０人，并且选出了这３０个委员２８９。因为在

当选人中有两个人——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逮捕，所以补选了

两个人来代替他们。

随后，弗·恩格斯先生提出了下列致柏林议会书的草案：

为协商制定普鲁士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议会。

我们科伦市市民鉴于：

为协商普鲁士宪法而召开的议会已责成内阁执行８月９日的

决议，立即针对军官的反动意图发布命令①，以便安定全国，并且

１９５

① 见本卷第４６０—４６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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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内阁和议会的分裂；

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内阁已因这一决议辞职，国王已授命刚刚

解除帝国大臣职务的贝凯拉特先生组织新内阁；

贝凯拉特先生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保证执行议会的决定，相

反地，由于他有某些反革命的观点，甚至可能解散议会；

人员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

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是

凌驾于议会之上；

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

我们要求：

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

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大会一致通过了这封呼吁书，然后就闭幕了。

虽然市民联合会２９０的大批代表占据着广场上较高的地方，并

且的确有许多知名的“抱怨派”竭尽全力用收买和引诱的办法来

鼓动一些人闹事，虽然有相当多的便衣警察到场；可是大会开得

非常机警，使一切捣乱的企图无法实现。

同时，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先生们也在市自治局里开会讨论

对策，因为有些人确信骚乱是不可避免的。正当会议争论得很激

烈的时候，大门打开了，市民联合会的首脑们冲进大厅，他们说，

成立安全委员会就是革命的第一步，科伦在危急中，红色共和国

眼看就要宣告成立，假如市民自卫团靠本身的力量不能维持秩序，

市民联合会可以完全听从冯·维特根施坦先生的指挥！但是，冯

·维特根施坦先生明智地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拒绝号召市民自

２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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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团拿起武器。后来的事件证明了市民自卫团这一次的行动是多

么正确。

市民联合会的先生们对此感到不满，还在民众大会进行的时

候，他们就张贴出下面我们所引的“抗议书”。这种没有任何人签

名的抗议书５分钟后就到处都不见了。傍晚，它又以传单形式出

现，由“科伦日报”印刷所用黑体字印成，并且分送给该报的订

户。这一次，“抗议书”还加了这样一段可笑的前言：

所谓的民主主义者竭力利用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最近的决议所引

起的愤懑，来夺回他们接连失去的阵地，并且无论如何要制造冲突。所以，他

们利用并且故意以闻所末闻的方式来渲染本月１１日科伦军民冲突２９１的危险

性和重要性，是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今天早晨甚至贴出布告，说要在１２点

钟召开露天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用呐喊的方式选出一个安全委员

会，而选入安全委员会的都是事先串通好列入早已拟就的名单的人。

毫无疑问，谁也不会承认这种避开现在的政府而依靠偶然集结的人群的

呐喊选出来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只要敢于以这样的身分进行活动，就

会立即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防止犯罪胜于事后惩罚，因为犯罪是会造成

巨大牺牲的。

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警告全体公民，使他们注意这种可怕的危险。

为此，特发表抗议书和呼吁书如下：

抗 议 书

成立安全委员会是革命的第一步

  我们号召一切渴望真正自由和秩序的人全力支持现在的政府，反对少数

人的罪恶阴谋，抗议成立安全委员会。

我们特别号召市民自卫团的全体士兵忠于职守，全力保卫法制和秩序。

捏造的来自军队的危险已经消除，而真正的危险却是由于安全委员会的成立

而产生的。

科伦市民联合会理事会诸理事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３日于科伦

３９５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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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员会在昨天晚上组成，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份可笑的抗

议书归档，这一定会使市民联合会的先生们安心了。委员会选举

了主席、书记和３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然后，通过了致区督察员、

市卫戍司令、市政局、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的信；这封信通知他们

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声明，委员会将尽量取得各机关的同

意，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执行自己的任务——维持治安，同时保

障人民的权利。委员会还决定张贴宣传画，把这些情况告诉科伦

居民。明天，我们将公布这两个文件。

今天早晨，人心不安的情况已经稍有缓和。现在大家都感到

昨天的忧虑是可笑的。昨天，人们忧虑委员会会变成临时政府，变

成Ｃｏｍｉｔéｄｕ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公安委员会〕，变成建立红色共和国的

阴谋，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变，总不会变成这个委员会本来的面

目：一个由人民公开、直接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代表

在合法的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部分居民的利益，它只进行合

法的活动，除了道义上的影响之外，决不妄想摄取任何权力，而

这种道义上的影响，是结社的权利、法律和选民的信任所允许的。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５日

“新莱茵报”第１０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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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林根民众大会

  科伦９月１８日。昨天，在沃林根附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民众

大会。莱茵河上的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都载着数百人从科伦顺

流而下；船头红旗招展。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

特多夫、弗雷亨和莱茵多夫等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参加。大

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与会的至少有６—８千人。

科伦的卡尔·沙佩尔当选为主席，科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当选为书记。根据主席的提议，大会以多数票对一票通过成立

共和国，即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

根据科伦的恩斯特·德朗克的提议，沃林根大会一致赞成上

星期三弗兰肯广场民众大会所通过的致柏林议会书（信上要求柏

林议会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能解散）①。

根据科伦的约瑟夫·莫尔的提议，承认了在公开的科伦民众

大会上选出的安全委员会，并且由一个与会者带头，向委员会３次

欢呼致敬。

根据科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如下的

决心书：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

５９５

① 见本卷第５９１—５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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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集会的德国公民兹声明如下：

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

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

尽最后一滴血。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于沃林根

根据希特多夫的舒尔泰的提议，作出了“科伦日报”不代表

莱茵省利益的决定。

此外发言的还有：科伦的威·沃尔弗，杜塞尔多夫的斐·拉

萨尔，约伊斯的埃塞尔，科伦的卫尔、瓦赫特尔、贝克尔和赖希

黑尔姆，弗雷亨的瓦尔拉夫，沃林根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弥勒，莱

茵多夫的列文，克雷弗尔德的伊曼特。在纽约的亨利·布里兹倍

恩，民主社会主义的“纽约论坛报”的著名编辑作了简短的发言

后，讨论宣告结束。

开会的时候，从可靠方面得到的消息说，“第二十七团在星期

二又将开入科伦，该团的其他几个营也要集中，准备挑起军民之

间的冲突，借此宣布该城戒严，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总而言

之，准备把美因兹的那一套拿来对付我们”。

参加大会的科伦郊的居民答应，只要这个消息被证实，冲突

一旦发生，他们就援助科伦人。的确，沃林根人是准备一有召唤

就到科伦来的。

此军请通知前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维特根施坦先生。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９日

“新莱茵报”第１０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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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民众大会关于

法兰见福起义的决议

请翻印！

宣  言

鉴于１６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批准和丹麦实行可耻

的休战是背叛德国人民和有辱德国武装力量荣誉的行为，参加９

月２０日科伦①民众大会的德国公民特作出如下的决定：

１．法兰克福的所谓国民议会的议员，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

出该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

２．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本宣言请广为散发，作为布告张贴，并公诸报端。

“新莱茵报”发行科代收援助起义者及其家属的捐款②。

载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９５

①

② 在传单上这一句是这样印的：“‘新莱茵报’发行科准备代收援助法兰克福街

垒战战士及其家属的捐款，并把捐款转送西里西亚的代表施略费尔分发。其

他的民主报纸显然也不拒绝这样做”。——编者注

在同时散发的标题为“民众大会决议”的传单上，在“科伦”两字之后加上

了“由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倡议召开的”等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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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关于

报纸停刊的通知

我们尊敬的订户！

由于科伦宣布戒严，笔杆不得不服从枪杆，

“新莱茵报”

被禁止发行了，本报目前已无法对尊敬的订户履行自己的义务。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非常状态只会延续几天。这几天过后，

在１０月份，本报由于资金大量增加，将扩大篇幅出版，并且因为

我们最近准备采用新型的快速印刷机来印刷，本报会比以往更准

时地分送给订户。

负责发行人

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８日于科伦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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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订阅“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新莱茵报”在科伦戒严期间被武装的反动派极不负责地查

封了几天。戒严状态自本日起解除。现在，本报又将以坚忍不拔

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这正是目前特别需要的，因为

我们大家都看到，武装的反动派最近是多么蛮横无理地侵犯人民

依法争得的自由。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维护民主的人，号召他们

广泛订阅刚开始的第四季度的报纸，因为本来就遭受各方面迫害

的民主报纸格外需要它的拥护者的积极支持。

    科伦一季的订费为１塔勒１５银格罗申；普鲁士其他各地为１塔勒

２４银格罗申６分尼；普鲁士以外的地方酌加邮费。

第四版各拦八号字一行（或者相应的篇幅）广告费为１银格罗申６

分尼。

“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 海·科尔夫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日于科伦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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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下开人犯，犯有刑法第８７、９１和１０２条所载之罪行，业已畏

罪潜逃。兹根据科伦市检察官缉拿该等之命令，即请各有关机关

和官员，采取措施，进行查访。一经拿获，请予逮捕，解交本人。

代理最高检察官

国 家 检 察 官 黑克尔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日于科伦

计开：Ｉ．姓名：约翰·亨利希·盖尔哈特·毕尔格尔斯……

ＩＩ姓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贯：巴门；宗

教信仰：新教；年龄：２７；身长：５英尺８英寸；头发和眉毛：棕

色；前额：正常；眼睛：灰色；鼻和嘴：匀称；牙齿：健全；胡

须：粟色；下颚和脸：椭圆形；脸色：健康；身材：匀称。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４日

“科伦日报”第２７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俄国文第一次发表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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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名 单

  科伦１０月１３日。一位消息极为灵通的朋友从布鲁塞尔来信

说：

“恩格斯和德朗克之所以被捕，并且被押上囚车运出国境，只是因为他们

不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一个据说曾参加营救瓦赫特尔的科伦工人施米茨也

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原来布鲁塞尔警察局掌握了一大批从科伦逃来的人的名

单，所以比利时警察也完全知道施米茨准备参加营救瓦赫特尔的事情。”

这份黑名单是谁写的，是谁寄来的，难道代理警察厅长盖格

尔先生不知道吗？……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４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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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就当选科伦工人联合会

主席发表的演说

（摘自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科伦工人

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临时主席勒泽尔先生宣布，马克思博士接受联合会派去的代

表团的请求，同意领导本会。因此，勒泽尔先生请马克思就任主

席。

马克思博士说，他在科伦的处境是不稳定的。前任部长屈韦

特尔对他的恢复公民权的请求所作的答复，就象是一道隐蔽的驱

逐令。自然，他要向国民议会抗议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他因被

诬告破坏出版法，必然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此外，由于“新莱

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迄今还被迫处于停顿状态，他的工作已

过度繁重。但是，他愿意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时满足工人

们的愿望。政府和资产阶级应当相信：尽管他们百般迫害，总有

人愿意听工人的吩咐。

接着，马克思博士详细地介绍了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革命活

动，结束时强调指出了工人在不久前的维也纳革命中所起的杰出

作用。因此，他提议向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敬（提议被一致通

过）……

关于会议的议程，主席提议第一小时讨论与联合会有关的问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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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联合会的内外事务），第二小时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并且建议会议在８点半钟开始（提议被通过）……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４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０６马克思就当选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发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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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科伦工人联合会

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主席马克思博士宣布开会，接着对间接选举制发表了一些意

见。

勒泽尔先生说：我们接受邀请，派代表出席本月２６日在柏林

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工人联合

会单独派代表呢，还是和民主协会联合派代表？在工人联合会委

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个方案，即决定单独行动，可

是这一决定要经过全体会议批准才能生效，而且还应该考虑到一

个重要的问题，即派代表所需要的费用问题。因此我提议：

派一个代表出席，他只代表我们联合会，其费用采取自愿捐

助的办法来解决。

提议被通过了，并且规定捐款至少为１银格罗申……

大家推举博伊斯特先生为出席柏林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批准马克思博士为联合会主席，勒泽尔先生为副主席

……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９日

“自由、博爱、劳动”第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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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就维也纳事件发表的谈话
（摘自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６日科伦工人

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主席马克思博士扼要地报告了维也纳事件的经过，并且

特别强调指出，只是由于维也纳资产阶级屡次叛变，文迪施格雷

茨才得以夺取该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自由、博爱、劳动”第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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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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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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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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

日至２９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

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３月３０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

传单，４月初发表在“柏林阅报室”、“曼海姆晚报”、“特利尔日报”和“德

意志总汇报”等民主报纸上。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

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以前，“要

求”在科伦印成了传单并分发给莱茵省一些地方的科伦工人联合会的

会员。除了一些词句上的更动外，传单的原文第１０条的条文也与１８４８

年４月所发表的原文略有不同（见本卷第４页）。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在柏林

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

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纲领，这个纲领中的措

施几乎完全摘自“要求”。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和１２月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各

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特别是第１条和第４条）。

１８４８年底或１８４９年初“要求”在莱比锡由魏勒印成小册子，原文

有所删节：文件开头的口号、第９条的第２段、第１０条的最后一句话都

被删掉了，另外，在签名中少了“委员会”这几个字。——第３页。

２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

是根据芒特辽（法国塞纳河省）历史博物馆送给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

义研究院的原稿的照相副本发表的。根据声明和信都出自恩格斯的手

笔这一点来判断，这两个文件是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底，即在恩格斯到达巴

黎以后写的。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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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其他委员正进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斗争，因为该协会的领导

人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企图利用在法国组织的军团把共和政体输入

德国。“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的前任编辑伯恩施太德由于这种计谋于３

月１６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的倡议，１８４８年３月初在巴黎建立

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它的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

俱乐部来竭力团结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中的策略，并且同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险计划相反，组织

德国工人个别地回国去参加那里的革命斗争。——第６页。

３ 马克思的这封信曾发表在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９日的“黎明报”上，信前面的

编者按语中这样说：“我们发表下面这封科伦来信是为了表明高尚的德

国人对意大利人的感情，他们热望受欧洲专制君主们挑拨离间而相互

撕杀的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由李·阿利纳里署

名的“黎明报”编辑部的回信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有引证（见本

卷第１７９页）。

“黎明报”（《Ｌ’Ａｌｂａ》）是意大利的一家民主报纸，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４９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主编是拉法林。——第８页。

４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天在科伦出

版，总编辑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马上就着手实现他们的计

划，即出版一种革命的机关报，他们认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

强有力的工具。他们选定了科伦作为办报的地址，因为这是莱茵省的

主要城市，也是德国政治上和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莱茵省有出

色的无产阶级干部，而且拿破仑法典在那里还有效力，这个法典比可怜

的普鲁士法提供了较多的出版自由。为了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强调这

一报纸与１８４２至１８４３年由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新的机关报称为“新莱

茵报”。他们在创办这个机关报的时候必须克服某些共产党人和民主

党人（毕尔格尔斯和赫斯等人）的反对，这些人打算以类似的名称出版

０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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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狭隘的地方性的科伦报纸。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与此相反，他们

着手创办一种大型的政治性报纸，这种报纸不仅会影响莱茵省，而且会

影响全德国。在１８４８年４月到５月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巨大

的工作：为报纸征股，挑选通讯员，同其他国家的民主报纸建立经常的

联系。被派到德国各个城市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在为报纸

征股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来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从同盟的委员

们，如威·沃尔弗、德朗克、沙佩尔、波尔恩等人的信中可以知道，在地

方上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尝试当时没有成功，原因是当时德国

工人缺乏组织性和政治上落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估

计到这种情况，就以民主派的左翼即实际上是民主派的无产阶级一翼

的身分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这样也就确定了“新莱茵报”的方针，报纸在

出版时加上了“民主派机关报”这个付标题。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

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和欧洲革命

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地报道给自己的读者，编辑部常常在一天

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到四版也登载不下的时候就出附页，收到了新的

重要消息便以传单的形式出号外。决定报纸对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的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这些社论都标有“ 科伦”和

“ 科伦”作为记号。由于马克思担任总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

报纸创办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当时大部分社论都是恩格斯写的。以一

个小星为记号的编辑部的文章有时也登载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

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报道栏）。编辑除了修改通讯稿和帮助

总编辑做组织工作之外，每个人都专门负责研究其一方面的问题。恩

格斯写有关柏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辩论的评论，也写有

关捷克、波兹南、意大利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的文章，有关什列

斯维希 霍尔施坦战争的文章，而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９年１月间则

写了一系列有关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写关于德国革命中的土地

问题、关于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特别是关于西里西亚的农民状况和农

民运动的文章，并且还领导了“国内新闻”栏的工作。格奥尔格·维尔特

写诗体和散文体的小品文。恩斯特·德朗克一度当过“新莱茵报”驻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员，他写了一些关于波兰的文章，１８４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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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５月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评论。斐迪南·沃尔弗有很长一个时间

担任报纸驻巴黎的通讯员。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参加报纸的工作，

但是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是经马

克思彻底修改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了编

辑部的工作，在报上发表了他的革命诗歌。

“新莱茵报”是集股创办的。可是，当登载有弗·恩格斯写的“法兰

克福议会”（见本卷第１４—１８页）一文的第１号报纸问世以后，相当大

一部分资产阶级股东就不再支持报纸了。而“新莱茵报”捍卫巴黎的六

月起义者这一行动使得剩下来的大部分股东也离开报纸。

“新莱茵报”的坚决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

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报纸在

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

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当局以不承认马克思的普鲁士公民权来刁

难他，不让他在莱茵省居住，并且还对报纸的编辑，首先是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提出了一连串的诉讼。在科伦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１８４８

年９月２６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

茵报”。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

不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到普法尔茨去躲避了一个时候，后来又

在科伦藏了几个月，躲避警察局的通缉。戒严解除后，报纸从１０月１２

日起又开始出版，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他以忘我的努力克服了一系列

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现款都用来办报。在１８４９年１

月以前，由于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编辑部的重担（包括写社论）主要都

落在马克思一人的肩上。

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警察局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控诉

和迫害更变本加厉了。１８４９年２月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尔夫和民

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提出了控诉，结果是陪审法庭宣告被告人无

罪。

尽管警察局百般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

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全面

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

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造成了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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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的原因。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３０１

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们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第１３页。

５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５月１９日会议上，拉沃建议同时被选入柏林议会

和法兰克福议会的普鲁士议员有权享受双重资格。本文中所提到的（见

本卷第１７页）普鲁士内政大臣奥尔斯瓦特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２日发表的

声明中也作了同样的说明。

在本文中以及在以后论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辩论的文章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利用了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以后以单行本出版：“在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ｄｉｅ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ｒｅｎｄ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ｚｕ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１５页。

６ 顺民的制服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罗霍夫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德国

是家喻户晓的。——第１６页。

７ 预备国会是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４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

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国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

预备国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

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纸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

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

础。——第１６页。

８ 代表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所谓“议会受托人”（ｈｏｍｍｅｓｄｅｃｏｎｆｉａｎｃｅｄｅｌａ

ｄｉèｔｅ）会议是由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召集的。在联邦议会的主持下，“受托人”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至５月８

日举行了会议，按照君主立宪的精神制定了德意志帝国宪法草

案。——第１６页。

９ １８１５年５月２２日普鲁士国王颁布诏书，答应成立“人民代议机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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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建立省等级会议，成立全普鲁士的代议机构和实施宪法。但结

果只是根据１８２３年６月５日的法律，成立了具有有限的谘议职能的省

等级会议（省议会）。——第１９页。

１０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２１页。

１１ 圣仰派（由ｓａｎｔａｆｅｄｅ“神圣的信仰”一语而来）指１９世纪初教皇政

权为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的恐怖队的成员。——第

２２页。

１２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 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政体的日子。

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９日 法国波旁王朝被推翻。

１８２０年 在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是由１９世纪初在意大

利建立的秘密组织的成员烧炭党人领导的。由于神圣同盟各国的干涉，

革命被镇压下去了。——第２３页。

１３ 威廉·特里和阿尔诺得·维凯里得 是关于１３世纪末１４世纪初瑞士

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争取解放的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第

２３页。

１４ 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订立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种条约从１５世纪

中叶一直存在到１９世纪中叶；在１８—１９世纪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中，

瑞士的雇佣兵曾充当保皇派反革命的工具。——第２３页。

１５ 指托尔瓦德森作的描绘死狮子的雕象，这个雕象建立在琉森街上以纪

念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在巴黎为保卫皇宫免受人民进攻而死亡的瑞士士

兵。——第２３页。

１６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是法国路易 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第２３

页。

１７ 这篇文章最初是由毕尔格尔斯写的。据马克思后来说，他在校阅这篇文

章时删去了一半，另一半由他重新改写过。——第２５页。

１８ 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１卷第１１章。——

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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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指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２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会的任务是“和

国王协商”制定宪法。１８４８年４月８日颁布的选举法根据受间接（两

级）选举法限制的普选法确定了议会选举条例。大多数议员都是资产阶

级和普鲁士官僚的代表。

在写这篇文章以及后面那些关于普鲁士国民议会辩论的文章的时

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后来用单行本出版的速记记录：“普鲁士制

宪议会的会议记录”１８４８年柏林版（《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ｒｅｎ

ｄｅｎ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üｒＰｒｅｕβ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８）。——第２８页。

２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讽刺康普豪森，称他为考

察历史的朋友，暗指当时有名的卡·罗泰克的著作“从历史认识的萌芽

时期到现在的通史；供考察历史的朋友参考”１８１３—１８１８年夫赖堡和

君士坦士版（Ｋ．Ｒｏｔｔｅｃ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ｍＡｎｆａｎｇｄｅｒｈｉｓ

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ＫｅｎｎｔｍβｂｉｓａｕｆｕｎｓｅｒｅＺｅｉｔｅｎ；ｆüｒ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ｆｒｅ

ｕｎｄｅ》．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ｕｎｄＫｏｎｓｔａｎｚ，１８１３—１８１８）一书中的小标题。——第

２８页。

２１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普鲁 士国家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简称。该报于１８１９年在柏林创刊。从

１８１９年到１８４８年４月是普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从１８４８年５月

到１８５１年７月以“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的名称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出版。——第２８页。

２２ 第二届联合议会是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召开的。这

是由普鲁士各省议会的代表组成的等级机关。这届议会通过了普鲁士

国民议会选举条例，并同意政府发行遭到１８４７年联合议会拒绝的公

债。在这以后，议会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被解散。——第３０页。

２３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七章。——第３０页。

２４ 根据传说，公元前３９０年，当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卡皮托里（罗马城中一

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城市的捍卫者驻扎在这里）由于尤诺纳教堂里

的鹅的叫声惊醒了卫兵而得救。——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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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根据希腊神话，斯巴达女皇勒达和宙司的子女是由天鹅蛋孵出来的。

卡斯托尔是勒达的儿子，古希腊的英雄；双子宫星座中一个星的名

字也叫卡斯托尔。——第３１页。

２６ 指议会总管——普鲁士省议会的议长。——第３２页。

２７ 德意志联邦 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

邦的联盟；由于没有中央政府，保存有３６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德意志邦，

从而巩固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发

展。——第３８页。

２８ 格罗斯 培伦和登内维次 是普鲁士的居民点，在柏林附近；联盟军队

（包括普鲁士部队在内）在格罗斯 培伦（１８１３年８月２３日）和登内维次

（１８１３年９月６日）的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第３８页。

２９ 引自哥·奥·毕尔格尔的叙事诗“列诺尔”。——第４１页。

３０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的左翼而外，还有卢

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

党。——第４４页。

３１ 联邦议会 是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

机关，它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它只是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１８４８

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

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国民主联合的目的。——第４５页。

３２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六章。——第４６页。

３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１８４８年５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

为“妥协辩论”（《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ｕｎｇｓｄｅｂａｔｔｅｎ》），普鲁士国民议会是为了“同

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开的。柏林议会采取了这种作法，从而否认了

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柏林议会为“妥协议会”

（《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而把拥护这种妥协作法的议员叫做

“妥协派”（《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ｅｒ》）。——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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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海外贸易公司（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托公

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

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的经纪人的作用。１９０４年正式改为普鲁

士的国家银行。——第５１页。

３５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在波兹南爆发了波兰人反抗反动的普鲁士压迫的

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不仅有领导起义的波兰小贵族，还有广

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鲁士政府于１８４８年３月作了让步，允许成立

委员会在波兹南进行改革：组织波兰军队，任命波兰人担任行政及其他

职务，承认波兰语为波兹南的正式语言。为了欺骗波兰人放下武器，在

雅罗斯拉韦茨协定中许下了类似的诺言（见注释１９６）。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４

日国王敕令将波兹南公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波兰，西部归“德国”，在

西部不准进行“改组”。波兹南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后，东西两部分的分

界线愈来愈向东移动，最后几乎席卷了波兹南大公国的整个领土。给波

兰人许下的“改组”的诺言也就没有兑现。——第５４页。

３６“妥协论”（《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代表的普

鲁士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的论据，它主张普鲁士国民

议会应当只限于“在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来确立立宪

制度。——第６０页。

３７ 在该号“新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中本文标题为“对波兰的重新瓜分”，而

正文的标题则是“对波兰的第七次瓜分”。——第６２页。

３８“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日第１６１号。

“科伦日报”是一家德国日报，自１８０２年起即以此名出版；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经

常激烈地反对“新莱茵报”。——第６４页。

３９ 亚尼雅士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保卫者之一，是安契西士和女神阿

芙罗狄蒂的儿子；在希腊人侵占和掠夺特洛伊城的时候，他逃了出来，

经过了长时期的漂泊才在意大利登陆。诗人味吉尔的诗“亚尼雅士之

歌”就是描绘亚尼雅士的漂泊经过的。——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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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改写自荷马的长诗“伊利亚特”。——第６４页。

４１ 指宫廷反动权奸的首领之一、三月革命时期逃往英国的普鲁士亲王于

１８４８年６月４日回到柏林一事而言。——第６５页。

４２ 这是按照歌德的长诗“狐狸 莱涅克”开头几句话改写的。——第６６

页。

４３ 暗指讲柏林方言的人（这里是指柏林的拥护专制制度的反动派。——

译者注）。——第６６页。

４４ 合并取消派（出自ＲｅｐｅａｌｏｆＵｎｉｏｎ——取消合并一语）是取消１８０１年

英爱合并的拥护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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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

会。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

最得人心的口号；在１８４０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６６页。

４５ 五十人委员会是预备国会于１８４８选出的。其中大部分委员属于预备国

会中主张君主立宪的多数派。五十人委员会否决了联邦议会关于建立

由３人组成的执政内阁作为德意志联邦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提案。

在１８４８年６月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出的委员会通过了类似的提

案。经过讨论，议会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通过了关于建立由帝国摄政王

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决议。——第６６页。

４６“全民财产”是柏林的武装工人写在逃跑的普鲁士亲王的宫墙上的题

词。——第６６页。

４７ 指１８４８年４月在巴登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

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武装起义被镇压一事；起义的主要地区是滨湖地

区（Ｓｅｅｋｒｅｉｓ）和黑森林。——第６６页。

４８“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日报，是主张

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１８４７年创刊，１８５０

年停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前在海得尔堡出版（由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盖尔温努斯主编），后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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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否决了未来的和丹麦和约须经国

民议会批准的提案，从而放弃了对解决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问题的干

涉，给了联邦议会以充分的行动自由。——第７１页。

５０１８４８年６月３日柏林国民议会讨论了是否参加大学生组织的到三月

革命阵亡战士墓去游行示威的提案；这个提案以多数票被否决。——

第７６页。

５１ 引自普鲁士国歌。——第７９页。

５２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奥国皇帝斐迪南一世被迫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６日

和６月３日的宣言中宣布奥国国会为制宪议会。——第８０页。

５３ 这篇文章把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日在科伦举行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补选

结果同５月１０日举行的这个议会的普选作了比较。——第９０页。

５４ 市民联合会（Ｂüｒｇ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是三月革命后在普鲁士产生的温和的资产

阶级分子的组织，其任务是在君主立宪范围内维护“法制”和“秩序”，

以及同“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革命的民主运动作斗争。——第９０

页。

５５ 科伦民主协会于１８４８年４月成立，它经常在什托尔维尔卡大厅举行会

议。民主协会的成员除了小资产者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

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

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

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卖国政策，遣责柏林议会和法

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议。１８４９年４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

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

织关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９０页。

５６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日，因普鲁士国民议会背弃三月革命（见本卷第７２—８９

页）而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军械库，以便武装人民捍卫革

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无组织

的。及时赶到的援军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速地击退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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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９２页。

５７ 普鲁士国民议会在柏林劳动群众革命发动的影响下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５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国民议会“不需要武装力量的保护，而

把自己交给柏林人民来保护”。——第９２页。

５８ 法国制宪议会在日益增长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于１７８９年８月３日夜

间郑重地宣布废除一些实际上已为起义的农民所取消的封建义务。随

后颁布的法令只是无偿地废除了一些个人的义务。直到雅各宾专政时

期，根据１７９３年６月１７日颁布的法令，才完全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

义务。——第９２页。

５９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为柏林的街垒战所吓倒，于１８４８年３

月２１日发布了“告陛下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书”，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

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

审制等。——第９２页。

６０ 维舍格勒位于布拉格南部弗尔塔瓦河右岸，那里有一个同名的古堡。

格拉德申（捷克人称格拉德查尼）位于布拉格城西北部，是全城最

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古代宫殿。——第９４页。

６１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２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

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运动中的两种倾向展开了斗

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

沙发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

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他们竭

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

进派和积极参加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

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于６月１６日宣布代表大会无

限期休会。——第９４页。

６２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拿破仑民法典，这个法典曾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

西南部地区实行；在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这个法典在该省境内继续有

效。——第１０８页。

６３ 根据普鲁士将军普富尔的命令，给被俘的１８４８年波兹南起义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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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光头发，并用硝酸银在他们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从此以后，硝酸

银（ｖｏｎＨｏｌｌｅｎｓｔｅｉｎ）就成了普富尔将军的绰号。——第１１０页。

６４ 引自斐·赖蒙德的“来自小仙人世界的姑娘，或一个农民 百万富翁”一

剧。——第１１２页。

６５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０日是康普豪森内阁开始活动的日子。——第１１２页。

６６ 米兰临时政府是在伦巴第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意大利的起义获得胜利

后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２日成立的；奥地利军队被驱逐出米兰，以哈·卡萨

齐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政府。——第１１４页。

６７ 潘都尔兵——奥地利军队中的一种部队编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

规步兵。——第１１４页。

６８ 引自海涅的“奥拉夫骑士”一诗。——第１１７页。

６９“新柏林报”（《Ｎｅｕｅ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１８４８

年６月至１０月在柏林出版。——第１１８页。

７０ 纽盖依特是伦敦的监狱。——第１１９页。

７１ 人们用“德意志报”编辑盖尔温努斯的名字来称呼该报（见注释

４８）。——第１２０页。

７２ 这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联合议会

上发表御前演说时所说的话。在这个演说中，国王宣称：决不同意实施

宪法，他把宪法叫做“写满字的纸片”。——第１２０页。

７３ 暗指康普豪森，因为他在青年时代曾做过油类和谷物生意；又暗指汉泽

曼，因为他是从做羊毛生意开始他的商业活动的。——第１２０页。

７４ 关于“科伦日报”见注释３８。——第１２１页。

７５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第１２１页。

７６ 建立农业银行的法案中规定建立抵押信贷机构，是为了在最有利于地

主的条件下来赎买农民的义务。——第１２４页。

７７ 指１８４４年６月下半月布拉格纺织工人的自发起义。有毁坏工厂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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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等现象的工人运动，被奥地利的政府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

了。——第１２６页。

７８“柏林阅报室”（《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ｓＨａｌｌｅ》）是一家德国的日报。从１８４６

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间是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的机关报之一。——第１２７页。

７９ 这是１８４８年５月在维也纳成立的市民、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委员会的

简称，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安全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第１２７

页。

８０ 指在路易·勃朗主持下在卢森堡宫召开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它是

临时政府在工人要求成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８日成立

的。这个由工人和企业家的代表组成的所谓卢森堡委员会的实际活动

无非是仲裁劳工和厂主的争执，它的仲裁常常有利于厂主，这是由路易

·勃朗的妥协政策促成的。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巴黎

工人在这次游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后，政府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６日取消

了卢森堡委员会。

国家工厂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

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组织劳动的思

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

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的计

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反而更加受到革命感情的熏陶，资产阶

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取消国家工厂（如减少工人人数，把他

们派到外省去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作等）。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

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

政府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禁止集会法是法国制宪议会因慑于法国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

情绪而在１８４８年６月７日通过的；该法令禁止一切露天的集会和群众

大会，违者处１０年以下的徒刑。——第１３１页。

８１《Ａｉｍａｂｌｅｓｆａｕｂｏｕｒｇｓ》（“可爱的郊区”）是路易 菲力浦对巴黎郊区的

称呼。——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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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别动队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５日建

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六月起

义。——第１３２页。

８３ 指巴黎的皇宫，１６４３年起路易十四在这里居住，１６９２年起变为波旁王

朝奥尔良系的财产。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宣布为国家财产，改名为国

民宫。——第１３２页。

８４ 指意大利林荫路上的图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停止营业的时候，证券

买卖就在这家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人们称这个咖啡店及其附近

地区为“小交易所”，以区别于正式交易所。——第１３３页。

８５“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

央机关报；１８３７年由奥康瑙尔创刊，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起在伦敦出版。１８４５年９月至１８４８年３月弗·恩格斯曾

为该报撰稿。

“北极星报”在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的简讯中写道：“宣布自己为‘民

主派机关报’的‘新莱茵报’，在编排的技巧方面是少见的，并且以胆

识过人著称；我们向它致敬，它是我们在反对各种暴政和非正义行为

的坚决斗争中的敬爱的、有才干的和英勇的同志。”——第１３６页。

８６ 指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的莱比锡会战，参加这个战役的有俄国、普

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军队。结果联军获胜，拿破仑的军队败北。——

第１３８页。

８７ 所谓共和国近卫军是根据被５月１５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吓倒的法

国政府的命令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６日成立的部队。这支部队共有２６００

人，由警察厅长指挥。共和国近卫军在反革命军官的指挥下，曾在巴黎

执行警察的职务。——第１４０页。

８８ 人权和公民权协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组织，由巴尔贝斯和尤伯尔等

人领导，产生于七月王朝时期。协会联合了首都和各省的许多民主俱乐

部，目的在于实现１７９３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协会不

同于其他许多小资产阶级组织，它不放弃和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该协

会的某些会员曾是六月起义的领导者。例如拟订六月起义计划的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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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盖尔索济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第１４１

页。

８９ 萨拉哥沙保卫者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以英勇坚

毅著称；该城曾遭法军两次围攻（１８０８年６—８月和同年１２月）；１８０９

年２月萨拉哥沙在牺牲了４万多人以后，才向优势的法军投降。——

第１４３页。

９０ 巴黎市近卫军是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后成立的，直属于警察局长；曾被用

来镇压人民的起义。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市近卫军被解散。——第１４６

页。

９１ 指法国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表

在６月２９日的“新莱茵报”上。——第１４８页。

９２ 鲁维叶岛与塞纳河右岸之间有一条小支流，１８４４年该岛与陆地相联，

在莫尔兰林荫路和亨利四世沿河街之间形成一块陆地。——第１５０

页。

９３“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

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

义者；在４０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周

围，该报自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５３页。

９４“改革报”（《Ｒéｆｏｒｍｅ》）派联合了以赖德律 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者，这个派的拥护者聚集在“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的周围，该

报自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５３页。

９５ 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０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１５３页。

９６ 王朝反对派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议院中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议员

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们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他们主

张实施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

的手段。——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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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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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４页。

９８ 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废除

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俱乐

部。——第１５６页。

９９“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

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

关报，１８２１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１６０页。

１００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１７８５年创刊

于伦敦。——第１６０页。

１０１ 指“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它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

年创刊；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１６３页。

１０２ “辩论日报”（《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

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

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资产阶级的

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该报代表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

１６３页。

１０３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１５

年至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４０年代是奥尔奥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１６３页。

１０４ 引自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尼·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一诗；这首诗在

１８４０年写成后被多次谱成歌曲，曾被民族主义者所广泛利用。——第

１６３页。

１０５ “人民制宪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是法国共和派的日报，１８４８

年２月至７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拉梅耐。——第１６５页。

１０６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和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见本卷第１５３—１５７页）以同

５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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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称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本文的小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

义研究院加的。——第１６７页。

１０７ 指１８３２年６月５—６日的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

一些秘密团体，其中包括“人民之友”社；反对路易 菲力浦政府的拉

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非

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第１６８页。

１０８ 指１７９５年葡月１２—１３日（公历１０月３—４日）拿破仑镇压巴黎的保皇

派起义。——第１７２页。

１０９ 反对法国革命的奥普军队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于１７９２年７月２５日发

表了一个声明，威胁法国人民，要把巴黎彻底毁灭。——第１７７页。

１１０ 指１７８５年荷兰反对聚集在威廉·奥伦治总督周围的贵族天主教政党

的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领导的，起义结果，

总督被驱逐出国；但是１７８７年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又恢复了他的权

力。——第１７７页。

１１１ １８３２年，根据英法俄３国的协议，未成年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被立为

希腊国王。奥托在巴伐利亚军队的护送下到达希腊。称号是奥托一

世。——第１７７页。

１１２ 指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扮演主要角色的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在

１８２０年１０月在特劳波召开、１８２１年５月在来巴赫闭幕的会议上公开

宣布了参加神圣同盟的各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

原则，来巴赫会议通过了奥地利派兵干涉意大利的决议；维罗那会议

（１８２２年）通过了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决议，其目的是镇压这些国家

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１７７页。

１１３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支持了葡萄牙的以唐·米格尔

为首的封建教权派，这个派反对对专制制度的任何限制。——第１７７

页。

１１４ 在西班牙，唐·卡洛斯为了篡夺王位，以利于反动的封建教权派，１８３３

年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第１７７页。

６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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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１８４６年２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

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

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

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１８１５年起由奥、俄、普共管

的克拉柯夫，起义者在２月２２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

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柯夫起义在１８４６年３月初被镇压下去

了。在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柯夫并入奥地利帝

国的条约。——第１７８页。

１１６ 指米兰临时政府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６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宣言。见“临时

政府出版的法令、通知、宣言和通报等汇编”米兰版第１卷第１７２—

１７５页（《Ｒａｃｃｏｌｔａｄｅｉｄｅｃｒｅｔｉ，ａｖｖｉｓｉ，ｐｒｏｃｌａｍｉ，ｂｕｌｌｅｔｔｉｎｉｅｃ．

ｅｃ．ｅｍａｎａｔｉｄ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ｏｐｒｏｖｖｉｓｏｒｉｏ》Ｔ． ，Ｍｉｌａｎｏ，ｐ．１７２—

１７５）。——第１７９页。

１１７ 引自科西迪耶尔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见“国民议会

会议记录”１８４９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２２８页（《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ｅｓｓéａｎｃｅｓ

ｄｅ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９，ｐ．２２８）。——第

１８１页。

１１８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二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

一个冬天的童话”１９５４年作家出版社版第６７—６８页。—— 译者

注）。——第１８４页。

１１９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１５世纪末叶由西班牙国王建立的城市同盟；国王

当时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维护专制制度。从１６世纪中

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的职能。后来就引伸出来

称警察为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第１９０页。

１２０ 指安内克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在居尔策尼希大厅科伦工人联合会大会上

的发言，会上讨论了由科伦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

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建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第１９１页。

１２１ 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是１８１０年法国通过的刑法典，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

部和西南部；１８１５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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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省。普鲁士政府曾经力图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企图用一系列

的法律、命令、指示来在莱茵省恢复贵族的封建特权（长子继承权），实

行普鲁士的刑法、婚姻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了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

革命后，根据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的命令取消了这些措施。——第１９１

页。

１２２ 安内克曾经作为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科伦群众发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哥特

沙克、维利希一起被捕。控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暴乱，组织非法团

体”。由于国王大赦，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３人全部获释。——第１９２页。

１２３ 克兹林宣言是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３日克兹林（在波美拉尼亚）城内的反革命

容克地主和官僚告普鲁士居民的呼吁书，书中号召他们向柏林进军，以

便镇压革命。——第１９５页。

１２４ 指普富尔将军对被俘的波兰起义者所采取的一种侮辱性的措施——剃

光头。——第１９７页。

１２５ １８４８年夏天在柏林除了普通的警察以外，又建立了一支身穿便衣的武

装部队，他们的任务是防止人民群众在街头集会和武装发动，并且进行

间谍活动。这支警察队伍所以叫做便衣警察，是因为他们同英国的特别

警察相似；后者在破坏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的宪章派示威游行中，起了相

当大的作用。——第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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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该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良的小

资产阶级的观点。——第２０４页。

１２７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是从１８３６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

义者的机关报。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艾·日拉丹曾任该报的编辑。——

第２０４页。

１２８ “观察家”（《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ｅｕｒ》）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比利时观察家”

（《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ｅｕｒＢｅｌｇｅ》）的简称，１８３５—１８６０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第２０４页。

８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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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普鲁士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的会议继续讨论了波兹南事件调查

委员会的问题；会议结束时，议会决定授予该委员会以全权代表的权

力；在这个标志着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内阁的失败的决定通过之后，右

派代表违反议会的议事规则，坚持表决限制委员会职权的提案。左派议

员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右派则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了一个提案，不准委员

会启程赴波兹南，也不准它传讯见证人和鉴定人。这样就非法地取消了

议会最初通过的决定。关于议会讨论波兹南委员会问题的情况见本卷

第５４—５９、２１３—２１７和２２０—２２９页。——第２０４页。

１３０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二十五章。——第２０５页。

１３１ 海涅“汤豪塞”第二章。——第２０６页。

１３２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７７０年

到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０７页。

１３３ 指“北方蜜蜂”；该报是俄国的政治和文艺报纸，由布尔加林和格烈奇

主编，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６４年在彼得堡出版；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机关

报。——第２０７页。

１３４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于１８４８年４

月８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表明，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

坦作战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公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德国的

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鲁士政府竭力回避正式承认这个损害它的名

誉的文件。——第２０７页。

１３５这里指的是刊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新莱茵报”上的恩·德朗克

的几篇连载文章：“普鲁士的镇压和波兹南的改组”（《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ｒｕｎｇｕｎｄ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ｅｎｓ》）。——第２２０页。

１３６ 引自海涅的诗“安心”（参看冯至译“海涅诗选”１９５６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版第１０７页。——译者注）。——第２２６页。

１３７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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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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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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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把它查封了。——第２３０页。

１３８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莱茵报”发表了一个由政府方面极为秘密地拟制

出来的极端反动的离婚法草案。于是各报对该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

的讨论。“莱茵报”发表离婚法草案和编辑部坚决拒绝说出该草案的投

寄人是该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第２３０页。

１３９ 康普茨是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见注释２６１）委员，是１８１９年审判所谓

“蛊惑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的最热心的组织者之一。

黑红黄三色曾是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志。——第２３１页。

１４０ 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日在居尔策尼希大厅（科伦）召开的民众大会上，根据

民主协会的建议，通过了一个告普鲁士国民议会书；该书中举出一系列

的例子来揭露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政府的反革命行动，并且呼吁普鲁士

议会宣布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内阁“失掉全国的信任”。——第２３２页。

１４１ 引自海涅的“鼓手长”一诗（参看钱春绮译“新诗集”１９５７年新

文艺出版社版第１８９页。——译者注）。——第２４６页。

１４２ 指的是定期交易，进行这种交易时商品或有价证券并不易手，全部活动

只是在交易所行情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差价上进行投机。——第２４８

页。

１４３ 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奥

地利大公约翰被推选担任此职）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临时

中央政权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国各邦君主

反革命政策的传声筒。——第２５８页。

１４４ 引自海涅的“１８２９年”一诗。——第２６１页。

１４５ 确立了共同关税线的德国各邦于１８３４年成立了关税同盟。这个同盟是

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而产生的，它逐渐地包括了除奥地利和某些小

０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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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以外的德国各邦。普鲁士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第２６３页。

１４６ 引自海涅的“给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一诗。——第２６７页。

１４７ 在德国绝大多数的邦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选举不是直接选举。１８４８

年４月８日的法律规定，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

２６７页。

１４８ 忠实的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

捍卫者的典型形象。——第２７５页。

１４９ 海涅“哈尔茨游记”。——第２８１页。

１５０ “祖国报”（《Ｆａｅｄｒｅｌａｎｄｅｔ》）是丹麦报纸，１８３４年至１８３９年在哥本哈

根出版，最初是周报，后来改成日报；１８４８年该报是丹麦政府的半官

方机关报。——第２８６页。

１５１ 海峡税是指１４２５年至１８５７年丹麦向通过海峡的外国船只征收的通行

税。——第２９１页。

１５２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日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为首的共和派少数为了抗议自

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预备国会。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

通过了关于扩大军队人数的决议，请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给以军事援助，

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的

这些措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所领导

的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２日共和派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由于一开始就准

备得不够和组织得不好，到４月底即被镇压下去。——第２９５页。

１５３ “协和报”（《Ｌ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间在都灵出版。——第２９９页。

１５４ 工人代表大会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３日在柏林举行，该会议是

根据许多工人组织的倡议而召集的。会议的纲领是在斯蒂凡·波尔恩

的影响下拟定的，它给工人们规定了争取实现许多狭隘的工会要求的

任务，以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这个纲领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

发表时没有注明是柏林的通讯。——第２９９页。

１３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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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１日“科伦日报”第２０３号。——第３０１页。

１５６ 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１７７１年阿姆斯特丹版（ ．Ｐｉｎｔｏ．

《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７１）。——第

３０８页。

１５７ 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篇“不管这一切”中的叠句。——第３０９页。

１５８ 调节制（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是英国谷物法存在期间实行过的一种规定谷物

税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谷物税的高低同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标准成

反比例。在关于调节制的法律中，有一项法律是１８４２年由皮尔内阁实

行的。——第３１２页。

１５９ 塞万提斯“示范小说”。关于狗的谈话的故事。——第３１２页。

１６０ 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Ｈｅｉｍｋｅｈｒ》）。——第３１５页。

１６１ 对于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关于把波兹南大公国并入德意志联邦的建议，

波兹南等级代表会议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６日表示反对。——第３１８页。

１６２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１８４８年６

月１４—１７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

８９位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

立区域委员会和它们的领导机关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设在柏

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有弗吕贝尔、劳、克利盖，他们的助手

是拜尔霍费尔、许帖和安内克。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动

摇，德国民主运动即使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也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组织

的。——第３２３页。

１６３ 德国的温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联合成立了以柏林立

宪俱乐部为中心的立宪主义者协会和俱乐部，并成立了市民联合会（见

注释５４）。普鲁士的各个社团（Ｐｒｅｕβ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ｅ）和凶恶的容克反革命

机构（维护私有制和保障各阶级福利的联盟）宣布了浸透着普鲁士精神

的反动纲领。在莱茵省许多城市中都有天主教的组织——庇护九世联

盟（Ｐｉｕｓｖｅｒｅｉｎｅ），它们宣布了带有社会蛊惑性的立宪纲领。——第３２４

页。

２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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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

个冬天的童话”１９５４年作家出版社版第４８页。——译者注）。——第

３２６页。

１６５ １８３４年通过的英国济贫法规定，只准用一种方式救济穷人——把穷人

收容到被人民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的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

中。——第３３２页。

１６６ “１８４１年人民报”（《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ｄｅ１８４１）是宣传和平空想共产主义

的机关报；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５２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９年以前由埃·卡贝主

编。——第３３４页。

１６７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出版的通报”（《Ｌ’Ｕｎ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ｓ

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ｒéｄｉｇé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ｐａｒｅｕｘｍêｍｅｓ》）是１８４３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６年９

月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月刊，由从圣西门学派分化出来的一个工人团体

出版。

“人民的蜂房”（《ＬａＲｕｃ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联

系的工人月刊；１８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在巴黎出版。

“１８４５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Ｌａ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ｄｅ１８４５．Ｏｒ

ｇａｎｅｄｕ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ｅ》）是巴贝夫派的一工人月刊；１８４５年１月至１８４８

年２月在巴黎出版。——第３３４页。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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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反对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

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

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

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

（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１８４６年通

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第３３５页。

１６９ 争取用立法手段把工作日限定为１０小时的斗争，在英国早在１８世纪

末就已开始了；而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初以来就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

群众。因为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力图利

３３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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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号，所以他们在国会中维护１０小时工作日法案。

关于童工和女工的１０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在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由国会通

过的。——第３３５页。

１７０ 引自海涅的诗“安心”。海涅在这首诗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侩作风和因

循习惯，并拿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们相比照。——第３４１页。

１７１ 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是老卡托通常在议会中结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惯用

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Ｃａｒｔｈａｇｉｎｅｍｅｓｓｅｄｅｌｅｎｄａｍ

（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３４１页。

１７２ 指“法兰克福总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Ｏｂｅｒｐｏｓｔａｍ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该报

是１６１９—１８６６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国报纸，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阁——的机关

报。

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国各邦大使的通告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８日

该报第２１０号。——第３４２页。

１７３ 指１８１３年３月１３（２５）日在卡里斯城发表的“告德国人书”。俄国沙

皇和普鲁士国王号召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允诺给他们自由和独立

以笼络民心。——第３４３页。

１７４ 根据和尼古拉一世同时代的一些人证明，尼古拉一世在得到１８４８年法

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向出席宫庭舞会的军官们叫道：“先生们，准备

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第３４４页。

１７５ 暗指普鲁士亲王逃往英国——见注释４１。——第３４５页。

１７６ １７７２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第３４５页。

１７７ 见注释１３４。——第３４５页。

１７８ 指１８４７年２月３日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召开联合议会的诏书，其中

援引了普鲁士在１９世纪２０—４０年代颁布的关于等级代议制的法令。

国王把召开联合议会（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说成是实现以

前许下的立宪诺言。——第３４６页。

１７９ １８４８年的春天和夏天，严重的经济困难（几乎各地都歉收）和天灾

４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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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霍乱和毁灭性的火灾）使得俄国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

年的特征是农民运动高涨，彼得堡和里加霍乱“猖獗”，某些省（例如

弗拉基米尔省）爆发人民起义。波兰王国当时是酝酿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之一。——第３４８页。

１８０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二场（“花园”）。——第３５０页。

１８１ 这里指的是反动派（格尔拉赫弟兄、拉多维茨和其他等人）包围普鲁士

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一事。——第３５４页。

１８２ 本文中蒲鲁东的演说是根据通讯报道引述的。蒲鲁东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３１

日法国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全文载于“国民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９年巴黎

版第二卷第７７０—７８２页（《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ｅｓｓéａｎｃｅｓｄｅ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９，ｐ．７７０—

７８２）。——第３５５页。

１８３ 蒲鲁东主编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Ｌｅ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ｎｔｄｕＰｅｕｐ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于 １８４８年 ４—８月在巴黎出

版。——第３５６页。

１８４ 马克思于１８４７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蒲鲁东的经济观点和哲学

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３５８页。

１８５ １８０７—１８１１年施泰因大臣和哈登堡大臣在普鲁士实施了不彻底的土

地改革。１８０７年农民的人身农奴依附地位被取消了，但重压在农民身

上的一切义务仍被保留下来。１８１１年给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权利，

其条件是：向地主缴纳相当于平常每年所缴纳的租费的２５倍的金额，

或出让给地主一半土地。——第３６１页。

１８６ 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们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称

为Ｄｒｅｓｃｈｇａｒｔｎｅｒ（打谷者），他们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和一间茅

屋，因而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钱或实物。——第３６４页。

１８７ 维斯佩尔（Ｗｉｓｐｅｌ）是１８７２年以前德国的谷物计量单位；在普鲁士，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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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佩尔等于１３１９公升。——第３６６页。

１８８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ｂｅｌ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是

以法国政府的机关报为榜样的比利时日报的名称，该报是官方的机关

报，１８３１年创办于布鲁塞尔。——第３６７页。

１８９ 崇法狂者是比利时对一切都崇拜法国的人的绰号。——第３７０页。

１９０ 指在比利时为庆祝１８３０年宣告独立的纪念日而举行的传统的盛典；在

节日里举行狂欢游行。——第３７０页。

１９１ 恩格斯所讲的普鲁士宪法，是指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屡次提出的

关于在普鲁士实行等级宪法的诺言，但是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

第３７２页。

１９２ 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１８１５年５月３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中以

及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９日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案中，都包含有在波

兰全境建立人民代议制和民族国家机构的诺言。在波兹南，问题归结为

召开具有谘议职能的等级代表会议。——第３７８页。

１９３ 见注释１１５。——第３７９页。

１９４ 指丹麦作家路·霍尔堡的喜剧“唐·腊努多·迭·科利勃腊多斯，或称

贫穷和骄傲”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妄自尊大的没落贵族的典

型。——第３７９页。

１９５ 这是波兰国歌的歌词。——第３８１页。

１９６ 雅罗斯拉韦茨协定是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１日由波兹南委员会和普鲁士军

事代表维利森将军签订的。该协定规定，解除波兰起义部队的武装

和解散他们的部队。交换条件是：答应波兰人在波兹南实行“民族

改组”，即建立波兰部队，委任波兰人担任行政和其他职务，在行政和

诉讼事宜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但是普鲁士当局背信弃义地撕毁了这个

协定；普鲁士军队利用和起义部队所达成的协议，残酷地镇压波兹南的

民族解放运动。答应波兰人实行“改组”的诺言也就没有实现。——第

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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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１６７９—１６８０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

历史上来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论证以后，随即由法

国军队进占这些领土。——第３８５页。

１９８ 恩格斯用讽刺的口吻这样称呼由于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而引起的普

鲁士和丹麦的战争。——第３８６页。

１９９ １７９１年的波兰宪法 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资产阶

级的意向。这个宪法废除了利别龙委多（联邦议会的决议案必须一致通

过的原则）和国王的被选举权，规定政府向联邦议会负责，并给予城市

资产阶级以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些措施反对大贵族和封建

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１７９１年的宪法由于承认地主和

农民之间所签订的赎卖契约具有约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稍微缓和

了。——第３９０页。

２００ 约·列列韦尔“波兰史”１８４４年巴黎 利尔版第１—２卷（Ｊ．Ｌｅｌｅｗｅ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Ｐｏｌｏｇｎｅ》．Ｔ．１—２，Ｐａｒｉｓ—Ｌｉｌｌｅ，１８４４）。

“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论”。该书写道，有人想什么就讲什

么，但也有人不能把所想的全部讲出来。１８４８年莱比锡版。（《Ｄéｂａｔ

ｅｎｔｒ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ｃｏｎｔｒｅ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ｎＰｏｌｏｇｎｅ》．Ｐａｒｑｕｅｌｑｕ’ｕｎ

ｑｕｉｎｅｄｉｔｑｕｅｃｅｑｕ’ｉｌｐｅｎｓｅ，ｍａｉｓｑｕｉｎｅｐｅｕｔｐａｓｄｉｒｅｔｏｕｔｃｅｑｕ’ｉｌ

ｐｅｎｓ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８）。——第３９５页。

２０１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派，即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分裂成

两个派别：中间派右翼（其中有达尔曼、亨利希、加格恩、巴塞尔曼、

马提、梅维森、施梅林等人）和中间派左翼（其中有米特迈尔、威纳尔、

拉沃等人）。中间派议员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第３９５页。

２０２ “弗洛特韦尔总督先生关于１８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１年年初治理波兹南大

公国的备忘录”斯特拉斯堡版（《Ｄｅｎｋ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ｓＯｂｅｒｐｒａｓｉｄｅｎｔｅｎＨｅｒ

ｒｎＦｌｏｔｔｗｅｌｌ，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ｓＧｒｏｓＨｅｒｚｏｇｔｈｕｍＰｏｓｅｎ，ｖｏｍ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３０ｂｉｓｚｕｍＢｅｇｉｎｎｄｅｓＪａｈｒｅｓ１８４１》，Ｓｔｒａｓｂｕｒｇ）。——第

３９８页。

２０３ 根据帝国陆军大臣波伊克尔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６日的命令，德国所有各邦

７３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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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应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６日的阅兵典礼上向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宣

誓。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妄图由自己来掌握德意志联邦武装部队的最

高统率权，所以禁止原定于８月６日在普鲁士举行的阅兵典礼。——

第４０１页。

２０４ 指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威·约丹在莱比锡出版的月刊“可理解的世界。论述

科学问题的杂志”（《Ｄｉｅ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ｅＷｅｌｔ．Ｂｌａｔｔ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第４０３页。

２０５ 全德国民议会自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在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第４０３页。

２０６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第４０８页。

２０７ 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诗中的一个主人公——善于吹牛

的罗多芒特的名字来称呼利希诺夫斯基。——第４０９页。

２０８ 议员布伦坦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的会议上主张

对参加巴登共和起义的人们和起义的领袖黑克尔进行特赦。起初，议会

的右派议员对布伦坦诺鸣鼓而攻，后来强迫他离开讲台。——第

４１４页。

２０９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８月２日通过的“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第

６条规定，废除等级特权和一切与所担负的职务无关的贵族称

号。——第４１５页。

２１０ 唐·卡洛斯１８３３年因觊觎西班牙王位而反对国王斐迪南的女儿伊萨

伯拉，他援引了１７１３年关于禁止母系继承王位的法律。利希诺夫斯基

在１８３８—１８４０）年参加了唐·卡洛斯发动的内战，获得了准将的军

衔。——第４１７页。

２１１ 引自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一诗。——第４１８页。

２１２ 阿尔比教派战争是１２０９年至１２２９年北方法兰西的封建主和教皇对南

方法兰西的“异教徒”（又称阿尔比教派，因南法城市阿尔比而得名）进

行的战争。阿尔比教派运动是市民和小骑士阶层反对天主教教会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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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家的一种特殊形式。战争在１２２９年以朗基多克并入法国国王的领

地而结束。——第４２０页。

２１３ 在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党的选举宣言”（１８４８年４月）中提出，

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修改事件的理性”。——第４２６页。

２１４ 这里指的是关于瑞士联邦形成的一个传说。瑞士联邦是由３个山地州

——什维兹、乌利和温特瓦尔顿在１２９１年缔结条约而建立的。据传说，

３个州的代表于１３０７年在留特利（又称格留特利）的草原上聚会，宣

誓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联合斗争中忠实于联邦。——第４２６页。

２１５ 这是按照海涅的话改写的；海涅在１８４３年欢迎卢格时，说他是“善于

把黑格尔的话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第４２７页。

２１６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１８４８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２卷第１１８６页（《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ｒｅｎｄ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ｚｕ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Ｂｄ．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８４８，

Ｓ．１１８６）。——第４２９页。

２１７ “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和“德国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１８３８

年１月至１８４１年６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

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

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１８４１的７月至１８４３年１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

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名称出

版。该杂志在１８４１年６月以前由阿·卢格和特·厄赫帖迈耶尔在哈雷

编辑，从１８４１年７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第４３０页。

２１８ 见注释２０３。——第４３２页。

２１９ 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一幕费加罗咏叹调。——第４３３页。

２２０ “黑色”是指天主教修道士；黑黄色是奥地利国旗的颜色。——第４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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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引自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篇“蔷薇”。——第４３８页。

２２２ 这里所列举的是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执政内阁

时期、拿破仑执政时期、帝制时期——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的会战。

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６日在热马普，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弗略留斯，１７９６年４

月１３—１４日在密雷栖摩，１７９７年１月１４—１５日在里沃利，１７９７年４

月１８日在诺依维特，１８００年６月１４日在马连峨，１８００年１２月３日在

霍恩林屯，１８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乌尔姆，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在奥斯特里

茨，１８０９年７月５—６日在瓦格拉姆，奥地利军队都吃了败仗。——第

４３９页。

２２３ 宗得崩德（Ｓｏｎｄｅｒｂｕｎｄ）是瑞士经济落后的７个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组

织的单独联盟，目的是反抗在瑞士实现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堂

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１８４７年７月瑞士联邦议会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

决议是宗得崩德１１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１８４７年

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所击溃。—— 第４３９

页。

２２４ 沃尔塔和库斯托查是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小村。奥地利军队在拉德茨基

的统率下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在库斯托查打败皮蒙特军队，７月２６—

２７日又在沃尔塔打败了它；１８４８年８月６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米

兰。——第４３９页。

２２５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

个冬天的童话”１９５４年作家出版社版第４０—４１页。—— 译者

注）。——第４４１页。

２２６ 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１日，柏林为了抗议反动派组织的对沙洛顿堡（当时在柏

林郊区）民主俱乐部人员的袭击，召开民众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参加

游行的人要求罢免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内阁，惩罚沙洛顿堡肇事的官

员；他们向奥尔斯瓦特以及其他大臣的住所扔石头。办事内阁用种种迫

害来对付八月事件。——第４４２页。

２２７ 引自阿伦特的诗篇“狂欢之歌”。——第４４３页。

０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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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 撒丁王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停战协定是在奥地利军队占领米兰之后，于

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签订的。原订的停战期限（６个星期）后来被延长了；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２日协定被废除后，又开始了军事行动，但不久以后撒丁

军队就被击溃，查理 阿尔伯特退位，新任国王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于

３月２６日又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第４４５页。

２２９ 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至３０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案，是比

利时国王列奥波特政府为了镇压民主主义者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借

口是由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９日同守卫在距法

国国境不远的里斯康土村附近的部队发生冲突。——第４４７页。

２３０ 科伦当局不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问题引起了科伦民主主义者的

愤慨。科伦民主协会曾派代表请求地方当局取消对马克思的警察措施

（见本卷第５８２—５８３页）。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尔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

日批准了区行政机关的决议作为对马克思的申诉的答复。接着，普鲁士

政府就利用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这一点，把他当作“违反外人居留

法”的人驱逐出普鲁士国境。驱逐马克思和迫害其他编辑便成了“新莱

茵报”停刊的原因。——第４５１页。

２３１ 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议员的提案——要求

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陆军大臣施莱根

施坦违反议会的决议，没有发布这项命令。为此施泰因在国民议会９月

７日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提案；提案表决结果，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

内阁被迫辞职；继任的普富尔内阁终于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颁布了这

项命令，但语气比较和缓，而且只是一纸空文。——第４６０页。

２３２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九章。——第４６３页。

２３３ “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ｄｅｔ》）是挪威的报纸，１８１９年在克利斯提阿纳

（奥斯陆）创刊；在１９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曾是所谓“人民党”的机关

报。——第４６５页。

２３４ 关于维登布鲁赫的照会见注释１３４。——第４６７页。

２３５ 这几篇连载文章的第二、第三、第四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标题

是“危机”。——第４６９页。

１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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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６ 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６日法国国王颁布了废除出版自由、解散议会、修改选举

法并减少１ ４选民的敕令。查理十世政府的这些非常措施引起了１８３０

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法国路易 菲力普王朝被推翻。——第４７３页。

２３７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

为普鲁士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９月７日的决议（见本卷第４６０—４６１页）破

坏了“君主立宪的原则”，他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种行

动。——第４７４页。

２３８ 指１７８９年７月９日至１７９１年９月３０日的法国制宪议会。——第４７６

页。

２３９ 这句话和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对大臣们请求辞

职的答复相似：国王同意辞职的理由，同时建议大臣们在新内阁成立以

前仍然执行自己的职务。——第４７９页。

２４０ “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

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ｒ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

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１７８５年起用这

一名称在柏林出版。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

办报方针。——第４７９页。

２４１ “施本纳报”（《Ｓｐ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以该

报出版者施本纳得名，１７４０年至１８７４年在柏林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该报遵循的是君主立宪的办报方针。——第４７９页。

２４２ 这是克伦威尔于１６５３年４月２０日在驱散长期议会的娄罗时说的

话。——第４８２页。

２４３ 这几篇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没有标题，因为它是在“新莱茵报”的附页上

发表的，附页中没有所刊载的文章的篇名。——第４８５页。

２４４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称民主共和派为煽动者

２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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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üｈｌｅｒ），而民主共和派则称自己的敌人为抱怨派（Ｈｅｕｌｅｒ）。——第

４９０页。

２４５ 被科伦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吓得魂不附体的当局，“为了保护个人和财

产”，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宣布戒严。卫戍司令部发布命令，禁止一切

旨在追求“政治和社会目的”的结社活动，禁止集会，解散市民自卫团

并令其交出武器，建立军事法庭，“新莱茵报”以及其他许多民主报纸

被禁止出版。——第４９２页。

２４６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Ｎｅｕｅ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Ｂüｒｇｅｒ，

ＢａｕｅｒｎｕｎｄＳｏｌｄａｔｅｎ》）是德国的革命民主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由弗·

安内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伦出版。报纸的任务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

在城乡劳动者及军队中进行宣传。——第４９２页。

２４７ 指“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ｓｚｕＫｏｌｎ》），

１８４８年４—１０月出版，１８４８年７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７—９月

由约·莫尔主编。这家报纸报道了科伦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

联合会的活动。——第４９２页。

２４８ “莱茵守卫者”（《ＤｅｒＷａｃｈｔｅｒａｍＲｈｅｉｎ》）是德国的民主报纸，由卡

·克拉麦尔主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科伦出版。除其他材料外，报纸还

发表了关于科伦民主协会会议的报道。——第４９２页。

２４９ 由于维也纳爆发了人民起义，奥国皇帝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７日逃奔奥里

缪茨（奥罗木茨）。奥地利帝国国会中的大部分捷克议员（捷克民族自

由党党员）也由维也纳逃往布拉格。——第４９４页。

２５０ 海涅“汤豪森”第三章。——第４９４页。

２５１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斯特尔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９日的会议上要求政府

解除科伦的戒严和追查科伦警备司令部的非法行动。——第４９６页。

２５２ 科伦的一些具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者（施图普、阿蒙等）在１８４８年１０

月２日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呈文说，似乎得到莱茵省议员博尔夏特

和吉尔支持的德斯特尔的关于解除科伦戒严的建议，“没有反映市民们

的情绪和观点”。——第４９６页。

３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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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盟员安·哥特沙克于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创立的。联合会起初约有会员３００人，到５月初就增

至５０００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由

各种职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伦工人联合

会会刊”，而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起是“自由、博爱、劳动”报。联合

会在城市中有许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莫尔于７月６日当选为主

席，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科伦９月事件发生前，由于有被捕的危

险，不得不逃往国外。由于工人的要求，马克思于１０月１６日暂代联合

会主席职务。２月２８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到１８４９年５月

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内克、沙佩尔、莫尔、列

斯纳、严森、勒泽尔、诺特荣克、贝多尔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

工人联合会在初期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

务的意义，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间接选举的宗

派策略，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词句非常左

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代表工人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请愿书，只

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支持染有手工业者偏见的落后工人的许多

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策略路线的许多会员的反对。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在

６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１８４８年秋天起，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

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联合会的会员在科伦郊区组织了民主

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散发革命文献，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

求”（见注释１）。联合会同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工人联合会保

持有紧密的联系。

１８４８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随者展开了旨在分裂科伦工人联合

会的激烈的斗争。从１８４９年１月起，他们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

动”报上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

谤。但是，这个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的支持。

为了巩固联合会，马克思、沙佩尔和其他领导人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

改组了联合会。２月２５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

４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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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４月间，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

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讨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

劳动与资本”。

工人们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的动摇政策的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

能在１８４９年春实际提出关于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因此，马

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４月１６

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民主联合会总会，加入以莱比锡为中

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

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

科伦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自从“新莱茵

报”停刊和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伦后，该

会就日益失去政治的性质而逐渐变成了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

４９７页。

２５４ 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弗兰格尔将军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向部队发布了一

项命令，内称普鲁士军阀打算公开取消革命的成果。命令指示要保障

“社会安宁”，恫吓“违法分子”，并号召士兵团结在军官和国王的周

围。——第４９７页。

２５５ 引自“科伦街垒”一文，该文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３０日“科伦日报”第

２６８号上。——第４９８页。

２５６ 见注释１４４。——第４９８页。

２５７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三幕第二场。——第５００页。

２５８ 梯也尔的这部著作于１８４８年９—１０月在“立宪主义者报”（《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ｎｅｌ》）上发表，后来这部著作于１８４８年在巴黎以“财产论”（《Ｄｅ

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的名称出版单行本。——第５０１页。

２５９ “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是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３１

年在布鲁塞尔创刊；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

５０１页。

５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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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 克·约·亚·马蒂约·德·东巴尔“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农业、农

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１８２４—１８３７年巴黎版（Ｃ．Ｊ．Ａ．Ｍａｔｈ

ｉｅｕｄｅ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Ａｎｎａｌｅ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ｄｅＲｏｖｉｌｌｅ，ｏｕｍéｌａｎｇｅｓｄ’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ｒｕｒａｌｅｅｔｄｅ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４—

１８３７）。——第５０４页。

２６１ 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是根据１８１９年德意志各邦卡尔斯巴德代表会

议的决议成立的，目的是调查“蛊惑家的阴谋”，即镇压德意志各邦的

反政府运动。美因兹委员会（它的委员由德意志各邦政府任命）不受联

邦议会的约束，有权在德意志各邦直接（ｉｍｍｅｄｉａｔ）进行审讯或逮

捕。——第５０６页。

２６２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９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议会

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侮辱国民议会议员或中

央政权机关官员的人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议会多数派和帝国

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镇压人民群众的措施之一。——第

５０７页。

２６３ 见注释１６０。——第５０７页。

２６４ １８４８年９月，土耳其军队为了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在沙皇政府的支持

下占领了瓦拉基亚。他们在布加勒斯特屠杀居民。土耳其政府专员傅阿

德 埃芬蒂发表了一项文告，宣布要建立“合法的秩序”和“消灭革命

的一切痕迹”。——第５０７页。

２６５ 见查·戴韦南特匿名出版的著作“论如何保证一国在贸易平衡中的有

利地位”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２３、５０页（《ＡｎＥｓｓａｙ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ａＰｅｏｐｌｅＧａｉ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Ｌｏｎ

ｄｏｎ，１６９９，ｐｐ．２３，５０）。——第５１１页。

２６６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二章。——第５１５页。

２６７ “米兰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ａｄｉＭｉｌａｎｏ》）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１８１６年创刊，

１８７５年停刊，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是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当局的官方

机关报。——第５２４页。

６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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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

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

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

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１８４８年４

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

队歼灭。——第５２５页。

２６９ “德意志人民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民主的报纸，１８４８年４

月在曼海姆出版，主编是弗吕贝尔和佩尔茨，司徒卢威、黑克尔、卢格等人

也参加了编辑工作。４月１７日该报中登载了一篇巴黎通讯，其中声明

德国共产主义者对海尔维格的举动持否定态度。——第５２５页。

２７０ 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到３０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

会。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德斯特尔、

赖辛巴赫、赫克扎梅尔）。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宪法原则的问题，并通

过了“人权宣言”。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博伊斯特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

演说（见注释１）。可是，各种不同成分的代表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发生

了争论和分歧。代表大会不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

争，而局限于制定毫无结果的和矛盾百出的决议。——第５２７页。

２７１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５３５页。

２７２ 暗指勃律盖曼过去的政治活动。由于他参加了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以及１８３２

年在汉巴赫大典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注释１５７。——译

者注）发表了捍卫出版自由的演说，曾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改

为无期徒刑。勃律盖曼在１８４０年大赦时被释放。——第５３６页。

２７３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１８２０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

夫）创立的德文报纸，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奉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方

针。——第５３６页。

２７４ 斯拉夫菩提树是１８４８年４月底成立的捷克国民协会。布拉格协会的领

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沙法里克，加乌奇）的手中，他们在

布拉格起义之后转入反革命阵营，而在各省分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要

是捷克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第５３７页。

７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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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 施因德汉斯（Ｓｃｈｉｎｄｅｒｈａｎｎｅｓ）即屠夫汉斯，是德国强盗约翰 毕克列尔

的绰号，生于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这里指的是文迪施格雷茨。——

第５３７页。

２７６ 这里指的是“新莱茵报”驻维也纳记者捷列林格的报道，这篇报道载于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该报第１２７号上。——第５４０页。

２７７ 弗·恩格斯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是按照手稿译出的，手稿没

有写完。在恩格斯写这篇随笔以前，曾发生下列事件：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

日，在科伦曾实行戒严，并下令逮捕“新莱茵报”的几个编辑，其中也

有恩格斯（见本卷第６００页）。恩格斯流亡到比利时，但是布鲁塞尔的

警察当局把他逮捕了，并在１０月４日把他驱逐出比利时。１０月５日，

恩格斯到达巴黎，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就步行到瑞士。经过日内瓦和洛

桑，约于１１月９日到达伯尔尼，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恩格斯在日内

瓦开始写旅途随笔，在手稿中，最初的标题是“从巴黎到日内瓦”。

从附在手稿上的路线图中的人种名称的记载和漫画可以推测到：

恩格斯中断随笔的写作工作，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的请求，开始写“匈

牙利的斗争”这篇文章。——第５４９页。

２７８ “进军曲”（《Ｃｈａｎｔｄｕｄéｐａｒｔ》）是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

革命歌曲，后来受到法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

“为祖国牺牲”（《Ｍｏｕｒｉｒｐｏｕｒ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是法国爱国歌曲中的叠

句，在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第５５２页。

２７９ 韦伯的歌剧“欧里安特”，海尔敏娜·冯·谢奇作词；第一幕第二

场。——第５５５页。

２８０ “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上附有两张恩格斯亲笔画的关于他所经过的

路线的草图。这两张草图画的是恩格斯从奥克萨里（法国）到勒 洛克

尔（瑞士）的行程的一部分。

在第一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尖括弧是恩格斯的删除号，方括弧

是手稿中不大准确的地方的符号）：

（１）从奥克萨里到沙龙的行程及其记号：

《奥克萨里——圣勃里——威尔曼顿——庞特 奥 阿鲁耶特——柳西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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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布阿——阿瓦伦——〈卢弗勒〉——索耳尧〈向第戎的方向〉——尚

波〔尚波，在手稿中是尚托〕——卢弗勒——向第戎的方向——阿尔涅

勒 杜克——沙托（长长的村庄）——在这里我去过邮局——煤矿——

旅店饭馆——美丽的河谷，葡萄酒——同上——珊安伊——沙龙》。

（２）从博佛尔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记号：

《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庞 杜 利臧〔庞 杜 利

臧，在手稿中是庞 迪松〕——圣克劳第——拉缪尔〔拉缪尔，在手稿中

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费尔涅——萨科涅——日内瓦》。

此外，在这一张草图上还有几张插图，其中有穿匈牙利制服的骑士

的形象。在这里能区别出人种名称的记载：

捷 克 人

摩 拉 瓦 人

斯洛伐克人

克罗地亚人

伊利里亚人

斯 罗 文 人

塞尔维亚人

波斯尼亚人

保加利亚人

波 兰 人

卢 西 人

  在第二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

（１）从奥克萨里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记号：

《奥克萨里——圣勃里——威尔曼顿——庞特 奥 阿鲁耶特——柳西

勒 布阿—— 阿瓦伦——〈卢弗勒〉—— 索耳尧—— 阿尔涅 勒 杜克

——长长的村庄——伊弗里——拉坎什——珊安伊——沙龙——圣马

尔谢耳——鲁安——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两

座山——庞 杜 利臧〔庞 杜 利臧，在手稿中是庞 迪松〕——圣克劳第

——拉缪尔〔拉缪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日

内瓦》。

（２）从穆阿兰到圣克劳第的行程及其记号：

《穆阿兰—— 磨粉厂—— 庞 杜 利臧〔庞 杜 利臧，在手稿中是庞 迪

松〕——圣克劳第》。

（３）从日内瓦到勒 洛克尔及其记号：

《日内瓦——贝尔维宫——科彼——尼翁——罗耳——奥邦——莫尔

日—— 科索涅—— 拉 萨腊—— 奥尔勃—— 伊韦尔登—— 圣克卢阿

——弗廖尔耶——特腊韦尔——勒 庞——勒 洛克尔》。——见第５６４

页和５６５页之间的插图。

９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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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 恩格斯改写的歌德的“宣战”一诗中的一节。——第５７０页。

２８２ “告全体德国工人书”是从巴黎来美因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特派员、同

盟中央委员瓦劳和盟员克路斯起草的。１８４８年４月８日马克思和恩格

斯赴科伦途中在美因兹停留下来，他们在那里与当地的共产主义者讨

论了今后的行动计划。——第５７５页。

２８３ 科伦早在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

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安内克和哥特沙克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员，其

中大部分人都处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１８４８年４月初科

伦组织增加了一批从国外回到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从发表

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伦后不久，就和哥特沙克发

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个文件是由毕尔格尔斯和莫尔以科伦组织的

领导人的身分签署的；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

分出席了会议。——第５７７页。

２８４ 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３—１４日在科伦召

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伦三民主团体

中央委员会（见注释２８５）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大会的决定

使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

大到威斯特伐里亚。大会通过了必须在工厂工人中和农民中进行工作

的决议。——第５８０页。

２８５ 根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６

月底成立了由科伦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

合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召开之前一直暂行区域委员会的职务。——第５８０页。

２８６ 这个决议是科伦民主协会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

这次会议由马克思担任主席（见本卷第５８２页）。——第５８４页。

２８７ 五十人委员会是１８４８年４月由临时国会选出的，其中大多数人是资产

阶级自由派分子。它在４月６日的“告德国人民书”中号召德国人民“协

助波兰人重建祖国”。——第５８４页。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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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８ 格·维尔特曾经以施纳普汉斯基骑士为题在一系列小品文中嘲笑著名

的反动分子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

平事迹”刊载在１８４８年８—９月、１２月和１８４９年１月的“新莱茵报”上，

文章没有署名。——第５８９页。

２８９ 选入科伦安全委员会的还有“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

弗、德朗克和毕尔格尔斯，以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沙佩尔和莫

尔。——第５９１页。

２９０ 关于市民联合会见注释５４。——第５９２页。

２９１ １８４８年８年９月１１日，驻扎在科伦的第二十七团士兵和科伦居民发生冲

突；市民自卫团中拥护民主的一部分人支持科伦居民。——第５９３页。

１５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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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１月）

１８４８

３月下半月—４月初 由于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在巴黎的以马克思为首的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三四百名德国工人

个别回德国去，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３月２１日左右 恩格斯由布鲁塞尔到巴黎，立即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是未到巴黎来以前就被选入中

央委员会的。

３月２１至２９日之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中的政治

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文件以传单的

形式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德国的工人。

３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回德国。他们在寄回德国的信里

谈到了他们打算出版革命的大型日报。

３月底—４月５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反对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

险计划，他们企图依靠武装的德意志军团把共和制输

入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通知

他们在德国和法国的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卡

贝，请求他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刊登

在他的“人民报”上。这个声明强调指出：在巴黎，和同

盟有关的只有一个组织即德国工人俱乐部，共产主义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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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盟和海尔维格及伯恩施太德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

协会毫无共同之处。在声明上署名的有卡·马克思、卡

·沙佩尔、亨·鲍威尔、弗·恩格斯、约·莫尔和威·

沃尔弗。

在马克思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倡议下，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在美因兹建立了工人教育协会，并以该

会的名义向德国全体工人呼吁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组

织工人联合会。

４月６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４月８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逗留在美因兹，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讨论今后组织和联合工人联合会的任务。

４月１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伦，立即准备出版大型的政治

日报。

４月１１日以后 科伦市政委员会答应马克思的请求，给予他在科伦居

住的权利。

４月上半月 马克思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代表

（德朗克、威·沃尔弗、沙佩尔等）分赴德国各城市组织

新的同盟支部和公开的工人协会。

４月１５日左右 为了给报纸募集股份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恩

格斯前往巴门、爱北斐特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

４月下半月 恩格斯进行“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翻译工作。

４月２４日左右 “新莱茵报”的出版广告问世。

４月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马克思所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

说全文在布鲁塞尔付印。由于马克思忙于准备出版“新

莱茵报”的工作，不能继续整理原稿，该文遂停止付印。

４月—５月 马克思与德国各城市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３５６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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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朗克、波尔恩、艾韦贝克、沙佩尔等）通信讨论同盟

各支部的活动情况以及报纸股份的认购情况。

５月６日 为了和恩格斯讨论“新莱茵报”的出版问题和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活动问题，马克思和维尔特一起到爱北斐特

去住了几天。

５月１１日 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参加

同盟科伦支部的会议，讨论哥特沙克对同盟的态度问

题。

５月中旬 马克思通过维尔特把“新莱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通知

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社会辩论报”的编辑若特兰，并且

提议在两报之间建立经常的联系。

５月２０日 恩格斯从巴门回到科伦，同马克思一起积极准备出版

“新莱茵报”。

５月２０日以后 由于德国政治局势的恶化和反动势力的抬头，马克思

和恩格斯决定提前出版“新莱茵报”，原定７月１日出

版，改为６月１日开始出版。

５月底 马克思写信给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的

编辑，报道“新莱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并且谈到该报

编辑部准备捍卫意大利人民的自由与民族独立。马克

思建议彼此经常交换报纸和消息。马克思的这封信发

表在６月２９日的“黎明报”上。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派赴德国各城市的代表报

道，同盟各支部的组织很薄弱，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

定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民主运动，构成这个运动的左

翼，即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一翼。他们参加了科伦民主

协会，并建议他们的支持者除了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

动外，还须积极地参加民主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

结论：应当把“新莱茵报”作为传达同盟的总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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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德国宣传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武器。

６月１日 “新莱茵报”创刊号问世，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报

上登载了“‘新莱茵报’编辑部的话”和弗·恩格斯的文

章：“法兰克福议会”和“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６月 “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选择材料、建立通讯网以及报

纸出版的其他工作都由马克思一手办理。因此该报的

社论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

６月初 由于发表了弗·恩格斯针对德国国民议会怯懦的妥协

政策所写的文章“法兰克福议会”，“新莱茵报”的相当

多的资产阶级股东都不再支持该报。

６月２日—３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文章，发表在６

月３日和４日的“新莱茵报”上。

６月５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论什列斯维希 霍尔

施坦战争的文章“战争的喜剧”。

６月６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柏林的妥协辩论”的文章，发表在６

月７日的“新莱茵报”上。以后，恩格斯在一系列的文章

中又对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作了系统的评论，并且

对该会的活动进行了批评。

６月７日 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这篇

社论和以后发表在“新莱茵报”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都坚决主张必须通过革命来统一德国，认

为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

６月８日 恩格斯写“对波兰的重新瓜分”一文，发表在６月９日

的“新莱茵报”上。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的许多

文章里，热烈地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指

出，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的德国的不可缺少的

条件。

６月１３日—１４日 恩格斯写“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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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在６月１４日到１７日的“新莱茵报”上。

６月１７日 恩格斯写“布拉格起义”一文，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该文发表在６月

１８日的“新莱茵报”上。

６月１９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袭击柏林军械库的文章，题为“６

月１７日的妥协会议”。文章着重指出了人民武装的意

义，认为它是革命胜利的条件。该文发表在６月２０日

的“新莱茵报”上。

６月２０日 恩格斯写“在波兹南的新政策”一文，发表在６月２１日

的“新莱茵报”上。

６月２３日左右 科伦民主协会委员会派马克思参加科伦各民主组织的

代表会议，商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民主协会的

合并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来的。

６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

会的第一件事迹”一文，批评议会对意大利革命所采取

的政策。

６月２４日 马克思参加科伦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

及工人业主联合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会议。委员会

通过决议，认为必须建立科伦各民主团体的中央委员

会，其职能相当于区域委员会；同时责成委员会在各组

织之间进行经常的联系并准备在科伦召开莱茵省民主

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

６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论布拉格起义的文章

“起义的民主性质”。

６月２５日—７月１日 由于巴黎的六月起义，恩格斯写了一系列阐明巴黎无

产阶级第一次阶级战斗的进程的文章，发表在６月２６

日到７月２日的“新莱茵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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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六月革命”一文，发表在６月２９日的“新莱

茵报”上。在该报发表了坚决地捍卫起义的巴黎工人的

言论后，剩下的大部分股东都停止支持“新莱茵报”。

６月底—８月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普鲁士国民议会关于废除

封建义务的法案的讨论，在“新莱茵报”发表一系列的

社论（“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

案”、“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为农民辩护，对德

国资产阶级背叛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和拒绝实行德

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即完全废除农村中的封建

关系的行为给予无情的批判。

７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约·莫尔（他从７月６日就任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和卡·沙佩尔给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更大的影响，对

哥特沙克宗派主义政策的拥护者进行顽强的斗争。

７月２日 恩格斯写“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揭露德国资产阶级

继续执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政策，

并拟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该文发表在７

月３日的“新莱茵报”上。

７月６日 马克思写“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发表在７

月７日的“新莱茵报”上。

由于７月５日的“新莱茵报”发表了“逮捕”一文，

预审推事传讯了马克思。马克思和负责发行人（经理）

科尔夫被控侮辱了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和宪兵。在传

讯终结后在该报编辑部进行了搜查。由于搜查中查出

了该文的一份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材料和马克思拒绝

指出该文的作者，便成了不仅传讯该报负责发行人科

尔夫，而且也传讯马克思、恩格斯和德朗克的借口。

７月７日和９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关于柏林的政府危机的文章“办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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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和“内阁危机”，发表在７月９日和１０日的“新莱茵

报”上。

７月１０日 马克思写“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发表在７

月１１日的“新莱茵报”上。

７月１４日 恩格斯在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批评

柏林的国民议会。他建议大会委托国民议会左翼领导

人之一德斯特尔反对限制军官的结社权利。

７月１７日—２４日 恩格斯写“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发

表在７月１８至２５日的“新莱茵报”上。

７月２１日 马克思出席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会上选举参加

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马

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为民主协会的代表。会上魏特林

发表演说，叙述了他对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任务

的混乱的宗派主义的看法。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改在下次会议发表。

７月２１日—２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的一系列社论中批评市

民自卫团法案。

７月２２日 “新莱茵报”刊载了弗·恩格斯的“和丹麦的休战”一

文。预审推事就“逮捕”一文再度传讯马克思。

７月２６日和３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批评强制公债法案。

７月３１日 恩格斯写“‘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一文，发表在８月

１日的“新莱茵报”上。

８月３日 “新莱茵报”发表“俄国的照会”的社论，揭露俄国沙皇

制度的反动的对外政策。

马克思接到区行政机关的通知，拒绝给予他普鲁

士公民权，因而今后和过去一样，普鲁士政府将把马克

思当作外国人看待。

预审推事传讯恩格斯作证，企图查出“逮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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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

８月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大会

继续讨论魏特林的发言。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魏特林

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开来的论点，指出社会利益

和政治利益是密切联系的，并揭露了魏特林对德国革

命的民主任务的无知。恩格斯通知大会，普鲁士政府拒

绝给予马克思公民权，因此马克思有被驱逐出境的危

险。

马克思和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

通知莱茵省所有的民主团体，要它们派代表出席８月

１３日在科伦召开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

会。通知发表在８月５日的“新莱茵报”上。

８月６日 马克思写“‘模范国家’比利时”一文，发表在８月７日

的“新莱茵报”上。

８月７日—９月６日 恩格斯写“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的一系列文

章。这些文章发表在８月９日到９月７日的“新莱茵

报”上。

８月１１日 科伦民主协会召开全体大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大会

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抗议书，反对把波兹南

并入德意志联邦。大会还讨论了普鲁士政府拒绝给予

马克思公民权的问题。马克思揭露了政府对他采取这

种措施的真正原因。恩格斯举出了警察迫害民主运动

领袖（包括沙佩尔）的新材料。大会选举了一个代表团，

委托他们要求科伦当局取消对马克思和沙佩尔所采取

的警察措施。

８月１３日—１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在科伦举行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

第一届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１７个民主团体的代

表。大会批准了早已选出的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

委员会的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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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着重

地指出了莱茵省人民群众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的

憎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必须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中进

行工作，在乡村中建立组织并且和这些组织保持经常

的联系。

８月２２日 马克思向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尔申诉，要求取消区

行政机关的非法决定，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

８月２３日—９月１１日
左右

为了巩固和各民主团体以及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促使

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进

行更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到柏林和维也纳去，同时也希

望为“新莱茵报”筹集经费。

８月２５日—２６日 马克思在柏林。

８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科伦日报’论意大利”和“‘阅报室’报论莱

茵省”两文，发表在８月２７日的“新莱茵报”上。

８月２７日 马克思到达维也纳。

８月２８日 马克思参加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会议，会上讨论维也纳

８月２３日巷战后的形势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演说中着

重指出，维也纳事件的实质不在于内阁的更迭，而是象

巴黎六月的战斗一样，在于它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的阶级斗争。

８月２８日—９月６日 马克思在维也纳停留期间会晤了各民主团体和工人组

织的领导人。特别是他和奥地利国会的德国捷克党团

的领导人鲍洛施讨论了奥地利的民族问题以及捷克工

人与德国工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同时也就“新莱

茵报”的经费问题进行了谈判。

８月３０日 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个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

论述了西欧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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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日 恩格斯写“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这篇为１７个

被判处死刑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辩护的文章发表在９

月３日的“新莱茵报”上。

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个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做关于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长篇报告。

９月４日 预审推事再次传讯恩格斯；但是他已经不是作为证人

被传讯，而是作为“新莱茵报”“逮捕”一文案件的同案

人被传讯。

９月７日 科伦民主协会和“新莱茵报”编辑部在练马场召开群众

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数千人。大会通过致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书，要求取消普鲁士政府和丹麦缔结的休战协定

和致普鲁士国民议会书，抗议反民主的市民自卫团法

案。

９月７日—１０日左右 由于普鲁士政治局势的尖锐化，马克思决定提前返回

科伦。他路过柏林时停留下来和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继

续商谈，并且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马克思和波

兰民主主义者商量资助“新莱茵报”的问题。根据这次

商谈弗·科斯策尔斯基于９月１８日寄给马克思２０００

塔勒。

９月８日 恩格斯写“办事内阁的垮台”一文，发表在９月１０日的

“新莱茵报”上。

９月８日和１０日 “新莱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和丹麦的休战”和“丹

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两篇文章。

至迟９月１０日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在科伦印成传单，立即在

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

９月１１日左右 马克思回到科伦。

９月１１日 恩格斯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组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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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否可能以及法国国家工厂失败的原因的详细报

告。

９月１１日—１５日 马克思在９月１２到１６日的“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几篇

连载的文章“危机和反革命”里，阐述了一个最重要的

原理：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应该是人民的革命专政，

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反革命的坚决回击和消灭旧

制度的残余。

９月１１日—２５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在群

众中进行了巨大的解释工作和组织工作，竭力动员人

民起来反对猖獗的反革命势力。

９月１２日 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尔答复马克思的申述，认为科

伦当局拒绝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决定是合法

的。

９月１３日 “新莱茵报”编辑部、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科

伦弗兰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６０００

人。

大会根据威·沃尔弗的提议（恩格斯支持这个提

议），选举了由３０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

斯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致

柏林议会书，要求议会的议员在政府企图解散议会、甚

至在使用武力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也应该坚守自己的

岗位。

９月１７日 恩格斯参加由科伦各民主团体发起的在沃林根（在科

伦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８０００人。

恩格斯被选为大会的书记。大会赞成建立社会民主的

红色共和国，宣布承认科伦安全委员会，并根据恩格斯

的提议，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书，要求国民议会

在普鲁士和德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站在德国方面。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马克思参加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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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宣布９月２４日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

主主义者第二届代表大会。

９月１９日—２０日 恩格斯写“休战协定的批准”和“法兰克福起义”两文，

发表在９月２０日和２１日的“新莱茵报”上。

９月２０日 由于法兰克福议会批准和丹麦的休战，由于法兰克福

的起义，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在科

伦埃塞尔大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声援法兰

克福起义者的决议，并且宣布同意批准休战的法兰克

福议会的议员为人民的叛徒。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

说，斥责法兰克福议会的可耻的决议，并且报道了法兰

克福起义的经过。

９月２３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９月２０日群众大会的决议，并且把

这个决议印成传单在全城散发。

９月２５日 科伦检察机关对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

起诉讼，控告他们在科伦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阴谋反

对现行制度。

帝国司法大臣命令科伦检察机关对安全委员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民主协会、工

人联合会提起诉讼，同时对“新莱茵报”发行科也提起

诉讼，因为该报散发了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０日科伦群众大

会的决议。

９月２５日晨 马克思去参加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第二届民主主义

者代表大会会议；由于警察在清晨挑衅地逮捕了科伦

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领导人（沙佩尔、贝克尔等），会

议未能举行。

９月２５日上午 马克思出席了在旧市场“友谊之家”饭店召开的工人联

合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劝告到会的工人不要理睬警

察的挑衅，并向他们解释武装起义的时机还未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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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发动会成为一种冒险的行动，它将使工人阶级在

决战的前夜丧失战斗力。

９月２５日下午３时 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埃塞尔大厅举行的民主协会和

工人联合会联席会议上警告到会的人要防止过早的发

动。

９月２６日 科伦戒严。警备司令部命令“新莱茵报”和其他的一些

民主派报纸停止出版。

９月２６日以后 恩格斯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离开科伦。恩格斯在巴

门隐藏几天后就到布鲁塞尔去。

９月２８日 “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以一种特殊的传单形式通知

订户该报停刊，并且相信短期内即将恢复出版。

９月３０日 “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宣布科伦的戒严即将解除，

该报自１０月５日起复刊。

９月底—１０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新莱茵报”的复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克服

了报纸因被封而引起的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

为了偿付债款和维持报纸的开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

的现金。

１０月１日 科伦检察机关控告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

他编辑在报上发表匿名的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

基的生平事迹”（是格·维尔特写的）并且怀疑１８４８年

９月２０日科伦群众大会的决议是他们草拟的。

１０月３日 由于科伦的戒严业已解除，“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

科尔夫发了一个特别的通知，宣布该报即将复刊，并且

号召订阅第四季度的报纸。

国家检察官下令采取措施搜捕恩格斯。命令上还

开列了恩格斯的特征。

１０月３日以后 马克思建议弗莱里格拉特加入“新莱茵报”编辑部，弗

莱里格拉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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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４日左右 恩格斯和德朗克（他也是从科伦逃出来的）一起到达布

鲁塞尔。

１０月４日 布鲁塞尔警察逮捕恩格斯和德朗克，把他们解到监狱，

以后又押送到法国边界，他们前往巴黎。

１０月５日 恩格斯和德朗克到达巴黎。

１０月１０日左右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后，就徒步到瑞士去，打算一

有机会即回科伦。途中恩格斯和法国的农民进行了交

谈，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

１０月１２日左右 科伦工人联合会派代表去见马克思，要求他领导联合

会。

１０月１２日 “新莱茵报”第１１４号，即科伦戒严解除后的第一号出

版。在报纸总编辑马克思署名的通知中指出，编辑部的

人员增加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报纸刊载了卡·

马克思的文章“维也纳革命”。

马克思写“科伦革命”一文，发表在１０月１３日的

“新莱茵报”上。

１０月１３日 马克思写“普富尔内阁”和“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

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两篇文章，发表在１０月

１４日的“新莱茵报”上。

１０月下半月—１１月
初

马克思对维也纳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反革命的斗

初争给以很高的评价，他给“新莱茵报”写了一系列关

于维也纳起义经过的文章。

１０月１６日 马克思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同意

暂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马克思在会上发表了演

说，论述了德国工人的革命作用，特别是在维也纳起义

时所起的革命作用。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向

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敬的信。

１０月１８日 马克思写“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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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 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两篇文章，发表

在１０月１９日和２０日的“新莱茵报”上。

１０月２２日 “新莱茵报”发表马克思的“‘改革报’论六月起义”、“英

法在意大利的调停”和“模范的立宪国家”３篇文章。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批准马克思为联合会主

席。马克思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论德国现行的间接选举

制。大会选举博伊斯特为出席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

会的代表。博伊斯特在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坚

持了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基础的纲领。

１０月２４日左右 恩格斯到达日内瓦。

１０月２６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日内瓦的恩格斯，告诉他“新莱茵报”复

刊的消息，并要求他给报纸寄通讯和文章来。

１０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科伦检察机关迫害“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文

章，题为“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该文发

表在１０月２９日的“新莱茵报”上。

１０月底—１１月 恩格斯写“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旅途随笔。这篇随笔未

写完。

１１月初 恩格斯在日内瓦逗留了几天后，就前往洛桑。他在那里

和洛桑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１１月２日 马克思写“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和“民主主义者

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两篇文章。在后面一篇文章里

他批评这个文件空洞而不彻底。这两篇文章发表在１１

月３日的“新莱茵报”上。

１１月６日 马克思写“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发表在１１月

７日的“新莱茵报”上。

马克思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报道了维

也纳陷落的消息，他着重指出，奥地利军队之所以能占

领该城，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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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德尔（Ｗａｎｄｅｒ）——德国牧师，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同，属于左派。

——第２５１页。

万根海姆（Ｗ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ｍ）—— 普鲁士官

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３２１页。

土伊斯豪斯（Ｔüｓｈａｕｓ）——普鲁士官吏，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

右派。——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卫尔，巴托洛缪斯·约瑟夫（Ｗｅｙｌｌ，Ｂａｒ

ｔｈｏｌｏｍａｕｓＪｏｓｅｐｈ）—— 德国法学家，

１８４８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会员和科伦公

安委员会委员，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

代表大会（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代表。——第

５９６页。

四  画

巴罗，奥迪 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ｍ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

派的首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１０

月领导依靠反革命君主派集团的内阁。

——第４８４页。

巴兰，费里克斯（Ｂａｌｌｉｎ，Ｆｅｌｉｘ约生于１８０２

年）——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会员，里斯康土案的被告之

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３０年徒刑；

１８５４年被释放。——第４４８、４４９页。

巴魏，沙尔·维克多（Ｂａｖ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Ｖｉｃ

ｔｏｒ１８０１—１８７５）——比利时法官；１８４４

年起任布鲁塞尔总检察官。——第２０４、

４４８页。

巴尔策，威廉·爱德华（Ｂａｌｔｚ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８１４—１８８７）—— 德国传教

士，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３０２页。

巴亚尔，比埃尔（Ｂａｙ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约１４７５—

１５２４）——法国骑士，同代人称颂他是

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大无畏而又无

可责难的骑士”。——第１９８、４１５页。

巴巴罗萨——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

萨。

巴斯蒂德，茹尔（Ｂａｓｔｉ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０—

１８７９）——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

的编辑之一（１８３６—１８４６）；曾任外交部

长（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２月）。——第１４４、

４２７、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页。

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Ｂａｓｓｅｒ

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１１—１８５５）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

自由主义者，巴登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

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１６、２６５、

３４９、４９８、５２６页。

比尔克（Ｂｉｒｋ）——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９

月起在科伦执行区督察员的职务。——

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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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３６页。

比德曼，卡尔（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９０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后来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２６５、

３４９页。

比克西奥，雅克·亚历山大（Ｂｉｘｉｏ，Ｊａｃ

ｑｕｅ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０８—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国民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的副

主席，１８４９年是立法议会的议员。——

第１４５页。

韦伯，卡尔·马利阿（Ｗｅｂｅｒ，ＫａｒｌＭａｒｉａ

１７８６—１８２６）——杰出的德国作曲家。

——第５５５页。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Ｗｅｌｄｅｎ，

Ｆｒａｎｚ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２—１８５３）——男爵，

奥地利将军，１８４８年向革命的意大利进

军的参加者；在镇压了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起

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１８４９年４月—

５月指挥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

队。——第１１４、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０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

Ｋ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９）——德国法

学家，自由派政论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第４６７页。

韦尔哈根，比埃尔·德奥多（Ｖｅｒｈａｅｇｅｎ，

Ｐｉｅｒｒｅ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０—１８６２）——比利

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

——第３７０页。

丰克（Ｆｕｎｋ）——德国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是科伦民主协会的会员。——第１８９

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雅

各宾党人的右派领袖。——第２６５页。

巴涅尔，洛朗·安都昂（Ｐａｇｎｅｒｒｅ，Ｌａｕ

ｒｅｎｔ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０５—１８５４）——法国出

版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

制宪议会的议员。——第４０３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在３０—６０年代曾多次

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原则

著称。——第１６２页。

毛克勒，保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奥 伊 根 （Ｍａｕｃｌｅｒ，Ｐａｕ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ｕｇｅｎ１７８３—１８５９）——维尔

腾堡反动的国家活动家，１８１８年起任司

法大臣，后来是秘密会议的主席

（１８３１—１８４８年４月）。——第２６８、２６９

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 威廉 斐迪南（Ｈｅｒ

ｚｏｇｖｏｎ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３５—１８０６）。—— 第１７７

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Ｗｉｎｄｉｓｃｈ

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１７８７—１８６２）——公爵，奥

地利元帅，１８４８年指挥镇压布拉格和维

也纳的起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率领奥地利

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９４—９６、

１２７、１２８、１４１、２９９、３４８、５０７、５２９、５３６、

５３７、５４０、５４２、６０５页。

五  画

卡姆（Ｃｈａｍ１８１９—１８７９）——著名的法国

漫画家，幽默的“喧声报”的固定撰稿

人。——第５５页。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Ｃａｒｎｏｔ，Ｌａ

ｚａｒ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８０１—１８８８）—— 法国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

８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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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的教育

部长，制宪议会的议员。——第１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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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页。

卡洛斯，唐（Ｃａｒｌｏｓ，Ｄ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５５）——

西班牙王位的僭望者，１８３３年至１８４０

年在西班牙进行内战，目的是要夺取王

位，恢复封建僧侣集团的无限权力。

——第１７７、３４６、４１７页。

卡尼茨，奥古斯特（Ｋａｎｉｔｚ，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８３—

１８５２）——伯爵，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８年５

月—６月是康普豪森内阁的陆军大臣。

——第７３、１００页。

卡克尔，约翰·威廉（Ｋａｌ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书

记。——第１９２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者；侵占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

二月革命以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以在

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从１８４８年５

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

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任执行机关的

首领（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２月）。—— 第

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５、１５３、１６１—１６３、１７１—

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４２６、４２９、４４５、

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９、４９４、４９６、５１３、５１６、５５２、

５５５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Ｃａｔｉ

ｌｉｎａ，ＬｕｃｉｕｓＳｅｒｇｉｕｓ公元前约１０８—

６２）——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

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２６１

页。

瓦劳，卡尔（Ｗａｌｌａｕ，Ｋａｒｌ１８２３—１８７７）

——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１８４８年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因

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是美因兹市

长。——第５７５页。

瓦拉赫（Ｗａｌｌａｃｈ）——普鲁士官吏，勃罗

姆堡（贝德哥什）区督察员。——第３９９

页。

瓦赫特尔（Ｗａｃｈｔｅｒ）——德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公安委员会

委员。——第５９６、６０１页。

瓦尔拉夫（Ｗａｌｌｒａｆ）——德国民主主义者。

——第５９６页。

瓦德涅尔，维克多（Ｖａｌｄｅｎａｉｒｅ，Ｖｉｃｔｏｒ卒

于１８５９年）——普鲁士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左派。——第９７、９８、３３８、３３９

页。

瓦尔莫登，卡尔（Ｗａｌｌｍｏｄｅｎ，Ｋａｒｌ１７９２—

１８８３）——伯爵，奥地利将军，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曾参加镇压捷克和匈牙利的革

命运动。——第１２７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Ｆｒａｎｚ Ｌｅｏ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主席和左派领

导人之一；后为进步主义者。——第

１８６、２６３、２６４、４６２、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２、

４７８页。

瓦克斯穆特，弗兰茨·鲁道夫（Ｗａｃｈｓ

ｍｕｔｈ，ＦｒａｎｚＲｕｄｏｌｆ生于１８１０年）——

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

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３０６

页。

瓦滕斯累本，亚历山大（Ｗａｒｔｅｎｓｌｅｂｅ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生于１８０７年）——伯爵，普

鲁士地主，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９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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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４０９、

４１０页。

布斯曼（Ｂｕβｍａｎｎ）——波兹南地主，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２０６、２０７、３４０页。

布里尔（Ｂｒｉｌｌ）——德国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

派。——第２０６、２０７、３４０页。

布莱梅（Ｂｒｅｈｍｅｒ）——德国教师，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７９页。

布累特（Ｂｒｅｄｔ）——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后来属于中间派。——第３４１页。

布洛姆，安东（Ｂｌｏｅｍ，Ａｎｔｏｎ１８１４—１８８５）

——德国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

会的议员，属于左采，后来属于中间派。

——第５６、２２１页。

布莱特，约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１８８９）

——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

人之一；从６０年代末起为自由派政党

的领袖之一；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职

务。——第１６０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吏，政论家；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左翼；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支持

俾斯麦。——第３２０、３２２页。

布兰克，约瑟夫·博纳维达（Ｂｌａｎｋ，Ｊｏ

ｓｅｐｈＢｏｎａｖｉｔａ１７４０—１８２７）—— 德国

天主教牧师；维尔茨堡大学自然科

学的教授；专研动物学。——第３７１、

３７２页。

布莱阿，让·巴蒂斯特·菲德尔（Ｂｒéａ，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Ｆｉｄèｌｅ１７９０—１８４８）——

法国将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的六

月起义，为起义者枪决。——第１４５

页。

布莱桑，路德维希 （Ｂｌｅｓｓｏ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０—１８６１）——德国军事著作家，反

动分子，１８４８年６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

司令。——第４３页。

布伦坦诺，罗仑兹（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ｏｒｅｎｚ

１８１３—１８９１）——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

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 普法尔茨起

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国。

——第４１４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公元前约８５—

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乌

斯·凯撒的贵族共和国密谋的发起人

之一。——第２６１、５２６页。

布里兹倍恩，阿伯特（“新莱茵报”上是：

亨利）（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０）

——美国记者，傅立叶派。——第５９６

页。

布洛多夫斯基，亚历山大（Ｂｒｏｄｏｗｓｋｉ，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７９４—１８６５）——波兰地主，

１８４８年是波兹南民族委员会委员和普

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第３１８页。

弗伦肯（Ｆｒｅｎｃｋｅｎ）——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２２９页。

弗恩巴赫（Ｆｅｒｎｂａｃｈ）——德国大学生，民

主主义者。——第１８９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Ｆｒｏｂｅｌ，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５—１８９３）——德国政论家和进步著

作的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后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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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第５８７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Ｗｒａｎ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ｒｎｓｔ

１７８４—１８７７）——将军，普鲁士反动军阀

的主要代表之一；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参加柏林

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

第２０７、２９２、４９７、５０７、５２９页。

弗洛特韦尔，爱德华·亨利希（Ｆｌｏｔｔｗｅｌｌ，

Ｅｄｕａｒｄ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６—１８６５）——普鲁

士的贵族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财政大

臣（１８４４—１８４６），波兹南的总督，后为

威斯特伐里亚的总督；１８４８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３９８、３９９、４１４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开

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

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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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４４０、４９３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

——第２９７、３７５、３７６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２０—１６８８）—— 勃兰登堡选帝侯

（１６４０—１６８８）。——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王

（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３８６、３８７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７２、３７８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４６、４７４、５０９、

５１０、５８４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约１１２３—１１９０）——１１５２

年起是德国国王，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

皇帝（１１５５—１１９０），曾不止一次地远征

意大利，企图兼并意大利。——第４３９

页。

弗里德里希 克利斯提安 奥古斯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２９—

１８８０）——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公

爵。——第２０９页。

弗兰契斯科第五（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１８１９—

１８７５）——摩地那公爵（１８４６—１８５９）。

——第４３６页。

皮格萨（Ｐｉｅｇｓａ）——波兰教师，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第２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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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１８４６），在自

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

——第３１２、３３４、３３５页。

皮勒斯多夫，弗兰茨（Ｐｉｌｌｅｒｓｄｏｒｆ，Ｆｒａｎｚ

１７８６—１８６２）——男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１８４８年任首相（５月—７月）。——

第１２７页。

加格恩，亨利希（Ｇａｇｅｒ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８０）——男爵，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的议员和主席，属于中间派右

翼；曾任帝国首相（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

年３月）。——第２５８、４００、４１４、４６７、

４８２、４８３、５０７页。

加格恩，马克西米利安（Ｇａｇｅｒｎ，Ｍａｘｉｍｉ

ｌｉｅｎ１８１０—１８８９）——男爵，德国官吏，

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员；亨利希·加格恩之弟。——第

４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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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内龙，奥古斯特·伊波利特（Ｇａｎｎｅ

ｒ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７９２—１８４７）

——法国工业家，银行家，资产阶级政

治活动家。——第１３３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１８６６年以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

第４１９、４２１—４３０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

１０９、２０７、３４４—３４８、４０７、５４２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

阶级领袖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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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４、３５、５１、５２、

５６—５８、６５、７２、８４、８８、８９、１１６、１１７、

１２０、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２、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９、

２２０、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３、２４０—２４６、２５１、２５４、

２５７、２７０—２７２、２８１、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４、

３０７—３１７、３２１、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１、３４８、３５０、

３５１、３７０、３８８、４３３、４４３、４６２、４６８、４６９、

４７２、４９０、４９７、５００、５１０、５９２页。

东巴尔，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

·马蒂约·德（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ｅ１７７７—

１８４３）——法国著名的农学家。——第

５０４页。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新闻记者；１８４８年巴登

起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

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离开德国；站

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５２１、

５２５页。

六  画

安内克，玛蒂尔达·弗兰契斯卡（Ａｎｎｅ

ｋｅ，Ｍａｔｈｉｌｄｅ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１８１７—１８８４）

——德国女作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为

民主报刊撰稿；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的

妻子。——第１９０、１９１、５８６页。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Ａｎｎｅ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８—１８７２）——普鲁士的炮兵军官；

１８４６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

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１８４６年

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新科

伦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革命军

中校；后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方的一

边。——第１８９—１９２、２０２、５７８、５７９、

５８６、５９１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

（ＢｕｇｅａｕｄｄｅｌａＰｉｃｏｎｎｅｒｉｅ，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４—１８４９）——法国元帅；七

月王朝时期的下议院议员，奥尔良党

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阿尔卑斯山部队

的总司令，立法议会议员。——第１６３

页。

毕尔格尔，哥特弗利德·奥古斯特（Ｂüｒ

ｇｅｒ，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４７—１７９４）

——德国著名诗人。——第４１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ｕ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政论家，“莱

茵报”的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

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盟员，“新

莱茵报”编辑之一；从１８５０年起为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科伦共

产党人审判案（１８５２）中被判处六年徒

刑；后成为自由党人。——第１３、５７７、

５８３、５９１、６００页。

达奈（Ｄａｎ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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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３６３页。

达梅姆，爱德华·阿道夫（Ｄａｍｅｓｍｅ，Ｅ

ｄｏｕａｒｄ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７—１８４８）——法国将

军，反动分子，在镇压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

时指挥别动队。——第１４４、１４５、１７１

页。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Ｄａｈｌ

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８５１８６０）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第２６５、４５８页。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Ｄ’Ａｓ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ｉｎ１７８９—１８５０）——男爵，奥地利将

军，曾参加镇压意大利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第４３５页。

米格尔，唐（ＭｉｇｕｅｌＤｏｍ１８０２—１８６６）

——葡萄牙国王（１８２８—１８３４）。——第

１７７、３４６页。

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Ｍｉｌｄｅ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０５—１８６１）——西里西亚的

大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之一；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内阁

的商业大臣（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月），普鲁

士国民议会的主席，属于右派。——第

３１、２１９、２４３、２８１、２９３、３４１、３４８、４４３、

４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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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２６５页。

米特迈尔，卡尔（Ｍｉｔｔｅｒｍａｉｅｒ，Ｋａｒｌ１７８７—

１８６７）——德国法学家，温和的自由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第２９４

页。

米努托利，尤利乌斯（Ｍｉｎｕｔｏｌｉ，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５—１８６０）——普鲁士官吏和外交

家；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是柏林警察总监。

——第４２、４３页。

列文（Ｌｅｖｅｎ）——德国民主主义者。——

第５９６页。

列曼·奥尔拉，彼得·马丁（ＬｅｈｍａｎｎＯｒ

ｌａ，Ｐｅｔ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１０—１８７０）——丹麦

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

者，“祖国报”编辑（１８３９—１８４２），１８４８

年是不管部部长。——第２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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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波

兰起义，为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

员会委员。——第３９０、３９５、４０３、４０４、

４２４页。

列奥波特一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０—１８６５）

——比利时国王（１８３１—１８６５）。——第

３６７、３７０、４４８、４４９、５１８页。

多尔内斯，奥古斯特（Ｄｏｒｎè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９—１８４８）——法国政论家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１４５

页。

多布尔霍夫，安东（Ｄｏｂｌｈｏｆｆ，Ａｎｔｏｎ

１８００—１８７２）——男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商

业大臣（５月）和内政大臣（７月—９

月）。——第５８７页。

吉尔，乌尔利希·弗兰茨（Ｋｙｌｌ，Ｕｌｒｉｃｈ

Ｆｒａｎｚ）——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出席普鲁士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后来是进

步主义者。——第４９６页。

吉尔克（Ｇｉｅｒｋｅ）——普鲁士官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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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奥尔斯瓦特 汉

泽曼内阁的农业大臣（１８４８年６月—９

月）。——第３２６—３３１、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４

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约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

摇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２８４页。

亚尼舍夫斯基，杨·赫利佐斯托姆（Ｊａｎｉｓ

ｚｅｗｓｋｉ，Ｊｏｈｎ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１８１８—１８９１）

——波兰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５页。

伊曼特，彼得（Ｉｍａｎｄｔ，Ｐｅｔｅｒ）——德国

教师，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后来是政治流亡者；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的支持者。——

第５９６页。

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Ｙｐｓｉｌａｎｔｉ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１７９２—１８２８）——希腊民族解放

运动的活动家，莫尔达维亚１８２１年起

义的组织者，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

被捕，一直监禁到１８２７年。——第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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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页。

齐茨，弗兰茨（Ｚｉｔｚ，Ｆｒａｎｚ１８０３—１８７７）

——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收

后流亡美国。——第１５页。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Ｅｉｓｅｎｍａｎｎ，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１７９５—１８６７）——德国政论家，医

生；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

第２６５页。

考尼茨，温采尔·安东（Ｋａｕｎｉｔｚ，Ｗｅｎｚｅｌ

Ａｎｔｏｎ１７１１—１７９４）——公爵，奥地利

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所谓文明的专制

制度的拥护者；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第９５页。

西蒙斯，路德维希 （Ｓｉｍｏｎｓ，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３—１８７０）——德国法学家，反动分

子；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后来担任司法大臣（１８４９—

１８６０）。——第２２９、２９６、３３８、３３９页。

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Ｍａｒ

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公元前２３４—１４９）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贵族特权

的维护者；公元前１８４年被选为监察

官，他监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

第３０５、３４１页。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Ｔｈｏｒｖａｌｄｓｅｎ，

Ｂｅｒｔｅｌ１７６８—１８４４）——著名的丹麦雕

刻家。——第２３页。

七  画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Ｂｅｄｅａｕ，Ｍａｒｉ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３）——法国将军

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温

和的共和主义者。——第１４５页。

贝克尔，尼古劳斯（Ｂｅｃｋ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ｕｓ

１８０９—１８４５）——德国小资产阶级诗

人。——第１６３页。

贝克尔，费里克斯（Ｂｅｃｋｅｒ，Ｆｅｌｉｘ）——

法国诗人和革命家，曾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

年的波兰起义；１８４８年２—３月在巴黎

发起组织比利时军团。——第４４９页。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８５）——德国法

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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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

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编辑（１８４９年

５月—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

的被告之一（１８５２）；后来成为民族自由

主义者。——第４９７、５８０、５９１、５９６页。

贝恩施（Ｂｅｈｎｓｃ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１９８、

２０７、２４２、２５４—２５６页。

贝塞尔（Ｂｅｓｓｅｒ）——普鲁士官吏，自由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中间派。——第２５２—２５４页。

贝尔格，菲力浦（Ｂｅｒｇ，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１５—

１８６６）——普鲁士天主教牧师，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２０５、２１３、２９３—２９６、４６２页。

贝伦兹，尤利乌斯（Ｂｅｒｅｎｄｓ，Ｊｕｌｉｕｓ生于

１８１７年）——柏林一印刷厂厂主，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７１、

７５—７７、７９、８０、８３、８５、８７、１０４、１８６、

２５７页。

贝凯拉特，海尔曼（Ｂｅｃｋｅｒａｔｈ，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０１—１８７０）——德国银行家，莱茵省

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１８４８年８

月—９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

第４６９、４７４、４７８、５９２页。

贝泽勒尔，威廉·哈特维希（Ｂｅｓｅｌｅｒ，

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ａｒｔｗｉｇ１８０６—１８８４）——什

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资产 阶级政

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什列斯维希 霍

尔施坦临时政府的首脑，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２９２页。

杜蒙，约瑟夫（Ｄｕｍｏｎ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１—

１８６１）——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温

和自由主义者；从１８３１年起是“科伦日

报”的发行人。——第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

１６３、４３８、４９６、５３６页。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Ｄｕ

ｆａｕｒｅ，ＪｕｌｅｓＡｒｍａｎｄ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１７９８—

１８８１）——法国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奥尔良党人；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

的议员，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２月为卡芬雅

克政府的内政部长。——第１８０页。

杜沙特尔，沙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６３—

１８６７）——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曾

任内政部长（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２

月）。——第３４、５８、１１６、１１７、２１８、

２４４、２４５、２７０、４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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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财政大臣。——第３２页。

杜维维耶，弗兰西阿德·弗略吕斯（Ｄｕｖｉ

ｖ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ａｄｅＦｌｅｕｒｕｓ１７９４—１８４８）

——法国将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的

六月起义。——第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０、１７３

页。

杜维尔努阿，亨利希·古斯达夫（Ｄｕｖｅｒ

ｎｏｙ，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０２—１８９０）——

维尔腾堡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自由派

内阁的内政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

２６８页。

沃尔弗（Ｗｏｌｆｆ）——德国官吏，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

翼。——第２１４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

教师，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

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囚于普鲁士

的监狱中；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布鲁塞尔共

５７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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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从１８４８年３月

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与战友。

——第５、１３、５８２、５９１、５９６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布鲁塞

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离

开德国；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

时支持马克思；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

——第１３页。

沃尔弗斯（Ｗｏｌｆｅｒｓ）——德国资产阶级新

闻记者，原籍比利时，１８４８年是“科伦

日报”撰稿人和编委；后来成了波拿巴

主义者的奸细。——第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６、

３３２、３３３、５３６页。

里茨（Ｒｉｔｚ）——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５５、５６、１８５、２０７、３３９页。

里德尔，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约翰

（Ｒｉｅｄｅｌ，Ａｄｏｌ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９—

１８７２）——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８７页。

里廷豪森，摩里茨（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

莱茵报”撰稿人，科伦民主协会会员；第

一国际的成员，后来（１８８４年前）是德

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５８２、５８３

页。

克劳泽（Ｋｒａｕｓ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第２４０页。

克劳特，威廉（Ｃｌｏｕｔｈ，Ｗｉｌｈｅｌｍ）——科

伦一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从１８４８

年６月１日至８月２７日在该厂印刷。

——第２３０页。

克路斯，阿道夫（Ｃｌｕβ，Ａｄｏｌｐｈ卒于１８８９

年后）——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４８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

会的书记，１８４９年流亡美国；在５０年

代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通信，为德国、

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民主报纸撰稿。——

第５７５、５７６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的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是英格兰、苏

格兰和爱尔兰的摄政大臣。——第８１、

２６５、４８２页。

克雷门斯，弗里德里希·雅科布（Ｃｌｅ

ｍｅｎ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１８１５—１８６２）

——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１８４８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４１３

页。

利奥，亨利希 （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

端反动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的辩护

人，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

——第４０５页。

利济斯基（Ｌｉｓｉｅｃｋｉ）——波兹南的普鲁士

官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左派。——第３３９页。

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Ｌｉｃｈｎｏｗｓｋｉ，Ｆｅ

ｌｉｘ１８１４—１８４８）——公爵，普鲁士军

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右派；在１８４８年９月法兰克福

起义期间为人民所杀。——第３４８—

３４９、４０９、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７、４１８、

５３８、５８９页。

佐美尔，约翰·弗里德里希·约瑟夫

（Ｓｏｍｍ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Ｊｏｓｅｐｈ

６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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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７９３—１８５６）——普鲁士法学家和政治

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右派。——第２１４页。佐尔

姆斯 利希，路德维希（ＳｏｌｍｓＬｉ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０５—１８８０）——公爵，普鲁士地

主，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莱茵省省议

会主席（１８３７—１８４５），后来是１８４７年

第一届联合议会主席。——第３２页。

李奇（Ｒｉｃｃｉ）——撒丁王国的外交官，驻

法国大使。——第５１５页。

李希特尔，卡尔（Ｒｉｃｈｔ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０４—

１８６９）——德国牧师，神学教授；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

派。——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希登哈根（Ｈｉｌｄｅｎｈａｇｅｎ）——德国牧师，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中间派左翼。——第３４０页。

希尔什菲尔德，亚历山大·阿道夫（Ｈｉｒｓ

ｃｈｆｅｌ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７８７—１８５８）

——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８年极端残酷地

镇压波兹南起义。——第２３２、３４８页。

严森，约翰·约瑟夫（Ｊａｎｓ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５—１８４９）——德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之

一，哥特沙克的支持者；因参加１８４９年

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第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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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

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９月

２５日至１１月１５日被监禁在狱中；和马

克思、施奈德尔第二等同为１８４９年２

月８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

的被告；１８４９年２—５月是科伦工人联

合会的主席；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

分裂时期是伦敦的“左”倾宗派集团的

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又和马克思接近；第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５、４３２、

４３３、４９７、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３、５９５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４３４页。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ｕｓ，Ｌｕｃ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ｕｓ公元前

５世纪）——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根

据传说他是朴实和刚毅的化身。——第

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２页。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 罗宾斯坦 艾贝

斯道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ＸＸＩＩＲｅｕｓＬｏｂｅｎ

ｓｔｅｉｎＥｂｅｒｓｄｏｒｆ１７９７—１８５３）——德意

志一小邦弟系罗伊斯的大公（１８２２—

１８４８）。——第２６０页。

八  画

采什科夫斯基，奥古斯特（Ｃｉｅｓｚｋｏｗｓｋｉ，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４—１８９４）——波兰哲学家

和经济学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

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２６０、２６１

页。

阿蒙（Ａｍｍｏｎ）——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

任杜塞尔多夫检察官。——第５２６页。

阿朔夫（Ａｓｃｈｏｆｆ）——普鲁士将军，柏林

卫戍司令；１８４８年４月—５月任柏林市

民自卫团指挥官。——第４２、４３页。

阿梯拉（Ａｔｔｉｌａ卒于４５３年）——匈奴领袖

（４３３—４５３）。——第４３６页。

阿贝尔，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

（Ｈé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ＰｉｅｒｒｅＡｌｅｘｉｓ１７９９—

１８８７）——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

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３４—

１８４８）；１８４１年起是王国法庭的总检察

长，曾任司法大臣（１８４７年—１８４８年２

７７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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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２０４页。

阿尔宁 劳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Ａｒ

ｎｉｍＳｕｃｋｏｗ，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９８—１８６１）——男爵，普鲁士国家活

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６月１９日）。

——第４９、５０、７３页。

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Ａｒｎｄｔ，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德国作家，历

史学家，语言学家；曾积极参加德国人

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受民族

主义的束缚；主张君主立宪；１８４８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右翼。——第４１８页。

阿贝格，布鲁诺·埃尔哈特（Ａｂｅｇｇ，Ｂｒｕ

ｎｏＥｒｈａｒｄ１８０３—１８４８）——普鲁士官

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阿伦茨，埃基迪乌斯·鲁道夫·尼古劳斯

（Ａｒｎｔｚ，Ａｅｇｉｄｉｕｓ Ｒｕｄｏｌｆ Ｎｉｃｏｌａｕｓ

１８１２—１８８４）——德国法学家和政论

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２２９页。

阿尔宁 博伊岑堡，阿道夫·亨利希（Ａｒ

ｎｉｍＢｏｉｔｚｅｎｂｕｒｇ， Ａｄｏｌｆ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０３—１８６８）——伯爵，普鲁士国家活

动家，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和首相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９日—２９日）。——第

２３０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约２８７—

２１２）——古希腊的伟大数学家和机械

学家。——第３２９页。

阿基比阿德（Ａｌｃｉｂｉａｄｅｓ〔 ιβιαδηｓ〕约在

纪元前４５１—４０４）——雅典政治活动家

和统帅。——第５５０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ｖｉ

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代意大

利最杰出的诗人，“疯狂的罗兰”的作

者。——第４０２、４０９页。

阿布拉莫维奇，伊格纳策（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ｃｚ，

Ｉｇｎａｚ１７９３—１８６７）——波兰军官，

１８４４年起任华沙警察局长。——第３４４

页。

拉沃，弗兰茨（Ｒａｖ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０—

１８５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伦

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代表，属于中

间派左翼；瑞士的帝国委员，１８４９年６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委

员，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离开德

国。——第１５、１７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和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莱茵

省的民主运动；６０年代初倾向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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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

——第５９６页。

拉图尔，泰奥多尔 （Ｌａｔｏｕ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８０—１８４８）——伯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１８４８年是陆

军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为维也纳起义者

所杀。——第５３８、５４０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ｅ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父，政论家，基

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１６５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４０年代是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

８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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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实际上的首脑。——第１３５、１３８、１５３、

４２８、４４７、５１６、５１７、５３２页。

拉登堡，阿达尔贝特（Ｌａｄ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ａｌ

ｂｅｒｔ１７９８—１８５５）——普鲁士反动官

僚的代表之一，曾任文化、教育和卫

生事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第２０４

页。

拉马克，马克西米利 安（Ｌａｍａｒｑｕ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７０—１８３２）——法国将军

，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自由主

义反对派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第

１６８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Ｒａｄｏｗ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

动家，宫庭奸党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的领

导人之一。——第３４８、４０９—４１１、４２５、

４５９、４６９、４７１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

军队，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镇压意大利

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９５、１１４、

１４１、１４４、４２５、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０、

４４５、５０７、５２４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Ｒａｓｐａｉ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９４—１８７８）——卓越的法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接近

革命无产阶级；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

的参加者；制宪议会的议员。——第１６７

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Ｌａｍｏｒｉｃｉèｒ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ＬｏｕｉｓＬｅｏｎ

１８０６—１８６５）——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积极参加镇压六月起义，后来是卡芬

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６月—１２月），制

宪议会的议员。——第１３３、１４４、１４５、

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５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ＬａＲｏｃｈｅｊａｑｕｅｌｅｉｎ，ＨｅｎｒｉＡｕｇｕｓｔｅ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５—１８６７）——侯爵，法国政

治活动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导人

之一，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后来

是第二帝国的参议员。——第１４７、１５６、

１６５、３５７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

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２２７、４２６、４２９页。

罗伊特（Ｒｅｕｔｅｒ，大约卒于１８６０年）——

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

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５４、５５、

５８、５９、２１４、２２３页。

罗泰克，卡尔 （Ｒｏｔｔｅｃｋ，Ｋａｒｌ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第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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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任内政大臣。—— 第

２０４、５１９页。

罗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Ｒｏｃｈｏｗ，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２—１８４７）——反动的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普鲁

士的内政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４２）。——第

３２页。

罗生克兰茨，卡尔（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９）——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和文学史家。——第４０７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１８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

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领（１７９３—

９７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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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４）。——第１６２、１６４页。

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沙皇的

王朝（１６１３—１９１７）。——第３４３页。

帕耶，让·巴蒂斯特（Ｐａｙｅｒ，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８１８—１８６０）——法国学者，１８４８年是

制宪议会的议员。——第１６５页。

帕托夫，艾拉兹穆斯·罗伯持（Ｐａｔｏｗ，

Ｅｒａｓｍｕ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４—１８９０）—— 男

爵，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康

普豪森内阁的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

臣（１８４８年４—６月）。——第１１６、１２３、

１２４、１８３、３２８、３６１页。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

ｒｙＪｏｈｎ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

动家，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

起是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１８４１ 和 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 政 大 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帕里鸠斯，鲁道夫 （Ｐａｒｒｉｓｉｕｓ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１８—１９０５）——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左翼；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５４、

５５、５９、１８５、２４５、２４６、２９８页。

波勒（Ｐｏｈｌｅ）——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第２１７页。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 第

２１、３６、１００、５６１页。

波旁王朝——那不勒斯的王朝（１７３５—

１８０６和１８１４—１８６０）。——第２１—２４

页。

波克什夫尼茨基（Ｐｏｋｒｚｙｗｎｉｃｋｉ）——普鲁

士官吏，原籍波兰，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２１６

页。

图恩，列奥（Ｔｈｕｎ，Ｌｅｏ１８１１—１８８８）——

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原籍捷克，反

动分子，弗兰茨 约瑟夫的最亲近的顾

问之一，文化教育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６０）。

——第１２６—１２８页。

图尔恩 翁特 塔克西斯，卡尔·亚历山大

（ＴｈｕｒｎｕｎｄＴａｘｉｓ，Ｋａｒ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７０—１８２７）——德意志一邦的君主，

享有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组织邮政的世

袭特权。——第３８７页。

图尔克，列奥彼特（Ｔｕｒｃｋ，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７９７—

１８８７）——法国医生和政论家，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１９４８年是制宪议会的

议员。——第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５页。

佩罗，本扎曼·比埃尔（Ｐｅｒｒｏ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１—１８６５）—— 法国将军，

１８４８年曾参加镇压六月起义。——第

６６、１７５页。

佩尔曼，安东（Ｐｅｌｌｍａｎｎ，Ａｎｔｏｎ）——德

国法学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的议员。——第９０页。

佩尔茨，爱德华（Ｐｅｌｚ，Ｅｄｕａｒｄ）——德

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

人之一，“德意志人民报”和“工人总汇

报”的编辑。——第１６页。

弥勒（Ｍüｌｌｅｒ）——德国牧师，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第８１、８２、８５页。

弥勒（Ｍüｉｌｌｅｒ）——１８４８年是沃林根（在

莱茵省）工人联合会会员。——第５９６

页。

弥勒，弗里德里希（Ｍü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生

于１８１１年）——普鲁士官吏，科伦警察

厅长，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９０、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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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７页。

奈特（Ｎｅｔｈｅ）——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第３４０页。

奈克尔，雅克（Ｎｅｃｋ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在１８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数度被任命为财政总管，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企图进行某些

改革。——第３６、３１３页。

果登，阿道夫（Ｇｏｅｄｅｎ，Ａｄｏｌｆ）——波兹

南的德国医生，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３９５、

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３、４１５页。

劳麦，弗里德里希（Ｒａｕｍ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１—１８７３）——德国反动的历史学

家；１８４８年是帝国驻巴黎的使节，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４２７页。

法依，盖尔哈特（Ｆａｙ，Ｇｅｒｈａｒｄ）——德

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第９０页。

芬克，格奥尔格（Ｖｉｎｃｋｅ，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１—

１８７５）——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右派领导人之一。——第２１２、３２５、４６９、

４７１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６４

页。

肯普夫（Ｋａｍｐｆ）——德国教师，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左翼。——第３０２页。

迪尔施克（Ｄｉｅｒｓｃｈｋｅ）——普鲁士法官，

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左派。——第８３、１９５、１９６、３６０、３６１、

３６４、３６５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６

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

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１８世纪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制

的理论家。——第２２４、２２７、３０５、３７０、

４７４页。

林普勒尔，奥（Ｒｉｍｐｌｅｒ，Ｏ．）——普鲁士

退伍的炮兵军官，１８４８年７月起任柏林

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第５１０页。

屈韦 特 尔，弗 德 里 希 （Ｋüｈｌｗｅｔｔ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９—１８８２）——普鲁士资产

阶级国家活动家，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

内阁的内政大臣（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月）。

——第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９、

２１０、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８、２５５、２５６、２８１、

３２０—３２２、４５１、６０２页。

九  画

施米茨（Ｓｃｈｍｉｔｚ）——科伦工人。——第

６０１页。

施泰因，卡尔（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１７５７—１８３１）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１８０４—

１８０８年期间担任过一系列的高级职务，

曾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

放斗争；倡议在普鲁士进行不彻底的资

产阶级改革。——第３０６页。

施泰因，尤利乌斯（Ｓｔｅｉ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９）——西里西亚的教师，政论家，资

产阶级民主义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１０４、２６０、４６０、４６１、４９７、５１０、５２９页。

施梅林，安东（Ｓｃｈｍｅｒｌｉｎｇ，Ａｎｔｏｎ１８０５—

１８９３）——奥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１８４８年是帝国

内政大臣（７月—１２月），首相和外交大

臣（９月—１２月）。——第３４８、５０７页。

施图普，亨利希·约瑟夫（Ｓｔｕｐｐ，Ｈｅｉｎ

１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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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ｉｃｈＪｏｓｅｐｈ）——普鲁士官吏，教权派；１

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１０６—１０９、３３９、３７０页。

施米特，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弗兰茨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ｒｎ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ｒａｎｚ）——

德国牧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４１３、４１４

页。

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Ｍａｘｉ

ｍｉｌｉｅｎ１８０４—１８７２）——伯爵，普鲁士

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文化、教

育和卫生事务大臣（１８４８年３月—６

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后来成了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７３、８３、１００页。

施利希庭（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ｉｎｇ）——普鲁士军官。

——第１９５页。

施奈德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普鲁士官吏，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右派，后来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２５９—２６３、２７６页。

施瓦尔策，恩斯特（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Ｅｒｎ

ｓｔ１８０８—１８６０）——奥地利官吏和政论

家，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４８年７月—９

月）。——第５８７页。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Ｓｃｈｌｅｉｎｉｔｚ，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５）——伯爵，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４８

年６月，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８—１８６１）。

——第１１６、２３２页。

施略费尔，弗里德里希·威廉（Ｓｃｈｌｏｆｆｅ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０—１８７０）——西

里西亚的厂主，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第１６、４１４、５６７页。

施滕策尔，古斯达夫·阿道夫（Ｓｔｅｎｚｅｌ，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２—１８５４）——德国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的议员。——第３７２、３７４—

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８、

４０２页。

施万贝克，阿列克西斯（Ｓｃｈｗａｎｂｅｃｋ，

Ａｌｅｘｉｓ）——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科伦日报”编委。——第５３６页。

施莱根施坦，路德维希，罗特·冯（Ｓｃｈｒｅ

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ｕｄｗｉｇ，Ｒｏｔｈｖｏｎ１７８９—

１８５８）——男爵，普鲁士将军，封建贵

族的代表，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月是陆军大

臣。——第１９、１００、１１６、１８３、１９４、

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８、２１２、２５３—２５７、

３４８、４６１页。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Ｋａ

ｒｌ）——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新

莱茵报”案中的辩护人。和马克思、沙

佩尔一起同为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民主主

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的被告；科伦共

产党人审判案（１８５２）的辩护人。——

第９０、５８０、５８３页。

施泰因埃克尔，克利斯提安·卡尔·安东

·弗里德里希（Ｓｔｅｉｎａｃｋ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ｒｌ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１—１８５１）——

男爵，普鲁士将军，反动分子，１８４８年

是波兹南的要塞司令。——第９５、２３２

页。

施纳普汉斯基（Ｓｃｈｎａｐｐｈａｈｎｓｋｉ）——见

李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

施莱艾尔马赫尔，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ｌｅｉｅｒ

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６８—１８３４）——德

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士。

——第８７页。

科施，拉法埃尔·雅科布（Ｋｏｓｃｈ，Ｒａ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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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ｌＪａｃｏｂ１８０３—１８７２）——德国医生，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第４６２页。

科尔恩（Ｋｏｒｎ）——德国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柏林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第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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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２９３、３３５页。

科尔夫，海尔曼（Ｋ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

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于１８４７年被

革除军职；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是“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后流亡

美国。——第５２３、５７８、５７９、５８１、５８６、

５９０、５９９页。

科尔黛，夏绿蒂（Ｃｏｒｄａｙ，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１７６８—

１７９３）——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的反革命阴谋的参加者，杀害马

拉的凶手，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第１６３页。

科 采布，奥 古斯 特 （Ｋｏｔｚｅｈｕｅ，Ａｕ

ｇｕｓｔ１７６１—１８１９）——德国反动作家和

政论家。——第１６２页。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Ｃｏｌｏｍｂ，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７５—１８５４）——普

鲁士将军，反动分子，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是

波兹南的普鲁士军队司令。——第９５、

１１０、２３２、３４８、５２９页。

科克里尔，约翰（Ｃｏｃｋｅｒｉ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０—

１８４０）——英国工业家。——第３７４页。

科 西 迪 耶 尔，马 尔 克 （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èｒｅ，

Ｍａｒｃ１８０８—１８６１）——法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义者，１８３４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为巴黎警察局长，

制宪议会的议员，１８４８年６月流亡英

国。——第１８１、３３４、５５７页。

科布尔克家族（Ｃｏｂｕｒｇ）——德国的一个

公爵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

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

个家族有关系。——第１７８页。

勃丹，沙尔 （Ｂａｕｄ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４—

１８４５）——法国海军上将。——第２２、

２３页。

勃朗，路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１８１１—１８８２）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

学家，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和卢

森堡委员会的主席；站在和资产阶级妥

协的立场。——第３３４、５５０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维也纳

的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把

他杀害。——第１８、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１

页。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０—１８８７）——德国资产阶

级政论家，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５—１８５５年

为“科伦日报”主编。——第１５８、１６０、

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６、４４０、４９８、５３６页。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８２—１８５９）——奥地利大

公，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是德意

志帝国摄政王。——第２５５、４５５、４５７

页。

约丹，威廉 （Ｊｏｒｄａ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９—

１９０４）——德国资产阶级作家，１８４８年

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

派，在波兰问题辩论后转到中间派方

面。——第３９０、４０１—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３、

４２８、４３８页。

约纳斯，路德维希（Ｊｏｎａ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７—

１８５９）——德国神学家，柏林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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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右派。——第８７页。

洛埃（Ｌｏｅ）——男爵，普鲁士地主，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２２９页。

洛兰，伊波利特（Ｒｏｌｉｎ，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８０４—

１８８８）——比利时律师，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党首领，曾任公共工程大

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第３７０页。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ｈ

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经济学

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

想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是温和

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

会的中间派左翼领袖；后来宣传反动的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

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８６、１８７、２０４、２１３、３１８、

４６２、４６８、４６９页。

威纳尔，约翰·彼得（Ｗｅｒｎ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Ｐｅ

ｔｅｒ）——德国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第１８页。

威廉一世（１７９７—１８８８）——普鲁士王储，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９７１—１８８８）。——第６４、６６、１１２、４６９、

４９０、５００、５２９页。

品托，伊萨克（Ｐｉｎｔｏ，Ｉｓａａｃ１７１５—１７８７）

——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经济学家。

——第３０８、３１２、４６２页。

品德尔，尤利乌斯·海尔曼（Ｐｉｎｄｅｒ，Ｊｕ

ｌｉｕｓＨｅｒｍａｎｎ生于１８０５年）——普鲁

士官吏，温和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西

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２１２页。

济多夫，阿道夫（Ｓｙｄｏｗ，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０—

１８８２）——德国牧师和神学家；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８５、８６页。

济贝尔特（Ｓｉｅｂｅｒｔ）——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２４５

页。

查理 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１７９８—

１８４９）—— 撒丁国王（１８３１—１８４９）。

——第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５页。

查理 路易（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１７９９—１８８３）

——路加公爵（１８１５—１８４７），１８４７年

起是帕马公爵，１８４９年退位。——第２１

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Ｘ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法

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第１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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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页。

哈普雷希特，亨利希（Ｈａｒｐｐｒｅｃｈｔ，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卒于１８５９年）——维尔腾堡的律

师，反动官吏。——第２６８页。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Ｊｏｔｔｒａｎｄ，Ｌｕ

ｃｉｅｎＬéｏｐｏ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比利时

法学家和政论家，４０年代是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曾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的主席。——第４４８页。

耶拉契奇，约瑟夫 （Ｊｅｌｌａｃｉｃ，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１—１８５９）——伯爵，奥地利将军，克

罗地亚总督，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

地利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４９４、５０７、５１１、５２９、５３８、５４０、５４２页。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维奇

（ ，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３）——男爵，沙皇俄国前外交官，驻

柏林大使（１８３９—１８５０）。——第３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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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画

马拉，让·保尔（Ｍａｒａ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１７４３—

１７９３）——法国政论家，１８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派

的领袖之一。——第２６１页。

马提，卡尔（Ｍａｔｈｙ，Ｋａｒｌ１８０７—１８６８）

——巴登政论家，官吏和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右翼。——第２６９、３２３、３２４页。

马鲁，茹尔·爱德华（Ｍａｌｏｕ，ＪｕｌｅｓＥｄｏ

ｕａｒｄ１８１０—１８８６）——比利时的资产阶

级国家活动家，天主教派的拥护者，

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是财政大臣。——第５１９

页。

马利，亚历山大（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

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是卡芬雅克

政府的司法部长。——第１８０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５—７、９、４３２、４５１—

４５４、４９３、５２２、５２３、５２５、５７７—５８０、

５８２、５８３、５８６—５８８、５９０、６０２、６０４、

６０５页。

马 拉 斯 特，阿 尔 芒 （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

ｍａｎｄ１８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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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临

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第１３５、

１５３、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０、５５５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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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页。

马米阿尼，托伦西奥（ＭａｍｉａｎｉＴｏｒｅｎ

ｚｉｏ１７９９—１８８５）——伯爵，意大利诗人

和政论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

立宪制的拥护者，教皇领的内务大臣

（１８４８年５月—８月）——第４３４页。

海奈（Ｈｅｙｎｅ）——勃罗姆堡（在波兹南）

市市长，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

中间派左翼。——第２１６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４６、１１７、１８４、２０５、２０６、２２６、２４６、

２６７、２８１、３１５、３２６、３４１、４４１、４９４、

５１５页。

海姆佐特，亨利希（Ｈｅｉｍｓｏｅｔｈ，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科伦

律师。——第５２６页。

海 尔 维 格，格 奥 尔 格 （Ｈｅｒｗｅｇｈ，

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

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５２５

页。

海尔根汉，奥古斯特（Ｈｅｒｇｅｎｈａｈｎ，Ａｕ

ｇｕｓｔ１８０４—１８７４）——德国政治活动

家，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拿骚

的大臣，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中间派右翼。——第１７页。

埃塞尔，克利斯提安·约瑟夫（Ｅｓｓ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Ｊｏｓｅｐｈ约生于１８０９年）——

德国工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４９

年是“自由、博爱、劳动”的编辑。——

第１９２、５９６页。

埃塞伦，克利斯提安（Ｅｓｓｅｌｌ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８２３—１８５９）——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和政论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

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

报”的编辑；后流亡美国。——第１６页。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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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ｓｎ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激进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５０年代是

“新奥德报”的编辑之一。——第８３、８７、

１０４、１９６页。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

（Ｅｓｓ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

——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副主席，属于中间

派。——第５４、８７、１８５、１８６、２００页。

勒弗（Ｌｏｗ）——德国教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

间派右翼；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年是帝国国会

议员，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４３１页。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Ｒｏｓｅｒ，Ｐｅｔｅｒ

Ｇｏｒｈａｒｄｔ１８１４—１８６５）——德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

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审判

案（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后来倾向于拉

萨尔派。——第６０２、６０４页。

勒文宗，摩里茨（Ｌｏｗｉｎｓｏｎ，Ｍｏｒｉｔｚ）——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人民

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柏林第二届民主

代表大会代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第

１０１页。

勒文施坦（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德国民主主

义者，学者，东方学家；１８４８年是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主席，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

会代表（１８４８年６月）。——第１６页。

勒奥尼达斯（Ｌｅｏｎｉｄａｓ公元前约４８８—

４８０）——斯巴达国王；在希腊波斯战争

期间统率斯巴达人的队伍，在德摩比利

峡谷英勇地抗击波斯人。——第５５０

页。

格林，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

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

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

派。——第３７０页。

格莱夫（Ｇｒａｆｆ）——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第９８、３０２、３３９页。

格罗曼，卡尔·威廉·格奥尔格（Ｇｒｏｌ

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７—

１８４３）——普鲁士军官，参加过德国人

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１８０６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和夏恩

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的原则。

——第２５３页。

格雷贝尔（Ｇｒｅｂｅｌ）——普鲁士官吏，治

安法官，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左派。——第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５、

２５５页。

格拉博夫，威廉（Ｇｒａｂｏｗ，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２—

１８７４）——普楞茨劳市市长，温和的自

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

主席，属于右派。——第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８、３４１页。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

（Ｇｎｅｉｓｅｎａｕ，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ｎ

ｔｏｎ１７６０—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元帅

和军事政治活动家；在德国人民反对拿

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

用；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垮

后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

的原则。——第２５３页。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达夫（Ｇｒｉｅｓ

ｈｅｉｍ，Ｋ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８—１８５４）——普

鲁士军官，反动分子，１８４８年是陆军部

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代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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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０４、２０８、２０９页。

格拉德巴赫，安东（Ｇｌａｄｂａｃｈ，Ａｎｔｏｎ卒

于１８７３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缪尔海姆（在莱茵

省）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代表，属于

左派，曾任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

——第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３、２５６、

２５７、３４１、５８３页。

特雷拉，乌利斯（Ｔｒéｌａｔ，Ｕｌｙｓｓｅ１７９５—

１８７９）——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公

共工程部部长（１８４８年５月—６月）。

——第１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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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创始人之

一；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

斯；里斯康土案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后

改为３０年徒刑；１８４５年释放。——第

４４８、４４９页。

特雷斯科夫，海尔曼（Ｔｒｅｓｋｏｗ，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８—１９００）——普鲁士军官，１８４８年

和１８４９年曾参加反对丹麦的军事行

动。——第３８６页。

特雷斯科夫，西吉兹蒙特·奥托（Ｔｒｅｓ

Ｋｏｗ，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Ｏｔｔｏ）——德国商人，

１７９６年起在奥文斯克（波兹南）置有产

业。——第３７９、３８６页。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８１、１６２、

１７２、２５３、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１、３２５、３４３、

３４４、５６１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１８７３）—— 亲

王，拿破仑第一的外甥，第二共和国总

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１８５２—

１８７０）。——第５５５、５６３、５６６页。

夏扎尔，比埃尔·艾曼纽尔·费里克斯

（Ｃｈａｚａｌ，Ｐｉｅｒｒ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８—

１８９２）——男爵，比利时将军，１８３０年

革命的参加者，曾任陆军大臣（１８４７—

１８５０，１８５９—１８６６）；以前是在鲁塞尔的

呢绒商人。——第３７０页。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特（Ｓｃｈａｒｎｈｏｒｓｔ，

Ｇｏｒｈａｒｄ１７５５—１８１３）—— 普鲁士将

军；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为拿破仑打败

后任制订军事改革原则委员会的主席；

在１８１３年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起

了卓越的作用。——第２５３页。

伦辛（Ｌｅｎｓｉｎｇ生于１７８３年）——德国牧

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２２９页。

晏奇（Ｊｅｎｔｚｓｃ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３２１

页。

朔尔茨（Ｓｃｈｏｌｚ）——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唐茹瓦，让·弗朗斯瓦·波利尼斯（Ｄｅｎ

ｊｏｙ，Ｊｅａｎ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ｏｌｙｎｉｃｅ１８０９—

１８６０）——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

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后

为立法议会议员。——第５６７页。

倍尔利，卡尔·彼得（Ｂｅｒｌｙ，ＫａｒｌＰｅｔｅｒ１

７８１—１８４７）——德国新闻记者，“法兰

克福总邮报”编辑（１８２９—１８４７），七月

王朝时期的法国政府的密探。——第

５０６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

５、６、７、１３、５５２—５５８、５６３、５６５—５７１、

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３、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５、６００、

６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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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克，格奥尔格（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莱茵报”负责发行人之一，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４９、

５７、５８、８７、１０４、２００页。

翁鲁，汉斯·维克多（Ｕｎｒｕｈ，Ｈａｎｓ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６—１８８６）——普鲁士的工程师，资

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

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

的领导人之一，１０月起担任国民议会

的主席；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的政党的创

始人之一，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４６０—４６２页。

泰梅，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

（Ｔｅｍｍｅ，ＪｏｄｏｋｕｓＤｏｎａｔｕｓＨｕｂｅｒｔｕ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德国法学家，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４２、５７、

１０１、２５６页。

乌尔班（Ｕｒｂａｎ）——德国兽医；１８４８年

３月柏林街垒战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

６月１４日袭击军械库的参加者。——第

１０１页。

茨魏费尔（Ｚｗｅｉｆｆｅｌ）——普鲁士官吏，反

动分子，科伦的最高检察官，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９７、１９２、２０３、２２９、２３２、２３３、

５７８、５９０页。

纳茨梅尔（Ｎａｔｚｍｅｒ卒于１８９０年）——普

鲁士军官；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日指挥守卫

柏林军械库的部队，拒绝向人民射击；

被判处１５年徒刑，１８４９年逃走，参加

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

瑞士，后来到英国，１８５２年起又流亡到

奥地利。——第１０１—１０４页。

哥特沙克，安得列阿斯（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１５—１８４９）——德国医生，共产

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１８４８年４

月—６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

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

策略。——第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２、５７７、５９１、

６０２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２）——伯爵，沙皇俄国的国家活动

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１８１６—１８５６）。

——第３４２—３４８页。

十 一 画

梅策（Ｍａｔｚｅ）——德国教师，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第２０５、２１０、２４２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

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 首 相 （１８２１—

１８４８），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９５、４３６、４３９页。

梅维森，古斯达夫（Ｍｅｖｉｓｓｅｎ，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５—１８９９）——德国银行家，莱茵省

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

间派右翼。——第２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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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协会的各誉主席，里斯康土案的被

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３０年徒

刑；１８４９年９月被赦免。——第３７０、

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０页。

８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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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克尔（Ｍａｅｒｃｋｅｒ）——普鲁士的资产

阶级国家活动家，奥尔斯瓦特 汉泽曼

内阁的司法大臣（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月）。

——第２５１、２５２、３５１、４７６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

ｗ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

治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４６年波兹南起

义的准备工作；１８４８年的三月革命才

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１８４８年领导

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

的斗争；１８４９年在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

期间指挥革命军；在５０年代和波拿巴

主义者集团有联系；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

期间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起

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３９５、４２４

页。

莫尔，约瑟夫 （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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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月是科伦工人

联合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

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科伦九月事件后流

亡伦敦，改名后很快就回到德国，在德

国各地区进行宣传鼓动；１８４９年参加

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在牟尔克之战中

阵亡。——第５、４９７、５７７、５８０、５９５

页。

莫内克，爱德蒙（Ｍｏｎｅｃｋｅ，Ｅｄｍｕｎｄ）——

德国大学生，民主主义者。——第１８９

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４３３页。

莫尔特克，卡尔（Ｍｏｌｔｋｅ，Ｋａｒｌ１７９８—

１８６６）——伯爵，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

坦的国家活动家，丹麦反革命派的

首领，１８４８年９月起为什列斯维希 霍

尔施坦临时政府的主席。——第４５６、

４５７页。

莫伊泽巴赫（Ｍｅｕｓｅｂａｃｈ）——普鲁士官

吏，保守派，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

的议员，属于右派。——第５５页。

许采（Ｓｃｈüｔｚｅ）——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３４１页。

许金，列文（Ｓｃｈüｃｋｉｎｇ，Ｌｅｖｉｎ１８１４—

１８８３）——德国作家；１８４５—１８５２年是

“科伦日报”的撰稿人；曾写过大量的小

品文。——第４３８—４４１页。

许弗尔，约翰·海尔曼（Ｈüｆｆ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７８４—１８５５）——闵斯德市市

长，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

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

１８６—１８７页。

许泽尔，约翰·汉斯·古斯达夫·亨利希

（Ｈüｓ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ＨａｎｓＧｕｓｔａｖ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８２—１８５７）——普鲁士将军，反动军

阀的代表之一，１８４４—１８４９年是美因

兹的卫戍司令。——第１５、１７、１９、９５、

１４１页。

许岑多夫（Ｓｃｈüｔｚｅｎｄｏｒｆ）——德国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工人

业主联合会的会员。——第５８０页。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Ｇｅｉｇ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Ａｒｎｏｌｄ）——普鲁士警官，１８４８年

任预审推事，后为科伦警察厅长。——

第１９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５２、４５３、６０１页。

盖尔索济，约阿希姆·勒奈·泰奥菲尔

（Ｋｅｒｓａｕｓｉｅ，Ｊｏａｃｈｉｍ Ｒｅｎè Ｔｅｏｐｈｉｌｅ

１７９８—１８７４）——法国革命家，１８３０年

七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会社的卓越活

动家；１８４８年领导人权和公民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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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委员会，是六月起义的军事计划的

制定者；后来参加加里波第运动。——

第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６页。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Ｇｅｒｖｉ

ｎｕｓ，Ｇｅｏｒｇ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８０５—１８７１）——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

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４８年１０月是“德意志报”

的编辑，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的议员。——第２７、１６３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１８世纪

末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第５２３页。

康普茨，卡尔 （Ｋａｍｐｔｚ，Ｋａｒｌ１７６９—

１８４９）——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

子，曾任司法大臣（１８３２—１８４２）。——

第２３１页。

康坡巴索（Ｃａｍｐｏｂａｓｓｏ）——１８４８年革

命前是那不勒斯的警官。——第２１

页。

康格里弗，威廉 （Ｃｏｎｇｒｅｖ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７２—１８２８）——英国发明家。——第

１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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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６月任普鲁士首相，奉

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普鲁

士驻中央政权的使节（１８４８年７月—

１８４９年４月）。——第２８—３７、３９—４１、

５４—５７、５８—６１、６４、６５、７１、７２、７４、

８０、８１、８５、９２、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３、

１１６、１１７、１２３、１８２、１８７、２１２、２２０、

２２２、２２７、２５８、２９３、４４３、４５２、４５７、

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７、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５、５００

页。

梯利，约翰（Ｔｉｌｌｙ，Ｊｏｈａｎｎ１５５９—１６３２）

——伯爵，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指

挥天主教联盟的军队；１６３１年５月梯利

统率的军队向马格德堡发起进攻，抢劫

了该城。——第１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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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奥尔良党人；曾

任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屠杀巴

黎公社起义者的刽子手。——第１６３、

１８０、３５５、３５７、４８４、５０１—５０５、５０７、

５１３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传说中的古希腊叙

事诗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

作者。——第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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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革命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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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６、１１６、１５５、２０４、２２７、

５０６、５１５—５１７、５５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５００页。

十 二 画

博里斯（Ｂｏｒｒｉｅｓ）——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２４０、２５１页。

博马舍，比埃尔·奥古斯丹（Ｂｅａｕｍａｒ

ｃｈａ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３２—１７９９）

——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２８４

页。

博伊恩，海尔曼（Ｂｏｙｅ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７７１—

１８４８）——普鲁士将军，原籍捷克；和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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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作战期间负责组织后备军；曾任

陆军大臣（１８１４—１８１９，１８４１—１８４７）

——第３２、２５３、２５４页。

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

（Ｂｏｒｎｅ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ｕｄ

ｗｉｇ１７９８—１８６４）——德国法学家，自

由主义者，司法大臣（１８４８年３月—６

月），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第１１６页。

博尔夏特，弗里德里希（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Ｆｒｉｅ

ｄｒｉｃｈ）——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科伦的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３３９、

３４０、４９６页。

博伊尔曼，摩里茨（Ｂｅｕｒｍａｎｎ，Ｍｏｒｉｔｚ）

——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波兹南总

督。——第１１０、３９９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Ｂｅ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９）——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编辑之一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４８年

１０月代表科伦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的

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

卫了几乎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完

全一致的纲领；１８４９年参加巴登 普法

尔茨起义；革命后流亡瑞士。——第６０４

页。

博德尔施文克，恩斯特（Ｂｏｄｅｌｓｃｈｗｉｎｇｈ，

Ｅｒｎｓｔ１７９４—１８５４）——普鲁士国家活

动家，反动分子，１８４２年起任财政大

臣，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４８年３月任内政大臣。

——第３２、８１、２５４、２７０、３１９、３２１、

３５０、３５１页。

黑克尔（Ｈｅｃｋｅｒ）——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

年是科伦检察官。——第１９１、２０２、

２０３、２３０、２９４、５２１—５２６、５５２、５７８、

６００页。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卡尔（Ｈｅｃｋ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１８１１—１８８１）——巴登的

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

流亡美国，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

面。——第５２１—５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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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４０８、５２３页。

黑克舍尔，约翰·古斯达夫（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７—１８６５）——德国

法学家；曾任帝国司法大臣（１８４８年７

月—８月）和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８月—

９月），帝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第４５７、４５８页。

普法尔（Ｐｆａｈｌ）——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

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第１９９页。

普富尔，恩斯特（Ｐｆｕｅｌ，Ｅｒｎｓｔ１７７９—

１８６６）——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

表人物之一；１８３２—１８４８年是纽沙特

尔省长；１８４８年３月是柏林警备司令；

５月指挥镇压波兹南的起义；１８４８年

９—１０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第

６２、６３、１１０、１２１、２７１、３４８、３８５、４９７、

５００、５０７、５１０、５１１、５２６页。

普伦尼斯（Ｐｌｏｎｎｉｓ）——普鲁士官吏，温

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副主席，属于右派。——第８６

页。

普特卡默，奥伊根（Ｐｕｔｔｋａｍｅｒ，Ｅｕｇｅｎ

１８００—１８７４）——普鲁士官吏，１８３９—

１８４７年是柏林警察总监。——第４２、４３

１９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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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什鲁斯基，莱昂 （Ｐｒｚｙｌｕｓｋｉ，Ｌｅｏｎ

１７８９—１８６５）——曾任格尼兹诺和波兹

南的大主教（１８４５—１８６５）。——第２２０、

３７２页。

普路古尔姆，比埃尔·昂勃鲁阿兹（Ｐｌｏｕ

ｇｏｕｌｍ，ＰｉｅｒｒｅＡｍｂｒｏｉｓｅ１７９６—１８６３）

——法国官吏，法学家，议会议员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第２０４页。

普尔塔勒斯，阿伯特（Ｐｏｕｒｔａｌèｓ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２—１８６１）——伯爵，普鲁士外交家。

——第２９２页。

舒尔泰（Ｓｃｈｕｌｔｅ）——德国民主主义者。

——第５９６页。

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ｔｚ）——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

派。——第８３、２０６、２０７页。

舒尔采 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ｌｉｔｚ

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８３）——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

派；６０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政党

的领袖之一，企图以组织合作社的方式

来使工人离开革命斗争。——第７９—

８１、８３、２５２、３４０页。

舒 泽 尔 卡， 弗 兰 茨 （Ｓｃｈｕｓｅｌｋａ，

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１—１８８９）——奥地利政论家

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奥地

利国会议员。——第４１０、４１１页。

菲力浦斯，阿道夫（Ｐｈｉｌｉｐｐｓ，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３—

１８７７）——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

士国民议会的副主席，属于中间派。

——第２３９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Ｆｉｃｋ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８—

１８６５）——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巴登民

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２９５、３２３

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政论家，１８４８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

——第３０、１６３、４５３页。

费尔德豪斯（Ｆｅｌｄｈａｕｓ）——德国教师，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右派。——第２５５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数度担任财政部长的

职务。——第１３３页。

富吉耶 丹维尔，安都昂·刚丹（Ｆｏｕｑｕｉｅｒ

Ｔｉｎｖｉｌｌ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Ｑｕｅｎｔｉｎ１７４６—１７９５）

——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

越活动家，１７９３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

人。——第４４９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３３６页。

曾弗，艾米尔（Ｓｅｎｆｆ，Ｅｍｉｌ）——波兹南

的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的议员。——第３９５、３９７—３９９、

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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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１３６页。

敦克尔（Ｄｕｎｃｋｅｒ）——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

导人之一。——第３３、５６、２９６、２９７、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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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４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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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普鲁

士国民议会左派领导人之一，７０年代

倾向于社会民主党人。——第８４、２５８、

２５９、２６３、２６４、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６、３０１、

３１８页。

莱宁根，卡尔（Ｌｅｉｎｉｎｇ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４—

１８５６）——公爵，巴伐利亚的将军，反

动分子，曾任帝国首相（１８４８年８月—

９月）。——第４２６页。

傅阿德 埃芬蒂，穆罕默德（ＦｕａｄＥｆｆｅｎ

ｄｉ，Ｍｅｈｅｍｅｎｔ１８１４—１８６９）——土耳其

的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多瑙河公国

的政府委员，血腥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的组织者之一；５０—６０年代任外交大

臣，大维齐（封建时代近东某些国家的

高级官吏——译者注）。——第５０７、５２１

页。

凯尔斯特，赛米尔·哥特弗利德（Ｋｅｒｓｔ，

Ｓａｍｕ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５）——

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后来成为进步主义者。

——第４０９、４１２—４１５页。

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１８５９）

——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５９）。——

第１７—２４、１５１、４３５、５０７、５１７页。

温采利乌斯（Ｗｅｎｃｅｌｉｕｓ）——德国法学家，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左派。——第９７、３３９页。

十 三 画

奥尔堡（Ｏｌｂｅｒｇ）——普鲁士军官，１８４８

年参加镇压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１１０页。

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１８１５—１８６７）——巴伐

利亚王子，希腊国王（１８３２—１８６２）。

——第１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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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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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１１９、

１３６页。

奥伦治家族（Ｏｒａｎｇｅ）——１５７２—１７９５年

曾数度担任尼德兰总督，１８１５年起为尼德

兰王国的王朝。——第１７７、３７０页。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Ｒｕｄｏｌｆ

１７９５—１８６６）——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贵族的代表，曾任

首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６月—９月）。

——第１７、３４、１００、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７、１９７、

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８、２１２、２３３、２３９、２４０、２５４、

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５、４６０、４７４、５９２页。

奥尔施佩格，卡尔（Ａｕｅｒｓｐｅｒｇ，Ｋａｒｌ

１７８３—１８５９）——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在下奥地利指

挥军队，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积极参加镇压维

也纳起义。——第５２９、５４０页。

奥斯滕多尔夫，尤利乌斯（Ｏｓｔｅｎｄｏｒｆ，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３—１８７７）——德国教育家，温

和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４１３页。

塞纳尔，安都昂·玛丽·茹尔（Ｓéｎａｒｄ，

ＡｎｔｏｉｎｅＭａｒｉ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０—１８８５）——

法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６月任制宪议会主席，１８４８年６

月—１０月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内政部长。

——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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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３１２、３１７、４０３、４１０、４３０、

４９０、５０１页。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Ｓéｂａｓｔｉａｎｉ，Ｈｏ

ｒａｃｅ１７７２—１８５１）——伯爵，法国元帅，

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长（１８３０—１８３２），

驻伦敦大使（１８３５—１８１０）。——第１５５

页。

路易 拿破仑（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éａｎ）——见拿

破仑第三。

路 易 菲 力 浦 （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公爵，奥尔良党人，法国国

王（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１、２２、３６、

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２、２０４、２７２、２８１、

５１６、５３２、５６２、５６７页。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 １４２３—１４８３）——法

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４２０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ＩＶ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３８５

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ＸＶＩ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１—１７９２），在１８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刑。——

第１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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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５０２页。

瑙宁（Ｎａｕｎｙｎ）——１８４８年任柏林市长。

——第４２页。

塔姆瑙（Ｔａｍｎａｕ）——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４６１页。

雷费德（Ｒｅｈｆｅｌｄ）——１８１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

右派。——第５１页。

十 四 画

维利森，威廉（Ｗｉｌｌｉｓ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０—

１８７９）——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１８４８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１８５０年

统率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

作战。——第１１０、３８３、３８４页。

维干德，奥托 （Ｗｉｇａｎｄ，Ｏｔｔｏ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德国的出版家和书商；在莱

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

著作。——第４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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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第１３、５８９页。

维登曼，克利斯提安（Ｗｉｅｄｅｎｍａｎｎ，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年是普鲁

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第２６５页。

维登布鲁赫，路易（Ｗｉｌｄｅｎｂｒｕｃｈ，Ｌｏｕｉｓ

１８０３—１８７４）——普鲁士外交官，驻贝

鲁特的总领事，１８４８年任驻哥本哈根

公使。——第２０７、３６１、３４５、４６７页。

维特根施坦，亨利希（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６８）—— 普鲁士官吏，

１８４８年任区督察员（５月—９月）和科

伦市民自卫团司令。——第５３６、５９２、

５９６页。

福格特，卡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９５）

——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

派；１８４９年６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

生”小册子（１８６０）中揭露他是路易·

波拿巴的走狗。——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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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查理·詹姆斯（Ｆｏ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领袖。——第１０７页。

福斯特曼（Ｆｏｒｓｔｍａｎｎ）——德国商人，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右派。——第２１３、２４７、２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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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５２１、５７０

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

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

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 第

３５５—３５８页。

察哈里埃（Ｚａｃｈａｒｉａｅ）——普鲁士法官，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

于中间派。——第８５、８９、１８６、１９５、

２９６页。

十 五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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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页。

德洛姆，让·路易（Ｄｅｌｏｌｍｅ，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１７４１—１８０６）——瑞士国家活动家，法

学家，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辩护士。——

第４７４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后来放弃了

政治活动。——第１３、５８１、５８６、５９１、

５９５、６０１页。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Ｄ’Ｅｓ

ｔｅｒ，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１１—１８５９）

——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职

业是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

成员，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起为德国

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在１８４９

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卓越的作

用；后来流亡瑞士。——第８９、１８６—

１８７、１９７—１９９、２３９、４９６页。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ｚｅ，

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１８４８年是杜

诺尔省的政府委员；１８７１年是巴

黎公社的卓越活动家，倾向于布朗

基 雅各宾多数派；在街垒战中阵亡

。——第４４７页。

赖蒙德，斐迪南（Ｒａｉｍｕｎｄ１７９０—１８３６）

——奥地利的演员和剧作家。——第

１１２、１１３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Ｌｅ

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

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

良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委员。

——第１３５、３３４、４４７、４８３、５５５页。

赖辛巴赫，爱德华（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伯爵，卓越的西里西

亚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成为进步主义者。——第８３、１０４、

１９９、２４３、３２２页。

赖希黑尔姆（Ｒｅｉｃｈｈｅｌｍ）——德国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公安委员会委员。

——第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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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辛施佩格第一，奥古斯特（Ｒｅｉｃｈｅｎｓ

ｐｅｒｇ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０８—１８９５）——德

国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８７页。

赖辛施佩格第二，彼得·弗兰茨（Ｒｅｉ

ｃｈ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ｒ ，Ｐｅｔｅｒ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０—

１８９２）——德国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右派；奥古斯特·赖辛施佩

格之弟。——第９７、１８６、２１４、２２９、２６４—

２６６、３３９、４６１、４７９页。

摩里茨（Ｍｏｒｉｔｚ）——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

派。——第５７、１９９、３２１、３６４、３６５页。

摩地那公爵（ｄｕｃａｄｉＭｏｄｅｎａ）——见弗兰

契斯科第五。

鲁日蒙·德·罗旺贝（Ｒｏｕｇｅｍｏｎｔｄｅ

Ｌｏｗｅｎｂｅｒｇ）——法国银行家。——第

１３３页。

十 六 画

鲍威尔（Ｂａｕｅｒ，约卒于１８５０年）——克

罗托申（在波兹南）的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

派。——第２１５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ｃｈ）——德

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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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澳

洲。——第５页。

鲍尔班特，约翰·约瑟夫（Ｂａｕｅｒｂ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０—１８７８）——德国

法学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

的议员，属于右派。——第２２９、３３９

页。

鲍姆施塔克，爱德华（Ｂａｕｍｓｔａｒｋ，Ｅｄｏｕ

ａｒｄ１８０７—１８８９）——德国教授；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

派。——第２１６、２４３、２７０、３０１—３０６、

３３９、３４０、３７０页。

霍弗尔（Ｈｏｆｅｒ）——德国农民，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

——第８３页。

霍尔堡，路德维希（Ｈｏｌｂｅｒｇ，Ｌｕｄｗｉｇ

１６８４—１７５４）——丹麦的最大作家，历

史学家和哲学家。——第３７９、４６４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国王

（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的王朝。——第６５页。

默尔，罗伯特 （Ｍｏｈ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９９—

１８７５）——德国法学家，温和的自由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议员，属于中间派；帝国司法大臣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５０７页。

泽巴尔特（Ｓｅｂａｌｄｔ）——普鲁士官吏，１８４８

年是特利尔的县长和市长。——第９７、

９８页。

十 七 画

谢奇，海尔敏娜（Ｃｈéｚｙ，Ｈｅｌｍｉｎｅ１７８３—

１８５６）——德国浪漫派的女作家。——

第５５５页。

戴 韦南特，查理 （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５６１７１４）——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

家，重商主义者。——第５１１页。

十 八 画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Ｓａｖｉｇｎｙ，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１７７９—１８６１）——德国法

学家，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的首领，

１８４２—１８４８年间任修订法律大臣。

——第３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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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让斯基，杨（Ｓｏｂｉｅｓｋｉ，Ｊｏｈｎ１６２４—

１６９６）——波兰国王（１６７４—１６９６），

１６８３年统率波兰和德国奥地利联军在

维也纳打败了土耳其军队。——第２１４

页。

魏克塞尔（Ｗｅｉｃｈｓｅｌ）——普鲁士法官，

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

中间派左翼。——第１８５页。

二 十 画

窦，巴特尔米·泰奥多尔（Ｔｈｅｕｘ，Ｂａｒ

ｔｈｅｌｅｍｙ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４—１８７４）——伯

爵，比利时国家活动家，天主教派的首

领，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４７）。——第５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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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一  画

“１８４１年人民报”（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ｄｅ１８４１）

 ——巴黎出版。——第３３４页。

“１８４５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Ｌａ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ｄｅ１８４５．Ｏｒｇａｎｅｄｕ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ｍｅ）——巴黎出版。——第３３４页。

二  画

“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ＬｅＲｅｐｒéｓｅｎ

ｔａｎｔｄｕＰｅｕｐ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巴黎出版。——第３５６

页。

“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文娱性杂志”（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Ａｕｆｋｌａｒｕｎｇ

ｕｎｄＥｒｈｅｉｔ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Ｖｏｌｋｅｓ）——维也

纳出版。——第５８８页。

“人民的蜂房”（ＬａＲｕｃ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巴黎出版。——第３３４页。

“人民制宪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

——巴黎出版。——第１６５页。

三  画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科伦

工人联合会会刊”。

四  画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巴黎出版。——

第２０４页。

“比利时观察家”（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ｅｕｒＢｅｌｇｅ）

——布鲁塞尔出版。——第２０４、３７０、

５０１页。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ｂｅｌ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布鲁塞尔出

版。——第３６７、５１９页。

“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

——布鲁塞尔出版。——第１４７、１６３、

１６６、３７０、５０１、５１４页。

五  画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伦

敦出版。——第１３６、１６０、３３４、５１３页。

“北方蜜蜂”（ ｎ ）——彼得堡

出版。——第２０７页。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５３６、５８９页。

“可理解的世界。科学问题论丛”（Ｄｉｅｂｅ

ｇｒｉｆｆｅｎｅ Ｗｅｌｔ．Ｂｌａｔｔｅｒ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

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莱比锡出

版。——第４０３页。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巴黎出版。——第１６３、１６６、２０４、

５０１、５１４页。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Ｎｅｕｅ

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Ｂüｒｇｅｒ，Ｂａｕｅｒｎ

ｕｎｄＳｏｌｄａｔｅｎ）——第４９２页。

六  画

“米兰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ａｄｉＭｉｌａｎｏ）——第５２４

页。

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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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报”（Ｌ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都灵出

版。——第２９９、３００页。

“安特卫普报”（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Ａｎｖｅｒｓ）——

第４５０页。

“列日自由主义者”（ＬｅＬｉｂéｒａｌＬｉéｇｅｏｉｓ）

——第４５０页。

“自由、博爱、劳动”（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Ｂｒüｄｅｒｌｉ

ｃｈｋｅｉｔ，Ａｒｂｅｉｔ）——科伦出版。——第

６０４、６０５页。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报”

（Ｌ’Ｕｎｉｏ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ｒéｄｉｇé

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ｐａｒｅｕｘｍêｍｅｓ）—— 巴黎出

版。——第３３４页。

“共和主义观察家”（Ｌ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ｅｕｒｒéｐｕｂ

ｌｉｃａｉｎ）——巴黎出版。——第４４５页。

七  画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 巴黎出版。

——第１５３、３３４、５１３、５３１—５３４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第５８９页。

八  画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

国家通报”。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巴黎出版。

——第１５３、１６３、１６５、１８０、５１５、５１６页。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普

鲁士国家通报”。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第２３６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Ｏｂｅｒｐｏｓ

ｔａｍ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 ３４２、５０６、５０７

页。

九  画

“柏林阅报室”（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Ｈａｌｌｅ）

—— 第５、１２７、４４２、４４４、４７９、４８０、４９０

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ｔｒｔｅｎ

Ｓａｃｈｅｎ）——第４７９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Ｋｏ

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ｒ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

第４７９页。

“科伦女人”（Ｋｏｌｎｅｒｉｎ）—— 即“科伦日

报”。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１２１、１４２、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６、１８４、

２０４、３３２—３３６、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８、３６７、３７０、

４３８—４４１、４７４、４７９、４９６、４９８、５１４、５２１、

５２３、５３５、５３６、５９３、５９６、６００页。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ｓｚｕＫｏｌｎ）—— 第４９２、

６０３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格斯

堡出版。——第１６３、４９８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巴

黎出版。——第１６２—１６５、２３９、５０６页。

“政治家”（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布鲁塞尔出

版。——第２０４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

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黎

出版。——第１６３、１８０、４９６、５６７页。

“施木纳报”（Ｓｐ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Ｄｉ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ａｇ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ｓ

Ｖｏｌｋｓ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Ｂｅｌｅｈｒｕｎｇ）—— 维也纳出

版。——第５８８页。

十  画

“祖国报”（Ｆａｅｄｒｅｌａｎｄｅｔ）——哥本哈根出

９９６期 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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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１页。

“曼海姆晚报”（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５、５７６页。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

ｄｉａｎ）——第１６０页。

“阅报室”（ＺｅｉｔｕｎｇｓＨａｌｌｅ）——见“柏林阅

报室”。“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

敦出版。——第１６０、２３９页。

“伦敦电讯”（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第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页。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５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

ｂｕｎｅ）——第５９６页。

十 一 画

“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ｄｅｔ）——克利斯提阿

纳出版。——第４６５页。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伦

敦出版。——第２０７页。

“盖尔温努斯报”（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德意志报”。

十 二 画

“莱茵守卫者”（ＤｅｒＷａｃｈｔｅｒａｍＲｈｅｉｎ）

——科伦出版。——第４９２、５８３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２３０、５３６

页。

“湖滨小报”（Ｓｅｅｂｌａｔｔｅｒ）——君士坦士出

版。——第５７６页。

“普鲁士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柏林出版。——第２８、

２３９、３５０、５３６页。

十 三 画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巴黎出版。——

第２０４页。

“新柏林报”（Ｎｅｕｅ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

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科伦出版。——第８、１３、１８、２０、２４、

２７、３１、３５、３７、４０、４１、４３、４８、５３、５９、６１、

６３、６５、７０、７１、８９、９１、９３、９６、９９、１０５、

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５、

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６、１４１、１４６、

１５２、１５７、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５、

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３、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１、２１２、

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８、２４６、

２５０、２５７、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２、

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６、３１７、３２２、３２４、３３１、３３７、

３４１、３４９、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６、３７０、４２１、

４２４、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７、４４１、４４４、４４６、

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８、４７８、

４８１、４８４、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５、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５、

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６、５３０、５３４５３６、５３９、５４３、５７８—５８１、

５８５—５９０、５９４、５９６—５９９、６０１、６０２页。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Ｄｉｅ

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ｎｕｎｄｏｆ

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Ｌｅｂｅｎｓ）——斯图加特出版。

——第５７１页。

“解放”（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布鲁塞尔出

版。——第２０４页。

“奥格斯堡总汇报”（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总汇报”。

十 四 画

“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柏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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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十 五 画

“德意 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在海得尔堡出版；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第６７、１２０、１２１、４９８页。

“德意志总汇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莱比锡出版。——第５、

２３６页。

“德意志人民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曼海姆出版。——第５２５、５７６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

——莱比锡出版。——第４３０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第４３０页。

“黎明报。政治和文学性报纸”（Ｌ’Ａｌｂａ．

Ｇｉｏｒｎａ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ｌｅｔｔｅｒａｒｉｏ）——佛罗伦

萨出版。——第８、９、１７９、２９９页。

十 六 画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

（ＤｅｒＲａｄｉｋａｌ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Ｉｎ

ｕｎｄＡｕｓｌａｎｄ）——维也纳出版。——第

５８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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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第二版翻译的，有些文

章在译校时参考了德文原文。“６月２３日事件的详情”、“６月２３

日”、“６月２４日”、“６月２５日”、“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几

篇文章，在译校过程中还参考了曹汀同志的中文译文（见“恩格斯

军事论文集”第一分册，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朱中龙、徐云程、汤钰卿、苏锦元、冯如馥、

江显藩等同志。译文最后是由易惠群、张文焕、樊以楠三同志校订

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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