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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

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

版局于１９５５版开始出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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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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１８４９年８月至１８５１年６月

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总

结法国和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

级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

立政党而斗争。

１８４９年８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

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便和他们一起着手改

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１８４９年１１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他

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

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尽力使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

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他们参加了

该协会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本卷附录

中该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

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

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１８５０年秋和他们一起创立了“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创办一个承继光荣的“新莱茵报”的

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１８５０年１月在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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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开始发行的卡·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就

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规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

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载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一书中，比任何人都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

性质和具体进程。恩格斯于１８９５年在为马克思这本书写的导言中

指出，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

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

理论解释了当前的政治事变，那末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给自己规

定这样一个任务：“在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典型的许多年的历

史发展时期中，把所有各个政治事变的内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从

而依据作者的一般见解把这些政治事变归因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

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１９５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１卷第９６页）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

互作用，阶级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

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

在马克思这本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阐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

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它可以加快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并且指出，１

９世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证明，工人阶级必

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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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夺取政权，他在这里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

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马克思在这里谈到，

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资

产阶级空想理论的，他这样描写了它的基本特点：“这种社会主义

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

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

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见本卷

第１０４页）马克思的这个经典定义被当做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

理之一而列入了人类思想宝库。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得出了一

个精确的科学公式，简明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

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

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４７页）科

学共产主义以这个公式来毅然对抗在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各样的社

会主义，来对抗提出“财产共有”这种含糊要求的空想共产主义。

马克思这本著作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农民的状况和作用、分

析它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遭受的剥削

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的剥削者是一

个，即资本。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他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因

为“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对资本主义

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

落。”（见本卷第９８页）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

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同农

民结成联盟。

９第 七 卷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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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

著作而载入了史册。但是，恩格斯于１８９５年在他为这本著作写的

导言中曾指出，该书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法国无产阶级

革命的可能性，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仿佛社会主义

革命即将到来。恩格斯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

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明显地证明，当时欧洲大陆经

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

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１９５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１

卷第１０１页）资本主义生产那时还有很大的扩展力，整个说来还

是沿上升线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央

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他们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其他某

些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前提也作了这样过高的估计。弗

·伊·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革命临近的这类错误时，

曾经写道：“但是，不断提高全世界无产阶级，使它超出渺小的、

平庸的、芝麻大的任务的水平的革命思想的巨人所犯的这类错误，

比起那些歌唱、哀号、呼吁和赞美关于革命的空虚、革命斗争的

徒劳、反革命的‘立宪’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义的庸俗智慧

要高尚、伟大千倍，在历史上要珍贵、真实千倍。”（“列宁全

集”第４版第１２卷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从理论上总结了法国革命的

经验，那末在３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象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

些著作中，就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

义者同盟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弗·伊·列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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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著作“很有意思，很有教益”（“列宁全集”第４版第８卷

第４３３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

言”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证实了。同时在“同

盟书”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经验

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上

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

潮会首先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同盟书”中说

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证明，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迫切需要使德国无产阶

级摆脱他们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贯彻从１８４９年春天起就

规定了的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完全分立的方

针，他们在“同盟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

必须独立地、最有组织地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工人党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

织，使同盟的所有秘密组织成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中心和核心，以

便在这种工人团体中，在讨论工人的立场和利益时不受资产阶级

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他们解释道，无产

阶级政党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来对付反动派，和他们结

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实行不依赖

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

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的基

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登在“新莱茵

报”上的许多文章中，而本卷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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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

为详尽地表述了这一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便

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

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

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

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

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

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

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

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２９２页）为了保证不断

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自治

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相并立；工

人应当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马克

思和恩格斯认为，武装工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是进

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

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说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

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

制定了新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

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曾经歪曲了

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

义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击溃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６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３月

的“同盟书”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前者也贯穿着必须尽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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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党在全德各地的强大秘密组织”的思想；这个文件详尽地

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的态度。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不仅是一

本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故事，是这里所记述的事件的

积极参加者的生动证言。它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

级各政党的立场，并且鲜明地描绘了运动的各个情节，中肯地评

介了参加运动的各个活动家。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评了德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用漂亮的空话代替革命行动的作法，批评他

们一直忧柔寡断，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摇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

运动。这本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最后阶

段中的斗争经验，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

策略的许多重要原理。

弗·恩格斯写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同总结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经验的任务也是有联系的。弗·恩格斯后来写

道：“德国１５２５年革命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是异

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它。”（“马克思恩格斯文

选”（两卷集）１９５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１６页）恩格斯在分

析１６世纪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德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

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１６世纪德国市民阶级和１９世纪

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叛卖立场。正如弗·伊·列宁着重指出的，恩

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

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列宁全

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５卷第１９１页）这就是革命阶级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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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两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现软弱和遭受失败的原因之

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

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视德国非常突出的一段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

望在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记取他们追

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描绘了１６世纪中

革命的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领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

蕴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说明，农民的特点

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全部内容

都证明，必须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有着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

分析的卓越范例，在这种分析中，理论上非常深刻的总结和政治

上非常尖锐的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

究资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的一部

书中引证来的），他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

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

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

烈的神学上的争论”（见本卷第３９９页）。

书报评论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驳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敌人，揭穿了

他们的立场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

对革命运动的方法。

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书评

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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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心惊胆颤而完全丧失了

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们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

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

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研究。在针对基佐的

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

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的全欧意义及其与１８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

·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

对了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了１７８９年的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以

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针对托·卡莱

尔的“当代评论”所写的评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

理论，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

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

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

压迫和奴役，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

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这篇评论中捍卫

了唯物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

学家和政论家中也流行得十分广泛，它在卡贝、魏特林及其他空

想社会主义者信徒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中也有一定的

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妨碍建

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扬其独创精神。针对法国两个警探阿·谢

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诬蔑性抨击文章所写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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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者写道：“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

论是在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

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

有的一切描绘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

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

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

了”（见本卷第３１３页）。这篇评论还尖锐地批评了阴谋活动和宗

派主义，指出了这些现象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作用。这里强调指

出，阴谋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人为地加

速革命的发展，“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

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的密谋活动”（见本卷

第３２１页）。这是些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虚无主义地对待革命理

论，他们轻视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这些深刻的理论原理所反对的宗派主义阴谋分子即使在共产

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很有势力，因而很快就使得同盟发生分裂；所

以对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进行这种批评，对于同盟是非常有现实

意义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报评论和短评，批评了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尔等等）。马克思和

恩格斯根据具体事例指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阐明了

巩固革命党的手段即批评的意义。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

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坚持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发

生决定性的搏斗时，人民“应当站到革命的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

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利益

的角度来观察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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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受到弗·伊·列宁的特别重视。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评论，揭露了由德国庸人们惯用的庸俗箴

言拼凑起来的可怜著作，即道梅尔企图用以充作“新世纪的宗

教”的这本著作的反革命性质。这本用从各种作者那里摘录来的

引文所拼凑的作品，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视和对革命的恐惧，马

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

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经破产的显著证明。道梅尔的观点在一定

程度上预先形成了后来的造神说；弗·伊·列宁把造神说描述为

蠢笨的小市民所喜爱的自我直观，绝望和疲惫的市侩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

论，是继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所作的批判。这篇评论对于资产阶级税收制度的本质，对

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

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见。评论同时对法国德国当时较为流行的资

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恩格斯为“新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

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评论内容相近。在这篇手稿

中对“废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评和对德国这种思想

的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

论”杂志上刊载的弗·恩格斯写的“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和

在恩·琼斯主编的“寄语人民”杂志上刊载的卡·马克思写的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

亲密合作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邀请他们亲近的拥护者为这

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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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写成的。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

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

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证明说，不应当把在

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做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采取同反动

的敌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办法，工人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的

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

权”（见本卷第２７４页）。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的意义，对缩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在

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上的良好影响，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后来马克

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条

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它

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

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规定许多

使民主权利化为乌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

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的实际作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这些述评对许多国家当前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

的分析，包含着许多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得到证实的预测。

比如，在１８５０年１月至２月所写的国际述评（一）中就预言俄国

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这篇

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世

界贸易和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

８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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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预测说，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蓬勃发展，欧洲老资本主义国

家如英国和法国将会日益依赖于美国，这个预言也被证实了。“欧

洲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

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

（见本卷第２６４页）。恩格斯直到他逝世为止一直都抱有这种观点，

这一点从他在１８９２年所写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一文中可以看得

出来。国际述评（一）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国革命将会

获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中根据１８４８年革命经验论证了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原理，即经济危机是革命危机的最强

大的杠杆之一，而另一方面，“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

派的胜利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第２７卷

第１８４页）如果说在头两篇国际述评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

格斯预料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新的革命高涨也会随而产生，那

末在最后一篇述评（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０月）中，他俩直截了当地说，

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繁荣时期，因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暂时

是根本谈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见

本卷第５１４页）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从这个结论出发，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新策略，并且同宗派主义阴谋活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

为这些分子用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观点代替了对历史条件的客观

分析，促使同盟走上为时过早的发动和阴谋颠复活动的道路。马

克思和恩格斯同为了网罗同盟者而和小资产阶级首领结成无原则

的联盟的维利希和沙佩尔冒险集团进行了斗争，结果共产主义者

同盟１８５０年９月发生分裂，这个集团从同盟中被开除出去。

９１第 七 卷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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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便

退出了多数会员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同完全与分裂分子团结一致的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

（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等）断绝了关系。本卷中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关于退出伦敦教育协会的声明，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

的信件，以及附录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的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其他许多文件，都反

映了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反对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编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手稿“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

可能性与展望”，不是为报刊写的，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一种自

己进行练习的作品”。这篇手稿对１８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军

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国家在１９世纪中叶军事经济

的潜力作了阐述。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

革命军队中的军事艺术发展道路，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他指

出，这种军队将拥有空前的实力，因为它们的群众性、机动性和

突击力量不断增强的基础，将是新社会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技

术和文化的大大发展。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许多报馆编辑部的一批公开的信件

和声明，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在团结革命流亡

者方面的实际活动。其中一部分文件的内容是揭露欧洲各国反动

专制的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的谍报制度和对革命流亡者所进行的迫

害活动。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１０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

有收入；其中有些著作在第１版第８卷（１９３０年）的序言中只是

０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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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过。对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著作所做的评论这里全文

载出，与全集第１版中的节本不同。

本卷附录里刊载的文件，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拟定

的。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１２第 七 卷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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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和

弗·恩 格 斯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８５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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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１

出版启事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将于１８５０年１月开始出版。

卡尔·马克思主编。

本杂志以“新莱茵报”为名，应该被看作是该报的继续。本

杂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发表一些探讨过去事件的评论来阐述“新

莱茵报”被迫停刊以来的一段时期。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

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

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好处。

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

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

基础的经济关系。

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

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

争的社会关系。

本杂志每月出版一期，每期篇幅至少５印张。预订每季２４银

格罗申，订费在收到第一期时付清。每期零售１０银格罗申。本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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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由汉堡舒贝特书局负责发行。

希望“新莱茵报”的朋友们在当地组织订阅，并尽快地将订

单寄交下面署名的人。寄给本杂志的稿件及待评的新书，请自付

邮资。

“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

康·施拉姆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载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８日

“西德意志报”第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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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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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泰晤士报”
给“北极星报”２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上星期五“泰晤士报”３登了一封署名为“反社会主义者”的信，

信中向英国公众和内政大臣揭露一位卡尔·海因岑先生在“德意

志伦敦报”上所陈述的某些“恶毒学说”４。这位海因岑先生被当做

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的火炬”。这些“恶毒学说”大体上被

归结为一个充满善意的号召，号召在大陆上即将发生的革命中，杀

掉“２００万个反动分子”。

“泰晤士报”的编辑把自己报纸的篇幅变成了登载公开的警察

情报及政治性告密的地方，对于编辑的这种行为，我们完全请您

自己来评价。但是，我们非常惊奇的是，“欧洲的居领导地位的报

纸”竟把海因岑先生当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的火炬”。“欧

洲的居领导地位的报纸”无论如何应该知道，海因岑先生不但不

是这个党的光辉的火炬，而且正好相反，从１８４２年起他不顾失败

地一直竭力反对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因此，“德国

社会民主党”从来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对卡尔·海因岑先生

的谈话和文章负责。

至于上述“恶毒学说”所造成的危险，那末“泰晤士报”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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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已经知道，海因岑先生在德国最近１８个月的革命动荡时期不仅

没有想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学说，而且连脚也没有踏上过德国的土

地，没有在德国发生的任何一次革命中起过什么作用。

如果认为一个连最没落的德国皇帝也从来没有损害过的人，

会给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带来危害，那末，亲爱的先生，在我们看

来，抱有这种想法是对英吉利民族的一种侮辱。因此，我们倒想

建议“泰晤士报”最后感谢卡尔·海因岑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Ｃｏｕｒａｇｅ ｍａｌｂｅｕｒｅｕｘ〔无济于事的勇敢精神〕。

编辑先生，请接受最崇高的敬意！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日

“北极星报”第６３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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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０年

１月—１１月１日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１、２、３和５—６期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杂志

上的原文曾按１８９５年

版本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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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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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

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

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

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

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

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

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

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

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

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点。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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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８４８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ｃｏｍｐèｒｅ〔教

父〕①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

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

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

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

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

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

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是发展成为纯粹的专

制，而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又愈是以为在１８３２年、１８３４年和１８３９

年各次起义６被残酷镇压后，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了，

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

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最狂热拥护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在众议

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在法国反革命派

当中挤上基佐那样的地位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

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作为投机事业

２１

① 双关语：《ｃｏｍｐèｒｅ》—— “教父”，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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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狗的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

义煽动反对当时现存的统治制度。

所有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

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里或是完全处在

ｐａｙｓｌéｇａｌ〔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诸阶级的思想代表

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

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

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经常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

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

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

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

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

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

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财政赤字。每过４年或

５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

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

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

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

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

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

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

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

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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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

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

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法国每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

达到７亿５０００万法郎，而每年国家非常开支却差不多达到４亿法

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额金钱，又为欺诈包工，贿

赂往来、偷盗窃取以及各种各样的舞弊勾当造成了良好机会。在

发行公债时盗窃国家资财是批发式地进行的，而在执行官方包工

合同时则又零售式地重复进行。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

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统治阶级，在铁路建筑上也如在国家的一般支出与公债上一

样，乘机进行了掠夺。议会把主要的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那

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

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

曾以股东身分参与过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进行的

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反之，任何一点点财政改革，都因受银行家反抗而遭到失败。

例如，邮政改革就是如此。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敢

于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

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２４万选民和他们的随从之间分配的。路

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

尔７。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

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

旗帜上写下的是ｇｏｕｖｅｒｅｍｅｎｔàｂｏｎｍａｒｃｈ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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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势力，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

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上至宫廷，下至ｃａｆéｂｏｒｇｎｅ〔最低级的妓

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

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

康的和腐朽的欲望泛滥横流，甚至和资产阶级法律都步步抵触，投

机得来的财富自然是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

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金融贵族，不论

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情形来说，都只不过是流

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１８４７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同样地公开表演

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上被告

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丑剧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参加政权的

各个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Ａｂａｓ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ｓｖｏｌｅｕｒｓ！

Ａｂａｓｌｅｓ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ｓ！》〔“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

级看到了自己利益受到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

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Ｌａ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ｅ》〔“路

特希尔德王朝”〕、《Ｌｅｓｊｕｉｆｓｒｏｉｓｄｅｌ’éｐｏｑｕｅ》〔“高利贷者是现

代的国王”〕等等的疯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在不

同的程度上揭露了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统治。

Ｒｉｅｎｐｏｕｒｌａｇｌｏｉｒｅ！〔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

何利润！Ｌａｐａｉｘｐａｒｔｏｕｔｅｔｔｏｕｊｏｕｒｓ！〔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

将使３分息和４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

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归结起来就

是让法国民族自尊心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柯夫

而完成了对于波兰的掠夺时，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８战争中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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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站到了神圣同盟方面时，法国民族自尊心更是感到了特别强烈

的愤激。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微小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法国资产

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摩人民的流血起义则象电流一样激

动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①。

最后，由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普遍不满

的爆发便加快起来，而不平的怨言便发展成了起义。

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６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深了人民中的

普遍不满。１８４７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

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

同时人民却不免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

加者被处死刑９，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欺诈者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

救出来。

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工商业

总危机。１８４５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

这次危机的来临，在１８４６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

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１８４７年秋天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

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

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

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

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

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柯夫，是在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１１日；瑞士

宗得崩德战争，是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４日至２８日进行的；巴勒摩的起义爆发于

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在１月末，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９日的炮击。

（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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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必定会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

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了一个后果：大批工厂

主和大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能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只得纷

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他们开设起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

店主被他们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

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采取

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方式回答了选

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

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冲突起来，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

极态度而弄得束手无策，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

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

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

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

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

级的是“国民报”１０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

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

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

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

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

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

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是统治着巴黎的。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

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去诉诸清醒的法国，借以摆脱这种压倒

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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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作，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

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

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２月２５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

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即聚集在“国民

报”周围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所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

决心不再象１８３０年７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决心要重新开始斗

争，以武力争得共和制度。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此事。他

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

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２０万人回来

质问。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

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

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那种治国安邦的智谋和按律行事的拘谨

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在两小时的期限未满以前，巴黎的各处墙

壁上就已赫然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Ｌｉｂｅｒｔé，Ｅｇａｌｉｔé，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法兰西

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

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

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

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

各种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

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此种假象所引起的许多派生性的冲

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

８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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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

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

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

面的统治：由于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

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

统主义者摆脱了七月王朝使他们陷进去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

态。无怪乎“法兰西报”１１曾与反对派方面的报纸一起进行鼓动，无

怪乎拉罗什雅克兰曾在２月２４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赞助革命。

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归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

所有主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资本隐藏于其后的

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地显露出来了。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

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

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

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

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提出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保

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

政府过几天后已忘却自己的诺言，好象是把无产阶级完全忽略过

去了的时候，就有两万工人群众涌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

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

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要它去探求改善工人阶级

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代表组成，由

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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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议事厅，面临时政府

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国家的实权在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

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

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

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

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

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得用自己的

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在忙着探求点金石，

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可是必须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

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

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协力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

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益，——须知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

临时政府里面坐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哩。组织劳动！但是雇

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

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

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

设在这些部近旁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

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正如工

人们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同样，他们也

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

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

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

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而挑不起一场对于统治世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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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英国有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

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

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

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

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

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

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

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

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

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

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

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

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

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财产关系的地方才有可

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

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

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赖有略经改头换面的保护

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

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能够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

范围去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外省各地，它却只是集聚在个别零散

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

间。充分发展的现代的反资本斗争，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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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

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

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

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

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所以，无怪

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

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

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１２。在革命进程还没

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

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

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

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

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

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１９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

“通报”１３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弄得面红耳赤，这

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邪书里，只是间或作

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

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

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

根本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

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

资产阶级阶层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

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

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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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辞句，就是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轻松地抹

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

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

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２月２４日拉

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ｕｎ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ｑｕｉ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ｃｅｍａｌｅｎ

ｔｅｎｄｕｔｅｒ－ｒｉｂｌｅｑｕｉｅｘｉｓｔｅｅｎｔｒｅｌｅｓ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消除各

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

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地使这个共

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

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

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

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

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引以自慰的，是他们把君主国的

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对他们说来，共和国

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

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

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

权阶级和国外强横的国家高声陈述了自己爱好和平的情怀：自己

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

着二月革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按照自己所处情势的特殊条件——起来革命

了。俄国和英国——后者本国情况也不稳定，而前者则被吓呆了

——对此都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共和国面前连一个全民族的敌

人也没有碰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来刺激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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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其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是

把共和国看作自己的产儿的，所以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

于这个政府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措施，自然都受到

它的欢迎。它很乐意地协助科西迪耶尔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

城内的私有财产，并且让路易·勃朗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

争议。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

ｐｏｉｎｔ ｄ’ｈｏｎｎｅｕｒ〔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

使它丧失了力量。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

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从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

上最能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狂热地担当起这一任务来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是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靠确信

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来维持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

而革命又首先就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

荡还没有完全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这样，在二月革命还没有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被麻痹，商

品流转已遇到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既

然私人信用是靠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来维持的，而革命已在使资产阶级生产

根本受到威胁，已在使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已在用

卢森堡的怪象去与交易所相对立，那末这样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

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

因为它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

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

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多少，革命的创造力就增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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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

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

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

国继承下来的债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信

实精神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丢人而且幼稚的浮夸手段。在

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５分、４分５和

４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急于

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踌躇满志、非我莫属的

神态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金钱支绌，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尽本身

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稍许减轻。金钱支绌已不能再掩饰下

去了，于是小资产阶级、仆役和工人就不免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

钱来偿付政府对国家债权人备好的这种称心满意的礼物的价值。

政府宣布，凭储蓄银行存折取款，不得超过１００法郎。所有

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都被没收，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

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

资产阶级这时所领到的已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国债证券，于

是它就不免要把这种证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

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即听任那些正是二月革命打击对

象的人们去宰割。

银行是在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

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

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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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共和国的信用。它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

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

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纸币

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

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

行破产就会立刻象洪水泛滥一样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

黄金台柱，把共和国的这个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

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

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也必定会把这当

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

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

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

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

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

来。它乞求大家来为爱国主义担负牺牲，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只

有工人才施舍给它几个钱。于是只得采取英勇手段——施行新税。

然而向谁去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

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但这样去作是不能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

和国的同情的。这样作就会一方面破坏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事业，

另一方面又使它受到很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

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到底是谁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了牺牲

呢？就是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ｅ ｂｏｎｈｏｍｍｅ
１４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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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对所有４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４５生丁的附加税。官

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

落在复辟王朝恩赐的１０亿巨款１５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

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免要负

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４５

生丁的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

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

４５生丁的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

遥享乐的浪费者。

１７８９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封建负担，而１８４８年

的革命，却为了使资本不致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

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

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

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详尽地描述，说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

易所的高利贷者、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可

是，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却是智慧树上的苹果哩。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

票，于是就受到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

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陈年旧帐，反而陷

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积欠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

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

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贷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

它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

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一句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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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解放的言词——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

主张工人解放就是经常反对恢复靠绝对确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

关系来维持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抛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

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

强固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况且，国民自卫军已被迫实行——

虽然是经过了极顽强的抵抗和用尽了一切阻挠办法之后，虽然只

是局部实行，渐渐实行——议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这

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

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２４营别动队，每营１０００人，

由１５岁到２０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

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

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其

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

业的人们，即游民——ｇｅｎｓｓａｎｓｆｅｕｅｔｓａｎｓａｖｅｕ；他们依各人所

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

持着拉查罗尼１６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雇于临时政府的青年时

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的事

迹，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

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１法郎５０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

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

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他们的指挥官，一部分是由政府指派常

备军军官担任，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

弟担任，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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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都把他们迷住了。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

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拚命蛮干的２４０００人的军队。无产阶

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它把别动队看成是自

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它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

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它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

工人军。马利部长把１０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

进了所谓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２８苏的工

资雇用工人去进行厌烦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

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１７。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

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是把国家

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

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

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

建立起来的，但因为它们打着相同的幌子，也就往往引起了犹如

西班牙家臣喜剧中那样的误会。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

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

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于是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

可信了。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

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

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虽不是就其内容来说，但就其名称来说，国家工厂乃是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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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

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

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

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

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

工人该是消耗着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是一天比一天变

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尽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

此罢了！——他们这样嘟囔着说。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穷困的原因

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

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

如这些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

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

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显

得那样汹涌澎湃；每一次来的邮件，或从意大利那里，或从德国

那里，或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

普遍陶醉情态，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他们胜利的新证据，而

这个胜利本身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

３月１７日事件和４月１６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

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３月１７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

棱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再回

到革命轨道上去，使它在一有必要时就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排出去，

并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举行１８。但是在３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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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

他们喊着《àｂａｓ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口

号涌到市政厅去。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３月１７日高呼：“赖德律

－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为了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

只得出而保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

临时政府服从于自己，反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３月１７日事

件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

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

在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４月１６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

时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有许多工人举行集会，要讨论国民自卫

军总部当前的选举。突然有一种风声飞快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

在马尔斯广场上有大群武装工人由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

拉斯拜尔领导集会，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宣

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后来赖

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互相争立头功，——于是一

小时以后就有１０万人荷枪整装以待，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

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各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

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无数的代表团跑来

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准备要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

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

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很惊奇地知道，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

刚才曾在布置极为严密的虚幻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４月１６

日的这场可怖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整个这出拙劣的

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比），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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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游行的借口。

５月４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①开会了。普选制并没

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

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

观点等等的ｃｉｔｏｙｅｎｓ〔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人民偶象崇拜主义。

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

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表示拥护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

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

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同时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

它能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

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各个集团提到国家高

峰，从而揭去他们脸上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

制度则只是使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丧失信用，使其余的集团可

能隐藏在幕后并且一律蒙上反对派的光彩。

在５月４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优势的是资产

阶级共和党人，是“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主义者

和奥尔良党人起初也只是戴着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假面具才敢出头

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

是从５月４日算起，而不是从２月２５日算起；这并不是巴黎无产

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置有社会机构的那

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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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

的革命武器，反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

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

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

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

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

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

在主观上、在想象上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

时候，则其全部活动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许给无产阶

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

整个存在的时期都是在不断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斗争的。

整个法国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

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

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匆忙地从自己所任命

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

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的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

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

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

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

出胜利者的狂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

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

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在建立对社会主义有所让步的

二月共和国时，曾经是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

３３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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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的；现在，为了要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

了要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却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

资产阶级不免要用武器来打消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５月１５

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

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

资产阶级狱吏手中１９。Ｉｌｆａｕｔｅｎｆｉｎｉｒ！此风不可长！这个呼声表明

了国民议会要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决心。执行委员会颁布了

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

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谩骂工人的言论。但是，

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饬

令执行委员会来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是只等候

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的。

执行委员会开始是多方阻难工人进入国家工厂，把计日工资

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生长的工人都赶到索隆，借

口说是要调到那里去做土工。这种工程，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

人向自己的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以掩饰工人被逐事

实的一种好听词令罢了。最后，６月２１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

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是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

们在６月２２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

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

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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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

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

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５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

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

了３０００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了，

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几星期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

的意义。他们当时简直是被那冲散了他们虚幻的共和国的火药浓

烟熏得头昏眼花了。

请读者允许我们从“新莱茵报”中引出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

败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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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克的密集的炮火。这就是ｆｒａｔｅｍｉｔ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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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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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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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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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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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

年６月２９日“新莱茵报”）２０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

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

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

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

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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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

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

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

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

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

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

而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

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既已摆

脱了一切桎梏，于是它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

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

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

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

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

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

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

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要认为他们的灾

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处境

的认识，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君主制结成了联盟来反对人民，那

末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就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

身。六月失败没有让它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有让它能使人民在

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强暴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

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与各邻国保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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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本身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罗

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摆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

成败也就因此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它们那种表面上

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当工人还处于奴

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

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不免要立刻越出国家范

围去夺得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１９世纪

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

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

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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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５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６月２５日则强使法

国接受了革命。在６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

在２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６月的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所领导的，胜利自然是

把政权变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而无力抵抗的巴黎

压倒在他们脚下了，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戒严状态的精神气氛、

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耀武扬威、扬眉吐气的骄横以及农民肆无

忌惮的私有狂。这样，在下层方面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击破的同时，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即小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击破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

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

界是“改革报”２１。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４月１６日进行

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

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

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当它背后有无产阶级为其后盾的时候，才能

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

和党人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

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作为同盟者已遭到轻蔑遣

弃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堕落到了替三色旗共和党人保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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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能从三色旗共和党人那里取得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

共和党人统治亦即共和国仿佛受到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共和集团的

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

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自始就是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的。在

六月事变以前他们除非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就甚至不敢

出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暂时团结到了卡芬雅克

周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救主，而当反共和党在六月事变后不久又

重新独立出现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状态只容许它非常畏缩谨

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１８３０年起，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集团以其作家、演说家和

“天才人物”为代表，以其名位野心家、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

师为代表，集聚在巴黎“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

立有自己的分馆。“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

就占据了一切国家职位——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

位，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

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力，而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已成为制宪

国民议会常任议长了。同时他在接见宾客时，却又象一个司礼官

执行着代表“正直的”共和国款待宾客的职责。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因怀着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

的思想而有一种谬见，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

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

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愈是

降低，制宪议会就愈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

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

主义共和党人的选票；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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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

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

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并不是体现了保皇主

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也

不是被杀害了，而是活生生地腐烂掉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舞台前头给可敬的观众

表演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

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或是不经审判就实行

放逐。制宪议会居然老实承认，它把６月的起义者不是当作罪犯

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首先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

查６月事件和５月１５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党派和民主主义党

派的领袖们在这些事件中所参加的活动。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

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急于

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奥迪

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实行复仇了。这个自由主

义的化身，这个ｎｕｌｌｉｔé ｇｒａｖｅ〔目中无人的小人〕，这个艰涩的空

谈家，不只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还要和那些把他的内阁首相地位

弄掉的革命家算照。当然保险他一定要狠狠地干上一通！正是这

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

月革命的十足的诉讼案，这个案件归结为如下各点：３月１日——

游行示威，４月１６日——阴谋，５月１５日——谋害，６月２３日

——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这番博学的刑事探究工作引伸到２

月２４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做了回答２２：２月２４日事件是一

１４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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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罗马开国奠基的事件啊。国家的起源散失在神话世界中，而神

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

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完成了它在５月１５日开始进行的自身清洗

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

（通过对抵押征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了；限制工作日为１０

小时的法律被废止了；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

一大部分的文盲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他们的选举权又何尝

不可以一并剥夺呢？重新施行了报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

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他们急忙实行为旧有资产阶级关

系恢复其旧有保证，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的一切痕迹时，却

遇到了一个将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斗争得最热狂的，莫

过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ｓ 

ｄｅｖｉｎ 〔酒商〕、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铺奋

然而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店里去的通路。但是，街

垒后面站的是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的是他们的

债权人。当街垒被击毁，工人被击溃，而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

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

信用的官方代理人堵住了，他拿着威胁的通知单迎接了他们。期

票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

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

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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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拯救这种财产，正是反对他们自

己，——是为着那些将房屋租给了他们住的房东，是为着那些给他

们期票贴了现的银行家，是为着那些贷给了他们现金的资本家，是

为着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售卖的工厂主，是为着那些把原

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而拯救这种财产。恢复信用！但

是，恢复了元气的信用已表明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和满怀复仇心

情的凶神，这首先就表现于它把那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室

儿女一起逐出了住屋，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

则抛进了那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赫然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

抵抗地陷入它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它那从２月起就象慢性病

一样地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６月以后已

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

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

产阶级算清大帐，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帐了。在巴黎，过期

的期票总值在２１００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１１００万法郎以上。巴

黎有７０００多家商店老板，自２月以来就没有缴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２月以来的政治犯罪，那末小

资产阶级则要求调查２月２４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

纠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用威胁口吻申述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

商人在他已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

他的生意情况在２月２４日以前曾是良好的时候，就应该由商业法

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而债权人则必须在偿付少量利息的

条件下取消自己的诉讼。这个问题，曾以《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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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ａｂｌｅ》〔“友好合同”〕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讨论。国民

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室儿女数千人

在圣丹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阶级看见复活的六月幽灵就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

就又变得强硬无情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Ｉ’ａｍｉ－

ａｂｌｃ——友好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这样，当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代表早已把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代表推开之后，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

级的现实经济的意义：小资产阶级债务人被交给资产阶级债权人

去任意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

则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１８４８年８月

２２日，国民议会否决了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Ｉ’ａｍｉａｂｌｅ，而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９

日，即在戒严最厉害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在文森监狱囚禁

着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

了犹太银行家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

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的大批破产不免涉及比直接受害者

更多得多的人，因而重又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流转，同时六月

起义的耗费又更加扩大了国家财政赤字，国家财政收入又因生产

停滞、消费和输入缩减而愈益降低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只能

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

束缚。

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是破产和拍卖，而卡芬雅克部

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以及在马拉斯

特这位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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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武士的沙龙里大家对“年轻的社会救主们”纷纷表示的欢迎。但

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

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通过自己的

“国民报”用以吸引了一部分军队和农民同情的那些民族幻想，已

经尽行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扮作仲裁者串通

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只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１８

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比

“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

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原是每天都

靠搬用卡托的Ｃａｒｔｈａｇｉｎｅｍｅｓｓｅｄｅｌｅｎｄａｍ〔迦太基应被毁灭〕这

句话过日子的；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而

“国民报”是曾要求过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的。历史的

恶作剧竟使“国民报”的前任外交组编辑员巴斯蒂德当了法国外

交部长，使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曾一度相信，军事专政将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

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并不体现着用军刀对资产阶

级社会实行专政，而是体现着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兵士

现在只需要当作宪兵用。卡芬雅克板着一副古老共和主义委屈求

全的面孔，隐藏着他甘心屈从于做资产阶级的官所必须接受的屈

辱条件的真相。Ｌ’ａｒｇｅｎｔｎ’ａｐａｓｄｅｍａｌｔｒｅ！金钱无主人！卡芬

雅克竟也和制宪议会一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

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

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所应该进行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要拟

定出这个形式，要拟定出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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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

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也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

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

已经存在着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郑重其事地登录了共和国

成立的事实，施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

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存在的事实。于是，它就登录了并且法定了

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

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４年的总

统制。其次，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５月１５日和６月２５日的惊吓

后专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那种非常权力，也提高成

为根本法了。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术语问题。从旧君主国的机

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先前任“国

民报”总编辑而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颇为贤能地完成了

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象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那必定

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火山爆发即将到来的时候，还在预备划分

地界来更精密地确定地产的范围。制宪议会在理论上从事于制定

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的精确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它却是专靠

否定一切公式、使用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状态

来支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延长了戒严状态的期限。

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

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党派彼此已经达到妥协，

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

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这次的宪法却根本不是批准了

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６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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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ｄｒｏｉｔａ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

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ｄｒｏｉｔà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

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

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

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

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

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

ｈｏｒｓｌａｌｏｉ——法律之外，也就不免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

——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作邪说来加以诅咒。

但制宪议会还不就此罢休。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

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实则

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百分之

百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还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

依附于“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

和主义多数攻击的手段。

在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Ｉ’ａｍｉａｂｌｅ〔友好合同〕问题上，三色旗共和

党人实际上是为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既用

立法方式禁止了累进所得税，就是把上面这一个别事实提高成为

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革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既然

如此，到底还有哪个阶级留作为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

级。但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

“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来重新巩固旧经济关系，那末，在另一

方面，他们曾打算利用旧社会关系巩固的机会来恢复那些与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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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政治形式。在１０月初，卡芬雅克就已不得不任命路易－菲

力浦时代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延做共和国的部长，尽管他自己党

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

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

强和最狂热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

临时政府险些侵犯到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了。于是，它

所推翻了的一个国王，就化身为这种终身制的法制刑讯官而成千

倍地复活起来了。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

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

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

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

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

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

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从政

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则要求不要从社会的

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不大理会这些矛盾的。既然他们已经

不是必要的人物，——他们只有作为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斗

争中的先锋队才是必要的人物，——所以，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

期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降为一个派系了。宪法在他们手中是一

个大阴谋。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系的统治。总统应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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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卡芬雅克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继续。他们打算把

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弄成一种虚构。他们甚至指望能很容易地利

用虚构来经常恐吓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其从六月事变时期的两

条道路中选定一条：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

状态的天下。

９月４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已于１０月２３日结束了。在９月２

日，制宪议会决定在未颁布补充宪法的所谓必要的补充法律以前

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早在１２月１０日，即在它自己的生命

活动尚未终结很久之前，就已要使它自己的产儿即总统出现于人

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一定会称得起是母亲的儿子。为了慎

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２００万选票，则总

统选举权就由国民转归制宪议会行使。

真是无益的谨慎！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

后一天。在投票箱里面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

找“母亲的儿子”，但它所找到的却竟是“伯父的侄儿”。扫罗－

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

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５倍２３。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

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

象征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反映出奸诈的天真，反映出矫揉造作的高

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迷信，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滑稽剧，是一种荒

诞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

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

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

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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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１７８９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

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

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

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

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Ｐｌｕｓｄ’ｉｍｐｏｔｓ，àｂａｓｌｅｓｒｉｃｈｅｓ，

àｂａｓ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ｖｉｖｅＩ’Ｅｍｐｅｒｅｕｒ！》——“打倒捐税，打倒富

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

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一个富人共和国。

１２月１０日发生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

〔政变〕。自从他们把法国的一个政府取消而给它创出了另一个政

府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视线就经常注向于巴黎了。他们曾在一瞬

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

唱队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角色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

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制宪议会的倒台，意味

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

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

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公开和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

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实行决裂，这个集团想要在宪法中把暂时的

东西固定起来而使他们马上就感到不能容忍。拿破仑代替卡芬雅

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

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怯点头示意，是隐藏在紫罗

兰当中的百合花２４。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

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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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多方面的①意义
２５
。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

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

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所有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

连同这个名字写出如下的口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

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

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１２月１０日乃是第二个２月２４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ｅｎｂｌｏｃ〔共同〕投票拥护拿破仑，是

为了表示反对卡芬雅克，并反对为了把全部选票都集中于一个候

选人身上而使制宪议会没有可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这两个阶

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反对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党派的普通名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

是专有名称——前者是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称，后者是革命

无产阶级的专有名称。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领袖高呼投拉斯拜尔

一票。而投拉斯拜尔的票只是带有示威的性质；这是表示反对任

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群众抗议；同时这又是投票反

对赖德律－洛兰；这是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党派脱离民主

主义党派而分立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党派，即民主主义的

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者——山岳党，对赖德律－洛兰

的候选是象它惯常庄严地愚弄自己那样十分认真的。不过，这是

它要想与无产阶级对峙而作为独立党派出现的最后一次企图。不

仅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

山岳党，都在１２月１０日被击败了。

１５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① “平庸的”：德文是ｅｉｎｆａｌｔｉｇ，本来含义是“单重的”，转义为“平庸的”。“多

方面的”：德文是ｖｉｅｌｆａｌｔｉｇ，本来含义是“多重的”，转义为“多方面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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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

证明前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在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现象

的毫无生气的讽刺图象罢了。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着１７９８

年辞句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

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

种拙劣的模仿。这样，迷信１７９３年的传统和迷信拿破仑的传统同

时都归于结束了。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

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点又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

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了可能的事情。

可以说，１２月１０日事件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

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粗野的玩笑打破了对旧革命作经典式比

拟的迷梦。

１２月２０日，卡芬雅克宣布退职，制宪议会就宣告路易－拿破

仑为共和国总统。１２月１９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

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若把自己不经审讯

而判处１５０００个起义者流放的６月２７日法令宣布取消，岂不就是

表示自己根本否定六月屠杀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首相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

破仑的第一个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自

１２月１０日，而是始自１８０４年的上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

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总理职务不是始自１２月１０日，而是

始自２月２４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

拿破仑保留下旧的内阁以缓和政府的变动，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

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于人世，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被用坏。

他选择的这个办法是资产阶级各保皇派的领袖们提示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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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位旧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

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桥梁，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充当从资产阶

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桥梁，当然是更为合适的了。

奥迪隆·巴罗乃是那个唯一因从未争到首相位置而未及丢尽

脸面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各个旧反对党相继

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使它们不只在行为上，而且在言论

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作

一团可恶废物尽行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的化身，１８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自己内心的

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有时也因现今的荆

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

中一望，——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作为一个总理所具有的自持

力和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自负心理。在他前面镜子里容光焕发的

是基佐，——就是那个向来都令他羡慕和经常都把他当作小学生

轻蔑看待的基佐，——简直就是基佐本人，但是却生着奥迪隆的

奥林匹克式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到自己身上的一件东西——迈

达斯的耳朵２６。

２月２４日的巴罗，只是通过１２月２０日的巴罗才表露出来；

他原是一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而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

教徒的法卢又作为信仰部部长跟他联成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掌握了。

法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样样俱全，此

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了。所缺少的只是

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扮演拿破仑的意图，

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２７。

３５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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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已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警察总

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局——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的君主制

走卒的手中去了。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一身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

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团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

尔卑斯军司令。这种官职上的更迭，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

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主义行政机

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

词员、演员部位、戏剧动力、冲突本质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

不过那过了时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自从国民

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

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到共和国已经建成的时期了。而在一个

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这个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在大地已创立

成功之后，它的创造者除了逃到天上去，就别无他事可作了。制宪

议会决心不去仿效他的榜样，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最后

一个避难所。如果说它已被夺去了行政权力的一切杠杆，那末它手

中不是还留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

持自己的主权岗位，并借着这个岗位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一推

翻巴罗内阁而代之以“国民报”派的内阁，则保皇派的官吏就得立

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将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

要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予了国民议会一个方便得简直是它

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施行攻击的绝妙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目中，路易·波拿巴是意味着打倒捐

税！可是，他在总统椅子上还只坐了６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

在１２月２７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

存下去。盐税和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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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巴罗内阁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再

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其选民了。

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

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

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

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

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也就很高兴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

够借以推翻内阁，又能够借以扮成保护农民利益的角色去攻击农

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

来数额的１ ３，从而使５亿６０００万的国家财政赤字又增加了６０００

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来静待内阁的辞职。你看

它对于它自己周围的新事物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该是多

么不了解啊。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６００万选民，每

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

国民的不信任票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公

然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

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从此就开始了贯

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生存时间的长期决斗。１月２９日事件、３

月２１日事件、５月８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ｊｏｕｒｎéｅｓ〔巨大

事件〕，是６月１３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１月２９日事件看成是国

民议会与总统在宪法上的矛盾的表现：一面是具有主权、不许解

散、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只在纸上对国民议会

负责而实则也象国民议会一样由普遍投票批准的总统；并且总统

５５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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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集中了百倍分散地分配于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的全部选

票；况且总统掌握有全部行政权力，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

道义力量飘荡于行政权力之上。对于１月２９日事件的这种解释，

是把在议会中、报刊上、俱乐部里表现的斗争语言形式同斗争的

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根本不是代表着

同一个宪制权力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波拿巴并不是一个跟立

法权力对立的行政权力。波拿巴乃是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本身，这个共和国和自己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具相对抗，和资

产阶级中革命派的名利为怀的奸计和思想上的要求相对抗，这一

派人建立了共和国，现在却因发觉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完全象一

个复辟的君主国而感到惊异，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连同它那些特

殊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勉强延长下去，不让那个已经成熟了

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最终完成的和典型的姿态出现。正如制宪

国民议会是代表着滚回到它中间去了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

表了还没有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了已经成立的资产阶

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当选一事，只有当一个名字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

已经表露的时候，只有当这个事实已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了

一次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已于１２月１０

日被宣告废止了。这样，在１月２９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

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一方为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

国民议会，另一方为已经建成了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共和国

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个阵营里是个不大

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共和国成立，用

巷战和恐怖手段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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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式的特征；另一个阵营里则是资产阶级

中的全部保皇主义大众，——唯有它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

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剥去宪法的那套思想上的服饰，并利用

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真正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

各种条件。

１月２９日发生的暴风雨，是在整整一个月后中酝酿建来的。

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宣布辞职。但巴

罗内阁却为回报这点而提议制宪议会自己对自己表示最终的不信

任，判处自己以自杀死刑，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

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１月６日把这个提案提交了制宪议会，

提交了这早在８月间就已决议在它尚未制定许多补充宪法的必要

的补充法律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拥护内阁的富尔德向制

宪议会率直地声明说，解散制宪议会是“为恢复陷于动摇的信

用”所必需的。的确，制宪议会一味拖长临时状态，硬要弹劾巴

罗而使波拿巴跟着成为问题，弹劾波拿巴而使业已建成的共和国

跟着成为问题，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奥林匹克式的巴罗立刻就

变成了狂怒的奥兰多，因为他已感觉到了人家又要把他终于弄到

手了的内阁总理位置夺去，连两个星期的总理老爷福也不会让他

享足，这个位置是共和党人已经一度迫使他等待了整整一个“德

村尼姆”即一连１０个月之久的啊。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

来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了。他嘴里最柔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

前途的。”而它此时确实也只是代表着过去了。巴罗又讽刺地补充

说：“它不能在共和国周围确立什么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设施。”

确实如此！随着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态度受到挫折，它的

资产阶级精神也受到了挫折，而随着它对保皇党的敌视态度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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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它的共和主义热情也重新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

适当的设施来巩固它所再不能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依靠拉托的提议，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大风暴；每

天从法国各处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的一束一束的ｂｉｌｌｅｔｓ－ｄｏｕｘ

〔情书〕，都或多或少断然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并立下自己的遗嘱。

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其中表示请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拿

破仑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表示赞成或表示反对国民

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态复活了。请愿是对１２月１０日事件的补

充注释。这种鼓动在１月里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制宪议会在它与总统发生的冲突中，不能借口说它是普选权

的产儿，因为敌人正是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它的。它不能依靠任何合

法权力，因为问题是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１月６日

和２６日试图过的那样用表示不信任的方法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

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当时构

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

产阶级各中心机关——俱乐部。六月事变的英雄别动队在１２月是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也好象在六月事件以前国

家工厂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先前制宪

议会执行委员会一经决定要把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

求结束，就粗暴地攻击了国家工厂一样，波拿巴的内阁一经决定要

把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时，就来向别

动队进行攻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解职和抛到了

街头上，另一半则被重新改组，由民主制的组织改成了君主制的组

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

义者的地位，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有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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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承认自己在６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

任总统，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

共和国，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一般资产阶级

共和国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团结了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

一切制宪分子，所有一切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和用强力手段把它

回复到原有状态，想要把它变为表现他们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

共和国的党派。凡已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凡从

革命运动中所结晶出的一切，又都重新消溶了；斗争又是为着各

个党派各有其不同理解的含糊的二月共和国而重新开始了。转瞬

之间，各个党派重又采取了它们旧有的二月时期的立场，不过没

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又来依

靠“改革报”方面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

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党人

（１月２７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调解和团结），并在俱

乐部里准备着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把“国民报”方面的

三色旗共和党人看作复活的六月起义者，原是不差的。他们为要

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

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１月２６日，部长福适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

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刻

不容缓的法案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所谓刻不容缓

性的问题，而１月２７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２３０个议员

署名的法案，其内容是说内阁因犯违反宪法罪应交付法庭审判。其

实，提议把内阁交付法庭审判不是意味着泄露审判官即议会多数

的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一个软弱无力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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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却偏偏要这样做，——这就是后辈山岳党

此后在每次危机关头打出的那张伟大的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

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５月１５日率领巴黎无

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准备对同一个议

会在道义上把５月１５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令它自行解散，并封

闭它的会场。同是这个议会还曾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罪犯进行

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在对制宪议会扮演着保皇党的布朗基角

色，而制宪议会已在跑往俱乐部去，想从革命无产阶级方面，从布

朗基党方面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

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方面转变他们“国民报”派所设计的ｈａｕｔｅ

ｃｏｕｒ〔最高法院〕，来和制宪议会为难了。值得注意的是，怕失去内

阁位置的恐惧心意从我们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

相比的机智珍珠！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

民议会在对待五月起义者的问题上，又回复了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与总统和内阁的斗争中不得不走上起义的

道路，那末总统和内阁在与制宪议会的斗争中则不得不走上政变

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能把制宪议会解散。但是，

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

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消灭自己的共和主义的法律基础。那时他

就只有拿出皇帝的权利，而皇帝的权利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权

利，但这两种权利都是比之正统王朝的权利相形见拙的。合法共

和国的颠复，只能使它那个对极物即正统王朝重新得势，因为这

时奥尔良党人还只是二月事件中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１２月

１０日事件中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

０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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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都只是自己那种从君主国方面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权利。正统

主义者知道情况对他们有利，就来公开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能盼

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２８。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公开

宣告过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

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有一次被顺利镇压下去的起义，就可使内阁免除一切困

难了。“合法性会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起

义就使人可能借口挽救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社会治安〕来解散制宪议会，

借口拯救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粗暴的

发言，建议封闭俱乐部，公然撤销５０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

之以保皇党人，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凌辱别动队长官，在基佐

政府时代就已为人所不容的列米尼耶教授被恢复职位，正统主义

者的狂妄行为受到宽容——凡此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起

义势力总是默不做声。它所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

来自内阁的信号。

最后，１月２９日来到了，在这一天要讨论马蒂约·德·拉·

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

人、波拿巴党人、别动队、山岳党、各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

天进行阴谋活动，既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阴谋反对自己

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和谐广场检阅一部分军队，尚加

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有声有色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

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作为交错起来的一切希望、疑惧、期待、酝

酿、紧张、阴谋汇集中心的制宪议会，猛如雄狮，在这个对它空

前严重的世界历史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的举动好象是一个

战士居然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还觉得自己应该保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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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武器。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自己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

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它自己已处于戒严

状态之下，于是就把自己的立宪活动以巴黎戒严状态作为必要界

限而加以限制。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１月２９日所加于它的恐怖

进行调查，而它的这种报复办法是和它相称的。山岳党暴露了自

己缺乏革命斗志和政治见识，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做这

出阴谋大喜剧中的宣告人。“国民报”派作了最后一次企图，想要

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

过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１月危机时的问题是在于制宪议会的存亡，而３月２１日危机

时的问题则是在于宪法的存亡；前一场合是关系到“国民报”派

的人员，后一场合则是关系到这个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

的”共和党人是把他们超然物外的思想出卖得要比世俗政权的占

有权便宜些的。

３月２１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是福适所提出的反对结社权

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８条保证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

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

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须知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

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

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

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组织独特工人国家去对

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

和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宪

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

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体面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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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笼统的公式，那末难道没有政府和国民议会来解释并在具体场

合运用这个公式吗？而且，如果说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

际上已因戒严状态而被禁止了，那末难道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

建成的共和国里，就不能依法加以禁止吗？三色旗的共和党人所

能用来反对这样平淡解释宪法的，不过是宪法上的堂皇辞令罢了。

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累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

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头目卡芬雅克

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禁止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

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委员会的房子里去“开了

一个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没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法定票

数。这时克莱米约先生在委员会的房子里及时地提起，从这里出

去的道路直接通到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１８４８年２月，而是１８４９

年３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就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随

着是再度受欺的山岳党也回去了。山岳党经常为革命的念头所苦

恼，但它同样又经常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

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

是对宪法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解决，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

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

宪议会里充满了异常愤慨的气氛。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

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到耻辱和在军事上遭

到失败，法兰西共和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谋害，第

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

牌：赖德律－洛兰照例在主席桌上放了一份控告内阁——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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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对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５月８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６月１３日动议中重述了一

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中旬就派遣了一队军舰到契维塔

未克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载往法国。教皇得去为

“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

要连同教皇把神甫勾上，连同神甫把农民勾上，而连同农民又把

总统位置勾上。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的目的说来虽是一个选

举广告，同时却是对罗马革命的抗议和威胁。这里面包含有法国

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协同奥地利和那不勒斯

一起进行的干涉，是于１２月２３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

定的。法卢坐在内阁里，这就是意味着教皇坐在罗马，并且是坐

在教皇的罗马里。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

但他需要保持教皇权力来为自己保持农民的拥护。农民的轻信使

他当了总统。他们一失去信仰，就会失去轻信态度，而他们一失

去教皇，就会失去信仰。至于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

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那末须知在恢复国王之前，

必须先恢复那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主

义思想，——若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

若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若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

若没有宗教，那末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所享

有的对于天国幸福的抵押权，保证着资产者对于农民土地的抵押

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

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恢复了的资产阶级统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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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罗马恢复教皇权力。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

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同的联

盟，是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

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的。内阁会议１２月２３日的决

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１月８日赖德律－洛兰已就

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内阁当即表示否认，于是国民议会就转

而进行下面的事项了。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

道，在整个１月里，它总是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但是，如

果说扯谎已是内阁分内的事情，那末假装相信这种拯救共和国体

面的谎言，就已是国民议会分内的事情了。

这时，皮蒙特被攻破了，查理·阿尔伯特宣告退位了，奥地

利军队叩着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提出了激烈的质问。但是

内阁已证明了，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

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

甚至获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予全权在北意大利暂时

占领适当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

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

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必须是或者让罗马随着伦

巴第和皮蒙特一并陷落下去，或者是法国向奥地利，亦即向欧洲

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

委员会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民公会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

末法国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某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

层透明的面纱下掩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４月１４日，１４０００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往契维塔未克基

亚出发；４月１６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给内阁拨发１２万法郎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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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以便使它能把地中海上准备随时用以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３

个月之久。这样，国民议会就授给了内阁为干涉罗马所必需的一

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反对奥地利。它没有看见内

阁所作的事，只是听见内阁所说的话。这样的信仰，甚至在以色

列也是找不到的。制宪议会陷入了不敢过问已建成的共和国应作

什么事情的地位了。

最后，在５月８日，喜剧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制宪议会要求

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远征意大利的进军恢复其原定的目的。波

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表示最崇高的

谢意。５月１１日，国民议会否决了正是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阁员

们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撕碎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

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能在这里扮演富吉耶－丹维尔的角色，但

也不过是在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暴露出自己身上那张小资

产阶级的牛犊皮罢了！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１月２９日，它承

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３月

２１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５月１１日，它又承认堂皇

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

联盟等于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５月

４日前两日，还称心满意地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哩。制宪

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

为那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所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抛弃掉，

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表示否认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

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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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所以它就只知勉强复活自己的尸

体，经常召唤着六月胜利的魂灵，重温着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

着已被判处的人们，这样来使自己能确信自己还存在于人世。真

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财政赤字，并且这种赤字更因六月事变

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人奴役制度而给予种植场主的偿

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酒税的取消而增大了；酒税这一项是制

宪议会临终时才取消了的，它活象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乐于给

自己幸福的继承者硬加上一个令人身败名裂的债务。

３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互相敌

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

团中间的是所谓“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党

人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特别的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

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１２月１０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

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

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所联合组成的
·
一
·
个党派。资产阶级分

裂成为两大派，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

两大派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

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乃是代表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

王室名称；奥尔良乃是代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

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

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其相互间的竞争。

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

统治形式，那末，它不是以正统主义者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

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主义者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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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并

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作用

与历史任务只是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各自只知道自己的

特殊政治制度的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相反，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

同政治制度，即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将它加以理想化，并饰以

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当然是把它当作自己朋党的统治来

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顶峰上站立着联合

的保皇党人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则同样对于自己

共同统治的事实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这两个集

团中的每一派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末他们的化学结合的产

物却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了；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

一定要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互相中和起来。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

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倾向于作为自己中心的革命无产阶

级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全部联合力量并保全

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不免要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

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

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

又咬牙切齿地同意保存共和国形式，最后却竟承认他们只有在共

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统治自然

使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个集团都加强建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

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恢复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即保全这阶级级治的生存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

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

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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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党拥有巨额的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有支部，它以薪资豢养

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

布于全部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

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作是天然保护他们那种

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

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

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

在公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

住这样一种欺人之谈，即仿佛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１２月

１０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其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

提及波拿巴党人。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

是一团迷信的老弱残废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

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往立法议会送进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

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

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已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

民主主义代表，即山岳党，曾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联盟，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曾

如何由于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ｌ’ａｍｉａｂｌｅ〔友好合同〕被否决，由于人家

蛮横坚持资产阶级利益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１

月２７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相互间的和解；而在１８４９年

的２月大宴会上它们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

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了社会民主党，即结成了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一度因紧跟六月事变而来的绝望挣扎陷入了麻

木状态，从撤销戒严状态时起，即从１０月１９日起，又接连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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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颤抖。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

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热的审判

案２９，在这次审判案当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党人、“正直的”共和

党人、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

人物对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象是些只能由世

界大洪水遗留于社会表面的，或者是只能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

的原始的庞然大物；选举鼓动；对布莱阿的刺杀者之处决３０；接连

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对于宴会运动所施行的暴力的警察干

涉；保皇党人的蛮横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象被悬在

耻辱柱上；制宪议会与已建成的共和国之间的不断斗争，这斗争每

回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上去，每回都使胜利者变为

失败者，失败者变为胜利者，并且倾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

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民的

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门前的可耻

失败——在这运动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

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心动魄的起落中，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

对于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自己的发展时期，却必须以星

期为单位来计算了。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

因为一则他们已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再则红党答应给予他们的不

是名称，而是内容，不是空幻免除租税，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主义

者的１０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

甚至军队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票拥护波拿巴，原

是表示拥护胜利，但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

原是投票拥护一个小士官，本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统帅，而

他却还给了军队许多高傲的将军，实则他自己竟还是一个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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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无庸争辩，红党，即联合的民主党，纵然得不到胜利，也

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省份，都必定要

投票拥护红党。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在５个省内当选了；秩

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人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

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

会主义党的秘密。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

会里的前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而在６月

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

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许可无

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不免要投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

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

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

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

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在制宪议会生存的后半期中，山

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热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

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在“国民报”派全能

时代被摈出了舞台的山岳党，现在随着“国民报”派因态度不彻

底而听受保皇党内阁压制的程度而抬起头来，并且获得了议会中

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各派即

保皇主义各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

是什么也没有的。而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之间的群众，他们的物质利益要求着民主的机构。与卡芬雅克和

马拉斯特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

而由于革命斗志的表现只是限于进行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

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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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措施，所以这种重要角色的意识就使他们变得更为勇敢了。农

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

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

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主义小资

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与秩序党的斗争，必定首先把这种秩序的半

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提到第一位来。

“国民报”派，“ｑｕａｎｄｍêｍｅ〔坚决〕的宪法之友”，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ｓ

ｐｕｒｓｅｔｓｉｍｐｌｅｓ〔纯粹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他

们只有极少数选进了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

特这个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之奥菲士①也包括在内，都

退出了舞台。

５月２８日３１立法议会开幕，６月１１日，５月８日的冲突重又恢

复。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的违反宪法

炮击罗马的控诉书。６月１２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

如制宪议会在５月１１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

岳党走上了街头——固然并不是去打巷战，而是去游行。只要指

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

去，而１８４９年６月不过是１８４８年６月的既可笑又拙劣的滑稽模

仿罢了。６月１３日的伟大退却，只是由于被秩序党封为伟人的尚

加尔涅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

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

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１２月２０日，只存在有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只

２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奥菲士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唱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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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总统。５月２８日，补全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在建立中

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１８４８年６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

入了历史生辰簿上的；在１８４９年６月，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又由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了这个生辰

簿。１８４９年６月是对１８４８年６月实行报复的尼密吉达①。在１８４９

年６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

者遭到了毁灭。１８４９年６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

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

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大权独揽，——现在，不免要

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３７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① 尼密吉达是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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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事件的后果

  １２月２０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①式的头还只显示出它的一

副面孔，即行政权力的一面，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

条。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面，即立法权力的一

面，盖满了由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的狂欢酒宴所留下的许多伤痕。

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的建立，即建成了一个共

和制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

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的统治，联合起

来的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

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所有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列

强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

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

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

洲的目光都注向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注向立法议会。

６月１１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

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

饰的、完全基于事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进犯罗马就是进犯宪法，进犯罗马共和国就是进犯法兰西共

４７

①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们总以他来比喻两

面派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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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宪法第 条
３２
说：“法兰西共和国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

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在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罗马自由。宪法第

５４条规定行政权力未得国民议会①同意不得宣布任何战争。制宪

议会５月８日通过决议，断然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恢复它最

初的目的，可见它同样是断然地禁止对罗马进行战争，而乌迪诺

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是叫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

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

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党人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

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要诉议武力也是在所不惜的！”山岳党以百

倍的声音跟着喊道：“诉诸武力！”多数原则报以可怖的喧嚷声；国

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

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下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或其内

阁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以３６１票对２０３票的多

数就炮轰罗马问题通过的决议，不过是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罢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借助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借助国

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所

说，法军在罗马所进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

难道山岳党有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仍然不懂得，宪法

的解释权不是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仍然不

懂得，对于宪法条文是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

级的意义就是其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仍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

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

５７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① 从这里起到本文结束止，国民议会一词是指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起至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止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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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

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破坏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

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所

束缚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５月８日决议时，难道竟

已忘记就是这个制宪议会在５月１１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

巴及其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吗？竟已忘记这个制宪议会业

已宣告总统及其内阁部长们无罪，从而业已承认炮击罗马是“合乎

宪法的”吗？竟已忘记他在本质上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告的判决提起

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

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

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着这一项条文。但

是，在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

的吗，难道违反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在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起来

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

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６月１１日所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

义”，即纯粹是议会范围内的起义。它指望被民众武装起义的远景

所吓坏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去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因而消灭他

们自己的权力及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难道制宪议会顽强要求罢

免巴罗—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

的事实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不是有过由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

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那末为什么前一

代的山岳党能做的事情，后一代的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且

当前的局势看来也是有利于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

６７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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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军队照其在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并不

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未及牢固组织起来，

而且它是由老年人所组成的。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

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中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

产阶级，它热烈渴望的，照例是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

生，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

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是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

目的：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

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

为危险的东西。

在６月１１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

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

发动起义。山岳党断然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

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是与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的，而它在这

方面原是对的。１８４８年６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激动过巴黎

无产阶级的行列。然而无产阶级是受它与山岳党联盟的束缚的。山

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

它握有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

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

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行列又因受霍乱瘟疫和迫使大批无产者

离开巴黎的失业影响而变得松懈了——就是徒然重演１８４８年的

六月事件，但却是在已没有当时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拚命斗争

的情势下重演这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

责成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

会否决时超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６月１３日整天内，无产阶级一

７７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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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保持着这种怀疑、注视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

队之间开始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把革命推向前

进，使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一旦胜

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则已经成立好了，这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

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接受了１８４８年６月的流血教训。

６月１２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

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夜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

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

无法退却了，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３７７票对８票被否决了；拒

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了“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

里，跑到了“和平民主日报”３３的编辑部里。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丧失了力量，也如巨人安泰一脱离

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丧失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

场内是参孙①，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

人。掀起了冗长、嘈杂而空洞的论争。山岳党满怀决心不惜采取

任何手段要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

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３４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

“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所自命的称

号。它残留在议会中的代表者，虽有６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而

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把他的军刀供秩

序党御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

这个机会以求摆脱其政治贱民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

确，他们岂不正是这个以他们的盾牌，以他们的原则，以宪法为

８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参孙是圣经里的神话英雄，据说有非凡的力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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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身符的民主政党的自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分娩的苦痛中。它产下了一

个“告人民的宣言”，于６月１３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３５的不

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这个宣言宣布总统、各部部长、立法

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ｈｏｒｓ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并号召国民

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

它的口号，即无非是表示要“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６月１３日小资产者所举行

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沙托－得奥出发沿着林荫路行

进的列队游行；３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

杂有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路高呼：“宪法万岁！”。

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的呼声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由衷的，这

些呼喊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

民众中遭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胸腔的

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的会场所在的楼房前面时，在

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竭力挥动他那戏

院捧场者的帽子，挣破他那巨大无比的肺，向朝拜者们头上冰雹

般地撒出“宪法万岁！”的叫声，——这时，似乎游行者自己刹那

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尚加尔涅的

龙骑兵和来福枪兵在和平路和林荫路的拐角上为游行者准备了怎

样一种全非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怎样顷刻间就向四面奔散，只

是在奔跑中稀稀疏疏地发出“拿起武器！”的喊声，以执行６月１１

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有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

荫路上被杀害，街道上愈来愈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都在预告起义

９７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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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

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拯救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

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及手工博物馆去，

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徒然

等候了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慎重的自卫军让自己的代表者

去听天由命，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扰民众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

使得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

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则逃跑了。６月１３日事件就这样

结束了。

如果说１８４８年的６月２３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

１８４９年的６月１３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

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的冲突。在这

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

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没有被它所决定；所以，６

月１３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其余各处对

６月１３日事件发生过反响的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

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６月１３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期，立宪共和国是在

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生存的。这

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

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这个共和国的确立，而

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

断进行过阴谋，曾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过无产阶级。６月１３日

这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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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从此时起，国民议会就单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了。

巴黎置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于“被告地位”，后者

则置巴黎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

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反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

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受到剥夺公权的惩罚。山岳党

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

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

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

长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科以罚金、停发薪金、暂时逐

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个多数派

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什么刀剑，而是一根鞭子。残留下

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保全名誉计，本应示威式地卸去代表职任。这

样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秩序党在甚至再没有一种对抗的

影子来促使它团结的时候，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一并被

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

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６月１３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

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处，非法逮捕

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递送员之后，却

得到了国民议会讲坛方面的奖励。在法国全国各处，凡是有共和

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

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

概被封禁，里昂及其邻近５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

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清洗过许多次的大群官吏重受清洗

１８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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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反动派获胜时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办法，其所

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提起，只是因为这次它们并

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

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６月、７月和８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充满着各

种镇压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勒

住了报刊的喉头，并消灭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

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

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与其说是词句，还不如说是使词句生

动起来的音调和姿势。保皇主义信念公然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对

共和国施以贵族式的轻蔑侮辱，娇媚而轻浮地道出复辟这一目的，

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便是使这一时期具有

其特殊音调和印记的风气。“宪法万岁！”——是６月１３日的失败

者所喊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即

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已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

以他们已经看到复辟是在叩着法国的大门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

间发生了十足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

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

由主义过失而表示悔悟，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总有人在

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总有一个正

统主义者的外省地主庄严地宣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总

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其英雄勋业，说只有路

易－菲力浦的仁政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

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值得惊叹的，并不是获得胜利的民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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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宽仁态度，倒是保皇党人表现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而让民众

战胜了他们。有一位人民的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

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

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象。梯也尔称

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表示后悔他

们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表示责

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复；梯

也尔后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后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

则后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３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被宣布

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

号来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

“我对于普鲁士侵入法国，没有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

怕。”为了回答因在里昂及其邻近诸省造成的恐怖而发出的怨言，

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

（《Ｊ’ａｉｍｅｍｉｅｕｘｌａｔｅｒｒｅｕｒｂｌａｎｃｈｅｑｕｅｌａｔｅｒｒｅｕｒｒｏｕｇｅ》）。每当

从国民议会上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

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甚

至当最微小的共和仪式套语——例如以《Ｃｉｔｏｙｅｎｓ》〔“公民”〕一

语称呼议员——受到违背时，也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７月８日在戒严状态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一大部分拒绝投

票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缺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

入罗马３６，以及随之而至的异端审判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

使六月胜利又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陶醉更甚了。

最后，在８月中旬，保皇党人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

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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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为好几个月来的保皇主义狂宴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以公然

恶作剧的风度留下了一个由２５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

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主义者和奥

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涅。但是这种恶作剧的意味

却比他们意料中的还要深长些。他们原已被历史判定要去促使他

们所心爱的君主国倾复，同时却又被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

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期，即

其保皇主义的狂暴嚣张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撤销，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

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中，立

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旧的文坛代表“世纪报”３７，转向于共和

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旧的机关报“新闻报”３８，转向于民主

主义，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旧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

向于社会主义。

公开的俱乐部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就随之愈益普遍

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

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

作用。６月１３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上层拆去，然而留下

的群众却生长出了他们自己的头脑。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

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获

胜后所干出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却已把“红色共和国”洗成

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

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其恐怖还成问题的

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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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做了更多的供献。Ａｃｈａｑｕｅｃａｐａｃｉｔéｓｅｌｏｎｓｅｓｏｅｕｖｒｅｓ！〔每个

天才均按其所行而定！〕①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

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主义者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３９，

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务

必要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出的话，务必要使

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１８５２年专门为修改宪

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

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会不能迫使国民议

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所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

伏尔泰的“亨利亚特”中尼姑们所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

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彭提弗里在外省碰到了为数并不少的约

瑟夫。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烦恼的开导。宪法的修改，被

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即各省议会的表决所阻碍了。法国，

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

的意见。

在１０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ｔａｎｔｕｍｍｕｔａｔｕｓａｂ

ｉｌｌｏ！〔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②它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各省议

会出人意料地否决了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

限内，并且给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党人因正统主义者

往爱姆斯巡礼而产生疑心，正统主义者则因奥尔良党人跟伦敦４０

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双方的报纸都煽旺了火焰，衡量了各自的

王位僭望者们相互间的企求。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一致怨恨

５８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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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

多少露骨的企图摆脱宪法束缚的行为，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

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

党人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

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

提议的而为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

就是要求拨发３０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年金。国民议

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７００万法郎的数目。

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ｐａｕｖｒｅｈｏｎｔｅｕｘ》——

羞怯乞丐——角色，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

议会看来也不愿意允许这种增加，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二

中取一：ＡｕｔＣａｅｓａｒ，ａｕｔＣｌｉｃｈｙ！〔不做凯撒，就进债狱！〕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发９００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又更

加剧了波拿巴方面与内阁和国民议会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

·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

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

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ｍｏｔｕｐｒｏｐｒｉｏ》〔“出乎真意”〕
４１
，拒

绝对他那恢复起来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故意无所顾

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台幕，使他自己能在楼厅观众面前显现为

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未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

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４２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

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振翼飞腾

的意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救出面子

而提议要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书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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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维克多·雨果。《Ａｌｌｏｎｓｄｏｎｃ！Ａｌｌｏｎｓｄｏｎｃ！》〔“滚开！滚

开！”〕——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感叹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

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Ａｌｌｏｎｓｄｏｎｃ！Ａｌｌｏｎｓｄｏｎｃ！》

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你

以为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相信总统吗？《Ａｌｌｏｎｓｄｏｎｃ！Ａｌｌｏｎｓｄｏｎ！》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间的决裂，又因召回奥尔良王室和

波旁王室的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表兄弟①，威斯特伐里亚

前王的儿子，乘内阁议员们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

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主义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弄得与波拿

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步，或者确切些说，弄到低于波

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步，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

权高峰之上的。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

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所表示的愤怒，

立即迫使波拿巴收回了这个竟将神圣东西与可恶东西，将王室血

统与无产者败类，将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的

办法，并给这两个提议中的每一个以应有地位。多数断然否决了

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主义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

彻无遗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

民——这就是波拿巴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

夺去他们所剩有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

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

通的私人身分回到法国来住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

７８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① 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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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

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

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雾气遮住俗人

的目光。

１１月１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

这件咨文中用颇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而成立新内

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

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不再只是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中立人物 了。

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

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

失掉人心，那末秩序党则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一

方面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某一君主复

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僭望者吗？

从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期，这

一时期是于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结束的。宪法机构间的那种受到基

佐赞美的习见的玩意，即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间的争端已经开始

了。但是并不止此。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

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

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

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

统主义者而保卫着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

这些集团各自ｉｎｐｅｔｔｏ〔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

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看资产阶

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

８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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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

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

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原是

一个空洞的思想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

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

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

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被任

为新内阁财政部长的是富尔德。把富尔德弄成财政部长，就等于

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为交易所的

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

宣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辞是必然补充着其余一切复辟，而与它

们一起形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未敢于任命真正的ｌｏｕｐ－ｃｅｒｖｉｅｒ〔交易所豺

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

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证明个人大

公无私的思想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同的君主国——正

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所曾隐匿于后台的东西，到处都

已出现于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国所曾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

上来了。它已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仙人的

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其存在的头一天起就

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

９８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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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作出的。从富尔德就

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重又归还到金融贵族的手中去了。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

时代以把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排出政权范围或使其听命就范为基

础的金融贵族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构成为重要的

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

良党人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贵族旧日的同盟者

和共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党人队伍中的黄金重

镇吗？至于正统主义者，那末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

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的狂宴。一般

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

就是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比之国家债务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

的息金乃是投机生意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

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所

有一切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无数人们，不能不对国家债务，

对交易所投机生意，对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难道所有这些二流

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参加者，不会把在巨大的规模上从总体方面代

表着同一利益的那个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

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

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

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０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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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

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

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

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

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

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

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或者是国家必须试图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

上而至少暂时使预算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

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

国的祭坛吗？Ｐａｓｓｉｂêｔｅ！〔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若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

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家债务，与国

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有国家债权人、银

行家、银钱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

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

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

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

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

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

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

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

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

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

１９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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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

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

国工业并不支配看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着法国资

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级其他各集

团侵害，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

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

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２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

的地位，但２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

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

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

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

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

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

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

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４３；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

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

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

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

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

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是要

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

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

２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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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财政制度：赞扬旧租税制度！保留酒税！拒绝帕西提议施行的所

得税！

帕西也并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位老部长。他

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替罪羊戴斯特① 的最知心的

朋友。帕西也曾称赞旧赋税制度，他也曾提议保留酒税，但同时

他又揭开了财政赤字的帷幕。他宣称，只有征收一种新税——所

得税，才能避免国家破产。以前曾向赖德律－洛兰推荐过宣布国

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向立法议会推荐了国家财政赤字。他应许

节省，而这种节省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６０００

万法郎，而债款却增加了两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

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金融贵族有资产阶级其余各个互相竞争的

集团和它并驾齐驱，它的食欲当然就没有象在路易－菲力浦统治

时代那样表现得横蛮无耻。但是制度是依照旧的：同样是国家债务

不断增加，同样是财政赤字被伪装起来。过了些时候，旧日的交易

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昂铁路的

法律，巴黎全市一时都在谈论的国家证券价格令人莫测的涨跌，最

后便是富尔德和波拿巴在３月１０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很快就不免要重新回到

２月２４日那样的境况了。

３９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① １８４７年７月８日，在巴黎元老院里开始了对于巴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

（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部长戴斯特（被控收受

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所有这３人都被判处很重

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３年监禁徒刑。（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版上加

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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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故意废除了１８５０

年度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

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已提议要把酒税保存下

去。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１８４９年

１２月２０日，即波拿巴宣布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就颁令恢

复酒税。

极力为这次恢复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

首领蒙塔郎贝尔。他所持的论据是异常简单的。赋税是喂养政府

的娘奶；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

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谋害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谋害

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不

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

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酒税当然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

的赋税，而是一种古老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尊贵的赋税。Ｖｉｖｅ

ｌ’ｉｍ－ｐｏｔｄｅｓｂｏｉｓｓｏｎｓ！〔酒税万岁！〕Ｔｈｒｅｅｃｈｅｅｒｓａｎｄｏｎｅｍｏｒｅ！

〔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

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为不信神的人，变

成为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

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

地失去了农民。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永远断送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的名声。“他伯父的侄儿”并不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受蒙塔郎贝尔所

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

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

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就已是民众憎

４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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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主要对象（贝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

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１８０８年间又把它在形式上稍加改变后重新

采用起来了。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

骑兵，而且还有废除酒税的诺言。当然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ｒｉｅ〔贵族阶

级〕是不一定要遵守他们对ｇｅｎｓｔａｉｌｌａｂｌｅàｍｅｒｃｉｅｔｍｓéｒｉｃｏｒｄｅ

〔无权的下等阶层〕所许下的诺言的。１８３０年许诺了废除酒税。这

一年是根本不爱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的。１８４８年许诺了废除酒

税，也如它许诺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许诺过的制

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命令从１８５０年１月

１日起废除酒税。但是恰巧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前１０天，立法议会

又把它重新实行了。这样，法国人民总是白费气力地企图赶跑这

项赋税：当他们把它从门口摔出去的时候，它又从窗口飞进来了。

人民普遍憎恶酒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项赋税中集合

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配

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对最普通的酒和对最高贵的酒征税的税率

都是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低，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

步增加；这是倒转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

而就使劳动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税使每个人口在４０００人以上

的市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个这样的市镇都变成以保护关

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大酒商，尤其是

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所谓小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ｄｅｖｉｎ，即酒店老板，都是

酒税的死敌。最后，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

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来喝，就使酿酒农民无法把酒卖

出。而法国酿酒人数大约有１２００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酒税的憎

恶就可以理解，尤其是农民对于酒税的狂热仇恨也就可以理解。而

５９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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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们不是把恢复酒税视为一个多少带着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

民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

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向他们许诺

废除酒税，而当它已把农民骗住时，它就把酒税保留起来或恢复

起来。农民根据酒税来试验政府的香臭，试验政府的倾向。１２月

２０日恢复酒税，就是表明路易·波拿巴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

但他又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他是农民创造出来的，所以农民

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酒税的请愿书中，就把他们一年前所投

给“他伯父的侄儿”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２ ３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

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１７８９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

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

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

役等等形态偿付过的贡赋。一方面由于人口愈益增加，另一方面

由于土地愈益分散，小块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加昂贵，因为这些

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

买小块地的价格越提高，则农民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就必然随

着增大起来，——不管这小块地是由他自己购得，或是作为资本

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

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集着特权一样，在

现代的小块地周围积集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地制度下，土

地对于所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

割碎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

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

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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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的。但

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展，小块地连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

成为零细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愈少，贫

农〔Ｋｏｔｓａｓｓ〕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

学识，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

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私有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比例

而减少，然而这私有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面积的不断分小，生

产工具即土地则按照同一比例而昂贵，其肥沃程度则按照同一比

例而减低，农业则按照同一比例而衰落，农民所负债务则按照同

一比例而增加。而且，曾经作为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

一辈人都留下更多的债务给其后辈，每一辈新人都在更困难更不

利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债务又产生新的抵押债务，所以当农

民已不能再以其小块地作抵押而借得新债时，即不能把新的押据

再叫土地担负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掌握中，而高利贷的

利息也就越发巨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又以向高利

贷者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只是把地租，不只是把营业

利润，总之，不只是把全部纯利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

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

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这个过程，在法国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加快

了速度。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典对地产所规定的许多

手续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错的许多小

块土地所有人间的无数纠纷所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的官司狂所

７９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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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是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

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１８４０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生产总额为５２亿３７１７万

８０００法郎。从这个总数中必须除去３５亿５２００万法郎的耕作成

本，这里包括农民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生产量是１６亿８５１７万

８０００法郎，从这里要去掉５亿５０００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１

亿法郎付给法官，３亿５０００万法郎用于赋税，１亿零７００万法郎

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纯生产量剩下的只有１ ３，

即５亿３８００万法郎；全人口每人所得的纯收入不到２５法郎４４。这

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

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添加了新的负担时，

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

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

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

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

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资本一向就是借口这个所有权来唆

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

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

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立宪共和国是它的剥削者们联合实行的专

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它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

的升降，是看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来决家的。他们自己应该决定

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小品文中，在论丛中，在日历中

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中，都曾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因秩

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易于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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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加以公然无耻的夸大和歪曲，因而恰

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渴望尝试禁果的情怀。但是最

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自己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

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

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情绪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

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当时在里昂周围５个省内宣布的戒严状

态，表现于在６月１３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

人来代替“无双议院”〔Ｃｈａｍｂｒｅ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① 的前任议长；表

现于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由加尔省４５选出一位红色议员来代替一

位去世的正统主义的议员，而加尔省原是正统主义者的乐园，是

１７９４年和１７９５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１８１５

年ｔｅｒｒｅｕｒｂｌａｎｃｈｅ〔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

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酒税恢复后表现

得最明显了。１８５０年１月和２月间的政府所颁布的措施和法律，

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各省和农民的，达就是农民觉醒的最令人

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在对各地大小行政官尤其是对自治局

长的关系上成为刑讯官，并且到处实行谍报制度，直到穷乡僻壤；

取缔学校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教育者、保护人、思想家和

顾问的学校教师处于受地方行政官任意摆布的地位，把身为学者

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象追逐野兽一样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

个村庄；取缔自治局长法案，在自治局长们头顶上悬起了一把免

９９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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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达摩克利斯剑①，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农民公社总统跟共和

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１７个军区改变成为４个

帕沙辖区４６，并使兵营和野营变为法国人的民族沙龙；教育法，秩

序党用以宣布说法国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

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拚命

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

如保留酒税和保留４５生丁税，嘲弄般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１０亿

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就从中心大批袭

来而震惊了农民阶级。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

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农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

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把它农民化起来。

在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采纳这些法案，

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

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

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４７后，立刻就在卡尔

利埃４８——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污秽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

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模仿一样——随后所发出的咨

文里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事业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

间的同盟。联合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

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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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个集团在互相争夺支配权中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

器，在人民已跟它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又从人

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ｌ’ａｍｉａｂｌｅ〔友

好合同〕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

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间的

冲突，还是在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

举行了自己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

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为行政长官的王朝残废人物

招拢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

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主义者的

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

自己的报纸“拿破仑”４９，这报纸公开说出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

长们却不免要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这些欲望表示否认；使议会

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一切不信任投票而坚决不肯辞退自

己的部长们；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额外多发４苏薪

饷，企图以此讨好士官，又以剽窃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

法，即设立“荣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

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公然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残存的六月起

义者放逐于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议会ｅｎｇｒｏｓ〔一下子〕就丧失人

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ｅｎｄéｔａｉｌ〔逐渐地〕博

得人心。梯也尔说出了关于《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和《ｃｏｕｐｓｄｅ

ｔêｔｅ》〔“冒险举动”〕的威胁话，而立法议会则对波拿巴进行了报

复，办法是否决他为私人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面对于他为共同利

益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用喧嚷的猜疑态度予以考查，看波拿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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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加强行政权力为借口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

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来进行了报复。

再则，使正统主义者也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

党人重又夺得了几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

们则是希望靠实行地方分权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

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造成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

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也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

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党人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

则又受到重新浮现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

他人的吆喝和鄙视，正象一个贵族丈夫鄙视资产阶级出身的夫人

一样。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

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

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

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

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

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

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

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从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

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

就是构成“无政府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工

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

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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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

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就都成

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攻击秩

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普及国

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危及秩序党

的一般垄断啊！

在革命进程中，情势已是极迅速地成熟了，连各种色彩的改

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

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

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

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

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

目的。在某些人说来，这是故意骗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说来

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

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

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

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

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

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

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

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

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Ｐａｒ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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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ｎｃｅ〔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剥削这个阶级时主要是以债权人

姿态出现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

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组合；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

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

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

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

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

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

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

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

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

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

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

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

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

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

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

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

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

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

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

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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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由金融贵族占居领导一

样，在“无政府党”中也必然是由无产阶级占居领导。当结成革

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团聚起来的时候，当各省

愈益变得不可靠，而立法议会本身愈益对法国的苏路克所提要求

表示牢骚不满的时候，——为填补６月１３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

缺的那个延搁已久的补缺选举就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受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

办法可以逃出这个不堪忍受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

动。巴黎发生暴动就会使政府有所借口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

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

友就不免要对政府表示让步，否则他们自己就会显得象是一些无

政府主义者了。

于是政府就来着手工作。１８５０年２月初，政府砍伐了自由之

树５０，来向人民挑衅。徒劳无功！如果说自由之树已丧失了安身之

所，那末政府自己却已弄得惊惶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所吓退

了。国民议会以冷淡的不信任态度回答了波拿巴的这种求解脱的

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５１上取去长生花圈，也没有得到较大一点

的成功。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

有所借口来对内阁投以多少隐蔽的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止普

选权和勾引哥萨克人入境侵犯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无功。奥普

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也是枉费心机；他挑拨左

翼分子跑到街上去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

普尔所取得的结果只是议长令其遵守秩序，而秩序党就以默然幸

灾乐祸的神情许可了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加以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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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预言２月２４日将有革命发生，也是枉然。政府所取得

的结果只是人民在２月２４日毫无表示。

无产阶级没有任人挑拨去进行暴动，它要干的是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举动只是加强了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

并没有阻碍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

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于６月遭受放

逐，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博取人心才获得赦免的；他是布朗基的

朋友，曾经参加过５月１５日的发动。维达尔著有“论财富的分配”５２

一书，因以共产主义作家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内当过路易·

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

“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

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一个抗议

耶稣会教徒所定教育法的具体象征。这３个候选人代表着３个互

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代表着革命无产阶

级；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最

后，第三个候选人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共和党，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

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本来的意

义了。这是象在２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

联合。但这一次是无产阶级居于革命联盟主脑地位。

不管敌人如何拚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

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

拉伊特。秩序党惊呆了。各省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

是山岳党获得多数。

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的选举！这是１８４８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

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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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１８４９

年６月１３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骗走的山岳党回到国民议

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号

兵了。这是１２月１０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

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

部长奥赛在１８３０年间的落选。最后，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的选举，是

使秩序党得到多数的５月１３日选举的翻案。３月１０日的选举是

对５月１３日多数的抗议。３月１０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

的是铺路石。

“３月１０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的分

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而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

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重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

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又来拯救秩序；波拿巴重又是他们的中立

人物了。如果他们有时也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

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无望了；如果波拿巴有时

也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

可能性感到无望罢了。

为了表示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

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

起诉讼的巴罗什来做内政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

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国民议会扼杀了社会主义的

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所感到的恐惧。

“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

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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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间进行着一个你死我活的决斗，一个不停息的冷酷的战争；在

这个殊死战争中，两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

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

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１２

万７０００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①！而

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是曾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的。

受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

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１８４８年

６月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是不会重演了；

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只代表

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私产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臣民——

小私产——已到毫无私产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去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老办法。“加强镇

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１０倍！”但是它的镇压势

力已减少了１０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已增强了１００倍。难道不是连

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都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

出了它的最后一言：“必须把窒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铁环打断。立

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

自１８４８年２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对

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

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身于特洛伊木马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

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希腊人②那样潜入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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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反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止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

后一言，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言。

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３日，

１８４９年７月８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

在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

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

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

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

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

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

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

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

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

在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

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

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

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

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作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第二号科布伦茨５３既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而号召外

国入侵，也就是甘与一切民族情感为敌。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

是为新的革命造成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口

实的。任何局部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中各个集团互相分离，使

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突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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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的性质，

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一个革命都

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中各个集团既已抛弃它们联合权力的

唯一可能形式，既已抛弃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

抛弃立宪共和国，而向后跑回到较低级、不完备、较软弱的形式

即君主国去，它们就是自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

老人，他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

衣服，妄想把他的枯萎的四肢硬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

一个功绩，就是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Ａｐｒèｓｍｏｉｌｅｄéｌｕｇｅ〔我去后哪管他洪水泛滥〕①。

０１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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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８５０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３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

志最后两期即第五第六两期合刊所载“述评”中摘出来的。那里

首先叙述了１８４７年爆发于英国的商业大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

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１８４８年２月和３月的

革命，随后又指出，早在１８４８年即已开始而于１８４９年又更其加

强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胜利成为

可能。然后专门讲到法国时就作了如下的论述：）①

从１８４９年，特点是１８５０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

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

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

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

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

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

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

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

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

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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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口税，１８４８年的前９个月为６３００万法郎，１８４９年的前９个

月为９５００万法郎，１８５０年的前９个月为９３００万法郎。而１８５０年

９月份，进口税比１８４９年同月又增加了１００余万法郎。１８４９年出

口也有所增加，而１８５０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１８５０年８月６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

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该行曾受权停

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

３亿７３００万法郎（１４９２万镑）。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日，流通的银行券

是４亿８２００万法郎，或１９２８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４８６万镑，而

１８５０年９月２日是４亿９６００万法郎，或１９８４万镑，即增加了将近

５００万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

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

１８５０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１４００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

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

本增加１亿２８００万法郎，即５００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

在本刊以前的一期①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

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

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１８４７年６月１０日法兰西银行受

权发行票面额２００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

是５００法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

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

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３亿５０００万法郎。同时它还

受权发行票面额为１００法郎的银行券。４月２７日的法令规定各个

２１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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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１８４８年５月２日的另一法令允许该

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４亿４２００万法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２

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５亿２５００万法郎。最后，

１８５０年８月６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

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

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

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

式的人民的银行５４。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１７９７年到

１８１９年英国的银行限制５５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

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

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

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

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

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２５００

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

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

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

３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

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

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

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

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

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

３１１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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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

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

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

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

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

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

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

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

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

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

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

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

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

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

——，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

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

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

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４月２８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

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３月１０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

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

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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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３月１０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

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

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

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

使３月１０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

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

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

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

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５６，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纸扯成了

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４月２８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

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

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

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１８５２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

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

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

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

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

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

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１７个城

主５７。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

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５月８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

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ｃａｌｍｅｍａｊｅｓｔｕｅｕｘ

〔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

５１１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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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

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

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５月２１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

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

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

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

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

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

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

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５月２２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４６２票对２２７票的多数而告结

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

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

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

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

至当５月３１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

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

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

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１５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

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

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

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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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

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

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祥的灾难。

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

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

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

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

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

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

·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

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

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

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

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

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

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

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

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

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

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

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祥的匿名而不合

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

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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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

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

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

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

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ｐｅｎｎｙ－ａ－ｌｉｎｅｒｓ〔不值钱的文人〕，或

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

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

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５８、“立宪主义

者报”５９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

－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

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

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

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

即两份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ａｐａｕｐｅｒｔａｔｉｓ〔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

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

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６０。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３期第１６页上

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

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

波拿巴的复辞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

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

着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ｉｎ

ｐｅｔｔｏ〔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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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

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

——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

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

理。”①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ｓｍａｌｇｒéｅｕｘ〔不得已的共和派〕②这出喜剧，即反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

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

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

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

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ｂａｉｓｅｒＬａｍｏｕｒｅｔｔｅ〔拉摩勒特式的接

吻〕６１，——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

近６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

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

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哪？难道波拿巴对抗国

民议会的主要本能不就是他有６００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

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

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３００万法郎来

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

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

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

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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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

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

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３００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

巴２１６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

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

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２００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

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ｄｅｍａｕｖａｉｓｅｇｒａｃｅ

〔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

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

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

“权力报”６２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

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

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５０００法郎。次日，“权力报”刊

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

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

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

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

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

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８月１１日延期到１１

月１１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

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

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２８人组成的

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６３。为了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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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

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 “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

序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

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

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

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

世曾被他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

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

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

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

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

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

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

ｆｉｄｅｌｉｕｍ〔在野〕
６４
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

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

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６５在报刊上使对

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

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

主制复辞，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

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

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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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１８５２年５月退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

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

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

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缝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

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

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

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

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

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

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宪制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

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

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

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

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

状〕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

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１８５２年５月头一个星

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

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

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的背后潜伏

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

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

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

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

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

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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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

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

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

仿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

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

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巴黎流氓无产

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

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

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

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

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

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

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

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

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

兵高喊《Ｖｉｖ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ｖｉｖｅｌｅｓａｕｃｉｓｓｏｎ！》〔“拿破仑万岁，腊

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①，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

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

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

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１８４９年１

月２９和６月１３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

３２１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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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①的新亚

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

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

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

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

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

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

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

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

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

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

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

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

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

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

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嗾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

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

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

宪法口号《Ｖｉｖｅ 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

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

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

４２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戈尔迪之结用以喻借武力方能解决的难题。相传戈尔迪以其乘舆之辕与轭用

结系住，牢固不可解，声言有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大

帝拔剑斩开此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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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

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

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

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

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

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

尚加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

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

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

１１月１１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

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

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

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

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

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

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

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

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

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

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

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５２１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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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①都打倒杀死！”６７

这是一段付歌，是南德的“人民自卫团”在从普法尔茨到瑞

士边界的所有的道路上和旅店里到处高唱的一段歌词，它沿用了

“在大海怀抱中”６８这个为人所熟悉的又象圣歌又象手摇风琴声的

调子。这段副歌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６９的全部性质。这

两行歌词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

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

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二月革命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所引起的一切运动和动荡

之中，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意志的特

点。它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是纯粹德

国式的。正如１８４８年６月的那些日子表明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发

展的程度一样，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也表明了德国的尤其是南德

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市民阶层，而这

个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正是小资

产阶级参加了“三月同盟”７０、民主立宪同盟、爱国同盟、许许多多

所谓的民主同盟以及几乎一切的民主派报纸，从而给帝国宪法带

９２１

① 在汉堡印刷“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时，“德意志君主”这几个字由

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而被删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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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不计其数的但又不关痛痒的“格留特利的誓言”
７１
，并且还进

行了反对“不听话的”君主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唯一的直接后果，

自然也只是他们自己感到履行了国民义务而洋洋自得罢了。正是

那以法兰克福议会的坚定的所谓左翼为代表的，即特别是以斯图

加特议会和“帝国摄政”７２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正式领导了整个运

动；最后，小资产阶级在各邦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临时政府

和制宪议会里面都占统治地位，而上述这些机构都在萨克森、莱茵

省和南德的捍卫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多少获得了一些荣誉。

假若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它未必会抛弃处处以

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软心肠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

会借助于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自１８８０年起德国以

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

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

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

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

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

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

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

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在在都有其他的阶级来响应由

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更加明

确、更加坚强有力，而且尽力一有可能就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

就是无产阶级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

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这些唱高调的

０３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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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帝国宪法的保证，比任何小资产阶级鼓动家都要认真得多。如

果说小资产者正象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

“牺牲一切”，那末，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是情愿这样做

的；不过有一个情况虽然没有人提起过但各党派心中都是非常清

楚的，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要维护这部帝国宪法

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和现存的

国家政权公开地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

的盟友甚至在斗争高潮的时刻就干叛卖的勾当，那末，他们至少

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即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

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运动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比较

坚定的派别也曾依附过小资产阶级，这正象英国和法国历次小资

产阶级运动中发生的情形完全一样。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

个整体实行统治的；且不谈至今在自己的手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政

治权力的封建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也

立即分裂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另一方代表

工厂主。其次，和执政派别相反，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在

野的进步派别，却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和它联合起来

共同进行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恢复了差不多是由军队、官

僚和封建贵族独霸的统治；那里尽管还存在宪法的形式，但资产阶

级只不过是扮演着极其平凡的配角，因此，那里具有更多的理由来

实行这种联合。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起英法的资产阶级来要怯

懦得多，只要有一点点再发生混乱即进行真正决战的可能，它便会

张皇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这一次的情形也是这样。

其实时机决不是不利于斗争的。法国那时迫近选举，这次选

１３１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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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不论谁得多数票，保皇党也好，红党也好，结果总会削弱制宪

议会的中间派，加强两个极端的政党，使得尖锐化了的议会斗争

通过人民运动而得到解决；一句话，选举必然会使《ｊｏｕｒｎéｅ》

〔“决定性的一天”〕来临。在意大利，罗马城下进行着战斗，罗

马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反击了法国干涉者的军队。在匈牙

利，马扎尔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猛进；帝国军队被赶过了发格

河与莱达河；在维也纳，人们天天都在等着听炮声，匈牙利的革

命军随时都可能到达；在加里西亚，人们在等待邓宾斯基率领波

兰－马扎尔军队到来，而俄国的干涉，看来对马扎尔人不仅不是

祸事，相反地，它必然会把匈牙利的斗争变为欧洲的斗争。最后，

在德国笼罩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激昂情绪；反革命实行进攻，军阀、

官僚和贵族愈来愈横行无忌，内阁中的老牌自由派经常不断地干

着叛卖的勾当，君主们①背信弃义的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凡此种

种都使得整批整批的过去拥护秩序的人投入了运动派的怀抱。

斗争就是在这种种情况下爆发起来的，我们在下面的文章里，

就要来描写这个斗争。

由于所有的材料都还非常不完备而且非常混乱，由于所搜集

的参加者的口述材料几乎都根本不可靠，由于过去出版的所有论

述这次斗争的著作的作者都抱有纯粹的个人目的，所以不可能对

事件的全部进程进行批判的叙述。因此，我们只好限于叙述一些自

己耳闻目睹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东西已足以说明整个运动

的性质；固然，单凭个人印象我们不能够说明萨克森的运动和梅洛

斯拉夫斯基向尼喀河的进军，但是“新莱茵报”杂志可能在最近找

２３１ 弗 · 恩 格 斯

① “君主们”这个词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在印刷时被删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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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个机会至少对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７３
。

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人有许多还关在监牢里，另外一些

人已经得到机会回国了，还有一些人仍然侨居国外，整日期待回

国机会，他们中间没有最糟糕的人物。在关系到这些斗争的参加

者时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现在有许多

人重新住在国内没有遭到迫害，如果我们没有由于叙述那些表现

出他们真正英勇非凡的精神的事件而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是不

会责备我们的。

３３１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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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莱茵普鲁士

读者还记得，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是５月初首先在德勒

斯顿爆发的７４。大家知道，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但被莱比锡小市民

出卖了的德勒斯顿街垒的战士们，经过６天的战斗之后，被敌人

以优势兵力打败了。这里的战士不超过２５００名，他们的武器是形

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他们的炮兵只有两三尊不大的轻型臼炮。而

王室军队除了萨克森的几个营以外，还有两个普鲁士团。他们拥

有骑兵、炮兵、步枪手和一个针发枪营。在德勒斯顿，王室军队

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胆怯①；然而，同时无可怀疑的

是，德勒斯顿的战士们在和这些优势敌人作战时要比维护帝国宪

法运动期间的任何人都更勇敢。当然，巷战是与野战完全不同的。

在柏林，由于实行戒严和解除武装，到处都一直保持着宁静

的气氛。甚至也不曾把铁路炸毁，以便在柏林城下就把普鲁士增

援部队截住。布勒斯劳②那里曾企图发动街垒战，但政府对此早有

戒备，因此，这个城市更是注定陷入军刀的专政之下。德国北部

其余地区失去了革命中心，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把希望寄托给

莱茵普鲁士和德国南部；而在德国南部的普法尔茨此时也已经动

了起来。

４３１

①

② 波兰称为：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这里的《ｆｅｉｇ》（“胆怯”）一词曾改为《ｋｌａｇｌｉｃｈ》

（“可怜”）以缓和语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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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８１５年以来，莱茵普鲁士被认为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

为）德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它有两个优越性，两个优越性兼有

的情况无论在德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有这样一个

优越性：１７９５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

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

区以直接的影响。革命党在巴黎失败以后，军队便把革命带到了

法国国外。在这些刚解放了的农民子弟的冲击下，不仅神圣罗马

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了，而且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分崩离析

了。在莱茵河左岸已经有两代人不知封建主义为何物：贵族已经

被剥夺了特权，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和教会的手中转入农民的手中，

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农民也象在法国一样是自由的土地私有者。在

城市里，行会和宗法式的贵族统治比德国其他的地方早１０年就消

失了，而让位给自由竞争了，最后，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

典〕７５总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规，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完全改变

了的秩序。

另外，莱茵普鲁士拥有全德最发达、种类最繁多的工业，这

也就是它同莱茵河左岸的其他各邦比起来所具有的主要优越性。

在亚琛、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这３个行政区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

有了：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应有尽有，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

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其次，采

矿业、军火生产和其他的金属生产都集中在这块没有多少平方哩

的面积上，并且给德国的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马

尔克铁矿和煤矿区与莱茵省紧相毗连，它部分地满足了莱茵省在

原料上的需要，并在工业方面和莱茵省保持着联系。这里有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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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

外，工业部门还敷设了许多铁路，并且每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铁路

网。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

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以及在原料和铁路股票上的相反的投

机买卖等，与这里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莱茵省工商业发

展的程度，虽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德国

说来，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莱茵普鲁士，由于工业（它也是在革命的法国的统治下繁

荣起来的）和与之有关的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强大的工商业大资

产阶级以及与它对立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

德国其他各地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地方，并且还处在萌芽阶段，

然而，它们却几乎是唯一决定着莱茵省的独特的政治发展的两个

阶级。

莱茵普鲁士比德国其他受法国人的影响而革命化了的地区优

越的地方是它的工业，比德国的其他工业区（萨克森和西里西

亚）优越的地方是它继承了法国革命。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社会

发展几乎完全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地区，这里有发达的

工业、广泛的贸易、资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在各城市中占主

要地位的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里占

主要地位的是人数众多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

动制来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农民，通过竞争来统治小

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资

产阶级的陪审制和整个法权的承认。

莱茵省的居民为什么要憎恨一切普鲁士的东西，现在还不明

白吗？普鲁士简直是把法国革命和莱茵省一道纳入了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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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把莱茵省居民当做被征服的外国人来对待，而且还当做战

败了的叛乱者来对待。普鲁士不但不本着日益发展的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的精神来改善莱茵省的立法，而且甚至想强迫莱茵省居民

接受普鲁士法，而普鲁士法是一种迂腐的、封建而庸俗的混合物，

它即使在东波美拉尼亚也未必适用。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后的革命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莱茵省的特殊状

况。莱茵省不仅使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而且使整个的德国资产阶级

具有自己的典型代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它使德国的无产阶

级具有唯一的不仅在言论上或者以一些善良的愿望来代表无产阶

级而且表达了它的真正利益的一个机关报，这就是“新莱茵报”。

尽管如此，但是莱茵普鲁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究

竟是什么缘故呢？

不应该忘记，３０年代的运动是为了空谈家和律师的那种立宪

主义而进行的，它对于从事更为实际的事业即从事工业企业的德

国莱茵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利益；当各小邦还在幻想德意志帝国的

时候，在莱茵普鲁士无产阶级就已经公开地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了；

在１８４０—１８４７年，即在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宪主义运动的时期，莱

茵的资产阶级曾经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在１８４８年三月事件的时

候，在柏林它对斗争的结局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为什么

莱茵普鲁士在公开的起义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任何成就呢？为什

么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全省的总起义呢？为了说明这一切，最

好是简单地叙述一下莱茵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勒斯顿，斗争刚刚才爆发起来；在普法尔茨，斗争随时

都可能发生。巴登、维尔腾堡、法兰克尼亚，都举行了群众大会，

几乎已经谁也不隐讳自己要以武器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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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南德，部队的情绪是摇摆不定的。普鲁士同样是处于群情激昂

的状况中。无产阶级因为在１８４８年３月间自认为已争到手的那些

权利又被人用欺骗的手段夺去了，所以只是等待机会报仇雪恨。小

资产阶级处处都企图把一切不满分子联合成一个拥护帝国宪法的

大党派，同时还希望自己来领导这个政党。在一切的报纸上，在

所有的俱乐部和酒巴间，那种与法兰克福议会共存亡、不惜为帝

国宪法而牺牲一切的誓言，简直是琳琅满目，处处可闻。

在那个时候普鲁士政府也已经展开了敌对的活动，它召集了

相当大的一部分后备军７６，即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所有的后备军。

在和平时期发布征召后备军的命令是违法的，这不仅激起了小资

产阶级的愤怒，而且也激起了富裕资产阶级的愤怒。

科伦市参议会宣布召开莱茵省各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大会。政

府禁止召开这次会议；于是，人们决定不拘泥于形式，尽管有禁

令，大会还是召开了。各市、镇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

产阶级的代表们都宣布自己是帝国宪法的拥护者，他们要求普鲁

士政府接受帝国宪法，要求内阁辞职，并且要求取消后备军征召

令，他们完全公开地威胁政府说，一旦政府拒绝这些要求，莱茵

省便与普鲁士脱离关系。

“鉴于第二议院在表示主张无条件接受本年３月２８日所公布的德意志

宪法以后被普鲁士政府所解散，从而人民的代表权和表决权也就在现在这一

决定性时刻被普鲁士政府所剥夺，下面签名的莱茵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们举

行了会议，共商国事。

会议在特利尔市议员采尔和科布伦茨市议员威纳尔的主持下，在书记科

伦市议员贝克尔和杜塞尔多夫市议员布洛姆第二的协助下，通过如下的决

议：

（１）会议声明，承认本年３月２８日帝国议会所公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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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法律，并且在普鲁士政府引起的冲突中，站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方面。

（２）会议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能手持武器的所有男人，以大大

小小的团体的名义集体地宣布：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坚决捍卫德意志帝国

宪法、贯彻帝国宪法的规定。

（３）会议要求德意志帝国议会尽速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使德意志各邦人

民，尤其是莱茵省的人民在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只有团结

和强大才能打乱具有良好组织的反革命势力的计划。

（４）会议要求帝国政府尽速使帝国军队宣誓效忠于宪法，并保证将这些

军队集中起来。

（５）下面签名的代表们应该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争取使帝国宪

法在自己的市、镇的范围内得到承认。

（６）会议认为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及在现行选举制度不变

的条件下召开两院会议，是绝对必要的。

（７）会议特别认为不久前对部分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

国内和平的措施，所以希望立即撤销此项命令。

（８）最后，下面签名的代表们深信，拒不理会本声明的内容，将给祖国

造成极为严重的危险，甚至可能使普鲁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

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在科伦通过。”

（签名）

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当主席的那位采尔先

生，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却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阁７７的帝国专员的身

分到了巴登；在那里，他不仅号召大家保持安静，而且和当地的

反动分子共同策划了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卢厄所发生的反革命

行动。此外，大概他至少还同时作为军事奸细替帝国将军波伊克

尔效过劳。

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大资产阶级——３

月以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之花——从一开始就企图在莱茵普鲁士

领导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言论、它的决议、它的所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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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不能不对以后事件担负责任。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市、镇议员

先生们的话，尤其是相信了他们关于莱茵省脱离普鲁士的那种威

胁性的说法。一件事情，只要有大资产阶级的参预，那就可以认为

已经注定成功，就可以指望一切阶级的居民的支持，因而也就可以

去冒点险了。小资产阶级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于是它急忙地摆出

了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不言而喻，这一点也不妨碍小资产阶级的

假牌盟友大资产阶级一旦机会到来就将它出卖，而且到后来，当事

情的结局十分悲惨的时候，还要在事后嘲笑它的愚蠢。

然而，激奋的情绪却有增无已；来自德国各个地方的消息都

充满着战争气味。最后，事情演变到了装备后备军的地步。各营

的人集合了起来，他们坚决声明不穿军装。少校们没有足够的军

事力量做后盾，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事情没有闹到威逼和动武的

地步他们倒称幸不已。他们把人们解散了，重新指定了一个装备

的期限。

政府当时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给后备军的军官以必要的支

持，但故意地听任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而现在，它却一下子就

使用起武力来了。

那部分不服从命令的后备军，主要是属于贝尔格－马尔克工

业区的。反抗的中心是爱北斐特和伊塞隆、佐林根和埃奈泊河谷。

前两个城市立即就有军队开去了。

开赴爱北斐特的有第十六团的一个营，有一个枪骑兵连和两

门大炮。城里面一片慌乱。后备军的士兵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仍

然决定来一次冒险。许多农民和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最怕

的就是政府一翻脸便使他们遥遥无期地离开家园。当他们想到反

抗的后果时，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ａｃｔｉ〔构成犯罪〕、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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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战时条例、罚苦役，甚至可能枪决！总之，处于战斗状态的后

备军士兵的数目（他们都有武器在手）一天比一天稀少了，最后，

只剩下约４０个人。他们在城外的一个小饭馆里建立了自己的司令

部，在那里等候普鲁士人到来。在市政厅大厦周围有市民自卫团

和两队市民射击手；他们摇摆不定，并和后备军进行了谈判，但

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准备保护自己财产。在街道上到处是人群，这

里有在政治俱乐部宣誓矢忠于帝国宪法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类

型的无产者：既有坚决革命的工人，也有醉熏熏的运贷马车夫。谁

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市参议会想和军队进行谈判。司令官拒绝了谈判，并开进了

城内。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到市政厅大厦的旁边列开队伍

和市民自卫团对面相持。谈判开始了。有人从人群中向士兵扔了

几块石头。前面所说的为数约４０人的后备军，经过长时间的商议

以后从城市的其他地方开到这边来了，他们也驻在军队的对面。

突然人群中发出了释放囚犯的呼声。在紧靠着市政厅大厦的

监狱里，有６９名佐林根工人已被监禁了一年，罪名是捣毁了要塞

旁的铸钢厂。再过几天就要开庭审判。人群涌向监狱，要把他们

放出来。大门被撞开了，人们就一拥而入，囚犯被放出来了。然

而正在这个时候军队开了过来，一排枪响，从牢门跑出来的最后

一个犯人应声倒地，脑袋被打得粉碎。

人群后退了，但他们大喊道：到街垒上去！转瞬间，通向市

中心的所有通路都被街垒封锁了。没有武器的工人很多，在街垒

后面有武器的不超过５０人。

大炮移到前面来了。无论是刚才的步兵或是现在的炮兵都射

击得过高，大概是故意搞的。这两部分军队都是由出生在莱茵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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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威斯特伐里亚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是用意善良的。后来，冯·

乌滕霍芬上尉率领第十六团第八连来到了前面。

在第一座街垒的后面有３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喊道：“不要

向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上尉命令道：“注意！”在街垒后面有

个射手喊道：“你要是敢喊‘预备’，我们就地干掉你。”“预备，放！”

一排枪响，而在那一瞬间，上尉也就倒下去了。子弹正中他的胸膛。

士兵们仓惶后退了，连上尉的尸体也没带走。又响了几枪，有

些士兵负了伤。指挥官不想在起义的城市中过夜，便率领自己的

部队出了城，同部队一起露宿在离城步行一小时之遥的地方。在

各个地方，大兵一撤走，跟着就筑起了街垒。

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到了杜塞尔多夫。人们大

群大群地聚集在街头；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都兴奋异常。接着又传来

消息说将有新的军队派到爱北斐特去，这个消息就成了发动的信

号。有一些工人，他们不愿武器的不足（自１８４８年１１月起市民自

卫团就被解除了武装），不顾有相当强大的驻防军，也不顾这里以

前公国小首府的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对起义者不利，就发出了号召：

到街垒上去！新街和保凯尔街上构筑了几座防御工事；在这个城市

的其他地方，一方面是由于早已有军队集结在那里，另一方面是由

于富裕市民和小市民胆怯，而不曾构筑任何的工事。

傍晚时分战斗开始了。这里也象别的地方一样，打街垒战的

战士很少。不仅如此，他们到哪里去弄到武器和弹药呢？难得他

信能够给予兵力占优势的敌人以持久的和坚强的抵抗，有几个本

来可以守住的街垒，只是在敌方广泛地使用大炮之后，才于清早

时分陷入普鲁士人之手。大家知道，这些行动谨慎的英雄们在第

二天对女仆、老人和其他的和平居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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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普鲁士人从爱北斐特被赶走的那天，本来有一个营（如

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十三团的一个营）开赴伊塞隆去镇压当地

的后备军。但是在那里这个计划也破产了：后备军和人民刚一知

道军队迫近的时候，就在通往城市的所有进路上构筑了街垒，荷

枪实弹以待敌人。这个营没有敢打就后退了。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战斗以及伊塞隆的街垒，是贝尔格

－易尔克工业区大部地方实行起义的信号。佐林根的居民用袭击

的办法夺取了格莱弗拉特的军械库，用那里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

了自己；哈根的居民大批大批地参加了运动，武装了自己，占领

了通往鲁尔的要冲，并派遣了巡逻队去进行侦察；佐林根、龙茨

多弗、勒姆谢德、巴门及其他的城市都派遣了自己的队伍到爱北

斐特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点，后备军也参加了运动，并愿听

法兰克福议会的调配。在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和伊塞隆，安

全委员会代替了那些被驱逐了的区政权利地方政权。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自然是被夸大得更加骇人听闻：整个

乌培河谷和整个鲁尔地区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起义阵

营；传说在爱北斐特有１５０００个武装人员，在伊塞隆和哈根两地

也有同样数目的武装人员。政府由于突然大吃一惊而在最忠顺的

地区的这次起义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镇压无方，这也大大地促

使那些言过其实的谣言更加流传起来。

但是，不管这些可能的夸大可以打多少折扣，下面的这个事

实终归是无可怀疑的：公开的、暂时还是所向无敌的起义曾席卷

了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各个主要据点。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

的。此外，还有消息说德勒斯顿仍是屹立不动，西里西亚发生了

骚乱，普法尔茨的运动加强了，在巴登军队里爆发了胜利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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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逃之夭夭，马扎尔人驻扎在雅布龙卡河和莱达河畔。简言之，

这是１８４８年３月以来出现在民主党与工人党面前的一切革命时

机当中最有利的一个时机，当然必须要利用这个时机。莱茵河左

岸必须支援右岸。

那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莱茵省中比较大的城市，不是有坚固的堡垒和炮台控制着的

要塞城市，例如科伦和科布伦茨等，就是有大批驻防军的城市，例

如亚琛、杜塞尔多夫和特利尔等。此外，莱茵省还在威塞尔、幽

里希、卢森堡、萨尔路伊，甚至美因兹和明登这些要塞的控制之

下。所有这些要塞和驻防军的兵力一共至少有３万人之多。最后，

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特利尔早已被解除武装。因此，莱茵

省的各个革命中心都已经陷入了瘫痪的境地。在这里，正如杜塞

尔多夫的例子所已表明的，任何举行起义的企图都不能不以军队

的胜利告终；如果譬如说在科伦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那末不论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传来，贝尔格－马尔克区起义者的士气都

会一蹶不振。在莱茵河左岸的摩塞尔河、埃斐尔和克雷弗尔德工

业区，运动虽然可能开展，但是有６个要塞和３个经常有防军驻

守的城市把这个地区包围住了。与此相反，莱茵河右岸已经起义

的各个地区，都是人烟稠密的辽阔地带，那里森林茂密、山峦重

重，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进行起义战争而创造的一个环境。

这样，支援起义地区只可能有一个办法：

首先，在要塞和驻有防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任何无益的发

动；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厂区和乡村中，应当进行佯攻，以

便使莱茵的驻防军保持着紧张的状态；

最后，应该把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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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

心。

普鲁士的初出茅庐的揭发专家们，请不要因为我在这里暴露

了一个有关叛国行为的阴谋，而过早地高兴吧。遗憾的是，这里

并不存在什么阴谋。上面提出的３点措施并不是阴谋计划，而是

本文作者正在他为了促进第三点的实现而前往爱北斐特时所提出

的普通建议。由于民主党与工人党组织的瓦解、由于大多数地方

领导人（他们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过分小心、最

后还由于时间不够，所以事情没有发展到进行密谋活动的地步。如

果说，在莱茵河左岸到底还是发生了试图破坏的活动，如果说，在

克姆彭、纽斯和附近的地方发生了骚动，在卜留姆以袭击方法夺

取了军械库７８，那末，这些事件决不是按一个总计划安排的，而只

不过是居民的革命本能所引起的。

其实，在起义区内的情形远不象莱茵省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想

象的那样。固然，爱北斐特这个城市，从它的街垒（虽然这些街

垒构筑得极其紊乱和仓猝）、从它那许多的岗哨和巡逻队以及其他

的武装人员、从它那全体涌上街头的居民（只有大资产阶级没有

出来）、从它的红旗和三色旗７９来看，是的确不错的。但是，城里

的其他方面却是一团糟。小资产阶级靠着一开始就成立起来的安

全委员会，抓到了运动中的领导权。可是在刚刚达到这一步以后，

却又对它自己权力害怕起来，尽管它的这点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它

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市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来承认它的

权力的合法性，而且为了答谢市参议会的这种盛情，还吸收了５名

市参议员参加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使用这种方法巩固起来的安全

委员会立刻就把所有危险工作摆脱掉了：它把外部的安全移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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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去负责，自己只保留对军事委员会的监督权，以节制

其行动。那些被本城之主亲手移置在法律基础上的战战兢兢的安

全委员会里的小资产者们，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和起义完全隔绝了

之后，就可以仅限于安定一下人心，料理一下日常事务，调解一

下“误会”，抚慰一下起义者，把事情高高地挂起来，并且借口必

须先等待派到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音而阻止任何坚决果

断的行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完全追随着安全委员会，到

处号召保持安静，尽力阻止进一步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和加强武装

的行动，而且始终摇摆不定，不知应该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来参加

起义。在这个阶级里面，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下定决心在城

市遭到进攻时拿起武器来实行自卫，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努力使自

己相信，只要威胁一下，就能把政府吓得不得不停止炮击爱北斐

特并实行让步；在其他方面，这绝大多数的人也事事给自己留下

一条退路以防患于万一。

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一瞬间，大资产阶级象遭到五雷轰顶似

的吓破了胆。在它那受惊的想象中呈现出一片烧杀抢掳，灾祸无边

的景象。安全委员会（它的大部分委员是市参议员、律师、首席检察

官以及有威望的人士）的成立，出乎意料地使大资产阶级的生命和

财产有了保障，大资产阶级因而欢喜若狂。从前那些大骂卡尔·黑

克尔、里奥泰、赫希斯特等这些先生们是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的大

腹贾、染坊主和工厂主们，现在却成群结伙地蜂拥到市政厅去，象

得了狂热病似的把那些被他们目为吸血鬼的人们拥抱来拥抱去，

并掏出成千的塔勒摆在安全委员会的桌子上。不言而喻，当运动被

镇压下去之后，这些狂热崇拜和拥护安全委员会的人，又不仅对运

动本身而且也对安全委员会及其委员们开始散布种种最荒唐而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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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的谎言，并且还以同样的狂热感情来感谢普鲁士人把他们从空

前的恐怖主义之下拯救出来。象黑克尔先生、赫希斯特先生和首席

检察官海茵茨曼先生等这些无辜的制宪派市民，又被他们描写成

脸上写着与罗伯斯比尔、丹东同宗的恐怖分子和吃人生番了。从我

们这方面说，我们有责任为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彻底洗

清这种罪名。总之，大部分大资产阶级都想尽一切办法携家带眷尽

早地搬到杜塞尔多夫去，以便受到戒严令的保护，只有胆量较大的

一小部分人留了下来，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保卫自己的财产。在

起义期间，市长躲在一辆四轮朝天的马车下，上面盖满了牲畜粪。

在斗争的时刻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当安全委员会里面和小资产

阶级中间刚一发生动摇时，也分裂了。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厂工人、

部分丝织工人坚决地支持运动，然而正是这些组成无产阶级核心

的工人们，却几乎是手无寸铁。如所有在劳动中需要体力多于技能

的工人一样，身体好、挣得多、不开化因而情绪反动的染色工人，从

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就表现得十分冷淡。在街垒战的日子里，他们是

所有产业工人当中唯一继续安静地工作的工人。最后，流氓无产阶

级，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在运动的第二天就暴露出谁给钱就听谁使

唤的习性；他们早晨向安全委员会要武器和薪饷，午饭以后却卖身

于大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看家护院，到傍晚时候就去破坏街垒

了。整个说来，流氓无产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因为资产阶级

给他们的钱最多，他们就是拿着资产阶级的钱不亦乐乎地消磨运

动结束以前的所有时光。

由于安全委员会怠惰和懦怯，军事委员会意见分歧（在这个委

员会里面本来就是消极派占多数的），从开初就难以采取任何坚决

果敢的行动。第二天反动便开始了。马上就可以看出，在爱北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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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打着帝国宪法的招牌、只有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调和，才可能指

望有所成就。而这里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不久前才刚刚从狂饮和敬

神的泥坑中挣脱出来，因此连一点点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的条

件的观念都还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在本能上对资产

阶级怀着深仇大恨，对于资产阶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要求抱着十

分淡漠的态度，因而不可能满腔热情地来捍卫这类三色旗的利益。

结果，坚决行动派，即唯一认真地对待防御的那一派，就陷入了不

妙的境地。他们宣布：拥护帝国宪法。但是小资产阶级不信任他们，

在人民面前对他们百般地加以诽谤，阻碍他们在加强武装和巩固

城防方面的一切措施的执行。任何一道真正能够加强城市防卫力

量的命令，只要碰到安全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委员，就会立刻被取

消。任何一个胆小的庸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门前在构筑街垒，他就

会立刻跑到市政厅去弄一道取消命令来。守在街垒上的工人们应

领的饷金（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为了不致饿死所最必需的起码

数目而已），只有经过一番周折，安全委员会才肯发给，而且数目少

得可怜。战士们的薪饷和给养都不按时发放，并且还常常少发。在

五、六天的期间内，对服役人员没有检阅或集合过一次，以致没有

人晓得，在需要的时候，究竟可以出动多少兵力。仅仅到了第五天

的时候才试图给战士们编队，然而这一次编队搞得不成功，编队时

连现有的战斗力量究竟有多少都还完全没弄清楚。安全委员会的

每一个委员都是自作主张。所颁布的命令彼此极为矛盾，所有的命

令几乎只有一点是彼此相同，即粗心和紊乱越来越厉害，因而无法

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步骤。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打消了无产阶级参加

运动的兴头，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达到

了自己的目的——尽可能使工人消极冷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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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５月１１日到达爱北斐特的时候，那里至少有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名战士。但是他们之中可靠的只有外埠来的增援部队和为数

不多的爱北斐特的武装工人。后备军是动摇的；其中大部分人因想

到会被判处苦役而感到惊恐万状。起初，这样的人并不太多，但是

他们的人数由于从其他部队流入一些不坚定的和胆小怕事的分子

而日益增多起来。最后，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反动的和专为镇压工人

而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团，宣布保持中立，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保

卫自己的财产。但这一切都只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发现的；当时由于

运动停止发展，外埠增援部队和工人有一部分走散了，真正的战斗

力量日益减少了；而市民自卫团却日益统一起来了，他们越来越公

开地表现了自己的反动意图。在最后的几个晚上，他们竟毁掉了几

座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起初毫无问题在１０００人以上，可是到５

月１２日、１３日就已经少了一半，最后，当宣布总集结令的时候才

发现，能够指靠的全部武装力量，充其量也不过有７００—８００人。后

备军和市民自卫团都拒不参加这次的集结。

这还不算！起义的爱北斐特的四周全都是所谓“中立的”居民

点。巴门、克罗年堡、连涅浦、吕特林豪森等地方都没有加入运动。

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人当中那些持有武器的都到爱北斐特去了。市

民自卫团（所有这些地方的市民自卫团都纯粹是工厂主手中用以

压制工人的工具，而且是由工厂主、工厂监工和完全依赖工厂主的

小铺老板组成的）为了“秩序”和工厂主的利益而统治了所有这些

居民点。至于工人们本身，他们由于极其分散地住在各乡镇，所以

与政治运动发生了隔阂，而且在为人所熟悉的那些强制措施和关

于爱北斐特运动性质的诽谤性报道的影响之下，有部分的工人站

到工厂主方面去了；这些诽谤性的报道也不断影响了农民。况且，

９４１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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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发生正是在１５个月的经济危机之后，这时工厂主终于重新

获得了许多订货，而大家知道，对于有活干的工人是休想讲革命

的；这种情况也在爱北斐特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样

一些情况之下，“中立的”邻居只不过是隐蔽的敌人而已。

不但如此，而且和其余的起义地区的联系也完全没有建立起

来！偶尔有一些个别的人来自哈根；伊塞隆方面的消息几乎一点

也不知道。有些人自告奋勇愿做联络特使，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

信赖。据说，爱北斐特和哈根之间的许多信差在巴门和它附近的

地方被市民自卫团扣留了。唯一有联系的地方是佐林根，而那里

的情况也与爱北斐特完全一样。佐林根的工人虽然向爱北斐特派

遣了４００—５００名战士，但他们的组织性仍然很好，意志仍然很坚

定，因此完全能够在本市抵抗资产阶级和市民自卫团，不然的话

那里的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爱北斐特的工人也象佐林根的工人

那样先进，那样有组织的话，那完全可能获得成功。

情况既已如此，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采取一些迅速而坚

决的措施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使运动获得新的战斗力量，使

运动的内部敌人瘫痪下来，在整个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组织尽

可能强而有力的运动。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

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

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这一步骤将意味着坚决彻底抛弃安全委员

会先前那种消极怠惰的态度，使无产阶级获得新的力量并且瘫痪

“中立”区的反抗力量。而第二步措施的任务是从这些“中立”区

内也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

御；能否采取这第二步措施要看第一步是否成功。其实，只要有

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并且能够支配哪怕仅仅４００名佐林根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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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在刹那间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后者的勇气是

不值得一谈的。

为了保证还在牢狱中的爱北斐特五月事件参加者的安全，我

认为有责任申明，所有这种建议都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

从安全委员会经费刚一开始支绌起，我便主张解除市民自卫团的

武装。

但是，可尊敬的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

施”。我所做的，或者毋宁说是我和部队的某些指挥官（他们全都

幸运地脱离了险境，有一部分人现在侨居美洲）共同自作主张而

做出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夺取了克罗年堡市民自卫团存

放在当地市政厅大厦里的约８０支步枪。这些步枪分发得极其轻

率，大部分都落入好酒贪杯的流氓无产者之手，他们在当天晚上

便把这些枪枝卖给了资产阶级。那些资产者先生们派人四出到民

众中去，以相当高的价钱尽量地收买枪枝。这样，爱北斐特的流

氓无产者就把几百支因临时政府的疏忽和糊涂而落入他们之手的

步枪卖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用这些枪枝武装了工厂的监

工和忠于资产阶级的染色工人等等，而“心地善良的”市民自卫

团的队伍也就一天天地加强起来了。

安全委员会的先生们对于改善城市防御的任何建议所给予的

回答是，所有这一切全不需要，普鲁士人没有到这里来的胆量，他

们不敢进入山地等等。他们自己很明白：这是在散播最荒唐的无

稽之谈，从四周的高地甚至用野战炮也能轰击到这个城市，稍微

象个样子的防御也是没有的，在起义停止发展而普鲁士人又拥有

巨大的优势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发生某种极为特殊的事件才可能

挽救爱北斐特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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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普鲁士的将领们，看来也不特别愿意向几乎是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大举进军，至少在还没有集结起真正压倒优势的战斗

力的时候是这样的。爱北斐特、哈根、伊塞隆和佐林根这４个不

设防的城市竟使那些小心翼翼的战争英雄们敬畏到了这样厉害的

程度，以至他们下令从威塞尔、威斯特伐里亚和东部的几个省份

调集了一支配备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两万人的大军，其中有一部

分是乘火车来的；这支军队不敢贸然进攻，却在鲁尔境外完全按

照军事学的原则进行战略布署。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右翼、中

央——一切都在这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好象它们面临的是一支非

常强大的敌军，好象是要同贝姆、邓宾斯基打仗，而不是同几百

个既没有组织、装备恶劣，又几乎无人领导、被给他们以武器的

人暗地出卖了的工人进行一场众寡悬殊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起义的结局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讨厌

了小资产阶级的一贯拖拉、三心二意、胆小怕事以及消极怠惰的

背叛行为，最后离开了爱北斐特，投奔帝国宪法能够给他们以某

种保障的其他德国地方去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曾经遭到普鲁士

枪骑兵和被唆使来反对他们的农民的多么凶恶的追击。大家都知

道，他们刚一离开，大资产阶级马上又爬了出来，命人拆除街垒，

并搭起了凯旋门以便迎接将要到来的普鲁士英雄们。大家都知道，

哈根和佐林根由于资产阶级的直接背叛而落入了普鲁士人之手，

只有伊塞隆和第二十四团这些已经满载战利品的德勒斯顿的征服

者们还坚持了两个小时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有一部分爱北斐特、佐林根和缪尔海姆的工人到达了普法尔

茨。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同乡，后者都是在袭击了卜留姆的

军械库之后到这里来的。他们和同乡们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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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立了一个连，这个连几乎完全是由莱茵省人组成的。凡是他

们的战友都可以证明：他们无论在哪里打仗，都表现得非常英勇，

尤其是在牟尔克城的最后一次决战中，更是英勇过人。

爱北斐特的起义之所以值得比较详尽地阐明一下，就是因为

在这里，各个不同阶级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得

最为鲜明、最为彻底。贝尔格－马尔克区其他城市中的运动和爱

北斐特的运动完全一模一样，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些城市里各

个阶级参加或是不参加运动并不那样明显，因为在那些地方，各

个阶级本身就并不象在这个区的工业中心那样相互间区分得非常

明显。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几乎完全没有集中的大工业以及随之而

产生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阶级的关系较为隐晦，具有比较平和

的和宗法的性质，所以体现这次运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交错关系

更加复杂。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一点，同时也会看到，在那里，

所有这些参加起义的分子最终也都聚集在作为整个光荣的维护帝

国宪法运动的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周围。

去年５月间莱茵普鲁士起义的尝试清楚地说明，在革命运动中

德国的这个地方能够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在莱茵普鲁士，周围有７

个要塞，其中有３个是德国第一流的要塞，经常驻有几乎１ ３的普鲁

士军队。它的铁路四通八达，有一支运输船队归军事当局调配；在

这样的条件下，莱茵的起义只有遭到某种完全特殊的情况才有成

功的机会。只有要塞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莱茵省的居民才能够以武

力取得某些成就。但这样的事情只有遇到军事当局被某些外部的

重大事件吓昏头脑或者军队整个地或部分地加入了运动的情况

下，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莱茵省的起义都注定要遭到失

败。如果巴登的队伍向法兰克福迅速推进，普法尔茨的队伍向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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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迅速推进的话，那就很可能使得起义马上在摩塞尔河与埃斐尔、

在拿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中爆发起来，使得当时还是可靠的中莱

茵各邦的军队加入运动。如果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莱茵的所有的

军队，特别是整个第七和第八炮兵旅，也都会学他们的榜样，或者

至少是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情绪来，弄得普鲁士的将领们束

手无策。也很可能有几个要塞会转到人民手中来，这样，即使不是

爱北斐特，那无论如何也会是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地区会得到挽救。

所有这些，也许还远不止于这些，都因为绝顶聪明的巴登委员会实

行了拙劣的、小市民式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政策而终成泡影。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捍

卫他们的利益的报纸—— “新莱茵报”也倒闭了。总编辑虽然也

是莱茵普鲁士当地的人，但却被逐出普鲁士去了；其他的编辑们

也都受到或者监禁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伦的警察极其坦率

地宣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

的足够的罪证，所以有的是办法来处治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

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收入有余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

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

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点的巴黎８０。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

革命运动期间或者在运动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因

此，也就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伦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

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莱茵的起义同样是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莱茵省３ ４的地区宣

布了戒严，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随后有３个袭击卜留姆军

械库的参与者被枪决，起义就此告终，其时适逢霍亨索伦王朝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诞辰的前夕。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惨哉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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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卡尔斯卢厄

巴登的起义是在最有利的、只能进行暴动的条件下发动起来

的。全体人民一致痛恨政府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笑里藏刀、凶残

狠毒的政治迫害。反动的阶级即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是人数

不多的阶级。在巴登，大资产阶级可以说才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除

开这些人数不多的贵族、官吏和资产者，除开那些仰仗宫廷和外

国富翁过活的卡尔斯卢厄和巴登－巴登的小铺老板，再除开海得

尔堡的一些教授和卡尔斯卢厄郊区的几个村庄以外，整个这个地

区都同心同德地站在运动的方面。在别的起义中都必须把军队打

败，可是这里的军队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甚至把运动进行得超

过了奥芬堡会议８１的资产阶级领导者们的愿望，因为这里的军队

受贵族军官的欺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厉害，其次，民主党派已

经对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教育工作，不久前又由于实行了一种普遍

兵役制而使得军队里面的叛乱者更增多了。正是军队在拉施塔特

和卡尔斯卢厄把“运动”变成了起义。

因此，武装起义的政府在一开始执行自己职务的时候，就得

到了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充实的

国库以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居民。其次，这时正逢莱茵河左岸普

法尔茨的起义已经展开，正好给自己的左翼作了掩护；在莱茵普

鲁士，起义固然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尚未彻底败北；在维尔

腾堡、在法兰克尼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和在拿骚，甚至连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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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也都普遍地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只要在这些军队里面点起

星星之火，便可以使巴登的起义在整个德国南部和德国中部重演。

这样就将会有不下于５—６万的正规军掌握到起义者的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是十分简单十分清楚的，所以

现在当起义被镇压之后，每个人都懂得了这一点，并且都肯定地

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一点。那时应该即刻把起义急速扩展

到黑森－达姆森塔德、法兰克福、拿骚和维尔腾堡。应该立刻从

现有的正规军中征集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利用铁路，这件事两天以

内就可以做到），把他们派到法兰克福去“捍卫国民议会”。起义

所取得的一个紧接一个的胜利简直使失魂丧胆的黑森政府陷入了

瘫痪的状态；它的军队显然是同情巴登人的；它也象法兰克福参

议会８２一样不能进行任何反抗。驻守在法兰克福的库尔黑森、维尔

腾堡和达姆斯塔德的军队是站在运动方面的；在那里的普鲁士人

（大部分是莱茵省出生的人）发生了动摇，奥地利人则为数不多。

巴登人的到来（不管是否有人企图反抗他们），必然会把起义的旗

帜带到黑森的两公国的心脏和拿骚去，必然会迫使普鲁士人和奥

地利人撤退到美因兹去，必然会使德国的软弱无能的所谓国民议

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肉跳心惊。在这以后，如果在摩塞尔河、埃

斐尔、维尔腾堡和法兰克福起义还是没有马上爆发，那还可以有

很多其他方法把起义扩展到这些省份里去。

其次，应该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为起义提供必要的资金，

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绝大多数的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

义。设立一个总的军事和财政的集中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有权

发行纸币①，并首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发行，有权在巴登以及起义

军所占领的一切地区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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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更加百倍地强大起来。

但是，这一切应该在最初的时刻就火速地全都做到，唯有快

才能保证胜利。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莱茵

的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维尔腾堡和黑森没有起来战斗；军队

本来情绪昂扬，对起义很有利，但这时已经是靠不住了，他们终

于重新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反动军官的势力。起义已丧失了全德的

性质，而变为纯巴登的或巴登－普法尔茨的地方性的起义。

我在斗争结束以后才知道，前巴登军少尉弗·济格尔（他在

起义期间，起初是“上校”，继而又是“总司令”，他博得了一点

是好是坏有些难讲的小小声誉）从一开始便向巴登委员会提出了

一个转入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长处在于它包含着这样一种正

确的思想，即在一切条件下都必须进攻；但从其他方面来讲，这

个计划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冒险的计划。济格尔想率领一个巴

登的军团首先向霍亨索伦挺进，在那里宣布建立霍亨索伦共和国，

继而占领斯图加特，并且在维尔腾堡把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再由

斯图加特推进到纽伦堡去，最后在也已经掀起起义的法兰克尼亚

的心脏安下大本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完全忽略了法兰克

福在士气方面的作用，只有拿下了法兰克福才能使起义具有全德

的性质，同时才能使美因河沿线在战略上起重要作用。我们还可

以看出，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应当具备的战斗力量完全不是实际

上可能有的战斗力量；它并未打中要害，而且最后——在一次完

全可以称为唐·吉阿德式或席尔式的进军之后——必然会在黑森

和拿骚的军队还没有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因而建义者未能得到增援

  ① 巴登议会很早以前就批准发行２００万纸币，但是连一个钱也还没有用

掉。——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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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使得南德军队中最强悍、唯一坚决敌视起义的军队即巴伐

利亚军能够立即出来对付起义者。

新政府借口几乎全体士兵都已解散回家而根本不同意发动任

何的进攻。先不说这只是不多的个别部队，特别是近卫团里的情

况，就连那些曾解散回家的士兵们过了３天以后，也几乎全部又

回到自己的部队里来了。

不过，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发动任何进

攻。

领导整个巴登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在这位

律师的身上具有几分德意志小邦群众活动家所免不掉的一些抱负

不算大的虚荣心和表面上的坚强信念（这在南德一般地是博得任

何声望的首要条件），并且还兼有一些外交家的狡诈，凭着这点狡

诈，大概除开唯一的一个人以外，他足以能够把周围的一切人完

全制服。布伦坦诺先生——这现在已经不值得一提了，然而事实

确是如此——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党（巴登最强大的党）在奥芬

堡会议上所获得的成绩只不过是改变了大公的政策而已，而这样

的改变只有由布伦坦诺祖国执政才可能做到。大公的回答和普遍

的激愤在拉施塔特的军队中引起了起义，而这是违背布伦坦诺的

意志和愿望的。在布伦坦诺先生被抬上巴登委员会领袖地位的时

候，他已经被运动抛在后面，因而已经不得不想法子把运动拖住。

于是乎就发生了卡尔斯卢厄事件；大公逃之夭夭了，而这些使布

伦坦诺先生成为政府首脑并且可以说是给予他独裁大权的形势，

却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得他竟不得不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给

予他以这种权力的运动。当人民为大公的逃窜而雀跃欢呼的时候，

布伦坦诺先生和矢忠于他的巴登委员会却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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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不安。

这个委员会几乎全部是由信念异常坚定而头脑却异常糊涂的

巴登庸人所组成的，亦即由那些生怕宣布建立共和国并且看到任

何一点点果断的措施就哀告上帝的“纯粹共和主义分子”所组成

的；这个地道的庸夫俗子的委员会，当然完全在布伦坦诺的掌握

之下。律师赫希斯特在爱北斐特所扮演过的那一角色，在这里是

由律师布伦坦诺扮演的，而且活动范围更扩大了一些。至于说布

林德、菲克勒尔和司徒卢威这３个从狱里释放出来而进入巴登委

员会的外人，布林德深深陷入了布伦坦诺的阴谋诡计的圈套，以

致孤掌难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被赶到巴黎去当个巴登的代表；

菲克勒尔被指定到斯图加特去执行一种危险的任务；至于司徒卢

威，布伦坦诺先生则认为他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因而也就放心地

容他留在巴登委员会里面，不过时时监视着他，尽力不使他成为

一个声望孚众的人物，这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完全做到了的。

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和其他的人一起建立了“坚决（或者毋宁说

是稳步）前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过一次失败的发动以后，便

被解散了８３。过了几天，司徒卢威多少是以“亡命者”的身分出现

在普法尔茨，并准备在那里重新出版他的刊物“德国旁观者”。但

是，样本才刚刚出来，普鲁士人就来到了。

巴登委员会（从最初起它就纯粹是布伦坦诺手里的工具）选

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仍然是布伦坦诺。不

久，这个执行委员会几乎完全暗中顶替了巴登委员会，它至多把

预算和已实施的措施交给巴登委员会去批准，并且还把它的一些

多少有点靠不住的成员打发走，分派到各区或军队里去担负各种

各样的次要工作。最后，执行委员会完全撤销了巴登委员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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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布伦坦诺一手包办下选出来的“制宪议会”代替了它，而执

行委员会本身则摇身一变成了“临时政府”，不用说这个政府的头

儿自然又是布伦坦诺先生。他于是任命了各部的部长。他所任命

的都是象弗洛里安·默尔德斯和迈尔霍弗这类的部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个十足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同于

小资产者群众和他们的其他代表人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眼光看

得太远了，所以没有他们那许多幻想。布伦坦诺先生最初一开始

就出卖了巴登的起义，因为他最初一开始就比巴登的任何一个官

方人物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小

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措施必然把整个起义全部

断送。当时布伦坦诺的声望大得无边，而在７月以后又受到他从

前的崇拜者的辱骂，其秘密都在于此。巴登的小资产者大多数是

同布伦坦诺一模一样的叛徒，但他们同时又是受骗者，而对于布

伦坦诺却不能这样说。小资产者的背叛是因为懦弱，他们的受骗

是因为愚蠢。

巴登也象整个的南德一样，几乎没有大资产阶级。巴登的工业

和商业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里只有很少数的、很分散的、不大成

熟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农民中的大多数）、小资

产者和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即那些分散在小城市里的城市工

人（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产生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大中心城市），现

在，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处在占绝对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

影响和政治影响之下的。至于农民，他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没

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

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

政治庇护之下。所以，以律师、医生、教员、个别商人和书商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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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资产阶级，自从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

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了巴登的整个的政治运动。

在巴登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产生这种情

况的原因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着对立，因而

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居了优势。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苗头，无

论是由比较发达的国家回国的工人带进来的还是由于受法国或德

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影响而产生的，在巴登还不能够

为自己开拓一条道路。红色的飘带和红色的旗子在巴登只不过意

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至多夹杂着一点恐怖主义，而司徒卢威先

生所发现的“人类六大祸害”８４，尽管在资产阶级看来是无可指责

的，然而这在能引起群众反响的东西当中已经是最厉害的了。巴

登的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最高理想，从来就是一个不大的、从１８３０

年起存在于瑞士的那种资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渺小的、清心寡

欲的人们有其小小的活动场所；以范围略加扩大了的市镇，即

“州”组成一个国家；工业规模小、停滞不动，其基础是手工劳动，

因而使社会状况也就同样停滞不动和萎靡不振；贫富悬殊不大，到

处全是小康和中等状况；没有君主，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

有多少赋税，没有积极干预历史的活动，没有外交——只有地方

上的琐碎的街谈巷议和ｅｎｆａｍｉｌｌｅ〔家庭的〕小小纠纷等这类的内

政；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易，没有百万富翁和无

产者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

的幽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的要求不高的生活，

在历史上无声无嗅的生活，这就是存在于瑞士大部地区的、也是

巴登小资产者和农民久已梦想建立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假若，巴

登的或者可以说南德的小资产者，在热情奋发到最大限度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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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里竟然产生了关于整个德国的概念，那末，在他们的幻想中

所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理想的德国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士，也就

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例如，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８５里

面就已经把德国划分为２４个州，有同样数目的州长和大大小小的

议会，并且甚至在小册子里面还附上一幅已经划分就绪的地图。假

若德国真有一天变成了这样的世外桃源，那就会使它降低到甚至

在它最可耻的时代都想象不出的低级阶段。

其实，南德的小资产者已不止一次地亲身体验到：即使革命

是在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也会很轻而

易举地把他们所心爱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卷入大规模的冲突和真正

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去。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仅在一切的革命动

荡面前惶惶不安，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烟草啤酒的联邦共和国的理

想面前也竟然胆战心惊。因此，他们一心向往帝国宪法，认为这

部宪法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眼前的利益，而只赋予皇帝以中止权，同

时还使他们有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合法的手段实行共和制。因此，

当巴登的军队未经邀请便往他们的餐桌上送来现成的起义时，他

们就惊惶失措了，因此，他们也怕把起义扩展到未来的巴登州的

范围以外去。要知道，这场火灾也可能在无意中蔓延到存在着大

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那些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

政权就可能转入无产阶级的手里，那时候，惨哉财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坦诺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

他在巴登替小资产阶级干了小资产阶级自己曾在莱茵普鲁士

有意识做过的事：出卖了起义，然而却拯救了小资产阶级。

布伦坦诺出卖运动，绝不象后来终于失望了的巴登小资产者

所想的那样，是在他采取最后的行动的时候，是在牟尔克河失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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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逃跑的时候，而是一开始就把运动出卖了。运动之所以被出卖给

了普鲁士人，正是由于那些最受巴登的小市民以及和他们在一起

的部分农民甚至部分手工业者所赞不绝口的措施所造成的。布伦

坦诺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变节，才成了一个有声望的人物，才激起了

小市民们的那种狂热，从而使他们紧紧地依附自己。小资产者只看

到迅速恢复起来的秩序和宁静，只看到运动本身的短时期的停滞，

而并没有发觉运动被出卖了；后来他们看出，他们因为参加运动而

倒了霉，运动正走向毁灭，而他们自己也要和运动一起毁灭，这时

他们才大嚷大叫被出卖了，而且象一个受了欺骗的笨人那样极为

愤恨地痛斥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

当然，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受了骗的。他希望参加这个运动能

使他成为“温和的”党派的即小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但他却不

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背弃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好友（这些人突然

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可耻地开了小差。他甚至希望在大公

那里能够弄到一个部长席位，他这种英明的打算所获得的嘉 奖，

是他受到了一切党派的拳打脚踢，永远丧失了扮演任何角色的可

能性。当然，你可能比任何一个德意志的侏儒邦国的全体小资产

者都会来得聪明些，但终归你可以看到，你的最美妙的希望幻灭

了，而你的最崇高的意向也被玷污了！

布伦坦诺先生自他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尽力把运动限制在小

市民的范围以内，使运动几乎未曾想越出这个范围。布伦坦诺在

矢忠于大公的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就是那个还在几天以前

和起义者厮杀的市民自卫团）的护卫下，进入了等级代表议会大

厦８６，以便从这里来制止运动。使逃兵归队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缓

慢，改编各个营的工作也进行得不怎么快。但是，解除了武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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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的小市民却武装得倒不慢，然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

人都不想打仗，并且在瓦格霍伊泽尔附近一战之后，甚至大部分

人加入了曾背叛曼海姆的龙骑兵团。至于向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

进军，至于把起义扩大到拿骚或者黑森，甚至连提都不用提了。刚

一提出类似的建议，就会象济格尔的建议一样马上遭到拒绝。发

行纸币的建议会被认为是国事犯，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议案。从

普法尔茨派来的信使络绎不绝；他们报告说，普法尔茨没有武器，

没有步枪，更不用说大炮了，并且也没有弹药，并且说，为了扩

大起义，尤其是为了占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要塞所必需的

一切东西，那里都需要；但从布伦坦诺先生那里什么都不能得到。

普法尔茨建议马上就建立军事总司令部，甚至把两个区联合起来

受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由于拖延、阻挠而

不能实现。据我所知，普法尔茨唯一得到的东西，就是数目不多

的金钱的支持；后来，已经是很迟了的时候，才送来了８门大炮

和不多的弹药，但没有炮手和驾具，最后，才奉梅洛斯拉夫斯基

的直达命令，开来了一个巴登的步兵营和两门臼炮，如果我的记

忆力不错的话，其中的一门炮只射过一发炮弹。

这种拖延和拒绝采取最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能够促进起义的

开展）的行为，也就是出卖了整个的运动。在内部的问题上，也

完全消极怠惰。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事情只字不提；布伦坦诺先

生知道得很清楚，在农民里面，特别是在上巴登隐藏着的革命分

子很多完全超出了他的心愿，因此，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更深地

卷入运动之前，就很快地将他们制止住。新来的官员们大都是布

伦坦诺的走狗，或者全都是些无能之辈；所有的旧军官们，除开

那些在近年来的反动时期使自己丢尽脸面因而逃之夭夭的人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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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全都留任了原职，这就使得全体愿意宁静的市民们大为高兴。

甚至连司徒卢威先生在５月的最后几天也认为赞扬一下“革命”是

适宜的，因为一切都很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留

任了原职。在其他方面，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代理人也采取了如

下的活动方针：尽可能使一切都转回到旧轨道上来，尽可能减少

混乱和骚动，并且使国家尽快地失去自己的革命的面貌。

在军事机构中也盛行着这种因循守旧的作法：人们只干那些

不能不干的事情。军队没有指挥官，没有训练，也没有秩序；无

能的“陆军大臣”艾希费特以及他的继任人叛徒迈尔霍弗甚至连

象点样的军队的配置也不会。军用列车毫无目的地、毫无意义地

在铁路上开来开去。各步兵营今天调到这个方向，明天又调到那

个方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作。警备队的士兵因为没有事干

成天进出于小饭馆。显然，这是存心使他们的精神颓丧，政府是

想把他们尚存的最后一点军纪也消灭干净。对于第一批征集的所

谓的人民自卫团即凡是能手执武器而年龄未逾８０的男子的组织

工作，是委任著名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去进行的。贝克尔是

一个瑞士籍的公民和瑞士军的军官。我不知道，布伦坦诺对于贝

克尔在执行他的使命时施加的阻力究竟有多大。但是我知道，在

普法尔茨的军队撤退到巴登地区以后，当不能再拒绝这些衣着褴

褛装备很坏的普法尔茨部队的坚决要求的时候，布伦坦诺为了推

卸责任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要依着我，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但

是大公回来的时候，至少要让他知道，谁把他的积蓄都挥霍光了！”

因此，要是说巴登的人民自卫团一部分表现很坏，而一部分毫无

组织，那末在这里，主要的罪过无疑地应由布伦坦诺和个别地区

中他的那些心怀恶意的或庸碌无能的官员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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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后，最初踏上巴登的

领土是在５月２０日或２１日，也就是在大公出走后的一个多礼拜，

当时在边防上的，或者确切些说，没有边防的这种极端的疏忽大

意使我们惊奇不已。从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的这条铁路全被维尔

腾堡人和黑森人所组成的帝国军队所占领；甚至在法兰克福和达

姆斯塔德也布满了军队；所有的车站，所有的居民点都被强大的

部队所占据；有秩序的岗哨一直伸展到国境线上。可是，从国境

到魏茵海姆连一个人也看不到；在魏茵海姆也是这样。唯一的预

防措施，就是拆毁黑彭海姆和魏茵海姆之间的大部分铁路线。只

是在我们来到魏茵海姆期间，才开来了一支不大的不满２５人的近

卫团部队。在魏茵海姆和曼海姆之间又是一片天下太平的景象。最

多这里或那里出现一些个别的微带醉意的人民自卫团，他们倒有

些象掉队的士兵，或者象逃兵。自然，什么国境上的检查也就更

谈不上了。可以在任何方向随意地越过国境。

在曼海姆，不管怎样，整个看来还有点象军事时期的样子。一

伙一伙的士兵站在街上，或坐在小饭店里；人民自卫团和市民自

卫团在操场上进行操练，当然大部分人很不熟练，而教官也很糟

糕。在市政厅里，有许多的委员会、新旧军官、穿军装和短衫的

人们在开会。人民和士兵、志愿兵混在一起。他们在狂饮，欢笑，

彼此十分体贴。但是转眼便可看出，最初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许

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士兵们心怀不满；他们说，我们举行了起义，

而现在事情该轮到应该担任领导的非军事人员了。可是他们却一

直拖拖拉拉，因而把事情弄坏了。士兵们对自己的新来的军官们

也不大满意；新军官和大公的旧军官的关系不好，虽然，旧军官

每天都有几名在开小差，但许多人在当时还是在服役；他们都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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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地陷入了悲惨的境遇里，而不知道怎样自拔。终于怨声四

起，大家都抱怨缺少一个刚毅而干练的领导。

在莱茵河的另一岸，在路易港，运动在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在

当时，在曼海姆许多青年显然是第一批征集的，他们好象没发生

过什么事情似的，还在安然地干自己的事，但在路易港所有的人

却都武装起来了。诚然，后来发现，在普法尔茨也并非到处都是

如此。在路易港，在志愿兵和士兵之间是完全相外无间的。在小

饭店里（在这里当然也是挤得满满的），“马赛曲”和其他诸如此

类的歌声却不绝于耳。在这里，没有谁在诉苦，也没有谁在抱怨，

大家都在欢笑，都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贡献给了运动，在那时，他

们（特别是步枪手和志愿兵们）还完全情有可原地和天真无邪地

幻想自己的力量所向无敌。

在卡尔斯卢厄，运动具有更加庄严的形式。这里已经指定在

下午一时在“巴黎”旅馆举行宴会，但是宴会一直等到“巴登委

员会的先生们”莅临时才开始。类似这样一些引人注意的细微的

迹象，就已经使运动具有令人愉快的官僚气派了。

我们曾经对巴登委员会的各位先生们谈过在前面提到他一个

看法，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向法兰克福挺进，使起义继续扩大，

现在，再来这样做想必是太迟了，如果在匈牙利没有坚强有力的

打击，或者在巴黎没有新的革命，那末整个运动就没有希望了。很

难想象，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究竟在这些巴登委员会的市民中间

引起了怎样的愤怒。只有布林德和戈克才站在我们的方面。现在，

当事件已经表明我们是正确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当然也要断言，仿

佛从一开始他们也是坚持进攻的。

在卡尔斯卢厄，当时已经看出大规模争权夺位的端倪，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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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权夺位的行动在“集中德国的全部民主力量”这个大名目下被

吹嘘成拯救祖国的行动。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某个时候，某个俱乐

部里多多少少糊里糊涂地发表过一次演说，或是在某一张偏僻地

方的民主小报上号召过人们憎恨暴君，他都要急忙奔向卡尔斯卢

厄或凯则尔斯劳顿来，以便在那里马上变成一个伟人。用不着特

别强调指出，在这里作出来的事情是完全与集中起来的那些力量

相符合的。例如，在卡尔斯卢厄就有一位著名的所谓的哲学家阿

塔·特洛尔８７，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前任议员，是以前尽管有我们这

位阿塔·特洛尔的百般献媚但仍不免被曼托伊费尔查封了的所谓

的民主小报的总编辑。这位阿塔·特洛尔费了很大的心思弄到了

一个巴登驻巴黎大使的小职位，他认为自己特别有资格担任此职，

其原因就是在过去他在巴黎住了两年，但却没有学会法语。他的

确很幸运，得到了布伦坦诺先生的国书，但是，当他把行装已经

收拾妥当的时候，布伦坦诺却突然派人来叫他，最后可以说是直

接从他的口袋里拿走了国书。不言而喻，阿塔·特洛尔这时为了

刁难布伦坦诺先生，便故意跑到巴黎去了。另外一个有坚定信仰

的公民——海因岑先生也在卡尔斯卢厄，这位公民几年来一直用

革命化和共和化来威胁德国。大家知道，在二月革命以前，这位

可尊敬的活动家随时随地都号召“战斗”，但是当革命爆发起来以

后，他却认为最好是站在瑞士的中立的高山之巅来观察德国的各

种起义。现在，他也终于乐意加入与“压迫者”战斗的行列了。如

果根据他以前说的“科苏特是个伟人，但他却忘掉了雷汞”这句

话来下判断的话，预料他可能会马上组织起前所未见的、非常巨

大的毁灭性的力量来对付普鲁士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既然

更远大的计划看来已经无法实现，那末，我们这位憎恨暴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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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也就仅限于建立一支精锐的共和部队，同时抽功夫给“卡

尔斯卢厄日报”８８撰写几篇为布伦坦诺辩护的文章，时常到“坚决

前进俱乐部”走一走。俱乐部被解散了，精锐的共和主义者并没

有出现，最后海因岑先生发觉，甚至连他都不可能再为布伦坦诺

先生的政策辩护了。这位未被公认的、谁都不需要的、备受凌辱

的海因岑先生，连一个“压迫者”都没有打死就来到了上巴登，而

后从这里又到了瑞士。现在，他正在对“压迫者”们进行报复：他

住在伦敦，ｉｎ ｅｆｆｉｇｉｅ〔在想象中〕把他们成千成万地加以斩首。

我们第二天清晨离开了卡尔斯卢厄去访问普法尔茨。

关于巴登起义以后的进程，关于这次起义的一般政治领导和

民事管理，我要说的也不多了。当布伦坦诺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的

时候，他一举而消灭了以“坚决前进俱乐部”为代表的恭顺的反

对派。“制宪议会”是无条件地赞同布伦坦诺的全部措施的，因为

议会的选举是在布伦坦诺的巨大声望的影响下，并且在支配一切

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的。“握有专政政权的临时政府”（在

虚构的国民公会下的专政！）整个地是处于他的领导之下的。他就

是这样继续进行统治，阻挠起义的革命的和军事的发展，ｔａｎｔ ｂｉ

ｅｎ ｑｕｅ ｍａｌ〔马马虎虎地〕处理日常事务，热心地保护大公

（他一直认为大公是他真正的合法君主）的储蓄和私人财产。他在

“卡尔斯卢厄日报”上声明，大公随时都会回来，而城堡也的确一

直都上着锁，好象里面的住户只不过是出外旅行去了似的。他每

天都对普法尔茨派来的人许下一些不明确的诺言；而所能得到的

最大收获是，建立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军事总指挥部，签

订关于废除曼海姆和路易港之间桥头税的条约，然而，这丝毫都

不妨碍布伦坦诺先生下令在曼海姆方面照旧征收这种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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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梅洛斯拉夫斯基经过瓦格霍伊泽尔和乌布施塔特的

战役而被迫带着他的剩余的军队越过高出跨过牟尔克河的时候，

当不得不把卡尔斯卢厄和在那里的大量储备物资放弃的时候，当

牟尔克河畔的失利决定了运动的命运的时候，巴登的市民、农民

和士兵们的幻想于是都破灭了，他们都叫嚷说布伦坦诺干了叛卖

的勾当。布伦坦诺靠小资产者的胆小、农民的不自立以及工人的

不够集中而维持的全部威望，一下子就丧失净尽了。布伦坦诺由

于他自己的“制宪议会”控告他犯了背叛人民的罪过，在茫茫夜

色的掩盖下逃到了瑞士，藏身于苏黎世州的费尔塔连。

可以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因自己的叛卖行为而

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他的政治地位完全毁灭了，他成了所有政党

都鄙视的人。巴登的运动遭受到失败这件事情本身倒没有决定性

的意义。巴黎的６月１３日和戈尔盖的拒绝向维也纳挺进，即令当

时有可能将运动推广到黑森、维尔腾堡和法兰克尼亚去，也使巴

登和普法尔茨尚存的一切可能成功的机会丧失净尽。失败有可能

更光荣些，但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什么事情使革

命的政党不能宽恕布伦坦诺先生和支持他的那些胆小如鼠的巴登

的小资产者呢？这就是：在卡尔斯卢厄、夫赖堡和拉施塔特发生

了屠杀，在拉施塔特囚室内因伤寒病而被普鲁士人悄悄地杀害了

无数不知名的人，在这些罪行中，他们都有直接的责任。

我想在本刊第二期中叙述一下普法尔茨的局势，最后描写一

下巴登－普法尔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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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普法尔茨

我们从卡尔斯卢厄出发到普法尔茨去，首先到了本来是德斯

特尔先生和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斯拜尔。但在那时，他们已经迁到

了凯则尔斯劳顿，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

据点”，因而使那里成为最终的政府所在地。到了斯拜尔，我们没

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和一支几百人的

部队使得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４０００多人的警备

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使得他

们坐卧不安。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８０名左右的步枪手攻

打了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没放就把他们赶回了

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出发到了凯则尔斯劳顿，在

那里我们找到了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华。在

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陌生的这个

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回到了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

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

达姆斯塔德，而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了民主主义者

中央委员会８９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他应当代

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９０。而我则返回

凯则尔斯劳顿，想留在那里最初作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

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了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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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

美好地方，运动应该是十分令人欢喜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

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指派了一

些快活的喜爱普法尔茨葡萄酒的人来代替他们。人们终于从严厉

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行动曾经被那

在其他方面极其庸俗的“飞行传单”９１杂志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

种刁难行动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爱好自由的普法

尔茨居民。恢复小饭馆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

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了一个大饭馆，在这６个星期当中“为了普法尔

茨的人民”而饮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

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

区，但是，全体居民在普遍地嗜好葡萄酒这点上来说是一致的，就

连情绪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都迷恋于这种共同的乐趣。

要了解几个星期以后普鲁士军队会给这些喜气洋洋的普法尔

茨居民带来多么不愉快的失望，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远见。而在普

法尔茨，不沉湎于十分安宁的气氛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极

少数的人才相信普鲁士人可能到来，但是大家都深信，即使他们来

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回去。的确，这里并没有那种由

信念坚定所生产的忧郁（由于有这样的忧郁，在巴登人民自卫团的

每个军官的前额上都写上了“严肃认真，人所固有”这样一句箴言，

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我下面就要谈到的那些十分惊人的事件的发

生），在这里也没有象巴登的小市民性质的运动所赋予大多数参加

者的那种庄严的美德。在普法尔茨，人们只是偶尔“严肃”过。在这

里，“热情”与“严肃”只不过是为了装饰一下共同的欢乐。但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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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这里人是十分“严肃”和“热情”地认为，自己在世界上一切

力量面前，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面前，都是不可能战胜的；即使在

静静沉思之余，产生了轻微的怀疑，也会被下面这种不可辩驳的论

据所消除：“情况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说出来。”然而，运动愈益开

展，纠集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的普鲁士步兵营的数量

愈益显著地增多，自然，这种怀疑也就会愈益经常出现，同时恰恰

在怀疑和胆怯的人中间关于“为自己自由所鼓舞的人民”（人们是

这样称呼普法尔茨人）战无不胜的这种吹嘘，也就愈益厉害。这种

吹嘘很快就发展成了一整套麻醉人的东西，因而它得到了政府的

支持，削弱了加强防御的任何行动，使每个反对它的人都有被当作

反动分子加以逮捕的危险。

这种无忧无虑、这种关于“热情”及其万能的吹嘘，再加上

“起义”所拥有的微不足道的物质资源和起义赖以发生的狭小地

区，都构成了普法尔茨运动的滑稽可笑的一面，并且给少数由于

远见和独立地位而能够自由判断的人提供了不少笑料。

外表上看来，普法尔茨的运动是快乐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

巴登，每个初出茅庐的常备队或人民自卫团的少尉，都束紧身上

的笨重军服，炫耀自己的银质肩章（后来在战斗的那天又立即藏

在口袋里），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６

月初旬的灼热，便脱下了所有的呢制大礼服、背心和领带，而换

上了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象也从一切陈旧的令

人忧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穿衣也随随便便，唯一考虑的就是

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

其他差别也马上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

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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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中看到普遍友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

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忽然之间不得不

代表以巴考士①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

不能否认，这些有胆量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

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作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是

有着善良的意志，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与卡尔斯卢厄的那

些庸俗而严肃的先生们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他们之中

只有少数人因为别人嘲笑他们用安静的方法搞革命，嘲笑他们采

取无力的不完整的措施而感到委屈。

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一旦得不到巴登政府的支持，便一事无

成。它对于巴登，完全尽了自己的义务。它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了

使节，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让步，其目的无非是争取达成协议；结

果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布伦坦诺先生都坚决地拒绝了。

当巴登政府得到了，一切现成的东西的时候，普法尔茨政府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它没有经费，没有武器，而在自己的领土上

却有许多反动的地区和两个敌人的要塞。法国立即禁止武器运入

巴登和普法尔茨，普鲁士和黑森扣留了运到那里去的所有武器。普

法尔茨政府立刻派遣了代表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购买和运送武器，

武器买到了，但没运来。可以指责政府的是，它行动不够果断，特

别是在国境线上麕集着走私贩的时候，它不去组织秘密的运送；可

是大部分的责任应由它的代表来负，因为这些人非常疏忽大意，有

时就只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诺言，而不设法运送法国武器，哪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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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萨尔布鲁根和劳特尔堡也好。

至于经费问题，那末，在小小的普法尔茨，纸币所能带来的

益处是很小的。政府既然处在财政困难之中，那它至少也要大胆

地采取一种按累进率规定的强制公债，虽然累进率不大。

唯一可以指责普法尔茨政府的地方就在于，它由于觉得自己

软弱无力而过分地沾染了普遍的无忧无虑和由此而来的关于本身

安全的种种幻想的毛病；因此，它不但不毅然决然地投资于国防

建设（诚然投资有限），反倒期望山岳党在巴黎取得胜利，匈牙利

人占领维也纳，甚至出现某种能够挽救普法尔茨的真正奇迹，如

普鲁士军队中发生起义等等。因此，才不大关心往这个地方运送

武器的问题，而不知道，在这里就连１０００支能用的火枪也是有着

巨大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普鲁士人到来的那天，终于才把第

一批即最后一批４０支步枪从国外即从瑞士运来；因此，轻率地挑

选了民政委员和军政委员，使得他们里面大都是最无能的糊涂虫

和空想家；因此，留用了数量很多的旧官僚和所有的法官；最后，

因此，就看不起一切的、甚至容易作到的办法，其实利用这些办

法，就有可能包围以至于占领兰都，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是一个秘密总书记，或者

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则尔斯劳顿温和派政府周围

的红色奸党”。不过，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

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勒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

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

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

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它在贯彻具体的措施时从来

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这种革命的智慧就更加令他钦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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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尔就凭这一点而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

有时候德斯特尔对待运动也很认真，例如，他也想通过实行自己

的、在当时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

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

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个别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拿

出现成的适当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在莱茵普鲁士反动的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是互相对

立的，如果说在巴登最初向往运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随着

危险的逼近而对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逐渐转变自己的态度，起

先是冷淡，以后则是敌视，那末，在普法尔茨，对运动表示反对

的与其说是居民中的个别阶级，不如说是只照顾本地利益的个别

地区，不过有的从一开始就反对，有的逐渐才反对的。在斯拜尔，

市民阶级总之一开始就是反动的，在凯则尔斯劳顿、纽施塔特、茨

魏布吕肯等地，它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反动起来的，但反动派的主

要力量则是盘踞于分散在全普法尔茨境内的各个农业地区里。要

消除斗争的各方的不明确的立场，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进攻用来

进行抵押贷款和抵押高利贷的活动的私人财产，使它对于债台高

筑和受高利贷者百般盘剥的农民有些好处。但是，这个唯一能使

全体农民立刻愿意参加起义的办法，是以领土比普法尔茨宽广得

多而且城市中社会关系比普法尔茨发达得多作为前提。这个办法

只有在起义的初期，在起义推向摩塞尔河和埃斐尔的同时才有可

能实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农业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而

且在这里，这种关系又与莱茵省各城市中工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但

是，在普法尔茨也象在巴登一样，并没有设法向外推广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用来和反动地区做斗争的办法就很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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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只有派遣几支不大的武装队伍到叛乱的地方去讨伐，逮捕，

特别是逮捕领导反抗的天主教牧师等等，任命得力的民政委员和

军事委员，最后就是宣传。这些大部分带有滑稽可笑的性质的讨

伐，只有短时期的效果；宣传不起任何作用；而那些摆架子没本

领的委员们，做起事来大都是错误百出，或者只知道喝大量的普

法尔茨葡萄酒，并且在这样情况下不免要粗卤地吹嘘一番。

在中央行政机关的宣传员、委员和官员中，民主主义者占居

极为显要的地位，他们来到普法尔茨的人数比来到巴登的还要多。

来到这里的不仅有从德勒斯顿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中逃出来的参

加者，而且还有许多想在这里为祖国服务的其他的多少比较热情

的“人民活动家”。普法尔茨政府不同于卡尔斯卢厄政府，它正确

地感觉到，一些本地的“天才人物”就连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任务

也是担负不了的，因而愉快地接待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普法

尔茨停不上两个钟头，便会接到成打的建议，让你去担任各种各

样的、总之是很光荣的职务。民主主义者先生们由于看到普法尔

茨－巴登运动并不是地方性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越来越具有局

部的和无足轻重的性质），而是全德民主派光荣起义的光荣曙光，

总之，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或多或少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左右了

运动，因而也就热烈地响应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中间的每

个人同时又认为，他们所要的职位只能是使他们的要求（自然多

半是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全德运动中丝毫不被忽视的那种职位。在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好办。凡是愿意效劳的人，都会马上取得

办公厅主任、政府委员、少校或中校的职位。但是谋取职位的人

逐渐增多了，而职位则越来越少了，于是便形成无谓地追逐职位

的庸俗风气，这在旁观者看来是一个滑稽的场面。“新莱茵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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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惊异地指出，德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事务主义

与观点混乱、令人讨厌和庸碌无能等的混合物，而这种讨人嫌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丝毫不差地重新出现在普法尔茨的官员和宣传

员的身上，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无需特别来赘述的。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许多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

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

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

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９２撰写几篇宣传性的论文。我知

道，这样也是毫无作用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

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证明我的

善意。当然，由于我在用语上不十分客气，第二篇文章就遭到了

反对，被认为是过于“刺激人的”论文；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

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在来到普法尔茨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

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们：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

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工作，他们

工作努力，行政管理知识非常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

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搞

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设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９３大厦里面的中央机关办

公厅里充满了一种非常快活的气氛。在普遍 ｌａｉｓｓｅｒａｌｌｅｒ〔松懈〕

的情形下，在完全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情形下，在工作人员空前多

的情形下，工作一般说来是不多的。人们几乎不得不只做一些日

常的行政工作，可是，就连这些工作也作得ｔａｎｔｂｉｅｎｑｕｅｍａｌ〔马

马虎虎〕。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通知，如果没有一个爱国的市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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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关救国的深思熟虑的建议，如果没有一个农民前来诉苦或是

没有一个乡镇派代表团来，那末，在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里是无事

可做的。人们都打哈欠，闲聊天，讲笑话，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俏

皮话，或者制定一些战略计划，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尽

量设法消磨时间。谈话的主题自然是众说纷纭的当前政治事件。对

于情报的收集毫不注意。旧的邮政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留任原职，

这样的人当然是很不可靠的。除他们以外，还设置了“战地信

箱”，由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普法尔茨轻骑兵９４来管理。边区的警

备司令和委员们毫不关心边界那边的动静。政府收到的报纸只有

“法兰克福报”９５和“卡尔斯卢厄日报”，而我直到现在还很愉快地

经常想起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在一个娱乐场所里的一份

几天以前的“科伦日报”９６上，我看到了关于２７个普鲁士步兵营、

９个炮兵连和９个骑兵团集结的消息，以及它们在萨尔布鲁根和

克罗茨纳赫之间如何配置的详细情况。

最后，我要谈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军事组织的问题。巴伐利亚

军队中约有３千名普法尔茨人带着全部家私投到起义者方面来

了。同时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志愿兵参加了军队，其中有的是普法

尔茨人，有的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此外，临时政府发布了动员

第一批军役年龄的人，首先是所有１８岁到３０岁的未婚男子入伍

的命令。但是这种动员不过是纸上谈兵，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事委

员们无能和草率，另一方面是由于武器不足，再一方面是由于政

府本身漠不关心。在普法尔茨，组织防御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武器，

因而必须用一切办法来获得武器。如果不可能从国外得到武器，那

就必须收集普法尔茨所有的一切火枪、步枪以及猎枪，发给积极

的战士。事实上，不仅有大量的武器是在私人的手里，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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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下于１５００—２０００支的步枪（还不算马枪）掌握在市民自卫团

各个支队的手里。至少可以要求私人交出武器，也可以要求那些

不是第一批应征和不想去当志愿兵的市民自卫团的士兵交出武

器。但是这类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经过长久的坚持，最后才作

出了这样的有关市民自卫团的武器的决定，但是决定并没有实行；

由３００多个小市民组成的凯则尔斯劳顿的市民自卫团作为警备

队，全都穿着军装拿着武器，每天都在水果蔬菜商场的前面进行

操练，而普鲁士人在进城以后，还是称心如意地将这些先生们解

除了武装。到处的情形都是这样。

在官方的报纸上曾经号召林业部门的职员和森林看守人到凯

则尔斯劳顿来成立一支步枪队；但他们也不想来。

在全普法尔茨已经下过命令，或者至少发出过号召，要制造大镰

刀；有一些镰刀的确是造出来了。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的莱茵－黑森

部队中，我曾经看到装运了几桶镰刀刀身，准备送往凯则尔斯劳顿。这

两个据点之间大约有乘行７—８小时的路程；４天后政府不得不把凯则尔

森劳顿放弃给普鲁士人，而大镰刀却还没有运到。如果把这些大镰刀分发

给未动员的、所谓第二批征集的市民自卫团，来补偿必须让它们交出

来的枪支，那末事情就会好了；然而，并没有这样办，懒惰成性的小

市民们却仍旧留下了自己的手枪，而年轻的新兵则不得不以大镰刀

来进攻配备有大炮和针发枪的普鲁士人。

枪支普遍地感到缺乏。可是，检阅用的马刀不知为什么反倒

多得惊人。谁领不到枪支，谁就忙挂上一把叮当作响的战刀，好

象只是这样就可以使他成了一个军官。正是在凯则尔斯劳顿，这

样自封的军官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可怕武器的响声在大街上日夜

不绝于耳。特别是大学生们，他们运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威吓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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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求建立一支完全由步行骑兵组成的学院军，以便获得拯救

祖国的特殊荣誉。

此外，还有半连归附起义者的轻骑兵，但是由于他们照管战地

邮箱等等，已经四处分散，因而不可能组成一个单独的战斗队伍。

“陆军中校”安内克所指挥的炮队中，有几门３磅炮和一定数量的

小臼炮，但我记得没有看见３磅炮的驾车。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

蔬菜商场前面放着收集在一起的再好也没有的装置臼炮的旧铁炮

身。可是，其中大部分却搁置不用。有两个最大的炮身放在巨大的

特制的炮架上运走了。巴登政府最后卖给普法尔茨配备一个炮兵

连所用６磅炮（都是经过多次使用而磨损了的）和数量不多的弹

药，但是架车、炮手和必需的弹药却不够用。弹药可以尽力制造，架

车可以通过组织农民和征用骡马而ｔａｎｔｂｉｅｎｑｕｅｍａｌ〔马马虎虎〕

地得到保证；至于炮手，那末找了几名巴伐利亚的老炮兵，他们用

巴伐利亚军队采用的笨拙而复杂的操练方法来训练别人。

军事领导权落在非常无能的人的手里。在临时政府中领导军

政部的赖哈德先生，是一个工作勤恳的人，但不够刚毅果敢，没

有专门知识。普法尔茨战斗部队的第一任总指挥官是冒险分子芬

奈尔·冯·芬奈堡，他由于行为暧昧很快就被撤职了；波兰军官

拉吉耶暂时担任了他的职务。最后听说，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的

总指挥将由梅洛斯拉夫斯基来担任，而普法尔茨军队的指挥则将

让施奈德“将军”（也是波兰人）来担任。

施奈德将军来到了。他是个矮胖子，与其说他象“请去打仗

的麦尼劳斯①”
９７
，不如说他象一个已经不算年轻的享乐人。施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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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威风十足地担任了指挥官，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且马

上给军队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这些命令大部分所涉及的问题是

军服（要便服式的）和军官的不同符号（三色袖带或者是绶带），

以及让服役期满的骑兵和步枪手自愿参军的号召（这种无益的号

召已经有过１０次之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施奈德自己首先以

身作则，马上购置了一件缀有三色丝带的骠骑兵短外衣，以便引

起军队的尊敬。在他的命令中确实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东西，只不

过是重复早已发布过的命令或者少数干练军官早就提出过，但一

直没有实现的建议，这些命令和建议只有现在凭着指挥军队的将

军的威望才有可能执行。在其他方面，施奈德“将军”是依靠上

帝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是大享口福的人物，——象他这样毫无

能耐的人唯一能够作出的高明事情，也只能是这些。

在凯则尔斯劳顿的其他军官里面，唯一能干的人是泰霍夫，他

就是充当普鲁士军上尉时曾和纳茨梅尔一起袭击了柏林军械库９８

的那个人，他当时把兵器库交给了人民，在他被判决在要塞监禁

１５年的时候，从马格德堡逃走了。泰霍夫作为普法尔茨参谋总长，

处处都显示出是个能干的、慎重的和镇静的人，也许镇静得有些

过分，因此难以相信他能够具有那种在战场上往往有决定意义的

当机立断的精神。“陆军中校”安内克在组织炮兵的工作上是一个

无能而又疲沓的人，虽然他领导弹药制造厂是称职的。在乌布施

塔特郊区，他作为统率没有赢得月桂冠，在拉施塔特，梅洛斯拉

夫斯基委任他管理封锁时期的物资供应，但在城市还没有被包围

以前，他便丢下马匹，令人奇怪地逃到莱茵河对岸去了。

在个别地区里，军官们的情况也不好。某些波兰人有的是在

施奈德以前来的，有的是同他一起来的。但是，由于波兰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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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优秀的代表们已经都在匈牙利，不难想象，这些波兰军官的

成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急于弄到相当数量的乘用马

匹，发布几道命令，至于命令执行与否，并不特别关心。他们态

度十分傲慢，认为他们可以象对待受压制的波兰农奴那样来对待

普法尔茨的农民，他们既不了解地理、语言，也不懂得指挥，所

以，他们作为军事委员，即作为各个营的组织者，事情做的很少，

或者说几乎根本没有做。在运动的进程中，他们不久就都跑到施

奈德的指挥部来了，而以后当施奈德遭到自己士兵的攻击和毒打

的时候，他们很快又溜走了。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来得太晚了，因

而来不及充当组织者来给予什么支援了。

在德国军官里面，能干的人也很少。莱茵－黑森的队伍中本

来有一些有军事才能的人，但是这支队伍却是由一个根本不称职

的霍伊斯纳来指挥，却是处在齐茨和班贝尔格尔（这两位英雄后

来在卡尔斯卢厄英勇地逃跑了）的更为不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影

响之下。在普法尔茨山区，有一个从前的普鲁士军官席梅尔普芬

尼希组织了一支队伍。

只有两名军官还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他们的积极的战斗活

动就已经很出色了，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都

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的指挥之下

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伯桑松同他住在一起的工人、三连

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都、纽施塔特和凯则尔斯劳顿的体操家、两连出

生于附近地区的市民自卫团以及一连多半是逃到这里来的以前参

加卜留姆和爱北斐特起义的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他们

最后一共有７００人到８００人；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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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已经习惯于

在阿尔及利亚打游击战。维利希率领这支不大的战斗力量驻扎在

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在乡村中组织了市民自卫团，用它来

守护道路和放哨，他们击退了两个要塞的袭击，尽管敌人，特别是

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力量占优势。维利希封锁兰都非常成功，

他几乎截断了一切供应，割断了输水管路，堵住了克渭希河，因而

使得要塞的所有地窖都被淹没，并且缺少饮水；每天晚上他都派遣

自己的侦察兵去骚扰警备队，侦察兵不仅清除了弃置在外面的工

事，把那里捡到的哨房用的火炉以每个５盾的价格全部卖光，而且

他们还深入到要塞的堑壕，常常迫使警备队用２４磅炮向一名上等

兵和二名兵士开火，炮火很猛烈，但却伤不到人。这段时期在维利

希的志愿军历史上大概是最光辉的一页了。假若他当时拥有哪怕

几门榴弹炮，甚至几门野战炮，那末只要相信每天派到兰都去的、

进出于兰都的侦察员的情报，那末，这个警备队士气不振、实力不

强和人心思变的要塞，在几天之内就可占领。甚至不要大炮，再继

续封锁一个礼拜，也就会使它投降。在凯则尔斯劳顿有两门很好的

７磅榴弹炮，足以能在晚间焚烧几间兰都的房子。如果把这些炮安

置在适当的地方，就可能发生罕有的事件：使用几门野炮就可以占

领兰都这样的要塞。我每天都劝说凯则尔斯劳顿的参谋总部，必须

至少这样来尝试一下。结果，白费唇舌。有一门榴弹炮留在了凯则

尔斯劳顿，另一门运到了洪堡，在这里差一点没落入普鲁士人之

手。这两门炮一弹未发便放置在莱茵河对岸了。

然而，“陆军上校”布伦克尔比维利希更为出色。布伦克尔“上

校”以前是个葡萄酒推销员，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到过希腊，以后

又在伏尔姆斯做过葡萄酒的买卖，毫无疑问，他在这整个极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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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里面，也是一位最出众的军事人材。他总是自持矫健地骑着

马，身边带着无数的参谋人员，他身材高大，身体健壮，有一副傲慢

的相貌和与黑克尔一样的壮观的胡须，有天生的洪钟般的声音以

及一切使南德“人民活动家”胜人一等的其他品质，不过大家知道，

这些品质中是根本不包括智慧的。布伦克尔“上校”给人一种印象，

就是拿破仑看到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他有资格在本文开头我们

引用的那段副歌里被提到。布伦克尔“上校”觉得即使不要“黑克

尔、司徒卢威、齐茨和勃鲁姆”的援助自己也有力量赶走德国的所

有君主，他于是马上就干起来了。他想要不以一个士兵身分，而以

一个葡萄酒推销员身分来进行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决定夺取兰

都。那时维利希还没有来。布伦克尔集结了在普法尔茨所拥有的

全部队伍：常备队和人民自卫团，有组织的部队和游散的部队，骑

兵和炮兵，直向兰都挺进。在要塞的前面，设置了军事委员会，组织

了进攻纵队，确定了炮台的位置。但是，炮兵是由几门从１ ２到１
３
８

磅的轻臼炮组成的，载运大炮的工具是同时用来运输弹药的干草

运输车。但配备给这批各式各样轻臼炮的全部弹药只不过是一枚

２４磅重的炮弹而已；至于火药，则根本谈不到。当这一切都商量妥

当的时候，他们便视死如归地前进了。他们一直到了要塞的斜堤，

未遭到丝毫的抵抗；他们又继续前进，到达了要塞门口。走在前面

的是兰都来的起义士兵。在城墙上出现了几名士兵，作为军使。有

人向他们喊话，叫他们打开城门。极为和善的交谈开始了，一切好

象极为顺利，不料城墙上突然炮声轰鸣，散弹从进攻者的头上飞驰

而过，霎时间全部英勇的军队及其普法尔茨的欧根９９亲王都狠狠

地奔逃了。大家都跑呀，跑呀，跑得象风驰电掣，连从城墙上不久以

后发射的几枚炮弹也不能掠过逃跑者头上，而只能飞过他们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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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枪支、弹带和背囊。布伦克尔“上校”先生由兰都跑了几个钟头以

后，终于停了下来，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带领他们回营去

了，——虽未得到要塞的钥匙，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他那骄傲的姿

态。只用３门轻臼炮和一枚２４磅的炮弹就能夺取兰都的这个罕见

功绩，就是这样完成的。

散弹是由于几名巴伐利亚的军官看到自己的士兵准备打开要

塞的大门而匆忙发射的。士兵们自己改变了瞄准方向，因而没有伤

人。而当兰都的警备队看到这种碰运气的射击所产生的作用时，当

然关于投降的事情也就不再提起了。

然而，英雄布伦克尔并不是一个甘心这种失败而不想报复的

人。现在他决定夺取伏尔姆斯。他从他指挥过一个营的福兰肯塔

尔出发挺进。驻守在伏尔姆斯的几名黑森的士兵四散奔逃，于是英

雄布伦克尔便随着鼓声进入了自己的故城。在设早宴以隆重庆祝

伏尔姆斯解放之后，又举行了一次首要的庆祝会，即让２０名因病

留在城里的黑森士兵宣誓忠于帝国宪法。然而，就在获得这些巨大

成就的当天夜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已把大炮布置在莱茵河右

岸，第二天清早就很不客气地以隆隆的炮声惊醒了这位胜利的征

服者。毫无疑问，帝国军队是用真正的炮弹和榴弹从对岸射击的！

英雄布伦克尔一句话也没说就集合了自己的勇士，悄悄地退出伏

尔姆斯，回到了福兰肯塔尔。至于他以后的英勇功绩，将会有诗神

在适宜的地方加以歌颂。

当在各地区里，不同性格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士兵们和

人民自卫团的战士们不去操练，反而在小饭馆里引吭高歌的时候，在凯则

尔斯劳顿，军官先生们却忙着考虑一些极为深远的战略计划。问题的中心

就是依靠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斗力量来对付拥有３万名以上士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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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门大炮的这样一支确实存在的军队，是否可能保持住象普法尔

茨这样一个几面无掩蔽的小小省份。正因为所有的方案在这里都

同样是无益的和荒唐的，正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制定任何战略计划

的一切条件，所以这些深谋远虑的军事家们，这些普法尔茨军队的

杰出人物们，才决定要想出一个战略上的奇迹，来断绝普鲁士人到

普法尔茨来的通路。每个初出茅庐的尉官、每个腰佩马刀的学院军

的莽汉（学院军终于在施奈德先生的支持下组织起来了，而且其中

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尉官军衔）、每个事务人员都在对着普法尔茨的

地图皱眉苦思，希望能发现一个战略上的万灵妙丹。不难想象，这

会导致怎样滑稽可笑的后果。匈牙利的战争方法特别受到了赏识。

从施奈德“将军”一直到最后一个还未得到公认的陆军中的拿破仑

的口中，时刻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

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放弃一部分领土，撤退到这边或那边，山上或山

谷。”在所有的小饭馆里都在高谈“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

每个伍长、每个士兵、每个街上的小孩也都说“我们应该象科苏特

一样行动”。而临时政府由于十分晓得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由于

感到不管怎样行动最后都与他毫不相干，于是也好心地喊着“我们

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不然我们

会灭亡”。——普法尔茨和科苏特！

在我还没有直接描述军事行动之前，还应该简略地叙述一下

许多报上都提到过的关于我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短时期被捕的事

件。在普鲁士人到来的前几天，我陪送我的友人莫尔到普法尔茨的

边境基尔赫海姆博兰登去执行他所担负的使命。这儿驻扎着一部

分莱茵－黑森部队，里面我们有一些熟人。傍晚，我们在客店里和

这些熟人以及这个部队的其他志愿兵团聚在一起。在这些志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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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几个是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的认真严肃的、满腔热情的“实干

派”，他们认为武器虽少，但热情充沛，击溃世上的任何军队都是没

有什么困难的。这些人在军事方面以前最多只见过换哨，他们从来

也没考虑过采用物质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正如我后来多次

有机会亲自见到的那样，他们大部分人在初次交锋时就如此地大

失所望，以至急忙逃之夭夭了。我曾问过一个这样的英雄人物，他

是不是确实认为单靠普法尔茨现有的３万把马刀和３５００支枪（其

中许多马枪是生锈的）就能击败普鲁士人；正当我要欣赏这位实干

派由于最高贵的热情受挫伤而表现的崇高愤怒时，突然警卫队进

到屋来宣布我被逮捕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有两个怒容满面的人

想从后面向我扑来。一个自称为民政委员弥勒，另一个是我唯一不

曾进一步认识的政府委员格莱纳先生，我所以没有和他进一步认

识，一则是因为他经常离开凯则尔斯劳顿（这位先生偷偷地将自己

的不动产变成了动产），再则是由于他有一副令人可疑的垂头丧气

的相貌。我的老朋友莱茵－黑森部队的上尉马上站起来申明，如果

我被捕，他和这支部队的相当多的优秀人物都将即刻离开部队。莫

尔和其他的人想以武力保护我。在场的人分成了两派。场面可能

变得很有趣；我声明说，我当然甘愿被逮捕：让所有的人终于都看

到，普法尔茨运动到底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随着警卫去了。

第二天早晨，在齐茨先生对我进行可笑的审问之后，把我交给

了一个民政委员，而民政委员又把我交给了宪兵。宪兵得到命令把

我当做奸细看待，所以给我加上了手铐，押着我步行到了凯则尔斯

劳顿；我被控告的罪名是不够尊重普法尔茨人民的起义，煽动人们

反对政府；这里顺便带一句，这个政府我从来都没谈起过。在路上，

由于我据理力争而给了我一辆车子。在凯则尔斯劳顿（莫尔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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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到了这里），我发现几位政府委员因为威武的格莱纳的失

策，尤其因为对我的虐待而感到极为难堪。当然我当着宪兵给了这

些先生们一些颜色看。由于格莱纳先生的报告还没有收到，有人提

议要我作口头保证就释放。我拒绝作口头保证，并起身到区的监狱

去了，——正如按照德斯特尔的建议所决定的那样，没有押送队的

护送。德斯特尔声明，这样对待他的党内同志，他无法再留在政府

里工作了。刚来不久的契尔奈尔态度也非常坚决。那天晚上，这件

事件传遍了全城，所有的坚决派的拥护者马上都站到我这方面来

了。此外，有消息说，这个事件在莱茵－黑森队伍中引起了骚动，他

们大都想解散回家。这一切就更足以向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那些

临时政府的委员们证明，必须满足我的要求。我在监狱中非常痛快

地度过了２４小时之后，德斯特尔和施米特也到我这里来了；施米

特对我说，我应当毫无条件地被释放，政府希望我今后不要拒绝参

加运动。他另外还告诉我，已经颁布命令，今后严禁给政治犯带镣

铐，并且继续追究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待遇的责任，及调查逮捕情况

及其原因。政府（格莱纳先生还没有向它打过任何报告）就是如此

用各种方法尽它当时的一切可能来使我感到满意，此后双方都丢

掉了官腔，在“顿奈斯堡”共饮了几大杯葡萄酒。第二天早晨，契尔

奈尔启程到莱茵－黑森部队进行安抚工作，我也托他带去一张几

行字的便条。格莱纳先生回到凯则尔斯劳顿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

因而受到了同事们的加倍的申斥。

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洪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

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

茵报”ｈｏｎｏｒｉｓｃａｕｓａ〔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

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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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共和国捐躯！

    “为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繁荣，

必须把那３６个王座推翻；

弟兄们，无情地将它们摧毁，

勇敢地挺起我们的胸膛，迎向子弹！

为共和国捐躯，

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这是我们所选定的目的！”

当我乘车到纽施塔特去打听维利希的大本营当时驻扎在什么

地方的时候，在列车上听到志愿兵们都唱这首歌。

这样看来，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或者至少必须是今后我

所选定的目的了。我对于这个新的目的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我

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些年轻的、漂亮的、英俊的志愿兵小伙子的

面孔。从他们的相貌上看不出在目前为共和国捐躯是他们选定的

目的。

我从纽施塔特出发，乘坐一辆征用的农民的载货车，到兰都

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的欧芬巴赫夫，因为维利希还在那里。刚

过艾登科本就碰上了农民按维利希的命令所设置的第一批岗哨；

以后在每个村庄的进出口以及所有的交叉路口，都有这样的岗哨，

没有起义政权的证明文件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显然已经接近有军

事行动的地点。我在半夜才到达欧芬巴赫，并立刻作了维利希的

副官。

当天（６月１３日）维利希的一支不大的队伍打了一次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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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在前几天，维利希曾得到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即德雷埃尔－

奥贝尔米勒营的支援，因而充实了自己的志愿队；他从这个营里

抽调５０名左右的人开往盖尔曼尔斯海姆，让他们先到贝尔海姆。

在他们的后面，在克尼特尔斯海姆还驻有志愿队的一个连，以及

一些用大镰刀武装起来的士兵。一营巴伐利亚人带着两门大炮和

一个轻骑兵连突然出击。巴登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逃之夭夭；其

中只有一个人被３个骑马的宪兵赶上了，他拚命地进行了自卫，直

到最后被军刀砍得遍体鳞伤，才跌倒在地上，被进攻的人杀害了。

当逃兵到了克尼特尔斯海姆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连长（这个连

一共不到５０人，其中有些人只有大镰刀）便出来迎击巴伐利亚人。

他巧妙地把自己的人分做几组，坚决地以散兵线向前推进，结果

兵力超过１０倍的巴伐利亚人，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被迫退到了巴

登人所放弃的乡村；最后，维利希部队派来了一些援兵，又把巴

伐利亚人赶出了这个乡村。巴伐利亚人大约伤亡了２０人，退到了

盖尔曼尔斯海姆。遗憾的是，我不能指出这个勇敢的有才干的青

年军官的名字，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可能还不安全。在他的连里只

有５个人受伤，伤情都不严重。这５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法国的志

愿兵，他还没来得及射击，前臂就受了伤。尽管如此，他还是打

完了自己的１６发子弹，当时他由于受伤自己不能装子弹，他就让

一个拿大镰刀的士兵替他装，以便尽可能射击敌人。第二天，我

们曾到贝尔海姆去视察战场和筹划新的作战布署。巴伐利亚人曾

向我们的射手猛烈发射圆炮弹和散弹，但是只不过把树枝打了下

来，铺满了整个的道路，只不过打中了连长旁边的一棵树。

那天，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都到齐了，准备最后在贝尔

海姆一带驻扎下来。这个营又体面，装备又好；特别是它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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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尖尖的胡须，黝黑的面庞，一个个威风凛凛、生龙活虎，看

来简直是一群头脑开化的吃人生番。幸好他们并不那样可怕，这

一点我们慢慢就会相信。

我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弹药，大多数的战士每人只剩下五六发

子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２０发，现有的弹药甚至填不满参加昨

天战斗的战士们的空子弹带，这些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当时就自

告奋勇到凯则尔斯劳顿去弄些军火来，于是当天晚上就出发了。

农民的载货车走得很慢，其次，在各次停歇的时候又必需再

去征用车辆、道路又不熟悉等等诸如此类的困难也耽搁了些时间；

等我到达迈卡麦尔（距纽施塔特差不多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已

经天亮了。在这里，我遇上了从皮尔马森斯来的人民自卫团的一

个支队，押着４门大炮，送往洪堡。这４门大炮在凯则尔斯劳顿

已被认为是遗失了的。这个支队穿过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经

过非常难走的山路走到这里，才终于踏上了平原。我们这些来自

皮尔马森斯的战士们冲破了重重难关，经过了夜行军，喝足了葡

萄酒，因而心理上很紧张，总觉得好象敌人紧紧在后面追赶着，其

实，普鲁士的先生们一点也没有急于追踪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这天是６月１５日）我到了纽施塔特。全体居

民都走上了街头，其中包括士兵和志愿兵（在普法尔茨，穿着便

服的人民自卫团战士都一律称作志愿兵）。运货车、大炮、马匹堵

塞了所有通往城里的街道。一句话，我落入了全体撤退的人马稠

密的普法尔茨军队中间。临时政府、施奈德将军、总参谋部、各

个办公厅全都在这里。凯则尔斯努顿连同它的水果蔬菜商场、“顿

奈斯堡”餐馆、啤酒店—— “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被

放弃了，目前纽施塔特这个地方成了普法尔茨混乱状态的中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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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混乱状态只是在现在打起仗来的时候，才达到了顶点。于是，我

就探听明白了全部情况，尽量地搜集火药、铅块和现成的子

弹，——难道这些一仗没打就溃不成军的军队还会需要军火

吗？——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奔波，最后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才找

到了一辆大车，当晚押着所获得的军火，在几个人护送之下启程

而回。

在动身之前，我探望了施奈德先生，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

转达给维利希。这个老馋鬼交给我几道毫无意义的命令，还郑重

其事地说道：“看，我们现在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

普法尔茨起义者之所以最后竟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

动，原因如下。在“起义”的全盛时期，即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

普法尔茨约有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名使用各式枪枝的战士，还有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名使用大镰刀的战士。所有这５０００—６０００战士首先是来自

志愿队（维利希领导下的和莱茵－黑森地区的志愿队），其次来自

所谓的人民自卫团。每一个区都任命了一名军事委员，负责组织

一个营。每一个营的核心和教练员都是从各该区部队中转向起义

方面来的士兵。如果是在作战的情况下，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经常

不断的军事训练，那末把常备队同新招收的战士混在一起的这种

做法，可能会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却坏了事。由于

武装不足，这些营没有组织成功；无所事事的士兵把军纪、军容

一概置诸脑后，大部分人都开了小差。到后来在一些区里算是组

成了几个营，在另一些区里则只有几个武装的小队。以大镰刀做

武器的战士是根本没有用的。他们总是妨碍着别人，在任何真正

的战斗中都根本无法使用；他们一部分被留下作为所属营的临时

附属部队等候为他们弄得武器，一部分则编为一支特别部队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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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太精明的泰恩上尉指挥。公民泰恩是最道地不过的莎士比亚

笔下的毕斯托；这位公民在英雄布伦克尔率领下从兰都附近逃跑

时被自己的刀鞘绊了一下子，就把刀鞘折断了，后来却激愤地发

誓说“一颗２４磅的燃烧弹把它给炸成两半了”；这位独一无二的

毕斯托在此以前曾被任用来平定反动势力占领下的村庄。他对执

行这项任务十分热心，以致农民们虽然对于他和他的队伍极其尊

敬，可是只要他只身落到他们手里，每次都得挨一顿痛打。据说，

每当执行这样任务回来以后，他手下的战士们都把自己的大镰刀

打碎了，而他本人在到达凯则尔斯劳顿后则以福斯泰夫１００的神气

大谈自己和农民厮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因为靠这样的队伍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于是梅洛斯拉夫斯基

（他是６月１０日才来到巴登军大本营的）就命令普法尔茨的队伍

向莱茵河边打边撤，尽可能占领曼海姆那里的莱茵河渡口，如不

可能，就在斯拜尔或克尼林根转到莱茵河右岸，然后从巴登方面

守住莱茵河的渡口。在命令发出的同时，有消息说，普鲁士人从

萨尔布鲁根侵入普法尔茨，开了几枪以后，就迫使布置在边境上

的为数不多的我军战士朝凯则尔斯劳顿方向败退。同时，一切多

少有组织的部队朝凯则尔斯劳顿和纽施塔特方向集结；人心开始

异常慌乱起来，一大部分新兵逃跑了。一个来自１８４８年什列斯维

希－霍尔施坦志愿队的青年军官拉科夫率领着３０名士兵去搜罗

逃兵，用了两天两夜的工夫，弄到了１４００人；他把这些人组成一

个“凯则尔斯劳顿营”，这个营在战事结束以前是一直由他指挥的。

从战略方面讲，普法尔茨的地势很简单，就连普鲁士人也不

致在那里出任何差错。莱茵河畔有一道河谷，有步行４—５小时的

路程那样宽，任何天然障碍物都没有。普鲁士人畅行无阻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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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天，从克罗茨纳赫和伏尔姆斯到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在多

山的普法尔茨高地上有一条自萨尔格闵德至美因兹的“帝国公

路”通过，这条公路大半段不是在山坡上就是在宽广的河谷旁。这

里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因而一支人数少、战术差的军队

连一点点可以据守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紧靠着普鲁士边境线，

在洪堡那里从“帝国公路”分出一条修筑得很好的道路，一段沿

着河谷，一段顺着佛日山的山坡，经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直

通兰都。固然在这条路上天然屏障多一些，但是如果军队人数少、

没有大炮，就无法把这条路封锁住，特别是当一支敌军有可能利

用平原的地势把通向兰都和比尔查伯伦的退路切断的时候。

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人的进犯非常顺利。头一下子是从萨

尔布鲁根打向洪堡；有一支纵队从洪堡直抵凯则尔斯劳顿，另有

一支纵队经皮尔马森斯打到兰都。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支队

伍开始向莱茵河谷进犯。这支军队在甚尔赫海姆博兰登首次遭到

了驻扎该地的莱茵－黑森队伍的猛烈抵抗。美因兹的步枪手们尽

管有不小的伤亡，但他们还是以极顽强的精神坚守皇家花园。到

最后，因为被敌人抄了后路，他们才撤退。其中有１７个人作了普

鲁士人的俘虏。他们就被“英勇的军队”的喝醉了酒的英雄们绑

到树上，立即枪杀了。这一卑鄙的行为就是普鲁士人对普法尔茨

的“短促的但是光荣的讨伐”的开始。

这样，普鲁士人就完全占领了普法尔茨的北半部，而恢复了

他们的两个主力纵队之间的联系。他们现在只要沿平原向前推进，

解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围，就有可能占领普法尔茨的其余部

分，并把还可能坚守在山里的队伍一网打尽。

在普法尔茨，有将近３万普鲁士人，他们拥有大量的骑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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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在普鲁士亲王和希尔什菲尔德率领最精锐的队伍向前进犯

的平原地带，在他们和纽施塔特之间，仅仅有一些已经涣散了的、

无力抵抗的人民自卫团的队伍和几支莱茵－黑森队伍。他们只要

向斯拜尔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迅速推进，所有集中在，更确切些说

所有乱聚在纽施塔特和兰都的４０００—５０００普法尔茨起义军就会

被击溃、驱散、赶跑或俘虏。然而，普鲁士先生们虽然在枪杀手

无寸铁的俘虏时那样机敏，但在战斗中却极端优柔寡断，在追击

敌军时松懈无比。

普鲁士人及其他的帝国军队所遇到的敌军人数比他们少，常

常一共才只有他们的１ ５，最多也不会超过
１
３，组织性又很差，而且

在有些地方是由一些平庸无能的人指挥的，可是在这样的敌军面

前普鲁士人和那些帝国军队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萎糜不振；如果

我在描述这次讨伐的全部过程时还必须多次指出他们这种萎糜不

振的表现，那显然我决不是想把这种状况说成是由于普鲁士人有

些太胆小而产生的，更不是——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把我们的

军队幻想为异常英勇的军队。同样，我也并不象一些反动派那样，

想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什么普鲁士人心肠宽厚，或是他们怕俘虏得

太多而感到累赘。普鲁士的文武官僚，在战胜弱小的敌人时总要大

事庆贺，以向手无寸铁的人残酷地进行报复为乐事，他们早就因这

种行径而扬名于世了。他们在巴登、在普法尔茨就是这样干的，有

下列事实为证：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许多人被枪杀，在卡尔斯卢厄

的养雉场里许多人夜间被枪杀，在所有各个战场上杀死负伤和放

下武器的敌军的事件数不胜数，为数不多的俘虏也遭到残害，夫赖

堡、拉施塔特的战地军事法庭把许多人判处死刑，最后，拉施塔特

的犯人被拷打、得不到饭吃、被关在又潮湿、又拥挤、又不透气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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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里，再加上这一切所引起的伤寒病，结果被慢慢地、秘密地、更其

残酷地杀害了。普鲁士人作战行动松懈当然是由于怯懦，就是说，

是由于指挥官们怯懦。且不谈我们的普鲁士英雄们在用兵和练兵

方面的迟慢、怯懦的迂腐气，这种迂腐气本身就使得他们根本不可

能行动果敢、当机立断，且不谈他们的繁琐的军规，这些军规的制

定就是为了间接地防止过去那些可耻的失败的——这都暂且不

谈，我们要谈的是：如果普鲁士人对手下的士兵信任的话，难道他

们能够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无聊的、对他们说来是丢人的作战

方法吗？全部问题正在于此。将军先生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１ ３是

不听话的后备团，这些团只要起义军打一次胜仗，就会转到那边

去；将军先生们也知道，这样很快就会使一半常备军以及全体炮

兵，都要背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和它的“万世的王

位”１０１要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一点人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因为要更换车辆和护送人员，所以我要在迈卡麦尔等到１６日

早晨，在这里，一清早从纽施塔特开出的军队已经又赶上了我。昨

天还在讲进攻斯拜尔，现在看来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军队直奔克

尼林根桥。我在１５个来自皮尔马森斯的半野蛮的农民（他们都是

生于普法尔茨深山密林中的人）的护送之下由此动身。当已经快

到达欧芬巴赫的时候，我听说维利希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开向位于

兰都西北的一个小市镇弗兰克维勒去了。于是，我就翻回头，走

了将近半天的工夫，到了弗兰克维勒。在那里，我不但找到了维

利希，而且也找到了普法尔茨军队的全体先头部队，他们为了避

免通过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这段路而选择了兰都以西的一

条路。临时政府及其官员们、总参谋部以及一大批对于两方面都

依附的游手好闲的民主主义者，都驻在一所旅馆里。施奈德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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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吃早饭。所有的人都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在旅馆里，临时

政府的委员们、指挥官们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跑来跑去，在大街

上士兵们也是东跑西跑。后来，军队的主力：布伦克尔先生、特

罗钦斯基先生、石特拉塞尔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各位先生骑着战马

率领着自己的勇士们也陆续来到。情况更混乱了。好容易才慢慢

地派出几支队伍朝茵普弗林根和坎德尔方向前进。

从表面上看不出这支军队是在退却。混乱在这里从一开始就

是常见的现象；虽然年轻的战士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不习惯的行军

感到厌倦，可是他们还是照旧在小酒馆饮酒取乐、喧哗吵闹、声

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普鲁士人消灭掉。尽管对胜利抱着这样的

信心，但是，只需一个骑兵团配备上几门马拉的大炮，就足以能

够把这一伙快乐逍遥的人们赶得四处奔逃，把“莱茵－普法尔茨

自由军队”赶跑。这只要当机立断，再加上一些勇气就能做到，可

是在普鲁士军中既谈不到当机立断，也谈不到什么勇敢的精神。

次日早晨我们出发了。退却的队伍的主力开向克尼林根桥，而

维利希则率领所部和德雷埃尔营开进山区去打普鲁士人。我们的

一个约由兰都的５０名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一直开到几个最高的山

上，开到约翰尼斯克雷茨。席梅尔普芬尼希和他的队伍还屯扎在

皮尔马森斯到兰都的那条路上。当时应该把普鲁士人挡住，并且

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切断他们到比尔查伯伦和劳特尔的去路。

在这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放弃了辛特尔－维登塔尔，退

守林塔尔和安维勒尔。这里有一个转弯，恰好在这个地方，克渭

希河谷两岸 群山形成一个狭谷，在这个狭谷的后面就是林塔尔

村。这个狭谷有一支特殊的野战警备队守着。夜间，这支警备队

的巡逻队告诉我们，敌军向他们开火了：一清早，来自茨魏布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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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的前民政委员魏斯和年轻的莱茵省人麦·约·贝克尔带来消息

说普鲁士人逼近了，要求派巡逻队去进行侦查。可是因为没有去

侦查，狭谷两面的高地没有占领，于是魏斯和贝克尔就决定自己

去进行侦查。当敌人逼近的消息愈益频繁地传来的时候，席梅尔

普芬尼希手下的战士们开始在狭谷口构筑堡垒；维利希前来巡视

了阵地，他下令占领高地，命令把毫无用处的堡垒拆除。然后他

又急忙地赶回安维勒尔去率领自己的队伍。

当我们穿过林塔尔的时候，我们初次听到了枪声。我们急速

地穿过了村子，看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们在公路上列开队

伍，大多数人用的是大镰刀，只是少数人用枪；有些人已经投入

战斗。普鲁士人边射击边向高地进攻；席梅尔普芬尼希就睁着眼

白白地让他们占领了他自己应该去占领的阵地。我们的队里还没

有落一颗枪弹；所有枪弹都高高地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当枪弹

嗖嗖地从手使大镰刀的战士们头上飞过的时候，整个队形就乱了

起来，四处喊声大作。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从这支队伍旁边通了过去，他们几乎把

道路都堵住了，使得秩序大乱，加之手里使的是大镰刀，什么也

不能干。连、排长等也和士兵一样毫无办法、惊慌失措。我们的

步枪手被派去夺取高地，一部分在左边，一部分在右边。此外，又

派两个连去增援左方的步枪手并包抄普鲁士人。主力纵队仍留在

山谷内。一些步枪手占领了转角地方堡垒废墟后面的阵地，向站

在百步以外的普鲁士队伍开枪射击。我带了几名士兵跑到了左边

的山上。

我们刚刚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坡，面前就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普

鲁士步枪手从对面树林边用他们的锥形枪弹向我们射击。我又调

９９１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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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几名志愿兵，他们无可奈何地而且有些畏缩地爬上了山坡，我

把他们尽可能地安置在隐蔽之处，开始观察地形。当被派到左方

去包抄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普鲁士人侧翼的时候，我无法带着一队

兵通过宽达２００—２５０步的毫无掩蔽的地带；我们最多也只能原地

不动，因为本来掩蔽得就已经很差了。可是普鲁士人尽管有枪有

尖头子弹，而他们的枪法却非常糟糕。我们几乎毫无掩蔽地在最

猛烈的火力之下呆了半个多小时，而高明的敌军步枪手却只打中

一枝枪的枪身，打穿了一个人的衣襟。

我必须最后弄清楚，维利希驻在哪里。我的战士们答应坚守

阵地，于是我就折回爬下山坡。下面一切都秩序井然。普鲁士人

的主力部队由于遭到大道上以及大道右方我军步枪手的猛烈射

击，被迫稍稍后退。忽然，从左方，从我站过的那里，我们那几

名志愿兵丢开了自己的阵地不管，慌忙地跑开了。原来，在极左

翼的那几个连（由于很多人掉队而人数减少了）认为通过前面小

树林的那条路太长了，于是在一位在贝尔海姆打了胜仗的上尉指

挥下，径直穿过战场。他们遇到了猛烈的射击；上尉和很多士兵

倒下了，其他的人没有了指挥官，因而在敌人的优势下屈服了。现

在普鲁士人赶到了前面，绕到我军的右侧，从上面向我军战士猛

烈射击，这样就迫使我军战士向后退却了。很快整个的山全都落

于普鲁士人之手。他们从山上猛烈向我们射击；我们已经无法可

想，于是开始撤退。道路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和德雷埃尔－

奥贝尔米勒营堵塞了，他们行军的行列是按照绝妙的巴登传统，每

个横排不是４—６人，而是半个步兵排即１２—１５人，所以把公路

从左到右整个排满了。我们的人只得通过泥泞的草地向着村子前

进。我同几名步枪手则留下来掩护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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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所以打输，一方面是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违反维利希

的命令而没有占领高地，而我们手下能打仗的队伍人数极少，无

法从普鲁士人手中夺回这些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席梅尔普芬尼

希的战士和德雷埃尔那一营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再一方面是由于

被派去包抄普鲁士人的那个上尉性情很急躁，以致几乎丢了性命，

使我们的左翼暴露无遗。然而，我们遭到这次失败还是幸运的事

情，不然我们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可能遭到四面包围，因为当时

普鲁士人的一个纵队已经在向比尔查伯伦进发中，兰都之围已解。

在撤退的时候，我们折损的人比战斗时还多。我们的队伍在

行进中秩序混乱无比，人声嘈杂，普鲁士人的枪弹不时飞入我们

的拥挤的队伍。我们约有１５个人受了伤，席梅尔普芬尼希也在内，

他在战斗一开始就打伤了膝盖。普鲁士人这次追赶我们也是很松

懈的，很快就停止了射击。只有山坡上的几个步枪手继续追赶我

们。在安维勒尔，即距离战斗地点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安安

静静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向阿尔贝斯维勒进发。我们所最急需的

已经弄到手了：３０００盾的强制公债，这笔钱是在安维勒尔就已经

准备好了的。后来普鲁士人把这叫做掠夺钱财。他们被胜利冲昏

了头脑，竟然也认定我军的曼托伊费尔上尉（同柏林的可尊敬的

曼托伊费尔是一家人，前普鲁士下级军官，后来投诚到我们这方

面来了）已在林塔尔一战被打死。其实曼托伊费尔先生不但没有

被打死，而且从那以后，甚至还在苏黎世的运动会上得过锦标。

在阿尔贝斯维勒，我们增加了两门来自巴登的大炮，还有梅

洛斯拉夫斯基派来的援军的一部分。我们打算利用这一批力量再

一次在这些地方摆开阵地；但我们得到情报：普鲁士人已经到了

兰都，因此我们只好径向兰根坎德尔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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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贝斯维勒，谢天谢地，我们摆脱了和我们一起走的没

有作战能力的队伍。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由于没有了指挥官，已

经开始有些溃散，自行奔赴坎德尔①。这支队伍还时常把走不动的

或因其他原因掉队的战士留在各个小饭店里。德雷埃尔的那个营

在阿尔贝斯维勒发生了骚动。维利希和我就去问那些战士们他们

要干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后来，一个年纪很老的志愿兵喊道：

“他们要赶我们去送死！”一个连一仗都没打，在撤退时只有两名

最多不过３名轻伤员的队伍里，喊出这样一句话，听来非常滑稽

可笑。维利希命令这个战士走出来，交出武器。这个带几分醉意

的白胡子老头执行了命令，哭哭啼啼地讲了一大堆话，主要意思

是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简直使人感到啼笑皆非。这时

在这些非常善良但纪律很坏的战士们中间发生了普遍的不满。因

此，维利希就下令全连立即离开，他说，他已经听够了废话和怨

言，一分钟也不愿再指挥这样的士兵。这一连人没有多加分辩，向

右一转就走了。５分钟以后这个营其余的人随着那一连去了，维利

希并拨给了他们两门大炮。他们是不愿意被“赶去送死”，不愿意

遵守纪律的！我们倒情愿让他们离开。

我们转到右面山上，向茵普弗林根那边前进。不久我们就挨

近了普鲁士人；我们的人和他们互相对放了几枪。整个晚上不时

发出枪声。我在最先遇到的村子里耽搁了一下，以便差人去给我

们由兰都的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下达指示。我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

指示没有，但他们平安地转移到了法国，从法国又转移到巴登。由

于这样耽搁了一下，我掉了队，只好一个人走向坎德尔。在路上

２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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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队掉队的士兵游荡着，所有的小饭店都容纳不下了。看起来，

一切喜象全都悲惨地失掉了。军官没有士兵，士兵没有军官，这

是一群各个队伍中掉队的形形色色的志愿兵，有的地下走，有的

乘着马车，全都急急忙忙地奔赴坎德尔。普鲁士人根本不想认真

地追击他们。茵普弗林根距兰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维尔特（在

克尼林根桥的前面）距盖尔曼尔斯海姆则有４—５小时的路程，可

是普鲁士人并没有立即派军队到这两个据点中的任何一处去，其

实他们如果派出军队，在这边可以拦截掉队者，在那边可以拦截

全军。普鲁士亲王获取的荣誉的方法真是与众不同！

在坎德尔，我遇到了维利希，可是没看到他的军队，他的军

队都在前面，驻扎在城外。军队虽然没看到，却看到了临时政府、

总参谋部和那一大群游手好闲的人。这里和昨天弗兰克维勒的情

形一样，到处都挤满了军队，不过这里的秩序更坏，情况更混乱。

每一分钟都有军官跑来寻找自己的队伍，也有士兵跑来寻找自己

的指挥官，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情况已经到了

全盘瓦解的程度。

次日早晨，即６月１８日，全体都列队通过维尔特，过了克尼

林根桥。虽然有很多兵士四散回家了，但剩下的军队，加上从巴

登来的援军，总共还有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人。他们昂首阔步地开过维尔

特，样子满象刚刚夺取了这个村子，大步向前迎接新的胜利。他

们仍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和科苏特一样。只有一个巴登的常备营还

保持着军纪，他们路过小饭店时能够不留下几名士兵在那里。最

后来到的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留下来担任掩护，直到可以把桥拆

掉为止；当一切完毕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了巴登，协助拆桥工作。

巴登政府，为了宽恕６月６日胆敢反对共和主义者１０２的那些

３０２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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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斯卢厄的强悍的小市民，于是就把军队扎在近郊。而我们则

坚决要求把我们的队伍驻扎在卡尔斯卢厄；我们需要大大地整顿

一番，设法添置各种军装用品，此外，我们认为在卡尔斯卢厄完

全应该驻有一支可靠的革命队伍。但是布伦坦诺先生早已想到我

们了。他派我们到达克斯兰顿去，这个村子距卡尔斯卢厄有一个

半小时的路程，一些人告诉我们那里简直是黄金国。我们到了那

个地方，发现那里是全区最反动的窝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费

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一些稻草；全队有一半人得睡光地板。家家户

户也都是愁眉苦脸的。我们迅速地做出了决定。布伦坦诺先生收

到了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得不到好一些的驻地，我们在第二天

早晨，即６月１９日将到卡尔斯卢厄去。这样说就这样做了。清晨

９点钟，我们动身出发。我们离开村子还没有走到手枪射程那么

远，就遇到布伦坦诺先生带着一名参谋走来了。布伦坦诺先生极

尽恭维奉承之能事，用尽花言巧语，企图使我们远离卡尔斯卢厄。

说什么这个城里已经住了５０００人；较富有的人家都逃走了，中等

人家里住的人已经过多了，他们的负担已经过重了；他不会让维

利希的英勇的、为人所绝口赞扬的队伍安置在条件很坏的地方，如

此等等。但是不管他怎么说也没有用。维利希要求把逃跑的贵族

领主们的空闲宅第拨给我们几个。布伦坦诺不愿这样做，于是我

们就动身到卡尔斯卢厄去宿营了。

在卡尔斯卢厄，我们为本连使用大镰刀的战士弄到了武器，还

弄到了一些大衣呢料。我们设法尽快地把服装靴鞋修补一下。我

们的队伍又新加入了一些人，有几个是我在爱北斐特起义时认识

的工人，此外还有金克尔和齐赫林斯基。金克尔是参加伯桑松工

人连当步枪手的，齐赫林斯基是德勒斯顿起义军总司令的副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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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撤退时，他指挥过掩护部队。他参加了学生连当步枪手。

我们一方面补充装备，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战术训练。我们紧

张地进行了演习，我们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天，就演习从皇家广场

袭击卡尔斯卢厄。小市民们对这些次演习普遍地大为恼怒。这就

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事情的危险性。

最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征用大公宅内的那批一

直被做为圣物牢牢地保藏着的武器。当我们正准备为我们从那里

拿到的２０支枪定制弹筒帽的时候，我们得到情报说，普鲁士人在

盖尔曼尔斯海姆过了莱茵河，现在驻屯在格拉本和布鲁赫萨尔。

我们立即（这是在６月２０日晚上）出动，并携带两门普法尔

茨军的大炮。当我们到达布兰肯洛赫（从卡尔斯卢厄朝布鲁赫萨

尔方向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克雷门特先

生和他的一营人，听说普鲁士人放出的岗哨距布兰肯洛赫约一小

时的路程。在我们的士兵们背着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

军事会议。维利希提议立即向普鲁士人进攻。但克雷门特先生宣

称他的军队缺少经验，不能在夜间出击。因此，我们决定：我们

立刻向卡尔斯多尔夫进发，拂晓前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并努力突

破他们的阵地。如果成功，我们想就到布鲁赫萨尔去，并且尽可

能打入这个城市。这时克雷门特先生就在天明取道弗里德里希斯

塔尔出击，支援我们的左翼。

将近半夜时分，我们启程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还是相当冒

险的。我们的力量只有不足７００人和两门大炮。我们的战士比其

余的普法尔茨军队更有训练、更可靠，他们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

我们用这样一支力量所要打击的敌人兵团，无论如何都比我们更

有训练，他们的下级指挥官比我们的下级指挥官经验丰富得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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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些连长只在市民自卫团里呆过几天；敌人兵团的人数我们知

道得不确切，但至少不下于４０００人。可是我们的队伍曾经受过力

量对比更加悬殊的战斗的考验，而我们这次出征在人数对比上又

根本不能指望更有利些。

我们派了１０名大学生先行百步担任前哨。接着就是第一

队，队前面有６名巴登龙骑兵，这６名龙骑兵是分配给我们执

行联络任务的。第一队后面是３个连队。再后面一些，是大炮和

其余的３个连队。整个队伍由步枪手殿后。有这样一道命令，在

任何情况下不准开枪，行进时要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一发现敌

人就以刺刀迎击。

不大的工夫，我们就远远看到了普鲁士人岗哨上的灯光。我

们一直走到施培克，没受到袭击。主力部队停了下来，只有先头

部队继续前进。忽然枪声四起；在村口的路上，稻草燃着了，火

光耀眼，警钟急鸣。我们的步枪手从左右两侧包抄村庄，队伍开

进了村里。村子里也燃起了篝火；我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提防着

敌人的射击。但是四面寂静无声，只是在市议会大厅那里有一个

特别的岗哨，放哨的都是农民。普鲁士的岗哨已经撤走。

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普鲁士的先生们，尽管自己的兵力占着巨

大的优势，可是他们不把他们那套迂腐的警戒条例执行到繁琐不

堪的程度，是不会感到安全的。他们这个边哨的位置和大本营相距

有整整一小时的路程。假如我们也象这样用放哨的任务来折磨我

们的不习惯于战争劳苦的战士们，那我们就要有无数的人被累垮。

我们深信普鲁士人是胆小鬼，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畏惧比

我们对他们的畏惧更为厉害。情况也确是这样。我们的岗哨，我们

的宿营地，直到抵达瑞士边界以前没有遭到一次袭击。

６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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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普鲁士人现在受到了警告。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去

了呢？我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继续前进。

在纽特哈尔特又响起了警钟；但是这一次既没有信号火也

没有枪声。我们的队伍靠拢了一下，通过这里的村庄，踏上山路，

直奔卡尔斯多尔夫。这时我们的先头部队距我们只有３０步远。刚

刚上了山，我们的先头部队就发现对面有一个普鲁士哨兵向他们

喊话。我听到“什么人？”这句话后，就跑向前去。我的一个战友

说“他完了，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了。”可是向前这一跑却使我免遭

惨祸。

事情是这样，就在这一刹那，敌人的哨兵开火了，我们的先

头部队不是把他用刺刀刺倒，而也开了火。在行军中和我并行的

龙骑兵胆小成性，立刻拨转马头向队伍里面猛冲，撞倒了好几个

人，把前面的几排（可能是４个也可能是６个）完全冲乱，然后

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左右两边敌人的马哨开始向我们射击，在

万分慌乱之际，我军有几个糊涂虫竟向自己队伍的主力开火，而

别的糊涂虫也跟着他们干起来。转眼之间，前面的一半队伍散了，

兵士们有的到处乱窜，有的四处逃跑，也有的在大路上乱成一团。

伤员、背包、帽子、枪枝被杂乱地丢弃在嫩绿的稞麦田里。这还

不算，四面俱是粗野混乱的喊叫声、枪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嘈杂

的声音刚刚平息了一些，我就听见我们停放在后面很远地方的大

炮被急急忙忙地拉跑了。这两门大炮给我们后半截队伍带来的灾

害和龙骑兵给我们前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完全一样。

尽管我这时由于看到我们的士兵都被吓得象小孩子一样心惊

胆怕而感到很气恼，可是我觉得普鲁士人非常可怜，他们虽然预

先得知我们来临的消息，但是却放了几枪就停了火，也是慌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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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地退走了。我们的前哨仍旧停在原来的位置，并没有遭到任何

袭击。只要一个骑兵连或一阵密集的射击就足以能够把我们赶得

狼狈而逃。

维利希离开前哨队伍急忙驰赴本队。伯桑松连最先重新整队，

其余的受了些申斥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连。天已破晓了。我们受到

的损失是６人负伤，其中一名是我们的一个参谋官，他就是当我跑

向前哨一分钟以后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被龙骑兵的战马撞伤的。

此外，有几个人显然是被我们自己人的枪弹打伤的。为了不让普鲁

士人得到一件哪怕是最没用处的战利品，我们把所有被丢掉的装

备品都仔细地收拣了起来，然后慢慢向纽特哈尔特折回。在最先遇

到的几幢房屋后面埋伏下步枪手，他们就以房屋做为掩护体。可是

普鲁士人并没有来，齐赫林斯基又去侦察了一次，发现他们仍旧呆

在山后面，他们从山后对他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

给我们解运大炮的几个普法尔茨农民已经押着一门大炮穿过

了村子，另一门翻倒在地上。赶车人把套索割断，拉了５匹马逃

跑了。我们只好把炮扶起来，只用一匹辕马拉着它继续前行。

在到达施培克的时候，我们听到右方，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

那边有越来越厉害的互相射击的声音。克雷门特先生终于开始了

进攻，但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小时。我提议我们从侧面进攻来

支援他，以补救错过的时机。维利希也有同样的意见，他命令我

们顺着第一条拐向右边的路前进。我们队伍的一部分转到了那边，

这时从克雷门特那里来了一名传令官报告说克雷门特已经撤退。

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向布兰肯洛赫。不久我们遇到了从总参谋部

来的博伊斯特先生，他看到我们完整无恙而且队伍整整齐齐表示

很奇怪。逃到卡尔斯卢厄的可恶的龙骑兵，到处乱讲，说什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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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利希战死了，所有的军官都阵亡了，队伍四处逃窜，全被消灭了。

说什么敌人对我们使用了霰弹和“燃烧弹”。

在到达布兰肯洛赫以前，我们遇见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最

后还有施奈德先生和他的参谋部。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大概整夜

都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他竟还有脸向我们大叫道：“你们上哪里

去，诸位先生？敌人在那边！”我们自然也同样回敬了他一句，从

他旁边经过，到了布兰肯洛赫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来略事休息和用

餐。两小时以后施奈德先生带着他的军队转回来了，自然他也没

有看到敌人，回来后就坐下来吃早饭。

现在施奈德所统率的人，连来自卡尔斯卢厄一带的援军算在

一起，约有８０００—９０００人，其中有３个巴登的常备营和两个巴登

的炮兵连。共有大炮约２５门。由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命令有些不

明确，更重要是由于施奈德先生庸碌透顶，所以普法尔茨的军队

还全部停留在卡尔斯卢厄一带，而普鲁士人却已经在盖尔曼尔斯

海姆的桥头堡掩护之下过了莱茵河。梅洛斯拉夫斯基下过一道通

令（见他写的巴登战役的报告１０３）：从普法尔茨撤退以后，要守住

从斯拜尔到克尼林根的莱茵河渡口，还下过一道特别命令：掩护

卡尔斯卢厄，并以克尼林根桥做为全军的集合点。施奈德先生则

理解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他应该继续留在卡尔斯卢厄

和克尼林根。假如他按照梅洛斯拉夫斯基通令的意图派一支配备

有炮兵的精锐队伍去打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那就不会这样

荒唐地命令姆尼夫斯基少校带着４５０名新兵，连大炮也没有，就

去夺回桥头堡；３万普鲁士人也就不会畅行无阻地渡过莱茵河；我

们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联系就不会中断；普法尔茨的军队也就会

及时地赶到瓦格霍伊泽尔战场。然而普法尔茨的军队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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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它在瓦格霍伊泽尔激战那一天，即６月２１日，慌乱地奔跑

于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魏茵加腾，布鲁赫萨尔等地之间，不知道

敌军在哪里，东跑西跑地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被命令到右侧去，经魏茵加腾沿山坡推进。我们就在６月

２１日这一天中午从布兰根洛赫出发了，离开魏茵加腾的时间约在

傍晚５点钟。普法尔茨军队终于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发觉敌军

实力是占优势的，到当时为止，至少可以说到那一仗以前他们一

向所表现那副惹人注目的目空一切、满不在乎的神气不见了。从

这时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自卫团，后来渐渐地常备军也和

他们一样，到处都好象看见了普鲁士人似的，在他们中间每天都

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样的虚惊，因此常常引起全面的混乱，常常造

成极端滑稽可笑的场面。过了魏茵加腾，刚登上一个高岗，就有

巡逻队和农民向我们跑来，大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我们的

队伍就排成战斗队形冲上前去。我折回城里去发警报，因此我丢

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这一阵惊慌混乱后来证明是毫无道理的：

普鲁士人已经离这里向瓦格霍伊泽尔去了，维利希还在同一天晚

上就进入了布鲁赫萨尔。

我在奥贝格罗姆巴赫同奥斯渥特先生和他的普法尔茨营过了

一夜，第二天早晨同他们一起向布鲁赫萨尔进发。离城不远，迎

面跑来了几辆马车，上面坐着掉队的兵士，他们大叫“这里有普

鲁士人！”全营立刻骚动起来，好容易才使他们听命继续前进。自

然这次又是谎报；在布鲁赫萨尔，找到了维利希和普法尔茨军前

卫残存的队伍；其余各队陆续来到，而普鲁士人连影子也没有。除

军队和指挥官以外，德斯特尔先生、前普法尔茨临时政府、还有

戈克（他从布伦坦诺的独裁专政开始建立的时候起可以说差不多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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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专门跟着军队帮办民政事宜的），都在这里。军队的给养情况很

坏，秩序非常混乱。只有大本营里的那些人们象往常一样生活得

舒舒服服。

我又从卡尔斯卢厄的现存弹药中领到了相当数量的子弹，当

晚开拔，和我们一同开拔的还有全体前卫部队。他们到乌布施塔

特扎了营，我们则向右转，到翁特略威斯海姆去在山地上掩护队

伍的侧翼。

从外表看来，现在我们是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我们又新增加

了两支援军。一支是兰根坎德尔的营，这个营的战士正从自己的

诞生城市逃向克尼林根桥，营里的《ｂｅａｕｘｒｅｓｔｅｓ》〔“剩下来的宝

贝”〕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人里面有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

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举着红旗

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这支队伍约有６０人，这些人简直象

生番一样，在征用物品方面已不止一次地立下了英雄的功绩。此

外，我们又配备了４门巴登的大炮和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这个

营叫做什么克尼尔、克纽尔还是克尼里姆营（名字究竟怎样叫已

无法确定）。克尼里姆营真不愧是克尼里姆先生指挥下的营，而克

尼里姆先生也称得起是这个营的指挥官。这些顽固死硬的人们都

是糟糕透了的空谈家和懦夫，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面

可以看到，有一种为人所唾弃的“热情”驱使着他们立下了最伟

大的英勇功绩。

６月２３日早晨，维利希收到在乌布施塔特指挥着普法尔茨前

卫部队的安内克写来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敌人迫近，我军已

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维利希接到这个奇怪的消息非常吃惊，

立刻骑马赶到那里，训勉安内克及其手下的军官要在乌布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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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战斗并亲自视察了阵地，指出架设大炮的位置。然后他赶了

回来，命令我们的战士们进行战斗准备。当我们正在调动队伍的

时候，我们接到了从布鲁赫萨尔来的由泰霍夫签署的下列命令：我

军主力部队正向海得尔堡进发以便今天就能赶到明戈尔斯海姆，

我们应同时取道奥登海姆开赴瓦尔丹格洛赫在那里过夜并等待主

力部队胜利的消息和有关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命令。

司徒卢威先生在任意编造的“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第

３１１—３１７页１０４上有一篇关于６月２０—２６日普法尔茨军队作战的

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是为无能的施奈德进行辩护，而且不确切和

歪曲事实的地方非常之多。从以上所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如

下几点：（１）说施奈德“在到了布鲁赫萨尔（６月２２日）几小时

后就得到了瓦格霍伊泽尔的作战情况及其结果的情报”，是不正确

的；（２）可见，说“因此他改变了计划，撤消原定向明戈尔斯海

姆进军的计划”，说２２日他就已经“决定同他那一师的主力部队

留在布鲁赫萨尔”，也是错误的（前面谈到的泰霍夫的手令写于２２

日夜）；（３）说“预定在２３日早晨进行大规模的侦察”是错误的；

事实上，是预定把队伍开赴明戈尔斯海姆；（４）司徒卢威硬说什

么“所有各个队伍都接到命令一听到枪声时就朝枪声的方向前

进”；（５）还说什么“右翼的队伍（维利希）以未听到枪声来解释

自己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中的退却”，——我们下面将会看出，这一

切全都是拙劣的谎言。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奥登海姆准备用早饭。拨给我们担任

联络工作的几名巴伐利亚的轻骑兵驰向左方，绕着村子，侦察有

无敌军。普鲁士骑兵已经到过这个村子，在当地征集了一批草料，

准备迟一些再来取。我们没收了这些草料，开始为我们没有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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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伍分发葡萄酒和粮食，正在这时候，一个轻骑兵飞奔而来叫

道：“这里有普鲁士人！”一刹那间，位置离我们不远的克尼里姆

那一营人乱了起来，变成了一群疯子，到处乱跑，吵闹喊叫，怨

天骂地，而少校先生由于控制不住他的受了惊的战马，只好把自

己的队伍让老天爷去管。维利希乘马来到，恢复了秩序，我们才

继续前进。而普鲁士人自然是根本没有发现。

在奥登海姆后面的高地上，我们听到了从乌布施塔特那边传

来的轰轰炮声。炮声很快地听得更清楚了。有经验的人已经能够

从炮声中辨别射出的是普通炮弹还是霰弹。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

是继续照原方向前进还是沿炮声的方向前进。既然我们有明确的

命令，而炮声听来又是来自明戈尔斯海姆那边，这就是说我们应

该前进，于是我们就决定向危险性更大的方向——向瓦尔丹格洛

赫前进。万一普法尔茨军队在乌布施塔特打了败仗，我们差不多

就要被封锁在山里，处境将非常危险。

司徒卢威先生说什么乌布施塔特之战“假如侧翼部队能及时

发动进攻，本来是能够取得辉煌战果的”（第３１４页）。可是炮声

持续连一个小时都不到，而我们赶到马特菲尔德和乌布施塔特之

间的战场则需要两个至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战斗结束

后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那里。司徒卢威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在距欧芬巴赫不远的地方，我们停歇了一下。当我们的队伍

饮水用餐的时候，维利希发出了几份紧急文件。克尼里姆营在欧

芬巴赫发现了一个象是市属酒窖的地方，他们把它没收了，把整

桶整桶的酒搬出来，一小时的工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早晨对于

普鲁士人的一场虚惊所引起的满腹懊恼，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

炮声，这些英雄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自己军官的不信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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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在酒的刺激下，突然地变成为公开的暴乱。他们要求

立即全军转回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休止地穿山越岭。

这自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擅自地掉回头去走掉了。生

番似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也跟他们去了。我们任他们离去，

然后便向瓦尔丹格洛赫进发了。

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凹地，在这里过夜无论如何是不安全的。因

此我们就停息下来，打探周围地区的地势及敌军分布情况。这时，

农民中间流传着一个不太明确的消息，好象尼喀军已撤退。还传

说什么一支不小的巴伐利亚军队取道辛斯海姆和艾宾根在向布列

顿推进，什么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已隐姓埋名极为秘密地经过这

里，在辛斯海姆曾险些被捕。炮兵骚动了起来，连我们的大学生

也抱怨起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炮兵遣回，然后向希尔斯

巴赫进发。在希尔斯巴赫我们知道了４８小时以前尼喀军撤退的详

细情况，知道了巴伐利亚人驻在辛斯海姆，距我们有一个半小时

的路程。据判断，他们有７０００人，但后来知道实际上达１万人之

多。我们的人数至多不过７００。我们的兵士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

因此，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仓库的库房里（象往常一样想把他们集

中在一起），布置下很强的班哨，然后就去安歇了。当我们在第二

天即２４日的早晨动身的时候我们已清清楚楚地听见巴伐利亚军

队开近的声音，我们走后最多有一刻钟的工夫，巴伐利亚人就到

了希尔斯巴赫。

两昼夜以前，即６月２２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曾在辛斯海姆过

夜，而当我们到达希尔斯巴赫的时候，他早带着他的队伍到了布

列顿。贝克尔率领后卫部队也走过了辛斯海姆。因此，他不可能

如司徒卢威先生在第３０８页所说的那样，２３日那天在辛斯海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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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因为在晚上８点钟，也许还会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了巴伐利

亚人，他们在头天晚上还同梅洛斯拉夫斯基打了不大的一仗。梅

洛斯拉夫斯基从瓦格霍伊泽尔撤出而取道海得尔堡奔赴布列顿的

行动，被这次行动的参加者认为是最危险的一着。６月２０日至２４

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在海得尔堡迅速地集结队

伍打击普鲁士人，瓦格霍伊泽尔一仗打败后迅速撤退，这一切当

然都是他在巴登的全部活动的最光荣的一页；但是这种战术碰到

了这样懈怠的敌人，危险性并不怎么大，在２４小时后我们率领着

一支不大的队伍竟能顺利地从希尔斯巴赫全部撤退就说明了这一

点。甚至我们还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弗列辛根狭谷（梅洛斯拉夫斯

基曾预料２３日在那里要受到攻击），然后向毕希克前进。我们打

算在那里停下来，以便在必要时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在布列顿扎

下的营盘，使他不致于第一个受到打击。

在我们途经艾宾根、采森豪森和弗列辛根的时候，到处都被

人投以惊异的眼光，因为尼喀军的全部队伍，包括后卫，都早已

从这里开过去了。当我们到达毕希克的时候，号兵吹起了军号，居

民们着了慌，他们以为是普鲁士人来了。正在为梅洛斯拉夫斯基

军营征集军粮的布列顿市民自卫团的队伍，把我们当成了普鲁士

人，慌乱起来，直到我们拐了弯，他们看到我们穿的是便服，才

放了心。我们马上征用了他们准备好的食品，刚刚吃完就得到消

息：梅洛斯拉夫斯基率领所部从布列顿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赶紧

奔赴布列顿。

我们在布列顿住了一夜，由市民自卫团布置岗哨守卫。我们

征用了一批运货车，以便在次日早晨把全体队伍运往埃特林根。我

们再没有其他的办法重新同主力部队汇合，因为布鲁赫萨尔在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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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如果那条经迪德尔斯海姆通向杜尔拉赫

的道路被敌人占领（我们后来知道确是被占领了），我们就无法打

仗了。

在布列顿，大学生推选了几名代表来见我们，声称他们不愿

意在敌人面前无尽无休地行军，请求放他们走掉。我们当然答复

说，在面临着敌人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准走的；如果他们要想开小

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于是，几乎有半连人走掉了。其余的则

一个一个地不断开小差，很快就只剩下一些步枪手了。在整个行

军过程中，这些大学生一般地都象是些永不满足和胆小如鼠的贵

公子，他们总是要求知道全部作战计划，腿上擦破了一点他们就

要叫苦，如果行军时不能让他们过得完全和假日游览一样地舒适

满意，他们就会怨声载道。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只有

几个人例外，这几个人表现了真正的革命品质和勇敢非凡的精神。

敌人在我们离开半小时以后进入了布列顿，这是我们后来听

说的。我们到达了埃特林根，在埃特林根，科尔文－维尔兹比茨

基先生建议我们开往杜尔拉赫，贝克尔奉命在该地牵制住敌人，直

到卡尔斯卢厄撤退完毕为止。维利希派了一名轻骑兵给贝克尔送

了一封信去，问他能否再坚持一些时候。一刻钟以后派去的人回

来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贝克尔的队伍，他们已经全部撤退了。因

此我们就开往全军汇合地点拉施塔特。

到拉施塔特夫的路上的景象混乱无比。大批的各色各样的队

伍，有的列队前进，有的混杂在一处休息。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在

酷热的烈日之下、在一片混乱之中把我们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在

拉施塔特城堡前的斜堤上面屯驻着普法尔茨军队和巴登军几个营

的军营。普法尔茨军队兵员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还在乌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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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特战役以前，齐茨先生和班贝尔格先生就在卡尔斯卢厄

召集了最精锐的队伍—— 莱茵－ 黑森队伍。这两位为自由

而战的英勇斗士向这支队伍宣布什么一切都完了。敌军力

量的优势太大了，现在完好无恙地回家还有可能，他们——议会

空谈家齐茨和英雄人物班贝尔格——不忍心让大家无辜地流血或

遭受其他的横祸，因此他们宣布这支军队解散。莱茵－黑森军队

的战士们听了这种可耻的提议自然非常愤怒，他们气得想把这两

个叛徒抓起来枪毙。德斯特尔和普法尔茨政府也下令通缉他们。但

是这两位可敬的公民已经躲起来了。在以后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

动中，勇敢的齐茨已经平安无事地从巴塞尔来袖手旁观了。１８４８

年９月齐茨先生曾经“号召坚决的行动”１０５，１８４９年５月他又是鼓

动农民起义的最积极的议会吹牛家之一，可是在这两次，他都是

在起义当中最先置人民于不顾的人中间名列前茅。在基尔赫海姆

博兰登，最先逃跑的人中间就有齐茨先生，而他的步枪手却进行

了决战，牺牲在枪弹之下。

莱茵－黑森的队伍本来已经和其他队伍一样，由于兵士开小

差而大大削弱，由于巴登的撤退而士气不振，而现在一下子垮得

丝毫也振作不起来了。一部分战士四散回家了，另一部分经过改

编，一直战斗到底。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驻扎在拉施塔特的时候，

听说７月５日以前回家的都将被赦免，因而军心涣散。一半以上

的人员都跑掉了，各个营人数都减少到一连人的样子，下级军官

大都离散，剩下来的不足１２００人的队伍差不多是无济于事了。至

于我们这一支队伍，虽然决没有泄气，但是由于损失、生病、大

学生开小差，也有所削弱，剩下来的只有５００人多一点。

当晚，我们在库本海姆宿营，这里已经驻有别的队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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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多少算是出

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承

担了战争全部重担、战死沙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那些活活瘐死

在拉施塔特牢房中的人们，以及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

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谁也

没有提起过。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和非常习见的现象，所

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

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

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所以他们

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

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他们也是仇视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

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

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

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

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如果所谓

的民主派不想对这样工人的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那末，无产阶

级的党则有责任来表扬这些工人的功绩。科伦的约瑟夫·莫尔就

是这些工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

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１８４０年他参

加了成立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１０６。二月革命以后他回

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伦工人联合会的

领导工作１０７。１８４８年科伦九月事件
１０８
后曾流亡伦敦，不久又改名

换姓回到德国，在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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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则尔斯劳顿

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进行工作的任务，他

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

行完这样的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敌军的驻地，一直来

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了我们这支队伍，加入了伯桑松

工人连。过了３天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

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

别是在志愿队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

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

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

敢的兵士。

第二天，即２７日，我们的队伍深入山地，朝罗腾菲尔斯的

方向往前转移了一些。军队所划分的各种战斗单位，各单位

负责的地区，逐渐地确定了下来。我们属于右翼第一师，指

挥是托梅上校，他就是那位在麦凯斯海姆要把梅洛斯拉夫斯

基逮捕起来的那位先生１０９，但是却儿戏似地让他仍旧留任这个职

位。从２７日起，这一师归梅尔济来指挥。济格尔提让由维利希任

普法尔茨军队的司令官，维利希予以谢绝，而担负了师参谋长的

职务。这一师的分布线是从格恩斯巴赫、从维尔腾堡的边界线到

罗腾菲尔斯的那一边。左方紧靠着集结在库本海姆周围的奥博尔

斯基师。前哨部队进驻界口和祖尔茨巴赫、米歇尔巴赫、文克尔。

给养起初不好，不能按时发下，２７日以后有所改善。我们这一师

的全部人马是：巴登军的几个常备营、普法尔茨军队中留下来的

由布伦克尔率领的一部分人、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个至一个半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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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连。普法尔茨军队在格恩斯巴赫及其附近驻防，常备军和我们

的队伍在罗腾菲尔斯及其附近。大本营设在罗腾菲尔斯对面，埃

利莎贝顿魁尔的一座旅馆里。

２８日，我们——师参谋部人员、我们队伍的参谋部人员、还

有莫尔、金克尔以及其他的志愿队人员——在这座旅馆里坐下来

喝咖啡的时候，忽然得到情报说我驻米歇尔巴赫的前卫部队遭到

普鲁士人的攻击。虽然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敌人的意图只不过是

进行侦察，但我们还是立即出动了。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

到达的时候，曾被普鲁士人暂时夺去的位于峡谷中的米歇尔巴赫

村已经夺回。双方隔着峡谷从两面的山坡射击了一阵，白白浪费

了许多弹药。我只看到一个人被打死，一个人被打伤。当常备军

在从距离６００—８００步远的地方盲目地发射自己的子弹的时候，我

队战士则按照维利希的命令十分坦然地把枪枝放在一起，在虚构

的敌军身边，在虚构的火网之下休息。只有步枪手走下林木丛生

的斜坡，在常备营的一部分战士支援下，把对面山坡上的普鲁士

人赶跑了。我们的一个步枪手用他那枝简直象是手提式大炮的大

枪向敌人射击，在差不多相距９００步远的地方把一个普鲁士军官

打下马来，这个军官手下的全连人马立即折回，逃入林中。落到

我们手中的有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普鲁士人，还有两名俘虏。

第二天，全线总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普鲁士先生们使得我们

连午饭都来不及吃。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第一次进攻是在毕什维尔，

即奥博尔斯基师同我师驻防区交界处发动的。维利希极力主张我

们的队伍尽可能留驻在罗腾菲尔斯作为后备，因为无论如何要防

备在相反的方向，即在格恩斯巴赫方面受到敌人的主攻。但

是梅尔济反对这样做，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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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营遭到了进攻的时候，其余各营不立即全体出动予

以支援，这个营就会发生哗变，全体都会逃跑。于是，我们就

向毕什维尔前进了。

维利希和我率领一连步枪手沿牟尔克河右岸，向毕什维尔进

发。在距离罗腾菲尔斯有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和敌人遭遇了。

步枪手分成散兵线散开，维利希则纵马折回，督促落在后面不远的

一支队伍赶上前线。我们的步枪手在果木树葡萄架的掩护之下同

敌人对持了一段时间，敌军火力非常强大，我们的战士亦猛烈地予

以还击。但是后来有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沿大路冲向前来增援他

们的步枪手，这时我军左翼的步枪手后退了，无论怎样也无法说服

他们守住阵地。右翼则向山地前进，然后同我们的队伍汇合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步枪手简直毫无办法，于是我干脆丢开

他们不管，向山上插有我们队伍的旗帜的地方奔去。有一个

连落后了，连长本来是一个裁缝，可以算得是一个勇敢的小

伙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把他的战士并入了其余的

队伍，这时遇到了维利希。他刚刚命令伯桑松营布成散兵线，在

后面又把所有其余的队伍（包括派往山地去掩护右翼的那个连）布

成两条战线的阵势。

我们的散兵线遭到了猛烈火力的射击。我们面临着的敌军是

普鲁士步枪手。他们有步枪，有尖头子弹，而我们的工人只能用

旧式火枪来对付他们。然而，他们在我们右翼的步枪手的参加下、

支援下，工人们坚决地转入进攻，结果距离拉近了，特别是右翼，

这样很快就抵消了武器不好的弱点，普鲁士人被打退了。两条战

线的阵势几乎紧接在散兵线的后面一直保持没动。在这个时候，在

我们左方牟尔克河谷里运来了两门巴登的大炮，用这两门大炮向

１２２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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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在路上的普鲁士步兵和炮兵开了火。

激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射击的火力异常猛烈，普鲁士人节节

后退；我们的步枪手已经打到毕什维尔，这时普鲁士人得到了增

援，派了几个营向前挺进。我们的散兵线后退了；第一战线排枪齐

发，第二战线略向左方转入谷地后也开了火。但普鲁士人以密集的

队形全线发动进攻。掩护我军左翼的两门巴登大炮已向后撤退，在

右翼方面，普鲁士人已经下了山，于是我军被迫撤退。

我们刚刚撤出了敌人的交叉火力点，就在山坡上占据了新的

阵地。先前，我们的阵地是面向莱茵平原，面向毕什维尔和尼德

尔维尔，而现在则是面向奥贝尔维尔方面的普鲁士人所控制的山

地。现在，那些常备营也终于来到火线上，我们队伍中的两个连

再次被调到前面布成散兵线，常备营就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

我们的伤亡很重。我们少了约３０人，其中包括金克尔和莫尔，

而四散逃走的步枪手还不算在内。金克尔和莫尔率领着本连的右

翼和若干名步枪手向前走得太远了。步枪手的指挥官，来自莱茵

普鲁士特罗涅肯的埃梅尔曼（他是森林守护队长，他去打普鲁士

人就象是去猎兔一样）把步枪手们带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射击普

鲁士炮兵辎重队，迫使它急忙退却。可是正在这时候，从谷地冲

出了一连普鲁士人，向我们开火射击。金克尔倒下了，头部负了

伤，只好抬着他，一直到他能重新自己走路时为止；可是他们很

快就落在交叉火力的射击之下，必须想办法脱身。金克尔不能随

着大家走了，他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被普鲁士人抓住痛打

了一顿。莫尔的腹部中了一枪也被俘了，很快就因伤重而死。齐

赫林斯基也负了伤，被跳弹打中颈部，但他仍然留在队伍里面。

当主力部队原地不动，而维利希驰赴战场的另外一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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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忙向牟尔克河上位于罗腾菲尔斯低凹地区的那座桥跑去，那

座桥算是一个汇合点。我是想得到来自格恩斯巴赫的消息。但是

我还没有到那座桥，就看见陷入火海的格恩斯巴赫的上空烟雾腾

腾，到了桥上我听说这里的人已听到格恩斯巴赫方面轰隆炮声。后

来我又到桥那边去了几次，格恩斯巴赫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

在桥旁边集聚的巴登常备军一次比一次多，这些军队刚一上火线

就失魂丧胆了。最后，我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加根瑙。现在马上应

该朝此方向迎击敌人。维利希带着队伍过了牟尔克河，去占领罗

腾菲尔斯对面的阵地，他还带了恰好落到他手里的４门大炮。我

去找我们那两个成散兵线前进的连，这时他们已经向前走很远了。

我到处都迎面碰到常备队，大部分都没有军官。其中一支队伍由

一个医官率领着，他趁此机会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您想必认

识我，我叫诺伊豪斯，是图林根运动的领导人！”这些非常可爱的

人到处都把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因为四处都看不到敌人

便回来了。我没有找到我们那两个连（他们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

取道罗腾菲尔斯折回），于是又奔向桥那边去了。在那里我遇到了

梅尔济和他的参谋部、军队。我请求他至少拨给我两三个连去支

援维利希。得到的答复是：“把全师带走都可以，只要您有办法对

付这帮人。”这些士兵曾到处击败敌人，停歇下来一共才只有５个

钟头，而这时他们却躺在青草地上，组织溃散，士气低落，毫无

用处；敌人在格恩斯巴赫对他们进行包抄的消息对他们产生了致

命的影响。我继续向前走。我遇到的那个从米歇尔巴赫回来的连

也根本不中用了。当我重新回到原来大本营中我们的队伍的时候，

忽然从加根瑙跑来了大批普法尔茨难民，还有毕斯托－秦恩带着

他那一帮现在已配备上火枪的乌合之众。维利希到处侦察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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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了一个既能控制牟尔克河河谷又能同时相当有利地进行步枪

射击的炮兵阵地，可是炮兵们却拉着大炮飞驰而过，连长也无法

阻住他们。他们于是又到桥上梅尔济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维利

希把梅尔济写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里说一切都完了，他将向奥

斯那边撤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和他们一样，立即向山

地前进，当时的时间大约７点钟。

格恩斯巴赫的情况是这样：波伊克尔所率领的帝国军队（前

一天已被我方巡逻队在维尔腾堡界内的海勒纳尔伯发现）和布防

在边境上的维尔腾堡军队一起，在２９日午后进攻格恩斯巴赫。他

们先对我方前哨人员用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援兵之计，高喊不要开

枪，说他们是自家弟兄，可是等到相距８—１０步远的时候他们一

齐开火，于是使得我军哨兵不得不撤退。然后他们就用榴弹轰击

格恩斯巴赫，并纵火烧城。当大火已经烧到根本无法救的时候，济

格尔先生（梅洛斯拉夫斯基派他到那里去要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阵

地）亲自下令给布伦克尔先生及其部下边战边撤。在布伦克尔先

生的一个副官当着他（济格尔先生）和维利希的面讲述这件莫名

其妙的怪事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正象他在伯尔尼一样，并不否认

这一事实。由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边战”（！）边放弃牟尔

克河上的全部军事部署的中心据点，——战斗自然是全线失败，

而且巴登军的最后一个阵地也丢了。

普鲁士人虽然在拉施塔特打了胜仗，但是也并不十分光采。我

军只１３０００人，大部分都士气低落，而且除少数例外，指挥都不

好；敌人的军队加上打到格恩斯巴赫的帝国军队，一共至少有６万

人。虽然在力量对比上他们占了这样大的优势，可是他们却一次

也不敢认真地进行正面攻击，而是采用懦夫的背信弃义的手段，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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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我们不能进入的维尔腾堡领土的中立。如果不是格恩斯巴赫

留守的人少得那样奇怪，如果不是济格尔先生下了前面所提到的

那道令人难忘的命令，那末尽管普鲁士人使用了那样背信弃义的

手段，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至少在最初不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仍然必须进行正面攻击。毫无疑问，我们的阵地决不能说是

难以攻破的，再过一天也一定会被夺去；然而这样的胜利会使普

鲁士人付出更多得无比的牺牲，而且会大大破坏他们的军事声誉。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选择了破坏维尔腾堡中立的办法，而

维尔腾堡也竟然毫不动声色地任其破坏。

我们这支不超过４５０人的队伍穿过山地向奥斯那边撤退。这

里道路上挤满彻底瓦解了的军队、马车、大炮等等；一切都极为混

乱。我们继续前进，在金茨海姆停下来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早晨在

过了毕尔以后，我们招收了一批逃亡者，并在奥贝拉赫恩过了一

夜。最后一仗是在这一天打的。德意志－波兰军团，另外还有贝克

尔师的几支队伍一起在奥斯击退了帝国军队并从他们手中夺得一

门榴弹炮（梅克伦堡的），这门炮后来顺利地运到了瑞士。

军队是完全瓦解了。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其他的波兰人都辞去

指挥的职务；奥博尔斯基上校于６月２９日晚上，还在战场上就放

弃了自己的职守。可是这种暂时的瓦解本身还起不了决定性的作

用。普法尔茨军队彻底溃散已经有三四次了，而且每次又都ｔａｎｔ 

ｂｉｅｎ ｑｕｅ ｍａｌ 〔马马虎虎〕地重新组织起来。现在还有两个办

法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尽可能慢些撤退，在所有不得不留给敌

人的地方征集兵员以补充队伍，并迅速地把上巴登的夫赖堡和多

瑙埃申根征集来的兵员集中起来。这样，他们还能够在短期内多

少整顿一下秩序和军纪，在夫赖堡前面的凯则尔什图尔或者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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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埃申根做最后一次拚死的但是光荣的战斗。然而不论政治领导

者还是军事领导者，都比兵士们更加泄气。他们对军队以及整个

运动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直撤退下去，被打得落花流水，束

手无策，垂头丧气。

在格恩斯巴赫一仗之后，所有的人都耽心被敌人从维尔腾堡

方面包抄，这就使得普遍士气低落的情况更为严重。维利希的队

伍带了两门山炮——发给我们的大炮除这两门以外都在经过卡培

尔以前就丢下了——沿卡培尔河谷向山地进发，以便从维尔腾堡

边界来进行掩护。我们行军经过黑森林的时候，一次也没有遇上

敌人，简直是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７月１日经阿列尔海

里根到达奥本瑙，２日通过洪茨科普夫山峰到达沃尔法赫。７月３

日我们在这里得到消息说政府现在夫赖堡，而且连这个城市也打

算放弃。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奔赴该地。我们想要使临时政

府的委员先生们和当时在济格尔这位英雄人物领导之下的最高司

令部不要一仗也不打就把夫赖堡双手送给敌人。我们从沃尔法赫

动身得迟了一些，深夜才到达瓦尔德基尔希。我们在这里听说夫

赖堡已经放弃了，政府和大本营的驻地已转移到多瑙埃申根。这

时我们又接到了一道直接下达的命令，要我们占领西蒙斯瓦尔德

河谷，在那里构筑工事，并把我们的参谋部设在福特万根。因此

我们只得折回布莱巴赫去。

济格尔先生现在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黑森林山脊的那一边。

防线的布置是：从寥拉赫起，经托德瑙和福特万根，朝施拉姆堡

的方向，伸延到维尔腾堡的边界。左翼有梅尔济和布伦克尔，沿

着莱茵河谷向寥拉赫前进；其次有曾做过推销员的多尔先生，他

以黑克尔军的将军的身分被任命为师长，驻守霍伦塔尔地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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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我们的队伍，分布在福特万根和西蒙斯瓦尔德河谷；最后，

在右翼方面，贝克尔的队伍驻在圣格奥尔根和特利堡。济格尔先

生率领着一支后备军驻扎在山脊那边的多瑙埃申根。这时的战斗

力量虽然常常有人逃跑大大削弱，并且没有新兵来补充，但是还

有约９０００人和４０门大炮。

从大本营，从夫赖堡、乌塔赫河畔的纽施塔特和多瑙埃申根

来的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充满着决一死战、视死如归的精神。的

确，大家都估计敌人会从维尔腾堡出动取道罗特威尔和菲林根，再

次袭击我军的背后；但是大家有极大的决心把敌人打垮，不论情

况如何也要守住黑森林山地，正如有一道命令中所说的，“对敌人

的一切动静都几乎不予理睬”。这就是说，济格尔先生想好了办法

使自己能够在４小时内从多瑙埃申根堂而皇之地自瑞士境内撤

退，然后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沙福豪森坐视我们被包围在山地

里的人的命运如何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造

成了一个多么令人开心的结局。

４日，我们带着两个连（１６０人）到了福特万根，我们部队的

其余的人应当占据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和居顿巴赫、圣梅尔根的山

路。在圣梅尔根，我们曾和多尔先生的队伍为邻，在雪恩瓦尔德

和贝克尔的队伍为邻。所有的山路都构筑了工事。５日，我们驻在

福特万根。６日，从贝克尔那里传来消息说普鲁士人攻打菲林

根１１０；同时他要我们在费伦巴赫袭击敌人以支援济格尔的行动。贝

克尔还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主力队伍在特利堡构筑了很牢固的防

御工事，他本人等到济格尔一拿下菲林根，马上就到特利堡去。

要我们去进攻根本不可想象。我们这支不满４５０人的队伍负

有守住３平方英里地面的任务，所以连一个人也抽不出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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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驻留原地，并且这样通知了贝克尔。随后不久，大本营来了

一项紧急命令，派维利希立即奔赴多瑙埃申根，担任指挥全部炮

兵的任务。当我们准备好正要动身的时候，有一队人民自卫团开

到了福特万根，后面还有炮兵和人民自卫团的其他几个营。原来

是贝克尔率领自己的队伍到了。据说，他的战士们个个思变。我

向一位朋友，“少校”参谋奈林格尔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其中的缘

故。原来他，奈林格尔在指挥特利堡的阵地的时候，刚刚下了构

筑工事的命令，军官们就交给他一份由全体军官签名的声明，声

明中说军心已变，如不立刻下令拔营，那他们军官就要带着自己

的队伍一起离开。我一看签名，原来又是那勇敢的德雷埃尔－奥

贝尔米勒营！奈林格尔没别的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贝克

尔，然后就来到了福特万根。贝克尔立即动身来追赶他们，所以

他和他的全部人马才来到了福特万根，而那些胆小如鼠的军官和

士兵早在这里饱尝了我们志愿兵的冷嘲热骂。这些人弄得面红耳

赤无地自容，到晚上贝克尔终于把他带回到他们原来的阵地。

我们这时也开往多瑙埃申根，随后去的还有伯桑松连。普鲁

士人蜂涌而至，直奔大路而来。菲林根被他们占领了。可是，我

们一路上并没有发生战事，晚上１０点钟的时候，伯桑松连也来到

了。在多瑙埃申根我遇到了德斯特尔，听他说，司徒卢威先生在

夫赖堡的制宪议会１１１上要求立即迁往瑞士，因为一切都完了；英雄

布伦克尔采纳了这个提议，今天早晨他们已经路过巴塞尔转移到

瑞士境内去了。这两个消息完全得到了证实。英雄布伦克尔的确

在７月６日到巴塞尔去了，尽管他恰拾是距离敌人最远的人。他

迟走了一些时候，这段时间不多也不少，恰恰够用来特别征集一

批物资，为此他和济格尔先生，后来和瑞士当局发生了纠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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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司徒卢威先生，在６月２９日还向人民宣称布伦坦诺先生以及每

一个想同敌人进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谁知３天以后，在７月２日

他却大大泄气，以至厚颜无耻地在巴登制宪议会上提出如下的建

议：

“为了使上巴登的居民不象下巴登居民那样遭受战争灾祸，为了不再牺

牲宝贵的鲜血，由于必须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应当把巴登议会的代表

们和革命的全体参加者的７月１０日以前的薪饷发给他们，再给以适当数量

的路费，然后全体人员连同现金、储备物资、武器等等一并撤入瑞士境内！”

勇敢的司徒卢威这个高明的建议是在７月２日提出的，而这

时候我们正停留在沃尔法赫、在黑森林山地，那里距夫赖堡是１０

小时的路程，距瑞士则是２０小时的路程！司徒卢威先生真是够天

真的，他自己在所著“历史”一书第２３７页上还描述了这回事，而

且还非常自鸣得意。采纳这一建议只能有一个结果，即普鲁士人

将尽全力进逼我们，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也就是说要抢

夺我们的现金、武器和储备物资，因为执行了上述决定，这样来

大力追击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其次，我们的军队马上绝大多数

人都会散去，整队整队的人马都会自行转赴瑞士，事实也正是如

此。我们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处境也将最坏；我们驻留在巴登

境内是到１２日为止，而我们的军饷却发到１７日。

济格尔先生不去想办法把菲林根从敌人手中夺回，而却首先

决定在多瑙埃申根的后面，许芬根附近占领一块阵地，等待敌人。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又决定转移到接近瑞士边境的施图林根。我们

赶紧派人骑马到福特万根给我们的队伍和贝克尔的队伍去送信。

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取道纽施塔特和邦多尔夫到施图林根去的。

维利希到纽施塔特去迎接队伍，我则留在伯桑松连里。我们是在

里德贝林根过的夜，第二天，即７月７日午后到达施图林根。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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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格尔先生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已经散失了一半的军队，并下令不

再乘行，以后要行军（到边界线！），说完，他就走了。他留给我

们半个炮兵连和一道下给维利希的命令。

这个时候，从福特万根传来了全面退却的消息，首先传到贝

克尔那里，然后传到我们的驻扎在前面的几个连。我们的队伍先

在福特万根集合，在纽施塔特遇上了维利希。贝克尔的驻地比起

我们前面的队伍来距福特万根近一些，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

是他却迟一些时候才到达那里。他在路上遇上了一些堡垒，阻碍

了他的前进。后来瑞士报纸上说这些堡垒是我们的队伍构筑的。这

是不对的。我们的队伍只是在黑森林山脊的另外一边的道路上构

筑了工事，根本没有在特利堡至福特万根这条路上构筑工事，这

条路我们甚至没有去占领。此外，我们的志愿兵只是在贝克尔的

前卫部队进入福特万根的时候才离开这个城镇。

在多瑙埃申根决定，全军剩余的部队在乌塔赫河那边埃金根

和丁根之间集合，在那里等待敌人的临近。在这个地方，我们把

队伍的两翼扎在瑞士的边境，凭着我们的力量不弱的炮兵，还能

够来一次最后决战。甚至也许由于普鲁士人侵入瑞士领土而把瑞

士也卷入战争。但是维利希来到以后，我们读了勇敢的济格尔的

命令真是万分惊奇，他的命令里有这样的话：“主力部队开赴丁根

和瓦尔茨胡特，并在那里占据坚固的阵地（！！）。请你设法尽可能

坚守阵地（施图林根和埃金根的阵地），守得越久越好。”可是丁

根和瓦尔茨胡特的“坚固的阵地”背有莱茵河，前有敌人容易达

到的高地！这只能意味着我军打算过泽金根桥转移到瑞士去。可

是济格尔这位英雄在谈到司徒卢威的这个建议时不是说过，如果

这个建议被采纳，他济格尔就第一个起来反抗吗？

０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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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紧靠乌塔赫河岸占据了阵地，并把队伍分布在埃金根和

我们参谋部所在地乌推辛根之间。我们在这里接到了济格尔先生

的一份更加奥妙的文件：

“命令。丁根大本营。１８４９年７月８日。送埃金根维利希上校。由于沙

福豪森州现在已经对我采取敌对态度，所以我已经没有可能占据我们商量好

的那个阵地。你队的行动当适应这一形势，开赴格利森、劳赫林根和丁根。我

明天将由此动身，可能到瓦尔茨胡特去，也可能到阿尔伯河去（即到泽金根

去）……总司令济格尔。”

这太过分了。当晚，维利希和我驰赴丁根，“总军需官”施林

凯对我们说了实话，实际上是要到泽金根去。到了那里再渡过莱

茵河。济格尔起初还拚命地拿出“总司令”的身分来压人，但对

于维利希没有起什么作用。最后维利希到底迫使济格尔下令返回，

开向格利森。向泽金根进军的借口是必须同多尔会师，说什么多

尔也在向那里行进，还说什么那里有坚固的阵地。这个阵地分明

就是１８００年莫罗在他发动的战役刚一开始时所占的阵地，而这块

地方只是具有这样一个缺点，即它的正面完全不是敌人向我军推

进的方向。至于高贵的多尔，他急忙表示自己不用济格尔先生的

帮助，也能转移到瑞士去。

在苏黎世州和沙福豪森州之间有一小块巴登的领土，这块地

方有埃什泰顿和罗特什泰顿两个居民点，四面都在瑞士领土包围

之中，只是在巴尔特斯韦尔那里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应当在这里

占据最后的阵地。巴尔特斯韦尔后面道路两旁的高地对我们说来

是个很好的炮兵阵地，在我们的大炮万一不得不转入瑞士领土的

时候，我们的步兵还足够用来掩护它们。经商议的结果，我们留

在这里以便摸清普鲁士人是想进攻我们还是想围困我们。主力部

１３２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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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贝克尔也汇合了进来）就在这里扎了营。维利希选定了炮兵

阵地（后来，我们发现选定的炮兵阵地变成了停炮场）。我们自己

担任后卫，慢慢地跟着全军前进。９日晚上开向埃尔秦根，１０日

开向里德尔恩。这一天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军事大会。只有维利希

一个人主张守下去，济格尔、贝克尔等人都主张退入瑞士境内。当

时有瑞士特派员在场，好象是库尔茨，他宣称，如果再打仗的话，

瑞士将拒绝提供避难所。在表决时，维利希和两三个军官占少数。

我们的队伍除他一人以外谁也没有出席。

当维利希还在军营里的时候，拨给我们的那半个炮兵连接到

了撤走的命令，没有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除了我们的队伍以外，

所有其他各部队也奉命到军营里去。夜里，我同维利希再次驰赴

罗特什泰顿大本营。当我们在拂晓往回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全

军人马撤离驻地，极为混乱地涌向边界。就在１１日当天清晨，济

格尔先生就率部转入瑞士境内，到达拉夫茨，贝克尔先生率部到

达雷瑙。我们把我们的队伍集合了起来，先到了军营，然后到埃

什泰顿。在埃什泰顿，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济格尔从埃格里绍

派传令官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经平安地到达瑞士，军官

们仍旧保留他们的军刀，我们应尽快地到那里去。原来他只有到

了中立国境才想起我们来！

我们取道罗特什泰顿直抵边界，仍在德国的领土上安营露宿，

而１２日早晨把枪枝卸下了子弹，作为最后一批巴登－普法尔茨军

进入瑞士境内。就在同一天，和我们同时，另外一支驻守康斯坦

茨的队伍放弃了这个城市。一个星期以后，拉施塔特由于有人叛

变而陷落，整个德国，直到边陲之地，都又暂时地落入反革命之

手。

２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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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本身的不彻底性和

内部的缺陷。从１８４８年六月革命失败的时候起，对于欧洲大

陆上的文明国家说来，问题已经是要末由革命的无产阶级

来统治，要末由二月革命以前的统治阶级来统治。中间的出路已

经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看来没有能力进行政

治统治；在同人民的斗争中间，它之所以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完

全是因为它又向贵族和官僚让了步。帝国宪法表明，和德意志思

想体系连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不可实现的、目的是

要延缓决战日期的妥协。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认真对

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

不认真对待运动。

虽然如此，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

先，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它结束了无休止的妥协的企图。在这次

运动失败以后，取得胜利的只可能要末是以立宪主义稍加粉饰的

封建官僚君主制，要末是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现在在德国只有当

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结束。

其次，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德国的那些阶级矛盾表现得还

不很尖锐的地方，大大地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巴登尤其如此。

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登在起义以前几乎没有阶级斗争。因此，小

资产阶级名正言顺地统辖着所有其他反对派阶级；因此，居民显

得万众一心；因此，巴登人，也象维也纳人一样，迅速地从反对

变为反叛，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起义，甚至不怕和正规军队打野

战。但是起义刚刚一爆发，阶级就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小资产阶

级从工人、农民中分离出来了。以布伦坦诺先生为代表的小资产

３３２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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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臭名从此万世远扬。小资产者是被普鲁士军阀的统治逼得走

投无路才厌恶目前的压迫制度而追求任何其他的制度，甚至工人

建立的制度也可以；在最近的运动中他们将比在过去所有各次运

动中更积极得多；但是，谢天谢地，他们永远也不能再象布伦坦

诺专政时期那样占有独立的和统治的地位。工人和农民在目前军

阀统治之下受的苦难并不比小资产阶级轻，上一次起义的经验对

他们说来并没有白废。他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

仇，所以他们将设法在最近的起义中使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

不让小资产阶级抓去。虽然任何起义的经验也代替不了阶级的发

展（这种发展只有在大工业长期存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巴

登通过自己的上一次起义以及起义所取得的成果，却进入了德国

的那些在未来的革命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省份之列。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

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

的因素不在德国，而是在于巴黎共和党人６月１３日的胜利，可是

６月１３日的运动却遭到了失败。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

运动最多也只可以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

蠢和叛卖行为使它最后遭到失败。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

徒就是愚蠢的、粗鄙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

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

次革命风暴中，凡是只能把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

运动的军官算作自己唯一的功绩的人，完全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

去。无论对指挥官还是对士兵都应该这样办。巴登人民身上本来

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滥用

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

４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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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

人数上６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１ ６。

然而，这幕喜剧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剧性

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

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

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

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

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

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

的人物。

５３２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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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１１２

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

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

共两卷１８５０年汉堡版
①

  “纽伦堡有一个人，一般说来非常开明，对新事物决不置若罔闻，而对

民主派的阴谋却恨之入骨。他曾经崇拜隆格，把隆格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室内。

但是当他听到隆格拥护民主派以后，便把隆格的照片挂到厕所里去了。有一

次他这样说：假如我们生活在俄国人的鞭子下，我将感到多么幸福！他在动

乱时期死去，我以为，他虽然年迈苍苍，但是，他所以在当时葬入坟墓，完

全是由于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忧伤所致。”（第２卷第３２１—３２２页）

假如这位令人可怜的纽伦堡的庸人不是死去，而是从“德国

记者”１１３，从席勒和哥德的著作，从旧教科书和租书店的新书中摘

录些片断和格言，编成文集，他也许不会死亡，而道梅尔先生也

就不必辛辛苦苦地去编辑两大卷的综合格言的创立这本书了１１４。

自然，那样我们就不会有了解新时代的宗教同时认识第一个殉道

６３２

① Ｇ．Ｆｒ．Ｄａｕｍｅｒ．《Ｄｉ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ｄｅｓｎｅｕｅｎＷｅｌｔａｌｔｅｒｓ．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ｏｒｉｓｃｈ－ａｐｈｏ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２Ｂ－ｄ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５０．——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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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良机了。

道梅尔先生的著作分“绪论”和“本文”两部分。在绪论中，

这位德国哲学的忠实的埃卡尔特１１５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件事情，即

两年来甚至那些有思想的有教养的德国人也都被引入歧途，他们

为了纯粹“表面的”革命活动而抛弃了珍贵的思想成果。他认为

现在已是重新唤起优良的民族情感的适当时机；他指出这样轻率

地抛弃整个德国的文化（由于有这种文化，德国公民才成了现在

的样子）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利用只有在他那空虚的博学宝库

才能找到的最有力的格言来恢复德国文化的全部内容，这样他给

德国文化带来的损害并不亚于给德国哲学带来的损害。他那本贯

穿着德意志精神的卓越作品的选集在枯燥和庸俗方面甚至超过了

专供名门闺秀阅读的异常平凡的读物。从歌德和席勒对第一次法

国革命的市侩味的抨击以及“惊动狮子很危险”１１６这样的经典警句

起，到现代的文学作品止，这位新宗教的高僧从其中所竭力寻取

的所有语句，都表现了德国人对他们讨厌的历史运动咕哝不满的

因循心理。这类人的权威，如弗里德里希·劳麦，倍尔托特·奥

艾尔巴赫，罗赫纳，摩里茨·卡利埃尔，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克

鲁格，丁盖尔施泰特，隆格，“纽伦堡信使”，麦克斯·瓦尔道，施

特恩堡，海尔曼·莫伊勒，路易莎·阿斯通，埃克尔曼，诺阿克，

“文艺杂谈”，阿·孔茨，吉拉尼，泰·蒙特，萨菲尔，谷兹科夫，

一位“娘家姓加特雷尔”的人等，都是新宗教庙堂的柱石。在这

里遭到同声咒骂的革命运动，在道梅尔先生看来，一方面不过是

由于“德国记者”的赞助而盛行于纽伦堡的极其庸俗粗野的政客

手腕，另一方面不过是道梅尔先生以极为荒诞的观点来看待的民

众越规行为。他获取知识的来源是和上述权威完全相称的：除了

７３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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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提到的纽伦堡的“德国记者”外，还有“班堡报”，慕尼

黑的“农村信使”，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等等。这些庸俗鄙夫一

直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粗鲁堕落的贱民，它们看到１８４８年巴黎六

月的大屠杀中杀死了３０００多这种“贱民”便拍手称快，但是他们

由于人家嘲笑了多情善感的动物保护协会却愤懑不已。

道梅尔先生在第１卷第２９３页上感叹地说道：“在这些野蛮人看来，不幸

的动物在人类残暴的手下所遭到的可怕折磨都是些‘小事’，不必感到不安！”

道梅尔先生认为，现在的一切阶级斗争都只不过是“粗野”反

对“文明”的斗争。他不从这些阶级生活的历史条件去解释阶级

斗争，而把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玩弄阴谋诡

计，利用民众的卑鄙本能，唆使他们反对有教养的等级。

“这种民主改良主义……激起了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

怒和渴慕，这是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善良并为文明达到更高水平打下基础的好

办法！”（第１卷第２８９页）

道梅尔先生甚至不知道“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要坚

持多么激烈的斗争才能达到即使纽伦堡那样的“文化水平”，才能

出现反对道梅尔 àｌａ〔式〕
１１７
的火神摩洛赫的勇士。

第二部分：即“本文”从正面叙述了新的宗教。这位德国哲

学家因为自己对基督教的斗争被人遗忘，因为人民对宗教这个唯

一值得哲学家注意的对象表示冷淡，所以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

的怒气。为了给自己被竞争排挤掉的行业恢复过去的名誉，我们

的贤者对于旧宗教进行了不断的谩骂以后只好创造新宗教。但是

这种新宗教是与第一部分完全相同的，它不过是继续搜集了德国

庸俗作品中的一些格言、题赠诗和ｖｅｒｓｕｓ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ｅｓ〔纪念诗〕。

这本新可兰经的各章１１８，尽是些把德国现存制度从道德上加以美

８３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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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诗歌进行粉饰的空言泛语。这些空言泛语虽然抛弃了直接

的宗教形式，但是并没有失去和旧宗教的亲密的血缘关系。

“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宗教能作出多大

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抽象的单独的政治是软

弱无能和毫无效果的，１８４８年开展的革命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

点。”（第１卷第３１３页）

从这种意义深刻的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德国“思想

家”是非常浅薄无知的，譬如他把可怜的德国巴伐利亚的“三月

胜利”看成是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欧洲运动，他要求逐渐为自己

开辟道路和逐渐集中的伟大革命最初稍一爆发就能产生“全新的

世界秩序和关系”。在英明的道梅尔先生看来，整个复杂的社会斗

争，在近两年中从巴黎到德布勒森，从柏林到巴勒摩发生的这种

社会斗争的前哨战只不过是使１８４９年１月“厄兰根立宪协会的希

望变得非常渺茫了”（第１卷第３１２页），只不过是对于那种打扰

道梅尔先生，使他不能安心研究哈菲兹、穆罕默德和倍尔托特·

奥艾尔巴赫的新斗争感到恐惧。

正是道梅尔先生的这种无耻的肤浅见解，使得他完全无视这

样的事实：古代“世界秩序”彻底瓦解以后才产生了基督教，基

督教不过是这种瓦解的表现；“全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从内部依靠

基督教产生的，而是在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从外部攻击罗马帝国

的僵尸”的时候才产生的；在日耳曼人进行侵略以后，不是“新

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来，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随着这

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倒希望道梅

尔先生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旧世界秩序是随着新宗教的出现而改

变的，而且这种改变是在没有非常激烈的“外在的抽象的政治”动

９３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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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进行的。

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

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

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

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因而他们不再以崇尚词藻

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

弃一切宗教。

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甚至超过了克尼格的教言１１９，因为它不仅

包含着对待人所必须的规诫，而且包含着对待动物所必须的规诫；

在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的恳切的道德说教之后，——在所罗门的箴

言之后，就是新所罗门的雅歌。

“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 人类为了自

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

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第２卷第２５７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诡辩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无知怎样

转变为显然的畏怯。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

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宣扬女性崇拜以掩饰他

自己对女性的屈从。

但是，道梅尔先生的自然崇拜是非常特殊的。他落得甚至比

基督教还反动。他企图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

的自然宗教，不言而喻，在他那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自然的

基督教德意志的宗法式的空谈，下面的诗就是个例子：

   亲爱的大自然母亲啊

让我踏着你的足迹前进，

用你的手来引导我

０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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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牵在你手上的孩子。

  “这样的诗已经过时了，然而这是不利于文化、进步和人类幸福的。”

（第２卷第１５７页）

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看到杜鹃

把卵产在别的鸟窠里（第２卷第４０页），看到眼泪有使眼睛表

面保持润湿的作用（第２卷第７３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

象孩子一样表示惊奇不已，并且在最后畏敬战栗地向他的

孩子们朗诵克洛普什托克的春天颂１２０（第２卷第２３页及以下

各页）。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

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而对于这样的现

代自然科学却只字未提。相反的，我们却听到些神秘的暗示和关

于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苏格兰人的洞察力以及动物的磁性１２１

等令人不解的庸人猜测。巴伐利亚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

道梅尔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现在已是用现代农作技术和

现代机器来加以耕耘的时候了。

对于女性的崇拜也和对于自然的崇拜一样。当然，道梅尔先

生对于妇女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一声不响的，相反的却只谈妇女本

身。他竭力使她们成为借内容空泛和哲理玄妙的词藻来进行崇拜

的对象，以便借此来安慰妇女的无权地位。例如，他安慰妇女们

说：妇女一出嫁，她们的才能便随之而消失，因为那时她们

要生男育女（第２卷第２３７页），甚至到６０岁还能给婴儿哺

乳（第２卷第２５１页）等等。道梅尔先生把这叫做“男人为

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为了在自己国家找到男人自我牺牲所必需的

理想女性，他不得不求助于上一世纪的各种贵妇。这样，对女性

的崇拜又归结为文学家对他们可尊敬的女保护人的一种可怜的依

１４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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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就象威廉·麦斯特
１２２
那样。

道梅尔先生在他的耶利米哀歌里大谈其没落的那种“文化”，

是纽伦堡作为帝国自由市而欣欣向荣时期的文化，是纽伦堡的工

业——艺术和手工业的混合物——起着重要作用时的文化，是和

德国小资产阶级同趋没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说以前

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

末小市民阶级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

桑科·判札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

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德国哲学痛心疾首地恸哭

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的灵床前，这就是新时代的

宗教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动人情景。

写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２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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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
“请求德国陪审官保护全体维护

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

１８４９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①

  “我们投票反对了帝国元首的世袭权力；在第二天选举帝国元首的时

候，我们弃权了。但是当问题根据由普选产生的议会中多数人的意志最后得

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宣布愿意服从。要是我们不这样做，那就证明我们根

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第４３页）

这样，按照“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的意见，法兰克福议

会的极左派议员就已经“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了。这样，在

“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看来，市民社会的范围比圣保罗教堂１２３

的院墙还窄了。

不过，西蒙先生在他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１日的自白中很机智地揭

开了他以前的反对立场和他以后的转变的秘密。

“从３月以前的外交界的浑水里升起了寒冷的迷雾。迷雾将结成乌云，险

恶的暴风雨将会来临，它会首先摧毁我们集会的教堂的尖塔。请大家小心谨

慎些，考虑考虑避雷针吧，它可以使你们免受闪电的袭击！”１２４

换句话说：诸位先生，现在事情关系到我们的性命！

法兰克福左派仅仅为了使多数派不离开议会而在讨论主权问

３４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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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时候以及在帝国代表团可耻地回来以后
１２５
向多数派所提出的

哀求的建议，所表示的可怜的妥协，当时左派在各方面都准备妥

协的卑鄙企图，所有这些在西蒙先生下面的言论中都变得非常高

尚了：

“由于去年发生的事件，‘妥协’一词已经变成非常可怕的嘲笑的对象了。

如果不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就几乎不敢再提这个词。可是，二者必居其一：要

末大家彼此妥协，要末象野兽一样相互攻击。”（第４３页）

这就是说，要末各政党把斗争进行到底，要末通过任意的妥

协把斗争置于一旁。自然后者是比较“文明”和“人道”的。而

根据西蒙先生上述的理论，他可以无限地进行妥协，依靠妥协他

就能够留在任何“市民社会”里。

已成过去的帝国宪法在下面的哲学演绎中给自己找到了辩护

的理由。

“帝国宪法实质上表明，不采取新的强制措施是可能的…… 它是民主

君主政体的生动（！）表现，因而也是原则矛盾的表现。世界上已经存在许多

这样的事物，它在原则上是矛盾的，可是以后的生活正是从原则矛盾实际存

在的这种情况中发展来的。”（第４４页）

显然，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总比引用席勒的诗要困难些。如果说帝国

宪法虽然有“原则矛盾”也要“在实际上”存在，那末它至少应当“在原则

上”反映出“实际上”存在的矛盾。“实际上”站在一边的是普鲁士和

奥地利，即军事专制主义，站在另一边的是德国的人民；而德国人民

三月起义的果实被骗走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盲目地相信可怜

的法兰克福议会而受骗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最后决定重新投入反

对军事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个实际的矛盾只有通过实际的斗争才能

解决。而帝国宪法反映了这种矛盾吗？一点也没有。它只反映了

４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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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３月时的矛盾，即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未重新聚集力量，反

对派由于部分失败而分散、削弱和缴械以前的矛盾。其次，它只

反映了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天真幻想，他们以为在１８４９年３月

还能授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府颁布法律，使自己始终保住永远

有利而又永远安全的德意志帝国的巴罗的地位。

后来西蒙先生向自己和他的同事祝贺说，无论什么都没有能

动摇他们对帝国宪法的自私迷恋。

“你们这些哥达的叛徒，羞愧地承认吧，我们即使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也没

有受任何诱惑的影响，我们仍然忠实于我们所说的话，丝毫也没有背弃我们

的共同创举！”（第６７页）

其次，他还指出他们为维尔腾堡和普法尔茨立下的丰功伟绩；

指出他们６月８日的斯图加特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他们把巴登

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虽然帝国当时实际上已经处在巴登的保护

下１２６；他们的决议只不过证明他们下决心“丝毫”也不放弃怯懦行

为并且强制别人接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的幻想。

西蒙先生以下面的极为精湛的论据驳斥了所谓“帝国宪法只

不过是共和国的假面具”的非难：

“只有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这种非难才能成

立……可是，谁断定说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呢？谁

能预测到战争胜负和斗争情况的一切可能的变动呢？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情

况，即互相敌对的弟兄（政府和人民）①经过残酷斗争后已筋疲力竭，不分胜

负，彼此对峙着，结果他们产生了和平及和解的心情，难道我们能去稍微损

害一下那用以彼此握手言和的德国宪法的旗帜吗？看看自己周围吧！请把手

放在胸前！倾听一下自己良心的呼声，你就一定会回答说，不，不，完全不！”

（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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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先生在圣保罗教堂百发百中的善辩弓箭，就是从这个真

是善于辞令的箭囊中取出来的！这种动人的激情虽然十分庸俗，但

是有它独特的趣味。他表明，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怎样安心地呆在

斯图加特，等到敌对的政党双方斗争得筋疲力竭，以便在适当时

机出现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中间，推销和解的万灵药方——帝国宪

法。西蒙先生对他的同事了解之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这

些先生现在还聚集在伯尔尼的克斯列加斯路的卞茨酒店，等待重

新发生斗争，以便在各政党“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

着”的时候，插足其间，建议他们为了妥协而接受最明显地表现

了软弱和寡断的帝国宪法。

“但是，不管怎样，我告诉你们说，无论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老父

老母而走着放逐的孤独小径是多么痛苦，我决不会为了人间的幸福，不要纯

洁的良心，而要叛徒的良心谴责和统治者的不眠之夜。”（第７１页）

如果能够放逐这些先生们该多好！难道这时他们不随身携带

象法兰克福速记记录中所说的那样的祖国，并且从这些记录中呼

吸到真正的祖国空气，感到美妙无比的怡然自得吗？

如果西蒙先生认为他是在为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大声疾呼，

那末这完全是一种虔诚的谎言。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并不需要他

的“正义的呼声”。他们自己保卫自己反倒更好些更有力些。但是

西蒙先生必须以此来掩饰自己，以便遮盖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各

方面都声名狼籍的法兰克福人，为了编造帝国宪法的人和为了他

自己，他认为必须发表一篇ｏｒａｔｉｏｐｒｏｄｏｍｏ〔自卫演说〕。

写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２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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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①

  基佐先生的小册子的目的是要证明，路易－菲力普和基佐的

政策本来不应该遭受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的失败，只是由于法国人

品质恶劣，才使得１８８０年的七月王朝经历了１８年艰苦岁月后终

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象１６８８年以来的英国王朝那样维

持很久。

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旧制度〕下最

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

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

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基佐先生不是根据二月革命的经

验来理解１８３０年的法国王朝和１６８８年的英国王朝的历史情况及

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不同之处，而是用一些说教式的词句来抹杀

它们之间的一切区别，并且在结语里保证说，２月２４日破了产的

政策“保存了国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消灭革命”。

如果把基佐先生想要回答的问题确切地表述出来，那就是：为

什么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向前发展，要比在

法国长久？

７４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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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基佐先生是怎样认识英国资产阶级

发展过程的。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位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对外政策已

不再是它们关心的主要对象，内政、维护和平、财政问题、殖民问题、商业

问题、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

情。”（第１６８页）

基佐先生在威廉三世的统治下只发现两个值得一提的情况：

一是议会与国王之间保持的均势，一是通过反对路易十四的斗争

欧洲保持的均势。在汉诺威王朝，突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

变化”，但人们不知道是怎样变和为什么变的。我们在这里看到，

基佐先生如何把法国议会辩论中最陈腐的老生常谈应用到英国历

史上去，他认为这样就解释了英国历史。基佐先生当部长的时候

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以为他肩负着保持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均势以

及欧洲的均势的任务，而事实上他所作所为不过是把整个法兰西

国家和整个法兰西社会零售给巴黎交易所的高利贷财阀而已。

至于说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是为了消灭法国商业和法国海上

力量的纯粹商业战争，在威廉三世时由于银行的建立和国债的形

成１２７，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初次的崇拜，由于一贯实行了保护

制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些在基佐

先生看来是不值一谈的。对他来说，只有政治上的漂亮话才有意

义。他甚至没有提到，在女王安统治下，执政党所以能够保全自

己和君主立宪制，是由于它们依靠国家政变把议会的职权延长到

７年，从而几乎完全消灭了人民对政府的影响。

在汉诺威王朝时代，英国已经发达到能够进行现代式的商业

战争来反对法国了。英国自己仅仅在美洲和东印度直接与法国作

８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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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战，而在大陆上则满足于雇佣象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外国君主来

与法国作战。而当对外战争刚一采取另一种形式时，基佐先生就

声言“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关心的主要对象”，而为“维护和平”所

代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

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这可以根据在沃尔波尔内阁时

期发生的贿赂丑行来判断。而这些丑行，其实和基佐内阁日程上

发生的丑行并无丝毫差别。

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

为顺利，可以由两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释：第一，英国革命浸透着

宗教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第二，英国

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

会捍卫了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到王权的侵害。

在谈第一点时，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

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

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

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

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在谈到第二点时，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象

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

是象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

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ｕｓｅｔｃｏｕ

ｔｕｍｅｓ〔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

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

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９４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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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佐先生的看法，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不可

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

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

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势，彼此才互不

侵犯。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是意味着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

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赘述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去

详细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十分大的权力，以至最后使国王成为

它的奴仆。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完

全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究竟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

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危害自由

竞争因而使英国工商业的处境日益不能忍受，关于经常的财政困

难使得查理一世愈想反抗议会却愈不得不依靠议会，这些基佐也

极少提及。因此，在基佐先生看来，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

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基佐先生同

时也没有能力来阐明宗教运动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

系。共和国在他看来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

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

勒斯和墨西拿也企图建立共和国１２８，而且也和英国一样建立荷兰

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事实他也丝毫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丝毫也没

有忽略法国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

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甚至当时旧王朝由于失掉人心而不得不

让位给想篡夺政权的旁系亲属。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王朝垮台的

问题，他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无聊的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指

出下面这个垮台的直接原因：宗教改革使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

０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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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们掠

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７ １０都得易手；工商

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

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所

有英国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

威胁英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

既然基佐先生到处漏掉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只有极端不能令

人满意地平凡地叙述事件的政治方面了。

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

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

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

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

革命。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

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

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

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

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

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

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

级结成联盟。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

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愉

快的打秋千的游戏，也就是说有些象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间发

生的激烈舌战。其实，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

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

１５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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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

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

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

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

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

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

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至在改革法案

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变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

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

利用这种权力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的残余实

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忙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

那座英国宪法的华美建筑。

正当基佐先生因为法国社会生活的恶魔——共和主义和社会

主义——未能动摇唯一能拯救世人的英国君主制的基础而向英国

人祝贺时，英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却达到了任何国家所未有的尖

锐程度。在这里，拥有无比的财富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正遭到其

力量和集中程度也同样是无比的无产阶级的反对。这样一来，基

佐先生所以赞扬英国，是因为在英国，在君主立宪制的掩盖下，即

使把世界其他各国加在一起也远不如这里多和激进的社会革命因

素已获得了发展。

当英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打成一个结，而基佐先生自己已不

能用纯粹政治上的空谈甚至在表面上解开这个结的时候，

他就乞灵于宗教的空谈，乞灵于上帝的武装干涉。于是，就

有例如圣灵突然降临于军队并阻止克伦威尔自封为国王等

等的说法。基佐求助于神灵来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借助于文体

２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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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逃避世俗公众的指摘。

其实，不但ｌｅｓｒｏｉｓｓ’ｅｎｖｏｎｔ〔国王要滚蛋〕，而且ｌ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éｓｄｅｌａ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ｓ’ｅｎｖｏｎｔ〔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

滚蛋〕。

写于１８５０年２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３５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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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一）１２９

  Ａｔｏｕｔ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ｔｏｕｔｈｏｎｎｅｕｒ！〔按地位高低来分享荣誉！〕从

普鲁士谈起。

普鲁士国王正在尽一切力量使目前协议勉强维持和妥协不能

使双方满足的局面１３０陷于危机。他钦定了宪法，并且经过种种不愉

快的周折建立了修改宪法的两院。两院为了使宪法完全为国王所接受，把

凡是不合国王口味的条款统统删掉，以为这样国王就会马上向宪法

宣誓。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为了向两院证明“国

王的忠诚”，给它们写了一封御函，提出了“改善宪法”的新提案；通

过这些提案，势必使上述文献表面上仅有的一点所谓宪法规定的

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丧失净尽１３１。国王以为两院会否决这些提案，可

是，提案却根本没有遭到否决。如果说两院对国王已经大失所望，

那末两院现在担心的是国王会对它们大失所望。两院仅仅为了不

致被解散回家，仅仅为了使国王最后能庄严地向宪法宣誓，竟不惜

通过贵族特权，特别法庭，国民兵役，地产长子继承权１３２等所有的

提案。这就是普鲁士立宪派资产者进行的报复。

国王很难想出一种能使两院感到过分的侮辱。最后，他觉得

不得不声明：“他将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愈是神圣，他愈要忠心地

担负上帝所赋予他的对祖国锦绣河山的义务”，他的“国王的忠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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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愈不允许他向那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

宣誓。

早已瓦解的“联合议会”１３３的先生们，现在又集聚在两院里了，

他们之所以深怕被抛到三月事件以前的老路上去，是因为这样他

们又会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玫瑰

花①。况且，在１８４７年他们还有能力否决借口建设东部铁路而提

出的贷款，但是在１８４９年他们一开始事实上就批准了这项贷款，

而事后才必恭必敬地请求给予批准拨款的理论上的权力。

与此同时，两院外的资产阶级对陪审法庭宣判被控告犯有政

治罪行的人无罪一事颇感自慰，并以此表现它对政府的反对立场。

这样一来，在这些诉讼案中，政府方面和被告及听众所代表的民

主派方面都不断使自己威信扫地。关于这一点，回想一下“一贯

的立宪主义者”瓦尔德克案件、特利尔案件１３４等等就很清楚了。

年迈的阿伦特提出过“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１３５的问题，弗里

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爱尔福特１３６。写出一部模似“伊利亚

特”的“老鼠与青蛙之战”１３７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甚

至敢打算模仿“老鼠与青蛙之战”。而现在有人却用爱尔福特计划

巧妙地模仿了甚至是圣保罗教堂里的老鼠与青蛙之战。显然，这

个渺茫的议会是否真的会在爱尔福特召开，或者正教沙皇是否会

禁止它，正象福格特先生所草拟的对议会的权限的抗议书（他为

此无疑地会跟费奈迭先生取得协议）一样，是完全不关紧要的。对

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感到兴趣的，只有某些所谓深谋远虑的

政论家和普鲁士资产者，前者在自己的社论中认为“大德意志”或

５５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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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意志”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探讨题目，

后者沉湎于一个乐观的信念中，即普鲁士国王会在爱尔福特同意

他在柏林拒绝了的一切。

如果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必须或多或少地按原样在爱尔

福特重建起来，那末旧的联邦议会就会通过《Ｉｎｔｅｒｉｍ》〔“临时协

议”〕１３８重新复活，同时必将成为它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即奥普联

合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ｉｍ在维尔腾堡已经生效，并且不久在梅克伦堡和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会生效。

普鲁士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发行纸币，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海外贸易

公司〕１３９的秘密贷款和国库余存勉强维持它的预算，只是现在才被

迫走上靠贷款度日的道路，而奥地利国家已经完全陷于破产。１８４９

年前９个月，赤字为１亿５５００万盾①，到１２月底，可能达到２亿

１０００万盾至２亿２０００万盾；获得新贷款的企图彻底破产之后，国

家信用在国内外完全无法维持；国内的财源——普通税，强征的苛

税，发行纸币等——完全涸竭；必须向极度贫困的本国强征为了摆

脱山穷水尽的局势而定的新税收，可以预料，这种税收大概是完全

得不到的，——以上就是奥地利财政极度困难的主要特征。同时，

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也愈来愈快地土崩瓦解。政府慌忙地企图用中

央集权来阻止这一瓦解过程，结果枉费心机；解体现象已经波及该

国最边缘的地区；甚至对那些作为奥地利主要支柱的最不开化的

民族，对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斯拉夫人，对“忠诚”

的边境人１４０来说，奥地利也成为极为厌恶的了。现在只有一个挣扎

的办法，还能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那就是对外战争。奥地利必然

６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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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动的这场对外战争，一定会使奥地利很快地彻底崩溃。

俄国也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支付换取自己荣誉的代价，何况购

取这种荣誉时又必须交付现金。正教沙皇尽管在乌拉尔和阿尔泰

有驰名的金矿，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里有无数的财宝，在

伦敦和巴黎似乎完全导由于现金多余而收购有价证券，但是他仍

然认为，不仅必须制造种种借口从保存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作为

纸币基金的现金储备中借取５００万银卢布，下谕在巴黎交易所上

抛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而且还必须请求不大相信人的伦敦西蒂

区①老板们借予３０００万银卢布的贷款。

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运动，使俄国深深卷入了欧洲的政局，以

至如果它不愿意它那关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把它门户上的

钥匙”１４１的老计划永久不能实现，它现在就必须尽快地实现这个计

划。西欧反革命的胜利，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的日益增长，俄国

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迫使它尽快地采取行动。不

久之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这出新戏的外交序幕１４２；再过几

个月，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正戏了。

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会演成一场欧洲战争。这最合神圣俄罗

斯②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在德国站得住脚，竭力使那里

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占领纽沙特尔，最后向革命的中

心巴黎挺进。

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会是中立的。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

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如果大陆的陆军深入俄国腹地，

必然会在俄国领土上分散兵力，自行削弱，如果它们越过古波兰

７５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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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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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部边境向前挺进，几乎完全有重演１８１２年事件的危险，那末

英国可能选中俄国最要害之处给以打击。何况，英国还可以驱使

瑞典人夺回芬兰，为英国舰队打开彼得堡和敖德萨的大门。大家

知道，俄国舰队是世界上最糟的舰队，占领喀琅施塔得和什吕谢

尔堡要比占领圣让得阿克和圣万得拉１４３来得容易。俄国一失去彼

得堡和敖德萨，就成了一个被砍掉双手的巨人。这里还必须补充

一点，俄国无论在出售原料和购买工业品方面如果离开英国哪怕

是６个月也难以支持，这一点在拿破仑封锁大陆时就表现得很明

显，而目前更加是如此。俄国一断绝与英国市场的联系，几个月

后就会遭受严重的困难。英国则相反，它不仅可以在若干时期内

不要俄国市场，而且可以从其他市场上获得各种俄国的原料。我

们可以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并不怎么可怕。但是，俄国在

德国市民看来所以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俄国会直接制服他们的

君主，是因为德国市民有一种完全正确的预感：野蛮的俄国大军

很快就会遍布德国并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救世主的作用。

整个说来，瑞士对神圣同盟采取的态度，宛如个别说来普鲁士

议会对它的国王采取的态度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瑞士总算有个替

罪羊——德国流亡者，它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两倍地、三倍地发泄受

到神圣同盟打击时的那一肚子气，况且，替罪羊无人保护，命运好

坏要看它是否仁慈。固然，日内瓦、瓦得和伯尔尼的一部分瑞士“激

进主义者”曾经抗议了联邦会议对神圣同盟和流亡者所奉行的软

弱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联邦会议把它的政策宣称为“绝大多数瑞

士人的政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同时，中央政

府还继续在内政方面以最和平的方式进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如

确立统一的关税，币制，邮政，度量衡，这些改革获得了小资产阶级

８５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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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扬。固然，中央政府还不敢实行废除雇佣兵条约的决定，直到

现在每天还有一群群旧州居民到科摩去服那不勒斯的兵役１４４。但

是，不管瑞士对神圣同盟怎样顺从和殷勤，它终究会受到不可避免

的风暴的侵袭。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的第一次陶醉之中，一向胆小怕事的瑞士人让人家把自己引上了

采取冒失行动的道路。他们竟敢作了可怕的事情，希望最终成为独

立自主的人；他们抛弃列强所保证的１８１４年的宪法，而制订了新

宪法，他们不顾条约的约束，承认了纽沙特尔的独立。为此，不管他

们怎样卑躬屈膝，殷勤侍奉，甘当警察，也会受到惩罚。瑞士一旦被

拖入欧洲战争，它的处境是很不妙的；因为，即便瑞士侮辱了神圣

同盟，另一方面它还是叛变了革命。

在法国，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作了反动势力的首领，共

和政体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最广泛而彻底地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在

这里，镇压革命采取了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月当

中，一个打击跟着一个打击接踵而来：恢复直接使半数农民破产

的葡萄酒税，发出甚至让宪兵充当监视官吏的特务的奥普尔通令，

发布关于地方官员可以任意撤换小学教员的教员法，发布关于神

甫治校的教育法，发布流放殖民地法，而最后这项法令表现了资

产阶级对六月起义者满怀极为强烈的复仇心，由于缺乏其他处治

办法，便使六月起义者遭受阿尔及利亚气候的致命摧残。更不用

说６月１３日以来仍然继续大批驱逐无辜的外国人的作法了。

这种资产阶级的残暴的反动行为的目的显然是恢复君主制

度。但是，君主制度的复辟遇到几个王位僭望者本身和在国内支持

他们的那些政党的有力阻挠。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是两个大体上

势均力敌的最强大的保皇主义的党；第三个党是波拿巴党，力量相

９５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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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薄弱。路易－拿破仑虽然得到７００万张选票，但甚至连个真正的

政党也没有，只有一个小集团。他执行共同的反动政策时，总是得

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只要他这个王位僭望者的单独的利益

一冒头，不仅议会多数派会背弃他，而且他的阁员也会背弃他，每

当这种场合，他的阁员都揭穿他的骗局，不仅如此，而且还迫使他

第二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因此，他跟多数派之间

的纠纷，不论其后果怎样严重，迄今只是一些可笑的插曲，在这些

插曲里共和国总统每次都扮演被愚弄者的角色。同时，不言而喻，

每个保皇政党都冒险暗中跟神圣同盟勾勾搭搭。“国民议会报”无

耻已极，竟公开用俄国人来吓唬人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

路易－拿破仑正在勾结尼古拉一起进行阴谋活动。

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

由于土地分成小块，税收负担沉重和大部分税收甚至资产阶级也

认为是纯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的有害税收，广大农民群众遭到破

产，因而他们对路易－拿破仑和反动议员的诺言感到失望，投入

了革命政党的怀抱，宣告信奉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信奉的社会主

义当时还很幼稚，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甚至在正统主义影响最

深的省份里，革命情绪也十分高涨，加尔省最近举行的选举可以

说明这一点：在保皇主义和１８１５年的“白色恐怖”的中心加尔省，

现在当选的是一个“红色分子”１４５。深受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又占居

象路易－菲力浦时代一样的地位的大资本的压迫的小资产阶级，

也跟在农民的后面。形势变化如此之大，就连叛徒马拉斯特和杂

货商的报纸“世纪报”也不能不表示赞成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各

个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几乎跟１８４８

年２月２２日一样。不过现在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工人的觉悟更高

０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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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了，此外，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

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企图尽快地

废除普选权；即使抛开国际关系不谈，这种必然性也是革命迅速

胜利的保证。

目前整个局势是多么紧张，从人民代表勃拉迪耶提出的可

笑的法案中就可以看出：他企图借助于国民议会的有２００

条款的法令来防止政变和革命。在这里和其他首府，金融贵族

是多么不相信表面上已经恢复起来的“秩序”，这一点可以从下面

的事实中看出：路特希尔德王朝的各个支系几个月以前把公司合

同仅仅延长了一年，——日期这样短，在大规模商业活动的编年

史上是罕见的。

在最近两年中，大陆一直充满了革命、反革命和与此有关的

无休止的舌战，而工业发达的英国却在完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成

绩：英国的工业日益繁荣。１８４５年秋季ｉｎｄｕｅｃｏｕｒｓｅ〔如期〕爆

发的商业危机曾两次中断，一次是在１８４６年初，由于议会通过自

由贸易的决定１４６而中断，一次是在１８４８年初，由于二月革命而中

断。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

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

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本来

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二月革命一度几乎使大陆工业完全

停顿，这就帮助了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度过危机的年头，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促进了海外市场存货的倾销，并使１８４９年春季工业的新

高涨成为可能。这种高涨（其实它还是影响了大陆的相当一部分

工业）近３个月来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就连工厂主也说，他们

１６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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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时光，——这种说法总是出现在危机的前

夕。工厂的订货非常多，因此都加紧生产，千方百计地不执行１０

小时工作制法案，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在所有的工业区，大批

新工厂正在兴建，旧工厂亦在扩大。现金涌入市场，游资企图抓

住到处发财的机会，期票贴现助长了投机并投进了生产或原料贸

易，几乎所有商品都绝对地涨价，而一切商品都毫无例外地相对

地涨价。总之，英国由于名副其实的“繁荣”而大享其福。不过

这里有个问题：这样悦人的好时光能继续多久呢？无论如何不会

很久。许多大市场，例如东印度差不多已经商品充斥。甚至在目

前，与其把商品运到真正巨大的市场，还不如运到世界贸易的集

散地，从那里可以转运到最有销路的市场。由于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

特别是１８４９年英国工业的生产力比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有了很大的增

长，由于这样的增长直到目前还在继续，其余的市场，特别是南

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商品充斥。最初的关于市场充斥的

消息一经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里发生“恐慌”，这种

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

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

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是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和再一

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及金融资产阶级的信号，而这次危机将是现代

英国革命的开端，在这个革命中，科布顿将会扮演奈克尔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

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间仅仅过了１８个月，现在就已

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

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在３３０年当中，所有欧洲与太平洋的贸易一

直是以惊人的长期耐性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来进行的。所有打通

２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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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地峡的建议都由于进行贸易的国家的无谓的争吵而失败

了。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过了１８个月，而美国佬就已

经着手建设铁路，修建大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

纽约到查理斯，从巴拿马到旧金山已经有轮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

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了。在纬度

３０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绕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

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

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

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①和美司代佐②到欧洲人。

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

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

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

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

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

圣胡安③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

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古老欧洲的工业

和贸易如果不愿意象１６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

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

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

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

广州和新加坡。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

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象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

３６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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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

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

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

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

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

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

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

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

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

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

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

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

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

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

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

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

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

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

离开２０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

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

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

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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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

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

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８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

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

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

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

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ＲＥ
′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ＬＩＢＥＲＴＥ
′
，ＥＧＡＬＩＴＥ

′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Ｅ

′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１日于伦敦

——

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愿望实现了：“忠诚的人”已经在这个宪法

使他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前提下宣誓忠于宪法。在２月６日以后的

几天中，两院的资产者完全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他们在２月６日

以前曾经说过：为了使国王向宪法宣誓，我们必须让步；宣誓完

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另来一套。而２月６日以后他们却说：宪法

经过宣誓已经肯定下来，我们有了一切保障，因此可以放心地让

步了。１８００万马克的军费（用来动员５０万士兵对付至今尚不知道

的敌人）未经辩论，无人反对，几乎一致地批准了；预算４天工

夫就表决了。一切政府提案一瞬间就经两院通过了。可见，德国

资产阶级象从前一样，并不缺乏怯懦的口实。

善意的两院使普鲁士国王有充分的可能确信立宪制度比专制

制度优越，确信立宪制度不仅对被统治者说来是优越的，而且对统

５６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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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说来也是优越的。如果回忆一下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４８年的财政困

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

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

较一下１８５０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７０００万的赤

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

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３４００

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

根据陆军大臣的言论看来，普鲁士政府认为迫使它动员所有

军队来维护欧洲的“秩序和安宁”的事件是很可能爆发的。普鲁

士的这个声明十分响亮而明确地宣布它将回到神圣同盟的怀抱。

新的十字军打算远征的敌人是谁，这是很明显的。无政府状态和

暴乱的中心法国的巴比伦必须消灭。直接进攻法国，还是首先佯

攻瑞士和土耳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巴黎事态的发展。不

管怎样，普鲁士政府现在有经费在两个月之内把兵力从１８万扩充

到５０万；４０万俄国兵在波兰，沃伦和贝萨拉比亚严阵以待，奥地

利至少有６５万现役兵员。单单为了供养这么多的军队，俄国和奥

地利就不得不在今年发动侵略战争。至于这次远征的矛头首先指

向谁，不久前发表的一份耐人寻味的文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瑞士国民报”在最近一期上发表了一个好象是奥地利的雪恩

海斯将军所写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侵入瑞士的全面计划。这个

计划的要点如下：

普鲁士在美因地区靠近铁路集结６万人左右的兵力；黑森人、巴伐利亚

人和维尔腾堡人组成的一个兵团，一部分集中在罗特威尔和图特林根附近，

一部分集中在肯普腾和梅明根附近。奥地利在弗拉尔堡和通向音斯布鲁克的

地区陈兵５万人并在意大利的西斯托－卡林特和莱科之间地区组织第二个

６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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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同时，用外交谈判去麻痹瑞士。只要进攻的时机一到，普鲁士人很快

就把他们的军队沿着铁路线开入莱尔拉赫，把小股部队开入多瑙埃申根；奥

地利人集结在布勒琴士和弗尔特库尔赫附近，而意大利军队集结在科摩和莱

科附近。一个族留在华里斯地区，以威胁比林索那。尔后各国大使提出最后

通牒，并且撤离瑞士。于是就开始军事行动；主要的借口是恢复１８１４年的联

邦宪法和宗得崩德各州的独立。进攻的方向集中在琉森。普鲁士人经过巴塞

尔向阿尔河推进，奥地利人经过圣加伦和苏黎世向利马特河推进。前者占领

从左洛图恩到苏尔查赫的地区，后者占领从苏尔查赫经过苏黎世到乌茨纳赫

的地区。同时，１５０００名奥地利军队经过库尔切入什普留根，跟意大利军团

会师，然后一起经过莱茵河上游盆地向圣哥达尔进攻，在那里再跟经过华里

斯和比林索那的兵团会师，并策动各个旧州起义。这时，由沙福豪森的比较

小的部队补充起来的主力部队的进攻和琉森的占领，就可以切断这些州和瑞

士西部的联系，从而把山羊跟绵羊分开①。同时，根据“１月３０日的秘密协

定”在里昂和科马尔提供６万军队的法国，就利用占领罗马的同样借口去占

领日内瓦和汝拉。这样，伯尔尼就无法支持下去，“革命”政府或者被迫立刻

投降，或者跟自己军队一起饿死在伯尔尼的阿尔卑斯山脉。

大家看，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它周密地考虑到地理条件，预

定首先占领比较平坦和富绕的瑞士北部，用联合兵力夺取瑞士唯

一重要阵地，即阿尔河和利马特河的对岸阵地。这个计划的优点

在于，它预定切断瑞士军队跟富产粮食地区的联系，暂时把交通

不便的山区留在瑞士军队手里。因此，这个计划可能就在初春实

现，计划实现得愈早，被困在山区里的瑞士人的处境就愈困难。

上面所谈的文件是违背作者的意志而发表的，还是专门为了

让瑞士的报纸发现和公布它而编造的，单凭它的内容是很难肯定

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末这个计划的目的完全在于迫使瑞士

人进行迅速的广泛的动员，从而造成国库空虚，使瑞士人更听命

７６２国 际 述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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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圣同盟，使关于同盟国意图的舆论完全发生错误。目前在大

肆宣扬俄国和奥地利的备战和对瑞士的作战计划，这种情况似乎

在证明这个设想。备忘录本身有一个地方建议在地方部队集结和

出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一切战役，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这

也使人有同样的感觉。不过，还有许多深刻的理由也可以说明，这

个备忘录是真实的，确实存在这个入侵瑞士的计划。

有一点是肯定的：神圣同盟在今年或者首先会进攻瑞士或土

耳其，或者直接进攻法国，在这两种场合下，联邦会议的命运都

是早已注定了的。不论是谁首先进入伯尔尼，是神圣同盟也好，是

革命也好，联邦会议本身由于采取怯懦的中立政策注定必然灭亡。

反革命决不会满足联邦会议的让步，因为它或多或少是革命的产

物；革命一刻也不会允许在欧洲的中心，在３个最热中于运动的

国家中间存在这样一个变节的怯懦的政府。瑞士联邦会议的所做

所为是处于近代列强包围中的小国获得虚假的“独立”和“自

主”的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希望这也是最后的例子。

写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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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１４７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

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１４８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

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

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便用来争取资

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

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

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

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

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

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

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

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

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充分争论中，即

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

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至于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厚颜无耻地论断说，现代社会的存

在取决于他们今后是否还能靠工人的血汗来积累财富，那末，我们

只要略加评论就够了。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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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

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

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

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

上帝的意旨。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自由贸易论者蛮横地说：“你们工

人是奴隶，并将永远做奴隶，因为只有你们当奴隶，我们才能增加

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因为你们不做奴隶，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

就不能继续统治。”于是，压迫的秘密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现在幸

亏有自由贸易论者，人民才终于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

问题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因此，我们认

为公开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蛮横的自由贸易论者比伪善的贵

族慈善家好，教友派信徒布莱特比艾释黎勋爵好。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经过在议会里，各次选举运动里，报刊上，

工业区的每一个工厂和作坊中历时４０年的残酷的长期斗争，已经

通过了。一方面有人描绘了极为悲惨的情景：谈到儿童发育受到

阻碍，他们被折磨得难以生存，谈到离开了厨房和幼儿的妇女的

情况，谈到整代的人在为不治之疾所折磨，谈到无数的人牺牲了

生命，谈到在整个国家人们的幸福都已破灭，——所有这一切都

是为了那本来就已非常富有的一小撮人发财致富。这里没有丝毫

的捏造，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铁的事实。尽管如此，但是谁也

没有决心要消灭这种丑恶的制度；而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

种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

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佣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象比例计

算那样无可辩驳的正确推论来证明，在“国家毁灭”的恐怖下，现

行制度必须保持不变。

０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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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工厂工人的维护者完全没有本领驳倒经济学家的

论据，甚至很少下决心和他们进行争论。这是因为在现存社会制

度下，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数的人都被迫向资本出卖自己

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都象对方所引用的事实一样，是

无可辩驳的。是的，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英国及其各阶级的人

民完全离不开本国工业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在现存制度下完全离

不开毫无限制的买卖自由，离不开从国家的各种资源中吸取最大

限度的利润。

的确，在现存的制度下，保证现在帝国赖以生存的这种工业

繁荣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支一年年少而生产一年年多。可是，怎样

才能开支少而生产多呢？为此必须首先使生产工具〔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即机器和工人今年比上一年工作得更多；第

二，必须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来代替以前所采用的生产方法，

即用完善的机器来代替人；第三，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降低他

们的生活费用（谷物的自由贸易等等）或干脆把他们的工资降到

最低的水平。可见，不管怎样，总是工人吃亏；可见，只有以英

国工人的死亡作为代价才能挽救英国！这就是技术成就、资本积

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竞争给英国造成的状况和必然结果。

可见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从它本身和它的最终目的来看，毫

无疑问是个骗人的步骤，是不适用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它本

身包含着自己毁灭的根苗１４９。这个法案一方面没有破坏现存的社

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它的发展。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不是

使这个制度迅速发展到顶点，发展到统治阶级的一切资源都消耗

殆尽，于是使统治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使社会革命无法避免，

而是竭力强使社会回到早已让位给现存制度的既往阶段。只要观

１７２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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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一下不顾自由贸易论者的反对而使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的那些

政党，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是不是工人阶级掀起风潮，用自己

的威胁行动争得这个法律的呢？不是，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工

人早就争取到宪章了１５０。而且来自工人当中的领导缩短工作日运

动的那些人决不是可怕的革命者。这大部分是忠实于教会和国王

的温和的和可尊敬的人物。他们对于宪章运动敬而远之，而对于

一种温情的保守主义却心向往之。他们从来没有使任何一个政府

感到畏惧。施行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是自由贸易的反动敌人，

是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殖民地各公司和航运公司的代表，即

贵族和本身害怕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资

产阶级的同盟。他们施行这个法律是不是出于一种对人民的同情？

根本不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掠夺人民过活的。虽然他们比

较不那么露骨，更加温情些，但是丝毫也不比厂主强。他们不愿

意被厂主排挤掉，所以出于对厂主的憎恨而施行了这个法律，以

便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且阻止厂主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

长。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

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

从那时起，厂主实际上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议会达

到了在谷物贸易和海运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目的。土地所有

者和航运公司的利益由于厂主这颗新起的明星而遭到牺牲。厂主

的势力越强大，就越对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束缚感到头痛。他们

开始公开地破坏这个法案：他们恢复了轮班制，迫使内政部颁发

指令，让工厂视察员毫不追究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由于

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某些讨厌的视察员的批评意见也

使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把问题提到财务法庭，而财务法庭仅

２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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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一纸判决就完全废除了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
１５１
。

由于厂主力量的成长，４０年宣传的成果这样一日之间便被毁

掉了，厂主为了达到这点只要短时间的“繁荣”和“需求的增

长”就够了；英国的法官证明说，他们和牧师、律师、国家活动

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管它是土地贵族

阶级，是金融贵族阶级或是厂主贵族阶级）雇佣的奴仆。

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我们主张保存这

种靠榨取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脂膏而发财致富的可恶制度呢？不

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不但毫不反对，甚至我们还认为，工人阶级

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将采取远比１０

小时工作制法案，甚至比８小时工作制法案更彻底得多的措施。但

是，我们以为，１８４７年所实行的那个法案，并不是工人实行的，而

是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上的反动阶级）所实行的，由于继这个

法案之后并没有任何进一步措施来彻底破坏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

系，这个法案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

尽管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存在，但是，工人阶级在这件事

情上还是得到了利益。工人们不应当为厂主暂时的欢喜而惶然不

安，最终工人将会感到欣喜，而工厂主将会感到悲痛。原因如下：

第一，这些多年以来为宣传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所耗费的时间

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参与

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

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

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

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

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总和；

３７２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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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它已经成了强而有力的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统一整体〔ｂｏｄｙ〕，

这个整体已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占第一把交椅。

第二，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

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

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在他们还没有

获得使工人可能在下院占多数的普选权之先，他们社会地位的改

善永远不会有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发

生效力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

第三，１８４７年的法律实际上被废除，会使厂主沾染严重的生

产过剩寒热病，以致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现存制度的一切

资料和资源都将耗尽，使革命无法避免，这次革命将使无产者很

快就取得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使社会得到比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４８

年的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改造。我们已经看到，现存的社会制度

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统治又和在降低生

产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是分不开的。但是，这样扩大生产是

有一定限度的，它不可能摆脱现有市场的限制。当扩大生产超出

了现有市场的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引起破产和贫困。曾

经有过不少这样的危机，以往由于开辟了新市场（１８４２年开辟的

中国市场）或者更好地掌握旧市场以及通过降低生产费用（例如

通过实行谷物自由贸易）都安然渡过了。但是，这也是有限的。新

市场现在已经再无法开辟，而要进一步降低工资也只有一个办法，

即实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通过取消国债来减少税收。如果主张自

由贸易的厂主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走这条路，或者如果这种暂时

办法在一定的时候也将用尽，那末生产过剩就会置他们于死地。其

实很明显，在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制度下，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

４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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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主的统治就会寿终正寝。再以后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自由贸

易论者说，将是“普遍破产和紊乱”。我们肯定说，将是社会革命

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英国工人们！即使１３小时工作制的“夹子”重新为你们、你

们的妻子和孩子设下，你们也不必悲观失望。不管这杯酒多么苦，

都得饮下去。你们越快地经历这件事就越好。你们可以相信，你

们那些傲慢的厂主虽然取得了他们称之为对你们的“胜利”的东

西，但是他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实际上被废

除，这是一个大大加速你们解放时刻到来的事件。你们的法国和

德国的工人弟兄们永远不会满足于１０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他们一

直都竭力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的暴虐无道的压迫。如果在技术、生

产熟练程度和人数方面，你们有更多得多的可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和为你们大家生产足够数量的财富，当然，你们是不会满足一些

小恩小惠的。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措施”，而应当

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

而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２月中旬

载于１８５０年３月“民主评论”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民主评论”

５７２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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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国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

  英国的工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是在他们最

料想不到的方面。英国４个最高法庭之一的财务法庭几个礼拜以

前宣读的判决书，实际上废除了１８４７年颁布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

案中的主要东西。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英国

阶级矛盾发展的特殊形式，因此值得仔细加以研究。

大家都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

前所未闻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

劳动成为多余的；看管机器所需要的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适

合这个工作，同时比男人的工资少。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

整个家庭，把他们监禁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只要还没有累倒，就

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不得休息。在日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

所里穷人的孩子就成了十足的交易对象。他们从４岁起，甚至从３

岁起，就成批地以签订学徒契约的形式卖给出价最高的厂主。从前

对儿童和妇女进行了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

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

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于这种剥削

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还记得那弯曲的脊背或残废的四肢，都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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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健康坏得根本无法恢复的身体。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

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也还是幸福的。

国家很早就已经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蔑视文明社会一切要

求的厂主们进行毫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但是，这些第一次

规定的立法限制是极端不够的，并且很快就无人实行了。只有经

过了半个世纪，在建立大工业以后，当蓬勃的工业发展有了固定

的途径时，只有在１８３３年，才可能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

这一法律至少总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早在这一世纪之初，在一些慈善家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政

党，提出的要求是从立法上限制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为１０小时。

这个政党于２０年代在萨德勒的领导下，他死后在艾释黎勋爵和理

·奥斯特勒领导下进行了宣传工作，并且把宣传工作一直进行到

确实施行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时候为止，它逐渐除了工人以外也

把贵族和一切仇视厂主的资产阶级派别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

面。工人和英国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最反动的分子这样联合起来，使

得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宣传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工人宣传。诚然，

宪章派是一致赞同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他们是基本群众，在一

切讨论１０小时工作制的会议上都同声响应；他们把自己的报纸交

归１０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管辖；但是没有一个宪章派分子正式跟贵

族和资产阶级中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拥护者一道来行动，没有出席曼

彻斯特的１０小时工作制委员会（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的会

议。这个委员会完全是由工厂的工人和监工组成的。但是，加入这

个委员会的工人都是些被笨重不堪的劳动折磨和摧残得十分严重

的、默不作声的、畏敬上帝和温顺驯服的人，他们对于宪章主义和

社会主义感到虔诚的畏惧，对于国王和宗教表现了应有的尊敬；他

７７２英国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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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们只善于奴颜婢

膝地崇拜贵族，因为至少贵族还降低身分来关心他们的疾苦。拥护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这些人的工人保守主义还反映了工人最初

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们力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甚至

行动最激烈的时候也不过是破坏机器。１０小时工作制派的资产阶

级和贵族的首脑们的反动性，并不亚于这些工人。他们都是些温情

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空想思想家，他们非常怀念已被消灭了的宗

法式的隐蔽剥削，非常怀念随着这种剥削而来的对宗教的笃信，对

家园的依恋，对美德的尊尚，对生活的圈限，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

世袭相传的制度。这些眼光短浅的人一看到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就

头昏脑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灵为新的象魔术一般突然增长

起来的生产力所激怒，因为这种生产力不几年就从地球上扫除了

以前社会中被认为是最受尊敬、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换

上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其利益、感情、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

和英国旧社会制度极为矛盾的阶级。这些善心的思想家从不放过

任何机会，从道德、人道和同情心的角度来反对赖以完成这个社会

改造过程的残酷无情，而提出正在消亡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宁静、安

逸和善良作为社会的理想，以与之相对抗。

在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社会上一切自身

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到这一革命威胁的派别都和上述

这种人联合起来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

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

中都日益在１０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条件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它虽然大大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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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主的财富、势力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但是，使工

人得到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甚至单纯是身体上的利益。它

使工人的身体免于过早的衰弱。但是，它没有给工人提供什么东

西，可以使工人在反动的同盟者心目中成为危险的人物，因为它

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也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社会地

位。相反的，１０小时工作制的宣传经常使工人受他们的有产阶级

同盟者的影响，甚至有时受他们领导，而自从实行改革法案和产

生宪章派的宣传以来，他们越来越想摆脱这种领导。只是直接与

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联合不直接剥削他们、也反对工

业资产阶级的贵族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派别，特别是在产业革命

的初期，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联盟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

质，使之掺杂了很大的反动成分，只有现在这种反动成分才逐渐

消失；这种联盟大大地加强了反动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即

加强了例如手工织工的地位，这种工人的生产部门仍是手工工场

时期的部门，因此自然感到工业进步是一种威胁。

在１８４７年一切旧的议会政党都已瓦解了，而新的政党又还没

有组织起来的混乱时期里，终于通过了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这对

于工人来说是很幸运的。这个法案经过了一系列的紊乱投票才被

通过，投票的结果显然是偶然的，在投票的时候，除了主张自由

贸易的厂主和热烈拥护保护关税论的土地所有者两方面以外，没

有一个政党的投票是一致的和一贯的。通过法案是贵族、部分皮

尔分子和部分辉格党人针对工厂主所设的诡计，为的是对工厂主

在废除谷物法方面所获得的巨大胜利进行报复。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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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

合作。自从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

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

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

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

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

盟者而反对工人。

由于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统治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

英国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英国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

的盛衰，随工业的变动而变动。由于工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工

业资产者即厂主就成了英国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工业家在

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一切阻碍大工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

度遭到消灭，就成为必然的了。工业资产阶级便行动起来了。从

１８３０年到现在的英国历史是工业资产阶级接连战胜联合起来的

反动敌人的历史。

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在

这以后不久，于１８３２年所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台

下野了。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

款项的金融商人到那时候在选举垄断的五光十色的掩护下几乎单

独地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尽

管作了一些让步，仍然越来越变得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余的派

别和英国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农民结成同盟，把金融资产阶级推

翻了。人民以革命进行威胁，资产阶级大量的向银行兑换它所发

行的银行券，使得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地作了让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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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本身的二月革命。

改革法案使国内所有的有产阶级，直到最小的店铺老板都能

参加政权。资产阶级的各派因此而获得了法律根据，借以能够提

出自己的要求和表现自己的权力。在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从１８４８

年六月胜利时起在共和国里互相进行的斗争，在英国从改革法案

通过时起也在议会里进行了。不言而喻，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

不同，而产生的后果也完全不同。

工业资产阶级既然利用改革法案取得了进行议会斗争的场

所，就不能不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它通过限制挂名领高薪的职

位１５２，使依附于金融资本家的贵族受到损失，以１８３３年的济贫

法１５３使穷人受到损失，以降低税率和实行所得税使金融贵族和土

地所有者丧失不纳税的自由。随着工业家取得胜利，他们的附庸

增多了。大大小小的贸易都开始向他们缴纳贡税。伦敦和利物浦

都拜倒在自由贸易即工业家的救世主的脚下。但是随着他们取得

胜利，他们的需求和野心也增长了。

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

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

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

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

生产力比扩大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

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

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

陷于停顿。英国是这种危机的策源地，这种危机的麻痹性的影响

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

１８２英国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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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这种危机非常清楚地向英国

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它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要避免这种危机

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

来扩大销路。如果把１８４２年以武力在中国开辟了以往顽强地闭关

自守的市场这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场合撇开不谈，那末，唯一的办

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

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不过，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只有采

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而采用更完

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样就会使生产增加，从而

需要新的市场。降低利润在危机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这时

即使折本出售也都愿意。工资也是如此，同时工资还和利润一样，

为不以厂主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规律所左右。工资毕竟是生产

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降低工资是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

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工人的生活资料价格便宜了，工资才能

降低。英国工人的生活资料由于采取了谷物、英国殖民地产品等

等的保护关税以及间接税而价格一直高昂。

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工业家们不断地大力普遍宣传贸易

自由，特别是废除谷物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的原委，即为什么从１８４２年起每一次商业和工业的危机都给他们

带来新的胜利。废除谷物税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

牲品，废除食糖等等的差别税使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

的牺牲品，废除航运法１５４使船主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当时他们宣

传限制国家开支，降低税收以及给予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工人以选

举权。他们希望使新的同盟者参加议会，以便更快地取得直接的

政治统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统治，他们才能清除已经失去任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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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意义但却花费很大的英国国家机器上的传统附属品，如贵族、教

会、挂名领高薪的职务、半封建的法学界等。现在在不久的将来

即将产生的新的商业危机，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将会和大陆上

极为重大的新冲突同时爆发，毫无疑问，这次危机至少会使英国

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上述的进步。

但是，在工业资产阶级这样不断大获全胜的时候，反动派却

用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把它束缚起来了。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既不

是繁荣时期，也不是危机时期，而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工业

受生产过剩的影响还非常严重，以致能够动用的只是自己的一部

分资源，因此工厂主自己也不让整天工作。只是在１０小时工作制

法案限制了厂主间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被接受。但是这样的时候

很快就为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空虚的市场需要重新输送商品；投

机倒把又重新猖獗，因而需求倍增；工厂主来不及制造产品。现

在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已经变成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束缚，因为他们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可能性来无限制地支配一

切工业资源。如果不让工业家在短暂的繁荣时期尽一切力量进行

剥削，最近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不知将会怎样？１０小

时工作制法案必将取消。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议会里废除它，

也需要尽量不去实行它。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和女工每日的工作

时间为１０小时。因为妇女、少年和儿童占工厂工人的大部分，其

必然后果就是所有的工厂每天都只能工作１０小时。但是，当繁荣

时期工厂主需要增加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到出路的。象

过去那样，在问题关系到工作时间限制更大的１４岁以下的儿童的

时候，他们开始多雇佣一些妇女和少年来帮忙和轮换。这样，他

３８２英国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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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使自己的工厂和成年工人每天工作１３、１４、１５小时，但是

适用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工人却每天工作仍不超出１０小时。这

就有些违背了法律的条文，尤其是违背了法律的整个精神和立法

者的意图。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了控告，由于治安法官之间不

一致，他们的判决也是分歧的。越是繁荣，工业家就越大张旗鼓

地反对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以及工厂视察员的干涉。内政大臣乔·

格雷先生命令视察员对轮班制（ｒｅｌａｙ或ｓｈ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采取容许的

态度。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以法律为根据，而不理会这个命

令。最后，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件告到财务法庭，而法庭的主张

却有利于工厂主。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了１０小时工作制法

案，工厂主又成了自己工厂的全权主人。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

开工２小时、３小时或者６小时，而在急剧发展的时期则开工１３

小时到１５小时，工厂视察员再也无权过问此事。

既然保护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主要是反动派，既然１０小时

工作制法案完全是反动阶级通过议会来批准的，那末现在我们就

知道，根据法案被通过的方式，它完全是反动的措施。英国整个

社会的发展是和工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有关的。一切阻碍这种

发展的制度都要限制社会的发展或者采用外在力量来调节社会发

展，并控制这种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反动的，无能为力的，并

将为这种发展所消灭。轻而易举地就制胜了古老英国的整个宗法

社会，制胜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然不会使自己

受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拑制。艾释黎勋爵及其伙伴想通过准确的

解释来恢复已失去效力的法案的一切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或

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昙花一现的表面的成果。

不过，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对工人来说仍然还是必要的，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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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理上所必需的。没有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英国整个年轻一代

的工人的身体就会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１０小时工作制

法案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艾释黎所宣传的以及１８４７年反动的同

盟所通过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两者有很大区别。由于法案不能

长久存在，由于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被取消（只是一纸法庭判决书

就取消了，甚至不需要议会的废除法令），根据过去自己的反革命

同盟者后来的一些言论，工人们了解到，和反动派联合是不值得

的。他们了解到，采取某些无足轻重的措施来反对工业资产阶级，

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了解到，工业资产阶级现在仍然

是唯一能够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碍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

使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尽管一刻也不能平息

对工业家的公然痛恨，但是，现在他们却非常情愿支持工业家宣

传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

让慈善的骗局把自己诱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他们感

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

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

们复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

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

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

解放。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废除再一次生动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

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

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２ ３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

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

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力争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财务

法庭才宣布无效的那个法案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不是个别

５８２英国的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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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

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

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最初由厂主擅自作主而后通过财务法庭

事实上加以废除，这首先就促使繁荣时期缩短，危机加速到来。但

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加速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实

现这种发展的最近目标——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工

业家们扩大市场和消灭危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科布顿提议的

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不是纯粹的辉格党人特有的瞎吹，就是等

于一次真正的革命，哪怕它只能起暂时缓和的作用。即使缩减国

家开支将通过最广泛的革命方式来实行（就英国工业家能够成为

革命者而言），那末又怎样能防止下一次的危机呢？英国工业家拥

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

多，显然，英国工业家正迅速地走近这样的时期，即他们的非常

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一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

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

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样反常

的状态没有治疗自己的方法，如果工业的发展不同时唤醒唯一能

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末工业、商业和整个当前社会一

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十分匮乏

而必然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

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事情的正常进程，这种进程必然产生于整个英国当前

社会的状况。大陆上的冲突和英国发生的革命变革能把这个正常

的进程缩短多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６８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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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该怎样办呢？

自从为了充分扩大现代工业的一切资源甚至世界市场也仍嫌

太小的时候起，自从现代工业为了使它的力量重新获得充分的活

动场所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起，限制工作时间已经不是反

动的措施，不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了。相反的，这种限制会自然而

然地规定下来。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大工业集中

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而随着

工业的集中，与竞争相联系的、使现在劳动时间的调整和工业的

进步发生冲突的一切关系也将会消灭。因此，解决１０小时工作制

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

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３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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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５５

１８５０年３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

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

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

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过的考验是１８４７年各

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

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在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

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

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宣扬。

不过，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

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

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

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

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

自己唯一的巩固的基地，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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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在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下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

立应该恢复起来。中央委员会由于了解到这种必要性，所以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冬天就已委派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进行同盟改

组工作。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起重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

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５月发生

的起义使得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

登－普法尔茨军队，于６月２９日①在牟尔克战役中阵亡了。他的

牺牲使同盟丧失了一位最老的、最积极的和最可靠的成员，他曾参

加过各次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非常成功地执行过好几次奉

命出差的任务。在１８４９年７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

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伦敦重新聚集起来，他们用新的

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同盟改组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所以中央委员会

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现在就动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目前即将爆发

新的革命，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

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１８４８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

的尾巴。

弟兄们，我们早在１８４８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

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

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１８４８年三月运动之后，

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了这个政权

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

９８２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① １８８５年版上误印为７月１９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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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与那个在３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

联盟，甚至最后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做不

到这一点的，尽管如此，它终究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条件，一旦革命

运动现在能够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就可能由于政府发生

财政困难而使统治权终于转到它手里去，而使它自己的利益有所

保障。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令人民憎恨的

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

是，发展是不会经过这条和平道路的。相反的，革命已经迫近了，而

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

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于１８４８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

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来扮演，而民

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正和自由资产者在

１８４８年以前所处的地位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于工人讲来比从

前的自由派更为危险的民主派，是由下列３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抱定的目的是

要立刻完全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

林的妥协派，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他们在上次运动中所抱定的主

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

们的代表、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

己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的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

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灭大资本对

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

０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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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各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

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受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

“红色党人”，完全就象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

义者一样。在凡是他们认为还有可能用立宪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目

的的地方，如在维尔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

来保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来实际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但是，

很明显，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

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

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

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

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

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

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就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

缩减国家开支，把主要税收负担转嫁到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肩

上。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

机关，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有可能不从资

本家方面取得贷款，而从国家方面根据优惠条件取得贷款；然后，

他们再力求用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手段来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

的财产关系。为要实现这一切，他们就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

１９２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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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

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公有财产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执

行的许多职权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地方自治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遗产权的办法，另一方

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归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

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呢，那末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

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想使工人有较高的

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希望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

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

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

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内所

有一切派别都坚持这里列举的一切要求，只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民

主党人才想使这些要求全部实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中的个别人

物和派别走得越远，则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

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

以为这就是一般地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

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满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

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

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

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

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

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

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

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

２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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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

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

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一、当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

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二、在最近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

度；

三、在这个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

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

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

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

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

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这种联合无疑

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者有利益。无产阶级会完

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

主派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

绝态度。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

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

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

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

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跟无产者缔结

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

３９２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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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持着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勒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

得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狂暴地攻击

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

敌人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

直接斗争，两个党派双方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将来

——也如以前有过的情形一样——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定

时机的需要的联盟。显然，在当前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

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

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必定会和从前一

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疑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取

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号召工人镇

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制止所谓过火行为并剥夺无产阶级所获

得的胜利果实。工人无法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采取这种行动，

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

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

开始就具有复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

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

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

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

热潮不致于又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就被镇压下去。相反，他们应该

尽可能支持这种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

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

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

斗争时和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

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并列。当民主主义的资产者刚一准备

４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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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以各种保证。在有必

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并且一般应当设法使新统治

者作出各种让步和诺言；——这是使他们丧失信用的最可靠的手

段。工人一般地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地抑制那种由新的情况所

引起的狂喜心理，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产生的陶醉心情，而

应该对事变有镇定冷静的了解。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

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

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

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

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

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

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

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

第二、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

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必

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

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

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

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

的调动，而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地方代表会调动。凡是工

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获得武器，组成由他们

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

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

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

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

５９２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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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

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

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

为了有可能大力声讨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独立

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俱乐部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

只要有可能，中央委员会就要赶快移到德国去，立刻召开代表大

会，审查关于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设在主要运动中心区

里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

各个人民俱乐部统一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一种最主

要的措施。推翻各邦现存政府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

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

把大量工人摈除于选举之外。

二、到处都要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相并列，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

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

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

并向大家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

不应为民主派的词句，例如说这种作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

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之类的词句所欺骗。所有这一类词句，归

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要蒙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

所能得到的成就，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议会所能造成的害

处，是重要得多。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地用恐怖手段对付反

动派，那末，反动派在选举中的作用预先就被消除了。

６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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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

灭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小资产者

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就是说，他们

将力求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

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象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一贫如洗

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

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

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

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

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现在民主派

与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１５６。其

次，民主派或是直接力求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或是当他们无力

反对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时候，他们至少也要设

法赋予各个乡镇和各个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借以使中央

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坚持建立统

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他们不应甘受民主派空谈乡镇

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象德国这样一个还需

要铲除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很多地方性的和省区

性的偏狭习俗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一村庄、每一城

市和每一省都弄出一些新的障碍来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

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决不能容

许现今这种状况复活起来，因为现今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

为了同一个前进步骤都不免要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区里进

７９２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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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独的斗争。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地方自治来永远保存乡

镇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比现代私有制更为落后，并且是到处都陷

于解体而必然要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因而也就不能容许永远

保存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足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

以及那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反对工人的诡谲办

法。也如１７９３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

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①。

我们已经说过，在即将来临的运动中，民主派将会取得统治，

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里发生

一个问题：工人应该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呢？当然，在

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

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一、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破

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

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８９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与自由派的历史

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由大革命开始建立的，

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联邦主义反动派以

及外敌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

革命时期，直到雾月１８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

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

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

雾月１８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

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

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与政治的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相抵

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与狭隘的县区的或乡镇的利己主义联在一起，这种利己

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南德意志的联邦共和主义者

在１８４９年却曾想在德国来施行。（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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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

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

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

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

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

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工

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复灭的累进税；假

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

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

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

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

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

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

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

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

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１８５０年３月于伦敦

１８５０年印成传单

１８８５年由弗·恩格斯发表在哥丁根和

苏黎世出版的卡·马克思的“科伦共产

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

人审判案的真相”

９９２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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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４期上发表的书评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

１８５０年伦敦版
①

托马斯·卡莱尔是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

单是为了礼貌，德国人也不能忽略他的著作。

从基佐最近的一个著作（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２期②）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

落。在我们手边的两本卡莱尔的小册子里我们看到和历史斗争的

尖锐化相抵触的文学天才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

持自己不为人所承认的、凭直觉产生的预见。

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

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

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

００３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４７—２５３页。——编者注

《Ｌａｔｔｅｒ－Ｄａｙ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Ｎｏ．１：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Ｎｏ．２：ＭｏｄｅｌＰｒｉｓｏｎｓ》．Ｌｏｄｏｎ，１８５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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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

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１５７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

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

系着的，其实这种作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

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

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

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

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

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１５８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

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

柏克司尼弗１５９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

萎靡不振、冗长累赘、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

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

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

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

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

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

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

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卡莱尔和施特劳斯所共同推崇的天才崇拜，在这两本小册子

里失去了天才，而剩下的只是崇拜。

“当前的时代”一文一开头就说：现代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

母亲，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

１０３“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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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改革家的教皇。庇护九世手持

圣经，想从梵蒂冈的高位上向基督教世界宣布“真理的法律”。

“３００多年以前圣彼得皇上收到一封最终决定的法庭判决书，这是一道

真实可靠的命令，在天国的法庭中曾记录在卷，而且以后在一切善良的人的

心中都了如指掌；这道命令是要皇上自己引退，要他离开，要他不用幻想和

亵渎神明的呓语来迷惑我们的头脑；从此他冒着危险继续存在并且必须为了

每日自己这样的存在付出全部的代价。这是真理的法律吗？根据这种真理的

法律，教皇必须抛弃自己侮辱神和人的、腐朽的、借尸还魂的生命，必须老

老实实地死去，让人家埋葬自己。可怜的教皇所实行的却远非如此，虽然整

个说来在本质上事情还是这样……改革家的教皇怎样呢？杜尔哥和奈克尔根

本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上帝是伟大的，当要结束一种使人犯罪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召请一个虔诚的人来担负这一工作；这个人会满怀信心地去做，而绝不

会悲观失望。”（第３页）

教皇在他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问题，

“蕴蓄着旋风，世界大火、地震……的问题，所有的官方人士都希望，甚

至多数都盼望把这些问题拖延到审判的末日，但是审判的末日已经来到，这

是可怕的事实。”（第４页）

真理的法律业已颁布，西西里人

“是首先决定在实践中采用上帝所批准的这种新规则的民族：根据真理

的法律我们不属于那不勒斯和这些那不勒斯的官吏。我们希望凭着上帝和教

皇的恩典得到解放。”

因此发生了西西里的革命。

法兰西民族自认是“救世的民族”，是“优秀的自由战士”，他

们害怕可怜的、受轻视的西西里人夺去他们的这一生意（ｔｒａｄｅ）。

因此便产生了二月革命。

“好象由于地下交感电流的作用，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控制的爆

炸；我们知道１８４８年是欧洲世界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最倒霉的、最使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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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整个说来又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年……各国的国王和执政者都一下子

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了全世界的声音：滚开，你们是蠢材、伪

君子、小丑，而不是英雄！滚蛋，滚蛋！在这一年首先发生的最引人注意的

事情是所有的国王都鼠窜而逃，他们好象都在哀叹：是的，我们的确是可怜

的小丑；你们需要英雄吗？不要杀死我们吧，我们又做得了什么呢？——他

们之中没有一个敢回过头来，敢坚持他生死与共的王权。我再重复一下，这

就是现代的令人忧虑的特点。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民主主义者发现所有的国

王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丑角。国王们由于害怕监狱或其他更坏的东西而拔腿

逃遁了（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带着无比的丑态逃走的）。各地的人民或民众都

是自己进行统治，现在到处公开的无帝王论（Ｋｉｎｇｌｅｓｓｎｅｓｓ）都提上了议事日

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警察那就更好了。

１８４８年３月的历史事件就是如此，它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奥地利，

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地区。于是欧洲一个国

王也没有了，如果不算站在啤酒桶上、通过社论或者和同类人一起聚集在国

民议会中发议论的公开《ｈａｒａｎｇｕｅｕｒ》〔“演说家”〕，那末一个国王也没有了。

在几乎４个月的时间中，整个法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欧洲就象受了一

种狂热的驱使一样，成了以巴黎市政厅中的拉马丁先生为领导的汹涌的人群

海洋。这位可怜的拉马丁先生在他还有势力的时候，除了一些好听的空话和

娇柔软弱之外，一无所长，这在有思想的人看来是个可悲的场面。的确这是

个可悲的场面：复原了的‘混沌’的最雄辩的最后的体现、能为自己辩解并

满怀信心地用娓娓动听的言语来证明，自己似乎就是‘宇宙’！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你们只需稍加等待：一切气球受到环境的压力，都必然会排出它所盛

的气体，并且会立刻难看地瘪下去。”（第６—８页）

谁煽动了这次显然已经具备了燃料的全面的革命的火焰呢？

“是大学生、青年文人、律师、报纸工作者、热情的无经验的肯干的人和粗

野的、理应破产的ｄｅｓｐｅｒａｄｏｓ〔亡命之徒〕。青年人（几乎是儿童）从来没有这

样指挥过人类的命运。从第一次发明ｓｅｎｉｏｒ，ｓｅｉｇｎｅｕｒ或‘长者’二字来代表老

爷或长官（象我们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以来，时代就已经变了！

……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看见，长者不再受尊敬，并且开始受轻

蔑，他似乎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那种娇态、高尚和充沛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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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种粗野的局面自然很快就会变好，而现在各处已能看到这种情况；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不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而这些需要不管花多大代价都

应当予以满足。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概很快就会对旧机器进行某种修理，使

它具备新的形式和色彩；旧的戏剧性的国王将在承认宪法和国会以及诸如此

类的时髦的点缀品的条件下重掌政权，旧时的日常生活又将试图按照旧的方

式在各处重新开始。但是这次已没有希望使这种妥协长久继续下去。在这种

险恶的动荡中的欧洲社会必然会动摇地前进，象在湍急的无底漩涡与波涛汹

涌的海流中漂浮一样，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时而束手无策地倒下去，时而又困

难地时间越来越短地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新的岩石基础出现，暴

动和暴动必然性的滚滚洪流再行退落时才会消失。”（第８—１０页）

即使用这种形式对于旧世界也无可告慰的历史就是这样。继

而谈到历史的教训：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

事实”（第１０页）。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

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

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二月

革命是“欺骗的总破产；这就是它的简单的定义”（第１４页）。在

新时代流行的是幻想和假象，即《ｓｈａｍｓ》 〔“诡诈”〕，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ｓ》〔“欺骗”〕，《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ｓ》〔“幻想”〕和失去了意义

而不表示真实关系和事物的名称，一言以蔽之，谎话代替了真实。

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个人和社会与这些假象和幻想决裂。不能否认

必须根除一切诡诈（ｓｈａｍ）和欺骗。

“自然，这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显得奇怪，在所谓有教养阶级中的有健康人

的胃口、能畅快地消化布丁的稳健的英国人看来，这可能显得特别奇怪，认

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完全是埋藏着祸端的古怪观念。在他的一生中，

他已习惯于早已失去意义的礼节，习惯于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只具有礼节性质

的庆祝仪式，——用你们破坏偶象的幽默来讲，这就叫做ｓｈａｍｓ；他从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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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说过在这些东西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也能取得成绩。难道棉

纱不是自己纺出来的吗？难道牲口不是自己长肥的吗？难道殖民地的商品食

物不是从东方和西方运来的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ｓｈａｍｓ和睦共处

吗？”（第１５页）

民主会完成这种必要的改革，会摆脱ｓｈａｍｓ吗？

“民主将来通过普选权而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完成这一从幻想到现

实，从谎话到真实的有益的普遍过渡呢？会不会逐渐建立起幸福的世界来

呢？”（第１７页）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

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

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

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

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

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

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

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

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

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

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

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

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

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

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

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而典型

的北美共和国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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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人是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生活着；那

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

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由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

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美国是否出现过哪怕一种伟大的人类心灵，一个伟大思想和一件值得

敬仰与衷心赞扬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２５页）

它只是每２０年使自己的人口增加一倍——ｖｏｉｌàｔｏｕｔ〔如此

而已〕。

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民主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宇宙本

身就是一种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一个国家，不把永远领导和统

治愚民的神圣职责赋予最高贵的人以及由高贵的人中选出的僚

属，那就不是上帝的王国，就不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

主的秘密就在于伪装高贵的人（ｓｈａｍ ｎｏｂｌｅ）由于传统和重新创

造的幻想而提高了地位，受到了崇拜。

但是，谁该去发现周围嵌着较小的人类的珠宝的宝石呢？当

然不是普选制，因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找到高贵的东西。所以卡

莱尔宣称，在英国还有一些那样的贵人和“国王”，并在第３８页

上号召他们到他那里去报到。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

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

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

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

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

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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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

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

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

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

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

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

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

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１６０

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
１６１
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

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

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

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

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

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

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

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

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

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

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

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

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

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

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

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

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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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

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

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

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

证。

由于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对

高喊解放的声音深恶痛绝。

“让我们彼此都互不相干吧，除现金交易外，不要任何关系或联系；根据

自愿的契约和供求的规律交易，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这被认为是真

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难题和不公平事件的办法。要矫正人与人间的相互

关系难道除完全断绝这种关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第２９页）

这样最终地消灭人与人间的一切联系、一切关系，自然就会

达到无政府状态的顶点，达到无法之法的顶点，达到最终破坏联

系的联系即政府的顶点。在英国、在大陆上、甚至在“稳健的德

国”人们都力图造成这样的状态。

卡莱尔这样继续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狂怒的胡言，荒谬绝伦地

把红色共和国，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博爱〕，路易·勃朗等和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自

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杂在一起（见第２９—４２页）。于是卡莱

尔就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使国家机构缩减到最必要的最

精简的限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与废除这些资

产阶级关系、消灭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

产阶级等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地回到青红皂白一律不分的“绝

对的黑夜”！这就是连自己周围事物的眉目都不知道的“博学者”

的渊博知识！这就是认为消灭封建主义或自由竞争就会断绝人与

人间的一切关系的非凡洞察力！这就是十分郑重地认为父母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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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政厅去“结成”婚姻关系就不会再有孩子，从而便窥破了

“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卓见！

在这种关于纯粹是胡说八道的智慧的有教训意义的实例后

面，卡莱尔又给我们举出一个证据，说明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

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

露骨的卑劣行为。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

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

就是工业的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另一方面，自然也

不缺乏需要被领导的人，这就是被我们描写成脱缰劣马①的，沦于流浪和饥

饿境地的那个可怜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已在所有其他国家形成并以惊人的速

度按几何级数发展着。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组织劳动是全世界的普遍

的重大问题。”（第４２—４３页）

当卡莱尔在头４０页中用最激烈的辞句对利己主义、自由竞

争、人与人间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ｌａｉｓｓｅｒｆａｉｒｅ〔听之任

之〕１６２、棉纱的生产、现金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

然大悟，所有这些ｓｈａｍｓ〔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

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们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而在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

者个人的歌颂。但是看来似乎很令人奇怪，卡莱尔既然找到了劳

动大军的统帅和士兵，即找到了一定的劳动组织，而却仍然认为

劳动组织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切莫在这方面上当！这里的

问题不是组织已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的工人，而是组织还未加入

的没有统帅的工人，而组织这些工人的任务卡莱尔要亲自动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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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在他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我们看见他突然以不列颠的ｉｎｐａｒｔ

ｉｂｕｓ〔在野的〕
１６３
首相的角色出现，把３００万爱尔兰的和其他地方

的穷人、有工作能力的定居的或流浪的赤贫者召集在一起举行习

艺所内外的不列颠穷人的全国大会，并向他们发表“堂堂皇皇

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首先向这些穷人重复他早已向读者谈过的

那些东西，然后向这些精选出来的一伙人说道：

“到处流浪的穷人和懒汉们，你们有些是笨人，许多人是罪犯，所有的人

都是不幸者！你们的样子就使我非常惊愕和绝望。你们在这里的共有３００万

人。你们许多人都堕入了一贫如洗的深渊，说起来真可怕，每一个堕进深渊

的人又加重了把别人拖进去的链子。站在这个深渊边缘上的还有成千上万数

不清的人，而且我听说，每天还要增加１２００人，他们不断跌下去，一个接着

一个跌下去，而链子就越来越重，谁最后还能站得住呢？你们怎么样呢？ 

…… 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他还站得住的人现在也在和自己的困难作斗争。

但是你们精力不足而胃口太大，事情作得少而饮酒过多，这就证明了你们是

站不住的。你们要知道，无论谁是自由之子，总之你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

是；你们不是自由的人，简直是囚徒…… 你们是天生的奴隶，或者说得好

听些，你们是找不到主人的漂泊流浪的奴仆…… 今后你们可以和我来往，

但不是作为光荣的不幸的自由之子，而是作为道地的囚徒，作为不幸堕落的

兄弟，来要求我统率你们，如果必要的话，来约束和管制你们…… 当着苍

天、厚土，当着上帝、你们的造物主面前我宣布：我看到你们靠你们兄弟的

血汗来维持你们这种生活，感到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死

了倒还好些…… 加入我那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的新时代的队伍吧，你

们这些可怜的游荡的强盗，应当服从、劳动、容忍、自戒，象我们所有的人

应当作的那样…… 你们需要工业的指挥官、工厂的工长、监工和生死的主

宰，这些人象拉德孟底士那样公平，那样刚直，只要你们一旦要受军事条令

的约束，就会给你们找到这样的人…… 那时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这就

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按照我在这里指出的方法，以军人的英勇服从和坚韧不

拔的精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吧，——那时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拿到工资…… 

如果你们不服从，畏惧坚苦的劳动，不遵守命令，我将设法劝告你们，说服

你们；如果这样无效，我就要鞭打你们；如果这些都白费，最后我就要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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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第４６—５５页）

由此可见，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

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

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

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

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

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以贫困吓人而把穷人和犯人相提并论，在

１８３３年通过了济贫法，而卡莱尔却是以贫困产生贫困为理由来控

诉穷人犯了叛国罪。正象他以前认为历史地产生的统治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居于统治地位而充当了天才一样，现在在

他看来，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得愈厉害，就愈被拒于天才之外，

就愈成为我们那些不为人所承认的改革家的狂怒的牺牲品。穷人

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当谈到最低层的无用的人们，谈到“恶

棍”即罪犯的时候，他那高尚的道德上的愤怒就会达到顶点。以

上这些人，他是在论模范监狱的小册子中谈到的。

这本小册子不同于第一本小册子的地方在于愤怒更加狂暴，

其实作者如此愤怒更加不值得，因为这里的对象是被正式抛弃于

现社会以外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结果由于这种愤怒甚至连一般

资产者为了礼貌关系而表现的那点羞耻也被抛弃了。卡莱尔在第

一个小册子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贵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

高贵的人，而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坏蛋和恶棍的等

级制度，竭力寻找坏人中的坏人，英国的最大恶棍，以便痛痛快

快地把他绞死。假定卡莱尔把这样的人捉到了并且绞死了，那末

另外一个人现在是最坏的人又应当被绞死，在他之后又有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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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这样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

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

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

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作为这样

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于是有关政府、国家、组织劳动、贵人的

等级制度等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永恒的自然规律最后也就会实

现了。

写于１８５０年３—４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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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

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

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１８４８年２月

共和国的诞生”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①

  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

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

——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

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

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②，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

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

固然，现在探讨的这两本著作已经去掉了二月革命的“伟

人”以往常常穿着的厚底靴和灵光圈，深入了这些伟人的私生活，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穿便服的形象和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配角。

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稍微真实地描绘了人物和事件。这两个

作者，一个是路易－菲力浦的大名鼎鼎的老牌间谍，另一个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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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密谋家，后者和警察局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他的观察力只举

出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似乎能在莱茵斐尔顿和巴塞尔之间看见

“银峰耀目的阿尔卑斯山的巍峨山脉”，能在克尔和卡尔斯卢厄之

间看见“远处山峰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莱茵阿尔卑斯山”。这类人要

著书，——特别是为了表白自己而写作时——，显然也只能写些

多少象讽刺画似的二月革命丑闻录。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伯小说１６４

中的间谍。他说８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

社会立下了功劳。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伯笔下的间谍还远

得很。德拉奥德先生是“喧声报”１６５的撰稿人，１８３９年起是新四季

社１６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改革报”创刊以来的编辑，同时也是警

察局长德累赛尔雇用的间谍；可是谁也没有象谢努那样使他如此

声名扫地。他写这本小册子是直接由于谢努的揭露而引起的，但

是他却小心翼翼，深怕有一个字回答谢努对他的议论。可见，至

少谢努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

谢努说：“我有一次夜里走路，发现德拉奥德在伏尔泰河岸街踱来踱去。

当时大雨滂沱，这种情景使我思索起来。这位最令人敬爱的德拉奥德是不是

也领秘密津贴？不过我想起了他的歌曲、他歌颂爱尔兰和波兰的美妙诗篇，特

别是他为‘改革报’撰写的锋利文章。”（然而德拉奥德先生却竭力标榜自己

是缓和“改革报”语气的人。）

—— “晚安，德拉奥德，你真见鬼，这样的时候，这样坏的天气，你在

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等一个欠我钱的坏小子，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在这

个时候经过这里，要他还钱给我，不然……——他用手杖在沿河街的栅栏上

狠狠地打了一下。”

德拉奥德尽力想躲开他，向卡鲁赛尔桥走去。谢努向相

反的方向走开，不过是为了在研究院的拱门下面躲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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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奥德不一会儿就走回来了，小心翼翼地向四下看了一看，又

继续踱来踱去。

“过了一刻钟，我发现一辆马车，车上有两盏小绿灯，恰象我从前的密探

给我讲过的那样（他从前是一个间谍，在监狱里他向谢努泄露过许多警察局

的秘密和暗号）①。马车停在福约兹－奥古斯丁街的拐角。车里走出一个人

来；德拉奥德一直向那个人走去，他们交谈了约一分钟，随即我看见德拉奥

德做了一个往口袋里装钱的动作。——这件事发生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德

拉奥德排斥在我们的会议之外，首先是不让阿尔伯上圈套，因为他是我们的

大厦的柱石。在这之后不几天，‘改革报’就拒绝刊载德拉奥德先生的文章。

这一下刺伤了这位作家的虚荣心。我劝他另办一家报纸来进行报复。他接受

了这个劝告，甚至跟比尔和杜波蒂一起发表了‘人民报’的创刊启事；在这

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摆脱了他。”（谢努，第４６—４８页）

我们看到，这位库伯笔下的间谍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干卑鄙

勾当的最下流人物，他为了领取ｃａｄｅａｕ〔津贴〕，冒着倾盆大雨在

街头等候一个极平凡的ｏｆｆｉｃｉｅｒ ｄｅ ｐａｉｘ〔警官〕。此外，领导秘密

组织的并不象德拉奥德企图断言的那样是他本人，而是阿尔伯。这

一点完全可以从谢努的整个叙述中看得出来。“为秩序服务’的间

谍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了受屈辱的作家，他对“改革报”干脆拒绝接

受“喧声报”撰稿人的文章大为不满，因此他跟真正的党派机关报

“改革报”决裂了，他给“改革报”撰稿可以为警察局效劳，他与之决

裂是为了另办新报纸，而这个报纸至多能够满足他的写作的虚荣

心。正象娼妓力图用某种类似感情的东西来为自己肮脏的勾当辩

解一样，间谍力图用写作的要求来为自己辩解。他的整个小册子浸

透着对“改革报”的仇恨，这是作者的最庸俗的复仇心理造成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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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看到，在秘密组织存在的最重要时期，即二月革命的前夕，

德拉奥德越来越被秘密组织所抛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拉奥德跟

谢努相反，硬说秘密组织在这个时期日益崩溃。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谢努在二月革命后揭发德拉奥德的叛卖行

为的情形。“改革报”派应科西迪耶尔的邀请在卢森堡宫阿尔伯那

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蒙尼埃、索布里埃、格朗梅尼

尔、德拉奥德、谢努等人。科西迪耶尔宣布开会时说道：

“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组成秘密法庭来审判他”。——格朗梅

尼尔是与会者中的年纪最大的人，当选为主席，梯凡被选为纪录。科西迪耶

尔以公诉人的身分继续说道：“公民们，我们长期谴责真诚的爱国者。我们万

没有想到有什么毒蛇钻到我们中间来了。今天我要揭发一个真正的叛徒，这

就是律西安·德拉奥德！”——德拉奥德一直安然地坐着，当听到这种直截了

当的控告时暴跳起来。他要夺门而出。科西迪耶尔马上把门关上，掏出手枪

喝道：“你要走开，我就打碎你的脑袋！”——德拉奥德急躁地证明自己无罪。

科西迪耶尔说：“好吧，这里有几包文件，里面有１８００件给警察局长的情

报”，他把专门有关我们各个人的情报发给了我们。德拉奥德始终矢口否认这

些经比埃尔签字的情报是他搞的，直到最后科西迪耶尔宣读了一封后来刊印

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信为止。在这封信里德拉奥德表示愿意为警察局长效劳，

信上还署有他本来的姓名。从这时起，这位不幸的人就不再否认了。他企图

借口穷困来进行辩解，他说穷困使他产生了投靠警察当局的倒霉念头。科西

迪耶尔把手枪递给他——这是德拉奥德的唯一出路。德拉奥德开始恳求他的

审判官，请他们宽宏大量，但是他们丝毫无动于衷。与会者博凯忍无可忍，抓

起手枪，一连３次递给德拉奥德说：“Ａｌｌｏｎｓ〔来吧〕，打碎自己的脑袋吧，胆

小鬼，胆小鬼，不然我来开枪！”——可是，阿尔伯从他手里夺过手枪说：

“冷静点，在卢森堡宫开枪会惊扰所有的人！”博凯喊道：“对，我们应当弄点

毒药。”科西迪耶尔说：“毒药？我随身带了各种各样的毒药。”他拿起一个茶

杯，斟了一杯水，放了一点糖，然后放进一些白粉末，递给吓得往后退的德

拉奥德。“你们打算这样弄死我吗？”——博凯说：“是的，喝吧。”德拉奥德

的样子非常可怕。他面色苍白，他那十分鬈曲而又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都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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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了。他满脸汗珠。他一面哀求，一面嚎啕大哭。“我不想死！”而博凯

依然无动于衷地把茶杯端在他的面前。科西迪耶尔说：“喂，喝吧，一眨眼工

夫就完了。”—— “不，不，我不喝！”——随后，他摆出凶恶的样子，惊惶

地补充说：“呵，我记住这些折磨，将来一定要报仇！”

当大家都相信，任何引起ｐｏｉｎｔｄ’ｈｏｎｎｅｕｒ〔荣誉感〕的方法都无效的

时候，德拉奥德由于阿尔伯的讲情而得到了宽恕，被解送到康瑟热里监狱去

了。（谢努，第１３４—１３６页）

这位冒牌的库伯小说中的间谍越发变得可怜。他只是靠怯懦

来反抗自己的敌人，这就在我们面前完全暴露了他的卑贱。我们责

备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因为他不开枪打死他第一个

碰到的敌人。他后来企图写一本小册子来为自己开脱，在这本小册

子里他竭力把整个革命干脆描写成骗局。这本小册子的正确名称

应该是“丧魂落魄的警官”。它证明间谍跟“实干派”完全一样，把每

次革命都看成是阴谋小集团活动的结果，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和间

谍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如果说一切由阴谋小集团或多或少任意挑

起的运动始终不过是骚乱，那末从德拉奥德的说法本身就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正式的共和主义者在二月事件之初对共和

国的胜利还没有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违反本意

帮助共和国取得胜利；可见，二月共和国的建立是当时形势所必然

产生的结果，那时情况使得与一切阴谋小集团无关的广大无产阶

级群众不得不走上街头，使得大部分资产阶级不得不呆在家里或

者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在其他方面，德拉奥德所谈的东西也都十

分枯燥无味，不外是些最庸俗的流言蜚语。只有一个情节是引人注

意的，那就是２月２１日晚上正式的民主派在“改革报”社举行了会

议，在会上首领们发表了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演说。他们演说的整

个内容证明，在这一天他们对情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可笑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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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口气很夸张，最后自我吹嘘说，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自

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革命的。德拉奥德所能举出来的他们最糟糕的

行为，就是他们过于长久地让他混在自己中间。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谢努。谢努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个

老密谋家，从１８３２年起参加过所有的武装起义，在警察中间是人

尽皆知的。他被征召入伍后不久便开了小差，尽管他不止一次地

参加过密谋活动和１８３９年的武装起义 １６７
，但是他在巴黎一直没有

被发觉。１８４４年他回到他的团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他过去

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但是师长还是使他免受军事法庭的

审判。不仅如此，他在团里服役期限未满竟能回到巴黎。１８４７

年他受到燃烧弹密谋案１６８的牵连，在要逮捕他的时候逃掉了，虽然

他被ｉｎｃｏｎｔｕｍａｃｉａｍ〔缺席〕判处了４年徒刑，但是仍然住在巴黎。

只是在他的同谋者控告他勾结警察以后，他才迁往荷兰，１８４８年

２月２１日又从那里返回巴黎。二月革命后，他当了科西迪耶尔的

警备队队长。不久科西迪耶尔就怀疑他跟马拉斯特的特种警察有

关系（怀疑肯定是有根据的），于是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他打发到比

利时去了，后来又打发到德国。谢努先生或多或少自愿地先后参

加了比利时、德国和波兰的义勇军。而这一切是发生在科西迪耶

尔的势力已经开始动摇的时候。这时，谢努肯定地说，似乎他已

完全制服了科西迪耶尔，他有一次用一封恐吓信就使科西迪耶尔

立即释放了他。关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性格和他所应得的信任我们

所能说的就是这些。

妓女力图用来掩饰自己身体不太诱人的地方的大量胭脂香

水，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来点缀他

的小册子的ｂｅｌｅｓｐｒｉｔ〔机智俏皮〕。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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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日利·布拉斯
１６９
相媲

美。正象日利·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从仆

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１８３２年的武装起义时起，

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秘密活动家；不过，秘

密活动家的特别短浅的目光和从极乐宫派到他那里的文学“巨匠”

的平庸的文思是很容易区别的。显然谢努也根本谈不上对革命运

动有所了解。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值得注意的，只是那些多少比较

公正地描写他亲眼看到的密谋家和英雄科西迪耶尔的章节。

拉丁语系各民族对密谋的向往以及密谋在西班牙、意大利和

法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２０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

的密谋家失败后，里昂，特别是巴黎就成了革命团体的中心。大

家都知道，１８３０年以前领导反对复辟的密谋活动的是自由资产

者。七月革命之后，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替了他们；在复辟时期

已经学会秘密活动的无产阶级，随着共和派资产者在毫无结果的

巷战以后惶恐地退出密谋家组织而跃居前列。巴尔贝斯和布朗基

用来组织１８３９年武装起义的四季社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

在它失败后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新四季社的首领是阿

尔伯，谢努、德拉奥德、科西迪耶尔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密谋

家们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和在“改革报”中有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

子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但是他们始终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当然，这

些密谋家的组织从来没有吸收巴黎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们的

人数比较不多，而且经常发生变动。这些成员一部分是一贯的老

密谋家，即每个秘密组织定期移交给它继承者的那些密谋家，一

部分是新招募的工人。

在这些老密谋家中，谢努几乎只描述他自己那一类密谋家，即

９１３“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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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密谋家。随着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建立就产生了分工的必

要。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ｄ’ｏｃｃａ

－ｓｉｏｎ，即参与密谋，同时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们仅仅参加集

会和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到达集合地点；一类是职业密谋

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

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阶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

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参加无产

阶级密谋家的组织，自然只能使他们得到极其有限的不可靠的生

活的来源。因此，密谋家常常不得不伸手向组织要钱。他们有的

人甚至直接跟资产阶级社会冲突起来，并且态度庄重地出现在违

警法庭上。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活动，不

如说时常取决于偶然事件；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

密谋家的见面处——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

然是各种可疑的人，因此，这就使他们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

ｌａｂｏｈêｍｅ〔浪荡汉〕之流的人。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

汉——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即民主派游手好闲之

徒和ｐｉｌｉｅｒｓｄ’ｅｓｔａｍｉｎｅｔ〔小酒馆的老主顾〕——，不是放弃自己

工作因而腐化堕落的工人，便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并把这个阶级

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带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因此不言而喻，几

乎每个密谋案中都混杂着一些ｒｅｐｒｉｓｄｅｊｕｓｔｉｃｅ〔惯犯〕。

这些职业密谋家的整个生活带有十分明显的浪荡汉的性质。

他们作为招募密谋家的下级军官，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

查工人们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然后用甜言蜜语使这些人

参加密谋，并且必然让组织或者新朋友出钱来痛饮一番。一般说

来，小酒馆的老板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歇脚的地方。密谋家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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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他在这里会见同党，会见他小队的成

员和他准备招募的人；最后小队和小队（组）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也

在这里举行。在这种不断出入酒馆的气氛中，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

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ｂａｍ－

ｂｏｃｈｅｕｒ〔放荡者〕。在秘密会议上象斯巴达人一样严肃的阴沉的密

谋家，突然温和起来，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大名鼎鼎的

老主顾。这种酒馆欢乐由于密谋家经常遇到危险而更变本加厉。他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召到街垒上去，战死在那里；他一举一动都可

能碰上警察所设的圈套，都有被送进监狱甚至罚苦役的危险。这些

危险恰恰就是这种职业的真正魔力；危险愈大，密谋家愈急于即时

行乐。同时，他对危险已习以为常，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把生命和

自由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他感觉象在家里和在小酒馆里一样。他

天天盼望着起义的命令。巴黎的各次起义所表现的不顾一切的拚

命斗争的勇敢精神，正是这些老职业密谋家，ｈｏｍｍｅｓｄｅｃｏｕｐｄｅ

ｍａｉｎ〔行动坚决的人〕带来的。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进行了

指挥，是他们组织了抵抗，组织了攻打武器铺的战斗和征用私人武

器与弹药的工作，是他们在起义时采取冒失卤莽的行动，因而常常

弄得执政党惊慌失措。总之，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

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

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

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

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

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

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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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

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说明他

们对ｈａｂｉｔｓｎｏｉｒｓ〔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

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但是，因为

后者是党派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

ｈａｂｉｔｓｎｏｉｒｓ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

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密谋家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和警察进行斗争，而他们和

警察的关系就象小偷、娼妓与警察的关系一样。警察当局容忍密

谋家组织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必然的祸害。它容忍它

们是因为它们是容易监视的中心，这个中心集中了这些组织中最

敢拚命的革命分子；是因为它们是骚乱的制造所，这种骚乱在法

国如同警察本身一样已经成了必要的统治手段；最后是因为它们

是警察局物色自己的密探的场所。下等政治警察是从职业密谋家

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类似最机灵的刑事密探维多克之流那样，是

从上等和下等骗子手（小偷、无赖和假破产者）中搜罗来的，而

且他们常常重新干起他们的老行道。密谋家经常要跟警察打交道，

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他们时常跟踪密探，就象密

探跟踪他们一样。侦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职业密谋

家常常摇身一变而成为警察局雇用的密探，这是不足为奇的，何

况还有穷困、监禁、威胁利诱的推动。由于这种情况，密谋家组

织内部充满漫无边际的怀疑，这种怀疑完全蒙蔽了它们的成员，使

他们把好人看成是密探，而把真正的密探看成是最可靠的人。显

然，这些从密谋家中招募去的密探在跟警察当局勾结时大都具有

想欺骗警察局的良好愿望，他们在还没有越来越成为自己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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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牺牲品以前，有时玩得成两面手法的把戏，而的确他们也常常

欺骗了警察当局。不过，这样的密谋家会不会陷入警察给他设下

的圈套，这全凭偶然的情况，与其说全凭性格坚定上质量的不同，

不如说全凭性格坚定上数量的不同。

谢努所描写的密谋家就是如此；他往往把他们描述得栩栩如

生，并且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人的性格也刻画了出来。其实，他本

人——包括他同德累赛尔和马拉斯特的警察局的不大清白的关系

——就是职业密谋家的最好的典型。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本身开始作为一个党派不断走向前列，这

些密谋家就开始失去领导作用，内部开始瓦解，他们在无产阶级秘

密组织里遇到了危险竞争，因为这些组织所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

起义，而是组织和壮大无产阶级。１８３９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

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老密谋家抱怨

不已的分裂。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

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中，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

织中。卡贝在１８３９年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

产主义党派内部发生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

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都承认，在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

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密谋家为了不丧失他

们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在对抗ｈａｂｉｔｓｎｏｉｒｓ中的作用，不得不追随这

个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早在二月革命之

前以阿尔伯为代表的工人密谋家组织与“改革报”的拥护者之间就

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久又在临时政府中暴露出来。但是，我们

不打算把阿尔伯跟这些密谋家混为一谈。从我们所评论的两本著

作中可以看出，阿尔伯在和自己这些工具的关系上个人能够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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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地位，因此他决不是靠秘密活动为生的人。

在１８４７年的爆炸事件中，警察的直接打击比在以往任何一次

事件中都大，这次事件终于瓦解了最顽固的最倔强的老密谋家的

队伍，并把他们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些小队卷入了直接的无产阶级

运动中。

二月革命后，我们又看到这些职业密谋家、密谋家小队的狂

热参加者和无产阶级出身而又多半是老密谋家的ｄéｔｅｎｕｓ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ｓ〔政治犯〕以山岳党人的身分出现在警察局里。但是，职业

密谋家是这些人的核心。不难想象，这些手持武器聚集在这里的

人由于多半都和警官、军官非常亲密，必然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集

团。以前，国民议会的山岳党模仿了旧山岳党，它本身的软弱无

力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１７９３年的老革命传统在当时已经不够用

了，而现在警察局的山岳党人也是如此，这些旧长裤汉一类的人

证明，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用了，只有整个

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

谢努以极其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这些警察局中可敬的人的长裤

汉式的生活。这些滑稽幽默的场面——显然，谢努先生本人也曾

积极参加了演出——有时带有相当粗暴的性质。但是，它们很好

地说明了老密谋家，这些ｂａｍｂｏｃｈｅｕｒｓ的性格，而且是对路易－

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资产阶级狂欢豪饮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甚至

是有益的对照。

我们现在只从叙述他们坐镇警察局的战事中举一个例子来看

一看。

“拂晓的时候，我发现组长们带着自己的人渐渐走过来，但是他们多半都

没有带武器。我让科西迪耶尔注意这个情况。他说：‘我保证给他们武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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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个适当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警察局里。’我立刻执行了这个任务，派他们

去占领我曾经在那里受过非礼待遇的旧警卫室。不一会我看见他们往回跑。

我问他们：‘你们往哪儿跑？’戴维斯回答我说：‘那个地方警察还占着，他们

还在那里睡大觉，我们去找东西把他们弄醒，把他们赶出去。’于是他们就顺

手拿起通条、刀鞘、对折起来的皮带和扫帚把柄作为武器。然后，这些多少

领教过酣睡者粗暴残酷的迫害的好汉们，使尽全身力量向他们扑去，狠狠地

教训了他们半个多小时，以致有些人事后成了长期病号。我向他们呼救的地

方跑去，费了很大气力才把门打开，原来聪明的山岳党人从里面把门锁上了。

当时值得一看的是警察们半裸着身体往院子里跑的情景，他们从楼梯上一下

子跳了下来，只是由于熟悉警察局所有的出入口，才得以躲开追逐他们的敌

人。我们的山岳党人占领了堡垒，客客气气地接替了堡垒的守备队，胜利地

用战败者的遗物把自己装束起来，腰佩宝剑、身披斗篷、头戴他们从前大都

望而生畏的三角帽，在警察局的院子里蹓躂了很久。”（第８３—８５页）

我们了解了山岳党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领袖，谢努

的叙事诗的主人公科西迪耶尔。谢努在许多地方谈到他，而且整

本书可以说是针对他而写的。

对科西迪耶尔的主要指责是关于他的品行。所有这些指责不

外是说他专搞开空头支票和其他一些弄钱的小诡计，而这些勾当

是巴黎的所有债台高筑和喜欢放荡的推销员能够干和经常干的。

作为整个商业基础的欺骗、敲诈、投机和交易所的勾当按Ｃｏｄｅ

ｐéｎａｌ〔刑法典〕治罪的轻重，一般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至于

交易所的勾当和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

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以

及他的遗著１７０，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引人入胜的东西。谢努先生

甚至不想证明科西迪耶尔利用他的警察局长的职位营私舞弊的事

情。一般说来，假如某个政党的胜利的敌人不得不只限于揭露这

种商业道德方面的不关痛痒的事情，那末这个政党是完全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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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庆贺一番的。推销员科西迪耶尔的小实验与１８４７年资产阶级

的大丑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谢努的整个批评之所以有意义，只

是因为科西迪耶尔属于“改革报”派，这一派人企图用发扬共和

主义美德的庄严保证和阴沉严肃的观点来掩盖革命毅力和革命认

识的缺乏。

在二月革命的所有的领袖当中，科西迪耶尔是唯一具有乐天

性格的人。他代表革命中的ｌｏｕｓｔｉｃ〔乐天派〕，是老职业密谋家们

的十分适当的首脑人。他多情，幽默，是各种酒馆和咖啡馆的老主

顾，他信守的原则是自己活，让别人也活，同时又象军人一样地勇

敢，样子和蔼可亲，举止落落大方，但实际上却十分奸诈、狡猾和阴

险，观察力也异常敏锐，具有一定的革命手腕和革命毅力。科西迪

耶尔当时是个真正的平民，他本能地仇恨资产阶级，极为富有一切

平民的热情。他刚一安置在警察局里，就秘密地反对“国民报”派，

同时也没有忘记前任者的厨房和地下室。他立刻着手组织军事力

量，保证自己手中有一个报社，成立俱乐部，安排人事，总之，他一

开始活动就信心百倍。警察局在２４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座不怕敌

人袭击的堡垒。但是，他的一切计划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实际上毫

无结果的纯粹平民式的狂妄行动。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的命运

就和他的组织一样，在“国民报”派和象布朗基那样的无产阶级革

命者之间动摇不定，停滞不前。他的山岳党人已经分裂；老的ｂａｍ

ｂｏｃｈｅｕｒｓ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再加以制服，而革命的一部分则

转向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

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５月１５日，他小心谨慎地对

事件１７１采取旁观态度，而且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在议会里为自己辩

护；６月２３日，他把起义者抛在一旁，让他们听天由命。他因此自

６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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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逐出了警察局，而且不久以后被迫侨居国外。

下面我们从谢努和德拉奥德的书中摘引几个最值得注意的关

于科西迪耶尔的地方。

２月２４日晚上，科西迪耶尔刚刚任命德拉奥德为警察局秘书

长之后便对他说：

“我这里需要些可靠的人。在行政管理上，一切都要设法走上正轨；我暂

时留用旧官员；一埃他们教会爱国者，我们就把他们踢开。这还是次要的问

题。问题是要把警察局变成革命的堡垒。请根据这个精神给我们的人发指示；

叫他们全部到这里来。假如我们这里能有１０００个坚强的志同道合的人，那末

一切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上。赖德律－洛兰、弗洛孔、阿尔伯和我彼此都很了

解，我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必须打倒‘国民报’派。然后，把国家建

成共和国，不管它愿意与否。”

在这之后紧跟着就是巴黎市长加尔涅·帕热斯（“国民报”派将警察置

于他的领导之下）的来访。他建议科西迪耶尔放弃警察局的不愉快的职务去

担任科姆比耶恩的要塞司令。科西迪耶尔以跟他那宽大的肩膀极不相称的细

嗓子回答他说：“我到科姆比耶恩去？这办不到！我必须留在这里。我手下有

好几百个能干的弟兄，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我还希望把人数增加一倍。如

果您在市政厅觉得缺乏自由意志和勇气，那我可以帮助你们……哈哈，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ｅｒａｓｏｎｐｅｔｉｔｂｏｎｈｏｍｍｅｄｅｃｈｅｍｉｎ，ｉｌｌｅｆａｕｄｒａｂｉｅｎ！〔革命将是

逐渐发展的，这是必然的！〕——革命？它已经完成！——噢，不，它甚至还

没有开始！——可怜的市长完全不知所措。”（德拉奥德，第７２页）

谢努所描述的最有趣的场面之一，是新警察局长正在办公时

接到警监和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ｓｄｅｐａｉｘ求见的报告以后接见他们的情况。

“科西迪耶尔说：‘让他们稍等一等，局长在工作。’他又工作了足有半个

小时，这才作了接见警监先生们的舞台布置，这时警监们也已经沿着大楼梯

列好了队。科西迪耶尔腰佩马刀威武地坐在安乐椅上。两个山岳党人衣冠不

整，一脸凶气，脚旁放着火枪，嘴里叼着烟斗，在看守房门。两个队长拿着

脱鞘的马刀站在他的写字台两旁。此外，他的总部里面的所有小队长和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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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三三两两地站在屋里。所有在场的人都带着大马刀和马枪，卡宾枪和猎

枪。所有的人都在吸烟，屋里烟雾腾腾，这就使人们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森可

怕，给这个场面增添了一种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客厅中间给警监们留

下一块空地方。全体都戴上了帽子，于是，科西迪耶尔下令带他们进来。这

正是这些可怜的警监们所期望的，因为他们遭到山岳党人的侮辱和威胁：山

岳党人要用种种酷刑对付他们。山岳党人喊道：‘匪徒们！现在你们可落到我

们手里！你们跑不掉了，你们必须把皮留在这里！’——警监们走进局长办公

室时决意要甫出龙潭再入虎穴。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警监刚一跨进门坎，似乎

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所有在场的人投向他的目光是这样的可怕，他不知道应

该前进还是后退。最后，他下定决心往前走了一步并且鞠躬敬礼，再前进一

步腰弯得低了一点，再前进一步腰弯得更低了一点。警监们全部走进了屋里，

向可怕的局长深深地鞠了个躬，局长手按马刀刀柄，冷淡地默默地接受了这

种尊敬的表示。警监们诧异地凝视着这种可怖的情景，有些吓得恍恍惚惚，

而有些无疑想讨好我们，认为这个场面很动人而且很庄严。——‘静

一点！’—— 一位山岳党人以阴沉可怕的音调命令道。在他们都走进

来以后，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的科西迪耶尔，打破了寂静，以最

严厉的音调讲道：

‘一个星期以前，你们未必想到在这个地方见到我，有这些忠实的朋友们

包围着我。总之，现在他们是你们的统治者了，这些人是你们从前所说的那

种脆弱的共和主义者。让你们在这些过去不被你们当人的人们面前发抖吧。

你们这些走卒是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最恶劣的和最狂热的信仰者，是共和主义

者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现在你们却落入你们的死敌的手里，因为在座的没

有一个人没受到过你们的迫害。如果我听从人们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我就

会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我却宁愿把一切置于脑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去吧；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听到你们参加任何反动阴谋，我就要象捏臭虫

一样把你们捏死。去吧！’

警监们经过了所有的恐惧阶段。他们只挨了局长一顿骂倒也心满意足，

于是就高高兴兴地走开了。在下面楼梯上等着他们的山岳党人吵吵嚷嚷地一

直把他们送到热留萨莱姆街的尽头。最后一个警监刚一消失，我们马上便哈

哈大笑起来。科西迪耶尔觉得自己跟警监们开的玩笑很巧妙，所以喜出望外，

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厉害。”（谢努，第８７—９０页）

在科西迪耶尔积极参加的３月１７日的事件以后，他对谢努说：“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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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的意愿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谢努，第１４０页）

科西迪耶尔对自己的敌人一直只限于跟他们开开吓唬人

的玩笑。

最后，关于科西迪耶尔和山岳党人的关系，谢努写道：

“当我告诉科西迪耶尔他的部下热中于过激行为时，他叹了一口气，但是

他的双手全被束缚住了。他手下的绝大部分人和他一起开辟了生活的道路，

他们和他一起分享痛苦和欢乐，许多人给他效过力。如果说他不能制止他们，

这是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后果。”（第９７页）

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两本书是在３月１０日１７２选举前

夕为进行竞选而写的。它们的影响如何，选举结果红色党人获得

辉煌的胜利便足以证明。

写于１８５０年３—４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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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艾米尔·德·日拉丹

“社会主义和捐税”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①

  社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坏

的”社会主义。

坏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反对资本”。它是平均地权、消灭家庭

关系、进行有组织的掠夺等罪恶的根源。

好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和资本的融洽”。它会消灭愚昧，根除

贫困，组织信贷，增加财产，改革税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产生

“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

必须利用好的社会主义来消灭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有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就是预算。但是它还缺少一个推动世界

转动的支点。２月２４日的革命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支点：这就是普选权。”

税收是预算的泉源，因此，普选权对预算的影响也就是对税

收的影响。通过对税收的这种影响，“好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

“法国的年度支出不能超过１２亿法郎的税收。为了把开支缩减到这个数

目，你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３５年来，你们在两个宪章和一个宪法中曾三次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

必须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地分担国家的开支。在３５年中，这种平等课税的

原则始终是一种谎言……”

０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ｅｔｌ’ｉｍｐｏｔ》．ＰａｒＥｍｉｌｅｄｅ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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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的税制。

一、土地税。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土地税并不是按比例负担的。

“如果有两个连界的地段在地籍簿上的估价都是一样，那末这两个土地

所有者，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所有者”，即不管是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还是

没有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毫无差别地缴纳同样的税。

其次，土地税和其他的财产税是不相称的。１７９０年，国民议

会通过土地税的时候，它是受了把土地看作纯收入的唯一来源的

重农学派的影响，因此把全部税负都加在土地所有者的身上了。可

见，土地税是以经济学的错误为根据的。如果实行平均摊税，土

地所有者只缴纳他收入的２０％，而现在他们却缴纳５３％。

最后，土地税按规定本来只应该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是

由土地承租人或佃户负担。但是照日拉丹先生的说法，情况不是

这样，土地税总是由土地承租人和佃户负担。

这里日拉丹先生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错误。如果土地承租人

是真正的土地承租人，这样，土地税只能由所有者或消费者负担，

而决不会由土地承租人负担；如果他们只有租佃关系的外表，而

实际上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作者（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在法国也往

往如此），他们就要缴纳土地所有者应纳的税，不管是什么税。

二、私人动产税。它是１７９０年国民议会也曾明令施行的税收，

目的是直接向流动资本征税。资本额的大小是以房租来确定的。实

际上这种税是落在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工业家的肩上，而对食利

者几乎甚至完全没有影响。因此这种税完全违背了它的制订者的

本来意图。而且百万富翁也可能去住只有两张破椅子的阁楼，这

是不合理的，等等。

三、门窗税。它会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是使人得不到新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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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和阳光的财政措施。

“在法国几乎半数的住宅只有门而没有窗，或者最多只有一个门和一个

窗。”

这种税是由于急需货币在共和国第７年萄月２４日（１７９９

年１０月１４日）通过的，它只是临时的非常措施，在原则上

是遭到反对的。

四、特许税（营业税）。它不是利得税，而是营业税。它是对

劳动的处罚。这种税凡是由工业家负担的场合，多半也要由消费

者来负担。总之，在１７９１年实行这种税的时候，也只是为了满足

暂时的货币需要。

五、注册税和印花税。Ｄｒｏｉｔｄ’ｅ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ｍｅｎｔ〔注册税〕
１７３
是

在弗朗斯瓦一世时代施行的，最初并没有财政的目的（？）。１７９０

年财产契约的强制注册范围扩大了，税率也提高了。注册税规定

多从买卖中征收，少从赠产和遗产中征收。印花税是纯粹财政上

的创举，它对不同的利润却征收同样的捐税。

六、饮料税。这种税集中了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它阻碍了生

产，是令人愤懑的课得最重的一种税（见本报第３期“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６月１３日的结果”①）。

七、关税。这是一堆依照传统乱七八糟地堆积起来的关税率，

它们彼此矛盾，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危害工业。例如，在法国每１００公

斤原棉就要课以２２法郎５０生丁的税。现在再谈下一种税收。

八、入市税１７４。这种税连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借口都不要了。

这是国内的关税。最初它是地方性的济贫捐，而现在全部这种税

２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９２—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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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却主要是由最贫穷的阶级担负，并且促使人们在供应给

他们的食物中掺假。城市越多，这种税给民族工业造成的障

碍也越大。

这就是日拉丹对各种税的评述。读者当然会看出，他的评论

是平凡的，但是公正的。他的批评归纳起来就是以下３个论点：

（１）从来没有一种税是按照它的制订者的意图由应当负担的

那个阶级去负担的，而总是转嫁到另一阶级的身上。

（２）所有的临时税都会固定下来成为永久税。

（３）任何一种税都不是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的，都不是

公平的、平等的、合理的。

这些反对现行税制的一般的经济观点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

鲜。但是法国的税制有一个特点。正象英国人是公法和私法的典

型代表一样，法国人在税制方面是真正有历史的民族，虽然他们

在其他方面从一般的观点出发，归纳、简化和抛开了传统。

关于这一点，日拉丹说道：

“在法国我们几乎生活在旧制度的所有财政措施的压榨之下。Ｔａｉｌｌｅ〔主

要由农民负担的直接税〕，人头税，ａｉｄｅｓ〔间接税〕，关税，盐税，检验税，注

册税，副本税，烟草专卖税，邮务超额利得税，火药交易税，彩票税，村镇

的或国家的徭役，宿营迁移税，入市税，河川道路通行税，临时税，——所

有这些税，尽管名称可以变更，但实际上都仍然存在，而且一点也没有减轻

人民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增加国库的收入。我们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科学的

基础。它不过是中世纪传统的反映，而这种传统本身就是不文明的和带掠夺

性的罗马财政的遗物。”

而且我们的先辈在第一次革命的国民议会上就说过：“我们革

命的目的只是要把税收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这种状态在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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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继续存在，那末现在已经响起了它的丧钟：

“取消选举特权就必然会取消财政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因此，如果我们

不希望暴力代替科学，我们就不能失去时机，必须立即实行财政改革……税

收几乎是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唯一基础…… 我们却竭力到九霄云外去

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你们一找就会找到。”

那末我们找到了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捐税应当是有产者为了保证不会遭到任何妨害自

己占有和运用财产的危险而缴纳的保险金…… 这种保险金应当是按比例

缴纳的，它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种税收，如果它不能保证免除危险，不是

为商品付出的代价，不是劳力的等价物，都应当废除；只有两种例外：舶来

品税（ｄｏｕａｎｅ）和死亡税（ｅ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ｍｅｎｔ）…… 于是，纳税人就被保险人

所代替……谁愿意纳税就纳税，完全听其自愿……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

说：所有的捐税之所以遭到非难，就是因为它们被称为捐税。一切捐税都应

当废除，因为捐税的特征是具有强制性，而保险则是自愿的。”

不应当把这种保险金和所得税混淆起来，保险金其实是资本

税，因为它保险的不是收入，而是全部财产。国家就跟保险公司一

样，它在承保时所关心的是财产的价值，而不是财产带来的收益。

“在法国国民财富中估计有资产１３４０亿，其中应当减去负债２８０亿。如

果岁出预算缩减为１２亿，那末每年只要从资本中抽１％的税就足以使国家

变成一个相互保险的大公司。”

从此也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权力这个词为团结这个词所代替：共同的利益变成了联系社会成员的

因素。”

日拉丹先生并不满足这种一般的建议，他还给我们制定了一

个每个公民都应当向国家索取的保险单或者保险证。

每一年担任以前收税官的职务的人都发给保险人一个“护照

大小的共有４页的”保险单。第一页是保险人的名字，编号以及

４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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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登记栏；第二页是保险人及其家庭的详细情况和自己所作的

对他全部财产的详细的并证明可靠的估价；第三页是国家预算和

法国的总收支对照表；第四页是各种多少有用的统计资料。这个

保险单就成了护照，选举证，流浪工人的小账本之类的东西。这

些保险单所记载的东西也成了国家制订四大总簿的根据：人口总

簿，财产总簿，国债总簿和抵押借款总簿，这四个总簿合起来就

包括了法国全部收入来源的完全的统计数字。

这样一来，捐税实际上就成了保险人为了享有以下特权而纳

的保险金：（１）社会保护，诉讼免费，举行宗教仪式免费，教育

免费，获得抵押贷款以及向储金局领取养老金；（２）免除和平时

期的兵役；（３）保证不虞匮乏；（４）火灾、水灾、雹灾、兽瘟、轮

船失事等的损失得到赔偿。

还必须指出，日拉丹先生想用各种罚金、国家财产的收入、保

留下来的注册登记费、关税收入以及国家专卖事业的收益等来抵

偿国家应付给保险人的赔偿费。

税制改革是一切激进资产者的拿手好戏，是一切资产阶级经

济改革的特殊要素。从第一批中世纪的城市小资产者起至当代的

英国自由贸易论者止，全部斗争都是围绕着捐税进行的。

捐税改革的目的不是废除影响工业发展的旧传统税和缩减国

家机关的开支，就是更平等地分摊捐税。资产者愈顽强地追求平

等分摊捐税的幻想，实际上这种幻想就愈不能实现。

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

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

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关于捐税

的一切争论和探讨都是预先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万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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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取消捐税也只能加速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内部矛盾的发

展。

捐税能使一些阶级处于特权地位，使另一些阶级负担特别沉

重，例如我们在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捐税只

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

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

上。

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

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在革命时期，可以

大量增加捐税，利用捐税作为打击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捐税不是促使进一步采取新的革命措施，便是最后

又造成旧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

减低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等，这是庸俗无益的资产阶级的

改革。废除捐税，这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

主义主要是针对工商业中等阶级和农民提出来的。现在已经生活在

至善世界里的大资产阶级自然会鄙视这种至善世界的空想。

日拉丹先生取消了捐税，把它变成了保险金。社会的成员支

付一定的保险金就可以彼此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因火灾、旱灾、雹

灾和破产而受到损失，一句话，就可以免除现在妨碍资产阶级享

受安乐生活的一切危险。每年缴纳的保险费不仅由所有的保险人

来确定，而且还由自己估计自己财产的个人来确定。因此，商业

和农业的危机、巨大的损失和破产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生存过程

中从产生现代工业起就具有瘟疫性质的一切变动就消失了，——

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富有诗意的一面就消失了。于是普遍的信任

６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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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遍的保险①便实现了。公民获得国家的书面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他都不会破产。现行制度的一切阴暗面都被消除，它的所有光明

面都大放异彩，总之“酷似资产者所想象的人间天堂”的制度实

现了。团结代替了权力，自由代替了强制，管理委员会代替了国家，

于是便找到了哥伦布的鸡蛋：每一个“保险人”都根据自己的财

产数学般精确地按比例来缴纳保险费。每一个“保险人”都肩负着

整个立宪国家，即完备的两院制的担子。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

怕给国家付钱过多，这就使他们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贵族院

的保守分子一心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使他们过高地估价自己

的财产。从这两个对立派别的立宪游戏中就势必产生真正的均势、

财产状况的精确说明和真正按比例负担的保险费。

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有一栋玻璃房子，以便使周围的人都能看

到他的一切行动。资产者希望他的房子不是玻璃制的，而他邻居的

房子是玻璃制的。这一愿望也实现了。例如，某个公民希望我给他

一笔垫款或者希望与我合伙。我请他拿出他的保险单来，就能看到

关于他的所有公民关系的详尽介绍，就能看到这种介绍对他显然

的利益有无保证，上面有无保险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签字。有一个乞

丐来叩门乞讨。要叫他拿保险单来！公民应当肯定他救济了应该救

济的人。以前雇一个女仆时，把她带到家里，盲目地予以信任；而

现在则是叫她拿保险单来！

“有很多婚事，双方都不太晓得，该如何考虑嫁奁的实际情况，是否彼此

的期望过高。”

那就拿出保险单来！将来互相吐露心曲的时候，只要交换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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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行了。这样，现在造成人生欢乐与痛苦的欺骗就会消失，真正

的真理王国便会实现。而且还不仅如此。

“在现行制度下，法庭需要国家开支７５０万，如果我们那种制度实现了，违

法就将成为国家的收入项目而不是支出项目，因为它们都变成了罚金和赔

款。”

多么美妙的思想！

在这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切都带来利润：犯罪绝迹，而违法

却带来收入①。最后，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财产保险不受任何侵害，

国家仅作为普遍替一切利益保险的公司而存在，所以工人就永远

有工作。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如果忠诚的公民们对这都还不满意，

  那末使他们心满意足的还有谁，还有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

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

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名

称的改变一点也不会改变这种保险的条件。日拉丹先生曾硬说各

个人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上似乎具有独立性，可是连他自己也不

得不立刻否定这种说法。谁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谁就会吃亏，

因为这样保险机构就会按他申报的价格收买他的财产，甚至用奖

赏的办法来鼓励别人检举。而且谁要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去保

险，谁就会处在社会之外，并被宣布为法律保护之外的人。社会当

然不能容许在它的内部形成一个危害它生存条件的集团。于是强

制、权力、官僚的干涉——这些日拉丹要消灭的东西，就会又出

８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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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上。如果说日拉丹先生也曾离开资产阶级社会一会儿，那

末这只是为了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社会。

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

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

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

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

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

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遣送到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

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

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

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

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

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

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都表示冷淡的态

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

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

Ｌａｐｌｕｓｂｅｌｌｅｆｉｌｌ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ｎｅｐｅｕｔｄｏｎｎｅｒｑｕｅｃｅｑｕ’ｅｌｌｅａ〔法

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

这样一来，日拉丹先生的保险公司就只剩下一种资本税，这

种税不同于所得税并且代替其他一切税。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不

仅是指投入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包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他把这种

资本税吹得天花乱坠：

“这是哥伦布的鸡蛋，是建筑在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尖端上的金字塔，

是一股自己开辟河道的急流，是没有革命者的革命，没有退步的进步，没有

推动的运动，最后，这是纯朴的思想和真正的规律。”

９３３“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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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拉丹先生所创造的这些自吹自擂的广告（众所周知，这

种广告多得不可胜数）中，资本税的广告无疑是一个杰作。

不过，资本税作为单一税，有其优越性；所有的经济学家，其

中也包括李嘉图，都证明单一税有好处。资本税作为单一税，可以

一举而消灭所有庞杂的耗费巨大的税务机构，对生产、流通和消

费的正常进程产生最小的影响，并且和其他一切捐税不同，征收

的范围也包括投入奢侈品方面的资本。

可是，在日拉丹先生看来，资本税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它还

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良好效果。

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它的利润是６％或３％，或根本没有利

润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

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从

而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两种情况结果都会使利润和利息下降。可是

日拉丹先生的看法却相反，他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利息都会

上升，这真是经济学上的奇迹！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

资本的生产率一般地会加快和加强工业危机的发展过程，会降低

利润和利率。资本税只能加快这一过程，加重危机，从而加快革命

因素的增长。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税的第二个神效是：它使资本从利润

低的农业流入利润较高的工业，使土地价格降低，使土地的占有

集中，使农业采取英国那种大规模耕作方式，从而使十分发达的

英国工业转移到法国来。不用说，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把英国工业

的其他条件也搬到法国来，日拉丹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出奇的

错误。法国的农业并不是苦于资本过剩，而是苦于资本不足。英国

地产集中和农业发达并不是从农业中抽走资本的结果，相反地，是

０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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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本投入农业的结果。英国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法国的土地

价格；根据日拉丹的估计，英国全部土地的总价值几乎等于法国

的全部国民财富，因此，法国土地的价格不仅不会随着土地的集

中而下降，相反地，还会上涨。其次，英国地产的集中从地面上消

灭了几代人。在法国，同样的集中（资本税必将通过农民的加速破

产有助于这种集中）将把这些农民群众赶入城市，从而使得革命

更无法避免。最后，如果说在法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地产从分散到集

中的相反过程，那末在英国大地产又大踏步地走向分散，这就无

可辩驳地证明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一般地还存在，农业就必然

经常地作循环运动，即从集中到分散，又从分散到集中。

这些奇迹已经谈够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最初只是为地产设立的。国家发行和钞票完全相同

的抵押证券，不同的只是这里作为担保物品的不是现金或金条，而

是土地。国家发给欠债的农民利率为４％的抵押证券，以满足抵押

贷款人的要求；现在抵押借款不在私人贷款人手里，而在国家手

里，而国家把这种债务改为长期债务，因此，贷款人已经永远不

可能要求收回债务。法国的全部抵押借款为１４０亿。虽然日拉丹建

议只发行５０亿的抵押证券，但是纸币增加到这个数量不仅足以降

低资本的价值，而且足以使纸币完全贬债。因此日拉丹还不敢使这

种新的证券具有强制比价。为了避免贬值，他建议这些证券持有人

兑换ａｌ ｐａｒｉ〔票面价值〕为３％的公债券。总结起来，整个交易的

结果就是：农民以前按利率５％和抵押证券过户等费１％偿还债务，

现在只按利率４％偿还，即少付了２％；国家按利率３％偿还，按４％

收回，赚了１％；以前按利率５％取得利息的私人贷款人，在抵押

债券贬值的威胁下，不得不以感谢的心情来接受国家给他的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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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因此损失２％。而且，农民不必再偿还自己的债务，而贷款

人则不能再向国家追收他应得的款项。因此，整个交易不过是对抵

押贷款人的直接的用抵押证券勉强掩饰起来的掠夺，从５％的利率

中夺去２％。这样一来，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除了改革捐税外

还想改变社会关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直接侵犯私有财产，不得

不成为革命者，否定自己的一切幻想。但是，就连这种侵犯也绝不

是从他开始实行的。他的这种要求是从德国共产主义者那里抄袭

来的，后者从二月革命以后首次要求把抵押债务变为欠国家的债

务１７５，当然后者的作法是和日拉丹先生的做法完全不同的，甚至是

日拉丹先生所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提

出多少有点革命味的措施的时候，他只提出了和缓的办法，而没

有勇气提出其他的东西，而这种和缓办法只能使法国的土地分散

过程更加持久，只有用几十年时间来削弱这种过程，才能最终又

回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读者在日拉丹的整本书里唯一没有读到的就是工人。资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本来就一直把事情描写成这样：似乎社会只是资本

家构成的，这种描写是为了以后能够从这一点出发来解决资本和

雇佣劳动间的纠纷。

写于１８５０年４月下半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２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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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国际述评（二）

  （上一期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每月述评。现在我们仅把这篇述

评中有关英国的部分刊登在这里。）

二月革命纪念日前不久，当卡尔利埃下令砍掉自由之树的时

候，“笨拙”１７６刊登了一幅自由之树的画，画中有棵树的树叶是刺

刀，果实是炸弹，在这棵长满刺刀的法国自由之树的旁边，有一首

歌词歌颂一棵出色的结满丰硕果实——ｐｏｕｎｄｓ，ｓｈｉｌｌｉｎｇｓａｎｄ

ｐｅｎｃｅｓ〔英镑，先令和辨士〕的英国自由之树。但是，这种生意人惯

用的恶毒挖苦比起“泰晤士报”从３月１０日以来对“无政府主义”的

胜利所表示的狂烈愤怒，大为逊色。在英国象在所有其他国家一

样，反动政党感到巴黎受到打击，就象它自己受到直接打击一样。

其实，首先威胁到英国“秩序”的并不是来自巴黎的危险，而

是这种秩序造成的新的直接后果，是这棵英国自由之树所结的果

实——商业危机。

在１月份的述评（本刊第２期①）中，我们曾经指出，危机已经

逼近。有许多情况使危机加速到来。在１８４５年最近的一次危机以

前，过剩的资本大量投入铁路部门来进行投机。然而，生产过剩和

狂热的铁路投机的规模过于庞大，以致于铁路的营业甚至在１８４８

年至１８４９年的繁荣时期也未能恢复元气，甚至这个部门的最大企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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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股票的价格也还很低。很低的粮食价格和１８５０年的农村年景

也没有给投资创造什么有利的条件，而国家的各种证券已经很不

保险，因此不能广泛进行投机。这样一来，繁荣时期剩余资本的通

常出路就被堵塞了。剩余资本只好投入工业生产和用来进行殖民

地商品以及重要的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的投机。由于从前用于其

他方面的资本相当大的一部分直接投入工业，工业生产自然便异

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就造成了市场商品充斥的现象，从而大大

加快了危机的来临。现在，在最大的工业部门和在投机活动中，已

经呈现出危机的苗头。一个月来，主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完全处

于萧条状态，而遭殃的又是棉纺织业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特

别是生产普通成品的纺织业和织布业。棉纱和普通印花布价格下

跌的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原棉价格下跌的数量。生产在日益减

缩；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开工不足。工厂指望着大陆的春季订货给工

业带来暂时的活跃，但是，国内市场、东印度、中国和近东各国

的以前的订货现在多半已经退掉，平常能保证生产两个月的大陆

的订货由于政局动荡不定也几乎完全没有了。在毛纺织业中，时而

在这一部门，时而在那一部门不断呈现出危机的征兆，根据这些

征兆可以预料，目前还相当“不错”的状况不久就会结束。生铁的

生产也困难重重。企业主们认为不久的将来生铁跌价是不可避免

的，于是力图用组织他们之间的联盟的办法来阻止价格的暴跌。这

就是工业的情况。现在来谈一谈投机。棉花跌价，一方面是因为供

应又有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萧条。殖民地商品的情况也是如

此。供应在增加，而国内市场的消费量却在减少。单是茶叶，近两

个月来就有２５船运到利物浦。连工业区也发生的收缩状态特别严

重地影响了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由于农业区的贫困甚至在繁荣

４４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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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也处于很低的水平）。由于上述原因，利

物浦一家经营殖民地商品的大商号已经破产。

目前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就其影响来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

都严重得多。商业危机是会同农业危机（它是从英国废除谷物税时

起就已经开始的，并且由于最近的丰收而愈益加深）一起爆发的。

英国第一次同时遭受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这次英国的双重危机

由于大陆即将发生动荡而将会来得更快，更广泛和更危险，而大

陆的革命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将会具有比以前更鲜

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会象德国那

样受到英国危机如此直接、广泛和强烈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

德国是英国在大陆上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德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羊毛和粮食在英国销路最广。这种情况反映在一句讥讽秩序之友

的话里：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激怒愤懑，上层阶级则因生产

过剩而倾家荡产。

当然，辉格党人将是危机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会象以往

一样，只要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发作，就会把国家政权抛开不管。但

是，这一次他们会跟唐宁街１７７的官邸永远诀别。即使起初有托利党

的内阁来暂时代替他们，这个内阁的基础也是不会巩固的，以工

业家为首的所有的反对党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这些反对党手中

再也没有象废除谷物法时所用的那种颇受欢迎的万灵妙方来阻止

危机了。他们将不得不至少进行一下议会改革。这就是说，他们必

将获得的政权，只有在他们把议会的大门为无产阶级敞开，把无

产阶级的要求提到下院的议事日程上来并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的

条件下，才会落到他们手里。

这篇关于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的短文是一个月以前写的，我

５４３国 际 述 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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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只略加补充。通常在春天出现的暂时的旺季这次也终于出

现了，但是比往常要差一些。主要生产夏用薄布的法国工业在这次

旺季获利特别多。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西莱丁订货也有所增

加。然而，这种工业的暂时活跃是年年春天都出现的，也只能稍微

缓和一下危机的发展。

在东印度也出现了商业的暂时活跃。英国货币牌价的较为有

利的行情使商人有可能按比平常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部分存

货，因而孟买的市场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这种暂时的、局部的

好转，是一种偶然性，是偶然间，特别是在每次危机之初发生的，

它对于危机的整个过程影响并不大。

但是，刚刚从美国得到消息说，那里的市场完全处于收缩状

态。美国市场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市场。美国市场商品充斥、美国生

意萧条和物价下跌，实际上也就是危机的开始，是这里危机直接、

急速和不断影响英国的开始。只要回忆一下１８３７年的危机，便会明

了这一点。在美国只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那就是美国的

公债券，这是唯一能够给我们欧洲秩序之友的资本提供可靠的避

难所的国债券。

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

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开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大陆上的政治事件

也日益不可遏止地要爆发，本刊不止一次指出的那种商业危机和

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Ｑｕｅｌｅｓｄｅｓｔｉｎｓｓ’ａｃｃｏｍ

－ｐｌｉｓｓｅｎｔ！〔愿预定的事情发生吧！〕

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８日于伦敦

写于１８５０年３月中旬至４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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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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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 克 思

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

  我们的读者还会记得，在上一期里①我们曾经指出，法国的金

融贵族又当政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指出，路易－拿破仑和富尔

德结成联盟是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所投机。自富尔德一参加

内阁以后，路易－拿破仑不断向立法议会要钱的行动突然停止了，

这件事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进行最近的选举以后，暴露

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波拿巴总统收入的来源。

我们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谈一下。

我们的文章中主要将引用冠冕堂皇的选民同盟机关报“祖国

报”１７８的话。这家报纸的老板是银行家德拉马尔，他本人是巴黎最

著名的股票经纪人之一。

趁着３月１０日的选举组织了一次，àｌａｈａｕｓｓｅ〔抬高价格的〕大

规模的投机活动。富尔德先生领导了这一阴谋活动。秩序之良友都

参与了这个活动。波拿巴先生的党羽和他本人也为这件事情下了

很大本钱。

３月７日３分息的证券上涨了５生丁，５分息的证券上涨了１５

生丁。这是由于“祖国报”公布了选举秩序之友的初步结果

７４３

① 见本卷第８９—９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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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不过这点涨价对我们的投机者来说太微不足道了，还应当

“加油”。３月８日的“祖国报”（３月７日夜里就已出版）在其交易所公

报中曾经暗示，对秩序党的胜利不必有丝毫怀疑。同时报纸还写

道：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资本家们是慎重的；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情况使

人毫不发生怀疑的话，那就是初选结果公布以后的现在情况。”

要想充分估计“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和所有报道对交易所

的影响，就应当知道，这家报纸是现政府的真正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通

报〕，它得到的官方消息比“通报”得到的都早。尽管如此，这次

投机还是没有成功。

当３月８日人们知道了军队中的某些有利于红党的选举结果以

后，牌价马上就下跌了。投机者们显然都惊慌万状。必须采取

一切办法来对付。“祖国报” 的交易所公报表现得很沉着。

选民同盟的所有报纸都被卷入这一运动；对于选票统计中某些

无足轻重的差错展开了热烈争论；有一家报纸以显著的地位刊登

了一个投票拥护君主主义者的团队的选举结果；最后，共和派的

报纸不得不登载官方的辟谣消息，不过这种辟谣的虚伪性没有几

天就被揭露了。

经过所有这些努力，在３月９日交易所开市时国家证券的价格

有某些上涨，不过上涨没有维持多久。在两点一刻以前牌价相当

低；自两点一刻起到交易所下市１７９时止牌价步步上涨。关于这个突

然转变的原因“祖国报”自己泄露出来了：

“有人断言，一些感到提高牌价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投机者在交易所快要

下市的时候进行大量抢购，以便在选举时使地方振奋起来，并且依赖各地方

上的信任而造成再一次抢购，使牌价更为上涨。”

８４３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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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几百万法郎的交易，由于这次大交易，３分息的证券

上涨了４０生丁，而５分息的证券上涨了６０生丁。

由此可见，有些投机者感到涨价对自己有利，所以在紧要关

头，他们再一次进行大量抢购，以便引起进一步上涨。这些投机者

是谁呢？事实可以回答这一点。

３月１１日交易所里牌价下跌。在变换不定的选举结果面前，投

机者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

３月１２日牌价又大大下跌，这是因为选举结果几乎已经人

所共知，３个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获得显然多数的选票，这可

以说已经是肯定的事实。抬高价格的投机者还企图拚命挣扎。

“祖国报”和“晚报”在官方电讯的幌子下登载了纯粹捏造出来的

关于地方选举结果的消息。手腕耍成功了。晚间，在图尔托尼１８０牌

价微有上涨。可见，问题完全在于“加油”。“祖国报”登载了如下

的一项报道：

“根据到目前为止已得到的有关选举结果的情报，公民德弗洛特仅比公

民弗 富瓦多得３４１票。在机动宪兵队选举之后，选举结果还可能变得对我们

候选人有利。有人断言，明天政府将向立法议会提出两项法案——出版法和

预选会议法，并且要求立即通过这两项法案。”

第二个消息是捏造的；只是在长期动摇以及经过与秩序党首

领长久讨论和内阁更迭之后，政府才决定提出这两项法案。第一个

消息更是无耻的谎言：正当“祖国报”发表这个消息的时候，政

府已把德弗洛特当选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各省。

然而投机成功了：证券上涨了１法郎３５生丁，因而投机者先生

们赚了三四百万法郎。“财产之友”为了秩序和社会竭力想多抓到

一些财富，当然不能受到责备。

９４３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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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这次成功的ｄｏｄｇｅ〔投机勾当〕之后，投机者先生们竟

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他们马上又进行一次大规模抢购，并以此来

刺激其他许多资本家也去抢购。证券上涨很多，甚至从这一次交易

所投机中可能获得的利润都已经计算出来了。但是在１５日由于卡

诺、德弗洛特和维达尔被宣布为人民的代表，而遭到意想不到的

打击。牌价突然发生无法制止的猛跌，任何虚伪的消息和捏造的电

报都挽救不了我们投机者的失败命运。

卡 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０年４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０５３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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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

  德国的所谓革命政党意志消沉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在英法

两国可能使人义愤填膺的事情，在德国不仅不令人诧异，而且甚

至会博得普遍的赞扬。瓦尔德克先生在陪审法庭上详尽地引用证

人的证词说明，他一向是忠心耿耿的立宪主义者，而柏林的民主

主义者们却凯旋地把他召回家去。格律恩先生在特利尔的公审大

会上毫无道理地背弃了革命，而审判厅里的听众却转过身子来，背

朝着判了罪的无产者，狂热地祝贺这位被宣判无罪的市侩。

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先生１８４９年８月４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

上发表的和今年４月６日和７日在柏林“晚邮报”上刊登的辩护词又

提供了一个新例证，说明这类事情只能发生在德国。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

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愤

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

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为了坚持我们的

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我们的斥责

丝毫也恶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处境；
·
我
·
们
·
的
·
揭
·
露
·
会
·
使
·
他
·
进
·
入
·
赦
·
免

·
之
·
列，因为我们在揭露中会证明，他说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

的供词是可靠的，并且我们还宣告说，他不仅应该赦免，甚至应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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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录用他担任普鲁士国家职务。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于世

了。我们将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整个辩护词，而在这里我们只引用

其中几个最为显著的地方。

“同样，我从来也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因此我也不能对其他人的行为负

责。所以我抗议把我的行为说成是卑鄙龌龊的行为，遗憾的是，据我的了解，

卑鄙龌龊终于玷污了革命。”

难道因为金克尔先生“在伯桑松连队里当过小兵”，因为他用

这些话来怀疑一切军官，他就没有义务说些至少对他的直接首长

维利希有利的话了吗？

“我从来没有在军队里干过事，所以，我没有破坏过誓言，没有用我

在为祖国服务时可能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反对祖国。”

难道这不是对被俘的前普鲁士士兵严森和贝尼高的直接告密

吗？（他们两人在这之后不久就被枪毙了）难道这不是证明判决已

被枪毙的多尔图死刑是完全正确的吗？

金克尔先生同样地向军事法庭出卖了自己的党：他滔滔不绝

地乱谈什么把莱茵省左岸割让给法国的一些计划，并表白自己毫

无这种罪恶念头。金克尔先生明明知道，莱茵省并入法国只是在这

个意义上说的：这个省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刻将无条件

地站在革命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

也好。他同时也没有忽略用性格脆弱作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他说这

种性格使得他与野蛮的革命者不同：他即使不作为一个党员，也

会作为个人与阿伦特和其他保守派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的罪过仅仅在于，我在夏天正是继续盼望了你们大家在３月里所盼望

的和全体德国人民所盼望的东西！”

他在这里把自己描绘成一心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他除了这

２５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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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宪法之外，从来没有盼望过什么别的东西。请看，这就是他的声

明。

金克尔先生顺便提到他写的一篇有关普鲁士士兵在美因兹进

行蹂躏屠杀１８１的文章，他说：

“我受到怎样的处理呢？当我不在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曾两次传我到法院

去，因为我不能出庭为自己辩护，所以我被判决剥夺选举权５年（判决是别人

转告我的）。剥夺选举权５年——这就是对我的判决；对于一度曾荣幸当选为

议员的人来说，这是极端残酷的惩罚（！）。”

“我常常听人说，我是个‘坏普鲁士人’；这个责难很刺激我…… 那有

什么办法呢！我的党目前在我的祖国里遭到了失败。如果现在普鲁士国王将

终于奉行人胆的强有力的政策，如果我们的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殿下能

够用宝剑统一德国（用别的方法是办不到的），使德国在我们的邻国面前成为

一个伟大而又令人尊敬的国家，保证它有真正的长期的国内自由，使商业活

动重新活跃起来，使全德国平均分担目前十分沉重地压在普鲁士肩上的军事

负担，并且首先保证我的民族（我认为我是它的代表）的穷人有一块面

包，——如果你们的党能够做到这一切，我将跟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祖国

的荣誉和威严比我的政治理想更可贵；我会评价１７９３年为了法国的利益自愿

屈身于拿破仑陛下之前的法国共和主义者（富歇和达来朗？）①；如果这样的

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如果我的人民再一次给我荣誉，选我当他们的议员，我

就会成为首先衷心欢呼‘德意志帝国万岁！’‘霍亨索伦帝国万岁！’的议员中

的一个。如果抱有这种见解便是坏普鲁士人，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不愿

意成为好普鲁士人。”

“各位先生，请你们在判决那今天由于人类命运的转变而极为不幸地站

在你们面前的人以前，也稍微为那被遗弃的妻儿想一想。”

正当他的２６位同志被同样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时

候，金克尔先生发表了这个辩护词。那些人在死亡面前的态度是与

３５３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

①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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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尔在法官面前的态度迥然不同的。不论怎样，金克尔把自己描

绘成一个无辜的人是完全对的。他留在自己党的队伍里完全是出

于误会；如果普鲁士政府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完全是毫无意

义的残酷行为。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合写于１８５０年４月中旬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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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

  ４月１４日柏林“晚邮报”登载了下面这篇报道（４月１１日于施

特廷①）：

“在救济伦敦的流亡者的问题上采取了如下办法：必须把款子交给布赫

尔，由他同施特里郜②的施拉姆建立联系，因为其他两个委员会之间意见不

一，分配款子有偏心。”

在伦敦实际上只有一个流亡者委员会，即后面署名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在去年９月流亡者开始侨居伦敦时成立的。从此以

后，曾试图再建立其他的流亡者委员会，可是没有成功。后面署名

的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对需要救济的所有流亡者（除了四五个没有

向我们申请的以外）都给予了帮助（虽然救济数量只能使他们不

致挨饿）。但是，由于最近从瑞士被驱逐的流亡者大批而至，本委

员会的款子最后几乎用尽。这些款子发放给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参

加过德国革命运动并需救济的人，不分党派，完全一视同仁。本委

员会取名“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于只援助这个党的流亡者，而

是由于它可以优先动用这个党的经费，这一点在它去年１１月的宣

言１８２中已宣布过了。

５５３

①

② 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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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为了帮助流亡者而准备在瑞士举行的抽彩，引起了谣

言，说伦敦这里为流亡者储存了许多钱，因此有人向我们委员会

提出了不可能予以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各报也故意散布谣

言，说相互倾轧的委员会之间发生纠纷，而使一大笔款子未能拨

到伦敦。后面署名的委员会为了弄清楚，是否存在其他委员会和有

无其他援助流亡者的款项的来源，曾经建议流亡者派代表团去见

司徒卢威、鲁道夫 施拉姆和施托尔佩的路易 鲍威尔等人。这件事

已经做了。代表团带来了如下的答案：

施特里郜的施拉姆声明说，他不属于哪一个流亡者委员会，但

是他从来自日内瓦的负责把收款寄回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得到一

些彩票。说别的委员会存在，恐怕只是纸上空谈。

公民司徒卢威声明说，他没有钱，只有尚未推销的彩票。

公民鲍威尔作了以下的书面解释：

“为了回答流亡者克列奈尔的问题本人声明如下，这里的民主主义同盟

流亡者委员会连一个政治流亡者都救济不起，这个团体的出纳处在此类开支

方面用完２英镑１５先令以后，也将无力赈济。

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会长鲍威尔博士

１８５０年４月８日于伦敦”

司徒卢威先生和施拉姆先生向流亡者建议，从自己人或政治

上中立的人中选出流亡者委员会。后面署名的委员会建议流亡者

自己对该建议决定取舍。流亡者发表如下声明作为答复：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由于要讨论我们要否把照顾我们的工作交给从我们中间所选出的委员

会这个问题，后面署名的流亡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现在的委员会声明，无论

原来的或不久前新来的流亡者都是真诚地主张，我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在

工作方面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那些应当分发的款项，分配得一

６５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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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令我们十分满意。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些同志继续关怀我们，一直到我们

大家所盼望的很快会到来的革命使他们不必这样关怀时为止。  致以兄弟

般的敬礼

（署名）

１８５０年４月７日于伦敦”

流亡者自己所写的这个文件，是对上述报道和报刊中其他类

似诽谤的最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穿这种言论不

是有利于需要援助的流亡者的话，我们是根本不予理睬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 马克思（主席），亨 鲍威尔，

弗 恩格斯，奥 维利希，卡 普芬德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８日

“新德意志报”第１０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和报纸校对过的

弗 恩格斯的手稿

７５３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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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在今天贵报上的警察通讯栏里，我们看到福泽吉尔先生、司

徒卢威先生和伦敦市政府的委员吉卜斯先生１８３在伦敦市长官邸会

谈关于德国流亡者问题的报道。我们声明：下面署名的委员会的委

员和从本委员会获得补助金的德国流亡者当中，任何人和这件事

情都没有丝毫关系。

我们请求您在贵报最近一期上刊登这篇声明：为了我们民族

的利益我们提出抗议，决不让居住在伦敦的许多德国流亡者替他

们中间某些人擅自采取的步骤担负责任。

顺致敬意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委员

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４日于草市大磨坊街２０号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１９３４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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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１８５０年６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我们在上一次交同盟特使①转发给你们的告同盟书②中，阐明

了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同盟，无论在目前或革命时期所持的立

场。

本告同盟书的主要目的是报告一下同盟的情况。

去年夏天革命政党所遭到的失败一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同盟的

组织。积极参加了各种运动的盟员都零落失散，失掉联系，通信地

址已经无用，再加之害怕信件被人偷拆，曾经一度无法通信。因此，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到去年年底为止一直陷于停顿。

由于这次失败带来的最初影响逐渐削弱，德国全国各地都要

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组织。这种要求一方面促使中央委

员会决定派遣特使到德国和瑞士，另一方面促使在瑞士建立新的

秘密联合会，促使科伦支部试图以本身的力量在德国组织同盟。

９５３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编者注

亨利希 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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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在瑞士，一些因参加过各种运动而多少有点名声

的流亡者组成了一个联合会１８４，这个联合会的宗旨是，在适当的时

机协助推翻各邦政府，并且网罗能够担负领导运动甚至组织政府

的工作的人材。联合会不具有任何明显的政党性质，因为它的成员

五花八门极为复杂。它的成员来自参加过各种运动的一切派别，从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老同盟盟员起一直到最胆小的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和前普法尔茨政府委员。

对于当时住在瑞士的这么许多巴登－普法尔茨的官迷和其他

的小野心家来说，这个组织是理想的活动地盘。

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这个联合会发给它的代表的指示是十

分难以令人信服的。缺乏明确的政党观点，企图联合现有一切反对

派分子组成形式上统一的团体，这一切只不过是被所提出的许多

关于各地的工业、农民、政治和军事情况的问题笨拙地掩藏起来

而已。这个联合会的力量也是很有限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会员名

册，瑞士的整个协会在发展最快的时期，会员总共也不过３０人。值

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从一开始，它就是一

支完全由下级军官和光杆军官组成的军队。他们当中有普法尔茨

的弗里兹和格莱纳、爱北斐特的克尔纳、济格尔等人。

他们派了两名代表到德国。第一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霍

尔施坦的布龙。他用掩盖和歪曲真相的办法使个别盟员和若干支

部一度加入了新的联合会，使他们把这个联合会看作是重建起来

的同盟。布龙把有关同盟的情况报告给在苏黎世的瑞士中央委员

会，而把有关瑞士联合会的情况又报告给我们。他不仅玩弄这种两

面派的手法，而且当他还同我们保持通信关系的时候，他把明显

的诽谤性的信件寄给法兰克福上述那些被拉入瑞士联合会的人，

０６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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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不要跟伦敦建立任何联系。因此，他立即被开除了盟籍。法

兰克福事件由同盟特使作了妥善处理。在所有其他方面，布龙效劳

于瑞士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也毫无成就。第二个代表是波恩的大学

生叔尔茨，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因为，正如他本人在给苏黎世

的信中所写的，“他发现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

手里”。后来，他突然离开了德国，现在他正奔走于布鲁塞尔和巴

黎之间，并且受到同盟的监视。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这个新的联合

会对于同盟有多大威胁，已经派了一位十分可靠的盟员①打进瑞

士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注意这些人的措施和计划反对同盟的程度

并报告这些措施和计划的情况。此外，中央委员会派了一名特使到

瑞士１８５，跟上述那位盟员一起把有用的力量吸收到同盟里来，并在

瑞士普遍成立同盟组织。此处引用的消息完全是从十分可靠的文

件中取得的。

司徒卢威、济格尔和其他一些当时在日内瓦勾结在一起的人，

早就有了另外的类似企图。他们恬不知耻地硬说他们企图组织的

联合会就是同盟，甚至为了这个目的竟盗用同盟盟员的名义。当然

他们这种谎言是蒙蔽不了任何人的。他们的企图到处碰壁，就连逗

留在瑞士的一直没有产生的这个联合会的几个成员最后也不得不

加入了上述的组织。但是，这个黑帮愈是软弱无力，它愈是用象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等这样响亮的称号来炫耀自己。在伦敦

这里，司徒卢威还跟其他一些失意的伟人们一起继续按照自己的

企图进行活动。他们在德国各地到处散发宣言以及关于参加“全德

流亡者中央局”１８６和“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
１８７
的号召书，但是，

１６３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① 威廉 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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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又完全失败了。

这个黑帮同法国和其他非德国的革命者的所谓联系根本并不

存在。它的整个活动不外是当地德国流亡者（他们不会直接触犯同

盟，不会带来什么危险，而且很容易控制）相互之间进行小阴谋

策划。

所有这类的企图所追求的目的要末是和同盟所追求的目的一

样，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会分散力量、取消政

党的集中和威力，因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害的分散主义），要末只是

想重新利用工人阶级政党来解决跟该党要求完全相背或直接敌对

的任务。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

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有些人

在最近的运动１８８中参加了政府，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出卖运动并在

工人阶级政党想独立活动的时候来镇压它，对这些人始终应当敬

而远之。

关于同盟的情况仅报告如下：

一、比利时

在比利时工人当中，同盟象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４７年那样的组织形式，

自从１８４８年一些主要盟员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

刑１８９以后，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了。整个说来，从二月革命和大部分

德意志工人协会１９０会员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时候起，比利时的同

盟已经大为削弱。在现存的警察迫害的条件下，它不能重新大大发

展。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一直保存着一个支部，它直到目前还存

在着，并且正在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

２６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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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 国

中央委员会本打算在本告同盟书中专门报告一下同盟在德国

的情况。但是目前还做不到，因为普鲁士警察当局现在正企图搜捕

革命政党的某些分布各地的组织①。本告同盟书将采取可靠的方

法送到德国去，但是在德国国内散发的时候当然可能在什么地方

会落入警察之手，因此在起草本告同盟书的时候，不得不注意使

它的内容不给警察当局抓到用来反对同盟的把柄。因而，中央委员

会这一次仅能报告如下情况：

同盟在德国的主要中心是科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哈瑙、美

因兹、维斯巴登、汉堡、息韦林、柏林、布勒斯劳、里赫尼兹、格洛高②、

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班堡、维尔茨堡、斯图加特、巴登。

关于总区部规定如下：

汉堡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总区部；息韦林为梅克伦堡

的总区部；布勒斯劳为西里西亚的总区部；莱比锡为萨克森和柏

林的总区部；纽伦堡为巴伐利亚的总区部；科伦为莱茵省和威斯

特伐里亚的总区部。

哥丁根、斯图加特和布鲁塞尔的支部在它们还没有能够把自

己的影响扩大到可以成立新的总区部以前，暂时跟中央委员会保

持直接联系。

同盟在巴登的情况在收到派到那里和瑞士去的特使的报告以

后才能弄清楚。

在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等存在着农民和雇农

３６３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①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列赫尼查、格洛古夫。——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６７和３７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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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会组织的地方，同盟盟员给了这些协会以直接的影响，甚至把

其中的一些组织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萨克森、法兰克尼亚、黑

森和拿骚的工人和雇农的协会组织大部分也在同盟的领导之下。

工人兄弟会１９１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会员也是同盟盟员。中央委员会

希望所有支部和盟员都了解到，同盟这样影响工人组织、体操团

体、农民组织、雇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各地

都应当尽力做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总区部和跟它们保持

直接联系的支部在其最近的来函中报告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情况。

被派到德国并因活动有成绩而获得中央委员会的表扬的特

使，在各地专门吸收了一些最可靠的人入盟，并且把发展同盟的

任务交给了他们，因为他们比较熟悉当地的条件。坚定的革命分子

能否被直接吸收入盟，这要视当地的条件而定。在条件许可的地

方，应当把那些适当的和忠实于革命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

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这

个第二种组织的成员应把这种联合会看成是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

组织，他们必须始终接受同盟的真正盟员和同盟领导机关的领导。

借助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联合会，还可以保证对农民协会和体操团

体的特别巩固的组织上的影响。组织同盟的细节由总区部讨论决

定，中央委员会希望不久的将来总区部也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报

告。

有个支部建议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同盟的代表大会，而且要

在德国本土召开。各支部和各区部本身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在当前

的条件下，甚至总区部的地方代表会议也不是各地都能够召开的，

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在目前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条件许

可，中央委员会就在适当地点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科伦总区部的特

４６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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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久前视察了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但是科伦还没有收

到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我们建议所有总区部只要有可能也应当

这样派特使视察本区并尽快地报告视察的结果。最后再补充一点，

同盟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跟军队接上了关系。有关同盟在那

里可能起的影响的详细报告不久即可收到。

三、瑞 士

现在还没有收到特使的报告。因此，比较详细的情况只能在下

一次的告同盟书中再报告。

四、法 国

跟伯桑松和汝拉的其他地方的德国工人的联系将通过瑞士重

新建立起来。在巴黎，一直担任当地支部领导工作的盟员艾韦贝克

已经声明退盟，因为他认为他的文学活动更为重要。因此与巴黎的

联系已经暂时中断，在恢复联系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因为巴

黎的盟员把一定数量的完全不适当的、甚至直接敌视同盟的人接

收到了自己的队伍里。

五、英 国

伦敦区部是全盟最强大的区部。它特别出色的地方是，它

许多年来几乎完全担负了全盟的经费和特使的旅费等开

支。近来它由于吸收了新成员而更加壮大起来，它一直领导着

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１９２，同时还领导着当地德国流亡者的

最坚定的一派。

中央委员会通过专门派遣的几个盟员跟法国人、英国人和匈

５６３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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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利人的最革命的政党建立了联盟。

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从法国革命派参加到我们

的队伍里来了。秘密的布朗基协会的代表跟同盟的代表保持着经

常的正式的联系，并把一些迎接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的重要准备

工作委托给了同盟代表去做。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们也经常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保持着密切

联系。其机关刊物对我们有所帮助。这个革命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

党同比较倾向于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以奥康瑙尔为首的一派之间的

分裂，由于同盟代表的帮助而大大提前了。

中央委员会跟最进步的匈牙利流亡者政党也保持着同样的联

系。这个政党很重要，因为它那里有许多在革命时期可能服从同盟

调配的杰出军人。

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总区部尽快地在自己的盟员中散发

本告同盟书并迅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中央委员

会号召全体盟员抓紧目前各种关系极为紧张、新的革命一触即

发的时机加紧活动。

１８５０年夏季印成传单

１８８５年由弗 恩格斯发表

在哥丁根和苏黎世出版的

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

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人

审判案的真相”

６６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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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普 鲁 士 流 亡 者
给“太阳报”１９３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最近，我们这些在信后面署名的、侨居伦敦的德国政治流

亡者根据情况深信，不仅普鲁士使馆而且连不列颠政府也

对我们异常注意。我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件事，因为我们很难想

象我们会怎样来破坏外侨管理法１９４中所谓“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

安宁”的规定；可是，近来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关于普鲁士公使

奉命坚决要求把最危险的流亡者驱逐出英国的消息，上周我们还

仍然受到英国警探的严密监视，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把

这件事情公布出来。

毫无疑问，普鲁士政府在尽力争取使用外侨管理法来对付我

们。但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干涉英国政治吗？事实证

明，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末，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普鲁士政府需要造成一种假象，好象柏林发生枪击国王的

事件，是各地阴谋活动的结果，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似乎必须在

伦敦寻找。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事实的真相。犯了谋杀罪的泽费洛盖（他明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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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个疯人，这一点我且不来谈）是极端保皇主义的团体“忠实

者同盟”的成员，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他已列入这个协会的名册，

号码是１３３，属于柏林第二分部，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不久前他

还受到这个协会的资助，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泽费洛盖的文件保

存在供职于皇家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库诺夫斯基少校的

家里，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

在诸如此类的事实面前，硬说革命党同这次谋杀事件有什么

瓜葛，真是令人可笑。革命党对普鲁士亲王迅速登上宝座毫无兴

趣，而极端保皇主义者对此却兴趣昂然。虽然如此，普鲁士政府还

是极力想借这次谋杀事件来惩罚激进的反对派，反对出版自由的

新法令和伦敦普鲁士使馆的活动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得声明，大约在这次谋杀事件前的两星期，有些

人来找我们（我们相信这些人都是普鲁士的暗探），勾引我们进行

杀害国王的阴谋活动。当然，我们没有上当。

如果不列颠政府想得到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我们准备

随时供给。但是我们不理解，政府通过密探来监视我们，是想了解

些什么。

目前在俄国庇护下得以恢复的神圣同盟，如果能够迫使英国

——它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实行反动的对内政策，是会非常

心满意足的。如果英国在产生反俄情绪、发出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

会声明的同时只是由于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其不可分割部分）要

进行报复而采用外侨管理法，那末又该怎样对待英国的反俄情绪、

英国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呢？

我们相信，神圣同盟的各国政府是欺骗不了不列颠政府的，是

不会使内政部采取措施的，采取措施就会使得作为各党和各国流

８６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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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大受损害。

顺致敬意

卡尔 马克思

弗 恩 格 斯
科伦“新莱茵报”编辑

奥 维 利 希 巴登起义军上校   

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４日于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

载于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５日

“太阳报”和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５日

“北极星报”第６６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和“北极星报”

校对过的“太阳报”

９６３普 鲁 士 流 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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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一文的附函
给“旁观者”１９５编辑的信

（亲启）

  亲爱的先生！

我们不揣冒昧请您把这封附函刊载在您的最近一期报纸

上①。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政府打算采用外侨管理法，通过议会来恢复

这个法令。看来，我们首先会成为这个法令的牺牲者。我们认为，为了保

持英国民族的荣誉必须不让这种计划实现；同时我们还认为，我们

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

于社会舆论。因此我们希望您不要拒绝公布我们的信件；您的销路

很广的报纸无疑是可以提供公布它的地方的。

如果您希望得到今后的消息，我们很愿意供给您；不要请您

告诉我们，何时何地我们能同您会面。

顺致敬意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写于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４日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１９３４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０７３

① 后来手稿中删去下列句子：“不列颠政府用来对付我们和在几乎令人难以置

信的广阔范围内所实行的密探制度，也是普鲁士公使多次要求……的充分的

证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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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亲爱的先生！

我们这些在信后署名的侨居英国的德国流亡者最近根据情况

深信，英国政府对我们异常注意。我们见惯了时常碰到的普鲁士使

馆的鬼鬼祟祟的官员（“这个职位没有正式登记过”）；我们听惯

了这些ａｇ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ｓ〔挑拨者〕的疯狂的长篇大论和恶毒

的建议，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普鲁士使馆注意我们，我们并不

觉得奇怪——我们能受到它的注意，很引以自豪；但是，使我们

觉得奇怪的是，普鲁士密探和英国告密者显然是为了对付我们而

建立了亲密一致的关系。

编辑先生，我们实在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英国还有象我们在

短短一周中荣幸地见到的那么多的警探。不仅如此，我们住宅的门

旁，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看，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

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

们无论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

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

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和不怎么受

尊敬的人。

请问，这群可怜的密探，这些显然按计件工资从最平庸的报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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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者当中招募来的最下流的男性卖淫者，从我们门坎旁搜集到的

一点点情报，能给什么人带来点好处呢？难道他们得到的情报——

当然十分可靠，——竟如此珍贵，甚至为了它竟不惜牺牲英国人

感到骄傲的传统（英国人肯定说他们国内不可能实行无论哪个大

陆国家也离不开的那种密探制度）吗？

并且，我们一直愿意尽可能提供政府希望得到的有关我们情

况的任何材料。

其实，我们非常了解事实的真相。普鲁士政府利用最近谋杀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事件，来重新掀起一个反对普鲁士内外政

治敌人的运动。它企图借助于分明是一个疯人谋杀普鲁士国王的

事件，来狡猾地迫使英国政府对我们采用外侨管理法，虽然我们根

本不知道，我们住在伦敦怎么会妨碍“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

约８年以前，我们在普鲁士曾经反对现存的统治方式，当时政

府的官员和刊物声明说：“如果这些先生不喜欢普鲁士制度，他们

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我们来到国外，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在国外我们也到处碰到普鲁士的阻难；在法国、比利时、瑞

士我们都感到普鲁士大使对我们的迫害。如果我们现在由于普鲁

士大使的干涉必须离开我们在欧洲最后剩下的这个避难所，那末

普鲁士将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英国一直是在俄国庇护下现在得以恢复的神圣

同盟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碍；而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它的不可缺少

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卖力气干的事情是要把敌视俄国的英国引上

采取多少象俄国式的对内政策的道路。如果完全由于外国反动政

府坚持复仇而重新采用外侨管理法，以此作为对于英国政府最近

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的注释，那末，欧洲实际上会怎样设想这

２７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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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呢？

普鲁士政府硬说，枪击普鲁士国王是各地广泛革命阴谋活动

的结果，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应当在伦敦寻找。因此，它第一是取

消本国的出版自由，第二是要求英国政府把虚构的阴谋活动的虚

构的魁首从英国驱逐出去。

如果考虑一下现任普鲁士国王及其兄弟（王位继承人）的性

格和个人品质，那末该是谁对后者迅速继承王位最感兴趣，是革

命党还是极端保皇主义者呢？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在柏林谋杀事件的前两星期内，有一

些人来找我们，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他们不是普鲁士政府的爪牙，

就是极端保皇主义者的爪牙，他们几乎公开地建议我们参加在柏

林和其他地方组织谋杀国王的阴谋活动。不用说，这些人没有能使

我们受骗。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就是在谋杀事件发生以后，也还有其

他的这类人物来纠缠我们，谈过这一类的话。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枪击国王的泽费洛盖中士不是革命党

人，而是极端保皇主义者。他属于极端保皇主义的“忠实者同盟”

第二分部，他在盟员名册上的登记号码是１３３号。有一个时期，他

领取过这个同盟的津贴；他的文件保存在供职于陆军部的一个极

端保皇主义者少校的公馆里。

如果这个案件能在什么时候开庭当众审讯（我们对此表示怀

疑），那末，大家会清楚地看到，这次谋杀事件有没有煽动者，他

们是什么人。

极端保皇主义的“新普鲁士报”１９６首先急忙来控告伦敦的流亡

者，说他们是这次谋杀的真正凶手。它甚至提出后面署名人之一的

３７３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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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早就肯定说他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但是，有许多见证人

可以作证，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１９７。我们曾经写信给普鲁士

大使本生先生，请他把上述报纸的有关的几张寄给我们。可是，这

位绅士不会对我们怎么关心，不能使他表现出象骑士１９８那样的

ｃｏｕｒｔｏｉｓｉｅ〔文雅尚礼的态度〕。

编辑先生，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把事实全部公

布出来。我们认为，一切对于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

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有丝毫损害的事情，英国人该是很关心的。

顺致敬意

卡尔 马克思

弗 恩 格 斯
科伦“新莱茵报”编辑

奥 维 利 希 巴登起义军上校   

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４日于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

写于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５日“旁观者”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旁观者”

４７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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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

给“地球”报１９９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通过贵报使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定程

度上大概要损害不列颠民族的荣誉。

您知道，领导１８４９年运动的党失败以后，大陆上的各国政府

到处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

波兰人从他们避难的地方驱逐出去，一直到他们最终在英国得到

了保护，获得了安宁为止。

在大陆上，一些仇视自己的政治敌人的政府看起来并不满足

于这些成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政府达到使大多数普

鲁士流亡者都集中在贵国的目的以后，公然企图用各种办法迫使

他们迁往美洲。有些政党在本国自己的报纸上（例如“新普鲁士

报”和“国民议会报”）把英国政府描绘成反对全欧洲保守派的雅

各宾党人和阴谋家的委员会，而现在它们却对英国的安宁表示极

为可疑的关怀，向不列颠政府检举这些外国流亡者，硬说他们干

涉了英国的政治，参预了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

我也是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的那些人当中的一

个，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我在１８４２年曾担任科伦“莱茵报”２００的编

辑，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这两个报纸都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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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极力干涉（直接或间接的）而被封闭。在普鲁士

大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我在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９年被驱逐出法

国，１８４８年被驱逐出比利时，而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我居住在普鲁士

的时候，对我大约进行了１０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两次被陪审

法庭宣判无罪以后，当局最后还是拒绝审理这个案件。

然而，甚至在贵国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我。这里有个证明，最

近我收到许多警告信，其中说英国政府根据这类的检举，准备采

取一些措施对付我。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点：几天以来有几个

人一直站在我的门旁，每当有人进出时都加以记载。其次，“新普

鲁士报”的一项报道也可以证明这点：该报不久以前写道，我正

在德国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两个礼拜，但是我的房主人和其

他许多英国人都可以证明，自从我去年迁到这里来以后我一分钟

也没有离开过伦敦。这个极端的保皇派报纸在神经错乱的泽弗洛

盖的谋杀事件发生后把捏造的我到柏林的旅行和这个事件联系起

来，其实这个报纸也许更清楚地知道，是谁参预了这件事（如果

真是有人参预的话），因为泽弗洛盖是极端保皇主义派的“忠实者

联盟”的第二分部的会员，他除了柏林陆军部的参谋官以外从来

没有和其他人有过联系。此外，在伦敦出现的进行煽动活动的普鲁

士ａｇｅｎｔｓ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ｓ〔挑拨者〕也可以证明这点，他们在泽弗洛

盖谋杀事件前两礼拜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这里宣传这种谋害活动

的必要性，甚至暗示柏林在进行这种阴谋活动。他们愚弄我们没有

成功，以后他们便开始参加宪章派召集的会议，以便造成一个印

象，似乎外国的流亡者都积极地参加英国的宪章派运动。

最后，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并通过您和舆论提一个问

题：是否可以说，不列颠政府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采取一些措施，

６７３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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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措施在不同的程度上会动摇一个普遍的信念，即不列颠的

法律对于任何人，任何踏上不列颠国土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

余不多谈。

写于１８５０年６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

列宁主义研究院于１９３４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７７３给“地球”报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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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 克 思

致“新德意志报”２０１编辑的声明

  在今年６月２２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您责备我说，我维护了工

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您恰和我相反，认为重要的是根本消灭

阶级差别。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

您非常清楚，在“共产党宣言”第１６页上（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之前发表的）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

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

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

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

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您知道，还在１８４８年２月之前我在“哲学的贫困”这本书里在

反对蒲鲁东的时候也维护了这样的观点２０２。

最后，在您批评的那篇文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３期第３２页）①里我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

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

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

８７３

① 见本卷第１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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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

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卡 马克思

１８５０年６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４日

“新德意志报”第１５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９７３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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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在６月２２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承蒙您承认由于“新莱茵报”

的封闭在德国的日报中出现了“严重的空白点”，但是您反对下述

“恩格斯先生的看法”，即“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论上和一

些善良的愿望上代表无产阶级的报纸。

在我那篇载于“新莱茵报”杂志第１期上的“德国维护帝国宪

法的运动”的文章里，我的确说过，“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

论上和一些善良的愿望上代表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报纸①。如

果您认为这种看法给“新德意志报”，即已故的法兰克福议会的极

左翼的官方报纸带来损失，那末，您就指出“新德意志报”在什

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式代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或它的阶级

利益，这样，您无疑会使工人非常感激。

弗 恩格斯

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４日

“新德意志报”第１５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０８３

① 见本卷第１３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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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给“威塞尔报”２０３编辑部的信

  在今年６月２２日的贵报上刊载了一篇伦敦通讯，其中有如下的

一段：

“卡尔 马克思、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以及奥古斯特 维利希……在

‘旁观者’上写道，普鲁士大使馆的密探步步跟踪他们，等等。‘旁观

者’在登载他们的冗长的控诉的时候作了如下的简要评论：‘这种人（即政治

流亡者）常容易对这类情况发生误解，并且他们的误解有以下两个原因：一

是使他们把自己设想得比本来地位更重要得多的虚荣心，一是意识到本身有

罪的思想。流亡者对自由主义的和好客的英国政府表示猜疑只能称作是厚颜

无耻的行为。’”

不需要特别熟悉英国报纸的腔调和根深蒂固的一般采用的文

风，就会立刻发现，任何一家报刊，尤其是文风细腻而俏皮的

“旁观者”，都不可能登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那样粗暴的普鲁士式

的短评。上面援引的硬说登载在“旁观者”上的那个“评论”，全

篇都是记者的无耻捏造。在“旁观者”上不仅没有任何这类的评论，

而且相反，这个周报的编辑部在刊登我们的声明的这期上作了如

下的说明：

“下面发表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对我们政府的严正的控告。我们只是从这

封信的本身来了解这件事情的，不过控告信讲得如此有根有据，如此详细逼

真，不能不加以注意。控告的中心内容是伦敦的普鲁士警探（ｂｌｏｏｄｍｅｎ）企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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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利用外侨管理法来反对德国流亡者的时候得到了支持。”（６月１５日“旁观

者”第５５４页）

为什么贵通讯员先生需要这样捏造，从他给本生先生的信中

的那些赞美词句就可看出。不过整个方式表现了普鲁士的奸诈。

我们希望您把我们的这一声明刊载于贵报的最近一期上，以

便使贵通讯员独自享受他作为那样聪明的谎言制造者的荣誉。

卡尔 马克思，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５０年７月２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１日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第３１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２８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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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

—

德国农民战争２０４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夏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５—６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１８７５年版，该版

原文并根据“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的原文和

１８７０年版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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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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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

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

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

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

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

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

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３００年

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

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年到处

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１５２５年就已

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

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见于奥顿瓦尔德，黑森林和

西里西亚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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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１６世纪初叶的德国状况。

德国工业在１４和１５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

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

较远的市场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

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门；就是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

织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

生产部门也特别兴盛起来了，它们是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

贵族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例如金银工，雕刻，雕花，铜版雕刻，木

板雕刻，锻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

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①和印刷

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

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２０５垄断了海上航路１００年

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从１５世纪

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经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

管已有华斯哥 达 加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

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

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

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

６８３ 弗 恩 格 斯

① 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

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在１８７５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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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工在１５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

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

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

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

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

来米①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

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

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纷

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

和销售市场，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

来。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

国内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

经过科伦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

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

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

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

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

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

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

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

治上的分离。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

７８３德 国 农 民 战 争

① 即今比利时北半部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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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

纽带断了，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

帝国城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忽而互相

对抗，忽而与诸侯对抗，忽而与皇帝对抗。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认识

不清的帝国当局，动摇于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

信。帝国当局企图象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

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

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谁最后得到胜利

而且一定得到胜利呢？得到胜利的，就是主张保持帝国分崩离析状

态而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在地方省区实行中央

集权的人们，也就是诸侯们。这些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

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

在这些情形之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

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

已掌握最大部分统治权。他们自行宣战和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

省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低级贵族和城市置于自

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要将其余的帝国直辖城

市及男爵领地吞并。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低级贵族实行中央集权，

而他们对于帝国政权却是反中央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是很

专横的。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

意地征课赋税和搜刮金钱；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

认，更少见诸执行。就是在等级会议执行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

照例总是通过骑士和上层僧侣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这两个等级

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们由于奢侈生活，宫廷耗费，常

８８３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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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军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赋税重担有加无已。城市多半

因享有特权的保护而免担此重负；于是整个税赋的重担就落到农

民身上了，既落在诸侯们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在农奴，依附农

以及隶属诸侯的骑士们的佃农身上①。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间

接税就实施了；财政上用尽一切巧立名目的办法，以求填满国库

漏洞。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帝国

自由市愿意借债，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

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视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把城市特

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

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

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诸侯们司空见惯的谋取收入的财源。司

法也是诸侯们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货色。总之，除此以外，

当时的臣民还得满足诸侯们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

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中级贵族

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低

级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贫

困而只靠从军或任文职为诸侯服务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

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更小的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

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

９８３德 国 农 民 战 争

① 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

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已无人身

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

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骑士

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

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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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都把骑士们这种笨重骑兵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

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手工业者的情形

一样，骑士们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骑士等级需

用金钱这件事本身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宫墙内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的豪华风尚，武器和马

匹的价格，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骑士或男爵们的收

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

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贵职业，都日渐变成太危险的事情①。他们

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日益增长

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和诸侯们一样的手段。贵族

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

附农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

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２０６等等，都不顾旧契约

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

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

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

低级贵族和其余各等级同样地不能和睦相处。诸侯所封的采

邑贵族想直属帝国，帝国骑士想保持不受诸侯干涉的独立地位，因

此他们都和诸侯不断冲突。僧侣等级当时高傲的形象，在骑士们眼

光中，已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们妒羡僧侣等级的巨大庄园，

妒羡他们由于独身和教会规章而积累起来的财富②。骑士们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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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产业常常通过
后代继承而脱出教会的掌握。这道令下以后，产业脱出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遂
断绝。——译者注

当时的“强盗骑士”引起城市以及诸侯的痛恨。有许多惯劫的骑士的城堡都被
诸侯的或城市所组织的军队进剿捣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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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对城市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

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掳来的人质的赎金过活。金钱问

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

斗争也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所感受到的历

史转变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

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

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

了。僧侣从此也就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日益无所事事和愚昧

无知的状况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越是变成多

余的人，他们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

而他们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

形成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

高级僧侣。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

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

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

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

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

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

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

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

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

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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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

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僧侣使用修道士来从事政治性的讹诈和宗教性的讹

诈，他们的讹诈行为日益推广，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也不断增多。这

些高级僧侣以及他们的无数修道士娄罗，正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不

仅是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且是贵族痛恨的对象。如果他们是直属帝

国的话，他们就总同诸侯们过不去。肥硕的主教们、修道院长们以

及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们的放荡生活激起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

怒。人民不得不担负他们这种生活的重担；他们讲的道越是和他们

的生活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愤怒就越大。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

们不属于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们的工

作，上级不大过问；虽则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

时被重视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内的修道士娄罗们的警察活动相

比拟。因此他们的待遇就坏得多，他们的俸给多半都很微薄。他们

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们尽管

身居僧侣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

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是很普遍的。他们为运动贡献

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

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

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

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２０７，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

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税中去开支罗马宫廷的豪华生

活费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象在德国——仗恃僧侣人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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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征收教会税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

后新任要向教皇纳上任年贡２０８时，征收教会税更是热心和严格。随

着耗费的增加，敛钱的新花样，如贩卖圣徒遗物和赦罪符，收取

庆祝费等等都发明出来了。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

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

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

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

出３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贵家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

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的全是他

们。因此他们不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们

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久经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以各种方

式来剥削城市公社以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粮食和货币来

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市有森林

及牧场的一切权利一步步取消了，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

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擅自在大路上，桥头上，城门口抽收关税，

还抽收其他捐税。他们出卖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还出卖法

庭裁判权。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些；刚刚相

反，城市派在乡村的官吏们，全都出身望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

除了有贵族的残酷和贪婪外还带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这

样搜刮来的城市收入，经管得极其随意。市政会计，其实纯粹是官

样文章，也草率和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这个

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

结合起来的阶级，在当时是如何轻易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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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消回想一下１８４８这一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那种

种侵吞诈骗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贵族们曾想尽办法，到处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发生作用，

特别是在财政事项中不发生作用。后来是这些老爷们的欺诈行为

太不象话了，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求至少要监督城市行政。在

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行会

间斗争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且还由于帝国以及与他

们联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名门望族的官爷们很快又在实

际上恢复了他们旧有的独占统治地位，有时是靠诡计恢复的，有

时是靠暴力恢复的。１６世纪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

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门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

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

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

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

出要求。他们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无论是通过公社大

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

要求，都无不可。再则要求对名门望族的夤缘植党加以限制，要求

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

在城市贵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

们中间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门望

族中有不满情绪的没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

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

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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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

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１６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

后代门徒——立宪派——在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

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２０９。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们的腐化生活和

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鄙品行

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审判权和僧侣免税权，要求普遍地限

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

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

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

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

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

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

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

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１６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

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

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

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伏农民

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

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

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

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

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

５９３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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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

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

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连；另一方面

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仆，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

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

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则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

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

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资格的师傅。这种

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

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

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

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

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

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

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依附着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

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

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

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

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３年来现代小资产

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

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

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

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

形象托马斯 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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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

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

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

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

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

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

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

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

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

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

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

劳动所得用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Ｂｅｄｅ〕，远征税（战

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

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

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

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

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

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

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

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看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

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２１０中的各章论到

“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

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

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

７９３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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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

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

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

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

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

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

——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

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倚

为盟，严阵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

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

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１６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

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

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看另一等级，都不免与

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

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

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

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

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

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

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

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

清，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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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分权状态以及地方各省的独立地位，各省工商业彼此隔

绝，交通条件的恶劣，都使得当时如此繁多的等级要归并成较大

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较大规模的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

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之普遍传播才开始的。有些等级赞

成这些思想，有些等级反对这些思想；所有这些等级把全民集结

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

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这次全民大分野并不彻底，

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相同，这是因为从中

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处于溶解状态中；又因

为地方分权状态暂时地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走着完全相反

的方向。我们在过去几年间还能在德意志见到这么多完全类似的

事实，那末在１６世纪更加复杂得多的关系中那些等级和阶级之间

好象混淆不清的情形就更不稀奇了。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

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

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

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

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

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

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１７８９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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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

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

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

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

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

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

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

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１６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

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

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

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

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

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

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

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

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

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

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

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

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

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

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

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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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

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

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

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

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

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那

末大家知道，１６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闵采

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些异教的一部分是家长制

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关系侵入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反作用的

表现（韦尔登派２１１）；一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城市反对封

建主义的一种反对派的表现（阿尔比派２１２，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
①

等等）；一部分是农民们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 博尔②，皮卡尔第

地方的匈牙利牧师２１３等等）。韦尔登派的家长制异教，就形式和内

容看来，都可以看成和瑞士人的暴动一样是要阻碍历史发展的一

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谈它。在

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在１２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后来

１０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①

② 约翰 博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

中传诵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是他说的。

博尔对农民宣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

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１３８１年窝特台勒起

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博尔也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

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译者注

阿尔诺德在１２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伯利霞。他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贝

拉德的弟子。１１３６年他参加伯利霞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他要求僧侣放弃世俗

权力，并将财产交与世俗统治者。１１４６年他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

的斗争。１１５５年他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处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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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两大派对立的先兆。这两大派的

对立后来使农民战争归于失败。这一对立还继续存在到整个中世

纪末期以后。

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

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

求一个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à ｂｏｎ ｍａｒｃｈé〔廉价的政府〕一样，中

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 éｇｌｉｓｅ à ｂｏｎ ｍａｒｃｈé〔廉价的教

会〕。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

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

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

独霸的僧侣等级。若要廉价的设施，就得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

侣，取消罗马宫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会中一切糟蹋钱的

事情。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共和国，虽则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这些

城市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

主张：资产阶级统治的正规形式是共和国。城市异教对一系列教条

及教会戒律的敌视，一部分可由上述情形来说明，一部分可由当

时城市生活条件来说明。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

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①透露得更清

楚了。代表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里西亚的阿尔

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 威克利夫②，在波

２０４ 弗 恩 格 斯

①

② 约翰 威克利夫（１３２０—１３８４）是牧师，并为牛津大学教授，对物理学，逻辑

和哲学都有研究，曾译圣经为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礼拜。他驳斥没有教皇，

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说法，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收取贡物，建议政府没收

薄伽丘（１３１３—１３７５）是意大利诗人。他的名著“十日谈”是一部写实小说集，

描写１３４８年黑死病流行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他在此作中也以最深刻隽

永的笔锋描写了牧师僧侣的风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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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米亚
③
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

２１４
。为什么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

在这里只是以反对僧侣的封建主义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呢？其中道

理很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被承认为等级，因为各城市在反对世

俗的封建主义及其特权时，已经能够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居于

有力地位去进行反击了。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在法国南部，在英国和波希米亚都

有绝大部分的低级贵族加入城市一方共同进行反对僧侣的斗争，

加入城市异教。这种现象，可以由低级贵族依赖于城市的地位来说

明，还可以由低级贵族和城市对待诸侯和高级僧侣时利害一致来

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可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乃是农民和平民

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这种异教虽然

也同意市民阶级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

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

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则。

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

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

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

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

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

  教会土地。他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非得自教皇”。他主张简

化礼拜仪式，减低礼拜费用，并把教会改革为不依赖任何外国力量的民

族组织。他的号召在伦敦市民中很得人心，并成为１５和１６世纪一切反天

主教会的改革者的先声。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建立的。

  ③ 即捷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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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提出来的。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

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和市民异教分别开来，但在１４和１５世纪就发展成一

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了。在１４和１５世纪，农民平民异教

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与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

夫运动之外有瓦特 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约翰 博尔出现，在波希米

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波尔派２１５出现。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

经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这种倾向在１５世纪末

１６世纪初更由平民的代表人物在德意志向前发展了。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着，例

如鞭笞派①，罗拉德派
２１６
等的狂想。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

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

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无特权，又

无财产；连象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负担的产业也没有。

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既无产业又无权利的。他们的生活和当

时制度毫无直接的关系，当时制度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

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

不能仅止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为什么他们——

４０４ 弗 恩 格 斯

① 鞭笞派是以皮鞭自挞的党人，１１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１３、１４、１５世纪，自意

大利传播于法国南部及荷兰等地。鞭笞派宣称身体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赎免罪

恶。此派最初在意大利可作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故教会不加反对。

１５世纪的鞭笞派揭穿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于是就开始被教会迫害

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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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得不把

一切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

看法认为都有问题。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２１７就和这类想

法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

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

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

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

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

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

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

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

这种蛮干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

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 闵

采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

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

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

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

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

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

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

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

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

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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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

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

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

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路德和闵采尔，就理论说，就性格说，就出现姿态说，都各为其

党派的十足的代表。

路德在１５１７到１５２５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

国君主立宪派从１８４６到１８４９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

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

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１５１７年最先出来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

候，他的反对立场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并没有超

出以往的市民阶级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也不排斥任

何更为激进的思潮，它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最初时机它不

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

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

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在１８４７年还

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中于工人阶级

解放事业。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

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①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

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

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

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

６０４ 弗 恩 格 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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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

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２１８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

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

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

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

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

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

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

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

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

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

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

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

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１５２０年的“致德意

志民族的贵族书”２１９等文件）。当路德被胡登招请去贵族密谋反对

僧侣与诸侯的中心爱贝尔堡和他本人与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

道：

“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

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

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从路德有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更正确些说，从路德较明确地确

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对教会制度和教条何者要保留何

者要改革的讨价还价，就开始了那一场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谋

诡计、妥协让步，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２２０，这也就是由讨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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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而得的经过改革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这样的买卖，也就

是近年来在德国国民议会，妥协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

议会中以政治形式所进行得那种令人作呕的买卖。官方的宗教改

革之庸俗市民阶级的性质在这些买卖交易中表现得最鲜明不过

了。

路德如今公然成为市民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了，他宣传合

法的前进，是自有缘故的。多数城市倾向温和的改良了；低级贵族

参加温和的改良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附和了，另一部分诸侯

还动摇着。所以温和的改良必获成就，可以说已有保证，至少在德

国大部分地区是如此。在继续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其余地区也不

能长久抵住温和的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任何激烈的震荡都必然促

使温和的党派与极端的平民农民派冲突，必然引起诸侯、贵族和一

些城市脱离运动，而结果呢，或者是市民阶级党派被农民和平民抛

到后面去，或者是所有参加运动的党派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压倒，二

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之后，就要利用合

法的前进来在革命的风波和复辟的风波之间极力顺风转舵，这种

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例子了。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发展情况之下，任何改变的结果都必

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市民阶级的

改良越是与平民农民的要求分歧，便越要落入改良派诸侯的控制

之中。路德自己越来越变成诸侯的奴仆了，而人民也很懂得应该怎

么办。人民说，路德也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诸侯的仆人了，人民

在奥拉闵德投石子打他，这就是人民对付他的办法。

农民战争爆发了，其实是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

的地区爆发的。爆发之后，路德却来采取调解的态度。路德极力攻

８０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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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们施行苛政之过；

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当

然起义也是亵渎上帝的，违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

进行和解。

但是这样想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迅速蔓

延出去，甚至把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也卷了

进去，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良的范围。闵采尔所

领导的最坚决的一股起义者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

根。如果再有一些成就，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被包围

起来，也许就会被作为叛徒而用枪刺解决掉，市民阶级的改良就会

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倒。此时就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

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

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

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

农民暴徒”２２１。

路德喊道：“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

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

想办法吧，救效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

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没有比你还死得其所得了。”绝不可对农民

乱发慈悲。谁怜悯那些为上帝所不怜悯的人，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

就是置身于叛徒之列。如果只要农民拿出一头牛来，而其余的牛他们还可以

安然享用的话，他们还得好好感谢上帝呢。诸侯们将要从造反事件中学会认

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统治的。“圣人说：

Ｃｉｂｕｓ，ｏｎｕｓ ｅｔ ｖｉｒｇａ ａｓｉｎｏ〔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

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做对他们

正合式。我们应当要求一件事，而这件事乃是为他们好，这件事就是：他们乖

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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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

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博爱的资产者们恰恰就是用的这样

的腔调。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的日子里出来要求共享胜利果实

时，他们的谈吐就和上述一模一样。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

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

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

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

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

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

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舐食专制君主

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

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

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

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

了。

最近资产者又给了我们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

还用得着一一列举吗？

现在再拿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改革家路德对比一下。

托马斯 闵采尔约在１４９８年２２２生于哈茨的施托尔堡。相传他的

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做了施托尔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牺牲品。闵采尔

早在１５岁时就在赫尔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并

一般地反对罗马教会。他对当时神学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得博士学

位，并取得赫尔一个女修道士寺院见习牧师职位。在这里他已是以

非常蔑视的心情来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把

０１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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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之词完全省去，而且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

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

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阿西姆①的锡利亚式的著

作。据闵采尔看来，约阿西姆所宣告和描绘的千载天国以及对堕落

的教会和败坏的世界的审判末日，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的大震

荡而快要到来了。他所宣说的教义在当地周围地区获得巨大同情。

１５２０年他迁至茨威考成为第一个宣说新教教义的牧师。他在这里

碰上有锡利亚式狂想的宗派中的一派，这一派悄悄地在许多地区

存在着，表面看来它还是个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宗派，然而骨子里

却包藏着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个反对派，

并且这个反对派此时也越来越公开和坚决地在大庭广众之间加强

鼓动了。这个宗派就是再洗礼派２２３，是由尼克拉斯 施托黑②领导

的。他们宣说审判末日和千载太平都临近了，他们有“幻想，

有狂热，有预言的灵明”。不久他们就和茨威考当局发生冲

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倒是这一派还受了他的

影响，但闵采尔挺身出来保卫他们。当局采取坚决行动来反对他

们；他们不得不离开此城，闵采尔也和他们一同离去。这是１５２１年

底的事。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和胡斯派余党取得联系，力图在此取得立

足之地。但是他的宣言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１５２２年他

１１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①

② 施托黑是茨威考的裁缝，以宣传宗教的共产主义著名。闵采尔也受他的影响，

认为他了解圣经高出一切牧师之上。１５２２年施托黑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同成

为农民战争的领袖。——译者注

约阿西姆是１２世纪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他有永久福音的学说。——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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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牧师。他在此已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

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做起来了。他完全不用拉丁文了，而且

在规定念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念这两部分

而是全部圣经都选念。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

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斯特德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人

民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此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的攻击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

但是他却不象路德此时那样去提倡平心静气地辩论和和平地前进

了，他不是这样，他是把路德早期的激烈的说教继承下来了，并号

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就说：‘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但是你们（萨克森诸

侯）①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末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去

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在路加福音第１９章２７节里下了命令：

‘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 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

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

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就象

希西吉亚，居鲁士，约西亚，丹尼尔和伊利亚消灭巴尔的劣僧们一样，否则基

督教会就不会回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

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７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事奉别神的人，拆

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我决不怒斥你

们’。”２２４

但是对诸侯们的要求并无结果，而革命情绪在人民中间却一

天比一天增涨了。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

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

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２１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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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

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

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２２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

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

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

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

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

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

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

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

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

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

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

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

用的饼和酒都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

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

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

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

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

隔着３００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

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

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

３１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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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

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１６世纪“闵采尔派”

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

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

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

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

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

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

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

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

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

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

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

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

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

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

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

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

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

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破坏了阿尔斯特德附近梅勒尔巴

赫的圣玛丽礼拜堂，这是按照圣诫而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

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上帝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第７章６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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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来平息这次骚乱，并传唤闵采尔到城堡去。闵采尔在此发表了一

段说教，这一段说教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位“维登堡的行尸走肉”（闵

采尔给路德的称呼）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主张杀掉那些不敬

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把福音弄成异教的僧侣和修道士都应

该杀掉，他引新约作他的主张的根据。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活着

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

帝的人，那末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

教徒。诸侯和贵族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

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要来向穷人

们宣说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见农

民和手工业者就掠夺剥削，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

就得上绞索，于是路格纳①博士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去掉骚乱的原因，

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

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呵！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

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２卷第７５页）

闵采尔把这篇说教付印了；他在阿尔斯特德的承印人受到萨

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被逐出境，闵采尔自己被迫令将一切著作交

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

激昂的著作２２６拿到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

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人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那些衮衮诸公亵渎

神圣把我主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

５１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① 俏皮话：《Ｌüｇｎｅｒ》——“说谎者”（闵采尔指路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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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下述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

人翻身的事情。”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 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已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

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溃，颠复，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座反抗王公、诸

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

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闵采尔和路德及其党羽的裂痕久已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

承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教会改革都是闵采尔没有事先问他即已

实施的。路德抱着温和改良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

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１５２４年春闵采尔即已写信给梅兰希通

——庸俗不堪而又病魔缠身足不出户的人的典型——指责他和路

德都对运动毫无了解。他们只是要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来戕杀

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只是咬文嚼字。

“亲爱的兄弟们，勿再等待与踌躇，时机已到，夏天已在门前。幸勿与不敬

上帝者为友，他们妨害真言发挥全部力量。勿谄媚你们的诸侯，否则你们

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温文尔雅之士，幸勿见责，我实不能不

如此。”２２７

路德不止一次邀约闵采尔公开辩论；但闵采尔任何时刻都愿

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登堡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作

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为高等学校证明神明的力量”。路德果真

有诚意的话，就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的承印人的迫

害，取消检查著作的命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报刊上展

开。

６１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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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出现以后，路德就公开出来做告

发闵采尔的告密人了。在他印出来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

诸侯书”２２８中他称闵采尔为撒但魔王的工具，他要求诸侯采取措

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说邪恶教义

为满足，他们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

８月１日，闵采尔被传到魏玛宫廷在诸侯面前对被告发的叛乱

活动作答辩。许多揭发他的事实当场被举出来；原来他的秘密同盟

已被发觉，他和矿工农民们的组织的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已有人用

充军来威胁他了。他还没有回到阿尔斯特德，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

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交出；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获了，

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

是他已经离开了此城的话，市当局就已把他交出去了。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日益愤懑的情绪使得闵采尔的宣传

活动格外顺利。闵采尔在再洗礼派中找到极其宝贵的伙友一起进

行宣传活动。再洗礼派本来没有确定的教条，只是靠反对一切统治

阶级这一共同目标以及再洗礼派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

在生活习惯上是力修苦行，在宣传鼓动上则狂热不倦，勇敢无畏；

这一派人越来越多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再洗礼派本身的需要和

愿望是由闵采尔替他们明确下来，并形成他们的新教义的。他们因

为被搜捕的关系，不容有任何固定住所，于是流浪全德，到处讲说

他们的新教义。无数的再洗礼派遭受苦刑，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

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的勇敢坚毅是无可动摇的；在人民的慷慨迅

速增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闵

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准备好的立足之地，

他随便走向那一方，都有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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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
２２９
。约一个月以前，此城附近刚刚有一

次农民暴动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

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的肆无忌惮的神学主张，都认

为圣经不必有绝对约束力，七种圣礼是无聊的，并且宣称基督也不

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亵渎上帝的。路德大叫：

“看吧，撒但又在此出没了，阿尔斯特德的妖精！”闵采尔把答路德

书在纽伦堡付印２３０。他率直地指责路德献媚诸侯，指责他虎头蛇

尾，扶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

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由当局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

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

部。在这地区，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礼派密使促成的起义，爆发已有

数月。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组成，对人民党的要

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１５２５年４月全面爆发，都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

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

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

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

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闵采尔早时在图林根即已聚集了一批最

坚决的人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

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此时闵采尔已成为德国西南

部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他还进行了从萨克森，图林根经过法兰克

尼亚，士瓦本直到亚尔萨斯以及瑞士边境的组织联系工作，并把下

列这些南德鼓动家，大半是革命的牧师，吸收为他的门徒，吸收来

作同盟的领导者，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马伊埃，苏黎世的康拉德

８１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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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贝尔，格利森的弗兰茨 拉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

的雅科布 韦埃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闵采尔本人多半停留在

沙福豪森边境的格利森，由此出发巡游赫郜和克勒郜等地区。惊惶

失措的诸侯和统治者们到处对这些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

害，因而促使平民派反叛精神更加昂扬，团结更加坚固。闵采尔在

德国南部进行鼓动将近５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

到图林根。他要在此亲自领导起义，其详情后面再谈。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

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

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

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

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

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

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

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

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

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９１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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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５０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

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①。

１４７６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

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

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

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 贝海

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

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

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

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

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

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

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

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

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

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

０２４ 弗 恩 格 斯

① 我们在自己的大事纪里都是沿用齐美尔曼的材料，一则由于我们缺乏国外的

充分资料不能不完全依靠他的材料，再则这些材料也能完全满足本著作的要

求。——恩格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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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

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

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

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

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

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

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２３１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

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

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

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

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

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

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

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

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

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

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

们宣传了。

吹鼓手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

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

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

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拜的活

动开始了，而且迅速扩大了；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

反者就越加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

１２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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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

厅或世俗官厅；人人都应亲如兄弟，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不应比

别人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贡

赋和劳役都应永远废止；各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福音。这位预言者的名声，

“我们圣母的使者”，迅速传播远方。朝圣者一批又一批地从奥顿瓦

尔德，从美因河，柯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

士瓦本，从莱茵河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造的奇迹；人们跪

倒在他的面前，向他祈祷象对神圣祈祷一样；人们从他的帽子上

撕取一丝绒毛，仿佛就象得到圣物和护符一样。神甫们出来反对他

了，把他的幻想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

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信仰的群众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

开始形成，叛逆的牧人的礼拜日说教吸引了４万以上的人集合到尼

克拉斯豪森来。

吹鼓手汉斯在群众面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说教。但是他的目

的决不限于说教而已。他和尼克拉斯豪森的牧师有秘密来往，还和

两个骑士有秘密来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 冯 通费尔特和他的

儿子，两人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是所计划的起义的军事领袖。在

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他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强大，于

是发出信号。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说教：“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高

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把妇女、小孩、老人们留在家里；

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

们的弟兄和伙伴都约来，有多少约多少。但来时不要拿着朝圣手杖，而要带着

兵器和武装，一手拿烛，一手拿剑和矛或戟。到时圣母将要把她要你们做的事

向你们宣告。”２３２

２２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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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农民大批来到之前，主教①的骑兵已在夜间把这位反

叛预言者捕获，带到维尔茨堡宫里去了。在指定的这一天，来了３

万４０００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这些农民大为沮丧。绝大部

分散去了；较坚定的一部分集结了将近１万６０００人，在孔茨 冯 通

费尔德和其子米哈埃尔率领之下一同来到宫前。主教用诺言劝说

他们回家；但当他们刚刚开始散去的时候，即遭到主教的骑兵的

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汉斯本人则被焚死。孔

茨 冯 通费尔德逃亡，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了修道院，才许他

回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这件事仍继续了一些时，然而最后也被

禁止了。

在这第一次谋反未成之后，德国又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平静。直

到９０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１４９１年至１４９２年的荷兰农民起义是在黑姆斯凯克一战中才被

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镇压下去的；同一时期在士瓦本北部

肯普腾修道院辖区农民也进行过起义；１４９７年前后夏尔德 埃尔瓦

领导的弗里西安起义也是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镇压下去的；

所有这些起义，我们都不详论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

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这些起义直到此时为止还都是自由的

农民反抗别人要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

来叙述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秘密结社：“鞋会”和“穷康拉

德”。

在尼德兰引起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腾贵，也于１４９３年在亚

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秘密同盟，还有道地的市民阶级反

３２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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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中的人参加这个同盟，甚至有一部分低级贵族或多或少地也

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斯塔特，祖尔茨，丹巴赫，

罗斯海姆，舍尔维勒一带的地区。这些密谋反叛的人们要求掠夺和

消灭在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用高利贷吸尽了亚尔萨斯农民膏血的犹

太人，要求实行一次犹太５０年豁免节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要

求取消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负担，要求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维尔

的（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限制僧侣俸给为每人５０

至６０盾，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而在每一教区自行选人组成法庭。谋

反者们的计划是等到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夺取设防的施勒特斯塔

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由此城发难，煽动整个亚尔

萨斯反叛。预定在发难的时刻要揭出来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

农民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即所谓的Ｂｕｎｄｓｃｈｕｈ，这就是同盟

的符号。从此时起，在以后２０年间，农民反叛密谋都以它为象征，

并且都用了“鞋会”的名义。

谋反者们常常是在夜间到寂静无人的洪格贝尔格山上开会。

会员入会是经过极为秘密的仪式，并且讲明如有背叛行为，将受

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临到１４９３年受难周，正该攻击施勒特斯

塔特的时候，事情还是败露了。官方迅速动作起来；许多谋反者被

捕获，被严刑拷打，一部分被肢解或斩首，一部分被砍掉手，砍

掉指头，放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过这第一次的溃败之后并没有消灭。刚刚相反，

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存在下去，并且很多流散在瑞士和南德的亡命

者都变成了密使，这些密使到处发现同样的压迫引起同样的起义

情绪，因而就乘机把“鞋会”传播到现今的巴登全境。南德的农民，

坚忍不拔，从１４９３年起，密谋造反，历时３０年之久，把他们因住

４２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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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

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

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

１５０２年斯拜尔主教辖区还包括布鲁赫萨尔地区在内，当时在

这个辖区里秘密农民运动已露形迹。“鞋会”在这地区的重整旗鼓

工作确实获得巨大成就。大约有７０００人被组织起来，以布鲁赫萨尔

和魏茵加腾之间的温特尔格罗姆巴赫为中心，其分支在莱茵河下

游遍及美因河地带，上游直达巴登侯爵领地。他们的纲领规定：不

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任何捐税，什一税，杂税，赋税；废

止农奴制度；没收寺院及其他教会产业分给人民，除皇帝一人而

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

这是农民第一次提出收回教产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

分的德意志君主国的两条要求。从此时起，这两条要求经常在农民

和平民进步集团中一再出现，直到托马斯 闵采尔把瓜分教产的要

求转变成没收教产以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的要求转变成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

重整旗鼓后的“鞋会”和原先的“鞋会”一样，有秘密的集

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旗帜，上面

写着“上帝的公道至上！”。行动计划和亚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

似。计划规定，要突然夺取布鲁赫萨尔，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入会

了，要在这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把这支军队派遣到周围

的诸侯领地去发挥流动的集合中心的作用。

谋反者中有一人在作秘密忏悔时把计划告诉了忏悔牧师，这

个牧师就把计划告发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鞋会”组织分

布之广，从亚尔萨斯各帝国等级以及士瓦本联盟２３３都很震惊一事

５２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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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看出。他们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

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最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们的计谋。农

民们曾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抵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终不能

持久。谋反者有些被处死刑，有些逃跑了；但因秘密保守得很好，

所以大部分会员，甚至包括领袖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邻近的

领主地区里，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这次新的失败之后，又出现一段较长的阶级斗争似乎趋于

平息的时期。其实斗争仍在暗中继续着。１６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

德”已经在士瓦本建立组织，它显然是和四散的“鞋会”会员的

活动有联系的；在黑森林区，“鞋会”以单个的小组形式继续存在

着，直到１０年以后，一个有魄力的农民领袖出来，才将各处线索

重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两个密谋团体前后紧随

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在１５１３—１５１５这几年动荡时期里的事。在这

时期里，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①农民同时进行了一

系列规模巨大的暴动。

恢复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人是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约斯

弗里茨，１５０２年密谋中的逃亡者，曾经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

都杰出的人物。他自逃亡以后，曾在波登湖和黑森林之间许多地方

逗留过，最后在布莱斯郜②的夫赖堡城附近的勒亨定居下来，甚至

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尉。关于他如何以此地为据点进行整顿组织的

工作，关于他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的人拉进组织，法庭侦查文

件中都有极为有趣的详节描述。这位标准的密谋家具有外交天才

６２４ 弗 恩 格 斯

①

② 郜是地理区域名称，这个名称在本书第五章将出现多次。布莱斯郜是今德国

西南角与法国瑞士接境一片地区。——译者注

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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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阶级的大量的人兼容

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农民；看

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人组织到许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谋活动中

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

较老练的信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

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约斯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

把为数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们在他的

密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

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的脚受了伤，进行乞

讨；他的帽子上有８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

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

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

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

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

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

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１０人已经讲定了，以２０００盾为

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郜同时放

火，并在萨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看他们的２０００人到

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 施奈德尔指挥，攻取

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之间，一处一处的联络站已经建立起

来了，约斯 弗里茨就和他的主要助手施托费尔（夫赖堡人）不断

地骑着马巡回各地，并在夜间检阅新入伙的人马。关于“鞋会”在

莱茵河上游和黑森林散布情况，法庭侦查文件中有充分材料可以

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的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

有各人相貌特征的记录。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

７２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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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主，还有少数贵族，牧师（勒亨镇本镇的牧师就在内），以及

失了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组成分子中已可看出，“鞋会”在约

斯 弗里茨领导之下已较前大为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开始起越来

越大的作用。密谋的分支组织遍及亚尔萨斯全境，今日的巴登，一

直到维尔腾堡和美因河。较大的集会常是在偏僻的山上召开，并讨

论会务，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首领们的集会往往也

约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会都是在勒亨附近

的哈特马特山上召开的，“鞋会”纲领的十四条款就是在这里通过

的：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而外不承认

任何君主；取消罗特维尔帝国法庭，限定教会法庭只能过问宗教

事项；凡是所付息金已经和本金数相等的，即一概不再付息；利

率不得高于５％；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限制僧侣每人

只能领一份薪俸；没收僧侣产业和寺院财宝以充“鞋会”军费；废

止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坚

决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一个坚固城市——

夫赖堡——以作“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立

即和皇帝进行谈判，倘若皇帝拒绝，就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

大家一致通过的各点。我们从各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

民的要求已采取了越来越明确和坚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对温和

怯懦分子也不能不作同样多的让步。

预定在１５１３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约斯

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图之外还有

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留

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夫赖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风声；还有宣

传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赖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线索，最后由于两

８２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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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被泄露了。侯爵，夫赖堡当局和恩集斯

海姆的皇家政府①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捕

获，被刑讯，被处死；可是大多数人这一次还是逃脱了，约斯 弗

里茨也在内。这一次瑞士政府大力从事迫害逃亡者，甚至还杀了许

多人。但是瑞士政府也和它的邻邦一样无法阻止大多数逃亡者继

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甚至又逐渐地回来了。在恩集斯海姆的亚

尔萨斯政府最为残暴，它下令处很多人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

等极刑。约斯 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莱茵河河岸，但是

他常常到黑森林这一边来，从来没有被捕获过。

为什么瑞士人这一次要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

员呢？次年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可作说明。次年就是１５１４年，该年

农民起义在伯尔尼、左洛图恩、琉森爆发，而且结果竟然扫除了

贵族政府和贵族制度。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到一些特权。瑞士的

这些地方性起义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

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１５２５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

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在瑞士不

存在的。

和巴登的“鞋会”同时，而且显然和“鞋会”有直接联系，在

维尔腾堡形成了第二个密谋组织。档案证明这个组织从１５０３年起

即已存在，但是自从温特尔格罗姆巴赫溃败以后，用“鞋会”的

名称过于危险，因此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

是霍亨施陶芬山下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民间早已不是

什么秘密了。乌尔利希公爵政府的无耻压迫和促成１５１３年与１５１４

９２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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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骚乱的连年饥馑都使入盟的人数扩大；新颁行的酒税、肉税、面

包税以及每一盾每年要上一分尼的资本税成了骚乱爆发的导因。

朔恩多夫城铸刀匠卡斯巴尔 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的首领们集

会之处，这个城预定要首先夺取过来。１５１４年春，起义爆发了。

３０００——说是５０００——农民开到城下，但是又被公爵的官吏用温

和诺言劝说撤退了。乌尔利希公爵在许诺废止新税之后就随带８０

骑赶来，而这时由于有了诺言的缘故，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他许诺

召集省议会来审查一切控诉。但是密谋的首领们深知乌尔利希只

不过是在对人民行缓兵之计，只待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这些军

队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制收税。因此他们就在卡斯巴尔

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穷康拉德总部”，部署召集一次同盟大

会的工作，向各处要求派人来参加，并向各方面派出密使推动这

个工作。雷姆斯河谷的第一次起义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

中间的威信；文书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５月２８日温特尔图尔

克海姆大会有维尔腾堡所有各地区派来的很多代表参加。大会决

议从速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此地

出动把起义向四面扩大。正当德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

和维尔廷根的一个有声望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劝导汝拉山的居民加

入同盟的时候，起义就从各方面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被袭击而

且被俘了，可是巴克南格，温能登，马克格伦宁根等城都落入与

平民联盟的农民手中了，从魏茵斯堡到勃劳贝伦，从勃劳贝伦到

巴登边境全部地区都公开暴动了；乌尔利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

面宣布６月２５日召集省议会，同时却写信向四邻诸侯和自由市求援

平乱，信中说骚乱危及帝国境内所有的诸侯和权贵，而且“有俨

如‘鞋会’的举动”。

０３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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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省议会，即各城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省议会上也

享有席位的农民代表已于６月１８日在斯图加特开会了。高级僧侣们

还没有到达，骑士们根本没有被邀。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

在咫尺声势逼人的利奥堡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

求。农民的代表被接受出席议会了，会上决议把公爵手下３个为民

痛恨的顾问朗帕尔特、萨姆、洛歇尔罢免惩处，决议由４个骑士，

４个市民，４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决议给公爵固定的

薪俸，决议没收寺院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利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革命的决议。他于６月

２１日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杜宾根，高级僧侣们也随即赶到这

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这里来，市民们也照办了。于是他就在这里

继续举行没有农民参加的省议会。市民们在这里处于军队威胁之

下，就出卖了他们的同盟者——农民。７月８日达成了杜宾根协议，

这个协议规定公爵的将近１００万债务由国家归还，而公爵权力则应

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泛言词来

搪塞农民，并且以严禁暴动与结社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至于农

民在省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更谈不上了。农民们声讨这种翻案行

为；但是公爵自从等级议会承担了他的债务以后又能借到款项了，

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也

派来支援部队。所以到７月底杜宾根协议已被全邦接受而且效忠宣

誓也重新作过了。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

又亲身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营寨在卡培尔堡建立起来了。可

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都因缺乏粮食而自行散去，残余

部分也因为和几个省议会议员达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回家

了。这时各城市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狂热地反对

１３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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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这些城市甘愿派一些队伍去支援乌尔利希的部队，于是乌

尔利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雷姆斯河谷的城市和村镇劫掠

一空。１６００个农民被捕，其中有１６人立即斩首，其余的大多数被判

处沉重的罚款以归乌尔利希的财库。很多人长期禁锢狱中。严厉的

惩治法令颁布了，禁止重新结社，禁止农民的任何集会。士瓦本贵

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同盟来镇压一切起义的企图。“穷康拉德”的

主要首领们幸而都逃到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零

散地回家来了。

和维尔腾堡的运动同时，在布莱斯郜和巴登侯爵领地也出现

了新的“鞋会”活动的征象。６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起义，但立即

被侯爵菲力浦击溃，为首的古格尔－巴斯提安在夫赖堡被捕并被

斩首。

就在１５１４年这一年春天，在匈牙利也爆发了一次全面的农民

战争。当时正进行着一次十字军讨伐土耳其的宣传，并且和往常一

样，凡是参加十字军的农奴和依附农都可获自由。将近６万人集合

起来，由格奥尔格 多札任指挥。他是塞克列人２３４，曾在以往的土耳

其战争中显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地位。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

们都极不愿有十字军讨伐之举，因为讨伐之举不免夺去他们的财

产和农奴。他们向一些农民队伍追赶上来，用武力把他们的农奴抢

回去，并加以虐待。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们

怒不可遏。两个最热烈的十字军传教牧师，拉弗连齐和瓦尔纳瓦的

革命讲演在军中更加激起对贵族们的仇恨。多札本人和他的部队

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队，他亲自来领导这

个新的运动。

他和他的农民部队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柯什原野。最

２３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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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和贵族一边的武装发生冲突；马上引

起了小规模战斗，终至对落入农民手中的贵族们实行西西

里的晚祷２３５，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全行烧毁。朝廷出面恫吓，

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实行第一次人民审判完结以后，多

札就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５路。两路被派到匈牙

利北部山区，要在此把大家煽动起来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

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鲁什 萨列雷施指挥，留守拉柯什监视首都。

第四路和第五路由多札和他的兄弟格莱哥尔率领向塞格丁①进

发。

在这期间，贵族聚集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都督约翰 扎波

略求援。这时萨列雷施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了，于是

贵族便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柯什的军

团。大量俘虏都被惨无人道地处决了，剩下的一部分都被割去耳鼻

遣散回家。

多札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走恰纳德。他在击破了斯蒂凡 巴

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恰纳德，并对包括主教

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复仇，清算拉柯什的血

债。多札在恰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

和主权在民，然后向巴托里逃据的泰梅施瓦尔②进发。但是，正当

他围攻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而且获得安东 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

来增援时，在匈牙利北部的两路部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

了，约翰 扎波略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札进击。农民队伍被

扎波略击溃了，多札本人被俘，并被活活地放在烧红的宝座上炙

３３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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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他的部下都被强迫来吃他的肉，只有吃了他的肉的才能饶命。

溃散了的农民被拉弗连齐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是又被击破，所

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成千的农民尸体沿路挂

起，或者挂在一片焦土的村落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有

６万人。贵族们作了安排，要在下次省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

国法。

同一时期中在“文地什边区”（就是克伦地亚，克莱纳和施梯

里亚）①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鞋会”一类的秘密团体组织起

来的。这个地区惨遭贵族和帝国官吏的搜刮，土耳其铁骑的蹂躏，

受尽饥馑之灾，早在１５０３年就建立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曾引起

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在１５１３年就又

举起《ｓｔａｒａ ｐｒａｗａ》〔“旧权利”〕的战旗。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

招安了。在１５１４年，当他们更加声势浩大地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四散

回家了。可是１５１５年春，一再受骗的人民就格外愤激地起来展开复

仇战争了。和匈牙利方面的情形一样，各处的城堡和寺院都被捣

毁，农民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罪斩首。在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钦

命将军迪特利希施坦把起义很快就扑灭了。在克莱纳，只是在袭击

赖因城（１５１６年秋）以后又采用了不亚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为

的奥地利式的残忍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的。

德国农民遭受一连串这样严重的失败以及贵族们这些大规模

的残酷镇压之后，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蛰伏不动，这是可以理解

４３４ 弗 恩 格 斯

① 文地什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别名。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两地都是今奥地利南部

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克莱纳是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

奥地利边境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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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都未完全绝迹。１５１６年“鞋会”和“穷

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回到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来了，

１５１７年“鞋会”在黑森林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 弗里茨始终把１５１３

年旧“鞋会”会旗藏在怀里随身带着，此刻又奔走黑森林各地积极

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和４年前一样，又讲定要在克尼比

斯山上开会。但是秘密没有保持住，政府闻知此事，并采取了坚决

措施。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练达的会员们不得不逃走。约斯

弗里茨也逃走了，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

就死在瑞士，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了。

５３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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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当第四次“鞋会”密谋活动在黑森林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

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

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２３６提出的论纲就象火花落入火药桶一样，

起了点火的作用。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

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

家２３７，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

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

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突然一下

把运动的惊人力量展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

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

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

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各色各样的反对派群众就已经

围绕着两个中心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

周围；农民和平民还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和从

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不过运动在此时已比路德

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党派之间的

尖锐对抗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抗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

尔在书刊上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

（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路德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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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即企图以反对诸侯和僧侣来实现自

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复杂成分之

间的利害和要求是如何地分歧。

前面已经讲过１６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

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

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

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

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

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

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

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

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

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

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

深；不满意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

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

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品。进行这个总

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利希 冯 胡

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 冯 济金

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

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

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

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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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

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

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

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

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

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

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１６世纪的德国

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

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

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

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２３８消灭得只剩

下２８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

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性的；在英

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

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

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

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

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

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

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

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

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

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

８３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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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

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

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

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胡登也没有其他

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

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侣以及

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

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

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６年的暴动中波兰

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

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

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

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

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

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１８３０年波

兰的情形一样，１５２２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

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

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

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

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

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

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１５２２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６年为期的

９３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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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

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

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

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１５２２年９月向特利尔选帝侯

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

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

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

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

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

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湖中的乌福瑙岛

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

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

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

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

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

和僧侣。

０４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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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从路德对天主教会等级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

都发动起来的时刻起，没有一年农民不起来照样重提自己的要求。

从１５１８到１５２３年在黑森林和士瓦本北部，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踵

而起。自从１５２４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都带有系统性了。这一年４月

马赫塔尔修道院的农民拒绝徭役和贡赋；５月圣布拉济延农民拒绝

履行农奴义务；６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茵海姆农民宣告不愿缴纳什

一税以及其他赋税；７月和８月图尔郜农民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

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当局处决了很多人，进行残酷镇压，

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伯爵领地施图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

决的起义，这次起义简直就可算作农民战争的开始。

施图林根农民突然拒绝向伯爵缴纳贡赋，集合成强大队伍并

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 弥勒统率下于１５２４年８月２４日开往瓦尔茨胡

特。他们在此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这些市民所以很

愿意促成此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２３９

对他们的牧师巴尔塔扎尔 胡布马伊埃进行宗教迫害，此人乃是托

马斯 闵采尔的友人兼弟子。这个同盟组织规定每星期要收３个克

里泽的盟捐，就当时币值论是巨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亚尔萨

斯，摩塞尔，整个莱茵河上游以及法兰克尼亚去到处吸收农民入

盟，宣告同盟的目标是要消除封建统治，破坏所有城堡寺院，消灭

除皇帝一人而外的一切统治者。盟旗是德意志三色旗。

１４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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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迅速蔓延今巴登北部全境。士瓦本北部贵族恐慌万状，他

们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他们无

计可施，只好借谈判迁延时日，一面筹款招兵，以待力量充足时

即以“烧杀掳掠”２４０来惩戒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

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

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

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德

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城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出面斡旋，但

却没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农民还继续行动。从９月３０

日到１０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 弥勒穿过黑森林到达乌拉赫和福

特万根，把他的队伍扩增至３５００人，并以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

（距施图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不过１７００人，而这１７００

人还是四分五裂的。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果然在埃瓦廷根营地

达成停战协议。贵族答应与农民订立善意的条约，或者直接由双方

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

审查所有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解散了。

农民一致协议定出十六条款，准备要求施托卡赫法院同意。这

些条款都很温和。他们要求废止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沉重的

赋税和一般的领主特权，要求保障免遭任意逮捕，保障不受法庭

的不公平的任意审判的侵害——此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全部在争

议中的义务，直到法院作出决定。农民当然拒绝这个要求，并要这

些领主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重新开始。农民又集合起来，

诸侯和贵族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布莱斯

部之外深入到维尔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 特鲁赫泽斯就

２４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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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战争中的阿尔巴①，他统率的军队监视农民，袭击个别增援

队伍，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 特鲁赫泽斯和农民首领进行谈

判并且还零星地达成了一些协议。

１２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庭全由贵

族组成提出抗议，而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是，宣读了一份皇帝的诏

书２４１。审理拖延时日，而贵族，诸侯，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

休整备战。此时斐迪南大公除统治着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土

外还统治着维尔腾堡、巴登黑森林和亚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

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要对农民加以拘捕，严刑拷

打，定杀无赦，用尽一切方法消灭他们，要把农民的家业烧毁，要

把农民的妻小逐出本地。由此可见诸侯和贵族是如何实行停战，而

他们所了解的善意的调停和审查农民的申诉究竟是什么了。斐迪

南大公从奥格斯堡富豪威尔塞家族借来款项，急速地整顿军备；士

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３期募齐捐款和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发生在托马斯 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２４２

逗留的５个月期间。关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程曾有影响这一点，

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种影响间接地完全可以证实。

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家多半都是他的弟子，都拥护他的理

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高原地区农民的“书简”〔Ａｒ

ｔｉｋｅｌｂｒｉｅｆ〕都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

制订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给

起义的农民２４３。

这时自从１５１９年起就被逐出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也想借

３４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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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之助实现他的夺回本邦疆土的阴谋。他自被逐以来就力图利

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确是事实。从１５２０到１５２４年间在

黑森林和维尔腾堡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中都有他的名字搅在

里面，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威尔城堡出发直接向维尔腾

堡攻击了。不过他只是被农民们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影响，更谈

不到取得农民的信任。

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两方中没有一方能够采取任何决定

性的步骤。诸侯老爷们不敢轻举妄动，农民起义却正扩大影响。

１５２５年１月，多瑙河，莱茵河，雷赫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

２月，风暴就爆发了。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 弥勒统率的黑森林－赫郜农军和维

尔腾堡的乌尔利希一道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他劳而无功

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时候（１５２５年２—３月），２月９日，农民就在乌

尔姆城附近的里德起义了。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

泽掩蔽着的营地，树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利希

施米特领导。这支农军有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人。

２月２５日在舒森，由于谣传军队正开来对付也在此地出现的不

满分子，上阿尔郜农军就在此集结起来了，共有７０００人之多。肯普

腾人民在整个冬季都与他们的大主教争执不休，也于２月２６日

集结起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梅明根和考夫拜伦两城有条件

地参加了运动；可是城市在这个斗争中所持的暧昧态度，在

此已经暴露出来。３月７日１２梅明根条款在梅明根被全部上阿

尔郜农民接受了。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郜农民的通知后由艾特尔 汉斯领导在波

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地扩大了。指挥部在伯马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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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下阿尔郜，在奥克先豪森和谢伦堡地区，在策伊尔和瓦尔

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领地，农民也起义了，而且早在３月初就

发动了。这支下阿尔部农军有７０００人之众，驻在乌尔察赫附近。

这４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这个梅明根条款比赫郜农军

的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

度的各点上也表现得显然缺乏果断。农民有时也有的一点果断，都

是在战争过程中，当他们对敌人的手法有了一些领会之后，才表

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建立起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

直到多瑙维特的整片地区，从伊勒，罗特，比伯尔几条河谷来到

莱普海姆，并在此建立了营寨。１５个地方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来

了，从１１７个地方派来了增援部队。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利

希 雪恩，他的讲道牧师是莱普海姆牧师雅科布 韦埃。

所以在３月初，士瓦本北部６处营寨约有３万至４万起义农民武

装起来了。这些农军的品质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

在各军中都只占少数。这一派人数虽少，可是在各处都形成农民阵

营的核心和骨干。农民希望以威胁态度去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

对农民保证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和贵族达成协议。再则当事情

旷日持久而诸侯军队又迫近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恋战，而那些手

中还有些东西怕受损失的农民大半就跑回家去了。此外还有到处

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败坏

纪律，败坏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此已足

已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各处都只取守势，各营寨都士气低沉，

说明这些农军即使撇开他们战术的缺陷和良将稀少两点不论也绝

对不是诸侯军队的敌手。

５４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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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农军进行集结期间，乌尔利希公爵就带着募集的军队和

一些赫郜农民从霍恩特威尔向维尔腾堡袭击。如果农民此时从另

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 冯的军队的话，士瓦本联盟就

完了。但是由于农军只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和巴尔特林根

农军，阿尔郜农军以及湖军协议停战，进行谈判并订期于Ｊｕｄｉｃａ

〔鸠迪加〕礼拜日（４月２日）２４４这一天解决此次事件。在这期间他就

能够进击乌尔利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利希公爵于

３月１７日就已重行撤离维尔腾堡。然后他回师直指农民，但是在他

自己的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哗变

士兵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将军队开往乌尔姆，在乌尔姆

搜集新的支援力量。他派了一支监视部队留守在特克河附近的基

尔赫海姆。

士瓦本联盟终于抽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各方分摊的兵

员，于是抛弃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

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２４５。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遵守停战协议。他们为Ｊｕｄｉｃａ礼拜日的

谈判拟定了他们的要求，即有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公众

来选举和罢免僧侣，废止小什一税，并将大什一税２４６除了支付传教

士俸给之外其余数目都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特权与

死亡税，限制过分的徭役、赋税与地租，归还强占公众及个人的

林地、牧场与特权，消除司法及行政工作中任意妄为现象。由此可

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简”中早

已提出纲领。这封致全体农民的公开书简要求全体农民加入“基督

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

不到的”，或者通过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的斥

６４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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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来威胁所有拒绝加入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加入就和谁断

绝社交，断绝他和同盟成员的一切来往。所有的宫城、寺院和教堂

都须同样要按照世俗的斥革的要求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

道士们自动离开这些地方，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迁住普通房屋并且

还加入基督教同盟。这项激烈的宣言显然是在１５２５年春起义之前

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

的斥革”仅意味着压迫者和叛徒应该处死，城堡应焚毁，寺院教

堂没收，其所藏财宝均须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还未及把十二条款提交指定的仲裁法官之前，他

们已听到士瓦本联盟毁约而且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

取措施。阿尔郜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伯伦召开了一

次大会。４支农军混合起来，改编成４个纵队；还决议没收僧侣财产，

变卖他们的财宝以充军费，焚毁他们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和正

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了他们指导战斗的准则，而约定要来缔结和

约的Ｊｕｄｉｃａ礼拜日却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继续不断

的发生，６个月来在黑森林的暴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

和雷赫河地区的消息，这一切就足够说明何以在德国２ ３地区农民

暴动会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同时，所有各处的暴动同时

发生这一事实就证明领导运动的人们就是通过再洗礼派以

及其他密使来组织运动的那些人们。在维尔腾堡地区，在尼

喀河下游，在奥顿瓦尔德，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

在３月后半月就已爆发骚乱了；而各处都是在事前就已指定４月２日

这个Ｊｕｄｉｃａ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都已在４月的第一星期

里实行决定性的出击，实行群众起义。阿尔郜农民，赫郜农民，湖

７４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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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农民也于４月１日用敲警钟和群众大会的办法把所有有作战能力

的男人都召集入营，并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展

开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６个中心，在４月的最初几天里各

处都爆发起义。在诺德林根城附近这时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城里

的革命党派以安东 福尔奈尔为首领借农民之助而取得上风，福尔

奈尔被任命为市长，还使这个城市参加了农民的行动。在安斯巴赫

地区农民从４月１日至７日到处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

去。在洛腾堡地区农民从３月２２日起就已拿起武器；洛腾堡城里名

门望族的统治于３月２７日被斯蒂凡 冯 门钦根所领导的小市民和

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赋税恰恰是这个城的主要财源，所

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和暧昧的。在维尔茨堡教会２４７辖区

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４月初普遍都暴动起来了；在班堡主教辖区

内，总暴动在５天之内就迫使主教屈服了。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

也集结成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阵营。

在奥顿瓦尔德，风暴在３月２６日就已爆发，这里的革命派首领

是文德尔 希普勒和格奥尔格 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

根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堡的旅店主。

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尔河。从洛腾堡郊外营寨来的２０００人也

加入了。在各处援军都到齐以后，就由格奥尔格 梅茨勒统领全军

于４月４日向雅格斯特河畔的雪恩塔尔寺院进军，尼喀河谷的农民

也到此地来加入他的队伍。尼喀河谷农民是由海尔布朗附近的伯

肯根的旅店主叶克来恩 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Ｊｕｄｉｃａ礼拜日

在弗莱恩、藏特海姆等地宣告暴动。同时，文德尔 希普勒率领一

批党羽袭取艾林根，并把四周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在雪恩塔

８４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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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有两支农民纵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正向各城堡及寺院组织

攻击行动，这两支农民纵队合并组成华美军。华美军约８０００人兵

力，有炮和３０００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 盖尔也加

入华美军并且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洛腾堡和艾林根地方

团练中征集来的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维尔腾堡官方派驻尼喀苏尔姆的长官，路德维希 冯 黑尔芬

施太因伯爵开始了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

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进击。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以及刚刚

来到的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 韦埃被杀、特鲁赫泽斯的残暴

等消息，使农民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避走魏茵斯堡，即在此地

遭受攻击。城堡遭到弗洛里安 盖尔猛攻，此城经苦战之后被攻下，

路德维希伯爵与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是４月１７日，叶克来恩

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一道审讯这些俘虏，并判处其

中１４人，叫黑尔芬施太因排在前头，驱赶他们从刺杀着的梭镖行

列中走过。这种最侮辱的死法就是黑尔芬施太因过去对待俘虏们

用的办法。魏茵斯堡被占领以及叶克来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

施的恐怖报复手段都对贵族们起了作用。勒文斯坦伯爵们参加了

农民联盟；霍根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也

立刻把要他们供应的大炮和火药送来。

首领们商量是否要拥圭茨 冯 贝利辛根为领袖，“因为他可能

把贵族们拉到他们这一边来”。这个建议获得赞同；而弗洛里安 盖

尔在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反动的萌芽，于是带着他的

黑军脱离华美军，自奔前程，最初是流动在尼喀河流域，后来又

流动在维尔茨堡地区，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于是剩下的农军就首先向海尔布朗进发。在这个强大而自由

９４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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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城市里，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情形一样，和名门望族对峙

的是市民的反对派和革命的反对派。这个革命的反对派和农民有

秘密谅解，他们在一次骚乱过程中于４月１７日就已打开城门迎接格

奥尔格 梅茨勒和叶克来恩 罗尔巴赫。农民领袖们带领他们的人

占领了此城；此城被吸收入兄弟会，并提供了１２００盾现款，还提

供了一队志愿军。只有僧侣们和条顿骑士团２４８的产业遭到洗劫。２２

日，农民们留下少数留守部队之后又撤走了。海尔布朗被指定为各

地农军联系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代表，商量共同行动和

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和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与市民反对派

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此时又在城里占居上风，他们对任何坚决的

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明目张胆

地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顿瓦尔德进发。４月２４日，圭茨 冯 贝利辛根不得已

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在此以前没有几天他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

帝侯，后来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此时他不得已而

加入新教兄弟会，并即任华美白军（与弗洛里安 盖尔的黑军相对

而言）总指挥职。可是他同时是农民的俘虏，农民们不放心地监视

着他，并且限定他要按照首领们的意见行事，不许他作任何未得首

领们同意的事。圭茨和梅茨勒带着农民群众通过布欣开往阿莫巴

赫，他们在此从４月３０日停留到５月５日并掀起整个美因兹地区的叛

乱。贵族们到处都被迫参加暴动并因此而保全了他们的城堡；只有

寺院都被焚烧洗劫了。农军士气显然低落了；最有魄力的人们都和

弗洛里安 盖尔或者和叶克来恩 罗尔巴赫一道走了。罗尔巴赫在

占领海尔布朗以后也走掉了，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

伯爵，所以无法再在一支想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呆下去。急欲和贵

０５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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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是士气沮丧的标志。于是文德尔 希普勒提

出一个很适当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都有来应募的雇佣兵，取

消以往每月征召新兵遣散旧兵的办法而经常保持这些多少受过训

练而又武装起来了的兵员。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

农民们已经傲慢起来了，而且把整个战争看作一种聚众劫掠的勾

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对他们就很不合适，而且他们只要把

口袋装满以后，就毫无阻拦地自行回家。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演

变到这样的地步：海尔布朗顾问汉斯 柏林要求农军的首领和顾问

们同意“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甚至十二条款的仅

有的一些尖锐词句也被删除，改成农民恭顺请愿的口吻。这一次这

件事情连农民们都受不了；农民们大哗，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

并且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此期间维尔茨堡地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４月初农民暴

动刚起来的时候，主教就退守维尔茨堡附近设防的弗劳恩堡并驰

书各方求援无效，终于被迫暂时屈服。５月２日召开了一个也有农民

代表出席的省议会。但在任何结果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查获一些信

件，这些信件证卖了主教的叛逆活动。省议会立即散会，造反的市

民农民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５月５日逃

往海得尔堡；次日弗洛里安 盖尔和黑军就已来到维尔茨堡，和他

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尔河农军，这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

洛腾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５月７日圭茨 冯 贝利辛根也

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堡。

在林普尔格地区以及在厄尔万根和哈尔一带，早在３月底４月

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

军来势凶猛，把这整片地区都卷入暴乱之中，把许多寺院和城堡

１５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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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烧毁，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列，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着走，强

迫所有的贵族，甚至连林普尔格的酒保们，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

５月初这支农军向维尔腾堡进击，但被劝诱撤退。德意志小国林立

的割据状态在当时也和１８４８年一样，很少给各邦的革命者共同行

动的余地。被限制在一小块领土上的盖尔多夫农军，在这块土地上

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必然要自趋瓦解。他们和格缪德城达成协

议，并只留下５００武装农民就自行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４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都有农军建立起来。他

们破坏了许多宫城和寺院，并于５月１日占领哈特高地的纽施塔特，

在此以前一天，渡河而来的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迫使斯拜尔城缔

结协定。冯 哈贝伦元帅仅有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５月

１０日，选帝侯不得不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

保证要开一次省议会来祛除农民的各种负担。

在维尔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阿尔卑

斯出区，农民们早在２月间就已结成同盟来反对僧侣和领主，３月

底，勃劳贝伦农民，乌拉赫农民，闵辛根农民，巴林根农民，罗

森斐尔德农民，都起义了。盖尔多夫农军在戈宾根附近，叶克来恩

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

林根附近，都侵入维尔腾堡境内并掀起农村人民的骚乱。在其他地

方也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普富林根在４月６日就已不得不向农民投

降。奥地利大公的政府狼狈不堪。这个政府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

少。各城市各城堡处境极劣，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贝尔

山也几乎毫无防御。

政府企图征集各城市的后备军来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

陷于一时手足无措之境。４月１６日波特瓦征集的后备军拒绝开拔，

２５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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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斯图加特，却走上波特瓦①附近的弗伦施坦山，他们在此形成

一个市民农民阵营的核心，而且发展迅速。同一天，查伯尔郜的暴

动也爆发了；毛尔布朗寺院被洗劫，许多寺院和城堡都被夷为平

地。许多增援队伍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入伙。

弗伦施坦山上农军首领由马特恩 费尔巴哈尔担任。费尔巴哈

尔是波特瓦市政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富于妥协性，是出

于不得已才跟农民走的。在此期间他仍然还是很温和，他阻止对各

城堡实行“书简条款”，他处处谋求农民和温和派市民之间的融洽

一致。他阻止维尔腾堡农民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

农军退出维尔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他曾于４月１９日被撤换，但

是在第二天就已重新被任命为首领。少了他，就不行。甚至在４月２２

日叶克来恩 罗包巴赫带着２００名坚定的弟兄来加入维尔腾堡农民

队伍的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留任下去，由他

自己来严格监视他的行动。

４月１８日政府试图和弗伦施坦山上的农民们进行谈判。农民坚

持政府必须接受十二条款，而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这

个要求。于是农军开始行动。２０日农军抵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

了政府代表的提议。２２日，农军有６０００人之众进抵比梯海姆，并威

胁着斯图加特。此城政府官员大半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来主持

行政。在此城的公民中，也和其他各城市一样，存在着名门望族、市

民反对派、革命平民三派。后面的两派于４月２５日向农民打开城门，

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维尔腾堡暴动农民已自称为华美基督

教农军，这支华美基督教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城完成

３５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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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定出了固定的规章。脱伊斯

格尔伯领着一队斯图加特军来加入了农军。

４月２９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朔恩多夫附近侵

入维尔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把这整片地区吸收入盟，因而

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是这样防止了他自己

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和毫无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会

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地位而危及他自己。他在接

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朔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

泽斯，并于５月１日驻扎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以上把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

展的过程描述过了。在我们细述其他各批农军情况（图林根与黑

森，亚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不可不先报道特

鲁赫泽斯进军消灭这第一批起义农民的情况，特鲁赫泽斯在这个

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就得到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

我们曾叙述到特鲁赫泽斯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他于３月末

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留下一支监视部队由迪特利希 施佩特

指挥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在招集了到乌尔姆来

集中的联盟增援部队以后才将近１万人之众，其中有７２００名步兵，

这是唯一的一支堪称有力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增援部队汇集乌

尔姆进行得很迟缓，一部分原因是在骚乱各邦中征募困难，一部

分原因是各地政府缺少金钱，而且还因为各地需有少数部队防守

要塞和城堡，所以极难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

所能调用的部队是如何地少，我们早已见到。所以一切都视格奥尔

格 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定。

在此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捣毁城堡

４５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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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就转来攻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农民们在联

盟军队迫近时即后退，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奔

往士瓦本阿尔巴的森林中。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要力量的

骑兵和大炮对农民们无可奈何，特鲁赫泽斯就不再追他们了。他进

击莱普海姆农军。莱普海姆农军有５０００人在莱普海姆附近，有４０００

人在敏迭尔河谷，有６０００人在伊勒提森附近，他们正掀起全区暴

动，破坏寺院城堡，准备以所有３支队伍进取乌尔姆。看来此时在

这些农民中间已有点士气沮丧，因而这支农军作战也没有什么把

握了；这应归咎于雅科布 韦埃从一开始就力求和特鲁赫泽斯进行

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有足够的军力为后盾，所以根本不予

理会，反而于４月４日在莱普海姆附近进攻农军主力并完全击溃了

它。雅科布 韦埃和乌尔利希 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

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带几番追击之后，全区都被

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进行洗劫和发放额外粮饷而哗

变，这件事再一次地打断特鲁赫泽斯的军事行动，一直到４月１０日

为止。然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在这期间

正侵入他的领地瓦尔德堡，采尔和沃尔菲格并围攻他的各处城堡。

特鲁赫泽斯在此也发现农民中间是分裂的，他就在４月１１日和１２日

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完全击溃了。农军残部由

僧侣弗洛里安率领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击

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已使布霍恩（弗里

德里希斯哈芬）和沃尔马廷根两城加入兄弟会，并于１３日在

萨勒姆寺院召开大军事会议，决议迎击特鲁赫泽斯。各处立

即响起警钟，在伯马廷根营寨集合起来的有１万人，还有被击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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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加入了。４月１５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一战得胜，

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宁愿

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郜农军和赫郜农军也迫近时，谈判之心更切。

于是他于４月１７日在魏茵加腾与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

个表面看来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们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

鲁赫泽斯更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郜农军代表都接受了这个协定，然

后开往维尔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计把他从必不可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假若

他不是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又绝大部分已经士气消沉了的农民

以及他们的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首领们的话，那末他和

他的小小的军队就已被围困在兵力合计至少为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人的

４支队伍中而且势必被消灭。但是他的敌人是狭隘的，这是农军群

众中总不可免的情形。因而使他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须一击即

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逃脱

了敌人的打击。湖军农民信守协定，竟至于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

同盟者赫郜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郜农军也被他们

的首领们指使加入这个背叛行动中，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这一行

动，可是特鲁赫泽斯在此期间却逃出险境了。

赫郜农军虽然没有参加魏茵加腾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

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

了。当特鲁赫泽斯和他们谈判一无成就而向维尔腾堡开拔以后，他

们尾随着他并继续留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不去和维尔腾堡

华美基督教农军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维尔腾堡农民和尼喀河

谷农民也曾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离开他们

的家乡很远之后，他们就泰然地撤退并向夫赖堡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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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叙述到由马特恩 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维尔腾堡农民

驻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而由特鲁赫泽斯留在此处交迪特利

希 施佩特指挥的监视部队则撤到乌拉赫去了。费尔巴哈尔在一度

企图攻取乌拉赫没有成功之后即转往纽廷根，并向邻近所有暴动

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维尔腾堡平原地区以

及从葛伊都有可观的增援部队来到。特别是有两支强大的农军开

拔前来了，这两支农军是由葛伊农军以撤退到维尔腾堡西部的莱

普海姆农军残部为核心集结起来，并从整个尼喀河谷和纳哥尔德

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勃林根和利奥堡都掀起暴动，他们于５月５日在

纽廷根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勃林根附近和这些联

合起来的农军接触。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大炮和他们的阵地都使特

鲁赫泽斯震惊；特鲁赫泽斯立即用其惯技开始谈判并和农军们缔

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当农民们的警惕性刚一受到麻痹的时候，他就

于５月１２日还在停战协定期间袭击农民，迫使农民进行决定胜负的

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一直到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

叛变，伯勃林根落入特鲁赫泽斯之手为止。农军左翼因此失却根据

地面陷入包围之中。于是胜败之局决定了。没有严格纪律的农民们

陷入混乱状态中，随即狂奔逃命；所余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

虏的人也丢掉武器逃回老家去了。华美基督教农军完全瓦解了，整

个维尔腾堡的暴动也随之而完全被平息了。脱伊斯 格尔伯逃往埃

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叶克来恩 罗尔巴赫被俘，并被解

至涅卡尔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此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

满木柴，把他活活地用慢火烧死，特鲁赫泽斯本人和他的骑士们

在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贵族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涅卡尔加塔赫侵入克莱赫郜以支援普法尔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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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

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对农民毁约而于５月２３日袭击布鲁赫

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

子并占领了布鲁赫萨尔。特鲁赫泽斯同时还袭击艾宾根并俘获当

地运动的领袖安东 埃森胡特，选帝侯立即把埃森胡特和其他１２位

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莱赫郜于是被平定，还被勒索

了将近４万盾。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经历以上各战役之后减为６０００

人，选帝侯的军队是６５００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顿瓦尔德

前进。

伯勃林根失败的消息使得恐慌心情到处在起义者之间散布开

来。陷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自由市忽然又都轻松起来。海尔

布朗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和士瓦本联盟妥协的帝国自由市。海尔布

朗有农民办公室，各农军代表正在这里商讨以全体起义农民名义

向皇帝和帝国提出的建议。这些商谈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

于整个德国的建议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再度表明没有一个等级

已经发展成熟到足以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革新整个德国局面，

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事情摆得很清楚：要达到上

述目的，不得不争取贵族，尤其是不得不争取市民等级。文德尔

希普勒因此就把商谈的领导权拿到他手中去了。文德尔 希普勒

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中间是最正确地认识到现状的。他不

是一个象闵采尔一样的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象梅

茨勒或罗尔巴赫一样的农民代表人物。他的多方面的经验，

他在实践中得到的对于各个等级相互间的地位的知识，都使得他

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一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

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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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而文德尔 希普勒可以说

是全民族的一切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恰恰和闵采尔

预测到共产主义的情形一样，文德尔 希普勒预测到近代资产阶级

社会。他所主张的一些原则，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虽然都不是立

刻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的当前解

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而农民们一旦决心来为整个帝

国制定法律草案的时候，那末除了同意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而外

别无他法。所以农民们所要求的中央集机制就在海尔布朗采取了

一种更为确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农民们对中央集权制的想法有

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制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在废除帝

国境内关税等方面规定得更仔细些，简言之就是在符合城市市民

的利益远比符合农民的利益为多的各种要求上规定得更仔细些。

所以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近乎近代的赎买办法，其

最终目的是要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

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概括到一个“帝国改革”方案中去以后，这

些要求即使不是以市民阶级的当前要求为依归，也必然是从属于

市民阶级的最终利益。

正当这个帝国改革方案还在海尔布朗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

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 柏林已离城迎接特鲁赫泽斯，以名门望

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谈判本城投降问题。城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

支持了这一叛逆行动，文德尔 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们一起逃走。

他去到魏茵斯堡，企图在此招集维尔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战斗

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迫近

了，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

选帝侯部队此时征服了整个尼喀河地区，迫使农民们重新宣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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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焚毁了许多村镇，凡曾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都被刺杀或绞

死。为了报复黑尔芬施太因被杀之仇，魏茵斯堡被焚毁无遗。

在维尔茨堡近郊联合起来的农军这时包围了弗劳恩堡，并于

５月１５日，在还没有攻破缺口之前就向堡垒进行勇猛的冲锋，这次

冲锋失败了。在战壕里留下了４００名最优秀的人员，或死或伤，多

半属于弗洛里安 盖尔军中的人。两天以后，即１７日，文德尔 希普

勒来到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提议只留４０００人在弗劳恩堡，而

将全部约２万人之众的强大主力部队就在特鲁赫泽斯的眼前开到

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劳特海姆立下营寨，所有的增援部队就可以集

中到这里来。这个计划是卓越的；只有依靠团结群众和人数众多才

能希望打败此时已有１万３０００人之众的诸侯军队。然而农民中军心

涣散和士无斗志的情形已经过于严重，已没有进行任何坚决果敢

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圭茨 冯 贝利辛根在此以后不久就公开变成

叛徒，他可能对阻碍农军的行动出过不少力气，因而希普勒的计

划就从末实现。计划没有实现，而各农军倒象往常一样陷入分裂状

态了。直到５月２３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允尽速接应之后

才行动起来。２６日，驻在维尔茨堡的安斯巴赫各旗军队在接到侯

爵①已对农民开始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残

部和弗洛里安 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斐尔

德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５月２４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很少准备战斗的姿态。

许多人在此地听说他们的村子在此期间已经投效特鲁赫泽斯了，

就以此为口实而回家去了。农军更向尼喀苏尔姆开去并于５月２８日

０６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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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出驿使到法兰克尼亚，亚尔萨斯和黑森

林－赫郜农军处要求火速驰援。圭茨 冯 贝利辛根从尼喀苏尔姆

开回艾林根。农军天天都要散失一些人；圭茨 冯 贝利辛根也在行

军中途不见了；他轻骑回家了，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

特利希 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和特鲁赫泽斯谈过了。在艾林根附

近，由于误传出敌人迫近的消息，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突然恐

慌万状！农军秩序大乱，纷纷走散，梅茨勒和文德尔 希普勒费了大

力才纠集约２０００人再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

集的５０００人的农军开来了，可是由于圭茨显然为叛卖目的而安排

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坦到艾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和华美军

并没有相遇，就开到尼喀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几旗华美白军占领着

的小城正被特鲁赫泽斯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看

见联盟营寨的火光，但是它的领袖们没有胆量，不敢袭击，而且退

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就在这里见到华美白军残部。尼喀苏

尔姆既无人解围，就于２９日向联盟军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处决

了１３个农民，然后追逐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尼喀河，

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整个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

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与被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压迫向陶

伯尔河畔的科尼斯霍芬撤退的农民相遇。农民们有８０００人和３２门

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靠丘陵和森林的掩护而偷

偷地迫近他们，派遣几路人马包抄过来，于６月２日以优势兵力向

他们猛烈袭击，结果农民们尽管对各路人马都进行了最顽强的抵

抗一直到深夜还是完全被击溃了。和历次的情形一样，这次也主要

是由“制农民死命”的联盟的骑兵来消灭造反军的，这支骑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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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已遭到枪炮火力的进攻而大为震动之后再追击他们，把他

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地杀死了他们。究竟特鲁赫泽斯用他的骑

兵进行了怎样一种战争，在农民军中的３００个科尼斯霍芬市民的命

运可作证明。这３００个市民在战斗中间被杀得只剩１５人，而这１５人

中有４人后来还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压伏了奥顿瓦尔德、尼喀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农

民之后，他还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平定了

全境，然后开往维尔茨堡。他在中途获悉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由

弗洛里安 盖尔和格莱哥尔 冯 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正停留在

祖尔茨多夫附近，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击。

弗洛里安 盖尔自从猛攻弗劳恩堡未成以来主要是从事于和

诸侯及各城市，特别是和洛腾堡城及卡季米尔 冯 安斯巴赫侯爵

谈判他们加入农民兄弟会的事，谈判突然被科尼斯霍芬失败的消

息打断。弗洛里安 盖尔的农军就和格莱哥尔 冯 布尔格－贝恩海

姆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合而为一。这支农军是新近才建立起来的。

卡季米尔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在他的境内制止农民暴

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

收安斯巴赫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总设法把农民

的怨恨引向教产方面去，然后企图在一旦教产还俗时从中渔利。同

时他不断准备武装，伺机而动。伯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

对他境内的造反农民进行战斗，劫掠焚毁了许多村庄，绞杀了许

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集结起来，并在格莱哥尔 冯 布尔格－贝恩

海姆指挥之下于５月２９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正向

他追击的时候，受重压的奥顿瓦尔德农民求援的消息来到，农民

立即向海丁斯斐尔德开去并从此地和弗洛里安 盖尔一起又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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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茨堡（６月２日）。农民在此地很久未得到奥顿瓦尔德方面的消

息，就留下５０００人，而以４０００人尾随其余农军开去——其余的人

都走散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科尼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正很放心，

不料就在祖尔茨多夫附近遭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

泽斯的人马照例惨杀农民，血流成河。弗洛里安 盖尔纠集他的黑

军残部６００人杀出重围开往英果尔施塔特镇。２００人占领了教堂及

公墓，４００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追击而来，一支１２００

人的马队攻占此镇并放火焚烧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又被杀死。

然后普法尔茨军把城堡的残破墙垣打出缺口，企图一鼓而下。两度

被掩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官军把这第二堵墙也击垮了，

然后进行第三次冲锋，终于达到目的。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

而和最后的两百人一起逃脱了。但他逃匿之处在第二天（降灵节星

期一）就已被发现；普法尔茨军包围了他藏匿所在的森林，把这

支农军杀光了。在这两天之中只俘虏１７人。弗洛里安 盖尔和很少

的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转投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

军这时又集结了７０００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

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又大半走散了。他还力图

纠合离散的农民于森林中，可是在６月９日就在哈尔附近遭官军袭

击，在战斗中身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科尼斯霍芬战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堡

被围者，此时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当局已和他暗中串通，所

以联盟军队于６月７日就把此城连同驻扎在内的５０００农民一起包围

起来，并于次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市政当局自行打开的各城门。

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

就被解除武装，所有的领袖都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将８１人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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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法兰克尼亚各色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堡，有维尔茨堡

主教，有班堡主教，有勃兰登堡－ 安斯巴赫侯爵。这些贵人

们分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堡主教一起进军，主教

此时立刻撕毁他和他的农民订立的协议，把他的领地交付联军群

氓蹂躏，烧杀虏掠，无所不为。卡季米尔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土。

泰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侯爵在每一个城

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的纽斯塔特斩了１８个人，在

马克特－毕格尔斩了４３个造反的人。他由此地开往洛腾堡，此时洛

腾堡的名门望族已实行反革命并把斯蒂凡 冯 门钦根逮捕起来

了。洛腾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这样地暧昧，他们直

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任何援助，他们狭隘自私成性，坚持压制

农村手工业以照顾城市行会，只是极不乐意地放弃了城市从农民

的封建负担里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侯爵斩了

他们１６人，当然首先是斩门钦根。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方式巡视他

的境内，到处焚烧劫掠，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２５６个造

反的人，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斩了１３个维尔茨堡市民以庆祝

其大功告成。

在美因兹地区，斯特拉斯堡主教，威廉总督未遇抵抗即恢复了

秩序。他只处决了４个人。莱茵郜本来也曾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

回家了，而弗罗文 冯 胡登（乌尔利希的堂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

１２个乱党领袖，于是莱茵郜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相当

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当局的退让，后来是靠征集的军队压制

住了。在莱茵普法尔茨，自从选帝侯毁约以后又有约８０００农民集结

起来再来焚烧寺院和城堡；但是特利尔大主教取得冯 哈贝伦元帅

的支援，于５月２３日已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他们。惨案不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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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８２人被杀），７月７日魏森堡被占领，

此地的起义就告结束。

此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未被征服：赫郜－黑森林农

军与阿尔郜农军。斐迪南大公已经用这两支农军来进行阴谋诡计。

和卡季米尔侯爵以及其他诸侯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领地和诸侯领

地的情形一样，斐迪南大公极力利用起义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势

力。他已和阿尔郜农军首领瓦尔特 巴赫并和黑郜农军首领布尔根

巴赫的汉斯 弥勒谈判过，要求他俩指使农民宣告加入奥地利方

面；两个首领虽然都是买得通的，可是他俩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

为，只能做到阿尔郜农军和斐迪南大公协议停战并对奥地利保守

中立，如此而已。

赫郜农军从维尔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

侯爵境内取得一些援军。他们于５月１３日向夫赖堡进军，于１８日开

始轰击此城，２３日此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开入城内。他们由此地

向施托卡赫和拉多夫策尔开去并与两城守军长处进行小规模战

争，但无战果。两城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都根据魏茵加腾条约乞援

于湖军农民，而湖军中以前曾造过反的农民竟有５０００人之众起来

反击自己的盟友。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竟强烈到如此地步。只有

６００人拒绝战斗，要加入赫郜农军而被杀害。然而赫郜农军也被买

通了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 弥勒诱使放弃围攻，汉斯 弥勒随即逃

走，而农军也大半溃散。残部借希尔青根隘道深沟高垒以自卫，７月

１６日，在此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数城出面为

赫郜农军斡旋缔成和约，然而和约终未能使汉斯 弥勒免于

杀身之祸。汉斯 弥勒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仍在劳芬堡被捕

斩首。在布莱斯郜，夫赖堡也于此时（７月１７日）背弃了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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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然而由于诸侯军力微弱，在此

也于９月１８日缔成奥芬堡条约２４９，宗德郜亦参加在内。黑森林的８个

集团和克勒特郜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此时为冯 祖尔茨伯爵的

苛政所逼，再次起义，于１０月间被击溃。１１月１３日，黑森林农民被逼

订立条约２５０，１２月６日，莱茵河上游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

特城陷落。

阿尔郜农军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又向各寺院城堡进击并

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猛烈的报复。他们遇着的官军为数不多，这

些军队只能进行零星小规模的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他们。６

月，在一向还相当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

次运动只是偶然碰上几支联盟部队临近，并且及时赴来支援这些

城市贵族，才被压制下去了。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

往圣加伦。此时农民开抵城郊，正欲轰击城垣，适接特鲁赫泽斯从

维尔茨堡发来的消息。６月２７日，农民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奥伯

君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

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他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

不要再向农民挺进。可是士瓦本联盟命令特鲁赫泽斯进攻农民，只

是不许放火滥烧；然而特鲁赫泽斯心中有数，尽管他很有可能把这

些从波登湖到美因河接二连三暴行惯了的雇佣兵控制住不许放

火，但是他决不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而且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

手段。农民以伊勒河路易巴斯①河为掩护设防，有２万３０００人之众。

特鲁赫泽斯面对农民阵线布阵，有１万１０００人。两军阵地都很坚强。

马队在当前地势上不能起作用。如果说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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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优于农民，那末阿尔郜农军却有大量作过

战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优良大炮。７月１９日联盟军

开始炮轰，２０日双方继续炮战，都无战果。２１日，格奥尔格 冯 弗龙

兹堡率领３０００雇佣兵来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龙兹堡认识农

军中许多在远征意大利时曾为他的部下的军官，他就和他们联系

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之时，倒戈阴谋奏效了。瓦尔特 巴赫，

许多旧军官和炮手都卖身求荣。他们故意让农民的全部弹药储藏

毁于炮火，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一离开原来的强固

阵地，马上陷入埋伏中，这是特鲁赫泽斯和巴赫及其他叛徒串谋预

设的埋伏。农军的指挥者就是这些叛徒，他们此时托词进行侦察离

开了队伍，并已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更加无法抵御。两路农军

全被击溃，第三路农军是由路易巴斯来的克诺普夫率领，还能秩序

井然地撤退。这路农军在肯普腾附近的柯伦堡山重振旗鼓，却被特

鲁赫泽斯包围起来了。特鲁赫泽斯在此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农

军的给养线，并即放火焚烧周围约２００个村庄，这样来瓦解农民的

士气。饥饿和眼见家室被焚的景象，终于迫使农民降服了（７月２５

日）。立即被处死者有２０人以上。路易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

的唯一领袖，他不竖降旗，逃往布勒琴士；但他在此被捕，经过长期

监禁之后，被处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于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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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正当士瓦本爆发第一批运动的时候，托马斯 闵采尔又赶回图

林根，并且自２月底或３月初起即定居于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此

城是他的党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成了整个运动的牵线人；他深知

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暴发风暴，他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

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

运动的策源地，此地本身群情已经激昂万分了；不仅流行的革命

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上的缺乏，也都把邻

近各邦，黑森，萨克森和哈茨地区的总起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尤

其是在缪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群众都已被争取到极端的闵采

尔路线这一边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凭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

势去和作威作福的名门望族较量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

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

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

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１５２５年

３月１７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

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

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２５１。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

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末成熟，为

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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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

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

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

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

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

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

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

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

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

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

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

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

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

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

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

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

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

无产阶级代表们２５２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

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谁根据二月

政府的经验—— 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

政２５３——还能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

是口头上的极端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缪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

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

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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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

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

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

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

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

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

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

宣告了的。可是在实际上缪尔豪森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

市，拥有几分民主化的政体，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控制之下的

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

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都谈虎色变；所谓推翻现社会，事

实上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

的尝试的范围。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

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

这个鸿沟就越不能不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

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

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

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所写的革命小册子中青年天真的风趣

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也再看不到

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

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

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

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

文化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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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豪森的榜样以及闵采尔的鼓动都迅速传播远方。在图林根，

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与富尔德，在

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德，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焚毁城

堡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缪尔豪森仍然是运

动的中心。此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市民的运动获得胜利，在此占统

治地位的党派仍然继续对农民采取摇摆不定的观望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们对农民开始时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和在法

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形一样。直到４月底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

凑成功一支军队——这个黑森邦伯就是菲力浦邦伯，新教及资产

阶级宗教改革史籍对于他的虔敬上帝盛加赞扬，而我们对于他对

农民的无耻行为却要略赘数语。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

断然行动，平定了他的领土的绝大部分，然后募集新兵，侵入直

到此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德修道院长境内。他于５月３日击

败富尔德农军于弗劳恩堡，平定全境，并即乘此机会不仅脱离修

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德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

——当然是留待以后使这些教会领地还俗。然后他就攻取爱森纳

赫和朗根萨尔查，并即与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取起义大本营

缪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兵力约８０００人，有

大炮数尊。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

军在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武装很坏，纪

律很差，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种领导人物都极缺乏。闵采尔本人

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诸侯们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

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策略：背信食言。５月１６日，他们开始谈判，缔

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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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采尔率领着他的人马驻守在今天仍称为什利亚赫特堡①的

这座山上，以车垒２５４为掩护。农军中锐气消沉的情况已经愈益严重

了。诸侯们发出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交献，则农军将被赦罪。

闵采尔叫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并叫大家讨论诸侯们的要求。一个骑

士和一个僧侣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将两人带到圆圈中间，当

场斩首。坚决革命的人们欢呼赞成这一当机立断的恐怖行动，这一

行动使农军又略为镇定一些；但若不是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

山之后不顾停战协议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的话，那末农军最后

还是会绝大部分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辆后面迅速展开阵势，但是

炮弹和枪弹已向半无防御而又不惯作战的农民射击，雇佣兵已进

抵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辆阵线就被突破，农民的

大炮被夺，农民被击溃了。他们狂奔乱窜地逃跑，结果就更加

容易落入包围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他们横尸

遍野，血流成河。８０００农民中有５０００人以上被杀；其余逃往弗兰

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和他们同时进城。此城失守。闵采尔

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５月２５日，缪尔豪森也投

降了！一直留守此城的普法伊费尔逃走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

擒。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

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２８岁。普法伊费尔也被斩首，此

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人也被斩首。在富尔德，那位“博爱的”黑森的

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

在爱森纳赫杀死２４人，在朗根萨尔查杀死４１人，弗兰肯豪森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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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杀死３００人，在缪尔豪森杀死１００人以上，在盖马尔附近杀死

２６人，在丘恩格达附近杀死５０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１２人，在

莱比锡杀死８人，至于只被打成残废的，受刑更轻的，以及城镇村

庄被洗动被焚毁的事，就不必提了。

缪尔豪森丧失了帝国自由市主权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

富尔德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们率军穿行图林根森林，此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

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此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焚毁了许多城堡。

双方会战于梅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即向城中撤退。此城突然闭

门不纳他们，并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盟友的倒戈而惊惶失

措，于是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溃散了。比尔德豪

森阵营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

根，上法兰克尼亚的暴动队伍的最后残余就被消灭了。

亚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

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快到４月中才揭竿而起，他们起来之后，上亚

尔萨斯和宗德郜农民就跟着起来。４月１８日，一支下亚尔萨斯农军

洗劫了阿尔多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艾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

及在维勒河谷和乌比斯河谷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中建

来组成了下亚尔萨斯农民大军，并开始攻占城池以及破坏寺院。各

地每３个男人就要征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较之士瓦

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要激进得多２５５。

下亚尔萨斯农军的一路人马于５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

企图夺取此城而没有成功，但于５月１０日取得贝尔肯，１３日取得拉

波茨魏勒尔，１４日取得赖辛维尔。这些城市都是在各城市民同意之

下取得的。此时第二路人马由艾拉兹姆 格尔伯率领出发奇袭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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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堡，但并没有成功，于是这路人马转向佛日山进发，破坏了

毛尔闵斯泰尔寺院并围攻萨比林，此城于５月１３日向农军投降。他

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毗连边境的这一部分公爵领地上

引起骚乱，同时他们就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在萨尔河畔的哈尔比茨

海姆附近和纽堡附近都有庞大的营寨建立起来；在萨尔格闵德附

近有４０００洛林德国农民布防；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

线和右翼，一支是佛日山的柯尔本农军在施图采尔布朗附近，一

支是克勒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亚尔萨斯农军

所在地。

上亚尔萨斯农军从４月２０日开始行动，已于５月１０日迫使祖尔

茨，１２日迫使格布魏勒，１５日迫使曾海姆及附近地区与农民结盟。

奥地利政府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

是力量太弱，不能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消说向他们进攻

了。因此除极少数城市而外，整个亚尔萨斯到５月中旬都落入起义

者手中。

但是要来压制大逆不道的亚尔萨斯农民的官军已经迫近了。

这些官军是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这里使贵族统治复辟了。洛林的

安东公爵早在５月６日就率领一支３万人的军队出发了，这支军队里

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蒙特，伦巴第，希腊，阿尔巴

尼亚援军。５月１６日，他在卢普施坦附近和４０００农民接触，不费气

力就把农民打败，１７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萨比林向他投降。可

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

了；处于无防御状态的农民被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

下亚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亚尔

萨斯农军进击。上亚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萨比林支援下亚尔

４７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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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维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全军猛击。他们抵

抗得非常勇敢，但因敌人拥有无比优势——３００００对７０００——而许

多骑士又倒戈了，特别是赖辛魏耶尔守城官的倒戈，所以他们虽

然拚死抵抗，仍归无效。上亚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

是公爵以习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亚尔萨斯全境。只有宗德郜未蒙

公爵光顾，得免于难。奥地利政府于是声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

威胁本国农民于６月初缔结恩集斯海姆协定。但是奥地利政府自己

立即又破坏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宣教者和领袖成批地绞杀。农

民们于是重新起义，这次起义到宗德郜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

（９月１８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带的农民战争还须报道。这些地

带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都是自从恢复ｓｔａｒａ ｐｒａｗａ

〔旧权利〕运动以来始终处于反对政府和贵族的地位，也是改革教

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支持之下，自从１５２２年以来就因本城

的城市特权以及宗教争端的关系而和大主教结怨了。１５２４年底，大主

教以募得的雇佣兵袭击此城，用城堡的大炮威吓此城并追究异教宣

教者。同时他还征课新的苛税，因此激怒全体居民达于极点。１５２５年

春，全境农民和矿工与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同时突

然起事，组成农军，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解放了此城，

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和西德农民一样结成一个基督教同盟，

并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而在这里是十四条２５６。

在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克伦地亚和克莱纳，新的非法的捐税，

关税和告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最切身的利益，农民也于１５２５年春

起义。农民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在哥伊斯附近打败ｓｔａｒａｐｒａ－ｗ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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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征服者老将军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故弄玄虚，居然招安了一

部分起义者，可是大伙仍然保持团结，并和萨尔茨堡农民联成一气，

因而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

纳等地的绝大部分都在农民和矿工的掌握中。

在提罗耳，改革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在此地曾经

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多。斐迪

南大公在此地区也迫害新教义的宣教者，并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

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也和其他各地一样，起义也在１５２５年春爆

发。起义者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名盖斯迈尔，他是全部农民首

领中唯一具有军事天才的人。起义者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严厉惩

治劣僧，尤其在南部，在艾契①地区是如此。弗拉尔堡农民也起义

并参加了阿尔郜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人民让步，这

些造反人民就是不久以前他还要用烧杀虏掠的手段加以消灭的

呢。他决定召开各世袭领地的省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这个时期和

农民缔结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就集结力量，以求越快越好地能以

另外一套语言来对付这些“罪恶多端的人们”。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被遵守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的钱财耗

尽了，他开始在公爵封土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札尔

族部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梯里亚人民又起义

了，他们在７月２日到３日的夜间袭击迪特里希施坦将军于施拉明

格，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３日晨，

农民们开了一次陪审法庭，并且从俘虏中提出４０个捷克贵族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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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地亚贵族来判处死刑。他们都立即被斩首了。这件事起了作用；

大公立刻答应了５个公爵封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梯里亚，

克伦地亚，克莱纳）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提罗耳，省议会的要求也获允准，因而北部就平定了。然而

南部人民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省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

放下武器。在１２月里，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

豫地将落入他手中的许多暴乱煽动者和领袖处死了。

８月初，格奥尔格 冯 弗龙兹堡率领１万巴伐利亚兵向萨尔茨

堡开来。这支强大兵力以及农民间出现不和的情况，迫使萨尔茨堡

起义者与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９月１日订立，也已被大公接受。

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加强军力到足够的程度，登时破坏协定，

因而又迫使萨尔茨堡农民重新起义。建义农民支持过了冬季；盖斯

迈尔在春季里来到他们这里，并即对从各方面迫近的官军展开辉

煌的战斗。在１５２６年五六两月里，他在一系列的漂亮仗里接二连三

地把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

佣兵都打败了并且迫使各敌军长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

还找到机会去围攻拉德施塔特。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从各方面包

围起来，他不得不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由奥地利阿尔卑斯

出中穿过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

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密谋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

国卷入对奥战争中，如果成功，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

可是正在洽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

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就不得安枕。他们收买了一

个匪徒，这个匪徒竟于１５２７年使这位危险的造反人物脱离人世了。

７７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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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

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

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

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

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

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

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

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

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

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

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

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

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

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

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

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棉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

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

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力消灭了，同时又

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

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

８７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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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

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

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处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

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

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

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

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

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

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

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

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

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

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

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

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

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

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

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

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

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

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坡

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

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

９７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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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

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

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

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

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

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

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

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

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

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

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

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

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

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

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ｓｐｏｌｉａ ｏｐｉｍａ〔主要战利品〕而得

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

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

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

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

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

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

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

０８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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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

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

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

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

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

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

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

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

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顺的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

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

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

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

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

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

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

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１ １０——所有这

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

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

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

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

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

１８４８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

１８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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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

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

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

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

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

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

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

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

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

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１５２５年农民

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１８４８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

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

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

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１５２５年和１８４８年两次德国革命

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

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１６世纪的革命和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革命，尽

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

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１５２５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中得

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１５２５年的小诸侯背后

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１８５０年

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

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

是无产阶级。

２８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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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５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

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

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

析。１８４８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

部分。在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

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

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

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

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

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

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１８４８到１８５０

年的革命就不能象１５２５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３８４德 国 农 民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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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的声明２５６

  兹向星期二在大磨坊街召开的协会例会主席声明，我等退出

协会。

           亨 鲍威尔，卡 普芬德，

         约 格 埃卡留斯，塞 载勒尔，

        卡 马克思，康 施拉姆，弗 恩格斯，

         斐 沃尔弗，威 李卜克内西，

           海茵，豪普特，格 克洛泽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于伦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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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２５７

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

亲爱的先生们，

我们荣幸地通知各位，我们早已认为各位所说的协会实际上

已经瓦解。现在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就是消毁原则协定①。亚当

先生或者维迪尔先生最好在这个星期日１０月１３日中午劳驾到麦克

尔士菲尔德街索荷六号恩格斯先生这里来一趟，当面烧毁上述文

件。

顺致敬意

恩格斯，马克思，哈尼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９日于伦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５８４

① 见本卷第６０５—６０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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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约 格 埃卡留斯的

“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

斗争”一文的编者按语２５８

  本文的作者是伦敦一家缝纫店的工人。我们要问一问德国资

产者，他们有多少能够如此抓住现实运动的本质的著作家呢？

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

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

读者会看到，在这里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运动的，是

纯唯物主义的、更自由的、不会由于任何情绪变化使自己走入歧

途的见解，而不是魏特林和其他从事写作的工人企图用来反对现

存制度的那种温情说教的心理上的批判。手工业者力图抵抗其半

中世纪的手工业的衰败，渴望作为手工业者联合起来，这主要是

德国的情况，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在英国，手工业者

在与大工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被看成是一种进步而受到欢迎，同

时在手工业的失败和大工业的产生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并且发现了

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它每天所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写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５—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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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

废除国家的口号

和德国“无政府之友”２５９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

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

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

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

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

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

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

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

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的自

由，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

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

形式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

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

上就无可厚非了。Ｌａｐｌｕｓｂｅｌｌｅｆｉｌｌ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ｎｅｐｅｕｔｄｏｎｎｅｒｑｕｅ

ｃｅｑｕ’ｅｌｌｅａ〔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新莱

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第５８页①
）

消灭国家，实行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已成为时髦的口头语。蒲鲁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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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个别的德国门徒
２６０
、柏林的“最高的”民主派和甚至已被遗忘

的斯图加特议会、帝国摄政２６１中的“最高尚的国粹派”，都按照他

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学会了这一套表面极左的辞句。

所有这些派别都一致力图保存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它

们要保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然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

国甚至要保护资产阶级统治的②
成果；它们和资产阶级的正式代

表不同的地方，不过是它们具有一种表面看来是“先进的”、“最

进步的”人物的不寻常的外形。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一遇到冲突

就消失了；这些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一遇到革命危机中的真正无政

府状态③，当群众〔和国家政权〕互相使用“暴力”的时候，总是

又千方百计地来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

义”的含义，最终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总是用“秩序”二字来表

达。德国的“无政府之友”和法国的“秩序之友”就是完全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一致〕的。

无政府之友的不属于法国人蒲鲁东和日拉丹的那部分，即他

们的来自德国的思想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施蒂纳。一

般说来，德国民主派在德国哲学分裂时期继承了它的大部分一般

的辞句。德国的最近的一些学者（尤其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概

念和辞句，还在２月以前就以杂乱不明的形式深入了平庸的小说文

  ① 见本卷第３３８—３３９页。——编者注

  ② 后来在手稿上删去了成果二字前面的“政治的”一词。——编者注

  ③ 手稿中删去了“当国家政权在群众政权面前消失的时候”（《ｗｏｄｉｅ

Ｓｔａａｔｓ－ｍａｃｈｔｖｏｒｄｅｒＭａｃｈｔｄｅｒＭａｓｓ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ｗａｎｄ》）等字。在后

来的一篇未修改过的手稿中有《ｇｅｇｅｎｅｉｎａｎｄｅｒ》（“互相”）一词，这

说明在加上《ｗｏｄｉｅＭａｓｓｅｎ》（“当群众”）几字后，漏掉了《ｕｎｄ

ｄｉｅＳｔａａｔｓｍａｃｈｔ》（“和国家政权”）几个字，因此在俄译文中在括

弧内添了这几个字。——编者注

８８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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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思想和报刊文学之中，而后者又成了三月革命后的民主派领

袖的主要论据。施蒂纳鼓吹的无国家论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

件，使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日拉丹的消灭国家的主张具有德国

哲学所固有的“最高的意义”。施蒂纳的“唯一的及其财产”２６２一书

诚然已被人遗忘，但是他的思想方法，特别是他对国家的批判却

可以在无政府之友那里重新发现。如果说我们过去已经研究了这

些先生取之于法国的文献资料２６３，那末现在为了分析他们取之于

德国的资料，我们就必须再次深入钻研已经过时的德国哲学。如果

必须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平淡的论战，那末遇到这种和那种观点的

祖宗总比遇到旧货商要愉快得多。

  诗神，请为我再准备一次飞马，

  让我飞向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２６４

在谈论上面得到的施蒂纳的那本著作以前，我们必须回忆一

下“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和那已被忘却的本书问世的时代。那时

普鲁士资产阶级抓住政府财政困难的机会，立刻着手攫取政权，就

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和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一起日益蓬勃地开展起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达到自己

的目的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处处把自己装扮

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保守的和封建的党派也不得不向无产

阶级许下诺言。在资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斗

争的同时，无产者进行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在它们之间有一些

中间的社会主义派别，代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如反动的社会

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

斗争、这些趋向都受到压制，由于国家政权、书报检查和禁止集

会结社等的限制而无法表现出来。在德国哲学取得它最后的微不

９８４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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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道的胜利的时候，各党派的状况就是如此。

书报检查制度从它实行之日起就迫使多少有点不称心的人采

取尽量抽象的表达方式；当时恰好处于黑格尔学派土崩瓦解时期

的德国哲学传统就提供了这种表达方式。反对宗教的斗争还在继

续进行。在报刊上进行反对现存政权的政治斗争愈困难，这种斗争

也就愈尽力采取宗教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式。形式非常杂乱不明

的德国哲学，就成了“有教养的人”的共同财产，而它愈成为共

同财产，哲学家们的观点就愈杂乱不明、头绪不清和庸俗不堪，这

种混乱和庸俗在“有教养的”人们的心目中树立的威信也愈高。

“有教养的人”的头脑混乱得令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有增不

已。它真是德国、法国、英国、古代、中古和近代思想的混合物。

这种混乱状态所以这样严重，由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第二手、第

三手以至第四手上得来的，因而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惨遭这种厄

运的不仅有英法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还有德国

人（例如黑格尔）的思想。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时所有的著作，特

别是施蒂纳的著作都证明了这点，而且现代的德国著作至今都还

受着这种后果的强烈影响。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哲学上的假战斗被当做了真战斗

的反映。哲学上的每一次“新的变革”都引起了“有教养的人”的

普遍注意。在德国这种人包括人数众多的懒汉、候补法官、候补教

师、不变运的神学家、没有生意的医生、文人等。在这些人看来，

每一次发生这样的“新的变革”都意味着克服和最终消除一定的

历史发展阶段。例如，只要某位哲学家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任

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会死亡，就会被抛置于历史发展之

外，实际上也就被消灭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情况也是这

０９４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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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究竟这些发展阶段实际上被“消灭”、“超过”和“消除”到什

么程度，这在以后革命时期，它们开始起主要作用，而破坏它们

的那些哲学家也无人再提起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

混乱的形式和内容，无谓的妄自尊大和浮夸的胡言乱语，极

端的庸俗和贫乏的辩证法，这就是这种德国哲学在它最后阶段上

的特征，所有这些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在这方面出现的一切。能

够与此相提并论的只有那些采取难以想象的轻信态度的人，因为

他们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都认为是最新的东西，是“从末有过

的东西”。德意志民族，如此“认真的”……①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７年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１９４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

① 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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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国际述评（三）
从５月到１０月

  最近６个月的政治运动跟６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

同。革命政党到处被挤出政治舞台，胜利者们互相争夺胜利果实：

在法国，是各派资产阶级在争夺，在德国，是各邦君主在争夺。争

吵得非常激烈，表面看来，公开的决裂和以武力解决争端是不可

避免的了。但是，不动干戈，并且为了以后重新开始准备虚张声势

的战争而一再用和平协议来掩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发生这种表面的风波的实际基础。

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是工商业繁荣的几年，这个时期的繁荣是

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几乎连年工业萧条的必然结果。象往常一样，繁荣很

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

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

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

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

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

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

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全面叙述

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后爆发的危机的全部历史，我们只能指出生产过剩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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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最为显著的征兆。

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在铁路

经营方面，这里投机所依靠的是实际需要：由于１８４５年的物价上

涨和马铃薯病灾而造成谷物贸易的投机，１８４６年棉花欠收后造成

棉花贸易投机，随着英国侵入中国市场而来的投机造成对东印度

和中国的贸易的投机。

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早在１８４４年就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在

１８４５年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在这一年里，登记成立铁路公司的申请

书竟达１０３５份之多。１８４６年２月，很多申请注册的设计方案被拒绝

之后，由于设计方案批准生效而应当向政府交纳的款项仍达１４００

万英镑之巨；而在１８４７年，英国这一类收入的总额已达４２００万英

镑以上，其中英国本土铁路占３６００万英镑，国外铁路占５５０万英镑。

铁路投机的繁荣时期是１８４５年夏秋两季。当时股票价格不断上涨，

投机者的利润很快地把各个阶级都卷入了这个漩涡。公爵和伯爵

跟商人和工厂主争相参加有利可图的各铁路线的董事会。下院议

员、法官和神甫也广泛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使只有一点点储蓄的

人，即使只能弄到一点点贷款的人，都干起了铁路股票的投机。铁

路报纸从前有３家，现在有了２０多家。一些大报馆常常在一周之内

就能收入１４０００镑的铁路广告费。工程师很缺，因此他们的薪水很

高。承制广告、设计图和地图等的印刷商、石印商、装订商和纸张

商等和为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董事会和临时委员会等

的办公室承制家具的家具商都赚了一大笔钱。由于英国和大陆的

铁路系统确实有了发展并且因此而产生了投机，这个时期逐渐形

成了象约翰 罗和南海公司２６５时期那样的投机取巧的风气。千百条

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

３９４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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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些设计，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让经理去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

卖股票中获取利润。

１８４５年１０月发生了剧变，很快就成为真正的恐慌。早在１８４６年

２月以前（当时必须向政府交付寄存代付金），最不现实的设计就

已经破了产。１８４６年４月，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大陆的股票交易所。

在巴黎、汉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股票不得不按极为低落

的价格抛售，结果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遭到破产。铁路的危机

一直继续到１８４８年秋天，而危机所以拖得这么久是由于普遍的收

缩状态的影响和付款要求的提出，由于比较可靠的设计也相继破

产；另外由于在投机的其他领域中，如工商业中，也爆发了危机，

铁路的危机更加尖锐了，这就使得比较老的可靠的股票逐渐跌价，

直到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跌到了最低的水平为止。

１８４５年８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

马铃薯病灾，首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

最初征兆。同时还传来了肯定证明谷物也将要欠收的消息。由于上

述两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市场上谷物价格猛烈上涨。在爱尔兰发生

了严重的饥荒，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贷给这个国家８００万英镑，平

均每个爱尔兰人１镑。在因遭到损失达４００万英镑的水灾而更加贫

困的法国，欠收情况空前严重。在荷兰和比利时欠收情况也很严

重。继１８４５年欠收之后，１８４６年发生了更严重的欠收，马铃薯又一

次遭受了病灾，虽然并不严重。这就为更加猖狂的谷物投机打下了

完全现实的基础，而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的丰收几乎长期使这种投机无

法开展。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英国输入的谷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谷

物价格一直上涨到１８４７年春天，当时从各国传来了关于新收获的

矛盾百出的消息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放港口自由输

４９４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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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谷物等），因而来了一个动摇时期；最后，到１８４７年５月，谷物价格

达到了最高水平。在这一个月里，英国每夸特①小麦的平均价格上

涨到１０２．５先令，而有几天竟达到１１５和１２４先令。但是，很快就得到

了关于气候和丰收的确实良好的消息，于是价格跌落了，７月中旬

平均价格只不过是７４先令。在８月中旬最后肯定１８４７年的收成超过

平均水平之前，由于若干地区的气候不佳，价格又有些回升。当时

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价格下跌。英国的输入完全出乎预料，

９月１８日平均价格已经跌到４９．５先令。可见，在１６个星期当中，平均

价格的波动幅度是５３先令。

在整个这一期间，不仅铁路危机继续不断，而且恰恰在１８４７

年４、５月谷物价格最高的时候，信用系统也完全受到破坏，金融

市场也完全遭到瓦解。尽管如此，谷物投机商在８月２日以前还是经

住了价格下跌的打击。８月２日这一天，国家银行把最低贴现率提高

到５％，而把所有两个月以上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６％。紧接着，

谷物交易所里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破产，其中最著名的是英格兰

银行的经理罗宾逊先生的破产。仅伦敦一地，就有８家大谷物公司

破产，它们的债务达１５０万英镑以上。地方的谷物市场已经完全瘫

痪，这里，特别是在利物浦，破产也同样迅速地相继而来。大陆上

也发生了这种破产的现象，发生的早迟，由于距离伦敦的远近而

不同。从谷物价格最低的９月１８日起，英国的粮食危机才算是过去

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商业危机本身，谈一谈金融危机。１８４７年前

４个月，工商业的整个情况看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不过炼铁业和棉

５９４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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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则是例外。１８４５年的铁路热潮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铁生

产，由于生铁生产过多，销售量缩减，自然也就遇到困难。在为东

印度和中国市场生产的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早在１８４５年为

这些市场生产的商品就已经过剩，因而很快就出现了生产有某些

下降的情况。１８４６年棉花的欠收，原料和成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

造成的消费量的减少，更加加重了这个工业部门的收缩状态。１８４７

年头几个月，在整个郎卡郡生产大为缩减，棉纺织业的工人已经

遭到危机的打击。

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５日，英格兰银行把最短期的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

高到５％；它甚至不顾开期票的公司的性质，而限制应当贴现的期

票的总额；最后，它向获得贷款的商人断然宣布，象以往一样，期

限一满，就不再续贷，而要归还贷款。过了两天，当它的每周结算

表公布的时候才发现，银行部的准备金已经下降到２５０万镑。所以

银行采取了这些措施来阻止黄金流出它的地下室，重新增加现金

储备。

黄金和白银从银行外流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第一，消费和几

乎所有商品价格昂贵，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特别是黄金和白银，以

便进行零售交易。第二，铁路建设方面的不断投资造成从该行提取

大量存款的必要性，仅４月一个月铁路建设的投资就有４３１４０００英

镑。建设国外铁路的一部分资金直接流出了国外。食糖、咖啡及其

他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大大超过需要，这些商品的需要量和价

格由于投机更加上升，欠收消息引起棉花抢购因而使棉花输入过

多，特别是谷物再度欠收所引起的谷物输入过多，这一切多半都

要求支付现金或成条的贵金属，这也就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出

国外。尽管该行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贵金属流出英国的现象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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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到８月底。

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和关于它的准备金很少的消息，立即造成

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引起很大恐慌，这次恐慌笼罩了整个英国

商业，其强烈程度，只有１８４５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比。在４月的最

后几周和５月的前４天，几乎所有的信用交易都告停顿。但是，在这

个期间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破产。商业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下去，

完全是因为支付了高额利息和被迫按招致破产的价格出卖了自己

的存货和国债券等等。甚至许多资本十分雄厚的公司在最初的危

机中也得救了，这也无非是给它们以后的破产打下基础而已。受到

直接威胁的第一个危险已被克服这个事实，大大有助于信心的增

强；从５月５日起，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开始有了明显的缓和，而

到５月末，惊慌几乎已经平静下来。

然而，过了几个月，于８月初在上述的谷物贸易中的破产情况发

生了，一直继续到９月；破产情况还没有结束，危机便在所有商业部

门，特别是在与西印度、东印度和毛里求斯岛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

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而且，这种情况是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格

拉斯哥等市场上同时发生的。在９月，仅伦敦一地，就有２０家公司破

产，它们的债务总额达９００万至１０００万英镑。

“我们当时经历了英国商业王朝的复灭，这种复灭并不亚于我

们近来时有所闻的大陆各政治公司的复灭。”

这番话是迪斯累里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０日在下院说的。与东印度进

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一直继续到年底为止，而在１８４８年前几个月，

当开始传来关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毛里求斯岛的有关

公司遭到破产的消息时，又重新发生了。

产生这种商业史上罕见的大量破产的原因是，普遍的过分的

７９４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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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长期以来人为地维

持高昂价格的这些商品，还在１８４７年４月的恐慌之前就已经开始部

分地跌价了；但是全面价格下跌只是在这次恐慌以后，在整个信

用系统已经瓦解，各公司不得不相继赶紧大量抛售的时候，从６、

７月到１１月发生了价格暴跌，以致那些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

公司也遭到破产。

在９月，破产的还只是纯商业性的公司。１０月１日，英格兰银行

把短期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５．５％，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发放

以任何国债券作抵押的贷款。无论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家已经都

经不住这种压力了。“利物浦皇家银行”、“利物浦银行公司”、“南

北威尔士银行”、“新堡联合股份银行”等等在几天之内就相继垮

台。同时，英国各地的许多比较小的私人银行也宣告破产。

随着这种作为１０月份特征的银行普遍停止支付，利物浦、曼

彻斯特、奥尔丹、哈里法克斯、格拉斯哥等地的从事有价证券、期

票和股票交易的交易所经纪人，航运、茶叶和棉纺织品交易方面

的经纪人，铁厂厂主，铁商，棉纺厂、毛纺厂、印花布厂的老板

大批破产。据图克２６６先生说，这次破产不论就其数量和资本总额来

说，在英国商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了１８２５年危机时期的

破产。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所有商业活动都完全停

顿下来。当时西蒂的代表团达到了废除已故的罗伯特 皮尔爵士发

明的成果，即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２６７的目的。这样就立即结束了英格兰

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具有各自的现金储备的局面。如果旧

制度再继续存在两三天，两个部中的一个部，即银行部就必然会

在发行部积存了６００万镑黄金的时候遭到破产。

还在１０月份，危机就开始影响到大陆。在布鲁塞尔、汉堡、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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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爱北斐特、热那亚、里窝那、库尔特莱、圣彼得堡、里斯本和威尼斯，

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当危机的力量在英国逐渐削弱的时

候，它在大陆上却加强了，并且蔓延到从来没有触及到的地方。在情

况最坏的时期，期票行情对英国是有利的，因此，它从１１月起不仅

从俄国和大陆，而且从美洲越来越多地吸收了黄金和白银。由此而

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随着英国金融市场的活跃，在其他商业世界

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收缩状态，从而在这些地方也普遍发生了危

机。于是在１１月英国境外的破产户开始有所增加；这时在纽约、鹿

特丹、阿姆斯特丹、哈佛尔、贝云、安特卫普、蒙斯、的里雅斯特、马

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１２月，马赛和阿尔及

利亚也爆发了危机，而在德国危机开始更加剧烈。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爆发法国二月革命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看

一看戴 莫 伊文思在他著的“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商业危机”２６８（１８４８年

伦敦版）一书中所引用的破产户统计表，我们就会看到，由于这

次革命，英国一个大公司也没有破产。而由于这次革命而遭到破产

的，只是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这是因为所有大陆的国债券都突

然跌了价。象这样的交易所经纪人的破产，当然也发生在阿姆斯特

丹、汉堡等地。英国统一公债跌价６％，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只跌价

３％。可见，对交易所经纪人来说，二月共和国只比七月王朝危险

两倍。

二月事件后笼罩着巴黎并与革命同时波及到整个大陆的恐

慌，在其发展过程中跟１８４７年４月伦敦发生的恐慌有许多共同之

处。信用活动突然停顿，交易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止；在巴黎、布鲁

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所有的人都涌向银行，把纸币兑换成黄金。一

般说来，在有价证券交易领域以外，破产的情况还是很少的，而

９９４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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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破产事件也未必能够认为是二月革命的必然结

果。巴黎银行家停止支付（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性的）一方

面与有价证券交易有关，另一方面不过是预防性的措施，而完全

不是因为真的没有支付能力；这样做，或者只是为了使临时政府

大伤脑筋，给它找麻烦，迫使它让步。至于说大陆其他地区银行家

和商人的破产，现在还无法断定，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是

继续不断和逐渐蔓延的商业危机的结果，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早已

摇摇欲坠的公司为了寻找有利的出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在多么

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确是由于革命引起恐慌而造成损失的结果。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商业危机给１８４８年革

命的影响要比革命给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３月到５月期

间，英国已经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

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商

业部门情况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大陆革

命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少，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英

国棉花加工量从４亿７５００万磅（１８４７年）增加到７亿１３００万磅（１８４８

年）。

在英国，这次新的繁荣时期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和１８５０三年当中已

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从１月到８月底的８个月中，英国的输出总额，

１８４８年为３１６３万３２１４镑，１８４９年为３９２６万３３２２镑，１８５０年为４３８５

万１５６８镑。在谈到工商业部门（生铁生产除外）中所呈现的这种巨

大高涨时，还必须补充一点：这３年当中各地农业都获得了丰收。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英国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跌到３６先令，在法国跌

到３２先令。在这次繁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机的３条主要

途径已经被堵死了。铁路建设的速度已降到其他工业部门的一般

００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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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谷物贸易由于连年的丰收没有给投机提供进行活动的余地；

国债券由于革命而丧失了稳定性，没有这种稳定性，就不可能进

行任何大规模的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在历次繁荣时期，资本总会

增加。一方面，扩大了的生产提供新的资本，另一方面，危机时期

闲置的货币资本会脱离闲置状态，而扰入市场。这种剩余资本在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由于投机无路必然会直接投入工业，这样就更加速

了生产的增加。虽然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能够说明，但是这种现象在

英国是多么惹人注目，下面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９日的“经济学家”杂志

的天真议论可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繁荣时期与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根本不同。在以

往历次的繁荣时期常常是一种毫无基础的投机激起了种种无法实现的希望。

有时开采国外矿山，有时建设数目超过半个世纪的铁路。甚至这类投机有了

牢靠的基础，所指望的收入也常常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得到，不论收

入是来自金属生产还是来自新交通线的建设和市场的开辟都是如此。这样的

投机是不会马上见利的。但是，目前我们的繁荣的基础是直接有用的物品的

生产，这些物品一到市场，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消费的领域，给生产者带来相

当可观的利润，促使他们去增加生产。”

说明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工业大量增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主要工

业部门——棉花加工业。１８４９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以往的任何

一年，达２７５万捆，大约相当于１２亿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跟输入这

样增加是非常适应的，因而１８４９年底的储存甚至比以前欠收年以

后的储存还要少。１８４９年，加工成纱的棉花达７亿７５００万磅以上，而

在以往最繁荣的一年１８４５年，也只不过加工了７亿２１００万磅。棉纺

织业的扩大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棉花价格由于１８５０年稍

微减产而暴涨（５５％）。在纺织业的所有其他部门，如丝织品、毛

织品、混合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中也有不小的进展。这些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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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的输出，特别是在１８５０年，大有增加，虽然１８５０年棉纺织

品的输出由于棉花欠收而大大减少，而该年的输出总额则增加了

很多（比１８４８年增加１２００万，前８个月比１８４９年同期增加４００万）。

尽管羊毛价格暴涨（看来暴涨１８４９年就已由投机造成，并且一直

继续到现在），但是羊毛加工业仍在不断扩大，每天都有新纺织机

投入生产。麻织品的输出在以往麻织品输出量的最高的一年１８４４

年，为９１００万码，价值为２８０万镑，而在１８４９年却达到１亿零７００万

码，价值３００万镑以上。

英国工业增长的另一证明，是主要的殖民地商品，特别是咖

啡、糖和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虽然这些商品，至少是前两种

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在当时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增长直接依赖

于工业的扩大，是更加明显的，因为大规模铁路建设所建立起来

的容量极大的市场从１８４５年起就早已缩小到平日的规模，近几年

来谷物价格的低落也不能使农业区的消费量有所增加。

由于１８４９年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在同年最后几个月产生了

把商品运到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新企图。但是这些市场上还

没有卖出去的大批存货使这一企图很快就破产了。这时，由于原料

和殖民地商品的需要量的增加，产生了对这些商品进行投机的企

图，但是由于供应突然增加和１８４７年的创伤还记忆犹新，而这个

企图也不得不很快地就放弃了。

此外，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

地的开放（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以及由于１８５１年将举办大型工

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

英国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９年就极其冷静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

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

２０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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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

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

加这次重大的考验。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

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勒

琴士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的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异国

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２６９，

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

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

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

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

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

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

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

起自己的百神庙①，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

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

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

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

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

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

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

者出现。

正象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６年的马铃薯病灾一样，从今年年初起棉花

欠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当大家都知道１８５１年棉花产量

３０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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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会比１８５０年多的消息之后，这种恐慌就更加厉害了。棉花欠收

在以前的时期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在目前棉纺织业正在扩大的

情况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已经开始严重地阻碍了棉纺织业的

生产活动。资产阶级刚刚忘却它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马铃薯

遭到危险这个异常痛心的发现，而恢复常态的时候，现在又看到

它的第二个基础棉花也遭到同样的危险。如果说，一年棉花稍微减

产，预计第二年也会如此减产，这就能够在最繁荣的时期引起了

严重的恐慌，那末今后几年棉花真正连年欠收，势必会把文明社

会暂时抛进野蛮状态。黄金和生铁的世纪早就过去了：１９世纪的科

学、世界市场和巨大的生产力注定会开创棉花的世纪。同时，英国

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觉到，掌握着迄今尚未打破的对

棉花生产的垄断的美国，对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

即不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垄断。不仅在东印度，而且在纳塔尔和

澳洲北部，甚至在世界上一切气候和条件允许种植棉花的地方，都

要千方百计地鼓励种植棉花。同时，同情黑人的英国资产阶级发

现，“曼彻斯特的繁荣取决于人们将如何对待得克萨斯、亚拉巴马

和路易西安纳的奴隶，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可怕的事实”（１８５０年１１

月２１日“经济学家”），英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是美洲联邦的

南部诸州所存在的奴隶制度，这些地区的黑奴起义会破坏整个现

代生产体系，当然，这对那些不久前为了解放自己殖民地的黑奴

而拨出２０００万镑２７０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可悲的事实。但是，这个

事实同时也会促使奴隶制问题（这个问题在不久前再一次成

了美国国会长期剧烈争论的主题）得到唯一可能的、现实的

解决。美国棉花生产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要工业一发展

到无法再忍受合众国对棉花的垄断的地步，其他国家的棉花生

４０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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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现在棉花生产几乎到处都只能靠自由

工人的劳动来进行。一旦其他国家的自由劳动能够为工业提供足

够的棉花，而且自由劳动的价格比美国的奴隶劳动便宜，那时美

国的奴隶制就会跟美国的棉花垄断一起完蛋，并且奴隶也会获得

解放，因为他们当奴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同样的，一旦欧洲的雇

佣劳动不仅不再是生产的必要形式，而甚至成为生产的障碍，那

时它也将会被消灭。

如果１８４８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象１８４３—１８４７年的周期

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１８５２年就会爆发危机。为了说明历次危机

之前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难以控制的投机即将来临的征兆，我们

在这里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两年来一直没

有超过２％。如果英格兰银行在繁荣的年月里使利息率维持低的水

平，那末其他金融商人就只好把利息率压得更低，正象英格兰银

行在危机的年月里把利息率提得很高，而其他金融商人把利息率

提得更高一样。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在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会

不断投入信贷资本市场，依照竞争的规律，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使

利息率大大降低，而信用的增加会使利息率降到更低的水平，因

为信用随着普遍的繁荣而逐渐扩大，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的需

要量。政府在这样时期有可能降低统一公债的利息率，而土

地所有者有可能按较为有利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抵押贷款。

这样，信贷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就会减少１ ３，或者甚至

还要多一些，而所有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却会增加。这种状况继

续得愈久，他们就愈不得不拚命地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生产

过剩使得大批新建设计划产生，其中只要有一些计划实现就足可

以使大量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直到投机逐渐具有普遍性为止。但

５０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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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知道，在这样情况下，投机只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是棉

花，一是加利福尼亚和澳洲的发展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上的新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投机活动的范围这一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繁荣

时期都广阔得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农业区的情况。那里的普遍的收缩状态

由于谷物税的废除和与此同时的丰收已成为经常性的了，虽然这

种情况由于繁荣时期消费量的剧增而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还

应当补充一点，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农业工人的处境无论

如何总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程度上在英国要比在那些地产分成

小块的国家差一些。在这种条件下，争取恢复谷物关税的保护关税

派的宣传还在农业区里继续进行，虽然这种宣传比以前更低沉更

隐蔽了。很显然，当工业繁荣和农业工人的不太坏的处境还继续保

持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只要危机一发

生和一波及到农业地区，农业的收缩状态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

不寻常的风波。这一次，工商业危机将破天荒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

时爆发，在引起城市和乡村、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互相斗争的一

切问题上，两派将得到两支大军的支持：工厂主将得到工业工人

群众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将得到农业工人群众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１８３６年的危机是这里的第一

次危机，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危机，它几乎一直继续到１８４２年，其

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合众国的商业是在这种

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当然一开始还很缓慢，从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年起，这方面的繁荣才完全表现出来。欧洲物价的昂贵和欧洲

各地的革命，正是美国获利的源泉。从１８４５年到１８４７年底，由于谷

物大量输出和１８４６年棉花价格高昂，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１８４７

６０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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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危机只是轻微地触动了美国一下。１８４９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

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１８５０年，美国由于在欧洲棉纺织工业得到

新发展的时候发生棉花欠收，而赚了将近２０００万美元。１８４８年各国

的革命使大量欧洲资本输入合众国，其中一部分是移民带来的，一

部分是在欧洲购买了美国国债券。对美国有价证券的需求的增长，

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价格，因而这种证券近来已成为纽约狂热投机

的对象。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反动报刊怎样否认，我们仍然认为，

我们欧洲的资本家所信任的唯一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一

般说来，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

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

然而，合众国之所以更加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另外一些原

因。人口稠密的区域——北美联邦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两

个方向扩展。由于自然的繁育和移民的不断增加，人口的增加使整

个的所有的州和地区都住满了人。威斯康星和艾奥华几年工夫就

变成了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在密士失必河上游所有的州，移民

大大增加。苏必利尔湖地区矿山的开采和整个五湖地区谷物生产

的增加，促进了商业和这个巨大内地水道上的航运事业的新发展。

这种发展由于国会的最近一次会议通过关于给对加拿大和新苏格

兰的贸易以很多优惠条件的法令而更为加速了。这样一来，西北部

各州有了完全新的意义，而俄勒冈却几年工夫就沦为殖民地，得

克萨斯和新墨西哥遭到吞并，加利福尼亚受到侵占。加利福尼亚金

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２期①就已经指

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

７０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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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由于发现新的金矿而增加了

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

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

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欣欣

向荣，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

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可观了：一年以前，那里才

有１０万居民，而如今至少有３０万居民，他们差不多都是只采掘黄

金，不作其他事情；他们用黄金换取其他市场供应给他们的生活

必需品。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

长的容量相比，跟智利和秘鲁、西墨西哥、散得维齿群岛的贸易

的惊人发展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

系相比，还并不算大。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全新的

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的交

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发现并将成为世界上

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的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以修建

公路、铁路和运河的办法来开辟经过这个地峡的道路，对世界贸

易来说现在已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工程各处已经着手进

行。从查理斯到巴拿马的铁路已经在修建。美国公司为了先用横断

大陆的道路，然后再用运河把两大洋联系起来，正在尼加拉瓜的

圣胡安河流域进行勘测。关于其他的线路——经过达连地峡的道

路，经过新格拉纳达的阿特拉托的道路，经过退宛退伯克地峡的

道路——美英报纸也正在讨论。在目前突然发觉整个文明世界对

中美的地势懵然不知的情况下，很难肯定哪一条线路更适于开凿

大运河。不过，根据已知的有限材料来判断，沿着阿特拉托河的道

路和经过巴拿马的道路具有最大的优点。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道

８０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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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南安普顿与查理斯之

间，纽约与查理斯、法尔巴来索、利马、巴拿马之间，阿卡浦尔

科和旧金山之间已经建立航线；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条航线及其

有限的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扩大欧洲与查理斯之间的航运是日益

迫切需要的了，而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

巴拿马和旧金山到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重要

停泊地散得维齿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

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

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４—６个月的这么

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澳洲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的总人口，由１８３９

年的１７万零６７６人增加到１８４８年的３３万３７６４人，就是说，在９年当

中增加了９９．５％。英国本身也不能让这些殖民地没有航线；目前

英国政府正在进行有关敷设一条衔接东印度邮线的路线的谈判，

不论英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与美洲、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

（去年从澳大利亚迁来８５００人）的船舶来往的需要本身很快就会使

自己得到满足。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

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

航线这样即将扩大的规模由于上述的荷兰殖民地门户的开

放，由于轮船（愈来愈明显，轮船载运移民比帆船又快，又省，又

有利可图）数量的增加而将会愈来愈广阔。从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到

纽约除了已经航行的轮船外，在这条航线上还有新型船只，同时

在鹿特丹和纽约之间还将开辟一条新航线。目前资本都怎样竭力

在海洋航运业中寻找投资场所，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航行在利物

浦与纽约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船只不断增加，从英国到海角殖民地

和从纽约到哈佛尔开辟了两条完全新的航线，纽约目前都只是议

９０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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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许多这类的设计方案。

资本如此流入远洋航运业和经过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建设，已

经为这一方面的疯狂投机打下了基础。这种投机的中心必然是纽

约，因为它得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最多，并且已经掌握了大部分对

加利福尼亚的贸易，这样，它在美洲所起的作用，完全就象伦敦在

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

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设

计都出自纽约。在纽约已经开始了远洋航线方面的投机。开设在纽

约的尼加拉瓜公司也开始了以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为中心

的投机活动。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

入这类企业，即使伦敦交易所将充满类似性质的一切设计，纽约这

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象１８３６年一样会首先遭

到破产。有许多设计是会流产的，但是，正象１８４５年英国铁路网是

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的一样，这一次全世界的航运业（虽然只

具有总的轮廊）也将会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即使许多公司会

遭到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

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

洲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４个月。

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还在１８４９

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１８４９

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

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

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

果。１８５０年，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完全象在英国一样，突然出

现了资本过剩的现象，金融市场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关于法兰

０１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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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

个极大的安慰。正如抱有纯粹伦敦式优越感的“经济学家”所讽刺

地指出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件和黑森选帝侯的事件２７１，

围绕着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的斗争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威胁性

的通牒，一分钟也不能阻止住这些繁荣征兆的发展。

从１８４９年，特别是１８５０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

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

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

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

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

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

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

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

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

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

１８４８年的前９个月为６３００万法郎，１８４９年的前９个月为９５００万法郎，

１８５０年的前９个月为９３００万法郎。而１８５０年９月份，进口税比１８４９年

同月又增加了１００余万法郎。１８４９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１８５０年增

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１８５０年８月６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

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

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３

亿７３００万法郎（１４９２万镑）。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日，流通的银行券是４亿

８２００万法郎，或１９２８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４３６万镑，而１８５０年

９月２日是４亿９６００万法郎，或１９８４万镑，即增加了将近５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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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

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

此，１８５０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１４００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

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

的流动资本增加１亿２３００万法郎，即５００万英镑，这一事实显

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①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

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

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１８４７年６月

１０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２００法郎的银行券。在这

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５００法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的法令宣

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

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３亿

５０００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１００法郎的银行券。４月２７

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１８４８年５月２日的

另一法令允许银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４亿４２００万法郎。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５亿

２５００万法郎。最后，１８５０年８月６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

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

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

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

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

解从１７９７年到１８１９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

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

２１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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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

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

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

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２５００

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

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

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３

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

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

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

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

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

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

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

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

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

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

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

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

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

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

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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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

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

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

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

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

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

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

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

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

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近６个月来发生的政治事件。

在英国，每一次的工业繁荣时期都是辉格党人（他们把王国中

最矮小的人约翰 罗素勋爵看作他们的理想的化身）取得胜利的时

期。内阁明明知道进行次要的小改革的方案会遭到上院的否定，或

者它自己在会议的最后借口时间不够而把方案撤回，但它还是把

它们提交给议会讨论。时间不够常常是因为在起初枯燥无味的饶

舌过多，议长通常尽可能拖到最后才出面制止，说明这个问题议会

不宜讨论。在这样的时候，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斗争便

流于纯粹的空谈。广大的自由贸易派热中于实际享有贸易的自由，

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心思去比较明智地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结果；

而保护关税派却一味发泄可笑的伤心的牢骚和进行反对城市工业

发展的威胁。各个政党继续进行斗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以便经常

彼此提醒对方不要忘记它。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之前，工业资产

阶级为了鼓吹财政改革吵得天翻地复；而他们在议会里却只限于

理论上的空泛议论。在会议的前夕，科布顿先生在谈到俄国的贷款

４１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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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再次表示要向沙皇宣战并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谈论着伟大

的彼得堡穷汉；６个月之后，他竟参加了和平大会２７２这场可耻的滑

稽戏，这次大会的唯一结果就是：俄基布韦族①的印第安人把和平

的号角交给了尧普先生，而使得站在讲台上的海瑙先生大为不满，

同时美国佬艾利修 巴里特这位戒酒的倡导者来到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和哥本哈根，想使有关的政府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似乎争

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整个战争当冯 加格恩先生干预，而不

是费奈迭干预的时候，就可能严重起来！

希腊问题的辩论２７３是议会闭幕会上的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

大陆的一切专制主义反动派为了击败帕麦斯顿，跟英国托利党结

成了联盟。路易－拿破仑为了取悦沙皇尼古拉和阿谀法国的民族

虚荣心，甚至从伦敦招回了法国大使。整个国民议会对断绝跟英国

的传统联盟这一勇敢的行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事实使帕

麦斯顿有可能在下院扮演争取全欧的公民自由的战士的角色。他

获得了４６票的多数，而这种既无力又荒唐的联盟的结果就是外侨

管理法没有恢复。

如果帕麦斯顿在他反对希腊的行为和反对欧洲反动派的议会

演说中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那末英国人民利用海瑙

先生逗留伦敦的机会大大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对外政策２７４。

如果人民在伦敦大街上追逐了奥地利的军事代表，那末以奥

地利的外交代表为代表的普鲁士也就遭到了适应于奥地利的地位

的不幸。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滑稽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著作家布鲁姆

由于著作家本生不懂人情和厚颜无耻而在贵夫人的哄堂大笑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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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赶出上院的旁听席的情景。本生先生对这种侮辱泰然处之，就

好象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需要这样似的。他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

事情一样，根本不想离开英国。他的一切个人利益使他留恋着英

国。他以后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外交地位，从议论英国国教中捞些资

本，给他的儿子在英国国教会中找个好的位置，给他的女儿在英

国任何一个等级的绅士中物色个未婚夫。

罗伯特 皮尔爵士的逝世大大加速了旧政党的瓦解。从１８４５年

起成为他的主要支柱的所谓皮尔派，在他死后就完全解体了。皮尔

死后，几乎所有的政党把他捧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样，

他比起大陆上的“政治家”，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不单单是

一个野心家。其次，这位出身于资产阶级，曾作过土地贵族的领袖

的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在现今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真正的贵

族，那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他利用了他在土地贵族中间的领

导作用，经常迫使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让步。例如，他利用天主教

徒的解放２７５和警察改革
２７６
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１８１８年

２７７

和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加强了金融贵族地位，１８４２年的关税改革
２７８
和

１８４６年的自由贸易法２７９使土地贵族直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牺牲

品。贵族的第二个台柱是“铁公爵”①，这个滑铁卢的英雄象绝望的

唐 吉诃德一样，始终如一地支持棉纺织业骑士皮尔。从１８４５年起，

托利党就把皮尔看成是叛徒。皮尔之所以能控制下院，是因为他那

动听的辞令非常容易理解。只要读一遍他那最出色的演说便能看

出，这些演说尽是一些空话，中间巧妙地拼凑了大量统计材料。几

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打算为这位废除谷物税的人建立纪念碑。一

６１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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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宪章派报纸在暗指皮尔１８２９年所组织的警察时问道：这些皮尔

纪念碑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每个警察便是皮

尔的活的纪念碑２８０。

在英国最近哄动一时的事件是，罗马教皇任命魏兹曼先生为

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并封为红衣主教，把英国划分为１３个天主教区。

基督全权代理人所采取的这个完全出乎英国国教会预料的步骤，

又一次证明大陆上一切反动派迷恋一种幻想，即在他们不久前靠

服务于资产阶级而取得胜利的同时，现在也自然应当随之恢复整

个封建专制的社会秩序及其所有的宗教属性。在英国，天主教的唯

一支柱是社会上的两个极端的阶级，即贵族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

无产阶级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按其身世来说

是天主教徒。而贵族阶级沈醉于崇尚皮由兹主义２８１之雅事，直到最

后转入天主教教会开始成为一种风气为止。当英国贵族在它反对

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暴露自己的封建性的

时候，自然必定会产生下述情况，即贵族阶级的宗教思想家，高

教会派的正统神学家在跟资产阶级非国教派教会２８２的神学家作斗

争时愈来愈不得不承认从他们的半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中所得出

的结论，甚至英国国教会的个别反动信徒会愈来愈经常地转向原

始的唯一救世教会①。这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在英国天主教神甫的

脑海中引起了一种整个英国很快转向天主教的最美妙的希望。但

是，再度把英国视为罗马行省和必须更加强转向天主教的倾向的

罗马教皇的新训谕２８３起了相反的作用。皮由兹派突然看到他们玩

弄的中世纪的把戏产生严重后果以后，怒气冲冲地退了回来，皮

７１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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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兹派的伦敦大主教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放弃自己的一切糊涂观

念并宣布要对教皇的权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资产阶级对整个这

出喜剧感到兴趣的，只是这出喜剧使它可以趁机向高教会派及其

大学展开新的攻击。负责提供关于大学情况的报告的调查委员会，

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将会掀起热烈的争论。当然，人民群众对魏兹

曼红衣主教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相反的，在目前消息来源贫乏的情

况下，他们却给报界提供了理想的材料来发表抨击庇护九世的长

篇文章和愤慨言论。“泰晤士报”甚至要求政府在教皇国内煽动起

义和唆使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侨民攻击教皇，以惩罚他的侵犯行

为。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地球”报把教皇的训谕跟马志尼最近发表

的宣言作了非常巧妙的对比。它说，教皇要求对英国进行宗教统

治，并且任命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在异国的〕
２８４
大主教。在伦敦

这里以反教皇者２８５马志尼先生为首的在异国的意大利政府召开会

议。马志尼先生不仅要求在教皇领地内取得而且实际上正在享有

的领导权，目前也带有纯宗教的性质。教皇的训谕具有纯宗教的内

容，马志尼的宣言也是一样，两者都宣传宗教，诉诸信仰，它们

的格言是Ｄｉｏｅｄｉｌｐｏｐｏｌｏ，即神和人民。马志尼先生至少是他所面

向的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代表（因为除了神和人民的宗教之外，意

大利几乎没有其他的宗教），而教皇则不是这样的代表，除了这一

点之外，请问，这两种要求还有什么两样呢？不过，马志尼利用这

个机会更进了一步。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为了购买武器和军事装

备，而跟意大利国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现在从伦敦发行了

制宪议会曾经批准了的１０００万法郎的债券（面额１００法郎）２８６。不能

否认，这笔贷款要比奥地利在伦巴第发放的不成功的志愿公债２８７

有更大的希望。

８１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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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近给予罗马和奥地利的确实严重的打击，是英国与撒

丁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破坏了意大利关税同盟的奥地利计划，保

证英国贸易和英国资产阶级政策在北意大利有相当牢靠的阵地。

迄今尚存在的宪章派组织也在土崩瓦解。还留在该派里面的

小资产者跟工人贵族联结在一起，组成纯民主主义的派别，它的纲

领只限于人民宪章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改革。生活在真正无产者

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前者的首领是菲格斯

奥康瑙尔，后者的首领是朱利安 哈尼和厄内斯特 琼斯。追求曼斯

特①古代国王后裔的称号的爱尔兰士绅老奥康瑙尔是古老英国的

真正代表，不管他的出身和政治倾向如何。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

不论对工业进步和对革命都恨之入骨。他的整个理想充满宗法的

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在自己的身上集中了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

都在某种平凡的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常识〕中得到解决和调和，使他能

够年复一年地每周在“北极星报”上撰写长信，而每封新的信总是

与以前的信发生明显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奥康瑙尔认为自己在

３个王国中是始终一贯的人，是２０年来预言了一切事件的人。他有

宽大的肩膀，宏亮的声音，高明的拳术，据说有一次他凭着这种拳

术捍卫了诺定昂市场，使之免遭两万多人的人群的骚扰（这些都是

旧时英国的代表的特征）。显然，象奥康瑙尔这样的人必然是革命

运动的巨大障碍。但是，这样的人也有可取之处，即跟他们在一起

和跟他们斗争时会克服大量早已养成的偏见，运动一旦最后制服

了这些人，就会永远摆脱他们所代表的偏见。奥康瑙尔必将在运动

的过程中死亡，不过他会因此也象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两位先生一

９１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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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能取得“正义事业的殉道者”的称号。

宪章派的两派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土地问题。奥康瑙尔和他的

一派企图利用宪章来把部分工人安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地产

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他借助于股份公司实行这

种小规模的土地小块化的企图是如何破产的。每一次资产阶级革

命都有把大片地产划小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小地产

必然走向集中，必然在与大农业生产斗争中遭到灭亡的倾向，但

是它有时能使英国工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奥康瑙尔提出的土地

小块化是种革命的东西。宪章派的革命派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

的要求以与这种地产小块化的要求相对抗，他们要求不分配土地，

使土地仍归国有。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和宣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但是对废

除谷物法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的宪章派仍然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

危机中他们又会不得不跟工业资产者即财政改革的拥护者一道，

帮助他们击败他们的敌人，从而获得他们一定程度的让步。在即将

来临的危机中，宪章派的立场必然是这样的。在英国只有实行宪

章，才能开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象在法国只有赢得共和制以后，

六月决战才有可能一样。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４月２８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

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３月１０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

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

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受下莱

茵地区的委任状。３月１０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

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

０２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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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

的社会幻想家欧仁 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３月１０日选

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

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

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

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

长勒克莱尔，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

中遭到了惨败。４月２８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

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

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

确信，在１８５２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

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

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

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

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

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

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１７个城主２８８。

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

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５月８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

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ｃａｌｍｅｍａｊｅｓｔｕｅｕｘ〔最

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

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

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

１２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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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死刑判决书。

５月２１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

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

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

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郎贝尔的肆无忌惮

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

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

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

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５月２２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４６２票对２２７票的多数而告结束。

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

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

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

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

５月３１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

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

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

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１５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

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

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

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

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

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２２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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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

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详的灾难。山

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

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

党依然就席不动，而且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

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

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

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 苏

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

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

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

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

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

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

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

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

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

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

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

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详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

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

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报刊埋怨

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

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

３２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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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

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

的ｐｅｎｎｙ－ａ－ｌｉｎｅｒｓ〔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

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

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

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

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

－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 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

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

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

——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

两份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ａｐａｕｐｅｒｔａｔｉｓ〔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

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

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３期第１６页上写

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

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

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

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ｉｎ

ｐｅｔｔｏ〔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

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

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

４２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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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

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①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ｓｍａｌｇｒéｅｕｘ〔不得已的共和派〕②这出喜剧，即反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跟国民议会之间

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

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

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

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ｂａｉｓｅｒ－Ｌａｍｏｕｒｅｔｔｅ〔拉摩勒特式的

接吻〕２８９，——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

最近６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

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

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吗？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

议会的主要本钱不就是他有６００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

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

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３００万法郎来酬劳这

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

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

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

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的口气。

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

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

年俸固定增加３００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２１６万法郎

５２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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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

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

做。这样，这２００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

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ｄｅｍａｕｖａｉｓｅｇｒａｃｅ

〔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

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

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

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

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

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５０００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

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

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

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

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

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

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８月１１日延期到１１月１１日。但

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

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

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２８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

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２９０。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

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

“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

６２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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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

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

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

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

被他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

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

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

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

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

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

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

〔在野〕２９１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

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

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２９２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

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

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

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

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

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

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

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１８５２年５月退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

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

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

７２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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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

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

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

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

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

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

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制宪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

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

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

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

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岌岌可危，而资

产者觉得在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

战。他们好象觉得，在１８５２年５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

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

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

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

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

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

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

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

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

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

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

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

８２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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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

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

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

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

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

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

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

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

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

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

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

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

兵高喊《Ｖｉｖ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ｖｉｖｅｌｅｓａｕｃｉｓｓｏｎ！》〔“拿破仑万岁，腊

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①，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

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

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

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

日和６月１３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

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②的新亚历山

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

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

９２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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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

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

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

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

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

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

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

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

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

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

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

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

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嗾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

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

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

宪法口号《ＶｉｖｅＩ’Ｅｍｐｅｒｅｕｒ！》〔“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

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

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职，

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

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

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

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

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

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

０３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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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

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

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

１１月１１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

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

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

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

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

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

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

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

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

的爆炸而纷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

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

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德国近半年来的政治事件充其量不过是普鲁士欺骗自由派，

奥地利欺骗普鲁士的一出喜剧。

１８４９年，看来问题在于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１８５０年，问题

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分权；１８５１年，问题将完全在于普鲁

士以怎样的形式隶属于奥地利并作为悔过的罪人返回完全重建的

联邦议会的怀抱。普鲁士国王希望由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他那不幸的

柏林御驾巡游２９３受到酬谢而捞到的小德意志
２９４
，却变成了小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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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普鲁士必须老老实实地承受任何侮辱并退出大国之列。甚至连

有关联邦的一点点幻想也由于它的政策的计谋平平淡淡没有远见

而破灭了。普鲁士假惺惺地硬说联邦具有自由主义性质，它这样用

它向来不重视的立宪的妄想使哥达党２９５的谋士们糊涂起来；不管

怎样，普鲁士本身由于整个工业的发展，连年的赤字和国债，成

了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它无论怎样逃避或反抗，也越

来越陷入了立宪主义。如果哥达党的谋士终于发现，普鲁士怎样无

耻地对待他们的智慧和尊严，如果甚至加格恩或勃律盖曼也终于

以正当的不满背弃了十分露骨地玩弄祖国的统一和自由的政府，

那末那些被普鲁士纠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的小鸟——小国的君主

不会给普鲁士带来多大的愉快。这些公侯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和无

保护的情况下才寄身于渴望并吞２９６的普鲁士老鹰的利爪之下。为

了借助于普鲁士的干涉，威胁和示威使其臣民象从前一样唯命是

从，它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签订奴役性的军事条约，建

立招致破产的军营和用实施联邦宪法的办法打开合并的近景。而

普鲁士本身竭力设法使它们不致遭受这种新灾难。普鲁士到处恢

复反动的统治，而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小国的君主纷纷脱离普

鲁士，投入奥地利的怀抱。既然它们很快又可以按照三月事件以前

的方式进行统治，那末专制的奥地利对它们来说就要比普鲁士更

亲近一些，因为普鲁士既不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又不想成为自由

主义的。况且，奥地利的政策并不是要吞并小国，相反的，是要保

存它们作为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普鲁士

就只好眼看着前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拯救过的萨克森脱离了它，眼

看着汉诺威和黑森选帝侯国脱离了它，现在，巴登不顾本国还驻

有普鲁士的警备队也跟着其他小国脱离了它。普鲁士为了支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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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梅克伦堡，德骚和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化了不少力气，但是

得利的不是普鲁士，而是奥地利，这一点它现已从两个黑森的事

件２９７中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碰了壁的德国皇帝至少相信一点：他

生活在背信弃义的时代里，如果说他现在不得不眼看着失掉他的

“右手，即联邦”，那是因为这只手早就麻木不仁了。这样一来，奥

地利现在已经把它的霸权扩大到整个德国南部，甚至德国北部的

一些重要的小国也成了普鲁士的敌人。

最后，奥地利十分猖狂，竟公然依靠俄国公开反对普鲁士。它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两个问题上就是这样作

的。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意志的宝剑”①签订了真正普

鲁士的单独的和约，把自己的同盟者出卖给力量占优势的敌人。英

国、俄国和法国决定终结各公国的独立并把这一愿望写在奥地利

所参与的备忘录里。奥地利以及跟它结成联盟的德意志各邦政府

根据伦敦的备忘录，在新恢复的联邦议会中表示赞成德意志联邦

对霍尔施坦进行有利于丹麦的干涉，而普鲁士则企图继续奉行两

面政策，驱使斗争的双方服从被多数的、同时实力最强的政府所

否决了的、尚不存在和无法肯定的“联邦仲裁法庭”；普鲁士尽管

用了一切手法，但是除了大国怀疑它有革命阴谋和收到许多使它

很快失掉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兴趣的威胁性照会之外，它毫

无所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很快就有可能回到本邦君主的

慈父般的保护之下，而允许贝泽勒尔和雷芬特洛夫两位先生统治

自己的人民，虽然所有的军队都站在他们一边，仍然证明它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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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丹麦的鞭子来教育自己。

黑森选帝侯国的运动２９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德意志小国的

“叛乱”会导至什么结果的无与伦比的例子。市民对骗子手哈森普

弗鲁克进行的合乎道义的反抗实现了向这种情况所能要求的一

切；议会步调一致，居民万众一心，官吏和军队都站在市民一边；

所有的对立因素都已消除，君主们，滚出国家！这个号召自然而然

地实现了，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跟他的内阁一起垮台了；一切事

情都是按预订计划进行的，——一切政党都严格遵守了法律规

定，避免了任何过火行为，而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立宪

派反抗史上的最辉煌的胜利。现在一切政权都掌握在市民手中，他

们的等级委员会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碰到一点反抗，这正是他们应

当表现自己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看到，驻守边境的不是黑森选帝

侯国的军队，而是准备开进这个国家并在２４小时内结束市民统治

的整个伟业的外国军队。只有现在才开始不知所措和忍受耻辱。如

果说他们从前是不能后退，那末现在他们是不能前进。黑森选帝侯

国拒绝纳税这件事比以往的任何事件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小国范

围内的一切冲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纯粹的滑稽剧，而这种滑

稽剧的唯一结果总是外国进行干涉和用废除君主和宪法的办法来

消除冲突。这个事实证明，小国的小市民以爱国主义的坚强意志捍

卫三月革命的任何一点微小成果使之免遭必然侵害的一切光荣的

战斗是多么可笑。

在联邦成员国黑森选帝侯国（必须使它从普鲁士的怀抱里挣

脱出来），奥地利直接出面反对它的竞争者。奥地利正是要煽动选

帝侯反对宪法，而后马上把他置于自己的联邦议会的保护之下。为

了使这种保护有实力作后盾，为了在黑森选帝侯国事件中打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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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对奥地利的统治的反抗和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

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

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

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象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

一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做不

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

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

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

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

少。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最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即全欧的人民、流

亡的人民。我们不准备谈德国，法国，匈牙利等流亡者的个别支部；

它们的ｈａｕ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高等政策〕不过是纯粹的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ｓｃａｎ

－ｄａｌｅｕｓｅ〔丑闻录〕。但是，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在野〕的全欧

人民最近有了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临时政府。这个委员会

的成员是朱泽培 马志尼，赖德律－洛兰，阿伯特 达拉什（波兰

人）和阿尔诺德 卢格，卢格为了证明他的参加是正当的，谦逊地

签上了头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虽然很难指出什么样的民主

主义会议使这四位福音传播者担负了他们的职位，但是不能否认，

他们的宣言包含着大批流亡群众的信仰的象征，并以相应的形式

概括了这些群众从近来的革命中取得的精神成果。

宣言一开始就出色地列举了民主力量。

“为了取得胜利，民主力量还缺少什么呢？……缺少组织…… 我们有教

派，但没有教会，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哲学体系，但没有宗教，没有使信

仰者团结在共同口号之下并使他们的劳动协调一致的集体信仰……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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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将会团结一致，并在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统率之下共同前进……，这

一天将是战斗的前夕。在这一天我们清点一下我们的队伍，我们将会知道我

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呢？因为革命政权手中的

组织比政府手中的组织力量薄弱。流亡者临时政府的第一个法令

就是这样说的。

它说现在必须用组织信仰者的军队和创立宗教的办法来挽救

这种不幸。

“但是，为此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障碍，消除两个严重的糊涂观念：一是

对个人权力的夸大，一是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 我们不应当说‘我’，我

们应当学会说‘我们’…… 那些意气用事和拒绝纪律和组织所要求的轻微

牺牲的人，他们会由于过去的习惯而否定他们自己所宣传的共同信仰……理

论的排他性是对我们的基本教条的否定。谁说我已经发现政治上的真理，谁

把接受它的体系当作承认兄弟般合作的条件，谁就是仅仅为了确定他本身的

‘我’，而否定人民，即否定世界规律的唯一的进步的解释者。谁确信在目前能

以自己智慧的孤立劳动（无论这种劳动有多大的威力）彻底解决群众所关心

的问题，谁就放弃真理的永恒源泉之一，即放弃被吸引来参加行动的人民的

集体直观，而注定由于自己知识贫乏犯下错误。彻底解决是胜利的秘密……

 我们的体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是解剖尸体，发现病症，分析致死的原

因，而对领悟生命和理解生命是无能为力的。生命，这就是运动中的人民，这

就是由于互相接触，由于预言家对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必然是靠自发的闪电

般地突然在大街上进行的联合而完成的）的预感而力量空前壮大的群众；生

命，这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它能使希望、自我牺牲、爱和热情的一切尚在沉

睡的力量达到最紧张的程度，能表现人的统一的本性和他的全部创造力。在

开辟新纪元的一个历史关头中，工人的握手将比近两千年来（旧社会）①的冷

酷无情的智力劳动或伟大的死人的无比智慧更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组织的

情况。”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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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一派夸夸其谈的谬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最普通

的庸人之见，根据这种意见，似乎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

相沽名钓誉，由于互相敌对的人民导师意见发生分歧而造成的。

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

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

体系的存在的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

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

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

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

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

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暧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

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

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先生近两年来

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所获得的经验，甚至很难令人相信，

虚伪地用拉马丁的关于友谊的词句来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

行为是无意识的。同时，这些先生对“体系”的了解多么深

刻，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似乎这些体系中的

任何一个都不过是他们的宣言的整个智慧的一部分，这种智慧片

面地把收集在宣言中的自由，平等等词汇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当成

了基础。他们对社会组织的概念描写得很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

动，握手，这样，就一切都不成问题。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

推翻现存的政府；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那时，运动、发展、斗争就会停止，欧洲共和国和永世逍

遥自在的黄金时代就会在那时将居于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央委员会

的庇护下宣告开始。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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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即冷酷的思维，——好象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

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象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

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勿须乎关心明天，

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

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

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

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

“难道这样我们就是说（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问另一个委员）①我

们应当不带旗帜上街吗？难道我们就是说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旗帜上只写上否

定两个字吗？人们是不会怀疑我们做这类事情的。我们作为很早就参加人民

的斗争的人民代表，绝不会使人民空虚的。”

相反的，这些先生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丰富，给我们开了一

张真不愧为列保莱罗３００式的单据，列举了作为“民主党”当前共同

基础的永恒真理和整个过去时代的成果。这个单据是以如下有教

益的“我主”来概述的：

“我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会朝着为我们预定的道德规律向前发展。

我们相信联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我们相信，要解释道德的

规律和进步的规范不能指靠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个人，而只能指靠受到国民

教育的启蒙并为自己那些打了美德和智慧的烙印的杰出代表所领导的人民。

我们相信个人和社会二者的神圣性，两者既不应当互相排斥，也不应当互相

斗争，而应当为了一起相互臻于完善很好地配合起来。我们相信自由，没有自

由，也就没有任何人类的责任，我们相信平等，没有平等，自由只能是欺骗，

我们相信友爱，没有友爱，自由和平等就会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我们相信

联合，没有联合，友爱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纲领，我们相信作为进步环境的

家庭，团体，国家和祖国，人们应当在每一个这种环境中一直发展到认识和

实现自由、平等、友爱和联合的地步。我们相信劳动的神圣性，我们相信劳动

８３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①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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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来作为劳动的标志和成果的私有财产，我们相信社会通过贷款

为体力劳动提供材料以及通过教育为智力和身心劳动提供材料的义务……

 简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社会制度，即它的顶峰是神及其规律，而它的

基础则是人民……”

总起来说，就是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

等——友爱；联合——家庭，团体，国家——财产的神圣性——

贷款——教育——神和人民——Ｄｉｏｅｐｏｐｏｌｏ。这些词句在１８４８年

从法国革命到瓦拉什革命的各国革命的一切宣言中都出现过，正

因为这样，它们在这里才作为新革命的共同基础而出现。所有这些

革命没有一次不宣布财产的神圣性，而财产在这里被奉为劳动的

成果。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底有几分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

一点亚当 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８０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

更清楚。至于说向社会主义作的如下让步，即社会应当通过贷款保

证社会劳动所需要的每一种材料，那末，每个工厂主通常贷给工

人的钱只够买他们在一星期内加工用的材料，信贷系统目前已经

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

这种福音的本质无非是这样状况的一种社会，在那里神是上

层，而人民，或者以后所说的人类是基础。也就是说，这些人相信

的是现存社会，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里神是顶峰，而平

民是基础。如果说马志尼提出的神和人民，Ｄｉｏｅｐｏｐｏｌｏ这个口号

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还能有些意义的话，那

末把德国假启蒙的败类中最轻浮的人约翰奈斯 隆格这种抄袭来

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谜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同时，我

们的阿尔诺德 文克里特 卢格证明，这个学派的人很容易习惯于

９３５国 际 述 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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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纪律所要求的轻微牺牲，很容易拒绝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

卢格这一次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３０１，因而使利奥大为高兴。

宣言的结尾说：

“问题在于制定欧洲民主主义的宪法，在于编制预算，即建立

人民的国库，问题在于组织倡导者的军队。”

卢格为了成为这种人民预算的首倡者，曾向阿姆斯特丹的民

主主义庸人们发出了号召，并向他们进行了解释，说明他们的特

殊使命是付钱。荷兰处于危机中！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日于伦敦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合著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５—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０４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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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为驳斥阿 卢格而发表的声明

  今年１月１７日的“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１月１３日的伦敦通讯

中，针对“新莱茵报”和本声明的署名者，登载了一大堆编造得

很不高明的荒谬言论，无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笨的诽谤

和高傲的训斥。

类似这位伦敦记者的“杰出的坚定的人们”３０２经常用模仿别人

的方法来回答他们招架不住的批评：他们用自己的粪便向对方抛

掷。Ｃｈａｃｕｎｓｅｌｏｎｓｅｓｆａｃｕｌｔéｓ〔各显神通〕。

我们把对“新莱茵报”的刁猾的诬蔑留给它的“坚定的杰出

的”创造者。至于他对我们退出设在大磨坊街的协会①的行动的善

意诽谤，我们得作如下声明：

恩格斯和马克思无论在退出协会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管理

过协会的出纳处。他们虽然管理过流亡者的出纳处，但是他们在他

们以前在出纳处的工作经过检查而被认为正确无误之后就退出了

这个出纳处。说什么他们退出协会似乎是为了免交每月９个辨士的

会费，这种说法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捏造出来的！可不是吗，为了

这个目的，他们之中的一个到了曼彻斯特，而另一个打算到海外！

１４５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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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正当不满的心灵深处是藏不住最奇异不过的珍珠的！

在德国的我党同志都知道我们退出上述协会和我们跟协会领

导人分裂的真正理由。这些理由他们是赞同的，但是不宜公开３０３。

在目前情况下，在德国甚至连狡猾的警察局奸细都不能强迫我们

做进一步的解释，而何况“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笨头笨脑的奸细。

最后我们只指出一点，把自己的粪便从伦敦往“不来梅每日

纪事”报上撒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波美拉尼亚①的思想家。“新莱

茵报”经常把他作为值得艺术家耗费笔墨的对象来加以描绘，同

时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根据他的著作把他描写成“流泄一切污秽

语言和德国民主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臭沟”３０４。一句话，不来梅的朋

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阿尔诺德 文克里特 卢格”，欧洲中

心的民主主义战车的第五个辐条。这样，对“新莱茵报”的咒骂便

是可以理解的了。

卡尔 马克思，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１９３０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２４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① 波美拉尼亚是波罗的海边普鲁士的一个州，卢格的家乡。这个字的另一意义

是犬之一种。此处系双关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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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敬爱的先生！

在今天的贵报上，我发现有路易 勃朗先生的一封信，谈到２

月２４日在伦敦举行的“平等者宴会”３０５，谈到布朗基先生从贝尔－

伊尔－安－麦尔监狱寄给这次宴会的著名的献词。请允许我对这

封信谈几点意见。

在宴会上，布朗基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写在会场的墙壁上面，

与其他一些民主主义的英雄和殉难者列在一起。在这次集会上竟

有人即席致词纪念“诽谤的牺牲者”——马拉、罗伯斯比尔……

和布朗基！所有宴会上的献词和演说词都规定在２月１５日以前交给

“这次成功的动人的盛会的组织者”的委员会。勃朗先生是这个委

员会的委员，因此他当然事先就同意这个关于布朗基先生的献词。

现在勃朗先生怎么能又让布朗基先生成为“诽谤的牺牲者”，称布

朗基先生是

“那些在狂怒之下就企图侮辱有声望的人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断送最美好

事情的倒霉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勃朗先生硬说献词并不是关在贝尔－伊尔监狱中的许多人寄

来的，而完全是布朗基先生一个人的事情。当然，布朗基先生也许

是由他所签署的献词和文件的起草人。但是，这里所谈的献词全文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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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平等之友协会同意和发表的，这在法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这

个协会的成员里面有拥护布朗基先生的贝尔－伊尔监狱的囚徒，

因为布朗基先生象路易 勃朗先生的保护人巴尔贝斯一样，在囚徒

中间也有自己的朋友。

说到“动人的成功的盛会”和１０００多名不同民族的人的统一，就

不应当忘记，由于事情关系到勃朗先生，所以这个动人的场面只不过

是反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兄弟般的”示威，只不过是报复——勃

朗先生自己公开宣布了这一点——赖德律－洛兰先生、马志尼先生

等参加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没有吸收他勃朗参加。

至于谈到路易 勃朗先生的“声望”，他最好今后暂且不要再

涉及这个须要慎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声望”在不久以前遭受蒲

鲁东先生的严重打击以后，现在还没有恢复。

看样子，勃朗先生尽力喧嚷自己的流亡者和被驱逐者这样的

地位，是想维护自己，以免受到布朗基先生的攻击。但是，难道路

易－菲力浦的后裔不也是被驱逐者吗？蒲鲁东先生并不是安居在

皮卡第莱８７号（这个避难所对于撰写奥维狄乌斯式的“哀歌”是

很不适合的）的被驱逐者，而是法律手中的囚徒。难道勃朗先生因

此而减弱了对他攻击的火力吗？

看样子，勃朗先生要责备布朗基先生的是，他把自己的献词

发表在“反革命的报刊”上。勃朗先生很清楚：自１８５０年５月起，在

法国再也没有“革命的”报刊了。路易 勃朗先生，您请求“泰晤

士报”编辑接受“您的好意”，那么请问，是从什么时候起，“泰

晤士报”在您的眼里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报纸呢？

为了使大家有可能评判引起勃朗先生如此愤怒的这个不寻常

的文件（它到目前为止还是法国报刊普遍注意的对象），我请您注

４４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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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下它的全部译文，我相信它会引起英国人民的注意
３０６
。

敬爱的先生，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１年３月５日

俄译文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

列宁主义研究院在１９３４年发表

署名：弗尔塔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５４５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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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 格 斯

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

可能性与展望３０７

  我认为，１８５２年巴黎任何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

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个战争将完全不同于１７９２—１７９４年的战争，那个时代的事

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一

国民公会在军事上粉碎联军所造成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

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对于国民公会的１４个集团军

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场合是有理由的。拿破仑常说，

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失策，这无疑是对的。甚至在圣海

伦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１７９２年８月，９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①原想直捣巴

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

一了；前进运动忽慢忽快，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尔艮高地的

６４５

① 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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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的“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

可能性与展望”手稿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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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门乌尔德遮断了敌军的道路。联军

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

随联军之后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行动稍微正确，他甚至从

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同时，联军也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就把

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联军的数量多，而且如法国人自己也

承认的，质量又好。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而只是在瓦尔米进行滑

稽的炮轰，当在此地战斗时，甚至在以纵队冲锋之际，联军将军

们还三番五次改变战术：时而由坚决的变成软弱的，时而又由软

弱的变成坚决的。两次冲锋，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或是就力量

和毅力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这不是士兵的过错，而是由于指挥

的不坚决。这与其说是冲锋，倒不如说是佯攻。全线的坚决猛攻，无

疑地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现役步兵团陷于复没。在战斗

以后，联军又犹豫不决停在原地，一直到疫病开始在兵士中蔓延

起来为止。

热马普之役３０８，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

地用集中大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长阵线（由奥

斯坦德到麦士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自己由于幻想夺取荷

兰却犯了同一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涅尔文登

的会战３０９和比利时的丧失。在涅尔文登之役，特别是在这次战役的

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不在杜木里埃亲

身指挥之下而被如此称赞的英雄们——打起仗来决不比１８４９年南

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些。

不久杜木里埃叛变，万第暴动，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１３万奥

军和英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革命也许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许会被

夺取。正象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作了那样的蠢事，就会攻

９４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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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黎了。但是可敬的联军首脑们不这样做，他们却围攻要塞，并

竭尽全力，不惜战略上的巨大损失，而墨守成规地一点一滴去争取

区区的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６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法军还有近１２万人。１７９２年，义勇军大约

有６万人。在１７９３年３月又征集了３０万人。这样一来，在８月间宣布征

兵制〔ｌｅｖéｅｅｎｍａｓｓｅ〕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３０万—３５万人。征

兵制的实行应使这个数字增加约７０万人。如果把一切可能的淘汰

数字除去，法国人在１７９４年初，约能出兵７５万人去抵抗联军，即

是说，远多于联军开去进攻法国的人数。

１７９３年从４月到１０月，法军到处挨打，但这些打击，由于联军

拖延的战术，没有取得决定的战果。从１０月起，战斗互有胜负，到

冬季战争中止；１７９４年春，根据征兵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

部加入战斗；结果，５月在所有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最后于６月

在弗略吕斯的胜利３１０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因此，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８月１０日的内阁３１１，是有足够时间

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到１７９３年３月，一点事情也没

有做；义勇军几乎未被重视。１７９３年３月才征集了３０万人；自此时

起至第二年３月，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和充分的自由来进行

军事准备，而在基伦特党人倾复后的１０个月内，革命的政党完全

有行动的自由。在拥有２５００万人口——其中包括能持武器的正常

名额１００万兵士——的国家中，只要有一年的时间，建立一支７５万

（人口的３％）人的作战军队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

管这件事在当时是如何地新奇。

所有国内的起义，除了万第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是没有

任何意义的。除了里昂和土伦起义以外，其余的都仅在６个星期内

０５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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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征兵制征集的新兵夺回的，

而土伦则是因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

的错误而收复的。

在１７９４年与联军作战的７５万人之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

兵１０万人和其他兵士１５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

由第一次３０万人的征集中召来的，他们有的已连战１８个月，有的

１２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５０万新兵中至少有一

半参加过１７９３年９、１０、１１月的会战，至于刚参军的，在开赴前线

作战之前也应当受过３个月以上的训练。拿破仑在他论西班牙远征

的著作中，曾计算过训练随营学校（éｃｏｌｅｄｅｂａｔａｉｌｌｏｎ）所需的时

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一

般地说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末１７９４年的法国军队绝不是

一群纷扰的、粗野的、“为共和国牺牲”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

而是无疑地与敌军相等的ａｖｅｒｙｆａｉｒａｒｍｙ〔一支优良的军队〕，因

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特有的

不求战果的战法，这种方法只能使久经锻炼而主要适宜于进攻的

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只限于防御的敌人军队受到训练和

锻炼。毫无疑问，１７９４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比敌

方将军们却高明得多；但是如果除开国民公会议员们自己作了些

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以外，断头台则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动作的

协调。ＬｅｎｏｂｌｅＳａｉｎｔ－Ｊｕｓｔｅｎｆｉｔｐｌｕｓｉｅｕｒｓ〔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

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

（１）众兵战术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热马普胜利的机动而

产生的，这个机动与其说是出于自觉的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

１５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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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法军的低劣状态是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他们需要数量上的

优势，以使自己多少感觉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数量用来弥补纪

律的不足。卡诺在制定这种战术方面并没有起过显著的作用。

（２）众兵战术还完全没有制定，——例如在１７９４年土哥英３１２

和弗略吕斯战役中这种战术并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

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１７９６年拿破仑在他６天的皮蒙特远征中，成

功地ｅｎｄéｔａｉｌ〔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给人们启示

了这种战术的思想，而在这以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

不懂得它。

（３）谈到卡诺本身，那末这个家伙愈来愈使我怀疑；我自己显

然不能对他作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紧急信

件。但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只是在于他的前任

者帕希和布朔特的极端的愚昧无知和碌碌无能，以及公安委员会

中其他一切人员对军事的一窍不通。这真是所谓：Ｄａｎｓｌｅｒｏ－

ｙａｕｍｅｄｅｓａｖｅｕｇｌｅｓ，ｌｅｂｏｒｇｎｅｅｓｔｒｏ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军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

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法国人缺少什么。除此以外，他自然也明

白象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但是因为

在革命的征兵的制度下，在即使不如此也会有许多东西白白浪费

掉的条件下，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

或多或少的浪费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

的天才，才能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有人说众兵战术确实是卡诺

ｐｏｕｒｓａｐａｒｔ〔本人〕发明的，这特别使我怀疑，因为他所作的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的最广泛的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

上的；他不但没有集中，反而分散使用了法国军队，他对付敌人侧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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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

的事业也不完全与他天才的荣誉相称，例如，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

的崇高的德行，他所指挥的有名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一般地说，要

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凡的、墨守成规的、但赋有一定坚持性的军官出

名的一种差事；况且１８１４年安特卫普的围攻，并没有继续到３个

月）；最后，当１８１５年联军以１２０万人的集中的大军完全按照另外一

种作战方法来与拿破仑周旋时，他那强使拿破仑采用１７９３年方法

的企图，以及总的来说他那庸俗的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

明卡诺有天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正直的人能够象他那样在热

月、果月、雾月等政变３１３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

Ｓｕｍｍａｓｕｍｍａｒｕｍ〔总而言之〕，国民公会能够得救的唯一原

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

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是和老弗里茨①在七年战争中得救的

原因是一样的；１８０９年威灵顿在西班牙也以同样的原因得了救，虽

然那里法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比所有的敌军强大２倍以

上，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１７９３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出色地

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１８１３年便已集中完毕。１８１２年俄国战役

使俄国在大陆战争上成为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基

３５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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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核心，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以后才集结

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

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

队的主帅。但是自１８４８年后，神圣同盟便已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

之上了。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

对俄国的关系犹如莱茵联邦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这是

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ｉｄｅｓｔ〔即〕帕斯凯维奇——是神

圣同盟ｅｎｃａｓｄｅｇｕｅｒｒｅ〔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

罗迭是ｅｎｔｅｍｐｓｄｅｐａｉｘ〔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其次，至于谈到现代的军事学术，那末拿破仑已经使之十分

完善。在下述的某种情况到来之前，将帅们，在情况允许下，除了

仿效拿破仑的前例以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作了。但现代的军事学

术已普及于全世界。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应贵族士官考试之前

就已经背熟这门科学，至少背熟其中可以死记的那一部分。至于奥

军，那末他们在匈牙利战争中认清了并在以后撤换了他们那些糊

涂的、特殊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所有的文迪施格雷茨派、韦尔

登派、圭茨派，以或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进行的两次战

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已不是在新莱茵报时期写文章，

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简直是杰作。

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明白这个老头

子有ｂｏｎｓｅｎｓ〔非常清晰的头脑〕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就够了。

如果不是由于意大利将军们可恶的指挥、他们经常的动摇、他们

之间的不统一、查理 阿尔伯特的阴谋和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

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的任务更容易完成，那末１８４８年在培斯克

拉、曼都亚、列纳哥和维罗那４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

４５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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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

国家中间于末得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军

事学术上的范例。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

家中，因此他一点都不必忧虑他的军队的给养。

１８４９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蒙特人不以集

中的兵力在诺瓦拉和摩尔塔拉（这条阵线约３德里长）附近切断到

都灵的道路（这原是上策），或者从这条线上用两三个纵队去进攻

米兰，他们却占领了由塞斯塔到比森萨的阵地；这条阵线长达２０德

里，而皮蒙特军的人数为７万人，就是说每一德里只有３５００人。同时

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行程。这是对于米兰的一个

可怜的分进合击，而且他们的兵力到处都是不够的。在拉德茨基看

出了意军采取的是１７９２年奥军旧的作战方法之后，他便象拿破仑

以前那样和他们作战。皮蒙特军的阵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

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冲破阵线，打入一个６万人的

楔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３个师切断；然后迅速地以

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３个师（差不多集中有３５０００人），把他们

追逐到阿尔卑斯山，而使皮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

灵隔断。这个在３天内结束战争的、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１８０９年

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机动３１４（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

一个）无论如何证明了：奥军已不再墨守他们的旧习，象检阅式那

样“缓步前进”３１５。在这次机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恰恰就是运动的

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

务，特别因为这个叛变供给了奥军以意军部署和计划的确实情报。

萨伏依雅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进行抢掠的那种可耻行为也有同样

的意义。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

５５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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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巧妙机动已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

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最后，俄国人因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遵循非常接近于现代

的军事体系。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

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

成的。在决战中，在大的战斗中，俄军从来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

沃洛夫还在进攻伊斯迈拉和奥查可夫时便已明白了这个必要性。

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

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来进行机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

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人数多、不灵活，所以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

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民族军队①的行

动稍为迟钝些。俄军在１８１３和１８１４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用，在这几

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部署中俄国军队不采取密集的纵队，这种纵

队在纵深和密度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军队。

１８１２年以后，我们几乎不能把法军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

的继承者。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已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

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些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

拿破仑的体系，只要它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适合，便在战略上

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

的平均化的影响；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

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于英国军队，

现在都成为或多或少同样适应于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不过这绝

不是说，它们在其他方面，如在白刃战等等方面没有各种不同的

６５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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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但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

特有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

现代的作战体系。

至于法国人，那末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规模的战争，

甚至失去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的线索。这种强盗式的战争

对纪律所起的坏影响是否能为那些使军队习惯于战争的优点所补

偿；这个战争是否能使人们习惯于征战的生活，或者恰恰相反地

因过度疲劳而耗尽他们的精力；最后，这个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

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ｃｏｕｐｄ’ｏｅｉｌ〔判断力〕；——这些都还

有待于证明。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

变坏了。它已不会运用密集队形的突击（这才是骑兵力量之所在），

而习惯于散乱行动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哥萨克人、匈牙

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将军们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丢

了丑，而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６月战斗中出了名；但所有这些还决

不是ｇｒａｎｄｅｓéｐｒｅｕｖｅｓ〔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机会，在战略和战术的优势的意义上说，对

联军和革命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是否会和

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而现在的拿

破仑的体系与之相比就如同七年战争时代的体系与第一次革命时

代的体系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呢？

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

７５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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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

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

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

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

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军事体系来作例子。

现代军事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

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运动性是庞大人数的必然结

果。现代的军队不能象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

约２０德里的地区上来回运动。他们不能把一切必要数量的粮食都

携带在野战仓库中。他们不得不象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他们所占

领的地区，在骑兵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发粮秣，而且当

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

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加以充实，它们必须

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备有充分的存粮

以供应军队一个月左右的需要。因此，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在贫

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这就是法军在西

班牙慢慢崩溃而在俄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

也因法军的侵略而解体，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但俄国却不

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以大兵群作战的军事体系，甚至

在波兰也不成。在它本国的领土内，只要没有铁路，这个体系便完

全不能应用。如果俄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

战，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了。

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

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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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

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

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ｃｏｕｐｄ’ｏｅｉｌ和精

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在老弗里茨

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但是，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在

群众中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一方面能够训练和机械地

教练不加选择而征集的５０—６０万人，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发展或者

保持这些人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ｃｏｕｐｄ’ｏｅｉｌ。野蛮人由于

本性是具有这种强盗式的ｃｏｕｐｄ’ｏｅｉｌ的。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

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作为现代军事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

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士兵才有：例如在英国，那里的兵士虽然都是最

粗野的农民出身，可是也进过城市里的文明的学校；在法国，那里

的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游民（ｒｅｍｐｌａ汅ａｎｔｓ①）组成的；在

德国北部，那里的封建制度或者已被完全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

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

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这样的文化水平，甚至在从封建

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也是有的。除了

英国以外，到处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

愈接近于自由的私有者，则军队就愈适合于现代的军事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兵士的运动性，而且军队本身的运动性也以

适应于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水平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

９５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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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仅仅载运军官财物的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

了一切运动。军队和整个生活一样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的。君主专

制中正在兴起官僚制度在军用物资管理方面，固然提供了一些办

法，但同时它和ｈａｕ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大金融家〕的勾结却造成了ｅｎｇｒｏｓ

〔无穷的〕弊端。如果说官僚制度曾给军事以某种利益的话，那末

它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和守旧精神给军队造成的弊害却加倍地大

了。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吃着

这些缺点的亏。到处被掠夺和被撞骗的俄国军队却真正地

挨饿，兵士在行军中象苍蝇似的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

家才供给它的军队以比较充足的粮食，因此才能希望他们有充分

的运动性。

如此看来，运动性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质。但是运

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

者（譬如１７９６年拿破仑的皮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尽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募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兵制、瑞士

的民军制、法国的征兵制）各不相同，但近６０年来的经验证明：在

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中，被召入

伍的都没有超过全体人口７％，而参战的大约只有５％。在法国，如

１７９３年秋人口为２５００万，那末根据这个计算，全部应有兵士１７５万

人，其中作战军队应为１２５万人。后者当时在边境，在土伦和万第

（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所以说１２５万人是确实存在

的。在普鲁士，目下人口约有１６００万人，其７％和５％应各为１１２万

人和８０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现役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

也很难达到６０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民族甚至５％已经是

０６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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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多的了。

Ｅｈｂｉｅｎ〔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

容易地武装５％的人口，而在紧急时甚至７％，那末奥地利即使在

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５％，而俄国则３％也不易办到。就奥

地利说，如其人口为３５００万，那末５％便应为１７５万人。在１８４９年，

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５５万人。匈牙利人——其兵力在科

苏特①文告中加多了一倍—— 大概有３５万人。如果我们再加

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蒙特军队中作战的５０万伦巴

第人，那末我们便得总数９５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体人口的

２２３％。同时，处于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各省至少尚能

征调自己人口的１５％。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７２００万人

，按５％计算，应征集军队３６０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

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１５０万人；在这个数目当中，在它本土

内，它最多能有１００万人的现役军队。换句话说，它的兵力的总

和从末超过２
１
１２％，而现役军队则从未超过１

７
１８％或１．３９％。原

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幅员广阔而人口稀少，交通工具缺乏，

国民生产低微。

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

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

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

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

１６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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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

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Ｃｅｌａｅｓｔｃｌａｉｒ〔这是很明显的〕。

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预言：这个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

将是什么。

但是，行将到来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

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就正如同现在尚未定形而且部

分地还作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距工人阶级的

真正解放还很远是一样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

切阶级矛盾。

在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

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ｖｏｌｌｓｔａｎｄｉｇｅＫｏｎｚｅｎｔｒｉｅｒｕｎｇ〕的前

提是：第一，英国参加这个过程；第二，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

少增加一倍。新的作战方法也正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

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

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如象无

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

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

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

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

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

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

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２５００万而是

３６００万的话，那末这个数量的５％就不是１２５万，而是１８０万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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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比例中，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是相对地增

高了。只有前者才有繁密的铁路网，他们的人口譬如比俄国的人口

增加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论点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臣

服愈来可能性愈少，至于长期臣服，那就简直不可能了。

但是，随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力量并不在于：

一个民族应动员的５％将随人口的增多而成为一个愈来愈大的数

字，而是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５％或７％，而

是１２％到１６％，即是说由成年的男性人口（由１８岁到３０岁或者甚

至到４０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２ ３。但是如果说俄国不在

它的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它的生产上实行

全部的改革，就不能把它的军事力量由２％到３％提高到５％，那末

德国和法国不改革其生产而使之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

们所拥有的军队由５％增加到１２％。只有由于利用机器等，每一个

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一倍，才能使一倍以上的劳动力从生

产中解放出来，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短的时期；事实上从来没有

一个国家能够使它５％的人口长期服兵役。

如果具备适当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充分提高和集中，如

果阶级消灭，——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一年的志愿兵３１６，只要

他不是后备军的士官或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农民

和工匠来比，从来都不是好的兵士），那末可能征集的限度将完全

由能持武器的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

短时间内武装１５—２０％的人口，并使１２—１５％的人口加入作战军

队。但这样庞大的人数又以更大的运动性为前提，而且这种运动性

要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高得多。如无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

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由一地转运至他地。而

３６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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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庞大的人数

之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

在这里就要有分工了。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

——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

挥则由各别的将军来实施。显而易见，在这样条件之下，战争可能

而且应当在一个比拿破仑时代所需要的更短促的时间内结束。由

于大量的耗费，是需要这样的，而由于这样庞大的人数所施行的

任何一次突击必然将有决定的意义，而是必然要这样作的。

因此，按其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

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兵士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

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力量、技巧和机智方面，

这些兵士一定会超过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兵士。不过可惜，所有这

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无势均力敌的敌

人，这样人数众多的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

对所有这一切也还缺少基本的前提；尤其是１８５２年。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所占的人口的百分比，与１７８９年相比恐怕

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１７９２和１７９４年间——

的思想准备和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紧张的情况〕都不亚于在最近期间。但

那时已经看出，在与残酷的内部骚动相伴而生的革命战争的时期

内，无产阶级大部必然要用来担负对内的任务。同样的情形现在也

将要发生，并且恐怕还要比以前更多地发生，因为立即发生内战

的机会，随着联军的前进，而逐渐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

少的一部分人到作战军队里去。补充后者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城市

的下层分子和农民。换句话说，革命将被迫采用在我们时代一般作

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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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在作战军队占人

口４—５％的条件下找出新的办法和发明利用这些力量的一种新的

有效的方法。正如同纺织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

就是说如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

增加３倍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

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

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

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

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

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予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

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

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

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

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

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

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

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Ｓｕｍｍａｓｕｍｍａｒｕｍ．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

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军事天才存在

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ｃｅｓｅｒｏｎｔ

ａｌｏｒｓｌｅｓｇｒｏｓｂａｔａｉｌｌｏｎｓｑｕｉｌ’ｅｍｐｏｒｔｅｒｏｎｔ〔多兵之旅必获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两方面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

５６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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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去，同时又怎样运用它们。

（１）俄国 俄国军队在平时名义上是由１１０万兵士组成，但实

际上大约只有７５万兵士。自１８４８年后，俄国政府就竭力使战

时编制的实数达１５０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到处

亲自检查编制的情形。所以应当承认，俄国现在至少已使它

的军队达到平时编制１１０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高限度应当

除去：

高加索守军……………………………………１０００００人

俄国本部守军…………………………………１５００００人

波兰各省守军…………………………………１５００００人

病员、特种勤务部队等………………………１５００００人 

总计………………５５００００人

因此，只剩下５５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

１８１３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许多。

（２）普鲁士 如第一和第二级后备军、超级后备军以及一切

可能征集的人员被召入伍时，战时至少可以由６５万人组成一支很

好的军队。但目下政府至多仅能动员５５万人。我们现在就拿５０万作

为计算的基础。从这个数目中还必须除去守备队等，其数量略多于

第二级后备军（１５万人）；超级后备军和下年度定额兵员的渐次

召集—— 这是尼古拉所关心的，以及俄国军队继续不断的

过境，保证普鲁士有充分的预备队以防国内的起义。除此而

外，普鲁士军队病员的百分比将会较小，因为他们是在本国

集中，他们到莱茵的路程比俄国军队为短。但是，如同对待俄国军

队一样，我去其一半，而认为只有另外一半，即２５万人可以自由

调动。

６６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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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奥地利 服役的和休假的兵士——但后者是可以和普鲁

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６０万人。这里，我照样去其

一半，因为对于帝国２ ３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

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未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作国内的

预备队，镇压起义的策源地。因此，可以自由调动对敌作战的只剩

下３０万人。

（４）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小邦都在莱茵附近，同时一切联

盟的军队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本国

的警备部队去对付地方居民；不但如此，经过联军与法国斗争的

最初胜利之后，预备队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

最低限度可出１２万人。

（５）意大利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

暂以８万人来计算。

这样，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１３０万人，他们或者现在正

服兵役，或者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加以缩减的。我

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仅仅由恢复健康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

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即可编成一支３５万人的第二批军队，开到法国的边

境附近。但是这第二批军队的数量一定还要大得多，因为目下没有

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作战军队出动后，不立即

尽量多地征集新兵，而紧接着第一批军队之后开出。

如果按照下列计划行动，第一批军队（１３０万人）大约可在两月

内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的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

动员起来，这一点在去年１１月动员之后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说

到俄国军队，那末他们的３个最后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

７６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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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劳①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每天以５德里②计算，由彼

得格勒到柏林差不多有４５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有１６日的行程，

总共６１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勒斯劳有４８日的行程，由布勒斯劳

到美因兹有２０日的行程，总共６８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４０日

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２２日的行程，总共６２日的行程。如果

再加上俄国军队特别是在上述的强行军之下所绝对必需的休息

日，那末显而易见：就是驻防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的军队也

只需３个月的工夫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

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但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

而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

使军队的运输缩短１５—２０天。但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

兰各省，而且因为政治情况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所以将有更多的武装

力量派到那里。这样，俄军运动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和

基辅，而是里加、维也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麦涅茨，因此距离就大约缩

短６０德里，即是说减少１２日的行军和４日的休息。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步兵

——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可以在休息日（每隔３天）至少乘车

移动５英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

里。至于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在这样条件之下则可自由地利用铁路运

输。炮兵的马匹和炮手可以行军队形前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以前

的方法更加迅速地到达目的地。

从上述的一切，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革命爆发后两

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以下列序列集中到莱茵：

８６５ 弗 恩 格 斯

①

② １德里或１地理里等于７公里４２０公尺。——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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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军队

１．在莱茵和皮蒙特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７５００００

俄军…………………………………………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２．第二线：

相隔１０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２５００００ 

总计………………………１３０００００

（如上所述）

第二批军队

１．联军次要成员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

   
普军、奥军等………………………………２０００００

２．在途中的相隔２０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１５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两批军队总计……………１６５００００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之下，只要五、六个星期便可把３０万

俄军调动到莱茵，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次要联盟国军队

亦可将上述的兵员开到莱茵；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

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联军在拿破仑于易北河战役后

登陆时的部署，就他们进入法国的便利这点上说，很难象目下这

样有利；不但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大战的时候，

俄军已到达莱茵。

现在要问法国有什么样的人力后备可抵御联军呢？

（１）现役部队约４５万人，其中５万人在阿尔及利亚，不能调出；

在其余４０万人当中还应除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

以及在国内不稳的地点驻屯的少数部队；因此可以调用的

至多有２５万人。

（２）目下的“红党”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

９６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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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兵士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６个年龄，也就是对于由２７

岁到３２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种年龄必须在征召时出８万人。

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该地气候所受的损失，１２年内的普通死亡

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濒

于崩溃的时候以某种方法避免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６个

年龄的以前的新兵归队的总数由４８万至多减少到３０万人。在这个

数目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１５万人，这１５万人主要是

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者来补充的。这样，只要采取稍好的

办法，剩下的１５万人是很容易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的。

（３）有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ｌｅｖéｅｅｎｍａｓｓｅ〔实行征兵

制〕，还有一切属于这种二等炮灰的人。在这一类人中，除了还需征

集的豹一万多的ｇａｒｄｅｓｍｏｂｉｌｅｓ〔别动队〕之外，没有一个人比德国

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兵士更善于使用兵器。固然，法国人学会这行要快

些，但是两个月仍然是很短的期间。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４个

星期之内从随营学校毕业，那只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可是最近的革

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本身的解体。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国

的革命者，是最相信传统的人，他们无疑将首先高喊：Ｌｅｖéｅｅｎｍａｓｓｅ

〔实行征兵制〕！Ｄｅｕｘｍｉｌｌｉｏｎｓｄ’ｈｏｍｍｅｓａｕｘ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２００万兵

士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将重复１７９２—１７９３ａｎｎｏ〔年〕那样的大

错，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训练２００万人，当然，有２００万兵士是

件漂亮的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相反的，在两个月内还会有１００万准

备作战的敌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对抗这百万大军而

有取胜的机会。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１７９３年的传统，那末他们又将以

２００万人来作实验，而这就是说，他们好大喜功，以致由于时间短

０７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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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其真正的结果将等于零。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８个星期内训练和

编成１５０万人，实际上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人力和资源，就是使军

队甚至得不到一个适用的营。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能干的陆军部长，稍微熟悉革命战争

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同时如果在他的道路上没有因不学无术

和追求名望而产生的那些愚蠢的障碍，那末这又当别论。只有这样

的人才能在可能范围内掌握住自己，才能有所作为。那样，他必须

大体上遵从下列的计划。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１）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

产阶级自卫军和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只要后者是可靠的）；（２）

抵抗侵略的正规军。

要塞由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来守卫。从军队中只可拨出最

必要的一部分部队来担任这个任务。至于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

麦次、里尔、发隆西纳等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的防卫，除了它

们原有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队伍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

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而不担任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

卫军，应当集中在教练营地，由不适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士

官来担任教练，以补充作战军队中的伤亡。这个营地可以建立在奥

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的区域。

法国境内现役部队的数量必须增加两倍，就是说，它应由４０

万人增加到１１０万人。要达到这个数量，可用以下的方法。应当把每

一营变为一团，同时必然要提升军官和士官的职务，这将大大促

使他们尊重革命，其功效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在这种情形

之下，干部必然将增加，但应当尽可能逐渐增加。必须把军官尽量

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造就新的军官的

１７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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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法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中还

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陆军部有力领导之下，在

战争胜利的机会存在的条件之下，再加上对叛徒和逃兵的几个示

范的处罚，这类军官在最初时期即完全可以利用。军事学校的学生

以及Ｐｏｎｔｓｅｔｃｈａｕｓｓéｅｓ〔交通部〕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

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会战之后便会在下级军官中出现军

事天才（这在法军中是极其常见的），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斗，便

能够指挥步兵连。至于兵士，那末他们是由下列必要数量的人员组

成的：

    现役部队…………………………………４０００００

    新征的后备兵……………………………３０００００

留待召集和训练的有５０万人，总计１２０万人，如果去掉１０万病

员，则为１１０万人。在这个名额中可以用于作战的有：

    正规兵……………………………………２５００００

    后备兵……………………………………１５００００

    新募兵……………………………………４０００００

  总计……………………８０００００  

将来会证明：用这样一个军队可作些什么。在两个月内训练４０

万到５０万新募兵以补充现役军队并把他们与正规军的兵士和归队

的老兵补充到同一个团和同一个营里，只要ｌｅｌｅｎｄｅｍａｉｎｄｅ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这并不是什么

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员都是来加强步兵和炮兵的，因为在两个

月之内可以训练成步兵甚至训练成能初步操纵大炮的炮手，但绝

不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的增长将是不会很大的。

整个这一动员计划是以必须有一位精明的陆军部长作前提

２７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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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擅长战略、战术，熟知各种

兵器的使用法，同时还要具有充分的精力、机敏和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决心〕。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同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

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党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

的，一切的机会都说明我们将要看到一幅平常的图画，也就是要

找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作为一个ｂｏｎ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很好的民

主主义者〕，自认为而且被人认为可以担任任何职务，他企图仿效

卡诺，颁布征兵的法令，坚决地破坏一切；他的进取心将很快地

消失，那时他就把一切事业委之于旧制度的平庸官吏的常规旧习，

让敌军迫近巴黎城下。但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在我们的时代，帕

希、布朔特以及甚至卡诺已经是不够了，而应当有相当于拿破仑

这样的人，不然他们所遇到的得是些特别愚蠢的敌人或者他们得

特别走运。

不应当忘记，当我们作上述的联军兵力的计算时，我们一直

注意到以最低的数字来估计军队总数而以最高的数字来估计一切

的扣除；这样一来，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敌人军队的数

量就会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多，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则比我

们所措出的为少。但是对于法国，我的假定都是根据相反的原则：

即是我以最大限度来推算法国人所能支配的时间，以最高数字来

推算他们所能编成的兵员，并作了最低限度的扣除；因此，在革

命支配之下的军队的总额被我用尽可能大的数字加以估计。换句

话说，假使不把意外的情况以及联军方面犯大错误的可能性估计

在内，所有这些推算将描绘出一幅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局势的图景。

同时在上述的假定中，我是从革命和敌军的侵犯不会立即在

国内引起内战的这一点出发的。在目前，即是说在法国最后一次内

３７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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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以后的６０年，我们不能确定地说，热狂的正统派除了昙花一现

的暴动以外还能作出什么。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象

１７９３年里昂和土伦的那样起义的机会，将会增长，一切在政

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政党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

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机会，即

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能够胜利地解除暴乱的各县和

各阶级的武装。

对于革命有利的机会也许由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可能

的起义而出现，关于这些机会，我们下面来叙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行动本身。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等于巴黎到斯特拉

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的话，那末这个圆在南部将在庞－迭

－博富阿森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莎姆伯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

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脉、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

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只在个别地方离开该河，但

是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的话，那末在

这个边境的全长上，从它不再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的这个地点起

一直到北海止，巴黎大约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如

果是这样的话，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也许完全和地理

条件相适应。在这一假定之下，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便成为一条正

弧线，在这条弧线上，唯一暴露的法国边境的各点，同时是最接

近于其首都的各点，距巴黎便相等了，其距离大约为７０德里，或

４７５ 弗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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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４日的行程。同时这个边境又可为广阔的河流所掩护。主张莱茵

河是法国天然国境的实际的军事根据便在这里。

但是莱茵河的这个同样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

分进合击作战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几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

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这些军队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

同时出动。虽然分进合击的行动，在集中的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

围内，特别是与敌军的作战根据地相符的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但

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带有分进合击

的性质。其理由如下：（１）夺取巴黎即等于夺取整个法国；（２）边

境上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使之暴露，因

为不然，法军便可向敌军后方派遣军队而在他们的本国内发动起

义；（３）任何联军所必须征调来进攻法国的军队，需要许多作战

线来保证供应。

必须以两个集团军来保卫的这段边境，是由莎姆伯里到鹿特

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不必注意。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

境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同时又沿着逐渐离开巴黎的这一方向向

前伸展，形成上述圆周的切线。这个边境只有在下列的场合之下才

须注意：（１）萨伏依雅阿尔卑斯山设堡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隘

落于法军之手时；（２）意图在沿岸进行牵制战时，但对于这个一

定要有特别的理由；（３）法国军队在其他一切方向都保证了边境

的安全之后，想仿效１７９６年拿破仑的先例，在这里转为进攻时。在

一切其他可能的情况下，这一段边境是不值得注意的。

这样看来，积极的军事行动，无论对于联军或者对于法国都

仅限于由莎姆伯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的这条线和位于该线和巴

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上。而且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就地形构

５７５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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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来讲，好象专为防御而设，同时在这里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

事观点来看是最有利的。

由罗尼河到摩塞尔河，边境为漫长的、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

方才能勉强通过的一条山脉——汝拉山——所掩护；佛日山与之

相接，其延长线又有霍赫瓦尔特山和伊达瓦尔特山；这两个山脉

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佛日山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塞尔河和

麦士河之间，通巴黎的道路为阿尔登所遮断，在麦士河的彼岸又

为阿尔艮所遮断。暴露的只剩下由松布尔到海的这一区域，但是在

那里军队愈前进，危险就愈大，因为如果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

妙的战法时，他们就有由比利时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

此，由罗尼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如斯特拉斯

堡控制着整整的几省。

由汝拉山与佛日山连接点向西南沿奥佛尼蜿蜒着一条山脉，它

形成北海及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

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塞尔河、麦士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和云纳

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又蜿

蜒着许多绵亘的山脉形成支脉，这些河流彼此分隔开并为很少的几

条道路所切断。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通行，但却是很

贫瘠的。大的军队不能在那里支持很长的时期。

如果敌人的军队通过这个山区，甚或通过位于麦士河流域和

塞纳河流域之间的同样贫瘠的山地，香槟，那末他们就进入塞纳

河流域。这里正充分说明了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的优点。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斯河口是由许多弧形的河流构

成的，这些河流都朝向西北，差不多彼此平行着，如云纳河、塞

纳河、马尔纳河、瓦斯河和埃斯尼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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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

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央。由地中海和些

耳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到巴黎去的主要道路都沿这些河谷延

伸，而汇合于巴黎附近。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常常可以在比较短的

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比进犯的军队更容易地由一个受威胁地点调

动到另一地点，因为两同心圆中内圆有较短之周界。辉煌地发挥这

个优点，也就是沿内圆周界不懈地移动，曾使拿破仑在他１８１４年

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员牵制联军全部兵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

月之久。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１年４月

第一次载于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４、１１日

“新时代”第９、１０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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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３１７

  宪法前面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总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

点：

１．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２．法兰西共和国是民主、统一和不

可分割的国家。３．它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基础是家

庭、劳动、财产和社会秩序。５．它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也要其

他民族尊重它的独立。它决不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去

反对任何民族（但是，罗马呢！３１８）的自由。

六月起义以前，国民议会曾制订过宪法。其中除了其他许多承

认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以外，还有如下几条：

第６条 教育权是全体公民通过国家的免费教育全面发展身心和智力的

权利。

第７条 劳动权是每个社会成员以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权利。因此，社会

必须保证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时候能够

获得工作。

第９条 救抚权是孤儿、病弱者和年老者受国家救抚的权利。

当资产阶级由于１８４８年６月的胜利而嚣张起来的时候，它把这

３条从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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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 法
中删除了。现在宪法是这样写的：

“第一章

最高权力属于法兰西全体公民。这种权力是不可剥夺的、是不能转移的。

任何个人、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权擅自行使这种权力。”

“第二章 宪法保障的权利

第２条 非依法律之规定，不得逮捕和监禁任何人。”

“第３条 凡居住在法兰西领土上的公民，其住宅不得侵犯，非遵照法律

规定的手续，不得侵入公民住宅。”

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都保障

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

的例外情况！同时，拿破仑皇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所规定

的一切例外情况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在六月革命之后还大大增加

了。例如，１８４９年８月９日公布的关于戒严状态（应由国民议会宣布，

而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应由总统宣布）的法律规定，军事当局有

权将一切政治犯交给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次，这项法律还规定，

军事当局不论白天和黑夜均有权进入任何人的住宅进行搜查，有

权没收各种武器，驱逐一切在被宣布戒严状态的地点没有住所的

人。

至于外国人，他们在法兰西国土上所享受的唯一“权利”就

是，只要警察当局认为必要，他们就随时会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至于法国人，任何一个官吏下一道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法

兰西公民。

９７５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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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条 除专门任命的法官外，不得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不得以任何名

义和任何借口设立特别法庭。”

我们已经知道，在“戒严状态”下军事法庭排挤一切其他法

庭。不仅如此，国民议会为了审判一部分政治犯在１８４８年建立了以

“最高法庭”为名的“特别法庭”，而在六月起义之后，国民议会

根本没经任何审判就把１万５０００名起义者流放到殖民地去了！

“第５条 废除政治犯的死刑。”

但是，政治犯被流放到寒热病流行的地区，在那里被处死刑

无非是时间稍微晚一些，痛苦更大一些。

“第８条 公民有结社、组织和平的非武装的集会，递交请愿书以及在报

刊上和用其他任何方式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除了要保

证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安全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以“社会安全”为理由的限制使上述权利根本无法行使，这

一点从下面的几个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１．出版自由。——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１日和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７日公布的两

项法律不仅恢复了关于报纸交保证金的规定，而且恢复了和加强

了拿破仑皇帝和在他以后所规定的一切限制。

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３日的法律增加了保证金的数额和扩大了有关一

切周报、杂志和其他期刊等等的法律的有效范围３１９。此外，这项法

律要求每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的署名，并且重新规定向报纸征收印

花税。不仅如此，这项法律还规定向报纸登载的小说、纯文艺性的

报刊作品征收印花税；如不遵行上述的一切规定，按照法律，便

有受到巨额罚金的处分的危险。自从上述的法律颁布以后，革命报

刊完全绝迹了。每一周总有一家报纸或一本小册子成为法庭迫害

的对象，遭受罚款和查禁，为了反对这些迫害，革命报刊进行了

０８５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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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斗争。资产阶级要在陪审法庭上来消灭工人的报纸。

这种制度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３０日的恢复剧本检查的法律中达到了

顶点。这样，言论自由便从它的最后的文学掩避所中被驱逐出来

了。

２．结社和集会权。——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８日—８月２日的法令，使

俱乐部受到警察局的许多限制，几乎丧失了一切自由。例

如，俱乐部无权通过带有立法性质的决议等等。这项法令使

一切非政治性的组织和私人集会完全置于警察的监护之下，

听受警察的任意摆布。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９日—２２日的法律规定，政府在一年内有权封闭一

切俱乐部和禁止未经政府同意的集会。１８５０年６月６日—１２日的法

律规定，把这种权力再授予政府一年，实际上这种权力已经扩大

到那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议会竞选集会上。结果，从１８４８年７月起，所

有的俱乐部和集会，除保皇派和波拿巴派的ｃｅｒｃｌｅｓ〔俱乐部〕之

外，实际上都停止了活动。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的法律规定，凡是联合起来争取提高工资的

工人一律判处３个月以内徒刑和３０００法郎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并

且还规定，工人在徒刑期满后要受警察当局５年的监视（这就意味

着贫困、破产和迫害）。

结社和集会权就是如此。

——

“第９条 教学自由权。教学自由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在政府的监督

之下享受之。”

这里是在重演老把戏。“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

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一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

１８５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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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５日的法律将整个教学系统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４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人民教

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

镇①委员会或老教区委员会推荐的，都必须服从ｒｅｃｔｅｕｒｓ，即督学

的意志。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

督学、市长和牧师；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

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第１１条 财产权不受侵犯。”

“第１４条 保障国家债务。”

“第１５条 征税只能为了社会的需要。每个公民须根据本人的财产和可

能纳税。”

第三章 国家权力

此章规定：

“１．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不得世袭。”

“２．权力分立是自由政府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宪法的克汀病②。“自由政府”的条件不

是权力的分立，而是权力的统一。国家机构不可能过于简单。骗子

手耍的花招常常就是使国家机构复杂化，把它弄得莫名其妙。

第四章 立法权

立法权完全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的议员在内的７５０名

２８５ 卡 马 克 思

①

② 一种痴呆病。——译者注

法国共有３万８００４个市镇，小者不满１００人，大者有巴黎一类的大城市。——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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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组成的议会来行使。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会议必须有９００名代

表出席。选举制度是按居民的人数制定的。下面４条，我们认为有必

要照抄下来。

“第２４条 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投票采取秘密方式。”

“第２５条 凡年满２１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和公民权的法国人，均为不受

任何选举资格限制的选民。”

“第２６条 凡年满２５岁的选民均可以当选为议员，而不受居住资格的限

制。”

“第２７条 剥夺法兰西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依据的条件由选举法

规定之。”

上面引用的几个条款表述的精神跟宪法里所有其他条款的精

神毫无二致。“凡是法国人均为享有政治权力的选民”，但是“选

举法”必须规定，哪些法国人不应享有政治权利！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５日的选举法把政治犯除外的一切罪犯都划入这

个范围。而１８５０年３月３１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不仅把所有被

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

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２ ３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

票！

在法国，“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２８条 凡担任国家职务领取薪俸的人不得同时担任人民的代表。议

员在其从事立法活动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属于行政权的领取报酬的职务。”

这两个原则受到下列规定的限制，实际上几乎是一纸空文。

“第３０条 选举采取按名单投票方式，各省分别在选区的主要居民点进

行。”

“第３１条 国民议会任期为３年，期满时必须举行新的选举。”

“第３２条 国民议会应连续开会，但是它有权休会并在休会期间任命一

３８５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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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２５名议员和议会常务局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代表。该委员会

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召集议会会议。”

第３３—３８条 议员可以重选。他们不受过去颁布的任何命令

的约束，他们不受侵犯，不得由于在国民议会里发表意见而遭受

迫害和担负责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不得拒绝的薪金。

至于“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和他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国民

议会的多数在６月１３日以后通过了一项新的规章，决定国民议会议

长有权谴责议员，处以罚款，剥夺他的薪金和暂时把他驱逐出会

场，——这样一来，也就最后消灭了“言论自由”。１８５０年，国民

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议员甚至在会议期间可以

因债务诉讼而遭到逮捕和在一定期间内如不还清债务而被剥夺其

人民代表的资格。

所以，无论议员的议论自由或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在法国都是

不存在的，而所存在的只有债权人的不受侵犯性。

第３９—４２条 议会会议必须公开。但是，议会可以根据一些议

员的要求宣布为秘密委员会。议会的决议只要获得过半数议员的

赞同，就具有法律效力。除紧急情况外，不经过每隔５日宣读一次

的三读程序，不得通过法律。

这种从英国“宪法”抄袭来的程序，在法国没有在任何一个

重要场合中遵守过，甚至在应当认为最为必要的情况下也未能这

样做。例如，５月３１日的选举法在一读之后就通过了。

第五章 行政权

第４３—４４条 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必须是年逾３０岁，从未

丧失过法国国籍，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

４８５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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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路 拿 波拿巴不仅丧失过法国国

籍，不仅当年当过英国特种警察，而且甚至还入过瑞士国籍。

第４５—７０条 共和国总统任斯为４年，期满后不经过４年不得

重新当选。这样的限制也适于他的六亲等以内的亲属。选举必须在

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使总统在其他日子当选，他的任期仍

然到他当选后的第四年的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止。总统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举，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才能当选。如果没有一个

候选人获得半数选票或２００万张以上的票数，那末总统可以由国民

议会从５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中选举。

总统必须宣誓忠于宪法，他可以通过内阁阁员将提案提交国

民议会审核，可以向军队发布命令，但是不得亲自指挥军队；他无

权割让法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解散或中止议会会议和停止宪法

的效力。他出面进行谈判和批准一切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只有经过

议会批准才具有约束力。他不经议会同意无权宣战，他有赦免之

权，但无权宣布大赦。最高法庭判决的犯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予以

赦免。总统可延迟公布法律，要求议会重新加以讨论，但是在这种

情况下讨论是最后的一次。总统可以任命大使和内阁部长，可以将

市长、省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和民选的负责人员免职３

个月。总统的一切命令，除部长本人的免职令以外，均须由部长签

署。总统、部长和政府官员都在自己部门中对政府的一切行动负

责。总统的任何可能给予议会以压力，阻挠或破坏议会正当行使其

职权的行动，均被看成是叛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的权力

应立即予以剥夺，违抗总统的命令则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授予总

统的权力应立即转交给国民议会，而最高法庭的成员必须马上集

会，召集陪审员就席，以便审判总统和他的同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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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应有官邸，他的年俸为６０万法郎，或２万４０００镑（他目前

领取２１６万法郎，或８万６４００镑）。部长ｅｘｏｆｆｉｃｉｏ〔按其职务〕出席

国民议会，他们认为需要作几次演说，就可以发表几次演说。总统

在当选后的一个月内指定３个副总统候选人，国民议会在这３个候

选人当中选举共和国副总统。副总统要进行跟总统同样的宣誓，他

不得跟总统有亲属关系，当总统无法行使职权时，他代行总统的

职权，国务委员会开会时，他担任主席。如果总统职位由于总统逝

世或某种其他原因而空缺，则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总统的新的

选举。

第六章 国务委员会

第７１—７５条 国务委员会是唯一讨论应当由内阁提出和可能

由国民议会提出的提案的咨议机关。

第七章 国内行政机关

此章是有关官员①、高级负责人员、市镇和地方委员会的。唯

一能够兑现和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实施的一个条款写道：

“第８０条 总统可以解散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和市镇委员会，但须经国务

委员会同意。”

第八章 司法权

老实说，此章只不过是拿破仑皇帝的法律的再版。但是，下列

几点补充是值得注意的：

６８５ 卡 马 克 思

① “寄语人民”上误印为《ｃｌｅｒｇｙ》—— “牧师”；看来，应当是《ｃｌｅｒｋｓ》——

“官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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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１条 诉讼是代表法兰西人民进行的，因而一律免费。”

这是多么不切合实际，谁也不肯免费去砍掉脑袋！

第９１—１００条是关于最高法庭的。它具有审判总统的特殊权

力，提交它审判的有部长和所有国民议会认为应当由它审判的政

治犯。

组成这个“最高法庭”的成员是５名由上诉法院（法国的高等

法院）从它的成员中选出的法官和３６名从各省委员会的成员中挑

选出来的陪审员。这是极端贵族化的机关。这个法庭直到目前为止

审判过的唯一的一批人是，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的案件的被告（在我们

面前出现的是巴尔贝斯、布朗基等人的名字）和参预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

日事变的议员们。

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的法律规定，凡是没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一

律从陪审员的名单中去掉，也就是说，占２ ３的成年居民从这个名

单中去掉！

第九章 武装力量

一切原有的军法都原封未动。士兵犯罪不受民间法庭审判。下

面的条款可以说明这个宪法的精神。

“第１０２条 每个法国人，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都必须服兵役和在国民

自卫军中服务。”

每个有钱的公民都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根据目前正在讨论的二读已经结束的法律，工人阶级全部被

排斥出国民自卫军！不仅如此，总统有权在任何地区解散国民自卫

军一年，而实际上，国民自卫军在法国一半领土上已经解散了！

７８５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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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特别法律

第１１０条 “国民议会将宪法寄托在全体人民的警惕性和爱国

主义上”，而将“警惕的”和“爱国的”人民寄托在最高法院的宽

厚和仁慈上！６月１３日就是如此！

第十一章 宪法之修改

“第１１１条 如果国民议会在闭会期间要全部或部分修改宪法，则应采取

如下的方法：

议会所提出的要求只有经过每隔一月举行一次的三论会才能成为法律，

同时通过决议时需要有３ ４的票数，而投票人不得少于５００名。为修改宪法而

召开的国民议会只有３个月任期，并且除非有异常重要的理由，不得讨论其他

任何问题。”

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运用宪法的方法。读者

马上就会看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

的漂亮话。宪法的措词本身使破坏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

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例如：“投票

是直接的和普遍的”—— “除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况外”。

因此，不能说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它剥夺了２ ３的居民的选

举权）完全违反宪法。

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

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

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

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

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

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

８８５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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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在１８３０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一些宪法里就

用过这种花招。

人民！你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细节３２０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

但是你们得首先取得政权。英国议会里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

题进行的！

在整个宪法里，唯一无保留条件的肯定的条款，是关于总统

选举的条款（第４５条）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条款（第１１１条）。这是唯

一可能破坏的条款，因为只有这些条款不包含任何矛盾。

这两项条款是１８４８年的制宪议会用来直接对付波拿巴的，因

为波拿巴用阴谋手段取得了总统的宝座，使议员们感到恐惧。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

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

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

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

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

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

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在法国，专制统治是多猖狂，下面一些为了对付工人而采取

的限制可以证明。

每个工人都要从警察局领个小本子，小本子的封面上写着他

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或工作以及他的特征。工人必须在小本子

上写明雇用他的主人的姓名和离开主人的原因。而且不仅如此，小

本子还要交给主人，主人再把它连该工人的鉴定一起转交给警察

分局。当工人辞工的时候，他必须从警察局领回小本子，没有小本

子作证明，就无法到别的地方工作。这样一来，工人的生计就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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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在警察局的手里。而且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这个小本子还要当护

照用。如果警察局认为哪个工人是危险分子，它就在小本子上注

明：《ｂｏｎｐｏｕｒｒｃｔｏｕｍｅｒｃｈｅｚｌｕｉ》〔应当返乡〕，这个工人就得返回

原籍。这些可怕的限制是勿需作什么注释的！让读者来充分想象它们

所起的作用和考查它们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吧。无论封建时代的农奴

和印度的穷人的地位都不如法国工人的低。所以，法国工人迫切地期

待起义时刻的来临，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不满情绪具有暴风骤雨

的性质，这是不足为奇的。工人们在１８３０年表现了宽厚精神；他们

在１８４８年也表现了宽厚精神；但是从那时起，他们的自由被一部分

一部分地出卖，他们的鲜血流成了河川，每个法国监狱都挤满了无

期徒刑的囚犯，１万５０００人被一批批地流放到殖民地，而现在工人

们正遭受着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可怕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害怕

人民，他们使尽最后的力量来多少推迟一下清算时刻的来临，这是

不足为奇的。但是，他们的队伍内部是不统一的。在他们当中有许

许多多勾心斗角的野心家，最突出的是

拿破仑的阴谋。
目前问题在于，总统的任期是否会延长，宪法是否会修改。拿

破仑不公开破坏宪法，就无法连任，因为，第一，他只有在他任

期满后经过４年才能重新当选，第二，宪法只有在３ ４的多数议员的

同意之下才能修改。而主张修改宪法的人还不能掌握这样的多数，

因此，再次当选为总统按照宪法是办不到的。

因此，拿破仑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向宪法挑战，诉诸干戈，

以斗争来解决问题，或者遵照法律在规定日期放弃自己的职权。在

后一种情况下，卡芬雅克将会当选为总统，这样，资产阶级共和

国就会大功告成。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前途会变得更加复杂。

０９５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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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拿破仑目前正力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资产阶

级敌视拿破仑，——这一点人民是知道的，这是他们相互联系的

因素。但是，拿破仑跟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人民对压迫者所怀有的

那种憎恨的对象；如果他能够从自己的肩上丢下这个包袱，把它

完全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肩上，那就会消除一个大障碍。

从他不久前在第戎发表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正是要努力实

现这一点。他曾说道：

“一切糟糕的法律都是国民议会通过的，而我提出的一切好的法律，国民

议会不是加以否决，就是以修正案加以破坏。它反对我的一切改善你们处境

的意图，并且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地方制造障碍来阻挠我的措施。”

可见，他正力图回避打击，而使打击转向国民议会。同时，军

队与其说拥护国民议会，不如说拥护他，而人民贫困不堪，几乎

一有点变动都会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好转，因为有觉悟的人还

只是少数。

这样，如果资产阶级面对拿破仑的决心，敢于在卡芬雅克的

领导下起来斗争，人民必定会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拿破仑就会

站在人民一边。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就会比国民议会更强大。但是，

那时就会面临一个紧急关头；国民议会看到人民可能取得胜利，就

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肯要拿破仑帝国或专制，而不要民主共

和国和社会共和国，因此，他们会跟总统达成协议。总统由于对民

主主义者的统治害怕的程度并不亚于议会本身，必将接受议会的

帮助。军队，或者至少由于危险和斗争看来会赋予“光荣”而心情

激动的那一部分军队，会更加紧密地靠拢拿破仑；斗争必将采取

另外的方式，这将是军队和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的斗争。结局如何将

取决于人民的勇敢、自觉和团结。拿破仑的阴谋在于，一开始利用

１９５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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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

反对这两者。

未来蕴藏着重大的事变，而法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历史所提供

的最值得注意研究的对象之一。

卡 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１年６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４日

“寄语人民”第７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９５ 卡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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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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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

目前，德国在进行军事镇压的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秩

序和宁静”；在死神的隆隆炮火下变成烟雾弥漫的城市废墟上恢复

了“财产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性”；军事法庭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的

“叛乱者”的头颅送入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了所有的“叛国犯”，

而唯一还存在的法律就是战地军事法庭的法律，在这样的时候，成

千上万的德国人无家可归，流落国外。

他们的人数一天天增多，同时这些失掉祖国的人的贫困也日

益加深；他们到处流浪，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能找到过夜的地

方，而晚上又不知道明日早晨在何处能获得一块面包。

无数的流亡者遍布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各个城市。不幸的人来

自德国各地。凡是在维也纳街垒中与黑黄联盟进行过战斗以及同

耶拉契奇的骑兵队进行了厮杀的人，凡是从普鲁士军阀弗兰格尔

和勃兰登堡那里逃跑了的人，凡是在德勒斯顿持枪捍卫过帝国宪

法的人，凡是在巴登共和国军队中同联合一起进行十字军讨伐的

君主们作过战的人，——不论他们是自由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是

共和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和利

益的拥护者，现在由于共同的命运都是遭受驱逐和贫困而团结起

来了。

一半国民身穿破衣烂衫伸手向人求乞。

在伦敦，我们的流亡的同胞也在这世界繁华都城的寒冷街头

寻找栖身之所。每一艘横渡海峡的轮船都从大海彼岸载来一批一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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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失掉祖国的人；在伦敦各个街道上都可以听到流亡者用我们祖

国语言发出的怨声。

这种贫困情况使住在伦敦的许多德国的自由的朋友深受感

动。今年９月１８日召开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来到这里的德国流

亡者的全体大会，共同组织了民主党人救济委员会。当选的有下列

人员：卡尔 马克思（曾任“新莱茵报”编辑），卡尔 布林德（曾

任巴登－普法尔茨政府驻巴黎公使），安东 菲斯特尔（曾在维也

纳任奥国国会议员），亨利希 鲍威尔（伦敦鞋匠），以及卡尔 普

芬德（本市油画家）。

这个委员会将每月向全体大会提出公开的报告，同时把报告

简要地在德国报纸上发表。为了避免一切谣言起见，通过一项决

定：今后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不应当从委员会的出纳处领取任何

补助全。如果委员会的某个委员将来必须申请补助，他从这时起就

不能再做委员会的委员。

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请求你们尽力而为。如果你们希望那化

为灰烬的和被束缚的自由重新得到恢复，如果你们同情你们的先

进的优秀战士所受的苦难，那末用不着我们特别劝说，你们就会

响应我们的号召。

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鞋匠亨利希 鲍威尔。

信封上请注明：“流亡者委员会收”。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安东 菲斯特尔，卡尔 马克思，卡尔 布林德，

        亨利希 鲍威尔，卡尔 普芬德

１８４９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４９年９月２６日

“新德意志报”第２２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６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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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德国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报告

  今年１１月１８日召开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住在伦敦的

大部分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会上听取了以前的一次会议上选出

的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从今年９月２２日起共收入：

镑 先令 辨士

（１）伦敦工人教育协会 ２…………………………… ８ ４１ ２

（２）伦敦德国读者协会 ２…………………………… １５ —

（３）伦敦“北极星报”编辑部 —………………… ５ —

（４）伦敦埃德乌斯公民 —………………………… １ —

（５）伦敦济费尔特公民募集 —…………………… ９ ６

（６）伦敦哥林盖尔公民 １…………………………… ５ ９

（７）伦敦亨 鲍威尔公民募集 ７…………………… １ ９

（８）经海德克尔公民转来巴黎德国工人捐款 —… １２ １

（９）经克雷普公民转来哈得兹菲尔德捐款 ３……… — —

（１０）普鲁士施特廷①捐款 １８……………………… １４ —

  总计………………………３６  １２  ５１ ２ 

  ①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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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９月２２日至１１月１８日发给流亡者：

镑 先令 辨士

（１）克列奈尔 ２……………………………………… １７ ２

（２）钦斯基 ３………………………………………… １７ ４

（３）弗辽利希 ２……………………………………… ２ １

（４）亨泽尔 ３………………………………………… ７ ６

（５）埃格奈尔 １……………………………………… １９ —

（６）弗 曲普费尔 １………………………………… １１ １７

（７）伊 曲普费尔 １………………………………… ４ ４

（８）布莱，贝尔克曼，奥佐巴，威谢尔，

布劳利茨基和克莱因等流亡者共 ２…………… ８ １０

（９）给有家眷的流亡者商人朔普普通

票一张 ４………………………………………… — —

（１０）印刷费和捐款簿费 １………………………… １５ ２１ ２

          总计 ２６…………………… ３ １
２

       收入总数 ３６……………………… １２ １
２

       支出总数 ２６……………………… ３ １
２

       现存 １０…………………………… ９ ５

  其次，收到的衣服已分发给流亡者。

上述财务报告经大会一致通过。一切支出都有单据；哈得兹菲

尔德和施特廷的捐款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大会将建议他们委派

人来查阅单据。

委员会由于安 菲斯特尔和卡 布林德两位委员的离开已人数

不全，另外有人企图另组织一个与我们委员会相对立的、不属于

工人教育协会和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的委员会，因此本委员会已

把委任状退还给协会。

关于这个问题，协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８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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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赞同以前的委员会的活动，并从自

己内部选出５个委员，组成新的委员会，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

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上届委员会的现款移交给这个委员会。

（２）委员会主要是救济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在财力允许的

范围内，委员会也不拒绝救济其他党派的流亡者。

（３）委员会每月向工人教育协会提出财务报告，然后进行改选。报

告将在“德意志伦敦报”，“北极星报”，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科伦

的“西德意志报”，汉堡的“北德意志自由报”，柏林的“民主权”，“瑞士

国民报”，纽约的“快邮报”和“国家报”上发表。

（４）捐款人有权亲自出席听取每月的财务报告，当他们不在

伦敦的时候可以指派自己的代理人，检查账簿、单据和现款。

（５）工人教育协会选举下列人员为委员会委员：卡尔 马克思，

奥古斯特 维利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亨利希 鲍威尔，卡尔

普芬德。

委员会将公布上述报告和工人教育协会的决议，并请把捐款

送交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亨利希 鲍威尔。

    委员会委员

       卡尔 马克思，奥古斯特 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亨利希 鲍威尔，

           卡尔 普芬德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西德意志报”第１７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９５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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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

  大家都知道，“新莱茵报”是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

日在卡尔 马克思领导下在莱茵河畔科伦出版的日报。本报非常成

功地代表了最彻底的德国民主主义的方向，因此，尽管有各种禁

止出版的阻碍和宣布戒严状态，尽管对本报进行了诉讼和迫害，尽

管有极大的困难，尽管对本报采取敌对行动和设置各式各样的障

碍，但是，在它总共只存在１１个月当中，就已经拥有５６００订户。本

报编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以后，普鲁士政府就只好采取粗

暴的镇压的办法，来消灭这个使它非常恐惧的报纸。去年５月里在

莱茵普鲁士发生的地方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政府就利用过去到

处建立的军阀统治，以暴力把本报的编辑驱逐出普鲁士，因此使

“新莱茵报”不能再继续出版。

“新莱茵报”的编辑在去年夏天参加了革命运动，有的在南德，

有的在巴黎，以后他们大多数又聚集在伦敦，决定在这里继续出

版报纸。最初它仅能以评论刊物的形式每月出版一次，篇幅近５印

张。但是，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

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

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因此，编辑部打算在经济

条件一旦允许的时候，就使“新莱茵报”每两周出版一次，每次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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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印张，或者，有可能的时候就出版象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

而只要情况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

根据初步计算，“评论”只要两周出版一次，印数３０００份，每

年可收入１９００塔勒。

为了企业能够自立，使“评论”每两周或一周发行一次，必

须要有５００镑的资本，为此，现在开始认购股票，条件如下：

１．每股５０法郎，在领收据时一次付清，以后再以收据换取正

式股票。

２．每个股东承担的责任只限于他所具有的股票数量以内。

３．股东有权指定自己在伦敦的代表，对整个账目进行检查。

４．每年召开全体大会４次，听取关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情况和

经济状况，通过关于监督业务经营的今后措施的决议。关于企业状

况的报告用石印发送每个股东。

５．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新莱茵报”还不可能每周出版以前

均转入资本。在这一任务实现以后，利润分做３部分，１ ３作准备

金，１ ３作股息分给股东，其余
１
３归编辑部。

“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康 施拉姆

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于伦敦

由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参与写成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１９３０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１０６卡尔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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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报告

１．支    出

镑 先令 辨士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 １６次补助金 每次７先令 ５ １２ —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 ２９次补助金 每次７先令 １０ ３ —

３次补助金 每次４先令 — １２ —
１次补助金 ６先令 — ６ —
１次补助金 ３先令 — ３ —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５先令 — １０ —
１次补助金 ５先令６辨士 — ５ ６
１次补助金 ８先令 — ８ —
１次补助金 １２先令 — １２ —
４次补助金 每次１０先令 ２ — —

１８５０年１月 ２０次补助金 每次７先令 ７ — —
１次补助金 ２先令６辨士 — ２ ６
３次补助金 每次４先令 — １２ —

２月１日—２３日 １８次补助金 每次７先令 ６ ６ —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５先令 — １０ —
１次补助金 ２先令 — ２ —
５次补助金 每次１０先令 ２ １０ —
１次补助金 ３先令 — ３ —
１次补助金 １３先令 — １３ —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３辨士 — ２ ６
１次补助金 １先令 — １ —

 １１４次补助金  总计………………３８  １３  ６ 

 邮费、印花税、取款费和办事处用具费…………………１  ５ １

 总计………………………３９  １８  ７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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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中包括给当时得到工作的各个流亡者购买工具、衣服等

等贷款２６镑；贷款人答应以后归还。

２．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１１月１９日 出纳处现金 １０…………………… ９ ５

１２月１日 工人教育协会 —………………… ３ ６

１２月１０日 经科伦“西德意志报”转来

 赔偿费３０塔勒 ４………………… １ —

１２月１５日 巴黎德国工人 ２…………………… ５ １０

１２月１７日 经罗斯托克的杜尔克教授

 先生转来 １６…………………… １２ ６

２月１１日 辛辛纳提的救济委员会 ２０……… １８ —

２月２０日 息韦林的工人 ３…………………… — —

  总计………………………５７ １０ ３  

  支出（如上所示）………………………………………３９ １８ ７ 

  出纳处积余………………………………………１７ １１ ８  

上述财务报告是于３月４日在这里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会议上提出和批准的。捐款人或者其代表可以查阅会计的

单据和账簿。

本报告写妥后，从科伦和纽约收到两笔汇款，这项收入

将列入下次的报告中。同时，由于从瑞士和法国不断有人被驱逐

出境，这里需要救济的流亡者人数剧增。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流亡者

来到这里，他们大部分人不仅需要给予微薄的普通补助金，而且

迫切需要给予补助来购置衣服。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其他人和其

他组织也曾想募款援助这里的流亡者，大概是没有成功，结果所

有来到这里的流亡老大都向我们申请帮助，于是本委员会的负担

就更重了。幸赖这里的德国工人和流亡者本身的努力，某些流亡者

３０６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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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谋得了职业。但是，在其他地方流亡者容易找到的很多专门职

业，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在人口过剩的伦敦的激烈竞

争，他们却找不到。何况新来的流亡者非常之多，以致需要援助者

的名单每周都在增加。

虽然委员会掌握的经费开支极为节省，定期补助金已经根据

本地高昂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减到最低限度，可是委员会的基

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很快就会用完。我们甚至担心，不久就无力使

这里的失业的流亡者摆脱流浪的生活和极端的贫困。

因此我们再次请求在德国国内的党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提醒党注意一点，如果说在瑞士和法国贫困的流亡者人数在

减少，那末在伦敦贫困的流亡者人数就更为增加了。我们希望手拿

武器为德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人们，不致于在伦敦街头

向人求乞。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亨利希 鲍威尔先

生。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尔 马克思，弗 恩格斯，亨 鲍威尔，

奥 维利希，卡尔 普芬德

１８５０年３月初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３月２１日

“西德意志报”第６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４０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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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３２１

第 一 条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

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

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第 二 条

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

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

分立。

第 三 条

协会的创立委员会构成中央委员会；它可以在一切必要的地

方设立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委员会。

第 四 条

协会的会员人数不限，但接收会员时必须全体通过。选举在任

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第 五 条

协会的全体会员必须宣誓保证严格遵守本章程第一条的规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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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一条所表述的主旨如果在修改时遭到削弱，会员即不承担他

所负的义务。

第 六 条

协会的一切决定必须经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茹 维迪尔，奥古斯特 维利希，

乔 朱利安 哈尼，亚当，

卡 马克思，弗 恩格斯

起草于１８５０年４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１９２６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手稿

６０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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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２月２５日 出纳处积金 １７………………………… １１ ８

纽约社会改革同盟 ３０………………… １８ ５

３月１３日 科伦流亡者委员会 ３６………………… — —

工人教育协会会员阿 弗 —………… ５ —

３月１８日 经汉堡的维赫曼先生转来 ６…………… — —

４月１６日 经比雷菲尔德的雷姆佩尔先生转来…３ — —

经爱 巴 ①的恩格斯先生转来 １……… — —

４月２０日 一批英国工人 —……………………… ７ —

 ９５  ２  １ 

支   出

３月 ５３次补助金 每次７先令 １８ １１ —
３月 ７次补助金 每次１０先令 ３ １０ —
３月 １次补助金 ９先令６辨士 — ９ ６
３月 １次补助金 ２先令８１ ２辨士 — ２ ８１ ２
３月 ６次补助金 每次５先令 １ １０ —
３月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 — ２ —
３月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４先令 — ８ —
３月 １次补助金 ２先令 — ２ —

贷款……………………………………… ２  ３  —

邮费和零星开支…………………………— ８ ８

  ２７  ６  １０１ ２ 

７０６

① 大概是指爱北斐特－巴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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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 先令 辨士

４月 ５６次补助金 每次６先令 １６ １６ —

４月 １８次补助金 每次５先令 ４ １０ —

４月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２先令６辨士 — ５ —

４月 １４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６辨士 １ １ —

４月 ５２次补助金 每次７先令 １８ ４ —

４月 １次补助金 ８先令 — ３ —

４月 ５４次补助金 每次３先令 ８ ２ —

４月 ４９次补助金 每次３先令６辨士 ８ １１ ６

４月 １次补助金 ６先令４辨士 — ６ ４

零星开支………………………………— ６  ５

         ５８  １０  ３ 

         ８５  １７  １１ ２

  结余………………９  ４  １１１ ２

１８４９年９月１８日成立的委员会自建立以后，在这段比较长的时

期中大约救济了１００个流亡者，它经手的款项总计１６１镑７先令８１ ２

辨士。此外，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靠募款满足了个别流亡者的急迫

需求。它还给其他流亡者找到了工作，并把自己的房屋和报纸供给

所有的流亡者利用。

向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提出并经批准的上述财务报告的有关

账簿和单据，存在委员会的会计那里，捐款人或者他们的代表可

以进行查阅。

最近，司徒卢威、博布钦、施托尔佩的鲍威尔等先生认为需

要用自己的名义，从德国为流亡者募集大量款子。为此，他们在自

己的周围集结了一些流亡者，并且在昨天会上组织了他们自己的

委员会。显然，组织这个平行的委员会的新计划比起过去失败了的

８０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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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不会更多地妨碍我们的活动。

正如财务报告指出的，委员会出纳处的余款已经寥寥无几，它

的经费勉强只够用一星期。可是，每天都收到流亡者的救济申请

书。因此我们再次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使流亡者处于困境之

中，尽可能快些把自己的捐款寄给伦敦索荷广场英王街２１号卡 普

芬德会计。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 马克思（主席），

奥古斯特 维利希，

卡 普芬德，弗 恩格斯，

亨利希 鲍威尔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０日

“北德意志自由报”第３４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北德意志自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０６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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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近来，救济这里的德国流亡者的捐款收到的非常之少，因此

这些流亡者遭受极大的贫困。他们某些人至今都没有找到自己专

长的工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星期在街头和公园中过夜，确实在

忍饥挨饿。各种人和各种组织都借口各委员会之间有分歧，似乎在

流亡者中分配捐款对党员有偏心，都拒绝寄钱来。这种情况是司徒

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造成的，因为他们宣扬说，本委员会只援

助“共产主义者”。

这里我们再一次地声明，凡是能够证明他是德国流亡者并且

确实需要救济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一视同仁地给予了救济。这从我

们的账簿和单据中可以看出，我们随时都愿意让捐款人或者他们

的代表检查这些账目和单据。下面署名人之一的维利希在司徒卢

威、博布钦等先生们所领导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向领取委员会补

助金的流亡者问道，有谁问过他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任何人

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们声明，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的上述断言是一种谎

话和诬蔑。因此，各个人和各个组织用来拒绝支援伦敦流亡者的借

口也是站不住脚的。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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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 马克思，卡 普芬德，奥 维利希，

        弗 恩格斯，亨 鲍威尔

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信件和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英王街２１号卡 普芬德。

载于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５日

“西德意志报”第１４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１１６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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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１８５０年５、６、７月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４月２４日 按上次报告结存现金 ９……………………… ４ １１１ ２
５月 经谢特奈尔公民转来哈瑙捐款１３镑，

 扣除所得税７先令９辨士 １２……………… １２ ３

一个英国人捐款 —………………………… ２ —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２０镑和

 ５镑 ２５……………………………………… — —

４６ １９ ２１ ２
６月 从特利尔寄来 ２……………………………… ２ ６

巴黎德国工人捐款 １………………………… １８ ６

经佩茨累尔公民转来 —…………………… ５ —

４ ６ —

７月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 ３０……………… — —

从科伦寄来 —……………………………… １１ ４

从维斯巴登（工人联合会）寄来 ４………… １０ —

从汉堡（“北德意志自由报”）寄来 １１…… １１ １０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捐款 ７…………………… ９ ６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２０ — —

从纽施塔特（哈尔特）寄来 ４……………… — —

从汉堡（“自由射手”报发行科）寄来…２０ １０ １０

从拉绍德封寄去 ５…………………………… — —

从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联合会）寄

 来 —……………………………………… １７ ６

１０４ １１ —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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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出

镑 先令 辨士

从４月２４日 １２８次补助金 每次３先令６辨士 ２２………… ８ —

至５月３０日 ２７次补助金 每次３先令 ４………………… １ —

２６次补助金 每次２先令 ２………………… １２ —

３１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 １………………… １１ —

２５次补助金 每次５先令 ６………………… ５ —

临时补助金 １………………………………… ５ —

流亡者皮鞋修理场设备费 —……………… １４ —

零星开支 —………………………………… ６ １１

３９ ２ １１

６月 ５８次补助金 每次２先令 ５………………… １６ —

５９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 ２………………… １９ —

２５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６辨士 １…………… １７ ６

临时补助金 —……………………………… １０ —

零星开支 —………………………………… １１ ６

１１ １４ —

７月 ２８次补助金 每次２先令 ２………………… １６ —

２４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 １………………… ４ —

９３次补助金 每次６辨士 ２………………… ６ ６

临时补助金 １………………………………… ６ —

流亡者膳宿费

７镑 ９先令６辨士
５镑 — —
５镑１０先令—
５镑１０先令—
６镑 — —
６镑 — —

３５ ９ ６

为工人购置杂物 ６…………………………… — —

流亡者贷款 ７………………………………… １２ ６

有家眷的流亡者贷款 １……………………… — —

零星开支 …—……………………………… １９ ３１ ２

５８ １３ ９１ ２

       总计 １０９…………………… １０ ８１ ２

３１６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１８５０年５、６、７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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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 先令 辨士

收入总额 １５５………………………………… １６ ２１ ２

支出总额 １０９………………………………… １０ ８１ ２

现存 ４６……………………………………… ５ ６

  上述财务报告是在今年７月３０日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提出和

批准的。捐款人及其代表可以查阅账簿和单据。

因为６月份捐款收到很少，流亡者常常感到十分窘困，所以决

定为流亡者建造宿舍和饭厅。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以及已找到工

作的那部分流亡者，靠自己的捐款，就可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收

到的款子，可以用来购置些屋内所必需的用具。目前宿舍有１８个流

亡者住宿，饭厅约有４０个流亡者用餐。首先要吸收流亡者中失业的

鞋匠替他们的同志修理必要的靴鞋。然后委员会拨出款项并采取

必要措施，在上述的房子里为流亡者组织生产作坊，使他们能够

解决自己的一部分生活问题。

如果这种第一次尝试成功了，那末，将更大规模地组织这项

工作，并且把工作情况及时地通知大家。委员会希望，当流亡者自

己还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救济流亡者和安排他们进行劳

动，这两项措施会得到德国大量捐款的支援。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尔 马克思，弗 恩格斯，奥 维利希，

卡尔 普芬德，亨 鲍威尔

１８５０年７月３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８月７日

“北德意志自由报”第４２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北德意志自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１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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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

  １．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部建立新的中央

委员会。

２．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宣告无效，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

新章程。

３．撤销以前的伦敦区部，设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都

只跟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由马克思

和恩格斯参预拟定

载于１８５１年６月１日“德勒

斯顿新闻通报”第１８０号

引自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

“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中央

委员会公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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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３３２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

卡留斯、法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

记录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３２３委员会会议

时间有冲突。既然维利希召集了① 区域会议，——我不想提出这

个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３点意见：

１．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

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域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

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域委

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

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

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

６１６

① 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在注线下面引有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记录的两个不

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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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
３２４
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

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

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

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２．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

章。

理由：１８４７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１８４８年由伦敦中央

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

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

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①制定的盟章。可

见，在盟内完全是一片混乱。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开，因而不

能继续再使用。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３２５来改

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３．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

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

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

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

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

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②通知信，甚至跟

宣言３２６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

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

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

７１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①

② 中央委员会的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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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

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１５年、２０年、５０年

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

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象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词是一

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

为了实现这句话①，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

就是说，他们 ｄｅ ｆａｃｔｏ〔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

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

后②说明，私人决裂的内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

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

战斗口号；某些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

办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

为他们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机解散伦敦区部并把

少数派③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

见，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争吵，因为这些人就其信仰来说还

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

多只能说这们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

是白白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

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

党的分裂的途径。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

有１２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

８１６ 附   录

①

②

③ 中央委员会少数派

最后明显地

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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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如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①协会里

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的协会。归根结蒂，问题不在于两

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的，而是在于要停止纷争，为此要中

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

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象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山岳党３２７和“新闻报”决裂一

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

我赞成迁中央委员会②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

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１８４８年享有声誉的人

行为③更好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

天的辩论的问题。我说出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个

问题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要动手砍掉别人脑袋，

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从

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

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

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

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东西。但是，如

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通，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

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

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

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一条道路。我是

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

９１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①

②

③ 领导革命

到科伦

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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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我们走我们的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

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

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

德国党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

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

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

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

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

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

员会②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

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

少。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

需要的并不多。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献身

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

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

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

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

证３２８。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

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

巴黎公社３２９证明，为了做出一些事情，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是，当

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为什

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部分

０２６ 附   录

①

② 中央委员会

你们走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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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是我提出了问题，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

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

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

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

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

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法

律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

这件事写过文章①。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

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声

明他不签名。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写于伦敦。

经过宣读，表决和签名②。

１２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①

② 在第二个副本上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在第二个记录副本上没有这个句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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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卡 马克思

          书记弗 恩格斯，亨利希 鲍威尔，

              康 施拉姆，约 格 埃卡留斯，

              卡 普芬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６年的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１卷

第２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的翻版照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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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８月１日至９月１０日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８月 现金 ４６…………………………………………… ５ ６

贝尔格小姐募集 １２……………………………… — —

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联合会交来 ２……………… １０ —

同上 １……………………………………………… １０ —

从纽施塔特（哈尔特）寄来 ８…………………… — —

卡 弗洛利先生交“德意志伦敦报”编辑

 部转来 —……………………………………… ８ —

９月 巴黎德意志工人协会交来 ２……………………… — —

约翰 贝尔格先生募集 １７………………………… １０ —

       总计 ９０………………………… ３ ６

支   出

８月 流亡者膳宿支出 ２８……………………………… ９ ３

制刷作坊修建费 ７………………………………… １０ —

购皮革等 —……………………………………… １３ ６

５６次补助金 每次６辨士 １……………………… ８ —

２３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 １……………………… ３ —

 ６次补助金 每次２先令６辨士 —……………… １５ —

各种补助金 —…………………………………… ５ ６

 ４次补助金 每次１０先令 ２…………………… — —

流亡者贷款 ８……………………………………… ４ —

给４个流亡者迁居美国的路费 ５………………… — —

迁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路费 ７…………… ３ —

零星开支、邮费、取款费等 —………………… １１ ３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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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 膳宿支出 １４……………………………………… ４ ８

３９次补助金 每次６辨士 —……………………… １９ ６

２次补助金 每次１先令 —……………………… ２ —
１次补助金 １０先令

１次补助金 ５先令
—……………………… １５ —

按交款人贝尔格先生的指示分配 ８……………… １５ —

流亡者贷款 １……………………………………… １８ —

零星开支 —……………………………………… ６ １０

       总计 ９０………………………… ３ ６

因为存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的所有下面署名的４

个委员，在提出本报告的时候，声明自己退出这个委员会，所以

大磨坊街的协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账簿和单据；委员会已

于上月１５日提出报告，认为一切账目完全清楚。

下面署名的人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与他们在委员会的工作有

关的账簿和单据留在一直担任委员会会计的卡 普芬德（索荷广场

英王街２１号）那里，因为他们不仅退出了委员会，而且也不担任

协会的委员了，这些文件可能在大家有什么疑点的时候是必要的。

因此，请交款人指定在伦敦的代表来检查存放在上述会计那

里的账簿和单据。

卡尔 马克思，亨 鲍威尔，

卡 普芬德，弗 恩格斯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８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２７日

“德意志伦敦报”第２８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伦敦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２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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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致

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建议书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开除一切宗得崩德３３０的盟员，首先是开

除下面７个人——沙佩尔、维利希、谢特奈尔、列曼、迪茨（奥斯

渥特）、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并且把这项决定通报同盟的所有的

区部和支部，同时通知伦敦的宗得崩德和它的领导人。

１．宗得崩德的成员向同盟之外的秘密协会的领导人、各民族

的流亡者报道了，而且是歪曲地报道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

裂情况。

２．他们公然违抗合法的科伦中央委员会，违反它的决议；他

们派出特使①到德国各地建立宗得崩德。

３．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破坏同盟伦敦区部机关交给秘密协

会成员的一切义务。

４．他们从同盟分裂时起就在破坏秘密协会的一切规章，所以

他们继续留在同盟的队伍里，只会助长他们瓦解同盟的活动。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由马克思和

恩格斯参预拟定

载于１８５１年６月１日

“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１８０号

引自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

“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中央

委员会公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２６

① 豪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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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卡 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３３１

  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

到破坏旧社会——
·
推
·
翻
·
资
·
产
·
阶
·
级①，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

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的

各个发展阶段上，同盟始终是整个运动的利益的代表者，同样，它

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它们

组织起来；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未达

到最终目的前不得解散。

２．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才能成为同盟的盟员：

（１）不信仰一切宗教，平日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

（民法规定必须遵守的仪式除外）；

（２）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

（３）拒绝参加任何组织，拒绝支持任何敌视同盟的宗旨或可

能阻挠实现这一宗旨的个别要求；

（４）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

（５）严格遵守同盟一切活动的秘密。

３．接收盟员的决定必须支部一致通过。接收盟员的工作通常

６２６

① 黑体加着重点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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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支部会议的主席主持。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须严肃地保证无条

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

４．不遵守盟员条件的人应当开除盟籍。开除盟员的决定须经

支部多数通过。中央领导机关可以在区部总支部呈请之下开除整

个支部。开除盟员必须通报全盟；同盟必须对开除的盟员以及一切

可疑分子进行监督。

５．同盟的组织系统如下：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６．支部至少须有居住同一地区的３个人组成。每个支部选举一

名主席主持会议，一名副主席管理出纳。

７．一国或一省的支部隶属于总支部、即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区

部。支部只直接跟区部发生关系，区部只直接跟中央委员会发生关

系。

８．支部应定期召开会议，至少两个星期一次；它至少一个月

向区部书面报告一次，各区的总支部至少两个月向中央委员会书

面报告一次；中央委员会每３个月作一次有关同盟情况的报告。

９．支部和区部的主席和副主席每年改选一次，选举人可以随

时罢免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只有代表大会才能罢免。

１０．每个盟员必须每月交纳盟费，盟费的最低额由代表大会

规定。盟员所交的盟费，一半交区部，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盟费

用来支付组织工作方面的费用，散发宣传品和派遣特使。区部负担

与支部通信的费用。盟费每３个月向区部上缴一次，而区部把总额

的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同时向自己的支部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

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特别费用由特别收

入开支。

１１．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执行机关。它的成员不少于３人。中央

７２６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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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区部选举和补选；

中央委员会只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１２．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代表大会由区域会议的代表

组成。区域会议的每５个支部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１３．区域会议是区的代表机关。它每３个月在区的中心召开一

次会议，在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讨论区组织的事务。每个支部各

派一名代表参加。区域会议必须在每年７月中旬召开一次会议，选

举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

·
第
·
五
·
条 
·
支
·
部      

·
第
·
九
·
条 
·
接
·
收
·
盟
·
员

·
第
·
六
·
条 
·
区
·
部

·
第
·
十
·
条 
·
开
·
除
·
盟
·
员

·
第
·
七
·
条 
·
中
·
央
·
委
·
员
·
会     （

·
财
·
务）①

·
第
·
八
·
条
·
 
·
代
·
表
·
大
·
会

１４．区域选举会议闭幕两个星期以后，代表大会一般地在中

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召开，如果中央委员会没有另外指定地点的话。

１５．代表大会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它的全部活动和同盟情况

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代表大会

阐明同盟必须遵循的政策的原则，决定修改盟章的问题并指定中

央委员会下一年度的所在地。

１６．中央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在这种

情况下，非常代表大会应当由各区所选的最近一届代表大会的代

表组成。

１７．同一支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支部最后解决；同

一区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各区的总支部最后解决；不同

８２６ 附   录

① 黑体加着重点的话是马克思加的，在手稿第２页下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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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部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中央委员会最后解决；对中央委员

的个人性质的控诉应转交代表大会。同一区部内的支部之间的争

执由区的总支部解决；支部和它的区部之间的争执或区部之间的

争执由中央委员会解决；同时，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诉诸区域

代表会议解决；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诉诸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

会还应当解决中央委员会和同盟下级委员会之间的一切意见冲

突。

起草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８年的

“历史问题”第１１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弗 恩格斯

所抄的手稿

９２６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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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布朗基献词
３３２
的

德文译文的前言
（附献词全文）

  几个可耻的瞒哄人民的骗子，所谓的欧洲社会民主派中央委

员会，其实是欧洲中央的一伙败类的委员会，在维利希先生和沙

佩尔先生等人的领导下在伦敦纪念了二月革命一周年。伤感的善

于辞令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路易 勃朗为了阴谋反对另一个人民的

叛徒赖德律—洛兰，加入了这个二流野心家的集团。他们在自己的

宴会上宣读了似乎是寄给他们的各地的献词。虽然他们尽了一切

努力，但是他们从德国没有乞求到任何一篇献词。这是德国无产阶

级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

同时，他们还写信给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布朗基，也

提出了请求。他寄来了如下的献词：

人民要警惕

什么样的暗礁在威胁着未来的革命？就是昨日的革命碰上的那块暗礁：

穿上护民官外衣的资产者的令人痛心的威信。

赖德律－洛兰、路易 勃朗、克莱米约、马利、拉马丁、加尔涅－帕热斯、

杜邦 德 累尔、弗洛孔、阿尔伯、阿拉戈、马拉斯特！

这是个令人忧郁的名单！这是些在民主欧洲的一切马路上用鲜血的字母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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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的不祥的名字。

临时政府扼杀了革命。它得对一切的不幸和千千万万牺牲者的鲜血负

责。

反动派扼杀民主，不过是作了它本行的事情。被轻信的人民当作自己领

导者的、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犯了滔天罪行。

可鄙的政府！它不顾人民的呼声和请求而规定４５生丁的税金，因而激怒

了充满绝望情绪的农民。

它保留君主的总部、君主的法庭、君主的法律。叛变！

它在４月１６日迫害巴黎的工人；它把里摩日的工人关进监牢；它在２７日枪

杀卢昂的工人；它释放所有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它欺骗和陷害一切忠心耿耿

的共和主义者。叛变！叛变！

使１８４８年革命遭受一切毁灭性灾难的是它，完全是它的惊人罪过。

啊，罪大恶极的人是常见的，但是在他们当中最坏的就是那些在被他们

的花言巧语所蒙蔽的人民看来是自己的剑和盾的人，就是那些被人民热情地

宣告为自己未来的主宰的人。

如果在未来的人民凯旋之日，由于群众的健忘和宽容而哪怕使一个这种

辜负群众的信赖的人上台执政，对我们也是个不幸！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第二

次垮台！

愿工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可恶的人的名单；如果即使有一个名字，是的，即

使有一个名字将来列入革命政府，那就让全体工人一起高喊：“叛变！”

如果演说、誓言和政纲又仅仅是扯谎和欺骗，如果那些骗子手又回来搞

那些鬼把戏，那便是更加疯狂的反动派的一连串行动的第一环！如果他们有

一天敢于重新露头，那就应该对他们咒骂和报复！如果糊涂的人群再一次地

落入他们的圈套，那末人们将会为这些人感到羞愧和可怜。

除了把二月革命的阴谋家永远赶出市政厅之外，还必须防止新的叛徒。

凡是靠着无产阶级上了台而不立即采取下列措施的政府都会是叛变的

政府：

（１）完全解除资产阶级近卫军的武装。

（２）武装一切工人，成立他们的军事组织。

当然，此外还需要采取许多其他措施，但是采取了这种作为人民安全的

预先保障和唯一保证的第一个行动，许多其他措施也就会自然由此而产生。

１３６奥 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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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武器也不应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否则就没有活路。

目前正在相互争取群众同情的各种学派的拥护者们，将来是能够实现他

们的进行改革和为民造福的诺言的，但是，得有个先决条件，即他们不是舍

本逐末。

如果人民由于极端迷恋理论而不关心唯一实际的可靠的因素——力量，

那末他们得到的只能是悲惨的失败！

武器和组织——这就是进步的主要工具，是消除贫困的有决定意义的手

段。

谁有剑，谁就有面包！有了武器就会使人叩头，手无寸铁的人群就会被驱

散。法国竖着工人的刺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

对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一切障碍，任何反

抗都会一扫而光。

但是，陶醉于马路上的无聊散步、种植自由树和律师的响亮空谈的无产

者开始是得到圣水，然后是侮辱，最后是霰弹和永远的贫困。

让人民来选择吧！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０日于  

贝尔－伊尔－安－麦尔监狱

１８５１年春以单行本在

伯尔尼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单行本

“前言”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３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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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  释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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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自从“新莱茵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由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科伦合办的，自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出版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这份革命无

产阶级的登峰造极的机关报（弗 伊 列宁语）停刊以来，马克思从来

没有放弃过以某种形式重新出版自己机关刊物的想法。马克思把自己

的意图写信到瑞士告诉了恩格斯，邀他到伦敦来一同着手创刊工作。

马克思采取了一些办法来筹集资金、寻找出版商等，结果获得了成功，

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中旬康拉特 施拉姆以出版者的身分同汉堡舒贝特书局

签订了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的合同。杂志的任务，是根据对前一

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结１８４８至１８４９年的革命，说明新的历史

形势的特点，进一步研究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

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同时

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拥护者如威 沃尔弗、约 魏德迈、格 埃卡留

斯等为杂志写稿。此外，在第一期上刊载了卡 布林德的短评

“巴登的奥地利普鲁士党”。在第四期上刊载了法国民主主义者路

易 曼拿尔的诗。

  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地伦敦以及杂志印

刷地汉堡以外，还有纽约，因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有许

多人流亡在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在那里找到发行杂志的基地。

他们估计有可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打算在不久以后改为周

刊，然后再改为日报（见本卷第６００—６０１页）。但是这一计划没

有实现。杂志总共出了６期，最后一期合刊（五、六期合刊）出

版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底。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的缺乏，以后

一切继续出版的意图都失败了。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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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把“启事”原文寄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

约 魏德迈，请他登在“新德意志报”（《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上，于是“启事”登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６、２６日及２月５日的第１４、２３、３１号

上。“启事”还登在下列各报上，海尔曼 贝克尔在科伦出版的“西德

意志报”（《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５０年１月８日第６号；“伯尔尼

报”（《Ｂｅｒ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３６１号；“杜塞尔多夫日

报”（《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０日第９号以及“瑞士国民

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０日第８号。——

第３页。

２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是英国的周报，宪章派的中央

机关报，每周出版一次。创办于１８３７年，出版到１８５２年为止，出版地最

初是里子，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起迁往伦敦。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为菲 奥康瑙

尔，乔 哈尼也是编辑之一。自１８４３至１８５０年，该报发表过一些恩格斯

的论文和短评。——第７页。

３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报纸，１７８５年

创办于伦敦。——第７页。

４ 这里指的是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 海因岑发表在“德意志伦敦报”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６日第２４１和２４２号

上的政论文章“革命的教训”。这篇政论文用蛊惑煽动性的激进的词句

来打击伦敦的一切德国革命流亡者。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有一个署名为

“反社会主义者”的人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援引卡 海因

岑的话，呼吁英国内务大臣“在２４小时中把宣传这些恶毒学说的人赶

出英国”。

  “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伦敦德国流

亡者办的周报，自１８４５年４月出版到１８５１年２月，该报在物质方面受失

去权位的公爵卡尔 不伦瑞克的支持。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路易 班贝尔格尔。自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０年该报主要刊登卡 海因岑、古 司

徒户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论文；此外，也转载了“共产

党宣言”（１８４８年３月）、卡 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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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４月）、卡 马克思及弗 恩格斯合著的“国际述评（三）”的一

部分（１８５１年２月）以及许多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署名的声明。——

第７页。

５ 卡 马克思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篇连载文章，

总题目叫“从１８４８到１８４９年”，是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

的。这本著作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

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本著作最初计划包

括４篇文章：“１８４８年六月失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６月１３日在大陆

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１、２、３三期上只发

表了三篇：“１８４８年六月失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和“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

的后果”。１８４９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在杂志的其

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中都得到了阐

述。１８９５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柏林出版，书中并载

有恩格斯写的导言。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

“国际述评（三）”（见本卷第５１１—５１４页和５２０—５３１页）中有关法国事

件的部分。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１８５０年普选权的废除”；１８９５

年２月１３日他给理 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

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段的性质”。

  当时前３章的标题也有所改：１．“从１８４８年２月到１８４８年６月”，２．

“从１８４８年６月到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３．“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到１８５０年３月

１０日”。在本版中前３章的标题均依照杂志的原样不变，第四章则用

１８９５年版的标题。——第９页。

６ 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６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

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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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英勇顽

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１８３４年４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

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

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终于被残

酷地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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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 布朗基和阿 巴尔贝斯的领导

下、由秘密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

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这次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

了。——第１２页。

７ 罗伯尔 马凯尔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

名演员弗雷德里克 勒美特尔塑造的，由于奥诺莱 多米耶给他作了一

组漫画而长久流传下来。罗伯尔 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

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１４页。

８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７个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组织的单独同盟，

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

会教徒的特权。这个同盟的反动企图遭到了４０年代中叶在大部分的州

和瑞士议会里占了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１８４７年７

月，议会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在１１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

军事行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反动的西欧强国奥

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

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西欧强国的立场。——第１５页。

９ １８４７年春在比桑歇（安德尔省）在附近农村中居住的饥寒交迫的工人

的带领之下，发生了袭击投机商的粮仓的事件；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

血冲突。政府对比桑歇事件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６日把

４个直接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判处死刑，其他的很多人被罚做苦役。——

第１６页。

１０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１８３０—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

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第１７页。

１１ “法兰西报”（《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是从１６３１年起在巴黎出版的

日报，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主义者的机关

报。——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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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

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１８３２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

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１８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和拿破仑一世帝国时候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

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

杆上系上了一个红色的旗绦。——第２２页。

１３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方

机关报，它从１７８９年至１８６９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通报”各期必

定刊载政府的法令、议会的公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１８４８年卢森堡

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第２２页。

１４ 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ｅｂｏｎｈｏｍｍｅ或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ｏｎｈｏｍｍｅ（意即笨伯雅克），是法

国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的绰号。——第２６页。

１５ 指１８２５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用来补偿贵族

在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中被没收的财产的。——第２７页。

１６ 拉查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这些人不

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

运动。——第２８页。

１７ 根据１８３４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即把

他们安置在习艺所里；这里工人们从事的工作生产率低、单调而且累

人；当时人民都称习艺所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２９页。

１８ 指３月１８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４月９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

结在布朗基和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延期选举，理由是

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第３０页。

１９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

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发动中起主要

作用的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涌入制宪议会会场的示威者要

求议会实现诺言，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内阁；他们企图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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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５月１５日的人民发动结果被镇压下去

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

第３４页。

２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５卷第１５３—１５６

页。——第３６页。

２１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是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

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３９

页。

２２ 指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８日“辩论日报”的社论。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

治和文学辩论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

简称，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

产阶级的观点。——第４１页。

２３ 据圣经上的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

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

大卫承继了犹太的王位。——第４９页。

２４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波拿巴党人的标志。——第

５０页。

２５ 马克思引用的是刊载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新莱茵报”第１７４号上的１２

月１８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 沃尔弗的通讯代号。这里的这

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

校审过。——第５１页。

２６ 迈达斯的耳朵，按古代神话，是阿波罗赏给弗利基亚国王迈达斯的一

对驴耳。——第５３页。

２７ 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６日自封为皇帝，他是个著名

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路易 波拿巴总统

０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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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路克。

  杜山—路维杜尔是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海地岛

上黑人反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统治的革命运动的领袖。——

第５３页。

２８ 指英国将军乔 蒙克；１６６０年他曾利用他手下的政府军队来恢复斯

图亚特王朝。——第６１页。

２９ 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４月３日在布尔热对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见注１９）的

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布朗基被处以１０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

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有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

到殖民地。——第７０页。

３０ 布莱阿将军曾指挥一部分军队镇压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于１８４８年６

月２５日在枫丹白露哨兵站为起义者打死，因此起义的参加者有两人被

处死刑。——第７０页。

３１ 在第一版以及以后各版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中都误为５月２９日。实际上立法议会开幕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

第７２页。

３２ 第Ｖ条是指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本文中的条款是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次序的。——第７５页。

３３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２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

报”（《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编辑部举行的（该报于１８４３—１８５１年

在巴黎出版，由维 孔西得朗主编）。会义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

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第７８页。

３４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发表于２０６号“人民报”

（《ＬｅＰｅｕｐｌｅ》）上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

府的“蛮横要求”。——第７８页。

３５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

蒲鲁东的“人民报”上。——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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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马克思指的是由３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

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

教穿的是红色衣服。——第８３页。

３７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１８３６—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１９世纪４０

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

点。——第８４页。

３８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是１８３６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

纸。——第８４页。

３９ 指尚博尔伯爵（自封亨利第五），他是法国波旁王朝长辈系统中的王

位僭望者。尚博尔在德国西部的经常驻地除维斯巴登外就是爱姆

斯。——第８５页。

４０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逃出法国的路易—菲力浦住在伦敦近郊的克勒蒙

特。——第８５页。

４１ “出乎真意”（《ｍｌｏｔｕｐｒｏｐｒｉｏ》）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

谈教皇区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１８４９年９月１２

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第８６页。

４２ 引自德国诗人格 海尔维格的“来自山上”（《Ａｕｓ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ｎ》）。见

格 海尔维格的“人之歌”（《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ｅｉｎｅｓ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ｎ》）。—— 第

８６页。

４３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

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

（１８４７年）一书中成了一个最后确定的公式，这个公式在垄断资本主义

以前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弗 伊 列宁根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规律，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

个甚至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或大

多数的国家中取得胜利。这个新的结论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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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第９２页。

４４ 总数不符：应该是５亿７８１７万８０００，而不是５亿３８００万；显然数字印错

了。但是这对总的结论并无影响；不管按哪个数字平均每人的纯收入

都不到２５法郎。——第９８页。

４５ 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的死亡，曾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汪

在３６０００票中得了２万票，以多数票当选。——第９９页。

４６ 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

国领土分成了５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４个区的

包围之中，而这４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

的报纸为了强调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第１００页。

４７ 指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路易 波拿巴总统致立法议会的信件，他在这个信

件中通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第１００页。

４８ 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０日的信件中号召组

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

这个信件公布在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的“通报”上。——第１００页。

４９ “拿破仑”（《Ｌ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是波拿巴派的日报，路易 波拿巴的机关

报；１８５０年１月６日至５月１９日在巴黎出版。——第１０１页。

５０ 自由之树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自

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１８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

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并且当时国民公会也对此作了明文规

定。——第１０５页。

５１ 七月纪念柱 是１８４０年为纪念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攻破巴士底狱而在巴黎

建立的；自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柱上又装饰了纪念花圈。—— 第

１０５页。

５２ Ｆ．Ｖｉｄａｌ．《Ｄｅｌａｒé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ｚ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

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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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科布伦茨 是西德的一个城市，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是反革命流亡者的中心。—— 第１０９页。

５４ 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 巴师夏的一篇

论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８５０年２月的“人民

之声”（《ＶｏｉｘｄｕＰｅｕｐｌｅ》）报上，并于１８５０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

出版，标题是“无息贷款。弗 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

（《Ｇｒａｔｕｉｔé 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 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第１１３页。

５５ １７９７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钞票的强制比

价，废除钞票兑换黄金的办法。到１８１９年才恢复了钞票兑换黄金的制

度。——第１１３页。

５６ 指巴黎商人亚力山大 勒克莱尔，他由于作为国民自卫军和他的儿子

们一起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第

１１５页。

５７ 指１８５０年５月１日内政部长为起草新选举法所任命的委员会，委员会

由１７个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立法义会议员）组成。把这些人称为

城主，是说这些保皇党人妄想攫取政权，他们的意图是反动的。城主这

个称呼，是从维 雨果的一部以城主为名的历史剧中引用来的。——第

１１５页。

５８ “国民议会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

报，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

派——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合并的人的观点。——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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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５—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在４０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

它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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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报纸。——第１１８页。

６０ 指两个文件：一是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８月１１日“１８５０年人民”（《Ｐｅｕｐｌｅｄｅ

１８５０》）报第６号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一是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８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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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第７号上的“告人民书”。——第１１８页。

６１ ＢａｉｓｅｒＬａｍｏｕｒｅｔｔｅ（拉摩勒特式的接吻），指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１７９２年７月７日立法议会议员拉摩勒特提

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各

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些虚伪的

“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却了。——第１１９页。

６２ “权力报”（《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１８４９年出版于巴

黎，主编是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第１２０页。

６３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３２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要设立常设委

员会，由议会选出的２５个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１８５０年这个委员会

实际上由３９人组成：常务局１１人，庶务３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２５

人。——第１２０页。

６４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直译是在异国）——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

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

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辞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

各种流亡政府。

  这里是指预定在正统派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取得政权时所要成立

的由德 列维斯、圣蒲利斯特、贝利耶、帕斯托里和德斯卡尔等组成的

内阁。——第１２１页。

６５ 指所谓的“维斯巴登宣言”，这个宣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

巴特尔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１８５０年８月３０日在维斯巴登草拟的。

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主义者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

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

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这个声明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

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在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论战。——第

１２１页。

６６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史的著作。当恩格斯同遭受失败的起义军的最后一批战士一起到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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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很快就开始撰写这本书。马克思于１８４９年８月上半月从巴黎就写

信给恩格斯谈到此事，根据他的意见，恩格斯决定把他的书写成一本

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小册子。他最初打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

版这本著作，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雅 沙贝利茨和约 魏德迈的协助

下找到了出版商。然而由于马克思已采取措施出版自己的杂志，恩格

斯便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显然，在瑞士恩格斯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搜

集材料上；１０月里，由于他迁居英国（马克思已在那里），而暂时停止

了这个工作。在伦敦，他又继续写这本书，该书的头两章——“莱茵普

鲁士”和“卡尔斯卢厄”刊载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１斯上。

全书于１８５０年２月写成。弗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

书，作者在世时没有再版过。该书德文本，由弗 梅林于１９０２年第一次

转载在“卡 马克思、弗 恩格斯和斐 拉萨尔的文学遗产”（《Ａｕｓｄｅｍ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ｖｏｎＫ．Ｍａｒｘ，Ｆ．ＥｎｇｅｌｓｕｎｄＦ．Ｌａｓｓａｌｌｅ》）汇

集第３卷内。——第１２７页。

６７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泛流行的一首副歌。——第１２９页。

６８ “在大海怀抱中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争取把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从丹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士们所唱的一首歌曲。——第

１２９页。

６９ 帝国宪法是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它反映了当时议会

中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它里面矛盾百出。它规

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与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

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

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一

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

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只

有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在莱茵省、德勒斯顿、巴登和普

法尔茨发动武装斗争的人民群众是它的唯一保护者。——第１２９页。

７０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分子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底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的

６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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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

空话代替了革命行动，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进

行斗争时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无情地批判

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１２９页。

７１ 格留特利的誓言 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相传这３个州的

代表于１３０７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

对奥地利的统治。——第１３０页。

７２ 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卢格、施略费尔、齐普，特留茨什列尔等

人）主要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但也得到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这一派宣

称忠于共和国，用革命方法进行斗争，可是在采取革命措施和动员群

众反对反革命的进攻时，却常常表现得畏首畏尾和犹豫不决。这一派

的领袖具有小资产阶级联邦主义观点，因而他们不能在德意志民族

统一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１８４９年４月至５月，保守派和大多数自由

派的代表退出议会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左派和极左派）在议

会中获得了多数。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由于受到驱逐的威胁，这个议会把会

址迁到斯图加特（维尔腾堡的主要城市）。维尔腾堡政府奉行了观望的

中立政策。在这个城市中，议会继续执行制止人民参加公开革命斗争

的政策。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王位、帝国摄政奥地利大公约翰的

叛变，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６日从自己的委员中选出了由弗 拉沃、卡 福

格特、格 西蒙、弗 许列尔和阿 贝黑尔等５人组成的帝国摄政。帝国摄

政企图靠国会的帮助保证革命获得胜利，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６月

１８日，国民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１３０页。

７３ 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的预约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

志未曾发表。——第１３３页。

７４ 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８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

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

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在街垒战中起了

主要作用。起义的领导者是赛 契尔奈尔、米 巴枯宁等人。为了回答德

勒斯顿街垒战战士们求援的呼吁，莱比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７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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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作了口头宣言。莱比锡的市参议会和市民自卫团不仅拒绝援救德勒

斯顿的起义军，而且残酷地镇压了那些想阻止莱比锡卫戍部队开往

德勒斯顿去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莱比锡发动的起义。——第１３４页。

７５ 拿破仑法典（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是拿破仑于１８０４年公布的民法，在德

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领的区域内甚流行，莱茵省归并于普鲁士

后在该省仍继续采用。恩格斯称它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法律全

书”。——第１３５页。

７６ 后备军是一支包括常备军和预备军中退伍的、年长的兵役义务者的

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的法律，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第

１３８页。

７７ 法兰克福帝国内阁 是根据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作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成立的。这个实际上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

的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不久，它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第

１３９页。

７８ 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７—

１８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是这

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

快就被开来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１４５页。

７９ 三色旗 在这里是指黑红黄三色的旗子，是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运

动的旗帜。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这面三色旗被宣布为德国的国

旗。——第１４５页。

８０ “新莱茵报”被封后，该报编辑前往巴黎的有卡 马克思、斐 沃尔弗、

恩 德朗克。在巴黎，这时山岳党和革命俱乐部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

序党的群众运动。——第１５４页。

８１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２日在奥芬堡（巴登）召开了巴登人民同盟代表大会，大

会的领导人只要求改组内阁和召开制宪议会。只有在巴登军队投到人

民这边来之后，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３日的群众大会上，才提出了比较革命的

要求，并成立了巴登委员会，夺取了全部政权。——第１５５页。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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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参议会是法兰克福自由市的管理机关之一；兼有立法和行政的职

能。——第１５６页。

８３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１８４９年６月５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

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

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

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

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

的回答后，于６月６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

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

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１５９页。

８４ 古 司徒卢威认为必须反对的“人类六大祸害”是：君权、氏族贵族、

官吏、常备军、僧侣、财政巨头的统治。（参看载于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德意志伦敦报”上的“古 司徒卢威来信”）——第１６１页。

８５ 指１８４８年巴塞尔附近比尔斯费尔顿出版的古 司徒卢威的小册子“德

国人民的基本权利”（Ｇ．Ｓｔｒｕｖｅ．《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ｅ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Ｖｏｌｋｅｓ》．ＢｉｒｓｆｅｌｄｅｎｂｅｉＢａｓｅｌ，１８４８）。——第１６２页。

８６ 在卡尔斯卢厄等级代表议会大厅内举行了布伦坦诺政府会议。——

第１６３页。

８７ 阿塔 特洛尔是海涅写的同名长诗中的人物。这本诗对德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讽刺。阿塔 特洛尔即普遍平等论的信徒的原形，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所指出的，就是阿

尔诺德 卢格。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阿 卢格在柏林出版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改

良报”（《ＤｉｅＲｅｆｏｒｍ》）。——第１６８页。

８８ “卡尔斯卢厄日报”（《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日报，巴登政府

以及１８４９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１６９页。

８９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３０日在柏林举行的

第二次民主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９年５月底委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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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为德斯特尔委员会的委员。——第１７１页。

９０ 指聚集在“改良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一

伙人。这些人的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 勃朗。他们的代表曾提出

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要求。相当一部分法国工人也受了这些社

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第１７１页。

９１ “飞行传单”（《Ｆ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Ｂｌａｔｔｅｒ》）是德国的一种讽刺性周刊，于１８４５

年在慕尼黑创刊。——第１７２页。

９２ 指“城乡信使”报（《ＢｏｔｅｆüｒＳｔａｄｔｕｎｄＬａｎｄ》），它是普法尔茨临

时革命政府的官方报。唯一的一篇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３日该报第１１０号上刊

载的恩格斯的文章，标题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本版第

６卷）。——第１７８页。

９３ 蔬菜水果商场 是在凯则尔斯劳顿的一个买卖水果和蔬菜的室内商

场，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办公机关就设在里面。——第１７８页。

９４ 轻骑兵（ｃｈｅｖａｕｘ－ｌéｇｅｒｓ）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以军刀、手枪和马枪武

装起来的轻骑兵团的称呼。——第１７９页。

９５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是德国日报，１６１６年出版，

１９世纪中叶成为自由派的报纸。——第１７９页。

９６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日报，该报自１８０２年起

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

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该报曾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

报”。——第１７９页。

９７ 这句话是从１８１９年约 亨 福斯翻译的荷马著“伊利亚特”的德译本中

摘引来的（诗歌的第２部分，第４０８诗句等）。——第１８１页。

９８ 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

行动遭到失败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日用袭击办法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

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

卫团队伍一齐很快地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１８２页。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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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恩格斯把布伦克尔和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初的著名统帅欧根 萨沃斯

基相比，是有意讽刺他。——第１８５页。

１００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

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

谎者。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

世”）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吹牛家、胆小鬼。——第１９４页。

１０１ 这句话是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在普鲁士联合

议会开会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摘引来的。——第１９７页。

１０２ 见注８３。——第２０３页。

１０３ 指１８４９年伯尔尼版“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ｄｕＧéｎéｒａｌ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ｓｋｉｓｕｒｌａｃａｍｐａｇｎｅｄｅＢａｄｅ》．

Ｂｅｒｎｅ，１８４９）。——第２０９页。

１０４ Ｇ．Ｓｔｒｕｖ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ｒｅｉＶｏｌｋｓｅｒｈｅｂｕｎｇｅｎｉｎＢａｄｅｎ》．Ｂｅｒｎ，

１８４９．——第２１２页。

１０５ 弗 齐茨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会

上，对法兰克福议会的消极怠工、对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上所持的卖国政策提出抗议，他反对把任何贺词寄给国会并宣称“坚

决行动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第２１７页。

１０６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是１８４０年２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 沙佩尔、约 莫

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起

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１８４７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

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中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同宗派主义冒险集团的少数委

员（维利希、沙佩尔）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委员的一边（见

本卷第４８４页），因此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战友退出

了协会。自５０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

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２０世纪有许多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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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这个协会。——第２１８页。

１０７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在科伦创

立的。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 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

会主义”的影响下，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他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

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

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

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１８４８年８月，联合会已有７０００会员。哥特沙克被

捕后，７月６日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一直到１８４８年

９月，此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侨居国外。１８４８年１０月马克思被选

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１８４９年２月起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

会这时实行了改组。２月２５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１８４９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

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第

２１８页。

１０８ 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５日科伦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

的许多活动家，打算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伦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

过早的起义。９月２６日科伦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

派报纸暂停出版。恩格斯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第２１８

页。

１０９ 当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退却时，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３日在一支部队中发生了

哗变。士兵们在自己的指挥官托梅领导下，曾企图逮捕梅洛斯拉夫斯

基和济格尔并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军队。——第２１９页。

１１０ 参看约 菲 贝克尔和克 埃塞伦“１８４９年南德五月革命史”１８４９年日

内瓦 版 第４３０—４３３页 （Ｊｏｈ．Ｐｈｉｌ．ＢｅｃｋｅｒｕｎｄＣｈｒ．Ｅｓｓｅｌｌ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ü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ａｉ－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Ｊａｈｒｅｓ１８４９》。

Ｇｅｎｆ，１８４９，Ｓ．４３０—４３３）。——第２２７页。

１１１ 在夫赖堡的巴登制宪议会是１８４９年６月底从卡尔斯卢厄迁来的。——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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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８页。

１１２ 编入本卷的书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和第４期，文

章没有署名。１８９２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的传略中写道“……此外，他

还写过（和恩格斯一起）许多书评和政治评论”。在１８８６年恩格斯还在

世的时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根据他平时的意见和指示用马克思和

恩格斯两人的名义再版了评阿 谢努和律 德拉奥德的小册子的文章。

有一些书评，例如评艾 日拉丹和基佐的著作的文章很可能是马克思

写的，而评托 卡莱尔的著作的文章则可能是恩格斯写的。但是因为不

能完全肯定，所以所有的书评都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著作载

入本卷。——第２３６页。

１１３ “德国记者”（《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ｖｏｎｕｎｄ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资产

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１８０６年起在纽伦堡出版。——第２３６页。

１１４ 道梅尔的“新时代的宗教”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为

该书的第１卷，第二部分是“本文”，为该书的第２卷和第３卷。看来，马

克思手边只有第１卷和第２卷。——第２３６页。

１１５ 忠实的埃卡尔特 是德国中世纪的传说里的英雄，是个忠实人物、可

靠的卫士的典型。——第２３７页。

１１６ 引自席勒的诗“钟之歌”。——第２３７页。

１１７ 指道梅尔的著作：“古希伯莱人对火和火神摩洛赫的崇拜”１８４２年不

伦瑞克版（《ＤｅｒＦｅｕｅｒ－ｕｎｄＭｏｌｏｃｈｄｉｅｎｓｔｄｅｒａｌｔｅｎＨｅｂｒａｅｒ》．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２）和“基督教古代的圣礼”１８４７年汉堡版 （《Ｄｉｅ

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４７），书中含

有许多不科学的毫无根据的假设。——第２３８页。

１１８ 新可兰经的各章是对道梅尔的“穆罕默德及其著作”１８４８年汉堡版

（《ＭａｈｏｍｅｄｕｎｄｓｅｉｎＷｅｒｋ》．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４８）一书的讽刺；阿刺

伯文称可兰经的各篇为ｃｙｐ （章）。——第２３８页。

１１９ 指克尼格的著作“对人的态度”１８０４年汉诺威版（《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Ｕｍ

－ｇａｎｇｍｉｔ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１８０４），在这本书中作者规定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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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人交往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本书谈的皆是一些肤浅的看法和

人所共知的真理。——第２４０页。

１２０ 道梅尔在其著作中的这个地方引用了克洛普什托克的“到处是神灵”

的颂歌（《ＤｅｍＡｌｌ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ｉｇｅｎ》）。——第２４１页。

１２１ 诺斯特拉达莫司是１６世纪法国著名的星象学家，查理九世的医

生，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是用诗的形式写的，其特点是极为

模糊而难解。

  苏格兰人的洞察力 是一种能洞察未来和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现象

的能力，根据迷信，传说苏格兰山区的居民具有这种能力。

  动物的磁性 是１８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默尔的学说，他认为用催眠

性的暗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第２４１页。

１２２ 引自歌德的著作“威廉 麦斯特的修业时代”，其中有几个场面描写献

身科学和艺术的人可怜地依附于有爵位的大人物。——第２４２页。

１２３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

行了会议。——第２４３页。

１２４ 引自路 西蒙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１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演说。——第

２４３页。

１２５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派遣代表前往柏林，请普鲁士国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登皇位。代表团失败而归，因为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不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认可就拒绝从议会手中接受皇

位。——第２４４页。

１２６ 在现在评论的这本小册子中，西藏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坚

决谴责了维尔腾堡国王反对帝国宪法的言论，协助了巴登和普法尔

茨的武装斗争以捍卫帝国宪法。西藏还引证了１８４９年６月８日他到斯图

加特后议会的娄罗们所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个把巴登置于帝国（即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保护之下的决议纯粹是宣言性质的文件。议会害怕

广泛的人民运动，而没有给起义者任何具体的援助；另外议会不听马

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５月和法兰克福左派领袖谈判时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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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部队来进行自卫。——第２４５页。

１２７ 指１６９４年创立英格兰银行一事。该银行的创始人以贷款的形式交给

政府一笔基金；这就是国债的基础。——第２４８页。

１２８ 指１６４０年在里斯本、１６４７—１６４８年在那不勒斯、１６７４—１６７６年在墨西

拿爆发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第２５０页。

１２９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第４期和解５—６期的双刊号上的国

际述评的标题只是Ｒｅｖｕｅ（评论），而且没有署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著作和书信中的许多言论证明，这些评论是他们二人合写的。

  本篇和第二篇、第三篇国际述评（见本卷第３４３和４９２页）的标题都

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２５４页。

１３０ 指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普鲁士王室为共同反对人民的民主

要求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一开始时达成的协议。但是，随着反革命地位的巩

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开始感到自己的同盟者是一种累赘，并且

愈来愈加紧阻止大资产阶级的立宪的要求。后者一面继续维持跟王室

的同盟关系，一面在普鲁士议会中假作“反对派”。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在当天就“赐与了”宪

法，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１８４８年讨论过的并为照顾封建政党

的利益做了修改的方案。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

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不仅可以不通过两院公布法律，而且还可

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但是在这个宪法里还保留了某些民主果实，

如普选权等。这一点保证了１８４９年１月的第二院，即下院选举时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分子能够当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曾经批评了

国王，常常惹得国王不愉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４９年４月解散了

议会，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公布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

格和不平等的各阶层的代表人数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国王用这种手

段使得下院当选的议员多数是顺从的人，因而在１８４９年８月７日的会议

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第２５４页。

１３１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５０年１月７日的信件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１日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９号上。这封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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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要修改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的普鲁士宪法草案。—— 第２５４

页。

１３２ 根据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１日两院通过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同意

的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主要由封建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贵族院）

和按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下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

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外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

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

４０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形式，按这种继承

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第２５４页。

１３３ 联合议会 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

摆脱财政困难，于１８４７年４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

联合议会是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

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

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６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

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第２５５页。

１３４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柏林的贝 瓦尔德克和特利尔的卡 格

律恩的诉讼案件。他们在１８４９年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被控。这两次诉讼

案件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政府的下流手段：它在跟自己的对手斗争

时不惜伪造证据；另一方面，“民主主义”的代表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在

法庭上的表现很可耻，他们贪生怕死，背叛革命，千方百计地证明自

己对普鲁士政府的忠心。虽然这样，出席法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听众还为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喝采。——第２５５页。

１３５ 引自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第２５５页。

１３６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样一种企图：联合汉诺威和萨克森的

君主以及与这些君主联合在一起的１７个其他德意志邦的君主，共同统

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受普鲁士的领导，从而实现建立“小德意志”

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右翼自由派，即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于

１８４９年６月组成所谓哥达党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支持。后者

积极参加了德国议会的选举；德国议会曾于１８５０年３月２０日在爱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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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召开会议，通过了按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宪法新草案。后来的事

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正确的。

在奥地利君主和俄国沙皇的压力下，一些从前支持普鲁士的德意志

各邦转到了奥地利一边，而普鲁士政府由于不敢违抗尼古拉一世，于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９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第２５５页。

１３７ 老鼠与青蛙之战是一部希腊诙谐叙事诗，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

者不详。——第２５５页。

１３８ Ｉｎｔｅｒｉｍ——临时协议。这里是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１８４９年９月所签订

的关于在德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条

约。根据这项加强德国反动力量的协议，成立了奥普联合委员会，实际

上恢复了联邦议会；这个协议是跟普鲁士的统一计划背道而驰

的。——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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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该协会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的贷款，实

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银行家和财政经纪人。１９０４年该协会正式改为普鲁

士国家银行。——第２５６页。

１４０ 边境人是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１６至１９世纪的军事边境地区的斯洛

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的居民，他们为了使用土

地必须在边境上服兵役。——第２５６页。

１４１ １８０８年亚历山大一世跟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用的说法。——第

２５７页。

１４２ 指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按照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的要求交出匈牙利

和波兰政治流亡者，俄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发生破裂（１８４９年１１月

１２日至１２月３１日）这件事。——第２５７页。

１４３ 参万得拉 是叙利亚的城堡，在１８３１年至１８３３年埃及和土耳其的战争

中，于１８３２年曾被埃及军队占领。

  圣让得阿克 是委拉克路斯（墨西哥）的城堡，是墨西哥独立战

争时期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堡，１８２５年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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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８页。

１４４ 所谓“雇佣兵条约”在这里是指瑞士各州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提供雇佣

兵的条约。这些条约是从１５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叶签计的；在１８至１９

世纪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瑞士雇佣兵充当了保皇派反革

命势力的武器。

  所谓“诸旧州”是指１３、１４世纪形成瑞士联邦的最早核心的瑞士山

区诸州。——第２５９页。

１４５ 见注４５。——第２６０页。

１４６ 指１８４６年６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所谓谷物法是为限

制和禁止谷物进口，是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制订的。１８４６年通过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反对谷物法的工业资产

阶级的胜利。——第２６１页。

１４７ 弗 恩格斯专门为英国读者写的“１０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与宪章派革命的一翼及其领袖如乔 哈尼和厄 琼斯等建

立了紧密联系的一个证明。乔 哈尼从１８４９年６月到１８５０年９月

在 伦敦发行了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

（《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ｉｓｔｏ

ｒｙ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月刊。在这个杂志上，除了刊载恩格斯这篇文章

以外，还刊登了节译的卡 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从１８５０

年７月１日起哈尼还发行了“红色共和党人报”（《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在这上面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这个刊物于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停止出版。从１２月起，哈尼开始发行新的周刊“人民之友”

（《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一直出到１８５１年夏天，恩格斯曾答应为这

个周刊写一系列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但是，不久哈尼在

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采取了暧昧的立场，他和小资产阶

级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

断绝了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保持同厄 琼斯的联系，让一些自己

的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琼斯创办的“寄语人民” （《Ｎｏｔｅｓｔｏ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周刊的工作，帮助他们写作（如格 埃卡留斯，康 施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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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皮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支持宪章派的报刊的时候，力求发扬

４０年代革命的宪章运动的传统，向英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灌输革命的

理论。——第２６９页。

１４８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

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

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

１８３８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４０至５０

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织了一个英国自由党左翼的单独的政治集

团。——第２６９页。

１４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较晚的一些著作中对１０小时工作制法令作了

更为详尽的评介（见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

论”第一卷）。——第２７１页。

１５０ 指人民宪章，这个宪章是１８３８年宪章派提出的，它包含了实行普选权

和创造一系列条件保证工人确实拥有普选权的要求，如议会每年改

选一次，议员领薪金，秘密投票，平均分配选区以及废除议员候选人

的财产资格。——第２７２页。

１５１ 财务法庭于１８５０年２月曾宣判被控告破坏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厂主

无罪。这个决定事实上等于取消该法案，因此引起工人的反对；于是

１８５０年８月５日议会颁布了新法令，规定女工和童工每日劳动１０个半小

时和每天劳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财务法庭（Ｃｏｕｒｔｏｆ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

担负财政职能，在１９世纪执行了英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责。——第２７３

页。

１５２ 指１９世纪３０—４０代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

令，其目的在于反对买卖官职和授予贵族家族的代表以挂名领高薪

的职位。——第２８１页。

１５３ 济贫法于１８３３年在英国议会中进行过讨论，１８３４年在议会中通过。这

个法令的内容见注１７。——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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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航运法（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是１８３３年和以后的数年中通过的，它禁止

英国商品用外国船只运输；这些法令于１８４９年废除。——第２８２页。

１５５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３月

底，秘密地散发于亡命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中。１８５１年这个文

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

纸“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勒斯顿新闻通报”（《Ｄｒｅｓ

ｄｅｎ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ｎｄＡｎｚｅｉｇｅｒ》）上，后又转载于“１９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 （《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一书中；这本书是由两个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写

的，恩格斯称这两人是“两个最无耻的警棍”。在本卷中，这篇告同盟

书是按照恩格斯校订过的、１８８５年他收入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

判案的真相”一书德文版作为附录的原文刊印的。——第２８８页。

１５６ 这里所谈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４０年代到５０

年代对革命前景的整个估计有密切关系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

始人象后来的列宁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朽，社会主义就要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在“告同盟书”中反对把没收地主的

土地交给农民，而主张变为国家财产，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无产阶级

的工人使用。

  列宁根据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

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在先进的资

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首先保留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是合

适的，他写道：“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个条例，绝对不容许把

从剥削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

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列宁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３１卷第１３８页）——第２９７页。

１５７ 托 卡莱尔“法国革命史”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１—３卷（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托 卡莱

尔“奥列佛 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１８４５年伦敦版１—２卷（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

《Ｏｌｉｖｅｒ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Ｖｏｌ．１—２，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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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５）。

  托 卡莱尔“宪章运动”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Ｃｈａｒｔ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

  托 卡莱尔“过去和现在”１８４３年伦敦版（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Ｐａｓｔ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恩格斯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评论“英国状

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６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６２６—６５５页）。——第３０１页。

１５８ 托 卡莱尔“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偶像崇拜和英雄事迹”１８４６年伦敦

版 （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 《Ｈｅｒｏｅｓ，ｈｅｒｏｗ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ｒｏｉｃｉｎｈｉｓ－

ｔ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６）。——第３０１页。

１５９ 柏克司尼弗是查理 狄更斯著“马丁 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

个伪善者。——第３０１页。

１６０ 共济会派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流派，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初产生于英国，

后来以“共济会会员”秘密支部的形式传布于许多国家，它的活动就

是一些神秘的典礼和秘密的仪式。共济会派宣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思

想。他们的哲学观点主要是自然神论，即所谓的“理性的宗教”。共济会

派的特点是信仰万世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他们看来，

伟大人物的智慧在于识破这个规律，并使自己在道德上臻于完善。共

济会的会章，一般都充满了神秘的个人偶象崇拜的精神，普通的会员

只是他们领导人的工具，只是盲目地执行他们领导人的意志。

  伊留米纳特派是共济会中的一派，在１８世纪后半世纪主要是在巴伐

利亚活动。——第３０７页。

１６１ “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 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这部歌剧以

天真的童话般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蕴藏

的力量，并且始终不渝地遵循它的规律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

人则会得到恶报。——第３０７页。

１６２ 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听之任之）是资产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

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事务。——第

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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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见注６４。——第３１０页。

１６４ 菲 库伯的长篇小说“间谍”中的主人公哈尔威 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

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３１４页。

１６５ “喧声报”（《Ｌｅ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

１８３２年起在巴黎出版；在七月王朝时期曾尖刻地抨击过政府；１８４８年

转向反革命阵营。——第３１４页。

１６６ 秘密的新四季社是在１８３９年四季社复灭后不久成立的，它似乎是四

季社的继续。该社的骨干是工人；参加该社的还有大学生。该社的成员

就观点来说倾向于革命的巴贝夫主义并受德萨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

的强烈影响。——第３１４页。

１６７ 见注６。——第３１８页。

１６８ 指密谋家小集团、秘密的革命组织的成员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恐怖

活动的冒险企图。警察局的奸细从一开始就混入了这一冒险行动中，

他们把密谋家的活动系统地报告了警察局。这使警察局得以把密谋的

参加者一网打尽。后来，１８４７年对密谋家进行的审判表明，警察局的奸

细在秘密组织里扎了多么深的根子。——第３１８页。

１６９ 阿 勒 勒萨日的著名小说“圣蒂利扬那的日利 布拉斯的冒险故

事”。——第３１９页。

１７０ 指沙 傅立叶的下面几本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ｅｓ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

“虚伪的、零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

合的、诱人的、真实的行业”（《Ｌａｆａｕｓ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ｍｏｒｃｅｌéｅ，ｒé－ｐｕｇ

ｎａｎｔｅ，ｍｅｎｓｏｎｇèｒｅｅｔｌ’ａｎｔｉｄｏｔ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ｃｏｍｂｉｎéｅ，

ａｔｔｒａｙａｎｔｅ，ｖéｒｉｄｉｑｕｅ》）；“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ｕｎｉｔé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这部著作第一版称作：“论家务农业协作”（《Ｔｒａｉｔé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ｑｕｅａｇｒｉｃｏｌｅ》）。在傅立叶的遗著当中，１８４５年发

表在“法郎吉”（《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杂志上的未完成的著作“论三种外

在统一”（《Ｄｅｓｔｒｏｉｓｕｎｉｔéｓｅｘｔｅｒｎｅｓ》）部分地谈到贸易问题。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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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著作中的许多片断译成了德文并在１８４６年把它们刊登在“德国

公民手册”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卷第

６５４—６６１页弗 恩格斯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

语”）。——第３２５页。

１７１ 指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的事件，见注１９。——第３２６页。

１７２ 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法国举行了立法议会议员的补选，以递补被开除的

山岳党人。选举结果，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获得胜利。——第３２９页。

１７３ 注册税（Ｄｒｏｉｔｄ’ｅ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ｍｅｎｔ）是办理买卖合同、遗赠文约、法

庭判决等文件的注册备案手续所纳的税。文件经过这样注册，

一方面证明它是真实可靠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库收入的一个来

源。——第３３２页。

１７４ 入市税是城市对运入市内的日用品所课的税。——第３３２页。

１７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已经提出这一原理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５卷第３—５页）。——

第３４２页。

１７６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

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３４３页。

１７７ 唐宁街 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３４５页。

１７８ 选民同盟（Ｕｎｉｏｎé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１８５０年３月，把奥尔良派、正统派、

波拿巴派、天主教派等等统一起来的保皇主义党派的联盟以这个名

义参加了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补充选举。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法国的日报，创办于１８４１年。在１８５０

年该报代表了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

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３４７页。

１７９ 在巴黎交易所，从下午１点到３点进行交易。——第３４８页。

１８０ 指意大利林荫街的图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关门后，在这个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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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和它附近地区进行交易活动。图尔托尼咖啡店和它邻近地区与正式

交易所不同，因此被称作“小交易所”。——第３４９页。

１８１ １８４８年春，在美因兹发生过几起市民自卫团和普鲁士士兵之间的流

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并且成为法兰克福

议会讨论的题目；议会只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也只是在美

因兹市民自卫团已被普鲁士士兵缴械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而

已。——第３５３页。

１８２ 指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国政治流

亡者全体大会上共同通过的决议。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３日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援引了这一决议（见本卷第５９７—５９９页）。——第

３５５页。

１８３ 古 司徒卢威和托 福泽吉尔自称是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的代表，向

临时代理伦敦市市长职务的吉卜斯请求保证在伦敦不能维持生活的

１００个德国流亡者得到工作。吉卜斯以许多英国工人也处于相同的境

遇为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关于这件事情的短评登载在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４

日的“泰晤士报”上。——第３５８页。

１８４ 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

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

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弗里兹、格莱纳、济

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 菲 贝克尔、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

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 沃尔弗。

１８５０年７、８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

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

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１８５０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

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３６０页。

１８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１８５０年５月９日威廉 沃尔弗的长信中获悉“革命集

中”组织的活动情况和这个组织的代表布龙在德国的阴谋以后，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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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恩 德朗克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前往瑞士。德朗克在

１８５０年７月３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和１８５０年７月３日和１８日写

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详尽地报告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顺利的活

动。——第３６１页。

１８６ 司徒卢威１８４９年１０月迁居英国后，跟海因岑、鲁道夫、施拉姆、卢格、

鲍威尔（来自施托尔佩）和一些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起，竭

力阻挠成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工作，进行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阴谋。他们在１８５０年１、２、４月，多

次召开了德国流亡者会议，建立了他们单独的民主主义同盟。４月，他

们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间散发了“告全体德国流亡者兄弟书”，在其

中宣布了在“全德流亡者中央局”领导下的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统

一组织的成立，并且还把该文件送到了德国。——第３６１页。

１８７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１８５０年６月在伦敦成

立的。马志尼早于１８４９年底在瑞士就在这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初步措

施。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组成一个国际组织的企图受

到司徒卢威和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

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其成员和思想观点方面的矛盾

非常大，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

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到１８５２年３月实际上就已

经瓦解了。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三）”（见本卷第５３５—５４０页）中对它

的１８５０年７月３日的成立宣言做了彻底的批判。——第３６１页。

１８８ 指１８４９年春夏两季在德国西南部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

第３６２页。

１８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年初侨居布鲁塞尔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共

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团结了进步的德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

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功的活动，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

义者同盟，在这之后，在布鲁塞尔，１８４７年８月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当中的最

革命的分子、如象日果和特德斯科，都积极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

５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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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塞尔支部的活动。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比利时政府对革命的

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威廉 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大肆进

行迫害，使他们被迫离开了比利时。１８４８年８月，由于比利时国王列奥

波特的反动政府为了迫害民主主义者而制造的所谓里斯康土的诉讼

案，特德斯科和支部的其他比利时成员遭到法庭的审判。特德斯科和

许多其他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

第３６２页。

１９０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

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

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

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

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

尔支部。协会对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布鲁塞

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

员，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３６２

页。

１９１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 波尔恩于１８４８年在柏林建立

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

代表，他把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

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

等）。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 勃

朗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但是，兄弟会的一些时常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下的地方分会，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１８４９年春季，马克思

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政党

的问题，他们为了筹建这种政党曾经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１８５０

年，政府禁止了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

年。——第３６４页。

１９２ 见注１０６。——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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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１７９８年至

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７页。

１９４ １８４８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１８４８年４

月１０日宪章派的示威运动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

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第３６７页。

１９５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１８２８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３７０页。

１９６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极端反动的德国日报，

从１８４８年６月起在柏林开始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

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称为“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因为在报

头上画有十字。——第３７３页。

１９７ 指马克思而言。在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５日“新普鲁士报”上刊载的一篇短讯竟

说什么马克思由于准备谋杀普鲁士国王，曾周游过德国和访问过柏

林。——第３７４页。

１９８ 马克思暗指本生的男爵称号。——第３７４页。

１９９ “地球”（《ＴｈｅＧｌｏｂｅ》）是英国一家报纸“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３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

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１８６６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

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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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该

报系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办，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该报

曾约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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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表了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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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莱茵报”规定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制度，后来把它

封闭了。——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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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新德意志报”（《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民主派报纸。该报的编辑是奥 吕宁，他在４０年代

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吕宁对卡 马克思著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

兰西阶级斗争”和弗 恩格斯著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予以特

别的注意，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已出版的４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都作了评论。——第３７８页。

２０２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卡 马克思著的“哲学

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４卷第４９１页

和１９７—１９８页。——第３７８页。

２０３ “威塞尔报”（《Ｗ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４４

年创刊于不来梅。——第３８１页。

２０４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１８５０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５、６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

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 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

争史” （Ｗ．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ｇｒｏｓ－ｓｅｎ

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ｅｓ》．Ｔｈ．１—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４１—１８４３）。

  “德国农民战争”在１８７０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

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

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１８７５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

了增补。在８０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

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

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

“资本论”第２、３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

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

和许多札记草稿。——第３８３页。

２０５ 汉撒同盟 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

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

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１４世纪的后半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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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页。

２０６ 接租费 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赋税。

  死亡税（Ｓｔｅｒｂｅｆａｌｌ，Ｔｏｄｆａｌｌ）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

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

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ｌｄｅｒ）——封建主征收这种税，作为领主对自己的

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第３９０页。

２０７ “公捐”（《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Ｐｆｅｎｎｉｇ》）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

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３９２页。

２０８ 上任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

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

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

的贡赋。——第３９３页。

２０９ 恩格斯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

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

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

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

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

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３９５页。

２１０ 指查理五世刑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１５３２年由累根斯

堡议会通过；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３９７页。

２１１ 韦尔登派 是一个教派，１２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

中。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 韦尔

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谴责天主教教会积累财富的现象，号召恢

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

民中特别流行，在这里它带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残余

的色彩。——第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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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１２—１３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

城市中，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

教的豪华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

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

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１２０９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

阿尔比派。经过２０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

第４０１页。

２１３ １２５１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谓的“牧童”起义）的领袖之一，名叫雅科

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４０１页。

２１４ 加里克斯廷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１５世纪上半期）

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

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圣杯派）所依

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

会，没收教会财产。——第４０３页。

２１５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

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

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叛卖塔波尔

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４０４页。

２１６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１３世纪到１５世纪盛行于欧洲。鞭

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

  罗拉德派（直译是：“咕咕哝哝的祷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

宗教派别（产生于１４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

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

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

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１３８１年的瓦特 泰勒起义。从

１４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４０４页。

２１７ 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是关于耶稣

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

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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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

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

说中。——第４０５页。

２１８ 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Ｚ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ｎ，Ｔｈ．１，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４１，Ｓ．３６４—３６５）。——第４０７页。

２１９ Ｍ．Ｌｕｔｈｅｒ．《Ａｎｄ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ｄｅ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ｖｏｎｄｅｓ

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ｓｂｅｓｓｅｒｕｎｇ》．Ｖｕ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１５２０〕。恩格斯借用齐

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４０７页。

２２０ 奥格斯堡告白 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１５３０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

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

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

益的产物。他们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

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

１５５５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

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４０７页。

２２１ 这是路德在１５２５年５月即农民战争最剧烈的时候所发表的《Ｗｙｄｅｒ 

ｄｉｅ ｍｏｒｄｉｓｃｈｅ ｕｎｎｄ ｒｅｕｂｉｓｃｈｅｎｎ Ｒｏｔｔｅｎｎ ｄｅｒ Ｐａｕｒｅｎｎ》

这篇文章的题目。后面所引的话都是利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

文。—— 第４０９页。

２２２ 齐美尔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写的是这个年代，但根据后

来可靠的材料，托马斯 闵采尔是生于１４９０年左右。——第４１０页。

２２３ 再洗礼派 是那些要求成年时再洗礼的派别的称呼。——第４１１页。

２２４ “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但以理的另一区别，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

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宫内对肯干的被爱戴的侯爵们和萨克森

的 执 政 者 们 进 行 讲 解”。１５２４年 阿 尔 斯 特 德 版 （《Ｄｉｅ

Ｆüｒｓｔｅｎｐｒｅｄｉｇｔ．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ｓａｎｄｅｒｎ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ｓＤａｎｉｅｌｉｓｄｅｓ

Ｐｒｏｐｈｅｔｅｎ，ｇｅ－ｐｒｅｄｉｇｔａｕｆｄｅｍＳｃｈｌｏβｚｕＡｌｌｓｔｅｄｔｖｏｒｄｅｎｔａｔｉｇｅｎ，

ｔｅｕｒｅｎＨｅｒｚｏｇｅｎｕｎｄ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ｎｚｕＳａｃｈｓｅｎｄｕｒｃｈＴｈｏｍａｓＭü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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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ｚｅｒ，ＤｉｅｎｅｒｄｅｓＷｏｒｔｓＧｏｔｔｅｓ》．Ａｌｌｓｔｅｄｔ，１５２４）。恩格斯引自齐美尔

曼的著作。——第４１２页。

２２５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

观点，按他们早期著作，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是个泛神论者。——第４１３

页。

２２６ 指１５２４年在缪尔豪森出版的闵采尔的文章，题目是：“根据路加对福

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

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 （《ＡｕｓｇｅｂｒüｃｋｔｅＥｎｔｂｌｏｓｓｕｎｇｄｅｓｆａｌｓｃｈｅｎ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ｄｅｒｕｎｇｅｔｒｅｕｅｎＷｅｌｔｄｕｒｃｈｓＺｅｕｇｎｉｓｄｅｓ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ｏｎｓＬｕ

ｃａｅ，ｖｏｒｇｅｔｒａｇｅｎｄｅｒｅｌｅｎｄｅｎｅｒｂａｒｍｌｉｃｈ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ｅｉｔｚｕｒＥｒｉｎ

ｎｅｒｕｎｇｉｈｒｅｓＩｒｒｓａｌｓ》）。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４１５页。

２２７ 见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４２，Ｓ．７５．——第４１６页。

２２８ Ｍ．Ｌｕｔｈｅｒ．《ＥｙｎｂｒｉｅｆｆａｎｄｉｅＦüｒｓｔｅｎｚｕＳａｃｈｓｅｎｖｏｎｄｅｍａｕｆ

ｆｒｕｒ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ｙｓｔ》．Ｗ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１５２４．——第４１７页。

２２９ 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闵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辖市缪尔豪

森，１５２４年９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骚乱又从那里被驱逐出去。闵

采尔以后由缪尔豪森到了纽伦堡。——第４１８页。

２３０ １５２４年闵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标题是：“论据充分的辩护词

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

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ＨｏｃｈｖｅｒｕｒｓａｃｈｔｅＳｃｈｕｔｚｒｅｄｅ

ｕｎｄＡｎｔｗｏｒｔｗｉｄｅｒｄａｓｇｅｉｓｔｌｏｓｅ，ｓａｎｆｔｌｅｂｅｎｄｅＦｌｅｉｓｃｈｚｕ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ｗｅｌｃｈｅｓｍｉｔｖｅｒｋｅｈｒｔｅｒＷｅｉｓｅｄｕｒｃｈｄｅｎＤｉｅｂ－ｓｔａｈｌｄｅｒｈｅｉｌｉｇｅｎ

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ｉｅｅｒｂａｒｍｌｉｃ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ｅｉｔａｌｓｏｇａｎｚｊａｍｍｅｒｌｉｃｈｂｅｓｕｄｅｌｔ

ｈａｔ》）。——第４１８页。

２３１ 独立派是１６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是中等工商业

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

的派别。在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

政党，在１６４８年末取得了政权。——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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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 杜达尔的话。——第４２２页。

２３３ 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

建立于１４８８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

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独裁政权。该联

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１５３４年由于内部纠纷而告解

散。——第４２５页。

２３４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 第

４３２页。

２３５ 指西西里岛上的人民为反抗１２６７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

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所举行的起义。１２８２年３月３１日晚在巴勒摩起

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骑士和士兵。——第４３３页。

２３６ 恩格斯指的是１５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

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维登堡一个教堂

门上的９５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

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

廓。——第４３６页。

２３７ 布尔勒斯加 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

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

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第４３６页。

２３８ 蔷薇战争（１４５５—１４８５）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

即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

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

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则

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

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４３８页。

２３９ 奥地利边区政府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属藩臣分散在士瓦

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区的统治机关。——第４４１页。

２４０ 当贵族已经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士瓦本联盟的讨伐军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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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赫泽斯向１５２５年２月１５日赫郜起义的农民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一

句话，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４４２页。

２４１ 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

层的代表担任。——第４４３页。

２４２ 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

壤的巴登南部山地。１６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侯爵，其

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莱斯郜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

主管辖。——第４４３页。

２４３ 指的是１５２５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

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

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

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

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Ａｎ ｄｉｅ 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Ｐａｗ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ｓｏ ｉｎ Ｈｏｃｈｔｅｎｔｓｃ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ｖｉｅｌ ａｎｄｅｒｅｒ Ｏｒｔ，ｍｉｔ ｅｍｐｏ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ｆｆｒｕｈｒ 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ｅｎ，ｏｂ

 ｉｈｒ ｅｍｐｏｒｕｎｇ ｂｉｌｌｉｃｈｅｒ ｏｄｅｒ ｕｎｂｉｌｌｉｃｈｅｒ ｇｅｓｔａｌｔ ｇｅｓｃｈｅｈｎ，

ｕｎｄ ｗａｓ ｓｉｅ ｄｅｒ Ｏｂｅｒｋｅｉｔ ｓｃｈｕｌｄｉｇ ｏｄ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ｓｃｈｕｌｄｉｇ 

ｓｅｉｎｄ，ｇｅｇｒüｎｄｅｔ ａｕｓｄｅｒｈｅｉｌｇｏｔ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ｎ Ｏｂｅｒｌｅｎｄｉ

－ｓｃｈｅｎ  Ｍｉｔｂｒüｄｅｒｎ ｇｕｔｅｒ ｍａｈｎｕｎｇ  ａｕｓｇａ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ｂｅｓｃｈｒｉ－ｂｅｎ》）。威 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 闵采

尔。—— 第４４３页。

２４４ 鸠迪加礼拜日（是从ｊｕｄｅｘ——法官一字而来，直译为“审判的星期

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４４６页。

２４５ 这个决议是１５２５年３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谈判

的时候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

件记载有这个决议。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见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

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４２，Ｓ．１１１—１１２）。——第４４６页。

２４６ 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是有利于天主教会的两种不同的税。这种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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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

生产的产品的１ １０。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粮食作物则征

收大什一税。——第４４６页。

２４７ 维尔茨堡教会 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

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４４８页。

２４８ 条顿骑士团 是１１９０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

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

杜拉）来治理。１３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

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

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１２３７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

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了起来。在１２４２年楚

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１４１０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

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４５０页。

２４９ 奥芬堡条约是１５２５年９月１８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

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

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

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

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

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

者。——第４６６页。

２５０ 根据１５２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

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

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

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

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４６６页。

２５１ 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缪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

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

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４６８页。

５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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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恩格斯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 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

大 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１８４８年２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

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本卷第１７—３７页）。——第４６９页。

２５３ 帝国摄政——见注７２。——第４６９页。

２５４ 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

第４７２页。

２５５ 亚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

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

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

贷（如关于废除高利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

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了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

任用新人。——第４７３页。

２５６ 这个文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中

一个重要关头，则１８５０年９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写的。

１８５０年８月，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得出结论说，１８４７年的经济危机已经

过去，因而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

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论说，在新的条件下，首先要

注意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摆脱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

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依据科学的结论所制定的策略。维利

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客观现实的

唯物主义的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策略和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

的分歧，早在８月和９月上半月召开的会议上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

生了分裂。马克思在会上阐述他跟维利希和沙佩尔决裂的原因时说：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

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的关系看成革命的动力，而却仅仅把意

志看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

６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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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变自己本身，培养自己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也许不得不忍

受１５年，２０年，５０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但是你们却相反地说：‘我们

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干脆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

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用最粗劣的方式阿谀民族感

情和德国手工业者的等级偏见，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受欢迎的。正象

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

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高谈阔论代替革命的发展

……。”（见卡 马克思“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本版第８卷）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域委员会

组织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

康 施拉姆，享 鲍威尔，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６名中央委员；其余４名

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列曼和弗伦克尔表示反对。处于少数地

位的４名委员退出了会场，并诉诸伦敦区部的盟员，得到了他们的支

持。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也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分裂

派的一边，这就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这个协

会。——第４８４页。

２５７ １８５０年４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

布朗基派法国流亡者和宪章主义者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

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当时签署了共有６项条款（见

本卷第６０５—６０６页）的原则协定（奥 维利希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分裂以后，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

首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的一边，并跟他们一起走上了跟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结成亲密同盟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初认为撕毁同布朗基派的协定是适宜的。

发表的这个文件就是指这件事。——第４８５页。

２５８ 格 埃卡留斯的“伦敦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曾刊载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它是在马克思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并

经马克思校阅过。对全文的分析证明，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原理是马克

思本人提出的。——第４８６页。

７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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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这是弗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５期写的一篇论文，但

没有写完。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由于爱 梅因、尤 孚赫、路 布尔和麦

施蒂纳等几个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报纸上发表了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他们在１８４２年参加了“自由者”小组，而

从５０年代初起则集结在“晚邮报”（《Ａｂｅｎｄ－Ｐｏｓｔ》）的周围。在经济

观点方面，这些文学家们拥护自由贸易。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对

普选权和人民代议制采取轻视态度，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颂扬无政府

状态，认为这是“高级民主”和“自由人类联合”的实现。这个集团的

反民主和反革命的倾向还表现在下面这点：１８５０年在他们机关报的名

字下还加了“民主报纸”的字样；同时“晚邮报”声明说，要达到一

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人似乎“不是别人的奴隶，也不

是群众的奴隶”。“晚邮报”开始有步骤地反对“民主行列内维护法制

的人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也反对“革命的恐怖”。这些

无政府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显著地传布到一部分德国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中间。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４８７页。

２６０ 看来，恩格斯是指卡 格律恩和阿 卢格，他们把蒲鲁东的个别著作译

成德文并在报刊上宣传这些著作。——第４８８页。

２６１ 这里是指斯图加特议会代表路 西蒙和卡 福格特（卡 福格特也是帝

国五摄政之一）。卡 福格特和路 西蒙于１８５０年在杂志“德意志月刊”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斯图加特）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

无政府状态并主张取消一切国家制度。——第４８８页。

２６２ Ｍａｘ Ｓｔｉｎｅｒ．《Ｄｅｒ Ｅｉｎｚｉｇ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 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Ｏｔｔｏ Ｗｉｇａｎｄ，１８４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

想体系”一书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见本版第３卷）。——第

４８９页。

２６３ 指对艾 德 日拉丹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见本卷第３３０—

３４２页）。——第４８９页。

２６４ 摘自维兰特的诗“奥拜龙”。——第４８９页。

８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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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 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进行贸易的名义下于１７１２年前后

成立的；而其真正的目的是从事国债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

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纸币发行权，展开了大规模

的投机活动，结果在１７２０年宣告破产。——第４９３页。

２６６ 见托马斯 图克“从１７９３年到１８３７年的货币流通状况下的价格史”

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Ｔｈ．Ｔｏｏｋ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７９３ｔｏ１８３７》．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８）。马克思从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摘录，广泛地引用在这篇国际述评

中。——第４９８页。

２６７ 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各自掌握现金

储备的部门：一是银行部，专管银行业务，二是发行部，从事银行券

发行工作。这些银行券必须有可靠的保证金作为经常存在的专用现金

蓄备。——第４９８页。

２６８ 戴 莫 伊文思“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商业危机”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Ｄ．Ｍ．Ｅｖａｎｓ．

《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１８４７—１８４８》．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马克思从这本

书上做了许多摘录，引用在这篇著作里。——第４９９页。

２６９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君主在布勒琴士集

会，签订了一项协定，旨在反对普鲁士争取德意志联邦中的霸权的野

心。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２８日，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

瑟夫，普鲁士政府元首勃兰登堡大公在华沙会晤；后者曾被迫让步。这

两次会议表明了奥地利作用的加强和普鲁士地位的削弱。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异国的）临时政府——见注６４。——第５０３页。

２７０ １８３３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取缔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法案。为了给予

使用奴隶的农场主以补偿，曾拨款两千万英镑。——第５０４页。

２７１ 指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反抗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

１８４８年３月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１８５０年６月底。在法国二月革命

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达到

跟德国合并的目的，奋起反抗丹麦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奥古斯丁堡公

爵，贝泽勒尔和雷苏特洛夫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曾向德意志联

９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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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议会和普鲁士求援。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

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于是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

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１８４８

年８月，普鲁士和丹麦在马尔摩签订了为期７个月的叛卖性的停战协

定；按照停战协定的条件，实际上取消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

民的一切民主成果。因为交战双方之间的矛盾没有获得解决，所以７个

月期满以后，在１８４９年３月战争又重新爆发。这场不分胜负的军事行动

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行为而告终；普鲁士不顾德国的民族利益，于

１８５０年６月２日与丹麦签订了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由于

不满意这个投降性的协定，决定靠自己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但是，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在伊什德特战役（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４到２５日）中被

丹麦军队击溃，从而停止了反抗。

  黑森选帝侯事件——见第４８５页和注２９８。——第５１１页。

２７２ 指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１８５０年８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

会议。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资产阶级慈善家艾里修 巴利特、

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和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前自由主义政

府首脑尧普；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教友会派的代表。会上的发言都具

有假仁假义的性质。——第５１５页。

２７３ １８５０年英国议会对希腊问题的辩论，起因是英国政府向希腊政府提

出了强硬的哀的美敦书，派遣英国舰队封锁了比里尤斯。采取这一行

动的理由是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商人巴希弗哥在雅典的住宅里遭到

抢劫。俄国和法国都反对英国这种行动，法国政府从伦敦召回了自己

的大使。在辩论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发表了演说，以公民权利和自

由的卫护者的姿态蛊惑人心地揭露了欧洲反动国家的政策。——第

５１５页。

２７４ １８５０年奥地利元帅，极端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的

刽子手海瑙逗留伦敦期间，巴克莱－彼尔金斯公司造酒厂的工人把他痛

打了一顿。这一行动博得了英国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第５１５页。

２７５ 天主教徒的解放——１８２９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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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多半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

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

了４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花招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

的土地所有者的上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

运动。——第５１６页。

２７６ 罗 皮尔担任内务大臣时首创了一套现代资产阶级式的英国警察组

织。１８２９年，他实施了关于首都警察直属内政部和关于在伦敦建立专

门警察部队的法律。在英国其他地区警察暂时还隶属于地方当局，但

是内政部有权共同领导和监督地方警察的行动。这个措施加强了资产

阶级国家的警察权力。——第５１６页。

２７７ １８１８年在英国议会中提出了一项１８１９年才批准的法案，根据这项法

案，英格兰银行必须从１８２３年起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银行券

兑换黄金的工作实际上到１８２１年就已经完全恢复了（参看注５５）。——

第５１６页。

２７８ １８４２年的关税改革以后，降低了谷物和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入口税。为

了补偿国库的亏损，决定征收所得税。——第５１６页。

２７９ 见注１４６。——第５１６页。

２８０ 引自“皮尔的纪念碑”一文，这篇文章刊载于左翼宪章主义者乔治

哈尼主编的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１８５０年８月１７日第９号。——第５１７页。

２８１ 皮由兹主义——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

这个名称是由它的创始者之一皮由兹的名字而来的，皮由兹是牛津

大学的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会里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某些天

主教的教条。皮由兹主义是英国贵族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英

国贵族阶级当时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而反对大都属于各种

新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５１７页。

２８２ 高教会派——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

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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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

和下层神甫中间。低教会派的拥护者在礼拜时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

教的道德。

  非国教派——多少摆脱了正式英国国教会的教条的宗教流派的代

表。——第５１７页。

２８３ 指１８５０年９月３０日的教皇训谕。——第５１７页。

２８４ 见注６４。——第５１８页。

２８５ 在天主教会分裂期间（１４—１５世纪），屡次同时选出两个教皇，他们

互相宣称对方是篡夺者，“反教皇者”。——第５１８页。

２８６ 罗马共和国的制宪议会是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１日选出来的；它的成员多半是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马志尼的拥护者。制宪议会剥夺了教皇的参

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措施。１８４９年７月罗马共和国复灭以

后，大批议员逃亡到英国，由这些人在那里组成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

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受它的选

民委托，进行有利于国家事业的贷款并处理一切有关意大利公民的

问题。——第５１８页。

２８７ １８５０年春天，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发行了１亿２０００万里

拉的所谓自愿公债。但是公债在居民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强制

推行。——第５１８页。

２８８ 见注５７。——第５２１页。

２８９ 见注６１。——第５２５页。

２９０ 见注６３。——第５２６页。

２９１ 见注６４。——第５２７页。

２９２ 见注６５。——第５２７页。

２９３ 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柏林起义胜利之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

四世带着黑红黄三色袖徽在普鲁士道都大街上巡游了一番，向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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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表示他是统一德国的维护者。他在这一天发出的告“人民和德意志民

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第

５３１页。

２９４ 小德意志——将德国统一为普鲁士领导的国家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

的计划。企图实现这个计划的行动之一是１８４９年建立了在普鲁

士国王领导下的１７个德国君主的联帮。１８５０年这个联邦瓦解

了。——第５３１页。

２９５ 哥达党成立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

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

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

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

斥在外。这个党的首脑是达尔曼，西姆桑，巴塞尔曼，亨 加格恩，卡

勃律盖曼等人。——第５３２页。

２９６ 并吞——从前服从全国政权的德国诸侯直接听命于德国较大的君

主；这里是指普鲁士想领导德国各君主的企图。——第５３２页。

２９７ 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国和黑森－加塞尔（黑森选帝侯国）选帝侯国

在１８４９年同意参加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普鲁士

联邦），１８５０年，它们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之下退出联邦而投靠了奥

地利。——第５３３页。

２９８ １８５０年９月，在黑森选帝侯国爆发了选帝侯和他的反动大臣哈森普弗

鲁克跟议会之间的立宪冲突。哈森普弗鲁克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全国戒

严，因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选帝侯和哈森普弗鲁克由于无力镇

压这种运动，曾向重建的联邦议会和奥地利求援，虽然黑森选帝侯国

已经参加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为此，奥地利和

普鲁士双方发生冲突进而使两国采取了军事行动。——第５３４页。

２９９ 欧洲民主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

最初是发表在这个团体的机关刊物“流亡者”（《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１８５０年８

月号上。——第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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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是唐璜的仆人。——

第５３８页。

３０１ 这里是暗喻３０年代末反动的教权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亨 利奥和资

产阶级急进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阿 卢格之间发生的争论。利奥是

黑格尔哲学的激烈的反对者，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黑格尔门徒”（《Ｄｉｅ

Ｈｅｇｅｌ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８年哈雷版）里指责阿 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

无神论，指责他们看不见神和人之间的区别。——第５４０页。

３０２ 这个说法出自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７日“不来梅每日纪事”（《ＢｒｅｍｅｒＴａｇ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ｋ》）报上阿 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这家报纸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杜隆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用“每日纪事”的名字出版的，１８５１年１月改

名为“不来梅每日纪事”。——第５４１页。

３０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原因见注１０６和

２５６。——第５４２页。

３０４ 对卢格的类似的评介写在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

大人物”（见本版第８卷）中。——第５４２页。

３０５ “平等者宴会”，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为纪念二月革命三周年在伦敦举行

的国际会议。宴会的组织者是：路易 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特尔米、亚当等人，还

有维利希和沙佩尔宗派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获得情报，派自己

的拥护者康 施拉姆和威 皮佩尔也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

场，并遭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的毒打。在监狱里的奥 布朗基把

准备好的献词预先寄到了伦敦，这篇献词揭露了路易 勃朗和其他临

时政府的成员。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献词，不让出席宴会的

人知道。——第５４３页。

３０６ “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 布朗基的献词

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

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按语。德文译本出版了３万份，流传在德

国和英国（见本卷第６３０—６３２页）。——第５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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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１８５１年４月写的，本来没有打算发表，恩格斯在

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答应写一篇文章，“从军事观点来详

细阐述”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前景，并且答应写好后寄给马克思，这

篇文章就是为实现这个约言而写的。手稿在恩格斯死后才于１９１４年首

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上。当时，手稿上的日期被弄错了，而所加的标题“１８５２年神

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前提”也与内容不太符合。这篇手稿编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８卷时仍沿用了这个标题：本版的标题经

过校正，已和手稿内容相吻合。——第５４６页。

３０８ 在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６日热马普（比利时）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杜木里埃的

指挥下大胜奥军。——第５４９页。

３０９ 在杜木里埃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于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８日和奥地利元帅科布

尔克公爵的军队在涅尔文登（比利时）交战时遭受失败。—— 第

５４９页。

３１０ 法国军队在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弗略吕斯（比利时）战役中，击溃了科

布尔克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能够进入比利时国境，占

领比利时领土。——第５５０页。

３１１ 指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人民起义后组成的吉伦特派内阁。—— 第５５０

页。

３１２ 在１７９４年５月１８日土哥英（法国）战役中，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

军队战胜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第５５２页。

３１３ 热月９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２８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

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卡诺积极参加

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果月１８日（１７９７年９月４日）是指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

波拿巴支持下所进行的国家政变，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

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处于危险地位，于是逃出法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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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月１８日（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是指拿破仑 波拿巴发动的国家

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怯弱地表

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但他是赞成国家政变的。——第５５３页。

３１４ 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战役是１８０９年奥法战争时，拿破仑军

队和奥地利军队１８０９年４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５日战役的两

个阶段。累根斯堡战役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第５５５页。

３１５ 引自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德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第５５５页。

３１６ 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凡受过适当教育，拥有足够的钱财来购买军服、

武器和支付自己伙食费用的青年人，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

满后，他们可以有权要求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的军官。——第５６３页。

３１７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载于宪章主义者革命派的机关报“寄语人

民”１８５１年第７期，它是评论欧洲各国宪法的第一篇论文。杂志编辑厄

琼斯力图约一些欧洲工人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撰写论文。本文出

自马克思手笔，这从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３、２５和３０日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以

及本文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文所作的对照中得到证实。在计划写

的评论文章中另外仅仅有一篇文章“普鲁士宪法”，发表在“寄语人

民”上。这篇文章不是马克思写的。——第５７８页。

３１８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４９年法国政府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详见本卷

第６１—６７页。——第５７８页。

３１９ 根据法国在１８１９年就通过的出版法，出版物登记时，保证金的多寡则

取决于它的出版期数和出版地点，保证金最高的是每周出版３期以上、

在巴黎及其附近３个省出版的刊物。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３日的法律把这种最高

保证金又扩大到在里昂和位于这个城市周围的罗纳省出版的刊

物。——第５８０页。

３２０ 英国宪章派在其宣传中所指的细节就是人民宪章的第２条到第６条，这几

条包括如下几点要求：每年举行议会选举，议员领取薪俸，秘密投票，选

区一律平等和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革命的宪章派认为这些要

求是实现宪章第一条所规定的普选权的必要保证。——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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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见注２５７。——第６０５页。

３２２ 在这次发表的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

录当中，从前仅知道马克思在他“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８卷第４３１页）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

外，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

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６１５页）。这个记录最初全文发表在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１９５６年第１卷第２部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ｕｍｅ ，ｐａｒｔ２，１９５６）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

言中说道，这个记录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

在注线下面注明与恩格斯写的记录底稿有出入的地方。

  但是，经过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给马克思列

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

录的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

中央委员会派到科伦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海 威 豪普特

的手笔。第二个副本是谁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不

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均注在注线下面。——第６１６页。

３２３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第６１６页。

３２４ 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６１７页。

３２５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４卷第５７２—５７７页）是１８４７年１２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的。１８４８年下半年，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做了修改，从而削弱了

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在新盟章的第一段，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

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

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

国的含糊的要求。莫尔在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

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这个盟章。１８４９年３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

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１８５０年８

７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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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个证据。１８５０年１２月，科伦中央委员会

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章（见本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第

６１７页。

３２６ 指１８５０年３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

言”（见本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第６１７页。

３２７ 山岳党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它代表

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结合在“改革报”周围的一群小资产阶级民主

共和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 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参

加了这个党。——第６１９页。

３２８ 指路易 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１８４８年２—５月间的法国资产阶

级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 勃朗为首的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的活动没

有任何实际结果，同时路易 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

命斗争。——第６２０页。

３２９ 指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

实际上它从１７９２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

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

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

的作用。在热月９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

灭。——第６２０页。

３３０ 宗得崩德（特别联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的称呼。这个集团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

者同盟，成立了单独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宗得崩德的活动帮

助了普鲁士警察当局发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警察

当局得到借口在１８５２年审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的著名活动家。——

第６２５页。

３３１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１８５０年９月共产主

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０

８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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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份盟章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起送交同盟的伦敦区

部，１８５１年１月５日得到伦敦区部会议（马克思出席了这次会议）的批

准。

  盟章全文（马克思没有加标记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时连

同其他文件一起被普鲁士警察当局劫走，并被发表在维尔穆特和施

梯伯合著的“１９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

－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一书中。——第６２６页。

３３２ 见注３０５和３０６。——第６３０页。

９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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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８５１年７月）

１８４９

８月２６日 左右马克思被逐出巴黎，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逝世。

８月底—９月初 马克思和以前伦敦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重新组织了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８月底—９月 恩格斯在洛桑（瑞士）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一书的纲要；在日内瓦与威 李卜克内西会晤，李卜克

内西很快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９月初 马克思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领导的伦敦德意

志工人教育协会。

９月—１２月 马克思紧张地准备出版继续“新莱茵报”的刊物。为了

筹集经费、寻找出版商和撰稿人，他请求朋友和熟人们

给以帮助，因此写信到科伦、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汉

堡、巴黎及其他城市去。

９月１５日 恩格斯在伯尔尼与威 沃尔弗会晤。

９月１７日左右 马克思的妻子和孩子从巴黎到达伦敦；马克思全家暂

时住在莱斯特广场的住所里，不久就搬到伦敦近郊切

尔西安德森街４号住宅。

９月１８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德国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

把马克思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９月２０日 马克思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在第一篇为救济伦敦德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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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流亡者募捐的呼吁书上签字；这篇呼吁书刊载于许

多德国报纸上。

１０月初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离开瑞士前往英国，以便同

马克思一起工作。由于法国政府拒绝给予他过境的权

利，他决定取道意大利前往英国。

１０月５日 恩格斯抵热那亚，于１０月６日由这里乘船前往英国。

  恩格斯在致左派宪章主义者领袖乔 哈尼的信中

说，他将于１１月中旬到达英国，并请哈尼转告马克思。

１０月中旬左右 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 维利希会晤，维利希

是经恩格斯的介绍从瑞士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维

利希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１８５０年９月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里发表演说，阐述了政

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要原则。

同时他在家里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们也多

次详细地讲解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本来打算把其中一

些讲稿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马克思这

个意图未能实现。

１１月１０左右 经过５个星期的航行，恩格斯到达伦敦。

恩格斯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他参

加了出版新刊物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到伦敦后不久就

成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

１１月１８日 由于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司徒卢威、海

因岑等）企图建立自己的流亡者救济组织，借以把伦敦

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马克

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者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

会全体大会上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组成了社会

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社会员主主义流亡

者委员会）。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新成员，其中包括马

１９６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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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恩格斯。

１１月２８日 恩格斯为宪章派的“北极星报”写了一篇短评“德国社

会民主主义者和‘泰晤士报’”，目的是驳斥卡 海因岑

污辱德国革命党的名誉的蛊惑性演说。１２月１日该报登

载了这篇短评。

１２月３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参与拟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

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上签字。

１２月１５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关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即将出版的“启事”。这篇“启事”载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底—

１８５０年初德国和瑞士各报上。

１２月２５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圣诞

节。

１２月３１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其他委

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组织的新年晚会，许多国

家的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其中包括法国布朗基主义流

亡者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晚会。

１８５０

１月—２月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着手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

１月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

启事”的起草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独立组织工人的政党，拒绝

参加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领袖古 司徒

卢威、鲁 施拉姆、路 班贝尔格等人预定在１月３日召开

的合并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拒绝参加的理由是

被邀请人的名单是任意制定的，其中竟没有一个多年

来领导伦敦德国革命流亡者的工人。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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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日 马克思接到鲁 施拉姆第二次邀请他出席１月３日会议

的请帖，他未予答复。

１月初 马克思写信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勒泽尔，建议

他在科伦，可能的话也在莱茵省其他城市建立同盟的

支部。他指出，由于言论和出版自由实际上已被废除，

必须恢复秘密同盟，因为在最近期间共产主义的宣传

只能秘密进行。

１月初—２月初 马克思紧张地准备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１

期，写“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标题为

“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败”。１８９５年恩格斯再版了这篇连载文

章，标题为“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１月１０日 为了宣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筹集出版的

经费以及同盟其他宣传方面所需的资金，根据马克思

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康 施拉姆

作为同盟的特使到美国去，同时把伦敦宪章主义者和

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许多委托交付给他。马克思

请求德国党内朋友们供给康 施拉姆路费。由于缺少必

要的用费，康 施拉姆没有去成。

１月底 由于马克思生病以及他在准备杂志材料时发生许多困

难，“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１期的付印工作拖延

下来。

１月３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杂志写“国际述评（一）”的主要部

分。

２月初 勒泽尔提出一个疑问，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应根

据什么材料进行宣传，马克思回答说，应当根据“共产

党宣言”进行宣传，因为１８４７年的同盟章程已经过时，

而１８４８年伦敦中央委员会拟定的章程这里尚未通过；

新章程要在即将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上才

能拟定出来。

３９６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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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１期的

稿件寄给汉堡出版商去排印；由于排印的困难和怕遭

受迫害的出版商舒贝特本人的拖延，这一期的印刷工

作进行的很缓慢。

２月中旬 恩格斯为宪章派的杂志“民主萨论”撰写“１０小时工作

制问题”一文；该文于３月２日发表。

２月２５日 恩格斯在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为庆祝１８４８年法

兰西共和国国庆所组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恩格斯在

结束他的演说时，举杯祝贺巴黎１８４８年６月起义的参加

者。

２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国际述评（一）”的补充。

恩格斯写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最

后几章。

３月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英国１０小时工

作制法案”一文。

３月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起草的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得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

的批准。在这个报告中，号召“德国本国的党”加紧募

款，以救济革命流亡者，这篇报告发表于３月２１日“西德

意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３月６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１期在汉堡出版。这一期

载有：卡 马克思的“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败”一文和弗 恩格

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前两章。

３月７日左右 马克思写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连载文章的第二篇，标题

为“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

３月７日左右—３月底 马克思写“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连载文章的第三篇，标题为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事件的后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

确立了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并且指

４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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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革命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宣布不断的革命，承认

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差别所必经的过渡阶

段。

３月中旬—４月１８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国际述评（二）”，主要是阐述英国

经济状况。

３月底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２期在汉堡出版。其中载

有：卡 马克思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连载文章的第二篇，

标题为“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弗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

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三章，以及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合写的许多书评和“国际述评（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第一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

主义者同盟书”，这篇文件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德国

革命，尖锐地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号召

大家加强同盟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无

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同盟书”中

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

３月底—４月初 为了实现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组，马克思和恩格

斯领导的同盟中央委员会派亨 鲍威尔作为特使去德

国，并让他带去“告同盟书”的原文。

４月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维利希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

委员会的代表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和革命宪章主

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参加了把这３个组织的代表

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创立工作。

马克思写“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一文。

由于未付房租，马克思的家具被查封；全家只好暂

住旅馆，不久便迁到第恩街６４号的住宅。

４月５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为庆祝罗伯

斯比尔的生日而组织的国际大会。恩格斯在演说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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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说，必须对英国人的革命传统给以应有的评价，并强

调指出，象平等派这种党派早在英国革命时期就产生

了，在结束演说时，他举杯祝贺英国工人。康 施拉姆同

恩格斯一样，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发表了演说，在演说

中捍卫了马克思关于必须实行工人专政以便完全消灭

阶级和产生阶级的一切社会条件的思想。他在结束自

己的演说时，举杯祝贺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奥古

斯特 布朗基。

４月９日—５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信给约 魏德迈和特 舒斯泰

尔，请他们在德国组织募款工作来援助德国流亡者。

约４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派德朗克作为特使赴瑞士，并委托他同在苏黎世的威

沃尔弗一起恢复和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同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导的“革命集中”这一秘密组织

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德朗克还被派往巴登和共产主

义者同盟地方组织建立联系。

４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一文，这篇

文章向无产阶级政党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这个典型代表人物在法庭上的胆怯行为。

日左右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三期在汉堡出版。其中载

有：卡 马克思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连载文章的第三篇，

标题为“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事件的后果”和弗 恩格斯的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最后一章。

４月２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草拟

一篇声明，驳斥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们所散布的

诽谤讨论。这篇声明载于４月２８日“新德意志报”以及其

他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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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３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委员会其他委员在社会民主主义

流亡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上签字，报告中揭穿了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博布钦、在施托尔佩的鲍

威尔等人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阴谋诡计。报告的最后

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使流亡者在物质上处于困

境。这个报告载于５月１０日“北德意志自由报”以及其他

报纸上。

约５月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和匈牙利流亡者的左翼建立联系。

５月１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给威 沃尔弗，转达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给他的任务：监视“革命集中”的活动，系统地把

它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委员会。

５月６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

的领导者之一帕迪贡，不要同司徒卢威领导下的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协会接近，并且预告说，不然，共产主义

者同盟将和布朗基主义者协会断绝友好关系。

约５月中旬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一次郊游中，认

识了被瑞士驱逐出境然后到伦敦来的威 李卜克内西。

５月１９日左右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出版。这一期载有：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国际述评（二）”

和“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拿破

仑和富尔德”和恩格斯的“英国１０小时工作制法案”两

篇文章。

６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详细地报道了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和

英国的组织的情况，并对同盟的基层小组作了策略和

组织方面的指示。

６月１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其他

委员在一篇声明上签字，这篇声明驳斥了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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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的领袖们对委员会提出的诬蔑性控告。声明载

于６月２５日“西德意志报”及其他报纸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英国的“太阳报”，“旁观者”，“地

球”报，“北极星报”一些公开信，信中抗议英国政府

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实行

警察监视，抗议英国反动集团企图在英国恢复外侨管

理法。

６月２５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给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编辑

奥 吕宁，批评他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

书评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专政的原理。

恩格斯也针对奥 吕宁的那篇书评给“新德意志报”

写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他坚持了自己对“新莱茵报”的

如下评价，即这是一个坚定地卫护无产阶级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德国革命中的革命立场的唯一刊物。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声明发表于７月４日的

“新德意志报”。

约７月间 马克思利用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价格史、银行系统

史和经济危机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以及全套伦敦的“经

济学家”杂志，深入地研究了近１０年来的经济史。

７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为

流亡者建立宿舍、食堂并且为需要工作的人建立生产

作坊。

７月３日以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德朗克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做的报告，报告详细地叙述了他在加强瑞士同盟

方面的活动以及同“革命集中”的领导者进行谈判的情

况。马克思为了卫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建议中央

委员会拒绝“革命集中”提出的关于合并的提议。

７月３０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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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委员在关于１８５０日年５月、６月和７月委员会工作

的报告上签字。这个报告发表于８月７日“德意志自由

报”。

７月底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中

央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同维利希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原

因是后者要求在组织上靠近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说，１８４７年的经济危机已成

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开始普遍繁荣和蓬勃

发展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革命。对形势所作的

这种新估计在“国际述评（三）”中得到了阐述，它决

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策略路线，即无产阶级政党

逐步地细心地准备未来的革命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里开始捍卫这个策略。

８月２７日—２８日左右 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会议上，维利希和以马

克思为首的委员会的多数派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维利

希声明退出委员会。

在翌日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上，马克

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在会上声明退出社会民主主

义流亡者委员会的维利希。

夏末 恩格斯写完了“德国农民战争”，他在这本书里尽力想

在反动势力开始猖獗的情况下，使德国人民意识到自

己的革命传统。

９月１０日 恩格斯出席了“民主派兄弟协会”大会，这次大会是为

了向巴克莱、彼尔金斯啤酒厂中痛打了匈牙利人民的

刽子手奥国元帅海瑙的工人表示支持而召开的。恩格

斯在他的演说中感谢英国工人给了他的同乡海瑙以应

有的教训。

９月１０日—１５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亨 鲍威尔和普芬德声明退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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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设立

的工作检查委员会认为收支单据完备无误。

９月１５日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上尖锐地批评维

利希和沙佩尔不正确地估计了政治局势，从而采取了

冒险政策。马克思指出，他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

对现实关系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会上发生了分裂。委员

会的多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不顾维利希和

沙佩尔的反对，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科伦区部

受命组织新中央委员会。

９月１７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科伦共产主义者９月１４日的来信，信中要求

他根据所发生的事件修改“共产党宣言”，然后进行再

版，要求他完成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因为出版这本书对

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

９月１７日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因为协会大部分委员都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的一边。

９月１８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亨 鲍威尔和卡 普芬德在社会民

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最后一个报告（从１８５０年８月１

日至９月１０日）上签字。这个报告发表于９月２７日的“德

意志伦敦报”。

９月２４日 马克思通过中央委员会特使豪普特写信告诉科伦的勒

泽尔，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

９月２８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勒泽尔９月２５日的来信。信中说，由于伦敦

发生分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初步同意

担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并且要求把一切必要的文件

和地址寄去。

９月底—１０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自己党内朋友威 沃尔弗，约 魏

德迈，恩 德朗克等人的信中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发

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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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重又执笔写那本１８４４年春就打算动笔的批判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图书

馆去研究约 斯 穆勒，约 富拉顿，罗 托伦斯，托 图

克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

１０月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一篇文章。这篇

文章的目的是反对集聚在“晚邮报”周围的一部分以前

的青年黑格尔派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原稿没有完

成。

１０月９日 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亚当

维迪尔和巴特尔米提议，在一起讨论关于 “世界

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今后是否存在的问题，马

克思和恩格斯声明拒绝这个建议，理由是这个协会

实际上已不存在。

约１０月间 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

写和校审“伦敦裁缝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并

给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１１月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完“国际述评（三）。从５月至１０月”，

这篇文章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这个时期的经

济发展和政治事件，指出革命运动未来的变化，批判了

欧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冒险计划。

１１月９日 宪章派的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开始登载卡 马克

思和弗 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

１１月１１日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向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提议，把在伦敦创立

的进行分裂活动的组织的领导人，如维利希、沙佩尔、

谢特奈尔、迪茨、列曼、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等从盟内

开除出去，并将此事通报全盟。

１１月中旬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参加“欧门－恩格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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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主要是想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使他能够继续

研究经济理论。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每

日都有信件往来。

１１月２９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一期合刊（５—６）在汉

堡出版，其中刊载了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写的“国际

述评（三）。从５月至１０月”，弗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

争”，并且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

１１月底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着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底

—１８５１年２月

马克思同科伦和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以及出版商

们商谈以季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的问题。

１２月 马克思同科伦的海 贝克尔通信，商谈出版自己的文集

的问题。

马克思全家迁居索荷广场第恩街２８号。

１２月３日后 马克思接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豪普特关于汉堡同盟

状况的报告。

１２月１８日 马克思接到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送来的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同盟新章程草

案。

１２月３０日 马克思及其夫人和不久前来到伦敦的恩格斯参加了

“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的新年晚会。恩格斯在他的讲

话中详尽地说明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因。

１２月底 恩格斯开始学习俄文。

１８５１

１月—１２月 马克思继续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经常去大英博物

馆图书馆；同出版商商谈出版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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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探讨无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著作。

１月５日 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会议，会上批

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章程。

恩格斯出席曼彻斯特宪章主义者大会。在大会上，

特地从伦敦赶来的厄 琼斯捍卫了左派宪章主义者的

纲领。

１月８日左右 恩格斯通知马克思说，他打算在曼彻斯特最革命的宪

章主义者中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

１月２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声明，驳斥“不来梅每日纪事”１

月１７日登载的阿 卢格的文章对“新莱茵报”以及马克

思和恩格斯进行的恶毒攻击。这篇声明寄给了不来梅

“威塞尔报”编辑部，但未予刊载。

１月底—２月初 恩格斯为哈尼编辑的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之友”写了

一系列文章，内容是反对领导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

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马志尼、

赖德律－洛兰、卢格等人。

２月１２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参加建立曼彻斯特左派宪章

主义者新的地方组织的工作。

２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不赞成哈尼参加小资产阶级流亡

者领袖（路易 勃朗等人）与维利希、沙佩尔和法国布

朗基主义流亡者一起于２月１１日召集的国际大会，因为

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进行了肆意诽谤。由

于哈尼参加了这个会议，恩格斯取回了为他的“人民之

友”杂志所写的文章。

２月２１日 马克思劝告革命宪章主义者厄 琼斯不参加路易 勃朗

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与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为纪

念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三周年而共同举行的国际大会，即

“平等者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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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４日 为了获取情报，马克思派康 施拉姆和威 皮佩尔出席

国际“平等者宴会”。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将施拉

姆和皮佩尔逐出大厅，并把他们毒打了一顿。

２月２６日 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同意，给哈尼写了一封信，尖锐地

谴责了哈尼参加“平等者宴会”以及接近维利希和沙佩

尔的行为。

２月２８日 马克思向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报道了２月２４日的

“平等者宴会”的详细情况，并要求他们把这些情况广

泛地传达给德国工人。

３月３日—４日左右 恩格斯到马克思这里来了几天，为的是采取一些行动

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朗多尔夫，路易 勃朗，

沙佩尔，维利希及其拥护者在２月２４日的宴会上所表现

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奥古斯特 布朗基寄给“平

等者宴会”而被宴会组织者隐藏起来的献词译成英文

和德文。附有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序言的献词德译

文印数达３万册，广泛传布于德国和英国。

３月５日 恩格斯请求“泰晤士报”编辑发表他揭露“平等者宴

会”的组织者的一封公开信；他并且随信附上布朗基的

献词英译文。这封信“泰晤士报”没有发表。

４月 恩格斯完成标题为“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

性与展望”一文的手稿。在这部军事著作中，恩格斯第

一次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４月—５月初 马克思和海 贝克尔通信，商谈出版他的“哲学的贫

困”一书德译本的问题。该书未能出版。

４月—５日 马克思研究关于利用电力来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问题

的著作。

４月２日左右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斯的信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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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认为，丹尼尔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

响。

４月底 海 贝克尔发行的“卡尔 马克思文集”第一册在科伦出

版。其中包括“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

１８４２年所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的一部分。由于海 贝克尔被捕，第一册问世后出版即

告停顿。

５月２４日—２８日左右 马克思从德国收到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彼

诺特容克、海 贝克尔、彼 勒泽尔的被捕和被加上叛国

罪名的消息，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恩格斯。为了同科伦保

持联系，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贝尔姆巴赫律

师经常通信。

５月底 为了满足丹尼尔斯的请求，马克思表示愿意替他的人

类学文集作序，并且表述了如下的思想：“共产主义者

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

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６月上半月 为了支持厄 琼斯出版“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撰写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该文发表于６月１４日的“寄

语人民”杂志。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这时已同哈尼绝

交，但是仍然继续为琼斯编辑的一些宪章派的机关报

撰稿，帮助琼斯写了一些文章，进行了这些机关报的一

般编辑工作。

７月３１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打算同威 沃尔弗一起

为德国美国报界编写通讯稿。恩格斯在回信中支持这

个计划，认为这是“以石印方法继续出版‘新莱茵报’”

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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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二 画

丁盖尔施泰特，弗兰茨（Ｄｉｎｇｅｌｓｔｅｄｔ，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４—１８８１）——男爵，德国诗人和作

家，最初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的

代表者，４０年代中叶为宫廷剧作家；君

主主义者。——第２３７页。

四 画

巴罗，奥迪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１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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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袖；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１０月领导

秩序党（君主专制派的反革命联盟）所

支持的内阁。——第１７、４１、５２—５４、

５７—６０、６５、７６、８３、８６、８８、２４５页。

巴赫，瓦尔特（Ｂａｃｈ，Ｗａｌｔｅｒ）——德国

雇佣兵，曾参加１５２５年德国南部的农民

起义；阿尔郜农军的领袖之一；在起义

的紧要关头叛卖了农民，逃匿于瑞

士。——第４６５、４６７页。

巴里特，艾利修（Ｂｕｒｒｉｔｔ，Ｅｌｉｈｕ１８１０—

１８７９）——美国语言学者，资产阶级慈

善家和和平主义者，曾组织过许多国际

和平代表大会。——第５１５页。

巴托里，斯蒂凡（Ｂａｔｈｏｒｙ，Ｓｔｅｐｈａｎ死于

１５３５年）——德兰西瓦尼亚大封建家族

的代表；曾指挥镇压１５１４年匈牙利农民

起义的军队。——第４３３页。

巴拉盖 狄利埃，阿希尔（Ｂａｒａｑｕａｙｄ’

Ｈ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７８）——法国

将军，第二共和时期的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的议员，波拿巴主义者。——第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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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页。

巴罗什，比埃尔 茹尔（Ｂａｒｏｃｈｅ，Ｐｉｅｒｒｅ

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２—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

家，法学家，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

立法议会的议员，秩序党信徒；１８４９年

任上诉法庭总检察官，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 第

１０７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第１３页。

巴尔贝斯，阿尔芒（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１８０９—

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

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活动

家，制宪议会的议员，因参加１８４８年５月

１５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４年大赦

时被释放。——第６０、１０７、３１９、５４４、５８７

页。

巴特尔米，艾曼纽尔（Ｂ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ｙ，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约１８２０—１８５５）——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１８４８年

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

加者，后流亡英国，曾为伦敦法国布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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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

一，１８５５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

第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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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第４５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巴登侯爵——见菲力浦一世。

韦埃，雅科布（Ｗｅｈｅ，Ｊａｃｏｂ死于１５２５

年）——莱普海姆的传教士，闵采尔的

信徒；１５２５年是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

一；农军失败后被杀。——第４１９、４４５、

４４９、４５５页。

韦尔登，弗兰茨 路德维希（Ｗｅｌｄｅｎ，Ｆｒａｎｚ

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２—１８５３）——男爵，奥地利

将军，１８４８年参加向革命的意大利进

军；在镇压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起义后任维

也纳卫戍司令；１８４９年４—５月指挥

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

第５５４页。

韦冈德（Ｗｅｉｇａｎｄ１５２２—１５５６）——班堡

主教，镇压１５２５年法兰克尼亚起义农民

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６４页。

戈克，阿曼特 （Ｇｏｇｇ，Ａｍａｎ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委员；

７０年代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

１６７、２１０页。

戈尔盖，阿尔都尔（Ｇｏｒｇｅｙ，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１８—

１９１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匈牙利革命

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令（１８４９

年４—６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

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行怠

工。——第１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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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党人右翼领袖。—— 第

１４７、３０１页。

扎波略，亚诺什 （约翰） （Ｚ氊ｐｏｌｙａ，

Ｊａｎｏｓ１４８７—１５４０）——德兰斯凡尼亚

州长；曾率领军队镇压１５１４年匈牙利农

民起义；１５２６年被封为匈牙利国

王。——第４３３页。

日拉丹，艾米尔 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在３０—６０年代曾断续地

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原

则著称；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

在革命期间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

任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１８５０年

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后

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１１７、３３０—

３４２、４８８、５２３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Ｈｅｒ

－ｚｏｇｖｏｎ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３５—１８０６——）１８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统率奥

匈军队，进攻革命的法国。——第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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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页。

比尔，维克多（Ｐｉｌｈｅｓ，Ｖｉｃｔｏｒ）——法国

记者，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

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改革报”的

拥护者，第二共和时期是立法议会

议员。——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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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画

邓宾斯基，亨利克（Ｄｅｍｂｉｎｓｋｉ，Ｈｅｎｒｉｋ

１７９１—１８６４）——波兰将军，民族解放

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

的参加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第

１３２、１５２页。

弗洛孔，斐迪 南 （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

员。——第１７、３２７、６３０页。

弗里兹，彼得（Ｆｒｉｅｓ，Ｐｅｔｅｒ）——德国律

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普法尔茨

临时革命政府的委员；后来流亡瑞

士。——第３６０页。

弗洛里安——见格莱泽尔，弗洛里安。

弗 龙 兹堡，格奥 尔 格 （Ｆｒｕｎｄｓｂｅｒｇ，

Ｇｅｏｒｇ１４７３—１５２８）——士瓦本联盟的

德国雇佣军司令；曾参加镇压１５２５—

１５２６年士瓦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

的农民起义。——第４６７、４７７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 亨利希 恩斯特

（Ｗｒａｎ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Ｅｒｎ

ｓｔ１７８４—１５７７）——将军，普鲁士反动

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参加

柏林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鲁士国民议

会。——第５９５页。

弗伦克尔（Ｆｒａｎｋｅｌ）——在伦敦的德意志

工人，１８４７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参加

者，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盟分裂后参

加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

团。——第６２５页。

弗洛里斯的（卡拉布里亚的）约阿希姆

（ＪｏａｃｈｉｍｏｆＦｌｏｒｉｓ〔Ｃａｌａｂｒｉａ〕约１１３２—

１２０２）——意大利神甫，中世纪神秘主

义者，宣传基督“再临”的思想；他的

学说被天主教教会宣布为异教徒学

说。——第４１１页。

弗 朗 斯 瓦一 世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４９４—

１５４７）—— 法 国 国 王 （１５１７—

１５４７）。——第３３２、４４２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

——第２４８、５５３、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５页。

弗里德里希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４６３—

１５２５）—— 萨克森选帝侯（１４８６—

１５２５）；路德的保护人，闵采尔的迫害

者。——第４０７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

王（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５４６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

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１５４、２５４、２５５、

２６６、３７２、５３１—５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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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第３１、３２３页。

卡诺，拉查尔 尼古拉（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５３—１８２３）——法国数学家

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

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１７９４年参

加热月９日的反革命政变。——第１０６、

５４６、５５２、５５３、５７３页。

卡诺，拉查尔 伊波利特（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８０１—１８８８）——法国政论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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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教育部部长，制

宪议会议员；秩序党的坚决反对

者。——第１０６、１０７、３５０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

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观点和４０

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相近，站在反动的浪

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后来

倾向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

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

人。——第３００—３０５、３０８—３１０页。

卡季米尔（Ｃａｓｉｍｉｒ１４８１—１５２７）——勃兰

登堡－安斯巴赫侯爵，霍亭索伦王朝法

兰克尼亚的代表；血腥地镇压安斯巴赫

和洛腾堡农民－ 市民起义的组织

者。——第４６０—４６４页。

卡尔利埃，比埃尔（Ｃａｒｌ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９—

１８５８）—— 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００、１０１、

３４３页。

卡利埃尔，摩里茨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美学教授。——第２３７页。

卡普菲格，让 巴蒂斯特 奥诺莱 雷蒙

（Ｃａｐｅｆｉｇｕｅ，ＪｅａｎＰａｐｔｉｓｔｅＨｏｎｏｒéＲａｙ

ｍｏｎｄ１８０２—１８７２）——法国政论家和

历史学家；君主主义者。——第１１８、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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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

二月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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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政府首脑

（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第３５、３６、４０、

４４、４５、４８—５２、５６、５８、６３—６５、７１、

７８、５５７、５９１页。

布龙，卡尔（Ｂｒｕｈｎ，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０３年）——

德国记者，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

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

被开除出盟：曾担任汉堡拉萨尔派机关

报“北极星报”的编辑。——第３６０、３６１

页。

布 林 德，卡 尔 （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１８２６—

１９０７）——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巴登革命运动

的参加者，５０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

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主

义者。——第１５９、１６７、５９６、５９８页。

布尔格－贝恩海姆，格莱哥尔（Ｂｕｒｇ－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Ｇｒｅｇｏｒ）——１５２５年安斯

巴赫侯爵领地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

一。——第４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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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支持俾斯

麦。——第３５５页。

布莱 特，约 翰 （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

立者之一；自６０年代末起为自由派政党

领袖之一；曾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

臣。——第９１、２７０页。

布莱阿，让 巴蒂斯特 菲德尔（Ｂｒｅａ，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Ｆｉｄｅｌｅ１７９０—１８４８）——法

国将军，反动分子，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年的六月起义，为起义者枪

决。——第７０页。

布朗基，路易 奥古斯特 （Ｂｌａｎｑｕｉ，

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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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活动

的倡导者，秘密的“四季社”和１８３９年

５月１２日起义的组织者；１８４８年革命时

期站在法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极左翼

的立场，曾被多次判处徒刑。——第３１、

６０、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７、３１９、３２６、３６６、５４３、

５４４、５８７、６３０页。

布朔特，让 巴蒂斯特 诺艾尔（Ｂｏｕ－

ｃｈｏｔｔ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Ｎｏｏｌ１７５４—

１８４０）——法国军官，１８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

人，陆军部长（１７９３—１７９４）。——

第５５２、５７３页。

布鲁姆，亨利（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１７７８—

１８６８）——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辉格

党的卓越活动家，上议院议长（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第５１５页。

布伦坦诺，罗仑兹（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ｏｒｅｎ

ｚ１８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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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５、

２０４、２１０、２２８、２３３、２３５页。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路易）（Ｂｌｅｎｋｅｒ，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２—１８６３）——退伍的德国

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来流亡

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１２９、１８３—１８６、１９４、１９８、

２１９、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８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前驱者，法国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著有“法国

评论”（《Ｌｅｄéｔａｉｌ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和其

他许多经济学著作。——第９５页。

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ＡｒｎｏｌｄｕｓＢｒｉｘｉｅｎ－

ｓｉｓ约１１００—１１５５）—— 意大利中世

纪改革家，城市下层群众反对罗马

和其它城市的教皇与教会封建主运

动的思想家；以异教徒名义被处

死。——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瓦尔道，麦克斯（Ｗａｌｄａｕ，Ｍａｘ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理查 格奥尔格 豪恩席尔特

的笔名，德国作家。——第２３７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 弗兰茨 利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ＦｒａｎｚＬｅｏ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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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之

一；后为进步主义者。——第２５５、３５１

页。

瓦尔纳瓦（巴尔纳巴什）（Ｂａｒｎａｂ氊ｓ）——

匈牙利牧师，１５１４年匈牙利农民战争的

积极参加者。——第４３２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 安都昂（Ｇａｒｎｉｅｒ－

Ｐａｇｅｓ，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０３—１８７８）——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

市长。——第３２７、６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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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议会议员和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

曾任帝国首相（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年３

月），１８４９年５月后为哥达党的领袖之

一。——第５１５、５３２页。

加累尔，阿伯特（Ｇａｌｅｅｒ，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６—

１８５１）——瑞士教师和文学家，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７年曾参加反对瑞士宗得崩德

的战争，１８４９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的

起义。——第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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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雷尔（Ｇａｔｔｅｒｅｒ）——见恩格哈尔特，

马格达琳娜 菲莉萍娜。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

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普鲁

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

政策。——第１３７页。

汉 诺 威 王 朝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ｆ

Ｈａｎｏｖｅｒ）—— 英国的王朝（１７１４—

１９０１）。——第２４８页。

皮尔，罗伯特 （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的领袖，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２２—

１８２７和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和首相（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

法（１８４６）。——第４９８、５１６、５１７页。

古德省，米歇尔（Ｇｏｕｄｃｈａｕｘ，Ｍｉｃｈｅｌ

１７９７—１８６２）——法国银行家，资产阶

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的财

政部长。——第４２页。

古格尔－巴斯提安（Ｇｕｇｅｌ－Ｂａｓｔｉａｎ死于

１５１４年）——１５１４年巴登侯爵领地农民

密谋的组织者，在夫赖堡被杀害。——

第４３２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５０年代是

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１８６６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５３５、

５３９—５４２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 卡尔 约西亚斯（Ｂｕｎ

ｓ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ｒｌ Ｊｏｓｉａｓ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０）——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

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

伦敦大使（１８４２—１８５４）。—— 第３７４、

３８２、５１５页。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 （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

ｔａｖ１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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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委员会委员；革

命失败后离开德国；流亡英国的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曾站在

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１２９、

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５、１８５、２１２—２１４、３５６、

３５８、３６１、６０９、６１０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２６０、

５０３、５１５、５５４、５６６页。

石特拉塞尔，弗里德里希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奥地利艺术家，１８４８

年奥地利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为

巴 登－ 普 法 尔 茨 革 命 军 的 中

校。——第１９８页。

六 画

艾特尔，汉斯（Ｅｉｔｅｌ，Ｈａｎｓ）——１５２５年

农民战争时期湖军（士瓦本）的领袖；曾

同特鲁赫泽斯签订魏茵加腾条约，条约

签订后解散了自己的军队。——第４４４

页。

艾释黎，安东尼（Ａｓｈｌｅｙ，Ａｎｔｈｏｎｙ１８０１—

１８８５）——英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大

地主，４０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的慈

善派。——第２７０、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４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 海尔曼（Ｅｗｅｒｂｅｃｋ，

Ａｕｇ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１６—１８６０）——德

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

的领导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５０年退盟。——第３６５页。

艾森胡特，安东（Ｅｉｓｅｎｈｕｔ，Ａｎｔｏｎ死于

１５２５年）——艾宾根（普法尔茨）的神

甫；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当地农民和

１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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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起义的领袖。——第４５８页。

艾希费特，卡尔（Ｅｉｃｈｆｅｌｄ，Ｋａｒｌ）——退

伍的巴登军上尉，属于民主派，１８４９年

是巴登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 第

１６５页。

多札，迪约尔吉（格奥尔格）（Ｄóｚｓａ，Ｇｅｏｒｇ

约１４７４—１５１４）——德兰斯瓦谢克列尔

区的小贵族；１５１４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

领袖；起义失败后被贵族严刑拷

问。——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多札，格莱哥尔（Ｄóｚｓａ，Ｇｒｅｇｏｒ死于１５１４

年）——迪约尔吉 多札之弟，１５１４年匈

牙利农民起义的参加者；同其兄一起被

俘处死。——第４３３页。

多尔（Ｄｏｌｌ）——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莱茵普鲁士人，推销员；１８４８年巴

登共和派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时期的师长。——第２２６、

２２７、２３１页。

多尔图，麦克斯（Ｄｏｒｔｕ，Ｍａｘ１８２５—

１８４９）——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退伍

的普鲁士军官，柏林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起

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

加者；被普鲁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

刑。——第３５２页。

迈斯纳，阿尔弗勒德（Ｍｅｉβｎｅｒ，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２２—１８８５）——德国民主派作家，在４０

年代中叶是“真正社会主义”诗人的代表；后

为自由主义者。——第２３７页。

迈尔霍弗（Ｍａｙｅｒｈｏｆｅｒ）——１８４９年为巴

登临时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曾采取背叛

行动，拒绝执行必要的军事措施。——

第１６０、１６５页。

达拉什，阿伯特（Ｄａｒａｓｚ，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８—

１８５２）——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

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

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欧洲民

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第５３５

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 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曾任外交部长（１７９７—１７９９，１７９９—１８

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

代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以自私和政治上毫无原

则著称。——第３５３页。

安（Ａｎｎｅ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国女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２４８页。

安东（Ａｎｔｏｎ１４８９—１５４４）——洛林公爵

（１５０８—１５４４）；血腥地镇压１５２５年亚尔

萨斯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宗教改革的反

对者。——第４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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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为

“新科伦报”编辑；１８４９年任巴登－普法

尔茨革命军中校，后参加美国内战，站

在北部方面。——第１８１、１８２、２１１页。

列曼，阿伯特（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ｌｂｅｒｔ）——在

伦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后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

后参加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第６２５页。

列 萨日，阿兰 勒奈 （Ｌｅｓａｇｅ，Ａｌａｉｎ

Ｒｅｎé１６６８—１７４７）——法国作家，著名

小说“圣蒂利扬的日利 布拉斯的冒险

故事”的作者。——第３１９页。

列米尼耶，让 路易 欧仁（Ｌｅｒｍｉｎｉｅｒ，Ｊｅａｎ

Ｌｏｕｉｓ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３—１８５７）——法国法

学家和奥尔良派政论家，３０年代末为保

守主义者，“法兰西学院”比较法教授

（１８３１—１８３９），由于学生抗议而离

２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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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第６１页。

圭茨（Ｇｏｔｚ）——见贝利辛根，圭茨 冯。

圭茨，克利斯提安（Ｇｏｔｚ，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８３—

１８４９）——奥地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参加

者。——第５５４页。

吉拉尼，弗里德里希 威廉（Ｇｈｉｌｌａｎｙ，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７—１８７６）——不

大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

第２３７页。

吉纳尔，奥古斯特 约瑟夫（Ｇｕｉｎａｒｄ，

Ａｕｇｕｓ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９—１８７４）——法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

９年为制宪议会议员，曾积极参加１８

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山岳党的发动。——第

１０７页。

亚当（Ａｄａｍ）——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

者，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组织的参

加者，１８５０年为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

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４８５、６０６

页。

亚 历山大一世 （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５５４页。

齐 茨，弗 兰 茨 （Ｚｉｔｚ，Ｆｒａｎｚ１８０３—

１８７７）——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参加巴登－普法

尔茨起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

亡美国。——第１２９、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８、２１７

页。

齐赫林斯基（Ｚｙｃｈｌｉｎｓｋｉ）——德勒斯顿五

月起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的参加者。——第２０４、２０８、２２２页。

托梅（Ｔｈｏｍｅ）——巴登团长，１８４９年任

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在运动末

期采取投降立场。——第２１９页。

西蒙，路德维希（Ｓｉｍｏｎ，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０—

１８７２）——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

士。——第２４３、２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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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阿尔卑斯山

部队的总司令；立法议会议员。——

第５４页。

华斯哥 达 加马（ＶａｓｃｏｄａＧａｍａ１４６９—

１５２４）——葡萄牙航海家，１４９７—１４９８

年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路。——

第３８６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 玛丽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法

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

学家，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

越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

第８５页。

伊文思，戴维 莫利厄（Ｅｖａｎｓ，ＤａｖｉｄＭｏｒｉ

ｅｒ１８１９—１８７４）—— 英 国 经 济 学

家。——第４９９页。

七 画

克尼格，阿道夫（Ｋｎｉｇｇｅ，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５２—

１７９６）——德国作家。——第２４０页。

克尔纳，海尔曼 约瑟夫 阿洛伊斯

（Ｋｏｒｎ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ｏｉｓｉ１８０５—

１８８２）——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画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爱北斐特１８４９年５月起义的领袖之一；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又流亡美

国。——第３６０页。

克洛泽，格（Ｋｌｏｓｅ，Ｇ）——伦敦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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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

裂时期拥护马克思。——第４８４页。

克鲁格，威廉 特劳戈特（Ｋｒｕ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１７７０—１８４２）——德国唯心主

义哲学家。——第２３７页。

克雷通，尼古拉 约瑟夫（Ｃｒｅｔｏｎ，Ｎｉｃｏ－

ｌａ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８—１８６４）——法国律师；

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奥尔良党人。——第９４页。

克 莱 米 约， 阿 道 夫 （Ｃｒｅｍｉｅｕｘ，

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４０年代的自由主

义者；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委

员，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议员。——第１７、６３、６３０页。

克 伦 威 尔，奥 利 弗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

ｌｉｖｅｒ１５９９—１６５８）——１７世纪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化的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摄政。—— 第２５２、

３０１页。

克雷门特（Ｃｌｅｍｅｎｔ）——军官，１８４９年为

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第

２０５、２０８页。

克诺普夫（Ｋｎｏｐｆ）——见施米德，约尔

克。

克尼里姆（Ｋｎｉｅｒｉｍ）——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第２１１、２１２、

２１３页。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 哥特利勃

（Ｋｌｏｐｓｔｏｃ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２４—

１８０３）——德国诗人，德国资产阶级启

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之一。——第２４１

页。

杜克累尔，欧仁（Ｄｕｃｌｅｒｃ，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２—

１８８８）——法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国

民报”编辑（１８４０—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５—

６月任财政部长。——第６３页。

杜邦 德 累尔，雅克 沙尔（Ｄｕｐｏｎｔｄｅｌ’

Ｅｕｒ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７—

１８５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

者；１８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革

命的参加者；４０年代是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主

席。——第１７、６３０页。

杜山－路维杜尔，弗朗斯瓦 多米尼克

（Ｄｉｔ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Ｌｏｕｖｅｒｔｕｒ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１７４３—１８０３）——海地黑人

革命运动的领袖，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的统

治。——第５３页。

杜班，安得列 玛丽 让 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 Ｍａｒｉｅ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５）——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立法议会议长（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１７、

５２３页。

杜波蒂，米歇尔 奥古斯特（Ｄｕｐｏｔｙ，

Ｍｉｃｈ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７—１８６４）——法国

政论家，曾参加共和主义民主派的许多

报纸的出版工作。——第３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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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为

卡芬雅克政府的内政部长。——第４８、

５１、９３页。

杜木里埃，沙尔 弗朗斯瓦（Ｄｕｍｏｕｒｉｅｚ，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３９—１８２３）——１８世

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吉伦特派；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

指挥北部的革命军队；１７９３年３月背叛

革命。——第５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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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姆，约瑟夫 （Ｂｅｍ，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５—

１８５０）——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

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４８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

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服

务。——第１５２页。

贝克尔，麦克斯 约瑟夫（Ｂｅｃｋｅｒ，Ｍａｘ

Ｊｏｓｅｐｈ死于１８９６年）——莱茵省的工程

师，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

士，后又到美国。——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贝克尔，约翰 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 制刷工人，

３０—４０年代参加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

曾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巴登－普法

尔茨起义时期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

产主义的立场，６０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

极活动家，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各次代表

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１６５、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５—２３２页。

贝尼高（Ｂｅｒｎｉｇａｕ死于１８４９年）——科伦

民主主义者，曾为普鲁士军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４９年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第３５２页。

贝海姆，汉斯（Ｂｏｈｅｉｍ，Ｈａｎｓ死于１４７６

年）——牧人，尼克拉斯豪森的人民传

教士，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及其附近地区

的农民运动的鼓吹者；后被烧死。——

第４２０—４２３页。

贝利耶，比埃尔 安都昂（Ｂｅｒｒｙ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９０—１８６８）——法国律师和

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者。——第

８７页。

贝利辛根，圭茨 冯（Ｂｅｒｌｉｃｈｉｎｇｅｎ，Ｇｏｔｚ

ｖｏｎ１４８０—１５６２）——德国骑士，曾企

图利用１５２６年农民起义达到自私自利

的目的；被选为华美农军首领，在紧要

关头出卖了农民。—— 第４４９—４５１、

４６０、４６１页。

贝泽勒尔，威廉 哈特维希（Ｂｅｓｅｌ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Ｈａｒｔｗｉｇ１８０６—１８８４）——什列斯

维希－ 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１８４８年为什列斯维希－ 霍尔

施坦临时政府的首脑；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５３３页。

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法

国国王 （１５８９—１６１０）。—— 第２４９

页。

亨利五世（Ｈｅｎｒｉ ）——见尚博尔，昂

利 沙尔。

亨利八世（Ｈｅｎｔ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

英国国王 （１５０９—１５４７）。—— 第

２５１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 勒 普雷特尔（Ｖａｕ－

ｂ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ｌｅ Ｐｒｅｓｔｒｅ １６３３—

１７０７）——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王

室什一税”（《ＬａＤｉｍｅｒｏｙａｌｅ》）的作

者。——第９５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逃

离德国，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期拥护马克思；后来脱离了政治活

动。——第４８４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

是教师，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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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

士监狱，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为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和战友。——第３６１页。

沃尔波尔，罗伯特（Ｗａｌｐｏｌ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６７６—１７４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领袖，曾任首相（１７２１—１７４２）；依

靠议会的多数建立了不受国王控制的

内阁制；曾经广泛行贿。——第２４９页。

希普勒，文德尔（Ｈｉｐｌｅｒ，Ｗｅｎｄｅｌ死于１５２６

年）——德国贵族，１５２５年参加法兰克

尼亚农民起义；“海尔布朗纲领”的主要

起草人；农民起义失败后逃走，１５２６年

被捕，死在狱中。——第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８—

４６１页。

希尔什菲尔德，摩里茨（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Ｍｏｒｉｔｚ

１７９１—１８５９）——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９年

进攻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者的军团司

令。——第１９５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约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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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２—５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

席；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重又和

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第２１８、６２５、６３０页。

沙佩勒尔，克利斯托夫 （Ｓｃｈａｐｐｅｌ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４７２—１５５１）——神学博士，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属于

梅明根（上士瓦本）平民反对派。——第

４１９、４６６页。

里奥泰，卡尔 尼古劳斯（Ｒｉｏｔｔｅ，ＫａｒｌＮｉｃｏ

ｌａｕｓ约生于１８１６年）—— 德国民主

主义者，律师，１８４９年普鲁士议会

议员，爱北斐特１８４９年５月起义时

的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美国。——

第１４６页。

里哈尔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４６７—１５３１）——特利

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１５１１—１５３１），宗

教改革的激烈反对者，曾参加镇压

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的骑士起义和１５２５年的

农民起义。——第４４０、４６４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

一。——第３４０、５３８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４８４页。

利奥，亨利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

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辩护人，普

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

５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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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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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２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ｅｓ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青

年黑格尔分子；德国自由贸易的积

极拥护者，５０年代初叶宣传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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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第

３３９、４８７页。

门钦根，斯蒂凡（Ｍｅｎｚｉｎｇｅｎ，Ｓｔｅｐｈａｎ死

于１５２５年）——德国骑士；１５２５年３月领

导洛腾堡小市民和平民起义；起义失败

后被处死。——第４４８、４６４页。

谷兹科夫，卡尔（Ｇｕｔｚｋｏｗ，Ｋａｒｌ１８１１—

１８７８）——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

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

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的编辑。——第

２３７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

动家。——第８７页。

辛 格 尔 汉 斯 （辛 格 尔， 汉 斯）

（Ｓｉ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穷康拉德”同盟的

领导人，１５１４年士瓦本山区和维尔腾堡

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第４３０页。

八 画

拉 托， 让 比 埃 尔 （Ｒａｔｅａｕ，Ｊｅａｎ

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００—１８８７）——法国律师，第二

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波拿巴主义者。——第５８、６１页。

拉斐德，玛丽 约瑟夫 保尔（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Ｍａｒ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ｕｌ１７５７—１８３４）——法

国将军，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是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第

５５０页。

拉伊特，让 厄内斯特（ＬａＨｉｔｔｅ，Ｊｅａｎ

Ｅｒｎｅｓｔ１７８９—１８７８）——法国将军，波

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第１０６页。

拉菲特，雅克（Ｌａｆｆｉｔｔ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６７—

１８４４）——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

表。——第１２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４０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长，是握有实

权的临时政府的首脑。——第１７、２３、

３１、３５、５２０、５３７、６３０页。

拉科夫（Ｒａｋｏｗ）——军官，曾参加１８４８

年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解放战争

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巴

登 革 命 军 凯 则 尔 斯 劳 顿 营 营

长。——第１９４页。

拉吉耶，费里克斯（Ｒａｇｕｉｌｌｉｅｔ，Ｆｅｌｉｘ１７７８—

１８６３）——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军

总参谋长，流亡法国，１８４９年巴登

－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代理

普法尔茨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

第１８１页。

拉斐尔 桑蒂（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Ｓａｎｔｉ１４８３—

１５２０）——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伟大

画家。——第３１３页。

拉布曼，弗兰茨（Ｒａｂ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ｚ死于

１５２５年）——人民传教士，闵采尔的信

徒，曾参加黑森林和克列特郜的农民和

平民起义；１５２５年秋被俘处死。——第

４１９页。

拉弗连齐——见梅萨罗什，拉弗连齐。

拉克罗斯，倍尔特兰 特奥巴特 约瑟夫

（Ｌａｃｒｏｓｓｅ，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Ｔｈéｏｂａｌｄ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家，奥

尔良党人，路易 波拿巴任总统时期是

公共工程部长；１８５０年起为波拿巴主义

者。——第７８页。

拉 德 茨 基， 约 瑟 夫 （Ｒａｄｅｔｚｋｙ，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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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残酷地镇压意

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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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页。

拉莫里诺，吉罗拉莫（Ｒａｍｏｒｉｎｏ，Ｇｅｒｏ－

ｎｉｍｏ１７９２—１８４９）—— 意大利将

军，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指挥皮蒙特军队，采取叛变的策略，

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

利。——第５５５页。

拉 斯 拜 尔， 弗 朗 斯 瓦 （Ｒａｓｐａｉｌ，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９４—１８７８）——卓越的法国

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

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曾参加１８３０年

和１８４８年革命，制宪议会议员。——第

１８、３１、４４、５１、６０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 奥古斯特 若尔日

（ＬａＲｏｃｈｅｊａｇｕｅｌｅｉｎ，ＨｅｎｒｉＡｕｇｕｓｔｅ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５—１８６７）——侯爵，法国政

治活动家，参议院议员、正统派领袖之

一，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后为第二

帝国时的参议员。——第１９页。

阿斯通，路易莎（Ａｓｔｏｎ，Ｌｕｉｓｅ１８１４—

１８７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德国女

作家。——第２３７页。

阿拉戈，多米尼克 弗朗斯瓦（Ａｒａｇｏ，Ｄｏ

ｍｉｎｉｇｕ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法

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的

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

积极支持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

义。——第６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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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摆

脱民族主义的束缚；主张君主立宪；

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中间派右翼。——第２５５、３５２页。

阿尔伯（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５—１８９５）（本名为亚历

山大 马丁）——法国工人，社会主义

者，七月王朝时期曾领导秘密革命组

织，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１７、

２０、３３、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７、６３０

页。

阿尔巴，费南多 阿瓦勒斯（Ａｌｂａ，Ｆｅｒ－

ｎａｎｄｏＡｌｖａｒｅｚ１５０７—１５８２）——公爵，

尼德兰的西班牙总督；１６世纪尼德兰资

产阶级革命时极其残酷地镇压人民起

义。——第４４３页。

阿尔勃莱希特三世（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４４３—

１５００）——萨克森公爵；曾率领讨伐军

镇压１４９１—１４９２年尼德兰人民起义和

１４９７年弗里西安农民起义。——第４２３

员。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９）——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曾

任法国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

纸币进行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

名。——第４９３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第５１４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１７９８—

１８８２）——德国语言学家。——第２３７

页。

罗尔巴赫，叶克莱恩（Ｒｏｈｒｂａｃｈ，Ｊａｅｃｋ－

ｌｅｉｎ死于１５２５年）——１５２５年法兰克尼

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以坚决反对

贵族著称；根据特鲁赫泽斯的命令被处

以酷刑。——第４４８—４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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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６、１４７、５４３页。

８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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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西，伊波利特 菲利贝尔（Ｐａｓｓｙ，Ｈｉｐ－

ｐｏｌｙｔｅ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１７９３—１８８０）—— 法

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

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多次参加政

府，第二共和时期担任财政部长。——

第８６、９３页。

帕希，让 尼古拉（Ｐａｃｈｅ，ＪｅａｎＮｉｃｏ

ｌａｓ１７４６—１８２３）——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曾任陆军部

长（１７９２年１０月—１７９３年１月），巴黎市

长（１７９３年２月—１７９４年５月）。——第

５５２、５７３页。

帕麦斯顿，亨利 约翰（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最初是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

党的领袖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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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页。

帕斯凯维奇，伊万 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８２—１８５６）俄国元帅，

曾指挥俄国军队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的波兰起义；１８４９年又指挥俄国军

队镇 压匈牙 利革 命。—— 第５５４、

５６６页。

波拿巴，日罗姆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éｒｏｍ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０）——拿破仑第一之弟，威

斯特伐里亚国王（１８０７—１８１３）。——第

８７页。

波拿巴，拿破仑 约瑟夫 沙尔 保尔

（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１８２２—１８９１）——日罗姆

波拿巴之子，路易 波拿巴的堂兄弟，第

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第８７页。

波伊克尔，爱德华 冯（Ｐｅｕｃｋｅｒ，Ｅｄｕａｒｄ

ｖｏｎ１７９１—１８７６）——普鲁士将军，曾

任帝国政府陆军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１８４９年指挥帝国军队同巴登－普法尔

茨革命军作战。——第１３９页。

苏，欧仁（Ｓｕ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５７）——

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

会小说。——第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７、５２１、５２３

页。

苏路克，法斯廷（Ｓｏｕｌｏｕｑｕｅ，Ｆａｕｓｔｉｎ约

１７８２—１８６７）——黑人，海地共和国总

统，１８４９年自封为皇帝，号法斯廷一

世。——第５３页。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３０—

１８００）——伟大的俄国元帅。——第５５６

页。

奈，埃 德 加 尔 （Ｎｅｙ，Ｅｄｇａｒ１８１２—

１８８２）——法国军官，波拿巴主义者，路

易 波拿巴总统的副官。——第８６页。

奈克尔，雅克（Ｎｅｃｋ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１８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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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页。

奈林格尔（Ｎｅｒｌｉｎｇｅｒ）——德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奥芬堡民

主运动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

义。——第２２８页。

尚博尔，昂利 沙尔（Ｃｈａｍｂｏｒｄ，Ｈｅｎｒ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２０—１８８３）——伯爵，波旁王

朝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

国王位僭望者，自封亨利五世。——第

８５、１２１、５２７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 安 德奥杜尔（Ｃｈａ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ｎｅＴｈéｏｄｕｌｅ１７９３—

１８７７）——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君主主义者；第二共和时期为制

９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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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６月后

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

参加驱散巴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示威游

行。——第５４、６１、７２、７９、８４、１２０、１２４、

１２５、５２６、５２９、５３０、５３１页。

居比耶尔，阿梅德 路易（Ｃｕｂｉèｒｅｓ，

ＡｍéｄéｅＬｏｕｉ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法国将

军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１８３９年

和１８４０年任陆军部长，１８４７年因营私舞

弊被降职。——第９３页。

居茨拉夫，卡尔 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

（Ｇüｔｚｌａｆｆ，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０３—１８５１）——在中国的德国传教

士。——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弥勒，汉斯（Ｍüｌｌｅｒ，Ｈａｎｓ死于１５２５

年）——１５２５年黑森林农民的领袖；背

叛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处死。——

第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４、４６５页。

弥勒，雅科布（Ｍüｌｌｅｒ，Ｊａｋｏｂ）——德国

法学家，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

参加者，基尔海姆博兰登民政委员；起

义被镇压后流亡美国。——第１８８页。

法卢，阿弗列德（Ｆａｌｌｏｕｘ，Ａｌｆｒｅｄ１８１１—

１８８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

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１８４８年解散国

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

的鼓吹者，曾任教育部长（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第５３、６４、７７、８６页。

采尔，弗里德里希（Ｚｅｌ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１４—

１８８１）——特利尔律师，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１３９页。

劳 麦， 弗 里 德 里 希 （Ｒａｕｍ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１—１８７３）——德国反动的

历史学家。——第２３７页。

雨果，维克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法国的伟大作家，第二共和

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第８７、１１８、５２４页。

叔尔茨，卡尔 （Ｓｃｈｕｒｚ，Ｋａｒｌ１８２９—

１９０６）——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曾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

家。——第３６１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

庭判处无期徒刑，逃出监狱后流亡英

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

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

２０４、２２０、２２２、３５１—３５４页。

芬奈尔 冯 芬奈堡，丹尼尔（Ｆｅｎｎｅｒｖｏｎ

Ｆｅｎｎｅｂｅｒｇ，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２０—１８６３）——奥

地利军官，１８４８年维也纳国民自卫军司

令，后为普法尔茨革命军司令和参谋

长，占领兰都要塞的计划失败后被撤

职。——第１８１页。

林普尔克（Ｌｉｍｐｕｒｇ）——法兰克尼亚的伯

爵家族。——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６４、８６、３０２、

５１７、５１８页。

姆尼夫斯基，泰奥菲尔 （Ｍｎｉｅｗｓｋｉ，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ｅ１８０９—１８４９）——波兰革命

家，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团长，１８４９年在拉施塔特被普鲁士

战地军事法庭枪决。——第２０９页。

舍夫茨别利，安东尼（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Ａｎ－

ｔｈｏｎｙ１６７１—１７１３）——伯爵，英国哲学

家，道德论者，自然神论的卓越代表，政

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２４９页。

九 画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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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６）——卡斯巴尔 施米特的笔名；德

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

一。——第３３９、４８７—４９０页。

施拉姆，鲁道夫 （Ｓｃｈｒａｍｍ，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３—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

对马克思；６０年代时拥护俾斯麦。——

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施拉姆，康拉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Ｃｏｎｒａｄ约

１８２２—１８５８）——德国革命家，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年起流亡伦敦，“新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人，共产

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支持马克思；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６、

４８４、６０１页。

施林凯，路德维希（Ｓｃｈｌｉｎｋｅ，Ｌｕｄｗｉｇ）——

普鲁士退伍军官，商店职员，１８４８年布

勒斯劳革命发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军需官。—— 第

２３１页。

施佩特，迪特利希（Ｓｐａｔ，Ｄｉｅｔｒｉｃｈ死于

１５３６年）——德国贵族，特鲁赫泽斯讨

伐军的队长。——第４５４、４５７、４６１页。

施米德，约尔克（Ｓｃｈｍｉｄ，Ｊｏｒｇｅ死于１５２６

年）——绰号叫“克诺普夫”，上士瓦本

的农民；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阿

尔郜农军的领袖之一；农军失败后被处

死。——第４６７页。

施米特，乌尔利希（Ｓｃｈｍｉｄｔ，Ｕｌｒｉｃｈ）——

铁匠，１５２５年士瓦本农民起义的巴尔特

林根农军领袖。——第４４４页。

施术特，尼古劳斯（Ｓｃｈｍｉｔｔ，Ｎｉｃｏｌａｕｓ约

１８０６—１８６０）——德国记者和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年任普法尔茨革命临时

政府的内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美

国。——第１８９页。

施奈德，弗兰茨（Ｓｚｎａｙｌｅ，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０—

１８５０）——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参

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

将军。——第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７、１９２、１９３、

１９７、２０９、２１２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黑格尔左派分

子，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

者。——第３０１页。

施 奈 德 尔，格 奥 尔 格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法国雇佣军的退伍军官；曾参

加“鞋会”的密谋，１５１３年准备上莱茵的农

民起义，未获成功。——第４２７页。

施特恩堡，亚历山大 冯（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１８０６—１８６８）——男爵，

德国反动作家，美化中世纪封建贵族社

会。——第２３７页。

施 托 尔 希， 尼 克 拉 斯 （Ｓｔｏｒｃｈ，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茨威考的织工，１６世纪初

是再洗礼派的地方教派的首脑，在闵采

尔的影响下成为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

主的人民起义的鼓吹者。——第４１１页。

施托费尔（Ｓｔｏｆｆｅｌ）——１５１３年上莱茵和

黑森林“鞋会”的农民密谋的组织者之

一；密谋暴露后即隐匿。——第４２７页。

勃 朗， 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之一，历

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

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

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第１７、１９、

２０、２４、２９、３１、３３、４１、４２、６５、７０、

１０６、３０８、５４３、５４４、６３０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７—

１２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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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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参加维也纳保

卫战；反革命军占领维也纳后被杀

害。——第１２９、１８５页。

勃拉迪耶，比埃尔（Ｐｒａｄｉ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１６—

１８９２）——法国律师，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议员，曾写一本小册子来捍卫共和

国，反对路易－拿破仑。——第２６１页。

勃律盖曼，卡尔 亨利希（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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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页。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见卡季米

尔。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 威廉（Ｂｒ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０）——伯爵，普鲁士将军，普鲁士

反动内阁的头脑（１８４８—１８５０）。——第

５９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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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加许多和平代表大

会，如１８５０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

表大会。——第９１、２６２、２６３、２８６、５１４

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为

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而斗争。——

第３０１页。

科苏特，拉约什（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２—

１８９４）——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

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

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革

命失败后逃出匈牙利。——第１６８、１７８、

１９３、２０３、５６１页。

科尔文－维尔苏比茨基，奥托（Ｃｏｒｖｉｎ－

Ｗｉｅｒｓｂｉｔｚｋｉ，Ｏｔｔｏ１８１２—１８８６）——普

鲁士退伍的陆军中尉，民主主义者，曾

参加１８４８年巴登共和派起义和１８４９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拉施塔特的总参

谋长。——第２１６页。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Ｃａｕｓｓｉｄｉｅｒｅ，Ｍａｒｃ

１８０８—１８６１）——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３４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

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组织者之

一；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巴黎警察局

长，制宪议会的议员，１８４８年６月流亡英

国。——第２４、４２、７０、３１３、３１６—３１９、

３２４—３２９页。

威廉（Ｗｉｌｈｅｌｍ约１４７０—１５４１）——斯特

拉斯堡主教（１５０６—１５４１）；１５２５年参加

镇压美因兹教区的农民起义。——第

４６４页。

威尔塞（Ｗｅｌｓｅｒ）——１５—１６世纪奥格斯

堡商人和银行家，曾贷款给欧洲的许多

君主。——第４４３页。

威灵顿，阿瑟（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１７６９—

１８５２）——公爵，英国统帅，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 （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第５１６、５５３页。

威克利夫，约翰（Ｗｙｃｌｉｆｆｅ，Ｊｏｈｎ约１３２０—

１３８４）——英国宗教改革家；市民和

骑士利益的代表者；曾为建立独立

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

争，天主教会宣布他为异教徒。——

第４０２、４０４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

１８８８），德国皇帝（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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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０３、３６８页。

胡斯，杨（Ｈｕｓ，Ｊａｎ约１３６９—１４１５）——

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

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被控

告为异异教徒，被火烧死；捷克人民的

民族英雄。——第４０２。

胡登，乌尔利希 冯（Ｈｕｔｔｅｎ，Ｕｌ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德国人道主义诗人，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阶级的思

想家之一，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骑士起义的参

加者。——第４０７、４３７—４４０、４６４页。

胡登，弗罗文（Ｈｕｔｔｅｎ，Ｆｒｏｗｅｎ）——乌

尔利希 冯 胡登的堂兄弟，服务于美因

兹选帝侯宫廷；１５２５年参加镇压农民起

义。——第４６４页。

胡布马伊埃，巴尔塔扎尔（Ｈｕｂｍａｉｅｒ，

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死于１５２８年）——瓦尔茨胡特

的神甫，神学博士，闵采尔的拥护者，鼓

吹人民的宗教改革，被火烧死。——第

４１８、４４１页。

查基，米克洛什（Ｃｓａｋｙ，Ｍｉｋｌｏｓ死于

１５１４年）—— 恰纳德主教；１５１４年

匈 牙利 农民 起 义 时 被 起 义 者 所

杀。——第４３３页。

查 理－ 阿 尔伯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

１７９８—１８４９）——皮蒙特国王（１８３１—

１８４９）。——第６５、５５４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

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１７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被处死。——第２５１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７—１８３６）——

法国国王 （１８２４—１８３０）。—— 第

１０７页。

哈尼，乔治 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Ｊｕ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英国工人运

动的卓越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人

民之友”、“民主评论”以及其他宪章派

刊物的编辑，和马克思、恩格斯有联

系。——第４８５、５１９、６０６页。

哈贝伦，威廉（Ｈａｂｅｒｎ，Ｗｉｌｈｅｌｍ）——普

法尔茨元帅，普法尔茨路易选帝侯的司

令；曾参加镇压１５２５年普法尔茨的农民

起义。——第４５２、４６４页。

哈菲兹，沙姆谢丁 穆罕默德（Ｈａｆｉｔｚ，

Ｓｈｅｍｓ－ ｅｄ－ Ｄｅｅｎ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约

１３００—１３８９）——波斯大诗人，塔吉克文

学的古典作家，塔吉克人。——第２３９页。

哈森普弗鲁克，汉斯 丹尼尔（Ｈａｓｓｅｎ－

ｐｆｌｕｇ，ＨａｎｓＤａｎｉｅｌ１７９４—１８６２）——德

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１８３２年为黑森选

帝侯国的司法大臣和内政大臣，１８５０年

任内阁总理，专制主义的拥护者。——

第５３４页。

迪茨，奥斯渥特（Ｄｉｅｔｚ，Ｏｓｗａｌｄ约１８２４—

１８６４）——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伦

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

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参加美国内

战。——第６２５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在４０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

后成为保守党领袖，１８６８年和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年任首相。——第４９７页。

迪特利希施坦，济格蒙德（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ｓｔｅｉｎ，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１４８４—１５４０）——施梯里亚

总督；帝国军司令，曾镇压１５１５—１５１６

年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起义，

１５２５年起义时期被起义者俘掳，后被释

放。——第４３４、４７６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３２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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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２４９页。

洛歇尔（Ｌｏｒｃｈｅｒ）——维尔腾堡乌尔利希

公爵顾问。——第４３１页。

济格尔，弗兰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４—

１９０２）——巴登退伍军官，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曾任总司令，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副

总司令；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２年迁居

美国，站在北部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内

战。——第１５７、１６４、２１９、２２４—２３２、

３６０、３６１页。

济金根，弗兰茨 冯（Ｓｉｃｋｉｎｇｅｎ，Ｆｒａｎｚｖｏｎ

１４８１—１５２３）——德国骑士，曾参加宗

教改革运动；为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骑士起义

的领袖。——第４０７、４３７、４４０、４８１页。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４６８—１５３２）——萨克森公

爵，１５２５年起为萨克森选帝侯；闵采尔

的迫害者之一，镇压１５２５年图林根农民

起义的组织者。——第４１５页。

约斯，弗里茨（Ｊｏｓｓ，Ｆｒｉｔｚ约死于１５１７

年）——１６世纪初德国南部农民的秘密

组织和密谋活动的杰出组织者。——第

４２６、４２９、４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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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５

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公元前约４２７—约３４７）——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家。——第４７页。

契尔奈尔，赛米尔 埃尔德曼（Ｔｚｓｃｈｉｒ－

ｎ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Ｅｒｄｍａｎｎ 约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萨克森

议会中极左派的领袖，德勒斯顿１８４９年

五月起义的领导者之一，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

亡瑞士，后又流亡英国。——第１８９页。

十 画

格 雷，乔 治 （Ｇｒ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９—

１８８２）——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内政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和殖民大 臣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第２８４页。

格朗丹，维克多（Ｇｒａｎｄｉｎ，Ｖｉｃｔｏｒ１７９７—

１８４９）—— 法国厂主，众议院议员

（１８３９—１８４８）；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态度最保守。——第

１２页。

格尔伯，艾拉兹姆（Ｇｅｒｂｅｒ，Ｅｒａｓｍｕｓ死

于１５２５年）——１５２５年亚尔萨斯起义农

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于萨比林附

近被俘牺牲。——第４７３页。

格尔伯，脱伊斯（Ｇｅｒｂｅｒ，Ｔｈｕｅｓ）——斯

图加特市民军（１５２５年同维尔腾堡费尔

巴赫尔起义军合并）的领袖，维尔腾堡

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往埃斯林根。——第

４５４、４５７页。

格 律 恩，卡 尔 （Ｇｒü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政论家，在４０年代中叶

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

员。——第３５１页。

格莱泽尔，弗洛里安（Ｇｒｅｉｓｅｌ，Ｆｌｏｒｉａｎ）——

牧师，１５２５年士瓦本农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

；士瓦本农民签订魏茵加腾条约后隐居于

瑞士。——第４５５页。

格奥尔格（Ｇｅｏｒｇ１４７１—１５３９）——萨克

森公爵（１５００—１５３９）；镇压图林根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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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１７页。

格 贝 尔 特， 奥 古 斯 特 （Ｇｅｂｅｒｔ，

Ａｕｇｕｓｔ）——梅克伦堡的木匠，瑞士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迁往伦敦，共产

主义同盟分裂后参加了维利希和沙佩

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６２５页。

格雷贝尔，康拉德（Ｇｒｅｂｅｌ，Ｃｏｎｒａｄ）——

苏黎世再洗礼派的领导人，闵采尔的信

徒，在德国南部曾进行革命的宣

传。——第４１８、４１９页。

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记者，无原则的政论家，

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

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的代

表。——第１１８、５２４页。

格朗梅尼尔（Ｇｒａｎｄｍｅｎｉｌ）——法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

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家，“改革报”的创

始者和发行人之一。——第３１６页。

格莱纳，路德维希（Ｇｒｅｉｎ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是普法尔茨革命临时政府的委

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转美

国。——第１８８、１８９、３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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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党

人的领袖之一。——第５４３页。

马利，亚历山大（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

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后为卡芬雅克政

府的司法部长。——第２９、６３０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５、１５４、１６６、１６７、

１６９、１７１、３４３、３４７、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９—

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２、４８４、４８５、５４１、５４２、

５９９、６００、６０４、６０６、６０９、６１１、６１４、

６１６、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４页。

马尔歇（Ｍａｒｃｈｅ）——法国工人，１８４８年

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

法。——第１９页。

马特维（约１４６８—１５４０）——１５１９年起为

萨尔茨堡大主教；主张残酷地迫害宗教

改革的拥护者和血腥地镇压１５２５年的

起义农民和市民。——第４７５、４４７页。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０５—

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之一，１８４９年是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

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

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５１８、５３５、

５３９、５４４页。

马蒂约 德 拉 德罗姆，菲力浦 安都昂

（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ｅｌａＤｒｏｍ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ｎ

ｔｏｉｎｅ１８０８—１８６５）——法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第二共和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倾向山岳

党；１８５１年政变后流亡比利时。——

第６１页。

马拉斯特，阿尔芒（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领

袖之一，“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时

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３１、４０、４４、４６、

４８、６３、７１、７２、２６０、３１８、３２３、５２０、

６３０页。

马格德堡大主教——见恩斯特第二。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１４５９—

１５１９）—— 德 国 皇 帝 （１４９３—

１５１９）。——第４２６、４３４、４４３页。

秦恩，克利斯提安（Ｚｉ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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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凯则尔斯劳顿

的记者，１８４９年普法尔茨革命军上

尉。——第１９３、２２３页。

泰勒，瓦特（Ｔｙｌｅｉ，Ｗａｔ死于１３８１年）——

１３８１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

袖。——第４０４页。

泰霍夫，古斯达夫 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Ｇｕｓ

ｔａｖ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１３—１８９３）——普鲁士

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

１８４８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

命军总参谋长，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是瑞士“革命

集中”流亡者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１８５２年迁澳大利亚。——第１８２、２１２页。

泰列基，伊什特万（Ｔｅｌｅｋｉ，Ｉｓｔｖａｎ死于

１５１４年）——匈牙利枢密官，后为司库，

１５１４年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所杀。——

第４３３页。

埃尔瓦 夏尔德（ＡｙｌｖａＳｊｏｅｒｄ）——１４９７

年法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第４２３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德国裁

缝，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

来参加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第４８４、

４８６页。

埃克尔曼，约翰 彼得（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ｎ，Ｊｏｈａｎｎ

Ｐｅｔｅｒ１７９２—１８５４）——德国作家，“同

歌德晚年时期的谈话”一书的作者和出

版者。——第２３７页。

埃梅尔曼，卡尔（Ｅ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莱茵省的林务官，曾指挥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分队；革命失败后流

亡瑞士。——第２２２页。

特雷拉，乌利斯（Ｔｒｅｌａｔ，Ｕｌｙｓｓｅ１７９５—

１８７９）——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公共工程部长（１８４８年５—６月）。——第

３３页。

特罗钦斯基，费里克斯（Ｔｒｏｃｉｎｓｋｉ，Ｐｅ－

ｌｉｘ）——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参加

者，后流亡国外，曾任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革命军波兰部队指挥官。——第

１９８页。

特鲁赫泽斯，格奥尔格（ＴｒｕｃｈｓｅｓｓＧｅ－

ｏｒｇ１４８８—１５３１）——士瓦本联盟军队

司令官，镇压１５２５年起义农民和城市下

层群众的主要组织者。—— 第４４２—

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４—４６４、４６６、４６７、４７１页。

特利尔大主教——见里哈尔特。

海瑙，尤利乌斯 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ｕ，Ｊｕｌｉｕｓ

Ｊａｋｏｂ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奥国元帅，残酷

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

革命运动。——第８４、５１５页。

海茵（Ｈｅｉｎ）——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期支持

马克思。——第４８４页。

海因岑，卡尔 （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流亡瑞士，后来又

流亡英国；１８５０年秋最后迁居美

国。——第７、８、１６９页。

海茵茨曼，阿列克西斯（Ｈｅｉｎｔｚｍａｎｎ，

Ａｌｅｘｉｓ约生于１８１２年）——普鲁士法学

家，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

义时期的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

敦。——第１４７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ａ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 （传记材料）。——第８、

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７、１６４—１７２、１７８—

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７—１９３、１９６—２３２、３４３、

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７—３７４、３８０—３８２、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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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５、５４０、５４２、５９９、６００、６０４、６０６、

６０７、６１１、６１４、６２４页。

恩斯特（Ｅｒｎｓｔ１４６４—１５１３）—— 马格德

堡大主教 （１４７６—１５１３）。—— 第

４１０页。

恩格哈尔特，马格达琳娜 菲莉萍娜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１７９６—１８３１）——不甚著名的德国女诗

人。——第２３７页。

席尔，斐迪南 冯（Ｓｃｈｉｌｌ，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

１７７６—１８０９）—— 普鲁士军官，同

拿破仑军队作战的游击队长，１８０９

年 曾 企 图 举 行 武 装 起 义；后战

死。——第１５７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４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Ｓｃｈｉｍｍｅｌ

－ ｐｆｅｎｎｉ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２４—

１８６５）—— 退伍的普鲁士军官，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

１８３、１９８—２０２页。

班堡主教——见韦冈德。

班特尔汉斯（Ｂａｎｔｅｌｈａｎｓ）—— “穷康拉

德”同盟的领导人，曾领导维尔腾堡和

士瓦本山区１５１４年农民起义。—— 第

４３０页。

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２３—１８９９）——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为自由主义

者，国会议员。——第１８３、２１６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１４、５０、

５２、５３、７１、９４、９６、９９、１０１、１２１、１２５、

１３５、１８５、２９８、５２８、５４６、５５１—５５８、

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３、５７５、

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６页。

拿破仑第三 路易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

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

（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 国 皇 帝 （１８５２—

１８７０）。——第４４、５０—５８、６０、６１、６３、

６４、６６、６９、７０、７４—７６、８５—８８、９３—

９６、９９—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９—１２５、２６０、

３４７、５１５、５２５—５３１、５３５、５８５、５８９—

５９１页。

乌迪诺，尼古拉 沙尔 维克多（Ｏｕｄｉ－

ｎｏ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Ｃｈａ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３）——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１８４９

年曾指挥进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

第６５、６６、７４、７５页。

乌尔利希（Ｕｌｒｉｃｈ１４８７—１５５０）——１４９８

年起为维尔腾堡公爵，１５１９年被逐；企

图利用１５２５年农民起义恢复自己的统

治；１５３４年重就维尔腾堡公爵之

位。——第４２９—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６页。

通费尔特，孔茨（Ｔｈｕｎｆｅｌｄ，Ｋｕｎｔｚ）——

德国骑士，维尔茨堡主教的藩臣；曾参

加１４７６年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

辖区）汉斯 贝海姆的农民密谋活

动。——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通费尔特，米哈埃尔（Ｔｈｕｎｆｅｌｄ，Ｍｉ－

ｃｈａｅｌ）——同其父孔茨 通费尔特一起

参加１４７６年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

教辖区）汉斯 贝海姆的农民密谋活

动。——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倍林，汉斯（Ｂｅｒｌｉｎ，Ｈａｎｓ）——海尔布朗

市参事，１５２５年起义农民占领该城后，

企图迫使起义者接受比较温和的纲领；

随即投奔起义的镇压者方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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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４５９页。

库伯，菲尼莫尔（Ｃｏｏｐｅｒ，Ｆｅｎｉｍｏｒｅ１７８９—

１８５１）—— 著名的美国浪漫主义作

家。——第３１４—３１７页。

伦勃朗（Ｒｅｍｂｒａｎｄｔ１６０６—１６６９）——伟

大的荷兰艺术家。——第３１３页。

祖尔茨，鲁道夫（Ｓｕｌｚ，Ｒｕｄｏｌｐｈ）——伯

爵，罗特维尔帝国法庭法官；１５２５年农

民战争时期是镇压德国南部农民起义

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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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逃跑参加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来到英国，１８５２年起又流亡到澳

洲。——第１８２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 阿德里安（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Ａｄｒｉｅｎ１７１５—１７７１）——杰出

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

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

家之一。——第７２页。

朗帕尔特，格雷哥留斯（Ｌａｍｐａｒｔｅｒ，Ｇｒｅ

ｇｏｒｉｕｓ１４６３—１５２３）—— 维尔腾堡公

爵乌尔利希的顾问。——第４３１页。

索布里埃，玛丽 约瑟夫 （Ｓｏｂｒｉｅｒ，

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 约１８２５—１８５４）——

法国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

命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３月创办了巴

黎市政府机关报“巴黎公社”。——第

３１６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 瓦西里也维奇（Ｈ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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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页。

十 一 画

梅尔济（Ｍｅｒｃｙ）——巴登大尉，１８４９年巴

登－普法尔茨的参加者；曾担任第三师

师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

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６页。

梅茨勒，格奥尔格（Ｍｅｔｚｌｅｒ，Ｇｅｏｒｇ）——

１５２５年奥登瓦尔德农民起义的领袖之

一，华美军的司令，属于温和派；华美

军被击溃后逃跑。—— 第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８、４６１页。

梅萨罗什，拉弗连齐（Ｍｅｓｚａｒｏｓ，Ｌａｕ－

ｒｅｎｃｅ死于１５１４年）——策格列德的牧

师，１５１４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之

一；后被匈牙利贵族俘掳，杀害。——第

４３２、４３４页。

梅兰希通，菲力浦（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４９７—１５６０）——德国神学家，路德最

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路德派

适合诸侯的利益，敌视闵采尔的革命思

想。——第４１６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

ｓｋ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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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革命时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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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１、

１８２、１９４、２０１、２０９、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９、

２２４、２２５页。

莫罗，让 维克多（Ｍｏｒｅａｕ，ＪｅａｎＶｉ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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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３—１８１３）——法国将军，曾参加法

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联军的战争，１８００

年在霍根林登附近击溃奥军。—— 第

２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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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９月为科伦工人联

合会主席，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的参加者，在牟尔克战役中牺牲。——

第２３１页。

莫伊勒，海尔曼 （Ｍüｕｒ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３—１８８２年左右）——不著名的德国

民主派作家，流亡者同盟盟员，后为正

义者同盟盟员。——第２３７页。

勒姆 安，让 （Ｌｅｍｏｉｎｎｅ，Ｊｅａｎ１８１４—

１８９２）——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

英国记者，后为主编。——第１１８、５２４

页。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Ｌｅｃｌｅｒｃ，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ｅ）——巴黎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

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工人的六月起

义。——第１１５、５２１页。

勒文施坦（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伯爵，法兰

克尼亚的一个小诸侯家族的代表人

物。——第４４９页。

曼特尔，约翰（ＭａｎｔｅｌＪｏｈａｎｎ约１４６８—

１５３０）——德国神学者，斯图加特的传

教士，闵采尔的信徒。——第４１９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

表，内政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相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１６８、２０１页。

曼托伊费尔（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尉官，曾参加体育

运动的组织；奥托 泰奥多尔 曼托伊费

尔的亲属。——第２０１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１８世纪

末至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

人。——第８９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

ｐｈ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

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

３—６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

协的叛卖政策。——第１３７页。

康拉德三世（Ｃｏｎｒａｄ ，１４６６—１５４０）——

维尔茨堡主教（１５１９—１５４０）；血腥镇压

１５２５年法兰克尼亚农民起义和城市下

层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５１、

４５２、４６４页。

盖尔，弗洛里安（Ｇｅｉｅｒ，Ｆｌｏｒｉａｎ死于１５２５

年）——德国骑士，站在１５２５年起义

的农民方面；曾指挥黑军，在战斗中

牺牲。—— 第４４９—４５１、４６０—４６３

页。

盖斯迈尔，米哈埃尔（Ｇｅｉｓｍａｉｅｒ，Ｍｉｋ－

ｈａｉｌ约死于１５２７年）——提罗耳和萨尔

茨堡教区农民起义的最有天才的领袖

之一；矿工的儿子，萨尔茨堡主教的秘

书，后管理关税。——第４７６—４７８页。

梯凡，让 洛朗（Ｔｉｐｈａｉｎｅ，ＪｅａｎＬａｕ－ｒｅｎｔ

约生于１８０５年）——法国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

“改革报”的拥护者。——第３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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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奥尔良党人，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８３、８６、８９、１０１、１１６、１１９、２５１、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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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传说中的古希腊叙

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２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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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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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５、１６、３６、４５、５３、６１、

８３、８９、２４７—２５２、３００页。

雪恩，乌尔利希（ＳｃｈｏｎＵｌｒｉｃｈ死于１５２５

年）——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莱

普海姆农民军的领袖之一，后被俘处

死。——第４４５、４５５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１９３、２２３页。

戚美尔曼，威廉（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７—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左派；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年出版的“德国农

民战争史”的著者。——第４１５、４２０页。

十 二 画

博尔，约翰（Ｂａｌｌ，Ｊｏｈｎ死于１３８１年）——

英国的乡村牧师，人民传教士，１３８１年

英国农民起义领袖之一。—— 第４０１、

４０４页。

博凯，让 巴蒂斯特（Ｂ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法国教师，七月王朝时期秘

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改革报”的拥护

者，１８４８年革命开始时是巴黎第十二区

的区长助理，５月１５日示威游行的参加

者；后流亡英国，亚 伊 赫尔岑的朋

友。——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２５页。

博布钦，弗里德里希 亨利 卡尔（Ｂｏｂ－

ｚ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２６

年）——德国手工业者，１８４７年布鲁塞

尔德国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

伦敦，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德国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

６０９、６１０页。

博马舍，比埃尔 奥古斯丹（Ｂｅａｕｍａｒｃｈａ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３２—１７９９）——杰出

的法国剧作家。——第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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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后流亡瑞

士，教育学教授。——第２０８页。

博林布罗克，亨利（Ｂｏｌ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Ｈｅｎｒｙ

１６７８—１７５１）——英国自然神论哲学

家，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

第２４９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约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德国工人，小型的精细画面

家，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和朋

友。——第３５７、４８４、５９６、５９９、６０４、６０９、

６１１、６１４、６２４页。

普 拉 斯 勒， 卡 斯 巴 尔 （Ｐｒａｓｓｌｅｒ，

Ｋａｓｐａｒ）——祖尔茨堡教区起义农民和

矿工的领袖。——第４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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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吉策尔，卡斯巴尔（Ｐｒｅｇｉｚｅｒ，Ｋａｓ－

ｐａｒ）——朔伦多尔夫（维尔腾堡）的刀

剑匠，“穷康拉德”的组织者之一；１５１４

年维尔腾堡农民和市民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逃跑。——第４３０页。

普法伊费尔，亨利希（Ｐｆｅｉｆ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死

于１５２５年）—— 人民传教士，闵采尔

的信徒，１５２５年缪尔豪森市民起义

的领导者之一；后被处死。—— 第

４６８、４７２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法尔茨选帝侯——见路德维希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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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１４６、

１８５、２２６、２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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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

的辩证法。——第２４４、２６５、３０１、４１３、

４９０、５３８页。

黑森伯爵——见菲力浦一世。

黑尔芬施太因，路德维希（Ｈｅｌｆｅｎｓｔｅｉｎ，

Ｌｕｄｗｉｇ约１４９８—１５２５）——伯爵，魏茵

斯堡（维尔腾堡）的奥国总督，以背信

弃义和残酷无情地对待农民著称。——

第４４９、４５０、４６０页。

菲斯特尔，安东（Ｆüｓｔｅｒ，Ａｎｔｏｎ１８０８—

１８８１）——奥地利神学家，维也纳大学

教授，１８４８年为国会议员，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曾流亡伦敦，后又流亡美

国。——第５９６、５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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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巴登临时

政府委员。——第１５９页。

菲力浦一世（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４７９—１５３３）——

巴登的侯爵；１５２５年参加镇压德国南部

的农民起义。——第４２８、４３２、４６５页。

菲力浦一世（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５０４—１５６７）——

黑森伯爵；曾参加消灭１５２２—１５２３

年的骑士起义；镇压１５２５年图林根

农民起义 的组 织者。—— 第４４０、

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９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ｃ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政论家，１８４８年为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

第２５５、５１５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４８８页。

费尔巴哈尔，马特恩（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ｅｒ，Ｍａ－

ｔｅｒｎ）——市参议会议员，格罗斯－波特

瓦（维尔腾堡）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

１５２５年领导维尔腾堡起义农民和市民

的华美基督教军队；起义者失败后逃往

瑞士。——第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７页。

富歇，约瑟夫（Ｆｏｕｃｈé，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５９—

１８２０）——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活动家，革命时期是雅各

宾党人，拿破仑第一的警务大臣；以毫无原

则著称。——第１００、３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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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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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

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

曾数次担任财政部长。——第２７、４４、５７、

８９、９２—９４、３４７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之

一。——第５３９页。

斯图亚特王朝（Ｓｔｕａｒｔｓ）——统治苏格兰

（１３７１年开始）和英格兰（１６０３—１６４９，

１６６０—１７１４）的王朝。——第２５０页。

萨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牧师，“德国天主教

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

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第２３６、５３９页。

尧普，亨利希 卡尔（Ｊａｕｐ，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１７８１—１８６０）——德国法学家，自由主

义者，黑森－ 达姆斯塔德政府首脑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１８５０年８月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主席。——第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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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报”、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５１９页。

凯撒（凯尤斯 尤利乌斯）（Ｃａｅｓａ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公元前约１００—４４）—— 著名

的罗马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

第８６页。

闵采尔，托马斯（Ｍüｎｚｅｒ，Ｔｈｏｍａｓ约

１４９０—１５２５）——德国的伟大革命家，

宗教改革时期及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

的农民和平民的领袖与思想家，他宣传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３９６、

４０１、４０５、４１０—４１９、４２５、４３６、４４１、

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８、４６８—４７２、４７６页。

斐 迪 南 一 世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５０３—

１５６４）—— 奥地利大公，德国皇帝

（１５５６—１５６４）。——第４４３、４６５、４６６、

４７６、４７７页。

十 三 画

奥赛，沙尔（Ｈａｕｓｓｅｚ，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８—

１８５４）——法国政治活动家，极端的反

革命分子，１８２９年是海军大臣。——第

１０６页。

奥普尔，阿尔丰斯 昂利（Ｈａｕｔｐｏｕｌ，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Ｈｅｎｒｉ１７８９—１８６５）——法国

将军，正统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陆军部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０）。——第８８、９９、

１０５、１１７、１２４、１２５、２５９、５２３、５２９、

５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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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５１９、

５２０页。

奥斯渥特（Ｏβｗａｌｄ）——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

的营长，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军事

委员。——第２１０页。

奥斯特勒，理查（Ｏａｓｔｌ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８９—

１８６１）——英国政治活动家，倾向托利

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斗争

中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劳动日。——第

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５页。

奥尔良公爵（Ｄｕｃｄ’Ｏｒｌéａｎｓ）——见路易

－菲力浦。

奥艾尔巴赫，倍尔托特（Ａ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ｅｒ－

２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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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ｌｄ１８１２—１８８２）——德国自由派作

家；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第２３７、

２３９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 奥维狄乌斯 纳

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Ｎａｓｏ公元前４３年

——公元１７年左右）——杰出的罗马诗

人。——第５４４页。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Ｏｂｏｒ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７—１８７３）——波兰上校，革命家，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流亡

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１８４９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

第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５页。

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Ｏｒ

ａｎｇｅ１６５０—１７０２）—— 尼德兰总督

（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 国国 王 （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２４８、２５０页。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Ｏｒｌéａｎｓ，ｄ’，

〔ＨéｌèｎｅＬｏｕｉｓｅ▍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１８１４—１８５８）——出生于梅克伦堡大公

家，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的孀

妇。——第８６页。

路 德，马 丁 （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动家，德

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

阶级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

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

城市贫民。—— 第３９９、４０５—４１２、

４１５—４１９、４３６、４４１页。

路易 波拿巴（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见拿

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见

拿破仑第三。

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Ｌｏｕｉｓ ，或

ＳａｉｎｔＬｏｕｉｓ１２１５—１２７０）——法国国王

（１２２６—１２７０）。——第８５页。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 １４２３—１４８３）—— 法

国皇帝（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３８８、

４３８页。

路 易 十 三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ＩＩ １６０１—

１６４３）—— 法 国 国 王 （１６１０—

１６４３）。—— 第２４９页。

路 易 十 四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１６３８—

１７１５）—— 法 国 国 王 （１６４３—

１７１５）。——第９４、２４８页。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１８３０—１

８４８）。——第１２—１４、１７、４５、４８、５０、５２、８

２、８６、８９—９１、９３、１２１、２４７、２６０、２６１、３

１３、３２４、５２７、５４４、５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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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页。

路 德 维 希 五 世 （ＬｕｄｗｉｇＶ １４７８—

１５４４）——普法尔茨选帝侯（１５０８—

１５４４）；曾参加镇压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的骑

士起义；镇压１５２５年法兰克尼亚农民起

义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３１、４４４、４５０、

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３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各国拥有许多银行。——第

１５、２６１、２６６页。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８—１８９４）——奥尔良公爵，巴

黎伯爵，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孙子，法国王

位僭望者。——第１２１、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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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２４２、５１６页。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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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第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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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载 勒 尔， 塞 巴 斯 提 安 （Ｓｅｉｌｅｒ，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年为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第４８４页。

道梅尔，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Ｄａｕ－

ｍｅｒ，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７５）——

德国作家，著有宗教史。——第２３６、２４１

页。

圣茹斯特，路易 安都昂（Ｓａｉｎｔ－Ｊｕｓｔ，

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６７—１７９４）——１８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

党人的领袖之一。——第５５１页。

雷芬特洛夫，弗里德里希（Ｒｅｖｅｎｔｌｏｗ，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７—１８７４）——德国保守派

政治活动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临

时政府委员（１８４８）。——第５３３页。

薄伽丘，卓万尼（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ｏ，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１３１３—１３７５）——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

最大的小说家和诗人。——第４０２页。

十 四 画

维利希，奥古斯特 （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５０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成为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流亡

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１５２、１７１、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０—

１９３、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２、３５２、

３５７、３６９、３７４、３８１、５９９、６０４、６０６、

６０９—６１１、６１４、６２５、６３０页。

维多克，弗朗斯瓦 欧仁（Ｖｉｄｏｃｑ，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７５—１８５７）——法国的刑

事犯，警察局密探；一般认为“维多克

回忆录”一书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

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

词，——第３２２页。

维迪尔，茹尔（Ｖｉｄｉｌ，Ｊｕｌｅｓ）——法国军

官，社会主义者，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

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 第４８５、

６０６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Ｖｉｄａｌ，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１４—

１８７２）——法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立法议会议

员 （１８５０—１８５１）。—— 第１０５—１０７、

１１４、３５０、５２０页。

维维延，亚历山大 弗朗斯瓦（Ｖｉｖｉｅ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９９—１８５４）——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

１８４０年任司部长，１８４８年任卡芬雅克政

府公共工程部长。——第４８页。

维尔茨堡主教——见康拉德三世。

福 适，莱 昂 （Ｆａｕｃｈｅｒ，Ｌｅｏｎ１８０３—

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秩序党

的领袖之一，内政部长（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１８４９年５月），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１２、５３、５９、６２页。

福 格 特，卡 尔 （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

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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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页。

福尔奈尔，安东（Ｆｏｒｎｅｒ，Ａｎｔｏｎ）——诺

德林根（法兰克尼亚）帝国城市市长；

１５２５年参加农民起义并领导城市平

民。——第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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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泽 吉 尔， 托 马 斯 （Ｆｏｔｈｅｒｇｉｌｌ，

Ｔｈｏｍａｓ）——英国军官，１８５０年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伦敦所组织的德国

流亡者同盟的名誉书记。——第３５８页。

蒙特，泰奥多尔（Ｍｕｎｄｔ，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８—

１８６１）——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的

代表之一，后来在布勒斯劳和柏林教文

学和历史。——第２３７页。

蒙尼埃（Ｍｏｎｎｉｅｒ）—— 法国七月王朝

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４８

年 二 月 革 命 后 任 警 察 局 秘 书

长。——第３１６页。

蒙塔朗贝尔，沙尔（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Ｃｈａｒ

－ｌｅｓ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

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

党的首领；在政变时期支持路易 波拿

巴。——第９４、１１６、５２２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德国伟大

的作家和思想家。——第２０８、２３７、２４１

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

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４８

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１１３、３７８、

４８７、４８９、５１２、５４４页。

豪普特，海尔曼 威廉（Ｈａｕｐ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约生于１８３１年）——德国商

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

人审判案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

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逃

往巴西。——第４８４页。

赫希斯特，恩斯特 海尔曼（Ｈｏｃｈｓｔｅｒ，

Ｅｒｎ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ｎ约生于１８１１年）——爱

北斐特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起义失败后逃

离德国；以后放弃政治活动。——第

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９页。

十 五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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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页。

德雷埃尔（Ｄｒｅｈｅｒ）——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卡尔斯卢厄人民

自卫团的营长。——第１９１、１９８、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８页。

德斯特尔，卡尔 路德维希 约翰（Ｄ’Ｅｓ－

ｔｅｒ，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 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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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１７５、

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９、２１０、２１７、２２８页。

德拉马尔，德奥多 卡季米尔（Ｄｅｌａｍ－

ｍａｒｒｅ， Ｔｈéｏｄｏｒｅ Ｃａｓｉｍｉｒ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０）——法国银行家；政论家，从１８４４

年起控制了“祖国报”；波拿巴主义

者。——第３４７页。

德弗洛特，保尔（ＤｅＦｌｏｔｔｅ，Ｐａｕｌ１８１７—

１８６０）——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积

极参加者，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第１９１、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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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８页。

德拉奥德，律西安（Ｄｅｌａｈｏｄｄｅ或ｄｅｌａ

Ｈｏｄｄｅ，Ｌｕｃｉｅｎ１８０８—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秘密

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警探。——第３１３—

３１８、３２３、３２７页。

德累赛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ｌｅｓｓｅｒｔ，Ｇａ－

ｂｒｉｅｌ１７８６—１８５８）——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３６—１８４８）。——第３１４、３２３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

向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货币

论。——第４９８页。

图伦，昂利 德 拉 图尔 多韦尔尼

（Ｔｕｒｅｎｎｅ，ＨｅｎｒｉｄｅｌａＴｏｕｒｄ’Ａｕ－

ｖｅｒｇｎｅ１６１１—１６７５）——子爵，著名的

法国将军。——第５６５页。

赖哈德，约瑟夫 马丁（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０３—１８７２）——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年普法尔茨革命临时政

府委员，起义被镇压后流亡美国。——

第１８１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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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

委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领

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后流亡英

国。——第１７、２７、３１、３９、４１、５１、５９、

６３—６５、７１、７２、７４—７６、８０、９３、１０７、

１１５、３２７、５２１、５３５、５４４、６３０页。

摩莱，路易 马蒂约（Ｍｏｌé，ＬｏｕｉｓＭａｔ－

ｔｈｉｅｕ１７８１—１８５５）——伯爵，法国国家

活动家，奥尔良派，总理（１８３６—１８３７，

１８３７—１８３９），第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８３、８４页。

鲁道夫第二 冯 谢伦堡（Ｒｕ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Ｓｃｈｅｒｅｎｂｅｒｇ）—— 维 尔 茨 堡 主 教

（１４６６—１４９５）；１４７６年曾镇压贝海姆

汉斯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第４２３页。

十 六 画

霍苏，安东（Ｈｏｓｓｚú，Ａｎｔｏｎ）——１５１４年

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第

４３３、４３４页。

霍亨洛埃（Ｈｏｈｅｎｌｏｈｅ）——伯爵，法兰克

尼亚诸侯的代表。——第４４８、４４９页。

霍伊斯纳，卡尔（Ｈａｕｓｎｅｒ，Ｋａｒｌ）——德

国工程师，１８４９年曾指挥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军莱茵黑森部队。——第１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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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页。

鲍威尔，路易（Ｂａｕｅｒ，Ｌｏｕｉｓ）——德国

医生，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１８４９年迁居伦敦，在这里和德

国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人士来往，

伦敦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主

席。——第３５６、６０９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

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

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

澳洲。——第３５７、３５９、４８４、５９６、５９７、

５９９、６０４、６０９、６１１、６１４、６２４页。

诺阿克，路德维希（Ｎｏａｃｋ，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９—

１８８５）——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

第２３７页。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 若尔日 约瑟夫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Ｊｏ－

ｓｅｐｈ１７８９—１８６６）——法国将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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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拥护者。——第１２５、５３０、５３１页。

诺伊豪斯（Ｎｅｕｈａｕｓ）——图林根的医生，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指挥

官。——第２２３页。

默 尔 德 斯， 弗 洛 里 安 （Ｍｏｒｄｅｓ，

Ｆｌｏｒｉａｎ）——１８４９年巴登临时政府的内

政部长。——第１６０页。

十 七 画

谢努，阿道夫（Ｃｈｅｎｕ，Ａｄｏｌｐｈｅ）——七

月王朝时期法国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警

探。——第３１３—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９页。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Ａｕ－

ｇｕｓｔ）——海瑙的桶匠，１８４８年革命和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伦敦，开设小旅店，店中留住了

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参加了维利希和沙

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第６１２、

６２５页。

戴斯特，让 巴蒂斯特（Ｔｅｓｔｅ，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１７８０—１８５２）——法国律师和国家

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

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

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９３页。

赛居尔 达居索，雷蒙 保尔（Ｓｅｇｕｒｄ’

Ａｇｕｅｓｓｅａｕ，Ｂ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１８０３—

１８８９）——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所

有的执政党都参加过；立法议会中的秩

序党代表。——第１０７页。

十 八 画

萨姆，康拉姆（Ｔｈｕｍｂ，Ｃｏｎｒａｄ１４６５—

１５２５）——维尔腾堡公爵乌尔利希的顾

问。——第４３１页。

萨克 斯，汉 斯 （Ｓａｃｈｓ，Ｈａｎｓ１４９４—

１５７６）——德国手工业者，宗教改革

时期的诗人和作曲家，路德的拥护

者，纽伦堡音乐学校的创办人和领

导者。——第２４２页。

萨德勒，迈克尔 托马斯（Ｓａｄｌｅｒ，Ｍｉｃｈ－

ａｅｌ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８０—１８３５）——英国经济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

者，倾向托利党。——第２７７、２８５页。

萨菲尔，摩里茨 哥特利勃（Ｓａｐｈｉｒ，Ｍｏ－

ｒｉｔｚ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９５—１８５８）——奥地利

的幽默家，诗人。——第２３７页。

萨 列 雷 施，安 布 鲁 什 （Ｓｚ氊ｌｅｒｅｓｉ，

Ａｍｂｒｏｓ）——佩斯的公民，参加过１５１４

年匈牙利起义，曾指挥部分农军，后出

卖起义者，投向贵族。——第４３３页。

萨克森选帝侯——见弗里德里希三世。

萨尔茨堡大主教——见马特维。

魏斯（Ｗｅｉβ）——德国医生，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茨魏布吕肯

民政委员。——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

人，职业是裁缝。——第４８６页。

魏兹曼，尼古拉斯（Ｗｉｓｅｍａｎ，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８０２—１８６５）—— 英国天主教神甫；

１８５０年罗马教皇任命他为韦斯明斯特

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第５１７、５１８页。

魏特莫泽尔，艾拉兹姆（Ｗｅｉｔｍｏｓｒ，Ｅｒａｓ

－ｍｕｓ）——德国手工业者，１５２５年农民

战争时期萨尔茨堡矿工军和农民军的

领袖。——第４７５页。

二 十 四 画

让，保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约翰 保尔 弗

里德里希 李希特尔（ＪｏｈａｎｎＰａｕ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ｒ１７６３—１８２５）的笔名，

德国讽刺作家。——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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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画

“飞行传单”（Ｆ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Ｂｌａｔｔｅｒ）——慕尼

 黑出版。——第１７２页。

四  画

“太阳报”（Ｓｕｎ）——伦敦出版。——第

３６７、３６９页。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巴黎出版。——

第８４、１０３、１２１、２６０、５２６页。

“文艺杂谈”（Ｂｌａ０ｔｔｅｒｆü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Ｕｎ

－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莱比锡出版。——第

２３７页。

“不来梅每日纪事” （ＢｒｅｍｅｒＴａｇ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ｋ）——第３８２、５４１、５４２页。

“巴伐利亚农村信使”（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Ｌａｎｄｂｏ

－ｔｉｎ）——慕尼黑出版。——第２３８页。

五  画

“民主报”（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柏

林出版。——第５９９页。

“民 主 评 论” （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伦敦出版。——第２７５页。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伦

敦出版。——第７、８、３６９、５１９、５９７、５９９

页。

“北德意志自由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ｒｅ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汉堡出版。——第５９９、６０９、

６１２、６１４页。

“立宪主义者报” （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ｅｌ）——巴黎出版。——第１１８、５４２页。

“卡尔斯卢厄日报”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巴登出版。——第１６９、１７９页。

六  画

“权力报” （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 巴黎出

版。——第１２０、５２６页。

“农村信使”（Ｌａｎｄｂｏｔｉｎ）——见“巴伐利

亚农村信使”。

“自由射手”（ＤｅｒＦｒｅｉｓｃｈüｔｚ）——汉堡出

版。——第６１２页。

“西 德 意 志 报” （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科伦出版。——第６、５９９、

６０３、６０４、６１１页。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

ｅｒ）——伦敦出版。——第３７５、５１８页。

七  画

“快邮报”（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见“德意志

快邮报”。

“改革报” （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巴黎出

版。——第３９、５９、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３、

３２６页。

“每日纪事” （Ｔａｇｅｓ－Ｃｈｒｏｎｉｋ）——见

“不来梅每日纪事”。

八  画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约国

家报”。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巴黎出版。—

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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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１８、２３、３２、４０、４５—５１、５３、５４、５９、

６０、６２、６３、６７、６８、７１、７２、７８、８１、８４、１０３、

１０６、１２１、３２６、３２７、５２６页。

“国民议会报”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巴黎出版。——第１１８、２６０、

３７５、５２４页。

“法兰西报”（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巴黎出版。——第１９页。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第１７９页。

“和平民主日报” （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巴黎出版。——第７８页。

九  画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格

斯堡出版。——第２３８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巴黎出版。——第２２、３４、３６、６６、８２、

８６、８９、１２５、３４８、５３１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１７９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

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黎

出版。——第４１、１１８、５２４页。

十  画

“班堡报”（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３８

页。

“拿破仑” （Ｌ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巴黎出

版。——第１０１页。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巴黎出版。——

第３４７—３４９页。

“旁观者” （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３７０、３７４、３８１、３８２页。

“泰晤士报”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第７、８、３４３、５１８、５４３、５４４页。

“威塞尔报”（Ｗ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不来

梅出版。——第３８１、３８２页。

“纽约国家报”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Ｓｔａａｔ

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５９９页。

“纽伦堡信使”（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ｅｒＢｏｔｅ）——见

“德国记者”。

十 一 画

“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伦

敦出版。——第５９２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３４３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３７５页。

十 二 画

“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ｄｕｓｏｉｒ）——巴黎出

版。——第３４９页。

“晚邮报。民主派指纸”（Ａｂｅｎｄ－Ｐｏｓｔ．Ｄｅ

－ 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柏林出

版。——第３５１、３５５页。

“喧声报” （Ｌｅ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巴黎出

版。——第３１４、３１５页。

十 三 画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斯图加特

出版。——第５７７页。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巴黎出版。——

第８４、１０３页。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布

勒斯劳出版。——第２９４页。

“新普鲁士报” （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

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３７３、３７５、

３７６页。

“新德意志报” （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

ｕｎ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第３５７、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０、５９６、５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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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科伦出版。——第５、

６、３５、３６、５０、１３７、１５４、１６６、１７２、

１７７、１８９、３６９、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０、５４１、

５４２、５５４、５９２、６００、６０１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ｏｕｅ）——伦敦，汉堡出版。——第

５、６、９、１１１、１１８、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３、２３６、

２４２、２４６、２５３、２６８、２８７、３００、３１２、

３２９、３３２、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６、３５０、３５４、

３７８、３８０、３８３、４８６、４８７、５０７、５２４、

５４０—５４２、６００、６０１页。

“瑞士国民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巴塞尔出版。——第２６７、

５９９页。

十 五 画

“德国记者”（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ｖｏｎｕｎｄ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纽伦堡出版。——第

２３６、２３８页。

“德国旁观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Ｚｕｓｃｈ

ａｕｅｒ）——曼海姆出版。——第１５９页。

“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伦敦出版。——第７、５９９、

６２３、６２４页。

“德 意 志 快 邮 报”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纽约出版。——第５９９

页。

“德勒斯顿新闻通报”（Ｄｒｅｓｄｅｎ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第６１５、６２５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第５０１、５０４、５１１页。

“慕尼黑农村信使”（ＭüｎｃｈｎｅｒＬａｎｄｂｏ

ｔｉｎ）——见“巴伐利亚农村信使”。

二 十 一画

“辩论日报”（Ｄｅｂａｔｓ）——见“政治和文

学辩论日报”。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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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后 记

本书内“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是由北京大学熊伟根据德文本

译出、经洪谦校阅的；除技术规格、名词等按我局规定统一外，我

局对译文基本上未加改动。“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

与展望”一文，已有曹汀的译本，现由他本人又根据“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作了修改，我局统一了规格和名词，并根

据德文本略加改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中

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月”采用了“马克思恩格

斯文选”两卷集的译文，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

版进行了一些修改。“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在校阅过

程中个别地方参考了沈炼之的译文（１９５８年人民出版社版）。

除上述著作外，其余文章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二版译出的。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冯世熹、孙魁、钱文干、汤景

福、孙开焕等。译文最后由纪涛、张纪恒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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