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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

治书籍出版局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

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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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１８５９年１月至１８６０年２

月所写的著作。

１８５９年是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

也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欧洲各国出现

了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持续很久

的政治反动时期即将结束。新的革命前景展现在工人阶级的面前。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

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推动了政治的全面活跃。这次危机是资本

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它的后果到１８５９年仍有充分的影

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是

为了准备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业已成熟的条件下去迎接新的

阶级搏斗。马克思继续努力钻研政治经济学问题，恩格斯则继续钻

研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紧张地从事政论

著作。他们系统地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文

章，而且还继续从事自１８５７年就开始的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

的工作。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

特别注意发展经济学说。早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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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想和无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根本原理。在此以后，马克思便把主要的

精力用来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确定了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以后，就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

的经济规律。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

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年中马克思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极其重大的问题，他根据大量文献和资料研究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实况，研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

领域（技术史、农业化学、数学等），他利用这些科学领域的资料来

更详尽地阐明许多经济学问题。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马克

思就于１８５７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我们搜集到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在这些

手稿中马克思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多年来的研究进行了某些总

结，表述了马克思后来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发展了

的许多重要原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表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

思大体上已经制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

值学说的原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有一部分是马克思打算

在写作他计划写的那部经济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原

始材料。马克思准备把这部著作分册出版。第一分册于１８５９年１

月脱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形式出版。

本卷的头一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杰出

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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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弗·伊·列宁所

指出的，这是马克思的那些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清晰明确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

的见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

学说，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实质和职能问题。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

篇幅批判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商品、价值、货

币以及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马克思在他这部著作中为科学地阐

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开头有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

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

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

义的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在这

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理，作了周密说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７页）。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

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

基本关系。同时他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

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

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就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经

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做一

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９页）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在序言中表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以

及关于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另一种比较进步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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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形态革命地代替的主要原因这一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

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

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

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

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见本卷第８—９页）马克思揭示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

现，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死亡，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同时

也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制度将摆脱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

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他在该书中阐明的经

济学问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商品、劳动、价值、货币。他揭示了商品

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个矛盾的发展及其扩

展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上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价值是永恒的自然范畴，马克

思和他们相反，他证明了商品和价值在历史上的暂时性质。马克思

通过对商品的研究指出，产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具有商

品的形式，商品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它在从简单商

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马

克思把商品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其中包含着资本主义

一切矛盾的萌芽。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这二重性。马克思在其对商品的分析中最先确定，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

动和社会劳动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矛盾。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过程中还弄清楚了，商品中包含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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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深入地

研究了创造价值的劳动，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确定并证

明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个

发现是使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得以阐明的“出发

点”。

马克思根据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发展了他的价值学说。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内，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

价值的交换中看到了物的交换，而马克思则在这种交换中揭示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那样，只限于问题的数量方面，只限于规定价值量，而是首先详

尽地阐明价值的本质，对它作出质的评定，指出价值是物化了的抽

象劳动；他从理论上验证了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马克

思依据他的价值学说确定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耗费在商品生产上

的劳动必然采取价值的形式。

马克思从自己的价值学说出发，对货币问题也作了详尽的研

究。在经济科学中他最先阐明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

值和货币的有机联系，认为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

果。他揭示了货币的本质，研究了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作

用，科学地确定并阐明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金属货币和纸币流

通的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揭露出：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

于货币和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企图通过消灭货币

的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改善资本主义”的计划是一

种空想。

马克思所创立的严整的科学的价值学说，是对无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马克思以他的价值学说为基础，后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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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详细地、全面地制定了剩余价值学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即马克思计划写的那部著作的第

一分册出版以后，马克思曾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在这一册中他打算

阐述资本问题。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对自己最

初的写作计划作了很大的改变，决定暂时不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而

对许多他认为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的问题继续作了研究。马克思

的新的想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体现，该书第一卷于１８６７年出

版。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经济学

批判”一书的续篇。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编中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是必

要的。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研究上的更加连贯和完

整，而且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只作了初步阐述的他

的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学说的个别原理，要在“资本论”中加以

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关于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学说，关于商品拜

物教的原理等）。同时，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

所指出的，他认为某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已详细探讨过

的原理，在“资本论”中可以只作比较简略的阐述。所以，在“资本

论”出版以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没有失去其独立的科

学意义，而且有理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一个卓越的地

位。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商品分析史、价值学说史和流通手段学说

史等方面所作的探讨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

经济学文献中一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最优秀的专题学

术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在本卷中占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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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幅，这就是他们在当时进步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

坛报”（那时他们继续为该报撰稿）和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

发表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以单行本出版的两本小册子——“波河

与莱茵河”和“萨瓦、尼斯与莱茵”。革命政论的写作在这个时期仍

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充

分反映了欧洲政治局势尖锐化以及新的革命事件成熟的过程。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９年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意大利

反对专制奥地利和国内反动派（它们妨碍国内政治上分裂状态的

消除和阻挠国家的民族统一）的压迫的不断加强的民族解放运动、

法国国内外日益加强的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各国革命

民主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切看作是预示欧洲新的

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同时他们也密切注视孕育着国际关系

的新危机和新战争的国际冲突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各

种事件时，首先注意到资产阶级性的改造尚未完成，在许多国家中

无产阶级都必须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必须解决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未

能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像德国的统一和意大

利的统一那样的任务，以便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马克思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这篇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无产

阶级革命者要通过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办法来达到意大利人民的

民族统一的方针。马克思指出了意大利发生的各次人民骚动，他特

别注意意大利民族运动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即反对统治集团

的政策的“民族派”；当时意大利的统治集团为了王朝的反人民的

利益，为了在皮蒙特的霸权下统一意大利，曾力图利用国内的局

势。马克思看到，这些统治集团请求外国的“援助”、它们同追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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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利目的的路易·波拿巴结成同盟是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

威胁。马克思希望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将会唤醒其他各国的人民起

来革命，希望“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

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见本卷第

１８４页）。

在“欧洲的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

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

性”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

波拿巴统治集团想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爆发

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就警告要防止这种战争，因为它一开

始就可能“在各方面起反革命的作用”（见１８５９年２月４日马克思

给拉萨尔的信）。同时，他们推测欧洲反动派是不能使战争“局部

化”的，“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

（见本卷第１８４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

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的广泛开展的革命运

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性的革命战争。

虽然备战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奠

基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好几个月就预言，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和

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向“论坛报”的

读者揭露了促使路易·波拿巴及其仆从们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真

正原因，揭示了欧洲各国政府旨在加剧冲突的外交阴谋，指出了各

敌对国家所进行的备战活动。在“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

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文章中，恩格斯从战

略观点分析了未来的战场的特点和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大

体上预言了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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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

高涨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

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参加

了许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别尖锐地

感觉到发表政论性言论和影响社会舆论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机

会受到了限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靠在“论坛报”上撰稿显然已

经不够了。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８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时

代改变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

方都占领阵地，哪怕是为了不让其他政党去占领它们。”马克思和

恩格斯寻找各种办法去直接向欧洲大陆的读者群众说话。１８５９年

３月马克思同意给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撰稿，

但是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该报编辑部不敢让无产阶级的领袖

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谈判在当时没有获得成功。

１８５９年４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

莱茵河”，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

新战争的各个问题所持的立场。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

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也包括资产阶

级读者阅读的，因此他把军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

是，全书都贯穿着从无产阶级立场，即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

发捍卫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它证明了

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

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

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论”妄想侵占莱茵河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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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论”经常被用来为侵略政策辩护。

德国资产阶级亲奥地利集团的代表当时宣扬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霸

权下的“中欧大国”并使中欧其他各民族都屈从于德国人的统治的

沙文主义思想，恩格斯给了他们以坚决的回击。同时恩格斯也揭穿

了建立一个以容克地主的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的反革

命性质。恩格斯热烈地主张把伦巴第和威尼斯从奥地利的压迫下

解放出来，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让意大利独立对德国来说无论在政

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有利的。“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

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

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

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见本卷第２８１

页）

由于有必要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机关报，以它作为党宣传革

命思想的公开讲坛，以它作为团结和组织在反动时期彼此失去了

联系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的核心，于是马克思就在１８５９年５月

初召集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老战友——李卜克内西、普芬德、

罗赫纳等人开了一次会，就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报的问题展开

了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马克思就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机关报“人民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答应非正式地为该报

撰稿，为该报提供他在“论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向该报提建议，

给予物质上的支持。马克思希望在决定关头把“人民报”变成无产

阶级政党的战斗的机关报。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１日“人民报”第６号正

式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不久，马克思便担任该报的编

辑，实际上也是该报的行政负责人。

虽然“人民报”在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０日出版了第１６号以后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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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缺乏经费而停刊了，但是它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完成了作为宣传

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

则的战斗喉舌的光荣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宣传了

许多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论原理。该报转载了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１８５９年８月“人民报”有两号连

续刊登了收集在本卷中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

书的评论。恩格斯在这篇评论中阐明了马克思以其在社会科学方

面的发现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指出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科学，

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对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落后性

作了鲜明的阐述，他用无产阶级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去对抗

那些庸俗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评论的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所制

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点。

“人民报”捍卫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声援了无产阶级的阶

级搏斗，特别是详细地阐述了１８５９年７月爆发的著名的伦敦建筑

工人大罢工的进程。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政治评论”一文

中论证了对罢工的革命观点，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

乎规律的和重要的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国资产

阶级妄想用武力强迫工人放弃有组织的斗争的企图只会导致“劳

资之间本来就很深的鸿沟”的加深，只会导致作为社会变革的可靠

保证的阶级仇恨的加深（见本卷第５４７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可以比在“论坛报”上更自由地

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因为“论坛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妨碍他们这

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结合欧洲各国对外和对内政

策的重大事件公开阐述无产阶级的策略原理，坚决地揭露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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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斗

争。

例如，收入本卷附录中以“报刊述评”为题的材料表明，德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等人在他们的伦敦机关报“海尔曼”上

所发表的浸透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言论，在“人民报”上

遭到了多么辛辣的嘲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

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１８５９年４月底在意大利爆发的战

争论证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这场战争的估计，阐明战争爆发

的原因，分析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这一切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奠基

人当时所写的许多文章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早在意大利危机初期，即军事行动开

始以前他们就已发表的观点，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

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他们着重指出，这场战争是

路易－拿破仑及其集团所主使的，他们力图用比较轻易地战胜“外

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

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的口号来投机取巧，以

获得声望，并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

以整化法国的版图并且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马克思主义奠

基人撕下了路易－拿破仑的“意大利解放者”的假面具，彻底揭穿

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运动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强调指出，波拿

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拿

破仑第三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

的隐蔽的干涉。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一文中直接把

这场战争比作１８４９年第二共和时期法国干涉者为了恢复罗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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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马克思指出，对路易－拿破仑来说，“这次

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

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毫无二

致”（见本卷第５４１页）。其实，拿破仑第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持

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充满了对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

统治的斗争的热烈同情。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强调指出，尽管波拿巴

主义者在搞阴谋，尽管皮蒙特君主主义者在搞王朝的反革命图谋，

但是在意大利有能够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的力

量。马克思赞同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那篇揭穿了路易－拿破仑的

蛊惑人心的花招的宣言，并且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这篇

宣言的译文（见本卷第４０６—４１２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杰出的意

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所率领的志愿部队反对奥军的行动看作是人

民反抗外国统治的榜样，看作是真正的解放战争的典范。恩格斯指

出，加里波第“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诫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

行动和猛攻”（见本卷第４１３页）。恩格斯在“战略”一文中对加里波

第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革命的统帅。

在“战争”、“会战终于发生了！”、“军事行动的经过”、“军事事

件”、“马振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意大利战争。回顾”等文

章中，恩格斯从军事观点分析了各次战争事件。这几篇文章和收入

本卷的恩格斯的其他军事历史性的简评，是对军事科学的重大贡

献。恩格斯作为精通军事问题的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对１８５９年的

军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经常对军事学术史方面的问题进行探

讨并且作出了深刻的军事理论概括。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

“意大利战争”一文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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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由于掩护国界的营垒和要塞的构

筑技术及其体系的发展、由于运输业随着铁路和轮船航线的开辟

有了很大改进而发生的变化。从这个例子中，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

的发展和作战方法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在军事评论中以相当大的

篇幅阐述了要塞战、要塞和野战军相互配合的问题以及山地战的

特点等等。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交战双方军队的统帅部对军事行

动的指挥。恩格斯在评价奥地利军队及其领导人时，揭示了武装力

量的编制、战略和战术对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从

属性。恩格斯指出了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经济上的落后性和国内保

存的半封建制度所决定的奥地利军事制度的保守主义。恩格斯给

了奥地利士兵的勇敢精神以应有的评价，同时严厉地抨击了奥军

指挥部的重大错误和失策，指出了由于宫廷权奸和弗兰茨－约瑟

夫皇帝本人干预战争进程而造成的悲惨后果。例如，谈到权奸的走

卒，奥军总司令居莱时，恩格斯写道，他的军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

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则表现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见本

卷第４３３页）。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对法军指挥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恩

格斯指出，法军指挥部没有远大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不会利用

由于敌人的失策而造成的军事上的良机。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法国

的作战方法是和拿破仑第三的两面三刀的反动政治战略，和他想

“把战争局限于一个地区”，以免造成严重的军事纠纷并带来革命

的后果的企图相适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特别是在“人民报”上

对第二帝国头目们的对意政策的揭露，具有对整个波拿巴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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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广泛的揭发运动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自己的读者要深

刻地憎恨建立在警察恐怖、大肆进行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各个阶

级之间投机取巧的基础上的大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专政。他们认为

波拿巴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险的反革命势力，是革命运动和民族

解放运动的扼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看

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回击

民主主义者当中尤其是德国流亡者当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

正是这个时候马克思开始密切注视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尔·福

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言论，开始收集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拿破仑第三

的雇佣走狗的材料。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于１８６０年写成了抨击性

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

卷）。

马克思在“入侵！”、“法国在裁军”、“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

等文章中指出，第二帝国的头目们所执行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一切

新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也痛斥了在

策划意大利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外交上支持法国的其

他欧洲反动势力。马克思特别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

级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帕麦斯顿相勾结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勾结

使拿破仑第三能够放手去进行意大利冒险。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

指出，１８５９年３月波拿巴法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协定也是为这些

目的服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大利问题同德国的统一问题密切联系起

来。在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马克思为“人民报”和“论

坛报”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强调指出，无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

治或者波拿巴在欧洲的霸权都是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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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国家而斗争的道路上的障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波拿巴法

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既能使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

能使德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归根到底会导致欧洲反人民的制

度的崩溃，会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中欧各国被压迫人民反

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的斗争的发展。在德国，这种形势会

使主张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来统一国家的人获得优势，这条

道路就是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君主政体并建立统一的、民

主的德意志共和国。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德意志

联邦的各邦都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并且谴责了那些主张

“中立”的分子。

收集在本卷中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是为了反对普鲁士统治集

团以及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战争的态

度而写的。在“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以及那

组没有写完的文章《Ｑｕｉｄ ｐｒｏ ｑｕｏ》中，马克思痛斥普鲁士宣布

的“调停大国”的中立政策是直接为波拿巴主义充当帮凶。马克思

指出，普鲁士统治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之所以采取可鄙的、胆怯的

投机取巧手法，对路易－拿破仑和俄国沙皇阿谀逢迎，其真实原因

就是：害怕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出现德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企图削弱

它在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中的对手奥地利。马克思指出，普鲁士采

取投机取巧的手法，避免参加战争，是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

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见本卷第５１０页）。普鲁士容克地主想

在自己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意图是普鲁士政策的基础。

马克思在内容极其深刻的“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

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些所谓哥达党中的人物，他们

早在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倡议召开爱尔福特议会时就企图实现使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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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化的思想——是这个反革命计划的热烈拥护者。马克思强

调指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证实它已经抛弃了任何革

命的和民主主义的传统，它已经向反动派屈膝投降。由于资产阶级

的反革命性的结果，最反动的势力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

人，它们以歪曲的形式来实现这一革命的业已成熟的任务，特别是

国家的民族统一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

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见本卷第４６２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民

族主义观点的论战中也捍卫了统一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意大利战

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为普鲁士的中立辩护，实质上是赞同亲普

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在普鲁士领导下从上面来统一德国

的方针。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的拉萨尔的立场，反映出他不

相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拉萨尔在当时所写的剧本“弗兰

茨·冯·济金根”中企图从历史上论证他否定农民和平民大众的

革命作用的观点，并替他号召同贵族君主集团结成同盟的主张辩

护（参看马克思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９日和同年５月１８日恩格斯给拉萨

尔的信）。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摆脱

意大利危机，他们强调指出，这条道路就是要加强意大利和德国的

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发动欧洲各国人

民起来反对波拿巴主义和支持它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他们提出为

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为了解放被压迫民族而进行反对波拿巴

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革命解放战争的思想，以此来同波拿巴集团发

动的反革命战争相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旨在依靠奋起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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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彻底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任务。“……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像在１８４８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

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

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

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

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

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１２６—１２７页）

在马克思的“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

约”、“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等文章中以及在恩格斯的“萨瓦、尼

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对奥意法战争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章着

重指出，维拉弗兰卡和约（它的条款稍后在苏黎世基本上被批准

了）完全暴露了路易－拿破仑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王朝的掠夺的目

的，这些目的和解放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拿破仑第三的所作所为

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心想侵占萨瓦和尼斯，后来便吞并了这两个

省份，他力图让意大利反动势力的主要鼓舞者罗马教皇成为当时

策划中的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他企图恢复已被人民推翻了的托斯

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各公爵的统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波拿

巴反动集团和奥地利反动集团之间签订了一项牺牲意大利利益的

协定，过了若干时候，只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恩典”，皮蒙特统治

集团才被允许参加了这项协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

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一的积极结果，是拿破仑

第三的自我揭露，是他冒充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捍卫者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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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彻底破产。这个和约签订得很仓卒，这也说明了第二帝国内部的

不稳定，说明了这个制度已无力经受孕育着革命爆发的长期战争

考验。尽管意大利革命者在１８５９年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

“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但是这一

年的事变促进了下一年即１８６０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在“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依据对军事历史

和语言学的分析，驳斥了第二帝国的领土野心。恩格斯从意大利和

德国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这一情况出发，在这里重新考察了早在

意大利战争以前就已在国际舞台上以及上述两国国内形成的力量

配置情况。他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在战后也

是正确的，这一方针就在于把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反对以波拿巴法

国和沙皇俄国为首的反动君主主义势力的斗争看作是使意大利和

德国重新恢复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唯一道

路。同时，恩格斯也估计到了１８６１年改革前夕在俄国形成的革命

局势，他把这种局势看作是加速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极其重要的

因素，他把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当作欧洲无产阶级的同

盟军来欢迎。

对英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评述以及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揭

露在本卷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人

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不列颠的贸易”、“工厂工业和贸易”等文

章中，马克思根据对英国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深入地探讨了资本

主义经济许多极其重要的规律性的作用——生产积聚的加强和生

产发展的周期性。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资料，指出英国经济发

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对世界市场发挥它的债主作用比发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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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见本卷第５５７页）。

马克思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工

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趋势。他引用了许多事实和数字，证明英国工

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条件在日益恶化，由于缺乏最起码的

安全技术设备，生产中的不幸事故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工业生产

和贸易的发展，赤贫现象和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分析了这

一切事实，得出了下述结论：“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

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

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见本卷第５５１页）

马克思批评了当时英国的工厂立法，这种立法使工厂主可以

任意破坏它。他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方面的奴仆——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的真面目，他们诚心用自己的理

论去替统治阶级的任何犯罪行为辩护。

马克思引用的许多材料，特别是英国工厂视察员的那些揭露

出英国工厂主营私舞弊、描绘出英国工人受残酷剥削的情景的报

告书，他后来都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在“政治评论”、“英国的贿选活动”等许多文章中，揭穿

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英国下院的真正

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见本卷第５８６页）在“英国

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迪斯累里于１８５９年２

月提出的对英国现行选举制度作一些微小修改的建议，他强调指

出，这个法案的基本目的是要保存当时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政权的

垄断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马克思写道：“一眼就可以

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级中又有几部分

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阶级参加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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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的地位。”（见本

卷第２３７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

奠基人为反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的，首先是英国的奴役和剥削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丑恶制度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在“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文中揭露了英国对印

度的掠夺政策，指出了英国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所造成的极有害的

后果。他特别指出，英国棉织品和棉纱的大量输入破坏了印度的地

方工业。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

度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后果时指出，由此造成的巨大开支，以及必须

在印度经常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首先给英国的纳税人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

在“新的对华战争”这组文章中，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

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他们在１８５９年力图对中国再发动

一场像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和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的鸦片战争那样的掠夺战

争。马克思揭穿了英国人的行动的挑衅性质，强调指出，不是中国

当局，而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破坏了现有的各项条约，尤其

是１８５８年天津条约的条款，从而捍卫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殖民

主义者的武装侵略（不管这种侵略的借口是什么）的权利。

马克思在揭穿英国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的同时，还揭露了英

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它们故意激发“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捏造事实

来为侵略中国的行为辩护。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政策的近视

性，他们不了解经济的规律性，指责中国政府在国内对英国贸易制

造人为的障碍，从而要求通过掠夺性的军事冒险来消除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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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贸易规模比较狭小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本身，在于只允许进行有限的对外交换的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

马克思表示坚信，无论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他

们永远也不能征服中国。

恩格斯有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的标题是“对摩尔人的战

争”，另一篇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论述了１８５９年１１月

至１８６０年３月西班牙在摩洛哥挑起的殖民战争。恩格斯指出原洛

哥人对西班牙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尽管西班牙正规军在军

队的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在战争进程中无

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西班牙政府被迫于１８６０年３月签订了

和约。

本卷附录中刊载了前面提到过的由马克思同比斯康普为“人

民报”合写的题为“报刊述评”的材料，以及该报宣布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正式撰稿人的编辑部声明。这个文件说明了马克思为把“人民

报”变成无产阶级的机关报而斗争的历史。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１３篇全集第一版没有

收入，而且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这就是：“欧洲的金融恐慌”、

“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德国的兵力”、“和平还是战争？”、“战争

的不可避免性”、“维也纳要闻”、“意大利战争”、“马志尼宣言”、“索

尔费里诺会战”、“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法国在裁军”、

“政治评论”、“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编入附录的文件也是第一

次用俄文发表的。

收入本卷的全部文章发表时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篇是作为

社论发表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多次提到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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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任意处理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作为社

论发表的文章，给它们增补文句，甚至加添整段的文字，竭力把这

些文章改成像是在纽约写的。本版中凡是编辑部对文章原文作了

修改或补充的地方一律加注说明。这个时期所写的某些文章保存

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德文的，载于“人民报”，另一种是英文的，载于

“论坛报”，这也相应地加注说明。

在研究本卷各篇文章所引用的具体历史资料时，应当注意的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当时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中，能够利

用的资料主要是“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维也纳日报”、“总汇

报”、“军事总汇报”和“经济学家”杂志等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报道。

他们从这里取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

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和以后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上印错了的人名、地名、数字和

日期等，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凡是在报纸上发表时有标题的文章一律用原标题。当原文没

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在标题前加一星

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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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８６０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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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

８月—１８５９年１月

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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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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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

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

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

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

各章组成：（１）商品，（２）货币或简单流通，（３）资本一般。前

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

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

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

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２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

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

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

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

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间，我作为“莱茵报”３的主

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

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

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

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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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
４
。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

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

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

“奥格斯堡总汇报”５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

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

“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

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

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１８４４年巴黎出版

的“德法年鉴”６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

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

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

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

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

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

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

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

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

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

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

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

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

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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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

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

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

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

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

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

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

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

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

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

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

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

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

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

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

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

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

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

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７（在

“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

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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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８
）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当１８４５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

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

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

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９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

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

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

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

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

“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０。我们见

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１８４７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

的著作“哲学的贫困”１１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

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１２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

尔德意志工人协会１３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

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１４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

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１８５０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

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

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

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

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

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

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

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

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１５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

０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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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

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

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

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

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

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Ｑｕｉｓｉｃｏｎｖｉｅｎｌａｓｃｉａｒｅｏｇｎｉｓｏｓｐｅｔｔｏ；

  ＯｇｎｉＶｉｌｔàｃｏｎｖｉｅｎｃｈｅｑｕｉｓｉａｍｏｒｔａ》①．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９年１月于伦敦

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①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但丁“神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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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资 本 一 般

第 一 章

商  品

  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个商品表现

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①。

商品首先是，按英国经济学家的说法，“生活上必需的、有用

的或快意的某种东西”，是人类需要的对象，最广义的生活资料。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

是一致的。例如小麦是一种不同于棉花、玻璃、纸等使用价值的

特殊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对于使用有价值，只在消费的过程中

实现。同一种使用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但是，它可能有多少

用途全在于它作为具有一定属性的物的存在。其次，使用价值不

５１

① Ａｒｉｓｔｏｔ．ｄ．Ｒｅｐ．Ｌ．１，Ｃ．９（ｅｄｉｔ．Ｉ．Ｂｅｋｋｅｒｉ，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亚里士多

德“政治学”第１卷第９章第１３页（贝克尔编１８３７年牛津版）］。“因为每种

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

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

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

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其他货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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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质上是一定的，而且在量上也是一定的。不同的使用价值，按

照它们的自然特征，具有不同的尺度，例如小麦论舍费耳、纸论

刀、麻布论码，等等。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

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

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

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

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例如，这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一颗

钻石。从钻石本身看不出它是商品。当它作为使用价值时，不论

是用在装饰方面还是机械方面，在娼妓胸前还是在玻璃匠手中，它

是钻石，不是商品。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

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

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

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①。只有当使用价

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

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

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因此，１卷“普罗佩

尔提乌斯歌集”和８盎斯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

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

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

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这就是德国编辑ｃｏｎａｍｏｒｅ［喜欢］谈他们称为“货物”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缘

故。例如，见Ｌ．Ｓｔ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ｄ．Ｉ，ｄｅｎ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ｖｏｎｄｅｎ《Ｇüｔｅｒｎ》［罗·施泰因“政治学体系”第１卷，“货物篇”］。关于

“货物”的知识应该到“商品学指南”中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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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

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

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

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

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却又

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物化劳动。

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这

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性，是我们现在所要考

察的。

假定１盎斯金、１吨铁、１夸特小麦、２０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

价值。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它

们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物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

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

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

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

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织绸，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

类。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

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生产交换价值的

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

式无关。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

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

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

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

如果１盎斯金、１吨铁、１夸特小麦、２０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

７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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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或等价物，那末１盎斯金、
１
２吨铁、３蒲式耳小麦和５码绸缎

就是根本不等量的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差别是这些物品作为交换

价值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作为不等量的交换价值，它们代表较

多或较少的、大量或小量的简单的、同样的、抽象一般的劳动，即

构成交换价值实体的劳动。试问，怎样衡量这些量呢？或者，不

如说，既然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量的差别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

劳动的量的差别，那末这种劳动本身的量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正

如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时间一样，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假

定劳动的质已定，劳动本身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就是劳动所能具有

的唯一差别。作为劳动时间，劳动用时、日、周等自然计时尺度

作自己的尺度。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与劳动的形式、内

容和个性无关；它是作为量的存在的劳动的活的存在，同时带有

这种存在的内在尺度。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

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又衡量商品

的一定价值量。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当量是等

价物，换句话说，一切使用价值，在它们包含的已支出的物化劳

动时间相等的比例上，都是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

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要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必须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

观点：劳动化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生产交换价值因

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殊方式；最后，以使用

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之间的区别。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

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

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

８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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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

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

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这样

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

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换句话说，表

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

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

的劳动，是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每个

平常人都能学会的而且是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的简单劳动①。

这种平均劳动的性质本身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是各不

相同的，但在一定的社会中却是一定的。任何统计都能证明，简

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甲用６小时生产

铁用６小时生产麻布，乙也用６小时生产铁用６小时生产麻布，或

者，甲用１２小时生产铁，乙用１２小时生产麻布，这显然只是同

一劳动时间的不同用法。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

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

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１个复杂劳动日等于３个简单

劳动日。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但是

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

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

量的这种简单劳动。

其次，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还包含一个前提：物化在

一定商品如１吨铁中的劳动，不问是甲还是乙的劳动，总是同样

９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英国经济学家称它作《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ｌａｂｏｕｔ》［“不熟练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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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者说，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

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它包含着这样一

个前提：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

间，即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

动时间。

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

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或者说，是社会劳动的规定，不过这里所说

的社会，不是通常的意义，而是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特殊的社

会性。首先，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是不同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

是他们的劳动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当然，这是通过

事实上把一切劳动化为同种劳动。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只要表现

为交换价值，就有相同性这种社会性，而且也只有作为相同的劳

动同所有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才表现为交换价值。

其次，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

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表

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个人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个

人与其他个人没有差别，既然大家完成的是相同的劳动，所以这

样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所有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因此，任何个人

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其他每一个人为生产

同一商品也会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个人的劳动时间，是他

的劳动时间，但只是作为大家共同的劳动时间，因此，这样的劳

动时间究竟是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作为一般劳

动时间，它在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

间中表现出来；这个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同它直接表现为某一

个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一定的使用价值形式无关，可以任意换成

０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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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任何别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任何别的使用价值形式。它只

有作为这样的一般的量，才是社会的量。个人的劳动，要成为交

换价值，就必须成为一个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必须使个人的

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或者说，使一般劳动时间表现为

个人的劳动时间。仿佛是不同的个人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结合在一

起，并把他们共同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不同量表现在不同的使用价

值上。这样，个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社会为生产一定使用价

值、满足一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但是，这里成为问题的仅

仅是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那种特殊形式。例如，纺工的一定量的

劳动时间物化在１００磅麻纱中。假定织工的产品１００码麻布也代

表同量的劳动时间。既然这两种产品代表同量的一般劳动时间，因

而是每种包含同量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的等价物，它们也就互为

等价物。在这里，只是由于纺工的劳动时间和织工的劳动时间表现

为一般劳动时间，从而他们的产品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织工的劳动

才成为纺工的劳动和纺工的劳动才成为织工的劳动，一个人的劳

动才成为别一个人的劳动，也就是对他们两者来说，他们的劳动才

成为社会存在。相反，在农村宗法式生产下，纺工和织工住在同一

个屋顶之下，家庭中女纺男织，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的范围内，

纱和布是社会产品，纺和织是社会劳动。但是，它们的社会性不在

于纱作为一般等价物去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不在于两者作

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

换。倒是家庭联系同它的自然发生的分工在劳动产品上打上了自

己特有的社会烙印。或者，我们就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来看。在

这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

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最后，我们看一下一切文明民族的

１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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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初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①。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通

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

般等价物的形式。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使个人劳动不能成为私人

劳动，使个人产品不能成为私人产品，相反，它使个人劳动直接表

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

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

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

最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

会关系。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

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

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②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

末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１磅铁和１磅

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两个

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

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作为物

２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Ｇａｌｉａｎｉ．《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ｐ．２２１．Ｉｎｖｏｌ．

ｖｏｎＣｕｓｔｏｄｉｓ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ｒ《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３［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

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卷第２２１页］）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

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

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

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

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

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

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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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

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正如简单的化学物质按一

定比例化合而形成化学当量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

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

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

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

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

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较高级的生

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

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

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

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

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

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

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

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物化表

现，那末，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财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

成来说）的唯一泉源，就是同义反复。说自然物质本身由于不包含

劳动也就不包含交换价值①，说交换价值本身不包含自然物质，也

３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物质在其自然状态中总是没有价值的。”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ｃ．》，ｔｒａｄｕｉｔｐａｒＰｒéｖｏｓｔ．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２５，ｐ．５７．［麦克

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普雷沃译，１８２５年日内瓦版第５７页］。可见，

连一个麦克库洛赫都比德国“思想家们”的拜物教高明得多，后者把“物质”和

半打杂物凑在一起说成是价值的原素。例如，参看罗·施泰因“政治学体系”

第１卷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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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同义反复。但是，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

财富之母。”１６贝克莱主教问：

“四大原素和包括在其中的人类劳动难道不是财富的真正泉源吗？”①

美国人托马斯·库伯通俗地解释说：

“从一块面包中抽掉耗费在它上面的劳动，抽掉面包师、磨坊工、农夫等

等的劳动，还剩下什么呢？不过是一把对人没有任何用处的野草籽而已。”②

所有这些见解所说的，都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而是

作为物质财富源泉之一的具体劳动，总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

动。既然这里的前提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那末，这里的前提也就是

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效用并合乎一定的目的，而从商

品的观点出发，这也就充分无遗地包含了对于当作有用劳动的劳

动的一切考虑。面包作为使用价值，使我们关心的是它作为食品的

属性，而决不是农夫、磨坊工、面包师等人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由

于某种发明减少了１９ ２０，这个面包的用处仍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

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生产

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而作

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

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

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

４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１８２６），ｐ．９９［托·库伯“政治经济学原理讲议”１８３１年伦敦版

（１８２６年哥伦比亚版）第９９页］。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ＴｈｅＱｕｅｒｉ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０［贝克莱“提问者”１７５０年伦敦版］：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ｎ’ｓ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ｅｒｅｉｎｂｅｎｏｔｔｈｅｔｒｕ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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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

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

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

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

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

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

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

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

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

的。在古代家庭工业中，妇女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

值。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的劳动，立法者摩西同税吏亚当·

斯密同样熟悉。①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把交换价值化为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几个更

切近的规定。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是当作原因发生作用的。例如，小麦是作

为食品发生作用的。一部机器在一定比例上代替劳动。商品借以

成为使用价值、成为消费对象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作商品的服务，

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提供的服务。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总是

５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弗·李斯特永远不能理解（对他那讲求实际的利己主义的头脑来说，理解永

远是不可及的）两种劳动的区别：一种是协助造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劳动，

一种是造出财富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劳动；因而他把英国现代的

经济学家看成只是埃及的摩西的剽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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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结果的观点上被考察。这里的问题不是它提供的服务，而是

在生产它的过程中给它本身提供了的服务①。举例来说，一部机器

的交换价值不是决定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量，而是决定于为它

本身已经支出的、因而也是生产同样一部新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量。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变，那末商品的交换价

值也就不变。但是，生产的难易是不断变动的。如果劳动生产力提

高了，那末，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如果

劳动生产力降低了，那末，要生产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就需要较多的

时间。因此，一个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的量，因而它的交换价值，是

一个变动的量，它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地增加或

减少。劳动生产力在加工工业中是按照预定的程度被应用的，而在

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受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的制约。同一劳动在开

采不同金属时提供的采掘量有大有小，这要看这些金属在地壳中

蕴藏多少而定。同一劳动在丰收年可以物化为两蒲式耳小麦，在歉

收年或许只物化为一蒲式耳小麦。在这里，因为自然条件的贫瘠还

是富饶决定着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特殊实在劳动的生产力，于是似

乎是自然条件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

不同的使用价值以不等的体积包含同一劳动时间或同一交换

价值。一个商品如能以比其他使用价值更小的使用价值体积包含

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特殊交换价值就越大。我们看到，某些使

用价值在前后悬隔的不同文化时代里彼此间总是构成一个特殊变

６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

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他们的理性智慧，正如马尔萨斯已

经正确地指出过的，到处都抽掉了经济关系的特定的形式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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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的系列，这些特殊交换价值彼此间虽然不是保持着丝毫不

变的数字比例，但是保持着高低级次的一般关系，如金、银、铜、铁

或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生产力

的向前发展，以均等的或大体均等的程度影响着生产这种种商品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自己的使用价值上是表现不出来

的。但是，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

就同别的种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各种比例。这样，一种商品的

交换价值就在别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等价物实际上就

是在别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譬

如我说１码麻布值２磅咖啡，麻布的交换价值就在咖啡的使用价

值上表现出来，而且是在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上表现出来。有

了这个比例，我就能够把任何数量麻布的价值用咖啡表现出来。显

然，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交换价值，在只有一种别的特殊商品如

咖啡成为它的等价物的这样一个比例中，还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

１码麻布所代表的一般劳动时间的量，同时实现在一切其他商品

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种不同的量上。每一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在包含等量劳动时间的比例上，都是这１码麻布的等价物。因此，

这一个别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

它的等价物的无限多个等式中，才充分表现出来。它只有在这些

等式的总和中，或者说，只有在一种商品同每种别的商品交换的

各种不同比例的总体中，才充分表现为一般等价物。例如，下面

的等式系列：

１码麻布＝１
２磅茶叶

１码麻布＝２磅咖啡

７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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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码麻布＝８磅面包

１码麻布＝６码棉布

可以表现为：

１码麻布＝１
８磅茶叶＋

１
２磅咖啡＋２磅面包＋１

１
２码棉布。

因此，如果我们有了足以把１码麻布的价值充分表现出来的

全部等式的总和，我们就能够用一个系列的形式把它的交换价值

表现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系列是无限的，因为商品的范围从来没

有确定的界限，它是不断地扩展的。但是，既然某一种商品用一切

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

价值就反过来用这种被它们衡量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自

己①。如果１码麻布的交换价值在
１
２磅茶叶、或２磅咖啡、或６码

棉布、或８磅面包等等上表现出来，那末咖啡、茶叶、棉布、面包等

等在它们分别等于第三者麻布的比例上是彼此相等的，这样，麻布

就成为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每一种商品，作为物化的一般

劳动时间即作为一定量的一般劳动时间，依次用一切其他商品的

使用价值的一定量来表现自己的交换价值，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

换价值就反过来用这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自

己。但是，每一种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既是这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

起着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在

每一种其他商品用来直接表现自己交换价值的许多种商品的总体

中，又只是这许多种商品中的一种。

８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被衡量物在某种形式上是衡量物的尺度，同被衡量物有这样一种关系，也是

尺度的一个特点。”Ｍｏｎｔａｎａｒｉ．《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ｐ．４８ｉｎＣｕｓｔｏｄｉｓ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ｖｏｌ． ．Ｐａｒｔｅａｎｔｉｃａ．［蒙塔纳里“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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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商品的价值量同在它以外的其他商品种类的多少无关。

但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等式系列的长短，取决于其

他商品种类的多少。例如，表现咖啡价值的等式系列，表明咖啡的

交换能力的范围，表明它起交换价值作用的界限。一个商品把无限

多种的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等价这种表现，是同它的交换价值是

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相符合的。

我们看到，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随着直接包含在这个商品

本身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变动的。一个商品的实现了的、即表现在其

他商品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必然也取决于生产一切其他商品

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以什么比例变动。举例来说，如果生产一舍费耳

小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而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增加一倍，那末，一舍费耳小麦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它的等价物

上就减少一半。结果，实际上好像生产一舍费耳小麦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减少一半，而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没有变动

一样。各种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按什么比例能在同量劳动时间

中生产出来。为了说明这种比例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动，我们假定有

甲和乙两种商品。第一，假定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这时，

用乙来表现的甲的交换价值，随着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

减成正比地增减。第二，假定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用乙

来表现的甲的交换价值，随着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成

反比地增减。第三，假定生产甲和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按同一比例

增减。这时，用乙表现的甲的等价表现保持不变。假定由于某种情

况，一切劳动的生产力都按同一程度降低，以致生产一切商品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都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增

加，而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实际表现却仍然不变；但是，社会的实际

９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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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减少了，因为社会要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同样多的

使用价值。第四，假定生产甲和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不同的程度

增加或减少，或者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生产乙所需要的

劳动时间减少，或者相反。所有这些情形，都可以简化为：生产一种

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有所增减。

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用每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可

以用这个使用价值的整数，也可以用它的分数。作为交换价值，每

种商品同物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一样，都是可以分割的。商品

与商品的等价关系同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时在物理上有无可分割性

无关，正如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相加，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合成一

件新商品时发生的实际的形式变换无关一样。

到此为止，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

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间

的实际关系是它们的交换过程。这是彼此独立的个人所参加的社

会过程，但是他们只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参加这个过程；他们互

为对方的存在，是他们的商品的存在，因此，他们实际上只是作为

交换过程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出现。

商品是使用价值，如小麦、麻布、钻石、机器等等，但是，作为商

品，它同时又不是使用价值。如果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是使用价

值，就是说直接是满足他自己需要的手段，那它就不是商品。商品

对于它的所有者倒是非使用价值，就是说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

担者，或者说只是交换手段；作为交换价值的积极承担者，使用价

值变成交换手段。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是使

０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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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①。因此，它还得变成使用价值，首先变成别人的使用价值。

由于商品对它自己的所有者不是使用价值，所以它对别种商品的

所有者是使用价值。不然，他的劳动就是无用的劳动，从而劳动的

结果就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必须变成它的所有者本人的使用

价值，因为他的生活资料是在它之外，在别人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中。为了变成使用价值，商品就得面对一种特殊的需要，成为满足

这种需要的对象。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变成使用价值，是在它

们全面地变换位置、从把它们当作交换手段的人的手中转到把它

们当作使用对象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只有通过商品的这种全面的

转移，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才变成有用劳动。商品在它们彼此作为

使用价值而发生的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新的经济

上的形式规定性。相反，那种使它们具有商品特征的形式规定性却

消失了。例如，面包从面包师手中转到消费者手中，并不改变它作

为面包的存在。相反，只有消费者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当作这种

一定的食品，而在面包师手中，它本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

一个既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因此，商品在它变成使用价值的过程

中所经历的唯一的形式变换，就是抛弃了它的形式存在——对它

自己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而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商品

要变成使用价值，就要全面转移，进入交换过程，但是它为交换的

存在就是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因此，它要实现为使用价值，就

必须实现为交换价值。

个别商品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来原来表现为独立的物，作为

交换价值却一开始就是在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的关系中被考察的。

１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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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像的关系。它只是在交换

过程中才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商品固然是交换价值，因为在商

品上面支出过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因而它是物化劳动时间。但是

就它的直接形式来说，它只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物化的个人的劳动

时间，而不是一般劳动时间。因此，它不直接就是交换价值，而

是先要变成交换价值。首先，只有当它代表着具有一定用途的、一

个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时候，它才能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这

是一个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

才被认为是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因此，如果说商品只有在实现为

交换价值时才能变成使用价值，那末另一方面，商品只有在它的

转移中证实为使用价值时才能实现为交换价值。一种商品作为使

用价值只能转移给把它看作使用价值即特殊需要的对象的人。另

一方面，它只有同另一种商品对换才被转移，换句话说，如果我

们站在这另一种商品的所有者的一方，那末同样，这个所有者也

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商品同那种以这一商品为对象的特殊需要接触

时才能把它转移，即把它实现。因此，当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而全

面转移时，它们按照它们的物质差别，作为以自己的特殊属性来

满足特殊需要的特殊物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作为这种单纯的

使用价值，它们彼此是漠不相干的存在，更恰当些说，是没有任

何关系的。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才能被

交换。但是，它们所以可以交换，只因为它们是等价物，而它们

所以是等价物，只因为它们是等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于是它们作

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从而它们同特殊需要的关系，都无需考

虑了。一个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倒是在于它作为等价物

去任意替换一定量的任何别的商品，而不问自己对别的商品所有

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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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不是使用价值。但是，对于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

他是使用价值的时候才成为商品，而对它自己的所有者来说，它

只有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是商品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因此，同

一关系既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相同而只在量上不同的量和

量之间的关系，是它们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而相等的关系，同

时又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不同的物、作为满足特殊需要的

各种特殊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作为各种实际使用价值

而相异的关系。但是这种相等和相异是相互排斥的。所以，这里

不仅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出现一个

恶性循环，而且因为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

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

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

解决，可是这些矛盾在交换过程中不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表现

出来。上面我们只看到，商品本身怎样彼此作为使用价值发生关

系，就是说，商品怎样作为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内部出现。交换价

值则相反，正像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样，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抽象

中，或者不妨说只存在于个别商品所有者的抽象中，对于个别商品

所有者来说，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放在仓库里，作为交换价值放在心

上。但是在交换过程内部，商品本身不仅要彼此作为使用价值存

在，而且要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并且它们的这种存在应该表现

为它们自己的相互关系。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商品要表现为交

换价值，表现为物化劳动，就要先作为使用价值来转移，交给别人，

而它们要作为使用价值来转移，反过来又以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

存在为前提。但是假定这个困难已经解决了。假定商品已经摆脱

了它的特殊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的转移已经实现了那个物质

３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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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即成为社会有用劳动而不是个人为自己进行的特殊劳动。这

样，它在交换过程中对其他商品就应该变成交换价值，一般等价

物、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因而不再是具有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有限

作用，而是取得一种直接用一切使用价值作自己的等价物来表现

自己的能力。但是，每一个商品都是这样一个商品：它应当像这样

通过自己特殊使用价值的转移而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

身。但是另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对立着的只是特殊商品，只

是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私人劳动。一般劳动时间本身是一个

抽象，这个抽象本身对于商品来说是不存在的。

我们研究一下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得到实际表现的等式

的总和，例如：

１码麻布＝２磅咖啡

１码麻布＝１
２磅茶叶

１码麻布＝８磅面包或其他等等

这些等式只表示在１码麻布、２磅咖啡、１ ２磅茶叶等等中物

化着等量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但是，事实上，只有当这些特殊

使用价值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的长短的比例实际上彼此交换

的时候，表现在这些使用价值上的个人劳动，才变成一般劳动，并

且以这个一般劳动的形式变成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时间可以说只

是潜伏在这些商品中，只是在它们的交换过程中才显露出来。在

这里，出发点不是作为共同劳动的个人劳动，相反地是私人的特

殊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扬弃了自己原有性质后才证

明为一般社会劳动。因此，一般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前提，而是

变成的结果。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困难，一方面，商品必须作为物

化一般劳动时间进入交换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一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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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劳动时间的物化，本身又只是交换过程的产物。

每个商品要通过它的使用价值的转移，即它的原来存在的转

移，取得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相应的存在。因此，商品在交换过程中

必须使它的存在两重化。另一方面，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第二存在

本身也只能是另一种商品，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对立着的只是商品。

怎样把一种特殊商品直接表现为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呢？换句话说，

也就是怎样使物化在一种特殊商品中的个人劳动时间直接具有一

般性这种性质呢？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实际表现，即每个作为一

般等价物的商品的实际表现，是一个无限多的等式的总和，如：

１码麻布＝２磅咖啡

１码麻布＝１
２磅茶叶

１码麻布＝８磅面包

１码麻布＝６码棉布

１码麻布＝其他等等

当商品只是被想像为一定量物化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上述

表现是理论上的东西。只要把上面的等式系列倒置过来，一个特殊

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就从单纯的抽象变为交换过程本身的

社会结果。例如：

２磅咖啡＝１码麻布
１
２磅茶叶＝１码麻布

８磅面包＝１码麻布

６码棉布＝１码麻布

既然咖啡、茶叶、面包、棉布，总之一切商品都把它们本身包含

的劳动时间在麻布上表示出来，麻布的交换价值就反过来在作为

它自己的等价物的一切其他商品上展示出来，物化在麻布本身中

５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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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时间就直接变成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不同量上均等地表现出

来的一般劳动时间。这里，麻布由于一切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

动，变成了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都曾成为一切其

他商品的价值尺度。这里则相反，由于一切商品都用一种特殊商品

来衡量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就变成交换价值的

最适当的存在，交换价值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另一方面，每

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无限系列或无限多的等式，紧缩成

单独一个只有两个项的等式。２磅咖啡＝１码麻布现在是咖啡的交

换价值的充分的表现，因为１码麻布在这种表现中直接表现为一

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等价物。因而，现在在交换过程内部，

各种商品以麻布的形式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或出现。原先，一切

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当作不同量的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彼此发生

关系，现在，这一点表现为：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只代表不同量的同

种物品即麻布。因而，一般劳动时间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物，一种

站在一切其他商品之旁和之外的商品。但同时，一个商品对另一个

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那个等式，如２磅咖啡＝１码麻布，是一个

尚待实现的等式。商品只有通过它作为使用价值的转移（这要看它

能否在交换过程中证明自己是满足某种需要的对象），才真正从它

作为咖啡的存在转化为它作为麻布的存在，从而取得一般等价物

的形式，对一切其他商品真正变成交换价值。反之，由于一切商品

通过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转移而转化为麻布，麻布就变成一切其

他商品的转化存在，并且麻布只有作为一切其他商品向它转化的

结果，才直接变成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也就是个人劳动全面转

移、扬弃的产物。如果说，商品为了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把它们

的存在这样地二重化了，那末，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的商品也

６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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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除了它作为特殊

商品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以外，还获得了一种一般使用价值。它

的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性，就是说，是从它在交换过程中

由于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殊作用产生的。作为一种

满足特殊需要的对象，每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

同的价值，例如，在转让者的手中是一种价值，而在获得者手中是

另一种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的商品，现在是满足从交换

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一般需要的对象，它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使

用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成为一般交换手段。于是，在这

个商品上解决了商品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它既要作特殊使用价值，

同时又要作一般等价物，因而作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

值。所以，如果一切其他商品现在首先把自己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

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的观念上的、尚待实现的等式，那末，就这种

分离出来的商品来说，虽然它的使用价值是实际存在的，但在过程

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

用价值才得到实现。原先，商品表现为商品一般，表现为物化在一

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在交换过程中，一切商品都同

作为商品一般的那个分离出来的商品发生关系，都同作为一般劳

动时间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存在的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因此，

它们作为特殊商品同一个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对立起来①。

这样一来，商品所有者相互把他们的劳动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来对

待的关系，就表现为他们把他们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对待的关

系，而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作为交换价值相互对待的关系，就表

７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在詹诺韦西的著作中有这种说法。”——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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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它们把一种特殊商品作为它们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表现的全

面关系，这反过来又表现为这种特殊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

关系，因而表现为一个物品的一定的仿佛是天生的社会性质。这样

地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品，或者说，

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它是商

品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形成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结晶。因此，如果说商

品在交换过程内部只有解脱了一切形式规定性，以直接的物质形

态彼此发生关系，才变成互为使用价值，那末，它们为了彼此表现

为交换价值就必须采取新的形式规定性，必须发展成货币。货币不

是符号，正如一个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存在不是符号一样。一种社

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

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

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

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比在商品上表

现得更加夺目而已。

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需

具备的物理属性（就其直接由交换价值的本质产生来说）是：可以

任意分割，各部分是同质的，这种商品件件全无差别。作为一般劳

动时间的化身，这种商品必须是同质的东西，只能表现量的差别。

另一个必需具备的属性是它的使用价值的耐久性，因为它要经常

处在交换过程中。贵金属最富于这些属性。货币既然不是思考或

协商的产物，而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所以曾经有过各种

极不相同的、不大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在交换过

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把交换价值的规定和使用价值的规定

两极式地分配在商品中间，于是一种商品比如说充当交换手段，而

８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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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商品则作为使用价值被转移；由于这种必然性，到处都有一

种甚至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最初偶然地起着货币的

作用。它们即使不是满足当前需要的物品，但是它们是财富的最重

要的物质组成部分，这就使它们比其余的使用价值具有更大的一

般性。

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

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

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

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

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需要量

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

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

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

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最

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①，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

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

换，由此浸入公社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因而，在不同公社间的

物物交换中变成商品的那些特殊使用价值，如奴隶、牲畜、金属，通

常成为公社本身内部的最早的货币。我们说过，一种商品的等价物

的系列愈长，或者它的交换范围愈大，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愈在

较高的程度上作为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因此，物物交换的逐步扩

９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当作原始公社的私人家庭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家庭的

原初形式本身是氏族，私人家庭只是从氏族在历史上的解体中才发展起来的。

“因为在最初公社（而这是家庭）中，这（即交换）显然毫无必要。”（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贝克尔编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１卷第９章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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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换次数的增加，进入物物交换的商品种类的增多，发展了作

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促进了货币的形成，从而对物物交换起着瓦解

的作用。经济学家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

去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

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举例来说：商品

作为交换价值应当可以任意分割，作为使用价值却不能任意分割。

或者，甲的商品对于乙是使用价值，而乙的商品对于甲却不是使用

价值。或者，商品所有者对于他们拿来互相交换的商品有需要，但

这些商品是不能分割的商品，在价值比例上也不相等。换句话说，

经济学家在借口考察简单的物物交换时，看到了作为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体的商品存在所包含的矛盾的某些方面。另

一方面，他们始终坚持物物交换是商品交换过程的最适当形式，只

是在技术上有某些不方便，而货币是为了消除这些不方便被巧妙

地设计出来的手段。从这个非常肤浅的观点出发，有位机智的英国

经济学家说得对：货币只是一种物质工具，如同船舶或者蒸汽机一

样，它不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不是经济范畴。因此，把

货币放在政治经济学中来研究是弄错了，政治经济学同工艺学事

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①

在商品世界中，发达的分工是作为前提存在的，或者更正确

０４ 卡 · 马 克 思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①  “货币实际上只是买卖活动的工具〈但是请问您是怎样理解买和卖的

呢？〉②，研究货币，同研究船舶、蒸汽机或任何用来便利财富的生产和分配

的其他工具一样，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Ｔ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７，ｐ．１７８—１７９［托·霍吉斯金“通俗政

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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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这种分工直接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多种多样上，这些使用价值

作为特殊商品彼此对立并包含着同样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分工

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

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式。但是，从商品的角度

以及从交换过程内部来看，分工本身只在它的结果、在商品本身的

特殊性上存在。

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

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

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商品彼此间在过程中的关系结晶为

一般等价物的种种规定，因而，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

程。表现为种种过程连续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整体，就是流通。

Ａ．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

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

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

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

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① 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并非不清楚劳动的创造力受自

１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

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

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

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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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

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①。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不

２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宠大。见

《Ａｎ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ｅｔｃ．》，３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６８６，ｐ．３５—３６［“论人类的繁殖”１６８６年第３版第３５—３６页］。他在这一

著作中说明分工对生产的好处时，不仅像后来亚·斯密以制针业为例那样举

出制表业为例，而且用大工厂企业的观点来看一个城市和整个国家。１７１１年

１１月２６日的“旁观者”杂志１７曾引用这位“可敬佩的威廉·配第爵士的解

释”。因此，麦克库洛赫以为“旁观者”杂志误把配第当作另一个年轻４０岁

的作家，那是猜错了。（见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ｐ．１０２［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

学文献。分类目录”１８４５年伦敦版第１０２页］）配第觉得自己是一门新科学的

尊基者。他说，他的方法“不是传统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

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ｔｅｒｍｓ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ａｓ

ｈａｖ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ｅ［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把

那些以ｍｕｔａｂｌｅｍｉｎｄ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ｓ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个人

的变化无常的意图、见解、爱好和热情］为依据的原因留给别人去研究。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ｅｔｃ．》．Ｌｏｎｅ．．１６９９．Ｐｒｅｆａｃｅ［“政治算术”１６９９年

伦敦版。序言］）他的天才的胆略例如表现在这样的建议中，即把爱尔兰的居

民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动产迁移到大不列颠的其余地区。这样，

劳动时间可以节省，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而“国王及其臣民将更加富强”

（“政治算术”第４章）。又如，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

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

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他说：“英王的臣民有适宜而充裕的

资本来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同上，第１０章）“阻止英国强大的种种

障碍是暂时的、可以排除的。”（第２４７页及以下各页）他的全部著作洋溢着

别致的幽默。例如，他指出，荷兰（当时它在英国经济学家的眼中正如今日

英国在大陆经济学家的眼中一样，是一个模范国）征服世界市场是合乎自然

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荷兰人有天使般的机智和理解力”（同上，第

１７５—１７６页）。他维护信仰自由，把它看作贸易的条件，“因为只要允许穷人

这样想：他们的财产虽然少些，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看作穷人特有财产的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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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结果的，而是把他引导

到政治算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

式。但是，他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正如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

中表现的那样，而把货币本身看成存在着的商品，看成金银。他受

着货币主义的观念束缚，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

做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他实际上是说，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

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

自身转移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物化一般劳动

的使用价值。然而，他的例子显然证明，认识了劳动是物质财富的

源泉，并不排斥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

会形式。

布阿吉尔贝尔就他这方面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

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

３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事物有着更多的机智和理解力，那末穷人就会勤勉，就会把劳动和辛勤看成是

对于神的义务”。因此，贸易“不是同任何一种宗教结合着，而首先是和居民中的

异教徒结合着”。（“政治算术”，第１８３—１８６页）他主张为骗子公开征收一种特

殊的捐税，因为对于公众说来，为骗子纳税比让骗子课税好些（同上，第１９９

页）。相反，他反对那种使财富从实业者手中转入“专门吃喝玩乐和搞玄学”的人

们手中的租税。配第的著作几乎是书肆珍品，只散见于陈旧拙劣的版本；这一点

尤其值得奇怪的是，威廉·配第不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并且还是别号兰

斯唐侯爵的英国辉格党的奈斯托尔——亨利·配第的先祖。但是，兰斯唐家族

要出版配第全集，不附上一篇作者的传记几乎是不行的，而显贵的辉格党门第

的大多数的ｏｒｉｇｉｎｅｓ［家世］，正是ｔｈｅｌｅｓｓｓａｉｄｏｆｔｈｅｍ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少说为妙］。

这个敢于思想而又十分轻浮的外科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的盾的保护下掠夺爱

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男爵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

诸于世的。同时，配第在他生前出版的大部分著作中，力图证明查理二世时期正

是英国的繁荣时期，而这一看法在《ｇｌｏｒｉｏｕ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光荣革命”］的世袭冒

充者看来是一种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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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

（ｌａｊｕｓｔｅｖａｌｅｕｒ），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

会过程。但同时他又和配第相反，狂热地反对货币，认为由于货币

的干预，商品交换的自然平衡或和谐被破坏了，他认为货币是一个

要求把一切自然财富作祭品的荒诞的摩洛赫。如果说，这个反对货

币的论战一方面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有关，因为布阿吉尔贝尔攻击

路易十四的宫廷、包税人和贵族的具有盲目破坏作用的求金欲①，

而配第则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

的强大动力加以颂扬，那末，这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则

对立，这种对立是真正英国的经济学和真正法国的② 经济学之间

的经常对立的重复。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

使用价值、享受③，他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

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看成是个人劳动借以达到它的目的

４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真正的财富……不仅是生活必需品的充分享受，而且是剩余物品和一切足以

引起快感的东西的充分享受。”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ｅｔｃ．》，１．ｃ．，ｐ．４０３［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的本性”，载于欧仁·德

尔“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０３页］。但是配第是

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而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

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

不是拉丁语系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学派和米兰学派重演了

英法政治经济学问的对立，而早期的西班牙人，要未只是重商主义者或像乌斯

塔里斯那样的变相重商主义者，要末像霍韦利亚诺斯那样（见他的Ｏｂｒａｓ．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１８３９—４０［“文集”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巴塞罗纳版］）与亚·斯密同持“中

庸之道”。

布阿吉尔贝尔在反对当时的“理财秘术”时说：“财政学不过是对农业和商业的

利益的深刻认识。”《Ｌｅｄéｔａｉｌ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６９７．ＡｕｓｇａｂｅｖｏｎＥｕｇè－ｎｅ

Ｄａｉｒｅｄ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ｄｕ 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ｖｏｌ ，ｐ．２４１

［“法国详情”１６９７年版，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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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因此，一遇到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殊性质，

例如在货币上，他就认为有强挤进来的外来因素的干涉，并对一种

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

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①。布阿吉尔贝尔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劳动

时间还是可以看成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的，尽管把物化在商品交换

价值中并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同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混为一谈。

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

的分析，我们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世界，资产阶

级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

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

杰明·富兰克林，他在１７１９年所写而在１７２１年付印的一本青年

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②。他说必须撇

开贵金属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

“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比如

我们假定，有一个人种玉蜀黍，另一个人采矿炼银。到年底或者在任何其他一

段时期以后，生产的全部玉蜀黍和全部银互为自然价格，再假定前者是２０蒲

式耳，后者是２０盎斯，则１盎斯银的价值等于生产１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

劳动。但是，如果发现了更近便易采和更富的矿，现在一个人生产４０盎斯银

同从前生产２０盎斯一样容易，而生产２０蒲式耳玉蜀黍所需要的劳动还和从

前一样，那末，这时２盎斯银的价值不会多于生产１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

那个劳动，而ｃａ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前１蒲式耳值１

盎斯，现在１蒲式耳就值２盎斯了。因此，一国的财富要用它的居民所能购买

５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②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ｅｔｃ．，ｅｄ．ｂｙＪ．Ｓｐａｒｋｓ，ｖｏｌ． ．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３６：《Ａ

ｍｏｄｅｓｔ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ａｐ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ｃｙ》［斯巴克斯编

“富兰克林文集”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２卷：“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蒲鲁东式的法兰西社会主义患着同样的民族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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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量来估计。”①

于是，劳动时间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经济学家的片面性立即

表现为价值尺度。实在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问题只在于替它们的价值最发现一种尺度。

他说：“既然贸易整个说来不过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东西的价

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②

只要把这里的“劳动”一词换成实在劳动，我俩立刻就会发现，

一种形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劳动被混为一谈了。既然贸易，比

如说，就是鞋匠劳动、矿工劳动、纺工劳动、画匠劳动等等的交换，

那末难道鞋的价值用画匠的劳动来估价就是最正确的吗？富兰克

林的意思正好相反，他是说，鞋、矿产品、纱、画等等的价值，决定于

那种不具有特殊的质、因而只在量上可以衡量的抽象劳动③。但

是，因为他不是把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

人劳动的全面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来阐明，他就必然看不到货

币就是这种被转移了的劳动的直接存在形式。因此，在他看来，货

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货币倒是为了技术

上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④。富兰克林关于交

６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见《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美国政治问题论文集”〕。“关于美国纸币的

评论和事实”１７６４年版（“富兰克林文集”）。

Ｌ．ｃ∶《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ａｐｅｒｍｏｎｅｙ》，１７６４［“富兰

克林文集”：“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１７６４年版］。

《Ｔｒａｄ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ｅｉｎｇｏｎ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ｂｕｔ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ｆｏｒ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ｉｓ，ａｓＩｈａｖｅｓａｉｄｂｅｆｏｒｅ，ｍｏｓｔｊｕｓｔ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ｌａｂｏｕｒ》，

同上，第２６７页。

杰·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２卷第２６５页：《Ｔｈｕｓ

ａｒｉｃｈｅｓ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ｒｅｔｏｂｅｖａｌｕｅｄｂｙ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ｉｔｓ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ａ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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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的分析，对科学的总的发展并无直接影响，因为他只是出于

一定的实际需要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个别问题。

究竟哪一种特殊的实在劳动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呢？在十

八世纪，实在的有用劳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对立，就是

以这样的问题形式激动着欧洲。这就已经假定，并不是每一种实现

为使用价值或提供产品的劳动，因而就已经直接创造财富。但是，

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

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

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在初级形式上解决，就先在复杂化了的形式上

进行探讨，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

点之前，总要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

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关于重农

学派这里不再多谈，并且把一整批在正确分析商品方面表露了或

多或少中肯想法的意大利经济学家① 也略去不说，我们直接来看

一看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②。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它们

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表现得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

７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② 斯图亚特的，《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ｉｎｇａｎｅｓ

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ｒ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ｓ》［“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最初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前１０年即

１７６７年在伦敦用两卷四开本出版的。我引的是１７７０年的都柏林版。

例如见Ｇａｌｉａｎｉ．《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ｖｏｌ． ，ｉｎｄｅ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

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３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

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卷］。他说：“只有ｆａｔｉｃａ［辛劳］才使物品有价值。”（第

７４页）把劳动叫作辛劳，是南方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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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这个范畴也是如此。他在一个地方说实在价值决定于劳

动时间（ｗｈａｔａｗｏｒｋｍａｎｃａ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ａｄａｙ［一个工人一天所

能做的］），但同时又混乱地加上Ｓａｌａｉｒ〔工资〕和原料①。在另一个

地方，同物质内容进行的搏斗表现得更加激烈。他把一个商品所含

的自然物质，例如，银器中所含的银，叫作商品的内在价值（ｉｎｔｒｉｎ

ｓｉｃｗｏｒｔｈ），而把商品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商品的使用价值（ｕｓｅ

ｆｕｌｖａｌｕｅ）。

他说：“前者是某种本来就是实在的物…… 而使用价值则相反，它必须

依照为生产它而耗费的劳动来估计。为改变物质形式而耗费的劳动，代表一

个人的时间的一定部分……”②

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

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

之间的区别。

他说：“那种通过自身转移（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而创造出一般等价物（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的劳动，我称之为产业。”

他不仅把作为产业的劳动同实在劳动区别开来，而且也同劳

动的其他社会形式区别开来。他认为，这种劳动是资产阶级形式

的，是同它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他特别注意资产阶

级劳动和封建劳动之间的对立，他在苏格兰本地以及周游大陆时，

曾对没落阶段的封建劳动进行过考察。斯图亚特当然很清楚，在资

产阶级以前的时代，产品就采取过商品的形式，商品也采取过货币

的形式，但是他详细地证明，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

为财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转移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因此，生

８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同上，第３６１—３６２页：《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ａｎ’ｓｔｉｍｅ》。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１卷第１８１—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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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①。

在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

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

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

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这里他完全没有看到自然因素，可是在纯粹

社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领域内，自然因素却追跟着他。诚然，斯密

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

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换句话说，从简单商品的观

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较

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例如，

他说：在市民阶级的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ｌｏｓｔ［失乐园］中，人们还没有以资本

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佃户、高利贷者等身分互相对立，而是

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分互相对立，在那里，商品

价值是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他经常把商品价值

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

动价值这一规定混为一谈，在谈到细节时总是摇摆不定，把社会过

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

主观的权利平等②。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

９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② 例如，亚当·斯密说：“对从事劳动的人说来，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

点必然有同等的价值。在他的健康、体力和活动处于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技

巧处于平均水平的条件下，他所付出的休息、自由和幸福的分量总是一样

因此他说，以替土地所有者创造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宗法式农业是一种“滥

用”诚然，这不是在斯巴达，或者在罗马，或者甚至在雅典，而是在十八世纪的

工业国家。这种《ａｂｕｓｉｖ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滥用的农业”不是《ｔｒａｄｅ》［“经营活

动”］，而“只是谋生的手段”。正如资产阶级农业清除了农村的过剩人口一样，

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清除了工厂的过剩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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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

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

错了。譬如在秘鲁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

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

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

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

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

在这方面他至少推测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

他说，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这样的商品，

“这些商品可以由工业任意增加，它们的生产受无限制竞争的支配”③。

实际上，这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

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同时，李嘉图还

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

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

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

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

动工具时去查看１８１７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

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１８是他所知道的

０５ 卡 · 马 克 思

③ 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３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３［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３页］。

多。所以，不论他取得多少商品作为他的劳动的报酬，他所付的代价总是一

样。诚然，用这个代价买来的商品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但这只是因为这些

商品的价值有了变动，而不是因为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有了变动。可见，只

有劳动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因此，它是商品的实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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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社会形式。李嘉图虽然受着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但是

他对深处与表面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上

的分析，以致布鲁姆勋爵说：

“李嘉图先生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

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

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①，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

于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

“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②。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

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像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

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

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

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

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

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如果撇开这种争论的多半是幼稚的③形式，

它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第一：劳动本身有交换价值，而不同的劳动有不同的交换价

１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①

②

③ 最幼稚的恐怕是让·巴·萨伊给康斯坦西奥翻译的李嘉图著作的法文本所加

的注释，最迂腐而又傲慢的是新近出版的麦克劳德先生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１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汇率论”１８５８年伦敦版］。

同上，第１６３—１６６页及以下各页。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２，ｐ．１６２．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８［西斯

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第２卷第１６２页］：“商业把一切东

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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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把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作为尺

度的那个交换价值本身还需要有尺度。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

问题，已知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论证工

资。雇佣劳动学说将答复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

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

当等于劳动的产品①。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Ｅｒｇｏ〔因此〕，这种

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

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

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资本时解决。

第三：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

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

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

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

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

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

争学说中解决。

２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

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

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

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留给蒲鲁东先生去做的，

就是不仅把旧社会的基本原则宣布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且宣称自己是李

嘉图概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全部成果的那个公式的发明者。事实证明，当蒲鲁

东先生在海峡彼岸“发现”这个公式的时候，在英国，甚至对李嘉图公式的乌托

邦式的解释早已被人遗忘了。（参看我的《Ｍｉｅ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ｔｃ．》．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７［“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巴黎版］，关于ｌａｖａｌｅｕ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éｅ［构成价

值］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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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最后一个辩驳，假如不是像通常那样用古怪例子的形式

提出来，似乎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那末，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

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将

在地租学说中解决。

３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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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在英国议会就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条

例２０进行的一次辩论中，格莱斯顿曾经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

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他是对不列颠人谈不列

颠人。相反，在货币钻营上早就有“天使般的机智”（虽然配第对此

表示怀疑）的荷兰人，在货币钻研上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的机智。

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

难就克服了。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只在于清楚地理解货币所固有的

形式规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关系

都镀上了金或银，表现为货币关系，因而货币形式似乎具有一种无

限复杂的、对它本身说来是外来的内容。

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

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

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为简化起见，到处把金作为货币商品。

１．价值尺度

流通的第一个过程，可以说，是实际流通的理论上的准备过

程。作为使用价值存在的商品，首先替自己创造一种形式，它们以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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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彼此在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作为一定量物化一般劳动

时间而出现。这个过程的第一个必要行动，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商

品使一种特殊商品，比如金，当作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即当作

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我们回顾一下商品把金转化为货币时所采

取的形式：

１吨铁＝２盎斯金

１夸特小麦＝１盎斯金

１ 摩哈咖啡＝１
４盎斯金

１ 钾碱＝１
２盎斯金

１吨巴西木材＝１１ ２盎斯金

Ｙ量商品＝Ｘ盎斯金

在这个等式系列中，铁、小麦、咖啡、钾碱等等彼此表现为同样的劳

动即物化在金中的劳动的化身，在这种劳动中，这些商品的不同使

用价值所表现的各种实在劳动的一切特点完全消失了。作为价值，

它们是相同的，是同一劳动的化身或劳动的同一化身，是金。作为

同一劳动的同样的化身，它们只有一种差别即量的差别，或者说表

现为不同的价值量，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中包含着不等的劳动时

间。它们是这样单个单个的商品，但是因为同一般劳动时间本身，

即同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金发生了关系，它们同时又作为一

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彼此发生关系。正是这个使商品彼此表现为交

换价值的过程中的关系，把包含在金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

动时间，一定量的这种一般劳动时间在不同量的铁、小麦、咖啡等

等上，总之，在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或者说，直接在商

品等价物的无限系列上展示出来。当商品全面地通过金来表现它

们的交换价值的时候，金就直接用一切商品来表现它自己的交换

５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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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当商品彼此间互相赋予交换价值的形式的时候，它们就赋予

金以一般等价物的或货币的形式。

因为一切商品都按照一定量金和一定量商品含有等量劳动时

间的比例用金来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金就成了价值尺度，而金首

先只是由于作为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作为价值尺度它直接用一

切现有的商品等价物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才变成一般等价物或

货币。另一方面，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现在都用金来表现。在这个

表现中，要区别质的因素和量的因素。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作为同一

的同样的劳动时间的化身存在着；而商品的价值量充分地表现出

来了，因为各商品在与金相等的比例上彼此相等。这一方面表现出

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在它们的金等价

物上表现出这个劳动时间的量。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地用一种特

殊商品，或者说，用商品同一种特殊商品相等的唯一等式，作为一

般等价同时也作为这个等价的程度表现出来，就是价格。价格是商

品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内部出现时的转化形式。

可见，商品通过它们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金价格这个过程，同

时把金表现为价值尺度，从而表现为货币。如果它们全面地用银或

小麦或铜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因而表现为银价格、小麦价格或铜价

格，银、小麦或铜就会变成价值尺度，并且因此变成一般等价物。商

品要在流通中表现为价格，它们在进入流通之前就应该是交换价

值。金所以变成价值尺度，只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计自己的

交换价值。但是这种过程中的关系——金作为尺度的性质正是从

这种关系中产生的——的全面性的前提是：每一单个商品都按照

金和自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用金来衡量自己，因此，商品和

金之间的真正尺度是劳动本身，或者说，商品和金是通过直接的物

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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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换彼此作为交换价值而相等的。至于这种相等实际上如何发

生，在简单流通领域内不能加以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

生产金银的国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直接体现在一定量金银中，而

在既不产金也不产银的国家，是通过迂回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结果

的，这就是用本国的商品，即本国平均劳动的一定部分去同那些有

金银矿藏的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交换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的

一定量。金要充当价值尺度，就必须是一个潜在可变的价值，因为

它只有作为劳动时间的化身才能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同一

劳动时间又随着实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动而实现在同一些使用价

值的不同量上。一切商品的价值用金来估计，正如每个商品的交换

价值用一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样，其前提不过是金在

一定时刻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前面讲过的交换价值规律也适

用于金的价值变动。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保持不变，那末它们的金

价格只有在金的交换价值跌落的时候才能普遍上涨。如果金的交

换价值保持不变，那末金价格只有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上涨的

时候才能普遍上涨。商品价格普遍跌落的场合则相反。如果一盎

斯金的价值由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动而跌落或上

涨，那末它的涨落对一切其他商品都是同等程度的，因此，它在一

切其他商品面前依旧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同一些交换价值现

在是用比从前大或比从前小的金量来估计，但是它们是按照自身

的价值量来估计的，因而它们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价值比

例。２∶４∶８变为１∶２∶４或４∶８∶１６时，其比例仍然不变。金的

价值变动了，交换价值就以改变了的金量估计自己，这个改变了的

金量并不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正如银的价值虽然只等于

金的价值的１ １５，但这并不妨碍银把金排斥于这个职能之外。由于

７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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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是金和商品之间的尺度，而且金只有在一切商品都用它

来衡量自己的时候才成为价值尺度，因此，以为商品的可通约性是

由货币造成的想法，纯粹是流通过程的假象①。相反，正是作为物

化劳动时间的商品的可通约性使金成为货币。

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时所采取的实在形态，是它们的使用价值

形态。它们必须通过自身的转移才变成真正的一般等价物。它们

的价格规定，是它们仅仅在观念上向一般等价物的转化，是一个尚

待实现的同金相等的等式。但是，由于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只是观

念上转化为金，或者说转化为只是想像的金，它们的货币存在还没

有真正同它们的现实存在脱离，所以金还只是转化为观念的货币，

还只是价值尺度，而一定的金量实际上还只是作为一定量劳动时

间的名称起作用。商品彼此表现它们交换价值的一定方式决定着

金借以结晶为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现在，商品是作为两重存在而互相对立着，实际上作为使用价

值，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现在，它们彼此把自己所包含的劳动的

８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不错，亚里士多德理解到，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前提：“显然……还没

有货币的时候，就已经有交换了，因为用５张床换一间屋，或者换５张床所值

的货币，是没有区别的。”另一方面，由于商品在价格上才取得互为交换价值的

形式，所以他以为商品通过货币才成为可通约的。“一切物都必须有一个价

格；这样才会始终有交换，因而才会有社会。事实上，货币就像尺度一样，使物

品可以通约，从而使它们相等。因为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而没有相等就不能

有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相等。”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这些用货币来衡量

的不同物品是一些完全不可通约的量。他寻找的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统

一物，但是他作为一个古希腊人不能找到这个统一物。为摆脱这个难关，他假

定本来不可通约的物在实际需要时会借助货币变成可通约的物：“固然，在本

质上，这样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约的，但是由于实际需要，这种情况却发生了。”

（Ａｒｉｓｔ．《Ｅｔｈｉｃ．Ｎｉｃｏｍ．》，Ｌ．５，Ｃ．８，ｅｄｉｔ．Ｂｅｋｋｅｒｉ，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亚里士多德”尼

科马赫伦理学”贝克里编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５卷第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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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形式表现出来了，因为特殊的实在劳动作为它们的使用价值

而实际存在着，而一般的抽象劳动时间则在它们的价格上取得想

像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上，它们是同一价值实体的同样的、只有量

的差别的化身。

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差别，一方面，似乎只是名义上的，正如亚

当·斯密所说，劳动是商品的实在价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假定１盎斯金是３０个工作日的产品，那末现在１夸特小麦就不用

３０个工作日估价，而用１盎斯金估价。另一方面，这个差别决不是

单纯名义上的差别，因为实际流通过程中威胁着商品的一切风暴

正是集中在这个差别上。３０个工作日已经包含在１夸特小麦中，

因此，没有必要现在才把１夸特小麦表现为劳动时间。但是，金是

一种和小麦不同的商品，１夸特小麦能否像它的价格所预先标明

的那样事实上变成１盎斯金，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证明。这就要看它

能否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能否证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是社

会为生产１夸特小麦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商品本身是交换价值，

它有一个价格。在交换价值和价格的这个差别中表现出：包含在商

品中的特殊的个人劳动，必须通过转移的过程才表现为它的对立

物，表现为无个性的、抽象一般的、并且只有在这种形式上才是社

会的劳动，就是说表现为货币。它能否得到这种表现，看来是偶然

的事情。因此，虽然在价格上，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是在观念上得到

一个同自身不同的存在，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两重存在只是作

为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存在，另一方面，虽然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金

还只是作为想像的价值尺度同实在商品相对立，但是，就在交换价

值作为价格的存在或金作为价值尺度的存在中，已经隐藏着商品

向铿锵的真金转移的必要性和商品转移不成的可能性，总之，隐藏

９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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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由于产品是商品而产生的全部矛盾，或者说，隐藏着由于私人特

殊劳动必须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即抽象一般劳动才取得社会效

力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因此，那些只要商品不要货币、只要以私人

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而不要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空想主义者是作

得彻底的，他们不等货币以可感觉的形式出现，就在它作为价值尺

度的朦胧的、想像的形式上把它“消灭”。在看不见的价值尺度中，

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假定金变成价值尺度而交换价值变成价格的过程已经存在，

一切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还只是想像的大小不同的金量。它们作

为同一物即金的不同量而互相较量、互相比较和互相衡量，这样

在技术上就有必要使它们同作为计量单位的一定金量发生关系，

这个计量单位分为若干等分，每一等分又分为若干等分①，因而发

展成为标准。但是金量本身是用重量来衡量的。因而这个标准在

金属的一般衡制中是现成的，所以在一切金属流通中，金属的一

般衡制便首先起了价格标准的作用。当商品不再作为用劳动时间

来衡量的交换价值，而作为用金来衡量的同名量相互发生关系的

时候，金就从价值尺度转化为价格标准。商品价格彼此作为不同

金量而进行比较，这样就结晶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切合于想像

的金量并把这个金量表现为等分的标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和作

为价格标准的金，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规定性，两者的混淆曾经

０６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英国，作为货币衡量单位的１盎斯金不是分成等分，这种怪事可以解释如

下：“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银，因此１盎斯银分成的银币总是一个整数；

但是，后来在只适用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１盎斯金铸成的金币就

不是一个整数了。”Ｍａｃｌａｒ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１６，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

［麦克拉伦“通货史”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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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最荒谬的理论。金作为物化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金作为一

定的金属重量是价格标准。当金作为交换价值同作为交换价值的

商品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是价值尺度，而在价格标准中，金的一

定量成为金的其他量的单位。金所以是价值尺度，因为它的价值

是可变的，金所以是价格标准，因为它被确定为不变的重量单位。

在这里，正如在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

性和确定性有决定的意义。把一定金量确定为计量单位并在这个

单位之下确定若干等分的必要性，曾经引起一种想法，似乎一定

金量（它的价值本来是可变的）同商品的交换价值被确定在固定

的价值比例上了，不过这种想法没有看到，在金发展成价格标准

之前，商品交换价值就已经转化为价格、转化为金量了。不论金

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彼此间总是表示同样的价值比例。哪

怕金的价值跌落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２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１盎斯金的１２

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１

盎斯金决不会因为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也不会因而改

变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

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①。

１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货币在价值上可以不断变动，但是它仍然可以很好地充当价值尺度，好像它

根本没有变动一样。譬如说，假定它的价值跌落了……在价值跌落之前，１基

尼买３蒲式耳小麦或６日的劳动；后来只买２蒲式耳小麦或４日的劳动。在这

两种情况下，已知小麦和劳动两者同货币的比例，就可以推出两者的相互比

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求出１蒲式耳小麦值２个劳动日。这就是价值衡量

的全部意义，而这在价值跌落以后可以和价值跌落以前一样容易地办到。一

件物品适于充当价值尺度的长处，同它自己的价值的可变性毫无关系。”（Ｂａｉ

ｌｅｙ，《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ｐ．９—１０［贝利“货币及

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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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我们在后面将根据金属流通的本质来加以说明）造

成这样的后果：执行价格标准职能的贵金属的重量不断变动和减

轻，但是它的重量名称却保持不变。例如，英镑还合不到它原有重

量的１ ３；苏格兰镑在合并
２１
以前只合原有重量的

１
３６；法国的利弗

尔只合原有重量的１ ７４；西班牙的马拉维第还不到原有重量

的１ １０００；葡萄牙的瑞斯同原有重量的比例还要小得多。于是，金属

重量的货币名称就和金属的一般重量名称在历史过程中脱离

了①。计量单位、它的等分以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

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

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②。充当货

２６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浪漫派的亚·弥勒说：“在我们看来，每一个独立的君主都有权替金属货币命

名，授予它们社会的名义价值、等级、地位和称号。”（Ｓ．２８８．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ｅｉｌ．

Ａ．Ｈ．Ｍüｌｌｅｒ．《Ｄｉ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ｋｕｎｓ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０９［亚·亨·弥

勒“政治学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２册第２８８页］）就称号来说，我们的宫廷

顾问先生说得对；他只是忘记了实质。比如，下面一段话表明他的“看法”多

么混乱：“每个人都看到，正确规定造币局价格是何等重要，特别在像英国这

样的国家更是如此，在那里政府宽宏大量地免费造币〈看来，弥勒先生以为英

国政府人员从自己的私囊中开支造币费用〉，并且不课造币税等等，因此，如果

政府把金的造币局价格定得大大高于市场价格，如果不是像现在那样对每盎

斯金付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２辨士，而是把１盎斯金的造币局价格规定为３镑１９

先令，所有的货币就会流向造币局，而从那里得来的银会到市场上去换便宜的

金，然后再送到造币局，而币制就陷于混乱。”（同上，第２８０、２８１页）为维持英

国造币局的秩序，弥勒自己却陷于“秩序混乱”。先令和辨士只是１盎斯金的一

定部分用银记号和铜记号来表示的名称，而弥勒以为１盎斯金是用金、银和铜

“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上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然

而它们在一个时期全都是真实的〈后一句话说得那么广泛是不正确的〉，正因

为它们是真实的，人们才用它们来计算。”（Ｇａｌｉａｎｉ．《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１．ｃ．，

Ｐ．１５３［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

现代部分”第３卷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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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材料的一定金属是社会已经提供了的。在不同的国家，法定价格

标准自然不同。在英国， 例如，作为金属重量的盎斯分为ｐｅｎｎｙ

－ｗｅｉｇｈｔｓ〔本尼威特〕、ｇｒａｉｎｓ〔克冷〕、ｃａｒａｔｓｔｒｏｙ〔克拉〕，但是，作

为货币单位的１盎斯金分为７ ８索维林，１索维林分为２０先令，１

先令又分为１２辨士，这样，１００磅２２开金（１２００盎斯）等于４６７２

索维林１０先令。可是在消失了国界的世界市场上，货币尺度的这

种民族性又消失了，它让位给金属的一般的衡制。

因此，商品价格或商品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

的货币名称来表现了。英国人不说１夸特小麦等于１盎斯金，而说

等于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这样，一切价格就用同样的名称表现

出来。商品赋予自己交换价值的那个特殊形式，转化为货币名称，

它们用这种名称彼此说明自己值多少。而货币这方面也就成为计

算货币③。

每当从交换价值的观点来表示任何一种财富时，就会在脑中、

在纸上或在谈话中发生商品向计算货币的转化④。为了这种转化，

３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③

④ 亚当·斯密著作的早期法文译者之一加尔涅有过一种古怪想法，想在计算货

币和实在货币的使用之间定出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是１０：１。（Ｇａｒｎｉｅｒ，Ｇ．

“有人问阿那卡雪斯，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Ａｔｈｅｎ．

《Ｄｅｉｐｎｏｓｏｐｈｉｓｔａｉ》，Ｌ． ，４９，ｖ．２，ｅｄ．Ｓｃｈｗｅｉｇｈａｕｓｅｒ，１８０２［阿泰纳奥斯“学者

们的宴会”（十五卷集）施魏格霍伊泽尔编１８０２年版第４卷，４９，第２分册第

１２０页］）

来估价的，因而认为英国人有三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ｖａｌｕｅ［本位］是他们的幸运。诚

然，银作为货币尺度同金并存的情况到１８１６年才由乔治三世第五十六年第六

十八号法令正式加以废止。可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早在１７３４年就由乔治二世

第十四年第四十二号法令在法律上加以废止了，而在实践中废止得还要早些。

有两种情况特别使亚·弥勒能对政治经济学有所谓高超的理解。一方面他对

于经济事实完全无知，另一方面他对哲学只是抱爱好而空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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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金的物质，但只是想像中的。用若干盎斯金来估计１０００包

棉花的价值，再用１盎斯金的计算名称如镑、先令、辨士来表现这

些盎斯，不需要真金的一个原子。例如，在１８４５年罗伯特·皮尔爵

士银行条例之前，在苏格兰连１盎斯金都没有流通，虽然１盎斯

金，作为英国计算标准表现为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是法定的价

格尺度。又如，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事实上虽然纯粹

是物物交换，但是以银为价格尺度。因此，对于作为计算货币的货

币说来，它的单位或单位以下的等分是否真正铸造出来，是毫无关

系的。在征服者威廉时期的英国，１镑曾是１磅纯银，先令是１ ２０磅

纯银，但镑和先令只是作为计算货币而存在，辨士即
１
２４０磅纯银

倒是当时大量存在的银铸币。相反，在今天的英国，虽然先令和辨

士是１盎斯金的一定部分的法定计算名称，却并无先令和辨士存

在。货币作为计算货币可以完全只在观念上存在，而实际存在的货

币却按照完全不同的标准铸造。例如，在北美洲的许多英国殖民地

中，流通的货币直到十八世纪末叶还是由西班牙币和葡萄牙币组

成的，但是计算货币却到处和英国一样⑤。

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

１盎斯金和１吨铁同样都可表现为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因此，

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作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

４６ 卡 · 马 克 思

⑤ １７２３年马里兰条例规定烟草是法定的货币，但是烟草的价值要折合为英国金

币，即每磅烟草折合１辨士。这件事使人想起ｌｅｇｅｓｂａｒｂａｒｏｒｕｍ２２，这种法律相

反地规定一定货币额等于若干头公牛、母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计算货币的

真正材料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公牛和母牛。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ｍｏｎｎａｉ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ｔｅｍｐｓｄｅｌａｐｌｕｓｈａｕｔｅ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ｅｄｃ．》，ｔ．

，ｐ．７８［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的货币史”第１卷第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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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以为金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

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

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①。金作为价格规定的因素并因而作

为计算货币发生作用时，它不仅没有固定的价格，而且根本没有

任何价格。如果金要有价格，就是说要在一种特殊商品上使自己

表现为一般等价物，那末，这另一种商品就要和金一样，在流通

过程中起一种排他的作用。但是，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

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

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无益的。

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固定不变地物化在金银的同一比例中，这

实际上就是假定金银是同一物质，而银这种价值较低的金属是金

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

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价值比例同金

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

估价高了。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

金属的价值比例再由法律加以调整，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像旧

的那样同实际的价值比例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

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

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和

１８５７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４１５８万镑，而从

５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例如，我们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ｏｒｄｓ》［“家常话”］中读

到：“金的价值应当用金自身来衡量；任何物质怎么能够在别的物体中有它自

己的价值尺度呢？金的价值应当用它自身的重量来确定，可是这个重量要取

一个假名，于是１盎斯金就应当值若干镑和几分之几镑。这是伪造尺度，不

是确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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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３４７０４０００镑。在像法国这样

的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

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其中的一种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

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

来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

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

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

保持着这种地位①。

Ｂ．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

商品在价格的形式上只是在观念上转化为金，金从而只是在

观念上转化为货币，由于这种情况，便产生了观念的货币计量单

位学说。因为在规定价格时，只是想像的金银起作用，金银只是

当作计算货币起作用，有人就以为镑、先令、辨士、塔勒、法郎

等名称，不是指金银的重量部分或某种物化劳动，而是指观念的

价值原子。于是，比如说，如果一盎斯银的价值提高了，那它就

包含更多的这样的原子，因此它就应当算成和铸成更多的先令。这

种学说在英国最近一次商业危机中又流行起来，甚至在议会中，在

６６ 卡 · 马 克 思

① “作为商业尺度的货币应当像其他任何尺度一样尽可能永久保持稳定。如果

你们的货币是由价值比例不断变动的两种金属构成，就做不到这一点。”（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Ｓｏｍ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ｔｃ．》．１６９１；ｐ．６５，ｉｎ

ｓｅｉｎｅｎ《Ｗｏｒｋｓ》，７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８，ｖｏｌ． ．［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

１６９１年版；“洛克全集”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版第２卷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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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８年银行委员会报告所附的两个专门报告中也提出过。这种学

说最早产生于十七世纪末叶。在威廉三世即位时，１盎斯银的英国

造币局价格是５先令２辨士，或１ ６２盎斯银称作１辨士，１２个这样

的辨士称作１先令。按照这个标准，例如６盎斯重的银就铸成３１

个称作先令的银币。但是，１盎斯银的市场价格升到它的造币局价

格之上，从５先令２辨士升到６先令３辨士，或者说，购买１盎

斯生银必须付给６先令３辨士。既然造币局价格不过是１盎斯银

的等分的计算名称，１盎斯银的市场价格怎么能升到它的造币局

价格之上呢？这个谜一下子就解开了。在当时流通的５６０万镑银

币中有４００万镑已被磨损和刮削。有一次检验证明，５７２００镑银

币应该重２２００００盎斯，实重却只有１４１０００盎斯。造币局仍然按

照同样的标准铸造，但是实际流通的轻先令所代表的１盎斯的等

分却比它名称所代表的要小。因此，到市场上购买１盎斯生银，就

得支付较多的这种变轻了的先令。这样就发生了混乱，于是决定

普遍重铸，这时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财政部秘书长〕朗兹

断言，１盎斯银的价值已经提高，因此今后它应该铸成６先令３辨

士，而不应该同从前一样铸成５先令２辨士。其实，他也就是说，

因为１盎斯的价值已经提高，所以它的等分的价值降低了。但是，

他的错误理论只是一个正当的实际目的的掩饰。国债是用轻先令

借的，难道要用重先令来还吗？在名义上得５盎斯而实际上得４盎

斯的地方，他不说还４盎斯，却反而说名义上要还５盎斯，但是

把它的金属含量减成４盎斯，把从前称作４ ５先令的称作１先令。

因此，朗兹实际上是维护金属含量，虽然在理论上是坚持计算名

称。他的反对者只是坚持计算名称，因此把减轻了２５—５０％的先

令同足量的先令说成一样，但他们反而硬说他们只是坚持金属含

７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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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

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

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

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他也接受了朗兹的挑战。约翰

·洛克获得了胜利，货币借来的时候是１０—１４先令合１基尼，而

偿还的时候则是２０先令合１基尼①。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挖苦

地总结这笔生意说：

“政府在赋税上大占便宜，债权人在资本和利息上大占便宜，唯一受骗的

人民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标准〕〈他们自己的价值的标准〉并未

降低。”②

８６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２卷第１５６页。

洛克还说：“把以前称作半克朗的称作１克朗吧。价值仍然是由金属含量决定

的。如果你们能把一个铸币的银量减少１ ２０而不减少它的价值，那末你们同样

能把它的银量减少１９ ２０。按照这种理论，把一个法寻称作克朗，这个法寻就能

够同含有６０倍银的克朗一样，购买同样多的香料、丝绸或其他商品。你们能做

到的一切，不过是拿较大的银量的印记和名称加在较小的银量上。但是用来

偿还债务和购买商品的是银，不是名称。如果你们提高货币价值不过是对于

银块的一个等分随便给一个名称，例如把１ ８盎斯银称作１个辨士，那末，你们

实际上可以把货币价值爱提得多高就多高。”２３洛克同时还答复朗兹说，市场

价格升到造币局价格之上，原因不是“银价值的增高，而是银铸币的减轻”。７７

个已被刮削的先令丝毫也不比６２个足量的先令重。最后，他正确地提出，如果

撇开流通的铸币的银量减少不谈，在英国，生银的市场价格也会多少高于造币

局价格，因为生银的输出是容许的，而银币的输出是禁止的。（见“略论降低利

息”第５４—１１６页）洛克非常谨慎地避免涉及迫切的国债问题，同样他非常小

心地避开下面这个细致的经济问题：汇率，同生银对银币的比例一样，证明流

通的货币的贬值远不是与它实际的银量减少成比例的。我们在流通手段的一

节中将回过来对这个问题作总的研究。尼古拉·巴尔本在《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

ｃ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ｎｅｙｌｉｇｈｔｅｒ，ｉｎ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Ｍｒ．Ｌｏｃｋ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６［“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

见”１６９６年伦敦版］中企图把洛克引入危险地带，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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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以为，随着商业进一步的发展，人民会更机敏一些。

他错了。大约在１２０年后，同样的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误会〕又发生了。

贝克莱主教是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给观念的

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加上了讲求实际的“财政部秘书长”所忽略的理

论气质，这是合乎常理的。他问：

“难道不能把利弗尔、镑、克朗之类的名称看成只是比例名称〈即抽象价

值本身的比例〉吗？难道金、银或纸币不只是用来计算、记载和监督〈价值比

例〉的记号或符号吗？难道支配别人的实业活动〈社会劳动〉的权力不就是财

富吗？难道货币实际上不只是转移和记载这种权力的符号或记号，而用什么

材料做这种符号是十分重要的吗？”①

这里一方面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另一方面混淆了作

为价值尺度的金银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因为贵金属在流通行

为中可以用记号代替，贝克莱就得出结论说，这些记号本身不代表

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对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发挥得如

此充分，以致他的追随者（无意识的追随者，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既

找不到一个新的说法，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新的例子。

他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

等分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ｍｏｎｅｙｃｏｉｎ）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②，而计算货

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

存在。计算货币对物品的价值所起的作用，就像度、分、秒等等对角度的作用，

标尺对地图的作用等等一样。在这一切发明中，总是采用一个名称作为单位。

９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价格在这里按照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著作家的用法，是指实在的等价物。

“提问者”。顺便提一下，《Ｑｕｅｒｉｅｓｏｎｍｏｎｅｙ》［“关于货币问题”］一篇写得很有

才智。其中贝克莱正确地指出，北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恰恰“最清楚地证明，金

银对于一国的财富，并不是像各阶层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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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措施的用途不过是在于指示比例，货币单位的用途也是一样。因此，

货币单位不能同任何一部分价值有固定不变的比例，也就是说，它不能固定

在任何一定量的金、银或任何其他商品上。单位一经确定，用乘法就可以求出

最大的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对商品发生影响的环境的总的结合以及

人们的癖性，所以应当把商品价值看作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变动着的。

凡是用共同的、一定的、不变的标准妨碍和扰乱确切规定比例变动的做法，必

定对贸易发生有害的影响。货币只是具有等分的观念标准。如果有人问：一个

部分的价值的计量单位应当是什么，我就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度、分、秒的

标准大小是什么？它们没有标准大小；但是，只要一个部分已经确定，依据标

准的本质，其余的必定全都依比例确定下来。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币和非洲

海岸的安哥拉货币就是这种观念货币的例子。”①

斯图亚特所说的只是货币在流通中充当价格标准和计算货币

的现象。如果几种商品在价格表上分别标价为１５先令、２０先令、

３６先令，那末，在比较它们的价值量时，实际上我所关心的既不是

先令的含银量，也不是先令的名称。１５、２０、３６这些数的比例已经

说明一切，１这个数成为唯一的计量单位。比例的纯抽象的表现始

终只是抽象的数的比例本身。因此，为彻底起见，斯图亚特不仅要

撇开金银，而且还要撇开它们的法定的教名。他由于不了解价值尺

度向价格标准的转化，自然就以为用作计量单位的一定量金，不是

对其他的金量作尺度，而是对价值本身作尺度。因为各种商品通过

自己的交换价值转化成价格而表现为同名的量，他就否定了使各

种商品成为同名的那个尺度的质；又因为在各种不同金量的比较

中用作计量单位的金量的大小是约定俗成的，他就连对这个大小

总得有个规定都加以否定。他可以不说圆周的１ ３６０是１度，而

说１ １８０是１度；这时，直角就不是用９０度计算，而是用４５度计算，

０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２卷第１０２—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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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角和钝角的计算以此类推。虽然如此，量角器仍然首先是有一定

质的数学形式——圆，同时又是有一定量的圆的部分。至于斯图亚

特的经济例证，一个反驳了他自己，另一个什么也没有证明。阿姆

斯特丹银行货币实际上只是西班牙多布隆币的计算名称，当辛勤

流转的铸币因为同外界剧烈磨擦而消瘦下来的时候，多布隆币却

因懒洋洋地躺在银行地窖里而保持着自己的全部脂肪。至于那些

非洲的观念论者，在有批判眼光的旅行家作出关于他们的详细报

道之前，我们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了。① 法国的阿西涅可以说是近

似斯图亚特所了解的观念货币：“国民财产。阿西涅１００法郎”。诚

然，这里阿西涅所应代表的使用价值，即被没收的土地，是确切指

明了的，可是计量单位的量的规定被忘记了，因而“法郎”便成为一

个没有意义的词。一个阿西涅法郎代表多少土地，要看土地公开拍

卖的结果而定。但是实际上，阿西涅法郎是作为银币的价值符号来

流通的，因而它的贬值也是用这个银标准来衡量的。

在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时期，货币理论几乎比战报还要多。由

于银行券贬值和金的市场价格高于造币局价格，银行的某些辩护

人重新提出观念的货币尺度学说。卡斯尔里子爵给这种混乱见解

找到了典型的混乱说法，他把货币计量单位说成是《ａｓｅｎｓｅｏｆ

ｖａｌｕｅ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通货同商品比较所产生的价值感”］。巴黎和约签订以后几年，情

１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在最近一次商业危机中，英国某些方面的人士盛赞非洲的观念货币，而这一次

观念货币的住址从海岸移到贝尔贝莱内地去了。有人认为，贝尔贝莱人没有

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是由于他们用《Ｂａｒｓ》［金属条块］这种观念的计量单位。

把商业和工业的存在说成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

要条件］，岂不是更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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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又容许恢复兑现，这时，威廉三世时代朗兹曾提出的问题，几乎

原封不动地又被提出来了。庞大的国债，二十多年积下的大量私人

债务和定额债券等，都是用贬值的银行券订立的。这些债务是否应

该用每４６７２镑１０先令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也代表１００磅２２

开金的银行券来偿还呢？北明翰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以

Ｌｏｗｎｄｅｓｒｅｄｉｖｉｖｕｓ〔朗兹转世〕的姿态出现。他主张债权人在契约

中名义上借出多少先令，就该在名义上收回多少先令；不过，如果

按照从前的铸币含金量把大约１ ７８盎斯金称作１先令，那末现在应

该比如把１ ９０盎斯金称作１先令。阿特伍德的门徒以《ｌｉｔｔｌｅ

Ｓｈ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ｎ》〔小先令人〕的北明翰派而著称。从１８１９年开始的关

于观念的货币尺度的争论，到１８４５年仍然在罗伯特·皮尔爵士和

阿特伍德之间进行着，阿特伍德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职能方面所有

的智慧，可以全部总结在下面所引的一段话中：

“在与北明翰商会论战中罗伯特·皮尔爵士问道：你们的一镑银行券代

表什么？什么叫作一镑？…… 反过来说，对现行的价值计量单位应如何理解？

３镑１７先令１ ２辨士是表示１盎斯的金，还是它的价值？如果是１盎斯金本

身，那为什么不用它的名字称呼它，为什么不称盎斯、本尼威特、克冷而要称

镑、先令、辨士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制度去了……

 或许它们指的是价值？如果１盎斯金＝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为什么它

有时又值５镑４先令，有时又值３镑１７先令９辨士呢？…… ‘镑’（ ）这个

用语是指价值，但不是指固定于一个不变的金量上的价值。镑是一个观念的

单位…… 劳动是形成生产费用的实体，它把金的相对价值赋予金，就像把

铁的相对价值赋予铁一样。因而，不论用什么特别的计算名称来表示一人的

一日劳动或一周劳动，这种名称总是表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①

２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ｅｍｉｎｉｌｅｔｔ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２６６—２７２ｐａｓｓｉｍ［“通

货问题，两人书简”１８４４年伦敦版散见第２６６—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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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几句话中，观念的货币尺度的模糊概念消散了，而这种

概念的固有的思想内容显露出来了。金的计算名称，如镑、先令等

等，应该是一定量劳动时间的名称。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实体和

内在尺度，那末，这些名称实际上就应该代表价值比例本身。换句

话说，劳动时间被认为是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关于北明翰派，我

们就说到这里为止，但是还要顺便指出，观念的货币尺度学说在银

行券可兑现或不可兑现的争论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如果纸币的名

称是从金或银得来的，那末，银行券可以兑现、即可以兑换为金或

银，总是一条经济规律，不论法律如何规定。例如，普鲁士的纸塔

勒，法律上虽然规定不兑现，但是，当它在日常流通中低于银塔勒，

因而实际上不能兑现时，就立刻贬值。因此，英国那些坚决维护不

兑现纸币的人，就把观念的货币尺度作为藏身之所。如果货币的计

算名称，如镑、先令等等，是一个商品在同其他商品交换时或多或

少地吸进或吐出的一定数目的价值原子的名称，那末，比如一张英

国的五镑券，就不依赖于它同金的比例，正像不依赖于它同铁和棉

花的比例一样。既然它的名称不再使它同一定量的金或其他任何

商品在理论上相等，所以它的可兑现的要求，即它同一定量的某种

特殊物实际上相等的要求，就被它的概念本身排除了。

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由约翰·格雷①第

３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ＪｏｈｎＧｒａ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Ｅｄ

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１［约翰·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１８３１年爱丁堡版］。并参

看他的《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ｍｏｎｅ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８［“关于货

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１８４８年爱丁堡版］。在二月革命以后，格雷送给法国

临时政府一份备忘录，其中教训说，法国所需要的不是一个《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劳动组织”］，而是一个《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交换组织”］，这

个组织的方案在他想出的货币制度中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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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加以系统地发挥。他主张国家中央银行通过支行来确定生产

各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以自己的商品换回一张正式的

价值凭证， 即换回一张表明他的商品包含多少劳动时间的收

据②；而这种代表１个工作周、１个工作日或１个工作小时等等的

银行券，同时又是领取存放在银行仓库中的其他一切商品中的一

个等价物的证据③。这就是他的基本原则，他把这个原则的细节研

究得非常周到，并且使这个原则处处适合英国各种现行机构。在这

种制度下，格雷说：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生产将

同需求相等而成为需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④

贵金属将失去它们对其他商品的“特权”，

“将在市场上与黄油、鸡蛋、棉布、花布并列，取得它们应有的地位，它们

的价值不会比金刚石的价值更使我们关心”⑤。

“我们应该保持我们想像出来的价值尺度——金，从而束缚一国的生产

力呢，还是应该改用自然的价值尺度—— 劳动，从而解放一国的生产力

呢？”⑥

４７ 卡 · 马 克 思

②

③

④

⑤

⑥ 同上，第１６９页。

格雷“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第１８２页。

同上，第１６页。

“产品在事先经过估价后可以存入银行，一有需要又可以把它提取出来，但是

大家要同意一个条件：凡是把任何种类的财产存入这种国家银行的人，都可以

从银行取出同等价值的任何物品，而不是只准提取他所存入的物品。”同上，第

６７—６８页。

格雷“社会制度”第６３页：“货币应该仅仅是一张收据，证明这张收据的持有者

曾经对现存的国民财富贡献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曾经从贡献这一价值的人那

里取得了对于这一价值的支配权。”

全设计好了。老实的格雷想不到在他的“社会制度”出现了１６年之后，这个发

明的专利权会被善于发明的蒲鲁东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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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内在尺度，为什么除了劳动时间之外

还有另一种外在尺度呢？为什么交换价值发展成为价格呢？为什

么一切商品都用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估计自己的价值，因而使

这一商品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变成货币呢？这是格雷应

该解决的问题。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去空想商品能够直接当

作社会劳动产品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它们是什么，就只能当作

什么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直接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

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私人交换过程中通过转移来证明

是一般社会劳动；或者说，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个人

劳动的全面转移才成为社会劳动。但是，既然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直接当作社会劳动时间，那他就是把这种劳动时间当

作共同的劳动时间，或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这样一

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银，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

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使用价值也

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资产阶级生产

的基础也就会消灭。然而，这决不是格雷的本意。在格雷看来，产

品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格雷指靠国家银行来

实现这个虔诚的愿望。一方面，社会通过银行使个人不依赖私人交

换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又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继续生

产。因此，这里的内在逻辑迫使格雷一个又一个地废弃资产阶级生

产的条件，虽然他只是想把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改良”一下。这

样他就把资本变成国家资本①，把地产变成国家财产②，如果仔细

５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土地应该成为国家财产。”（同上，第２９８页）

“每个国家的实业应该靠国家资本来经营。”（约翰·格雷“社会制度”第１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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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一下他所说的银行，就会发现它不仅一手收进商品和另一手

发出对提供的劳动的凭证，而且还调节着生产本身。格雷在他的最

后一部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中小心翼翼地想表明

他的劳动货币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在这里他陷入了更加尖锐

的矛盾中。

每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这是格雷从他的不充分的、因而是错

误的商品分析中得出的理论。“劳动货币”、“国家银行”和“商品堆

栈”的“有机”结构不过是一种幻影，使人误认为这种教条是支配世

界的规律。关于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

就是社会劳动的这种教条，当然不会因为有一个银行相信它并按

照它经营就会变成现实。相反，在这种情形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

批评家的角色。格雷的著作中所隐藏的、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就

是劳动货币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空话，它用来表示下面这种虔诚的

愿望：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

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被英国的一些

社会主义者，有些在格雷前，有些在格雷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

了①。但是，把贬低货币和颂扬商品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来认真宣

传，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货币的必然联系②，这

要等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学派来完成了。

６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ＡｌｆｒｅｄＤａｒｉｍｏｎ．《Ｄｅ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ｄｅｓｂａｎ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６［阿尔弗

勒德·达里蒙“银行改革”１８５６年巴黎版］可以看作是这种滑稽的货币理论

的纲要。

例如见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ｅｔｃ．》．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４［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版］；Ｂｒａｙ．

《Ｌａ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Ｌｅｅｄｓ，１８３９［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

救治方案”１８３９年里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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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流通手段

  在商品通过确定价格的过程取得它适于流通的形式、金取得

它的货币性质后，流通将表现并解决商品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

商品的实际交换，即社会物质变换，表现为一种形式变换，在这种

形式变换中，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展开了，同

时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也结晶为货币的一定形式。说明这种形式

变换，也就是说明流通。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成为发达的交换价值，

是以商品世界，因而是以实际发达的分工为前提的，同样，流通是

以全面的交换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经常更新为前提的。第二个前提

是商品要当作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或者说，商品在

交换过程中彼此要当作二重的存在出现，即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

观念上——价格上——作为交换价值。

在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

地的财富琳琅满目，有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磁器、巴黎胸衣、

俄国毛皮、热带香料；但这一切娱世物品，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

白标签，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 ，ｓｈ．，ｄ．〔镑、先令、辨

士〕。这就是商品出现在流通中的景象。

（ａ）商品的形态变化

仔细考察起来，流通过程表现出两种不同形式的循环。如果用

Ｗ 代表商品，用Ｇ代表货币，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形式表示为：

Ｗ—Ｇ—Ｗ

Ｇ—Ｗ—Ｇ

７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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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只论述第一种形式，即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Ｗ—Ｇ—Ｗ 的循环，分解为Ｗ—Ｇ的运动即商品换货币或

卖，和Ｇ—Ｗ 的逆运动即货币换商品或买，以及这两个运动的统

一Ｗ—Ｇ—Ｗ，即为了用货币换商品而把商品换成货币或为买而

卖。但是，过程结束时得出的结果是Ｗ—Ｗ，即商品换商品，实际

的物质变换。

Ｗ—Ｇ—Ｗ，从第一个商品那端出发，表现为它向金的转化和

它从金向商品的逆转化，或者说，表现为这样一个运动：商品最初

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存在，而后摆脱了这种存在，取得了同它的自

然存在脱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然后

又摆脱了这种存在，最后仍然作为满足个别需要的实际的使用价

值。商品以最后这个形态离开流通而进入消费。因此Ｗ—Ｇ—Ｗ

这个流通的全程，首先是每个商品成为它的所有者的直接的使用

价值时所要通过的形态变化的整个系列。第一形态变化在流通的

前半段Ｗ—Ｇ上完成，第二形态变化在流通的后半段Ｇ—Ｗ 上完

成，而整个流通形成商品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生命旅程）。但是，Ｗ—

Ｇ—Ｗ 这个流通，要成为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它只有同时

是其他商品的一定的、单方面的形态变化的总和，因为第一种商品

的每一次形态变化就是它向另一种商品的转化，因而也就是另一

种商品向第一种商品的转化，因而，是在流通的同一阶段上完成的

双方面的转化。对于Ｗ—Ｇ—Ｗ 这个流通所分成的两个交换过

程，我们首先应该分别加以考察。

Ｗ—Ｇ或卖：Ｗ 即商品在进入流通过程时，不仅是作为特殊

的使用价值，如１吨铁，而且是作为具有一定价格的使用价值，如

值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或１盎斯金。这个价格，一方面是铁包含

８７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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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时间量即铁的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表示出铁的虔诚愿望

——想变成金，也就是想赋予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以一般社

会劳动时间的形式。如果这个变体没有实现，这吨铁就不仅不再是

商品，而且不再是产品，因为它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它对它的所

有者是非使用价值，或者说，它的所有者的劳动只有作为对别人有

用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它只有作为抽象一般劳动才对它的所

有者有用。因此，铁的任务，或者说，铁的所有者的任务，是在商品

世界中找到铁吸引金的地方。但是，如果像我们在这里分析简单流

通时所假定的那样，卖确实完成了，那末这种困难即商品的ｓａｌｔｏ

ｍｏｒｔａｌｅ〔惊险的跳跃〕就渡过了。这吨铁通过它的转移，即通过从

把它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的手

里而实现为使用价值，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格，从不过是想像

的金变成了实在的金。现在，１盎斯实在的金代替了１盎斯金的名

称或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而这吨铁也让出了位置。由于卖即

Ｗ—Ｇ，不仅原来通过价格在观念上转化成金的商品实际上转化

成金，而且由于这同一过程，原来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上的金而

实际上只是作为商品本身的货币名称出现的金，也就转化成实在

的货币①。过去，由于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衡量它们的价值，金在观

念上变成了一般等价物，现在，金作为一切商品向它全面转移——

卖Ｗ—Ｇ就是这种全面转移的过程——的产物，变成了绝对可以

９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货币有两种，一种是观念的货币，一种是实在的货币，因而有两种用法：一种

是用来对物品进行估价，一种是用来购买物品。就估价来说，观念的货币同实

在的货币一样适用，而且也许更适用些…… 货币的另一种用法是用来购买

它所估价的物品…… 价格和契约是用观念的货币来估算，而用实在的货币

来实现的。”（加利阿尼“货币论”第１１２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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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商品，变成了实在的货币。但是，金在卖的过程中变成实在

的货币，只是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中已经是观念上的金的

缘故。

不论是卖Ｗ—Ｇ或是买Ｇ—Ｗ，其中总是有两种商品对立

着，这两种商品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但是，在商品

方面，它的交换价值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价格存在，而在金方面，虽

然它本身也是实际的使用价值，但是它的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交换

价值的承担者存在，因而只是作为同任何实际的个人需要无关的

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存在。这样一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就分配在Ｗ—Ｇ的两极，商品在金的面前是使用价值，这个使用

价值必须通过金才能实现它的观念上的交换价值即价格，而金在

商品面前是交换价值，这个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商品才能把它的形

式上的使用价值变为物质。只有通过商品的这种二重化——分为

商品和金，通过这二重对立的关系——每方观念上是对方实际上

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对方观念上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商品

表现为两极对立物，商品的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才得到解决。

到这里为止，我们是把Ｗ—Ｇ当作卖，当作商品向货币的转

化来考察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另一极，同一过程就相反地表现

为Ｇ—Ｗ，表现为买，表现为货币向商品的转化。卖必然同时是它

的对立面——买，从一方面来看这个过程，是卖；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个过程，是买。或者说，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区别只是在于：在

Ｗ—Ｇ上，主动方面是商品或卖者，在Ｇ—Ｗ 上，主动方面是货币

或买者。因此，我们把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当

作第一流通阶段Ｗ—Ｇ完成的结果来说明，同时也就是假定有另

一个商品早已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已经处在第二流通阶段Ｇ—

０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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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上。这样，我们就陷入互为前提的恶性循环。流通本身就是这种

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把Ｗ—Ｇ中的Ｇ看作已经是另一种商品的

形态变化，那末，我们就是把交换行为从流通过程中分离出来。但

是，在流通过程之外，Ｗ—Ｇ的形式就消失了，只剩下两个不同的

Ｗ——如铁和金——互相对立，它们的交换不是流通行为，而是直

接的物物交换。在金的产地，金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商品。在

这里，金的相对价值也和铁或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一样，是用

它们彼此交换时的量来表现的。但是，在流通过程中，这个行为已

经是前提，金本身的价值在商品价格中是既定的。因此，以为金和

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直接的物物交换关系，因而以为它们的相

对价值是通过它们作为简单商品交换来确定，这是再错误不过的。

从表面上看来，金在流通过程中似乎只是作为商品和种种商品交

换，但这种假象的产生只是由于一定量的商品在价格上已经等于

一定量的金，就是说，已经同作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发生

关系，从而可以直接同金交换。就商品的价格通过金实现来说，商

品同金交换是同商品，同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交换，但是，就通过

金实现商品的价格来说，商品同金交换就不是同商品交换，而是同

货币，同劳动时间的一般化身交换了。而在两种关系上，商品在流

通过程中交换的金量，都不是由交换来决定的，相反地，交换是由

商品的价格即用金估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的①。

在流通过程中，金不论在谁的手里都是卖Ｗ—Ｇ的结果。但

是，因为Ｗ—Ｇ卖同时就是Ｇ—Ｗ 买，这就表示，当过程的起点商

１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自然，这并不妨碍商品的市场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
考察不属于简单流通的领域，而是属于完全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我们在后面
要加以考察，在那里要研究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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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Ｗ 正在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时，另一个处于对极Ｇ的商品，

正在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因而正在通过流通的后半段，这时前

一个商品还在它的旅程的前半段上。

作为流通的第一过程卖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第二过程的起点

即货币。代替第一形态上的商品的，是商品的金等价物。这个结果

首先可以造成一个休止点，因为商品在这第二形态上有它自身的

持久的存在。商品在它的所有者手里原来不是使用价值，现在却具

有永远可以交换因而永远可以使用的形式，而它究竟在什么时候、

在商品世界表面的什么地点再进入流通，那要看情况而定。它的金

蛹成了它生命中的独立的一段，它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个或长或短

的时间。在物物交换时，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是直接同另一种

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结合在一起的，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

般性质，却表现为买和卖的行为的分裂和任意脱离。

Ｇ—Ｗ，买，是Ｗ—Ｇ的逆运动，同时又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

化或终结的形态变化。商品作为金或者在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

在上，能够直接表现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些商品在自己

的价格上都把金当作自己的来生来追求，同时又表示出金应该奏

出什么样的音符，才能使它们的肉体即使用价值跳到货币那边，使

它们的灵魂即交换价值跳进金本身。商品转移的共同产物，是绝对

可以转移的商品。金转化为商品，没有任何质的限制，只有量的限

制，即金自身的量或价值量的限制。“现金可买一切。”商品在Ｗ—

Ｇ运动中通过它当作使用价值的转移，实现了它自己的价格和别

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而商品在Ｇ—Ｗ 运动中通过它当作交换价

值的转移，实现了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和别的商品的价格。商品通过

自己的价格的实现，同时使金转化为实在的货币，而商品通过自己

２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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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逆转化，使金转化为商品自身的只是瞬息间的货币存在。商品流

通既然以发达的分工为前提，因而是以与个人产品的单面性成反

比的个人需要的多面性为前提，所以买Ｇ—Ｗ 时而表现为与一种

商品等价物相等，时而分裂为一系列的商品等价物，这个系列现在

决定于买者的需要范围和他的货币额的大小。正如卖同时就是买，

买同时也就是卖，Ｇ—Ｗ 同时也就是Ｗ—Ｇ，可是在这里主动属于

金或买者。

我们回头来看Ｗ—Ｇ—Ｗ 这个流通的全程，可以看出，一个

商品在这里通过了它的形态变化的整个系列。可是，当一个商品开

始流通的前半段，完成第一形态变化的时候，第二种商品进入流通

的后半段，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离开流通；反过来说，第一种

商品进入流通的后半段，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离开流通，是在

第三种商品进入流通，通过它的旅程的前半段，完成第一形态变化

的时候。因此，流通的全程Ｗ—Ｇ—Ｗ，作为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

的全程，同时总是第二种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的结束和第三种商

品的形态变化全程的开始，因而它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系列。为了明

白起见，我们把商品加以区别，给两极的Ｗ 加上不同的记号，如

Ｗ′—Ｇ—Ｗ 。实际上，第一环节Ｗ′—Ｇ是以另一个环节Ｗ—Ｇ的

结果Ｇ为前提，就是说，它本身不过是Ｗ—Ｇ—Ｗ 的后一环节；

而第二环节Ｇ—Ｗ 的结果是Ｗ —Ｇ，所以这一环节本身是Ｗ —

Ｇ—Ｗ 的第一环节，以此类推。其次可以看出，后一环节Ｇ—Ｗ 中

的Ｇ虽然不过是一次卖的结果，但这个环节却可以表现为（Ｇ—

Ｗ′）＋（Ｇ—Ｗ ）＋（Ｇ—Ｗ ）＋……，因而可以分裂为许多次买，也

就是许多次卖，即许多次新的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第一环节。因

此，如果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不仅表现为一个无始无终的形

３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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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锁链的一个环节，而且表现为许多个这样的锁链的一个环

节，那末，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由于每一个单个商品都要通过

Ｗ—Ｇ—Ｗ 这个流通，就表现为在无数不同地点不断结束又不断

重新开始的这种运动的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但是每一次单独的

卖或买同时又作为互不相关的孤立行为而存在，它的补充行为在

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和它脱离，因此无需作为它的继续而直接

同它衔接起来。由于每一特殊流通过程Ｗ—Ｇ或Ｇ—Ｗ，作为一

种商品向使用价值的转化和另一种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作为流通

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从两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休止点，而另一

方面，由于一切商品都以它们共同的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即金的形

式开始它们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站到流通的后半段的起点上，所以

在实际流通中，任意一个Ｇ—Ｗ 接在任意一个Ｗ—Ｇ之后，一个

商品的生命史的第二章接在另一个商品的生命史的第一章之后。

例如，甲卖了铁，得２镑，因而完成了Ｗ—Ｇ或商品铁的第一形态

变化，可是他把买推迟到较远的时候。同时，乙在１４天前卖了两夸

特小麦，得６镑，现在用这６镑向“摩瑟父子公司”买衣裤，因而完

成了Ｇ—Ｗ 或商品小麦的第二形态变化。Ｇ—Ｗ 和Ｗ—Ｇ这两个

行为在这里只是表现为一个锁链的两个环节，因为在Ｇ即金上，

一种商品看起来和另一种商品是一样的，从金的身上再也看不出

它是经过形态变化的铁，还是经过形态变化的小麦。这样一来，在

实际流通过程中，Ｗ—Ｇ—Ｗ 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全程

的形形色色的环节的无限偶然的并行和连接。因而，实际的流通过

程不是表现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不是表现为商品通过对立阶

段的运动，而只是表现为许多偶然并行发生或彼此连接的买卖的

集合。这样，这个过程的形式规定性就消失了，并且由于每一次单

４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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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流通行为卖同时是它的对立面买，而买同时是它的对立面卖，

这种形式规定性就更加消失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流通过程是商

品世界的形态变化运动，因此必然也会在自己的总运动中反映这

个运动。关于流通过程如何反映这个运动，我们将在下一篇加以研

究。这里只要指出，在Ｗ—Ｇ—Ｗ 中，两极的Ｗ 同Ｇ不是处在同

样的形态关系中。第一个Ｗ 是作为特殊商品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

币发生关系，而货币则是作为一般商品同作为个加商品的第二个

Ｗ 发生关系。因此，Ｗ—Ｇ—Ｗ 可以抽象地从逻辑上归结为Ｂ—

Ａ—Ｅ〔特殊——一般——个别〕的推理式，其中特殊是第一极，一

般是联结中项，个别是终极。

商品所有者只是以商品监护人的身分进入流通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彼此以买者和卖者的对立形式出现，一个是人格化的

糖块，另一个是人格化的金。糖块一变成金，卖者也就变成买者。这

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

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

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

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

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

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

同样是错误的①。这些身分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

５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Ｌｅ汅ｏｎｓｓｕｒ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ｅｔｌ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２．［“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１８３２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
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
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２４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
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
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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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表现。此外，资产阶级生产的对抗性质，在买者和卖者的对

立上表现得还很肤浅很表面，这种对立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

式中也存在，因为它只要求人们彼此当作商品所有者来发生关系。

现在我们来考察Ｗ—Ｇ—Ｗ 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物质变换

Ｗ—Ｗ。商品换商品，使用价值换使用价值，而商品的货币化或商

品作为货币，只是用来作这种物质变换的媒介。因而，货币表现

为只是商品的交换手段，但不是一般的交换手段，而是以流通过程

为特征的交换手段，即流通手段②。

由于商品的流通过程总是归结为Ｗ—Ｗ，因而好像仅仅是以

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或者，由于Ｗ—Ｇ—Ｗ 不仅分裂为两个

孤立的过程，而且同时也表现出两者在运动中的统一，于是就得出

结论说，买和卖之间只有统一，没有分裂，——这种思想方法是要

由逻辑学而不是由经济学来批判的。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

破坏了社会物质变换的地方的、原始的、传统虔诚的、幼稚荒谬的

界限，它同时又是社会物质变换中相互联系的要素彼此分裂和对

立的一般形式，一句话，是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

是因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的一切对立的抽

６８ 卡 · 马 克 思

② “货币只是手段和动力，而对生活有用的商品才是目标和目的。”布阿吉尔贝尔

“法国详情”１６９７年版，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

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１０页。

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

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

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 产品价值之所以

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

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

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贝列拉“关于工业和财政的

讲义”第２、３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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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一般的形式。因此，可以有货币流通，而不发生危机，但是没有

货币流通，却不会发生危机。然而这只是说，在以私人交换为基础

的劳动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货币的地方，这种劳动自然更不会引起

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那些现象。因此，那种想

用废除贵金属的“特权”、用所谓“合理的货币制度”来消除资产阶

级生产的“弊害”的批判的深刻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

面，下面这段曾经被吹嘘为特别透彻的言论，足以作为经济学辩护

论的标本。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

姆斯·穆勒说：

“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

换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由

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总起来看，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

因此，如果一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必然多于卖者。”①

穆勒建立平衡的办法是把流通过程变成直接的物物交换，又

把从流通过程中搬来的人物买者和卖者偷偷地塞到直接的物物交

换中去。用他的混乱的话来说，在一切商品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像

７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１８０７年１１月，在英国出版了威廉·斯宾斯的一本著作，书名叫《Ｂｒｉｔａｉｎ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不依靠商业的不列颠”］，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由威

廉·科贝特在他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政治纪事”］中用《Ｐｅｒｉｓｈｃｏｍｍｅｒ－

ｃｅ》［“打倒商业”］这个更激烈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为了与此相抗衡，詹

姆斯·穆勒在１８０８年发表了他的《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２５，其中已经有我们

在正文中从他的《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政治经济学原理”］引用的

那个论据了。让·巴·萨伊在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就商业危机进行论战时

把这一套妙论攫为己有，由于不可能说出这位可笑的《ｐｒｉｎｃ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科学王子”］用什么新的思想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所以他的大陆上的崇拜者

把他吹嘘成找到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论这种宝藏的人，其实倒不如

说，他的功绩在于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来曲解他的同时代人马尔萨斯、西斯蒙第

和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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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和汉堡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商业危机的某些时候那样，其实是有

一种商品即货币的买者多于卖者，而所有其他的货币即各种商品

的卖者多于买者。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不过是说每次买

就是卖，每次卖就是买，这对于那些不能卖出，因而也不能买进的

商品监护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安慰①。

由于卖和买的分裂，除了真正的贸易外，有可能在商品生产者

和商品消费者之间的最后交换之前造成许多虚假的交易。这样一

来，许多寄生者就有可能钻进生产过程并利用这种分裂来牟利。但

这仍然只是说，有了作为资产阶级劳动的一般形式的货币，这种劳

动的矛盾也就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ｂ）货币的流通

实际的流通首先表现为许多偶然地并行发生的买和卖。不论

８８ 卡 · 马 克 思

① 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商品的不同的

形式规定：“有货币在手，要得到所要的东西，我们只须作一次交换；有其他

剩余产品在手，我们就得作两次交换，其中第一次（换取货币）比第二次困

难得多。”Ｇ．Ｏｐｄｙｋｅ．《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５１，

ｐ．２８７—２８８［乔·奥普戴克“政治经济学专论”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２８７—２８８

页］。

“货币的较高的可售性，正是商品的较低的可售性的影响或自然结果。”

（Ｔｈ．Ｃｏｒｂｅｔ．《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ｓ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ｐ．１１７［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式的研

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１７页］）“货币有一种属性，即总是可以同它所衡量的

物品相交换。”（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２，ｐ．１００［博赞克特“硬币、纸币、信用货币”１８４２年伦敦版第１００

页］）

“货币总是能购买其他商品，而其他商品并不总是能购买货币。”（Ｔｈ．

Ｔｏｏｋｅ．《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２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ｐ．１０

［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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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或卖中，商品和货币总是在同样的关系上彼此对立：卖者在商

品一方，买者在货币一方。因此，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总是表现为

购买手段，于是它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对立阶段上的不同的规

定，就变得无从分辨了。

在同一行为中，商品转到买者的手里，货币转到卖者的手里。

商品和货币以相反的方向运动，商品走向一方而货币走向另一方，

这种位置变换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表面上的无数地点同时进

行的。但是，商品在流通中所走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它的最后一

步①。不论商品移动位置是由于金受了它的吸引（Ｗ—Ｇ），还是它

受了金的吸引（Ｇ—Ｗ），只要它这样一移动，一交换位置，它就脱

离流通而进入消费。流通是商品的不断运动，但总是新的商品的不

断运动，每个商品只运动一次。每个商品在开始它的流通的后半段

时，已不是原来的商品，而是另一种商品金。因此，经过形态变化的

商品的运动，是金的运动。同一块货币或同一金块在Ｗ—Ｇ的行

为中曾经一度同一种商品变换位置，现在反过来又成了Ｇ—Ｗ 的

起点，再次同另一种商品变换位置。过去它是从买者乙的手里转到

卖者甲的手里，现在它是从变成买者的甲的手里转到丙的手里。因

此，一个商品的形态运动，它向货币的转化和它从货币的逆转化，

或者说，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运动，表现为同一块货币同两种不同

商品两次变换位置的外部运动。不论买和卖如何分散地偶然地并

行发生，在实际流通中，买者对面总是站着卖者，而移动到被卖商

品的位置上去的货币，在它转到买者手里以前，一定已经一度同另

９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同一商品可以多次买了又卖。这时它不是作为简单商品流通，而是在这样一
种规定中流通，这种规定从简单流通的观点、从商品和货币简单对立的观点来
看，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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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变换过位置。另一方面，货币迟早会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

者手里转到新的卖者手里，货币通过它的反复不断的位置变换，表

现出各商品形态变化的连结。因此，同一些货币总是朝着和商品运

动相反的方向从流通中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有的移动次数多些，

有的移动次数少些，从而画出或长或短的流通曲线。同一块货币的

这些不同的运动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相反地，大量的分散的买

和卖，则表现为同时发生的、空间上并行的、单次的商品和货币的

位置变换。

商品流通Ｗ—Ｇ—Ｗ 的简单形式是：货币从买者手里转到卖

者手里，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者手里转到新的卖者手里。商品的

形态变化即以此结束，货币的运动，就它是这个形态变化的表现而

论，也随之结束。但是，由于新的使用价值必须不断作为商品生产

出来，因而必须不断地重新投入流通，所以Ｗ—Ｇ—Ｗ 就由同一

些商品所有者不断重复和更新。他们作为买者付出的货币，一到他

们重新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时，又回到他们手里。因此，商品流通

的不断更新就反映成：货币不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表面上不

断地转手，而且同时画出许多不同的小循环，从无数不同地点出

发，又回到这些地点，以便重新再作同样的运动。

商品的形式变换表现为货币的单纯的位置变换，只是货币一

方才具有流通运动的连续性，这是因为商品总是按照同货币相反

的方向只走一步，而货币总是代替商品去走第二步，在商品报了

“一”的地方，货币报“二”。因此，看来好像整个运动都是从货

币出发的，虽然卖时是商品吸引货币离开原位，从而使货币流通，

就像买时是货币使商品流通一样。其次，因为货币总是在作为购

买手段这样一种关系上与商品对立着，而作为购买手段，只有通

０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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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现商品价格才能使商品运动，所以，流通的整个运动总是表

现为货币去同商品变换位置，不论是在同时并行发生的特殊流通

行为中实现商品的价格，或者是连续地实现商品的价格，即由同

一块货币依次地实现不同商品的价格。例如，我们就Ｗ—Ｇ一

Ｗ′—Ｇ—Ｗ —Ｇ—Ｗ ……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在实际流通过程中

变得无从辨认的质的要素，那末它不过是表示同一个单调的动作。

Ｇ在实现了Ｗ 的价格之后，依次地实现，Ｗ —Ｗ 等等的价格，而

Ｗ′—Ｗ —Ｗ 等商品，总是补上货币所让出的位置。因而，表面

看来，是货币通过实现商品价格使商品流通。货币在执行实现价

格的职能时本身不断流通，时而只变换一次位置，时而通过一条

流通曲线，时而画出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的小圆圈。作为流

通手段的货币有它自身的流通。因此，过程中的商品的形态运动

表现为货币自身的、替本身不运动的商品的交换作媒介的运动。于

是，商品流通过程的运动就表现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表

现为货币流通。

商品所有者把自己的私人劳动产品表现为社会劳动产品，是

通过把一种物即金转化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存在，因而转化为

货币，而现在，他们自身借以完成其劳动的物质变换的全面运动，

就作为一种物所特有的运动即金的流通而同他们对立。社会运动

本身，对商品所有者来说，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

形式上的媒介过程，使每一个人能够用他投入流通的使用价值从

流通中取回价值量相等的另一些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

品离开流通时才开始发生作用，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使用价

值则是货币的流通本身。商品左流通中的运动不过是瞬息间的要

素，而在流通中不息奔走却成为货币的职能。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

１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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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职能，使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具有新的形式规定性，这

种规定性是现在我们要详细阐述的。

首先我们看到，货币的流通是一个无限分散的运动，因为它反

映着流通过程无限地分散为买和卖，反映着商品形态变化中相互

补充的阶段的任意脱离。在货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的小循环

中，固然表现出回归运动，真正的循环运动。可是，有多少商品，便

有多少出发点，单单由于出发点无限多这一点，这种循环就根本无

法控制、衡量和计算了。从离开出发点到再回到出发点所经过的时

间同样是无法确定的。这种循环在某一场合是否完成也是毫无关

系的。一个人可以用一手付出一笔货币而没有用另一手把这笔货

币收回，这个经济事实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了。货币从无限不同的

点出发，回到无限不同的点，可是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是偶然的，

因为在Ｗ—Ｇ—Ｗ 运动中，买者反过来变为卖者，并不是必要的

条件。货币流通更少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运动：从一个中心辐射到

圆周上各点，再由圆周上各点回到这一中心。所谓货币的循环，呈

现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我们在一切点上都看到货币的出现和消

失，看到它的不息的位置变换。在货币流通的较高的媒介形式中，

例如在银行券的流通中，我们会看到货币发行的条件包含着它回

笼的条件。相反地，在简单的货币流通中，同一买者再变为卖者是

偶然的。真正的循环运动在简单的货币流通中经常出现，不过是更

深刻的生产过程的反映。例如，工厂主在星期五从他的银行家那里

取得货币，星期六付给他的工人，工人把其中大部分立刻付给店主

等，后者在星期一又把它交回银行家。

我们已经知道，在空间上并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许多买和卖

中，货币在同一时间内实现着一定量的价格，并且同商品只变换一

２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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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位置。可是，另一方面，既然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运动和这些形

态变化的连结表现为货币的运动，同一块货币就实现着各种不同

的商品的价格，因而进行了若干次流通。因此，我们拿一个国家在

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日内）的流通过程来看，实现价格所需要的

金量，因而也就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便决定于两个要素：一

方面是这种价格的总额，另一方面是同一块金币的平均流通次数。

这个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速度，又决定于或只是表现出商品通过

其形态变化的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这些形态变化锁链般发生的

平均速度，经过形态变化的商品在流通中由新商品代替的平均速

度。因此，如果说，在确定价格时，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观念上转

化为具有同一价值量的金量，在两个孤立的流通行为Ｇ—Ｗ 和

Ｗ—Ｇ中，同一价值量双重地存在，一方面在商品上，另一方面在

金上，那末，金作为流通手段的存在不是决定于它同个别静止商品

的孤立的关系，而是决定于它在过程中的商品世界里的动的存在；

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的职能，也就是

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速度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速度的职

能。因此，它在流通过程中的实际的存在，即流通中的实际的金量，

就决定于它在整个过程本身中的职能存在。

货币流通的前提是商品流通，就是说，货币使具有价格的商

品即已经在观念上等于一定金量的商品流通。在确定商品本身的

价格的时候，用作计量单位的金量的价值量，或者说金的价值，是

假设为既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流通所需要的金量就首先决定于

待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额。而这个总额本身又决定于：（１）价格

水平，即用金来计算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相对的高低，（２）按一

定价格流通的商品的数量，也就是按既定价格进行的买卖的数

３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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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①。假定一夸特小麦值６０先令，那末同它只值３０先令相比，要

使它流通或实现它的价格，就要有多一倍的金。假定每夸特小麦的

价格是６０先令，那末要使５００夸特流通，就比使２５０夸特流通，要

有多一倍的金。最后，要使每夸特值１００先令的１０夸特小麦流通，

同使每夸特值５０先令的４０夸特小麦流通相比，只要有一半的金

就行了。由此可见，如果流通的商品数量的减少在比例上大于价格

总额的增加，那末即使价格上涨，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仍会减

少；反之，如果流通的商品数量减少，而其价格总额以更大的比例

增加，那末流通手段量也会增加。例如，英国人曾以出色而细致的

研究证明，在英国谷物涨价的初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这是

因为减少了的谷物量的价格总额高于以前较大的谷物量的价格总

额，同时其他商品量的流通在若干时间没有受到影响，还保持着原

来的价格。在谷物涨价的后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却相反地减少了，

这或者是因为除了谷物以外，其他商品按原有价格出卖而数量减

少了，或者是因为这些商品出卖的数量同样多而价格降低了。

可是，我们知道，流通的货币量不仅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

总额，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流通的速度，或者说，决定于货币在一定

时间内完成这种实现业务的速度。同一个索维林在同一天内完成

了１０次买，每次买的商品的价格是一个索维林，它一共转手１０

４９ 卡 · 马 克 思

① 货币量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足以维持同商品相应的价格”。布阿吉尔贝尔

“法国详情”第２０９页。“如果４亿镑商品的流通需要４０００万镑金，而这１ １０

的比例是适当的水平，那末，当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由于自然原因增加到４５０００

万镑时，为了维持原有水平，金的数量就必须增加到４５００万镑。”Ｗ．Ｂｌａｋ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ｐ．８０［威·布莱克“论政府支出的影响”１８２３年伦敦

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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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它所完成的业务正好是一天内每一个只流通一次的１０个索维

林所完成的业务①。因此，金的流通速度可以代替金的数量，或者

说，金在流通过程中的存在不仅决定于它在商品旁边作为等价物

的存在，而且也决定于它在商品形态变化运动中的存在。可是，货

币流通的速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货币的数量，因为无限分散

的买和卖，在每个一定的时刻是在空间上并行发生的。

如果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在比例上小于

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那末，流通手段量会减少。相反，如果流通速

度的降低，在比例上大于流通的商品量的价格总额的减少，那末，

流通手段量会增加。流通手段量随着价格普遍降低而增加，或流通

手段量随着价格普遍上涨而减少，是商品价格史上充分证实了的

现象之一。但是，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同时引起货币流通速度更加提

高的原因，以及引起相反的运动的原因，不是属于简单流通的研究

范围。可以举一个例子说说，当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

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

降低得慢。简单货币流通是表面的和形式的，这种性质正是表现

在：决定流通手段量的一切要素，如流通的商品量、价格、价格的涨

落、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次数、货币流通速度，都依赖于商品世界

的形态变化的过程，而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人口

数、城乡关系、运输工具的发展，依赖于分工的粗细、信用等

等，——简言之，依赖于一切处于简单货币流通之外而只反映在简

单货币流通中的情况。

因此，如果流通速度已定，流通手段量就只是决定于商品的价

５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影响货币量多少的，是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不是金属的量。”（加利阿尼“货币

论”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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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相

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这是最重

要的经济规律之一，根据商品价格史对这个规律作详细的证明，也

许是李嘉图以后的英国经济学的唯一贡献。经验表明，在某一个国

家内，金属流通的水平或流通的金银量虽然有过暂时的、有时甚至

是极其猛烈的退潮和涨潮①，但是总的说来，在较长时期内是不变

的，同平均水平的偏离只是微弱的波动，这只是因为决定流通货币

量的种种因素具有对立的性质。这些因素的同时变动，使它们的作

用互相抵销，使一切照旧。

已知货币流通速度，已知商品价格总额，流通手段量就已决

定，这一规律也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知商品形

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金量就决定于金本身的价值。因此，如

果金的价值，即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或减少，那末，商品

价格将以反比例上涨或下跌，而同价格的这种普遍的上涨或下跌

相适应，在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要使同一商品量流通，就需要

一个较大或较小的金量。同样，在原来的价值尺度被价值较高或较

低的金属排挤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变动。例如，荷兰由于体贴国

债持有人，由于担心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新金矿的发现的后果，

６９ 卡 · 马 克 思

① 例如，在１８５８年，英国的金属流通量异乎寻常地降到它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可

以从伦敦“经济学家”杂志２６中引来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到：“按照现象的本质

〈即简单流通的分散性〉不可能获得关于在市场上和非银行阶级手中流通的现

金数量的十分精确的材料。但是，大商业国家的造币局的活跃与否，或许是现

金数量变动的最确切的指标之一。需要多就铸得多，需要少就铸得少…… 英

国造币局１８５５年共铸造９２４５０００镑，１８５６年共铸造６４７６０００镑，１８５７年共

铸造５２９３８５８镑。在１８５８年造币局几乎是无事可做。”“经济学家”杂志１８５８

年７月１０日。同时，银行库存大约有１８００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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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银币代替了金币，于是使同一商品量流通所需的银量就得等于

过去的金量的十四五倍。

既然流通的金量以变动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变动的流通速度为

转移，金属的流通手段量就必须有紧缩和扩张的能力，简言之，金

必须适应流通过程的需要，时而作为流通手段进入这个过程，时而

再退出这个过程。流通过程本身如何实现这些条件，我们到后面再

谈。

（ｃ）铸币。价值符号

金在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上取得了一种特有的Ｆａｃｏｎ〔形

状〕，它变成铸币。为了使它的流通不因技术困难而受到阻碍，它是

按照计算货币的标准来铸造的。铸币是这样的金块，它以一定的花

纹和形状表示它含有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正

如造币局价格由国家规定一样，铸造的技术事务也由国家担任。作

为铸币的货币，同作为计算货币的货币一样，有地方性和政治性，

讲不同的国家语言，穿不同的民族服装。因此，作为铸币的货币的

流通领域是不同于商品世界的普遍流通的、限于国界内部的商品

流通。

可是，金块和金铸币的差别，并不比金的铸币名称和它的重量

名称的差别更大。在后者表现为名称差别的，现在只表现为形状差

别。金铸币可以投进熔炉，再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直截了当地〕变成金，反

过来，金块只要送到造币局去，就能取得铸币形式。从一种形状转

到另一种形状，又从另一种形状回到原来的形状，看来是一种纯粹

技术性的事务。

把金衡１００磅或１２００盎斯的２２开金拿到英国造币局去，可

７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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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换得４６７２
１
２镑或金索维林，把这些金索维林放在天平的一端，

把１００磅金条放在另一端，它们的重量相等，这证明素维林不过是

在英国造币局价格中用这个名称来表示的具有特定的形状和印记

的金的一定重量。这４６７２１ ２金索维林从许多不同地点投入流通，

被流通吸收后一天完成一定的流通次数，有的完成的次数多些，有

的完成的次数少些。如果每一盎斯一天平均流通１０次，那末１２００

盎斯金将实现１２０００盎斯或４６７２５索维林的商品价格总额。不论

你把１盎斯金怎样颠来倒去，它决不会重１０盎斯。可是在这里，在

流通过程中，１盎斯事实上重１０盎斯。铸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存在，

等于它所含的金量乘它的流通次数。因此，铸币除了它作为具有一

定重量的单个金块的实际存在外，还取得了一种从它的职能产生

的观念存在。可是，索维林不论流通１次或１０次，在每一次单独的

买或卖中，总只是当作１个索维林发生作用。好比在１个作战日，

１个将军及时出现在１０个不同的地点而代替了１０个将军，可是

在每个地点上还只是这同一个将军。在货币流通中由于速度代替

数量而引起的流通手段的观念化，只涉及铸币在流通过程中的职

能存在，而不包括单个铸币的存在。

然而，货币流通是外部的运动，索维林虽然ｎｏｎｏｌｅｔ〔没有臭

味〕，却在复杂的社会中周旋。铸币由于同各种各样的手、荷包、衣

袋、 裢、腰包、匣子、箱子、柜子等摩擦而磨损了，这里掉一个金原

子，那里掉一个金原子。它在尘世奔波中磨来磨去，日益失去自己

的含量。它因使用而损耗。让我们来看一个其本来面目看来只是

略受损害的索维林吧。

“面包师今天刚从银行领到一个崭新的索维林，明天便把它付给磨坊主，

他支付的索维林，已经不是那个本来的（ｖｅｒｉｔａｂｌｅ）索维林，它已经比领取它

８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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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轻了一些。”①

“显然，单单由于日常的不可避免的摩擦的作用，铸币也就必然一个一个

地不断贬值。要在任何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天内，把轻量铸币完全排斥于流通

之外，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②

杰科布估计过，１８０９年欧洲有３８０００万镑，到１８２９年，即过

了２０年，有１９００万镑因磨损而完全消失了。③ 因此，如果商品在

跨进流通的第一步上就脱离流通，那末铸币在流通中走过几步之

后所代表的金属含量却比它实有的还大。在流通速度不变时，铸币

流通得越久，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它流通得越活跃，它作为铸币的存

在就越是同它的金银的存在脱节。余下的是ｍａｇｎｉｎｏｍｉｎｉｓｕｍｂｒａ

〔一个伟大名字的影子〕④。铸币的肉体只是一个影子。它原来因流

通过程而加重，现在却因流通过程而减轻，但是在每一次单独的买

或卖中仍旧当作原来的金量。索维林成了虚幻的索维林，成了虚幻

的金，但是仍然执行着法定金币的职能。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

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为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

金体或银体的纯粹虚幻的存在。由流通过程本身所引起的金属货

９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③

④ 引自古罗马作家路卡努斯的历史叙事诗“发萨罗战役”。——译者注

Ｗ ．Ｊａｃｏｂ．《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Ｖｏｌ． ，ｃｈ． ，ｐ．

３２２［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２６

章第３２２页］。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ｅｔｃ．ｂｙａｂａｎｋｅｒ》．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５，ｐ．６９

ｅｔｃ．［“一个银行家评通货问题”１８４５年爱丁堡版第６９页等等］。“如果一个稍

受磨损的埃巨的价值比一个全新的埃巨的价值少些，那末流通就会不断遇到

障碍，而且没有一次支付会不引起争论。”（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统

治时期的货币史”第１卷第２４页）

Ｄｏｄｄ．《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多德“工业奇迹”１８５４年

伦敦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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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第二次观念化，或者说它们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分离，一

方面被政府、另一方面被私人冒险家利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铸币

伪造活动。从中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的整个货币铸造史，就是这两

方面的、互相对抗的伪造铸币的历史。库斯托第所编的多卷本的意

大利经济学家文集大部分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可是，金在它的职能范围内的虚幻存在，同金的实际存在发生

冲突。在流通中，一个金铸币丧失的金属含量较多，而另一个丧失

的较少，于是一个索维林的价值实际上比另一个更大。但是，因为

它们在作为铸币的职能存在上是等值的，实际重１ ４盎斯的索维林

并不比表面重１ ４盎斯的索维林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分量十足的索

维林一部分就会在不老实的所有者手中受到外科手术，流通本身

曾经在它们分量轻的兄弟身上自然地做过的事就会人为地加在它

们身上。它们被刮削，它们的多余的金脂进入熔炉。如果４６７２１ ２

金索维林放在天平上，平均重量不是１２００盎斯，而只是８００盎

斯，那末它们在金市上就只能买到８００盎斯的金，换句话说，金的

市场价格就升到它的造币局价格以上。每个货币，尽管分量十足，

但它在铸币形式上的价值会比它在铸块形式上的价值少。分量十

足的索维林会反过来变成它的铸块形式，因为在这种形式上，较多

的金比较少的金有较多的价值。一旦相当多的索维林减少了金属

含量，以致金的市场价格经常高于它的造币局价格，那末铸币的计

算名称虽然不变，但是它今后只会表示一个较小的金量。换句话

说，货币的标准会改变，金今后会按照这个新标准来铸造。金作为

流通手段而发生的观念化，会反过来改变金曾借以成为价格标准

的法定比例。这样的革命过了一定的时间会重新发生，所以金无论

在它作为价格标准的职能上或作为流通手段都会发生不断的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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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而一种形式的变动会引起另一种形式的变动，反过来也是一

样。这就说明了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现象：在所有现代民族的历史

上，金属含量本身虽不断减轻，但仍采用同一个货币名称。作为铸

币的金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之间的矛盾同样也变成作为铸币的金

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之间的矛盾，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就不

仅在国界以内而且在世界市场上流通。作为价值尺度，金总是分量

十足的，因为它只是当作观念的金来用的。金在孤立的Ｗ—Ｇ行

为中充当等价物时，从它运动的存在立即回到它静止的存在，但是

在它充当铸币时，它的自然实体就不断同它的职能发生冲突。要完

全避免金索维林变成虚幻的金，是不可能的，但是立法想在它的实

体减轻到一定程度时把它收回，不准它再当铸币通用。例如，按照

英国的法律，１个索维林失去的重量超过０．７４７克冷，它就不再是

合法的索维林。英格兰银行从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４８年间称过４８００万

个金索维林，用的是柯顿氏金秤这种机器，它不仅辨别得出两个索

维林之间１ １００克冷的差别，而且像一个有理智的生物那样，把分量

不足的索维林立刻推上一块滑板，使它滑进另一架机器，这架机器

就以东方式的残酷无情把它锯碎。

在这种情况下，不把金铸币的流通限制在它磨损得较慢的一

定流通范围内，它就根本无法流通。如果一个金铸币在流通中当

作１ ４盎斯，而只重
１
５盎斯，那末它的

１
２０盎斯金实际上变成了单

纯的符号或象征。这样，由于流通过程本身，所有的金铸币或多或

少地变成了自己的实体的单纯符号或象征。但是任何一种东西不

能是它自身的象征。画的葡萄不是真葡萄的象征，而是假葡萄。分

量轻的索维林更不能是分量十足的索维林的象征，正如瘦马不能

是肥马的象征一样。由于金变成了它自己的象征，又不能当作自己

１０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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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来用，所以它在自己磨损得最快的流通范围内，即在买和卖

以最小规模不断重新进行的范围内，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存在脱

离的象征性的存在即银存在或铜存在。在全部金货币中总有一定

部分（虽然不是同一些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作铸币来流通。这一

部分金就被银记号或铜记号所代替了。因此，如果说能够作为价值

尺度、因而作为货币在一国之内发生作用的只有一种特殊商品，那

末，当作铸币来用的除金外可以有几种商品。这些辅助的流通手

段，如银记号或铜记号，在流通中代表金铸币的一定部分。因此，它

们自己的含银量或含铜量不是由银对金或铜对金之间的价值比例

决定的，而是由法律任意确定的。它们的发行量只应该限于它们所

代表的金铸币的细小部分为兑换较大金铸币或实现相应的小额商

品价格所需要的经常流通的量。在零售商品流通中，银记号和铜记

号又分别属于特定的范围。就事物的本质来说，它们的流通速度同

它们在每一次单独的买和卖中所实现的价格成反比，或者说，同它

们所代表的金铸币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我们可以想一想像英国这

样的一个国家，日常的小额交易量是如此庞大，而流通的辅币总量

却占着相对不大的比例，这就表示它们的流通的迅速和频繁的程

度。例如，我们从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议会报告中看到，１８５７年英

国造币局铸造的金是４８５９０００镑，铸造的银名义价值是３７３０００

镑，而金属价值是３６３０００镑。载至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止的１０

年间，铸造的金总共是５５２３９０００镑，铸造的银总共有２４３４０００

镑。１８５７年铸造的铜币的名义价值总共只有６７２０镑，其中３１３６

镑是辨士，２４６４镑是半辨士，１１２０镑是法寻，而铜的价值有３４９２

镑。最近１０年间铸造的铜币总额的名义价值是１４１４７７镑，金属

价值是７３５０３镑。金铸币由于按法律规定损失金属含量到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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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失去铸币资格，不能永远执行铸币的职能，同样，银记号和铜

记号则由于按法律实现的价格限额是一定的，不能从自己的流通

领域走进金铸币的流通领域而固定为货币。例如，在英国用铜支付

以６辨士为限，用银支付以４０先令为限。如果银记号和铜记号的

发行量大于它的流通领域所需要的量，商品价格不会因此提高，但

是这些记号会在零售商那里累积起来，最后不得不被他们当作金

属卖掉。例如，在１７９８年，英国的小贩手里积累的由私人发行的铜

币额达到２０、３０、５０镑，他们无法再把它们投入流通，最后不得不

把它们当作商品投入铜市场①。

在国内流通的一定领域内代表金铸币的银记号和铜记号，有

一个法定的含银量和含铜量，但被流通吸收后，就同金铸币一样受

到磨损，并且随着它们的流通的迅速和频繁程度而观念化，更快地

变成单纯的影子。如果再规定银记号和铜记号损失多少金属就失

去铸币资格的界限，那末它们在自己的流通领域的一定范围内，又

要被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如铁和铅来代替，而用一种象征性的货

币来代表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一

切流通发达的国家中，由于货币流通本身的必要性，不得不使银记

号和铜记号不论损失多少金属仍具有铸币资格。这就表明，从事情

的本质来说，它们成为金铸币的象征，不是因为它们是银制的或铜

制的象征，不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没有价值。

因而，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发

生作用。用银铜等金属记号作的辅币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在大

３０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Ｄａｖｉｄ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ｏｆｉｎＤｏｃｔｏｒＳｍｉｔｈ’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ｎ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ｃ．》．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ｐ．３１［大卫·布坎南
“论斯密博士的‘国富论’的内容”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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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价值较低的金属过去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例如银在英

国，铜在古罗马共和国、瑞典和苏格兰等地，直到流通过程把它们

降为辅币和贵金属代替它们为止。此外，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

来的货币象征，最初本身又是金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那部

分必须经常当作零钱而流通的金被金属记号代替一样，那部分经

常当作铸币被国内流通领域吸收的因而必须不断流通的金，也可

以被无价值的记号所代替。流通中铸币量的最低水平，在每个国家

是根据经验规定的。可见，金属铸币的名义含量和金属含量之间最

初并不显著的差别可以发展到绝对的分裂。货币的铸币名称离开

了货币的实体，而存在于实体之外，存在于没有价值的纸片上。正

如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商品的交换过程结晶为金货币一样，金货

币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损的金铸币的形式，

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

价值符号的形式。

可是，金铸币所以最初产生金属代用品，后来又产生纸代用

品，只是因为它尽管损失金属，但仍然执行铸币的职能。它不是由

于磨损才流通，而是由于不断流通才磨损成一个象征。只有在流通

过程中金货币本身变成了它自己价值的单纯的符号，单纯的价值

符号才能够代替它。

只要Ｗ—Ｇ—Ｗ 这个运动是直接互相转化的两个因素即

Ｗ—Ｇ和Ｇ—Ｗ 的过程中的统一，或者只要商品是在经历着它的

形态变化的全程，商品把自己的交换价值发展成价格和货币，是为

了立即再放弃这个形态而再变成商品，或者不如说再变成使用价

值。因此，商品达到的是它的交换价值的仅仅在表面上的独立化。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只要金仅仅作为铸币发生作用或经常处在流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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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中，金实际上只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连结，是商品的仅仅瞬息间的

货币存在；金实现一种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去实现另一种商品的

价格，但是无论在哪里，它都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静止的存在，

或本身静止的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和金

在它的流通中所表现的现实性，仅仅是闪电一样的现实性。金虽然

是实在的金，但只执行虚幻的金的职能，因而在这个职能上可以由

它自己的符号来代替。

执行铸币职能的价值符号，如纸片，是用金的铸币名称表示的

金量的符号，因此是金的符号。一定量的金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价值

比例，代替它的符号也是如此。只就一定量的金作为物化劳动时间

具有一定的价值量而言，金的符号代表价值。可是，它代表的价值

量，每一次都决定于它代表的金量的价值。价值符号在商品面前代

表商品价格的现实性，它是ｓｉｇｎｕｍｐｒｅｔｉｉ〔价格的符号〕，而只因为

商品的价值已经表示在商品的价格上，它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在

Ｗ—Ｇ—Ｗ 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表现为只是两个形态变化的过

程中的统一或直接的相互转化，——这个过程在价值符号发生作

用的流通领域内就是这样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

得到的只是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

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像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

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劳动时间以外不具有任何现实性。

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

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

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

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

金不是像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２７，而是用自己的

５０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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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购买。因此，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个商

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代表金。某种相对没

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皮、一片纸等等，最初按照习惯变成货币材

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

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

候，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

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

的纸币的唯一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

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象征性的纸币实际上同金属辅币毫无区别，

只是流通范围较广。价格标准或造币局价格的纯技术性的发展以

及后来把金块铸成金币的成型工作，已经引起国家的干预，并因此

使国内流通和普遍商品流通显然分离，而铸币发展成价值符号，就

使这种分离最终完成。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只有在国内流通

的领域内才能独立存在。

我们的叙述已经证明，金的铸币存在，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

离的价值符号，是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

预中产生的。俄国提供了价值符号自然产生的鲜明实例。当兽皮

和皮货在俄国用作货币的时候，这些不经久不方便的物质和它作

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用打上印

记的小块熟皮代替这种物质的习惯，小块熟皮变成了可以兑换兽

皮和皮货的凭证。后来它们称作戈比，变成银卢布等分的单纯符

号，在某些地方一直用到１７００年彼得大帝命令把它们换成国家发

行的小铜币为止①。古代的著作家虽然只能看到金属流通的现象，

６０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Ｈｅｎｒｙ Ｓｔｏｒｃ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ｃ．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ｐａｒ

Ｊ．Ｂ．Ｓａｙ》．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ｔ． ，ｐ．７９［亨利希·施托尔希“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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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经把金铸币理解为象征或价值符号。 柏拉图② 和亚里士多

德③ 就是这样。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

７０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②

③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５编第８章：“货币根据协议成为交换相互

需要的唯一的交换手段。它所以称为 ’μισα，因为它不是天然地，而是通过法

律（ ’
μισα）存在的，我们有权改换它，废除它。”亚里士多德对于货币的认

识，比柏拉图全面和深刻得多。他在下面一段话中很好地阐明了，由于不同

公社之间的物物交换，如何产生了一种必然性，使一种特殊商品，即一种本

身贵重的实体具有货币的性质。“在不足物品的输入和剩余物品的输出这种

互相帮助在较远的距离之间进行时，就必然采用货币……于是大家同意在相

互交换中只收付本身贵重而又便于使用的物品……如铁、银之类。”亚里士多

德“政治学”第１篇第９章。米歇尔·舍伐利埃引用了这段话，他或者是没

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者是没有读通，所以才会引用这段话来证明，按

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流通手段必然由一种本身贵重的实体构成。相反地，亚

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确，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货币似乎只是习惯的或法定的存

在，这从它的名称 ’
μισμα）上已经表示出来，而且从下面这一点上也表示出

来，即实际上货币作为铸币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的职能本身得来的，而不

是从它本身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得来的。“货币似乎是一种虚空的东西，不是天

然的，而是法定的，因此，它处于流通之外就毫无价值，对任何需要都没有

用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５页］）

Ｐｌａｔｏ．ＤｅＲｅｐ．，Ｌ． ：《 μισμα
’
μβ   α α  》，Ｏｐｅｒａｏｍｎｉａ，

ｅｔｃ．，ｅｄ．Ｇ．Ｓｔａｌｌｂａｕｍｉｕ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ｐ．３０４［柏拉图“理想国”第

２篇“铸币是交换的象征”。格·施塔耳鲍姆出版的“文集及其他”１８５０年伦

敦版第３０４页］。柏拉图只在当作价值尺度和当作价值符号的两种规定上发展

了货币的概念；但是除了那种用于国内流通的价值符号以外，他还要求有另

外一种用于希腊同外国的交易的价值符号。（参看柏拉图“论法律”第５卷）

济学教程。附让·巴·萨伊注释”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４卷第７９页］。施托尔希

在彼得堡用法文发表了他的著作。让·巴·萨伊立即在巴黎翻印，并补充了

一些所谓“注释”，实际上这些注释不过是陈词滥调。施托尔希对于这位“科

学王子”所加的附录丝毫不表示欢迎。（见他的《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ｎａ

ｔｕｒｅ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４［“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

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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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通用的纸币④。早期的纸币拥护者也曾明白地指出，金属铸币是

在流通过程本身中转化为价值符号的。本杰明·富兰克林⑤和贝

克莱主教⑥就是这样。

可以把多少令纸切成纸票当作货币来流通呢？这样提出问题

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价值的记号，只有在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代表金

的限度内，才成为价值符号，它们又只有在金本身原来就会作为铸

币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度内，才代表金，这个量，在商品交换价值和

商品形态变化速度既定的时候，是由金本身的价值决定的。名义为

５镑的纸票只能以等于名义为１镑的纸票的１ ５的数量来流通，而

一切用先令票来支付，流通的先令票就等于镑票的２０倍。如果用

各种不同名义的纸票，例如五镑票、一镑票、十先令票等来代表金

８０１ 卡 · 马 克 思

④

⑤

⑥ 贝克莱“提问者”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３页：“当铸币的金属已经消蚀照而它的名

称仍被保持的时候，商业流通难道就不能继续了吗？”

５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ａｐｅｒ

ｍｏｎｅｙ》．１７６４，ｐ．３４８，ｌ．ｃ．［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

１７６４年版，“富兰克林文集”第３４８页］：“目前，连英国的银币，就它价值的一

部分来说，都不得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这一部分就是它的实际重量和它的名

义价值之间的差额。现在流通的先令和６辨士银币，大部分由于磨损而减轻

５％、１０％或２０％，有些６辨士银币甚至减轻５０％。在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之

间的这个差额上，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连一张纸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只值３辨士的银币所以能当作６辨士流通，仅仅因为这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谁

都知道不难把它按同样的价值交付出去。”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ＳｉｒＪｏｈｎ．《Ｖｏｙ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１７０５，ｐ．１０５［约翰

·孟德维尔爵士“航海与旅行”１７０５年伦敦版第１０５页］：“这个皇帝（中国皇

帝）可以无限制地尽情挥霍。因为除了烙印的皮或纸以外，他不支出也不制造

任何其他货币。当这些货币流通太久，开始破烂时，人们把它们交给御库，以

旧币换新币。这些货币通行全国和各省……他们既不用金也不用银来制造货

币”，孟德维尔认为，“因此他可以不断地无限制地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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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那末这各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的量，不仅决定于总流通所必需

的金量，而且决定于每种纸票的流通范围所必需的金量。如果１

４００万镑（这是英国银行立法承认的数额，但不是指铸币，而是指

信用货币）是某国流通的最低水平，那末可以有１４００万张每张一

镑的价值符号流通。如果由于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金

的价值有了增减，那末当同一商品总量的交换价值不变时，流通的

镑票就会与金的价值变动成反比地增减。如果作为价值尺度的金

被银代替，银同金的价值比例为１∶１５，而每一张纸票以后代表的

银量同它以前代表的金量相等，那末以后流通的镑票将不是１４００

万张，而是２１０００万张。因此，纸票的量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所代

表的金货币的量，而因为它们只有代表金货币才成为价值符号，所

以它们的价值只是决定于它们的量。可见，流通的金量决定于商品

价格，相反，流通的纸票的价值则完全决定于它自身的量。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这种

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定造币局价格只是给金的

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而制造铸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在金上，现

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

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

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一镑、五镑、二十镑。纸票一

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它们流出，

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

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

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镑币名称

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

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

９０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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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

如果１４００万镑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的数额，而国家把２１

０００万张名义为一镑的纸票投入流通，那末这２１０００万张纸票就

变为１４００万镑金的代表。这就好比国家用镑票来代表其价值只

等于金的１ １５的另一种金属，或者用镑票来代表其重量只等于从

前１ １５的金。除了价格标准的名称改变外，什么也没有改变，而这种

名称自然是约定俗成的，无论它直接地由于铸币含金量改变而产

生，或间接地由于按照新的、较低的价格标准所需要的量增发纸票

而产生。既然现在“镑”的名称是指只相当于以前１ １５的金量，一切

商品价格就会增加到以前的１５倍，于是２１０００万张镑票事实上

就会同以前的１４００万张一样，全部是必需的。随着价格符号的总

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的金量就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

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

的反应。

在英法两国政府货币伪造的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价格不是

按照银铸币成色减低的比例而上涨。这只是因为铸币增加的比例

同铸币成色减低的比例不相当，也就是因为金属成色较低的铸币

的发行量还不足以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后用这种成色较低的金属

当作价值尺度来计算，并且用同这种较低的计量单位相适应的铸

币来实现。这一点解决了洛克和朗兹的争论中没有解决的困难。价

值符号——不论是纸或降低了成色的金银——按什么比例代表按

造币局价格计算的金银重量，不是决定于这些符号本身的物质，而

是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的数量。这个比例所以难于理解，是因为货

币在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职能上受到不仅是相反

的、而且似乎是同这两种职能的对立相矛盾的规律所支配。在货币

０１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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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上，货币只是用作计算货币，而金只是用作观

念的金，对于这种职能来说，一切看货币的自然物质而定。交换价

值用银计算或表现为银价格，自然完全不同于用金计算或表现为

金价格。相反，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上，货币不仅是想像的，

而且必须作为实在的东西同其他商品并列，对于这种职能来说，货

币材料变得毫无关系，而一切决定于它的数量。对于计量单位来

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它究竟是１磅金、１磅银、还是１磅铜；而使铸

币成为每个这种计量单位的适当体现者的，只是铸币的数量，不论

它自己的材料究竟是什么。但是，就只是想像的货币而论，一切决

定于它的物质实体，就感觉上存在的铸币而论，一切决定于观念上

的数的比例，这一点是同人类的常识相矛盾的。

由此可见，商品价格随着纸票数量的增减而涨跌（这种现象发

生在纸票成为唯一流通手段的地方），不过是由流通过程强制实现

一个受到外力机械地破坏的规律，即流通中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

流通中价值符号量决定于它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铸币量。因此，另

一方面，不论多少纸币都可以被流通过程所吸收，仿佛被消化掉，

因为，价值符号不论带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总是被压

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

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

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

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

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流通的金量随着商品

价格涨跌而增减，而商品价格却似乎是随着流通中纸票数量的变

动而涨跌。商品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金铸币，因而流通的货币量

交替地紧缩和扩张是必然规律，而纸票却似乎不论增加多少都可

１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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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入流通。国家发行的铸币哪怕只少于名义含量１％克冷，就是

减低金银铸币的成色，因而破坏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国家

发行只具有铸币名称而不包含任何金属的无价值的纸票，却是执

行了完全正确的措施。金铸币显然只有在商品价值本身用金计算

或表现为价格的时候才代表商品价值，而价值符号却似乎直接代

表商品价值。由此可知，那些片面地根据强制通用的纸币流通来研

究货币流通现象的观察家为什么必定对货币流通的一切内在规律

发生误解。实际上，这些规律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并

且消失了，因为，当纸币发行数量适当时，纸币完成的并不是它作

为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而它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

直接产生的，而是由于它同金的正确比例遭到破坏产生的。

３．货  币

  不同于铸币的货币，Ｗ—Ｇ—Ｗ 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的结果，

成为Ｇ—Ｗ—Ｇ（即货币换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换成货币）这种形

式的流通过程的起点。在Ｗ—Ｇ—Ｗ 形式中，商品是运动的起点

和终点；在Ｇ—Ｗ—Ｇ形式中，货币是运动的起点和终点。在前一

形式中，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后一形式中，商品充当货币

变成货币的媒介。货币在前一形式中表现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在后

一形式中表现为流通的最终目的；商品在前一形式中表现为最终

目的，在后一形式中表现为单纯的手段。因为货币本身已经是

Ｗ—Ｇ—Ｗ 这种流通的结果，所以在Ｇ—Ｗ—Ｇ的形式中，流通的

结果同时表现为流通的起点。在Ｗ—Ｇ—Ｗ 中，物质变换是过程

的实际内容，从这第一过程产生的商品的形式存在本身却是第二

２１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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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Ｇ—Ｗ—Ｇ的实际内容。

在Ｗ—Ｇ—Ｗ 形式中，两极是具有同一价值量的商品，但同

时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它们的交换Ｗ—Ｗ 是真正的物质变换。

在Ｇ—Ｗ—Ｇ形式中则相反，两极是金，同时是具有同一价值量的

金。金换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换成金，或者我们就Ｇ—Ｇ这个结果

来看，以金换金，似乎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把Ｇ—Ｗ—Ｇ译成“为

卖而买”这个公式，这不过是说金通过一个中介运动来换金，那我

们立即就会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主导形式。可是，人们在

实践中不是为卖而买，而是为贵卖而贱买。货币换商品，是为了用

这同一商品再去换数量更多的货币，因此两极Ｇ和Ｇ，虽然质上

并无差异，但是量上是不同的。这种量的差别以非等价物的交换为

前提，而这里的商品和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对立形式，因而只是同

一价值量的不同的存在方式。所以，Ｇ—Ｗ—Ｇ的循环，在货币和

商品的形式后面掩藏着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关系，在简单流通范

围内，它不过是一种更高级的运动的反映。因此，我们必须从商品

流通的直接形式Ｗ—Ｇ—Ｗ 中引出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

金，即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会的进一

步协助，就变成货币。在英国，银既不是价值尺度，又不是占统治地

位的流通手段，它不成为货币，正如在荷兰，金一失去价值尺度的

王位，就不再是货币一样。因此，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

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

是货币。可是，作为这样的统一，金又有了一个独立的、同它在两个

职能上的存在不同的存在。作为价值尺度，金只是观念上的货币和

观念上的金；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金只是象征性的货币和象征性

的金；但在它的简单的金属实体形式上，金是货币，或者说，货币是

３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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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的金。

现在我们对于作为货币的、在静止状态中的商品金从它同其

他商品的关系上来略加考察。一切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一定

数额的金，因而它们只是想像的金或想像的货币，只是金的代表，

正如反过来货币在价值符号上只是商品价格的代表一样①。既然

一切商品都只是想像的货币，货币就成了唯一实在的商品。商品

只是代表着交换价值、一般社会劳动、抽象财富的独立存在，而

金与商品相反，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从使用价值方面看，每

种商品通过它们同一种特殊需要的关系，仅仅表现出物质财富的

一个要素，财富的个别方面。但是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

可以直接转化成任何需要的对象。它所特有的使用价值，在成为

它的等价物的种种使用价值的无限系列上实现。在它的坚固的金

属实体中，它隐秘地包含着在商品世界中展开的一切物质财富。因

此，如果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着一般等价物或抽象财富——

金，那末金在它的使用价值上代表着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金因

此是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它是《ｐｒéｃｉｓｄｅｔｏｕｔｅｓ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ｓ》

〔“万物的结晶”〕（布阿吉尔贝尔），是社会财富的集成。就形式

上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化身，就内容上说，它又是一切实在

劳动的总汇。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②。在作为流通的媒介的

形式上，金受到种种虐待，被刮削，甚至被贬低为纯粹象征性的

纸片。但是，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烂的尊严。它从

４１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配第说：“金银是《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ｗｅａｌｔｈ》［“一般财富”，“政治算术”第２４２页。

“不仅贵金属是物的符号……而且，反过来，物……也是金银的符号。”Ａ．Ｇｅｎ

ｏｖｅｓｉ．《Ｌｅｚｉｏ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ｃｉｖｉｌｅ》（１７６５），ｐ．２８１［安·詹诺韦西“市民经

济学讲义”（１７６５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８卷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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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仆变成了主人①。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②。

（ａ）货币贮藏

金最初作为货币同流通手段分开，是由于商品中断了自己的

形态变化过程，并在它的金蛹形式上停顿下来。每逢卖不转为买，

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因此，金作为货币独立起来，首先是流通过程

或商品的形态变化分裂为两个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行为的明

显表现。铸币的行程一经中断，铸币本身就变成货币。铸币在用商

品换得它的那个卖者手中是货币，不是铸币；一离开他的手，它又

变成了铸币。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产的单方面的商品的卖者，又是

５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布阿吉尔贝尔说：“人们把这些金属（金、银）变成了偶像，人们忘记了把它们召

到贸易中来的企图和目的是为了使它们在交换和相互交付中充当抵押品，而

几乎让它们解脱了这种任务，把它奉为神明。为了它们，人们牺牲了并且仍然

牺牲着许多财富、重要的需要、甚至人的生命，而且比在愚昧的古代为其假神

牺牲的还多。”（同上，第３９５页）

Ｅ．Ｍｉｓｓｅｌｄｅ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ｒｉｓｈｅｔｃ．》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２２［爱·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繁荣之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贸

易的自然对象是商品，ｗｈｉｃｈ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ｈａｖｅ

ｓｔｉｌｅｄｃｏｍｏｄｉｔｉｅｓ［即商人在业务上称为货物的东西］。贸易的人为对象是货

币，它被称为ｓｉｎｅｗｅｓｏｆｗａｒｒｅａｎｄｏｆｓｔａｔｅ［战争和国家的神经］。货币无论

从性质上说或从时间上说都是在商品之后出现的，ｙｅｔｆｏｒ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ｉｔｉｓ

ｎｏｗｉｎｕｓｅ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ｅ［虽然如此，现在它在实践中却居于首

要地位］。”（第７页）他把商品和货币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儿子，雅各把右手

放在小儿子身上，把左手放在大儿子身上”（同上）。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Ｄｉｓ

ｓｅｒｔ．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ｅｔｃ．》，ｌ．ｃ．（ｐ．３９５，３９９）［布阿

吉尔贝尔“论财富的本性”，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

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９５、３９９页）］中说：“于是，在

这里，贸易的奴隶变成了贸易的主人…… 人民的苦难的产生，就是

由于人们使过去的奴隶成了主人，或者不如说，成了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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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了社会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商品的买者。他以卖者身分出

现是以他的商品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为转移，而他以买者

身分出现是由他的生活需要的不断更新决定的。他要能够不卖而

买，他必须曾经卖而不买。事实上，Ｗ—Ｇ—Ｗ 的流通，只是由于同

时是卖和买不断分裂的过程，才是卖和买在过程中的统一。货币要

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

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成为铸币准备

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

件，这种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

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铸币的这种

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

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

我们知道，在Ｗ—Ｇ—Ｗ 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Ｇ—Ｗ 分裂为许

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Ｇ的

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留。货币在这里

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总

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

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

素①。

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

６１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布阿吉尔贝尔从这个ｐｅｒｐｅｔｕｕｍｍｏｂｉｌｅ〔永动机〕的初次变为不动，即从它的

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存在的否定中，立即察觉到货币对商品闹独立。他说：货

币应该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只有它是可动的，它才能是这样，一旦它不动了，

就一切都完了”（见“法国详情”第２１３页）。他没有看到货币的这种静止是它的

运动的条件。实际上他是要说，商品的价值形式不过是它们的物质变换的瞬

息间的形式，决不应该作为目的本身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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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

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在研究从商品到货币的

过渡时，我们已经知道，在尚未发达的生产阶段上，正是产品的这

种剩余或过剩形成商品交换的固有范围。剩余产品变成可以交换

的产品即商品。这种剩余的最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

被当作抽象的社会财富保存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商品不是只能

在金银的形式上被保存，就是说，不是只能在货币材料中被保存，

然而金银却是在被保存形式上的财富。每种使用价值本身都是由

于被消费，即被消灭而起使用价值的作用。但是，作为货币的金的

使用价值，是去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作为无定形的原料去充

当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

永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在

纯粹以金属流通的民族如古代民族中，货币的贮藏是从个人到国

家普遍进行的一个过程，国家保护着自己的国库。在更古的时代，

在亚洲和埃及，国王和僧侣保护下的这种贮藏货币，毋宁说是他们

的实力的见证。在希腊和罗马，建立国库成了一种政策，国库被看

成是剩余品的永保安全而随时可用的形式。这种贮藏货币被侵略

者从一国迅速移往他国，以及它的一部分突然涌入流通，是古代经

济的特点。

作为物化劳动时间，金保证了它自己的价值量，而且由于它是

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流通过程就保证了金能经常作为交换价值

发生作用。正是由于商品所有者能够把商品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

保存，或者说，能够把交换价值本身当作商品保存，那种为了在金

这个转化形式上收回商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就成了流通本身的动

机。商品的形态变化Ｗ—Ｇ，就是为了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为了

７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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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从特殊自然财富转化为一般社会财富。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

换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价值从单纯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内容。商

品只有当它保持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才能作为财富、作为商品保持

下来，只有当它硬化为金银的时候，才能保持这种流动状态。它是

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晶而保持流动状态的。同时，金银本身只在不是

流通手段时才固定为货币。作为非流通手段，它们变成了货币。因

此，把商品在金的形式上从流通中抽出，是使它经常保持在流通中

的唯一办法。

商品所有者只能把他作为商品投入流通的东西从流通中作为

货币收回。因此，从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经常地卖、不断地把商品

投入流通，是货币贮藏的第一个条件。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手

段不断地在流通过程本身中消失，因为它经常实现为使用价值而

化为短暂的享受。因此，货币必须从吞没一切的流通洪流中被拯救

出来，或者说，商品必须被固定在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上，这样，货币

就被阻止去履行它的购买手段的职能。现在变成货币贮藏者的商

品所有者必须尽量多卖，尽量少买，正如老卡托所教导的：ｐａｔｒｅｍ

ｆａｍｉｌｉａｓｖｅｎｄａｃｅｍ，ｎｏｎｅｍａｃｅｍｅｓｓｅ
２８
。如果勤劳是货币贮藏的积

极条件，节俭便是货币贮藏的消极条件。从流通中取出商品等价

物，以特殊商品或使用价值形式取出的越少，以货币或交换价值形

式取出的就越多①。因此，要占有一般形式的财富，就要放弃物质

的现实的财富。因此，推动货币贮藏的活力是吝啬，对吝啬说来，所

需要的不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要取

得一般形式的剩余物，就必须把特殊的需要当作奢侈和浪费。例

８１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商品的储存越多，贮藏货币（ｉｎｔｒｅａｓｕｒｅ）的储存越少。”爱·米塞尔登“自由贸

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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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１５９３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

“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在１５８６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

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

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乎成了印第安人。”

货币贮藏者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既不蛀又

不锈、完全是天上的又完全是人间的永恒的财宝。米塞尔登在前面

所引的著作中说：

“我们缺乏黄金的总的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消费外国商品太多，事实上，

这些商品对于我们不是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有益之物〕，而是ｄｉｓ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无益

之物〕，因为它们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代替这些玩意（ｔｏｙｓ）进口的财

宝。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区的和近东的葡萄酒，西班

牙的葡萄干，近东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的细麻布（一种上等麻布）和细棉布，

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绝对必

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真金去买。”①

在金银的形式上，财富是长久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交换价值存

在于不朽的金属中，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金银被阻止作为流通手

段去变成只是商品的瞬息间的货币形式。于是，暂时的内容为长久

的形式牺牲了。

“如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

土地、捕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

不像吃喝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等

等，好处还要大，而好处最大的，是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

并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而其他一切东西只是ｐｒｏｈｉｃｅｔｎｕｎｃ［一时

一地的］财富”②。

把货币从流通洪流中拯救出来而不让它参与社会的物质变

９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配第“政治算术”第１９６页。

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１１—１３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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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还明显地表现为窖藏，这样一来，社会的财富变成了地下的长

久的库藏，与商品所有者发生一种完全秘密的私的关系。在德里的

奥朗则布的宫殿里住过一段时间的贝尔尼埃博士，曾谈到商人们，

特别是几乎掌握了全部贸易和货币的不信回教的异教徒，怎样把

他们的货币秘密地、深深地埋在地里；他们

“深信生前埋下的金银，对他们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用。”①

可是，只要货币贮藏者的禁欲主义与勤劳相结合，在宗教上他

就实际上成了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

“不可否认，买卖是必需的，没有它是不行的；人们尽可以按照基督教的

道理来购买，特别是购买必需品及和体面有关的东西，因为就是长老们也曾

买卖过牲畜、羊毛、谷物、牛油、牛奶等物品。这是上帝从大地拿来分配给人类

的赐物。但是对外贸易从加尔各答、印度等地运回的商品，是贵重的丝绸、金

器和香料，只供奢侈而别无用处，耗费了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如果我们有统一

的政权和君主，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对外贸易存在。但是关于这一点我现在不

想多写，因为我认为，当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有钱的时候，这种贸易自然就会终

止，奢侈和大吃大喝也是如此，因为不到贫困逼着我们的时候，文章和说教都

是徒然的。”②

０２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Ｄｒ．Ｍａｒｔ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ＢüｃｈｅｒｖｏｍＫａｕｆ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Ｗｕｃｈｅｒ》．１５２４［马丁·路

德博士“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４年版］。路德在同一个地方说：“上帝把我们

德国人置于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金银流到外国，让全世界变富

而自己沦为乞丐。如果德国不买英国的布，英国的金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我

们不买葡萄牙的香料，葡萄牙国王的金也会少些。要是你计算一下，通过法兰

克福一个集市有多少金钱毫无必要和毫无理由地从德国运出，你就会奇怪，怎

么在德国境内还会留下一个铜板。法兰克福是金银的豁口，通过这个豁口从

德国流出的，是在我们这里刚刚涌现、产生、铸造或打成的东西；如果堵塞这个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Ｂｅｒｎｉｅｒ．《Ｖｏｙ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ｒａｎｔｌ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 éｔａｔｓｄｕＧｒａｎｄ

Ｍｏｇｏｌ》，ｔｏｍｅ ，ｃｏｎｆ．ｐ．３１２—３１４［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帝国游

记”第１卷第３１２—３１４页］１８３０年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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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物质变换发生动荡的时期，甚至在发达的资产阶级

社会中，货币也会作为贮藏货币而窖藏起来。社会联系（对于商

品所有者来说，这个社会联系在于商品，而商品的最适当的存在是

货币）在其坚固的形式上从社会的运动中被救了出来。社会的

ｎｅｒｖｕｓｒｅｒｕｍ③和它所依附的肉体一起被埋葬了。

如果贮藏货币不是经常渴望流通，它就仅仅是无用的金属，它

的货币灵魂就会离它而去，它将变成流通的灰烬，流通的ｃａｐｕｔ

ｍｏｒｔｕｕｍ④。货币，或独立化了的交换价值，按它的质来说，是抽象

财富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定的货币额都是量上有限的价

值量。交换价值的量的界限同它的质的普遍性发生矛盾，货币贮藏

者感到这个界限是障碍，而这个障碍事实上同时就变成了质的障

碍，换句话说，使贮藏货币仅仅成为物质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我们

已经知道，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直接表现在一个等式中，它自己

成为等式的一边，商品的无限系列则成为等式的另一边。货币在实

１２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③

④ 直译是：骷髅；这里的意思是：残渣。——编者注

直译是：物的神经；转意是：万物的动力。——编者注

豁口，现在就会听不到这样的怨言：到处都只有债务而没有货币，乡村和城市

都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但是，该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德国人应该始终是德国

人！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应该干。”

米塞尔登在“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中希望把金钱至少保留在基督教

国家的范围内。他说：‘由于同土耳其、波斯和东印度等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

易，货币减少了。这种贸易大部分是用现金进行的，但是这和基督教国家之间

的贸易完全不同。因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虽然也用现金，但这些现金仍

保留在基督教国家内。基督教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中实际上也有货币的顺流

和逆流，涨潮和退潮，因为这个国家欠缺，那个国家有余，有时这个地方的货币

多，都个地方的货币少；货币在基督教国家范围内来回周转，但始终没有超出

它的范围。可是用来同上述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的货币，就总是不断支出

而永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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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时候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样的无限系列，也就是说，货

币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它是交换价值这个概念，决定于交换价

值的量。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自动器的运动，只能是突破

它的量的界限的运动。但是当贮藏货币的一个量的界限被超越时，

就又有了另一个新的障碍，必须再加以克服。表现为障碍的，不是

贮藏货币的某一个界限，而是它的任何一个界限。因此，货币贮藏

在它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界限，并无任何限度，它是一个没有止境

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它每次的结果中就有再次开始的动机。贮藏货

币只有保存才能增加，它也只有增加才能保存。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

象。这种欲望本质上是ａｕｒｉｓａｃｒａｆａｍｅｓ〔万恶的求金欲〕①。致富的

欲望与追求特殊的自然财富或使用价值（如衣服、首饰、畜群等等）

的欲望不同，只有在一般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因而可

以当作单独的商品保存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既表现为致

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②。实际上成为基础

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吝啬死守着贮藏货币，不

让货币变成流通手段，但是求金欲保持着贮藏货币的货币灵魂，保

持着它对于流通的经常的渴望。

这样，贮藏货币借以形成的活动，一方面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卖

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另一方面是简单的收藏、积累。事实上，只有在

简单流通范围内，而且正是在货币贮藏的形式上，才有真正的财富

２２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货币是吝啬之源……这里逐渐燃起一种狂热，这已经不是吝啬而是求金欲

了。”Ｐｌｉｎ．《Ｈｉｓｔ．ｎａｔ．》，Ｌ． ，ｃ． ，［ｓｅｃｔ．１４］［普林尼“博物志”第３３卷

第３章第１４节］。

引自罗马诗人味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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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至于其他的所谓积累形式，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只是由于滥

用名词，只是由于联想起简单的货币积累，才被当作积累。其他一

切商品，或者当作使用价值来积累，这时，它们的积累方法决定于

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例如，粮食的积累需要有特殊的设备。

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积累奴隶和土地使主奴关系成为必要，等

等。特殊财富的储备要有不同于积累本身这种简单行为的特殊过

程，并且发展着个性的特殊方面。或者是，把商品形式的财富当作

交换价值来积累，这时，积累就表现为一种贸易业务或特殊经济业

务。经营这种业务的人变成粮商、畜贩等等。金银所以是货币，不

是由于积累金银者个人的任何活动，而是由于没有这种个人的协

助而进行着的流通过程的结晶。他别的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金银

放在一边，一两又一两地堆积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活

动，这种活动如果应用在其他一切商品上，就会使商品丧失价

值①。

３２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贺雷西的下面这几句诗表明他完全不懂货币贮藏的哲学（Ｓａｔｉｒ．Ｌ． ，Ｓａｔｉｒ３．

［讽刺诗第二卷第三首］）：

  “买来弦琴置一旁，不爱音乐不弹唱，

  不作鞋匠买刀剪，不去航海买帆桨；

  世间若有这等人，谁不说他是疯狂。

  今有人焉攫黄金，黄金到手即埋藏，

  平生不敢动铢两，试问此人狂不狂？”

西尼耳先生却比较了解，他说“货币似乎是唯一的普遍要求的东西，这是

因为货币是抽象的财富，人们有了货币，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管是

哪一种”。《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Ｅｃ．ｐｏｌ．》，ｔｒａｄｕｉｔｐａｒｌｅｃｏｍｔｅＪｅａｎ

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ｐ．２２１［“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译

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２２１页］；施托尔希也说：“因为货币代表着一切其他财富，人

们只要把货币积累起来，就可以取得世界上一切种类的财富。”（“政治经济学

教程”第２卷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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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货币贮藏者表现为交换价值的殉道者，坐在金塔顶上

的神圣的禁欲主义者。他关心的只是社会形式的财富，因而他把

这种财富埋藏起来不让社会见到。他追求的是具有永远适于流通

的形式的商品，因而他把这种商品从流通中抽出。他热衷于交换

价值，因而他不进行交换。财富的流动形式和财富的化石，长命

之浆和哲人之石，像在炼金术中一样，彼此疯狂地纠缠着。为了

想像中的无限享受，他放弃了一切享受。因为他希望满足一切社

会需要，他就几乎不去满足必需的自然需要。他把财富保存在它

的金属实体中，他也就把财富化成幻影。但实际上，为货币而积

累货币是为生产而生产的野蛮形式，也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超越

惯常需要的界限的发展。商品生产愈不发达，交换价值的最初独

立化为货币即货币贮藏就愈为重要；因此，在古代各民族，在直

到目前为止的亚洲，在交换价值尚未掌握所有生产关系的现代农

业民族中，货币贮藏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考察货币贮

藏在金属流通本身中的特殊的经济职能，但我们先指出货币贮藏

的另一种形式。

金银制的商品不管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属性，既然它们用的材

料是货币材料，那就可以转化成货币，就像金币或金条可以转化成

这些商品一样。因为金银是抽象财富的材料，所以炫耀财富的最好

的方法是把它们用作具体的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所有者在一定的

生产阶段上把货币藏起来，那末只要安全，他总是力图在别的商品

所有者面前以ｒｉｃｏｈｏｍｂｒｅ［大财主］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和自己

的家镀上黄金①。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货币贮藏不像在资产阶

４２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就在商品所有者已经变得文明而发展为资本家的时候，他的ｉｎｎｅｒｍａ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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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济中那样表现为总生产机构的附属职能，这种形式的财富却

总是被当作最后的目的，在那里，金银制的商品实质上不过是贮藏

货币的美学形式。 在中世纪的英国，由于加在金银制的商品上的

那一点粗糙劳动使它们的价值增加得很少，因此在法律上金银制

的商品只是被看作贮藏货币的一种形式。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投入

流通，因此它们的成色定得完全同铸币本身的成色一样。用作奢侈

品的金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古代人看

来，是十分明白的②，可是现代经济学家却提出了错误的论点，说

金银制的商品的使用不是按照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只是按

照贵金属价值跌落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他们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澳

大利亚金的消费情况的资料，在其他方面虽然确实，但是总有一个

缺陷，因为用作原料的金的消费量的增加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样

有相应的金价值的降低来证明。从１８１０年到１８３０年间，由于美洲

殖民地同西班牙的战争２９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矿山劳动的停顿，贵

金属的平均年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１８２９年在欧洲流通的铸币比

１８０９年减少了几乎１ ６。可见，虽然产量减少了，生产费用——如果

有变动的话——增加了，但是，英国在战时，大陆从巴黎和会时起，

用作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它随着一般财富

的增加而增加了③。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在和平时期，以

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

５２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②

③ 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第２卷第２５章和第２６章。

见后面色诺芬的话。

性］也丝毫没有改变，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证明：有一个国际银行的伦敦

代理人，把一张十万镑的银行券装在镜框里当作恰当的家徽。妙在这张银行

券嘲笑而高傲地俯视着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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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④。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以奢侈品形式

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

么大：在１８２９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２∶１，而在整个

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

金属多１ ４。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或者

说，不过是社会的物质变换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变换的表现。因此，

流通中的金的总量，一方面随着流通中的商品的时时变动的价格

总额或同时发生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形式

变换每次的速度，必须不断地扩张或收缩；这一点只有在一国的货

币总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之比不断发生变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这个条件是靠货币贮藏来实现的。如果价格跌落或流通速度提高，

贮藏货币的蓄水池就吸收从流通中游离出来的那部分货币；如果

价格上涨或流通速度降低，贮藏的货币便开放，有一部分就回到流

通中去。流通中的货币凝结为贮藏货币和贮藏货币注入流通，是一

种不断交替的摆动；在摆动中哪一个方向占优势，完全是由商品流

通的摆动决定的。这样，贮藏货币就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的引水渠

和排水沟，因而，当作铸币而流通着的，总只是由流通本身的直接

需要所规定的货币量。如果总流通量突然扩大，卖和买的流畅的统

一占着主导地位，因而待实现的价格总额比货币流通速度增长得

更快，贮藏货币就显著地缩减；一旦总的运动异常停滞，或者卖和

买的分离加强，流通手段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凝结为货币，贮藏货

６２１ 卡 · 马 克 思

④ “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
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具和饰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第
２卷第３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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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蓄水池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在纯粹用金属流通的或者处于

不发达的生产阶段的国家，贮藏货币无限零散，遍布全国各地，但

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就集中到银行的金库中了。不能把贮藏

货币同铸币准备金混为一谈，铸币准备金本身是经常处在流通中

的货币总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贮藏货币与流通手段的能动的关

系却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减少或增加为前提。前面已经说过，金

银制的商品同样既是贵金属的排水沟，又是贵金属的潜在来源。但

在平时，对于金属流通的经济来说，只有它们的第一种职能是重要

的①。

（ｂ）支付手段

到现在为止货币不同于流通手段的两种形式，是暂歇的铸币

的形式和贮藏货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在铸币暂时转化成货币中

反映出，Ｗ—Ｇ—Ｗ 的第二环节即买Ｇ—Ｗ，在一定流通范围内必

７２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在下面的一段话中，色诺芬把货币在其作为货币和贮藏货币的特殊形式规定

性上作了论述：

“在我所知道的一切部门中，只有这一部门的新企业家不引起旧企业家的

妒忌…… 银矿越丰富，它的采银量越大，它吸引到这种劳动上的人也越多。实

际上，当家庭中有足够的家具时，人们便很少再去添置；可是，谁的银也不会多

到不想再要的地步，如果真有人觉得太多，他会把多余部分埋藏起来，他所感

到的喜悦，不会比使用这些钱时少。当国家繁荣时，国民特别需要银：男人除

了优良的武器以外还想买骏马、豪华的房屋和设备，女人需要各种服装和金

饰；如果国家遭受歉收或战争，那末由于田地荒芜，为了取得粮食，或者为了招

募补充兵员，都需要货币……”Ｘｅｎ．《Ｄｅｖｅｃｔｉｇ．》，ｃ．［色诺芬“赋税论”第４

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１篇第９章中，用“经济”和“货殖”两个名词，在

对立中论述了Ｗ—Ｇ—Ｗ 和Ｇ—Ｗ—Ｇ这两种流通的运动。希腊的悲剧作家

们，特别是欧里庇得斯，把这两种形式作为δι′η［公正］和 ρδδ［食欲］对

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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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分裂为一系列先后相继的买。而货币贮藏只是基于Ｗ—Ｇ行为

的孤立，即不向Ｇ—Ｗ 继续发展，或者说，它只是商品第一形态变

化的独立发展，是作为一切商品转移后的存在而发展起来的货币，

同商品在其不断转移形式上的存在即流通手段正相反。铸币准备

金和贮藏货币之成为货币，只因为它们是非流通手段，而它们之所

以成为非流通手段，只因为它们不流通。我们现在要在这样一个规

定上研究货币，在这个规定上，货币流通着，或者说，货币进入流

通，但是，它并不履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货币总是购

买手段，现在，它却作为非购买手段起作用。

货币一旦由于货币贮藏而发展成为抽象社会财富的存在和物

质财富的物质代表，它就在它这一个当作货币的规定性上，在流通

过程内部取得特殊的职能。如果货币当作单纯的流通手段、因而当

作购买手段流通，这就表示商品和货币同时对立着，因而同一个价

值量具有二重形式：在一极上是在卖者手中当作商品，在另一极上

是在买者手中当作货币。两个等价物在对立两极的这种同时存在，

以及它们同时变换位置或相互转移，又是表示卖者和买者只是作

为现有等价物的所有者相互发生关系。可是，产生货币的各种形式

规定性的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使商品所有者也发生形态变化，或者

说，改变着他们出现时彼此所具有的社会身分。商品监护人在商品

形态变化过程中，每逢商品发生一次变化或货币采取一种新形式，

就改变一次自己的外皮。例如，商品所有者最初只是作为商品所有

者对立着，后来一个成为卖者，另一个成为买者，然后每一个都交

替地作买者和卖者，后来又成为货币贮藏者，最后成为富人。可见，

商品所有者走出流通过程的时候，同他走进流通过程的时候不一

样了。实际上，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不过

８２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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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品本身的结晶了的形式变换，而这种形式变换又不过是商品

所有者借以完成其物质变换的那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表

现。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交往关系，而商品所有者作为这种改

变了的关系的承担者，就获得了新的经济身分。正如在国内流通过

程中，货币把自己观念化，单纯一张纸片就作为金的代表来履行货

币的职能一样，这同一个过程又使那些作为货币或商品的单纯代

表而进入流通过程的、即代表着未来货币或未来商品的买者或卖

者，具有现实的买者或卖者的效力。

金发展为货币时的一切形式规定性，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中

所包含的那些规定的展开，那些规定在简单货币流通中，在货币作

为铸币的表现中，或在作为过程中的统一的Ｗ—Ｇ—Ｗ 运动中，

还没有分化为独立的形式，或者像商品形态变化的中断那样还只

是表现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在Ｗ—Ｇ过程中，作为实际

的使用价值和观念上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同作为实际的交换价值和

只是观念上的使用价值的货币发生关系。当卖者把商品当作使用

价值转移时，他就实现了商品自己的交换价值和货币的使用价值。

相反，当买者把货币当作交换价值转移时，他就实现了货币的使用

价值和商品的价格。与此相应，发生了商品与货币的位置变换。现

在，这个两极对立的活的过程，在它实现的时候又重新分裂开来。

卖者实际转移商品，但最初只在观念上实现商品的价格。他已经把

它照它的价格卖出，但是它的价格只是后来在约定的时间才实现。

买者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者来买，而卖者则作为现在商品的所有

者来卖。就卖者方面说，商品当作使用价值实际上被转移了，却没

有当作价格实际上被实现；就买者方面说，货币实际上在商品的使

用价值上实现了，却没有当作交换价值实际上被转移。从前，是价

９２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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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符号象征地代表货币，而这里，是买者本身象征地代表货币。但

是，正如从前价值符号的一般象征要求国家的保证和规定其强制

流通一样，现在买者的人身象征则在商品所有者之间引起一种法

律上有强制性的私人契约。

相反，在Ｇ—Ｗ 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

者说，在商品转移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移出去，从而实现

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

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驻俄国的外商购买俄国

农产品时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

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因此并没有取得新的形式

规定性①。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就不再多说；不过关于Ｇ—Ｗ 和

Ｗ—Ｇ这两个过程在这里所借以表现的那种转化形式，我们必须

指出：买和卖之间的区别，在流通中直接出现时只是想像的区别，

现在却变成了现实的区别，因为，在一种形式上，只有商品存在着，

在另一种形式上，只有货币存在着，在两种形式上，都只有过程开

始的那一极存在着。此外，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是，在这两种形式

中，等价物之一只存在于买卖双方的共同意志中，这种共同意志约

束着双方，并且取得一定的法律形式。

卖者和买者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如果先前作为货币贮藏

者的商品所有者曾经扮演了可笑的角色，那末现在他却变成了可

怕的人物，因为现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看成一定货币

额的存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变成为交换价值的殉道

者。他从信徒变成了债主，他从宗教走进了法律。

０３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预付货币可以是预付资本；可是这个观点

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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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ｔａｙｈｅｒｅｏｎｍｙｂｏｎｄ！》

  〔“我照契约行事！”〕①

因此，在Ｗ—Ｇ的这个改变了的形式中，即在商品存在着而

货币只是被代表着的形式中，货币首先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商品

的交换价值用货币来计算，把货币当作它的尺度；但是价格，作为

在契约上规定了的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卖者的头脑中，而且同时

也是买者所负的义务的尺度。其次，货币在这里起着购买手段的作

用，虽然它不过是把自己的未来存在的影子投射在自己面前。这也

就是，它使商品离开自己的位置，把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入买者手

中。一旦契约到期，货币就进入流通，因为它变换位置，从过去的买

者手里转入过去的卖者手里。但是它进入流通，不是作为流通手段

或购买手段。它作为这种手段起作用，是早在它存在之前，它的出

现，是在它已经不再作为这种手段起作用之后。它进入流通，倒是

作为商品的唯一适当的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作为交

换过程的最后一言，总之，是作为货币，而且是作为起一般支付手

段这个特定职能的货币。在这个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上，货币表现

为绝对商品，但是不像贮藏货币那样在流通之外，而是在流通之

内。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差别，会在商业危机时期令人非常不快

地显露出来②。

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转化为货币最初只是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

个人的必需，因为他的产品对他并不是使用价值，只有通过转移之

后才对他是使用价值。但是，为了在契约到期时支付，他就必须先

１３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法：“路德曾着重指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

差别。”——编者注

引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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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商品出卖。所以，这种出卖，与他的个人需要完全无关，已经由于

流通过程的运动变为他的一种社会必需。作为某种商品的过去的

买者，他被迫成为另一种商品的卖者，不是为了取得作为购买手段

的货币，而是为了取得作为支付手段、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形式的

货币。作为终结行为的由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或者说，作为目的本

身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在货币贮藏上曾经仿佛是商品所有者的

随心所欲的行为，现在却成了一种经济职能。为支付而卖的动机和

内容，是从流通过程本身的形式中产生的内容。

在卖的这一种形式中，商品变换自己的位置，流通着，可是它

推迟自己的第一形态变化，即推迟自己向货币的转化。从买者方面

说则相反，在第一形态变化完成之前，即商品向货币转化之前，就

完成第二形态变化，即货币向商品逆转化。因此，在这里，第一形态

变化在时间上晚于第二形态变化。因此，货币，即商品在其第一形

态变化中的形态，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性。货币，或者说交换价值

的独立发展，已不再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形式，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卖的两极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这种期卖，是从简单商品流通

中自然产生的，这一点无需详细证明。首先，流通的发展使得同一

些商品所有者彼此反复地作为卖者和买者交替出现。这种反复出

现，并不只是偶然的，而是，例如说，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期限交出商

品和付清款项。在这种情况下卖是在观念上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这

里是在法律上完成的，并无具体的商品和货币出现。这里，作为流

通手段和作为支付手段的两种货币形式还结合在一起，因为一方

面货币和商品同时变换位置，另一方面货币并非购买商品，而是实

现过去卖出的商品的价格。其次，许多使用价值的性质，使得使用

价值不是在商品实际移交的时候被转移，而是在商品使用了一定

２３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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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之后才真正被转移。例如，把房屋的使用权出卖一个月时，虽

然房屋在月初已经移交，但是它的使用价值要到月底才转移完毕。

这里，由于使用价值的实际移交同它的真正转移在时间上是彼此

分开的，所以它的价格的实现也就迟于它的位置变换。最后，各种

商品在生产上有时间长短和先后的不同，使得这个人作为卖者出

现时，别一个人还不能作为买者出现；当买卖在同一些商品所有者

之间更加频繁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卖的两个要素就适应着他们

的商品的生产条件而彼此分离开来。在商品所有者之间就发生了

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是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但

是可以在信用制度存在之前就十分发达。然而很明显，随着信用事

业的发展，因而随着一般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的职能，将靠缩小其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尤其是缩小其作为货币

贮藏因素的职能而扩展起来。例如，在英国，当作铸币的货币几乎

完全被排挤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零售贸易和小额贸易的领域

之内，而当作支付手段的货币则在大规模交易的领域内居于支配

地位①。

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这最初

３３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麦克劳德先生虽然以教条式地下定义而自鸣得意，可是他这样不理解最基本

的经济关系，竟认为货币起源于最发达的货币形式，即支付手段的形式。他

说：因为人们需要相互的服务并不总是同时的，而且价值量也不相等，“于是第

一人就要对第二人支付一些差额或一定量的服务，——这就是债务”。这个债

务的债主需要第三人的服务，但第三人并不直接需要他的服务，于是他“把第

一人欠他的债转给第三人。债券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

里，——这就是流通…… 当一个人得到用金属货币表示的债券时，他不仅能

够支配原来债务人的服务，而且能够支配整个生产社会的服务”。Ｍａｃｌｅｏｄ．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ｖ． ，ｃｈ．１［麦克劳德

“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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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商品流通领域之内①。可是，随着它的这一职能的发展，其

他一切支付形式都渐渐地变为货币支付。货币发展成为唯一的支

付手段的程度，表示交换价值在深度和广度上掌握生产的程度②。

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货币量首先决定于支付总额，即已转移

的商品的价格总额，而不是像在简单货币流通中那样决定于待转

移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可是，这样决定的总额，受着两种情况的校

正：第一，是同一块货币重复这同一职能的速度，或者就许多笔支

付形成一个过程中的支付锁链的速度。如甲付给乙，而后乙又付给

丙等等。而同一块货币重复其支付手段职能的速度，又一方面决定

于商品所有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同一个商

品所有者对于一个人是债权人，对于另一个人又是债务人等等，另

一方面决定于不同的各个支付期间隔的长短。这个支付锁链，即推

迟了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在质上不同于那个在货币作为

流通手段流通时表现出来的形态变化的锁链。后者不但在时间上

是先后衔接的，而且是在这种先后衔接的过程中才初次形成的。商

４３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２２１页上说：“因为一切东西的价值在一定时

期内都会发生变动，所以人们就选了价值最少变动而且最能长久保持一定平

均购买力的东西作为支付手段。于是，货币变成了价值的表现或代表。”而事

实正好相反。正因为金银之类已经变成货币，即变成独立的交换价值的存在，

它们才变成一般支付手段。在对于货币价值量的稳定性发生西尼耳先生所提

到的那种顾虑的时期，即在货币为形势所迫而确定为一般支付手段的时期，恰

好也是货币价值量的波动被发现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英国是伊丽莎

白时代，那时柏里勋爵和托马斯·斯密斯爵士鉴于贵金属的显著贬值，通过了

一个议会法案，责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它们所收的地租中必须有三分之

一用小麦和麦芽保存起来。

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３页上说：“货币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或者说，

是用来订立大部分将来要履行的财产合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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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变成货币，而后再变成商品，这样使另一种商品能够变成货币，

如此等等，换句话说，卖者变成买者，由此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就变

成卖者。这种联系是在商品交换过程本身中偶然产生的。但是，甲

支付给乙的货币被乙支付给丙，被丙支付给丁等等，并且在时间上

一个紧接着一个，——这种表面联系不过是表现一种已经现成地

存在的社会联系。同一货币流过不同的手，并不是因为它们作为支

付手段出现，可是它们作为支付手段流通，却是因为不同的手已经

彼此相握。因此，同货币作为铸币或购买手段流通的速度比较起

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速度表明个人已更深得多地卷入了

流通过程。

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买和卖的价格总额，对于铸

币流通速度代替铸币数量，是一个界限。这个障碍对于起支付手段

作用的货币就消失了。如果应当同时履行的许多笔支付都集中在

同一地点，——这种情形最初自然只是发生在商品流通的大集中

点，——那末这些支付就可以作为负数和正数相互抵销，因为甲要

支付给乙，而同时丙要支付给甲等等。因此，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

的需要量，不是决定于应当同时实现的支付的价格总额，而是决定

于支付的集中程度和它们作为负数和正数互相抵销以后的余额的

大小。在信用事业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就已经

产生为这种抵销而设的专门机关。但是这里不是要考察这种机关，

也不是要考察在一定社会圈子里到处规定着的一般支付期。这里

只需指出，关于这种支付期对流通中货币量的周期性波动的特殊

影响，直到最近才作了科学的研究。

只要许多笔支付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就根本没有现实

的货币参与。这里，货币仅仅在其价值尺度的形式中起作用，即一

５３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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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商品价格中，另一方面在彼此间的债额中起作用。因此，交

换价值在这里除了它的观念上的存在之外，并没有获得任何独立

的存在，哪怕是作为价值符号的存在，或者说，货币只变为观念上

的计算货币。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矛盾：一

方面，只要许多笔支付互相抵销，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作为尺度发

生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支付必须实际进行，货币就不是作为瞬息

间的流通手段进入流通，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静止的存在、作为

绝对商品，简言之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因此，在支付锁链和一种抵

销支付的人为制度已经发达的地方，如果有什么震动强制地打断

了支付之流，破坏了它们的抵销机制，货币就会突然从它的价值尺

度的虚无缥缈的姿态一变而为坚硬的货币或支付手段。于是，在发

达的资产阶级生产情况下，当商品所有者早已变成了资本家，已经

熟悉自己的亚当·斯密，并且高傲地嘲笑那种以为只有金银是货

币或以为货币根本不同于其他商品而是绝对商品的迷信的时候，

货币却又突然不是作为流通的中介出现，而是完全像货币贮藏者

所理解的货币一样作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形式、作为唯一的

财富出现。货币作为财富的这样的唯一存在，不是像货币主义所设

想的那样只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观念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而

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实际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这就是世界市

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机。人们在这种时机当作唯一财

富渴求的Ｓｕｍｍｕｍｂｏｎｕｍ〔至善〕就是货币，就是现金，而其他一

切商品，正因为它们是使用价值，就在现金旁边表现为无用之物，

表现为废物和玩具，或者就像我们的马丁·路德博士所说的，是供

奢侈和大吃大喝的东西。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

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已的关系

６３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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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①。

支付又必需有一笔准备金，一笔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积累。

这种准备金的形成，不像货币贮藏那样是流通本身之外的活动，也

不像铸币准备金那样仅仅是铸币的技术性的滞留，而是必须把货

币逐渐积聚起来，以便到未来的约定支付期届满时握有现款。因

此，如果在抽象形式上被当作致富之道的货币贮藏随着资产阶级

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那末，这种为交换过程所直接需要的货币贮藏

却在增加，或者不如说，一般在商品流通领域之内形成的贮藏货币

的一部分被吸收为支付手段准备金。资产阶级生产越发展，这种准

备金越是限于必需的最低限度。洛克在论利率降低的著作中②，关

于当时这种准备金的规模，提供了有趣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

看到，在英国，正是在银行业开始发展的时代，支付手段准备金曾

经从一般流通的货币中吸收了多么大的一部分。

研究简单货币流通时所得出的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因支

付手段的流通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

下，——不论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或作为支付手段，——一定时期

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同一

时期中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流通中的货币量决

７３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结果”第１７、１８页。

那位想不让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去猛烈反对资产者本人的布阿吉尔贝尔，对于

只是观念上的和只是瞬息间的货币形式有所偏爱。以前他对流通手段如此，

现在对支付手段也是如此。他又没有看到的是，货币从它的观念的形式直接

变为它的外在现实，他没有看到坚硬的货币已经隐伏在仅仅是想像的价值尺

度中了。他说，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这一点表现在批发贸易上，在那里，

《ｌｅｓ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ｓｓｏｎｔａｐｐｒéｃｉéｅｓ》［“商品被估价”］之后，交换是在没有货币

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国详情”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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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商品价格这个一般规律，并不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因为支付

总额本身是由契约上规定的价格决定的。但是，很明显，即使假定

流通的速度和支付上的节约不变，一定时期例如一日内，流通的商

品量的价格总额和同一日内流通的货币量也决不相符，因为，有一

定量正在流通的商品，它们的价格只是在将来才实现为货币，又有

一定量的货币正在流通，同它相当的商品早已退出流通。后面这一

定量的货币本身又决定于各个不同时期签订而在同一日到期的各

笔支付的价值总额的大小。

我们已经知道，金银价值的变动并不妨碍金银执行价值尺度

或计算货币的职能。可是，这种变动对于当作贮藏货币的货币却有

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随着金银价值的涨落，金银贮藏货币的价值

量也会提高或降低。这种变动，对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更加重

要。支付只是发生在商品卖出之后，换句话说，货币在两个不同的

时期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后是作为与这个尺

度相适应的支付手段。在先后两个时期之间，如果贵金属的价值有

变动，或者说，如果生产贵金属所需的劳动时间有变动，那末，同量

金银的价值，当它作为支付手段出现时，就会比它作为价值尺度时

或签订契约时高些或低些。这里，像金银这样的特殊商品，它们作

为货币或作为独立化了的交换价值的职能，就同它们作为随生产

费用的变动而变动价值量的特殊商品的性质发生了冲突。贵金属

价值的跌落在欧洲引起的社会大革命，正像在古罗马共和国初期

平民用来计算债务的铜的价值的上涨引起了相反的革命一样，都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再去研究贵金属的价值变动对于资产

阶级经济制度的影响，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贵金属价值的跌落有

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相反，它的价值的上涨则有利于债权

８３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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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不利于债务人。

（ｃ）世界货币

金变成不同于铸币的货币，最初是由于它作为贮藏货币而是

出流通，后来是由于它作为非流通手段而进入流通，而最后则是由

于它突破国内流通的界限以便在商品世界中起一般等价物的作

用。这样，金就成了世界货币。

如果贵金属的一般衡制曾经充当最初的价值尺度，那末在世

界市场上，货币的计算名称又变成相应的重量名称。如果无定形的

原金属（ａｅｓｒｕｄｅ）曾是流通手段的最初的形式，而铸币形式本身

原来不过是金属条块所含重量的官方记号，那末作为世界铸币的

贵金属，就又抛弃了它的形状和官方印记，回到无差别的条块形

状，换句话说，如果民族铸币如俄国的伊彼利阿耳、墨西哥的塔勒

和英国的索维林在国外流通，那末它们的名称就变得毫无关系，只

有它们的内容才有意义。最后，作为国际货币，贵金属重新起着它

们原来的作为交换手段的作用，这种作用，如同商品交换本身一

样，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而是在不同公社的接触点上发生的。因

此，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又采取它的原始的最初的形式。货币离开国

内流通，就重新抛弃了那些由这种特殊领域内的交换过程的发展

所引起的特殊形式，即它的作为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

的地方形式。

我们已经知道，在一国的国内流通中，只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

尺度。但是，由于执行这种职能的在一国是金，在另一国是银，在世

界市场上就有两种价值尺度，货币在其他一切职能上也就有两种

存在。商品价值从金价格改成银价格以及相反的情况，每次都决定

９３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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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种金属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是不断变动的，因而相对价

值的确定表现为一个经常的过程。每个国家国内流通领域的商品

所有者不得不在对外流通中时而用金时而用银，这就要把在国内

作为货币的金属，拿去同他所需要的在国外作为货币的金属交换。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把金银这两种金属当作世界货币。

在国际间的商品流通中，金和银不是表现为流通手段，而是表

现为一般交换手段。但是，这种一般交换手段，只是以购买手段和

支付手段这两种发展了的形式起作用，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世界

市场上是相反的。在国内流通中，只要货币是铸币，是Ｗ—Ｇ—Ｗ

这个过程中的统一的中介，或者说，是交换价值在商品不断的位置

变换中的瞬息间的形式，它就只起购买手段的作用。在世界市场上

则相反。这里，当物质变换只是单方面的，因而买和卖彼此分离的

时候，金和银才起购买手段的作用。例如，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事

实上或条约上３０都是物物交换，银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的战争３１迫使中国人只卖不买。于是银就突然成了购买手

段。俄国人为了遵守条约上的字句，把法国的五法郎银币改铸成粗

陋的银器，用来当作交换手段。在欧美同亚洲之间，银一直充当购

买手段，而在亚洲，它就沉淀为贮藏货币。其次，一旦两国之间通常

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例如，歉收使其中一国不得不大

量购买的时候，贵金属也就起国际购买手段的作用。最后，贵金属

是生产金银的国家手中的国际购买手段，在那些国家里，它们是直

接的产品和商品，而不是商品的转化形式。不同各国流通领域之间

的商品交换越发展，世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以平衡国际差额的职

能也就越发展。

同国内流通一样，国际流通也需要有一个经常变动的金银量。

０４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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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充当世界货币

准备金，这笔准备金随着商品交换的波动而时枯时满①。世界货币

除了往返于各国流通领域之间的特殊运动以外，还有一种一般的

运动，其起点是金银的产地，金银的源流由这里四面八方地流向世

界市场。这里，金银作为商品进入世界流通，并且作为等价物，依它

们所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同商品等价物相交换，这发生在它们进

入国内流通领域以前。因此，它们在国内流通领域出现时，已经具

有一定的价值量了。因此，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每一增减，在世界市

场上以同样的程度影响着它们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与不同

各国流通领域吸收多少金银完全无关。商品世界中每一特殊领域

所吸收的那部分金属源流，一部分直接进入国内货币流通，以补偿

磨损了的铸币，一部分被栏蓄在铸币的、支付手段的和世界货币的

各种准备金蓄水池中，一部分变成奢侈品，至于其余的部分，干脆

成了贮藏货币。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发达阶段上，贮藏货币被限制在

不同流通过程为本身自由地发挥作用所需要的那个最低限度以

内。在这里，成为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的，只是闲置的财富——

只要它不是支付差额的瞬息间的形式，不是物质变换被中断的结

果，不是商品在其第一形态变化上的凝结。

如果作为货币的金和银按其概念是一般商品，那末它们在世

界货币上就取得了普遍商品这种相应的存在形式。一切产品在什

１４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为了实际上留在流通之中，为了满足贸易上可能的需要，便有一定的数额离

开并退出流通领域本身，积累起来的货币就是加到这个数额上。”詹·黎·卡

尔利在Ｖｅｒｒｉ，《Ｍｅｄｉｔａｚｉｏｎｄｓｕｌｌ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ｔ． ，ｐ．１６２［维里“政

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上加的注，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现代部分”第１５卷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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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规模上向它们转移，它们也就在什么规模上变成一切商品的转

化形式，因而变成可以全面转移的商品。实在劳动的物质变换在全

世界扩展到什么程度，它们就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一般劳动时间的

化身。成为它们的交换领域的特殊等价物的系列发展到什么程度，

它们就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一般等价物。因为商品在世界流通中普

遍地展开了它们自己的交换价值，所以这个交换价值的转化形式

金银，就表现为世界货币。因此，如果说商品所有者各国由于其全

面的工业和普遍的贸易而使金变成最适当的货币，那末对这些国

家来说，工业和贸易只是从世界市场吸取金银形式的货币的手段。

因而，金银作为世界货币，既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产物，又是进一步

扩展流通范围的手段。正如炼金术士想炼出黄金时，在他们背后产

生了化学一样，商品所有者追求那具有迷人姿态的商品时，在他们

背后涌现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源泉。金银帮助了世界市场的

形成，因为金银在自己的货币概念中已经预示着世界市场的存在。

它们的这种魔力决不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而且必然会

从商品世界的承担者对自己社会劳动的曲解中产生出来，十九世

纪中叶新的产金地的发现对于世界贸易所发生的非常影响证明了

这一点。

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人

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

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

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是货币。

但是，随着同国家铸币对立的世界货币的发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

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

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如果同一块金，先以美国ｅａｇｌｅｓ〔鹰

２４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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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形式在英国登陆，变成索维林，三天后在巴黎当作拿破仑币

来流通，几星期后又在威尼斯变成杜卡特币，但是它总是保持着同

一个价值，那末，商品所有者就会清楚地看到，民族性《ｉｓｂｕｔｔｈｅ

ｇｕｉｎｅａ’ｓｓｔａｍｐ》〔“不过是基尼上的印记而已”〕。在他看来，整个

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

市场的观念①。

４．贵 金 属

资产阶级生产过程最初所掌握的金属流通是一种现成地移交

下来的机构，这个机构虽然逐步经过改造，但是始终保持着它的基

本结构。为什么是金银而不是别的商品充当货币材料，这个问题不

属于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因此，我们只概括地谈谈最重要的几

点。

因为一般劳动时间本身只容许有量的差别，所以要充当它的

特殊化身的那种物体必须能够表现纯粹的量的差别，因而首先要

有同一性，同质性。这就是一个商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第一个条

件。如果我用牛、兽皮、谷物等等来计算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末实际

上我就必须用观念上的平均牛、平均兽皮等等来计量这些商品的

价值，因为牛和牛、谷物和谷物、兽皮和兽皮之间，在质上是不同

的。金银则不然，它们是一种单纯的物体，本身总是相同的，因而等

３４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蒙塔纳里“货币论”（１６８３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现代部分”第３卷第４０页：“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如此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

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

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

一个奇妙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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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金银代表同样大小的价值①。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还需

有另一个条件，一个直接从它应当表现纯粹量的差别的职能产生

出来的条件，这就是它要能够任意分为若干部分，并且能够重新合

而为一，以便计算货币在外表上可以感觉出来。金银特别富于这种

性质。

用作流通手段，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它们的比重大，一个小

的体积代表着较大的重量，它们在经济上的比重与此相适应，一个

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多的劳动时间，就是说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

这就保证了运送的方便，便于从一手转到另一手，从一国转到另一

国，保证了它们既能迅速出现又能迅速消逝，总之，保证了物质的

灵便性，这是要充当流通过程的ｐｅｒｐｅｔｕｕｍｍｏｂｉｌｅ〔永动机〕的商

品的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条件〕。

贵金属比值高，耐久，比较不易损坏，在空气中不氧化，特别是

金，除王水外不溶解于其他酸类，这一切自然属性，使贵金属成为

货币贮藏的天然材料。因此，那位似乎特别喜欢巧克力的殉道者彼

得，关于曾充当墨西哥的一种货币的袋装可可说过：

“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的所有

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新大陆”３２）

一般金属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意只是同它们当作生产工

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撇开金银很稀少不谈，仅就它们比铁甚至

比铜（指古人所用的硬铜）软而论，这已经使它们不适于这种用途，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丧失了一般金属的使用价值所依以

４４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金属有这样的属性和特点，就是只有在金属中，一切关系才归结为一种关系，

即它们的量，因为它们不论在内部构成上或外部形状和构造上，天然没有不同

的质。”（加利阿尼“货币论”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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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那种属性。它们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用处，而且

作为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对象，它们同样不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把

多少金银投入社会流通过程，也不致对直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

发生不利的影响。它们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与它们的经济职能发

生冲突。另一方面，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

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

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

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

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

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

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

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３３）。

最后，金银可以从铸币形式变为条块形式，从条块形式变为奢

侈品形式，并且也可以变回来，因此，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之处是

不受一成不变的、一定的使用形式的束缚，这就使它们成为货币的

天然材料，因为货币是必须经常从一种形式规定性变为另一种形

式规定性的。

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

样。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

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金银天然

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一方面，银质或金质的货币结晶不

仅是流通过程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是流通过程留下的唯一产物。另

一方面，金和银是现成的自然产物；它们既直接是前者又是后者，

没有任何形状的差别可以区分。社会过程的一般产物，或者说作为

产物的社会过程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产物，是一种藏在地壳里

５４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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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那里发掘出来的金属①。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要求作为货币的金银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价值量，金银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不过，正像亚里士多德已经

指出的，金银同其他商品的平均情况比较起来，还是具有比较稳定

的价值量。撇开贵金属价值的涨落所引起的一般影响不谈，金银之

间的价值比例的变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两者在世界市场上同时

充当货币材料。这种价值变动的纯经济的原因，——征服或其他政

治事变在古代世界曾对金属价值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现在只能起

局部的暂时的影响，——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的变动。劳动时间本身又决定于金银自然蕴藏的相对稀少程

度，也决定于获得纯金属状态的金银时困难的大小。金实际上是人

所发现的第一种金属。一方面，自然界本身赋予金以纯粹结晶的形

式，使它孤立存在，不与其他物质化合，或者如炼金术士所说的，处

于处女状态；另一方面，自然界本身在河流的大淘金场中担任了技

术操作。因此，对人说来，不论淘取河里的金或挖掘冲积层中的金，

都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而银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比较高

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银不那么绝对稀少，但是它最初

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斯特拉本曾断言，在一个阿拉伯部

落里用１０磅金换１磅铁，用２磅金换１磅银。这一断言绝不是不

可置信的。可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从而简单劳动

的产品贵于复杂劳动的产品，随着地壳到处被开发，原来的那些在

６４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７６０年，许多穷人移居到布拉格以南去淘沙金，３个人１天可以淘１马克的
金。结果，放弃农业而去采金的人这样多，以致第二年国内闹饥荒（见Ｍ．Ｇ．

Ｋｏｒｎｅｒ．《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ｖｏｎｄｅｍ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ｄｅｓｂｏｈｍ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ｗｅｒｋｓ》．Ｓｃｈｎｅｅ
ｂｅｒｇ，１７５８［格·克尔纳“波希米亚矿业往昔情况的研究”１７５８年施奈堡版［第
３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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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面的金矿来源日益枯竭，银的价值就低于金的价值了。最后，

在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新的金银产地的发现具有

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古代亚洲，金银价值的比例是６∶１或８∶１，

在十九世纪初期，后一比例还存在于中国和日本；色诺芬时代的

１０∶１可以看作古代中期的平均比例。迦太基以及后来罗马开采

西班牙银矿在古代所发生的影响，同美洲矿藏的发现在现代欧洲

所发生的影响相似。在罗马帝国时代，大致的平均数是１５∶１或

１６∶１，虽然我们知道在罗马银的价值常常跌得更低。在以后的时

代里，即从中世纪直到最近时期，这种以金的价值相对跌落开始而

以银的价值跌落结束的运动不断地反复发生。同色诺芬时代一样，

中世纪的平均比例是１０∶１，由于美洲矿藏的发现，又变成１６∶１

或１５∶１。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哥伦比亚金矿的发现大概又会

使金的价值跌落。①

７４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等地金矿的发现还没有影响金银的价值比例。米歇尔

·舍伐利埃所持的相反见解，同他这位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值同

样的价钱。诚然，伦敦市场上银的牌价表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８年间用金表示的

银的平均价格比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０年期间几乎提高３％。可是这种提高只能用

亚洲对于银的需要来说明。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５８年间，个别年份和月份银的价格发

生变动，完全是由于这种需要造成的，决不是由于新发现的金矿的金的供给造

成的。下面是伦敦市场上用金表示的银的价格的一览麦：

１盎斯银的价格

年份 ３月 ７月 １１月
（辨士） （辨士） （辨士）

１８５２ ６０１ ８ ６０１ ４ ６１７ ８
１８５３ ６１３ ８ ６１１ ２ ６１７ ８
１８５４ ６１７ ８ ６１３ ４ ６１１ ２
１８５５ ６０７ ８ ６１１ ２ ６０７ ８
１８５６ ６０ ６１１ ４ ６２１ ８
１８５７ ６１３ ４ ６１５ ８ ６１１ ２
１８５８ ６１５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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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

遍的求金欲驱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

追求黄金的圣杯①，同样，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即货币主义（重

商主义不过是它的变种）的创始人宣布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

他们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从简单商品流

通观点来看，也就是积聚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用价格３镑

的１吨铁同３镑的金是同样大的价值量这种说法是不能驳倒货币

主义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最适当的

形式。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贸

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划分出

来，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国民生产大部分还处在封建形式中，还是

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产品大部分并不转化为

商品，因而也不转化为货币，它们根本不参加总的社会物质变换，

因而不表现为一般抽象劳动的化身，实际上不形成资产阶级财富。

把货币当作流通的目的，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

富的任何物质因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同资

产阶级生产的萌芽阶段相适应，那些不被承认的预言家坚持交换

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

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是

８４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

谁就能要什么有什么。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１５０３年寄自

牙买加的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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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的领域。所以他们从这个基本领域的观点来判断资产阶

级生产的整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混淆了货币和资本。现代经济学家

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这多半是因为这种主义粗野

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

支配。李嘉图曾在什么地方（尽管他是用来达到错误的目的）说过：

即使在闹饥荒的时候，输入谷物也不是由于国民挨饿，而是由于谷

商要赚钱。因此，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时，攻击

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构的理论，不承认它是自己

的基本原理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此外，这种主义不仅在历史

上保留着它的权利，而且在现代经济的一定领域中也完全享有它

应得的权利。在财富采取商品这个原素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过程

的一切阶段上，交换价值采取货币这个原素形式，而在生产过程的

一切阶段，财富总是不断有一刹那再回到商品这个一般原素形式。

甚至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经济中，金银作为货币的这一特殊职能

（不同于其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也没

有取消，而只是受到限制。因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还保留着它

们的权利。金银作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因而作为抽象财富的存

在而与其他普通商品对立这种旧教式的事实，自然有伤资产阶级

经济学的新教式的ｐｏｉｎｔｄ’ｈｏｎｎｅｕｒ〔体面〕，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

唯恐染上货币主义的偏见，长期对货币流通现象失去判断能力，下

面的叙述就表明这一点。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货币只是在它作为流通中的结晶体的

形式规定性上来认识；与此相汉，古典经济学把货币首先在它的流

动形式上，作为在商品形式变换本身内部产生而又消失的交换价

值形式来理解，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此，正如对商品流通单单

９４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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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Ｗ—Ｇ—Ｗ 这一形式来理解，而对这个形式又单单从卖和买

的过程中的统一这个形式规定性上来理解一样，对于货币就是从

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定，而不是从它作为货币的

形式规定性上来认定。如果流通手段本身在它作为铸币的职能上

被孤立起来，它就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转化为价值符号。可是，由

于摆在古典经济学面前的，首先是作为流通的支配形式的金属流

通，所以它就把金属货币理解为铸币，而把金属铸币理解为单纯的

价值符号。于是，按照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

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地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这一原

理就被提出来了。我们看到，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已经多多

少少提到过这种见解，洛克有时加以肯定有时加以否定，而“旁观

者”杂志（１７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的那一期）、孟德斯鸠和休谟则明确

地把它发挥了。因为休谟是十八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

物，所以我们的评论从他开始。

在一定前提下，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的增减，或流通中的价值

符号量的增减，对商品价格似乎起着同样的影响。如果商品交换价

值借以表现为价格的金银的价值降低或提高，那末，由于商品的价

值尺度发生了变动，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降低，而由于价格提高或

降低，就有较多或较少的金银作为铸币来流通。但表面现象是，在

商品交换价值不变时价格随流通手段量的增减而变化。另一方面，

如果流通中价值符号量降到必要水平之下或升到必要水平之上，

那末，这个价值符号量就通过商品价格的降低或提高被强制地化

为那个必要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是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结

果，休谟就紧紧地抓住了这种表面现象。

要对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科学研

０５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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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必须假定货币材料的价值是一定的。相反，休谟所考察的仅仅

是贵金属本身的价值发生革命的时代，也就是价值尺度发生革命

的时代。自从美洲矿山发现以来随着金属货币量的增加同时发生

的商品价格的提高成为他的学说的历史背景，正如反对货币主义

和重商主义的论战构成他的学说的实际动因一样。当然，贵金属的

进口在贵金属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增加的。而另一方

面，贵金属价值即生产贵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最初只在

贵金属进口的增加上表现出来。因此，后来休谟的门徒说，贵金属

价值的减少表现为流通手段量的增加，而流通手段量的增加表现

为商品价格的提高。然而实际上只有这样的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提

高了，这些商品同金银交换时，是把金银当作商品，而不是当作流

通手段。这些商品用价值降低了的金银来估计，而一切其他商品则

继续以金银的原来生产费用为标准用金银来估计自己的交换价

值，对比起来，前者的价格是提高了。这种在同一个国家里对商品

交换价值的双重计算当然只能是暂时的；用金或银表示的各种价

格必然会按照交换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彼此拉平，于是一切商

品的交换价值最终都会按照货币材料的新价值来估计。这个过程

的发展，正如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方式和方法

一样，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生产还不很发达的

时期，这种拉平的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经历了很长的时期，而且

无论如何赶不上流通中现金的增加。最近关于十六世纪商品价格

变动的批判性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①。休谟的门徒喜欢引

１５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休谟也承认这一过程是缓慢地进行的，虽然这并不符合他的原理。见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７，ｖｏｌ． ，ｐ．３００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１７７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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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罗马由于征服马其顿、埃及和小亚细亚而引起价格上涨的事

实，这完全是文不对题。古代世界所特有的用暴力把积累起来的货

币财宝突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的现象，某一国家的贵金属生产费

用由于单纯的劫掠而暂时降低的现象，并不涉及货币流通的内在

规律，正如在罗马免费分配埃及和西西里谷物并不涉及支配谷物

价格的一般规律一样。为了仔细研究货币流通，一方面需要可靠的

商品价格史，另一方面需要关于流通媒介物的膨胀和紧缩、贵金属

的输入和输出等等官方的经常的统计，这样的资料只有在银行业

充分发展时才能产生，而休谟同十八世纪的所有其他著作家一样，

都缺少这些资料。休谟的流通理论可以归结为下列几条原理：（１）

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实在的货币或象征

性的货币）。（２）一国中流通着的货币代表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

照代表即货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

有多有少。（３）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

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末，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

值就降低。①

休谟说：“货币过多所造成的物价昂贵，对现存的一切商业都不利，因为

它能使较贫的国家在一切国外市场上用低廉的价格与较富的国家竞争②

…… 如果我们单就一个国家来看，那末，用来计算或用来代表商品的铸币

不论多少，都不会产生任何好的或坏的影响，这就像某个商人不用数码少的

阿拉伯记数法而用数码多的罗马记数法记账，并不改变他的账款一样。是的，

较大量的货币就像罗马数码一样，反而不方便，无论在保管上或搬运上都更

费事。”③

２５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同上，第３０３页。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第３００页。

参看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１卷第３９４—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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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如果真想证明一点什么的话，他应该指明，用一定的记数

法时，所用数码的个数不是决定于数值的大小，而是相反地，数值

的大小决定于所用数码的个数。的确不错，用价值跌落了的金银来

估计或“计算”商品价值是没有好处的，所以，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

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

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

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另一方面，休谟忘记了，在

用金银计算价值的时候，既不需要“现存的”金，也不需要“现存的”

银。在他看来，计算货币和流通手段是一回事，两者都是铸币

（ｃｏｉｎ）。由于价值尺度或执行计算货币职能的贵金属的价值变动

使商品的价格提高或降低，从而在流通速度不变时也使流通中的

货币量增加或减少，休谟就得出结论说，商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决

定于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在十六、十七世纪，不仅金银的数量增加

了，而且它们的生产费用同时减少，这一点是休谟可以从欧洲矿山

的停止开采上看到的。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商品价格随着从

美洲输入的金银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

于该国内部存在的金银的数量。这就是休谟的第一个“必然的结

论”①。在十六、十七世纪，价格的提高与贵金属的增加并不一致；

商品价格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显出有一点变动，至于商品交

换价值普遍按照金银的降低了的价值来估计，即这一革命掌握所

有商品价格，那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因此，休谟完全违背了他的

哲学的基本原理，把片面观察到的事实不加批判地变成一般原理，

得出结论说，商品价格或货币价值不是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货币

３５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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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绝对数量，而是决定于实际进入流通的金银数量，但是一国中存

在的全部金银最后必然作为铸币被流通所吸收①。显然，如果金银

有自己的价值，那末撇开其他一切流通规律不谈，作为一定商品价

值总额的等价物来流通的只能是一定数量的金银。因此，如果一国

中偶然存在的任何数量的金银，不顾商品价值总额如何，都必然作

为流通手段参加商品交换，那末金银就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因此

实际上也就不是真正的商品。这是休谟的第三个“必然的结论”。他

使商品不带价格、金银不带价值进入流通过程。因此他从来不谈商

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而只谈它们的数量关系。洛克已经说过，金

银只有一种想像的或习惯的价值；这是对于货币主义的唯有金银

才有真正价值的论断的第一个粗野的对立形式。金银的货币存在

完全从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产生，这一点被解释成：金银

靠一种社会职能才有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自己的价值量②。这样

一来，金银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作为商品

的代表获得一个虚拟的价值量。它们经过流通过程不是转化为货

币，而是转化为价值。它们的这种价值是由它们自己的数量和商品

数量之间的比例决定的，因为这两个数量是必定相抵的。因此，一

方面休谟让金银以非商品的资格进入商品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一

４５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见罗和富兰克林关于金银应该从充当货

币的职能中得到追加价值的论点；并见福尔邦奈的著作。”——编者注

“显然，与其说价格决定于一国内商品和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决定于进入

或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和流通着的货币。如果铸币锁在箱子里，那末对

于价格来说它就好像消灭了一样；如果商品堆在仓库和谷仓里，结果也会相

同。既然货币和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相遇，它们也就不会彼此发生作用。

结果，总的价格水平同一国中金属货币的新的数量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比例。”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第３０３、３０７、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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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金银在铸币的形式规定性上出现，他又反过来把它们变成一种

通过简单物物交换同其他商品交换的单纯商品。现在假定商品世

界只由一种单一的商品组成，例如由１００万夸特的谷物组成，那末

不难想像，如果现存的金有２００万盎斯，每夸特谷物就换２盎斯

金，如果现存的金有２０００万盎斯，每夸特谷物就换２０盎斯金，商

品价格和货币价值同现存的货币数量成反比地提高或降低①。但

是商品世界是由无数不同的使用价值组成的，它们的相对价值无

论如何不是由它们的相对数量来决定的。然而，休谟关于一堆商品

和一堆金之间的这种交换究竟是怎样想的呢？他满足于空洞模糊

的想像，说每一个商品作为商品总量的一个分数同金量中的一个

相当分数交换。于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

引起的、表现在货币流通中并结晶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过

程中的商品运动就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幻想的、一国中现存贵金属

重量和同时存在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机械相等。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对铸币和货币的研究是从详细批判休

谟和孟德斯鸠开始的②。实际上，他是第一个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

决定于商品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这个问题的

人。虽然，由于他关于价值尺度的奇怪观点、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

摇摆不定的解释和重商主义的残余，他的阐述模糊不清，但他还是

发现了货币的各种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因

为他不是机械地把商品放在一边和把货币放在另一边，而是实事

５５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１卷第３９４页及以下各页。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在孟德斯鸠那里也见到过这种虚构，连

词句都一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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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地从商品交换本身的各种因素中来说明货币的各种职能。

“货币在国内流通中的用途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用来支付债务和用来

购买所需要的东西；两者合在一起构成对现金的需要（ｒｅａｄｙｍｏｎｅｙｄｅ－

ｍａｎｄｓ）…… 商业和工业的状况，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开支，这一切加在

一起，调节并决定所需现金的数量，即转移的数量。为了实现这各种各样的支

付，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货币。这个比例虽然在转移的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又可

以依照情况不同而增减…… 无论如何，一国的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货

币。”①

“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需求和竞争（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复杂作

用决定的，需求和竞争同一国中存在的金银数量完全无关。那末，不需要用作

铸币的金银又怎样呢？它们当作贮藏货币积累起来，或当作奢侈品的原料被

加工。如果金和银的数量低于流通所需要的水平，人们会用象征性的货币或

其他辅助手段来代替金银。如果一个有利的汇率使国内货币过剩，同时又切

断了把它运出国外的需要，那末货币常常就会在保险箱里堆积起来，就像躺

在矿山里一样无用。”②

斯图亚特所发现的第二条规律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流通回到自

己的出发点。最后，他阐明各国利率差异对贵金属在国际输入输出

上所起的影响。后面两点同我们所谈的简单流通这个题目相去甚

远，在这里只是为了求完全起见才提到它们③。象征性的货币或信

６５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多余的铸币会锁起来，或者制成银器…… 至于纸币，只要它达到第一个目

的，即满足了借钱人的需要，就会回到债务人手里而被实现…… 因此，不论

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和竞争的原则涨跌，而

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的等价物的人的意图，

而决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 假定它〈即一国的金属货币量〉

很少，但只要有某种实在财产，只要握有这种财产的人争着要消费，那末，价

格将会通过物物交换、象征性的货币、抵销以及其他千百种方法而保持住高

同上，第３７９—３８０页及以下各页。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２卷第３７７—３７９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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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货币——斯图亚特还没有把货币的这两种形式区分开——能够

在国内流通中代替充当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贵金属，但是不能

在世界市场上代替它们。因此，纸币是社会的货币（ｍｏｎｅｙｏｆ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而金银是世界的货币（ｍｏｎｅ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④。

法的历史学派３４所说的“历史”发展的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

经常忘记自己的历史。因此，虽然商品价格对流通手段量的关系这

个争论问题，在这半个世纪中一直惊动着议会，在英国为它出版了

成千种大大小小的书刊，但是斯图亚特依然是“死狗”，有过于莱辛

时代的莫泽斯·门德尔森眼中的斯宾诺莎。连最新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通货”〕史家麦克拉伦都把亚当·斯密看作斯图亚特学说的创立

７５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④ 同上，第２卷第３７０页。路易·勃朗把只是指国内民族货币的《ｍｏｎｅｙｏｆ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社会货币”〕变成什么都不是的社会主义货币，于是也就合乎逻辑地

使约翰·罗变成社会主义者（见他的“法国革命史”第１卷）。

水平…… 如果这个国家同其他国家有来往，那末，许多商品在本国的价格和

在国外的价格之间必然有一个比例，金属货币的突然增减，假定它本来会起提

高或降低价格的作用，那末国外竞争就会限制它的作用。”（斯图亚特“政治经

济学原理研究”第１卷第４００—４０１页）“每个国家的流通，必须同生产投入市

场的商品的居民的生产活动相适应…… 因此，如果一国的硬币太少，与提供

销售的产业活动的价格不成比例，人们就会想出象征性的货币之类的办法为

此创造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金属货币在比例上超过了产业活动的规模，它

就不会使价格提高，也不会进入流通：它将当作贮藏货币堆积起来……一国的

货币数量不论比世界上其他部分大多少，留在流通中的只能是同富者的消费

和贫者的劳动和产业活动大致成比例的数量”，而这个比例不是决定于“国内

实际存在的货币量”。（同上，第４０３—４０８页及以下各页）“一切国家都会努力

使本国流通所不必要的现金投到货币利息比本国高的国家去。”（同上，第２卷

第５页）“欧洲最富的国家就流通中的金属货币而言，可以是最穷的国家。”（同

上，第６页）（见阿瑟·杨格对斯图亚特的论战）。［圆括弧中最后一句话是马克

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的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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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如把李嘉图看作休谟学说的创立者一样①。李嘉图曾使休谟

的学说更加完善，而亚当·斯密却只是把斯图亚特的研究成果当

作死的事实记录下来。亚当·斯密把他的苏格兰格言“得到了一

点，就不难得到许多，但是困难就在于得到这一点”，也用到精神财

富上，因而小心翼翼地隐瞒了他实际上借以得到许多的那一点的

来源。当明确的表述迫使他同前辈清算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避开

了问题的锋芒。在货币理论上就是这样。他偷偷地采用了斯图亚

特的理论，说一国中存在的金银一部分转化为铸币，一部分积累起

来，在没有银行的国家变成商人准备金，在有信用流通的国家则变

成银行准备金，一部分当作贮藏货币用来平衡国际支付，一部分被

加工成奢侈品。他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

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②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

乏味的让·巴·萨伊——法国人称他为ｐｒｉｎｃ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科

学王子〕，正如约翰·克利斯托夫·哥特谢德把他的雪恩奈希奉为

荷马和彼得罗·阿雷蒂诺把自己称作《ｔｅｒｒ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ｕｍ》〔“王公

的恐怖”〕和《ｌｕｘｍｕｎｄｉ》〔“世界之光”〕一样，——郑重其事地把亚

当·斯密这个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犯的错误奉为信条③。亚当·

８５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因此，在“国富论”中找不到《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和《ｍｏｎｅｙ》，即流通手段和货币之

间的区别。亚当·斯密非常熟悉他的休谟和斯图亚特，而老实的麦克拉伦却

被他表面的公正所蒙蔽，说：“价格决定于通货数量的理论直到目前还没有引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这句话不确切。有些地方亚当·斯密正

确地说出了这个规律。”——编者注

麦克拉伦“通货史”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４３页及以下各页。爱国主义使一位死得

过早的德国作家（古斯达夫·尤利乌斯）误认为老毕希是与李嘉图学派对立的

权威。可敬的毕希把斯图亚特的精美英语译成汉堡方言，并且尽量用自己的

修正损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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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关于信用货币的观点是独创的而且深刻的，但是，反对重商主

义幻想的激烈论战，使他不能客观地理解金属流通的现象。正如在

十八世纪古生物学理论中总有一股来自对圣经上洪水传说的批判

或拥护的暗流，在十八世纪的一切货币理论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反

对货币主义——这个幽灵曾经守护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摇篮并且

还一直把自己的阴影投到立法上——的暗中斗争。

十九世纪对于货币本质的研究，不是直接由金属流通的现象

引起的，倒是由银行券流通的现象引起的。回头去研究前者只是为

了发现后者的规律。１７９７年以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银行券兑现，

随后许多商品价格上涨，金的造币局价格跌到市场价格以下，银行

券特别是从１８０９年以后贬值，——这一切是议会中党派斗争和议

会外理论论战的直接实际原因，两者都很激烈。这次争论的历史背

景是：十八世纪的纸币的历史，罗氏银行的破产３５，十八世纪初期

至中期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地方银行券随价值符号量的增加而产生

的贬值；后来独立战争中美国中央政府用法律强制流通的纸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ｉｌｌｓ），最后是规模更大的法国阿西涅币的试验。当

时英国大部分著作家都把完全遵循另一种规律的银行券流通，同

价值符号或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的流通混为一谈；他们借口这种

强制流通的现象要用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说明，实际上反而是从

前一种现象中抽出后一种现象的规律。我们跳过１８００年到１８０９

年间的许多著作家而直接来研究李嘉图，不仅因为他对前辈作了

总结，更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因为他给予货币理论的形

式，直到目前还支配着英国的银行立法。李嘉图同他的前辈一样，

９５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起注意；斯密博士也同洛克先生〈洛克的观点是动摇不定的〉一样，把金属货币

只看成一种商品。”（麦克拉伦“通货史”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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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银行券流通或信用货币流通同单纯的价值符号流通混为一谈。

他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是纸币的贬值和与此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

上涨。美国矿山对休谟的意义，与针线街３６纸币印刷厂对李嘉图的

意义是相同的，李嘉图本人也曾在某处明确地把这两个因素同等

看待。他的专门研究货币问题的初期著作正好属于英格兰银行同

其反对者进行最激烈争论的时期，站在前者一边的是内阁大臣和

主战派，而聚集在后者周围的是议会反对派即辉格党和主和派。这

些著作直接是采用了李嘉图观点的１８１０年金条委员会的著名报

告的前身①。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虽然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单纯的

价值符号，却被称为《Ｂｕｌｌｉｏｎｉｓｔｓ》（金条党人），这种怪事不仅是从

这个委员会的名称来的，而且是从李嘉图学说本身的内容来的。李

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重复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但

是他从来没有像研究交换价值、利润、地租等等那样研究过货币的

本质。

李嘉图像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首先用物化在金银

中的劳动时间量来决定金银的价值②。金银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

商品，用来衡量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③。因而，一国中流通手段的

０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同上，第７７、１８０、１８１页。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第７７页：“贵金属的价值和其他

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最终决定于取得它们并把它们送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

总量。”

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ｏｆｂｕｌｌｉｏｎａ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

ｋｎｏｔｅｓ》，４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１［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

贬值的证明”１８１１年伦敦第４版］（第１版在１８０９年出版）。此外《Ｒｅｐｌｙｔｏ

Ｍｒ．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ｕｌｌ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１［“答博赞克特先生关于金条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

见”１８１１年伦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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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一方面决定于货币单位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商品交换价值

总额。这个数量因支付手段的节约而变更①。因此，既然具有一定

价值的货币所能够流通的量是有一定的，而它的价值在流通中又

只表现在它的量上，那末它的单纯的价值符号如果按照由它的价

值所决定的比例来发行，就可以在流通中代替它；并且，

“如果流通中的货币完全由跟它所应代表的金币同值的纸币组成，那它

就处于最完善的状态”②。

因此，到此为止，李嘉图认为在货币价值已定的前提下，流通

手段的数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并且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看成

一定金量的符号，而不像休谟那样看成商品的没有价值的代表。

当李嘉图突然离开了他说明问题的正路而采取了相反的见解

时，他立即转向贵金属的国际流通，于是由于引进了无关的观点

便使问题混乱不清了。我们现在且跟随他的内在思路，首先撇开

一切人为的偶然情况，假定金银矿就处在把贵金属当作货币来流

通的国家。那末从李嘉图以上的阐述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如

果金的价值已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决定于商品价格。因而在一

定的时候，一国中流通的金量只是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换价

值。现在假设这个交换价值的总额缩小了，这或者是由于交换价

值不变而生产的商品减少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同

１６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第４２１页：“一国内可以使用的货币

量决定于货币的价值。如果单单用金来流通，就只需要单单用银来流通时的

十五分之一。“并见Ｒｉｃａｒｄｏ：《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６，ｐ．８［李嘉图“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

１８１６年伦敦版第８页］，其中说：“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决定于一国流通所需

要的量，后者又决定于货币单位的价值、支付量以及履行支付时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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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品量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变小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假定这

个交换价值的总额增大了，这或者是由于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情况

下商品数量增加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使同量的或较

少量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流通中金属的已定

数量会怎么样呢？如果金之所以成为货币只因为它当作流通手段

而流通，如果它同国家所发行的强制流通的纸币一样（李嘉图正

是这样想的）非留在流通中不可，那末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中

的货币量对金属的交换价值来说是过多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低

于它的正常水平。因此，金虽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前一种情

况下却变成一种交换价值比自己低的金属的符号，在后一种情况

下则变成一种交换价值比自己高的金属的符号。它作为价值符号，

在前一种情况下低于自己的实际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高于自己

的实际价值（这又是从强制流通的纸币得出的一个抽象）。在前一

种情况下，好像商品是用一种价值比金低的金属来估计，在后一

种情况下，好像商品是用一种价值比金高的金属来估计。因此，商

品价格在前一种情况下会提高，在后一种情况下会降低。在这两

种情况下，商品价格的运动，即它们的涨跌，都是流通中的金量

在与它本身价值相适应的那个水平（也就是由它本身的价值和要

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正常数量）上下相对膨胀

或相对紧缩的结果。

如果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不变，但流通中的金量由于矿山

没有生产相当的金来补偿流通中磨损了的金铸币而低于正常水

平，或者由于矿山中新的供给超过了流通的需要而高于正常水平，

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假定金的生产费用或它

的价值不变。

２６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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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归纳一下：在商品交换价值已定的情况下，如果流通中的

货币量是由货币本身的金属价值决定，流通中的货币就处于正常

水平。如果商品交换价值总额减少，或者矿山提供的金增多，流通

中货币就超过这个水平，金就跌到它本身的金属价值之下，商品的

价格就提高。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总额增加，或者矿山所提供的金

不足以补偿被磨损了的金量，流通中货币就紧缩到它的正常水平

之下，金就升到它本身的金属价值之上，商品的价格就降低。在这

两种情况下，流通中的金是一个价值符号，代表着一个大于或小于

它实际包含的价值的价值。它能变成一个它自己的升值或贬值了

的符号。一旦商品全都按照货币的这个新价值来估计，一切的商品

价格相应地提高或降低，则流通中的金量又将与流通的需要相适

应（这是李嘉图特别满意地强调的结论），但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

相矛盾，因而与它作为商品对其他商品发生的关系相矛盾。依照李

嘉图的交换价值理论，金涨到自己的交换价值以上，即涨到它包含

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以上，就会引起金的生产增加，直到它的

供给的增加再把它降到它的正常价值量为止。反过来说，金降到自

己的价值以下，就会引起它的生产减少，直到它再提高到它的正常

价值量为止。由于这种相反的运动，金的金属价值与它作为流通手

段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流通中的金量的正常水平得到恢

复，商品价格水平又同价值尺度相适应。流通中金的价值的这种波

动，会对条块形状金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依照假定，所有不用作

奢侈品的金，都处在流通中。既然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

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

那末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

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

３６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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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

ｍｅｔａｌａｎｄ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ｎｏｔｅｓ）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

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

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从这个观点看来，不可兑纸

币胜过可兑纸币的地方只是它可以双重贬值。它跌到它所应该代

表的金属的价值之下，可以是因为发行量太大，也可以是因为它所

代表的金属跌到了金属自己的价值之下。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

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

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维尔斯顿男爵之流利用了这一

发现，把它用作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

基本原理。

应该证明的是，商品价格或金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金量。要

证明这一点必须先证明：用作货币的贵金属的任何数量，不论与其

内在价值成何比例，必定成为流通手段，成为铸币，因而成为流通

中商品的价值符号，而不管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如何。换句话说，

这个证明就在于抹煞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

他职能。李嘉图完全受价值符号因它的数量而贬值的现象所支配，

当他被逼得很紧的时候就武断了事，例如同博赞克特争论时就是

这样①。

如果李嘉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抽象地建立这个理论，而

不引进一些具体情况和与本题无关的偶然情节，那末它的空虚是

很明显的。然而他给整个阐述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但是不难

证明，表面上的规模宏大一点也不改变他的基本思想的渺小。

４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大卫·李嘉图“答博赞克特先生的具体意见”第４９页：“商品价格按货币增减

的比例而涨跌，我以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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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第一条原理是：当流通中金属货币量决定于流通中

商品的用货币的金属价值估计的价值总额时，这个流通中的金属

货币量是正常的。这个原理从国际看就是：在正常的流通情况下，

每个国家具有与它的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货币依照它的

实际价值或符合它生产费用的价值流通，这就是说，货币在一切国

家具有同等的价值①。因此，货币就不会从一个国家输出或输入到

另一个国家②。于是，各国的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之间

就保持平衡。一国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的正常水平表现为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的国

际平衡，这实际上不过是说，国别丝毫不改变一般的经济规律。我

在我们又像前面那样遇到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正常水平是怎样

打破的？也就是说，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的国际平衡是怎样打破的？或者说，

货币怎么会不再在一切国家中具有同等价值的？最后或者说，它是

怎么会不再在每一个国家中保持着它本身的价值的？前面，正常水

平的打破是由于流通中的金量在商品价值总额不变时有了增减，

或者是由于商品交换价值增减时流通中的货币量不变，现在，国际

的、由金属本身价值决定的水平的打破，是由于一国内存在的金量

因国内发现新金矿而有了增加③，或者是由于个别国家流通中的

商品的交换价值总额有了增减。前面，贵金属生产的增减是根据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的紧缩或膨胀以及商品价格相应地降低或提高的需要，

现在，发生作用的是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输出和输入。如果

５６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③ 同上，第４页。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３—４页。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４页：“货币将在一切国家具有同等的价

值。”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修正了这种说法，但这个修正在这里

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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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的价格上涨，金的价值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跌到它的金属

价值之下，那末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金是贬值了，因而商

品价格是提高了。这样，金就会输出，商品就会输入。如果情况相

反，结果也就相反。前面，金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

跌会继续到金属和商品之间的正常价值比例恢复为止，现在，金的

输入或输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国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ｉｅｓ的平衡恢复为止。在前一种情况下，仅仅因为金高于或低

于自己的价值，金的生产才有增减，现在，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金

才在国际间流动。在前一种情况下，金的生产上的每一变动都会影

响流通中的金属量，从而影响价格，现在，金的国际间的输入和输

出会发生这种影响。一旦金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或流通手段的

正常量恢复，那末除了为补偿被磨损了的铸币和满足奢侈品制造

业的消费以外，在前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生产，在后一种情况

下金就不会继续输出或输入。由此可见，

“除了由于流通手段量过剩以外，决不会有把金当作商品的等价物来输

出的企图或不利的贸易差额”①。

好像金的输入和输出始终只是由于流通手段量膨胀到它的正

常水平之上或紧缩到这个水平之下而发生的金属的升值或贬

值。②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在前一情况下金的生产的增

减，在后一情况下金的输入和输出，只是因为金量高于或低于它的

６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硬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值低引起的，这不是不利的贸易差额的结果，而是它

的原因。”（同上，第１４页）

《Ａｎｕｎ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ｎｅｖｅｒａｒｉｓｅｓｂｕｔｆｒｏｍａｒｅｄｕｎ－

ｄａ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ｃ．，ｐ．１１，１２）［“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

决不会有不利的贸易差额”（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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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水平，只是因为金涨到高于或跌到低于它的金属价值，因而商

品价格太高或太低，那末，每一个这样的运动都起着校正手段的作

用①，因为它通过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或紧缩使价格再回到它的正

常水平，在前一种情况下指金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水平，在

后一种情况下指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的国际水平。换句话说，货币在不同各

国流通，只是因为它在每一个国家作为铸币流通。货币只是铸币，

所以一国中存在的金量必然进入流通，因而它可以当作它自身的

价值符号升到它的价值之上或跌到它的价值之下。于是我们绕了

复杂的国际圈子，又幸运地回到成为出发点的那个简单的教条。

李嘉图怎样硬用他的抽象理论解释实际现象，有几个例子可

以说明。例如他断言，在１８００—１８２０年间英国常常遇到的荒年里，

金的输出并不是因为需要谷物，也不是因为金是货币，因而始终是

在世界市场上有效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而是因为同其他商品

比较起来金贬值了，从而遇到荒年的国家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与其他国家

的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相比贬值了。正因为歉收减少了流通中的商品数量，

流通中货币的既定数量就超过它的正常水平，因而一切商品的价

格上涨②。同这种怪论相反，统计材料证明，从１７９３年到最近，每

７６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同上，第７４、７５页：“由于歉收，英国将处于失去一部分商品因而对流通媒介物

的需要量也减少的国家的状态。过去同支付相适应的流通手段现在过多了，

而且按照生产减少的比例相对地便宜了。因此，这个金额的输出会使流通手

段的价值重新同别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相一致。”他在下面一段话中可笑地把

货币和商品、货币和铸币混淆起来：“如果我们设想，英国在遭受歉收以后有必

要输入很多谷物，而另一个国家的谷物有多余，但它不需要任何商品，那末毫

无疑问，这个国家不会输出自己的谷物来换取商品，但是它也不会输出谷物来

换取货币，因为货币不是任何国家绝对需要而只是相对需要的一种商品。”（同

上，第７５页）普希金在他的一首叙事诗中，说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的父亲怎样也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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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英国遇到荒年的时候，流通手段的现有数量不是过多， 而是不

足，因此就有并且必须有比从前更多的货币流通。③

同样，李嘉图在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３７和英国实施封锁令
３８
的

时候硬说，英国人向大陆输出金而不输出商品是因为与大陆各国

的货币相比英国的货币贬值了，英国的商品价格因而相对地较高，

所以不输出商品而输出金是更有利的投机买卖。照他的说法，英国

是商品贵而货币贱的市场，而大陆上则是商品贱而货币贵。

有一位英国著作家说：“实际上在过去６年战争期间，我们的工业品和殖

民地产品的价格由于大陆封锁的影响低得要命。例如，糖和咖啡在大陆上用

金计算的价格比在英国用银行券计算的价格要高三四倍。这是法国化学家发

现甜菜糖并用菊苣代替咖啡的时候，同时也是英国农场主试用糖浆和果汁来

育肥牛的时候，是英国占领黑尔郭兰岛，想把它当作堆栈以便于向北欧走私

的时候，是英国轻工业品设法绕道土耳其转输德国的时候…… 几乎全世界

的商品都堆在我们的货栈里，死搁在那里，只有少量商品得到一张法国进出

口贸易许可证才得救，为了得到这张许可证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付给拿

破仑一笔四五万镑的款子。如果商人花这样多的钱去换取一种把商品从昂贵

市场运往低廉市场去的自由，那简直是可笑的事情。或者按每磅银行券６辨

士买进咖啡，把它送到可以按每磅值金三四先令直接卖出的地方，或者用银

行券按每盎斯５镑买进金又把它送到每盎斯值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辨士的地

方。这两种办法，一个商人显然会选择哪一种呢？因此，把输出金不输出咖

啡说成有利的买卖，是荒谬的…… 当时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像在英

国那样可以用１盎斯金买到这么多想买的商品。波拿巴经常仔细观察英国价

８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③ 参看ＴｈｏｍａｓＴｏｏ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托马斯·图克“价格史”］和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ｓ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与银行

业”］。（后一著作是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和１８４７年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许多

篇论文的翻印。）

不懂得商品就是货币。但是，俄罗斯人早就懂得货币就是商品，不但１８３８—

１８４２年把谷物输入英国这件事，而且他们的全部贸易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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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表。只要看见英国金贵而咖啡便宜，他就为他的大陆体系见效感到满

意。”①

在１８１０年，正是李嘉图最初提出他的货币理论和金条委员会

在议会报告中采用了这一理论的时候，英国所有商品的价格与

１８０８—１８０９年相比发生了惨跌，然而金的价值却相应地提高了。

农产品则是例外，因为从国外输入遇到障碍，而国内的存量又因歉

收大大减少②。李嘉图完全不理解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职

能，他１８１９年在上院委员会的发言中竟说：

“只要现金支付一恢复，货币流通一恢复到它的金属水平，金的输出就会

完全停止。”

他恰好在１８２５年危机爆发以前去世，那次危机证明他的预言

是错误的。李嘉图从事著作活动的时期，是不适宜于观察贵金属作

为世界货币的职能的时期。在大陆体系实施之前，贸易差额几乎总

是对英国有利，而在大陆体系实施期间，同欧洲大陆的交易太少

了，不足以影响英国的汇率。货币的输送主要是政治性的，而李嘉

图对于补助金在英国金的输出中所起的作用看来是一无所知

的③。

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同时代人中创立学派来崇奉他的政治

经济原理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企图根据简单金属流通来说明李嘉

图的货币理论，不想涉及与问题无关的、被李嘉图用来掩饰自己贫

乏无力的观点的复杂国际关系，也根本不打算去抨击英格兰银行

９６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③ 参看前引威·布莱克“论政府支出的影响”。

托马斯·图克“价格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１０页。

ＪａｍｅｓＤｅａｃｏｎＨｕｍ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４，ｐ．２９—３１［詹

姆斯·迪肯·休谟“关于谷物条例的书信集”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２９—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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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他的主要论点如下①：

“货币的价值等于人们用它交换别种物品的比例，或人们在交换一定量

的其他物品时所给的货币量。这个比例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货币总量。假定

一方是一国的全部商品，另一方是一国的全部货币，那末显然，当两方交换

时，货币的价值，即货币所交换的商品量，完全决定于货币本身的数量。实际

情况完全如此。一国中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交换，而是一部分

一部分地，而且往往以很少部分在一年中的各个不同时期进行交换。同一块

货币今天用在这一次交换，明天又可能用在另一次交换。一部分货币用于交

换行为的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的次数很少，第三部分则被贮藏起来，一次也

不用于交换。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平均数，就是每块金币在实现同

样多次数的交换行为时被用于交换行为的次数。我们随意假定这个平均次

数，譬如说是１０。如果国内存在的每块货币用于１０次购买，那末这就好比货

币总块数增加到１０倍而每块只用于一次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

值等于货币价值的１０倍，等等。反过来说，如果每块货币不是一年用于１０次

购买，而是货币总量增大为１０倍，每块货币只用于一次交换，那末显然，只要

这个总量一增加，就会引起其中每块单个的金币的价值按比例地减小。既然

假定货币能交换的商品总量不变，那末，货币总量的价值在货币数量增加之

后也没有比从前大。假定货币数量增加１ １０，那末货币总量的每一部分的价

值，譬如１盎斯的价值就必然减少１ １０。因此，在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的条件

下，不论货币总量减少或增加到什么程度，这个总量和总量中每一部分②会

成反比地减少或增加。显然，这个原理是绝对真理。只要货币价值有了增减而

人们能用货币交换的商品数量和流通速度保持不变，这个变动的原因必然是

货币的成比例的增减，而不会是任何别的。如果商品量减少而货币量不变，情

形就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动也产生类似的变

动。流通次数的每一增加产生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的结果，流通次数的减少

０７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根据俄文版和英文版这里有“的价值”三字。——译者注

ＪａｍｅｓＭｉｌ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

理”］。正文中的这段引文译自１８２３年巴黎出版的伊·特·帕里索的法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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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引起相反的结果…… 如果年产品中某一部分根本不用于交换，如生产

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这一部分就不计在内。它既然不同货币交换，它对货币来

说就等于根本不存在…… 只要货币的增加和减少可以自由发生，一国中存

在的货币总量就由贵金属的价值来调整…… 但金银是商品，它们的价值同

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它们的生产费用，即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决

定的。”①

穆勒的全部智慧不外是一套强词夺理的假定。他想证明商品

价格或货币价值决定于“一国中现存的货币总量”。如果假定流通

中商品的数量和交换价值不变，流通速度不变，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贵金属的价值也不变，同时假定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同一国现存

货币量成比例增加或减少，那末这事实上“很明显”，是把应当证明

的东西已经假定好了。并且穆勒犯了同休谟一样的错误，认为处在

流通中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商品，因此，即

使我们承认了他的一切“假定”，他的原理还是错误的。流通速度可

以不变，贵金属的价值也可以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数量也可以不

变，但是随着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商品流通需要的货币量有时就

大一些，有时就小一些。穆勒看到了一国中现存的货币一部分在流

通，另一部分停留不动这个事实。但是，他却借助于一种十分可笑

的平均计算假定一国中存在的全部货币实际上都在流通，虽然实

际上看来不是这样。假定某一个国家有１０００万银塔勒一年流通两

次，那末，如果每个塔勒只用于一次购买，就可以有２０００万在流

通。如果一国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银的总额有１亿塔勒，那末就可

以假定，如果每一块货币５年只用于一次购买，这１亿就全部可以

流通。还可以假定全世界的货币都在汉普斯泰特３９一地流通，不过

１７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１２８—１３６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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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一部分不是一年流通三次而是３００万年流通一次。对确定

商品价格总额和流通手段量之间的比例来说，一个假定同另一个

假定是同等重要的。穆勒认为，对他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把商品

直接同流通中现存货币量联系起来，而是同一国每个时期存在的

货币的储备总量联系起来。他承认，一国的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

子”同货币总量相交换，而是分成不同部分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同

货币的不同部分交换。为了排除这个不合适的情况，他就假定这种

情况不存在。同时，这种商品和货币直接对立和直接交换的全部观

念，是从简单的买和卖的运动中或货币当作购买手段的职能中抽

出来的。在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运动中，商品和货币同时出现的现

象已经消失了。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３６年的大危机，并

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

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像休谟那时候的十六、

十七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像李嘉图那时候的十八世纪中和十

九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

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

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

源和抵御它的方法。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

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

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

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

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货币同

一切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

２７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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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成货币的相对价值的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

释现象。如果我这样提出课题：试说明交替发生的价格的周期性普

遍上涨和价格的普遍跌落，或者这样提出课题：试说明货币同商品

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的周期性的跌落和上涨，说法虽然不同，但

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

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

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

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

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可以同样正确地

说，价格的周期性的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的涨跌。课题的提

法本身就假定货币的内在价值，即它的由贵金属生产费用所决定

的价值不变。如果这个同义反复有超出于同义反复的地方，那是由

于它不理解最基本的概念。如果用乙衡量的甲的交换价值跌落，那

末我们知道，这可能是由于甲的价值跌落，同样也可能是由于乙的

价值上涨。反过来说，如果用乙衡量的甲的交换价值上涨，情形也

就相反。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

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

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

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

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

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

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

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末

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

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

３７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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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在李嘉图

看来，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

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销，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

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

起货币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

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货币。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

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

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

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

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作铸币进

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对

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律

来进行了。如果金从国外输入，那末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

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

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

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率来调

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不过是铸币，因此所有输

入的金都增加着流通中的货币，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

都减少着铸币，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上的假定在这里变成

了实际的试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维尔斯顿

男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伯思

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通货原

则”〕派著名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１８４４年和

１８４５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条例把它变成现行英格兰和苏

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试验之后，

４７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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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到研究信

用学说时才能加以说明①。但是，人们看到：李嘉图把货币在其流

动形式上当作流通手段孤立起来的理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贵

金属的增减对资产阶级经济起着连货币主义的迷信都从未梦想过

的绝对影响。这样一来，称纸币为最完善的货币形式的李嘉图就

成了金条党的先知。

在休谟的理论或货币主义的抽象对立物这样发展到了它的最

后的结论以后，斯图亚特对于货币的具体观念终于由托马斯·图

克恢复了它的权利②。图克不是从某种理论中，而是从认真分析

１７９３年到１８５６年的商品价格史中得出他的原理的。图克在１８２３

年出版的他的“价格史”第一版中还完全受着李嘉图学说的影响，

徒劳无益地力图使事实来迁就这一理论。他的“论通货”这本在

１８２５年危机之后出版的小册子，甚至可以看成后来奥维尔斯顿所

实际运用的那些观点的第一次系统叙述。可是，对商品价格史的继

５７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② 图克完全不知道斯图亚特的著作，这从他所著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ｆｒｏｍ

１８３９—１８４７》，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价格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中可以

看出，书中对货币学说史作了综合的叙述。

在１８５７年的普遍商业危机爆发之前几个月，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开会研究

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的银行法的效果。这些银行法的理论之父奥维尔斯顿男爵

在委员会上的发言中夸口说：“由于严格而及时地奉行了１８４４年条例的原则，

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和十分顺利，货币制度稳固可靠，国家的繁荣无庸置

疑，公众对１８４４年条例的信任与日俱增。如果委员会还需要什么实际例证来

说明条例所依据的原则的健全以及它所已经保证的效益，正确而完善的答复

就是：请您看看四周吧；看看国内的贸易现状，看看民众的满意心情，看看

社会上各阶级的财富和繁荣；在观察了这一切以后，委员会就能够决定，对

于一个取得了这些成果的条例，是否应该干涉它的继续存在。”这是奥维尔斯

顿在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４日的夸口，同年１１月１２日，内阁却不得不由自己负责宣

布停止执行这个奇妙的１８４４年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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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研究使他不得不看到：这个理论所假定的那种价格和流通手段

量之间的直接联系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当贵金属的价值不变时，流

通手段的膨胀和紧缩始终是价格波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货

币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货币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还取得与

流通手段这一形式规定性完全不同的其他的形式规定性。图克的

精心研究不是属于简单金属流通的领域，而是属于另一个领域，因

此这里还不能详细讨论，属于同一流派的威尔逊和富拉顿的研究

也一样①。所有这些著作家都不是片面地而是从货币的不同要素

上来理解货币，可是仅仅注重材料，而无视在这些要素之间或它们

同经济范畴的总体系之间的任何生动的联系。因此，他们错误地把

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同资本，甚至同商品混淆在一起，虽然另一

方面他们有时也不得不承认它同后两者的区别②。例如，如果把金

６７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应该把当作商品的货币也就是资本和当作流通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图克

“通货原理研究”第１０页）“人们可以指望，当金银到手的时候，它们能够几乎

正确地实现所需要的款项…… 金银和其他各种商品相比有一种无限的好处

……因为到处用它们作货币…… 契约上规定用来偿还内债外债的通常总不

是茶叶、咖啡、糖或靛青，而是铸币；因此，汇款时不论是用指定的铸币，或者用

能够在收款地的造币局或市场上立即变成那种铸币的金银条块，对于汇款人

总是提供了达到汇款目的的最稳当、最直接和最确实的手段，能避免因无人需

要或价格变动而产生的落空的危险。”（富拉顿“论通货的管理”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其他任何物品〈金银除外〉都可能在数量上或品种上超出它们被送去的那个

国家的正常需要。”（图克“通货原理研究”）

图克的重要著作，除了他的合作者纽马奇用六卷出版的“价格史”以外，是《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ｃｔｙ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ｓ

ｅｔｃ．》２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通货原理研究、通货与价格的关系”１８４４年伦

敦第２版］。威尔逊的著作我们已经引过。最后要提到的是Ｊｏｈｎ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

《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２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约翰·富拉顿“论

通货的管理”１８４５年伦敦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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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出国外，那末实际上是把资本运出国外，但是如果输出铁、棉花、

谷物，简言之，输出任何商品，结果也是一样。两者都是资本，因此

它们不是作为资本彼此区别，而是作为货币和商品彼此区别。所

以，金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作用并不是从它作为资本的这个形式

规定性产生，而是从它作为货币的这个特殊职能产生。同样，当金

或代替金的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在国内贸易中发挥作用时，它们

同时也是资本。但是它们不能由商品形式的资本来代替，这一点譬

如说已经由危机十分清楚地证明了。因此，金成为支付手段，是由

于它作为货币不同于商品，而不是由于它作为资本的存在。就在资

本直接作为资本输出的时候，例如，把一定的价值总额按一定利息

贷给国外的时候，还要看市场的情况才能决定这笔资本是用商品

的形式还是用金的形式输出，如果用金的形式输出，那末这是由于

贵金属作为货币具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形式规定性。一般说来，这

些著作家观察货币，不是首先从抽象的形式上，看货币怎样在简单

商品流通内部发展和怎样从那正在经历发展过程的商品本身的关

系中成长起来。因此，他们经常动摇于同商品对立的货币所具有的

抽象的形式规定性和隐藏着像资本、ｒｅｖｅｎｕｅ〔收入〕等等更具体的

关系的货币的规定性之间①。

７７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① 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们将在论述资本的第三章即这第一篇的最后部分中加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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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像牧童谎报狼来了４０一样，意大利人一味重复说，“意大利的

激昂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它已经处在革命的边缘”，而欧洲的帝王

们又一味空谈“解决意大利问题”，所以如果狼真的来了而没有人

发觉，如果真正的革命和全面的欧洲战争突然爆发而使我们感到

意外，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１８５９年的欧洲战云密布，即使法国

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敌对态度和公开的备战不会引起什么后果，

意大利人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随同日益加深的痛苦也并不是不可

能爆发为全面的革命的。我们仅仅说“并不是不可能”，是因为长久

不能实现的希望使人痛苦，而长久不能证实的预言使人怀疑。然

而，如果相信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的报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舆

论便是本国实际情况的ｆａｃｓｉｍｉｌｅ〔真实反映〕，而革命熔岩的奔腾

也就不会比老维苏威火山的又一次爆发更加令人吃惊。记者们从

教皇国详细地报道了教权主义政府日益严重的滥用职权的情况，

并且还谈到，罗马居民深深相信：改革或者改良是不可能实现的，

唯一的办法是彻底推翻这个政府，假如不是驻有瑞士、法国和奥地

利的军队４１，这个办法也许早就采用了，而且尽管有这些重大的障

碍，这种行动还是随时可能采取的。

威尼斯和伦巴第的报道则更加明确，这些报道使我们强烈地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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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１８４７年底和１８４８年初在这两个省出现的那些征候
４２
。大家

一致抵制奥地利的烟草和工业品，叫民众不到娱乐场所去的呼吁

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意大利人有意处处表现出对大公①以及所

有的奥地利官吏的仇恨，以致忠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贵族

阿尔丰梭·帕尔恰公爵不敢当着民众的面向路过的大公妃脱帽致

敬；为了惩罚这一行为，大公命令公爵立即离开米兰，这就使得公

爵那一阶级的人也同意了普遍的要求：ｆｕｏｒｉｉＴｅｄｅｓｃｈｉ！〔德意志

人滚出去！〕如果民众情绪的这种无言的表露，再加上民众同兵士

之间每天都发生的纠纷——这种纠纷总是由民众挑起的——以及

帕维亚大学生的风潮和继之而来的大学的封闭，那末在我们面前

就将重新揭开１８４８年来兰五日４３的序幕。

虽然我们也相信，意大利不可能永远处于目前这种状况，因为

凡事都有个终结，虽然我们知道，整个半岛都在进行积极的组织活

动，不过我们暂时还是不能说，这些活动是人民意志的完全自发的

表现呢，还是由路易－拿破仑及其同盟者卡富尔伯爵的代理人鼓

动起来的。从表面迹象看来，得到法国，可能还得到俄国支持的皮

蒙特，企图在今年春季进攻奥地利。从法皇在巴黎接见奥地利大使

的情况看来，法皇对许布纳尔先生所代表的政府似乎没有什么友

好的愿望４４；从那样强大的兵力集中在阿尔及利亚这点看来，自然

会认为，对奥地利的敌对行动将从进攻奥属意大利各省开始；皮蒙

特的战争准备及其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每天所登载的近似向奥地利

宣战的言论，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国王一有借口就会渡过提契诺

河。此外，根据私人的可靠消息，蒙特维多和罗马的英雄加里波

９７１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① 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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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５
被召往都灵一说是确实的。卡富尔同他谈了话，把不久即将发

生的战争的前景告诉了他，并且说最好能召集和组织志愿军。作为

主要当事方面之一的奥地利清楚地表示，它相信这些传说。除了集

中在它所属的意大利各省的１２万人以外，它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手

段来扩充兵力，不久以前它派出了３万人的援军。威尼斯、的里雅

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正在扩大和加固；在奥属其他各省已经要求

地主和一切有马的人交出马匹，因为骑兵和工兵需要乘骑。奥地利

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准备“以明智的奥地利方式”进行抵抗，另一

方面又采取措施准备应付可能遭到的失败。对于普鲁士这个在利

害关系上正好与奥地利针锋相对的德国的皮蒙特，奥地利至多只

能指望它保持中立。奥地利派了泽巴赫男爵到圣彼得堡争取俄国

在奥地利遭受侵犯时给予支援，看来他的使命是完全失败了。沙

皇①在许多方面的意图，以及在并不是最次要的地中海（在那里，

他的船只也有了停泊场４６）问题上的意图，同他在巴黎的旧时的敌

人、今日的忠实盟友的计划太相吻合了，因此他不想保护“感恩图

报的”奥地利４７。大家清楚地知道，英国人民对意大利人仇恨ｇｉｏｇｏ

ｔｅｄｅｓｃｏ〔德意志人的桎梏〕是同情的，因此，不论英国所有的大臣

是怎样希望援助奥地利，但是任何一届英国内阁是否敢于这样做，

这是使人不能不深表怀疑的。此外，奥地利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坚信，以“滑铁卢的雪耻者”自居的野心家②绝不会放弃他贬低“老

奸巨猾的阿尔比昂”４８的强烈愿望，他虽然不会冒险深入敌巢实行

进攻，但却会毫不犹豫地在东方向它挑衅，同俄国一起进攻土耳其

帝国（尽管这违背他保证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的誓言），这样一来，

０８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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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可以迫使英军的一半兵力在东方战场上作战，而利用瑟堡来

牵制英军的另一半兵力，使他们不得不防守本国的海岸而不能调

动。因此，奥地利非常惶惑地感到，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它就只

有依靠自己。但是应当指出，为了尽可能减少万一失败时所受的

损失，奥地利采取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可以说明它的厚颜无耻

的创造才能。在整个威尼斯—伦巴第地区的营房、宫殿、军火库

和其他官用建筑物，虽然在营造和维修上曾使意大利人担负了极

其繁重的捐税，然而都算是帝国的财产。现在，政府强迫各市政

府以特别昂贵的价格把这些建筑物全部收买下来，借口是将来政

府不再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而愿意租赁。可是即使奥地利将

来还能保持统治权，市政府在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文钱的租金，这

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疑问；而如果奥地利从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领地

或部分领地上被赶了出去，那末它就可以庆幸自己由于想出了这

条妙计而把它原来要损失掉的很大一部分财产变成了便于随身携

带的现金。此外，有人肯定地说，奥地利正在千方百计地力图说

服罗马教皇、那不勒斯国王以及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的公

爵们像它那样坚决地对人民群众或帝王企图改变意大利现状的一

切行为反抗到底。但是谁都没有奥地利那样清楚地知道，它的这

些可怜的工具为抗拒人民起义浪潮或外国干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

将无济于事。虽然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都渴望着对奥作战，但

是我们一点不用怀疑，相当大一部分意大利人认为，法国和皮蒙

特所发动的战争，从前景看来，结局至少是可疑的。尽管谁也不

会真正相信，罗马的刽子手在某种慈悲感的影响下会变成伦巴第

的救主，然而有一小撮人赞成路易－拿破仑把缪拉特扶上那不勒

斯王位的计划，并且声称，他们相信路易－拿破仑的意图是把教

１８１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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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逐出意大利或将其权力限制在罗马城和罗马近郊平原之内，并

且帮助皮蒙特把整个北意大利并入它的版图。其次，还有一派为

数不多却是正直的人，他们认为，意大利的王冠引诱着维克多－

艾曼努尔，就像它曾引诱过他的父亲①一样；他们相信，他焦急地

等待着，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拔出剑来夺取意大利的王冠，他

将利用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帮助来达到他的唯一目的——取

得这个垂涎已久的宝物。此外，还有人数多得多的一派，他们在

受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各省特别是在伦巴第以及在伦巴第侨民中

到处都有拥护者，他们并不特别相信皮蒙特国王或皮蒙特君主制

度，但还是说：“不管他的目的怎样，皮蒙特毕竟拥有１０万人的

陆军，还有海军、军火库和资金，让他向奥地利挑战吧，我们一

定跟他上战场；他如果对事业保持忠诚，那就会得到奖赏；如果

辜负了希望，那末在民族中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进行已经开

始了的斗争，直到胜利为止。”

与此相反，意大利民族派声称：他们认为，在法国和皮蒙特的

庇护下宣布为争取意大利的独立而战是民族的不幸。在他们看来，

问题不是像人们所经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在于摆脱了外国统治

的意大利是以共和制政体还是以君主制政体的形式统一起来，而

是在于这个办法并不能为意大利人争得意大利，最多也只能以同

样残酷的另一个外国压迫代替这一个外国压迫。民族派认为，十二

月二日的英雄４９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军队日益增长的急躁情绪或法

国人民带有威胁性的态度的压力之下，是不会进行战争的；一旦被

迫进行战争，他将选择意大利作为战场以便完成他伯父②的计划

２８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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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内湖”——，只要把缪拉特扶上那不勒

斯王位，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将迫使奥地利接受他的条件，

力图完成已经在克里木开始的对１８１５年条约的报复，因为当时奥

地利是迫使法国接受使波拿巴家族受到极大耻辱的条件的一方。

民族派认为，皮蒙特只是法国手中的一个工具，并且深信，拿破仑

第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不会再冒险帮助意大利去争取他不许

法国获得的那种自由，而会同奥地利媾和，并扼杀意大利人继续进

行战争的一切尝试。如果奥地利大体上能守住自己的阵地，那末皮

蒙特就不得不满足于将帕尔马和摩地那两个公国并入它现在的版

图；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这次战争中失败，那末就会在阿迪杰河媾

和，把整个威尼斯省和伦巴第的一部分留在可恨的奥地利人的手

中。关于在阿迪杰河媾和一事，民族派断言，皮蒙特和法国已经互

相达成默契。虽然民族派相信，一旦发生反对奥地利的民族战争，

意大利民族必定胜利，但是他们仍然断言，如果这次战争以拿破仑

为鼓舞者，以撒丁国王为独裁者，那末意大利人就不能采取任何步

骤来反对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领袖，他们决不能防止外交骗局、投

降、签订条约，结果必定是使自己重新戴上枷锁；民族派指出了皮

蒙特在１８４８年对待威尼斯和米兰以及１８４９年在诺瓦拉的所作所

为５０，并且劝告同胞们从自己不幸地信任了君主的这一事件中吸

取沉痛的教训。民族派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整个半岛组织起来，

唤醒民众团结起来作最后的努力，在民众还没有感到有足够的力

量来发起伟大的民族起义的时候暂不进行斗争，因为民族起义在

推翻了教皇、炮弹国王①之流以后，就有可能利用有关各省的陆

３８１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① 庇护九世和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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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海军和军用物资来消灭外来的敌人。他们认为，皮蒙特军队和

人民是热心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士，因而觉得，只要皮蒙特国王愿

意，就完全能够促进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如果他站在反动派一

边，那末他们知道，军队和人民是会站在民族事业一边的。如果国

王不辜负他的拥护者对他的期望，意大利人很快就会以最鲜明的

态度来表示他们的谢意。不管怎样，民族本身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

运的。民族派估计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

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因此

他们并不害怕法国的干涉，因为拿破仑第三自己国内的麻烦事将

层出不穷，即使想实现他好大喜功的野心，也无力干涉别国的事

务。那末ｃｈｉｔｏｃｃａｔｏｃｃａ〔谁先开始呢〕？——意大利人这样问道。

我们不敢预言是谁最先出现在战场上：是革命者呢，还是正规军。

然而，看来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

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如果这种战争确实不可避免，那我们就由

衷地、诚心诚意地希望它能真正而公正地解决意大利问题以及其

他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常常破坏欧

洲的和平，从而妨碍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５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４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８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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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欧洲的战争前景５１

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１日于巴黎

奥皇对于以“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５２的名义从巴黎

给他寄来的不平常的新年贺词的回答，以及德行高尚的艾曼努尔

在撒丁议会开幕时的讲话，丝毫没有使笼罩着欧洲的害怕会爆发

战争的不安气氛消散下去。在一切金融市场的中心，睛雨表都指向

“暴风雨”。那不勒斯国王突然变得宽大为怀了，并对俄国抱敌对情

绪：他开始整批整批地释放政治犯，驱逐波埃利奥及其拥护者，拒

绝为俄国提供亚得利亚海的煤炭基地；在米兰、洛迪、克雷莫纳、布

里西亚、贝尔加莫、帕尔马和摩地那，同德国人的争吵和反对政府

雪茄烟的消费者的运动正在继续，而在帕维亚，奉政府的命令，大

学暂时停课；被召到都灵去的加里波第受命改组志愿军；都灵正在

新编一个约有１５０００人的猎兵军，而卡萨勒正加紧修筑工事。一

个约有３万人的奥地利军团，即一个满额的ｃｏｒｐｓｄ’ａｒｍéｅ〔军〕

（第三军）当时大概已经开进了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而拉德茨基

学派的将军居莱伯爵，一个具有海瑙的本能的人，已经到达米兰，

要从温和的、好心肠的、但懦弱无能的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

手中把权柄夺取过来。在法国，军事演习已成为经常现象，皇帝本

人对于在文森试验新式火炮一事也表现得十分热心。最后，普鲁士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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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了扩充常备军并把后备军变为基干部队的附庸，向议院要

了一笔款项以后，也实行起它那新自由主义制度５３来了。在欧洲的

地平线上乌云密布的情况下，伦敦交易所的行市下跌不多，这可能

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伦敦交易所通常总是比巴黎和大陆其他各

地的金融观象台更准确地表明欧洲社会脉博跳动的状况。

首先，伦敦交易所中有眼力的观察家们并不反对把拿破仑的

新年怪想单纯看做是他们至圣的盟友方面所施展的一种交易所的

投机手法。的确，法国的有价证券刚一开始下跌，群众便拚命冲进

巴力神庙，以能够脱手的随便什么价格赶紧把国家债券以及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５４
的债券和铁路股票抛售出去。后来，当把赌注押

在行市上涨上的一部分投机商垮台以后，由于流传说“通报”５５将

要刊登政府的一篇短评，以冲淡“陛下”对奥地利大使的谈话所产

生的印象，１月６日巴黎交易所便立即稍微活跃起来了。这篇短评

在１月７日星期五那天果然出现了。于是国家有价证券回升，不少

以土伊勒里宫的自己人知名的精明人在那个星期五获得了巨额利

润。这些老爷就这样用最赚钱的方法捞回了他们送年礼所花去的

钱。在伦敦也曾经策划了类似的阴谋，但是没有得逞，看来并不是

由于不列颠的财政能手们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是由于他们暗中

控制着某些负责爱丽舍宫的ｍｅｎｕ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①的财政管理人。可是，

不列颠的有价证券之所以会比较稳定，主要却是由于另外一种对

路易－拿破仑不很光彩的、而对欧洲局势则很典型的情况所引起

的。没有一个接受忏悔的牧师对悔罪美女心中的隐痛的了解，能够

像礼拜堂街、伦巴特街和针钱街５６的金融生意人对欧洲各国执政

６８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直译是：“小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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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困难的了解那样清楚。他们知道：俄国需要大约１０００万英镑

的贷款；法国虽然可以指望预算的收入能够超过支出（人们谈起这

种情况时总是用的将来时），但迫切需要钱用；奥地利为了偿付一

部分债务，正竭力设法至少弄到６００—８００万英镑；小撒丁正渴望

得到贷款，不仅是为了进行新的意大利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偿付它

因克里木战争而背上的旧债；在军队出动，血洒沙场，大炮轰鸣以

前，帝王们和武士们首先必须从英国的钱包中得到总数达３０００

万英镑的贷款。但是，要把这些金融业务全部办妥，起码还要拖上

两个月；这样一来，不管从军事观点看来怎么样，如果仗非打不可，

那也得推延到春天。

可是，如果匆忙作出结论，认为由于好战的恶犬们要依赖爱好

和平的资本家们的裁夺来行事，这种依赖性一定会妨碍它们挣脱

锁链，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利率勉强达到２１ ２％的情况下，

在有４０００万以上的黄金在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金库中长

期搁置不用的情况下，在对商业投机活动普遍失信的情况下，如果

恶魔要发放新战争贷款的话，它是能够在几次假意推托和两三次

虚伪劝说之后，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售出自己的债券的。

那些可能推迟欧洲战争的情况，也正是促使欧洲战争爆发的

情况。俄国在亚洲获得一连串外交上的辉煌成就５７以后，正力图在

欧洲重执牛耳。事实上，正如小撒丁的国王的御前演说事先在巴黎

受过审查一样，波拿巴（小拿破仑）５８的新年ｂｏｕｔａｄｅ〔厥辞〕也只不

过是圣彼得堡提出的口号的回音而已。法国和撒丁唯圣彼得堡之

命是从，奥地利正处于威胁之中，英国被孤立了起来，普鲁士则动

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战争，俄国的势力便会占统治地

位，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俄国可能袖手旁观，让法奥在斗争中

７８１欧洲的战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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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削弱，最后它就会“减轻”奥地利这个大国的困难，而奥地利现

在挡着它的南进去路并阻碍它进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俄国政府

迟早总要过问的；它的内部困难可能通过国外的战争得到解决，并

且依靠战争中的胜利，皇帝的权力就可能粉碎国内的贵族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因克里木战争引起的财政负担也将大大增加，在

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请求贵族的帮助，这样一来贵族便会

获得一种攻守两利的新武器，而农民面对着尚未履行的诺言５９，被

一再的延期、连接不断的征兵和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所激怒，可能

会被逼得发动起义。至于奥地利，那它是害怕战争的；但是，当然也

可能把战争强加于它。波拿巴也很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现在已经

到了拿出自己主要的王牌的时候了。ＡｕｔＣａｅｓａｒ，ａｕｔｎｉｈｉｌ！〔或是

完全成功，或是彻底失败！〕①第二帝国的虚伪的光荣正在迅速消

失，而为了重新证明这种闻所未闻的诈骗是真实的，就需要流血。

要不是波拿巴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样一个得益匪浅的角色，要

不是现在出现英国被迫保持中立，俄国暗中支持他，皮蒙特承认自

己是他的藩臣这些极其有利的情况，波拿巴能够指望获得成功吗？

另一方面，法国的教权派正激烈地反对渎神的十字军远征；资产阶

级正向他提醒他说过的话：《Ｌ’Ｅｍｐｉｒｅｃ’ｅｓｔｌａｐａｉｘ》
６０
；英国和普

鲁士暂时被迫保持中立这一情况将使得这两个国家在战争进程中

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而在伦巴第平原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为这个

假帝国敲起丧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３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４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８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这被认为是尤利乌斯·凯撒说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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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洲的金融恐慌６１

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３日于巴黎

欧洲交易所中的恐慌情绪还没有安定下来，根据十分审慎的估计，

国家有价证券的价值大约下降了３亿元。法国、撒丁和奥地利的国

家证券下降５％，这几个国家的铁路股票下跌了１５—３５％，而伦巴

第一威尼斯铁路股票几乎下跌了５０％。除了伦敦交易所以外，所

有的欧洲交易所现在都深信将会爆发战争。我没有根据来改变不

久前我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①。我深信，路易－拿破仑实际上

并不打算打仗，他的想法出不了在外交上战胜奥地利这个圈子，这

种外交胜利能使他本人和他的娄罗们即巴黎交易所的冒险家们大

发横财。波拿巴派的报刊以及卖身求荣的谣言收集家“比利时独立

报”６２的大叫大嚷，对战争准备的吹嘘，都十分清楚地证明，问题不

在于进行战争，而在于用战争来进行恫吓。现在连伦敦“泰晤士

报”６３的记者也承认，债务缠身的朝廷奴仆们又可以利用行市的下

跌来大肆投机，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洗劫全法国的“可敬的”投机商

和少量有价证券的持有者了。据说，到１月５日为止，仅仅德·莫

尔尼伯爵一人在这场交易中就至少赚了２００万法郎，而从资产阶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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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荷包落到波拿巴派冒险家们的荷包中去的金钱的总数，一定

要比这个数目多许多倍。

促使路易－拿破仑去努力取得意大利的好感并占领对奥地利

具有威胁性的阵地的，有三个因素。首先是从巴黎和约６４签订以来

一直把路易－拿破仑当作自己的工具使用的俄国。第二个因素人

们不太知道，因为拿破仑和他的宫廷挖空心思地加以掩盖，不让公

众看见它，然而这个因素的存在已被证实了。从奥尔西尼行刺以

来，在他被处死前后，法国皇帝不断地收到秘密团体意大利烧炭党

最高温特的许多信件，因为他在１８３１年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

员６５。他们提醒他，他加入这个团体时是怎样宣誓的，他怎样违背

了这些誓言，以及根据该团体的章程如何惩处这类叛徒。奥尔西尼

被捕入狱后，烧炭党人曾警告法皇，如果处死奥尔西尼，对他的行

刺活动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成功为止。奥尔西尼被处死以后，路

易－拿破仑就收到了温特给他做出的正式死刑判决书。这位迷信

很深的走运的冒险家对秘密法庭的这种判决极为震惊。他那虽然

不是钢铁般的，但是已经变得迟钝和像鞣革般坚韧的神经（他在赌

桌前熬夜的２０年中锻炼出来的）经不起这达摩克利斯剑的经常威

胁。对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神秘干预，他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根

据不久前皮阿诺里的枪击和奥尔西尼的炸弹，已经有所认识；这种

神秘干预恰好能使这样一种人丧魂落魄：他在直接利益的日常政

策中看不出历史上的因果联系，而只是看到人类理智无法揣测的、

常常把荒谬绝伦的东西奉为最高权力的某种宿命力量在神秘莫测

地行动。对于威胁着他的危险的经常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作

为最近一年来他的统治特点的一连串的明显的重大失策。

事实上，为了逃避这种厄运（因为他相信意大利恐怖分子的万

０９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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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不亚于相信埃普塞姆赛马场
６６
上茨冈女人的占卜），他必须

使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大发慈悲。因此，便公布了捏造的奥尔西尼的

信件，企图混淆视听，使人们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实现意大利人的

希望是路易－拿破仑所担负的一种神圣的义务６７。但是，要使烧炭

党人满意并不那么容易：他们仍然不断地提醒被告，说他仍然被判

处了死刑，只有立功赎罪才能撤销这种判决。最后，近来他在法国

国内的处境大大地尖锐化了。最重要的问题——到哪里去弄

钱？——越来越严重地摆在他的面前。已经没有丝毫希望得到贷

款，因为近来国债飞速增加，所以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和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
６８
，借口兴修灌溉工程、

排除沼地积水、植树造林、修筑堤坝去搜刮千百万的金钱，——所

有这一切都已经做过，不能再做了。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要用的钱

越来越多；他本人的挥霍浪费，首先是贪婪的军阀们、官吏们、冒险

家们（他不得不每天出钱收买这些人，使他们忠实于他）的日益增

长的要求，使金钱问题成了他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纯粹从金

钱着眼，以发行强制公债、掠夺和向被征服的省份要求军事赔款为

前景的战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将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但是，

问题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还在于他在法国的地位总的说来是不

巩固的。问题在于意识到，他虽然依靠军队的恩典当上了皇帝，可

是他不管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舆论的斗争中都

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同时，既然他是依靠军队的恩典当上皇帝

的，他就应当执行军队的意旨。由于这一切，他本人以及全世界都

早已看得很清楚，一旦出现极端的危险，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战

争，而且是收复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一定要在莱

茵河进行。相反地，上述领土可能在意大利争夺，确切些说，上述领

１９１欧洲的金融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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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争夺可能在意大利开始，就像对这些省份的初次争夺由于波

拿巴将军在伦巴第战场上的几次胜仗而完成一样。

这场战争必然是路易－拿破仑的最后一张牌。他会把全部赌

注都押在这张牌上，他这个老赌棍非常清楚，跟他对峙的是多么可

怕的力量。他明白，不管他以多么神秘的姿态保持沉默，全世界还

是知道，而且从他一上台就知道，他的最后一张牌是什么。拿破仑

明白，他戴着这种斯芬克斯①的假面具在这方面并不能愚弄任何

人。他明白，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不会容忍法国这样扩张自己的领

土，而俄国友谊的可靠性，几乎像他自己誓言的可靠性一样。他大

为发展了路易十五的箴言《Ａｐｒèｓｍｏｉｌｅｄéｌｕｇｅ》〔“我死后哪怕洪

水滔天”〕，并且知道这将是什么样的洪水，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

每一小时都是肯定的、不可估价的一笔赢钱，用这笔赢钱他可以把

赌局拖下去，赢得时间和愚弄他周围的那些赌棍。

同时他却根本不是局势的主宰者：必要性会迫使他比他所希

望的时间更早地打出主要的王牌。至少在最近三个月中，武装法国

的工作会大规模地进行。在大量的老兵归休以后，１８５８年总共征

召了１０万名新兵，而和平时期通常每年只征召６万名。一切军火

库和兵工厂的紧张工作早在三个月以前就已使最高指挥部的全体

成员确信，正准备进行一场严重的战争。现在我们得悉，各个国营

铸造厂接受了制造７５个炮兵连的用炮或者说４５０门路易－拿破

仑的新式火炮（轻型十二磅炮）的订货；枪弹已进一步改进（根据米

涅的正式继承人奈斯勒的建议改进）；猎兵营的人数已由４００人增

加到７００人，基干团各营的人数已由９００或１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３００

２９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话，谁猜不

出，它就杀掉谁；转意是：不可解的怪物，谜样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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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加的办法是从后备部队（它是由新兵补充的）调来６万左右

的人：土伦正储存军用物资，并计划建立两个兵营，地点还不知在

哪里。可是，这两个兵营的配置是不难猜到的：一个将在里昂附近，

或者偏南，靠近土伦，另一个靠近麦茨，作为对付普鲁士和德意志

联邦６９的监视军。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在军队中极度地煽起好战

情绪，他们满有把握地估计战争必然爆发，甚至军官们都已不再定

做便服了，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只能穿军装。

在法国情况是这样，而在皮蒙特，国王早在圣诞节前就已向自

己的将军们宣称，要他们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在春天来临以前他们

就要闻到火药味。他不久前在议会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竟充满了

这样多称赞意大利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并且竭力暗示奥地利的

统治是非正义的，以致不禁使人要得出结论：他或者是下定决心打

仗，或者就是甘愿让全世界称他为大傻瓜。在伦巴第、罗马和各个

大公国都发生了骚动，只有１８４８年大爆发以前的骚动才能与此相

比；显然，居民对外国军队公开表示了反抗；他们力求做到：显示对

现存政权的极度蔑视，完全相信几个月以后奥地利军队不得不离

开意大利。为了回答这一切，奥地利十分沉着地加强它在伦巴第的

驻军。这支军队是由３个军（第五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组成的，总

共有１０万人左右。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已经指出，第三军正开来

增援。据报道，有６个步兵团（３０个营）、４个提罗耳猎兵营、２个骑

兵团、６个炮兵连以及第三军的整个参谋部和工程辎重队正在途

中，或者已到达伦巴第。这样一来，奥军人数就增加到１３万或者

１４万。这支军队占据着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间的阵地，至少能够

３９１欧洲的金融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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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一倍以上的敌人优势兵力的袭击。

可见，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路易－拿破仑能不能应付这一切

事件呢？不能。许多事情是他力所不及的。如果在伦巴第、罗马或

哪一个大公国里爆发了战争，如果加里波第将军打进紧邻的领土

并发动人民举行起义，皮蒙特和路易－拿破仑有办法坚持下去吗？

既然实质上已经答应让法国军队征服意大利，让那里的人把它作

为解放者来欢迎，而同时奥地利军队又正在践踏意大利起义的发

源地，那怎么能够要求法国军队稍息，枪放下呢？这就是问题的关

键。意大利事件的进程已经不受路易－拿破仑的意志支配了；法国

国内事件的进程也随时可能摆脱他的控制。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９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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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路易－拿破仑的处境

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６日于巴黎

你们当然已经知道路易·波拿巴的新意大利政策和他对意大

利恐怖主义者的栗栗畏惧之间的秘密联系。几天以前，你们或许已

在“法国中部报”（可惜这家地方报纸从未越过大西洋）上读到下面

这段故事：

“我们提到了上星期一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一次舞会。许多巴黎来信向

我们报道了一件在这次盛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情。宾客满堂。不知是因为

一位太太晕厥，还是由于别的缘故，出现了一场混乱，三四千来宾以为发生了

什么不幸，于是惊惶不安。有几个人急忙向御座奔去，皇上为了让在场的人放

心，便到各个大厅走了一遍。”

不过，参加上面提到的在ＳａｌｌｅｄｕＴｒｏｎｅ〔宝殿〕举行的舞会

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人，他们是这一事件的目睹者；而这一事件并

不像“法国中部报”所描写的那样。其实，来宾们不知为什么突

然在各个大厅里乱窜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涌向ＳａｌｌｅｄｕＴｒｏｎｅ，这

时，路易·波拿巴和欧仁妮便急忙离开御座，穿过大厅，拚命地

往出口跑去，并且皇后一边跑，一边勉强提着自己的裙子，面色

那样苍白，以致后来她的挚友们说：“她面无人色。”

从奥尔西尼行刺以来，这个篡位者及其伙伴们提心吊胆的不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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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状况，酷似柏拉图“理想国”中很有名的一段话：

“暴君甚至不能达到他的基本目的——成为统治者。凡是暴君都是奴隶。

他的内心永远充满惊惶，为恐惧和良知的谴责所鞭挞。他日益暴露出他的本

来面目，即成为受人嫉妒、憎恨和怀疑的人，众叛亲离和不公正的人，一切

圣物的敌人和一切邪恶的庇护者与鼓励者。因此暴君是一个最不幸的人。”

波拿巴对奥地利所采取的敌对立场，虽然无疑是为了给不满

的军队以采取性质和它现在所执行的警察职务不同的积极行动的

某种希望，但是其主要目的终究是为了消除意大利匕首的危害性，

并使意大利爱国者确信，皇帝是恪守自己过去的烧炭党人的誓言

６５的。拿破仑亲王，或者如巴黎人所称呼的普隆－普隆将军，同

撒丁公主克洛蒂尔达联姻，在全世界看来必然要导致法国和意大

利的联合，因此，正如居住在土伊勒里宫的人们想要描述的那样，

这应当是波拿巴家族第一次还意大利人的债。然而，你们是了解

这位萨托里的英雄７０的！他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而闻

名，但是，他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前进有经常的后退伴随着，而

且每当他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就要碰到会使他束手无策的极大

的困难。

在发生布伦事件、斯特拉斯堡事件７１，和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夜

晚的事件４９这样一些时刻，总有一些厚颜无耻、自以为是和狂热

的亡命之徒站在他的背后，不让他再延宕执行他早已想好的计划，

而迫使他走向卢比康河。在安然越过卢比康河①后，他又照旧搞他

惯于搞的狡诈勾当、罪恶诡计、秘谋，照旧犹豫不决和委靡颓丧。他

由于虚伪成性，对自己的计划也采取两面手法。例如，这一次和撒

６９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越过卢比康河”是句成语，即破斧沉舟之意，源出公元前４９年，古罗马凯撒不

顾禁令，挥师越过卢比康河，引起内战，结果建立了罗马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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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结亲的事情，就是８个月以前在一场应由法国领导的意大利十

字军远征的借口下策划出来的。在屡次企图置身皇室之列都未得

逞之后，竟能在虚伪的借口下把欧洲一个最古老王朝的代表人物

的女儿诱入波拿巴家族的罗网，这倒是一种不坏的政治手腕啊！

但是，路易－拿破仑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使他在召唤人们进行

战争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响起之后实行ｒｅｃｕｌａｄｅ〔退却〕并采取安抚

的策略。在他统治的整个期间，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明

显的不满迹象，而资产阶级仅仅由于战争的传闻而引起的惊慌，在

交易所、农业市场和工业中心汇成了巨大的震荡。金融巨头们提出

了抗议。法兰西银行经理德·日尔明尼伯爵亲自告诉皇帝说，坚持

执行危险的政治方针，必然会使全国的商业生活受到震荡。

马赛、波尔多以及其他大商业城市的行政官在报告商业界空

前未有的混乱状况时，突出地暗示了这些“财产和秩序之友”的

不忠顺的迹象。梯也尔先生认为这是打破自己的长期沉默，在布

满政府密探的沙龙里公开而尖锐地批评土伊勒里宫的“疯狂政

策”的良好时机。他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详尽

的分析，证明说，如果法国在战争初期除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和留

守国内的士兵以外不能拥有４０万士兵的话，它就不能避免失败的

命运。甚至政府的“立宪主义者报”７２，虽然用的是假装愤懑的腔

调，但也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威风凛凛的气焰已经消失了，它像

一个胆小鬼似的一想到严重的战争就怕得要命。另一方面，下级

密探异口同声地报告，单是法国的专制者打算扮演意大利的解放

者这一角色的想法就已引起了居民的嘲笑。而且除了这些嘲笑之

外，还起劲地唱着极不恭敬的讥讽与撒丁结亲的歌曲。有一首讽

刺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７９１路易－拿破仑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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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普隆－普隆应该成为玛丽亚·路易莎的丈夫。”７３

尽管向所有的行政官发出了旨在安定民心的训令，尽管官方

严词驳斥了关于存在什么威胁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的危险的谣言，

而普遍的混乱远没有平息下去。首先，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有人曾

迫使土伊勒里宫的这位半神人走得比他打算的还要远些。据传，克

洛蒂尔达公主虽然年轻，但却性格坚强，她在接受普隆－普隆的求

婚时说道：“我和您结婚，是为了保证我的父王得到法国的支持。如

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信心，我是不会和您结婚的。”当她的父王

还没有得到法国给予积极援助的“坚决保证”时，她拒绝订婚。因

此，路易·波拿巴应该同维克多－艾曼努尔订立攻守同盟７４——

这是普隆－普隆的代理人力图马上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向全欧洲

宣布的事实。这个普隆－普隆及其仆从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在

目前充当培尔西尼在布伦远征时以及莫尔尼、弗略里和圣阿尔诺

在１２月１日夜晚所充当的角色，即把路易·波拿巴抛向卢比康

河。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普隆－普隆并没有英勇善战的名声。在克

里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物，连一个普通士兵所必须

具备的勇敢精神都没有；他甚至连骑马都骑不稳。然而，他现在却

是波拿巴王朝的真正的玛尔斯。做伦巴第的准国王，在他看来，是

登上法国宝座的一个必经的步骤。他的伙伴们变得这样傲慢，以致

在谈到皇帝的意旨时，他们的首领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竟敢

当着差不多２０个人的面宣称：“你们说的是哪一个皇帝？唯一的真

正的皇帝是住在帕勒－乐雅尔宫７５里的那个。”当政府的报纸装模

作样地宣扬和平的时候，普隆－普隆的喉舌“新闻报”７６却极其冷

静地天天鼓吹备战。当路易·波拿巴故作姿态地劝说维克多－艾

曼努尔抑制马志尼分子的时候，普隆－普隆却在唆使国王“鼓励他

８９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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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波拿巴把像尼耶尔将军这样一些最保守的人派去做他的堂

弟到都灵去时的随员时，普隆－普隆为了使自己的ｅｎｔｏｕ－ｒａｇｅ

〔周围〕具有一种革命外观，同意只有在曾任１８４８年法兰西共和国

部长的比克西奥先生的陪同下，才肯前往。可是人们却说：“如果路

易－拿破仑不准备铤而走险的话，那就再没有什么比普隆－普隆

的装腔作势及其伙伴们所发表的文章更危险的了。”这就是顾虑仍

然没有消除的原因。另一方面，谁都明白，如果路易－拿破仑慑于

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嚣和欧洲各个王朝的反对，而在维克多－艾曼

努尔声誉败坏和法国军队的好战狂达到最高峰之后实行退却，这

就无异自杀。为了给军队一个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代用品〕，据说他打算

派军队进行一次不管什么样的海外远征——远征摩洛哥、马达加

斯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未列入维也纳议定书７７的遥远的地方。但

是，与这个戴皇冠的骗子手的愿望相反，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可能

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１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９１路易－拿破仑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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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法 国 军 队

  巴黎“立宪主义者报”不久以前发表了一份材料，想要证明法

国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向国外派出５０万军队。７８根据昨天“美

国信使报”７９上发表的、盖亚尔德先生从巴黎寄出的那封信来看，

这份材料及其所依据的数字是皇帝本人直接交给我们的巴黎同行

发表的，事先并没有通知他的任何一个大臣。这份材料的第一点

说，如果把所有的归休兵都召回，并且不再让他们归休，那末到今

年４月１日法军将有５６８０００人；如果把１８５８年的全部应当征集

的人员都征集入伍，法军人数将再增加６４０００人；并且一旦宣战，

法国政府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召集服役期满的老年兵作为志愿兵，

同时召集年轻的志愿兵，总数至少为５万人。这样加在一起就有

６８２０００人；按照我们的戴皇冠的统计家的统计，各类军队的人数

如下：

步兵 ３９０９７８人………………

骑兵 ８３０００人………………

炮兵 ４６４５０人………………

工兵 １２１１０人………………

辎重兵 １０１２０人……………

近卫军 ２９９４２人……………

其 他 ４９０００人……………

 共 计……６２１６００人

  这个总数少了６万人，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皇帝笔下疏忽，忘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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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这６万人归类。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假定６８２０００人这一

数字是正确的。一旦爆发战争，将有１０万人作为担任国内警备勤

务的后备部队。他们要２５０００名宪兵来支援；而在阿尔及利亚，有

５万人就足够了。从上述总数中减去这１７５０００人，还有５０７０００

人。但不知皇帝陛下又把１万人弄到那里去了，他不从６８２０００人

而从６７２０００人中减去这１７５０００人，结果野战部队的数量就减少

到了４９７０００人。这样，根据我们这位权威人士的资料，到１８５９年

６月１日，法国不必对军队的现行编制作任何变动，就可以有５０

万人用于国外作战。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法军实际的编成是怎样的。任何一支军队

所采用的现行编制，在某种程度上都限制着扩充军队的能力；各兵

种的营和连（步兵营、骑兵连、炮兵连）的人员、马匹和火炮，都不能

超过一定数量，否则就会破坏体制，使各兵种失去自己的战术特

点。例如，法军步兵营是由８个连编成的，每连通常有兵士１１８人，

要把各连的人数增加一倍，就必须根本改变兵士的基本训练和营

训练；同样地，法军炮兵连要把火炮数量由６门增加到８门或１２

门，就不能不引起类似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步兵连和炮兵连如

不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会非常臃肿庞大。可见，任何军队的编制都

给军队的人数规定了一个限度；如果超过了这一限度，就必须编成

新的部队。但是，既然建立一定数量的新的部队就瞒不住社会舆

论，既然“立宪主义者报”声称目前还没有必要建立新的部队，那末

我们可以用法军在对俄战争８０结束时的编制作为今天法军所能

容纳的人数的最大限度。

编制复杂的法军基干营，由６个基干连和２个精兵连组成，其

人数未必能超过１０００人。这样，１００个基干团，每团３个营，就有

１０２法 国 军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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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万人。我们之所以特意把第三营包括在内，是因为第三营虽然

一直到对俄战争开始时还只作为后备营，但是以后就编成了基干

营，而每团又建立了３个补充后备连，这些连目前无疑还存在。这

３００个后备连共计约３６０００人。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àｐｉｅｄ〔猎步兵〕共２０个

营，它们主要应当以单个连为单位，而不是以整个营为单位进行战

斗，每营兵力可能多些，约有１３００人；２０个营共有２６０００人，而

且它们几乎没有后备部队，因为它们由其他各团得到大量人员的

补充。近卫军由２个步兵师组成，一直到同俄国缔结和约时每团都

只有２个营，这一数量和“立宪主义者报”的说法是一致的，按照他

们的说法，近卫军的步兵将编成１８个营，即１８０００人。上述各部

队组成法军的全部步兵，担任非洲勤务的部队不包括在内。担任非

洲勤务的部队计有：９个朱阿夫营，共９０００人，此外约有５００人编

为后备连；３个惩戒营（捷菲尔兵），共３０００人；９个阿尔及利亚

（土著）猎兵营，满额时共有９０００人８１。这样，法军步兵各部分的

总数如下：

基干部队（包括后备部队在内）——３３６０００人，编为３００个营

和３００个后备连。猎兵——２６０００人，编为２０个营。近卫军——１８

０００人，编为１８个营。朱阿夫兵——９５００人，编为９个营。捷菲尔

兵——３０００人，编为３个营。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９０００人，

编为９个营。

共计４０１５００人，编为３５９个营和３００个后备连。

其中有３６５００人属于后备连，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国国内和

国外担任作战勤务的部队有３６５０００人。

据估计，法国骑兵在１８５６年包括：１２个重骑兵团，其中有７２

个骑兵连（１４４００人），１２个骑兵后备连（１８００人）；２０个基干团，

２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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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１２０个骑兵连（２４６００人），２０个骑兵后备连（３８２０人）；２１

个轻骑兵团，其中有１２６个骑兵连（２７１００人），２１个骑兵后备连

（４２３０人）；４个非洲团，其中有１６个骑兵连（３０００人），４个骑兵

后备连（４５０人）；３个土著团为１２个骑兵连（３６００人）。

共计３４６个野战骑兵连（７２７００人）和５７个骑兵后备连（１０

３００人）。此外，还必须加上近卫军骑兵的３０个野战骑兵连（６０００

人）。

总计３７６个野战骑兵连，共有７８７００人；５７个骑兵后备连，共

有１０３００人。

然而不应当忘记，法国虽然从１８４０年起在改良马种方面取得

了很大成绩，但是所产的马仍然很不适于担任骑兵勤务。只是在最

近几年作了很大努力，耗费了大批经费之后，法国才得以主要用自

己的马匹来装备骑兵，但是情况仍然不很好。而且，这实际说来也

只能满足军队平时的需要，即大概不超过５万匹马的需要；虽然法

国可以用阿尔及利亚的马来装备军队，但是仍然必须从国外购买

大量马匹，其中有不少是其他国家的骑兵卖出的不适于服役的马

匹。目前，法国骑兵的马匹是从德国购买的，而奥地利政府在不久

前已禁止经过西南边境输出马匹。由于存在以上这些困难，就不用

担心法国骑兵有一天会超过上述数字，而且，如果它不依靠掠夺手

段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好马，那末除了装备有阿尔及利亚马匹的人

数不多的骑兵部队以外，也不用担心法国骑兵有一天会出色地作

战。

炮兵，包括近卫军炮兵在内，可能有５万人左右，编成２０７个

野炮连，共有１２４２门火炮。其中至少有５０００人编入各炮兵后备

连。工兵的数量不会超过９０００或１００００人，但是我们根据“立宪

３０２法 国 军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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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报”的说法，将工兵算作１２０００人。辎重兵、工役连、医务人

员等一切非战斗人员，在战时大约有１１０００人。可见，法军按其现

行编制可以容纳的人数最多为：

战斗部队 后备部队 共计

步兵 ３６５０００人…………………… ３６５００人 ４０１５００人

骑兵 ７８７００人…………………… １０３００人 ８９０００人

炮兵 ４５０００人…………………… ５０００人 ５００００人

工兵 １２０００人……………………  —  １２０００人

非战斗人员  —  ……………… １１０００人 １１０００人

    总 计 ５００７００人……… ６２８００人 ５６３５００人

  这一总数，和法军采用通常的补充措施所达到的数量是完全

一致的。每年有１０万青年应征入伍，但是以前在平时实际上编入

各团的只有６万人，而且因为他们服役期限规定为７年，所以军队

数量不可能超过４０万或４２万人。但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实

际的服役期限很少超过４—５年，因此，那时军队的实际数量不超

过３０万人，而其余的都是归休兵。但是，由于从那时起每个步兵团

增加了一个营，每个骑兵团增加了一个连，此外还建立了近卫

军８２，因此军队的编制扩大了许多，军队数量几乎可以增加到６０

万人；除了进行民族防御战争以外，法国在任何时候也未必能同时

拥有比这更多的受过训练的兵士。

这样，如果我们把上述数字加上４９０００名宪兵、市警备队以

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立宪主义者报”为了得出他们所需的总数

而加进去的“其他兵力”，那末军队的总数和这家报纸所说的法军

到１８５９年４月１日应有的人数大体是一致的。但是这里开始发生

分歧。我们最后得出的总数包括有３００个步兵后备连和５７个骑兵

４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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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连，它们的编制只够容纳本身现有的４６８００名步兵和骑兵，

并对他们进行初步训练。我们假定，这些步兵和骑兵突然编入各

团，补上那些服役期满的兵士的位置，而把新兵编入各个后备连，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后备连应当训练多少新兵呢？应当训练１８５９

年征召的１０万新兵以及至少２万名未受训练的志愿兵，一共１２

万人，也就是比后备部队所能容纳的数量多７万人。这时，无疑地

在４月１日到６月１日这段期间内每个步兵团的３个后备连将扩

大为１个满额的营，而在每个骑兵团里，骑兵后备连必须由１个增

加到２个。因为如果说现在全军只是担任警备勤务，后备连只不过

是新兵的转运站，尚未受过训练或者稍受训练的新兵要尽快地由

后备连转到团内去接受训练，那末不应当忘记，在战时，当军队担

任战斗勤务时，后备部队就必须充分地装备和训练兵士，使他们在

编入各团时就能够担任勤务。由此可见，“立宪主义者报”断言，法

军不需要建立新的部队，就可以扩充到７０万人，这种说法是完全

脱离实际的。由３００个后备连编成１００个后备营和建立５７个补充

骑兵后备连，就必须在作战部队特别需要军官和军士的时候至少

抽调出２０００名军官和１万名军士。

但是，我们假定法国将征集７０万人（不过我们完全没有肯定

地说法国在战争开始时不能征集这么多青年），那末其中能有多少

人能够担任勤务呢？不超过５８万人；根据“立宪主义者报”的看法，

其中５万人应当用来驻守阿尔及利亚。宪兵和担任内务勤务的其

他部队的数量，我们不应当算２５０００人，而应当按照“立宪主义者

报”最初的统计算４９０００人。这样，还剩下４８１０００人。然而，我们

的戴皇冠的笔友如果认为，保卫王朝可以只依靠１２万名未受训练

的新兵、４９０００名宪兵和其他的军事警察，那末大概是过于相信

５０２法 国 军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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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王朝的稳固了。后备部队要组成除巴黎和里昂以外的其他重

镇的守备部队，未必够用。巴黎和里昂这两个城市，路易－拿破仑

是无论如何不会交给未受训练的新兵去防守的；虽然“立宪主义者

报”认为，有４万人就足够用来扼守这些地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为了这一个目的而使用１０万人，也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我们减去

守卫法国各大城市以及受保皇派影响的南方地区所必需的１０万

人，那末法国可以用于国外作战的军队总数将减少到３８１０００人。

其中至少要有１８１０００人作为监视军，驻守在同比利时、德国和瑞

士接壤的边界上，而用来进攻意大利的兵力，就只有２０万了。我们

肯定地说，在明乔河与阿迪杰河强大阵地上的１５万奥军，至少同

３０万法军和撒丁军队势均力敌，如果真正爆发战争，那末总有一

天他们会证明这一点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３１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５５６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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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 国 的 兵 力

  不久以前，路易－拿破仑把他能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兵力吹嘘

了一番，于是德国的报纸也发表了一些材料来吹嘘德国在爆发战

争时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总的说来

很不确凿，也缺少根据，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原始资料和官方文件中

搜集一些事实和数字，并且在这里提供给读者。

一旦发生对法战争，奥地利军队无疑比其他各邦用来对法作

战的军队强大得多。奥地利的步兵包括６２个基干团（每团包括１

个掷弹兵营、４个基干营和１个预备营），共有３１０个野战营和６２

个后备营；１４个边屯团（每团包括２个野战营和１个预备营），除１

个独立营外，共有２８个野战营和１４个后备营，此外还包括３２个

猎兵营。奥军各营的人数是不一样的，因为每营包括４—６个连不

等。满额时，奥军步兵人数为：

基干部队 ３７００００人…………………………

边屯区８３各团 ５５０００人………………………

猎兵部队 ３２０００人……………………………

 共 计……………………４５７０００人（包括后备营在内）

基干团和边屯团装备的是滑膛短铳枪，这种短铳枪的击发机

虽然结构特殊，但决不是最完善的，不过这种枪的性能很不错。边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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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团的每个连有２０枝步枪。３２个猎兵营装备的都是步枪，但是这

种枪的射程比法国米涅式步枪或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要近得多。

奥地利步兵在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虽然同英国步兵或普鲁士步

兵（他们的每个兵士都装备着远射程的步枪）比起来，装备较差

是一个不利的条件，但是奥军兵士并不比任何欧洲国家的兵士差。

而且如果不算法军的２０个猎兵营，如果将来法军不改变基干步兵

的装备，那末奥军同法军或俄军比起来，也不存在装备差这一劣

势。

奥地利骑兵包括１６个重骑兵团和２４个轻骑兵团，重骑兵团

由６个连组成，轻骑兵团由８小连组成，此外，每团各有１个后备

连。重骑兵连在其编成内有１９４人，轻骑兵连有２２７人。这样编成

的奥军骑兵团比法军骑兵旅要强。总计奥军有６７０００名配有骏马

的骑兵，而且大部分轻骑兵是由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生来就是骑

手的民族组成的。无疑，这６７０００人比路易－拿破仑所要派出的

８１０００名法国骑兵强。现在，奥地利骑兵无疑是无与伦比的。

炮兵包括１２个野炮团（每团１３个八门制炮兵连）、１个岸防

炮团和１个包括２０个连的火箭团，共计１２４８门火炮、２４０个火箭

发射管，共有５万人。此外，工兵、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约２万

人。

全部奥军，包括辎重兵和其他人员在内，在平时总共有５８—

６０万人。其中通常约有２０万人是归休兵（目前也是如此），只有４０

万人服现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征集入伍的不仅有这２０万

人，还有１２万预备兵（就是服役８年回家后转入２年预备役的兵

士），如果相信奥地利人的说法，那末所有这些应征人员在１４天内

就可以武装起来。而奥地利帝国的潜在力量决不只限于这些。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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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区没有预备兵，但那里每一个男子在６０岁以前都是兵，随时都

可以应征入伍。１８４８年，这一地区提供的军队在意大利拯救了拉

德茨基，同时也就是拯救了奥地利君主国。大家都还记得，这些健

壮的斯拉窝尼亚人是怎样被编成了一营又一营而派到意大利去

的；顺便提一句，从起义者手中夺回维也纳的那支军队中，就有这

样的部队８４。这一地区在平常的情况下只有５５０００人的军队，必要

时则可提供２０万名兵士。所以，奥地利军队（包括预备兵在内），只

要加上边屯区的８万名兵士，就有整整８０万人，而随着边屯区各

营的陆续编成，还可增加１０万人以上。由此可见，奥地利如果有必

需的财力的话，它就有足够的兵力单独防守自己的意大利领地，对

付法国和皮蒙特联军的袭击。

普鲁士是第二个强国。这个王国的步兵包括：３６个基干团和

近卫团（共有１０８个营）；９个预备团（共有１８个营）；加上８个预

备营和１０个猎兵营，总共有１４４个营，战时约有１５万人。加上第

一类后备军１１６个营，约１２万人，一共就有２７万人。战时，８个预

备营根据３６个基干团和近卫团的数量，扩编为３６个后备营，而９

个预备团以及与其相应的用后备军编成的９个营担任警备勤务；

这样，野战部队共有２２８个营，约２３万人。

骑兵包括３８个基干团，每团４个连，共１５２个连，以及第一类

后备军的３４个骑兵团，１３６个连，共约４９０００人。

炮兵包括９个团（每团１１个八门制炮兵连）和担任要塞勤务

的４个连，共有７９２门野炮和２万人。

工兵、辎重兵以及其他部队，共为４万人。

由此可见，普鲁士军队的基干部队和第一类后备军，总共有

３８万人，其中至少有３４万人可以随时出动。第二类后备军没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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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它实际上只用来担任要塞勤务。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以步兵和

炮兵而言，大约在４个月内可以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而骑兵还不

见得能较好地执行野战勤务。但无论如何，可以大胆地估计，第二

类后备军有１０万或１２万人可以代替同样数量的基干部队担任警

备勤务。可见，普鲁士能够征集一支５０万人的军队；此外，还有大

量受过战斗训练的人员，按现行编制无法编入第一类后备军，但可

以用来编成新的部队。

由于普鲁士军队规定的服役期限不长（３年），以及整个第一

类后备军平均有４—５年不在军队内服役（除了几个很短的时期

外），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普鲁士军队的人员质量将不如奥地利军

队。但是，普鲁士人很爱好军事，因此只要经过几个星期的军事行

动，他们就能成为很好的兵士。普鲁士所担心的，只是战争最初的

一两个月。由于军队一大半是由民兵组成的，因此不适于进攻，但

是能很出色地进行防御，因为除了瑞士８５以外，各国都没有像普鲁

士这样一支拥有全民武装的军队。在装备方面，整个近卫军以及每

个基干团中的１个营，都装备着射程达１０００码的新式针发枪，除

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外，这种针发枪在射程方面超过了目前军队

装备的其他一切火枪。其余的基干部队装备的是普通火枪，但是用

极简单的方法按照米涅的原理刻上膛线以后，在射程和射击精度

方面和真正的米涅式步枪相差不了多少。第一类后备军在征集入

伍后，也装备针发枪。可见，在欧洲，除了英国步兵外，普鲁士步兵

的装备是最优良的。

奥地利编成德意志联邦军队的第一、二、三军，普鲁士编成第

四、五、六军。巴伐利亚则编成第七军，它有义务按一般编制员额提

供３６５００名兵士，并提供１７８００名预备兵，共计５４３００人。但是，

０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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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军队的实有人数要多得多，它一共有５４个步兵营，５４

０００人，５６个骑兵连，９０００人，火炮２２４门，炮兵５６００人，此外还

有工兵等等，总共有７２０００多人，而且服完现役的、年龄在２７到

４０岁的预备兵还没有计算在内；他们可以编成新的部队。

第八军按编制员额和预备兵员额应有：

维尔腾堡 ２１０００人………… 实有 １９０００人………………

巴登 １５０００人……………… 实有 １５０００人………………

黑森－达姆斯塔德…９３００人 实有 １０５００人………………

 共 计…………４５３００人 实有………………４４５００人

  第九军按编制员额和预备兵员额应为３６０００人，但是实有

４４０００人。

第十军应有４２０００人，我们假定实有人数与此大致相同。预

备师（诸小邦军队的编制员额）约有１７０００人。这样，得出的总数

如下：

奥地利 ８０００００人…………………………………………………

普鲁士 ４０００００人…………………………………………………

巴伐利亚 ７００００人………………………………………………

第八军 ４５０００人…………………………………………………

第九军 ４４０００人…………………………………………………

第十军 ４２０００人…………………………………………………

预备师 １７０００人…………………………………………………

 总 计………………………………１４１８０００人

在这支庞大的兵力中，后五个组成部分，共２１８０００人，经常

处于充分的战斗准备状态，而且这只是有关各邦召回全部归休兵

后的平时正规部队。因此，这些邦能够很容易地再提供１０—１５万

人，但是因为对这些人员没有进行任何组织，所以同普鲁士第二类

１１２德 国 的 兵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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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军一样，我们根本没有把他们计算在内。毫无疑问，奥地利在

两个星期内可以武装起７０万人。普鲁士征集预备兵（归休兵）所需

的时间更少，征集以后，基干部队可以按满员的建制扩充到２２５

０００人。所以，在两个星期内，德国可以派出１１５万人，过一个月可

以再派出２７万人。甚至在这以后，德国仍掌握有普鲁士的全部第

二类后备军、巴伐利亚的全部预备兵员以及奥地利边屯区约１０万

名兵士。在这些力量全部动用以后，而且也只有在这以后，才有必

要采取非常措施。

由此可见，德国所拥有的兵力十分雄厚，只要有统一的坚强的

指挥，即使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同时进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

能否这样使用军队，当然还是个问题；不过，如果在共同作战中有

一些猜忌、犹豫和因循，就会使军队行动困难，以致失败，而现在的

德国各邦的政府就可以卷起铺盖，因为它们很快就得逃跑。１８５９

年的德国不同于巴塞尔和约时期以及耶拿、奥斯特尔利茨和瓦格

拉姆时期的德国８６，正如今天的法国不同于１７９３年革命时的法国

一样，因为１８４８年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结果，但是毕竟在德国全

境各个角落的人民中间激起了民族感情，甚至在过去被指责为亲

法分子的那些人中间也激起了民族感情。路易－拿破仑可能还想

扮演意大利解放者的角色，但是他在莱茵地区是不敢这样做的；即

使他在战争中取得了局部的胜利，那也只能引起德国的革命，这将

使他遭到彻底的失败，而革命的影响会使他摇摇欲坠的帝位受到

威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８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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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

  １７９６年，波拿巴将军下了滨海阿尔卑斯山，在德果、密雷栖

摩、蒙特诺特和蒙多维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会战，就夺取了整个皮

蒙特和伦巴第。８７他的军队在进到明乔河以前，一直顺利前进，没

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到了明乔河，形势就根本改变了。曼都亚的

城墙挡住了他，而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统帅为了征服这一障碍，竟用

了９个月的时间。第一次意大利战争的整个后半期都是为了攻占

曼都亚。里沃利、卡斯提奥涅、阿尔科列会战以及经过布兰塔河河

谷的进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８８拿破仑一

生有两次为要塞所阻：第一次是在曼都亚，第二次是在但泽８９。拿

破仑很清楚地知道，曼都亚是意大利的锁钥。这个地方，他从占领

时起，直到离开帝位时止，就一直没有放弃过；这一时期，他在意大

利的统治从来没有遇到过重大的危险。

意大利的地理形势清楚地说明，哪一个强国能够控制北意大

利，即罗马人的南阿尔卑斯高卢，它就能统治整个意大利。波河流

域总是决定半岛命运的战场。从马利尼亚诺会战和帕维亚会战起，

经过都灵、阿尔科列、里沃利、诺维和马连峨等会战，一直到库斯托

查和诺瓦拉会战，所有争夺意大利统治权的决战，都正是在这里发

生的９０。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论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只要能把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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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逐出波河河谷，就能够使对方同狭长的半岛隔绝，并使这个半

岛同它的同盟国隔绝。这个半岛是意大利人口最少、文化最低的部

分，它如果被迫仅仅依靠本身的资源来维持，很快就不得不屈服。

而在这个波河流域，最居中的一个阵地就是曼都亚。它距亚得利亚

海和地中海同样远，约为７０英里；因此，这个阵地如果由野战军来

防守，便可以确实封锁半岛的一切入口。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

个阵地处于湖泊之间，并有三个桥头堡供军队进出，而且在四周的

地形上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河流，能把围攻军队割裂成彼此孤立的

各个部分，曼都亚的这一形势在战术上有巨大的优势；无怪乎古谚

说：曼都亚在谁手，意大利归谁有。

这几点就足以说明，纵然奥军仅仅握有曼都亚一地，想把他们

赶出意大利，也不是很容易的。当代第一个统帅需要９个月来完成

的事情，前瑞士炮兵上尉９１在同样期间是做不到的。但是，伦巴第

的情况从军事观点来看，从１７９６年以来，甚至从１８４８年以来，已

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１８４８年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１７９６

年的战争正好相反。１７９６年的战争证明了曼都亚在防御战中所能

起到的作用，而１８４８年的战争则证明了曼都亚同培斯克拉、列尼

亚哥和维罗那合在一起在进攻战中所具有的作用。从此以后，奥地

利参谋部和奥地利军事工程师苦心孤诣、ｅｎｓｅｍｂｌｅ〔同心协力地〕

从各方面研究并改进了这个出色的阵地——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

阵地，这使他们得到了最大的荣誉。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明乔河是由加尔达湖流入波河的一条很

小的河，在夏季有许多地方可以徒涉而过，但是整个说来，它是适

于作为防御阵地的。这一线应由培斯克拉算起到博尔戈福特（虽然

后者并不在明乔河边），长约３０英里，因此居中配置的军队能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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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程到达这条线的任何一端。这条３０英里的短线，右方（北方）

为加尔达湖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脉所掩护，左方为波河所掩护，成

为奥军用来抵抗从西方入侵的敌人的第一道有利的防线。但是这

不是它唯一的长处。在加尔达湖和明乔河、波河东面１０—３０英里

处，几乎与它们平行地流着一条阿迪杰河，形成第二道更为强大的

防线，这是在一年四季都只有架了桥才能通过的障碍。我们看一下

地图就可以知道，这条双线使提罗耳和邻近的奥地利各省天然地

紧密连成一个整体；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条双线成为这一整体中必

要的补充部分。奥地利政策的原则声称明乔河线是德国的防御所

必需的，必须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这个阵地按其天然条件来说已很坚固，再经过人工修筑就更

坚固了。明乔河线被曼都亚要塞截为两段。这个要塞离河口非常

近，所以要塞下游那一段河流可以完全不必考虑。这样，明乔河线

又大约缩短了七八英里；该线的南端由形成两岸桥头堡的第一流

要塞所加强。该线的另一端，即河湖相连的地方，有培斯克拉小要

塞作掩护。当然，这个要塞不很坚固，并且在１８４８年曾被皮蒙特军

队占领过。但是，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偶然的攻击，因此只要奥

军进行野战，这一要塞就能守住；同时它保障奥军能到达明乔河西

岸。

１８１５年以前，阿迪杰河线一直被忽视。从１７９７年到１８０９年，

它是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但是从１８１５年起，奥地利占

领了该河两岸。在离曼都亚约２５英里的地方，在阿迪杰河上有一

个小要塞列尼亚哥；然而离培斯克拉最近的城市维罗那当初却没

有设防。但是，奥地利人很快就发现，要使这个阵地真正发挥它应

有的作用，就必须使维罗那成为要塞。而他们也就这样做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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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地利人所特有的办事迟缓的旧习性，他们对完成这个任务

极不重视，以致到１８４８年革命爆发时，虽然阿迪杰河左岸（即东

岸）的、可以被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工事倒构筑得相当不错，但是朝

着敌人的那一岸，相对说来却几乎是没有设防的。

拉德茨基和他的参谋长海斯和雪恩海斯，在被革命逐出米兰

以后，就立即开始纠正这个缺点。他们在西面围绕维罗那的高地上

构筑了工事，使敌人不能对要塞围墙进行射击。他们做到这一点，

是奥地利的一件幸事。当时，明乔河线被迫放弃。培斯克拉受到了

皮蒙特军队的围攻；皮蒙特军队几乎接近了维罗那多面堡的围墙。

但是在这里，他们被挡住了。桑塔路其亚会战（１８４８年５月６日）

向他们表明，继续对维罗那防御工事进行任何攻击，都是完全无济

于事的。

但是整个北意大利完全为革命军掌握了。拉德茨基除了他的

四个要塞（其中，他以维罗那作为自己军队的营垒）以外，已经一无

所有。当时，在他的正面前和两侧的地区以及几乎整个后方地区，

都为敌人所控制。甚至和提罗耳的交通也受到威胁，有时还被截

断。但是，由努根特将军指挥的一个师还是在起义的威尼斯省打开

了一条道路，并在５月底与拉德茨基会合。那时，拉德茨基表明，他

掌握了这个刚刚为自己筑成的出色的阵地，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由

于在这个搜括一空的维罗那四郊再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军队，由于

兵力过于薄弱不能进行决战，拉德茨基便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巧妙

的侧敌行军，把自己的军队经过列尼亚哥转移到曼都亚；然后，在

敌人尚未弄清真相以前，拉德茨基又由曼都亚向前推进，到明乔河

西岸攻击敌人；他把敌人的封锁线向后压缩，使皮蒙特的主力军不

得不撤离维罗那。然而他无力防止培斯克拉的陷落。在取得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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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都亚的进军所预期的一切战果以后，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

经由列尼亚哥向维琴察出发，并从意大利军队手中夺回了该城；于

是，他便控制了大陆上的整个威尼斯地区，恢复了自己的交通线，

并得到了自己后方广大富饶地区的资源；此后，拉德茨基又重新退

入他的要塞维罗那，但是，皮蒙特军队对于把奥军逐出维罗那这一

点已经完全失望，以致无所事事地消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正在

这时，奥军３个强大的旅开到了，于是局势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３天的时间内，拉德茨基肃清了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间的高地

上的皮蒙特军队，同时在曼都亚附近迂回皮蒙特军队的右翼，给了

他们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在退到提契诺河彼岸之前，一直没有作任

何抵抗。

拉德茨基进行的这个战局说明，一个将军，即使他的兵力比敌

人薄弱，只要依靠防御得很好的河网体系，就可以扭转局势。无论

皮蒙特军队在什么地方或者想把战线转到哪一方面，他们总是无

法攻击奥军，并且，他们在最后失败前的５个星期内的混乱行动显

然说明，他们处于怎样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那末，拉德茨基阵地

的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这些要塞的作用在于它

们不仅掩护拉德茨基的军队不受攻击，而且还迫使敌人分散兵力，

而拉德茨基却可以在要塞掩护下，集中兵力在任何一点上，来对抗

当面的那一部分敌军。培斯克拉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敌军；拉德茨基

在维罗那的时候，曼都亚则牵制了另外一部分敌军，而当拉德茨基

刚刚前往曼都亚时，维罗那又迫使意大利军队留下一个军来监视

它。不仅如此，皮蒙特军队还不得不以分散的部队在西岸地区行

动，并且这些部队中没有一个可以迅速支援其他部队，而拉德茨基

却能够凭借他的要塞和桥头堡任意把他的全部军队从河这岸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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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那岸。如果皮蒙特军队能够支援维琴察和威尼斯省，那末这些

地方是决不会丢失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拉德茨基攻占了这两

地，而皮蒙特军队却被维罗那和曼都亚的守军牵制住了。

在阿尔及利亚，当法军纵队需要通过敌人的地区时９２，他们编

成四个步兵方队，使这些方队居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角，而骑兵

和炮兵则在中间。如果阿拉伯人来进攻，步兵便以坚决的火力击退

他们，一当进攻者陷入混乱，骑兵立即冲到他们中间，这时，火炮卸

下前车，以便对他们进行射击。骑兵如果被击退，就可以在步兵方

队后面得到可靠的掩护。对于同优势敌军作战的军队来说，要塞体

系，特别是设在河网中的要塞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成密集队形

的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规的紊乱部队作战时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维

罗那、曼都亚、培斯克拉和列尼亚哥形成方队的四个角，只要其中

的三个没有被敌人占领，那末就不可能迫使较弱的军队放弃它的

阵地。但是怎样才能攻占这些要塞呢？如果奥军无力进行野战，培

斯克拉的确随时都是容易被攻克的；而曼都亚，在１８４８年敌军甚

至没有企图对它进行封锁，更不用说围攻了。封锁曼都亚需要三路

军队：一路在明乔河西岸，一路在东岸，这两路军队用来围攻，第三

路军队则用来对付维罗那的奥军，以掩护围攻。但是，奥军如果在

河流和要塞之间进行巧妙的机动，就可以用全部兵力ａｄｌｉｂｉｔｕｍ

〔任意〕攻击这三路军队中任何一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进行围攻

呢？仅仅一个曼都亚，波拿巴将军经过９个月的努力才用围困的方

法存取了它，那末在依托于维罗那、列尼亚哥和培斯克拉各要塞的

军队的支援下（这支军队能够在明乔河或者阿迪杰河两岸集中兵

力，进行机动，同时他们的退路也绝不会被截断，因为他们有两条

交通线，一条经过提罗耳，另一条经过威尼斯省），曼都亚会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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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多少呢？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个阵地是欧洲最强大的阵

地之一，并且因为奥地利人不仅在那里构筑了足够的工事，而且也

完全了解它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配置在这个阵地上的１５万奥

军，是用不着害怕数量比他们多一倍的敌军的。

然而我们假定他们被逐出这个阵地，假定他们丢失了曼都亚、

培斯克拉和列尼亚哥，但只要他们握有维罗那，并且没有被完全逐

出野战阵地，他们就可以使得任何一支法军向的里雅斯特和向维

也纳的进军成为非常冒险的行动。奥军一方面守住维罗那作为前

哨阵地，一方面可以退到提罗耳补充人员，再迫使敌人分散兵力。

一部分敌军将围攻维罗那，另一部分必须防守阿迪杰河谷；这样一

来，敌人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向维也纳进军呢？即使有的话，提罗

耳的军队也可以经过布兰塔河谷（波拿巴将军在１７９６年曾使奥军

接受了一次极其惨痛的教训，因此他们了解到布兰塔河在战略上

的意义）来袭击他们。但是如果奥军没有其他部队防卫直接通往德

国的道路，这样的做法就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奥军把主力调到提罗

耳阿尔卑斯山，敌人也仍然能绕过该地，并在奥军走出山地以前到

达维也纳。但是我们假定维也纳已经设防（我们估计，这一工作正

在进行），那末这种考虑就不存在了。奥地利军队会及时赶到，来为

维也纳解围，并且只要扼守住阿尔卑斯山，就能保卫克伦地亚边

境，从而威胁入侵军队的左翼，使他们担心在巴萨诺附近或者在科

涅利安诺附近遭受袭击，担心在通过该地区后交通线立刻会被截

断。

附带说一下，奥地利人借口明乔河线是德国南方的自然疆界，

企图以此证明他们侵占意大利是有理由的，而德国南方疆界这样

的间接防御正好驳斥了这种论调。如果情况真如这种论调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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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那末莱茵河就应当是法国的自然疆界。在一种场合有效的一

切论据，在另一场合也可能完全适用。但是，幸而法国既不需要莱

茵河，德国也不需要波河或者明乔河。谁要从翼侧迂回别人，他也

会被别人迂回。威尼斯省可以从翼侧威胁提罗耳，而提罗耳则可以

威胁整个意大利。直通米兰的博尔米奥山口，可以用来为进攻的里

雅斯特和格腊迪斯卡的敌人准备第二个马连峨，这恰恰就和大圣

伯纳德山口对于向瓦尔河一线进攻的梅拉斯所起的作用是一样

的９３。归根到底，在战争中，谁能够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

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让德国紧紧握有提罗耳吧，那样，它便

完全可以让意大利在平原上为所欲为。只要德军能够进行野战，威

尼斯省是否在政治上从属于德国，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军事观

点看来，德国的阿尔卑斯山疆界控制着威尼斯省，这对于德国说

来，应当是很够了。

当然，这纯粹是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当法国插

手，情形便不同了；如果法国以全力来干涉，交战的每一方当然都

会尽可能保卫自己的阵地。德国将会放弃明乔河线以及阿迪杰河

线；但是只有把它们让给意大利而不是让给其他国家，它才能够放

弃它们。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是研究了奥军方面采取防御战的前途。

但是如果发生战争，那末他们的处境将迫使他们采取进攻战的计

划。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在下一篇文章里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２月中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７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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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工厂视察员们公布了关于他们各

自的视察区到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定期的半年报告，我也照例

把我对这些极端重要的工业通报９４的简评寄给你们。综合报告这

一次压缩得只有几行字，它仅仅指出，除了苏格兰一地而外，工厂

主违反关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作时间，特别是他们吃饭时间的

法律的事件，确实急剧地增加了。因此，视察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

坚决要求颁布一个补充法令来取缔这些违法行为。

他们说：“工厂立法的缺点使视察员及其助理极难执行揭发和惩处违反

工厂立法的人的任务，而且极难实现本立法有关限制工作时间、保证工人们

在一天中有充分的可能来休息和吃东西等极其重要的事情的明确意图。因此

有必要对各项法律做某些修改。如果议会预料到，有人会这样规避法律，它就

一定会事先做出相应的决定，以防止这种情况。”

因为我认真地研究了产生现行工厂法的热烈的议会辩论，所

以，我不赞同工厂视察员们的结论，并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

为，制定工厂法的明显意图，就是使人有一切可能去违反和回避这

些法律。促使这些法律产生的土地占有者和工厂主之间的强烈敌

意，终究由于这两个统治阶级对那些他们称之为“黎民百姓”的人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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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仇恨而缓和了。同时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些不顾万能

的阶级利益，以道义上的英勇气概、顽强的毅力和出众的智力起来

保护被压迫群众的不列颠工厂视察员表示敬意。在我们这个普遍

祟拜玛门的时代，这样的人是不可多得的。

第一篇报告的作者是莱昂纳德·霍纳先生，他的视察区包括

英格兰的工业中心，即整个郎卡郡、柴郡和得比郡的一部分、约克

郡西区和北区以及英格兰北部的四个郡。因为工厂法现在还在受

到工厂主方面的毫不调和的反对，而且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争取废

除这些法律的议会运动，所以，霍纳先生一开始就维护一项使童工

和女工摆脱无情的自由贸易法的无限控制的立法。官方的经济学

家们宣称，工厂立法是与一切合理的“原则”相矛盾的，其后果对工

业无疑将是十分有害的。霍纳先生回答第一种反对意见时说：

“因为在一切工厂中大笔固定资本都投到厂房和机器上去了，所以机器

工作的时数越多，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不言而喻，如果完成这种工作对人没

有害处，也就不会从立法上对这种事情进行任何干涉了。但是，已经发现，为

了使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童工、男女未成年工和女工每天工作时间过长，而

且常常加夜班，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保持他们的健康，同道德、儿童教育、正常

生活完全不能相容，使人根本不能合理地享受丝毫的生活乐趣，所以，道德原

则最起码的要求促使立法机关取缔这种极其不良的现象。”

换言之，霍纳先生说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在目前的社会状

况下，在经济学家和他从理论上代表的那些阶级看来，随便什么原

则，不仅是违反人类良心一切准则的原则，而且像毒瘤一样吮吸整

代人的生命液那样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原则。至于那些

工厂法的反对者借口说什么这些工厂法阻碍着工业的发展，霍纳

先生举出事实来反驳他们的空谈。在根据下院１８３５年３月１９日

的决议出版的一个报告中，这个视察区的工厂数和在厂里做工的

２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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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为：

工厂数目 在厂里做工的人数

棉纺职业……………………… ７７５ １３２８９８

毛纺职业和精梳毛纺职业…… ２２０ ８７３８

亚麻…………………………… ６０ ３５４６

丝绸…………………………… ２３ ５４４５

  
    共 计……………… １０７８ １５０６２７

  在１８５７年２月提交下院的一个报告中，数字是这样的：

工厂数目 在厂里做工的人数

棉纺职业……………………… １５３５ ２７１４２３

毛纺职业和精梳毛纺职业…… １８１ １８９０９

亚麻…………………………… ４９ ６７３８

丝绸…………………………… ４６ １０５８３

  
    共 计……………… １８１１ ３０７６５３

  这两个统计表的资料表明，在２２年中棉纺织厂几乎增加了一

倍，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毛纺织业和精梳毛纺织

业中工厂数目大大减少，而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证明资本在积聚，小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工厂排挤掉了。在亚

麻生产中也可以看见同样的过程，只是规模比较小些。丝绸工厂数

目增加了一倍，在厂里做工的人数也几乎增加了一倍。

霍纳先生指出：“但是，工业的进步并不是限于工厂数目的增加，因为对

各种机器实行的重大改进大大地提高了机器的生产力。”

这里重要的关键是，这些改进（特别是有关在一定时间内大大

增加机器速度的问题）的动因无疑地是由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

所提供的。

３２２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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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纳先生说：“这些革新和工人有可能更认真工作的情况，产生了我有机

会不止一次肯定过的一种结果，即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通常需要较长时

间才能完成的工作。”

就在霍纳先生的视察区，自从工业状况在不久以前得到了改

善以来，愈来愈经常地发生蓄意和自觉违反限制工作时间的各项

规定的事件和违反关于工人年龄和从８—１３岁的童工（法律规定，

他们的工作时间应该减半）上学的各项规定的事件。报告说：

“一些工厂主迷恋于增加利润，在他们的道德规范中违反议会决议并不

是犯罪，他们的盘算是，就算他们的行为被揭露而被课以任何数量的罚款，那

在他们由于不遵守法律规定而赚得的利润中也只占很小一部分。”

要了解这个在历次报告中一再提出的平常的控诉，首先必须

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是工厂主或他们的亲属，其次，法

律规定的罚款是很少的，最后，只是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未成

年工和女工才被认为是在工作。可是，霍纳先生说：

“对于不诚实的工厂主来说，再也没有比提出反证更容易的了。为此，他

只要在视察员刚一出现的时候关上他的蒸汽机就行了，那时全部工作都会停

止；在每一次报告中，视察员都要证明，控诉中所提到的人是真正在工作时被

发现的。刚一开始非法的工作（这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里要发生六次，因为一天

的工时总数是由许多小部分组成的）就派人出去望哨，只要视察员一来，就马

上发出信号，关上机器，叫工人离开工厂。”

助理视察员只有采用正派人所厌恶的警探手法，才能抓到罪

证。由于视察员及其助理在他们的视察区里很快就被人熟识了，所

以他们就失去了发现最狡猾的违法者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只剩下

了一个唯一的办法——求助于他们邻区的同行，这些同行由于被

误认为是前来办货的外地商人，才能逃过工厂主设在各个火车站

上的密探的眼睛。

４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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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这份霍纳先生视察区在半年内工业生产中的伤亡通报一

定会使那些研究军事科学的人感到兴趣，他们会相信，以人体的各

个部分，例如手、手臂、骨胳、脚、头部和面部作为奉献给现代工业

的经常贡品，超过了许多被认为是流血最多的战役中的伤亡。

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

伤 害 的 种 类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 工 总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

截断右臂或右手…………

截断左臂或左手…………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四肢和身体骨折…………

手或脚骨折………………

头、面部受伤……………

裂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
 外的其他损伤…………

４

２

２

８

１４

１８

２６

１１

１４６

—

—

—

１９

１４

４

２７

１６

９７

３

１

１

１４

８

１０

２３

１２

１２２

１

—

１

１４

１２

４

１９

１３

１３８

２

—

１

６

５

３

８

７

３３

—

—

—

４

３

３

９

１

３５

９

３

４

２８

２７

３１

５７

３０

３０１

１

—

１

３７

２９

１１

５５

３０

２７０

 共 计………… ２３１１７７１９４２０２ ６５ ５５４９０４３４

非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

伤 害 的 种 类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 工 总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事件…………………

头、面部受伤……………

裂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
 外的其他损伤…………

３

２

３

１

—

２

—

１

４

—

—

２

—

—

—

—

—

１

３

３

７

１

—

５

 共 计………… ８ ３ ５ ２ — １ １３ ６

５２２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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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报告是约翰·金凯德爵士写的，其中包括了全苏格兰

的资料；正如他指出的，在苏格兰，调整工厂中女工、未成年工和童

工劳动的各项法律，仍然得到严格的遵守。这种情况并不包括关于

童工的学校教育的规定，因为苏格兰的工厂主显然有一种惯用的

手段，能够使他们的年幼的工人从专门为发文凭而建立的学校中

得到文凭，童工根本不到这些学校去上课，即使有人去上课，那里

也根本不能对童工进行什么教育。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举出两件

事来就够了。１８５８年，约翰·金凯德爵士在助理视察员坎伯尔先

生陪同下，访问了两所学校，在格拉斯哥的几个印花工厂做工的童

工通常是从这两所学校获得文凭的。报告中说：

“第一所学校属于布里季顿的斯密斯小巷的安·基林女士；我们去访问

时，校舍里没有儿童；当我们请基林女士按字母说出她的姓来时，她就手足无

措地先说了一个《Ｃ》，但马上更正说，她的姓的头一个字母是《Ｋ》。但是，我察

看她在儿童文凭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并不是始终都写得一样的，而且她

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能力教书，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记课堂日志。我访

问的第二所学校属于考尔顿的朗德列西街的威廉·洛古，他发的文凭我也认

为有责任说是无效的。校舍长约１５英尺、宽１０英尺，我们数了一下，这个校

舍中共有７５个儿童，他们在那里大声乱叫乱嚷。我请教师给我叫出几个儿童

的名字来，根据他来回环视那群儿童的神情，我了解到，他不知道哪个儿童来

上课了，哪个没有来。”

实际上，工厂法有关教学的条款虽然要求童工要有上学的证

明，但是，并没有要求童工从那里得到什么知识。

在苏格兰，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是２３７起，其中男工５８起，女

工１７９起；其他不幸事故只有１０起。需要做截除手术的不幸事故

的数目在增加，轻伤事故也在增加；但是，不同的是受害者大都是

１８５８年下半年就业的工人。死亡事故只有一起。根据苏格兰西部

各区助理视察员的报告看来，１８５７年停业的一些棉纺织厂还没有

６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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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时兴的印花布生产全年的开工情况也委靡不振。约翰·金凯

德爵士从东部地区得到的最新报告说，丹第和阿布罗思有些工厂

由于不久前破了产和其他原因，已经停工，其他几个被认为是充分

开工的工厂，也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报告说，这种情况在很大程

度上应归咎于生产过剩，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运来的亚麻比往常

少，以及由此引起的原料价格的昂贵。平常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减少

了，可以看出，亚麻厂主们实际上已经企图在萧条现象尚在继续的

时候把工厂开工的时间缩减到每周４２小时。另一方面，在那些生

产毛织品的地区，特别是制造“芬格兰呢”的地区，在这个日益扩大

的生产部门，在哈里季、加拉希耳兹、塞耳克尔克等地，却出现十分

兴旺的复苏景象，而且一切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只有

手纺织业是例外，由于机器纺织机数量的增加，手纺织业正逐渐衰

落，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约翰·金凯德爵士提出了下面这个统计表来说明１８３５年到

１８５７年这２０年中，苏格兰工厂工业各部门的变化情况：

年  份 工   厂
工  人  人  数

男  工 女  工 总  计

１８３５……

１８５７……

１８３５……

１８５７……

１８３５……

１８５７……

各种棉纺织厂

１５９

１５２

毛 纺 织 厂

 ９０ 

１９６

亚 麻 厂

１７０

１６８

１０５２９

７６０９

１７１２

４９４２

３３９２

８３３１

２２０５１

２７０８９

１７９３

４３３８

１００１７

２３３９１

３２５８０

３４６９８

３５０５

９２８０

１３４０９

３１７２２

７２２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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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其他两篇报告，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再作评述，尤其因为罗

伯特·贝克先生的报告中包含有会使任何国家的工业家感兴趣的

材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８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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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

取胜的可能性

  最热心拥护和平的朋友们，对保持欧洲和平开始失去了最后

一点微弱的希望。他们现在不再谈论和解的可能性，而在谈论将要

交战的双方取胜的可能性。因此，让我们继续从军事观点来研究一

下波河河谷的特点，以及这一河谷能够给彼此对峙的法国－撒丁

联军和奥地利军队提供哪些作战条件。

我们已经叙述了奥军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坚强阵地①。现

在谈谈另一方面。大体从西向东流的波河有一个大河湾，它从西北

向东南流约１６英里，然后又折向东流。这个河湾位于撒丁境内，距

奥地利边境约２５英里。由阿尔卑斯山向南流的塞齐亚河在这个河

湾的北端流入波河，而从亚平宁山向北流的博尔米达河则在河湾

的南端流入波河。无数小河在上述两河与主流汇合处附近流入这

两条河，因此在地图上看来，这两条河以西的地区是一片宽广的河

网地区，这些河流都是起源于呈半圆形从三面环抱皮蒙特的山脉，

并且流向一个共同的中心，好像是从圆周引到圆心的许多半径。皮

蒙特这一有利的防御阵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这一阵地，拿破仑

９２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１３—２２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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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不论拿破仑还是接替法国统治这一地区

的撒丁政府都忽视了这一阵地，一直到１８４９年撒丁遭到惨败后才

开始在这里构筑防御工事。但是甚至在那时，防御工事也是构筑得

非常缓慢，而且在用钱方面极其吝啬，以致到目前这一工程还没有

完成，并且那些本来应当有石砌内岸和外岸的防御工事，现在为了

在今春能够完工，也筑成了简单的野战工事。

在塞齐亚河和波河汇合外以西约４英里，在波河上有一个卡

萨勒城，它设有防御工事并且还在继续加固中，目的是使它成为阵

地北翼（即左翼）防御的基础。在塔纳罗河和博尔米达河汇合处，也

就是在博尔米达河和波河汇合处上游８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皮蒙

特最强大的要塞亚历山大里亚，现在这一要塞已成为掩护整个阵

地南翼（即右翼）的巨大营垒的中心。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为１６

英里，并且波河又有连接这两个城市的道路平行，距道路约５—６

英里。配置在这个阵地上的军队，左翼既有塞齐亚河掩护，又有卡

萨勒和波河掩护，而右翼则有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在该城附近汇合

的奥尔巴河、博尔米达河、贝尔博河和塔纳罗河掩护。阵地的正面

有波河河湾作掩护。

如果撒丁在这个阵地上集中８—９万人的一支军队，那末它便

有５万人可以进行积极行动，来袭击那些企图在南面诺维和阿库

伊附近或者在北面韦尔切利附近迂回这个阵地的任何军队的翼

侧。因此可以认为，都灵也受到这个阵地的很好的掩护，而且，这个

首都有一个城砦，要占领它，必须预先进行正规的围攻，但是，如果

不预先把皮蒙特军队逐出营垒，那末迂回这个阵地的任何一支军

队，都无法进行围攻。然而，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阵地有一个缺

点，就是它没有纵深，而且它的后方又完全没有掩护。奥军在明乔

０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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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阿迪杰河之间有一个四边形要塞区，四个角上各有一个要塞

作掩护；而皮蒙特军队在波河和博尔米达河上的一条防线，只是两

翼各有一个要塞作掩护，正面有很好的防御，但他们的后方却是完

全暴露的。由南面迂回亚历山大里亚是冒险的，并且作用较小；但

是却可以由北面迂回卡萨勒，即使在韦尔切利附近不能迂回，那末

至少可以在塞斯托－卡兰德、诺瓦拉、比耶拉、桑提亚和克列申丁

诺附近进行迂回。如果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在卡萨勒以西渡过波

河，并攻击皮蒙特军队的后方，皮蒙特军队将不得不立即放弃坚固

的筑垒阵地这一有利条件，而在平地上应战。这种情形将是马连峨

会战的重演，不同之处只是在博尔米达河的另一岸而已。

这样，我们叙述了波河流域的两个作战基地——在前一篇文

章中叙述了奥军的基地，在本文以上各段中则叙述了法国—皮蒙

特联军的基地，——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利用这些基地的问题。

展开地图，我们首先看到，属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整个东北部

分，也就是由日内瓦到距离斯特尔维奥山口不到１英里的地方，将

成为中立地区，一直到交战的一方认为有必要破坏这个中立的时

候为止。由于目前瑞士人正在聚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来进行防

御，所以在战争一开始时这种中立马上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是很小

的。因此，在目前，我们把瑞士看作是真正中立的、双方不可侵入的

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进入皮蒙特的道路只有四条。里昂军团

将经过萨瓦和蒙塞尼山口。较小的部队可以通过布里昂松和蒙热

涅夫尔山口；这两支兵力都将通过阿尔卑斯山，在都灵会合。集中

在普罗凡斯的军团，一部分可以由土伦通过尼斯和田达山口，一部

分可以在土伦乘船用短得多的时间到达热那亚。这两部分军队的

集中地点是亚历山大里亚。虽然在这里还有其他几条道路，但是这

１３２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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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道路不是不便于大的部队通过，便是在通往上述集中地点的各

条道路中只有比较次要的意义。

法国的意大利军团（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这样称呼它），已根

据上述形势配置好了。军队的两个主要集中地点是里昂和土伦；小

部队集中在这两地之间的罗尼河河谷，准备经由布里昂松出动。为

了迅速地把一支强大的法军集中在波河河谷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卡

萨勒地区，的确需要利用上述所有的道路，这时，最大的部队将通

过里昂和蒙塞尼山口，较小的部队将通过布里昂松和蒙热涅夫尔，

在普罗凡斯的军团则应当把尽可能多的兵力由海道运到热那亚，

因为从瓦尔山口经过田达山口前进的军队，到亚历山大里亚需要

１０天以上的时间，而取道海路，则可以在２４小时内由土伦到达热

那亚，由此再经过３天强行军或者４天正常行军，就可以到达亚历

山大里亚。

如果我们假定（而实际上可能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法国步

兵营进入皮蒙特，奥地利就会立即宣战，那末请问，奥地利的意大

利军团可能采取哪一种行动呢？他们可能留在伦巴第按兵不动，静

待２０万法军和５万皮蒙特军队集中，然后放弃整个伦巴第，在敌

人面前退到他们在明乔河上的作战基地。这种行动会使奥军意志

沮丧，而使他们的敌人因为轻易取得意外的胜利而士气昂扬。或者

奥军可能在伦巴第开阔的平原上等待法军和皮蒙特军队的进攻。

在这种场合下，因为他们只有１２万人来对抗数量上多一倍的敌

军，所以会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击败，并且还会因为意大利人在

全国各地举行起义而处于困境。固然，奥军可以勉强到达他们的要

塞，但是这个强大的作战基地将只能用来进行没有成果的防御，因

为野战军的进攻力量在这时已消耗殆尽。在增援部队由奥地利内

２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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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赶来以前，这个要塞体系的最重要的作用——使比较薄弱的军

队利用它作为基地，有掩护地向比较强大的军队进行有效的攻击

——就完全不能发挥了；而在这一期间，培斯克拉可能陷落，列尼

亚哥也可能陷落，经过威尼斯省的交通线也必定会被截断。上述两

种作战方法都是不利的，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能采用。但是，奥军

还有一着棋可以走。

奥军至少可以出动１２万人。如果他们很好地选择战机，那末

和他们对抗的仅仅会有９万皮蒙特军队，并且其中只有５万人可

以参加作战。法军正沿着四条都是通往亚历山大里亚的道路前进。

在这四条道路之间，也就是在蒙塞尼山口到亚历山大里亚的一线

与热那亚到亚历山大里亚的一线之间，总共约有１４０度的角度；因

此，法军各个集团在尚未集中之前是谈不上相互协同的。如果奥军

能够很好地选择战机（我们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曾经看到他们善

于做到这一点），从正面攻击皮蒙特军队的作战基地，或者由北面

迂回它，那末我们就敢断言，即使皮蒙特军队发挥了应有的勇敢精

神，他们也很少可能经受住奥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一当皮蒙特军队

在野战中被逐退而不得不只进行消极的要塞防御战时，奥军便能

在法军各个集团从阿尔卑斯山或者亚平宁山走出时，以优势兵力

逐个地攻击他们。纵然奥军被迫退却，只要瑞士保持中立，奥军的

北翼就有掩护，退却也是有保障的，并且奥军在到达曼都亚以后仍

然能在自己的作战基地进行积极的攻势防御。

奥军另一个可能的作战方法是：在托尔托纳郊区占领阵地，等

待法军纵队由热那亚向亚历山大里亚进发，因为这时它必然要在

奥军面前暴露自己的翼侧。但是，这个进攻方法是非常不高明的，

因为法军也许会安然地停留在热那亚，一直等到其他的纵队集中

３３２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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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里亚为止，到那时，奥军不仅会完全失掉一切优势，而

且与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通道也可能被切断。

我们假定，奥军被击败而不得不退到他们的作战基地；但是法

军一进到米兰以东，也可能为奥军所迂回。经由斯特尔维奥山口来

的道路从提罗耳沿阿达河河谷直通米兰；经由托纳列山口来的道

路沿奥利奥河河谷、经由朱迪卡里耶来的道路则沿基泽河河谷通

到伦巴第的中心，通到从西方攻击明乔河的任何一支军队的后方。

奥军经过提罗耳，可以迂回整个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并且如果有必

要的准备，奥军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在伦巴第平原上给敌人造成新

的马连峨。只要瑞士保持中立，敌人是无法施用同样的军事计谋来

对付进攻皮蒙特的奥军的。

因此，在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下，奥地利最好的作战方法就是进

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

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而且正是在同奥军作战中，拿破

仑最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战法；蒙特诺特、密雷栖摩、蒙多维和德果

等会战８７便证明了这一点，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会战９５也同样证

明了这一点。奥军在索马康帕尼亚９６和库斯托查，尤其是在诺瓦

拉，显然表明他们已从拿破仑那里学会了这个战法。因此，这样的

战法在目前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最适合的；虽然采取这一战法必

须极其慎重，并且必须准确掌握作战的时间，但是，如果奥军仅限

于单纯防御他们的领土，那末终究会错过极好的胜利机会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２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８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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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９７

１８５９年３月１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在２月２８日下午的会议上向下院透露了政府

的议会改革法案的秘密。这个法案可以简略地叫做洛克·金先生

法案，因为这个法案规定把各郡的选民选举资格限制由５０英镑降

低到１０英镑。９８这种降低在某种程度上被抵销了，因为居住在有

权选派代表参加议会的各城市中的有４０先令收入的自由农９９在

各郡中都被剥夺了投票权；而且这个法案也被斑驳杂陈的一大堆

难以理解的选举特权装饰着；这些特权一方面总的说来是微不足

道的，另一方面它们也只会加强现存的阶级垄断。关于让大多数人

民参加选举、对一切选区权利平等、保证秘密投票这些重要问题，

甚至没有提到。我对这个法案的评语是确切的，这可以从对法案基

本原则的下列简要叙述中得到证明；这些基本原则就是：应该为各

郡和各城市的租赁者制定一种统一的选举法；换句话说，１８３２年

的议会改革法案中规定各郡的租地者的财产资格限制为５０英镑

的契安多斯的条文应该取消１００。不动产租赁者的选举法适用于各

种不动产，不管这种不动产是否包括建筑物。根据纽马奇先生估

计，在各郡实行１０英镑的财产资格限制，将使各郡选民人数增加

１０３０００人，而迪斯累里先生认为，各郡选民将增加２０万。另一方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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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４０先令的自由农名义上照旧都有选举权，但是，居住在城市中

的、由于自己占有自由土地在此以前一直在各郡享有投票权的４０

先令的自由农，现在却失去了这种权利，因为他们必须在他们所居

住的城市投票。这样一来，大约有１０万选票将从各郡转移到城市，

同时，大约有４万名（甚至可能更多）不是经常居住在各郡的选民

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了。这就是新法案的实质。它用一只手夺去了

另一只手给予各郡选举权的东西，它所特别关心的是，要彻底消除

１８３２年议会改革以来城市通过购买４０先令的自由农的土地而对

各郡选举所起的影响。迪斯累里先生在议会提出法案时所做的长

篇演说中，想竭力证明，最近１５年来，４０先令的自由土地已由各

城市广泛地建立了工厂，以致：

“各郡不住在郡里的选民人数，目前已超过了根据关于租赁者选举权的

条文进行投票的选民人数”，结果在选举那天，“一些大城市就会乘铁路之便

把城市里的选民大批运往各郡，仅仅某一个城市俱乐部的成员人数就会在数

量上压到经常居住在郡里的选民”。

为了维护各郡的利益，布莱特先生对这位绅士的演说作了有

力的回答：

“您的目的是还要进一步限制各郡的选举权。看来，你最害怕不过的就是

那些积极的选区，特别是各郡的那些积极的选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长期

以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各郡选民人数都没有增加，而且有很多郡甚至还

减少了。纽马奇先生指出，有１１个郡，在１８３７—１８５２年这１５年中，选民人

数减少了２０００人以上，但是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有投票权的总人数在这

１５年中却增加了３６０００人，其中１７０００人以上都是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

西区增加的。在英国的其他地区，购买自由土地是如此困难，农场的规模扩

充得这样大，结果总的说来，各郡的选民人数，几乎不是没有变化，就是必

定减少了。”

６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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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放下各个郡来谈谈小城市吧，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

新的难以理解的选举特权，这些特权部分地是从１８５２年和１８５４

年约翰·罗素勋爵提出的两个未获通过的法案１０１中抄来的，部分

地也应该归功于费尽心机想出矛盾百出的倒霉的印度法案的埃伦

伯勒勋爵的天才１０２。在这些特权中，首先有所谓教育优惠条件，正

如迪斯累里先生讽刺地指出的，这些教育优惠条件虽然不以某一

学科为转移，但是这意味着各有关阶级的教育“要求耗费相当多的

金钱”，因此可以归入合乎财产资格限制的总的一类。根据这种优

惠条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英国教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团体的教

士、律师、私法律师和公证人、辩护士和法院代诉人、医生、领有执

照的教师，总之，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或者法国人在基佐先生

时代通常称之为“贤者”的人，都享有选举权。因为这些“贤者”有很

大一部分已作为有１０英镑收入的契约农１０３而享有选举权了，所以

这条规定虽然可能助长教权派的影响，但未必能使选民人数增加

多少。其他重新实行的选举优惠条件给予了：（１）每周交房租８先

令或每年交房租２０英镑的房屋住户和租户，不论其房屋有没有家

具；（２）持有国家证券或无期公债、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或银行股票

等动产每年可以得到２０英镑收入的人，或者由于在陆军、海军或

民政机关长期服务现在已经不再供职而每年可以领到２０英镑抚

恤金或津贴的人；（３）在储蓄所有６０英镑存款的存户。

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

级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

阶级参加选举，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

（迪斯累里先生不慎地这样称呼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的地位。所

有反对政府的人，从约翰·布莱特先生到约翰·罗素勋爵，都强调

７３２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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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新改革法案的这一点是最使人反对的，可以说这是在下院发

言的反对派的一个新的特点。迪斯累里先生本人宣称：

“１８３１年提出选举改革法案的时候，大家都承认，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英

国资产阶级能够在立法机关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

约翰·罗素勋爵说：“爵士，您知道呜，从我反对把１８３２年的法律看做是

极限的时候起，我持这一观点是根据一个我认为唯一足以破坏广泛而复杂的

协议的事实，即有大量完全应该有选举权的人被排斥在选举之外，而且这些

人都属于我们国家的劳动阶级。”

罗巴克先生说：“１８３２年的法案是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

如果没有劳动阶级参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选举改革法案。工人的表现使我

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为了我国的劳动

阶级，现在我要向资产阶级呼吁。”

布莱特先生说：“如果我能够设想，英国的劳动阶级会甘心让别人剥夺他

们的选举权，像迪斯累里的法案所做的那样，那我一定会极端鄙视他们，更正

确些说，我不仅会鄙视他们而且会对他们失去任何信心。”

把劳动阶级排斥在选民之外，同时又剥夺居住在城市的自由

农的选举权，这是向目前的议会改革法案及其起草人发起进攻的

战斗号召。同时，由于沃尔波尔先生和汉利先生退出内阁而显露出

来的，因为契安多斯的条文被取消而引起的政府阵营内部的分歧，

绝不会有助于加强他们的防御手段。

至于法案的其他条款，它们的意义是比较小的。没有一个有权

选派议员的城市，是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而且还新设了１５个席

位，其中约克郡西区将得到４个，南郎卡郡将得到２个，密多塞克

斯将得到２个；同时，有７个议会中的新席位将分别给予７个不久

以前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即哈特耳普耳、伯肯海德、合并了的西布

罗姆威奇和温斯柏利、贝恩利、海利布里奇、克劳伊登和格累夫森

德。为了给这些新添的议员腾出席位来，有１５个人口不超过６０００

８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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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小城市选派的议员人数，要从２名减为１名。这就是应该实现

对一切选区“权利平等”的比例。

在拥有２００名选民以上的每一个或几个教区都应当设立选民

点；新设置的选民点的费用由各郡负担。为了同秘密投票的拥护者

取得妥协，不愿在进行选举的地方投票的选民，可以用发给选民的

选票进行选举；而且选民要用挂号信把选票寄回给选举委员，在挂

号信上签名时须有两个证人在场，其中一个必须是房东；信应该由

特别委托的人在投票那一天开启。最后，这个法案对各郡选民的登

记制度作了某些改进。除了“泰晤士报”和政府的机关报１０４以外，伦

敦没有一家报纸对这一法案的成功寄予任何希望１０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８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３２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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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１８５９年３月４日于伦敦

今天我打算概述一下前面一篇文章①中所提到的两个工厂报

告。第一个是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编写的，他的工厂区包括密多塞

克斯（伦敦及其近郊），萨雷，艾塞克斯，柴郡、得比郡、郎卡郡的一

部分，以及东区（约克郡）。半年来——到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

——在这个厂区共发生３３１件因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其中有１２

件是死亡事故。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几乎只提到了一点，即关于

印花工厂及其他工厂的童工的教育问题的规定。在招收童工或未

成年工到印花工厂或其他工厂做长期工之前，雇主必须得到分教

区医师的证明书。根据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第七年颁布的法律第

十五章附则Ａ
１０６
的规定，凡申请检查身体的人

“如果不具有最起码的力气和一般８岁儿童的外貌，而青少年如果不具

有至少１３岁的外貌，或者因疾病和体力孱弱以致这些年轻人不能在法律允

许的时间内每天在工厂工作”，

分教区医师应该拒绝发给证明书。

８—１３岁的儿童按照法律被认为是不适宜全天工作的，他们

０４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２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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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用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去上学，而且医生有权只发给他们工作

半日的证明书。从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中可看出，一方面，当家

长们能为自己的孩子获得全工作日的工资时，他们总是尽量设法

不让他们的孩子进学校和获得半份工资，另一方面，对于工厂主来

说，孩子只作为能够完成这种或那种工作的一种体力而使他们感

到兴趣，当家长们得到全工作日工资时，工厂主也得到了全日工作

的工人。下面这则刊登在雷德格雷夫先生工厂区中巨大工厂中心

的报纸上的广告，令人震惊地想起贩卖奴隶的手段；它表明工厂主

是如何履行法律的规定的。广告上径直这样说：

“兹征求１２—２０名男孩，其外貌起码要像１３岁…… 工资每周４先令。”

依据法律规定，雇主实际上不必要求某种有可靠根据的关于

儿童年龄的证明书；对他来说只要按照儿童的外貌来判断他的年

龄就够了。半日工作制所依据的原则是，如果儿童在工厂工作的同

时没有每天上学，就不应允许童工劳动。这种制度由于两种原因遭

到了工厂主们的反对。他们不愿意对半日工作者（１３岁以下的儿

童）必须上学这点负责，并且认为使用一班童工代替两班轮流工作

６小时的童工比较便宜和省事。因此，实行半日工作制的第一个结

果是１３岁以下在厂童工名义上几乎缩减了一半，从１８３５年的５６

４５５人降低到１８３８年的２９２８３人。但是，这种缩减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有名无实，因为签发证明书的分教区医师的效劳使联合王国

幼年工人的相应年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随着签发证明书的

医生受到工厂视察员及其助理的较严格的监视，随着根据出生登

记表查明儿童实在年龄的可能性的增长，１８３８年以后开始发生相

反方向的变动。１３岁以下的童工的人数又从２９２８３人（１８３８年在

１４２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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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工作的童工曾下降到这个数目）上升到１８５０年的３６１２２人和

１８５６年的４６０７１人，况且最近发表的官方报告书远没有反映出使

用童工劳动的真正规模。一方面，很多签发证明书的医师仍然能巧

妙地躲过视察员的警戒，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儿童辍学，并由于

有关丝织厂的法律的改变１０７在１１岁就就已经不再受半日工作制

的束缚了。

正如一个工厂视察员所说的：“这是可能供奉给工厂主的一种牺牲品，但

这种牺牲品对丝织工业区的社会福利是有害的。”

虽然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现在在联合王国印花工

厂及其他工厂工作的８—１３岁童工的人数超过了１８３５年从事同

样工作的童工的人数，然而无可怀疑的是，半日工作制在刺激发明

代替童工劳动的办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雷德格雷夫先生这样

声称：

“现在有一类工厂主——毛纺织厂的厂主——事实上很少使用１３岁以

下的即做半个工作日的童工的劳动。他们采用了各种类型的经过改良的和新

的机器，这些机器完全消除了使用童工劳动的必要牲。为了说明参加生产的

童工人数缩减的情形，我可以举一个生产过程为例：由于把一种称为捻线机

的装置和目前使用的机器连接起来丁，６个或４个——视每台机器的特点而

定——做半个工作日的童工的劳动仅需一个未成年工就能完成了。”

现代工业（至少在那些现代工业早就发达的国家里）迫使童工

寻找工钱的情况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在不久前普鲁士的例子中再

次得到了明显的说明。１８５３年普鲁士工厂法规定，从１８５５年７月

１日起，任何一个未满１２岁的儿童都不得进工厂工作，１２—１４岁

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６小时，每天至少要有３小时去上

学。这项法律遭到了工厂主们的强烈反对，以致政府不得不实行让

２４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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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再在普鲁士各地普遍施行，而只在两个紧相毗连并有大批从

事纺纱、印制花布等工作的工厂居民的工业城市爱北斐特和巴门

试行。爱北斐特和巴门贸易局１８５６年年度总结中就这一问题向普

鲁士政府提出了如下的报告：

“工资的提高，同煤价和一切为这些工业部门所必需的材料，如皮革、油

脂、金属等价格的上涨一样，对于生产非常不利。除此以外，严格实行１８５３年

５月１日颁布的关于在工厂中使用童工劳动的法律也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

使相当数量的童工离开生产，而且也使他们失去了受到能把他们培养成熟练

工人的早期训练的机会。某些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这些幼年工人，机器停止开

动了，因为使用成年工来管理这些机器不合算。我们建议修改一下上述法律，

缩短达到一定知识水平的儿童必需上学的时间，这是一种对无数家庭和工厂

主都有利的办法。”

最近的一份由爱尔兰视察员贝克先生写的工厂报告，着重对

造成不幸事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对一般生产状况作了评述。谈

到前一个问题时，贝克先生确定：每３４０名工人中就有一件不幸事

故，同到４月份为止的半年相比增长了２１％，而在机器造成的不

幸事故中（只有１０％的不幸事故与机器无关），有将近４０％的事故

只消稍微破费一点钱本来是可以避免和预防的，但是

“由于不久前修改了法律，现在是很难增加费用了，因为单靠规劝是不起

作用的”。

贝克先生断定说，生产状况改善了，但在他看来，

“在很多情况下重又达到了最高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工厂工业将逐渐变

得愈来愈无利可图，直到它完全不再成其为工厂工业”。

他公正地把原料价格和工厂制成品价格之间的对比的变化列

为同增加机器设备一起引起景气周期和不景气周期互相更替的主

要原因之一。贝克先生举出精梳毛纺织业方面的变化作为例子：

３４２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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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梳毛纺织业有利可图的年份，即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梳整好的英国

羊毛的价格每磅是１先令１辨士，而澳洲羊毛的价格则波动在每磅１先令２

辨士和１先令５辨士之间。在１０年——从１８４１年到１８５０年，包括上述两年

在内——中，英国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未超过每磅１先令２辨士，而澳洲羊毛

的价格却超过了每磅１先令５辨士。在倒霉的１８５７年初，澳洲羊毛的价格起

初是１先令１１辨士，以后在恐慌达到最高点的１２月份，跌到１先令６辨士，

然而后来在１８５８年间又逐渐回升到１先令９辨士；与此同时英国羊毛的价

格起初是１先令８辨士，１８５７年４月和９用上涨到１先令９辨士，１８５８年１

月又跌到１先令２辨士；从那以后它又上涨到１先令５辨士，这和上述１０年

的平均价格相较每磅增加了３辨士。这证明，不是忘记了１８５７年这种价格所

引起的破产，就是生产出来的羊毛只是勉强够维持现有加工羊毛的锭子转

动。”

总的说来，贝克先生显然持这样一种见解，即不论锭子和纺织

机的数量还是它们所达到的转数，都在以和羊毛生产不相适应的

比例增加着。在这方面英国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但是，警察局收

集的爱尔兰农业统计资料和霍尔·麦克斯威尔先生收集的苏格兰

的统计资料，对于一切实际目的已足够用了。这些资料表明，１８５７

年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某些谷物的耕种以及整个畜牧业都有很大的

扩大，只有牧羊业例外。１８５８年爱尔兰的羊的头数比１８５５年减少

了１１４５５７头；虽然在１８５８年中羊的头数比１８５７年增加了３５５３３

头，但其总数仍比前３年的平均数少了９５１７７头，而且主要是母

畜。苏格兰的有关数字如下：

作种畜的各种
年岁的羊（头）

供屠宰的各种
年岁的羊（头）

羊 羔

１８５６年…………２７１４３０１ 

１８５７年…………２６３２２８３ 

１１４６４２７

１１８１７８２

１９５５８３２

１８６９１０３

减少…… ８２０１８ 增加 ３５３５５ 减少 ８６７２９

４４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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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说明，总共减少了１３３３９２头羊，而且说明，屠宰的羊

比以往多了。假定每头羊的剪毛量为７磅，从以上数字我们知道，

１８５５年爱尔兰能提供１６８１０９３４磅羊毛（不算羔羊毛），而１８５８

年则只能提供１６２７６３３０磅，１８５７年苏格兰羊毛的产量（羔羊毛

也不算在内）减少了３２６６４１磅。因此，两地羊毛总共减少了８６１

２４５磅，或者，按照比较精确的计算，约相当于精梳毛纺织业每年

需要加工的英国羊毛总产量的１ ９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４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９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４２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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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波河与莱茵河１０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２月底—

３月初

１８５９年４月以单行本在柏林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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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一开始，“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公式就成了德

国大部分报刊的口号。

这个口号由于波拿巴的备战活动和威胁而得到了充分的证

实。在德国，大家凭本能正确地感觉到，波河只是路易－拿破仑的

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的主要目标。也许，只有为确

定莱茵河上的疆界的战争，才能成为波拿巴主义的避雷针，帮他应

付在国内威胁着它的两个因素：革命群众“爱国主义的威焰”①和

“资产阶级”不可遏止的不满情绪。这样做就会给前者提出一个具

有民族意义的任务，而给后者一个夺取新市场的希望。因此，关于

解放意大利的谈论在德国迷惑不了任何人。这就正如古谚语所说

的：打麻袋，赶驴子。如果说意大利被迫当了麻袋，那末这次德国却

根本不想当驴子。

因此，固守波河在目前只具有这样一种意义，那就是德国虽然

处于最终目的在于夺取它的最好几个省份的这种袭击的威胁之

下，但是绝对不想不经过战斗就把它即使不是最坚强的军事阵地，

也是最坚强的军事阵地之一拱手让与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

整个德国都非常关心波河的防御。在战争前夜，也和在战争中一

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

９４２

① 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新诗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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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

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但是，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种提法，完全不同于德国许许多

多军事家及政治家的意图，他们宣布波河即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在

战略上是德国的必要补充部分，甚至说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从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意大利战争以来提得特别多，在理

论上也不断得到更多的论证；拉多维茨将军在圣保罗教堂１０９以及

维利森将军在他所著的“１８４８年意大利战局”１１０一书中都论证了

这一观点。在非奥地利的南德，巴伐利亚将军海尔布隆纳尔也以极

大的热情评论过这一问题。在所有这些场合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全

都是政治性的，说什么意大利根本不能独立；意大利不是应当由德

国统治，就是应当由法国统治；如果今天奥地利人被赶出意大利，

明天在艾契河流域，在的里雅斯特的大门口，就会出现法国人，接

着德国整个南部边境就会暴露于“宿敌”之前。因此，奥地利是代表

整个德国而且是为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控制伦巴第的。

据我们所知，主张这一观点的军事权威是德国最有名的人物。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最坚决地反对他们。

对于以充当德国在意大利的利益的官方辩护士为己任的奥格

斯堡“总汇报”来说，这个观点成了它真正狂热地加以辩护的信念

的象征。这家基督教德意志的报纸，虽然痛恨犹太人和土耳其人，

却宁愿自身接受“割礼”也不让在意大利的“德国”诸省受到“割

礼”。那些热心于政治的将军们所辩护的，归根到底无非是使德国

获得最好的军事阵地，而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说这却是某种政

治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所谓“中欧大

国”论，根据这个理论，奥地利、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各邦应当在奥地

０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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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利的霸权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对于匈牙利和沿多瑙河的斯

拉夫—罗马尼亚各国应当用殖民、办学校和怀柔的方法使它们德

意志化；从而使这个国家集合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方，转向维也

纳；此外，还应当重新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１１１。这个“中欧大国”应

当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１１２的复活，并且除了其他的目的以

外，似乎还要兼并原奥属尼德兰１１３以及荷兰作为藩属。这样一来，

德意志祖国也许几乎要比现在操德语的范围扩大一倍；如果所有

这一切真正实现了，德国就要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命运已经

在设法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罗曼语系各民族正在迅速地衰落

着；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已经完全灭亡了；法国人目前也正衰落

中。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完全无力建设真正的现代的国家，世界历

史的进程注定他们要德意志化，而复兴的奥地利则一定要再度成

为执行天意的主角。因此，保持精神力量而又能完成历史创举的，

就只有日耳曼各民族了，但是其中英国人已经深深陷入了自己岛

国的唯我主义和实利主义，以致欧洲大陆不得不以关税壁垒来隔

绝他们的影响，隔绝他们的工商业，而自己另搞一套合理的大陆体

系１１４。因此，纯粹的德意志的美德和年轻的“中欧大国”就绝对有把

握在短期内争得陆上和海上的世界霸权，从而开辟历史的新纪元，

那时德国在经过了长期休养生息之后将会重执牛耳，而其他各民

族则将唯命是从。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争辩的。①

１５２波河与莱茵河——一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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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些爱国幻想的政治方面。我们只

是一般地就这个题目概括地说几句，使得以后没有人再能利用这

些堂皇的词句作为确定“德国”必须统治意大利的新的论据。这里

我们关心的只是问题的军事方面，也就是，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需

不需要永远统治意大利，特别是需不需要在军事上完全占领伦巴

第和威尼斯省？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德国为了防

守它的南部边境，需不需要占领艾契河、明乔河和波河下游及其桥

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

在设法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我们这里所说

的德国，是指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它的行

动都是由一个中心来实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看做某种臆想的政

治机体，而是把它看做一个真正存在的政治机体。否则，就根本谈

不上什么德国的政治需要或者军事需要。

２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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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整整几个世纪中，北意大利较之比利时在更大程度上是法

国人和德国人逐鹿的场所。占领比利时和波河谷地总是进攻者必

要的条件，无论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法国进攻德国都是这样；只有占

领这些地方才能充分可靠地掩护攻入法国或德国的军队的后方和

翼侧。只有比利时和北意大利完全中立，这种常规才能发生例外；

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

自帕维亚会战１１５以来，在波河流域的战场上，间接决定着法国

和德国的命运，直接决定着意大利的命运。自近代大规模的常备

军出现以来，由于德国和法国力量的不断增长，由于意大利在政

治上的解体，古意大利，也就是卢比康河以南的意大利已失去任

何军事价值，只要占领旧南阿尔卑斯的高卢，随之就必然能统治

整个狭长的亚平宁半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波河和艾契河流域

以及热那亚沿岸、罗曼尼亚沿岸和威尼斯沿岸，在这些地区，农

业最繁荣，工业最发达，商业也最活跃。半岛（即那不勒斯和教

皇国）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地区已经有

几世纪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了。过去谁占领了波河谷地，切断了半

岛同大陆的陆上交通，谁就能够一有机会就不费力地征服整个意

大利。法国人在革命战争中曾两次做到这一点；奥地利人在最近

这一世纪也曾两次获得这样的结果。因此，只有波河和艾契河流

域才具有军事意义。

３５２波河与莱茵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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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流域为连绵不断的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三面环

抱，而第四面——自阿克维列亚到里米尼——则与亚得利亚海相

连；大自然把这一块土地的轮廓勾划得非常鲜明，波河在这上面自

西向东流过。这个地区的南部边界，即亚平宁山边界，目前我们对

它没有任何兴趣，但北部边界，亦即阿尔卑斯山边界，却使我们很

感兴趣。那里只有少数地方才有石铺大道通向终年积雪的山峰；甚

至车行道、骡马道和人行小道心很有限；狭谷里漫长的隘路通向穿

越高山的山口。

北意大利由伊宗察河口到施蒂尔夫山口的一段为德国边境所

环抱，由施蒂尔夫山口到日内瓦与瑞士接壤，由日内瓦到瓦尔河口

则与法国毗连。由东向西，即由亚得利亚海向施蒂尔夫山口逐渐推

移，山道就一个比一个更深入波河流域的心脏，因而就能迂回在它

东面的一切意大利或法国军队的阵地。伊宗察河疆界线也可以通

过它西面最近的卡尔弗利特（卡波列托）山口从契维达列方向来迂

回。通过庞塔菲尔山口可以迂回塔腊门托河附近的阵地，从克伦地

亚和卡多烈的两条非石铺的山道也可以对这个阵地进行侧击。出

勃伦纳山口可以经过佩特耳施坦山口——从布鲁内克到科丁纳·

达姆佩佐和贝卢诺——迂回皮亚韦河线；经由苏甘纳谷地到巴萨

诺可以迂回布兰塔河线，沿艾契河谷可以迂回艾契河线。基泽河上

的阵地可以由朱迪卡里耶来迂回，奥利奥河上的阵地可以沿通过

托纳列山口的非石铺道来迂回；最后，阿达河以东的整个区域可以

由施蒂尔夫山口和瓦尔特林纳来迂回。

因此，可以说，在这样有利的战略形势之下，是否真正占有到

波河为止的这一平原，对我们德国人说来是无所谓的。只要双方兵

力相等，不论敌军配置在任何地方，配置在阿达河以东或者波河以

４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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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他们所有的阵地都可能被迂回。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渡过波河

或阿达河，他们到处都会使自己的翼侧受到打击；如果他们配置在

波河以南，他们与米兰和皮蒙特的交通就要受到威胁；如果他们退

到提契诺河以西，他们就有与整个半岛丧失联系的危险。最后，如

果他们竟敢转而向维也纳进攻，他们就随时都可能被切断而不得

不在背靠敌国领土而面向意大利的情况下应战。如果他们遭到失

败，那就会是第二个马连峨，只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互换角色而已；

即使德国人在这次会战中失败，他们也决不至于傻到错过向提罗

耳退却的机会。

奥地利人修筑通过施蒂尔夫山口的道路一事证明，他们从马

连峨失败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拿破仑修筑了通过辛普朗山口的

道路，以便能有进入意大利腹地的安全的道路；奥地利人从施蒂尔

夫山口向博尔米奥铺设了一条大道，因而补充了自己在伦巴第的

积极防御体系。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山道地势太高，冬季无法通行；

整个路线上难走的地方太多，因为它至少有５０德里①（从巴伐利

亚的菲森到科摩湖滨的莱科）通过对行人不便的山区；在这个地

区，它必须通过三个山口；最后，它很容易在科摩湖和山地的狭长

隘路上被阻塞。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这个山口突际上正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所有能通行的山口中最

高的一个：它高达８６００英尺，冬季积雪很深。但是如果我们回想

一下麦克唐纳１７９９—１８００年通过什普留根山口和托纳列山口的

冬季进军这件事，那末就不会把这样的障碍看得太了不起了。冬

天，阿尔卑斯山所有的山道都有积雪，但仍然能够通行。全部炮兵

５５２波河与莱茵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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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改编（自阿姆斯特朗发明了操作方便的后装的线膛炮以来，这已

成为迫不及待的任务了）使较轻的火炮也可编入野战炮兵，从而大

大提高它的运动性。较严重的障碍是在山区的行程很长，要接连不

断地越过一个个的山口。施蒂尔夫山口位置不在阿尔卑斯山南北

斜面的分水岭上，而在亚得利亚海区域的两条河流——阿达河和

艾契河的分水岭上。要从音河谷地到艾契河谷地，必须先经由勃伦

纳山口或芬斯特闵茨山口，通过阿尔卑斯山主脉。但是由于音河在

提罗耳地区是在两条山脉之间大致上自西向东流的，所以由博登

湖和巴伐利亚出发的军队也必须越过这两个山脉中的北面那个山

脉。这样一来，仅仅在这一段道路上，我们大约就得通过两三个山

口。但是无论怎样困难，这样的障碍也决不能成为阻挡军队从这一

条道路进入意大利的决定因素。如果音河谷地已部分通车的铁路

以及艾契河谷地正在设计修筑的铁路完全建成，这一段行程的困

难很快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固然，拿破仑所选择的从洛桑通过大

圣伯纳德山口到伊符雷的道路仅经过约３０德里的高山区，但是

１７７９年拿破仑进军时所经过的，也就是１８０９年欧仁亲王和麦克

唐纳为了与拿破仑会师于维也纳而经过的从乌迪讷到维也纳的道

路，却有６０多德里的山路，而且也要通过阿尔卑斯山的三个山口。

从庞－迭－博富阿森经过小圣伯纳德山口到伊符雷的道路不经过

瑞士而直接由法国深深进入意大利境内，因而最便于进行迂回，但

是这条道路也有４０德里通过高山，从洛桑经过辛普朗山口到塞斯

托－卡兰德的道路也是一样。

至于说在山口上或科摩湖附近道路有被封锁的可能，那末自

法军在阿尔卑斯山多次进军以来，人们已经不大相信这些筑垒封

锁点的效果了。瞰制它们的高地和迂回的可能性几乎使它们失去

６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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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法军曾以猛攻夺取了许多封锁点，而山道上的工事从来没有

真正阻挡住他们过。在阿尔卑斯山面向意大利这边的斜坡上构筑

的山道上的工事可以从切韦达列山口、蒙特科尔诺和加维阿来迂

回，也可以从托纳列山口和阿普里卡来迂回。从瓦尔特林纳有几条

骡马道通到贝尔加马斯加，科摩湖上狭长的隘路上的封锁点有一

部分可以从这里，有一部分可以从德尔维奥或贝拉诺通过萨辛纳

谷地来迂回。况且山地战术本来也要求几个纵队同时行进，其中一

个突破敌人防线，通常目的就达到了。

最困难的山口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过，只是要派精锐的部

队和果断的将领来完成这一任务；最不重要的、甚至车辆都不能通

行的平行的山道也同样可以成为良好的作战线，特别是可以用来

进行迂回运动；山地封锁点的用处已经不大，——所有这些事实，

都已为１７９６—１８０１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多次进军再好不过地证明

了。当时，阿尔卑斯山还没有一个山口铺上了石道，然而，军队还是

从各个方向通过了山岭。１７９９年，路瓦松在３月初就率领法军一个

旅从人行小道通过了莱斯河和莱茵河的分水岭；同时，勒库尔布通过

伯纳丁和维阿马拉山口，从这里再越过阿耳布拉和尤列尔（高７１００英

尺）两山口，在３月２４日就用迂回的方法占领了马丁斯布鲁克隘路，同

时又派德索尔取道闵斯德谷地通过皮佐克和伏尔姆斯山口（高７８５０

英尺的人行小道）进至艾契河上游谷地，由此再进至雷申－舍迪克

山口。５月初，勒库尔布又经由阿耳布拉山口退回。

同年９月，接着就是苏沃洛夫的远征，用这个老兵自己的形象

的豪语来说，在这次远征中，“俄国的刺刀穿透了阿尔卑斯山”

（ＲｕｓｋｉｊｓｔｙｋｐｒｏｇｎａｌｃｒｅｓＡｌｐｏｗ）。他派大部炮兵通过什普留根

山口，又把迂回的纵队沿布伦尼奥谷地派到卢克曼尼尔山口（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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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８英尺的人行小道），由这里通过西克斯－马敦山口（约６５００英

尺）进入莱斯河上游谷地，他自己则沿当时勉强可以通行的车行道

（高６５９４英尺）通过圣哥达山口。９月２４—２６日，他以强攻夺取了

鬼桥附近的封锁点；但是到阿尔多夫后，他前面是一个湖，周围又

都是法军；于是他不得不沿舍亨塔尔而上，经过金齐库尔姆到穆塔

塔尔。他把全部炮兵和辎重留在莱斯河谷，到了这里以后，他又碰

到了优势的法军，而勒库尔布仍然尾随其后。于是苏沃洛夫又通过

普拉格尔山口进入克伦河谷，想从这条路到达莱茵河平原。在涅费

尔斯隘路上，他遇到了敌人的不可克服的抵抗，因此被迫沿小径通

过高达８０００英尺的庞尼克斯山口到达莱茵河上游谷地并恢复与

什普留根山口的联络。行军自１０月６日开始，到１０日，他的大本

营就到了依朗兹。这次行军是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切阿尔卑斯

山行军中最出色的一次。

我们不想多谈拿破仑越过大圣伯纳德山口的行军。这一战斗

行动还比不上当时其他类似的战斗行动。季节很有利，唯一值得注

意的只是拿破仑为了迂回巴尔德堡垒这一封锁点所采取的一种巧

妙的方法。

反之，１８００—１８０１年冬麦克唐纳所进行的一次战斗行动是特

别值得赞扬的。麦克唐纳奉命率领法军左翼１５０００人的一支部队

迂回明乔河和艾契河上的奥军右翼，他在严冬统率各兵种越过了

什普留根山口（高６５１０英尺）。一路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时常为雪

崩和暴风雪所阻，但他于１２月１—７日率领军队通过了山口，溯阿

达河而上由瓦尔特林纳向阿普里卡山口前进。奥军也同样不怕山

地的冬天。他们扼守阿耳布拉山口、尤列尔山口和布劳利奥（伏尔

姆斯山口），在布劳利奥甚至还袭击了法军，俘获了一队徒步的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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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麦克唐纳由阿达河谷通过阿普里卡山口到达奥利奥河谷后，

就由人行小道登上特别高的托纳列山口，于１２月２２日进攻奥军，

后者以冰块阻塞了山道的隘路。因为他当日的攻击和第二次攻击

（这是在１２月３１日，可见他已在山中停留了９天！）都同样被击退

了，他就沿卡莫尼卡谷地而下抵达伊泽奥湖，命令骑兵和炮兵沿平

原行进，自己亲率步兵越过通往特隆皮亚谷地、萨比亚谷地和朱迪

卡里耶（他也到过这里）的三个山岭到了诺罗，这时已经是１月６

日了。与此同时，巴拉盖·狄利埃山音河谷地经过雷申－舍迪克山

口（芬斯特闵茨山口）进入艾契河上游谷地。既然这样的行军在６０

年前可以做到，那末在现在，当大部分山口都有了很好的石铺大道

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从这一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封锁点中只

有那些因时间仓卒或指挥人员无能而未能迂回的各点才能暂时守

住。例如，巴拉盖·狄利埃一出现在艾契河上游谷地，托纳列山口

就无法扼守了。其他几次战局也证明，封锁点可以用迂回的方法来

夺取，也常常可以用强攻的方法来夺取。卢齐延什泰格曾两三次被

攻下，１７９７年和１８０９年庞塔菲尔山口的马尔鲍尔格情况也一样。

提罗耳的封锁点既没有在１７９７年阻止住茹贝尔，也没有在１８０５

年阻止住奈元帅。拿破仑有句名言，任何小径只要山羊能走过，就

可以用来迂回敌军。从那时起，战争就是以这种迂回各种封锁点的

方法来进行的。

因此，不能想像，一支与德国人为敌的军队在兵力相等的情况

下怎么能够在阿达河以东的平地上抗击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的德

军，而守住伦巴第。这支敌军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配置在现有的

或者应当重新修筑起来的要塞之间并在其间进行机动。这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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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再来分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国要攻入意大利可以利用哪些山口。德

国的疆界环抱着北意大利的一半，而法国的疆界则由北到南几乎

成一条直线，因而使法国没有围攻之利。只有占领萨瓦和热那亚沿

岸的一部分地方，法军才能通过小圣伯纳德山口和滨海阿尔卑斯

山的山口进行迂回运动；但是这些迂回运动也只能影响到塞齐亚

河和博尔米达河；因此，无论是伦巴第或者是各公国都不会遭到从

法国方面迂回的危险，半岛本身则更是如此。只有在热那亚登陆才

能造成迂回整个皮蒙特的形势，但这对于一支大军是有很多困难

的。在更靠东的地方，例如在斯佩戚亚登陆，那就不能以皮蒙特和

法国为基地而只能以半岛为基地，因此，迂回敌人和被敌人迂回的

机会是相等的。

上面我们一直是把瑞士当作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国家来谈

的。如果它被卷入战争，法国就可以多一个山口，即辛普朗山口（大

圣伯纳德山口和小圣伯纳德山口一样，都通到阿奥斯塔，除路途较

短以外，没有任何更多的好处）。通过辛普朗山口的道路通至提契

诺河，因此使皮蒙特暴露于法军之前。在同样的情况下，德军也会

取得具有次要意义的什普留根山口，它在科摩湖附近与施蒂尔夫

道路会合；此外，德军还可以利用伯纳丁，它的影响可以一直扩展

到提契诺河。圣哥达山口，能为哪方所利用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它

对双方都只有很少的侧击之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军和德军

通过阿尔卑斯山的迂回运动，都能影响到现在伦巴第和皮蒙特的

交界线即提契诺河。但是，如果德军到了提契诺河附近，即使他们

仅仅到达皮阿琴察和克雷莫纳附近，他们就可以封锁法军连接意

大利半岛的陆上道路。换句话说，如果说法国控制着皮蒙特，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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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就控制着意大利其余的整个地区。

德军还有一个战术上的优势，就是在整个德国边境上的所有

最重要的山口上，除施蒂尔夫山口外，分水岭都位于德国境内。庞

塔菲尔山口的费拉河起源于克伦地亚；佩特耳施坦山口的博伊泰

河发源于提罗耳。在提罗耳省，上述这一优势具有决定的意义。有

兰塔河上游谷地（苏甘纳谷地）、基泽河上游谷地（朱迪卡里耶）和

艾契河的大部都在提罗耳境内。虽然在每一个别场合，不很好地研

究当地地形就不能最后肯定，占领高山山口的分水岭是否真正具

有战术优势，但是照一般惯例，谁占领山脊和向敌斜坡的一部分，

谁无疑就有制高和迂回的可能性；不但如此，而且这样无疑也就可

能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设法使次要山口上最险阻的地方能通过各

个兵种，这一点在提罗耳对于保证交通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我国

领土正像德意志联邦在提罗耳南部的领土一样深深楔入敌国；既

然像现在一样，两个主要的山口——勃伦纳和芬斯特闵茨——都

距离敌国边境很远；此外，既然最重要的各平行山道，例如通过朱

迪卡里耶和苏甘纳谷地的山道，也完全位于德国境内，那末所有这

一切就使得攻入北意大利的战术条件非常有利，因此一旦发生战

争，只要合理地利用它们，胜利就是有把握的。

只要瑞士保持中立，德军对意大利作战时最近的道路总是提

罗耳；如果瑞士放弃中立，那捷径就是提罗耳和格劳宾登（音河和

莱茵河的河谷）。霍亨施陶芬王朝当日就是沿这一道路侵入意大利

的。在军事上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行动的德国，从其他方向都不

能在意大利进行迅速而坚决的打击。但是，从这一方向进攻的作战

基地不是奥地利内地，而是从博登湖到萨尔茨堡的巴伐利亚和上

士瓦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奥地利在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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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建国以后，在维也纳成为帝国的中心以后，在德意志帝国崩溃

以后，在意大利进行的已经不再是德国的战争而只是奥地利的战

争以后，才放弃了由音斯布鲁克到维罗那和由琳道到米兰的那条

旧的捷径，而开始利用由维也纳经克拉根富特和特雷维佐到维琴

察的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和不好走的道路。这条路，德军从前只是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敌军威胁下退却时才利用，而无论如何不

是用来进攻的。

当德意志帝国真正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存在的时候，当它因此

以上士瓦本和巴伐利亚作为进攻意大利的基地的时候，它总是从

政治上考虑，而绝不是纯从军事上考虑来力图统治北意大利。在争

夺意大利的长期战争中，伦巴第有时羁于德国，有时独立，有时属

于西班牙，有时属于奥地利；但是不要忘记，伦巴第是从威尼斯分

出来的，而威尼斯本来是独立的。虽然伦巴第拥有曼都亚，但是，明

乔河线和明乔河与伊宗察河之间的地区却不在伦巴第的境内，也

正是这个地区，目前有人要我们相信，不占领它，德国就不能高枕

无忧。但是，德国（通过奥地利）是从１８１４年起才完全占领了明乔

河线。如果说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机体，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

纪也没有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那绝不是因为它没有占领明乔河

线。

无论如何，从战略上整化各国版图并根据便于防御的河流线

来确定它们的疆界的思想，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创立了运动性较

大的军队并带领这些军队横扫全欧洲以后，更加受到重视了。在七

年战争１１６时，军队作战的区域还仅限于一省，军队的运动在整整几

个月里都围绕着个别的要塞、阵地或个别的作战基地进行，而现在

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必须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地形；以前个别战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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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只有很大的要塞群、很长的河流线或高而险

峻的山脉才具有。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像明乔河和艾契河这样的

一些河流线现在的意义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

那末，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河流线。

自辛普朗山口以东的阿尔卑斯山沿北意大利平原流入波河或

直接流入亚得利亚海的一切河流，都与波河形成或者各自形成一

小凹部向东的圆弧。因此，位于河东的军队要比位于河西的军队更

便于防守这些河流。试看提契诺河、阿达河、奥利奥河、基泽河、明

乔河、艾契河、布兰塔河、皮亚韦河和塔腊门托河，这些河流中的每

一条都各自形成或者与和它相连的波河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圆弧，

其圆心位于河流以东。因此，位于这些河流左岸，即东岸的军队可

以占领河流东面的中心阵地，这样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到河道

上受攻击的任何一点；他们扼守着若米尼称这“内线”１１７的河流线，

可以沿半径或弦运动，而敌军却不得不沿较长的路线即圆周进行

机动。如果位于右岸的军队必须进行防御，这种情况对他们也不

利，因为地形便于敌人进行佯攻，原来使敌人在防御中易于进行机

动的距圆周各点较短的距离，现在又使敌人在进攻时具有决定性

的优势。因此，伦巴第—威尼斯各河流线无论是防御或是进攻，正

好都对德军极其有利，而对意大利军队或者意法联军不利。如果再

加上前面所说提罗耳的各个山口都便于迂回所有这些河流线这一

情况，那末即使在意大利疆土上没有奥地利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

理由怀疑德国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

能占领伦巴第。

此外，伦巴第的这些河流大部分都很小，不太适合于进行真正

的防御。除了波河（关于波河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本身以外，无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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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国或者对于德国，在这一河流的整个流域里只有两处真正有

价值的阵地；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些阵地的力量；

它们已被加固，而且在最近将来的战争中当然会起决定的作用。在

皮蒙特，原来一直向东流的波河在卡萨勒以东１德里处转弯，有整

整３德里的一段流向南南东方向，而后又折向东流。在北面河弯

处，塞齐亚河自北流入波河，在南面河弯处，博尔米达河自西南流

入。在博尔米达河与波河的汇合处不远，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有

塔纳罗河、奥尔巴河和贝尔博河流入博尔米达河，这些河流共同形

成向一个中心点辐射的河网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又为亚

历山大里亚营垒所掩护。军队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可以随意到这

些小河的任何一岸作战：可以防卫直接位于前方的波河线；此外也

可以在同样设有工事的卡萨勒渡过波河或者沿河在右岸行动。这

一设有相当工事的阵地是掩护皮蒙特或者可以作为进攻伦巴第和

各公国的基地的唯一阵地。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纵深，同

时因为它既可以被迂回，又可以被正面突破，所以这种形势极为不

利；有力而巧妙的进攻可以迅速把这个阵地压缩到尚未完工的亚

历山大里亚营垒的边界上；至于说这一阵地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保证它的防御者无需在不利的条件下应战，这一点我们无法判

断，因为我们既没有关于那里最新的筑垒的材料，也没有关于它们

完成情况的材料。这一阵地可使皮蒙特抵御来自东方的进攻，它的

这一意义早就为拿破仑所承认，所以亚历山大里亚又重新加固。在

１８１４年，要塞没有发挥它的防御力量；现在它的防御力量究竟有

多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

另一个阵地可以抵御来自西方的进攻，它之对于威尼斯省同

亚历山大里亚之对皮蒙特有同等的，甚至是大得多的意义，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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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乔河和艾契河所形成的阵地。明乔河发源于加尔达湖，向南流４

德里到曼都亚，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小河湾，周围都是湖泊似的沼

泽，然后向东南流入波河。该河从曼都亚沼泽以南到波河入口处的

这段流程过短，无法使整个军团渡过，因为敌人从曼都亚出击，就

可以攻击他们的后方并且迫使他们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应战。因

此，迂回运动必须在曼都亚以南更远的地方进行，并且必须在列维

勒或费拉拉附近渡过波河。在北面，明乔河阵地有很长一段为加尔

达湖所掩护，可防止敌人迂回，所以明乔河上真正需要防御的从培

斯克拉到曼都亚这一线不超过４德里，同时在两翼都有要塞为依

托，可以保证军队转至河的右岸。明乔河本身不是什么重大的障

碍，同时由于地形关系，有时右岸高，有时左岸高。因为所有这一

切，所以明乔河线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蔑视，如果不

是由于一个特殊情况的影响而使它大大得到加强，它未必会得到

这样大的名声。这一特殊情况就是在它东面４德里的地方有北意

大利第二条河流——艾契河流过，它成弧形，几乎与明乔河和波河

下游平行，因而形成第二道更加强大的阵地，而傍河的两个要塞

——维罗那和列尼亚哥又加强了它。这两条河流连同它们的四个

要塞一起形成德国或奥地利军队对付从意大利或法国进攻的军队

的非常坚固的防御阵地，欧洲任何其他阵地都不能和它相比；而且

只要有一支在派出守备部队后还有能力进行野战的军队，就可以

在这个阵地上从容地抗击甚至兵力超过自己一倍的敌人的进攻。

１８４８年，拉德茨基就曾证明这样的阵地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在

米兰三月革命１１８以后，在几个意大利团脱离奥军而皮蒙特军队渡

过提契诺河以后，拉德茨基率领他的残部约４５０００人退向维罗

那。分出１５０００人作为要塞的守备部队后，他所能调动的只剩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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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左右。他的敌人近６万人，包括皮蒙特、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

尔马的军队，配置在明乔河和艾契河之间。在拉德茨基后方有杜兰

多的军队４５０００人，由志愿军和罗马教皇及那不勒斯派出的军

队１１９编成。当时拉德茨基只有一条交通线，即通过提罗耳的交通

线，但就连这条通过山区的交通线也受到伦巴第志愿军的威胁，虽

然威胁并不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拉德茨基还是支持下来了。监视

培斯克拉和曼都亚就用去皮蒙特很多的军队，以致他们在５月６

日只能用４个师的兵力（４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０人）攻击维罗那附近的阵

地（桑塔路其亚会战）；而拉德茨基则连维罗那的守备部队在内，可

以有３６０００人投入战斗。因此，如果把奥军在战术意义上极强大

的防御阵地估计在内，战场上就已经恢复均势，结果皮蒙特军队被

击败了。５月１５日那不勒斯的反革命事件使得同拉德茨基作战的

那不勒斯军队调走了１５０００人１２０，从而使威尼斯军队减少到３万

人，但是其中仅有５０００瑞士人组成的教皇军和大约同等数量的

意大利人组成的教皇基干部队适于进行野战；其余都是志愿军。４

月在伊宗察河编成的几乎有２万人的奥地利预备军团在努根特的

率领下，很容易地冲过了这些部队的防线，在５月２５日与拉德茨

基在维罗那会师。于是，这位老元帅终于可以摆脱其消极防御的状

况了。为了解救被皮蒙特军队围困的培斯克拉并扩大他所占领的

地区，他率领全部军队向曼都亚进行了有名的侧敌行军（５月２７

日）；５月２９日，他在这里渡到明乔河右岸，以猛攻夺取了库尔塔

唐附近的敌军阵地，３０日在戈伊托附近进到意大利军队的后方和

翼侧。但是，同日培斯克拉陷落了，天气也不利，加之拉德茨基也觉

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决战。因此，６月４日他又经由曼都

亚回师艾契河，派一个预备军去维罗那，自己则率领其余的部队经

６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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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尼亚哥向维琴察进发，当时维琴察正由杜兰多和他的１７０００人

设防固守。１０日拉德茨基以３万人猛攻维琴察，１１日杜兰多在进

行了英勇的抵抗以后投降。第二军（即达斯普雷军）占领了帕多瓦、

布兰塔河上游谷地和威尼斯全省，然后随第一军进至维罗那；与此

同时，另一个预备军团在韦尔登指挥下由伊宗察河方面开来。在整

个这段时间内，直到整个战局结束时，皮蒙特军队执迷不悟地把全

部注意力集中在里沃利高原，大概从拿破仑胜利时起他们就把这

个高原视为占领意大利的锁钥，但是，在１８４８年，当奥地利人新开

辟了一条经由达尔萨谷地到提罗耳的可靠的交通线，即经伊宗察

河到维也纳的直接交通线后，这个高原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时

皮蒙特军队还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对付曼都亚，因此他们在明乔

河右岸上封锁了曼都亚；这个行动只能有一种意义：证明束手无策

的状态支配着皮蒙特兵营，把军队分散在里沃利和博尔戈福特之

间整整８德里的战线上，并且让明乔河把军队分为两半，不能互相

支援。

正当皮蒙特军队企图在明乔河左岸也封锁曼都亚的时候，拉

德茨基又从韦尔登的军队得到１２０００人的增援，于是决定对力量

已经削弱的皮蒙特军队的中央进行突破，然后将敌人前来增援的

部队各个击破。７月２２日，他下令攻击里沃利，２３日皮蒙特军队即

全部退出该地；７月２３日，他亲自率领４万人由维罗那出击，向索

恩河和索马康帕尼亚附近仅仅由约１４０００名皮蒙特军队防守的

阵地进攻，攻占了该阵地，从而打乱了敌人整个防线。７月２４日，

皮蒙特军队左翼完全被赶过明乔河，而这时已集中并转入对奥地

利军进攻的他们的右翼，也于２５日在库斯托查被粉碎；２６日，全

部奥军渡过了明乔河，又一次在沃尔塔附近击败了皮蒙特军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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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到此结束；皮蒙特军几乎未作抵抗，即退过提契诺河。

上面对１８４８年战局的简述比任何理论根据都更好地证实了

明乔河和艾契河这一阵地的力量。皮蒙特军队到达四边形要塞区

以后，不得不分派很多的兵力来监视这些要塞，以致他们进攻的力

量，正如桑塔路其亚会战所表明的那样，就因此而大为削弱；而拉

德茨基刚获得第一批增援，就能在要塞之间完全自由地行动，有时

以曼都亚为基地，有时以维罗那为基地，今天在明乔河右岸威胁敌

人后方，过几天又攻占维琴察，一直把战局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

里。固然，皮蒙特军队曾接连犯了错误。但是，阵地的作用也就在

于能使敌人陷入困境，而且几乎是迫使他们去犯错误。对各个要塞

的监视，尤其是对这些要塞的围攻，迫使他们分散、削弱自己现有

部队的进攻力量；河流又使他们加大了军队分散的程度，使他们的

几个军几乎不能相互支援。在敌人的野战军时刻都可能从维罗那

的独立堡垒出动并向围攻者猛扑的条件下，要想围攻曼都亚，那该

需要多么巨大的兵力啊！

１７９７年只有曼都亚才阻住了波拿巴将军的常胜军。他一生只

有两次对要塞感到敬畏，一次是在曼都亚，另外一次是十年之后在

但泽。１７９７年战争的整个后半期，即卡斯提奥涅、美多列、卡利阿

诺、巴萨诺、阿尔科列、里沃利等会战１２１，都是围绕着曼都亚进行

的，只是在这一要塞陷落后，胜利者才敢继续东进渡过伊宗察河。

那时维罗那还没有构筑好工事；１８４８年，在艾契河右岸的维罗那

周围仅构筑好城墙，桑塔路其亚会战就是在不久以后奥地利构筑

多面堡、后来又接着构筑独立堡垒的地方进行的；只是在有了这些

工事以后，维罗那营垒才成为整个阵地的核心——内堡，而阵地也

因此而具有极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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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并不是要竭力缩小明乔河线的作用。但是不应当忽

视，只是在奥地利开始独自担当风险在意大利进行战争，而博岑—

音斯布鲁克—慕尼黑这一交通线由于另外一条交通线，即特雷维

佐—克拉根富特—维也纳交通线的出现而退居次要地位以后，这

一条河流线的作用才显示出来。对于现在的奥地利来说，占领明乔

河线确实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奥地利作为不受制于德国的、以

欧洲大国身分行动的独立国家，必须或者把明乔河及波河下游控

制在自己手里，或者放弃提罗耳的防御；不然，提罗耳就可能从两

个方面受到迂回并且只有经过托勃拉赫山口才能与帝国的其余部

分保持联系（由萨尔茨堡通过巴伐利亚到音斯布鲁克）。但是，老一

辈的军事家中，有人认为提罗耳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防御能力，它既

能瞰制多瑙河流域，又能瞰制波河流域。然而这个意见无疑是以幻

想为基础的，从来没有为经验证实过，因为像１８０９年的战争１２２那

样的起义战争，不能作为给正规军作战下结论的根据。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毕洛夫。他在他所著的霍根林登１２３和马连

峨战史中顺便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拿破仑在世时被派到圣海伦岛

去的一位英国军事工程师埃梅特曾有过该书１２４的法译本，这本书

在１８１９年落到被囚的统帅手中。他在该书上作了许多眉批，埃梅

特于１８３１年将该书连同拿破仑的眉批一起再版。

看来，这本书开始一部分给拿破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毕

洛夫提出的将全部步兵展开成散兵线的意见，他赞许地指出：《Ｄｅ

ｌ’ｏｒｄｒｅ，ｔｏｕｊｏｕｒｓｄｅｌ’ｏｒｄｒｅ，ｌｅｓｔｉｒ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ｄｏｖｅｎｔｔｏｕｊｏｕｒｓêｔｒｅ

ｓｏｕｔｅｎｕｓｐａｒｌｅｓｌｉｇｎｅｓ》．〔“队形，总是队形，散兵线始终应当由横

队支援。”〕以后又几次写道：《Ｂｉｅｎｃ’ｅｓｔｂｉｅｎ》〔“好，这很好”〕，又

是《ｂｉｅｎ》〔“好”〕。但是到了第２０页，拿破仑看到可怜的毕洛夫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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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苦心地想要用他的离心退却和向心进攻的理论来说明（说得极

不成功而且又很笨拙）战争的各种变化无常的现象，看到他用幼稚

的解释使巧妙的几步棋失去意义的时候，就忍耐不住了。开始拿破

仑一连几处指出：《Ｍａｕｖａｉｓ》，《ｃｅｌａｅｓｔｍａｕｖａｉｓ》，《ｍａｕｖａ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不好”〕，〔“这不好”〕，〔“不好的原则”〕，接着他指出出：

《ｃｅｌａｎ’ｅｓｔｐａｓｖｒａｉｓ》，《ａｂｓｕｒｄｅ》，《ｍａｕｖａｉｓｐｌａｎ ｂｉｅｎ

ｄａｎｇｅｒｅｕｘ》，《ｒｅｓｔｅｚｕｎｉｓｓｉｖｏｕｓｖｏｕｌｅｚｖａｉｎｃｒｅ》，《ｉｌｎｅｆａｕｔｊａ

ｍａｉｓｓéｐａｒｅｒｓｏｎａｒｍéｅｐａｒｕｎｆｌｅｕｖｅ》，《ｔｏｕｔｃｅｔéｃｈａｆａｕｄａｇｅｅｓｔ

ａｂｓｕｒｄｅ》〔“这不对”〕〔“胡说”〕〔“不好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计

划”〕，〔“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得坚持集中”〕，〔“任何时候都不能

让河流把自己的军队隔开”〕，〔“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等等。及至以

后当拿破仑发现毕洛夫总是夸奖坏的战例而指责好的战例，把最

愚蠢的动机强加于一些将军并向他们提出一些最可笑的劝告，甚

至还想废除刺刀而用长矛装备步兵第二列的时候，他不禁叹道：

《ｂａｖａｒｄａｇｅ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ｑｕｅｌａｂｓｕｒｄｅｂａｖａｒｄａｇｅ，ｑｕｅｌｌｅａｂ－

ｓｕｒｄｉｔé，ｑｕｅｌｍｉｓéｒａｂｌｅｂａｖａｒｄａｇｅ，ｑｕｅｌｌｅ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

〔“莫名其妙的空谈，毫无意义的空谈，荒谬绝伦，可怜到极点的空

谈，对战争简直无知已极。”〕

毕洛夫指责克赖指挥的奥地利多瑙河军团，因为它退到乌尔

姆，而不进入提罗耳。提罗耳——这是由许多山峰和峭壁形成的不

可攻破的棱堡，如果有相当强大的军队将它占领，就能同时控制巴

伐利亚和一部分伦巴第地区（这里拿破仑批道：《Ｏｎｎ’ａｔｔａｑｕｅｐａｓ

ｌｅｓ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ｓ，ｐａｓｐｌｕｓｌｅＴｉｒｏｌｑｕｅｌａＳｕｉｓｓｅ，ｏｎｌ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ｅｔ

ｏｎｌｅｓｔｏｕｒｎｅｐａｒｌｅｓｐｌａｉｎｅｓ》．〔“对山地不能进攻，无论对提罗耳

或者对瑞士都不能这样作，应当监视它们，沿平原迂回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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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毕洛夫又指责莫罗不应当让克赖军团把自己牵制在乌尔姆附

近，而应当不理睬它，直接去占领驻军很少的提罗耳；毕洛夫认为，

占领提罗耳对奥地利帝国是致命的打击（拿破仑批道：《Ａｂａｕｒｄｅ，

ｑｕａｎｄｍêｍｅｌｅＴｉｒｏｌｅ氺ｔéｔéｏｕｖｅｒｔ，ｉｌｎｅｆａｌｌａｉｔｐａｓｙｅｎｔｒｅｒ》．

〔“胡说八道，纵然提罗耳完全开放，也不应当进占。”〕）。

拿破仑读完全书以后，他对向心进攻和离心退却的体系和山

地瞰制平原的理论下了如下的评语：《ｓｉｖｏｕｓｖｏｕｌｅｚａｐｐｒｅｎｄｒｅｌａ

ｍａｎｉèｒｅｄｅｆａｉｒｅｂａｔｔｒｅｕｎｅａｒｍéｅ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ｅｐａｒｕｎｅａｒｍéｅ

ｉｎｆéｒｉｅｕｒｅ，éｔｕｄｉｅｚｌｅｓｍａｘｉｍｅｓｄｅｃｅｔ éｃｒｉｖａｉｎ；ｖｏｕｓａｕｒｅｚｄｅｓ

ｉｄéｅｓｓｕｒ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ｉｌｖｏｕｓｐｒéｓｃｒｉｔｌｅｃｏｎｔｒｅ－ｐｉｅｄ

ｄｅｃｅｑｕ’ｉｌｆａｕｔ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ｒ》．〔“如果你想要知道使比较强大的军队

被比较弱小的军队打败的方法，就请你研究这个作者所提出的原

理；你将会得到一个关于军事科学的概念，他教你不要去做的，恰

好就是你应当学习的东西。”〕

拿破仑三次甚至四次重复为一警告：《ｉｌｎｅｆａｕｔｊａｍａｉｓａｔｔａ－

ｑｕｅｒｌｅｐａｙｓｄｅｓ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ｓ》．〔“绝不应当进攻山地。”〕他对山地

的这种恐惧无疑产生在较晚的时期，那时他的军队已经非常庞大，

必须依靠平原来解决给养问题和造成战术展开的条件。西班牙１２５

和提罗耳大概也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他并不是这样惧怕

山地的。他的１７９６年远征前半期完全是在山地进行的，而在以后

的几年中，马森纳和麦克唐纳充分证明：在山地战中，而且首先是

在山地战中，也能以较小的兵力获得很大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现代的军队在平原和小丘陵相间

的地形上能够最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主张率领大军进入高山

（不是因为要通过这些高山，而是要在那里长期地占领阵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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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尤其是在左右两面有像巴伐利亚或伦巴第这样四通八达的平

原可以解决战争的结局的条件下，是错误的。比如说，提罗耳对于

一支１５万人的军队能够供养多久呢？饥饿很快地就会把他们重新

赶到平原上，而敌人在这段时间内却可以在平原上巩固自己的阵

地，因此他们可能被迫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应战。最后，在狭窄的山

谷中，这支军队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展开全部兵力的阵地呢？

如果奥地利不再占有明乔河和艾契河，那末提罗耳对于它就

会成为命中注定一旦遭受来自北方或南方的攻击就得被迫放弃的

阵地。德国却可以通过提罗耳的各山口迂回直到阿达河的伦巴第

地区，但是，在奥地利单独行动时则相反，从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却

可以迂回直到布兰塔河的提罗耳地区。只有当奥地利北有巴伐利

亚作掩护，南又由于占领了明乔河线而有了掩护时，它才能守住提

罗耳。莱茵联邦１２６建立以后使得奥地利甚至连提罗耳和威尼斯省

两地合在一起都完全不能真正防守，所以，拿破仑根据普勒斯堡和

约从奥地利割去这两省１２７是完全贯彻了他的主张。

因此，对于奥地利说来，占领连同培斯克拉和曼都亚在内的

明乔河线是绝对必要的。对于整个德国，虽然从军事观点来看占

领这一线也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没有任何必要。好处在什么

地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这一河流线使我们可以在伦巴第平原

预先占有一个强大的阵地，而不需要一开始先去夺取它，同时这

一河流线使我们的防御地带变得十分完整并且大大加强了我们的

攻势。

可是如果德国不占有明乔河线又怎么样呢？

假定整个意大利是独立的、统一的，并同法国结盟以进攻德

国，那末从前面所讲的一切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作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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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退却线就会不是维也纳—克拉根富特—特雷维佐方向，而是慕

尼黑—音斯布鲁克—博岑和慕尼黑—菲森—芬斯特闵茨山口—格

留恩斯方向，这些路线通往伦巴第平原的出口都在苏甘纳谷地和

瑞士边境之间。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所应指向的决定性地点是

什么地方呢？显然，这将是北意大利的把半岛同皮蒙特和法国连结

起来的那一部分地区，亦即波河中游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克雷莫纳

的这一段。但是，德国人要进入这一地区，有加尔达湖和科摩湖之

间那些山口就完全够了，并且这些道路还可以作退却之用，万不得

已时也可以经由施蒂尔夫山口退却。这时，位于明乔河和艾契河畔

的那些要塞（根据我们前面的假设，它们是在意大利军队手中）就

离决战战场很远。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派一支强大得足以采取进攻

行动的部队去占领维罗那营垒，只是无谓地分散兵力。或者可以想

象，意大利军队也许会以主力在他们所喜爱的里沃利高原上掩护

艾契河谷以抵御德军吧？自从通往斯特尔维奥山口（通过施蒂尔夫

山口）的道路筑成以后，艾契河谷的出口就不再起那样重要的作用

了。但是，即使里沃利重新起占领意大利的锁钥的作用，而且那里

的意大利军队能诱使德军向它进攻，那时维罗那又有什么用呢？它

不能封锁艾契河谷的出口，否则，意大利军队向里沃利的进军就成

为多余的了。要在失败时掩护退却，有培斯克拉就足够了，因为它

能保证渡过明乔河，这样就可以继续安全地向曼都亚或克雷莫纳

前进。如果意大利军队把全部兵力集中在四个要塞之间，不进行战

斗而在这里等待法军到来，这在战局一开始就会把敌人的兵力分

成两半，这就使我们能够处于两军之间，首先以联合的兵力向法军

猛扑，粉碎他们，然后再把意大利军队从他们的要塞里赶出来，当

然，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些。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每当它遭到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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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和东面的胜利进攻时，它本国的军队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抉

择：以半岛或者以皮蒙特作为它的作战基地，这样一个国家显然

应当在它的军队可能面临这种抉择的地区构筑大规模的防御工

事。在这种情况下，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与波河的汇流处就可作为

据点。维利森将军（在他所著的“１８４８年意大利战局”一书中）曾

表示希望，这两个地点都由奥地利人设防。但是，这已经不可能

了，因为筑垒所需的这块领土不属于奥地利（在克雷莫纳附近，波

河右岸属于帕尔马，而在皮阿琴察，奥军也只有权留驻守备部

队）；此外，这两个地点都太深入意大利，奥军在任何一次战争中

都会受到起义者的包围。维利森一看到两条河流的汇合点，就不

能不立即设计构筑大型营垒，但是他又忘记了，无论提契诺河还

是阿达河都不适于做防线，因此，甚至根据他自己的意见来看，它

们也不能掩护位于其后的地区。但是，对奥军说来是白白浪费兵

力的地方，对意大利军队却是绝好的阵地。对他们说来，波河是

主要防线；匹戚格顿、克雷莫纳和皮阿琴察这个三角地带连同其

左面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右面的曼都亚能成为这一防线的真正的屏

障，使军队可以在它的掩护下静待远方盟军的到来，或者甚至可

以在一定场合下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在塞齐亚河和艾契河之间的

平原上实行进攻。

冯·拉多维茨将军曾就这个问题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发表

过意见，他说，如果德国失去了明乔河线，它就将陷入目前只有在

整个战局失败时才能遇到的那种处境。那时，战争立刻就会在德国

本土上展开；战争将会在伊宗察河和意大利提罗耳开始，而包括巴

伐利亚在内的整个南德意志将被迂回，所以甚至在德国，战争也将

在伊扎尔河地区进行，而不是在莱茵河上游地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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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冯·拉多维茨将军对于自己听众的军事知识有完全正

确的判断。确实不错，如果德国放弃明乔河线，从领土和阵地方面

说它受的重大损失，等于让法军和意大利军队打了一次大胜仗。但

是，德国即使这样让步，也绝不会处于战败时所处的那种地位。难

道说，集中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麓、经过提罗耳山口进攻伦巴

第的一支强大的、新锐的德国军队的处境，会同一支因战败而士气

沮丧的、在敌人追击下仓卒向勃伦纳山口退却的军队的处境完全

一样吗？难道从一个能在许多方面瞰制法军和意大利军队的会合

地区的阵地上发动胜利进攻的条件，能够同一支战败的军队把炮

兵拖过阿尔卑斯山的条件相提并论吗？我们在未占领明乔河线的

时候征服意大利的次数远比我们占领了它以后为多。在必要时我

们还会重演这个把戏，这一点谁能怀疑呢？

至于断言没有明乔河线，战争马上会在巴伐利亚和克伦地亚

开始，这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总括如下：没

有明乔河线，南德边境的防御只能是攻势的。这是由于德国边境诸

省多山，不能作为决战的场所，同时阿尔卑斯山各条山道的有利形

势也决定了这点。战场位于这些山道前面的平原上。我们必须冲

下山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这样作。不能想像还有

比我们在这里所具有的条件更有利于进攻了，甚至在法意结成同

盟这种对我们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整修经过阿尔卑斯山的

山道，在提罗耳各道路交叉点构筑工事，还会使形势更为有利，道

路交叉点的工事应当十分坚固，万一我们退却，即使不能完全阻住

敌人，至少也要能迫使他们分派大量部队来保证自己的交通线。至

于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情况，在阿尔卑斯地区的一切战争都向我们

证明，不仅大部分主要的非石铺道，而且甚至许多骡马道，各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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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都不太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向伦巴第的进攻确实可以

组织得使它具有取胜的一切可能。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能

会打败仗，那时才可能发生拉多维茨所说的那种情况。那时关于维

也纳会失去掩护和敌人会通过提罗耳迂回巴伐利亚的问题又将是

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非常明显，在提罗耳的德国军队没有完全彻底被赶过勃

伦纳山口之前，没有一营敌人敢于渡过伊宗察河。从巴伐利亚成为

德国对意大利作战的基地以来，意法联军向维也纳的进攻就不再

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种进攻只会是不利地分散兵力。但是，即使

在那时维也纳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心，敌军会派遣自己的主力来

占领它，这也不过说明，它应当设防。如果维也纳设了防，那末拿破

仑的１７９７年远征及其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０９年的侵入意大利和德国都

会使法军遭到极不利的结局。前进到这样远的一支进攻的军队，常

常有使自己最后的兵力为设防的首都的抵抗所粉碎的危险。纵然

敌人把德国军队赶过了勃伦纳山口，那他们需要有多么巨大的优

势兵力才能分兵向奥地利内地作有效的行动啊！

但是，通过意大利迂回整个南德的可能性又怎样呢？事实上，

如果说从伦巴第有可能迂回直到慕尼黑的南德，那末试问：德国能

够迂回意大利多少地方呢？至少也能够迂回到米兰和帕维亚。因

此，在这方面，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德国的领土比意大利广阔得

多，所以配置在上莱茵地区的德国军队在遭到敌军通过意大利向

慕尼黑方向的“迂回”时，完全不必立即撤退。上巴伐利亚的营垒或

者慕尼黑的临时工事可以掩护被击败的提罗耳军团并迅速阻止敌

人的追击，这时上莱茵军团只需要选择乌尔姆和英果尔施塔特或

者美因河作为基地来作战，就是说在最坏的场合也只不过要变换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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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战基地。对于意大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敌军通过提罗耳

各山口从西面迂回意大利军队，那末只要把意大利军队赶出要塞，

就可以征服整个意大利。在同时对意大利和法国作战时，德国经常

会有好几支——至少有三支军队——作战，而胜败也要看所有三

个战局的总的结果如何。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军队展开的战

场；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如果这一支军队被歼灭，意

大利也就被征服了。对于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

主要的问题都是保持与法国的交通线；由于这一交通线不是只到

田达山口和热那亚为止，因此法军就得把自己的翼侧暴露给驻在

提罗耳的德军；而且法军在意大利前进得愈远，暴露得也愈多。既

然在意大利将反复进行德国战争，而且作战基地将由奥地利转到

巴伐利亚，那末法军和意军经过提罗耳进入巴伐利亚的可能性当

然应该预计到。但是，只要有按照要塞为军队服务而不是军队为要

塞服务的现代原则构筑的相应的筑城工事，那末侵入德国比德国

侵入意大利要容易粉碎得多。因此，我们不应当用所谓“迂回”整个

南德这种说法吓唬人。敌人即使经过意大利和提罗耳迂回了德国

的上莱茵军团，也必须在前进到波罗的海之后才能利用这一迂回

的成果。拿破仑由耶拿向施特廷的进军１２８恐怕不能在慕尼黑到但

泽的方向上重复了。

我们决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放弃明乔河和艾契河线德国

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阵地。但是，认为这个阵地对南德边

境的安全必不可少，那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当然，如果从一个假

定出发（看来持相反观点的人就是从这种假定出发的），认为随便

哪一支德国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要被击败的，那就可以

设想艾契河、明乔河和波河对于我们是绝对必要的。果真如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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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防线实际上对于我们也就不会有任何好处；无论要塞还是军队

也都不能给我们帮什么忙；我们也最好是干脆从卡夫丁的轭形门

下面走过吧１２９！我们不是这种设想德国武装力量的，因此我们认

为，我们的南部边境给我们提供的向伦巴第领土进攻的那些有利

条件，完全足以保证它本身的安全。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在起作用，我们对此也不能

不加以注意。自１８２０年开始在意大利掀起的民族运动１３０，每经过

一次失败就重新兴起而且更加壮大。所谓自然疆界和民族疆界恰

恰相合而且同时又非常明显的国家并不很多。如果在这样一个国

家里，而且又有２５００万人口，民族运动已经愈来愈加强起来，那

末只要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最重要的而且人口约占四分之一的这

一部分领土处于反民族的外国统治之下，这种运动就不会再平息

下去。１８２０年以来，奥地利只是依靠暴力，依靠对此起彼伏的起义

进行镇压，依靠戒严的恐怖手段才统治住了意大利的。为了维持在

意大利的统治，奥地利不得不采用比对待普通犯人还要坏的办法

对待自己的政治敌人，即每一个有民族意识的意大利人。奥地利过

去并且现在有些地方仍然采用的对付意大利政治犯的手段是任何

一个文明的国家闻所未闻的。为了使意大利的政治犯失节，奥地利

人特别喜欢对他们进行杖笞，以此来向他们逼供和惩罚他们。不少

人对意大利人的匕首或者对于政治性的暗杀流露出道义上的愤

懑，但是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对奥地利杖笞的回答。奥

地利为了维持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所不得不采用的方法，就最好

地证明了这一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德国在意大利的利益恰恰与拉

多维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的说法相反，是和奥地利的利益不

一致的，德国必然会问：这些利益是不是大到超过了随这些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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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许多不利呢？

北意大利是一个附属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在战时对德

国有利，在平时却只能有害。为了使意大利继续屈从所需要的兵

力，从１８２０年开始，一直在增加，从１８４８年起甚至在最太平的时

期也超过７万人，这些军队总是觉得身在敌国，必须时刻提防受人

袭击。非常明显，奥地利虽然从皮蒙特获得了军事赔款，在伦巴第

反复勒索军税，又发行强制公债和征收特别税，但是它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的战争和对意大利的占领所付出的代价仍然远远超过了

它１８４８年以来从意大利所得到的利益。而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４年这个

时期，奥地利有计划地把意大利当作临时占领的国家来对待，在离

开以前尽量搜刮。只是从东方战争时期起，也就是在几年中，伦巴

第在某种程度上才处于比较正常的条件下；但是在目前混乱的形

势下，在意大利人的民族感情再次被极强烈地激发起来的时候，这

样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弄清下列问题：占领伦巴第所得的利益比起

因此在全意大利引起的对我们的仇恨和极强烈的敌视来究竟孰轻

孰重？这种利益比起德国人由于奥地利（它以德国的名义，而且要

我们相信，也是为了德国的利益）想在这个国家里保持自己的统治

而采取的措施所负的共同责任来究竟孰轻孰重？这种利益比起经

常干涉意大利整个其余部分的内政而带来的不利来究竟孰轻孰

重？迄今的实践表明，而且奥地利人要我们相信，不这样干涉，伦巴

第就保持不住；而进行这种干涉更加激发了整个意大利对我们德

国人的仇恨。在我们上述的所有军事探讨中，我们总是把最坏的情

况，即法意同盟作为前提。只要我们占据着伦巴第，在法国对德国

的一切战争中意大利都无疑总是法国的盟邦。但是，只要我们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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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这一点就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保有四个要塞而使我们必

然受到极强烈的敌视，他法国人同２５００万意大利人结成同盟，这

难道对我们有利吗？

说意大利人政治上无能，说他们注定不是受德国人统治便是

受法国人统治的这种自私的谰言以及关于能否建立统一的意大利

的各种议论，竟出自德国人之口，实在使我们有些奇怪。我们——

人口比意大利多一倍的伟大的德意志民族，摆脱“注定”不是受法

国人统治便是受俄国人统治的命运，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关于

德国是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难道今天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吗？难道

此刻我们不正是处在将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问题的重大事变的前

夜吗？难道对爱尔福特的拿破仑或者奥地利在华沙会议上对俄国

的态度或者布隆采耳会战１３１我们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

我们姑且假定意大利应该处于德国或者法国的势力之下。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同情或憎恶的问题外，决定的关键仍旧还有向意

大利扩展自己势力的两个国家的军事地理形势。就算法国和德国

的军力是相等的，虽然德国显然可能会强大得多，但是我们认为现

在已经证明，即使是在对法军最有利的情况下，即瓦里斯和辛普朗

对法军是开放的，法军的直接军事势力也只能达到皮蒙特，如果想

把势力扩展到更远的地区，他们首先就要打胜仗，而我们的势力却

遍及整个伦巴第以及皮蒙特与半岛相接的地区，要使我们失去这

种势力，我们的敌人首先必须打败我们。不过有保证德国居于优势

地位的这种地理形势，德国是不必害怕与法国争雄的。

不久以前，海尔布隆纳尔将军曾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

了如下的意见：德国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将遭雷殛的波拿巴王朝

作避雷针。意大利人也同样有权说：意大利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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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作缓冲国，以缓和法国对他们的打击，而为此所得到的报答是

挨奥地利的杖笞。如果德国愿意保有这样一个缓冲国，那末它实现

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意大利搞好关系，承认民族运动，让

意大利人能决定自己的事务，因为意大利人是不会干涉德国事务

的。拉多维茨硬说，如果奥地利今天退出北意大利，法国明天必然

会统治那里，这种说法不仅在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三个月以前也是

毫无根据的。今天正在形成的局势证明，拉多维茨的说法开始成为

现实，不过是就同他所说的完全相反的意义来讲。如果说２５００万

意大利人都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那末２００万丹麦人、４００万比利

时人和３００万荷兰人就更做不到这一点了。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

听到，拥护德国在意大利的统治的人们抱怨法国和瑞典在上述国

家的统治并要求以德国的统治来代替它。

至于统一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或者意大利可以形成

一个统一的整体，那时它将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绝对不会是

法国的，也绝对不会是德国的，因此对我们也不会比对法国人更有

害些；或者意大利仍然保持分裂状态，那时这样的状态也可以使我

们在每一次对法国的战争中在意大利获得同盟者。

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只要我们本身强大，不管我们

是否占领伦巴第，我们总会在意大利保持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

让意大利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多，意大利人对我们的仇恨自然就会

消失，而我们对他们的自然的影响无论如何会大得多，在某种情况

下甚至可以跃居真正的领导地位。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

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

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

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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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你有权要求的，别人当然也有权要求。如果我们与其说是为了

抵御意大利人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法国人而要求取得波河和明乔

河，那末，如果法国人为了抵御我们同样也要求取得一些河流的

话，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了。

法国的重心不在它的中部，即奥尔良附近的卢瓦尔河上，而是

在北部，在塞纳河上，在巴黎，而且两次经验也证明，只要巴黎一陷

落，整个法国也就要陷落了１３２。因此，法国疆界形势的军事意义首

先在于这些疆界所起的防护巴黎的屏障作用。

由巴黎到里昂、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洛特布尔的直线距离几

乎相等，大约都是５５德里。每当以巴黎为目标由意大利攻入法国

时，如果攻入的军队不愿意使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就必须突入

罗尼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里昂地区或者更向北推进。因此，在敌人

向巴黎前进的时候，法国对自己在格勒诺布尔以南的阿尔卑斯疆

界可以不予注意，因为巴黎在这一方面是完全有掩护的。

自洛特布尔起，法国疆界即离开莱茵河，与它成直角转向西

北；自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法国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因此，我们

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经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洛特布尔划出的

圆弧，到洛特布尔即中断；法国北部疆界简直成了这一圆弧的弦，

弦那边的弓形地区不属于法国。由巴黎到北部疆界最短的交通线，

即巴黎—蒙斯线，只有巴黎—里昂或巴黎—斯特拉斯堡半径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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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从这些简单的几何关系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之间

在北方进行的一切战争中比利时总是成为战场。经过比利时，可以

迂回从凡尔登和马尔纳河上游直到莱茵河的法国整个东部。也就

是说，不等配置在莱茵地区的法国军队经过凡尔登或肖蒙赶回巴

黎，从比利时攻入的军队就可能先到达巴黎城下。因此，从比利时

攻入法国的军队在胜利进军的条件下总是可以在巴黎和法国莱茵

军团或摩塞尔军团之间楔入；因为从比利时疆界到对迂回有决定

意义的马尔纳河上各点（莫市、梯叶里堡、埃佩尔讷）的路线比直接

到巴黎的路线还要短，这一点就更容易做到了。

但是不但如此，敌人沿着从麦士河到海边整个这一线在向巴

黎方向前进时，在到达安讷河和瓦瑟河下游以前，都不会遇到任何

天然障碍，而且这两条河流的分布也非常不利于从北方防守巴黎。

无论是１８１４年或者是１８１５年，这些河流都没有给攻入的军队造

成严重的困难。即使把它们也划入塞纳河及其支流所形成的防御

体系区内（在１８１４年，这些河流曾部分地被这样利用），那末同时

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北部的真正防御只是在贡比臬和苏

瓦松附近才开始，而且从北方掩护巴黎的第一道防御阵地距巴黎

仅１２德里。

很难想像有比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疆界更为薄弱的国境了。

大家都知道，沃邦费了多少心血以人工的防御手段来弥补这一疆

界的自然防御手段的不足；大家还知道，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攻入法

国的敌军几乎毫不介意地通过了三层要塞带。谁都知道，１８１５年

在受到仅仅一个普鲁士军的攻击并经过空前的短期围攻和炮击之

后，要塞便一个接着一个投降了。阿温在受到１０门野战榴弹炮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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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射击之后于１８１５年６月２２日投降。吉兹要塞一弹未发，就在

１０门野炮之前投降了。莫贝日在围攻开始后的第１４天，即７月１３

日投降了；兰德列西在围攻开始和两小时炮击之后，即在围攻者总

共发射了１２６发爆炸弹和５２发实心弹之后３６小时，即７月２１日

就打开了城门。马里昂堡仅仅ｐｒｏｆｏｒｍａ〔为了装样子〕，让敌人对

它开始围攻并发射了一发２４磅的实心弹，然后于７月２８日投降。

菲利普维耳只支持住了两昼夜的围攻和几小时的炮击。罗克鲁阿

在敌人开始堑壕作业和两小时炮击之后２６小时便投降了。只有梅

济埃尔在围攻开始后支持了１８昼夜。在要塞司令中间投降之风极

为盛行，这和普鲁士在耶拿会战后所表露的情绪相差无几；如果借

口说１８１５年所有这些要塞都已坍塌倾颓，守军薄弱，装备不好，那

末毕竟不能忘记，这些要塞除了少数例外，不可能不是经常无人过

问的。沃邦的三层要塞带目前已失去任何意义，它对于法国是绝对

有害的。麦士河以西的要塞没有一个能独自掩护任何一块领土，而

且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四五个要塞在一起组成要塞群，使军

队能在其中掩蔽而同时保持机动能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任何一个要塞都不在大河岸旁。利斯河、些耳德河和松布尔河，从

军事观点来看，只有在比利时境内才有意义；因此，分散在开阔地

上的这些要塞的威力不能扩展到火炮射程以外。除了在向比利时

进攻时可以加以利用的疆界上的几个大筑垒基地和麦士河及摩塞

尔河上几处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以外，法国北部疆界上其他一切要

塞和堡垒都只能无谓地分散兵力。哪一个政府如能铲平这些要塞，

就可以说是造福于法国了。但是法国传统的迷信对此又会说些什

么呢？

因此，法国的北部疆界是极端不利于防御的；实际上这里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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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防守的，沃邦的要塞带并没有加强它，在目前只是它的弱点的供

认和标志而已。

正如“中欧大国”的理论家在意大利寻找河流一样，法国人也

正在他们北部疆界的那一边寻找一条河流充当良好的防御阵地。

那末这能是哪一条河流呢？

第一条可能引起注意的是些耳德河下游和迪尔河一直到松布

尔河与麦士河的汇合处这一线。这一条线把比利时最好的一半划

入了法国。它几乎把法国人和德国人交战的所有著名的比利时战

场都包括在内，如奥登纳德、热马普、弗略留斯、利尼、滑铁卢１３３。但

是，即使有这一线也还不能作为防线，因为它在些耳德河和麦士河

中间留有巨大的空隙，敌人仍可由此长驱直入。

第二条线可能是麦士河。可是，纵然法国占领了麦士河左岸，

它的地位仍然不如德国在意大利只占领艾契河时所处的地位那样

有利。艾契河一线可以使德国的疆界非常完整，而麦士河在这一点

上还差得很远。如果麦士河由那慕尔直接流向安特卫普，那它就会

成为一条相当好的疆界线。但麦士河却由那慕尔转向东北，只是到

文洛以后才成大的弓形流入北海。

那慕尔以北麦士河和北海之间的整个地区在战时只能由自己

的要塞来掩护；因此，敌人一渡过麦士河，就一定会与法国军队相

遇于南布拉班特平原，而法军向德国莱茵河左岸进攻时却立即会

碰到坚固的莱茵河防线，也就是直接碰到科伦营垒。麦士河在色当

和柳提赫之间所形成的凹角也会使这一线受到削弱，虽然这一凹

角为阿尔登高原所弥补。因此，麦士河一线在一个地方给予法国人

的好处太多，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太少，因而不能成为一条好的国

防线。所以我们还得进一步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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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把圆规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由

巴塞尔到北海划一弧线。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莱茵河由巴塞尔非常

准确地沿着这一圆弧流到它的河口。莱茵河上的各要点与巴黎的

距离都相等，相差仅数德里。这也就是法国企图获得莱茵河疆界的

真正的现实的理由。

如果莱茵河属于法国，那末在同德国作战时，巴黎就真正成为

国家的中心了。由巴黎向受威胁的疆界（不论莱茵河还是汝拉山）

所引的一切半径，长度都是相等的。凸出的圆弧到处朝向敌人，敌

人不得不在这个圆弧的外面进行迂回机动，而法国军队却可以沿

较短的弦运动而赶过敌人。几个军团的作战线和退却线等长，极其

便于它们进行向心退却，而能在预定进行主要突击的地点集中其

中两个军团来对抗还处在分散状态的敌人。

如果法国人占有了莱茵河疆界，法国的防御体系，就自然的条

件而论，就将属于被维利森将军称为“理想的”、再好不过的那一类

疆界了。成扇形流入塞纳河的云纳河、奥布河、马尔纳河、安讷河和

瓦瑟河在塞纳河流域形成了坚强的内部防御体系（拿破仑在１８１４

年曾利用这一体系在战略上给联军以非常严重的教训１３４），只有在

莱茵河作为疆界线的条件下，这一河流防御体系才能在各个方向

受到同等的掩护；敌人将差不多同时自各方接近这一地区，并可被

河流阻止，直到法国军队能以集中的兵力分别向敌军各个孤立的

纵队进击时为止；但是，如果没有莱茵河一线，在决定性地区如贡

比臬和苏瓦松一带的防御就只能在距巴黎仅１２德里的地点开始。

在欧洲任何地区的铁路，都不能像在莱茵河和塞纳河之间这块地

区的铁路那样，可以迅速集中大批兵力来大力支援防御。铁路线以

巴黎为圆心，沿半径分别通往布伦、布鲁治、根特、安特卫普、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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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赫特、柳提赫和科伦，通往曼海姆并经过麦茨通往美因兹，通

往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第戎和里昂。无论敌人最大的兵力在什么

地方出现，到处都会遇到由巴黎沿铁路开来的全部后备军的迎击。

塞纳河流域的内部防御能力特别是由于在这一地区内的所有作为

半径的铁路都沿河谷（瓦瑟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奥布河、部分云

纳河）通过而更为加强。但是不仅如此，三条同圆心的铁路弧线，每

一条的长度至少都有圆周的四分之一，以彼此几乎相等的距离环

绕着巴黎：第一条弧线是莱茵河左岸的铁路线，现在几乎由诺伊斯

直通巴塞尔；第二条弧线由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经那慕尔、阿尔

隆、提翁维耳、麦茨和南锡到厄比纳尔，也几乎全部连接起来；最

后，第三条弧线由加来经利尔、杜埃、圣昆廷、里姆、马尔纳河岸夏

龙和圣迪济埃到肖蒙。因此，在这一地区内，到处都能够在极短的

时间内将大批军队集中在任何一个地点；在这里，由于自然和人工

的条件，甚至没有任何要塞也可以借军队机动的能力进行非常坚

强的防御，使侵入法国的敌人遇到与他们在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所

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抵抗。

以莱茵河作为疆界河流仅有一点不足之处。只要莱茵河的一

岸完全属于德国而另一岸完全属于法国，那末两国人民谁也不能

控制这一河流。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阻止较强的军队（无论它

属于哪一个国家）渡过莱茵河；这种事情我们已见过几百次，而

且战略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人

以优势兵力进攻，法国人就只好在较近的接近地上进行防御：北

方军团在文洛和那慕尔之间的麦士河上进行防御；摩塞尔军团在

摩塞尔河上，大约在萨尔河流入摩塞尔河的汇合处附近进行防御；

上莱茵军团在摩塞尔河上游和麦士河上游进行防御。为了完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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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莱茵河，为了能够有力地阻挡敌人渡河，法军必须在莱茵河右

岸占据桥头堡。因此，当时拿破仑直截了当地把威塞尔、卡斯特

尔和克尔并入法兰西帝国１３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目前的情况

下，他的侄子除了德国人在莱茵河左岸为他构筑的绝好的要塞以

外，一定还会要求取得埃伦布莱施坦、多伊茨，而必要时还要取

得盖尔曼尔斯海姆附近的桥头堡。这样，法国的军事地理体系，无

论从进攻或者从防御的观点来说，才算是完备的，任何更多的加

添只能是有害的。至于这一体系的自然条件是多么好，多么不言

而喻，１８１３年联军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法国在这以前大约１７年

建立了这一体系，而且人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敬

的联军尽管处于优势而法国无力抵御，但是他们却惊惶地退却了，

连想也不敢想动摇这一体系，就像不敢亵渎圣物一样；如果不是

运动的德意志民族分子把联军吸引到自己方面的话，莱茵河也许

在今天还是法国的河流。

但是，法国人只有当我们不仅把莱茵河而且把莱茵河右岸的

桥头堡都让给他们时，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正如在拉多维

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看来，我们德国人要保住艾契河和明乔

河以及这两条河上的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才算完成自己的

职责。但是，那时我们就会使得德国对法国完全无能为力，就像目

前意大利对德国一样。那时，俄国就会像在１８１３年那样，成为德国

的当然“解放者”（正如目前法国，或者更正确地说，法国政府成为

意大利的“解放者”一样），而且为了补偿它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它

一定会只要求一些“小块”领土——如加里西亚和普鲁士——以便

使波兰的版图完整，因为经过这些省份不是也可以“迂回”波兰吗！

莱茵河对于法国，就像艾契河和明乔河对于我们一样，只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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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河更加重要而已。如果说通过在意大利手中或者可能在法国手

中的威尼斯省，可以迂回巴伐利亚和莱茵河上游并打开通向维也

纳的道路，那末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比利时则可迂回法国整个东部

并且使得通向巴黎的道路更加畅通无阻。由伊宗察河到维也纳的

距离到底还有６０德里，在这一地区内还有某些防御的可能性；由

松布尔河到巴黎一共才有３０德里，而且只是在距巴黎１２德里处，

即苏瓦松或贡比臬附近，才可以找到多少能作为掩护的河流进行

防御。如果像拉多维茨所说的，德国让出艾契河和明乔河，就会使

自己事先处于像整个战局失败后所处的地位，那末法国在现有疆

界的条件下所处的地位，就好像它有了莱茵河疆界却打了两次败

仗一样，其中一次是为了争夺莱茵河和麦士河上的要塞而进行的，

另外一次是在比利时平原的田野上进行的。甚至像北意大利要塞

的强大阵地，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莱茵河下游和麦士河上找到类

似的情况；难道说就不能把马斯特里赫特、科伦、幽里希、威塞尔和

文洛稍事修筑，再加上两个中间据点，来构成同样强大的防御体

系，使它完全能够掩护比利时和北布拉班特并使野战能力极弱的

法国军队能够在河流间机动，以阻止有强大优势的敌军，最后借助

铁路毫无阻碍地退到比利时平原或杜埃地区吗？

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德国人向法国进攻的时

候比利时对德国人完全开放并与德国人结盟这样一个假定出发

的。因为我们应当用法国人的观点来论证，所以我们有权要求这

个，就如同我们的敌人认为意大利——即便自由和统一的意大利

也一样——是经常和德国人敌对的国家而有权要求明乔河一样。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首先考虑最坏的场合并准备应付它是非常

自然的；法国人现在考虑他们北部疆界的防御能力和战略形势的

９８２波河与莱茵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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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应当这样作。至于说比利时和瑞士一样，根据欧洲条约都

是中立国，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注意。因为第一，历史实

践一定会再次证明，这种中立在任何一次欧洲战争中都无非是一

纸空文而已；第二，法国无论如何不能坚决指靠这种中立，不能在

军事上这样来对待与比利时接壤的全部疆界，就好像那里已出现

一个能掩护法国免遭德国进攻的海湾似的。因此，不管今后是否真

正积极地防守疆界或者只派出部队占领以防可能的袭击，这段疆

界仍然是很薄弱的。

我们已经把波河和莱茵河作了充分的比较。除了莱茵河的问

题涉及的范围比波河更大以外（这只能加强法国的要求），没有比

这更加相似的情况了。可以相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兵士在波河

上保卫莱茵河，实际上将比“中欧大国”鼓吹者在理论上所作的更

为成功。当然，这些鼓吹者也是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但……只是

为了法国人。

不过德国人也可能在什么时候一再吃败仗，以致失去自己在

明乔河和波河上的“自然疆界”，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愿意再作

个比拟。法国人占有自己的“自然疆界”共１７年，从此以后几乎已

经４５年没有这样的疆界了。在这个期间，他们优秀的军事权威也

同样在理论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沃邦要塞带对防止敌人侵入毫

无作用，这一点已在现代军事学术的原则中找到了根据，可见在

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并不是偶然的机会，也不是人们极喜欢说的

《ｔｒａｈｉｓｏｎ》〔“叛变”〕使联军得以安然地在要塞之间通过。此后，就

很明显了，为保障易受袭击的北部疆界，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但是，

虽然如此，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恢复莱茵河疆界，这是非常清楚

的。那末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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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找到了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获得光荣的解决问题的办

法：他们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们最先试图把自己的

首都变为规模宏大的营垒。旧派军事专家看到这种不智的举动，大

摇其头。这不过是为了法国式的自夸而浪费金钱罢了！这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纯粹是吹牛。谁听说过有方圆９德里、居民百万的

要塞呢？除非将一半军队作为守备部队，否则怎样来防御这样的

要塞呢？怎样供应这样多人的粮食呢？糊涂、法国式的自负、犯

罪、修建巴比伦塔①的重演！守旧的军事家这样指责这一新的举

动，这些人正按沃邦式的六角形要塞研究围攻战，他们所知道的

消极的防御方法中，没有比一个步兵排由隐蔽路向斜堤底部出击

的规模更大的反击了！但是，法国人还是沉着地继续他们的工程，

虽然巴黎还没有受到战争的考验，但是他们已心满意足，因为全

欧洲非守旧的军事家都认为他们作得对，威灵顿已开始设计伦敦

的筑城，在维也纳周围，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也已经开始构

筑独立堡垒，柏林的设防问题至少也正在讨论中。他们从塞瓦斯

托波尔的例子中亲身体会到，巨大的营垒，如果为进行大规模的

积极防御的一支大军所防守，将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而且塞瓦

斯托波尔周围仅有一道要塞围墙，根本没有独立堡垒；只有野战

工事，没有任何石砌的内岸！

自从巴黎要塞筑成以后，法国就不再需要以莱茵河为疆界了。

就像德国在意大利一样，法国将首先以进攻来防守自己的北部疆

界。铁路网的分布说明，这个问题正应当这样来理解。如果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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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退，法军可以坚守在瓦瑟河和安讷河之间；敌人继续前进就

会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对于攻打巴黎来说，由比利时攻入的军队

本身将过于薄弱。法国的北方军团可配置在安讷河后，保证与巴

黎的交通线，静待其他军团的到来，在最坏的场合，也可在马尔

纳河后，左翼以巴黎为依托，占领侧方阵地进行积极防御。敌人

除了向梯叶里堡前进以攻击法国在摩塞尔河及莱茵河的军团的交

通线以外，别无他法。但是这些行动远不像巴黎未设防时那样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最坏的场合，法军其他军团向卢瓦尔河

后的退路也不会被截断；集中在卢瓦尔河地区后，法军仍然会有

相当强大的力量，可以威胁已被削弱并因围攻巴黎而兵力分散的

敌军，或者可以突入巴黎。一句话，由于巴黎的设防，经过比利

时的迂回已不再是危险的了；这一迂回的影响也不再有决定性的

意义；因迂回而产生的不利因素以及抵抗这一迂回所需的手段，现

在就容易计算了。

仿照法国人的例子，我们就会做得很好。如果我们不使自己

为必须占领德国以外的领土（这些领土对于德国来说已日益不巩

固）的呼声所蒙蔽，而事先准备应付我们必须放弃意大利的这一

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会做得好得多。我们在这种场合所必需的

要塞构筑得愈早愈好。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配置这些要塞，我

们在前面已大略谈过，要更详细地谈就不是我们的事了。不要只

耽于幻想和构筑筑垒封锁点，不应只依靠这些封锁点而轻视唯一

能使退却的军队停驻的那种类型的工事，即营垒和河岸上的要塞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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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中欧大国”鼓吹者所提出的“自然疆界”

论将导致什么结果。德国有权利要求波河，法国也有同样的权利要

求莱茵河。如果说法国不应当为了一个好的军事阵地而把９００万

瓦伦人、尼德兰人和德国人并入法国，那末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权

利为了一个军事阵地而去奴役６００万意大利人。波河这一自然疆

界归根到底不过仅仅是一个军事阵地，可是有人对我们说，只是为

了这个缘故德国就必须保持它。

“自然疆界”论也可以用一个口号来彻底解决什列斯维希—霍

尔施坦问题：ＤａｎｍａｒｋｔｉｌＥｉｄｅｒｅｎ！丹麦到埃德尔河！
１３６
丹麦人不

要求他们的明乔河和波河，即埃德尔河，以及他们的曼都亚，即弗

利得利赫什达特，又要求什么呢？

“自然疆界”论使德国有权要求波河，同样也使俄国有权要求

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并且在波罗的海方面整化领土，至少把普鲁

士的维斯拉河右岸地区全部囊括进去。再过几年，俄国又可以同样

有权利提出要求说：俄属波兰的自然疆界是奥得河。

“自然疆界”论如用于葡萄牙，这个国家也可以要求把领土扩

大到比利牛斯山并把整个西班牙划入葡萄牙。

如果考虑到永恒正义的法则，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

宾斯坦公国１３７的自然疆界至少应当扩展到德意志联邦的疆界或者

甚至更远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维斯拉河。要知道罗伊斯－格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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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和奥地利一样，同样都有实现自己权

利的要求！

如果“自然疆界”论，也就是纯粹以军事观点为根据的疆界论

是正确的，那末对于那些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德国外交家，我们应该

怎样来称呼呢？他们使我们面临德国人打德国人的战争的威胁，使

我们失去麦士河，使德国东部疆界门户洞开，让外国人确定德国的

外部疆界和从内部分割它。老实说，哪个国家也不像德国这样，有

那么多的理由来抱怨维也纳会议；但是，如果我们从自然疆界的观

点来看问题，那末当时那些德国的国家伟人的名誉将如何呢？何况

拥护波河自然疆界论，靠１８１５年外交家的遗产过活并继承维也纳

会议的传统的也正是这些人。

你们愿不愿意听这种事情的一个实例呢？

１８３０年比利时从荷兰分立出来的时候１３８，也是现在把明乔河

作为生死问题提出来的这些人在大喊大叫。他们为毗邻的尼德兰

强国的分裂而大声疾呼，因为这个强国应当作为对付法国的屏障，

而且应当负有义务以薄薄的要塞带来与当时确实是极为庞大的工

事的沃邦式要塞带相抗衡（甚至在有了２０年的经验以后，偏见还

是这样深）。各大国似乎很担心，有朝一日，棱堡、半眼镜堡和眼镜

堡栉比皆是的阿拉斯、利尔、杜埃和瓦郎西恩会突然出现在比利时

并安然屹立在那里！我们在本文中与之力争的这一狭隘思想的代

表者们那时痛哭抱怨，说什么德国处于危急中，因为比利时只是唯

法国之命是从的附庸，必然要成为德国的敌人；说什么用德国的

（也就是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金钱建筑起来对付法国的宝贵的要

塞现在可能被法国人用来反对我们。他们说，法国的疆界已经推进

到麦士河和些耳德河以至更远的地方，再向前推进到莱茵河，还需

４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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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久吗！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号泣。但是实际情

况怎样呢？从１８４８年以来，特别是从波拿巴复辟以来，比利时愈来

愈坚决地脱离法国而接近德国。现在甚至可以把比利时看作是德

意志联邦的一个外国成员国。比利时人采取这种反对法国的立场

时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从上面强迫他们

国家建立的所有要塞作为完全无法对付法国的废物全部铲平了，

然后在安特卫普周围建成了一座营垒。这个营垒的规模相当大，足

以容纳整个军团并在法国侵入时可以使它在那里等待英国或德国

的援助。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１８３０年曾经想把主要操法语的信天主教的比利时与操

荷兰语的信新教的荷兰硬缚在一起的那个英明政策，从１８４８年以

来又想用暴力把意大利置于奥地利压迫之下并使我们德国人对奥

地利在意大利的行为负责。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由于害怕法国而

产生的。这些先生的全部爱国主义看来就在于，一谈到法国就狂热

地激动起来。好像五六十年以前老拿破仑所赐予他们的打击，至今

痛犹在身。当然我们不属于把法国军事力量估计过低的这类人。比

如说，我们清楚地知道，德国没有一支军队在轻步兵、小规模战争

的经验和技术方面以及在炮兵学的某些方面能与法国军队相比。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起初夸耀他们拥有１２０万名德国兵，似乎

这些兵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如同科尔布博士为了亚尔萨斯和洛

林与法国下一盘棋而摆好的棋子一样１３９，可是后来在每一个别场

合下，同样是这些人却又表现得非常畏缩，似乎这１２０万兵士不躲

在不可摧毁的阵地内，就一定会被人数少一半的法军打得落花流

水，这种情况确实使人再也无法忍耐。为了反对这一消极防御政

策，我们认为提醒下列事实是适时的，就是即使德国总的说来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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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

极防御。提醒下列事实也是适时的，就是我们已经很多次地证明，

正是在进攻方面我们优于法国及其他国家。

“进攻毕竟是我们军队所特有的精神，这正是非常好的，”——弗里德里

希大帝曾这样进过他的步兵。１４０

至于他的骑兵如何善于进攻，有罗斯巴赫、措尔恩多夫和霍恩

弗里德贝尔格等会战１４１可以作证。而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４年德国步兵

如何善于进攻，最好的证明是１８１５年战争之初所颁发的布吕歇尔

的有名训示：

“因为经验教导我们，法国军队抵挡不住我们成营兵士的刺刀冲锋，所以

要想打败敌人或攻占某一阵地，照例都应当采用刺刀冲锋。”

我们最成功的会战是进攻的会战；如果说德国兵士还有不及

法国兵士的地方，那就是德国兵士还不善于为了防御的目的而坚

守村庄和房屋；至于在进攻中，他们证明自己完全不亚于法军，并

且多次地证明了这点。

不管产生这个政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政策起

初在保卫可疑的或者夸大到荒谬程度的德国利益的借口下使我们

受到一切较小邻国的憎恨，然后又对它们倾向于法国表示愤慨。波

拿巴复辟整整五年才使比利时脱离了与法国的联盟，而比利时是

被１８１５年开始的、１８３０年继续执行的神圣同盟１４２的政策驱入这

一联盟的；在意大利，我们为法国人造成了一种和明乔河意义相同

的形势。但是，法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是狭隘的、自私的、剥削

的，所以，只要我们稍有诚意，意大利人无疑地就会倒向我们，而不

是倒向法国。大家都很清楚，拿破仑及其地方官员和将军们在

１７９６年到１８１４年期间如何从意大利勒索金钱、粮食、艺术珍品和

６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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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员。１８１４年，奥军以“解放者”的身分来到意大利并且也被作为

解放者接待了。（至于他们如何解放意大利，关于这点每一个意大

利人对Ｔｅｄｅｓｃｈｉ〔德国人〕所抱的仇恨态度可作为最好的说明。）法

国在意大利的政策的实践方面就是如此；至于这一政策的理论，我

们只能说，它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法国永远不会容许一个统一

的、独立的意大利存在。一直到路易－拿破仑，这一原则始终没有

动摇，而且为了避免一切的误会，拉·格隆尼埃尔还不得不再一次

宣布它是永恒的真理１４３。难道在法国实行这种狭隘而庸俗的政策，

实行这种毫无顾忌地要求干涉意大利内政的政策的情况下，我们

德国人还怕已经不再直接受德国统治的意大利会永远作为法国的

温顺仆从来反对我们吗？这种担心是十分可笑的。这仍然是１８３０

年对比利时问题所发出的那种惊叫。但是，尽管如此，比利时还是

走到我们这边来了，不邀而来地走到我们这面来了；意大利一定也

会同样地向我们靠拢。

但是，必须牢牢记住，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意大利与德国的相

互关系问题，决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于

像路易－拿破仑这样只为了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德国的利益

才愿参与其间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握有一个省份，只

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放弃它，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扼守一个军事阵地，

只是在不能再守时才放弃它。在这种场合，政治问题就立即让位于

军事问题：有人袭击我们——我们自卫。

如果路易－拿破仑愿意扮演捍卫意大利独立的武士的角色，

那他用不着与奥地利作战。《Ｃｈａｒｉｔéｂｉｅｎｏｒｄｏｎｎé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

ｃｈｅｚｓｏｉ－ｍêｍｅ》．〔“好事先自为之。”〕科西嘉“省”虽然是波拿巴

主义的诞生地，却原是意大利的岛屿。让路易－拿破仑首先把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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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岛让给他的姻伯维克多－艾曼努尔，那时也许我们还可以听听

他的谈论。在他没有这样作以前，他最好还是不要谈他热烈地忠实

于意大利的利益吧！

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法

国有佛来米族的、德意志族的、意大利族的地区。英国是唯一真正

具有自然疆界的国家，可是它走出这个疆界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各

国进行征服；在以真正的奥地利式的手段镇压了规模宏大的印度

起义后，现在它又和自己的保护地之一——伊奥尼亚群岛进行斗

争１４４。德国有半斯拉夫族的地区，有居住着斯拉夫族、马扎尔族、瓦

拉几亚族和意大利族的附属地。而彼得堡白帝又统治着多少种操

其他语言的民族啊！

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地图已最后确定。但是一切改变，如

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人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

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

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同时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但是没有能

力再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那些残余的民族，仍然应当留在比

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溶化到他们中间，或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地

作为民族志学的纪念品１４５。军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欧洲的地图要重新绘制的话，我们德国人有权要求

做得公平合理，不能再像以往所常发生的那样只让德国做出牺牲，

而所有其他国家则在这样的重新分配中光占便宜，不牺牲任何东

西。我们可以放弃给我们国境加添的许多东西，可以放弃使我们牵

涉在最好不直接干预的事件中的许多东西。但是所有别的国家也

应当这样；让他们给我们树立大公无私的榜样，不然就让他们闭上

嘴。从整个这一研究中所得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德国人如果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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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

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我们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

的复辙，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一当我们取

得了这个统一，我们就可以下再防御了。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

明乔河了，那时“我们特有的精神”又将重新是“进攻”了；要知道现

在还有一些腐朽的地方非常需要这种“进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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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和 平 还 是 战 争？１４６

  我们在另一版上转载一篇不久前发表在“通报”上的文章，这

篇文章带预言性地否认它的主子和鼓舞者路易－拿破仑有任何想

使欧洲卷入战争的意图１４７。看来，这篇文章提高了交易所的证券牌

价，并把旧大陆的担心消除了一半。但是，只要仔细地读一读，仍旧

会从这篇文章中看出，它所唤起的那些希望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

这篇宣言中，除了仅仅肯定说皇帝对撒丁国王的义务只限于保证

保护撒丁免受奥地利的侵略（这个保证维克多－艾曼努尔无疑是

不需要了，至少在他的军队已派遣去支援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法、

英军队之后）以外，我们看到的只是对舆论的新的嘲笑。这篇文章

实际上建议全世界为了法国僭位者的利益而忘掉：不是报纸而正

是他本人在新年那天通过奥地利大使①对奥地利进行的毫无根据

的和盛气凌人的威胁惊动和扰乱了欧洲；正是他的报刊，他那批专

写抨击性小册子的作者，他的堂弟②，他积蓄武器和购置军火的行

动散布了对战争的惊慌情绪，这是他自己蓄意说出来的话的结果。

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一行字，没有一句话包含有哪怕是一点暗示他

打算放弃他的野心和在意大利以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

００３

①

②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编者注

许布纳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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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１４８
的阴谋的迹象。他可能是决定向欧洲舆论让步（意大利除外，

但法国并不除外）；但也可能是他决定使用爱好和平和温和的语

言，以便掩饰交易所的骇人听闻的投机，并用欺骗的手腕使那些他

打算加以攻击的人产生一种不幸的安全感。在他的整个新宣言中，

从头到尾丝毫也看不出，这种与其说是立场本身的改变不如说是

语调的改变，是由于奥地利傲慢态度的缓和，外交气候的转晴所决

定并从中得到解释的。一个正在准备进行歼灭性打击的人看来是

不可能表现出这种爱好和平的情绪的；不要忘记，这个路易－拿破

仑也就是那个在用叛变手段扼杀法兰西共和国的前夕还向一位共

和主义者埋怨那些认为他是会干出类似卑鄙勾当的人的路易－拿

破仑。因此，我们认为拿破仑的这个宣言是个“什么也没有总结的

结论”。这只是一团白色的东西，它可能是普通的面粉，也可能是在

面粉里面打过滚的一只公猫，但究竟是什么——这只有将来才能

见分晓。

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中劝告人们对宣言持审慎态度的那一

部分比公开赞同宣言的那一部分有更大的意义。路易－拿破仑永

远再也不能成为交易所和资产阶级的半神人了。今后他只能靠剑

来进行统治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８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９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０３和平还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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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土伊勒里宫的叹息

  拿破仑皇帝的处境大概确实非常悲惨，因为他不仅写了一封

凄怆的信，而且还把这封信寄给了弗·赫德爵士。后者在小政治家

中远不是最乐观愉快的人。赫德爵士把这封信在伦敦“泰晤士报”

上发表了１４９，这家报纸在不列颠的报纸中也远不是最乐观的报纸，

因而使整小事件具有一种高卢人的快乐的国家中从未见过的特别

庄严的气氛，甚至在这里，在多雾的英国，这听起来也像是送葬的

钟声一样。皇帝在信的开头亲切地称这个肥皂泡从男爵１５０为“我亲

爱的弗兰西斯爵士”，在信的结尾同样写着：“我亲爱的弗兰西斯爵

士”。看来弗兰西斯爵士在此以前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过一些维护

皇帝的信。用不着怀疑，这些信是写得很出色的，就像通常报纸的

记者自动写的通讯报道那样。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想不起曾读

过或者至少是浏览过这些信。我们相信，这些信件在帝国议会中几

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讨论过。拿破仑陛下从作者那里收到了这些

作品，由于伟人们通常总是要对送给他们的荡刀布或大块干酪表

示感激，因此拿破仑陛下也带着忧郁的神情感谢弗·赫德爵士所

写的文章。皇帝很高兴地相信，在英国还有人未忘记他，他感动地

回忆起在英国的那些日子，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小店主曾经给与他

任何一个流浪亲王１５１都不曾享受过的贷款。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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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权力会带来多少麻烦，在我看来最不愉快的，

正是那些你所最器重并愿意同他和睦相处的人不了解你，不正确地指责你。”

此外，他还公然宣称，自由就是欺骗。

他说：“我深感惋惜，自由像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样，有自己的极限！为什么

它不传播真理而要尽力掩盖真理？为什么它不鼓励和发展高尚的情操而要播

种不信任和仇恨呢？”

于是这位圣体被自由束缚住的皇帝非常感谢亲爱的弗兰西斯

爵士，因为他毫不动摇地、真挚地、无私地和坚决地起来反对类似

的谬误。

我们丝毫也不了解拿破仑第三陛下目前的悲哀的政治细节，

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希望他今后的心情将经常欢乐而愉快。

难道家庭的生活道路（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冒充的成员）曾是那样

可喜可乐和光辉灿烂，以致当他窃据了法国的王位，当他以自己的

生命、自由和他能借到的钱作赌注冒险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侵袭１５２

以后，他就可以追求奢侈逸乐的玫瑰花冠，追求支配人的权力，追

求个人享受，追求约翰牛的祝福和追求对欧洲的控制（为了达到这

一点需要有招摇撞骗的本领）了吗？难道他从未听见过“圣威廉”的

意见：

  “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枕席的！”①

难道他不是认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偏偏是他命中注定要为了全

民族的幸福而在土伊勒里宫中受偏头疼的折磨吗？为什么他要投

入弗·赫德爵士的宽广的怀抱并因为他热心追求的皇冠把他的头

压得太紧而啼哭呢？如果他认为需要给“泰晤士报”写信，为什么他

３０３土伊勒里宫的叹息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后篇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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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去写，而要由一个没落的从男爵越俎代庖呢？要知道他曾一

再粗暴地蔑视过礼节，难道他现在就不能那样做了吗？

可卑的欺骗伎俩（如果对于达官贵人们可以使用这种不恭敬

的词句的话）是伯父擅长的手法，侄儿显然相当成功地仿效了他。

王朝的缔造者喜欢痛哭流涕地、多愁善感地和漫无边际地侈谈自

己的痛苦、烦恼、忧患和遭到的危险，特别是“老奸巨猾的阿尔比

昂”对他的恶劣态度。但是我们以为，他一次也未能做到使他写给

英国人的信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拿破仑第一做到了使英国

人尽情地嘲笑他，使法国人极其真诚地惋惜他，然而有时他也能使

他的嘿嘿窃笑的邻居哭泣。但是，如果拿破仑第一所关心的只是给

他的同时代的弗兰西斯·赫德爵士们写信，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

好事，那末，恐怕早在他被送往圣海伦岛上静穆的修道院以前，人

们就把他从土伊勒里宫中的使他受折磨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８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９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０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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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国的战争前景

１８５９年３月９日于巴黎

当战争将临的惊慌气氛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交易所的时候，我

曾写道，波拿巴远远没有最终下定决心打仗，但是，不管他的真实

意图如何，看来他将要失去对事件的控制力①。然而现在，当欧洲

的大部分报纸似乎倾向于相信和平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不是某

种情况的巧合导致突然推翻僭位者和他的王朝的话，战争将会爆

发。甚至是最肤浅的观察家都会承认，和平的前景仅局限于谈判

的范围，而相反地，战争的前景却有物质因素作依据。无论法国或

奥地利都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备战。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两个帝

国的金库的绝望状况的话，用不着详细论证，我们就可以作出结

论说，战争正在策划，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爆发。我敢说，奥地

利正遭到厄运的追逼，厄运的线索大概一直延伸到圣彼得堡。每

当它的财政眼看就要巩固的时候，厄运就不可避免地把它抛到后

面去，抛向财政灾难的深渊，就像每当息息法斯快要到达山顶的

时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把这个命定受折磨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推

上山去的倒霉的石头推下山来一样。例如，在经过多年不断的努

５０３

① 见本卷第１８９—１９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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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后，奥地利在１８４５年才接近于收支平衡的状况；但是突然爆

发了克拉科夫革命１５３，迫使它增加非常开支，以致造成了１８４８年

的灾变１５４。另一次，在１８５８年，它向全世界宣布维也纳银行恢复

现金结算，但是突然从巴黎送来的新年贺词１５５又猛然粉碎了奥地

利实行节约的一切希望，使它遭到这样大的损失和消耗这样多的

物资，甚至使最冷静的奥地利政府要员也不得不把战争看做是获

得拯救的最后手段。

在所有能够吹嘘不仅具有地方意义的报纸中，“论坛报”大概

要算是唯一的一家从来没有堕落到为了追求时髦（我还不说是赞

美路易·波拿巴的性格，因为这样就太糟糕了）而说路易·波拿巴

英明和毅力超群的报纸。“论坛报”分析了他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

面的功绩，依我看来，这家报纸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所获得的在

民众眼里是如此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各种机会的巧合造成的，这些

机会不是他创造的，而且在利用这些机会方面，他从来不比一个普

通赌棍更为高明；一个普通赌棍就有本领作各种可能的妥协，敢于

采取突然的手段和ｃｏｕｐｓｄｅｍａｉｎ〔勇敢的打击，坚决的行动〕，然

而始终只是做机会的恭顺的奴隶，并竭力把自己的罪恶心肠隐藏

到铁的假面具后面去。这也正是欧洲列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决

定对ｇｒａｎｄｓａｌｔｉｍｂａｎｑｕｅ〔伟大的丑角〕（这是俄国外交家给他起

的绰号）所持的观点。列强知道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把自己

置于一个危险的地位，所以它们同意让他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仑的

继承者，但是心照不宣地约定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始终只应满足于

表面上的煊赫声势，任何时候都不能越过那条把演员和他所扮演

的角色分隔开来的界线。这个把戏一度耍得很成功。但是，外交家

们按照他们的惯例，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总是忽略一个重要因

６０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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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民。当奥尔西尼的炸弹爆炸的时候，萨托里的英雄
７０
摆出

一副对英国发号施令的姿态，而不列颠政府也表示完全同意让他

采取类似举动；但是人民的强烈要求对议院施加的压力是这样大，

以致不仅帕麦斯顿被免职１５６，而且实行反波拿巴的政策变成了要

主宰唐宁街１５７就不得不接受的条件。波拿巴让步了，从这个时候

起，他的对外政策遭到了一连串的挫折、屈辱和失败。这只要指出

他的迁移自由黑人的计划和对葡萄牙的冒险举动１５８就够了。其实，

如果说奥尔西尼的谋刺导致了法国专制制度的恢复，那末由于欺

诈行为而从急性寒热病变成慢性病的商业危机使这个暴发户的宝

座失去了它所依靠的唯一现实基础——物质繁荣。军队中出现了

不满的迹象；证明资产阶级开始反抗的信号已经发出了；奥尔西尼

的同胞进行人身报复的威胁使得这位僭位者夜不安寐。这时僭位

者突然想为自己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他ｍｕｔａｔｉｓｍｕｔａｎｄｉｓ〔作相应

的变化后〕，重复了拿破仑在吕内维尔和约１５９后向英国大使发出的

大声呵斥，并用意大利的名义向奥地利挑战。这个谨小慎微的人

物，妥协的元帅，夜间突袭的英雄，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大势所

迫，铤而走险。

毫无疑义，他的虚情假意的朋友们推着他走了这一步。帕麦斯

顿在贡比臬阿谀逢迎地向他保证说，英国自由党人同情他，但在议

会开幕的时候却慷慨激昂地反对他。１６０曾用秘密的照会和在报上

公开发表文章来唆使他的俄国，显然已在同自己的奥地利邻邦进

行外交ｐｏｕｒｐａｒｌｅｒｓ〔谈判〕。但是大势已定，挑战已经发出，因此欧

洲不得不重新考察一下这个终于活到意大利远征（他的伯父就是

靠这个远征起家的）的走运的赌徒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１２月的

日子里４９，他在法国恢复了拿破仑主义，现在他显然决定用意大利

７０３法国的战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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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在全欧洲恢复拿破仑主义。他所关心的不是意大利战争，而是

不经任何战争使奥地利受到屈辱。他企图依靠对革命的恐惧来夺

取他的同名者用火炮赢得的胜利。非常明显，他并不打算打仗，而

只是希望ｓｕｃｃèｓｄ’ｅｓｔｉｍｅ〔仅仅依靠声望获得成功〕。否则，他会从

外交谈判开始，以战争告终，而不是相反。在谈到战争之前，他会先

准备战争，总之，他不会把车放在马的前头。

但是，他对同他发生争吵的强国的估计大错而特错了。英国、

俄国和合众国可以作很多似是而非的让步而丝毫也不丧失它们的

实际势力；但是奥地利——特别是当问题牵涉到意大利的时候，如

果不是帝国本身遭到危险的话，是不可能改变它的道路的。因此波

拿巴从奥地利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准备战争，这使得波拿巴也不

得不采取同样的行动。装模作样的争吵逐渐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冲

突，这完全违反他的意志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外，一切都

事与愿违。在法国他碰到了消极的然而是顽强的抵抗，而同他休戚

相关的朋友们竭力希望阻止他采取丧失理性的举动，使人毫不怀

疑，他们是不相信他具有拿破仑的天才的。在英国，自由党背弃了

他，并谴责他企图把自由看做是法国的出口项目。在德国，对他的

一致的蔑视向他表明，不管１８４８年因循守旧的法国农民的观念怎

么样，在莱茵河彼岸却坚信他只是个假的拿破仑，德国统治者们给

予他的尊敬只不过是一般的客套，总之，他是“礼貌上尊称的”拿破

仑，就像英国公爵的幼子们是“礼貌上尊称的勋爵”１６１一样。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在１８５９年１月使这个人和奥地利的关系

复杂化的那些困难将会用可笑的和可耻的ｒｅｃｕｌａｄｅ〔退却〕来克

服，或者萨托里的英雄本人认为他用他曾经遭到过的最大的和最

明显的失败改善了他的绝望处境吗？他知道，法国的军官们即使照

８０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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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面子也不会掩饰他们对他在“通报”上侈谈目前战争准备情况的

可笑谎言的极端愤怒的；他知道，巴黎的小店主已经开始把１８４０

年路易－菲力浦向欧洲同盟的让步１６２，和１８５９年路易·波拿巴的

ｇｒａｎｄｅｒｅｔｉｒａｄｅ〔大退却〕进行比较；他知道，资产阶级已经满怀着

明显的、尽管是压抑着的憎恨，因为他们必须服从一个本来是懦夫

的冒险家；他知道，在德国对他的普遍鄙视是毫不掩饰的，只要他

朝着同一方向再走几步，就会使他成为全世界讥讽嘲笑的对象。维

克多·雨果说过：《Ｎ’ｅｓｔｐａｓｍｏｎｓｔｒｅｑｕｉｖｅｕｔ》（“不是任何人都

能成为怪物”）①，但是这位荷兰冒险家所需要的不单是加西莫多

的名声，他要使人把他看做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加西莫多。他目前指

望当真开始进行战争（而他知道，他应当开始它）的时机是这样的：

奥地利在即将举行的外交谈判中不作任何微小的让步，这就会给

他一个相当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诉诸武力；由于普鲁士在对奥地利

２月２２日照会的复照１６３中表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个德意志

强国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加深。英国的对外政策在得比内阁垮台之

后将转入帕麦斯顿勋爵之手。俄国将对奥地利进行报复，但它自己

却不出一兵一卒，也不花一个卢布，它主要将在欧洲制造纠葛，以

便利用自己在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给土耳其政

府所设下的罗网坐收渔人之利。最后，当外交的浓烟笼罩着巴黎会

议的时候，在意大利将燃起熊熊烈火，欧洲人民将把他们拒绝给予

自封的意大利保卫者的东西给与起义的意大利。这些就是路易·

波拿巴希望能够再一次使他的幸福的大船驶向辽阔海洋的时机。

至于他现在不得不忍受多大的恐怖的煎熬，这一点即使从下面这

９０３法国的战争前景

① 雨果“小拿破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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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不久前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突然剧烈地

呕吐了。对意大利人复仇的恐惧也是执拗地推动他进行战争的一

个重要因素。意大利Ｖｅｈｍｅ１６４的法官们正在暗中窥伺他，这一点

三个星期以前他重新查明属实了。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中抓到了

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他身上有一枝手枪和两

三个带有起爆管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同从奥尔西尼身上搜出的

相似。当然，把他逮捕起来并关进监狱里去了。他说出了自己的意

大利姓名，讲话的时候也带有意大利口音。他说，他可以向警察提

供许多情报，因为他和秘密团体有联系。但是在两三天内他一语不

发，后来他请求给他的禁闭室再增添一个人，并声明说，如果继续

对他实行单独监禁的话，他什么也不能讲，而且也不愿意讲。于是

找了一个档案管理员或者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狱吏给他做伴。这

时，意大利人揭露了或者装出一副正在揭露很多秘密的样子。但是

过了几天，负责审讯的人回来了，向他说道，根据调查，他所招认的

一切都不符合事突，他应当说实话。意大利人答应在第二天这样

做。这天晚上没有人打扰他。但是他在早上４点钟左右就起来了，

用同室人的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据召来的医生的检验，刎伤很

重，大概立即死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１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３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９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１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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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５日于柏林

战争在这里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法国和奥地利

之间行将发生的这场斗争中，普鲁士应当起什么作用，还是一个

引起普遍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显然都没有

确定的意见。有一件事实应当使你们感到惊异，这就是，送到柏

林的唯一的一批好战的请愿书，不是来自普鲁士，而是来自莱茵

省省会科伦。但是用不着对这些请愿书给予多大的重视，因为这

显然是天主教党干的事。无论在德国或在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

党都是亲奥地利的。在一个问题上可以说整个德国是完全一致的：

谁也不表示支持路易－拿破仑，谁也不对这位“解放者”表示丝

毫同情，相反地，憎恨和蔑视他的真正洪流日甚一日地在汹涌。天

主教党认为他是反对教皇的叛乱者，自然也就诅咒那把亵渎神明

的宝剑，这把宝剑眼看着就要指向一个以其与罗马教廷所签订的

宗教条约使相当大一部分欧洲重新隶属于教皇宝座的大国１６５。卦

建政党虽然也装出一副憎恨法国僭位者的样子，实际上它所憎恨

的是法兰西民族，它期望通过反对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圣战，把从

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国家输入的可怕的新东西消除净尽。

一度把路易·波拿巴誉为伟大的“秩序、财产、宗教和家庭的救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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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现在也不遗余力地揭露丧心病狂的和平

破坏者。这个破坏者不甘心于镇压法国的充沛盈溢的力量以及在

拉姆别萨和凯恩１６６用有益的劳动来驯服那些不屈不挠的社会主义

者，他硬要想出荒唐的主意来降低有价证券的牌价，破坏经济生

活的平稳进程，重新唤起革命的热情。广大人民群众在多年被迫

保持沉默之后，现在有可能对他们认为是造成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的那个人任意表示自己的憎恨了，他们对此

至少是感到非常满意的。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回忆引起了人们的愤

怒，他们陷约地怀疑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反对德国的一个隐蔽

步骤，这就足以使那些出于各种动机的抨击波拿巴的演说带有某

种全民族感情的假象。“通报”上的弥天大谎，皇帝的御用文人所

编造的无聊的小册子，以及彼迫扮演狮子的狐狸所表现出来的动

摇、惊惶失措以至恐惧的明显迹象，——这一切再也不能令人容

忍了，它们把普遍的憎恨变成了普遍的蔑视。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整个德国的情绪都是反对波

拿巴的，因而统一的德国会站在奥地利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第

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关于奥地利政府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根

深蒂固的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关于华沙会议，关于不流血的布

隆采耳会战，关于奥地利在汉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武装

游历或者甚至关于俄土战争１６７的回忆未必能使这个矛盾缓和。你

们知道，普鲁士政府最近几个声明保持着何等审慎的态度。这些声

明说，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普鲁士在事实上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理由

必须表明拥护哪一方。作为德国的一个大邦它保留研究奥地利在

意大利的要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符合德国的利益这一问题的

权利。普鲁士的态度还远不限于此。它声明说，奥地利同帕尔马、

２１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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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地那、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单独签订的条约以及提上议事日程

的关于废除这些条约的问题，应当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考虑，它们

绝不是仅仅涉及德意志联邦的问题。普鲁士在多瑙河问题上公开

反对奥地利。它从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中召回了自己的全权代

表①，因为他显然是奥地利利益的过分坚决的拥护者。
１６８
最后，为

了不致让人怀疑它有不爱国的举动，它仿效德意志各小邦的例子，

禁止输出马匹；但是，为了把这项禁令的反法矛头移开，它就把这

项禁令扩大到整个关税同盟１６９，这样一来，这个矛头就既指向奥地

利也指向法国。普鲁士仍然是曾经在巴塞尔签订了单独条约１７０，而

在１８０５年曾派豪格维茨给拿破仑军营送去两封信的那个大国；这

两封信中有一封应当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遭到失败的时候转交给

皇帝，另一封的内容是对这位外国侵略者的奴颜婢膝的祝贺。不管

霍享索伦王朝一贯坚持的传统的宗族政策如何，普鲁士仍然害怕

俄国。它知道这个国家在暗中同波拿巴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还促

使波拿巴在新年那天发表那个不祥的声明。我们看到，像“新普鲁

士报”１７１这样的机关报都在保护皮蒙特国王而反对弗兰茨－约瑟

夫，因而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断定，现在刮的是什么风。为

了消除任何怀疑，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鼓

吹俄法同盟以反对奥英同盟１７２。

但是，问题的真正实质与其说在于政府的意图，不如说在于人

民的同情。我应当向你们指出，除了天主教党、封建政党以及

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间的愚蠢的条顿空谈家的某些殖余分子而外，全德

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北部的居民都感到，德国正处在左右为难的境

３１３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① 俾斯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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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德国人民要坚决站在意大利方面来反对奥地利，同时又不能不

站在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波拿巴。当然，如果我们从奥格斯堡“总汇

报”上的话来判断，我们就会一致相信，奥地利是每个德国人心中

的偶像。我愿简单地叙述一下这家报纸所提出的理论。除了德意

志民族而外，欧洲的所有民族都在分化。法国正在分崩离析；意大

利应当因自己变成德国的兵营而感到特别幸福；各斯拉夫民族缺

乏自己管理自己所必需的道德品质；英国因贸易而腐化了。因此，

只有一个德国还是巩固的，而奥地利则是德国在欧洲的代表。它一

方面使意大利，另一方面使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受到德国的Ｓｉｔ

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①（这个字无法翻译）的祟高的影响。奥地利控制了加里西

亚、匈牙利、达尔马戚亚沿岸和莫拉维亚并企图占领多瑙河两公国

借以保卫祖国不受俄国的侵略，同时它也紧紧控制意大利以保卫

德国这个人类文明的心脏不受法国的道德堕落、轻浮和爱虚荣的

有害影响。不过，我没有必要对你们说，在奥地利境外，这个理论从

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只是一些巴伐利亚的Ｋｒａｕｔｊｕｎ－ｋｅｒｓ

〔落后的容克地主〕除外，他们妄想充当德国文明的代表，其理由就

和古代贝奥提亚人１７３妄想充当古希腊智慧的代表时所持的理由差

不多。但是，在这一伙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另一种比较平庸

的观点。他们硬说，需要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奥地利在波河、明乔

河和阿迪杰河上的阵地是德国反抗法国侵略的自然军事疆界。

１８４８年拉多维若将军在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中提出的这个理

论占了上风，它使得议会站到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意大利；但是对于

这个竟然把执行权授与奥地利大公１７４的所谓的革命的议会早已作

４１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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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判决。德国人开始懂得，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混淆是非〕的作法使他

们坠入迷雾，开始懂得保卫奥地利所必需的军事阵地，对于保卫德

国完全是不需要的，法国人也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有更多的权利把

莱茵河看做是自己的自然军事疆界，就像德国人对波河、明乔河和

阿迪杰河所持的看法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３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９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１３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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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历史上的类似现象

  当路易－拿破仑决意要超过不太走运的威尼斯总督马林诺·

法利埃罗，借助于违誓和叛变，夤夜阴谋和在床上逮捕那些不能收

买的议会议员，并依靠开到巴黎街头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爬上了皇

帝宝座的时候，欧洲的统治君主和贵族、大地主、工业家、食利者和

交易所的经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为他的胜利欢呼，就好像这是他

们自己的胜利一样。他们洋洋得意地嘿嘿窃笑，并异口同声地说：

“罪行由他负责，而果实却归我们。路易－拿破仑在土伊勒里宫中

称孤道寡，我们却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工厂、交易所和我们的事务

所中更可靠地、更自由自在地为王称霸。打倒社会主义！ＶｉｖｅＬ’

Ｅｍｐｅｒｅｕｒ！〔皇帝万岁！〕”

侥幸的僭位者使出了自己一切手腕，以便继军阀之后把富人、

有权势的人、悭吝人和投机家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他高呼“帝

国就是和平”，而百万富翁们则几乎把他当做神一样来崇拜。罗马

教皇亲切地称他为“我们最亲爱的耶稣基督的儿子”；而罗马天主

教的僧侣们也（ｐｒｏｔｅｍｐｏｒｅ〔暂时〕）欢迎他，竭力表示对他的信任

和忠诚。有价证券的牌价上涨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

的各家银行开办并兴隆起来了；在新的铁路中，新的奴隶买卖中，

新式的五花八门的投机活动中，大笔一挥就捞到了千百万财富。不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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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颠的贵族把过去的一切置诸脑后，兴高采烈地欢迎新的波拿巴，

并向他大献殷勤。他阖家访问了维多利亚女王１７５，伦敦西蒂区为他

举行了欢迎会，巴黎和伦敦的交易所碰杯相庆；从事交易所投机活

动的使徒们中间发出了一片欢腾的祝贺声，所有的人都互相握手，

并深信，金犊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神，而新的法国专制君主则成了它

的亚伦。

七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拿破仑第三说的那句话永远不能收

回或遗忘。不管是他自己像他的前辈在西班牙和俄国所作的那样，

盲目地奔向毁灭，还是欧洲当权人物和资产阶级普遍愤懑的怨声

迫使他暂时服从他们的意旨，反正魔力永远消失了。他们早就知道

他是一个恶棍，但他们曾设想，他是一个愿意效劳的、顺从的、听话

的和知恩图报的恶棍；现在他们看到自己错了并为此而懊悔。他始

终都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而他们却以为他们在利用他。他完全

像喜欢自己的饭和酒一样喜欢他们。迄今为止，他们都以一定方式

为他服务；现在他们应当用另一种方式为他服务，不然就得准备对

付他的报复。如果今后仍然“帝国就是和平”，那末这就是明乔河或

多瑙河上的和平，是他的绣着帝国之鹰的旗帜在波河和阿迪杰河

上胜利飘扬的和平，要不然就是莱茵河和易北河上的和平，这将是

把铁制王冠１７６戴在他的头上的和平，把意大利变为法国总督管辖

区的和平，把大不列颠、普鲁士和奥地利变成绕着法国运转的、沐

浴着查理大帝的新帝国这颗位居中央的巨星的光泽的简单卫星国

的和平。

当然，从各个王宫中都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声音，但是在银行家

和商业巨头的客厅里这种声音也迭有所闻。要知道，１８５９年一开

始就出现了预示１８３６年和１８５６年的黄金时期１７７重新到来的征

７１３历史上的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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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由于工厂生产长期停顿，金属、商品和工厂制品的储备都已消

耗殆尽。大批的破产显著地澄清了贸易气氛。船舶的价格重新上

涨了；商品仓库又开始建设并堆满了各种货物。交易所活跃起来

了，百万富翁们全都感到兴致勃勃；一句话，从来还没有出现过比

这更光辉的贸易前景，比这更明朗的预兆着吉利的天空。

仅仅一句话就把这一切都改亮了；这句话是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

变〕的英雄，十二月的当选人和社会救主说的，是他无缘无故地、冷

静地、完全有意地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先生说的，而这句话显然

表明了一种蓄谋已久的意图，就是打算和弗兰茨－约瑟夫争吵或

者用恫吓的手段使他遭到甚至比吃三场败仗还要厉害的屈辱。虽

然说这句话的目的是希望在交易所中能够产生瞬息的效果以利于

交易所的投机生意，然而它也暴露了重新划分欧洲地图的强烈愿

望。奥地利应当放弃那些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正被它占领着的（根

据在它们的统治者同意下签订的条约）意大利国家，否则法国和撒

丁就要占领米兰并将用一支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从来没有支配过

的军队威胁曼都亚。教皇在教皇国内应当停止滥用教权制度——

顺便提一提，这种滥用教权制度的行为曾长期受到法国武器的支

持，——或者跟在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等国的小暴君的后面

急急忙忙地逃跑到他们以为安全的维也纳去１７８。由于波拿巴对许

布纳尔的威胁而造成的证券的贬值使路特希尔德家族遭到了１

１００万美元的损失，他们为此而悲痛，并断然拒绝安慰。工厂主和

商人们痛心地知道，他们所期待的１８５９年的丰收看来要让位于

“死亡的丰收”了。恐惧、不满和愤恨到处都在动摇着总共不过几个

月前十二月英雄的宝座那样牢靠地建立在上面的基础。

被推倒了的、捣碎了的神像永远再也不能在它的台座上恢复

８１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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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了。他可能由于害怕他自己所造成的风暴而退却，从而再次得

到教皇的赞美和不列颠女王的垂青；但不管是赞美还是垂青都将

是口头上的东西。现在教皇和女王都知道他就是各国人民早就知

道的那种人了，——他是一个冒失的赌徒，是一个不顾死活的冒险

家，只要赌博能使他赢钱，他情愿用各个皇族来作赌注，就像用任

何其他东西作赌注一样。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像麦克佩斯那样经过

血腥道路爬上皇位的人，这种人容易向前进，而不大容易退回到和

平和安宁。路易－拿破仑从发表反对奥地利的威慑性的言论时起，

在受过加冕典礼的人物中就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年轻的俄

国皇帝①为了自己的目的看起来还好像是他的朋友；但这只是假

象而已。１８１３年的拿破仑第一是１８６９年的拿破仑第三的原型。看

来后者也将像前者当年一样急速地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８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３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９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１３历史上的类似现象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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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路易－拿破仑同意关于召开会议来讨论意大利问题的建议，

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欧洲和平的良好的征候，不如说是不祥之兆。这

位君主在最近６个月内的每一个活动无疑都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如果他现在突然大转变，抓住那个表面看来是维护和平的建议，那

末我们立刻可以得出结论说，幕后一定有阴谋，一旦这些阴谋被

揭露，感到他的行为不合逻辑的疑问就会消除。欧洲会议也是这

样一种情况。初看起来，它好像是为了维护和平，现在看来，不

过是为了赢得时间完成战争准备的一种新借口。召开会议的建议

提出来还不久，关于开会的地点和条件都还没有确定，即使肯定

要召开，至少也要拖到４月底，可是法国军队已奉命在各团着手

编组第四营，而６个法国师也要进行战斗准备。这些事实，值得

研究一下。

法国步兵，除了猎兵、朱阿夫兵、外籍军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

队以及其他特种部队以外，共有８个近卫团和１００个基干团。这

１００个基干团，在平时每团由３个营（２个野战营和１个后备营）组

成；这样，一个团共有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名战斗人员。但是，除此以外，每

个团还包括与此数字相同的、甚至更多的归休兵，他们在部队转入

战时状态时必须立即回队。在这种情况下，３个营的总数将达３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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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４０００人。其中除后备营５００—６００人以外，２个野战营每营

就有１５００—１７００人，这样多的人数使一个营根本不能灵活机动。

为了在军事行动中有效地使用所有这些受过训练的兵士，必须立

即在每个团内增编一个新的野战营，这样，作为战术单位的营的人

数就可减少到大约１０００人，这是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中

所采用的平均数字。因此，编组第四营是法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之

前必须采取的一个步骤；只有那时，军队才具有为容纳现有受过训

练的人员所必需的组织。这一情况使上述编组第四营的措施具有

特殊的意义，因为第四营的编成意味着准备发动战争。建立第四营

的方法极其简单，就是把原有的３个营（每营６个连）的第五连和

第六连合并成第四营，而其余４个连则拨出必要数量的官兵在每

个营内组成两个新的连。新编成的营成为后备营，而第三营则成为

野战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上近卫军、猎兵和其他特种部队，那

末法国军队中步兵营大约将有４８０个，这个数量足够安插５０万人

左右；如果这还不够，那末可以把第四营改为野战营，再新编第五

营作为后备营。这种办法在克里木战争末期确实采用过，那时，法

军共有５４５个步兵营。

法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步骤，实际上除了直接准备发动战争

以外并不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这一点为紧接第一步而采取的另一

个措施所证实。６个师奉命转入战时状态，也就是召回自己的归休

兵。法军步兵师包括４个基干团（即２个基干旅）和１个猎步兵营，

总共１３个营，约１４０００人。虽然法军没有指明这６个师的番号，

但是不难猜出是哪些师接到了命令。我们看来首先是现在已经在

罗尼河的４个师（其中有一个师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是由勒诺将

军指挥的），其次是现在奉命在阿尔及利亚上船的布尔巴基师，最

１２３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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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巴黎军团的１个师，据报道，该师已奉命准备随时出动。这６

个师约有８５０００名步兵，加上相应数量的炮兵、骑兵和辎重兵，可

以编成大约１０万人以上的一支军队。这些师可以看做是在当前的

战争中组成意大利军团的那些兵力的基本核心。

由于法国国内普遍要求和平，在德国又爆发了强大的反法的

民族运动，以及考虑到英国所采取的立场，看来路易－拿破仑还没

有决心采取动员军队这样一个步骤，因为他还没有能使人相信，他

不是非发动战争不可，而是乐意尽可能地通过会议使意大利的状

况得到改善。备战的过程证实了这一看法，并揭露了路易－拿破仑

的计划中之所以包含这样一个骗局的另一些原因。

当土伊勒里宫的新年接见刚表明他企图使对奥关系复杂化以

后，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就开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军备竞赛的活

动。然而，这后一个强国立刻表明它超过了自己的对手。整整一个

军以惊人的速度在数日内调到了意大利，当法国军队和撒丁军队

集结的消息具有更严重的威胁时，意大利军团的归休兵在３个星

期以内就集结好了，并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时意大利两省的归休

兵和新兵也已征集入伍，并派往国内各驻防地点的自己所属的部

队。这样有秩序地、迅速地完成这一切措施是奥地利军事制度达到

完善程度以及奥地利军队具有充分的战斗力的最好的证明。诚然，

奥军曾经以缓慢、守旧和笨拙闻名，但是拉德茨基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的用兵已经十分令人信服地改变了这个名声，然而整个机构能

这样毫无故障地发挥作用，军队能在最短期限内达到这样的战斗

准备，还是出人意外的。在这里，奥军不需要编组任何新的部队；在

意大利的各野战营只要用预备兵员补充满额即可，同时后备营改

编为野战营以及组织新的后备营的工作都是在深远后方进行的，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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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会耽搁各野战部队的补充工作。

应当承认，撒丁也不需要编组任何新的部队。它的组织是十分

令人满意的。而法军的情况则不同。整个动员工作需要相当长的

时间。建立第四营的工作必须在召集归休兵回队以前进行。此外，

路易－拿破仑一旦进攻奥地利，必须预见到同德意志联邦作战的

可能性。这样一来，奥地利只有自己的意大利过境，即南部边境是

暴露的，而西面则有德国作掩护，从而能够把绝大部分的兵力调到

意大利，因此必要时能够立即开始战争，而法国政府却必须在决心

采取进攻以前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因此首先就必须同时征集

１８５９年的新兵和５万名志愿兵（这个数字是法国在发生战争时一

般指望得到的）。这一切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仓卒发动战

争绝对不利于路易－拿破仑。实际上，如果我们读一下“立宪主义

者报”上关于法国军队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读者们记得，这篇文

章直接来自拿破仑本人①——那末，我们就会知道，他确定法军扩

充到约７０万人的时间是５月底。这就是说，在此以前，奥地利对法

国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事态已经显然地迅速地走向公开的决裂，

那末和平会议就是赢得时间的最好的手段。

还必须估计到另一个因素。俄国在这件事情中也插了一手，这

一点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言而喻，它力图削弱奥地利；同时也

很显然，干预西欧的事务可以使它在多瑙河地区自由行动，从而挽

回它在巴黎和约中所失去的东西；它对罗马尼亚各公国和塞尔维

亚，以及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是有它自己一套算盘的，这一点已

为不久以前它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所证实。１７９俄国为了对奥

３２３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０—２０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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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进行报复所能采取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当奥地利进行战争

的时候在奥地利统治的数百万斯拉夫人中间挑起泛斯拉夫主义运

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不止于此——它也

必须集中自己的军队，并为此准备条件；但是进行这一切工作也需

要时间。此外，为了对奥地利采取消极敌对的态度，也必须有个借

口，而挑起一场轻松的争吵的好机会，再也没有比在这样的会议上

更容易找到的了。因此，这个会议只要召开，就只不过是一种“骗

局、笑柄和圈套”，而不是认真地、至少不是真心诚意地维护和平；

恐怕用不着怀疑，所有列强现在都完全相信，整个这件事情虽只是

空洞地走走形式，但必须进行到底，才能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和掩饰

那些还没有公开暴露的真实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４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１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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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思

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

  一

１８５９年４月８日于伦敦

印度的财政危机同战争传闻和竞选宣传一样，是吸引英国舆

论界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个危机应该从西方面来看：它不

但引起暂时困难，而且也引起经常的困难。

２月１４日斯坦利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一个法案，建议授权政府

在英国发行７００万英镑的公债来弥补印度事务管理机关今年的非

常开支。６个星期后，约翰牛由于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就把印度起

义１８０镇压下去而产生的沾沾自喜的胜利心情，被大陆寄来的一个

邮件无情地打消了，这个邮件把加尔各答政府关于印度财政状况

困难的哀号传进了它的耳朵。３月２５日得比勋爵在上院站起来声

称，为了弥补今年的需要，除了现在提交议会批准的７００万英镑的

公债以外，还需要再发行５００万英镑的印度公债，而且就是这样，

也还剩下一些要求支出的至少达２００万英镑的赔偿费和奖金１８１没

有着落，必须另行设法开销。斯坦利勋爵为了给苦药丸裹上一层糖

衣，他在第一篇声明中只提到伦敦的印度金库资金缺乏，让印度的

英国政府用自己的资金来开支，虽然他从收到的那些紧急报告中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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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用的。坎宁勋爵根据普通收入

增加８０万英镑和军费开支减少２００万英镑的情况，不算英国政府

或伦敦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本身的开支，他估计今年（１８５９—１８６０

年度）加尔各答政府的预算赤字为１２００万英镑。加尔各答政府已

经拮据到停发一部分文职人员的薪金，它的信贷下跌到连利率

５％的政府证券的市价也要按票面额或低１２％，而它的财政混乱

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只有在几个月内从英国经海路把３００万英

镑的白银运到印度去，才能使它不致于破产。这说明了三种情况。

第一，斯坦利勋爵的最初声明是“支吾搪塞”：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印

度的全部债务，而且甚至没有提到印度政府在印度的直接需要。第

二，在整个起义期间，如果不算１８５７年从伦敦运到印度去的１００

万英镑的白银，那末加尔各答政府就只有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收入

来抵偿大部分理应在印度支付的非常军费开支，安顿新补充的约

６万名欧洲士兵和赔偿被抢走了的贵重物品所需的开支，以及由

于起义而完全没有得到的地方管理机关的收入。第三，除了在英国

的印度事务主管部门资金缺乏以外，还有今年必须弥补的１２００

万英镑的赤字。借助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可疑性质我们暂且不

谈），这个数目将减少到９００万英镑，其中５００万英镑要用在印度

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４００万英镑要用在英国发行公债的办法

来取得。后一部分有１００万英镑的银锭已经从伦敦经海路运往加

尔各答，尚有２００万英镑必须在最近期间启运。

从这个简短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英国主子们对待印度政府是

相当不老实的，他们在印度政府处于困境时撒手不管，为的只是想

蒙骗约翰牛；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坎宁勋爵在财政活动方面的庸

碌无能甚至超过了他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功勋。直到１８５９年１月

６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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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他才通过在印度发行公债的办法获得了必要的资金，这些公债

一部分是用政府有价证券的方式发行的，一部分是用国库期票的

方式发行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努力在革命时期达到了目

的，而在英国以武力恢复统治以后却彻底失败了。而且不仅失败

了，甚至在对待政府证券方面也发生了混乱现象；各种证券价值空

前下跌，以致孟买和加尔各答贸易局提出了抗议；在加尔各答，英

国和当地的金融商人举行的公众大会纷纷谴责政府采取的各项措

施不稳定、太随便、软弱无力、考虑不周。在１８５９年１月以前向政

府提供资金的印度借贷资本在此以后开始涸竭，政府获得借贷的

可能性看来也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在１８４１至１８５７年间借贷的

２１００万英镑，仅仅在１８５７和１８５８年两年中就耗费了约９００万英

镑，几乎等于过去１６年内贷入款项的一半。虽然这种资金不足的

情况说明了后来把政府公债的利率从４％提高到６％是必要的，但

是，它显然远不能说明印度证券市场的混乱状况和总督完全无力

弥补最迫切需要的情形。这个谜可以从下述情况中得到解答：坎宁

勋爵养成了常常采用这样一种手法的习惯，即在前一种公债尚未

认购完毕时，他就以更高的利息发行新公债，而事先丝毫不告知公

众，并且还完全不让公众对以后的财政措施有任何了解。由于采取

这种手法造成的证券贬值估计在１１００万英镑以上。坎宁勋爵困于

国库涸竭，慑于证券市场的混乱情况，迫于各贸易局以及加尔各答

各种集会的抗议，于是认为必须做一个乖孩子，并且尽力按照金融

界的意愿办事；但是，他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１日的报告再次表明，人的

理智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应该怎么办呢？他不该以不同

的条件同时发行两种公债，而应该立即向金融界提出今年所必需

的款额，不必用接二连三的、彼此矛盾的声明去欺骗他们。那末坎

７２３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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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勋爵在他报告中是怎样做的呢？起初他说，必须用在印度市场上

发行利率为５１２％的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度公债的办法来弄到５００万

英镑，而且

“当这个数目推销完毕时，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度公债的认购就将停止，并且

今年在印度将不再发行新的公债”。

然而在这个报告中他又说了一句话，使得刚才做的保证失去

了任何价值，他说：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度在印度将不发行利息更高的公债，除非是英国的印度

事务管理机关有所指示。”

不但如此。实际上他正以不同的条件发行着双份公债。他一

面宣布，“以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６日公布的条件发行的国库期票将在４

月３０日结束”，一面又声明，“从５月１日起将宣布发行新的国库

期票”，并且，这次发行的期票的利率将是５３ ４％左右，自发行之日

起一年以后还本付息。两种公债是同时发行的，因为１月间宣布发

行的公债尚未变购完毕。看来，坎宁勋爵所懂得的唯一的财政问

题，就是他的年薪名义上是２万英镑，而实际上却达到４万英镑。

因此，尽管得比内阁讥笑他，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无能，但他出于“义

务感”，仍然抓住自己的职位不放。

印度财政危机对英国本国市场的影响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

首先，在通常从墨西哥输入的白银由于那里发生严重骚动１８２而不

能运到的时期，由政府拨运出了一批白银，再加上根据商业结算拨

运出的大量白银，结果自然使得银锭的价格上涨。３月２５日银锭

价格暴涨到每盎斯６２３ ４辨士，这就使欧洲各地的白银大量流入，

结果伦敦的白银价格又回跌到６２３ ８辨士，同时，汉堡的贴现率却

从２１ ２％上涨到３％。由于白银大量输入，交易所的行市变得不利

８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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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金条也开始外流，这现在暂时使英国金融市场避免了货币

过剩现象，但是，如果注意到，除了这种情况，还有相当数量的大陆

公债，那末，归根到底，这将严重地影响英国的金融市场。不管怎么

样，印度政府证券和有保证的铁路股票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的贬值

——这对于将在本季度发行的政府公债和铁路公债会发生不良影

响——无疑是印度财政危机在英国本国市场上产生的最严重的后

果。虽然印度铁路股票的５％的利息的收入是由政府保证的，但是

许多铁路股票仍然按票面额减价２％或３％出售。

不过，我虽然注意到了这一切情况，但仍然认为，同印度国库

的总危机相比，印度财政短时期的混乱还是次要的事情，这个总危

机我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谈。

９２３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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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最近的大陆邮件所带来的消息不仅没有谈到印度的财政危机

有什么缓和，相反地，却透露了几乎难以预料的混乱状况。印度政

府为了弥补自己最迫切的需要而被迫玩弄的诡计，可以从孟买总

督不久以前采取的措施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孟买是一个每年平均

可以销售３万箱马尔瓦鸦片的市场。马尔瓦每月可以供应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箱鸦片；这笔交易是用在孟买支付的期票计算的。输入孟买

的鸦片每箱抽税４００卢比，政府每年从马尔瓦鸦片中得到１２０万

英镑的收入。现在，为了充实涸竭了的国库和预防即将到来的破

产，孟买总督宣布，马尔瓦鸦片每箱的税额从４００卢比提高到５００

卢比，但同时也指出，只是从７月１日起才开始按新税额征收，这

样一来，马尔瓦鸦片的所有主还可以在４个月内，按旧税额输入他

们的药物。因为６月１５日才开始刮贸易风，所以从宣布提高税额

的３月中旬起到７月１日，一共只有两个半月可以输入鸦片。不言

而喻，马尔瓦鸦片的所有主将会利用给他们提供的这一段时间按

照旧的税率来运入鸦片，因此在两个半月中，他们将把自己的全部

现有存货推销给管区１８３。由于马尔瓦最近两次收获的鸦片还剩下

２６０００箱，而马尔瓦鸦片的价格每箱达１２５０卢比，因此马尔瓦的

商人就要孟买商人支付３００万英镑以上的期票，其中有１００多万

英镑将要落入孟买的金库。这种财政上的诡计目的非常明显。税

０３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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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即将提高对鸦片商人说来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ｅｍ〔是一种威胁〕，其目的

是为了能够把全年的鸦片税提前弄到手，迫使做这种生意的商人

立即把税款交出来。在这种发明的诈骗性质上耗费笔墨是完全多

余的，这种发明现在正充实着国库，然而它将在最近几个月中造成

国库的相应的空虚，不过，也很难举出更加令人吃惊的例子来说明

大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们１８４资金涸竭的情况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最近一次起义之后印度财政的总的状

况。根据最近的官方报告，不列颠人从他们在印度的领地上获得的

纯收入是２３２０８０００英镑，按整数算是２４００万英镑。这样的年收

入总是不够弥补年支出。从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５０年，纯赤字共计１３１７１

０９６英镑，平均每年约１００万英镑。甚至在１８５６年由于达尔豪西

勋爵大肆吞并、掠夺和勒索，国库空前充实的时候，收支不仅没有

达到平衡，反而还在已经积累起来的赤字上加上了约２５万英镑。

１８５７年的赤字是９００万英镑，１８５８年达到１３００万英镑，而１８５９

年的赤字根据印度政府自己的计算是１２００万英镑。因此，我们可

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甚至在一般情况下赤字也总是不断增加

的，而在非常情况下赤字要达到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印度政府的

收支之间已有的差额已经扩大到了什么程度？甚至根据最乐观的

英国财政学家们的估计，由于镇压西帕依起义而增加了的新的长

期债务有４０００万到５０００万英镑，而威尔逊先生估计，固定赤字，

或者说必须从年收入中支付的这笔新债的年息至少在３００万英镑

以上。但是，如果认为，这３００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就是起义者留给

胜利者的唯一的遗产，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于镇压起义的费用不仅

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将来有关。甚至在平静的时

１３３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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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至少也占全部普通收入的６０％，因

为这笔开支超过１２００万英镑，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在起义初期，

在印度的欧洲军队有战斗人员３８０００人，土著军队为２６万人。而

现在在印度服役的兵力却包括１１２０００欧洲士兵和３２万土著士

兵。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随着使兵员增加到现有数目的非常情况

的消失，这个空前的数目将会缩减到较为适当的程度。但是，不列

颠政府任命的军事委员会却做出结论说，如果有土著军队２０万

人，在印度还需要有８万人的欧洲常备军，这就是说军费开支将比

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在４月７日上院辩论印度财政的时候，所有

有声望的发言人在两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认为，一方面，仅

仅军队的年开支几乎就要占２０００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２４００万

英镑的印度纯收入不相容，另一方面，很难设想，目前局势会允许

英国人在许多年内不在印度驻扎比起义开始前多一倍的欧洲军队

而毫无危险。但是，就算欧洲军队在一个长时期内只比原有人员增

加三分之一，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赤字至少也有４００万英镑。可见，

新的固定赤字一方面是由起义期间所形成的长期债务造成的。另

一方面，是由印度的英国驻军人数不断增加造成的，这笔新的固定

赤字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要有７００万英镑。

此外还必须加上债务增加和收入减少这两项。根据伦敦印度

事务主管部门所属铁路局不久前发表的声明，批准在印度修筑的

铁路全长为４８１７英里，到现在才修成５５９英里。各铁路公司的投

资总额为４０００万英镑，其中１９００万英镑已经支付，还有２１００万

英镑尚待支付，而且这个总额的９６％是在英国筹措的，在印度筹

措的只有４％。政府保证这笔总数为４０００万英镑的款项能得到

５％的利息的收入，因此，每年应该从印度收入中支付的利息达

２３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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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万英镑，这些利息还必须在铁路通车并带来某些收入以前支

付。据埃伦伯勒伯爵计算，这项投资给印度财政造成的损失在最近

３年中为６００万英镑，而这些铁路在以后带来的固定赤字将是５０

万英镑。最后，印度的２４００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有３６１９０００英镑

是靠把鸦片卖给别的国家取得的，现在到处都承认，这笔收入的来

源由于最近同中国签订了条约１８５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减少。可见，很

明显，除了彻底镇压起义的必要性所造成的紧急开支以外，每年至

少有８００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必须从２４００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支

出，这个纯收入，政府依靠征收新的赋税可能会增加到２６００万英

镑。这种形势的必然结果是必须把印度债务的责任推给英国的纳

税人，正如乔·康·路易斯在下院宣布的。

“每年要拨款４００万或５００万，作为对不列颠皇室的所谓重要的殖民地

的补助金。”

必须承认，“光荣”收复印度的这种财政后果造成了远远不是

令人愉快的印象，而为了保证曼彻斯特自由贸易派在印度市场上

的垄断地位，约翰牛不得不缴纳相当高的保护关税。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８日

和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２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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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５日星期五于伦敦

虽然外交界还在尽一切力量设法召开会议，企图通过这个途

径来和平解决意大利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人相信战争有可能

避免了。英国内阁和普鲁士无疑是有诚意谋求和平的，但是法国和

俄国参加目前的谈判，仅仅是为了赢得时间。法军进入意大利的必

经之地蒙塞尼山口，现在积雪还很深。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还要

编成一些新的法国团和阿拉伯团，而把军队从马赛和土伦运送到

热那亚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同时，俄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组

织瓦拉几亚的国民军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军。而在维也纳，占上风

的是主战派，弗兰茨 约瑟夫渴望听见第一声炮响的心情已经胜过

了一切。既然他知道外交上的拖延只会消耗他的财力和加强他的

敌人，那末他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关于召开会议的建议呢？

普鲁士亲王的立场就是答案。他没有受到控制着德国人的激昂情

绪的影响，而企图寻找一个堂皇的借口来保持真正的中立，以避免

迟早会导向战争的武装中立所造成的国力的大量损耗。如果奥地

利为了消灭皮蒙特军队而发动战争，那末柏林内阁的这种政策，甚

至在德国人看来都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法军在伦巴第进攻奥地

利，那末弗兰茨 约瑟夫必然要向德意志联邦发出正式的呼吁，号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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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联邦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因为奥地利的真实企图正是这样，

所以各方面的外交家都在勾心斗角，企图迫使对方首先进攻，这种

情景看来实在可笑。法国抱怨奥地利人专制；那个把法国共和党人

流放到拉姆别萨和凯恩的人，却对弗兰茨 约瑟夫把意大利共和党

人塞满监狱这点感到愤慨！而另一方面，占领克拉科夫和废除匈牙

利宪法１８６的奥地利，却在一本正经地大声疾呼，说什么条约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突然想起纸币是一大祸害因而大量借债的俄国，当然

也不希望战争，因此提出了四项条款作为召开会议的基础。这四项

条款同大家都知道的克里木战争期间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四项条

款１８７如出一辙。这些条款要求：奥地利放弃对意大利各公国的保

护，召开会议以调整意大利的管辖关系，解决意大利国内必要的改

革问题以及修改许多重大条约的次要条款，例如关于奥地利在费

拉拉、科马基奥和皮阿琴察保持驻军的奴利的条款１８８，因为这些驻

军在意大利宣布中立以后将是多余的。英国真心诚意地赞同这些

建议，并且用和缓的词句将这些建议通知了奥地利。布奥尔伯爵当

然赶紧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措词含糊，所以丝毫不用怀疑，他是

希望彻底推翻这些建议的。他还补充了一项条款，就是首先要全面

裁军。马姆兹伯里勋爵认为这一建议非常明智，并且请卡富尔伯爵

解散一部分撒丁军队，以减轻国家的沉重负担。卡富尔伯爵一点也

不反对这个出色的建议，但是指出奥地利在伦巴第有大量的兵力，

并向布奥尔伯爵提出：“你们先裁。”布奥尔伯爵的答复是，在拿破

仑没有裁军以前，不可能解散他自己的宝贵的部队。拿破仑冷淡地

反驳说：“我没有扩军，因此不可能裁军。我既没有向路特希尔德借

款，也没有向贝列拉借款；我没有军事预算。我是用国家一般的预

算来维持自己的军队的；我怎么可能裁军呢？”马姆兹伯里勋爵对

５３３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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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厚颜无耻的答复感到吃惊，但是仍然满怀希望地想在外交

上碰碰自己的运气，又建议会议首先讨论和解决裁军问题；但是，

交易所里的人以及欧洲一切明智的人士都暗中嘲笑他头脑简单，

并且都作最坏的打算。德国民情激昂。但是，在汉诺威，受到宫廷

鼓励的激烈的反法情绪突然转变了。觉醒的人们认为，在国内以及

在国外清算的时候到来了，如果目前不稳定的局面再继续两个月

左右，德国必定会行动起来反对法国，但是这需要有自己国家的自

由和统一作为这一行动的必要条件。普鲁士亲王对于他的同胞的

这种情绪，比弗兰茨 约瑟夫或者巴伐利亚国王①了解得更清楚，

因此他设法阻止这种激烈情绪的扩展，国为这种情绪必然要威胁

到他实行半专制统治的企图。

现在，俄国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利用波斯尼亚、保

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起义来摧毁土耳其帝国，或者是对奥地利

帝国进行报复。当然，俄国是不会采取战争的手段来反对弗兰茨

约瑟夫的，但是它可以煽动并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侵犯特

兰西瓦尼亚，煽动并支持塞尔维亚侵犯匈牙利。沙皇正是企图通过

瓦拉几亚人和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引起骚动，因为如果不这样，自

由、独立的匈牙利会成为比被削弱的奥地利集权专制政体更严重

的阻挠沙皇推行侵略政策的障碍。

那不勒斯国王②已经奄奄一息。王国到处动荡不安；有些人在

谈论宪法，另一些人在谈论缪拉特的拥护者的暴动。但是可能性最

大的是组成以萨特里安诺公爵菲兰杰里为首的内阁，他是主张照

普鲁士的样子建立开明专制政体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意大利的

６３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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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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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这种制度不可能是巩固的，它也许很快会首先让位给宪法，

然后再让位给西西里岛的起义，而在这期间，缪拉特的拥护者将会

混水摸鱼。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１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２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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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４日于巴黎

不列颠政府终于认为需要让各界人士知道欧洲会议——这是

俄国和法国的导演们看到自己在备战方面大大落后于奥地利而搬

上舞台的ｄｅｕｓ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①——的正史了。首先可以指出，标明

“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３日于维也纳”的布奥尔伯爵给俄国大使巴拉宾先

生的照会，和另一个标明“３月３１日于维也纳”的奥地利首相给不

列颠驻维也纳宫廷大使奥·劳夫塔斯勋爵的照会，已于４月８日

由奥地利政府秘密通知维也纳各家报纸，而约翰牛却在４月１３日

以后才看到了这些照会。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向伦敦“泰晤士报”透

露的布奥尔伯爵给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只是奥地利照会的一部分；

其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地方被删去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力求指出这

些被删去的地方，好让约翰牛能够通过纽约去了解英国政府认为

交给它那大智大慧的头脑去考虑是不无危险的那些外交新闻。

只要看一下布奥尔给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就会明白，召开会议

的建议是俄国提出来的，或者换句话说，这是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联

合棋手们共同走出的一着棋。这个事实大概是想让我们为唐宁街

８３３

① 直译是：从降神机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

装置送出舞台）；转意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物或情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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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子们的智慧或诚意而惊叹，这些人甚至在议会中野心勃勃地要

求把这项发明的专利特许证发给他们。从照会本身就可以看得很

清楚，奥地利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同意与其他大国会谈（法国

“通报”关于奥地利赞成召开大会的建议的报道煞费苦心地掩盖了

这一点）。

布奥尔伯爵说：“除了这个问题〈即消灭“撒丁的政治制度”〉以外，各大国

如果认为还应当提出其他问题来讨论，就必须事先明确规定，既然这些问题

将要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国内制度，本人不能不首先坚决要求，在这种情况

下讨论程序必须符合１８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亚琛议定书上规定的原则。”

可见，奥地利是根据以下四个条件接受俄国关于召开大会的

建议的：第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贬斥撒丁并通过有利于奥地利的

决定；第二，必须承认亚琛议定书１８９是讨论的基础；第三，“在召开

任何会议以前，撒丁必须解除武装”；最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必须

事先明确规定”。第一点用不着再加解释。为了不致对这一点的意

义有任何怀疑，布奥尔伯爵特意补充说，他认为这“对于从道义上

安抚意大利是唯一的、极端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承认亚琛议定书——就是要法国直接承认１８１５

年条约和奥地利同意大利各国签订的各项专门条约。但是，波拿巴

所希望的，恰好是废除奥地利据以对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实行统

治的１８１５年条约，以及废除保证奥地利对那不勒斯、托斯卡纳、帕

尔马、摩地那和罗马的重大影响的各项条约。第三个条件——预先

解除撒丁的武装——是奥地利方面打算预先取得只有打胜仗时才

能使它得到的优势。最后一个条件——预先规定需要讨论的问题

——将使波拿巴失去他除了备战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还希望依靠会

议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即失去这样一些机会：出其不意地抓住奥地

９３３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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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使它陷入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的圈套，迫使它断然拒绝满足法

国和俄国向它突然提出的要求，发出和谈破裂的信号，从而在欧洲

舆论面前使它威信扫地。

奥地利在给俄国大使的同意参加大会的照会中提出的条件可

以概括如下：奥地利可以参加欧洲会议来解决意大利问题，但在会

议开幕前欧洲各大国必须同意支持奥地利反对撒丁，强迫撒丁解

除武装，承认维也纳条约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各项补充条约，

最后，还必须使波拿巴失去破坏和平的一切借口。换句话说，奥地

利同意参加会议，只要会议在开幕前就接受一种义务的约束，即把

奥地利现在宣称准备以武力去获得的一切都让给它。如果我们注

意到，奥地利非常了解会议不过是决心要发动战争的敌人为它设

置的一个圈套，那谁也不会因为它对俄法两国的建议采取如此讥

讽的态度而责难它了。

我所评述的奥地利文件中的这些地方，恰好是不列颠政府认

为适宜于发表的。而布奥尔信件中的下面几个地方，在马姆兹伯里

的编辑部发表的奥地利照会中却被删去了：

“皮蒙特一旦解除武装，奥地利亦将解除武装。奥地利将用一切方法维护

和平，因为它希望和平，也善于珍视和平。但是，它希望的是真诚的、持久的和

平。它公正地认为，它在自己的威力和荣誉不遭受损害的情况下能够保证这

样的和平。为了在意大利保持安定的局面，奥地利已经做出了许多牺牲。在上

述先决问题未作规定和处理以前，奥地利可以减少自己的备战活动，但是不

能完全停止。它的军队将继续开住意犬利。”

在俄法两国的诡计因此被揭穿以后，英国由于受到拉芒什海

峡对岸它的至圣的盟友的唆使，也插进手来，想使奥地利接受关于

召开大国会议来研究意大利问题上的纠葛的建议，并表示希望奥

皇政府同意唐宁街草拟的初步建议。在外交编年史中，恐怕找不到

０４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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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布奥尔伯爵给英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复照更带有侮辱性讽刺的文

件了。首先，布奥尔重申了他自己的要求，即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

撒丁必须放下武器，从而听凭奥地利摆布。

他说：“在撒丁尚未完全解除武装并开始解散ｃｏｒｐｓｆｒａｎｃｓ〔志愿军〕以

前，奥地利不可能出席会议。奥皇政府声明，如果这些条件实现了，它准备以

最正式的方式提出保证，既然撒丁尊重帝国及其各同盟国的领土，因此在会

议进行期间，奥地利将不进攻撒丁。”

可见，如果撒丁解除武装，奥地利只答应在会议进行期间不

再进攻已解除武装的撒丁。布奥尔对英国的建议的答复完全是按

照尤维纳利斯的精神写成的。至于英国建议“１８１５年各项有关领

土的协定和条约原封不动”这点，布奥尔高声答道：“完全同意！”

只是补充说，甚至连“为了履行１８１５年的条约而签订的条约也应

当原封不动”。英国想找到保证维护奥地利和撒丁之间的和平的办

法，这个愿望被布奥尔解释为“会议将研究迫使撒丁履行其国际

义务的方法”。对于“解放教皇国并讨论在意大利各国实行改革”

这项建议，布奥尔同意让欧洲“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

同时认为“直接有关的各国”“应保留最后是否接受拟定的建议”

的权利。至于英国打算用以“代替奥地利和意大利各国之间的专

门条约的计划”，布奥尔坚持“条约继续有效”，但是，如果撒丁

和法国同意把关于它们的领地（撒丁据有热那亚，法国据有科西

嘉岛）的问题作为讨论的对象，他同意修改这些条约。奥地利对

英国的建议所做的答复，实质上也就是它已经对俄国的紧急公函

所做的答复。在遭到了这第二次的失败以后，俄国和法国就促使

倒霉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向奥地利提出全面裁军作为先决步骤。显

然，在土伊勒里宫中人们都以为，奥地利在军备方面既然超过了

１４３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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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一切对手，对于这种建议就一定会断然拒绝。但是，波拿巴

的这个主意又打错了。奥地利知道，波拿巴不使自己同时摆脱皇

冠这种令他烦恼的负担，是不可能裁军的。因此，奥地利同意了

这个以为它必然会拒绝而提出的建议。这使土伊勒里宫陷于极端

仓皇失措的境地，它经过２４小时的考虑以后，以一个发明丰富了

世界，它说“各大国同时裁军除了意味着奥地利裁军以外，不可

能有任何别的意思”。请读一下直接受拿破仑第三支持的报纸“祖

国报”１９０下面这篇蛮横无理的短文吧：

“无论如何，关于裁军的建议应当只涉及两个大国——奥地利和皮蒙特。

奥地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意大利集结自己的兵力，皮蒙特由于伦巴第驻有

奥地利军队，不得不准备防御以对付战争的威胁。奥地利提出的裁军问题，首

先应该由它自己来解决；当它从意大利撤回自己的军队时，皮蒙特就只有效

法它的榜样了。

至于法国，它没有理由要实行裁军（ｅｌｌｅｎ’ａｐａｓàｄéｓａｒｍｅｒ），原因很简

单，它没有进行任何恃别的扩军活动，它没有陈兵边境，它甚至不愿意使用自

己对付奥地利威胁的权利，这种威胁旨在反对皮蒙特，反对欧洲和平。对于法

国来说，连裁减它的军队战斗人员中的一个士兵，把一门多余的大炮交回军

火库的问题也谈不上。如果说事情与它有关，那末裁军只能意味着承担不进

行扩军活动的义务。

我们不认为，奥地利对这一点全有什么异议；奥地利建议裁军（它非常清

楚，它应当倡议裁军），希望以此—— 毫无疑义，是怀着比较良好的情绪

（ｍｉｅｕｘｉｎｓｐｉｒéｅ）——作为对维护欧洲和平的保证，而它的异议就等于使这

种保证化为乌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２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４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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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

扩军备战１９１

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２日于伦敦

在德国的大学里，每当学校领导在夜间１１时左右把学生赶出

啤酒馆以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各社团的学生通常便聚集在市场的

广场上。在这里，各个社团或“派别”的成员开始同其他“派别”的成

员做互相“嘲笑”的竞赛，目的是想挑起一场流行的不太危险的决

斗，这种决斗是大学生生活中最明显的特色。在市场的广场上进行

这种挑衅性的口角竞赛时，主要的技巧在于嘲笑得体，不加正式的

或公开的侮辱，但同时又能尽可能地激怒对方，使他最后失去冷

静，破口辱骂，而你也就不得不向他提出决斗。

正是这样的预赛已经在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进行了几个月了。

法国在今年１月１日挑起了这场口角，奥地利也反唇相稽。双方言

来语去，指手划脚地越来越接近挑战了；但是，根据外交礼节，这种

口角还需要进行到底。于是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建议、反建议、让步、

条件、保留意见和诡辩。

下面就是外交口角的最近的一个例子。４月１８日，得比勋爵

在上议院宣称，英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失败，它将放弃调停。

只过了３天，即４月２１日，“通报”就报道英国已向其他四大强国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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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下列建议：（１）在和平会议召开之前就实行同时的全面裁

军。（２）裁军应在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不受和

平会议约束（这个委员会应由６名委员组成，其中１名由撒丁委

派）。（３）上述委员会一开始工作，就同时召开和平会议讨论政治问

题。（４）和平会议开幕后，应完全像１８２１年会议１９２那样，立即邀请

意大利各国的代表与列强的代表一起讨论。同时，据“通报”报道，

法国、俄国和普鲁士都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而都灵发来的电报又

带来了使欧洲各交易所安心的喜讯：路易 拿破仑促使皮蒙特采取

了同样的步骤。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异乎寻常地平静，似乎召开会

议的一切障碍必然会消除。实际上，计划是非常明显的。法国还没

有作好战争准备，而奥地利则准备好了。路易 拿破仑为了使人对

他的真实企图不致产生任何怀疑，曾通过半官方的报刊清楚地表

示，这次裁军只适用于奥地利和皮蒙特，因为法国并没有扩军，自

然不可能裁军；同时他在官方的“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措词巧妙，

对于把“裁军原则”扩大到法国来的义务推卸得干干净净。显然，他

的下一步是把关于法国没有扩军的半正式声明变为正式声明；这

样一来，就可以顺利地把问题置于谈论军事细节的捉摸不定的基

础上，于是也就可以轻易地用主张、反主张、要求证据、反驳、发表

公报和诸如此类的狡猾手段，把争论几乎永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这

时，路易 拿破仑就能够从容地做好准备，而根据他的新原则，他可

以不承认这些准备是扩军，因为他需要的不是人（至于人，他在任

何一天都可以征集），而是军用物资和新编部队的组织。他自己宣

布，在今年６月１日以前，他不能作好战争准备。实际上，如果他的

准备工作在５月１５日以前完成，他就能利用自己的铁路，在这个

期限内召回归休兵，到６月１日前后，归休兵就能归队。但是，可以

４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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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靠的根据来设想，由于宫廷做出的好榜样，在法国军事主管部

门内存在着大量盗用公款、混乱、受贿和挥霍的现象，因而物资的

必要准备甚至在路易 拿破仑本人最初确定的期限内也不可能全

部完成。不管怎样，战争的爆发每推迟一个星期，无疑都使路易 拿

破仑占便宜，使奥地利吃亏。奥地利由于这一外交插曲的结果，不

仅会失去它在军事准备方面先于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军事优势，而

且会被继续以现有规模进行军事准备所必需的大量军费的负担压

得喘不过气来。

奥地利很了解目前的情况，因而不仅拒绝了英国关于根据来

巴赫会议所依据的条件召开会议的建议，而且还第一个发出了战

争的信号。居莱将军代表奥地利向都灵宫廷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

它裁军和遣散志愿军，而且限皮蒙特在３天以内作出决定，超过３

天就要宣战。同时，奥军还有两个师计３万人开赴提契诺河。由此

可见，拿破仑在外交上把奥地利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他迫使奥地

利最先说出了这句神圣的话——宣战。然而，如果奥地利不因伦敦

和圣彼得堡的威胁性的照会而放弃自己的步骤，那末，波拿巴的外

交胜利可能使他失去皇帝的宝座。

与此同时，备战狂热也遍及其他国家。德国各小邦正确地认识

到路易 拿破仑备战对它们的威胁，已使自己的民族感情发挥到从

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４年以来在德国从未有过的高度。它们正使自己的

行动适应于这种“民族感情”。巴伐利亚及其邻近各邦正在征集预

备兵和后备军，建立新的部队。德意志联邦军队的第七军和第八军

（由上述各邦组成），原来的编制名额为６６０００名现役兵和３３０００

名预备兵，将来参加战争时可能达到１０万名现役兵和４万名预备

兵。汉诺威和北德意志其他小邦（它们组成联邦军队的第十军），也

５４３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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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程度上进行扩军，同时还加强海岸防御以防来自海上的袭

击。普鲁士由于在１８５０年动员１９３期间和动员以后进行了准备，在

军事技术方面处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

以来，它已经从容地进行了动员军队的准备工作。现在，它正日益

普遍地用针发枪装备自己的步兵，并在不久以前用十二磅炮装备

了全部步炮兵；同时正在使莱茵河上的要塞作好战斗准备。它已经

命令它的３个军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时，它在法兰克福的联邦

军事委员会内的态度令人信服地证明，它非常了解路易 拿破仑的

政策对它的危害程度。虽然它的政府还在犹豫不决，但是舆论已经

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虽说这时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哉意比过去

任何时候都要少，但是毫无疑问，路易 拿破仑在德国方面将遇到

法国从未遇到过的最齐心的、最坚决的敌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１—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３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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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争 的 前 景

  近两个月来，每当我们探讨目前将欧洲卷入其中的这场

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开始以前各方面的潜力和战略形势

时，总有人对我们提出一些肤浅的批评。对于这一切，我们曾认

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可是现在我们得到了证实我们观点的极其完

备而详细的、而且无疑也是读者们很关心的论据，以致我们认为

可以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这些论据就是今天本报满栏刊载

的许多详细报道，这些报道鲜明地描述出这个可怕而激动人心的

戏剧的最初几幕。

早在两个月以前，我们就已指出，奥地利正确的防御方法是进

攻①。我们曾经断言，虽然奥军驻意大利部队基本上已经集中在皮

蒙特防御阵地附近，而且还有良好的装备和充分的战斗准备，但是

如果不利用他们对于还在分散中的敌人的这种暂时的优势，不迅

速进入撒丁领土，首先击败撒丁军队，然后进攻那些必然以几个纵

队通过阿尔卑斯山因而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的法军，那末，他们还

是会犯大错误的。我们这个结论，在多少有些名气的、多少了解一

些战略的各种评论家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很清

７４３

① 见本卷第２２９—２３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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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的一切军事专家都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

确的；并且奥地利将军们的意见也是这样。不过，关于这一点已经

谈得很多了。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那末就来看一看双方的兵力对比和取胜

的可能性吧。

奥军在意大利有５个军——第二、三、五、七、八军，至少有２６

个步兵团（每团５个营，其中有１个掷弹兵营）和２６个轻步兵营，

共计１５６个营，１９２０００人。加上骑兵、炮兵、工兵和守备部队，他们

的兵力至少有２１６０００人。我们不知道，在新锐的边屯团和预备兵

员开入意大利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多少，但是兵力增加这点是几

乎用不着怀疑的。不过我们还是以２１６０００人这个最低数字为准。

其中为了防守奥军企图在伦巴第固守的一切要塞、堡垒和营垒，有

５６０００人就足够了。但是我们按最多需要６６０００人计算，那末用

来侵入皮蒙特的军队还有１５万人。根据某些电讯报道，入侵的奥

军为１２万人，对这些材料当然是不能全信的。不过，为了防备万

一，我们假定它用来作战的至多有１２万人，那末同这支兵力充实

的军队交战，法军和皮蒙特军队会怎样配置呢？

皮蒙特军队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之间，在我们几个

星期以前所提到的那个阵地上①。他们由５个步兵师和１个骑兵

师组成，共有基于步兵（包括预备兵员在内）４５０００人，猎兵６０００

人，骑兵和炮兵将近９０００人，全部共计６万人。这是皮蒙特所能

派出作战的最大兵力。其余１５０００人要用来执行警备勤务。意大

利的志愿军还不能用来和敌人在战场上作战。

８４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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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从战略上看来，皮蒙特的阵地不能从南面迂

回，但可以从北面迂回；然而在北面，皮蒙特的阵地有在卡萨勒以

东约４英里处流入波河的塞齐亚河作掩护，如果电讯报道可信的

话，撒丁军队准备坚守该河。

６万人在遭到占一倍优势的敌军攻击时，要在这个阵地上进

行决战，那是十分荒唐的。根据一切可能性看去，撒丁军队将在塞

齐亚河上进行一些表面的抵抗，使奥军暴露全部兵力，然后放弃直

通都灵的道路，退到卡萨勒和波河以南。假定英国的外交不使军事

行动再次延期的话，这一行动可能在４月２９日或３０日发生。到第

二天，奥军将企图渡过波河，如果渡河成功，他们会在平原上把撒

丁军队驱逐到亚历山大里亚。他们可能让撒丁军队在那里停留一

些时候。必要时，奥军纵队将由波河以南的皮阿琴察出动，来破坏

热那亚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铁路，并攻击由热那亚向亚历山大

里亚运动的法军的任何一个军。

那末根据我们的推测，法军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什么行

动呢？当然，他们将仓卒地向未来的战场——波河上游谷地出动。

当关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阿尔卑斯军

团的兵力，驻在里昂附近的有４个师多一点，还有３个师可能驻在

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岛，也可能正在集结。此外有１个师由非洲开

来，现正在途中。这８个师应编成４个军；法军的第一支预备队是

驻巴黎的基干师，第二支预备队是近卫军，算在一起共有１２个基

干师和２个近卫师，编为７个军。１２个基干师（每个师在归休兵回

队以前计有１万人）共有１２万人，如加上骑兵和炮兵，则有１３５

０００人，再加上３万近卫军，总数将为１６５０００人。如把召回的归休

兵计算在内，这支军队的总数将达２０万人。目前一切都很顺利；这

９４３战 争 的 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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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支很出色的军队，并且人数也很多，足以征服甚至比意大利大

一倍的国家。他们需要在５月１日或者在这前后到达皮蒙特谷地，

但是到那时，他们可能在什么地方呢？麦克马洪军大约在４月２３

日或者２４日已被派往热那亚；但因为事先没有集中，所以在３０日

以前不能由热那亚出发。巴拉盖·狄利埃军在普罗凡斯，有一个消

息说，该军将经过尼斯和田达山口前进，另一个消息说，该军将乘

船出发并在地中海岸登陆。康罗贝尔军必须经过蒙塞尼山口和蒙

热涅夫尔山口进入皮蒙特，其余各部队则在先后到达边境后随即

沿同样的道路前进。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在４月２６日以前任何法

军部队都没有进入撒丁领土，而巴黎军团中的３个师在２４日仍然

在巴黎，只有１个师在当天由铁路调往里昂。此外，可以预料到，近

卫军出动不会早于２７日。这样，假定我们前面列举的其余一切部

队都已集中在边境，并准备出动，那末共有８个步兵师，即８万人。

其中２万人正调往热那亚；２万人在巴拉盖指挥下，由田达山口进

入皮蒙特（只要他们确实是开往皮蒙特）；还有康罗贝尔和尼耶尔

指挥的４万人将经由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前进。这便是

路易 拿破仑在皮蒙特军队急需他援助的时候，也就是奥军可能在

都灵出现的时候，所能握有的全部兵力。同时顺便指出，这一切情

况完全符合我们在几星期以前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但是，路

易 拿破仑即使能控制全世界所有的铁路，也无法在最初几次战斗

开始以前把余下的巴黎军团的４个师及时调来，他将不得不任奥

军在整整两个星期内对皮蒙特人为所欲为；但即使在两个星期以

后，路易 拿破仑胜利的希望也非常小，因为他的８个师这时还分

别在两条山道上，而在他们的会合地点则有着至少在数量上与他

们相等的敌军。不过，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一个人，从政治上说是不

０５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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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许敌人在整整两个星期内横行于皮蒙特的，因此一当奥军挑

战，他就不得不应战，而且将在不利的情况下作战。法军通过阿尔

卑斯山越早，对于奥军便越有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８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３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５３战 争 的 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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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金 融 恐 慌

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９日于伦敦

昨天是外国证券和股票的支付日期，２３日开始的交易所的恐

慌状况也几乎达到了顶点。从上星期一以来，证券交易所的成员

宣布破产的就有２８家，其中１８家都是在２８日发生的。引起破产

的债额中有一家达到了１０万英镑，大大超过了这种“死刑的执

行”通常所要求的平均额。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同时把贴现率从

２１ ２％——这是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９日规定的水平——提高到３
１
２％，

这种由于购买运往印度的白银所引起的黄金外流而产生的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混乱现象更为加剧。利率３％的统一公债在４

月２日是以９６１ ４％开盘的，４月２８日就跌到８９％，有几个小时甚

至跌到８８１ ４％。利率４
１
２％的俄国证券在４月２日按足价开盘，４

月２８日就下跌到８７％。在同一个时间内，撒丁证券从８１％跌到

６５％，利率６％的土耳其公债券从９３１ ２％跌到５７％，虽然后来又

回升到６１％。利率５％的奥地利证券开盘牌份很低，只有４９％。引

起本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这样大跌价以及随之而来的铁路股票尤

其是意大利铁路股票的同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奥地利军队

侵入撒丁，法国军队开往皮蒙特，法国、俄国和丹麦签订攻守同

盟条约１９４的消息。诚然，在这一天，电讯曾报道说，“立宪主义者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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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对法国和俄国签订攻守同盟条约一事进行辟谣。但是，尽管

证券交易所的聪明人无疑地具有一切轻信和乐观的秉赋，他们这

一次却敢于不相信法国的这些半官方的声明。他们还不能够忘记，

只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通报”曾大胆否认法国在进行武装或者

打算武装起来。况且，虽然法国的预言家否认条约的存在，但是

他承认，在东西方西位专制君主之间已经达成“协议”，所以，辟

谣最多只不过是文字游戏。同破了产的不列颠经纪人一起垮台的

还有１２００万英镑的俄国公债。如果当时奥地利没有突然决定向撒

丁发出最后通牒，这批俄国公债是一定会被伦巴特街吞掉的。伦

敦“泰晤士报”金融论文的作者辛普森先生对于俄国公债这个肥

皂泡是怎样破灭的，发表了如下有趣的意见：

“当前形势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公众摆脱了这次预定要发行的俄

国公债。虽然从克里木战争由于我们‘盟国’的影响以及各国皇帝随后在斯图

加特的会晤而提前结束的时候起，这个大国的阴谋就已昭然若揭，但是很明

显，除了提出完全无可辩驳的证据以外，无论什么警告也不能阻止它得到它

所希望的任何数目的款项，只要有一家殷实的银行肯承担这项交易就行了。

因此，在一两个月以前，当取得１２００万英镑的方案提出来的时候，一切有关

方面都显得精神振奋和充满信心。让英国的财主们随意去做吧，他们能够得

到的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人们操心的是，想以比在伦敦

市场上的售价高一两厘的利息得到这批公债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他们

听取任何警告，那希望是很小的。的确，在这些事情上通常竞争得相当激烈的

贝林先生和路特希尔德先生，在这一次并没有表现出想同公债发生关系的任

何兴趣。此外，有消息说，在格鲁吉亚秘密地集结了１０万俄国军队。还有消息

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已经公开声明说，拿破仑皇帝关于修订１８１５年条约的

要求是完全公正的；最后，不久以前想要废除巴黎和约有关多瑙河两公国这

部分的努力，康斯坦丁大公在地中海所做的旅行，为了使考莱勋爵的和平使

命遭到破产而作的巧妙的安排，——这一切可以料想得到已经足以引起波动

了。但是，无论什么也不能影响抱着乐观情绪的英国存款人，他们贪恋一切能

３５３金 融 恐 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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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得到利率５％收入的证券，对那些危言耸听之徒鄙视到极点。所以，负

责推销公债的那些人的希望不会减少，事实上就在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的消

息发出以前一两天还开过最后几次会议，为随时宣布发行公债做好一切准

备。只要法国的‘通报’最后再作一次安定人心的保证，重申以前已经做过的

关于法国没有进行武装也不打算武装起来的保证，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是，不

愿意坐待它的敌人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东西的奥地利采取了一个‘罪恶’

的步骤，结果事情完全搞糟了，这样一来，为数１２００万英镑的款子现在仍旧

不得不留在英国了。”

在巴黎，金融市场上的恐慌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现象，当

然要比伦敦交易所的混乱现象厉害得多。但是，刚刚通过自己在立

法团中的奴仆为自己表决了发行５亿法郎的新公债的路易 拿破

仑，严格禁止在报刊上对这些不利的事件作任何报道。不过，看了

下面我从官方的行情通报上摘来的这个表以后，我们就能够对当

前形势作出一个正确的估计：

 ３月２４日  ４月７日  ４月２８日

法郎 生丁 法郎 生丁 法郎 生丁

利率３％的无斯公债……… ６９ ２０ ６７ ９５ ６２ ００

法兰西银行的股票…………２８６５ ００ ２８４０ 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 ８０５ ００ ７０７ ５０ ５３０至５４２ ００

奥尔良铁路股票……………１３６８ ００ １２５７ ５０ １１５０ ００

北部铁路股票……………… ９４０ ００ ９１５ ００ ８３５ ００

东部铁路股票……………… ６８２ ００ ６２７ ５０ ５５０ ００

地中海铁路股票…………… ８５０ ００ ８３０ ００ ７５２ ００

南部铁路股票……………… ５２３ ００ ５０３ ７５ ４１２ ５０

西部铁路股票……………… ６００ ００ ５３７ ５０ ４８５ ００

日内瓦铁路股票…………… ５４０ ００ ５２０ ００ ４４５ ００

奥地利铁路股票…………… ５６０ ００ ５３６ ２５ ４０６ ２５

维克多 艾曼努尔铁路 

股票………………………… ４００ ００ ３９０ ００ ３１５ ００

伦巴第－威尼斯铁路股票… ５２７ ５０ ５１２ ５０ ４２０ ００

４５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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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金融界的聪明人现在对不列颠政府非常愤恨，指责它使

自己成了欧洲外交界的笑柄，更重要的是，它由于固执地无视事实

和考虑不周贻害了商界。的确，得比勋爵在演这出谈判喜剧的全部

过程中都让法国和俄国把他当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他并不满足于

已往接连不断地失策，在得到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时，他又

上了同样的当。他在伦敦市长家中进午餐时把奥地利最后通牒痛

斥为“罪恶的”，可是甚至在当时，他对俄法条约也是一无所知。他

那个自以为奥地利不可能不接受的最后的调停建议，只不过是一

个竞选诡计，它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再给波拿巴４８小时的时间

去集结军队，阻碍奥地利必然要采取的行动。这个骄傲的贵族的外

交洞察力不过如此而已，而他还在反抗议会的民主改革１０５，说什

么这种改革会从世袭政治家的老练的手中把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夺

去。最后我要指出，托斯卡纳和各公国１９５的起义为奥地利占领这些

地方提供了理想的借口。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３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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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甜 言 蜜 语

  ４月２７日路易 拿破仑通过他的外交代表送交欧洲各国政府

的照会，以及５月３日他向自己的立法团发出的呼吁表明，这位

皇帝完全明白，干涉意大利事多的动机和最终目的遭到了多么普

遍的怀疑，他正竭尽全力来消除这些怀疑。在照会中，他力图证

明，在干涉的问题上，他一直不过是按照英国、普鲁士和俄国的

意图行事的。他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所有的大国都和他一样不

满意意大利的现状，同样都相信由于那里流行的不满和进行的秘

密鼓动而造成的危险，都在同样程度上力图通过明智的预防措施

来防止不可避免的危机。但是，当他举出考莱勋爵前往维也纳的

使命１９６、俄国提出的召开大会的建议和普鲁士对这些措施的支持

作为证明时，他显然忘记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决不是意大利，

这些措施的目的和促使采取这些措施的动机，是奥地利和法国之

间已经形成的决裂，同这种决裂比较起来，意大利的不满和骚动

就无足轻重了。

只是由于拿破仑对意大利事务突然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才使

其他欧洲大国把意大利问题看得异常重要。虽然奥地利首先开始

了军事行动，但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如果撒丁没有受到拿破仑的

唆使（无论普鲁士或英国都没有参加这种唆使），并且随后又采取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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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步骤，那就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设想，军事行动会开始。其实，

法国根本没有协同其他大国一起来友好地调解奥地利和撒丁之间

的纠纷；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是：只是在法国实际上已经卷入这一

冲突的时候，其他国家才认为有必要较认真地关心这件事，并且已

经不再把它当作意大利问题，而是当作全欧性的问题来看待了。只

有法国一个国家感到自己负有使命来捍卫撒丁以反对奥地利的进

攻，正是这个情况反驳了那种企图硬说法国在意大利问题上同其

他大国步调完全一致的意见。无论是在这份照会中，或者是在向立

法团的呼吁中，法国皇帝都特别坚决地否认他个人有任何虚荣心，

有任何占领欲，有任何在意大利确立法国势力的愿望。他想使人相

信，他只是致力于确立意大利的独立和恢复由于奥地利的优势而

遭到破坏的均势。谁记得法皇所作的声明和他在当法兰西共和国

总统时所立的誓言，谁就末必会盲目地相信他的一纸宣言；甚至连

他的这些安定欧洲的恐惧情绪和消除欧洲的怀疑的企图，也包含

着在很大程度上指望产生相反效果的暗示。

谁也不会怀疑，路易 拿破仑现在真心希望防止英国和德国对

他的反奥战争的任何干涉。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证明，他只是力图

解决意大利问题。我们假定他是力图称霸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他

当然宁愿一个一个地对各个大国作战。他对笼罩着德国某些邦的

激昂情绪感到惊异，虽然引起这种激昂情绪的仍然是他用来解释

他急于帮助撒丁的那些原因。

如果说法国和撒丁接壤，并且由于已往的传统、共同的起源和

不久前缔结的联盟而和撒丁联系在一起，那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之

间也存在着同样的，甚至是更密切的联系。如果拿破仑不想坐待自

己有一天不得不面对奥地利战胜撒丁的既成事实，那末德国人也

７５３甜 言 蜜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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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算眼看着让法国彻底战胜奥地利成为既成事实。至于路易 拿

破仑力图侮辱奥地利，至少力图把奥地利从意大利驱逐出去，这一

点他是不否认的。诚然，他否认有任何占据意大利领土或在意大利

获得势力的意图，他宣称，战争的目的在于恢复意大利的独立，而

不是要强迫它更换主子。但是请大家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当有

人打算恢复各意大利政府的对奥独立的时候，而那些被路易 拿破

仑说成是“骚乱的煽动者和旧集团的不可救药分子”的人却要去惊

扰——看来定会发生——这些政府。

那时会怎么样呢？

路易 拿破仑说道：“法国表示了它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

按照他的声明，他之所以享有现在的权力，正是归功于这种对

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他把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作为一种理由，

用来替自己解散国民议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用武力推翻共和政

府、取消一切出版自由、把所有反对他的绝对专制的人加以放逐或

发配到凯恩去的行为辩护。扑灭无政府状态在意大利是否也能同

样好地为他效劳呢？既然“对骚乱的煽动者和旧集团的不可救药分

子的镇压”证明取消法国的自由是正确的，难道这就不能同样作为

取消意大利独立的漂亮借口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６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３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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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

对战争的态度

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０日于维也纳

战争的来势看起来是那样凶猛，而进程却很缓慢，这使维也纳

公众产生了不耐烦和失望的情绪，于是政府只得在首都的所有墙

壁上张贴下面的通告：

“奥地利报纸所发表的一切有关帝国军队调动的消息，完全有可能在几

小时内就为敌人获悉并加以利用，因此我们有责任在向公众作所有这类报道

时持最审慎的态度。根据最近的消息，帝国军队占领了波河和塞齐亚河大间

的阵地，它可以作为进攻的基地。塞齐亚河上的一切渡口都在帝国军队的控

制之下，虽然波河水势继续上涨，使帝国军队无法把足够的兵力调到右岸去，

但是庞特库罗涅和沃格拉之间的地区仍有帝国军队重兵把守；同时瓦兰察附

近的铁路桥梁已被我军炸毁。”

不言而喻，奥地利政府多少有些惶惶不安地在注视着意大利

各小国中的局势。陆军部发表了下列有关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材

料。

托斯卡纳。４个基干步兵团，每团２个营，每营６个连，共６

８３３人；１个猎兵营，由６个连组成，共７８０人；１个海岛猎兵营，

７８０人；若干志愿猎兵营，共２１１５人；１个老兵营，３２０人；１个

惩戒队，１５０人；２个龙骑兵连，共３６０匹马；１个炮兵团，由８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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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连组成，每连６门炮；１个岸防炮兵营，计２２１８人；１个宪兵

团，１８００人。加上相应的司令部、工兵、水兵等等，共１５７６９人。

帕尔马。禁卫军、执戟兵和响导兵，共１７９人；２个基干营，

１个猎兵营，共３２５４人；１个炮兵连，８４人；工兵１４人；４个宪

兵连，共有４１７人；加上司令部、指挥人员、教导队和工役连，共

有４２９４人。

摩地那。４个基干团，每团只有１个营，共有４８８０人；１小

猎兵连，１２０人；３个龙骑兵连，共３００人；１个六门制野炮连，１５０

人；１个十二门制岸防炮连，２５０人；１个工役连，１３０人；１个工

兵连，２００人；此外，还有若干数量的老兵、执戟兵等等，共有７

５９４人。

圣马力诺。这个小共和国的军队共有８００人。

罗马。２个瑞士步兵团（第三个团目前正在建立），共有１８６２

人；２个意大利团，人数同前；２个驻地固定的营（相当奇怪的兵

种），共有１２００人；１个龙骑兵团，６７０个骑手；１个炮兵团，由

７个连组成，每连４门炮，共有８０２人；宪兵４３２３人；加上司令

部、工兵等等，共有１５２５５人。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４个瑞士团、２个那不勒斯近卫掷弹兵

团、６个掷弹兵团、１３个步兵团、１个有若干后备连的马枪兵团，

共计５７０９６人；１２个猎兵营，共１４９７６人，再加上若干后备连，

共１６７４０人；９个骑兵团，２个重龙骑兵团，３个龙骑兵团，１个

马枪兵团，２个枪骑兵团，１个猎骑兵团，共有８４１５个骑手；２个

炮兵团，每团有２个野炮营和１个攻城炮兵营，或者说每一个团

有１６个共有１２８门火炮的野炮连和１２个攻城炮兵连，连同辎重

队共有５２０００人。再加上拉戟兵、工兵、响导兵，禁卫军等等，总

０６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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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１３０３０７人。

那不勒斯舰队包括２艘有８０门和８４门火炮的战列艘，５０艘

有１０门火炮的帆力巡航舰和１２艘有１０门火炮的蒸汽巡航舰，２

艘帆力轻巡航舰和４艘蒸汽轻巡航舰，２艘纵帆船，１１艘不大的

轮船，１０艘臼炮舰和１８艘炮艇。

奥地利政府多少预见到了托斯卡纳事件１９５，因此，可以说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估计到了这些事件。但是真正使它担心的倒是普鲁

士政府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犹豫不决的和毫不友好的立场。普鲁

士政府在进行武装，因为舆论的坚决要求迫使它这样做，但同时可

以说，它进行的外交活动又在解除这种武装。读者都知道，目前普

鲁士内阁的成员，尤其是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都是属于那个在

德国以哥达党１９７闻名的政党的。这个党自我陶醉于一种幻想，以为

奥地利的复灭会帮助普鲁士建立起一个在霍亭索伦王朝统治下的

新德国。这个党假装相信波拿巴外交家们的保证，他们说战争将

“局限”在意大利，在南锡建立一个由佩利西埃指挥的法国监视军，

其目的不过是稍稍安慰一下这位“名扬四海的军人”。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

〔顺便〕提一下，宣扬这种安定人心的论调的那一号“通报”同时还

公布了关于在巴黎建造一座洪堡雕像的敕令。这种手法至少表明，

在波拿巴看来，用雕像收买哥达党，也像用腊肠收买法国的朱阿夫

兵１９８一样容易。据一个可靠的消息说，奥地利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

的全权代表①提出了一项建议，要德意志联邦表明态度：波拿巴参

加意大利斗争是不是对联邦本身的威胁，但是由于普鲁士的奸计，

议会至今拒不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普鲁士是对的，它抗议大多数德

１６３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

① 莱希堡，约翰·伯恩哈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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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邦的《Ｌａｎｄｅｓｖａｔｅｒ》〔“国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的企图，

但是，既然这样，它就应当自己采取主动，自己拿出捍卫德国所必

需的办法来。它至今却遵循着完全相反的行动路线。４月２９日，普

鲁士向德意志联邦各个成员国发出了一份照会，相当坚决地劝告

它们要慎重和小心。为了回答这份照会，南德意志各邦政府以意味

深长的语调提醒柏林内阁记住一句罗马名言：《Ｃａｖｅａ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ｅｓ

ｎｅｑｕｉｂ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ｉｃａｐｉａｔ》
１９９
。

它们宣称，它们相信，严重威胁德国安全的时刻已经到来，可

以无所作为的时期无疑已经过去。普鲁士政府在自己的领地上，找

到各种各样的同盟者。除了哥达党本身而外，首先还有，宣扬中立

的亲俄派。其次是一个以“科伦日报”２００代表的，由银行家、交易所

经纪人和商人组成的极有影响的党派，他们的物质利益从属于巴

黎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因而也从属于波拿巴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冒牌民主派，这伙人装作对奥地利暴行是那样的愤

慨，以致打算把十二月英雄的政策看成是自由主义。我敢断言，这

派人中的某些人无疑已经被拿破仑的金币收买了，这桩出卖良心

的生意的主要组织者住在瑞士，他本人按国籍来说不仅是德国人，

而且还曾是１８４８年德国国民议合的议员和狂热的激进分子２０１。你

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维也纳这里人们正警惕地注意着普鲁士

反中立主义的每一次表现；一位普鲁士十字军远征史专家弗里德

里希·冯·劳麦先生以“普鲁士的观点”２０２为题写的一篇不长的、

公开批驳哥达党理论的宣言被捧上了天。从下面摘录的几段文字

中读者可以了解这篇宣言所流露的思想：

“有一派人硬说，普鲁士应该保持最充分的独立自主，既不要受各种事件

的迷惑，也不要听信那些想把德国的政策引上错误道路并促使它采取仓卒措

２６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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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人的迫不及待的要求。这派人说，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这种倾向；既

然德国的大邦之一卷入了意大利战争，那末德国的其他各邦就应该团结在作

为德国政治的天然中心的普鲁士周围。

不对这些规劝的真正意义加以详尽的分析，我们是不能随便听信的。首

先，硬说普鲁士有最充分的独立自主，这是夸大其词。相反地，普鲁士完全

正确地作了观察，它探询过、表示过愿望、警告过、劝导过，因为它处于四

个强国包围之中，事实上不可能企求充分的独立自主，它要顾及自己邻邦的

行动，而又不能牺牲自己的真正使命。普鲁士进入大国的行列，不是由于它

的疆域，而是由于它的明智、它的决心和毅力。如果缺少这些品质，正如历

史所表明的，它就会沦为二流国家，受其他大国的轻视，而且可能还会受其

他大国的统治。

整整四个月，外交界在全力同拿破仑第三这样的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毫

无结果，而且彻底破了产。饱经忧患的德国人深刻了解到，荣誉、责任和确

保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开始不能忍受，不愿意再把虚幻的云彩

当成坚固的岩石，这难道不是自然的，难道不值得称赞吗？

当一切基本条件都已发生变化，而对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已经

来到的时候，怎么还能死抱住旧有的观点！既然调停的立场没有带来什么结

果，那末，可以怀疑，这种立场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呢？在法国和奥地

利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采取像在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上采取的立场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呢？普鲁士持这种虚伪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德国没

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博得法国人的同情，然而却减少了德国其他各邦对普鲁

士的好感和信任。

我们再说一遍：没有德国，普鲁士归根到底不能成为一个大国。那种让

奥地利听天由命和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普鲁士身上的建议和忠告，无异于

断送德国。有人建议：应当仿效美狄亚，把终于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的德国切成碎块，扔进女妖的魔锅里；同时还要它相信外交厨师们会设

法把它再拼在一起而使它复活！我们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公开宣扬和

暗中偷运的的关于奥地利德国和普鲁士德国的理论更荒唐、更缺乏爱国主义

和更有害的了，因为正是这一应受谴责的关于某一条把我们祖国弄得支离破

碎的分界线的理论，在１８０５年传播得很广，并导向１８０６年。

整个德国的利益同时也就是普鲁士的利益，而奥地利几百年以来，虽然

３６３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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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缺点、错误和失败，却始终是德国反对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和法国人

的支柱。再过几个星期，意大利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必然要到来。如果拿破

仑把莱茵河左岸当作将来的自然疆界以诱惑法国，而要求普鲁士根据巴塞尔

和约表示同意，德国是否能在几个星期内就准备好呢？

直到现在总是谨慎有余，预见不足；事件赶过了一切等待时机的人，使

他们忘记了一句精辟的古老谚语：‘失去时间就是失去一切！’”

为了不错过邮政班期，我把关于这个欢乐而淳朴的城市的商

业恐慌和人民运动的情况的某些看法推到下一次再来叙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４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６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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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争

  拿破仑第三在５月１１日由马赛乘船到达热那亚，他将在那里

担任法军总指挥，据说那里已经准备用特别隆重的仪式来迎接他。

他在军事上的功绩是否能同他在外交上的不可争辩的辉煌胜利相

提并论，这是一个问题，也许，我们不久就会有充分的材料来说明

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用以证明他的战略才能的唯一证据是

他的克里木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原则陈旧过时，是毕洛夫军

事学派的东西，至于毕洛夫，大拿破仑曾指出，他的学说是失败的

学说，而不是致胜的学说２０３。

不容争辩，法国皇帝是带着巨大的精神胜利进入意大利的。他

由于更狡猾更诡诈而逼使奥地利负起宣战的重责以后，又侥幸地

亲眼看到，奥军在没有实际行动的两星期内失去了他们在实行这

个重要步骤时所凭借的唯一优势。奥军没有利用自己数量上的优

势和迅速的运动在法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击溃皮蒙特军队，坐失

了良机，以致现在同它对敌的联军在兵力上完全同它相等，并且日

甚一日地胜过它。奥军将不但不能采取攻势并乘胜前进，而且甚至

很可能要迅速地被迫放弃米兰，向明乔河线退却，在那里，他们将

只限于采取在大型要塞掩护下的单纯防御行为。这样，路易 拿破

仑由于他的敌人犯了巨大的、几乎是无法解释的错误，而掌握了优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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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统帅生涯。他的福星如今依

然高照着。

战争的最初两个星期，对奥地利来说是一段单调然而有趣的

经历，同关于法国国王的有名的讽刺诗所描写的情形非常类似。４

月２９日，奥军前卫没有遇到什么重大抵抗就渡过了提契诺河，第

二天，主力部队便紧随着过了河。根据奥军向阿隆纳（在马乔列湖

旁）、诺瓦拉和维吉瓦诺方面的最初的调动情况来判断，奥军似乎

要向韦尔切利和都灵大道进攻。５月１日或者２日晨奥军占领韦

尔切利这一行动，以及从瑞士发来的关于入侵的军队集中在塞齐

亚河岸的电讯，似乎证实了这个看法。但是这一进攻看来只是佯

动，其目的是在提契诺河和塞齐亚河之间的所有地区索取军税，并

破坏皮蒙特和瑞士之间的电报通讯。进攻的真正目的已为居莱将

军的战报所指出，从战报中显然可以看出，科佐和坎比奥是主要的

集中地点，５月２日傍晚他的大本营是在洛美洛。因为上述第一个

地点位于塞齐亚河和波河汇合处附近（稍偏东），第二个地点位于

波河河岸，博尔米达河与波河汇合处稍东的地方，第三个地点则较

靠后方，但与前两者的距离相等，所以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奥

军正在从正面进攻配置在波河彼岸从卡萨勒到亚历山大里亚一线

而以瓦兰察为中心的皮蒙特阵地。在以后经由都灵所获得的报道

中可以知道，５月３日奥军在坎比奥附近的波河上架了桥，并向波

河南岸托尔托纳方向派出了侦察队；同时，他们几乎对皮蒙特阵地

的整个正面、特别是在瓦兰察附近进行了侦察，在某些地方还与敌

人进行了战斗，企图使敌人暴露兵力。此外还听到一个消息：奥军

有一个军由皮阿琴察出动，正沿波河南岸直趋亚历山大里亚，不过

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由于在坎比奥附近的波河上架了

６６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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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因此这个运动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５月５日前的战况便是这样。那时奥军机动的特点是极端的

缓慢和谨慎，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以后情况也一样。由

提契诺河到波河的瓦兰察，大概不超过２５英里，也就是两天正常

行军的路程，因为军事行动是在４月２９日开始的，所以全部入侵

的奥军本应在５月１日中午就集中在瓦兰察的对面。前卫也能够

在同一天完成侦察任务，而在夜间，奥军便能够下定次日展开决战

的决心。由于我们手头仅有万德比尔特邮局送到的消息，因此我们

和以前一样，仍然无法解释目前所发生的行动迟缓的现象。但是情

况迫切要求奥军迅速行动，同时居莱将军作为指挥官享有果断、勇

敢的盛名，因此我们自然设想到，他们是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得不

采取这种慎重的行动的。是否他们原来有过经由韦尔切利前往都

灵的计划，而只是由于以后接到消息，知道法军大量兵力到达热那

亚，使这个迂回机动有了危险，然后才取消了这个计划呢？还是在

某种程度上和皮蒙特军队到处截断和堵塞道路这种情形有关呢？

或者是由于居莱将军（他作为总司令所具有的才能，目前人们还完

全不了解）受了他必须指挥的庞大部队的牵累呢？所有这些问题，

很难答复。不过，观察一下另一方占领的阵地，就可能对情况多少

有一些了解。

在奥军连一个兵士都没有越过皮蒙特疆界以前，法军已经开

始大量进入皮蒙特。４月２６日，第一批部队到达了热那亚；同日，

布阿将军的师通过了萨瓦，越过了蒙塞尼山口，而于４月３０日到

达了都灵。在这一天，亚历山大里亚已有２４０００名法军，而在都灵

和苏扎则约有１６０００名。从此以后，法军源源不断地开来，但是到

达热那亚的法军兵力远比到达都灵的要多。他们由这两个地点继

７６３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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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进到亚历山大里亚。这样调到前线去的法军，数量当然不能确

定，但是根据我们将在下面指出的情况来判断，无疑，到５月５日

他们的数量看来已足以保证联军守住阵地，并阻挠奥军在韦尔切

利附近迂回他们的阵地。联军原来的计划是：以皮蒙特军队的主力

和可能由热那亚调来的法军部队扼守波河沿岸从亚历山大里亚到

卡萨勒这一线，而以皮蒙特军队其余的兵力（萨瓦各个近卫旗）会

同经过阿尔卑斯山调来的法军扼守多腊 巴尔特亚河从伊符雷到

基瓦索这一线，并以此掩护都灵。因此，奥军向多腊河一线发起任

何进攻，都可能遭到来自卡萨勒的皮蒙特军队的侧击，而不得不分

散兵力，以致使进攻归于失败。虽然如此，联军的阵地只适于作为

临时阵地，并且实质上是一个不好的阵地。这一阵地由亚历山大里

亚到伊符雷，长约５０英里，有一个凸角和一个凹角；虽然这一阵地

提供了侧击的可能性，从而大大加强了阵地本身，但是这样长的一

条战线毕竟使敌人极便于进行佯攻，而且在这一阵地上不能组织

有力的抵抗来对付敌人坚决的进攻。一旦奥军占领了多腊河一线，

并用少量兵力在一定时间内抵住了侧击，胜利的奥军就能够自由

地转到波河的任何一岸，并以优势兵力逼使亚历山大里亚地区的

敌军退到该要塞的炮火掩护之下。如果奥军在战争开始的最初两

三天内奋力作战，以上这一切是很容易实现的。那时法军还没有集

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之间，还不能威胁奥军的行动；但是在

５月３、４和５日，形势改变了，到达这一阵地的以及不断由热那亚

调来的法军，数量似乎已经相当庞大，足以使防守这个阵地的兵力

大约增加到１０万人，其中有６万人可以用来经过卡萨勒发起进

攻。至于这个数量的兵力被认为足以掩护都灵，是间接地由以下事

实证明的，这就是说，还在５月３日，无论是法军部队或者是撒丁

８６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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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就都已经由多腊河一线前进到亚历山大里亚。可见，奥军行

动的迟缓使联军得以安然地完成了这个危险的机动——把兵力集

中在亚历山大里亚阵地。这样，奥军的进攻便失去了任何意义，而

联军却获得了我们所说的精神胜利。

到目前为止，奥地利将军先后似乎至少根据三个不同的作战

计划行动过。看来，在最初渡过提契诺河时，他企图直抵韦尔切利

和多腊河；以后当他知道法军大量兵力到达了热那亚，认为在卡萨

勒附近进行侧敌行军过于危险时，就改变了进攻方向，转向洛美洛

和波河；最后，他再次改变自己的意图，完全放弃了进攻，而在塞齐

亚河上设防坚守，等待联军到来以便交战。诚然，关于奥军移动的

消息，我们掌握得非常少，因为这些消息差不多都是取自法国和撒

丁的电讯，但是奥军主力长时间没有活动，先头部队在５月５日到

１１日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各种机动又是无关紧要、而且看来是犹豫

不决的，从这一切情况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

如果联军的进攻将因为某种事故再推延几天，我们很可能看

到奥军又一次改变战略——甚至会不战而退向提契诺河，因为居

莱的军队不能毫无活动地长久停留在疫病流行的沼泽般的稻田地

区（根据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他的军队正配置在那里），他们只

有抱着非常不可靠的成功希望去冒险进攻，或者转移到对健康危

害较少的地区占领新的阵地。但是，应当预料到，联军方面很快

就会发起进攻和展开会战；我们很可能在最近的邮件中接到这个

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得自维也纳的消息所报道的，那

就无怪乎海斯——奥军总司令居莱的最可能的继任者——不赞成

居莱的作法。我们几乎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奥军不在当前

的会战中获得胜利，那末不必等到战争的第一个月结束，他们将

９６３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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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个新的总司令，而这在奥地利军事史上也并不是什么不寻

常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４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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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维 也 纳 要 闻

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４日于维也纳

普鲁士维利森将军（另一个同姓的普鲁士将军的弟弟。这位将

军以其在军事科学方面的著作２０４获得了某些声望，但由于对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指挥又失去了这些声望）显然是奉柏林

之命到这里来会晤正在返回普鲁士途中的昏庸的普鲁士国王和王

后①。据说，他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要求奥地利停止它在法兰

克福议会中的阴谋活动，因为普鲁士不愿意服从以徒有其名的德

意志联邦为掩护来进行活动的维也纳内阁的操纵。第二，给以这种

方式送上的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即肯定地保证说，普鲁士已经坚

决决定进行“武装调停”。这个含糊的名词可以作如下的解释：普鲁

士先在本国整顿好秩序并使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然后再向波拿巴

提出一些新的和平建议，在这些建议遭到拒绝后便把自己的剑扔

到秤盘上２８６。在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的同时，奥地利政府通过伯尔

尼获悉，俄法条约１９４除了还不知道的秘密条款之外，责成法国把

军事行动限制在符合它公开宣布的解放意大利的目的范围内，而

俄国则答应一旦德意志联邦真正开始干预斗争，就把为数不少于

１７３

①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和伊丽莎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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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万人的军队开出自己的国境。

这里可以听到人们对居莱将军的过时战略的纷纷埋怨，甚至

还流行着他要去职的传闻，而且据说海斯将军已被提名为他的继

任者。但是，看来还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库恩上校（他是

奥地利总参谋部最杰出的军官）已被派去加强以优柔寡断为其特

色的居莱的领导。居莱本人是马扎尔人，１７９８年９月１日生于佩

斯。１６岁时以少尉军衔加入他父亲指挥的步兵团，之后被调到骠

骑兵部队，１８２７年９月成为帝国枪骑兵少校。此后不久，升为第

十九步兵团团长。１８３７年获少将军衔并担任圣漂尔顿旅的旅长的

职务。１８４５年指挥维也纳第三十三步兵团；１８４６年获得次帅的称

号并以师长和总司令的身分被派往的里雅斯特。在这里，１８４８年

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亲自负责统率海军之后，革除了有嫌

疑的意大利军官和水兵，把军舰安全地停泊在达尔马戚亚沿岸的

各个基地，并救出了几艘正开往威尼斯的军舰２０５。他下令在的里雅

斯特、波拉、皮腊诺和沿岸其他重要据点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加

强了受到起义威胁的边境，并准备了在内地各省援兵开到后于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７日由炮兵总司令努根特伯爵实行的进攻。居莱所

组织的桡桨舰队配合了沿岸军队的活动。５月２３日，皮蒙特舰队

出现在的里雅斯特前面，但是，由于居莱预先有准备，这支舰队

不得不在相当远的地方行驶。舰队企图偷袭位于圣巴尔科拉的一

个边远的炮垒，也遭到失败。皮蒙特舰队在６月８日对的里雅斯

特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但是在确信居莱防范严密之后，便于７月

４日离去，而经过库斯托查一战，舰队就完全撤离了亚得利亚海。

由于这些功绩，居莱获得了皇帝颁发的各种勋章和的里雅斯特市

政府授于的荣誉公民称号。１８４９年６月初他被任命为奥地利陆军

２７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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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之后，据说，他表现得很勤勉很干练。占领腊布
２０６
的时候，他

是皇帝的侍从官。当他回到维也纳自己的部里以后，由于得到了

阿契战败２０７的消息，就立即从维也纳赶到科莫恩，以便在那里采取

必要的措施。不久以后，他被派去巡视帝国全境并向弗兰茨 约瑟

夫提出自己的报告。１８５０年７月他由陆军大臣职务调任米兰第五

军的指挥官以后，被提升为炮兵总司令并获得金骑士勋章。拉德

茨基退职后，他获得了第二军的指挥权，他现在正带领这支军队

去反对皮蒙特。居莱是奥地利的那些按出身来说大多数是斯洛文

尼亚人或马扎尔人，并由于鞭笞妇女及其他卑劣暴行而声誉败坏

的将军之一。

维也纳志愿军的两个营已经开赴战场，第三个营今天也出发

了。这些身穿１８４８年大学生军团的士兵２０８的制服和历来属于城郊

贵族阶层的志愿军，起初是举世瞩目的风头人物。为他们举办了

数不清的舞会、音乐会以及戏剧表演，甚至连奥地利圆舞曲的奥

菲士——施特劳斯先生在自己极不爱国的彼得堡之行前也创作了

一首新的进行曲献给他们。但是，不能否认，最近以来这些初露

头角的军人的声誉已一落千丈了。这些城郊的粗野汉耽于啤酒和

雪茄烟，他们对于女性过分放肆无礼，往往甚至超出了维也纳式

“幽默”的范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从他们的一首心爱的歌曲

中可以看出：

  《ＩｃｈｂｉｎｅｉｎａｃｈｔｅｒＷｉｅｎｅｒ，

  Ｆüｈｒｅｉｎｌｕｓｔｉｇｅｓ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ｄａｈａｔｍｉｃｈｍｅｉｎＶａｔｅｒ

  Ｚｕ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ｎｇｅｇｅｂｅｎ；

  Ｄｅｎｔｓ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ｉｓｔｅｉｎ

３７３维 也 纳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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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ａｒｌｕｓｔｉｇ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ｎｔ，

  ＨａｌｔｉｎｄｅｒｅｉｎｅｎＨａｎｄｄｅｎＳａｂｅｌ，

  ＩｎｄｅｒａｎｄｅｒｎｄａｓＣｉｍｅｎｔ》．

（“我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我喜爱愉快的生活，因而我的爸爸把我交

给了德国骑士团；骑士团是一个愉快的团队，一手拿着马刀，一手拿着戚明

特。”）

应该说明一下，戚明特是一种容量极大的啤酒杯。

这些“自由而愉快的”人的英勇行为之一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转

变，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报刊的严正申斥。我们这批朋友的兵营

设在萨尔茨格里斯街，这条街和通往兵营的各条街一样，主要居住

着狄太人。从加里西亚到维也纳来办事的犹太人通常也羇旅于这

些相当污秽的地区。有一天晚上，当这些游手好闲的英雄们从“施

佩尔”①（在那里曾公开为他们举行了盛会，预祝他们英勇杀敌）回

到自己的兵营时，兴致勃勃，憧憬着自己未来的业绩，突然袭击了

不幸的狄太人。他们捣毁了一些犹太人家里的窗子，把另一些犹太

人打倒在地上，把很多犹太人的胡子剪掉，他们甚至把一个不幸的

狄太人扔进了煤焦油桶。他们询问和他们不相干的过路人：“你是

犹太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就毫不容情地把他狠狠揍一

顿，一面还大声狂叫：《Ｍａｃｈｔｎｉｃｈｔｓ，ｄｅｒＪｕｄｗｉｒｄｇｅｆａｒｎｇｅｌｔ》

（“没关系，犹太人应该挨揍”）。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这些维也纳游

手好闲之徒的祟高情操：有一个１５岁的鞋匠学徒，由于招募新兵

的中士不允许他参加志愿军而绝望地上吊了。

各个社会阶层，从最上层到最下层，在金钱和财政方面都遇到

４７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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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困难。第一，你们大概早已从欧洲报刊上获悉，皇帝本人已把他

珍贵的传家宝典当了。第二，无论你们拿起哪一家维也纳报纸，都

必然会看到登在显著地位的一栏醒目杞题：“爱国捐款”。这些爱国

捐款或者用作一般军事目的，或者专门用来组织志愿部队，其数目

多寡不定。有的少到只有２弗罗伦１２克劳泽，有的则达到１０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弗罗伦之多。有的地方捐款和更带有中世纪性的馈

赠掺杂在一起，如像武器商捐献两支手枪，造纸厂厂主捐献包装弹

药的纸张，呢绒商捐献作制服的衣料，等等。在个人的捐款中被提

到（很值得怀疑）的是在小市政官吏和市长的官方压力下在外省乡

镇里募集的钱财。但是，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捐款都有一个特点，即

它们不是用任何货币，而是用国家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的息票交

付的。因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国家“自掏腰包”。小额硬辅币从日常

货币流通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财政混乱的最正确无误和最显著的

征兆。当官方刚一宣布停止现金支付和准备采取相应的财政措施

之后，小额铸币，不论铜币或银币，好像魔术棍一挥一样，顷刻之简

就不见了。居民采用旧的原始办法把大额银行券按倍数分成小块，

这种办法曾使在１８４８年访问过维也纳的外国人感到困惑，因为每

个持有价值为１弗罗伦的银行券的人都把它剪成他零购物品时所

需要数量的小币。在维也纳和外省里，政府企图制止这种乱剪银行

券的作法，并宣布收税人和银行将不收这种剪成小块的银行券。对

银行来说，提出这种警告是不合法的，因为１８４８年颁布的一项法

律中规定，银行应该收这种小块的银行券。这项法律直到现在还有

效，在银行里甚至还有统计这种小块银行券的一整套方法。非官方

的声明说，在流通中有２８００万弗罗伦小额铸币，这个数目似乎超

过了实际需要的一倍。为此，当局

５７３维 也 纳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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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以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当前造成辅币不足的毫无意义的投机行

为”。

当然，类似的关于小额铸币绰绰有余的臆测，决不能弥补这个

必需品的显而易见的缺乏。

当局应该了解，银币票面价值的补加费急剧地增长了，甚至对

于铜币，这一差额也达到了１０％。因此，农民到处都把一切能发出

金属声音的东西藏到钱罐里。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的总督向民众

重申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凡是进行银币和铜币投机买卖的

人处以５０弗罗伦的罚金，甚至更重的惩罚，但仍然是枉费心机。这

种惩罚措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如果在采取这种措施时还发表一

些像登载在“维也纳日报”２０９官方消息栏中的官方声明，规定从６

月１日起价值为６克劳泽的银币在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将停止合

法流通，那就更不会有结果了。政府到最后将不得不满足下奥地利

贸易局的请求（不管这看起来多么有失尊严），发行票面额为５、１０

和２５克劳泽的国家纸币以便在零售中流通。

现在我们撇开低级领域即零售中的流通，来看看金融市场和

真正商业的领域。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你们已经知道的阿恩斯坦和

厄斯克勒斯大公司于５月５日宣布破产这件事。他们是首都的主

要期票经纪人，银行不直接贴现的期票的贴现以及各省的工业期

票和商业期票的再贴现主要由他们来办理。除了首都的以外，他们

手里还集中了匈牙利、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企业主的金融业务。这

家公司引以自豪的是它有８０年的历史，它的老板冯·厄斯克勒斯

男爵一人身兼数职：国民银行行长、驻丹麦总领事、下奥地利期票

贴现公司董事长、国营铁路公司总裁、南部铁路经理，等等。总之，

除路特希尔德之外，他就是帝国财政方面最有声势的人物了。在维

６７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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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会议期间，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起了显著作用，那时候冯·

阿恩斯坦夫人的沙龙是当时政治界和文艺界名人聚会的中心。导

致破产（几乎欠下了３０００万元的债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巴黎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拒绝支付维也纳公司的汇票。在

这次破产之后，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每天都有成批的公司登记破

产。在这些破产的公司中最大的公司有：索洛蒙 康曼多公司、艾达

姆股份公司、格·布兰克公司、普列歇尔股份公司、迪耶姆和印格

利什公司、伊·弗·加尔特涅尔公司、弗·斯·施米特公司、姆·

格莱格尔股份公司、波卡尔尼兄弟公司、莫里茨·科林斯基公司、

卡尔·卓列尔公司、阿·基尔什曼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布隆、布拉

格、赖兴堡、列姆堡等省，许多奥地利公司由于直接受到这一灾难

的影响而破产了。其中最大的事件是的里雅斯特的鲁帖罗特股份

公司的破产，这家公司老板是普鲁士领事，他也是奥地利的劳埃

德２１０的经理。在奥地利境外，在布勒斯劳、马格德堡、慕尼黑、法兰

克福有几家大银行以及加塞尔的借贷银行和商业银行破产了。总

之，目前的恐慌和１８５７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很相像，并

且当时为减轻恐慌而采取的措施２１１也成了奥地利政府打算效法的

榜样。有关汇票的法律将会放宽一些；国民银行正成立一个委员会

来支持那些由于普遍缺乏商业信贷因而只是在短期内不得不停止

支付的公司，２００万纸币将交给布拉格和布隆的银行。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５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７３维 也 纳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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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况 没 有 进 展

  我们昨天从“亚细亚号”轮船收到来自战场的最近电讯，报道

了５月１３日以前的消息，也就是说，比万德比尔特邮局多带来了

３天的消息。这些电讯都是撒丁政府发出的一些简短而又极其混

乱的战报，而奥军却没有发表关于他们行动的报告。在这３天中，

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目前的战况同前一时期一样，就其迟缓

程度来说，在现代战争史上要算第一位了。我们开始感到好像回到

了被拿破仑突然而坚决结束了的、场面宏伟但没有积极行动的、过

时的战争的时代。这里，我们看到两支庞大的军队在长达４０余英

里的战线上彼此对峙着，每一方面都可以用１０—１４万人来作战。

一支军队正在逼近，另外一支军队正进行侦察，时而向敌人阵地的

这一点，时而向那一点谨慎地前进，然后又退回，而第一支军队却

不从他们所占领的地点前进；因此，两军现在相距大约８英里到

２０英里。

诚然，某些事实能够给予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以合理的说明，但

是这种现象仍然是不正常的，这正是由于进攻一方在战争开始时

所犯错误的结果。我们已经说过①，奥军侵入皮蒙特的目的和任务

已由于奥军运动的迟缓无力和犹豫不决而不能实现，这大概只能

８７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６—３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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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罪于居莱将军的优柔寡断，而不能归罪于其他。从那以后所得的

消息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奥地利人对于自己军队这种离奇的行

为没有给予任何说明，这显然证明，他们把责任完全归之于总司

令。的确，直到战争开始一星期以后，奥军战报才谈到天气恶劣和

各地洪水泛滥的情形，指出这就是迫使他们的将军不得不把部队

从波河河谷疟疾流行的沼泽般的稻田地区开拔出来的原因。而现

在，本报消息灵通的伦敦记者给我们写的报道说，奥皇已与海斯将

军偕行，准备免去居莱的职务，并仿效路易 拿破仑的做法，亲自担

任指挥。

根据我们目前所能作出的判断，战争看来是这样进行的：首

先，奥军右翼向诺瓦拉和韦尔切利方向前进，同时在马乔列湖方向

上进行佯攻。中央，并且可能还有左翼，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沿着平

行的路线通过维吉瓦诺和帕维亚前进。来自帕维亚的纵队主力在

５月２日才到达洛美洛。右翼前进的目的，现在知道，第一是用进

攻多腊河和都灵的威胁来转移联军的注意力，第二是夺取上洛美

利纳的资源，以供军队的需要。直到５月３日，奥军主力才开始对

卡萨勒和瓦兰察一线展开进攻；５月４日，对弗拉西涅托（在塞齐

亚河与波河汇合外的对面）和瓦兰察方向进行佯攻，这时右翼已向

中央靠拢；同时，奥军在坎比奥和萨累之间的波河上架设了桥梁，

并在波河南岸构筑了桥头堡。根据某些报道，奥军第八军据说由皮

阿琴察沿波河南岸行进，并在那里与主力会合，对托尔托纳和沃格

拉进行了小规模的进军，破坏了斯克里维亚河的铁路桥梁，以后渡

到了波河北岸。但是根据其他报道（其中包括本报最近的一些电

讯），奥军现在还在皮坷琴察和斯特拉杰拉之间的道路上。至于上

述这个对沃格拉的进军，奥军是否把它作为对诺维以及对热那亚

９７３战 况 没 有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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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交通线进行的一种佯攻，还难以断定。但至

少这个进军迷惑了都灵、巴黎和伦敦各报纸大部分有经验的编辑，

以致他们预言在诺维附近的旧战场上，即在马连峨附近某处将进

行决战；但是奥军撤退到波河北岸和破坏他们架设的桥梁，就立刻

否定了这个预言。此外，５月初又开始下暴雨。在帕维亚附近，波河

水位涨到１０—１２英尺，支流的水位也相应上涨。波河河谷的稻田

充水，在平时对于行军的军队不是障碍，因为道路设在高于水位的

堤坝上，但是现在却由于整个地区和许多道路都被淹没而成为严

重的障碍。同时，奥军又没有移动，仍然留在这些沼泽地上，被迫在

道路上或者在潮湿的田野里露营。因此，他们在这个洪水中停留了几

天以后，便感到迫切需要转移到比较高和比较干燥的地区。看来，他们

由于疾病，特别由于霍乱和疟疾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奥军

便向摩尔塔拉和诺瓦拉地区退却和集中，这一退却不是在敌人面

前的退却（因为后者仍然十分安静地守在他们的阵地上），而是在

自然威力面前的退却。以后奥军便在塞齐亚河上构筑了防御工事，

并把侦察队和粮秣队派遣到联军阵地最左翼的多腊河一线。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行动可以说明军事指

挥是良好的。实际上，在最初错过了对联军阵地攻击的有利时机以

后，整个向洛美利纳的行进都已经完全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了。奥

军右翼的推进无疑是一个错误。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假动作

上；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

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如果贝奈德克将军的第八军

真是沿着波河南岸前进的话，那末这就是第二个错误。因为这样，

他和主力就被宽阔的河流隔开，如果雨要早下一两天，就无法在坎

比奥附近架桥，奥军本身便会外于他们曾希望敌人所处的那种被

０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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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的状态中。奥军似乎是由于必须与贝奈德克会合而不得不渡

过河去的。为什么贝奈德克最初不在波河北岸呢？在波河上架桥

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行动，使奥军不得不在对身体极为有害的沼

泽地多停留几天，如果采取其他行动，可能就不致如此。总之，整个

战争看来进行得不好。奥军的一切行动都不果断；他们在各个方向

都进行佯攻，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次真正的进攻。可见，他们

沿敌军全线摸索前进，一直到最后洪泛区在两个交战军队中间造

成了一个宽约数英里的不可通过的障碍时为止。到那时候，奥军由

于无所事事，但又想表明自己正在采取一种行动，便在多腊河方向

进行了侦察。但是所有这些侦察任务都是以兵力不大的机动部队

来执行的，他们不能进行有力的攻击，而且一遇到敌人的先头侦察

群几乎就得立刻退却。

就这样，奥军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作，而这时他们的敌人似乎也

在玩这个把戏。现在法军已经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他们占据的这条

漫长的战线上。他们的阵势是这样：最左翼在多腊河和波河一线到

卡萨勒为止，为尼耶尔将军指挥的法军１小军（由２个师编成）所

占领；左翼在卡萨勒附近，配置有皮蒙特军队２个师和在加里波第

指挥下的３０００人的志愿军；中央在瓦兰察，配置有表克马洪将军

指挥的法军１个军和皮蒙特军队１个师，共有３个师；右翼在亚历

山大里亚附近，配置有康罗贝尔指挥的法军１个军和皮蒙特军队

１个师，共有３个师；最右翼在诺维和阿尔尼亚托附近，配置有巴

拉盖·狄利埃指挥的法军１个军和皮蒙特军队１个师，共有３个

师；预备队由配置在热那亚的法军２个近卫师组成。假定每师有１

万人（这个估计数字已经相当高，因为法军没有时间召回归休兵，

所以每师的人数小于这个数字，而撒丁师的人数则大于这个数

１８３战 况 没 有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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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则总数是１５万人，这个数字与当时联军的总人数大致相等。

其中有１１万到１２万人可以直接参加作战。他们的行动极端消极，

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法军准备不够，火炮和弹药都很少，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路易 拿破仑的命令造成的，他无疑是想亲自来获得战争的

最初的荣誉。这个新统帅在５月１２日到达热那亚，受到了当地人

民的热烈欢迎。１３日，他与国王①会见，后者是为了这次会见而由

兵营来到这里的。当天，他发表了拿破仑式的宣言（宣言见本报另

版），５月１４日他就要到军队里去了。

现在，雨大概也停了，不久邮局可能给我们带来有关比较坚决

的行动的消息。这种犹豫不决和无所事事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太久。

或者奥军将再次渡过波河，或者在洛美利纳进行会战。奥军可能在

寻找和构筑足以击退联军猛攻的坚固的防御阵地。如果他们找到

了这样的阵地，那将是他们所能采取的上策，因为他们不能不战而

退，同时在这样的阵地上，他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全部作战军队，而

联军却会由于在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留下守备部队而

减弱。

目前，交战双方都在等待援军。奥地利把文普芬将军指挥的为

数５万人的１个军派到的里雅斯特及其郊区，作为它的意大利军

团的预备队；同时，路易 拿破仑又组织了两个军，编入他的意大利

军团。现在还传闻，拿破仑亲王将率领一支杂凑的远征军，想要在

半岛沿岸某处登陆，以便为自己夺取一个王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４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８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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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会战终于发生了！

  ５月２５日由利物浦启航于上星期四傍晚通过莱斯角的“华盛

顿市号”轮船，给我们带来了比平常更有意思的来自战场的消息。

奥军的退却和联军为了夺回洛美利纳的进攻无疑已经开始了，虽

然，这一切行动看来进行得并不特别迅速。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

出来，５月１９日奥军大本营转移到加尔拉斯科（提契诺河附近的

一个庄园，位于维吉瓦诺到格腊波洛的道路上），到５月２４日还

在那里未动。但是在波河以南，在蒙特贝洛（斯特拉杰拉到沃格

拉道路上的一个小城市）附近，施塔迪昂军的部队和巴拉盖·狄

利埃的前卫发生了冲突。根据他们自己的战报，当时联军占绝对

优势。到目前为止，本报关于这次冲突只能发表一些极其简短的

报道。法军报道说，为数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人的福雷师（满额时为１万

人）和皮蒙特１个骑兵团，对１５０００人的一支奥军部队，也就是

对施塔迪昂的半个军进行了战斗；经过４小时激战，奥军被击退，

伤亡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人，被俘２００人，其中有一部分已被押送到马

赛，而联军仅损失６００—７００人。但是，奥军的失败并不很严重，

因此联军未能对退却的奥军进行追击。根据奥军的说法，施塔迪

昂向波河南岸派出了一支侦察队。这个部队沿沃格拉方向前进到

蒙特贝洛时，与数量占优势的法军遭遇，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秩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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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井然地退回到波河北岸。双方战报上的这一分歧，应当认为是

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没有确实可靠的正式报告时，在这类事

情中经常都有夸大现象。要想判断战斗的意义及其真正的性质，我

们还须等待比较确切的消息。但是无论如何，这仅仅是先头部队

的冲突，而不是真正能考验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和统帅才干的那

种大规模会战。

戏剧的第二幕无疑就这样开场了，这时伦敦“泰晤士报”和奥

格斯堡“总汇报”驻奥军大本营的记者所提供的极其重要的报道，

充实了我们批判地研究第一幕的战斗行动的材料。如果没有这些

通讯报道，对于奥军的行动，我们就只好根据那些目的本来就不在

于说明真情的皮蒙特战报以及几乎毫无内容的奥地利战报来判断

了。为了弥补许许多多的空白点，我们在初期除了利用现在在皮蒙

特的军官和各报记者之间流传的一些互相矛盾的传说和猜测以

外，没有其他任何材料，——当然，这些传说是十分不可靠的。同

时，因为奥军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并且一直到他们退出韦尔切利为

止，仍然保持着这个主动权，而联军则比较被动，所以我们基本上

是注意我们完全得不到消息的或者至多只能得到反面消息的那个

军队。因此，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我们所作出的结论现在没

有为事实所证实，这是不奇怪的。相反，比较奇怪的倒是，我们竟能

侥幸地在总的方面正确地预见到战争的主要特点。只在一个要点

上，我们与现在所宣布的奥军原定计划不一致；但是，这个计划究

竟是像现在所说的那样最初就已经明确制定了呢，还是目前的这

个“原定计划”是以后才想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有待查明。

我们最初接到奥军侵入皮蒙特的消息时曾认为，他们的企图

仍然是（过去他们的企图显然总是这样的）在法军主力尚未开到之

４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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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迅速袭击皮蒙特军队及法军前卫。现在我们得知，奥军早就放弃

了这个想法。看来，他们以为法军在４月２４日就开始进入皮蒙特

了，虽然法军没有一个团是在４月２６日之前进入皮蒙特国土的，

很可能是这个错觉促使他们放弃了对当面出现的任何部队进行

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坚决攻击〕的一切企图。因此，奥军的入侵便失去了

迅速的特点，如果他们追求更重大的目的，是会具有这种特点的。

这不过是皇帝所规定的军事行动的开始，其目的只是为了占领敌

人的一部分领土，夺取那里的资源，并使防御的军队不能利用这些

资源。假如目的是这样，那就非常明显，奥军的入侵便应当停止在

塞齐亚河和波河沿岸韦尔切利和瓦兰察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匆匆

前进便没有必要了。奥军有步骤地、缓慢地、确有把握地向皮蒙特

境内深入。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奥军这种行动

方式。奥军沿着由东到西通过洛美利纳的两条主要道路运动：一条

道路由帕维亚到瓦兰察，另一条由阿比亚帖格腊索到维吉瓦诺和

卡萨勒。北面由博法洛拉到韦尔切利的道路，奥军根本没有利用。

前两条道路被从西北流向东南的许多河流截断，其中特尔多皮奥

和阿哥尼亚两条河是比较大的。由于桥梁被破坏，道路坍毁的地方

很多，而道路两旁的低地不是被水淹没，便是泥泞不堪，所以军队

前进非常缓慢，而为数１５—１８万人的整个军队都要沿这两条道路

运动。因此，现在当我们知道奥军最后一个军在５月１日以后才渡

过提契诺河这个消息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因为３０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人的一个军，带着它的全部辎重，沿着唯一的一条道路运动，

它的行军队形通常至少长达１２—１５英里，即一日行程的距离。而

帕维亚到卡萨勒的道路上有３个军运动，由此可见，最后一个军比

第一个军迟两天在帕维亚附近渡过了提契诺河。

５８３会战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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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是在４月１９日于帕维亚附近渡过河的；这是由费希泰提

奇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的一个旅。随后跟进的是向格腊波洛运动的

整个第三军（由施瓦尔岑堡指挥）。同一天，另外一个军，即第七军

（由措贝尔将军指挥）在北面贝雷古阿尔多附近渡过了河，向汉鲍

洛前进。３０日，第八军（由贝奈德克指挥）紧随第三军在帕维亚附

近渡过了河，第五军（由施塔迪昂指挥）紧随第七军在贝雷古阿尔

多附近渡过了河。５月１日，第二军（由利希顿施坦指挥）在帕维亚

附近渡过了河。按照这一次序，第七军在极右翼，第五军、第三军和

第二军在中央，第八军在极左翼，先渡过了特尔多皮奥河，然后渡

过了阿哥尼亚河，最后大约在２日傍晚到达了波河与塞齐亚河沿

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皮蒙特的关于有大批奥军部队通过博法洛

拉和阿隆纳的报道，是根本错误的（加里波第部队毫无阻挡地向马

乔列湖附近的格腊韦洛纳前进，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这

些报道中关于贝奈德克将军率领第八军由皮阿琴察出动，并作为

独立的纵队沿波河南岸运动的推测，也同样是不正确的。相反地，

奥军是沿刚够１５万人的一支军队运动的狭窄正面（１２英里）前进

的。他们尽可能集中地和有步骤地行动，只向自己的两翼——诺瓦

拉、阿隆纳地区和波河南岸派出了几支机动部队。这种非常有步骤

的推进，在我们看来，证明奥军并没有完全放弃进攻皮蒙特军队的

想法。由于皮蒙特军队在奥军到达他们的防线以前显然无力进行

坚决的抵抗，所以奥军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便一定不会使部队挤在

这样狭小的地带，徒然地在行军中疲惫不堪。奥军本可以利用通往

诺瓦拉的道路，这样作没有任何坏处，只有很大好处，因为在任何

情况下，要占领洛美利纳和诺瓦列捷，就必师占领韦尔切利。既然

奥军无视这些好处，那末在我们看来，这显然证明奥军大本营仍未

６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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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在有利情况下以优势兵力在卡萨勒和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攻击

敌军的希望。我们认为，奥军无疑将对诺维（连接热那亚、亚历山大

里亚和斯特拉杰拉各线的铁路枢纽）进行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坚决攻

击〕。为此，奥军于５月２日夜在波河上的科尔纳列附近架设了桥

梁，而且贝奈德克将军率领他的第八军通过了该桥。他的行动非常

坚决，不到１２个小时便占领了沃格拉、斯克里维亚河上的卡斯特

努沃，并占领了托尔托纳，破坏了铁路桥梁；如果不是因为下雨，波

河水位突然上涨，部分地冲毁了桥梁，而迫使他退却以便与主力保

持联系的话，他很可能会决定向诺维挺进。后来，桥梁修复了，全部

奥军又重新集中在波河北岸。但是因为天气不好，他们无法停留在

被水淹没的低洼的波河河谷；因此，军队便向北移，在加尔拉斯科、

摩尔塔拉和韦尔切利之间占领了阵地，利用主力靠近塞齐亚河这

一有利条件，在该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并征收粮秣。奥军没有遇到

任何重大的抵抗，便完成了这一任务，９日，除韦尔切利外，他们放

弃了塞齐亚河西岸，把大本营转移到摩尔塔拉，如我们所指出的，

他们在那里停留到１９日。在这一期间，他们在贝耳焦伊奥索附近、

靠近提契诺河河口的波河上架设了桥梁；并且有１个军（兵力编成

不详）在斯特拉杰拉附近占领了阵地，开始在邻近帕尔马公国的南

皮蒙特各地征收粮秣。我们猜测，这就是同福雷在蒙特贝洛附近进

行战斗的那一个军。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等待更可靠的

消息。看来，撒丁人不久就会体会到与法国结盟的一切好处了。他

们的军队将不能编为独立的军，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得荣誉，而

不得不分为几个部分，他们的５个师必须分别附属于法国的５个

军，当然每个师将完全溶合在法军中，这样，全部指挥权和所有的

荣誉都将完全属于法军。热那亚及其堡垒和其他的一切都已完全

７８３会战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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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法军手中，现在，撒丁军队也将只作为法军的附属品而存在。

这真正显出了拿破仑解放意大利的曙光呵！虽然在撒丁人对奥军

在洛美利纳的暴行和抢掠的非难中，并没有什么意料不到的或者

难以置信的东西，但是必须公正地指出：伦敦“泰晤士报”和奥

格斯堡“总汇报”从奥军大本营发出的通讯报道对这个事件的说

法却不同。根据这些可靠的材料，洛美利纳以及伦巴第的农民，对

于地主的仇恨远超过他们对于外国压迫者的厌恶。至于洛美利纳

（原先是奥地利的一个省）的地主，他们大部分是ｓｕｄｄｉｔｉｍｉｓｔｉ

〔有双重国籍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既有奥地利国籍，又有皮蒙特

国籍。米兰所有的大贵族在洛美利纳都有大块的领地。他们是皮

蒙特人，在内心里仇恨奥地利人；但是这一省的农民，由于同这

些贵族对立，所以比较倾向于奥地利。奥军在洛美利纳所遇到的

热忱的接待就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奥军的征集物资和摊派捐税看

来也是尽量只限于贵族和那些意大利爱国运动中心的城市，而对

农民则尽可能地豁免。这是奥地利所特有的政策，它从１８４６年以

来便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２１２这一政策完全说明了为什么奥军征

集物资虽然归根到底并未超过一般认为是现代战争中正常征集的

规模，也还没有达到法军通常征集的程度，但是皮蒙特报刊却已

对此议论纷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４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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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蒙 特 贝 洛 会 战

  “阿非利加号”轮船带来的邮件，对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关于

这个轰动一时的、被大西洋两岸的波拿巴派报纸这样大肆渲染的

会战的情况，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补充材料。

我们只得到了居莱的报告的简短的电讯摘录，至于法国和撒

丁的许多报道，无非是巴黎和都灵散布的一些谣言而已，并且它们

是如此不确切，甚至连参加这次会战的各团的番号都没有正确地

指出。固然，在星期一傍晚“华盛顿市号”轮船到来之后，我们得到

了福雷将军的报告，部分地弥补了资料的不足，但是福雷并没有提

出有关奥军的数量和伤亡的数字。除了福雷师以外，巴拉盖·狄利

埃军的一些部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所以他的报告无疑会说明一

些令人怀疑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从巴拉盖·狄利埃那里什么

也没有得到。不过，在等待比较完整可靠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把一

切现有的、毕竟还有一定价值的材料作了仔细的对照；并据此提出

我们的一些看法。奥军在得悉法军拟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的

波河一线运动以后，便在距帕维亚不远的瓦卡里察架设了通过波

河的桥梁。由施塔迪昂将军指挥的一个军被派到了波河南岸，侦察

敌人的这一阵地和意图。他占领了斯特拉杰拉阵地——波河附近

的一条隘路，在这里，一个没有车马道的亚平宁出支脉一直伸展到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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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河，——同时又向沃格拉方向派出了３个旅（１５个营，大约有１８

门火炮，可能还有一些骑兵）。无疑地，奥军在他们行进的道路上留

下了有力的部队，以保障自己的撤退，而在卡斯泰卓附近，奥军与

敌人先头部队遭遇，结果把敌人逐出了该城和蒙特贝洛村。随后，

他们便向下一个村庄即向吉涅斯特列洛前进，但是在那里遇到了

福雷师的一个旅（即贝雷旅，包括第十七猎兵营、第七十四和第八

十四基干团），于是战斗便具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到这时为止，奥军

参加作战的部队显然不多，可能将近一个旅。而法军的增援部队

——福雷将军的另一个旅的４个营（布朗沙尔指挥的第九十八团，

以及第九十一基干团的一个营）迅速地开来了。这使法军在数量上

占了优势。贝雷旅准备好了攻击；它夺取了吉涅斯特列洛，随后经

过顽强的战斗又夺取了蒙特贝洛；而奥军在卡斯泰卓附近，即在该

地附近的那条小河的右岸，停下来进行了战斗。看来，奥军这时得

到了新的增援部队，因为他们击退了法军，使法军混乱地退向蒙特

贝洛，当时奥军准备重新冲入该村，但是和维努亚师的部分兵力

（第六猎兵营和第五十二基干团）发生了冲突。情况又转而对法军

有利，于是奥军秩序井然地退到了卡斯泰卓，在那里留下了后卫，

直到他们的纵队编成行军队形时才撤去。这样，奥军在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并查明了巴拉盖·狄利埃军（该军是法军的极右翼）的位置

以后，便毫无阻碍地撤到了波河北岸，他们确信，联军目前并没有

向皮阿琴察运动的意图。

当时奥军在战场上的兵力不会多于２个旅，因为至少有３个

营必须留下保护道路，并且还有２个营必须在奥里欧罗附近和法

军第九十一团的２个营进行战斗，因此那一个团只有１个营在蒙

特贝洛作战。在这２个旅、即１０个营中，只有一部分能参加战斗，

０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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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奥地利将军如果把预备队中最后的部队都用于侦察，那当然

应当受到极严厉的责备。

法军方面有３个团（第七十四、八十四和九十八团）和１个基

干营（属于第九十一团），此外还有１个猎兵营，总共１１个营，到战

斗快结束时，他们又得到第五十二团的２个营和第六猎兵营的支

援。因此，总的说来，法军用１５个营对付奥军１０个营左右的兵力。

虽然奥军的营无疑比法军的营大，但在战斗的转折时机，数量上的

优势仍在法军方面。此外，不应当忘记，奥军这次作战与其说是为

了战胜敌人，不如说是为了迫使敌人暴露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

这个任务，奥军是圆满地完成了。因此，把这个不重要的战斗看作

是重大的胜利，那是荒谬的。在两支庞大的军队于意大利平原上对

峙的情况下，像蒙特贝洛这样的战斗，并不比规模较小的战争中一

般前哨战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说这是胜利，那末战果在什么地

方？法军说，他们俘获了１４０个受伤的和６０个未受伤的俘虏，这个

战果并不比他们在夺取某一村庄的两小时战斗中所能得到的多。

此外，他们夺得了一辆弹药车，但是也损失了一辆。他们没有进行

任何追击。虽然法军有相当多的皮蒙特骑兵，但是并没有试图获取

战果。显然，奥军在最后一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以后，接着便毫无

阻碍地、秩序井然地撤退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４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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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４日于柏林

法国专制君主所发动的战争，无疑地不仅不可能是政治术语

中所指的那种“局部”战争，即战斗行动不应越出意大利半岛，而且

相反，这场战争不会局限于两个专制政府之间进行的、由正规军的

行动来决定的一般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进一步发展下去将变成

一场燃遍欧洲大陆的革命大火，看来，当代的统治者中间有许多人

未必能从这场大火中救出自己的宝座和王朝。德国可能成为这一

震荡的中心，因为当俄国准备把自己的剑扔到秤盘上去２８６的时

候，德国必定要成为军事行动的中心。用不着多加思考就能得出结

论：在战场上的严重失败，将在法国或奥地利引起革命震荡。但是，

要找到必要材料来说明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有

多大的规模，柏林或许是个唯一的地方。几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

那些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巨大危机的前提在与日俱增，即使

各种庸人恐怕也不会怀疑这种危机。风暴将临的征兆可以用几句

话概括如下：德国各邦君主的嫉妒和勾心斗角将使他们在战争的

第一阶段袖手旁观；人民的灾难和愤懑像燎原大火一样燃遍了从

维斯拉河到莱茵河的一切地方，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不仅会有外来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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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攻，而且还会有人民的灾难和愤懑所激起的人民起义；最后还

有德国境内斯拉夫族居民的起义，——这在对外战争和革命震荡

以外又加上内部的民族间的斗争。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局势发展终于迫使德国各邦君主采

取某种协同动作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１８４９—

１８５９年这个时期是德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在此

期间德国可以说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就拿柏林这一个城市

作例子来看吧。１８４８年柏林勉强有５万男女工厂工人，而现在他

们的总数已达１８万人。只拿一个工业部门来看：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向

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羊毛是德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现

在德国加工的羊毛只勉强够本国工厂的需要。同时，随着工厂、铁

路、轮船运输和地下资源勘探的发展，信用制度也极其迅速地发展

起来了，这种信用制度按其规模来说不仅是和工商业的总的进步

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像从法国剽窃来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

用公司〕之类的经不起风险的发明，它的发展还超出了自己的合法

范围。直到现在都占民族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１８４８年

革命时依然固守着把现金存放在自己家里的古老的亚洲风俗；现

在他们把现金换成了各种类别、各种颜色和各种面额的有息证券。

１８５７年的汉堡危机２１１稍稍震动了一下这一新出现的繁荣的大厦，

但并未使它受到稍微严重的损害，而现在这座大厦却被波河和提

契诺河岸边传来的第一阵炮声震坍了。无疑，你们已经获悉，奥地

利的商业危机怎样波及了德国的其余地区，在莱比锡、柏林、慕尼

黑、奥格斯堡、马格德堡、加塞尔、法兰克福和德国的其他商业中

心，破产是怎样迅速地一个跟一个发生。然而，这些灾难只不过是

更高级的“实业”界中行将来临的滔天大祸的征兆。为了使你们对

３９３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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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认为不妨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普鲁士政府刚

刚发表的公告。普鲁士政府在这个公告中指出，在西里西亚、柏林、

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成批地遣散工业大军是危险的，同时宣称，它

不能同意柏林、布勒斯劳、施特廷、但泽和马格德堡的贸易局建议

它大量发行币值不变的纸币来进行可疑试验的请愿书，它更加坚

决地拒绝仅仅为了使工人就业和挣得工资这个唯一的目的而在公

共工程中使用工人。在政府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迫突然停止业已开

始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后一种要求确实显得有些奇怪。战争刚刚开

始普鲁士政府就不得不发布这样一个公告，仅仅这一事实就说明

了很多问题。除了工业生活所遭到的这种突然破坏之外，再加上整

个德国普遍征收新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以及由于征召

预备兵员和后备军而引起的一切企业的普遍衰落，你们就可以大

致想像到这一社会灾难再过几个月会有多大的规模。但是，大部分

德国人民习惯于把人世的灾难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天降惩罚的时期

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听到人民在低声但清楚地说：“责任啊！如

果１８４８年革命没有被欺骗和暴力所扼杀，那末，法国和德国就不

会重新互相武装对峙了。如果德国革命的残酷的扼杀者不向什么

波拿巴或什么亚历山大低下自己的戴皇冠的头，那末，甚至现在也

不会有战争。”这就是人民的喃喃怨言，这种怨言将逐渐汇成隆隆

的雷声。

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各邦君主向很不耐烦的观众所表演的那

出戏吧。从１月初起，奥地利内阁就玩弄种种外交阴谋，想促使德

国各邦把一支庞大的、主要由奥地利兵力组成的联邦军队集中到

南德意志的某一地点，而且这种集中一定要威胁到法国，使其东部

边境有受到攻击的危险。这样一来，德意志联邦必然会卷入一场进

４９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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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战中，而奥地利也会稳有把握地把这场战争的领导权抓到自己

手里。５月１３日以汉诺威的名义向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提出的这种

性质的决议案，遭到了普鲁士全权代表冯·乌泽多姆先生的反对，

他宣读了自己政府的正式抗议。这样便引起了南德意志各邦君主

的爱国主义愤懑的总爆发。于是，普鲁士便采取了一些相反性质的

措施作为对自己这些行动的补充。

在议会解散之前，普鲁士政府为自己取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

它宣布决定坚持“武装调停”的政策。但是，议会刚一解散，这种“武

装调停”的规模就大为缩小，变成普鲁士不顾法国和俄国的要求而

拒绝宣布自己中立。这种出尔反尔的勇敢，虽然足以引起彼得堡宫

廷的盛怒，但却绝不符合普鲁士人民的期望。武装西部和东部要塞

同时征召预备兵员和后备军服役，其目的在于平息由此引起的人

民的怨言。但是，５月１９日冯·乌泽多姆先生代表自己政府请求

联邦议会把联邦的监视军直接交给普鲁士指挥，而且在必须采取

哪些军事措施的问题上，给监视军充分的主动权。现在是奥地利暗

中支持的德国各小邦君主证明自己的爱国热忱的真诚的时候了。

巴伐利亚宣称，把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军队交给霍亨索伦王朝指

挥，还不是时候。汉诺威愤懑地说：《Ｔｕｑｕｏｑｕｅ！》〔“你也一样！”〕，

提醒普鲁士自己也曾反对把联邦的监视军集中在南德意志的某一

个地点。萨克森则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它

的至圣的君主，即使是为了制止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

互相倾轧也应当这样做。维尔腾堡几乎准备承认，法国的入侵比普

鲁士的领导还好些。于是，神圣德意志帝国１１２的一切劣点都在庆

幸自己可耻的复活了。德国的势力已化为乌有，——这就是目前德

国各小邦君主之间这些内讧的总结。恢复德国国民议会的要求不

５９３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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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对这些王朝纷争的第一个软弱的抗议，这一抗议不是来自革

命群众，而是来自胆怯的爱妥协的资产阶级。

关于德国境内业已成熟的斯拉夫人的骚动，以后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５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９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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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意 大 利 战 争２１３

  继续了近一个月的意大利战争，发生了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转

变。两支各有近２０万兵力的大军于５月初都已面对面地集中起来

了。当双方的前哨接近到火炮射程以内的时候，双方军队都在监视

着对方，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进行试探，并在某些地方进行小

战斗，战线不断改变，忽而向前推进这一翼，忽而向前推进那一翼，

但是都没有把主力投入战斗。这样的作战方法似乎不符合现代的、

迅速坚决攻击的常规，同拿破仑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比较

起来，好像是倒退了一步。

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有两个新的因素使作战方法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第一个因素是在适当地点构筑营垒和要塞体系，使国境线

得到较好的掩护。拿破仑时代的要塞不是很不坚固、彼此孤立，便

是说在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点，因此在采用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

不能成为严重的障碍。拿破仑往往利用野战中取得的胜利或者迂

回运动，迫使敌军退出要塞。

至于要塞究竟能起什么作用，１８１３年的但泽、１８４８年的伦巴

第四边形要塞区、１８４９年的科莫恩２１４、１８５５年的塞瓦斯托波尔都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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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说明了这个问题。目前，法国—皮蒙特联军在波河和塔纳罗河那

一边的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之间所占领的阵地，就是以

这样一个强大的要塞体系为依托的，这一要塞体系使他们甚至能

够抵挡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在奥军来到以前，法军在这一阵

地上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使奥军在攻击中获取决定性胜利的

一切希望都落了空，而法军却因此赢得了时间来集中其余的兵力

和补充武器装备。这时，奥军在卡萨勒和瓦兰察附近的进攻受阻，

而且因为既不能进行正面攻击，又不能进行真正的迂回运动，所以

只能在塞齐亚河以西、波河以南对法军的两翼进行佯攻，同时在这

些地区征集军队所需的物资。

使拿破仑时代以来的作战方法发生极大变化的第二个因素是

蒸汽。法军就因为掌握有铁路和轮船，才得以在奥地利发出最后通

牒到他们入侵的五天内把相当数量的兵力运到皮蒙特，使奥军对

皮蒙特阵地的一切攻击毫无结果，而在以后一个星期内，法军又大

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所以到５月２０日在阿斯蒂和诺维之间至少

有１３万法军。

但是，由于在路易·波拿巴的欺诈政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营

私舞弊现象以及管理上的混乱，法军终究没有得到及时的和足够

的供应。而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奥军有秩序地、迅速地进入意大利，

却与此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在战争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

影响的。

奥军不能前进，是因为遇到了皮蒙特要塞之间的筑垒阵地，而

法军之所以不能发起进攻，是因为运送军用物资的工作还没有结

束。这就是双方行动迟缓的原因，而且也是不值得注意的蒙特贝洛

的小冲突使人感到兴趣的原因。当时的全部经过如下。奥军获悉，

８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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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右翼向皮阿琴察方向运动；根据这一行动，有理由认为法军企

图在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渡过波河，从而迂回奥军在洛美利纳

的阵地，并向来兰方向前进。因此，奥军第五军（由施塔迪昂指挥）

派出了３个旅，通过了瓦卡里察附近（帕维亚下方）波河的桥梁，目

的是占领斯特拉杰拉附近的阵地和向沃格拉方向进行侦察。这３

个旅在卡斯泰卓遇到了联军的前哨，而在蒙特贝洛遇到了法军福

雷师的第一个旅，并把这个旅逐出了蒙特贝洛。法军另一个旅很快

赶到了这里，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奥军赶出了蒙特贝洛，但是奥军

击退了法军向卡斯泰卓的攻击，迫使法军混乱地退向蒙特贝洛；当

时如果法军维努亚师的一个旅没有开来的话，奥军无疑是能占领

蒙特贝洛的（当时奥军大部分兵力还没有投入战斗）。在法军这一

增援部队来到后，奥军停止了进攻。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他

们已弄清楚了法军右翼最近的配置地点，并毫无阻挡地从卡斯泰

卓退向波河，以后渡到了波河北岸，与主力会合；他们确信，法军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向皮阿琴察运动。奥军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把

全部军队调到波河南岸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这是

完全正确的。分兵 àｃｈｅｖａｌ〔两岸〕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奥军

利用瓦卡里察附近的桥梁和桥头堡，随时都可以渡河，并在法军向

斯特拉杰拉进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

加里波第率领５０００人的志愿军，迂回了奥军的右翼，目前正

在伦巴第。根据最近的报道，奥军已经插到他的后方，使他面临着

退路被切断的严重威胁，这无疑会使波拿巴这个“解放者”感到非

常高兴。

拿破仑亲王普隆 普隆受命在利伏诺（在托斯卡纳）组织一个

军，向奥军进行侧击。法国兵气势汹汹，而奥地利人则在窃笑。

９９３意 大 利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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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和星期日，撒丁军队企图在塞齐亚河左岸巩固下来，但

是奥军阻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８日

“人民报”第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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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略

  我们对于最近论述蒙特贝洛附近的军事行动的那篇文章①只

能作很少一点补充。从最后终于发布出来使本报在昨天增色不少

的奥军公报中可以看出，在施塔迪昂将军率领下向蒙特贝洛运动

的３个旅的部分兵力被留在后面，以掩护行军队形的翼侧。其余的

兵力到达了卡斯泰卓，该地是由黑森亲王的那个旅占领的。当这个

旅据守卡斯泰卓的时候，另外两个旅（不是全部）向前推进，占领了

蒙特贝洛和吉涅斯特列洛。他们承受了福雷的全师兵力和德·桑

纳兹将军的两个骑兵团（皮蒙特皇家团和蒙费拉托团）的主要攻

击，而当他们最后被驱逐到卡斯泰卓时，看来黑森亲王旅给了他们

很大的支援，以致敌人不敢攻击，于是他们得以秩序井然地而且在

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机撤走。但是，根据奥军公报推测，很可

能至少有巴拉盖·狄利埃元帅的整整一个军曾在战斗将近结束时

到达了战场。这个军由３个步兵师和１个骑兵师组成，共有１２个

步兵团、３个猎兵营、４个骑兵团（２０个骑兵连）和相应数量的炮

兵。这和奥军的公报相符合，该公报指出，从法军俘虏的供词中得

知，那里有法军１２个步兵团。同时这也和来自都灵的两个报道相

１０４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９—３９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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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按照第一个报道的说法，福雷曾得到维努亚师的支援，而按

第二个报道的说法，他曾得到巴赞师的支援。这３个师便是巴拉盖

的全部步兵。还有人说，那里曾经有法国骑兵和皮蒙特步兵，但是

这个消息看来不大可靠。因此，战斗的结果是这样的：除了侦察以

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的奥军（否则，以３个兵力薄弱的旅发起进

攻，那是太愚蠢了），在迫使巴拉盖暴露全部兵力以后，完全达到了

目的。在会战中，奥军和他们的敌人打得同样出色。当他们被逐出

蒙特贝洛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面前退却，但追击

在卡斯泰卓被阻住了，奥军在这里甚至掉转头来如此有力地赶走

追击的敌人，以致敌人没有企图再袭击他们，虽然这时在战场上法

军的人数比奥军多三倍。这样，如果法军以他们最后控制了蒙特贝

洛而奥军在战斗后即行退却这一点为理由，说胜利是属于法军的，

那末奥军也可以说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把法军从卡斯泰

卓附近赶走而在战斗终结时得到了胜利，特别是因为他们圆满地

完成了原定的任务，而进行这次会战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同敌人的

优势兵力接触，当然还要在敌人面前退却。

蒙特贝洛会战后，在奥军的中央和右翼也发生了战斗。根据

“福尔顿号”轮船带来的、并在昨天发表的消息，撒丁军队于５月

３０日在韦尔切利附近渡过了塞齐亚河，攻击并占领了奥军在帕勒

斯特罗、卡萨林诺和文察利奥附近的一些野战工事。战斗由维克

多 艾曼努尔亲自指挥，经过白刃格斗后才获得胜利。根据撒丁军

队的报道，奥军伤亡非常严重。我们从“欧罗巴号”轮船送到哈

里法克斯的邮件得知，奥军曾两次企图夺回帕勒斯特罗，并且有

一次几乎成功，但是朱阿夫部队赶来增援，把他们击退了。在这

次战斗中，据撒丁军队说，他们俘虏了敌人１０００名。但是由于没

２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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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可靠的详细资料，因此不可能对这次战斗加以判断。我们

没有想到奥军（据说他们正全力向提契诺河东岸退却）在塞齐亚

河附近的前进阵地上会进行这样顽强的战斗。但是，他们在自己

的极右翼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５月２５日，

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阿尔卑斯猎兵和一些其他部队共约５０００人迂

回奥军的极右翼，渡过了提契诺河，向马乔列湖与科摩湖之间的

华里斯进发，并占领了该城。５月２６日，他击败了向他攻击的奥

军部队，连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便立即开始扩大战果；２７日，再次

击败了奥军的这支部队（它已得到科摩守军的增援），并在同日夜

间进入科摩城。乌尔班将军的机动部队开来对抗加里波第，曾把

他赶入山区。但是我们从今天夜间刚由“欧罗巴号”轮船接到的

最后消息得知：加里波第部队掉转头来，突然袭击奥军并夺回了

华里斯。加里波第的胜利在科摩湖旁以及在瓦尔特林纳的各个城

市，即在阿达河上游谷地，也就是在１８４８年起义中表现得比伦巴

第平原上各城市更加坚决的那个山区中，引起了起义。科摩湖上

的轮船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来自瓦尔特林纳的８００人加入了加

里波第的军队。据说，虽然加里波第暂时失利，但起义仍在伦巴

第这一部分地区扩展。

加里波第这次的袭击是联军的巨大胜利，而奥军则犯了很大

的错误。奥军让加里波第占领了华里斯，这对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

大的灾难，但是，他们应当用加里波第所不敢与之作战的强大部队

来扼守科摩，并向塞斯托 卡兰德派出另一支部队截断加里波第的

退路。这样，当加里波第被困在两湖之间的狭小地区时，奥军进行

猛烈的进攻一定会迫使他放下武器或者进入中立的瑞士领土，而

在那里他将被解除武装。但是，奥军低估了这个人，把他叫做土匪

３０４意 大 利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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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儿。其实，只要他们很好地研究一下罗马围攻战以及他由罗马向

圣马力诺进军的历史２１５，那末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非

凡的军事天才而且英勇超群和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不这样做，却

对他的袭击漠然视之，就像对待１８４８年阿勒曼迪率领的伦巴第志

愿军的入侵２１６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加里波第是

个要求严格的人，他的部下大部分在他指挥之下已经有四个月，在

这个期间足以使他们学会小规模战争中常用的战法和运动方法。

路易 拿破仑和维克多 艾曼努尔派遣加里波第到伦巴第，很可能

是想借此把他和他的志愿军消灭掉，因为看来他们是这次王朝战

争中过于革命的因素。这样的猜测可以从加里波第是在没有必要

的支援之下进军的这一事实得到充分证明。但是，不应当忘记，在

１８４９年他走的就是这同一条道路，并且摆脱了绝境。至少，他占领

了莱科附近的桥梁，并控制了科摩湖上的轮船，这就保证了他在科

摩湖以东方向上的行动自由。这里是一大片山地，它向北延伸到什

普留根和斯特尔维奥两个山口，向东到加尔达湖，向南到贝尔加莫

和布里西亚，——这是一个非常适于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在这里，

正如乌尔班将军到目前才刚刚相信的那样，要想捉住他，是很困难

的。如果以前有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人的兵力便足以在华里斯地区消灭

他的话，那末现在可能需要１６０００人以上。因此，加里波第的１个

旅从此将牵制奥军整整３个旅。但是，在提罗耳集中一批兵力（有

整整１个军沿铁路经过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由波希米亚进入了提罗

耳）并且在伦巴第还驻有守军的情况下，尽管加里波第新近在华里

斯击败了敌人，我们却不知道他怎样才能坚持下去，除非联军在最

近的将来能取得对奥军的决定性胜利。而这却是一件难事。奥军

又有１个军，即第九军，编入了作战军队，这样，作战军队便增加到

４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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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军，即不少于２０万人；此外，还有其他几个军正在途中。但是，

由于路易 拿破仑不能长期按兵不动，所以会战不久一定发生。据

报道，他已率大本营和近卫军转到沃格拉——联军阵地的极右翼。

这一报道说明会战可能在斯特拉杰拉郊区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奥军将从正面保卫斯特拉杰拉隘路，并企图通

过瓦卡里察附近的桥梁而在法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３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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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马 志 尼 宣 言２１７

  在目前情况下，马志尼的任何声明都是一个比互相角逐着的

各个内阁的外交公文或来自战场的五光十色的公报更值得注意的

事件。尽管人们对罗马三执政之一２１８的品格看法多么不同，但谁也

不会否认３０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

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如今

他做出了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凡壮

举。他一个人冒着牺牲自己声誉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反对自我欺

骗、盲目狂热和自私谎言这种巴比伦的混乱语言①。他对波拿巴、

亚历山大和这两个暴君的代理人卡富尔之间协商好的行动计划所

作的揭露，尤其应当仔细地加以估量，因为大家知道，在欧洲所有

非官方人士中，马志尼具有最广泛的手段来洞悉各个占统治地位

的大国的见不得天日的秘密。他劝告人民志愿军要划清自己本身

的事业和那些僭称王者的事业之间的界限，永不辱没自己的宣言，

不让自己的宣言被路易 拿破仑这个可耻的名字所玷污，这些劝告

都被加里波第准确地实行了。据伦敦“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报道，

路易 拿破仑认为加里波第的宣言中没有提法国二字２１９是个奇耻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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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辱。关于加里波第和罗马三执政之一有秘密联系的消息引起了

很大的恐惧，以致把他的军队从最初所答应给他的１万名ｃｈａｓ

ｓｅｕｒｓｄ’Ａｌｐｅｓ〔阿尔卑斯猎兵〕削减到４０００名，配属给他的炮兵

部队被召了回去，应他的要求已经派出的唯一的一个炮兵连也被

召回，而且还暗中派了两个老练的警探装成志愿军去做他的随员，

他们奉命报告加里波第的一言一行。

下面我们把马志尼宣言的确切译文刊登出来，该宣言是在伦

敦发表的，刊载在最近一期“思想和行动”上，标题是《ＬａＧｕｅｒｒａ》

（“战争”）２２０：

“战争开始了。所以，我们面临的不是应该讨论的或然性，而是既成的事

实。战争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爆发了。路易·波拿巴的士兵已在意大利境

内。一年前我们告诉大家的那个俄法同盟已在欧洲面前露出了原形。撒丁议

会把独裁权交给了维克多 艾曼努尔。托斯卡纳公国政府被武装起义推翻了，

托斯卡纳接受了国王的独裁〈后来他把独裁权让给了波拿巴〉。很可能，意大

利的普遍骚动将在其他地方引起类似的后果。我们祖国的命运现在肯定要在

战场上来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部分同胞只是醉心于行动，一心向往正规军的

有力支持，迷恋于对引起公愤的奥地利统治的军事进攻，他们忘记了过去的

错误及其原因，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而且甚至放弃恢复自己

的信念，他们抛弃任何预见性，任何判断的自由，毫无条件地欢迎任何一个愿

意作战的人，不加分析地赞同法国和皮蒙特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就这样开

始为自由而战，而同时却使自己处于奴隶地位。其他一些人，看到了宣传家们

和追随他们的群众中任何类似政治道德的东西消失了，看到半世纪来作为自

由的信徒的人民突然同专制主义结成联盟，看到昨天还信仰蒲鲁东的无政府

主义的人无条件向国王投降，而霍夫雷多·马美利的同胞们向那个使马美利

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丧命的人２２１欢呼《Ｖｉｖ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ｅ！》〔“皇帝万

岁！”〕，便对未来感到绝望，并声称我们的人民不会享受自由。

至于我们，那我们是既不赞成一些人的盲目的奴才的希望，也不赞成另

７０４马 志 尼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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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沮丧绝望情绪。战争是在最不利的征兆下开始的。但是，意大利人只

要愿意，就可以把战争引向良好的目的；我们也相信我们人民的高尚的本能。

这些本能将通过宣传家们怂恿人民去犯的错误坚决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志

愿军不是在会背弃他们希望的各强国的无限权力下统一起来，而是从容地在

各自的国家里组织起义，并争取主动，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来领导这些起义，

那也许会好些；但是神圣和崇高的精神推动着他们，他们要确凿地证明自己

对共同祖国的忠诚，而意大利也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自发产生的未来

民族军队的核心身上。接受国王独裁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确可以招致致

命的结果，并且有辱为自己的解放而奋起斗争的人民的尊严；罗马和威尼斯

是一个例子，那里的人民大会和国防领导人之间的一致曾是强盛的泉源，也

可以回忆一下英国的情形，它经受住了反对第一帝国的长时期和可怕的战争

而丝毫没有破坏公民的自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一个具有忠于君主制度

的议会的国家中，这种独裁显然不外是对联合起来的暴君的要求的一种让

步，是实现旨在以领土问题偷换自由问题的计划的第一阶段；但是，人民热情

地接受了独裁，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共同祖国的利益而作最高尚的自我牺

牲，并且受到了这样一种意见的迷惑：说什么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这种权力的

集中，因此愿意以自己的赞同来表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进行斗争并取

得胜利。起义的各省向君主独裁者的专制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几乎必然会导

致不幸的后果。起义的逻辑要求每个起义的省份服从当地的起义政权，并推

举代表去成立全国起义政府；但是，甚至这个重大错误也是对民族统一的要

求的贡献；这个错误坚决驳斥了欧洲报刊关于我们的分歧的无稽之谈，这个

错误对意大利说来是可以理解的。在意大利，爱国主义在目前已经极其强烈，

它一定能克服一切错误。善良的公民们不要再灰心丧气了，而应当给爱国主

义指出应有的方向。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应该坚决主张说明事情的真相，不怕

恶意的曲解。在这样极其严重的关头，不容许人们去注意直接的利益或各种

责难。

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意大利运动和１８４８年一样，是力求争取，甚至是在更大程度上争取自由

和国家统一。撒丁国王和路易·波拿巴完全是为了别的目的进行战争。民族

的愿望和公认的领导人的愿望之间的对抗在１８４８年曾使战争彻底失败，现

在，这种对抗和１８４８年一样有可能，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有可能使意大利陷入

８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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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境地。

国家统一——这就是意大利所要的东西。路易 拿破仑是不喜欢这个东

西的。除了皮蒙特为报偿路易 拿破仑帮助它在北部建立王国而已经让给他

的尼斯和萨瓦之外，他还伺机使缪拉特在南部登上王位，使自己的堂弟在中

部登上王位。罗马和教皇国仍旧由教皇暂时管理。

是否真诚，这无关紧要，但是目前执掌皮蒙特最高权力的大臣完全同意

这一计划。

这样一来，意大利必然要分为四个国家：其中两个直接由外国人管理，而

法国将间接地占有整个意大利。教皇在１８４９年以后成了法国的藩臣，撒丁国

王出于感激之情和由于力量不足也将成为帝国的藩臣。

如果奥地利要抵抗到底，那末这个计划就会全部实现。但是，如果奥地利

在一开头就吃了败仗，提出像在１８４８年某个时候曾向英国政府提出的那种

条件，即在保留威尼斯的情况下让出伦巴第，——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受到整

个欧洲外交界支持的和约将被接受；不过得到实现的将只有一个条件，即扩

大撒丁王国并把萨瓦和尼斯转让给法国；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将向意大利大肆

进行报复，而朝夕思慕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将推到某个更有利的时候。

这个计划欧洲各国政府都是知道的。因此他们进行了全面的扩军备战，

因此在整个德意志联邦掀起了战争的狂热，因此便准备好了英国、德国和普

鲁士结成同盟的因素，——尽管各国政府作了相反的保证，这个同盟仍然是

不可避免的。如果意大利和波拿巴结成联盟来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那末保

护奥地利和１８１５年的各项条约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同盟的中心问题。

路易 拿破仑害怕同盟。因此他就同不可靠的和背信弃义的盟友俄国结

成联盟。但是，即使是做出严重危害自由的让步，例如法国以全部放弃波兰和

承认沙皇对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全部保护权为代价来使地中海成为法国的内

湖，俄国终究还是要进行干涉的。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并由于德国的干涉而具

有了欧洲规模，那末在此以前早已准备好了的土耳其各省的起义以及匈牙利

的起义将使这个联盟有可能采取一些显著的形式。

如果事情达到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把关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任何

思想都淹没在领土的重新瓜分中的意图。俄国的诸侯将统治在土耳其帝国和

奥地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波拿巴王朝的亲王们将统治各个新的意

大利国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还要加上其他一些国家。给不满的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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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内定了俄罗斯大公康斯坦丁，如同给教皇国和托斯卡纳的君主政体的宣

传家们内定了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一样。像查理五世和克雷门特七世这两

个死敌联合起来瓜分意大利各自由市２２２那样，两个真正彼此仇视的皇帝联合

起来扼杀对自由的一切希望并使欧洲帝国化。因此便有了在一定时期内消灭

被卡富尔备加蹂躏的皮蒙特的自由的法令。于是报刊不能说话，于是不允许

对军事行动作任何解释，于是人民一无所知，而统治者也就可以一无顾虑地

施展他们的策略了。被独立的幽灵迷住了的人民意识，——这种独立归根到

底只是改头换面的从属关系，——就这样疏远了关于自由的思想，而自由却

是任何独立的真正泉源。

联合起来的暴君们的计划就是如此。一些人可能会否认这些计划，正因

为他们自己在准备执行这些计划，就像路易·波拿巴否认他有举行ｃｏｕｐｄ’

éｔａｔ〔政变〕的任何企图一样，另一些人由于盲目相信统治者所说的每一句话

或者由于使他们头脑模糊不清的盲目希望而否认这些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的

现实性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我知道这些计划，各国政府也知道这些计划，并

且这些计划一部分在路易 拿破仑和卡富尔伯爵的讲话中，一部分在他们的

行动中已经暴露出来了。我只说卡富尔伯爵，因为我觉得，维克多 艾曼努尔

没有参与在普伦贝尔和斯图加特进行的勾当。

如果卡富尔伯爵是意大利的真正朋友，那他就会利用由于掌握重要的物

质力量和由于在意大利占优势的普遍趋势而产生的巨大威望来准备意大利

的运动，并从皮蒙特方面给这个运动以刻不容缓的支持。对于仅仅由意大利

的力量发起的斗争，欧洲是会表示赞成和同情的。现今对于应意大利的呼吁

并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意大利的拿破仑采取威慑态度的欧洲绝不会容忍拿

破仑没有得到请求而自动去援助奥地利。这本来是一件神圣和崇高的事业；

卡富尔也是能完成这一事业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由和权利，就必

须和意大利革命结成同盟。这种作法是不合这位撒丁王国大臣心意的。对人

民和对自由的憎恶促使他去同暴政结成联盟，同那个由于穷兵黩武的老传统

而引起各族人民痛恨的暴政结成联盟。这一计划改变了意大利问题的原来性

质。如果这个计划由于有了公认的作为意大利保护人的同盟者而获得成

功，——那末国家的统一将会丧失，意大利将成为在法国保护下的重新实行

分割的场所。如果这个计划同十二月英雄一起破产，那末意大利就要承担各

种损失，意大利将遭受无穷无尽的压迫，而欧洲将不会为我们悲痛，而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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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罪有应得’（《Ｖｏｉｎｏｎａｖｅｔｅ，ｓｅｎｏｎｑｕｅｌｌｏｃｈｅｍｅｒｉｔａｔｅ》）。人们的一

切策略，所有的打算都是由道德规范主宰的，人民要是破坏这些道德规范，就

不能不受到惩罚。一切罪过结果都不可避免地要求赎偿。法国——我们当时

曾谈过这一点——要赎偿自己的罗马征伐。撒丁王国把由于半世纪来的牺

牲、痛苦和善意良愿而成为神圣的事业同自私自利和暴政连在一起，但愿意

大利不要去赎偿该由撒丁王国承担的严重罪过！

然而战争毕竟是事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提出了新的义务并根

本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行动。意大利处在卡富尔的阴谋和联盟的威胁之间，处

在路易 拿破仑和奥地利之间，处在这些同样可悲的可能性之间，——这种危

险的情况越是严重，全民的力量就越应该联合起来挽救祖国于危亡。如果我

们的各个政府之间进行战争，我们尽可以袖手旁观，等待交战各方互相削弱

和民族自发势力向前冲去的时刻。但是这种自发势力已经迸发出来了。全国

不管是否受骗都是群情鼎沸，它相信，利用皇帝和国王的战争它就能达到自

己的目的。托斯卡纳运动、意大利兵士和公民的自发运动，志愿军中的普遍的

激昂情绪和振奋精神冲破了官方阴谋的圈子，然而这一切都是民族心脏的跳

动。必须继之以实际行动；必须扩大战争，使战争意大利化（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ｚｚａｒｅ）。共

和主义者能够完成这一使命。

意大利只要愿意，就能拯救自己，免除我们所指出的危险。它能够摆脱目

前的危机，达到国家统一。

必须使奥地利失败。我们可以对法皇的干涉表示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否

认奥地利是意大利一切民族发展的死敌。每一个意大利人都应当促使奥地利

复灭。这是所有的人的尊严和安全所要求的。欧洲应该知道，我们和奥地利之

间正不断地进行战争。意大利人民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使之不受侵犯，并使

欧洲相信，我们能容忍暴政的帮助，是由于意大利政府请求了这种帮助，但是

我们却没有要求它，我们并没有因为它而放弃我们对各族人民的自由和联盟

的信念。意大利人可以真心诚意地高呼《ＶｉｖａｌａＦｒａｎｃｉａ！》〔“法兰西万岁！”〕，

但是决不会喊《Ｖｉｖ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ｅ！》〔“皇帝万岁！”〕……意大利必须到处实

行起义……在北部是为了争取自由，而不是坐享其成；在南部是为了组织民

族军队的后备队。在奥地利人设有兵营的一切地方或兵营附近，起义可以相

当审慎地接受国王的军事领导；在南部，起义应当比较独立地进行…… 那

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能够保证意大利的事业并建立以民族阵营为代表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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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哪里，起义的口号都应当是：‘统一、自由和民族独立！’罗马的

名字应当永远和意大利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罗马的义务是不派一个人去参加

撒丁军队，相反地，要向帝制的法国证明，对任何一个国家说来，一面为了意

大利的独立而战，同时却主张支持教皇的专制制度，——这是不体面的事情

…… 意大利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罗马、那不勒斯和志愿民兵队的行动。罗马代

表祖国的统一，那不勒斯和志愿军能够组成它的军队。责任是重大的；如果罗

马、那不勒斯和志愿军不能履行这些责任，他们就不配得到自由，他们也不能

得到自由。听凭各个政府支配的战争将以缔结第二个康波福米奥和约２２３而告

终。

被那些断送了１８４８年起义的人现在宣布为胜利秘诀的纪律，不外是叫

人民奴隶似地服从和消极听命。我们所理解的纪律，可以要求同进行正规战

争有关的一切紧密一致起来；它可以要求在一切形式问题上保持沉默；但是

绝不能要求意大利不实行起义或屈服于专横暴虐的独裁者和外国暴君的意

志。意大利永远不会放弃自己获得自由和统一的崇高决心！”

马志尼宣言的按语由卡·马克思于

１８５９年５月底写成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６６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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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军事行动的经过

  在目前的战争中，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加里波第一个人享有荣

誉。根据各种情况看来，他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诫部下避免采取

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这位志愿军的首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

成了意大利的英雄，虽然大西洋这面的波拿巴派报刊企图把他的

功绩完全归之于他们自己的伟大的庇护人。这位游击将军的荣誉

似乎也激起了维克多 艾曼努尔的竞争情绪。结果，便发生了帕勒

斯特罗会战。关于这个会战，可惜我们目前只得到一些电讯报道，

而且还是由撒丁兵营拍来的。

根据这些报道，查耳迪尼指挥的皮蒙特第四师几天前在韦尔

切利附近渡过了塞齐亚河，此后一直与奥军前哨进行了小战斗，５

月３０日，该师似乎攻击了帕勒斯特罗、文察利奥和康芬察附近的

敌人筑垒阵地。皮蒙特军队击败了占领该阵地的一个旅（很可能是

加布伦茨将军指挥的旅），但是据报道，次日（５月３１日）晨，２５０００

名奥军曾企图夺回这个阵地。他们企图迂回皮蒙特军队的右翼，但

结果却使自己的翼侧受到康罗贝尔军（特罗胥师）的打击，该军在

塞齐亚河上架桥渡河，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战场。法皇立即命令

第三朱阿夫团驰援皮蒙特军队。朱阿夫兵“虽然没有得到支援”，但

仍向奥军一个炮台发起攻击，缴获火炮６门，并将掩护部队赶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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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据说，有４００人溺死。撒丁国王在战斗最炽烈的地方，并非常专

心杀敌，以致“朱阿夫兵曾试图——不过没有成功——抑制他的热

情”。据报道，查耳迪尼将军曾亲自指挥朱阿夫兵。最后，奥军被击

退，联军俘获１０００人，缴获８门火炮。

皮蒙特报道称：“奥军伤亡极为惨重，我方伤亡尚未查明。”

与此同时，在康芬察附近发生了另外一场战斗。在那里敌军被

凡蒂将军指挥的师击败。但在下午６时左右，奥军又企图攻击帕勒

斯特罗，不过没有获得更大的胜利。６月１日，尼耶尔将军看来没

有遇到任何抵抗，便率领法军第四军进入了诺瓦拉。

自从１８４９年的和约使Ｓｐａｄａｄ’Ｉｔａｌｉａ〔意大利之剑〕纳入鞘中

以来，我们就再没有读过比这更含糊不清而且前后矛盾的战报

了。２２４其实在上述战报的摘要中，我们已经略去了关于会战的一些

最无法解释的细节。奥军参加进攻的有２５０００人。他们是否全部

都被派去攻打帕勒斯特罗，还是其中包括了被凡蒂将军在康芬察

击败的那些部队呢？既然后者的人数没有特别指出，那末如果我们

考虑到皮蒙特战报是绝对真实的，从而得出结论说，参加５月３１

日会战的奥军一共将近２５０００人，我们大概不会有错误。至于击

败他们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我们将逐步查明。当皮蒙特军队处境危

险时，法皇命令第三朱阿夫团向前开进，指挥他们的是查耳迪尼，

而撒丁国王却推开他们，冲向战斗最炽烈的地方，朱阿夫兵还试图

阻止他，但是无效。

多么壮丽的场面！角色的分配多么惊人！“皇帝”路易 拿破仑

命令朱阿夫兵前进。将军，查耳迪尼，而且还是一个皮蒙特人，率领

他们进入战斗，——皮蒙特人指挥法国的朱阿夫兵！“国王”则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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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并且在他自己的将军指挥下在战斗最炽烈的地方作战。

但同时我们又听说，国王曾亲自指挥皮蒙特第四师，也就是查耳迪

尼的那个师。至于当查耳迪尼率领朱阿夫兵作战，而国王位于战斗

最炽烈的地方的时候，第四师的情况如何呢？这个我们也许永远不

会知道。但是，维克多 艾曼努尔这样的行为是不会使我们奇怪的。

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诺瓦拉会战中，他也有过同样幼稚的轻举妄动，

曾把自己那个师弃之不顾，因而对会战的失败和拉德茨基的胜利

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虽然只有在接到法军和奥军的公报以后我们才可能明了这次

会战的真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自相矛盾的战报中弄清某

些有用的事实。联军的极左翼直到目前为止是尼耶尔将军指挥的

法军的１个军，该军驻在韦尔切利以西的多腊 巴尔特亚河一带。

距它最近的是在卡萨勒附近的查耳迪尼和杜兰多指挥的皮蒙特军

队的２个师（第四和第三师）。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附近有卡

斯特尔博果和凡蒂指挥的皮蒙特军队的２个师（第一和第二师），

以及麦克马洪和康罗贝尔指挥的法军的２个军和近卫军，他们构

成中央。亚历山大里亚以东，在托尔托纳、诺维和沃格拉附近配置

有库克基亚里指挥的皮蒙特军队第五师和巴拉盖·狄利埃指挥的

法军的１个军。

我们知道，帕勒斯特罗和康芬察（这两个地点彼此相距不超

过３英里）附近的会战，不仅查耳迪尼参加了，而且凡蒂也参加

了；虽然关于尼耶尔一字未提，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康罗贝

尔。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第三朱阿夫团，它既不属于康罗贝尔军，

又不属于法军另外３个军中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们听说，路易

拿破仑把他的大本营转移到韦尔切利，并且尼耶尔将军在会战的

５１４军事行动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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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占领了诺瓦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联军的部署有了根本

的改变。原来由尼耶尔军（２６个营）和查耳迪尼师（１４个营）共

４０个营组成的左翼，现在得到了康罗贝尔军（３９个营）和凡蒂师

（１４个营）共５３个营的加强。结果，这部分联军现在共有９３个营。

其中，或多或少参加了帕勒斯特罗会战的，无疑有皮蒙特军队的

２个师（２８个营）以及康罗贝尔军的特罗胥师（１３个营），全部共

有２５０００名皮蒙特军队和至少１１０００名法军。这便是２５０００名

奥军被击退的原因。

但是，加强左翼显然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尼耶尔将军

向诺瓦拉前进和路易 拿破仑将大本营迁至韦尔切利便是证明。其

次，近卫军可能也随后到达了那里，这使我们对联军的意图几乎

不再有所怀疑。有了近卫军，塞齐亚河一带部队的数量便增加到

１２７个营。此外，利用铁路，就如同在蒙特贝洛会战中那样，可以

将极右翼的部队迅速调来适时地参加决战。因此，有两个可能性。

或者路易 拿破仑继续原来已开始的运动，完全迂回奥军右翼并把

军队的主力配置在韦尔切利直通米兰的大道上，也就是配置在韦

尔切利到诺瓦拉一线，同时在波河一带进行佯攻以牵制奥军；或

者他将在奥军右翼进行强有力的佯攻，而把主力集中在瓦兰察郊

区。在这里，巴拉盖军、麦克马洪军和近卫军共有９９个营，而库

克基亚里、杜兰多和卡斯特尔博果各师共有４２个营，并且这些兵

力还要为迅速调往那里的康罗贝尔军和一定数量的皮蒙特部队所

加强，因此在一个地点便可能集中１７０个营，以这样的兵力可以

猛烈地攻击奥军的中央而将其消灭。

康罗贝尔军（实际上这里只可能有特罗胥师）和凡蒂指挥的

皮蒙特部队在塞齐亚河一带的佯动以及路易 拿破仑的大本营迁

６１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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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韦尔切利的这一佯动，似乎说明了第二个可能性更大一些，但

这只能是推测。

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这时，奥军似乎仍然在阿哥尼亚河一

带，虽然伦敦“每日新闻”２２５报道说，他们已退到提契诺河彼岸。他

们的部队愈来愈集中在加尔拉斯科周围的狭小地区里。双方在某

些地点都在互相试探虚实，一个在蒙特贝洛附近，一个在帕勒斯

特罗附近，但是都努力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奥军至少有６个军，

也就是１６０—２００个营（根据拨出的守备部队多少而定）。因此，敌

对双方兵力看来几乎相等。再过几天，乌云就将变成一场雷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６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１４军事行动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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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军 事 事 件

  从战场发来的电报片断不全而且互相矛盾，因此关于奥军退

往提契诺河南岸及其在马振塔的失败，只能作出一些简略的评论。

看来，震惊于尼耶尔将军占领诺瓦拉的奥军在６月３日和４日退

往提契诺河南岸。６月４日清晨４点钟，法军和皮蒙特军从奥军右

翼的土尔比哥和博法洛拉附近渡过提契诺河后，便以优势兵力向

正面的敌人实行进攻，经过浴血苦战之后将敌人逐出了他所占领

的阵地。联军采访员路易·波拿巴所公布的关于这次会战的详细

情况，证明了这位“神秘的将军”的想像力，他仍然不能克制自

己对《ａｒｍｅｓｄｅｐｒéｃｉｓｉｏｎ》〔“线膛武器”〕的厌恶，因此便夹在辎

重队当中跟在军队后面走，和战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是“御

体安康”。

硬把关于皇帝的健康状况的公报向全世界公布，这种令人厌

恶的作法，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在法国贵族院讨论路易·波拿巴

的布伦冒险事件时，目击者发誓作证说，在危急关头，我们这位英

雄为了排除心头的烦恼，随心所欲采取各种方法，只是没有采取表

明“御体安康”的方法。

奥军就像一只准备腾身猛扑的老虎一样，集结了起来，并占领

了阿哥尼亚河阵地。他们的失败，应归咎于放弃这一阵地的居莱。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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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控制了洛美利纳并且在米兰前面约３０英里处占领了阵地，可

想而知，他们是不能控制可以通往这个首府的所有要冲的。联军面

前敞开着三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奥军中央，到瓦兰察、加尔拉斯科

和贝雷古阿尔多；另一条是通过奥军左翼，到沃格拉、斯特拉杰拉，

然后再在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越过波河；最后，第三条是通过奥

军右翼，到韦尔切利、诺瓦拉和博法洛拉。如果奥军想直接防守米

兰，那末他们只能派军队挡住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如果每条道路

上各派一个军，那便是分散兵力，结果必然招致失败。但是，侧方阵

地可以和正面阵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

条现代作战原则。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区而且已经准备向任何方

向行动的１５—２０万人的军队，敌人要想自己不受惩罚地不把它放

在眼里，除非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当１８１３年拿破仑向易北

河方向行进时，联军虽然在数量上要弱得多，但是有条件向他挑

战。因此，他们在吕特岑，在由爱尔福特通往莱比锡的道路以南数

英里处，占领了阵地。当联军使拿破仑的军队知道他们就在附近

时，有一部分法军已经通过了。这使全部法军运动受阻，已经向前

推进的纵队被召回，随即展开了会战，结果，法军虽然在数量上有

６万人的优势，但也只能招架而已。２２６第二天，两支军队平行地向

易北河方向运动，而且联军的退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如果这两支

军队的力量不是这样悬殊，那末联军的侧方阵地至少也会和直接

横贯在莱比锡大道上的正面阵地一样成功地阻止拿破仑的运动

的。

居莱现在占据的正是这种侧方阵地。他率领着一支将近１５万

人的军队，驻守在摩尔塔拉和帕维亚之间，截断了由瓦兰察直通米

兰的大道。他的两翼都可能受到迂回，但是他的阵地使他有办法对

９１４军 事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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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这种迂回。联军主力于５月３０日、３１日和６月１日集中在韦尔

切利附近。它包括４个皮蒙特师（５６个营）、尼耶尔军（２６个营）、康

罗贝尔军（３９个营）、近卫军（２６个营）和麦克马洪军（２６个营），除

骑兵和炮兵外，共计１７３个步兵营。居莱方面拥有６个军，虽然其

中一部分被派往沃格拉，一部分被派去对付加里波第，一部分被派

去占领各个据点，等等，因而兵力减少了，但仍然有１５０个营。按照

他的军队的配置情况来看，只有在军事行动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作

侧敌行军才能从右方迂回它。大家都知道，部队从行军队形改编成

战斗队形，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即使在遭到正面攻击时也是如

此，虽然这时行军队形是最适宜于作战了。如果编成行军队形的纵

队遭到了侧击，这时打乱部署是极其危险的。因此，避免在敌人可

以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侧敌行军，是一条确定不移的原则。联军违反

了这条原则。它向诺瓦拉和提契诺河前进，好像对自己翼侧上的奥

军毫不在意。这时居莱本来应当采取行动的。他应该留一个军在

阿哥尼亚河下游监视瓦兰察，而在６月３日夜间把自己的军队集

中在维吉瓦诺和康尔塔拉附近，然后在６月４日用现有的全部兵

力打击前进中的联军的翼侧。使用大约１２０个营的兵力对联军的

拉得很长的、断断续续的行军纵队采取这种进攻，几乎毫无疑问地

是可以获得战果的。如果联军的一部分兵力已经渡过提契诺河，那

对居莱就更有利了：他的进攻将迫使这部分兵力折回，但也不见得

能及时对会战的结局起决定性影响。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

说进攻万一不成功，奥军也仍然能够安全地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

退却，例如在马振塔会战以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居莱的整个作

战部署表明，奥军原来的计划确实正是这样。军事会议经过详尽的

讨论后，决定把直通米兰的大道开放给法军，而只通过侧敌行军来

０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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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护米兰。但是，当决定性的时刻来到而居莱也看见他的右侧有大

量法军向米兰急速前进时，这个纯血统的马扎尔人踌躇起来了，最

后还是退到了提契诺河以东。这样一来，他就给自己准备了失败。

当法军沿直线向马振塔（位于诺瓦拉和米兰之间）前进时，他自己

却绕了一个大弯——起初沿提契诺河而下，并在贝雷古阿尔多和

帕维亚附近渡过该河，然后又重新沿提契诺河而上，向博法洛拉和

马振塔前进，以便截断直通米兰的大道。结果，他的军队一小股一

小股地开到，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兵力来粉碎联军的核心。

如果联军仍然主宰着战场，即控制着直通米兰的大道，奥军就

应退过波河、阿达河，或者退入自己的强大要塞，以便重新部署力

量。尽管这样一来，马振塔会战就会决定米兰的命运，但是却还远

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奥地利有３个完整的军，目前集中在阿迪杰

河，如果居莱的犹豫不决这一次又未能“改正”这位“神秘的将军”

的大错误的话，那末这三个军最后也还是能使它的力量保持均势

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９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１日“人民报”

第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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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奥 军 的 失 败

  “波斯号”轮船昨夜到达后，我们得到了关于马振塔会战的各

种各样极有趣的文件，读者将在适当的地方看到它们。这些文件的

实质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马振塔会战对于奥军说来，是一个决

定性的失败，对于法军说来，则是打开广阔局面的胜利；联军进入

了米兰并受到狂喜的人民的欢迎；奥军全线退却，贝奈德克军在马

利尼亚诺附近大败于巴拉盖·狄利埃（关于他的退职，再也没有提

到），被俘１２００人。联军充满胜利的信心，而奥军则士气沮丧，军

心不振。

我们伦敦的报界同人照例认为会战是出于奥军意料之外的。

在我们还没有得到现在所掌握的证明材料以前，我们的意见也一

直是这样。现在我们明白了，与其说是居莱遭到了突然袭击，不如

说是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便来谈谈这种看法的根据。当

奥军在米兰前面约３０英里处占领自己的阵地时，是无法指望他们

能够控制可以通往这个首府的所有的接近路的。联军面前敞开着

三条道路：他们可以经过瓦兰察、加尔拉斯科和贝雷古阿尔多直接

在奥军阵地的中央运动；其次，可以经过沃格拉和斯特拉杰拉，并

在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渡过波河，在奥军的左翼运动；最后，可

以直接经过韦尔切利、诺瓦拉和博法洛拉在奥军的右翼运动。如果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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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军想要防守米兰，那末他们只能把军队横置于这三条道路中的

一条上而进行防守；如果每条道路各派一个军防守，那便是分散兵

力，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侧方阵地可以和普通的正面阵地同样

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公认的现代作战原

则。任何一支军队，除非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否则从一支集中在

不大的地区而且已准备好向任何方向行动的１５—２０万人的敌军

附近经过时，是没有不受到惩罚的。例如，当１８１３年拿破仑向易北

河方向行进时，联军虽然兵力比拿破仑少得多，却有条件挑战，他

们在吕特岑，在由爱尔福特通往莱比锡的道路以南数英里处，占领

了阵地。拿破仑的军队已有一部分通过后，才知道敌人就在附近，

结果，全部法军的运动受阻，已进到前面的纵队被召回，随即展开

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虽在数量上有６万人的优势，但也仅能

招架而已。第二天，双方军队平行地向易北河运动，而联军的退却，

甚至没有遭到敌人的骚扰。如果双方的兵力不是这样悬殊，那末联

军的侧方阵地，至少也会和横贯莱比锡大道的正面阵地一样成功

地阻止拿破仑的运动。居莱将军现在占领的正是这种侧方阵地。他

率领着一支军队（如果需要，当然他可以使军队的数量达到１５万

人以上），驻守在摩尔塔拉和帕维亚之间，截断了由瓦兰察直通米

兰的大道。他的两翼都可能受到迂回；但这就是他的阵地的特点，

而这个阵地如果还有某种价值的话，那末他便应当从这个阵地给

他提供的、可以击退敌人迂回的那些有利条件中，找出对付这种意

外情况的有效手段。不过，我们现在完全不去注意奥军的左翼，而

只研究实际上被迂回的那一翼的情况。５月３０日和３１日以及６

月１日，路易·拿破仑把他的大部分军队集中在韦尔切利附近。３１

日，他在这里已经有皮蒙特军队４个师（５６个营）、尼耶尔军（２６个

３２４奥 军 的 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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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康罗贝尔军（３９个营）和近卫军（２６个营）。此外，又调来了麦

克马洪军（２６个营），在这里共集中了１７５个步兵营的巨大兵力，

骑兵和炮兵尚未计算在内。居莱则掌握有奥军６个军的兵力，虽然

其中一部分被派去担任守备部队，一部分被派去对付加里波第，一

部分被派往沃格拉，等等，因而兵力减少了，但平均每军还有５个

旅，总共有３０个旅，即１５０个营。

如果像这样的一支军队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话，那末任何

一个将军都不敢冒险地把它留在自己的翼侧或后方。此外，按照这

支军队的配置情况来看，除了在这支军队可以达到的范围内作侧

敌行军以外，从右方是无法迂回它的，而这样的侧敌行军是非常危

险的一种机动。一支处于行军队形的军队常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

变换成适当的战斗队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保持着充分战斗

准备的。而如果甚至在正面、也就是在行军队形的抵抗力最强的一

面遭到攻击时，它都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的话，那末在行军纵队

遭到来自侧面的攻击时，准备程度就更差了。

因此，公认的战略原则要求避免在敌人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进

行侧敌行军。路易 拿破仑仗着他的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有意违

反了这个原则。他向诺瓦拉和提契诺河进发，显然对自己翼侧上

的奥军毫不在意。居莱正应当在这时采取行动。他应当在６月３日

夜间留一个军在阿哥尼亚河下游监视瓦兰察，而把部队集中在维

吉瓦诺和摩尔塔拉附近，并于４日以他现有的全部兵力猛攻前进

中的联军的翼侧。使用将近１２０个营的兵力对联军绵长的、互不

联系的纵队进行这样的攻击，几乎毫无疑问地是会获得战果的。如

果这时联军的一部分兵力已渡过提契诺河，那就更有利了。这一

攻击将迫使这部分兵力折回，但是即使折回，他们恐怕也来不及

４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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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会战的结局了。不过即使这次攻击不成功，奥军随后也可以

安全地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退却，就像马振塔会战以后的退却一

样。我们有理由假定，这就是居莱原来的计划。但当６月２日他

看到法军已开始把主力集中在直通米兰的大道上、集中在他的右

翼的时候，看来他却失去了果断的精神。如果他把法军放过，法

军到达米兰的时间也许不比他迟，因为在那里几乎没有一兵一卒

阻挡他们直通米兰的道路。即使法军一支不大的部队进入米兰，也

会在整个伦巴第燃起一场大火。虽然这些意见很可能在居莱主持

的军事会议上多次讨论过，并且很可能大家坚持向法军的冀侧进

攻，认为这样足以掩护米兰，但是当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而法军

和奥军距米兰已同样近的时候，居莱却踌躇起来，最后还是退到

了提契诺河以东。这便决定了他的命运。当法军沿直线向马振塔

运动时，他进行了长距离的迂回：沿提契诺河谷而下，并在贝雷

古阿尔多和帕维亚附近渡过该河，然后又重新沿河而上，向博法

洛拉和马振塔前进，企图以此截断敌人直通米兰的大道，但已经

太迟了。结果，他的军队一小股一小股地开到，不能以足够的大

量兵力投入战斗来有效地抵抗联军的主力。奥军作战非常勇敢，这

是不容怀疑的；至于会战中的战术和战略问题，我们打算另外再

谈。但是，奥军的战报企图把奥军被击败以及这次会战决定了米兰

的命运而且必将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个事实隐瞒起来，这是徒

劳无益的。奥军还正在阿迪杰河上集中３个军，这将使他们在数量

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此外，居莱被解除了指挥权，指挥权让给了

具有欧洲第一位战略家名声的海斯将军。但是，据说他身体很弱，

不能长时间连续处理事务。

读者大概会注意到，关于奥军在洛美利纳暴行的报道，既为法

５２４奥 军 的 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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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为英国的可靠消息所否认。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

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

曾被曲解为我们对于弗兰茨 约瑟夫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们

甚至不希望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期延迟一天。如果他能和拿破仑

互相残杀而同归于尽，那末这将是历史的公正判决的圆满结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９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６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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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马 振 塔 会 战２２７

  法国和奥地利关于马振塔会战的公报，证明我们决定根据电

讯所作出的推断是正确的。

６月４日晨，奥军完成了东渡提契诺河的退却，向马振塔和阿

比亚帖格腊索进发，目的是向进攻米兰的法军的翼侧进行攻击。克

拉姆 加拉斯将军刚刚率领他那个军（第一军）的１个师由米兰开

到，就必须立即用这一师的兵力以及在马振塔附近同他会合的第

二军（由利希顿施坦指挥）的兵力自正面攻击敌军。他的预备队是

第七军（由措贝尔指挥）的莱沙赫师，配置在距马振塔数英里的科

尔别塔附近。提契诺河一线由于不适于防守而被放弃以后，奥军的

这七八个旅就需要扼守纳维利奥大运河，这条运河几乎与提契诺

河平行，并且只能从桥梁上渡过。奥军必须防守博法洛拉桥和马振

塔桥，这两座桥位于由马振塔通往提契诺河圣马尔蒂诺桥的两条

道路上。第一军的１个师（由科尔登将军指挥）沿着通往土尔比哥

的道路运动；第二军的２个旅占领了桥梁，１个师位于马振塔附

近，而莱沙赫师（属第七军），如前所述，配置在科尔别塔附近。

法军分两路纵队进攻。第一路纵队名义上由萨托里英雄７０指

挥，包括１个近卫掷弹兵师、康罗贝尔军、尼耶尔军和巴拉盖·狄

利埃军，共９个师，即１８个旅（１１７个营）。这路纵队直接沿着通过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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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尔蒂诺桥的诺瓦拉—米兰道路进攻，应当夺取博法洛拉桥和

马振塔桥。第二路纵队由麦克马洪指挥，包括１个近卫轻骑步兵

师、麦克马洪军和全部皮蒙特军队，共８个师，即１６个旅（１０９个

营，因为皮蒙特军队的师比法军的师多１个营）。这路纵队的前卫

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就渡过了提契诺河，并在土尔比哥附近

渡过了纳维利奥河；它必须向奥军翼侧机动，也就是自北方向马振

塔直进，以支援第一路纵队的正面攻击。

正午，麦克马洪开始攻击。他以优势兵力把当面的科尔登师

驱逐到马振塔。２时左右，追击奥军前哨的近卫掷弹兵，进抵运河，

向博法洛拉桥和马振塔桥进行了攻击。这时在战场上，有法军８个

旅对付奥军５个旅（第一军的２个旅和第二军的３个旅），奥军兵

力还不到３万人，因为莱沙赫有２个旅甚至还滞留在科尔别塔附

近。法国的“神秘的将军”模仿福斯泰夫，把不到３万人的奥军

当作是超过了１２５０００人的兵力。法军攻占了运河上的桥梁。在马

振塔的居莱，命令莱沙赫转入进攻，夺回马振塔桥。这个任务是

完成了，但是博法洛拉似乎仍在法军手中。这时会战停顿了。麦

克马洪军和近卫掷弹兵的进攻被奥军成功地击退，而奥军为此把

现有的每一名兵士都投入了战斗。其他各军到哪里去了呢？

到处都有他们，只是在应当有的地方没有。从德国调来的第

一军第二师还在途中。当然，奥军不能等待它的到来。第二军的

另一个旅没有任何消息。不过居莱本人的电报证明，第二军只有

３个旅参加了会战。由里利阿将军指挥的第七军第二师，位于卡斯

特列托，距马振塔６—７德里。第三军位于阿比亚帖格腊索附近，

距马振塔５德里。第五军大概是从贝雷古阿尔多向阿比亚帖格腊

索运动，会战开始时距马振塔至少有９德里。第八军正由比纳斯

８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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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向贝斯塔齐亚行军，离作战地区１０—１２德里，而第九军ｉｎｃｒｅ

ｄｉｂｉｌｅｄｉｃｔｕ！〔简直是不可思议地！〕在帕维亚下方、离作战地区

２０—２５德里的波河沿岸无所事事地游荡。由于兵力空前地分散，

居莱使自己陷入了极其不利的境地，以致从中午到傍晚５时左右

只能用７个旅来抵抗法军两路纵队的猛攻。奥军之所以能抵住这

一猛攻，只是因为人数众多的法军仅仅沿两条道路运动因而前进

缓慢的缘故。

当莱沙赫扼守马振塔桥并缴获了法军一门新式线膛炮的时

候，居莱先生动身到罗贝科（运河沿岸的一个村庄，在博法洛拉

下方约３德里处）去了，目的是加速第三军和第五军的行军并确

定他们的进攻方向。结果第三军的４个旅被派到前面去了，其中，

哈通旅和朗敏旅位于第一线，杜尔菲尔德旅作为预备队，这３个

旅都沿运河行动，而维茨拉尔旅则沿提契诺河行动。他们应当猛

攻法军的右翼。不过这时法军也得到了援军。皮卡尔旅（属康罗

贝尔军勒诺师）开来援助掷弹兵，并将莱沙赫击退到桥东。随后

又调来了维努亚师（属尼耶尔军）、让南旅（属勒诺师）和特罗胥

师（属康罗贝尔军）。这样，法军在这一地点又集中了２个掷弹兵

旅和另外６个旅。而奥军方面参加作战的，实际上只有第三军４个

旅中的两三个旅。虽然兵力对比如此不利，奥军仍然接连几次地

攻占了马振塔桥，法军只是在以优势兵力进行了殊死奋战以后，才

夺取了该桥。

在进行争夺桥梁的战斗时，麦克马洪在自己的正面地段上准

备对奥军第一和第二军的四五个旅进行第二次攻击。他的２个师

成两个纵队再次开始向马振塔进攻，在他们后面第二线进攻的是

卡穆指挥的近卫轻骑步兵师。因为埃斯潘纳斯师和拉莫特卢日师

９２４马 振 塔 会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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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麦克马洪军）被奥军顺利地击退了，所以轻骑步兵赶来增援他

们。会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时机来临了。法军的第一路纵队

通过了马振塔桥，并向麦克马洪纵队已经逼近的马振塔村进行了

猛攻。最后，到日落时，在战场上出现了奥军第五军黑森亲王旅。

它再一次企图把法军击退到马振塔桥以西，但未获成功，实际上

也很难指望，一个兵力薄弱、在蒙特贝洛会战中已遭受重大损失

的旅能够阻止并击退向马振塔桥猛扑的大量法军。正面、翼侧和

后方都遭到攻击的奥军，从会战开始起就一直处于敌人毫不间断

的火力袭击之下，最后不得不退却，而法军在进行了反复多次的

猛烈攻击之后，到傍晚时占领了马振塔。

居莱将自己的军队撤到里利阿师占领着的科尔别塔和第三军

扼守着的罗贝科，而第五军则在这两地之间露营。居莱企图在６月

５日继续战斗，但是分发下去的命令发生了完全不可理解的混乱，

因而打破了他的计划。半夜，居莱突然得到报告，第一军和第二

军由于对命令理解错误而撤离战场数德里，而且到清晨３时还在

继续撤退。这一消息迫使居莱放弃了原定在次日进行的会战。这

时，奥军第三军的一个旅重新向马振塔进行了攻击来掩护军队退

却，奥军的退却是非常有秩序的。

根据奥军的报道，奥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

第一军科尔登师 ２个旅………………………………

第二军 ３个旅…………………………………………

第七军莱沙赫师 ２个旅………………………………

第三军 ３个旅…………………………………………

第五军（夜晚才加入战斗） １个旅…………………

 共 计…………………………………１１个旅

０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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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军的材料，联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

近卫军２个师 ４个旅……………………………………………

麦克马洪军 ４个旅………………………………………………

康罗贝尔军２个师（勒诺师和特罗胥师） ４个旅……………

尼耶尔军１个师（维努亚师） ２个旅…………………………

 共 计……………………………………………１４个旅

法军１４个旅，即９１个营，至少有８万人。但是法军报道中

在提到维努亚师的进攻时说：

“损失最大的是第八十五基干团…… 马丹普雷将军在率领自己的旅作

战时受伤。”

但是，无论第八十五团或者马丹普雷旅，都不属于尼耶尔军

的维努亚师。第八十五团属于拉德米罗师的第二旅（由拉德勒·

德·拉·沙尔耶尔将军指挥），而马丹普雷将军所指挥的是该师的

第一旅。拉德米罗师属于巴拉盖·狄利埃元帅指挥的军。这便确

凿地证明，参加会战的法军兵力比他们公报中所指出的要多。加

上拉德米罗师，法军就有１６个旅，即１０４个营，９万名兵士；既

然拉德米罗师竟被这样无礼地隐瞒了，因此可以怀疑，在战场上

作战的法军数量总的说来比战报中所指出的要多得多。此外，从

奥军报道中显然可以看出，在意大利的联军作战部队中几乎所有

的团都有兵士被奥军俘获的。看来，法军在数量上拥有极大的优

势，这使奥军获得了更大的荣誉。他们仅仅让出了曾经作过战的

土地，缴获了１门火炮，损失了４门火炮，而且他们在撤离战场

时坚信，如果兵力与法军相等，胜利必将属于他们。但是，关于

他们的总司令，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将军，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６

月４日，他等待法军攻击。他有１３个旅（初次参加战斗的７个旅、

１３４马 振 塔 会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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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利阿师的２个旅和第三军的４个旅），距战场８德里；此外有第

五军的４个旅，距战场９德里，第八军的４个旅，距战场１０—１２

德里。这就是他的军队在早晨８时３０分的配置情况。如果要求这

些军队在发生会战的当天下午４时或者至迟到５时集中在距马振

塔相当近的地区以便参加会战，这能够认为是过分的吗？在中午

２时，当重要的会战开始的时候，参加会战的兵力难道不是应当至

少是１３个旅，而不是７个旅吗？如果这样，科尔登师和第二军就

不致遭受重大的伤亡。而在第五军调来以后，奥军便能够转入进

攻，并将法军驱逐到提契诺河以西。但是，奥军原有的臭名远扬

的行动迟缓的习惯，看来再度控制了他们。真拿破仑曾经屡次说

过，奥军常把最宝贵的时刻浪费在无益的仪式和空洞的形式上面。

居莱又恢复了这些传统，这样，他就轻率地放弃了自己的胜利，而

把它奉送给了“神秘的将军”。如果奥军兵士不是那么英勇，如果

十二月十日会２２８的名誉会长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人物，那末法军

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的。

６月５日晨，在居莱指挥的军队中未参加马振塔会战的兵力

有：

第三军１个师 ２个旅…………………………………

第五军的部队 ３个旅…………………………………

第七军１个师（里利阿师） ２个旅…………………

第八军的部队 ４个旅…………………………………

 共 计……………………………………个旅

这一兵力与居莱在会战前夕所掌握的兵力相等。在参加上一

次会战的部队中，只有第一军和第二军的３个师失去了战斗力，其

余的８个旅是具有战斗力的；这样，居莱一共有１９个有战斗力的

２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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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数在１０万以上。和他们对抗的敌军，是已参加了６月４日

战斗的法军１６个旅以及在６月５日应做好战斗准备的生力军４

个师，此外还有皮蒙特军队的一两个师，他们还在离战场很远的

地方，正在行进。可见，居莱在５日可以掌握有１９个旅。如果有

第九军的支援（居莱不知为什么把第九军配置在离战场很远的地

方），这些兵力一定能改变前一天的战斗结局。居莱的错误可以简

单概括如下：

第一、当路易 拿破仑在奥军战斗行动所及的范围内由韦尔切

利向土尔比哥作侧敌行军时，居莱没有利用敌人这一不利的形势，

没有以他所有的兵力向易于攻破的敌军行军纵队猛攻；如果他那

样做，他便能够重复１８４９年拉德茨基的战法，把敌人截为两段，

并将其一部分兵力驱逐到阿尔卑斯山。

第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退到提契诺河以东，以此采

取迂回行动来掩护米兰，而直通米兰的大道却被敌人所控制。

第三、退却时，他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且退却又是如此迟

缓，漫不经心，这种情况在演习场上也未必能够得到原谅。

第四、他把第九军完全置于集中地区以外。

第五、在会战过程中，军队的集中是如此混乱，以致遭到了

无谓的伤亡，而把胜利白白奉送给了敌人。

居莱虽然犯了这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并且遇到了法军精锐部

队这样的敌手，但是他仍没有遭到彻底的失败，在这方面，他完

全要感激他的军队的英勇和他的敌人“神秘的将军”的“机智”。

居莱的军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则表现了

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神秘的将军”则看到，随着奥军向明乔

河的退却，会战的戏剧性的阶段结束了，真正的战争开始了。他

３３４马 振 塔 会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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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确信真拿破仑经常向他的哥哥约瑟夫提到的一句明智的格言

的正确性。这句格言说，在战争中，任何捉迷藏的手法都不能摆

脱个人的厄运。最后，康罗贝尔由于麦克马洪受到器重而感到自

己受了委屈，因此威胁要揭穿萨托里英雄在这次出征中所建树的

某些功绩。所以，这位“英雄”就急于要回到包松涅尔郊区自己

爱妻的身旁，并ａｔａｎｙｐｒｉｃｅ〔不惜任何代价〕力图缔结和约。如

果不能缔结和约，那末即使是进行和谈也可以，这样，“他这位要

人退返巴黎”就有理由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６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８日“人民报”

第７号和１８５９年７月２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７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４３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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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斯普累河与明乔河

  大家知道，伏尔泰在他费尔涅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他用他的

四个论敌的名字来给它们命名，称它们为：弗莱隆、博麦尔、农诺特

和弗兰克·德·庞比尼昂。这位作家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不赏

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

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不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对

待它们。费尔涅的这位老头需要用这些批评的猴子来发泄肝火，消

仇解恨并抑制他对论战武器的恐惧，就像路易·波拿巴如今在意

大利需要革命的猴子一样。目前有人也正是这样在喂养着科苏特、

克拉普卡、福格特、加里波第；给他们戴上金项链，然后就把他们锁

起来；他们有时受到爱抚，有时则遭到拳打脚踢，这要看什么情绪

在他们主子的心中占了上风——是对革命的仇恨还是对革命的恐

惧。这些可怜的革命的猴子还应当成为革命的人质，保证十二月二

日的英雄４９同革命党之间实行休战，以便这位英雄能够毫无阻碍

地毁掉储藏奥尔西尼炸弹的军火库，能够在他自己的阵营里攻击

他在土伊勒里宫长期为之战栗的敌人并置之于死地。

帝国应该重新意味着和平２２９，——否则就不值得为了创立它

而去干这许多可耻的事，再三再四地违誓背约并忍受那么多的屈

辱。我在这个帝国已经无法保证使革命的炸弹不爆炸、使秘密团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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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活动、使蛮横无礼的资产者和放肆的士兵不捣乱了，对这样

的帝国是不能忍受的！Ｍａｒｃｈｏｎｓ！〔前进！〕这些话就是拿破仑观

念２３０，就是自由、民族原则、独立，就是你所希望的一切；因此，

ｍａｒｃｈｏｎｓ，ｍａｒｃｈｏｎｓ！

把意大利变成捕捉革命的捕鼠笼的想法是够狡猾的了。不过

这种想法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因为谁要是让人家把自己诱进捕鼠

笼，那末只要他一入笼，他对革命党便立刻失去任何作用了。那

种想把科苏特、克拉普卡、福格特和加里波第诸位先生头朝下地

塞入革命的火山口来堵死火山的企图实在幼稚可笑，这只能加速

火山的爆发。

纵然依靠他们的帮助在意大利清除了一颗奥尔西尼炸弹，另

一颗炸弹也一定会在法国、德国、俄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爆炸，因

为对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自然必要性，就像你们把自己的宝座建

立其肩上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绝望状态一样普遍存在，就像你

们那样得意洋洋地利用其贫困状况来趁火打劫的被掠夺的无产者

的仇恨一样普遍存在。只是当革命像闪电一样，像只有在无法防

止的致命的雷击发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霹雳声的闪电一样，成为

无法估计的和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才会成为不

可避免的。

至于这个爆发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这没有多

大的意义。主要的是它一定要发生。看来普鲁士这一次要违反它

自己的意愿，成为普遍革命要求的表达者。那个独自“从来没有

说过任何蠢话，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聪明事情”的摄政王完全是

出于对保守主义的喜爱而不得不认真地扮演革命的角色，而路易

·波拿巴只不过是由于恐惧、矫揉造作和任性而同革命玩弄打情

６３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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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俏的把戏。

普鲁士的武装调停，就是同奥地利结成同盟，就意味着革命。

柏林报刊的普遍情绪说明，与动员军队相结合的中立会成为

一种经不起批评的立场。“国民报”２３１这家反映着内阁所沾染的自

由主义狂热的机关报非常正确地指出：

“在目前条件下，中立对比利时、荷兰或者瑞士是合适的；对普鲁士来说，

中立就是灭亡。”

这家报纸认为，如果波拿巴实现了他对意大利的“崇高”愿

望，其唯一的后果就是确立法国对整个半岛的军事保护权，即使

战争是局部性的，即使法国并没有因进行战争而直接得到任何领

土，情况也将如此。这样一来，最近三年中本来就已十分明显的

俄法两国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将会大大加强，以致随时都可以开始

早在圣海伦岛上就已经宣布的划分统治范围的工作。新帝国完全

表现了其先驱者的趋向，不过它的处境更加有利，因为它没有外

来的压力，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和条件去孤立自己的敌人，然

后再把他们ｅｎｄéｔａｉｌ〔各个〕击破。为了阻挠这个直到现在总是巧

妙地实现着的斗争计划获得成功，普鲁士不得不同奥地利一起行

动，但决不是为了尾随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而是为争取它自己

的生存而斗争。

前面提到的那篇被看作是摄政政府的政治纲领的文章的内容

大致上就是这样。对于不久前委托威尔特尔先生进行的调停使命

的成就，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如果拿破仑同意议和（这种和

约最多只会助长他的官兵的不满），那末就不必再同他斗争了。在

这种场合，霍雷修·沃尔波尔说的关于撒丁外交家德·维利侯爵

的一句话对他倒是适用的：

７３４斯普累河与明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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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但是他还希望把他的死亡保守一两天秘密。更长的时间他是做

不到的。”

如果上述未必会认真进行的调停不能成功，那时候爆发的就

将不仅是拿破仑暴政和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统治之间在明乔河上的

战斗，而且还有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上的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

斗。在离普鲁士边境两德里的卡利希已经集结了大批军队。有一

个普鲁士军已奉命经汉诺威开赴莱茵河，另一个军正开往南方，而

且已建议联邦军队各军军长到柏林参加军事会议。所有这些措施

都只不过是为了动员前卫。进行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斗争的军队还

不存在，这支军队只能从人民中征集，但不是从正在朗诵空喊爱

国主义的路德维希２３２所写的那些真正德意志的、空喊爱国主义的

诗句的人民中去征集，而是从积极行动起来的充满伟大的、所向

披靡的革命热情和毅力的人民中去征集。如果不能唤起这种热情，

那霍亨索伦王朝的动员、武装调停、宣战、进行战争等等就将是

以黄金海岸的一个黑人的幼稚想法为基础的，这个黑人认为只要

他能在自己的敌人的大门口上吊，就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３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５日“人民报”

第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８３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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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

  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

虏、火炮、辎重、军旗等，与其说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

说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

于追击的勇猛程度。根据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对于马振塔会战的

《ｇｒａｎｄｅｖｉｃｔｏｉｒｅ》〔“巨大胜利”〕能够说些什么呢？在会战结束

后的第一天，我们看到法国“解放者”正在“进行休整”，没有半

点追击的企图！向马振塔进军时，联军事实上集中了全部战斗部

队。相反地，在奥军方面则是一部分军队在阿比亚帖格腊索，一

部分在通往米兰的道路上，一部分在比纳斯科附近，最后还有一

部分在贝耳焦伊奥索附近，——这是如此分散、行动如此迟缓、相

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纵队的聚合，看来它们有意要敌人

来攻击它们，一举把它们击溃，然后让敌人不慌不忙地把退路已

断的整旅和整团抓去当俘虏。在这种场合，拿破仑，即真拿破仑

一定会巧妙地运用那些据法军公报所称在前一天没有参加作战的

１５或１６个旅。但是，假拿破仑、福格特先生的拿破仑、《Ｃｉｒｑｕｅ

Ｏｌｙｍｐｉｑｕｅ》〔“奥林匹克马戏院”〕的拿破仑、圣詹姆斯街和阿斯

特利圆剧场的拿破仑怎样呢２３３？他却吩咐在战场上用午餐。

直通米兰的道路已向他敞开。戏剧性的效果有了保证。这对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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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然是足够了。６月５、６和７日，整整三天奉送给奥军，以便

让他们能够脱离险境。他们向波河运动，再顺波河北岸沿三条平

行路向克雷莫纳行进。在这三条道路最北的地点，由距离敌军行

进路线最近的贝奈德克将军率领３个师掩护这次退却。他从６月

６日的驻地阿比亚帖格腊索经过比纳斯科向梅累尼亚诺进发。在

后一城中，他留下２个旅扼守阵地，直到中路纵队的辎重前进得

相当远时为止。６月８日，巴拉盖·狄利埃元帅接到了把这２个旅

驱逐出城的命令，并且为了保障胜利，麦克马洪军也归他指挥。１０

个旅对２个旅！麦克马洪军被派到距拉姆布罗河不远的地方去截

断奥军的退路，而巴拉盖的３个师则对梅累尼亚诺进行了攻击；２

个旅自正面猛攻，２个旅由右方迂回，２个旅由左方迂回。奥军只

有１个旅（罗登旅）在梅累尼亚诺，柏尔将军指挥的旅还在拉姆

布罗河的彼岸（东岸）。法军攻击非常猛烈，他们以５倍于奥军的

优势兵力，迫使罗登将军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放弃了城市并在

柏尔旅的掩护下退却。柏尔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后方占领了阵

地的，完成任务后，也同样秩序井然地退走了。在这次会战中，柏

尔阵亡。作战最多的一个奥地利旅的损失无疑很大，但是十二月

的ｃｒａｐａｕｄｓ①所举出的数字（约２４００人）完全是臆造的，因为该

旅的全部兵力在会战前不超过５０００人。法军的胜利又是没有战

果的。没有得到一件战利品，没有缴获一门火炮！

而奥军虽然在６月６日放弃了帕维亚，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了

什么又在８日占领了该城，以便９日再度放弃它。同时，在马振

塔会战后仅仅６天，即在６月１０日，奥军就放弃了皮阿琴察。他

０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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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容不迫地沿波河退却，直到基泽河。在这里，他们转向北方，

向洛纳托、卡斯提奥涅和卡斯特尔 霍夫勒多前进，并在那里占领

了防御阵地，似乎在等待着“解放者”的新的攻击。

奥军起初由马振塔向南至贝耳焦伊奥索，然后向东至皮亚德

纳，最后再向北至卡斯提奥涅，实际上成为半圆形的运动，而这

时“解放者”却沿这个半圆形的直径前进，因此，他们走的路程

比奥军近三分之一。但是，除了在梅累尼亚诺以及在卡斯特内多

洛附近（加里波第曾在那里与奥军进行了小战斗），法军在任何地

方都没有追上奥军。追击时的这种毫不认真的态度在军事史上是

从未有过的。这是加西莫多最大的特色，他笨拙地模仿他的伯父

（符合拿破仑法典中《Ｌ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ｅｌａｐａｔｅｒｎｉｔéｅｓｔｉｎｔｅｒｄｉｔｅ》这

一条文２３４的伯父），甚至在自己胜利时也是这样。

就在奥军主力在６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之间于基泽河的后面占领

自己的阵地的同时，联军的前卫到达了基泽河的前面。他们要把

主力调到这里来，需要几天的时间。因此，如果奥军真正想要在

这里应战的话，那末第二次总会战便可能在６月２４日或者２６日

发生。如果“解放者”要想使自己的部队保持进攻的 éｌａｎ〔锐

气〕，并且不给敌人在小战斗中打击他们的机会，他们就不能够在

敌人眼前长久延宕。奥军的阵地非常有利。由洛纳托附近的加尔

达湖南端到明乔河方向，是一片台地，在靠近伦巴第平原一面以

洛纳托—卡斯提奥涅—圣卡西阿诺—卡夫里阿诺—沃尔塔一线为

界。在这样的阵地上极便于迎击敌人。这个台地在加尔达湖方向

上渐渐隆起，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良好阵地，而且，就这些阵地的

坚固和严密程度而言，从前面到后面一个胜于一个，因此就是攻

占台地的边缘也还不能保证获得胜利，而只不过是结束了会战的

１４４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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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阵地的右翼为湖所掩护，而左翼向后弯得很深，因此明

乔河线没有设防的一段几乎有１０英里。但是，这不仅不是阵地的

缺点，而且相反是它最大的优点，因为包括在四要塞——维罗那、

培斯克拉、曼都亚和列尼亚哥——之间的沼泽地起自明乔河东岸，

敌人如果在数量上没有极大的优势，是不敢进入这个沼泽地的。由

于曼都亚控制着明乔河线的南端，而明乔河那一面的地区又处于

曼都亚和维罗那两要塞控制的范围以内，所以轻视台地上的奥军

而企图不顾他们在明乔河方向上前进的一切作法都会迅速失败。

进攻军队的交通线会遭到破坏，而他们自己却不能威胁到奥军的

交通线。不仅如此，在明乔河那一面，他们还没有攻击的对象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围攻的），而由于没有攻击的对象，他

们便不得不重新折回。这样一种机动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必须

在台地上的奥军的眼前进行。奥军只要全线转入进攻，由沃尔塔

向戈伊托、由卡夫里阿诺向圭迪佐洛和切列扎拉、由卡斯提奥涅

向卡斯特尔 霍夫勒多和蒙特克亚里等方向上袭击敌人的纵队，

“解放者”就只能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会战。这个会战很

可能成为第二个奥斯特尔利茨，只是角色更换而已。

马振塔会战的“英雄”居莱被解除了指挥权。施利克代替他

担任第二军团司令官，而文普芬仍为第一军团司令官。集中在洛

纳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的这两个军团合在一起组成奥地利的意大

利军团，由弗兰茨 约瑟夫担任名义上的司令官，而以海斯为总参

谋长。从施利克在匈牙利战争中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中等才干

的将军。海斯无疑是当前最有才干的战略家。危险在于臭名远扬

的弗兰茨 约瑟夫亲自干预指挥。同拿破仑侵入俄国时的亚历山大

一世一样，在他的周围都是些形形色色的老朽的、无远见的、满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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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腮胡须的万事通，在这些人中间可能有一些是直接拿俄国人的钱

的。如果法军听任奥军停留在他们的阵地上而直驱明乔河，奥军

便可以从台地上了如指掌地、一团一团地历数整个法军。由于在

距退却线最近的道路上出现敌人而产生的强烈影响，很容易使弗

兰茨 约瑟夫这样的头脑糊涂起来。那些带有悲观情绪的、佩着肩

章的万事通们的饶舌，对他那脆弱的神经来说，可能成为他放弃

精选的阵地而退到要塞区的最好的借口２３５。当一个国家由一些愚

蠢的年轻人来领导时，一切必然都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状态。深思

熟虑的计划，被当作儿戏，听凭主观想像和一时的兴会任意处置。

由于在奥军大本营有了弗兰茨 约瑟夫这样一个人，奥军除了指靠

敌人兵营里有个加西莫多以外，恐怕就再无其他胜利的保证了。但

是后者至少曾在圣詹姆斯街的职业赌徒中间锻炼过他的神经，所

以即使说他不像他的崇拜者所希望的那样是铁打的，但至少也是

橡皮制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５日“人民报”

第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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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争 的 消 息２３６

  “亚细亚号”轮船的到达，对于经纽芬兰拍来而在昨天早晨

登载于本报的、报道明乔河大捷的简讯，并没有带来任何补充的

消息。会战发生在６月２４日星期五，由清晨４时继续到晚上８时，

而轮船是在会战的第二天，在尚未能得到某些详细材料以前启航

的。因此，我们必须等到“亚拉哥号”或“文格拉号”轮船到达

魁北克才能获得关心时事的读者所迫切希望获得的详细报道。不

过由于交战双方的人数大致相等，所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奥地

利兵不能和法国兵相比。

在英国以及在我们这里，大多数军事家似乎都曾认为，在拿

破仑亲王的那个军由托斯卡纳调来从后方攻击奥军以前，联军不

会开始大规模的会战；同时还推测，将有一支小舰队被派到加尔

达湖，这将使联军在该地区还能进行侧击。但是拿破仑第三什么

都没有等待即进行了会战，并获得了胜利。从得自联军兵营的通

讯（其中的一切要点，我们登载在另一个地方）中看得很清楚，会

战是唯一现实的出路。迟延会挫伤获胜的联军的锐气，而使奥军

有可能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小战斗中击败他们。

在施利克指挥的奥军军团的行动中，也出现了在这以前曾造

成居莱败北和失宠的那种踌躇不决和优柔寡断的现象。起初，奥

军曾准备在洛纳托—卡斯提奥涅—圣卡西阿诺—卡夫里阿诺—沃

尔塔一线应战。在这里，向加尔达湖和明乔河的方向渐渐隆起的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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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提供了许多良好的、一道接一道的阵地，其中每一道阵地

都较前一道更坚固、更严密，因此占领这个台地的边缘并不能算

是胜利，而只不过是会战的第一幕。奥军的右翼为湖所掩护，而

左翼则相当靠后，因此明乔河线几乎有１０英里的一段是没有设防

的。但是，这并不是缺点，相反，实际上是这个阵地的一个最大

的优点，因为在明乔河背后四个要塞之间有一个危险的地区，如

果敌人在数量上没有很大的优势，便不敢冒险进入这个地区。明

乔河线的南端由曼都亚控制着，而明乔河那一面的地区又在曼都

亚和维罗那两要塞控制的范围以内。所以无视在台地上占领阵地

的奥军而企图绕过他们在明乔河方向上前进的一切作法都会迅速

失败。向前进的军队的交通线会被破坏，而他们自己却不能使奥

军的交通线受到威胁。但是，这种机动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它必须

在台地上的奥军的眼前进行，并且后者只要全线转入进攻，由沃

尔塔向戈伊托、由卡夫里阿诺向圭迪佐洛和切列扎拉、由卡斯提

奥涅向卡斯特尔 霍夫勒多和蒙特克亚里袭击分散的联军纵队，联

军就只能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会战，这个会战很可能变

成又一个奥斯特尔利茨，只是角色更换而已。

这就是奥军所占领的阵地的情况。他们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就

是对地形很熟悉，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们的军队经常在这个地区进

行大规模的演习。如同我们所说的，这个地区对于当前的会战有

着周密的准备，城市和乡村都已设防。但是由于某种在军事观点

上完全不能理解的原因，奥军最后放弃了阵地，并顺利地退到明

乔河的东岸。２４日，联军在明乔河发起攻击，最后击败了奥军。作

战计划的这个突然的、重要的改变与普鲁士（据说它把明乔河和

阿迪杰河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德国防御体系的

５４４战 争 的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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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的行动是否有某种关系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

们希望今后能得到进一步澄清。至于谈到普鲁士，那末有一个情

况似乎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的态度必然要妨碍路易 拿破仑把

大量军队由法国增调到意大利。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普鲁士在

它的９个军中已动员了６个，也就是说已经征集了那些服过３年

现役而长期归休的、编入这些军的后备军兵士入伍。在这６个军

中，有５个要在莱茵河下游及中游占领阵地。因此，在科布伦茨

和麦茨之间的一线上，目前应有普军约１７万；德意志联邦军队中

人数共达１０—１２万的其他两个军，也就是巴伐利亚军和巴登、维

尔腾堡及黑森—达姆斯塔德军，也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占领阵地，

这是不容怀疑的。为了对抗这样一支兵力，拿破仑第三必须动用

目前在法国的几乎全部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求助于

匈牙利人的起义和利用科苏特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几乎可以确信，

不在必不得已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普鲁士目前是否真正有意参战，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是，它

想避免参战也不那么容易。它那种规定大部分身体合格的成年人都

要当兵的军事制度，要求全国甚至自第一类后备军召集时起即保持非

常紧张的状态，以致使普鲁士不能长期处于旁观地位而不采取军事

行动。现在，在８个省的６个省中，所有身体合格的２０—３２岁的男

子都已经武装起来。这种动员给普鲁士的整个工商业带来的损失

是巨大的，只有在军队迅速出征的条件下国家才能够支持这种局

面。否则兵士本身也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在两三个月以

后，全军便会哗变。此外，民族感情的浪潮在德国十分高涨，已走到

如此地步的普鲁士再不能后退了。德国人对于巴塞尔和约，对于

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０６年的摇摆态度以及对于莱茵联邦２３７的记忆犹新，

６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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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抱定决心，不允许他们诡诈的敌人现在又来各个击破他

们。普鲁士政府不能压抑这种感情。它可能企图引导这种感情，虽

然，它如果这样做，将使自己完全同民族运动联系起来，并且使任

何一点动摇都被看作是叛变，只会使动摇者本身受到打击。毫无疑

问，进行谈判的企图是会有的；但是，现在各方面已经乱到如此地

步，以致不论在哪一个方向都看不到一条走出这座迷宫的道路。

但是，德国一旦参战，那末没有疑问，舞台上很快还要出现一

个角色。俄国曾通知德国各小邦，如果德国人对奥地利的崩溃不

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它将参加战争。俄国目前在普鲁士边境附

近集中２个军，在奥地利边境附近集中２个军，并在土耳其边境

附近集中１个军。它可能在今年开战，但一定会很迟。从巴黎和

约以来，俄国没有征过新兵；由于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伤亡巨大，归

休兵的数量是不会很多的，如果每个军（甚至在召集归休兵回队

以后）能有４万人，那已经是很多了。在１８６０年以前，俄国不可

能采取进攻行动，但即使到１８６０年它也不会有２０万或２５万人以

上的兵力。现在，德国可以用来在北方作战的有４个普鲁士军，共

１３６０００人，还有联邦军队的第九军、第十军和１个预备师，约８

万人，并且至少还有３个奥地利军，１４万人。因此，即使现在在

防御战中，或者甚至在向俄属波兰进攻时，德国对于俄国都是一

无所惧的。但是俄国不论在什么时候参加这次战争，都将激起强

烈的民族感情并加剧阶级矛盾，而在那时斗争的规模很可能使第

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各次战争为之逊色。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４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８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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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索尔费里诺会战

  具有骑士风度、对假拿破仑的荣誉梦寐以求的弗兰茨 约瑟夫

向我们表明，当“天生的统帅”①掌握了指挥权时，其结果将会如

何。我们在上星期已经看到，奥军最初本来应当占领卡斯提奥涅

高地上的阵地，但是却在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次会战的时

候，毫无理由地不战而放弃了阵地，退到了明乔河东岸②。但是弗

兰茨 约瑟夫还嫌这样不足以说明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不合逻辑的

行为。当军队刚一到达明乔河东岸，我们这位“年轻的英雄”就

改变了他的决定（因为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说来，没有抵抗就退出

战场，是有伤体面的）——命令军队向后转，重新渡到明乔河西

岸，攻击敌人！

弗兰茨 约瑟夫以这样幼稚的、时而向后时而向前的运动大大

地加强了军队对自己的至圣的统帅的信任之后，就率领军队去攻

击敌人。奥军最多有１５万人；甚至连喜欢说实话的波拿巴也没有

说出比这更大的数字。奥军在至少有１２英里宽的正面上进攻。这

样，每英里（２１００步）正面上最多有１２５００人，当正面比较窄时，

８４４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４５—４４６页。——编者注

双关语：《ａｎｇｅｓｔａｍｍｔｅｒ》，既有“天生的”的意思，也有“世袭的”、“继承

的”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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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密度在一定条件下当然是足够的，但是在如此宽阔的正面上

无疑就不够了，而对进攻说来则更不合适，因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这一密度都不能保证在个别的重要地点进行足够强大的突击。加

以敌人无疑地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奥军的进攻从一开始就注

定要失败；比较强大的敌人几乎必定能在任何地方突破进攻军队

的如此薄弱的队形。６月２３日星期四，奥军开始了总攻；他们到处

都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敌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波佐伦哥、沃尔塔和

圭迪佐洛，并于傍晚推进到索尔费里诺和卡斯特尔 霍夫勒多。第

二天早晨，奥军又将敌军前卫向后压缩了一些，而左翼几乎进到基

泽河岸，但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敌军主力，于是会战就全面展开了。

奥军的两翼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右翼，他们狠狠地打击了和他们

对垒的皮蒙特军队。这里，奥军显然是胜利了。但是在中央却显出

了错误的部署所造成的后果。索尔费里诺这一中央的锁钥阵地，经

过顽强的战斗最后落到法军手中，同时法军还对奥军左翼造成了

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这两个情况迫使弗兰茨 约瑟夫发出退却的命

令，弗兰茨 约瑟夫大概已把自己的全部兵力一直到最后一个人，

都投入了战斗。奥军显然在没有受到任何军队追击的情况下秩序

井然地退却了，并且毫无阻碍地回到了明乔河东岸。

关于会战的详细情况的材料，我们没有及时得到，因此在今天

的报上还无法谈论。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奥军在这一次作战也非常

勇敢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奥军

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了１６小时，特别是他们在没有受

到敌方任何阻扰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地进行了退却。看来，奥军对法

国先生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尊敬之感；可能，蒙特贝洛、马振塔和索

尔费里诺只不过使他们相信，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能够

９４４索尔费里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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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法军，而且能对付自己将军们的愚蠢无知的后果。在这样的决

战中，缴获３０门火炮和似乎俘获了６０００名俘虏，这对于一个胜

利者来说，是非常渺小的战果；在许多争夺村庄的战斗中，胜利者

所取得的战果也不会比这更小些。但是，奥军在对数量上占优势的

敌军作战时表现得多么英勇，他们的统帅就又一次表现得多么昏

庸无能。犹豫、动摇、朝令夕改——目的好像是在故意瓦解自己军

队的士气，——正是由于这些，弗兰茨 约瑟夫在３天内在自己军

队面前无可救药地毁了自己。很难想像有什么人比这个傲慢的年

轻人更可怜的了，他竟敢担负起统率军队的重任，而同时他自己却

像随风摇摆的芦苇，受着极其矛盾的外来影响的支配——今天他

遵循着老海斯的指示，明天却又听从与此完全相反的格律奈的建

议，今天退却，明天却突然转入进攻，总之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做

什么。不过，这对于弗兰茨 约瑟夫说来已经够了；他威信扫地，像

个可怜虫似地回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将受到应有的接待。

战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只是在现在，奥军要塞才开始发挥作

用。法军渡过明乔河，他们的兵力就将随之而分散，同时也将展开

一系列争夺各个据点和阵地的战斗，展开一系列次要的战斗，在这

些战斗中，奥军由于现在终于由老海斯来统率，因此总的说来即使

兵力少些，仍然有较大的胜利的可能性。一旦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

增援部队的到来而重新恢复了交战双方的均势，奥军将能集中优

势兵力，猛攻零散的敌军，重演索马康帕尼亚会战和库斯托查会

战２３８，只是规模要比过去大１０倍。当前６个星期的任务就是如此。

不过，奥军只是现在才调集预备部队，这些预备部队将使奥地利的

意大利军团至少得到１２万人的增援，而路易 拿破仑自从普鲁士

动员以后就处于困境，不知道从哪里能得到增援部队。

０５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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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索尔费里诺会战只是稍稍改变了战争的前途，但是，取

得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这就是使得我们的主宰各邦的“国父”之一

的威信完全扫地，并使他的整个奥地利古老的制度发生动摇。在奥

地利各地，都流露出了对宗教条约２３９订立后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集

权管理和官僚统治的不满情绪，人民要求推翻这种在国内进行压

迫、在国外遭受失败的制度。维也纳群情激愤，以致弗兰茨 约瑟夫

匆忙赶到那里去作出让步。但是与此同时，使我们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其他的“国父”也都出了丑。在具有骑士风度的普鲁士摄政王

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出弗兰茨 约瑟夫作为一个将军所表现的那

种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以后，各小邦由于普鲁士军队通过了它们

的领土又开始与普鲁士吵闹起来，而德意志联邦军事委员会声称，

它至少要经过两星期的考虑，才能就普鲁士关于使用上莱茵地区

联邦各军的建议提出报告。事情混乱透顶。不过，执政老爷们的出

丑，对于我们民族没有任何危险。相反地，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后完全

变了样的德国人民，现在已足够强大，不仅对付得了法国人和俄国

人，而且同时还对付得了自己的３３个“国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日“人民报”

第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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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历 史 的 公 断

  我们已经把接到的所有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公报以及来自

双方兵营的大量报道（包括伦敦“泰晤士报”的出色的专讯在内）都

发表了。既然这些文件已为我们的读者所了解，那末现在来说明在

这次会战中弗兰茨 约瑟夫之所以战败和拿破仑第三之所以获胜

的真正原因，也许是适时的。

当奥皇为了发起进攻而重新渡过明乔河时，在他指挥下共有

９个军，除了要塞守备部队外，每军平均可有４个步兵旅开到战

场，总共３６个旅，各旅的平均人数为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人。因此，奥皇

用于进攻的兵力大约有步兵２０万人。虽然以这样的兵力完全足以

发起进攻，但是奥军的人数仍然少于或勉强相当于联军，因为联军

计有皮蒙特军队的１０个步兵旅和法军的２６个步兵旅。自马振塔

会战时起，法军得到了大量归休兵和受过训练的新兵的补充，这些

兵士已分配到各团，法军的旅无疑比奥军的旅要强。奥军的援军是

两个新锐的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这样，旅的总数增加了，但各

旅的人数未增。因此可以大胆地认为，联军的步兵是满额的（即法

军１７万人，撒丁军队７５０００人），其中除去战争开始以来的伤亡

约３万人外，还有步兵约２１５０００人。既然奥军把希望寄托在迅速

而突然的行动上，寄托在自己的部队要求为马振塔的失败雪耻并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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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自己丝毫不弱于敌人的这种强烈愿望上，以及寄托在有利的

阵地上（奥军只要向卡斯提奥涅背后的高地迅速前进便能重新占

领这一阵地），因此，他们自然完全有理由实行进攻，但是必须具备

这样的条件，就是他们的部队要尽可能地集中并且迅速勇猛地前

进。而这两条他们都没有作到。

他们不是在培斯克拉与沃尔塔之间全军展开进攻以便夺取至

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为止的一带高地，不是留下骑兵或许还有一

个步兵军来防守圭迪佐洛平原，反而留下一个军即第二军在曼都

亚防守该要塞，以防备据估计配置在其附近的拿破仑亲王那一个

军的突然袭击。如果曼都亚的守备部队没有另一个军的援助便不

足以扼守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以抵抗敌人偶然的攻击，那末这必然

是一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守备部队。但是，看来这还不是把第二

军固定在曼都亚不动的理由。问题在于其他两个军（第十一军和第

十军）被派出迂回在阿左拉（基泽河上的一座城市，在卡斯特尔 霍

夫勒多西南约６英里处）附近的联军右翼，也就是说这两个军距战

场相当远，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会过迟地到达战场。很可能，第二

军的任务是在拿破仑亲王一旦到达时掩护这支迂回部队的翼侧和

后方，并防止该部队遭到迂回。整个这一计划竟在这样大的程度上

以奥地利旧学派的思想为依据，它是这样复杂，在任何一个经常研

究作战计划的人看来是这样可笑，以致无疑地应当认为奥军参谋

部对于该计划的制定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除了弗兰茨 约瑟夫

和他的侍卫官格律奈伯爵以外，谁也不会想出这种古董来。这样，

３个军都顺利地配置在安全地点。对其余的７个军则做了如下的

安排：第八军（贝奈德克军）扼守波佐伦哥与加尔达湖之间的高地

上的阵地，以圣马尔蒂诺为它的中心和主要据点；第五军（施塔迪

３５４历 史 的 公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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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军）占领索尔费里诺；第七军（措贝尔军）占领圣卡西阿诺；第一

军（克拉姆 加拉斯军）占领卡夫里阿诺。向南，在平原上，第三军

（施瓦尔岑堡军）由戈伊托沿大道经过圭迪佐洛向卡斯提奥涅进

攻，而第九军（沙弗哥特希军）则向美多列以南进攻。这一翼侧向前

推进了，为的是驱逐联军的右翼并在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到达战场

的时候（如果大体说来能够到达的话）支援这两个军。

因此，奥军的实际兵力是真正投入战斗的６个军，他们展开在

长达１２英里的战线上，即每一个军的正面平均宽２英里（３５４０

码）。阵地拉得这样长，便不可能有足够的纵深。但是这并不是它

唯一的严重缺点。第三军和第九军由戈伊托发起进攻，他们的退却

路线也通向该地；距他们最近的第一和第七军的退却路线通向瓦

列卓。看一下地图，我们便可知道，这样就形成了离心退却。在平

原上的这两个军行动一无所获的主要原因无疑就在这里。

这２４个旅（如果贝奈德克军曾得到从培斯克拉守军中拔出有

一些部队的加强，那末这就是２５个或者２６个旅）的拙劣部署，由

于部队前进迟缓而更是漏洞百出。如果奥军于６月２３日重新渡过

明乔河时能够迅速进军，那末兵力集中的奥军便可能在中午与联

军在德散扎诺、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突出的阵地上接触，而且

可能在入夜前把联军驱逐到基泽河一带，也就是说在会战开始前

奥军便会获得胜利。然而实际上他们在高地上所达到的最远的地

点是距明乔河只有６英里的索尔费里诺。在平原上，奥军的先头部

队到达了卡斯特尔 霍夫勒多，也就是说由明乔河前进了１０英里。

如果有适当的命令，他们也许会到达基泽河。以后在２４日，他们不

在拂晓出动，而决定在上午９时出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夜间２时出

动的联军于早晨５—６时便袭击了奥军的原因！这一后果是不可避

４５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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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３３个强大的旅与２５或２６个弱小的旅（因为在这以前他们

都参加过战斗并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作战，结果只能是奥军失败。

只有贝奈德克率领他的５个或６个旅与皮蒙特军队相持了一整天

（除了近卫军以外，皮蒙特的１０个旅，全部参加了会战）；如果不是

中央和左翼的全线退却迫使贝奈德克退却的话，他也许还能坚守

阵地。在中央，第五军和第一军（共８个旅）扼守索尔费里诺，与巴

拉盖·狄利埃军（６个旅）和近卫军（４个旅）对抗到下午３时，而麦

克马洪的４个旅则阻住了奥军的第七军（４个旅）。当索尔费里诺

最后被占领时，法军近卫军便对圣卡西阿诺展开进攻，这样，便迫

使奥军的第七军放弃了阵地。最后在下午５时左右卡夫里阿诺的

陷落决定了在奥军中央的会战的结局，使奥军不得不退却。在奥军

左翼，第三军和第九军与尼耶尔军及康罗贝尔军的１个师（勒诺

师）展开了混战，一直到后来，在白天的时候，康罗贝尔军的另外１

个师（特罗胥师）加入了战斗，才把奥军击退到戈伊托。虽然奥军这

８个旅从一开始便和兵力大致相等的敌军作战，但是他们本来是

可以起到更大得多的作用的。他们如果自圭迪佐洛向卡斯提奥涅

方向坚决前进，便能解救在圣卡西阿诺附近的第七军，从而间接援

助索尔费里诺的守军，但是因为他们的退却路线通往戈伊托，所以

每前进一步都会使退却路线遭受危险，于是他们采取了完全不适

于这类会战的谨慎的行动。但是错误应当由命令他们向戈伊托退

却的人来负责。

联军除３个旅（康罗贝尔军的２个旅和皮蒙特军队的１个近

卫旅）以外，全部兵力都参加了战斗。因此，既然联军方面除了这３

个旅以外不得不使用全部预备队，才勉强取得了胜利，而且在胜利

之后并没有追击敌人，那末如果弗兰茨 约瑟夫能够很好地利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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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南面相当远的地方游荡的那３个军，会战的结局会怎样呢？假

定他派１个军给贝奈德克，把另外１个军配置在索尔费里诺和圣

卡西阿诺背后作为预备队，再把１个军配置在卡夫里阿诺背后作

为总预备队，那末会战的结局又将怎样呢？对于这种方案是用不着

有任何怀疑的。皮蒙特军队和法军为夺取圣马尔蒂诺和索尔费里

诺而进行多次徒劳无益的攻击以后，他们和阵线的中央将会被奥

军全部兵力发起的、有力的和最后的进攻所突破，结果就不会是奥

军向明乔河退却，而是在基泽河两岸结束会战。奥军失败了，但不

是败于法军，而是败于他们自己的皇帝的傲慢和愚蠢。由于敌人在

数量上占优势，由于统帅的碌碌无能，他们战败了，但在退却时仍

然保持了队形，除了战场以外，再没有留给敌人任何东西。他们证

明了自己是不会惊惶失措的，在这方面并不亚于其他一些世界闻

名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６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９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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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索尔费里诺会战

  关于索尔费里诺的惨败与弗兰茨 约瑟夫的极端愚蠢之间的

直接联系，在“人民报”前一号上已经有了说明①。以后发表的关于

这一次会战详细经过的报道证明，我们对“年轻的英雄”的才能还

是作了过高的估计。１８５９年对１８４９年的胜利者们说来，是一场国

家考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落第了。

到６月２３日，奥军兵力不少于９个军，其中第一、二、三、五、

七、八军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参加过战斗，而第九、十、十一军还完

全是新锐兵力，与敌人一次也没有接触过。前６个军共有１３万人

左右，后３个军有７５０００人。这样，奥军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兵力

不少于２０万。但是弗兰茨 约瑟夫作了些什么呢？他将第十军和第

十一军从曼都亚派到阿左拉（在基泽河岸），企图从后方打击法军，

而为了掩护军队的这一调动，以免受到据估计配置在附近的法军

第五军（由拿破仑亲王指挥）可能进行的袭击，他又将第二军留在

曼都亚。结果，弗兰茨 约瑟夫只剩下了６个军，即２４个旅，而他就

是企图用这些兵力对法国—皮蒙特联军的战线展开进攻的。但是，

军队运动得如此缓慢，到６月２３日傍晚，奥军还在离明乔河仅仅

７５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４８—４５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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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英里的地方露营。６月２４日的进攻规定在上午９时才开始。６月

２８日联军先头部队被迫全线退却这一情况以及他们的侦察兵的

报告，当然在法军中引起了忧虑，结果不是奥军在９时开始预定的

进攻，而是他们自己在５时遭到了袭击。为了对付奥军２１个旅（共

约１３６０００人），联军陆续投入的兵力不少于３３个旅（皮蒙特军队

９个旅，４５０００人，法军２４个旅，１５万人）①，换句话说，联军用来

对付他们的兵力不少于１９５０００人；此外，联军方面还有皮蒙特军

队的近卫军１个旅和法军布尔巴基师的２个旅作为预备队。这样，

在战场上联军的兵力就不少于２１万人。联军掌握了这样的优势兵

力，胜利是有保障的。然而贝奈德克将军率领奥军第八军仍胜利地

击退了全部皮蒙特军队的攻击，并在右翼大获全胜，虽然他自己的

军只有４个旅，可能还从培斯克拉守军中得到了１个旅即第五旅

的增援。由奥军１２个兵力薄弱的旅占领的中央阵地，遭到了法军

１４个强大的旅的攻击，结果奥军被击退了。左翼８个旅，经过长时

间战斗后也被法军配属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１０个旅的优势兵力

所击退。在左翼以及在中央阵地，奥军本应当集中大量炮兵，但是

弗兰茨 约瑟夫却宁愿让预备队炮兵的１３个连（１０４门火炮）安然

无事地留在瓦列卓一弹未发！由此可见，法军炮兵占有火力优势的

原因很简单，这完全不是因为线膛炮占有优势，而是因为奥地利皇

帝的庸碌无能和不可救药的糊涂，他在战斗中根本没有使用自己

８５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皮蒙特军队包括莫拉尔师、凡蒂师、杜兰多师（每师由２个旅编成）以及萨瓦各

旅。法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近卫军４个旅，巴拉盖·狄利埃指挥的第一

军（６个旅），麦克马洪指挥的第二军（４个旅），康罗贝尔指挥的第三军（４个

旅，另有２个旅作为预备队）以及尼耶尔指挥的第四军（６个旅）。总共有３３个

旅，另有３个旅作为预备队。上述资料引自小拿破仑的公报。不过我们只引用

了有关步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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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备队炮兵。

但是，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在哪里呢？当战斗在加尔达湖和圭迪

佐洛之间进行的时候，他们正在南面相当远的平原上游荡。据说，

第十一军远远地看到了一些敌军部队，而第十军甚至连这种情况

也没有遇到。当会战胜败已成定局的时候，这两个军不仅没有来得

及放一枪，而且还在很远的地方，因此，原来准备阻止奥军这一迂

回运动（法军早就知道了奥军的这个行动）的康罗贝尔军，才得以

把自己全部兵力直到最后一个师都用去对付奥军的主力，因而在

奥军左翼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这时，第二军占领着曼都亚阵地，准备抵抗想像中的普隆 普

隆亲王的攻击，而普隆 普隆亲王在那一天正和他的全军在离战场

有８日行程远的帕尔马大设盛宴呢！

这里，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说明，当指挥权掌

握在德国“天生的统帅”手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两个军（５

万人）毫无目的地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漫游，另一个军（２万人）为了

对付假想的敌人在曼都亚扼守着战线，而１０４门火炮则毫无目的

地编在瓦列卓的辎重队里，也就是说整整三分之一的兵力和全部

预备队以及炮兵，都被故意调离战场，以便使其余三分之二的兵力

毫无理由地被敌军优势兵力所粉碎，——这种彻头彻尾的蠢事，只

有德国的“国父”才作得出！

奥地利军队作战非常勇敢，以致兵力相当于他们一倍半的联

军，只是在作了最大努力以后才把占领着三个阵地的奥军从两个

阵地上逐出，而且联军的这些优势兵力甚至不能打乱奥军的队伍

或者试图进行追击。如果把弗兰茨 约瑟夫没有利用的７万人和

１０４门火炮配置在沃尔塔和波佐伦哥之间作为预备队，那末，会战

９５４索尔费里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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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得怎样的结局呢？法军无疑将被击败，而战线将重新由明乔

河、基泽河向前推到提契诺河。奥地利军队不是败于联军，而是败

于他们自己的皇帝的愚蠢和傲慢。奥军兵士在前线犯了很小一点

过失，就要挨５０棒。而弗兰茨 约瑟夫如果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

和荒谬行为稍有悔过之意的话，那末他至少也应当到海斯将军那

里去接受自己完全应得的５０棒的惩罚。

从此以后，战争就在四边形要塞区激烈地进行了，而这些要塞

对联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影响：联军不得不分散自己的

兵力。一支部队留在布里西亚附近，监视通往提罗耳的道路。法军

第五军（由普隆 普隆指挥）配置在戈伊托以便对付曼都亚，并且还

得到了１个师的增援。皮蒙特军队的大部分被用来围攻培斯克拉。

培斯克拉曾经是一个不大的要塞，但是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从

１８４９年以来那里构筑了许多向前突出的、配置成半圆形的堡垒，

这一要塞已成为一个营垒了（见１８５９年４月１日“两大陆评

论”２４０）。如果是这样的话，皮蒙特军队恐怕还要花费不小的力量，

而用来进行路易·波拿巴所大肆宣扬的“维罗那战役”的兵力，就

只剩下１个师和在索尔费里诺受到损失而被削弱的法军部队（２５

个旅，略多于１３万人）。如果现在当真由海斯担任统帅，并且掌握

权柄不受限制的话，那末他也许很快就会找到机会进行几次胜利

的会战，从而为取得更大的胜利作好准备。法军的增援部队有里昂

军团的３个师，据说还有巴黎军团的１个师，共有５—６万人。奥军

的增援部队有：从南提罗耳调来的第六军，从的里雅斯特调来的第

四军以及从驻意大利的部队中抽出的每团的第四野战营，一共至

少有５４个有战斗经验的营。这样奥军增援部队共有１０万人左右。

但是归根到底，对于奥军说来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依靠生力军

０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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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是依靠统一而合理的指挥来达到战场上力量的均势。而这

一点，只有在庸碌无能的弗兰茨 约瑟夫停职、由海斯完全掌握指

挥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７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９日“人民报”

第１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６４索尔费里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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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２４１

  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说明了

至今仍在扮演１７８９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

量的原因，说明了集中起１８４８年关于统一的朦胧幻想并赋予这种

幻想以明确的和实际的形式的奥地利施瓦尔岑堡政策获得胜利的

原因，而且也正是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

的怪影增加了力量；承蒙普鲁士的恩典，这个怪影如今正在小德意

志的道路上游荡，并同公民雅科布·费奈迭和蔡斯一起，在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的确，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

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

敌人手中的最厉害的杀人武器。要知道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

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革命的要求的。这个过程中

的悲喜剧因素就在于，那些由于说空话和愚蠢而要被绞死的不幸

的罪人在拚命喝采：“做得好！”而当刽子手已经在拉紧他们脖子上

的绞索的时候，他们还为他们自己被处死而热烈鼓掌。

正像１８４８年由当时一个号称“革命的”党所提出的、由于传播

工作组织得很巧妙而传遍了一切省议会，传遍了一切喧嚣骚乱的

人群的著名三月要求２４２一样，现在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某种“声

明”２４３正在凯歌行进。看来，这个“声明”是摄政王给符合他的愿望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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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武装调停的“人民运动”提出的ｍｏｔｄ’ｏｒｄｒｅ〔口号〕。这个

由摄政王一手策划出来的纲领有一个富有特征的名称，即“拿骚声

明”①，因为它获得了以我们的老相识蔡斯先生为首的拿骚的国父

们的首先承认，声明宣布：

“在这次战争中不能不支持奥地利，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使德国的利益

遭受打击。相反地，德国负有责任〈冯·施莱尼茨先生一定会说——负有使

命〉要求奥地利实行改革，尤其是保证在意大利维持符合当前要求的秩序。在

目前的斗争中，军事的和政治的领导权应当交给普鲁士。但是，仅把领导地位

授予普鲁士，还不能〈！〉满足令人经常感到的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

需要；德国人民一方面不能再拒绝改造德国的中央政权，另方面也不能再拒

绝制定宪法，这种宪法在德国的人民代议制中应当臻于完善〈冯·加格恩则

喜欢说——达到顶峰〉。”

这个还叫做“宣言”的拿骚声明已经为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

维尔腾堡的立宪派和民主派的名流们所接受，那里在和谐的混乱

中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罗伊谢尔、肖特、费舍、杜维尔努阿、齐格

勒等人。它现在也被德国西南部、法兰克尼亚和绍林吉亚的“自由

主义的”报刊所接受并吹嘘为一种神奇的福音书，说它能够拯救德

国，能从地球上消灭法兰西帝国，把议员的报酬归还给费奈迭先生

并使蔡斯先生获得政治威望。

“原来龙犬皮里藏着这家伙。”②

请看“普鲁士使命”的维护者们依靠多么可鄙的诡计，利用

年老昏聩的帝国庸人们的极端的愚钝来进行投机，打算骗取联邦

３６４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

①

②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原文是俏皮话：《ｎａｓｓａｕｉｓｃｈ》（“拿骚的”，“拿骚族的”）和《Ｎａｓｓａｕｅｒ》（“食客”，

“寄食者”）发音相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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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如此侠义地争得的、以那样的高价换来的布隆采耳桂冠！我

们应该承认，对于“使命”的英雄们我们是不特别尊敬的，他们

不是当众狠狠地给埃申海麦尔街２４４的先生们几记耳光（他们很想

这样做，但就是不敢），而只是站得远远地嗾使肖特、蔡斯和罗伊

谢尔先生去攻击他们，想以此来使他们伤脑筋。如果柏林的国家

的圣贤君子除了从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第二手〕把已故的冯·拉多维茨

先生及其倒霉的①哥达党人的遗产抢购过来以外，再也不知道有

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德国”，那就让他们随遇而安，乖乖服从法俄

专政好了，因为他们对于意大利解放运动所开始的斗争的严重性

甚至一无所知。

可见，现在仍然有爱国的代议机关，它们的孱弱无力在“拿骚

声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它们用幻想安慰自己，以为稍微模仿

一下１８４８年那套帝国议会的把戏，它们就能够唤起非常强大的，

足以同俄国和法国的联合专制暴政相抗衡的人民运动。这只不过

证明亨·海涅是多么正确，他说：

“真正的愚蠢也和真正的贤明一样罕见。”

但是要知道，拿骚族的作者们的愚蠢完全是假装的、虚伪的和

怯懦的；这是这些先生们为了被人们看作是疯人院的不负法律责

任的住户而胡乱给自己戴上的丑角的假面具，因为他们内心为自

己可悲的优柔寡断和毫无作为而羞愧，想乞求社会的同情以逃避

责任。

“实行人民代议制的改革了的中央政权”——这是多么好的武

４６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原文是俏皮话：《ｓｅｌｉｇ》——“已故的”，《ｕｎｓｅｌｉｇ》——“倒霉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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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啊！它可以用来对付疯狂的波拿巴主义和被弄得绝望了的，由于

国内遭到了威胁而被迫在德国土地上争取自己生存的沙皇制度。

我觉得，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这二者的滋味，

因此我们懂得，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耗费在高谈立宪的人民代议制

上面的任何人民运动，都是注定要灭亡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９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９日“人民报”

第１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６４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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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赢得了什么？

  意大利战争结束了。正像奥地利人突然地开始了这次战争一

样，拿破仑也突然地结束了这次战争２４５。这次战争虽然为时不久，

但是代价昂贵。在进行战争的那几个星期内，不仅功勋、入侵、反

击、进军、会战、胜利和失败比比皆是，而且生命财产遭到了只有在

许多历时长久得多的战争中才会遭到的大量损失。这次战争的某

些后果是十分显著的。奥地利丧失了土地，它的军队的英勇善战的

声誉一落千丈，它的自豪感遭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我们担心，如

果说它从这里吸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也只会是军事方面的教训

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教训，我们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只会使它在军

训、军纪和军备方面作一些改变，而不会在政治制度或者管理方法

方面作什么改变。可能，它已相信了线膛炮的功效。也许，它会在

自己的军队中实行一些从法国的朱阿夫兵那里剽窃来的东西。它

这样做的可能性比根本改变仍由它统治的意大利诸省的管理制度

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此外，奥地利至少现在对意大利没有监护权了，它以前一直不

顾撒丁的抗议和不满，坚持保留这种权利，从而引起了这次战争。

但是，尽管奥地利这次被迫放弃了监护人的身分，然而监护人的位

子看来却没有空出来。有一个事实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关于意大利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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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新协定是在法奥两国皇帝短促会见时签订的，就是说，是由

两个各自统率一支外国军队的外国人签订的。还有一个事实也非

常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协定签订的时候不仅没有遵照手续哪怕表

面上征询一下协定所涉及的各方的意见，甚至也没有通知他们，而

他们也没有怀疑会有人背着他们搞什么勾当和宰割他们。从阿尔

卑斯山背后开来了两支军队，在伦巴第谷地相遇并打了起来。经过

６个星期的斗争之后，这两支外国军队的外国首领没有让一个意

大利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动手安排和处理意大利的事务。在军事

方面降到了一个法国将军地位的撒丁国王，就参与达成最后协议

和对协议的影响来说，他所起的作用显然不会超过他即使是一个

真正的普通法国将军所能起的作用。

撒丁所以一再大声疾呼地控诉奥地利，不仅因为奥地利图谋

全面监督意大利事务，而且还因为它支持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它的

政策是要保持现状，它干涉它的各个意大利邻国的内政和妄想取

得用武力来镇压这些国家的居民改变或改善自己政治地位的任何

尝试的权利。意大利人的感情和愿望或撒丁所保卫的实行革命的

权利在新制度下是否比在旧制度下得到更多的注意呢？尽管在战

争时期波河以南各意大利公国所提供的援助被接受了，可是根据

和约却又把这些公国交还给它们的被赶走的统治者。在意大利的

任何一个地区，对坏的管理制度的埋怨都没有像在教皇国那样厉

害。这个国家的恶劣管理制度，奥地利对这种恶劣管理制度的同情

和支持，不久以前被看作是意大利状况中的一种糟糕的，甚至是一

种糟糕透顶的现象。尽管奥地利被迫放弃了自己对教皇国的武装

保护权，但是这个国家的不幸的居民却没有因为这一改变而得到

任何好处。法国像奥地利过去一样广泛地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力；因

７６４意大利赢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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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皇国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在意大利爱国者看来是同它的教会

性质不可分割的，所以大概没有改善的希望。目前作为教皇的唯一

保护者的法国，对于教皇国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实际上应当比过

去奥地利负有更大的责任。

至于谈到构成新制度的一部分的意大利联邦，那末必须指出

下述情况：这个联邦或者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权力和影响的政治

实体，或者只是一种骗局。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大利绝不会得到统

一、自由和发展。如果它确是一个实体，那末只要注意一下它的成

员，就可以预料从它那里究竟会得到什么好东西？要知道，被专制

制度的利益所联合起来的奥地利（由于占领威尼斯省或王国而加

入了联邦）、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可以轻易地制服撒丁，即使其余

的较小的国家都站在撒丁方面也无济于事。奥地利甚至可以利用

这种新的形势来保证自己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至

少会像它以前企图通过跟它们签订的专门条约而取得的控制一

样，是不受欢迎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２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９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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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媾  和

  “欧罗巴号”轮船带来的消息使我们认为，拿破仑第三所宣布

的、作为与弗兰茨 约瑟夫和谈基础之一的意大利联邦，是一个非

常含糊而又不可靠的东西。目前它只是奥地利同意了的主张，但还

必须提交意大利各国政府审查。甚至连撒丁（顺便说一句），看来法

奥在缔结和约时是没有同撒丁国王商量的），我们也没有根据认为

它已经同意接受这种主张，当然撒丁国王无疑是应当俯首听命的。

同时据说预定担任联邦名誉首脑的罗马教皇，曾给路易 拿破仑写

信说，他将请求各天主教大国的保护，而在目前，正当他希望得到

法国保护的时候，这种手段是相当值得怀疑的。至于不久前被赶走

的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君主，他们显然是要重登自己的宝

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把什么联邦强加于他们，他们无疑都会接

受的。但是，关于当今意大利唯一独立自主的君主——那不勒斯国

王①的态度，我们毫无所知；他断然拒绝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

不能肯定，到底会不会组成什么联邦，即使能组成联邦，也完全不

知道它将是什么性质的。

直到现在才弄清楚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奥地利保留着所有

９６４

① 弗兰契斯科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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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要塞，而且明乔河成了它的领地的西部边界。这样一来，它仍

然掌握着北意大利的锁钥，并能利用任何有利的时机夺回它现在

所不得不交出的东西。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已说明，拿破仑肯定说他

已经真正将奥地利人赶出了意大利，是多么荒诞无稽。实际上，可

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说拿破仑在战争中战胜了奥地利，那末奥地

利在缔结和约时显然战胜了拿破仑。奥地利只是放弃了已被夺走

的东西，此外再也没有丧失什么。法国以数亿元的代价和将近５万

子弟的生命，取得了对撒丁的控制，为自己的兵士带来了很大的光

荣，并使自己的皇帝获得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但战绩不太大的统帅

的声誉。对于法皇来说，这已经够多了，但是对于负担所有这些开

支和蒙受所有这些损失的法国来说，这却太少了，难怪巴黎弥漫着

不满情绪。

拿破仑用来解释这样突然结束战争的理由，是这次战争的规

模日渐扩大，不符合于法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这次战争开始

变成了以罗马起义和匈牙利起义为特征的革命战争。很有意思的

是，就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以前，正是这个拿破仑还邀请科苏特到兵

营去和他会见，实际上促使科苏特采取了革命行动来帮助联军。在

这次会战以前他所不怕的危险，在会战以后却立即使他害怕了。情

随事迁是由观察得出的一句老话，但是它正适用于目前这种场合。

然而，我们用不着多找论据就能证明，拿破仑这个人不但自私自

利，而且丧尽天良，他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使５万人流血牺

牲，现在，他甚至打算背弃曾在口头上伪善地承认过的各项原则，

而他正是以维护这些原则为名把他们引向屠场的。

这一协定所最先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撒丁的卡富尔政府的

垮台——它不得不辞职。卡富尔伯爵是意大利最有远见的人士之

０７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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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且与缔结和约毫无关系，虽然如此，他在愤怒和失望的公众

面前也还是站不住的。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重新执政。同

样也要经过很长时间，路易 拿破仑才能重新使那些多愁善感和热

忱的人们产生错觉，把他误认作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而在目前，

意大利人对他比对其他任何暴君和叛徒都更加仇视。如果意大利

恐怖主义者的匕首再次威胁到他的生命，那是不奇怪的，因为他违

背了自己的诺言，让奥地利几乎和从前一样稳稳地骑在意大利的

脖子上，同时却又装模作样地说，他为意大利争得了独立。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６９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７４媾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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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维拉弗兰卡条约

  如果说路易 拿破仑在解放意大利这个虚伪的借口下所策动

的战争，引起了认识上的普遍混乱和态度的改变，造成了欧洲历史

上空前的大骗局，那末，在维拉弗兰卡签订的和约便破除了这种制

造祸患的魔法。不管人们怎样谈论拿破仑的远见，这个和约还是破

坏了他的威信，甚至使法国人民和法国军队厌弃了他，而博取他们

对王朝的好感却一直是他的主要目的。如果他向法国军队宣布说，

缔结和约是由于既害怕普鲁士，又害怕奥地利的四边形要塞区，那

末他说的这些话正好只能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他向人民（他们的

每一个代表人物都是天生的革命者）说，他在胜利的道路上所以停

止前进，只是因为再前进一步就会不得不与革命联合起来，那末他

可以相信，这些人民对他将比对他借以吓唬人民的稻草人更不信

任和更加反感。在现代的整个欧洲中，谁也没有像路易·波拿巴在

意大利战争中这样威信扫地。骗局在维拉弗兰卡暴露了。证券交

易所的投机商人因为这件事而兴高采烈，垂头丧气的煽动家被惊

得目瞪口呆，受骗的意大利人气得发抖，“各调停国”，显出一副狼

狈相，而那些相信路易·波拿巴的民主使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则

用毫无意义的抗议和无法理解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耻辱。现在看

来，只有那些敢于反抗自我欺骗的逆流，不惜冒着被指责为同情奥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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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的危险的人，才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首先我们看一看，和约是怎样缔结的。两国皇帝会面了；弗兰

茨 约瑟夫把伦巴第割让给波拿巴，波拿巴则把它转赠给维克多

艾曼努尔，而维克多 艾曼努尔虽然似乎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却甚

至没有被允许参加缔结和约的会议。有人曾主张征求一下这一被

如此粗暴地买进卖出的活商品的意见，哪怕只是为了表示礼貌，但

是这仅仅引起了缔约双方的轻蔑的冷笑。弗兰茨 约瑟夫好像是在

处理自己的财产，拿破仑第三也是这样。即使是转交庄园，也得有

法官在场和履行某些法律手续。但是在转交３００万人口时却根本

不要这一套。甚至没有征求最后接受这份财产的维克多 艾曼努尔

的同意。对于大臣来说，这样的侮辱是太过分了，因此卡富尔提出

辞职。当然，撒丁国王关于给他的这块土地，也可以重复过去罗马

皇帝关于搜刮来的金钱所说的一句话：Ｎｏｎｏｌｅｔ〔没有臭味〕①。也

许，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侮辱的气味。

发生的这件事，用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拿破仑观念〕的语言

来说，大概叫做“民族复兴”。如果拿维也纳会议的协议和维拉弗兰

卡的这桩交易相比，维也纳会议也可以被大胆地怀疑为拥护革命

原则和同情人民。意大利民族在产生时，就遭到维拉弗兰卡协定的

非常尖刻的侮辱；这个协定明目张胆地宣布，意大利不是对奥战争

中的一方，因此在缔结对奥和约时没有发言权。加里波第和他的英

勇的山地居民，托斯卡纳、帕尔马、康地那和罗曼足亚的起义１９５，

维克多 艾曼努尔本人和他的遭到蹂躏的国土，他的已经枯竭的财

力和伤亡很大的军队，——所有这些都被熟视无睹。战争好像是在

３７４维拉弗兰卡条约

① 这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关于厕所税所说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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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拿巴王朝之间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似乎没有发

生过。维克多 艾曼努尔甚至不能希望受到一个次要的盟国所能受

到的重视。他不是交战的一方；他只是一个工具，因此不能享有按

照国际法每一个参战国无论本身多小都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像缔

结１８１５年和约时被兼并的德国各小邦的诸侯所受到的待遇２４６，他

也没有受到。让这个寒酸可怜的穷亲戚忍气吞声地去吃他的富足

而强大的同伴的残羹剩饭吧。

如果我们现在转而研究维拉弗兰卡条约的内容——这里是指

条约的正式内容，——那就可以看到，它完全符合于缔结条约的方

式。伦巴第应当割让给皮蒙特；但是，奥地利也曾在１８４８年向查理

阿尔伯特和帕麦斯顿勋爵提出过这个问题的建议２４７，不过当时的

条件优越得多，而且也没有目前条约中的缺点。那时，还没有任何

一个外国利用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来为自己服务。土地是打算割让

给撒丁，而不是给法国；威尼斯也打算从奥地利分出去，变成一个

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不属奥地利皇帝管辖，而由奥地利大公统治。

当时，这些条件被宽宏的帕麦斯顿轻蔑地拒绝了，他把接受这些条

件看做是意大利独立战争的最可怜的结局。现在，同样是这个伦巴

第，却作为法国的礼物赠给萨瓦王朝，而威尼斯，包括明乔河上的

四边形要塞区，仍然留在奥地利的魔爪中。

这样，意大利的独立变成了伦巴第对皮蒙特的臣属，皮蒙特对

法国的臣属。如果说奥地利的自尊心可能因为割让伦巴第而受到

伤害，那末奥地利的实力却因为撤出这块土地而更为加强，因为这

块土地占用了它的部分兵力，却仍然无法抵御外国的侵犯，也不能

补偿为维持这些兵力所花的费用。在伦巴第白白地耗费的金钱，现

在可以有益地用于其他地方。奥地利仍然掌握着具有决定意义的

４７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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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阵地，在任何有利的时机都能从这个阵地进击弱小的邻国。后

者获得了难以抵御侵犯的边界和住有不安分的、心怀不满和疑惧

的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只是更加削弱了自己，同时，甚至还失去了

自命为意大利利益的代表者的口实。皮蒙特进行了一件有利于王

朝的交易，但是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使命。撒丁由一个独立国变成了

依靠别人恩典生存的国家，它为了抵御东方的敌人，不得不在西方

的保护者面前卑躬屈节。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这样。根据条约的条件，意大利应按照德意

志联邦的形式，组成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利联邦。目前，在实

现这个“拿破仑观念”方面，看来还有一些困难，我们还要看一看，

拿破仑第三怎样克服在实现他的“得意杰作”时所遇到的障碍。因

为，不论事情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即这个以教皇为

首的联邦正是拿破仑第三的“得意杰作”。然而，要知道推翻罗马教

皇的世俗政权向来被认为是意大利解放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

〔必要条件〕。马基雅弗利早就在他的“佛罗论萨史”２４８中指出教皇

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而现在，路易 拿破仑不但不想解放

罗曼尼亚，反而打算使整个意大利归属于教皇的傀儡政权。实际

上，如果这个联邦终于组成，则教皇的冠冕将成为奥地利统治的标

志。奥地利与那不勒斯、罗马、托斯卡纳、帕尔马及摩地那分别缔结

条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的意

大利各国君主的联邦。在维拉弗兰卡条约规定建立的意大利联邦

中，教皇、奥地利和复位的各公爵——如果他们能够复位的话——

为一方，皮蒙特为另一方，这样的和约和联邦真是超过了奥地利的

最大胆的期望。从１８１５年起，奥地利就力图建立意大利各国君主

的联邦来对付皮蒙特。现在它可以使这个皮蒙特服从自己了。既

５７４维拉弗兰卡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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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意大利联邦名义上是以开除撒丁的教籍
２４９
的教皇为首，而实际

上是由撒丁的死敌来领导的，那末奥地利就可以在这个联邦内，消

灭这个小国的生命力。这样一来，不是解放了意大利，而是压迫了

皮蒙特。与奥地利对抗的皮蒙特，注定要担任普鲁士的角色，但是

它没有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中使对手难于活动的那些手段。法国从

自己这方面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它对意大利可以采取与俄国对德

意志联邦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然而，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是建立在

哈布斯堡王朝与霍亨索伦王朝保持均势的基础上的。皮蒙特能够

恢复自己威信的唯一的方法，已由它的保护者明白地给它指出了。

路易 拿破仑在告兵士书中说道：

“伦巴第归并于皮蒙特，这就为我们〈即为波拿巴家族〉建立了一个强大

的盟邦，它的独立将归功于我们。”

这样，拿破仑就是在宣布，独立的皮蒙特已经被他的一个总督

管辖区取代了。维克多 艾曼努尔没有任何手段来摆脱这种屈辱的

境地。他只能诉诸被他欺骗了的信任他的意大利，或者诉诸把赃物

分了一部分给他的奥地利。但是，很可能，意大利的革命会干预这

件事情，以改变整个半岛的状况并且再次把马志尼和共和党人推

上舞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９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７０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７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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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意 大 利 战 争

回  顾

一

“神秘的将军”急忙把他的近卫军调回巴黎，以便带领他们举

行凯旋入城式，然后在卡鲁塞尔广场上让凯旋的军队接受他的检

阅。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主要的军事事件，以便弄清

这个处处仿效拿破仑的猢狲的真正功绩到底是什么。

４月１９日，布奥尔伯爵作了一件最轻率的事，他通知英国大

使说，他将在４月２３日给皮蒙特人规定３天限期，逾期则开始军

事行动并下令进攻。虽然布奥尔知道马姆兹伯里不是帕麦斯顿，但

他却忘记了，普选的日期即将到来，而眼光短小的托利党人由于害

怕他们会被蔑称为“奥国佬”因而实际上不得已成了波拿巴分子。４

月２０日，英国政府急忙将这个情报通知波拿巴先生。随后，法军立

即开始集中，并下达了用归休兵编成第四营的命令。４月２３日

——英国普选前一天，奥地利人当真向撒丁提出了最后通牒。得比

和马姆兹伯里急忙宣称这种行为是一种“罪行”，他们对此表示最

坚决的抗议。波拿巴命令他的军队在最后通牒限期以前越过皮蒙

特国界；４月２６日，法军进入萨瓦和热那亚。但是，奥军为托利党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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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抗议和威胁所阻，又失去了两天的时间，所以不是在４月

２７日，而是在２９日才进入皮蒙特。

因此，“神秘的将军”在奥军入侵前９天便得到了关于他们的

意图的情报，并且由于英国内阁同他狼狈为奸，他比奥军早３天开

始了行动。但是，“神秘的将军”不仅在英国内阁里，而且在奥军的

统帅部里，都有自己的同盟者。原先每个人都认为，而且有充分的

理由认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将是海斯。然而担任总司令的却是

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从未与敌人交过手的居莱这个糊里糊涂、没

有定见的十足的蠢才。海斯不是贵族出身，因此反动的、亲耶稣会

的、形成弗兰茨 约瑟夫的权奸的贵族集团对他没有好感。当时，弗

兰茨 约瑟夫同格律奈一起制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作战计划，这个

计划受到海斯的严厉批评，于是格律奈—图恩—巴赫的三执政就

利用这点唆使软弱的弗兰茨 约瑟夫反对这个老战略家。这样一

来，出身高贵的庸才居莱便作了总司令，他那主张侵入皮蒙特的作

战计划也被采用了。海斯当时则建议严格地采取守势并且避免在

明乔河以西进行任何会战。当时，奥军为暴雨所阻，所以在５月３

日或者４日才到达波河和塞齐亚河，当然，要想对都灵或者对应蒙

特的一个要塞进行突然袭击，已经是太迟了。法军大量集中在波河

上游，这就给了无能的居莱以一种他所期望的按兵不动的借口。为

了要充分证明自己确已无能为力，他命令在蒙特贝洛附近进行战

斗侦察。这样，奥军１３个营就光荣地同法军１６个营进行了会战，

一直到巴拉盖·狄利埃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到达战场时为止，此

后奥军达到了目的便退走了。但是因为在这次侦察以后，奥军方面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就证明，即使根本不进行这次进军，结

果也是一样的。

８７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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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神秘的将军”必须等待军用物资和他的骑兵，而且很可

能，正在研究他爱好的毕洛夫的著作以消磨时光。法军在获得关于

奥军部署和兵力的详细情报以后，可以很容易地制定出进攻的计

划。一般说来有三种进攻的方法：直接从正面进攻以突破中央，迂

回右翼，或者迂回左翼。“神秘的将军”决定从右翼迂回敌军。奥军

为征收钱粮而毫无阻碍地把塞齐亚河与多腊 巴尔特亚河之间的

整个地区劫掠一空以后，配置在由比耶拉到帕维亚的长长的一线

上。５月２１日，皮蒙特军队攻击了塞齐亚河一线，并在卡萨勒和韦

尔切利之间进行了几天小战斗，这时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阿尔卑斯

猎兵插到了马乔列湖附近，并在维列佐托发动起义，渗入卡马斯科

和布里昂察地区。居莱仍然让他的军队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还把他

６个军中的１个军（第九军）派到波河南岸。到５月２９日，准备工

作终于进展到可以开始进攻了。大部分皮蒙特军队参加的、对第七

军（措贝尔军）部队进行的帕勒斯特罗和文察利奥的战斗，给联军

打开了通往诺瓦拉的道路；居莱命令军队不作抵抗就退出诺瓦拉。

皮蒙特军队、法军第二、三、四军以及近卫军便立即被派往该地，第

一军也随后开到。对奥军右翼的迂回已经完成，直通米兰的道路已

经打开。

于是，奥军又出现在拉德茨基于１８４９年获得诺瓦拉胜利时所

占领的阵地上了。联军的纵队拉得很长，沿为数不多的平行道路向

提契诺河运动。他们只能用缓慢的速度行军。居莱，即使把分散在

外的第九军除外，也还有５个军。当皮蒙特军队于５月２９日和３０

日认真发起进攻时，居莱便应当立刻集中他的部队。至于在什么地

方集中，这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１４—１５万人集中于一地，敌人

是无法置之不理的；而且任务并不是消极防御，而是ａｔｅｍｐｏ〔适

９７４意大利战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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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打击敌人。如果居莱在５月３１日或者６月１日把军队集中

在摩尔塔拉、加尔拉斯科和维吉瓦诺之间，那末一方面，当敌人在

诺瓦拉迂回他的右翼时，他便可以攻击敌人的翼侧，把敌人的行军

纵队截为两段，将其一部驱逐到阿尔卑斯山，并占领通往都灵的道

路，另一方面，即使敌人在帕维亚下方渡过波河，居莱也还能适时

赶到，截断敌人去米兰的道路。

军队确实开始集中了。但是在完成集中之前，居莱由于诺瓦拉

失守而不知所措。因为敌人距米兰意比他还近了！不过，这样更好。

现在正可以ａｔｅｍｐｏ打击敌人，因为敌人会被迫在最不利的条件

下作战。但是不管居莱个人怎样勇敢，他在精神上却是个懦夫。他

不但不迅速前进，反而退却，想借强行军围绕敌人作弧形运动，重

新在马振塔截断敌人直通米兰的大道。

部队在６月２日开始运动，大本营迁至伦巴第的罗察特。６月

３日晨５时半，海斯将军到了那里。他要求居莱对于自己不可宽恕

的错误加以说明，同时立刻命令军队停止运动，因为他认为还有可

能向诺瓦拉方向进行突击。整整两个军，第二军和第七军，已经在

伦巴第境内，正由维吉瓦诺向阿比亚帖格腊索行进。第三军正在通

过维吉瓦诺附近的桥梁时接到了停止运动的命令，它便折回，并在

皮蒙特境内的河岸占领阵地。第八军通过了贝雷古阿尔多，而第五

军通过了帕维亚，第九军相距还是太远，完全在战场以外。

当海斯详细了解了军队的部署后，发现要想在诺瓦拉方向上

取得胜利已经太迟，现在只剩下马振塔方向了，于是在上午１０时

向各纵队发出了继续向马振塔进军的命令。

居莱把马振塔会战失败的过错推到海斯身上，认为这是由于

他的干涉以及由于纵队的停顿而耽误了四个半小时所造成的。这

０８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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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借口是多么没有根据，由下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维吉瓦诺附

近的桥梁距马振塔１０德里，也就是短短一日的行程。第二军和第

七军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时，他们已经在伦巴第，因此，他们平均

最多还有７—８德里的路程。虽然如此，第七军只有１个师到达了

科尔别塔，而第二军只有３个旅到达了马振塔。第七军的第二师到

５月３日才到达卡斯特列托，即到达阿比亚帖格腊索附近，第三军

至迟在上午１１时就已接到由维吉瓦诺附近桥梁出动的命令，因此

还有大半天的时间，但是该军竟没有走到距离５—６德里远的阿比

亚帖格腊索，因为它只在第二天下午４时左右才在罗贝科附近（阿

比亚帖格腊索以北３德里）进入战斗。毫无疑问，由于指挥官缺乏

应有的指挥能力，纵队堵塞了道路，以致减慢了行军速度。如果一

个军需要一昼夜以上的时间才能通过８—１０德里的距离，那末耽

误４—５个小时确实不起什么作用。经过贝雷古阿尔多和比纳斯科

行进的第八军一定走了很多弯路，以致它即使不失掉那四个半小

时，也仍然不会适时赶到战场。由帕维亚出发经过两日真正的强行

军赶到的第五军，在６月４日晚才仅仅以一个旅加入了会战２５０，这

个军用加速运动的办法弥补了它失去的时间。因此想把军队分散

的责任推到海斯身上的这个企图，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

这样看来，马振塔会战胜利的有战略意义的序曲是：第一，路

易·波拿巴自己的真正错误，因为他在敌人行动范围内进行了侧

敌行军；第二，居莱的错误，因为他不集中兵力去袭击敌人拉得很

长的行军纵队，反而进行反行军（而且是安排不当的反行军）和退

却，以致完全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把疲劳而又饥饿的部队投入了战

斗。战争的第一阶段便是这样。关于第二阶段的情况，我们下一次

再谈。

１８４意大利战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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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我们的“真正神秘的”拿破仑的情况，我们谈到他在马振

塔战场为止。居莱给了他极大的恩惠，这样的恩惠只有总司令才能

赐给他的敌人：居莱使自己的军队如此分散地开到马振塔，以致在

会战时他只有相当少的部队，甚至到了傍晚军队也没有全部到齐。

第一军和第二军退向米兰；第八军由比纳斯科开来，第五军由阿比

亚帖格腊索开来，第九军被派到遥远的波河一带游荡。这正给真正

的统帅造成了机会。这时候应当用夜间到达的大量生力军冲入分

散的奥军纵队，这样便能得到真正的胜利，迫使整个整个的部队连

同军旗和火炮一齐投降！平凡的拿破仑在蒙特诺特和密雷栖摩、在

阿本斯堡和累根斯堡２５１便是这样做的。但是，“高尚的”拿破仑却不

这样做。他比这样愚蠢的经验主义要高明。根据毕洛夫的著作他

知道离心退却是最有利的。因此，他对居莱的巧妙的退却战术给了

相应的报答；他不向奥军前进，反而拍电报告知巴黎：军队正在休

整。即使不这样，他也相信，全世界是很懂礼貌的，一定会把他在马

振塔的笨拙的行动称为“巨大胜利”！

最可爱的居莱已经如此成功地对敌人进行过一次弧形的迂回

机动，现在又来重复这个试验，并且这一次的规模更大。他硬要他

的军队先向东南、向波河行进，然后以３个纵队沿３条平行道路顺

波河到奥利奥河上的皮亚德纳，然后再转向北朝卡斯提奥涅前进。

并且，他绝没有着忙。他到卡斯提奥涅需要走的路程约有１２０英

２８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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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就是说有１０天正常行军或者８天强行军的路程。因此，６月

１４日，至迟１５日，他便可以在卡斯提奥涅附近占领阵地，但是实

际上，他的军队大部分在１９日才到达加尔达湖以南的高地。然而，

信任换来信任。如果说奥军前进缓慢，那末“高尚的”拿破仑则证

明，甚至在这方面他也胜过他们。平凡的拿破仑在这时一定会首先

命令军队以强行军取捷径（全长不到１００英里）向卡斯提奥涅前

进，以便先于奥军到达加尔达湖以南的阵地和明乔河一带，并在可

能的地点再次攻击奥军行军纵队的翼侧。但是，这个“完美无缺

的”拿破仑却不这样做。他的座右铭是：“前进时切勿着忙。”他从５

日到２２日才把军队集中在基泽河一带，也就是说１００英里的路程

走了１７天，或者说一昼夜仅仅行军两小时！

这些便是法军纵队所必须忍受的千辛万苦，而且是引起英国

报纸的记者对ｐｉｏｕｐｉｏｕ①的那种坚韧不拔精神和无穷的朝气赞叹

不止的千辛万苦。法军只有一次企图进行后卫战。这是指法军把

奥军一个师（贝格尔师）逐出梅累尼亚诺这件事。该师有一个旅坚

守城市，另外一个旅已在拉姆布罗河背后，准备掩护前者的退却，

因此几乎没有加入战斗。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位“神秘的将

军”就证明了：如果非这样做不可时，他也是通晓拿破仑的战略的，

这就是集中主力于决战地点！根据这一原则，他派出了整整２个

军，也就是１０个旅，来对付这个唯一的一个旅。受到法军６个旅攻

击的奥军这一个旅（罗登旅）支持了约３—４个小时之久，直到人员

伤亡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候才退过拉姆布罗河，在退却时没有遭受

敌人的追击；奥军只以第二个旅（柏尔旅）的兵力就完全抵住了占

３８４意大利战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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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优势的法军。由此可以看出，法军作战是非常有礼貌的。

在卡斯提奥涅，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位英雄——奥地利的弗兰

茨 约瑟夫。真是棋逢对手！一个到处宣传自己是亘古以来最聪明

的人，而另一个却喜欢把自己装扮成骑士。一个无论如何也要坚持

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统帅，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继承真拿破仑的衣

钵，你看他不是在出征时也还带着拿破仑用过的酒杯和其他遗物

吗？另一个硬是要把胜利同自己的旗帜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毕竟是

自己军队的“天生的最高统帅”啊！在十九世纪革命的间歇时期盛

行各处的各式各样的模仿者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的现象，再也不能

比这更为明显了。

弗兰茨 约瑟夫的最高统帅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他首先命令他

的军队在加尔达湖以南占领阵地，以便而后立刻撤至明乔河的东

面。但是当部队刚刚退到明乔河的东面，他又立刻派遣他们去进

攻。这样的战法也许使“完美无缺的”拿破仑也吃了一惊，而他很有

礼貌，不能在自己的战报中公开承认这一点。由于他恰好也在同一

天率领他的军队向明乔河运动，因此两支军队才发生了冲突，也就

是索尔费里诺会战。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述这次会战的详细经过，

因为本报过去已刊登了这方面的材料①，况且奥军关于索尔费里

诺会战的公报又故意混淆视听，以掩饰“天生的统帅”的那些令人

吃惊的失策。但是，由此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索尔费里诺会战失

败的责任主要应由弗兰茨 约瑟夫及其权奸来承担。第一，海斯被

故意地、经常地置于次要地位。第二，弗兰茨 约瑟夫本人贪图海斯

的职位。第三，由于权奸的弄权，一群无能的、有时甚至在个人勇敢

４８４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４５７—４６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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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令人怀疑的人担任了重要的指挥职务。由于这种种原因，不

用说什么原定计划，就是在会战的当天还这样乱七八糟，以致军队

的指挥、运动的协调、战斗行动的方法和顺序都不存在了。看来在

中央特别混乱。在这里的３个军（第一、五、七军）的行动是如此矛

盾和不协调，在决定性时刻是如此缺乏联系，而且经常是互相妨

碍，以致从奥军的报告中我们只能够得出一个、但却是不容争辩的

结论：这一次会战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数少，不如说是因为指挥

极端拙劣。从没有一个军及时支援过另一个军。预备队到处都有，

就是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偏偏没有。尽管索尔费里诺、圣卡西阿诺、

卡夫里阿诺在顽强而巧妙的防御下是一道攻不破的阵地，但是它

们就这样一一失陷了。既然索尔费里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

在两个小时内便失掉了，所以会战也就随之失败了。索尔费里诺的

失陷是因为受到了向心攻击，这种攻击只有用反攻才能击退，但是

恰恰没有反攻。继索尔费里诺的失陷之后，其他居民点也同样因为

受到向心攻击而失陷了，奥军仅以十分不够的、消极的防御来抵抗

这种攻击。不过奥军仍然还有生力军，因为奥军的伤亡统计表证

明：在参加会战的２５个基干团中有８个团（罗斯巴赫、约瑟夫大

公、哈特曼、梅克伦堡、海斯、格律贝尔、维恩哈尔德、文普芬各团），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团，每团伤亡不到２００人，这说明他们只有少部

分兵力参加了会战！而在上述的８个团中，有３个团和格腊迪斯卡

边屯团一样，每团损失不到１００人，至于在猎兵中，大多数的营（５

个营）每营伤亡都在７０人以下。因为右翼（贝奈德克的第八军）在

敌人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确实被迫以全部兵力加入了战斗，所以

这就是说，所有上述那些仅以部分兵力参加战斗的各团和各营必

定都是在中央和左翼，而且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一定是在中央。这便

５８４意大利战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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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在这里的指挥是怎样的糟糕。其实原因很简单：弗兰茨 约瑟

夫本人以及他的权奸既然在这里，那末这里的一切必然是毫无计

划的。预备队炮兵的１３个连一炮未放！在左翼，似乎也同样缺乏

指挥，特别是骑兵，在“老懦夫”们的统率下没有在战斗中使用。凡

是有奥军骑兵团出现的地方，那里的法军骑兵便扭头奔逃；但是，８

个团中仅有１个骠骑兵团真正参加了攻击，另有２个龙骑兵团和

１个枪骑兵团只以部分兵力参加了攻击。普鲁士骠骑兵损失１１０

人，２个龙骑兵团共损失９６人，西西里枪骑兵的损失不明，其余４

个团一共损失了２３人！炮兵总共只损失１８０。

这些数字比其他一切更能说明奥地利的将领从皇帝到各军军

长在指挥军队作战时的那种毫无信心和优柔寡断。如果再考虑到

法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以及因不久前获胜而士气高涨的条件，那末

我们便可以明了奥军不能取胜的原因了。唯一没有气馁的军长是

贝奈德克，他完全独立地指挥右翼作战，而弗兰茨 约瑟夫无暇干

预。因此，虽然皮蒙特军队在数量上比奥军多一倍，但是贝奈德克

仍然有力地打击了皮蒙特军队。

“高尚的”拿破仑在指导战争方面不是像弗兰茨 约瑟夫那样

的一个新手。他已经在马振塔取得了教训，根据经验知道自己在战

场上应如何行动。他让老瓦扬计算应当占领的战线的长度，由此自

然得出了各军配置的方法；此后，他便让各军长自行指挥，因为他

对他们的指挥能力是不用特别担心的。他自己则前往那些最便于

为下星期六的一期巴黎“画报”２５２提供自己肖像的地方，从那里，他

发出了虽然神气十足但却毫无意义的琐碎命令。

６８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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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很多年以前，在杜塞尔多夫学院有一个俄国画家，他以后因为

无能和懒惰而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个可怜人非常崇拜自己的尼古

拉皇帝，常常带着激动的心情说：“皇帝伟人！皇帝万能！皇帝也能

作画，但是他没有时间，所以皇帝常买一些风景画，然后在上面画

一些兵士。皇帝是伟人！上帝伟大，但是皇帝还年轻！”

“高尚的”拿破仑和尼古拉有共同之处，他认为风景画只是为

了在上面画兵士而存在的。但是因为他甚至连在风景画上画兵士

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就满足于自己摆好姿势让别人来作画。Ｉｌ

ｐｏｓｅ〔他正在摆姿势〕。马振塔、索尔费里诺和整个意大利对于他只

是一幅画的背景，只是一种借口，以便重新把他那装腔作势的精彩

的肖像登在“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２５３上。因为这件事只要少量

金钱就可以做到，所以他总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向米兰人

说：

“如果世界上竟有不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人〈这个时代是广告宣传和

投机取巧的时代〉，那末我是不属于这类人的。”

老拿破仑伟大，但是“完美无缺的”拿破仑已经不年轻了！

关于他已经不年轻了的这种想法，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或许已经是应该缔结和约的时候了。单纯ｓｕｃｃèｓｄ’ｅｓｔｉｍｅ〔靠名

声〕所能达到的一切，他已经达到了。“在四次战斗和两次会战中”，

他损失了５万多人（这只是在战场上的损失，病员不算在内），夺取

７８４意大利战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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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奥地利要塞毗连的地区，关于这个地区，奥地利通过它在明乔

河上构筑要塞的事实早已向全世界表明，它并不打算在敌人兵力

占优势的条件下认真防守这个地区，而这次之所以防守它，只是为

了同海斯元帅呕气而已。“高尚的”拿破仑迄今一直以典型的镇静

姿态和带着可疑的胜利统率自己军队所走的那条ｖｉａｓｕｃｒａ〔神圣

之路〕２５４忽然走不通了。在那边有一片乐土，这不仅是现在的“意大

利军团”命中注定看不到的，也许连他们的子孙也是注定看不到

的。里沃利和阿尔科列不在计划之内。维罗那和曼都亚马上就要

给他们点颜色看，而“高尚的”拿破仑直到目前同他的军事随员所

能进入的唯一的要塞是阿姆要塞，——当他能够离开这个要塞时，

即使不举行任何仪式，他已经心满意足了。２５５落在他身上的赫赫战

果是太少了；固然，他进行过ｇｒａｎｄｅｓ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ｓ〔大会战〕，但说他

曾获ｇｒａｎｄｅｓｖｉｃｔｏｉｒｅｓ〔巨大胜利〕，甚至连电报线都不会相信的。

争夺营垒的战争，对付老海斯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而胜利机会逐

渐减少的战争，需要作极大努力的战争，也就是说真正的战

争，——这不是拿破仑这个圣马丁门剧场２５６和阿斯特利圆剧场的

英雄所能进行的。此外，还要加上这样一个情况：他这方面如果再

前进一步就会引起莱茵河上的战争，而在那时也许要出现一些困

境，会使他立刻收起那些矫装英雄的丑相和装模作样的ｐｏｓｅｓ

ｐｌａｓｔｉｑｕｅｓ〔优美姿态〕，但是，“高尚的”拿破仑不是喜欢这种事情

的人，所以他缔结了和约，收回了自己的计划。

当战争一开始，我们“高尚的”拿破仑便立刻想起了平凡的拿

破仑的意大利远征，想起了蒙特诺特、德果、密雷栖摩、蒙特贝洛、

马连峨、洛迪、卡斯提奥涅、里沃利和阿尔科列这条ｖｉａｓａｃｒａ。现在

让我们把摹制品和原作比较一下。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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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拿破仑，是当法国财政混乱，不能得到任何借款，但又

不仅要在阿尔卑斯维持两个军团，而且还要在德国也维持两个军

团的时候，担负起了指挥３万名半饥饿的、赤足的、衣衫褴褛的兵

士的责任。撒丁和其他意大利国家不是和他站在一起而是反对他。

与他对敌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组织上都超过了他的军队。

虽然如此，他仍然率军进攻，迅速地连续不断地给奥军和皮蒙特军

队６次打击，并且每一次都能够保证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逼

得皮蒙特求和，而自己则渡过波河，又在洛迪附近强渡阿达河，围

攻曼都亚。他将奥地利的第一支援军击溃于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

附近，并在它发起第二次进攻时又以勇敢的机动迫使它困守于要

塞之内。他将驰来援救被围的曼都亚的第二支援军阻于阿尔科列，

使它蒙受打击达两个月之久，这支军队一直等到它的增援部队开

到后才得以前进，但是在里沃利又被击败。然后他迫使曼都亚投

降，迫使南意大利各国君主乞和，并越过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直抵

塞美林山麓，在那里缔结了和约。

平凡的拿破仑是这样行动的。而“高尚的”拿破仑怎样行动

呢？他握有一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和最强的军队，而国内的

财政情况至少能使他通过借款很容易地弥补战争的费用。他有６

个月的时间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准备战争。拥有坚固的要塞和数

量众多的优良军队的撒丁站在他这一面。罗马在他手中；意大利

中部只要一接到他的信号，就会参战并和他联合。他的作战基地

不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而在波河中游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附近。

在他前辈走过的只有山间小道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铁路。但是

他怎样行动呢？他向意大利派出５个强大的军，兵力众多，连同

撒丁军队一起在数量上始终远远超过了奥军，并且超过奥军那样

９８４意大利战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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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以致他还能够把第六军为一支游览的军队让给他的堂弟来完

成军事游历的任务。虽然有铁路，但他还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来集中他的军队。最后，他进攻了。居莱的无能对他是一种难得

的有利条件，借助于这一条件，本来打成平局的马振塔会战，却

由于两军在会战后所处的偶然的战略情况（“高尚的”拿破仑完

全没有错，而过错只应由居莱一人来负责）而变成了他的胜利。拿

破仑不去追击奥军，而出自感激的心情放走了他们。在索尔费里

诺，弗兰茨 约瑟夫几乎是硬要他得胜，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

比马振塔会战更好的战果。正是现在出现了平凡的拿破仑施展他

的全部本领的局面。战争正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进行，并且它

的规模能使巨大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刚刚达到平凡的拿破仑的

ｖｉａｓａｃｒａ〔神圣之路〕的起点，刚刚看到光辉的前景，“高尚的”拿

破仑却已请求议和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０、２８日

和月３日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３、３０日和８月６日

“人民报”第１２、１３和１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０９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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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被证实了的真理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１７９６年和１７９７年意大利战局的著作中

有一个地方指出：战争归根到底不完全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

演戏，如果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战争胜败是往往与政治吹牛家们想

像中描绘的景象截然相反的。２５７当我们对不久以前的那场战争的

各个军事事件作出评价的时候，我国各种殷勤的然而不大明理的

波拿巴派报纸——不管它们是用法文还是用英文出版的——常常

情绪激忿地大叫大嚷。知道了上面这条真理，我们就可以对此处之

泰然了。现在我们高兴地知道，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得到证实的

时间比预料的要早得多，而且是由最主要的战争参加者——弗兰

茨 约瑟夫和路易 拿破仑——证实的。

撇开细节不谈，我们那些评价实质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认

为，奥军的失败不是由于联军表现了什么卓越才能，不是由于线膛

炮的神话般的作用，不是由于臆造的各个匈牙利团的叛变，不是由

于法国士兵的大受赞扬的勇敢，而完全是由于弗兰茨 约瑟夫和他

的私人顾问们所任命的用来代替像海斯将军这样人的奥地利将军

们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战略，结果不仅聪明到

在每一个据点上都用很弱的兵力去抗击敌人，而且在战场上竟能

以最没有意义的方式去调遣现有的兵力。另一方面，即使在这种状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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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奥地利军队仍然顽强抵抗；虽然双方兵力不等，但在各次会战

中差不多互有胜负；法国人犯了许多战略上的大错误；法军不可饶

恕地按兵不动而使胜利大为减色，并且由于错过了追击的机会而

几乎使他们丧失胜利的果实，——这一切使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奥

军的最高指挥权由庸碌无能的人手中转交给有才能的人，交战双

方的处境一定会同现在截然相反。早在战争开始以前我们就坚持

的第二个论点，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论点是：从奥军由进攻转入防御

的时候起，战争就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戏剧性的，在伦巴

第表演；另一部分是认真的，在明乔河战线的后方，即在四个要塞

组成的威力很大的要塞网内开始。我们说过，同法国人将会在前面

阵地上遇到的考验比起来，他们的全部胜利是不足道的。为了攻克

那个阵地，甚至真拿破仑也花费了９个月的时间，虽然在他那个时

候，维罗那、列尼亚哥和培斯克拉在军事方面是不值一提的，全部

进攻的压力都只得由曼都亚来单独承担。海斯将军当然比我们更

加了解奥地利最高军事领导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现在我们从维

也纳报纸上知道，他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建议不要攻入皮蒙特，而是

撤出伦巴第，只在明乔河以东应战。现在我们来听听弗兰茨 约瑟

夫和路易·波拿巴在他们的辩护词中说了些什么——一个说他放

弃了一部分领土，一个说他改变了他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作战计

划。

弗兰茨 约瑟夫在谈到战争时，证实了“通报”并没有反驳的两

件事实。他在告军队书２５８中说，同奥军对抗的始终是优势的兵力。

“通报”不敢反驳这种说法，而这个说法只要能正确地看待，就会把

全部罪责加到奥皇本人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

是，从“特派记者们”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说法中，从法国的谎言和奥

２９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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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的虚夸中，我们能够吸取说明真实情况的东西来，并且在只有

有限的不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在我们对从蒙特贝洛开始到索尔

费里诺为止的历次会战所做的述评中，弄清楚了斗争双方的力量

对比。弗兰茨 约瑟夫着重强调了另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在某些报

纸的帮闲文人听起来应该是十分不平常的。现在把他的原话引在

下面：

“尽管我们的敌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用尽了为发动他们策划的战争而早

就训练好了的大量兵力，甚至还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

胜利，这同样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他们在战斗中所获得的一切，只是次要的

胜利。而奥军则以其坚毅不拔的力量和英勇气概守住了阵地，掌握这个阵地，

就为它在将来收复失地的一切尝试中提供了很好的获胜的机会。”

弗兰茨 约瑟夫在他的告示中不敢明讲的，就是他和他的权奸

们使奥军在整个战争中吃了败仗，因为他们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

了他所宠信的人，用自己荒唐的想法来束缚那些虽然出身于平民

但是有才干的将军，并且用不可理喻的障碍来堵塞他们的道

路，——就连这个罪过他现在也完全公开地承认了，即使不是在口

头上，起码也是在事实上承认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海斯将军的

建议一直不被重视，他曾被剥夺了按他的履历、他的年龄，甚至按

他在奥地利官阶表中的职位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地位，现在却授

予了他以元帅的称号；把意大利军团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弗兰

茨 约瑟夫在到达维也纳之后，首先有意张扬地拜访了老将军的夫

人。总之，哈布斯堡的专制君主对这个无论就其平民出身、自由主

义的同情心、有点粗鲁的坦率性格、军事才干说来对雪恩布龙２５９的

自命不凡的贵族界都是一种侮辱的人现在所采取的全部态度，就

是对于不管具有哪种社会地位的人说来都是有失体面的认错，而

３９４被证实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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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宰人们命运的世袭君主们说来更是有失体面的认错。

现在我们来看看奥地利告示的法国仿制品，也就是波拿巴的

辩护词２６０。他是否也同他那些以为他赢得了许多决定性胜利的崇

拜者们一样在自欺自慰呢？他是否在想，将来局势也不会发生根本

的转变？他是否暗示过事件已达到决定关头，只要坚持就能获得彻

底胜利呢？完全相反！他承认，戏剧性的斗争已经结束，战争很快

就将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性质，往后失败在等待着他，不仅革命的威

胁，而且“他所面临的、隐蔽在大型要塞后面的敌人”的力量也使他

感到害怕。他看到自己所面临的只是一场“长时间的没有结果的战

争”。他一字不差地说了如下的话：

“当战云笼罩着维罗那城的时候，斗争不论在军事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

可避免地要改变性质。敌人隐蔽在大型要塞的后面，他的两翼由于周围的领

土那已经中立而得到了掩护，我就不得不对这样的敌人的正面发动进攻，在

临近长时间的没有结果的战争的时候，我迎面碰到了武装的欧洲，它不是准

备夺取我们的胜利，就是准备加重我们将遭到的失败。”

换句话说，路易 拿破仑之所以签订了和约，不仅是因为他害

怕普鲁士和德意志，以及害怕革命，而且还因为他害怕四个大型要

塞。根据“比利时独立报”上一篇半官方的文章来看，围攻维罗那需

要有６万人去增援。如果他同时在法国留下佩利西埃所指挥的北

方军团所必需的兵力，他就不可能从法国调出这么大数量的人来，

而且即使他拿下了维罗那，他还要为夺取列尼亚哥和曼都亚而斗

争。简言之，拿破仑第三和弗兰茨 约瑟夫在战后完全证实了我们

早在战前和战时关于两国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的性质所说的话。我

们所以要引用这两个证据，是因为它们无意中维护了正确的看法

和历史的真理，反对了肆意夸大和愚蠢妄想的洪流，这股洪流在最

４９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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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月里泛滥得这样厉害，恐怕不久以后未必能再次达到这种

程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２

日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７０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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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入  侵！

  在当代伪善政策的一切信条中，没有一条像“如果你希望和

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一信条那样，闯下了这么多的灾祸。这个以包

含着大谎言为主要特征的大实话，是一个战斗号召，它呼吁全欧洲

武装起来，并且使那些雇佣兵产生了这样一种狂热，以致每一个新

和约的签订都被看做是一次新的宣战，都成为进行有关的各种投

机活动的对象。现在欧洲各国都已变成兵营，兵营内的雇佣兵都渴

望互相厮拚，以便为了和平而互相割断咽喉，这样，在每一次新战

争爆发之前必须弄清楚的就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站在哪

一边。一旦负责外交的议员们借助于《ｓｉｖｉｓｐａｃｅｍ，ｐａｒａｂｅｌｌｕｍ》

〔“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个经过考验的例律，满意地

解决了这个次要的问题，一次文明战争便开始了；这种文明战争，

按其残酷野蛮的程度来说，应该是强盗骑士阶层繁荣鼎盛时代的

东西，而按其阴险诈伪的背信弃义性质来说，又毕竟是帝国主义资

产阶级最新时期所特有的产物。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野蛮行为的普遍爱好成了正常的事情，不

道德行为成了常规，非法行为有了它自己的立法者，暴力统治有了

它自己的法典，那就毫不足怪了。因此，现在所以还有人常常回过

头来请教《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拿破仑观念”〕，其原因就在于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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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
２５５
的这些荒谬的狂想已经成了一种现代诈骗

宗教的摩西五经，成了皇帝进行军事冒险和搞证券投机勾当的政

策的启示录了。

路易 拿破仑当年在阿姆要塞中说过：

“伟大的事业很少是在第一次就成功的。”２６１

由于确信这一条真理，所以他具有在必要时实行后退，以便随

即准备做新的跳跃的本领，并且在没有使他的敌人丧失警惕性，而

他自己所宣布的那些ｍｏｔｓｄ’ｏｒｄｒｅ〔口号〕尚未变得陈腐可笑，因

而还是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一直不断地使用这种手法。这种为了欺

骗社会舆论而伺机行动的本领，这种为了更加无阻碍地重新前进

而后退的本领，一句话，ｏｒｄｒｅ，ｃｏｎｔｒｅｏｒｄｒｅ，ｄéｓｏｒｄｒｅ〔朝令夕改，

毫无秩序〕的规则的奥秘，曾经是他在政变时期的最有力的同盟

者。

至于入侵英国这样一个拿破仑观念，那末看来他还是想采用

老战术。这个曾经常被正式地加以否认的观念，多次受到嘲笑，多

次沉浸在贡比臬的香槟酒洪流中，它虽然似乎遭到过许多次失败，

却一再地被提到欧洲的政治磋商和闲谈的议事日程上来。谁也不

知道它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但是任何人都感觉到，单只是它的存在

就是一种还没有被战胜的力量。像８４岁的林德赫斯特勋爵或胆略

过人的埃伦伯勒这种正派人，由于害怕这种观念的神秘力量而向

后退却了。如果一句普通话竟能对政府、议会和人民产生如此强烈

的印象，那末，这只不过是证明大家都本能地领悟到和意识到，这

句话有４０万大军作为后盾，你要想摆脱这种可怕的观念，就非去

同这支军队拚个你死我活不可。

７９４入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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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上那篇根据对英法两国海军预算所作的比较把英国说

成是应对昂贵的军备开支负责的祸首的文章，由至圣的手草就的

这个文件２６２的开头和结尾部分的激愤语调，“祖国报”上那篇干脆

急不可耐地进行威胁，随后又立即发出命令要把法国的军事力量

转入平时状态的半官方评论，——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波拿巴策

略的最有代表性的要素，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报刊和社会

舆论要十分严肃认真地讨论入侵问题了。当有人说法国“没有武装

起来”的时候，——在意大利战争开始以前，瓦列夫斯基先生由于

意识到自己的、谁也不承认的清白无辜，曾经特别明确地声明了这

一点，——紧接着就爆发了历时三个月的“解放战争”；如果法国把

没有武装起来的军队解除武装，那我们可要提防着最突然的ｃｏｕｐ

〔攻击〕。

毫无疑问，除了入侵英国以外，波拿巴先生不可能率领他那帮

御用军队去进行别的、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大陆更受欢迎的事业。

布吕歇尔访问英国骑马经过伦敦街道时，由于他所固有的兵士本

性，竟不禁得意忘形地感叹说：“天呀，这才是最适合于掠夺的城市

啊！”对这个呼喊的诱惑力，法皇的御用军是能够作出评价的。但

是，入侵的观念可能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欢迎，理由

也就是“泰晤士报”为了保持《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
２６３
关

系而提出来的那一条：

“我们高兴地看到法国的强大。只要我们是作为秩序的保卫者和文明的

朋友而携手并进，它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的力量，它的繁荣也就是我们的强

盛。”

有一支由４４９艘战舰（其中
２６５
艘是蒸汽军舰）组成的舰队，有

一支在意大利流过血和得到过光荣的４０万军队，口袋里又有从圣

８９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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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岛得到的遗嘱，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灾祸，波拿巴先生恰

好是能够把最后赌注押在入侵英国上的人。他一定会ｖａｂａｎｑｕｅ

〔孤注一掷〕！他早晚总是要下这笔赌注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３０日“人民报”

第１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９９４入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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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 国 在 裁 军

  拿破仑第三在他的“通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他打算把他的

陆军和海军转入平时状态的声明，如果把这个声明同战争即将开

始之前同一个专制君主在同一家“通报”上郑重声明从１８５６年以

来他的陆军和海军从来没有转入过战时状态２６４的事实对照一下，

就可以知道这次声明是难令人信服的。他想在官方机关报上发表

一篇巧妙的短文就马上能使英国陆军和海军停止军备竞赛，这种

意图太明显了，以致连怀疑都用不着。可是，如果把“通报”的

报道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圈套，那也是很大的错误。拿破仑第三的

诚意是出于不得已：他不过是在做他不能不做的事情。

自从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后，路易 拿破仑就必须把自己

的陆军和海军裁减到与平时预算相适应的程度。在意大利的冒险

使法国付出了将近２亿美元和６万名最精锐的兵士的代价，而得

到的除了某些军事荣誉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况且就连这些军事

荣誉，也是颇令人怀疑的。用继续征收军税的办法来加深不受欢

迎的和约所引起的绝望，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试验。周期性地向法

国国外实行袭击，以战争的胜利来使居民陶醉，从而克服他们的

敌对情绪——这就是复辟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把法国拖

到全欧战争的边缘以后，又俨然装成使法国免遭这场战祸的救主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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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十二月政变的英雄４９存在的第二个条件。在战争引起

了不可避免的工商业的凋蔽以后，和平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不仅成

了一件美事，而且具有一种新的魅力。在朱阿夫兵和密探的老一

套的治理下，忧伤使和平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可是一旦单调的生

活被战争所破坏，这种忧伤就会为适意的快感取代了。当法国人

想到一个虽然不无机智但是毫无原则的冒险家篡夺了统治人民的

权力时，强烈的屈辱感会使他们的意识感到压抑；但是当他们看

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和统治者即使不是实质上，而只是表面上也屈

服于这同一个最高权力时，这种屈辱感便暂时得到减轻。大大缩

减了的生产现在按照弹性规律获得了新的推动。骤然中断了的生

意加倍兴隆起来了，突然瘫痪了的投机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

模。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的和平又保证王朝得到了一

个极其必要的间歇，在这以前不久，这种间歇看来只有靠宣战才

能获得。当然，经过一段间歇以后，旧时的分解因素又会起导向

战争的作用。市民社会和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之间的根本的对抗

又会重新出现，当内部斗争再次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时，又会诉

诸新的武打的幕间剧，把这当做唯一现实的出路。十分明显，“社

会救主”不得不借以拯救自身的条件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危险。在

意大利的冒险比克里木的冒险危险得多。但是，与莱茵河上的冒

险和更遥远的冒险，即入侵英国（这两场冒险拿破仑第三无疑正

在考虑之中，而且也是他的臣民中最没有理智的人所渴望的事

情）相比，意大利战争简直是一场儿戏。

但是，在进行这些新的冒险之前，还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克

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相隔四年。但是现在，当路易 拿破仑还活

着并掌权的时候，恐怕不会出现这样长的间歇了。他所赖以维持

１０５法 国 在 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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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劫运注定的必然性，将愈益频繁地打搅他，而且间歇将一

次比一次短。军队的渴望，他给人民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状况，将

迫使他一步比一步快地走下去。战争是使他能够保住皇位的条件，

但是，由于他毕竟只是一个假波拿巴，所以看来战争将始终是徒

劳的，是在欺骗的借口下发动的，是浪费鲜血和物质财富而不会

给他的臣民带来任何好处的。克里木战争是如此。刚刚结束的战

争也是如此。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法国才能享有赋予它的幸福——

成为这个人攫为己有的国家。可以说，法国不得不无休止地诉诸

十二月日子的实践。只不过破坏行动的地点从巴黎的林荫道转移

到伦巴第的平原上或者克里木的赫尔松涅斯去了，而大革命的可

怜后裔不是被利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而是被利用来屠杀操别种

语言的人们罢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３０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７１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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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 克 思

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
２６５

一

克劳塞维茨将军在他的一篇论１７９６年奥法战争的文章中说，

奥地利经常打败仗，是因为它的作战计划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策

略上都不是考虑要实际地去取得胜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经取得

了的胜利。２６６从两翼迂回敌人，包围敌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

个最远的据点上，以图截断想像中已被击溃的敌人的一切退

路，——为了利用臆想出来的胜利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类似措

施，每次都成了保证打败仗的最可靠的办法。对奥军作战方法的

这一段评语完全适用于普鲁士外交。

普鲁士无疑是力图少花钱而办大事。某种本能曾使它感觉到，

庸碌无能之辈青云直上的有利时机已经来到。维也纳条约的法国，

路易 菲力浦的法国由于一道简单的命令就从王国改称为帝国２６７，

而在欧洲却连国境上的一个界桩也没有移动。为了通过１２月２日

搞出一个雾月１８日的摹制品来，不必再进行１７９６年的意大利远

征和对埃及的讨伐２６８，只要成立骗子手十二月十日会和举行一次

萨托里的腊肠检阅就够了。普鲁士知道，各大国并不完全赞同法

国农民关于真拿破仑复活的幻想。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那个

要在法国扮演拿破仑的冒险家担任了一个危险的角色，因此对官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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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欧洲说来他随时都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法国之所以能容忍了

假帝国，仅仅是由于它觉得欧洲相信这出笑剧。因此，问题曾在

于使小丑能够轻松愉快地扮演他的角色，保证在池座和下等楼座

上都有一批热心的捧场者。过去每当法国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定的

时候，——看来，这个洛可可式的帝国绕它自己的轴心旋转的最

大周期是两年，——都要允许这位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２５５进行

一场国外的冒险。那时在欧洲的议事日程上就出现了只有在法国

国境的那一边才能实行的拿破仑纲领的某一条条文的摹制品。奥

当斯的儿子一再被允许去进行战争，但是必须遵照路易 菲力浦的

口号：《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ｅｓｔａｓｓｅｚｒｉｃｈｅｐａｙｅｒｓａｇｌｏｉｒｅ》〔“法兰西非常

富有，足以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普鲁士的老国王①，这个有

头没有脑的人有一次说，他的普鲁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

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处于对基督教的抽象对立之中，而前者则

克服了庸俗教化的过渡时代，达到了对神的启示的深刻的内心理

解。老拿破仑也曾抱有庸俗的纯理性主义的偏见，认为只是在战

争费用由其他国家负担，而战争果实由法国享受的时候，战争对

法国才是合算的。与此相反，他的滑稽可笑的继承者得出一个意

义深刻的结论，认为法国自己应当为自己的军事荣誉付出代价，保

持法国的旧疆界是自然规律，他进行的一切战争都应该是“局部

性的”，即在欧洲每次恩准他扮演他的角色的有限范围内进行。因

此，他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只不过是周期性地给法国做放血手术罢

了，这些手术每次都使法国增加一笔新国债，丧失一支旧军队。

但是，每经过一次这样的战争，总要发生一场纷争。法国感

４０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费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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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满意，但是欧洲千方百计地极力劝说这个爱耍脾气的ｂｅｌ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美丽的法国〕。它对Ｄｕｔｃｈｆｉｓｈ①扮演着巴纳姆的角色。难

道在对俄战争以后，欧洲不是极力把他描绘成为具有一切戏剧性

特征的仲裁者吗？难道冯·泽巴赫男爵没有从德勒斯顿到巴黎，又

从巴黎到德勒斯顿往来奔走吗？２６９放毒者奥尔洛夫和伪造者布隆

诺夫没有向他逢迎讨好吗？２７０难道门的内哥罗的公爵和雅科布·

费奈迭没有相信过他的万能吗？２７１难道没有允许过他打着反对英

国的背信弃义的招牌来实现俄国的要求吗？帕麦斯顿用对卡尔斯

的叛卖行为和对他自己的将军威廉斯的反面的赞场２７２来确证的对

俄和约，难道不是被“泰晤士报”宣布为波拿巴对英国的背叛吗？

难道他没有博得欧洲最机灵的人这份光荣吗？难道在战争期间他

没有占领即使不是现代世界那也是古代世界的一切首都吗？２７３他

傲然扫荡了达达尼尔海峡不是说明他有一套深深隐藏着的计划

吗？老拿破仑通常都是从那些最近的任务着手的。新出现的拿破

仑的表面上的恭顺却说明权谋家的深奥莫测。他拒绝了好的东西，

只不过是力求得到更好的东西。最后，难道巴黎和约不是以欧洲

对比利时这样的“大国”的反波拿巴主义的记者的《Ａｖｉｓ》〔“警

告”〕而告成的吗？２７４

那时，假拿破仑的法国两年正常循环的时间过去了。欧洲的

官方人物以为，他们为了这个人的尊严所尽的力现在已经够多了。

他们曾允许他作为英国人的随行人员坐船到中国去２７５，并且受俄

国的委托让库扎上校做多瑙河两公国的统治者１４８。但是，只要路易

拿破仑想试一试跨越英雄和扮演英雄的小丑之间的难以辨别的

５０５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一

① 直译是：“荷兰的小鱼”；转意是：“荷兰的无赖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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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他立即就会被人以嘲弄的口吻命令回到为他划定的活动场

所的范围内去。他反对北美合众国的阴谋、他想恢复贩卖奴隶的

企图２７６、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他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的

反俄示威（他在俄国授意下负责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约翰

牛面前替帕麦斯顿在俄国的策动下对解决方案采取的反对立场作

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告吹了。只是对于小小的葡萄牙，人们

还允许他作威作福２７７，为的是勾划出他对待大国的那副可怜相。连

比利时也开始构筑工事了，连瑞士也朗诵起“威廉·退尔”来了２７８。

显然，正式控制着欧洲的那些势力碰到了一个过去经常把天文学

家们弄得蒙头转向的问题——错算了天体运转的周期。

那时，《ｌｅｓｓｅｒＥｍｐｉｒｅ》〔“小帝国”〕两年循环的时间过去了。在

从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５４年的第一次循环期间，发生了无声无息的风化

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嗅到，但是不能听到。对俄战争在这时成了

ｓａｆｅｔｙｖａｌｖｅ〔避风口〕。在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５８年的第二次循环中，情况

就不同了。法国的内部发展把假波拿巴抛到政变的关头。奥尔西

尼的炸弹预告了暴风雨的到来。库茨小姐的不幸的情夫不得不把

政权让给他的将军们。法国被破天荒地按西班牙的习惯分成了５

个镇守司令区２７９，而且全部手续都是在患有气臌病的欧仁妮的星

光照耀下进行的。成立摄政王职位实际上是从加西莫多皇帝手中

把政权交给奥尔良火烤阿拉伯人的专家佩利西埃手中。２８０但是，恢

复ｔｅｒｒｅｕｒ〔恐怖手段〕已经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尔利茨会

战的荷兰侄子５２不是显得令人可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Ｎ’ｅｓｔ

ｐａｓｍｏｎｓｔｒｅｑｕｉｖｅｕｔ！〔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蒙塔郎贝尔能

够在巴黎扮演汉普敦２８１，蒲鲁东则能够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Ａｃｔ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ｅｌ〔补充条例）的路易 菲力浦主义
２８２
。夏龙起义

２８３
证明，军

６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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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本身就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即将演到最后一幕的哑剧。

路易·波拿巴又达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这时官方欧洲应当

明白，只有用旧拿破仑纲领的某一新条文的摹制品才能防止革命

的危险。摹制品已从拿破仑用来收场的事件，即从俄国的远征开

始了。那末，为什么不能用拿破仑用来开场的事件即意大利战争

把它继续下去呢？在欧洲的所有主要成员中，奥地利是最不ｇｒａｔａ

〔讨人喜欢的〕。鲁普士希望为华沙会议、布隆采耳会战和对北海

的远征向奥地利报仇雪恨。帕麦斯顿早就用对奥地利的仇恨来证

实他的文明传播者的意愿。俄国满怀恐惧地看到，奥地利已再次

宣布它的银行将用现款支付。当１８４６年奥地利国库自远古以来第

一次没有出现赤字的时候，俄国就发出了发动克拉科夫革命２８４的

信号。最后，奥地利对自由主义的欧洲说来是ｂêｔｅｎｏｉｒｅ①。所以，

波拿巴的第二次戏剧性的阿梯拉远征应当是反对奥地利，但是有

一定的条件：不支付战费，不扩大法国的疆界，把战争“局限”在

明智的界限内，即为了给法国再做一次光荣的放血手术所必需的

范围内。

喜剧既然开了场，普鲁士在这种形势下就认定，在上司批准

和十分保险的情况下大显身手的时机对它说来也来到了。维拉弗

兰卡和约使它在全欧洲面前受到愚弄，搞得臭名远扬。当它在立

宪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表现在它的国债正以几何

级数增加——的情况下，它认为，把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ｍａｋｅ
２８５

像一块膏药一样贴在伤口上是一个好办法。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要

听取它自己的辩护词。

７０５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一

① 直译是：“黑色的野兽”，意即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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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实行摄政的普鲁士所说的就像所写的一样的时候，那就很

容易发现它在欧洲的“错误的喜剧”①中不仅表现出有曲解别人的

天才，而且还有被人曲解的天才。在这方面，它同不仅自己说刻

薄话而且也使别人对他说刻薄话的福斯泰夫有某些相似之处。

４月１４日阿尔勃莱希特大公来到了柏林，在那里待到２０日。

他要告诉摄政王一个秘密，并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秘密有关将要

发出的奥地利给维克多 艾曼努尔的最后通牒。建议涉及莱茵河上

的战争。预计阿尔勃莱希特应率领２６万奥军和联邦的几个南德意

志军在莱茵河上游西岸行动，而普鲁士军和几个北德意志军将在

普鲁士统率下组成莱茵河上的北方军团。军队不设“联军总司

令”，而应当受弗兰茨 约瑟夫和摄政王共同组成的大本营领导。

普鲁士不仅立刻忍怒拒绝了战争计划，而且“强烈反对阿尔

勃莱希特大公突然提出最后通牒”。

普鲁士只要使出了它饶舌的ｄｏｎｋｅｙｐｏｗｅｒ〔驴力〕（大家知道，

大型机器的功率是由ｈｏｒｓｅｐｏｗｅｒ〔马力〕来计算的），那是谁也不

能抵挡的，最不能抵挡的则是奥地利人。摄政王和他的四个娄罗

——施莱尼茨、奥尔斯瓦特、博宁和察贝尔博士先生—— “深信

不疑”，他们已使奥地利“深信不疑了”。

８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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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普鲁士的半官方通告说：“阿尔勃莱希特大公４月２０日离开柏林

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已提到日程上来的大胆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了；但

是，——ａｌａｓ！〔可叹！〕——他起程几小时以后，维也纳来的电报就报道说

最后通牒已经提出。”

在战争开始以后，普鲁士拒绝宣布自己中立。施莱尼茨在标

明 “６月２４日于柏林”“给普鲁士驻德国各邦宫廷使节的紧急指

示”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英勇的决定的秘密。

他低声细语地说：“普鲁士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调停国〈在另一个

紧急指示中说是调解国〉的立场。不但如此，从战争开始的时刻起，它的主

要意图就是要保持这个立场，为此，它才拒绝保证自己的中立，坚持不向任

何一方面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它的调停活动才始终能完全不偏不倚地和自由

地进行。”

换句话说，奥地利和法国这两个敌对的方面在一场“局限”在

意大利舞台上的战争中将互相消耗自己的力量，英国则作为中立

国（！）远远居于次要地位。各中立国自己使自己失去了活动能力，

而交战双方又因为在斗争中要使用拳头而被缚住了双手。在这两

者之间，“完全不偏不倚的和自由的”普鲁士像欧里庇得斯的ｄｅｕｓ

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①一样 在展翅翱翔。调停者历来总是比受调停的各方

所得的东西多。基督所得的比耶和华多，圣彼得又比基督多，神

甫又比圣徒多，而武装调停者普鲁士所得的将比敌对的和中立的

各国都多。说不定俄国和英国就要发出结束这场喜剧的信号。那

时，它们将会悄悄地把它们的秘密指示塞进普鲁士的口袋里去，而

普鲁士将给自己戴上布伦２８６的假面具。法国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

９０５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二

① 见本卷３３８页编者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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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停是不是会让奥地利占便宜，奥地利也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

调停是不是会让法国占便宜，而它们两者都不会知道，普鲁士进

行调停是不是会损害它们两国而让俄国和英国占便宜。普鲁士将

有权要求“一切方面”的信任，也有权使人不信任一切方面。它

的无拘束将会拘束一切人。如果普鲁士宣布自己中立，那就不能

阻止巴伐利亚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国倒向奥地利方面。而作

为武装调停者，既有各个中立大国掩护它的两翼和后方，又有那

副老是虚张声势说将来要建树“德国的”功绩的难以捉摸的神气，

它就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挽救奥地利的既神秘莫测又经过深思熟

虑的措施，从而就有权利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

霸权的期票了。作为英国和俄国的传声筒，它可以使德意志联邦

尊敬自己，而作为德意志联邦的安抚者，它又可以骗取英国和俄

国的信任。

普鲁士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大邦，而且是一个欧洲大国，同时

又是一个“调停国”，并且还是德意志联邦的霸主！在事件的进程

中将会看到，施莱尼茨怎样越来越陷入这个如此机智而又如此高

超的思想进程中而不能自拔。至今都是欧洲国家这辆马车的第五

个轮子、《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大国、《ｏｎｓｕｆｆｅｒａｎｃｅ》而成为欧洲要员的

这个普鲁士人，现在居然被授予了《ｑｕｏｓｅｇｏｌ！》的大权
２８７
！这一

切都不必拔剑相向，而只要把枪扛上肩头，并且除了摄政王的眼

泪和他的走狗的墨水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流出。普鲁士竟然没

有博得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米特勒的光荣，那实在不

是它的过错。

普鲁士懂得，在第一幕中应当对奥地利板着面孔，使路易·

波拿巴不致有丝毫的怀疑，而首先要在俄国和英国面前大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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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手。

施莱尼茨在他那个我们已经引证过的紧急指示中自认：“在许多德国邦

都笼罩着激愤情绪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对我们的利益说来如此重要的目

的，并不容易。加之我们政策的方针在这方面同大多数德国邦政府的政策有

分歧，尤其是奥地利不同意我们的政策，这个情况未必需要赘言了。”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但是普鲁士还是成功地扮演了德意志联

邦宪兵的角色。从４月底到５月底，它展开了它的调停活动，迫

使它的德意志联邦中的伙伴们不得不按兵不动。

施莱尼茨委婉地说：“我们努力的第一件事，是要防止联邦过早地卷入战

争。”

同时，柏林内阁打开了自由主义报刊的闸门。这些报刊直截

了当地向市民解释说，波拿巴冲进意大利，只是为了让德国摆脱

奥地利，并在英雄的庇护下建立德国的统一。这个英雄无疑地是

属于民族的，因为他早已被宣布为“民族的财产”了。

普鲁士“当时”所负的使命不是简单地作为调停者，而是作

为“武装的”调停者出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它的行动发生了

困难。它必须一方面抑制好战的食欲，另一方面又要号召拿起武

器来。它一面分发武器，同时又警告说不得动用武器。

    “不要玩弄火枪，

    它和你一样觉得疼痛。”

施莱尼茨说：“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保卫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间的德国而

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如果联邦各机关在我们的协助下也不倦地采取防御措

施，那末对我们说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责任——注意不要使这些措施突然

变成进攻的手段，不要因此而使联邦的立场和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名声大受损

伤。”

可是，完全可以理解，“调停国”不能总是片面地朝着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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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行动。何况还发现了危险的征兆。

施莱尼茨说：“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有些迹象说明，正在策划签订同我们

的政策方针不一致的特别协定，局势的严重性理应引起我们的担忧，因为到

头来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拆散联邦的趋势。”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纷争”并揭开“调停”的第二幕，便把

维利森将军的使团派到维也纳去了。使团活动的结果在施莱尼茨

６月１４日从柏林寄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威尔特尔的紧急指示

中，已经讲过了。当施莱尼茨只给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写公文的

时候，他用的是ｉ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普通的〕普鲁士公文体。当他给外

国大国写公文的时候，幸而这事是用他不懂的语言办理的。但是，

他给奥地利的是些什么样的紧急公函呀！全是长得不得了的句子，

像一团团绞在一起的绦虫，经过“哥达主义”肥皂液的浸渍，又

撒上了乌凯马尔克２８８的文牍主义的沙糖，一半还泡在诡谲多端的

柏林ｔｒｅａｃｌｅ〔糖浆〕的洪流中。

我们之所以要对现在已经出世三个星期的柏林Ｂｌｕｅｂｏｏｋ〔蓝

皮书〕的某些部分仔细加以分析，并不是由于嗜古的怪癖，也不

是由于对于勃兰登堡的历史感到兴趣。因为这里谈的是现在正被

德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当做普鲁士未来帝国使命的凭借来加以吹嘘

的那些文件。

施莱尼茨给维利森将军的最近一次紧急指示，是５月２７日送

到维也纳的。威尔特尔就奥皇内阁对维利森的接待给施莱尼茨的

两个紧急报告标明的日期是５月２９日和３１日。这两个报告在半

个月中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为了掩饰原来的“使命”和事后对它

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各种矛盾，在普鲁士的ｂｌｕｅｂｏｏｋ中，施莱

尼茨给纳利森的那些紧急指示、威尔特尔给施莱尼茨的那些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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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以及摄政王和布斯特拉巴
２８９
之间的全部会议情况都被抽掉

了。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希堡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原文，因为维利

森和威尔特尔本来就不是要用书面把普鲁士的那些急件通知他

的，而只是对他宣读一遍。可以想像一下，一个不能读到而只能

听到下面这种长句子的大臣，处境是怎么样：

施莱尼茨说：“我切望把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完全澄清，所以就关心要在

我给冯·维利森将军的函件中把我们对我们在一定情况下准备采取的措施

以及那些必须成为我们安排采取的行动的基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十分明确

地加以阐明。”

施莱尼茨在准备正式解释维利森去维也纳的使命以前，以他

所特有的谨慎态度让事件自然发展。奥军在马振塔会战中打了败

仗，撤出了所有伦巴第的要塞，急速地退到基泽河东岸。哥尔查

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

照会上了报刊。２９０被怀疑暗中同情奥地利的得比，把政权让给了帕

麦斯顿。最后，在６月１４日，即施莱尼茨给威尔特尔发出紧急指

示那一天，普鲁士政府通报２９１刊登了关于动员６个普鲁士军的命

令。维利森使团被派往维也纳，随后便是这个动员令！整个德国

都纷纷议论普鲁士的英勇的谨慎和普鲁士的谨慎的英勇。

最后，我们来看看施莱尼茨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的紧急指

示。摄政王脱口说出了“宽宏大量的话”。接着，维利森就以先知

的口吻预言了“最诚实的意图”、“最无私的计划”和“最真挚的

信任”；莱希堡伯爵“表示同意我们所持的观点”。但是，同一位

莱希堡，这位维也纳的苏格拉底，终于表示希望从漫无边际的空

谈转入对平淡无奇的现实事实的讨论。他认为，“看到普鲁士的意

图已经表达出来”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根据这一点，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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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企图利用施莱尼茨的笔来“进一步明确”维利森的“使团”的

“意图”。因此，他“进一步概述了在维也纳交换思想时我们所表

述过的意图”。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进一步概述”扼要复述一下。

维利森使团的用意是这样的。普鲁士“在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的

情况下”，有“确定不移的意图”。施莱尼茨本来应该说，普鲁士

在具有确定不移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有不一定的意图。先决条

件就是要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让给普鲁士，不同德国各

王朝单独签订条约，总之，就是暂时把德国的霸权让给普鲁士；意

图就是要保证奥地利“根据１８１５年条约对意大利一些地区的占有

权”，并“争取在这个基础上缔结和约”。普鲁士认为，奥地利与

意大利其他各国的关系和“这些意大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遭到了严重

的威胁”，普鲁士就将试图“进行武装调停”，并且

“在调停成功时，它将继续采取行动以达到上述目的，因为作为欧洲大国

的责任和德意志民族的崇高使命要求它这样做”。

非当事人施莱尼茨说：“我们自己的利益责成我们不能延缓干涉。但是，

选择调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以后的行动的时机，应由王室自由决定。”

施莱尼茨断言：第一，由维利森所转达的“交换思想”被莱

希堡说成是“交换意见”；第二，普鲁士的意图和先决条件“应当

取得皇室的同意”；第三，莱希堡大概是纯思维的敌人，他想把

“交换思想”变成为“交换外交照会”，变成为“两个内阁的有成

文的文件作证明的协商”，总而言之，他希望把普鲁士的“先决条

件”和普鲁士的“意图”看做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的”东西。

但是，这时施莱尼茨的高尚意识感到愤慨了。莱希堡的要求所追

求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实际上变我们的“最秘密的、由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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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而通知的政治思想为束缚我们的诺言”。

施莱尼茨正在做政治思维方面的实际的、秘密的练习。而莱

希堡却想把高不可攀的思想同卑微下贱的照会联系起来！对于柏

林的思想家说来这是Ｑｕｅｌｌｅｈｏｒｒｅｕｒ〔多么可怕的事〕呀！况且这

种交换照会会像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的“保证”。好像

普鲁士想保证什么似的！更何况被冒渎地变成了交换照会的交换

思想“马上就会被法国和俄国理解为——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是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ｅｌ〔正式的责任〕，是加入战争”。好像普

鲁士什么时候曾打算参战，或者希望在什么人面前，尤其是在法

国和俄国面前使自己名誉扫地似的！最后，也是主要的，这种交

换照会“显然会使原定的调停企图无法实现”。奥地利应该了解，

问题不在于它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不在于１８１５年的条约，不在

于法国的篡位，不在于俄国的世界霸权，不在于一般的卑贱的利

益，而在于要引起欧洲纠纷，以便出乎意外地为普鲁士造成一个

“调停国”的新的崇高地位。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个入睡时是补锅匠，

醒来就成了勋爵的流浪汉２９２所说的话，并不像施莱尼茨沉湎在普

鲁士作为欧洲“武装调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时所说

的那样冠冕堂皇。《ｕｎｅａｓｙ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ｈｅｏｕｇｈｔｔｏａｃｔｕｐｔｏ

ｈｉｓ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关于他的行动必须符合于

他性格中新出现的高贵品质的令人烦恼不安的信念”〕像毒蜘蛛咬

住他一样，老是萦绕在他的心头。

施莱尼茨凑近莱希堡的耳边把关于普鲁士作为一个调停国的

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悄悄告诉他时所表现的“信任态度”，正

像他所说的，使他也“希望获得皇室的与我们的信任相当的信

任”。莱希堡也要求得到施莱尼茨这份稀奇的照会的副本。威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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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宣称，为了有文件证明普鲁士的信任态度，“根据自己得到的指

示”，他受命宣读照会，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权利留下这个ｃｏｒｐｕｓ

ｄｅｌｉｃｔｉ〔物证〕。于是莱希堡要求威尔特尔和他一起到维罗那去见

弗兰茨 约瑟夫，以便让后者“至少是从口头上能够准确地、详尽

地知道普鲁士的看法”。但是，普鲁士的“信任”同样也起来反对

这个要求，于是莱希堡便以讽刺性的恭顺态度指出，“如果他在他

的回答中也许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把握柏林紧急指示的思想的全

部进程”，那末这就应当归咎于施莱尼茨的这些长句子只是对他宣

读的。

莱希堡给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科勒尔的回答标明的日期是：６

月２２日于维罗那。这个回答很使人怀疑５月底维利森使团的用意

和６月中柏林对这一使命的解释之间是否一致。

莱希堡说：“根据我过去同他〈威尔特尔〉和冯·维利森将军的会谈，我

没有得出结论，认为柏林内阁对我们仍将保持高度的戒备，以致避免用任何

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意图。”

但是，维利森的使团更没有使莱希堡准备承认普鲁士作为欧

洲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按莱希堡的说法，主要的，即问题实

质的真正所在，是“欧洲摆脱法国的最高领导而独立”。事件本身

就揭穿了“我们的敌人在真实意图尚未成熟以前想冠冕堂皇地用

来掩饰这些意图”的“那些借口”是空洞无物、不值一提的。“此

外，普鲁士作为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所负的责任，同保持调停的

作用随时都可能变得无法相容。”最后，奥地利希望看到普鲁士成

为站在自己这方面的“盟国”，所以，一开始就否认它作为“调停

者”的使命。因此，奥地利既然从意大利纷争一开始就反对普鲁

士“采取调停者立场的企图”，那末显然它就更不会在某个时候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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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普鲁士的武装调停”了。

莱希堡说：“武装调停这个概念就其实质说来，包含有发生反对

交战双方的战争的可能性。幸而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不能设想，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普鲁士能进行武装调停。无论

这个名称，还是它所隐藏的内容，看来都应当永远被排除于两个国家的关系

之外。”

可见，莱希堡反对施莱尼茨的紧急公函及其对维利森所负使

命的解释。他认为，从５月底起，普鲁士的调子变了；他坚决否

认奥地利已经承认普鲁士负有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施莱

尼茨有责任说明这第二号误会（第一号误会是在阿尔勃莱希特大

公和摄政王之间发生的），办法是公布他给维利森的紧急指示和威

尔特尔给他的那些紧急报告。

可是，莱希堡是以奥地利人的身分来回答的，那为什么奥地

利人在同普鲁士人谈话时要改变自己的本性呢？为什么普鲁士就

不“保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呢？难道这种保证——莱

希堡问道，——不符合维也纳条约的精神吗？

“如果法国希望推翻由条约规定的欧洲局面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从维

也纳会议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中难道能希望哪怕有一个敌人是孤立的吗？

法国根本不想用局部战争去侵犯那些领地的已定疆界。”

可是，“交换照会”还不是“有条约做根据的保证”。按莱希

堡的说法，奥地利“只想了解”普鲁士的善良意图。但是，为了

讨好施莱尼茨，对于他的绝对秘密的政治思想，它将绝对保守秘

密。至于媾和，莱希堡指出，普鲁士可以向法国随便提出多少媾

和建议，“条件是，这些建议要保持奥地利和其他意大利君主的

１８１５年的版图和自主权利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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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奥地利在给作为调停国的“普鲁士的秘密通知”中，

根本不想越出没有任何意义的共同地区的界限。相反地，既然普

鲁士“以积极的盟国的身分出现，那末，关于拟定媾和条件的问

题也就只有在两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

最后，莱希堡触动了普鲁士的隐痛。照他的话说，奥地利同

意普鲁士想在联邦议会中得到首倡权的“意图”，只是有一个“前

提”：普鲁士的交换思想将变成交换照会。但是，结论连同前提一

起失去了意义。甚至施莱尼茨以他所固有的理解能力也“会理解

到”，由于柏林“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承担过束缚它的义务”，由

于他自己“把做出关于武装调停的决定的时机推延”到未定的

“将来，并且保留了选择这种时机的权利”，维也纳也“应当完全

保持在德意志联邦关系方面的自由”。

这样一来，普鲁士诱使奥地利承认它在德国的优先地位并且

具有充分权利担任欧洲调停国的崇高角色的企图便以彻底的失败

而告终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动员了６个普鲁士军。普鲁士应

当向欧洲解释。因此，施莱尼茨在他“６月１９日致普鲁士驻欧洲

各国使馆的通函”中宣布：

“普鲁士通过动员，采取了更加符合当前局势的立场，同时它并不放弃自

己的温和原则…… 普鲁士的政策仍然是它从意大利问题的纷争开始时起

就一直遵循的政策。可是现在它根据既成局势，也拿出了自己的解决这一问

题的办法。”

为了使人不致对政策及其办法产生任何怀疑，通函最后声明，

“普鲁士的意图是防止德国的分裂”。

摄政王政府认为，甚至连它的这个忏悔的罪人的声明也必须

用给法国的“极秘密的”通知来缓和一下。早在战争即将开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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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布斯特拉巴和摄政王两人共同的朋友、战争画画家吉①第一个

受委托前往柏林。他带回来了对友谊的保证。在进行动员期间，也

向巴黎发出了许多官方的和半官方的保证，内容是这样的：

“法国无论如何不应当向坏的方面解释普鲁士的军事措施。我们不抱任

何幻想，我们知道，同法国作战是多么不理智，这种战争将招致多么危险的

后果。但是，请法皇体谅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各方面都向摄政王政府施

加压力。我们处于别人对我们心存戒惧的状况下，对这点不得不加以考虑。”

或者：

“我们正在进行动员，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认为这是进攻法国的措施。

ｑｕａｓｉ〔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德意志联邦首脑的摄政王，应该不是简单地捍卫

联邦的利益，而且在国内也应该居于使他能够防止各种轻率行为并迫使德国

其他各邦遵循他的温和政策的地位。请法皇重视这一点，并尽力使我们能比

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普鲁士在设置它那些滑稽可笑的圈套时，竟然要求法国政府：

“让政府的报纸不要过于贬损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而抬举普鲁士；这只会

损坏普鲁士的名誉。”

于是，瓦列夫斯基便有充分权利在他６月２０日的通函中声

明：

“普鲁士所采取的新军事措施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 普鲁士

政府动员它的一部分军队，这说明它除了保卫德国的安全，并确立使它能够

同其他两个大国一起对今后的调停进程产生公正的影响的地位以外，没有其

他任何意图。”

普鲁士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在各国已家喻户晓，以致

瓦列夫斯基甚至敢于说出很难听的俏皮话，说普鲁士宣布动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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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反对法国，而是反对“其他两个大国”，因为它们想使普鲁士

对“签订协定”失去“公正的”影响。

普鲁士调停的第二幕就这样收场了。

普鲁士调停的第一幕（从４月底到５月底）给德国做出了一个

判决：《ｌａｍｏｒｔ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
２９３
。在第二幕中（从５月底到６月２４

日），“伟大祖国”的瘫痪状态被关于维利森使团的漂亮言词和普鲁

士动员的阿拉伯图案装饰起来了。这第二幕的最后一场是在德国

各小邦宫廷里演出的，它们在听取施莱尼茨的照会。施莱尼茨像施

梯伯一样，喜欢“混合的”口述程序。在这里我们从他那个我们已经

提到过的，标明日期是“６月２４日于柏林”的“给普鲁士驻德意志

各邦宫廷使节”的照会中，只援引两个地方。为什么普鲁士不同意

实现奥地利想使“交换思想”变成为“交换照会”的愿望呢？

施莱尼茨向德国各邦宫廷悄悄地说：“实现这个愿望，就等于是保证奥地

利占有伦巴第。对那些不确定的事件承担责任对普鲁士来说是不现实的。”

所以，从柏林的观点看来，失去伦巴第并不是“对奥地利在

意大利的那些领地的严重的威胁”，也不是使普鲁士伺机拔剑而起

的“确定事件”。

施莱尼茨接着说：“今后甚至是任何形式上的责任，只要会改变我们的调

停国的地位，都应当拒绝承担。”

可见，普鲁士的调停并不是致力于为奥地利的利益而改变

“不确定的事件”；可以说恰好相反，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宗

旨都在于使“普鲁士作为调停国的地位”仍然保持不变。正当普

鲁士断然要求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交给它的时候，它自

己却献给了奥地利一件值得怀疑的等价物，这就是有善良的普鲁

士意图作保证的普鲁士的善良意志。正如柏林的短工们２９４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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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葡萄酱的葱花汤。

在调停的第三幕中，普鲁士终于以欧洲大国的角色出场了，施

莱尼茨在准备两份同样的紧急公函，一份给伦敦的伯恩施托尔夫

伯爵，另一份给彼得堡的俾斯麦男爵；第一份应向约翰·罗素勋

爵宣读，第二份应向哥尔查科夫公爵宣读。紧急公函中有一半全

是赔礼求恕。普鲁士动员了它的一部分兵力，而施莱尼茨不遗余

力地论证了这一大胆步骤。在６月１９日给欧洲各大国的共同照会

中，这个步骤被宣布是为了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为了普鲁士

实现自己武装调停国的作用，特别为了“防止德国的分裂”。在给

德意志联邦各成员国的公函中说，“这个措施应当束缚法国的军事

力量，大大改善奥地利的处境”。在给英国和俄国的紧急公函中，

作为动因的是“各邻国的军备活动”、“注意到事件的进程”、“军

事行动临近德国的边境”、尊严、利益、使命等等。但是，“另一

方面”，“而且”，“我再重复一遍，伯爵先生和男爵先生”，普鲁士

进行军备活动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它的意图“当然并不包括要

制造新的纷争”。它所追求的，“仍然只是它最近在英国和俄国的

同意下所力求达到的那个目的”。Ｎｏｕｓｎ’ｅｎｔｅｎｄｏｎｓｐａｓｍａｌｉｃｅ！

〔我们不打算干什么坏事！〕——施莱尼茨这样大声说道。

“我们只希望和平”，并且“我们满怀信任地向伦敦内阁和彼得堡内阁呼

吁，以便同它们联合起来寻求停止流血的办法”。

为了表明自己是值得英国和俄国信任的，普鲁士像捍卫不可

动摇的教条一样捍卫着英俄的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奥地利

以它的最后通牒惹起了战争；第二个论点是，斗争是为了实行自

由主义的行政改革，为了废除奥地利对毗邻的意大利各国的保护

权而进行的。使奥地利皇室的权利迁就民族自由主义的“改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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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就是普鲁士极力追求的东西。最后，正如施莱尼茨所

说的，普鲁士相信路易·波拿巴的ｓｅｌｆｄｅｎｙｉｎｇ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大公

无私的声明〕。

这些空洞无物的无稽之谈就是普鲁士“以充分的信任，光明

磊落的坦率态度”，羞答答地悄悄告诉各中立大国关于它的“调停

计划”的一切。“头脑清醒、态度谦恭的小伙子”施莱尼茨担心

“更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把问题弄糟”。但是，他

那念念不忘的思想终究还是迸发出来了。普鲁士认为自己的“使

命是起武装调停国的作用”。但愿英国和俄国承认这个使命！但愿

它们“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纷争，怎样才能使这种解决办法为互

相斗争的各方面所接受，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愿它们首先向普鲁

士发出指令，使它可以在最高上司的批准下，可以说是ａｖｅｃ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在政府的保证下〕，承担调停的狮子的

角色！总之，普鲁士想扮演欧洲的ｌｉｏｎ〔狮子〕的角色，但是要像

细木工史纳格那样扮演这个角色。

    狮子：但是请你们放心，我实在是细木工史纳格，

既不是凶猛的公狮；也不是一头母狮，

要是我真的是一头狮子而冲到这儿来，

那我自己会大倒其霉！

提修斯：一头非常善良的畜生，有一颗好良心。

莱散特：这头狮子按勇气说只好算是一只狐狸。

提修斯：对了，而按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说起来倒像是一只鹅。①

施莱尼茨的紧急公函标明的日期是６月２４日，也就是索尔费

里诺会战的日子。当奥地利战败的消息传到柏林时，这个紧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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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的两份副本还放在施莱尼茨的写字台上。同时，邮局也把约翰

·罗素勋爵的急件２９５送到了，“其中布鲁姆先生过去的ｌｉｔｔｌｅｍａｎ

〔小人物〕”，ｔｏｍｔｉｔ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英国自由主义的小鸟〕，

爱尔兰《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ｓ》
２９６
的喉舌把帕麦斯顿的意大利计划告诉了

普鲁士。马格德堡不在明乔河上，而比凯堡也不在阿迪杰河上，正

像哈里季不在恒河上，而索尔福特也不在萨特里日河上一样。但

是，路易·波拿巴声称，他并不向往马格德堡和比凯堡。为什么

要用条顿人的粗鲁行为去激怒高卢雄鸡呢？约翰·罗素甚至发现，

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那“敌人一定非常愿意同

意停止消耗精力的斗争”。依据这个绝顶聪明的发现，罗素一面指

责德国的好战贪欲，一面又赞扬普鲁士的“温和的、开明的行

为”，并且建议施莱尼茨要“在德国局势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准

确地模仿英国！最后，这个Ｊａｃｋｏｆａｌｌｔｒａｄｅｓ〔万能行家〕回忆起

了普鲁士的“崇高的调停使命”，带着一般的又酸又甜的微微的冷

笑，向他这位立宪主义方面的学生说了下面一段安慰的话作为临

别赠言：

“很可能，各友好的调停国的声音将被认真地听取，而签订和约的建议也

不再是毫无成效的时间就在眼前了！”（罗素寄给柏林布卢婚菲耳德勋爵的紧

急公函，日期：６月２２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底—

８月中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３０日和８月

６、１３、２０日“人民报”第１３、１４、

１５和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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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９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第一分册２９７

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

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

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

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

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

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

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２９８，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

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

辛如此迟缓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

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

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

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

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接二连三

地开拓着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

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藏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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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１８３０年还束缚着

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

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随着关税同盟１６９的建立，德国人才

达到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地步。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

才真正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

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

式把它加工制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

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

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

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

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的理论

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同这一派相对立，在四十年代产生了波

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

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

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干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

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

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

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

学２９９，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

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

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拚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

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

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

５２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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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

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①。这篇序言的主

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

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

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

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

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

义的欺骗而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

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

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

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

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

地发生变革……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

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

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

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

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

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

６２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见本卷第８—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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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

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

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

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

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

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ｌｉｂｅｒｔé，éｇａｌｉｔé，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

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

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

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

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

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

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

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

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

中，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

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辞句和法律辞

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

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愈来愈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

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

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

７２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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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

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

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

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

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

人物”那样深的程度。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８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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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二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

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

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

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

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

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

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

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

笑。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

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

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

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

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

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在实证知识方面较强而保持着

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

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

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在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

们３００的统治下空谈成风，在此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

９２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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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

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１８４８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

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

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

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

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

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

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

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

甚至表示效忠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

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

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

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

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

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

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

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

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

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

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

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

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

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

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

０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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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通过无到无”
３０１
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

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

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

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

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

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

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

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

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

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

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

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

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

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

“现象学”、“美学”、“哲学史”３０２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

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

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

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

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辨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

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

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

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

１３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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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

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

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

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

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

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

果。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

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

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

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

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

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

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

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

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

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

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

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

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

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

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

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

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

２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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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

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

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

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

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

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

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

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

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

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

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

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

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

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

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

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

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

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

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

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

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

３３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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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

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末，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

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

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

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

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

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

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

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

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

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２０—２１页①上看到。我们仅仅

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

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

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

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

转给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

单流通，即（１）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

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２）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３）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

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

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４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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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

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

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

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

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

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

很简略。

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内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３—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６日和２０日“人民报”

第１４号和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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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 列 颠 的 贸 易

  不列颠贸易部刚刚公布了今年前６个月的出口情况报告，可

是该部的进口申报价值的表格却只包括５个月，到５月３１日

止。３０３和１８５８年及１８５９年同期相比，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某些不

大的、不值得一提的例外，不列颠从美国的进口总的说来是减少

了，至少按价值来说是减少了，而不列颠对这个国家的出口，不

论是数量，还是价值，却都增加了。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引用官

方报告中的下列图表：

６个月内（到６月３０日止）不列颠对美国的出口情况

出 口 项 目
数  目

申 报 价 值
（单位：英镑）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棉织品（码）……

五金商品（担）①

亚麻织品（码）…

铸铁锭（吨）……

铁条、铁螺检、

 铁棒…………

锻铁……………

６０１５０７７１

３５３４９

１７３７９６９１

２２７４５

２１４６３

９１５３

１１０３６０１９８

７８４３２

３１１７０７５１

３９３７０

５６０２６

１９３６８

１０３１７２４

２４２９１４

５１５４１６

６８６４０

１７５９４４

１１３４３６

１９２４９５１

５３４１０１

９６１９５６

１１１３１９

４５７３８４

２３８９０３

６３５

① 英担为长吨（１０１６公斤）的１ ２０，或５０．８公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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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出 口 项 目
数  目

申 报 价 值
（单位：英镑）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铁板和铁钉（担）

铅（吨）…………

油类（植物油）

 （加伦）………

丝织品（磅）……

毛呢（匹）………

各种毛织品（码）

精梳毛织品（匹）

陶瓷器…………

装饰品和帽类…

白铁（张）………

５２９３

１２１４

４１１７６９

４７１０１

７６３１１

１３８７９３３１

１８５１２９

— 

— 

— 

１５５２２

１９８０

９３０７８４

１３４４７０

８１６８６

３０８９３９０１

４８９１７１

— 

— 

— 

２８７０９

２７７５４

５０９５０

５１２７７

２７３４０９

５６２７４９

２２９９８１

１６８９２７

４５６３６４

３７９０２７

７７８４０

４４６２６

１１１１０３

１４４４１３

４２１００６

１１８８８５９

７５８９１４

２７９４０７

８６１９２１

０７０１１

５个月内（到５月３１日止）不列颠从美国的进口情况

 进口项目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９年  

小麦…………………… ３７１４５２英镑 ７０１３英镑

面粉和王米粉………… ６９３８４７英镑 １４６６６英镑

棉花（皮棉）……………１１６３１５２３英镑 １０４８６４１８英镑

  总的说来，不列颠出口报告说明１８５９年出口不仅超过了

１８５８年，而且也超过了１８５７年，这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出：

６个月内（到６月３０日止）不列颠的出口情况

申报价值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９年  

６０８２６８８１英镑 ５３４６７８０４英镑 ６３００３１５９英镑

  但是，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那就非常清楚，１８５９年出口总

７３５不 列 颠 的 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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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所以比１８５７年有所增加，是因为扩大了同印度的贸易额，此

外，如果印度没有超额地弥补了不列颠的出口差额，１８５９年不列

颠出口贸易总额将比１８５７年减少２００万英镑以上。可见，１８５７年

危机的痕迹在世界市场上还没有完全消失。毫无疑问，贸易部报告

中最重要、最令人惊奇的特点是不列颠对东印度的出口贸易的迅

速发展。首先，我们用官方的数字材料来证明这个事实：

６个月内（到６月３０日止）对英属东印度的出口情况

（单位：英镑）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

啤酒和麦酒………

棉布和细布等……

棉纱………………

陶瓷器……………

装饰品和帽类……

五金商品…………

马鞍和马具类制品

机器、蒸汽发动

 机和其他机器…

铁条、铁螺检、铁

 棒（不包括钢轨）

钢轨………………

锻铁（不包括钢轨）

原铜………………

铁板和铁钉………

盐…………………

文具………………

呢绒………………

２１０４３１

２５５４９７６

５７９８０７

３０３７４

３９３５４

８４７５８

１２３３９

１５６０２８

３０６２０１

— 

２６６３５５

６２９２８

１４４２１８

２３９９５

６６４９５

９６０４５

１３０２１３

３１１６８６９

５４０５７６

２３５２１

７０５０２

１０１０８３

１５５８７

３１３４６１

２２８８３８

２７２８１２

２１７４８４

３４１３９

２２８３２５

９１１１９

１９９６８

１６６５０９

４７４４３８

４５２３８４９

９６７３３２

４３９１５

７７３１９

１３９８１３

３５９４７

１７０９５９

１６６３２１

４７５４１３

１９２７１１

９０１８

３１８３８１

２１８４９

８６４２５

２０２０７０

５６９３９８

６０９４４３５

１２８０４３５

４３１９５

１０５７２３

１５３４２３

１９４９８

１７９２５５

１７２７２５

５７８７４９

２４２２１３

５１６９

２０５２１３

４４６８

８９７１１

１７４８２６

  共 计……… ４６３４３０４ ５５７１００６ ７９０５７６０ ９９６４９５５

８３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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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５６年这大约１６年间，不

列颠对印度的出口贸易额虽然有时有少许增加，有时也有明显的

减少，但一般说来是稳定的，平均数字是８００万英镑，那末，就会感

到惊奇：这种稳定的贸易额在短短的两年内竟增长了一倍，而且这

种突然的增长还是发生在激烈的奴隶起义３０４的时期。这种贸易额

的扩大只是由于暂时的因素呢，还是同印度的需求的真正发展有

关？这个问题由于印度目前的财政状况而使人特别感到兴趣。印

度的财政状况迫使不列颠政府不得不请求议会批准在伦敦发行新

的印度公债，而且甚至迫使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

归根到底，只占领原来的三个省份，把半岛的其他领土归还给当地

统治者，对英国说来是否更好一些呢？

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很少，不可能对不列颠突然扩大对印度

的出口贸易的真正性质作出定论，但是，我们已知的一些材料使我

们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可以说是暂时的因素使这种贸易额突然

膨胀到大于它所固有的数量。首先，我们没有发现不列颠从印度的

进口情况有什么特殊的变动可以引起对印度的出口增加。诚然，某

些商品的进口有些增长，但这几乎被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所抵销；

总的说来，印度的出口情况波动之小，是不足以用任何方法来解释

这个国家的进口发生的突然变化。当然，奴隶起义能够帮助英国人

去探索以前不大了解的那些省份，因此，士兵也会为商人扫清道

路。此外，近年来白银大量输入印度并在那里堆积起来，即使是印

度人，在被刚刚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稍微打扰了一下以后，大概

也会改变他们历来的爱储藏的癖好，多多少少会花费一些他们的

白银，而不再埋藏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推测

有多大的意义，何况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政

９３５不 列 颠 的 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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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年内的非常支出近１４００万英镑。虽然这种情况足以说明英

国对印度的出口贸易的突然增长，但是很难设想，它预告着这种新

的变动会比较长久地继续下去。这种形势最久远的后果自然就是

印度的民族工业遭到彻底破坏，因为读者从最后一个图表中已经

看到，不列颠对印度的出口余额主要是由于不列颠的棉布和棉纱

的输入所造成的。曼彻斯特方面的销售量的过度扩大在一定程度

上也会使不列颠出口图表数字膨胀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５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１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７１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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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路易 拿破仑和意大利

  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言行，一天天明朗化了，这有助于我们

了解他所说的“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利亚海”的自由的含义。对他

自己来说，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

都具有更大的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

义”壮举３０５毫无二致。通过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把法国从欧洲战

争中“拯救”出来之后，这位“解放者”现在又打算通过使那些被土

伊勒里宫的主人一言废黜了的君主强行复位的办法，通过对意大

利中部和教皇国的人民运动进行武力镇压的办法，来“拯救”意大

利社会。当英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苏黎世会议大概会修改维拉弗

兰卡条约的条款的模糊的臆测和ｏｎｄｉｔｓ〔传闻〕的时候，当约翰·

罗素勋爵持着他那固有的不可救药的轻率态度（这种轻率态度曾

促使帕麦斯顿勋爵任命他为外交大臣），认为自己有权在向下院作

的庄严声明中宣布波拿巴将拒绝把自己的刺刀交给那些被推翻的

君主支配的时候，８月８日“维也纳日报”第一版上登载了如下的

官方消息：

“苏黎世会议即将召开，以缔结最后和约，其主要条款已在维拉弗兰卡达

成协议。任何一个注意到会议的明显作用的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不仅国外

报刊，甚至连奥地利的报刊，都敢于对维拉弗兰卡条约条款的实现或实现的

可能性表示怀疑。为两位皇帝的亲笔签名所固定下来的和约的预备条款的执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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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是有两位君主的庄严诺言和权力作保证的。”

这说得非常明确。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受骗的意大利人在徒然

地抗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用刺刀、线膛炮以及其他《ａｒｍｅｓｄｅ

ｐｒéｃｉｓｉｏｎ》〔“线膛武器”〕作后盾的弗兰茨 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

则是《ｓｉｃｖｏｌｏ，ｓｉｃｊｕｂｅｏ》
３０６
。如果意大利的爱国者不愿听从甜蜜的

劝导，他们就得对武力让步。别的选择余地是没有的，尽管罗素勋

爵作了相反的断言。他这样说也许是完全出于真诚，因为通过他的

口说出这种断言来，只是为了在预定让意大利遭到联盟暴君铁蹄

践踏的期间，搪塞一下不列颠议会而已。至于教皇在教皇国的世俗

政权，路易 拿破仑甚至不等到战争结束就宣布，它将保存下主。维

拉弗兰卡预备条约的条款规定让奥地利的君主们在托斯卡纳和摩

地那复位。让帕尔马女公爵重新执政的规定没有包括在这些条款

里，因为弗兰茨 约瑟夫想对这位公主公开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同奥

地利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行为实行报复；但是，路易 拿破仑出于

自己天生的宽宏大量，俯允听取这个ｄｏｎｎａｅｒｒａｎｔｅ〔流浪妇女〕的

委婉哀求。他通过瓦列夫斯基向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同时也是女公

爵的全权代表圣芒先生保证说，她的宝座将得到恢复，并且她的公

国也将保有原来的疆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皮阿琴察要塞，——如

果维克多 艾曼努尔在苏黎世会议上表现好的话，这个要塞应该转

交给他。使这个暴发户感到无限欣慰的不仅是充当出身波旁皇族

的姊妹的保护人这一念头；而且他还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博得圣热

尔门郊区３０７的好感的可靠手段，这个郊区至今对他的巴结蔑然视

之并且对他表现出高傲矜持的态度。

但是，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怎样才能成为“法制和秩序”的

传教士、“现存社会”的救主呢？怎样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不大富于

２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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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角色呢？这是急转直下的一步。使公众对维拉弗兰卡条约

的预备条款的真正意义抱怀疑态度，并对这种态度加以支持，既纵

容荒诞的传闻，又听任合理的猜测，其目的显然在于逐渐把欧洲引

导到最坏的境地。憎恨奥地利、自称热爱意大利而且被公认为是拿

破仑第三的代理人的帕麦斯顿勋爵支持了这位站在不可靠基础上

的十二月英雄４９。帕麦斯顿利用得比政府对奥地利的同情把这个

政府赶下了台，他显然已在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面前，替自己

至圣的盟友，即拿破仑第三的意愿的真诚性作出了保证。这样一

来，他有意识地把议会引入歧途，然后沉着镇静地推开了议会，或

者可以说，甚至解散了它。他曾明确地声明，英国还没有决定是否

参加欧洲会议（这个会议可能会批准苏黎世会议的决定，从而把责

任分摊到欧洲各国身上，以减轻否则要由拿破仑一个人承担的仇

恨的重担）；这一声明遭到了普鲁士报纸的驳斥，它们发表了一则

半官方消息，肯定说，英国和俄国已经一起向柏林宫廷提出了参加

这次欧洲会议的建议。

拿破仑只是在舆论的激烈愤懑稍微平息之后才在撒丁王国采

取了第二个步骤。他企图说服维克多 艾曼努尔代他去做这件棘手

的事情。看来，维克多 艾曼努尔得到了奥地利及其藩属所丧失的

一切。虽然还没有相称的封号，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意大利中部和

教皇国的统治者，那里的居民到处都承认了他的王朝，虽然这不是

出于对皮蒙特的热爱，而是由于对奥地利的憎恨。法国的自由保卫

者向自己的这个新藩臣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他放弃对人民

运动的正式领导。维克多 艾曼努尔无力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他命

令撒丁全权代表离开各公国和教皇国，并且从佛罗伦萨召回了邦

康帕尼，从罗曼尼亚召回了马西莫·德·阿塞利奥，从摩地那召回

３４５路易 拿破仑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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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里尼（至少是作为正式全权代表）
３０８
。

但是，这位戴皇冠的“解放者”还不满足。他以前在法国的经验

使他有足够的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

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

好的一种手段。因此就要求撒丁国王设法影响那些起义的省份的

人民投票的进程，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省份的君权是由人

民的意志恢复起来的。自然，维克多 艾曼努尔对这种要求连听也

不想听，因为实现这种要求，必定会永远断送意大利自由的前途，

必定会把整个半岛高喊《ｅｖｖｉｖａ！》〔“万岁！”〕的呼声变成同声咒

骂。据说，维克多 艾曼努尔用下面的话回答了法国诱惑者德·莱

泽伯爵：

“阁下，我首先是一个意大利君主。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对我说来意大利

的利益比你们需要暗示的欧洲利益有更大的意义。我不能利用自己的声望来

支持被推翻了的统治者复位，我绝不会这样做。我让这些事件自然发展，已经

是非常宽容了。”

甚至有人说，这位侠义的国王还说了下面的话：

“如果要通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你们还必须听听我的意见。至于说到

联邦，我的利益和荣誉，都同样迫使我反对，因此我将同它斗争到底。”

这一回答转交给巴黎后，很快就出现了格朗尼埃·德·卡桑

尼亚克的一篇有名的责斥意大利人忘恩负义的文章３０９，这篇文章

包含着一个不祥的暗示：如果保护者抽回了强有力的手，那末奥地

利的鹰徽很快就会挂到都灵王宫的前面。维克多 艾曼努尔立即得

悉：他能否得到皮阿琴察，将依他的表现好坏而定，而意大利各国

君主对正在准备成立的联邦能有多大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

的问题。对萨瓦居民的民族归属问题的讨论，使他受到了彻底的打

４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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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同时，这也暗示出，如果波拿巴帮助维克多 艾曼努尔把意大利

从奥地利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维克多 艾曼努尔也未必能拒绝把萨

瓦从撒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些威胁很快就具有了一种明显的

形式——骚动，这一骚动根据从巴黎发出的信号突然在萨瓦的拥

护封建制度的和天主教的人士中开始了。

一家巴黎的报纸大声疾呼道：“为意大利的事业花费自己的金钱，让自己

的儿子流血牺牲，萨瓦人对这种事已经厌倦了。”

对于维克多 艾曼努尔来说，这就是有力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ｕｍａｄ

ｈｏｍｉｎｅｍ①，如果他不直接承担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那末就有一定

的理由担心，他至少已经答应为法国的武装干涉扫清道路。８月９

日帕尔马来电说：“皮蒙特军队已被逐出城市，红色共和国宣告成

立，有产者和秩序之友慌忙逃命。”如果可以相信这则消息，那末，

它对于未来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怎么样，不论这则消息是

真是假，它对于“秩序和财产的救主”来说，完全可以成为进行干

涉，派遣他的朱阿夫兵去反对“不可救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为各

国君主的复位扫清道路的一种信号。这些君主当中的一个，托斯卡

纳大公（已逊位予子）的儿子②，已经在土伊勒里宫受到了“热情的

接待”。而正在撤回来的法国军队，接到了留驻意大利的命令，因

此，苏黎世顺利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很快就将消失。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８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７２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４５路易 拿破仑和意大利

①

② 列奥波特二世和斐迪南四世。——编者注

针对具体的人提出的理由；不是根据客观材料而是根据被说服者的感情提出

的论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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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政 治 评 论

  伦敦。建筑工人的罢工，或者确切些说，是企业主宣布的

Ｌｏｃｋｏｕｔ〔同盟歇业〕，还在续续
３１０
，并且敌对双方的态度也不像有

什么重大改变。星期二工人代表开了会，到会的还有其他行业的代

表；会上一致决定，不到任何一个要求保证不参加“协会”的老板那

里去干活。同一个时间，“联合的”企业主在“自由石匠”小酒馆里开

了会，不准任何记者采访。后来知道，这些害怕秘密会泄露出去的

先生们经过热烈的商谈以后，决定在建筑工人没有正式放弃“协

会”以前，在“特罗洛普先生的工人们没有停止罢工”以前，同业协

会的任何会员都不应开业。后一点很快就调解好了，因为不久以前

特罗洛普先生同工人们举行了谈判，他郑重其事地断言，对他的指

责（解雇向他提交要求实行９小时工作制等的请愿书的工人），是

出于一种误会。至于另一个条件，“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无

论如何不会同意，除非是迫于极端的贫困。他们觉得，放弃“协会”、

放弃任何组织，对他们说来就是变成资本家的真正奴隶，并且会丧

失一个现代无产者还保有的那一点点独立性。老板们一意坚持，妄

想得到像美国种植场主对待他们的奴隶那样的权力来对待自己的

“人手”，这甚至引起了某些资产阶级记者的谴责。自然，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对企业主表示不满：让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加深劳资之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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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本来就很深的鸿沟吧，去加深已经积累起来的、自觉的阶级仇恨

吧！这种阶级仇恨正是社会变革最可靠的保证。

伦敦总共有１０００多家建筑企业。其中只有８８家关了门，然而

却都是最大的。ｌｏｃｋｏｕｔｓ〔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人数达到

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人，而不是起初说的４００００人。全国各地给“协会”

送来了大批捐款，但是挨饿的工人直到现在还拒绝接受这种支援。

光荣归于勇士们！难道追求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资产者们能够做出

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吗？

星期六闭幕的下院会议在最后几天几乎一直是处理议会中层

出不穷的竞选丑事。这种贿赂的冲天恶臭同太晤士河的芳香混为

一气，如果可尊敬的议员们不习惯这种气味的话，一定会闻之作呕

的。事情时而牵涉到那些公开地（他们的罪行正在于此）做买卖羊

群一样买卖一群群选民的人，时而又牵涉到某个自愿放弃自己高

价买来的席位的可怜虫，因为他由于有人提出反对他当选的请愿

书而无法保持这个席位了；这件事情至少也要花他３０００英镑。但

是我们不去谈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去翻这堆脏东西呢？我们只想

再补充一句，被揭露进行贿买的议员几乎全是“自由”党３１１的党员。

御前演说未必值得一提。这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官方文件。关

于正在酝酿的欧洲会议，御前演说中说，似乎女王陛下还没有作出

明确的决定。这是撒谎！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帕麦斯顿勋

爵立即向俄国政府声明，他准备派代表出席俄国建议召开的会议。

可见，早在四个星期以前，他就已“作出了明确的决定”。

巴黎。我们不想用对巴黎庆祝胜利的宴会的描写去打搅我们

的读者。皇帝虽然使尽了各种鬼蜮伎俩想让人们忘让维拉弗兰卡

的失败，冲淡巴黎居民的注意力，并且逼着被收买来的人从喉咙里

７４５政 治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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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出祝词来，但是皇帝本人还是非常不满意对他的这种接待，所

以，他不顾自己的“十二月的”顾问们的大力劝阻，毅然决定铤而走

险，宣布大赦。巴黎的报刊也获得了大赦，从此以后各种“警告”全

部废除了。３１２

从柏林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听到的还是老一套空话和继续无

望地鼓吹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对德意志联邦进行改革。哥达党同

民主党人合并现在已成定局，这可以从下列报道中看出来。国王①

的处境仍然没有好转。

在爱森纳赫８月１４日举行了一次新的“德国爱国者”会议，目

的是要圣上恩赐宣布哥达党的一套看法是救国的唯一办法。３１３出

席这次会议的有名人物有：汉诺威的冯·卞尼格先先生、柏林的察

贝尔（你知道你是什么人？）、“萨克森立宪报”３１４的编辑济格尔、班

堡的梯图斯、舒尔采 德里奇等。新成立的德国政党所提出的纲领

自然包括联邦改革、普鲁士的霸权、废除联邦议会有关反对出版和

结社权利的决议等。最后，下一届大会定于法兰克福召开，大概是

为了距离圣保罗教堂３１５近一些。

汉诺威消息，当地政府为了同亲普鲁士的爱国者进行竞争（为

了反对这些爱国者，它采取了警察手段），再次提出了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１９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０日“人民报”

第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４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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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

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３日于伦敦

在议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向两院提出了一个题为“联合王国从

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８年最近１５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３１６的蓝皮书。不

管这个官方出版的文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一行行的数字看起

来多么枯燥，这些数字事实上对英国总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比充满

了漂亮废话和政治胡说的几部巨著都更珍贵的材料。它引起我们

注意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人口数目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１５年内

爱尔兰的人口变动数字根本没有。苏格兰的表格表明人口数目变

动不大，我们且不去谈它。下面的数字说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变

动的情况：

年  份 人 口 数 出 生 数 死 亡 数 结 婚 数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６５２００００

１７７２１０００

１６９２５０００

１７１３２０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００

１７５５２０００

１７７６６０００

５４０７６３

５４３５２１

５７２６２５

５３９９６５

５６３０５９

５７８１６９

５９３４２２

３５６９５０

３４９３６６

３９０３１５

４２３３０４

３９９８００

４４０８５３

３６８９８６

１３２２４９

１４３７４３

１４５６６４

１３５８４５

１３８２３０

１４１８８３

１５２７８８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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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  份 人 口 数 出 生 数 死 亡 数 结 婚 数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１７９８３０００

１８２０５０００

１８４０３０００

１８６１８０００

１８７８７０００

１９０４５０００

１９３０５０００

１９５２３０００

６１５８６５

６２４１７１

６１２３９１

６３４５０６

６３５１２３

６５７７０４

６６３０７１

６６５６２７

３９５１７４

４０７９３８

４２１０９７

４３８２３９

４２６２４２

３９１３６９

４１９８１５

４５００１８

１５４２０６

２５８４３９

１６４５２０

１５９３４９

１６４５２０

１５９２６２

１５９０９７

１５４５００

  除了这个人口表以外，我们还可以引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

的犯罪率和赤贫现象的材料：

年  份
被  控  告  者

男 女 共  计
被判罪者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２１５４９

１９３４１

１９８５０

２２９０３

２４５８６

２２４１５

２１５４８

２２３９１

２１８８５

２０８７９

２２７２３

１９８９０

１５４２５

１５９７０

１３８６５

４９９３

４９６２

５２５７

５９３０

５７６３

５４０１

５２６５

５５６９

５６２５

６１７８

６６３６

６０８２

４０１２

４２９９

３９９０

２６５４２

２４３０３

２５１０７

２８８３３

３０３４９

２７８１６

２６８１３

２７９６０

２７５１０

２７０５７

２９３５９

２５９７２

１９４３７

２０２６９

１７８５５

１８９１９

１７４０２

１８１４４

２１５４２

２２９００

２１００１

２０５３７

２１５７９

２１３０４

２０７５６

２８０４７

１９９７１

１４７３４

１５３０７

１３２４６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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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管理委员会所属的不同组织和教区

领取补助金的赤贫者（流浪的赤贫者除外）的人数的表格是从

１８４９年算起的。

 年份 赤贫者总数 年份 赤贫者总数

 １８４９…………………９３４４１９

 １８５０…………………９２０５４３

 １８５１…………………８６０８９３

 １８５２…………………８３４４２４

 １８５３…………………７９８８２２

１８５４…………………８１８３３７

１８５５…………………８５１３６９

１８５６…………………８７７８６７

１８５７…………………８４３８０６

１８５８…………………９０８１８６

  我们把关于人口变动情况、犯罪率和赤贫现象的三个表格比

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在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４年间犯罪率比人口增加得

快，而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８年间虽然不列颠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但赤贫现象的数字几乎没有变动。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８年的１０

年中最突出的有三件大事，这些大事使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同十

六世纪那些最辉煌的时代加以比较。废除了谷物法，发现了金

矿３１７，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也进一步推动了

工商业的发展。欧洲从革命的震动转入了工业热潮。占领旁遮

普３１８、俄国战争和几次亚洲战争开辟了到那时为止几乎不知道的

市场。最后，不列颠输入合众国的商品量增加到１０年以前不能想

像的程度。整个世界市场都扩大了，它的容量似乎增加了一倍或两

倍。尽管如此，在这难忘的１０年中，几乎稳定在１００万左右的英格

兰赤贫者的数字却只减少了２６２３３人，如果我们把１８５３年和

１８５８年比较一下，那末这个数字甚至还增加了１０９３６４人。

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

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

朽的东西。诚然，如果我们把１８５５年同以前各年加以比较，那就

１５５政 治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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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出，表面上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８年间犯罪率有相当的减少。１８５４

年被控告的人总数为２９３５９人，而１８５８年则减少到１７８５５人；被

判罪的人的数目也有很大减少，虽然不是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但

是，１８５４年以后犯罪率的这种表面上的减少，其实应该完全看作

是由于不列颠诉讼程序的某些技术性的改变所造成的，首先是少

年犯处治法３１９，其次是１８５５年的刑事裁判法，这个法律规定治安

法官在被捕人同意接受他的审判时，有权判处短期拘禁。违法行

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正

如实施少年犯处治法所证明的，判定某些违犯由官方制定的法律

的行为是犯罪还是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官方。这种名词

上的区别远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

决定着社会的道德面貌。法律本身不仅能够惩治罪行，而且也能

捏造罪行，尤其是在职业律师的手中，法律更加具有这方面的作

用。例如，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在中世纪，天

主教僧侣由于对人的本性有阴暗的看法，就依靠自己的影响把这

种观点搬到刑事立法中去了，因而他们制造的罪行比他们宽恕的

过错还要多。

令人奇怪的是，联合王国中犯罪率大大减少（减少将近５０％，

甚至７５％）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爱尔兰。这个事实怎么能同英格

兰流行的一种意见调和起来呢，这种意见认为，爱尔兰人的过失不

能由糟糕的不列颠管理机关负责，而要由爱尔兰人的性格负责！归

根到底仍然不是不列颠统治者的什么措施，而仅仅只是饥饿的影

响，大批的移民和促进了对爱尔兰劳动力需求的各种情况的总和

这一切因素引起了爱尔兰性格上的幸运的变化。无论如何，下列表

格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２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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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犯罪率

年  份
被  控  告  者

男 女 共  计
被判罪者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１４７９９

１２８０７

１４２０４

２３５５２

２８７６５

３１３４０

２２６８２

１７３３７

１２４４４

１０２６０

７９３７

６０１９

５０９７

５４５８

４７０８

４６４９

３８８９

４２８３

７６５７

９７５７

１０６４９

３６４４

７３４７

５２３４

４８８４

３８５１

２９９３

２００２

１７５２

１６００

１９４４８

１６６９６

１８４９２

３１２０９

３８５２２

４１９８９

３１３２６

２４６８４

１７６７８

１５１４４

１１７８８

９０１２

７０９９

７２１０

６３０８

８０４２

７１０１

８６３９

１５２３３

１８２０６

２１２０２

１７１０８

１４３７７

１０４５４

８７１４

７０５１

５２２０

４０２４

３９２５

３３５０

．爱尔兰赤贫者的人数

年份    
教区
数目

赤贫者
人 数

年份   
教区
数目

赤贫者
人 数

１８４９…………８８０ ８２３５７ １８５４…………８８３ ７８９２９

１８５０…………８８０ ７９０３１ １８５５…………８８３ ７９８８７

１８５１…………８８１ ７６９０６ １８５６…………８８３ ７９９７３

１８５２…………８８２ ７５１１１ １８５７…………８８３ ７９２１７

１８５３…………８８２ ７５４３７ １８５８…………８８３ ７９１９９

  可惜在关于移民人数的统计表中没有联合王国各地区的资

料，也没有指出，每个地区的移民人数在总数字中占的百分比。根

据现有的表格可以得出结论，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７年间迁往英属各北

３５５政 治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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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接近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甚至可能还

要多一些。但是从１８４８年起，迁往英属北美去的移民人数就只是

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的一个零头了。另一方面，１８４４年至

１８５８年这１５年中，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大大增加

了。迁往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在１８４７年达到了顶点，迁往合众

国的移民人数在１８５１年达到顶点，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

人数却在１８５３年达到最高点。从此以后直到１８５８年，移民人数不

断下降，在１８５３年总数达３６８７８４人，而１８５８年则下降到１１３９７２

人，即减少了７５％以上。现在把上述表格援引在下面：

联合王国向各国移民的人数

年  份
向北美各
殖 民 地

向合众国
向 澳 大
利 亚 和
新 西 兰

向 其 他
国  家

共  计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２２９２４

３１８０３

４３４３９

１０９６８０

３１０６５

４１３６７

３２９８１

４２６０５

３２８７３

３４５５２

４３７６１

１７９６６

１６３７８

２１００１

９７０４

４３６６０

５８５３８

８２２３９

１４２１５４

１８８２３７

２１９４５０

２２３０７８

２６７３５７

２４４２６１

２３０８８５

１９３０６５

１０３４１４

１１１８３７

１２６９０５

５９７１６

２２２９

８３０

２３４７

４９４９

２３９０４

３２１９１

１６０３７

２１５３２

８７８８１

６１４０１

８３２３７

５２３０９

４４５８４

６１２４８

３９２９５

１８７３

２３８０

１８２６

１４８７

４８８７

６４９０

８７７３

４４７２

３７４９

３１２９

３３６６

３１１８

３７７５

３７２１

５２５７

７０６８６

９３５５１

１２９８５１

２５８２７０

２４８０９３

２９９４９８

２８０８６９

３３５９６６

３６８７６４

３２９９６７

３２３４２９

１７６８０７

１７６５５４

２１２８７５

１１３９７２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７４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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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工厂工业和贸易

１８５９年９月５日于伦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联合王国的人口变动情况，现在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生产动态。在下列表格中，每年出口的数字是从

１８４４年算起的，而每年进口的数字则从１８５４年算起。产生这种不

一致的原因，是已经计算出来的１８５４年以前的进口实际价值尚未

得到正式证实。

１．出  口

联合王国出口的不列颠和爱尔兰

产品的实际申报总值

年份     英  镑 年份     英  镑

１８４４……………５８５３４７０５ １８５２……………７８０７６８５４

１８４５……………６０１１１０８２ １８５３……………９８９３３７８１

１８４６……………５７７８６８７６ １８５４……………９７１８４７２６

１８４７……………５８８４２３７７ １８５５……………９５６８８０８５

１８４８……………５２８４９４４５ １８５６……………１１５８２６９４８

１８４９……………６３５９６０２５ １８５７……………１２２０６６１０７

１８５０……………７１３６７８８５ １８５８……………１１６６１４３３０

１８５１……………７４４４８７２２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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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  口

联合王国进口的商品

的实际计算总值

年份     英  镑 年份     英  镑

１８５４……………１５２３８９０５３ １８５７……………１８７８４４４４１

１８５５……………１４３５４２８５０ １８５８……………１６３７９５８０３

１８５６……………１７２５４４１５４

  从第一个表格中可以看出，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７年期间出口增加

了一倍以上，生产自然也是一样，然而，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

引用的数字所表明的，在同一段时期中，人口的增加还不到１８％。

这对于职闲薪厚的马尔萨斯神甫的学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而且第一个表格表明了一个生产规律，只要对比一下１７９７年以来

关于不列颠出口的报告材料，这个规律就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加

以证明。这个规律就是：虽然由于生产过剩和过度的投机活动而

发生了危机，可是国内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容量毕竟增长到了

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只是暂时离开已经达到的最高点，经过持

续几年的若干波动以后，在商业周期的一个时期中繁荣的最高点

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就成为下一个时期的起点。例如，在１８３７年至

１８４７年这个商业周期中，生产力的发展在１８４５年达到了最高水

平。１８４６年开始逆转，１８４７年发生了灾变，其影响只是在１８４８年

才充分表现出来，当时出口数量甚至下降到１８４４年的水平以下。

但是，在１８４９年就不仅已经恢复了１８４５年——前一周期中最繁

荣的一年——的水平，而且还超过了３００万，而在整个新的周期

中，出口绝不会再降到这一年所标志的水平了。新的最高点是在

１８５７年即在危机的那一年达到的，而危机爆发的表现则是１８５８

６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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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口的减少。但是，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７年期间的最高水平在１８５９

年就成了新的商业周期的起点，生产力大概不会再下降到这个起

点了。

把１、２两个表格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不列颠的出口大大

落后干它的进口，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像出口数量一样，在经常增

长着。某些英国著作家这样来解释这种不寻常现象，说什么不幸的

不列颠人对其他国家负了很多债，或者说他们贱卖贵买，结果把自

己的一部分工业品当做礼物白白送给了别国。其实问题只是在于，

大不列颠用从别国进口的方式得到某些收入，而自己却不拿出任

何等价物来交换，例如，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榨取印度贡赋和用敛收

以往各个时期借出的资本的利息的方式得到其他收入，就是这样。

因此，不列颠进出口之间不断扩大的比例失调现象只是证明，英国

对世界市场发挥它的债主作用比发挥工厂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

要快。

在进口商品中有四项很引人注意：贵金属、谷物、棉花、羊毛。

过去“纽约每日论坛报”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不列颠输入和输出贵金

属的情况；例如在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期间，该报根据官方的数字证

明，从开始开采新金矿３２０以来，流通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与其说

是增加了，不如说是减少了。因此，我们不再谈这个题目，而只想弄

清楚一个据我们所知还没有被英国著作家们指出的事实。关于在

国内流通的硬币数量，根据国家造币厂的工作状况可以做出相当

可靠的结论。因此，为了阐明在开采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金

矿的时期大不列颠国内硬币流通的情况，我们在下面引用一个表

格来说明皇家造币厂铸造的硬币数量：

７５５工厂工业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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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造币厂铸造的金币、银币和铜币的数量

（单位：英镑）

年   份 金  币 银  币 铜  币 共  计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３５６３９４９

４２４４６０８

４３３４９１１

５１５８４４０

２４５１９９９

２１７７９５５

１４９１８３６

４４００４１１

８７４２２７０

１１９５２５９１

４１５２１８３

９００８６６３

６００２１１４

４８５９８６０

１２３１０２３

６２６６７０

６４７６５８

５５９５４８

１２５７３０

３５４４２

１１９５９２

１２９０９６

８７８６８

１８９５９６

７０１５４４

１４０４８０

１９５５１０

４６２５２８

３７３２３０

４４５８９６

７２４６

６９４４

６４９６

８９６０

２６８８

１７９２

４４８

３５８４

４３１２

１０１９０

６１５３８

４１０９１

１１４１８

６７２０

１３４４０

４１９７８６５

４８９９２１０

４９００９５５

５２９３１３０

２４９０１２９

２２９９３３９

１６２１３８０

４４９１８６３

８９３６１７８

１２６６４３２５

４３５４２０１

９２４５２６４

６４７６０６０

５２３９８１０

１６９０３５９

  我们将对比一下总数，因为银币和铜币必须看做是代替金币

的普通符号，因此，在研究金属货币流通的总的变动情况时，不

论在流通中的是金币，还是它的由金属符号代表的辅币，都无关

紧要。

上述表格所包括的１５年可以划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时期：在

第一个时期中感觉不到开采黄金的新国家对大不列颠的影响；第

二个时期的特点则是黄金从新产地迅速流入。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５０年

我们算作第一个时期，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５８年算做第二个时期；１８５１年

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这一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金属开采

８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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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发生影响，同时从加利福尼亚州流入的黄金大量增加，它从

１８４８年的１１７００英镑，１８４９年的１６０万英镑，１８５０年的５００万英

镑增加到１８５１年的８２５０３００英镑。把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５０年这个时

期和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５８年这个时期铸成硬币的金属数量分别加起

来，然后算出各个时期每年平均的铸造数量，我们就会看到，前

７年中每年平均的铸造量是３６４３１４４英镑，后８年中铸造量则达

到７１３７７８２英镑。可见，在开发新的黄金产地期间，大不列颠的

金属流通量几乎增长了１００％。这无疑地证明了加利福尼亚州和

澳大利亚对英国国内贸易发展的影响，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

说，金属流通量的增长是直接受新黄金流入的影响，那就完全错

了。把发现金矿的前后两个时期逐年加以对比就可以证明相反的

情况。例如，１８５４年铸造量下降到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６年的水平以下，

而１８５８年则下降到大大低于１８４４年的水平。可见，以硬币形式

投入流通的黄金的数量并不是由进口的金条来决定。但是，进口

的黄金大部分通常都是在第二个时期中用于内部流通的，因为工

商业活动总的说来是扩大了；而这种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

由于开采黄金的新国家的影响而造成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７４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５５工厂工业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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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路易 拿破仑

１８５９年９月５日于伦敦

读者想必还记得，大约一年以前，我在“论坛报”上曾经做过一

些有趣的揭露，那些揭露涉及一个叫班迪亚的人，涉及他到切尔克

西亚去的使命以及因此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和波兰流亡者之间

发生的纠纷。３２１我当时所叙述的那些事实后来上了欧洲报刊，而且

谁也没有一次试图否认过这些事实的确凿性。今天我想使贵报的

读者注意现代史上另外的秘密的一章。我指的是科苏特和波拿巴

之间的联系。同样一些人，他们一只手从扼杀法兰西共和国的凶手

那里得到金钱，另一只手却打着自由的旗帜，他们同时扮演着受难

者和帝王廷臣的角色，他们已经变成了残酷的僭位者的工具，却依

然说自己是被压迫民族的全权代表，对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下

去了。我认为此刻最适于披露我早已获悉的事实，就是波拿巴和他

的走狗们以及科苏特和他的拥护者们都同样地极力掩盖这笔买

卖，因为这笔买卖可能使他们一个在各国君主面前，一个在全世界

各国人民面前威信扫地。

科苏特先生那些最盲目的崇拜者都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尽

管科苏特有其他许多优点，可是遗憾的是，他始终缺少一种重要

的品质——始终如一。在其一生中，他更像是一位触景生情的即

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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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诗人，而不是要给世界打上自己独特思想的烙印的创造性的人

物。这种思想的不稳定性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行为的两面性上。有

些事实可以证实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居塔希亚，科苏特先生同

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发生了密切的ｌｉａｉｓｏｎ〔联系〕，他马上就接

受了这位罗曼蒂克的苏格兰人的偏见，毫不犹豫地说马志尼是俄

国的密探。他正式答应一定避开马志尼，可是刚一到伦敦，他就

又同马志尼和赖德律 洛兰一起建立了三人同盟３２２。戴维·乌尔卡

尔特绅士在伦敦的“自由新闻”３２３上发表的拉·科苏特和他的来往

书信，向英国公众提供了这种耍两面派手法的无可争辩的证据。科

苏特在他刚一登上英国海岸时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称帕麦斯

顿是他的知心朋友。帕麦斯顿通过一位颇为知名的议员①告诉科

苏特，说愿意在自己家里和他见面。科苏特要求英国首相把他当

做匈牙利的执政者来接待，但是，这个要求当然被轻蔑地拒绝了。

而科苏特先生却通过乌尔卡尔特先生和他的其他熟人告诉英国公

众，说是他拒绝了帕麦斯顿的邀请，因为他在居塔希亚仔细地研

究了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蓝皮书３２４，证实他的这位“知心朋友”帕麦

斯顿取得了彼得堡朝廷的秘密同意，出卖了“亲爱的匈牙利”。１８５３

年，当米兰爆发了由马志尼发动的 éｍｅｕｔｅ〔起义〕时，在这个城

市房屋的墙壁上出现了告匈牙利士兵书，号召他们站到意大利起

义军方面来；在这个告示上署名的是拉约什·科苏特。３２５当

éｍｅｕｔｅ遭到失败后，科苏特先生又赶紧通过伦敦各家报纸宣布那

些告示是假的，这样就等于公开骂他的朋友马志尼ｄéｍｅｎｔｉ〔造

谣〕。其实与这种说法相反，告示是真的，马志尼的做法是得到了

１６５科苏特和路易 拿破仑

① 达德利·斯图亚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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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苏特的同意的。

根据只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共同努力才能推翻奥地利的暴政统

治这一固定的信念，马志尼一度企图以一个更加可靠的匈牙利领

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因为匈牙利流亡者内部发生纠纷，他的

努力失败了。他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的不可靠的盟友，没有揭露

那些会使科苏特在英国的威望一扫而光的事实。

谈到过去不久的事件，我可以提醒读者，１８５８年秋天，科苏

特先生周游了苏格兰，在周游中，他在各个城市作了许多次讲演，

郑重地警告英国人要防备路易·波拿巴的叛卖阴谋。例如，下面

就是他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在格拉斯哥所作的讲演的一段摘录：

科苏特先生宣称：“我在一次讲演中已经指出，现在路易·波拿巴正在制

造一种民族仇恨的毒药。我不打算暗示，说他正图谋入侵你们的国家：毫无

疑问，他是希望这样做的，但是，正像寓言中的狐狸一样，酸葡萄并不使他

垂涎。不久以前，波拿巴以其在瑟堡的大规模备战使得世界上一切外交家困

惑莫解，——大概只有圣彼得堡的先生们是例外，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其中的

一切底细——那次备战耗尽了他那枯竭的国库中最后一些先令，那次备战他

进行得那样匆忙，仿佛是否能赢得一分钟时间都关系着他的存亡…… 现在

瑟堡仍旧是单为反对英国而筑的工事…… 波拿巴阴谋同俄国结伙在东方

挑起新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打算限制英国海军机动的自由，把一大部

分英国海军牵制在你们的岸边，同时给你们在东方的切身利益以致命的打击

…… 难道克里木战争按其结果来说符合大不列颠和土耳其的利益吗？瓦拉

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得到了一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诅咒的秘密外交的办公

室中制定的宪法，一部在俄国和奥地利协助下由波拿巴炮制的宪法，而它们

——当然都是人民自由的忠实朋友！这部宪法实际上恰恰就是奉送给俄国让

它在多瑙河两公国作威作福的一部宪章…… 但是，不仅如此！难道亲爱的

盟友波拿巴不是派他的军官们到门的内哥罗去教野蛮的山民们使用枪枝了

吗？…… 只要他口袋里还没有一份新的提尔西特条约，他就一心想签订这

样的条约。”

２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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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８年秋天，科苏特就是这样公开揭露过他现在这位亲爱的

盟友波拿巴。不但如此。１８５９年初，当波拿巴的争取自由的意大利

远征计划初露端倪时，就是这位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

上以激烈的言词揭露了荷兰的骗子手，并且警告一切真正的共和

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甚至还有德国人——不要替这位

加西莫多皇帝火中取栗。总之，在当时情况下，他像回声一样重复

着马志尼在他的５月１６日的宣言①中发表的观点——在波拿巴

远征期间，科苏特仍然相信这种观点，而且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在

“论坛报”转载的另一个宣言中，他再次庄严地复述了这种观点。

可见，１８５９年１月科苏特不仅清楚地看穿了波拿巴的骗局，

而且尽了他的一切能力向全世界揭露这个骗局。他竭力促使“自由

派的报刊”采取一种方针，这种方针后来使波拿巴的密探们惊呼为

“反拿破仑狂”的“突然爆发”，并被他们谴责为有害地“同情奥地

利”的症状。但是，在１８５９年１月至５月这一段时间里，在伟大的

即兴作者的感情上和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怪的革命。这个为了警

告英国人要防备波拿巴的血腥阴谋曾于１８５８年秋天在苏格兰做

过巡回讲演的人，１８５９年５月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巡回旅行，从伦

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３２６，到处大作讲演，宣扬

对十二月英雄的信任，并拿支持中立作为虚伪的借口，引诱英国人

站到至圣的无赖那一边去。而在此以后他很快就最明确无疑地表

现了他自己的中立。

这类回忆要多少我就可以补充多少，它们应该在科苏特的诚

实的敬仰者头脑中引起某些忧虑——他们不是响亮名字的盲目崇

３６５科苏特和路易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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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者，也没有因一己私利同民主派的达官贵人连结在一起。无论如

何他们不会否认，我现在打算报道的事实绝不是同这位号称自由

英雄的过去不相容的。巴黎有三位匈牙利的领袖曾经巴结过著名

的普隆 普隆，或者说ｐｒｉｎｃｅｒｏｕｇｅ〔红色亲王〕，波拿巴家族的后裔

普隆 普隆也像他的更高尚的堂兄向“宗教、秩序和财产”频送秋波

那样，维妙维肖地扮演了向革命卖弄风骚的角色。这三个人就是：

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指出，

普隆 普隆按其品行来说是海利奥加巴尔，按其个人的胆小懦弱来

说是伊万三世，按其虚伪成性来说是真正的波拿巴。可是，除此以

外，正如法国人说的，他是一位ｈｏｍｍｅｄ’ｅｓｐｒｉｔ〔精明机灵的人〕。

这三位先生说服了普隆 普隆（显然根本不是措手不及地被抓住

了）同科苏特举行会谈，把科苏特叫到巴黎去，甚至答应把匈牙利

的前任执政者介绍给土伊勒里宫诡计多端的执政者。

因此，科苏特先生弄到了一张英国护照，护照上他化名为布朗

先生，于５月初离伦敦前往巴黎。在巴黎他首先同普隆 普隆作了

一次长谈，陈述了自己对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的看法。他希望派

４万名法国军队在阜姆沿岸登陆，马扎尔流亡者有一个军会接应

他们。而且他还陈述了对他的爱国主义的心灵来说是最重要的问

题，即成立（哪怕是为了装门面）以科苏特先生为首的临时政府的

问题的看法。５月３日下午，普隆 普隆坐自己的马车陪送科苏特

去土伊勒里宫，介绍他同十二月英雄认识。在这次同路易·波拿巴

会见的过程中，科苏特先生总算没有施展他那演说家的卓越才干，

而是让普隆 普隆代表他讲话。后来，他对亲王几乎准确得一字不

差地转述了他的看法表示钦佩。

路易·波拿巴仔细听完了堂弟的叙述后说，有一个很大的障

４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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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使他难于接受科苏特先生的方案，这就是后者的共和主义的原

则和共和主义的联系。于是科苏特放弃共和主义信念这件事便以

最庄重的形式发生了。科苏特声称，他现在和过去都不是共和主义

者，只是由于政治必要性和各种情况的不平常的凑合，才迫使他暂

时同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结合在一起。同时，科苏特为了证明他的

反共和主义，竟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建议把匈牙利王冠禅让给普隆

普隆亲王。实在说，被他这样支配的王冠并不是没有人戴着的，同

时他根本没有权力拿王冠来做买卖，但是，凡是留心观察科苏特在

国外的活动的人，一定都会发现，他早就习以为常地用近于地主贵

族谈论自己的庄园的语调来谈论“亲爱的匈牙利”了。

至于说科苏特先生放弃共和主义信念的事，我认为这是真心

诚意的。为了保持他的执行权的外表上的光彩，他在佩斯要了３０

万弗罗伦的皇室费；他把原来属于奥地利大公妃的对医疗机关的

庇护权交给了他的亲妹妹；他企图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某些团；他

希望在他的周围有一群佞臣；他在国外的时候顽固地抓住执政者

的称号不放，虽然在匈牙利革命遭到浩劫的时刻他放弃了这个称

号。他沾染上了一套与其说是流亡者不如说是觊觊者的派头，——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是同共和主义的倾向截然相反的倾向。无论

如何我可以坚决地断言，拉约什·科苏特在法国篡位者面前放弃

了共和主义信念，当着十二月英雄的面建议把匈牙利的王冠禅让

给普隆 普隆这位波拿巴主义的萨尔达尼拔。关于他在土伊勒里宫

会见波拿巴的事实的某些流言蜚语，或许成了下面这个显而易见

的讹传产生的原因。这个讹传就是：科苏特出卖了他过去的共和主

义同道们的秘密计划。谁也没有要求他泄漏他们正在策划的秘密，

何况他也不会同意这种卑鄙无耻的提议。在他完全打消了路易 拿

５６５科苏特和路易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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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仑对他的共和主义倾向的顾虑以后，在他承担了按照波拿巴王

朝的利益行事的义务以后，便签订了一项合同，于是３００万法郎就

交由科苏特先生支配了。对于这项协定，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

要按军事方式把匈牙利流亡者组织起来，就需要钱，在整个反雅各

宾战争的过程中，欧洲各个专制国家都领过英国的补助金，科苏特

先生为什么就不能拿自己新盟友的这笔补助金呢？可是，我不能沉

默的是，科苏特竟为了他个人的需要马上就在这样交给他支配的

３００万法郎中，把一笔为数７５０００法郎的巨款攫为己有，而且除此

以外，还讲定如果意大利战争没有导致攻入匈牙利的话，他还要领

取一年的津贴。在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已经商妥，他将在

英国展开一个拥护中立的运动来反对众所猜疑的得比内阁的亲奥

地利倾向。大家知道，辉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３２７的自愿支持使他

在返回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以后能够顺利地完成他的义务的这个

第一部分。

从１８５１年以来，稍许有名的、有政治威望的匈牙利流亡者大

部分都离开了科苏特先生；但是，由于看到依靠法国军队的援助可

能功入匈牙利的前景，由于看到颇有说服力的３００万法郎的动

力，——正如从前真拿破仑有一次突然蛮横无耻地说出的，要知道

世界是受《ｌｅｐｅｔｉｔｖｅｎｔｒｅ》〔“胃”〕的要求支配的，——除了几个值

得尊敬的人以外，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全都蜂拥到在拉约什·科

苏特所举的波拿巴主义的旗帜之下。不能否认，科苏特同流亡者们

签订的合同具有某种“十二月的”收买味道，因为，为了使那笔法国

的钱大部分都落到他的新搜罗的信徒们手中，他就把他们提升为

高级军官。首先，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到皮蒙特去的旅费，然后又

领到了阔气的军官服（制服的价值达１５０英镑），预支６个月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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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并得到了在和约签订以后支付１年薪金的诺言。所谓的总司令

的薪俸是１万法郎，将军们每人６０００，准将５０００，中校４０００，少

校３０００法郎，等等。

下面就是那些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钱的最显要人物

的姓名：将军有克拉普卡、佩尔采尔、费特尔、切茨；上校有埃梅里

克·萨博和埃蒂耶纳·萨博、基什、亚·泰列基伯爵、贝特伦伯爵、

梅德尼扬斯基、伊哈斯以及几个中校和少校。在文职人员中，可以

指出拉·泰列基伯爵、普基、普尔斯基、伊兰尼、路德维希、西蒙尼、

亨什尔曼、维勒什等人；除了少数几个人——舍·武科维奇（在伦

敦或埃克斯敏斯特）、罗奈（在伦敦，匈牙利的科学家）和贝·瑟美

列（在巴黎，曾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住在英国和大陆上的

匈牙利流亡者实际上全都在这里了。

如果以为这些人全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这样行动，那是不

对的。其中大多数恐怕都只是些受骗的、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人，

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设想会具有明确的政治原则，或者具有使他们

能够看穿各种外交上的阴谋诡计的洞察力。他们之中有些人，例如

佩尔采尔将军，当事件刚一揭示出波拿巴主义的骗局时，便马上走

开了。可是，拉约什·科苏特本人早在１８５９年１月在马志尼的“思

想和行动”上发表的他的那些文章中就已表明，他对波拿巴的阴险

手段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像这些军人一样被认

为是无罪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７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６５科苏特和路易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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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新的对华战争

一

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３日于伦敦

当英国由于从天朝居民那里逼出了“天津条约”３２８而到处受人

祝贺的时候，我曾设法指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

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而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

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

而使战争必然重起３２９。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

约”已成过去的历史，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和平的景象已经烟

消云散了。３３０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一些事实。

可敬的普鲁斯先生已偕同法国的全权代表布尔布隆先生启

程，英国远征舰队已得到命令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京。该远

征舰队是由海军司令贺布统率的，包括有７艘轮船、１０艘炮艇、２

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英国工

兵队。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经由这条道路进京。因此，海军司令贺

布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停留了９天（自６月１７

日至２５日）以后，就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两国公使于６月２０日

赶上该舰队）。海军司令贺布进到白河时，才知道在最近一次战争

中所拆毁的大沽炮台，已经修复了，——我们应该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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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指出，这个事实他早应知道，因为“京报”
３３１
上曾正式报道过。

６月２５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两万蒙古军队

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

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

中损失３艘英国战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英军

方面死伤４６４人，而参加作战的６０个法国人当中，则死伤１４人。

英国军官死５人，伤２３人，甚至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伤。这次失败

以后，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位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而英国舰队则不

得不停泊在宁波附近的镇海对面。

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

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当然，伦敦的

“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

帕麦斯顿派的下流报纸却简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ＯｒｌａｎｄｏＦｕ

ｒｉｏｓｏ〔疯狂的罗兰〕①的角色。

例如，伦敦“每日电讯”３３２写道：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

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 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

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 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

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

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上十来个在桅杆上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

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 应

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

…… 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应该在夺取北京

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够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

把它变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们为俄国在帝国满洲边境所取得

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

９６５新的对华战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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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姑且搁下帕麦斯顿派下流作家的这些胡言乱语而来

看看各种事实，以便根据现有的一点材料来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

真实意义。

这里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

使立即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破

坏了这个用海盗式的战争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条约呢？据欧洲大

陆的邮电传来的消息，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

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当局曾经请普鲁斯先生由陆路

入京，无须用军舰护送。天朝居民因为对不久以前炮轰广州的事

件３３３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支舰队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

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

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应该明白地承认：英国人如此解释英国

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是极其奇怪的，这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侵华

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帝国的一个

城市，并不是与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帝国一个省份发生地方性

质的冲突。据英国人自己的记载，他们为回答中国人所提出的关于

赔偿损失的要求，“曾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进抵北

京”，就是说统率威武十足的舰队沿白河上驶。即使中国人应该让

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

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

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天津条约赋予英国以设

立使馆的抽象权利，但是额尔金勋爵难道没有至少在目前时期拒

绝实际应用这种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额尔

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３３４，每个公正无私的人都能深

０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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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第一，允许英国公使前往北京原不应在现时实行，而应在较晚

的时候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

第三，英文条约底本中关于允许公使前往北京的一款，即有绝对意

义的第三款，曾根据中国使节的要求，在条约的中文底本中加以修

改了。额尔金勋爵本人也承认条约两个底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

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

“根据自己所得的训令，曾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

底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的行动不是根据英文条约底本而是根据中文条约底

本，同时据额尔金勋爵承认，英文条约底本与“协定的精确意思”本

来稍有出入——试问能否根据这一点就来斥责中国人呢？

最后，我要援引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契泽姆·安

斯提先生的正式声明，他在致伦敦“晨星报”３３５编辑的信中写道：

“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

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利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

的优先权和特权。”

印度的纠纷使英国感到不安，同时英国又得武装自己以防万

一发生欧洲战争，因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这大概是帕

麦斯顿一手制造的——也许会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险。最近将来

的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垮台，因为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

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员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

示了不信任。无论如何，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应该

采取下列行动：或者是退出现在的自由派联盟，或者是（这很少有

可能）与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道皮尔分子３３６联

合，迫使政府的首脑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

１７５新的对华战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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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于伦敦

内阁会议决定于明日举行，以求决定采取应付中国事变的方

针。法国“通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

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尺达成协议。他们想要发动另一次对华战

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

纳·基卜生先生首先将争论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其次他将

反对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

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又发出向帕麦斯顿内阁进行新攻击和自

由派联盟瓦解的信号（这个联盟过去曾引起得比内阁的倒台）。据

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基卜生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

惶不安，因为基卜生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

止一次地说过基卜生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这

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获得关于内阁会议结果如何的消息。

此刻判断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最好不要根据报纸上已经发表的

材料，而要根据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在起初发表最近的欧洲大陆邮

电传来的消息时故意瞒过的那些事实。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批准，中国皇帝①已经谕令他

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３３７批准书的消息。

２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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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

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不是北京

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

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

麦斯顿派的报纸所瞒过，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

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

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

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

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末非常明显，破坏

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

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谁都不会相信，可敬的普鲁

斯先生破坏上一次对华战争所抱的表面目的，是他本人自作主张

的行动，相反的，他只不过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

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得比派遣去的。然

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

阿伯丁勋爵长外交部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

士因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迫离开西班牙３３８；而当上院辩论这

个“不快事件”时，证明了布尔韦尔并非遵循阿伯丁的官方训令，而

是奉行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又在玩弄着一种手腕，这至少使

那些熟悉近３０年英国外交秘史的人们可以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

案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

安设在大沽炮台上使英国舰队遭受极大损失的大炮，是来自俄国

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说得更明白，

现引述于下：

３７５新的对华战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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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是如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

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见到大批哥萨克军队远在贝

加尔湖以东、在旧大陆阴暗边陲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发现无数商队

的来往；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专使（东西伯利亚总督木哩斐岳幅将军）正带着

秘密阴谋，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

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那末，我国舆论

一定会愤激不已的。”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

结通商条约时，他曾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３３９。

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曾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３４０，既

然现在俄国想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帕麦斯顿便要匆匆发动第三

次对华战争了。帕麦斯顿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

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

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反而向那个亚

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和英国疏远，并且用这

种绕圈子的方法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你

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的整个过去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

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１８５９年６月８日下院命令刊行的阿富汗

文件３４１。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

阴险政策以及近３０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１８３８

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 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结果英

军遭到复没３４２。他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说多斯特 穆罕默德与

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对英国的秘密同盟。为了证实这种说法，

帕麦斯顿于１８３９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

布尔公使亚·白恩士爵士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３４３。白

恩士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杀，但是由于他生

４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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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他的某些官方信札的副本寄给他

住在伦敦的哥哥白恩士博士。１８３９年帕麦斯顿编辑的“阿富汗文

件”发表时，白恩士博士曾谴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白恩

士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起见，刊印了若干文件的

原稿。但这些隐情，直到今年夏天才暴露出来。在得比内阁任内，

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将一切有关的“阿富汗文

件”全部发表。这个命令以这样一种形式付诸执行，即令最愚钝的

人也会明了：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确是实

情。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文件汇编中仅部分刊载，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

省略之处以括号（ ）标出。”

保证这个文件汇编确属真实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

机密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学家”。

帕麦斯顿曾诡称他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为了反对俄国，要说明

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暂且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够了。俄国代办维

特凯维奇于１８３７年到喀布尔，他携有沙皇给多斯特 穆罕默德的

一封信。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

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白恩士在他本人的发文以及他所附上的各

种文件内，曾一再提到这件事。但这份沙皇书信的抄件在１８３９年

帕麦斯顿所提出的文件中整个被删去了，而且在凡是提及这件事

的每一份文件内，都作了必要的修改，以求隐瞒“俄国皇帝”与出使

喀布尔这件事情之间的联系。这种伪造文书的目的，在于隐瞒沙皇

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以便在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

堡后，尼古拉可以正式声明不同意他的言行。举例来说，在蓝皮书

第８２页上，可以找到一封致多斯特 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如

５７５新的对华战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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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括弧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

“一位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到达德黑兰，他奉命

在坎大哈拜访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阿富汗国王……他携有（皇帝的密函

和）俄国驻德黑兰大使的书信。俄国大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

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等等。”

帕麦斯顿为顾全沙皇的名誉而作的诸如此类的伪造还不是

“阿富汗文件”所显露的唯一的奇迹。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

的理由是，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曾主张以此作为破坏俄国在中

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白恩士爵士所做的原来恰好

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 穆罕默德而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

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而且，还用篡改和伪造的办法使得发

表的信札与原意完全相反。

正是这个人现在打算用制止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

来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６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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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英国要对天朝人民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这件事，看来英国报

纸现在一般都加以肯定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

来，正是那些过去叫嚷要流血叫得最凶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显然由于爱国狂热而不能自已，对这种

双重的背约行为大发雷霆，这就是：怯懦的蒙古人①用精心伪装阵

容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司令这样的ｂｏｎｈｏｍｍｅ〔老

实人〕；北京朝廷以更狡猾的奸诈伎俩让这些蒙古吃人妖魔去干这

种不可饶恕的恶作剧。奇怪的是，“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

中翻腾，然而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地把其中对于天数已尽的

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谨慎地删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热情狂

发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无论怎

样，在９月１６日，也就是说仅仅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

士报”做了急剧的转变，悄悄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

双重指责去掉了一个。

  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责备那些抵抗我们向白河炮台攻击的蒙古人背

约”；

７７５新的对华战争——三

① 这是指蒙古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部队。１８５９年他们驻守于天津的

两个主要海口大沽和北塘，但在１８６０年被入侵的英法侵略军所击溃。——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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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弥补这个无可奈何的让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

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条约”。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

认为：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恳请满清官员护送他们进

京，他们是有可能使这个条约获得批准的。”

既然如此，还能说北京朝廷背约吗？连丝毫背约的形迹也没

有，但是“泰晤士报”对此还有两点疑虑。

该报说：“企图用这样的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

措施来说，是否明智，也许值得怀疑。而动用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究竟是

否合适，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家“主要的机关报”在一味发怒之余，竟做出了这样一个有

破绽的结论，不过，根据该报自己的逻辑，尽管它说不出作战的理

由，但并不放弃战争本身。自从詹·威尔逊先生就任印度财务大臣

以来，另一家半官方刊物，即曾以热烈辩护炮轰广州事件而著称的

“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多地采用经济的观点而较少空谈了。“经

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

经济性的３４４；前一篇文章用下面的话做结尾：

“就上述一切而论，显然，规定我们的公使有权去北京观光或在北京居

住的条文，确实是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如果认为遵守条文对我们的利益来

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强制执行这一条文的时候，仍有不少表示谅

解和忍耐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

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表示，因而会是我们所能执行的

最有害的政策。难道根据这样的理由，我们在处理同这些东方政府的关系时

就有权利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所应坚决奉行的原则吗？我们已经利用他

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末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

８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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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对我们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彻底

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在当时克制了他们的畏

惧心理，而显出相当的实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关于使条约生效的方式

——那末，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约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

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准备引

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且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

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索取赔偿。但也可能是这样：守卫白河口，以防止

再发生类似额尔金勋爵去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的事件，并未含有任何背弃

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

然在任何时刻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护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

那末，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没有得到这种存

心破坏条约的证明之前——我们认为有理由保留我们的判断，而仔细想一

想，我们对待野蛮人所采用的原则，是否能和野蛮人对付我们所用的没有什

么差别。”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

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性。在１８５８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

额达２８７６００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平均每年

在９００万英镑以上，因此中英直接贸易的总额约计１２００万英镑。

但是除了这种直接交易外，另有其他三种重要的贸易，在国际结算

的范围内英国或多或少地与它们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印度与

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经济学家”写道：“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

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

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

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因此，英国除

了它本身对中国的贸易差额外，又由于澳大利亚黄金和美国棉花

９７５新的对华战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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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要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

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

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销了。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

〔顺便〕指出，中国输入印度的总额从未达到过１００万英镑，而印

度输入中国的总额折算起来竟达１０００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

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道：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

“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像的灾难

要大得多”；这种窘况所引起的困难，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

方面会感觉到，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

的贸易。“经济学家”自然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前次对华战争中，

贸易并未如一般人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

在上海这个口岸，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

人们注意“现时争论中的两个新特征”，这两个新特征可能会根本

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征是：目前的

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对抗欧

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调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

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料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确

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

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

为了暂时防止内阁和自由派联盟的任何分裂，声明说，保护英国贸

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中于中国海面，但是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

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将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这个紧急

问题就被搁下了。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黄色报纸

０８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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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在最近某一期上写道：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会引起不利于政府的表决，那必将诉诸全体选民

了…… 宣称蒙古人完全有理的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们，应当归入以迪斯

累里先生为首的一贯不怀好意的分子之列，下院有鉴于此，将要用对于中国

问题的决定来考验自己的活动的结果。”

至于托利党人由于听任自己受骗去对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

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的弟弟）所执

行的事件负责而陷入尴尬境地，我也许会找到别的机会来加以评

论。

１８５新的对华战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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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８５９年９月３０日于伦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肯定地说过，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

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

密训令行事，并迫使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采纳当时

的反对党首领，尊贵的子爵的计划。现在首先，认为中国的“意外事

件”是由于英国现任首相所拟定的“训令”而发生的看法，已经毫不

新颖了，因为在讨论划艇事件所引起的战争的时候，像迪斯累里先

生这样一位熟悉真相的人物已经向下院暗示过这种看法了，而且

奇怪的是，帕麦斯顿勋爵这样一位权威人士本人也已经确认了。

１８５７年２月３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是所援引的那种借口的结果，而

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从国内收到的各种训令的结果。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

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违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

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来控制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果保持下去，依我看来

足以危害我国的利益。”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可敬的绅士说，事变进程似乎是英国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

事实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看一下标题为“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５９年额尔金伯爵

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这份蓝皮书，就会知道，６月２５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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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是额尔金勋爵在３月２日就打定主意要实

行的。在该书第４８４页，我们找到下面两件发文：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１８５９年３月２日于“猛烈号”战舰

“爵士阁下：关于我在２月１７日致阁下的发文，请允许我说明：我希望我

在昨天的谈话中已经告知阁下的、女王陛下政府关于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

所通过的决定，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的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

批准书时，给以相当的接待。同时：毫无疑义，这种希望也可能并不会实现。无

论如何，我相信当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他有强大的兵

力护送。在这种情况下，谨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日期不会推迟太

久，可否尽速在最短期间，将足够的炮舰集中在上海以作此用。

额尔金并金喀尔田二郡伯爵”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１８５９年５月２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今年３月７日来文已收到。现谨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

府同意阁下随件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

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将炮艇舰队集中在

上海，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这样，额尔金勋爵预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强大

的炮舰”来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而且他曾命令

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作好准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

５月２日的发文中，赞同了额尔金伯爵对舰队司令提出的建议。全

部信件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而马姆兹伯里勋爵则是仆从。额

尔金勋爵经常采取主动，根据原先从帕麦斯顿方面得到的各种训

３８５新的对华战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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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满足于一

味服从他那傲慢的属僚预期他会感觉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

还没有批准，英国人无权进入中国内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

为英国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的条款时，对中国人应持更

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他本人过去的声明，

而主张有权用“强大的炮艇舰队”强行驶入白河，他也毫不犹像

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

是可谓一模一样①。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

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马姆兹伯里伯爵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

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

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

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呕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

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

伯里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他还没有忘掉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

埃伦伯勒勋爵竟敢公然反对尊贵的子爵对印度的政策，为了报答

他的这种爱国勇气，他在得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３４５。

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

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

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使托利党人必须在对白河事件应采

取何种方针这一点上进行难堪的抉择。现在他们或者是和帕麦斯

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帕麦斯顿继续当政；或者揭开他们在最近

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拚命加以恭维的马姆兹伯

４８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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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

迎，所以这个抉择更难解决了。在１８５７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

子，因为他们当时希望强迫开放中国市场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

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被从他们手里抢去，他

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规模对华战争的更多纠葛，

欧洲和印度的事情看来已经够危急了。他们并未忘记，在１８５７年

茶叶进口量曾减少了２４００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

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因战争而

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的其他商埠。既然英

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

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

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

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３、

１６、２０和３０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

１０和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５７５０、５７５４、５７６１和５７６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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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的贿选活动

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于伦敦

被委派去调查格罗斯特和威克菲尔德两个选区情况的委员会

每天的发现，只是证明了曾经做过改革俱乐部３４６竞选代理人的柯

波克老头儿的话。他说，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

——贿赂。格罗斯特历来就是一个“腐朽的市镇”３４７，而威克菲尔德

则是由于议会改革３４８而建立的选区，在格罗斯特搞贿选活动的是

托利党的头子，博得了道勃雷这一荣称的罗伯特·卡登爵士，而在

威克菲尔德搞贿选活动的则是激进主义者布莱特先生的妹夫里瑟

姆先生，这一情况使得目前的调查特别有趣。议会候选人在这两个

地方表现出来的童稚的天真，在我们这个怀疑主义的堕落时代，实

在令人感到欢欣不已。两位候选人都搞钱来收买选票，但是，两个

人都尽力不让人知道这笔钱的用途。从选举开始直到结束，他们的

代理人的帐单以几何级数在增加着，而他们认为选民们洁白无疵

这个信心也以同样的级数在增加。拿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在议会中

代表这些选民是他们平生最大的宿愿。譬如，拿这位标准的战栗教

徒，可敬的里瑟姆先生来瞧瞧吧。１８５７年他是威克菲尔德区的候

选人，当时曾得力于据说是他的一位名叫威因莱特的代理人的“律

师朋友”的帮助。威因莱特出于一片赤诚，把他这位战栗教徒朋友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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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到一旁去谈话；天真无邪的里瑟姆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他本来认

为自己是个ｌ’ｈｏｍｍｅｑｕ’ｏｎａｉｍｅｐｏｕｒｌｕｉｍêｍｅ〔由于他本人，他

个人的品德而受人爱戴的人〕，人们应该为了ｐｏｕｒｌｅｒｏｉｄｅＰｒｕｓｓｅ

〔那双美丽的眼睛而无报酬地〕把他选入议会，而现在有人却很刺

耳地告诉他，选举首先是英镑、先令和辨士的问题，因此“所需要的

东西”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弄到。威因莱特肯定说所需的款项是１

０００英镑。里瑟姆感慨地说：“我没有这笔款子，但我一定设法借

到。”于是，忠于诺言的里瑟姆靠伦敦伦巴特街的两位战栗教徒银

行家奥维伦德和葛尼的帮助，寄给了威因莱特１０００英镑。此后不

久，这位威因莱特（看来他是一个喜欢进行秘密ｐｏｕｒｐａｒｌｅｒｓ〔商

谈〕的人）又把里瑟姆叫到“一旁”，悄悄地对他说，原来竞选的开销

比他以前估计的要大，还需要５００英镑。天真无邪的里瑟姆“觉得

这有点奇怪”，但是，他仔细一想，记起１８５２年的竞选花了１６００

英镑，于是又借了５００英镑。这件事里面最有趣的是，他好像不太

清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又过了两个星期，不讲情面的威因莱特

又坚决要求再给他１０００英镑。这时我们的里瑟姆——这位天真

无邪的化身——表演了一出传奇剧。

他说：“这个要求使我很生气，我把这一点直接对他讲了，并且还说，在他

办事房里搞的许多事情很不合我的胃口。我发现那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

物，但是，我仍然希望那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威因莱特说：‘您应该

把这件事交给我，并且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您应该把１０００英镑交给我支配，

虽热我不认为这笔钱是我需要的。’当时我没有很好考虑，就同意了他的要

求；钱，我想，仍然是用那个老办法弄到的。”

“取钱的”那位神秘的陌生人是里瑟姆先生的伙伴，但是，当现

在进行追查的时候，他却不露面了，因为尽管现在季节很不适宜，

７８５英国的贿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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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突然决定去周游大陆了。

战栗教徒里瑟姆虽然具有轻信的性格，但仍然有点担心，他只

是别出心裁地用“不提出任何问题”的办法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罗

·卡登爵士——要知道，“对于清白人一切都是清白的”，——却由

于他有１８５７年参加格罗斯特竞选的经验而感到非常兴奋，所以，

１８５９年他又提出要做这个地方的候选人，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

促使他企图踩着格罗斯特选民的肩膀走进圣斯蒂凡教堂３４９的真正

动机在于，他认为格罗斯特真是完美无缺的，能成为它在议会中的

代表真是一种荣幸和特别受尊敬的标志，“而柯波克同他那些侏儒

通常却把格罗斯特称为干酪”，因为它“腐烂得令人馋涎欲滴”，说

得简单点，是因为这个污水坑发出了一股贿选的臭气。竞选开支由

最先谈妥的５００英镑猛增到近６０００英镑，而且甚至当监察员在

报告中查明合法开支为６１６英镑８先令１辨士以后，卡登勋爵认

为在格罗斯特办的事无可指责的信念仍然毫不动摇。

“就在几天以前他还相信，选举工作的进行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一听

到那些揭露出来的骇人听闻的事实以后，他不禁大为震惊。这些揭露对他说

来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可见，议会候选人的全部竞选哲学就在于，他们不让自己的左

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以便在天真无邪的水里洗净双手。打开自己

的腰包，不提出任何问题，相信人类的美德，——这一切使他们感

到最惬意不过了。

至于谈到法律界——竞选时要请来帮忙的辩护士、代理人、律

师，那末，他们当然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得到报酬。总不能要求他们

花自己的时间去白“干”一场吧。

有一位这种格罗斯特的议员制造者大叫道：“我为什么要白白地投他们

８８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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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呢？看看那２４位律师吧，他们每人一次就得到２５英镑，每天还要拿５基

尼；因此要白白地投他们的票我可不干！”

同罗·卡登爵士一起拉票的绅士乔治·布卡南先生说：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在拚命搞钱。使我感到不快的是，每天只挣３先令

６辨士的穷人那样任人辱骂，不做什么事情而得到巨款的职业家们却一身清

白。”

至于这些议员制造者们本身，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

们的特征了。罗·卡登爵士的代理人和拉票人符·克拉特尔巴克

先生暗笑着说，“格罗斯特的贿卖价格并不比英国任何其他地方

高”。他立即看中了“库比一家”。库比这一家有八九口人，历来就

在格罗斯特选举中起卓越的作用。克拉特尔巴克说：“这是些需要

别人来逗乐的人。”因此他就到库比家中去了，他同库比全家人一

起抽烟，一起聊天，但是，没有直接对他们许下什么诺言，是的，根

本没有！但是，到底还是“给了他们一点希望”。在他之后，包工头

约翰·华德先生接踵而去，提出给库比全家每人５英镑，据他说，

有两个人收下了钱。诚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不过有人代他投了

票。

包工头约翰·华德说：“我给了库比家九口人每人５英镑，而已故者给了

３英镑。在１８５７年选举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但是，他那一票还是投给了

罗·卡登爵士。”

接着梅西先生发言。

他说：“我开一个小杂货铺，而我的职业是理发师。”

梅西确信，“贿选进入了高潮”，因此，他就以每张票２—１２英

镑的价钱来收买选民。有个叫伊文思的普通人幸运地得到了１２英

镑。

９８５英国的贿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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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可尊敬的理发师说：“伊文思非常了解一切下层选民的情况。这

个人作为一个选民和一个通风报信的人，能值２０英镑。”

显然是这位能干的理发师梅西唆使了一个叫克雷门特的人率

领一批暴徒，在提出候选人的那一天，绑架了“白狮子”小饭馆

的一个名叫沃尔顿的老选民（不过他——梅西——本人没有露

面），以便从这只“狮子身上剥一层皮”。梅西在审讯时说，这个

人“又老又瞎，无力反抗，而且还喝醉了酒”。在威克菲尔德，价

钱比格罗斯特高，每张选票值５—７０英镑。而竞选者在这里也使

用了更厉害的强迫手段。一位有多年经验的斯密斯先生认为，威

克菲尔德是全欧洲贿赂之风最盛行的选区，在那里只要有钱和啤

酒，就可以把随便什么人选出来。在战栗教徒、激进主义者里瑟

姆同保守党人查理瓦特先生之间竞争的最后阶段，“全城都知道”，

在我们那位洁白无疵的战栗教徒的代理人“威因莱特的公事房里，

你要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少钱”。保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不同的唯一

的重大特点是，后者一有机会就不择手段地发行“假银行券”，而

前者付的则是足值的钞票。半打左右的威克菲尔德选民成立了一

个俱乐部，为的是要在投票接近尾声时按他们的意愿来左右秤盘

的轻重。有个叫特·弗·陶尔的理发师投了里瑟姆的票，因为里

瑟姆的一个拉票人花了４０英镑买了他的一把头发刷子。有个特别

谨小慎微的人物，名叫约翰·威尔柯克斯，根本没有投票，因为

他得了２５英镑，答应投里瑟姆的票，又得了３０英镑，答应投里

瑟姆的竞选对手的票。结果“他认为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根本不

参加投票”。有个叫本杰明·英加姆的，投了里瑟姆的票，但他甚

至说不上他得到多少钱，因为“当时他照例是喝醉了酒”。托利党

人把一个叫做詹姆士·克拉克的算命和观星卜卦的先生骗进了一

０９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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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旅馆，把他灌醉，并“在旅馆的一个客房里把他关了好几天，让

他尽情吃喝”。但是他最后还是溜走了，他投了里瑟姆的票，“这

一方面是想气一气穿蓝衣服的家伙，因为他们把他关了起来，而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捞到５０英镑。”

其次，还有个叫威廉·狄克逊的，论职业是自来水工人，这

天早晨他在提耳先生的漂白厂里干活。

“当他到楼上一个房间去想再拿几根水管把活干完的时候，突然有人从

外面一下子把门关上了，上了锁并把门钉死。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孩，

强迫他要放老实些；他们拿着绳子，在必要的时候好把他捆起来。”

一句话，自由党人以造“假银行券”为特色，保守党人则因

使用强力而出名。

鉴于对英国选举制度作了这些令人愤慨的揭露，布鲁姆勋爵

认为有必要在布莱得弗德发表长篇演说，公开承认同贿选有关的

罪行正在迅速增加，这些罪行在１８３２年以前比较少，但从１８３２年

议会改革以来，却大大增加了。布鲁姆勋爵打算减少这种罪恶。

布鲁姆勋爵找到的减少这种罪恶的奇妙办法是怎样的呢？在受贿

的小资产阶级和收买小资产阶级的各上等阶级没有改正过来以

前，不给各劳动阶级以选举权！这种奇谈怪论只能用年老昏聩来

解释。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７８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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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于巴黎

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就其要点而

言，不过是维拉弗兰卡协定３５０各条款的翻版。由于有关最后和约的

谈判所占的时间几乎比在曼都亚城下突然停止的军事行动的时间

长一倍，因此有很多轻信的人便以为，和平缔造者们之所以裹足

不前，是因为路易·波拿巴的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秘密计划。他

们说，波拿巴想给意大利人充分的行动自由，即允许他们自己管

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在意大利的统一巩固起来之后，这位法国解

放者能够轻易地摆脱他向弗兰茨 约瑟夫所作的令人悔恨的让步

和承担的义务而诉诸最高的力量，即诉诸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

实〕的力量。政治协定也不能摆脱私人契约可能遇到的那种偶然

事件的影响，按照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的规定，一旦受

到ｆｏｒｃｅｍａｊｅｕｒｅ
３５１
的阻挠，这种契约应予废除。持这种见解的人又

一次暴露了他们不仅对他们心爱英雄的性格无知得可怜，而且对

于从“红衣主教”①到十二月英雄
４９
以及从执政内阁的“恶棍”到

１８４８年的“蓝色分子”３５２的法国的传统外交也无知得可怜。这种传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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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外交的第一条原则是：法国的首要义务是不允许在它的周围成

立强大的国家，因而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反

统一的宪法。闵斯德和约和康波福米奥和约３５３都是在这同一政策

的指使下缔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的苏黎世谈判所追求的真正目

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如果路易·波拿巴企图在７月初，就

是说在他自己的军队正陶醉于胜利、意大利人民正热情澎湃、法

国正妄诞地以为自己在家里忍受奴役是为了把自由赋予其他民

族，并以此安慰自己受了很大委屈的自尊心的时候，来实现维拉

弗兰卡条约的条件，那末，这位荷兰的僭位者就会助长狂暴的敌

对势力的气焰，而同这种势力作斗争要比攻破明乔河和阿迪杰河

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的坚固堡垒困难得多。这样他也许就不能依

靠自己的军队，也许就会促使意大利行动起来，而且很可能就会

为巴黎起义发出信号。要从为了适应当时情况而演出的崇高的传

奇剧转到事先设下的骗局的细枝末节上去，除了时间之外，再不

需要什么东西了。法军仍驻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但是它已经从

解放军变成占领军了，而且它和当地居民的日常关系远不是友好

的，因为，像常见的那样，密切的接触产生了厌恶感。从法国方

面来讲，它已从短暂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它对出现欧洲同盟这个

危险感到震惊，它在反复思虑：它丧失了旧的军队同时又欠下了

新的国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对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拿

破仑观念〕的不可信。至于意大利本身，它的状况我们应该根据

事实而不是根据官方的声明来判断。我们看到加里波第不能筹出

钱来替他的志愿军购买武器３５４，我们看到这支军队本身的力量和

独立战争３５５期间汇集在普鲁士（当时它的领土比伦巴第小得多）旗

帜下的广大群众比较起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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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尼本人在给维克多 艾曼努尔的信中
３５６
承认，全民族的热

情的洪流正迅速地在各省的水洼里冻结起来，恢复原状的条件正

迅速成熟中。诚然，在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和约之间的沉闷

的间歇期间，在各公国和罗曼尼亚上演了好几出由皮蒙特一手导

演的、场面很大的官方把戏；尽管全欧洲的所有下等楼座上纷纷

响起了掌声，但是这些政治魔术家所玩的把戏只是对自己的隐蔽

的敌人有利。托斯卡纳、摩地那、帕尔马和罗曼尼亚的居民被允

许建立临时政府，把他们的逃跑的统治者的矮小的宝座掀倒，并

宣布维克多 艾曼努尔为ｒｅｅｌｅｔｔｏ〔选举的国王〕。但同时，他们接

到了严格的训示：应满足于这些表面成就，要恭顺，其余一切都

应听从打算在苏黎世决定他们的命运并对热情的奇想、人民激情

的迸发和一切ａｌｌｕｒ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ｓ〔革命的越轨行为〕特别不满

的法国太上皇的旨意。他们不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

而应寄托在自己的品行端正上，不应寄托在自己的力量强大上，而

应寄托在外国暴君的仁慈上。就是把一份地产从一个所有者手中

转交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也不会像中意大利从外国的枷锁下转

到民族自治那样平静了。在内政方面什么也没有改变，人民运动

被完全镇压下去了，出版自由被取缔了，也许，看起来在欧洲历

史上这是第一次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而收获了革命的果实。由于

这一切，意大利的政治气氛大大地消沉下来了，以致路易·波拿

巴能够提出他事先拟就的决议，而任凭意大利人去发泄他们无力

的愤慨。一支法军驻扎在罗马，另一支法军驻扎在伦巴第，一支

奥军从提罗耳高地进行威胁，另一支奥军占据着四边形要塞区，在

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在皮蒙特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抑制了人民的热

情的情况下，意大利目前没有多少希望了。至于苏黎世和约本身，

４９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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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注意条约初稿
３５７
中所没有的两个条款。由于第一个条款，

撒丁担负了２５０００万法郎的债务，其中一部分应偿付给弗兰茨

约瑟夫，一部分是由于伦巴第—威尼斯银行的五分之三的债务转

到它的身上而来的。除了在克里木远征和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期

间举借的债款（路易·波拿巴在几天前提出的一笔数目不大的作

为武装保护费的期票还不算在内）而外，再加上２５０００万法郎的

新债款，撒丁在财政繁荣方面很快就会处于和它所憎恶的仇敌相

等的水平。我们所提到的另一个条款规定：

“没有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意大利各个独立国的疆界如需更动，必须征

得参加建立这些国家并保障它们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同时“托斯卡

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君主们的权利则由崇高的缔约国专门予以规定。”

这样，扮演完了分配给它们的角色的各意大利临时政府现在

被极轻蔑地忽视了，而被它们抑制在那样寻常的消极状态下的居

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到维也纳条约缔造者的大门口去乞

求施舍。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７８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９５英国的贿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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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于巴黎

现在ｑｕｅｒｅｌｌ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德国纷争〕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管

这个纷争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是多么无关紧要，但是它却可能酿成

全德国的、甚至是全欧洲的灾难。作为主要条顿大国之间纷争口

实的一个小国，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名声很坏。大家都知道，英国

曾经在德国买了成千上万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奴隶，经过大西洋送

到自己的起义的殖民地去，奴隶主要靠黑森—加塞尔提供，因为

黑森—加塞尔的宗法制的选帝侯通常是靠用自己忠实的农民去换

不列颠黄金的方法来取得收入的。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起，直

到１８３０年法国七月革命发出黑森—加塞尔革命的信号为止，历任

选帝侯和他们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看来变得越来越敌对了。这场革

命得到现任选帝侯①的暗中支持，当时他非常希望同他的最亲爱

的父亲②分担最高权力。小小的革命为１８３１年１月５日的黑森宪

法扫清了道路，而宪法现在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斗争中的

主要战斗口号。１８５０年，这部宪法使它们在布隆采耳进行了一场

不流血的战斗，而在路易·波拿巴用“意大利问题”使大家厌倦

６９５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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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后，如果情况顺利，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会使他从事“德国问

题”的“研究”。为了说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简略地评述一下１８３１

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经历的变迁沿革以及使它的命运同争霸的奥

地利和普鲁士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１８３１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规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

等级（贵族、城市居民、农民）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谈，可以认为

是欧洲曾经宣布过的一部最自由主义的根本法。没有哪一部宪法

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

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说明

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说，１８３１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同各个

“等级”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一致行动的律师、文武官员所进行

的反对专制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凡是拒绝对宪

法宣誓的黑森亲王都要被剥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责任

的法令绝不是空话，它使人民代表能够依靠国家法庭来解除任何

一个只要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议会的某项决定之罪的大

臣的职务。君主被剥夺了赦免权。他既无权让政府的成员退休养

老，也无权违反政府成员的意志将他们革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他们随时可以向高等法院起诉。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

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

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并把违反

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违反宪

法，也不得例外。于是，官员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高

等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行动作出最后决定的全权，便

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议会议员，不仅应关怀地方当局

的各种决定的执行，而且应当关怀国家的一般法律的实施。军官

７９５德国的动荡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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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就职之前必须宣誓效忠宪法，他们在对王权的关系上享有同

文职人员一样的权利。代议机关只由一院组成，它在同执行机关

不论发生什么冲突时，有权停止征收一切赋税。

１８３１年的黑森—加塞尔宪法就是如此。当今执政君主的父亲

威廉二世选帝侯“在各个等级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这部宪法，并

且

“衷心地希望它将作为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和睦一致的牢固纪念碑永世

长存下去”。

这部宪法的草案当时是由黑森政府提交联邦议会的，而联邦

议会虽然没有批准，可是显然把它作为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实〕

接受下来了。可以预料，尽管有一切ｐｉａ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ａ〔良好的愿望〕，

宪法机器在黑森—加塞尔也是注定不能顺利开动的。从１８３２年到

１８４８年，立法议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了十次，其中有两届甚至任期

没有满就更换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使１８３１年宪法具有了更加

民主的精神：等级选举制废除了，最高法院成员的任命权转交给

了立法机关，最后，从君主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并把

它转交给了要对人民代表负责的人——陆军大臣。

１８４９年，当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一届黑森立法议会开幕的

时候，德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反动；不过，一切都还处在蠢蠢欲

动之中。旧联邦议会被革命浪潮扫除了，而德国的国民议会连同

它那虚有其表的执行机关也被用刺刀消灭了。这样一来，全德意

志联邦的总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求恢

复法兰克福的旧议会，那里它的影响始终是占居优势的，而普鲁

士则力图建立北方联盟，想利用这个联盟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

把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有四个德意志王国和巴登支持的

８９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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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实际上已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联邦议会的渣滓聚

集到自己周围，而普鲁士也稍微尝试了一下在一些较小的邦的参

加下在爱尔福特组织联邦议会。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义的

立法议会领导的黑森—加塞尔被列入了奥地利的主要敌人之中，

并且是普鲁士的拥护者。但是，当选帝侯刚一确信奥地利有俄国

的支持，很可能在这场角逐中获胜时，他就抛开了假面具，表示

赞成奥地利议会，反对普鲁士联盟，扶植以声名狼籍的哈森普弗

鲁克为首的反动内阁上台执政，解散了拒绝表决通过赋税和持反

政府立场的立法议会，并且在他企图依仗自己的权力去征收赋税

而由于得不到军队、官僚和司法机关的支持遭到了失败以后，便

在黑森—加塞尔实行了戒严。他采取了非常理智的预防措施，离

开了自己的国家，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去了，以便在那里受奥地

利的直接保护。奥地利以它所恢复的旧议会的名义派出了联邦的

一个军去废除黑森宪法，使选帝侯重登宝座。普鲁士则被迫表示

赞同黑森宪法，反对选帝侯，以便加强它自己对恢复联邦议会的

抗议，加强在它自己的庇护下建立北方联盟的尝试。于是，黑森

宪法就成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口号。当时事态日益危急。

联邦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前卫在布隆采耳附近相遇，但是，双方

都吹了后退号。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在奥里缪茨会晤了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向他屈膝求和，在

有关议会、黑森—加塞尔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所有问题上

完全放弃了普鲁士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一切要求。普鲁士作为低

头认错的罪人回到了议会。奥地利的一个军向北海海岸的胜利进

军，使普鲁士的屈辱又加了一等。１８３１年的黑森宪法自然被坚决

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最初是戒严状态，后来是１８５２年由哈森普弗

９９５德国的动荡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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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一手炮制、经选帝侯本人稍作更动并由联邦议会订正和批准

的反动宪法。这部１８５２年宪法成了经常使国家和选帝侯之间发生

纠纷的缘由，而且无论怎样调解，都是徒劳。不久以前的意大利

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德国的运动，在普鲁士政府看来，为洗雪奥里

缪茨失败之耻，并恢复自己以往同奥地利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最好

的机会。普鲁士知道，１８５０年曾经使奥地利取得优势的俄国，这

一次将会朝相反的方向行动。直到现在角逐双方除了纸上交战以

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接触。至于说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５２年的两部黑森

宪法，那只是它们斗争的口实。这从下面这一简单的情况中就可

以看出：奥地利主张根据１８３１年宪法的条文来修改１８５２年宪法，

而普鲁士则坚持１８３１年宪法要根据联邦议会的总的（君主制的）

原则加以修订后再行恢复。人民和黑森—加塞尔的议会依靠普鲁

士的支持，要求恢复过去的宪法。如果德国人民不在适当时机转

过身来反对“自己的两个统治王朝”，这一切由利害相关的顾问们

从外面进行操纵的事情，可能会以德国的内战告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０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０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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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对 华 贸 易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

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

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

些奢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３５８。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

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

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

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我们

现在可以援引题为“额尔金伯爵赴华赶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

编”３５９的蓝皮书。

每当亚洲各国的任何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要与假定需

要——这种假定需要，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以新市场的大小，那

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为

根据而推算的——不相符时，商人们由于切望扩大交换范围，极

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

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

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拚命支持每一个答

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

中的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

了商界人士认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属正当的主要借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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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尔金勋爵的蒙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没有成

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谬见。

蓝皮书中附有１８５２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契尔先生致乔治·

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引录如下的一段：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１８５２年〉已将近十年，

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１０００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

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

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

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１８４３年

签订附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１８５０年底所证明

给我们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而我们本国制

造的工业品正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米契尔先生承认，自从１８４２年条约
３６０
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

以白银与鸦片相交换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地发展了。但甚至对于

这种贸易，他还补充说：

“它从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４４年的发展，与从１８４４年到现在的发展，速率是相同

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假想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

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１８５０年年底，我

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１８４４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７５万英镑。”

１８４２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

影响，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申报价值（金镑）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棉 织品

毛 织品

其他商品

１００１２８３

３７０８７８

１６４９４８

１０２０９１５

４０４７９７

１４８４３３

１５９８８２９

３７３３９９

１８９０４０

１９０５３２１

４３４６１６

１６３６６２

１４０８４３３

２０３８７５

１３７２８９

６４０８２０

１５６９５９

２０２９３７

８８３９８５

１３４０７０

２５９８８９

１５４４２３５

２６８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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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契尔说１８４３年达１７５万英镑的

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

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１８４３年的水平，而１８５４年只有

１８４３年的十七分之十。米契尔先生首先用一些过于笼统而不能确

切证明什么东西的理由来解释这惊人的事实。他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

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

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

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

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

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

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缺乏需要以及对于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乃是文明贸易在一

切新市场上都会遇到的障碍。至于说到斜纹布的厚密和结实这一

点，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主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

殊需要吗？但是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１８４４年，米契尔

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

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

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

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

更便宜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

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契尔先生的话吧：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

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

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

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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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

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

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

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

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

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

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

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

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

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

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

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

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

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

不要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

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

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

的东西。”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于当他溯航扬子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

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契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

意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地

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

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

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

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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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

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

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

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

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

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中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０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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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５日于伦敦

恐慌早已是英国工业体系中的通常现象，最近这一现象看来

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也成为通常现象了。只要善于利用，恐慌能够给

各个所谓自由国家的政府提供许多好机会。当人们被吓得神经错

乱的时候，能够很容易使他们的头脑摆脱危险的幻想。就拿英国实

行改革的问题来说吧。正当英国在研究是否永远放弃它对北美的

监督的问题的时候，格雷勋爵提出了一项关于议会改革的冠冕堂

皇的法案，以便消除上院对下院的传统影响。１７８０年里士满公爵

提出了一项法案，他在这个法案中甚至要求每年进行一次议会选

举和实行普选制。皮特（他的百年诞辰根本没有受到同胞们的注意

就悄悄地过去了，因为那时他们完全为亨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的纪

念活动奔忙）最先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议会改革”的口号３６１。十八

世纪统治阶级中最先进的人物梦寐以求的争取改革的运动现在消

逝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运动被法国革命引起

的恐慌所扫除，继法国革命之后又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欠下了骇

人听闻的国债，出现了可耻的禁口律３６２。几年以前对俄国的丧胆的

恐惧断送了两个改革法案３６３，现在对法国入侵的恐惧大概会产生

同样的效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对布莱特先生领导的英国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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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党人的阴暗的预感做出应有的评价。他们公开说出了自己的

看法：寡头政体及其出版机关故意散布他人恐惧的谣言，利用法国

入侵的怪影来破坏改革，使糟糕透顶的管理制度万世长存。这件事

情确实具有某些令人憎恶的、可疑的特征。制造将受到侵略的恐慌

情绪的，主要是帕麦斯顿的报刊，而帕麦斯顿本人被公认为是路易

·波拿巴的挚友。一个由于没有征得自己同僚们的同意就承认

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而被从一届政府中撵了出来，又由于提出关于

法国阴谋家的法案而被逐出另一届政府的人３６４，能够是反对波拿

巴阴谋的最合适的人物吗？帕麦斯顿的报刊一方面警告英国人民

要提防波拿巴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号召英国人民同这个人一

道进行一次新的对中国的远征。

但是，不能否认，英国目前对战争的恐慌情绪，虽然被利用来

为贵族政党的政策服务，但这种情绪并不是没有合理根据的。每当

波拿巴签订一个新的和约，英国总会本能地自问，现在它该要遭到

攻击了吧？可见，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欧洲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革命而承认了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但

是，周期性地发动战争却是这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他只有

在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下，才能使各国政府摆脱对于可怕的革命

的恐惧，这个条件就是各国政府让他逐一地征服自己。波拿巴登上

他篡夺来的宝座还不到两年，对俄战争就成了延长他执政的时间

所必须的条件了。同俄国签订和约还不到两年，又感到只有在意大

利进行一场冒险才能使他免遭可耻的灾祸了。诚然，接二连三的战

争并没有减轻他的困难，战争的结果从一方面说只不过是骗局，从

另一方面说则是国债的增加和御用军的日益蛮横，更不用说除了

国内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局面的其他因素以外，还出现了教权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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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同俄国作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心怀不满的奥尔良党人就

大胆地发表冷嘲热讽的言论，陷于悲观失望的革命家们又使用了

炸弹。最近一场战争所引起的绝望情绪最明显的表现是：法国贸易

陷于停滞、皇帝的大赦彻底失败、对报刊的迫害日益加剧、奥尔良

派的希望正在复活。大多数法国人民都在抱怨毫无意义的战争耗

尽了他们平时的全部积蓄，而军队却在咒骂和平，认为和平使它失

去了战争的果实。再过几个月，路易·波拿巴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充

分表现出来，那时他就只有一条出路——发动新的战争。但是，他

迫于自己的处境而进行的这些接二连三的战争，对他本人以及欧

洲（英国可以说是它的最强大的代表）都是越来越危险了。克里木

战争确切些说不是在欧洲领土上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之所以没有

蔓延开来，只是由于它突然停止了。假如莱茵河上爆发了战争，特

别是入侵英国，那末从一开始就会是全欧洲性的战争。可是，在确

定下一次进攻的对象时，路易·波拿巴只能在普鲁士和英国中间

进行选择。在两种情况下，英国都将参战，在一种情况下是作为交

战的主要方面，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作为盟国。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最

大。但是，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在法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中将

引起哪些复杂变化，还不能预测。我们准备以后再来研究英国鉴于

即将发生的冲突而进行的备战活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１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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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我们早就在预料西班牙军队会在摩洛哥采取某种坚决行动，

以便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３６５但是，出乎我们预料之

外，奥当奈尔元帅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在塞拉利奥高地上的兵营，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他的军事行动差不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来加以

评述。

１１月１３日，埃查古埃将军指挥的西班牙作战军队第一师在

阿耳黑西腊斯上船，几天以后在休达登陆。１７日，这一师人开出休

达，占领了塞拉利奥（或称白宫），即在休达的阵地前方约１．５英里

的一座巨大建筑物。这一带的地形很不平坦、起伏很大，非常有利

于散兵战和非正规战。当天夜间，摩尔人试图夺回塞拉利奥，没有

成功，于是就退却了。而西班牙人则开始构筑营垒，作为以后军事

行动的基地。

２２日，塞拉利奥遭到了休达附近地区的摩尔族部落安哲腊人

的攻击。从这一次战斗开始，整个战局到目前为止充满了一连串

的毫无结果的战斗，而且每一次战斗同所有其余战斗都极相像。摩

尔人用或大或小的兵力攻击西班牙人的阵地，试图靠突然袭击或

机智夺取部分阵地。据摩尔人报道，他们的这些行动通常是成功

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火炮，所以只得放弃所夺得的多面堡。西

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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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人则说，没有一个摩尔人看见过西班牙多面堡的内部是什么

样的，摩尔人的所有的攻击都是完全不成功的。在第一次攻击时，

安哲腊人不超过１６００名，第二天他们得到了４０００人的援军，于

是立即重新发起进攻。２２日和２３日全是小接触，但是在２５日，摩

尔人以全力进攻，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埃查古埃将军在

这次战斗中手部负伤。摩尔人的这次攻击如此厉害，以致使奥当

奈尔这位西得·康佩亚多尔从他在进行战争时一直保持着的那种

昏睡状态中稍稍清醒过来。他立刻命令萨巴拉将军指挥的第二师

和普里姆将军指挥的预备师上船，并且亲赴休达。２６日夜间，西

班牙的作战军队全部在休达附近集中。２９日，摩尔人发动了另一

次攻击，３０日再次攻击。在这以后，西班牙人开始设法改变他们

所处的局限于一隅的地位；他们第一个行动的目标是休达南面约

２０英里、离开海岸４英里的泰图安。他们开始修筑一条通往该城

的道路，摩尔人在１２月９日以前一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１２月９

日晨，摩尔人突然袭击了两个主要多面堡的守军，但是，像往常

一样，到日终便又放弃了多面堡。１２日，在离开休达约４英里的

西班牙兵营前面发生了另一次战斗；２０日，奥当奈尔发出电讯说，

摩尔人再度攻击两个多面堡，但是像往常一样被胜利地击退了。可

见，１２月２０日同１１月２０日相比，情况没有丝毫进展。西班牙人

仍然采取守势，而且，同两三个星期以前的预告相反，看不出有

任何前进的迹象。

西班牙军队的数量，包括１２月８日以前所得到的全部援军在

内，约有３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人，因而有３万人可用于进攻。有了这样

一支队伍，夺取泰图安不应当有什么困难。诚然，没有好的道路，

而且军队的给养全部要从休达运去。但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

０１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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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摩洛哥战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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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英国军队在印度是怎样做的呢？何况西班牙的骡子和挽车马

并没有被它们本国的好路娇惯到不肯在摩尔人的土地上行走。不

管奥当奈尔怎样替自己辩解，这样继续按兵不动是绝对解释不通

的。西班牙人现在拥有的兵力一般估计已是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要

派出的最多的兵力了，除非有意外的挫折要求他们作特殊的努力。

相反地，摩尔人一天比一天强大。由哈治·阿布德 萨勒姆指挥的、

曾于１２月３日派出部队进攻西班牙人阵地的泰图安兵营，其军队

已经扩充到了１万人，城内的守军还不算在内。另外一个由穆莱·

阿巴斯指挥的兵营在丹吉尔，它源源不断地得到由内地开来的援

军。单是这一情况，就应当使奥当奈尔一等到天气许可时便发动进

攻。但是，虽然有好天气，他却没有进攻。勿庸置疑，这是一种完全

没有决断的表现，这表明，摩尔人不是像他所预计的那种不堪一击

的敌人。无疑地，摩尔人作战非常出色；西班牙兵营里纷纷抱怨休

达前面的地形对摩尔人有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西班牙人说，摩尔人在丛林和山谷中是十分厉害的敌人，并且

他们对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但是，一旦走进平原，西班牙步兵的

坚强力量很快就会迫使摩尔人的非正规部队掉头逃跑。但是现在

每次战斗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在起伏地上进行散兵战，在这

种条件下，这样一种辩解是大可怀疑的。如果说西班牙人在休达附

近停留了６个星期以后还不能像摩尔人一样熟悉那里的地形，那

他们就够糟糕了。起伏地比平原更有利于非正规部队，这是很明显

的。但是，即使是在起伏地上，正规的步兵也应当比非正规部队优

越得多。在散兵线后面配置支援队和预备队的现代散兵战的方法，

军队运动的规律性，保持对部队的指挥并且使它们相互支援以便

用全部力量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使

３１６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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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部队比非正规部队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以致在最适合于进行

散兵战的地形上，非正规部队即使以二对一，也抵挡不住正规部

队。但是在休达，力量的对比正好相反。西班牙人拥有数量上的优

势，但是他们却不敢进攻。唯一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完全不懂散

兵战，因此士兵个人对这种作战方法缺乏素养，纪律和正规训练所

应当给予的优越性就抵消了。事实上，大概他们不得不经常使用长

剑和刺刀来进行白刃战。摩尔人在西班牙人相当接近的时候，就像

土耳其人所常做的那样停止射击，拿着刀剑向他们冲杀，而这对于

像西班牙军队这样由新兵组成的军队确实是不很愉快的。但是经

常发生的战斗，应当使他们熟悉摩尔人作战的特点和找到对付它

的合适的办法；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位统帅仍然迟疑不决并且继续

滞留在自己的防御阵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对他的军队作出很

高的评价了。

根据现有事实来推测，西班牙人的作战计划，似乎是把休达作

为作战基地而把泰图安作为第一个进攻目标。同西班牙隔海对峙

的那一部分摩洛哥的地方，形成一个半岛似的地带，宽约３０—４０

英里，长约３０英里。丹吉尔、休达、泰图安和拉腊什（埃尔 阿拉伊

什）是这个半岛上的主要城市。占领了这四个城市（其中休达已在

西班牙人手中）就很容易征服这个半岛，并使它成为进一步进攻非

斯和梅克内斯的基地。所以，夺取这个半岛可以说是西班牙人的目

标，而攻占泰图安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这个计划看来是相

当明智的；它把作战行动限制在一块不大的地区内，这个地区三面

环海，第四面为两条河（泰图安河和鲁科斯河）所环绕，因此夺取这

个地区要比夺取它南面的地区容易得多。这个计划也避免了进入

沙漠的必要性，而如果把摩加多尔或拉巴特作为作战基地的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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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沙漠；同时，这个计划使战场接近西班牙的国

境，其间只有直布罗陀海峡之隔。但是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优点，

如果计划不能实现，这些优点就都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奥当奈尔照

原来那样继续下去，那末，不管他在公报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也会

使他自己和西班牙军队的名誉蒙受耻辱。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８４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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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摩洛哥的战局终于真正开始了，随着这个战局的开始，西班牙

的报纸和热情的西班牙民众用来刻画奥当奈尔的一切浪漫色彩都

消失了。奥当奈尔原来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将军。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骑士，而是公主骠骑兵３６６，战争不是用托

勒多的刀剑，而是用线膛炮和圆柱锥形炮弹进行的。

１２月２０日前后，西班牙人开始修筑一条供炮兵和轻重队通

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经过在休达城下的兵营南面的山地。摩尔

人从未试图破坏这条道路；他们有时攻击掩护筑路队的普里姆将

军的那个师，有时也攻击兵营，但都没有成功。这些接触从未超

出前卫散兵战的范围；１２月２７日的战斗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西班牙人的损失也不过是６人死亡和３０人负伤。这条不过两英里

长的道路在年底前就修筑好了，但是一场新的暴风雨的袭击阻止

了军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好像是要把军队即将开始的调动通知

摩尔人的兵营一样，由１艘帆力战列舰、３艘螺旋推进式巡航舰和

３艘明输式蒸汽舰组成，共有２４６门火炮的一支西班牙舰队开到

泰图安河口，并且在１２月２９日炮击河口的堡垒。在大约３小时

内，这些堡垒被压制住了，它们的土质工事也被摧毁了。不要忘

记，这些正是法军大约在一个月以前以少得多的兵舰轰击过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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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
３６７

２９日天气好转，西班牙军队终于在１月１日开始前进了。最

先在非洲登陆的、由埃查古埃指挥的第一军（２个师），仍然留在

休达前面的阵地上。这个军在最初几个星期虽因疾病而遭受了很

大的损失，但现在已经能服水土了，并且，由于以后获得了增援，

人数已达１万名，比第二军或第三军多得多。第二军由萨巴拉指

挥，第三军由罗斯·德·奥兰诺指挥，这两个军和普里姆的预备

师一起，共２１０００—２２０００人，已在新年的第一天出动。每个兵

士随身携带６天的口粮，另有１００万份口粮，即军队一个月的给

养，由随同这支军队行动的海船载运。这支军队以普里姆师为前

卫，由萨巴拉担任支援，罗斯·德·奥兰诺殿后，通过了休达南

面的山地。新辟的道路向下通往离兵营２英里的地中海，这里有

一片相当大的半圆形的平原，地中海形成它的弦，起伏地带构成

它的圆周，这一地带愈来愈高，逐渐变成陡峭的山岭。普里姆师

的大部分人刚刚离开兵营，散兵战就开始了。西班牙的轻步兵轻

易地把摩尔人赶回平原，又从平原迫使他们退入位于西班牙军队

行进路线侧方的山岗和丛林中去。在这里，公主骠骑兵的两个人

数不多的连因为某种误会而投入了进攻。他们进攻得这样勇猛，以

致一直穿过了摩尔人的战线而进入了他们的兵营。但是四面都是

起伏地，而在有利地形上又找不到可以攻击的骑兵或步兵，于是

他们只得退回来，除了损失兵士以外，还损失了７个或者说差不

多他们全部的军官。直到目前，战斗主要是由成散开队形的步兵

和一两个山炮连来进行的，有几艘炮艇和蒸汽舰在一些地方以火

力进行了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支援。看来，在没有

巩固地占领形成这片平原南端的山岭以前，奥当奈尔想停留在平

７１６对摩尔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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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可是，为了保证在夜间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奥当奈尔命令

普里姆把山岭北坡上的摩尔猎兵赶走，然后在傍晚时撤回。但是

普里姆这位西班牙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

斗，结果占领了整个山岭，当然他自己也遭到重大的损失。他的

前卫在山岭上宿营，并沿正面筑起了工事。这一天西班牙人的损

失共计死７３人，伤４８１人。

这一天夺取的阵地就是因两座白色建筑物而得名的Ｃａｓｔｉｌｌｅ

ｊｏｓ〔卡斯提耳埃霍斯——双堡〕，其中一座在靠近平原的内山坡

上，另一座在普里姆白天占领的山岭上。但是这个兵营的正式名

称大概是ＣａｍｐａｍｅｎｔｏｄｅｌａＣｏｎｄｅｓａ〔伯爵夫人兵营〕。同一天，

摩尔人攻击休达城下兵营极左端两个多面堡之间的间隙地和极右

端的一个多面堡，试图对这个兵营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战。但

是埃查古埃的步兵和炮兵火力轻易地击退了他们。

作战军队在伯爵夫人兵营停留了３天。野炮和１个火箭连以

及余下的骑兵（整个骑兵旅，包括８个骠骑兵连、４个无胸甲的胸

甲骑兵连和４个枪骑兵连，共１２０００人）都来到了这个兵营。只

有攻城炮兵纵列（其中有１个十二磅线膛炮连）还未到达。１月３

日，奥当奈尔向南面的一道山岭即蒙特涅格罗方向进行侦察。天

气仍然晴朗，午间很热，夜间有重露。霍乱仍在一些师里严重流

行，有一些部队因疾病而受了严重的损失。例如，受疾病危害特

别严重的两个工兵营，各连人数已由１３５人减到９０人。

到此刻为止，我们掌握有详细的报道，至于以后的情况，我

们就只有根据内容贫乏而且互有出入的电讯来叙述了。５日，军队

向前推进。６日，军队“通过了山口，没有遇到抵抗，然后在涅格

罗谷地的北面”宿营。这是不是说军队已经越过了蒙特涅格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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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它的南坡宿营，还不清楚。９日，据报道军队距离泰图安１里

加①，并且击退了摩尔人的一次攻击。１３日，夺取了卡博 涅格罗

的全部阵地，大获全胜，并已兵临泰图安城下；只等火炮运到，就

开始攻城。１４日，原在马拉加集结的里奥斯将军的师（有１０个营

的兵力）在泰图安河口登陆，占领了两星期前被舰队击毁了的堡

垒。１６日，据报道说，这支军队即将渡河攻打泰图安。

为了说明这一切情况，必须指出，军队由休达到泰图安要通

过四道各自分开的山岭。第一道就在兵营的南面，通向卡斯提耳

埃霍斯平原；第二道在这个平原的南面。这两道山在１日被西班

牙人占领。再往南，与地中海岸垂直的是蒙特涅格罗，和这一道

山岭平行而位于更南面的，则是另一道更高的山岭，它一直到卡

博 涅格罗海角为止，卡博 涅格罗的南面就是泰图安河。摩尔人在

１月１日紧逼入侵军的翼侧，后来改变了战术，继续向南面移动，

企图从正面堵住通往泰图安的道路。估计争夺这条道路的决战将

在最后一道山岭即卡博 涅格罗的一些山口发生，而这一会战大概

就在１月１３日发生了。

从战术上来说，在这些战斗中双方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对

于摩尔人，除了以半野蛮人的勇猛和机灵进行非正规的战斗以外，

我们不能再期望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们看来也

还不够强。他们似乎没有表现出阿尔及利亚海岸山区的卡拜尔人

甚至是里菲人所有的那种反抗法国人的狂热。在休达附近的多面

堡正面进行的长时间的、没有成功的搏斗，似乎已经挫折了大多

数部落原有的锐气和毅力。而在战略上，他们也不能同阿尔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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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相比。经过第一天战斗，他们便放弃了他们的正确计划，即

袭扰进攻纵队的翼侧和后方，并且切断或威胁它和休达之间的交

通线。他们不这样做，却竭力赶到西班牙人的前面，想从正面去

堵住西班牙人前往泰图安的道路，这样便引起了他们本应避免的

一场决战。也许他们还会懂得，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士兵来

说，在像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国土上，小规模战争正是可以用来

拖垮敌人的斗争方法，——尽管这个敌人在训练上和装备上占有

优势，但是它的一切行动都被摩尔人所没有的那种庞大的ｉｍｐ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轻重〕所拖累，而且它在一个不好客的又没有道路的国土

上调动军队是十分困难的。

西班牙人继续像开始时那样作战。在休达按兵不动两个月之

后，他们在１６天内推进了２１英里，速度是每４天５英里！即使

把道路上的所有困难都估计进去，这种缓慢的速度仍然是现代战

争中前所未闻的。西班牙的将军们大概完全忘记了怎样指挥大部

队、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调遣一支按人数来说未必能够同上

次意大利战争中法国的一个军相比的军队。否则怎样解释这种延

宕呢？１月２日，奥当奈尔所有的炮兵（除攻城炮兵纵列以外）都

调到了卡斯提耳埃霍斯阵地，但是他还是等待了两天，直到５日

才出发。行军看来还组织得不错，但这是行程很短的行军，所以

也不算高明。在火线上，西班牙人很蔑视敌人，这是较严格的训

练和一连串成功的战斗的必然结果；但是，当气候和战争（它最

后必将变为困扰性的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困难大大削弱了军队的

士气和体力的时候，这种对胜利的信心是否还能保持，这要在将

来才能看出。至于指挥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说的还很少，因

为除了第一次战斗以外，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整个战况的详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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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但是，这第一次战斗就暴露了两个明显的错误，即骑兵的攻

击和普里姆将军的推进超过了预先规定的范围。如果这种事情成

为西班牙军队中常有的现象，那末他们就更糟糕了。

泰图安的防御很可能是短暂的，然而是顽强的。工事无疑是

不好的，但是正像在君士坦丁３６８和阿尔及利亚的其他许多城镇中

的战斗所表明的那样，摩尔人在要塞围墙掩护下作战时是出色的

战士。下次的邮件可能给我们带来泰图安已被攻陷的消息。如果

确是如此，我们可以预期战斗会暂时停息，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时

间来改善泰图安和休达之间的道路，把泰图安变成第二个作战基

地，并等候援军。然后再从这里开始下一步行动，即进攻拉腊什

或丹吉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８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８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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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萨 瓦 与 尼 斯

  莎姆伯里省长肯定地宣称撒丁国王从来无意要把藏瓦让给法

国，而英国外交大臣本月２日在下院却断然声明，去年夏天瓦列

夫斯基伯爵就以法国皇帝的名义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约翰·

罗素勋爵的声明谈的是几个月以前的情况，那时被否定了的事，可

能现在已经实现了。当然，要使人相信在萨瓦居民中最近发展起

来的拥护并入法国的运动纯粹是地方性的运动，是困难的，甚至

是不可能的。大概这个运动是由法国代理人煽动起来的，而维克

多 艾曼努尔国王的政府则批准了这个运动，或者至少也是对它采

取了容忍的态度。

萨瓦像瑞士西部各州一样，是法兰西民族占有完全和无疑的

优势的一个省份。人民都操南法兰西方言（普罗凡斯方言或利木赞

方言），但标准的和正式的语言到处都是法语。可是这丝毫也不能

证明萨瓦人愿意并入法国，特别是并入波拿巴的法国。据一位于

１８５９年１月为了军事目的曾经在这个地区旅行的德国军官的见

闻录记述，除了莎姆伯里和下萨瓦的其他几个城市以外，主张并入

法国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毫无影响，同时上萨瓦、莫里延和塔兰特兹

认为最好是保持现状，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维这三个北部地区则

认为最好是加入瑞士联邦，组成它的一个新的州。但是，既然萨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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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完全是法兰西人，它无疑会日益倾向于法兰西民族的基本中

心，并且最后会并入这个中心，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尼斯的情况却不同。伯爵领地尼斯的人民也操普罗凡斯方言，

但是这里的标准语、教育、民族精神都是意大利的。北意大利方

言和南法兰西方言非常接近，几乎无法说明某种方言止于何地，某

种方言起于何地。甚至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土语按其后缀来说也完

全是普罗凡斯语，而具有拉丁语词根的词的构成法实质上与意大

利语相同。以这种土语为依据要求尼斯并入法国是不可能的。因

此，现在只是根据设想中的尼斯对法国的同情要求它并入法国，可

是是否存在这种同情，那还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即使有这种同情，

即使有特殊的土语，尼斯也完全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最令人信

服的证明，就是朱泽培·加里波第的士兵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主要〕是

由尼斯提供的。把加里波第看成法国人，那简直是个笑话。

单纯从财政观点来看，把这两个省割让出去并不会使皮蒙特

受到很大的损失。萨瓦是一个穷省，虽然能为撒丁军队提供优秀

的士兵，但是它自己的行政费用从来都是入不敷出的。尼斯的财

政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而且只是那么一小块地方。损失显然是不

大的。尼斯虽然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了北意大利和中意

大利的统一可以把它牺牲，而失去像萨瓦这样的一个外族人居住

的省份甚至可以认为是合算的，因为这样能促使意大利的统一。但

是，如果从军事观点看这个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现在法国和撒丁从日内瓦到尼斯这一段疆界几乎是一条直

线。南面的海和北面中立的瑞士把通向意大利的一切道路都切断

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交战双

方的处境是一样的。但是萨瓦和尼斯都位于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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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则以一个宽广的半圆包围着皮蒙特，而且

这两省都向法国敞开着。所以，在皮蒙特和法国的疆界线上双方

各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斜坡，而在疆界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

却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两个斜坡，因此它完全控制着各个山口。

此外，由于商业不很发达，由皮蒙特经阿尔卑斯山通往法国

的一切道路全都秽塞不堪，而由皮蒙特经蒙塞尼山口通往萨瓦的

道路和由皮蒙特经田达山口通往尼斯的道路却是欧洲贸易的干

线，维修得非常好。所以，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历次战争中，如

果进攻的方面是意大利的话，尼斯和萨瓦都是意大利进攻法国的

天然的作战基地，而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法国的话，它就必须夺取

这两个省，才能向阿尔卑斯山后面的意大利发动进攻。纵然意大

利人面对着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不能守住尼斯和萨瓦，这两个

省仍然使他们有可能及时把意大利的兵力集中到皮蒙特平原，从

而保证意大利免遭突然的攻击。

如果意大利占有萨瓦和尼斯所得到的军事上的利益仅限于这

些积极的利益，那末牺牲这两个省份，仍然不致有什么严重的损

失。但是最重要的是消极的利益。我们假定勃朗峰、蒙特伊泽兰

山口、蒙塞尼山口和田达山口都是标示法国疆界的一个个大界桩。

在这种情况下，疆界就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条直线，而是以一个

巨大的圆弧包围着皮蒙特了。莎姆伯里、阿尔贝维耳、穆蒂埃这

样一些主要道路的汇合点就会变成法国的基地。法国人会在蒙塞

尼山口的北坡构筑防御工事并保卫北坡；两个国家的前哨就将在

距离都灵只有两天行程的这个山脉的各个山顶上相遇。在南面，尼

斯将会成为法国各个基地的中心，而前哨将设置在距离热那亚只

有四天行程的奥涅利亚。这样一来，即使在和平时期，法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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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待在意大利西北部两个最大城市的门口，而且由于他们的领

土差不多从三面包围了皮蒙特，他们就可以阻挠意大利军队在波

河上游谷地集结。把意大利兵力集中到亚历山大里亚以西的任何

企图，都可能使军队在集中尚未完成以前就遭到攻击的危险，换

句话说，可能使他们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样一来，皮蒙特

的防御中心便会立即从都灵移到亚历山大里亚；换言之，皮蒙特

本身将会无法进行认真的防御，而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中。路易

拿破仑正是把这一点称为

“自由的和感恩图报的意大利，它的独立只能归功于法国”。

注意一下北方，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经常威胁着意大利的东

西，对瑞士来说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打击。如果萨瓦成了法国的

领土，那末从巴塞尔到大圣伯纳德山口的整个瑞士西部就会四面

都受法国领土的包围，一旦发生战争，连一天也守不住。这一点

是这样明显，以致维也纳会议决定让北萨瓦和瑞士都中立化，一

旦发生战争瑞士有权占领并防御这个地区。只有４００万人口的小

国撒丁不可能反对这个决定，但是法国是否可能并愿意让它的一

部分领土因此在军事方面归属于一个别的而且还是较小的国家

呢？一旦发生战争，瑞士能不能够试图占领法国的一个省份并把

它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呢？当然不能。在这种场合，法国会

在任何它觉得合适的时刻像吞并萨瓦和尼斯一样，轻而易举地吞

并整个瑞士法语区——伯尔尼汝拉山区、纽沙特尔、窝州、日内

瓦以及弗里布尔和瓦勒的那些它认为合适的地区；而在这个时刻

尚未到来以前，瑞士会一直处于法国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以

致它会像是法国的一个简单的附庸。至于说到瑞士在战时保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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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实只要一宣战这种中立就不会再存在了。如果一个强大的

和好战的国家随时都可能击溃它的中立的邻邦，那就不可能有任

何的中立。

这个表面看来是无恶意的吞并萨瓦和尼斯的计划无非是要在

意大利和瑞士建立法国的统治，即保证法国在阿尔卑斯山的统治

地位。在这个小步骤实现以后，到我们亲眼看到左莱茵河上也建

立起法国统治的企图以前，难道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月３０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８７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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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西班牙在摩洛哥发动的战争的第一幕，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

幕，现在已告结束，而且所有详细的公报已经到来，因此我们可

以再次谈谈这个问题。

１月１日，西班牙军队离开休达的阵地，去进攻距离仅２１英

里的泰图安。奥当奈尔元帅虽然从未受到过敌人严重的攻击或拦

阻，却花了不下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军队开到这个城市附近。没

有道路的困难和必要的谨慎，都不能成为行动这样闻所未闻地迟

缓的理由；而且西班牙人显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制海权。

如果说不得不修筑一条道路以便运送重炮和辎重，这也不是一个

理由。重炮和辎重都可以主要由舰船载运，军队只要带一星期的

给养和山炮（用骡子驮载）而不带其他的火炮，至多５天就可以

到达控制泰图安的高地，并与里奥斯的师会合，这个师在那时，正

像在３个星期以后一样，也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在瓦哈德 埃耳

杰鲁河口登陆。２月４日的会战也许便可以在１月６日或７日进

行，而且形势也许会更有利于西班牙人；这样，因疾病而丧失战

斗力的数千人大概就可以保全下来，而且也许在１月８日就可以

攻占泰图安。

这似乎是一个大胆的论断。的确，奥当奈尔渴望攻进泰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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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并不比他的任何一个兵士差；他表现了勇敢、谨慎、冷静

以及军人的其他素质。既然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泰图安城

下，那末他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做到同样的事情呢？当

时奥当奈尔有两个办法把他的军队开到目的地。第一个办法是主

要依靠陆上交通，舰船完全作为辅助。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组织

了一个正规的陆上运输队来运送给养和弹药，并且给军队配各了

大量的装备着十二磅炮的野战炮兵。在必要的情况下，他的军队

可以完全不依赖舰船；舰船只是作为与休达联系的次要的交通路

线，虽有用处，但绝不是必不可少的。按这个计划自然就要组织

一支庞大的辎重队，有辎重队就要修筑一条道路。因此，就花了

一个星期来铺设从已占领的阵地到海岸的道路；而且差不多每走

一段路，整个行军队伍——军队、辎重队等等就都得停顿下来，等

待供次日前进用的另一段路筑成。因此，行军时间的长短，便以

西班牙工兵每天所能筑成的道路的长短来计算；而筑路的进度看

来是每天平均半英里左右。这样，所选择的这种运送给养的方法

本身，又要求大大扩大辎重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军队在途

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它消耗的粮食当然也就越多。虽然如此，但

是当１月１８日左右暴风雨迫使汽般离开海岸时，军队就只好挨饿

了，尽管他们休达的基地近在咫尺；要是再来一天暴风雨，那末

三分之一的军队就不得不回去为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军队搬运给

养。奥当奈尔元帅就是这样在整整一个月中使１８０００名西班牙兵

士沿着非洲海岸散步，每天前进三分之二英里。军队一旦采用了

这种供应办法，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显著地缩短这个无可

比拟的行军的时间了。但是采用这种办法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

如果泰图安是一个内陆城市，离开海岸不是４英里而是２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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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那末自然不能有其他的选择。法国人在远征阿尔及利亚的内

地时遇到过同样的困难，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当

然他们做得更努力，更迅速。英国人在印度和阿富汗由于比较容

易找到驮畜和饲料，所以避免了这种麻烦；他们的炮轻，不需要

良好的道路，因为战斗行动只是在干燥的季节里进行的，这时军

队可以越野行进。但是带着一支军队沿海岸走整整一个月，而且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总共只走２１英里这样一段遥远的路程；这种事

情只有让西班牙军队和奥当奈尔元帅来干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西班牙军队的实践和理论都是非常陈旧

的。既然军队经常备有一支由蒸汽舰船和帆力舰船组成的舰队，那

末这样行军就十分可笑了，而在行军期间因霍乱和痢疾丧失战斗

能力的兵士则是偏见和无能的牺牲品。工兵修筑的道路并不是与

休达联系的安全交通线，因为西班牙军队只是在他们偶尔宿营的

地方才控制这条道路。在后方，摩尔人随时都可以使这条道路不

能通行。要送一个情报，或者护送一个运输队回休达，至少需要

一个有５０００人的师。在全部行军期间，与休达的联络都是靠汽船

来保持的。尽管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随军的给养还是非常不足，以

致不到２０天，军队就濒于饥饿，只是靠舰船上的储备粮才得以幸

免。那末，修筑这条道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炮兵吗？西

班牙人一定很清楚地知道摩尔人没有野炮，他们自己的线膛山炮

就足以胜过敌人所能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武器。那末，为什么还

随军携带所有的火炮（既然全部火炮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沿海路

从休达运到瓦哈德 埃耳 杰鲁河口或泰图安河河口的圣马丁）？充

其量，随军带一个野炮连就可以了。西班牙的炮兵如果不能以每

天５英里的速度在任何地区行进，那末它们就太笨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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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斯师在圣马丁的登陆证明，西班牙人拥有的舰船每次至

少可以载运一师人。如果进攻的是英国军队或者法国军队，那末

无疑地，他们会从休达进行几次佯攻，把摩尔人吸引到该地，然

后这一师人就立刻在圣马丁登陆。这样一个拥有５０００人的师一

夜之间就可以筑起轻型的野战工事，有这样的工事就可以无所畏

惧地等待任何数量的摩尔人的攻击。但是，如果天气好，每天都

可以有一个师登陆，这样，军队便可以在６天或８天之内集中到

泰图安附近。假定奥当奈尔不愿意让他的一个同其余军队隔绝的

师在三四天内遭受攻击，因为他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的，还没有

战争经验，那我们就不能责备他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了。

但是无疑地他可以做到下面这一点。他可以让每个兵士带一

个星期的口粮，同时携带他的全部山炮（可能再带一个野炮连）以

及用骡马所能驮载的给养品，从休达出发，尽快地到达泰图安。即

使把一切困难都考虑在内，日行８英里当然是够慢的了。不过就

算５英里吧，那也只需要４天的行军就够了。再假定需要用两天

的时间来作战，虽然战果不会很大，争不到５英里的土地。这样

一共需要６天，包括因气候而耽搁的时间在内，因为一支不带辎

重的军队差不多在任何气候下每天都可以走四五英里。这样，军

队在耗尽他们所携带的给养以前就可以到达泰图安平原；必要的

时候，汽船可以在行军期间把给养运给军队，而他们实际上也正

是这样做的。就地形和气候条件来说，康洛哥并不比阿尔及利亚

更差，要知道法国人在严冬季节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军要远得多，并

且要深入山区，没有汽船进行支援和运送给养。其实只要一到蒙

特涅格罗的高地并控制住通往泰图安的山口，就可以保证通过圣

马丁的道路与舰队保持联系，而海就可以成为作战基地。所以，只

０３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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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稍微大胆一些，军队处于除自身以外别无作战基地的状态的时

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星期。可见，两种计划中最大胆的

计划会是最可靠的计划，因为摩尔人越是可怕，奥当奈尔的迟缓

的行军就越加危险。如果军队在前往泰图安的途中被击败了，退

却起来也会比带着累赘的辎重和野炮时要容易得多。

奥当奈尔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通过了蒙特涅格罗，此

后的行进还是完全同以前一样的迟缓。他在这里又赶筑和加固了

多面堡，好像与他对敌的是一支组织得最优良的正规军队。整整

一个星期就这样浪费掉了。其实只要挖一些简单的野战工事就足

以对付这样的敌人了。他不可能受到相当于他的６门山炮的火力

的炮兵的攻击，因此，构筑这样的兵营，本来只要几天就足够了。

４日，他终于去进攻敌人的营垒。西班牙人在这次行动中看来表现

得很不错，关于战术措施的优劣，我们无法判断，因为西班牙兵

营中的少数几个记者把所有枯燥的军事细节略而不提，而醉心于

绘声绘色的描写和热情的夸张。像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所写

的，要判断一片地形的特点，就应当自己去看看，我给你描写一

番有什么用处呢。摩尔人完全被击溃，泰图安在第二天便投降了。

这样就结束了战局的第一幕，如果摩洛哥皇帝①不是过于固

执的话，那末整个战争很可能就此结束。可是，西班牙人到现在

为止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由于他们进行战争的方法而大为增

加）表明，如果摩洛哥坚持到底，西班牙人还要花费不少的力气。

问题不在于摩尔人的非正规部队的抵抗，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击败

训练有素的军队，只要后者集结在一起而且能够得到给养；问题

１３６对摩尔人的战争

① 西迪 穆罕默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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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这个国家非常落后，除了城市以外不可能夺取到任何别的东

西，而且甚至从城市也不可能取得给养，因此必须把军队分散在

大量的小据点上，而这些小据点终究不足以保证夺得的城市之间

的变通经常畅通无阻，而且这些小据点要取得给养，就得派出大

部分军队去护送运输队通过没有道路的、经常出现摩尔猎兵队的

地区。大家知道，法国人在征服非洲的战争的最初五六年间，是

怎样向布利达和梅代阿这样的城市供应粮食的，更不必说离开海

岸较远的驻地了。应该知道，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欧洲军队很快

就会疲惫，因此进行历时６个月或１２个月的战争对于像西班牙这

样的国家是非同儿戏的。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首先进攻的目标当然是丹吉尔。从泰图

安到丹吉尔要经过一个山口，然后往下进入一个河谷。这完全是

内陆地区，附近没有汽船运送给养，也没有道路。距离大约是２６

英里。奥当奈尔元帅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这一段距离而且必须

留多少人在泰图安呢？据报道，他曾说好像需要两万人来扼守该

城，但是这显然过分夸大了。用一万人驻守泰图安及其郊区，以

一个旅驻守圣马丁的营垒，这一个地区就很安全了。这样一支队

伍随时都可以作战，而且有足够的兵力击退摩尔人的任何进攻。对

丹吉尔，可以由海上进行轰击来夺取，守备部队也可以由海上运

往这个城市。关于拉腊什、萨累和摩加多尔情况也是一样。但是

如果西班牙人打算这样做的话，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行军到泰图安

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摩洛哥再坚持一年，那末西班牙

人要迫使摩洛哥求和，还必须在军事方面好好学习一番。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２月初

载于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８９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３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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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萨瓦、尼斯与莱茵３６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２月

１８６０年４月初以单行本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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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从波拿巴、皮蒙特、俄国三者之间的阴谋开始暴露在大众

眼前以来，已经一年了。起初是新年谈话，接着是向“意大利的

伊菲姬尼亚”求婚，然后是意大利的哀鸣，最后是哥尔查科夫承

认他和路易 拿破仑缔结了书面条约。３７０而在这中间，又是扩军备

战，调动军队，威胁恫吓和调解的尝试。当时，在最初的时刻，整

个德国都本能地感觉到：现在问题不在于意大利，而是关系到我

们自身的利害。问题将起于提契诺河，但最后将在莱茵河结束。一

切波拿巴战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夺回法国的“自然疆界”——

莱茵河疆界。

但是，因为法国人对于莱茵河这一自然疆界的隐蔽要求而陷

于不可言状的恐怖中的那一部分德国报纸，即以奥格斯堡“总汇

报”为首的报纸，却以同样不可言状的狂热替奥地利在北意大利

的统治作辩护，所持的理由是：明乔河与波河下游是德国与意大

利之间的自然疆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奥尔格斯先生发动了

他的全部战略机构来证明：没有波河和明乔河，德国就要灭亡，放

弃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就是背叛德国。

这样，事情就被弄颠倒了。非常明显，说莱茵河受到威胁只

不过是借口，其目的在于保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专制统治。所谓

莱茵河受到威胁，就是要唆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

奴役。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滑稽的矛盾：同样的理论，用在波河他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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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加以维护，用在莱茵河他们却加以非难。

本文作者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波河与莱茵河”①。正

是为了民族运动的利益，作者反驳了明乔河疆界论；他试图从军

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

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

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总而

言之，作者想使德国人能以洁白之身投入当前的斗争。

作者的目的究竟达到了多少，可以让别人去判断。我们没有

见到有任何人企图本着科学的精神反驳那本小册子所作的分析。

虽然那本小册子反对的主要对象——奥格斯堡“总汇报”曾答应

要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论文，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它只是从

“东德意志邮报”３７１转载了三篇论文，而这些论文的批评也仅仅限

于宣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是“小德意志派”，因为他想放弃

意大利。但是无论如何，据我们所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此

以后就不再提明乔河疆界论了。

然而，这种迫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和政策

的企图，却外北德意志的哥达党的庸人们造成了反对民族运动的

有利借口。最初的运动是真正的民族运动，它比从阿尔汉格尔斯

克到旧金山的一切席勒纪念活动３７２都具有更强烈得多的民族性

质；这个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发生的。至于奥地利对

意大利是否享有权利，意大利是否要求独立，明乔河线是否需

要，——这一切在当时对这个民族运动来说都无所谓。既然我们

之中的一个遭到攻击，并且是遭到与意大利毫无关系而对于夺取

６３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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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左岸地区却有很大兴趣的第三者的攻击，那我们就应当联

合起来反对他，反对路易 拿破仑和法兰西帝国的传统。人民本能

地而且是完全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哥达自由派的庸人们老早就不把德意志奥地利看做是

“我们之中的一个”了。战争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为战争可以削

弱奥地利，从而最后促成小德意志帝国或大普鲁士帝国的产生。北

德意志的庸俗民主派有许多人附和他们，这些人指望路易 拿破仑

能打败奥地利，然后让他们把整个德国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

有一小部分住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侨民也附和他们，这些人竟恬

不知耻地公开和波拿巴主义勾冶。但是，我们坦白地说，他们的

最有力的同盟者是那些永远不敢正视危险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怯

懦性；为了哀求把自己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他们会背叛自己的

忠实的同盟者，从而在没有同盟者的情况下为他们自己今后的失

败作出更可靠的保证。和这些怯懦之辈携手同行的是某些过于聪

明的人，他们经常有千百个决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但是却有

更多的借口来高谈阔论。除了上述借口之外，他们对一切都表示

怀疑。对于规定把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的巴塞尔和约表示欢

迎、而当奥军在乌尔姆３７３和奥斯特尔利茨败北时又暗中庆幸的，就

是这班过于聪明的人，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耶拿①的来临，柏林

是他们的聚集地。

这伙人的同盟胜利了。德国背弃了奥地利。然而，奥军在伦

巴第平原上打得非常英勇，使敌人为之惊讶，使所有的人都为之

赞叹，但只有哥达党人及其追随者除外。操场上的刻板操练、驻

７３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一

① 耶拿——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普军在耶拿城下遭到失

败。由于这次失败，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屈膝投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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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的严酷管教、军士的棍棒，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磨灭德国人的

无穷无尽的战斗力。虽然装备简陋、装具沉重，但这些未经战火、

没有经验的部队面对着久经战斗、服装轻便、装备灵巧的法军，行

动像老兵一样镇定；只是由于奥军指挥的极端无能和步调不一，才

使这样的部队打了败仗。但这是怎样的败仗呢？敌人没有得到战

利品，没有得到军旗，几乎没有得到火炮，也几乎没有俘虏；敌

人所缴获的唯一的军旗是在战场上尸体堆中捡来的，而未受伤的

俘虏也只是意大利或匈牙利的逃兵。奥军从普通兵到少校都获得

了荣誉，而这个荣誉差不多完全属于德意志奥地利人。意大利人

是不能用的，他们大部分已被遣散，匈牙利人不是成群结队地投

降，便是非常不可靠，克罗地亚人在这次战争中比平时的表现坏

得多①。只有德意志奥地利人才完全有资格享受这个荣誉，尽管他

们因为指挥不良而首先蒙受了耻辱。

这种指挥是道地的旧奥地利式的。居莱一人的无能所不能做

的事，却由于权奸和弗兰茨 约瑟夫的在场而造成的指挥不统一所

完成了。居莱向洛美利纳进攻，刚一到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地

区，便立即停止前进；结果进攻全部失败。法军毫无阻挡地和撒

丁军队会合了。为了充分表明他确已无能为力，居莱命令在蒙特

贝洛附近进行侦察，就好像他预见想要表示，在军事指挥上那种

猜疑摸索和慎重考虑的旧奥地利精神至今仍然存在，犹如在已寿

终正寝的宫廷军事会议３７４时代一样。他把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他

把自己的军队由皮阿琴察一直摆到阿隆纳，以便按照惯用的奥地

８３６ 弗 · 恩 格 斯

① 参看“泰晤士报”记者自奥军兵营发出的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报道。在卡

夫里阿诺，以志愿者资格参战的老炮兵总司令努根特，曾尽一切力量派遣一

些边屯营投入战斗，但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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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方式，做到各地都有直接掩护。拉德茨基的传统仅仅过了１０年

就被遗忘了。当敌人在帕勒斯特罗附近进攻的时候，奥军各旅进

入战斗如此缓慢和分散，以致每一个旅总是在其他旅还未到达以

前便被逐出阵地。而且，当敌人真正进行机动（这一机动的可能

性使洛美利纳附近的整个阵地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即由韦尔切利

向博法洛拉侧敌行军的时候，当终于有机会向诺瓦拉攻击，以阻

止敌人这个大胆的机动，并利用敌人所处的不利态势的时候，居

莱却惊惶失措，急忙回头渡过提契诺河，想绕一个弯从正面拦阻

进攻的敌人。６月３日晨４时，正在退却的时候，海斯到了罗察特

的大本营。在维罗那重新恢复了的宫廷军事会议，看来恰好在这

个决定性时刻对居莱的能力发生了怀疑。因此，现在这里便出现

了两个总司令。根据海斯的提议，所有纵队都停止不动，一直到

他确信对诺瓦拉攻击的时机已经错过而不得不让事态自然发展时

为止。这其间几乎过了５小时之久，而部队的运动也中断了５小

时。① 在６月４日整整一天内，零零落落的纵队才陆续到达马振

塔，既疲倦又饥饿；但是他们仍然英勇作战并且获得了卓越的胜

利，一直到麦克马洪违反由土尔比哥直取米兰的命令，转向马振

塔并袭击奥军翼侧时为止。这时，法国其余各军都来到了，但奥

地利各军却迟迟不到，于是会战失败了。奥军的退却非常缓慢，以

致有一个师在梅累尼亚诺遭到法国整整两个军的攻击。其中一个

９３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一

① 参看“泰晤士报”驻奥军的第一个记者布莱克利上尉的说明，他曾就这一事

实在“泰晤士报”上做了报道。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３７５替居莱辩护，

说行军中断５小时乃是由于一种从工作上考虑不能向外宣布的事件所致，不

过不管居莱的意愿如何，这一事件却决定了战斗的失利。但是，布莱克利已

经说明了这个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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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抗击法国六个旅，坚守这个据点达数小时之久，一直到损失了

一半以上的人员以后才开始退却。最后，居莱被撤换了。军队由

马振塔绕过米兰沿一个大圆弧退却，但是仍然来得及比沿较短的

弦运动的敌人先到达卡斯提奥涅与洛纳托附近的阵地（对追击竟

考虑得这样少！）。据说这个多年以来便为奥军周密勘察过的阵地，

好像是弗兰茨 约瑟夫亲自为他的部队选择的。事实上这个阵地早

已列入四边形要塞区的防御体系，是一个可以用反冲锋的方法进

行防御的极好的阵地。在这里，奥地利军队终于与现在开来的或

在这以前一直留作预备队的增援部队会合了。但是当敌人刚到达

基泽河的西岸时，又立刻发出了退却的信号，于是军队退到了明

乔河东面。这个行动刚结束，奥军就又回头渡过这条明乔河，想

从敌人手中夺回刚才自愿让给敌人的阵地。奥地利军队就是在这

种ｏｒｄｒｅ，ｃｏｎｔｒｅｏｒｄｒｅ，ｄéｓｏｒｄｒｅ〔朝令夕改、一片混乱〕的情况

下，在对最高统帅已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在索尔费里诺进入战斗的。

这是一场混乱的厮杀；无论在法军方面或者在奥军方面，都谈不

上战术的指导。奥地利将军们的较严重的庸碌无能、惊惶失措和

怕负责任的情况，法军师、旅长们的较坚强的信心，以及法军所

固有的并在阿尔及利亚达到了完善地步的那种成散开队形和在居

民点作战的优越性，——这一切正是使奥军最后被逐出战场的原

因。于是，战争便结束了。有谁能比可怜的奥尔格斯先生更欢欣

若狂呢？他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方法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夸奖

奥军的最高统帅，而且用一些明智的战略理由为他的行动辩解。

路易 拿破仑也完全满意了。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给与他

的荣誉虽然不算很大，但已经比他有权期望得到的为多了；并且

在险恶的四要塞之间，奥军不再由于自己将军的无能而挨打的时

０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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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总是会到来的。此外，普鲁士也进行了动员，而无论是法国在

莱茵的军团，或者是俄国军队都没有作战准备。简单地说，在直

至亚得利亚海的地区内建立自由意大利的想法被放弃了。路易 拿

破仑提议媾和，于是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法国没有得到一寸

土地；它把割让给它的伦巴第慷慨地赠给了皮蒙特；它是为了观

念而战，它怎么能考虑莱茵疆界呢！

在这时候，中意大利暂时并入皮蒙特，北意大利王国成为当

时颇为可观的力量。

意大利本土旧有各省和撒丁岛共有人口  ４７３０５００人 …………

伦巴第（曼都亚除外） 约２６５１７００人 ………………………………

托斯卡纳  １７１９９００人 ……………………………………………

帕尔马与摩地那  １０９０９００人 ……………………………………

罗曼尼亚（博洛尼亚、费拉拉、腊万纳与佛利）  １０５８８００人 ……

 共 计（根据１８４８年资料）………………… １１２５１８００人 

国家的面积由１３７３平方德里①增加到２６８４平方德里。因此，

如果北意大利王国最后能建成，它就可能是头等的意大利国家。除

它以外，剩下的只有：

威尼斯 ２４５２９００人……………………………………………

那不勒斯 ８５１７６００人…………………………………………

教皇国的其余部分 ２２３５６００人………………………………

 共 计……………………………………１３２０６１００人

因此，仅仅北意大利拥有的人口就相当于意大利其余各地区

人口的总和。根据财政和军事力量以及居民的文明程度，这样一

１４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一

① １德里等于７４２０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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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在欧洲可以要求取得高于西班牙而仅次于普鲁士的地位，

而且，因为它确信意大利其余各地对它日益增长的同情，所以它

无疑是会要求这个地位的。

但这却不是波拿巴政策所希望的。法国大声疾呼地宣称，它

现在不能容许，并且将来也不会容许意大利统一。法国人把意大

利的独立和自由理解为在波拿巴庇护下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

利的莱茵联邦之类的东西，理解为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同

时，在中意大利建立厄特鲁里亚王国，即为日罗姆·波拿巴的继

承者建立意大利的威斯特伐里亚王国３７６这种善良的想法也流传开

来了。但是北意大利王国的团结把所有这一切计划都打破了。ｊｕ

ｎｉｏｒ〔小〕日罗姆·波拿巴在周游各公国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甚

至连一张选票也没有得到；建立波拿巴主义的厄特鲁里亚，和复

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除了并入皮蒙特以外，别无他法。３７７

但是，随着北意大利统一的不可避免性的日益明显，法国进

行这次战争所追求的“观念”也就更为明确了。这就是把萨瓦和

尼斯并入法国的观念。还在战争期间，便已经发出了种种呼声，指

出这种合并是法国干预意大利事务的代价。但是没有人听。难道

维拉弗兰卡条约不是驳倒了这种说法吗？虽然如此，全世界还是

突然得知：在ｒèｇａｌａｎｔｕｏｍｏ〔温雅的国王〕①的民族的与立宪的制

度下，两个法国省在外国的统治下呻吟，这两个只是由于粗暴的

力量才离开了祖国的法国省，以充满泪水和期望的双眼凝视着伟

大的祖国；路易 拿破仑再不能对于由尼斯和萨瓦发出的绝望呼号

充耳不闻了。

２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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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尼斯和萨瓦是路易 拿破仑同意

威尼斯和伦巴第归并于皮蒙特而要求的代价，他所以要求以这个

为代价而同意中意大利并入皮蒙特，是因为目前不能取得威尼斯。

现在，波拿巴在尼斯和萨瓦的代理人开始玩弄无耻的手腕，被收

买的巴黎报纸也开始叫嚣说，皮蒙特政府在这些省份中压制大声

疾呼地要求与法国合并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在巴黎竟有人公开

地说，阿尔卑斯山是法国的自然疆界，法国有权占有这些山脉。

３４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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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法国报纸说，萨瓦在语言上和风俗上和法国接近，那末

这种说法至少用于瑞士法语区、比利时瓦伦区以及拉芒什海峡的

英属诺曼底群岛也是同样正确的。萨瓦人民讲的是南法兰西方言；

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标准语到处都是法语。意大利语的

成分在萨瓦是如此之少，以致法兰西民间语（即南法兰西或普罗

凡斯民间语）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渗入皮蒙特直到多腊 里帕里亚

河和多腊 巴尔特亚河上游地区。虽然如此，在战前并没有听到过

任何同情并入法国的说法。只是在同法国有某些贸易来往的下萨

瓦的个别人中间偶尔有过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对当地广大居

民来说，就像在其他所有与法国接壤而操法语的地区一样，是毫

不相干的。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在１７９２年到１８１２年期间曾受

法国统治的那些地区中，没有一个有丝毫想要回到法国鹰的卵翼

之下的愿望。虽然它们已尝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果实，但是它

们极端厌恶严格的集权统治、地方长官的管辖以及巴黎派来的文

明传教师永无过错的说教。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重新唤起了人们

对于法国的同情，但是波拿巴主义立刻又断送了这种同情。谁也

不愿意输入拉姆别萨、凯恩和ｌｏｉｄｅ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３７８
。此外，法国对一

切进口贸易几乎都采取了中国式的闭关自守政策，这一点在边境

地区感到特别厉害。第一共和国在各个边境地区遇到的都是被压

迫的、民生凋蔽的省份，都是四分五裂的、被剥夺了普通的自然

４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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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民族，它使这些省份和民族的农村居民得到了解放，使那

里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得到了振兴。但是第二帝国在各个边境地

区所碰到的情况，却是那里原来享有的自由比它所能给与的自由

还要多；它在德国和意大利所碰到的是强烈的民族感情，在各个

小国内所碰到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个到的利益，在这工业发展非常

迅速的４５年中，这种利益增长了，并且在各方面都和世界贸易交

织在一起。除了罗马凯撒时代的专制统治，除了把商业和工业关

闭在它那关税壁垒的大牢狱之内，第二帝国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

东西，最多不过是给它们一个可以自愿滚开的权利。

萨瓦与皮蒙特被阿尔卑斯山主脉隔开，因而萨瓦所需要的一

切物资差不多都是从北面的日内瓦和部分地从里昂取得的，正如

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的德森州仰赖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一样。

即使这种情形是使萨瓦和皮蒙特分离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不能成

为萨瓦并入法国的理由，因为萨瓦的商业主要仰赖于日内瓦。这

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而且也是法国的关税立法过于聪明

和法国海关吹毛求疵的结果。

但是，尽管种族上血统亲近、语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

尔卑斯山脉，但是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

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他们有一种传统的意

识：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萨瓦，而是萨瓦征服了皮蒙特。当时，全

省强焊的山民以下萨瓦为中心，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后来

又下山进入意大利平原，采用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依次兼并了

皮蒙特、蒙费拉托、尼斯、洛美利纳、撒丁和热那亚。这个王朝

建都于都灵，成为意大利王朝，但是萨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发源

地，并且萨瓦的十字徽号到现在还是由尼斯到里米尼、由桑德里

５４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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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到锡耶纳的北意大利的国徽。法国在１７９２—１７９４年的战争中征

服了萨瓦，在１８１４年以前，该地被称为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ｄｕＭｏｎｔ

Ｂｌａｎｃ〔芒勃朗省〕。但是在１８１４年，它根本不想再成为法国的领

土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并入瑞士呢，还是与皮蒙特恢复旧关

系。虽然如此，这个省仍然是法国的，一直到“百日”３７９终了时为

止；后来，它被归还给皮蒙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历

史传统逐渐减弱了；萨瓦不被注意了，而皮蒙特的意大利各省却

获得了压倒一切的意义；皮蒙特的政策愈来愈着重于关心东方和

南方。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立主义倾向表现得最多的仍是

那个自命为历史传统的特权代表的阶级——旧的、保守的、教皇

至上主义的贵族；当旧的寡头政治的贵族制度还在瑞士居于统治

地位时，这个阶级一直企图使萨瓦并入瑞士；只是从瑞士普遍施

行民主制时起，他们这种企图看来才改变了方向；在路易 拿破仑

统治之下，法国已变成了极其反动的、教皇至上主义的国家，因

此它就成了萨瓦贵族逃避革命的皮蒙特政策的避难所。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根本不存在任何想要使萨瓦与皮蒙特分

离的要求。在萨瓦的上部地区，即在莫里延、塔兰特兹和上萨瓦，

居民坚决主张维持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在热涅维、佛西尼和沙布

累，如果什么时候有必要变动时，居民宁愿并入瑞士。只是在下

萨瓦的某些地方，以及在全省的反动贵族中间，有人发出赞成并

入法国的呼声。但是这种呼声是这样微弱，甚至在莎姆伯里绝大

多数的居民都坚决表示反对，连反动贵族（见科斯塔·德·波勒

加尔的宣言）也不敢承认他们同情这种呼声。

这便是关于萨瓦民族成分和民意的全部情形。

那末，从问题的军事方面来看，情形怎样呢？占有萨瓦对于

６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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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蒙特有什么战略上的利益，而对于法国又有什么利益？萨瓦转

入他人之手，对毗邻的第三个国家——瑞士又有什么影响呢？

由巴塞尔到布里昂松，法国的疆界形成一个凹度很大的大圆

弧；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和萨瓦的全部都在这里嵌入法国疆界。如果

我们在这个圆弧上作一弦，那末为它所切断的这一块弓形地将几

乎完全为瑞士法语区和萨瓦所填满。如果法国的疆界推进到这个

弦上，那末从洛特布尔到弗列茹斯的一段疆界便会形成一条像从

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那样的直线，不过这条线在防御上具有与洛

特布尔—敦克尔克线完全不同的意义。北部疆界仍然是完全暴露

的，而东部疆界的北段则有莱茵河作掩护，南段则有阿尔卑斯山作

掩护。事实上，在巴塞尔和勃朗峰之间的那段疆界，没有一处是用

自然界线划分的；正确些说，这里的“自然疆界”是沿着到埃克留斯

堡垒的汝拉山脉这一条线走的，从那里起再经过阿尔卑斯山支脉，

这些支脉从勃朗峰向南延伸，环绕阿尔夫河谷，最后也伸展到埃克

留斯堡垒附近为止。不过，如果自然疆界成为一个凹形的圆弧，那

末它便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因此也就不再是自然疆界了。既然如此

不自然地使我们的疆界向里弯进去的这个凹曲的弓形地带的居民

在“语言、风俗和文化”方面说来又都是法国人，那末难道就不应当

改正自然界所造成的错误，实际上恢复理论所要求的外凸形状或

者至少使它成为一条直线吗？难道住在自然疆界那一边的法国人

就应当作为ｌｕｓ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ｅ〔自然界恶作剧〕的牺牲品吗？

这种种波拿巴主义的理由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兼并的阴

谋没有彻底失败以前一直接二连三地实行兼并的第一帝国已经证

实了这一点。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如果不

是需要节制一下的话，这种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至少从

７４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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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论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民族成分方面或者从法国

的军事利益方面来说，为吞并萨瓦而制造的一切说法，实际上也

同样适用于瑞士法语区。

由田达山口向北北西方向延伸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很像皮蒙

特、萨瓦和法国三国边界上的界桩的蒙塔博尔山整个转向北北东，

而在皮蒙特、萨瓦和瑞士三国交界处热安峰更向东偏折。所以，要

想使阿尔卑斯山脉成为法国由蒙塔博尔山到热安峰的自然疆界，

就只有使这一疆界从热安峰成一直线直达巴塞尔。换句话说，就

是使萨瓦并入法国的要求内包含着兼并瑞士法语区的要求。

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形成两国目前疆界的这整个地段上，总共

只有一条石铺的山道——蒙热涅夫尔。除此以外，还有达尔仁特

腊山口，这个山口由巴尔塞洛内特通至斯图腊河谷，这里可以通

行炮兵；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骡马道，这些道路稍事修补，便可以

通过各种兵器。但是，因为萨瓦和尼斯各有两条石铺山道穿过阿

尔卑斯山主脉，所以任何一支进攻的法国军队，如果还没有控制

这两个省，至少要先占领其中的一条山道，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

不仅如此，如果法国进攻，出蒙热涅夫尔山口只能保证对都灵的

直接攻击，而萨瓦的两个山口——蒙塞尼，特别是小圣伯纳德却

造成侧击的可能。对于进攻的意大利军队来说，经由蒙热涅夫尔

山口去攻击法国的心脏必须进行很大的迂回运动，而通过蒙塞尼

山口却有由都灵去巴黎的大道。因此，任何一个统帅都不会想到

把蒙热涅夫尔山口作别的用途，除非是把它用作辅助纵队的通路，

然而主要的作战线则一定要通过萨瓦。

所以，占有萨瓦，首先就会使法国获得一个进攻意大利时必

不可少的地区，不然，它就得预先夺取它。采取守势的意大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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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当然任何时候也不会为了保卫萨瓦而进行决战，但是他们可以

用积极的山地战和破坏道路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把敌人的进攻牵

制在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上游河谷（蒙塞尼大道和圣伯纳德大道

正经过这里），然后凭借封锁山道的堡垒，在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北

坡再据守一些时候。在这里，就像在一般的山地战中一样，当然

谈不到绝对的防守；决战将拖到敌人冲下平原时进行。但是，这

无疑将保证赢得时间，这对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狭长而缺乏铁路的国家（和密集地布满良

好的战略铁路网的法国来比较），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法国在战

前就已占有萨瓦，意大利无疑会失掉这段时间。意大利在任何时

候都不会单独与法国作战；如果它在将来有同盟者的话，那末两

军在萨瓦可能势均力敌。这样一来，阿尔卑斯山脉的争夺战将具

有持久的性质；在最坏的场合，意军总能在山脉的北坡支持一段

时间，如果北坡失守，它就会与法军争夺南坡，因为只有控制了

这两面山坡并越过山脉，才能成为山脉的主人。但是，进攻者是

否有力量和决心在平地上追击防御者，这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１７９２—１７９５年间在萨瓦进行的各次战局便是这种持久的山

地战的例子，当时双方的军事行动都拖沓、犹豫和没有信心。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１日，孟德斯鸠将军侵入萨瓦。防守该地的１万

名撒丁军队以当时惯用的方法分散为极长的哨兵线，以致他们在

任何地方都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进行抵抗。莎姆伯里和蒙美利安

被占领，法军迅速地沿山谷一直挺进到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山麓。当

时山岭还完全在撒丁军队手中，他们于１７９３年８月１５日经过几

次小战斗后，即在戈登将军指挥下转入进攻，当时法军因派遣部

队围攻里昂而被削弱，被他们从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谷地赶回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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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安。被击败的法军纵队在这里同他们的预备队会合。凯勒曼

从里昂折回，立即（在９月１１日）转入进攻，没有遇到很大困难

又把撒丁军队击退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口；不过他的力量也因此而

用尽了，于是他到了山麓附近就不得不停止前进。但是，１７９４年

阿尔卑斯军团增加到７５０００人，而与之对抗的皮蒙特军队则只有

４万人，此外大概还有一支未担负任务的由１万名奥地利人组成

的预备队。虽然如此，法军起初的攻击，无论在小圣伯纳德山口

或者在蒙塞尼山口，都没有成功，直到４月２８日法军才终于占领

了圣伯纳德，５月１４日才占领了蒙塞尼山口，于是整个山岭才落

入法军之手。

总之，为了在山这面从皮蒙特军手里夺得进入意大利的通道，

法军曾不得不进行三次战局。如果说在目前条件下已不可能在这

种有限的地区内在几次战局中这样毫无效果地作战，那末在双方

兵力处于一定的均势的情况下，法军不仅将难以强行通过阿尔卑

斯山山口，而且也将难以保留充分的兵力，以便迅速冲到平原。虽

然萨瓦不能给意大利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一点也已经足够了。

反过来说，我们假定萨瓦与法国合并。那时意大利的处境将

怎样呢？阿尔卑斯山的北坡在法军手中，意军只能够防守南坡，法

军却可以从高高的山顶上瞰制南坡的堡垒和意军的阵地，或者至

少可以监视它们，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可以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对

它们进行迂回。这样，山地防御便成了意军最后的、最软弱的、而

且可能引起重大伤亡的行动。萨瓦山地战所能提供的那种进行侦

察的可能性也就完全没有了。但还不仅如此。法国在夺取萨瓦以

前，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以此为满足，从而迫使意大利采取消极

防御；得到一定的结果后，它可以把军队更好地用到其他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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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过多的兵力放在这个战场上，对法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

萨瓦完全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末按法国方式进行攻势防御是有

利的。消极防御在整个战局过程中造成的人员牺牲会和进攻意大

利时同样的多；进攻所需的兵力多不了多少，而前途却完全两样！

在兼并萨瓦后的第二天，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将进入阿尔

克河和伊泽尔河的河谷，探索偏谷，翻山越岭，讯问最好的阿尔

卑斯山的向导，丈量距离，测绘地形，详细地记录一切情况；所

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旅行者偶然的兴会，而是根据既定的，也许

是现在就已经准备好的计划进行的。随着这些军官的到来，很快

就会出现工程师和承包商；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这些高山中

最僻静的深处，将会敷设道路，建筑石质工事，不管是当地的居

民或偶然的旅行者大概都不能说出它们的用途来。它们既不是为

当地农民而修，也不是为旅行者而建，它们的目的仅在于使萨瓦

天然的战略特性臻于完善。

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一样，都是通往苏扎的。如果

这两个山口的南坡受到法军攻击，防守山口的意大利部队就会陷

入真正的陷阱。他们无法知道，主攻将来自何方；但是，他们预

先知道，如果法军强行通过其中的一个山口并占领苏扎，那末防

守另一个山口的部队将被截断后路。如果蒙塞尼山口首先被强行

通过，那末防守蒙热涅夫尔山口的部队还可以由山径避入费涅斯

特雷利谷地而仅仅损失其马匹、火炮和辎重；但是如果进攻者通

过蒙热涅夫尔山口进入苏扎，那末蒙塞尼山口的守军就会丧失一

切退却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两个山口的防御就只限于采

取简单的佯动。同时，构成法军的两条作战线的两条道路，即由

格勒诺布尔到布里昂松和由莎姆伯里到兰列布尔的两条大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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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是平行的，中间只隔着一条起自蒙塔博尔山的密布着许多人

行山道和骡马道的山脉。只要在这个山脉上修筑一条４德里长的

横贯道路，法军便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兵力由这条大道调到那一条

大道；这样，陷阱就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阿尔卑斯山战线为对付

来自意大利的进攻而进行的防御在这一边也将会格外加强。

其次，在萨瓦还有一个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小圣伯纳

德。法国许多权威人士都断言，如果拿破仑在跨越阿尔卑斯山时

所选择的山口不是大圣伯纳德而是小圣伯纳德，那也许要更正确

一些；因为小圣伯纳德比较低，因此春季融雪较早，并且一般比

较容易通过。由里昂和伯桑松出动的法军纵队至少可以同样容易

地在阿尔贝维耳和洛桑会合；这两个山口又都可以通往阿奥斯塔

和伊符雷。关于究竟哪一个山口对于拿破仑在１８００年的战局更有

利这个问题竟能引起争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小圣伯纳

德山口在军事上多么重要。当然，要想使小圣伯纳德山口能够用

来重复以前在马连峨进行过的那种战略的迂回运动，必须有完全

特殊的条件。在现代战争中，作战的兵力要巨大得多，排成一个

纵队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我们时代，谁敢用３万

人的纵队去进行迂回运动，在大多数场合无异是自取灭亡。对于

第一次或第二次战局说来，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当双方顽强进

行的一切战争由于出现了现代的要塞群和营垒而具有另一种性质

——持久性的时候，当双方的力量没有被一连串的战局逐渐消耗

殆尽，战争的结局就不能最后决定的时候，军队的人数最后就会

愈来愈少。假定说，战争在北意大利平原上进行数年之久而双方

互有胜负；这时已占领了卡萨勒或者亚历山大里亚，或者把两个

城市全都占领了的法军，后来又被逐回阿尔卑斯山那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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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兵力都已大大削弱，那他们就会停止行动。但是，在现代，在

有铁路网以及到处都已把火炮的重量减轻了的情况下，通过小圣

伯纳德山口把３—４万或者更多的军队调到伊符雷去，难道还会费

很大的事吗？法军可以由伊符雷开向他们平原上的筑垒基地，他

们在那里可以得到必需的一切，并且可以从守备部队中得到补充；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话，那末即使更强大的敌军部队也不能把他们

通往都灵的道路和通过这两个最近的山口的退路截断。那时，上

述的３—４万军队加上守备部队便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力量；在最坏

的场合也可以先击退当面的敌军，然后在自己营垒周围作战，并

且有很大的希望获得胜利。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到１８１４年时军队缩

减得多么厉害，而拿破仑在这一年又以怎样少的兵力获得了怎样

大的战果，这就可以明白了。

如上所述，通往圣伯纳德山口的大道是沿着伊泽尔河谷走的，

而通往蒙塞尼山口的大道则是沿着阿尔克河谷走的。这两条河流

都发源于蒙特伊泽兰山口附近。在布尔克 圣莫里斯上方，通往圣

伯纳德山口的大道离开河流而越过山岭，而狭谷（廷恩谷地）则

往右转向南逐渐升高。在兰列布尔下方，即特尔米尼昂附近，有

一小偏谷（圣巴特耳米谷地）伸入阿尔克河谷。自廷恩谷地起，有

三条小道经过蒙特伊泽兰山口与蒙沙弗卡列之间的山岭通往圣巴

特耳米谷地。这三条小道中有一条完全可以铺成石路。如果在这

里敷设一条道路，同上述的横贯道路联结起来，萨瓦——作为法

国边境的一省——的战略道路网就相当发达了。如果在阿尔卑斯

山主脉后面直接有一条道路连结三个主要山口，就可以在两天内

把主力部队从圣伯纳德和蒙热涅夫尔调到蒙塞尼地区，并在四五

天内从这一翼调到另一翼。如果再在这个道路网上加上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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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从穆蒂埃经过普罗洛尼恩的山口到圣巴特耳米和兰列布尔，

一条从穆蒂埃到圣让德莫里延，那就很难再增加什么了。留下的

事情仅仅是为了加强（但不是为了完全阻塞）而构筑一些必要的

工事，并保护作为中央基地的主要道路交叉点穆蒂埃不受强大敌

人的攻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铺设不到２５德里的新道路。

如果这些道路或类似的道路修成了的话——毫无疑问，法国

总参谋部已经有了在战略上充分利用萨瓦的现成计划，——阿尔

卑斯山南坡的防御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如果有这样的道路网使

得新的勒库尔布能够调动他的军队，那末他凭借着筑有工事的中

央基地和小堡垒，在防御的情况下能够打出怎样出色的仗来呢？还

是不要说，山地战在我们现代军队庞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可能的

了。只有在军队真正庞大和决定的优势在某一方时，这种提法一

般说来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夺取现代要塞时，军队在数量上将

要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优势为均势所代替的情形也会经常出现。

当然，没有必要是不会进入山地的，但由巴黎到意大利或者由意

大利到巴黎的道路总是要通过萨瓦或者瓦里斯的。

总而言之，萨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由于它那些通过

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如作为法国的一个省，能够使法军甚至在数

量优势不大的情况下占领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山坡，并向

谷地出击，因而会发挥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作用。如果在战场上

事先构筑一些工事，法军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即使在其他

方面完全处于均势，他们也能够立即取得对敌人的优势；不仅如

此，小圣伯纳德山口还会迫使意军向很远的地方派出掩护部队，那

时法军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山口进行决定性的攻击。

萨瓦在法国手中，与在意大利手中相反，只能成为进攻的武器。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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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从瑞士的利益来看，情形怎样呢？

在现在的形势下，瑞士的一切邻国只能从正面进攻它。在这

里，我们把不包括奥地利的南德意志看作一个邻国，而把奥地利

看作另一个邻国，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两个国家并不总是

一定采取一致行动的。南德意志只能沿巴塞尔到康斯坦茨的方向

进攻，奥地利只能沿兰涅克到闵斯德一线进攻，意大利只能沿波

思基亚伏到日内瓦的方向进攻，而法国也只能沿日内瓦到巴塞尔

一线进攻。瑞士军队的退却线到处都是在正面之后，与正面垂直；

而与瑞士接壤的中立国家的领土到处都或多或少地掩护着它的翼

侧。因而，如果只有一个邻国进攻瑞士，那末在战斗开始之前，是

无法进行战略迂回的。只有奥地利在格劳宾登州附近占有侧击之

利，但是，即使不是这样，瑞士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在格劳

宾登州附近进行决战来回击奥军的进攻，而会在更靠西北方，在

阿尔卑斯山麓进行决战。奥地利放弃了伦巴第，就使瑞士的这种

有利形势变得更加有利；无论如何，在去年以前，奥地利本来有

可能对瑞士的西南部进行向心进攻，这种可能性在山地的条件下

而且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往往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样

一种进攻的威胁也只限于格劳宾登、德森、乌利和格拉鲁斯诸州，

就是说只限于人口最稀少而又极为贫困的这部分地区。此外，在

这种情况下，因为敌人由意大利来的道路不得不越过哥达山口，他

们的兵力就必然会大为分散。诸邻国目前这种对瑞士有利的配置，

对瑞士来说具有比欧洲保证中立还要大的价值。这样一种配置使

瑞士在受到一个邻国的进攻时，能够长期支持战斗，而这一点归

根到底是这样一个小国所能指望的唯一的东西。

如果萨瓦属于法国或者为法军所占领，那就谈不上保卫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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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尼汝拉山脉到下瓦里斯的整个瑞士法语区了。那时，日内瓦可

能在一昼夜之内变成法军的基地；汝拉山脉如同策勒河到纽沙特

尔湖和比尔湖防线一样，都是可以绕过的；法军将用不着在狭谷

中作战，然后强行通过位于这两湖之间并穿过大沼泽的狭道，他

们可以安然地通过瓦得州富庶的丘陵地区进行迂回，于是进行真

正抵抗的第一道阵地也就会成为在伯尔尼之前、萨涅河和森泽河

之后进行第一次大会战的阵地，因为由萨瓦经过维耳讷夫和斐维

进行迂回的纵队将使在瓦得州进行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汝拉山仍是瑞士对付法国的第一道防线，对

缺少经验但熟悉地形并有居民援助的民兵来说，这是一个出色的

战场。但是由于蜿蜒曲折的国境线常常横断汝拉山的平行山脉，所

以也不能够过分看重它。第二道更为重要的防线是策勒河，策勒

河连接纽沙特尔湖和比尔湖并由比尔湖流入阿勒河。这道防线在

右方为阿勒河下游所补充，左方为奥尔勃河所补充；后者在伊韦

尔登附近流入纽沙特尔湖上端。策勒河在这两湖之间的长度仅半

德里，而由比尔湖到阿勒河的长度也只有一德里。实际上，这个

阵地的正面仅在这两个湖之间；它为低洼地上的大沼泽所加强，因

为这个大沼泽由纽沙特尔湖扩展到阿尔堡，而且只有沿大道才可

以通过。当敌军从右翼经过比尔格伦迂回这个正面时，可以用预

备队在阿尔堡附近将其击退。更为深入的迂回则须要在阿勒河上

架设桥梁，而且迂回者的交通线也会受到威胁。从左翼的迂回只

有经过瓦得才可能实现，并且会依次遇到奥尔勃河、曼丘河、布

鲁阿河等障碍。瑞士军队在这一线上的抵抗也不可能被敌人沿日

内瓦湖向弗里布尔进行的迂回所粉碎，因为沿纽沙特尔湖退却的

瑞士军队总是掌握有较短的道路。因此，虽然只有在特别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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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在敌人犯了很大错误的条件下，策勒河上的阵地才适于

进行决战，但是它仍然能够满足瑞士对它的一切要求：它能使瑞

士阻滞敌人，甚至能使瑞士从西南部抽调出部队来。

但是，如果萨瓦掌握在敌人手中，由圣让哥尔弗经过维耳讷

夫和夏特耳 圣德尼进攻的纵队就将使得在瓦得州进行的一切抵

抗毫无作用，因为这个纵队既然到达斐维附近，它距弗里布尔的

距离就差不多只比奥尔勃河上的瑞士军队距弗里布尔的距离远２

德里，因此能够截断他们的退路。由圣让哥尔弗到弗里布尔约１２

德里；弗里布尔处在两湖之间的策勒河阵地左后方约一天行程的

地方，距彼得林根（佩埃恩）３德里，通过瓦得前进的法军纵队和

萨瓦部队可能在彼得林根会合。因此，进攻者如占有萨瓦，便能

够在三四天内通过罗尼河谷截断瑞士军队与瓦里斯的交通，夺取

日内瓦、瓦得和弗里布尔直到萨涅河一带，而且主力能直捣策勒

河阵地的后方，于是巴塞尔、左洛图恩、伯尔尼汝拉山脉和纽沙

特尔便会落到他们手中。这些地方绝不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地区，恰

恰都是瑞士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州。

因为瑞士感觉到萨瓦在战略上对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在

１８１４年便完成了它的北部地区的有名的中立化，而在１８１６年又

从撒丁取得条约的许诺：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维除瑞士以外将

不让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路易 拿破仑到处放出风声，说他仅仅

要求得到萨瓦的南部，而沙布累、佛西尼和到伊斯河畔为止的热

涅维的一部分应归属于瑞士。但是要礼尚往来，据“泰晤士报”消

息，他正利用福格特先生顺便询问一下瑞士州议会，问它是否同

意因此而赋予他自由支配辛普朗山口的权利。这是第一次暗示说：

辛普朗也是法国的一个自然界桩，正像它在第一帝国时代真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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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法国的界桩一样。

假定说瑞士多了一个新的州——北萨瓦，那末，疆界就会由

在勃朗峰和小圣伯纳德山口之间离开阿尔卑斯山主脉而通向罗尼

河狭谷（埃克留斯堡垒）的那条山岭所形成，而且，看来这条疆

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个山岭却为来自伊泽尔河谷与罗尼河

谷的下列道路所截断：（１）塞塞耳—日内瓦道路，（２）安讷西—

日内瓦道路，（３）安讷西—崩维耳道路，（４）阿尔贝维耳—萨兰

什道路。崩维耳和萨兰什一样，都有道路经过阿尔夫河谷的北面

山岭通往托农。因此，瑞士是毫无屏障来阻挡对日内瓦湖南岸的

托农的入侵的，并且因为由塞塞耳或者阿尔贝维耳到托农不超过

１５德里，所以占有北萨瓦，最多只能使瑞士多防御５天。但是因

为对于这个新州的防御除了民团以外再不能派出什么部队，所以

进攻的纵队也同样可以成功地由日内瓦直扑托农（５德里），而由

这里去圣让哥尔弗仅约４德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北萨

瓦只能使瑞士赢得仅仅３天的时间。况且，这只能使瑞士分散防

御力量。受法国攻击的瑞士军队的退路，显然是沿低洼地区经过

伯尔尼的这一路线，在那里如有可能就沿阿勒河到苏黎世，不然

便是到琉森，然后由这两地进入莱茵河上游谷地。因此，瑞士军

队不应当把他们的阵地向南推移得过远，以免被敌人赶出这些防

线而逼进高山地区。我们已经看到，把瓦得州包括到瑞士的防御

体系中还比较容易，但北萨瓦和因萨瓦不复中立而被暴露出来的

瓦里斯肯定是不能够包括在这一体系中的。但是，大家知道，在

这个以民兵担任防御的联邦制国家里，一旦遭到威胁时，每个公

民都会多么强烈地希望保卫自己的乡土。显然，如果整个整个的

城市和州毫无抵抗就让给敌人，军队就会抱怨，国民院议员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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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疾呼，何况这还是瑞士专门为了自己的防御而取得的一个新

州呢！在总参谋部里，每个人都会竭力设法特别有效地保卫自己

的疆土，而在民兵中，由于受平时那种无所谓的温和态度的影响，

纪律至少也是很松弛的，所以官长将很难维持部队的秩序。可以

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官长十次有九次会犹豫不决，或者不得不

忍让妥协。因此，占领北萨瓦的部队，将不会对防御有什么好处，

而在退却之际还一定会吃尽苦头，其中有一部分会被驱逐到瓦里

斯，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格米或者富尔卡的山岭重

新和主力军会合。

对瑞士来说，唯一的保证就是北萨瓦既不属于法国也不属于

瑞士；在这种情况下，北萨瓦在战时就能对于两国切实保守中立，

而实际上却掩护了瑞士。如果它属于瑞士，那对于瑞士来说并不

比它属于法国要好多少。萨瓦的意义只在于使瑞士赢得３天至多

５天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大部分将会在以后防御瓦得州时失去。

这与肯定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够在巴塞尔和日内瓦湖之间进

攻比较起来，还有什么价值呢？

北萨瓦对瑞士来说等于丹瑙人的礼物３８０。不仅如此，这种礼物

还包藏着一种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法国将在军事上控制整个瑞

士法语区，使它无法进行任何积极的防御。法国兼并南萨瓦以后，

就会立刻提出把瑞士法语区也归并于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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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家知道，伯爵领地尼斯位于滨海阿尔卑斯山麓，它和热那

亚省的疆界，通过切尔沃河附近的奥涅利亚以东一德里处向下一

直伸到海边。尼斯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即卢艾亚河东岸

地区，则操意大利方言。但是除瓦尔河上一些村庄以外，标准语

到处都是意大利语，只是在尼斯城里，由于外国人大量流入，法

语和意大利语才不相上下。

为了正确地研究民族成分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阿尔卑斯

山脉西部地区各种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凡是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交错的地方，

意大利语总是处于劣势。它没有渗入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的任何一

个地方；格劳宾登和提罗耳的罗曼方言完全与意大利语无关。相

反，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一切边缘地区的语言却夺取了意大利

语的地盘。在威尼斯省的西部山区乌迪讷，说的是克莱纳—斯洛

文尼亚语。在提罗耳，德语的成分在整个南坡和艾契河上游谷地

占统治地位；更向南，在意大利语地区的中部，只有Ｓｅｔｔｅｃｏｍｕｎｉ

和Ｔｒｅｄｉｃｉｃｏｍｕｎｉ
３８１
是孤岛般的德语区；格里斯山南麓、德森的卡

维尔诺谷地、皮蒙特的福尔马察谷地、辛普朗山麓附近的上迪韦

德罗谷地，最后，还有玫瑰峰的整个东南坡、利斯、上塞齐亚和

安察斯卡等谷地，都说德语。法语的疆界起自利斯谷地，包括整

个阿奥斯塔谷地和从蒙塞尼起的科特阿尔卑斯山的东坡，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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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认为，波河上游所有河流都发源于法语区。通常认为，这个

疆界是由德蒙特（斯图腊河畔）起，即田达山口稍西的地方起，到

卢艾亚河并且沿卢艾亚河直到海边。

关于德语或斯拉夫民间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界限的问题，是

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但是如果两种罗曼语相遇，而且它们既不是

意大利标准语即ｉｌｖｅｒｏｔｏｓｃａｎｏ〔真正的托斯卡纳语〕，也不是北法

兰西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而是意大利语的皮蒙特方言和行吟诗

人所使用的已经衰落了的、变成无数种方言的南法兰西语（为了简

便起见，我们用一个不太确切但却是通用的叫法——普罗凡斯语

——来称呼它），那末问题就不同了。无论谁，只要他哪怕是肤浅地

研究过罗曼语比较语法或者普罗凡斯文学，都一定会立即看出，伦

巴第民间语和皮蒙特民间语与普罗凡斯语非常近似。固然；在伦巴

第语中，这种类似处仅仅限于方言的外形，例如：阳性元音词尾要

省略，而阴性词尾在单数中仍然保留；同样，大部分元音词尾在变

位时使这种语言带有普罗凡斯语的性质，而鼻音《ｎ》以及《ｕ》和

《ｏｅｕ》的发音却好像北法兰西语；但是构词法和语音实际上仍然是

意大利语的，而特殊变化则正如勒托—罗曼语３８２中的特殊变化一

样，多半很像葡萄牙语①。皮蒙特方言在主要特点上和伦巴第方言

１６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三

① 钥匙在拉丁语是ｃｌａｖｉｓ，意大利语是ｃｈｉａｖｅ，葡萄牙语是ｃｈａｖｅ，伦巴第语是

ｃｉàｕ（其发音为“恰乌”）。去年夏天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登载的来自维罗那的

一篇通讯（见奥地利大本营的报道）说：在街上，大家见面时常常说“恰乌，恰

乌”。这家常常在语言方面犯错误的聪明的报纸，显然找不出一个钥匙来打开

这个“恰乌”之迷。这个字应读为《ｓｃｉａｕ》（斯恰乌），类似于伦巴第语中的

《ｓｃｈｉａｖｏ》——奴隶，仆役，就如在我国彼此寒暄时说：“您的仆人，顺从的仆

人”等一样。在伦巴第方言中，真正普罗凡斯语的形式我们记得只有两个：阴

性过去时形动词的词尾为《ｄａ》（ａｍà，ａｍａｄａ）与动词现在时第一人称的词尾为

《ｉ》（ａｍｉ——我爱，ｓａｌｕｄｉ——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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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类似，但是它比后者更接近于普罗凡斯方言，而且无疑的，科

特阿尔卑斯山和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这两种方言非常相近，很难

在它们中间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①。此外，南法兰西方言大部分甚

至并不比皮蒙特方言更接近于北法兰西标准语。因此，在这种情形

之下，民间语并不能作为解决民族归属问题的标准。操普罗凡斯语

的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农民既容易学会法语，又同样容易学会意大

利语，但是两种语言都同样用得很少；他们非常熟悉皮蒙特语，并

且这一种语言也完全够用了。如果需要确定比较巩固的联系，那末

只有使用标准语，而这种标准语在全皮蒙特和尼斯，显然是意大利

语；唯一的例外是阿奥斯塔谷地和瓦尔德锡谷地，在这两个地区有

些地方占优势的是法兰西标准语。

可见，企图以普罗凡斯方言作为论据（况且只是在半个省份

使用的普罗凡斯方言）来论证尼斯在民族上属于法国，这根本没

有道理。如果注意到在比利牛斯山的西面，包括阿腊贡、卡塔卢

尼亚和瓦伦西亚，普遍都说普罗凡斯方言，虽然它在这些西班牙

省份里受到加斯梯里亚语的一些影响，但不仅在总的方面仍然保

持着远较法国任何地方都纯粹的形式，甚至还作为书面语存在于

民间文学中，——如果注意到这点，那末，上述论证就更没有道

理了。如果路易 拿破仑在最近的将来也以这三个省份在民族上属

２６６ 弗 · 恩 格 斯

① 意大利方言和普罗凡斯方言的不同点是：（１）在意大利语中《ｌ》在辅音后面要

元音化（ｆｉｏｒｅ，ｐｉｕ，ｂｉａｎｃｏ），普罗凡斯语则不然；（２）名词复数由拉丁语的主格

构成（ｄｏｎｎｅ，ｃａｐｐｅｌｌｉ）。固然普罗凡斯方言和古法兰西方言，在中世纪同样有

过这样一种主格的构成法，而其余各格则由拉丁语的宾格（词尾—ｓ）构成。但

是据我们所知，所有现代的普罗凡斯方言，都只是保存着后面这种形式。然

而，在这两种方言交错的地区，还可能发生疑问：现在保留下来的主格形式是

来自意大利方言还是来自普罗凡斯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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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国为理由而要求占有它们，那西班牙该怎么办呢？

在伯爵领地尼斯要博得对法国的同情，似乎比在萨瓦还要难

些。在农村中没有半点反应，在城市中，一切尝试遭到了比在莎

姆伯里更加彻底的失败，虽然在这个海滨胜地，纠合一批波拿巴

分子要容易得多。想使尼斯人加里波第成为法国人，——这个念

头倒真是不坏！

如果萨瓦对于皮蒙特的防御具有巨大意义，那末尼斯就具有

更巨大的意义。由尼斯去意大利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沿海岸直达热

那亚的科尔尼切大道，第二条是经过奥涅利亚附近的纳瓦山口进

入塔纳罗河谷到达切瓦的道路，最后，第三条是经过田达山口到达

库内奥（科尼）的道路。固然，第一条道路最后为热那亚所遮断，但

是进攻的纵队在阿尔班加附近以及更往下在萨沃纳附近都有机会

经由良好的石铺大道越过亚平宁山，此外还有许多通过山脉的骡

马道和人行小径；至于作战时如何利用这些道路，拿破仑在１７９６

年已经做出了榜样。第三条道路（经过田达山口）对于尼斯说来，等

于蒙塞尼对于萨瓦；它直通都灵，但没有任何侧击之利，即使有，也

很少。而中间那条经过纳瓦山口的道路则直通亚历山大里亚，它在

南方的重要性和小圣伯纳德在北方的重要性相同，不过它的作用

更直接得多，偶然条件的影响也更小得多。另外，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距沿海道路非常近，在进攻时能够从那里得到很大的援助。沿

纳瓦大道进攻的纵队在加列西奥附近便可以与顺沿海道路进抵阿

尔班加的军队重新会合，因为由阿尔班加有一条横贯道路通到这

里；过了切瓦以后，这条大道往下直通亚历山大里亚，途中经过位

于切瓦与萨沃纳之间的卡尔卡勒，而与来自萨沃纳的另外一条路

相连接。但是，在切瓦、萨沃纳和奥涅利亚之间有一些高山，因此不

３６６萨瓦、尼斯与莱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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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固守。此外，塔纳罗河的发源地一带的纳瓦山口的北坡也在尼斯

境内，因此，谁在战前占有尼斯，山口便属于谁。

如果法国军队在战争开始之前便控制了尼斯，他们就可以由

此地威胁向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出动的任何意大利部队的翼侧、后

方和交通线。所以，把尼斯让给法国，在军事上就等于把意大利

军队的集结地点向后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并放弃皮蒙特本土的防

御，因为整个说来，只有在萨瓦和尼斯才能够防守皮蒙特。

革命战争的历史在这方面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１７９２年１０月１日，昂塞尔姆将军率领９０００人的一个师渡过

瓦尔河，同时法国舰队（１２艘战列舰和巡航舰）在尼斯前面离海

岸１０００步远的水面上抛了锚。尼斯居民因为同情革命而起义，力

量薄弱的皮蒙特守备部队（２０００人）匆匆退到田达山口，在萨沃

尔日附近占领阵地。尼斯城热烈欢迎法军，但是法军却到处抢掠，

焚烧农民的房屋，强奸农民的妻女，无论昂塞尔姆将军的命令或

国民公会委员们的布告都无法维持秩序。这便是后来的意大利军

团的最初的核心，波拿巴将军以后靠他们为自己取得了最初的荣

誉。看来，波拿巴主义在初期总是要依靠流氓无产者的；没有十

二月十日会他就永无出头之日。

交战双方对峙很久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法军占领了尼斯城及

其四郊，以一个奥地利师加强了的皮蒙特军队占领了以萨沃尔日

附近地带为中心的坚固的筑垒阵地，在山上居高临下。１７９３年６

月间，法军进行了几次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效果的攻击；７月间，他

们占领了通向敌人阵地后方的达尔仁特腊山口。在占领土伦（１７９３

年１２月）后，意大利军团得到很大的增援，同时波拿巴将军也暂

时被派遣到他们那里。第二年春天，他向萨沃尔日附近的敌方兵

４６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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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发起进攻，４月２８日大获全胜，于是法军就控制了滨海阿尔卑

斯山脉的一切山口。当时波拿巴建议让法军的阿尔卑斯军团与意

大利军团在斯图腊河谷会合而攻占皮蒙特；但是他的计划未被采

纳。不久以后，由于热月九日的政变３８３，波拿巴失掉了自己最有力

的庇护者小罗伯斯比尔，同时也就丧失了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势

力；他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师长了。军队转入守势。只是在奥地利

将军科洛勒多开始以惯常的迟缓行动向萨沃纳前进，企图截断法

军与中立的热那亚之间的对法军极端重要的交通线时，波拿巴才

有了攻击他的机会，并打败了他。虽然如此，通热那亚的道路仍

然受着威胁；同时１７９５年的战局一开始就是把法军驱逐出整个热

那亚沿海地区。这时，由于法国与西班牙媾和３８４，东比利牛斯军团

得以抽出来调往尼斯，到１１月已全部在那里集中。左滨海阿尔卑

斯山一带负责指挥的舍勒尔，根据马森纳制定的计划立即转入了

进攻。当塞律里埃把皮蒙特军队箝制在田达山口时，马森纳沿高

山地区作迂回运动，从后方到达洛阿诺，同时奥热罗又从正面攻

击洛阿诺（１１月２３日）。计划完全成功了，奥军阵亡２０００人，被

俘５０００人，损失火炮４０门，并且同皮蒙特军队的联系完全被截

断了。与热那亚的交通现在又有了保障，于是法军在整个冬季就

稳然成为山地的主人。１７９６年春，波拿巴终于取得意大利军团的

指挥权，于是情势大变。他凭借原由他控制的尼斯和波南特海岸，

从萨沃纳向山地运动，在蒙特诺特、密雷栖摩和德果８７大破奥军，

并把他们与皮蒙特军队隔开，后者因被法军优势兵力包围，陷于

孤立，经过几次后卫战以后，即匆匆签订和约。这样，在博尔米

达河上游谷地与塔纳罗河谷地的四次胜利的会战保证了法军对整

个皮蒙特的军事占领，直接攻击都灵甚至已经没有必要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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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转移到伦巴第，皮蒙特则成了法军作战基地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在战争的头三年中，意大利是完全以尼斯为屏障

的。只是在第三次战局中，意大利才丧失了滨海阿尔卑斯山的山

口，最后，只是在第四次战局中这些山口才被利用，并且是非常

坚决地被利用了。在第一个星期的山地战斗后，仅仅经过一次有

力的佯攻，就使皮蒙特军队了解到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

必须投降了。这一次进攻几乎可以向米兰长驱直入；博尔米达河、

德森州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整个地区，就轻易地落入了法军手中。

如果尼斯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末，意大利对于法国就陷入

了１７９４年战局后所处的那种地位。对法军敞开的就不仅是经田达

山口到斯图腊河谷地的道路和经纳瓦山口到塔纳罗河谷地的道路

了。因为要阻挡转入攻势的法军优势兵力向阿尔班加和萨沃纳前

进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军在攻势开始三四日后就将位于１７９６年

战局的出发地点。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应当在哪里抵抗法军呢？在

热那亚的沿海地区，没有他们展开的余地；而在贝尔博河和塔纳

罗河以西，他们和亚历山大里亚、伦巴第及亚平宁半岛之间的交

通线将受到威胁。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亚历山大里亚以南进

攻并以联合兵力攻击由山地走出的独立纵队。但是，这当然一开

始就要以放弃阿尔卑斯山疆界的防御为前提，因为不然的话，位

于田达山口附近及其西部和西北部的部队就会被截断。换句话说，

占有尼斯就会使法国控制阿尔卑斯山脉，使阿尔卑斯山不再成为

意大利的屏障，同时，又使法国在军事上控制皮蒙特。

尼斯在南方给法国提供的侧击之利，和萨瓦在北方给它提供

的侧击之利一样，只是尼斯提供的侧击之利更加直接、更加充分。

既然尼斯和萨瓦各自都有使皮蒙特本土完全暴露在法军攻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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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那末法国同时占有了这两省，会对皮蒙特具有多么巨大

的优势啊！皮蒙特将被这两省像锯子似地夹住；沿着由小圣伯纳

德四周直到纳瓦山口和萨沃纳上方的山道的全线，可以进行各种

各样的佯攻，直到在一个翼侧阵地上发动真正的攻击并截断死死

地堵在山地中的一切意大利部队时为止。意大利军队只有一个办

法，就是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附近，在阿尔卑斯山一带

仅留下警戒部队，一当发现主攻方向，立刻把集中的兵力派往该

处。如果这竟成为事实，那末换句话说，这就等于不仅把阿尔卑

斯山脉，而且把皮蒙特境内整个波河流域都拱手让给敌人，而意

军抵抗法国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就将位于亚历山大里亚筑垒线以

后。有萨瓦和尼斯作为前进堡垒，皮蒙特就是意大利的第一个作

战基地；如果没有它们，从军事观点来看，皮蒙特便成了法国进

攻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在皮蒙特领土上取得胜利并夺回在萨瓦和

尼斯的各个山口，才能从法军手中重新夺回皮蒙特。

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在军事上（就算不是在政治上）同兼

并皮蒙特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将来维克多 艾曼努尔由都灵附近

的ＶｉｌｌａｄｅｌｌａＲｅｇｉｎａ〔女王别墅〕眺望那雄伟的但是一座山峰也

不属于他的阿尔卑斯山时，他就会明白这一切了。

但是有人说，既然在北意大利正在形成一个军事强国，那末

法国为了它本身的防御便需要占有尼斯和萨瓦。

萨瓦会显著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这我们已经看到了。至于

尼斯，如果说它能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的话，那只是因为敌人想

侵入法国阿尔卑斯各省时不得不预先占领它。但是，是否会有一

个军事上强大的意大利国家对法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以致法国需

要对它进行特别的防御，这还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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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纵然完全统一了，也永远不可能靠它的２６００万居民

去进攻法国，除非它同德国联合。但在这样的战争中，主要的兵

力总是德国提供的，意大利只会起配角作用。仅仅这一点，就足

以使进攻的主力从阿尔卑斯山转移至莱茵河和麦士河。此外，还

应当看到，进攻的最终目标——巴黎——位于法国的北部。对法

国最致命的攻击总是来自比利时；如果比利时保持中立，那这种

攻击总是来自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和来自巴登的莱茵河上游。一切

其他的攻击都要采取迂回运动，而且多多少少总是偏向一旁，而

不是直接指向巴黎。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的“论战争”第６篇

第２３章中）早就嘲笑过１８１４年那一支２０万人的军队，他们不直

接进攻巴黎，却按照最愚蠢的理论，经过瑞士向兰格尔高原迂回；

如果他看到一个企图经过北意大利和萨瓦或者甚至经过尼斯来对

巴黎进行主攻的作战计划，他会作何评价呢？一切经由萨瓦的进

攻比起从莱茵的进攻来都有极大的缺陷，首先，交通线长，并且

还要经过阿尔卑斯山，其次，离巴黎远，最后，里昂的巨大营垒

具有很大的箝制力，——所有这些情况在大多数场合下将迫使敌

人中止进攻。因此，在１８１４年战局中，经过意大利向法国进攻的

那部分军队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法国在它这段本来就掩护得很好的疆界上，握有这样一些防

御手段来对付最软弱的邻国，实际上是无需乎扩充领土了。如果法

国现在的国境线到处都和法意交界线一样，距离巴黎很远，都有天

然的障碍、人为的工事以及不利于敌人的交通线，因而都那样可

靠，那末法国会是无法攻克的。如果波拿巴主义正好看中了这一

点，才借口法国没有自然疆界便无法进行防御而提出所谓自然疆

界的要求，那它为占有莱茵河的要求找根据就不知要容易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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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即使现在割让给法国，它也将永远属于意大利。萨瓦可

能自愿归并法国，将来当欧洲的各大民族在更大的规模上统一起

来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愿意这样做。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从政

治和军事方面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从而显著地提高了自己在欧洲的

威望以后，是萨瓦自愿成为法国的领土呢，还是像路易 拿破仑这

样一个靠征服别人过日子的统治者，为了永远统治萨瓦，并为了

给自然疆界论创立先例而从还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取得萨瓦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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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在围绕尼斯和萨瓦问题进行的这场交

易中，关系重大的是下面三个主要情况。

第一，是路易 拿破仑在实践上这样宣布了意大利的独立：意

大利至少被分裂为三个或者甚至四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

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蒙特。教皇国在罗曼尼亚分出

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

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因为领地的其余部分必须“保

证”归教皇占有。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

种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

人；而为了使这个新的王国能够按照路易 拿破仑的愿望出来反对

奥地利，法军占领了可以控制阿尔卑斯西部的一切阵地，并把前

哨推进到距都灵９德里的地方。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

的阵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阵势可以代替它

整整一个军团。而奥地利从这里得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派

遣自己盟军的好借口——甚至这一点也未必做得到。在这里只有

一个办法，那就是完全改变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德国并不需要

到明乔河和波河为止的威尼斯领土，这一点我们认为已经在别的

地方说明了。对于教皇的统治和那不勒斯的统治，我们也完全不

感兴趣，相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奉行自己政策

的、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比波

０７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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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主义对意大利作更多的贡献。也许不久会发生一些情况，那

时注意到这一点将具有重要的意主。

第二，是法国公开宣扬自然疆界论。法国报纸重新高唱这种

论调，不仅是得到政府的同意而且是根据政府的直接命令，这是

毫无疑义的。这个理论目前只应用于阿尔卑斯。这件事本身在一

定程度上还是无害的。萨瓦和尼斯只是两个不大的省份，一个只

有５７５０００人，另一个只有２３６０００人，总共不过使法国人口增加

８１１０００人；它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意义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

来的。但是，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领土要求，使法国人重忆起了

自然疆界论的观点；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像

习惯于听１０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抛弃的一些波拿巴的

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别同我们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３８５

的共和主义者们十分卖力地继续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语言中，所谓

法国自然疆界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主要〕是指莱茵河。就是今天，一

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尼斯或者萨瓦，而只

会想到莱茵河。哪一个政府，并且是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

侵略传统的政府，有权重新宣布自然疆界的原则，却建议法国满

足于尼斯和萨瓦呢？

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这件事不能小

看，它证明一年前在德国表露出来的民族感情是正确的。固然，现

在不是路易 拿破仑，而是他操纵的报纸在大叫大嚷说：当然，过

去和现在都仅仅是指莱茵河而言。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俄国对于这整个阴谋的态度。去年

爆发了战争，哥尔查科夫本人承认俄国对路易 拿破仑有“条约上

的义务”，那时这些义务的内容就已经逐渐传开了。这些传说来自

１７６萨瓦、尼斯与莱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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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在主要问题上都互相印证了。俄国答应动员４

个军配置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上，使路易 拿破仑更容易施展他

的计谋。对于战争过程本身，似乎已经预先考虑了下面三种情况。

或者是奥地利同意以明乔河为边界而缔结和约。在这种情况

下，它将丧失伦巴第，同时，由于与英国和普鲁士隔离，就很容

易被拉入俄法同盟，而这个同盟下一步的目的（瓜分土耳其，把

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将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或者是奥地利为占有威尼斯而继续战斗。那时，它将被彻底

逐出意大利，匈牙利将爆发起义，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被转交给俄

国康斯坦丁大公；伦巴第和威尼斯将归属于皮蒙特，而萨瓦和尼

斯将归属于法国。

最后，或者是奥地利继续战斗而德意志联邦支持它。这时俄

国将积极地加入战斗；莱茵河左岸将转归法国，俄国则将得到在

土耳其行动的自由。

再说一遍：关于法俄同盟协定中最重要部分的这些材料，自

战争爆发时就开始为大家获悉并且已经公布出来了。其中很大一

部分已经为各种事件所证实。其余的部分情况怎样呢？

对于事态的真相，现在不可能提出文件来作证据。只有在事

件本身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这些证据才会出现。只有根据事实

与文件（例如１８３０年在华沙发现的俄国的公文３８６）查明的俄国在

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才是揭开这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的钥匙。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查明政策就足够了。

在这个世纪内，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结成同盟，并且每一次都

是以瓜分德国为其目的或者基础。

第一次是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木筏上。３８７俄国当时让法国皇帝

２７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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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支配德国而自己仅取得普鲁士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为此

它取得了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于是就赶忙夺取贝萨拉比亚和莫

尔达维亚，并驱军渡过多瑙河。但是不久以后，拿破仑就开始

“研究土耳其问题”并根本改变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情

况对俄国说来便成了１８１２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在１８２９年。俄国与法国缔结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

约，法国应取得莱茵河左岸，俄国则再度取得在土耳其行动的自

由。这个条约后来被七月革命废除了；达来朗在准备对波林尼雅

克内阁的起诉时，发现了有关的文件，但为了避免使法国和俄国

的外交出丑，他把这些文件付之一炬。在广大群众面前，各国外

交家结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他们永远也不会公开地彼此诋毁的。

在１８５３年战争中，俄国曾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１４２身上，

据它的估计，神圣同盟已经由于对匈牙利的干涉和华沙的失败而

复活了，而且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路易 拿破仑的不信任而加强

了。但是它打错了算盘。奥地利已经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３８８

（其实，它早已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华沙用高额利息偿还了

它欠俄国的债）和它在多瑙河地区传统的反俄政策的彻底复活，使

全世界吃了一惊。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失算了，但在另一个问题

上，敌人阵营中的叛卖行为却挽救了它。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个固执的想法，

现在只有和法国结盟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在法国又从来没有

一个政府像路易 拿破仑政府那样需要夺取莱茵河左岸。因此情况

比１８２９年更为有利。形势对于俄国是有利的；路易 拿破仑只能为

它火中取栗。

首先必须消灭奥地利。奥地利从１７９２年到１８０９年在战场上

３７６萨瓦、尼斯与莱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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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地反抗过法国，而从１８１４年以来它又在同样顽强地（这是它

仅有的然而是无可争辩的功绩）从外交上反对俄国侵略维斯拉河

和多瑙河的计划。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间，当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

的革命使奥地利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时，俄国拯救了奥地利——它

的崩溃不应该是革命的结果，因为革命会使帝国的已解放的地区

摆脱俄国政策的统治势力。然而，从１８４８年起就具有独立性的各

个民族的运动，使奥地利失去了反抗俄国的可能性，从而也使奥

地利的存在失去了最后的内在的历史根据。

这个反奥的民族运动现在应当成为分裂奥地利的因素，运动

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是在匈牙利。俄国的作

法和拿破仑第一不一样；在西方，特别是在那些人口稠密、文明

程度超越它本国人民之上的地方，它前进得很慢。俄国征服波兰

的最初阶段在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

完成。缓慢的然而可靠的胜利使俄国得到的满足，和迅速坚决而

收获巨大的攻击使它得到的满足相同；但是，它总是同时考虑到

这两种可能性的。它在１８５９年战争中利用匈牙利起义的作法，即

把这次起义留作第二步使用的作法，清楚地暴露了俄国的手法。

难道俄国会只满足于在短促的１８５９年战局中削弱奥地利，而

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了吗？难道它动员第一批的４个军

就只是为了得到这种满足吗？如果奥地利不让步，那又将怎样呢？

如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局势迫使普鲁士和德国其余各邦（在战争

继续的条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出来援助奥地利呢，那时又将怎

样呢？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对法国又会承担些什么义务呢？

提尔西特条约和１８２９年条约给这个问题做出了答案。如果俄

国把它的领土扩张到多瑙河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统治了君士坦丁

４７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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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法国也应当取得它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俄国所能提供给法

国的唯一的抵偿就是莱茵河左岸。德国只得再次承受牺牲。俄国

的自然的和传统的对法政策，是允许法国占领莱茵河左岸或者在

某种场合在这方面加以帮助以换取法国对俄国侵占维斯拉河和多

瑙河的承认和支持；对由于感恩图报而承认俄国侵占行为的德国，

则帮助它从法国手中收复失地。自然，这个计划只有在发生重大

的历史危机时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绝不妨碍俄国在１８５９年很好

地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像在１８２９年那样。

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如果现在还来论证这个事实，那就可笑了。

我们在这里只准备提醒一点，就是俄国除非与法国或者英国结盟，

否则永远不能实现瓜分土耳其的目的。１８４４年，当俄国感到向英

国直接提出建议是适时的时候，尼古拉皇帝曾去英国并亲自带去

了俄国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备忘录，当时还把埃及许给了英国人。建

议被拒绝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把这份备忘录放在一个小匣内，加了

封签传给了他外交部的继任者。以后历任外交大臣都看了这个文

件，然后重新加封传给自己的继任者，直到１８５３年上院辩论时，这

件事才终于被公开出来。同时公布的还有尼古拉一世同汉密尔顿

·西摩尔爵士之间关于“病夫”的有名会谈，会谈中埃及和克里特

岛同样被许给了英国，而俄国似乎只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就满意

了。３８９可见，俄国在１８５３年对英国的许诺和在１８４４年是一样的，

那末在１８５９年对法国的许诺难道会比１８２９年吝啬些吗？

无论从所处的地位或个人的品格来看，路易 拿破仑都注定要

替俄国计划服务。他既然自命是伟大的军事传统的继承人，所以

也把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５年的失败作为遗产接受了下来。军队是他的

５７６萨瓦、尼斯与莱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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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柱；他必须以新的军事胜利使军队得到满足，必须惩罚那

些使法国在这几年来遭受失败的国家，恢复法国的自然疆界。只

有当法国的三色国旗飘扬在整个莱茵河左岸时，才能洗雪巴黎两

次被占领１３２的耻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强大的同盟

者；而同盟者只能在俄国与英国之间选择。英国的内阁经常更换，

即使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同意这些计划，这个国家至少也是不可靠

的。那末俄国呢？它已经两次表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法国结为

同盟，只要求得到适中的代价。

从所处的地位对俄国的政策有利这一点来讲，俄国的政策从

来没有找到过比路易 拿破仑更为适合的人了。居于法国王位的是

这样一个统治者，他被迫进行战争，他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就得进行侵略，他需要同盟，并且只能和俄国缔结这个同盟，——

这样一种形势是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自从在斯图加特会见３９０

以来，法国政策的全部最后的原动力便不应到巴黎，到路易 拿破

仑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该到彼得堡，到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办公

室里去寻找。德国的庸人们如此敬畏的这位“神秘的”人物被降

为俄国外交所玩弄的傀儡，俄国外交让他摆出伟人的姿态而自己

却享受实际的利益。俄国从来都是非万不得已不肯牺牲一个戈比

和一名兵士，但一有机会就要在欧洲各国间挑起纷争并削弱它们，

因此，在路易 拿破仑还没有得意洋洋地摆出意大利解放者的姿态

以前，当然要由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的条约来加以认可的。当俄

属波兰的民情报告已经证实形势非常不妙，以致在毗邻的匈牙利

不能允许发生任何起义的时候，当动员俄国第一批４个军的尝试

表明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当农民的骚动和贵族的抵抗的

规模在对外战争期间会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俄皇的将军衔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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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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就来到了法军大本营，于是就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俄国暂

时可以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了。奥地利因为１８５４年的“忘恩负义”

而遭到了残酷的惩罚，其残酷程度远比俄国所能指望的要厉害得

多。在战前眼看就能整顿就绪的奥地利财政，受到了惨重的破坏，

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整个国家机构摇摇欲坠，它对意大利的统治

不存在了，领土被割据了，军心涣散了，军队对自己的长官失去

了信任，匈牙利、斯拉夫和威尼斯的民族运动已经大大加强，与

奥地利分离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公开提出的目标。自此以后，俄国

可以完全不再把奥地利的抵抗放在眼里，可以指望逐渐把奥地利

变成自己的工具。这就是俄国的成就。而路易 拿破仑，除了为他

的军队争得了极为渺小的荣誉，为自己争得了非常值得怀疑的荣

誉，以及取得了关于有权占有萨瓦和尼斯的极不可靠的许诺而外，

什么也没有得到；而这两省对他说来至多也不过是丹瑙人的礼

物３８０，它们会使他更加仰承俄国的鼻息。

进一步的计划暂时搁了下来，但并没有放弃。搁多久，那就

要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要看路易 拿破仑能把自己的御用

军队控制多久以及新的战争对俄国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而定了。

俄国在对我们德国人的关系上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去年哥尔

查科夫公爵致德国各小邦的有名的照会３９１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

从来还没有人以这样的口气对德国说过话。我们希望，德国人永

远也不会忘记，俄国竟敢禁止他们去援助遭到攻击的德国的一个

邦。

我们想，德国人一定不会忘记俄国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１８０７年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的时候，俄国曾坚持要把它的同

盟者普鲁士的领土——别洛斯托克省划归自己，而把德国出卖给

７７６萨瓦、尼斯与莱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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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拿破仑。

１８１４年，甚至奥地利也承认波兰有独立的必要（见卡斯尔里

回忆录３９２）时，俄国还把华沙大公国（也就是以前属于奥地利和普

鲁士的几个省３９３）几乎全部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从而对德国采取了

进攻的立场，直到我们把它从那里驱逐出去以前，它将一直威胁

着我们。在１８３１年后筑成的要塞群——莫德林、华沙、伊万城——

甚至连亲俄派哈克斯特豪森也认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

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俄国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使德意志联邦条

例３９４以现在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德国永远孤立无援。

自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８年，德国处于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奥地

利在多瑙河上曾同俄国抗衡，而在来巴赫、特劳波和维罗那等会

议３９５上，它却实现了俄国对西欧所抱的一切希望。俄国能这样控制

是德意志联邦条例造成的直接后果。普鲁士在１８４１年和１８４２年

曾企图立刻摆脱这一条例的约束，但立即就被迫恢复原状。因此，

当１８４８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３９６，把德国的运动说

成是儿童室里的吵闹。

１８２９年，俄国和波林尼雅克内阁缔结了自１８２３年就开始由

沙多勃利昂草拟的（并经他正式确认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莱

茵河左岸被割让给了法国。

１８４９年，俄国在匈牙利支持了奥地利，条件是要奥地利恢复

联邦议会和摧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抵抗；伦敦议定书３９７保

证俄国在最近期间获得对整个丹麦君主国的继承权，并使它有希

望实现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渴望实现的进入德意志联邦（以前是德

意志帝国）的计划。

１８５０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被召到华沙受沙皇审判。虽然许多

８７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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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的政客认为只有普鲁士受到了屈辱，其实奥地利所受的屈辱

并不见得少些。

１８５３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在同汉·西摩尔爵士交谈中任意摆

布德国，就好像德国是他的世袭领地似的。他说奥地利是忠实于

他的；至于普鲁士，他根本不屑于一提。

最后，１８５９年，当神圣同盟看来已彻底瓦解的时候，俄国就

同路易 拿破仑缔结条约，法国在俄国的同意和支持下进攻奥地

利，哥尔查科夫还发出照会，非常放肆地禁止德国人向奥地利提

供任何援助。

这就是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我们要感激俄国的一切，但愿我

们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记。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受到法俄同盟的威胁。法国本身只有在

个别时机并且也只有在与俄国结盟后才能威胁我们。但是俄国却

时时刻刻在威胁我们，侮辱我们，每当德国起来反抗时，它就以

莱茵河左岸作为许诺来策动法国宪兵。

难道我们应该永远容忍俄国这样玩弄我们吗？俄国把我们最

美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一个地区永远当作诱使法国御用军

政权上钩的诱饵，难道我们４５００万人民还要继续忍受下去吗？难

道莱茵地区除了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帮助俄国取得在多瑙河和维

斯拉河上行动的自由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了吗？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希望德国能迅速地手持利剑来回答

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把法国御用军和俄国

“毛虫”一起驱逐出去。

同时，我们已经有俄国农奴这样一个同盟者。现在俄国统治

阶级和被奴役的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它正在动摇俄

９７６萨瓦、尼斯与莱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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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当俄国内部在政治上还没

有发展以前，才可能存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政府与

贵族共同大力促成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现存的社

会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程度。这种社会关系的废除一方面是必

要的，而另一方面，不经过暴力变革又是不可能的。随着从彼得

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毁灭，它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

看来，德国注定不仅要用笔墨而且要用刀剑来向俄国说明这

一点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时德国就将恢复自己的名誉，洗

净几世纪来蒙受的政治耻辱。

０８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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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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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为了消除关于本报编辑部成员的一切谬传和荒诞谰言，我们

必须声明，编辑部成员没有变更，而且也不打算作任何变更。但

是，本报撰稿者的范围扩大了，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本报读者：卡

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威

·沃尔弗、亨·海泽——也就是我们党的最出色的一批写作力量

——决定支持“人民报”，并通过撰稿使编辑部能够很好地和全面

地代表我们党的利益。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１日

“人民报”第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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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刊 述 评
３９８

  “我们的读者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有时，当我们接到他们对‘海尔曼’３９９

的批评时，我们总觉得，不可数计的多数读者〈要知道，６００个读者中的不

可数计的多数，就是５９９个〉比我们自己要通情达理得多。”（“海尔曼”）

自愿坦白总是好的，即使像这次这样，做得稍微迟了一点也

不妨。但是，尽管如此：

   “老人们，你们鼓起劲来吧，

   血管里的血液不应该冷却！

   履行你们神圣的义务吧，

   你们有力气把战壕挖掘，

   并且用筐子挑走泥土。”

    （图斯涅尔达安慰海尔曼４００）

“在那些值得称道的州中最值得称道的威斯康星州派出它最卓越而有才

干的演说家卡尔·叔尔茨先生到马萨诸塞去，为了用他大胆的言词去鼓动

…… 他在他一篇出色的、陈辞激昂的演说中证明了……”

什么？——实在很难说，如果没有下文的话：

“他不认为他是那个叫做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辈出的伟大民族的代表。”

（大学生叔尔茨扮演了完全可以数计的少数和自传作者的角色４０１）

   “呵，青年们，把剑磨快！

   愿你们像海尔曼一样勇敢！”

         （图斯涅尔达）

“我们亲眼看到了这种耐火的凡而纱的货样，并且在烛火上检验过它。如

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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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把它在火上慢慢地移过，它一点也不会烧着，但是，如果把它在火中稍微

放得久一点，它就会烧成灰，不过，火不会向旁边烧开去。可是，听在展览

会上见过一块大幅料子的一位英国太太说，这种布不像未经加工的凡而纱那

样闪闪发光，色泽也没有那样鲜艳夺目。”（“海尔曼”。——编者注）

   “呵，妇女们，你们的使命

   你们应该在祈祷中找寻！”

        （图斯涅尔达）

我们的世界主义的心脏很高兴地看到，当阿尔米纽斯记起他

把西方革命奉献给科苏特先生以交换东方革命４０２的崇高时刻，他

庇护了

“奥地利的１７００万斯拉夫人”，并且“因此他不仅把紧靠社论的地方辟

给相应的通讯员，而且吁请他代表他的人民在‘海尔曼’上发表言论”。因为

“对于共和党人说来，在意大利战争中站在哪一方面，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

所以，该报表示部分地赞同普鲁士，部分地赞同路易 拿破仑，部

分地赞同意大利，部分地赞同小德意志，部分地赞同大德意志，部

分地赞同成立摄政王职位，部分地赞同帝国议会，而它表示完全

赞同的，则是“小新港街莱斯特广场８号的本德尔”。“任何一个

学过阅读（“出版界和印刷所”）的人”，只要请教一下这位本德

尔，“用不着在书籍和演讲录上下功夫，”就可以通晓各种自然科

学的奥秘。

          

在最近一号“海尔曼”上，有一位捷克人声明说：

“我们是……第一批……为社会思想……而斗争的人。”

现在是这个“论坛”的所有主的这个牧师
４０３
关于这一点指出：

“难道在捷克人之前瑞士人不是第一批吗？”

５８６报 刊 述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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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真的第一批为之而斗争的唯一的社会思想，可以用如

下的话表述出来：《Ｐｏｉｎｔｄ’ａｒｇ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ｄｅＳｕｉｓｓｅｓ》（“没有克

劳泽，就不会有瑞士人”）４０４。初露头角的“瑞士人”福格特和新近

铸造的“克劳泽”金克尔４０５当然会善于按其功绩来评价这一社会思

想的全部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个“论坛”上还说：

“我们认为，英国各家保险公司以后不愿意再接受〈！〉准备销到海外的

世界市场去的德国商品的保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位“牧师”究竟知道几个“世界市场”呢？

下面就是“伦敦周报”，即“海尔曼”的条理分明的叙述的标本：

“在撒满了桂冠的洪堡的坟墓上，栖息着一对小燕子。刚在萌芽状态就应

当用颅相学和物理疗法的各种手段加以根除的儿童犯罪行为，又被施米德堡

一个九岁的男孩最骇人听闻地表现出来了。”

“海尔曼”对梅特涅的判断。——对梅特涅政策的看法是这样

表达的：

“在梅特涅及其同伙在几乎整整一百年中捉弄别人、做尽各种卑鄙勾当

的地方，任何和平天使也不能在小溪旁安身，以便像席勒所说的那样，甜甜

地打一个盹。”“他〈即席勒〉倒会设法比如说在明乔河上做这件事。”

只有“海外的世界市场”的发明者能够把明乔河变成“小

溪”。

“海尔曼”在文章中关于

“伦敦的萨瓦教堂的空缺”声明说，“它〈“海尔曼”〉无论对它在伦敦还

是在祖国的同乡们来说，都一天天变得愈来愈珍贵了”。

也许这是符合事实的。价值三辨士的海尔曼提供的材料一星

期比一星期少了。很可能，这也就是要对那些自由的“收入条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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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进行精确计算的原因，——顺便指出，这种计算泄露了想把

“论坛”迁移到“萨瓦教堂”去的秘密愿望。

          

在“哥特弗利德”第２６号上刊登了“海尔曼”①的一篇辞职声

明。声明说：

“致我们的读者

今天的这一号出版后，完成了我作为本报编辑的活动。我辞职的唯一原

因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除了我过去的教育家的职业以外再从事另一种

如此消耗精力的活动。〈就是说，教育家的职业是除了那个另一种活动以外的

一种活动。〉由于我根据这一点〈根据哪一点？〉今后将不再对本报的内容负

责〈不如说是他将不对本报今后的内容负责〉，所以，我同时也把所有权转交

给别人。这个成就现在已经有了保证〈由于金克尔离去了〉的企业，将根据

过去的精神进行工作〈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由于以前我自己几乎没有时间

和地方来为它〈即为这个企业〉撰稿，所以，在将来〈以后〉摆脱了与问题

的外部方面相联系的操劳的负担以后，我作为一个通讯员将提供更加大量的

材料。〈如果哥特弗利德过去为这些材料找到的地方愈少，将来作为通讯员就

愈能提供“更加大量的材料”，那末，由于没有哥特弗利德作编辑而成就现在

应该有所保证的这个企业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呢？〉值此同读者和同事们分别

之际，我深深铭感你们友好的同情和支持。

哥特弗利德·舍克尔”

上述的“哥特弗利德”最后刊登了下面这篇编辑部的短文，作

为那种海尔曼对之说这样友好的“再见”的如此“消耗精力的活

动”的标本：

“当我们〈正就是哥特弗利德〉哪怕是有一次能够从我们的哪一个通讯员

那里捉到一个好跳蚤的时候，我们每次总是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幸灾乐祸的感

７８６报 刊 述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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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为在我们的全体读者中照例总会找到一个人〈！〉，这个跳蚤将推动

〈为什么不是推开呢？〉他对所涉及的事情〈即对于被捉到的跳蚤的这件令人

非常难堪的事情〉发表一篇有教益的，包含全部细节的〈包含有关的全部细

节的〉报道。正是由于这种粗枝大叶的错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

么情况？〉也就能够刊登有价值的更正，根据这个更正，每一位读者〈但无论

如何不是一位通讯员！〉立即就会断定，它的作者是像莱茵河上人们常说的那

种大人物〈不是这样吗，美丽的女读者？〉。遗憾的是，刻不容缓的政治材料，

特别是我们的通讯员们关于令人极端厌恶的崇高的政治的那些文章急剧涌

来，使我们直到今天才得以刊登这篇文章〈即这个编者注〉。

于是，我们看到，海尔曼不顾自己如此深挚的感激之情，不无

苦痛地同“通讯员们”告别。这个苦命人“以前”在他自己的论坛上

没有为关于“被捉到的跳蛋”和“大人物”的“这篇文章”找到地方。

而我们在分别之际向“以前”的“哥特弗利德”的编辑感叹

地说道：《Ｄｅｍｏｒｔｕｉｓｎｉｌｎｉｓｉｄｅｎｅ》〔“对于死者，是记善不记恶

的。”〕但是，我们对“以后”的“海尔曼”的通讯员说：“菲力浦

城下再见！”４０６

战略外交的发明

“海尔曼”声称：

“据说，普鲁士的武装调停要以明乔河线为基础。很好，在索尔费里诺会

战之后这一线是划得更加明显了。只是曼都亚和培斯克拉那些要塞的墙壁的

阴影仍然还遮掩着它。但是，围攻应当照亮它。”

“海尔曼”的机智的小品文作家①在伦敦使用了他的那些文章

以后，又把它们寄给莱比锡的“凉亭”４０７。为了把“德国大人物协

会”组织的洪堡纪念会４０８描写得尖刻泼辣，有人通知我们说，

８８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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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现在正出版一家周报的共产主义团体，抱有特殊的目的，想用最卑

鄙的方式不仅诬蔑金克尔的报纸，而且诬蔑他本人；而且他们甚至不惜使用

最明显不过的谎言等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报纸完全不是“某个团

体”的机关报，这一点小品文作家从我们屡次的言论中是应当知

道的，而我们对金克尔先生的指责，是不应当称为谎言的，除非

它被驳倒，但是这一点直到现在谁也没有做到，而且永远也做不

到。顺便指出，我们感谢通讯员先生报道说，

金克尔的“散发着节日气氛的芳香”的说教的基础，是一句名言：“如果

你忘记了锡安，那你自己也会被人忘记。”他是“拜倒在黑红黄三色旗之下”

开始说教的。

“海尔曼”在说俏皮话。“海尔曼”关于奥地利的一篇文章中

说，哈布斯堡王朝对其世袭的领土是以继父的身分出现的，而对

德意志帝国是以继母的身分出现的。至于一个老头儿或者一个青

年人可能成为一个老妪，这一点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也就是从

佩利茨著的“世界通史”４０９中为少女们作了大量摘录的那篇文章的

作者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证。但是，继父同时又是继母——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们还认为是不可能的。

          

由于爱·约·尤赫之流担任主编而以返老还童的面貌出现的

“海尔曼”是值得我们刊登详尽的短文来谈谈的。我们就立即从关

于“普鲁士的立场”的ｆｉｒｓｔｌｅａｄｅｒ〔第一篇社论〕开始吧。

如果法国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

“普鲁士在一段时间内所处的状态将同它在此之前所处的状态大体相

同。可是，它慢慢地将处于另一种状态中。但是，既然〈！〉战争将会继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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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它就应该还要更快地〈比慢慢地还要更快吗？〉改变自己的立场，因为

那时它将被迫采取行动，如果它没有及时地为自己找到〈！〉一个可靠的立场，

那它就将失去任何坚固的支柱，以便同德意志联邦的其余各邦一起灭亡〈也

许普鲁士并不反对失去“任何坚固的支柱，以便灭亡”吧〉。”

接着，作者让普鲁士表演各种不同的多少有些奥妙难解的

ｐｏｓｅｓｐｌａｓｔｉｑｕｅｓ〔优美姿态〕给我们看。首先，普鲁士可能会把自

己装扮成欧洲大国，而且这也有两种方式。

“普鲁士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出面采取行动，独自承担全部风险〈独

自？〉。这个〈行动！〉是纯粹欧洲的观点，其目的〈观点的目的〉……将会确

定为权力问题，因为签订条约是为了保持均势，而保持均势就是要使为国家

〈什么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权力均等。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可能会以这一次

战争所引起的违背１８１５年条约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因为它是这个条约的缔

约国〈不是几个父亲之一，而是一个父亲〉，并且它可能会企图得到物质保证，

以奖励它在这种情况下〈在违背条约的情况下〉为欧洲君主制度立下的功

劳。”除了这个苦心孤诣的安排以外，“普鲁士可能会以一个欧洲大国的身分

采取纯粹政治的立场，从保全自身的考虑出发，反对它的法国对手加强力量

〈ｎｏｎｂｉｓｉｎｉｄｅｍ〔一事不重罚〕——要知道，关于使力量均等的问题已经提

到过了〉。这时它可能会借口说，英国目前还是公开的敌人，而俄国已经是法

国的秘密的盟友——奥地利的敌人了〈！！〉”，等等。

在普鲁士作为欧洲大国如此多方面地表现了自己以后，

“它在今后可能会采取完全是德国的观点。在这里它也可以进行自由的

选择。就是说，它可以作为德国的一个大邦使其余各邦〈包括土耳其〉听命

于它，或者以联邦的一个谦逊的、平等的成员国行事，听命于各个小国〈是

瑞士各州吗？〉，或者同它们并立。〈叫人弄不太清楚，为什么联邦的平等的成

员国必须听命于人。〉”

换句话说，或者是普鲁士帝国，或者是保全德意志联邦。

前者“意味着一个懂得需要可以产生法令〈对于普通凡人说来是需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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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顾法令，但是对于哥达党人说来是需要可以创造法令，不过绝对不是严

格的法令〉的大国要坚决充当德国的魁首，由于需要可以创造法令，所以它

〈需要〉被迫不得不拒绝那些束缚着它的框框等等，因为它的存亡处于决定关

头〈也就是说，需要的存亡处于决定关头〉”。

“普鲁士可能会用来为这种革命政策辩解”的那些根据，对于

我们的作者说来真是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ｄｅｔｉｃｈｅｓｓｅｓ〔货多难选〕。

其中“敌视德国统一的外国大国俄国和英国依靠一个德国均势的秋千的

复杂体系，通过经常的相互削弱的办法阻碍了德国各大邦的壮大，在成立联

邦时它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而不是德国等等〈好一个独出心裁的计划，为

了防止普鲁士实力的壮大，外国大国俄国和英国应该彼此削弱！〉。最后，它

〈普鲁士〉表明它已经完全领悟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实质，这场战争像三十年战

争一样，目的是要完成１８４８年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即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目

的是要完成１８４８年革命〉，所以普鲁士不再承认联邦议会，并且

……认为其他一切德国诸侯的主权已经失效等等。”最后，“如果它〈即

普鲁士〉觉得这种革命政策太冒险，普鲁士政府可能也会选择保守的观点。它

可能会选择保守的观点……因为统治着普鲁士的王朝作为平等的〈与谁平

等？〉的王朝，应当支持保全其余的〈其余的什么？〉……因为普鲁士不是独

立的，它应当使自己的立场同中立的英国将要采取的立场相一致，等等。”

到这个时候，它“动摇了”。它也容许它的“对手奥地利”被

击溃了。

“它依靠条约经常企图扯各个小邦〈是把它们的财富扯出来，扯起鞭子抽

它们，或者把它们扯到自己方面来吗？〉，它几乎带着就是那些建议回到了法

兰克福〈从爱尔福特〉４１０，这些建议如果是来自汉诺威或巴伐利亚的话，普鲁

士就不会接受了。”

最后，作者把这一点称为“巧妙的一步”，虽然这里在ｃｏｎｓｅｃｕ

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ｕｍ〔时间的一致〕方面：表现得不很高明。

很遗憾，维拉弗兰卡条约一举把哥达党人的幻想所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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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一切步骤全盘粉碎了。因此，我们且把尤赫之流的“崇

高的政治”撇下不谈，而去请教一下通过返老还童的“海尔曼”歌

颂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梯尔泰。看来这位梯尔泰是个好心肠的人。他

连一分钟也不怀疑，在索尔费里诺城下彼此撕杀的一切朱阿夫兵、

土尔科兵、克罗亚特兵、塞尔维亚兵、捷克兵ｅｔａｕｔｒｅｓＺéｐｈｙｔｅｓ
４１１
，

“如果不是有两个皇帝的话，偶然的机会无论在世上的什么地方把他们

凑合在一起，他们都会像不怀恶意的、彬彬有礼的人们一样彼此相待，他们

会彼此致敬、吃、喝〈彼此吃掉、喝掉！什么礼貌——吃人的礼貌！〉。”

歌颂会战的那首诗的韵律是英雄史诗的韵律，是六脚韵。大

家知道，克莱斯特在六脚韵前面增加了一个短音节。我们这位歌

颂英雄的诗人超过了克莱斯特：他非常慷慨；韵脚多少对他说来

是无所谓的。但是，另方面，如果六脚韵刚从沙场上回来，缺少

一个脚，或者膝盖脱了骱，那也不能责怪六脚韵。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十分疲惫，

精疲力竭！炎热逼人，口乾舌焦。”

“在这可诅咒的年代，在这十年中，”

“在灼热的太阳的爆晒下，在血泊中，活活地渴死，有时幸而身受一

刀当即毙命，多数只是是被砍戮得半死不活，遍体鳞伤，痛不欲生。”

“酷热的、光秃秃的小丘鲜血遍染，

一个个残缺不全的躯体在血泊中辗转，”

“有的少脚，有的缺手，有的没有了下巴，有的剩下半个脑瓜。”

“最后，

万籁俱寂，黑暗降临。

只是山谷里和小丘上传来了呻吟，

忽此忽彼，在几个钟头的距离以内，随处可闻。”

“在艰苦的热战中，他们连一滴水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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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人都渴死了，

在临死前的嘶哑声中，他们那永远熄灭了的视线碰上了来得太晚了

的外科医生。”①

在歌唱了会战之后，紧接着便是历史性的批评。返老还童的

“海尔曼”的“思想家”在从巴黎寄来的一篇文章中向我们披露了

路易·波拿巴对革命的态度。

“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它受到皇帝的庇护并且经他批准…… 但是，它保

留着自己过去的性质并且应当被镇压，因为它同皇帝的利益发生矛盾，或者

破坏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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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全部奥妙所在。

  “我终于摸到了海底，

  我的锚牢牢地扎在这里。”

我们从“如此令人厌恶的崇高的政治的领域”，从隆隆的炮声

和历史性批评的领域中跌了下来，落到一间简朴的孤单的修道院

—— “印刷所”中，我们的老朋友哥特弗利德已经作为新的通讯

员在这里隐居下来。他见到我们就喃喃地抱怨道：

“这家报纸由于经常的战争和一味谈论政治，直到现在还没有腾出地方

来，等等。”

这种老一套的抱怨话我们是熟悉的。哥特弗利德作为有很好

的艺术素养的向导，建议陪我们去参观“特拉法加广场的科学院

展览会”。

“这个几乎是英雄的人物，像甚至在有毒的花卉上采蜜的蜜蜂一样”（见

“凉亭”），

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说了一大堆众所周知的悦耳动听的话，他告诉

我们说，

“列斯利那些欢快活泼的画……是美术的真正的珍珠。”

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前拉斐尔派
４１２
，因为具体的实例胜于一

切说教，所以他在自己的“印刷所”展出了几幅前拉斐尔派的

ｗｏｒｄ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文字绘画〕，这就使我们不必再劳神去游览特拉法

尔加广场了。

前拉斐尔派的第一幅画

“从上午１１点起，大厅里整天都为上流社会的钟式裙所统治，在观众喜

爱的那些作品的旁边经常总是磨破了长裙的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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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拉斐尔派的第二幅画

“一切在某一点上来看是达到了完善地步的东西，都是珍贵的。例如裤

子，如果缝制得很好，又不窄不紧。”

前拉斐尔派的第三幅画

“在修道院的墓地上，有两个尼姑正在从事挖墓…… 这是两个粗里粗

气的妇女，她们在轮流交替着从事黄昏的忧郁的劳动。〈两个粗里粗气的人在

轮流交替，而黄昏在替她们从事劳动。〉其中有一个跳进坟墓，用洗衣妇的青

筋条条的手抛出沉重的、潮湿的黑土，它长满了树根，她是一个平庸的、冷

淡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也许长满了树根的人物是十分平庸的，但无论如何她是绝非

普普通通的。这个人不是用自己的手，而是用洗衣妇的手挖土所

表现的那种ｓａｎｓｇêｎｅ〔不讲礼貌的神气〕，的确说明了某些冷淡。

这几个实例已足以使任何一个“手工业者”懂得，哥特弗利

德如此执拗地强迫他“考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强迫

他们考虑：这些被阉割了艺术趣味的人

“在他的事业中对他说来”，会比“星期日到埃平的森林或居尤郊区的植

物园去作任何游玩”，比“城郊的任何热闹的饭馆”，比“那些傍晚的聚会”和

“关于即使在下一次革命以后会不会出现打着工人专政的招牌的裁缝匠帮工

们的千年统治这个陈腐问题的无休止的议论”，“要有益得多〈ｕｔｉｌｅｃｕｍｄｕｌｃｉ

〔愉快而有益〕〉”。

但是，我们同前拉斐尔派画家相反，我们像从前一样坚持一句古

代明智的格言：《Ｃａｃａｔｕｍｎｏｎｅｓｔｐｉｃｔｕｍ》〔“涂抹并不是绘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３日和２４日，

７月８日和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４日和２５日，７月９日

和１６日“人民报”第５、８、１０和１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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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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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马克思的卓越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１８５８年８月—１８５９年１月

写成的。这一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

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１５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

原理。

１８５７年８月，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整理他搜集的材料，并着手写作

经济学巨著。１８５７年８—９月，马克思草拟了这一著作的提纲的初稿。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更加详细地拟定了自己的计划，并在１８５８

年４月决定把整个著作分成六册来写。第一册打算考察资本，并且作者

想在阐述资本之前先写若干绪论性章节；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

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

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而在马克思称为“资本一般”的第一

篇中包括三章：（１）价值，（２）货币，（３）资本。

在写作第一册即“资本”时，马克思从１８５７年８月到１８５８年６月

写的手稿就约有５０个印张，这些手稿已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院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期间用德文出版，书名是《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ｍｉｅ（Ｒｏｈｅｎｔｗｕｒ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

稿）”）。这一手稿包括总的导言、关于货币部分以及篇幅相当大的关于

资本的部分，在这里马克思粗略地阐述了自己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的

初步成果，其中包括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

手稿实际上是那时马克思所计划的一部经济学巨著的第一部分的未完

成初稿。

１８５８年初，马克思决定分册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同柏林出版家弗

·敦克尔签订了初步合同后，就写作第一分册。１８５８年８月—１８５９年

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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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间，他对货币一章进行了加工，写成商品一章，校订了手稿的最后

定稿，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并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６日寄给

柏林的出版者。第一分册超过计划中的５—６个印张，而扩大到１２个印

张，并且不像预计的那样包括三章，而是两章：“商品”和“货币或简

单流通”。１８５９年２月，马克思把序言寄给出版社。同年６月，“政治

经济学批判”问世。“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小标题是：“第一册。资

本”、“第一篇。资本一般”，这证明这本书是所计划的六册书中的第一

册的开端。

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曾准备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本应阐述资

本问题。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使马克思改变了他写作这部巨著的原定计

划。他拟定了四卷“资本论”的计划以代替六册书的计划。因此，马克

思不再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和其他各册，而着手写作“资本论”。“政治经

济学批判”一书的某些基本原理经加工后也包括到“资本论”中去。

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言是个例外，

它曾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４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但发表时

作了某些删节。本书第二章中批判格雷关于劳动货币的空想主义理论

的部分，恩格斯曾作为附录列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１８８５年和

１８９２年的德文版。１８９６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本书俄文第一版。编入本卷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作者准备付印的德文第一版原文为基础。同时

参考了：第一，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的修改和注；第二，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年８月１９日赠给威廉·沃尔弗的那本书上所加的修改和注。作

者的某些修改和注，已由恩格斯在准备付印第三卷“资本论”时加进去

了。恩格斯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各段文字都以马克思修改过的

和表述得更加准确的文字为准。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

案馆里，藏有这些带有马克思的修改和注的原本的照相复制品。——

第３页。

２ 指马克思为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７３３—７６２页）。——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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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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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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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

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马克思开始为

“莱茵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

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

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

把它封闭了。——第７页。

４ 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

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卷第１３５—１８１、２１０—２４３页）。——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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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１８４２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

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

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莱茵报”

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３０—１３４页）。——第８

页。

６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版的德

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第

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

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

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５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

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

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

上的意见分歧。——第８页。

７ 指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第９页。

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第９页。

９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１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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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４０页）。——第１０页。

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和第４４４—４５９

页。——第１０页。

１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１０页。

１２ 指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第１０页。

１３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

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

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

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

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

尔支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

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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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

版，总编辑是马克思。编辑有恩格斯，还有威·沃尔弗、格·维尔特、

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冀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

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

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大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

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

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

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

以后更变本加厉。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

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全面进

２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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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

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

报停刊了。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

第３０１号。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

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１０页。

１５“纽纽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纸，

１８４１年到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叶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

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

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

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

编辑之一。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

月，继续了１０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

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

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

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

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

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

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

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

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

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

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１８５５年

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给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

还删改文章的原文，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

克思的抗议。从１８５７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

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

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

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与实

３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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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

１０页。

１６ 马克思引用威·配第匿名出版的著作“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ｃ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７。——

第２４页。

１７“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是英国每日出版的文学杂志，１７１１—１７１４

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２页。

１８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年伦敦第４１第２１页

（《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ｐ．２１）

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

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常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

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总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

来的。——第５０页。

１９ 马克思称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的这篇著作是亨·丹·麦克劳德

的文集“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的第４章。——第５１页。

２０１８４４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

议，实施了英国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

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的黄金保证的固定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

银行券的发行额限１４００万英镑。但是，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条例没有起到作

用，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

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要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

锐，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１８４４年的条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

行券的总额。——第５４页。

２１ 指１７０７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

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

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６２页。

２２ 野蛮人的法典（Ｌｅｇｅｓｂａｒｂａｒｏｒｕｍ）是五世纪至九世纪期间所编纂的日

４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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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曼各部落的习惯法的纪录。——第６４页。

２３ 马克思引自约·洛克的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结果。给

一议员的信，１６９１年”（《Ｓｏｍ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ｃｗｅ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Ｍｏｎｅｙ．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ｓｅｎｔｔｏ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１６９１》），根据“约翰·洛克全集”四卷集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版第５４页

（《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８，ｐ．５４）。——第６８页。

２４ 指《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总公司”），是法

国的一家大股份公司，由贝列拉兄弟于１８５２年创立并为１８５２年１１月

１８日法令所批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

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

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

源是靠证券交易所的投机买卖。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

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

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财产的价

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１８６７年该公

司破产，１８７１年停业。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

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的买

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的几篇文章中揭露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真正实质（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９、３１３—３１７页）。——

第８５页。

２５ 指詹·穆勒的著作“为商业辩护。对斯宾斯先生、科贝特先生等人借以

证明商业不是国民财富的来源的证据所作的回答”１８０８年伦敦版（Ｊ．

Ｍｉｌ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ｆｅｎｄｅｄ．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ｂｙ

ｗｈｉｃｈＭｒ．Ｓｐｅｎｃｅ，Ｍｒ．Ｃｏｂｂｅｔ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５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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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 ｐｒｏｖｅｔｈａ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ｓ ｎｏ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８）。——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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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９６页。

２７ 彼得·施莱米尔是德国浪漫派诗人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

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

１０６页。

２８Ｐａｔｒｅｍｆａｍｉｌｉａｓｖｅｎｄａｃｅｍ，ｎｏｎｅｍａｃｅｍｅｓｓｅ（家长该卖不该买）——

这是老卡托在他的著作“论农业”（《Ｄｅｒｅｒｕｓｔｉｃａ》）中的用语。——

第１１８页。

２９ 指１８１０—１８２６年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经过这次战

争，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第１２５页。

３０ 指１７２７年１０月２１日中俄签订的关于贸易和边界的恰克图条约。由于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中俄贸易，主要是以货易货的贸易大大扩大

了。——第１４０页。

３１ 指英法为了获得新的在华特权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附庸国而对中

国进行的侵略性的、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中国失败，

签订了掠夺性的天津条约。——第１４０页。

３２ 马克思引证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的著作“新大陆”（《ＤｅＯｒｂｅ

Ｎｏｖｏ》）是根据下面这本书：威·希·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

附古代墨西哥文化概述。征服者艾尔南·科尔特斯的生平”１８５０年伦

敦版第１卷第１２３页（Ｗ．Ｈ．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ｘｉｃ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ｑｕｅｒｏｒＨｅｒｎａｎｄｏＣｏｒｔｅｚ》．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

ｐ．１２３）。——第１４４页。

３３ ＪａｋｏｂＧｒｉｍ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Ｂｄ． —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８．——第１４５页。

６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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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

动流派。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

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

９７—１０６页和第４５４页）。——第１５７页。

３５ 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似乎

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

１７１６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１７１８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

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

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１７２０年国家银行完全倒

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１５９页。

３６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第１６０页。

３７ 大陆封锁，或大陆体系，是拿破仑第一于１８０６年宣布的。它禁止欧洲

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实行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

荷兰、普鲁士、丹麦、俄罗斯、奥地利等国。——第１６８页。

３８ 指１８０７年为反对拿破仑第一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而颁布的一些“敕

令”（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ｃｏｕｎｃｉｌ），即禁止中立国家同法国以及加入大陆体系的

国家进行贸易。——第１６８页。

３９ 汉鲁斯泰特是伦敦２９个区之一。——第１７２页。

４０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牧童和农夫”的故事。——第

１７８页。

４１ 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从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时起就驻扎在

罗马和教皇国的领土上，瑞士雇佣军则是罗马教皇的近卫军。——第

１７８页。

４２１８４７年底和１８４８年初，在并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威尼斯和伦巴第发

生了意大利居民反对奥地利的群众性发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族

解放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在１８４８年初被奥地利当局封闭的帕维亚城

内的一个大学是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时到处都发生了要求实行行政

７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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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请愿运动。为了对苛捐杂税、对限制意大利工商业的

措施以及对奥地利人实行的烟草垄断表示抗议，居民一致抵制奥地利

的工业品和烟草；共和党人的地下小组组织了游行示威，示威者经常与

军警发生冲突。——第１７９页。

４３ 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２２日米兰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意大利革命奠定了基础。经过人民群众五天的斗争，奥地利军队被逐出

米兰，３月２２日成立了有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的临时政

府。——第１７９页。

４４１８５９年１月１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接见外交使团时，向奥地

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说法奥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友

好”。这次谈话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而关于对奥发

动战争的问题早在这以前很久就已决定了：１８５８年７月法国和皮蒙特

在普龙比埃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法国将参加即将发生的对奥

战争，为此，皮蒙特答应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第１７９页。

４５１８４２—１８４６年，加里波第参加了乌拉圭人民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

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所建立的意大利侨民革命军团在乌拉圭共和国的

首都蒙特维多的保卫战中和其他决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乌拉圭政府

曾颁发特令表彰加里波第军团的功勋。

１８４９年２—７月，加里波第实际上领导了由于人民起义而建立的

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共和国的军队在几个月内胜利地击退了法国、奥

地利和那不勒斯军队为镇压革命而举行的进攻。１８４９年７月３日，由

于反革命力量占优势，同时法国将军乌迪诺背信弃义地破坏停战协定，

占领了罗马城，因而罗马共和国被颠复。——第１８０页。

４６ 指１８５８年８月俄国和皮蒙特所达成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俄国航运

贸易公司有权临时使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港湾的东部来停泊船

只、添燃料和修理船只。——第１８０页。

４７ 马克思讽刺奥地利因为沙皇俄国帮助它镇压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匈牙

利革命而“感恩图报”。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东方问题的尖锐化奥地利

在对外政策上转而敌视俄国，这种转变表现在据说是奥地利政府首脑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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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尔岑堡说的、后来成了成语的一句话中：“奥地利还要以其忘恩负

义的崇高行为使全世界惊奇。”——第１８０页。

４８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字眼是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被人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

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

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１８０页。

４９ 指拿破仑第三。他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夜间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

推翻了第二共和国（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第１８２、１９６、３０７、４３５、５０１、

５４３、５９２页。

５０ 皮蒙特国王查理 阿尔伯特因害怕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运动扩大，千方百

计地拒绝帮助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发动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和米

兰。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他被迫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在皮蒙特军队最

初几次失利以后，他却在１８４８年８月与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１８４９

年春季又恢复了军事行动，虽然皮蒙特军队和意大利人民进行了英勇

的斗争，但是他在诺瓦拉会战失败（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后，竟向奥地

利投降。恩格斯在１８４９年给“新莱茵报”写的许多文章中揭露了皮蒙

特君主国的这种叛变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４５８—４６８页）。——第１８３页。

５１ 这篇注明写于巴黎的文章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根据同“纽约每日论坛

报”编辑部的协议，马克思把引用了欧洲大陆个别国家的材料的某些文

章相应地分别注明巴黎、柏林或维也纳，有时注明的日期也比实际写作

的时间早。——第１８５页。

５２ 指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的，即１８０６—１８１０年期间占据

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尔利

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正

好安排在拿破仑第一粉碎了俄奥联军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１８０５年１２

月２日）的周年纪念日。——第１８５、５０６页。

５３ 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１８６１年起即位为国王）在１８５８年１０月开

９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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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

“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

容克地主的阵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项也没有实

行，同时在１８６０年却实行了早就策划好的军事改革，这项改革把从

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来在普鲁士军

队中还保留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残余也消除净尽了；改革规定后备军（按

民团形式组成的军队）以后只用于警备勤务，规定在平时要大大扩充军

队人数。“新纪元”实际上为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麦执政时开始的公开的容

克地主的军事专政作好了准备。——第１８６页。

５４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见注２４。——第１８６页。

５５“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的简称；

从１７８９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６９年是官方政府机

关报。——第１８６页。

５６ 礼拜堂街、伦巴特街都是伦敦西蒂区的街道，那里有英国最大的银行和

商业企业；针线街——见注３６。——第１８６页。

５７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中亚细亚和远东的阵地的加强。在这个时

期俄国在希瓦汗国、布啥拉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势力大大加强了；由于同

中国签订了各种条约，１８５８年黑龙江北岸地区归属于俄国，此外，为

俄国贸易开辟了五个中国商埠。——第１８７页。

５８“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给路易·波拿巴起的带讽刺性的绰号，在

他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１８５２）问世以后，这个绰号得到了广

泛流传。——第１８７页。

５９ 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自１８５５年即位以后，慑于国内农民骚动的声势浩

大而不止一次约许过的关于废除农奴制的诺言。——第１８８页。

６０《Ｌ’Ｅｍｐｉｒｅｃ’ｅｓｔｌａｐａｉｘ》（“帝国就是和平”）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

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中的话。——第１８８页。

６１ 根据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５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恩

格斯写的，在寄往美国以前经马克思修改和补充。——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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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３１

年创办于布鲁塞尔；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１８９页。

６３“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从

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１８９页。

６４ 巴黎条约是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

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

约，也就是约束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失

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

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和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庇护权，同意黑海中立

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

军火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

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媾和条件纵然对俄国来说是苛刻的，

但是英国和奥地利仍未能全部实现其侵略意图。影响谈判结局的原因

之一，是俄国外交方面很好地利用了英法之间的矛盾。在会议上法国不

支持英国想从俄国手中夺取高加索的要求以及奥地利想使贝萨拉比亚

并入土耳其的要求。在会议上形成的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接近后来又进

一步加强了。——第１９０页。

６５ 意大利烧炭党最高温特是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以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意

大利和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为目的的烧炭党人的密谋性团体的领导机

关。１８３１年，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加入了烧炭党人的团体，一度还

参加过该党的活动。——第１９０、１９６页。

６６ 埃普塞姆——伦敦的一个郊区，那里每年春天都举行赛马会。——第

１９１页。

６７ 指的是费利切·奥尔西尼在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１日和３月１０日写的信，根

据官方的说法，这些信件是奥尔西尼由马扎斯监狱和拉 罗克特监狱寄

给拿破仑第三的，这位意大利爱国者在行刺拿破仑第三未遂后被囚于

这两个监狱。第一封信是在审讯奥尔西尼时宣读的，后来于１８５８年２

月２７日载于“通报”；第二封信是奥尔西尼被处死后公布的。奥尔西尼

写这两封信给路易 拿破仑的事实是否确凿，直到现在还是历史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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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案。——第１９１页。

６８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１８５２年

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发放以不动产作抵

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５０年）。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第１９１页。

６９ 德意志联邦是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国各邦的联盟，最初它包

括３４个邦和４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

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第１９３页。

７０ 暗指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在

萨托里平原（靠近凡尔赛）举行总阅兵一事。正在策划政变的波拿巴，

为了博得兵士和军官的好感，在阅兵时犒赏了他们。——第１９６、３０７、

４２７页。

７１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军事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１８３６年

１０月３０日，他依靠一些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军官的帮助，煽动了斯

特拉斯堡守备部队的两个炮兵团实行叛乱，但是，仅仅经过几个小时，

叛乱者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逮捕并流放到美洲。１８４０

年８月６日，他趁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又有抬头之际，同一伙阴谋分

子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守备部队中掀起叛乱。这一企图也彻底失败

了。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在１８４６年逃往英国。——第１９６

页。

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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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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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页。

７３ 暗指拿破仑第一出于政治考虑而同奥皇的女儿玛丽亚 路易莎结婚一

事。——第１９８页。

７４ 指１８５８年７月拿破仑第三在普仑贝尔（法国）同皮蒙特首相卡富尔会

晤时所签订的协定。协定规定，取消奥地利对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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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的北意大利国家，皮蒙特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

法国。１８５９年１月以前，这个协定一直是秘密的。——第１９８页。

７５ 帕勒 乐雅尔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在五十年代是约瑟夫·波拿巴（普

隆 普隆）亲王的官邸。——第１９８页。

７６“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３６年起在巴

黎出版；五十年代站在反对第二帝国政体的立场上；该报的编辑是艾米

尔·德·日拉丹。马克思把这一报纸讽称为普隆 普隆的“通报”，即普

隆 普隆的官方通报。——第１９８页。

７７１８１５年６月９日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１７９２年的疆

界，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根据这一决议，法国不得再占

有欧洲的领土。但是，对于作为法国掠夺性的殖民政策对象的北非和其

他领土，没有作出保留声明。——第１９９页。

７８ 指１８５９年１月３０日“立宪主义者报”第３０号上发表的、由法国记者

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第２００页。

７９“美国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ｔｓＵｎｉｓ》）是一家法文日报，从

１８２８年到１９３８年在纽约出版，反映法国政府的立场。——第２００页。

８０ 指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第２０１页。

８１ 朱阿夫兵是从１８３０年起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由当地居民和法国移民

组成的法国殖民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完全由法国人组成。当地居民被

划出组成阿尔及利亚猎兵特别团。

捷菲尔兵是法国军队中由犯人组成的非洲步兵部队的非正式名

称。——第２０２页。

８２ 近卫军是拿破仑第三在１８５４年仿照１８１５年解散的拿破仑第一的皇家

近卫军建立的。——第２０４页。

８３ 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纪时期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

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巴纳特）被称为边屯区。边屯区居民必须担任边

防勤务，才能耕种土地。——第２０７页。

３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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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 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１日奥军强攻革命的维也纳时参加战斗

的斯拉夫部队。——第２０９页。

８５ 瑞士武装力量是在民兵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平时，凡是能够服兵役的公

民都要进行短期的训练，一旦发生战争就宣布总动员。——第２１０页。

８６ 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同法

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

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

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的军

队击败，这促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

关于奥斯特尔利获会战见注５２。

１８０９年７月５—６日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拿破仑第一对奥军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第２１２页。

８７ 指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波拿巴在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在意大利战局

最初阶段进行的几次会战。１７９６年４月，波拿巴的军队从尼斯经由山

道向波河河谷发起进攻，４月１２日在蒙特诺特击败了一股奥军；４月

１３—１４日在密雷栖摩粉碎了在与奥军结盟的皮蒙特军队编制中的一

股奥军；４月１４—１５日在德果击败了前来援救这一股军队的奥军。

１７９６年４月２２日，法军在蒙多维与皮蒙特军队进行决战，结果皮蒙特

军队向都灵溃退。——第２１３、２３４、６６５页。

８８ 波拿巴围攻曼都亚是在１７９６年６月开始的。当时，波拿巴的主要兵力

正在对那些企图替要塞解围的奥军作战。１７９６年８月５日，波拿巴在

卡斯提奥涅击败了乌尔姆捷尔指挥的奥军，１７９６年９月上半月在布兰

塔河河谷再次击败了乌尔姆捷尔的军队；１７９６年１１月１５—１７日，法

军在阿尔科列会战中粉碎了新派往曼都亚解围的奥军；１７９７年１月

１４—１５日波拿巴在里沃利会战中又一次打败了奥军。经过９个月的围

攻，法军终于在１７９７年２月２日迫使曼都亚守军投降。——第２１３

页。

８９ 拿破仑的军队围攻但泽（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仑第一对欧洲各国第四次

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于１８０７年３月开始的。守备要塞的普鲁士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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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国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守军的行动得到另一支曾多次企图解

围的俄国部队的支援。直到１８０７年５月底，在不受侮辱的条件下，要

塞守军才向优势敌人投降。——第２１３页。

９０１５１５年９月１３—１４日的马利尼亚诺会战，是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

国在１４９４—１５５９年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中最重大的会战之一。在会战

中，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打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雇佣军。１５２５

年２月２４日，弗朗所瓦一世的军队在帕维亚被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

队所击败。

１７０６年在都灵会战中，意大利军队粉碎了围攻都灵１１７天的法

军。

１７９９年８月４日（俄历１５日）在诺维会战中，由亚·瓦·苏沃洛

夫指挥的俄奥联军，粉碎了茹贝尔的法军，最后把法军逐出北意大利。

１８００年６月１４日在马连峨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击败了奥军。

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在库斯托查，由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使皮蒙特

军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关于诺瓦拉会战见注５０。——第２１３页。

９１ 原文是双关语，《ｃａｐｔａｉｎ》既有“统帅”的意思，又有“上尉”的意思。

前瑞士炮兵上尉是指路易·波拿巴，他在瑞士住过很长时间，曾入瑞士

国籍，１８３４年曾任伯尔尼州炮兵团的上尉。——第２１４页。

９２１８３０年法国政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由于殖民

者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顽强的抵抗，这一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４０

年。直到１８７１年，法国资产阶级才最后把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

地。——第２１８页。

９３ 指１８００年的意大利战局。奥军总司令梅拉斯最初在瓦尔河附近胜利地

攻击了法军右翼，但是在１８００年５月下半月，波拿巴越过阿尔卑斯山，

进入了奥军的后方。６月２日，法军占领米兰，并渡到波河南岸，１８００

年６月１４日奥军在马连峨被击溃。——第２２０页。

９４ 指“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政大臣所作的截至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

止的半年报告”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Ｒｃ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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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８）。——第２２１页。

９５ 阿木斯堡会战和埃克缪尔会战是１８０９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的

军队和奥军于１８０９年４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进行的历时５

天的会战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会战以奥军的失败和退却而告

终。——第２３４页。

９６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日在索马康帕尼亚会战中，奥军在拉德茨基指挥下打

败了皮蒙特军队，这一会战之后皮蒙特军队紧接着就在康斯托查被击

溃。——第２３４页。

９７ 除了本文以外，马克思还在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１日写了两篇文

章，论述１８５９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但是它们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发表，我们也没有搜集到。——第２３５页。

９８１８５１年２月提交下院讨论的洛克·金法案规定把土地租赁者的选举

资格限制从每年收入５０英镑降低为１０英镑，从而就使他们同城市中

房屋租赁者在权利上平等了，这一法案遭到议会否决。——第２３５页。

９９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

有者”。自由农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且有权自由支配自

己的土地。为自由农规定的选举财产资格限制是很低的，即每年纯收入

为４０先令（２英镑）。——第２３５页。

１００ １８３１年经英国下院通过、１８３２年６月经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的

目的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它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

表进入议院打开了大门。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受了骗，没有获得选举权。有一条条文规定，只有每年缴纳

租金５０英镑以上的租地者才能享有选举权，这一条文是被当作对契安

多斯（格伦维耳）公爵法案的修改而提出的。——第２３５页。

１０１ １８５２年２月，约翰·罗素作了一个关于提出改革法案的预先声明。法

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取消１８３２年改革以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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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人以下的、过去曾经选派议员的所谓“腐朽的市镇”，重新分配议

员的席位，使之有利于大城市，以及降低选举资格限制和财产资格限制

——是为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法案也没有提交

议院讨论。

１８５４年２月，约翰·罗素提出了一个新法案，提出对农村选区和

城市选区应权利平等，凡是每年薪金达１００英镑以上的人，或者持有国

家有价证券、银行股票或东印度公司股票而每年收入的利息在１０英镑

以上的人，或者在储蓄所有５０英镑以上存款的人，那可以享有选举权；

并且提出要给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以选举权。约翰·罗素的这个法

案遭到下院否决。——第２３７页。

１０２ 指埃伦伯勒起草的印度管理法案。１８５８年春天提出的这个法案规定要

通过英国各居民阶层的代表进行选举的极其复杂的程序来成立印度事

务委员会。这一法案遭到议会否决。——第２３７页。

１０３ 契约农是根据租佃权而占用土地的人，租种的期限和条件由大地主和

佃农订立的契约来确定。契约农同时也可能是小土地所有者。——第

２３７页。

１０４ 指“伦敦官报”（《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政府的机关报；１６６６年

起，以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第２３９页。

１０５ １８５９年３月—４月初在二读时，选举改革法案因为没有获得多数票的

通过，遭到议会否决。——第２３９、３５５页。

１０６ 指１８４４年的法律，该法律禁止工厂雇用８岁以下儿童，并把８岁至１３

岁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个半小时。这一法律同时也承认了１８３３年

法律所规定的对重工的义务教育，但作了若干改变。——第２４０页。

１０７ 指的是由于通过１８４４年的法律而更改１８３３年的法律。按照新法律，丝

织业中年龄在１１岁以上的童工可以不上学。——第２４２页。

１０８ “波河与莱茵河”这一著作是弗·恩格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当时在意

大利即将发生冲突，有必要明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欧洲的民主派对德

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道路问题所应采取的立场，以反对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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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还提出了一项任务：

揭穿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辩护的各种沙文主义

理论，并证明这些理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著作恩格斯在２月计划撰写，３月９日就已写成，并将手稿送

给马克思校阅。马克思看过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０日

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妙极了，就连很难处理的这一问题的政治方

面，也阐述得非常出色。”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为了避免官方以沉默来

抵制的阴谋，这一著作是在德国匿名刊印的。１８５９年４月它由柏林敦

克尔出版社出版，印数是１０００册。这一著作对当时德国的社会舆论有

很大的影响。它在军界也很有影响；许多人都以为，作者是一位著名的

将军。１８５９年５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一

著作出自哪一党派，于是就在“人民报”第２号指出，它的作者是无产

阶级政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稍晚一些时候，在６月４日“人民报”第

５号上公布了恩格斯的名字。——第２４７页。

１０９ 指１８４８年８月１２日拉多维茨在德国国民议会会议上的讲话。从１８４８

年５月１８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国民议会的会议都是在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第２５０页。

１１０ 威·维利森“１８４８年意大利战局”１８４９年柏林版 （Ｗ ．Ｗｉｌｌｉｓｅｎ．

《Ｄｅｒ 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 Ｆｅｌｄｚｕｇ ｄｅｓ Ｊａｈｒｅｓ １８４８》．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９）。——第２５０页。

１１１ 根据１６４８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原来属于哈布斯堡

王朝的亚尔萨斯和部分洛林转归法国。１７６６年整个洛林都归属法

国。——第２５１页。

１１２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创立于９６２年的一个中世纪的帝国，其领

土包括整个德国和部分意大利。后来，法国的部分领土、捷克、奥地利、

尼德兰、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帝国。这个帝国不是一个中央集

权国家，而是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的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

联盟。１８０６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哈布斯堡王朝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２５１、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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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指南尼德兰（即现在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南尼德兰从１７１４年到１７９７

年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当时被称为奥属尼德兰。——第

２５１页。

１１４ 指对拿破仑第一的大陆体系（见注３７）的模仿。——第２５１页。

１１５ 见注９０。——第２５３页。

１１６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

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大国（普鲁士、

奥地利、俄国、法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竞争

而引起的。战争的结果是，不列颠殖民帝国靠占有法国的领地而得到扩

张和俄国实力的增长；奥地利和普鲁士基本上保持原来的疆界。——

第２６２页。

１１７ 这是若米尼在他著的“军事学术概论，或战略、大型战术和军事政策的

配合的新分析表解”（《Ｐｒéｃｉｓｄｅｌ’ａｒｔｄ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ｏｕＮｏｕｖｅａｕ

ｔａｂｌｅａｕ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ｉｓ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ｔｒａ

ｔéｇｉｅ，ｄｅｌａｇｒａｎｄｅｔａｃ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一书

中所用的术语。该书的第一版于１８３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６３

页。

１１８ 见注４３。——第２６５页。

１１９ 在１８４８年的三月日子里，在全意大利奋起反对奥地利统治的人民群众

的压力下，教皇庇护九世和那不勒斯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派军队去

北意大利参加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但是这些军队参加解放战争是暂时

的，不久斐迪南二世和庇护九世便公开投入意大利革命的敌人的阵

营。——第２６６页。

１２０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实行了反革命政变，残酷

地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原来在伦巴第支援革命军的一个那不

勒斯军被斐迪南二世召回那不勒斯，这减轻了拉德茨基在北意大利的

负担。——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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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所列举的是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波拿巴所进行的意大利战局中在围攻曼都

亚时期（见注８８）发生的几次会战：在美多列，奥军败于法军；在巴

萨诺，波拿巴于１７９６年９月８日击败了武尔姆泽尔指挥的奥地利军

队；由于在１７９６年１１月６—７日的卡利阿诺会战中遭到失败，法国军

队被奥地利军队击退到里沃利。——第２６８页。

１２２ 指１８０９年提罗耳农民在安德列阿斯·霍弗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拿破仑

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次起义战争中，提罗耳人广泛地采用了山地

游击战的作战方法。１８０９年１０月奥地利政府同拿破仑法国签订和约

以后，提罗耳农民由于得不到奥地利正规军的支持，于１８１０年被法国

人和意大利人所击溃。——第２６９页。

１２３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时期于１８００年１２月３日发生

的霍根林登会战。法国军队在莫罗指挥下击败了约翰大公的奥地利军

队。——第２６９页。

１２４ 指毕洛夫著的“德国和意大利１８００年战局史”（Ｂｕｌｏｖ．《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

ｃａｍｐａｇｎｅｄｅ１８００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ｅｔｅｎＩｔａｌｉｅ》）一书。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０１

年在柏林以德文出版。——第２６９页。

１２５ 指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反对

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西班牙人广泛地采用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

法。——第２７１页。

１２６ 莱茵联邦是１８０６年７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

部的各邦的联盟。由于１８０５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

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有１６个德国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５个

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１８１３年拿破仑的军队在

德国遭到失败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第２７２页。

１２７ 根据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签

订的和约，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部分领土（皮蒙特、热那亚、帕尔

马、皮阿琴察等）的占领，并把亚得利亚海的沿海地区（威尼斯省、伊

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戚亚）让给了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让给当了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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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王的拿破仑第一），自己仅保留了的里雅斯特。拿破仑把提罗耳转

让给了与他结盟的巴伐利亚。——第２７２页。

１２８ 指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法军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战胜了普鲁士军队

以后，在拿破仑第一率领下在普鲁士疾速地、几乎毫无阻挡地向前推进

的事实；１０月２８日法军就已进入施特廷（兹杰辛）。——第２７７页。

１２９ 公元前３２１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

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

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说

法，即遭受莫大的侮辱。——第２７８页。

１３０ 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意大利的革命事件。１８２０年７月资产阶级革命

者烧炭党人在那不勒斯发动起义，反对专制制度，争取实行了一个温和

的自由主义的宪法。１８２１年３月皮蒙特发生起义。领导起义的自由党

人颁布了宪法，并企图利用北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运动，将整个国

家在皮蒙特执政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由于神圣同盟各大国

的干涉以及奥地利军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皮蒙特，这两个国家又恢复

了专制制度。——第２７８页。

１３１ １８０８年秋，当拿破仑第一到爱尔福特同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谈判

时，几乎整个德国都向法国屈服了，只有奥地利还对拿破仑作过抵抗。

为了向拿破仑表示忠诚而聚集到爱尔福特的德国各邦君主，同意共同

反对奥地利。

１８５０年５月和１０月，在华沙举行了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参加

的会议，会议是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尖锐化而由

俄国倡议召开的。在会议上，俄皇以奥普争端的调停人的身分出现，他

利用自己的影响，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在它的保护下建立德国各邦的政

治联盟的企图。

布隆采耳会战在这里是对库尔黑森（黑森—加塞尔）起义时期于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８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先头部队发生的一次小战斗的讽

称；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政以镇压起义的权

利。在与普鲁士发生的这次冲突中，奥地利又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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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普鲁士被迫让步。——第２８０页。

１３２ 指反拿破仑同盟的军队于１８１４年３月３０—３１日和１８１５年７月６—８

日占领巴黎的事实。——第２８２、６７６页。

１３３ 奥登纳德会战发生在１７０８年７月１１日，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

战争时期。法军被英奥联军所击败。

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６日，法国革命军在杜木里埃指挥下于热马普大胜

奥军。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弗略留斯会战中，法军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军

队。这项胜利使法军得以进入比利时境内并占领比利时。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６日，普鲁士军队在布吕歇尔指挥下于利尼被拿破

仑的法军所击败。这是拿破仑第一获胜的最后一次会战。１８１５年６月

１８日在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指挥的英荷

联军和普鲁士军队所击溃。——第２８５页。

１３４ 指１８１４年２—３月拿破仑第一在蒙米赖、梯叶里堡、里姆等会战中战胜

了第六次反法同盟的优势兵力。——第２８６页。

１３５ 威塞尔、卡斯特尔和克尔于１８０８年并入法国；在联军粉碎了拿破仑法

国以后，这些莱茵河上的筑垒据点归还给了普鲁士。——第２８８页。

１３６ 丹麦到埃德尔河！——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丹麦自由党（即埃

德尔丹麦人党）提出来的口号，他们要求把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并且与邻

近的其他德国地区有埃德尔河一河之隔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完全与丹麦

合并。——第２９３页。

１３７ 罗伊斯 格莱茨 施莱获 罗宾斯坦是讽指德国的各小邦，它们的正式名

称是弟系罗伊斯和长系罗伊斯。——第２９３页。

１３８ 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比利时和荷兰组成一个统一的尼德兰

王国，而比利时实际上是隶属于荷兰。由于１８３０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比

利时成了独立的君主立宪国。——第２９４页。

１３９ 暗指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弗·科尔布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年由他担任

编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充满普鲁士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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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精神的好战言论。——第２９５页。

１４０ 这是１７４８年８月１４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给骑兵少将们的训示中的

话。——第２９６页。

１４１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时期，在１７５７年１１月５日的罗斯巴赫会

战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打败了法国和与普鲁士为敌

的德国各邦的联合兵力。１７５８年８月２５日（俄历１４日）在措尔恩多

夫，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国军队进行了会战，结果双方都遭到了惨重的

损失，未分胜败。

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年）时期，在１７４５

年６月４日的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在弗里德里希一

世指挥下击败了奥地利—萨克森的联军。在这几次会战中，普鲁士骑兵

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第２９６页。

１４２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

和维护那里的封建君主制度于１８１５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

联盟。——第２９６、６７３页。

１４３ 指波拿巴分子拉·格隆尼埃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

意大利”１８５９年巴黎版（《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ｅｔｌ’Ｉｔａｌ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９）．——第２９７页。

１４４ １８５８年底到１８５９年初，在１８１５年确立了英国保护权的伊奥尼亚群岛

上当地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他们要求取消不列颠高级专员对

该岛的专制统治，并与希腊合并。从１８１５年以来一直延续不断的斗争

在１８６４年以伊奥尼亚群岛转归希腊而告终。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发生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

次起义是１８５７年春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

队发动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极其广大的地区。起义的主要动

力是农民和城市贫苦的手工业者。由当地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

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上的分歧以及殖民者在军事技术

上占着优势，结果遭到了失败。——第２９８页。

３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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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 恩格斯关于一些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看法，即他认为这些小民族通常

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下去，而在集中的进程中不可避免

地要被更大的、生命力更强的民族所吞并的意见，是不确切的。恩格斯

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集中的趋势，建立大国的趋势，但

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另一种趋势——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的

斗争的趋势，它们力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趋势。历史表明，有许多小民

族，而且首先是以前参加了奥地利帝国的那些斯拉夫民族，不仅表现了

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成了建立新社会制度——社会主

义制度的参加者（关于这一点详见本版第６、８和１１卷的说明）。——

第２９８页。

１４６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土伊勒里宫的叹息”原是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但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它作为两篇独立的社论分别发表在该报的

两号上。——第３００页。

１４７ 指１８５９年３月５日“通报”非官方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纽约每日论

坛报”曾予转载。——第３００页。

１４８ 法国外交曾利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希望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

的愿望来巩固拿破仑第三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１８５９年１月在法国和

俄国的协助下亚历山大鲁·库扎上校被选为两个公国的国君（执政

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到１８６２年才建立。——第３０１、５０５页。

１４９ 指拿破仑第三写给英国作家弗兰西斯·赫德的信。这封信刊载在１８５９

年３月５日的“泰晤士报”上。——第３０２页。

１５０ 暗指弗·赫德的著作“拿骚泉源的肥皂泡”。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就获

得了从男爵的封号。——第３０２页。

１５１ 暗指路易·波拿巴亲王在１８３８—１８４０年和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间作为流亡

者侨居英国一事。——第３０２页。

１５２ 指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３６年和１８４０年先后企图在法军中掀起叛乱都遭

到失败的事实（见注７１）。——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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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１８４６年２月在波兰领土上准备进行一次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

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

波兰小贵族的叛卖行为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所逮捕，总起义遭

到了破坏，只是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１８１５年起由奥地利、

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２月２２日获得了胜利，成立

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１８４６年３

月初被镇压下去了。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条约，

把克拉科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３０６页。

１５４ 指１８４８年奥地利的尖锐的财政危机。危机的表现是：国债大量增加，货

币贬值，纸币大量发行。——第３０６页。

１５５ 指拿破仑第三在１８５９年１月１日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所作的反对奥

地利的谈话（见注４４）。——第３０６页。

１５６ １８５８年２月在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的法国政府的威胁的影响

下，帕麦斯顿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

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

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第３０７

页。

１５７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区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的所在地。——第３０７页。

１５８ １８５２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属非洲领地）把黑人迁移

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的种植场去劳动的计划。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

买卖的计划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１８５７年１１月载

有黑人的法国商船“沙尔和若尔日号”在东非洲海岸的葡属领地被扣留

了，欧洲报纸对这件事反应频繁。——第３０７页。

１５９ １８０１年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吕内维尔和约和１８０２年法国和英国

之间签订的亚眠和约结束了法国和第二次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但是，

和平是非常短暂的。由于英国不履行亚眠和约中规定的撤出它在１８００

年占领的马耳他岛并将其交由各列强共同保护的条款，拿破仑第一便

以此为借口重新恢复战争。１８０３年３月拿破仑在土伊勒里宫接见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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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惠特沃思勋爵结束谈话时尖声喊道：“马耳他或者战争！”——第

３０７页。

１６０ １８５８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是反对得比 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

党反对派的领袖）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臬去阐明他对行将来临

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地

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但是在１８５９年２月３日议会开幕时，帕麦斯顿

在演说中谴责了法国的行动。——第３０７页。

１６１ 英国公爵的幼子们获得“礼貌上尊称的”（《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勋爵的封号，

就是说，他们只是由于习惯而获得这样的封号，在法律上并没有继承这

个封号和成为上院议员的权利。《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这个常用语适用于一切

不是由法律保证的，而是恩赐的或相沿成习的东西。——第３０８页。

１６２ 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

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受法国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 阿利

的协定。由于这个协定的缔结，法国和欧洲各国同盟之间便产生了爆发

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 菲力浦国王没有下定决心打仗，放弃了对穆罕

默德 阿利的支持。——第３０９页。

１６３ 奥地利在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２日向普鲁士递交了一份照会，该照会同时分

发给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德国其他各邦，在照会中奥地利要求普鲁士履

行自己对盟邦所负的义务，参加行将来临的反法斗争。——第３０９页。

１６４ 暗指意大利烧炭党人的秘密团体（见注６５）。

菲麦（Ｖｅｈｍｅ）是中世纪德国秘密法庭的名称，它们以秘密审判的

方式对被告做出缺席判决，并且秘密加以执行。——第３１０页。

１６５ 指奥地利，它曾在１８５５年和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签订了一个宗教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被废除了的许多天主教会的特

权恢复了。主教们重新获得了同罗马直接联系的权利，设立了最高宗教

检查机构，学校的课程受到教会的监督。为监督宗教条约的执行，在维

也纳成立了一个特别宗教会议，由圣使担任主席。——第３１１页。

１６６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古罗马的一个同名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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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感化移民区；从１８５１年不１８６０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一个城市，政治犯流放和服苦役的地

方。——第３１２页。

１６７ 关于华沙会议和布隆采耳会战见注１３１。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间奥普关系尖锐化

的原因之一。１８４８年３月，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

的民族解放战争，普鲁士站在起义者方面，参加了战争。奥地利在此时

期和其他的欧洲列强一起支持丹麦君主国，并对普鲁士施加压力，迫使

它在１８５０年７月和丹麦缔结和约。１８５１年冬，德意志联邦的军队（奥

军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对起义者进行了讨伐，迫使后者放下武器。

在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期间，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投

机取巧的普鲁士在奥地利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被迫在１８５４年同

意奥地利关于俄军必须从多瑙河两公国撤退的要求，并答应在战争结

束时支持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敦促沙皇政府接受联军的条件作为和平

谈判基础的最后通牒。——第３１２页。

１６８ 指１８５８年５—８月在巴黎召开的各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

土耳其、普鲁士、撒丁）会议上普鲁士所持的反奥立场，在会上普鲁士

不顾奥地利的反对，支持了关于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合并成

一个统一国家的建议（见注１４８）。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见注６９）的中央机关，设于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是执行德国各邦的反动政策

的工具。

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从１８５１年起是俾斯麦。他在开始进

行活动时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１８５９年初

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第３１３页。

１６９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国各邦的关税同盟，是１８３４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

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

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国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

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３１３、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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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 关于巴塞尔和约见注８６。——第３１３页。

１７１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

年６月起在柏林出版，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

报。这家报纸也称为“十字报”，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

第３１３页。

１７２ 指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普鲁士人和意大利问题”（《Ｐｒｅｕβｅｎ

ｕｎｄｄｉｅ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Ｆｒａｇｅ》）。——第３１３页。

１７３ 贝奥提亚人——贝奥提亚省的居民，这个省被认为是古希腊的一个经

济文化落后的省份。——第３１４页。

１７４ 指１８４８年６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大公约翰

为帝国摄政王，授权他在帝国宪法生效以前掌管执行权；１８４９年１２月

以前担任摄政王的约翰实际上是德国君主们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

者。——第３１４页。

１７５ １８５５年４月拿破仑第三和皇后欧仁妮一起访问了英国。——第３１７

页。

１７６ 指伦巴第的王冠。——第３１７页。

１７７ 指的是１８３６年和１８５７年的危机前夕在１８３６年和１８５６年出现的经济

上的景气现象。——第３１７页。

１７８ 暗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初期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公爵

们从自己的领地上逃跑一事。——第３１８页。

１７９ 根据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于１８５６年签订的巴黎和约（见注６４），俄国丧

失了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并被迫放弃对多瑙河公

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

后来，俄国由于力图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援助了巴尔干各国

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和法国一起，支持莫尔达维

亚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罗马尼亚国家的要求，俄国还支持了１８５８年

１１月底发生的塞尔维亚王朝政变，由于政变的结果，在对外政策上依

８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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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于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王朝被奥布廉诺维奇王朝

所代替。——第３２３页。

１８０ 见注１４４。——第３２５页。

１８１ 奖金是政府决定授予参加消灭或截获敌人船只以及走私的中立船只的

战舰舰员的款项。——第３２５页。

１８２ １８５４年墨西哥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接着发生了内战，一直继续到１８６０

年底，结果封建主和僧侣的反动势力被粉碎了。——第３２８页。

１８３ 指的是孟买，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孟买和孟加拉、马德拉斯一起

被划为由总督统辖的特别管区。——第３３０页。

１８４ 马克思讥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是大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大莫卧儿帝

国（当时对一个执政王朝的称呼）是１５２６年由突厥族征服者——莫卧

儿人（现代人认为就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它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

印度的大部分领土和一部分阿富汗的领土以后，达到全盛时期。但是，

由于多次的农民起义和印庶各族人民对征服者不断反抗，同时它内部

经常发生内讧以及封建分离主义的倾向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开始

衰落，十八世纪上半期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第３３１页。

１８５ 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英法反对中国的掠

夺性战争——以后，于１８５８年６月签订的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附件。

这个条约规定，除了以前已经开辟的５个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以外，在扬

子江、满洲、台湾和海南岛再开辟５个商埠；允许外国在北京驻经常的

外交代表，外国人有权在中国国内自由来往和在内河自由航行，保证传

教士受到保护。英国殖民者根据天津条约大大扩大了在中国的特权以

后，同意限制鸦片贸易；鸦片贸易耗尽了中国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殖

民者本身开发这些资源的可能性。

条约的附件谈到要调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规定向中国

输入鸦片要征收高额税款：外国商人只能在条约严格规定的商埠上贩

卖鸦片，外国人在中国国内贸易方面的一切优惠条件不适用于鸦片贸

易——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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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克拉科夫在１８４６年起义（见注１５３）遭到镇压以后被并入奥地利帝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奥地利当局在匈牙利建立

了残酷的恐怖制度，不仅匈牙利革命期间通过的一切法律被废除了，

而且匈牙利早在革命前所有的部分自治权也被取消了。——第３３５

页。

１８７ 四项条款是参加克里木战争的各大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

１８５４年８月８日的照会中作为开始和谈的先决条件向俄国提出的四

项要求，就是：俄国必须放弃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

护权，这些地区由全欧洲共同保护；开放多瑙河，使各国可以自由通航；

同意修改１８４１年签订的关于海峡的伦敦公约；放弃对土耳其基督教臣

民的保护权。俄国政府起初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但是１８５４年１１月它同

意以这些条款作为将来进行和谈的基础。——第３３５页。

１８８ １８１５年维也纳条约规定，奥地利有权在费拉拉、科马基奥和皮阿琴察

驻军。——第３３５页。

１８９ １８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的亚琛议定书是五大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

国和法国）在神圣同盟（见注１４２）第一次会议上签订的。议定书重申

忠实于１８１５年的条约以及维也纳会议上确定的欧洲的国家制度；议定

书宣布各大国愿意支持各地的封建专制制度并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

放运动。——第３３９页。

１９０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是１８４１年创办的一家法国日报，１８５０年它

代表了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以

后，它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３４２页。

１９１ 从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２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根据

新的材料对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和补充。——第３４３页。

１９２ 指１８２１年５月神圣同盟在来巴赫（柳布梁纳）举行的会议。在来巴赫

会议上，神圣同盟各大国公开宣布了干涉他国内政以维持当地的封建

君主制度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来巴赫会议决定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

大利去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由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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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坚决要求而加入１８１８年亚琛议定书中的限制性条款的规定，意大

利各国君主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按照这一条款，干涉别国内

政，只能按照这些国家的“愿望”进行，并应给予它们以参加谈判的权

利。——第３４４页。

１９３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奥普两国的关系由于争夺德国的霸权而尖锐化，普鲁士

因而宣布总动员。这次动员暴露了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普鲁

士军队装备的落后，这促使普鲁士政府采取了克服这些缺点的有力措

施。——第３４６页。

１９４ 指的是１８５９年３月３日（俄历３月１９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签订的关

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

约。报刊披露了关于条约的消息，但是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公开否

认存在对法国有任何书面规定的义务。关于丹麦参加条约的消息后来

没有得到证实。——第３５２、３７１页。

１９６ １８５９年４月，在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都爆发了人民起义，统治

这些地方的公国王朝中的人物纷纷逃出他们的领地请求奥地利军队保

护。由于起义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国民议会宣布各公国的人民愿意加

入皮蒙特。关于各公国并入皮蒙特的问题，１８６０年３月通过全民投票

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第３５５、３６１、４７３页。

１９６ １８５９年２月中，英国得比政府建议正式调解法奥之间的冲突。为此目

的，１８５９年２月末，考莱勋爵经拿破仑第三的同意，被派往维也纳。他

同奥皇弗兰茨 约瑟夫进行了谈判。但是考莱勋爵的使命没有胜利完

成。——第３５６页。

１９７ 哥达党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在哥达城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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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

议会的右翼自由派。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下述目标：把

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除在

外。——第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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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暗指在萨托里阅兵时犒赏士兵一事（参看注７０）。——第３６１页。

１９９ 《Ｃａｖｅａ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ｅｓｎｅｑｕｉｄ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ｉｃａｐｉａｔ》（“为了共和国

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

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

的权力。——第３６２页。

２００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０２年起

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和随之而来的反动

时期，反映着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３６２

页。

２０１ 指卡尔·福格特。关于福格特的详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２版第１４卷卡·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第３６２页。

２０２ 指劳麦的文章“普鲁士的观点”（《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Ｐｒｅｕβｅｎｓ》），１８５９

年春发表于“施本纳报”（《Ｓｐ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不久后又和他的其

他一些文章一起转载于名为“论当代政治”（《Ｚ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ｄｅｓＴａｇｅｓ》）

的文集中。——第３６２页。

２０３ 指拿破仑第一对毕洛夫所著的“德国和意大利１８００年战局史”一书的

一条批语。１８１９年拿破仑第一在圣海伦岛读过该书。关于这一点详见

本卷第２６９—２７２页。——第３６５页。

２０４ 威·维利森最有名的著作是：“关于１８３１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

战争的理论”，共分两册，１８４０年柏林出版（《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ｇｒｏβ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ｓａｎｇｅｗｅｎｄｅｔａｕｆｄｅｎ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Ｆｅｌｄｚｕｇｖｏｎ１８３１》．Ｉｎ

ｚｗｅｉＴｈｅｉｌ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意大利战局”１８４９年柏林版

（《Ｄｅｒ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ＦｅｌｄｚｕｇｄｅｓＪａｈｒｅｓ１８４８》．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９）。——第

３７１页。

２０５ １８４８年３月威尼斯发生革命，奥军被驱逐，政权转入以丹尼尔·马宁

为首的临时政府手中。临时政府在威尼斯宣布成立共和国，它一直存在

到１８４９年８月。——第３７２页。

２０６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奥军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８日在

２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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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布（迪厄尔）城下击溃了匈牙利军队并占领了该城。——第３７３页。

２０７ 指１８４９年８月３日奥军被匈牙利革命军击败于阿契（在科莫恩附

近）。——第３７３页。

２０８ 指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时期在维也纳建立的大学生武装组织——大学生

军团的战士。——第３７３页。

２０９ “维也纳日报”（《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官方政府报纸“奥地利帝国维也

纳日报”（《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简称，从

１７８０年起以该名称出版。——第３７６页。

２１０ 马克思把１８３３年在的里雅斯特成立的轮船公司称为奥地利的劳埃德。

劳埃德是伦敦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第一家海船保

险公司（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因此欧洲国家有许多轮船保险公

司都以劳埃德的名字命名。——第３７７页。

２１１ 马克思指１８５７年１１月周期性危机时期在汉堡成立保证贴现公司，以

及发行１５００万马克的有息证券作为以商品或国家证券作抵押的贷

款；贷款数应相当于作抵押的商品价值的５０％至６６２ ３％（参看“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３６６—３７１页卡·马克思“欧洲的金融

危机”一文）。——第３７７、３９３页。

２１２ 指１８４６年２—３月加里西亚农民大起义期间奥地利统治集团所采取的

政策，加里西亚农民大起义是和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见注１５３）

同时发生的。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起义的加里西亚

农民和准备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农民起义从

解除波兰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随后具有了大规模摧毁地主庄

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

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３８８页。

２１３ 从本文开始恩格斯给“人民报”撰稿。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

求而写的。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是一家周报，从１８５９年５月７日至８月

２０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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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１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

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２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

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报纸审稿，

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６月１１日的第６号上，该报编辑部正

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为该报

撰稿（见本卷第６８３页）。从此以后，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

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从７月初起，马克思成了该报的编

辑和行政负责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

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

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该报

上，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各个

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

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

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

的序言、马克思的５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Ｑｕｉｄｐｒｏ

ｑｕｏ》）、恩格斯的９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

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

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

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

了１６号。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０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３９７页。

２１４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科莫恩（科马罗姆）要塞是匈牙利

革命军的一个据点，他们在那里经受住了奥军两次（１—４月和７—９

月）长时间的围攻。——第３９７页。

２１５ 在罗马共和国倾复（见注４５）前夕，当罗马制宪议会决定停止斗争以

后，加里波第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２日率领４０００人的一支志愿军离开了罗

马，前去援助反抗奥军的威尼斯共和国。加里波第巧妙地在奥军后方进

行机动，多次突出重围，但是未能冲入被围困的威尼斯，１８４９年７月

３０日他被迫进入中立国圣马力诺的国境，解散了自己的队伍。——第

４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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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页。

２１６ 指伦巴第志愿军在阿勒曼迪将军指挥下反对奥军的行动。伦巴第志愿

军于１８４８年４月封锁了提罗耳从托纳列至斯特尔维奥的各个山

口。——第４０４页。

２１７ 本卷刊登的马克思为马志尼的宣言“战争”所写的按语，表明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认为必须给予在波拿巴干涉意大利解放事业这个问题上采取

正确立场的马志尼以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许马志尼就这个问题所

发表的反波拿巴言论，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们仍继续不断地批评马志

尼的整个观点和策略。——第４０６页。

２１８ 从１８４９年３月起马志尼是三执政的首领（马志尼、萨费和阿尔美利

尼），罗马共和国制宪议会授予三执政以执行权和保卫共和国的全

权。——第４０６页。

２１９ 指的是加里波第在１８６９年５月在他的志愿军进入伦巴第领土时所发

表的告伦巴第居民书。——第４０６页。

２２０ “思想和行动”（《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Ａｚｉｏｎｅ》）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１８６０年在罗迦诺和

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马志尼宣言“战争”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６日的“思想和行动”上，

后来转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略有删节。——第４０７页。

２２１ 指的是意大利诗人和爱国者霍夫雷多·马美利于１８４９年７月在保卫

罗马共和国、抵抗路易·波拿巴派去的法国军队时牺牲一事。——第

４０７页。

２２２ 指查理五世在最后战胜了教皇过去的盟友法国人并把他们赶出意大利

之后，于１５２８年在博洛尼亚同教皇克雷门特七世所签订的条约。从那

时起，帝国政权和天主教会便团结一致来消灭意大利各城市国家残存

的独立活动。——第４１０页。

２２３ 康波福米奥和约是法国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于１７９７年１０

５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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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法国把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连同威尼

斯城以及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戚亚转让给奥地利以换取奥地利在

莱茵河疆界上的让步；另一部分则并入拿破仑第一于１７９７年夏季在意

大利北部夺来的土地上建立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归属法国的还有伊

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地区的领地。——第

４１２页。

２２４ 暗指关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诺瓦拉会战（见注５０）的内容含糊的战报。

恩格斯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

卷第４５８—４６８页）为题的那组文章中分析了这些战报。皮蒙特在诺瓦

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王查理 阿尔伯特行动胆怯。在这以前，各

君主集团和拥护在萨瓦王朝政权下统一意大利的人们，百般颂扬这位

国王的“英勇”。他们称查理 阿尔伯特是“意大利之剑”（《Ｓｐａｄａｄ’

Ｉｔａｌｉａ》）。在查理 阿尔伯特退位后，他的儿子维克多 艾曼努尔被迫于

１８４９年８月在米兰与奥地利缔结和约，根据和约规定，奥地利保住了

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领地，并得到皮蒙特的赔款７５００万法郎。——第

４１４页。

２２５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

级的机关报；从１８４６年到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４１７

页。

２２６ １８１３年５月２日（俄历４月２０日），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维特根施坦

指挥下的俄普联军在吕特岑（属萨克森）发生了会战，双方都未取得决

定性的胜利。——第４１９页。

２２７ 本文在略加修改后曾以“历史的一章”（《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为

标题用英文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７月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个修改

稿曾译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内。——第４２７页。

２２８ 十二月十日会是１８４９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

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７３—１７６页）一书中对这个团体作了详尽的评

６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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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４３２页。

２２９ 暗指路易·波拿巴说的一句话：“帝国就是和平”（见注６０）。——第

４３６页。

２３０ 暗指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写的“拿破仑观念”（Ｎａｐｏ

ｌéｏｎ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ｓ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一

书。——第４３６页。

２３１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

１９１５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

４３７页。

２３２ 指在德国庸人中间流行一时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诗，他的

诗是崇尚辞藻而内容空洞的诗歌的典型。——第４３８页。

２３３ “奥林匹克马戏院”（《ＣｉｒｑｕｅＯｌｙｍｐｉｑｕｅ》）——巴黎的一个剧院。

圣詹姆斯街——伦敦的一条街道，那里有许多俱乐部和赌场。

阿斯特利圆剧场——伦敦的一个露天马戏院。——第４３９页。

２３４ 拿破仑法典是１８０４年拿破仑第一颁布的民法典。恩格斯称它为“典型

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不许寻究父方”（《Ｌ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ｅｌａｐａｔｅｒｎｉｔéｅｓｔｉｎｔｅｒｄｉｔｅ》）是

拿破仑法典第３４０条的条文。———第４４１页。

２３５ 这里，“人民报”编辑部加了如下的附注：“大家知道，据最近报道，奥

军确实退到了他们在明乔河东岸的要塞区。这一退却即使在战略上没

有带来任何损失，但是终究不能不对军队的士气造成极有害的影

响。”——第４４３页。

２３６ 本文（特别是开头部分）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篡改过。——第

４４４页。

２３７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政策。他在欧洲各大国第三次反

法同盟和拿破仑第一之间采取随风转舵的策略，结果使拿破仑第一起

初在１８０５年击败了奥地利，接着又在１８０６年击败了普鲁士。

７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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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塞尔和约见注８６。

关于莱茵联邦见注１２６。——第４４６页。

２３８ 见注９０和９６。——第４５０页。

２３９ 见法１６５。——第４５１页。

２４０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和政

论性的双周刊，从１８２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４６０页。

２４１ 暗指普鲁士同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国君以及支持他们的德国其他十七个

邦的君主结成同盟，排除奥地利，以普鲁士为霸主统一德国，并实现建

立“小德意志”计划的企图。这个计划得到了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联合组成所谓“哥达党”（见注１９７）的右翼自由派的支持。哥达党曾

积极参加了为通过根据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意志宪法草案而于

１８５０年３月２０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议会的选举。在奥地利君主

国和俄国沙皇政府的压力下，以前支持普鲁士的许多德国邦倒向了奥

地利那边，而普鲁士政府也因为害怕违抗尼古拉一世的意旨，而于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９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第４６２页。

２４２ 三月要求是表达了人民情绪的四个基本政治要求，这些要求是１８４８年

２月由巴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来的，它们很快就传遍了德国的

西南部。这些要求就是：一，武装人民，人民有权选举军官；二，出版

自由不受限制；三，成立陪审法庭；四，立即召开德国议会。德国各邦

的自由资产阶级在人民的压力下把这些要求变成了他们在同君主制作

斗争中的纲领，但是，刚刚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掌握了政权，就出

卖了人民的利益，同君主集团进行妥协。——第４６２页。

２４３ 指“拿骚公民们的声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１日在维斯巴登发表，是图谋

以普鲁士为霸主统一德国的德国各邦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第

４６２页。

２４４ 埃申海麦尔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条街道，１８１６—１８６６年德国

联邦议会设在这里。——第４６４页。

２４５ １８５９年７月８日在维拉弗兰卡城举行了法奥两国皇帝在没有皮蒙特

８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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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参加下的单独会晤。这次会晤是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建议举行的，因

为他害怕战争拖下去会加强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和民

族解放运动。在这次会晤中签订了停战协定。７月１１日法奥双方签署

了初步和约，根据和约，伦巴第（曼都亚和培斯克拉两要塞除外）转归

法国（但是拿破仑第三后来为了换取萨瓦和尼斯，把伦巴第让给了撒

丁），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应该复位。

和约规定建立以教皇为首脑的意大利联邦。尽管初步和约中的某些条

文没有实行（例如，建立意大利联邦、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复位

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说来和约的条件为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在

苏黎世签订的最后和约打下了基础。——第４６６页。

２４６ 指那些丧失了政权的德国小邦君主，他们的领地被兼并了，即在拿破仑

战争和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期间由于德国版图的重新划分而

被并入德国较大的各邦。许多被兼并的小邦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维也纳

会议。——第４７４页。

２４７ １８４８年，帕麦斯顿为了限制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执行英国传统的

“欧洲均势”政策，曾力求使伦巴第归并于皮蒙特君主国。奥地利政府

慑于国内的革命事件和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被迫在５月２４日

的备忘录中同意让出伦巴第，并让威尼斯分立，成为一个以奥地利大公

为首的独立国家，但在皮蒙特战败以后，奥地利又收回了自己的意

见。——第４７４页。

２４８ 尼·马基雅弗利著：“佛罗伦萨史”（Ｎ．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ＬｅＩｓｔｏｒｉｅＦｉｏｒｅｎ

ｔｉｎｅ》）。该书的第一版于１５３２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第４７５

页。

２４９ 由于席卷北意大利和教皇国的争取和皮蒙特合并的运动日益加强，教

皇庇护九世于１８５９年６月发布通告，威胁说凡是敢于侵犯教皇世俗政

权的人，一律开除教籍，达首先是针对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说

的。——第４７６页。

２５０ “人民报”刊登恩格斯这篇文章时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如果不停留这四

个半小时，这个军未必能经受住它赶往战场时的那种极端紧张的行军”

９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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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５日恩格斯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句话与上下文

的意思是矛盾的，因此在本版中取消了这句话。——第４８１页。

２５１ 见注８７和９５。——第４８２页。

２５２ “画报”（《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是一种法国文艺画刊，从１８４３年起在巴

黎出版。——第４８６页。

２５３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是一种英国画报

周刊，从１８４２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４８７页。

２５４ 神圣之路（Ｖｉａｓａｃｒａ）是指古罗马获胜而旧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后

来“神圣之路”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泛指一般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

军。——第４８８页。

２５５ 暗指１８４０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兵变失败后被囚禁于阿姆要塞一事；

１８４６年路易·波拿巴从要塞逃出（见注７１）。——第４８８、４９７、５０４页。

２５６ 圣马丁门剧场——巴黎一个剧院，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政变时，在该剧院附近

曾发生波拿巴兵痞殴打共和党人的事件。——第４８８页。

２５７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战争”（《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ｅ》）一书中提出了这种思

想。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３２年在柏林出版。——第４９１页。

２５８ 指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５日的弗兰茨 约瑟夫宣言，宣言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７月

１６日的奥地利官方机关报“维也纳日报”上。——第４９２页。

２５８ 雪恩布龙——维也纳的一个宫殿，奥皇的夏宫。——第４９３页。

２６０ 指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９日拿破仑第三在圣克鲁接见国务会议、参议院和立

法团成员时的讲话。讲话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０日“通报”第２０１

号。——第４９４页。

２６１ 见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著：“１６８８年和１８３０年的历史片断》（Ｎａｐｏ

ｌéｏｎ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１６８８ｅｔ１８３０》）。该书是

路易·波拿巴被禁于阿姆要塞时写的，第一版于１８４１年在巴黎出

版。——第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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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 指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６日刊登在“通报”第２０７号的非官方栏中的一篇没有

署名的文章。——第４９８页。

２６３ “诚意协商”（《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是英法之间在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以后

建立的，由于１８３４年４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所谓四

国同盟条约而形成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签订这一条约的时候，就已经暴

露出了英法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后来不止一次地导致两国关系

的尖锐化。——第４９８页。

２６４ 拿破仑第三关于把陆军和海军转入平时状态的声明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

２８日“通报”第２０９号；在战争前夕所作的声明也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３月

５日“通报”第６４号上。——第５００页。

２６５ 《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偷梁换柱，混淆视听”）是１８５９年７月底—８月中

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一组文章的标题；由于“人民报”停刊，

这组文章没有登完。——第５０３页。

２６６ 克劳塞维茨著“１７９６年意大利战局”（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ＤｅｒＦｅｌｄｚｕｇｖｏｎ

１７９６ｉｎＩｔａｌｉｅｎ》）。——第５０３页。

２６７ 指 路易·波拿巴总统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颁布的关于法国恢复帝制并

宣布路易·波拿巴本人为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的命令。——第５０３

页。

２６８ 对埃及的讨伐是根据拿破仑·波拿巴的提议并在他的指挥下于１７９８

年５月进行的，其目的是要征服埃及并破坏英国和印度的交通线。这场

延续三年多的冒险的远征结果破产了。

雾月十八日（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是完成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

的一次政变；政变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

５０３页。

２６３ 指１８５５年法国和俄国之间的秘密和谈，这次谈判是通过在俄国宫廷有

广泛联系的萨克森驻巴黎公使泽巴赫男爵进行的。——第５０５页。

２７０ １８５６年，在巴黎会议上，俄国代表团团长奥尔洛夫伯爵和团员布隆诺

１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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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利用英法矛盾的基础上；在会议上形成了法俄

的接近。——第５０５页。

２７１ 在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间，拿破仑第三力图加强他在巴尔干的影响，因此他

支持门的内哥罗的公爵丹尼洛一世反对土耳其蓄谋侵犯门的内哥罗的

斗争。因此，丹尼洛一世寻求同拿破仑第三建立私人的密切关系；后者

便成了门的内哥罗的继承者的教父。

在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间，费奈迭在他于波恩出版的“北德意志报”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路易·波拿巴及

其政变的文章。——第５０５页。

２７２ 由英军据守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于１８５５年１１月投降俄军。虽然领导

要塞防御的是以威廉斯将军为首的英国军官，但是，英国政府由于暗中

关心的是削弱“盟国”土耳其，所以对卡尔斯守军的行动极其暧昧。卡

·马克思对这点的看法详见“卡尔斯的陷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６７３—７１２页）。而且威廉斯被俄国俘掳后于

１８５６年回国时，英国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给他以各种奖赏和荣

誉称号。——第５０５页。

２７３ 指１８４９年被法军占领的罗马，以及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法国军队曾经

驻扎的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第５０５页。

２７４ 指法国外交部长瓦列夫斯基在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

发言，他要求比利时报刊停止对拿破仑第三的人身攻击，这个发言得到

了其他各国代表的支持。——第５０５页。

２７５ 暗指法国参加反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５８）（见注

３１）。——第５０５页。

２７６ 见注１５８。——第５０６页。

２７７ 见注１５８——第５０６页。

２７８ 暗指拿破仑第三干涉瑞士内政在瑞士引起的不满，拿破仑第三于１８５８

年初要求瑞士政府引渡被控参与奥尔西尼阴谋的那些政治流亡

者。——第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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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 指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７日的命令，该命令按照西班牙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

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别由元帅管辖。——第５０６页。

２８０ 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１８５８年２月１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

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做了枢密大臣，如果皇太子即位时

年岁尚幼，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

马克思暗指１８４５年佩利西埃的野蛮行为，他在镇压阿尔及利亚起

义期间，曾命令燃起烟火熏死躲藏在山洞中的一千名阿拉伯起义

者。—第５０６页。

２８１ 暗指１８５８年底的对法国政论家蒙塔郎贝尔的审判案，因为他发表文章

谴责了第二帝国的制度。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被告者，但是，蒙塔郎贝尔

拒绝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做是对十七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

１６３６年曾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

由于汉普敦拒绝纳税而引起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

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第５０６页。

２８２ 马克思指的是蒲鲁东于１８５８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自一本小册子“教会所

恪守的正义”（《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ｕｒｓｕｉｖｉｅｐａｒＬ’Ｅｇｌｉｓｅ》）。在这本小册子

中，蒲鲁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

宣布的带有关于必需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则比较

好。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补充条例 （Ａｃｔｅ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ｅｌ）——拿破仑第一在他从厄尔巴岛上回来以后于１８１５年在法国

实行的宪法。——第５０８页。

２８３ 指１８５８年３月６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军队的共和主义发动，发动

遭到了失败。——第５０６页。

２８４ 见注１５３。——第５０７页。

２８５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ｍａｋｅ（自制的蓝皮书）——是马克思对１８５９年奥

意法战争的那些很像英国的蓝皮书的外交文件的称呼，这些文件于

１８５９年７月由普鲁士政府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随后于７月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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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日由奥格斯堡“总汇报”加以转载。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蒙皮

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

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５０７页。

２８６ 据传说，公元前３９０年，侵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军在长期围攻卡皮托里以

后，表示同意在获得大量赎金的条件下撤离该城，但是，当黄金已经称

出的时候，高卢人的领袖布伦高呼《Ｖａｅｖｉｃｔｉ！》（“战败者罪该万死！”），

把自己沉重的剑扔在放有砝码的称盘上，于是破坏了最初的协

定。——第３７１、３９２、５０９页。

２８７ 《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礼貌上尊称的”）。——见注１６１。

《Ｏｎｓｕｆｆｅｒａｎｃｅ》（“出于体恤”，“由于恩赐”）——在英国法律中

表示一个人由于恩赐，而不是根据法律得到某领地或封号的权利。

《Ｑｕｏｓｅｇｏ！》（“看我来教训你！”）——在味吉尔的长诗“亚尼雅

士之歌”中，尼普顿向未经他同意就在海上掀起了风暴的风这样厉声唱

道。——第５１０页。

２８８ “哥达主义”——马克思对哥达党（见注１９７）拥护者的装腔作势的言

词的称呼。

岛凯马尔克是勃兰登堡省（属普鲁士）的北部地区，反动的普鲁士

容克地主的堡垒。——第５１２页。

２８９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

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和

布伦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见注７１），也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巴黎

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５１３页。

２９０ 哥尔查科夫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

代表的紧急指示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６

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１６７号上转载。——第５１３页。

２９１ 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

ｚｅｉｇｅｒ》），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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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５１３页。

２９２ 指莎士比亚的戏剧“驯悍记”中的人物补锅匠克里斯多弗·史赖（见序

幕、第一场和第二场）。——第５１５页。

２９３ 《Ｌａｍｏｒｔ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无话可说，坚决处死”）——据说，１７９３年

１月在国民公会议员对原任国王路易十六的判决进行记名投票时，神

甫西哀士说了这句话。——第５２０页。

２９４ 马克思指的是在德国各大城市首先是柏林的十字街头上等待受雇的那

一类短工（即所谓《Ｅｃｋｅｎｓｔｅｈｅｒ》）。这些短工的语言具有独特的人民

的幽默感的特点。——第５２０页。

２９５ 指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２日约翰·罗素给英国驻普鲁士大使布卢姆菲耳德的

紧急指示；指示全文刊载在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８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１９９

号的附刊上。——第５２３页。

２９６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ｓ》是为了镇压爱尔兰革命运动于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４７年通过

的几项特别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范围内实行了戒严，并且授予

英格兰当局以各种专制的全权。——第５２３页。

２９７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是不全的。只发表了开头的两

部分。恩格斯打算分析该书经济内容的第三部分，没有在报上发表，手

稿也没有找到。——第５２４页。

２９８ 荷兰在１４７７年至１５５５年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

在帝国被分割后，处于西班牙的管辖下。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末期，

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航路，

并且依赖于荷兰人的中介贸易，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

响。——第５２４页。

２９９ 官房学是由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许多欧洲

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讲授这门课程；官房学实

质上是“各种极其不同的知识的混合物”（马克思）。——第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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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他们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大学中开设

很多讲座，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吉哲学上较激进的派别的代表人

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的学说。

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统帅们叫做狄亚多希，他们在亚历山大大

帝死后为瓜分他的帝国而彼此进行激烈的厮杀。——第５２９页。

３０１ 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１部第２册；“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４

年柏林版第４卷第１５、７５、１４５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Ｔｈ．１，Ａｂｔ．２；Ｗｅｒｋｅ，Ｂｄ．ＩＶ，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４，Ｓ．１５，

７５，１４５）。——第５３１页。

３０２ 指乔·威·弗·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１８０７年班堡和维尔茨堡

版（《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ＢａｍｂｅｒｇｕｎｄＷüｒｚｂｕｒｇ，１８０７）；

“美学讲义”第１—３卷；“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５年、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柏林版

第１０卷（《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ｋ》．Ｂｄ． — ；Ｗｅｒｋｅ，Ｂｄ．

Ｘ，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哲学史讲义”第１—３卷；“黑格尔

全集”１８３３、１８３６年柏林版第１３—１５卷（《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ｄ． — ；Ｗｅｒｋｅ．Ｂｄ． 一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１８３６）。——第５３１页。

３０３ 指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７月３０日“经济学家”杂志第８３１期上的出口报告和

进口申报价值图表。——第５３６页。

３０４ 指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间印度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见注

１４４）。——第５３９页。

３０５ 指１８４９年４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武装干涉罗马共

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派遣远征军到意大利去一事。——第

５４１页。

３０６ 《Ｓｉｃｖｏｌｏ，ｓｉｃｊｕｂｅｏ》原文应为：《Ｈｏｃｖｏｌｏ，ｓｉｃｊｕｂｅｏ》（“我怎样想，

就怎样下命令”）——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六篇中的话，作者在诗中

抨击了贵族的贪得无厌的权力欲。——第５４２页。

３０７ 圣热尔门郊区——巴黎的贵族聚居区。——第５４２页。

６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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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８ 列举出的这些撒丁特命全权代表，是维克多 艾曼努尔派到起义反抗奥

地利统治的各公国和罗曼尼亚（教皇国）去的，目的是策划这些地区归

并于皮蒙特。当在意大利全境引起抗议运动的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

２４５）签订以后，维克多 艾曼努尔在法国的压力下，召回了这些代

表。——第５４４页。

３０８ 指法国记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意大利忘

恩负义”，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８月３日的“立宪主义者报”上。——第５４４

页。

３１０ １８５９年夏天，英国发生了争取九小时工作制的群众运动；在伦敦，这

个运动席卷了组织在工联中的建筑工人。１８５９年７月底，特罗洛普家

族一个公司的建筑工人，由于企业主拒绝满足在保留原工资的条件下

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宣布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木匠、石匠、砖瓦匠

和其他工人。７月２７日企业主们在联席会议上向工会公开宣战，一致

决定不招收参加工联的工人，而８月６日又对两万多工人宣布实行同

盟歇业，在此以后，伦敦和其他城市的罢工运动更加加强了。参加罢工

的和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伦敦建筑工人得到了伦敦和英国８０个城

市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援。罢工一直持续到１８６０年２月，并以妥协的办

法结束：企业主同意招收工联会员，而工人则被迫收回关于九小时工作

制的要求。——第５４６页。

３１１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在英国形成了自由党，它的成

员包括辉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皮尔分子（温

和的托利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地位的自由党人遭

到了同时期形成的，代托利党而起的保守党的反对。——第５４７页。

３１２ 指１８５９年８月１６日拿破仑第三宣布的大赦令。

大赦令第一条规定废除对报刊的各种行政“警告”，在以前如果报

刊 发表了不利于政府的材料，政府当局有权根据１８５２年的出版法提

出警告。这种警告是政府公开压制出版事业的手段之一。——第５４８

页。

３１３ 指１８５９年８月１４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北部和中部各邦自由资产

７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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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代表会议，会上讨论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中规

定实行德意志联邦的改革，组织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强有力的中央集

权政府，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等。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５—１６日于法兰克福召

开的代表大会上，基于这个纲领成立了定名为民族联盟的新党，联盟的

基本核心是哥达党（见法１９７）。——第５４８页。

３１４ “萨克森立宪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德国

自由党的报纸；该报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９年以这个名称在德勒斯顿出版，

从１８５９年４月至１８７４年该报称为“立宪报” （《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５４８页。

３１５ 暗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德国国

民议会。——第５４８页。

３１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

ｌａｓｔｆｉｆｔｅｅｎ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１８４４ｔｏ１８５８》，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９．——

第５４９页。

３１７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１８４６年６月通过的。在英国实施旨在限制和

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１８４６年的

法案的通过表明在贸易自由口号下反对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

利。

１８４８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１８５１年在澳大利亚的蕴藏丰富的金矿

的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５５１页。

３１８ 旁遮普（印度的西北地区）由于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两次英

国对锡克教徒的战争，被英国殖民者占领；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

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第５５１页。

３１９ １８５４年英国建立了所谓感化学校，１２—１６岁的少年犯不处短期徒刑，

就送入这些学校。——第５５２页。

３２０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５７９—５８３页）。——第５５７页。

８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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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指卡·马克思在“历史上有趣的一页”和“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

章”两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５０８—５１５页和

５９２—５９９页）中所做的揭露。——第５６０页。

３２２ 指科苏特参加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１８５０年６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

主派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不一的组织存

在得不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

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２年３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５６１页。

３２３ 科苏特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来往书信发表在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２日的“自

由新闻”报第１６号上。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是反对帕麦斯顿政府的一家资产阶

级报纸；从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５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

报发表过几篇马克思的著作。——第５６１页。

３２４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１８５０

年８月１５日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Ｈｕｎｇａｒｙ．１８４７—１８４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Ａｕｇｕｓｔ１５，１８５０》．Ｌｏｎｄｏｎ）。——

第５６１页。

３２５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在米兰发动的，受

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

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

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９—６０２、６２１、６２４—６２５页）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

第５６１页。

３２６ 自由贸易大厅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大厅，自由贸易派聚会的地方。——

第５６３页。

３２７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经济学思想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派

９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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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

生活。自由贸易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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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

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特别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

了英国自由党。——第５６６页。

３２８ 见注１８５。——第５６８页。

３２９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和弗·恩格斯的文章“俄国

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６２１—６２６

页和第６６１—６６５页）。——第５６８页。

３３０ 本文下面所描写的白河挑衅事件成了１８６０年夏天开始的第三次鸦片

战争的导火线，英法殖民者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强迫中国接受新

的奴役性的条件；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在北京签订了

新的掠夺性的条约，并且批准了天津条约（见注１８５）。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和法国得到了大量赔款，开天津为商

埠，英法有权在中国招募工人到殖民地去做工，英国兼并了九龙半岛的

南部。——第５６８页。

３３１ “京报”——著名的中国政府的官方通报的名称，从１６４４年到１９１１年

在北京出版。——第５６９页。

３３２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是一家英国日报，起初属于自由派，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属于保守派；该报以这个名称从１８５５年至

１８３７年在伦敦出版；从１９３７年起，与“晨邮报”（《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合

并，以“每日电讯和晨邮报”（《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

的名称出版。——第５６９页。

３３３ 指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军野蛮地炮轰广州一事；英国人利用广州的中国当

局逮捕走私船“亚罗号”划艇的水手一事作为借口，英国领事硬说这只

船处于英国国旗保护之下。炮轰广州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

幕。——第５７０页。

３３４ 指“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５９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一

０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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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１８５９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ｏｆＥｌｇｉ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１８５７—１８６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９．）。——第５７０页。

３３５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

机关报；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９年伦敦出版。——第５７１页。

３３６ 皮尔分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罗·皮尔周围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托

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

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１８４６年，皮尔为了工业

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

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从而皮尔分子集团便独立出来了。１８５０年

皮尔逝世以后，皮尔分子成了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

他们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第５７１页。

３３７ 指１８５８年６月中国与俄国和美国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

条约的内容同中国与英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相类似。——第５７２页。

３３８ 指英国驻马德里公使布尔韦尔粗暴地干涉西班牙的内政，结果使西班

牙和英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断绝外交关系一事。——第５７３页。

３３９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年），这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把

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当局在广州销毁了外

国商人的鸦片储备。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发生了俄国同中国的接近，使

俄国能够在１８５１年７月与中国签订伊宁条约，给予俄国在华北贸易的

优惠条件。——第５７４页。

３４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政府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天津条约以前，

就于１８５８年５月与俄国签订了瑗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黑龙江北岸

土地并入俄国。——第５７４页。

３４１ “东印度（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１８５９年６月８日的决议刊印”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ａｂｕｌａｎｄＡｆ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８Ｊｕｎｅ１８５９》）。——第５７４

页。

１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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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指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

阿战争。１８３９年８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但是，由于１８４１年１１月喀

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１８４２年１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

溃。——第５７４页。

３４３ “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１８３９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

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ＰｅｒｓｉａａｎｄＡｆ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９）。——第

５７４页。

３４４ 指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７日在“经济学家”杂志第８３８期上刊载的“中国的贫

困”和“中国的贸易”两文。——第５７８页。

３４５ 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之间的

冲突。主张对印度的封建上层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埃伦伯勒在１８５８

年４月１９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

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

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于是他不得不于１８５８年５月辞去督察委员

会主席的职务。得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持政

权。——第５８４页。

３４６ 改革俱乐部——伦敦一个自由派政治俱乐部，于１８３４年成立；是自由

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第５８６页。

３４７ “腐朽的市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

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享有选举代表到

议会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镇”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

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镇”的这种特权被１８３２、１８６７和１８８４

年的改革所取消。——第５８６页。

３４８ 指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见１００）。——第５８６页。

３４９ 指英国议会；从１５４７年起，下院历次议会都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

明斯特宫）举行的。——第５８８页。

３５０ 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６日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奥地利、法国和撒丁参加的会

２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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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拟定最后和约的条款；同年１１月１０日签订了和约。略加修改的

维拉弗兰卡初步条约（见注２４５）的条款成了苏黎世和约的基础。苏黎

世条约由三个单独的外交文件组成，即奥法条约、法撒关于把伦巴第

转交给撒丁的条约以及奥法撒共同条约。——第５９２页。

３５１ 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见注２３４。

Ｆｏｒｃｅｍａｊｅｕｒｅ（无法抗拒的力量，无法预见的情况）——从拿破仑

法典第１１４８条中摘引出来的说法，这一条宣称：“如果由于无法预见的

情况或偶然事件妨碍了债务人，使他不能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或者做了

禁止他做的事情，不得向其追索任何赔偿。”——第５９２页。

３５２ 执政内阁（由五个执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

关，它是根据１７９４年雅各宾派革命专政失败后所通过的１７９５年宪法

建立的。在１７９９年波拿巴政变以前，执政内阁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

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１８４８年“蓝色分子”是对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称呼，以区别

于“红色分子”（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所谓山岳派）

和“白色分子”（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君主主义者）。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蓝

色分子”的专政是在１８４８年６月镇压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期间建立起来

的，这个专政存在到同年１２月总统选举时为止。——第５９２页。

３５３ 闵斯德和约（１６４８年１０月）是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年）的、历史上总称为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约之一。这个条约是在

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和德国各邦诸侯一方同法国一方之间签订的，根据

这个条约，法国获得了亚尔萨斯（不包括斯特拉斯堡），法国对麦茨、

土尔、凡尔登等三个主教管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德国各邦诸侯被承

认为独立的君主，他们有权签订对外政治条约和协定而不受德国皇帝

的干预。闵斯德和约促进了德意志帝国的进一步削弱和法国在中欧和

西欧的优势地位的巩固。

关于康波福米奥和约见注２２３。——第５９３页。

３５４ 由于害怕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剧，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在同奥地利作战

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限制受到人民支持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行动，使

３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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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处于最不利的条件下。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维拉弗兰卡和约签

订之后，加里波第建议继续对奥地利人进行斗争，但是１８５９年１１月，

志愿军在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的坚持下被解散了。——第５９３页。

３５５ 指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普鲁士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

５９３页。

３５６ 指马志尼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写给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的信。他在信

中建议国王出来领导解放全意大利的斗争，在加里波第的帮助下发动

意大利南部起来斗争，并组织向罗马进军。马志尼的信没有获得结

果。——第５９４页。

３５７ 指维拉弗兰卡初步条约。——第５９５页。

３５８ 指卡·马克思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２卷第６２１—６２６页）一文。——第６０１页。

３５９ 见注３３４。——第６０１页。

３６０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见注３３９）结束后英国殖民者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

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规定，为英国对华贸易

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把香港一岛

割让给英国作为“永久的属地”，中国必须付出巨额赔款，实行对英国

人有利的新关税税率。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８日签订了虎门附约，对外国人作

了新的让步：外国人有权在开放的商埠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即外

国臣民不受中国法庭的审讯，实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即英国可以

机械地获得其他大国从中国得到的特权。——第６０２页。

３６１ 由于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

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加强了。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本文列举的主张同

工业资产阶级妥协的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物提出的那些议会改革

法案。１７８０年里士满公爵提出的法案规定每年要进行议会选举，给成

年的男性居民以选举权，并且重新划分选区。小皮特于１７８２年以下院

议员的身分提出，１７８５年他又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再度提出的法案，规

定要消灭“腐朽的市镇”（见注３４７），重新划分选区，以利于工业中心。

４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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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格雷在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７年提出的那些改革法案也建议消灭“腐

朽的市镇”，规定在农业区要增加选民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法案都被议

会否决。——第６０６页。

３６２ 指“禁口法”（（Ｇａｇｇｉｎｇａｃｔ》）——１８１９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人身

不可侵犯和限制出版、集会自由的六项特别法。——第６０６页。

３６３ 指洛克·金的法案和约翰·罗素的法案（分别见注９８和１０１）。——

第６０６页。

３６４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发生波拿巴政变以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

麦斯顿在同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时，赞同了路易·波拿巴的篡夺行为。

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并没有征得辉格党内阁其他成员的同意，结果

他就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辞职，虽然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

并没有分歧，而且它在欧洲第一个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帕麦斯顿

领导内阁后，由于他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１５６），又于１８５８年２月被

迫提出辞职。——第６０７页。

３６５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西班牙为达到其侵略目的向摩洛哥宣战，派奥当奈尔将

军率军侵入摩洛哥境内。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１８６０年３月，但是西班

牙军队遭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顽强抵抗，并没有取得特别明显

的胜利。１８６０年４月缔结了和约，根据该和约西班牙获得了赔款和小

块割地。——第６０９页。

３６６ 公主骠骑兵——西班牙轻骑兵的一个团。——第６１６页。

３６７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法国政府再次企图破坏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边界，但

是遭到了摩洛哥人的抵抗。为此，由四艘军舰组成的一支法国舰队轰击

了泰图安堡垒。——第６１７页。

３６８ １８３６年秋，阿尔及利亚军队在哈治·阿罕默德贝伊指挥下在康士坦丁

胜利地击退了企图以强攻夺取该城的法军，并给以惨重的杀伤。直到

１８３７年秋，在第二次远征时经过围攻后，法军才攻占该城。——第６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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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９ “萨瓦、尼斯与莱茵”这一著作是弗·恩格斯于１８６０年２月写成的，这

是他的另一著作“波河与莱茵河”（见本卷第２４７—２９９页）的续篇。写

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拿破仑第三声明法国要求占有萨瓦和尼斯。恩

格斯的“萨瓦与尼斯”（见本卷第６２２—６２６页）一文也是为揭露这种要

求而写的。恩格斯利用他在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

揭穿了波拿巴对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

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另一个目的是根据对奥意法战争的经过和结果的

分析，证明马克思和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坚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立

场的正确性。

曾经匿名出版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柏林出版商敦克尔，这

次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同恩格斯发生分歧，提出只有

在作者在扉页上署名的条件下才同意出版这部新的著作。恩格斯不愿

意正式署名，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部著作均出于非军人之

手，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

之手就够了。于是，这本小册子便于１８６０年４月在柏林的贝伦兹出版

社匿名出版。——第６３３页。

３７０ 指：拿破仑第三对奥地利大使所作的新年谈话（见法４４）、拿破仑第三

的堂弟拿破仑亲王（普隆 普隆）和克洛蒂尔达公主的联姻（见本卷第

１９６—１９７页）以及１８５９年的俄法条约（见注１９４）。马克思把克洛蒂尔

达讽称为伊菲姬尼亚，伊菲姬尼亚是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根据希腊神

话，在希腊人进行特洛伊远征前，亚加米农把她当作祭祀诸神的祭

品。——第６３５页。

３７１ “东德意志邮报”（《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ｓｔ》）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

从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６６年在维也纳出版。——第６３６页。

３７２ 指１８５９年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第６３６页。

３７３ １８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奥地利军队在乌尔姆向拿破仑第一投降。——第

６３７页。

３７４ 宫廷军事会议是奥地利宫廷的最高军事会议（１５５６—１８４８年），它在战

时掌管军事部门的工作并对军事行动执行最高指挥权。宫廷军事会议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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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远离战场的，它经常干预战事，所以箝制了最高指挥官的行动。——

第６３８页。

３７５ 指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０日登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通讯。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有关军事问题的

一家德国报纸，从１８２６年起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六十年代该

报曾登过恩格斯的几篇文章。——第６３９页。

３７６ 威斯特伐里亚王国１８０７年拿破仑第一在德国中部建立的，一直存在到

１８１３年。威斯特伐里亚的王位授予了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

巴，其子即拿破仑亲王（普隆 普隆）。——第６４２页。

３７７ 指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条约中规定的摩地那、帕尔马和托斯卡纳

各公国王朝的复辟，他们是由于这些公国在１８５９年爆发了起义（见注

１９５）而被赶下台的。摩地那、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争取并入皮蒙特的人

民运动的加强使过去的执政者无法进行复辟。１８６０年３月上述各公国

都加入了皮蒙特。——第６４２页。

３７８ Ｌｏｉｄｅ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嫌疑犯处治法）是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９日由立法团通过的

一个社会治安法的名称。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

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

去，或者驱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６４４页。

３７９ “百日”是指拿破仑第一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０日他

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

退位时为止。——第６４６页。

３８０ 丹瑙人的礼物是指谁得到谁就可能死亡的礼物。根据关于夺取特洛伊

城的传说，希腊人（根据希腊部族之一的名称也称为丹瑙人）送给特洛

伊人一只木马表示和解，其中藏有武装的军士。这就是罗马诗人味吉尔

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第二部中的一个主人公所说的一句获得了广泛

流传的话“我害怕丹瑙人，甚至害怕送礼的丹瑙人”的由来。——第

６５９页。

３８１ Ｓｅｔｔｅｃｏｍｕｎｉ（七村社）和Ｔｒｅｄｉｃｉｃｏｍｕｎｉ（十三村社）是位于威尼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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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阿尔卑斯山南部支脉上由德国人居住的两个小山区的名称。这两

个德国移民区出现在十三世纪下半叶；这两个移民区的居民所说的德

语方言现在只是在几个村子中还保留着。——第６６０页。

３８２ 勒托 罗曼语（由古罗马的勒戚亚省的名称而来）属于罗曼语族；主要

是在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高山地区作为口语流行。——第

６６１页。

３８３ 热月九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２８日）是指导致雅各宾派政府倒台和大资

产阶级统治建立的反革命政变。——第６６５页。

３８４ 指１７９５年７月２２日法国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西班牙在巴塞尔签

订的单独和约。——第６６５页。

３８５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法国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５１年

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６７１页。

３８６ 在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波兰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占领了康斯坦丁大公在

华沙的档案库，其中有许多沙皇外交文件。这些文件一部分曾发表在戴

·乌尔卡尔特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丛刊“国家公文

集，公文汇编”（《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ｏｒ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一部

分发表在１８５４年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

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Ｒｅｃｕｅｉｌｄ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ｆｓà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ｐｏｕｒｌａｐｌｕｐａｒｔｓｅｃｒｅｔ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ｓｕｔｉｌｅｓà

ｃｏｎｓｕｌｔｅｒｄａｎｓｌａｃｒｉｓｅａｃｔｕｅｌｌｅ》）。——第６７２页。

３８７ 指１８０７年的提尔西特条约。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次会见

是在停在尼门河中心的木筏上举行的。——第６７２页。

３８８ 据说是施瓦尔岑堡说的话（见注１７）。——第６７３页。

３８９ 关于１８５３年初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尼古拉一世关于土耳

其问题的谈判，可参看卡·马克思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

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１４８—１７７页）两文。——第６７５页。

８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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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０ 拿破仑第三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５日在斯图加特同亚历山大二世会见时，亚

历山大二世曾向他保证一旦法国和奥地利因意大利问题爆发战争，一

定支持法国。——第６７６页。

３９１ 指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的照会

（见注２９０）。——第６７７页。

３９２ “卡斯尔里子爵的回忆录和书信集”（《Ｍｅｍｏｉ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

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Ｃａｓｔｌｅｒｅａｇｈ》）。——第６７８页。

３９３ 华沙大公国是拿破仑第一在１８０７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划出原来归并

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所建立的藩属；１８０９年，奥地利被击溃后，

奥地利占有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也并入这个公国。根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

也纳会议的决定，公国的领土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瓜分。——第

６７８页。

３９４ 德意志联邦条例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根据这个

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谓的“德意志联邦”（见注

６９）。——第６７８页。

３９５ 特劳波（奥帕瓦）会议——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第二次会议，于１８２０年

１０月开幕，１８２１年５月闭幕。

关于来巴赫会议见注１９２。

维罗那会议——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于１８２２年１０—１２月

举行，通过了关于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决议，延长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

领，谴责了希腊起义者。这几次会议的努力，其目的都是要镇压欧洲各

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６７８页。

３９６ 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１８４８年７月６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代

表发出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４２—３４９

页）。——第６７８页。

３９７ 指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

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

这个议定书的基础是伦敦会议的上述各参加国（普鲁士除外）于１８５０

９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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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８月２日通过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丹麦王室的领地（包括同时加入

德意志联邦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不可分割的原则。伦

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称

号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 哥托尔普公爵查理 彼得 乌尔利希的后

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王位让给了被宣布为国王弗雷

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

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要求取得丹麦王位开创了先例。——

第６７８页。

３９８ 在“人民报”（见注２１３）“报刊述评”栏上发表的这篇评论的目的，是

反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当时在伦敦出版

的报纸“海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除了马克思以外，埃拉尔特·比斯

康普也参加了这篇评论的某些写作工作。由于１８５９年的奥意法战争和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活动的活跃，马克思认为，为反对小资产阶

级思想意识对无产阶级代表的影响而斗争是“人民报”最重要的任务之

一。在评论中，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性和幻

想、他们的小市民趣味和不学无术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马克思的反对

金克尔的言论迫使金克尔不得不辞去“海尔曼”编辑的职务。１８５９年

８月“人民报”由于缺乏资金而停刊，这使得马克思未能彻底地打击这

家小资产阶级报纸。

在这里发表的评论中，对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８日、７月２日

和９日出版的“海尔曼”第２１、２４、２６和２７号的内容进行了批判。——

第６８４页。

３９９ “海尔曼”——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

报”（《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Ｌｏｎｄｏｎ》）的简称；自１８５９

年在伦敦用德文出版；从１８５９年１月至７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

该报编辑。

该报是以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十七世

纪末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民英雄阿尔米纽斯，或海尔曼”问

世以后，阿尔米纽斯也不正确地被称为海尔曼。公元９年，日耳曼人在

阿尔米纽斯的率领下，在条多堡森林中击溃了罗马的总督瓦鲁斯的几

０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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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军团。——第６８４页。

４００ 指署名卡田卡·齐茨在该报上发表所引这段诗的作者和“海尔曼”的编

辑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据传说，图斯涅尔达是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夫人。——

第６８４页。

４０１ 讽刺地暗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叔尔茨的过去和他与金克尔的

联系，叔尔茨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金克尔创建的名为“小金虫协会”的

文学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７９—２８４，２９６—２９７页）中对金克

尔这一个时期的活动作了评价。——第６８４页。

４０２ 指金克尔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的反动时期中的活动。

金克尔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首领之一，他的政策不是

从当时欧洲存在的客观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出发，而是从认为欧洲

革命随时都可能开始的主观的、唯意志论的概念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１８５２年所著的抨击性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中，揭穿了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

亡者的其他领袖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空想的，也揭穿了他们的策略的

冒险主义的性质。——第６８５页。

４０３ 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他以一个牧师的助手开始了他的官场生

涯。——第６８５页。

４０４ 《Ｐｏｉｎｔｄ’ａｒｇ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ｄｅＳｕｉｓｓｅｓ》（“没有克劳泽，就不会有瑞士

人”）——据说是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１５１５—１５４７年）国库枯竭时，

拒绝为他服务的瑞士雇佣兵说的话。法国剧作家拉辛在他的剧作“讼

棍”中用了这句话。——第６８６页。

４０５ 马克思暗指福格特加入瑞士国籍，福格特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失

败后流亡瑞士。

马克思把金克尔称为“克劳泽”（德国的小铜币），是讽刺金克尔在

金钱问题上的吝啬小气。——第６８６页。

１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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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 “菲力浦城下再见！”——据传说，是菲力浦（色雷斯的古城）会战前夜

布鲁土斯梦见被妖魔所杀的凯撒所说的话。公元前４２年罗马三执政的

巨头马可·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军队在菲力浦击溃了由布鲁土斯和卡西

乌斯所率领的罗马贵族共和国的拥护者的军队。——第６８８页。

４０７ “凉亭”（《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是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家德国文学周刊“凉

亭。家庭画报”（《Ｄｉｅ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ｂｌａｔｔ》）的简

称，１８５８—１９０３年在莱比锡出版，１９０３—１９４３年在柏林出版。——第

６８８页。

４０８ 指卓越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１８５９年５月６日）的追悼

会，德国流亡者的各种组织以及“海尔曼”报都参加了追悼会。——第

６８８页。

４０９ 指十九世纪流传很广的佩利茨所著的“供有学识的读者和大学生阅读

的世界通史” （《Ｄｉｅ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ｆüｒ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Ｌｅｓｅｒｕ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一书。该书的第一版于１８０５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６８９页。

４１０ 暗指爱尔福特议会（见注２４１）。——第６９１页。

４１１ ＥｔａｕｔｒｅｓＺéｐｈｙｒｅｓ以及其他的捷菲尔兵（见注８１）。——第６９２页。

４１２ 前拉斐尔派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写生画的一个流派。

前拉斐尔派画家模仿拉斐尔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艺术家

（这个流派因此得名）。前拉斐尔派画家的创作是小资产阶级对于资本

主义制度的丑恶现实的浪漫主义的抗议的表现，他们以虚信宗教和充

满神秘主义的中世纪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现实。脱离当前现实

导致前拉斐尔派画家走向象征主义和风格模拟主义。——第６９４页。

２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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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２月）

１８５９

１月 马克思的旨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批判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的、计划写成６卷的经济学巨著的第一分

册脱稿，马克思还在１８５８年８月就开始了这一分册的

写作。在第一分册中他研究了商品、劳动、价值和货币

等问题；马克思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把它

印成单行本，他根据与柏林出版商敦克尔商定的合同，

整理手稿准备付印。

１月５日左右 马克思写“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一文，指出意大利争取

民族统一和驱逐奥地利人的运动正在加强，路易 拿破仑

企图利用这一运动来为自己王朝的利益服务。这篇文章

作为社论发表在１月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月６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德国诗人、前“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弗莱里格拉特，希望他不要参加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办的周报“海尔曼”，因

为这家周报的方针是和无产阶级运动格格不入的。

１月６日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请他写信告诉弗莱里格拉

特，不能同舍克尔作任何妥协。

１月１１日 马克思写“欧洲的战争前景”一文，分析了欧洲各个主

要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并得出结论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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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第二帝国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力图发动一场新战争，

但是，这场战争可能成为“这一假帝国的丧钟”。这篇

文章发表在１月３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月１３日 马克思校订和补充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的为“纽约

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文中揭

穿了反革命的波拿巴集团企图用发动局部战争的方法

来延长自己在法国的统治的阴谋。文章发表在２月１

日该报上。

１月２１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整理好以后，写信

给恩格斯说，由于没有钱付邮费，他不能把手稿寄给柏

林的出版商，他请求恩格斯寄给他两英镑；并且还同恩

格斯商量该书外文译本的版权问题。

１月２５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经济评论。这篇文

章没有发表。

１月２５—２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表示自己反对他支

持金克尔。

１月２６日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寄给柏林出版商敦

克尔。

１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一篇关于法国国内政治状况的文章，文中利

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材料。文章以“路易 拿破仑的处

境”为题发表在２月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

于马克思标明他这篇文章是巴黎通讯，所以他在文章

上写的日期是１月２６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

工业发展前途的文章。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大概被邮

局扣压，没有送到马克思手里。

１月３１日 恩格斯写“法国军队”一文，分析法国的军事力量；他利

用了根据路易 拿破仑的命令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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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官方数字。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２月２４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上。

２月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好定期特约文章。文章

没有发表。

马克思写信给在美国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社会主义者约·魏德迈，告诉他已同宪章派领袖

厄内斯特·琼斯断绝关系，因为琼斯企图和资产阶级

急进派订立协议；同时谈到了党内同志、前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恩格斯、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德

朗克、伊曼特等人的情况。马克思还告诉魏德迈，正准

备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向他介绍了

该书的大纲。

马克思回信给纽约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

人阿·康普，说他在这段时间没有和任何组织发生关

系，因为他在从事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所必需的理论工

作。

２月２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对寄给敦克尔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手稿的下落感到不安，他担心手稿落入了警察手

中。

２月４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研究了欧洲的战争前景，他

相信，战争将导致严重的、而且归根到底是革命的后

果。

２月８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评论拿破仑

第三在２月７日立法议会开幕时所作的御前演说以及

在他的授意下写的一本匿名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

和意大利”。文章没有发表。

２月９日 马克思接到敦克尔的通知，说他已于２月１日收到“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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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０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德国的兵力”一文；

他根据德国官方材料估计了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各邦可

能用来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武装力量；恩格斯得出结论

说，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导致德国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

３月１２日该报上。

２月１２日 马克思为了帮助患重病的党内同志、前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格·埃卡留斯，在伦巴第典当衣服。

２月中 马克思向“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查·德纳打听，

能否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英译

本。在美国出书一事未获成功。

恩格斯写“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一文，分析了

奥地利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在四边形要塞区（曼都

亚、培斯克拉、列尼亚哥和维罗那）的阵地的战略优势。

文章发表在３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２月２３日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寄给柏林的敦克

尔。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作了

经典性的表述。

２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打算以“波河与莱茵河”

为题写一本小册子，来阐述他和马克思对正在策划中

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观点。

２月２５日 马克思请拉萨尔为恩格斯拟写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

河”寻找出版商。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认为“波河与莱茵河”这本

小册子的出版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劝恩格斯尽快把

手稿写出来。他建议匿名出版这本小册子，以便给读

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本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军事

权威。

２月２５日和３月４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以“不列颠工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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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状况”为题的文章，分析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报

告。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３月１５日和２４日该报上。

２月２８日—１２月 马克思写研究资本诸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

册。因此，马克思继续在英国博物馆里从事研究英国、

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威兰德、

配第、马尔萨斯、穆勒、莫利纳里、加利阿尼等人的著

作，并且作了许多摘录。

２月底 恩格斯写“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一

文，分析了以奥地利为一方，以及以法国和意大利各国

为另一方的作战双方的战略阵地。文章作为社论发表

在３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２月底—３月９日 恩格斯写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阐述了无产阶级政

党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３月１、２２日和
４月１日

马克思写三篇评论迪斯累里向议会提出的选举改革法

案的文章。第一篇以“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为题发

表在３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余两篇没有

发表。

３月１０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已收到小册子“波河与莱茵

河”的手稿，他给这本小册子以很高的评价。当天他就

把手稿寄给柏林的出版商敦克尔。

３月１１日左右和
１５日

马克思写“法国的战争前景”和“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两文，发表在３月３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法国

的战争前景”一文，标明写于巴黎，署的日期是３月９

日。

３月１８日左右 马克思写“历史上的类似现象”一文，把１８１３年拿破

仑第一的政治状况和１８５９年拿破仑第三的政治状况

加以对比。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３月３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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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７日—５月 马克思再次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

编辑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通过拉萨尔向他提出的为该

报撰稿的建议，这一次马克思同意了，因为自从马克思

由于该报对帕麦斯顿的政策抱同情态度因而拒绝了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接到的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以来，该

报已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针。但是，和弗里德兰德的商

谈，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未获成功。

３月底 马克思接到查·德纳请他为其在纽约出版的“美国新

百科全书”撰写“筑城学”和“步兵”两个条目的建议。

４月初 恩格斯就俄国提出的召开和平会议以解决奥法冲突的

建议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以“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为

题，作为社论发表在４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４月５日 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在柏林匿名出版，印

数为１０００册。

４月８日和１２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评论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由于

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人民民族解放起义的耗费而

引起的严重财政困难；文章以“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

乱”为题，发表在４月３０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４月１１日左右和
２８日

恩格斯写两篇评论法国、皮蒙特和奥地利的备战情况

的文章。文章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战争的前

景”（社论）为题，分别发表在４月３０日和５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４月１４日—５月６日
左右

马克思密切注意国际局势，尤其是备战情况；他在许多

文章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４月

３０日、５月１２日和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

是：“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财政恐慌”、“甜言蜜

语”（社论）。

４月１９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对地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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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提出了批评意见。拉萨尔在这个剧本里，极力颂扬

以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贵族起义的领袖济金根为代表的十

六世纪德国骑士阶层。马克思在信中指出，拉萨尔把路

德 骑士式的反抗看得高于闵采尔 平民式的反抗，从

而歪曲地表现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德国的革命

事件。马克思在信中揭露了拉萨尔主义极其有害的特

点之一，就是否认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力图把农民描

绘成反动阶级。马克思在分析拉萨尔的剧本时，阐述了

一系列有关文学和美学问题的重要原理。

４月２０日左右 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见了面，弗莱里格拉特把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庸俗唯物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由

于战争的日益迫近而提出的政治“纲领”给他看了。马

克思发现福格特的“纲领”对波拿巴颇为推崇。

４月２１—２２日 恩格斯写“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一

文。马克思作了补充并署明写作日期（４月２２日）后，

把它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发表在５月９日该

报上。

５月初左右 马克思看到了１８５９年４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小

册子“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小册子使他确信福格特同

波拿巴集团有联系。福格特从路易 拿破仑那里领取津

贴一事，在１８７１年为文件所证实。

５月１日以后 马克思召集一批德国流亡者、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

会会员——罗赫纳、普芬德、李卜克内西等人——开

会。在会上他严厉批评了该会机关报“新时代”，因为

“新时代”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埃德加尔·鲍威尔

的工具。在这次会议上，对一般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

报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５月９日 马克思出席英国政治活动家戴·乌尔卡尔特因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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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而组织的一次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大会

期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

马克思说，福格特从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那里领取经费

来宣传波拿巴主义，并企图用收买的办法使某些政论

家发表有利于路易·波拿巴的言论。

５月１０—２４日 马克思就４月底开始的意大利战争写了“奥地利、普鲁

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维也纳要闻”和“普鲁士对

战争的看法”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５月２７日、６月

６日和１０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５月１１日 李卜克内西和德国政治家比斯康普拜访马克思，请他

为比斯康普在不久前创办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以及其他工人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报”撰稿。

马克思由于时间不够谢绝了这一请求，但是答应帮助

该报，为该报在朋友中组织订户，给以金钱上的支持，

向该报提供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等。马克思

提出要他帮助，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人民报”同站在

亲普鲁士和亲波拿巴立场上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代表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话中，把福格特“纲领”的

内容和１８５９年５月９日群众大会上从布林德那里得

到的关于福格特充当波拿巴走狗的活动的材料告诉了

他们。比斯康普事先没有通知马克思就把这些材料用

到他反对福格特的文章“帝国摄政王”中去了，这篇文

章发表在５月１４日“人民报”上。

５月１２日—２４日
左右

恩格斯写“战争”、“战况没有进展”、“会战终于发生

了！”、“蒙特贝洛会战”等四篇文章，评论意大利军事

行动的进程和最初几次会战。文章作为社论分别发表

在５月２３日、２７日，６月６日和１０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

５月１４日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人民报”第２号上发表了一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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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文章，文中

引证了小册子的几个地方，指出小册子的作者是无产

阶级政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

５月１８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约·魏德迈和阿·康普从美国寄来的信。

他们告诉马克思说，在美国预订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已经不下１００人。

５月１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拉萨尔，对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

根”提出批评意见，从文学观点和剧本的历史内容的观

点分析了这个剧本。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从党的立

场出发分析了拉萨尔的剧本，指出剧本的根本缺点是

低估了农民运动的作用。

鉴于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

务”出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出版“党的宣

言”，阐述无产阶级革命者对战争的态度，并批判拉萨

尔所维护的主张德国中立的立场。马克思认为拉萨尔

的小册子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他把拉萨尔所维护的对

奥意法战争的观点看成是替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反革

命统治集团的政策作辩护。

５月２４日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中的阵地，马克思通过普芬德介绍卡·沙佩尔加入协

会并担任协会的领导工作。

５月２７日左右 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关于军事事件的文章可以增加“人

民报”的订户，因此，在他的请求下，恩格斯为该报写

了“意大利战争”一文，发表在５月２８日该报上。

５月３０日—６月９日
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三篇文章，评论意大利

军事行动的进程和第一次马振塔大会战。恩格斯这三

篇文章分别以“战略”、“军事行动的经过”、“奥军的失

败”为题，作为社论发表在６月１５、１７和２２日该报上。

１７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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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５月底 马克思给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发表在５月１６日“思想

和行动”报上的宣言写按语。马克思的按语同宣言的译

文一起发表在６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６月３日左右—７月
１５日

马克思同比斯康普协作，为“人民报”写评论，嘲笑

“海尔曼”报的内容和文风。评论以“报刊述评”为题

发表在６月４、２５日，７月９日和１６日“人民报”上。

６月４日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人民报”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序言的大部分。马克思的序言同时也为许多

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所转载。

６月７日左右 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２日瑞士报纸“瑞士商业信使

报”的附录中读到了福格特的诽谤文章“警告”；这篇

文章完全是攻击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粗野的诽谤性的

谰言。为了揭露福格特的诽谤，在马克思的坚决要求

下，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１日“人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６月９日左右 恩格斯写完了应马克思请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

的“筑城学”这一条目，载于同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七

卷。

６月９日左右和１６日
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两篇评论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进程

的文章。文章以“军事事件”和“马振塔会战”为题，

分别发表在６月１１日和１８日该报上。“马振塔会战”

一文还以“历史的一章”为题发表在７月２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上。

６月１０日 马克思在和比斯康普商谈中，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恩

格斯表示，愿意公开地和更积极地参加“人民报”的出

版工作，并建议在最近一期“人民报”上刊登这则消息。

６月１１日 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在柏林出版，印数为１０００册。

“人民报”征得马克思的同意，发表了编辑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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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该报撰稿人范围和吸收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写

作力量，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

沃尔弗和海泽参加该报工作的声明。

６月１２日左右—
７月２日左右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人民

报”出版工作的一些问题，并同许多熟人商定给“人民

报”以物质支援。马克思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前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措出版报纸的经

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

６月２３日左右 马克思为“人民报”写“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文，认

为随着意大利战争的结束，德国将成为新的革命事件

的中心；文章发表在６月２５日该报上。

６月２３日—７月７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一文和

两篇以“索尔费里诺会战”为题的文章。文章分别于６

月２５日、７月２日和９日发表。

６月２４日左右和
７月６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评论意大利军事行

动的进程的文章：“战争的消息”和“历史的公断”；文

章作为社论分别于７月８日和２１日发表。

７月３日左右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返回伦敦后，担任了“人民报”的实

际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他打算不仅利用这家报纸作

为宣传革命无产阶级思想的讲坛，而且在一旦发生革

命事件时就把它变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中心。７

月９日左右 马克思写“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

一文，揭露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同他们勾

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发动的主张在普鲁士领

导下统一德国的运动的反革命性质。文章发表在７月

９日“人民报”上。

７月１２日左右—
８月中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五篇评论维拉弗兰卡

初步和约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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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弗兰卡条约”、“被证实了的真理”和“路易 拿破仑

和意大利”说明拿破仑第三在７月间匆匆和奥地利签

订和约，是因为他害怕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

震荡，同时还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对意大利人民的真正

民族利益的敌视态度。文章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７月

２７、２８日，８月４日和２９日该报上。

约７月中 马克思就匿名的反福格特的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

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厂厂主霍林

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６月１８日“人民报”和

６月２２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

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走狗。由于６月中李卜克内西在

霍林格尔的印刷厂中曾发现带有布林德的手迹的传单

校样，并把它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所以马克思认

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

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

７月２０日—８月３日
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一组以“意大利战争。回顾”为

题的文章，阐述了奥意法战争的各个主要事件。这一组

文章发表在７月２３、３０日和８月６日该报上。

７月２３日—８月２０日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转载了“自由新闻”发表的外交

文件“１８３７年内阁出版的俄国当今在位皇帝训诫录”

的译文。马克思还把这个文件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

报”，经略加删节后，发表在８月３日该报上。

７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给敦克尔，指出有必要在报上刊登一个关

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已经出版的广告。

７月底—８月中 马克思为“人民报”写《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这组文章，根

据官方的外交文件，批判地分析了普鲁士统治集团在

奥意法战争期间的政策。文章发表在７月３０日，８月

６、１３和２０日该报上；由于“人民报”停刊，这一组

文章没有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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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１５日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评论，认

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卓越的科学成

就和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事业中的重要阶

段；评论发表在８月６日和２０日“人民报”上。由于

“人民报”停刊，评论没有登完。

８月５日左右 马克思以“不列颠的贸易”为题写一篇关于英国对外贸

易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８月１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

８月１３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德纳请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黑

格尔这个条目的建议。但是，由于德纳提出一个必需的

条件，要求这一条目必须写得“绝对公正”，就是说不

要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没有接受这

一建议。

约８月中 马克思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由于奥格斯堡“总汇

报”刊登了李卜克内西寄去的传单“警告”，福格特向

法院对该报提出控诉，所以该报编辑部坚决要求为对

福格特的指责提供证据，虽然马克思激烈反对“总汇

报”的方针，但是他认为必须帮助该报揭露福格特的波

拿巴主义活动。因此，他决定同布林德会晤，要求布林

德证实对福格特的指责。但由于布林德不在伦敦，会晤

未能举行。

８月１９日左右 马克思为“人民报”写“政治评论”一文，主要是评论

伦敦建筑工人的罢工；文章发表在８月２０日该报上。

８月２０日 由马克思担任编辑的“人民报”出版最后一号（第１６

号）。该报由于经费困难而停刊。

８月２３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

象”一文，根据对１８４４—１８５８年期间英国官方统计资

料的分析指出，尽管工业生产有所增长，但英国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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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贫困化的过程却加剧了。文章发表在９月１６日该报

上。

８月底—１０月 由于“人民报”停刊，马克思要用很多时间来清理有关

该报出版工作的事务。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去偿付一

部分因出版报纸而欠印刷厂厂主的债。

马克思经受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他没有钱付房租、

煤气费、水费，无法缴纳子女的学费。恩格斯像往常那

样，帮助了马克思。

９月—１０月１０日
左右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步

兵”这一条目，刊载在１８６０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九卷。

９月１日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瑟美

列拜访了马克思，把奥意法战争开始时科苏特同路易

拿破仑进行谈判的情形告知了马克思。

９月５日 马克思写“工厂工业和贸易”一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

断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发展所固有的某些规律性。

文章发表在９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写“科苏特和路易 拿破仑”一文，根据从瑟

美列那里得到的材料，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利用被压迫

人民的民族运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企图。文章发表在

９月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并摘要刊载在伦敦

“自由新闻”、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威塞尔报”上。

９月８日和２０日
之间

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双亲一起到苏格兰旅行。

９月１０日左右—
９月底

马克思获悉布林德９月８日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布

林德在信中坚决否认他曾参与对福格特提出指责一

事。马克思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去见伦敦“自由新闻”报

的责任编辑科勒特，科勒特证实５月２７日“自由新闻”

报发表的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未来的匈牙利

国王”的作者正是布林德，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后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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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单“警告”基本上是相同的。

９月１３—３０日 马克思以“新的对华战争”为题写一组文章，揭露了英

法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尖锐地抨击了帕麦斯顿政府掠

夺性的殖民政策。这组文章发表在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

１０和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９月１７日 马克思收到霍林格尔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奥·费格勒的

书面声明，他证实传单“警告”的手稿从笔迹看是布林

德写的，并且说霍林格尔亲自告诉他传单的作者是布

林德。

１０—１１月 马克思认为在无产者中间传播自己的经济学说有很大

的意义，因此，他给一批工人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

演。

１０月１８日 马克思写“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揭露资产阶级贵族

当权的英国的政治制度；文章发表在１１月４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上。

１０月１９日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奥尔格斯请马克思把证明传单

“警告”的作者是布林德的文件寄去，回信时马克思随

信寄去了排字工人费格勒９月１７日的声明，以便在审

理福格特控诉“总汇报”一案时把这些文件提交法庭。

马克思的信和费格勒的声明一起发表在１０月２７日奥

格斯堡“总汇报”上。

１０月２０日 马克思写“对和平的激进看法”一文，批判地评价了法

国、撒丁和奥地利之间的和约的条款；关于签订这一和

约的谈判是１８５９年１０—１１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这篇

文章发表在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１月 恩格斯研究哥特语，并打算进一步精通古挪威语和盎

格鲁撒克逊语。

１１月７日 马克思寄给汉堡“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篇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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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汉堡“自由射手”报编辑爱德华·梅因的声明，梅因

毫无根据地断言，布林德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并

指责马克思企图诽谤布林德。马克思在自己声明的结

尾要求布林德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从而帮助揭露

福格特同拿破仑第三的联系。马克思的声明以“关于卡

尔·福格特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案件”为题，发表在

１１月１９日“改革报”第１３９号的副刊上。奥格斯堡

“总汇报”没有发表马克思的这篇声明。

１１月１０日 恩格斯参加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

１１月１５日 由于布林德公开拒绝承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

马克思给奥林斯堡“总汇报”寄去一篇声明，根据无法

辩驳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传单是布林德写的。马克思的

声明发表在１１月２１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２５号的

副刊上。

马克思写“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指出奥普矛盾

的尖锐化；文章发表在１２月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上。

１１月１７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关于苏伊士问题的

文章，但没有发表。

１１月中 马克思写“对华贸易”一文，以中国为例，揭露了欧洲

殖民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掠夺行为；他指出；由于中国

经济落后，欧洲列强对华贸易的发展前景不佳。文章发

表在１２月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１１月２５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

惧”一文，评论英国社会舆论对法国入侵不列颠群岛的

威胁的反应。文章于１２月９日发表。

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左
右—１８６０年２月初

恩格斯写三篇文章，阐述１８５９年１１月开始的西班牙

侵略摩洛哥的战争的进程；有两篇以“对摩尔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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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和“对摩尔人的战争”为题，作为社论分别发

表在１月１９日和２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另

一篇以“对摩尔人的战争”为题，于３月１７日发表。

１２月１２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正在研究达尔文的著作“物

种起源”；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同时指出达尔文成

功地证实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给了神学以

毁灭性的打击。

１２月１３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比欧

洲其他各地快，他一方面指出了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

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贵族反对沙皇的立宪运动。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
初

恩格斯研究英国经济学家达布耳德的“英国财政、货币

制度和统计史”一书，并且作了详细的摘录。

９７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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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凡蒂，曼弗雷多（Ｆａｎｔｉ，Ｍａｎｆｒｅｄｏ１８０８

 —１８６５）——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

家，曾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意大利民

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在１８５９年奥

意法战争中指挥皮蒙特师；１８６０—１８６１

年任意大利陆军和海军大臣。——第

４１４—４１６、４５８页。

大莫卧儿王朝——印度的钵谛沙赫王朝

（１５２６—１８５８）。——第３３１页。

四  画

尤赫（Ｊｕｃｈ）——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从１８５９年７月起为“海尔

曼”报编辑。——第６８９页。

尤利乌斯，古斯达夫（Ｊｕｌｉｕｓ，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０—１８５１）——德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代表人物。——第１５８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

纳利斯）（Ｄｅｃｉｍ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生

于一世纪六十年代，死于１２７年后）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３４１

页。

巴赫，亚历山大（Ｂａｃ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１３—

１８９３）——男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

动家，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和教权主

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任司

法大臣，１８４９年７月至１８５９年８月任

内务大臣，实际上掌握了奥地利的全部

政策。——第４７８页。

巴赞，弗朗斯瓦·阿希尔（Ｂａｚａｉｎｅ，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８）——法国将

军，从１８６４年起为元帅，在三十至四十

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曾参加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在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曾参加

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法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

涉，普法战争期间（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指挥

莱茵军团，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在麦茨投降。

——第４０２页。

巴尔本，尼古拉（Ｂａｒｂｏ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１６４０—

１６９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

为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他

是所谓货币国定说的先驱。——第６８

页。

巴拉宾，维克多·彼得罗维奇（ ，

）—— 俄国外交家，

１８５８—１８６４年驻维也纳大使。——第

３３８页。

巴拉盖·狄利埃，路易（Ｂａｒａｇｕａｙｄ’Ｈｉｌ

ｌｉｅｒｓ，Ｌｏｕｉｓ１７６４—１８１２）——法国将

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

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他是阿希尔·巴拉盖·狄利埃的父亲。

——第２５９页。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Ｂａｒａｇｕａｙｄ’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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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ｌｌｉｅｄ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７８）——法国

元帅，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４年指挥法国

的波罗的海远征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

战争中指挥一个军；１８７０年任巴黎总

督。——第３５０、３８１、３８９、３９０、４０１、

４０２、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２、４２７、４３１、４４０、

４５５、４５８、４７８页。

巴纳姆，芬涅阿斯·泰勒（Ｂａｒｎｕｍ，

ＰｈｉｎｅａｓＴａｙｌｏｒ１８１０—１８９１）——美国

私营剧院老板，专演各种各样奇离古怪

的戏剧。——第５０５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

者。——第２６页。

戈登（Ｇｏｒｄｏ）——奥地利将军，曾多次参

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

战争。——第６４９页。

切茨，亚 诺 什 （Ｃｚｅｔｚ，Ｊａｎｏｓ１８２２—

１９０４）—— 匈牙利将军，在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中任七城市革命军

总参谋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５６７页。

文普芬，弗兰茨（Ｗｉｍｐｆｆｅｎ，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７—

１８７０）——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

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任

第一军团的指挥官。——第３８２、４４２

页。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Ｗｅｌｄｅｎ，

Ｆｒａｎｚ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２—１８５３）——男爵，

奥地利将军，１８４８年参加对革命的意大

利的远征；在镇压了１８４８年十月起义

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１８４９年４—５月

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

第２６７页。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

安）（ＴｉｔｕｓＦｌａｖｉｕｓＶｅｓｐａｓｉａｎｕｓ９—７９）

——罗马皇帝（６９—７９）。——第４７３

页。

丹尼洛一世·涅哥什（Ｄａｎｉｌｏ Ｎｊｅｇｏｓ

１８２６—１８６０）—— 门的内哥罗公爵

（１８５２—１８６０）。——第５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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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

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

无原则著称。——第１９８页。

日尔明尼，沙尔·加布里埃尔（Ｇｅｒｍｉｎ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１７８９—１８７１）——伯

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和财政家，波拿巴

主义者，１８５１年１—４月任财政部长，土

地信用公司经理（１８５４—１８５６），法兰西

银行经理（１８５６—１８６７）。——第１９７

页。

比克西奥，雅克·亚历山大（Ｂｉｘｉｏ，Ｊａｃ—

ｑｕｅ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０８—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国民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副议

长，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２９日任农业和贸

易部长，１８４９年为立法议会议员。——

第１９９页。

卞尼格先，鲁道夫（Ｂｅｎｎｉｇｓｅｎ，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４—１９０２）——德国政治活动家，主

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

国；１８５９—１８６７年为民族联盟党主席，

从１８６７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

议员 （１８７１—１８８３和 １８８７—１８９８）。

——第５４８页。

五  画

布阿（Ｂｏｕａｔ）——法国将军，在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３６７

１８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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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布伦（Ｂｏｕｌｏｇｎｅ）——据传说是公元前３９０

年入侵意大利并占领了罗马的高卢人

的领袖。——第５０９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

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

他发展了“劳动货币”论。—— 第７６

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第４１—４５、

５１、８６、９４、１１４—１１６、１３７页。

布莱克，威廉（Ｂｌａｋｅ，Ｗｉｌｌｉａｍ）——十九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经济学家，著有关于

货币流通的著作。——第９４、１６９页。

布莱特，约翰 （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和反谷物法

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起为自

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

臣。——第２３６—２３８、５８６、６０６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亚·斯密的信徒和诠译者。——

第１０３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学

家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

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大法官（１８３０—

ｌ８３４）；从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便

不起多大作用了。——第５１、５２３、５９１

页。

布奥尔 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Ｂｕｏｌ

Ｓｃｈａｕｅｎ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９７—

１８６５）——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

外交家，曾任驻彼得堡公使（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后为驻伦敦公使（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首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９）。——第

３３５、３３８—３４１、４７７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Ｂｌüｃｈｅｒ，ＧｅｂｈａｒｄｔＬｅｂｒｅｃｈｔ１７４２—

１８１９）——普鲁士元帅，曾多次参加反

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２９６、４９８

页。

布朗沙尔（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法国将军，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第３９０页。

布莱克利（Ｂｌａｋｅｌｅｙ）——英国军官和记

者，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期间担任“泰晤

士报”在奥军中的通讯员。——第６３９

页。

布尔韦尔，威廉·亨利·利顿·厄尔

（Ｂｕｌｗ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ｒｙＬｙｔｔｏｎＥａｒｌｅ

１８０１—１８７２）——英国外交家，议会议

员（１８３０—１８３７），辉格党人；１８３９年和

１８４０年任英国驻巴黎代办，后任驻马德

里公使（１８４３—１８４８）、驻华盛顿公使

（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和驻佛罗伦萨公使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５８—１８６５年任驻君士

坦丁堡大使。——第５７３页。

布尔巴基，沙尔（Ｂｏｕｒｂａｋｉ，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６—

１８９７）——法国将军，原籍希腊人，曾

参加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克里木战争，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曾参

加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 第

３２１、４５８页。

布尔布隆（Ｂｏｕｒｂｏｕｌｏｎ）——１８５９年法国

驻中国全权代表。——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布隆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９７—１８７５）——

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１８４０—

１８５４，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后为大使（１８６０—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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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４），出席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

表团团员。——第５０５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布卢姆菲耳德，约翰·阿瑟·道格拉斯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１８０２—１８７９）——英国外交家；１８５１—

１８６０年任驻柏林公使和全权代表。——

第５２３页。

白恩士，詹姆斯（Ｂｕｒｎｅｓ，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１—

１８６２）——英国医生，亚历山大·白恩

士的哥哥。——第５７５页。

白恩士，亚历山大（Ｂｕｒｎｅ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０５—１８４１）—— 英国军官，１８３８—

１８４２年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期间任喀

布尔英军参谋部政治顾问。—— 第

５７４—５７６页。

汉利，约瑟夫·沃讷（Ｈｅｎ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Ｗａｒｎｅｒ１７９３—１８８４）——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贸易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２３８页。

汉普敦，约翰（Ｈａｍｐｄｅｎ，Ｊｏｈｎ１５９４—

１６４３）——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的著名活动家，他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５０６

页。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

·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第

６３、６４、９９页。

加格恩，亨利希（Ｇａｇｅｒ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８０）——男爵，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温和自由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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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６３页。

加布伦茨，路德维希·卡尔·威廉（Ｇａｂ

ｌｅｎｚ，Ｌｕｄｗｉｇ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４）——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

革命，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

个旅，曾参加１８６６年奥普战争。——第

４１３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ｉ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１８４８年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队方

面奋不顾身地同奥地利作战；１８４９年

４—６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

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为

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而斗争，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阿尔卑斯猎兵。

——第１７９、１８５、１９４、３８１、３８６、３９９、

４０３—４０７、４１３、４２０、４２４、４３５、４３６、

４４１、４７３、４７９、５９３、６２３、６６３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１７２８—１７８７）——意大利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他断

言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同

时也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许多正

确的猜测。——第２２、４７、６２、７９、９５、

１４４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Ｃａｓｔ

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ｕａｒｔ１７６９—１８２２）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

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１８０７—

１８０９），外交大臣（１８０２—１８２２）。——

第７１、６７８页。

卡斯特尔博果（Ｃａｓｔｅｌｂｏｒｇｏ）——意大利

将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

个师。——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卡登，罗伯特·瓦尔特（Ｃａｒｄ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ｌｔｅｒ生于１８０１年）——英国官吏，议

会议员，托利党人。——第５８６—５８９

３８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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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 ）（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公 元 前

２３４—１４９）——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贵族特权的维护者。—— 第１１８

页。

卡穆，雅克（Ｃａｍｏｕ，Ｊａｃｑｕｅｓ生于１７９２

年）——法国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

中指挥一个近卫师。——第４２９页。

卡尔利，卓万尼·黎纳尔多（Ｃａｒｌｉ，Ｇｉｏ

ｖａｎｎｉＲｉｎａｌｄｏ１７２０—１７９５）——意大

利学者，著有许多有关货币和粮食贸易

的著作；他反对重商主义。——第１４１

页。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Ｃａｖｏｕｒ，Ｃａｍｉｌｌｏ

Ｂｅｎｓｏ１８１０—１８６１）——伯爵，意大利

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

政 府 首 脑 （１８５２—１８５９ 和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实行在萨瓦王朝的领导下自上

而下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

拿破仑第三的支持，ｌ８６１年领导第一届

意大利政府。——第１７９、１８０、３３５、４０６、

４７０、４７３页。

让南（Ｊａｎｎｉｎ）——法国将军，在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４２９

页。

本德尔（Ｂｅｎｄｅｒ）——伦敦书商。——第

６８５页。

圣芒——见芒，亚历山大罗。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８５、１４７页。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

阿·德 （ＳａｉｎｔＡｒｎａｕｄ，ＡｒｍａｎｄＪａｃ

ｑｕｅ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Ｌｅｒｏｙ ｄｅ １８０１—１８５４）

——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在三十

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

一；曾任陆军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４），１８５４

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１９８

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

４８７、５７５、５７６、６７５、６７６、６７９、６８０页。

尼耶尔，阿道夫（Ｎｉｅｌ，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２—

１８６９）——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曾参

加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１９９、３５０、３８１、４１５、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３、

４２７—４３１、４５５、４５８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９—

１８０８）——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的

首领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６０６页。

皮尔，罗伯 特 （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皮尔派，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

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

物法（１８４６）。——第５４、６４、７２、１６４、

１７４、５７３页。

皮卡尔（Ｐｉｃａｒｄ）——法国将军，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４２９页。

皮阿诺里，卓万尼（Ｐｉａｎｏｒ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１８２７—１８５５）——意大利革命家，曾参

加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反对法

国干涉者的罗马共和国保卫战；革命失

败后流亡皮蒙特，后又流亡法国；１８５５

年５月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

——第１９０页。

４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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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隆，埃利·卡特林 （Ｆｒéｒｏｎ▍Ｅｌｉｅ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１７１９—１７７６）——法国批评

家和政论家，伏尔泰的论敌。——第４３５

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开始

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

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报”编辑

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

脱离革命斗争。——第６８３页。

弗略里，艾米尔·费里克斯（Ｆｌｅｕｒｙ，

ＥｍｉｌｅＦｅｌｉｘ１８１５—１８８４）——法国军官

和外交家，波拿巴主义者，ｌ８５１年十二

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第１９８

页。

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ｅｓｐｈ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１８５、３１３、３１８、３３４—３３６、

３７３、３７９、４２６、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８—４５３、

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８、４８４—

４８６、４９０—４９４、５０８、５１６、５４２、５９２、

５９５、６３８、６４０页。

弗兰契斯科二世（１８３６—１８９４）——那不

勒斯国王（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４６８、

４６９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８０２—１８７５）——黑森—加塞

尔选帝侯（１８４７—１８６６），１８３１—１８４７

年为摄政王。——第５９６、５９８—６００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１７８６）

——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第

２９６、５０４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５０４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ｌ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７１、５４８页。

弗兰克·德·庞比尼昂——见庞比尼昂，

让·雅克·勒·弗兰克。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 菲茨莫里斯

（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ＨｅｎｒｙＰｅｔｔｅｙＦｉｔｚｍａｕ

ｒｉｃｅ１７８０—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任财政大臣，

枢密 院 院 长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

１８５２），不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６３）。——

第４３页。

卢棱，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第３１１页。

瓦扬，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Ｖａｉｌｌａｎｔ，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１７９０—１８７２）

——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

军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９），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

争期间是总参谋长。——第４８６页。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

约瑟夫·科伦纳（Ｗａｌｅｗｓｋｉ，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Ｆｌｏｒｉ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ｌｏｎｎａ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８）——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瓦列夫斯卡娅伯爵

夫人所生之子；曾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

外交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曾担任巴黎会

议（１８５６）的主席。——第５４２、６２２页。

六  画

西迪 穆罕默德（Ｓｉｄｉ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摩洛哥皇帝（１８５９—１８７３）。

——第６３１页。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庸俗的

５８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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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

护人，他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１２３、

１３４页。

西蒙尼，艾尔纽（Ｓｉｍｏｎｙｉ，Ｅｍｎｏ１８２１—

１８８２）——匈牙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

流亡国外，１８６１年为匈牙利议会议员。

——第５６７页。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Ｓｅｙｍｏｕｒ，

Ｇｅｏｒｇ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７９７—１８８０）——英

国外交家，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任驻彼得堡公

使。——第６７５、６７９页。

西马糜各厘（Ｓｅｙｍｏｕ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８０２—

１８８７）——英国海军上将，１８５４—１８５６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在侵略中国的第二

次鸦片战争期间为海军指挥官（１８５６—

１８５８）。——第５８３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４１、５１、８７页。

米契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英国驻广州代办。

——第６０２—６０４页。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Ｍｉｎｉé，Ｃｌａｕｄ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７０）——法国军官和

军事发明家，创造了新式步枪。——第

１９２、２０８、２１０页。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

米尔纳。

米塞尔登，爱德华（Ｍｉｓｓｅｌｄｅ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６０８—１６５４）——英国商业家和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者。——第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１

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真姓为阿鲁

埃）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Ａｒｏｕｅｔ）１６９４—１７７８）——法国自然神

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

物，进行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的斗

争。——第３１１、４３５页。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Ｄａｒｉｍｏｎ，

ＬｏｕｉｓＡｌｆｒｅｄ１８１９—１９０２）—— 法国

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他赞

同并宣扬蒲鲁东的观点。—— 第７６

页。

达来朗 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Ｔａｌｌｅｙ

ｒａｎｄ Ｐéｒｉｇｏ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有名的法国外

交家，首任外交大臣 （１７９７—１７９９，

１７９９—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

也纳会议的代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以政治

上毫无原则和自私自利著称。——第

６７３页。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Ｄ’Ａｓ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ｉｎ１７８９—１８５０）——男爵，奥地利将

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

革命。——第２６７页。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安得鲁·拉姆西

（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ＪａｍｅｓＡｎｄｒｅｗ Ｒａｍｓａｙ

１８１２—１８６０）——英国国家活动家，印

度总督（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实行殖民掠夺政

策。——第３３１页。

吉南，路易·欧仁（Ｇｉｎａｉｎ，Ｌｏｕｉ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１８—１８８６）—— 法国战争画画家。

——第５１９页。

农诺特，克劳德·弗朗斯瓦（Ｎｏｎｎｏｔｔｅ，

Ｃｌａｕｄ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１１—１７９３）——法国

作家，耶稣会教徒，伏尔泰的论敌。——

第４３５页。

安斯提，托马斯·契泽姆（Ａｎｓｔｅｙ，Ｔｈｏ

ｍａｓ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１８１６—１８７３）——英国法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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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曾任香

港首席检查官（１８５４—１８５９）。——第

５７１页。

艾曼努尔——见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

毕希，约翰·格奥尔格（Ｂüｅ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１７２８—１８００）——德国经济学

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第１

５８页。

毕洛夫，亨利希·迪特里希（Ｂüｌｏｗ，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１７５７—１８０７）——普鲁士

反动的军事作家，有名的“最新军事制

度的精神”一书的作者。——第２６９—

２７１、３６５、４７９、４８２页。

毕希纳，路德维希（Ｂüｃｈｎ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４—１８９９）——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

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５３０页。

多德，乔治（Ｄｏｄｄ，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８—１８８１）

——英国政论家，著有许多有关工业问

题的著作。——第９９页。

多 斯 特 穆 罕 默 德 （Ｄｏｓｔ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１７９３—１８６３）——阿富汗国王（１８２６—

１８６３）。——第５７４—５７６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１７４

页。

亚历山大，黑森亲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ｅｓｓｉｎ

ｓｃｈｅｒＰｒｉｎｚ１８２３—１８８８）——奥地利将

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

旅。——第４０１、４３０页。

亚历山大一世 （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俄国皇帝（１８０１—１８２５）。

——第４４２页。

亚历山大二世 （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俄国皇帝（１８５５—１８８１）。

——第１８０、３１９、３９４、４０６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

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

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

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１５、３１、３９、

５８、１０７、１２７、１４６页。

亚述巴尼拔（Ａｓｓｕｒｂａｎｉｐａｌ在古代作家的

著作中叫萨尔达尼拔）——亚述国王

（公元前６６８—约６２６）。——第５６５页。

色诺芬（Ｘｅｎｏｐｈｏｎ公元前约４３０—３５４）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

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第１２５、１２７、１４７页。

乔治二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８３—１７６０）——英

国国王（１７２７—１７６０）。——第６３、６５

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英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６３

页。

齐格勒，弗兰茨（Ｚｉｅｇｌｅｒ，Ｆｒａｎｚ）——维

尔腾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

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曾参加创建民

族联盟党。——第４６３页。

列奥波特二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７—１８７０）

——托斯卡纳大公（１８２４—１８５９）。——

第５４５页。

休谟，大卫（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１７１１—１７７６）

——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

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

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５０—１５５、

１５８—１６１、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５页。

休谟，詹姆斯·迪肯（Ｈｕｍｅ，Ｊａｍｅｓ

Ｄｅａｃｏｎ１７７４—１８４２）——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１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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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Ａｉｓｏｐｏｓ公元前六世纪）——半传

说中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１７８

页。

伊兰尼，丹尼尔（Ｉｒàｎｙｉ，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２２—

１８９２）——匈牙利政治家和政论家，曾

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议会

议员，后为革命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

流亡国外。——第５６７页。

伊哈斯，丹尼尔（Ｉｈáｓｚ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匈牙利军官，曾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后来流亡国外，科

苏特的朋友。——第５６７页。

伊万三世（ １４４０—１５０５）——莫

斯科大公（１４６２—１５０５）。——第５６４

页。

伊丽莎白（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１８０１—１８７３）——普

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的妻

子。——第３７１页。

伊丽莎白（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５３３—１６０３）——

英国女王（１５５８—１６０３）。——第１３４

页。

考莱男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Ｃｏｗｌｅｙ， Ｈｅｎｒ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１８０４—１８８４）——英国外交

家，驻巴黎大使（１８５２—１８６７）。——第

３５６页。

七  画

邦康帕尼，卡洛（Ｂｏｎ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Ｃａｒｌｏ

１８０４—１８８０）——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温和自由派，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

统一意大利；１８４８年任撒丁教育大臣，

１８５２年任农业、贸易、教育和司法大臣，

１８５３—ｌ８５６年为下院议长，１８５９年任撒

丁驻佛罗伦萨全权代表。——第５４３

页。

芒，亚历山大罗（Ｍｏｎ，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１８０１—

１８８２）——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党

人，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３７，１８４４—

１８４６）；１８５８—１８６２年为驻法国大使，政

府首脑（１８６４）。——第５４２页。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Ｈａｉｎｄｅｌ，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６８５—１７５９）——伟大

的德国作曲家。——第６０６页。

亨什尔曼，伊姆雷（Ｈｅｎｓｚｌｍａｎｎ，Ｉｍｒｅ

１８１３—１８８８）——匈牙利考古学家，曾

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革命

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５６７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

——第２５、５２５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４１、５０—５２、８７、１４９、１５８—１６９、１７２—

１７５页。

但丁·阿利格 埃里 （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ｌ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１１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Ｖａｕ

ｂ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ｌｅＰｒéｓｔｒｅ１６３３—１７０７）

——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著有许多

关于筑城学和围攻战的著作。——第

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０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

是教员，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学

生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囚于

普鲁士监狱中；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布鲁塞

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从１８４８

年３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报”编

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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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６８３

页。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７９—１７５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形而上学者。——第５３０页。

汉尔波尔，霍雷修（Ｗａｌｐｏｌｅ，Ｈｏｒａｔｉｏ

１７ｌ７—１７９７）——英国贵族，作家和艺

术理论家。——第４３７页。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修（Ｗａｌｐｏｌｅ，

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ｏｒａｔｉｏ１８０６—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内政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第２３８页。

杜兰多，卓万尼 （Ｄｕｔａｎｄｏ，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１８０４—１８６９）——皮蒙特军队的将军，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与奥军作战，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２６６、２６７、４１５、４１６、４５８页。

杜尔菲尔德（Ｄüｒｆｅｌｄ）——奥地利将军，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第４２９页。

杜维尔努阿，亨利希·古斯达夫（Ｄｕｖｅｒ

ｎｏｙ，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ｙ１８０２—１８９０）——

维尔腾堡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曾任自

由派内阁的内政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省

议会议员（１８５１—１８６８），主张在普鲁士

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之

一。——第４６３页。

坎宁，查理·约翰（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ｈ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２）——从１８５９年起为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

分子，邮政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印度总

督（１８５６—１８６２），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组织者。——第

３２６—３２８页。

努根特，拉伐尔（Ｎｕｇｅｎｔ，Ｌａｖａｌ１７７７—

１８６２）——伯爵，奥地利元帅；曾参加

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

命，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第２１６、２６６、３７２、６３８页。

肖特，济格蒙德（Ｓｃｈｏｔｔ，Ｓｉｅｇｍｕｎｄ１８１８—

１８９５）——维尔腾堡作家和资产阶级政

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

国，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４６３、４６４页。

贝克，罗伯特（Ｂａｋｅｒ，Ｒｏｂｅｒｔ）——爱尔

兰的工厂视察员。——第２２８、２４３、２４４

页。

贝利，赛米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反对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同时他也正确

地看出了李嘉图经济观点中的一些矛

盾。——第６１、１３４页。

贝雷，若尔日（Ｂｅｕｒｅｔ，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８０３—

１８５９）——法国将军，曾参加加１８２３年

的西班牙远征、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罗马

远征，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

个旅。——第３９０页。

贝塔，亨利希（贝特齐希（Ｂｅｔｔｚｉｅｃｈ）的

笔名）（Ｂｅｔ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金

克尔的拥护者。——第６８８页。

贝克尔，伊曼努尔（Ｂｅｋｋｅｒ，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８５—１８７１）——德国语文学家，整理

并出版了古代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许多著作。——

第１５、３９、５８页。

贝克莱，乔治（Ｂｅｒｋｅｌ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６８５—

１７５３）——英国的反动哲学家，主观唯

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主教，在政治

经济学上他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他认

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他是货币名

目论的代表人物。——第２４、６９、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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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２年同他的兄弟艾米尔·贝列拉一

起创立了动产信用公司，他著有许多关

于信贷问题的著作。——第８５、８６、３３５

页。

贝格尔（Ｂｅｒｇｅｒ）——奥地利将军，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４８３页。

贝特伦，格尔格利（Ｂｅｔｈｌｅｎ，Ｇｅｒｇｅｌｙ）——

伯爵，匈牙利军官，曾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５６７页。

贝奈德克，路德维希（Ｂｅｎｅｄｅｋ，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１８４６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和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

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

挥一个军，１８６０年任奥军参谋长，匈牙

利军政总督，１８６６年奥普战争期间任奥

军总司令。——第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７、

４２２、４４０、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８、４８５、４８６

页。

贝尔尼埃，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２５—１６８８）——法国医生，旅行家和

作家。——第１２０页。

克莱，威廉（Ｃｌａ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１—１８６９）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通

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１７４页。

克赖，帕尔（Ｋｒａｙ，Ｐáｌ１７３５—１８０４）——

奥地利将军，原籍匈牙利，曾多次积极

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

和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２７０、２７１

页。

克尔纳，格奥尔格（Ｋｏｒｎｅｒ，Ｇｅｏｒｇ）——

十八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第

１４６页。

克拉姆 加拉斯，爱德华（ＣｌａｍＧａｌｌａｓ，Ｅｄ

ｕａｒｄ１８０５—１８９１）——奥地利将军，原

籍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镇压意大

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１８６６

年奥普战争的参加者。——第４２７、４５４

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４３页。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Ｋｌａｐｋａ，Ｇｙｏｒｇｙ

１８２０—１８９２）—— 匈牙利将军，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指挥匈牙利一

个军团；１８４９年７—９月任科马罗姆要

塞卫戍司令，该要塞顽强地抗击了奥军

的侵犯；１８４９年流亡国外；五十年代同

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１８６７年大赦后返

回匈牙利。——第４３５、４３６、５６４、５６７

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和最大的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在

俄国军队中服务。——第４９１、５０３、６６８

页。

克莱斯特，艾瓦德（Ｋｌｅｉｓｔ，Ｅｗａｌｄ１７１５—

１７５９）——德国诗人。——第６９２页。

克洛蒂尔达，萨瓦公主（１８４３—１９１１）——

撒丁国王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的女

儿，从１８５９年起为拿破仑亲王的妻子。

——第１９６—１９８页。

里利阿（Ｌｉｌｉａ）——奥地利将军，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２页。

里瑟姆，威廉·亨利（Ｌｅａｔｈａｍ，Ｗｉｌｌｉ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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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５—１８８９）——英国诗人和政

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

第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１页。

里士满公爵，查理·伦诺克斯（Ｒｉｃｈ

ｍｏ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ｅｎｎｏｘ１７３５—１８０６）

——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

议员。——第６０６页。

里奥斯，迪埃哥·德·洛斯（Ｒｉｏｓ，Ｄｉｅｇｏ

ｄｅＬｏｓ）——西班牙将军，在ｌ８５９—１８６０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

师。——第６１９、６２７、６３０页。

劳，卡尔·亨利希（Ｒａｕ，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

观点。——第５２５页。

劳麦，弗里德里希（Ｒａｕｍ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１—１８７３）——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第３６２页。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维尔斯顿男爵

（Ｌｏｙｄ，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ｎｅｓ，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ｌ７９６—

１８８３）——英国银行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

第１７４页。

劳夫塔斯，奥加斯特斯·威廉·弗雷德里

克·斯宾塞（Ｌｏｆｔ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１７—１９０４）——英

国外交家；驻奥地利大使（１８５８—

１８６０）。——第３３８、３４１、４７７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１８１、１８３、

２６６、３１１、３１６、３１８、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５、

５４２、６７０页。

苏格拉底（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公元前约４６９—３９９）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

族的思想家。——第５１３页。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３０—

１８００）——伟大的俄国统帅。——第２５７

页。

麦克唐纳，雅克·埃蒂耶纳·约瑟夫·亚

历山大（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ＪａｃｑｕｅｓＥｔｉｅｎ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６５—１８４０）——法

国元帅，曾多次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

征，１７９９年在意大利远征和瑞士远征期

间为法军总司令；拿破仑第一退位后，

为波旁王朝服务，从１８ｌ６年至１８３０年

在王室朝廷中身居要职。——第２５５、

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２７１页。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

里斯（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Ｐａｔｒｉｃｅ

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反动的

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

参加克里木战争，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

争中指挥一个军，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１８６４—１８７０）；在色当会战（１８７０）中

率１０万法军降敌，绞杀巴黎公社的创

子手之一；第三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３—

１８７９）。——第３５０、３８１、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０、

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ｌ、４３４、４４０、４５５、４５８、

６３９页。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庸俗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

造资本的理论。——第５１、１３３页。

麦克拉伦，詹姆斯（Ｍａｃｌａｒｅｎ，Ｊａｍｅｓ）——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

流通史的研究者。——第６０、１５７—１５９

页。

麦克斯威尔，约翰·霍尔（Ｍａｘｗｅｌｌ，Ｊｏｈｎ

Ｈａｌｌｌ８１２—１８６６）——英国农学家和统

计学家，苏格兰农业协会秘书。——第

２４４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ＭａｃＣｕｌ

ｌｏｃｈ，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

１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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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

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人。——第２３、４２页。

沙弗哥特希，约翰·弗兰茨（Ｓｃｈａｆｆ

ｇｏｔｓｃｈ，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２—１８６６）——

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第４５４页。

沙培尔、冯（Ｓｃｈａｐｅｒ，ｖｏｎ）——普鲁士

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莱茵省总督

（１８４２—１８４５）。——第７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Ｃｈａ

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Ｒｅｎｅｌ７６８—１８４８）

——法国的名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２—

１８２４）。——第６７８页。

利希顿施坦，爱德华·弗兰茨·路德维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Ｆｒａｎｚ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９—１８６４）——奥地利将军，曾积极

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布拉格起义；

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第３８６、４２７页。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勃莱希特（Ｂｅｒｎ

ｓｔｏｒｆｆ，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１８０９—１８７３）—— 伯

爵，普鲁士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

（１８５４—１８６１），外 交 大 臣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驻伦敦大使（１８６２—１８７３）。——

第５２１页。

八  画

金，彼得·约翰·洛克（Ｋｉｎｇ，Ｐｅｔｅｒ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５）——英国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

——第２３５页。

金凯德，约翰 （Ｋｉｎｃａｉｄ，Ｊｏｈｎ１７８７—

１８６２）——五十年代苏格兰的工厂和监

狱视察员。——第２２６、２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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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普鲁士法庭

判处无期徒刑，后越狱逃跑，逃亡伦敦；

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海尔曼”报的编辑（１８５９），进行反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第６８４—

６８９、６９４、６９５页。

雨果，维克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３０９

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０）——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家，曾任

法国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

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

——第１５４、１５７、１５９页。

罗登（Ｒｏｄｅｎ死于１８５９年）——奥地利将

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洗战争中指挥一个

旅。——第４４０、４８３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

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外 交 大 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和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枢密院院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５）；１８５５

年英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第

２３７、２３８、５２１—５２３、５４１、５４２、５７１、

６２２页。

罗奈，亚诺什 （Ｒóｎａｙ，Ｊａｎｏｓ１８１４—

１８８９）——匈牙利学者和作家，曾参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

流亡国外，１８６６年返回匈牙利，匈牙利

议会议员。——第５６７页。

罗巴克，约翰·阿瑟（Ｒｏｅｂｕｃｋ，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０１—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动

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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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员。——第２３８页。

罗斯·德·奥兰诺，安东尼奥（Ｒｏｓｄｅ

Ｏｌａｎｏ，Ａｎｔｏｎｙ１８０８—１８８６）——西班

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温和派，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

争中指挥一个军。——第６１７页。

罗伦纳，斐迪南多（Ｌｏｒｅｎ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ｏ

１８３５—１９０７）——托斯卡纳大公列奥波

特二世的儿子，１８５９年７月父亲退位后

接受了斐迪南多四世大公的封号。——

第５４５页。

罗伊谢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Ｒｅｙ

ｓｃｈ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８０）

——维尔腾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

学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４６３、

４６４页。

罗伯斯比尔，奥古斯丹（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６３—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

各宾党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

的弟弟。——第６６５页。

杰尔贝·德·桑纳兹，毛利齐奥（Ｇｅｒｂａｉｘ

ｄｅＳｏｎｎａｚ，Ｍａｕｒｉｃｉｏ１８ｌ６—１８９２）

——皮蒙特军队的将军，在１８５９年奥

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４０１

页。

杰科布，威廉（Ｊａｃｏ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左

右—１８５１）——英国商业家，著有许多

经济方面的著作。——第９９、１２５、１２６

页。

弥勒，亚当·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２９）——德国政论家和经

济学家，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

益的所谓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

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第６２、６３

页。

奈，米歇尔（Ｎｅｙ，Ｍｉｃｈｅｌ１７６９—１８１５）

——法国元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

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

第一的远征。——第２５９页。

奈斯勒（Ｎｅｓｓｌｅｒ）——法国军官，新式枪

弹的发明者（１８５７）。——第１９２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Ｔｅｍｐｌ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家，开

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

党的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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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３０９、４７４、４７７、

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３、５２３、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７、

５６１、５６９—５７６、５８０—５８４、６０７页。

帕尔马女公爵——见波旁的路易莎，玛丽

亚 泰莉莎。

昂塞尔姆，雅克·贝尔纳·莫迭斯特

（Ａｎｓｅｌｍ，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４０—１８１２）——

法国将军，１７９２年在革命的法国同奥

地利作战期间，指挥一个军。——第

６６４页。

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Ａｎｇｈｉｅｒａ，Ｐｉｅｔｒｏ

Ｍａｒｔｉｒｅ１４５７—１５２６）——历史学家和

地理学家，生于意大利，长期在西班牙

宫廷服务。——第１４４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５１０

页。

武科维奇，舍表（Ｖｕｋｏｖｉｃｓ，Ｓｅｂｏ１８１１—

１８７２）——匈牙利政治活动家，曾任革

命政府司法部长（１８４９），匈牙利革命失

败后流亡伦敦，曾同科苏特保持联系。

３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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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６７页。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尔顿·柯普

利（Ｌｙｎｄｈｕｒｓｔ，Ｊｏｈ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Ｃｏｐｌｅｙ

１７７２—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动家，法

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１８２７—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１８４６），议会

议员。——第４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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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４页。

图恩，列奥（Ｔｈｕｎ，Ｌｅｏ１８１１—１８８８）——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按民族

是捷克人；弗兰茨 约瑟夫最亲近的顾

问之一，曾任宗教和教育大臣。——第

４７８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接

近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他批评了李嘉图

的货币论。——第８８、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５、

１７６页。

图斯涅尔达——凯拉赛族领袖阿尔米纽

斯的妻子。——第６８４、６８５页

。舍勒尔，巴特尔米·路易·约瑟夫

（Ｓｃｈéｒｅｒ， 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４７—１８０４）——法国将军和国家活动

家，１７９５—１７９６年和１７９９年参加法国

在 意大利的战争，曾任陆军大臣

（１７９７—１７９９）。——第６６５页。

舍伐利埃，米歇尔（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Ｍｉｃｈｅ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９）——法国工程师，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

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

——第１０７页。

征服者威廉一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ｅＣｏｎ

ｑｕｅｒｏｒ１０２７—１０８７）—— 英国 国 王

（１０６６—１０８７）。——第６４页。

法里尼，鲁伊治·卡洛（Ｆａｒｉｎｉ，ＬｕｉｇｉＣａｒｌｏ

１８１２—１８６６）——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

历史学家，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

一意大利，曾任教育大臣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１８５９年为撒丁驻摩地那的全权

代表，内政大臣（１８６０），政府首脑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第５４４页。

法利埃罗，马林诺（Ｆａｌｉｅｒｏ，Ｍａｒｉｎｏ１２７４—

１３５５）——威尼斯总督（１３５４—１３５５）因

参与推翻贵族统治的阴谋被处死刑。

——第３１６页。

居莱，费伦茨（Ｇｙｕｌａｙ，Ｆｅｒｅｎｃ１７９８—

１８６８）——伯爵，奥地利将军，原籍匈

牙利，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

利革命，曾任陆军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在马振塔会战

失败以前，统率奥军（１８５９年４—６月）。

——第１８５、３４５、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

３７９、３８９、４１９—４２５、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２、

４３３、４４２、４４４、４７８—４８２、４９０、６３８、

６３９页。

门德尔森，莫泽斯（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ｈｏｎ，Ｍｏｓｅｓ

１７２９—１７８６）——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

哲学家，自然神论者。——第１５７页。

彼得一世（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从

１６８２年起为俄国沙皇，从１７２１年起为

全俄皇帝。——第１０６、６７４、６７８、６８０

页。

佩利茨，卡尔·亨利希·路德维希（Ｐｏ

ｌｉｔｚ，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７２—

１８３８）——德国历史学家。——第６８９

页。

佩尔采尔，摩里茨（Ｐｅｒｃｚｅｌ，Ｍóｒｉｃｚ１８１１—

１８９９）——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

土耳其，１８５１年流亡英国。——第５６７

４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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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佩利西埃，让·雅克 （Ｐｅｌｉｓｓｉｅｒ，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９４—１８６４）——法国元帅，三

十至五十年代初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

亚，以极端残酷著称；曾任克里木法军

总司令（１８５５年５月—１８５６年７月）；

驻英国大使（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５９年任南

锡监视军指挥官。——第３６１、４９４、５０６

页。

拉·格萨尼埃尔，路易·埃蒂耶纳·阿尔

图尔·杜布罗伊 埃尔昂（ＬａＧｕéｒｏｎ

ｎｉèｒｅ，ＬｏｕｉｓＥｔｉｅｎｎｅＡｒｔｈｕｒＤｕｂｒｅｕｉｌ

Ｈéｌｉｏｎ１８１６—１８７５）——法国政论家和

政治活动家，五十年代为波拿巴主义

者。——第２９７页。

拉德勒·德·拉·沙尔耶尔，茹尔·玛丽

（ＬａｄｒｅｉｔｔｄｅｌａＣｈａｒｒｉèｒｅ，Ｊｕｌｅｓ，Ｍａｒｉｅ

１８０６—１８７０）——法国将军，曾参加征

服阿尔及利亚，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

中指挥一个旅，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

的参加者。——第４３１页。

拉德米罗，路易·勒奈·保尔（Ｌａｄｍｉ

ｒａｕｌｔ，ＬｏｕｉｓＲｅｎéＰａｕｌ１８０８—１８９８）

——法国将军，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

征服阿尔及利亚，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

争中指挥一个师，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

争的参加者，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

一。——第４３１页。

拉博麦尔，罗朗·安格里维埃尔·德（Ｌａ

Ｂｅａｕｍｅｌｌｅ１７２６—１７７３）——法国作家，

伏尔泰的论敌。——第４３５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伯爵，奥地利元帅，从

１８３１年起指挥北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

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１８５６

年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

第１８５、２０９、２１６、２１７、２６５—２６８、３２２、

３７３、４１５、４３３、４７９、６３９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Ｒａｄｏｗ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

动家，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翼领

袖之一。——第２５０、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８、

２８１、２８８、３１４、４６４页。

拉莫特卢日，约瑟夫·爱德华·德（Ｌａ

Ｍｏｔｔｅｒｏｕｇｅ，ＪｏｓｅｐｈＥｄｕａｒｄｄｅ１８０４—

１８８３）——法国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

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

争中指挥一个师，１８７０—１８７ｌ年普法战

争的参加者。——第４２９页。

孟德维尔，约翰（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Ｊｏｈｎ约

１３００—１３７２）——据说是关于周游世界

各国的许多通俗故事的编写人。——第

１０８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货币数

量论的拥护者。——第１５０、１５５页。

孟德斯鸠 费森萨克，安·比埃尔（Ｍｏｎ

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Ｆｅｚｅｎｓａｃ，Ａｎｎ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３９—

１７９８）——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正

统主义者，１７９２年曾参加征服萨瓦。

——第６４９页。

阿梯拉（死于４５３年）—— 匈奴领袖

（４３３—４５３）。——第５０７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１７８４—１８００）——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从１８５０年起为

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和联合内阁首相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５７３、６７５页。

阿特伍德，托马斯（Ａｔｔｗｏｏｄ，Ｔｈｏｍａｓ

５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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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７８３—１８５６）——英国银行家，经济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第７２页。

阿塞利奥，马西莫·德·（Ａｚｅｇｌｉｏ，Ｍａｓ

ｓｉｍｏｄ’１７９８—１８６６）——意大利国家

活动家和作家，温和自由派，主张在萨

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曾任皮蒙

特内阁首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５２），

１８５９年为撒丁驻罗曼尼亚全权代表。

——第５４３页。

阿勒曼迪，米凯莱·拿破仑涅（Ａｌｌｅ

ｍａｎｄｉ，Ｍｉｃｈｅｌｅ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ｅ１８０７—

１８５８）——意大利将军，１８４８—ｌ８４９年

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曾领导伦巴第、

瑞士和热那亚的志愿军。——第４０４

页。

阿伯思诺特，乔治（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２—ｌ８６５）——英国财政部官员；著

有一系列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

著作，“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

第１７４页。

阿雷蒂诺，彼得罗（Ａｒｅｔｉｎｏ，Ｐｉｅｔｒｏ１４９２—

１５５６）——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

作家，著有许多尖锐地揭露教皇宫廷和

欧洲各国君主的抨击性小册子。——第

１５８页。

阿泰纳奥斯（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ｓ二世纪末至三世

纪初）——古希腊演说术教师和语法学

家。——第６３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ｖｉ

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代意大

利最大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

作者。——第５６９页。

阿尔米纽斯（Ａｒｍｉｎｉｕｓ，公元前１７—公元

２１）——日耳曼部族凯拉赛人的领袖，

曾领导日耳曼部族反对罗马人的斗争，

并于公元９年在条多堡森林中击败了

罗马人。——第６８５页。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１０—１９００）——英国

发明家，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著名。

——第２５６页。

阿尔勃莱希特（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ｌ８１７—１８９５）——

奥地利大公，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

镇压意大利革命，１８５１—１８６０年为匈牙

利军政总督，１８５９年曾负外交使命赴柏

林。——第５０８、５１７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日罗姆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éｒ氭ｍ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０）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

伐里亚国王（１８０７—ｌ８ｌ３），从１８５０年起

为元帅。——第６４２页。

波拿巴，约瑟夫（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８

—１８４４）——拿破仑第一之长兄，那不

勒斯国王（１８０６—１８０８）和西班牙国王

（１８０８—１８１３）。——第４３４页。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

王（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

Ｐｒｉｎｚ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１）——

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

弟，在其长兄死后（１８４７）改名日罗姆，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议员，１８５４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

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以绰号普隆 普隆和红色亲王而著名。

——第１９６—１９９、３００、３８２、３９９、４４４、

４５３、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０、４８９、５６４—５６５、

６４２页。

波拿巴王朝（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法国帝国王

朝 （１８０４—ｌ８１４，１８１５，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第１８３、１９８、２０５、２８０、３０４、４７２、

４７４、４７６、５０１、５６４、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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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Ｂｏｕｒｂｏｎｅｎ）——法国的王朝

（１５８９—ｌ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 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５４２页。

波旁的路易莎，玛丽亚 泰莉莎（Ｌｏｕｉｓｅ

ＭａｒｉｅＴｈéｒèｓｅ 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ｎ １８１９—

１８６４）——帕尔马女公爵，帕尔马公国

摄政女王（１８５４—１８５９）。——第５４２

页。

波林尼雅克，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

玛丽（Ｐｏｌｉｇｎａｃ，ＡｕｇｕｓｔｅＪｕｌｅｓＡｒｍａｎｄ

Ｍａｒｉｅ１７８０—１８４７）——公爵，复辟时

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

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内阁首脑

（１８２９—１８３０）。——第６７３、６７８页。

波埃利奥，卡洛（Ｐｏｅｒｉｏ，Ｃａｒｌｏ１８０３—

１８６７）——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自由主

义者，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

任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

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在意大利被监禁，１８６１—

１８６７年为意大利王国议会副议长。——

第１８５页。

庞比尼昂侯爵，让·雅克·勒·弗兰克

（Ｐｏｍｐｉｇｎａ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ｅＦｒａｎｇｕｅ

１７０９—１７８４）——法国诗人，伏尔泰的

论敌。——第４３５页。

九  画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８２—１８５９）——奥地利大

公，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为德意

志帝国摄政王。——第３１４页。

洛克·金——贝金，彼得·约翰·洛克。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二元论者，感觉论

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动摇于货币

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６６—

６８、１１０、１３７、１５０、１５４、１５９页。

咸丰（１８３１—１８６１）——中国皇帝（１８５０—

１８６１）。——第５７２页。

勃朗，路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１８１１—１８８２）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

史学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活动家，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第

１５７页。

查耳迪尼，恩利科（Ｃｉａｌｄｉｎｉ，Ｅｎｒｉｃｏ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意大利将军，曾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民族解放战争和克里木战争，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第４１３—４１６页。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ｇｅ７４２左右—８１４）

——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

（８００—８１４）。——第３１７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１６８５）——

英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４３

页。

查理 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１７９８—

１８４９）——撒丁国王（１８３１—１８４９）。

——第１８２、４７４页。

若米尼，昂利（Ｊｏｍｉｎｉ，Ｈｅｎｒｉ１７７０—

１８６９）——将军，初在法军中供职，后

在俄军中供职，原籍瑞士，资产阶级军

事理论家，著有许多关于战略和军事史

方面的著作。——第２６３页。

契安多斯——见格伦维耳，理查，白金汉

和契安多斯公爵。

济格尔，弗兰茨·路德维希（Ｓｉｅｇｅｌ，Ｆｒａｎｚ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２—１８７７）——德国记者和

律师，“萨克森立宪报”编辑，主张在普

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

创建人之一。——第５４８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

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为

财政部秘书长；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为印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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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大臣；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

１６８、１７６、３３１、５７８页。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ｅｎｗｉｃｋ，Ｂａｒｏｎｅｔ

ｏｆＫａｒｓ１８００—１８８３）——英国将军，

１８５５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曾指挥卡尔斯

保卫战，议会议员（１８５６—１８５９）。——

第５０５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１７６９—１８５２）

——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

人，在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反对拿

破仑第一的战争中统率军队；曾任军械

总长（１８１８—１８２７），总司令（１８４２—

１８５２），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和外交大臣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第２９１页。

威尔特尔，卡尔（Ｗｅｒｔｈ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普鲁士外交家，驻奥地利大

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９）。——

第４３７、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７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３３４、３３６、４３６、

４５１、４６２、４６３、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３、５１７—

５１９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７—１８４７）——

黑森—加塞尔的选帝侯（１８２１—１８４７）。

——第５９６、５９８页。

柏尔（Ｂｏéｔ１８０８—１８５９）——奥地利将军，

匈牙利人，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

挥一个旅。——第４４０、４８３页。

柏里——见塞西耳，威廉，柏里勋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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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第１０７、１９６页。

柯顿，威廉 （Ｃｏｔ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６—

１８６６）——英国商业家，英格兰银行经

理；称黄金的自动天平的发明者。——

第１０１页。

柯波克，詹姆斯（Ｃｏｐｐｏｃｋ，Ｊａｍｅｓ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英国法学家，议会选举事务

代理人。——第５８６、５８８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８３页。

哈通，恩斯特（Ｈａｒｔｕｎｇ，Ｅｒｎｓｔ１８０８—

１８７９）——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

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

指挥一个旅，１８６６年参加奥普战争。

——第４２９页。

哈治·阿布德 萨勒姆——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

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在泰图安

辖下任摩洛哥军队的指挥官。——第

６１３页。

哈德菲尔德，乔治 （Ｈａｄ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ｇ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５７５页。

哈森普弗鲁克，汉斯·丹尼尔（Ｈａｓｓｅｎ

ｐｆｌｕｇＨａｎｓＤａｎｉｅｌ１７９４—１８６２）——德

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１８３２—１８３７年任

黑森—加塞尔的司法大臣和内政大臣，

１８５０—１８５５年为内阁首脑，专制主义的

拥护者。——第５９９页。

哈布斯堡王朝（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ｅｒ）——１２７３—

１８０６年（中有间断）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的王朝，奥地利王朝（从１８０４年起）和

奥匈帝国王朝（１８６７—１９１８）。——第

１７９、３９５、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８、４７４、４７６、

４９３、５２１、６８９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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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普鲁士官吏

和作家，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

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

看，他是农奴主反动分子。——第６７８

页。

洪堡，亚历山大（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６９—１８５９）——伟大的德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３６１、６８６、

６８８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反对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审判案

（１８５２）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

的主要见证人。——第５２０页。

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Ｓｃｈｌｉｃｋ，Ｆｒａｎｚ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９—１８６２）——伯爵，奥地

利将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

牙利革命；１８５４—１８５９年指挥加里西亚

和布柯维纳的奥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

战争中任第二军团指挥官。——第４４２、

４４４页。

施泰因，罗仑兹（ＳｔｅｉｎＬｏｒｅｎｚ１８１５—

１８９０）——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

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第１６、２３、

５２５页。

施特劳斯，约翰（Ｓｔｒａｕβ，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２５—

１８９９）——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

家。——第３７３页。

施塔迪昂，菲力浦 （Ｓｔａｄｉ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７９９—１８６８）——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

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

中指挥一个军。——第３８３、３８６、３８９、

３９９、４０１、４５４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卡尔洛维奇（亨利

希）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

科学院院士，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模仿

者。——第１０６、１２３页。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Ｓｃｈｌｅｉｎｉｔｚ，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５）——伯爵，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４８

年６月，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８—１８６１）。

——第３６１、４６３、５０８—５２３页。

施瓦尔岑堡，艾德蒙（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ｇ，Ｅｄ

ｍｕｎｄ１８０３—１８７３）——奥地利将军，曾

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

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３８６、４５４页。

施瓦尔岑堡，费力克斯（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

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０—１８５２）——公爵，奥地利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在镇压了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维也纳起义以后任首相和

外交大臣。——第４６２、５９９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

——第８７页。

科斯塔，德·波勒加尔（ＣｏｓｔａｄｅＢｅａｕｒｅ

ｇａｒｄ）——侯爵，意大利贵族，代表萨

瓦出席撒丁议会的议员。——第６４６

页。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Ｋｏｌｂ，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８４）——

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

年为“新法兰克福报”编辑。——第２９５

页。

科勒尔，奥古斯特（Ｋｏｌ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生于

１８０５年）——奥地利外交家，驻柏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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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１８５７—１８６０）。——第５１６页。

科尔登，弗兰茨（Ｃｏｒｄｏｎ，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６—

１８６９）——奥地利将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

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４２７、４２８、

４３０、４３２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ｊｏｓ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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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五

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

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６、４７０、５６０—５６７、６８５页。

科洛勒多 梅尔茨和瓦尔泽，温采尔·约

瑟 夫 （ＣｏｌｌｏｒｅｄｏＭｅｌｚｕｎｄＷａｌｌｓｅｅ，

Ｗｅｎｚ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３８—１８２２）—— 奥

地利将军，从１８０８年起为元帅，曾多

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

国和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６６５

页。

欧文，罗伯特 （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５０页。

欧仁亲王——见博阿尔奎，欧仁。

欧仁妮——见蒙蒂霍，欧仁妮。

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公元前约４８０

—约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著有许多古典悲剧。——第１２７、５０９

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１８７１年受封）（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

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

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后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

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第２３５—２３８、５８２页。

十  画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６３６、６８６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９、１０、

６３６、６８３页。

纽马奇，威廉（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０—

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第１７６、２３５页。

特罗胥，路易·茹尔（Ｔｒｏｃｈｕ，Ｌｏｕｉｓ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党人，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参

加征服阿尔及利亚；曾参加克里木战

争；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

师；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为巴黎军事总督和国

防政府主席。——第４１３、４１６、４２９、４３１、

４５５页。

特罗洛普（Ｔｒｏｌｌｏｐｅ）——英国企业家，建

筑公司经理。——第５４６页。

摩伯，托马斯（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５９—

１８４０）——美国科学和政治活动家，美

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

物，自由贸易思想的宣传者。——第２４

页。

摩札，亚历山大鲁 （Ｃｕｚ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

１８２０—１８７３）——罗马尼亚政治活动

家，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年为多瑙河公国莫尔达

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１８６２

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

（统治者），号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

由于反动派的阴谋，他被迫退位并流亡

国外。——第５０５页。

库恩，弗兰茨，库南菲尔德男爵（Ｋｕｈｎ，

Ｆｒａｎｚ，Ｆｌ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Ｋｕｈｎｅｎｆｅｌｄ１８１７—

１８９６）——奥地利军官，从１８６６年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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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

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任总参谋长，

后来指挥一个旅，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任陆军

大臣。——第３７２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由于出版

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

学家的著作而著名。——第２２、２８、４７、

６２、１００、１１４、１４１页。

库克基亚里，多美尼科 （Ｃｕｃｃｈｉａｒｉ，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意大利将军，在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中指挥皮蒙特师。——第

４１５、４１６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ａｎｏｓ１８１７—

１８６８）——匈牙利记者和军官，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

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

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 贝伊在

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

对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奸细在高

加索进行活动（１８５５—１８５８）。——第

５６０页。

茹贝尔，巴特尔米·卡特林（Ｊｏｕｂｅｒｔ，

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１７６９—１７９９）

——法国将军，曾参加１１９６—１７９９年

波拿巴对意大利的远征，１７９８—１７９９

年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第２５９

页。

配 第，威 廉 （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第

２４、４１—４４、５４、１１４、１１９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ｈｅｒ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的

杰出的航海家，原籍热那亚。——第１４８

页。

哥特谢德，约翰·克利斯托夫（Ｇｏｔｔ

ｓｃｈｅｄ，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００—１７６６）

——德国作家和批评家，十八世纪德国

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１５８

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８３）——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 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外 交 大 臣 （１８５６—

１８８２）。——第５１３、５２１、６３５、６７１、６７６—

６７９页。

埃梅特，安东尼 （Ｅｍｍｅｔｔ，Ａｎｔｈｏｎｙ

１７９０—１８７２）——英国军事工程师，从

１８５５年起为将军，曾任圣海伦岛工程长

官（１８１５—１８２１）。——第２６９页。

埃查古埃，拉斐（Ｅｃｈａｇüｅ，Ｒａｐｈａｅｌ１８１５—

１８８７）——西班牙将军，曾参加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年资产阶级革命，属温和派；在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

中指挥一个军。——第６０９、６１０、６１７、

６１８页。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Ｅｌｌｅｎｂｏ

ｒｏｕｇｈ，ＥｄｗａｒｄＬａｗ１７９０—１８７１）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

议员；曾任印度总督（１８４２—１８４４），

１８４６年为海军首席大臣，印度事务督察

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８）。——第２３７、３３３、

５８４页。

埃斯潘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亚（Ｅｓ

ｐｉｎａｓｓｅ，Ｃ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ｉｅＥｓｐｒｉｔ１８１５—

１８５９）——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之一，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在１８５９年奥

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４２９

页。

桑纳兹——见杰尔贝·德·桑纳兹，毛利

１０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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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

乌 尔班，卡 尔 （Ｕｒｂａ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２—

１８７７）——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在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４０３、

４０４页。

乌尔卡尔特，戴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５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政

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

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第６５、５６１

页。

乌斯塔里斯，海罗尼莫（Ｕｓｔáｒｉｓ，Ｊｅｒóｎｉ

ｍｏ）——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西班牙经济

学家，重商主义者。——第４４页。

乌泽多姆，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格维多（Ｕｓｅｄｏｍ，Ｋａｒｌ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

Ｇｕｉｄｏ１８０５—１８８４）——普鲁士外交

家，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全权代表

（１８４８）和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

会全权代表（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３９５

页。

泰列基，拉斯洛（Ｔｅｌｅｋｉ，Ｌáｓｚｌó１８１１—

１８６１）——伯爵，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作家，１８４８—ｌ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为

匈牙利共和国驻法国代表，革命失败后

仍留在法国，匈牙利议会议员。——第

５６７页。

泰列基，山道尔（亚历山大）（Ｔｅｌｅｋｉ，

Ｓáｎｄｏｒ（Ａｌａｘａｎｄａｒ）生于１８１８年）——

伯爵，匈牙利军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

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第５６４、５６７页。

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 １３１２—１３７７）

——英国国王（１３２７—１３７７）。——第６５

页。

朗兹，威廉 （Ｌｏｗｎｄ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５２—

１７４２）——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

家，财政部秘书长。——第６７、６８、７２、

１１０页。

朗敏，威廉（Ｒａｍｍ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５—

１８７６）——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

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１８６６年曾参加奥普战争。——第４２９

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７—１１、５３２—５３４、

５６０、５６８、６０１、６８３页。

马志尼，朱泽培 （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严阶

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

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

府首脑，１８５０年为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

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曾反对

波拿巴法国对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斗

争的干涉。——第４０６、４０７、４７６、５６１—

５６３、５６７、５９４页。

马森纳，安得列（Ｍａｓｓéｎａ，Ａｎｄｒé１７５６—

１８１７）——法国将军，从１８０４年起为元

帅，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之

一，１８１４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第

２７１、６６５页。

马丹普雷，昂日·奥古斯特（Ｍａｒｔｉｍｐｒｅｙ

Ａｎｇ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ｄｅ１８０９—１８７５）——法

国将军，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

一个旅，曾参加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

争。——第４３１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

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的鼓吹者。——第

２６、８７、５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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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

斯（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ＪａｍｅｓＨｏｗａｒｄＨａｒｒｉｓ

１８０７—１８８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

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２和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掌玺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１８７４—１８７６）。——第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０、

３４１、４７７、５８２—５８４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

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第４７５页。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６４）—— 巴伐利亚国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４）。——第３３６页。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１８２、

１９２、２１３、２１８、２３０、２３４、２５５—２５９、

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６、２７７、

２８０、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４、３０６—

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７—３１９、３６５、３７８、

３８２、３９７、３９８、４１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９、

４４１、４４２、４８２—４８４、４８７—４９０、４９２、

５０３—５０７、５６６、６５２、６５３、６６３—６６５、

６７１—６７４、６７８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èｏｎ 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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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４、２４９、２８８、２９６、

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３、３０５—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４、

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３、３３５、３３９—３４２、３４４—

３４６、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１、

３７９、３８２、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４—４０７、

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８、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８、４３３—

４４１、４４４、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０、

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４、４８６—

４９４、４９７—５０７、５１１、５１９、５２２、５２３、５４１—

５４５、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６、５７２、５９２—５９６、

６０７、６０８、６２５、６３５—６３７、６４０—６４３、６４６、

６５７、６６２、６６９—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７、６７９、６８５、

６９３页。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

·保尔，拿破仑亲王。

格雷，查理（Ｇｒ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６４—１８４５）

——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第６０６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

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人之

一。——第７３—７６页。

格林，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ｋｏｂ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

民间创作的收集者，柏林大学教授。

——第１４５页。

格律奈，卡尔·路德维希（Ｇｒüｎｎｅ，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８—１８８４）——伯爵，奥地利

将军，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弗兰茨 约

瑟夫皇帝的将军衔侍卫长（１８５０—

１８５９）。——第４５０、４５３、４７８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后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５４、

５７１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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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０）——法国记者，毫无原则的政治

家，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

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

１８７０），持极右立场；“立宪主义者报”的

撰稿人。——第５４４页。

格伦维耳，理查，白金汉和契安多斯公爵

（Ｇｒｅｎｖｉｌｌ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ｕｋｅｏｆＢａｃｋｉｎｇ

ｈａｍａｎｄＣｈａｎｄｏｓ１７９７—１８６１）——英

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１８１８—１８３９）。——第２３５、

２３８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２４９、２５１、４６４页。

海斯，亨利希（Ｈｅβ，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８—

１８７０）——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

帅，曾积极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

大利革命，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任匈牙利、加

里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在马振塔会战

（１８５９年６—７月）失败后统率奥军。

——第２１６、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９、４２５、４４２、

４５０、４６０、４６１、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４、

４８５、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３、６３９页。

海泽，亨利希（Ｈｅｉｓ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死于１８６０

年）——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曾

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来流亡英

国。——第６８３页。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ｕ，Ｊｕｌｉｕｓ

Ｊａｋｏｂ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奥地利将军，曾

残酷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意大利和匈

牙利革命运动，由于残酷他得到了一个

绰号“疯狂的鬣狗”。——第１８５页。

海尔曼——见阿尔米纽斯。

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Ｈｅｌｉｏｇａ

ｂａｌｕｓ或Ｅｌａｇａｂａｌｕｓ２０４—２２２）——罗

马皇帝（２１８—２２２），这个名字成了挥

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第５６４页。

海尔布隆纳尔，卡尔（Ｈａｉｌｂｒｏｎｎｅｒ，Ｋａｒｌ

１７８９—１８６４）——巴伐利亚军事作家和

旅行家，奥地利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的

表达者之一。——第２５０、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８

页。

俾斯麦公爵，奥托，冯·申豪森（Ｂｉｓｍａ

ｒｃｋ，Ｏｔｔｏ，ｖｏｎＳｃｈｏｎｈａｕｓｅｎ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普鲁士和德国的国家活动家

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

物；１８５１—１８５９年是普鲁士驻联邦议会

的 全权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黎大使（１８６２）；普

鲁士首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１），德意志帝国首

相（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他用反革命的方法实

现了德国的统一；他是工人运动的凶恶

敌人，曾制定镇压社会主义者的特别

法。——第３１３、５２１页。

十 一 画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中的古希腊

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

作者。——第１５８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

斯·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ｌｄＧｅｏｒｇｅＧｅ

ｏｆｆｅｒ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ｌｅｙ１７９９—１８６９）——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后来是

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第

３０９、３２５、３２８、３４３、３５５、４７７、５１３、

５４３、５６６、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５、５８４页。

梯图斯（Ｔｉｔｕｓ）——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律师，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

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

——第５４８页。

梯尔泰（Ｔｙｒｔａｉｏｓ公元前７—６世纪）——

古希腊诗人，曾歌颂斯巴达人的军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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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第６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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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３２、

１８３４），总理（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共和国总

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１９７页。

莫拉尔（Ｍｏｌｌａｒｄ）——皮蒙特将军，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第４５８页。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

瑟夫（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Ｌｏｉｕｓ

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１１—１８６５）——法

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

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

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５２年１月），立法团

主席（１８５４—１８５６、１８５７—１８６５），驻俄

国大使（１８５６—１８５７）。——第１８９、１９８

页。

莫罗，让·维克多（Ｍｏｒｅａｕ，Ｊｅａｎ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６３—１８１３）——法国将军，曾多次参

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

战争。——第２７１页。

盖亚尔德，弗雷德里克（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ｅｔ，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１８０８—１８６２）——法国记者和剧

作家，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在美国发行“美国

信使报”；１８４８年回到法国，仍为该报的

经常通讯员。——第２００页。

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Ｐｅｒ

ｓｉｇｎｙ， ＪｅａｎＧｉｌ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

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

者之一，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

１８６０—１８６３），驻英国大使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１９８页。

许布纳尔，亚历山大（Ｈüｂｎｅ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１１—１８９２）——奥地利外交家和国家

活动家，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任驻巴黎大使。

——第１７９、１８６、３００、３１８页。

基什，米克洛什（Ｋｉｓｓ，Ｍｉｋｌｏｓ生于１８２０

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

亡者，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

５６４、５６７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期间，实际上掌握了法国的内政和外

交，代表了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８、２３７页。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Ｍｉｌｎｅｒ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的政

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后

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第５７１、５７２、

５８０页。

措贝尔，托马斯·弗里德里希（Ｚｏｂｅｌ，

Ｔｈｏｍａ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９—１８６９）——奥

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的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第３８６、４２７、４５４、４７９页。

勒诺，比埃尔·伊波利特（Ｒｅｎａｕｌｔ，Ｐｉｅ

ｒｒｅ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１８０７—１８７０）——法国将

军，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

利亚，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

个师，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参加

者。——第３２１、４２９、４３１、４５５页。

勒库尔布，克劳德·雅克（Ｌｅｃｏｕｒｂｅ，

Ｃｌａｕｄ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８１５）——法国

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

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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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第２５７、６５４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

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 首 相 （１８２１—

１８４８），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６８６页。

梅拉斯，米哈埃尔·弗里德里希·贝奈狄

克 特 （Ｍｅｌａ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１７２９—１８０６）——奥地利将

军，曾参加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１７９９—１８００年任意大利奥军总司令。

——第２２０页。

梅德尼扬斯基，山道尔（Ｍｅｄｎｙàｎｓｚｋｙ，

Ｓａｎｄｏｒ生于１８１６年）——匈牙利军官，

曾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５６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１３１、３０３、５０８、５１５、５２２、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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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人物；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首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

３１３、５９９页。

雪恩海斯，卡尔（Ｓｃｈｏｎｈａｌｓ，Ｋａｒｌ１７８８—

１８５７）——奥地利将军和军事作家；曾

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意大利革

命。——第２１６页。

雪恩奈希，克利斯托夫·奥托（Ｓｃｈｏ

ｎａｉ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Ｏｔｔｏ １７２５—

１８０７）——德国诗人，叙事诗“海尔

曼”的作者。——第１５８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

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

始人。——第５３０页。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塞尔坦（Ｃａｎｒｏ

ｂｅｒ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９５）

——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

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１８５１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任法军总司令（１８５４

年９月—１８５５年５月）；在１８５９年奥意

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

法战争的参加者。——第３５０、３８１、４１３、

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

４５５、４５８、４５９页。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２７—１８９２）—— 俄国大

公，尼古拉一世之次子，海军元帅，领

导海军系统 （１８５３—１８８１）和舰队

（１８５５—１８８１），１８５８—１８６１年作为农民

事务总委员会委员参加１８６１年农民改

革 的准备和实行；波兰王国总督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第６７２页。

康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ｉｏ，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ｏｌａｎｏ１７７２—１８４６）

——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曾把

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文。

——第５１页。

十 二 画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

ｓｉｎｇ，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

——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

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

——第１５７页。

莱泽，古斯达夫·阿尔芒·昂利（Ｒｅｉｓｅｔ，

Ｇｕｓｔａｖ Ａｒｍａｎｄ Ｈｅｎｒｉ１８２１—１９０５）

——法国外交家；１８５９年任驻达姆斯塔

特大使时曾负特殊使命去见维克多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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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尔二世，以便签订苏黎世和约。

——第５４４页。

莱沙赫，济格蒙德（Ｒｅｉｓｃｈａｃｈ，Ｓｉｇｍｕ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８）——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

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第

４２７—４３０页。

莱希堡，约翰·伯恩哈特（Ｒｅｃｈｂｅｒｇ，Ｊｏ

ｈａｎ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６—１８９９）——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保守主义

者，曾任首相（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外交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４）。——第３６１、５１３—５１８

页。

凯，约翰·威廉（Ｋａｙｅ，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英国军事史学家和殖

民官吏，曾任印度事务部政务机密司秘

书（１８５８—１８７４），“阿富汗战争史”一

书的作者。——第５７５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公元前约１００—４４）——

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１８８页。

凯勒曼，弗朗斯瓦·克利斯托夫（Ｋｅｌｌｅｒ

ｍａｎ，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１７３５—１８２０）

——法国将军，从１８０４年起为元帅，曾

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

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后为

正统主义者。——第６５０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２５、４２、４４、４７—５０、５９、６３、１０３、１１６、

１３６、１５７—１５９、５３４页。

斯宾斯，威廉（Ｓｐ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３—

１８６０）——英国昆虫学家，同时也研究

经济问题。——第８７页。

斯密斯，托马斯（Ｓｍｉｔｈ，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１３—

１５７７）——英国国家活动家，民法教授。

——第１３４页。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１８６９

年受封）（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

ｏｆＤｅｒｂｙ１８２６—１８９３）——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

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８２—１８８５）和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外交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１８７４—１８７８），爱德华·得比的儿子。

——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

的反对者。——第４７、４８、６８—７１、１５２、

１５５—１５８、１７５页。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勋爵（Ｓｔｕａｒｔ，

ＤｕｄｌｅｙＣｏｕｔｔｓ１８０３—１８５４）——英国

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与

波兰保守派君主主义流亡集团有过联

系。——第５６１页。

斯巴克斯，杰雷德（Ｓｐａｒｋｓ，Ｊａｒｅｄ１７８９—

１８６６）——美国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

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历史教研室。——

第４５、４６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

ｎｏｓ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

１６７７）——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１５７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公元前约６３—公元约

２０）——古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１４６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约

１７８５—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利

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欧文

的信徒。——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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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浦二世（Ｆｅｌｉｐｅ １５２７—１５９８）——

西班牙国王（１５５８—１５９８）。——第１１９

页。

菲兰杰里，卡洛，萨特里安诺公爵（Ｆｉｌａｎ

ｇｉｅｒｉ，Ｃａｒｌｏ，ＦüｒｓｔｖｏｎＳａｔｒｉａｎｏ１７８４—

１８６７）——那不勒斯将军和国家活动

家，曾多次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镇压西西里岛的起

义，并担任该地总督直至１８５５年，曾任

首相和陆军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

３３６页。

舒尔采 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

ｌｉｔｚ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８３）——德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

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

盟党的创建人之一，六十年代是资产阶

级进步党的首领之一，他企图用组织合

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

——第５４８页。

贺布，詹 姆斯 （Ｈｏｐ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８—

１８８２）——英国海军上将，１８５９—１８６０

年曾率领远征舰队侵略中国。——第

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７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Ｑｕｉｎｔ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 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１２３页。

费舍（Ｖｉｓｃｈｅｒ）——德国政治活动家，曾

参加创建民族联盟党。——第４６３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ｃ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政论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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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４６３、５０５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Ｆｅｒｉｅｒ，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７７—

１８６１）——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国家官吏，重商主义的模仿者。——

第５２５页。

费特尔·冯·多根菲尔德，安东（Ｖｅｔｔｅｒ

ｖｏｎＤｏｇｇｅｎｆｅｌｄ，Ａｎｔａ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

——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科苏

特的战友，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５６７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最大的唯

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

物之一。——第５２９、５３０页。

费希泰提奇（Ｆｅｓｔｅｔｉｃｓ）——奥地利将军，

原籍匈牙利，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

指挥一个旅。——第３８６页。

普基，米克洛什（Ｐｕｋｙ，Ｍｉｋｌóｓ１８０６—

１８８７）——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时期为匈牙

利议会议员和革命政府委员，革命失败

后流亡国外，１８６７的大赦后返回匈牙

利。——第５６７页。

普隆 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

·保尔，拿破仑亲王。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 １７９９—

１８３７）——伟大的俄国诗人。——第１６７

页。

普鲁斯，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

（Ｂｒｕｃ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１４—１８６７）——英国殖民官和外交

家，驻中国公使（１８５８—１８６５）。——第

５６８—５７０、５７３、５８１、５８３页。

普林尼（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Ｐｌｉ

ｎｙ（Ｃ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ｙＳｅｃｕｎｄｕｓ）公元２３—

７９）——罗马博物学家，“博物志”（共

３７卷）的作者。——第１２２页。

普里姆 伊 普腊斯，璜（ＰｒｉｍｙＰｒａｔｓ，Ｊ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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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４—１８７０）——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

动家，进步党的领袖之一，曾参加

１８３４—１８４３年和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的资产

阶级革命，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西班牙对

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师，后来指挥

一个军。——第６１０、６１７、６１８、６２１页。

普尔斯基，弗兰齐舍克（Ｐｕｌｓｚｋｙ１８１４—

１８９７）——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

考古学家，原籍波兰，曾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五十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

稿，大赦后返回匈牙利，议会议员

（１８６７—１８７６和１８８４—１８９７）。——第

５６７页。

５６７页。

普罗佩尔提乌斯，塞克斯都（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

Ｓｅｘｔｕｓ公元前约４９—约１５）——罗马

抒情诗人。——第１６页。

博宁，爱德华（Ｂｏｎ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９３—

１８６５）——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陆军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第５０８页。

博麦尔——见拉博麦尔，罗朗·安格里维

埃尔·德。

博阿尔奈，欧仁（Ｂｅａｕｈａｒｎａｉ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８１—１８２４）——亲王，法国将军，拿

破仑第一的继子，曾多次参加拿破仑远

征（包括１８１２年对俄国的远征在内）；

１８０５—１８１４年为意大利总督。——第

２５６页。

博阿尔奈，奥当斯（Ｂｅａｕｈａｒｎａｉｓ，Ｈｏｒｔｅｎｃｅ

１７８３—１８３７）——拿破仑第三的母亲，

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妻子。

——第５０４页。

博赞克特，詹姆斯（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４—１８７７）——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

家，还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圣经年表的著

作。———第８８页。

博赞克特，查理（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９—１８５０）——英国企业主和经济学

家，在货币流通问题上曾同李嘉图进行

论战。——第１６０、１６４页。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过一些有关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

作，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１７６

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

家，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科学家，

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先有意识地

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第４５、４６、

１０８、１５４页。

斐迪南 马克西米利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Ｍａｘｉ

ｍｉｌｉａｎ１８３２—１８６７）——奥地利大公，

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墨西哥皇帝，号称马克西米利安

一世（１８６４—１８６７）。——第１７９、１８５

页。

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１８５９）

——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５９），由于

１８４８年炮轰墨西拿获得了炮弹国王的

绰号。——第１８３、１８５、３３６页。

斐迪南四世——见罗伦纳，斐迪南多。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人

物，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制定了

唯心主义辩证法。——第８、５２５、５２９—

５３２页。

黑森亲王——见亚历山大，黑森亲王。

十 三 画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Ａｌｅ

９０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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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ａｎｄｅｒ）——英国的工厂视察员。——

第２４０—２４２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和革命

政府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第５６７页。

杨 格，阿 瑟 （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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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３１、１３６页。

路 易 菲 力 浦 （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０４、３０９、５０３、

５０４、５０６页。

路易 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ｅｗａ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家

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从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５５年为

“爱丁堡评论”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内政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和陆军大臣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第３３３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

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４４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ＸＶ１７１０—１７７４）——法

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１９２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瓦松，路易·昂利（Ｌｏｉｓｏｎ，ＬｏｕｉｓＨｅｎｒｉ

１７７１—１８１６）——法国将军，曾多次参

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

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第２５７

页。

路德维希，亚诺什（Ｌｕｄｖｉｇｈ，Ｊａｎｏ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匈牙利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革命失败

后流亡国外。——第５６７页。

路德维希一世（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６—１８６８）

——巴伐利亚国王（１８２５—１８４８）。——

第４３８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ａ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各国拥有许多银行。——第

３１８、３３５、３７７页。

塞西耳，威廉，柏里勋爵（Ｃｅｃｉ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ｏｒｄＢｕｇｎｌｅｙ１５２０—１５９８）——英国国

家活动家，首席大臣（１５５８—１５９８）。

——第１３４页。

塞律里埃，让·马蒂约·菲利贝尔（Ｓéｒｕ

ｒｉｅｒ，ＪｅａｎＭａｔｔｈｉｅｕ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 １７４２—

１８１９）——法国将军，从１８０４年起为元

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

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第６６５页。

詹诺韦西，安东尼奥（Ｇｅｎｏｖｅｓｉ，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７１２—１７６９）——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

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第３７、

１１４页。

奥当斯——见博阿尔奈，奥当斯。

奥热罗，比埃尔·弗朗斯瓦·沙尔（Ａｕｇｅ

ｒｅａｕ，Ｐｉｅｒｒ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７—

１８１６）——法国将军，从１８０４年起为元

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

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第６６５页。

奥朗则布（１６１８—１７０７）——印度大莫卧

儿王朝的 谛沙赫（１６５８—１７０７）。——

第１２０页。

０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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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戴克，乔治（Ｏｐｄｙｋｅ，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５—

１８８０）——美国企业主，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８８页。

奥尔格斯，海尔曼 （Ｏｒｇｅ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１—１８７４）——德国记者，从１８５４年

到１８６４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

之一。——第６３５、６４０页。

奥尔西尼，费利切（Ｏｒｓｉｎｉ，Ｆｅｌｉｃｅ１８１９—

１８５８）——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

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１９０、１９５、３０７、３１０、４３５、４３６、５０６页。

奥当奈尔，列奥波多，吕森纳伯爵（Ｏ’

Ｄｏｎｎｅｌｌ，Ｌｅｏｐｏｌｄｏ，１８０９—１８６７）——

西班牙将军和反动政治活动家，温和派

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４年利用了国内革命危

机来建立军事专政；在担任陆军大臣期

间领导了对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的镇压；反动政府首脑（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１８６３、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在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

期间任西班牙远征军总司令。——第

６０９、６１０、６１３—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７—６３２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

——公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

家，外交家；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

黎会议（１８５６）。——第５０５页。

奥维尔斯顿——见劳埃德，赛米尔·琼

斯，奥维尔斯顿男爵。

奥克兰伯爵，乔治·伊登（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Ｉｄｅｎ１７８４—１８４９）——英国国

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历任大臣职务，印

度总督（１８３６—１８４２）。——第５７５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６０８页。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Ｒｕｄｏｌｆ

１７９５—１８６６）——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贵族的代表，曾任

首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６—９月），不

管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第５０８页。

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Ｏｒ

ａｎｇｅ１６５０—１７０２）—— 尼德兰总督

（１６７４—１７０２），英 国 国 王 （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６７、７２页。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Ｆｏｒｅｙ，Ｅｌｉｅ

Ｆｒéｄéｒｅｃ１８０４—１８７２）——法国将军，

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

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１８５１年十

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统率在克里木的法军；

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第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９—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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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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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１８６０）中揭露他是路

易 波拿巴的走狗。——第３６２、４３５、

４３６、４３９、５３０、６５７、６８６页。

福尔邦奈，弗朗斯瓦·维隆·杜韦尔瑞·

德（Ｆｏｒｂｏｎｎａｉ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ＶéｒｏｎＤｕｖｅｒｇ

ｅｒｄｅ１７２２—１８００）——法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财政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

者。——第１５４页。

蒙塔朗贝尔，沙尔（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第二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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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期

１１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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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就转为反对

派。——第５０６页。

蒙蒂霍，欧仁妮（Ｍｏｎｔｉｊｏ，Ｅｕｇｅｎｉｅ１８２６—

１９２０）——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

子。——第１９５、５０６页。

蒙塔纳里，杰明扬诺（ＭｏｎｔａｎａｒｉＧｅｍｉｎｉ

ａｎｏ约１６３３—１６８７）——意大利科学

家，数学和天文学教授；著有许多关于

货币的著作。——第２８、１４３页。

十 四 画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

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４６３、

５１０页。

赫德，弗兰西斯（Ｈｅａ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７９３—

１８７５）——从男爵，英国殖民官，旅行

家和作家。——第３０２—３０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

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

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始祖之一。

——第１０、４５、５２、７４、７６、５０６页。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Ｚａｂ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２—１８７５）——德国自由派政论家，

柏林“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１８７５），主

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

党的创建人之一。——第５０８、５４８页。

豪格维茨，克利斯提安·奥古斯特·亨利

希·库尔特（Ｈａｕｇｗｉｔｚ，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Ｋｕｒｔ１７５２—１８３２）——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外交大臣（１７９２—１８０４、１８０５—

１８０６）。——第３１３页。

维利（Ｖｅｒｙ）——侯爵，撒丁外交家。——

第４３７页。

维里，彼得罗 （Ｖｅｒｒ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２８—

１７９７）——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派学说的最早批评者之一。——第

１４１页。

维利森，威廉（Ｗｉｌｌｉｓ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０—

１８７９）——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１８４８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１８５０年

指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

麦作战；著有许多军事史著作。——第

２５０、２７４、２７８、２８８、３７１页。

维利森，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Ｗｉｌｌｉｓｅ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ｄｏｌｆ １７９８—１８６４）——普

鲁士将军，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任普鲁士驻意大利大使。

——第３７１、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７、５２０

页。

维努亚，约瑟夫（Ｖｉｎｏｙ，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０—

１８８０）——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绞杀

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第３９０、

３９９、４０２、４２９—４３１页。

维勒什，山道尔（Ｖｅｒｅｓｓ，Ｓａｎｄｏｒ１８２８—

１８８４）——匈牙利历史学家和记者，曾

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革命

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５６７页。

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ｃｔｏｒＥ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撒丁国王（１８４９—

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７８）。——

第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３、１９６—

１９９、２９８、３００、３８２、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３—

４１５、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５０８、

５４２—５４５、５９４、６２２、６４２、６６７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２４０、３１７、

３１９、５４７页。

维茨拉尔，古斯达夫（Ｗｅｔｚｌａｒ，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３—１８８１）——奥地利将军，在１８５９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２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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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页。

维特凯维奇，伊万·维克多罗维奇（

， 死于１８３９年）

—— 俄国军官，驻阿富汗外交代表

（１８３７—１８３８）。——第５７５页。

维特尔斯巴赫王朝（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ｅｒ）——

巴伐利亚公爵（１１８０—１８０６），后为国

王（１８０６—１９１８）的王朝。——第３９５

页。

十 五 画

黎尔，威廉·亨利希（Ｒｉｅｈｌ，Ｗｉｌｈｅｌｍ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３—１８９７）——德国反动文

学史家和政论家。——第５２５页。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ＡｒｍａｎｄＪ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ｓｓｉｓ

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专制主义时期最

大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５９２

页。

蔡斯（Ｚａｉｓ）——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医生，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

国，曾参加创建民族联盟党。——第

４６２—４６４页。

德尔，欧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８—１８４７）

——法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

出版者。——第４４、８６页。

德索尔，让·约瑟夫·保尔·奥古斯丹

（Ｄｅｓｓｏｌｌｅ，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ｕｌ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６７—１８２８）——法国将军，曾多次参

加拿破仑战争，后为正统主义者。——

第２５７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Ｌｅｄ

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

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改革报”

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

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后，流亡

英国。——第５６１页。

摩莱肖特，雅科布（Ｍｏｌｅｓｃｈｏｔｔ，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２—１８９３）——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

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

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

校中任教。——第５３０页。

十 六 画

穆莱·阿巴斯（ＭｕｌｅｙＡｂｂａｓ死于１８８５

年）——摩洛哥亲王，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

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摩洛哥军

队总司令。——第６１３页。

穆 勒，詹 姆 斯 （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第

８７、１７０—１７２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

派的模仿者。——第８７页。

诺曼，乔治·华德（Ｎｏｒｍ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Ｗｏｒｄｅ１７９３—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著有关于货币流通和赋税的

著作，“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英格

兰银行经理。——第１７４页。

泽巴赫，阿尔宾·列奥（Ｓｅｅｂａｃｈ１８１１—

１８８４）——男爵，萨克森外交家，五十

年代为驻巴黎公使。——第１８０、５０５

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８５—

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１８５６），他保护

了工人的利益。——第２２２—２２５页。

霍尔·麦克斯威尔——见麦克斯威尔，约

翰·霍尔。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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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

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４３

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他捍卫无阶级的利益；从空想社会

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利用李嘉图的理论

批判了资本主义。——第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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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６１、３９５、

４３８、４７６页。

霍亨施陶芬王朝（Ｈｏｈｅｎｓｔａｕｆｅｎ）——所

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朝（１１３８—１２５４）。

——第２６１页。

霍韦利亚诺斯 伊 腊米雷斯，加斯帕尔

（ＪｏｖｅｌｌａｎｏｓｙＲａｍｉｒｅｚ，Ｇａｓｐａｒ１７４４—

１８１１）——西班牙国家活动家，作家，法

学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

动者的信徒，持重商主义观点。——第

４４页。

十 七 画

缪拉特，拿破仑·律西安·沙尔（Ｍｕｒａｔ，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ｕｃｉ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３—１８７８）

——亲王，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时期

的法国政治活动家；拿破仑第三的堂兄

弟。——第１８１页。

十 八 画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金喀尔田

伯爵（Ｅｌｇｉｎ，ＪａｍｅｓＢｒｕｃｅ，ＥａｒｌｏｆＫｉｎ

ｃａｒｄｉｎｅ，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１１—１８６３）——英国

外交家，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年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印

度总督（１８６２—１８６３）。——第５７０、５７１、

５８１—５８４、６０１、６０２、６０４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

的“服务”论。——第２６、５１、８７、１０７、

１５８页。

萨博，伊姆雷（埃梅里克）（Ｓｚａｂó，Ｉｍｒｅ

（Ｅｍｅｒ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６５）——匈牙利军

官，曾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

曾任陆军部长（１８４８），革命失败后流亡

伦敦，曾参加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

第５６７页。

萨博，伊什特万（埃蒂耶纳）（Ｓｚａｂó，Ｉｓｔ

ｖáｎ（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２５—１８６２）——匈牙利

军官，曾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

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５６７

页。

萨瓦王朝——意大利王朝之一，１７２０年至

１８６１年统治撒丁王国，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６

年统治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第４７４、

５４３页。

萨巴拉 伊 德·拉·普恩特，璜（Ｚａｂａｌａｙ

ｄｅｌａＰｕｅｎｔｅ，Ｊｕａｎ１８０４—１８７９）——西

班牙将军，属温和派，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

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

年的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

个军。——第６１０、６１７页。

萨尔达尼拔——见亚述巴尼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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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巴力——圣经中的天神、太阳神和丰产

 之神；公元前两千至一千年间在腓尼

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普遍祭祀巴力；

巴力的崇拜者被基督教传统斥责为追

逐暴利和沾染恶习的人。——第１８６

页。

五  画

史纳格——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

梦”中的人物，细木工。——第５２２页。

史赖，克里斯多弗——莎士比亚的喜剧

“驯悍记”中的人物，补锅匠。——第５１５

页。

圣彼得——使徒。——第５０９页。

加西莫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

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

了丑陋的化身。——第３０９、４４１、４４８、

５０６、５６３页。

六  画

亚伦——根据圣经传说，亚伦是摩西的哥

哥，古犹太人的最高司祭；亚伦在西奈

山建立了供崇拜的金犊。——第３１７

页。

米特勒——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

的人物；米特勒（意译为调停人）作为

一个僧侣，经常调解在他的教区中发生

的纠纷。——第５１０页。

伊菲姬尼亚——古希腊神话中国王亚加

米农的女儿，特洛伊之战前被亚加米农

当作了祭品。——第６３５页。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

君迪奥尼西修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宠

信。“达摩克利斯剑”一词是经常的、迫

近的和可怕的危险的同义语；根据传

说，达摩克利斯应迪奥尼西修斯之约赴

宴，席间迪奥尼西修斯想使羡慕他的达

摩克利斯相信人的安乐是不长久的，就

把达摩克利斯安置在自己的宝座上，并

用一根马鬃把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

——第１９０页。

西得·康佩亚多尔——中世纪的“我的西

得之歌”（用西班牙文写成的第一部文

学作品——约１１４０年）、“西得轶事”和

许多抒情诗歌中的主人公；西班牙民间

传说中这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十七

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西得”

的题材。——第６１０页。

七  画

麦克佩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人

物，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虚荣目的，不惜

犯血腥罪行。——第３１９页。

八  画

奈斯托尔——根据希腊神话，奈斯托尔是

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

贤明的英雄；在文学传统中，他经常被

当作饱经世故的聪明的长者的典型。

——第４３页。

彼得·施莱米尔——德国浪漫派诗人夏

米索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

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

神奇的钱袋。——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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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画

耶和华——古犹太教的主神。——第５０９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

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

传”问世后，这个代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３０３、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３、３３８、５０６

页。

威廉·退尔——关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

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

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中描写

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

方长官。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

威廉·退尔的形象。——第５０６页。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

中的主人公。——第５６９页。

十  画

息息法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之王，由

于欺骗诸神，被罚永远向山上推石头，

石头推上山后又立即滚下来。由此就产

生了“息息法斯式的劳动”一词，指沉

重而又无成果的劳动。——第３０５页。

十 一 画

教堂司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

恼”中的人物。——第５８４页。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的

创始人。——第３１６、５０９页。

十 二 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第５８４、５８６页。

提修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

梦”中的人物。——第５２２页。

莱散特——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

梦”中的人物。——第５２２页。

十 三 画

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奥

菲士的歌唱能驯服野兽，甚至使石头着

迷。——第３７３页。

雅努斯——古罗马的神，有前后两副面

孔；雅努斯的转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

——第５７７页。

十 四 画

玛门——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经

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身。

——第２２２页。

玛尔斯——古代罗马人的战神。——第

１９８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温

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第四”）中的人

物，一个爱吹牛的胆小鬼、打诨者和酒

鬼。——第４２８、５０８页。

十 五 画

摩西——根据圣经传说，摩西是从埃及法

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见

“出埃及记”）。——第２５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

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

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

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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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伦敦出版。

 —— 第４００、４２１、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３、４５１、

４５７、４６１、４６５、４９０、４９９、５２３、５２６、５３５、

５４８、６８３、６９５页。

四  画

“比 利 时 独 立 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ｅｌｇｅ》）—— 布鲁塞尔出版。—— 第

１８９、１９８、４９４页。

五  画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巴黎出版。——第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５、

３２３、３５３页。

“东德意志邮报”（《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ｓｔ》）

——维也纳出版。——第６３６页。

六  画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伦敦

出版。——第５６１页。

七  画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伦敦

出版。——第５６９、５８１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

出版。——第４１７页。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

——巴黎出版。——第４６０页。

八  画

“京报”（《ＰｅｋｉｎｇＧａｚｅｔｔｅ》）——第５６９页。

“画报”（《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巴黎出版。

——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４３７页。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巴黎出版。

——第４３７页。

“法国中部报”（《Ｆｒａｎｃ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ｅ》）——第

１９５页。

九  画

“美 国 信使 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ｔｓ

Ｕｎｉｓ》）——纽约出版。——第２００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格斯堡出版。——第８、２５０、２８０、３１４、

３８４、３８８、６３５、６３６、６４０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巴黎出版。——第１８６、３００、３０９、

３１２、３３９、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３、３６１、４９２、４９８、

５００、５７２、５８０页。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６３９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３６２页。

“思想和行动”（《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Ａｚｉ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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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出版。——第４０７、５６３、５６７页。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 巴黎出版。

——第３４２、４９８页。

十  画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Ｈｅｒｍａｎ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Ｌｏｎｄｏｎ》）

——伦敦出版。——第６８４—６８９、６９２

页。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４２、１５０页。

“伦敦官报”（《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ｚｅｔｔｅ》）——

第２３９页。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Ｎｅｗｓ》）——第４８７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第１０、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４、

１９９、２０６、２１２、２２０、２２８、２３４、２３９、２４５、

３０１、３０４、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５、３１９、３２４、３３３、

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６、３５１、３５５、３５８、３６３、３７０、

３７７、３８２、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６、４０５、４１２、４１７、

４２６、４３４、４４４、４４７、４５６、４６８、４７１、４７６、

４９５、５０２、５４０、５４５、５５４、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０、

５６３、５６７、５８５、５９１、５９５、６００、６０５、６０８、

６１５、６２１、６２６、６３２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版。

—— 第１８９、２３９、３０１—３０４、３５３、３８４、

３８８、４０６、４５２、４９８、５３９、５６９、５７２、５７３、

５７７、５７８、５８４、６３１、６３８、６３９、６５７页。

“凉亭。家庭画报”（《Ｄｉｅ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Ｉｌ

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ｂｌａｔｔ》）—— 莱 比

锡，柏林出版。——第６８８、６９４页。

十 一 画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敦

出版。——第５７１页。

十 二 画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

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柏林出

版。——第５１３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７、８页。

十 三 画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巴黎出版。

——第１９８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柏林出版。——第３１３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科伦出版。——第１０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

出版。——第９６、５７８—５８０页。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

ｃｈｉｓｃｈ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３７６、５４１页。

十 四 画

“维也纳日报”（《Ｗｉ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十 五 画

“论坛报”——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巴黎出版。——第８、９页。

十 八 画

“萨克森立宪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勒斯顿出版。

——第５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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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三  画

土伦——第１９３、２３１、２３２、３３４、６６４页。

 土尔比哥——第４１８、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３、６３９

页。

大沽——第５６９、５７３页。

大西洋——第１９５、３８９、４１３页。

大圣伯纳德山口—— 第２１０、２５６、２５８、

２６０、６２５、６４９、６５０—６５３页。

小圣伯纳德山口—— 第２５６、２６０、６４８、

６５０—６５４、６５８、６６３、６６７页。

上海——第５６９、５８０、５８５页。

广州——第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８、５８４、５８５、６０２

页。

士瓦本——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凡尔登——第２８３页。

四  画

切瓦——第６６３页。

切尔沃河——第６６０页。

切列扎拉——第４４２、４４５页。

切韦达列山口——第２５７页。

巴门——第２４３页。

巴登——第２１１、４４６、５９８页。

巴黎——第８、７１、１２５、１４３、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５

——１８７、１９０、２００、２０６、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

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２、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６、３２３、

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４、３６１、３８０、４３４、４４７、４７０、

４７７、４８２、５０５、５０６、５１９、５４２、５４４、５４５、

５４７、５４８、５６４、５６７、５９３、６４３、６４４、６４８、

６５４、６６８、６７６、６９３页。

巴塞尔—— 第２１２、２８２、２８６、２８７、３１３、

４４６、６２５、６３７、６４７、６４８、６５５、６５７、６５９

页。

巴萨诺——第２１９、２５４、２６８页。

巴伐利亚——第２１０、２１１、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１、

２６２、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９、３４５、

３９５、４０４、５１０页。

巴尔德堡垒——第２５８页。

巴尔塞洛内特——第６４８页。

文洛——第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９页。

文森——第１８５页。

文察利奥——第４０２、４１３、４７９页。

丹第——第２２７页。

丹吉尔——第６１８、６１４、６２１、６３２页。

日内瓦—第２３１、２５４、６２３、６２５、６４５、６５５—

６５８页。

日内瓦湖——第６５６、６５８、６５９页。

比尔湖——第６５６页。

比利时—— 第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２

页。

比耶拉——第２３１、４７９页。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

的说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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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凯堡——第５２３页。

比尔格伦——第６５６页。

比纳斯科——第４２８、４３９、４４０、４８１、４８２

 页。

比利牛斯山脉——第２９３、６６２页。

厄比纳尔——第２８７页。

厄特鲁里亚——第６４２页。

什普留根山口——第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０、４０４

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２９３、３１２、

３７１、５４８、５９９、６７３、６７８页。

牛津——第１３４页。

天津——第５６８、５７０、５７３页。

云纳河——第２８６页。

戈伊托——第２６６、４４２、４４５、４５４、４５５、４６０

页。

太晤士河——第５４７、５７０页。

牙买加岛——第１４８页。

韦尔切利——第２３０、２３１、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９、

３８４—３８７、４０２、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９、

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３、４７９、６３９页。

尤列尔山口——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五  画

瓦卡里察——第３８９、３９９、４０５页。

瓦拉几亚——第３００、３０９、３１４、３３６、５０５

页。

瓦格拉姆——第２１２页。

瓦朗西恩——第２９４页。

瓦哈德 埃耳 杰鲁河——非洲的一条河

流。——第６２７、６２９页。

瓦尔河——第２２０、２５４、６６０、６６４页。

瓦兰察—— 第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２、

３８５、３９８、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４

页。

瓦列卓——第４５４、４５８、４５９页。

瓦瑟河——第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２页。

瓦尔山口——第２３２页。

瓦尔德锡——第６６２页。

瓦尔特林纳——第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８、４０３页。

瓦得（窝州）——瑞士的一个州。——第

６２５、６５６—６５９页。

瓦里斯（瓦勒）——瑞士的一个州。——第

２８０、６２５、６５４、６５６—６５９页。

瓦伦西亚——第６６２页。

北区——第２２２页。

北京—— 第５６８、５７０、５７１、５７３、５７４、５８４

页。

北海——第２８５、５０７、５９９页。

北布拉班特——第２８９页。

汉堡——第８８、３１２、３２８、３７７页。

汉鲍洛——第３８６页。

汉诺威——第３３６、３４５、３９５、４３８、５４８页。

兰涅克——第６５５页。

兰格尔高原——第６６８页。

兰列布尔——第６５１—６５３页。

兰德列西——第２８４页。

卢比康河——第１９６、１９８、２５３页。

卢瓦尔河——第２８２、２９２页。

卢艾亚河——第６６１页。

卢齐延什泰格——第２５９页。

卢克曼尼尔山口——第２５７页。

田达——见田达山口。

田达山口——第２３１、２３２、２７７、３５０、６２４、

６４８、６６１—６６６页。

布伦——第１９６、１９８、２８６、４１８页。

布隆（布尔诺）——第３７７页。

布利达——第６３２页。

布拉格——第３７７页。

布鲁治——第２８６页。

布柯维纳——第２９３页。

布隆采耳——第２８０、２９９、３１２、４６４、５０７、

５９６页。

布里昂察——第４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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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昂松——法国的城市和要塞。——第

２３１、２３２、６４７、６５１页。

布里西亚——第１８５、４０４、４６０页。

布劳利奥——第２５８页。

布兰塔河——第２１３、２１９、２５４、２６１、２６３、

２６７、２７２页。

布鲁塞尔——第８、１０、５０６页。

布鲁阿河——第６５６页。

布鲁内克（布鲁尼科）——第２５４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３７７、３９４

页。

布莱得弗德——第５９１页。

布伦尼奥谷地——第２５７页。

布尔克 圣莫里斯——第６５３页。

卡尔斯——第５０５页。

卡萨勒—第１８５、２３０、２３１、２６４、３４８、３４９、

３６６、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５、３９８、

４１５、４７９、４８９、６３８、６５２、６６７页。

卡利希——第４３８页。

卡多烈——第２５４页。

卡利阿诺——第２６８页。

卡马斯科——第４７９页。

卡斯泰卓——第３９０、３９９—４０２页。

卡斯特尔——第２８８页。

卡斯特尔 霍夫勒多——第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５、

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４页。

卡萨林诺——第４０２页。

卡塔卢尼亚——第６６２页。

卡斯特列托——第４２８、４８１页。

卡斯提奥涅—— 第２１３、２６８、４４１、４４２、

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３—４５５、４８２—４８４、

４８８、４８９、６４０页。

卡斯特努沃——第３８７页。

卡尔卡勒——第６６３页。

卡莫尼卡谷地——第２５９页。

卡维尔诺谷地——第６６０页。

卡斯特内多洛——第４４１页。

卡博 涅格罗角——第６１９页。

卡夫里阿诺—— 第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５、

４５４—４５６、４８５、６３８页。

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古罗马）。

——第２７８页。

卡尔弗利特山口（科巴里特，卡波列托）

——第２５４页。

加来——第２８７页。

加维阿——第２５７页。

加塞尔——第３７７、３９３页。

加尔各答——第３２６、３２７、５７４页。

加尔达湖——第２１４、２１５、２６５、２７３、４０４、

４４１、４４４、４５３、４５９、４８３、４８４页。

加列西奥——第６６３页。

加里西亚——第２８８、２９３、３１４、３７４页。

加拉希耳兹——第２２７页。

加尔拉斯科—— 第３８３、３８７、４１７、４１９、

４２２、４８０页。

加斯梯里亚——第６１６页。

皮蒙特—— 第１７８—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３、１９４、

２０９、２１３、２２９—２３４、２５５、２６０、２６４—

２６６、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９、２８０、３１３、３４４、３４５—

３５０、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３、３７８、３８４—３８８、

３９８、４５５—４５８、４７４—４８０、４８６、４８９、

４９２、５４３、５４５、５６６、５９４、６２３—６２５、

６４１—６４８、６６１—６６７、６７０、６７２页。

皮佐克——第２５７页。

皮腊诺——第３７２页。

皮阿琴察——要塞——第２６０、２７４、３３５、

３４９、３６６、３７９、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９、４１９、

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５、４４０、５４２、５４４、６３８页。

皮亚德纳——第４４１、４８２页。

皮亚韦河——第２５４、２６３页。

圣昆廷——第２８７页。

圣马丁——非洲的堡垒。——第６３０、６３２

页。

圣马力诺——第３６０、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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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尔蒂诺——第４２７、４２８、４５３、４５６页。

圣迪济埃——第２８７页。

圣海伦岛——第２６９、３０４、４３７、４９９页。

圣让哥尔弗——第６５７、６５８页。

圣漂尔顿——第３７２页。

圣让德莫里延——第６５４页。

圣哥达山口——第２５８、２６０、６５５页。

圣巴特耳米——第６５３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 第１０７、１８０、

１８７、３０５、３３８、３４５、３７３、５２１、５７５、６７６

页。

圣卡西阿诺——第４４１、４４４、４５４、４５５、４８５

页。

圣伯纳迪诺——见伯纳丁。

圣巴尔科拉——第３７２页。

东区——第２４０页。

东印度——第５３８、６０４页。

弗略留斯——第２８５页。

弗列茹斯——港口。——第６４７页。

弗里布尔——瑞士的一个州。——第６２５、

６５６、６５７页。

弗拉西涅托——第３７９页。

弗利得利赫什达特——第２９３页。

宁波——第５６９页。

白河—第５６８—５７０、５７３、５８２—５８４页。

尼斯—第２３１、３５０、６２２—６２６、６３３、６４２、

６４３、６４５、６４８、６６１—６７２、６７７页。

旧金山——第６３６页。

边屯区—第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２、４８５、６３８页。

左洛图恩——第６５７页。

匹戚格顿——第２７４页。

印度—第 ６５、１２４、１３０、２９８、３２５—３２８、

３３０—３３３、３５２、５３８—５４０、５７１、５７５、

５８０、５８５、６０２、６１３、６２９页。

六  画

匈牙利—第２５１、３１４、３３６、３７６、４７０、５６１—

５６７、６７２—６７４、６７６—６７８页。

亚琛——第３３９页。

亚尔萨斯——第２５１、２９５页。

亚平宁山脉——第２２９、２３３、２５４、３８９、６６３

页。

亚平宁牛岛——第２５３页。

亚得利亚海—— 第１８５、２１４、２５４、２５６、

２６３、３７２、５４１、６４１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２３０—２３３、２６４、２７３、

２７４、３４８、３４９、３６６—３６９、３８０—３８２、

３８７、３９８、４１５、４８９、６２５、６３８、６５２、６６３、

６６４、６６６、６６７页。

多伊茨——第２８８页。

多瑙河—— 第２５１、２６２、２６９、３１７、３２３、

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８、６７９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

维亚。

多腊 巴尔特亚河——第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９—

３８１、４１５、４７９、６４４页。

多腊 里帕里亚河——第６４４页。

西区——第２２２、２３８页。

西西里岛——第３３７、３６０页。

西里西亚——第３７６、３９４页。

西布罗姆威奇——第２３８页。

西克斯 马敦山口——第２５８页。

安讷河——第２８３、２８６、２９２页。

安讷西——第６５８页。

安特卫普—第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５页。

安察斯卡谷地——第６６０页。

伊斯河——第６５７页。

伊万城——第６７８页。

伊符雷——第２５６、３６８、６５２、６５３页。

伊韦尔登——第６５６页。

伊扎尔河——德国的一条河流。——第

２７４页。

伊泽奥湖——第２５９页。

伊泽尔河——第６４９—６５１、６５３、６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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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宗察河——第２５４、２６２、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４、

２７６、２８９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２９８页。

达尔萨谷地——第２６７页。

达尔马戚亚——第３１４、３７２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５０５页。

达姆斯塔德——第４６３页。

达尔仁特腊山口——第６４８、６６４页。

托农——第６５８页。

托斯卡纳——第１８１、２６６、３１３、３１８、３３９、

３５５、３５９、３６１、３９９、４４４、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５、

５４２、５４５、５９４、６４１页。

托尔托纳——第２３３、３６６、３７９、３８７、４１５

页。

托纳列山口—— 第２３４、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９

页。

托勃拉赫山口——第２６９页。

列维勒——第２６５页。

列尼亚哥——第２１４—２１６、２１８、２３３、２６５、

２６７、４４２、４９２、４９４页。

列姆堡（里沃夫）——第３７７页。

吉兹——第２８４页。

吉涅斯特列洛——第３９０、４０１页。

艾契河——见阿迪杰河。

艾塞克斯——第２４０页。

朱迪卡里耶——第２３４、２５４、２６１页。

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第４８９页。

华沙——第２８０、２９９、３１２、５０７、６７２、６７３、

６７８页。

华里斯——第４０３、４０４页。

休达——第６０９、６１０、６１３—６２１、６２７—６３０

页。

色当——第２８５页。

米兰——第１７９、１８３、１８５、２１６、２２０、２３４、

２５５、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６、３１８、３６５、３７３、３８８、

３９９、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７、４３３、４３９、４８０、４８２、

５６１、６４０、６６６页。

地中海——第１８０、１８３、２１４、３５０、６１７、６１９

页。

圭迪佐洛——第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５、

４５９页。

汝拉山脉——第２８６、６４７、６５６页。

伏尔姆斯山口——见博尔米奥。

七  画

廷恩谷地——第６５３页。

杜埃——第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４页。

杜塞尔多夫——第４８７页。

利尼——比利时的一个要塞。——第２８５

页。

利尔——第２８７、２９４页。

利伏诺——第３９９页。

利物浦——第３８３、５７２页。

利斯河——第２８４页。

利斯谷地——第６６０页。

沃尔塔—— 第２６７、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９、

４５３、４５９页。

沃格拉—— 第３７９、３８３、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９、

４０５、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４页。

伯尔尼——第３７１、６５６、６５８页。

伯桑松——第６５２页。

伯尔尼汝拉山脉——第６２５、６５６、６５７页。

伯纳丁（圣伯纳迪诺）——第２５７、２６０页。

苏扎——第３６７、６５１页。

苏格兰——第４２、４８、６４、１０４、２２１、２２６、

２４４、５６２、５６３页。

苏黎世——第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５、５９２—５９４、

６５８页。

苏瓦松——第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９页。

苏甘纳谷地——第２５４、２６１、２７３页。

苏伊士运河——第５０６页。

贝恩利——第２３８页。

贝拉诺——第２５７页。

贝卢诺——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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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加莫——第１８５、４０４页。

贝尔贝莱——第７１页。

贝尔博河——第２３０、２６４、６６６页。

贝斯塔齐亚——第４２９页。

贝萨拉比亚——第６７３页。

贝雷古阿尔多——第３８６、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２、

４２５、４２８、４８０、４８１页。

贝耳焦伊奥索——第３８７、４３９、４４１页。

贝尔加莫阿尔卑斯山脉——第２５７页。

里昂——第１９３、２０６、２３１、２３２、２８２、２８６、

２８７、３４９、３５０、６４５、６４９、６５２、６６８页。

里姆——第２８７页。

里沃利——第２１３、２６７、２６８、２７３、４８８、４８９

页。

里米尼——第２５４、６４５页。

里沃利高原——第２６７、２７３页。

佛利——第６４１页。

佛西尼——第６２２、６４６、６５７页。

佛罗伦萨——第５４３页。

克尔——第２８８页。

克伦地亚——第２５４、２６１、２７５页。

克伦河——第２５８页。

克里木——第１８３、３６５、５０１页。

克拉科夫——第３３５页。

克雷莫纳——第１８５、２６０、２７３—２７４、４４０

页。

克劳伊登——第２３８页。

克里特岛——第６７５页。

克拉根富特——第２６２、２６９、２７３页。

克列申丁诺——第２３１页。

克里木的赫尔松涅斯——第５０２页。

麦茨——第１９３、２８７、４４６页。

麦士河—— 第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４、

６６８页。

那慕尔——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那不勒斯——第１７８、２５３、２６６、３１３、３３９、

３６０、４７５、６４１、６７０页。

吕特岑——第４１９、４２３页。

吕内维尔——第３０７页。

沙布累——第６２２、６４６、６５７页。

肖蒙——第２８３、２８７页。

坎比奥——第３６６、３７９、３８０页。

芒勃朗省——第６４６页。

别洛斯托克——第６７７页。

辛普朗山口—— 第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３、

２８０、６５７、６６０页。

但泽（格但斯克）—— 第２１３、２６８、２７７、

３９４、３９７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５６０、

６７３—６７５页。

来巴赫（柳布梁纳）——第３４５、６７８页。

八  画

阿契——匈牙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３７３页。

阿温——第２８３页。

阿姆——法国的一个要塞。——第４８８、

４９７、５０４页。

阿腊贡——第６６２页。

阿尔萨——第２８７页。

阿尔堡——第６５６页。

阿萨纳——第３６６、３８６、６３８页。

阿拉斯——第２９４页。

阿库伊——第２３０页。

阿左拉——第４５３、４５７页。

阿勒河——第６５６、６５８页。

阿达河—— 第２３４、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

２６３、２７２、２７４、４０３、４２１、４８９页。

阿斯蒂——第３９８页。

阿尔夫河——第６４７、６５８页。

阿本斯堡——第２３４、４８２页。

阿布罗思——第２２７页。

阿奥斯塔——第２６０、６５２、６６０、６６２页。

阿普思卡——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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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６、６８８页。

伦巴第——第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８、１９２—

１９４、１９８、２１３、２１４、２３２、２３４、２５０、２５２、

２５５、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４、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３、

２７５—２８１、２９７、３３４、３３５、３４８、３８８、３９７、

３９９、４０３、４０４、４２５、４６７、４７３、４７４、４８０、

４８１、４９２、５０２、５２０、５９３、５９４、６２３、６４１、

６４３、６５５、６６１、６６５、６６６、６７２页。

马赛——第１９７、３３４、３６５、３８３页。

马尔瓦——第３３０页。

马振塔——第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５—４３２、

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９、４５２、４８０—４８２、４８６、

４８７、４９０、５１３、６３９、６４０页。

马连峨—— 第２１３、２２０、２３１、２３４、２５５、

２６９、３８０、４８８、６５２页。

马拉加——第６１９页。

马德里——第５７３页。

马里兰——北美的一个州。——第６４页。

马里昂堡——第２８４页。

马格德堡——第３７７、３９３、３９４、５２３页。

马乔列湖——第３６６、３７９、３８６、４０３、４７９

页。

马尔纳河——第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２页。

马尔纳河岸夏龙——第２８７页。

马达加斯加——第１９９页。

马丁斯布鲁克——第２５７页。

马斯特里赫特——第２８７、２８９页。

马尔鲍尔格（马尔鲍尔格托）——第２５９

页。

马利尼亚诺（梅累尼亚诺）——第２１３、

４２２、４４０、４４１、４８３、６３９页。

根特——第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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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桥——第２５８页。

柴郡——英国的一个郡，——第２２２、２４０

页。

拿骚——第４６３、４６４页。

班堡——第５４８页。

贡比臬——第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９、３０７、４９７页。

旁遮普——第５５１页。

涅费尔斯——第２５８页。

恩菲耳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２０８、２１０页。

海利布里奇——第２３８页。

夏特耳 圣德尼——第６５７页。

哥达——第６３６、６３７页。

哥达——见圣哥达。

十 一 画

莫市——第２８３页。

莫贝日——第２８４页。

莫德林——第６７８页。

莫拉维亚——第３１４页。

莫里延高原——第６２２、６４６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３００、３０９、

３１４、５０５、６７３页。

曼丘河——第６５６页。

曼都亚—— 第２１３—２１９、２３３、２５２、２６２、

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４、２８８、２９３、３１８、

４４２、４４５、４５３、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０、４８８、４８９、

４９２、４９４、５９２、６４１页。

曼海姆——第２８７页。

曼彻斯特——第５４０、５６３、６０３页。

基瓦索——第３６８页。

基泽河—— 第２３４、２５４、２６１、２６３、４４１、

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０、４８３、５１３、

６４０页。

康芬察——第４１３—４１５页。

康德萨（卡斯提耳埃霍斯）——第６１８—

６２０页。

康士坦丁——第６２１页。

康斯坦茨——第６５５页。

康波福米奥——第５９３页。

梅代阿——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堡垒。——

第６３２页。

梅克内斯——第６１４页。

梅济埃尔——第２８４页。

梅累尼亚诺——见马利尼亚诺。

密雷栖摩——第２１３、２３４、４８２、４８８、６６５

页。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一个郡。——第

２３８、２４０页。

累翁——在西班牙。——第６１６页。

累根斯堡——第４８２页。

琉森——第６５８页。

第戎——第２８７页。

都灵——第１８０、１８５、１９９、２１３、２３０、２３１、

３４４、３４９、３５０、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９、３８０、４０１、

４７８、４８０、５４４、６２４、６２５、６４５、６４８、６５３、

６６３、６６５、６６７、６７０页。

捷克——第３７６、４０４页。

得比郡——英国的一个郡。——第２２２、

２４０页。

崩维耳——第６５８页。

教皇国—— 第１７８、２５３、３１８、３４１、４６７、

４６８、５４１—５４３、６４１、６７０页。

黄金海岸——第４３８页。

雪恩布龙——第４９３页。

绍林吉亚——第４６３页。

莎姆伯里——第６２２、６２４、６４６、６４９、６５１、

６６３页。

培斯克拉——第２１４—２１９、２３３、２５２、２６５、

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３、２８８、４４２、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８、

４６０、４９２页。

梯叶里堡——第２８３、２９２页。

措尔恩多夫——第２９６页。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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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画

博岑（博耳察诺）——第２６９、２７３页。

博登湖——第２５６、２６１页。

博法洛拉——第３８５、３８６、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１、

４２２、４２５—４２９、６３９页。

博伊泰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２６１页。

博尔戈福特——第２１４、２６７页。

博尔米达河——第２２９—２３１、２６０、２６４、

３６６、６６５、６６６页。

博洛尼亚——第６４１页。

博尔米奥（伏尔姆斯山口）——第２２０、

２５５、２５７、２５８页。

费拉拉——第２６５、３３５、６４１页。

费拉河——第２６１页。

费涅斯特雷利——第６５１页。

斯图加特——第６７６页。

斯图腊河——第６４８、６６１、６６５、６６６页。

斯普累河——第４３５页。

斯佩戚亚——第２６０页。

斯特拉斯堡———第１９６、２８２、２８７页。

斯特拉杰拉—— 第３７９、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９、

３９９、４０５、４１９、４２２页。

斯克里维亚河——第３７９、３８７页。

斯特尔维奥（施蒂尔夫）山口——第２３１、

２３４、２５４—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３、４０４页。

莱科——第２５５、４０４页。

莱比锡——第３９３、４１９、４２３页。

莱茵省——第７页。

莱茵河—— 第１９１、２１２、２１５、２２０、２４７、

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１、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２、

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３０８、３１４、

３１５、３１７、３４６、３９２、４３８、４４６、４５１、４８８、

５０１、５０８、６０８、６２６、６３３、６３５—６３７、６４１、

６４７、６５８、６６８、６６９、６７１—６７６、６７８、６７９

页。

莱斯河——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莱斯角——第３８３页。

菲森——第２５５、２７３页。

菲利普维耳——第２８４页。

普罗凡斯——第２３１、２３２、３５０页。

普法尔茨——第４４６页。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２７２页。

普罗洛尼恩——第６５４页。

普拉格尔山口——第２５８页。

提罗耳——山区。——第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８、

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４、２５５、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６、２６７、

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４０４、４６０、５９４、６６０

页。

提翁维耳——第２８７页。

提契诺河——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

——第１７９、２１７、２５５、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８、

２７４、３４５、３６６、３６７—３６９、３８３、３８５、３８７、

３９３、４０３、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４—４２９、

４３２、４３３、４６０、４７９、６３５、６３９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６７２、６７４、

６７７页。

提罗耳阿尔卑斯山脉——第２１５、２１９页。

腊布（迪厄尔）——第３７３页。

腊万纳——第６４１页。

黑森—加塞尔——第５９６—６００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２１１、４４６页。

斐维——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琳道——第２６２页。

凯恩——第３１２、３３５、３５８、６４４页。

森泽河——第６５６页。

喀布尔——第５７４、５７５页。

扬子江——第６０４页。

策勒河——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闵斯德——第２５７、５９３、６５５页。

敦克尔克——第２８２、６４７页。

温斯柏利——第２３８页。

富尔卡山口——第６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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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画

奥布河——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奥得河——第２９３、４３８页。

奥尔良——第２８２页。

奥尔巴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２３０、２６４页。

奥尔勃河——瑞士的一条河流。——第

６５６、６５７页。

奥格斯堡——第３９３页。

奥登纳德——第２８５页。

奥涅利亚——第６２４、６６０、６６３页。

奥利奥河——第２３４、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３、４８２

页。

奥里欧罗——第３９０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５９９、６００页。

奥斯坦德——第２８７页。

奥斯特尔利茨（斯拉夫科夫）——第１８５、

２１２、３１３、４４２、４４５、５０６、６３７页。

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第２５１

页。

塞塞耳——第６５８页。

塞纳河——第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７页。

塞齐亚河——第２２９、２３０、２６０、２６４、２７４、

３４９、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５—３８７、３９８、

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３、４１６、４７８、４７９页。

塞拉利奥——第６０９页。

塞尔维亚——第３０９、３２３页。

塞耳克尔克——第２２７页。

塞齐亚谷地——第６６０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２９１、３００、３９７页。

塞斯托 卡兰德——第２３１、２５６、４０３页。

塞美林——东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第

４８９页。

塔兰特兹——第６２２、６４６页。

塔纳罗河——第２３０、２６４、３９８、６６３—６６６

页。

塔腊门托河——第２５４、２６３页。

瑟堡——第１８１页。

滑铁卢——第１８０、２８５页。

葡萄牙——第２９３页。

意大利——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一个邦。——

第５５８页。

雷申 舍迪克山口——第２５７、２５９页。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第２１３、２６０、４８９、

６６０、６６２、６６５、６６６页。

十 四 画

蒙斯——第２８２页。

蒙多维——第２１３、２３４页。

蒙美利安——第６４９页。

蒙费拉托——第６４５页。

蒙特诺特——第２１３、２３４、４８２、４８８、６６５

页。

蒙特贝洛—— 第 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１、

３９８—４０２、４１６、４３０、４４９、４７８、４８８、４９３、

６３８页。

蒙特维多——第１７９页。

蒙特克亚里——第４４２、４４５页。

蒙特科尔诺——第２５７页。

蒙特涅格罗——第６１８、６１９、６３０、６３１页。

蒙沙弗卡列——第６５３页。

蒙塞尼山口—— 第２３１—２３３、３３４、３５０、

３６７、６２４、６４８、６５０—６５３、６６０、６６３页。

蒙塔博尔山（塔博尔）——第６４８、６５２页。

蒙特伊泽兰山口——第６２４、６５３页。

蒙热涅夫尔山口—— 第２３１、２３２、３５０、

６４８、６５１、６５３页。

维也纳—— 第２０９、２１９、２５１、２５５、２５６、

２６２、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３、２７６、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４、

２９５、３０６、３１８、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０、３４１、３５６、

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７、４５０、４５１、４７３、

４９３、５０３、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７、５１８、５９５、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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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维罗那——第２１４—２１９、２８２、２６５—２６８、

２７３、４４２、４４５、４６０、４８８、４９２、４９４、５１６、

６３９、６７８页。

维琴察——第２１７、２１８、２６２、２６７、２６８页。

维阿马拉——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口。

——第２５７页。

维吉瓦诺——第３６６、３７９、３８３、３８５、４２０、

４２４、４８０、４８１页。

维多利亚——澳大利亚的一个邦。——第

５５８页。

维尔腾堡——第２１１、３９５、４４６、４６３页。

维耳讷夫——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维列佐托——第４７９页。

维斯拉河——第２９３、３９２、４３８、６７４、６７５、

６７９页。

维拉弗兰卡——第４７２—４７５、５００、５０７、

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７、５９２—５９４、６４１、６４２、

６７７、６９１页。

维苏威火山——第１７８页。

魁北克——第４４４页。

福尔马察谷地——第６６０页。

十 五 画

德里——第１２０页。

德果——第２１３、２３４、４８８、６６５页。

德蒙特——第６６１页。

德勒斯顿——第５０５页。

德散扎诺——第４５４页。

德尔维奥——第２５７页。

德森（提契诺）——瑞士的一个州。——第

６４５、６５５、６６６页。

摩洛哥—— 第１９９、６０９、６１４、６１６、６２７、

６３０—６３２页。

摩地那—— 第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２６６、３１３、

３１８、３３９、３６０、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５、５４２、５４３、

５９４、６４１页。

摩加多尔——第６１４、６３２页。

摩尔塔拉——第３８０、３８７、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３、

４２４、４８０页。

摩塞尔河——第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２９２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丁岛——第６４１页。

鲁科斯——见鲁科斯河。

鲁科斯河——第６１４页。

剑桥——第１３４页。

慕尼黑——第２６９、２７３、２７６、２７７、３７７、３９３

页。

赖兴堡——第３７７页。

十 六 画

诺罗——第２５９页。

诺维——第２１３、２３０、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７、３９８、

４１５页。

诺伊斯——第２８７页。

诺瓦拉—— 第１８３、２１３、２３１、２３４、３６６、

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６、４１４—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８、４７９、

４８０、６３９页。

诺瓦列捷——第３８６页。

穆蒂埃——第６２４、６５４页。

穆塔塔尔——第２５８页。

霍根林登（霍恩林登）——第２６９页。

霍恩弗里德贝尔格——第２９６页。

锡耶纳——第６４５页。

十 八 画

萨瓦——第２３１、２６０、４７７、５４４、５４５、６２２—

６２６、６３３、６４２—６５１、６５３—６５９、６６３、

６６４、６６６、６７２、６７７页。

萨累——第３７９、６３２页。

萨雷——第２４０页。

萨涅河（萨宁）——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萨尔河——第２８７页。

萨沃纳——第６６３—６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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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第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４页。

萨兰什——第６５８页。

萨托里——凡尔赛附近的高地。——第

１９６、３０７、３０８、４２７、４３４、５０３页。

萨沃尔日——第６６４页。

萨尔茨堡——第２６１、２６９页。

萨特里日河——第５２３页。

萨辛纳谷地——第２５７页。

萨比亚谷地——第２５９页。

镇海——第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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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重量、容量名称表

货  币

１镑（英国金币）＝２０先令

１先令（英国银币）＝１２辨士

１辨士（英国铜币）＝４法寻

半辨士（英国铜币）＝２法寻

法寻（英国铜币）

１基尼（英国金币）＝２１先令

１索维林（英国金币）＝１镑

１法郎（法国铸币）＝１００生丁

１利弗尔（法国银币）＝１法郎

１拿破仑币（法国金币）＝２０法郎

埃巨（法国铸币）

阿西涅（法国纸币）

马克（德国铸币）

多布萨（西班牙金币）

马拉维第（西班牙铸币）

瑞斯（葡萄牙铸币）

１伊彼利阿耳（俄国金币）＝１５卢布

１卢布（俄国银币）＝１００戈比

戈比（俄国铜币）

１鹰币（美国金币）＝１０美元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１克朗（丹麦、挪威和瑞典的铸币）＝１００

欧耳

重  量
（英国的重量单位）

常  衡

１夸特 １２．７００公斤

１磅 ４５３．５９２克

１克拉（也是衡量合金中

 金的含量的尺度） ０．２００克

金  衡

１磅＝１２盎斯 ３７２．２４２克

１盎斯＝２０本尼威特 ３１．１０３克

１本尼威特＝２４克冷 １．５５５克

１克冷 ０．０６５克

容  量
（英国的容量单位）

１夸特＝８蒲式耳 ２９０．７９０升

１蒲式耳＝８加仑 ３６．３４９升

１加仑＝８品脱 ４．５４４升

１舍费耳（普鲁士的容量单位）５４．９６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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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是在徐坚的译文的基础上

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１９６１年所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十三卷校订的；这一著作的序言在

校订时还参考了俄、英、日等文译本。此外，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这一

著作，在附录中加了一个“货币、重量、容量名称表”。

“新的对华战争”和“对华贸易”两篇文章是在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所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译文基础上校订的。

参加本卷翻译工作的有刘晫星、李俊聪、丁世俊、王锦文；负责

校订的是张文焕、张奇方；部分地参加译校工作的有宋书声、张慕

良、杜章智、吴达琼、冯如馥；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孔令钊、陈瑞麟。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是集体校订的，参加的有周亮勋、樊以

楠、屈洪、陈国雄、荣敬本、杨启潾、张钟朴、王锡君、麦明尧、王燕

华、沈渊、薛中平、孙开焕、于华、鲍世明、王全民、冯文光、孔熙忠、

余大章、刘炎等；校订稿全部经原译者徐坚审阅过。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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