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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１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已经

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

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

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

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

“……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

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２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

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

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

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

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

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

了３。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

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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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

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

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

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

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

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

１８７０年７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

〔政变〕４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

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俩的好战言

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①。当７月１５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

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

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

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

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７月１２日的“觉

醒报”５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在我们从中

摘引如下几段：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

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

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

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

赎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号召！…… 德国

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

４ 卡·马 克 思

① 茹尔·法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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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

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

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

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７月２２日的“马赛曲报”６上，其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

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

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

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

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

演战争狂热①７，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

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

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

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

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

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

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

剧。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

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

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① １８９１年德文版为“用印第安人的战舞煽起战争狂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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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

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

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８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

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

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

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

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

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

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

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

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

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

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

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

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

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７月１６日在不伦瑞克举行

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

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 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

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

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

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斯，代表５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

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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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

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

们的兄弟的手…… 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

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９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

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

人团结的共同事业。”

唯愿如此！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

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

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

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

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

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

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

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

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

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

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

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

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

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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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

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总 委 员 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威尔·斯特普尼 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 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 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 吕耳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耳

马·林特恩 施穆茨

莫里斯·捷维 威·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８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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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９—２３日

１８７０年７月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刊印，

１８７０年８—９月又用德文、法文和俄文

印成传单，并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英文第１版传单，

并根据１８７０年的英文第２

版以及１８７０年的经作者同

意的德译本校对过

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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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争 短 评１０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０年７月底

—１８７１年２月

载于１８７０年７月底—１８７１年２月

“派尔－麦尔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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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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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一）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一弹未发，但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

并且是以法皇的希望的破灭而结束的。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概略

地观察一下政治和军事形势就够了。

正如现在大家都了解的那样，路易－拿破仑本来以为，他能

够使北德意志联邦１１受到南德意志各邦的孤立，并利用不久前归

并普鲁士的地区１２所存在的不满情绪。如果以一切可能聚集的兵

力向莱茵河猛进，在盖尔曼尔斯海姆和美因兹之间某处渡过莱茵

河，向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方向进攻，这个目的是可能达到的。那

时法军就能控制南北之间的交通线，迫使普鲁士极其匆忙地把现

有的全部军队调向美因河，而不管他们作战准备的程度如何。普

鲁士的动员工作的整个过程就会遭到破坏，而入侵的法军就能稳

操胜算，一一击破先后从各地开来的普军。不仅从政治上看，而

且从军事上看，都是应该这样做的。法国的基干兵制度使它能够

比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１３远为迅速地集中一支譬如１２—１５万人

的军队。法军的平时编制不同于战时编制的，仅在于归休人员的

数量和没有后备部队，后者在出征前才编成。而普军平时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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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还不到战时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其余的三分之二无论

是兵士还是军官平时都不在军队服役。这样大量的人员的动员工

作是需要时间的；此外，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

因为敌军的突然入侵而被完全打乱。正因为如此，法皇才这样急

于发动战争。如果说法皇不打算采取这种突击的行动，那末格腊

蒙的强硬口吻和仓促的宣战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德意志人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强烈的迸发，粉碎了任何一

个这样的计划。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

涅山大”①，而是德意志民族。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１２—１５万

人的军队，也休想猛然渡过莱茵河。于是就需要用现有的全部兵

力来进行正规战以代替突然袭击了。近卫军、巴黎军团、里昂军

团和夏龙兵营的一个军，用来实现原来的计划也许是够用的，可

是现在即使用来组成一支入侵大军的核心也几乎不够了。于是，开

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酝酿大规模战争的阶段，从这一天起，法

皇必然成功的希望开始消失了。

现在我们把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作一对比。为了简单起

见，我们只谈步兵。步兵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兵种。而在骑兵和炮

兵（包括多管炮１４和其他奏奇效的兵器）方面的微弱优势，对于任

何一方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法国现有３７６个步兵营（３８个近卫营、２０个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猎

兵〕营、３００个基干营、９个朱阿夫营、９个土尔科营１５等等）；平

时每营８个连。战时３００个基干营各留２个连在后方用来编组后

４１ 弗 · 恩 格 斯

① 原文《Ａｎｎｅｘａｎｄｅｒ》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合词，它由《Ａｎｎｅｘｉｏｎ》（“兼

并”）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亚历山大”）两词组成。“亚历山大”附指马其顿王

亚历山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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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部队，因此每营只有６个连开赴前线。在这种场合，每个基干

团（三营制）留下的６个后备连中，４个连以归休兵和预备兵补充

后扩编为第四营，其余的２个连大概应作为后备部队，以后可编

成第五营。但是，要编成这些第四营并使它们做好战斗准备，当

然需要一些时间，至少要６个星期左右。目前，这些营同流动自

卫军１６一样，只能算做警备部队。因此，法国用来进行最初的决战

的仅有上述３７６个营。

据我们现有的资料看来，其中有２９９个营属于莱茵军团（由

第一至第六的６个军和近卫军组成），再加上大概准备派往波罗的

海的第七军（由蒙多邦将军指挥），一共是３４０个营，因此，只剩

下３６个营担任阿尔及尔、殖民地和法国内地的防务。由此可见，

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已经派出了它现有的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全部

兵力，而且至少在９月初以前不可能用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去

加强自己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方。北德意志军队有１３个军，共３６８

个步兵营，平均每个军有２８个营。每营平时约５４０人，战时约

１０００人。接到动员令后，每团（三营制）抽调一些军官去编组第

四营。这时，预备兵立刻应召归队，这些人都在团内服过两三年

兵役，并且直到２７岁都有服役的义务。用他们来补充３个基干营

并组成由后备军补充的各第四营的主干，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各

基干营在数日内就可做好出征的准备，各第四营随后经过四五个

星期也可以做好准备。同时，每有一个基干团就相应地编成一个

后备军的二营制团，其成员是２８岁到３６岁的人员。这两个营编

好后，便立即开始编组后备军的第三营。完成这一切工作（包括

骑兵和炮兵的动员工作在内）正好需要１３天；因为动员的第一日

５１战争短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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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定为７月１６日，所以到今天这一切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应该完

成。目前，北德意志大概有３５８个基干营担任野战任务，后备军

１９８个营担任警备勤务。这些部队最迟于８月下半月必将得到１１４

个第四基干营和９３个后备军第三营的加强。在所有这些部队中，

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服满兵役的。此外，还应该加上黑森－达

姆斯塔德、巴登、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军队，共计１０４个基干

营。但是，因为后备军制度在这些邦内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实行，所

以在那里可以用于作战的兵力不会多于７０或８０个营。

后备军主要担任警备勤务，不过在１８６６年的战争中，有相当

一部分后备军作为预备部队开到前线进行野战。没有疑问，这一

次也将会这样做。

在１３个北德意志军中，目前在莱茵河地区的有１０个军，共

计２８０个营；此外，还有南德意志军队约７０个营，两者共计３５０

个营。现在担任岸防任务和作为预备队的还有３个军，计８４个营，

为了防守沿岸地区，有１个军再加上后备军就足够了。其余２个

军，据我们所知，大概也在开往莱茵河途中。到８月２０日，这些

部队至少将得到１００个第四营和后备军４０—５０个营的加强，而且

这些营的人员在战斗素质上都超过法军那些主要由几乎没有受过

训练的人员编成的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这样，法国的受过训练

的兵士不超过５５万人，而这样的兵士单是北德意志就有９５万人。

德国的优势正在于此，而决战越向后推迟，这个优势就越明显，到

９月底，这个优势的作用将达到顶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用不着对柏林方面传出的以下的消息感

到奇怪，即德军统帅部希望德国领土不受到战争的浩劫；换句话

说，如果德军在最近的将来不遭受攻击，那末他们自己将转入进

６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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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至于在路易－拿破仑不先发制人的条件下，德军将如何实行

这一进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载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０３号

署名：Ｚ．

７１战争短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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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

星期五（７月２９日）早晨，法军的前进运动开始了。向哪一

个方向运动呢？一看地图就可以得到答案。

在莱茵河左岸，河谷在西面和佛日山脉相毗连，这支山脉自

伯尔福向凯则尔斯劳顿绵延。从凯则尔斯劳顿向北，山势逐渐平

坦，到美因兹附近渐渐成为平原。

摩塞尔河谷在莱茵普鲁士形成了一个深邃而曲折的峡谷，这

是河流通过高原时冲蚀而成的。高原在河谷的南面形成一支相当

大的山脉，叫做霍赫瓦尔特山脉。这支山脉愈接近莱茵河，就愈

带有高原的性质，一直到它的最边缘的丘陵同佛日山脉的远支脉

相会合的地方为止。

无论是佛日山脉还是霍赫瓦尔特山脉，都不是军队完全不能

通过的。它们都有一些很好的大道贯穿其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

地区是便于２０—３０万大军行动的。不过，在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

特山脉之间却有一条宽达２５—３０英里的宽阔的通道，这里地势起

伏，道路四通八达，是极便于大军运动的地区。此外，从麦茨到

美因兹的道路也经过这里，而美因兹是法军可能进攻的第一个重

要地点。

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界规定好的作战方向。一旦德军

侵入法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双方军队对此都有准备的

８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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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定发生在洛林的边缘地区，即摩塞尔河以东和南锡—斯特

拉斯堡铁路线以北的地区。１７如果法军从上周集中的阵地前进，那

末第一次重大的会战也同样将发生在这个通道内的某地，或者在

通道以外的美因兹城下。

法军集中的情况如下：３个军（第三、四、五军）配置在第一

线，即提翁维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２个军（第一和第二军）配

置在第二线，即斯特拉斯堡和麦茨；近卫军配置在南锡，第六军

配置在夏龙，作为预备队。最近几天内，第二线的军队已推进到

第一线的间隙内，近卫军被调到麦茨，斯特拉斯堡则留有流动自

卫军。这样，法军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提翁维耳和比奇之间，也

就是在那两支山脉之间的通道前面。从这些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

是：法军企图进入这个通道。

因此，法军的入侵将从夺取萨尔河和布利斯河上的渡口开始，

接着可能占领托莱—霍姆堡一线，然后占领比肯斐特—兰德施土

尔一线或者奥伯斯坦—凯则尔斯劳顿一线等等，当然，要有一个

前提，即这些进攻行动不被德军的进攻所阻遏。在山区，无疑将

出现双方的翼侧部队，他们之间也将发生战斗；但是，真正的会

战可能发生在刚才谈到的那个地区。

关于德军的部署，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推测，如果他们

打算在莱茵河左岸迎击敌人，那末他们的集中地区就在美因兹直

前方，也就是在通道的另一端。否则，他们就将留在右岸，在宾

根和曼海姆之间，根据情况在美因兹上方或下方集中。至于美因

兹，过去它是抵御不了线膛炮的轰击的，但是在距垒墙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码处构筑了新的独立堡垒线以后，它的安全似乎已经得到充

分的保证。

９１战争短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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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充分根据来推测，德军至多比法军迟两三天就将做好

进攻准备，并力图开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将和索

尔费里诺会战１８类似，即两军全线展开，彼此迎面前进。

在这里，特别巧妙而灵活的机动是不会有的。在使用这样庞

大的军队的情况下，要保证他们按照预定的计划从事简单的向敌

运动，是相当困难的。哪一方采取冒险的机动，那一方就会早在

这个机动实现以前就被对方大军简单的前进运动所击破。

现在，在柏林对于冯·维德恩先生的论述莱茵诺要塞的著

作１９谈论得很多。据作者说，从巴塞尔到穆尔格河的一段莱茵河上

根本没有构筑工事，南德意志和奥地利在这个方向上抵御法军袭

击的唯一设施，是坚固的乌尔姆要塞。这个要塞自１８０６年以来由

一支巴伐利亚人和维尔腾堡人混合编成的１万人的部队防守。这

支部队在战时可能增至２５０００人，此外，在要塞围墙以内的营垒

里面还可驻屯２５０００人。拉施塔特被认为是法军前进途中最大的

障碍，它位于穆尔赫河流过的谷地。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由瞰制

四周地区的、并用围墙连结起来的三座大堡垒组成。南面和西面

的堡垒，即“列奥波特”堡垒和“弗里德里希”堡垒，位于穆尔

格河左岸；北面的堡垒叫做“路德维希”堡垒，位于右岸，在右

岸还有一个可以驻屯２５０００人的营垒。拉施塔特距离莱茵河４英

里，河流和要塞之间是一片森林，因此，这个要塞不能阻止军队

在这里渡河。其次一个要塞是兰道，过去它由三个堡垒组成：一

个在南面，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北面。这些堡垒和兰道城之间

隔着一片位于克渭希河两岸的沼泽地。南面和东面的堡垒近来已

经废弃，现在只有西北面那一个堡垒可用于防御。在这个地区内

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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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而且形势最好的要塞是跨莱茵河两岸的盖尔曼尔斯海姆。

它瞰制着两岸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并且实际上使敌人无法一直进

到美因兹和科布伦茨。这个要塞可以大大便于军队进入莱茵普法

尔茨，因为除现在已有的一座浮桥外，还可在要塞的火炮掩护下

再架设两三座桥。盖尔曼尔斯海姆还可作为沿克渭希河一线配置

的左翼军队的作战基地。美因兹是莱茵河上最重要的要塞之一，但

是，它为邻近的一些高地瞰制，这就需要增加城内的工事，因此

城内未必能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大量守备部队。在美因兹和宾根之

间的整个地区，现在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而在美因兹和美因河

口之间（在莱茵河对岸）筑有３个大营垒。至于科布伦茨，冯·

维德恩先生认为，要想围攻这个要塞，并且指望获得胜利，就需

要六倍于要塞守军的兵力。敌人可能从那个叫做库科普弗的高地

轰击“亚历山大”堡垒而开始攻击，在这个高地上，敌人的部队

可以利用森林作掩护。作者还描述了科伦和威塞尔的工事，但是，

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以外，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０５号

本文前一部分的署名：Ｚ．

１２战争短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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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

普军的作战计划终于开始明朗化了。读者记得，虽然在莱茵河

右岸有大批军队由东向西和西南调动，但是，很少听到这些军队在

紧靠受威胁的边境集中的消息。各要塞已从附近的部队得到了大

量增援。在萨尔布吕肯附近，步兵第四十团的５００人和枪骑兵第七

团的３个连（两者均属第八军）曾同敌人进行互射；巴伐利亚猎兵

和巴登龙骑兵已将前哨线推进到莱茵河边。但是，在这个由几支轻

装部队组成的掩护部队的近后方，看来并没有配置大量军队。在这

些小战斗中没有任何一次提到有炮兵参加。在特利尔完全没有军

队。另一方面，我们听说在比利时边境附近有大量军队，科伦附近

（这里的莱茵河左岸整个地区，几乎直到亚琛，都有丰富的马料）有

３万骑兵，美因兹前面有７万人。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好像

普军几乎犯罪似地分散了兵力，而法军却与此相反，它紧密地集中

在距边境仅数小时行程的地方。但是突然从各地接二连三传来了

一些消息，这些消息看来已把这个秘密揭开了。

曾冒险进入特利尔的一位“时报”２０记者，在７月２５日和２６日

看到各兵种的大批部队通过这个城市开向萨尔河一线。大约与此

同时，萨尔布吕肯薄弱的守备部队得到了大量援兵，他们可能是从

第八军司令部驻地科布伦茨调来的。路过特利尔的部队，大概属于

从北面越过艾费耳高原开来的另一个军。最后，我们从私人方面获

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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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７月２７日第七军已经由亚琛经特利尔向边境行军。

这样，我们看到，至少有３个军约１０万人已调到了萨尔河一

线，其中第七、八两个军属于斯坦美兹将军指挥的北方军团（包括

第七、八、九、十军）。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这个军团目前全部

集中在萨尔堡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如果在科伦近郊真有３万（或者

接近此数）骑兵，那末这些骑兵一定会越过艾费耳高原并渡过摩塞

尔河向萨尔河前进。这整个的部署似乎说明，德军将以自己的右翼

在麦茨和萨尔鲁伊之间地区向尼德河上游谷地进行主攻。如果预

备队的骑兵确实已经往上述方向前进，那末，我们的推测便是有把

握的。

这个计划要求德军全部集中在佛日山脉和摩塞尔河之间。中

央军团（由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包括第二、三、四、十二军）

看来会占领同斯坦美兹的左侧相毗连的阵地，或者集结在他的后

方作为预备队。南方军团（由王储①指挥，包括第五军、近卫军和南

德意志的军队）大概在茨魏布吕肯地区的某地形成左翼。至于目前

所有这些军队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调到阵地上去，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第三军已经开始乘火军经科伦沿莱茵河左岸向南前

进。但是，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曾经筹划把１０万到１５万人的军队

从遥远的、而且看来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迅速集中到萨尔河一带

的人，也会给其余部队指出同样的向心运动的路线。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而且它也许和其他任何一个可能

提出来的计划同样有效。这个计划预定进行这样一次会战，在这次

会战中，德军左翼从茨魏布吕肯起几乎一直到萨尔鲁伊止，应当完

３２战争短评（三）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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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采取守势，而右翼则从萨尔鲁伊和萨尔鲁伊以西出发，在所有的

预备队的支援下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向敌人进攻，并以全部预备队

骑兵进行侧敌运动，切断敌人同麦茨的交通线。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而德军赢得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那末，法军不仅有失掉同他们的

最近的基地麦茨和摩塞尔河的联系的危险，而且可能被逐到使德

军得以插到他们和巴黎之间的位置。

德军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同科布伦茨和科伦的交通线十分安

全，甚至能够冒失败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失败对他们来说远不会招

致那么致命的后果。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冒险的计划。要使溃败的

军队，特别是它的右翼，平安地通过摩塞尔河及其支流的隧道撤

退，是异常困难的。而且无疑地，许多兵士会被俘虏，相当一部分炮

兵会损失，而在莱茵各要塞的掩护下重新编组军队也要很多时间。

如果毛奇将军没有确信他的兵力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几乎必胜无疑

的话，此外，如果他不知道法军不能在他正从各地向选定为第一次

会战的地点调集兵力时袭击他的部队的话，那末，采用这个计划就

是轻率的。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可能很快就知道，甚至可能就在明天。

但在目前应当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确信这些战略计划会

完全带来一切预期的效果。障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例如：部队可

能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不能准时来到；敌人可能突然移动，也可能已

采取了意外的戒备措施；此外，激烈而顽强的战斗或者某一个将军

的健全的理智，也往往能使败军避免因失败而造成的最坏的结局，

即避免失去同自己基地的交通线。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０６号

署名：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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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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争 短 评（四）

７月２８日，法皇到达麦茨，次日晨接任莱茵军团总指挥。按

照拿破仑的传统，这一天应当是积极行动的开始；但是一个星期

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听说关于整个莱茵军团出动的消息。３０

日，一小队普军在萨尔布吕肯附近击退了法军的侦察队。８月２

日，第二军（由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第二师（由巴泰将军指

挥）占领了萨尔布吕肯以南的高地，用炮火赶走了城里的德军，但

是没有试图渡河并以猛攻夺取北岸那些瞰制城市的高地。因此，在

这次进攻中萨尔河防线并没有被突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

法军前进的消息，因此，法军在８月２日战斗中所获得的优势现

在还几乎等于零。

法皇从巴黎动身前往麦茨的时候曾企图立刻越过国界，对于

这一点，现在恐怕不能怀疑了。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他就能够

彻底打乱敌方的准备工作。７月２９日和３０日，德军还远没有集中

完毕。南德意志的军队还在从各地徒步或者乘火车向莱茵河上各

桥口集结。普鲁士的预备队骑兵连续不断地经过科布伦茨和埃伦

布莱施坦向南进发。第七军在亚琛和特利尔之间，距离任何一条

铁路都很远。第十军正从汉诺威出发，而近卫军也正从柏林乘火

车出发。在这个时机，法军如果坚决进攻，几乎一定能进到美因

兹外围的堡垒，并且能取得对德军退却纵队的相当大的优势，也

５２战争短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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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甚至有可能在莱茵河上架桥，并在右岸建立桥头堡来掩护桥梁。

无论如何，战争就会在敌人国土上进行，而这就会大大鼓舞法军

的士气。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没有发起这样的进攻呢？原因很简单，

如果说法军兵士已经准备就绪，那末他们的军需部门还没有准备

好。我们用不着引用德方的任何传闻，我们有让罗上尉（前法国

军官，现为“时报”随军记者）的证明。他明确地指出，出征所

必需的各种物资在８月１日才开始分配，部队缺少行军水壶、行

军锅和其他行军装具，肉是腐烂的，而面包又常常是发霉的。也

许可以说，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

受了失败。在必须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贪污致富的办法向帝国

的支持者慷慨行贿的制度下，不可能设想这种办法不风行于军需

部门。据鲁艾先生的供认，这场战争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但

是对于各种储备物资的准备，特别是装具的准备，显然注意得最

少；而正是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使得作战行动在战争最紧要的关

头推迟了几乎一个星期。

这一周的拖延大大改变了德军的处境。这一拖延使他们有时

间把自己的军队调到前线，并集中在预定的阵地上。我们的读者

都知道，我们推测德军全部兵力现在都已集中在莱茵河左岸大体

上与法军相对的位置上。这个看法已由星期二以来所得到的一切

官方和私人的消息证实了（星期二，我们曾经使“泰晤士报”有

可能借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部看法，而该报在今天早晨竟坚持

把这些看法说成是它自己的２１）。斯坦美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

王和王储分别指挥的３个军团共有１３个军，至少有４３—４５万人。

同他们对抗的全部兵力中受过训练的兵士充其量也不会比３３—

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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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万超过很多。如果说不止此数，那末其余的就是那些未经训练

的和最近才编成的营了。但是，上述德军兵力还远不是德国的全

部力量。仅拿野战部队数量来说，就有３个军（第一、六、十一

军）还没有计算在里面。这３个军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驻防地点，并且发现第十一军的

各团在莱茵河左岸和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我们还确切地知道目

前在汉诺威、不来梅以及它们的郊区除后备军外没有其他部队。这

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这３个军的大部分也已经开往前线，而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已有的优势兵力又增加了大约４—６万人。即

使还有后备军的一些师调到萨尔河前线，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奇

怪。现在，后备军中有２１万名兵士已完全做好了准备，各第四营

和其他基干营计１８万人也几乎准备就绪；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可

能用来进行第一次决定性的攻击。但愿谁也不要认为，这些兵员

在某种程度上仅存在于纸上。１８６６年的动员证明，他们确实存在，

而目前的动员再度证明，受过训练的、做好出征准备的人员比需

要的还多。这些数字似乎是难以相信的，然而，甚至就是这些数

字也还不是德国的全部军事实力。

因此，在本周末法皇将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如果说在

上周他想前进而不能够前进，那末现在他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前进

了。关于敌军的兵力，他并不是不了解，这一点在来自巴黎的消息

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这个消息指出，２５万普军集中在萨尔鲁伊

和诺伊恩基尔兴之间。至于哪些部队在诺伊恩基尔兴和凯则尔斯

劳顿之间，巴黎的消息却没有提到。因此，法军一直到星期四都没

有采取行动，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作战计划有了改变，他们可能放

弃进攻而准备采取守势，利用在筑垒阵地上严阵以待时后装枪和

７２战争短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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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膛炮给军队所造成的优势，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这些武器将使军

队的威力大为增强。但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必定使法国人在战争一

开始就大失所望。不经过一次大会战就牺牲洛林和亚尔萨斯的一

半土地（而我们怀疑，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能找到比麦茨近郊的阵

地更靠近边境的有利阵地），这会给法皇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对付法军这样的行动，德军可能采取上述计划。他们可

能力图在敌人到达麦茨之前就把他们卷入大会战，并在萨尔鲁伊

和麦茨之间急速前进。不管怎样，他们总会力图从侧面绕过法军

的筑垒阵地而切断他们同后方的交通线。

一支３０万人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它不能让它的补给线被截

断，即使是几天也不能。截断它的补给线，就可以迫使它离开自

己的阵地，进行野战，那时它就丧失了这些阵地的有利条件。不

管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最近一定会采取

行动。７５万人是不能够长久集中在一块５０平方英里的地区的。由

于无法供养这样多的人，这一方或那一方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后重复一遍，我们是从法军和德军双方都把现有的全部兵

力调到前线参加第一次大会战这样一个推测出发的。而在这种场

合下，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德军在数量上将占有相当大

的优势，只要他们不犯大错误，就足以取得胜利。一切官方和私

人的消息都证实了我们这个推测。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不能

认为是绝对肯定的。我们不得不依据那些可能造成误解的材料来

做结论。甚至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会采取什

么样的部署；同样不能预言，这一方或另一方指挥官会犯什么样

的错误，或者相反，会发挥什么样的天才。

今天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关于德军攻击亚尔萨斯的维桑堡防

８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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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２２
的问题，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普鲁士第五军、第十一军和巴

伐利亚第二军的部队。这样我们就有了直接的证据说明，不仅第

十一军，而且王储的全部主力都在普法尔茨。消息中提到的“皇

家近卫掷弹兵”团，是掷弹兵第七团，即西普鲁士第二团，它和

第五十八团一样，属于第五军。普鲁士的作战方法总是先以一个

军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同时把另一个军的部队调来。但是这次

在至多一个军就可以成功地进行的战斗行动中，却使用了普鲁士

和巴伐利亚３个军的部队。看来，用３个军来威胁亚尔萨斯，是

为了给法军制造印象。此外，沿莱茵河谷向上游的进攻可能在斯

特拉斯堡附近被阻，而越过佛日山脉进行侧敌运动时，山道可能

被比奇、法耳斯布尔和拉－普提特－比埃尔这些不大的要塞封锁，

这些要塞完全能够阻止军队沿大道运动。我们估计，当德军这３个

军的三四个旅攻击维桑堡时，这些军的主力大概经兰道和皮尔马

森斯向茨魏布吕肯前进。如果上述各旅成功，麦克马洪的几个师

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向莱茵河）前进。他们在那里根本不能造成

任何威胁，因为沿平原向普法尔茨的任何入侵都会在兰道和盖尔

曼尔斯海姆附近被阻。

这次维桑堡会战，显然是在德军几乎稳操胜算的兵力优势下

进行的。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它对军队士气

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对筑垒阵地的强攻一向被认为

是一种困难的任务。尽管法军有线膛炮、多管炮和沙斯波式步

枪２３，德军却用刺刀把他们逐出了筑垒阵地，这一事实对两军都会

发生影响。这无疑是刺刀成功地对付后装步枪的第一个战例，因

此这次会战将是值得纪念的。

由于这个原因，这次会战打乱了拿破仑的计划。这样一个消

９２战争短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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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果不和其他地方获胜的消息放在一起，即使说得极其轻描

淡写，也不能让法军知道。而这个消息又无法隐瞒１２小时以上。

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法皇将派出他的军队去寻求这种胜利，如

果我们不能很快得到法军胜利的消息，那就奇怪了。但是同时，德

军可能也会出动，因此，双方的先头部队将在几个地方而不是在

一个地方发生接触。今天，或者至迟明天，预料第一次决战就要

开始。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１０号

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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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军 的 胜 利

德军第三军团迅速的行动使毛奇的计划日益明朗化。这个军

团一定是通过曼海姆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地的桥梁，可能还通过

这两地之间的军用浮桥而在普法尔茨集中的。集中在莱茵河谷的

军队，在沿着从兰道和纽施塔特经过哈尔特高原向西延伸的道路

运动以前，可以用来进攻法军的右翼。握有优势兵力而且有兰道

在近后方的这样一次进攻，是完全没有危险的，而且能够获得重

大的战果。这时，如果能够诱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法军离开主力来

到莱茵河谷，击败他们，并溯河谷而上把他们逐向斯特拉斯堡，那

末这部分法军就不能参加决战了，而德军第三军团则因离法军主

力非常近，仍能参加决战。无论如何，如果德军的主攻是针对法

军的左翼（不管许多军事的和非军事的饶舌家如何反对，我们仍

然认为是这样），那末向法军右翼进攻，就会迷惑他们。

对维桑堡突然而成功的攻击，说明德军掌握了关于法军部署

的情报，而这些情报促使他们采取了这一机动。法军急于报复，于

是冒失地落入了圈套。麦克马洪元帅立即把所属各军调向维桑堡，

而要完成这个机动，据说他需要两天的时间。但是王储却不打算

给他这个时间，他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于星期六在维桑堡西南

约１５英里的索尔河畔维尔特附近攻击法军２４。麦克马洪的阵地据

他自己说是坚固的。但是到下午５时他就被逐出了阵地，并且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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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储推测，他已率领自己的全部兵力退向比奇。这样，他也许能

摆脱被逐到离开战斗行动中心的斯特拉斯堡的厄运，而有可能与

主力保持联络。但是，根据最新的法国电讯得知，他实际上已退

向南锡，他的司令部目前在萨韦尔恩。

法军为阻止德军进攻而派出的２个军包括７个步兵师，据我

们估计，其中至少有５个师参加了战斗。在会战过程中他们全部

相继开到战场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已不能恢复均势，就像逐一

开到马振塔战场的奥地利各旅未能做到这点一样２５。无论如何，我

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军全部兵力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这里

被击溃了。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可能仍然是那些以前卫攻占维桑

堡的部队，也就是巴伐利亚第二军、北德意志第五军和第十一军。

其中第五军包括２个波兹南团、５个西里西亚团和１个威斯特伐

里亚团；第十一军包括１个波美拉尼亚团、４个黑森—加塞尔和拿

骚团，３个绍林吉亚团。由此可见，参战的有来自德国各个不同地

区的军队。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最使我们惊异的是双方军队在战略上和

战术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根据传统所能预料的

恰恰相反。德军进攻，法军防御。德军行动神速，并且用他们指

挥自如的大量兵力作战；而法军就连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军队经

过两周的集中，仍然相当分散，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把两个军

集中起来。结果，他们被各个击破。根据法国人调动军队的情况

看来，可以把他们当做是奥地利人。这怎么解释呢？理由很简单：

这在第二帝国中是必然的事情。维桑堡附近的打击，足以使整个

巴黎震动，无疑地也足以扰乱军心。必须进行报复，于是立即派

麦克马洪率领两个军来实行这个报复。这一步肯定是错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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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得不走，而且已以走了——所得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如

果麦克马洪元帅得不到强大的增援而不能再次迎击王储，那末后

者再向南前进１５英里左右，就能占领斯特拉斯堡—南锡铁路，并

向南锡迅速前进，因此也就能迂回法军在麦茨前方所能指望扼守

的任何一条防线。无疑，正是因为害怕这一点，法军才不得不放

弃萨尔区。王储在派遣他的前卫去追击麦克马洪以后，也可以立

即转向右面，越过山区向皮包马森斯和茨魏布吕肯运动，以便同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左翼很好地会师。后者在这个期间

一直在美因兹和萨尔布吕肯之间某地，而法军却硬说他在特利尔

附近。至于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军在福尔巴赫的失败２６，对于弗里

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运动会有什么影响（看来，普军在这以后已

于昨日向圣阿沃耳德推进），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

如果说第二帝国在维桑堡会战以后十分需要胜利，那末现在，

在维尔特会战和福尔巴赫会战以后，它就更加需要胜利了。如果

说维桑堡会战已足以破坏法军右翼原定的全部作战计划，那末星

期六的会战就必然打乱了整个法军的一切准备措施。法军已丧失

了一切主动权。它的行动与其说是决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

是出于政治上的必要。一支３０万人的军队几乎都在敌人的视野之

内。如果不根据敌人营垒中所发生的情况，而根据巴黎所发生的

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末它就已经失败一半

了。当然，谁也不能确切地预言决战（如果它不是已经在进行，那

末也是迫在眉睫了）的结局。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拿破仑第

三把星期四①以来所实行的那种战略再实行一个星期，那末，仅仅

３３普 军 的 胜 利

① ８月４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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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这一点就足以使世界上最好最大的军队复灭。

法皇拿破仑的电报只是加深了普军关于这些会战的报道所造

成的印象。星期六午夜，他只是公布了一些事实：

“麦克马洪元帅战胜。弗罗萨尔将军被迫退却。”

３小时后得到的消息说，法皇同麦克马洪元帅的联系被截断

了。星期日早晨６时，当局承认弗罗萨尔将军在萨尔布吕肯以西

很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福尔巴赫遭受失败，这就从实质上证实了

这次失败的严重性；其次宣称：“被分割的军队正向麦茨集中”，也

就承认了无法立即阻止德军进攻。后来发出的一个电报却令人难

以理解：

“退却将井然有序地进行。”（？）

是谁退却呢？不会是麦克马洪元帅，因为同他的联系仍然中

断；也不会是弗罗萨尔将军，因为法皇接着说：“从弗罗萨尔将军

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如果在早晨８时２５分，法皇只能用未

来语气说明他尚不知位置何在的那些军队行将进行的退却，那末，

他在这以前８个小时发出的、用现在语气说的“退却正井然有序

地进行”的电报，会有什么意义呢，后来的所有这些消息和最初

的消息一样，都贯穿着一个精神，即： 《Ｔｏｕｔ Ｐｅｕｔ ｓｅ 

ｒéｔａｂｌｉｒ》〔“一切都可以补救”〕。普军的胜利很大，以致不容法皇

采用他自然想要采用的那种手法。他不可能大胆地隐瞒真相而把

希望寄托于以后会战获胜时一起发表消息来抵销失败的印象。现

在已经不可能在法国人民面前隐瞒法军两个军团失败的事实来保

持他们的自豪感，因此他只有指望利用法国人过去在得到类似的

灾难的消息时在心中产生的那种挽回失去的东西的强烈愿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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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在给皇后和大臣们的私人电报中，无疑给他们规定了公开讲话

的范围，甚至更有可能从麦茨给他们送去了有关的声明的原稿。根

据以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法国人民的心情如何，所

有当权者，上自皇帝起，都完全丧气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特

别重大的。巴黎宣布了戒严，这不容置辩地说明，如果普军获得

新的胜利，那会造成怎样的局面。而内阁的宣言的结语是：

“我们将努力作战，祖国将得救。”

得救！法国人也许会自问：从什么中得救？从普军为了防止

法军入侵德国而进行的入侵中得救。如果普军被击败，而同样的

号召从柏林发出来，那末它的意思就清楚了，因为法军每一个新

的胜利都会意味着法国对德国领土新的兼并。但是，如果普鲁士

政府将来做得十分恰当的话，那末法军的失败将只意味着法国阻

碍普鲁士顺利地推行它的德意志政策的企图失败了；我们很难相

信，ｅｎ ｍａｓｓｅ〔全民〕武装（据说，法国大臣们正在讨论这个问

题）会使他们重新发动一个进攻战。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１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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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五）

星期六，即８月６日，是战争初期极关重要的日子。德方最

初的报道十分含蓄，与其说是指明这一天所获的战果的重要意义，

不如说是隐译它的重要意义。只是根据后来的较全面的报告以及

法军报告中某些尴尬的自白，我们才得以判断星期六军事形势所

起的全部变化。

当麦克马洪在佛日山脉的东面山坡遭受失败的时候，弗罗萨

尔的３个师和巴赞军至少１个团（第六十九团），共４２个营，被

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军）的卡梅克师和第八军（莱茵军）的２个

师，即巴尔涅科夫师和施图普纳格耳师，共３７个营，从萨尔布吕

肯以南的高地一直驱逐到福尔巴赫以西。因为德军各营编制员额

较多，所以双方参加作战的人数大致相等，但是法军具有阵地的

优势。弗罗萨尔左侧有巴赞和拉德米罗的７个步兵师，在后面又

有２个近卫师。但是，除上述１个团以外，所有这些师都没有一

兵一卒去援助不幸的弗罗萨尔。他在惨败后不得不退却，现在也

和巴赞、拉德米罗和近卫军一样，正使全部部队向麦茨退却。德

军追击退却的法军，星期日已到达了圣阿沃耳德，于是整个洛林，

一直到麦茨为止，都已暴露在德军的进攻面前。

同时，麦克马洪、德·法伊和康罗贝尔，不是像以前指出的

那样退向比奇，而是退向南锡。麦克马洪的司令部星期日曾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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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韦尔恩。由此可见，这３个军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击退到和其

余军队退却路线不同的方向去了。这样，我们昨天所分析的王储

在进攻中所努力争取的那些战略上的优势，看来已经获得了，至

少是部分地获得了。当法皇一直向西退却时，麦克马洪愈来愈偏

向南去，因此到其他４个军在麦茨掩护下集中的时候他未必能到

达吕内维尔。但是从萨尔格明到吕内维尔，比从萨韦尔恩到吕内

维尔仅仅远几英里。因此，不能设想，当斯坦美兹在追击法皇，而

王储力图在佛日山脉狭窄的山道中追上麦克马洪的时候，弗里德

里希－卡尔亲王（星期日他在布利斯堡，而他的前卫在藏尔格明

附近某地）竟会袖手旁观。整个洛林北部都是骑兵的出色战场，而

在吕内维尔平时经常设有骑兵司令部，指挥驻在郊区的很大一部

分法国骑兵。德军骑兵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占很大的优势，因

此很难设想他们不会立刻把这一兵种的大量部队派到吕内维尔方

向，以便切断麦克马洪同法皇之间的交通线，并破坏斯特拉斯堡

—南锡线上的铁路桥梁，并在可能时破坏麦泰河上的桥梁。德军

甚至可能成功地以步兵部队楔入这两股被分割的法军之间，使麦

克马洪不得不更向南退却和绕更远的道路去恢复他同其余军队的

联系。从法皇承认星期六同麦克马洪的联系被截断这一事实中可

以看出，这一类事件已经发生了。同时，关于法军大本营拟向夏

龙转移的消息，也是法军害怕更严重的后果的不祥之兆。

这样看来，法军８个军中已有４个军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击

溃了，并且每次都是被各个击破的；而其中之一的第七军（由费

里克斯·杜埃指挥）的下落则完全不明。导致这种错误的战略，真

像奥地利人在完全束手无策时采用的战略。这种战略使我们联想

到的不是拿破仑，而是博利约、马克和居莱之流。请设想一下弗

７３战争短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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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萨尔的处境，他在福尔巴赫作战终日，而在他左侧距萨尔河防

线不到１０英里或者大约１０英里的地方，７个师竟袖手旁观！如果

不设想他们当面的德军既足以阻止他们前去援救弗罗萨尔，又足

以阻止他们单独进行攻击来支援他，那末这就完全不能令人理解

了。但是这个唯一可能提出的理由只有如我们一贯指出的那样，在

德军打算以其极右翼进行决定性的攻击的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向

麦茨仓卒退却，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看法。这次退却很像是在阵地

和麦茨的交通线受到威胁时企图及时退出阵地的行动。我们虽然

不知道，哪些德军部队在正面同拉德米罗和巴赞所属各师对垒以

及可能从翼侧迂回他们，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斯坦美兹的７个

或者更多的师中仅有３个师参加了战斗。

在这期间，又开来了另外一个北德意志军——第六军，即上

西里西亚军。这个军在上星期四经过科伦，现在由斯坦美兹或弗

里德里希－卡尔指挥。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泰晤士报”仍然

坚持说他在极右翼特利尔附近，虽然该报的同一号上登载了一则

电讯，说他已从霍姆堡向布利斯堡前进。现在，德军无论在兵力

和士气上或者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以致他们在某些时候

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即使法皇打算把４个军留在麦茨

的营垒内，——否则他就得不停地一直退到巴黎，此外没有其他

的选择余地，——那也无法阻止德军进攻，就同贝奈德克在１８６６

年在奥里缪茨城的掩护下重新集结他的军队而未能阻止普军向维

也纳进攻２７一样。贝奈德克！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胜利者怎

能和他相比！但是，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比较。同贝奈德克一

样，法皇把军队集中在一个可以向任何方向运动的阵地上，而且

是在敌人集中前整整两个星期就集中好了。同贝奈德克一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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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拿破仑采取了巧妙的行动，使自己的各军都因敌人在数量上

或在指挥上占优势而被各个击破。但是，我们担心类似之处就到

此为止。虽然贝奈德克一个星期中每天都打败仗，他终究还保存

了足够的兵力在萨多瓦进行最后的奋战。至于拿破仑，从各方面

看来，他的军队经过两天战斗后几乎已绝望地被分割了，因此，他

甚至不能试图进行一次决战了。

我们认为，原来打算向波罗的海进行的远征，如果不仅仅是

一个简单的佯动的话，那末现在可以放弃了。每一个营都要用在

东部边境。法军３７６个营中有３００个营分属于６个基干军和１个

近卫军，这些军据我们了解都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七基

干军（由杜埃指挥），即另外４０个营，可能已被派往波罗的海，也

可能同主力会合。其余３６个营勉强够用于阿尔及尔和在国内担任

各种勤务。法皇还有哪些兵力去增援呢？这些兵力就是现在正在

编成的１００个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但是，这二者——前者大部

分，后者全部——都是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编成的。什么时候

各第四营可以完成出征准备，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论他们是否完

成准备，他们都必须出征。至于流动自卫军目前的状况，我们可

以从上星期夏龙兵营的事件２８来作判断。无论是各第四营还是流

动自卫军无疑都是良好的兵士材料，但还不是兵士，还不是能够

经得住那些善于夺取多管炮的人的攻击的军队。另一方面，再过

１０天左右，德军能够补充１９万到２０万人的第四营和其他部队，

这是精锐部队；此外还将得到至少是同样数目的后备军，他们全

部适于担任野战勤务。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１２号

９３战争短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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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六）

以往恐怕没有一次战争像拿破仑“到柏林的军事散步”这样

极端忽视普通理智的常规，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莱

茵河的争夺战是拿破仑最后的和最大的一张王牌；但是同时，这

次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这在德国是了解得很

清楚的。经常期待对法战争的爆发，曾经是很多德国人不得不容

忍１８６６年的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德国是

分裂了，那末在另一方面说却是加强了，北德意志的军事组织所

提供的安全保证，比那个较大的但涣散的旧德意志联邦２９的军事

组织所提供的要大得多。这个新的军事组织预定能在１１天内使编

入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的５５２０００名常备军和２０５０００名后

备军完成战斗准备，并且再经过两三个星期，又使１８７０００名完全

适于野战的补充部队（Ｅｒｓａｔｚｔｒｕｐｐｅｎ）做好战斗准备。这并不是

秘密。这些部队怎样分编为各军以及每个营应在哪个地区编组的

全部计划曾不止一次地公布过。而且，１８６６年的动员证明，这个

组织并非一纸空文。每一个人都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大家也都

很清楚，每个后备军管区司令部都已准备好每人的征集令，只等

填写日期了。然而在沙皇看来，这些庞大的兵力仅仅见于纸上。他

到战争开始时所征集的全部兵力，至多是莱茵军团的３６万人和准

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３—４万人，共计约４０万人。在兵力对比如

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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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利以及法军新编部队（第四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战斗

准备的情况下，沙皇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乘德国还在忙于动员

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机会是怎样被错过了，

甚至第二个取胜的机会，即向莱茵河进攻的机会，又是怎样被错

过了。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另一个错误。

法军的部署到宣战的时候是很好的。这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

的作战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３个军在提翁维耳、圣阿沃耳德

和比奇，直接在边境附近，为第一线；２个军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

为第二线；２个军作为预备队，在南锡附近；第八军在伯尔福。所

有这些军队依靠铁路在几天内就可集中起来从洛林渡过萨尔河进

攻，或者从亚尔萨斯渡过莱茵河进攻，并且根据情况向北或向东

进击。但是，这个部署只适于进攻。对于防御，它完全不适用。如

进行防御，军队部署的首要条件是：前进部队同主力应保持适当

距离，以便能够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进攻的情报，并在敌人到达前

集中好军队。假定两翼部队向中央集中需要行军一天，那末前进

部队至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而在这里，拉德米罗、

弗罗萨尔和德·法伊３个军，以后还有麦克马洪军的一部，都直

接配置在边境附近，而且分布在从维桑堡到锡埃尔克全长至少为

９０英里的一线上。为了要把两翼部队集中到中央，就需要行军整

整两天；不但如此，甚至当得知德军就在前面几英里的时候，也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缩短战线，或者把前进部队推进到适当距离

上，以保证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行将进攻的情报。因此，几个军被

各个击破，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造成的一个错误，就是麦克马洪把１个师配置在佛日山

脉以东维桑堡附近一个招引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阵地上。杜埃的

１４战争短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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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使麦克马洪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企图在佛日山脉以东重新进

行战斗，结果使右翼更加远离中央，并使自己同中央的交通线失掉

掩护。当右翼（麦克马洪军，此外至少还有法伊和康罗贝尔两军的

各一部）在维尔特被击败时，中央（现在查明有弗罗萨尔军和巴赞

军的两个师）在萨尔布吕肯的前面遭到了惨败。其余的部队相距太

远，不能前来援助。拉德米罗仍在布宗维耳附近，巴赞的残部和近

卫军在布累附近，康罗贝尔的主力到了南锡附近，德·法伊军的一

部已完全不知去向，而费里克斯·杜埃，据我们现在所知，８月１

日曾在亚尔萨斯最南端的阿耳特基尔克，距维尔特战场几乎有

１２０英里，而且看来又没有足够的铁路运输工具。所有的措施只说

明了疑惑、犹豫、动摇，并且这是在战争的最紧要的关头产生的。

兵士对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什么印象呢？固然，法皇在最后的

时刻告诉了他的兵士，说他们将同“欧洲最好的军队之一”交手，这

当然很好，但是在多年来一直向他们灌输了轻视普军的思想之后，

这些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让罗上尉在“时报”上所写的报道，就是

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我们在以前曾引用过他的另一篇报道①，他是

在３年前才退役的）。他在对普军说来是“炮火的洗礼”的战斗中被

普军俘掳，在普军那里呆了两天，看到了普军第八军的大部分部

队。在他看到普军实际上同他所想像的竟有这么大的区别以后，他

大为吃惊。他被带到普军营地时产生的第一个印象便是：

“一进入森林，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哨兵站在树下，各营集结在大

道两旁。但愿谁也不要使用同我们国家和我们目前的局势不相称的手法来欺

骗世人：我刚走几步，便看到了一支优秀的军队（ｕｎｅ ｂｅｌｌｅ ｅｔ ｂｏｎｎｅ 

２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２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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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ｍéｅ）和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民族所固有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哪

里呢？表现在一切方面。兵士的举止、在比我们严格得多的纪律下他们在每一

个动作上对首长意志的服从，一些人的爽朗活泼、另一些人的严肃果敢、大多

数人所表现的爱国心、军官在一切方面经常表现的那种勤恳态度以及特别使

我们羡慕的士官的品德——这就是立刻使我为之惊异的一切，这就是自从我

在这个军队和这个国家过了两天以后经常在脑海里萦回的一切。在那里，每

隔一定距离所树立的各地后备军的各营番号的标记使我想到，这个国家在危

险临头和雄心勃发的时刻能够如何充分地发挥力量。”

在德军方面，一切都和法军完全不同。他们当然恰当地估计了

法军的战斗素质。德军的集中既迅速又缜密。所有能上前线的人

都已派往前线。现在既然发现北德意志第一军在萨尔布吕肯已经

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会合，那末，这就无疑说明这支

５５万人的常备军的所有人员、马匹和火炮都已开到前线，在那里

他们将同南德意志的军队会合。而且这个巨大的数量优势的作用，

到现在又由于军队指挥的卓越而进一步增强了。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１４号

３４战争短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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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七）

整个这一星期，人们都在等待着曾被法国公报说成是迫在眉

睫的麦茨大会战。然而，我们的军事评论家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

说明，这个行将到来的会战无非是转移巴黎民众视线的一种手法

而已。麦茨会战！为什么法军要进行这个会战？他们在这个要塞

掩护下集中了４个军；他们企图把康罗贝尔４个师中的某些师也

调到那里去；他们可以指望很快得到关于其余３个军（麦克马洪

军、德·法伊军和杜埃军）到达南锡附近的摩塞尔河并在该河西

岸得到掩护的消息。他们在全部军队还没有重新会合以前，在麦

茨的堡垒还保证他们不受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进行决战呢？而

德军又何必对这些堡垒进行无准备的强攻而碰得头破血流呢？只

有在法军全部在麦茨城下会合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可能期

待法军向摩塞尔河以东出击，并在他们的要塞前面进行会战。不

过，这一切还只是将要实现，并且将来总的说来能否实现，现在

还值得怀疑。

在上星期日①，麦克马洪被迫放弃了萨韦尔恩，该城在当夜就

被德军占领。和他在一起的，有他自己那个军的残部和杜埃军的

１个师（由孔塞－杜美尼耳指挥）的残部，此外，还有掩护他退却

４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８月７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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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法伊军的１个师。在当天傍晚，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通过

福尔巴赫几乎推进到了圣阿沃耳德。这两个地方都比萨韦尔恩接

近南锡；而且比萨韦尔恩大大接近蓬塔木松和迪厄卢阿尔，即两

个位于南锡和麦茨之间的摩塞尔河畔的地点。现在，当德军需要

尽快地在摩塞尔河上控制或建立一个渡口，而且根据各种非常明

显的理由，这个渡口必定要设在麦茨的上方的时候，当他们比麦

克马洪更接近该河，因而迅速挺进就能阻碍他同巴赞会合的时候，

当他们的兵力绰绰有余的时候，他们企图采取这一类的行动，难

道还不明显吗？如我们所预言的，他们的骑兵已经在迅速通过洛

林整个北部，看来不久以前已同麦克马洪的右翼接触。星期三这

支骑兵已通过格罗－坦肯，该地距萨韦尔恩和南锡间的直通大道

仅２５英里左右。因此，德军将确切知道麦克马洪的位置而相机行

事。我们不久就会知道，他们是在南锡（更准确地说，在弗鲁阿

尔）和麦茨之间的某处到达摩塞尔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上星期六以来没有听到任何战斗消息的

原因。现在，兵士的两腿正在全力工作；麦克马洪同弗里德里希

－卡尔正进行着一场竞赛，看谁先渡过河。如果弗里德里希－卡

尔在这场竞赛中获胜，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将从麦茨出动，当然

这不是为了在麦茨城下进行会战，而是为了防守摩塞尔河的渡口。

这确实可以依靠在右岸或左岸的攻击来达到。在福尔巴赫缴获的

两个舟桥纵列也许很快就会得到使用。

关于德·法伊，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肯定的消息。固然，麦茨

发表的一个公报说他已经同军团会合。但是同哪个军团呢？同巴

赞的，还是同麦克马洪的？如果这整个公报还有一点真实性的话，

那来他显然是同后者的军团会合了，因为自从同他的联系中断以

５４战争短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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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德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就位于他和巴赞之间。杜埃军（８月４日

仍在瑞士边境的巴塞尔附近）的其余两个师现在一定是因为德军

向斯特拉斯堡进攻而被截断了同法军其余部队的联系；他们只有

经过维祖耳才能同其余的法军会合。至于康罗贝尔的部队，我们意

外地发现他至少有１个师（由马丹普雷指挥）在巴黎，这个师在那

里不是对付德军，而是对付共和党人。该师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和

二十八团曾被提到是星期二参加保护立法团的军队的一部分３０。

其余的部队现在应当在麦茨，这样就使那里的军队增加到１５个

（步兵）师，但是其中３个师由于在施皮歇恩战败，已被完全击溃。

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说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

占优势而被击败，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斯坦美兹和阿尔文斯

累本两位将军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

出，德军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

我们的老相识第四十团支援，总共是１５个营。这就是同弗罗萨尔

陆续调来的３个师（共３９个营）作战６小时之久的全部步兵部队。

当这些部队几乎被击败，但是仍然扼守着在会战开始时所攻占的

施皮歇恩各高地时，第三军（勃兰登堡军）的第五师赶来了。该

师４个团中至少有３个团参加了战斗，这样，德军参加战斗的最

多共有２４个或者２７个营。他们把法军逐出了阵地，而且只是在

法军开始退却以后，沿罗塞耳河谷绕过法军右侧的第十三师的先

头部队才到达战场，攻击了福尔巴赫，并切断了直通麦茨的道路，

使法军有秩序的退却变成了溃逃。在战斗结束时，德军还有１个

师（第六师）已准备好进入战斗，而且事实上也小部分地参加了

战斗。但是就在这时，又开来了法军的蒙托东师和卡斯塔尼师

（均属巴赞军），而属于后一师的第六十九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

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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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说法军在维桑堡和维尔特是被优势兵力粉碎，那末在施

皮歇恩则是被劣势兵力击溃。至于他们通常都报道说敌人在数量

上占优势，那末不应当忘记，个别的参战人员未必能判断出兵力

的多寡，而且一切遭受失败的军队通常都是这样说的。此外也不

应当忘记，德军的优良素质只是现在才开始得到承认。根据法军

大本营的公报看来，德军在火力的猛烈和精确程度方面都大大超

过法军，而且麦克马洪肯定地说，在森林中作战，法军不可能战

胜德军，因为德军非常善于利用隐蔽物。关于骑兵，让罗在星期

四的“时报”上写道：

“他们的骑兵远较我们的骑兵优越，他们普通兵士的马比我军许多军官

的马还要好，而且他们骑得也好些…… 我曾经看到他们的一个胸甲骑兵

团，那简直漂亮极了…… 此外，他们的马匹负载的东西比我们的要少得多。

我所看到的胸甲骑兵的高大的马匹，负载的重量比我们矮小的阿拉伯马或南

法兰西马要轻得多。”

他还赞扬了德军军官不仅对他们本国的地形，而且对法国的

地形都非常熟悉。这是不足为奇的。德军每一个尉官都有很好的

法军总参谋部的地图，而法国军官却只有一份可怜的类似战区图

（ｕｎｅ ｃａｒｔｅ ｄéｒｉｓｏｉｒｅ）的东西，此外，还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如

果在战前，哪怕派一个这样试实的记者到德国去，那末对法军该

是多么有益啊。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１６号

７４战争短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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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德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就位于他和巴赞之间。杜埃军（８月４日

仍在瑞士边境的巴塞尔附近）的其余两个师现在一定是因为德军

向斯特拉斯堡进攻而被截断了同法军其余部队的联系；他们只有

经过维祖耳才能同其余的法军会合。至于康罗贝尔的部队，我们意

外地发现他至少有１个师（由马丹普雷指挥）在巴黎，这个师在那

里不是对付德军，而是对付共和党人。该师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和

二十八团曾被提到是星期二参加保护立法团的军队的一部分３０。

其余的部队现在应当在麦茨，这样就使那里的军队增加到１５个

（步兵）师，但是其中３个师由于在施皮歇恩战败，已被完全击溃。

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说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

占优势而被击败，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斯坦美兹和阿尔文斯

累本两位将军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

出，德军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

我们的老相识第四十团支援，总共是１５个营。这就是同弗罗萨尔

陆续调来的３个师（共３９个营）作战６小时之久的全部步兵部队。

当这些部队几乎被击败，但是仍然扼守着在会战开始时所攻占的

施皮歇恩各高地时，第三军（勃兰登堡军）的第五师赶来了。该

师４个团中至少有３个团参加了战斗，这样，德军参加战斗的最

多共有２４个或者２７个营。他们把法军逐出了阵地，而且只是在

法军开始退却以后，沿罗塞耳河谷绕过法军右侧的第十三师的先

头部队才到达战场，攻击了福尔巴赫，并切断了直通麦茨的道路，

使法军有秩序的退却变成了溃逃。在战斗结束时，德军还有１个

师（第六师）已准备好进入战斗，而且事实上也小部分地参加了

战斗。但是就在这时，又开来了法军的蒙托东师和卡斯塔尼师

（均属巴赞军），而属于后一师的第六十九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

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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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八）

麦克马洪在什么地方呢？德军骑兵一直奔袭到吕内维尔和南

锡的门口，看来没有同他遭遇；否则，我们一定会听到发生战斗

的消息。而且，如果他安全到达南锡并因此而同麦茨的军队恢复

了联络的话，那末法军大本营无疑会立即宣布这样一件令人快慰

的事情。从对麦克马洪的行踪保持完全缄默这一点，我们所能得

出的唯一结论是：麦克马洪认为从萨韦包恩取直路到吕内维尔和

南锡过于危险，为了不使自己的右翼暴露在敌人面前，便绕道向

南退却，而在巴荣或者甚至在巴荣上方渡过摩塞尔河。如果这个

推测是正确的，那末他就很少有希望能在什么时候到达麦茨。在

这种情况下，法皇或者麦茨的另一位指挥官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立刻向马尔纳河岸夏龙（可能同麦克马洪会合的最近地点）退却

对军队是不是更好些。因此，我们觉得关于法军朝这个方向总退

却的消息是确实的。

同时，我们听到法军有大量增援部队的消息。新任陆军大臣

向议院保证说，４天以后，一定有两个军，每军３５０００人，被派往

前线。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莱茵军团的８个军和

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部队以及在阿尔及尔的驻军，是法国陆军

（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全部兵力。我们知道，康罗贝尔军和波

罗的海远征军共４万人现在巴黎。我们从德让将军在议院的演说

８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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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知，各第四营现在还远没有准备好，它们需要补充，而且势

必抽调流动自卫军人员才能补充起来。那末，这７万人特别是在

蒙多邦·德·八里桥①将军还打算（这是很可能的）把４万人尽可

能留在巴黎的情况下，将从哪里来呢？但是，如果他的话真的有

某种意义，那末这２个军就应当是指驻在巴黎的部队和至今一直

被认为是莱茵军团的一部分的康罗贝尔军。在这种情况下，唯一

真正的增援部队只是巴黎的守备部队，这样，作战部队的总数将

由２５个师增加到２８个师，但其中至少有７个师已遭受了重大的

损失。

我们还听说特罗胥将军被任命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的

军长，而旺代将军（？）被任命为正在里昂建立的第十三军的军长。

到目前为止，法军是由近卫军和第一至第七各军组成的。关于第

八、九、十、十一军的番号，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而现在，人

们突然向我们说起第十二和第十三军。我们看到，除了第十二军

（如果这指的是巴黎守备部队）以外，目前没有任何部队可以编成

这些军中的一个军。这一切看来是一种在纸上建立军队以求恢复

公众信任的可怜诡计，不然，声称扩编５个军而其中４个军至今

还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正在打算建立一支新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哪些兵源呢？

首先是宪兵，它可供编成１个骑兵团和１个步兵团。这是很好的

部队，但它的人数不超过３０００人，还必须从法国各地召集来。关

于ｄｏｕａｎｉｅｒｓ〔海关警备队〕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预计编成２４个营；

９４战争短评（八）

① 即古赞－蒙多邦，法国将军，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曾指挥侵略军，因在北

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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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怀疑它的人数甚至能否够得上这个数目的一半。其次

是１８５８—１８６３年应征入伍的老兵，其中未婚者已经按特别法令征

召入伍。他们的总数可达２０万人，这是军队最宝贵的补充人员。

其中一小半就足够补充各第四营，其余则可编成新的营。但是，这

里又来了困难：军官从哪里来呢？他们不得不从作战部队中抽调，

虽然这可以用提升大量士官为少尉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样又会

削弱那些抽出他们的部队。所有这三类人合计起来，至多增加

２２—２３万人，而且在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１４—２０天，才能

使其中一部分做好准备以便加入作战部队。但是不幸，情况对他

们并不有利。现在已经公认，法军中不仅是军需部门，而且整个

军事行政机构都十分无能，它们甚至无法保证边境上的军队的供

应。既然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前线需要后备兵力，那末又怎能谈到

给他们准备武器和装具呢？除了各第四营以外，是否还有什么新

编部队能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准备，这确实是很值得怀疑

的。此外不应当忘记，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使用过后装枪，他们

完全不懂得由于使用这种武器而采取的新战术。如果说目前法军

的基干部队，像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往往慌乱地盲目地射击

而浪费弹药，那末这些新编的营在遇到那些看来很少因战斗的喧

嚣而影响行动的沉着和射击的准确的敌人时又将如何呢？

余下的还有流动自卫军、全部３０岁以下的未婚男子和地方国

民自卫军。谈到流动自卫军，那末甚至它的小部分有点正规组织

的部队，一派到夏龙，看来也就瓦解了。纪律根本不存在，而军

官由于其中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职责，看来已日益丧失了

威信；兵士连武器都没有，现在这整个组织好像正在全面瓦解中。

德让将军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建议以流动自卫军补充各第四营。

０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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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全民武装中这支似乎是有组织的部队都完全无用，

那末对其余的部队又能有什么指望呢？纵然军官、装具和武器都

为他们准备齐全了，但是把他们训练成为兵士又需要多少时间呢？

何况对于应付紧急情况事先毫无准备。每一个能服役的军官都已

经用上了。法军没有德军那种“一年志愿兵”制所提供的几乎用

之不尽的后备军官（德军每年大约有这种志愿兵７０００人入伍，在

服役期满时几乎其中每一个人都完全胜任军官的职务）。装具和武

器看来也缺乏；据说，甚至需要把过时的燧发枪从兵器库中拿出

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２０万人对法国能有什么价值呢？当然

法国人可以随便援引国民公会的例子，援引卡诺和他从无到有地

建立边境部队的例子３１等等。虽然我们不愿断言法国的失败已成

定局，可是终究不应忘记同盟国军在国民公会的成功上曾起了相

当大的作用。当时，这些进攻法国的军队每路平均有４万人；他

们共有三四路，各自单独行动——一路在些耳德河，另一路在摩

塞尔河，第三路在亚尔萨斯，等等。国民公会曾用大量稍微受过

一点训练的新兵来抵抗每一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些新兵活动在

当时完全依赖仓库补给的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迫使敌人全部尽量

地靠近边境。他们在经过了５年战争后，锻炼成了真正的兵士，最

后终于把敌人逐过莱茵河。但是，可不可以姑且设想，这种战术

能够对付目前这一支虽分编为３个独立的军团、但始终能集中在

可以相互支援的距离上的庞大的入侵军或者德军会让法国人有时

间去发挥他们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在力量呢？只有当法国人准备

做他们从来还没有做过的事，即让巴黎和它的守备部队听从自己

的命运摆布，而以卢瓦尔河线为作战基地继续战斗的时候，这些

潜在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也许事情永远不会

１５战争短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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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当法国还没有准备这样做以前，最好不要

谈全民武装。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１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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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九）

“法军开始向摩塞尔河左岸渡河。今日（星期日）晨，侦察部队没有报

告发现普军前卫；而当军队半数渡过该河时，普军以大量兵力向我军攻击，但

经４小时战斗后，受重创败退。”

这是路透先生在星期一①傍晚转发的法皇公报所宣称的。但

是，公报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敌人的大量兵力就集结在附

近，可是法皇却明确地声称，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敌军。不过

除此以外，好像不可能有任何报道比这个公报更真实更认真了。在

我们眼前是一幅鲜明的图景：法军整个忙于渡河这一冒险行动，而

狡猾的、总是善于乘隙袭击敌人的普军，正当法军有一半兵力渡

到对岸时，便向他们攻击；接着，法军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最后

经过超人的努力终于转入猛烈进攻，使普军受重创败退。这真是

绘声绘色，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一切所发生的地区的名称。

根据这个公报我们只能设想，这次渡河和企图阻挠渡河的行

动（这一行动已被如此胜利地击退了）是在平地上发生的。但是，

既然法军渡河的所有桥梁都在麦茨城内因而敌人根本无法到达，

既然沿河有五六英里长的一段由麦茨周围的堡垒掩护，而且有足

够的、同样安全的地点可供架设许多浮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３５战争短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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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呢？难道法军参谋部是想使我们相信，法军违背理智地忽视了

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把军队开出麦茨，在平地上架设桥梁，并在

敌人视野内和行动可及的范围内渡河，只是为了促成整整一星期

以来所许下的“麦茨会战”吗？

如果法军利用麦茨要塞范围内的桥梁渡过摩塞尔河，那末，当

这些法军还留在右岸（在独立堡垒线以内他们能够这样做）的时

候，普军怎么能攻击他们呢？这些堡垒的炮兵是能够很快地把这

片地区变成火海而使任何来袭的军队无法接近的。

这一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法军参谋部至少可以指出这个地

区的名称，以便我们能按地图彻底研究这次光辉的会战的各个阶

段。但是，它不打算报道这个地名。幸而普军并不是这样讳莫如

深，他们宣布战斗是在庞日附近通往麦茨的道路上发生的３２。我

们一看地图，一切就都清楚了。庞日不在摩塞尔河上，而在离摩

塞尔河８英里的尼德河上，距离麦茨的独立堡垒线约４英里。如

果法军曾经渡摩塞尔河，并且有一半部队已经到达对岸，那末从

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大量兵力放在庞日或它的

附近。如果有大量兵力被派到那里，那末这就不是出于军事上的

理由。

拿破仑被迫放弃麦茨和摩塞尔河防线，当然不能够不战而退，

而且如有可能还要争取在一个真正的或者表面的胜利以后才开始

退却，这次退却至少要退到夏龙。机会是好的。当他的军队一半

已经渡过河时，另一半本来能够从各堡垒之间向麦茨以东出动，将

普军先头部队向后压缩，造成一次总会战，其规模只求引诱敌人

进入各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内，然后全线发起有效的进攻，把敌人

击退到对堡垒没有威胁的地方。这样一个计划是不至于完全失胜

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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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一定可以达到具有胜利外表的结局。这样也许能在军队中，

甚至还可能在巴黎恢复威信，使向夏龙的退却少丢一些面子。

这些理由正可以说明那个看来并不复杂而实际上荒谬的麦茨

公报。这个公报的每一个字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正确的，然而把

整个上下文联系起来一看就可发现，它是企图造成一种完全虚假

的印象。这些理由也说明了为什么双方都能自称获得了胜利。普

军把法军一直驱逐到他们的堡垒的掩护之下；但因为过于接近这

些堡垒，普军又不得不退却。这就是关于有名的“麦茨会战”所

能说的一切。这次会战完全可以不进行，因为它对战争进程的影

响等于零。我们看到，八里桥伯爵在议院的演说要谨慎得多。

他说：“发生的战事不能称为会战，而是局部的战斗，而每个懂军事的人

都应当明白，普军在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撤离法军的退却线。”

元帅最后的断言看来只在短时间内是真实的，因为普军无疑

在马尔斯－拉－土尔和格腊韦洛特严重地扰乱了退却的法军。

对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来说，确实是撤离麦茨的时候了。当法

军在摩塞尔河边踌躇不前的时候，德军骑兵在科梅尔西附近渡过

了麦士河，破坏了由此通往巴尔勒杜克的铁路。他们还到了维涅

耳，威胁着从麦茨向凡尔登退却的纵队的翼侧。从一个骑兵连如

何进入南锡，征收了５万法郎和强迫该城居民破坏铁路等事例中，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骑兵曾大胆地干了些什么。法军骑兵在什么

地方呢？编入８个军的那４３个团和属于莱茵军团的预备队骑兵

１２个团又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土尔要塞是德军进军道路上唯一的障碍，但是它如果

不控制着铁路，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德军当然需要铁路，因此

无疑将采取措施迅速攻占土尔。土尔是一个没有独立堡垒的旧式

５５战争短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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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因而完全不能抵御炮击。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听到，这个要

塞在野炮轰击１２小时或许还要短的时间以后就投降了。

如果麦克马洪真的像法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离开了他的军

团，在维尔特会战结束两天后到达了南锡，那末我们就可以推测，

他指挥的那个军已完全瓦解了，而且德·法伊的部队也染上了这

个病症。现在德军几乎与自己两侧的两个法军军团在同一线上向

马尔纳河前进。巴赞运动的方向是从麦茨经凡尔登和圣梅努到夏

龙，德军是从南锡经科梅尔西和巴尔勒杜克到维特里，麦克马洪

的部队（因为即使元帅本人在夏龙同法皇相会，但是他肯定没有

把自己的军团带去）在南面的某地运动，但无疑地也是向维特里

方向运动。因此，法军两个军团的会合已越来越成问题了。如果

杜埃的部队不能及时地由伯尔福经维祖耳和肖蒙开到维特里，那

末他们可能不得不取道特鲁瓦和巴黎来同军团会合，因为对法国

兵来说乘火车通过维特里不久将是不可能的了。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２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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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

毛奇将军虽然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计划无疑充满着青春的活

力。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的军队集中成一个拳头楔入法军的一

翼和他们其余部队之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现在又在重复同

一种战法，而且看来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如果毛奇继续直接向马

尔纳河挺进，并且只是在法军向同一地点平行行军时扰乱他们的

右翼和后方，那末根据大多数军事评论家的意见，这已经做得很

够了。但是，当时很难料想到，他会使他的兵士的双腿做出现在

显然已经做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德军个别部队对法军从麦

茨向凡尔登运动的长的行军纵队的暴露翼侧和后方采取的行动，

我们原以为是一般的攻击，现在了解到这只是以大兵力进攻这个

纵队以前的一种侦察行动。德军３个或４个军自麦茨南面沿一条

半圆形的路线前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星期二①早晨到达了法军

的行军路线上，并且立即袭击了法军。法军在星期日开始从麦茨

退却；当天傍晚在庞日和贝耳克卢瓦堡垒之间发生的小战斗，可

能耽搁了这次运动，但是星期一退却仍在继续，并且在星期二还

没有结束。退却至少是以２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在麦茨以西５英里

的格腊韦洛特分叉的两条道路进行的；北面一条经过栋库尔和埃

７５战争短评（十）

① ８月１６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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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南面一条经过维昂维耳、马尔斯－拉－土尔和弗伦，然后又

在凡尔登会合。德军的攻击是在马尔斯－拉－土尔附近进行的３３；

战斗继续了一整天，结果据德军的公报说法军被击败，损失２面

鹰徽旗和７门火炮，被俘２０００人，并且被赶回麦茨。与此同时，

巴赞也自称取得了胜利。他宣布，他的部队击退了德军，并且在

夺得的阵地上过了一夜。但是在他星期三傍晚发出的电报中，包

含两个预兆某种非常不祥的东西的说法。巴赞在这个电报中说，星

期二他全天都在栋库尔和维昂维耳之间作战，这就是说，这次会

战中他的战线是在栋库尔到维昂维耳之间，面朝西，而德军则截

断了通往凡尔登的两条道路。不管巴赞怎样自称胜利，他毕竟不

能说已经打通了去凡尔登的道路，哪怕是其中的一条也好。如果

他做到了这点，那末无疑地，他的责任就是在当天夜晚尽快地继

续退却，因为敌军到早晨几乎肯定将得到增援。但是他停下来了，

并且“在夺得的阵地上”过了一夜，姑不论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

不仅如此，他还在那里继续停留到星期三下午４时，甚至在这以

后他宣布的也还不是打算继续运动，而是延迟几个小时再继续运

动以便大量补充弹药。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星期三的夜间也是

在同一地点度过的；而且因为他能够获得弹药补充的唯一地点是

麦茨，所以我们有充分根据得出以下的结论：“夺得的阵地”是在

后方，而向凡尔登退却的道路仍然被德军截断，现在巴赞元帅只

有退回麦茨，或者试图经由一条更加靠北的道路逃走。

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现有

的材料还能作出什么别的解释，——那就是说，一部分法军同其

余法军的联系又被截断了。我们不知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

晨，在德军到达前，有哪些部队开往凡尔登去了。但是被赶回麦

８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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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的无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管他们的价值如何，企图在

夏龙集中的大军还得减少这样一个数量的部队。固然还有一条出

路，巴赞可能试图从这里逃走。靠近比利时边境有一条铁路从提

翁维耳通往隆吉翁、蒙梅迪和梅济埃尔，在梅济埃尔它同通往兰

斯和夏龙的另一条铁路相交。但是利用这条靠近国界的铁路或者

仅仅向这条铁路开进的任何军队，都可能被敌人的追兵逼到边境

上而不得不投降，或者越过国界而被比利时军队解除武装。此外，

在这条边远的铁路线上，也很少可能找到足够的车辆来运送大量

部队。并且，我们还接到从凡尔登来的消息说，大概是在麦茨和

提翁维耳之间渡过摩塞尔河的普军，星期三已经到达布里埃，即

到达由麦茨直达这条铁路还可以通行的地段的道路上。如果巴赞

企图在这个方向上运动来挽救他的败军，那末他们至少会弄到全

部瓦解的地步。一旦敌人位于败军运动的捷径上，长时间的退却

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动。麦克马洪的部队便是证明，他的部队

还在一小股一小股地乘火车来到夏龙。１２日约有５０００人到达；他

们的情形怎样，让“世纪报”３４来报道吧：各个兵种和各个团的兵

士混在一起；没有武器，没有弹药，也没有背囊；骑兵没有马，炮

兵没有炮；真是一群杂七杂八、漫无组织、士气沮丧的乌合之众，

要把这些人重新编成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就得好几个星期。

记者们由于怕泄露会被敌人利用的消息而避免叙述在夏龙的基干

部队的状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应当在夏龙集中的大军，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在那里集中起来

了。自从康罗贝尔的军队一部分调到巴黎，一部分调到麦茨以后，

在夏龙就只有１８个营的流动自卫军，而他们在目前这种战争中是

不屑一提的。此后，从巴黎派来了一些海军陆战队；如果巴赞所

９５战争短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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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部署还有一点合理的东西的话，那末杜埃军剩下的２个师这

时也应当来到；也许那里还有一些第四营，但是数量当然不会多。

在最近几天可能开来几个由宪兵和 ｄｏｕａｎｉｅｒｓ〔海关警备队〕新

编成的团，还可能开来一些不大的自由射手３５部队；但是把所有没

有受过训练的新兵撇开不谈，在德军来到以前可能集中在夏龙的

这支大军的主要部分，无论如何都只有用从麦茨退来的部队组成。

而现在，在星期二的会战以后，这些部队的情形如何，有待进一

步了解。

在任命特罗胥将军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军长以后，

不久又任命他为巴黎的防守司令，这证明并不打算把现在驻在巴

黎的大量军队派往前线。巴黎需要镇压。但是，当上星期二会战

的真相大白的时候，谁还能够镇压住巴黎的人民呢？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２１号

０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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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战 争 的 危 机

法皇离开了军队，但是他的那位灾星还留在军队里面，他就

是在这位灾星的怂恿之下迫不及待地宣战的，但是宣战以后却做

不出任何决定。军队最迟应当在７月２０日以前做好进军准备。７

月２０日到了，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做。２９日，拿破仑第三在麦茨担

任了总司令，当时还有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阻挡地一直进攻到莱茵

河；但是军队按兵不动。犹豫不决看来非常严重，甚至法皇不能

决定进攻还是采取守势。德军各路纵队的先头部队正从四面八方

向普法尔茨集中，并且每天都可能发起进攻。尽管如此，法军依

然停留在边境的阵地上；这些阵地原是为了进攻而设的，根本不

适于防御，但是进攻一直没有进行，而防御很快就成了法军唯一

的出路。从７月２９日到８月５日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是整个

战争的特点。直接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没有向主力前面的适当

距离上派出前进部队，而弥补这个缺陷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向敌

国领土派出前进部队；或者把他们留在当时所占领的边境的阵地

上，而把主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后撤一日行程。但是前一个办法

一定会引起在完全不受法皇控制的条件下同敌军冲突，而后一个

办法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可能采取的，因为不允许在第一次的会战

以前就退却。这样一来，犹豫不决在继续，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

好像期待敌人也染上犹豫不决的病症，也按兵不动似的。但是敌

１６战 争 的 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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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动起来了。敌人就在自己的部队全部到达前线的前一天，即

８月４日，决定利用法军的错误部署。维桑堡会战使麦克马洪和法

伊两个军的全部兵力更加远离法军阵地的中央，而８月６日，当

德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时，德军第三军团在维尔特击败了麦克马

洪的６个师，迫使他们和德·法伊剩下的２个师经过萨韦尔恩退

向吕内维尔。在这时候，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在施皮

歇恩击败了弗罗萨尔的部队和巴赞部队的一部，迫使法军的整个

中央和左翼退到麦茨。这样，在法军两支退却部队之间便横隔着

整个洛林；而德军骑兵，随后是步兵则在这个宽阔的通道上疾进，

以便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曾有人责备王储没有追击麦克马

洪的败军直到萨韦尔恩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在维尔特会战以后，

追击是进行得完全正确的。当败军向南被驱逐到相当远的地方，以

致只有绕道才能同其余法军会合的时候，追击的德军便一直插在

这两支法军之间，直奔南锡。现在从结果看来，这种追击方法

（即拿破仑在耶拿会战３６后所采取的方法）至少和紧跟在逃命的

敌人之后进行追击的方法同样有效。这８个师的残部，或者是已

同主力失去联系，或者是在同主力会合时已经溃不成军。

关于战争开始时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后果就谈这些。当然可以

期待不重犯这种错误。法皇把总指挥权交给了巴赞元帅，而巴赞

元帅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不论他是否采取行动，敌人都是不会白

白浪费时间的。

从福尔巴赫到麦茨的距离略少于５０英里。而大多数军离麦茨

不到３０英里。３天之内他们就能全部顺利到达麦茨的掩护范围

内，第四天就能开始向凡尔登和夏龙退却，因为对于这一退却的

必要性再不能有所怀疑了。麦克马洪元帅的８个师和杜埃将军剩

２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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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２个师（占法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看来不可能在比

夏龙更近的另一个地点同巴赞会合。巴赞有１２个师，包括皇家近

卫军在内；因此，即使在康罗贝尔的３个师同他会合之后，他的

兵力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也不可能超过１８万人，这样的兵力是根

本不足以在战场上同敌人抗衡的。因此，如果他不想把整个法国

奉献给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个饥饿很快会迫使他投

降或者迫使他在听任敌人摆布的条件下作战的地方，那末他对于

立即从麦茨退却的必要性看来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然而他仍在

原地未动。８月１１日，德军骑兵已进到吕内维尔，而他仍然没有

任何移动的征候。１２日，德军骑兵渡过了摩塞尔河，在南锡强征

物资，破坏麦茨和弗鲁阿尔之间的铁路，并且到达了蓬塔木松。８

月１３日，德军步兵进占蓬塔木松，从这时起德军就控制了摩塞尔

河两岸。星期日，即８月１４日，巴赞终于开始让他的军队渡到该

河的左岸。在庞日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退却无疑地又被耽搁了。

可以认为，向夏龙的退却实际上是从星期一重辎重队和炮兵出发

时开始的。但是就在同一天，德军骑兵到达了麦士河彼岸的科梅

尔西和距法军退却线不过１０英里的维涅耳。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出

有多少法军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清晨开出，但是无疑地，当德军第

三军和预备队骑兵在星期二（即８月１６日）上午９时左右在马尔

斯－拉－土尔附近向行进中的法军纵队发起攻击时，法军的主力

还在后面。结果是大家知道的：巴赞的退却完全受阻；他自己在

１７日发出的电报表明，他所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守住了自己的阵

地，而他这时唯一的希望却是离开这些阵地。

星期三，即８月１７日，看来双方军队都处于暂息中；但到了

星期四，巴赞对顺利退却所能抱的一切希望，最后都破灭了。那

３６战 争 的 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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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晨，普军向他发起攻击，经过９小时的战斗以后，

“法军被彻底击败，他们同巴黎的交通线被截断，并被逐回麦茨”３７。

在当日傍晚或者在第二日，莱茵军团必定回到那个在本星期

初离开的要塞。由于法军被困在那里，德军很容易切断他们的一

切供应线，加之这个地方由于长期驻军早已被搜刮一空，而一切

还能够收集到的东西无疑也是包围的军队自己所需要的。因此，饥

饿一定会很快迫使巴赞出动；只不过还很难说向什么方向。向西

面运动，一定会受到占压倒优势的敌军的阻挡；向北面运动则过

于危险；向东南运动可能有部分的成功，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

结果。即使他能够率领溃军到达伯尔福或伯桑松，他对于战争的

命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犹豫

不决给法军造成的处境。无疑，巴黎的政府对于这一切都是知道

得非常清楚的。把流动自卫军从夏龙召回巴黎就证明了这一点。从

巴赞的主力被截断时起，本来只不过是军队集合地点的夏龙的阵

地，便失去了一切意义。现在，一切兵力最近的集合地点是巴黎，

从今以后所有军队都应当开往巴黎。但是，没有任何兵力能够在

战场上同现在可能正向法国首都挺进的德军第三军团抗衡。法国

人很快就会体验到，巴黎防御工事的作用是否和它的修建费用

相称。     

虽然这种最后的惨败好几天来就在逼近，但是还很难想像，它

实际上已经到来。现实出乎一切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以前英国人

还在设想，法军赢得第一次大会战将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们最担

心的威胁就是拿破仑第三可能利用最初的胜利来要挟迅速缔结一

个牺牲比利时的和约。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快就放心了。维尔特

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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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尔巴赫两次会战表明，法军是不会得到任何戏剧性的胜利的。

德国已无所惧于法国这样一个事实，看来预示着战争会迅速结束。

人们曾认为，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国人承认反对普鲁士

统一德国的企图已经失败，因此他们就用不着再进行战争了；而

德国人在得到了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承认以后，也不见得会继续这

场危险而又没有把握的战争。但在本星期的前５天里，情况又起

了根本的变化。法国的军事力量看来已被全部摧毁，现在德国人

的野心除非遇到那种很值得怀疑的障碍——德国人的自制力，似

乎再也受不到别的限制了。我们暂时还不能判断这次惨败在政治

上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只能惊叹这次惨败的规模和突然，赞叹

法军忍受这次惨败的能力。他们经过一连４天几乎毫不间断的战

斗之后，第五天还能够在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抵抗在

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的进攻达９小时之久，这个事实给他们

的英勇和坚定的精神带来了无上的荣誉。法军甚至在战绩最辉煌

的战争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这次从麦茨的悲惨的退却中所得到

的更加当之无愧的光荣。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０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２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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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一）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上星期在麦茨周围进行的三次激战的全部

详情，但是我们得到了足够的消息，现在可以对实际情况有一个

清晰的了解。

８月１４日（星期日）的会战，是德军为了阻滞法军向凡尔登

退却而发起的。德军发现，弗罗萨尔军残部于星期日午后在龙日

维耳方向渡过摩塞尔河；驻在麦茨东面的部队也有移动的征候。第

一军（东普鲁士军）和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和汉诺威军）奉命

进攻。他们追击法军，直到他们自己进入堡垒的火力范围内为止；

但是法军预料到这一行动，事先在摩塞尔河谷和一个狭谷（有一

条小河由东向西穿过狭谷，在麦茨北面流入摩塞尔河）的掩蔽阵

地上集中了大量兵力。这支兵力突然袭击已经遭到堡垒火力杀伤

的德军的右翼，并且据说曾迫使德军狼狈后退。此后法军大概又

退回去了，因为大家确知，德军控制着堡垒火力范围以外的战场，

而且仅在拂晓以后才返回原来的露营地。这些情况我们是从一些

参战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和“曼彻斯特卫报”３８星期一刊载的一位记

者的麦茨通讯中得悉的。这位记者在上星期一早晨曾到过战场，看

到战场由普军占领，他们正在救护还遗留在那里的法军伤员。双

方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认为他们达到了这次会战的预定目的：法

军把德军引入陷阱并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德军则阻滞了

６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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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的退却，直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法军退却必经的路

线为止。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２个军，共４个师；法军方面则

有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和部分近卫军，即在７个师以上。可见，在

这次会战中，法军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同时据说，法军阵地由

于构筑散兵坑和战壕而大大巩固了，他们从这些工事中比平常更

镇静地进行了射击。

到８月１６日（星期二），莱茵军团向凡尔登的退却总的来说

还没有开始。这时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先头部队，即第三军

（勃兰登堡军），恰好到达了马尔斯－拉－土尔的郊区。他们立即

向法军攻击，牵制法军达６小时之久。后来他们因有第十军（汉

诺威和威斯特伐里亚军）全部以及第八军（莱茵军）、第九军（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军）各一部来加强，不但守住了

自己的阵地，还击退了敌人，缴获２面鹰徽旗、７门火炮，并俘掳

２０００多人。同他们作战的法军是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弗罗萨尔

军，并且至少还有康罗贝尔军的一部（康罗贝尔军是最近几天当

经过弗鲁阿尔的铁路还通车的时候从夏龙来到麦茨的）和近卫军，

总数为１４—１５个师。因此，即使参加这次会战的不是巴赞的全部

军队（这是很可能的），法军仍然再一次以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对

抗德军的８个师。这是应当注意的，因为法军的公报仍在继续用

敌人在数量上经常占优势这个理由来解释一切失败。法军自己谈

到，１７日格腊韦洛特附近的后卫战是在他们１６日所占领的阵地

后面５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法军的退

却确实被阻止了。但同时，德军在星期二只能用４个军进攻的这

个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获得全胜。让罗上尉１７日从布里埃到达孔

弗朗，发现那里有法国近卫军的２个骑兵团，他们已经军心涣散，

９６战争短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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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有人喊“普军来了！”就立即逃窜。这就证明，即使经过埃

坦的一条道路在１６日傍晚可能还没有被德军实际占领，但是他们

已经非常接近，因此，不经过新的战斗，法军要沿这条道路退却

是不可能的。但是，巴赞似乎已放弃了退却的一切念头，他在格

腊韦洛特附近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在那里等待德军攻击，这

一攻击随后在１８日发生了。

从马尔斯－拉－土尔经格腊韦洛特到麦茨的道路所通过的台

地有许多深谷，它们是由许多从北向南流入摩塞尔河的溪流形成

的。其中有一个深谷紧靠着格腊韦洛特（在它的西面），另外两个

深谷平行地位于第一个深谷的后面。每个深谷都形成坚固的防御

阵地，并且它们又都用土质工事以及在战术要地的庄园和村落内

设置的街垒和射孔来加强了。在这个坚固的筑垒阵地上迎击敌人，

予以重创，最后以强大的《ｒｅｔｏｕｒ ｏｆｆｅｎｓｉｆ》〔“反攻”〕将敌人击

退，从而打通去凡尔登的道路，——显然这就是巴赞的唯一希望。

然而敌人进攻的兵力这样大，进攻得这样坚决，以致阵地被逐一

攻占，莱茵军团被驱逐到麦茨火炮的掩护之下。同法军１４—１５个

师实际作战的德军有１２个师，另有４个师作为预备队。双方参加

会战的人数几乎相等，总的来说德军略占优势，因为他们的６个

军中有４个军几乎是完整无损的；但是这个数量上的微弱优势无

论如何不能抵销法军阵地的威力。

法国舆论仍然不敢承认，巴赞和他的军队实际上陷入的境地，

与波拿巴将军１７９６年在曼都亚给武尔姆泽尔造成的境地以及

１８０５年在乌尔姆给马克造成的境地非常相似３９。声名赫赫的莱茵

军团——法国的希望和力量——在两个星期的作战以后竟不得不

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冲出敌阵，或者投降；这是法国

０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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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无法置信的。他们寻求各种解释。有些人说，巴赞似乎是为

了使麦克马洪和巴黎赢得时间而牺牲自己的。只要他在麦茨拖住

德军３个军团中的２个军团，巴黎就能组织自己的防御，而麦克

马洪就会有时间去建立新的军团。所以，巴赞继续留在麦茨并不

是因为他别无出路，而是因为法国的利益要求这样。但是，试问

组成麦克马洪的新军团的部队在哪里呢？他自己的军，现在最多

有１５０００人；德·法伊的残部（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绕道退却已溃

乱不堪，据说当他到达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时只剩下７０００—

８０００人）；还可能有康罗贝尔军的１个师；费里克斯·杜埃军的２

个师（大概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合计约４万人，包括曾

被编入拟议中的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在内。这个数目包

括了麦茨以外的法国原有军队所留下的全部步兵营和骑兵连。此

外还可能有一些第四营。现在到达巴黎的第四营看来数量很多，但

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兵补充的。这些部队的总数大约可达１３—１５万

人；但就质量来说，这个新军团不能同原来的莱茵军团相比。编

入这个新军团中的原有各团必然是士气极度低落的。新的各营仓

卒组成，其中有很多新兵，而且不可能有像原来的军团那样好的

军官。骑兵和炮兵的比重看来不大；骑兵大部分在麦茨，而装备

新的炮兵连所需的储备物资如挽具等等，在许多场合看来只见于

纸上。在星期日的“时报”上，让罗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至

于流动自卫军，在他们从夏龙调回巴黎附近的圣摩尔以后，由于

给养不足似乎已完全瓦解了。要争取时间建立这样的军队，法国

必得牺牲最精锐的整个军团。如果这个军团确实被困在麦茨的话，

那末它就真的被牺牲了。如果巴赞是故意使他的军队陷入目前的

境地，那末他所犯的错误之大，使这次战争中曾经犯过的一切错

１７战争短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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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都显得微不足道。至于昨天“旗帜报”４０散布的巴赞已从麦茨

撤退并在蒙梅迪同麦克马洪会师的消息，该报今天早晨发表的一

篇军事评论的作者已给以充分有力的驳斥。即使巴赞的某些部队

在不久前的马尔斯－拉－土尔附近的战斗以后或在战斗过程中得

以逃向北方，但是他的主力仍然被围困在麦茨。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４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２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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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二）

战争中最近的两个事件是：王储正向夏龙以西挺进，而麦克

马洪把他的全部军队撤离兰斯，但撤到哪里，就不确切知道了。据

法方报道，麦克马洪认为，战争进展太慢；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据

说他离开兰斯去援救巴赞了。这的确会加快几乎是最后的危机的

到来。     

在我们于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估计麦克马洪的

兵力为１３—１５万人，并且假定从巴黎来的所有部队都已并入他的

军队①。我们曾假定，在夏龙，麦克马洪有他自己的和德·法伊的

残部，还有杜埃的２个师（现在得知他们是乘火车绕道巴黎到达

那里的）以及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这是对

的。不过我们现在得知：在巴黎周围的堡垒中仍然有基干部队；麦

克马洪和弗罗萨尔的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已返回巴黎进行

整编；这样，留在麦克马洪兵营中的正规部队只有８万人左右。因

此我们可以从估计的数字中减去整整２５０００人，而确定麦克马洪

军队的人数最多为１１—１２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未经训练的新

兵。而据说他就是带着这一支军队前往麦茨去援救巴赞的。

目前麦克马洪当面最接近的敌人是王储军团。这个军团的先

３７战争短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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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队于８月２４日占领了原来的夏龙兵营，这是我们根据巴尔勒

杜克来的电讯得知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这个城市里当时曾

驻有司令部。麦克马洪去麦茨最近的道路是经过凡尔登。从兰斯

到凡尔登沿几乎是笔直的乡村土路，整整有７０英里，沿大路经过

圣梅努，则在８０英里以上，而且要通过夏龙兵营，也就是说要通

过德军占领的地区。从巴尔勒杜克到凡尔登不到４０英里。

因此，如果麦克马洪选择上述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中的一条，那

末王储军团就不但可以乘他行军的时候向翼侧攻击，并且可以在

麦克马洪还没有从凡尔登到达麦士河右岸以前早就渡过麦士河，

而与凡尔登和麦茨之间的德军其余两个军团会合。即使王储已经

前进到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或者即使他需要多花一天的时间

来集中在行军时沿正面伸展开来的军队，情况也不会有丝毫的改

变，因为双方路程相差很远，而王储的路程要近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怀疑，麦克马洪会选用上述道路中的一

条，而不立即摆脱王储军团的直接行动范围，从兰斯取道武济埃、

格朗普雷和发棱到达凡尔登，或者经武济埃到斯特内，在那里渡

过麦士河，然后向东南前往麦茨。不过，这只给他一个暂时的便

利，却使最后的失败更加确定无疑了。这两条路线都绕得更远，因

此使王储有更多的时间让他的部队同麦茨附近的军队会合，以便

用压倒优势的兵力对付麦克马洪和巴赞。

这样，不论麦克马洪选择哪条路线去麦茨，他都不能摆脱王

储，而王储还可以选择单独作战或者与德军其他军团共同作战。由

此可见，在麦克马洪没有完全摆脱王储以前，他去援救巴赞是一

个极大的错误。对他来说，最短、最快而且最可靠的去麦茨的路

线是直接穿过德军的第三军团。如果他直接向第三军团前进，一

４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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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上就攻击它，打败它并向东南方向追击它几天，使自己的军

队乘胜插入第三军团和德军其他２个军团之间（就像王储曾经做

给他看的那样），那时，而不是更早，他才有可能到达麦茨解救巴

赞。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感到自己对这种行动力能胜任，他

是会立刻这样做的。因此，撤离兰斯是另一回事。这与其说是企

图使巴赞摆脱斯坦美兹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不如说是麦克

马洪企图摆脱王储。而从这点来看，这样做是再坏不过的了。所

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线都放弃给敌人；法国最后可用的军队从中心

被引到外缘，并被故意地配置在离中心比敌人目前离中心还要远

的地方。如果在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也许是

有道理的；但现在是在兵力比敌人弱得无可补救、差不多必败无

疑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这个失败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不论这个失

败是在哪里发生的，它都会使战败的军队的残部更加远离巴黎而

接近北部边境，在那里他们可能被赶到中立国领土去，或者被迫

投降。如果麦克马洪真的采取了上述运动，那末他就是蓄意使自

己的军队所处的境地同拿破仑在１８０６年以绕过绍林吉亚山南端

的侧敌行军使耶拿的普军所处的境地完全一样。当时兵力较弱、士

气较差的普军被故意置于这样的境地，即失败后唯一的退路是通

向中立国领土或大海的狭窄地带。拿破仑由于先于普军到达施特

廷而迫使他们投降了４１。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

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

降４２。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向北部的要塞——瓦朗西恩、利尔

等——退却而得救，但到了那里以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不

能成为威胁。那时法国便只有听任入侵者宰割了。

全部计划看来是这样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

５７战争短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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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最像一种 ｃｏｕｐ ｄｅ ｄéｓｅｓｐｏｉｒ〔绝望的行为〕。造成的印

象是：在让巴黎能够完全了解局势的真相以前，必须冒一下险，做

出点什么。这不是战略家的计划，而是习惯于同非正规部队作战

的“阿尔及利亚人”４３的计划，这不是军人的计划，而是最近１９年

来在法国为所欲为的那些政治和军事冒险家的计划。这完全符合

麦克马洪为了替这一决定辩解而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他不去援救

巴赞，“人们会说什么呢”？是的，但是如果他使自己陷入比巴赞

更坏的境地，“人们会说什么呢”？这就是第二帝国的全部丑态。装

作平安无事，掩饰失败，这是最主要的。拿破仑孤注一掷，终于

失败了。而现在麦克马洪只有十分之一的取胜的希望，但他又打

算押上 ｖａ ｂａｎｑｕｅ〔全部赌注〕。法国愈快地摆脱这些人愈好。它

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此。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２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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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三）
４４

昨天，电报传来了一个轰动我们报界同人的消息。这个来自

柏林的消息说，国王大本营已转移到巴尔勒杜克，第一军团和第

二军团各军仍留在原地对付巴赞军团，而其余德军则“已坚决地

向巴黎挺进”。

德军在移动时从来都是保守秘密的。只有在完成移动和实行

突击以后，我们才知道军队的去向。但是很奇怪，这回却突然一

反常规，素来守口如瓶的毛奇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忽然向全世

界宣称，他正向巴黎挺进，而且是“坚决地”挺进。

就在这时候我们还听说，王储的先头部队正日益接近巴黎，而

他的骑兵也正在日益向南挺进。据说，甚至在梯叶里堡，即差不

多是在夏龙到巴黎的中途，也见到可怕的枪骑兵了。

这条关于普鲁士国王的意图的消息恰恰要在现在来公布，而

德军骑兵也就在这个时候加倍积极地行动起来，这里有没有一眼

看不透的特殊的原因呢？

让我们来对一下日期吧。在星期一（２２日）傍晚，麦克马洪开

始经过兰斯沿去勒太耳的大道运动，他的纵队接连不断地通过兰

斯城达１４小时以上。至迟在星期三傍晚关于这一移动的消息可以

传到德军大本营。这个运动只能表明一点，即他企图把巴赞从陷阱

中解救出来。麦克马洪在他所选定的方向上前进得愈远，他同巴黎

７７战争短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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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线以及他的退路受到的威胁就愈大，他就愈加陷于德军和

比利时边境之间。只要他渡过麦士河（据说他打算在斯特内对面的

拉涅维耳强渡麦士河），他的退路就很容易被切断。但是还有什么

比所谓当他赶去援救巴赞的时候，德军在麦茨只留下了较少的兵

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的这个消息，更能促使麦

克马洪坚持这个危险的行动呢？于是，星期三晚间上述消息便由电

报从蓬塔木松传到柏林，从柏林传到伦敦，再从伦敦传到巴黎和兰

斯，从那里麦克马洪无疑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而当他向斯特内、

隆吉翁和布里埃方向前进时，王储军团留下一两个军在现在已无

任何军队同他们对抗的香槟省，便可以把其余部队调向圣米耶耳，

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经过弗伦进到一个威胁着麦克马洪军团同麦

士河的交通线、但同麦茨的德军保持着可以支援的距离的阵地。如

果这个成功了，而且麦克马洪在这种情况下被击败了的话，那末他

的军队就不得不进入中立国领土或者向德军投降。

德军大本营很清楚地知道麦克马洪的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

自从巴赞由于雷宗维耳会战（官方称为格腊韦洛特会战）而被困于

麦茨以后，麦克马洪军团就不但成了王储军团的当前目标，而且成

了可以从麦茨城下抽出的其他一切部队的当前目标。诚然，１８１４

年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在奥布河岸阿尔西和夏龙之间会合后，

同盟国军根本不顾拿破仑向莱茵河的进军而直捣巴黎４５，并因此

决定了战局。但是当时拿破仑已在阿尔西附近被击败，并且无力抵

抗同盟国军；当时法国没有一支他可以解救的、被同盟国军围困在

边境的要塞里的军队，而且，主要的是巴黎没有构筑工事。现在则

相反，不论麦克马洪军团在数量上和在士气上所具有的军事价值

如何，如果包围麦茨的德军兵力只足以扼阻巴赞的话，麦克马洪军

８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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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无疑是完全足以解除麦茨的包围的。另一方面，无论怎样估计巴

黎的筑垒工事，谁也不会那样轻率地设想它们会像耶利哥的城墙

一样只要进攻者的羊角声一响就塌陷下来。它们至少将迫使敌人

或者进行长期的包围用饥饿来击破防御者，或者开始（也许还不止

开始）正规围攻。因此，当德军“坚决地”进到巴黎城下而被它的堡

垒牢牢地阻挡住时，麦克马洪便可击败麦茨城下的德军而同巴赞

会合，那时，法国在德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上会有一支强大的军

队，足以迫使德军比进攻时更加“坚决地”退却。

因此，如果麦克马洪军团过于强大，以致德军在这种情况下不

能忽视它，那末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部分报界同人认为

极端重要的那个关于威廉国王坚决向巴黎挺进的消息，是伪造的，

是为了迷惑敌人而故意散布的，如果确实是不慎泄露出来的真实

情报，那也是在尚未获悉麦克马洪最近的行动以前做出的决定，因

此它很快就会撤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能有一两个军继续向

巴黎前进，但德国现有全部军队的主要部分将向东北挺进，以充分

利用几乎是麦克马洪亲自送到他们手上的有利条件４６。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２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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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四）

德军的行动又比麦克马洪迅速。至少包括２个军（普鲁士近

卫军和第十二军，即萨克森皇家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的第四军团在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的指挥下很快前进到麦士河，

夺取了斯特内和凡尔登之间的某地渡口，并使他们的骑兵渡过了

河。阿尔艮山的通道已被他们控制。上星期四①，他们在圣梅努附

近俘虏了流动自卫军８００人，星期六又在比桑西附近击败了法军

一个骑兵旅。上星期四他们在行进的途中向凡尔登派出了强有力

的侦察队，但当他们查明这个要塞已经准备好迎战时，便放弃了

以主力进攻这个要塞的意图。

在这个期间，麦克马洪带着一支据法方报道有１５万人的装备

精良、火炮弹药和粮食充足的军队，在２２日和２３日离开兰斯后，

到２５日傍晚还没有通过离兰斯约２３英里的勒太耳。他在那里停

留了多久以及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不确切知道。但是在比桑西

（离勒太耳约２０英里，位于通往斯特内的大道上）附近发生的小

规模骑兵战斗表明，他的步兵甚至到星期六还没有到达那里。这

样迟缓的运动同德军的敏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军团的编成造成的。这个军团是由在不同程

０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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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士气沮丧的部队以及新兵占多数的新编部队组成的；这些新

编部队中有些简直是志愿部队，而志愿部队的许多军官都是非基

干军官。显然，这样的军团不可能具有原“莱茵军团”的纪律和

团结精神，而要使１２—１５万这样的兵士迅速而有秩序地移动，几

乎是不可能的。其次还有辎重队。莱茵军团重辎重队的大部分当

然在１４日和１５日离开了麦茨，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像到，它们的

状况并不美妙；而且可以料想，弹药储备和马匹状况也是很不能

令人满意的。最后，法军的军需工作自战争开始以来无疑地没有

改进，因此在一个极其贫瘠的地区内保证一支大军的补给，不是

容易的事。但是纵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切障碍，仍不能不承认，麦

克马洪的迟缓也明显地反映了他的犹豫不决。既然他已放弃经过

凡尔登的直路，那末他去援救巴赞的最近的路线是经过斯特内，而

他也正是向这个方向运动的。但是他从勒太耳出发以前一定已经

得悉，德军已占领了麦士河上的渡口，因此在去斯特内的途中他

的纵队的右侧是不安全的。看来，德军的迅速前进打乱了他的计

划。我们获悉，星期五他仍然在勒太耳，在那里他得到了来自巴

黎的生力军，而准备在第二天向梅济埃尔前进；这似乎是完全可

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过关于大冲突的可靠消息。这意味着他

几乎完全放弃了解救巴赞的计划，因为在梅济埃尔和斯特内之间

沿麦士河右岸法国那片狭窄地带运动，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危险，

可能重新受阻，并使敌人有充裕的时间从四面包围他。而现在已

经丝毫不用怀疑，为了这个目的，王储军团已向北面派遣了充足

的兵力。我们听到的有关第三军团的行踪的全部消息都表明，它

正沿最便于达到这一目的的三条大道向北运动，即：埃佩尔讷—

兰斯—勒太耳；夏龙—武济埃；巴尔勒杜克—发棱—格朗普雷。关

１８战争短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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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圣梅努战斗的电讯是由巴尔勒杜克发出的，因此击败流动自卫

军并占领该城的，可能正是第三军团的一部。

但是，如果麦克马洪确实向梅济埃尔前进，那末他的企图是

什么呢？我们怀疑，他本人是否充分明了他想做的事。现在我们

知道，他这次北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兵士不服从引起

的。他们不满意从夏龙兵营向兰斯“退却”，并且坚决地要求带领

他们去迎击敌人。于是，解救巴赞的进军便开始了。到上周末，麦

克马洪可能完全相信，他的军队不具备向斯特内直接进军所必需

的运动力了，他现在最好是选择经过梅济埃尔的那条比较安全的

道路。这无疑会耽搁预定的对巴赞的援救，并可能使这个援救无

法实现。但是，麦克马洪什么时候曾经多少相信他能够实现它呢？

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此外，向梅济埃尔前进，无论如何将会

阻滞敌人向巴黎进军，使巴黎人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防御工事，并

赢得时间以便在卢瓦尔河以南和在里昂建立预备部队；而在必要

时，他难道不能沿北部边境退到三层要塞带，并在其间找到一个

“四边形要塞区”吗？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动摇不定的念头使麦克马

洪（当然丝毫不像一个战略家）由于第一步走错而陷于困境之后

又走错第二步。因此，我们看到：法国现在拥有的，也许是在这

次战争中整个将来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军队，正在自动

走向灭亡，只有敌人最荒唐的错误才能使它免于这种灭亡；但是

直到现在这个敌人还没有犯过一次错误。

我们说，这也许是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

野战的军队。如果麦克马洪不能救出巴赞，那末就无需对巴赞抱

希望了，而麦克马洪是否能救出巴赞是十分可疑的。麦克马洪军

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分散在北部边境的各要塞内，在那里他

２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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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目前人们所谈论的预备部队，将由未

经训练的新兵和一些老兵混合编成，而且必然是主要由非基干军

官来指挥；这些部队的士兵将装备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将完全

不会使用后装枪，这就等于说，他们的弹药还没有到真正需要的

时候就会消耗完了，总之，他们将不适于野战，不适于任何行动，

而只能防守要塞。当德军不但已经把自己的步兵营和骑兵连重新

补充齐全，而且继续把后备军一个师接着一个师地派往法国的时

候，法军的各第四营却还没有编组完毕。在各第四营中只有６６个

营已经编成《ｒéｇ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 ｍａｒｃｈｅ》〔“补充团”〕，并已派往巴

黎或麦克马洪那里去了，其余３４个营在几天以前还没有做好出发

的准备。军队的组织到处都显得不适用了。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

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费，这是因为２０年来它

听凭一群冒险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险家已经把行政机关、政

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

泉。

载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３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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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五）

８月２６日，当我们所有的报界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大谈王储

“坚决地”向巴黎进军的巨大意义而无暇顾及麦克马洪的时候，我

们曾大胆指出，目前真正重要的行动是法国所报道的麦克马洪解

救麦茨的行动。我们说过，一旦失败，“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

在梅济埃尔和法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

窄地带投降”①。

我们那时所推测的现在差不多实现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是：第

一军（他自己的那个军）、第五军（以前由德·法伊，现在由文普

芬指挥）、第七军（由杜埃指挥）、第十二军（由勒布伦指挥）以

及在８月２９日以前所能从巴黎派来的部队（其中甚至包括来自圣

摩尔的那些不服从的流动自卫军）；此外，还有原来留在夏龙的康

罗贝尔军的骑兵。麦克马洪的全部兵力可能达１５万人，其中老部

队大概不到一半；其余的为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两者的数量大

致相等。据说这个军团有不少炮兵，但大部分必定是新编成的炮

兵连；同时还听说它的骑兵非常薄弱。即使这个军团的人数比我

们估计的要多，但多出的人数也一定是新兵，并不会增强它的实

力，因此如我们所预料的，它的实力未必抵得上一支１０万人的优

４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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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军队。

麦克马洪离开兰斯向勒太耳和麦士河进发是在２２日傍晚，但

第十三军直到２８日和２９日才从巴黎出发，由于经兰斯直达勒太

耳的铁路这时已经受到敌人威胁，这支部队便不得不沿法国北部

铁路经圣昆廷、阿温和伊尔松绕道前进。这支部队在３０日或３１日

以前不可能到达，而这时激战已经开始，所以麦克马洪等待的这支

部队终于没有在需要的时刻到达，因为当麦克马洪在勒太耳、梅济

埃尔和斯特内之间浪费时间的时候，德军正从四面八方逼近。８月

２７日，麦克马洪的一个先头骑兵旅在比桑西被击败。２８日，阿尔艮

山的一个重要道路交叉点武济埃落入德军手中；德军两个骑兵连

攻击并夺取了符里济村；那里防守的是步兵，他们被迫投降，——

顺便说一句，这种战功过去只有过一个例子，即１８３１年波兰骑兵

攻占了俄国步兵和骑兵所防守的丹贝－韦耳克４７。关于２９日的战

斗，我们没有得到可靠方面的任何消息，但是在３０日（星期二），德

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攻击并挫败了麦克马洪。德方的消息说在博

蒙附近发生过会战，并且在努瓦尔（在从斯特内到比桑西的道路

上）附近发生过战斗４８；而比利时的消息却说在麦士河右岸，在穆

宗和卡里尼扬之间有过军事行动。这两种说法很容易取得一致。如

果比利时的电讯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德军第四军团（第四军、第

十二军和近卫军）所属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看来曾经配置在摩塞尔

河左岸，并同巴伐利亚第一军，即从南面开来的第三军团的第一部

分在这里会合。他们在博蒙同当时显然是从梅济埃尔向斯特内方

向运动的麦克马洪的主力遭遇，便向它发起了攻击，同时一部分兵

力，可能是巴伐利亚部队，攻击了法军的右侧并包围了它，把法军

从他们直接的退路赶到穆宗附近的麦士河边，在那里通过桥梁时

５８战争短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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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和因此而造成的迟缓，使法军人员大量被俘，火炮和物资也

遭受了巨大损失。就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德军第十二军的前卫

（似乎派往另一方向）同法军第五军（由文普芬指挥）遭遇，后者很

可能是经勒申－波浦勒、巴尔河谷和比桑西向德军翼侧运动的。战

斗发生在博蒙以南约７英里的努瓦尔，结果德军获胜，也就是说在

博蒙会战进行的时候，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文普芬的侧敌运动。据比

利时消息，麦克马洪的第三部分兵力可能是沿麦士河右岸前进的，

据说他们前一天夜间曾在卡里尼扬和穆宗之间的窝州宿营，但是

这个军也遭到了德军（可能是近卫军）的攻击，完全被击败，据

说还损失了４门多管炮。

这三次冲突ｅｎｓｅｍｂｌｅ〔合起来〕（如果认为比利时的消息基本

上正确的话）表明，麦克马洪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是我们再三

预言过的。同它对抗的德军有４个军，现在计算约有１０万人，然

而是否全都参加了战斗还值得怀疑。我们已经说过，麦克马洪的

部队就其实力来说大致相当于同等数量的优良部队。他们的抵抗

力根本不能与原莱茵军团相比；这可以从德国官方电讯“我方损

失不大”这句话以及从法军被俘人数上看出来。虽然现在企图去

批判麦克马洪在准备和进行这次会战时的战术部署还嫌太早，因

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战略应当受到

最严厉的批判。他错过了使他能够得救的一切机会。他在勒太耳

和梅济埃尔之间占领的阵地，使他能够进行战斗以保证他向郎城

和苏瓦松退却，并由此回到巴黎或者去法国西部。然而，他没有这

样做，却按另一种方式作战，好像他唯一的退路是梅济埃尔，好像

比利时是属于他的。据说他现在正在色当；在这个时候胜利的德军

定将占领这个要塞前面的以及梅济埃尔附近的麦士河左岸一线。

６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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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天，他们的左翼将从梅济埃尔一直伸到罗克鲁阿附近

的比利时边境，那时，麦克马洪就将被困在我们６天前便已指出的

那个狭窄的地带了。

他既然到了那里，那就很少有选择出路的余地了。他周围有４

个要塞，即色当、梅济埃尔、罗克鲁阿和沙尔蒙；但在这块１２平方

英里的土地上，前有占优势的敌军，后有中立国，他是不可能利用

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他不是迫于饥饿而投降，便是被击溃而不得

不向普军或比军投降。但是麦克马洪还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刚才

说过，他行动的情况就好像比利时是属于他的。如果他真的这样

想，那又将怎样呢？如果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战略的奥妙全在于把比

利时看做属于法国，而决计利用它的领土，那又将怎样呢？从沙尔

蒙有一条直路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菲利普维耳到达莫贝日附近的法

国领土。这条道路的长度只有法国境内的梅济埃尔到莫贝日的距

离的一半。如果麦克马洪企图在万不得已时利用这条道路逃命，那

又将怎样呢？他可以认为，比军对他所率领的这样强大的军队是无

力进行有效抵抗的；而如果在比军不能阻止麦克马洪的情况下，德

军也尾随麦克马洪进入比利时国境（这是很可能的），那时就将发

生新的政治纠纷，这可能改善法国目前的处境而不会使之恶化。此

外，麦克马洪只要能够把一支德军巡逻队赶进比利时领土，那末破

坏中立就成为事实，这就为他自己随后侵犯比利时主权提供了借

口。这种念头可能在这个老阿尔及利亚人的脑子里出现过，因为这

种思想符合于非洲的作战方法，而且看来也只有用这种思想才能

解释他所采取的战略。但是，甚至他的这个机会也可能被剥夺。如

果王储以他惯有的速度来行动，也许他就能够先于麦克马洪到达

蒙特尔梅和塞木瓦河同麦士河的汇合点；那时，麦克马洪就要被困

７８战争短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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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塞木瓦河和色当之间那块差不多只够作为他的军队安营的地

方，而失去取捷径通过中立国的任何希望。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３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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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军 的 失 败

一支处于绝境的大军是不会立即投降的。首先需要三次会战，

才使巴赞的军队懂得他们已经真正被困在麦茨；然后又需要本星

期三和星期四一场昼夜不停历时３６小时的苦战４９，才使他们相信

（如果这能够使他们相信的话），他们已完全无法从普军设下的陷

阱中逃脱。星期二的会战同样不足以迫使麦克马洪投降。还需要

星期四的一场会战——看来是最大的流血最多的一场会战５０——

和麦克马洪本人的受伤，才使他明了他的真正处境。关于博蒙和卡

里尼扬附近会战的最初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不符事实，

即在博蒙作战的法军各个军沿麦士河左岸向色当的退路并没有被

完全截断。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大概沿左岸退向色当，——至少星

期四在左岸又发生过战斗。其次，关于努瓦尔战斗的日期产生了一

些怀疑，柏林参谋部有意把这次战斗说成是在星期一发生的。这个

日期当然会使德军的几则电讯更好地吻合，而这个日期如果确实，

那末关于法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星期二作战的结果，对于参加作战的法军各个军来说是惨痛

的。２０多门火炮、１１门多管炮、７０００多名俘虏，这几乎等于维尔特

会战的结果，但是德军取得这个战果却容易得多，牺牲也少得多。

麦士河两岸的法军都被驱逐到色当的近郊。这次会战以后，他们在

左岸的阵地看来只限于以下地区：西至巴尔河和阿尔登运河，这两

９８法 军 的 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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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河经过同一个河谷在色当和梅济埃尔之间的维累尔附近流入麦

士河；东至一个雏谷和一条从罗库尔流到雷米伊附近注入麦士河

的溪流。这样，在两翼有了保证以后，法军主力大概占领了中间的

台地，准备迎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在麦士河右岸，法军在星期

二会战以后大概渡过了希埃尔河，这条河在色当上方约４英里处

雷米伊对面流入麦士河。在这块地方有三个平行的雏谷，从比利时

边境向北和向南延伸。其中第一和第二个雏谷通到希埃尔河，第三

个雏谷最大，在色当直前方通到麦士河。在第二个雏谷内，离它的

起点不远处有塞尔讷村；在第三个雏谷的北端，在它同通往比利时

的布荣的大路相交的地方是纪旺；往南，在这个雏谷同通往斯特内

和蒙梅迪的道路相交的地方是巴泽耳村。在星期四的会战中，这三

个雏谷一定成了法军依次防守的三道防线，他们对于最后的也是

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当然防守得最为顽强。这一部分战场和格腊韦

洛特附近的战场相似，但是那里的雏谷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被德

军从它们起端的台地迂回过去，而这里紧靠比利时国境，要想迂回

是很危险的，因此几乎只能直接从正面攻击。

当法军在这个阵地上进行巩固并调集没有参加星期二会战的

部队（其中大概有第十二军，包括来自巴黎的流动自卫军在内）的

时候，德军便有了一天的时间来集结军队；因此他们在星期四发起

进攻时，在现地已经有了第四军团（近卫军、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的

全部和第三军团的３个军（第五军、第十一军和１个巴伐利亚军），

这些兵力在士气方面也许还在数量方面胜过麦克马洪的军队。会

战从早上７时半开始，而且到下午４时１刻普鲁士国王发电报时

还在继续进行；这时德军在各方面都在顺利进攻。根据比利时的消

息，巴泽耳、雷米伊和维累尔－塞尔讷诸村已在燃烧中，而纪旺小

０９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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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当 会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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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堂已落入德军手中。这就表明，在麦士河左岸，法军在退却时

两翼可以依托的两个村庄不是被占就是被毁得不能用来进行防御

了；同时右岸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已被德军攻占，而巴泽耳和纪旺

之间的第三道防线，法军也已准备随时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到天

黑时德军无疑地一定取得了胜利，而法军则被击退到色当。这实际

上已为比利时的电讯证实了，这些电讯称，麦克马洪已经完全被包

围，几千名法军越过边境而被解除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只有在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投降，或

者强行通过比利时领土。这支败军被困在色当及其周围地区，也就

是被困在至多只够安营的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是不能坚守的；即使

他们能够保持和梅济埃尔（位于色当以西约１０英里）之间的联络，

他们仍然是被困在一片非常狭窄的地带内而无法立足。因此，无力

突破敌人重围的麦克马洪，必然或者通过比利时领土，或者投降。

而结果是，麦克马洪因负伤体弱摆脱了定下这个痛苦的决心的责

任。宣布法军投降的责任便落到文普芬将军的身上。如果巴赞企

图从麦茨突围而遭到坚决回击的消息传到麦克马洪那里，那末这

个消息必然会加速上述结局的到来。德军预见到了巴赞的意图，并

且到处都做好了回击的准备。不仅斯坦美兹，而且弗里德里希－卡

尔亲王（这可以从提到第一军和第九军这一点看出）也都在戒备

中，同时周密构筑的堑壕网更加强了麦茨周围的拦障。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３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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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六）

色当的投降决定了法国最后一支野战军的命运。它同时也决

定了麦茨和巴赞军团的命运，关于解救巴赞军团的问题现在已经

谈不上了；这个军团同样将被迫投降，可能是在这个星期，而几

乎肯定地不会迟于下个星期。

剩下的一个巨大的营垒——巴黎，是法国最后的希望。巴黎

的筑垒工事是集古今筑垒工事之大成，然而这些工事还从来没有

经受过考验，因此关于它们的价值，意见不仅分歧，甚至彼此完

全矛盾。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事实，我们就会有可靠的根据做出

自己的结论。

蒙塔朗贝尔是法国骑兵军官，同时是一位具有卓越的也许是

绝伦的天才的军事工程师。他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第一个建议实行

并亲自制订了在要塞周围可使要塞免遭炮击的距离上建立独立堡

垒的计划。在他以前，外国工事——卫城、眼镜堡等——或多或

少都是和要塞围墙连在一起的，它们同要塞围墙的距离恐怕从来

没有比斜堤脚同要塞围墙的距离更远。他提出在离要塞围墙

６００—１２００码甚至更远的地方，建立一些足以独立抵御围攻的又

大又坚固的堡垒。在法国，这个新理论许多年来都受到轻视，而

在德国，由于１８１５年以后莱茵河线需要筑垒，它却获得了热心的

拥护者。在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后来又在乌尔姆、拉施塔

４９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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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盖尔曼尔斯海姆等城的周围，都建立了独立堡垒。这时，阿

斯特等人对蒙塔朗贝尔的建议稍有修改，从而产生了以德国派著

称的一种新的筑城体系。法国人逐渐地也开始认识到独立堡垒的

好处，而在构筑巴黎的防御工事期间，他们立刻明白了：如果没

有独立堡垒的掩护，在城市周围构筑很长的要塞围墙是无益的，因

为在要塞围墙的某一处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陷落。

现代战争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种以主堡为核心而在周围设有

独立堡垒的营垒的重要意义。曼都亚就它的地位说来是一个营垒，

１８０７年的但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这样的营垒，而且这是阻止

过拿破仑第一的仅有的两个要塞。１８１３年，但泽依靠它的独立堡

垒（大部分是野战工事）又有可能进行了长期的抵抗。５１１８４９年拉

德茨基在伦巴第的整个战局都有赖于维罗那营垒，而这个营垒本

身就是著名的四边形要塞区５２的核心。同样，整个克里木战争也取

决于塞瓦斯托波尔营垒的命运；而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能够坚持那

么久，只是因为联军无法完全包围它，无法阻止被围者获得补给

和援军。５３

塞瓦斯托波尔对于我们是最合适的例子，因为它的筑垒面积，

比前几个营垒都要大。但是巴黎比塞瓦斯托波尔要大得多，环绕

它的堡垒线长约２４英里。而要塞的威力是否也会相应地增大呢？

筑垒工事本身是可以作为榜样的。它们非常简单：一道由棱

堡组成的普通的要塞围墙，在中堤之前连一个三角堡也没有；堡

垒大部分是带棱堡的四角或五角形堡垒，完全没有三角堡或其他

外围工事；有些地方设有角堡或冠堡５４，以掩护外面的高地。这些

工事与其说是为了消极防御，不如说是为了积极防御而设的。人

们估计，巴黎的守备部队将走到平地上，利用堡垒作为两侧的支

５９战争短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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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点，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使敌人不可能对任何两三个堡垒

进行正规的围攻。这样，堡垒就可以阻止敌人过于接近城市的守

备部队，而守备部队也应当防止攻城炮队轰击堡垒；他们应当经

常破坏围攻者的工程作业。此外，堡垒到要塞围墙的距离使得敌

人至少在夺取两三个堡垒以前，是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炮击的。

再补充一点：处于塞纳河和马尔纳河汇合处的这个城市的位置，这

两条河的非常曲折的河道以及受威胁最大的东北方的群山，是极

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在设计要塞工事时都得到了充分的利

用。

如果上面这些条件都能实现，而２００万居民能够按时得到粮

食供应的话，巴黎无疑将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供应居民的粮

食的采购工作如果及时着手并且不断做下去，那末也不是十分困

难的事情。但是很值得怀疑的是，这在目前是否已经做了。以前

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些仓忙决定的甚至是些毫无意义的工作。

例如，没有饲料而豢养备用的牲畜，显然是十分荒唐的。可以料

想：如果德军将像通常那样坚决地行动，那末他们将会发现，巴

黎没有足够的粮食以应付长期的围攻。

但是关于主要的条件，即关于积极防御（守备部队不是从要

塞围墙后面杀伤敌人，而是走出要塞去攻击敌人）能够说些什么

呢？要想充分发挥防御工事的威力，要想不让敌人利用要塞的弱

点（即在主壕附近没有作掩护用的外围工事），在巴黎的保卫者中

间就必须有一支正规部队。这就是这些筑垒工事的设计者的主导

思想。他们认为，被击败的法军一发现他们无力在平地上阻止敌

人，就应当退向巴黎，参加首都的保卫战：或者直接地参加，即

组成足够强大的守备部队，不断攻击敌人，阻止敌人进行正规的

６９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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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以至全面的包围；或者间接地参加，即在卢瓦尔河以南占领

阵地，充实兵力，然后一遇到有利时机便攻击围攻者的薄弱地点

（在非常长的包围线上是一定会出现薄弱地点的）。

但是，法军统帅部在这次战争中的全部行为促使巴黎丧失了

进行防御的唯一最重要的条件。全部法军只剩下了留在巴黎的部

队和维努亚将军的一个军（即第十三军，原来由特罗胥指挥），共

约５万人；这些部队大部分，甚至全部是由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

组成的。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２—３万人的第四营和外地来的数量

不确定的流动自卫军，即没有受过训练的，根本不适于野战的新

兵。在色当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过，在战斗中这种部队的用处是

多么小。无疑地，当后有堡垒可以退守的时候，他们将会比较可

靠，而几个星期的教育、训练和战斗，当然也会提高他们的战斗

素质。但是像巴黎这样大的要塞的积极防御，则要求大量的兵力

在平地上进行机动，要求在担任掩护的堡垒前相当的距离上进行

正规战，要求作突破包围线或阻止敌人完成包围的尝试。而要攻

击比较强大的敌人，就需要突然和勇猛，因此部队应当经过良好

的训练和教育，目前巴黎的守备部队未必是适用的。

我们估计，联合起来的德军第三、第四两个军团的１８万人，

将在下星期内出现在巴黎附近，用骑兵机动部队包围巴黎，破坏

铁路，从而消除大量补给的一切可能，并准备进行正规包围，这

一包围将在第一、第二军团攻陷麦茨后到达这里时完成。此后，德

军还会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派往卢瓦尔河以南去肃清这个地区，并

粉碎编成新的法军的一切企图。如果巴黎不投降，正规围攻就将

开始，而在法军没有进行积极防御的条件下，围攻的进展是会快

一些的。如果只从军事方面考虑，那末事态的正常发展过程就是

７９战争短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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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军事方面的考虑可能被

政治事件压倒，而预言这种事件却不是本文的任务。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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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七）

当德军向巴黎挺进（他们到达那里以后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

始）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来回顾一下在野战部队后方各个要塞周围

所发生的事情。

除色当（它必然随着麦克马洪军团的投降而陷落了）外，德军

还占领了４个要塞：拉－普提特－比埃尔、维特里（没有经过战

斗）、利希滕堡和马尔萨耳（只经过短时间的炮击）。他们只封锁了

比奇，现在正围攻斯特拉斯堡；他们炮击了法耳斯布尔、土尔和蒙

梅迪，但暂时还没有结果；他们打算几天以后对土尔和麦茨开始正

规围攻。

除了有离城很远的独立堡垒作掩护的麦茨以外，所有其他进

行过抵抗的要塞，都遭到了炮击。这个措施常常是正规围攻战的组

成部分。起初，炮击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被围者的粮库和弹药库，但

是自从人们通常都把这些东西藏进专门构筑的防弹地窖以后，炮

击便愈来愈多地用于烧毁和破坏要塞内尽可能多的建筑物。毁坏

要塞内居民的财物和粮食，已成为对居民施加压力并通过他们对

守军及其司令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如果守军薄弱，训练不良，

士气涣散，而司令官又缺乏毅力时，常常只使用炮击便能迫使要塞

投降。１８１５年滑铁卢会战５５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那时主要由

国民自卫军防守的许多要塞，不待敌人开始正规围攻而仅仅在遭

９９战争短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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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短时间的炮击以后便投降了。阿温、吉兹、莫贝日、兰德列西、马

里昂堡、菲利普维耳等地，都是经过几小时、最多几天的炮击就陷

落了。无疑地，正是这些令人难忘的胜利，以及关于大多数边境要

塞的守备部队主要是由流动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这个

消息，使得德军再度试验这个方法。此外，自从使用线膛炮以来，甚

至野炮的炮弹也几乎完全是榴弹，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用任

何一个军的普通野炮去轰击要塞和烧毁它的建筑物，而不必像从

前那样等待臼炮和重型攻城榴弹炮的到来。

虽然在现代战争中炮击要塞内的民房的做法得到了承认，但

终究不应当忘记，这种方法总是非常残酷的，并且至少在没有足够

的把握使要塞投降和没有一定的必要时，这种方法是不应当采取

的。如果说对法耳斯布尔、利希滕堡和土尔这样的要塞进行炮击，

那末可以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即这些要塞控制着一些山道和铁

路，而直接掌握这些山道和铁路对入侵者特别重要，况且又有根据

指望经过几天的炮击便可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其中两个要塞至今

一直被守住，这就给守军和居民增添了更大的光荣。至于对斯特拉

斯堡进行正规围攻前对它炮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斯特拉斯堡是一个有８万多人口的城市，周围环绕着十六世

纪的旧式筑垒工事。沃邦在城外靠近莱茵河的一面建筑了一座卫

城，并用连续的工事线把它和城市的要塞围墙连结起来（这在当时

称为营垒），从而加固了这些工事。因为卫城瞰制城市，就是在城市

投降之后也能独立地进行防御，所以夺取卫城和城市两者的最简

单的方法是一开始就去攻击卫城，以免需要先后进行两次围攻；但

是卫城的防御工事这样坚固，它所处的莱茵河附近低洼沼泽地带

的地位又给迅速进行掘壕作业造成这样多的困难，以致情况可能

０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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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要求先攻击城市；随着城市的陷落，在软弱无能的司

令官看来，继续防守孤零零的卫城除了可以保证较好的投降条件

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就已失去了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只攻占

了城市，那末还要去夺取卫城，并且一个顽强的司令官是可以把城

市和其中驻守的敌军置于自己的火力之下而继续抵抗的。

在这些情况下，炮击城市有什么益处呢？至多居民可以瓦解大

部分守军的士气，并迫使司令官放弃城市，带领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名精

兵退入卫城继续防守，并用炮火控制城市。乌里克（这个勇敢的老

军人的姓就是这样的，根本不是乌尔利希）将军的性格大家是很熟

悉的，所以谁也不会怀疑，不论发射多少炮弹都不能吓倒他，都不

能使他献出城市和卫城。炮击一个有独立的居高临下的卫城的城

市，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徒劳无益的暴行。当然，在围攻时流弹和

偶然的炮击常常使被围攻的城市受到损失，但是同这个不幸城市

的居民在城市遭到６天正规的不断的炮击期间所受的生命财产的

损失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德军说，他们必须快一些占领这个城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他们想在缔结和约后保有这个城市。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次残

酷无比的炮击就不但是罪恶，而且是极大的错误。用爆炸弹烧杀大

量居民来换取必定被兼并的城市的居民的同情，这真是一种绝妙

的方法！炮击是否使城市甚至是早一天投降了呢？看不出这一点。

如果德军想要兼并这个城市，并根除居民对于法军的同情，他们就

应当用尽量短期的正规围攻夺取城市，然后围攻卫城并迫使守军

司令官作出抉择：或者放弃他所拥有的某些防御手段，或者使城市

遭受炮轰。

实际上，对斯特拉斯堡发射的大量炮弹并没有使正规围攻成

１０１战争短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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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必要。８月２９日，德军不得不在要塞西北方希耳提甘附近距

防御工事５００—６５０码处挖掘第一道平行壕。９月３日，在距工事

３３０码处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有些记者误称为第三道平行壕）；

漫无目的的炮击奉普鲁士国王的命令已经暂时停止；可能要到１７

日或２０日才能在要塞围墙上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但是在目前

任何预言都是冒险的。这是第一个使用现代线膛炮发射装有着发

信管的炮弹来对付石质工事的围攻战例。在破坏幽里希的防御工

事的试验中，普军曾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在石墙上打开了缺口，

而且从远距离上用间接射击（即炮兵连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进

行射击）摧毁了地堡；但这只是平时的试验，还应当在这次战争中

加以证实。斯特拉斯堡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现代重型线膛炮在围

攻战中应当如何行动，因此这个围攻在这方面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３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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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队 的 盛 衰

当路易－拿破仑依靠农民的选票和他们的子弟（兵士）的刺刀

而建立“标志着和平”５６的帝国的时候，法国军队除了传统的地位

以外，在欧洲并不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从１８１５年起，和平降临

了，这个和平对于某些国家的军队来说曾被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

事件破坏。奥军在意大利打了胜仗，而在匈牙利打了败仗；无论是

俄国在匈牙利还是普鲁士在南德意志，都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胜

利５７；俄国在高加索，法国在阿尔及尔都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战争。

但是从１８１５年以来，大国的军队一次也没有在战场上交过锋。路

易－菲力浦留下来的法军远不是一支善战的军队；固然，在阿尔及

利亚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

锐部队（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 à－ｐｉｅｄ〔猎步兵〕、朱阿夫兵、土尔科兵、骑马

的 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 ｄ’Ａｆｒｉｑｕｅ〔非洲猎兵〕）很受重视，但是在法国，步

兵的主要部分、骑兵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完全被忽视了。共和国也

没有改善军队的状况。然而出现了标志着和平的帝国，而《ｓｉ ｖｉｓ

 ｐａｃｅｍ，ｐａｒａ ｂｅｌｌｕｍ》〔“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军

队立刻就成了注意的中心。当时，法国有大量比较年轻的、曾经在

非洲（当那里还进行着激烈战斗时）担任过要职的军官。法国阿尔

及利亚特种部队无疑是欧洲最好的部队。这些部队由于拥有大量

代役兵５８，也就有比大陆其他任何强国都多得多的、久经战斗的

３０１军 队 的 盛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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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兵，真正的老兵。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尽可能把大部分军队提

高到特种部队的水平。这一点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前

只在这些特种部队中采用的《ｐａｓ 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英军的“跑步”）

已经推广到全体步兵中，因此机动的速度达到了各国军队从未有

过的水平。骑兵尽可能装备了良马；全军的武器装备也都经过了检

验和补充。最后，克里木战争爆发了。法军的组织显得比英军优越

得多；由于在联军中占的比重，大部分的光荣（不管是什么样的光

荣）自然也属于法军；那次完全以围攻一个大要塞为中心的战争的

特点，使法国人固有的数学天才通过他们的军事工程师充分地发

挥出来了。结果，克里木战争再度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

接着，使用步枪和线膛炮的时代来到了。线膛枪火力较滑膛枪

火力具有无可伦比的优点，因此人们不用滑膛枪了，在某些场合则

把滑膛枪普遍改制成线膛枪。普鲁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旧

式枪改制成了步枪；英国逐渐给全体步兵装备了恩菲耳德式步枪，

奥地利则给步兵装备了精良的小口径步枪（罗伦兹式）。只有法国

还继续使用旧式滑膛枪，而步枪则仍然只供特种部队使用。它的大

部分炮兵仍然使用十二磅短管炮（这是皇帝的得意杰作，但因装药

量小，效果还不如旧式火炮），与此同时编成了一些四磅线膛炮连，

以备一旦爆发战争时使用。这种炮的构造是不完善的，因为这是从

十五世纪以来最早的一种线膛炮；但是它的效力仍远远超过当时

任何一种滑膛野炮。

意大利战争５９爆发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奥地利军队行动松

懈，很少能经得起特别的紧张；实际上他们除了人多以外再也没有

别的。他们的指挥官里面有几位是当时最好的将军，但有很多是当

时最坏的将军。这些最坏的将军大部分是仗着宫廷的势力爬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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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奥地利将军的失策和法国兵士较强的虚荣心，使法军得到了

勉强得来的胜利。在马振塔会战中，法军没有获得半点战利品；而

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也只获得很少的战利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

因，在战争的真正困难——四边形要塞区的争夺战——还没有出

现以前，战争就闭幕了。

这次战争以后，法国军队成了欧洲军队的榜样。如果说克里木

战争后法军的ｃｈａｓｓｅｕｒ－ à－ｐｉｅｄ〔猎步兵〕成了《ｂｅａｕ ｉｄéａｌ》

〔“十分理想”〕的步兵，那末现在整个法军都得到了这样的赞誉。人

们在研究法军的各种组织；法军的兵营成了各国军官的学校。几乎

全欧洲都坚信法军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期间法军把它所有的旧

式滑膛枪都改成了线膛枪，同时给全部炮兵装备了线膛炮。

但是这次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的战争，也激起了其他国

家的努力，结果先出现了同它匹敌的人，后来就出现了超过它的

人。普鲁士军队像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在１８１５年到

１８５０年期间由于无所作为而受到了腐蚀，但是和平时期的这种腐

蚀对普鲁士的战争机器的损害比对任何国家都大。根据当时普鲁

士的制度，每个旅有一个常备军的团和一个后备军的团；所以在动

员时，有一半野战部队必须重新编组。常备军和后备军的武器装备

都很缺乏；而负责官员还常常有些小的贪污行为。总之，当１８５０年

同奥地利的冲突迫使普鲁士进行动员时，整个军事制度便显出完

全无能为力，而普鲁士则不得不通过“卡夫丁狭谷”６０。普鲁士立刻

不惜重资更换了全部武器装备，对军队的整个组织也重新作了审

查，但是只涉及一些枝节问题。当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引起一次新

的动员时，武器装备已经改善了（虽然当时数量也还不足）；然而，

在民族战争时也许士气高昂的后备军，曾在可能引起同任何一个

５０１军 队 的 盛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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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国战争的军事示威中显得完全无法控制。于是普鲁士决定进

行军队的改组。

这次背着议会进行的改组的结果，后备军的３２个步兵团全部

被留下来服现役，他们的队伍依靠多征新兵的办法逐渐得到补充，

最后这些团被改编为常备军的团，使常备军的团由４０个增加到

７２个。炮兵的数量有了相应的增加，骑兵也增加了，但增加的比例

小得多。军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致相当于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６０年普

鲁士人口增长（从１０５０万增加到了１８５０万人）的比例。尽管第二

议院反对６１，改组实际上仍然生效。此外，还从各方面加强了军队

的战斗力。这是第一支用步枪装备全体步兵的军队。以前只用来

装备小部分步兵的后装针发枪，现在已用来装备全体步兵，而且还

有了储备。进行了好几年的线膛炮的试验工作也已完成，新型火炮

已逐渐代替了滑膛炮。由拘泥旧习的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传

下来的过多的阅兵操练，日益让位于一种较好的训练制度，这种制

度主要是训练执行警戒勤务和进行散兵战，而这两方面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部队为榜样的。对于独立行动的各

营，连纵队成了基本的战斗队形。打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骑兵也大大改善了。养马业多年来很受重视，尤其

是在以养马业发达著称的东普鲁士；普遍用阿拉伯种马进行了杂

交，成绩现在已开始显示出来。东普鲁士马虽然不如英国骑兵的马

高大和跑得快，但是作为战马却比英国马强得多，行军的耐力比英

国马大４倍。长期被完全忽视的军官专业训练，也重新提到了所要

求达到的很高的水平。总之，整个普鲁士军队起了根本的变化。丹

麦战争６２就足以向每个能够理解的人说明，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

们没有注意这一点。１８６６年的劈雷响了，不了解这一点已经再也

６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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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了。随后，北德意志军队推行了普鲁士制度，南德意志各邦

的军队也基本上推行了这种制度。结果证明，这种新制度实行起来

是多么容易。于是，１８７０年到来了。

但是１８７０年的法军已不是１８５９年的法军了。盗用公款、营私

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

切也已侵蚀了军队。既然欧斯曼及其党羽从大规模的巴黎投机事

业中获得了数百万暴利６３，既然整个公共工程部门、政府签订的每

个合同以及政府中的每个职位都被公然无耻地当作搜刮民财的手

段，那末作为路易－拿破仑一切方面的依仗的并且由那些同更幸

运的寄食朝廷的文官一样贪财的人们指挥的这支军队，又怎能独

善其身呢？既然人们知道，政府收了代役金而通常并不用去雇佣代

役兵（这当然是部队中每个军官都知道的），既然陆军部为了筹集

资金秘密供皇帝挥霍而开始用其他办法盗窃军用物资；既然军队

中的要职因此必然被那些参与这个密谋，因而不论怎样胡作非为

和玩忽职守也不致被撤换的人窃踞，那末，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就在

部队的军官中间蔓延开来。我们不想肯定说，侵吞公款在他们中间

已是普遍现象，但是藐视上级、玩忽职守和纪律松弛却是不可避免

的后果。如果上级有威望的话，军官们难道还敢常常乘坐马车行军

吗？整个制度都已腐朽透了；笼罩着第二帝国的贪污腐败的空气最

后也侵袭到这个帝国的主要支柱——军队中来了。而在经受考验

的时刻里，这支军队除了光荣的传统和兵士的天赋的勇敢就没有

什么可以用来抵抗敌人，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是不足以保持欧洲第

一流军队的地位的。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０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４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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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八）

关于目前在法国进行的围攻，看来仍然存在着很不正确的见

解。我们的某些报界同人，如“泰晤士报”倾向于这种见解，即认为

德军虽然长于野战，却不善于围攻；另一些人认为，围攻斯特拉斯

堡与其说是为了夺取城市，不如说是为了进行试验，为了实际锻炼德

军的工程师和炮兵专家。所以有这种种说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无

论是斯特拉斯堡、土尔、麦茨还是法耳斯布尔都还没有投降。显然这

些人完全忘记了，在这次战争以前的最近一次围攻，即塞瓦斯托波尔

围攻中，在挖好堑壕以后，还用了１１个月的时间才迫使要塞投降。

为了纠正只有不懂军事的人们才会有的这样一种肤浅的见

解，必须提醒他们，究竟什么是围攻。大部分要塞的围墙都筑有棱

堡，也就是在围墙的每个拐角处都有叫做棱堡的五角形突出部，它

以火力掩护工事前面的地区和直接位于这些工事脚下的护堡壕。

在护堡壕内，每两个棱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工事，叫做三角

堡，它掩护棱堡的一部分和掩护中堤（即棱堡之间的那一段围墙）；

三角堡的周围有护堡壕。在主壕的外侧有隐蔽路——受到斜堤顶

（高约７英尺、外侧成缓坡的土堤）掩护的宽道。在许多场合，为了

增加攻击的困难，还补充构筑其他的工事。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围墙

的下部都筑有石砌部分，或者有水壕掩护，使敌人无法对尚未遭到

破坏的工事进行强攻；这些工事的配置是这样的：内层工事总是瞰

制外层工事，即前者位于比后者高的地方，而外层工事也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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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围墙上瞰制周围地区。

攻击这种要塞仍然沿用沃邦改进的那种方法，虽然在要塞前

面是大片平坦地区的情况下，被围者的线膛炮可能迫使围攻者对

这个方法稍加改变。但是因为几乎所有这些要塞都是在滑膛炮占

统治地位的时期建筑的，所以通常都没有考虑到距工事８００码以

外的地区，而围攻者几乎经常不用正规的堑壕就能够隐蔽地接近

到这个距离。当然，首先必须包围要塞，驱逐其警戒部队和其他部

队，侦察要塞的工事，运来攻城炮、弹药和其他储备品，并建立仓

库。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野炮轰击也是在这个准备阶段，这一阶

段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斯特拉斯堡从８月１０日起受到松缓的包

围，２０日左右受到紧密的包围，从２３日到２８日受到了炮击，但正

规围攻直到２９日才开始。挖掘第一道平行壕（即把挖出的土朝要

塞的一面堆积以掩蔽并保护在其中通行的人员的堑壕）被认为是

正规围攻的开始。第一道平行壕通常在６００—７００码的距离上环绕

着要塞的工事。在平行壕中设有纵射炮队，它们配置在棱堡各个正

面（即以火力控制前面的地区的围墙）的延长线上；这是为了对付

要塞的整个将受到攻击的部分的。这些炮队的任务是顺上述棱堡

正面进行射击，以击毁棱堡正面上的火炮并杀伤炮手。为此，至少

要有２０个每队有２—３门重炮的纵射炮队，共约５０门重炮。通常，

在第一道平行壕内还配置一些臼炮，用以轰击城市或守备部队的

掩蔽的防弹的仓库。有了现代火炮以后，臼炮仅用以轰击上述的后

一种目标，而轰击前一种目标，现在用线膛炮就够了。

从第一道平行壕向前挖掘接近壕，其延长线不与要塞工事相

交，这样，任何一个工事都不能对它们进行纵射；这些接近壕成锯

齿形曲折前伸，到距要塞工事３５０码的地方即挖掘第二道平行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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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它和第一道平行壕相类似，但较短。第二道平行壕通常

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四夜或第五夜挖掘。在第二道平行壕内配

置有反炮台炮队，每个被攻击的正面前都有一个，并且几乎与正面

平行；这些炮队的任务是击毁敌方火炮，破坏炮队直前的围墙，同

时与纵射炮队构成交叉火力。反炮台炮队共需大口径火炮约６０

门。然后，围攻者再向前挖掘锯齿形壕，锯齿形壕愈靠近要塞便愈

短，而彼此相距也愈近。在距要塞工事约１５０码处，挖掘配置臼炮

队的半平行壕，在距要塞工事约６０码的斜堤脚下挖掘第三道平行

壕，其中也配置臼炮队。第三道平行壕可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九

夜或第十夜完成。

在距筑垒工事这样近的地方，真正的困难便开始了。这时，虽

然被围者的炮火在其控制的平地的范围内几乎已被压制下去，但

要塞围墙上的步枪火力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它将极其严

重地延缓堑壕内的作业。这时掘壕作业必须更为谨慎并且按另一

种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地说明。第十一夜，围

攻者可以推进到隐蔽路的凸角处，正对着棱堡和三角堡的突出部；

第十六天，他们可以挖好王冠形堑壕，也就是说在斜堤顶外侧沿斜

堤顶挖好与隐蔽路平行的堑壕。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够配置炮队用

来破坏围墙的石砌部分，以便保证部队越过护堡壕进入要塞，并压

制住棱堡侧面上对护堡壕进行纵射并阻碍部队越过护堡壕的火

炮。到第十七天，可能击毁棱堡的侧面以及配置在上面的火炮；那

时才可能打开缺口。到下一个夜里，便可能下到护堡壕，构筑好通

过护堡壕的隐蔽路，以保护强攻部队不受侧射火力的杀伤，而强攻

就可开始。

我们曾在以上的叙述中对于围攻一种最薄弱、最简单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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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邦式六角堡）的过程作一概述，并计算出在围攻没有被成功的

出击打乱，而防御者没有发挥特别的积极性和勇敢精神，也没有任

何特别的兵器的条件下，围攻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如

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就在这样一种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１７

天，才能在要塞的主墙上打开缺口，从而为强攻要塞开辟道路。当

守军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时，是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足以迫使

他们在这个期限以前投降的；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被围者至少坚守

这样一段时间，是起码的职责。然而有人对于斯特拉斯堡还没有被

攻下这一点表示不满，而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才不过１４天，

而且在被攻击的正面上又有外围工事，因而它至少能比平均期限

多支持５天。他们对于麦茨、土尔和法耳斯布尔至今没有投降表示

不满。可是要知道，我们还不了解围攻土尔的堑壕（哪怕是一道堑

壕）挖掘了没有，而关于其他要塞，我们知道，它们还根本没有受到

正规围攻。至于麦茨，看来现在并不打算对它进行正规围攻；显然，

夺取麦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围困巴赞军团。这些性急的评论家们

应当知道，很少有这样的要塞司令，当他还掌握比较充足的守备部

队和必需的储备品的时候，便向４名枪骑兵组成的侦察队投降，或

者甚至只受到炮击便投降。如果说施特廷于１８０７年向一个骑兵团

投降，如果说法国边境要塞于１８１５年曾在短时间的炮击后或者甚

至只是由于惧怕炮击而投降，那末我们不应当忘记，维尔特和施皮

歇恩两次失败合起来也不能同耶拿或者滑铁卢的失败相比；此外，

法军中有很多军官甚至能够用由流动自卫军组成的守备部队抵抗

住正规围攻，怀疑这一点是毫无根据的。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５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４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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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击 败 普 军

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后，在法国的军事力量达到全盛的时期，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就是现在将巴赞军团围困在

麦茨的那位亲王，写了一本“如何击败法军”的小册子６４。现在，当

德国按照普鲁士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所向无敌的时

候，人们不禁要问：将来究竟是谁并且用什么方法击败普军。当德

国最初仅仅为了抵御法国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ｅ〔沙文主义〕而进行的战争

看来正逐渐地但是确实地变为一种为了新的德国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ｅ的

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多兵之旅必获胜”，——拿破仑喜欢这样解释作战胜负的原

因。而普鲁士正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它设法创建“多兵之旅”。

当１８０７年拿破仑禁止它保持４万人以上的军队时，它开始使新兵

经过６个月的训练后复员回家，而代之以另一批新兵；因此到了

１８１３年，它能够从４５０万人口中派出一支２５万人的作战军队。后

来，这条现役期短、预备役期长的原则获得更加充分的运用，而且

变成符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兵士服２—３年的现役，不仅是为

了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同时也是为了经过严格的训练养成绝对

服从的习惯。

普鲁士制度的弱点也正在这里。它必须兼顾两个不同的、归根

到底是互不相容的任务。一方面，要求把每个体格适于服役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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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变成兵士，并建立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唯一目的是成为国民学

习使用武器的学校，并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成为团结国民的核心。从

这方面来说，上述制度是纯粹防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这

一支军队又应当是半专制政府的武力后盾和主要支柱；为了这个

目的，就需要把这个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变成培养绝对服

从上级的精神和忠君的精神的学校。而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服

役才能做到。在这里这两个任务的不相容也就表现出来了。防御

性的对外政策要求在短期内训练大量兵员，以便在遭到外来攻击

时拥有大批后备力量；而对内政策却要求用较长时间来训练数量

有限的兵员，以便在国内发生暴动时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这个半专

制君主国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它规定兵士的现役期为整整３年，并

根据财政状况限制征集的人数。备受赞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实际

上是不存在的。它已经变为征兵制，和其他国家的征兵制不同的地

方只是它更为严格。这个征兵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花费更多的

钱，占用更多的人员，而服预备役的时间也比任何国家长得多。同

时，原来为了自卫而武装起来的民众，现在变成了驯服的、准备随

时进攻的军队，变成了寡头统治集团的政策的工具。

１８６１年，普鲁士的人口略多于１８００万，并且每年有２２７０００

名年满２０岁的青年应当服兵役。其中足有一半在体格上立刻或者

至多再过一两年便可以服役。但每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不是１１４０００

人，而是不超过６３０００人，可见几乎有一半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

男子没有受军事训练。凡在战时到过普鲁士的人，都会因看到大

批身体健壮的２０—３２岁的青年安闲地呆在家里而感到惊讶。特派

记者战时在普鲁士所看到的那种“暂时失去生活气息”的情形，只

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像罢了。

３１１如 何 击 败 普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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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８６６年以来，北德意志联邦在３０００万人口中每年征集的

新兵不超过９３０００人。如果将体格适于服役的青年男子全部挑选

出来，那末即使经过最严格的体格检查，其数目也至少可以达到

１７万人。一方面由于王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财政上的需要，

才限制了征集的人数。军队仍然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

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但是全国所有

防御的力量远不是都已经准备好而可以使用的。

虽然如此，这个制度比大陆上其他大国军队的过时的基干兵

制度还是有极大的优越性。按照人口比例，普鲁士征集了比他们

多一倍的兵士。普鲁士依靠它的制度能够把这些人训练成好兵；这

个制度消耗着国家的资源，因此，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经常企

图侵占莱茵河疆界，如果不是人民渴望德国的统一而本能地把这

支军队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末人民对于这种制度在任何时

候都是不能容忍的。一旦莱茵河地区的安全和德国的统一有了保

证，这个军事制度就必将成为不能忍受。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如何击败普军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一个

具有同样多人口、同样才能、同样勇敢和同样文明的国家，实现了

普鲁士仅仅在纸上谈到过的一切，即把每一个体格适于服兵役的

国民都变成兵士；如果这个国家把平时的现役期和受训时间缩短

为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所真正需要的时间；如果它保持必要的组织，

以便像普鲁士最近所做的那样以有效的方法来充实它的战时编

制，那末我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对普鲁士化的德国会具有和普鲁

士化的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对法国所具有的同样巨大的优势。普鲁

士的第一流权威人士（包括陆军大臣冯·罗昂将军）认为，两年的

服役期完全足以把一个农村青年训练成一个好兵。如果国王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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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迂腐的军官们允许的话，我们甚至愿意指出，对于绝大部分

的新兵有１８个月（即两个夏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就足够了。但是

精确的服役期限的长短是次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普鲁士

人服役６个月以后便有了出色的成绩，而且这还是些刚刚摆脱农

奴地位的人。主要的问题在于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如果战争将一直继续到德国的庸人现在所叫嚣的那种可悲的

结局，即肢解法国，那末我们可以相信，法国人一定会采取这样的

原则。到目前为止他们虽然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善战的

民族。他们已厌恶在像法国军队这样一种实行现役期很长而受过

训练的后备人员不多的基干兵制度的军队中服役。他们很愿意在

现役期短而预备役期长的军队里服役；他们甚至会做出更多的贡

献，如果这能够使他们洗雪耻辱并恢复法国领土完整的话。而到了

那时，“多兵之旅”就将属于法国，只要德国不采用同样的制度，那

末这支多兵之旅的行动就将和这次战争中的多兵之旅的行动一样

取得同样的结果。但有以下的不同：正像普鲁士后备军制度同法国

的基干兵制度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它缩短了服役期而增加了能

够保卫自己的国家的人数）一样，这个新的真正的普遍义务兵役制

同普鲁士的制度相比也将是一个进步。战时军队的数量将有更大

规模的增加，而平时军队的数量则将减少；每一个国民都将亲自而

不是通过代役兵来参加解决政府之间的争端的武装斗争；防御将

更加坚强，而进攻将更为困难，因此军队的扩大本身，归根到底将

节省开支，并将成为和平的保证。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４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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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十九）

巴黎的筑垒工事已经证实了它的价值。德军一个多星期未能

攻占这个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些工事。１８１４年，蒙马特尔各

高地上半天的战斗便使巴黎投降了。１８１５年，在战局开始时构筑

的许多土质工事曾阻滞了敌人一些时候；但是，如果不是同盟国

军坚信巴黎会不战而降，那末这些工事的抵抗时间就会是很短

的６５。在目前的战争中，德军对外交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外交界

不要干涉他们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在９月中旬以前一直是

迅速、勇猛而又坚决的，但是自从德军的各路部队进入巴黎这个

巨大营垒的控制范围的那一天起，便变得缓慢、犹豫而又ｔａｔｏｎ

ｎａｎｔｅ〔畏缩〕了。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你率领一支２０万或２５万

之众的军队开到这样大的一个城市附近，单是包围它就需要时间，

需要谨慎。甚至这样多的兵力也未必足以从四面八方完全包围它，

尽管像现在这样，城内没有一支适于进行大规模会战和野战的军

队。巴黎没有这样一支军队，这从杜克罗将军在默东附近出击的

悲惨结果６６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次，基干部队表现得确实比

流动自卫军差，他们由有名的朱阿夫兵带头真的“溜之大吉”了。

这是容易说明的。老兵，主要是曾经在维尔特作过战的麦克马洪、

德·法伊和费里克斯·杜埃等军的兵士，经过两次一败涂地的退

却和６个星期接连不断的失败，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十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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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对于雇佣兵，即朱阿夫兵（他们大部分是代役兵，不配

有别的叫法）的影响特别大。而人们曾经指望通过这些人来稳定

那些未经训练即补充到各减员的基干营去的新兵。在这次战争以

后，还可能有一些小规模的出击，并可能取得某些胜利，但是平

地上的会战未必会再发生了。

另外，德军肯定说，他们的火炮已从索城附近的高地上控制着

巴黎；但是对这种说法不可相信。在封特内 奥 罗兹上方他们可以

配置任何一个炮队的最近的各高地，距离旺夫堡垒约１５００米，因

而距市中心就有８０００米即８７００码。德军并没有比所谓六磅线膛

炮（炮弹重约１５磅）的威力更大的野炮，即使他们有十二磅线膛炮

（炮弹重３２磅），这些炮以其炮架所允许的射角射击时，其最大射

程也不超过４５００—５０００米。因此，这种吹嘘是吓不倒巴黎人的。至

少在两座堡垒失守以前，巴黎是用不着害怕炮击的；但是就是到那

时，由于炮弹在广阔的市区散布面很大，造成的破坏也是比较轻微

的，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则几乎等于零。请看看轰击斯特拉斯堡用了

多少炮兵！即使我们考虑到只是在要塞工事的一个不大的地段上

依靠平行壕进行正规围攻，要迫使巴黎投降，又需要比这多多少的

炮兵啊！在德军未能把这样的炮兵连同弹药和所需的其他一切物

品一起调集到巴黎城下以前，巴黎是安全的。只有当全部攻城手段

都已准备妥当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危险。

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出，巴黎的筑垒工事有多么大的力量。如果

给这个消极的力量，即这种单纯的抵抗力量再加上积极的力量，即

一支真正的军队的进攻力量，那末这些工事的价值就会立即提高。

围攻军不可避免地被塞纳河和马尔纳河分割成至少三个单独部

分，并且这三个部分一定要经过在他们阵地后方架设的桥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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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联络，也就是说，只有费时绕道才能取得联络；在这种情况下，

巴黎的军队的主力就能够以优势兵力任意攻击敌军的任何一部

分，予以杀伤，破坏他们已经开始构筑的任何工事，并且在围攻者

的援军赶到以前，在堡垒的掩护下退回。如果巴黎现有的军队比起

围攻军来并不太弱，那它就可以使敌人无法完全包围要塞，或者可

以随时突破这种包围。如果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可能得到外援，那

末对它进行完全包围是多么必要，这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例子可以

看得很清楚。那次围攻拖延了很久，就是因为俄军通过要塞的北区

源源不断地调来援军，直到最后这条通路才被切断。巴黎城下的战

事愈发展下去，波拿巴的将军们在这次战争中的十足的轻举妄动

就愈明显；由于这种轻举妄动，两个军团已经被断送了，而巴黎也

没有留下主要的防御手段，即以攻击回答攻击的力量。

至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我们认为困难倒比小要塞

被围时少。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

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一个

积极有为的政府会很容易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设法采购充足的粮

食，以备整个中等围攻期之需。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是否已经这样

做了，但是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和不能迅速做到这

一点。   

无论如何，如果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样，战争将进行到

“可悲的结局”，那末在围攻作业开始以后抵抗大概不会是长期的。

内岸的石砌部分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而中堤前面没有

三角堡，也有利于围攻军前进和在要塞围墙上打开缺口。堡垒不

大，只能容纳有限的守军；如果没有军队通过堡垒之间的间隙地

出动支援，它们是不能有力地抵抗强攻的。但是，如果堑壕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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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堡垒的斜堤而不被巴黎军队的出击破坏，那末这一事实说明，

巴黎军队在数量上、组织上和士气上都太弱了，不能在强攻的夜

间有胜利把握地进行出击。

只要拿下几座堡垒，预料城市就会放弃绝望的战斗。不然，围

攻一定再次进行，打开几个缺口，然后再度建议城市投降。如果

这一建议再度遭到拒绝，那末就可能发生同样绝望的街垒战。我

们希望巴黎免于遭受这种无谓的牺牲。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５４号

９１１战争短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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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谈判的消息
６７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昨天根据茹尔·法夫尔先生的说法

向读者报道关于谈判的消息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当然，关于俾斯麦

企图兼并麦茨、萨兰堡和“苏瓦松”的说法这一类不大的错误除外。

法夫尔先生显然不了解苏瓦松的地理位置。伯爵提到的萨尔布尔，

早就被指出位于新的战略边界线的范围内，而苏瓦松则和巴黎或

特鲁瓦一样远离这条战略边界线。法夫尔先生在叙述这次谈判时，

也许没有完全准确地转述个别词句；但是，当他叙述那些被普鲁士

半官方报纸反驳的事实的时候，中立的欧洲通常总是宁愿相信他

的话。因此，如果现在柏林对法夫尔先生关于建议交出蒙瓦勒里安

的说法有争论的话，那末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是法夫尔先生凭空

捏造的，或者是他完全误解了俾斯麦伯爵的意思。

法夫尔先生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多

么差，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多么混乱和模糊。他是为了进行应当导

向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来的。我们想原谅他那认为法国还有力量迫

使它的敌人放弃一切割地要求的看法，但是很难说，他希望在什

么条件下达成停战。德方最后坚持的条款是要求交出斯特拉斯堡、

土尔和凡尔登，同时这些地方的守备部队应当成为战俘。对交出

土尔和凡尔登看来已有某种程度的同意。但是斯特拉斯堡呢？法

夫尔先生把这个要求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侮辱，他说：

０２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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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先生，您忘记了您是在跟一个法国人谈话。牺牲一支全世界人士特

别是我们所景仰的英勇的守备部队，是怯懦的行为，我不能答应转达您向我

们提出了这种条件。”

我们看到，这个回答对实际情形考虑得多么少，我们在这个

回答中只看到了一种爱国感情的迸发。既然在巴黎这种感情的确

非常强烈，在这样的时刻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感情；但是也应

当仔细衡量一下现有的事实。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已经很久，

因此可以肯定地相信它很快就要陷落。一个受到正规围攻的要塞

可以抵抗一定的时期，而当它竭尽全力防御时甚至还可以多支持

几天，但是如果军队不来援救，那末就可十分准确地做出结论说，

它的陷落是必不可免的。特罗胥和巴黎的高级军事工程人员对这

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军队可以前来

援救斯特拉斯堡；然而，特罗胥在政府中的同僚茹尔·法夫尔看

来并没有注意这一切。他从交出斯特拉斯堡的要求中看到的唯一

的一点，就是对于他自己、对于斯特拉斯堡的守备部队以及对于

法国人民的侮辱。但是主要的当事人，即乌里克将军和他的守备

部队，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无疑已经尽力而为了。如果使他们避

免进行最后几天完全绝望的战斗，可以增加拯救法国的微弱的希

望，那末这样做对于他们就不是侮辱，而是完全应得的奖赏。乌

里克将军无疑宁愿按照政府的命令在敌方做出同等让步的条件下

投降，而不愿在强攻的威胁和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投降。

在这期间，土尔和斯特拉斯堡陷落了，而当麦茨还在坚守的

时候，凡尔登对于德军毫无军事价值。因此，德军甚至不待同意

停战就几乎获得了俾斯麦向茹尔·法夫尔所讨价还价的一切。这

样一来，就使人觉得，从来还没有一个战胜国提出过比这更温和

１２１关于谈判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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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宽大的停战条件，也从来没有一个战败国比这更轻率地拒绝过

这些条件。茹尔·法夫尔在这次谈判中当然没有显示出才智，尽

管他的本能看来是相当好的，而俾斯麦却扮演了一个宽宏大量的

胜利者的新角色。德方的建议，像法夫尔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是

非常有利的，而且如果这个建议仅仅是像法夫尔所想的那样，那

就应当立刻接受。但是，在建议中包含着比法夫尔所看到的更多

的东西。

在平地上的两军之间，缔结停战协定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规

定一条分界线，也就是说在交战双方之间规定一个中立地带，问

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在平地上只有一方的军队，另一方的军

队虽然还存在，但是困在要塞中，这些要塞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敌

人包围着。所有这些要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停战期间它们的

地位将怎么样呢？俾斯麦对这一切竭力避开不谈。如果缔结了一

个为期两周的停战协定，而其中关于这些城市却一字未提，那末，

不言而喻，除了不对守备部队和要塞工事采取军事行动以外，一

切都应当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这样，比奇、麦茨、法耳斯布

尔、巴黎以及谁知道还有多少的别的要塞，仍然被围困，它们的

一切供应和交通线仍然被切断；要塞中的人们和没有缔结停战协

定时一样，继续消耗贮粮。因此，停战给围攻者带来的结果，就

会几乎同继续作战时一样。并且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在

停战期间，这些要塞有一个或几个把贮粮全部吃光了，他们为了

不致饿死而不得不立刻向围攻军投降。由此可见，一贯狡猾的俾

斯麦伯爵是打算利用停战来迫使敌人的要塞投降的。当然，如果

谈判继续进行，并且到了起草协定的时候，法军参谋部会识破这

一点，并且一定会提出有关被围城市方面的要求，那时这个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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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会被拆穿了。但是，茹尔·法夫尔先生从自己方面来说，应

当彻底研究俾斯麦的建议，并且识破他的阴谋。如果法夫尔先生

问一问在停战期间那些被围城市的地位将会怎样，他就不会让俾

斯麦伯爵得到一个在全世界面前炫耀他那虚假的宽宏大量的机

会。然而法夫尔先生没有能力揭穿这种虚假的宽宏大量，虽然要

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难。他没有这样做，却对于把斯特拉斯堡连同

其守备部队作为战俘一起交出的这个要求勃然大怒，以致全世界

都清楚地看到：甚至在最近两个月的惨痛教训之后，法国政府的

代表还不能判断实际情况，因为他仍然ｓｏｕｓ ｌａ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ｈｒａｓｅ〔为一些词句左右〕。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５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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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

即使在导致法国几个军团实际复灭的莫名其妙的错误发生

后，法国实际上被仅仅占领其八分之一领土的胜利者控制的这个

事实，仍然使人惊奇。真正被德军占领的不过是由斯特拉斯堡到

凡尔赛和由凡尔赛到色当的这一线。在这个狭窄的地带，法军仍

然扼守着巴黎、麦茨、蒙梅迪、凡尔登、提翁维耳、比奇和法耳

斯布尔等要塞。对这些要塞的监视、封锁或围攻几乎用去了德军

迄今派到法国的全部兵力。可能德军还有足够的骑兵用来扫荡巴

黎周围直到奥尔良、卢昂、亚眠甚至更远的地区的敌人；但是休

想目前真正占领某一广大地区。是的，在亚尔萨斯，在斯特拉斯

堡以南现在驻有４万到５万后备军，而且这支军队如果同斯特拉

斯堡城下的围攻军的大部分部队会合起来，其数量可能增加一倍。

这支军队大概是用来向法国南部进军的，因为有人断定，这些军

队将向伯尔福、伯桑松和里昂进军。这三个要塞都是巨大的营垒，

并在距要塞主墙相当远的地方筑有独立堡垒；要想同时围攻或者

甚至严密封锁这三个要塞，都需要比这支军队的现有数量还要多

的兵力。因此，我们相信，这种论断纯粹是为了转移视线而散布

的，其实新开来的德军对这些要塞将只给以最小的注意；他们将

进入勃艮第最富庶的地区——索恩河谷，把它劫掠一空，然后向

卢瓦尔河前进，以便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联系，相机行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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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这支强大的部队在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直接联系（取得这种

联系后就不必同莱茵河取得直接的单独的联系）以前，只能用来

进行袭击，而不能控制广大地区。因此，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他

们的军事行动不会扩大德军实际占领的法国领土，德军占领的地

区仍将限于法国全部领土的八分之一；但是，尽管法国不愿意承

认，它实际上已经被征服了。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

其主要原因是法国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特别是军事指挥管

理系统过于集中。直到最近时期，法国为了军事目的还把全国划

分为２３个军区；尽可能在每个军区都驻守一个配有骑兵和炮兵的

步兵师。各师的师长和陆军部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此外，这些师

是单纯的行政组织而不是作战组织。师属的各个团从没有打算在

战时合编成旅；它们只是平时在惩戒方面隶属于同一位将军。一

旦有战争威胁，它们可能被派到完全不同的军、师或旅去。师司

令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司令部除外），即直属于将军本人的司

令部根本就没有。在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这２３个师曾合编为

６个军，每个军由一个法国元帅指挥。但是这些军和原来的师一

样，也不是适应战争的固定编制。它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为

了军事目的编成的６８。这些军没有真正的司令部。它们同普鲁士的

军完全相反，普鲁士的每个军都有固定的战时编制，有定额的步

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并且设有保持作战准备的军事指挥、卫

生、军法和行政等部门。法国军队的行政管理机关（如军需部门

等）不是接受指挥官（元帅或将军）的命令，而是直接接受巴黎

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巴黎陷于瘫痪状态，如果同巴黎的

交通线被切断，那末各地便没有任何组织核心，并同样地陷入瘫

痪状态，也许更严重，因为长期来被尊崇的各地对于巴黎及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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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权的依赖，已经传统地成为国家信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违犯

它不仅是罪恶，而且是冒渎神灵。

除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在

当前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未必亚于前者。这原因就是国内历史发展

的结果，法国的中心距东北边境太近。三百年以前，这个情况有

大得多的意义。当时，巴黎位于国境边缘。法国对德国和西班牙

（当时西班牙统治着比利时）进行的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目的都

是为了从东面和东北面夺取更大的地区来掩护巴黎。自从亨利二

世于１５５２年强占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的时候起到

革命时止，阿尔图阿、弗兰德和埃诺的一部分、洛林、亚尔萨斯

和蒙贝利亚尔等地先后被用同样方法并入法国，作为最先抵御敌

人向巴黎进攻的缓冲地带。我们应当承认，居民的种族、语言和

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

且法国主要由于１７８０—１７９８年的革命得以完全同化其余的地区。

但是甚至在当时，巴黎仍然经常遭受危险。从贝云到佩皮尼扬以

及从昂提布到日内瓦的陆地国界距巴黎很远。从日内瓦经巴塞尔

到亚尔萨斯的劳特尔堡的国界离巴黎的距离也一样；这样，国界

就形成了一条以巴黎为圆心的、半径为２５０英里的弧线。但是国

界在劳特尔堡离开了这条弧线而形成了一根弦，这根弦上有一点

距巴黎仅１２０英里。关于法国的国界，拉瓦累在他的沙文主义著

作６９中曾经说过：《Ｌà ｏù ｌｅ Ｒｈｉｎ ｎｏｕｓ ｑｕｉｔｔｅ，ｌ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在莱茵河离开我们的地方，危险便开始了”〕。但

是，如果我们把上述弧线从劳特尔堡向北延伸，那我们就会发现，

它几乎全部沿着莱茵河到达海边。这就是法国要求取得整个莱茵

河左岸地区的真正原因。只有在取得这个边界以后，巴黎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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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最暴露的一面也得到与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边境的掩护，而

且有一条河流作为国界。如果巴黎在军事上的安全是欧洲政治的

指导原则，那末，毫无疑问法国是有权要求这一点的。幸而情形

不是这样；既然法国宁愿把巴黎作为首都，那它在享有巴黎的有

利条件时，同等地，当然也要接受以巴黎为首都的不利方面，这

些不利方面之一就是：占领法国的一小部分领土（包括巴黎），就

会使整个国家的活动瘫痪下来。但是如果情形是这样，即法国没

有因为其首都得不到掩护而具有取得莱茵河的权利，那末，德国

就应当记住，同类性质的军事理由也不能使它有更多的权利要求

取得法国的领土。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５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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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一）

如果相信巴黎用气球送来的消息，那末这个城市现在有庞大

的军队在防守。那里有从各地来的流动自卫军１０—２０万人；有巴

黎的国民自卫军２５０个营，每营１５００人，而据某些人的说法，则

达到１８００—１９００人，按最低数字计算，总共也有３７５０００人；除

海军陆战队、水兵、自由射手等以外，在那里至少还有５万基干

部队。而且据最近的消息说，如果这些军队全部被击溃，那也还

有５０万能拿武器的市民，准备在需要时接替他们。

巴黎周围的德军包括６个北德意志军（第四、五、六、十一、

十二军和近卫军）、２个巴伐利亚军和１个维尔腾堡师，共计８个

半军，约２０万到２３万人，决不会更多。尽管德军分散在至少有

８０英里长的包围线上，但是大家知道，他们仍然把城内这支庞大

的军队围困住了，截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控制了从巴黎出来的所

有大小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胜利地击退了守军的一切出击。

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大概不容怀疑，关于巴黎有大量武装力量的消息是虚

构的。如果把人们常说的６０万武装人员这个数目减少到３５万或

者４０万，那末这比较接近真实。但是不能否认，在巴黎城内防守

的武装人员，比在城外攻击这个要塞的要多得多。

第二，巴黎守备部队的战斗素质差别很大。我们可以认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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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现在防守外围堡垒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是真正可靠的部队。

基干部队是麦克马洪军团的残部，它补充了预备兵，但其中大部分

是未经训练的新兵；９月１９日默东附近的战斗表明，基干部队的

士气低落。流动自卫军本身的素质很好，但现在才进行基本训练；

它缺少军官，而且装备着三种不同的步枪：沙斯波式步枪、改良的

米涅式步枪和未改良的米涅式步枪。无论怎样努力，无论怎样同敌

人互射，都不能在短期内使他们具备坚定性，而只有这种坚定性才

能够帮助他们完成最必要的任务，即在平地上迎击并击败敌军。流

动自卫军组织上的基本缺陷，是缺乏有经验的教官、军官和士官，

这个缺陷妨碍了把他们训练成为好兵。但是，看来他们仍不失为巴

黎防卫中最好的部队；至少，他们大概是愿意遵守纪律的。地方国

民自卫军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由工人组成的来自郊区的各个营，

是十分自觉并且坚决作战的；只要有在人格上和政治上都为他们

信赖的人来领导他们，他们就会服从指挥，会表现出那种特有的本

能的纪律性；但是任何其他的指挥官，他们都不会服从。此外，他们

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有经验的军官，如果事情没有发展到在街垒

进行决战，那末他们的优良的战斗素质是得不到检验的。但是，八

里桥所武装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是由资产阶级，主要是

由小商人组成的。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打仗。他们在武装起来以后，

所做的事情就是保卫他们的商店和住宅；而如果敌人从远距离上

炮击他们的住宅和商店，他们的战斗热情想必就会消失。同时，他

们与其说是组织起来对付外部敌人的一种力量，不如说是对付内

部敌人的一种力量。他们过去的一切传统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当

中十个有九个确信，这样一种内部敌人此刻正隐藏在巴黎的中心，

在等待好机会袭击他们。他们大部分是结了婚的人，不习惯于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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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危险，并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对每隔三天必须在城墙上露宿一

夜的辛苦的勤务发出怨言了。在这些部队中，会有一些连甚至营

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勇敢作战；但是就整体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

在执行正规的、艰苦的勤务时更是如此。

从巴黎守军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无怪乎包围巴黎的德军虽然

远不是那样多，而且很分散，但是并不害怕巴黎的任何攻击。事

实上，至今所进行的一切战斗都表明，巴黎军团（假如可以这样

称呼它的话）是不能进行野战的。９月１９日对包围军所作的第一

次大规模攻击是相当典型的。２个普鲁士团（第七团和第四十七

团）就把杜克罗将军的１个军（约３—４万人）牵制了一个半小时，

直到２个巴伐利亚团前来增援和１个巴伐利亚旅袭击法军的翼侧

为止；结果法军狼狈退却，放弃了一座有８门火炮的多面堡，并

且有大量人员被俘。德军参加这次战斗的人数不可能超过１５０００

人。从此以后，法军的出击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了。他们

放弃了进行决战的一切企图；他们只用小兵力袭击敌人的前哨和

其他小部队；如果有１旅、１师或者更大的法国部队越出堡垒线，

那他们也只限于佯攻。这些战斗的目的与其说是打击敌人，不如

说是在实战中训练新兵。无疑地，这些战斗将使他们逐渐获得训

练，但是在集中于巴黎的难以指挥的大量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

能够在规模这样有限的实践中得到好处。

特罗胥将军于９月３０日发表的文告清楚地表明，他在１９日

的战斗以后已完全看清了他所指挥的军队的素质。当然，他把失

败几乎完全归咎于基干部队，而对流动自卫军则非常宽容；但是

这只能证明，他认为（也是正确地认为）流动自卫军是他指挥的

军队中最好的部队。他的文告以及此后在战术上的改变都肯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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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他对他的军队在平地上作战的能力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此

外他还应当知道，法国可能剩下的号称里昂军团７０、卢瓦尔军团

等的其余一切部队，其成分和他自己的部队完全相同；因此，他

不能指望援军来解除对巴黎的封锁，即解巴黎之围。所以我们对

于特罗胥似乎在内阁里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的这个消息感到惊

奇。这个消息无疑是从柏林来的，而柏林不是提供有关巴黎情况

的公正情报的可靠来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特罗胥

抱有胜利的希望。从他在１８６７年对于军队组织的意见７１来看，他

是坚决拥护像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实行的那种四年现役和三年预

备役制度的。他甚至认为，普鲁士规定的服役期限（２年或３年）

根本不足以训练出好兵来。现在历史的嘲弄使他陷入了这样的境

地，即他率领完全没有经验的、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的和不守纪律

的兵士，来同他不久前还认为是只经过一半训练的普军作战；而

且他这次作战是在这支普军一个月中就粉碎了法国的全部正规军

以后。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６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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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曾指出，普鲁士的兵役制度远不是完善

的①。据宣称，它要使每个国民都成为兵士。用普鲁士官方的话来

讲，军队不是别的，只是“全民学习作战的学校”；但是进这个学

校的只占居民中很小的比例。我们现在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举

出一些精确的数字来说明它。

根据普鲁士统计局的材料７２，从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５４年，实际入伍

的人平均每年占适龄青年的９．８４％；适于服役但未应征入伍的每

年占８．２８％；由于生理缺陷根本不适于服役的占６．４０％；暂时不

适于服役而要在下一年度重新检查体格的占５３．２８％；其余的人

有的未报到，有的属于其他各类人员，他们数量很小，不值得在这

里一谈。这样看来，在这２４年当中，经过这个全民军事学校的青年

公民还不到十分之一；而这竟被称为“全民武装”７３！

１８６１年的统计数字如下：１８６１年年满２０岁的适龄青年为

２１７４３８人；待命征集入伍的以往各年度的适龄青年为３４８３６４人；

合计５６５８０２人。其中未报到的１４８９４６人，占２６．３２％；根本不适

于服役的１７７２７人，占３．０５％；编为补充兵７４的，即平时免役而战

时仍须服役的７６５９０人，占１３．５％；暂时不适于服役而需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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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体格的２３０２３６人，占４０．７９％；由于其他原因而免役的２２３６９

人，占３．９８％；剩下适于服役的有６９９３４人，占１２．３６％，其中实际

入伍的只有５９４５９人，占１０．５％。

无疑地，从１８６６年以来，每年入伍人数的百分比提高了，但不

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现在，北德意志的男子最多只有１２—１３％服

兵役。这当然和那些“特派记者”在德国动员时期所作的兴高采烈

的描述截然不同。据他们说，每个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男子都穿上

了军装，背上了步枪或者跨上了战马；各种生计都已停顿；工厂停

工了，商店关门了，庄稼留在田里没有人收割；一切生产都停顿了，

一切商业都停止经营了，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暂时失去生活气

息”的状态。一个民族的所有力量处于极度紧张中的这种状态只要

继续几个月，就一定会使它筋疲力竭。老百姓变成兵士的规模之大

当然是居住在德国以外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但是现在，在１００万以

上的人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以后，如果原来那些记者们再去看一看

德国，那末他们一定会看到，工厂在工作，庄稼已经收割，商店和事

务所照常营业。如果说生产曾经停顿过，那是因为订货不多，而不

是因为缺少工人；在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健壮的青年，他们和那些已

经到法国去的青年一样能够拿起武器。

这一切都可从上述数字中得到说明。服过兵役的男子的数目

当然不超过全部成年男子的１２％。因此在动员时征集入伍的人数

不可能超过１２％，还有整整８８％的人留在家里；当然，其中一部分

将在战争期间为了补充战斗和疾病所造成的损失而被征入伍。这

样，每半年还可以征集２—３％，但是仍然有绝大部分男子在任何

时候都不会被征集入伍。“全民武装”——这完全是一句空话。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早已指出过。普鲁士王朝和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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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要继续奉行自己的传统政策，他们就需要一支军队作为执

行这个政策的驯服工具。根据普鲁士的经验，要把一个普通的老百

姓训练得适于执行这种任务，就必须使他在军队中服３年现役。甚

至普鲁士最顽固的守旧派军人从来没有肯定地说过，步兵——他

们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在２年内学会履行自己的一

切军职，但是正如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年议院辩论中所指出的，真正的

军人精神，绝对服从的习惯，只有到第三年才能养成。而在规定的

军费预算额下，兵士服役时间愈长，入伍的新兵便愈少。现在，如果

服现役的期限是３年，每年有９万新兵入伍，如果是２年，每年可

以有１３５０００人入伍受到训练，如果是１８个月，每年可以有１８万

人入伍受到训练。从我们列举的数字中看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

点，身体合格的男子的数量是足够的，这从下面的数字中看得更清

楚。因此，我们看到，“全民武装”这句空话是用来掩盖建立一支以

实行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对内政策为目的的庞大的军

队。“全民武装”决不是符合俾斯麦的目的的合适工具。

北德意志联邦的人口近３０００万。战时军队的人数按整数算有

９５万，即仅占人口的３．１７％。每年年满２０岁的青年约占人口的

１．２３％，即３６万人。根据德意志小邦的经验来看，其中立刻或者在

２年以内可以服现役的足有一半，约１８万人。其余的大部分适于

担任警备勤务；但是我们可以暂且不把他们计算在内。普鲁士的统

计数字看来同这个数字不一样，普鲁士的统计数字基于一些明显

的原因必然要编造得从外表上看来同“全民武装”这个幻想相吻

合。但是，这里也就暴露了真相。１８６１年除了适于服现役的６９９３４

人以外，还有７６５９０人编为补充兵，这样就使适于服役的人数总计

为１４６５２４人，其中只有５９４５９人即４０％被征入伍。无论如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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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认为，有一半青年适于服现役。在这种情形

下，每年可以有１８万新兵编入基干部队，然后像现在一样保持１２

年的兵役义务。这就会提供２１６万受过训练的兵士，那末，即使完

全扣除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减员，这个数目也比现有军

队的人数多一倍以上。如果对另一半青年在年满２５岁时再进行一

次体格检查，那末从中至少还可以征集５０—６０万人甚至更多的很

好的守备部队。如果有６—８％的居民事先受过军事训练和教育，

并在国家遭到进攻时应征入伍，而且和现在所做的一样在平时保

持所有部队所需的骨干，这才真正是“全民武装”；但是，这将不是

为寡头政治的利益去进行战争、为进行掠夺或者在国内推行反动

政策效劳的军队了。

毕竟，这只是把普鲁士的空话变成现实。既然单是这种近似的

“全民武装”就具有这样大的力量，那末真正的全民武装又会具有

多么大的威力呢？而我们可以相信，法国会以某种形式把这种近似

的全民武装变成真正的全民武装，如果普鲁士坚持侵略，迫使法国

这样做的话。法国将成为一个举国皆兵的国家，并且在几年以后，

能够以一种绝对优势的兵力使普鲁士惊讶，正像今年夏天普鲁士

曾经使全世界惊讶一样。但是，难道普鲁士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

吗？当然可以，不过那时的普鲁士就不再是今天的普鲁士了。它将

赢得防御力量，同时减弱了进攻力量。它将有更多的兵士，但是这

些兵士在战争开始时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入侵准备；普鲁士将不得

不放弃一切侵略的念头，至于它现行的对内政策，那将遇到严重的

威胁。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６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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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短评（二十二）

在前面一篇短评中，我们曾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甚至现在在

斯特拉斯堡陷落后，尽管入侵的军队还没有占领法国领土的六分

之一，但它在法国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几乎已全部使用上了①。这

个问题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谈谈它。

在麦茨附近，被困在它的堡垒线以内的巴赞军团牵制了德军

８个军（第一、二、三、七、八、九、十军以及黑森师和库梅尔将军指

挥的１个后备军的师），共计１６个步兵师。在巴黎附近占用了１７

个步兵师（近卫军、北德意志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巴伐利亚

第一军和第二军以及维尔腾堡师）。新编的第十三军、第十四军（大

部分是后备军编成的）和上述各军的某些部队，则占领已征服的地

区，监视、封锁或者围攻占领区内仍在法军手中的要塞。德军现有

的可用于积极行动的兵力，只有斯特拉斯堡投降后抽出的第十五

军（巴登师和至少１个后备军的师）。这个军应从后备军的生力部

队中得到补充，然后在更往南的方向上采取某些性质尚无法确知

的行动。

现在，这些兵力几乎包括德国现有的全部已组织起来的部队，

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即第四基干营不包括在内。这与奥地利战

６３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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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的做法不同，那时它们都被派去同敌人作战，而这次这１１４

个第四营都留在国内；根据它们的最初的任务，它们应作为骨干去

训练和编组那些征来补充各团由于战斗或疾病所造成的损失的新

兵。只要把营内１０００名新兵训练到能够在前线担任战斗勤务，便

把他们补充到本团的３个基干营去；这种工作在９月中旬麦茨激

战以后曾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第四营的军官和军士仍留在原处，

准备接收和训练另１０００名补充兵或本年度的新兵。在现在这种不

能确切预料结束时间的残酷的战争中，这种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但

是目前，这一措施使德军不能把这１１４个营以及相应数量的骑兵

和炮兵共计２０万人用去作战。除这部分兵力以外，全部德军都被

用来占领不足六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和包围这片领土上的麦茨和巴

黎这两个大要塞，因此德军可以用来在占领区以外的地方继续作

战的最多有６万人。而这是法国在要塞以外完全没有能进行认真

抵抗的军队的时候的情况。

如果在现代战争中以要塞为核心的大营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需要例证的话，那末这里就有这样的例证。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

会说明，被围的部队根本没有很好地利用所说的两个营垒。就麦茨

要塞的规模和意义来说，它的守备部队太多了，而巴黎则几乎完全

没有适于在野战条件下行动的真正部队。然而前一个要塞目前还

是牵制了至少２４万敌军，后一个要塞牵制了２５万敌军；因此，如

果法国在卢瓦尔河以南哪怕有２０万真正的兵士，围攻巴黎就不可

能了。不幸的是法国没有这２０万兵士，而且看来一般也不会在需

要的时间内把他们征集、组织和训练出来。因此，这两个巨大的防

御中心的陷落只是几个星期以内的事。麦茨的军队直到现在始终

出色地保持着纪律和战斗素质，但是他们的攻击所经常遇到的还

７３１战争短评（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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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最后必将打破他们得救的一切希望。法国兵士是优秀的要塞防

御者，并且他们在被围攻时远比在野战中能够经得起失败；但是，

如果士气沮丧的现象一旦在他们中间出现，也就迅速地、不可遏制

地蔓延起来。至于巴黎，我们对于甘必大先生所说的巴黎有４０万

国民自卫军、１０万流动自卫军和６万基干部队的话，就像他所说

的巴黎现在正在制造无数的加农炮和多管炮以及巴黎街垒威力巨

大的话一样，是不会过于按字面去理解的。但是无疑地，巴黎有充

分的可能进行极其顽强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由于守备部队的性

质必然是消极的，而且会失去最有力的手段——向围攻的敌军进

行猛烈的攻击。

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如果法国人还有真正的民族热忱，那

末一切都还是可以做到的。当入侵敌军除去６万名兵士和只能进

行袭击但不能制服敌人的骑兵外，全部兵力都被牵制在占领区内

时，法国在其余六分之五的地区内可以建立足够多的武装部队，用

来到处袭扰敌军，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破坏桥梁和铁路，毁掉他们

后方的粮食和弹药，以此迫使他们从两大军团中抽出大量兵力，以

致巴赞可能设法从麦茨突围，而巴黎的包围成为泡影。这些武装部

队的活动现在就已经成为使德军严重不安的根源，虽然暂时还不

是一种危险；当巴黎周围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消耗殆尽而德军

不得不到更远的地区去征发时，这种不安还将随之增长。目前在亚

尔萨斯建立的德军新部队，不论它们将向南方进行什么远征，大概

都会很快被调回来，因为德军必须保证自己的交通线和占领巴黎

周围的广大地区。但是，如果法国人民像西班牙人在１８０８年７５那

样为高涨的民族热忱所激励，如果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村镇都变

成要塞，每个农民和市民都变成战士，那末德军的命运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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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那时，甚至各第四营的２０万人都不足以征服这样的民族了。但

是这种高涨的民族热忱今天在文明国家中已不常见。它可以在墨

西哥人和土耳其人中间找到，但是在追逐金钱的西欧，它的源泉已

经枯竭；而第二帝国这个梦魔使法国窒息的这２０年，绝没有使它

的民族性格受到锻炼。结果我们看到：说得多而做得少；表面的事

做得多而组织工作几乎完全被忽视；真正的抵抗很少而对敌人的

屈服很多；真正的兵士很少而自由射手很多。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６６号

９３１战争短评（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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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三）

柏林普军参谋部的军官们大概开始忍耐不住了。他们通过“泰

晤士报”和“每日新闻”７６驻柏林记者告诉我们说，已经在几天之内

在巴黎城下准备好攻城兵器，围攻很快就要开始。对于这个准备工

作，我们有怀疑。第一，我们知道，唯一可以使用的铁路线上靠近茹

瓦尔河岸拉费尔特的几个隧道已被退却的法军炸毁，至今仍然没

有修复；第二，我们还知道，对于巴黎这样大的要塞进行有效的正

规围攻所需攻城兵器的数量很大，即使铁路时刻畅通也需要很长

时间才能把它们运齐；第三，虽然从柏林发出这个消息以后已经过

去五六天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已挖掘好第一道平行壕的消息。

因此，我们应当得出结论：所谓围攻或者说正规攻击的准备指的是

非正规攻击也就是炮击的准备。

但是，要想抱着某种迫使巴黎投降的希望去炮击它，就需要比

正规围攻多得多的火炮。在正规围攻时，可以限于攻击防线的一点

或两点；而在炮击时，却必须对整个广大市区连续不断地发射大量

的炮弹，到处造成居民无力扑灭的大火灾，并且使灭火工作过分危

险。要知道我们曾经见过，甚至８５０００人的斯特拉斯堡也能够出色

地经受住几乎空前猛烈的炮击，并且除了某些准确划定了的不得

不牺牲的地区以外，都顺利地制止了火势的蔓延。这是因为城市的

面积较大的缘故。一个只有５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人的不大的要塞，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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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量的防弹掩蔽部，就容易因遭受炮击而被迫投降；但是一个

有５万到１０万人的城市却能够经受住猛烈的炮击，如果它像法国

的大部分城市那样，用方块石建筑的或者房屋有很厚的砖墙，就更

加如此。巴黎在筑垒线以内的地区面积，长１２公里，宽１０公里；在

旧城７７，即市内建筑物最稠密的部分的面积长９公里，宽７公里，也

就是说，这一部分市区的面积约为５０００万平方米，即将近６０００万

平方码。平均每小时向这个地区的每１０００平方码内发射一发炮

弹，那末一小时就需要６万发炮弹，一昼夜就需要１５０万发炮弹；

为此至少需要２０００门重炮。但是每小时向长宽都几乎各为１００英

尺的地区发射一发炮弹，那末这就是微弱的炮击。固然，可以暂时

集中炮火轰击一个或者几个街区，直到它们被彻底炸毁时为止，然

后再把炮火转向邻近的街区；但是要使这种炮击奏效，就要在几乎

和正规围攻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进行，而且靠这种做法逼使

要塞投降的把握无疑更小了。

此外，巴黎在它的各堡垒陷落以前实际上处在有效的炮击距

离以外。现在围攻者在城外夏提荣附近占领的离城最近的高地，距

离几乎正好位于市中心的司法厅７８也足有８０００米（相当于８７００码

或５英里）。在南面，敌人离市中心的距离到处都大致和这里的相

等。在东北方面，堡垒线距市中心有１００００米（１１０００多码），所以

在这个地区内，任何一个炮队都还要配置在再远２０００码，也就是

说，配置在距离司法厅七八英里的地方。在西北方面，塞纳河湾和

蒙瓦勒里安堡垒很好地掩护着城市，以致炮队只能配置在闭合的

多面堡内或正规的平行壕内，这就是说在正规围攻开始以前炮击

（我们认为这是它的序幕）是不可能的。

现在，口径为５、６、７、８、９英寸，发射炮弹重２５到３００磅或

１４１战争短评（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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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磅以上的普鲁士重型线膛炮的射程可以达到５英里，这是无

庸置疑的。１８６４年，在哈美马尔克就曾经用二十四磅线膛炮从

５７００步（等于４７５０码或将近３英里）的距离上轰击了宗德堡７９，虽

然这还是旧式青铜炮，发射重６８磅的炮弹时只能经受重量不超过

４—５磅的装药。射角必然很大，并且不得不专门改造了炮架，因为

它在使用较大装药时要损坏。普鲁士的新式钢铸炮能够经受比炮

弹重得多的装药，但是想达到５英里的射程，还是需要很大的射

角，而炮架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造；如果炮架不加改造就用来射击

与它不相适应的目标，那末很快就会被损坏。使用全装药，甚至以

５—６度这样不大的角度进行射击，也比任何东西都更迅速地损坏

炮架，何况现在所需的射角平均至少为１５度，因此炮架就会和巴

黎的房屋一样迅速地被破坏。即使把这种困难也撇开不谈，那末距

市中心５英里的炮队对巴黎进行的炮击充其量也只能是局部的炮

击。它所造成的破坏足以引起愤怒，但不足以引起畏惧。在这样的

距离上，炮弹不可能十分准确地命中指定的市区。即使下命令避免

射击某些地区，但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不管从炮队所在的高地

上看得多么清楚，也未必能够幸免。军事建筑物、兵工厂、弹药库、

器材库等，即使围攻者观察得到，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加以击毁；

因此说炮击的目的是破坏被围者的防御手段这种通常的借口是站

不住脚的。我们上面所谈的一切，是以围攻者拥有进行真正有效的

炮击的手段，即大约２０００门大口径线膛炮和臼炮为前提的。倘若

如我们现在所预料的，德军的攻城炮兵纵列大约是４００到５００门

火炮，那末这是不足以对城市发生迫使它投降的影响的。

虽然炮击要塞还被认为是战争公法允许的，但这种手段毕竟

会给居民带来许多灾难，所以在我们的时代，谁施行炮击而没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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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把握用这种方法迫使要塞投降，谁就会受到历史的谴责。维克

多·雨果认为，巴黎是神圣的城市（最神圣的城市）！攻击巴黎的任

何企图都是冒渎神灵的行为，他的沙文主义观点使我们发笑。我们

看待巴黎同看待任何其他筑垒城市一样，如果它决心防守，那末它

就要经受敌人进行正规围攻、使用攻城堑壕和攻城炮以及流弹破

坏非军事建筑物所造成的危险。但是，如果将来终于对巴黎进行炮

击（尽管单凭炮击并不能迫使巴黎投降），那末这将是一个只有少

数人会认为应当由毛奇的参谋部负责的军事错误。有人会说，巴黎

遭受炮击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６８号

３４１战争短评（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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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茨 的 命 运

如果相信柏林来的消息，那末普军参谋部似乎认为，巴黎将先

于麦茨被攻克。但是这个看法显然既以政治上的理由为根据，也以

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俾斯麦伯爵所期待的巴黎市内的骚动还没

有开始；但是他们估计，只要在城市上空一响起围攻者的重炮的吼

声，城内就必然发生纷争和内战。巴黎人至今还没有使德军大本营

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可能他们直到最后也不会使它得到

证实。如果是这样，那末本月底攻占巴黎的打算几乎肯定要落空，

而麦茨可能先于巴黎投降。

作为要塞，麦茨比巴黎坚固得多。巴黎的工事是根据这样一种

设想构筑的，即全部或至少大部分战败的法军会退到这里，并以不

断向敌人攻击的方法进行防御，而敌人由于企图包围该城，在其不

得不占领的长长的战线上的各点的兵力不可避免地会减弱。所以

巴黎工事本身的抵抗力并不很大，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事先根据现

在波拿巴主义者的战略的错误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来采取措施，那

就会使工程费用大量增加，而防守的时间未必会因此而延长两个

星期以上。此外，在被围攻期间或被围攻前构筑土质工事也可以大

大加强要塞工事。而麦茨的情形完全不同。它是科尔蒙太涅以及

上一世纪其他许多卓越的工程师遗留给现代的一个有着很坚固的

防御工事的要塞。第二帝国为了使它甚至能防御线膛炮的轰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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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个要塞变成一个仅次于巴黎的巨大营垒，又在它的周围距市

中心２．５—３英里的地方增设了７个很大的独立堡垒。因此，即使

麦茨城内只有一般的战时守备部队，对它的围攻也会是很长时间

的战斗行动。但是，现在在这些堡垒的掩护下有１０万人，因此围攻

麦茨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仍然为法军控制着的地区一直伸展到

堡垒线以外整整２英里处；要把法军击回堡垒线以内并夺取挖掘

堑壕所需的地区，就要进行一系列只有在塞瓦斯托波尔才见过的

那种白刃战。假定守军不因频繁的战斗而士气沮丧，而围攻军也不

因损失大量兵员而削弱，那末战斗就可能持续许多月。正因为如

此，德军没有打算进行正规围攻，而是力图用饥困的方法迫使这个

要塞投降。只要严密封锁，那末城内的１０万大军和大约６万市民

以及逃到堡垒线以内避难的大量乡村居民，迟早总会吃完贮粮。甚

至也可能在这以前就会由于守军的士气沮丧而交出要塞。当一支

军队看到自己被紧紧包围，而突破包围圈的一切尝试全归无效，得

到外援的一切希望也都破灭的时候，即使最好的军队也会在显然

仅仅是为了保持军旗的荣誉而不得不忍受的苦难、匮乏、困难和危

险的折磨下，逐渐失去纪律和团结精神。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徒劳无益地力图寻求这种军心涣散的征

候。麦茨城内的贮粮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因而麦茨的军队有够

吃相当长时期的粮食。不过贮粮虽然很足，看来质量却很坏，这也

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贮粮对军队来说只是偶然遗留在城内的物

资，而根本不是为了现在这个目的而准备的。因此，兵士的食物最

后变得不但不合他们的习惯，而且完全不符合标准，并引起了各种

疾病；由于这些致病的原因的影响日益加强，疾病也日益严重。看

来封锁的这一阶段现在已经到来了。麦茨所缺乏的物资包括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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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农民的主要的和习惯的食物）和食盐。食盐是保持健康所绝

对必需的，而因为法国人几乎只靠面包来供给淀粉以增加脂肪，所

以面包也和食盐一样是绝对必需的。由于兵士和居民被迫以肉食

为主，据说已发生痢疾和坏血病。虽然我们不能过于相信逃兵的供

词，因为逃兵通常所说的都是他们认为可以讨好于俘获他们的人

的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事

情也必然是这样。不言而喻，由于这个原因，军心涣散的可能性会

迅速增大。

呆在麦茨附近的一位很有才干的“每日新闻”记者，在报道１０

月７日巴赞出击的情形时写道，在法军占领圣埃鲁瓦堡垒（位于麦

茨以北，在摩塞尔河谷内）以北的几个村庄以后，便在河旁靠近自

己右翼的地方组成了一支不下３万人的部队，向德军前进。这个纵

队或者这个由几路纵队组成的部队的使命显然是突破包围圈。完

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极大的决心。这些纵队必须直接进入那些集中

火力射击他们的部队和炮队所排成的半圆形内；在与敌人大部兵

力直接接触以前，敌人的火力是会不断加强的，而那时，如果法军

能够击溃敌人，敌人的火力马上就会大大减弱，但是如果他们被迫

退却，那就会再次遭到敌人同样的交叉射击。兵士们看来是懂得这

一点的；此外，对于这次需要全力以赴的战斗，巴赞大概使用了他

最好的部队。但是据说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到达大部分德军的步枪

射击范围以内。他们在到达危险点以前，敌人的炮兵和散兵线的火

力便打乱了他们的队形：“密集的纵队起先是动摇，接着便溃散

了”。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些在维昂维耳、格腊

韦洛特会战以及最近各次出击期间，无论在猛烈的火力下或白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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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斗中都能勇敢作战的人们有这样的表现。看来，这种甚至没有能

力试图认真完成所受领的任务的情况证明，麦茨的军队已不是从

前的军队了。这可能还不是军心涣散的征候，而只不过是说明士气

低落、悲观失望，说明他们感到任何尝试都已徒劳无益。但是这种

情况离真正的军心涣散已经不远了，对于法国兵士来说尤其如此。

虽然根据这些征候就预言麦茨将很快陷落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

我们不久以后还看不到麦茨防御力量减弱的其他征候，那毕竟是

值得奇怪的。

麦茨投降比巴黎陷落对战争进程所产生的精神影响要小得

多，但物质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巴黎被攻占，法国也许会屈服，但是

这种必要性不会比现在更大。因为现在包围巴黎的军队绝大部分

那时必须扼守这一城市和它的近郊，所以德军能不能抽出充分的

兵力前进到波尔多，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麦茨投降，德军

就可以抽出２０万以上的兵力，而根据各地在要塞以外的法军部队

的现状来看，这样一支军队是完全可以在这个无人防御的国土上

长驱直入和为所欲为的。曾经被两个大营垒阻挡住的进一步扩大

占领范围的行动立即就会重新开始，而现在可能是很有效的开展

游击战的一切尝试，那时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７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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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四）

巴黎被围已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间，我们关于巴黎两个情

况的预言①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第一，巴黎无从指望任何法军及

时前来解围。在卢瓦尔军团内骑兵和野战炮兵极为不足，而步兵除

极少数以外，不是新编的部队，便是士气沮丧的老部队，军官配备

不齐全；这些部队完全没有团结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他们

在平地上同冯·德尔·坦恩率领的那些老练的、为不断的胜利所

鼓舞的兵士交锋。即使卢瓦尔军团增加到１０万或者１２万人（这在

巴黎陷落以前还可能作到），它也无力解围。德军依靠骑兵和野战

炮兵的巨大优势（只要攻城炮兵纵列及其人员一到巴黎，就可从巴

黎城下大量地抽调骑兵和野战炮兵），以及依靠自己的步兵在质量

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把握地用少数的兵力来迎击这样的军队。此

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可能把现在巴黎以东和以北５０—６０英

里的地区进行扫荡的部队以及包围部队中的一两个师暂时派去增

援冯·德尔·坦恩。至于说里昂军团，如果它还有什么部队确实存

在的话，那末他们全部都将忙于对付韦德尔将军的北德意志第十

四军（现在厄比纳尔和维祖耳）和在第十四军后面或右侧前进的第

十五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的北方军团还没有编成。就现有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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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看，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流动自卫军极端缺乏军官并且训

练很差；而地方国民自卫军，可能还有大部分流动自卫军，则要用

来担任集中在梅济埃尔和哈佛尔之间２５个或更多的要塞的守备

任务。因此，从这方面未必可以指望得到有效的援助，巴黎也就只

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第二，现已了解清楚，巴黎的守备部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

攻。这支守备部队的成分和巴黎以外的军队相同，它同样缺少骑兵

和野战炮兵。９月１９日和３０日以及１０月１３日的三次出击，完全

证明了他们无力给包围部队以稍微严重的打击。据包围部队说：

“法军就这样连我们的第一线也没有能够突破。”虽然特罗胥将军

公开声明，他所以不愿意在平地上攻击敌人是因为缺乏野战炮兵，

并且他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野战炮兵以前，是不会再走出要塞的，但

是他不可能不知道，世界上任何野战炮兵都不能防止他第一次ｅｎ

 ｍａｓｓｅ〔大规模〕出击的惨败的结局。但是到了他的野战炮兵准

备就绪——如果这不是单纯的借口的话——的时候，德军炮队轰

击堡垒的炮火和紧闭的包围圈将使它无法在平地上使用。

看来，特罗胥和他的司令部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的一切

措施都说明是单纯的消极防御，除了为满足无法约束的守备部队

的坚决要求而必须进行出击以外，已不进行任何大规模出击了。垒

墙不可能长期经受德军重炮的轰击，关于这些重炮，将在下面较详

细地谈到。可能会像柏林参谋部所期望的那样，两三天的时间就足

以击毁南面各堡垒垒墙上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用间接射击的方法

破坏护堡壕内岸一两处石砌部分，然后对堡垒进行强攻，而配置在

制高点上的炮队采用火力阻止堡垒后面的工事给堡垒有效的支

援。无论是堡垒的结构或是地形对此都不会有丝毫妨碍。巴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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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所有堡垒的护堡壕的内岸，即垒墙的外侧，都是只在地平面以下

的部分才用石砌，通常认为这是不足以使工事预防用云梯进行强

攻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从军队将经常用积极的方法防御巴黎

这个设想来看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甚至可能还是一个

优点，因为对低处的石砌部分，炮队从观察不到的地方进行间接射

击是很难命中的。因此，如果只从炮队所在的高地不能以曲射火力

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要在远距离上打开缺口就更加困难了；不过，

这只有在现地才能做出判断。

无论如何，不应期望南面的这些堡垒在高地的瞰制下并在重

型线膛炮最有效的射程内能进行长期抵抗。不过，守备部队主要还

在这些堡垒的紧后面，在堡垒和要塞围墙之间，发挥了积极性。这

里到处都构筑了许多土质工事；虽然不言而喻，我们不了解它们的

全部详情，但可以相信，它们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周密，有预见性，

而且很巧妙，法国工程师们就因这一切而在两百多年来一直名列

前茅。显然，这里正是防御者选来作战的地方，这里的雏谷和丘陵

斜坡，以及大多为石质建筑物的工厂和村庄，可减轻工程作业，也

有利于只经过一些训练的新编部队进行抵抗。我们认为，正是在这

里德军将要进行最艰巨的工作。的确，我们从“每日新闻”上的柏林

消息得知，德军满足于占领一部分堡垒，而用饥困的办法来完成其

余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不炸毁堡垒，不重新退到他们

现在的阵地上，而仅仅进行围困，那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如果他

们竟然这样做，那末法军就能够利用反接近壕逐渐夺回失地。因此

我们估计，德军的企图是扼守所有能攻占的堡垒作为适合的炮兵

阵地以进行射击，用流弹恐吓居民，或者用他们所有的火炮进行最

猛烈的轰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无法避开防御者在选定的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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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准备的地区内对他们的挑战，因为那些堡垒将处在新工事的近

距离有效火力范围以内。在这里，我们可能会亲眼看到这次战争中

有某种研究价值的、对于军事科学甚至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最后一

次搏斗。在这里，防御者将重新有可能发动攻势（虽然其规模较

小），并借此恢复一定程度的均势，延长抵抗的时间，直到迫于饥饿

而投降为止。因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巴黎已经用去了一个月的贮

粮，而巴黎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再维持一个月以

上的贮粮。

关于德军的攻城炮，看来在“特派记者”中存在着很大的概念

上的混乱。如果注意到德军炮兵各种口径的火炮的命名所根据的

原则至少和英国所根据的原则同样荒谬和互相矛盾的话，那末这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现在，当这些重炮随时都可能开火的时候，大

概应当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在斯特拉斯堡城下使用的旧式攻城

炮有二十五磅臼炮和五十磅臼炮，这些炮现在已调到巴黎附近。它

们是根据与炮膛直径相适应的球形石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其中一

种口径大约为８１ ２英寸，另一种为８
３
４英寸，而现在发射的球形

炮弹的实际重量，前者为６４磅，后者为１２５磅。其次，还有一种口

径为２１厘米即８１ ４英寸的线膛臼炮，它发射的长炮弹长２０英寸，

重量略大于２００磅。这些臼炮所以有巨大的效能，不仅是因为膛线

使炮弹具有更大的命中率，而且主要是因为这种着发性的长炮弹

落下时，其较重的、装有着发信管的头部总是朝前，能保证装药在

弹体同目标接触的瞬间爆炸，因而冲击力和爆炸力能够同时发生

作用。在那里的线膛炮有十二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加农炮，这是根

据炮膛未加膛线以前通常发射的球形实心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它

们的口径分别约为４１ ２英寸和５
１
２英寸，其炮弹的重量各为３３

１５１战争短评（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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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和６４磅。此外，还有一些重型线膛炮已运往巴黎，这些炮是用在

装甲舰上和用在海岸防御中对付装甲舰的。关于这些炮的构造的

准确而详细的情况从来没有公布过，但它们的口径为７、８和９英

寸，炮弹重量相应地约为１２０、２００和３００磅。在塞瓦斯托波尔双方

使用过的最重的火炮是英国的六十八磅海军炮、８英寸和１０英寸

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及法国的８３ ４英寸和１２英寸的发射

爆炸弹的加农炮，而最重的１２英寸球形炮弹重约１８０磅。因此，就

使用的炮弹的重量和数量而言，巴黎的围攻将超过塞瓦斯托波尔

的围攻，就像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超过以前的一切围攻一样。我们

还可以补充一句，德军攻城炮兵纵列的火炮数量将如我们所料，大

约为４００门。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７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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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哥沙——巴黎

为了对于巴黎的围攻和防御这样大规模的作战有一个正确的

概念，应当回顾一下战争史，看看过去哪一次大规模的围攻可以

（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们可能将要见到的情形的先例。如

果巴黎的防御是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像塞瓦斯

托波尔那样有野战部队前来援助或加强守备部队，那末塞瓦斯托

波尔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但是，巴黎却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

下进行防御的：它既没有能够进行积极防御和野战的守备部队，也

没有获得外援的可靠的希望。因此，历史上最大的塞瓦斯托波尔围

攻（其规模仅次于我们即将看到的围攻），不能对将要在巴黎发生

的情形提供正确的概念；而只有在围攻的较后阶段，并且主要是通

过对照，才可以同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相比较。

美国战争８０时期的历次围攻也不是合适的例子。这些围攻发

生在战争的这样的时期，即不但南军，而且连北军也随南军之后失

去了未经训练的民军的特点，并具有了正规军的性质。在所有这些

围攻中，防御都是非常积极的。无论在维克斯堡或在里士满，在围

攻之前都进行过长时间的战斗来争夺所有能配置攻城炮队的地

区，并且除了格兰特对里士满的最后一次围攻外，都有增援被围者

的尝试８１。但是，在巴黎这里，我们看到的守备部队却是些新兵，他

们只得到分散在城外的同样一些新兵的微弱支援，而攻击他们的

３５１萨拉哥沙——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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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支使用一切现代战争手段的正规军。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例

子，我们就必须回头看一看武装的民众不得不对正规军作战并且

确实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的最近一次战争，即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在

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在许多方面看来都合适的极好的例子，这便

是萨拉哥沙。

萨拉哥沙的直径仅为巴黎的三分之一，它的面积仅为巴黎的

九分之一，而它的防御工事虽然是仓卒构筑起来的，并且没有独立

堡垒，但就其总的防御能力来说却和巴黎的防御工事相似。萨拉哥

沙的守备部队有２５０００名西班牙兵士，他们是在土德拉附近战败

后退到这里来的８２，其中真正的基干部队兵士不超过１万人，其余

都是新兵；此外，还有武装的农民和当地居民，他们使萨拉哥沙的

守军增加到４万人。城内有１６０门火炮。在城外，在邻近的各省集

聚了约３万人，准备前来援助。另一方，法国元帅苏舍以不超过

２６０００人的兵力沿埃布罗河两岸包围这个要塞，另以９０００人在卡

拉太尤德掩护围攻。因此，双方的兵力对比与目前巴黎城内外双方

的兵力对比几乎相同，即被围的军队比围攻的军队几乎多一倍。但

是，萨拉哥沙人也像目前巴黎人一样，没有能力出来在平地上迎击

围攻者。在被围的萨拉哥沙城以外的西班牙人，也没有一次能有效

地破坏围攻。

对城市的包围在１８０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完成；到２９日，就得以在

距要塞主墙仅３５０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一道平行壕。１８０９年１月２

日，在距要塞主墙１００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１１日就打

开了缺口，并且以强攻夺占了整个被攻击的正面。但是当时，在由

正规军防守的平常的要塞停止了抵抗的地方，人民的抵抗行动刚

刚开始。法军强攻的那一部分要塞围墙同城市的其余部分被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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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新构筑的防御工事隔开了。横贯所有通往围墙的街道，都迅速

地筑起了土质工事，由炮兵防守，并且在它们后面的一定距离上也

筑起了工事。在具有炎热的南欧的厚实建筑物风格、墙壁极厚的房

屋内，开了射孔，因此步兵坚定地扼守了这些房屋。法军曾不断地

进行炮击，但是因为他们的重型臼炮很少，所以对城市并没有发生

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如此，炮击还是连续进行了４１天。为了迫使

城市投降，为了逐一占领房屋，法军不得不采取最慢的方法——埋

放炸药。最后，到了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被毁坏，而剩下的房

屋也不能居住的时候，萨拉哥沙于２月２０日投降了。在被围初期

城内原有的１０万人中，牺牲了５４０００人。

这次防御从某一点上说是卓越的，所获得的荣誉完全当之无

愧。但是，这个城市毕竟总共只抵抗了６３天。包围用了１０天，围

攻要塞用了１４天，围攻城内工事和争夺房屋用了３９天。牺牲的人

数同防御的持续时间和实际取得的结果对比，无论如何是不相称

的。如果萨拉哥沙有２万精兵防守，那末他们的出击就会阻止苏舍

以他现有的兵力继续围攻，而要塞就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直到

１８０９年奥地利战争８３结束时为止。

我们当然不认为巴黎会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巴黎的房屋无

论怎样坚固，在厚实程度上都不能同这个西班牙城市的房屋相比；

我们也没有根据设想巴黎居民会表现出１８０９年西班牙人那样的

狂热，或半数居民会甘愿战死或病死。但是，在萨拉哥沙要塞围墙

被攻破后，在市区的街道上、房屋内和寺院内展开的那种斗争，在

某种程度上可能在巴黎的堡垒和城墙之间的筑垒村庄和土质工事

内再次出现。正如我们昨天在“战争短评（二十四）”一文中所说的

那样，看来这里是防御的重心。在这里，缺乏经验的流动自卫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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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在几乎是均势的条件下迎击进攻的敌人，并且迫使他们采

取比柏林参谋部显然想像的更为正规的行动，因为柏林参谋部还

在不久以前曾指望在攻城炮队开火后１２天或１４天就迫使巴黎投

降。此外，在这里同防御者作战，就需要进攻者如此充分地使用臼

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致即使对城市进行局部的（但至少是

大规模的）炮击，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是无法想像的。在任何情况

下，要塞围墙以外的村庄，不论位于德军攻击正面和法军防线之间

的哪个地点，都将不得不牺牲。如果牺牲这些村庄可以保存城市的

话，那末这对于防御说来就更好了。

我们甚至无法大概说出，要塞围墙以外的地区可以防守多久。

这将决定于那里的工事本身的坚固程度，防御者的士气以及敌人

的攻击方法。如果抵抗坚决，德军为了保存兵力，将主要依靠炮兵

的火力。由于德军能够向任何一个地点集中猛烈的炮火，他们要进

到要塞围墙下，无论如何未必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破坏并用强攻

夺取要塞围墙将是几天的事情。不过，即使到了那时，防御者也没

有停止抵抗的绝对必要；但是，关于这些可能性最好是等到它们更

接近于现实的时候再来研究。在这以前，我们也不谈罗什弗尔先生

的街垒８４的优缺点。总之，我们认为，如果利用堡垒和要塞围墙之

间新筑的工事进行真正坚决的抵抗，那末进攻者将限于尽可能（这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防御者的力量）用炮兵进行曲射和直射，以

及试图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巴黎投降。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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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五）

当停战谈判８５正在进行的时候，分析一下德军各军的部署也

许是适宜的，因为看来这种部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了的。我们所

以谈德军，是因为关于法军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法军除了那些

被围困在麦茨的部队以外，几乎全是新兵。关于他们的组织情况报

纸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消息，而这个情况不可能不天天在变化。

此外，这些部队在历次战斗中都表明或多或少地不适于离开要塞

作战，这种素质使得关于他们的组织和人数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

了。

至于德军，我们知道，他们出动了北德意志的１３个军（包括近

卫军）、黑森的１个师、巴登的１个师、维尔腾堡的１个师和巴伐利

亚的２个军。北德意志第九军第十七师（其中１个旅由梅克伦堡人

编成）在法国舰队离开波罗的海以前，一直留在沿海地带。代替这

个师而编入第九军的是第二十五师即黑森师，它直到现在还在这

个军的编成内。同第十七师一起留在国内的，还有后备军９个师

（其中１个是近卫师，其余是普鲁士８个旧省８６的各１个师；自从

１８６６年普鲁士的制度在整个北德意志实行以来的这段时间，刚足

以在那里训练出必要数量的预备兵，但暂时还不足以训练出后备

军）。当法国舰队被召回，以及第四基干营补充完毕的时候，便有可

能使用这些兵力；他们被编成了新的军，派往法国。在战争结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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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未必会得知所有这些军的编成的详情，但是迄今所知道的

使我们对兵力部署计划的总的性质有了相当明确的概念。在麦茨

附近，有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所统率的第一、二、三、七、八、九和

第十军，其中第九军现在是由第十八师和第二十五师编成的；此

外，还有后备军的２个师，其中１个师是库梅尔将军指挥的第一师

（东普鲁士师），另１个师番号不明。在那里共计有１６个步兵师。

在巴黎城下，有王储所统率的北德意志的第五、六、十一军，巴

伐利亚的２个军和后备军的１个近卫师，萨克森王储所统率的北

德意志的第四军和第十二军和普鲁士近卫军，梅克伦堡大公所统

率的第十三军和维尔腾堡的１个师。第十三军由上面提到过的第

十七师和后备军的１个师编成。在这支共计２０个师的军队中，有

４个师被派去执行单独的任务。首先，冯·德尔·坦恩率领巴伐利

亚的２个师和北德意志第二十二师（属第十一军）向南部和西部进

军，以便用他的巴伐利亚部队扼守奥尔良和卢瓦尔河一线；与此同

时第二十二师（由维提希将军指挥）先后占领了夏托登和沙特尔。

其次，第十七师被调往巴黎东北，占领了郎城、苏瓦松、博韦、圣昆

廷等地。而其他部队——显然是多半由骑兵组成的游动队——几

乎进到了卢昂的门口。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兵力也相当１个师，那

末就会看出，从巴黎城下的军队中共计抽出了５个师去扫荡各地，

征集牲畜和粮秣，防止建立武装部队，并且把现在图尔的政府８７可

能派出的任何新的部队远远地阻挡住。这样，实际用于包围的还有

１５个步兵师，即７个半军。

梅克伦堡大公除了指挥第十三军外，还指挥香槟省和洛林以

西其他占领区内的所有独立作战的部队，色当、兰斯、埃佩尔讷、夏

龙和维特里的守备部队以及围攻凡尔登的部队。后者是由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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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后备军第八师编成的。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守备部队几乎全

是后备军，分别归这两个省的军事总督指挥。此外，还有在铁路和

大路沿线配置的部队，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维护这些道路完好以

利军事运输。这些部队是由各基干军派出的兵力组成的，其人数至

少相当于１个师，由《Ｅｔａｐｐ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ｔ》〔“兵站司令”〕指

挥。

巴登师和另一个后备军的师组成第十四军，这个军在韦德尔

将军指挥下现正向伯桑松前进，与此同时，施美林将军率领第四预

备师刚刚胜利地结束了对塞累斯塔的围攻，现在正开始夺取讷布

里扎克。我们在这里第一次遇到“预备师”的提法，在普鲁士的

军语里，预备师同后备军的师的概念是有重大差别的。事实上，在

后备军的９个师中，到现在我们已知道６个师的去向，并且完全

可以推测，其余３个师被用作亚尔萨斯、洛林和莱茵河一部分要

塞的守备部队。“预备师”这个术语的使用，证明各基干团的第四

营现已逐渐开入法国领土。每个军有９个，有时是１０个第四营；

它们合编为预备师，这些师的数量与军的数量相等，而且所用的

番号大概也与所属的军相同。由此可见，第四预备师是由在普鲁

士的萨克森补充的第四军各第四营编成的。这个师是新编的第十

五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军的另一个师是哪个师，我们不知

道，——也许它就是勒文费耳德将军所率领的刚从西里西亚出发

前往斯特拉斯堡的３个师中的１个；这样，其余２个师就编为第

十六军。这用去了１３个预备师中的４个师，其余的还可以使用的

９个师可能在北德意志。

至于这些部队的人数，在巴黎城下的北德意志各营，无疑地又

平均补充到７５０人；巴伐利亚各营的人数，据报道则较少。骑兵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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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原为１５０人，现在平均未必超过１００人；总之，在巴黎城下的每

个军平均为２５０００人，这样，实际在那里的全部军队共约１９万人。

在麦茨城下的各营，由于病员很多，人数可能少些，平均未必能有

７００人。后备军各营的人数恐怕不到５００人。

最近，波兰报刊开始把普军很大一部分荣誉说成是波兰人的。

实际情况是：普鲁士操波兰语的居民总数约为２００万人，即占北

德意志全部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这里我们还把上西里西亚的“水

上波兰人”和东普鲁士的马祖尔人８８也包括在内，而他们听到自己

被称为波兰人，是会大吃一惊的。第一、二、五、六军夹杂有波

兰兵士，但是波兰人实际上仅仅在第五军的一个师、还可能在第

六军的一个旅里占大多数。普鲁士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把军队中

的波兰人分编到许多军里。这样，西普鲁士的波兰人便分编在第

一军和第二军，而波兹南的波兰人则被分编在第二军和第五军，而

且德军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每个军的兵士大多数

为德国人。

现在，对凡尔登的围攻正在紧张地进行。城市和卫城的工事

虽不十分坚固，但是有很深的、灌满了水的护城壕。１０月１１日和

１２日，守备部队被逐出了要塞周围的村庄，于是包围就完成了；１３

日，配置在距工事７００—１３００码的地方的４８门加农炮和臼炮（在

色当缴获的法国炮）开始了轰击。１４日，从色当调来了一些旧式的

法国二十四磅炮；次日，又调来了一些曾用以攻占土尔的新式的普

鲁士二十四磅线膛炮。１８日，这些火炮全部开火。城市由于建筑物

非常密集，看来遭到了严重破坏。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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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茨 的 陷 落

目前的战争是投降的战争，其中每次投降在规模上好像注定

要超过前一次。起初是８４０００人在色当缴械投降，而与这相同的，

或者甚至有点相似的事件，在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甚至在奥地利

的历次战争中都没有见过。现在发生了１７万人同麦茨要塞一起投

降的事件，这超过了色当，就像色当超过以往历次投降一样。麦茨

是否还要被巴黎超过呢？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那末这一点几乎

可以不用怀疑。

有三个基本错误把拿破仑从８月２日引导到９月２日，由萨

尔布吕肯引导到色当，并使法国实际上丧失了全部军队，这些错误

就是：第一，法军在迎击敌人的进攻时所处的阵地，使获胜的德军

能够楔入法军分散的各军之间，结果把法军割裂为两支独立的部

队，并使它们彼此不能会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战；第二，巴赞军团在

麦茨行动迟疑，结果被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第三，援救巴赞所用的

兵力和所沿的路线，简直是唆使敌人俘掳全部援军。第一个错误的

后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错误的后果，在色

当充分表现出来了；第二个错误的后果，我们刚刚在麦茨看到。拿

破仑曾经给“莱茵军团”安排了在遍设要塞的国土上艰苦奋战的前

景，现在他们全部正是在这些要塞内或在前往这些要塞的途中，不

过已经身为战俘了，而法国不仅是在实质上，而且是不折不扣地丧

１６１麦 茨 的 陷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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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几乎所有的正规军。

兵员的损失和随麦茨一起交出的物资方面的损失（数量想必

是巨大的）本身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最沉重的打

击。对法国来说，最坏的是连同这些人员和物资一起还丧失了比

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需要的那个军事组织。法国有大量的兵员，甚

至受过训练的２５岁到３５岁的人也不下３０万。物资可以从国内仓

库和工厂调拨以及向国外购买来补充。在现在的情况下，任何能

用的后装枪都可以使用，不管它的构造怎样，也不管一种枪的弹

药是否适用于另一种。如果政府有效地利用电报和轮船，并且愿

意使用一切有用的东西，那末现在就可能握有比所能使用的还要

多的武器和弹药。在这个期间甚至还可以得到野炮。然而，最需

要的还是能够把所有这些武装的人员组成军队的坚强的组织。这

个组织体现在正规军的军官和军士的身上，而在他们缴械以后，利

用这个组织的可能性就会最终消失。法军因战斗伤亡和投降而减

少的军官人数目前不会少于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人，军士的损失大约要

多两倍。在这样数量的组织力量一下子从国防体系中失去以后，要

把一群普通人变成整连整营的兵士，那是极端困难的。谁要是见

过民众队伍——无论是巴登的Ｆｒｅｉｓｃｈａａｒｅｎ，在布尔河作战的扬

基志愿兵，法国的流动自卫军或是不列颠志愿军８９——的操练或

战斗，谁就会立刻明白，这些军队无能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

于军官不了解自己的职责；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国有谁能教会他

们执行自己的职责呢？为数很少的领半薪的退役的或残弱的老军

官是不足以实现这个目的的；他们也不可能用在一切场合；须知训

练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的；训练不仅要靠讲解，而且要靠

动作和示范。各营为数不多的新军官或刚刚提升的军士，如果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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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老军官的动作，那末很快就会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如果几

乎所有的军官都是新的，甚至连可以提升为军官的老军士也很少，

那将怎么办呢？目前那些几乎在每次战斗中都表明不适于以大集

团进行野战的兵士，如果能编入巴赞原来的营，或者哪怕是仅由巴

赞的军官和军士来指挥，就会很快学会作战。而法国在这次战争中

把几乎最后残存的军事组织丧失得一干二净，主要是由于麦茨投

降。

关于防御的情形，我们只有在听到防御者自己的说明以后，才

能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如果真的有１７万能拿武器的人投降了

的话，那末可以推想防御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从８月底以来，

包围军从来没有两倍于被围军队的兵力。包围军的人数看来在

２０—２３万人之间，同时仅仅第一线的部队就分布在周长不下２７

英里的包围圈上。这就是说，主力一定要占领周长至少为３６—４０

英里的包围圈。此外，这个圆圈被摩塞尔河分为两部分，而这条河

只有经过第一线后面一定距离内的桥梁才可以渡过。如果说这支

１７万人的军队无论在这个圆圈的哪一点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

敌人足够数量的援兵到达以前进行突围，那末我们必须做出结论：

或者包围军的部署值得特别赞扬，或者是被围者从来没有尽力设

法突围。我们大概会了解到，目前也像整个这次战争一样，政治上

的考虑使得军事行动陷于瘫痪。

如果现在不缔结和约，那末法国不久就将感受到这个新的灾

难的后果。我们估计，德军将留下后备军２个师作为麦茨的守备部

队。第二军已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但这决不是说，这个军将参加对

首都的包围。然而即使它参加包围，毛奇可以向任何地点调动的兵

力仍然有６个军，即至少有１３—１４万人。军队同德国的交通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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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遣许多部队就可以维持；为了这个

目的，他只需派遣少数兵力，如果一般地说还有这种需要的话。其

余的兵力可以用来侵入法国西部和南部。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

不必要的。他们可能将分为两三部分，这同冯·德尔·坦恩的军合

在一起至少有１５万人，并且可能奉命向法国那些迄今尚未被德军

占领的地区进军。一个军几乎无疑地一定以５条铁路线的会合点

勒芒为中心，占领富庶的诺曼底省和曼恩省，直到卢瓦尔河为止。

另一个军将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维尔一线的敌人，并占

领或破坏布尔日的军火库和兵工厂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这个

军可能从麦茨出发，路经尚未征发一空的肖蒙和奥塞尔。第三个军

可能径直向南前进，以便同韦德尔将军取得联系。因为法国内地几

乎完全没有名副其实的要塞，所以在这里除了新兵短暂的抵抗和

民众比较消极的但又比较顽强的抵抗以外，就再没有什全抵抗了。

至于毛奇是企图用这些一下子腾出来的全部军队去围攻更多的要

塞还是甚至攻占像瑟堡这样的要塞军港，这要将来见分晓；现在，

除了控制铁路干线的法耳斯布尔和伯尔福——当然还有巴黎——

以外，他是不需要夺取更多的要塞的。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８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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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六）

现在已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在麦茨投降的军队确实是

１７３０００人，其中１４万人是能拿武器的，３万多人是病号和伤员。

“每日新闻”在来自柏林的电讯中报道了据该报说是关于这些军队

编成的全部详情的消息：６７个步兵团，１３个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àｐｉｅｄ〔猎

步兵〕营，１８个第四营和后备营，３６个骑兵团，其中有１０个胸甲骑

兵团，１个吉德９０团，１１个龙骑兵团，２个枪骑兵团、３个骠骑兵团、

６个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àｃｈｅｖａｌ〔猎骑兵〕团和３个。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 ｄ’Ａｆｒｉｑｕｅ

〔非洲猎兵〕团，此外还有６个后备骑兵连。大概这个消息来自柏林

的普军参谋部，并且综合了麦茨的法军兵力编成的情况，这个综合

报告不是根据预先的、间接的材料便是根据法军在投降时交给战

胜者的清册做出的。后者的可能性看来最大。我们知道，在麦茨曾

有过以下的步兵部队：近卫军（８个团，即３０个步兵营和１个猎步

兵营）、弗罗萨尔的第二军（３个师）、德坎的第三军（以前由巴赞指

挥，计４个师）、拉德米罗的第四军（３个师）、康罗贝尔的第六军（３

个师）和德·法伊的第五军的１个师，共计１４个基干师，其中除了

康罗贝尔的２个师没有猎步兵以外，每个师的编制内都是１个猎

步兵营和４个基干团（１２个基干营）。这共计１２个猎步兵营和１６８

个基干营；加上近卫军，就有１３个猎步兵营和１９８个步兵营；再加

上１８个后备营，总共有２２９个营。这要比“每日新闻”所报道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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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２２１个营略多一些。另一方面，这里列出的只有６４个步兵团，而

我们上述报界同人报道的数字则为６７个。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出结

论，所差的３个团是麦茨的警备部队，因此没有计算在“莱茵军团”

的编制内。至于营的数目上的不一致，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许多团

在８月的各次战斗中和９、１０两月的各次出击中遭受的损失以及

疾病所造成的减员，显然弄得不得不把３个营合编成２个营，甚至

可能合编成１个营。

这样一支与莱比锡城下的拿破仑军队９１同样庞大的兵力，竟

会被迫投降，这是战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甚至在这一事件发生以

后的现在，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支军队的兵力同

胜利者的兵力作一对比，那末这就更无法想像了。８月１８日，巴赞

由格腊韦洛特各高地被击退到麦茨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以内；几

天以后，要塞完全被围。但是，曾在格腊韦洛特附近作战的德军中，

有３个军共７５个营拨归萨克森王储指挥；这至迟是８月２４日的

事情，因为３天以后他的骑兵在比桑西附近击溃了麦克马洪的

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àｃｈｅｖａｌ。德军在麦茨附近只剩下７个军（１７５个营）和

后备军１２个营，共１８７个营，以包围一支至少有２２１个营的军队！

当时，巴赞一定有１６万人，甚至更多。普军当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

他们的预备部队的生力军来弥补最近会战中的损失；但是不能设

想他们的营又补充到了１０００人的足额。纵然设想普军把这些营的

人数补充到１０００人（后备军则除外，每营编制只有５００—６００人），

那末他们也不会超过１８２０００人，或者再加上骑兵和炮兵，共约２４

万人，这就是说，仅仅比麦茨被围的军队多一半，同时，这２４万人

曾分散配置在一个长达２７英里的战线上，而且他们还被一条无法

徒涉的河流分为两个单独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容怀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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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赞真正试图以他的大量军队突围的话，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除非真的设想法军在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

法军了，而这样设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巴赞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放弃了从麦

茨突围的打算，这在本“短评”的笔者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每天的拖

延减少了他在这方面成功的希望，这也是无疑的，虽然现在普军自

己好像认为，如果他们处于这种境地，他们是能够完成这个困难的

任务的。但是仍然令人莫解的是巴赞在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无所作

为或者至少是犹豫不决。８月３１日，他曾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并

且在当天整个夜间和第二天早晨仍然继续进攻；但是，普军３个师

却足以把他驱逐到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内。如果注意到他所能用

以进攻的大量的兵力，那末，这次进攻看来是非常无力的。一位统

率着１６个师的精锐步兵的将军，居然被敌军３个师击退，还有比

这更糟糕的么！

至于谈到那些据说使巴赞在９月４日革命以后无所作为的政

治上的理由以及他在被围的后期在敌人的纵容下所参与的政治阴

谋９２，那末它们是完全符合于第二帝国的利益的，因为它们的目的

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恢复这一帝国。如果一位指挥当时法国仅

有的一支正规军的将军竟会想到在侵入本国的敌军的帮助下来恢

复已复灭的王朝，那末这只能说明，第二帝国对于法国人的性格的

无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巴赞以往的军事生涯绝不是光彩的。他的墨西哥远征９３仅仅

证明，他关心奖赏甚于关心本国的荣誉和威望。他被任命为莱茵军

团总司令完全出于偶然：他获得这个职位不是因为他是可能的人

选中最合适的，而是因为他不是最不合适的一个；决定性的理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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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什么，总之不是纯军事的。巴赞将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人物，

他在法国的战史上干下了最可耻的行径：阻碍了１６万法军去突破

当时在人数上肯定少于他们的德军的包围，并且在断粮时把他们

作为战俘献给了敌人。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４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８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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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皇 的 辩 白

如同其他遭到不幸的伟大人物一样，路易－拿破仑好像也意

识到，他必须向公众说明那些使他不得不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由

萨尔布吕肯退到色当的原因；因此，我们现在获得了一份应当看作

是他的说明的材料９４。既然无论从文件本身还是从外在情况来看

都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不如说是相反，——

那末我们此刻认为它是真实的。而且，仅仅出于礼貌也几乎应当这

样做，因为如果说有过哪一个文件既在整体上又在细节上证实了

“派尔－麦尔新闻”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的话，那末这就是法皇的这

个自我辩白了。

路易－拿破仑告诉我们，他深知德军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他

曾经希望用下面这个方法来抵销这个优势，那就是迅速攻入南德

意志，迫使南德意志保持中立，并依靠最初的胜利来保证他同奥地

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盟。为此，１５万人应当集中在麦茨，１０万人集

中在斯特拉斯堡，５万人集中在夏龙。前两支迅速集中的军队预计

在卡尔斯卢厄附近渡过莱茵河，同时夏龙的５万人应当向麦茨前

进，以对付敌人向进攻军队的翼侧和后方采取的任何运动。但是当

法皇刚到达麦茨的时候，这个计划便成为泡影了。他发现那里只有

１０万人，斯特拉斯堡只有４万人，而康罗贝尔指挥的预备队到处

都有，偏偏就是在他们应当在的夏龙没有。其次，军队没有行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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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物品：背囊、帐篷、行军锅和饭盒。此外，对于敌人的位置又

一无所知。事实上，大胆而迅速的进攻一开始就变成小心谨慎的防

御了。

对于“派尔－麦尔新闻”的读者说来，上述这一切未必有什么

新的东西。我们的“战争短评”曾经把上述进攻计划当作法国人所

能采用的最合理的计划而概略地谈到过，同时还指出过不得不放

弃这个计划的原因①。但是对于作为法皇最初失败的直接原因的

那个情况，他却没有说明，那就是：他既然早已放弃进攻的意图，为

什么还错误地把几个军留在边境附近的进攻阵地上呢？至于他所

列举的数字，我们马上就会来作批判性的分析。

法皇认为法国军事指挥管理瓦解的原因是

“我们的军事组织存在着五十年来一直存在的缺陷”。

但是，这个组织经受考验现在确实不是第一次。在克里木战争

中，它曾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意大利战争开始时，它

曾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当时，在英国和德国，它被奉为军队组织的

典范。没有疑问。甚至在那时，它已经出现许多缺陷了。但是，那

时的军事组织和现在的军事组织之间有一个差别：那时它起作用

而现在则不起作用。然而，法皇却不愿说明这个变化，虽然需要说

明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第二帝国的最大弱点正是在这里，它以

形形色色的营私舞弊的行为败坏了这个组织的机能。

当军队退到麦茨时，

“它的兵力在康罗贝尔元帅率领２个师和预备队到达以后增为１４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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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拿这个说法同不久前在麦茨缴械的军队人数对照的时

候，便不得不更仔细地考察法皇所说的数字。斯特拉斯堡的军队原

定由麦克马洪、德·法伊和杜埃的几个军组成，共计１０个师，总数

１０万人；但是现在却说这支军队不超过４万人。即使我们把杜埃

军的３个师完全撇开不谈（虽然其中有１个师在维尔特会战时或

会战后曾前往援助麦克马洪），那末平均每个师（１３个营）也不到

６０００人，即每营仅有４３０人，何况一部分被编入骑兵和炮兵的人

还根本没有考虑在内。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完全了解盛行贪污浪费

的第二帝国，我们也不能强使自己相信，在征集预备兵和归休兵

２０天以后，这支军队会是９０个这样的营，它们的战斗人员平均是

４３０人，而不是９００人。至于麦茨的军队，那末那里的近卫军和１０

个基干师共有１６１个营；即使我们假定小册子中所指的１０万人仅

仅是步兵，而完全不考虑一部分人被编入骑兵或炮兵，那末每营仍

然不超过６２０人，这个数字无疑低于实际数字。更奇怪的是，这支

军队在退到麦茨以后，由于康罗贝尔的２个师以及预备队的到来

增加到１４万人。因此，新增的兵力为４万人。然而，在施皮歇恩会

战后到达麦茨的“预备队”只可能包括骑兵和炮兵（因为近卫军早

已到达麦茨），所以它的人数不会超过２万人。由此可见，其余的２

万人就是康罗贝尔的２个师，如以２５个营计算，每营为８００人，这

就是说，根据这个计算，准备最不充分的康罗贝尔的各营反而比那

些早已集中和准备就绪的各营人数要多得多。然而，如果说麦茨的

军队在８月１４日、１６日和１８日这几次会战以前仅有１４万人，那

末除去这三天的损失（一定不下５万人），除去以后出击中的损失

和因病死亡的人数后，巴赞怎么还能够向普军交出１７３０００人当俘

虏呢？我们所以要分析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这些数字彼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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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这次战争中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这些数字完全不确实，

一下子就可以推翻。

除了军队组织以外，还有其他情况阻碍了皇帝之鹰飞向胜利。

这首先是“恶劣的天气”，其次是“辎重的牵累”，最后是

“我们对敌军的位置和兵力常常一无所知”。

的确这是三个非常伤脑筋的情况。但是恶劣的天气对于双方

都是一样的；要知道，国王威廉在所有他虔诚地说到天意的场合，

从来都没有提到德军阵地上阳光普照，而法军阵地上阴雨连绵。此

外，德军也不是没有辎重的牵累。至于不了解敌军的位置，那末这

里有一封拿破仑第一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当时约瑟夫在西班牙

也曾抱怨过同样的困难；这封信对发泄这类怨言的将军来说远不

是称赞的信９５。信中说道，如果将军不知道敌人的位置，那末这是

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且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当读到这

一类替如此拙劣的指挥辩白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怀疑，这个小册子

是否真的是写给成年人阅读的。

对于路易－拿破仑就他自己所起的作用的叙述，他的朋友并

不十分高兴。在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会战后，他“决定立刻把军队撤

到夏龙兵营”。但是，这个计划起初虽经内阁同意，但两天以后又被

认为“会对舆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法皇在接到艾·奥利维耶先

生（！）谈到这一点的信件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他把军队带往摩

塞尔河左岸，然后因为“没有预见到全面的会战而只估计到局部的

冲突”，便离开军队前往夏龙。在他一离开后，就发生了８月１６日

和１８日的会战，结果巴赞和他的军队被困在麦茨。与此同时，皇后

和内阁越权背着皇帝召开了议院会议，而随着这个拥有非常权力

的机构——阿尔卡迪亚村女９６的立法团——的会议的召开，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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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大家知道，包括２５名议员的反对派掌握了全

权，并且“麻痹了多数派的爱国心，并使政府有成效的活动陷于瘫

痪”，正如我们大家所记得的，这里谈到的并不是伪善的奥利维耶

政府，而是粗暴的八里桥政府。

“此后，大臣们好像害怕提起皇帝的名字；而他本人，在仅仅为了重握权

柄而离开了军队并放弃了指挥权以后，不久便发现，要把他自己的角色扮演

到底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上，人们已向他示意：他实际上已被废黜，他已成为不能

容忍的人了。许多有点自尊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退位的。但

是不然，他的（说得温和点）犹豫不决还在继续；他跟随着麦克马洪

军团，简直是一个累赘；他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巴黎政府坚持要

麦克马洪去援救巴赞。麦克马洪表示拒绝，因为这无异于把他的军

团派去送死；八里桥则坚持自己的主张。

“至于皇帝，他没有反对过这一点。他也不会想到去反对政府以及在极端

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这样的智慧和毅力的摄政皇后的意旨。”

这个人的温顺使我们感动，因为他２０年来一直认为，服从他

的个人意志是拯救法国的唯一途径，而现在，当“巴黎强迫执行违

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则的作战计划”时，他却没有反对，因为他似

乎从来不会想到去反对如此等等的摄政皇后的意旨！

对实行这个致命的进军的军队状况的叙述，连一切细节都确

实地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判断①。其中只有一个说轻了的情况。德·

法伊的军在强行军的退却中竟能不经过战斗而把“几乎全部辎重”

丢光；但是，这个军好像没有估计到这个情况的全部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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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军团开往兰斯。２３日，它进到贝特尼维耳（在直通

凡尔登和麦茨的路上）附近的絮维普河。但是补给的困难迫使麦克

马洪立刻折回到铁路线上；因此，２４日军队折向左而到了勒太耳。

在那里，２５日整天用于给部队分配粮食。２６日，司令部转移到东面

１２英里的土尔特隆；２７日，又转移到更东６英里的勒申－波浦勒。

在这里，麦克马洪发现德军８个军包围他，于是下令重新向西退

却；但是当夜从巴黎来了坚决要他向麦茨进军的命令。

“无庸置疑，皇帝本可以撤销这个命令，但是他决心不反对摄政的决定。”

这种崇高的温顺使麦克马洪不得不服从；于是，他在２８日到

达了东面６英里的斯通。但是“这些命令和反命令造成了运动的迟

延”。在这时候，

“普军以急行军前进，而我们被辎重牵累〈又一次！〉①，带着疲劳的军队

花了６天才走了２５里约②”。

接着经过８月３０日、３１日及９月１日的战斗，于是遭到复

灭，复灭的经过叙述得很全面，但是没有任何新的细节。然后，就是

由此得出的教训：

“当然，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但是，如果军事行动不是一直服从政治上

的考虑，那末这个战斗也许会坚持得久些，给我军的灾难也会小一些。”

第二帝国的崩溃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的消失，没有引起任何

人的惋惜，——它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通常给予遭到很大不幸的

人的那种起码的怜悯心也丝毫没有给予第二帝国。甚至《ｈ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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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ｒ ａｕ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ｍａｌｈｅｕｒｅｕｘ》〔“对于失败英雄的尊敬”〕——

现在用法语说这句话的时候已不可能不带有某些讽刺的意

味，——似乎也没有给予它。我们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能否

从这个文件中得到很多好处。从这个文件来看，他那卓绝的战略远

见每每因巴黎政府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发出的荒谬命令而化为乌

有，而他那可以撤销这些荒谬命令的权力也由于他对摄政皇后的

无限尊敬而化为乌有。关于这本少有的可怜的小册子所能说的好

话，这就是它证实了“如果军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

战事一定不可避免地恶化。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５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８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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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境内的战斗

在战争最初的６个星期中，德军节节胜利，入侵军夺取新地区

的兵力还没有完全用尽，并且前线还有法国军队抵抗他们，这时战

斗一般说来还是军队与军队间的战斗。沦陷区的居民只有少数参

加了战斗。固然，十来个亚尔萨斯农民曾因参战和把伤兵打成残废

而被送交军事法庭处死；但是，像在巴泽耳发生的那种惨案还是罕

见的例外。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这一惨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

及报界就德军在这个村庄的行为是否正当而展开的一场热烈的辩

论。如果值得重新展开这场辩论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根据目击者无

可非议的陈述来证明，巴泽耳的居民的确袭击了巴伐利亚伤兵，虐

待了他们，并把他们抛入了中弹起火的房屋中；因此，冯·德尔·

坦恩将军发出了毁灭整个村庄这一愚蠢的和野蛮的命令——它之

所以是愚蠢的和野蛮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个命令必须烧毁里面

躺着好几百个他自己的伤兵的民房。但是，不管怎样，巴泽耳是在

激战中、在房屋里和街道上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被破坏的，当时

必须立即根据报告采取措施和定下决心，并且没有时间去对证供

词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最近的６个星期内，战争的特点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法

国的正规军消失了，战斗由新兵进行了，他们由于缺乏训练和经验

或多或少地成了非正规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企图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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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员在平地上作战，他们就容易被击败；然而在村庄和城市内在

街垒和设有枪眼的房屋掩护下作战时，他们却能进行顽强的抵抗。

政府的号召和命令鼓励他们进行这类战斗，采用夜袭和其他为小

型战争所特有的袭击行动；政府也号召在新兵作战地区的居民全

力协助他们。如果敌人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领全国，那末这种抵抗

就容易被摧毁了。但是，在麦茨投降以前敌人并没有这样的兵力。

入侵军的兵力在一方面到达亚眠、卢昂、勒芒、布卢瓦、图尔和布尔

日以及另一方面到达伯桑松和里昂以前就已耗尽了。敌人的兵力

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耗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抵抗愈来愈

强烈。那声名狼藉的“４名枪骑兵”倘若不冒被俘或被杀的危险，现

在就不能闯入远离自己战线的村庄或城市为所欲为了。征发队必

须有相当的兵力护送，而单独的步兵连或骑兵连在村庄宿营时必

须特别防备夜袭，在行军中必须特别防备伏击。在德军阵地周围都

有一片德军或法军都未能占领的地带，而正是在这里民众的抵抗

显得最为坚强。为了镇压这种民众的抵抗，德军采用了既陈腐而又

野蛮的战争公法。他们奉为准则的是：每个城市或村庄，只要有一

个或几个居民参加防御，射击他们的部队，总之，只要是帮助了法

军，就必须烧光；凡他们认为不是正规军的兵士而被捉到时手持武

器者，必须就地枪决；凡有根据认为某城市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犯有

类似罪行时，这个城市所有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须立即杀光。这些办

法已残酷地实行了将近６个星期，并且现在仍在全力推行。你只要

一翻开德国的报纸，就不会看不到半打关于这类军事处决的消息，

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是“正直的军人”以有益的严

厉态度对“卑鄙的凶手和强盗”进行军事审判的普通办法。完全没

有什么紊乱、掠夺、奸淫妇女和违反命令的事情。这一类的事一点

７７１法国境内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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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一切都是有系统地按照命令进行的：把遭难的村庄包围起

来，把居民驱逐出去，把粮食夺走，把房屋烧毁，把真的犯罪分子或

嫌疑分子送交军事法庭，而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准是残酷的审判

和半打枪弹。在阿布利——一个有９００居民、位于通往沙特尔的路

上的村庄，第十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骠骑兵团的１个连在

夜间遭到了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损失了一半兵员；为了惩罚这种无

理的行为，整个骑兵旅开到了阿布利，放火烧毁了村庄；两则不同

的消息——两者都来自这一惨剧的参加者——都说，所有健康的

男子都被挑了出来，无一幸免地被枪决或杀死。然而这只不过是许

许多多事实中的一个。在奥尔良城郊的一个巴伐利亚军官写道，他

的部队在１２天当中烧毁了５座村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法国

中部，凡是德军游动队经过的地方，沿途常常是烟火弥漫、血迹斑

斑。

现在，在１８７０年，简单地说这类行动是合法的作战方法，说居

民或者没有被正式承认为军人的人的参战等于强盗行为而可以用

火和剑予以镇压，恐怕是不行的。这一切只能够适用于路易十四

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当时斗争仅仅是由军队来进行的。但

是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直到美国内战，无论在欧洲或美洲，民众参

加战斗已不是例外而成为常规了。凡是一个民族仅仅因其军队无

力抵抗而屈服时，人们都普遍地把他们鄙视为懦弱的民族。凡是

一个民族刚毅地进行这样的游击战时，入侵者很快就觉察到：奉

行那种血和火的古老法典是不行了。英国人在美洲９７，拿破仑时代

的法国人在西班牙，以及１８４８年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都

因为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被俘人员进行报复，很快便不得不承认

人民的抵抗是完全合法的。甚至１８４９年普军在巴登时，以及教

８７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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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①在门塔纳会战
９８
以后，也不敢不分皂白地枪杀战俘，尽管后者

是游击队员和“造反者”。现代，残酷地奉行“斩尽杀绝”这个陈

腐的法典的例子只有两个，即英军对印度西帕依起义９９的镇压和

巴赞及其手下的法军在墨西哥的行为。

世界各国军队中，普军是最不应当重复这种行动的军队。１８０６

年，普鲁士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全国丝毫没有这种人民抵抗的精

神。１８０７年以后，指挥管理和军队的改革者尽了他们一切力量来

复活这种精神。当时，西班牙树立了一个民族能够怎样抵抗入侵军

的光辉的榜样。普鲁士的所有军事领导人都曾向他们的同胞指出

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在

这一点上全都持有同一见解；格奈泽瑙甚至亲赴西班牙对拿破仑

作战。当时普鲁士实行的整个新的军事制度，就是企图至少在君主

专制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组织人民抵抗敌人。不仅所有身

体适于服役的男子必须入伍服役，然后再转入后备军服役到４０

岁，而且１７—２０岁的青年和４０—６０岁的男子必须编入民军，即

ｌｅｖéｅ ｅｎ ｍａｓｓｅ〔民众武装〕。民军应当在敌人的后方和翼侧举

行暴动，扰乱他们的运动，截获敌人的补给品和传令兵，利用一切

可以得到的武器，不加选择地使用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愈有效

愈好”——来惊扰入侵敌人，而最主要的是，

“不着任何制服，以便民军随时都可以重新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现而不

被敌人识破”。

整个这一“民军条例”（即１８１３年所颁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法

令的名称，其制订人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军队的组织者夏恩霍斯

９７１法国境内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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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是本着不妥协的民众抵抗精神制定的。民众为了进行抵抗，一

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愈有效愈好。但是这一切是普鲁士人曾经

打算用来对付法军的，如果法国人现在也用这些方法来对付普军，

那末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一种情形下被认为是爱国的行

为，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却是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

问题在于：现在的普鲁士政府认为这个老的、半革命的“民军

条例”是可耻的，并且极力以自己在法国的行为来使人忘记这个条

例。但是它在法国的每一个惨无人道的行为却愈来愈使我们想起

了这个“条例”；而替这种可耻的作战方法所作的辩护只能证明：如

果说自耶拿会战以来普鲁士军队已无比地壮大了，那末普鲁士政

府本身却在迅速地造成曾使耶拿会战得以重演的那种局面。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９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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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七）

那些同甘必大先生一样，以为卢瓦尔军团在进行了巧妙的、配

合良好的运动而迫使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撤离奥尔良

以后将立即向巴黎挺进的人们，注定失望了。库耳米埃附近的战

斗１００（不管人们以后怎样称呼它）发生在１１月９日，而到１３日黄

昏，巴伐利亚军队的先头部队看来还是留在距奥尔良仅２５英里的

土里附近，而没有受到骚扰。

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在初战获胜后，不仅表现了健全的

理智，而且表现了精神上的力量，适时地停止了前进，这使他获得

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甘必大先生在他后面向他的兵士们宣布，

他们正向巴黎前进，巴黎在等待着他们，巴黎必须从野蛮人的手中

解救出来，因此，要控制住这些新的、半守纪律的部队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如果不立刻率领他们向敌人前进，他们便会马上叫喊这

是“叛变”，而当敌人真正让他们认识到厉害时，他们却又会立刻逃

跑。奥雷耳在前往巴黎的路上控制住了自己的兵士，这一事实说

明，他为训练他们而作出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同时他以初战的胜

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使法军获得初次胜利的部署在各方面都

是合适的。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四郊的部队不会超过２５０００

人，他所以能够继续扼守这个暴露的阵地，是因为认识到他的经过

考验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对方任何数量的新兵中间打开一

１８１战争短评（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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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道路。奥雷耳可以用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对巴伐利亚军队作战，

于是他采取了在这种场合常用的战法：他迂回了他们的两翼，展开

了大量兵力（特别是在他们的右翼的后方），以致冯·德尔·坦恩

不得不立刻向他的援兵那里退却。这支援兵在１１日（或至迟在１２

日）在土里同他会合；他们包括维提希的北德意志步兵第二十二

师、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骑兵师和第十三军（由北德意志第十七师

和维尔腾堡师编成）。由此可见，集中在土里由梅克伦堡大公指挥

的兵力至少有６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０人。尽管他们是由一个非常平庸的将

领指挥，但是奥雷耳将军在决定攻击他们以前，还必须认真地考虑

一切情况。

但是，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迫使奥雷耳将军在采

取任何新的行动以前等待一下。如果他真的打算去援救巴黎，那末

他应当十分明白，他本身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除非同

时从要塞本身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支援他。我们知道，特罗胥将军挑

选了一部分最有训练和组织最好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可以称为巴

黎的积极作战的部队。这支由杜克罗将军指挥的部队，显然是用来

进行大规模的出击的，而没有这种出击，像巴黎这样的要塞的防

御，就同一个右手绑着绷带作战的兵士一样。

巴黎军团的这一改编在时间上和卢瓦尔军团的进军相吻合，

也许不是偶然的。特罗胥将军和奥雷耳将军无疑曾企图利用气球

和通信鸽相约在预定的时间采取协同行动；只要德军不先攻击卢

瓦尔军团，那末我们可以期待，就在奥雷耳继续前进的同时或几乎

同时，巴黎会进行大规模的出击。这个出击大概至少将以杜克罗３

个军的全部兵力在巴黎南面进行，如果成功，同卢瓦尔军团的联系

就可以在这里建立起来。同时在东北面和西北面，特罗胥的“第三

２８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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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将在堡垒火力的支援下进行佯攻和牵制性攻击，以阻止包围

的部队向南面派遣援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切也

都在毛奇将军的意料之中，因此他不会措手不及。尽管法军将在战

场上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但是我们确信，军队质量和指挥水平的

差别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要使巴黎从“野蛮人”的铁钳中解救出来的这种尝试终于有某

种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须尽快地行动。除了和卢瓦尔军团对垒的５

个步兵师以外，在巴黎城下现在有１６个步兵师（第二、四、五、六、

十二军、近卫军、巴伐利亚第二军、第二十一师和后备军的１个近

卫师）。根据毛奇的看法，这些兵力完全足以有效地封锁巴黎；否

则，他就会从麦茨投降后腾出的军队中调遣更多的兵力前往巴黎，

而不仅仅是第二军。如果注意到巴黎城外的德军阵地到处都有构

筑得很坚固的工事，而且不久将有强大的攻城炮队掩护，那末这个

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得到关于弗里德里希－卡

尔亲王的消息，在麦茨投降后他同３个军（第三、九、十军）一起去

向不明。从那时以后，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关于他的部队的消息是一

则简讯：１１月７日“第九团”在上马尔纳的肖蒙城外与流动自卫军

发生了冲突。第九团隶属于第二军的第七旅，而这个军已经到达巴

黎城下，因此整个消息就不可理解了。以后查明，是电报把第九旅

误写成了第九团。这样，事情就弄清楚了：第九旅是第三军的第一

个旅，因而它属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这次冲突的地

点，以及柏林军界认为整个说来是可靠的消息，即亲王已向特鲁瓦

进军，并在７日或８日到达该地的消息，使我们几乎不再有任何疑

问：他选择了我们预料他的主力必定要走的路线，即“从麦茨出发，

路经肖蒙和奥塞尔，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维尔一线的敌

３８１战争短评（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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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①。现在我们得悉，这支军队在桑城附

近占领了云纳河线，该地距卢瓦尔河畔的纪安约５０英里，距蒙塔

尔纪仅３０英里，而由蒙塔尔纪经过一整日的行军就可进到奥尔良

以北的法军任何阵地的翼侧。根据得到的消息来看，现在马舍尔布

和奈木尔的部队，可能已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去与冯·德

尔·坦恩的左翼建立联系；也可能这是第十三军行军路线上极左

侧的部队。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可以预料，亲王借助游动队将很快

地一方面同在土里的冯·德尔·坦恩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同在第

戎的韦德尔取得联系。如果卢瓦尔军团拖延到弗里德里希－卡尔

亲王开来时才进行攻击，那末除了当面的７万人外，在他的右翼和

后方还将有７５０００人，那时，就不得不放弃援救巴黎的一切念头

了。它将自顾不暇，并且不得不绝望地在入侵军的洪流面前退却，

而这股洪流将在由沙特尔到第戎的正面上向法国中部泛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９７号

４８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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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垒 的 首 都

如果可以说依据这次战争的经验彻底解决了某个军事问题的

话，那末这就是大国的首都是否宜于筑垒的问题。自从做出在巴

黎筑垒的决定的那一天起，关于防守这样大的要塞是否适宜以至

是否可能的问题，在各国的军事书上一直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只

有通过实践，即真正围攻巴黎——现存的唯一的筑垒首都——才

能得到解决。虽然对巴黎的真正围攻还没有开始，巴黎的筑垒工

事却已为法国作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以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肯

定地解决了。

巴黎距法国东北的国界太近，这条国界又完全没有河流或山

脉可以作为防线，这就促使法国：第一，去征服国界附近的地区；

第二，建立从莱茵河到北海的三层要塞带；第三，总是力图占有

莱茵河的整个左岸地区，而这个企图终于使法国处于目前的地位。

征服的地区被剥夺了，而国界则由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的条约１０１规

定了下来；这些要塞正如那两年的两次入侵所证明的，几乎没有

用处，根本不能阻止大军；最后，占有莱茵河的呼声在１８４０年被

欧洲的反法同盟１０２暂时压制下去了。而到这时，法国才像一个大国

所应当做的那样，企图以它力所能及的唯一手段，即在巴黎筑垒

来补救巴黎的危险地位。

在目前的战争中，法国最弱的一面由于比利时的中立而有了

５８１筑 垒 的 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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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护。尽管如此，总共只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法国全部有

组织的力量逐出了战场。一半做了俘虏，另一半则绝望地被围困

在麦茨，而且这一半的投降也不过是几个星期的问题。在通常的

情况下，战争就会结束了。德军也就会占领了巴黎以及他们想要

占领的法国的其他地区，并且在麦茨投降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就签

订了和约。法国几乎所有的要塞都靠近边境；只要在这个筑垒城

市地带的正面打开一个宽度足供自由运动的缺口，就可不顾边境

或沿海的其余要塞而占领法国整个中部；然后轻而易举地迫使边

境各要塞一一投降。同时，甚至在游击战争中，发达的国家内地

的要塞作为退却时的安全的中心，也是必需的。在比利牛斯半岛

战争中，西班牙人民所以能够进行抵抗，主要是因为有这种要塞。

１８０９年，法军把约翰·穆尔爵士指挥的英国军队逐出了西班牙；

法军虽然在野战中处处获胜，但毕竟没有征服这个国家。人数较

少的英葡军队再次出现在西班牙时，如果没有无数的西班牙武装

队伍的援助，就敌不过法军；这些队伍在野战中容易失败，但他

们骚扰每路法军的翼侧和后方，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入侵敌军。如

果国内没有大量的要塞的话，这些队伍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虽然

这些要塞大都很小而且古老，但是要夺取它们，仍然必须进行正

规围攻；因此当这些队伍在平地上遭到攻击时，它们便成了可靠

的掩蔽所。因为法国没有这样的要塞，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一些条

件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甚至游击战争在那里也不会是十分可怕

的。而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巴黎的筑垒工事。

９月２日，法国在要塞以外作战的最后一支部队投降了。在过

了将近１１个星期后的今天，１１月２１日，在法国的全部德军几乎

有一半仍然被牢牢地牵制在巴黎周围，而其余的军队大部分也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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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地从麦茨开出，以保护包围巴黎的部队不受新编的卢瓦尔军团

的威胁；不论这个军团的作用如何，如果没有巴黎的筑垒工事，它

甚至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些工事被围已经整整两个月了，而正规

围攻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说，当对一个普通要塞的围

攻也许早已成功地结束的时候，对于像巴黎这样规模的要塞，即

使防守的只是新兵和坚决的居民，也只能开始围攻。这也证明，供

应一个有２００万人口的城市所需的粮食，看来要比供应一个虽然

较小但不是周围农业区产品销售中心的要塞要容易一些。虽然巴

黎的粮食供应工作仅仅在９月４日以后，即完全被围以前的两个

星期才认真地掌握起来，但是巴黎在被封锁了９个星期以后仍然

没有饥饿到要投降的地步。法国军队实际上只抵抗了一个月，而

巴黎则已经抵抗了两个月，并且仍然牵制着入侵军的主力。这无

疑比以往任何一个要塞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大，而且完全证明了构

筑工事所花的费用是值得的。此外还不应当忘记我们一再指出过

的一点，即巴黎的防御这次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因

为它是在没有积极的野战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麦克马洪的

军队不去色当而来到首都的话，那末，巴黎的抵抗将会怎样，它

将怎样推迟以至完全阻止包围，以及还有多少入侵的敌军要被牵

制在巴黎周围呢？

但是，不仅如此。巴黎的防御不但给了法国两个月的喘息时

间（这在不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是极宝贵的，甚至现在还可能是极

宝贵的），而且给了法国在围攻期间发生政治变化的有利机会。我

们尽可以任意重复说，巴黎这个要塞跟其他任何一个要塞是一样

的，但是这不会改变这样一个情况，即对巴黎这样一个要塞的真

正围攻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激动，比对一百个较小的要塞的围攻所

７８１筑 垒 的 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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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的激动要大得多。不管战争公法怎样，我们现在的良知不能

容忍像对待斯特拉斯堡一样来对待巴黎。可以大胆地指望，在这

种情况下中立国将企图出面调停；对于征服者的政治上的猜忌，几

乎不可避免地要在要塞最后被迫投降以前表现出来；而且，像围

攻巴黎这样的规模大、时间长的行动，很可能要在某个未参战的

强国的内阁里通过同盟和反同盟来解决，就像在战壕里用破坏炮

队１０３和破城炮队来解决一样。这种例子我们也许不久就要看到。东

方问题１０４在欧洲的突然尖锐化，能对巴黎做到卢瓦尔军团所做不

到的事情，也就是使巴黎免于投降并解除它的封锁，这是完全可

能的。如果普鲁士不能消除它在某种程度上同俄国狼狈为奸的嫌

疑（这是十分可能的），如果欧洲决定不容许俄国背信弃义地违反

自己承担的义务，那末非常重要的就是使法国不被完全削弱，使

巴黎不被普军占领。因此，完全有必要立即迫使普鲁士明确表示

态度，如果普鲁士企图借辞推托，就马上采取措施来增加巴黎的

取胜希望并加强它的抵抗。只要有３万英国兵在瑟堡或布勒斯特

登陆并同卢瓦尔军团会合，就会使这个军团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

坚定性。英国步兵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坚韧性，甚至由于具有与

此相关的缺点，即在进行轻步兵的运动时笨拙不灵，特别适于用

来稳定新编的部队；他们曾在威灵顿指挥下在西班牙出色地发挥

了这个作用；他们在历次的印度战争中对那些不太可靠的土著部

队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这样的英国军所产生

的影响，会大大超过仅仅根据它的数量所能指望产生的影响，而

当一个英国军被这样使用时，实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有几

个意大利师作为意大利军队的前卫向里昂和索恩河谷方向前进，

他们很快就会把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部队吸引过去；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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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奥地利，还有斯堪的那维亚诸王国，它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威胁

普鲁士并牵制它的军队；如果巴黎得到这样的消息，它本身一定

宁愿忍受几乎一切饥困而决不投降，——何况那里的面包看来还

是充足的，——因此，甚至在目前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巴黎的工

事也能真正挽救法国，使它有可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０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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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八）

如果说什么时候有过解救巴黎的机会，那就是在过去８天。卢

瓦尔军团在从法国东部所能调来的全部军队的加强下，对梅克伦

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进行坚决的进攻；与特罗胥全部有训练的军

队所进行的ｅｎ ｍａｓｓｅ〔大规模〕的出击相配合；两者同时进行并

且要在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第二军团开来以前进行，——

这曾经是有成功希望的唯一计划。而如果我们看一看德军的对策，

就必将得出结论：这个计划成功的希望比最初看来所能预期的大。

在上星期内，德军在巴黎城下有１７个步兵师，包括维尔腾堡

师，后者同最初错误的报道相反，并没有放弃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

间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由２个北德意志师和２个

巴伐利亚师组成，骑兵不计在内。在库耳米埃附近的战斗以后，奥

雷耳没有跟踪追击巴伐利亚部队，而是向北和向西朝沙特尔方向

进军，在那里，我们便暂时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为了对付这一进军，

德军把正面转向西，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扼守从埃汤

普到阿布利的地区，与此同时，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则向沙特尔

和德勒前进。德勒这时再度被法军占领；据推测，奥雷耳在凯腊特

里将军的部队和其他援兵的协助下，企图绕过监视军而突然出现

在包围巴黎的德军面前。在毛奇伯爵看来这个企图如此严重，以致

他立刻派遣了最靠近的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二军的部队去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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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伦堡大公，并命令巴伐利亚第二军和北德意志第六军以及第

二十一师和维尔腾堡师准备在必要时向南出动。首批援兵的到来

使梅克伦堡大公有可能在１７日再次占领德勒，并在１８日追击法

军过沙托讷夫。在这里究竟法军哪些部队被击败，难于断定。也许

是卢瓦尔军团的一部，但决不是整个卢瓦尔军团。此后，就没有听

到法军以后行动的任何消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也愈来愈靠近梅克伦堡大公的左翼部队，现在应当到达

能够给予支援的距离了。

看来不容怀疑，法军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卢瓦尔军团的进

攻曾对毛奇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他毫不犹豫地下了一道命

令，而这道命令如果被执行，那就意味着撤除对巴黎的包围。据我

们计算，第五军和第十二军向德勒方向前进的部队至多各为１个

旅，即共为１个师的兵力；但是除此以外，有２个巴伐利亚师、３个

北德意志师和１个维尔腾堡师已被指派随时准备向奥雷耳攻击。

因此，在巴黎城下的１７个师中，至少有７个师应当在必要时用去

对付前来援救巴黎的法军，并且这７个师正是占领巴黎以南地区

的那些部队。王储只有第二军以及第五军的大部可用来防守从舒

瓦济附近的塞纳河起经凡尔赛到圣热尔门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

近卫军、第四军以及第十二军的大部就必须扼守从圣热尔门起绕

过哥纳斯和圣布里斯，过马尔纳河再回到巴黎上方的塞纳河的整

个北部战线。这样一来，１０个步兵师便扼守一条长４０英里的包围

线，每一个师的正面为４英里。兵力如此分散，这就使包围圈变成

了一条单纯的监视线；而特罗胥的军队，包括杜克罗指挥的８个师

和特罗胥本人直接指挥的第三军团的７个师，就可以在所选择的

任何一个攻击点上造成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在这样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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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下，特罗胥赢得胜利是有把握的。他能够突破德军的战线，夺

取并破坏德军的攻城炮、弹药和仓库，并且使德军在兵力上遭受如

此严重的损失，以致不用说对巴黎的围攻，就是对巴黎的严密包

围，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可能了。

以上我们仅分析了特罗胥的机会，而没有涉及卢瓦尔军团的

机会。后者当然不能同被指派对它作战的德军１１个师相抗衡，如

果所有这些师集中在一个地点的话。但是，这种集中的可能性几乎

不存在。如果奥雷耳发起大胆而迅速的进攻，特罗胥同时以大规模

的出击相配合，那就很可能打乱毛奇的计划。凡是遭到特罗胥攻击

的德军每一个军，都不可能派去同奥雷耳作战。因此，这两位法军

指挥官究竟谁必须同德军主力作战，那也许是偶然的事，但法军的

兵力合起来会远远超过德军能用来同他们作战的任何兵力却是事

实。巴黎和德勒相距不到５０英里，如果法军以现有的一切可用的

兵力从两面同时进攻德军，那末德军几个师大概将奔走于两地之

间，因而不能立即得到使用。如果进攻确实同时进行，那末法军或

是在德勒方面或是在巴黎方面在数量上无疑会占几乎压倒的优

势，因此，一处也得不到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深知，协同行动

有多么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往往会遭到失败。但是目前必须指

出，为了取得胜利，仅需要一个条件，即两地的进攻要准确地同时

进行。此外，很明显，普军在两个军团相距４０英里的情况下也必定

会采取协同行动。

为什么不论奥雷耳或特罗胥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样

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这是无法解释的。在德勒和沙托讷夫附近的小

战斗，当然不是那种能使卢瓦尔军团被击退的战斗；参加这些小战

斗的德军不超过３个师，而卢瓦尔军团却至少有８个师。奥雷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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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等待更多的援兵？他的传递情报的通信鸽是否迷了路？它和

特罗胥之间是否有分歧？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这种迟延对他

们来说是致命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正在继续向前挺进，目前

也许离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近得能够和他协同作战了，而巴黎城

下的６个师就可能留在原地。从出现这种局面时起，这两位法国将

军将失去又一次获胜的机会，并且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０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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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军事形势

昨天我们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自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国

的前景已大为好转１０５，甚至麦茨的陷落以及因此腾出的达１５万人

的德军，目前对法国也不是像起初所表现的那样致命的灾难了。今

天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是想借助军事方面的一些详细情节再次证

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

德军在１１月２４日的部署（就我们所能够判定的）如下：

包围巴黎的：第三军团（第二、五、六军和巴伐利亚第二军、第

二十一师、维尔腾堡师和后备军的近卫师）和第四军团（第四、十二

军和近卫军），共１７个师。

掩护包围的监视军：北面有第一军团（第一军和第八军）；西面

和西南面有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第十七、二十二师和巴伐利亚第

一军）；南面有第二军团（第三、九、十军和后备军１个师，该师的一

部在夏提荣附近曾受到里乔蒂·加里波第的部队严重的打击

１０６）；共１５个师。

担任特种任务的：在法国东南部有第十四军（归韦德尔指挥，

包括两个半师）和第十五军；在麦茨和提翁维耳附近有第七军；在

交通线上至少有后备军一个半师；至少共有８个师。

在这４０个步兵师中，前１７个师目前全部用在巴黎城下；后８

个师的部署没有变动，说明它们全部是为执行面临的任务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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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于野战的还剩下１５个师，他们组成３支监视军，连同骑兵和

炮兵在内，兵力总数不超过２０万人。

总之，在１１月９日以前，看来没有任何严重障碍阻挡这支庞

大的军队蹂躏法国中部甚至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此后形势大大

地改变了。并不是冯·德尔·坦恩被击败并且被迫退却的情况或

是奥雷耳表现出善于指挥自己的军队的情况，使我们的确比以前

更钦佩卢瓦尔军团；使我们以完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军团的，

主要是毛奇为了应付它的意料中的向巴黎的进军而采取的坚决措

施。毛奇不仅认为有必要甚至冒着 ｄｅ ｆａｃｔｏ〔实际上〕解除对巴

黎的包围这种危险而使封锁城南的大部分兵力做好还击卢瓦尔军

团的准备，而且立刻改变了从麦茨开出的两个军团的运动方向，使

他们向巴黎靠拢，以便在该城周围集中全部德军。此外，现在我们

得知，德军还采取了在攻城炮兵纵列的四周构筑防御工事的措施。

不管别人的看法怎样，毛奇显然没有把卢瓦尔军团看做是武装的

乌合之众，而是把它看做一支真正的、重要的、可畏的军队。

以前对这个军团的特点不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驻图尔

的英国记者的报道造成的。在这些记者中，大概连一个能够辨别一

支军队不同于乌合之众的特点的军人都没有。关于纪律、训练成

绩、人数、武器、装具、火炮、运输工具，简单地说，即能够据以构成

对卢瓦尔军团的看法的所有重要因素，发来的消息天天都是自相

矛盾的。我们都了解建立这个新的军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缺少军

官、武器、马匹和各种物质器材，特别是缺少时间。我们以前得到的

消息主要是叙述这些困难，因此，卢瓦尔军团一般地被那些不让自

己的同情心去影响自己的判断的人们估计过低了。

现在正是那些记者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个军团。据说，它拥有优

５９１法国的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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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军官，而且它比在色当和麦茨战败的法军受过更好的训练。无

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这个军团的士气看来大大高于波拿巴

的军队所曾经有过的士气；有为国尽力、一致行动并为此服从命令

的决心。此外，这个军团重新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被路易－拿破

仑的军队完全遗忘了的事情：担任轻步兵勤务——一种掩护翼侧

和后方不受突然的袭击、侦察敌情、突然袭击敌人部队、获取情报

和捕捉俘虏的本领。“泰晤士报”随梅克伦堡大公的记者对此提供

了证据。现在已经是普军无法得知敌军的位置而被迫盲目地行动

了；以前则完全相反。军队学会了这一点，就学会了很多东西。毕

竟我们不应忘记，卢瓦尔军团同它的姊妹军团——西方军团和北

方军团——一样，还需要在对数量大致相等的敌军进行决战中考

验自己的勇敢。但是，总的说来，它是很有希望的，并且由于某些情

况，甚至一次大失败也可能不使它受到像这种失败通常给大多数

新编部队所造成的那种严重损害。

事实是，普军的野蛮和暴行不仅没有把人民的抵抗镇压下去，

反而使这种抵抗加倍激烈起来，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似乎普军自

己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普军烧毁乡村和屠

杀农民的消息了。但是，普军的暴行已经产生了影响，游击战的规

模日益扩大。我们读到“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

在向勒芒进军时没有见到敌人，没有任何正规部队曾在平地进行

抵抗，只有骑兵和自由射手在两翼附近进行威胁，没有任何关于法

军去向的消息，而普军以相当大的队伍密集地行动，——这时，我

们便不禁回想起拿破仑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进军或巴赞的军队在

墨西哥的远征。既然这种人民抵抗精神已经激发起来，那末即使一

支２０万人的军队在占领敌国时也不会得到许多东西。这支军队会

６９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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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达到极限，越过极限它的部队就将弱于防御者能够用来抵抗

他们的兵力；而这种状态将怎样迅速到来，就全靠人民抵抗的威力

了。这样看来，只要国内人民奋起抵抗，甚至一支溃败的军队，也会

迅速找到摆脱敌人追击的安全地点，而正是这种抵抗目前可能在

法国发生。如果敌占区的居民奋起抵抗，即使仅仅经常截断敌人的

交通线，那末入侵的敌人也将更加临近无能为力的境地。例如，假

如说梅克伦堡大公在没有得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有力支援

的情况下，现在就已经前进得 太远了，这并 不使 我们

奇怪。     

当然，现在一切取决于巴黎。如果巴黎再坚持一个月（关于城

内贮粮情况的消息完全不排除这一可能性），那末法国一定能够建

立一支相当大的野战部队，以便在人民抵抗的配合下有效地袭击

普军的交通线而解除巴黎的包围。法国的建军机构看来目前正在

有效地发挥作用。兵员是绰绰有余的；依靠现代工业的能力和现代

交通的便利，军队正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大量的武器；单是从美国就

运来了４０万支步枪；法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火炮；甚至

正以某种方式招募或训练军官。总之，在色当投降以后，法国在改

组国防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而为了取得几乎是肯定的成功，

仅需要一点，即时间。如果巴黎再坚持哪怕一个月，那末这将大大

地加速成功的到来。而如果巴黎的粮食不能供应这样久，特罗胥就

可以率领适于突围的部队去试图突破包围线；现在就断定他不会

突围成功，未免太武断了。如果特罗胥获得成功，那末德军为了维

持巴黎的治安，仍然需要一支至少由３个军组成的警备部队，因

此，特罗胥能够腾出来的法军数量要比巴黎陷落后德军腾出来的

兵力多。并且不论巴黎这个要塞在法军防守下能做到什么，显然，

７９１法国的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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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法军围攻这个要塞，德军永远也不能成功地扼守它。德军用于

镇压城内人民抵抗的军队数量将要和在要塞围墙上抗击外部攻击

的军队数量同样多。因此，巴黎的陷落可能但决不是必然意味着法

国的灭亡。

现在来推测战争的这种或那种结局的可能性最不适时。我们

大致上了解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普军的数量。关于别的，关于法军

的数量和实际战斗力，我们则了解得太少。况且，目前精神因素正

在发挥作用，而它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关于这些因素我们只

能说，它们完全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德国。然而这种情况是无需怀

疑的，即交战双方的兵力正是现在比在色当投降后的任何时候都

更加趋于平衡，法军只要增加不太多的受过训练的部队就能最后

达到均势。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０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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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二十九）

期待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了。在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行军和

机动（这期间仅仅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和游击战）以后，战争又进入

了一次突击接着一次突击的危急时期。１１月２７日，法军北方军团

在亚眠附近遭到了失败；２８日，卢瓦尔军团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在

博内－拉罗朗附近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击溃；２９日，特罗胥从巴

黎的南面进行了不成功的出击，而在３０日，他大概以一切可用的

部队攻击了从东北面包围巴黎的萨克森部队和维尔腾堡部队。

这种种行动是协同作战的结果，而协同作战，正如我们曾不止

一次地指出的那样①，是法军获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假如兵力少于

敌军的北方军团能够牵制住曼托伊费尔的两个军，阻止他去加强

占领巴黎北面阵地的萨克森王储，那末这个军团就是使用得当了。

但是情形却不是这样。北方军团在平地上的进攻很快就被兵力比

它少的普军阻止住了，因为从各种消息的对照中看来，无疑只有曼

托伊费尔的一个军参加了这一会战。如果北方军团利用铁路把野

战部队派往南面的勒芒，或者不断地骚扰曼托伊费尔的警戒部队

和分遣队，并且只在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的许多北方要塞中的一

个要塞的围墙下作战，那末，这个军团就会使用得更好些。但是从

９９１战争短评（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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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现状和它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的情况来看，司令官不是在

任何时候都能实行退却的，即使这在战略上是必需的；因为退却会

比完全失败更严重地瓦解他的部队。在当前的情况下，北方军团把

自己的要塞当作可靠的掩蔽地点，它可以在那里进行整编，而毛奇

也未必立刻就想派曼托伊费尔跟踪到那里去。但是，与此同时，曼

托伊费尔现在可以向任何别的方向自由运动，而且如果像来自利

尔的消息所说的那样（虽然这个消息遭到反驳），他已再次撤离亚

眠，并已急忙折向巴黎，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北方军团没有完成自

己的任务。

在西部，勒芒附近的法军第二十一军和孔利兵营的第二十二

军（以前由凯腊特里指挥）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没有遭到严重失败

的危险的情况下，成功地诱使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远离巴黎。我们

曾经推断，德军这支部队大概前进得太远了①，这个推断看来正被

法国一致的报道证实，根据这些报道，德军又撤离了不久前被他们

占领的勒芒东面和东南面的阵地，并且这些阵地现在再度被法军

占领。但是，法军看来并没有用自己的正规部队对敌人进行足够有

力的追击，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有关任何大的冲突的消息；因此，西

方军团在牵制当面的敌人方面并不比北方军团成功。西方军团现

在在哪里和做些什么，我们没有听说；可能，凯腊特里和甘必大之

间的突然争执恰恰在最紧要的时刻瘫痪了这个军团的运动。无论

如何，既然西方军团不能击溃又不能牵制住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

那末，它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铁路把为了野战而装备和组织

好的那一部分部队派往卢瓦尔军团，以便集中兵力进行主攻。

０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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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攻只能由卢瓦尔军团来进行，因为它是法军目前所有

野战部队的主力；并且这个主攻也只能针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

王，因为他率领的军团是掩护对巴黎包围的３个军团中兵力最多

的１个。据报道，卢瓦尔军团包括法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和十九军

（它们曾一度配置在奥尔良附近）以及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卢瓦尔河

南岸的第十八军（现由布尔巴基指挥）和第二十军。因为第十八军

和第二十军曾全部或部分地参加了１１月２８日的战斗，所以他们

大概在此以前就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由此可见，所有这６个军都完

全可能用来进攻德军第二军团。在这次战争中，法国每个军总是由

３—４个步兵师编成。根据大约两星期前在维也纳一本军事杂志

“战友”上登载的ｏｒｄｒｅ ｄ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战斗序列〕，第十五军有２个

师（５个旅），第十六军有２个师（４个旅），第十八军有３个师（１０

个旅）。即使我们撇开“布鲁塞尔报”１０７的消息不谈（根据这个消息，

卢瓦尔军团全部由１８个步兵师编成，即每军３个师，并且其中许

多师还应当处于编组阶段），那末仍然无需怀疑，２８日的进攻是能

够用１２个或１５个师，而不是５个或至多６个师来进行的。能说明

组成卢瓦尔军团的部队的特点的是，他们被数量比自己少得多的

敌军击溃了，因为同他们作战的只是３个步兵师（第十军的２个师

和第五师），即不到第二军团的一半兵力。不管怎样，卢瓦尔军团一

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点不仅为德方的消息所证实，而且为卢

瓦尔军团从此再也没有试图以比较集中的兵力发动新的进攻这一

情况所证实。

从这一切情形可以得出结论：从外面解救巴黎的企图暂时是

失败了。其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法军错过了在德军第一军团和第

二军团到达前的那个星期里存在过的绝好机会；其次是因为法军

１０２战争短评（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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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攻行动不够猛烈，也没有把兵力作应有的集中。组成法军新军

团的新兵，如果人数不比敌人多一倍，就不能立刻指望战胜那些和

他们作战的有经验的兵士；因此，把这些新兵投入战斗而不注意使

可以支配的每名战士、每匹马和每门炮都真正派到战场上去，那就

错上加错了。

另一方面，我们不认为亚眠和博内－拉罗朗附近的失败除了

使解救巴黎的计划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严重后果。只要不犯严

重的错误，西方军团和卢瓦尔军团的退路是完全有保证的。这两个

军团的大部分兵力并没有因失败而受到损失。同这两个军团作战

的德军能够追击他们多远，取决于人民抵抗和游击战争的力量，即

普军不论经过哪里都特别能激起的那些因素。现在用不着担心弗

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从奥尔良到波尔多会像王储从麦茨到兰斯那

样遇不到抵抗了。由于德军在继续向南进攻以前必须可靠地占领

（不单是使用大的游动队）广大的地区，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

７个师不久将迅速地分散到广大的空间，而他们入侵所需的兵力

就将完全丧失。法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既然人民的抵抗精神已

经激发，那末法国还能够赢得这个时间。最近３个月内制造的武器

大概在各地都几乎够用，而每周都在增多的兵士人数在一定时间

内必将不断增加。

至于巴黎的两次出击，直到写这篇短评时所得到的消息都非

常矛盾和非常含糊不清，因此不能提出什么肯定的看法。然而，据

特罗胥本人承认，直到１１月３０日晚所取得的战果，似乎完全没有

为图尔发出的胜利欢呼提供根据。此外，马尔纳河以南还被法军扼

守的全部据点都受到巴黎各堡垒的火力的掩护；唯一处于这些堡

垒火力范围以外而一度被法军扼守的地点蒙梅利，又不得不放弃

２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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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可能，巴黎城郊的战斗昨天已经再起，而今天可能在奥尔良

和勒芒附近又发生战斗；无论如何，最近几天内必将决定战争第二

次危机的结局，而这很可能将决定巴黎的命运。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２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１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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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

１１月２９日，巴黎第二军团从巴黎南面向勒埃和舒瓦济－勒

－卢瓦方向出击，以此开始了它的进攻行动。据普方消息，杜克罗

军团的第一军在维努亚指挥下在这里攻击了图姆普林格指挥的普

军第六军。这次攻击看来只不过是为了扰乱普军并迫使他们加强

这一段战线（因为攻击一旦成功，被围法军就可以通过这一段战线

取捷径去同卢瓦尔军团会合）的一种佯动。否则，维努亚无疑就会

得到别的军的支援，并且他的损失不会仅仅是几百人伤亡和一百

人被俘。真正的进攻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的。这一次，杜克罗沿塞

纳河右岸在靠近塞纳河和马尔纳河的汇合处进攻，同时，在左岸对

图姆普林格进行了第二次出击，在圣丹尼以西对第四军和近卫军

进行了佯攻。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部队担任佯攻，但据法军公报

称，对图姆普林格的出击是由海军将领拉隆西耶尔·勒·努里指

挥的。这位军官指挥特罗胥直接统率的巴黎第三军团７个师中的

１个师，因此，可能是巴黎第三军团担任了全部助攻，这样，杜克罗

的８个师就全部用来在马尔纳河实行真正的进攻。

这次进攻也必须沿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一部分军队必须沿

马尔纳河右岸向东，即向谢耳前进，以便扼阻从东面包围巴黎的第

十二军即萨克森军。这是另一个助攻；关于这个助攻的经过，我们

知道得很少，只听到萨克森军说他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情况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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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这样。但是，杜克罗军队的主力以勒诺指挥的第二军为前

导，从８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攻击了扼守马尔纳河与塞纳河之间

的地段的３个维尔腾堡旅。我们曾指出，马尔纳河在注入塞纳河以

前，形成一个大Ｓ形，Ｓ形的上弯曲部即北面的弯曲部离巴黎近，

下弯曲部离巴黎远。这两个弯曲部都在堡垒火力的控制下；但是上

弯曲部即靠近巴黎的弯曲部由于它的形状而有利于出击，而下弯

曲部即离巴黎远的弯曲部则不仅完全受到一系列堡垒的控制，而

且受到马尔纳河整个左岸的瞰制；此外，这条河由于它的这种流向

以及由于它有许多支流，不便于在炮火下架桥。因此，这个弯曲部

的大部分地区看来好像是一个中立地带，真正的战斗则在它的两

侧进行。

在这个地区西面进攻的军队，在沙兰顿堡垒和格腊韦耳多面

堡的火力掩护下，向梅利和崩讷伊方向前进。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有

一个叫做蒙梅利的独立高地，它高出周围的平地整整１００英尺，因

而必然是法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据指挥维尔腾堡师的奥伯尼茨

将军的电报称，法军为此派出了１个“师”；但考虑到法军首先驱逐

了同他们对峙的维尔腾堡第二旅和第三旅，而后者在援军到来以

前并没有把他们击退，此外，握有足够兵力的杜克罗将军显然不会

仅仅派２个旅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进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

里又发生了那种常见的差缩，即把泛指一般军队单位的《Ａｂｔｅｉ－

ｌｕｎｇ》一词误译为专指由２个或至多３个旅组成的专门的军队单

位的“师”。但是，不管怎样，法军夺取了蒙梅利以及这个高地下面

的村庄，并且如果他们能够扼守并巩固这个高地，他们就会取得那

种值得在这一天进行战斗的结果。但是，普军从第二军调来的增援

部队，即第七旅到达了；他们收复了失去的阵地，而法军则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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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沙兰顿堡垒的火力掩护之下。

法军又在左面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在费藏德里多面堡和

诺让堡垒的火力掩护下，在Ｓ形的上弯曲部渡过了马尔纳河，占领

了分别位于这个弯曲部的张开的两端的布里村和尚皮尼村。实际

上，扼守这个地区的维尔腾堡第一旅的阵地在稍后一些的地方，即

在从维耳埃到凯伊的那个高地的边缘。维耳埃是否被法军占领过，

还是个疑问；普王威廉说“是”，奥伯尼茨将军则说“否”。我们只知

道，法军没有守住维耳埃，进攻一越出堡垒火力范围就被击

退了。     

关于“背马尔纳河”作战、亦即在该河以南作战的杜克罗军团

在这一天的战果，在法军公报中概述如下：

“以后，军团从８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守住了占领的阵地，缴获２门火

炮。”

这就是说，杜克罗军团重新退到了马尔纳河右岸（北岸），在那

里“守住了”某些阵地，这些阵地当然是被他们“占领的”，但只不过

不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显然，给甘必大的正式报告仍然是由那些

曾给拿破仑干这种事的人编造的。

１２月１日，法军又一次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出击是失败的。

虽然“通报”１０８宣称，这一天法军应当在维努亚将军指挥下从南面

发起进攻，但我们从１２月１日（未注明时刻）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中

得知，法军这一天没有进行任何调动；相反，他们曾请求停战，以便

他们有可能运走两军阵地之间的战场上的伤亡人员。如果他们自

己认为有能力再次夺回这一战场的话，那末他们无疑会立刻重新

发起战斗。因此，无庸置疑，特罗胥的这一首次出击被击退了，而且

是被兵力远远少于他的敌人击退的。我们可以推测，他不久就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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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再次的努力。关于首次出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

断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否大一些；但是如果他再度被击退，这无

论对军队还是对巴黎的居民势必在精神上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出我们所料①，卢瓦尔军团又表现出积极行动的

征候。由图尔发来的消息所说的卢瓦尼和帕特附近的冲突１０９，显然

就是慕尼黑发来的电讯所提到的那些战斗；根据后一个电讯判断，

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以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又

都断言自己取得了胜利。大概一两天以后我们将从这个地区得到

更多的消息，而因为我们对双方的相对位置还一无所知，所以作出

预言是无益的。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１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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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的 前 途

法军卢瓦尔军团最近的失败以及杜克罗向马尔纳河北岸的退

却（假定这次退却是像星期六所报道的那种决定性的退却的

话）①，最终决定了为解救巴黎而第一次采取的协同作战的命运。

这次协同作战遭到了完全失败，于是人们又开始提出问题：这一连

串新的失败是不是证明法军不能作进一步的有效的抵抗了呢？马

上停止这场赌博，交出巴黎，签订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条约，是

不是更好呢？

问题在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完全没有关于真正的战争的

概念。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

俗的战争，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

争。好几代以来，我们在欧洲中部没有见到人民本身参加的真正的

战争。我们倒听说在高加索、阿尔及利亚有过这种战争，那里的斗

争差不多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二十多年；如果土耳其的盟国曾经允

许它用自己传统的方法进行自卫的话，那末我们在土耳其也许看

到了这种战争。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习俗只承认野蛮人有权进行真

正的自卫；据我们推测，各文明国家将按照礼节去作战，并且真正

的民族将不采取那种在官方的民族被迫投降后仍然继续战斗的无

８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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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行动。

但现在法国人的确在采取这种无礼的行动。自以为最懂得军

事礼节的普军感到烦恼的是，在法国正规军被逐出战场以后，３个

月以来法国人仍然继续坚决地战斗；他们甚至做到了他们的正规

军在这次战争中绝对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

利，而他们的一些单独的行动在许多场合也是成功的；他们从敌人

手里夺取了火炮和辎重，抓到了俘虏。固然，他们刚刚遭受了一系

列严重的失败；但这些失败同他们以往的正规军在对同一个敌人

作战时所遭到的失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固然，他们用内外同时

夹攻的方法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巴黎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了，

但是，难道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就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

尝试了吗？

德军自己承认，法军的两个军团，即巴黎军团和卢瓦尔军团都

是善战的。固然，他们被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敌军打败了，但是对于

同老兵作战的刚编成的年轻部队来说，这也是意料中的。据“每日

新闻”一位明了自己描写的事物的记者报道，他们在战场上在敌人

火力下的动作敏捷而沉着；如果说他们的动作不够精确，那末这个

缺点也是许多曾经取得胜利的法军所固有的。有一点可以说是正

确无误的：这两个军团已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军队，而他们的敌人将

被迫对他们表示应有的尊敬。无疑，他们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

的。有包括不同数量的老兵的基干营；有战斗力参差不齐的流动自

卫军，其中既包括经过训练、武器充足和军官齐全的营，也包括连

基本的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也没有学过的未经训练的新兵营；有

各类自由射手：好的，差的，中等的（大部分可能属于中等的）。但是

不管怎样，他们都有良好的、有战斗力的营作为核心，这些营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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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们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参加

独立的小战斗和对射，而避免重大的失败，那末他们都将锻炼成为

优秀的兵士。如果有较好的战略，他们也许现在就能取得胜利，而

目前要求采取的全部战略在于推迟任何决战的时间，据我们看来，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勒芒和在卢瓦尔河附近集中的军队，还远不是法国武

装力量的全部。在后方边远的地区，至少还有２０—３０万人正在组

织中。他们日益接近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水平。至少在一定时间内，

每天派往前线的新兵的数量必定在增多。并且除了他们以外，还有

许多人来接替他们。每天都有大批的武器和弹药运来；只要有现代

的兵工厂和铸炮厂，只要有电报和轮船，只要握有制海权，就不必

担心缺乏武器弹药。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兵士的战斗力也必将

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假如他们得到两个月的时间，那末他们就会成

为能够严重地破坏毛奇的安宁的军队。

在这些或多或少的具有正规性质的军队背后，还有人数众多

的民军，也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被普军逼上了自卫的

道路，而根据普王威廉的父亲①的说法，自卫是容许采取任何手段

的。当弗里茨②由麦茨向兰斯、由兰斯向色当以及由色当向巴黎进

军时，人民起义还根本谈不上。法皇军队的败北所遇到的是某种漠

不关心的态度；帝国政体的２０年已经使人民群众习惯于呆板和消

极地听凭官厅的摆布。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巴泽耳，也有农民参加

了真正的战斗，但这是一种例外。然而，一旦普军包围了巴黎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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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地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一旦普军开始枪杀自由射手并焚

烧援助过自由射手的村庄，一旦普鲁士拒绝了法国的媾和建议并

声称他们要进行掠夺战争，这一切就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的周

围到处爆发了被他们的暴行激起的游击战，而现在，只要他们一踏

入新的地区，那里就到处出现民军。凡是在德国报纸上读过关于梅

克伦堡大公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的消息的人，立刻就会发

现，这种不可捉摸的、时而停止时而复发的、但经常给敌人造成阻

碍的人民起义，对这些军队的运动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甚至连法

军都几乎无法抵御的这些军队的庞大骑兵部队，也由于全体居民

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敌对行为而大为削弱。

现在让我们看看普军的状况。只要特罗胥能够在任何一天重

新进行ｅｎ ｍａｓｓｅ〔大规模〕出击，那末普军在巴黎附近的１７个师

当然一个也抽调不出来。在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曼托伊费尔的４

个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事情将比他们所能做的要多；况且他们

还可能从那里调走。韦德尔的两个半师只有进行突然的袭击才能

越过第戎，而且这种情况将要继续到伯尔福投降时为止。警卫南锡

—巴黎铁路这条狭长的交通线的部队，也不可能抽出一兵一卒。第

七军由于分兵把守洛林的各要塞，围攻隆维和蒙梅迪，事情也是够

多的。因此，普军能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进行野战的兵

力，就只有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梅克伦堡大公的１１个步兵师，连

骑兵在内无疑不超过１５万人。

由此可见，普军用于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保证通往巴黎和第

戎的两条长交通线以及包围巴黎的，大约２６个师，然而他们直接

占领的地区看来还不及法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而间接占领的地区

无疑不超过法国领土的四分之一。他们可用于法国其余地区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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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有１５个师，其中４个师归曼托伊费尔指挥。这些军队深入法

国领土的远近，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遇到的人民抵抗的力量。但

是，他们所有的交通线都经过凡尔赛（因为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

军并未开辟通过特鲁瓦的新路线），并且都穿过人民起义风起云涌

的法国正中央，因此这些军队势必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漫长的战

线上，并且在后方留下一部分兵力警卫道路和镇压居民；结果，他

们将很快地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兵力被削弱得同法军不相上下，而

那时，局势就将重新有利于法军；不然这些德军就得编成大的机动

部队沿不同的方向在法国运动，而不能固定地占领法国。在这种情

况下，法国的正规军可以在德军面前暂时退却，这样他们会有许多

方便的机会以袭击德军的翼侧和后方。

如果法军派几支游动队（像１８１３年布吕歇尔为迂回法军的翼

侧所派出的游动队那样）去破坏德军的交通线，那就会很有成效。

从巴黎到南锡的交通线几乎全线都容易受到攻击。各由一两个骑

兵连和一些优秀射手组成的几支游动队，如果能袭击这条交通线，

破坏路轨、隧道和桥梁，袭击列车等，就会迫使德军从前线调回他

们的骑兵，而后者在前线对法军的威胁是特别大的。当然，法军并

不具有真正的“骠骑兵的悍勇”。

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都以巴黎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前提。直

到现在，只有饥饿能迫使巴黎投降。但是，昨天“每日新闻”登载的

一篇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消除了许多疑

虑。在巴黎，除了巴黎军团的军马外，还有２５０００匹马，如果每匹以

５００公斤计算，每个居民就可得到６１ ４公斤（即１４英磅）马肉，也

就是说，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可得到１ ４英磅马肉。此外，巴黎还

有ａｄ ｌｉｂｉｔｕｍ〔充足的〕面包和酒、大量的咸肉以及其他食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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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巴黎完全可以支持到２月初。这就给了法国两个月的时间，而

这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对法国来说，比和平时期的两年还宝贵。如果

中央和地方都有比较明智而坚强的领导，法国就能在这一段时间

内解救巴黎并恢复元气。

而如果巴黎陷落了呢？等这种可能性更大的时候，我们也还有

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无论如何，法国不靠巴黎就已支持了两个多

月，今后没有巴黎它也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当然，巴黎的陷落可能

损害法国人的抵抗精神，但是，最近７天的失败消息在目前也能产

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不是必然要造成这种后果

的。如果法军巩固几个像卢瓦尔河和阿利埃河汇合处附近的涅维

尔那样的便于机动的阵地，如果法军在里昂四周构筑前进工事，使

里昂像巴黎一样坚固，那末即使在巴黎陷落以后，战争仍然可以进

行下去；但是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

因此，我们敢说，如果人民的抵抗精神不减弱，法国的地位甚

至在最近几次失败以后，仍然是非常稳固的。控制着海洋可以运来

武器，拥有大量人员可以成为兵士，已进行了３个月（最初的最困

难的３个月）的组织工作，并且有再得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喘息

时间的不坏的希望，加上这个时候普军已露出衰竭的征兆，——在

这种情况下投降，就是公开卖国。然而谁又知道在这个时期内会发

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欧洲的形势将怎样进一步复杂化呢？无论如

何，法国人应当继续斗争下去。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１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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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不久前，报纸上有一个时期几乎根本没有普军焚烧法国村庄

的消息。我们原以为普鲁士当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了它

自己的军队的利益而停止了这种行为。然而我们想错了。报纸上

又大量出现了枪杀俘虏和烧毁村庄的消息。柏林“交易所信使

报”１１０刊登的凡尔赛１１月２０日的消息说：

“１７日德勒战斗后的第一批伤员和俘虏昨日到达此间。对自由射手的处

决干脆利落，应当作为范例；令他们排成一列，逐一飨以弹丸。曾经通令全军，

严禁把自由射手视同战俘，并且规定不论他们在哪里，一律由军事法庭判处

枪决，就地执行。对待这班卑鄙下贱的强盗和暴徒（Ｌｕｍｐｅｎｇｅｓｉｎｄｅｌ），这种做

法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维也纳“每日新闻报”
１１１
在同一天的消息中指出：

“上星期在维耳讷夫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因从森林中射击我们的枪骑兵

而被绞死的４名自由射手。”

１１月２６日凡尔赛发出的官方消息称，在奉杜邦鲁主教的命

令宣传圣战的教士的煽动下，奥尔良四周的居民到处对德军展开

了游击战。农民假装在田里耕作，射击德军的骑兵侦察队，打死德军的

传令官。为了报复这种杀害行为，所有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均将

立即处以死刑。不少教士——共７７名——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这只是几个例子，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由此看来，普军

４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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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要坚决把这种暴行继续到战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提

醒他们注意普鲁士近代史中的某些事实，也许是有益的。

当今的普鲁士国王完全能够回忆起他的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

时代：耶拿会战，向奥得河的长距离溃退，几乎全部普军的相继投

降，残军向维斯拉河以东的退却以及国家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完全

崩溃。就在这时，在波美拉尼亚一座海岸要塞的掩护下，一部分具

有主动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公民开创了对敌人进行新的积极抵抗的

先例。一位普通的龙骑兵少尉席尔在科尔贝克建立了一支自由射

手（法文为ｆｒａｎｃｓ－ｔｉｒｅｕｒｓ）部队。他率领这支部队，在民众的协助

下袭击敌人的骑兵侦察队、分遣队和哨所，夺取敌人的公款、粮秣、

武器和军用物资，俘掳了法国将军维克多，在法军的后方和交通线

上准备了普遍起义。总之，他做了现在被当作法国自由射手的罪行

的一切，而普军现在把这些自由射手称作强盗和暴徒，对于被解除

武装的俘虏“飨以弹丸”。但是，要知道，当今的普鲁士国王的父

亲①曾确认席尔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擢升了他。大家知道，１８０９

年，当普鲁士处于和平状态而奥地利正同法国交战的时候，正是这

位席尔完全同加里波第一样，带领他的团队，独力去对拿破仑作

战；结果，他在施特腊耳宗德阵亡，而他的兵士被俘了。按照普鲁士

的作战规则，拿破仑完全有权枪毙全部俘虏，但是他在威塞尔总共

只枪杀了１１名军官。当今普鲁士国王的父亲在军队内外舆论的压

力下曾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这１１名自由射手的墓地上为他

们树立了纪念碑。

当普鲁士实际上刚刚发生自由射手运动时，像富有思想的民

５１２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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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所应当做的那样，普鲁士人就开始把这种做法加以系统化并制

订出它的理论。作为自由射手运动的理论家、伟大的自由射手哲学

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度任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元帅的安东·奈特

哈德·冯·格奈泽瑙。１８０７年格奈泽瑙防守科尔贝克；当时席尔

的一部分自由射手归他指挥；在防守科尔贝克的战斗中，他得到过

当地居民的有力支援，而这些居民连国民自卫军、流动自卫军或地

方自卫军也算不上，因此按照普鲁士最近的概念，他们肯定应被

“立即处以死刑”。但是，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受异族侵犯的国家的

那种巨大的潜力，给格奈泽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惜用几年

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最好地组织人民抵抗的问题。西班牙的游击战，

俄国农民在法军从莫斯科败退途中的起义，都给格奈泽瑙提供了

新的例证，因而他在１８１３年得以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早在１８１１年８月，格奈泽瑙就制定了准备人民起义的计划。

这个计划提出组织一支民军，他们不着军服，只戴一顶轻便的军帽

（法文为ｋéｐｉ），扎黑白两色的腰带，也许还穿军大衣；简单地说，这

几乎就是现在的法国自由射手的制服。

“遇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应当把武器、军帽和腰带藏起来，而民军士兵则

扮成普通居民。”

这恰恰就是目前被普军看作要以枪弹或绞索处罚的犯罪行

为。这些民军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

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

森林或沼泽地。

“各种教派的僧侣都应接受以下命令：战争一开始，就宣传起义，用最阴

森的情景描绘法国人的压迫，提醒人民回想马加伯时代的犹太人，并号召人

民学习他们的榜样…… 每个教士都应要求本教区的教徒发誓，他们除非被

６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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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胁迫，决不把粮食、武器等交给敌人。”

换句话说，德国教士实际上也曾经宣传了奥尔良主教命令自

己教士宣传的圣战，而现在不少的法国教士却因此在等候审判。

谁只要打开彼尔茨教授所著的“格奈泽瑙的生平”１１２一书的第

二卷，谁就会看到，紧靠这一卷的里封面印着格奈泽瑙亲笔写的上

述引语中的一段。旁边有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笔眉批：

“只要一个教士被枪毙，万事皆休。”

显然，国王并不特别相信他的僧侣的英勇精神。然而这并没有

妨碍他直接批准格奈泽瑙的计划；而且在几年以后，当赶走法军的

那些人被当做“煽动者”而遭逮捕和迫害１１３的时候，这也没有妨碍

得到这份文件原稿的当时缉拿煽动者的有文化的捕手之一控告不

知名的作者，说他企图煽动人民枪杀僧侣！

直到１８１３年为止，格奈泽瑙始终不倦地既训练正规军，又准

备人民起义，作为摆脱法国压迫的手段。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起义、

农民的抵抗和自由射手的出动就立刻随之而起。４月间，在威悉河

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不久在马格德堡附近也爆

发了人民起义；格奈泽瑙还亲自给在法兰克尼亚的朋友们写了一

封信（这封信由彼尔茨公布过），号召他们在敌人的交通线经过的

地区举行起义。当时这种人民战争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

１８１３年４月２１日制定了“民军条例”（到７月才颁布）；按照这个

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

军营，以便准备进行那种一切手段都被认为合法的神圣的自卫战

争。民军应当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经常惊恐不安，袭

击敌人运输弹药和粮食的车辆，袭击他们的传令兵、新兵和医院，

７１２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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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夜袭，消灭掉队的兵士和小股敌人，使敌人陷于瘫痪，并使他

们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民军必须协助普军押送钱

款、粮食、弹药和俘虏等。这项法令的确称得上是自由射手的真正

指南，并且因为它是由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制定的，所以它正如当年

适用于德国一样，现在也适用于法国。

但是拿破仑第一幸运的是，这项法令在普鲁士执行得极差。国

王被他自己所干的事情吓倒了。没有国王的命令而由人民自己去

作战，这是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精神的。因此，建立民军的事就被搁

置下来，待国王要求建立民军时再说，而国王就没有提出过这种要

求。格奈泽瑙很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在没有民军的情况下对付下去

了。如果格奈泽瑙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由于他具有普鲁士的全部

经验，他一定会从法国自由射手身上看到，他那人民抵抗的ｂｅａｕ

 ｉｄｅａｌ〔美好理想〕如果不是完全实现了，也是大体上实现了。因为

格奈泽瑙曾经是一位人物，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人物。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１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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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一）

卢瓦尔战局看来出现了短暂的间歇，这使我们有时间把各种

消息和日期加以对照，从而依据这些非常混乱和矛盾的材料，对事

件的真相作一个在目前条件下所能够作的清楚的概述。

１１月１５日，过去指挥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的奥雷耳·德·

帕拉丹被任命为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司令官，从这时起，卢瓦尔军

团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团诞生了。我们说不出，当时还有哪些部队

编入了这个军团；这个军团实际上是不断补充起来的，至少到１１

月底为止是这样，那时它名义上由下列各军组成：第十五军（由帕

耳埃尔指挥）、第十六军（由尚济指挥）、第十七军（由索尼指挥）、第

十八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第十九军（据普方情报是由巴腊耳指

挥）和第二十军（由克鲁扎指挥）。其中第十九军无论是法方还是普

方的消息都从来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不能断定这个军曾经参加

战斗。除了这几个军以外，在勒芒及其邻近的孔利兵营有第二十一

军（由饶勒斯指挥）和在凯腊特里辞职后转归饶勒斯指挥的布列塔

尼军。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法国北部还有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第

二十二军，它的作战基地是利尔。我们没有把配属卢瓦尔军团的米

歇尔将军的骑兵部队包括在内，因为这支骑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

由于刚成立不久，人员又没有受过训练，只能当作一支志愿骑兵队

或一群骑马爱好者。

９１２战争短评（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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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军团的成分极其复杂，有重征入伍的老骑兵，也有未经训

练的新兵和厌恶一切纪律的志愿兵；有教皇的朱阿夫兵１１４那样坚

强的营，也有只是名义上叫做营的乌合之众。这个军团毕竟也规定

了某些纪律，但整个说来，仍然保留着匆忙编成的迹象。德军军官

在战场上同这个军团打过交道以后说：“如果这个军团再经过４个

星期的训练，它也许会成为可怕的敌人。”如果把所有根本没有受

过训练的、只能成为障碍的新兵除外，我们估计，奥雷耳用于作战

的５个军（不包括第十九军）里面称得起兵的大约有１２—１３万人。

勒芒附近的部队还能提供将近４万人。

如我们所看到的，同这支兵力对抗的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

王的军团，其中包括梅克伦堡大公所指挥的军队；现在我们从侯泽

尔上尉那里得知，他们总共大概不到９万人。但这９万人凭着他们

的作战经验、组织和指挥官久经锻炼的指挥才能，完全能够同两倍

于自己的当面的敌人作战。因此双方取胜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而

这一点对在３个月内从无到有地创立了这个新军团的法国人来

说，就是很大的光荣了。

从法军方面来说，战局是以１１月９日在库耳米埃附近进攻冯

·德尔·坦恩并收复奥尔良开始的。随后是梅克伦堡大公为增援

冯·德尔·坦恩的进军和奥雷耳向德勒方向的机动，这个机动迫

使梅克伦堡大公把全部军队调集到德勒方向并向勒芒进军。在这

次进军中，法军非正规部队对德军进行了这次战争中从未有过的

激烈的骚扰。居民进行了最坚决的抵抗，自由射手不断袭击入侵

军的翼侧；但正规部队只进行了佯动，而德军无法迫使他们进行

阵地战。梅克伦堡大公军队中随行的德国记者们写的一些通讯，以

及他们对于这些在战争中坚决采取了最有利于自己而最不利于敌

０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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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战法的不道德的法国人的狂怒和愤恨，是防御者在勒芒附近

出色地进行了这次短促的战局的最好证明。法国人诱使梅克伦堡

大公对这支看不见的军队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追赶，一直追到距离

勒芒约２５英里的地方。梅克伦堡大公追到这样远的地方以后，就

不敢继续前进而折向南面去了。显然，最初的计划是对勒芒的军

队进行歼灭性的突击，然后折向南面的布卢瓦，迂回卢瓦尔军团

的左翼，而恰好这时赶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队就可从正面

和后方攻击卢瓦尔军团。但是，这个计划也和后来拟定的其他许

多计划一样都落空了。奥雷耳置梅克伦堡大公于不顾，而向弗里

德里希－卡尔进军，在１１月２４日在拉栋和梅济埃尔攻击了普鲁

士第十军，而在１１月２８日在博内－拉罗朗附近攻击了普军的重

兵。无疑，奥雷耳在这里对自己的军队指挥得不好。虽然这是他

冲破普军的阻截来打通一条前往巴黎的道路的首次尝试，但他只

让不大的一部分兵力作了行动的准备。他所做到的唯一的一点，就

是引起敌人对他的军队的敬佩。他退到奥尔良前方的筑垒阵地上，

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里。他把这些兵力从右至左作了如下的部署：

第十八军在极右翼，其次是第二十军和第十五军，这３个军全部

在巴黎—奥尔良铁路以东；第十六军在铁路以西，第十七军在极

左翼。这些军队如果能及时地集中起来，几乎是无需怀疑他们能粉

碎当时不足５万人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团。但是等到奥雷耳

在他的阵地上完全巩固下来的时候，梅克伦堡大公却又向南前进

了，并同他的堂弟（梅克伦堡大公现在归他指挥）的军团的右翼会

合了。这样一来，梅克伦堡大公的４万人已经赶到，以参加对奥雷

耳的协同进攻，而勒芒的法军却因陶醉于他“击退了”敌人的光荣，

安然留在距决定战局命运的地点约６０英里的地方。

１２２战争短评（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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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完全出人意外地传来了１１月３０日特罗胥出击的消息。

应当作出新的努力来支援他。于是，奥雷耳在１２月１日对普军发

起了总攻，但是已经太晚了。当德军用全部兵力迎击他的时候，他

的极右翼的第十八军看来由于被引向错误的道路而根本没有参加

战斗。这样，奥雷耳只有４个军作战，这就是说，他的军队的

（实际用于战斗的）数量大概只略多于敌军的人数。奥雷耳被击败

了，而且看来还在实际被击败以前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击败了。由

于这一点，他表现出犹豫不决：１２月３日傍晚他下令退过卢瓦尔

河，第二天早晨又取消了这个命令，决定防守奥尔良。这种做法

得到了通常的结果：“朝令夕改，一片混乱。”当普军集中进攻他

的左翼和中央的时候，他的右翼的两个军显然由于接到互相矛盾

的命令而让敌人截断了通往奥尔良的退路，第二十军只得在雅尔

若而第十八军只得在更靠东的修利渡过卢瓦尔河。第十八军的一

小部分看来被驱逐到了更加靠东的地方，因为１２月７日他们被普

鲁士第三军在纪安附近的讷瓦发现了，而后者从那里一直沿着卢

瓦尔河右岸向布里阿尔方向追击他们。德军于１２月４日晚占领了

奥尔良，随即组织了对法军的追击。当普鲁士第三军沿卢瓦尔河

上游的右岸前进时，第十军被派往维埃尔宗，而梅克伦堡大公的

军队则沿卢瓦尔河右岸向布卢瓦挺进。后者尚未到达布卢瓦，就

在博让西附近同至少是勒芒军队的一部分遭遇，而这时勒芒的军

队终于同尚济的军队会合了，并且进行了顽强的、部分成功的抵

抗。但是这个抵抗不久便被粉碎了，因为普鲁士第九军正沿卢瓦

尔河左岸向布卢瓦前进，而到了那里它就会截断尚济向图尔的退

路。这一迂回运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尚济放弃了受到威胁的阵

地，布卢瓦落入了入侵的敌人手中。解冻和不久前的大雨损坏了

２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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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使德军停止继续追击。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大本营发出电报称：卢瓦尔军团已

完全被打散，其中央已被突破并且它作为一个军团已不复存在。这

一切说得很中听，但远不符合事实。甚至根据德方的消息也无可

怀疑，在奥尔良缴获的７７门火炮，几乎全是遗留在工事内的海军

火炮。可能有１万名法军（连伤员在内总共１４０００人）被俘，而

且其中大部分人士气都很低落。但是１２月５日那些完全没有秩序

的、既无武器又无背囊的巴伐利亚兵士成群结伙地沿阿尔特讷到

沙特尔的大道蹒跚而过的情形，比起上面说的也好不了多少。在

５日和５日以后的追击中，德军一无所获！而如果卢瓦尔军团被击

溃了，那末大家知道，普军拥有的行动积极而人数很多的骑兵，必

定会俘掳这个军团的大量兵士。客气一点说，这里存在相当大的

出入。解冻不能成为理由：解冻是从９日左右开始的，因此还有

四五天的时间可以在很好通过的道路和田野上进行积极的追击。

普军停止进攻的原因与其说是解冻，不如说是他们感到９万军队

（其人数由于损失和在后方留下警备部队而减到６万左右）差不多

筋疲力竭了。他们几乎落到了甚至对被击溃的敌人进行追击都是

不明智的这种地步。普军可能向南方举行大规模的扫荡，但他们未

必能占领新的地区。现在已经分为两个军团（一个归布尔巴基指

挥，另一个归尚济指挥）的卢瓦尔军团，将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

进行改编和整训新建立的营。卢瓦尔军团由于分编而不再作为一

个军团存在了；但卢瓦尔军团是这次战争中没有蒙受耻辱的第一

个军团。我们将来还可能听到接替了它的两个军团的消息。

然而，普鲁士却显露了兵源枯竭的迹象。尽管法律规定后备

军在３２岁以后免服现役，但是现在却在征集４０岁和４０岁以上的

３２２战争短评（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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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军。全国受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耗尽。１月份将有一批约９

万人的新兵从北德意志派往法国。总的说来，这可能就是我们听

说得很多但至今还未见到的那１５万人；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将使

普军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这次战争造成的兵力损耗是巨大的并

且正在与日俱增。无论是从军队寄出的书信的那种忧郁的情调还

是伤亡名单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名单中，现在主要的已经不

是大规模会战中的伤亡，而是一两个、三五个人被打死的小规模

战斗中的伤亡。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

最大的军队逐渐地损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而最重要的是，人们

看不到这一点能因对方的相应损失而抵销。只要巴黎能坚持住，法

军的处境就会日益改善，而在凡尔赛等待巴黎投降的那种焦急心

情，是这个城市还可以威胁围攻军队的最好的证明。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２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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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二）

上周的战斗行动证明，我们曾怎样正确地估计了交战双方的

态势，当时我们断定，从麦茨到达卢瓦尔河和诺曼底的德军已经大

大丧失了夺取新地区的能力①。从那时起，德军占领的地区几乎丝

毫没有扩大。梅克伦堡大公率领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

（尽管他们漫无组织，缺少鞋子，但是在前线上没有他们却不行）以

及第十军、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顽强地追击了尚济的军队，后

者且战且退，缓慢地从博让西退到布卢瓦，从布卢瓦退到旺多姆、

埃皮色及其以西的地方。尚济防守了从北面流入卢瓦尔河的小河

所形成的全部阵地，而当普鲁士第九军（或至少是该军的黑森师）

从卢瓦尔河左岸开来，在布卢瓦附近迂回了他的右翼的时候，他便

退到旺多姆，在卢瓦河一线占领阵地。在１２月１４日和１５日，尽管

敌人发动几次攻击，他仍然守住了这个阵地，但在１５日傍晚放弃

了阵地，缓慢地、毫不慌乱地向勒芒退却。１７日在埃皮色附近，也

就是在从旺多姆和莫雷到圣加来的两条道路的汇合点附近，他同

冯·德尔·坦恩的军队又进行了一次后卫战，然后继续退却，但德

军看来并没有追击很远。

显然，整个这次退却是进行得十分谨慎的。自从决定把原来的

５２２战争短评（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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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瓦尔军团分为两部分以后，其中一部分归布尔巴基指挥的应当

在奥尔良以南作战，而另一部分归尚济指挥（勒芒附近的部队也归

他指挥）的则应当防守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西部；在采取了这个措

施以后，尚济就不能把决战作为自己的目的了。相反，他的计划必

须是尽可能地坚守每一寸土地而避免卷入决战的危险，从而给敌

人造成尽可能严重的损失，并且在炮火中锻炼自己的新编部队保

持秩序和坚定性。在这次退却中他损失的人员自然会比敌人的多，

尤其是很多人掉队，但这些都是各营最差的兵士，没有他们，他也

完全可以应付。他也许能够保持他的军队的士气，同时继续使敌人

对共和国的军队表示卢瓦尔军团已经赢得的那种尊敬。并且他很

快就会达到这样的转折时机，即追击他的敌军由于战斗的伤亡、疾

病以及由于必须派兵留守后方的补给线而被削弱，因而必定会放

弃追击，或者本身也要冒失败的危险。这种转折地点很可能就是勒

芒；那里，在伊夫雷－勒韦克和孔利有两个训练兵营，并有一支人

数不定、组织程度不等、装备不一的军队；但是在那里组织严密的

营无疑比尚济为了击退梅克伦堡大公的任何进攻所需的营还要

多。普军司令官，确切些说，他的参谋长施托什将军（他实际上指挥

着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的进军），大概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果然，自

从我们听说北德意志第十军于１８日把尚济追击到埃皮色以西以

后，现在又听说福伊格茨－雷茨将军（他指挥的就是这个第十军）

于２１日在蒙乃郊区击败了一支法军，并把他们逐到了诺特丹－多

厄以南。蒙乃在埃皮色以南约３５英里处，位于从旺多姆到图尔的

道路上，而诺特丹－多厄离图尔比蒙乃要近几英里。由此可见，在

把尚济的主力一直追击到勒芒以后，现在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至

少是一部分兵力）大概要向图尔前进，此刻他们也许已经到达图

６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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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但他们未必能长期占领这个地方。

普鲁士评论家指责卢瓦尔军团在奥尔良会战以后所进行的离

心退却，并断言法军只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突破了他们

的中央”的强有力的行动才不得不采取这一错误步骤。我们可以同

意，这次离心退却和随后把军团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的做法，在很

大程度上是奥雷耳遭到敌人打击时的错误部署造成的。但是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法国要组织军队，首先需要时间和空间，也就

是要有尽量多的地区，以便在那里准备组织军队的手段——人力

和物力。法国暂时还无力求取决战，因此，它应当设法使尽可能多

的地区不被敌人占领。既然现在入侵已经进入一个攻防双方兵力

几乎平衡的阶段，防御军队也就不必要按照决战的要求来集中。相

反，他们可以不冒多大危险地分成几支大部队，以便能够守住尽可

能多的地区，并且用足以阻碍敌人实行长期占领的大兵力，来抵抗

敌人在任何方向上所能发动的进攻。既然在勒芒附近还有约６万、

也许是１０万人（固然，他们的装备、训练和纪律都很差，但是正在

日益改善），既然这些军队的装具、武器和补给所需的经费已经在

法国西部筹集好了，那末仅仅因为战略理论要求败军在一般情况

下要作为一个整体实行退却而把这一切统统放弃，就是很大的错

误；在目前，只有向南运动和放弃保卫西部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要

求。相反地，在勒芒附近两个兵营中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可用来逐渐

建立起甚至比原来的卢瓦尔军团还要强大的西方军团，而整个南

方也可以为布尔巴基的部队建立补充部队。由此可见，这种措施乍

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这一措施

丝毫也不会妨碍全部法军在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能够协同地进行决

战。

７２２战争短评（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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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介于法国西北和南部之间的最西面

的一个铁路枢纽。如果图尔长期被普军占领，那末尚济无论是同波

尔多政府还是同在布尔日的布尔巴基都无法取得铁路联系。但是

普军以现有的兵力是没有希望守住图尔的。他们在那里的地位不

会比冯·德尔·坦恩１１月初在奥尔良的地位稳固。因此图尔的暂

时失守虽然不利，这毕竟是可以忍受的。

关于德军的其他部队，我们听到的消息很少。弗里德里希－卡

尔亲王和第三军（可能还有第九军的一半）一起，完全不见了，而这

决不能证明他还有力量进攻。曼托伊费尔的部队被迫只能起到一

支执行征发任务的大游动队的作用；看来他们不可能长期占领比

卢昂更远的地区。在韦德尔的周围，四面八方都有游击队活动，他

只有依靠积极的行动才能在第戎坚持下去，而与此同时，他突然发

现，如果他想保证后方的安全，就必须把兰格尔也封锁起来。我们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可以调来军队担负这个任务，他自己是派不

出一兵一卒来的，而在伯尔福附近和亚尔萨斯的后备军也自顾不

暇。由此可见，双方兵力大概到处都几乎势均力敌了。现在，正在

进行一场谁获得更多援军的竞赛，而在这场竞赛中，法国领先的机

会比３个月以前大得多。假如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巴黎将坚持到２

月底，那末我们大概就可以相信法国将在这场竞赛中获胜。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２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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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在德国，这次战争中兵源枯竭的情况已开始表现出来了。最初

的入侵军，包括南北德意志的全部基干部队在内，约达６４万人。经

过两个月的战斗，这支军队的人数锐减，以致不得不把从各个步兵

后备营和骑兵后备连抽调出来的第一批兵士（约为最初的入侵军

人数的三分之一）派赴前线。他们在９月底和１０月初开到了法国。

尽管他们的人数可能达２０万人，但作战军队的各营仍远没有补充

到１０００人的最初名额。巴黎城下各营的人数为７００—８００人，而麦

茨城下各营的人数则更少。不久，疾病和战斗又造成了更大的减

员，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卢瓦尔河时，他的３个军已

减少到不足正常编制人数的一半，即平均每营４５０人。本月的战斗

以及严寒多变的天气，势必严重影响巴黎城下的军队和掩护包围

的军队；因此各营现在无疑平均不到４００人。１８７０年征集的新兵，

经过３个月的训练，将于１８７１年１月初做好派赴前线的准备。这

些新兵约为１１万人，每营可以得到略少于３００人的补充。我们现

在听说，其中一部分已经越过了南锡，并且每天都有新的补充兵员

源源开来；因此各营很快又可补充到６５０人左右。如果其余那些未

经训练的、年纪更轻的可用的人员（补充兵）果真同本年度的新兵

一起受过了训练（从许多迹象来看这是可能的），那末每个营又可

多补充１００人，使每营达到７５０人。这样就大约等于原来人数的四

９２２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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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并将组成一支４８万人的军队（从德国派赴前线的共１００

万人）。由此可见，德国派出的各基干团原有的和以后补充的人员，

在不到４个月的时间内已有一半以上死亡或成了残废。如果有人

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末就请他用以往各次战局（例如１８１３年

和１８１４年的战局）中的伤亡来作一比较；同时还请他注意，在这次

战争中，普军连续不断的长时间的和急速的行军必然给军队以极

其严重的影响。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到基干部队。除开它们以外，几乎全

部的后备军也被派到了法国。最初，后备军的每个近卫营为８００

人，其他营则为５００人；但它们的人数全都逐渐增加到每营１０００

人。这些营加上骑兵和炮兵，总共为２４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已来

法国一定时间，他们在担任警卫交通线和封锁要塞等任务。但是即

使担任这个任务，他们的人数看来也是不足的，因此目前后备军又

在建立４个师（大概是在后备军的每个团设一个第三营），至少有

５０个营，５万人。他们全部必须在现在派往法国。那些仍然留在德

国看管法国战俘的部队，想必由新编的“警备营”来接替。在收到关

于建立这些营的命令全文以前，我们不能断定它们由哪些人编成，

而关于这个命令暂时还只有一条简短的电讯。但是，如果像我们所

知道的那样，上面提到的后备军４个新的师不依靠征集４０岁甚至

４０岁以上的人便不能建立起来，那末除了４０岁到５０岁的人以

外，还有哪些受过训练的兵士留给警备营呢？毫无疑问，这个措施

正在耗尽德国的有训练的预备兵员，此外还耗尽整整一个年度内

所征集的新兵。

后备军在法国行军、露营和作战的次数，要比基干部队少得

多。这些后备军大部分住着相当好的营舍，给养充足，勤务也不繁

０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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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此可以认为，其死亡和因残废离队的总人数约为４万。现在，

包括目前正在建立的新编各营在内，后备军尚有２５万人；但是我

们根本不知道，经过多久才能够——如果说总有一天能做够的话

——把他们全部调到国外去执行勤务。可以说，在未来两个月普军

在法国的后备军战斗人员最多为２０万人。

因此，到１月下半月，德军在法作战的基干部队和后备军一起

大约为６５万到６８万人，其中１５万到２０万人现在正在去法国途

中或正在准备出发。但这些部队大大不同于迄今在法国使用的部

队。各基干营整整有一半人是２０岁或２１岁的没有经验的青年，冬

季作战的困难对这种年龄的人的健康具有特别严重的影响。这些

人很快就要挤满医院，而各营的人数又将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后

备军里越来越多的是３２岁以上、几乎全都结过婚并有子女的人，

也就是年龄大而在寒冷或潮湿的天气里露营几乎肯定很快就会普

遍得风湿症的人。毫无疑问，由于后备军必须防守的地区的扩大，

大多数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要比以前频繁得多。基干部队的兵士比

以前的年轻得多，后备军的兵士则比以前的年老得多；补充基干部

队的新兵几乎没有时间来受军事训练和熟悉纪律；而补充后备军

的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来忘掉这些东西。由此可见，德军中包含的成

分使德军在质量上比以前大大接近于同它作战的法军新编部队。

但是，德军有一个优越条件，即这些成分都被并入老部队的坚强而

稳定的骨干中去。

除此而外，普鲁士还有哪些兵源呢？有到１８７１年才满２０岁的

新兵和一些年纪大的补充兵。后者全都没有受过训练，几乎全都是

已婚者，并且已到了不愿或不能当兵的年龄。把那些长期以来就习

惯于认为自己同军队只有形式上的关系的人征集入伍，这是极其

１３２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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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人心的。而把那些身体状况虽然适合服役但由于某种原因得

以完全免役的人征集入伍，那就更不得人心了。在纯粹防御性的战

争中，他们全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但是在掠夺性的战争中，

而且在掠夺政策的成功成为疑问的时候，是不能指望他们做到这

一点的。要用一支主要由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进行一场胜败不定

的掠夺性战争，终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战争中，一两次严重的失

败，必然会使这种军队士气沮丧。普军由于战争的拖延愈成为真正

的“全民武装”，它进行掠夺的能力就愈小。让德国的庸人们疯狂地

叫嚷要征服亚尔萨斯和洛林吧！然而无需怀疑，德国不可能为了征

服这两个地区而忍受像法国为了自卫甘愿忍受的那种艰苦、社会

生活的破坏和国家生产的停顿。这班德国的庸人只要一穿上军装，

开到前线，他们的狂热很快就会在法国战场上的某地或者在露营

地的凛冽的寒风中冷却下来。因此，如果两个民族真正手执武器面

对面，结局对他们也许是最好的了。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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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三）

从圣诞节起对巴黎的真正围攻开始了。在这以前，只不过是包

围了这个巨大的要塞而已。固然，已构筑好重型攻城炮的炮台并且

集结了攻城炮兵，但是没有一门火炮进入阵地，没有开设一个炮

眼，没有发射一发炮弹。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巴黎的南面和西

南面进行的。在其他方面也构筑了胸墙，但显然只是用于防御的目

的，用于抵抗出击和掩护围攻军队的步兵和野战炮兵。这些工事距

巴黎各堡垒自然要比炮队在正规围攻时所应配置的地点远；在这

些工事和堡垒之间，有一个没有被任何一方占领的宽阔地带，这是

法军可用以进行出击的地方。当特罗胥于１１月３０日进行的一次

大规模出击被击退时，他仍然控制着巴黎东面这一地带的一部分

地区，包括罗尼堡垒前面独立的蒙亚佛隆高地。特罗胥已开始在这

个高地上构筑工事；从哪一天起，我们不确切知道，但１２月１７日

我们听到有人提及，不论是蒙亚佛隆高地或者瓦朗各高地（在马尔

纳河弯曲处），都已构筑了工事，并且配置了重炮。

除了巴黎南面的维特里和维耳茹伊弗附近的看来并没有多大

作用的几座前进多面堡外，我们看到在这里防御者初次企图大规

模地用挖掘反接近壕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阵地。在这里我们自然

应当拿塞瓦斯托波尔来对比。在联军开始围攻作业４个多月以后，

即到１８５５年２月底，当围攻者深受严寒之苦的时候，托特列本开

３３２战争短评（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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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当时距自己防线相当远的距离上构筑前进工事。２月２８日，

他在距要塞主墙１１００码的地方构筑了色楞格多面堡；当日，联军

对这个新工事的攻击遭到了失败；３月１日，在距要塞围墙１４５０

码的地方构筑了另一个更向前突出的沃伦多面堡。这两个多面堡

被联军称为《ｏｕｖｒａｇｅｓ ｂｌａｎｃｓ》〔“白色多面堡”〕。３月１２日，在距

要塞围墙８００码的地方，构筑了堪察加眼镜堡，它被联军称为

《Ｍａｍｅｌｏｎ ｖｅｒｔ》〔“绿色山冈”〕。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前面都挖有

战壕。３月２２日的攻击被击退了，并且全部工事，包括《Ｍａｍｅｌｏｎ

 ｖｅｒｔ》右方的工事，即“采石场”，也完全构筑成功了；所有这些多

面堡都有隐蔽路相连。在整个４月和５月期间，联军企图再度夺取

筑有这些工事的地方，但毫无结果。他们不得不挖掘在正规围攻时

采用的接近壕向这些工事逼近，而且到６月７日，当大量援兵到达

的时候，他们才得以用强攻夺取这些工事。这样一来，尽管这些向

前突出的野战工事遭到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海军火炮的轰击，但它

们使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时间推后了整整３个月。

假如把上面说的一切同蒙亚佛隆高地的防御加以对比，那末

后者就显得很可怜了。１２月１７日，法军花了两个多星期来构筑工

事以后，把炮台筑成了。在这期间，围攻军队调来了攻城炮，主要是

在以前的围攻中用过的旧式炮。２２日，德军筑成了对付蒙亚佛隆

高地的炮台，但在法军ｅｎ ｍａｓｓｅ〔大规模〕出击的威胁完全消除

以前，以及在巴黎军团于２６日在德朗西周围停止构筑阵地以前，

德军并没有采取任何战斗行动。１２月２７日，德军炮队开始射击，

一直持续到２８日和２９日。法军工事的火力不久即被压制住，而

２９日，这些工事就放弃了，据法军公报称，其原因是在这些工事中

没有守军的掩蔽穹窖。

４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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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一次可怜的防御，而为它作的辩解就更加可怜了。主

要缺陷显然在于工事的结构不完善。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在蒙亚佛隆高地没有一个闭合的多面堡，而只有一些背

面暴露，甚至两侧也没有可靠的掩护的炮台。此外，这些炮台显然

只有一个射向，即向南或向东南射击，然而在附近，在东北方向，却

有兰西和蒙费尔梅两个高地，它们最便于德军对蒙亚佛隆高地进

行炮击。围攻军队利用了这一点，把炮兵配置成一个半圆形来包围

蒙亚佛隆高地，很快就压制住了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并逐走了守

军。但为什么没有构筑守军的掩蔽部呢？严寒只能作为辩解的一

半理由，因为法军曾有足够的时间，而且俄军冬天在克里木的岩石

上能做到的，法军在１８７０年１２月在巴黎附近也应该能做到。当

然，轰击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比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所用的火炮

威力大得多，但是这正是曾轰击过杜佩尔１１５的多面堡的火炮，而杜

佩尔的多面堡也是野战工事，却支持了３个星期。有人推测，守备

的步兵逃跑了，结果使炮兵失去了掩护。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

为构筑这些工事的工程师辩护。根据这些工事的结构来判断，巴黎

的工程指挥部一定组织得很差。

蒙亚佛隆高地的工事迅速被摧毁，刺激了围攻军队继续获取

这种胜利的胃口。他们对东面的各堡垒，特别是对努瓦济、罗尼和

诺让这三座堡垒进行了炮击。经过两天的炮击，所有这些堡垒几乎

都被压制住了。此外还对这些堡垒采取过什么行动，我们什么也没

有听到。关于这些堡垒之间的防御工事的炮火，也没有任何消息。

但我们可以相信，围攻军队会竭尽全力向这些堡垒挖掘接近壕（尽

管是一些极简单的接近壕），从而保证稳固地扼守蒙亚佛隆的阵

地。如果围攻军队不管天气如何，而在这方面取得比法军更大的进

５３２战争短评（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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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那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但是，所有这些事件对围攻的进程有什么影响呢？没有疑问，

如果这三座堡垒落入普军手中，这将是普军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使

他们能够把炮队推进到距要塞围墙３０００—４０００码的地方。不过，

这些堡垒决不是不可避免地会这样迅速陷落的。这些堡垒都设有

守军的防弹穹窖；而围攻军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他们为数很少

的线膛臼炮运来。这种臼炮是唯一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摧毁防弹掩

蔽部的火炮；旧式臼炮太不准确，不能很快奏效，而二十四磅炮（发

射的炮弹重６４磅）不能赋予足够大的射角来保证有效地进行曲

射。如果说这些堡垒的炮火看来被压制住了，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

火炮已经隐蔽起来，以便准备对付强攻。普军炮队可以破坏胸墙，

但是还不能因此形成缺口。为了用间接的射击摧毁内岸的掩护严

密的石砌部分，普军必须把炮队配置在距堡垒不超过１０００码的地

方。而要做到这点，只有挖掘在正规围攻时采用的平行壕和接近壕

才行。普军常说的“快速”围攻法，仅在于从远距离上压制住敌人的

火力，以便能够在危险较小、时间较短的条件下挖好接近壕；然后

以间接射击的方法进行极猛烈的炮击，并在围墙上打开缺口。如果

所有这些措施仍不能迫使法军投降（而对于巴黎的堡垒来说，很难

设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迫使他们投降），那就只有用普通的方法把接

近壕一直挖到斜堤，然后决定强攻。对杜佩尔的强攻是在接近壕已

挖掘到距被摧毁的工事约２５０码的地方以后才进行的，而在斯特

拉斯堡，对壕则用完全旧式的方法一直挖到了斜堤顶并且越过了

斜堤顶。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再三重复我们在这些短评中屡次强

调的观点，即巴黎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不应当仅仅是消极的。

６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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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一个适于出击的空前未有的时机。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突

破敌人的战线，而在于接受围攻者迫使被围者进行的那种局部性

的战斗。围攻者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在选定的任何地点取得对

被围者的火力优势；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可争辩的老真理；被围

者如果不以积极、大胆和坚决的出击来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固有

的缺陷，那末他们就会错过最好的机会。据说，巴黎军队的士气已

经低落；但这是毫无理由的。军队可能对自己的指挥官失去信任，

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特罗胥继续无所作为，那末他们就有

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自己的指挥官。

我们想用几句话谈谈某些人的奇妙臆测：即特罗胥似乎打算

在巴黎陷落以后率领他的军队撤退到筑垒的半岛蒙瓦勒里安，把

它当作卫城。这个异想天开的猜测，是凡尔赛普军参谋部内某些过

分聪明的食客想出来的，所根据的主要事实是：在巴黎和上述半岛

之间来往的马车络绎不绝。如果有人把构筑卫城的地方选在这样

一个低洼的、冲积而成的、四面为高地瞰制、敌人可以了如指掌地

看到军队配置情况并能从近距离射击的半岛上，那末他也真算得

上是一个聪明非凡的将军了。但是，普军参谋部自成立以来，一直

有这样一些超人的高瞻远瞩的人物的参与而给它带来很大的麻

烦。他们总认为最可能的事情就是敌人在做最不可思议的蠢事。用

德国的谚语来说，就是“他们听见草长”。凡是读过普鲁士军事著作

的人，必然碰到过这类人物，但令人奇怪的只是，居然竟有人相信

他们。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４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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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四）

自从我们最近一次研究了交战双方在法国各地的态势①以

来，虽然发生过许多次战斗，但是变化很少，这证明我们关于双方

兵力现在几乎形成均势的观点是正确的。

尚济的西方军团正扼守着勒芒前面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的

军队在布卢瓦、旺多姆到韦尔纳伊一线上与它对峙。在旺多姆附近

曾进行过多次局部的战斗，但双方军队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任

何变化。在这期间，尚济调集了已解散的孔利兵营中所有经过训练

的、配有武器的人员；据报道，他已在勒芒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阵地

作为一旦退却时的据点，并且人们估计，他现在打算重新采取攻

势。因为甘必大先生已于５日由波尔多前往勒芒，所以这完全可能

符合事实。关于尚济军队的实际人数和编制情况，我们仅仅知道，

他在退到勒芒以前有３个军。关于同尚济直接对峙的军队的情况，

我们知道的略多一点，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和弗里德里希－卡尔

亲王原有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以致原来的ｏｒｄｒｅ ｄｅ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战

斗序列〕不再有效了。我们将把这两者看做是一支军队，自从弗里

德里希－卡尔担任总指挥后，他们实际上就已形成一支军队了；区

别仅在于：梅克伦堡大公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à ｃｈｅｖａｌ〔两岸〕

８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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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向西的军队，而亲王则直接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由布卢瓦到

纪安一线正面向南、监视布尔巴基的军队。这两支军队共有１０个

步兵师和３个骑兵师，同时有许多分遣队留在从科梅尔西经特鲁

瓦到卢瓦尔河的交通线上；这些分遣队只有被后备军新的部队替

换以后才能陆续开来。

１２月１１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布里阿尔，他企图向

涅维尔进攻，以迂回布尔巴基的右翼，并切断他与另一部对韦德尔

作战的法军的直接联系。但是，我们不久前得知，弗里德里希－卡

尔亲王在接到关于梅克伦堡大公突然遭到尚济的坚决抵抗的消息

以后，便立刻放弃了这一计划，率领他的大部分军队转回来向图尔

方面去了。如我们所知，他的军队已抵近图尔，但是没有开进该城。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了解，尚济的巧妙而大胆的退却，不仅保证了

他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布尔巴基的安全。这位将军大约仍在

布尔日和涅维尔附近。如果布尔巴基像人们所推测的那样，向东前

进去攻击韦德尔或截断普军的交通线，那末我们现在就已听到他

的消息了。他很可能正在整编和补充自己的军队，而且如果尚济转

入进攻，我们无疑也会听到布尔巴基的消息。

在塞纳河以北，曼托伊费尔以其第一军扼守卢昂及其周围地

区，同时又把他的第八军派遣到皮卡尔第。这个军在那里陷入了困

境。费德尔布将军并没有使他的北方军团长期无所作为。在法国

最北部从松姆河到比利时边境的三个省中，约有大小要塞２０个；

这些要塞在今天虽然在遇有大军从比利时入侵时将毫无用处，但

在目前情况下却形成了一个最有利的和几乎是无法攻破的作战基

地。在几乎两百年前，当沃邦设计这个三层要塞带的时候，他当然

不会想到，这些要塞会成为法军抵御来自法国中心的敌人的巨大

９３２战争短评（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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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垒（类似扩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成了事实，并且尽管这个

地区范围小，它在目前情况下却是不可攻破的；此外，这个地区从

工业资源、人口十分稠密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费

德尔布由于维累尔－布雷顿讷附近的战斗（１１月２７日）１１６被击败

而退到这个可靠的隐蔽地以后，整编并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在１２

月底，他又向亚眠前进，并于２３日在阿吕河附近同曼托伊费尔进

行了一次战斗，结果不分胜负。在这次战斗中，费德尔布用了４个

师的兵力（根据他的资料为３５０００人）攻击普鲁士第八军的２个师

（根据普军的资料为２４０００人）。他在这种兵力对比的条件下竟能

敌得过像冯·哥本这样赫赫有名的将军，这个事实证明他的流动

自卫军和新兵做出了成绩。后来，正如他本人所称，由于严寒以及

军需品和辎重不足，可能还由于他不相信所属部队在苦战的第二

天仍能保持坚定，他便几乎不受阻碍地退过了斯卡尔普河。冯·哥

本留下第十六师的大部兵力保护交通线和包围佩龙讷城以后，对

他进行了追击，并且只率领了第十五师和小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

游动队（至多为１个旅的兵力）向巴波姆和更远的地方前进。由此

可见，优势当时是在费德尔布的４个师方面的。费德尔布毫不犹豫

地离开自己的掩蔽阵地攻击普军。经１月２日的初战后，双方主力

于次日在巴波姆附近进行了会战。费德尔布的明确报告，法军在数

量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根据上述材料确定双方的兵力，那末法军为

８个旅，即至少３３０００人，而普军为３个旅，即１６０００—１８０００人）

以及曼托伊费尔含糊其辞的说法，都使人不能怀疑，法军在这次会

战中占了上风。此外，曼托伊费尔的夸夸其谈在德国是闻名的；大

家记得，在他任什列斯维希公国的总督时，曾以身材高大著称，他

表示决心“以七尺之躯捍卫每寸国土”。无疑，他的消息即使经过凡

０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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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赛的检查以后，也仍然是普军所有的消息中最不可靠的。同时，

费德尔布并没有去扩大他的战果，而在会战以后退到位于战场后

方几英里的一个村庄，因此佩龙讷城没有得到解救，并且正如本报

所指出的那样，普军却得到了这次会战的全部战果。对于费德尔布

为自己的退却辩解的理由，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但是不管他的理由

如何，如果他只能用自己的军队击败普军的３个旅，然后退却，那

末他是解救不了巴黎的。

在这期间，曼托伊费尔将很快得到大量的援兵。第七军第十四

师（由卡梅克指挥）在占领蒙梅迪和梅济埃尔以后，正随带攻城炮

兵纵列向他的作战地区开进。吉兹附近的一次战斗，看来是这次进

军的一个阶段；吉兹在梅济埃尔到佩龙讷的直通大道上，佩龙讷自

然是即将遭到炮击的下一个要塞。如果普军在各方面都进展顺利，

继佩龙讷之后将要遭到炮击的可能是康布雷。

在东南方面，韦德尔自从１２月２７日撤离第戎以后便节节败

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德国人才提到这一点，而这时普军仍继续

保持完全的缄默；“卡尔斯卢厄日报”１１７在一个不显著的位置透露

了这一消息。３１日，经战斗后韦德尔又撤出了格雷城，现在正在维

祖耳掩护对伯尔福的围攻。里昂军团在克雷美（据传他是一个流亡

的汉诺威军官）的指挥下正在追击韦德尔，而加里波第看来正在更

西的地方攻击普军的主要交通线。据说，韦德尔正在等待一支

３６０００人的援军，他在维祖耳的态势将是相当稳定的，但是他的交

通线看来远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得悉，第七军军长察斯特罗夫将军

已被派到那里，并且已同韦德尔取得了联系。如果察斯特罗夫不受

领新的任务，那末他将指挥在麦茨为后备军接替的步兵第十三师；

此外，他还将指挥其他部队进行积极的战斗行动。看来，他的１个

１４２战争短评（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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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遭到了攻击，并且据说在从奥塞尔到索恩河岸夏龙的大道上的

索利厄附近被击溃。至于在次要的铁路线上普军的联络情况（不包

括南锡到巴黎的铁路主线的情况，因为该线防守森严，暂时是安全

的），那可以从“科伦日报”１１８所发表的来自肖蒙（在上马尔纳）的一

篇通讯中看出；这篇通讯的作者抱怨说，目前自由射手已第三次破

坏了由肖蒙至特鲁瓦的铁路；在１２月２４日的最近一次，他们拆掉

了钢轨的扣件，以致一列载运５００名后备军的列车出了轨，接着自

由射手便从森林中进行射击，但被击退了。这位记者认为这种行为

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可耻”的。这种说法完全与１８４９年在匈牙

利的一名奥地利胸甲骑兵的说法相同：“这些骠骑兵难道不是可耻

的暴徒吗？他们明明看见我披着胸甲，却仍然向我面部砍来。”

对于围攻巴黎的普军来说，这些交通线情况的好坏，是生死攸

关的问题。交通中断几天，就会使围攻军在几个星期内受影响。普

军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将其全部后备军集中在法国西北部，以便控

制相当广大的地带，保证铁路线的安全。梅济埃尔的陷落给普军开

辟了第二条由国境线经过提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线；但

是，它的一侧暴露给北方军团，因而是危险的。如果法军还有可能

解救巴黎的话，那末截断这条交通线也许是最容易的一种方法。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４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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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五）

双方进行野战的军队采取了两个容易导致战争危机的行动。

第一个是布尔巴基向韦德尔的进军；第二个是弗里德里希－卡尔

亲王向尚济的进军。

关于布尔巴基向东进军的传说，几乎流传了整整一个星期，不

过这种传说和现在流传极广的其他传说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进

军本身也许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但是还不能使人有理由相信它真

能实现。然而，现在无需怀疑：布尔巴基至少已经率领第十八军和

第二十军以及新编的第二十四军到达法国东部，取道伯桑松，绕过

韦德尔在维祖耳的阵地向维祖耳和伯尔福之间的吕尔前进。１月９

日，韦德尔在离吕尔不远的维累尔塞克塞耳向他攻击；发生了一次

战斗，而且双方都自称取得了胜利。显然，这是一场后卫战，韦德尔

大概依靠这场战斗保证了自己的退却。但是不论是谁在这第一次

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一两天以后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另一些将在这

里导致危机的更为重要的战斗１１９。

如果布尔巴基以充足的兵力来进行这次进军，也就是说把其

他地方并不是非要不可的每个人、每匹马和每门炮都利用上，如果

这次进军以必要的毅力来实施，那末它也许能成为这次战争中的

转折点。我们在以前就已指出德军的交通线太长这个弱点，以及法

３４２战争短评（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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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大兵力进攻这一交通线来解救巴黎的可能性①。现在赌注正

是押在这一点上，能否如愿以偿那就要看赌技如何了。

目前占领法国的敌军中，几乎全部基干部队都用于围攻巴黎

和掩护这个围攻了。在３５个师（包括一直作为基干部队使用的后

备军的近卫部队）中就有３２个师用于这方面。２个师（３个巴登旅

和１个普鲁士旅）归韦德尔掌握，同时察斯特罗夫指挥的１个师也

已前去同他会合。此外，韦德尔至少还有后备军的２个师用于围攻

伯尔福和占领亚尔萨斯南部的各个要塞。因此，由梅济埃尔经郎城

和苏瓦松到巴黎以及由巴黎经奥塞尔和夏提荣到巴塞尔附近的许

宁根一线东北的整个地区，连同这里全部已经夺得的要塞，都要用

剩下的没有担任其他任务的后备军部队来扼守。如果我们注意到，

在德国还有战俘需要看管，德国本土的要塞需要守备部队，而且只

有９个普鲁士军（在１８６６年以前成立的）有足够的老兵可以补充

后备军各营，而其他各军还要等５年才能提供这种补充兵员，那末

我们就可以想像得到，剩下能用来占领法国这部分地区的部队是

不可能太多的。固然，现在有１８个后备营正被派往亚尔萨斯和洛

林担任要塞的守备勤务，而新编的“警备营”则应该接替普鲁士国

内的后备军。但是根据德方报纸报道，这些警备营的编组进行得很

慢，因此，占领军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它只能勉强控

制占领地区内的居民。

布尔巴基正是向这一部分德军前进的。他显然想把自己的军

队插到维祖耳和伯尔福中间，从而孤立韦德尔，迫使他退往西北方

向，然后单独地击败他。但是韦德尔现在可能是在伯尔福附近并且

４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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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与特雷斯科夫会合，所以布尔巴基要给伯尔福解围，就必须打败

他们两个；他应当把围攻军队逼退到莱茵河谷，然后才能沿佛日山

脉西侧向吕内维尔前进，到了那里他就到达了德军主要的交通线。

破坏法耳斯布尔附近的铁路隧道就可以长期封锁通往斯特拉斯堡

的铁路线，破坏弗鲁阿尔的铁路枢纽站就可以使萨尔布吕肯和麦

茨的铁路交通中断，甚至还能够派游动队到提翁维耳去破坏该地

附近的铁路，以便切断德军的最后一条直达铁路线。这支游动队随

时都可以退到卢森堡或比利时并在那里放下武器；这是完全合算

的。

布尔巴基所抱的目的大概正是这样。由于巴黎四郊已被搜刮

一空，巴黎与德国的交通线即使只中断几天，对于巴黎城外的２４

万德军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而对于解除巴黎之围来说，在洛

林的１２—１５万法军能够成为甚至比尚济对弗里德里希－卡尔的

胜利还要有效的手段，因为后者在被击败时，最后还是会向围攻巴

黎的军队退却，以期获得他们的援助。固然，德军还有一条通过提

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这条铁路大概是布尔巴基甚至用

游动队也不能达到的，但是只要布尔巴基能够突入洛林，在敌占区

内无疑就会掀起全面的人民起义；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沿这第

二条铁路线运动将会遭到多么严重的威胁。此外，布尔巴基胜利的

第一个后果就会是哥本被迫退却；因而也就给北方军团造成在苏

瓦松和梅济埃尔之间切断这条交通线的机会。

我们认为，布尔巴基的这次进军是法国将军们在这次战争中

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最重要而且最有希望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再一

次指出，这次进军必须适当地进行。最好的计划，如果执行不力，优

柔寡断，也会毫无价值。在他同韦德尔的战斗结束以前，我们大概

５４２战争短评（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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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知道有关布尔巴基的兵力或者他如何指挥兵力的任何确实消

息。

但是我们听说：德军由于预见到这种情况，已决定将韦德尔军

扩充为庞大的“第五军团”，由曼托伊费尔指挥，而曼托伊费尔应当

把他的“第一军团”交给哥本指挥，并率领第二、七和十四军来援助

韦德尔。但是第七军的第十三师已由察斯特罗夫率领前往维祖耳；

第十四师刚刚占领梅济埃尔和罗克鲁阿，因此不能指望它很快到

达维祖耳；第十四军就是一直由韦德尔指挥的那个军（由巴登师和

哥尔茨所指挥的普鲁士第三十和第三十四团组成）；至于巴黎城下

的第二军，我们估计，在巴黎投降以前是不会调动的，因为把它调

走那里就会发生困难。然而即使现在就把这个军调出来，它也只能

在韦德尔和布尔巴基的决战发生以后才会到来。至于从德国境内

可能有的预备兵力中能否给韦德尔派出其他援军的问题，我们必

须考虑到：第一，所有可以利用的后备军都已经派出或者正在派

出；第二，后备营（现在仅有的后备兵力）已经训练出来的兵士刚被

调走，现在仅剩下一些骨干。因此，布尔巴基无论如何必须在德军

所期望的援军到达以前进行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

战。如果他胜利了，他就将处于有利态势，可以随着这些增援部队

从各个方向逐渐到来一一对付他们。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勒芒的进军虽然胜利了，

但是仍然可能犯了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错误，即他集中全

部兵力来对付尚济而让布尔巴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尚济无

疑是他的直接的、并且在目前还是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在尚济所在

的地区是不可能取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的。尚济刚遭惨败１２０，这

在目前使他放弃了援救巴黎的企图，但是并没有使他丧失采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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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动的可能性。只要尚济愿意，他既可以向布列塔尼也可以向卡

耳瓦多斯退却。在这两种场合，在他退却的终点都有一个巨大的海

军兵工厂——布勒斯特或瑟堡，这两个地方都有独立堡垒可以掩

蔽他的军队，直到法国舰队把他们运往卢瓦尔河以南或松姆河以

北为止。所以，法国西部是法军可以交替使用进攻和后退来牵制敌

人的兵力而绝不会陷入绝境的地区。如果我们得悉，由于甘必大的

坚持尚济出而应战，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据说甘必大已经

到了尚济那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无疑是要使军事考虑服

从于政治考虑。尚济在遭受失败并丧失勒芒以后，除了把弗里德里

希－卡尔尽可能远地向西吸引开，以便使这一部分普军在布尔巴

基开始进军的时候完全不起作用以外，不能有比这更好的行动了。

处在北部的费德尔布显然过于软弱，不能对哥本采取任何坚

决的行动。既然尚济很明显地不能打败弗里德里希－卡尔从而援

救巴黎，那末他最好是把相当大的兵力派往北方，肃清亚眠和卢昂

的哥本部队，并以集中的兵力向梅济埃尔到巴黎的铁路线试行突

进；现在，当布尔巴基正在威胁德军的另一条铁路的时候，这样做

尤其重要。交通线是军队部署中的要害；正当布尔巴基在洛林南部

开始活动的时候，如果那条无论在苏瓦松或勒太耳附近都容易遭

受来自北方的攻击的北部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就会看到，凡

尔赛将突然出现极其严重的混乱。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４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４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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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六）

从巴黎继色当之后第一次受到敌人进攻的严重威胁时起，我

们就经常指出像巴黎这样一个筑垒的首都的巨大威力，但我们无

论如何都没有忘记指出，要想充分发挥巴黎的防御力量，必须有一

支庞大的正规军防守它，这支军队要强大到使敌人既不能把它封

锁在堡垒以内，也不能妨碍它在要塞周围的平地上机动，这时要塞

可以作为它的中枢或部分地作为它的作战基地。

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样的军队当然几乎是随时都有的。法军各

军团在边境附近失败以后，可以向巴黎，即向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

的据点退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保持足够的兵力到达这里，并

且可以得到足够的援军，以便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但是这一

次，第二帝国的战略使法军所有的军团都从战场上消失了。由于采

取了这样的战略，其中一个军团被围于麦茨，而且根据各种征候来

看，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另一个军团就干脆在色当投降了。当普

军来到巴黎城郊的时候，准备防守巴黎的全部兵力只是一些缺额

一半的后备部队，一些从外地来的流动自卫军（刚刚征召来的）和

地方国民自卫军（编组起来的还不到一半）。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要塞本身的威力在夺取者看来仍

然是如此强大，对这个筑有外围工事的大城市进行ｌｅｇｅ ａｒｔｉｓ〔正

规〕攻击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致他们立刻放弃了这个攻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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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宁愿用饥因的方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这时，昂利·罗什弗尔

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街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命建立第

三道内部防线，以便使城市适于进行符合巴黎人特点的战斗，即适

于进行街垒战和房屋争夺战。当时报纸百般嘲笑这个委员会；但是

来自普军参谋部的半官方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德军主要是因为

预料必然会遇到坚决的街垒抵抗，所以才不得不决定用饥困的办

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普军清楚地知道，堡垒及其后面的要塞围

墙如果仅仅由炮兵防守，那末经过一段时间必然会被攻陷，但那时

战事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新兵、甚至老百姓都会成为像老

兵一样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逐屋和逐街地夺取，因此，考虑

到防御者人数众多，进攻者无疑要付出巨大牺牲。凡是关心这个问

题而去看报的人都可以看到，普鲁士“国家通报”１２１把这个考虑作

为放弃正规围攻的主要原因。

围城是在９月１９日，即在整整４个月以前开始的。第二天，

指挥巴黎正规军队的杜克罗将军率领３个师向克拉马尔方向出

击，结果损失７门火炮，被俘３０００人。在这次出击以后，９月２３

日和３０日，１０月１３日和２１日又进行了同样的出击；所有这几次

出击都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大概除了使新兵习惯了敌人的炮火

以外，一无所获。２８日又对勒－布尔热村进行了一次比较顺利的

出击：该村被占领并且扼守了两天；但是普鲁士第二近卫师（共

１３个营，当时总共不到１万人）在３０日又夺回了该村。法军无疑

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两天，在这两天中，他们本来是可以把这个筑

有坚固建筑物的村庄变成要塞的；他们也没有注意建立预备队，以

便及时援助防御者。否则，这样少的兵力是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回

这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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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几次努力以后，接着是一个月的间歇。显然，特罗胥

在敢于重新进行大规模出击以前，打算加强军队的训练并巩固纪

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忽视了组织前哨、侦察队和巡逻

队的战斗行动，设伏和奇袭等，总之，他忽视了巴黎周围前线的

兵士现在所经常做的一切，而这种行动却最能用来培养新部队对

军官的信任和自信心并使他们习惯于沉着应战。部队只要了解他

们能够以小部队（单独的班、半连或连）对敌人的同样的小部队

进行突然袭击，打败并俘获他们，就会很快学会以一营对一营来

同敌人作战。此外，他们会由此懂得什么是警戒勤务，而他们当

中有许多人在１２月似乎还不懂得这种勤务。

１１月２８日，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出击，这些出击最后发展成

为１１月３０日渡过马尔纳河的大规模出击和巴黎东线的全面进

攻。１２月２日，德军重新占领了布里和尚皮尼的一部分，第二天，

法军就退过了马尔纳河。作为突破围攻者在巴黎周围的筑垒线的

尝试来说，这次进攻是彻底失败了，这次进攻没有以应有的毅力

来进行。但是经过这次进攻，法军得到了战线前面在此以前不属

于任何一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他们获得了从德朗西到马尔纳河

岸的讷伊附近宽约２英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完全为法军堡垒的火

力控制，有许多筑有坚固建筑物的、利于防御的村庄，同时还有

能瞰制周围地区的法军新阵地——蒙亚佛隆高地。因此，在这里

可以不断地扩大防御地区；如果牢牢地巩固这一地区，就可以继

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围攻者的战线显得“凸出”，以致法

军有可能对它进行顺利的攻击，或者围攻者在这里集中大量的兵

力，而不得不削弱战线其他地段上的兵力，从而会有利于法军的

进攻。这个地区被法军控制了整整一个月。德军不得不用攻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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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来对付蒙亚佛隆，这样，总共经过两天的炮击便把法军赶出了

该地；蒙亚佛隆一经失守，其他阵地也就放弃了。诚然，２１日又在

整个东北线和东线重新发起进攻，占领了勒－布尔热的一半，占领

了梅宗－布朗希和维耳－埃夫腊尔，但就在当夜，这些有利的阵地

又全部丧失了。部队被留在堡垒的前面，在零下９—２１度的气温下

就地露营，但是最后还是撤进了掩蔽工事，因为不言而喻，他们经

不起在这样的气温下露营。上述这个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

说明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那种无决心，无毅力，那种ｍｏｌｌｅｓｓｅ〔委

靡不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消极懈怠。

蒙亚佛隆的战斗终于促使普军由包围转而采取真正的围攻，

并且使用了为应付意外情况而准备的攻城炮兵。１２月３０日开始

对东北部和东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１月５日开始对南部的

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这两次炮击都是毫不间断地进行的，不久

以前又对城市本身进行了炮击，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暴行。对巴

黎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炮击，丝毫也不能加速它的投降，关于这一

点谁都没有凡尔赛参谋部知道得清楚，而且谁也没有像凡尔赛参

谋部那样经常地提出理由在报纸上说明这一点。在炮击堡垒以后，

接着就挖掘正规的平行壕，至少是围攻伊西堡垒的平行壕；据说，

火炮已进入靠近堡垒的炮位，如果防御者不采取比以前坚决的进

攻行动，那末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一个或几个堡垒遭到严重破

坏的消息。

但是，特罗胥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按兵不动。最近几天中为数

不多的几次出击，看来正如特罗胥的非难者在“世纪报”上所说的，

是太“不切实际”了。据说，兵士们拒绝服从军官。如果真是这样，

那末这只是证明，兵士们已完全失去对最高司令官的信任。我们的

１５２战争短评（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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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能不得出结论：更换巴黎的最高司令官已成为必要的了。全部

防御行动的犹豫不决、委靡不振和软弱无力，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咎

于军队的素质低劣。阵地扼守了一个月之久（在这一个月当中只有

约１０天是真正严寒的日子），却没有妥善地加以巩固，这只能责备

特罗胥，因为他应当督促做好这件事。而且这一个月又是围攻的紧

要关头，究竟哪一方，是围攻者还是被围者将取得这个地区的问

题，到这个月底应该见分晓。不是军队，而是总司令的按兵不动和

犹豫不决使得在胜败关头形势变得不利于被围者。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呢？堡垒正遭受

着敌人的炮击，围攻者的炮队步步逼近；而法军的炮兵，如特罗胥

自己所承认的，却抵不过进攻的敌人的炮兵。如果垒墙仅仅由炮兵

来防守，那末就可以准确地算出在这种情况下垒墙（石砌部分等）

被毁的时间。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是不能挽救它们的。应当有所

作为了，如果特罗胥无能为力，那他最好让别人来试一试。

金累克曾给后代记述了一段情节，在其中特罗胥所表现的性

格和在这次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完全一样。当腊格伦勋爵和圣阿

尔诺都已决定向瓦尔那进军１２２，而且英国的轻装师已经出发的时

候，特罗胥上校——“一个谨慎的爱深思的、精通战略学的人”——

拜访了腊格伦勋爵，

“人们猜测，他的使命是约束法国元帅的轻举妄动”。

特罗胥上校和腊格伦举行了会谈；结果，圣阿尔诺宣布，他决

定

“只向瓦尔那派出一个师，而且把其余的部队不是配置在巴尔干山脉的

前面，而是配置在中的后面”１２３，

２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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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劝腊格伦勋爵也照他这样做。

而这正是土耳其军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几乎在多瑙河上取

得了胜利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说，巴黎的军队已经士气沮丧，他们再不能进行大

规模的出击了，现在向普军的围攻工事出击已经太晚了，特罗胥也

许是要保存自己的部队，以便在最后的时刻使用他的全部兵力等

等。但是，如果说巴黎５０万武装人员要向人数比他们少一半以上

而且处在非常不利于防御的阵地上的敌人投降，那末在全世界和

他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素质不如敌人以前，他们当然是不

会这样做的。他们绝对不能安然无事地坐着，吃尽最后一点贮粮，

然后投降！如果他们士气沮丧，那末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

彻底打败了呢，还是因为他们对特罗胥失去了任何信任？如果说现

在出击就已经晚了，那末再过一个月就更不可能进行了。至于特罗

胥本人的末日，那末来得愈早愈好；现在兵士们的伙食还相当好，

体力也还比较强，但是到了２月他们的情况又将如何，那就难说

了。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５２号

３５２战争短评（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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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战 争 短 评（三十七）

这一周对法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周。在尚济失败以后，接着

便是布尔巴基在伯尔福附近的进攻被击退，而现在，据普方消息，

费德尔布又在圣昆廷遭到了失败１２４。

对于布尔巴基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从９日维累尔塞克

塞耳的战斗起，他的行动就显得缓慢了，这证明不是这位将军犹豫

不决，就是他的兵力不足。对于韦德尔为掩护伯尔福的围攻而在利

森河（其他地图称为伊泽耳河）岸上构筑的筑垒阵地的攻击，直到

１５日才开始，而１７日傍晚布尔巴基又由于对胜利失去信心，停止

了这一攻击。这次攻击的兵力是不足的，现在对于这一点已没有任

何怀疑了。第十五军被留在涅维尔附近。关于第十九军，我们已有

一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从里昂调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军——

第二十四军。现在我们听说有大批援军正在仓促开往第戎，但是由

于敌人方面也有强大的援军迅速开到，布尔巴基就不可能立刻恢

复进攻。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布尔巴基是否应当率领他的新编部

队去强攻敌人用后装枪防守的筑垒阵地呢？但是我们对于这三天

战斗的战术情况仍然知道得很少，也许布尔巴基当时不可能有别

的做法。

普军大本营并不像伦敦这里的大多数人那样轻视布尔巴基的

４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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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这从筹划击败布尔巴基的措施时所花费的那种特别的精力

便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使人们确信，凡尔赛对于布尔巴基的行动，

在他刚一开始向东进军的时候甚至更早就知道了。１月２日，第二

军奉命向巴黎东南方的塞纳河上游地区前进。大约在同一时间，察

斯特罗夫率领第十三师从麦茨近郊开往夏提荣。第十四师（察斯特

罗夫的第七军的另１个师）于９日罗克鲁阿攻陷后，随即奉命从沙

尔维耳开往巴黎，然后再由巴黎出发跟随第二军前进；到１５日我

们就已经知道它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七团的１个营）在兰格尔附近

进行了战斗。与此同时后备军匆忙地由德国开往亚尔萨斯南部，而

曼托伊费尔显然也正是由于法军向德军全线最弱的地点进行这第

一次重大的进军，才受到新的任命的①。如果布尔巴基有足以击败

韦德尔的兵力，那末他就能把韦德尔驱逐到莱茵河谷，并把他的部

队配置成这样，即在他们和韦德尔之间有佛日山脉相隔，而且把大

部分兵力用来对付先后来自各个方向的援军，将他们各个击破。那

时他就能突进到巴黎—斯特拉斯堡铁路线，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巴

黎的包围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便很值得怀疑了。从战略观点来看，

布尔巴基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他这次进军是错误的，而只能证明这

次进军没有以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本“短评”作者依然认为，解救巴

黎的需时最短而且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斯特拉斯堡—巴黎铁路进

攻；这是德军所占有的唯一的直达铁路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经

过提翁维耳和梅济埃尔的另一条铁路线由于阿尔登山脉的隧道被

炸毁仍然不能通车，并且还将有一段时间不能通车。顺便指出，在

这次战争中，因一个隧道被毁而使铁路运输中断几个月的事件，这

５５２战争短评（三十七）

① 见本卷第２４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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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第二次了，可是被破坏的桥梁和高架桥每次都能在难以置信

的短时间内修复。

至于尚济，由于他进行决战，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关于布

尔巴基的进军，他大概在约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了；他显然知道，这

次进军的真正目的在于解救巴黎，同时，在这个期间，弗里德里希

－卡尔军团将以全部兵力向他猛攻。他并不是非去应战不可，相

反，他如果像在１２月博得声誉的做法那样，缓慢地退却，同时不断

进行后卫战，那末他就能够引诱敌人深入到危险的地区。他既有足

够的时间可以把他的储备物资运到安全地点，也有可能向设有要

塞军港的布列塔尼退却，或者通过南特向卢瓦尔河以南退却。此

外，弗里德里希－卡尔也不能率领全部兵力把他追击得很远。这样

一种根据情况进行的退却，更符合于我们过去对尚济的行动的看

法；他应当知道，他所得到的新的援军，无论从装具和武器或从训

练方面来看，都还不适于进行决战，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

结论：勒芒会战不是由军事上的原因，而是由政治上的原因引起

的，应当对它负责的不是尚济而是甘必大。至于尚济现在的退却，

固然会由于退却前的失败而非常困难，但是尚济特别善于退却，而

且看来胜利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重挫他的部队的士气。不然

他们就会对这个军团“显示出瓦解的征候”的说法提出确实的证据

了。至于尚济的退却是否真是离心的退却，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无

论如何，仅根据他的部队一部分退向阿郎松，另一部分退向拉瓦

耳这个事实还不能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前一部分将被驱逐到科汤

坦半岛的瑟堡方向，后一部分将被驱逐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勒斯

特方向。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不幸，因为法国舰队

可以在几小时内从这个海港驶到另一个海港。布列塔尼的地形由

６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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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很多绿篱（像威特岛上的绿篱一样密集，但比它多得多）非

常有利于防御，特别适于没有经验的军队进行防御；在那里他们

的低劣的战斗素质几乎显不出来。弗里德里希—卡尔未必肯陷入

这个曾经使第一共和国的军队为了镇压普通的农民暴动１２５而作战

多年的迷宫。

根据整个１月份的战争情况，我们应当得出下述结论：法国

因为企图同时执行许多不同的任务，结果处处失败。他们只有冒

着在其他地点被暂时击退的危险（当然在这些地点应当避免决

战），把大量的部队集中于一点，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如果他们不

这样做而且不赶快这样做，那末巴黎必然会陷落。但是，只要他

们根据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则来行动，那末不管他们今天的形势怎

样不妙，他们仍然是可以取胜的。目前德军已得到今后３个月内

所能希望得到的全部援军；而法军在他们的训练营地中至少应当

有２０万到３０万人在这个期间内会被训练得能够迎击敌人。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５４号

７５２战争短评（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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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八）

战争又进入了危急时期，这次可能是真正的危急时期。从我们

知道在巴黎由政府定量分配面包的时候起，便再也无需怀疑战事

就要结束了。在这以后还有多久会提出投降，这是次要的问题。因

此我们认为，这支拥有５０万武装人员的被围军队，即将按照围攻

军队任意提出的一切条件向２２万人的围攻军队投降。至于能否不

经过新的斗争就实现这一点，这要到以后才能知道；但是无论如

何，任何斗争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势。巴黎能否再支持两

个星期，这５０万武装人员中是否会有一部分能突围出去，这一切

对于战争今后的进程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围攻造成这种后果，特罗胥将军应负主要责任。当

然，他没有能够用他所拥有的、无疑是优秀的兵士组成一支军队。

他有将近５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把这些人训练成兵士，但是看来

他们在被围末期的作战能力并不比被围初期好些。最后从瓦勒里

安进行的一次出击１２６，远不如前一次跨过马尔纳河的出击勇猛；在

这次出击中，看来戏剧效果有余，而决死精神不足。仅用部队没有

能力攻击由德军久经战斗的老兵防守的工事来辩解是不够的。为

什么他们会没有能力呢？５个月的时间是足以把特罗胥指挥下的

人员训练成很不坏的兵士的，何况包围一个巨大的筑垒城市这个

情况为达到这个目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毫无疑问，兵士在１１月

８５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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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２月的几次出击以后，士气已经低落；但这是因为他们被敌人

的优势慑服呢，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再相信特罗胥的那种虚假的

战斗到底的决心？来自巴黎的一切报道都一致把没有成功的原因

归之于兵士对最高司令官缺乏信任，这是对的。我们不应当忘记，

特罗胥是奥尔良派，因此他极端害怕拉－维勒特、伯利维尔以及巴

黎的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他害怕这些市区甚于害怕普军。这

并不纯粹是我们的想像或推断。我们从一份绝对可靠的材料中了

解到，一个政府官员①从巴黎寄出的一封信说，各个方面都要求特

罗胥坚决进攻，但特罗胥始够拒绝这样做，他认为这种做法会把巴

黎让给“蛊惑家”。

因此，巴黎的陷落现在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这将是紧随圣昆

廷、勒芒和埃里库尔失败以后对法兰西民族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

这种情况下，它的精神影响也将是很大的。此外，在东南部将要发

生的事件可能会使这次打击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摧毁力量。看来，布

尔巴基在伯尔福近郊停留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使人认为他完全不

明了自己的处境。布雷索耳指挥的第二十四军２４日还在蒙贝利亚

尔以南约１２英里的紧靠瑞士边境的布拉蒙；即使这仅仅是布尔巴

基的后卫，也仍然不能认为他的其余两个军会离那里很远。同时我

们听说，普军已经在２１日在多耳附近截断了伯桑松—第戎铁路，

随后他们占领了这条铁路线上离伯桑松更近的另一个车站圣维；

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布尔巴基向里昂的退路限制在杜河和瑞士边境

之间的这个狭窄地带内，这个地带有许多平行的纵向山脉和谷地，

在这里一支较小的部队可以找到许多足以阻止像布尔巴基军团这

９５２战争短评（三十八）

① 茹·法夫尔；见本卷第５３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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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支军队的退却的阵地。我们估计，在杜河上的这些部队是察斯

特罗夫的第七军第十三师，也许是２３日到达第戎的弗兰泽茨基的

第二军的一部分；和第二十一团一起编成第八旅（或者是第二军第

四旅）的第六十团在第戎附近被加里波第击退，并且失掉了军旗。

但是因为加里波第拥有的兵力不超过１５０００人，所以他将无力扼

守该城来抵抗这时无疑即将来到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普军。他将被

击退，而普军将继续向杜河以及更远的地区进攻。如果布尔巴基在

这个期间不能最有效地利用兵士的两条腿，那末他和他的全部军

队就要冒下列危险：或者是被赶进伯桑松要塞而重蹈麦茨的复辙，

或者是被驱入与瑞士毗连的汝拉的一隅而不得不在国界的这一边

或那一边放下武器１２７。即使他能够带领他的大部分部队逃脱，也几

乎肯定要损失大量的掉队人员、辎重以至火炮。

在埃里库尔的历时３天的战斗以后，布尔巴基在这个边境附

近的危险的地区一天也不应当多留，因为普鲁士的增援部队正在

向他的交通线前进。他解救伯尔福的企图没有实现；在这个方向上

继续进攻的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他的处境日益危险，只有迅速退

却才能得到解救。但是根据各种材料来看，他对这一点也没有注

意。如果他的疏忽造成第二个色当事件的话，那末这将给法国人民

一个精神上极其沉重的打击。

我们说精神上的打击，是因为这个打击在物质上可能不这样

严重。固然，德国当然不像甘必大所说的那样兵源枯竭，但是恰恰

在目前，它的作战兵力，不论从绝对或相对意义来说，毕竟都要比

今后几个月内所能提供的新的兵力要多得多。再过一个时期德军

的兵力一定会减少，然而甚至在巴黎的守军和布尔巴基军团投降

（如果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以后，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

０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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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法军兵力重新增长。显然，普军已经放弃了征服和占领整个法国

的一切希望；在南部的大片地区被占领以前，在北方的消极的、有

时还是积极的抵抗（例如炸毁土尔附近摩塞尔河上的桥梁）停止以

前，只要法国还没有被战争弄得筋疲力竭，我们便看不到任何足以

迫使法国投降的理由。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５８号

１６２战争短评（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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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短 评（三十九）

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军的行动只有两次引起毛奇将军的严重

不安。第一次大约在１１月中旬，当时卢瓦尔军团在库耳米埃附近

击败冯·德尔·坦恩以后，为了从西面接近巴黎，便把部队转向左

面向德勒前进。当时，毛奇以在这种危急关头所应有的果断精神做

了准备，万一梅克伦堡大公的兵力连同暂时派来增援他的所有部

队还不足以阻止敌人前进，就立刻撤除对巴黎的围攻。敌人的前进

被阻止住了，围攻可以继续进行。第二次，布尔巴基的向东方的进

军打破了凡尔赛大本营的平静。从普军立即采取反击布尔巴基的

措施上可以看出，他们把这次进军看得多么严重，韦德尔的部队

——第十四军及特雷斯科夫和施美林的预备师——立即得到了两

个军的加强，其中一个军，即第二军，１月２日已从巴黎城下出发。

半官方消息的语调变得谨慎了；１１日，“省报”１２８提请大家注意“在

法国东部即将展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而布尔巴基企图在解

救伯尔福以后在南锡切断普军的交通线。非官方记者说话虽然也

很谨慎，但是比较坦率；我们只举出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日报”记

者维克德的意见。维累尔塞克塞耳战斗（由于这次战斗韦德尔确保

了他同伯尔福城下特雷斯科夫部队的联络以及他向那里的退路）

刚一结束，维克德便说：

“已经采取了制止法军解救伯尔福的措施，而在最近几次战斗胜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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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可以希望，他们将不能经肖蒙向南锡或者向我们铁路线上其他某个

地点推进，虽然在不久以前还有某些理由担心他们能做到这点。”

１月１６日，他又从南锡报道说，在曼托伊费尔率领３个师越

过夏提荣前进以后，

“敌人的一个军可能占领南锡的这种担心——几天以前我们是有理由

（ｍｉｔ Ｒｅｃｈｔ）担心的，——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紧接着是一篇从巴登寄

来的通讯，这篇通讯开头便说：“毫无疑问，伯尔福附近的情况看来是非常严

重的。”）

但是，维克德先生注定还要担心一次，因为第二天他不得不报

道说：得到了关于法军已占领弗拉维尼（距南锡１１英里）的消息。

于是，警卫部队立刻增多了，加强的巡逻队也派出了，车站内２０台

机车全部升火待发，军官、政府官员和其他德国人都已收拾好行

囊，准备立刻出发。本来以为弗拉维尼的法军是加里波第的前卫；

结果这只是从佛日山来的２０名自由射手，他们很快又隐蔽起来。

但是南锡的普鲁士警备部队直到１９日，即布尔巴基的进攻在利森

河地区被彻底击退的消息传来时才完全平静下来；于是，维克德终

于又可以用他以前那种语调说话了。

法国人在这一切失败以后不是应当确信继续抵抗是没有希望

的吗？那些同这次进军最有直接关系的人，持的就是这种意见。而

“泰晤士报”在这次进军失败以后也认为这次进军简直是荒谬的。

这次进军是不是用了足够的兵力，如果成功，能不能利用战果在饥

饿尚未迫使巴黎投降以前来解救巴黎，这个方向是不是威胁德军

交通线的最好的运动方向，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持不同的意见。但是

认为这种运动——战略上已知的运动中最有效的一种——简直是

荒谬的，那就只有“泰晤士报”的毛奇们才会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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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奇伯爵以他惯有的才略采取行动。在布尔巴基到达以

前向韦德尔派遣援军已经来不及了；他从可能的做法中选择了最

好的一种，而把援军集中在夏提荣。１５日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在那

里有曼托伊费尔的３个师（第三、四、十三师），弗里德里希—卡尔

亲王留在附近地区的第六十团（属第三军）也在那里同这３个师会

合了。可以推测，这时第十四师也同曼托伊费尔的部队会合了。不

管怎样，曼托伊费尔在向南进攻的时候，如果没有５３个营至少也

有４１个营。他率领这些部队向杜河前进而把第戎城留在南面，而

１月２３日他在第戎进行攻击仅仅是为了牵制加里波第，很明显，

他根本无意同加里波第认真作战或攻占该城而迟滞自己的进攻。

相反，他坚决地实现他的主要目的——切断布尔巴基的退路。根据

最近的电讯报道，这个目的差不多达到了。他的部队已到达杜河彼

岸的坎惹和木沙尔；后一个地点是从第戎经蓬塔尔利埃到瑞士的

铁路同伯桑松到里昂的铁路相变的地方。现在还剩下一条可以让

布尔巴基逃走的好路，但是这条路要经过离木沙尔不过２５英里的

尚帕尼奥耳，而且现在可能已被敌人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对布尔

巴基来说就只有一条在杜河发源地附近通过的乡村路了，但是他

带着炮兵未必能够通过，而且这条道路在他脱离险境以前就可能

被切断。如果他不能从驻扎在十分便于防守的地区的敌军中突出

去，那末他就只好撤退到伯桑松堡垒的掩蔽之下，或者在平地上投

降，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向瑞士人缴械的话，就只好在麦茨和色当的

两种命运之间进行抉择。

为什么他在伯尔福附近耽搁那么久，这是不可理解的：根据普

军最近的电讯来看，他仍然在伯桑松的东北。如果在曼托伊费尔到

达以前他不能击败韦德尔，那末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后他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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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的希望会更加小到什么程度呢？布尔巴基在他的进攻在伯

尔福附近被彻底击退以后，显然就应当立刻向安全的阵地撤退。为

什么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完全令人不解的。但是，如果他发生最坏

的事情，那末考虑到他由麦茨到契泽耳赫斯特的神秘旅行１２９以及

他在利尔拒绝向共和国致敬的情况，人们对这位皇家近卫军前任

司令的忠诚当然会产生怀疑。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６０号

５６２战争短评（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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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战 争 短 评（四十）

如果相信伯尔尼最近发来的电讯——现在没有理由不相信

它，——那末我们对于布尔巴基军团的命运的推测①就被证实了。

据报道，瑞士联邦委员会接到了正式报告，说这个约有８万人的军

团已进入瑞士领土，他们在这里当然要放下武器。越境的确切地点

并没有指明，但是这大概发生在布拉蒙以南某地，而不是在蓬塔尔

利埃以南。某些部队也许是在不同的地点越过国界的，但大部分军

队看来是在勒－布雷纳（伯桑松到纽沙特尔的大道在这里进入瑞

士领土）越过国界。

因此，又一个法军军团——婉转点说——被司令官的犹豫不

决断送了。布尔巴基在指挥一个师的时候也许是一员猛将。但是，

在紧要关头鼓足勇气、定下大胆的决心所需要的勇敢同在敌人的

炮火下很好地指挥一个师所需要的那种勇敢是根本不同的。布尔

巴基同许多具有无可怀疑的、明显的匹夫之勇的人们一样，看来缺

乏毫不犹豫地定下最后的决心所需要的那种魄力。至迟在１月１７

日傍晚，当他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突破韦德尔的战线时，他

就应当立刻决定以后该怎样办。他应当明白：普军的增援部队正从

西北接近他的退却路线；由于前面是获得了胜利的敌军，后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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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沿着中立国边境的漫长的退却路线，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

的进军的目的最后已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首要的而且是唯

一的责任就在于挽救他的军团。换句话说，他必须以他的军团的现

况所允许的最大速度退却。但是定下这个退却的决心，即实际上承

认他这次进军失败，看来是他所做不到的。他在距离最后几次作战

地点不远的地方丧失了时间；他既无力前进，又不愿后退，因此使

曼托伊费尔有时间来截断他的退路。如果他立即退却，只要每天后

退１５英里，他就能在１月２０日到达伯桑松，在２１日到达多耳郊

区，即恰好在普军的首批部队到达多耳郊区的时候到达该地。这些

普军部队不会是很强的；甚至用布尔巴基的前卫就足以对付他们

了，即使不能把他们完全击退，也一定能把他们阻止在杜河右岸

（西岸），而这就完全足以保证布尔巴基的退路的安全。特别是遇到

像曼托伊费尔这样的敌人，更可以做到这一点。曼托伊费尔只有在

执行毛奇的命令中没有遇到敌人抵抗的时候才能十分正确地行

动，但是一遇到抵抗而需要他发挥自己的才智时，他便降到庸人以

下的水平。

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达成协议的文件１３０内最令人奇怪的条

款之一是布尔巴基和加里波第活动的４个省不包括在总的停战地

区之内；这样普军实际上保留着在那里想作战多久就作战多久的

权利。这个史无前例的条件最清楚地表明，胜利者按照真正的普鲁

士精神要求得到他们仗着暂时的优势所能勒索到的一切让步。在

西部，典里德里希－卡尔认为他最好不越过勒芒，在北部，哥本为

要塞所阻，于是这两个地区就应当实现停战；但是在东南，当曼托

伊费尔的前进有希望获得第二个色当的胜利时，在那里就不应当

实行停战。茹尔·法夫尔同意这个条款，事实上就等于同意布尔巴

７６２战争短评（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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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向普军投降或者向瑞士人缴械，只有一点对他有利的区别，就是

他把对这个行为应负的责任转嫁到布尔巴基的肩上了。

总之，巴黎的投降书是史无前例的。当拿破仑在色当投降的时

候，他拒绝参加同他本人和他的军队投降无关的任何谈判；他身为

战俘已经无权约束政府和法国。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交出巴黎和

巴黎的军队时，虽然处境和拿破仑在色当的处境完全相同甚至更坏，

但他却接受了约束法国其余部分的条件。拿破仑几乎一直到他投

降时为止，还能自由地同法国的其余部分保持联系；相反，茹尔·

法夫尔先生在五六个星期内，仅仅偶尔有机会知道一些巴黎以外

发生的事情。他只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关于堡垒线以外的军事情

况的消息，而他居然敢根据敌人向他提供的这些片面的消息来行事。

茹尔·法夫尔先生必须在两个不幸之中选择一个。他可以像

他已经做了的那样，根据敌人提出的条件缔结一个三周的停战协

定，以此约束在波尔多的事实上的法国政府１３１。但是他也可以拒绝

代表法国的其余部分，提议仅仅代表巴黎进行谈判，而在围攻者制

造障碍的情况下，他可以像法耳斯布尔的城防司令那样，打开城

门，请胜利者入城。后一方法从他的身分和他的政治前途来看也许

对他更有利。

至于波尔多政府，它将不得不同意停战和进行国民议会的选

举。它没有能迫使将军们拒绝停战的手段，也没有唤起人民抗议的

决心。布尔巴基向瑞士人缴械是法国在最近期间所遭受的许多打

击以后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并且如同我们在预测这一事件时所

指出的那样①，我们认为，紧随巴黎投降以后的这个打击会使民心

８６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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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以致签订和约。至于法国的资源，则远未枯竭，斗争还可以继

续几个月。下述令人惊奇的事实表明，要完全征服法国将会遇到多

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经过７天的战斗，击退了处于

完全瓦解状态的尚济军团。除了几个旅以外，没有任何部队能够抵

抗他。他的面前是一片富饶的、资源消耗较少的地区。然而，他还

是在勒芒停止了前进，只派出前卫继续向前追击，而且派出的距离

也不远。本报读者一定记得，我们没有预料会有别的结果①，因为

有一定的根据可以说，在征服一个大国时，如果占领区的面积依算

术级数增加，那末占领的困难就会依几何级数增加。

我们仍然认为，一月战局中的连续失败必然使民心动摇，以致

原定的国民议会不仅要召开，而且也许要签订和约。因此这些“战

争短评”也将和战争一起结束了。

载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２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６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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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如果说一月战局中法军的一连串失败（费德尔布和尚济的失

败、巴黎的陷落、布尔巴基的失败以及他向瑞士人的缴械），也就是

在短短３个星期内所发生的这一切惊人的事件摧毁了——完全可

以这样说——法国的抵抗精神，那末现在看来，德军的苛刻的要

求１３２毫无疑问地将会重新激起这种精神。如果缔结和约同继续战

争一样都会使国家有彻底毁灭的危险，那末又何必缔结和约呢？有

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以及一部分农民——小私有者，直

到现在都是主和派；可以预料到，他们会把主和的人选入国民议

会；但是如果敌人坚持这种闻所未闻的要求，那末在他们中间同在

大城市的工人中间一样，也会发出决一死战的呼声。无论如何，不

应当忽视在２月１９日１３３以后有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因

为德军本身——如果相信今天“每日新闻”的消息——并没有对于

事态发展的前景感到十分满足而放弃对恢复军事行动的认真准

备。因此，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

现在被普军占领的法国２７个省的面积为１５８０万公顷，人口

（尚未投降的要塞除外）将近１２５０万人。整个法国的面积为５４２４

万公顷，人口为３７３８２０００人。因此以整数计算，尚有３８５０万公顷

的土地和２５００万人口，即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口和比三分之二大得

多的土地没有被征服。的确，曾以自己的抵抗长期阻滞过敌人前进

０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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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黎和麦茨陷落了。在未被征服的地区内，除里昂以外，没有一

个营垒能够起到像这两个要塞所起过的那种作用。将近７０万法军

（不包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已经被俘或者被拘留在瑞士。但是，即

使三个星期的停战时间没有被用来构筑围有野战工事的新的营垒

（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到这点），也还存在着弥补这种损失的

其他条件。

法国未被征服的土地大部分在南特—伯桑松一线以南；它形

成一片广大的地区，三面有海和中立国的边境作掩护，只有北面的

边境线是暴露的，便于敌人进攻。这里有民族抵抗的力量；如果战

争重新爆发，这里定能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在人民的正规和非

正规的殊死抵抗下，要夺取和占领这个长４５０英里宽２５０英里的

广大的长方形地区，单凭普军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在巴黎投降以

后，除留下４个军作为这个首都的警备部队以外，可以抽出９个

师；在布尔巴基投降以后，曼托伊费尔可以抽出６个基干师；也就

是说总共可以抽出１５个师，即除了哥本的４个师和弗里德里希－

卡尔的８个师以外，又有１５—１７万名兵士可以参加野战。但是哥

本在北方有很多事要做，而弗里德里希－卡尔在图尔和勒芒受阻，

表明他的进攻力量已完全耗尽；因此，只剩下上述１５个师可以用

来征服南方，而且在几个月内，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援军开到。

法军起初将不得不主要用新编的部队来对抗这１５个师。在涅

维尔和布尔日附近有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五军，在这一地区还应有

第十九军（从１２月初以来我们就一点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个军的消

息）。其次，还有在布尔巴基复灭时幸存的第二十四军和不久以前

得到援军而增加到５万人的加里波第的部队，虽然我们不知道增

援他们的是哪些部队，这些部队又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共约

１７２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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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个师，甚至是１６个师，不过从数量和质量来说他们完全不

足以阻止敌人新的军团前进，如果停战期满而和约又未能签订，敌

人无疑地会派遣这些新的军团来进攻他们。但是这三个星期的停

战，不仅使法军的这些师有时间进行整顿，而且能使现在训练兵营

中的或多或少未经训练的新兵（据甘必大估计达２５万人），至少是

其中一些最好的营，训练成能够和敌军作战的有用的部队。因此，

一旦战争重新爆发，法军就可能击退敌军向南方的任何严重的入

侵，即使不能把敌军阻挡在沿卢瓦尔河的边境线上或者在里昂以

北很远的地方，总还可以把它阻挡在它不能严重削弱法军的抵抗

力的地方。

显然，停战给费德尔布军团、尚济军团以及瑟堡和哈佛尔等地

的所有其他部队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充实装备、整顿纪律和恢复士

气。问题只在于它们是否会适当地利用这些时间。如果说法军的

兵力不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将大大提高，那末德军却未必

能够得到什么补充。从这一方面看，停战有利于法军。

但是，除了法国南部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以外，还有两个半岛

（布勒斯特所在的布列塔尼半岛和瑟堡所在的科汤坦半岛）和北方

两个省及其要塞没有被占领。哈佛尔也是一个没有被占领的筑有

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这四个地区中，每个地区都至少有一个筑有

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可作为退却的军队的可靠的掩蔽地；因此，现

在无事可做，甚至根本无事可做的舰队就可以用来维持这些地区

与南部之间的联络，并根据需要把军队从这个地点运到那个地点，

并且用这种方法使战败的军队突然有可能以优势兵力恢复攻努。

这样，只要西部和北部的这四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攻克的，

它们就能使普军的两翼上出现四个弱点。对法军真正危险的，是由

２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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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热到伯桑松一线，而对德军真正危险的，除了这一线以外，还有

从翁热经勒芒、卢昂、亚眠到比利时边境的一线。只要法军表现得

稍微明智一点，德军的优势在这一线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决定性

的优势，但是，法军在这里取得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以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

战略形势就是这样。法军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舰队，就可以在西

部和北部调动部队，迫使德军在这两个地区内保持大大超过法军

的兵力，因而减弱派去南征的军队，而阻止德军南征正是法军的主

要任务。法军一方面比以前更高度地集中兵力，另一方面派出更多

的小股游击队，就可以用现有的兵力获得较大的战果。看来，在瑟

堡和哈佛尔的兵力大大超过了防御的需要；而在敌占区中心——

土尔附近的封特努瓦的桥梁被巧妙地破坏这一点表明，勇敢的游

击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一般地说战争在２月１９日以后将

会重新爆发，那末它必然是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一场同西

班牙反抗拿破仑的战争相似的战争，是一场敌人以任何烧杀手段

也不能摧毁人民的抵抗精神的战争。

载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６９号

３７２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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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巴基的复灭

从“旗帜报”记者的通讯中，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目击者关于

布尔巴基军团在不幸的一月战局中所发生的情况的报道。这个记

者当时在克雷美将军的师里，该师在进攻时为极左翼，在退却时

担任后卫。他的报道虽然无疑是片面的，而且对于他没有直接看

到的事情的叙述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份非常有价

值的材料，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实和日期，从

而令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一阶段的战争情况。

拥有１３３０００人和３３０门火炮的布尔巴基军团，看来未必够得

上军团的称号。军官质量不坏的基干部队，其兵士在体力上不如

流动自卫军，但流动自卫军未必有懂得本身最起码的职责的军官。

从瑞士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这些消息对于法军的体力

状况作了更坏的叙述，那末我们不应当忘记，在饥寒交迫之中连

续作战一个月对他们起了多大的影响。从所有的消息来看，他们

的服装——无论是衣服或是鞋子——都破烂不堪。看来，实际上

根本没有军需部门，甚至连一个按一定程序定期征收粮食并分配

这样得来的粮食的简单机构也没有。

在作战的四个半军中有三个军（第十五、十八、二十军）早

在１２月５日就已转归布尔巴基指挥；在这以后不久大概就制定了

向东进军的计划。直到１月５日，他的一切移动都只是为了集中

４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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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而进行的行军，而且没有遭到敌人的阻挠；因此，这些移动

并不是改进这个军团的组织的障碍，而是完全相反。１８１３年，拿破

仑在向德国行军的期间把未经训练的新入伍者训练成了兵士。这

样看来，布尔巴基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训练。既然经

过这一段时间，它的部队与敌人交锋时还是上面那种情况，那末这

就不能不归罪于他。他没有表现出一个组织者的才能。

据说，原来的计划规定分四路向伯尔福前进：一路在杜河以东

前进，穿过汝拉，以便占领或迂回蒙贝利亚尔和普军的左翼；第二

路沿杜河谷地前进，担任正面攻击；第三路沿第二路以西的路线前

进，通过鲁日蒙和维累尔塞克塞耳，进攻敌人的右翼；克雷美师则

应当从第戎经吕尔前进，迂回普军的右翼。但是这个计划改变了。

前三路军队全部沿着杜河谷地这一条道路前进，据说因此浪费了

５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韦德尔得到了援军；而布尔巴基全军在

被击退时只有一条退路，所以又浪费了时间，并因此被切断了同里

昂的交通，军队被压缩到瑞士边境。十分明显，约１２万人的一支军

队——而且是组织如此涣散的一支军队——成一个纵队而且只沿

一条道路运动，必然会引起混乱和迟滞；但是，认为这个错误真的

就这样严重，那也是不够确切的。根据以前所有的消息来看，布尔

巴基的军队在接近伯尔福时，正面是很宽的，从维界尔塞克塞耳直

到瑞士边境，这就是说他们利用了原来计划中提到的各条道路。但

是不管迟滞的原因是什么，迟滞的情况总是发生了，而且成为埃里

库尔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维累尔塞克塞耳战斗发生在１月９日。

维累尔塞克塞耳距普军在埃里库尔的阵地约２０英里，布尔巴基竟

花了５天的时间，一直到１４日傍晚才把他的部队调到这个阵地附

近，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向这个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在以前的一篇

５７２布尔巴基的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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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指出过，这是这次进军中第一个大错误①，现在，我们从这

个记者的报道中看出，克雷美的军官们甚至在埃里库尔会战开始

以前，就懂得了这一点。

在这３天的会战中，法军以１３万人对付德军的３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人，但没有能够夺取他们的筑垒阵地。在人数占这样大的优

势的情况下，本来可以进行最大胆的侧敌运动。如果他们把４—５

万人坚决地投入德军后方，同时用其余的兵力在正面牵制住敌人，

那末几乎肯定可以追使敌人退出阵地。但是他们不这样做，而只

是攻击正面——筑有坚固工事的正面，因此遭受了巨大而无谓的

损失。翼侧攻击进行得非常无力，德军在右翼仅仅用一个旅（克

勒尔旅）就不但击退了他们，而且还守住了弗赖耶和舍讷比埃，并

反过来迂回了法军的翼侧。这样一来，布尔巴基的新编部队就不

得不去执行一个兵士在作战时所能受领的最困难的任务，而他们

本来是可以依靠数量上的优势用机动的办法比较容易地夺取阵地

的。不过，最后５天的经验大概已向布尔巴基表明，要指望他的

军队有运动性，那是徒然的。

在１月１７日进攻被彻底击退以后，法军便向伯桑松退却。很

可能，这次退却主要是沿杜河谷地中的一条道路进行的，但是我

们知道，也有大批部队是沿靠近瑞士边境的另外一些道路退却的。

不管怎样，克雷美指挥的后卫在２２日下午到达了伯桑松。因此，

前卫在２０日就应当到达这里，在２１日就应当准备好向当天到达

多耳的普军进击。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丝毫没有注意到普军，直

到克雷美到达，才立刻把克雷美由后卫变为前卫，并在２３日派他

６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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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圣维迎击他们。第二日，克雷美奉命返回伯桑松；到２６日布尔

巴基检阅了第十八军以后企图自杀时为止，两天的时间由于犹豫

不决和无所作为而浪费了。这时才开始向蓬塔尔利埃方向混乱地

退却。但是这一天，原来在木沙尔和萨兰的德军已比逃窜的部队

更接近瑞士边境，因此后者的退路实际上已被切断。这已不再是

一场比速度的竞赛了；德军可以从容不迫地占领法军还能够逃脱

的所有纵谷的出口，同时其他部队则从后方压缩法军。随后在蓬

塔尔利埃周围进行了战斗，这向溃败的法军表明，他们的退路被

截断了。结果是签订了勒－韦里埃尔协定１３４，并且这个军团全部向

瑞士缴械。

看来，布尔巴基从１月１５日到２６日的全部行动证明，他对

于自己的军队已失掉了任何信心，因此也就对自己失掉了任何信

心。为什么他在克雷美到达以前使自己的各路军队停留在伯桑松，

因而错过了逃脱的一切机会；为什么他把军团中最好的克雷美师

从伯桑松派去迎击封锁了直通里昂的道路的德军以后，又立即把

它召回；为什么在这以后他又耽搁了两天，因而在伯桑松总共浪

费了整整６天的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除非认为

布尔巴基可能非常缺少那种作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的最主要的素

质——果断精神。八月战局的旧事又演了一次。值得注意的是，表

现出这种极端犹豫不决的，又是一位帝国遗留下来的将军，而共和

国的将军们——不管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却没有一个人表

现过这样的犹豫不决，并因此受到这样的惩罚。

载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７８号

７７２布尔巴基的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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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１３５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于伦敦

朋友们：

首先感谢你们寄来关于德国工人政党的详细报告！我立即将

它转交给了总委员会。

你们请我做的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问题的工作，

由于目前实在没有时间，只得暂时搁置一下１３６。

你们从我上星期寄出的总委员会宣言中可以看出，我在这个

宣言中部分地引用了不伦瑞克ｍｅｅｔｉｎｇ〔大会〕（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６

日）通过的呼吁书①……

根据章程第三条的规定１３７，总委员会不能延期召开代表大会。

尽管如此，由于目前形成的非常情况，总委员会要是在这种步骤上

得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够对此承担责任的。因此最好我们

能正式从德国方面收到这种附有理由的建议。

以节录形式载于威·白拉克“社会
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
审判案”１８７２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威·白拉克“社会
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
勒特岑审判案”

８７２

① 见本卷第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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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卡尔·布林德
１３８

  文章不应该题为“拿破仑亲王……”，而应该题为“我自己”。文

内每提一次拿破仑亲王的名字，就至少把“我”这个代名词提二十

次，以各种间接格和派生形式提到的还不算。文章中所有谈到拿破

仑亲王的地方已经多次见诸报刊。文章中谈到“我”布林德本人的

地方，不幸也在英国被多次披露、报道和发表，因而，十分遗憾，这

一切已经为现在出版的以及过去出版的星期评论的老板和编辑们

所了解。

如果撇开报纸的弄虚作假，可以得出结论说，报上对布林德的

旧事轶闻有了新的提法，说卡尔·布林德如何由于种种不利的情

况而不幸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尤其是经常不断有这种传闻，——

这也是布林德的主要资本，——说他如何带着外交使命由即将垮

台的１８４９年南德意志起义者临时政府派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

实际上是被派往据说由于人民起义而即将建立的赖德律－洛兰革

命政府１３９。可是真倒霉！普鲁士人把派遣布林德的政府无礼地赶入

了瑞士，而准备建立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的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

也被无礼驱散１４０。由于由寿终正寝的政府派往尚未诞生的政府这

样一个十分可笑的使命，布林德侥幸地为现存的法国政府所解救，

法国政府因为他在６月１３日参加了充满激愤的巴黎国民自卫军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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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示威游行，将他逮捕，并最后予以驱逐出境。如果派遣他

的政府继续存在，又如果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确已成立，那末卡

尔·布林德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布林德由于担负了这个由巴登

某某人派往巴黎某某人的使命，得以“巧妙地”完全摆脱了同已经

临近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的危险。无论如何他还是做出了一些事

情①。

此外，在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本来可能与法

国联合。可是卡尔·布林德在守卫着。“倘若维克多－艾曼努尔国

王……”（第５１９页）但是这原来又是由一个不存在的政府派往另

一个不存在的政府的使命。路易－拿破仑拒绝将罗马让与维克多

－艾曼努尔，使他不得不诉诸武力来从法国手中夺回该城，从而使

得意大利跟法国不可能缔结同盟１４１。卡尔·布林德的效劳和建议，

无论多么宝贵，又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个永远是ｉｎ 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

现实的〕②外交家的布林德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只好满足于马志

尼的“极为热烈的感激”。

使人不由得想起一个爱吹牛的人来，他与别人争吵的时候总

是高声喊道：“朋友们，拉住我，不然我会干出可怕的事情来的。”每

当卡尔·布林德准备走到历史事件前面去的时候，总有某种不利

的情况妨碍他干出那种应该使他名垂千古的“可怕的事情”，这对

整个世界说来是不幸，可是对卡尔·布林德先生说来或许是万

０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

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最后这两句话是马克思写的。在恩格斯手稿的前一页的边上，马克思为这两

句话写了另外一个方案：“布林德恰好担负了这个虚构的出国使命，使他得以

完全避免同当时侵入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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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吧。      

但愿这是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

德而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至少是用英文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３０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１８２关于卡尔·布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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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１４２

  ……掌权的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店的小政客

都说，这①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

这场战争变成
·
欧
·
洲
·
的
·
经
·
常
·
性
·
事
·
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

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亚尔萨

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

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

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

无一失的办法。

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们，应该哪怕从普鲁

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仑为提尔西特和约１４３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

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

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而法国，即使在失去亚尔萨斯和洛林之后，

都不是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普鲁士可与相比的！

如果说，只要旧的国家体系继续存在，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能在

下列事实即首都巴黎，从而整个法国自１８１５年以来几次战败后已

处于无法防守的地位这一事实中，找到一定的物质根据，那末，一

２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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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把国境线东边移到佛日山脉，北面移到麦茨城，这种沙文主义将

得到什么样的新鲜养料呵。

说洛林人和亚尔萨斯人期待着德国政府的仁政，就连最狂妄

的①条顿人也不敢这样断言。这次宣扬的是一个泛日耳曼主义和

“安全”边界的原则，据说这个原则会在东方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光

辉的结果。

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中于震聋德国人

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１８７０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
·
德
·
国
·
和
·
俄

·
国
·
之
·
间
·
的
·
一
·
场
·
战
·
争，正如１８６６年的战争孕育着１８７０年的战争一

样。

我说这是
·
必
·
然
·
的，
·
不
·
可
·
避
·
免
·
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

生，即在这以前
·
俄
·
国爆发一次

·
革
·
命。

如果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现的话，那末德国和俄国之间

的战争现在就应该认为是一种ｆａｉｔ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实）。

这场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

动。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末法国就会
·
联
·
合俄国

·
共

·
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末，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

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溶于德国之中，就会使

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

爆发（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

３８２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

① 传单上被删去的“最狂妄的”这几个字，是在一份留有恩格斯笔迹的传单上由

他添上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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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而这对俄国人民也是非常有利的。

·
但
·
是，
·
我
·
担
·
心
·
的
·
是，
·
如
·
果
·
德
·
国
·
工
·
人
·
阶
·
级
·
不ｅｎ ｍａｓｓｅ〔

·
众
·
口
·
一

·
辞
·
地〕
·
说
·
出
·
他
·
们
·
的
·
主
·
张，
·
那
·
些
·
恶
·
棍
·
和
·
傻
·
瓜
·
就
·
会
·
肆
·
无
·
忌
·
惮
·
地
·
继
·
续
·
他
·
们

·
的
·
疯
·
狂
·
的
·
赌
·
博……

目前的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因为在战

争中德国证明了：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

够
·
不
·
依
·
赖
·
外
·
国而独立行动。德国首先要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

己的统一，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惩罚。但是，虽然是用这种方法，结果

毕竟是获得了。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如德国北部的民族自由党和

德国南部的人民党１４４之间的冲突，将不能再徒劳无益地挡住前进

道路了。局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将会简单化起来。如果德国

工人阶级那时不能负起他们应负的历史使命，那是他们的过错。
·
这

·
场
·
战
·
争
·
已
·
经
·
把
·
欧
·
洲
·
大
·
陆
·
的
·
工
·
人
·
运
·
动
·
的
·
重
·
心
·
从
·
法
·
国
·
移
·
到
·
德
·
国。所以

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３０日之间
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以传单形式
刊印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
宣言中曾引用这封信，该宣言
又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１日“人
民国家报”第７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
加过注的传单译的

４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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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１４５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７月２３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

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

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

帝国的残酷笑剧。”①

这样，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我们已把波拿巴主义的肥皂

泡看做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没有看错。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

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也

没有错。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

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

拿巴军队的腐朽透顶的情况暴露无遗的时候，普鲁士掌权的武人

奸党已经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诚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讨厌

５８２

①

② 见本卷第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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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

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

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８月１１日，他发布了告法兰西民族

书，其中说道①：

“由于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以前愿意、现在仍然愿意同法国人民

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才负起了指挥德

国军队的责任，而战争事变的进程使我不免要越过法国的国界。”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

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

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

“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

因此，这个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

纯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

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

主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给了德国自

由资产阶级连同它那帮教授和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们一个

暗示。这个在１８４６—１８７０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

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

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

的假面具，装出一付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

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自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

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

６８２ 卡·马 克 思

① 在马克思翻译并于１８７０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

引文，引文以后一直到“他们立刻给了……一个暗示”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

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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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

他们不敢武断说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

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

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

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

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

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

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爱好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

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

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１４６。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

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

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

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亚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

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尔

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

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

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

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

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

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

兹、盖尔曼尔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

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有丝毫

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法

７８２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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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吗？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

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１７９２年到１７９５年，南德意志一次也

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

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１７９５年缔结了单独和约１４７而把南方置之

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基地的侵

犯，并且一直继续到１８０９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只要像在这一

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鲁伊和兰道之

间，并且沿美因兹到麦茨的道路一线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

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亚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

害。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

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围和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如果

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

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

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

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为了保

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

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

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

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

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

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

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

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果说从

８８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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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经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

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提尔西特和约，并用这个和约

来对付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

势就像一根腐朽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鲁士现在

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

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

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

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

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主义的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

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

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明智的监视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

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１７９２

年为了用刺刀击溃十八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

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

双手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现役常备

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

赐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

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

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

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

设的庞大筑垒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受波拿巴侵

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

若罔闻。

９８２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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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１８６５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

１８７０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１４８。正如路易·波

拿巴自鸣得意地认为１８６６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筋疲

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命运的最高主宰一样，亚历山大也自鸣得

意地认为１８７０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

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

意志联邦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

志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

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

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

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

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

１８６６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起话来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

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

自由与和平①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

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

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②，或者是经过

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

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

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③。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

０９２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这就是昏聩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

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增加“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等字。——编者注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前面还有“独立”一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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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

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

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

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

磨①。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

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

会像１８１５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１４９。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

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９月５日发表了一个宣言，

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

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

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 

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

业！”１５０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

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

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

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

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

的最适当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

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

１９２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①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

祖国，而工资是由反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

工人阶级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他们的名义来

讲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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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

到不安，我俩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

位，而只是①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

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

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

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又在１８４８年

六月起义时期１５１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

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一些重要

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

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

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们

现在用共和国的名义狂言大语地允诺一些不可能兑现的事情，其

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嚣吗？这个共和国依

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该充当奥尔

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

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

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②，但同时

他们不应当为１７９２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

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

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

２９２ 卡·马 克 思

①

②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在“职责”一词后面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着”等字。——编

者注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有“依靠德国的刺刀”等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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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

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

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

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１５２。英国政府现

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抵销反雅各宾战争，以及它过去承认

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时所表现的那种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吧
１５３
。此

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

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①。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

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

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当时一样，为奴隶主

的利益卖力。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

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

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

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

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Ｖｉｖ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国万岁！〕

      总 委 员 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凯希耳

    约翰·黑尔斯       威廉·黑尔斯

３９２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① １８７０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

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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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 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 普芬德

    吕耳 约瑟夫·谢泼德

    考威尔·斯特普尼 斯托耳

    施穆茨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６—９日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１—１３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
刊印，１８７０年９—１２月用德文以传单形式
刊印，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１８７０年英文
第２版，并根据１８７０年
的德文版校对过

４９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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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委员的被捕１５４

  设于不伦瑞克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于９月

５日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出了宣言，号召他们不准许兼并亚尔萨斯

和洛林，并且争取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根据司令官福

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

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甚至逮捕了印刷这一文件的不幸的印

刷厂主人，并且像对待一般刑事罪犯那样，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

东普鲁士的勒特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５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４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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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

第六次代表大会１５５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公民们：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你们第六次代表大会祝贺。召开这

次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再次证明，比利时无产阶级甚至当血

腥的和兄弟残杀的战争使整个欧洲充满恐怖，暂时使社会舆论无

暇他顾的时候，仍然不倦地坚持着他们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

我们特别满意地指出，比利时支部在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上

遵循了符合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行动路线，宣布了符合各国无产

阶级利益的思想，即拒绝一切侵略意图，支持法兰西共和国。而

且我们的比利时朋友们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行动完全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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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普鲁士人占领卢昂以后，我们和法国所保持的最后联系

就暂时中断。可是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工人中却异常迅速地掀

起了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尤其是在德国，这

个运动所具规模之大，使得普鲁士政府觉得必须为了它的反动掠

夺政策的利益来镇压工人。设于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

央委员会被逮捕了；该党的许多党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且

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观点和利益的两个议员，公

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被关入监狱。国际被指责向所有这些公

民发出了实行一次广泛革命阴谋的信号。我们所面临的无疑是声

名狼藉的所谓国际在巴黎的阴谋的翻版，这个阴谋据说是被波拿

巴的警察破获的，但是后来证明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捏造。国际工

人运动尽管遭到种种迫害，仍然日益发展和壮大。

这次代表大会使你们能够确定支部和其他附属团体的数目，

以及其中每一个组织的人数，从而对我们的运动在比利时的成就

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个说明我们协会在比利

时的状况的统计资料通知总委员会。我们将尽力给这个统计资料

加上其他国家的材料。自然我们会把这个材料保守秘密，我们从

中引用的事实也不会公开发表。

其次，总委员会希望比利时支部能在１８７１年内考虑一下历次

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向总委员会提供经费的决议。这次战争使大陆

上的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提供经费；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比利时的

工人们也正经受着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普遍萧条的影响。总委员会

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提醒比利时支部，没有物质上的支

援，总委员会就势难开展如它所期望的那种规模的宣传活动。

由于比利时书记、公民赛拉叶不在，总委员会特委托本人向

７９２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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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发出此项通知。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日“国际报”

第１０３号，最后三段被省去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并根据

手稿校对过；发表时删去的

几段按手稿恢复

８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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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当俾斯麦指责法国政府，说

“它使得在法国不可能通过报刊和议会讲坛自由发表意见”

的时候，他显然只是想开一个柏林式的玩笑罢了。如果您想知

道法国的“真正舆论”，那就请向凡尔赛“通报”１５６的编辑和著名的

普鲁士警探施梯伯先生请教去吧！

由于俾斯麦的特别命令，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已经以叛

国罪被逮捕，其实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敢于履行他们作为德国议员

所承担的责任，即在联邦国会里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投票反

对新的军事拨款，表示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抨击想要把德国变成普

鲁士兵营的企图。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发表

了类似的意见，从去年９月初以来就受到苦役犯般的待遇，直到现

在还背着叛国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许多散发

过不伦瑞克宣言的工人身上。在类似的借口下，莱比锡“人民国家

报”１５７的副主编赫普纳先生也以叛国罪被起诉。在普鲁士境外出版

的少数几家独立的德文报纸都被禁止输入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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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给法国以光荣和平的德国工人集会每天都为警察所驱散。按

照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天真地叙述的普鲁士官方理论，

每一个“企图阻挠普鲁士实现其对法战争的预定目标”的德国人，

都要以叛国罪论处。假如甘必大先生及其同僚，像霍亨索伦王朝一

样，被迫用武力来压制舆论的话，那他们只要采用普鲁士的办法，

借口战争来宣布全法国戒严就行了。在德国土地上只有被关在普

鲁士监狱里的法国士兵。但是，尽管如此，普鲁士政府还是觉得必

须停止一切法律的效力，严格地保持戒严状态，也就是严格地保持

最粗暴、最可恶的军事独裁方式。法国的土地上驻有将近１００万德

国侵略军。可是法国政府还是能够安安稳稳地不采取“使得有可能

自由发表意见”的普鲁士办法。请把德国的情况和法国的情况比较

一下吧！可是，对于俾斯麦对言论自由的无所不包的爱来说，一个

德国原来已经太小了。当卢森堡人流露出他们对法国的同情的时

候，俾斯麦就把这种感情的流露当做他废除关于中立的伦敦协

定１５８的一个借口。当比利时的报刊犯了类似的过失的时候，普鲁士

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冯·巴兰先生就要求比利时政府不但要禁止报

纸发表任何反普鲁士的文章，甚至还要禁止刊登旨在鼓舞法国人

进行自己的解放战争的新闻。《ｐｏｕｒ ｌｅ ｒｏｉ ｄｅ Ｐｒｕｓｓｅ》①废除

比利时的宪法，——这真是非常非常谦虚的要求。斯德哥尔摩的几

家报纸刚刚拿威廉·亚涅山大②的众所周知的“虔敬”开了一些无

伤大雅的玩笑，俾斯麦马上就向瑞典内阁提出了气势汹汹的照会。

甚至在圣彼得堡那个地方，他居然也发现了过于自由的报纸。由于

００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４页脚注。——译者注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转意是：白白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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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低声下气的请求，书报总检查官把彼得堡的主要报纸的总编

辑召到他那里去，吩咐他们注意不要对这位忠于沙皇的普鲁士臣

仆作任何非难。这些总编辑中的一个，扎古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疏

忽大意，竟把这次ａｖｅｒ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警告〕的秘密在“呼声报”
１５９
上泄

露出去了。他立即被俄国的警察抓起来并被驱逐到某个偏僻的省

份去。如果以为这些宪兵措施仅仅是由于战争寒热病的发作而产

生的，那就错了。相反地，这是普鲁士法律原则的真正的有计划的

应用。普鲁士刑法典里确实有一个古怪的条款，根据这一条，任何

一个外国人在他本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有了“侮辱普鲁士国王”或

“背叛普鲁士”的行为或言论，都要受到起诉！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

自身的民族独立，而且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幸而它的事

业决不是没有希望。

谨向阁下致敬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９日

“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１０３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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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

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

立场的决议草案１６０

  １．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

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２．像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

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３．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

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能重新取得运用它

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

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１６１的约束。

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３１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东邮报”

第１２３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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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

联合会委员会１６２

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公民们：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１２月１４日的来信。你们７

月３０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已经交给了西班

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委托他代表我们给你们写回信。但是公民赛拉

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你们

所以没有收到还在他手头的你们７月３０日的那封信的回信，那就

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７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

签名人——弗·恩·暂时负责同西班牙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

这封信交给了他。

我们按期收到了下面几种西班牙文的工人报纸——巴塞罗纳

的“联盟”周报、马德里的“团结报”（到１８７０年１２月为止）、帕耳马

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耳马的“社会革命报”

（仅仅是创刊号）１６３。这些报纸使我们经常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

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愈来愈成

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信念。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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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

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

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反对，而且现在也还不得

不反对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即反对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

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

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

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

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

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

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

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

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

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

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

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

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

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

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

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

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

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

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

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会费请通过伦敦的任何一

４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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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银行用汇票汇给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汇票请用挂号

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总委

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他的住址）。

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

联合会的统计材料。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

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

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

塞罗纳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

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

你们来也说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

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至少在

开始时是比较好的。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

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１６４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工作帮了

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

英国，北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Ｔｒａｄｅ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ｓ）不

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

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

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

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五十多

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

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

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

５０３致国际工人协会西马牙联合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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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的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

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

波尔多、土鲁斯都发挥了前所未见的毅力，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

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

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

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在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

接到了消息，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

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

组织——劳工同盟（Ｌａｂｏｒ Ｌｅａｇｕｅ）
１６５
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５年第１版第２６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６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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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俄 国 状 况１６６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英国政府声称，它对俄普同盟一无所知。而在德国却任何人

也不怀疑存在着这种同盟。相反地，亲普鲁士的报纸为此兴高采

烈，而反普鲁士的报纸则气愤不已。其中有一家报纸“人民国家

报”认为，格莱斯顿先生之所以否认同盟，只是想暗示：这种条

约与其说是同盟，勿宁说是臣服，在这一点上格莱斯顿先生是正

确的。的确，凡尔赛和彼得堡之间，“您的至死效忠的威廉”和他

的较为审慎的外甥亚历山大之间的函电往还，使人对今天大陆上

两大军事帝国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顺便说一下，这

些函电首先发表在“圣彼得堡报”１６７上；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

国报刊却没有将这些函电的内容全部披露，尤其是对威廉皇帝至

死效忠的保证保持缄默。不管怎样，通信的全文使人毫不怀疑，威

廉皇帝想表明他如何深深地感激俄国和准备怎样为它效劳。因为

皇帝已年逾七旬，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的情绪又使人怀疑，所以

俄国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要趁热打铁。

７０３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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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俄国国内的情况也很难令人满意。财政遭到近乎绝望的

破坏；以特殊形式实行的农奴解放和与此有关的其他社会政治改

革把农业生产破坏到几乎难于置信的程度。政府时而赐与、时而

废除、时而又恢复的各种自由主义性质的不彻底的措施，使得有

教养的阶级有充分可能形成某种舆论；而这种舆论和现政府迄今

所遵循的外交方针显然完全相反。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

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是说，它敌视斯拉夫人的三大“压迫者”：

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它不能容忍和普鲁士结成同盟，正

如它不能容忍和奥地利或土耳其结成同盟一样。此外，它还要求根

据泛斯拉夫主义的精神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传统俄国外交的平静

迟缓但极周密稳妥的秘密行动，对它的耐性是极为严重的考验。不

管在会议１６８上获得多大的成功，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说来都

无足挂齿。他们听见的只是自己受压迫的同胞的“痛苦呻吟”；他们

感到最需要的是用强力手腕、掠夺战争恢复神圣俄罗斯失去的无

上威权。此外，他们知道，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也具有与他们同样

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及向南方和西南方修建的大规模

战略铁路已能有效地为进攻奥地利或土耳其或同时进攻这两个国

家服务，那末这难道不是促使俄国政府和亚历山大皇帝本人采取

波拿巴的老办法，趁目前与普鲁士的同盟还似乎可靠的时候，借助

对外战争来暂时解除一下国内困难的强大动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最近发行１２００万英镑公债具有完全特殊

的意义。的确，证券市场上出现了爱国主义的抗议书（据传无人签

名，看来一直到最后还无人签名），不过听说，售出的公债超过了规

８０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亚历山大王储，未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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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数字。这１２００万英镑除了某些别的用途外还有什么用途，施

特廷的“波罗的海报”１６９给我们做了报道，这家报纸多年来不仅对

于俄国的情况消息最灵通，而且它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发表这些消

息。据该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新历３月４日消息），俄国军事当局

从普法战争中认识到，迄今俄国建造要塞所遵循的筑垒方法是完

全不适用的，因而陆军部已经制定了必要的修改计划。

“据报道，新的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堡垒，这种方法应首先用来修建需要立

即兴修的最重要的边防要塞。应首先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

莫德林等要塞建造单独的堡垒。”

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即伊万城）利莫德林（它

的正式俄文名称是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正是以华沙为中心的

控制波兰王国大部分国土的三个要塞。现在所以没有在华沙建筑

单独的堡垒，只是因为它许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堡垒。就这样，

俄国在紧张地巩固它对波兰的控制，加强它对奥地利的作战基地，

而匆忙进行这样的工作对欧洲和平说来绝非吉兆。

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可称为纯粹防御性的措施。不过上述的那

位记者继续写道：

“俄国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军事准备工作仍然在加紧进行。不久

前陆军部已下令成立第四营。所有各团，包括驻在波兰王国的各团，都已开始

执行这一命令。已经组成战时在铁道上和电讯方面执行勤务的队伍以及卫生

连。正在加紧训练人们执行各种勤务，而卫生连里甚至在训练如何急救伤员，

如何止血，如何使失去知觉的人复苏。”

几乎大陆上所有大规模军队的步兵团平时都是由三个营组

成，无疑由平时转向战时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路易－拿破仑

在宣战的那一天也是下令成立第四营。在普鲁士，接到动员令后采

９０３俄 国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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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不

管怎样解释突然要为波兰的要塞修建单独的堡垒、突然要ｅｍ

ｐｒｅｓｓｅｍｅｎｔ〔急于〕在俄国军队中设立普鲁士的Ｋｒａｎｋｅｎｔｒａｇｅｒ〔担

架队〕以及成立铁道和电讯队伍（这个国家的铁路线和电报线都很

少），成立第四营这一点总是鲜明地表明了俄国实际上已经越过平

时与战时的分界线。谁也不能设想，俄国采取这种步骤是没有一定

目的的；而如果说这种步骤意味着什么，那只是要进攻某人。可能

这也就是需要这１２００万英镑的原因。

您的忠实的 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６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９０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０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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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１７０

阁下：

３月１６日贵报发表了贵报驻巴黎记者的报道：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

这个城市的协会〈指国际〉会员所采取的立场”云云。

看来，贵报记者的这篇报道是取自３月１４日的“巴黎报”。该

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我写的信。３月１９日

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８日于伦

敦，好像还有我的签名，信的内容和贵报记者的报道相同。我必须

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弗·恩格斯起草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

以复述卡·马克思来信的形式载于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泰晤士报”第

２７０１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

的草稿译的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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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１７１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我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请求您在贵报登载如下

的声明：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

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

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

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

赛马俱乐部１７２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

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

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

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

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１７３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

“吉伦特信使报”、“自由”１７４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

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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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

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尊敬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３月２２日于海 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泰晤士报”

第２７０１８号、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５日

“东邮报”第１３０期以及国际的其他

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３１３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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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１７５

  办得最有成绩的一家巴黎警察报纸“巴黎报”，３月１４日发表

了一篇文章，标题耸人听闻：《Ｌ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ｅｆ ｄｅ 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国际的最高首脑”〕（《Ｇｒａｎｄ Ｃｈｅｆ》，大概是施梯伯的

《Ｈａｕｐｔ－Ｃｈｅｆ》
１７６
的法文译法）。

那篇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糕的是，还是普鲁

士人。他叫卡尔·马克思，住在柏林”云云。“真想不到！这个卡尔·马克思不

满意国际的法国会员的做法。单凭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特色。他认为他们过

分注意政治，对社会问题关心不够。这就是他的看法，他刚才写信给他的战

友，国际的一位巴黎祭司，公民赛拉叶，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卡尔·马克思

要求国际的法国会员，特别是巴黎的会员不要忽视他们的协会只有一个唯一

的目标：劳动的组织和工人协会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组织劳动，反而加以破

坏，因此他认为必须使这些违法乱纪者尊重协会的章程。我们声明，只要卡尔

·马克思先生的这封值得注意的信向国际会员一宣布，我们就有可能予以发

表。”

３月１９日的“巴黎报”果真刊载了一封说是由我署名的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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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立刻为巴黎所有的反动报刊，以后又为伦敦的报纸转载了。不

过这时“巴黎报”探听到我住在伦敦，而不是住在柏林。因而这一次

和第一次的报道不同，信上注明是伦敦。但是这个过迟的更正有这

样一个毛病，即硬要我转弯抹角地经过巴黎和我住在伦敦的友人

赛拉叶通信。正如我已经在“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这封信彻头彻

尾是无耻的捏造。

正是这家“巴黎报”和巴黎其他的“正派报纸”散播谣言，说国

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似乎通过了超出它权限范围的把德国人开除

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伦敦的几家日报赶忙抓住这条使它们感

到高兴的新闻，幸灾乐祸地在自己的社论里大谈其国际终于进行

的自杀。使它们感到不快的是，今天“泰晤士报”刊载了国际工人协

会总委员会的如下声明②：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

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这个报道完全违背

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

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

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

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

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

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

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

５１３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１２—３１３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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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

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

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

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

来共同洗劫该城。”

这就是总委员会的声明。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

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

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

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９日“人民国家报”

第２６号、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１日“平等报”

第６号（有删节）、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３日

“先驱”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６１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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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工人报”编辑部１７７

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１日于伦敦

公民们：

正如我已经在３月２２日的“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所谓我给

国际巴黎会员的信，只不过是在帝国污水沟里培植起来的一家低

级报纸“巴黎报”捏造的谎言。不过，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

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

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

行。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８日

“工人报”第２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工人报”校对过

７１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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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泰晤士报”编辑１７８

阁下：

请允许我再次借用贵报篇幅驳斥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

３月３０日的巴黎电讯中引用了“高卢人报”１７９的一段话；这段

话在“据传巴黎革命系由伦敦发动”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下，点缀

了上星期六的伦敦各报。“高卢人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在编造使

巴黎的ｐｅｔ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ｅ〔下流报纸〕成为全世界话柄的闵豪森故事

方面，完全可以和“费加罗报”１８０及“巴黎报”媲美，看来这家报纸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酷爱新闻的公众会始终恪守《Ｃｒｅｄｏ，ｑｕｉａ 

ａｂｓｕｒｄｕｍ ｅｓｔ》〔“我相信它，因为它荒唐”〕①的原则。但是，甚至

闵豪森男爵能否“在２月初”梯也尔先生尚未获得任何官职的时候

就在伦敦发动由这位梯也尔先生企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而

引起的“３月１８日起义”呢？“高卢人报”不仅无中生有地说阿西和

布朗基这两位先生到了伦敦，在那里和我举行秘密会议共同策划

阴谋，而且还虚构出两个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意大利的总

代理人班提尼”，另一个是“英国的总代理人德莫特”。“高卢人报”

也恩准了最初由“巴黎报”授予我的“国际最高首脑”的称号。恐怕

８１３

① 据说这是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的一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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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不顾这两家可尊敬的报纸，一如既往，既

不要什么“首脑”，也不要什么“总统”。

阁下，我有幸做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４月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４日“泰晤士报”

第２７０２８号和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

“每日新闻”第７７８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９１３致“泰晤士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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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
１８１

  安特卫普有５００名雪茄烟工人失去了工作。工厂主要他们进

行选择：要么解散他们的工会（属于国际工人协会），要么被解雇。

全体工人毫无例外地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工厂主便关闭了

他们的企业。

工人们有６０００法郎（１６００塔勒）的现金；他们已经和荷兰、英

国的雪茄烟工人取得了联系，不让工人从那里流入。他们将从英国

得到相当大的经济支援；已经寄来１７６英镑（１２００塔勒）；以后还

将继续给予援助。不过，安特卫普人希求的只是贷款，他们声称，他

们有能力偿还给与他们的一切援助。如果德国的雪茄烟工人或其

他工会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安特卫普兄弟，那末希望他们一定这样

做。钱款请寄交：安特卫普博姆加德斯街３号菲·克楠。德国的雪

茄烟工人们，只要工厂主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要求，不让他们在你们

中间招收工人到安特卫普去，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义务。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

“人民国家报”第３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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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１８２

  鉴于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

会关于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

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的决议；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

社的队伍中，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和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

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

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没有可能较早地就这一问题采取措施，因为直到４

月２５日才收到上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议的原文。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提出

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９日“东邮报”

第１３５期、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４日“国际

报”第１２２号、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４日

“人民国家报”第４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东邮报”、“国际报”、“人民

国家报”校对过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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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再论“福格特先生”１８３

  从福格特先生遭到惨败的１８５９年奥格斯堡战役１８４以来，看来

他已经厌倦于政治。他以全付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据他自己说，以

前他在这方面就有过“惊人的”发现。例如，当居欣迈斯特尔和

洛伊卡特阐明了肠内寄生虫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因而在科学

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福格特先生作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

发现，即肠内寄生虫可分为两类：呈圆形的属圆类，呈扁形的属

扁类。现在他在这个伟大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成

就。由于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人骨化石，使得对不同人种的头骨

进行比较研究风靡一时。学者们把头骨量来量去，比来比去，争

论不休，但是得不出任何结果，最后福格特却以常有的胜利信心

宣布他找到了谜底，即所有一切人的头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椭

圆形的（长头骨），一种是圆形的（短头骨）。福格特简单地运用

他的寄生虫原理就得到了最善于观察、最勤奋的科学家经过多年

的顽强劳动还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惊人的发现上再加

上一个政治动物学上的新种的发现，即“硫磺帮”１８５的发现，那末

即使要求最苛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一生能有福格特的这

么些劳绩也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的福格特的伟大精神是不知道安息的。政治对于这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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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甚至在啤酒店也创立伟业的人来说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１８６０年ａｎｎｏ〔夏天〕所受的打击已被安然忘却，马克思的“福格

特先生”一书已不再发售，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早已化作烟云。我

们的福格特在德国庸人的如雷掌声中进行了讲学旅行，神气十足

地端坐在自然科学家的各种大会上，端坐在人文学家和考古学家

的代表大会上，混入了真正大学者的行列。所以，现在他又以为自

己似乎相当“正派”，以为在政治上也负有教导德国庸人的使命，正

如他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曾教导他们的那样。这时发生了重大的事

件。小拿破仑１８６在色当投降，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俾斯麦要兼

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这正是福格特发表重要言论的好时候。

这次的言论标有这样一个标题：“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

·科尔布的政治书信”，１８７０年俾尔版。其中收了十二封信，这些

信最初发表在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上，并由福格特的“通

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１８７予以转载。福格特反对兼并亚尔萨

斯和洛林，反对德国的普鲁士化；使他十分恼火的，是他在这个问

题上不得不完全追随可恨的社会民主党人即“硫磺帮”。不必叙述

小册子的全部内容，因为某个福格特对这些事情的想法丝毫不会

使人感到兴趣。而且他所提出的论据，只不过是在啤酒店里闲谈政

治的庸人们最常用的论据，不同的只是福格特这次反映的是瑞士

庸人们的观点，而不是德国庸人们的观点。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福

格特先生本人的耐人寻味的变化多端的人格。

因此，我们现在把福格特的小册子拿来和他的“欧洲现状研

究”（１８５９年）１８８——这是使他长期感到十分头痛的一本倒霉的书

——加以对照。我们发现，尽管精神上极其近似，文笔也是同样粗

糙（福格特在第１０页上谈到他的“观点”是用“自己的耳朵”听到

３２３再论“福格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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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他的耳朵完全是特殊的①），但是福格特先生现在谈的同

他十一年前所宣扬的刚好相反。“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庸人相

信，干预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发动的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对德国

是不合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路易·波拿巴描绘成为各

国人民的“法定”的解放者；必须保护他，使他免受共和主义者以至

某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惯常攻击。冒牌的共和党人福格特也

这样做了，虽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显得很勉强，好像胃痛似

的。有些好议论别人的人和“硫磺帮”里的人都断言，好样的福格特

所以要给自己招来这些麻烦，要做这些丑态，只是因为他从波拿巴

那里拿了英国人所谓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津贴”〕，亦即拿了现金。

传出了种种可疑的事情。福格特曾向不同的人说过，只要他们愿意

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即在报刊上称颂路易·波拿巴

的解放人民的意愿，他就送钱。甚至布拉斯先生（众所周知，从他主

编“北德总汇报”１８９以来，他的崇高德行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公开地

“拒绝了福格特打算给他安置的法国食槽”。不过我们不想在这些

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多做文章，让我们姑且假定福格特的胃痛和丑

态都是天生的。但是从色当不幸事件发生以来，福格特先生完全变

了。关于法国皇帝本人，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他还谈得比较含

蓄。他只说：

“革命已经站在他的背后。即使战争不爆发，帝国也势难在土伊勒里宫迎

接１８７１年的新年。”（第１页）

至于法国皇帝的妻子！他说：

“毫无疑问，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须知这个缺乏教养的、甚至识字不多

４２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双关语：《ｅｉｇｅｎｅ》既是“自己的”，又是“特殊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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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班牙女人，正在或者更正确些说过去曾在一长串狂热的神甫和农民的龙

尾巴簇拥下进行战争），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那末局势会立刻变得更糟”，即

比普鲁士人获得胜利后还要更糟云云。

所以，１８５９年法国人战胜奥地利人是“各民族的解放者”波拿

巴的胜利；而１８７０年法国人如果战胜普鲁士人，则是识字不多的

欧仁妮及其龙尾巴的胜利。进步是很显著的。

路易·波拿巴的龙尾巴被批评得更厉害，因为现在发现他也

有这样的东西。第２页就谈到“帝国的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第

１６页谈到“领导帝国军队和政府的败类”。这样的挥霍和这样的败

类早在１８５９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风行得势。福格特那时完全

看不到它们，而现在把它们完全看清楚了。这又是一个进步。但是

还不仅如此。虽然福格特没有直接骂他以前的“解放者”，但他还是

不能不从一位法国学者的信中摘引了几段，其中说道：

“如果你有势力，就请你设法使我们摆脱最大的耻辱——ｃｅｌｌ ｄｅ ｒａ－

ｍｅｎｅｒ ｌ’ｉｎｆａｍｅ〈即不让无耻之徒路易·波拿巴回来〉。亨利五世，奥尔良王

室，任何一个霍亨索伦，无论谁都行，就是不要这个皇袍加身的坏蛋，这个坏

蛋把他接触过的一切都染污了。”（第１３页）

不过不管以前的皇帝和他识字不多的夫人以及他们的龙尾巴

是怎样的糟糕，福格特还是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家庭里毕竟有一个

人是例外，此人就是常被称作普隆－普隆的拿破仑亲王。据福格特

说（第３３页），普隆－普隆曾对福格特本人说过，“如果南部的德国

人是另一种做法〈即如果他们不和普鲁士人一起反对法国人〉，他

会不再尊重他们”，他相信战争定会招致不幸的结局，并且毫不隐

讳他的这种看法。现在还有谁会责备福格特忘恩负义呢？他这位

“共和主义者”甚至在“亲王”倒霉的时候还友好地向他伸出援助之

５２３再论“福格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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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为他提供他将来争夺那“无耻之徒”的位置时可以援引的证

据，——这种情形谁看到会不动心呢？

“研究”中谈到俄国和俄国的政策时，完全是用赞赏的口吻；这

个帝国从它废除农奴制以来“与其说是解放运动的敌人，勿宁说是

解放运动的朋友”；波兰最好与俄国合并（１８６３年的波兰起义正是

证明了这点！），——而且福格特认为，俄国

“成为各斯拉夫民族日益争取团结在它周围的强大核心”，

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１８５９年俄国的政策和路易－拿破仑的政策一唱一和，在福格

特眼中当然曾是一大伟绩。现在完全变了，现在我们读到的是：

“我毫不怀疑，斯拉夫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冲突即将来临……而且俄国

将领导这场冲突中的一方。”（第３０、３１页）

接着说，在德国兼并亚尔萨斯之后，法国在这场冲突中会立即

投向斯拉夫人方面，甚至会尽力设法加速这场冲突的发生，以便索

还它的亚尔萨斯；所以，在１８５９年似乎对德国来说曾是幸事的同

一个法俄同盟，现在却被说成是对德国的威胁和可怕的怪影。但是

福格特了解自己的德国庸人。他知道，他可以对这种庸人随便乱

说，丝毫也不用怕前后矛盾。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格特十

一年前要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俄国和波拿巴法国的同盟是德国和

欧洲自由发展的最好保证呢？

至于普鲁士！在“研究”中曾明显地向普鲁士示意，它应当

间接地支持路易－拿破仑反对奥地利的计划，只限于保卫德意志

联邦的领土，然后“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

劳”。未来的北德意志联邦的疆界——厄尔士山脉，美因河和大海

６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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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被用作诱惑普鲁士的钓饵。“研究”的第二版是在意大

利战争期间出的，那时波拿巴分子的处境不妙，不能再在托辞和

闲谈上浪费时间，于是在这一版的后记中，福格特就已经直言不

讳：他劝普鲁士在德国发动内战，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由普

鲁士吞并整个德国。他断言，如果说意大利战争要费时数月，那

末这样统一德国则用不了几个星期。果然，恰好七年之后，正如

路易－拿破仑的想法，普鲁士完全按照福格特像鹦鹉学舌般随声

附和的波拿巴的唆使行动起来；它马上开始自相残杀的战争，暂

时争取北德平原作为酬劳，建立（至少在北部）统一的中央政权。

而福格特先生怎么样呢？福格特先生现在突然开始抱怨“１８７０年

的战争是１８６６年的战争的必然后果！”（第１页）他埋怨普鲁士的

贪得无厌的掠夺政策，普鲁士向来“像猛虎扑羊似地冲向猎取

物”（第２０页）。

他写道：“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人民比普鲁

士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强盗国家）。（第３５页）

他痛哭德国为普鲁士所吞并，认为这是德国和欧洲所能遭到

的最大的不幸（第八封信和第九封信）。这就是俾斯麦执行了福格

特的忠告的结果，这也就是福格特向俾斯麦提出了忠告的结

果。    

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福格特说来似乎一切还是顺利

的。过去的丑事在庸人们的记忆中真的已经全无痕迹，“研究”已经

完全被人遗忘。福格特又能冒充体面的公民和正派的民主主义者，

甚至还能以他的“政治书信”跟德国庸人的平庸潮流完全违背来把

自己略微炫耀一番。甚至福格特在兼并亚包萨斯和洛林问题上的

观点跟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幸吻合，也只能为他增添光彩：既然

７２３再论“福格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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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特没有投到“硫磺帮”那一边去，那末结论必然是“硫磺帮”跟

着福格特走了！可是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不久前公布的路易－

拿破仑秘密开支表上的一行小字：

《Ｖｏｇｔ—ｉｌ ｌｕｉ ａ éｔé ｒｅｍｉｓ ｅｎ Ａｏｕｔ １８５９…ｆｒ．４００００》．

“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４万法郎。”１９０

福格特？这是哪一个福格特？这里没有做更确切的说明，这对

福格特到来是多么不幸！自然，要是这里写着：日内瓦的卡尔·福

格特教授，住在哪一条街，门牌多少号，那末福格特就可以说：“这

不是我，这是我的兄弟，我的妻子，我的大儿子，无论谁都可以，只

是不是我。”可是单单写个“福格特”！没有注明外表特征、名字、住

址的福格特，只能是那个福格特，那个驰名全世界的学者，首先发

现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椭圆的和短的头骨以及“硫磺帮”的伟

大科学家，他的赫赫声誉甚至为掌管秘密经费的警察所熟知，以致

对他不必做任何确切的标记！而且，难道另外还有那么一个福格特

在１８５９年为波拿巴政府帮过这样大的忙，致使该政府在这年８月

（当时福格特恰好在巴黎）赏给了他４万法郎吗？福格特先生，正是

您帮过这样的忙，这是人所共知的；您的“研究”一书就可作为此事

的证明；“研究”的第一版在春季问世，第二版在夏季问世；您自己

承认过，从１８５９年４月１日到夏季，您曾向许多人说过，只要为波

拿巴效劳，您就送钱；１８５９年８月，战争结束后，您在巴黎。考虑到

这一切情况之后，难道我们还必须相信，波拿巴在１８５９年８月下

令付与４万法郎的那个直接指称的“福格特”，是另外那么一个谁

也不知道的福格特吗？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凭着一切圆的和扁

的肠内寄生虫起誓：您如果不向我们提出相反的证据，我们就不能

不认为，这里所说的福格特就是您。

８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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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也许会说，这种说法无非是以现在的法国政府，即

公社社员，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硫磺帮”的共产党人的声明为根

据的，谁会相信这些人呢？对这一点可以这样回答：“皇室文件和

通信”是由“国防政府”公布的，这是该政府负责的官方行动。而

您是怎样看待这个政府，怎样看待茹尔·法夫尔、特罗胥等人的

呢？

关于这些人您在第５２页上写道：“现在推举出来的人们，就其智慧、精

力以及信念之坚定而论，是不比任何人差的；但是他们无法做到他们力所不

及的事情。”

对，福格特先生，力所不及的事情他们是无法做到的，但是，

为了对这种他们很少得到的热情赞誉表示感激，他们至少是能够

把您的名字划掉的！

不过，福格特先生，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金钱毕竟是个人人格

所受损失的等价物”（第２４页）；如果您的尊贵的人格由于您在

１８５９年的政治飞跃而受到某种“损失”，——但愿只是精神上

的，——那末就请以这种“等价物”作为慰藉吧！

去年夏天当战争的喧嚷甚嚣尘上的时候，您曾

“相信，这幕滑稽剧完全是法国政府为了用表面的扩军备战来掩饰帝国

的惊人浪费才搞出来的。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钻木虫扮演了这个角色：超

过预算的秘密开支都记入了建造舰只的木料开支帐上；而在帝国

时代，用全球的钻木虫也不能够抵偿全部的超支”（第４页）。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您如此心爱的虫子上来，即回到钻木虫

上来。它们属于哪一类呢，是圆虫还是扁虫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

题呢？只有您福格特先生，并且您也的确把它解决了。正如“通

信”所证明的，您自己属于“钻木虫”之列，因为您也吞食了“超过预

９２３再论“福格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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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秘密开支”，而且是吞食了４万法郎。至于您属于“圆虫”一类，

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是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５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

“人民国家报”第３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０３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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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 思

法 兰 西 内 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１９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１年４—５月

１８７１年６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

在伦敦出版，并于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

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１８７１年英文第三

版，并和１８７１年和１８９１年

的德文版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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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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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ｂｙ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２５６，ＨＩＧＨ ＨＯＬＢＯＲＮ．

１８７１．

Ｐｒｉｃｅ Ｔｗｏｐｅｎｃｅ．

“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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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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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

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

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

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

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

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

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

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

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

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

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

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

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

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

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

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５３３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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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

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

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

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

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９月４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

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

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

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

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

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

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

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

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

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９月４日侥幸得势的人

们在９月５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

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

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

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

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

·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

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

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

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

６３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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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

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

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

信１９２）。到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
１９３
，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

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

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

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这批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
１９４
在三月

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

文件滑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１９５。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

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

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

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

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

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

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

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

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

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

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９月４日后刚一

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

７３３法兰西内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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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就在“旗帜报”
１９６
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

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

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

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①。他在帝国时

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

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

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１８６７年７月３１日巴黎警察

局的报告），并且在任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１９７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

特罗街５号）经理期间盗用过３０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

了罪（见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１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

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１９８的

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

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

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

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９月４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

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

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②；他们正好是

８３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

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ｔｉｃｋｅｔｓ－ｏｆ－ｌｅａｖｅ〔假释

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ｔｉｃｋｅｔ－ｏｆ－ｌｅａｖｅ ｍｅｎ〔假释犯〕。（恩格斯在１８７１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在１８７１年和１８９１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

１８７１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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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

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

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

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

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１８３０

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

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

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

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

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１９９。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

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

一手干出的２００。１８４０年３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

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２０１。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

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

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 这

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

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１８４８年１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２０２，早已不

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

竟被连续轰击了４８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

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袭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

９３３法兰西内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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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

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４８小时的轰击

……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

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

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

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
２０３
的最狂热的辩护

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４８

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

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

获得《Ｍｉｒａｂｅａｕ－ｍｏｕｃｈｅ》〔“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

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

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

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

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

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

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

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

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２０４

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
２０５

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

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

０４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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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

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

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

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

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ｅｓｔ ｆａｉｔ——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

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

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

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

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

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

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

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

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

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

从１８４０年的伦敦公约２０６起到１８７１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

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

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２０７。虽然他有

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

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

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

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

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

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

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

１４３法兰西内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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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

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

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

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

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

时（自１８４０年３月１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

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像茹尔

·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

多的时候①，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就是给自己规定了３００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在１８６９年给他的

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

一个１８３０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

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

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

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

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

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

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

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

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

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

２４３ 卡·马 克 思

① １８９１年的德文版中作：“１８７１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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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

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

哥自己说的，是９月４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

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

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

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

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

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

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

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

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

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

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

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

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

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２０８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

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

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

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１８３３年１月５日在众议院）的

话来说，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

持”。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

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

３４３法兰西内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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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

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１８１６

年的《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①
２０９
去。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共和国

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

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

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２１０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

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

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

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

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

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

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

上的５０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５０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

５％的利息２１１。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

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

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

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

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

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

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

４４３ 卡·马 克 思

① 在１８７１年和１８９１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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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

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

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

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２１２；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

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

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①宣布而在９月

４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维努亚２１３

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

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

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

借了２０亿债款。我们要问：

（１）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

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

真是假？

（２）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２１４，此话是虚是

实？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

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

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

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

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５４３法兰西内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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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

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

“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

黎交给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

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

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

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

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

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

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

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

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

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

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

设法把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

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

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１月２８

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

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

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

６４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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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９月４日革

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

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

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９

月４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

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９月４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

让位给１８６９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

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

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

行２１５。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

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

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

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

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

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９月４日的革命只不过是

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

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

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

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

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

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

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

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

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

７４３法兰西内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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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

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

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

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

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

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

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措施的告示。

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

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

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３０万

国民自卫军中，只有３００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

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３月１８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

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

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

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３月１８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

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

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

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

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

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

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

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

８４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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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

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

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２１６报馆，在

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ｇéｒ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ｌｅ①）

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

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

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

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

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日才又抛头

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

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

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２１７。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

言，却唆使特罗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

下的科西嘉部队２１８——去蹂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

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

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

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

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嗾使国民自卫

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

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

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

９４３法兰西内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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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

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３月１８日的前几

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ｃａｎａｉｌｌｅ

〔暴徒〕的ｌａ ｆｉｎｅ ｆｌｅｕｒ（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

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

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

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

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

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

３月１８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

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１８４８年六月事件到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

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２１９，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

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

——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

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

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

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

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

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

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３月

２２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

有各色各样的ｐｅｔｉｔｓ ｃｒｅｖéｓ〔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

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

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

０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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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

令缴械。

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

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

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

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ｓ（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

令）２２０，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

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

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像约书亚

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

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

委员②）。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

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

当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

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

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

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

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

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

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１８７１年的中央

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

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

１５３法兰西内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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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

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

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

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

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３月２６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

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

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

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４月初向巴黎作了

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

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

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

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

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

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造工人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

就被枪杀了。加利费（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

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被

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

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

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

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

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２２１，切成了碎块。梯也尔

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

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

２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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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

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

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

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２２２（见附录第３５页①）。

公社在４月７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

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２２３。在公

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

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

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

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

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

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

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

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

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

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

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４月２５日，有四名国民自

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

（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

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

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

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

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

３５３法兰西内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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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

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

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

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

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

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

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

上洋洋得意地说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ｓｉèｇｅ ｐａｉｓｉｂｌｅｍｅｎｔ（议会在平

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

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

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４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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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清晨，巴黎被《Ｖｉｖ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ｅ！》

〔“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

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３月１８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

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

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

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２２４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

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

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

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

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

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

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

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

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

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

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

５５３法兰西内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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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

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

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

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

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

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

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①。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

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

露出来。１８３０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

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

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

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

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

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

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

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

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

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

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

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

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

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

６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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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

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

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

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

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

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

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

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

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

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 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

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

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

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

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

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

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

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

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

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

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

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

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

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

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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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

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

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

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

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

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

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

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

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

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

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

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

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

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

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

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

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

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

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

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

８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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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

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

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

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

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

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

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

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

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

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

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

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

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

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

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

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ｍａｎｄａｔ 

ｉｍｐéｒａｔｉｆ（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

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

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

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

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

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

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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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

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

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

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

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

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

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

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２２５去代替普选制是根

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

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

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

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

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

特派２２６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

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

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

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

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

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

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

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

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

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

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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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

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

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

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

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

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

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２２７撰稿的人，才会异

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１７９１年法国旧城市制度

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

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

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①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

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

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

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

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

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

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

阶级的政府②，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

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

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

１６３法兰西内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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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

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

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

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

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

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

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

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

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

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

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

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

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

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

“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

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

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

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

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

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

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 ｐａｒ 

ｄéｃｒｅｔ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

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

２６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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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

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

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

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

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

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

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

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

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①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

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

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②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

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

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

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

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

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

救了这个阶级２２８。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１８４８年曾参加镇压六

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

主们去任意宰割了２２９。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

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

３６３法兰西内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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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

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

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

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ｆｒèｒｅｓ ｉｇｎｏ

ｒａｎｔｉｎｓ〔无知兄弟会〕
２３０
，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

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

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复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

显宦和资本家那帮 ｂｏｈèｍｅ〔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

盟２３１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

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

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２３２，这是完全

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

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

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１８１５年以后不得不付予１０亿赔偿金２３３

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

在本身就是对他们１７８９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１８４８年，资产者们

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４５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

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

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５０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

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

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

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

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

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

４６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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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

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

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

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

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

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

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像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

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 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 ｆｏｎｃｉｅｒ（农村无产阶级）

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

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

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

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

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

秩序党在１８５０年１月和２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２３４，据它自己承

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

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

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

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

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

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

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

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

５６３法兰西内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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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

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

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

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

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

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

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

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

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

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

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

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

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

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②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

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

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

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２３５。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

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

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

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

６６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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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

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

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

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①庇护下不知盗窃了

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

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

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

财产上得到８０００法郎的公社，否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

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

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

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

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

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１８１６

年的《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

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

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

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

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

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

７６３法兰西内战——三

① 欧斯曼男爵（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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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

的秘密２３６，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

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２３７卷香烟而滥发给他

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

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

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

员①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

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

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像一

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

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

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

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

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

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

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３月１８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

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

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

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

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

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

８６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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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
２３８
、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

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麕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

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

了。自从１８４８年２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

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

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

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

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

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

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

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麕

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

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

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

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１７８９年，在

Ｊｅｕ ｄｅ Ｐａｕｍｅ①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

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

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

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９６３法兰西内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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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

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

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稽

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

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向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射击它。”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

为（！），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

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

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

巴黎，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ｇ
２３９
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

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

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麕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

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

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

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

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２４０是

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０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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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

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３月１８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

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

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

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

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

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

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２４１，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

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Ｖｉｖｅ 

ｌｅ Ｒｏｉ！》（“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

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

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 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侦探〕。假若不

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

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

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

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

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

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

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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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

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

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

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

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４

月２３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

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４

月３０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

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

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

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

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

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

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

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

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

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３月２１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

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

“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３月２７日，他又声明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
２４２
，而他

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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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

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

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

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

管他的话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总是归

结于一点：必须向

“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

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

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像梯也尔本人在１８３０年

曾经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

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

暧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

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

１８７１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１８３９年路易－菲力浦治下和在

１８４９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２４３也是如此。当他不担任部长职

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

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行

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

自由的最后残余２４４；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

他把他觉得过分冗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２４５，并且制

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１８４８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

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

复断头刑。地主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

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工作局限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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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议和滑稽剧没有

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议员们”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

自己的滑稽剧继续演下去，那些“地主议员们”由于头脑愚钝，既

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虚伪、造作和延宕

的必要性。

梯也尔鉴于４月３０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４月２７日演出

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

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

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

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

论。”

他对那些打断他讲话的“地主议员们”的狂喊声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

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吗？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马和

勒康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像海妖的歌声

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３５０００个市镇所选出的

７０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

还不到８０００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

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

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

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

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

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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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

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

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

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

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

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

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２４６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

尔还任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攻击

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甚至厚颜无

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

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

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资的

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

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

他的卖国勾当吗？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

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

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

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

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

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

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

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

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５月１０日，他们签

订了和约；５月１８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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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

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

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

的准备工作。一直到５月８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

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

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

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他们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

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

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

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

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义会声明说，就是不会

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

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

徒于５月２１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５月

２２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

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

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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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

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

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

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

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１８７１年的空前未有的卑

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１８４８年６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

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

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

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

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

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

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

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２４７。同样是冷酷无

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

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

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

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

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

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

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贝尔－拉雪兹墓地的墓石间听

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６０００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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躅；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

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

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大饭店的 ｃａｂｉｎｅ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

ｕｌｉｅｒｓ〔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

黎报”２４８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轻佻了，恐怕还

要每下愈况。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们不愿

得到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ｓ ｄｅ ｌａ ｄéｃａｄｅｎｃｅ〔堕落时代的巴黎人〕的称号，就必须

制止这种情形。”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陀的一段话：

“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

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

泥坑里去了。——ａｌｉｂｉ ｐｒｏｅｌｉａ ｅ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ａｌｉｂｉ ｂａｌｎｅａｅ ｐｏｐｉｎａｅｑｕｅ

（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２４９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记了一点：他所说的“巴黎居民”只是梯

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大

批奔回的那些 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ｓ〔逃亡者〕的巴黎的居民；这真是

“堕落时代”的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

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

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

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

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

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

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

８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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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

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

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

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

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

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

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

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

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

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

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

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

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

“亵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

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

中国皇帝的夏宫２５０，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

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夏托登那样

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

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

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

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

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

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

９７３法兰西内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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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

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公

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

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

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

攻时往前面投掷手榴弹一样，这种手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

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

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

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

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

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

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

预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

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

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

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

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像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

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①，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

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

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

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

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

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

０８３ 卡·马 克 思

① 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４５５年曾占领罗

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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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６４个人质啊！１８４８年

６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

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

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

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

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

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

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

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

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

用军２５１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

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

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

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

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

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

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

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１８４８年６月，卡芬雅克

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

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

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

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

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

１８３法兰西内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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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

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

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９月４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

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

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

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

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１８４９年 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无双议院〕

的议员２５２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

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

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

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

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

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

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

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像一

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

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

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

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

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

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

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

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

子手！

２８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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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胜的军

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

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

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

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

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

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

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

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１８７１年的圣灵降临节①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

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

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

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

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

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

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

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

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

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

尔的１８３５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

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

３８３法兰西内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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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

的可敬的法国作家①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

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 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

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

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

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

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

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

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

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

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

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

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

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 委 员 会：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凯希耳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４８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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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耳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Ｐ．卓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黑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１年５月３０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５８３法兰西内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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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脸向着马路排成四五行。

侯爵加利费将军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侧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查阅

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一

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问情由就被赶到街中

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较小的队伍…… 很明显，这里出错

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军官骑在马上向加利费将军指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仿佛他们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恶。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伸出双手

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语来申诉她没有犯什么罪。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

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

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ｃｅ ｎ’ｅｓｔ ｐａｓ ｌａ ｐｅｉｎｅ ｄｅ ｊｏｕｅｒ ｌａ 

ｃｏｍéｄｉｅ）’…… 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

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别

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 

像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

把他们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继续了一

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闻”驻巴黎

记者６月８日报道）

这个加利费，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

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曾以法国的“毕斯托军曹”知

名的那个人。

“‘时报’（它是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消息，

记述一些没被当场击毙尚存一息的人们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人

６８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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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许多人埋得很浅。白

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邻近的

居民常被隐约传去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一只握得紧紧的

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 我丝毫

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涅耳同他的

爱人一起于上月２４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

到２７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

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旗帜晚

报”２５３驻巴黎记者６月８日报道）

二

６月１３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２５４：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

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

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

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党举行的公开大会上”２５５成立的。茹尔·法

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１８６２年

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１８６９年３月２５

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

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

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

７８３法兰西内战——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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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

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

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

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

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１８６９年７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

将同盟即日内瓦的 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

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２５６。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

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

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

７月和９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

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

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

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

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

（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

为总委员会在９月９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

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８８３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３—９、２８５—２９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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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

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

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６月１２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２５７（６月

２４日）充当了虔诚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

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

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

谣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

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说过：所有耶稣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

９８３法兰西内战——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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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致弗·格林伍德先生

１８７１年６月８日

阁下：

能否请您将下面的短篇日内在贵报惠予刊载？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从贵报昨日刊载的巴黎通讯中得悉，在我以为自己是住在伦

敦的时候，我却由于俾斯麦－法夫尔的要求而在荷兰被捕了。您

难道不觉得，这个消息只是近两个月来不断由法国和普鲁士警察

捏造、由凡尔赛报纸予以发表、并由欧洲其他报纸纷纷转载的无

数耸人听闻的有关国际的谣言之一。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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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６月８日于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９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９７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附函是

按手稿译的

１９３给“派尔 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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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

的通告的声明２５８

致“黎晤士报”编辑

阁下：

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

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

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

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

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１８６２年以

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１８６９年３月２５

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

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

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

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

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

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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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

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１８６９年７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

将“同盟”即日内瓦的 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

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

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

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防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

７月和９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

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

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

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

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

（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

为总委员会在９月９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

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

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

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３９３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

① 见本卷第３—９、２８５—２９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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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２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泰晤士报”

第２７０８８号、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７日“东

邮报”第１４２期、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８日

“国际报”第１２７号、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１日

“人民国家报”第５０号以及国际

的其他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４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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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

编辑部的声明２５９

致“泰晤士报”

本协会总委员会为答复贵报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９日所载关于国际

的社论，特委托我通知贵报如下：

贵报将“巴黎报”以及诸如此类报纸所公布的纯系凡尔赛警察

捏造的假巴黎宣言同我们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混为一谈。

贵报断言：

“在总委员会的宣言中也完全赞同地引证了我报最近引用的比斯利教授

的‘政治短评’，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授与前皇帝以社会救主的称号是多

么公正。”

但是总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根本没有引证“政治短评”中的

任何东西，只是提到了一位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

法国学者）关于参加这次巴黎革命的国际会员的个人品质所作的

证明①。这同“前皇帝”，同被他拯救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协会的

“纲领”根本不是像贵报所说的那样，即在“七年前”由托伦和奥哲

尔两位先生“准备的”。它是由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朗－爱克街圣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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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堂的公开大会上选出的临时委员会通过的。托伦先生从来不

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草拟这个纲领时他根本不在伦敦。

贵报断言，“米里哀尔”是“最残酷的公社委员之一”。但是米里

哀尔从来不是公社委员。

贵报接着说：“我们还应当指出不久以前担任协会主席的阿西”，等等。

阿西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至于“协会主席”一职，早在１８６７

年就被撤销了２６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２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６９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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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给“旗帜报”

编辑部的信２６１

致“旗帜报”编辑

您在关于国际的社论（６月１９日）中写道：

“在不久前为保卫公社而发表的两个宣言（伦敦的和巴黎的）中，巴黎组

织的宣言具有更真实更坦率的优点。”

对您不幸的是，“巴黎”宣言不是我们在巴黎的组织发表的，而

是“凡尔赛的警察”发表的。

您断言：

“伦敦的国际分子同他们的巴黎弟兄同样热烈地主张‘旧社会应当被摧

毁，也将被摧毁’。他们把焚毁公共建筑物和枪毙人质说成是‘消灭社会的巨

大努力’，这次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将再接再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协会总委员会请您确切地指出，我们宣言的哪一页、哪一行有

您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话！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２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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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

的信的声明２６２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就“每日新闻”星期二所载乔治

·杰科布·侯里欧克先生的信，做如下声明：

１．关于说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会在凡尔赛造成有人被处死

或放逐的后果”的谰言，总委员会认为它的巴黎朋友们对于这一点

会比侯里欧克先生判断得更正确。

２．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不论出席

的或缺席的）署名，是总委员会的通例①。

３．至于说什么这篇宣言

“虽然显系经过某个萨克森人或克尔特人的润色，但决非出自英国人的

手笔”，

总委员会提请注意，国际性组织的文献自然不能带有哪一个

民族的特色。况且总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宣言

以及以前总委员会所发表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德国通讯书记卡尔

８９３

① 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有：“但这一次曾作为例外，正式征询过缺席的委员的同

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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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博士起草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也没有经过任何人润

色。

４．去年，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曾自荐为总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但是遭到了否决。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１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 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３日“每日新闻”和

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４日“东邮报”第１４３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９９３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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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

编辑部的信２６３

致“旁观者”（及“观察家”）编辑

阁下：

如果您公布这一事实，即目前充斥于英国报刊的巴黎的一切

假宣言和“国际”的其他出版物（它们首先刊载于臭名远扬的“巴黎

报”）无例外地都是凡尔赛的警察捏造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将十分感激。

此致

敬礼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１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２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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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每日新闻”编辑２６４

阁下：

由３０人以上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

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给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员，而自

己保留有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

宣言曾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

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责，则是另一回事。

在这个问题上，总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只得信赖我的正直。所以我支

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员①的建议，要约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给侯里

欧克先生的回信②中说明我是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只由我一

个个人承担责任，我在此建议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诉我诬

蔑他们。鲁埃林·戴维斯先生在他的信中写道：

“请到法国人彼此间这样随便地指责对方的人格卑鄙，真令人失望。”

这种教训人的话，不是带有曾经常受到威廉·科贝特嘲笑的

１０４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９８—３９９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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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英国人身上的那种假自负的味道吗？法国的ｐｅｔ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ｅ〔下流

报纸〕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谣言诽谤公社社员——被枪杀

的、被俘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公社社员，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轻视

ｐｅｔ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ｅ，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诽谤，请问鲁埃林·戴维

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

国，可以压制像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在整整四分之一

世纪内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责２６５，要知

道，在这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

卡尔·马克思

６月２６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东邮报”第

１４４期和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每日

新闻”（被任意删节）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每日新闻”校对过

２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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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

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２６６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我来答复贵报星期一所载乔

·杰·侯里欧克和本·鲁克拉夫特两位先生的信。从总委员会会

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侯里欧克先生曾获准参加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并

希望参加应于１８７０年９月在巴黎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际工人协会

全协会代表大会。侯里欧克先生退席后，约翰·韦斯顿先生提出

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提议所引起的反应，使

韦斯顿先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将它撤回了。至于鲁克拉夫

特先生声称，在投票表决宣言时，他未出席会议，对此我应当指

出，鲁克拉夫特先生曾出席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３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

议，当时曾正式宣布，宣言“法兰西内战”的草案将于５月３０日

的应届总委员会会议上予以宣读和讨论。因此鲁克拉夫特先生完

全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要出席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他不仅知道，

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署名，不

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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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５月２３日

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了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

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在６月２０日星期二晚上举行的

总委员会会议上，鲁克拉夫特先生不得不承认，甚至到这时他还没

有读过宣言，只是根据报刊上的评论来判断它。关于奥哲尔先生

的反驳，我只能这样说：大家以为他会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曾经

告诉过他总委员会最近要发表宣言；我们曾经问过他，他是否反

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他的回答是“不反对”。让社会舆论自己

去做结论吧。我还能补充一点，总委员会已一致接受了鲁克拉夫

特和奥哲尔两位先生的辞职。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９日“每日新闻”和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东邮报”第１４４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４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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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２６７

尊敬的朋友：

能否请您将下列声明在贵报刊登并将该天报纸寄一份给我。

您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部

维也纳“新闻报”２６８刊载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晚会”的小品

文，署名是缩写字母Ｗ。在这篇小品文里我很荣幸地被作者提到。

据Ｗ 说，他曾在赫尔岑家的晚会上遇见我。他甚至记得我在那里

的讲话。

我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人，一直避免和他见面，因此有生以

来从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怀疑，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的Ｗ 是否到过伦敦。“大理石

的楼梯”，此地是只有宫廷里才有的，Ｗ 却甚至在赫尔岑的“小宅

第”里看到了。

我在此建议这位不甘心让“巴黎报”及诸如此类的警察报纸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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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美于前的Ｗ 说出自己的姓名来。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６月３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４日

“新自由报”第２４６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自由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附

函是按手稿译的

６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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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

编辑格林伍德２６９

阁下：

我在“每日新闻”上曾经声明——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

转载了我的声明—— “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指责，只由我一个

人承担责任”①。

您在昨日的贵报上说，这些指责是“诬蔑”。我声明，诬蔑者

正是您。您既如此无如又无礼，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们是住

在大陆上，我将要以另一种方式向您追究责任。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６月３０日于伦敦

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８日

“东邮报”第１４５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

根据手稿校对过

７０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０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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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宣言“法兰西内战”和

英国报纸

  伦敦６月３０日。自伦敦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件公诸于世的文

献，像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那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大型报刊

起初本来打算施展其保持完全沉默的惯技，但是，只过了几天它们

就深深感到，这一次再这样做已经行不通了。“电讯报”２７０、“旗帜

报”、“旁观者”、“派尔－麦尔新闻”、“泰晤士报”都不得不纷纷就这

一“值得注意的文件”发表社论。接着，报纸上就出现了专门就宣言

中某几点发表议论的读者来信。然后又是社论，而到了周末，各家

周刊又发表了评论。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认国际是欧洲的

一支巨大的力量，对这支力量必须加以考虑，而且不能用故意不理

会它的存在的办法来消灭它。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承认宣言的文

笔高超；用“旁观者”的话来说，宣言的语言就像威廉·科贝特的语

言那样坚强有力。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个如此坚决地捍卫无产阶级

观点和毅然决然地维护巴黎公社的文件，几乎是一致起来反对的，

这本是意料中的事。由巴黎警察报纸编造出来的施梯伯式的文

章２７１和完全属于另外一个组织（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

文件，——茹尔·法夫尔企图把这些文章和文件的责任都推卸给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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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尽管总委员会提出公开抗议，仍然被硬加到国际的头上。

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到后来，这一切叫嚣连庸人都感到厌烦

了。“每日新闻”敲了退堂鼓，而“观察家”——唯一的一家行为

真正体面的报纸——在一篇详尽的文章中坚决地为国际做了辩

护。就在报刊叫嚣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声明自己

退出总委员会，其中一个（奥哲尔）早已同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

另一个（鲁克拉夫特）自从被选入伦敦国民教育局的时候起，显

然就更加听从“可敬的”人物的意见了；他们的辞职被一致同意

了。他们已经被另外两个英国工人①代替了，他们很快将体会到，

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一个英国教士鲁埃林·戴维斯在“每日新闻”上抱怨宣言对

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希望判明这些指控

的真伪，即使是通过由法国政府对总委员会起诉的办法也行。第

二天，卡尔·马克思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作为宣言的作

者，对这些指责由他本人承担责任②；但是，看来法国大使馆并没

有接到对马克思控以诽谤罪的指令。最后，“派尔－麦尔新闻”声

明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

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

些说明英国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世，那末，寡头政

治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２７２所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也夫颂扬涅恰

也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

９０４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０１页。——编者注

约·罗奇和阿·泰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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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廉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我们将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三个可敬的人物。现在只说一点，即艾

尔皮金是有名的俄国间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５日

“人民国家报”第５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０１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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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２７３

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公民们：

协会总委员会认为有责任把有关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在法

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材料印发给你们。

一

  下列声明是罗伯特·里德先生发表的，他是苏格兰人，在巴黎

住了十七年，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伦敦“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

报”２７４的记者。应该顺便指出，“每日电讯”为了凡尔赛政府的利益，

竟把里德先生寄给该报的那些简短的电讯报道也歪曲了。

目前正在英国的里德先生准备以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①的形式来证实他

的声明。

“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

们在哪里呢？他们岂能眼看着无辜鲜血汇流成河而不设法调解一下吗？想到

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华施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马上去

见他。这大概是４月１７日的事；不过，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给莱昂斯勋爵的

信中查出来，因为我在当天就给他写了信。当我动身去华施贝恩先生官邸，穿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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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许多救护马车，满载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弹

在凯旋门周围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许多无辜者。

到了歇奥街９５号，我就问看门人，去见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领

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丝不差地说明你

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户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

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户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贫寒的

工匠；把他们隔开的楼梯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我在上楼的时候，

没有看见穿红色便服和长筒线袜的健壮的仆人，我就想：‘是呀！美国人是不

乱花钱的，而我们简直是铺张浪费。’

走进秘书的房间时，我问华施贝恩先生在不在。‘您想见到他本人

吗？’——‘是的。’秘书通报了我的来访，于是我被领去见他。他懒洋洋地坐在

安乐椅上读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继续坐在那里，没有放下报纸。在

一个人们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贝恩先生说，要是我们不设法进行调解，那从我们方面说来，是

不人道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义务试一试；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别有利，

因为当时普鲁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赛对问题作最终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

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贝恩先生回答说：‘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让他们放下武器吧！’我反驳

说，国民自卫军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侮

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预，所以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莱昂斯勋爵合

作。华施贝恩先生说：‘这些凡尔赛人什么也不愿意听。’我说：‘如果他们拒

绝，那他们将负道义上的责任。’华施贝恩先生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

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见莱昂斯勋爵吧。’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贝恩先生。我发现

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没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情。

当考莱勋爵任我国驻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谈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

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贵族式的语调相比，真有

天壤之别。

我同时也劝莱昂斯勋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责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

信，只要不列颠政府不愿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骂，它就不能对像克拉马尔车

２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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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木兰－萨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视之，更不用说讷伊的惨状了。莱

昂斯勋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说，他已把我的信送

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愿意转交我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有关报道。当时情

况对于进行调解特别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致于发

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颠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如何这不是莱昂

斯勋爵的过错。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华施贝恩先生吧。５月２４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

普勤林荫道；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见是霍萨特博士，他站在

华施贝恩先生旁边，华施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马车上，周围围了一大群美

国人。塞喧之后，我就同霍萨特博士谈起来了。话题很快就转到周围发生的可

怕事件；华施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说道：‘凡是公社社员

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们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

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同情公社，但我没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贝恩先生嘴里

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重复这一句残忍的话时，他还有时间去救大

主教哩。”２７５

二

“５月２４日，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出席了在第十一区区政府召开的公社

会议，他带来了普鲁士人关于在下列条件下调解凡尔赛人同公社社员之间的

纷争的建议：

停止军事行动；

公社和国民议会双方都进行改选；

凡尔赛军队撤离巴黎，驻扎在防御工事及其周围；

国民自卫军继续守卫巴黎；

凡过去或现在在公社军队中服役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惩处。

公社在非常会议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给法

国两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制宪议会的普选。

同美国大使馆的秘书还举行了第二次会面。公社在５月２５日早晨的会

议上，决定派五名公民——其中包括韦莫雷尔、德勒克吕兹和阿尔诺德——

３１４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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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文森，根据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的通知，普鲁士代表就在

那里。但是，到了文森城门口，国民自卫军的哨兵不准这个代表团过去。由于

同美国大使馆的那位秘书又举行了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公民阿尔诺德

才从他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于５月２６日前往圣丹尼，但是他在那里……也没

有受到普鲁士人的接待。

美国的这种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使人相信普鲁士人会恢复中立态度，

相信他们有意充当交战双方的调解人），是防线在最紧要的关头瘫痪了两天。

虽然为了使这次谈判能严守秘密，曾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国民自卫军的

士兵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谈判，他们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中立态度，跑到了普

鲁士阵线方面去，当了俘虏。大家都知道，普鲁士人如何卑鄙地利用了这种轻

信行为；有一部分逃跑的被他们的哨兵枪杀了，而被俘的则引渡给凡尔赛政

府。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华施贝恩先生一直不断地通过他的秘书要公社相

信，他是热烈同情公社的，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外交官身分才使他不便公开表

示这种同情，并且要公社相信，他是坚决谴责凡尔赛政府的。”

第二个声明是巴黎公社的一位委员①写的，他也像里德先生

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以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 的形式来证实这个声明。

为了全面地评价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必须把里德先生和巴

黎公社委员的这两份指出同一计谋的两个方面的声明联系起来

看。一方面华施贝恩先生对里德先生说，公社社员都是名副其实的

“暴徒”；另一方面他又要公社相信他同情公社的事业，相信他看不

起凡尔赛政府。就在５月２４日这同一天，他一方面当着霍萨特博

士和许多美国人的面，对里德先生说，不仅公社社员，甚至连一般

同情公社社员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处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

秘书通知公社，不仅公社委员，而且连公社军队的全体战士都能保

全生命。

４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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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公民们，我们请你们把这些事实告诉美国的工人阶级，

要他们来决定，华施贝恩先生是否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合适代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凯希尔 威廉·黑尔斯 科尔布

弗·列斯纳 乔治·米尔纳 托·莫特斯赫德

查·默里 帕·麦克唐奈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和荷兰；弗·恩格斯——比利时和

西班牙；海·荣克——瑞士；Ｐ．卓瓦基

尼——意大利；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

恩——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１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８日左右印成传单，并载

于１８７１年７—９月国际的许多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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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晨报”编辑２７６

阁下：

您在今天的一篇社论里引用一系列类似“伦敦、利物浦和曼彻

斯特已起来反对可恨的资本”等等的话，而且承蒙您的好意，认为

这些话是出自我的手笔。

请允许我声明，作为您这篇文章的根据的全部引文，是彻头彻

尾的捏造。巴黎警察已习惯于几乎每天要用我的名义散布谎言，以

便取得攻击凡尔赛被俘的国际会员的罪证；大概您是被他们散布

的某些谎言引入了歧途。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１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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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旗帜报”编辑

阁下：

在今天早晨的“旗帜报”上，贵报驻巴黎记者引用了“法兰

西报”２７７上的一封信，信上注有“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８日于柏林”字样，

并且似乎还有我的署名。我要指出，这封信和不久以前在“巴黎

报”以及其他法国警察报纸上发表的硬说是我写的所有其他信件

一样，从头至尾都是伪造的。如果“法兰西报”说这封信是取自

德国报纸，那末它也同样是说谎。德国报纸从来不会在伪造信上

注明柏林字样。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７月１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７日“旗帜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旗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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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
２７８

  马志尼在他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宣称：

“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一小

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

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

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云云。

我们来看一看事实。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

会举行以后，该会选出的临时委员会举行会议时，鲁·沃尔弗少校

就提出了马志尼亲自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不仅

没有对“直接领导大批人”等等提出异议，不仅没有说这“一小撮人

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而是相

反，章程是本着中央集权的密谋即赋予中央机关以独断权力的精

神起草的。宣言是以马志尼惯用的风格起草的：资产阶级民主、给

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

这个宣言和章程草案自然遭到了否决。但是意大利人仍然是

协会的会员，直到某些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法国资产者

又提出一些问题时为止。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首先是沃尔弗，接

着是其他一些人退出了协会２７９。国际就这样和马志尼断绝了关系。

不久以后，临时中央委员会为答复韦济尼埃的文章，在列日的报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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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声明，马志尼从来不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的宣言和章程草

案都被拒绝２８０。马志尼曾疯狂地攻击巴黎公社，他也在英国报刊上

进行攻击。每当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时，他总是这样做的；１８４８年

六月起义后，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起义的无产者的攻击是这样

令人愤慨，甚至连路易·勃朗都在报刊上写文章反对他。而当时

路易·勃朗曾屡次宣称，１８４８年的六月起义是波拿巴派的暗探干

的！

马志尼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

异己的性格”等等特点的人，显然是因为马克思很成功地破坏了

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谋，不容异己地反对老阴谋家掩饰不周的

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再危害协会。所以国际应该

为自己的会员中有这样一个人而感到十分满意，这个人的“头

脑”和“性格”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不容异己”，以致他能

保证国际存在七年之久，为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

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

至于马志尼所说的已经在英国开始出现的协会的分裂，实际

是委员会有两个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英国会员①，认为我们

关于内战的宣言太尖锐了，因而退出了协会。代替他们的是另外

四个英格兰人②和一个爱尔兰人③参加了总委员会，结果总委员会

比以前更强大了。

国际没有瓦解，现在它第一次被所有英国报刊公认为欧洲的

一支强大的力量，伦敦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像总委员会关

９１４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

①

②

③ 麦克唐奈。——编者注

泰勒、罗奇、米尔斯和罗赫纳。——编者注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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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本小册子的第

三版现在已经问世。

必须使意大利的工人们了解，伟大的鼓动家和密谋家马志尼

对他们只有一个忠告：尽可能提高文化水平、进行学习（似乎没

有资金，这也能办到！）……尽量多办消费合作社（甚至不是生产

合作社！）——并且寄希望于未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１日“自由思想”

杂志第９期、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玫

瑰小报”第２５５号（部分刊载）以及

许多其他意大利报纸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自由思想”杂志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５９年

“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第６期（译自另一意大利报纸）

０２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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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２８１

１８７１年８月７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

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４号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鉴于“公报”为驳斥“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审判延期的文章而

写的短评已经在欧洲报刊上引起许多反应，附上的材料可能会引

起贵报读者的兴趣①。其中引用的一封信，是由一位答应为几个被

捕者出庭辩护的律师写的。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２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１２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２２—４２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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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社员的评论，

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绪。“公报”对这种评论的

愤怒答复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的发

表，大量的抗议书投向了巴黎的报纸，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抗

议书当然是不会被登载的。我这里有一封法国人的来信，这个人

由于职务关系有可能熟悉其中的情况，因此他关于审判莫名其妙

地延期的原因所作的记述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下面是这封信的几

段摘录：

“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第三军事法庭何时开庭。看来，这是因为格里

马耳上尉即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国家公诉人）被另一个更可

靠的人所替换。在最后一分钟，看了他起草的准备在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之后，

发现这位公诉人有点像是共和党人，他曾在费德尔布之流统率下在北方部队

中服役，等等。于是突然有另一个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将委任书交给他并且

说：我是接替您的人。这件事是这样出乎可怜的上尉的意料，他差一点发了疯

……

梯也尔先生坚决想自己包办一切。他的这种狂热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他

不仅不顾法庭保持公正态度的固有规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所有的

ｊｕｇｅｓ 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法院侦查员〕开会，而且甚至竭力挑选认为可以出庭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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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众。他通过圣伊雷尔先生亲自分发入场券……

同时在萨托里，被捕者像苍蝇般地死去，——铁石心肠的死神比这位渺

小的国家要人的法庭判决干得更麻利些。在凡尔赛的单身牢房里关着一个不

会说一句法语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据说他是爱尔兰人。究竟他是怎么落到

这般境地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在被捕者里面也有个名望很高的人，他叫……

他在牢房里已经呆了两个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他进行审讯。这多么卑

鄙。”

您的顺从的仆人 正义

１８７１年８月７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２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３２４致“泰晤士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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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国际报”编辑２８２

阁下：

您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的文章中说：

“工人盲目地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积蓄供总委员会委员们任意享受，使他

们得以在伦敦过舒服的生活。”

应当向您指出，除总书记领取每周１０先令的津贴外，总委员

会的所有委员无论现在和过去一直是无报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请您日内在贵报刊载这封信。

如果贵报继续散布这一类诽谤言论，我将向法院起诉。

谨致

敬礼

卡·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７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３日

“人民国家报”第６８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

“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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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舆论”周报编辑２８３

私人信件

阁下：

我不仅要求您在贵报立刻发表随信附上的答复①，而且坚决

要求您在贵报刊登过诽谤言论的同一地方刊登详尽而彻底的辟谣

声明。

如果我不得不对贵报诉诸法律，我将感到非常遗憾。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

写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９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１年第１版第２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５２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２６—４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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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舆论”周报编辑

阁下：

今日出版的贵报上，您从俾斯麦的臭名昭著的“国民报”２８４评

载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极端恶毒的诽谤言论。其中有这样的

话：   

“卡尔·马克思说：‘资本用工人的精力和生命做生意’，可是这位新救主

本人，并不比这好多少。他拿了工人靠自己的劳动从资本家那里挣来的钱，而

他慷慨地付给工人作为交换品的则是可能将在一千年以后才存在的国家这

样一张支票。向我们证明社会主义鼓动家们卑鄙地出卖灵魂的是些多么富有

教益的事实，他们多么无耻地滥用交托给他们的钱财，他们是怎样指着鼻子

互相责骂啊！所有这些，我们从他们党的代表大会和机关刊物上知道得很多

了。这是个可怕的充满污秽的火山，里面喷射出来的不可能是比巴黎公社更

好的东西。”

为了答复“国民报”的那些出卖灵魂的下流文人，我想只说

一点就够了：我从来没有向英国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要

过或领取过一文钱。

除总书记领取每周１０先令的工资外，国际总委员会的所有委

员都是无报酬地工作的。总委员会每年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

财务报告，向来都得到一致批准，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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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９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６日

舆论”周报第５１８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舆论”周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７２４致“舆论”周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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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高卢人报”编辑２８５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４日于布莱顿

阁下：

因为贵报发表了关于我同“纽约先驱报”一位记者谈话的报道

的摘要，我希望您把我寄给“纽约先驱报”的下列声明也予以发表。

现将这项声明以原本形式即用英文附录于后①。

我有幸做您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致“纽约先驱报”编辑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７日于伦敦

阁下：

我在８月３日的“先驱报”上看到了关于我同贵报一位记者谈

话的报道。兹声明如下：这篇报道中认为是我所说的那些话，不论

是对于和法国最近事态有关的一些个别人物的意见，或是关于政

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我都不应当负任何责任。报道中认为是我所

说的那些话，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我确实谈到过，但我并不是那样

８２４

① 在“高卢人报”上发表时保留了英文原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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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而另一部分，我根本没有讲过。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７日

“高卢人报”第１１４５号

第一封信原文是法文

第二封信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高卢人报”

９２４致“高卢人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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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２８６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于布莱顿

阁下：

首先我应当请您原谅我长期沉默。我早就要给您回信了，实在

因为工作太忙，以致损害了健康，医师认为必须把我送到这儿来洗

几个月海水澡，严格禁止我做任何工作。

回到伦敦以后，只要有好机会迅速写出点东西来刊印，我一定

要实现您的愿望。

我已经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表示我对该报记者硬

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和十足的谎言①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我不知道“纽约先驱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流亡到伦敦来的公社社员的人数日益增多，而我们援助他们

的资金日渐减少，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处境十分凄惨。我们准

备号召美国人给以援助。

为了使您对法兰西在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Ｔｈｉｅｒｓ〔梯也尔共和国〕统

治下的情况有所了解，我应当把我自己的几个女儿的遭遇告诉您。

我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医师拉法格先生。在巴黎开始第一次

０３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２８—４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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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的前几天，他们离开巴黎到拉法格的父亲所在的波尔多去。拉

法格的父亲身患重病，很想同自己的儿子见一面。儿子照料着他，

在他逝世以前，一直守在病榻旁边。以后，拉法格和我的女儿就住

在波尔多，拉法格有一所房子在那里。在公社时期，拉法格担任国

际波尔多支部的书记，因此曾作为该支部的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

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在巴黎逗留了六天。在整个这段时期，波尔多

的警察并没有打扰他。大约在５月中，我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到

波尔多去，从那里与拉法格一家人前往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利

牛斯山区的巴涅尔－德－品雄。我的患过严重胸膜炎的大女儿在

那里洗矿泉浴，进行治疗。拉法格夫妇照料病危的孩子，而我的小

女儿则在家庭悲哀容许的限度内去欣赏吕雄近郊的美丽风景。吕

雄是病人和ｂｅａｕ ｍｏｎｄｅ〔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因此它不太可能

成为进行政治阴谋的地方。何况我的女儿拉法格夫人又遭到了不

幸——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就在埋葬了孩子以后不久，是

谁在８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在他们的家里呢？是大名鼎鼎的凯腊

特里，人人都知道他在墨西哥战争时期所干的卑鄙事情，都知道

他在普法战争时期充当的暧昧角色，此人起初是巴黎警察局长，后

来是ｓｏｉ－ｄｉｓａｎｔ〔所谓的〕布列塔尼的总司令，现在又当上了上

加龙省的省长；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土鲁斯的总检察官德尔佩克

先生。陪同这一对可尊敬的先生前去的是一些宪兵。

有人在头一天晚上预先通知了拉法格，他立刻就越过了西班

牙国境；他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张西班牙的护

照。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古巴诞生的，因此可

算作西班牙人。我的女儿们的住宅遭到了搜查，她们本人曾被

１３４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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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Ｔｈｉｅｒｓ〔梯也尔共和国〕的这两位握有大权的代表严

厉地反复盘诘。她们的罪名是带去了革命的通讯。这种通讯只不

过是她们写给母亲的几封信，其内容对于法国政府说来当然是不

愉快的；此外就是几份伦敦报纸！宪兵对她们的房子守卫了几乎一

个星期。我的女儿们必须答应在做好动身的一切必要准备后立即

离开法国，因为她们住在法国就是一种危险；然而与此同时，她们

发现自己处于受警察ｈａｕｔ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崇高监视〕的地位。

凯腊特里和德尔佩克满以为我的女儿们没有护照，但是幸而她们

都带有完好的英国护照。否则也会无耻地对待她们，就像对待德勒

克吕兹的妹妹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妇女一样，这些人同她们是一

样无辜的。现在她们尚未回来，可能在等待拉法格的消息。

与此同时，巴黎的报纸却开始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例如

“高卢人报”把我的三个女儿变成了我的三个兄弟，说他们都是尽

人皆知的、危险的国际密使，虽然我连一个兄弟也没有。梯也尔的

巴黎机关报“法兰西报”对吕雄事件虚伪地大事渲染，说拉法格先

生可以不遭受任何危险，平安无事地返回法国，而这时法国政府却

在请求西班牙政府把拉法格当做巴黎公社的委员（！）逮捕起来，其

实他从未参加过公社，而且作为波尔多的居民也不可能参加公社。

果然拉法格被捕了，最初由宪兵押送到巴尔瓦斯特罗，在那里的

市监狱里度过了一夜，然后又被押送到韦斯卡，韦斯卡的省督根

据西班牙内务大臣的电报命令，应当把他送到马德里去。据８月

２３日的“每日新闻”报道，他最后被释放了。

在吕雄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报纸的做法①，只不过是梯也尔

２３４ 卡·马 克 思

① 根据保留下来的这封信的手稿片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在吕雄和西班牙发

生的这一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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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先生们妄想对我即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的作者进行

报复的可怜企图而已。在他们的报复和我的女儿之间有一张英国

护照，是啊，梯也尔先生在对待强大的外国时是多么胆小，而对他

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是那样不择手段。

至于克吕泽烈，我不以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当然，他承担了

他没有足够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因而给公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

今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现在ａｄｄｉｏ〔再见吧〕！

您的老朋友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太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太阳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３３４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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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真理报”２８７编辑

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０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国际工人协会

编辑先生：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今天在“每

日新闻”上得悉，勒诺先生将一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世界上所

有一切砦堡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宣言妄加于国际。黑尔斯先生当

即给阿西的辩护人莱·比果先生发出如下电报：

“妄加于国际的纵火宣言，全是捏造。我们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证实

这个声明。”

因此，我亟希望通过贵报告诉法国公众：在法国政府军进入巴

黎以后，所有用国际名义在巴黎刊印发表的宣言，无一例外，全是

捏造。

我不仅以个人名誉担保这一声明，而且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

立誓（《ｔｈｅ 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ｌ》）做出相应的声明。

我有根据认为，这种卑鄙的捏造甚至不是直接出自警察机关，

而是出自某位Ｂ先生之手。此人同那些被“旗帜报”（托利党报纸）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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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称作“名誉可疑的报刊”的巴黎报刊之一有联系。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３日“夜晚报”第８６２号

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载于１８７１年

９月１０日“国际报”第１３９号和１８７１年

９月１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７４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夜晚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５３４致“真理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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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旗帜晚报”编辑

阁下：

９月２日贵报载有贵报驻柏林记者的“译自‘科伦日报’一篇

关于国际的有趣文章”。这篇文章指责我靠工人阶级生活。在贵报

记者那篇通讯所标明的日期８月３０日以前，“科伦日报”上没有这

样一篇文章，因此贵报记者根本不可能根据这份报纸来翻译这篇

文章。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这篇文章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就在柏林

“国民报”上登出了，而与贵报记者的译文一字不差的英文译文于

８月１９日就登载在伦敦的“舆论”周报上。但随后出版的一期“舆

论”已经刊登了我对这种诽谤的驳斥①，现在我要求您务必在日内

出版的贵报上刊登这项驳斥声明，现将该声明副本一份附上。普鲁士

政府用尽一切手段竭力通过英国报刊散布这种卑劣的诽谤言论，

是有其原因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政府将对国际实行迫害的先兆而已。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９月４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６日“旗帜晚

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旗帜晚报”

６３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２６—４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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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给总委员会的建议２８８

  财务报告

（１）为代表会议寻觅会场。

（２）为代表会议代表寻觅下榻的旅馆；建议租用从前租过的那

家在莱斯特广场上的旅馆。

（３）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两个问题。

（４）总委员会全体出席代表会议，并有权参加讨论，但只有一

定人数的总委员会委员充任代表，享有表决权。这些委员的人数，

俟代表会议的代表总数明确后，由总委员会确定。

（５）现在住在伦敦并且是得到承认的国际会员的法国人，应派

出三名代表，代表法国出席代表会议。

（６）在代表会议上，如果某一国家的国际会员没有代表时，其

代表将由该国的通讯书记担任。

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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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２８９

应以总委员会名义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１）１．代表会议结束后，任何一个支部，在未向总委员会缴清

本年度会费（每个会员缴一辨士）以前，无论总委员会或各国的中

央委员会均不承认其为协会的支部。

（２）２．（Ｌ）至于因政府的阻挠而现时无法设有国际经常性组

织的国家，建议这些国家的代表根据各该国的特殊情况提出组织

计划，（Ｎ）协会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其他名称；（Ｊ）但是绝对禁止建

立任何秘密团体。

（３）３．总委员会应向代表会议提出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国际

的工作报告。

（５）５．总委员会建议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及时发表对过去和现

在迫害国际的各国政府的答复问题；代表会议应指派一个委员会，

委托它在代表会议闭幕后草拟这一答复。

（４）４．必须实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建议各国中央委员

会，为避免误会起见，今后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它们所代表

的国名；地方支部及其委员会，定名为该地区的支部或委员会２９０。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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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①

（３）７．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有权出席联

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

决权。

８．委托总委员会颁布新版的章程，附入与章程有关的各次代

表大会的决议；由于法国目前仍然通用章程的被歪曲了的法文译

本，而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又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因此总

委员会应提供符合原文的法文译本，并将其寄往西班牙和意大利

以及荷兰。德文版本。

章程本文用三种文字并列印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９３４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

① 在手稿中被删去的第６项的文字为：‘凡设有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的联合会

委员会，应呈交关于它们从各地区征收的会费数目的报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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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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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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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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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２９２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马克思：从日内瓦成立了由巴枯宁和其他人创建的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时起，争论就开始了。马克思宣读了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

和１８６９年３月给同盟的两个通知２９３；在第二个通知中，提出解散

同盟、提供关于同盟成员及其支部数目的材料作为接受他们加入

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始终未得到履行；事实上同盟始终未解散，

而是一直保留着特殊的组织。日内瓦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在

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指责总委员会，就总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

责——未答复报上的文章。总委员会表示不同意这一指责，它认

为，参与报上的论战不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它准备答复罗

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和申诉。这个通告曾下达各个支部２９４；

它们全都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瑞士委员会谴责了“平等报”，同

该报编辑部决裂了。编辑部的成员有所更换，从那时候起，“进步

报”，后来是“团结报”２９５成了同盟的信徒们的机关报。以后，在洛

克尔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双方即罗曼语区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

（同盟）公开分裂了２９６。总委员会静待情况的发展；它只是不允许新

的委员会作为罗曼语区委员会与已有的罗曼语区委员会同时出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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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违背我们的章程、鼓吹放弃任何政治行动的吉约姆，在战争一

爆发时就发表了一项呼吁书２９７，盗用国际名义要求建立一支军队

去援助法国，从而同我们的章程更加抵触了。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４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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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２９８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１）罗伦佐——一个原则问题；——这已经解决了。

（２）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报纸的政治态度也是政治；主张放

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攻击政府。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

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

  （２）放弃政治是荒谬的；因为可能选出坏人而提议

放弃政治，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

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

（３）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

——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我们的这些手

段是否会被夺走，难道是无所谓的吗？如果有人侵犯这

些手段，难道我们不应当起而反抗吗？

（４）有人鼓吹放弃政治，说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

存制度。存在总是存在，我们对它承认与否，ｓｅ ｆｉｃｈｅ ｐａｓ

ｍａｌ〔它毫不在乎〕。但是，如果我们利用现存制度给我们

提供的那些手段来反对现存制度，难道这就是承认吗？①

５４４

① 恩格斯手稿中用弧线标出的第２、３、４条，原来写在手稿的右边，是对本文的增

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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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

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弃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

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

治，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

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不可能

的。

（４）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

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

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

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

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

——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

左右

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１９３４年“布尔

什维主义手册”杂志第２０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６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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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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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恩格斯本人做的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伦敦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

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

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

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

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

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

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

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

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

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

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

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

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

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

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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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

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

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

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

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

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１９３４年

“共产国际”杂志第２９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５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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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

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

代表会议的决议２９９

一

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３００

  代表会议建议总委员会对委员人数的增添加以限制，并且在

增添委员时不要过多地拣选一个民族的公民。

二

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３０１

  １．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的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

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今后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

该国的国名；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２．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

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３．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

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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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

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４．但是，决定的第１、２两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三

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３０２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

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

但没有表决权。

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

一辨士①
的会费

３０３

  １．总委员会应印发每张值一辨士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

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２．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

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３．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章

程的专页上。

４．每年３月１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

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２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德文版在“辨士”一词后面附有：（“格罗申”），法文版在这一处和下面的

“一辨士”构印作：“十生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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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的会费券，须注明当年日期。

五

关于成立女工支部３０４

  代表会议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

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

新支部的建立。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３０５

  １．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将最初的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

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

做的决议３０６付诸实施。

２．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

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

利益，因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３．每年８月１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

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９月

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４．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

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３５４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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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３０７

  提议总委员会照旧赞助各国工会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应

工会建立联系的日益增强的愿望。总委员会作为沟通各国工会之

间联系的国际机构，它的工作的成效，将主要取决于各团体对国

际进行的劳动普遍统计所给予的协助。

提议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将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

八

关于农民３０８

  １．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

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２．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

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３０９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

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１８６４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

４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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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

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

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

级的伟大使命”３１０；

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

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３１１；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１８７０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

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

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

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

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

运动”３１２；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

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

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①有产阶级

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

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

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

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５５４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① 在德文版上不是“由此产生的”，而是“在其上建立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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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

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①的政权的斗争中的

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

着的。

十

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

国家的总决议３１３

  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

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无

论现在和今后，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都是绝不许可的。

十一

关于法国的决议３１４

  １．代表会议坚信：一切迫害只能使国际的拥护者加倍振作，

并且组织支部的工作即使不是用建立大中心的方法，至少在小工

厂和通过自己的代表彼此建立联系的小工厂的联合会内，将继续

进行。

２．根据这一点，代表会议提议所有支部坚持在法国继续宣传

６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而是“它的剥削

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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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并把国际的一切出版物和章程尽量运入自己国

内。     

十二

关于英国的决议３１５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号召伦敦的英国支部成立伦敦联合会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得到外地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①公认后，

即由总委员会承认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十三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３１６

  １．代表会议同意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

２．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职

责。

３．代表会议对西班牙联合会的会员就国际组织的情况提出报

告表示兄弟般的感谢。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

业的忠诚。

４．总委员会应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 恰

也夫阴谋完全无关， 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

义②。   

７５４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①

②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僭取”之后增添了“和使用”等字。——编者注

在德文版上，“团体”一词为《Ｇｅｗｅｒｋｓ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法文版上为《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ｄｅ ｒé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即工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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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３１７

  请公民吴亭根据俄文报纸的材料在“平等报”上发表关于涅

恰也夫审判案的简短报道。该报道必须在发表前先呈交总委员会。

十五

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３１８

  代表会议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

表大会或代表会议①的时间和地点。

十六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３１９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见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从日

内瓦给总委员会的信，签署人为同盟书记、公民尼·茹柯夫斯基）；

代表会议在９月１８日的会议（见本通告第二项）上决定，国际

现有的一切组织，今后应按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一律定名为国

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

８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代表会议”前面尚有“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

的”等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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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协会共同

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①；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和运用巴塞尔代

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五条３２０，即“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

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等等②，——

代表会议宣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已获解决。

十七

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３２１

  １．宣布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

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第１条的简要叙述，

该条全文将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③。）

２．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９日的决议３２２。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

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

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

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

９５４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６２—４６５页。——编者注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等等”，而是“但是它们有权向应届代表大会申

诉”。——编者注

在法文版上不是“协会共同目标”，而是“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无产阶级群

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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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国际的任何机关报①效法“进步报”

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

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

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

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

认。

通  知

  不准备发表的决议将由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通知各国联合会

委员会。

  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并以代表会议的名义——

    总 委 员 会：

    罗·阿普耳加思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德拉埃 欧仁·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

０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在法文版和德文版上不是“国际的任何机关报”，而是“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

任何报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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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米尔纳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扬

    约翰·韦斯顿

      通 讯 书 记 ：

      奥·赛拉叶——法国；卡·马克思——德

国和俄国；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

班牙；阿·埃尔曼——比利时；Ｊ．帕·麦

克唐奈——爱尔兰；勒穆修——在美国

的法国人支部；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

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托·

莫特斯赫德——丹麦；沙·罗沙——荷兰；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列奥·弗兰

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执行主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海尔曼·荣克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１年

９—１０月拟定、校订和准备付印

１８７１年１１—１２月分别用英文、德文

和法文印成小册子，并在国际各机关

报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译的，

并根据德文版本和法文

版本校对过

１６４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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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

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关于分裂：

１．代表会议应该首先审查不属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汝拉各团

体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见

该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９月４日致代表会议的信）。

第一条反对意见：

“只有按通常程序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才有权对罗曼语区联合会内

发生分裂这一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出判断。”

鉴于：

在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

之间发生纠纷时，总委员会有权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

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由应届代表大会做出最后决定

（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七条）；

按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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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３２３；

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利曾得到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

委员会的承认（当然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公民罗班不止一次地代

表该委员会请求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见总委员会

记录）；

即使代表会议不享有全协会代表大会所具有的权利，但至少

也具有比总委员会更大的权利；

实际上正是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而不是

罗曼语区联合会的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公民罗班要求召开代表会

议就这次分裂做出最后决定（见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记

录）；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一条反对意见。

第二条反对意见：

“对一个联合会不给以进行辩解的机会而予以谴责，是与最起码的公道

相抵触的…… 今天（１８７１年９月４日）我们间接地知道，９月１７日将在伦

敦召开非常代表会议…… 总委员会本来应该将此事通知所有地方组织；我

们不清楚为什么总委员会却对我们保持缄默。”

鉴于：

总委员会已委托它的全体书记将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他们

所代表的国家的支部；

瑞士通讯书记、公民荣克没有通知汝拉支部委员会，是由于

下列原因：

这个委员会显然违反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９日的决定

３２４，甚至在它最近给代表会议的信中，仍然使用罗曼语区联合会

委员会这一名称；

３６４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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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拉各支部的委员会有权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

的决定提出申诉，但它无权漠视总委员会的决定；

因而，在总委员会看来，汝拉支部委员会从法律上说是不存

在的，公民荣克也就没有权利承认它，直接邀请它派代表参加代

表会议；

汝拉支部委员会对于以总委员会名义提出的问题未给予公民

荣克任何答复；自从公民罗班成为总委员会委员时起，上述委员

会的声明书总是通过公民罗班转交总委员会，而从来不通过瑞士

通讯书记；

又鉴于：

公民罗班代表上述委员会起初请求总委员会，后来由于遭到

总委员会的拒绝，又请求代表会议将分裂问题提出讨论；因此，总

委员会和它的瑞士通讯书记完全有理由认为，公民罗班会通知他

的通讯者们关于召开他们本人所力争召开的代表会议一事；

代表会议选出的调查瑞士纠纷的委员会听取了公民罗班的证

词；双方提交总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均已转交这个委员会；不能设想

上述委员会只是在９月４日才知道要召开代表会议一事，因为它

在８月就已向公民Ｍ①建议，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二条反对意见。

第三条反对意见：

“取消我们联合会的权利的决定，会对国际在我国的存在造成极有害的

后果。”

鉴于：

４６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马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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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也没有提出要取消上述联合会的权利，

代表会议不接受这条反对意见。

２．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９日的决议。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

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

鼓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

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

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

“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

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

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

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

露和拒绝承认。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６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平等报”第２０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５６４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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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

周刊”出版者３２５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西北区

女士们：

兹寄上我的女儿燕妮关于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在逗留巴涅尔－

德－吕雄（比利牛斯山区）期间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一篇简要的报

道①，供贵刊登载，如果你们认为它能引起贵刊读者的兴趣。我以

为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对梯也尔共和国具有特征意义。

关于我逝世的消息，是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

报”编造的。

从星期日起在伦敦举行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它将

在今天闭会。

承蒙寄赠极有趣的报纸，十分感谢。

女士们，我有幸仍然忠实于你们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伍德

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２３期

（总第７５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６６４

① 见本卷第７０４—７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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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３２６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５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

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

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

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

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

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

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

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

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

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

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

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

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

就要灭亡。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

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

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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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

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

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

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

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接着，他指出，二月革命３２７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对执

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些诺言，它以统治阶

级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

统治阶级的，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１８４８年

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

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

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

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

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

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

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

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

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

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界报”

８６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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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３２８

  巴黎首饰匠、前巴黎工人团体联合会３２９首饰匠代表、前国民自

卫军营长、前巴黎公社财政委员会出纳主任古斯达夫·杜朗，在

伦敦冒充流亡者，过去和现在一直为法国警察机关充当密探，对

流亡的公社社员，特别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监视，并

且已领取酬金７２５法郎。总委员会对上述情节已掌握了最充足的

证据，因此，

总委员会斥责古斯达夫·杜朗的可耻行为，并将他开除出国

际工人协会。

本决议应在国际的所有机关刊物上公布。

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７日提出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人民国家报”

第８３号、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人民报”

第１２２号、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平等报”

第２０号、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３日“解放报”

第１９号以及其他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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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

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３３０

国际工人协会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

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开声明：

涅恰也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或代表；

他声称①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

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

涅恰也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

义。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日“人民国家报”

第８８号、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３日“玫瑰小报”

第３０６号、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平等报”

第２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０７４

① “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文声明在这里加有：“（人们从圣彼得堡的政治审判

案中才知道这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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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１８７１年

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３３１

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会议上

通过的总委员会决议

致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公民们：

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规

定：“每个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如欲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请

通知总委员会”；

第五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

……”３３２

总委员会批准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但须作如下的修

改：     

一、第二条应删除“说明其生活来源”一语，只说：“凡欲被接受

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共同章程第九条规定：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

人协会的会员。每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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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ｔ ａｄｍｉｔｓ．》）
３３３

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

证”加以调查，尽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对于流亡者、罢工

工人等等，——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他们行为端正的保证。

但是，如果要求申请者把说明其生活来源作为加入国际的一般条

件，那将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

相抵触的。

二、（１）鉴于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ｗｉｔｈ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ａｄ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ｎｕｍｂｅｒ》（“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授

予总委员会增加新委员的权利”）３３４，因此，共同章程承认选举总委

员会委员的方式只有两个：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

加聘；因而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将派一个或几个

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一语，是和共同章程相抵触的，共同章程没有

给予任何分部、支部、小组或联合会以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

利；

组织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

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

共同章程有任何抵触。”３３５鉴于前述各点，

总委员会不能批准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中的前述条款。

（２）确实曾建议伦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

员会为了不违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

首先，它规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额，并保留

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们所应负担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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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员，不是

由于他们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

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员。

在最近这次代表会议做出决议以前，伦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

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

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员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员

是适当的。

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

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错误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鲁

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

选出的全国委员会。

由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这

些支部的代表就完全可以凭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这样一个委员

会，在其中维护本支部的利益。相反地，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

由共同章程规定的，它的成员除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委

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

（３）总委员会准备按照共同章程规定的、伦敦其他支部均无异

议的条件，接受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两名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三、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有这样一款：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这个条款如果照字面来解释，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它只是

说，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不能作为任何其他支部的代表参加

总委员会。

但是如果注意到在它前面的条款，那末上述条款的含义就只

３７４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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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违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

规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伦敦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整

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组织的影响所代替。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的上述条款的这种含义完

全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个条款规定必须在支部成员的身分和总委

员会委员的职务之间作出选择。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不能批准上述条款，因为它与共同章程相

抵触，它剥夺总委员会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利益而自由补充自

己成员的权利。

四、总委员会相信，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会了解所建议的修改

的必要性，并毫不犹豫地使自己的地方性章程符合于共同章程和

组织条例的文字和精神，从而避免发生任何分歧。在目前条件下，

任何分歧都只能阻碍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敬礼和平等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法国通讯书记 奥古斯特·赛拉叶

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提出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奥·赛拉叶的

手抄稿译的

４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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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

章程和组织条例３３６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

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

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

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

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

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

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

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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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

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

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３３７。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

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

作①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

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

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总委员

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

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这样选出的总委员

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

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

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６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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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

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

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

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

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

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

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

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

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

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

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

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

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

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

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讯的书

记。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

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

洁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

７７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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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

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

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

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

组 织 条 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１８６６—１８６９）和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的决议修订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

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

第二条 每一个支部，不论其成员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

参加代表大会。

第三条 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第四条 代表的费用，由选出代表的支部和小组负担。

第五条 如某一支部无力派遣代表，可与邻近支部共同选举

一名代表。

第六条 成员在５００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每超过５００人即

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８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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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

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同时，国际的

经常性组织遭到法律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合作团体的代

表，可以参加代表大会有关原则问题的讨论，但不得参加有关组织

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些问题的表决。

第八条 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

以及讨论和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一般问题的公开会议。

第九条 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

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

小组或它们的委员会提请总委员会批准的问题。

所有支部、小组或委员会，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

问题提交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３月３１日前通知总委

员会。   

第十条 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

大会议程及时通知各个支部。

第十一条 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任命一个特

别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每一个委员

会应研究各支部和小组对交由该委员会审查的问题所提出的报

告。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

报告。委员会此外还决定，上述报告中的哪些报告应当作为关于代

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的附录。

第十二条 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

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第十三条 对有关原则问题的一切决议，均须举行记名投票

（ａｐｐｅ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

９７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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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

代表大会前两个月①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

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

并在代表大会上宣读。

二

总 委 员 会

  第一条 国阵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设有

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

各该国的国名。

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三条 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关于国际

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的通报和报告。

为此目的，总委员会应收集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寄给它的一切

材料以及它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另一些材料。

用各种文字编写的通报应免费寄发各联合会委员会，由各联

合会委员会转发给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一份。

总委员会在无法印行此等通报时，应每三个月给各联合会委

员会寄发书面通知一次，供各该国的报纸，而主要是供国际的机关

报发表之用。

第四条 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

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０８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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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但它

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

受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属于联合会委员会权限范围以内

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仍有临时决定问题的权利。

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

应届代表大会裁决。

第七条 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

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

有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

终决定。

第八条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

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会

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第九条 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

委员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

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第一条 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

每个会员每年一辨士。

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下述开支：总书记的薪金，通讯

１８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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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表文件的费用，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第二条 总委员会应印发价值一辨士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

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第三条 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

有的那份章程的专页上①。

第四条 每年３月１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

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第五条 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的会费券，须注明当年

日期。    

四

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 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第二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

告。    

第三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

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第四条 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

部。但它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它只能向总委员会提出

将它们临时开除的建议。

２８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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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

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

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第二条 所有地方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

际工人协会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第三条 因此，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

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

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

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第四条 本节第二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第五条 建议国际的所有支部和分部以及附属国际的工人团

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第六条 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

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

新支部的建立。

第七条 如报刊上有攻击国际的言论时，就近的支部或委员

会须立即将该报刊寄总委员会一份。

第八条 协会所有机关报均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国际所有委

员会的地址以及总委员会的地址。

３８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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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对劳动的普遍统计

  第一条 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

的第六条以及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

诸实施。

第二条 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

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

能向它提出的问题。

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

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第三条 每年８月１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

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

年９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第四条 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

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第五条 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

议中说：

由工人阶级自己进行的对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

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

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

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

始工作，按下述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代表大会号召欧

４８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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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美国的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

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

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这个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

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如下（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１．生产部门的

名称。２．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３．该生产部门从业

工人的人数。４．工资：（ａ）学徒工资；（ｂ）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

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５．（ａ）工厂中工

作日的长短；（ｂ）如有小企业主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则调

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ｃ）夜工和日工。６．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

的态度。７．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

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８．劳动对身体的影响。９．道德

状况。教育。１０．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全年内开工比较平

衡的；是否经常发生较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

为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附  录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委托总委

员会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印行经过重新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共

同章程和条例”的标准版，这是从以下考虑出发的：

一、共同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通过了１８６４年１１月在伦敦公布

的协会临时章程，仅对它做了少许补充。这次代表大会同时做出决

５８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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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１８６６年９月３日至８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

人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日内瓦版第２７页注释），要总委员会公布经

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人均须遵守的章程和条例的正式文本。由于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在携经法国时为波拿巴政府所没收，

总委员会未能执行这一指示。后来，由于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

勋爵的干预，记录终于被退还，然而这时日内瓦已经出版了法文

本，并且其中的章程和条例立即被所有讲法语的地区翻印了。这个

文本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

１．伦敦临时章程的巴黎版曾被认为是准确的译本；但是制定

这个译本的巴黎委员会在章程的引言中作了极其重大的改动。在

答复总委员会的质询时，巴黎委员会说，在法国现有的政治形势

下，这些改动是必要的。由于英语知识不够，他们对章程的有些条

文又做了错误的理解。

２．在应赋予临时章程以定稿性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此

目的而任命的委员会仅简单地删去了所有提到临时性问题的地

方，但是却不曾注意到，这些地方有许多都包含有绝非临时性质的

极其重要的论点。在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后公布的英文版本

上，又做了同样的删节。

二、组织条例

到目前为止，同章程一起公布过的只有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

年）通过的组织条例。因此，必须把其后各次代表大会和不久前伦

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最近几个条例合成一个整体。

这次修订曾利用了下列出版物：

６８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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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１８６４年伦敦版；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１８６７年伦敦版；

“１８６６年９月３日至８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日内瓦版；

“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至８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

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７年绍德封版；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

式报告”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版；

“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的决议”１８６８年伦敦版；

“关于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

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

“关于１８６９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

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公布，１８６９年伦敦版；

“１８６９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

个代表给日内瓦各工人支部的报告”１８６９年日内瓦版；

“１８７１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１８７１

年伦敦版。３３８

在有关巴塞尔代表大会方面，也参阅了在巴塞尔以传单形式

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德文报道和总书记在代表大会期

间所做的劄记。

这次修订利用这些不同资料的情况如下：

共同章程

引言部分。——在“上述理由”之后恢复了“创立了国际工人

７８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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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一语。见临时章程第１３页
３３９
。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一论点３４０被省去了，因为这

个论点有两个同样有效的、但互相矛盾的说法。而且这个论点的真

正涵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话和后面紧接着的“没有无

义务的权利……”一语中。

第三条按临时章程第三条恢复。

第四条为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章程第三条的一部分和第四条全部。

第五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第三条的引言部分。“主席”一词按巴塞

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一条取消３４１。

第六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五条。“合作的团体”改为“协会的

全国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因为在某些译本中，这个用语被错误

地理解为“合作社团体”。

第七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八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十条。

第十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十二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中的组织条例的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为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十二条。

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七条取消，因为这一条同洛桑代表大会的一

项决议相抵触。见“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第３６页。

组 织 条 例

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的第十一条（“日内瓦代

表大会”１８６６年日内瓦版第２７页等等）；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十条（该

条是不完全的）。

８８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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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三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三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十一

条。

第四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九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七条。

第六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二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八

条。

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组织条例的第八条。

第八条取自“国际代表大会举行办法”（“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

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并以上面援引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的其他材料作了补充。

第九条第一部分同第八条的来源相同。第二部分为洛桑代表

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第７４页第一条）。

第十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ｂ项；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一

条ｂ项。

第十一条为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举行办法的第三条和第十

一条。

第十二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十条。

第十三条为举行办法的第七条。

第十四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四条。

二、总委员会

第一条为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第一条。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一条。

第三条头两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二条和

９８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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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ａ项。第三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三条。最后一段为洛桑

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３７页第二条。

第四条至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

至第七条。

第八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三项。

第九条为伦敦代表会议９月１８日和２２日会议的决议。

三、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第一条第一段为洛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３７页第三条，以及

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九条。第二段为日内瓦代

表大会和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四条。

第二条至第六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四项第一条至第五条。

四、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二条为同上第五条。

第三条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式报告”第５０页附录，关于组

织问题的会议第３号决议。

第四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六条。

五、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条；１８６７年章程的第十二

条。

第二条至第四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第二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一条。

０９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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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五项。

第七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二条。

第八条为同上第三条。

六、对劳动的普遍统计

第一条至第四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六项第一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布鲁塞

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伦敦版第４页）。

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并代表伦敦代表会议

     总 委 员 会 ：

     罗·阿普耳加思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德拉埃 欧·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纳

     查·默里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爱·瓦扬 约翰·韦斯顿

１９４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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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讯 书 记：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尔·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勒穆修…………………………美国的法国人支部

          执行主席 沙尔·龙格

财务委员 海尔曼·荣克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１８７１年１１—１２月分别用英文和

法文、１８７２年２月用德文印成

小册子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译的，并根据

德文版本和法文版本校对过

２９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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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３４２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１０月３１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由亚历山大·贝利·柯克

伦署名的关于国际的信。请您把我对这封信的答复刊登在贵报上。

首先来谈亚·贝·柯先生

“不了解，奥哲尔先生现在是否仍是该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亚·贝·柯先生称为该协会英国分部）的主

席职位，早在１８６７年９月就被取消了。众所周知，在我们发表了

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今年６月）以后，奥哲尔先生就退出了

总委员会。

亚·贝·柯先生在欧洲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我们今年９月

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成员的谣言，就把这些消息归之于１８６４年

９月２８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正如１０月２７日“泰晤士

报”一篇文章的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国

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但是根本没有像亚·贝·柯先生认定的

那样，选举了“奥哲尔先生为主席、克里默和威勒尔两位先生为

书记”。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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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贝·柯先生接着以下面的“真实文件”来证实他的消息

的可靠性。

第一，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

这份真实文件无非是巴黎警察机关不久前以国际的名义散布

并受到总委员会及时批驳的无数伪造文件之一的序言。

第二，

“在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主持下的日内瓦纲领〈很难设想，纲领怎能

在谁的主持下〉于１８６９年７月由伦敦总委员会通过”。

这个日内瓦纲领无非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在

茹尔·法夫尔关于国际的通告中它已经被引用。我在答复这个通

告时曾经声明（见６月１３日“泰晤士报”），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发

表过这样的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宣布同盟的章程无效的

文件①。

此外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不久前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已和

米哈伊尔·巴枯宁创立的同盟彻底分手；“日内瓦报”３４３——亚·

贝·柯先生所属政党的教条的可敬代表——袒护同盟，反对国际。

第三，亚·贝·柯先生从他那叠“真实文件”中抽出了一段从

我们的朋友欧仁·杜邦写的一封私人信中摘出的被歪曲了的话，

这段话在很早以前曾由前波拿巴派的检察官奥斯卡尔·特斯屠发

表过３４４。还在亚·贝·柯先生动身到欧洲去寻找这种“可靠消息”

以前，这段话就在所有英国报纸上刊登了。

４９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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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先生称我们的协会是“卑鄙的”。那

末，我应当怎样来称呼一个把立法工作托付给这位亚历山大·贝

利·柯克伦的协会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约翰·黑尔斯

于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东邮报”

第１６３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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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

  伦敦１１月４日。我们目前正处于工商业繁荣昌盛的时

候，——这个我们，指的是官方的英国，指的是大资本家们。市场上

资本充斥，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了使人类受惠和使

企业主发财而设立的招摇撞骗的公司，有如雨后春笋。看来目前最

时兴的是采矿、开采沥青、在大城市兴办铁轨马车、设立冶金工厂；

有人登广告出售在伏尔加流域和新墨西哥的矿场；有人在萨瓦、汝

拉、汉诺威等地收买沥青矿；据称里斯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在敷

设铁轨马车道，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股份公司，不言而喻，只有一个

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以便企业主们能够有利地推销他

们的股票，至于股东们将来怎么样，那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我们

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过三四年，所有这些招摇撞骗的公司就会有

六分之五连同上了当的股东们的钱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把积蓄

投给这些“资本雄厚、财源茂盛”的企业的，一向主要是积蓄不多的

人，而且他们这样做总是恰恰在股票行市被哄抬到顶点的时

候，——他们这是活该。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而

且一部分也实在是自己挣得的钱财装进大资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

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笨的傻瓜也会看得很清楚，

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

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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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相反地，一切现有资本都不过是无偿攫取来的他人劳动的

产品。如果说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最近在德国和奥地利也广为流

行起来，如果说王公们、高利贷者、帝国首相们、神甫们伙同一

气来谋取小人物们的积蓄，那只是我们所欢迎的。

金融市场上的这种资本充斥现象，只是目前大工业所处的繁

荣状态的反映。几乎在生产的所有部门，特别是在英国的以铁和棉

为原料的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呈现着已经好久没有过的一片繁

荣景象。

郎卡郡的纺纱厂主终于又有足够的棉花来大规模扩大生

产，——他们也没有放过机会。单单在小小的奥尔丹一个地方就在

新建１５家纺纱工厂，平均每厂有５万纱锭，总计起来就有７５万纱

锭，也就是说几乎等于所有参加关税同盟３４５的国家（亚尔萨斯除

外）现有纱锭的总数！此外还应该加上相应数量的织布机。郎卡郡

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机器制造厂接到好几个月的订货，有些

甚至接到一年的订货，而且只要它们能提供所要的机器，要多高的

价钱都行。简单地说，就是１８４４年的再现，当时在中国市场开放３４６

以后，厂主们一心只想尽可能多生产商品，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

得供应３亿人的衣着！然而接着来的是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７年的令人

心寒的打击，这时忽然发现，３亿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一直还在按

照自己的意愿自己做衣服穿。生产过剩的英国商品在所有的市场

的货栈里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而企业主和投机家则成百成千地

破产。这种情况现在也将重演。这些人丝毫没有接受教训。但是，

即使他们接受了某种教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照样会强迫

他们不断地重复人们早已熟悉的经济高涨、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

期，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地重复，直到无产阶级起义终于使社

７９４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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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必再作这种无意义的循环为止。

有一位施维茨格贝尔先生以我没听说过的一个什么瑞士罗曼

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国家报”上要求我详细解释我在

“人民国家报”上讲的关于艾尔皮金先生的话①。我同施维茨格贝

尔先生无话可谈，而且我也根本不能对随便一个陌生人解释此事。

但是，如果艾尔皮金先生本人想就此事同“人民国家报”进行交涉，

那末我愿为他效劳，在这种情况下就请编辑部把我的地址告诉艾

尔皮金先生，让他直接同我交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４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人民国家报”第９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８９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４０９—４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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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

支部的决议草案３４７

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决议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会议通过

一、预先的说明

总委员会认为，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

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讨论的

问题毫不相干。

至于这个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辱骂，则将由各国的委员会和联

合会委员会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委员会仅仅指出：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是在１８６９年９月６日至１１日举行的）

以来，还不到三年，而上述该支部别有用心地硬说已过三年。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前夕，总委员会在给所有的联合会——其

中包括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总通告中，曾建议将总委员会驻

在地迁离伦敦３４８；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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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回答是一致坚持保留总委员会现在的驻在地，并延长

总委员会的任期；

１８７１年，总委员会在刚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召开了代表会议，

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自大陆的代表们宣称，在他们的国家里

已经有人担心，把过多的法国流亡者加聘到总委员会中会破坏总

委员会的国际性；

代表会议（见“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十五项①）“授权总委员

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可以用来代替代

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至于上述该支部以自己成员中有人曾经是巴黎工人团体的主

席而自命为“法国革命力量”的唯一代表，则总委员会指出：

总委员会当然可以考虑某人过去是工人团体的主席，但是这

决不能作为这个人“有权”被总委员会接纳并在总委员会代表“革

命力量”的论据。如果是那样，总委员会就应当接纳曾经是巴黎首

饰匠协会主席和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书记的古斯达夫·杜朗先生为

委员。何况，总委员会委员应当代表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而

不是这个或那个团体的意见和利益。

二、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在１０月３１日总委员会

  会议上对１０月１７日决议提出的异议  

  （１）关于支部章程第二条中的这样一点：

００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４５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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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说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

证”等等。

支部声称：

“共同章程规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员的行为端正负责，因此也就承认支部

有权使用它认为必需的任何手段来取得保证。”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ｔｅｅｔｏｔａｌｅｒｓ〔戒酒协会会员〕成立的

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

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宣誓决不饮用任何酒类。”一句话，个别的支

部借口要用它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办法”来履行保证其成员品质纯

洁的责任，总是能够在地方性章程中规定当加入国际的最荒唐、最

无理的条件。

总委员会在其１０月１７日决议的第一条里指明，往往“没有生

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总委员会认为，支部可以

不必重复这一点，不必说“流亡者以自己的贫穷这个最可信的见证

使自己免受任何怀疑”。

对于“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的说法，首先可

以这样反驳：这种“基金会”常常是虚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一般说来他

们的境遇比他们在大陆上的弟兄们好一些——有时由于罢工和失

业、有时由于工资的不足和拖欠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

典当、借债，也就是说去找那些非采取不能容许的干预公民私人生

活的办法就不能被证实的“生活来源”。

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支部把“生活来源”只看做是“行为端正的保证”。在这种

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

１０５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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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端正的保证”的建议是符合这个目的的，因为它规定（见１０月

１７日决议第一条）：“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

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

要么就是，支部在其章程第二条内故意把说明“生活来源”说

成是除了它有权要求的“行为端正的保证”之外的加入支部的条

件。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

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２）关于总委员会否决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的这一款：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答复说：

“我们决不是不知道……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给予它〈总委员会〉接受或

不接受代表的权利。”

这清楚地证明支部并不了解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

事实上，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的方式——或者

是由代表大会任命，或者是由总委员会自行加聘，没有任何一处讲

到总委员会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支部或小组的代表。

接纳由伦敦各支部直接提出的代表作委员，一向都是总委员

会的行政措施。总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行使了它所享有的加

聘成员的权利（见１０月１７日总委员会决议第二条的第２点）。

使总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这种加聘方式的特殊情况，在总委员

会的１０月１７日决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说明。

总委员会在这同一决议中（第二条第３点）声明，它准备按照

接受伦敦各支部其他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

代表。但是它不能当真考虑这种要求：不顾共同章程而为该支部规

２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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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种特权地位。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在其章程第十一条中写上了这样一款：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是企图仿佛以共同章程为

根据，取得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它装出一副对这种臆想的

权利似乎深信不疑的姿态，而且在它本身还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承

认以前（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３４９），就毫

不犹豫地于１０月１７日“根据权利”派遣两名持有２０个有表决权

的支部成员发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

最后，这个支部在其最近的来信中又再一次坚持它有“义务和权利

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为了给自己的无理要求辩护，支部企图以公民埃尔曼在总委

员会里的情况为先例。它假装不知道，公民埃尔曼被加聘为总委员

会委员是由比利时代表大会３５０推荐的，而且他在总委员会里决不

代表列日支部。

（３）关于总委员会拒绝承认支部章程中如下一点：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回答说：

“为了回答这一点，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章程是在我们支部范围内生效

的；我们的协议只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只与我们自己有关，这一要求与共同章

程毫不抵触，因为共同章程没有提到这一点。”

很难理解，共同章程没有提到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怎

么能够令人信服地用来论证在总委员会里当代表的条件。而地方

性的支部章程只是在支部范围内生效，倒容易理解得多。虽然如

此，却不能同意，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考虑到它自己，只与它自

己有关”。因为比如说，总委员会批准了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

３０５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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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那就势必要在所有其他支部的章程里也加上这一条；而

这一条一经加以普遍化，就会把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所拥有的

加聘成员的权利完全勾销。

有鉴于此，

（一）总委员会保持它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做出的决议完全

有效。

（二）如果本决议在１１月２１日总委员会开会以前不为支部所

接受，则各个通讯书记将把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该支部代表

在１０月１７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递交的委托书、总委员会１０月

１７日的决议、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在１０月３１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

所做的答复以及１１月７日总委员会的最后决议分发给各国联合

会委员会，在没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国家则发给地方组织。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委托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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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

商报”编辑部的声明３５１

  在“法兰克福报”第３２６号第二版的一篇注明“伦敦１１月１８

日”的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话：

“国际伦敦支部在上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议：‘查理·迪耳克爵士在为

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中建树的卓越功绩，理应受到人民的感激；因此建议授予

他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会员的称号。’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科苏特被选为会

员。”     

国际没有名誉会员这样的制度。上述决议或许是伦敦的一个

小团体做出的，这个团体起初定名为“国际民主协会”，后来取名为

“共和大同盟”。它和国际毫无关系。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德国通讯书记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法兰克福报

和商报”第３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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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于伦敦

  自从公民罗伦佐参加上次代表会议回去以后，我们没有从你

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我给你们写过两封信；在１１月８日寄给你

们的那最近一封挂号信中，我请你们立刻给我们来信，并说明沉默

的原因。迄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我们得到消息说，有极

少数国际会员企图在协会的队伍中制造纠纷，策划反对代表会议

决议和总委员会的阴谋，散布各种诽谤言论３５２。无须怀疑，你们所

以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大概是因为你们收到了具有这种内容的

信。如果是这样，请你们把那些对我们的指控或诬蔑告诉我们（这

是你们的义务），以便我们予以驳斥。

无论如何你们不能再继续沉默，这是违背我们的共同章程的，

章程规定你们应当定期向我们提出报告。我们要求你们立刻答复

这封信；如果你们不答复，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们的沉默

是有意的，你们相信了上述的诽谤言论而没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诉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求我们做

的那样采取行动。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５年第１版第２６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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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

编辑部的声明３５３

致“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

公民们：

贵报第３９号登载了都灵工人的一篇宣言，其中说：

“我们公开宣布，伦敦大委员会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决议

刚一发表，就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向我们报道了，这样的决议不具有正式的

性质，因为大委员会鉴于许多欧洲的协会也会像我们一样一致拒绝这个决

议，就把它撤销了。”

这种说法使总委员会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１）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做过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

的任何决议；

（２）因此它不可能撤销这样的决议；

（３）任何欧洲的或美国的协会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决议，而且

也没有拒绝过总委员会的其他任何决议。

总委员会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这种态度是根据：

（１）共同章程，章程中绪论部分的第四段中说：“工人阶级

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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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①

（２）协会成立宣言（１８６４年），即对章程的一种正式的和具有

约束性的解释，宣言里说：

“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

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

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

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３５４

（３）洛桑代表大会决议（１８６７年），其中关于这一点说道：“工

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３５５

（４）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１８７１年９月），它依据上述各

项决议提请国际的会员注意：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

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②。

这样替总委员会规定的立场，总委员会始终遵守着，而且将来

仍将遵守。因此总委员会宣布，不知道是由谁转告“无产者报”编辑

部的上述消息是捏造的和诽谤性的。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恩·

附言：我刚才收到了日内瓦寄来的“社会革命报”３５６，该报报道

说，汝拉的一个小组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③。总委员会没有得

到任何通知。一俟总委员会得到这一通知，它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５年第１版第２６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８０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５１６—５２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５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７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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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给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３５７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国际工人协会

公民朱泽培·博里昂尼已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今授

予他接受新会员和组织新支部的权力，条件是他和新接受入会的

会员和支部必须承认协会的正式文件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文件

就是：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成立宣言，

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１８７１年９月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受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５年第１版第２６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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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
３５８

  关于代表会议做出的有关政治行动的决议，我很高兴告诉你

们，从最近一期马德里“解放报”３５９和巴塞罗纳“联盟”周报（１２月３

日）可以清楚地看出，西班牙联合会完全赞同这一决议。在西班牙

把国际变为单独的和独立的政党，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在

西班牙的情况好极了：不到三个月就增添了１９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个新

会员！在丹麦，国际成立才不过三个月，单是在首都一地国际就拥

有２０００会员，而这个城市比米兰还小；在那里，农民也大批地站到

国际方面来，并且那里正在准备为最近的选举发动一个大规模的

运动，结果很可能使我们在丹麦议会中得到强大的代表权。

德国和荷兰的情况很好。在法国，我们有２６家报纸，在那里，

偏偏跟梯也尔先生的意愿相反，支部正在重新建立起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５日

和１０日之间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

“人民报”第１４４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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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

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３６０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６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马”编辑

编辑先生：

我相信您的正直，请您将随信附上的声明予以发表。既然战

斗，就要正直地战斗。

请接受崇高的敬意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恩格斯

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马”编辑部

  在“人民罗马”第３８期上，公民朱·马志尼发表了题为“关于

国际的文件”的一系列文章的头一篇。他预先告诉读者说：

“我……从我所能利用的一切来源收集了它的全部决定，它的有影响的

委员的所有口头声明和书面声明。”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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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发表的文件。他引用了两段来作为开头。

一、“放弃〈政治行动〉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某些法国的国际创始人答

应路易－拿破仑，只要他向工人提供我不知是什么样的物质利益，他们就停

止一切政治行动。”

我们要求公民马志尼为这种说法提出论据，我们认为这是一

种诬蔑。

二、“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１８６８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篇

演说中说：我希望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不这样就谈不到正义的

思想，就不可能建立和平。冗长的演说已经把工人欺骗够了。必须告诉他们，

他们
·
应
·
当要求什么，如果这一点他们自己不知道。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

产主义者，如果我要求废除继承权，那只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社会平等。”

公民巴枯宁是否讲过这些话，这与我们毫无关系。对总委员会

说来，重要的只是要指出以下几点：

（１）正如马志尼自己所说的，这些话不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

讲的，而是在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上讲的；

（２）１８６８年９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的代表大会曾在一项

特别决定中声明，它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这次代表大会毫无共同

之处３６１；

（３）在公民巴枯宁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国际的

会员；      

（４）总委员会始终反对屡次想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纲

领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纲领（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

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纲领立刻就会使绝大多数国际会员

被开除；

（５）因此，国际绝对不能对公民巴枯宁的私人行动和他的言

２１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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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负责。

至于公民马志尼答应要在最近发表的有关国际的其他文件，

总委员会预先声明，国际只对它所发表的正式文件负责。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并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人民报”

第１４４号、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玫

瑰小报”第３４５号、１８７１年１２月

２１日“人民罗马”第４３期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罗马”，并

根据恩格斯的法文、意大

利文草稿校对过

３１５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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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东邮报”编辑３６２

阁下：

查理·布莱德洛先生在最近写给贵报的信中，利用１２月１２

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我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作为对我

进行粗暴谩骂的借口。他写道：“我十分感谢卡尔·马克思对我的

敌视。”

我对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敌视！自从“法兰西内战”这篇

宣言发表以后，布莱德洛先生的声音就同诬蔑国际和我个人的全

世界大合唱融成一气了。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诽谤者一样，只有鄙

夷地报以沉默。这是这个极端自尊的人的可笑虚荣心所不能忍受

的。我不理会他的诬蔑，就是我对他进行了“诬蔑”。我的沉默使

他气得发狂；他在公共集会上宣布我是波拿巴分子，要知道，原

因就是我在“内战”这篇宣言中揭示了产生第二帝国的历史条件。

现在他又更进一步，把我变成俾斯麦的警探。可怜的家伙！他无

论如何必须表明，他不久以前在巴黎从卑鄙的艾米尔·德·日拉

丹及其党羽那里得到的教训，对他并不是毫无用处。现在，我在促

使他的这封信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来“把他交给”德国公众。如果他

要那样盛情，给他的诬蔑披上更具体的形式，我还要“把他交给”英

国法庭。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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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３日

“东邮报”第１６９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５１５致“东邮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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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３６３

  几乎没有必要来谈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处境如何。一方面，重

大的巴黎事件使它得到了这样大的威力，这样广的传播，这些都是

它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

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维克多－艾曼努尔和教

皇、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

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

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

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

律保护的地位。

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

结一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

群人数不多的、并且自己承认是在日益减少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

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间制造纠纷。这群自

称为汝拉联合会的国际会员，主要是这样一帮人：他们已经有两年

多在巴枯宁的领导下不断地破坏瑞士法语区的团结，并且热心地

同各国某些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大人物私下通讯，来和国际的统一

活动相对抗。当这些阴谋诡计还只局限于瑞士，或者还只是偷偷摸

摸地进行的时候，我们不想比较广泛地来谈论它们，但是上面所提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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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那个通告使我们不得不发表意见。

汝拉联合会借口总委员会今年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代表

会议，于１１月１２日在自己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拟定了一个给

国际所有各支部的通告，他们把这个通告印制了许多份，然后散发

到世界各国，他们在通告中建议各个支部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

大会。为什么必须以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这至少对于我们在

德国和奥地利的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

去参加代表大会，那末在他们返回之后免不了会立即被捕入狱；西

班牙、意大利、法国的代表会处于同样的情况。而召开代表会议（在

会议上没有公开的辩论，而只是举行事务性的会议）则完全是可能

的，因为不会把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名字公布出来。代表会议的

缺陷在于：它不能解决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不能修改章程和通过

任何立法性质的措施，它应当只限于通过事务性的决议，以保证更

好地贯彻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组织原则。但是在当前

的条件下，所要求的也只是这一点：要讨论目前迫切需要的措施，

而要做到这一点，召开代表会议也就足够了。

其实，对于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攻击只是一种借口。就连该通

告也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相反地，通告起草人更加深刻得多地看

到了弊病的根源。他们断言，根据代表大会的章程和最初的决议，

国际似乎只是“一些自治的〈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盟”，其目的是

通过工人自身去解放工人，

“而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按照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

所以，总委员会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但是据说

这个最初的原则很快就被歪曲了——首先是由于授权给总委员会

７１５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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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增加新的成员，而后来则由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受到

了更大程度的歪曲，根据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

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的支部，有权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预

先解决一些争论的问题３６４。据说这样一来就把危险的权力授予了

总委员会，而那些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合，则变成了“服从纪律的

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因此

“各支部完全掌握在总委员会的手中，它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

暂时让它们停止活动”。

我们的德国读者很懂得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具有什么样

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将显得非常奇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

为已经在这里丑态毕露的巴枯宁学说，目前还没有渗入德国。原

来，在自己旗帜上首先是写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的

工人组织，竟不应当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应当受简单的统计通

讯局的领导！但是，对于巴枯宁及其娄罗们来说，为工人阶级的解

放而斗争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

“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

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 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

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

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我们德国人因为神秘主义而遭到诽谤，但是我们离这种神秘

主义还远呢。国际是未来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里再也不会有凡

尔赛的屠杀，不会有军事法庭，不会有常备军，不会有暗中检查往

来书信，不会有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３６５现在，正当我们必须以全

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迫使它

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于未

８１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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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的不着边际的想像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

自己的德国的组织如果这样组织起来，会成什么样子。我们会不去

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去为我们章程的每一个条文、

代表大会的每一个决议是否是未来社会的确切反映而绞尽脑汁。

我们会不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而要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让这

个统计通讯局尽力而为地去和独立的支部打交道吧，——这些支

部独立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

哪怕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要

知道，它们要是承认，就会破坏它们的首要使命——成为未来社会

的确切的原型！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如

果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违反自由原

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如果施梯伯和

他的娄罗们，如果所有的暗检室３６６，如果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们都奉

上级命令要加入社会民主组织，以便毁灭它，那末委员会，或者更

确切地说，统计通讯局，无论如何也不敢加以阻止；要知道，这会意

味着实行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而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服从纪律

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

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

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

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早期基督教徒这群奴隶曾

经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并且的确通过摇尾乞怜在

三百年后使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而这种革命方法无产阶

级是无论如何不会仿效的！你们看，正像早期基督教徒把自己幻

想的天堂作为自己组织的榜样一样，我们也应当把巴枯宁先生的

未来社会的乐园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放弃斗争，而从事

９１５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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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和期待。而这些向我们宣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

一的真正的革命者！

谈到国际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说：目前国际的情况并不坏。

在应届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以前，总委员会有责任实现巴塞尔决议，

而它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像它毫不客气地把托伦和杜朗之

流驱逐出去那样，它也会关心把施梯伯之流关在国际的门外，尽管

巴枯宁认为这是一种独裁作风。

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来非常简

单。它们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谁也没有像巴枯宁和

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施维茨格贝尔

和吉约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们！的确，当时情况不同。当时

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

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而现在完全是另

外一回事了！现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现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贬

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

致受到损害了。

而这些人，这些职业的宗派信徒（尽管他们拥有各种神秘的早

期基督教教义，在国际中只占极少数），竟恬不知耻地责备总委员

会，说它的委员们想

“使自己特殊的纲领和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把自

己个人的观点冒充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凡是有可能注意观察过国际的内部发展

过程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人，几乎三年来主要地就是在想办法强

迫协会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作为共同纲领；当这点做不到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玩弄欺骗手段，把巴枯宁分子的空话冒充为国际的共

０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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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纲领。虽然如此，总委员会只是对这种伪造勾当提出了抗议，而

至今还没有否认他们有权属于国际，或者是有权在他们自己的招

牌下任意宣传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谎言。至于总委员会如何对待这

个新的通告，现在来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这些人自己出色地证明了，他们利用自己的新组织能够获得

什么东西。凡是在没有受到反动政府暴力阻挠的地方，国际从巴黎

公社的时候起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在瑞士的汝拉——最近一

年半来完全由这些先生们总揽一切的地方，情况怎样呢？我们来听

听他们自己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吧（见１１月２３日

出版的日内瓦周刊“社会革命报”）：

“这些可怕的事件对我们各支部一定产生了一部分是使人沮丧的，一部

分是良好的影响…… 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巨大战斗

的开始，人们也开始考虑起来…… 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怯懦而躲开（ｓ’

ｅｎ ｖｏｎｔ），另一些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表示自己忠诚于国际的新

生原则。这就是整个国际，其中也包括我们联合会的现代内部发展过程中的

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实。”

说这一切发生在整个国际中是一种新奇的论断，实际上那里

发生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但是说汝拉联合会的情况是这样，却是

完全对的。只要听一听这些先生们自己说些什么吧！穆蒂埃的支

部受害最少，但它也一无所成：

“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支部，那末，仍然应该存在希望”云云；但是这个支部

“由于居民良好的情绪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林朗惹支部缩小成小

小的工人核心。”

俾尔的两个支部，像纽沙特尔的支部和洛克尔的支部一样，对

委员会的信一次也没有答复；俾尔的第三个支部

１２５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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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僵死的”，尽管“国际在俾尔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希望”。

圣布勒兹的支部是僵死的；律谷的支部不知怎么样消失了；洛

克尔的中央支部在长期挣扎后瓦解了，但现在又勉勉强强地恢复

起来，显然是为了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拉绍德封的支部处于危急

的状态；库尔特拉里的钟表匠支部现正在变成一个接受瑞士钟表

匠联合会章程的工会，这样，它就在接受一个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的

章程。这个州的中央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它的成员在圣伊米

耶和桑维耳耶建立了什么单独的支部（这并不妨碍这一中央支部

派两个代表与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这两个支部的代表同时去参加

大会）；卡特巴的支部在经历了一段具有光辉成就的时期之后，由

于当地资产阶级的阴谋而瓦解了，科尔热蒙的支部也是如此；最

后，在日内瓦现在还有一个支部。

以统计通讯局为首的独立支部自由联盟的人们，在一年半内

把一个原先确是不很庞大和人数不很多的，但毕竟是蓬勃发展着

的联盟，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而这还是在一个他们有充分活动自

由的国家里发生的，是当国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获得巨大成就的

时候发生的！可是正当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遭到失败

的悲惨情景的时候，正当他们发出这种无力的和绝望的哀号的时

候，他们竟要求我们强迫国际离开它所遵循的使它变成现在这个

样子的道路；竟要求我们使国际走上那条使汝拉联合会从比较兴

盛落到完全瓦解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３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０日

“人民国家报”第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２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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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查理·布莱德洛在１月７日的“国民改革者”３６７上写道：

“我们只想指出，马克思博士过去曾给他的政府提供情报。”

兹郑重声明：这是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我要求布莱德洛先生

举出哪怕一件使他有丝毫理由说这番话的事实。为了使他安心，我

补充一句，我不打算要求与他“决斗”。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０日

“东邮报”第１７３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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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但丁在他的不朽的诗篇中说过，对放逐者的最残酷的折磨之

一，是必须跟各种败类打交道①。当我不得不跟查理·布莱德洛先

生之流那样的家伙进行一个时期公开辩论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

到这段怨言的正确性。但是，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容许他利用

他企图与我挑起争执的做法作为他在国外进行自我吹嘘的廉价而

方便的手段。

他发表了对我的指责，要是这一指责在德国公布出来，一定会

使得他成为各党派取笑的对象。我当时就要求他举出使他哪怕有

丝毫理由进行这种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的事实②。我这样做并不

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而是为了揭露他。他以小经纪人那种不体面的

圆滑伎俩，企图把我弄上“公意法庭”，而自己逃避责任。

难道他真的以为，某一个布莱德洛，或者巴黎的ｄｅｍｉ－

ｍｏｎｄｅ〔名誉可疑的〕报刊的编辑，或者柏林的俾斯麦报纸的编辑，

或者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或者纽约的“刑法报”，或者“莫斯科

４２５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２３页。——编者注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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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３６８，只要对我进行了诬蔑，我就必须出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声

誉，甚至站到必定是由这些“正直先生”的朋友们所组成的“公意法

庭”面前去吗？

我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账已经了结，现在我让他完全安

心地自我欣赏，如果这能给他一点慰藉的话。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７２年１用２７日左右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８日

“东邮报”第１７４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５２５致“东邮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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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３６９

２月７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

博恩街２５６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玫瑰小报”编辑

公民：

佛罗伦萨的“自由思想”杂志不断地攻击国际已经有好几个月

了，好像伟大的工人协会是这家杂志所维护的受俸神甫－唯理论

者协会的对头似的。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回答这些攻讦是多余的，

可是这家杂志竟卑鄙地在意大利散布俾斯麦报刊上有关国际及其

总委员会的无耻谰言，这时我不得不提出抗议了。因此我给“自由

思想”写了如下一封信，请将该信在“玫瑰小报”上发表。

敬礼和兄弟情谊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恩格斯

致“自由思想”编辑鲁伊治·斯蒂凡诺尼先生

阁下：

１８７２年１月４日“自由思想”第１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国际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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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伦敦最高委员会”的文章，关于它我应当说几句话。

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很愿意知道，恩格斯先生凭什么权力充当意大利的代表？”

我绝不要求而且从未要求代表意大利。我很荣幸地在总委员

会中担任专门受委托与意大利进行通讯联系的书记，在执行这项

委托时，我应该代表总委员会，而不是代表意大利。

其次，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从柏林“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３７０抄来

的伦敦通讯，其中充满了对总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的十分卑鄙的诬

蔑。对于这种诬蔑，我不打算回答。谁也不会同这种报纸进行辩论。

全德国都清楚地知道“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什么报纸：这是一家

靠俾斯麦出钱维持的报纸，是普鲁士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机关报。如

果您需要关于这家报纸的更确切的材料，请写封信给您的莱比锡

通讯员李卜克内西，他一定会给您提供足够的数量。我只想补充一

点，要是您对于这种诬蔑国际的言论这样大感兴趣，那末在“费加

罗报”、“高卢人报”、“小报”及其他巴黎的ｄｅｍｉ－ｍｏｎｄｅ〔名誉

可疑的〕报纸、伦敦的“旗帜报”、“日内瓦报”、维也纳的“每日

新闻报”以及“莫斯科新闻”上，您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这样的

东西，——这都是一些权威报纸，您可以不必再去引用可怜的施

奈德尔。

在编辑部的按语中说道：

“可能这是暗指１８５０年卡尔·马克思在科伦建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

体；正像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个团体被揭露以后，许多可怜

的人落入普鲁士警察的手中，而主角却在伦敦安然无恙。”

谁要是说这种话，他就是撒谎者。我曾经属于这个团体
３７１
。它

不是马克思创办的，不是在１８５０年创办的，也不是在科伦创办的。

７２５致“东邮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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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十年。科伦支部由于自己不谨慎落入警察

手中的时候，马克思和我因受普鲁士政府迫害，侨居英国已经一年

了。要是您愿意更详细地了解，请您去问问多特蒙特的市长兼普鲁

士议会和德国议会的议员贝克尔先生，科伦市参议员、医生克莱因

先生，“维斯巴登日报”３７２的编辑毕尔格尔斯先生，伦敦总委员会委

员、成衣匠列斯纳先生。他们在这次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判了

罪３７３。

这篇辟谣声明请在贵刊最近一期上发表为荷！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

“玫瑰小报”第５０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８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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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

警察暴行的声明３７４

  瑞士当局认为可以按照俄国外交部违背联邦宪法直接向伊韦

尔登法庭提出的简单要求，在日内瓦对公民吴亭的住宅进行搜查，

他们卑鄙地借口说他可能与伪造俄国钞票一案有关，在这件丑闻

中，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负责追查伪币制造犯的俄国五等文官

卡缅斯基竟是这些罪犯的主要头目。吴亭的文件遭到扣押，他的全

部俄文、德文和英文的信件被交给一个俄国翻译去检查，而且当局

连这位翻译的姓名也拒绝宣布。公民吴亭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以前是

国际的机关刊物“平等报”的编辑，因此他的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国

际的通讯，而且在信上都有国际的各种委员会的印章。要不是国际

的法律顾问公民昂伯尔尼——总委员会对他深表感谢——出面干

涉，吴亭的文件和他本人就要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而瑞士与俄国政

府之间根本就没有引渡罪犯的条约。

俄国政府由于在国内碰到日益增长的反抗，就利用像涅恰也

夫这些与国际毫无关系的人制造的所谓密谋，以便在国内借口自

己的反对者是国际会员而将他们送交法庭。现在它又更进了一步。

它在它的忠实藩臣普鲁士的支持下，开始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要

求西方国家的法庭迎合它的需要去迫害国际。它开始在一个共和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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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里活动，这个共和国的当局就赶紧变成俄国的恭顺仆人。总委员

会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向各国工人公开斥责俄国政府的计谋以

及它的西方帮凶们的奴颜婢膝的行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４日“东邮报”

第１７８期、１８７２年３月２日“国际

先驱报”第１号以及其他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０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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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兰西内战”草稿３７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１年４—５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全文载于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３４年版

第３（８）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英文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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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初稿

国 防 政 府

  战争开始以后四个月，当国防政府投给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

点小惠，即允许他们在比桑瓦耳３７６显示他们的战斗能力的时候，这

个政府认为促使巴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在专为讨论投降

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区长会议上，特罗胥在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其

他同僚在场和支持下，终于透露了他的“计划”。他的原话是这样

讲的：

“我的同僚们在９月４日晚间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

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

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

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

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

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特罗胥的计划就是要巴黎和

法国投降。实际上，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茹尔·法夫尔自己

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就曾这样露骨地供认：应当打倒的敌人不

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由此可见，国防政

府对人民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不过都是些存心骗人的谎言罢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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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防政府有步骤地实施这一“计划”——派波拿巴的将军们负

责巴黎防务、瓦解国民自卫军、借茹尔·费里的渎职失政制造饥

馑。巴黎工人在１０月５日、１０月３１日等日子里几次想用公社来

代替这批卖国贼的尝试，竟被当做与普鲁士人的串谋而遭镇压３７７！

投降之后，假面具揭下了（被扔到一边）。仰仗着俾斯麦的恩典，这

批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
３７８
变成了一个政府。他们作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同俾

斯麦缔结了全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解除了法国的武

装，使任何继续抵抗成为不可能。正是这批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在波尔多

以共和国政府姿态重新复活之后，通过自己的前任大使梯也尔和

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以所谓国民议会的多数的名义，远在巴黎

起义之前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领巴黎、镇压

“它的ｃａｎａｉｌｌｅ〔暴徒〕”，这些都是俾斯麦从法国返回柏林途中在法

兰克福亲口对他的膜拜者们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讲出的。让普鲁士

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这帮人从在凡尔赛粉墨登

场以来为了央求普鲁士进行武装干涉而表现的一副恬不知耻的嘴

脸，甚至使欧洲的待价而沽的报纸也为之瞠目失色。自从巴黎国民

自卫军不再在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 指挥之下而是把枪口指向ｃａｐｉｔｕ

ｌａｒｄｓ 以来，他们的英雄业绩甚至使那些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

得不把“卖国贼”一词烙到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及其一伙的无耻

额角上。公社缴获的文件最后提供了这些人叛国大罪的法律证据。

这些文件中有一些是受命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波拿巴派ｓａｂｒｅｕｒｓ

〔武人〕的信件；这些丑恶的家伙在这些信件里就嘲弄讥笑他们自

己的“巴黎防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

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

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６３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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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明显，现在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内战、

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

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但是，——而这对第二帝国的人物，以及那些只有靠第二帝国

的土壤和空气才能变成冒牌人民喉舌的人物，是最具特征意义

的，——共和国如果胜利，就不仅要给他们烫上卖国贼的烙印，而

且还要把他们当做普通罪犯交付刑事法庭审理。只要看看茹尔·

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这帮梯也尔手下的国防政

府的要人就够了！

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一系列在时间上前

后分属二十来年的证据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

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凭着一大堆无比复杂的

大胆捏造的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

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

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所以，茹尔·法夫尔

这个口甜似蜜的家庭、宗教、财产、秩序的辩护士，原来老早就该受

Ｃｏｄｅ ｐéｎａｌ〔刑法〕究办了。遇到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他都免不

了被判处终身苦役的命运。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凡尔赛现任内务部长，他钻营路易·波

拿巴的官位没有成功，在９月４日自封为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①。

这位厄内斯特·皮卡尔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

哥。从前，当厄内斯特·皮卡尔跟茹尔·法夫尔之流恬不知耻地提

名他那位宝贝兄弟为塞纳—瓦瑟省的立法团议员候选人的时候，

７３５初稿。——国防政府

① 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马克思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

政部长（见本卷第３３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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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政府曾公布两份文件：一份是巴黎警察局的报告（１８６７

年７月３１日），说这位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经作为一个《ｅｓｃｒｏｃ》

〔“骗子手”〕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另一份是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１日的

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阿尔图尔自己供认了当他在帕勒斯特罗街５

号 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３７９
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期间，曾经盗用过

３０万法郎。厄内斯特不仅派他的这位宝贝阿尔图尔担任他主办的

“自由选民”（该报创刊于帝国时期，一直出版到今日，这是一份天

天诋毁共和主义者为“强盗、土匪、ｐａｒｔａｇｅｕｘ〔均产者〕”的报纸）的

主笔，而且在他一当上“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后，还用阿尔图尔

在内务部和股票交易所之间给他当财务纤手，利用他得到的国家

机密去大发横财。

厄内斯特和阿尔图尔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

了。正如多泪善哭的茹尔·法夫尔一样，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

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也是一个应受 Ｃｏｄｅ ｐéｎａｌ〔刑法〕究

办、该被判处苦役的人。

这个三人合唱队中的最后一人茹尔·费里，在９月４日以前

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穷律师；他不满足于制造巴黎的饥馑，而且

还巧妙地利用这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在巴

黎被围期间侵吞公款的经过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

天！    

因此，无怪乎正是这帮只有在受普鲁士刺刀保护的王朝下才

可望免于苦役刑的人，正是这帮只有乘内战的混乱才能得到假释

证的人，正是这些亡命之徒，才被梯也尔一眼挑中，被“地主议会”

作为最可靠的反革命工具接受下来！

无怪乎当４月初被俘的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

８３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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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们”和凡尔赛的暴徒们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

尔先生“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

拿他们要笑”，同时，“梯也尔夫人、茹尔·法夫尔夫人以及一伙与

她们类似的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贵妇们，在省政府的阳台上”看

着令人发指的景象拍手喝采。无怪乎正当法兰西的一部分在征服

者的铁蹄下痛苦地挣扎着，正当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和头脑

——为反抗内奸进行自卫而终日不断流着它的最宝贵的鲜血时

……梯也尔们、法夫尔们及其同伙却沉湎于路易十四皇宫里的狂

饮闹宴；如梯也尔为庆贺茹尔·法夫尔从卢昂（他是被派去和普鲁

士人进行勾结（向普鲁士人乞怜）的）返回而举办的盛大 ｆｅｔｅ〔宴

会〕就是一例。这是漏网罪犯们的恬不知耻的狂欢暴欲。

如果说国防政府最初曾用梯也尔做他们的外交大使，派他去

向欧洲各国宫廷乞求，以法国重立国王为代价来换得各宫廷对普

鲁士的干涉；其后，他们又派他巡视法国各省，同各地的  

ｃｈａｔｅａｕｘ〔封建主砦堡〕进行串谋，并暗暗地准备那应和投降一起

猝不及防地加到法国头上的大选，那末梯也尔则用这些人做了他

手下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他们是靠得住的人。

在梯也尔的行动中，有一点颇为神秘难解，这就是他在加速

巴黎革命上的轻率冒失行为。梯也尔用了这样一些办法来激怒巴

黎：要他的“地主议员们”发出反对共和国的叫嚣，威胁要砍去

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颁布杜弗尔（梯也尔的司法部

长）的使巴黎商业濒于破产的、关于商业期票 éｃｈéａｎｃｅｓ〔支付

期限〕的三月十日法令，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把国民议

会迁到凡尔赛，课征新的报刊税，查封巴黎的共和派报刊，恢复

９３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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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八里桥①宣布的、但随着帝国政府在９月４日倾复而取消

了的戒严，任命 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
３８０
、前参议院议员维

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任命耶稣

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

做了这些事还不满足，竟以微弱的兵力挑起了内战：让维努亚进攻

蒙马特尔高地，并企图首先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夺走属于他们的，而

且只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才依巴黎投降协定留在他们手中的大炮，

以便解除巴黎的武装。

这种 ｄ’ｅｎ ｆｉｎｉｒ〔把它解决掉〕的狂热是从哪儿来的呢？解

除巴黎武装、镇压巴黎，当然是进行王朝反革命的首要条件，但是，

像梯也尔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若非为压倒一切的极其紧

迫的动力所驱使，是不会在缺乏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手头只有少

得可笑的力量就贸然着手而使这桩棘手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的。

动机原来是这样。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经手借

了一笔债款，按规定是立即支付２０亿，以后再分期陆续支付数十

亿。在这项借款交易中，为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

尔、茹尔·西蒙、普野－克尔蒂约等这些显贵公民准备了一笔真正

的御用 ｐｏｔ－ｄｅ－ｖｉｎ（酒钱）。但是，在这项交易上有一层障碍。

在合同最后签字盖章之前，立约一方要求一项保证——平定巴黎。

所以才有梯也尔的孟浪行动。所以才对竟敢干涉这桩好买卖的巴

黎工人表现出那样野蛮的仇恨。

关于茹尔·法夫尔们、皮卡尔们等等，我们所说的已足以证明

他们是这种假公济私勾当的宝贝同谋者。至于梯也尔本人，尽人皆

０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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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他两度组阁，捞了２００万；在他任首相时

（１８４０年３月），众议院曾指责他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为了回答

这个指责，他那时流了眼泪鼻涕；他像茹尔·法夫尔以及著名喜剧

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人们同

样也都知道，为了挽救法国由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梯也尔先生采

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３００万法郎的年俸，这个数目

恰恰和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５０年因允许梯也尔先生及其在立法议

会中的党羽废除普选权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数目相等３８１。梯也尔

先生自定年俸为３００万法郎，这就是他在１８６９年给他的巴黎选民

描绘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第一着。说到普野－克尔蒂约，此人是

卢昂的一位棉纱厂厂主。１８６９年，厂主会议宣布为“征服”英国市

场而必须普遍降低工资，他就是那个厂主会议的领导人——这条

毒计当时被国际挫败了３８２。普野－克尔蒂约在各方面都狂热地、甚

至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地拥护第二帝国，只是在一点上他觉得第二

帝国不好，那就是第二帝国和英国缔结的商约损害到他自己开办

的工厂的利益。作为梯也尔先生的财政部长，他的第一步是痛斥那

个“可恨的”商约，并宣布必须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保护他自己

的工厂。他的第二步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尝试，即以恢复旧日的保护

关税来打击亚尔萨斯，借口是没有任何国际条约阻挡着他对亚尔

萨斯重新实施保护关税。借助这一妙着，他自己在卢昂的工厂就会

摆脱牟罗兹的那些敌对工厂的危险竞争。他的最后一步是赏给他

的女婿罗什－朗贝尔先生一份礼物——派他为卢瓦尔总收税官，

这是落到统治的资产阶级手里的肥赃之一；普野－克尔蒂约曾经

对他的帝国时代的前任曼涅先生十分不满，就是因为曼涅先生曾

把这一大肥缺赏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普野－克尔蒂约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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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执行上述那项勾当的适当人选。

３月３０日“号召报”３８３载，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费里于３月

２８日向市税稽征所的官员发出通令，禁止……继续为巴黎课征任

何市税。

种种政治小骗局，——小人的肚肠……溃烂的良心……无休

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无聊的权术和计谋……重复他的关于

自由主义、关于《ｌｉｂｅｒｔéｓ ｎéｃｅｓｓａｉｒｅｓ》〔“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说

教……热衷于……以有力的理由反驳认为有失败的可能……头头

是道的反驳论据……一种卑劣透顶的英雄主义……侥幸得逞的议

会计谋……

厄·皮卡尔先生是一名强盗，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他一直

在交易所利用我们军队的失败投机取巧。

屠杀，叛卖，纵火，暗杀，诽谤，造谣。

梯也尔自己在区长等会议上（４月２５日）的演说中说：

“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的人”不过是一小撮罪犯，——“以及那些

有充分证据可以被认为是这些罪行的共谋犯或是协助犯的人，就是说极少的

一小撮人”。

杜 弗 尔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报纸进行法律起诉的办法击溃巴黎。因报

２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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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鼓吹“和解”而对之进行审讯，实在荒唐。

杜弗尔在梯也尔的阴谋策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用他的三

月十日法令搅动了负债累累的整个巴黎商业；用他的关于巴黎房

租的法令威胁了整个巴黎。颁布这两项法令都是为了惩罚巴黎，因

为它曾经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延续了向俾斯麦投降达六个月之久。

杜弗尔是一个奥尔良党人，是一个就议会意义而言的“自由派”。因

此，他一向是镇压部长和戒严部长。

他第一次出任大臣是在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３日，即在共和党的

ｄｅｒｎｉèｒｅ ｐｒｉｓｅ ｄ’ａｒｍｅｓ〔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
３８４
，所以

他是当时七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

１８４９年６月２日３８５，曾被迫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９日取消戒严

的卡芬雅克，召来两位路易－菲力浦的大臣进入他的内阁（杜弗尔

任内务部长，还有维维延）。他是在普瓦提埃大街３８６（梯也尔）要求

之下任命他们的，因为普瓦提埃大街要求保证。他希望用这种办法

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保皇党的支持。杜弗尔使用了最非

法的手段使卡芬雅克当上了候选人。恫吓和贿选达到前所未见的

程度。杜弗尔在法国散布大量诋毁别人的印刷品来攻击其他候选

人，尤其是攻击路易·波拿巴，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路易

·波拿巴的部长。杜弗尔再度成为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戒严部长

（这次戒严是为了对付国民自卫军为反对法军炮轰罗马等事所举

行的示威）。现在，他又成为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在凡尔赛宣布的

（戒严地区是塞纳—瓦瑟省）。宣布任何省戒严的大权已授予梯也

尔。现在，正像１８３９年和１８４９年一样，杜弗尔要求新的镇压法、新

的出版法、“简化军法审判手续”法。他在分发给各总检察官的一份

通告里，痛斥“议和”这种呼声是报界的一项罪行，应严惩不贷。对

３４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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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司法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只有一位总检察官（马延省的）①

写信给杜弗尔提出辞职……

“当此内战之际，行政当局命令我卷入党派斗争，对那些我的良心认为完

全无辜的公民仅为他们呼出和解这一字眼而予以迫害，因此，我无法给这样

一个行政当局效力。”

杜弗尔在１８４７年属于阴谋反对基佐的“自由联盟”，正如他属

于１８６９年的阴谋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自由联盟”一样３８７。

至于说到三月十日法令和房租法令，应当指出，杜弗尔也好，

皮卡尔也好（两人都是律师），他们的最好的顾主都是属于不愿由

于巴黎被围而损失一个小钱的房东和阔老们。

现在，也和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一样，这些人对共和国说的是

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Ｊｅ ｖａｉｓ ｔ’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ｅｒ，

ｍａｉｓ ｃ’ｅｓｔ ｐｏｕｒ ｔｏｎ ｂｉｅｎ．》（“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

在维努亚企图占领蒙马特尔高地以后（３月１８日４点钟，他

们在红宫花园被枪决），勒康特将军和克列芒·托马就被第八十一

常备团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士兵们抓起来枪毙了。这是一项不顾中

央委员会的几位代表的力劝而执行的私审的即决行动。勒康特这

个带着肩章的凶手，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军队开

枪射击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孺。士兵没有射击人群，而是把他枪毙

了。克列芒·托马曾做过军需官，是一个在六月屠杀（１８４８年）前

４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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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被国民报派（他做过该报的ｇéｒａｎｔ〔经理〕临时提拔起来的“将

军”；他的军刀除了染满巴黎工人阶级的鲜血之外，从未沾濡过其

他敌人的血迹。他是蓄意激起六月起义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

也是那次起义的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巴黎

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突然袭击设在市政厅的“国防政府”并且将

政府人员逮捕起来的时候，这些自封官爵的人们，这些被他们的一

个同伙皮卡尔最近称为ｇｅｎｓ ｄｅ ｐａｒｏｌｅｓ〔说话算话的人〕，都立

下了信誓：他们一定让位给公社。他们以此获释之后，随即把特罗

胥的布列塔尼兵开来进攻那些过于轻信而释放了他们的人。然而，

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即塔米济埃先生，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

显职。他拒绝背弃自己的信誓。于是克列芒·托马的运气又来了。

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来代替塔米济埃。他是执行特罗胥

“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从不向普鲁士人作战”，他只向国民自

卫军作战，他瓦解、分裂、诽谤中伤国民自卫军，把国民自卫军中反

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全部清洗掉，唆使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人

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布置使国民自卫军损兵折将的“出击”，好让它

备受嘲笑。这个家伙被六月屠杀中的冤魂所缠定，当他在３月１８

日嗅到又要屠杀巴黎人民的气息时，他完全不是出于官方差遣而

是情不自禁地又重新登上战争舞台。人民的怒火一爆发，他就成了

私审的牺牲品。而那批把巴黎交给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维

努亚处置以便断送共和国、并根据普野－克尔蒂约所立合同领取

 ｐｏｔｓ－ｄｅ－ｖｉｎ〔酒钱〕的人们，现在居然大嚷大叫：杀人犯！杀人

犯！急于吮吸“无产者”鲜血的欧洲报纸也响应了他们的这种嚎叫。

“地主议会”里上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的闹剧；这回仍和从

前一样，他们这两位朋友的尸首，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对付敌人的武

５４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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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他们要巴黎和中央委员会对它们无法控制的一桩事件负责。人

们都知道，在１８４８年６月的日子里，“秩序人物”怎样就巴黎大主

教被杀事件掀起了震荡全欧的反对起义者的愤怒叫嚣。其实，他们

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从大主教手下的那位陪伴他到街垒去的大司铎

雅克美先生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的军队而不

是被起义者射杀的，可是，大主教的尸体正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

现任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先生是公社为了对付凡尔赛政府的野蛮

暴行、进行自卫而扣押的人质之一，从他给梯也尔的一封信看来，

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即特朗斯诺南爸爸３８８切望在他身上投

机，想利用他的尸体激起一种神圣的愤怒情绪。凡尔赛的报刊几乎

没有一天不宣告达尔布瓦已被处死；要是从“秩序人物”的层出

不穷的暴行、违反所有战争公法来说，如果不是公社，任何别的

政府早就会批准把达尔布瓦处死了。凡尔赛政府刚刚取得第一次

军事胜利，率领宪兵杀害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的德马列上尉便立

即得到梯也尔的勋绶。弗路朗斯在１０月３１日救了“国防”政府

成员的生命。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逃亡者）被授予荣誉军团大

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多面堡里枪杀了我们被俘的英勇同志杜瓦尔，

因为他的第二件功绩是枪决了几十名被俘的站到巴黎人民方面的

常备军士兵，并且用“十二月的方式”３８９揭开了这次内战。加利费

将军——用伦敦的一个廉价文丐的微妙形容语来说，是“在化装

舞会上素以服饰号称第二帝国奇观之一的那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

丈夫”——在吕埃伊附近对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队长、副官和士兵

发动“突袭”，立即把他们枪决，随即发布一份公告来夸耀他的这

项功绩。这些只是凡尔赛政府正式谈到的并引以为荣的谋杀事件

中的几桩。第八十常备团的２５名士兵被第七十五常备团作为“叛

６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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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执行枪决。

“每个从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俘获的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人立即就地枪决，

毫无宽赦。政府军极端凶暴。”

“梯也尔先生向议会报告了处死弗路朗斯的
·
令
·
人
·
兴
·
奋
·
的细节”。

凡尔赛。４月４日。梯也尔这个其貌不扬的侏儒，谈到押往凡

尔赛的俘虏时说（在他的公告中）：

“正直人士〈比埃特里的爪牙！〉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

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维努亚抗议对起义的军官或常备军士兵表示任何怜悯。”

４月６日。公社关于报复（和人质）的法令：

“鉴于凡尔赛政府公开蹂躏人道的法律和战争的法律，它犯下了连入侵

法国的外敌都干不出来的骇人暴行……特此决定……”（法令各条列后）３９０

４月５日。公社公告：

“凡尔赛匪徒每天都在屠杀和枪决我们的俘虏，每时每刻我们都获悉又

干下新血案的消息…… 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像憎恶内战一样

地憎恶流血，但是，他们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

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３９１

“对巴黎作战的市警每天领１０个法郎。”

凡尔赛。４月１１日。高级军官和其他目击者津津有味地叙述

战俘（并非逃兵）遭到冷酷枪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

达尔布瓦在给梯也尔的信中抗议

“以过分的残暴行动增加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怖”。

德盖里（马德兰教堂主持）也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这些处决激起了巴黎的强烈愤怒，可能导致可怕的报复”。“已经这样决

定：今后再有一人被处死，这里就从拘禁的许多人质中处死二人。请你考虑，

７４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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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教士身分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迫切、多么绝对地必要。”

在这种种暴行发生时，梯也尔却告诉各省省长说：《Ｌ’Ａｓｓｅｍ

－ｂｌéｅ ｓｉèｇｅ ｐａｉｓｉｂｌｅｍｅｎｔ》〔“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Ｅｌｌｅ 

ａｕｓｓｉ ａ ｌｅ ｃｏｅｕｒ ｌéｇｅｒ〔议会也很很松〕①）。

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会”十五人委员会３９２恬不知耻地“正式

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就地处决和报复行为”。但

是，特朗斯诺南爸爸在他的关于炮轰巴黎的４月１６日通告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

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梯也尔表明了，他至少在一件事上，即在发表谎话连篇的公报

上，超过了他膜拜的英雄拿破仑第一。（当然，巴黎是在自己轰击自

己，以便能够中伤梯也尔先生！）

为了回答波拿巴派恶棍们的这些凶暴的挑衅行为，公社只限

于拘禁一些人质，提出要进行报复的威胁，但是它的威胁一直没有

见诸行动！甚至于化装为军官的宪兵，甚至于身上搜出炸弹的被捕

市警，都没有交付军事法庭！公社不肯让这些爪牙鹰犬的血玷污自

己的双手！

３月１８日之前的几天，克列芒·托马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

了一份将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军解除武装的计划。他说：

“暴徒的精华集聚在蒙马特尔周围，并且和伯利维尔一致行动。”

国 民 议 会

那批在凡尔赛当权的人物早将所有要塞交给了敌人，出卖了

８４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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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防御的巴黎。２月８日在敌人的压力下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

凡尔赛议会只有一个目的——根据１月２８日在凡尔赛签字的投

降协定明白规定的唯一目的，即决定是继续战争，还是签订和约；

如果要签订和约，便商定和约的条件，并保证尽可能迅速地使普军

从法国领土上撤退。

尚济，巴黎大主教等人

尚济的被释放几乎是和赛塞的撤退同时发生的。保皇派记者

们都一致认定这位将军要被处死的。他们想把这项可爱的行动加

在红色党人头上。他们说曾三度下令要将他处决，这次他真的要被

枪毙了。

旺多姆广场事件①以后，凡尔赛是一片慌乱。预料３月２３日

会向凡尔赛进攻，因为公社运动的领袖们已经宣布了：如果国民议

会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就要向凡尔赛进军。议会没有采取什么

敌对行动。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项同样紧急的动议，决定在巴黎进

行公社选举等等。议会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就在同时，保

皇党在凡尔赛酝酿着种种阴谋。波拿巴的将军们和奥马尔公爵３９３。

法夫尔公开承认他已经接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信中宣称如果到

３月２６日还不恢复秩序，德军就要占领巴黎。红色分子看穿了他

的小把戏。旺多姆广场事件是这个赝造文契的老手、卑鄙恶劣的耶

稣会教徒茹尔·法夫尔挑起的，他（在３月２１日？）登上凡尔赛议

会的讲坛，来侮辱那些把他从卑微中提拔起来的人民，挑拨巴黎和

外省的对立。

９４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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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０日。公社公告：

“今天，那些你们甚至不屑追击的罪犯们，竟滥用你们的宽大胸怀，就在

巴黎城的大门口筑起了一个进行保皇阴谋的巢穴。他们制造内战；他们使用

一切腐败的手法；他们愿与任何人结伙共谋；他们竟无耻到乞求外国的援

助。”３９４

梯 也 尔

４月２５日，梯也尔在接待塞纳省各区区长、区长助理、城郊市

镇参议员时说：

“共和国确实存在着。行政首脑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

依梯也尔看来，法国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７１年的进展就在于：在

１８３０年，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到了１８７１年，路易－

菲力浦王朝时的大臣化石，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梯也尔先生是以僭越开始他的统治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议

会内阁的首脑；他把自己任命为法国行政的首脑。

国民议会和巴黎革命

在外国侵略者的命令下召开的国民议会，根据１月２８日凡尔

赛协定的明文规定，只是为着一个目的选出的：或是决定继续战

争，或是确定议和条件。巴黎的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在号召法国

人民参加投票的时候，自己就明白地规定了议会的这项特殊任务，

议会的成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Ｃａｐｉｔｕ

ｌａｒｄｓ 奴颜婢膝地接受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款本身已经使

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议会在实际上只能签订一个屈辱

的和约；为了完成这项特殊工作，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

０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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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是在９月４日由巴黎人民宣告成立的，而不是由在市

政厅中擅自建立国防政府的讼棍们宣告成立的。它受到法国举国

一致的欢迎。它通过以巴黎的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五个月的战争为

自己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共和国进行的、并且是以共和

国名义进行的这一战争，那末，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会被俾

斯麦恢复起来，而以梯也尔先生为首的讼棍们就不会是代表巴黎

投降，而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不至于到凯恩去旅行而投降，也根

本就不会有什么地主议会。只是由于巴黎开始了共和革命，地主

议会才集聚起来。地主议会并不是一个制宪议会，像梯也尔先生

重复说得令人发呕的那样；如果不是仅仅作为共和革命中发生的

事件的记录者，那它连宣布波拿巴王朝被推翻的权利都没有。因

此，法国的唯一的合法权力就是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本身。进行

这次革命不是为了反对小拿破仑，而是为了铲除产生第二帝国的、

并在第二帝国政权下得到登峰造极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

件；如果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

力量所铲除，法国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像这次对普鲁士的战争鲜

明地揭示的那样。地主议会只从革命手中取得了代表权去签订由

现任“行政当局”承担起来的卖身给外国侵略者的灾难性条约。因

此这个地主议会竟企图把革命说成自愿的投降派，乃是骇人的僭

越。它对巴黎的战争不过是在普鲁士刺刀庇护下的一次怯懦的

Ｃｈｏｕａｎ－ｎｅｒｉｅ
３９５
。这是谋害法国的露骨阴谋，其目的在保持堕落

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垄断地位和奢侈生活，正是这

些阶级已把法国拖向深渊，只有真正社会革命的海格力斯的巨手

才能把它挽救出来。

１５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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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的最精锐的军队

还在成为“国家要人”以前，梯也尔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但是，矮人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一回

却使他丢丑，使他受到无以复加的嘲笑。他的秩序军是：出于俾

斯麦的恩典刚从普鲁士监狱中遣送回来的波拿巴兵痞的渣滓、教

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瓦伦顿的

“市警备队”３９６、比埃特里的过去的市警以及在路易·波拿巴时

代不过是军队里的密探、而在梯也尔先生手下构成军队精华的瓦

伦顿的科西嘉宪兵，而且所有这些人都处在带着肩章的

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 〔侦探〕监视之下，由丧尽廉耻、临阵脱逃的十二月

分子元帅们指挥。就是这一批乌七八糟的该绞杀的东西，梯也尔

先生美其名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如果说他允

许普鲁士人还驻扎在圣丹尼，这只是他想要用凡尔赛的这支“最

精锐的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梯 也 尔

种种政治小骗局。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梯也尔先生，一

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一个

玩弄议会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

权术、卑鄙奸诈和阴谋诡计的巨匠。这个邪恶的侏儒在半个世纪

中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

腐败的最真实的思想代表。当他置身在反对派之列时，他喋喋不休

地重复着他那ｌｉｂｅｒｔéｓ ｎéｃｅｓｓａｉｒｅｓ 〔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

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当他在野时，他常常用法兰

２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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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宝剑来恫吓欧洲。他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在

１８４１年咽下了伦敦公约的耻辱３９７；以反对德国统一的激昂言论加

速了对普战争；１８７０年，他遍访欧洲各宫廷进行乞求，给法国丢

脸；１８７１年他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

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

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中隐藏着的活

力始终是他这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他竟连现代社会表面发生的

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

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

竟然轻蔑地把修铁路指斥为荒诞的怪事；甚至在路易·波拿巴时

代，他也激烈反对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措施。这是一个

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没有胆识的人。

由于渴望着炫耀自己、舞权弄势、染指国库，所以当他被排

挤到反对派地位时，他总是不择手段地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大祸，

以便取代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同

时也是一个最浅薄的墨守陈规的人，等等。他辱骂工人阶级为

“贱民”。他的一个从前在立法议会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是和他同

时的人，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委员）在一篇公

开声明中对他这样说：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ａｓｓｅｒｖｉｓｓｅｍｅｎｔ），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

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

国叫喊：他们都是些罪犯！”

无怪乎梯也尔先生已经叫他的内务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下

令防止“国际协会”和巴黎通消息了（３月２８日议会会议）。梯也尔

给他的省长和专区区长的通告说：

３５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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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远远超过坏工人的善良工人们应当了解：如果面包又一次从嘴边

飞掉了，那他们应该责怪那些搞国际的能手，那些人自封为劳动的解放者而

实际是劳动的暴君。”

没有国际……①

（现在谈谈钱的事）。（他和法夫尔已经把他们的钱汇到伦敦去

了。）谚语说：匪盗失和，真相败露。因此，我们要结束他的脸谱的描

绘，最好不过是援引一下在伦敦出版的、属于他的凡尔赛将领们的

主子的机关报。３月２８日的“形势报”３９８写道：

“梯也尔先生每次出任大臣总是推动士兵去屠杀人民。他杀父乱伦，侵吞

公款，抄袭剽窃，叛卖暗算，野心勃勃，ｉｍｐｕｉｓｓａｎｔ〔毫无才能〕。”

狡诈诡计、托辞推诿的能手。

七月革命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

治时代，他挤掉了他旧日的恩人拉菲特而第一次钻得了大臣的位

置。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旧日的合作者阿尔芒·加莱尔投入

监牢。他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

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在特朗斯诺

南街屠杀起义的巴黎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九月法令，后来

这些法令被当做已经用钝的工具一样丢开了。１８４０年，他再度凭

权谋登台后，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方案。整个民主党人，除了

“国民报”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企图

危害巴黎的自由。梯也尔先生在众议院讲坛上答复他们的强烈指

责时说：    

４５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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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话？你们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吗？…… 这样的设想是不

顾一切现实。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

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什么话？一个政府用炸弹炸开残废军人院或名人

纪念堂的穹顶，纵火烧掉你们家庭的住宅以后，还能站在你们面前请求你们

批准它的存在么！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

百倍。”      

是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也好，波拿巴摄政的政府也好，都

没有敢从巴黎撤走，然后来轰击它。对城防工事的这种使用法，留

给了这些工事的最初策划人梯也尔先生。

１８４８年１月，当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①炮击巴勒摩城的时候，

梯也尔先生又在众议院发表演讲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

竟被连续轰击了４８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

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

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

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４８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

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来斥责这种行

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诸位先生，五十年前，当奥地利人行使战争权

利，为了避免长期围困而想炮轰利尔城的时候，后来，当英国人也是行使战争

权利而炮轰哥本哈根的时候，最近，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的埃斯帕特罗摄政

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

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多一点，梯也尔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

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他百般颂扬他的朋友尚加尔涅将军，因为他

的这位朋友用大刀挥砍那些对这一破坏法国宪法行为表示抗议的

５５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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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国民自卫军。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

位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希望这

能帮助他撵走对手而强使路易－菲力浦任用他。于是梯也尔在众

议院中喊叫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

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

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

命党。”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止，镇压二月

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

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了起来，而巴

黎工人却对他如此鄙视，甚至不屑于恨他了。但是，他那种尽人

皆知的怯懦——这曾使阿尔芒·加莱尔在听到梯也尔自己吹嘘

“有一天要死在莱茵河岸上”以后回答说：“你将死在阴沟里”——

使他不敢在六月起义者被屠杀、亦即人民力量被击溃以前，在公

共场所抛头露面。最初，他只限于秘密指挥普瓦提埃大街总会的

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导致帝国的复辟；直到局势相当明朗，他才

重新公开露面。

巴黎被围期间，有人问巴黎是否准备投降，茹尔·法夫尔回答

说：要说出“投降”一语，先得炮击巴黎！这也就说明他对普鲁士人

炮击的抗议不过是演戏，表明普鲁士人的炮击不过是一种虚张声

势，而梯也尔的炮击才是冷酷的现实。

议会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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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

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

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

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

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他以他那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时而在他的公报里嘲笑他

的凡尔赛俘虏的样子难看，时而报道地主议会“轻松愉快”，时而发

布占领“木兰－萨克”（５月４日）并俘掳３００人的公报，使自己成

为笑料。     

“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１５０名伤亡者”，他恶狠狠地补

充说：“这就是明天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

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巴黎——这个对他作战的巴黎人民群众的巴黎，不是“巴

黎”。“巴黎——那是富人的、资本家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难

道不是世界妓院？）。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劳

动的、思想的、战斗的巴黎，人民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一群

“贱民”。梯也尔先生对待巴黎乃至于对待法国的整个态度就是这

样。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逃窜来表现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麕

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以及随

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宗教、家庭、秩序、财产人物”的荡妇们

的巴黎；（真正“危险的”，剥削和游堕阶级的巴黎）（《ｆｒａｎｃ－

ｆｉｌｅｕｒｓ》
３９９
），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

遣”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

之徒４００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他带着庸俗报人的本色，连维持

表面的尊严都不会，但是他为了不违背“正统派”的礼节而杀害妇

７５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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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和儿童（被害者的尸体是在讷伊的废墟中发现的）。他硬要用汽

油弹燃烧克拉马尔来点缀他下令在法国举行的市镇选举。罗马历

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

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像梯也尔那样的区区

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形见绌。

他允许波拿巴“将军们”肆意对巴黎进行报复，这只是在起着

他作为阶级利益的盲目工具的作用；但是，他在公报、演说、宣言的

小插剧里流露出他这个报人的虚荣、庸俗和低级趣味，这倒是在起

着他个人的作用。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

是为着劳动奴隶制和脱离合众国而战。而巴黎是为着劳动的解放

和使政权脱离梯也尔这帮想成为法国的奴隶主的国家寄生虫

而战！    

他在对区长们的演说中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只要秩序和劳动不受到那些自封为共和国利益的特别保护人的经常危

害”，

他就要拯救共和国。

他在议会的４月２７日会议上说：“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

他在辩嘴时一向以痛斥维也纳条约作为王牌，但他自己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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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黎条约
４０１
，不仅割让了法国的一部分（不仅使将近半个法国被

占领），而且甚至不要求俾斯麦具体列出并证明他所花的战费就承

担了几十亿赔款！他甚至于不让波尔多的议会逐节讨论他的

降书！    

他一辈子都在责难波旁分子，责难他们是跟在外国军队屁股

后面回来的，责难他们在缔结和约４０２后对待占领法国的盟国上有

失尊严，可是他自己在他签订的条约里对俾斯麦要求的唯一的一

件事，就是给他４万军队来制服巴黎（这是俾斯麦在德国国会中

讲的）。就安内攘外来说，巴黎有它的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完全足

以保障安全。但是，梯也尔除了使巴黎向外国人投降之外，还要

使巴黎向他本人及其同伙投降。规定这一条款就是规定要打内战。

他开始这场战争不仅是在普鲁士的默许下，而且还依靠它提供的

便利，即依靠普鲁士慷慨地从德国监牢里遣返给他的法军俘虏！他

在他的公报里，在他以及法夫尔的议会发言里，对普鲁士卑躬屈

膝；在他要求俾斯麦进行干涉未果（正如俾斯麦自己声明的）之

后，他还是每隔一星期就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和这个小丑

、这个沙文主义的大信徒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普鲁士被击溃后（１８０７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它的政府感到，

只有经过一次巨大的社会更新（大变动）才能挽救它自己和全国。

它在封建王朝的范围内，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小规模地移植到普鲁

士去。它解放了农民，等等４０３。

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

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

在国内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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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
４０４
。在这两个国

家里，大胆的社会改革都受到了阻碍，都有其局限性，因为这些

改革都是由君主赏赐的，而不是（并非）由人民夺得的。虽然如

此，仍然发生了一些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取消了统治阶级

的最恶劣的特权，改变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国家感到，沉

疴大病只能用勇敢的措施来医疗。它们感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

唤起民众振兴的因素，才能对付胜利者。１８７０年法国的灾祸在近

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

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这批趁人民惊慌失措时攫取政权，并依靠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而继

续控制政权的无耻之徒，他们的第一个企图是什么呢？就是在普

鲁士的庇护之下，用路易·波拿巴的兵卒和比埃特里的警察来谋

杀从巴黎开始的民众振兴的光荣事业；召唤所有被七月革命打倒

的旧正统派的幽灵和被二月革命打倒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冥顽

不化的骗子手，共同举行一次反革命的庆宴！这种太不自爱的英

雄行为是历史记载中闻所未闻的！但是，最能说明时代特点的是：

它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欧洲和美国方面普遍的愤怒呼声，反而激起

了一股同情和对巴黎狂暴诋毁的逆流！这证明忠实于自己历史先

例的巴黎是在谋求法国人民的复兴：使他们成为复兴旧社会的斗

士，使人类的社会复兴成为法国的民族事业！这是使生产阶级摆

脱剥削阶级以及它们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而得到解放；这些剥削

阶级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证明这句法国谚语的正确：《ｌｅｓ ｖａｌｅｔｓ

 ｄｕ ｄｉａｂｌｅ ｓｏｎｔ ｐｒｉｅ ｑｕｅ ｌｅ ｄｉａｂｌｅ》〔“小鬼比阎王厉

害”〕。巴黎已经举起了人类的旗帜！

３月１８日：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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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期刊不分性质每份征印花税两生丁”。“在戒严状态解除之前，禁止

发行新报刊。”

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都曾依次执政当权：在（旧波旁分

子）复辟时期是大土地所有主；在（路易－菲力浦）七月议会王朝时

期是资本家，而波拿巴派和共和派分子则一直在幕后挟怨争斗。他

们的种种党争和阴谋当然都是打着公众福利的幌子进行的，这些

王朝被人民革命打倒了，另一个又登台了。（二月）共和国的建立使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时，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

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

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共和代替了王朝，因为单单王

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意味着

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

辱），而共和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

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

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

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

再彼此分高下。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

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

劳动的代称；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

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秩序党的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

的制度。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ｒａｉｓｏｎ ｄ’ｅｔｒｅ〔存在意义〕就

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做法是这样的：人民奋身战斗、

完成革命之后，宣布共和，为召开国民议会扫清了道路，然后，那些

以有名的共和言论为其“共和国”保证的资产者们，就被这个由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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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共和死敌组成的议会的多数推上前台。这些共和派受命负责

激怒人民，使他们落入举行起义的圈套，然后用火和剑加以消灭。

以卡芬雅克为首的“国民报”派在二月革命以后就起了这一作用

（六月起义）。这些共和派对群众犯下了这桩罪行之后就失势了。他

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们还被允许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共

同斗争中支持秩序党，但同时他们却被逐出政府，不得不退至后

排，而且只是受到“宽容”而已。这时候，联合起来的保皇派资产者

变成了共和国之父，“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人民的物质力量

暂时被破坏，反动派的勾当——消灭由四次革命争得的一切成果

——开始一桩一桩地干了起来。秩序党的种种行为，加上这帮下流

坯的厚颜无耻——他们竟把人民当做战败者来对待，竟用人民自

己的名义，用共和国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把人民弄到

了愤怒欲狂的地步。当然，这种无名的阶级专制的短暂形式是不能

延续长久的，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它知道它是坐在革命的火

山口上。另一方面，即使秩序党在对工人阶级的作战中、在发挥其

秩序党的作用方面是团结一致的，然而它的不同派系彼此勾心斗

角的斗争，在革命的物质力量已被破坏，它的统治因而似乎稳固

下来（得到了保证）的时候，立即全面爆发起来：每一派都想使

它的特殊利益在旧社会制度内占得上风，每一派都想使本派的谋

位者登基复辟，使个人的野心得逞。反人民的共同战争和反共和

国的共同阴谋相结合的这种情况，加上统治者内部纷争和勾心斗

角的阴谋，造成了社会的瘫痪，引起了中等阶级群众的厌恶和迷

惘，“扰乱”他们的生意，使他们陷于一种长期的动荡不安状态中。

在这种制度下创造了（产生了）专制制度的一切条件，但这是不

安定的、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的专制制度。于是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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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时刻来到了，这帮无能的坏蛋不得不让位给随便哪一个

侥幸得逞的野心分子，这样就结束了阶级统治的无名形式。路易

·波拿巴就是这样把已存在四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在这

整个时期内，梯也尔是秩序党的《ａｍｅ ｄａｍｎéｅ》〔“忠实走狗”〕；

这个党曾以共和国名义对共和国进行战争，即对人民进行阶级战

争，实际上创造了帝国。现在梯也尔起着完全和那时候一样的作

用，只不过那时他仅仅是议会的一个阴谋家，而现在是行政首脑

罢了。如果他不被革命击败，那他现在也会和那时一样不过是一

个权宜的工具。不管换来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的第一项措施必

然是踢开那个将法国交给普鲁士和炮轰巴黎的人。

梯也尔对路易·波拿巴有满腹牢骚。这个人曾把他当做工具

和傻瓜使用。波拿巴在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之后逮捕了他，使他受了惊

（把他吓破了胆）。波拿巴取消了议会制，从而把他一笔勾销，因

为像梯也尔这样一个纯粹的国家寄生虫、一个只会饶舌的人只有

在议会制度下才能起政治作用。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

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为拿破仑擦皮靴的梯也尔曾如此长久地

描述拿破仑的功勋，以致产生一种幻想，仿佛这些功勋是他自己

完成的。在他看来，拿破仑第一的合法模仿者不是小拿破仑，而

是小梯也尔。尽管如此，路易·波拿巴所干的每一桩卑鄙勾当——

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起到对普鲁士作战止，没有一桩没有得到梯

也尔的支持。

只有他这种头脑空虚浅陋的人才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幻想，仿

佛一个以他作为首脑，其国民议会一半属正统派、一半属奥尔良

派，其军队由波拿巴的将军们掌握的共和国，一旦得到胜利，不

会把他一脚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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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比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正在扮

演）帖木儿－塔梅尔兰的角色更令人作呕的了。对他说来，采取残

暴行动不仅是一项职务，而且是他的想入非非的虚荣心的戏剧性

表演（舞台效果）。他要写“他的”公报，表现“他的”严峻，要有“他

的”军队，“他的”战略，“他的”炮击，“他的”汽油弹，要以让十二月

匪帮对巴黎进行报复的冷酷来掩饰“他的”怯懦！真是卑鄙到无以

复加的英雄行为！他对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全世界制造

的喧嚣洋洋得意！他满以为自己是一个伟人：他这个侏儒，这个淌

口水的议会小丑，在世人眼里该是多么高大（雄伟）！在这次战争的

一幕一幕可怕的场面中，看到爱好虚荣的梯也尔所装出的滑稽像，

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梯也尔先生是一位有丰富想像力的人，他身上

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虚荣，甚至能骗得他自己也相信了

自己的谎言和自己的伟大。

梯也尔的所有演说、公报等等里贯穿着一股趾高气扬的虚荣

气息。

这个令人作呕的特里布累。

从蒙瓦勒里安高地（用汽油弹）进行的漂亮的轰击毁坏了特

尔纳街区要塞围墙内的一部分房屋，引起一场大火和震动整个巴

黎的一次可怕的大炮轰鸣。炸弹是蓄意投向特尔纳街区和爱丽舍

园的。     

爆炸弹，汽油弹。

４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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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社

光荣的英国廉价文丐有一个辉煌的发现：公社不是我们通常

理解的自治政府的那类东西。当然不是。它不是饱食终日的市议

员们、假公济私的教区委员们和穷凶极恶的习艺所监工们操纵的

那种城市自治。它不是大块土地拥有者、满袋金银、头脑空空的

蠢材们操纵的那种郡的自治。它不是“无俸法官”４０５的司法丑物。它

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

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这场食人生番进行的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坐在政府

首席上的可憎矮鬼的“文雅的”尖叫声！

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从未停止片刻，而且一当凡尔赛确

信公社因过分仁慈而不至执行其报复法令时，他们就立即恢复灭

绝人性的残杀！

（凡尔赛的）“巴黎报”说：１３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掳的

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决，所有押到凡尔赛的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

其身分一经核对属实，也将就地枪决！

小仲马先生叙述说：一个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

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射杀。

５月５日。“口令报”４０６报道：据凡尔赛出版的“自由”晚报报

道，“在克拉马尔叛乱分子中间找出的正规军士兵，全部（被那位

自比林肯的梯也尔！〉就地枪决”（林肯承认对方的交战权利）。

“而在所有法国的市镇墙上诋毁巴黎人是凶手的正是这些人！”这

些匪徒！     

５６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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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列。

公社特派代表团（在４月２７日）前往比塞特尔调查国民自卫

军第一八五步兵营的四名兵士遇害事件，在那里，代表们访问了

仅得生存（重伤）的舍弗尔。

“伤者声称，４月２５日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他和那三

位战友遭到骑兵的突袭，并且要他们投降。由于当时已不可能对包围他们的

队伍进行有效抵抗，他们就扔下了武器投降。敌兵们当即围住他们，将他们

俘掳，但对他们并没有施加任何暴力或威吓。他们被俘才几分钟，来了一个

骑兵队长，举着手枪冲向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开枪，

后者当即被击毙，然后他又照样对国民自卫军舍弗尔开枪，舍弗尔胸部中弹，

倒在他的战友旁边。另外两名国民自卫军慑于这种卑鄙凶焰，向后退避，但

是疯狂的队长直趋他们，又开了两枪把他们打死。这批骑兵干完这桩凶残卑

鄙的暴行之后，和他们的队长一起撤走，留下惨遭他们毒手的牺牲者直躺在

地上。”４０７

“纽约论坛报”
４０８
超越伦敦报纸。

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最自由地选举出

来的国民议会”和他的那个“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

正是异曲同工。在欺诈的口实下选举出来的这个衰老的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无双议院〕几乎完全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４

月３０日在梯也尔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市镇选举表明了这些人与法

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３５０００个市

镇所选出的７０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占２００名，

奥尔良派占６００名，公开的波拿巴派占７０００名，其余的全是共和

派或共产主义者①（５月５日“每日新闻”驻凡尔赛记者）。以奥尔良

６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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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木乃伊梯也尔为首的这个议会正是代表着少数人的篡夺，这

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吗？

巴  黎

梯也尔先生再三把公社说成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释犯”的工

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然而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六个多星期以来

却一直抵挡着由战无不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天

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

巴黎人的壮举不仅驳倒了他。巴黎的各阶层都发表了意见。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

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

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

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讲了这番话……共和联合

同盟……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游行４０９等等。

外  省

Ｌ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ｕｘ ｅｓｐｉèｇｌｅｓ〔调皮捣蛋的外省人〕。

如果梯也尔哪怕是在刹那间曾经认为外省的确都是和巴黎的

运动相敌对的，那他也会竭尽全力向它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来

使它们了解这一运动及其“种种惨象”了。他会邀请外省人来观

察这一运动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确信

这一运动原来真是如此。但他决不！梯也尔和他的“国防人士”为

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把它

们包围起来，像他们在普鲁士人包围巴黎时期不使消息从外省透

７６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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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巴黎的做法一样。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ｃａｍｅｒａ ｏｂｓｃｕｒａ（变

形镜）来观察巴黎（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

垄断视听）。两万名假释犯在打劫杀人——这种诽谤败坏着首都的

声誉。

“同盟认为它的头一项义务就在于阐明真相，恢复外省和巴黎之间的正

常关系。”４１０

现在，轮到他们来围困巴黎的时候，他们还和他们自己被困

在巴黎时一样。

“像从前一样，造谣是他们钟爱的武器。他们取缔、没收首都的报纸，拦

截通讯，拆查信件，因此，外省只能得到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一伙人愿意

发给他们的那些消息，根本不可能核对那些话是否确实。”

梯也尔的公报、皮卡尔的通告、杜弗尔的…… 各市镇的招

贴。凡尔赛的强资报纸和德国人。小“通报”４１１。重新实行异地旅

行须持通行证的制度。无孔不入的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侦探〕大军。（在

普鲁士权力管制下的卢昂等地）不断逮捕，等等。散布在巴黎四

郊的成千上万的警官接到宪兵、警察局长瓦伦顿的命令：凡是在

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报纸，不问其倾向如何，一律予以没收，

并当众销毁，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

梯也尔政府最初呼吁①各省组织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并把它

们开到凡尔赛来对付巴黎。

正如里摩日的报纸４１２所载，“外省拒绝派遣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求

的志愿战斗营，以此表示了它们的不满。”

在梯也尔周围聚集起来的唯一的“外省”军队是少数布列塔

８６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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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省蠢物，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

稣圣心，口里喊着《Ｖｉｖｅ ｌｅ Ｒｏｉ！》〔“国王万岁！”〕

选举。５月６日“复仇者报”４１３。

杜弗尔先生的出版法（４月８日）。公开宣布是为了对付外省

报纸的“过激言论”。

其次是在外省进行的大批逮捕。外省被置于嫌疑犯处治法４１４

统制之下。

对外省的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

４月２３日。哈佛尔讯。市镇参议会曾派出三个参议员前往巴

黎和凡尔赛，其使命是进行斡旋调停，以便在维持共和、赋予全

法国以市镇选举权的基础上结束内战……４月２３日，皮卡尔和梯

也尔接见了里昂来的代表——他们的答复是：“不惜一切战争到

底。”

里昂代表们的呈文于４月２４日由格雷波提交议会４１５。

外省各城的市镇参议会派代表团到凡尔赛去请求当局答应巴

黎所提出的要求，这是极大的冒犯行动；全法国没有一个市镇发

出赞许梯也尔和“地主议会”的行动的声明；各省的报纸，据杜

弗尔在发给各地总检察官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抱怨说，也像这些

市镇参议会一样，

“竟把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和自行僭位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并且斥

责前者没有承认巴黎的市政权等等”，

而更糟的是，这些市镇参议会，例如奥希的市镇参议会，

“一致要求它立即向巴黎提出停战，并要求２月８日选出的议会自行解

散，因为它的任期已满”（杜弗尔４月２６日在凡尔赛议会的发言）。

应当记住，这些还都是旧的市镇参议会４１６，而不是在４月３０

９６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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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它们派出的代表团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梯也

尔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而指派一个内阁助理去接待它们。

最后，４月３０日的选举——这是对国民议会和对产生国民议

会的那次突然选举的最后判决。如果说，各省到这时为止只对凡尔

赛进行消极的抵抗，没有以起义来支持巴黎，这是由于旧政权在各

省仍然保有据点，帝国使外省陷入了昏迷状态，而战争又使这种状

态维持下来。显而易见，矗立在外省和巴黎之间的仅仅是凡尔赛军

队、凡尔赛政府和谎言的长城。一旦这条长城坍塌下来，外省和巴

黎便会联合起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人（梯也尔等这一伙人）因为普选权在

共和制度下仍可能给他们带来不测风云，所以在１８５０年借助一次

议会阴谋取消了普选权（波拿巴当时帮助了他们，以便使他们落入

圈套，使他们陷入完全听凭他摆布的境地，以便在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

〔政变〕之后宣布他自己不顾秩序党及其议会的反对，恢复了普选

权）；而现在，当普选在波拿巴统治下已经被弄成了仅仅是行政当

局手中的玩物，仅仅是行政当局从事欺骗、意外行动和弄虚作假的

机器之后，同是这一帮人又成了普选权的狂热拥护者了，他们把普

选作为自己对付巴黎的“合法”依据。（城市联盟代表大会）（５月６

日“号召报”！）４１７

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外省人

有人可能要问，像梯也尔、法夫尔、杜弗尔、加尔涅－帕热斯

（另外只有少数几个同类的流氓）这批衰朽不堪的议会小丑和阴谋

家，怎么会在每次革命之后不断重新浮到表面上来，篡夺行政大权

呢？这帮一贯利用革命和叛卖革命、枪杀实现革命的人民、夺回人

０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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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以前各届政府争得的少数自由主义让步的人们，怎么能做到

这点呢？（他们自己就曾反对这些让步。）

这很简单。首先，那些人尽管非常不得人心，像二月革命后

的梯也尔那样，而人民出于宽宏大量还是把他们放过去了。每次

人民顺利起义以后，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喊出和解的呼声，这

种呼声在人民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最初阶段得到人民的响应。在这

最初阶段过去之后，只要人民还掌握物质力量，像梯也尔和杜弗

尔这种人就隐蔽起来，暗中干他们的勾当。一旦人民被解除武装，

他们立刻重新抛头露面，并被资产阶级捧为他们的ｃｈｅｆｓ ｄｅ 

ｆｉｌｅ 〔头领〕。

或者是像法夫尔、加尔涅－帕热斯、茹尔·西蒙等人（另外

还有几个较年轻的同类人物）和９月４日以后的梯也尔本人那样，

原先是路易－菲力浦治下的“体面的”共和反对派，后来是路易·

波拿巴治下的议会反对派。他们在革命把他们推上台时自己奠定

的反动制度，保证他们获得反对派的地位，而对真正的革命家则加

以流徙、处死和放逐。人民忘记他们的过去，中等阶级把他们看做

是自己人；他们的声名狼籍的过去既被遗忘，于是他们又出来重新

开始他们的叛卖活动和无耻勾当。

５月１日深夜：克拉马尔村已落入军队手中，火车站在起义者

手里（这座车站控制着伊西堡垒）。第二十二猎兵营突然出现（值勤

哨兵把他们的侦察队放了进来，因为口令已被叛徒泄漏给他们），

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多数在床上酣睡的守军，只俘掳６０人，用刺刀

挑死起义军３００名。而且俘虏中的常备军士兵随后不经审讯即被

枪决。梯也尔在他５月２日给各省长、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通告

１７５初稿。——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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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厚颜无耻地说：

“它〈公社〉逮捕了一些将军〈克吕泽烈！〉只是为了要枪毙他们，它组织了

一个完全不像样的社会拯救委员会！”

拉克雷特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以ｃｏｕｐ ｄｅ ｍａｉｎ〔奇袭〕占

领了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守军由于

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遭到了突袭。１５０

名公社社员被刺刀挑死，３００余名被俘。“泰晤士报”的记者说，梯

也尔先生在应当表现坚决的时候很软弱（这个懦夫在不得不为自

己的安危担惊的时候永远是软弱的），而在可用某些让步取得一切

的时候却又很坚决（这个流氓在他使用实力屠杀法兰西、大模大样

地装腔作势而个人又能确保安全的时候，永远是坚决的。他的全部

智力就在于此，像安东尼所说的那样，梯也尔是一个“正人君

子”①）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５月４日）：

“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凡尔赛人装扮成国民

自卫军。”）（“大多数的公社社员正在酣睡，在睡梦中被杀或被俘”）。

皮卡尔：“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皮卡尔的

报纸“市镇通报”）。

“被关在囚牢中的奄奄一息的布朗基、被宪兵砍头的弗路期斯、被维努亚

下令枪决的杜瓦尔，在１０月３１日曾把他们抓到手中，但并没有伤害他们。”

２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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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社

１．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被禁止（４月２０日）。

在公、私工厂里，废除了厂主等（制造商）（大小雇主）擅自僭取

的私人裁判权（这些厂主在诉讼中身兼法官、执行吏、胜利者和当

事人）；废除了他们擅自制定使他们能够用罚金、扣款等处分来掠

夺劳动者工资的刑法典的权利；雇主违反这条法令时将受处罚；３

月１８日以后勒取的罚金和扣款必须发还工人（４月２７日）。当铺

里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３月２９日）。

巴黎的一大批作坊和工厂已经关闭，因其所有者业已逃跑。这

是工业资本家的老办法，他们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规律的自发

作用”，他们不仅有权利从工人劳动中汲取利润，把这当做工人劳

动的条件，而且有权利截然停工，把工人抛到街头——在任何胜利

的革命威胁到他们“制度”的“秩序”的时候制造一次人为的危机。

公社非常英明地任命了一个公社委员会，由它同各行各业选出的

代表合作，共同商讨如何把业主遗弃的作坊和工厂转交给工人合

作团体，并给予逃亡的资本家以若干补偿（４月１６日）；（这个委员

会还负责统计被业主遗弃的工厂的数目）。

公社向各区政府下令，在发放７５生丁的补助金时，对国民自

卫军的所谓非正式配偶、母亲、寡妇，应一视同仁，不得有所区别。

至今在巴黎专为“秩序人物”蓄养的公娼——但为着这些人物

３７５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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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起见曾被置于警察淫威的人身奴役之下，——公社把她

们从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处境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扫除了培植卖

淫制度的土壤和人物。那些高级娼妓——荡妇们——在秩序的统

治下当然不是警察和官长们的奴隶，而是他们的主人。

当然，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

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

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４月２８

日）。公社下令，所有学习用品如书籍、地图、纸张等等，概由学校教

师分别向所属的区政府领取，然后免费分发给学生；任何教师都不

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收取这些学习用品的费用（４月２８日）。

当铺：凡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以前典押的价值不超过２０法郎的

衣物、家具、内衣、书籍、被褥、劳动工具，可以从本年５月１２日起

凭当票无偿取回（５月７日）。

２．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

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４月份以前的最近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缴：凡已付出这三

个季度中任一季度的房金的人，有权把这笔付款转作今后的预付

房金。此项法令也适用于有家具设备的公寓。房主限令房客搬家

的通知，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无效（３月２９日）。

Ｅｃｈéａｎｃｅｓ（到期票据的支付）（票据满期）：对过期票据暂停追

索（４月１２日）。

所有这一类商务票据从本年７月１５日起在两年内（分期分

批）偿还，债款不得索取利息。到期的债款总额均分为八份，按

４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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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个月为一期逐期支付（第一期从７月１５日计起）。只有这些

应分批偿付的债款过期未付时，才允许根据法律进行追索（４月１６

日）。杜弗尔的租借和期票法已经使巴黎大多数的循规蹈矩的店主

陷于破产。

直到今天以前利用职务发财的公证人、法警、拍卖人、捕役

以及其他司法官吏，都转变为公社的公职人员，像其他工人一样

从公社领取固定的工资。

由于医学院的教授们已经逃走，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

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给予考试及格的大学生们以

行医的条件，不论有无医学博士学位（学位由学院授予）。

由于像其他司法人员一样始终愿意在任何阶级政府下供职的

塞纳省民事法庭的法官们，已逃亡一空，公社任命了一位律师来

处理最紧迫的事务，直到各级法庭通过普选改组后为止（４月２６

日）。

３．一般措施

  废止征兵制。在当前的战争中，每个能服军役的人都应服役

（国民自卫军），这是清除所有隐藏在巴黎的奸细和懦夫的最好措

施（３月２９日）。

禁止赌博（４月２日）。

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全部教会产业被宣布为国家

财产（４月３日）。

公社根据私人报告进行了调查，发现“秩序政府”在原有的一

架断头机以外，又下令制造一架新的（更合用、更便于搬运的）断头

５７５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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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并且预付了造价。公社下令在４月６日将新旧两架断头机当众

烧毁。凡尔赛的报纸，在全世界的“秩序”报纸的呼应唱和下，把这

件事说成这样：巴黎人民所以烧毁这两架断头机，是为了对公社委

员们的嗜血行为表示抗议！（４月６日）三月十八日革命之后，所有

政治犯被立即释放。但是公社知道，在路易·波拿巴及其宝贝继承

者国防政府的统治下，很多人并没有任何罪状，纯粹出于政治嫌

疑而被禁锢在牢狱之中。因此，公社责成它的一位委员——普罗

托进行调查。他开释了１５０名已被囚禁六个月而始终没有受过一

次审讯的人；其中很多人还是在波拿巴统治时被捕的，他们已被

囚禁一年，但没有任何罪名，也没有经过审讯（４月９日）。这个

最足以说明国防政府特征的事实，使他们暴跳如雷。他们咬定公

社释放了全部罪犯。但是究竟是谁释放了已定罪的罪犯的呢？是

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上台之后坐席未温，就赶紧释放了

在“旗帜报”事件中因盗窃和伪造文件而被判刑的皮克和泰费尔。

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然胆敢返回巴黎，但是他被

重新送回到适合他身分的住所里。不仅如此，凡尔赛政府还释放

了全法国的Ｍａｉｓ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ｓ〔各中心监狱〕里的被判罪的小

偷，条件是参加梯也尔先生的军队！

下令毁除旺多姆圆柱，因该柱

“纪念野蛮行为，象征粗暴武力和虚假荣誉，推崇军国主义，否定国际权

利”（４月１２日）４１８。

弗兰克尔（德国人，国际会员）当选为公社委员一事被宣布有

效：“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能成为

公社之一员”（４月４日）４１９；稍后，弗兰克尔被选为公社执行委员

会委员（４月２１日）。

６７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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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开始公布公社会议的记录（４月１５日）。

巴斯噶尔·格鲁赛颁布保障外国人财产免受征用的法令。巴

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礼遇外国人（４月２７日）。

公社废除了政治宣誓和职业宣誓（５月４日）。

拆除圣奥诺莱区昂茹街上的（１８１６年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

〔无双议院〕建立的）名为“路易十六赎罪教堂”的纪念建筑物（５月

７日）。

４．公安措施

  解除“忠诚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３月３０日）。

公社宣布，公社的队伍里不允许既在公社占有席位，又在凡尔

赛议会占有席位（３月２９日）。

报复法令。从未执行。被捕的只有神职人员：巴黎大主教和马

德兰教堂主持；耶稣会教团的所有头目；所有主要教堂的受俸神

甫；这些人一部分是作为人质被捕，一部分是由于与凡尔赛方面串

通，再一部分是由于企图逃避把教堂财产交给公社（４月６日）。

“保皇党人作战如同野人；他们枪毙俘虏，杀害伤员，炮轰野战医院，他们

的军队把枪托举到空中，然后阴险地突然开火。”“公社的公告”４２０。

关于这些报复法令，应当指出：

首先，巴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在资本家、有闲者、寄生虫们出

走之后，除巴黎的僧侣之外，都向凡尔赛交涉要求停止内战。巴黎

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只是在成为人质之后，怕“他们自己流

血”，才给梯也尔写了信。

其次，在公社公布关于报复、拘捕人质等法令之后，比埃特里

７７５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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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的羔羊和瓦伦顿手下的宪兵并没有停止残暴虐待凡尔赛手中

的俘虏，对被俘的巴黎士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屠杀只是暂时中止，但

在凡尔赛政府一看到公社宽厚过分，不会执行它的四月六日法令

时，便立即加倍凶狠地恢复屠杀。这时，大规模的屠杀又重新开始。

公社没有处决一个人质，一个俘虏，甚至那些化装成国民自卫军潜

入巴黎充当间谍的宪兵军官也未处死，只将他们逮捕而已。

克拉马尔多面堡被突袭（５月２日）。火车站在巴黎人手中，屠

杀，用刺刀挑死，第二十二猎兵营（加利费？）不经过任何手续就地

枪毙常备军士兵（５月２日）。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

－萨克多面堡，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

队，而在夜间遭到突袭。公社社员在床上酣睡时突遭袭击，他们的

大部分被屠杀（５月４日？）。

４月２５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此事已被公社派往比塞特

尔的特派代表们证实，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遭残

害的四人中仅存的一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舍弗尔）。这四名士兵

被骑兵包围了，由于无法抵抗，在骑兵迫令下投降，并被解除武装。

这些骑兵丝毫未伤害他们。但是骑兵队长随后跑来了，用手枪把他

们逐个击倒。他们被弃置原地。舍弗尔身受重伤，但得残存。

十三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毙，解

到凡尔赛的所有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一俟他们的身分核对清楚

也将被处决（凡尔赛的“自由报”）。目前正在凡尔赛的小仲马叙

述说：一位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

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一个波拿巴的将军下令射杀。

宪兵把巴黎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包围在一些住宅中，将房屋浇上煤

油，然后纵火焚烧。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尸体（被烧焦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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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４月２０日“口令报”）。“他们无

权得到救护。”

梯也尔、布朗基、大主教、尚济将军。（梯也尔说，他的波拿巴分

子们宁愿被枪毙。）

搜索住宅等等。卡季米尔·布伊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

调查９月４日独裁者们所干的勾当（４月１４日）。私人住宅被搜

查，文件被没收，但家具未搬走，也未被拍卖。（被没收的文件是属

于９月４日人物、梯也尔等人以及波拿巴警察的。）例如在监狱总

督察拉丰私邸中的搜查（４月１１日）。梯也尔一伙因为是卖国贼，

他们的住宅（财产）受到搜查，但是只有文件被没收。

在自己内部的逮捕：这使特别需要政治偶像和“大人物”的资

产者为之大吃一惊。

（５月６日“每日新闻”巴黎通讯）“不管公社掌握的是怎样一种权力，但

是这个权力经常在易手，我们今天不能知道明天大权将操在谁的手中，这种

情况令人恼怒，然而也令人沮丧…… 在这一切无穷无尽的更替变动中，人

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缺乏一只手来总理一切。公社是一簇等量原子的聚

合体，他们彼此相互猜忌，没有一个人被赋予约束别人的最高权力。”

封闭报纸！

５．财政 措 施

  见５月６日“每日新闻”。

主要开支用于战争！

从没收得来的只有８９２８法郎，并且全部取自神职人员等。

５月６日“复仇者报”。

９７５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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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土鲁斯等地相继宣告成立公

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４２１。

１０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

敌入侵和完成９月４日起义的任务。１０月３１日的运动没有建成

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当时的运动领袖们轻信

了这些ｇｅｎｓ ｄｅ ｐａｒｏｌｅｓ〔说话算话的人〕，这些人当时曾立下

ｐａｒｏｌｅ ｄ’ｈｏｎｎｅｕｒ〔信誓〕：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所有各区自

由选举出来的公社。１０月３１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

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

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刚一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命，后者就开来了特

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向他们突袭。应当记住，在１０月３１日，自封的

“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没经过

一次全民投票的笑剧４２２。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

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

中间仅有的一个人不愿食言而提出辞职①的机会，用任命克列芒

·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办法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

——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起的作用正像科西嘉ｓｐａｄａｓｓｉｎｓ

０８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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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徒〕替路易·波拿巴起的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

老手们，当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利用中等阶级对于已操主动权

的工人营的那种胆小恐惧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

散布猜忌与不和，以便制造一个盲目反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

是他们企图保持他们篡夺的政权的一贯手法。因为他们在９月４

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所以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

反动恐怖时期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

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１８７０年１１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

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

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正如

目前巴黎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

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的

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像电流似地

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

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１０月３１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

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的投降，并且发动了

目前这次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９月４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

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得以恢复；它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

长期抵抗——虽然这种抵抗是在它的敌人领导下进行的——从而

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了这个共和；而且，这一革命还在向工人阶

级的心灵逐步深入。共和不再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名称。它

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阴险的律师和花言

巧语的辩客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向世人遮蔽起来，但是却一

１８５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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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断时续的运动中表

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

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断断续续

的运动中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国防政府和“投降计划”的主角

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使用手法使它流产；最后公社终于在３月２６

日胜利地宣告成立，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

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

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

部有生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限制为只

是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立奋斗。

国防政府只是在最初意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ｐｉｓ ａｌｌｅｒ〔下

策〕、作为战争中的必要措施才被容忍的。而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

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力量（除了波拿巴主义的支柱

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

国家寄生虫以外）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３月１８日争得

了它反对串谋的首次胜利，但是这一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

１月２８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

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

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

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来本来属于他们的、因而在投

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

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

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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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

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ｄｅ ｆａｃｔｏ〔实际上〕的自

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Ｃａｐｉｔ

ｕｌａｒｄｓ 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对

普鲁士的投降一举控制巴黎。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

——这一点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

作为一项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要４万名士兵来镇压巴

黎。巴黎有３０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

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这４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

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

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

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

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

一个区，和其他１９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

斗营选出的这２０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３月１８日掀

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

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

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

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

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

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

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

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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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社 的 性 质

  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军事、官僚、僧侣和司法机构像

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

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

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

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

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

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

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

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

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

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

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

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

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

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从社会中分

离出来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

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交由那些担任经严格规定的、等级

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

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

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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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

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

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１８４８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

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

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

有摈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魔。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

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

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

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

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

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

由权利，而且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用来对外攻击，用来为法

国在大陆上建立大体与法国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

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强力阶

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人

民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

有肥缺。最后，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斗争时期，它成为扑灭革命、扼杀人

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

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

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这

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

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无需乎用旧欧洲

为反对１７８９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

了。它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

治工具了。这种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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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

它付薪俸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它的无限权

势得到了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

本家统治生产者的“秩序”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来掩

盖今天的贪污腐化的闹宴，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

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下流勾当的万恶渊薮。

乍看起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

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

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是以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权

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级统治形

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

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耻辱，也给受它束缚的工人阶

级带来耻辱。

９月４日只是击败那个曾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

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

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

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

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

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

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

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

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

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

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

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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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

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

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

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

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

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

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

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

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

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

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

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

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

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

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

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它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

统治的最后可能形式。它虽然剥夺了统治阶级以前的政治地位，但

却是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败德辱行可以放肆发

展的闹宴。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

而不可能创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

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经济基础；那个与社

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

的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

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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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

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第二帝国就

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

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

式，同时又是最露骨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中产

生的。摧毁它的也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摧段它，并不是把它当

做政府（集中化）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

最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是把

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内腐

败透顶，对外昏愦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龌龊。

但是，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

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了。它的最后的和最发达的时期是从

１８４８年５月到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

议会制的帝国，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的议会制

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

家已照这种式样加以复制，——但它也只是一种笑剧，只是专制制

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而已。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寿终正寝了，

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会去复活它。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

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

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

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

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

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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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

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

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

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

代替了军队。

“９月４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 为

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

民的常备军。”（３月２２日中央委员会公告）４２３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

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ｃｏｎｄｉｔｉｏ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情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

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

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

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维

持耗费资财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税和那要求无止境地

增加一切国税和国债的根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一

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

务员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

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

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

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

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

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

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

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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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

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

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

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１２英镑，最

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２４０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

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

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

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

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

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

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它像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

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

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

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

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

紊乱情况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管公社的个

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

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

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

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

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

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

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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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

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

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

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

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

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

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

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

（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

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

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

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

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

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

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

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

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

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

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

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

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

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

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

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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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

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

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

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

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

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

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

（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

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

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

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续、被

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

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

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

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

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

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

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  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

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缴付。”４２４这是

“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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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缴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

那末，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

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在经办这笔生意上牟利。由

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切身攸关的问题上，公

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

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

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

如果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税就会转

嫁到他们的肩头。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重复着“地

主议员”的叫喊说：他们——大地主们——“代表农民”，这种农

民当然出于心地质朴，非常急切地想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

十亿赔偿金——革命赔偿金４２５的好“地主们”再缴纳几十亿战争赔

款。

正是这一批人对农民增收了４５生丁的附加税４２６，用这种办法

蓄意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

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增加这笔税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

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

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的！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

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

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

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

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

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吞噬着

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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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

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

网！秩序党要使他们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

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

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

善于打算盘的人！如果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威逼勒

索，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本能的“自发行动”，他一定会认为

这样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

国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时期）由秩序

党创立的！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

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

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

１８４９年、特别是在１８５０年１月和２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４２７，按

其实质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

·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里获得的

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末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

变〕之后，法国若干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恰恰

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将错觉人为地

培育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偏见的基础上的，而公社则将建

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砦堡领主、榨取１０亿

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

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

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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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结果。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统治，

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

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

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

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

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

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

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

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

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

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

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

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

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

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

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即它还

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本

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阶段。它已

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

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 ｆｏｎｃｉｅｒ

（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

老朽了。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

的果实已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

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缠附在他们

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们压低到印度农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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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

剥夺——和被贬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因此，造成农民和无产阶

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

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唯一即使在其目

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末，也

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

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

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

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

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

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

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

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

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娄罗、国家寄生虫、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侦探〕、“荡

妇”，以及那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的补充的下等流氓（一般刑事

犯）跟随下，已离开了巴黎（从巴黎出走）。但是，中等阶级里面

的真正有生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

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并且带

着他们的真正特色挺身而出。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４２８，它在巴

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

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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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

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是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

尔赛是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地主议员”最焦虑的是怕农民听到巴

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

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

《ｔａｉｌｌａｂｌｅàｍｅｒｃｉｅｔｍｉｓéｒｉｃｏｒｄｅ》〔“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

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

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

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

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１８４８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

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

们立刻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９日由于《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ｌ’ａｍｉｂｌｅ》〔“友好

合同”〕４２９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暴露它

同时也是债主的胜利，是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

利。他们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①。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

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

的杀戮！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

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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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掠夺，遭受着资

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抢劫。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

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末，它在精神上则

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闹宴所激怒。战争中的种种丑行使他们感到忍

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

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

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

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

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

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

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

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

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曾经破除了对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无组

织的“普选”的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后

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

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

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应该公开宣布

“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

社会改造。任何别种共和国只能是以跨进某种形式的帝国为其最

后目标的所有保皇党派——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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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派——的无名恐怖，只能是干完了自己的肮脏事以后总要以帝

国告终的阶级统治的无名恐怖！

地主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年的试验、镇压巴黎的内战熟视无睹，而真心相信阶级专制

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共和，

只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组织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

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

在１８４８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由于六月起义

被镇压，他们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扫清了建立无

名统治的道路时为止。１８７１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挤到

后台，去给梯也尔的统治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

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

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ＳａｌｌｅｄｅｓＰａｕｍｅ（网球厅）里举行他们党

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１７８９年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

地步４３０！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

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

装！我们更不用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

了。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样的人和“地主议员”对他们的侮

辱，沉醉于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咳声叹气，

使自己备蒙羞辱！

工人和孔德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

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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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

绝４３１。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

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

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

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回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回答

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

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

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

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

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

承担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

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

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进行的这一点，

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

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

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

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

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

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

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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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

的利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

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尊贵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

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

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种种辱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

难状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

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

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

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

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

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

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

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

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

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

论何时执掌政权，总是要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

们确实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

亚４３２。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

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

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

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

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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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

备。各岛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

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

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

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

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

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

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

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

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

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

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

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

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

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

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

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

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３月２０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ｄéｆａｉｌｌａｎｃｅｓ〔失职〕和叛卖

行为，已经了解到（ｃｏｍｐｒｉｓ）：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

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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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

汗制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他们永远不

许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

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

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ｅｎ ｓ’ｅｍｐａｒａｎｔ ｄｕ ｐｏｕｖｏｉｒ）以掌握自己的

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４３３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首先是为拯救法国，使它

免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它的毁灭和腐化所必需的；夺去这些阶级

（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

件。          

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

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

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对资本

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

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

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

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

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在色当之

后的自卫战争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瘫痪作用，于是这

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表

现在法国的投降上，表现在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

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上！也表现在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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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俩上①，表现在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上。他们希

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被

对外国人的蓄意迫害所迷惑，而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蓄意挑起的运动是怎样在革命的巴黎的呼声前消散（消

失）的呀！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

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

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

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②（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

会，它下令毁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断

命令下行动起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打击了他们本国的阶级统治

者，从而痛击了外敌；他们争得了作为所有国家工人的先锋的地

位，从而消除了派系集团！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

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

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在类似

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

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

这更愚蠢的谎言了！

６０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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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

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

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的全部生计被剥夺（将他们置于死地）。它

取缔了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的机构。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

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外省的全部权势既然这样交给了政

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

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的那个充

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

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的和资本家的

巴黎的镇压，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操在农民的敌人手中的外省权

力的镇压。

凡尔赛的“通报”（３月２９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

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

“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

疯狂地痛恨巴黎，首先是因为巴黎宣布了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

府的统治，其次才是因为巴黎用这种行动发出了使农民以及各省

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公社“公报”，４月１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

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

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

——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

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

７０６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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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事实上是巴黎滥用权力，——但它并没

有放弃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已使它的宣传工

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４３４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着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

牺牲，以此准备着法国的思想、道德、行政、经济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

（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４３５

梯也尔先生在巡游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

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

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

老角色也与波拿巴派同流合污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

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就是这批人赋予了

凡尔赛议会以它的类似路易十八的《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无

双议院”〕的明显性质，它的“地主议会”的性质。由于虚荣心的驱

使，他们当然相信，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在外国侵略者

的庇护下，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像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６年那样到来了。可

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利用的工具。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

像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无名的”恐

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所发表的带有自己党派特点的狂语不

过为上述那种结伴合伙增添滑稽性质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

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首领，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

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

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

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的背叛《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ｕｎｅ ｅｔ ｉｎ

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

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的头一项举动恰恰是

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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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并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

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

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主砦堡在本省和本地的领

主权势。他们所要的是一种反动的法兰西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

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

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变成

为只是人为机体的统一，它依靠着宪兵和红黑军队，压制着现实

社会的生活，像梦魔一样骑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

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

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

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那些“地主议员”，他们反对

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

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单一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

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

段而已。

孔 德 派 的 观 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

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

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

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

们现在的财产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

９０６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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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

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

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

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

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

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

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

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

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组织。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

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

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

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曾被唤

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以《Ａ ｂａｓ 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ｖｏｌｅｕｒｓ！

 Ａ ｂａｓ ｌｅｓ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ｓ！》〔“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的呼

声宣布这次革命。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贪

污有更广阔的场所！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

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

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ｍａｉｓｏｎ ｄｏｒéｅ

 〔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

级的巴黎才重新现身，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

己的巨大任务满怀热情！陈尸场上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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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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巴黎的英勇妇女代替了荡妇！

刚毅的、坚定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雄伟豁达的巴黎！

鉴于敌人的野蛮暴行，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巴黎所决

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这批

曾经掌握这座巨大城市并且把它据为私有的、无用的、多疑的、自

私的败类。任何第二帝国的头面人物将无权再说这样的话：“巴黎

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

（４月２３日“真理报”）：

“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

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

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

１１６初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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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断

梯也尔论地主议员

  这个党

“只会使用三种手段：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 这样一种

政府永远不会成为法国的政府”（１８３３年１月５日众议院）。

国 防 政 府

就是这个特罗胥在他的著名纲领里说：“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

投降的”；茹尔·法夫尔在通告里说，“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

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杜克罗也这样表示：“或死

或胜，不然誓不回见巴黎”。后来杜克罗在波尔多发觉，原来他那条

命还必须用来镇压巴黎“叛乱者”（这些坏蛋知道，他们在逃往凡尔

赛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各种罪证带走，为了消灭这些罪证，他们

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用气球发出去的告

各省宣言４３６）

“迄今由帝国制度、君主制度和议会政府所强加于我们的统一，无非是专

制的、违背理智的、横暴的、苛敛无厌的中央集权制度。巴黎所要的政治统一

是由所有地方的起首创作用的力量的自愿联合……”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公社

的一种中央代表组织。“结束那属于政府和僧侣的旧世界，结束军阀结治、官

僚制度，结束利用专利与特权投机取巧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切，无产阶

级才沦于奴隶地位，国家才遭受种种不幸和灾难。”（４月１９日公社公告）４３７

２１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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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 兵 和 警 察

２００００名宪兵（由法国全国各地调到凡尔赛来的，在第二帝国

时总共有３００００名）和１２０００名巴黎警察，这就是法国从来未有过

的最精锐的军队的基干。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既没有对炮轰巴黎提出抗议，也没有对就地处决俘

虏和中伤诬蔑巴黎人民提出抗议。相反，他们以出席议会，保持沉默，去为所

有这些行为捧场，以他们作为共和派所享有的威信去支持这些行动。他们已

变成了保皇党的同盟者和自觉的帮凶。我们宣布他们出卖了他们的代表当选

证书，出卖了共和国。”（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４３８）（５月９日）

“中央集权使巴黎陷于瘫痪，使所有其他各地丧失生气。”（拉梅耐）

“今天，一切都归于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可以这样说，就是国家本身。”

（孟德斯鸠）４３９

旺多姆广场事件，等等

由各连推举代表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普军进入

巴黎时，把国民自卫军自己募款铸造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蒙马特

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和多管炮被国防政府恰好遗

弃在普鲁士人即将占领的街区。

３月１８日清晨，政府向国民自卫军强烈呼吁，但是４０万名国

民自卫军中只有３００人响应。

３月１８日晨３时，警察和几营常备军到达蒙马特尔、伯利维

尔、拉－维勒特，准备突袭看守大炮的警卫兵，用强力夺取大炮。

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常备军士兵不顾勒康特将军的威胁

３１６初稿。——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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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命令ｌｅｖèｒｅｎｔ ｌａ ｃｒｏｓｓｅ ｅｎ ｌ’ａｉｒ〔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当

天，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在同一个时候被部下士兵们枪毙。

（“常备军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

奥雷耳·德·帕拉丹的告捷书已经印好，关于在巴黎准备

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ａｔｉｏｎ①的文件也已被发现。

３月１９日，中央委员会宣布解除巴黎戒严状态，２０日，皮卡尔

宣布塞纳—瓦瑟省处于戒严状态。

３月１８日（晨：他仍相信自己可以获胜）张贴在墙上的梯也尔

公告宣称：

“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

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

到傍晚，由于夜袭已经失败，他就向国民自卫军呼吁：

“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

的安全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他只是要

“取缔叛乱委员会”……“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居民不熟悉的人。”

深夜，由皮卡尔和奥雷耳签署致国民自卫军的第三个公告宣

称：

“一些被引入迷途的人们……顽强抵抗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政府决定

让你们保持你们的武器。坚决地紧握着武器，以便建立法纪，挽救共和国，使

它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

４１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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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舍耳歇企图诱使他们解除武装。）

３月１９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戒严状态已解除。兹召集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

中央委员会在同一文件中告诉国民自卫军：

“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 此刻我们的

当选证书已告期满；我们将它交还给你们，我们不愿意占据那些被民愤刚推

翻的人的位置。”４４０

他们让政府成员安然地向凡尔赛撤退（甚至包括那些已在他

们掌握中的人，如费里）。

原定于３月２２日举行的公社选举，由于秩序党的示威，延期

至３月２６日。

３月２１日，国民议会狂呼反对在“致公民和军队（士兵）”的公

告结尾处写上《Ｖｉｖ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国万岁！”〕的字样。梯

也尔：“这可能是一个很合法的提议”云云（“地主议员”的异议）。茹

尔·法夫尔大声疾呼，反对共和国高于普选权的说法，向“地主议

员”的多数献媚，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人民，并挑起——秩

序党的示威。梯也尔：“无论如何，他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去攻击巴

黎。”（当时做不到，因为还没有军队。）

中央委员会对于自己的胜利是如此无把握，以致他们急切地

接受了巴黎的区长们和代表们的调停…… 梯也尔的固执使它

（委员会）多维持了一两天，而这时委员会认识了自己还有力量。革

命者犯了无数错误。他们不去解除警察的武装，反而给他们打开大

门；他们奔向凡尔赛，在那里被当做救星来欢迎；让第四十三常备

团撤离巴黎；把所有和人民联欢的士兵都遣散回家；允许反动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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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中心组织起来；不去惊动凡尔赛。特里东、雅克拉尔、瓦尔

兰、瓦扬认为必须立刻赶走保皇派…… 法夫尔和梯也尔拚命向

普鲁士当局乞求援助……以便镇压巴黎的起义运动。

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马一心一意想阻挠国民自卫军加强武

装、加强组织的一切试图。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准备向凡尔赛进军并

开始行动，这件事公社并不知道，甚至是和公社明确表示的意愿直

接违背的……

贝热瑞……由于蒙瓦勒里安以及设在库尔贝瓦的炮台，公社

士兵不能固守住讷伊桥，但他不把这座桥炸毁，结果保皇派得以占

领这座桥，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从而保持一条通向巴黎的交通路

线……

正如李特列先生在一封信里所说（４月２０日“每日新闻”）：

“既然巴黎被解除了武装，既然巴黎被维努亚、瓦伦顿、帕拉丹之流缚住

了手脚，共和国已被断送了。巴黎人已了解到这点。面临着不战而降和冒险投

入一场结果难料的可怕斗争的抉择，他们宁愿战斗；而我不得不为此对他们

表示钦佩。”

向罗马进军，是卡芬雅克、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干的事情。

“一个具有共和政体一切内部优点和君主政体外部力量的政府。我指的

是联邦共和国…… 这是一个由许多社会组成的新社会，它能够随着新加入

的成员的数目的增加不断扩大，直到它的力量增强到足以保证其成员的安

全。这类共和国……能够维持其巨大规模，内部也不会腐化。这种社会的形式

能防止一切困难。”（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９章第１节）４４１

１７９３年宪法
４４２
：

第七十八条——共和国每一市镇设市镇行政机关；每一专区设中介行政

机关；每一省设中心行政机关。第七十九条——市镇官吏由市镇会议选出。第

八十条——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的和专区的复选人会议选任。第八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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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政府和行政机关每年更换其成员的半数。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条——由二十四名委员组成。第六十三条——每

省的复选人会议选出一名候选人。立法团从总名单中选择委员会成员。第六

十四条——执行委员会在每届立法团任期的最后一个月的会议上更换其成

员的半数。第六十五条——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总政务。第六十六条

——执行委员会在其成员之外任命负责共和国总政务的首脑官吏。第六十八

条——这些首脑官吏并不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是分立的，彼此间没有直接

的联系；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权力。第七十三条——执行委员会可将其所任命

的官吏免职和撤换。

巴黎的秩序党一方面受到了茹尔·法夫尔在国民议会中发出

内战号召的鼓动——他说普鲁士人已提出威胁：如果巴黎人不立

刻投降，就要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人民对他们的忍耐

和中央委员会对他们采取的消极态度，因而大胆决定进行一次

ｃｏｕｐ ｄｅ ｍａｉｎ〔突袭）；于是他们就在３月２２日在和平游行——

反对革命政府的和平示威的幌子下，闹了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奇特

无比的和平示威。

“整个运动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对它事先毫无防备。”

“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在他们的前列有埃克朗、科特洛贡

和昂利·德·佩恩等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一群人对个别的国民

自卫军哨兵（岗哨）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哨兵们奔回旺多姆广场，

国民自卫军立刻从广场开向新小田街。与骚动者相遇时，他们奉命

不得开枪，而骚动者却叫喊着“打倒杀人犯！打倒委员会！”前进，侮

辱国民自卫军，夺取他们的枪枝，用手枪向公民马尔儒纳尔（旺多

姆广场参谋部的中尉）（中央委员会委员）射击。贝热瑞将军要骚动

者撤退（解散、后退）。大约经过五分钟的击鼓和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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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的宣读骚扰取缔令）
４４３
。他们以诬蔑的叫嚣作答。两名国民

自卫军受重伤倒下。这时，他们的战友们还犹豫不决，向天空开枪。

骚动者企图强行冲破警戒线，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贝热瑞下令开

枪，那些胆小鬼就飞奔窜逃。 ｍｅｕｔｅ〔骚动〕立即被粉碎，射击也

停止了。有人从几所房子里向国民自卫军开枪。两人——瓦兰和

弗朗所瓦——被打死，八人受伤。在那些“和平人士”作鸟兽散的街

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和手杖刀（在和平街上可以拾到许多）。莫

利奈子爵从背后（被他自己的人）击毙，身上还发现有一枘用链条

系住的匕首。

集合的军鼓敲过了。在这次“徒手”示威通过的街道上扔着许

多手杖刀、手枪、匕首。在起义军未接到向这群人开枪的命令以前，

对方已用手枪射击。示威者就是进犯者（谢里敦将军从窗口亲眼看

到这种情况）。

这不过是用手枪、手杖刀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巴黎反动派企图

达到维努亚以他的市警、士兵、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巴黎的“下等人”竟然不让巴黎的“绅士们”解除他们的武装，这

真是太糟了！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当巴黎国民自卫军为了抗议法国军队进

攻罗马的罪行，举行一次真正“徒手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的

时候，尚加尔涅将军用刀斩、枪击的手段对付他们，他的密友梯

也尔对他倍加称赞。宣布了戒严，新的镇压法令，新的流放，一

个新的恐怖统治！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不去做这些事，却在这

次冲突中严格地保持守势，允许袭击者（带着匕首的绅士们）安

静地回家去；由于纵容了他们，又没有向他们追究这次冒险行动的

责任，以致他们胆大到竟敢在两天以后，在凡尔赛派来的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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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塞指挥下，又一次纠合起来，再度试图发动内战。

而这次旺多姆事件却在凡尔赛激起了一阵响彻全世界的“屠

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叫喊。请注意，甚至梯也尔，尽管他老是谈论

两个将军被杀害事件，但一次也不敢向外界提起这次“屠杀赤手空

拳的公民”的事件。

正像在中世纪那样，只许骑士对平民使用任何武器，而不许平

民进行自卫。

（３月２７日。凡尔赛。梯也尔：

“有人指责我在谋求建立君主制，我正式否认。当我就职时，共和国已是

一个既成事实。在上帝和人面前，我宣布我决不出卖它。”）

在秩序党第二次暴动后，巴黎人民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中

央委员会甚至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不听它那些最有毅力的成员

的劝告，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而凡尔赛当时在海军上将赛塞逃

亡和秩序党的国民自卫军可耻失败以后，正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因为那里还没有组织起任何抵抗力量。

在公社选举时，秩序党通过投票又进行了较量，他们在再度失

败之后，完成了从巴黎的大出走。在选举进行中，资产阶级分子（在

区政府院子里）与国民自卫军起义者握手言欢，但他们私下所谈的

不外是“大批处决”、“多管炮”、“放逐到凯恩去受煎熬”、“集体

枪杀”。

“昨天的逃窜者今天想用甜言蜜语把市政厅中的人们稳住，以待聚集在

凡尔赛的地主议员们和波拿巴的将军们有足够力量对他们开火。”

梯也尔通过４月２日事件第二次对国民自卫军开始了武装攻

击。战斗在靠近巴黎的库尔贝瓦和讷伊之间进行。国民自卫军被

打败，讷伊桥被梯也尔士兵占领。从巴黎出击并一度占领库尔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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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皮托、讷伊桥的几千名国民自卫军失利。许多人被俘。许多起

义者被当做叛逆立即枪杀。凡尔赛军队首先开的火。

公社：

“凡尔赛政府已向我们进攻。它不可能指靠军队，所以派遣了沙列特的教

皇的朱阿夫兵、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瓦伦顿的宪兵去轰击讷伊。”４４４

４月２日，凡尔赛政府派出了主要是由宪兵、海军陆战队、林

警、警察组成的一师军队。维努亚率领两个步兵旅、加利费率领一

个骑兵旅和一个炮兵连向库尔贝瓦推进。

巴黎。４月４日。米里哀尔。（声明）

“巴黎人民没有任何进攻意图……这时政府命令由前帝国士兵组成的御

用军队，在前参议院议员统率下向巴黎进攻。”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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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二稿

（１）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

法夫尔、皮卡尔、费里

  巴黎工人在９月４日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受到了法兰西举国

一致的欢迎。以巴黎的抵抗为基础（核心）的五个月的防御战争，为

共和国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次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防

御战争，征服者威廉①是会恢复他的“好兄弟”路易·波拿巴的帝

国的。在巴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

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的惊慌无备的时刻，有一伙律师——梯

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擅自在市政厅里

就职。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在当时是这样地深信巴

黎负有领导法国的历史使命，他们竟举出了他们曾在１８６９年被选

入立法团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有资格组成国防政府。

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前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②。如果说，他们没有

征询巴黎的意见就攫取了政府，那末，巴黎也没有理会他们的抗拒

１２６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９２页。——编者注

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法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征服者威廉”，于１０６６年征服

英国，马克思在这里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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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径自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而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去

向欧洲各国的宫廷乞求，如果可能，就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

条件来买得外国的调解。巴黎之所以容忍这些人的统治（容忍他们

僭取政权），是因为这些人曾郑重其事地宣誓保证：只为国防的目

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认真保卫巴黎，就只有（不能不）武装工

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国民自卫军，并使他们在战争中得到锻

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社会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人就

无异是共和国战胜法国的阶级统治。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

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

政府。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承认，特罗胥防御的不

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认

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

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巴黎区长会议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９月４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

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

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

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

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

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

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在停战以后由当时在场的一位

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

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不过是使巴黎和法国投降而

已。为了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他们要使巴黎经受血腥

屠杀和饥馑的痛苦，并且要使这段时间延续到掩护这些９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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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篡位者不致再遭十二月分子报复的时候。如果“国防”并不单是

“政府”的虚伪幌子，那末这些擅自就职的政府成员在９月５日就

应该引退，公开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巴黎人民或者立即向征服

者投降，或者自己掌握防务。这些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了

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说特罗胥这位“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

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

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特罗胥的计划有步

骤地被付诸实现。实际上，被任命统率巴黎军队的那些万恶的波拿

巴强盗们，在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可

笑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

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

桑的信）。在巴黎投降的时候，骗子们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

暴露了自己（现了原形）：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

府”——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时也认为充当这种角色

对他那号人说来都太无耻了。这批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
４４６
在三月

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

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

了销毁这些文件，

“他们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４４７。

国防政府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成员之所以热中于谋求这种结

局，还有一些十分急切的个人利害的考虑。只看看茹尔·法夫尔、

厄内斯特·皮卡尔和茹尔·费里吧！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

尔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

３２６二稿。——（１）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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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

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

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因为波拿

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

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

本着同样的自我诅咒的英雄精神，闭了一次嘴，直到内战的动乱给

他机会，他才在凡尔赛议会里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

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皮克事件）就是这个伪证制造犯，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

释放了两位同行兄弟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第二帝国时

代就已经因为犯盗窃和伪造文件罪而被判处苦役，其中的一个泰

费尔竟敢在公社成立以后回到巴黎，不过立刻就被送回到适合于

他的地点。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对全欧洲说，巴黎正在释放

它的监狱里的所有罪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内务大臣没有成功，

在９月４日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

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

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１８６７年７月３１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

并且在任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４４８
的一个分公司经理期间盗用过３０

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１日巴黎

警察局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公布过了。厄

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把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指派为他主办的

“自由选民”的主笔，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把他这位兄弟当成他

的财务纤手；阿尔图尔利用厄内斯特掌握的国家机密在交易所里

大发横财，万无一失地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进行投机活动，同

４２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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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内务部机关报“自由选民”①上发表的失实新闻和官方谎言蒙

哄交易所的一般投机分子。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

落到公社手里了。无怪乎当第一批被俘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凡尔

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的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

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

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耍笑”了。

茹尔·费里在９月４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

间以巴黎市长的身分巧妙地利用城内的饥馑刮了大批钱财，而这

种饥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乱政失职造成的。文件证

据现在已经落在公社手中。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

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巴黎的死敌，不仅因为他们是

统治阶级的寄生虫，被围期间的巴黎叛卖者，而且首先因为他们是

一些普通的罪犯，这些罪犯只能够在巴黎这个法国革命的堡垒变

成废墟时，才有希望得到假释证。这些亡命之徒最适合当梯也尔的

部长。

（２）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约

  从“议会意义”上说，事物只是发表议论的借口，用来陷害对

手，伏击人民，或者作为演说者本人卖弄技巧的题目。

这方面的能手梯也尔先生，这个邪恶的侏儒，将近半世纪以来

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

５２６二稿。——（２）梯也尔、杜弗尔、普野 克尔蒂约

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

财政部长；“自由选民”是财政部的机关报（见本卷第３３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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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

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像所有的矮人一样，他渴望着

炫耀自己，贪求名利地位；他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

疑一切，他渊博机敏，善于掌握（学到）事物的表面，并借此发挥大

套废话；他是才能少见的辩客，浅薄透顶的作者；玩弄政治小骗局

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阴谋诡计

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只有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

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为了绞杀革命，他时刻准备排挤对手，枪杀人

民；当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恶毒阴险；一旦执掌大权，他面目可

憎；要挑起革命时，他不择手段；此人的社会活动史也就是他的国

家的灾难编年史。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

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他的

对外政策，从１８４１年的伦敦公约４４９起到１８７１年的巴黎投降和目

前这场他在普鲁士侵略者庇护下进行的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

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不言而喻，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现代社会中比

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一部天书；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

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例

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指斥为

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

怪物；而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把对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任何

改革都斥为大逆不道。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

反复无常，但他冥顽不化地死守着陈规旧例的传统；他在多年的官

场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

情。恐怕只有旧世界才会因为自己的大厦顶上冠有小拿破仑和小

梯也尔这样两个人物而感到骄傲。在这种人身上，所谓文化成就只

６２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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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表现在精心讲求荒淫生活和……①自私自利上。

曾在复辟时期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的梯也尔，靠着充当对付

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

但是当他第一次当上大臣时（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年），他的活动的中心内

容还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残

暴的九月法令４５０。

１８４０年３月，他再度出任首相，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

在共和党对这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企图提出抗议时，他回答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

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企图在某个时候轰击首都…… 这

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梯也尔先生本人和他的那些持假释证的部长以及

像畜牲般的“地主议员”的政府以外，再没有哪一个法国政府敢这

样干了！而且干得这么典型，把一部分设防工事交到普鲁士战胜者

和庇护者手里。

１８４８年１月，当炮弹国王②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梯也尔在

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

竟被连续轰击了４８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

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

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如果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外敌注视和纵容之下轰击的，那当然

一切都会是正确的了。）

７２６二稿。——（２）梯也尔、杜弗尔、普野 克尔蒂约

①

②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原稿此处漏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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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对，就

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４８小时的轰击。”

（如果轰击延续四个星期以上，那一切又会是正确的了。）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

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

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

的呼声。”

好，过了一年光景，这位心地高洁的人变成了正统派乌迪诺统

率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阴险倡议人和最狂热的辩护者

（辩解者）了。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势而满腹

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风暴的气息，就又在众议院中喊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

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

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背弃（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

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

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替代了路易－菲力浦。从共和

宣告成立起直到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止，镇压这次革命就成了

梯也尔先生的唯一工作。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忧心忡忡地隐

藏起来，殊不知人民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人民泄恨的处置。

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

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卡芬雅克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巴黎无

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淹没在血泊中的时候为止。这时，供他这种人

８２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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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场地已被扫清。他的时运再次降临。他变成了“秩序党”及

其“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领袖，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

王朝，在这个无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

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

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复辟王朝是贵族地主的王朝，七月王朝是资本家的王朝，卡

芬雅克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王朝，在所有这些王朝

统治时期，一群组成波拿巴党的贪得无厌的冒险分子渴望掠夺法

国但没有成功，这倒使他们有资格充当“秩序、财产、家庭、宗教

的救主”了。

这个共和国是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以及

作为他们尾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名王朝。）

（３）地主议会

  如果说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议会产生的，那末

那个议会则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

的，他们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预告未来的事态发展，

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须克服一桩困难。且不

说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们大批当选，也会立即

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凯恩去旅行。奥尔良

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满他们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腾出来的席

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统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统派

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争权夺利的敌手

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话来说，一向只限

９２６二稿。——（３）地主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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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１８３３年１

月５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

适的盲目工具。一小部分被１７８９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

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仆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

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１０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赠

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力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续的王朝

统治下，他们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为他们

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们免除了在巴黎的宫廷花

费和当代表的花费，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现代工

业树上落到他们ｃｈａｔｅａｕｘ〔砦堡〕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

了他们的地价，农业资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们的土地上来又提

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

他们的产品的市场扩大。正是这些使他们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

高他们作为现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

素，也障蔽着他们受不到现代思想的沾染，使他们可能处在农村

的闭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学会。他们这些人

纯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

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给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

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

成对他甘拜下风的奴仆。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经这样设好，巴黎的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

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议会，这个议会

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１月２８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

问题。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没有考虑商议的时

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鲁士刺刀统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的

０３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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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绝；尽管处在这种种特殊情况下，法国

人民却本能地感到：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

à ｏｕｒｔａｎｃｅ〔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给法国任

何的抉择（选择）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

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波尔多出现的地主议会。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闹宴和地主议员们的真正历史事业，我

们仍须加以区别。地主议员们突然发现，在由他们自己和奥尔良派

组成的、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

数中，他们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们盼望已久

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

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

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到１８１６年的《ｃｈａｍｂｒｅ ｉｎｔｒｏｕ－

ｖａｂｌｅ》〔“无双议院”〕去——它的疯狂而愤怒地诅咒革命洪水及其

吓人惨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

以封建主砦堡的地方势力突破国家统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

宗教说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绅士架子和轻浮粗鲁的

作风、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视、以及它的从ｏｅｉｌ ｄｅ 

ｂｏｅｕｆ①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统派只

能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１

年，他们只不过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别，所不

同的是当年代表他们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

物（如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现在他们只得从农村

地主这种庸碌之辈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给议会添上了

１３６二稿。——（３）地主议会

① 直译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宫廷中一个装有椭圆形窗户的前

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觐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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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情调，以封建色彩掩盖了它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种种

荒唐的大话（说教）只不过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强盗政府的自由主

义。他们被诱而僭取了超出选民委托的大权，他们只好看着那些自

封的统治者的脸色过日子。虽然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的外敌入侵

４５１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用来反对他们的致命武器，他们却出于毫

无见识的盲目愚昧，自己承担起来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这次将法

国拱手送给外敌的史无先例的投降的责任。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

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久已被埋葬，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

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

须彻底完成１７８９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

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

（５）内战的开始。３月１８日的革命。克列芒·

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解除巴黎的武装，假如只是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必要

条件，本来可以从长计议，审慎从事；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装是

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财政条约中的一款，它就是刻

不容缓的了。因此，梯也尔必须来一个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的尝

试。于是他就发动了内战：他派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４５２维

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团常备军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由于国

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国民自卫军与兵士们的和好，他的这个罪恶企

图没有得逞，第二天，他在一份贴到巴黎墙上的宣言里告诉国民自

卫军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他们的武器赏给他们，他并且还说，

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

２３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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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３０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３００人响应了他的号召。３月１８日

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３月１８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

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

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

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４万人的护身军队，目

的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

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

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

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

委员会已经设法把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

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

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１月

２８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

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

３月１８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

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

烈的措施，也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

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９月４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

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

国。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３月１８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

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

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

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

３３６二稿。——（５）内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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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

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

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军击溃维努亚，只是给予统治阶级策划的反革命阴

谋的一次挫败，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们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

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９月４日的

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

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真正

意义和目的要到３月１８日才能显示出来。３月１８日的革命是要

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

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

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

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

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阶级在脸上

还带着因长期挨饿而出现的皱纹，而且又处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

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维护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洋溢着历史首创性的崇高热诚的巴黎工人的革命，认为保持

无产阶级不犯他们的天然尊长（上等人）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

为常见的那种罪行，是与它的荣誉攸关的事情。

克列芒·托马、勒康特等等

但是，玷污这次革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们的敌人硬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暴行中，只有两件事情

不是凡尔赛的蓄意诬蔑或廉价文丐杜撰的谰言，即勒康特和克列

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关于这两件事，我们要

４３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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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交代几句。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袭蒙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

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

团的兵士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

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在３月

１８日下午在红宫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士兵在工人阶级

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

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

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

易－菲力浦的统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

在里面起着傀儡（负责的ｇéｒａｎｔ〔经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

民报”一派人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诈取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

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

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

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将军头衔

突然中止。他隐没起来，直到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日才又出头露面。在

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

他工人阶级代表们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

黎自由选出的公社。当然，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却嗾使特罗

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

嘉部队——去蹂躏误信他们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

生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

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马“将军”便被推上他的

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

５３６二稿。——（５）内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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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军作战。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千

方百计地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

解国民自卫军，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对无产者营妄

加以怯阵的罪名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

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得意的

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

工人阶级仇敌的显赫地位。在３月１８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

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ｃａｎａｉｌｌｅ〔暴徒〕的ｌａ ｆｉｎｅ

 ｆｌｅｕｒ（精华）”的计划。好像被六月的冤魂所缠住似的，在维努亚

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

中央委员会竭力想从士兵们的粗鲁的私审判决下救出勒康特

和克列芒·托马这两个罪犯，但没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

和巴黎工人应负的责任，就像亚历山得拉公主驾进伦敦城时对被

挤死者应负的责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假悲地咒骂巴黎这个

凶手的渊薮。地主议会扮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

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们的鳄鱼之泪的。

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内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诡

计。在１８４８年，他们曾经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

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荡全欧的恐怖叫嚣！其实他们从大主教的大

司铎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

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现任巴黎大主教①——一个毫无殉道

者气质的人——写给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疑虑，即他

的凡尔赛的朋友们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们急切希

６３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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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

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

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

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

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不

但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

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

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

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

宏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

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

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

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色各样的ｐｅｔｉｔｓ ｃｒｅｖéｓ〔纨袴

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

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

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

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

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

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ｓ〔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

进犯者并不见效。于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这些

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打死，八名受重伤；

７３６二稿。——（５）内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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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徒们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

些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和平”游行的“徒手”性质。当１８４９年６月

１３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

正的“徒手”示威游行时，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用刀斩、马队践

踏和枪击对付游行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戒严，开始了新的逮捕、

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

却迥然不同。３月２２日的窜逃分子既没有受追袭，他们在逃窜中

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没有受到法院侦查员（ｊｕｇｅ 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的传讯，所以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

装”示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败以后，他们像巴黎其

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许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较量。他们在

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输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没受任何损伤地完

成了他们的大出走，身后拖带着荡妇、瘪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险分

子。所谓３月２２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话，无怪

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谈论，只委托那些欧

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如果要挑剔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从３月１８日到这些“秩序

人物”大出走时期内在对待这些人的行动上的过错，那就是他们过

分温和，温和得近似软弱了。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面吧！

秩序党在他们夜袭蒙马特尔失败以后，于４月初开始了他们

向巴黎的正规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

开了内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军士兵，因为卑鄙地谋

害了我们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

８３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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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的装扮而闻名的女

人的心上人，在一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袭和收买叛徒的

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

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像屠夫一样地打光明磊落、仗义豪

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

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

的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

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

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４月７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

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

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

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

此无耻的面孔。”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

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

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

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

兵在贝耳－埃潘向ｐｅｌｏｔｏｎ〔一队〕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

骑在马上的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

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

体后来被巴黎的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

卫军士兵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袭，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

在睡梦中受到突袭）；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

９３６二稿。——（５）内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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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俘虏们被就地枪决，——所有这些在梯也尔公报里用轻率口气

报道的功绩，只不过是这次奴隶主叛乱中的几桩事件而已！但是面

对着为最卑鄙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的凡尔赛阴谋分子在法国废墟上

制造的目前这次国内战争，面对着在俾斯麦的庇护下和在俾斯麦

士兵的监视下对巴黎进行的轰击，只列举几桩个别的残酷事实，未

免荒唐可笑！梯也尔在公报中报告这些事情的轻率态度，甚至使不

大敏感的“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然而，正像西班牙人常说的，这

些都是“正常的”。在统治阶级与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的生产阶级进

行的战斗中，总是充满着这类暴行，但没有一次像在这次战斗中那

样，被压迫者显示了这样过分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卑

鄙无耻…… 梯也尔永远遵循着中世纪浪游骑士的老格言：一切

武器只要是用来反对平民的都是正当的武器。

梯也尔给各省省长写道：《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ｓｉèｇｅ ｐａｉｓｉｂｌｅ

ｍｅｎｔ》〔“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

贝耳－埃潘事件

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发生这样的事件：４月２５

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一队骑兵包围，并被勒令缴械投降。由

于无法抵抗，他们服从了，并没有受到骑兵的伤害。稍后，骑兵队长

（加利费手下的一位宝贝军官）疾驰而来，用手枪一个个地枪毙了

俘虏，然后和他的骑兵队离开了。三名自卫军士兵牺牲，一位名叫

舍弗尔的身受重伤，但活下来了，后来被送到比塞特尔的医院。公

社派了一个调查团到医院记下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证词，并

发表在它的报告上。当国民议会中的一位巴黎议员就这份报告向

陆军部长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

０４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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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

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ｓｉèｇｅ ｐａｉｓｉｂｌｅｍｅｎｔ》〔“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像奥利维耶那样

ｃｏｅｕｒ ｌéｇｅｒ〔轻松〕①），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

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梅也

尔举办的珍馐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

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６）公  社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４５３。

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

（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

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

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

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３月１８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

黎雷鸣般的《Ｖｉｖ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ｅ！》〔“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

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

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

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１４６二稿。——（６）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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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在它的３月２０日宣言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

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

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

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

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

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

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

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

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

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

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

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

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

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

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

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

的否定——第二帝国，而以议会仅仅作为点缀的帝国制度是目前

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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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

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

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

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留下来的、还栖息在

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

机器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

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

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

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

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

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

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

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

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

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

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

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

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

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

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

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

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

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

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

３４６二稿。——（６）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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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

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

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

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

（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

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

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

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

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

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

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

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

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

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

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

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统治秩序

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

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

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

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也

就是否定这一内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只可能是一种

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

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

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前面消逝

（让位给第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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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

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

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

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

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

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

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

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

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

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４５４，美国有了惊人

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

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

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

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

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

奢极欲、粉饰升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

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

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

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

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

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

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

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

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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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

工人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恢复它。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

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

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

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

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

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

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３月１８

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各

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篡夺行为的人民来代

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

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

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

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

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

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

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

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

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

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

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

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

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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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

不能够像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

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

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

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

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

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

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

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

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市税

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公职

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拨给各项公共需要（用在各项公共需要上

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

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

（７）结 束语

  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创精神的

热诚所激发，充满着现实的英雄气概，这是正处在诞生的阵痛中

的新社会；和它截然对立的是凡尔赛的旧社会，即彻底虚伪、塞

满谎言的世界。它的真正代表就是地主议会，那里面麕集着体现

法国历代阶级统治的一切旧制度的咿呦作语的食尸鬼，领头的是

一个老朽不堪的议会小丑，他们的剑柄握在一群当着自己的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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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征服者炮轰巴黎的帝国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手中。

法国在第二帝国崩溃时堆集起来的大量废墟，对他们说来只

是把以前的全部废墟垃圾，即正统派或奥尔良派的垃圾挖掘出来

并抛到地面上来的好机会。

他们努力在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气氛中燃起生命的火

焰。（他们呼吸的空气就是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

他们共同谋害生命，只顾自己的阶级私利，妄想撕食法国社会

的尸体，维护奴隶主的共同利益，憎恨现在，对巴黎作战——除此

以外，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他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从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

的那个老古董若贝尔伯爵起，此人在路易十四宫里召开的国民议

会上喊道：“我们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们”）４５５（他们的确是脱离社

会的国家的幽灵），到那些向梯也尔卑躬屈膝的共和派止，他们在

Ｊｅｕ ｄｅ Ｐａｕｍｅ（网球厅）集会，来表明与他们的１７８９年前辈相

比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他们的领头是梯也尔，他们的大多数分裂为正统派和奥尔良

派这两个集团，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旧式的”共和派。这两个集团

各自策划着自己的复辟；共和派则图谋议会制共和国的复辟，他

们把希望寄托在梯也尔的老年人的虚荣心上，而暂且为梯也尔的

统治充当共和的装饰，并且当他们尽力诱骗巴黎投入梯也尔的怀

抱、企图令赛塞解除巴黎武装未果之后，以自己的在场认可波拿

巴的将军们对巴黎的战争！真是一些愁容骑士！他们甘愿忍受的

屈辱表明，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和制度已堕落到怎

样的地步。梯也尔正是针对着这些人间聚集开会的塞纳—瓦瑟省

的区长们，他们还需要什么：“不是他这个普通的公民在做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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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么？”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７０年的进展在于：从前路易－菲力浦是

最好的共和国，现在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小梯也尔本人是最

好的共和国。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退休的波拿巴派将军所指挥的帝国士兵、

宪兵、警察来干他们的真正工作即对巴黎作战，当他们怀疑他们

——像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当政时一样——只不过是制造帝国再度复

辟的工具，他们又不寒而栗了。教皇的朱阿夫兵、卡特利诺的万

第兵、沙列特的布列塔尼兵，实际上是他们的“议会”军队，与帝国

的现实力量相比仅仅是军队的幻影而已。他们一听到“共和国”这

个名称就怒气冲天，同时他们却以它的名义接受了俾斯麦的口授

条件，以它的名义把法国剩余的财富滥花在内战上，以它的名义诋

毁巴黎，以它的名义制定将来对叛乱者定罪的法律，以它的名义篡

夺号令法国的权力。

他们统治的根据是普选制。但他们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８年当政

期间一直反对普选；共和国建立反对他们的普选制之后，他们于

１８５０年５月把它废除了；而现在他们又把它当做帝国的淫贱遗产

接受下来，忘记了这样一来就是接受了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帝国！他

们这些人即使用普选也无法立足了。

他们指责巴黎背叛民族的统一，可是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以

取消巴黎的首都称号砍去民族统一的头颅。巴黎所做的事似乎也

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做得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梦想恢复

反动的过去，——而是维护革命的未来。梯也尔这个沙文主义者，

从３月１８日以来就用“普鲁士干涉”威胁巴黎，在波尔多坚决主张

“普鲁士干涉”，事实上，他也是只用普鲁士授予他的工具来反对巴

黎。和这个沙文主义的小丑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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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他们得逞，不管他们的复辟采取什么名目，不管哪个侥幸

成功的谋位者成为首脑，复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

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

国，——一旦他们的任何一个复辟计划成功，他们势必要恢复帝

国，——他们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

抗的新社会的成熟。他们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旧制度的政治门

面，而且他们梦想在这些制度的头上安一个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

来恢复这些制度。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

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

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

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

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

实变化的政治表现。

普鲁士人怀着对战争胜利的狂喜心情注视着法国社会的痛苦

挣扎，并以夏洛克的卑鄙贪心，以Ｋｒａｕｔｊｕｎｋｅｒ〔顽固守旧的容克地

主〕的粗暴无耻趁火打劫。其实把帝国移植到德国土地上，对他们

自己已经是一种惩罚。他们注定要解放法国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

必将把他们连同旧秩序一起全部吞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

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片  断

梯也尔公报里的谎言

凡尔赛的大骗局，它的虚伪性质，没有比在梯也尔这个职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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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家身上体现和集中得更完全的了，对于他说来，“事物的真实性”

只就其“议会意义”而言才存在，也就是说，只作为谎言而存在。

他在答复大主教的信里冷冰冰地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

上的臆造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并由他的“地主议会”专门指

派一个调查团来证实这无耻谎言。他当然知道波拿巴的将军们洋

洋自得地宣布的种种暴行。不过，从“议会意义”上说，这些都

是虚构。

他在４月１６日就炮轰巴黎一事发表的通报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

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当然，巴黎是在炮轰自己，好使世界相信它在作战！

稍后又说：“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５月４日）：“巴黎从压迫它的

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采取杀害睡梦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

的手段）。

一支杂牌军队——这是蒙俾斯麦的恩典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

波拿巴军队残部，以瓦伦顿的宪兵和比埃特里的市警为核心，以教

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为装饰，全部

由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投降派将军们指挥，——这样一支军队

被他颂扬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当然，如果普鲁

士军队到现在还驻扎在圣丹尼，那只是因为梯也尔想用这支“精锐

军队中的最精锐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如果“最精锐的军队”是这样，那末，凡尔赛的颠倒时代的议会

也就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开明的和最自由地选出的议会”了。但

是，梯也尔颠倒反常达到的顶点，是他对区长们说他是“一个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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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食言的人”，当然，他的守信是议会意义上的守信。

他是最真挚的共和党人，而“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４月２７

日的会议）。

他对区长们说：“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而从非议会的意义上讲，是我从来不守信用。“本届议会是法国所

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

是为了保持劳动奴隶制而想从合众国脱离出来。而巴黎是为了劳

动的解放而想使政权脱离梯也尔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利益。

波拿巴的将军、宪兵和朱安兵对巴黎发泄的报复行为，是反对

劳动的阶级战争的一种必然行为。但是，梯也尔在他的公报小插曲

里，却借这种暴行可笑地自比为他的偶像——拿破仑第一，并且给

全欧洲留下了笑柄，因为他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法国军队由于对巴

黎人作战，已经挽回了在对普鲁士军队作战中所丧失的声誉。所

以，整个战争仿佛只是儿戏，好使这个矮鬼的幼稚的虚荣心得到表

现，当他想到居然能描述他自己的军队在他自己的秘密统率下所

进行的他自己的战役时，就飘飘然起来。

在巴黎和外省问题上，他的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巴黎实际上已抗击了“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

月之久，尽管这支军队得到普鲁士人的秘密援助；原来这个巴黎只

是想要梯也尔使它摆脱“凶残的暴君”，所以才对梯也尔进行战争，

虽然只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不倦地把公社说成一小撮罪犯、假释犯、渣滓。巴黎所

以对他作战，是因为巴黎想要他来使它摆脱“压迫它的可憎暴君”。

然而就是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却抗击了由百战百胜的麦克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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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拿破仑式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

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

巴黎的抵抗仿佛并非真实，而梯也尔关于巴黎的谎言则是真

实的。

巴黎的一切有生力量不满足于只用行动壮举来驳斥他，还企

图用言词说服他，使他脱离他的说谎世界，但终于无效。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

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

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不参预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

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对他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

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亲口告诉他这一番话。

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４５６也派出代表，举行示威游行，作了

同样表示。但他顽固到底。

他在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中说（５月４日）：

“俘掳３００人，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１５０名伤亡者……

这就是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

君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个战斗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并不是他的－－－那个巴

黎。他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议会谎言。“富人的、游手好闲者的、

资本家的巴黎”、世界妓院——那才是他的巴黎、那才是想重归于

梯也尔的巴黎。真正的巴黎是“贱民”的巴黎。以“和平游行”和赛

塞的仓惶逃跑来表示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麕集在凡尔赛、吕埃伊、

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的巴黎，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

附于“家庭、宗教、秩序人物”、首先是依附于“财产人物”的荡妇们

３５６二稿。——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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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巴黎，游堕阶级的巴黎，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

当做惬意消遣的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ｓ〔逃亡者〕的巴黎，——这才是梯也

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４５７是卡龙先生的法国

一样，凡尔赛的亡命之徒是梯也尔先生的法国。

如果说，巴黎想靠梯也尔、他的“地主议会”、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ｓ

〔十二月分子〕、宪兵来摆脱公社是无稽之谈，那末，说他的“外省”

想靠他和他的“地主议会”来摆脱巴黎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在和约还没有在法兰克福最后签订以前４５８，他呼吁各省把它

们的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和志愿军开到凡尔赛来对巴黎作战。各省

断然予以拒绝。只有布列塔尼省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

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

《Ｖｉｖｅ ｌｅ ｒｏｉ！》〔“国王万岁！”〕”法国外省就是这样响应他的号

召的，所以，他不得不从俾斯麦那里要回被俘的法军，使用教皇的

朱阿夫兵（这是他的法国外省的真正武装代表），并把２００００名宪

兵和１２０００名市警当成他的军队的核心。

尽管他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

省隔绝（隔离）开来，但各省不仅不给他送来对巴黎作战的战斗营，

还向他派遣了这样多的坚持与巴黎议和的代表团，以致他决定不

再亲自接见它们。各省递交的大部分呈文建议：立即和巴黎缔结停

战协定，解散国民议会，“因为它的任期已满”，给予巴黎所要求的

市政权利；这些呈文的语调是如此不堪入耳，以致杜弗尔在发给各

省省长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对之大加诋毁。另一方面，“地主议

会”和梯也尔却没有从外省接到一份表示拥护的呈文。

但是，外省揭破梯也尔捏造的关于外省“谎言”的ｇｒａｎｄ ｄéｆｉ

〔最大挑战〕是４月３０日的市镇选举。这次选举是根据他的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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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法令、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

３５０００个市镇所选出的７０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

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８０００名！补选的结果对

他们更加不利！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靠出人不意和虚伪借口而当

选的国民议会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外省的法国、不算巴黎在

内的法国！

但是，外省大城市准备在波尔多召开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的

计划，被梯也尔根据１８３４年他颁布的一项法令和１８５５年的一项

帝国法令４５９禁止了，这一计划迫使梯也尔招认了“他的外省”，正如

“他的”巴黎一样，原是一个谎言。他指控外省，说它们也和“背信弃

义的”巴黎相像，切望“奠立共产主义和叛乱的基石”。南特、维恩、

莎姆伯里、利木、卡尔卡松、翁热、卡尔庞特腊、蒙彼利埃、普里瓦、

格勒诺布尔等城的市镇参议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又一次回答了他；

这项决议要求并且坚持与巴黎议和，

“绝对肯定共和国，承认公社权利”，正如维恩市镇参议会所说，“这种权

利是２月８日当选人在他们竞选公告书中作过许诺的。为了终止对外战争，

它〈国民议会〉都割让了两省，答应了给普鲁士５０亿法郎，那末，为了结束内

战，它还有什么不应该做的呢？”

（恰恰相反，这两省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至于那５０亿法郎

的付款单，那末全部问题在于这是应由法国人民而不是由他们来

支付的。）

因此，虽然巴黎能正当地埋怨外省只限于和平请愿，没有援助

巴黎来反对政府的全部力量……外省还是毫不含糊地揭破了梯也

尔和国民议会所说的似乎他们是外省的代表的谎言，外省宣布了，

他们所谓的外省是谎言，正像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欺诈和招摇撞

５５６二稿。——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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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一样。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

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像一些蠢才所想像的那样，

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的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ｍｏｔ ｄ’ｏｒｄｒｅ

〔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

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

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从①投降的那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政

府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护

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

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首都的所有连、营、炮队（除了某些旧波拿

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

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

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

拉－维勒特。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

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

“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清楚究竟，那末，梯也尔把

巴黎交给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的宪兵瓦伦

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宰割这一事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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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令人对他们想解除巴黎武装的最后目的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

但是，如果说，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对他们的目的直言不讳，那

末，他们用来挑起内战的借口则是极端无耻的、极端卑鄙的（极端

露骨的）谎言。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

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

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

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

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

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

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

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１月２８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

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征服者的政府武器

总数之内。但梯也尔竟敢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这种

捏造的借口挑起内战！

夺取这些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亦即

解除９月４日革命武装的一项准备措施。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

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

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

义召集了国民议会。９月４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

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９月４日的革命，这个

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

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一定会投降，以便取得护照和保

护证书，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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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

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

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

外省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

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９月

４日人民革命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及其宠

臣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为法兰西的

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

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

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

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

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

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

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

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

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

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３月１８日清晨，巴黎被《Ｖｉｖ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ｅ！》〔“公社万

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

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３月１８日宣言中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

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

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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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自己的目的，像占有者阶级中的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在胜利

时刻所做的那样。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

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

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

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

把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的垃圾扫除干净，从而从社

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

纪障碍。在第一帝国时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终的形式，而第一帝国

本身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联合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战争中

的产物。在以后的那些议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

职、金钱和权势，掌握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

的党派争夺的对象。它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

变化。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

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

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

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

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

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七月革命

把国家机器的管理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资本家，这也就是

从离工人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的直接的敌人。正因

为如此，所以国家权力对于工人阶级采取了表现得更加露骨的敌

视和镇压态度。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

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

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益——站在相互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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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们保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

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识破；工人们要

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

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统治阶级面对着“社

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

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资本或者资本压过

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

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统治地

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

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地，

或者作为地主与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间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

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贱

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泉源的“秩序”。因

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夺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统派、

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纠合起来，

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

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结果。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统治阶

级的恐怖统治。国家政权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资本家、地主、

他们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愿望的公开的内战的工

具。

在君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谴责

当权政府的镇压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

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维护人民自由权

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们的派系争执。但是，在无名的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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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镇压手段都混合

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库里取出一切镇压的武器），无情地加

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们卑鄙无耻地否认他们过去的

声明许诺，践踏他们的“所谓”原则，诅咒他们自己以这些原则

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诅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

种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才能广泛地容纳他们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

字军。

由此可见，这一最残酷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时也就是最丑恶的、

最令人恶心的形式。它只是把国家政权当做进行内战的工具，所

以它只有靠延续内战才能保持这种政权。秩序党的统治是以议会

的无政府状态为首，加上它的各个集团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企图

恢复各自偏爱的制度，而与存在于其狭隘圈子以外的整个社会公

开作战，因此秩序党的统治就成了令人最难容忍的无秩序的统治。

当秩序党在对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摧毁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抵抗手

段，把束手无策的人民群众置于行政当局的刀剑之下的时候，秩

序党本身以及它的议会制度也被行政当局的刀剑赶出舞台了。因

此，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它的自然结果

是帝国制度，不管它是第几帝国。采取帝国形式的、以宝剑为王

笏的国家政权，声称它依靠农民阶级，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劳动

和资本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

制度，从而破坏国家政权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

人阶级；它声称它以不侮辱工人阶级但使工人阶级屈服而拯救了

统治阶级；它声称它所谋求的即使不是公共福利，至少也是国家

荣誉。因此，它被宣布为“秩序的救主”。虽然它有损于统治阶级

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政治自尊心，但是它表明它确是资产阶级“秩

１６６二稿。——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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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最合适的制度，它为资产阶级的一切工业欲望、卑鄙龌龊

的投机活动、整个骄奢淫佚的生活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活动范围。表

面上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龌

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的刺刀揭穿了这个国家的彻底腐朽性以及

似乎应由这个国家拯救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但是，这种帝国制

度是“秩序”的、即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如此不可避免的政

治形式，以至于普鲁士自己之所以要把它的巴黎中心所在地推翻，

无非是为了把它移到柏林去。

帝国并不像它的前驱正统王朝、立宪王朝、议会制共和国那

样，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同时还是资产阶级社

会的最淫贱、最完整、最后的政治形式。它是近代阶级统治的国

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

２６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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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

发言记录４６０

摘自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利用很多英国委员出席的机会，做一次

很重要的声明。奥哲尔最近在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关于法

国政府所谈的一切，是与真情不符的。我们在第二篇宣言中曾写

道，临时政府的某些委员从１８４８年革命以来就染上了可耻的污

点①。而奥哲尔声称，对于他们绝不能有任何责难。只可把法夫尔

看做是共和国的代表，而绝不能把他看做是尽善尽美的爱国者茹

尔·法夫尔。但是现在人们对法夫尔的议论，把他提到了首要地

位，而共和国几乎看不见了。这就是法夫尔的活动的实例。１８４８

年革命以后，法夫尔由于弗洛孔生病而当上了内务部秘书。推选

他的是赖德律－洛兰。法夫尔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把军队调回

巴黎，使得资产阶级后来能够枪杀工人。不久以后，人民看出国

民议会原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便发动了一次同情波兰

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群众冲进了会议厅４６１。主席坚决请求路易·

勃朗去向游行者讲几句话，安抚他们一下，他照办了。同俄国打

仗也许可以挽救共和国。过了几天，茹尔·法夫尔首先就要求给

５６６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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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全权把路易·勃朗作为游行者的同谋犯加以究办。议会以为

法夫尔曾得到政府方面相应的指示，但是所有其余的政府委员都

谴责了这项措施，说它是法夫尔个人的企图。临时政府故意策划

一项阴谋，挑起了六月起义。在人民遭到枪杀以后，法夫尔曾主

张撤销执行委员会４６２。２７日，他起草了关于把被捕者不经审判予

以流放的法令，于是有１５０００人被送去服苦役。１１月，议会不得

不审查一部分还没有被送去服苦役的被捕者的案件。仅在布勒斯

特一地就有１０００人需要释放。在那些被当做最危险分子送交军事

委员会审判的被捕者中，也有许多人需要释放，其他的人则只被

判处短期监禁。后来有人主张大赦，法夫尔总是表示反对。他曾

同一些人设法争取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除二月事件以外的一切

革命。他协助通过了过去所有出版法中最卑鄙的出版法４６３，这些出

版法曾被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法夫尔在七月王朝时期与波拿巴

分子有过勾搭，他曾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把拿破仑引进了国民议

会。他曾不遗余力地要实现罗马远征４６４，而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

步。

发言报道载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东邮报”

第１２１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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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

革命的发言记录４６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叙述了巴黎的情况。他说道，赛拉叶已经提到的

在这个星期内收到的巴黎信件说明了以前认为不可理解的情况。

以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少数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

不肯交出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记者都写道，应该惩治这些人，

但是法国政府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迟迟未动。从我们巴黎委员

会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

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在选举以后，他们明白了，在所选

出的那种议会４６６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态的。普鲁士人进

入巴黎的时候，大炮被搬到了市区的另一部分，以使它们不受普

鲁士人的侵犯。当时政府对这些大炮抱有贪心，并企图把它们从

国民自卫军手中夺走。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

总司令和警察局长①。在拿破仑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队长并且是教

徒。当他的军队在同德国人的会战中吃败仗的时候，他曾遵照奥

① 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８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声明说，他的３月２１日的发言记录有

一个错误：“把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和瓦伦顿混为一个人了。被任命为警

察局长的是后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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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良派主教杜邦鲁的命令在教堂里举行５小时的赎罪礼。这项任

命使人们对政府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时国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抵抗。２６０个营中的２１５个营，士

兵和军官一起，共同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

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２０个区中只有５个区没有选出代表。当议会迁到凡尔赛的时

候，政府就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他们的大炮。对刚开进

巴黎的军队打算让维努亚来率领，维努亚曾经在１８５１年的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期间，指挥士兵枪杀过街道上的群众。清晨，军

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

的手里，没有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被调到凡尔赛去了，议会不

知道怎么办。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是名人——其中没有费里克斯·

皮阿和类似他那样的人，——但是他俩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

名的。委员会里有４个国际会员。

公社必定在日内选出来。中央委员会宣布，必须保证出版自

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在所通过的决议中

的最重要一项决议说，必须遵守和谈的先决条件。普鲁士人仍在附

近，如果能做到使他们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发言报道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５日“东邮报”

第１３０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８日

“真理报”第７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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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

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

的发言记录４６７

摘自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８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支持共和主义运动，而

在于这个运动在目前环境下是否将按照我们的道路发展。有些人

像彼得·泰勒等人一样，只是要求共和国，但是必须指出，废除

君主制度，必然要废除国家教会、上议院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在

英国，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就不能

发展。既然产生了这种运动，那末也就应该知道它将要怎样发展。

要使我们的理想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必须先建立共和国。我们必

须注意共和主义运动的动向，国际的委员应该参加这个运动，设

法使它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是共和主义运动带上资产阶级性

质，它就会变成少数人的运动。工人阶级不能不同一切传统形式

一刀两断。

公民恩格斯说，在美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有压迫，但是共和制

度使工人阶级有许多机会进行宣传。在人烟稠密的州有工人运动，

然而人烟稀少的地区还很多，有碍于工人运动的加强。

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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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马克思表示深信，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变成社会运

动，绝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目前运动的首领当然没有这种

意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１９４１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０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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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１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道，他还应该报告一件事实。最近一个时期，报

刊上充满了有关协会曾经做出一些荒唐事的流言。巴黎的一家报

纸报道了最新的流言，说什么马克思似乎在１８５７年当过俾斯麦的

私人秘书。

接着恩格斯说道，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

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４６８以后却是只讲

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

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

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

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

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法夫尔已经拒绝普

鲁士人的帮助４６９。１８４８年６月，战斗在四天就结束了，但当时工

人没有大炮。现在战斗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路易－拿破仑铺设了

宽阔的街道，为的是可以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工人，然而现在这

却方便了工人：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２０万人，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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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在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

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８日

“真理报”第７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２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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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马克思……或者报纸①。这在将来是会安排好的，因为公社与

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

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４７０。赛拉叶

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

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

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里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

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

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根据公民莫

特斯赫德的建议，总委员会委托公民马克思起草这封信４７１。）

拉法格由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的邮局寄出了一些信件，因此

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

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

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

３７６

① 马克思发言的开头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因为总委员会记录簿缺少了这一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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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

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安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

伯利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

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像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

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

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它，但是它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

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

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

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

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专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他一无所获。

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布鲁托在检查国防政府

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

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

市政府１００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

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

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

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６０００法郎，其他公务

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宣言①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发言报道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９日“东

邮报”

第１３５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１９４１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４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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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５月９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然后公民恩格斯宣布说，宣言①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

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

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４７２可以在下午５时以后的任何时间

在马克思那里集会。

公社的一位使者到了伦敦，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

不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来防止没有通行证的人钻到城里来。已经

发现凡尔赛的奸细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主攻被击退了。凡

尔赛的军队打算从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和要塞围墙之间冲进来，但

是它现在只能在一个地方，即在它先前已经遭受挫折的那个地方

进犯。防御正在加强。公社失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又重新占领

了克拉马尔。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

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

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交战双方的军队现在接近势

均力敌。凡尔赛招不到外省的军队，凡尔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

部分兵力派到外省去维持各城市的秩序。梯也尔甚至不能准许市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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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参议会的代表们在波尔多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不得不援用拿

破仑的法律来阻止它４７３。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１９４１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６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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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４７４

摘自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明，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答应起草的宣

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谈到关于巴黎的

斗争问题时，马克思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

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

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扮

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

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结起来密谋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

兰克福肯定地说，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

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

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

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有可能向它提出更

多的要求。他允许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规定，但是

他只答应向巴黎输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

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十一

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和诺曼底的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

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纠纷并且联合起来压制

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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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卢昂，有５００人遭到了逮捕，逮捕

的借口是他们是国际的会员。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贝尔伯爵——

老古董，１８３４年的部长，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闻名的

人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说道，在

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

际。

载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７日

“东邮报”第１３９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８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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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

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

的发言报道
摘自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马克思请总委员会注意英国报刊正在散播关于巴黎公社

的无耻谰言。这些弥天大谎是法国和普鲁士的警察蓄意制造的，因

为他们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人硬说米里哀尔是公社最疯狂的

委员之一。其实他从来就不是公社委员，但是因为他是巴黎的议

员，所以需要找个借口来枪毙他。英国报刊为梯也尔帮腔，扮演

了警察和警犬的角色。为了替梯也尔的血腥政策辩护，而对公社

和国际进行诽谤。报界对于国际的宗旨和原则是很清楚的。报刊

上登载过国际在帝国时期在巴黎遭受迫害的消息。报界代表曾出

席过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代表大会，报纸上也报道过这些代表大

会的工作。虽然如此，各报仍然刊登了这样的报道，说加入国际

工人协会的有芬尼亚兄弟会、烧炭党人、玛丽安娜社４７５以及其他一

些秘密团体。报上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上校汉德逊是否知道

据说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地址？所以要捏造这一切，只是为了

证明对国际采取任何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的。“上等阶级”在国际的

原则面前感到恐惧。

马克思还想请大家注意马志尼在“现代评论”４７６上写了一篇文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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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指摘巴黎公社。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这件事并不是像应

该的那样为许多人所知道。马志尼曾谴责１８４８年６月的起义者。

路易·勃朗就这一点做了回答，他在当时要比现在勇敢一些。

当负有家室重累的比埃尔·勒鲁在伦敦谋得工作的时候，正

是马志尼给他告了密。事实说明，马志尼带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

主义思想，什么也没有懂得，什么也没有做成。他用他那套民族

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军事专制。他在自己想像中建立的国

家，对他说来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说来毫无意义。人

民越快地摆脱这种人就越好。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０日

“东邮报”第１４１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８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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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同“世界报”

记者谈话的记录４７７

  ７月３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

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

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

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付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

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像他

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４７８语言谈起来：这里没

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

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

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辨士就可以

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从这些小

册子里，您差不多能够像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认识

不清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

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

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

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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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政府。

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

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

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末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

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末又

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

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

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

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

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

的工人往往同时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

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

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

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

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像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阴

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

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在国际里就需

要有集权的政府；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

２８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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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

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

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

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

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

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

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

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

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

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

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

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

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

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

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

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

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

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

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见

３８６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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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别国输入工

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

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

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

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

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

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

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纳

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４７９。但是协会感兴趣的

并不是罢工，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

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可能的。让我们把事情的实

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

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

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

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

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

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

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

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

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

始在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

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

现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

出来的阴谋也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那末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４８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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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

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

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

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

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当英

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

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

了。

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比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实证论

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但是这决非他们的

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

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

像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

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

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说：您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

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问题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

５８６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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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

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

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

我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

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

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

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

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

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８日“世界报”和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２日“伍德赫尔和克拉

夫林周刊”第１３期（总第６５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

的第一国际”１９４１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６８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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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

关系的发言报道
摘自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恩格斯说，刚才有人谈到教皇，现在应该来谈谈反教皇

了４８０；他要报告的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曾在自己的报纸上攻击国

际①。马志尼宣称，他相信意大利人民热爱他，而他自己也热爱意

大利人民，然后接着说：

“协会产生了，全部秩序将有被破坏的危险〈教皇用的也是这些字眼〉，这

个协会是几年前成立的，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加入。协会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

会指挥，其灵魂是卡尔·马克思，这是一个具有大智大慧，但是像蒲鲁东一样

有一副破坏性的头脑的人，一个具有不容异己的性格，即嫉妒别人的影响的

人。由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在讨论现代社会的灾难问题时不可能

有一致的目标，对于这些灾难的消除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些

原因，我和民主同盟的意大利人支部（伦敦）才退出了协会。协会的三个基本

原则是：第一，否认上帝，即否认一切道德；第二，否认祖国，使它溶合在公社

的集合体中，而互相仇视似乎是公社必然遭到的命运；第三，否认财产，也就

是说，剥夺工人的劳动果实，因为个人财产权无非就是人人都有权支配他所

生产的东西。”

马志尼在结束他对这三点的评论时，建议意大利工人阶级在

７８６

① 见本卷第４１８—４２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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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旗帜下牢固地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反对国际的同盟。他建议意

大利工人相信意大利的未来，为意大利的未来和意大利的荣誉而

工作，在工人中建立合作商店（不是生产合作社），以便人人都能得

到尽可能多的利益。

请注意，马志尼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在一个地

方说，“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国际”，但是他又在下面写道，他已经

退出了国际。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怎么能退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

的团体。其实马志尼从来就不是国际的成员，但是他曾企图把国际

变成他的工具。马志尼草拟了一个纲领，并送交临时委员会审查，

但是这个纲领遭到了否决。以后马志尼为了同一目的，又做了新的

尝试，——通过沃尔弗少校，此人后来被揭露是警探，——当这些

尝试遭到失败后，直到最近，他才不再干涉国际的事务。

至于上面提到的对国际的指责，它们不是虚构就是无稽之谈。

第一点指责说国际强求信奉无神论，这是谎言，在总委员会书记答

复茹尔·法夫尔通告的那封信中已经驳斥了这种谎言①。第二点

指责说国际否认祖国，这是无稽之谈。国际力求团结，而不是分裂。

它反对关于民族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各族人民的分离，

暴君们往往利用这个口号来散播偏见和仇恨４８１；拉丁族和条顿族

之间的竞争造成了最近这次毁灭性的战争，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同

样利用了它。第三点指责只是暴露了马志尼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基

本问题上的无知。国际不是主张废除而是主张确立这种保证每个

人的劳动果实的个人财产。现在，群众的劳动果实落入少数人的腰

包，马志尼却建议原封不动地保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国际

８８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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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消灭这种制度。国际竭力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劳动的果

实。来自意大利的信件都说，意大利的工人同国际走同一条路，马

志尼的肤浅的诡辩不能把他们引入歧途。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９日

“东邮报”第１４８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８６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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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召开１８７１年

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４８２

摘自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提出建议：“在９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协

会的秘密代表会议。”他说，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情况，各支部在去年

授权总委员会缓期召开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现在情况并无多大

改进。在法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在德国，协会正遭到迫

害，而且任何一个敢于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要冒着被关进监狱的

危险。在西班牙，协会也遭到迫害，而在比利时则没有任何自由。因

此，如果考虑到这一切情况，就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开会，即英国和

瑞士。但是公民罗班已经谈过在瑞士的协会会员中所发生的分裂。

况且情况又是这样：即使召开了代表大会，也只有不多的支部能够

派代表参加，可是总委员会必须就未来的政策问题同各支部进行

磋商并使自己的全权得到批准，而这只有通过召开它所建议的秘

密代表会议才能办到。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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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
４８３

摘自１８７１年８月１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再谈一个问题。原来，在土地和劳动同

盟４８４的会议上，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希普领先生——此人从其声誉

看来是奥哲尔先生的助手，——批评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并

且说马克思已经脱离总委员会。讲这种话，只是说明希普领先生无

知，并不能证明他有才干，即使他是作为奥哲尔先生的傀儡讲的也

好。说什么马克思承认是他提出了宣言中的那些指责，他就脱离了

总委员会！——但是要知道，这样做是经过总委员会批准的，为的

是让像奥哲尔先生那样替梯也尔和法夫尔诸公辩护的人，再也不

能说他们不知道宣言中的指责是否正确。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公开

承认自己是宣言的作者，就是向那些被指责的人提出了挑战，要他

们出来控告作者犯了诬蔑罪，由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①。但是这样

做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奥哲尔

先生为什么不满意，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极

端无知，任何一个读报的人如果这样无知也是不可原谅的。奥哲尔

说，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疵议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法夫尔

在他的一生中是法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工人运动的仇敌；他是１８４８

１９６

① 见本卷第４０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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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血案的罪魁；他是１８４９年远征罗马的主谋，正是他设法把

路易·勃朗赶出了法国，把波拿巴迎回来也有他的份。尽管如此，

奥哲尔先生还恬不知耻地出面宣称：“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

厚非的”。但是，如果自以为是国际最积极的成员之一的奥哲尔先

生想多少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应当知道，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

不是他故意说这种谎话，就是这种话表明了难以原谅的无知。最近

五年以来，奥哲尔先生对于国际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未履行自己的

义务。主席的职位已被代表大会撤销４８５，因为它被发现毫无用

处，并且徒有虚名。奥哲尔先生是国际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

主席；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总委员会没有他也完全可以工作；

因此主席的职位就被撤销了。

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５日

“东邮报”第１４９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９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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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

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４８６

摘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总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是为了同各国代表商定各种

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协会在许多国家所遭到的危险，并且着手进行

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

其次，是为了对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不断破坏协会的各国政

府制订出对策。

最后，是为了彻底解决在瑞士发生的纠纷问题。

在代表会议进行期间，无疑还会发生其他次要的问题；这些问

题都应当得到解决。

公民马克思还说，必须对俄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因为它

企图把协会牵涉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对一个秘密团体的审判案件里

去，而这个团体的主脑人物全是同协会毫不相干的或者是敌视协

会的４８７。

本届代表会议是不公开的，但是当全体代表返回本国时，总委

员会将公布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公布的决议。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并

根据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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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
４８８

摘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０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一

  马克思以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经过检查

后，他承认代表大会曾通过这样一个决议４８９。这是良好的愿望；当

时他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可能的，现在他确信，工联不会赞同这样

的联合了。马克思说道，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

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

在工联外面，而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

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工人参加工联。

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

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

织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这

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

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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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不同意斯廷斯对工联的担心４９０；工联——甚至其中

组织得最好的，在美国有分支的——如果不转向我们，永远也做不

了什么事；工联对英国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４９１采取了旁观态度。

自从有了国际，形势就改变了；如果工联想运用自己的力量，

那末依靠我们的帮助便什么都能够做到。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

禁止工联干预政治的；工联只是在国际的影响下才采取了政治行

动。许多年来总委员会都同工联保持着联系；有过一个委员会４９２；

现在总委员会还同三个大城市——曼彻斯特、北明翰、设菲尔德的

工联有联系。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５９６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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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记录４９３

摘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０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公民罗伦佐要我们遵守条例，公民巴斯特利卡也仿效他。我拿

起“章程”和“宣言”的原本，无论在前者或后者中都能读到：总委员

会有责任将他们的工作纲领提交代表大会讨论４９４。在总委员会提

交代表会议讨论的工作纲领中，所谈的是协会的组织问题，瓦扬的

建议正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因此，罗伦佐和巴斯特利卡的反对意见

是没有根据的。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内，国际的某些会员根据对日内瓦代表大

会通过的章程４９５的曲解，进行了放弃政治的宣传，而这种宣传是各

国政府绝不想加以取缔的；甚至在德国，施韦泽和其他从俾斯麦

那里领取薪俸的人士，都企图使支部的活动适合于政府的政策。在

法国，这种放弃政治的罪恶做法使法夫尔、皮卡尔等人在９月４日

取得了政权；同样的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３月１８日成立了一

个包括许多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

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

了４９６。

不久以前在美国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４９７，决定要认真地研究

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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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并且决定今后要选举那些负有维护本阶级利益使命的、

像他们本人一样的工人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那些以玩弄政客手

腕为职业的人。

在英国，工人较难进入议会。因为议员不领取任何薪金，而工

人所有的只不过是用自己劳动赚来的生活资料，所以议会对工人

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资产阶级顽固地拒绝付给议员们薪金，

他们很懂得，这是防止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议会代表的一种手段，

但是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

他们像德·波特尔和卡斯提奥一样被封住了嘴，如果他们像曼努

埃尔一样被赶出议会，那末这种压制和不容异己的做法会对人民

起很大的影响；相反地，如果他们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得到

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论

在前后哪种情况下，都会为我们的原则建立巨大的威信。只要举一

个例子就够了：在对法战争时期，当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开始进行

反对战争的斗争，以期不使工人阶级对所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

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甚至在仅仅因啤酒价格才进行革命

的慕尼黑，也发生了要求停止战争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①；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

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

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而不是托伦之流。

马克思支持公民瓦扬的建议和弗兰克尔提出的修正案，该修

正案认为必须在建议前面加上一段理由，阐明这一声明的意义，也

７９６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①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上，在这句话前面写道：“从七月革命时起，资产阶级就采用

各种手段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受到阻挠。我们的报纸到不了群众手里。讲坛就

是争取威信的最好工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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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出：协会不是第一天要求工人从事政治，而是一向都提出这

个要求的。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３４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２９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８９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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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他昨天已经表示赞成瓦扬的建议，因此，他不会

反对这项建议。他在反驳巴斯特利卡时说，代表会议一开始就决

定，只讨论组织问题，而不讨论原则问题。在讲到援引组织条例

时，他提醒说：应当把章程和成立宣言看做一个整体；他再一次

宣读了它们①。

他叙述了有关放弃政治问题的始末。他说，不应当对这个问

题作过多的争论。创造出这种理论的人是好心好意的空想家，但

是，那些现在又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他们在

体验过残酷的斗争以后，放弃了政治，从而把人民推到表面上的

反对派即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行列中去，而我们在反对各国政府的

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我们应当揭露甘必大，使人民

不再受骗。马克思赞成瓦扬的意见。为了回击国际所遭受的迫害，

我们必须向各国政府挑战。

反动派存在于整个大陆上；他们是普遍的和恒久的，——甚

９９６

① 在一份记录草稿上接着是这样写的：“他反对主张不谈政治的人，说他们是宗

派主义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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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美国和英国也如此，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

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

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

马克思认为，对瓦扬的建议的措词应当做某些修改，因此，同

意吴亭的建议４９８。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３４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２９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记录草稿校对过

００７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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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

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４９９

摘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你们知道，在德国，协会是不能以它真正的名义存在的，因

为法律禁止地方性团体加入任何外国团体。但是协会在这个国家

里却存在着，并且用早就加入协会的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取得了巨

大的发展。德勒斯顿代表大会再次庄严地证实了加入协会５００。因

此，对这个国家，无须乎像对那些迫害协会的国家一样采取任何

措施或发表任何宣言。

马克思说，如果他对德国大学生没有好评，那末他对工人是

无可指责的。在使阶级斗争激化的前次战争期间，德国工人的表

现是十分出色的；此外，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波拿巴和威廉发

动这次战争，与其说是为了进行征服不如说是为了压制现代思想。

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被逮捕①，并被送到俄国边界线上

的一个要塞里，大部分委员直到现在还以叛国罪名被囚禁在监狱

里。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毫不畏惧地向帝国

国会宣称他们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们反对战争和拒绝投票赞成

１０７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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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军事贷款。政府不敢在会议进行期间逮捕他们；他们俩只是在

走出国会大门时才被警察抓住，送进监狱。

在巴黎公社期间，德国工人在集会上和自己的报纸上不断声

明他们支持巴黎革命者。当公社失败时，他们在布勒斯劳召开了

大会，普鲁士警察妄图阻挠而无效。在这个会上，如同在德国各

个城市举行的其他会上一样，他们向巴黎公社致敬。最后，在威

廉皇帝和他的军队凯旋归来、进入柏林时，人民高呼“公社万岁！”

来迎接胜利者①。

公民马克思指出，他在谈到英国的时候，忘记讲以下一点意

见：你们知道，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早就存在着十分

强烈的对抗，产生对抗的原因倒不难一一列举。对抗的根源是语

言和宗教的不同②，以及爱尔兰工人给英国工大造成的工资竞争。

在英国，这一对抗成了革命的绊脚石，而且被政府和统治阶级巧

妙地加以利用，政府和统治阶级深信，任何绳索都不可能把英国

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结合在一起。的确，要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

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基础上来看，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双

方都在成立国际支部，而作为国际支部，是应当朝着一个统一的

目标共同前进的。爱尔兰支部将很快成为人数众多的支部。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２０７ 附  录

①

② 在 马丁的记录草稿中，在这句话的后面还写着： “爱尔兰受到的长期压

迫”。——编者注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接着有这样一句话：‘工人们表明了，他们是在德国代表

社会主义意愿的唯一政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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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

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宣读以下这个建议：“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

际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

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绝对禁止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①

秘密组织是一回事，而真正的秘密团体又是另一回事；相反

地，必须同后者进行斗争。

在政治情况恶劣到连集会权利都成为非法的法国和意大利，

参加秘密团体（这种团体的结果总是不好的）的倾向会十分强烈，

并且，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

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

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②。

马克思要求通过他所宣读的建议。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议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３０７

①

②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还有以下这样一段话：“秘密团体会破坏国际协会的性

质；它们对烧炭党是适合的；它们不符合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４５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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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５０１

女士：

这封私人信（最初是寄给一个朋友的）可能引起公众的兴趣，

因为通过这封信多少能够说明当今法国政府的恣意胡为，法国政

府根本不顾个人的安全和自由，不惜以绝对虚假的借口逮捕外国

人和本国国民。

我的妹夫拉法格先生、他的妻儿、我的小妹妹和我，在巴涅尔

－德－吕雄度过了６月和７月，我们曾打算一直住到９月底。我

想，在比利牛斯山区多住一些时候，每天利用吕雄著名的矿泉水，

可以使我摆脱我的严重胸膜炎的后遗症。Ｍａｉ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Ｔｈｉｅｒｓ ｌ’ｈｏｍｍ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ｅｔ ｌａ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ｉｓ

ｐｏｓｅ．〔可是在梯也尔共和国里，谋事在人，成事在警察。〕拉法格先

生的一位朋友在８月１日或２日就已经通知他，说一两天内警察

会突然光临他家，万一在家里遇上了，一定会把他逮捕起来，他们

的借口是：在公社时期，他曾一度到过巴黎；他曾作为国际的密使

在比利牛斯山区进行活动；最后的但并非较不重要的一条，是因为

他是他妻子的丈夫，就是说，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先

生知道，在目前这帮法律家的政府的统治下，法律只是一纸空文，

他们不断地把人们关入监狱而不提出任何逮捕的理由，因此他便

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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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对他的劝告，越过国境，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城镇博索斯特住下

来了。在他离开几天以后，即８月６日，拉法格夫人、她的妹妹爱琳

娜和我曾在博索斯特探望过拉法格。拉法格夫人认为她的小儿子

由于健康情况当天不能离开博索斯特（她十分担心这个孩子的身

体，因为他的哥哥就是在几天以前死去的），她决定留下来和丈夫

多住一两天。因此，我的妹妹爱琳娜和我就单独返回吕雄。

我们平安地穿过西班牙的那些崎岖道路，顺利地抵达福斯。在

那里，法国的关税稽察员向我们提了几个一般的问题，往我们车里

看了几眼，看我们是否携带了违禁物品。因为我们除了大衣以外，

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我就吩咐马车夫驾车，这时在我们面前突然

出现了一个人，此人正是ｐｒｏｃｕｒｅｕｒ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国

的检察官〕①德扎加尔男爵，他说：“我以共和国的名义请你们跟我

走。”我们就离开马车，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极讨厌的家

伙——很不像女人的女人——在等着我们，她是奉命来搜查我们

的。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粗鲁的家伙来碰我们，便提出由我们自己

来脱外衣。这个长得像男人一样的女人根本不理会这一点。她跑

出房间，很快就回来了，一起来的有共和国的检察官，他非常粗暴

地对我的妹妹说：“如果你不让这个女人搜查你，我可要亲自动手

了。”我的妹妹回答说：“你没有权利触摸一个英国公民，我有英国

的护照。”但是我们看出英国护照并不怎么受重视，出示这种护照

并未博得男爵德扎加尔先生的特别尊敬，因为看样子他真的准备

说到做到了，我们便答应听任这个女人来搜查。她甚至把我们外衣

的缝边都拆开了，进而还要我们脱下袜子。至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

５０７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

① 初审法庭的检察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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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蜘蛛般的手指在拨弄我的头发。她在我身上只找到一份报纸，

在我的妹妹那里搜到一封已经撕碎的信，她就带着它们跑去见她

的同伙男爵德扎加尔先生。我们被送上我们的四轮马车；当我们住

在比利牛斯山区时期一向为我们充任“向导”并对我们依依不舍的

马车夫，被强迫打发走了，换了另一个人。在车上，我们对面坐着两

名官吏，这样我们就在一辆装满了税务官和警察的马车的伴随下

出发了。过了不久，我们的护卫队已经确实认为我们并不是那样危

险，我们并不图谋杀害我们的守卫者，于是便离开我们，我们也就

由车上的两名官吏看管了。我们在这样的保卫下穿过了一村又一

村，在经过圣贝阿时，这个还算大的市镇的居民成群地聚拢来，他

们显然以为我们是小偷，至少也以为我们是走私犯。八点钟，我们

疲惫不堪地到达了吕雄，穿过市立公园，在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

听音乐，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正是举办音乐会的旺季。我们

的马车在省长凯腊特里伯爵先生的公馆前面停下来了。由于这位

大人不在家，命令我们在他的门口等候，至少等了半个小时，一

直有人在监视着。最后，传下了命令，把我们送回家，房子原来

已经被宪兵包围了，我们立刻上楼去，打算梳洗一下（我们从清

晨五点钟就上路了），但是，一名宪兵和一名便衣警察甚至跟着我

们走进了卧室，所以我们没有梳洗，又回到客厅去恭候省长的光

临。时钟敲了九点、十点，凯腊特里先生还没有来，这时他正在

公园里听音乐，据说他决定在最后一个和声响完以前绝不离座。就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里挤满了 ｍｏｕｃｈａｒｓ〔侦探〕，他们走进房

间里来就好像是走进他们自己的房间似的，他们就好像在自己家

里那样随便坐在我们的椅子和沙友上。我们很快就被一群各色各

样的警察包围了；从一切迹象看来，共和国的这些忠实奴仆是在

６０７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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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期学成出师的，——他们完全掌握了自己光荣的手艺。他

们采用各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阴谋诡计来引我们说话，但是当他们

看出他们的一切努力并不见效，便一直瞪着眼睛望我们，那种样

子只有“专干这行的”才能做得出来，最后到十点半钟，省长驾

到，与他同时来的还有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法院侦查员、治

安法官、土鲁斯和吕雄的警官等人。他们命令我的妹妹到隔壁房

间里去，土鲁斯的警官和一名宪兵也跟着她走开了。对我的审讯

开始了。我拒绝说出有关我的妹夫和其他亲友的任何消息。至于

我本人，我说，我在治病，到吕雄来就是为了进行矿泉治疗。凯

腊特里先生对我软硬兼施，达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就威胁我，要

是我再拒绝做证人，就把我当做同谋犯。他说：“明天法律会强迫

您宣誓作证的，因为——允许我告诉您，——拉法格先生和他的

妻子已经被捕了。”这时我很不安，因为我妹妹的孩子还在病中。

最后，轮到我的妹妹爱琳娜了。当她要说话的时候，他们叫我

背向着她。在我面前站着一名军官，以防我会对她做任何手势。遗

憾的是，我只听到他们一步一步地逼着妹妹对他们所提出的无数

问题回答“是”或“不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向她逼

供的。原来凯腊特里先生指着我的书面声明（由于背向着他，我未

能看到他的姿态），说的却是与我实际上所说的正好相反的话。因

此，妹妹害怕与我讲的不一致，就没有驳斥那些似乎是我做的声

明。对她的审讯，直到两点半钟才结束。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少女，

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在非常炎热的八月天旅行了九个小时，而且在

博索斯特时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被反复审讯到深夜两点半钟！

土鲁斯的警官和几名宪兵在我们家里度过了下半夜。我们躺

下了，但是不能入睡，因为我们在绞尽脑汁地想设法派一个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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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索斯特去预先通知拉法格先生，如果他尚未被捕。我们向窗外

望了一下，宪兵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走出这所屋子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受到严密的监禁，甚至不准我们与女仆和房东太太见面。

第二天，房东太太和仆人都具了结。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和ｐｒｏ

ｃｕｒｅｕｒ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又对我审问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吹

牛英雄德扎加尔男爵先生对我念了许多大段的引文，同时指出了

如果我再拒绝做证人我将受到的那种惩罚。然而这些先生们是白

费唇舌。我平静地但是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宣誓，并且仍然毫

不动摇。    

对我的妹妹的审讯，这次只有几分钟。她也是坚决拒绝宣誓。

在总检察官临走以前，我们要求他准许我们给母亲写几行字，

因为我们担心报纸上也许会登载我们被捕的消息，这消息会使我

们的父母焦灼不安的。我们提议当着德尔佩克先生的面用法文来

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们平安”数语而已。这位检察官拒

绝了我们的要求，他的借口是我们可能有暗语，在“我们平安”这种

话里面可能包藏着什么秘密的涵义。

这些法官胜过了道勃雷和佛其慈。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他们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思议：当他们友现我们的女仆把人家寄

给拉法格先生的许多关于出口绵羊和公牛的商业信件交给我们

时，就大喊大叫：“公牛、绵羊，这是阴谋，阴谋！绵羊是指公社社员，

公牛是指国际的成员。”

在白天结束以前和晚间，我们又受到好几个宪兵的照顾，有一

个宪兵就坐在我们对面，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二天，８日，省长和另一个人来访问我们，据我们推测，那人

大概是他的秘书。“法兰西报”登载的关于我们这次谈话的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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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确切的和虚构的，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报道。现在我们还

是回过来谈谈这位省长吧。

凯腊特里先生在做了冗长的开场白以后，很诚恳地通知我们

说，当局弄错了；现已查明，对拉法格先生起诉是毫无根据的，他并

没有罪，因此可以随意回到法国来。“至于令妹和您本人”，——凯

腊特里先生一面说，我想，他一面心中在盘算：天上的仙鹤不如手

中的家雀，——“你们的罪证比拉法格先生的要严重多了”（这样一

来，我们突然从证人变成了被告），“大概要把你们驱逐出法国。但

是政府释放你们的命令，一天之内就要下来了。”然后他又用长辈

的口吻说：“无论如何：我劝你们以后还是安分点，ｐａｓ ｔｒｏｐ ｄｅ

 ｚèｌｅ〔不要太热心〕！”接着，被我们设想为秘书的那个人突然问

道：“国际在英国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吗？”我回答说：“是的，非常强

大，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凯腊特里先生叫着说：“噢！国际，这是

一种宗教！”凯腊特里先生临走时再一次以名誉担保，保尔·拉法

格没有事了，要我们立即写信到博索斯特，把这告诉他，劝他回到

法国来。但是我觉得在凯腊特里先生的钮扣孔上佩带着一条荣誉

军团的红色绦带，由于我总认为荣誉军团的骑士们的名誉完全不

同于一般凡人的名誉，所以我想谨慎一些没有坏处，我没有劝拉法

格先生返回吕雄，相反地，我请一位朋友给他送去一些钱，使他能

更走远一些，到西班牙的内地去。

宪兵们处处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白白地等待答应释放我们

的命令。夜间十一点钟，ｐｒｏｃｕｒｅｕｒ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走进我们的房

间，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送来释放令，而是要我们收拾起必要的东

西，跟他前往ｕｎｅｍａｉｓ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ｉèｒｅ〔一座特别的房屋〕。我知道这

是违法的，然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在家的只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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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而检察官却由一大批宪兵护随着。为了不给这位胆小的吹牛

家德扎加尔先生以使用粗暴手段的乐趣，我们吩咐哭哭啼啼的女

仆准备好我们的外衣等物，我们还设法安慰房东太太的女儿，答应

她我们很快就回来，然后我们才登上已坐有两名宪兵的四轮马车。

在这异国他乡的深夜，真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原来把我们送到了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宪兵营〕的营棚里。他们给

我们指定了一间卧室，从外面牢牢地顶住我们的房门，便把我们单

独留下了。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整个第二天，直到五点半钟，我决定

要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就要求见省长。凯腊特里先生来

了。我问他，在他答应让我们自由以后，却把我们送到 ｇｅｎ

ｄａｒｍｅｒｉｅ 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回答说：“由于我的干涉，才准许你们在 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过

夜。政府（梯也尔先生）本来要把你们送进土鲁斯附近的圣果当监

狱。”然后凯腊特里先生交给我一封附有两千法郎的信，这封信是

波尔多的银行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在此以前凯腊特里先生一直

扣押着这封信。他宣布说，我们自由了，不再被驱逐出法国，而且像

拉法格先生一样，可以随意决定是否留在这个国家里。

这一次我们大意了，竟把凯腊特里先生所谈的有关拉法格的

话通知了拉法格夫人。

１０日，我们收到一张到西班牙去的 ｌａｉｓｓｅｒ－ｐａｓｓｅｒ〔通行

证〕，但是他们没有把我们的英国护照交还我们。我们白白地为它

奔走了十天。凯腊特里先生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将护照送往巴黎去

了，虽然多次提示，仍未寄回给他。

这时我们才深信，他们把我们从小小的吕雄 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 

放出来，只是为了把我们关进大的 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梯也尔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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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我们成为俘虏了。没有护照，我们就不能离开法国，显然，他们

准备把我们一直留在法国，以便一有机会可以再把我们逮捕起来。

土鲁斯的警察厅每天指责我们，说我们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法

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上进行活动。他们又说，“可是省长已经采取断

然措施来安定（ｐｏｕｒｒａｓｓｕｒｅｒ）上加龙的居民。”不错，是给了我们

一张到西班牙去的ｌａｉｓｓｅｒ－ｐａｓｓｅｒ，然而住在西班牙的拉法格夫人的

遭遇又是如此，我们简直不愿意在西得的国土上寻找一个避难所。

拉法格夫人后来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实，使我们又回想起８月

６日的那一天。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马车夫在福斯被迫离开了我们。事

后，ｐｒｏｃｕｒｅｕｒ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ｑｕｅ 德扎加尔先生和几名警界的

“绅士”假惺惺地企图说服他回到博索斯特，用编造的口实劝拉法

格先生前来福斯。幸好一个诚实的人胜过半打警探。这个机灵的

年轻人明白这些甜言蜜语里有问题，便毅然拒绝去找拉法格先生。

于是宪兵们和税务官员就在检察官的带领下向博索斯特进军了。

男爵德扎加尔先生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他事先就宣

布：要是没有足够的卫兵，他绝不到福斯去捉拉法格先生；又说，

他带着一两名宪兵对付不了像拉法格先生这种也许会使用枪炮的

人。德扎加尔先生弄错了——给他准备好的不是子弹，而是一顿

拳打脚踢。他从博索斯特归来时，忽然想起去干预一群聚在一起

庆祝农村节日的农民。那些爱好自由不下于爱好山区空气的骁勇

山民，把高贵的男爵着实地揍了一顿，把他撵走了。他吃了亏可

并未学到乖！但是我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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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谈到德扎加尔先生及其扈从向博索斯特出发。不久他

们便抵达这个市镇，找到了拉法格全家下榻的旅馆，因为博索斯特

的居民只有两家旅馆，或者不如说，只有两个客栈。他们还没有文

明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客栈。正当德扎加尔先生站在麦斯旅馆的大

门口时，拉法格先生却在他的那些好朋友即农民的帮助下从后门

走出去，爬上山头，顺着那些只有向导、山羊和英国旅行者才熟悉

的羊肠小道逃走了，因为在那些大路上都有西班牙的马枪兵守卫

着。西班牙的警察热心地帮助他们的法国同行。拉法格夫人真是

命中注定要受到警察国际团结的全部恩赐。凌晨三点钟，四名西班

牙军官闯入她的卧室，用马枪直对着拉法格夫人带着孩子睡的那

张床。可怜的病儿突然惊醒，便大声哭叫，但是这并不妨碍西班牙

军官们搜查房间的每一个小洞和每一条裂缝，看看其中有没有拉

法格先生。最后，他们确信他们追捕的人已经溜走，便宣布要带

走拉法格夫人。这时旅馆老板——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出面

干涉，他说西班牙政府绝不会同意引渡妇女。他说得对。拉法格

夫人被允许留在博索斯特，但是从此以后便一直受到警探的监视。

一队密探把他们的总司令部设在旅馆里。在一个星期天，省长本

人和 ｐｒｏｃｕｒｅｕｒ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甚至不辞劳苦地从吕雄

到博索斯特来看看拉法格夫人。但他们由于好奇心未得到满足，便

玩起ｒｏｕｇｅ ｅｔ ｎｏｉｒ〔红与黑〕①聊以自慰；这种赌博同玩巴卡拉

纸牌，是目前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凡尔赛 ｐｅｔｉｔｓ ｇｒａｓ 〔纨袴

少年〕唯一认真从事的工作。

我差一点忘记说明为什么凯腊特里先生没能看到拉法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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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从吕雄来的法国农民把凯腊特里先生这次

访问的消息通知了自己在博索斯特的几个西班牙朋友，这些人当

然立刻就把它告诉了拉法格夫人。

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国居民和西班牙居民建立了攻守同盟来对

付他们各自的政府。这一次他们就侦察了省长的官方密探；尽管他

们在法国边境上常常遭到阻拦，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传递

我们想知道的消息。最后，凯腊特里先生下令，任何人甚至向导如

果没有规定的通行证，不得前往博索斯特。这项措施当然没有妨碍

我们仍像过去那样得到消息；它不过是更加激怒了比利牛斯山区

的农民，他们对凡尔赛的“地主议会”早就抱有敌对情绪。

我后来听说，在法国其他地方，农民也是十分仇视自己的所谓

代表，即当权的地主。梯也尔先生在执行一个伟大的革命任务！他

在他的省长、教士、乡村的武装看守者和宪兵的帮助下，很快就要

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

当我们被释放出 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 以后不久，拉法格夫人就把

拉法格先生逃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后来我们从博索斯特的一个

居民那里知道，拉法格先生在韦斯卡被捕，有些西班牙人建议把

他引渡给法国政府。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治安法官把我

们的英国护照退还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拉法格夫人因孩子生病滞

留在博索斯特，同时又不知道丈夫的命运究竟如何，正在焦急不

安，为了使她不再焦急，我们立刻决定到韦斯卡去，打算向省督

了解一下西班牙政府对拉法格先生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到了圣

塞瓦斯田，我们高兴地知道拉法格先生已被释放。于是我们立即

返回英国。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不能不简短地谈一谈我们的房东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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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夫人和女仆于８月６日当我们不在家时受到的遭遇，因为同这

件事比较一下，警察对待我们真可以说是礼遇有加了。那天上午

十一点钟，省长、总检察官、ｐｒｏｃｕｒｅｕｒ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ｃ等等人

冲进了我们的家。他们因为没有把拉法格先生抓到手而大发雷霆，

迁怒于Ｃ夫人这样一个患心脏病多年的妇女，迁怒于我们的女

仆。他们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非常粗暴，因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

主人的去向。           

然而省长从一个男孩子即Ｃ夫人的园丁口中把这件事打听

出来了，他便立刻打发他到福斯去，躲在篱笆后面窥伺我们，当我

们一到就通知ｐｒｏｃｕｒｃｕｒ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这些大人先生们。

要是凯腊特里先生在与普鲁士人作战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使

他的翼侧和后方免遭突袭，设置观察哨和派遣侦察员到前面去，使

敌人的部队措手不及，那末布列塔尼的仗就会打得好些，以然，这

是就凯腊特里在福斯的战术的成就而言！

他们不允许我们的房东太太在她自己的厨房里生火，命令她

不睡床而睡地板。然而后一项命令她没有服从。省长抓着她的一

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硬说是拉法格先生的儿子。Ｃ夫人不止一次地

要他相信，他弄错了，但是徒然无效；最后，她竭力想证实孩子的身

分（她怕孩子会被带走），就大声喊道：“饶了我吧！孩子只会讲本地

话！”起先省长甚至对这个论据也还不太相信。可能，这位相信“国

际是一种宗教”的凯腊特里先生，这时想起了上天恩赐使徒说不同

语言的奇迹５０２。

Ｃ夫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虐待，原因之一就是她一生中从来

没听说过国际，因此不能说出这个秘密团体在吕雄的活动。顺便说

一句，对于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会员说来，这也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

４１７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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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至少在凯腊特里先生为国际协会开始积极宣传以前。后来

他们又说Ｃ夫人不该赞扬她的房客拉法格先生。但是主要的罪行

是，她没有能指出哪里藏有炸弹和煤油。

是啊！的确是要在我们家里寻找炸弹和煤油。

这位大权在握的官员发现了一盏为孩子热牛奶的小夜灯，就

开始郑重其事地仔细检查这盏小灯，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似乎这是

一个可以用来把煤油从吕雄洒到巴黎大街的伪装爆炸物。甚至闵

豪森也没有这样想入非非。法国政府是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ｄｅ ｔｏｕｔ〔什么

都做得出来的〕。当局真的相信荒诞的煤油寓言——自己病脑幻想

的产物。他们真的以为巴黎的妇女“既非兽又非人，既非男又非

女”，而是一些《ｐéｔｒｏｌｅｕｓｅｓ》
５０３
——生来嗜火的火怪的变种。

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比他们的先知和师傅“巴黎报”的昂利·德

·佩恩逊色，听说此人真以为他以我父亲名义所写的那些声名狼

籍的信件不是昂利·德·佩恩写的，而是卡尔·马克思写的。

对于已经失去理智的政府可以鄙薄地报以沉默，而对于那些

由这个政府的无聊小丑扮演糊涂虫和讨厌鬼的滑稽戏，则可以付

之一笑，如果这些滑稽戏不变为千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悲剧的

话。请想一想在凡尔赛军事法庭前面的那些《ｐéｔｒｏｌｅｕｓｅｓ》吧，想一

想最近三个月在水上监牢里被慢慢折磨死的妇女吧！

燕妮·马克思

１８７１年９月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第２３期（总第７５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５１７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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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５０４

小委员会起草的决议

  鉴于：

（１）美国的每一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参加纽约的美国联合会

委员会，于是该委员会便具有真正代表机构的性质；

（２）国际在美国的组织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纽约

的联合会委员会；

（３）无论在协会的章程中或者在国际为美国特别规定的组织

原则中，都没有任何条文妨碍任何支部在本民族中扩大协会的影

响；

总委员会建议继续维持纽约的美国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直到

国际在美国由于扩大而必需召集美国所有支部来选举新的联合会

委员会为止。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总委员会通过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社会主义者报”

第８号和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第３期（总第８１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

手抄稿译的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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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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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ａｒ》）

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９－２３日写成的。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９日，即普法

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

在７月２３日为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接着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的总委

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７０２号上，几天以后以传单的形式印行了一千份。

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

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

鉴于宣言的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所印的册数远远不能满足需

要，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决定再增印一千份。１８７０年９月，第

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在

这一版中，马克思改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刊误。

８月９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

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布。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赛拉叶

和埃卡留斯。宣言用德文首次发表在莱比莱比锡“人民国家报”１８７０年

８月７日第６３号上，译者是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

文本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

宣言用这个新的德译本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８月的“先驱”杂志第８期上，同

时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出版。１８９１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

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中发表了总委

员会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第一、第二两篇宣言的是路

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宣言用法文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８月“平等报”、１８７０年８月７日“国际

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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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８２号和１８７０年８月７日“米拉波报”第５５号。宣言也用总委员

会所设委员会译成的法文以传单形式出版。

第一篇宣言于１８７０年８—９月首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

民事业”第６—７期上；在１９０５年，第一、二两篇宣言收入了由列宁审

订的按１８９１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见注１９１）。后

来，这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又多次用俄文和“法兰西内战”本文一

起发表过。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

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至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９日在莱比

锡出版（每周两次，自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

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

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

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

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卓越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

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并且一贯地为它纠正路线。尽

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

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先驱”（《Ｄｅｒ Ｖｏｒｂｏｔｅ》）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

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

尔。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

文件，报道协会的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ｔ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

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在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８７０年１月，混入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分子佩龙、罗班

等人企图利用它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在１８７０年１月罗曼语区联

合会委员会设法更换了编辑部的成员，清除了其中的巴枯宁分子，以后

该报又开始支持总委员会的路线。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

时支部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９年到１８７３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

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０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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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波报”（《Ｌｅ Ｍｉｒａｂｅａｕ》）是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４年在佛尔维耶出

版的比利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

“人民事业”（《 》）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１８６８年

至１８７０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１８７０年４月以前为杂志）；创刊号是巴

枯宁主编的，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

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１８７０年４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

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

３页。

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３—１４页。——第３页。

３ 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摇欲堕的第二帝国政

权，于１８７０年５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以

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

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公民投票仍然表

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１５０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

有１９０万人。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

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歪曲它们的目的，用“赤色恐怖”

来吓唬中间阶层。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职工会联合会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发表

宣言，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并号召工人们拒绝参加投票。在

公民投票的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谋刺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

联合会的会员；政府还利用这一罪名在法国各城市里对国际会员发动大

规模的迫害运动。在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２日至７月５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

会员的审判中，完全揭露了这一罪名的虚伪性；但是波拿巴的法庭仅以

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为罪名对在法国的许多国际会员判处了徒

刑。     

在法国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抗议。——第３页。

４ 指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

体即由此肇始。——第４页。

５“觉醒报”（《ＬｅＲéｖｅｉｌ》）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

１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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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９年５月起改为日报，从１８６８年７月至１８７１年１月在巴黎出版，由

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起反对国防政府。—— 第４

页。     

６“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

报，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０年９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

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５页。

７ 指十二月十日会（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

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

１８４９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等组成。虽然１８５０年１１月

该会在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

传，并且积极地参加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７３—

１７６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

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

子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５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第５页。

８ 萨多瓦之役于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萨克

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告

终的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凯

尼格列茨（现为格拉杰茨－克拉洛维）之役。——第６页。

９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６日在不伦瑞克和７月１７日在开姆尼斯举行的工人大会，

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爱森纳赫派）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

夺政策而召开的。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６日不伦瑞克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０年７月

２０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８号。——第７页。

１０“战争短评”是弗·恩格斯大量的军事著作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从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了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事件。“战争短评。”包

括５９篇紧密联系的军事评论文章，其中４０篇的标题是“战争短评”（每

篇加编号），其余则用各种不同的标题。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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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论述普法战争的文章的直接原因是，“派尔－麦尔新闻”的撰稿

人之一梯布林（塔朗）建议马克思向该报投寄军事通讯。马克思把这个建

议转给恩格斯。恩格斯把头三篇文章寄给马克思，由马克思看了后转寄

给编辑部。至于以后的文章，恩格斯为了使它们及早发表，就直接寄给

“派尔－麦尔新闻”编缉部。

恩格斯评论普法战争的文章都是紧随着所发生的事件写的。恩格斯

仔细地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战事的一切资料，如英国、德国和法国

报刊的消息，法国和德国的最新电讯。尽管这些消息不完整而且互相矛

盾，恩格斯在文章中除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对个别细节叙述得不

确切外，仍然能够描述出战争的真实过程。

恩格斯在开始写“战争短评”时预定每周两篇；但是头三篇文章一发

表，引起了读者很大兴趣和整个报界注意，以后“派尔－麦尔新闻”的编

辑格林伍德便建议恩格斯不限数量地为该报寄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

期，恩格斯每周写三篇甚至四篇文章。

格林伍德不止一次地未经恩格斯的同意修改他的文章。恩格斯在他

的信中曾指出，“战争短评（三）”中的各种军语曾被任意修改，而这些修

改证明格林伍德不懂军语；“战争短评（十三）”中还加了最后一段（见注

４４）。

“战争短评”是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９日至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８日在“派尔－

麦尔新闻”上发表的；除了头三篇著名《Ｚ．》以外，其余各篇都没有署名，

而且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

文章极受欢迎。许多报刊都在自己的评论中转述了这些文章的内容。从

此恩格斯在他的朋友中间就有了“将军”的绰号。

恩格斯在世时，他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没有再版。奥地利社会民

主党领导人之一维·阿德勒保存的“派尔－麦尔新闻”的剪报（每篇剪报

的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恩格斯的亲笔签名），许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广大

读者知道。在维·阿德勒死后过了几年，即在１９２３年，恩格斯的文章才

被编成以“战争短评”为总标题的英文单行本在维也纳石印出版。“战争

短评”的俄文本在１９２４年第一次出版。

“派尔－麦尔新闻”（《Ｔｈｅ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是１８６５年至

３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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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在伦敦出版的日报，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取保守派立场。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０年７月至１８７１年６月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

该报除了刊载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外，还刊载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并摘要地刊载第二篇宣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派尔－麦尔新闻”有一段时期曾经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但

是在１８７１年６月底，该报参加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巴黎革命而发起的反

对共产国际的总的诽谤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断绝

了一切联系。——第１１页。

１１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１８６７年建立的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见

注２９）。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１９个德意志邦和３个自由市，它们在形

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

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

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在普选权基础上产生的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受到

严格限制：它所通过的法律要经过成员反动的联邦会议的同意和联邦元

首的批准才能生效。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

－达姆斯塔德在１８７０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

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１８７１年１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

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１３页。

１２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６４年普鲁士同丹麦战争归普鲁士统治然后并入普鲁士

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劳恩堡公国，以及普鲁士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胜利

后并吞的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

由市、霍尔施坦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德部分领土。——

第１３页。

１３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

龄较大的应征人员（２７—３２岁）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在后备军中

的服役期为５年。后备军制度最初是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在普鲁士出现；后

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军各部队只进

行几次集训，在战时后备军则应当担负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在１８７０—

４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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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用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在战时，４０

岁以下的成年人都要参加后备军。——第１３页。

１４ 多管炮或称霰弹炮是一种装在沉重的炮架上的多管连射武器。在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法军装备的多管炮有２５个身管，可以利用专门的机械

连续进行发射。普法战争的经验表明，多管炮构造不完善，不适于野战

中使用。——第１４页。

１５朱阿夫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

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居

民组成的殖民地部队，后来由法国人组成，但是保持原先的东方服饰。

土尔科即阿尔及利亚猎兵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编成的一种法国

轻步兵，除了军官和部分军士以外，由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

成。——第１４页。

１６法国国民自卫军按照１８６８年的法令分为流动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

卫军。流动国民自卫军是由那些没有服现役和预备役的适龄的应征人员

组成，其使命是担负边防、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

战争开始时，流动自卫军的编组工作还没有展开；在战争期间编入流动

国民自卫军的包括２０到４０岁的人员。

地方 国民自卫军由免服现役的人员和年岁较大的应征人员组成。

在法国正规部队被击溃以后，国民自卫军组成法国武装力量的核

心。１８７２年国民自卫军被解散。——第１５页。

１７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也像他对军事事件可能的进程的其他许多预测一样，

完全被证实了。恩格斯所指的这一地区在８月初成为普法战争最初几次

大会战的战场（见本卷第３１—３５页“普军的胜利”一文）。——第１９页。

１８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法国和皮蒙特军队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４

日在索尔费里诺（意大利北部）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奥地利军队在

索尔费里诺的失败决定了有利于法国和皮蒙特的战争结局。恩格斯在

“索尔费里诺会战”、“历史的公断”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几篇文章中分

析了会战的进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４８—４６１

５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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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２０页。

１９指格·卡迪纳耳·冯·维德恩“莱茵河和莱茵河战局。对莱茵河地区和

邻近的德法地区的军事地理和战术的研究”１８６９年柏林版（Ｇ．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ＶｏｎＷｉｄｄｅｒｎ《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ｆｅｌｄ－Ｚｕｇｅ．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ｉｍＢｅｒｅｉｃｈｄｅｓＲｈｅｉｎｓｕｎｄｄｅｒｂｅ

ｎａｃｈｂａｒ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６９）。——第２０页。

２０“时报”（《ＬｅＴｅｍｐｓ》）是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

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３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

在第二帝国复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２２页。

２１恩格斯指１８７０年８月５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这篇社论转述了恩格斯

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发表的“战争短评（三）”中的一系列论点，但没有注

明来源。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１７８５年创刊

于伦敦。——第２６页。

２２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４日的维桑堡会战中，普鲁士王储指挥的德军第三军团

的３个军，利用法军兵力分散的弱点，进攻并击溃了数量上比他们少得

多的杜埃指挥的法军一个师（属麦克马洪第一军）。这次胜利为德军打通

了向亚尔萨斯前进的道路。——第２９页。

２３沙斯波式步枪是一种后装枪，以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１８６８年法军装

备了这种枪；在当时来说它的特点是战斗性能好。——第２９页。

２４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大规模会战之一，这次会战

发生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结果是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遭到了失

败。——第３１页。

２５马振塔会战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法军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４

日在通米兰的要冲中击败了奥军，攻占了马振塔，然后进入米兰；奥军

由于在马振塔战败不得不撤出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恩格斯在“军事事

件”、“奥军的失败”和“马振塔会战”等文中论述了这次会战的进程

６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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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１８—４３４页）。——第３２

页。

２６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福尔巴赫（洛林）会战中，普军击溃了由弗罗萨尔将

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

战。恩格斯在后来也使用后一名称。——第３３页。

２７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中的一个战例。奥地利军队在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萨多

瓦会战失败以后退向奥里缪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企图以此诱使普

军不向维也纳进攻。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普军派出掩护部队对付奥

里缪茨后，向奥地利首都进攻。——第３８页。

２８恩格斯指由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流动自卫军巴黎各营的反波拿巴

行动；这次行动是在１８７０年８月初发生在夏龙兵营。——第３９页。

２９德意志联邦是１８１５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

包括３４个邦和４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

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它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

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

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瓦解，于１８５０年

恢复。联邦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见

注１１）代替。——第４０页。

３０法军在福尔巴赫和维尔特的失败，暴露了第二帝国制度的腐朽，因此

１８７０年８月７—９日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人民群众

反政府的行动。８月９日在巴黎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

占多数的大量示威群众包围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

民。政府为了驱散示威游行，调用了大量宪兵和正规部队。为了对付革

命的威胁，组成了以八里桥为首的包括极端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府代替

奥利维耶内阁。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立法团的“左派”议员（费里、甘必大

等人）由于害怕人民革命的前景，拒绝支持人民群众的行动，实际上是帮

助维护波拿巴制度。——第４６页。

３１指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社会拯救委员会（卡诺

７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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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采取的改组法国军队的工作。被派去进行军队改

组工作的国民公会委员在这次改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照１７９３年８

月２３日国民公会关于全民武装的法令，革命军队的数量到１７９３年底急

剧增加，超过了６０万人；当时把志愿兵各营同正规军队合并，任用有才

干的、在士兵群众中有威信的人代替旧的指挥人员，雅各宾政府大规模

地生产武器和弹药供应军队。所有这些措施使法军得以节节胜利，并且

到 １７９４ 年 春 天 肃 清 了 法 国 国 土 上 的 干 涉 军。—— 第 ５１

页。      

３２恩格斯指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４日在麦茨以东发生的科龙贝－努伊会战（又称

博尔尼会战）。“战争短评（十一）”对这次会战作了详尽的叙述（见本卷第

６６—６９页）。——第５４页。

３３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在后面第１４６页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６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

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第５８页。

３４“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自由主义共和派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３６年至

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在巴黎和图尔同时出版，后来又

在波尔多出版。——第５９页。

３５自由射手（法文ｆｒａｎｃｓ－ｔｉｒｅｕｒｓ），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股队

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纪末

至十九世纪初同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建立的。１８６７

年，法国开始组织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法

国领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专门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规军被击

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队伍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第

６０页。    

３６在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的耶拿（绍林吉亚）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指挥的

法国军队击溃了普军一部。在同一天，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元帅的军队

在奥埃尔施太特击败了普军主力。随后法军对两支败军进行追击，俘

虏了绝大部分普军，从而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 第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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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３７恩格斯引用的是普鲁士国王威廉关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８日德军在格腊韦

洛特战胜法国莱茵军团的电报。格腊韦洛特会战（历史文献上又称圣普

里瓦会战）后，莱茵军团被困于麦茨。——第６４页。

３８“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日报，自

由党的机关报；１８２１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６６页。

３９波拿巴远征意大利时期（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法军一部于１７９６年６月围攻

由奥地利守备部队防卫的曼都亚（意大利北部），而法军的主力则去对付

企图替要塞解围的奥军。１７９６年９月，被波拿巴击溃的武尔姆泽尔的奥

军躲在曼都亚；经过长期围攻和封锁以后，该地守军由于没有必需的粮

食储备被迫于１７９７年２月投降。

在拿破仑法国同第三次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期间，由于拿破仑第一进

行巧妙的机动，马克指挥的奥军于１８０５年１０月在乌尔姆要塞被围，并

且被迫投降。——第７０页。

４０“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创办于伦

敦。——第７２页。

４１１８０６年１０月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第一的先头

部队抢在退却的普军前面，使他们不能到达施特廷（波兰称作：兹杰辛）

和渡过奥得河；在这次战役中，被击溃的普军的残部被迫投降。——第

７５页。

４２色当在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一地区的南部边境；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普

军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在这里击败了法国的麦克马洪军团，并切断了

它的退路，迫使它投降。可见，恩格斯不仅预言了法军在色当惨败的可能

性，而且相当准确地判断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第７５页。

４３“阿尔及利亚人”或“非洲人”，在法国是指那些在镇压争取独立的阿尔及

利亚各部落的殖民战争中官运亨通的将军和军官。麦克马洪曾经积极参

加这些战争，在战争中法国指挥官对阿尔及利亚各部落广泛地采取了残

酷屠杀当地居民的野蛮袭击的战术，背信弃义地破坏所签订的协定，完

９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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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不顾一切作战规则，并且不承认对方具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第

７６页。

４４在本文的后面，“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格林伍德曾加了以下一段话：

“很可能，对斯特拉斯堡的围攻不久将以这个要塞的投降而告终。看来，

德军已十分认真地行动起来。到昨天早晨为止，来自克尔方面的炮击已

经昼夜不停地继续了三天三夜。同时，普军已经把自己的前哨推进到距

要塞５００—８００码的地方。军火库已被烧毁，有几门刚刚进入阵地的重炮

也将立即向这个地段射击。”这段话本版已经删去。

恩格斯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格林伍德为了填

满篇幅，在本文中添加了“几行关于围攻斯特拉斯堡的毫无意义的话。一

有适当机会，我将就这一点写一篇文章，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恩格斯

的这一意图在“战争短评（十七）”一文中实现了（见本卷第９９—１０２

页）。——第７７页。

４５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在郎城会战和奥布河

岸阿尔西会战战败以及对他作战的布吕歇尔军队同施瓦尔岑堡军队会

合以后，曾于１８１４年３月试图绕到同盟国军后方，用主力截断他们同莱

茵河的交通线，以阻止同盟国军向巴黎推进。但是，同盟国军由于在数量

上远远超过拿破仑的军队，而且深知巴黎对拿破仑制度的不满已经成

熟，便继续向法国首都进攻，并于１８１４年３月３１日占领了它，这就加速

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７８页。

４６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德军第三军团和第四（麦士）军团尾随麦克马洪的

夏龙军团向北推进，夏龙军团被逼到色当，在受包围后被迫投降。——

第７９页。

４７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争取解放的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同沙皇军队于

１８３１年３月３１日（１８日）在离华沙不远的丹贝－韦耳克村进行会战，结

果波兰人获胜；沙皇军队损失惨重，被迫退却。波兰人在丹贝－韦耳克

村的胜利，迫使沙皇军队的司令官吉比奇放弃了渡过维斯拉河的计

划。——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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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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努瓦尔战斗发生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９日（星期一），是北德意志第十二军和

法军第五军的前卫部队之间的一次战斗。

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０日博蒙会战中，北德意志第四军、第十二军和巴

伐利亚第一军击溃了德·法伊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五军（属麦克马洪的夏

龙军团）。这两次战役是普军对麦克马洪军团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个阶段，

这次军事行动以麦克马洪军团在色当被击溃而结束。—— 第８５

页。    

４９恩格斯指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１日—９月１日莱茵军团企图从麦茨向东北方向

突围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这几次战斗被称为努瓦斯维耳会战，结果是双

方仍然留在原来的阵地上。——第８９页。

５０指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普鲁士第三、第四军团同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之间

的最后一次会战，会战的结果，法军被普军围歼。９月２日法军司令官在

投降书上签字，根据这个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８万多名官兵和

将领都成了俘虏。

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使法兰西共和国于１８７０年９

月４日宣告成立。

随着法国正规军的消灭和共和国的成立，当普鲁士的军阀、容克地

主和资产阶级的掠夺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从普鲁士方面来说，

战争已经完全失去防御性质。从这时候起，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组织支援法国抵御普鲁士入侵者。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

争的第二篇宣言（见本卷第２８５—２９４页）中分析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改变

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问题。——第８９页。

５１但泽（格但斯克）在拿破仑第一对欧洲各国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曾经两次

遭到围攻。

１８０７年３—５月，拿破仑对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由普军和俄

军联合部队组成的但泽守军对围城的法军的一个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另一支俄国部队曾试图去解围以支援守军行动。由于军火不足，在守军

自由退出要塞的条件下，但泽投降了。

１８１３年初，参加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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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了拿破仑军队所占领的但泽，但在通往该城的要冲遭到了顽强抵

抗。但泽抵抗了将近一年，经受了三次正规围攻，最后被迫投降。——第

９５页。

５２意大利（又称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是意大利北部维罗那、列尼亚哥、曼

都亚和培斯克拉四个要塞所组成的极为坚固的筑垒阵地。在十九世纪战

争中，四边形要塞区作为军队作战的基地曾起过很大作用。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维罗那由于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并

掩护通往奥地利的道路，曾被拉德茨基指挥的反革命的奥军用来作为对

皮蒙特军队作战的主要基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

２１３—２２０、２６４—２６９页）。——第９５页。

５３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军队包围

了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军队从１８５４年９月至１８５５年８月进行了英勇的

保卫战。——第９５页。

５４角堡和冠堡是要塞主墙前面的辅助性的外部工事。——第９５页。

５５在反拿破仑法国的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在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军队和

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的失败使拿破仑帝国在

１８１５年３月短时恢复后，终于最后崩溃。——第９９页。

５６恩格斯套用路易－拿破仑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在全民投票和宣布成立

法国第二帝国以前不久，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路易－拿破仑为

了博取民众的同情，蛊惑性地宣称：“帝国—— 这就是和平”。—— 第

１０３页。

５７恩格斯指下列事件：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奥地利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意奥战争中对皮蒙特军队取得的胜利；奥军在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

利资产阶级革命时遭到的一连串失败；１８４９年沙皇政府派到匈牙利援

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俄军的行动；普鲁士为了镇压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面对南德意志进行的武装干涉。——第１０３页。

５８军队中的代役制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是有产阶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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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之一，使富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而免服兵役。

在十八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期曾经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仑第一又重新使

它合法化。在１８５５年４月军队中的代役制曾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

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项则列入“军队补

贴”特别基金。１８６８年的法律肯定了已有的代抗制。１８７２年法国的代役

制被废除了。——第１０３页。

５９指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９日—７月８日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战争

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

“局部”战争掠夺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

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

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见注２５和注１８）以后，拿破仑第

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使意大利统一，

同奥地利单独缔结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

斯，伦巴第并入撒丁王国（皮蒙特）。威尼斯省在１８６６年以前一直由奥地

利人统治。——第１０４页。

６０１８５０年普奥关系因争夺德国霸权而尖锐化，因此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动

员。由于这次动员所暴露出来的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普鲁士军队的落

后的武器装备以及在德国的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普鲁

士不得不放弃军事行动，向奥地利投降 （１８５０年奥里缪茨协

议）。     

恩格斯把普鲁士的这次外交失败讽刺为公元前３２１年第二次萨姆

尼特战争中罗马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的失败。萨姆尼特人战

胜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战败军的奇耻大辱。

“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即遭受极大侮辱的意思。—— 第

１０５页。     

６１指１８６０年２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

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资产阶级那

里获准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并把这笔款项用于实现预定的军

队改组。１８６２年３月，当下院的自由派多数再度拒绝批准军费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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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１８６２年９月底，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

组成。它在同年１０月解散了新选出的议会，并且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

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第１０６页。

６２丹麦战争是１８６４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普鲁

士为霸主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于丹

麦、但主要居民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普鲁

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

这场战争，它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

丹麦失败而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

管，１８６６年奥普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１０６页。

６３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巴黎在塞纳省省长欧斯曼的领导下大规模地

进行城市重新设计和改建的工程；这项工程的目的除了使贵族区设备完

善外，还要扩建原有的街道、修建新的笔直大街，以便在人民起义时便于

军队行动和使用炮兵。欧斯曼及其部属肆无忌惮地不断窃取这项工程的

经费。——第１０７页。

６４恩格斯指１８６０年初写成并在当时以单行本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

王的备忘录“论法军的战术”（《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ＫａｍｐｆｗｅｉｓｅｄｅｒＦｒａｎ－

ｚｏｓｅｎ》）。——第１１２页。

６５指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和

１８１５年）历史中的下列事件：１８１４年３月３１日在俄普军队战胜保卫巴

黎的法军后，巴黎投降；１８１５年７月３日巴黎未经战斗即向英军和普军

投降。——第１１６页。

６６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９日，法军第十四军在杜克罗将军的指挥下出击，企图阻

止德军攻占巴黎南面的重要高地。小比塞特尔和夏提荣附近的战斗，以

法军失败和溃退以及普军完成对巴黎的包围而结束。—— 第１１６

页。       

６７国防政府代表法夫尔和俾斯麦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在上梅宗和

费里埃尔举行谈判。俾斯麦提出下述要求作为停战条件：交出比奇、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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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特拉斯堡，保持对巴黎的包围或者交出巴黎的一个堡垒，继续保持

麦茨地区的军事行动。俾斯麦还要求把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三分之一地方

割让给德国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在法夫尔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后，谈判

即告破裂。——第１２０页。

６８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在平时一个军区的全部军队统一归一个军事长官

（称为军长）指挥，这个军事长官可以用这些军队来维持现存制度和镇压

群众的革命发动。但是在军队的配置、组织和训练等问题上，他的职权是

非常有限的。只有在战时才编成固定的军和军团，这就造成了大部队的

组织不严密并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准备。——第１２５页。

６９ 指泰·拉瓦累“法国的疆界”１８６４年巴黎版（Ｔｈ．Ｌａｖａｌｌéｅ．《Ｌ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４）。——第１２６页。

７０里昂军团是报刊上对在里昂编成的法军第二十四军的称呼。后来这个军

编入布尔巴基的东方军团（卢瓦尔第一军团）。——第１３１页。

７１恩格斯指特罗胥的著作：“一八六七年的法军”１８６７年巴黎版（《Ｌ’

Ａｒｍéｅｆｒａｎ ａｉｓｅｅｎ１８６７》．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７）。——第１３２页。

７２这些材料发表在１８６４年３月“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第３期（《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ｓ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Ｂｕｒｅａｕｓ》 ３，Ｍａｒｚ

１８６４）。——第１３２页。

７３“全民武装”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的军事文献以及官方文件中对

普鲁士军队的通称。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普鲁士军队绝不是“全民武

装”；它同人民群众是敌对的，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容克地主阶级国家的

侵略政策的工具。恩格斯在“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１—８７页）这一著作中详尽地分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问题。——第１３２页。

７４在普鲁士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缓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

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服役期规定为１２年）在战时作补充军

队之用。——第１３２页。

５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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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指１８０８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西班牙起义。这次起义成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

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端。在反对拿破仑军队

的斗争中，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采用了游击战术。——第１３８页。

７６“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

喉舌；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１４０页。

７７指十八世纪拆除的旧城防工事的界线，工事所在的地方都已修了林荫

道。——第１４１页。

７８司法厅（Ｐａｌａｉｓ ｄ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是巴黎的法院大楼。——第１４１页。

７９宗德堡（现名森纳堡）是１８６４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见注６２）时控制通往

阿尔森岛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阵地上的一个据点。经过长时间的围攻，

普鲁士军队于１８６４年４月１８日占领了杜佩尔阵地，迫使丹麦军队退到

阿尔森岛。争夺杜佩尔阵地的战斗表明，炮兵在围攻中的作用增大

了。——第１４２页。

８０指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第１５３页。

８１指北部各州的军队夺取南军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维克斯堡（密西西比

州）和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首府）的军事行动。在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年，北军不止一次地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直到１８６３年７月１

日，在陆军部队和江河舰队的协同下经过猛烈的炮击才攻克这个要塞的

一个多面堡。１８６３年７月３日维克斯堡投降。

北军于１８６２年４月第一次试图攻占里士满，结果在通往该城的要

冲的几次会战中遭到失败。第二次围攻里士满是在１８６４年５月北部各

州的全部军队发动总攻势的时候。驻守里士满的南部各州的军队利用

里士满附近的营垒一直抵抗到１８６５年４月该城被格兰特将军的军队攻

陷。——第１５３页。

８２在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朗恩元帅指挥的法军的

一个军于１８０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土德拉（西班牙北部）会战中利用西班牙

军队兵力分散的弱点击败了他们。被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的残部退往萨拉

哥沙。——第１５４页。

６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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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指１８０９年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迫使拿破仑第一从西班

牙调回近卫军和骑兵；１８０９年７月５—６日奥军在瓦格拉姆附近的战败

使奥地利在整个战争中失败了。按照１８０９年１０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

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丧失了很大一部分领土，并且实际上丧失了政治

上的独立。——第１５５页。

８４为了在市区街道上建立第三点防线以防敌军突破堡垒线和墙垒线，１８７０

年９月在巴黎成立了以昂·罗什弗尔为首的“街垒委员会”。委员会发动

在巴黎街道上构筑防御工事——街垒和战壕，但是这些工事在被围期间

没有被利用。——第１５６页。

８５恩格斯指１８７０年９—１０月巴赞和俾斯麦之间的停战谈判，１０月２４日谈

判破裂；大约同一个时候，国防政府和俾斯麦也在准备根据英国关于和

解的建议谈判；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梯也尔和俾斯麦在凡尔赛进行了

谈判，最后毫无结果。——第１５７页。

８６指普鲁士在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兼并新领土以扩大版图之前原有的省份，即

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里、波兹南、萨克森、

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第１５７页。

８７指１８７０年９月中旬被派往图尔组织地方力量抵抗德军侵入并沟通对外

关系的国防政府代表团（其成员有格累－比祖安、克莱米约和富里雄）。

自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初到战争结束时止，代表团由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甘必

大领导。图尔代表团的活动旨在建立和装备大量新的军队。１８７０年１２

月初代表团迁往波尔多。——第１５８页。

８８水上波兰人（Ｗａｓｓｅｒｐｏｌａｃｋｅｎ）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

以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

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

马祖尔人 是居住在波兰东北部和从前的东普鲁士南部的波兰人。

尽管当局奉行强制日耳曼化的政策，居住在从前的东普鲁士地区的波兰

马祖尔人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文献中曾

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居住在东普鲁士的马祖尔人已经失去了同

７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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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民族的一切联系。——第１６０页。

８９巴登的Ｆｒｅｉｓｃｈａａｒｅｎ是１８４９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为了维护帝国宪法而举

行起义时期加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抗击侵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普

鲁士军队的志愿部队。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志愿部队没有严密的组织，尤

其突出的是纪律松弛和缺乏良好的军事训练。恩格斯曾参加维利希指挥

的志愿部队作战，这支部队由工人组成，以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著称。恩

格斯曾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这一著作中详尽地评述了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

的志愿部队。

１８６１年７月２１日在马纳萨斯（离华盛顿３０公里）附近的布尔河上

发生了美国国内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第一次大会战。北军在这次会

战中被南部各蓄奴州的正规军击败，因为北军是由缺乏训练的志愿兵组

成的，其中多数人入伍才几个月。

不列颠志愿军是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年在英国建立的一种地方武装。根据

１８６３年关于组织志愿兵部队的法律，志愿兵必须经过３０次以上的操

练，并且只有在敌人侵入英国时才应征入伍。恩格斯在有关志愿军的文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５卷）中曾批评他们军事组织

糟糕、军官素质低劣以及训炼制度不好。——第１６２页。

９０吉德是欧洲许多国家军队中专门担任军队向导的部队；次第二帝国时期

以及拿破仑第一时代，在法国军队中，吉德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

是皇帝的私人卫队。——第１６５页。

９１在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的莱比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的军队败于第

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军。这次胜利的结

果使德国完全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第１６６页。

９２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第二帝国的制度复灭后，巴赞不坚决从麦茨突围，而在

同年９—１０月间开始直接同俾斯麦谈判（见注８５），企图使德军解除对

麦茨的包围并利用被围困在麦茨的军队去恢复帝国。俾斯麦提出要前摄

政皇后承认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作为先决条件。当时流亡在英

国的欧仁妮拒绝接受俾斯麦的条件后，谈判即告中断。——第１６７页。

８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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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墨西哥远征是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法国最初同西班牙和英国一起，对墨西

哥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

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作为自己站在

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预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

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

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

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１８６７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

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墨西哥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

失。——第１６７页。

９４恩格斯指１８７０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拿破仑第三写的小册子

“一八七○年的战局。论色当投降的原因。一个临时参加总司令部工作的

军官的著作，附有战区图和作战图”（《Ｃａｍｐａｇｎｅｄｅ１８７０．Ｄｅｓｃａｕｓｅｓ

ｑｕｔｏｎｔａｍｅｎéｌａ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ｅｄａｎ．Ｐａｒ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ａｔｔａｃｈé àＩ’Ｅｔａｔ

－ＭａｊｏｒＧéｎéｒａｌ，ａｖｅｃｌｅｓｐｌａｎｓｄｅＩａｐｌａｃｅｅｔｄｅｂａｔａｉｌｌｅ》．）。——第

１６９页。

９５“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１８５４年巴黎版

第４卷第４２５页（《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ｅ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ｉｌ

ｉｔａｉｒｅ ｄｕ ｒｏｉ 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４，ｔ．ＩＶ，ｐ．４２５）。——第１７２页。

９６ 阿尔卡迪亚村女或阿尔卡迪亚牧女是对幼稚无知、无所用心的人的

讽刺性的称呼；这个用语来源于古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的名

称——阿尔卡迪亚，据希腊神话说，该地居民异常天真淳朴。——第

１７２页。    

９７指英国人在英国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时期（１７７５—１７８２年）的立场；

在这次战争中曾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运动和志愿民军（美洲开拓者军

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活动。——第１７８页。

９８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３日在门塔纳附近，法国军队协同教皇雇佣警卫军打败了

为把教皇领地重新并入意大利而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

军队的战败成为反动势力更加猖獗的信号。——第１７９页。

９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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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１８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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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

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分歧以及殖民者的军事技术优势，遭到了

失败。——第１７９页。

１００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９日在奥尔良附近的库耳米耶会战中，卢瓦尔军团的新

编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在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统一指挥下，击败

了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冯·德尔·坦恩将军指挥的巴伐利亚第一

军。——第１８１页。

１０１指１８１４年拿破仑帝国复灭后和１８１５年拿破仑短期重掌政权而被再次

推翻后，法国被迫同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英国、奥地

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的两个条约。

根据１８１４年５月３０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几乎丧失了在共和

国和帝国时期征服的全部土地，除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的一些小

块的领土外，回复到１７９２年１月１日的疆界。

根据１８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丧失了１８１４年巴

黎和约保留下来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据

点。为了巩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君主制度，法国东北部的边境要塞由

１５万同盟国军队驻守到１８１８年底。——第１８５页。

１０２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

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

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结果产生了法国同欧洲各国同盟战

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且放弃了对穆罕默

德－阿利的支持。——第１８５页。

１０３破坏炮队是一种攻城炮队，它的使命是破坏炮眼和击毁被围要塞的火

炮。——第１８８页。

１０４恩格斯指１８７０年１１月初由于俄国声明废除１８５６年的巴黎条约（１８５６

０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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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月３０日克里木战争的参战国——法国、英国、撒丁、土耳其、奥地

利和普鲁士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和约）中有关禁止俄国在

黑海拥有舰队的条款而产生的外交危机。俄国的这一行动曾得到俾斯

麦政府的支持，后者指望用这个办法使沙皇政府对普法媾和条件采取

有利于它的立场。英国和奥匈帝国曾对修改巴黎条约表示抗议，但无法

有效地阻止俄国的要求。１８７１年１—３月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

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在伦敦举行国际会议并于３月１３日

签订协定，废除了１８５６年巴黎条约的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

这样，就取消了关于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要塞的规定，

并恢复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第１８８页。

１０５ 指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派尔－麦尔新闻”第１８０５号发表的编辑部文

章。——第１９４页。

１０６朱泽培·加里波第曾同他的儿子里乔蒂和梅诺蒂一起指挥国民自卫军

部队和从１８７０年秋天起参加普法战争的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外籍志

愿军部队。加里波第的军队并入佛日军团后，曾在法国东部进行积极的

战斗。

加里波第的一支部队在他儿子里乔蒂的指挥下，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

１９日起在夏提荣附近进行过历时两周的战斗，结果击败了德国后备军

的一支部队。——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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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集团的机关报；１８２０年开始出版。——第２０１页。

１０８“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ｌ》）的简称，１７８９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６９年是政

府的正式机关报。巴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

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

报。——第２０６页。

１０９在卢瓦尼—普普里（在奥尔良西北大约４０公里）会战中，１８７０年１２月

２日，梅克伦堡公爵指挥集团军中的德国部队击败了法军卢瓦尔军团

１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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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分别由尚济将军和索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军和第十七

军。——第２０７页。

１１０指“柏林交易所信使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Ｂｏｒｓｅｎ－Ｃｏｕｒｉｅｒ》）。它是一家日报，

柏林交易所的报纸，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３３年出版。——第２１４页。

１１１“每日新闻报”（《ＤｉｅＴ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ｅ）是奥地利的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

的人民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９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２１４页。

１１２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１８６５年

柏林版第２卷（Ｇ．Ｈ．Ｐｅｒｔｚ．《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ｄｅｓＦｅｌｄｍａｒｓｃｈａｌｌｓＧｒａｆｅｎ

ＮｅｉｔｈａｒｄｔＶｏｎＧｎｅｉｓｅｎａｕ》．Ｂａｎ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５）。——第２１７页。

１１３指在反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德国知识界的反对运动

的参加者的迫害。大学生体操团体（早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期

间就已经成立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许多成员，反对德意志各邦的

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统一德国。１８１９年８月德意志

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了对参加这个运动的所

谓“煽动者”的镇压措施。——第２１７页。

１１４指教皇警卫团。它是仿效朱阿夫兵（见注１５）组织和训练的，并且由法

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

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１８７０年９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

愿军团”，并且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成内参加了对德军的

战斗。战争结束后，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

第２２０页。

１１５见注７９。——第２３５页。

１１６在维累尔－布雷顿讷的战斗（又称亚眠会战；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二十

九）”一文中曾用这个名称提到过这次会战，见本卷第１９９页）中，１８７０

年１１月２７日法军北方军团在诺曼底被曼托伊费尔将军率领的德军第

一军团击败。——第２４０页。

１１７“卡尔斯卢厄日报”（《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

１７５７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２４１页。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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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指“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１８０２

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它反映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普法

战争时，它积极支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沙文主义要求，反对法国的

共和政体；在巴黎公社时期，它要求武装镇压巴黎的革命。——第２４２

页。

１１９恩格斯的推测完全被证实了。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５—１７日，布尔巴基将军指

挥的法军东方军团和韦德尔将军指挥的德军在伯尔福附近的利森河畔

进行了决战。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没有能够取胜，并在

会战后被迫开始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布尔巴基军团被彻底击溃。恩格

斯在“战争短评（三十七）”和“布尔巴基的复灭”两文（见本卷第２５４—

２５５、２７４—２７７页）中叙述了这次会战（又称埃里库尔会战）和后来法军

退却的情况。——第２４３页。

１２０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０—１２日在法国西部的勒芒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卡尔

亲王指挥的德军击败了尚济将军指挥的法军新编的卢瓦尔第二军团。

后者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２４６页。

１２１ 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

ｇｅｒ》）。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１８５１

年到１８７１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２４９页。

１２２指克里木战争期间，因俄军于１８５４年５月开始对锡利斯特里亚采取军

事行动，英法军队为援助多瑙河战区的土军，从他们在土耳其的第一个

驻军地点——加利波利——向瓦尔那调动。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沙

皇政府慑于已开始军事准备的奥地利与联军共同行动，不得不停止对

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并将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当时调往瓦尔那的

联军部队后来曾被用于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第２５２页。

１２３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

时的发展”，１８６３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２卷第３８—４０页（Ａ．Ｗ．

Ｋｉｎｇｌａｋｅ．《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

ｉ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ＬｏｒｄＲａｇ－ｌａｎ》．Ｖｏｌ． ，ｐ．３８—

３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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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２５２页。      

１２４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９日，在法国东北部的圣昆廷会战中，哥本将军指挥的德

军第一军团击败了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法军北方军团。这次失败使法

军一蹶不振，从而结束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积极活动。——第２５４页。

１２５恩格斯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保皇派的叛乱。这次叛乱

于１７９３年３月在万第省开始，后来又蔓延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两省。

叛乱者主要是被反革命的神甫和贵族唆使和操纵的一部分当地农民。

１７９５—１７９６年万第和布列塔尼的叛乱被平定，但在１７９９年和以后几

年仍有人试图再次发动叛乱。——第２５７页。

１２６比桑瓦耳会战（又称蒙特列特会战或蒙瓦勒里安会战）是在巴黎被围４

个月后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９日发生的。这是特罗胥组织的从被围的巴黎

的最后一次出击，其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国民自卫军的力量，挫伤它的士

气并以此让居民和军队相信继续保卫巴黎是不可能的。这次出击缺乏

应有的准备，出击时进攻部队的行动不协调，也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尽

管法军表现很勇敢，但是出击在所有地点都被击退。——第２５８页。

１２７正如恩格斯预见的那样，东方军团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５—１７日埃里库尔

会战失败后退却时，被压缩到瑞士边境，于２月１日被迫进入瑞士领土

并放下武器。——第２６０页。

１２８“省报”（《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是普鲁士政府的报纸，１８６２年

在柏林创刊。——第２６２页。

１２９１８７０年９月布尔巴基奉麦茨法军司令巴赞的命令前往前摄政皇后欧

仁妮的流亡地英国契泽耳赫斯特。当时巴赞已开始同俾斯麦谈判，企图

利用麦茨被困的军队恢复帝国。此行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冒险家雷尼埃

分别向俾斯麦和巴赞声称，似乎欧仁妮已同意谈判并任命他为全权代

表。但是布尔巴基的使命没有使波拿巴分子如愿以偿，因为欧仁妮不同

意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第２６５页。

１３０指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俾斯麦和法夫尔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国

防政府不再抵抗普鲁士侵略者并且可耻地投降，这就出卖了法国民族

４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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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法国统治阶级当时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以求利用一切力量镇压国

内的革命运动。在签订协定时，法夫尔同意了普鲁士提出的屈辱要求：

在两星期内付清２亿法郎的赔款；交出大部分巴黎堡垒；交出巴黎军团

的野炮和弹药。但是俾斯麦和法夫尔不敢把解除大部分由工人组成的

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一条列入协定。协定中规定在最短期间内举

行国民议会选举，因为媾和问题应由国民议会决定。——第２６７页。

１３１见注８７。——第２６８页。

１３２恩格斯指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军阀吞并法国领土亚尔

萨斯和洛林的野心以及他们提出的巨额赔款的要求。——第２７０页。

１３３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９日，俾斯麦和法夫尔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签订的停战协

定期满（见注１３０）。尽管法国抵抗的手段并未穷尽，但是没有恢复对普

军的军事行动。被国民议会正式任命为政府首脑的梯也尔，立即开始了

媾和谈判，结果于２月２６日在凡尔赛签署了俾斯麦强迫法国接受的初

步和约的条件；后来在５月１０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和约（见

本卷第３７５页，以及注２１１和注４５８）。——第２７０页。

１３４勒－韦里埃尔（瑞士）协定是由接替布尔巴基担任东方军团司令职务的

克林夏将军和瑞士军团总司令海尔佐克将军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１日签订

的；根据规定法军进入瑞士领土的条件的协定，法军必须向瑞士人交出

武器、装具和弹药。——第２２７页。

１３５这封信是马克思以德国通讯书记资格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写

的，因为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鉴于普法战争业已爆发，决定延

期召开定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在美因兹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关于这次

代表大会的议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５页），并

函请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一决定。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在它通过的决议

中完全赞同总委员会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

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这封信，以节录形式保存于威·

白拉克的“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１８７２年不伦

瑞克版第１５４页（Ｗ ．Ｂｒａｃｋｅ．《Ｄｅｒ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ｒ Ａｕｓｓｃ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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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ｉ ｉｎ Ｌｏｔｚｅｎ ｕｎｄ 

ｖｏｒ ｄｅｍＧｅｒｉｃｈｔ》．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２，Ｓ．１５４）。—— 第 ２７８

页。   

１３６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例如通过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５日邦霍尔斯特

致马克思的信）请求马克思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农民应采取的政

策的原则，并就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９月６—１１日）

关于土地公有制的决议对德国条件是否适用的问题给予指示。马克思

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正确地对待农民问题，曾打算给予详细

的答复，但是因国际的事务过于繁忙，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恩格斯在

１８７０年２月为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德文第２版写的序言中（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４１２—４２０页），以及在１８７４

年准备该书德文第３版时对这篇序言的补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曾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应的说明。——第２７８

页。

１３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００页。——第２７８页。

１３８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公开揭露日益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的

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而在１８７０年８月底写的。布林

德在马克思反对波拿巴暗探卡·福格特的论战中扮演了为后者帮凶的

可耻角色，并在六十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散布诬蔑工

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论（马克思给“观察家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４—２７页）。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和德

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

８月１５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了布林德的言论的危害性，并建议

恩格斯利用和“派尔－麦尔新闻”的关系，对这些言论进行批判。马克思

也采取了措施，在“人民国家报”上向德国工人揭露布林德。保存下来的

这篇文章的手稿，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其中有马克思做的许多补

充。——第２７９页。

１３９指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

１８４９年春在德国南部和西部为维护帝国宪法举行起义的时候在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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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帝国宪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但被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

德意志邦所拒绝）。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十分软弱无力，实际上暗中

破坏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临时政府看到普鲁士军队准备对巴登和普法

尔茨进行武装干涉，决定向法国求援，布林德因而被派往巴黎。可是在

１８４８年的六月起义失败之后，法国形势的特点是反革命继续进攻，而

巴登政府所属望的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被联合

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秩序党”和波拿巴派排挤下去。这就注定了

本来就没有基础的布林德的使命必然失败。——第２７９页。

１４０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

游行，反对法国政府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禁止

使用法国军队反对他国人民的自由，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这次示威游

行被军队驱散而失败，表明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破产。６月１３

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遭到了逮捕和驱逐，或者不得不离开法国。——第２７９页。

１４１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后，法国在１８４９年派赴教皇领地恢复教皇

世俗权力的军队继续占领罗马。路易－拿破仑拒绝让出意大利的首都，

招致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极端仇视，这一点特别表

现在普法战争之初法国陷于外交孤立的时期，当时意大利政府由于法

军继续占领罗马拒绝了法国关于缔结反普同盟的建议。意大利政府利

用法国军事上的失败，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０日将罗马并入了意大利王

国。——第２８０页。

１４２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为了答复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

对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马克思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

争应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也由于“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李卜克内西

等）虽然总的说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但是在战争之初对战争做了片面

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统一的任务，认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

必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恩

格斯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的信中草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线，

７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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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指出必须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参加争取统一德国的运动，分

清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始终把德法两国工人利益

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马克思十分重视给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的答复，

因为这是“对德国工人行动的指导”（见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７日马克思致恩

格斯的信），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３０日之间在曼彻斯特和恩

格斯见面的时候，才和恩格斯一起最后拟定了这个答复。这封信由马克

思署名寄往德国。

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关

于战争的宣言，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

产阶级国际事业，并建议德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集会，反对普鲁

士政府的兼并计划。宣言指出，它所引用的信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

有威望的同志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这封信只有宣言中所引

用的那一部分保存下来。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那

份宣言的传单上，有恩格斯亲笔做的许多记号，这证明该文件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共同拟定的。——第２８２页。

１４３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

普鲁士在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和９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

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

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

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

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

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

第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

不满，从而为１８１３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２８２页。     

１４４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１８６６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

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

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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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

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

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

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

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

国。——第２８４页。

１４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ａｒ》）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６日和９日之间写

成的。

１８７０年９月６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溃及普法

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对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

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

赛拉叶。

马克思在写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

料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并

吞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一

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并且将它分送给伦敦各资产阶级报

纸。这些报纸都采取了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闻”在１８７０年

９月１６日刊登了宣言的摘要。９月１１—１３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

出版，印数为一千份。９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

的新版本。在这一版中改正了第一版的刊误，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

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补充了几句专

对德国工人说的话，并且省略了个别的地方。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译本发

表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７６号和１８７０年１０—１１月“先

驱”杂志第１０—１１期，并且以传单形式在日内瓦出版。１８９１年恩格斯

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版中发表了第二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宣言的

９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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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国际报”（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第９３号），

部分地（全文未登完）载于“平等报”（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４日第３５号）。

第二篇宣言的俄译文于１９０５年首次发表在由列宁审订的按１８９１

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第２８５页。

１４６１６１８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

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

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１６５７

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

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第２８７页。

１４７指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

个和约导致了欧洲各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第２８８页。

１４８１８６５年１０月，俾斯麦在比阿里茨和拿破仑第三会晤时，争取到了法国

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同盟以及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的实际承认；拿

破仑第三作出这种承认，是打算在普鲁士遭到失败时再插手这次战争，

谋取利益。

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

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善意的中立，

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

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第２９０页。

１４９马克思指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复灭后所取得的胜利。

德国广大人民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

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这一解放战争的成果，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依

靠反动贵族阶级的统治者们所夺去。以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为核

心的反革命的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的命运的主幸。随

着德意志联邦（见注２９）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在德意

志各邦中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强了对

农民的半农奴制的剥削。——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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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ｅｓ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ｉ．

Ａｎａｌｌ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ｌ》）宣言以传单形式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发

表，并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１日 “人民国家报” 第７３号 （又见注

１４２）。——第２９１页。   

１５１指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２６日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第２９２页。

１５２马克思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成立的法兰西共

和国并在外交上给予它以支持的运动。从９月５日起，在伦敦、北明

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

行，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都表示

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

兰西共和国。

国际总委员会直接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工

作。——第２９３页。

１５３马克思暗指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积极参与了使那些在１７９２年开始

对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封建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的事务（英国本身在１７９３

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以及英国的执政寡头在欧洲最先承认了法国由于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建立的波拿巴制度。—— 第

２９３页。     

１５４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格腊

勒以及印刷厂主人西维尔斯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为发表关于战争的宣

言被军警当局逮捕（见注１４２）。军警当局想借此打击工人运动，阻止反

对普鲁士政府军国主义计划的行动。马克思从威·李卜克内西处获得

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消息后，就立即采取措施，揭露德国当

局的这一专横举动（从这一专横举动起，开始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

行粗暴警察迫害的整个时期）。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报道，

寄给了“派尔－麦尔新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回声报”等许多报纸。马

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０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不伦瑞克委员会委

员们被捕的经过，强调指出这次逮捕毫无法律根据。经过数月的监禁，

１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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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７１年１０月，政府当局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不伦

瑞克委员会委员们提交法庭审判。主要的罪状之一，是参加普鲁士法律

所禁止的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法庭对不伦瑞克委员会委

员们判处了期限不同的徒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

工党，虽然遭到警察的迫害，仍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反对普鲁士的掠夺

计划，争取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第２９５页。

１５５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信，是１８７０年１２月

２０日总委员会在讨论了比利时支部问题后委托恩格斯写的。这封信在

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三段，这三段在恩格斯的草稿上是有的，因带有保密

性质，本来不供发表之用。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例行的第六次半年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０

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听取了财务报告，关于联合会

机关报“国际报”（见注１）的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在比

利时的状况的报告。——第２９６页。

１５６“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是普鲁士为法国居民发行的一个官方报纸的简

称，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７１年３月５日由俾斯麦监督在凡尔赛

出版。本文发表时该报用的名称是“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纳—瓦瑟

省政府官方通报”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ｕＮｏｒｄ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ｅｔｄｅｌａ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ｅｉｎｅ－ｅｔ－Ｏｉｓｅ》）。——

第２９９页。   

１５７“人民国家报”——见注１。——第２９９页。

１５８关于卢森堡中立的伦敦协定是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

德兰、卢森堡、普鲁士以及俄国于１８６７年５月１１日签订的，这个协定

解决了由拿破仑第三的野心所引起的所谓卢森堡危机（拿破仑第三要

普鲁士同意法国兼并卢森堡，作为对他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

立的补偿）。根据这个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缔约各国保

证它的中立。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９日俾斯麦鉴于卢森堡对法国过于友好，因而宣称

准备今后不承认它的中立，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在１２月１９日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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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威胁。——第３００页。

１５９“呼声报”（《 ｏｏｃ》）是俄国的政治和文学日报，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

利益，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８４年在彼得堡出版。——第３０１页。

１６０这个决议草案是恩格斯草拟的，并由他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３１日总委员会

会议上提出来作为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问题的

基础。这次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并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讨论，目的

是要使国际能影响１８７１年１月在英国蓬勃开展的保卫法兰西共和国

的运动（见注１５２）。尽管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在法国成立的共和国是由反

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所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法国遭

到普鲁士入侵的情况下仍应积极参加争取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能促使法国巩固国防，发动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

者。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必须对法兰两共和国争取独立

自主的无产阶级政策，严厉批评它的反人民的投降主义的政府，争取法

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进一步高涨的前景。

恩格斯的决议案是针对妄图攫取保卫法兰西共和国运动领导权的

激进实证论者（比斯利、康格星弗等）的立场提出来的。这批人力图使无

产阶级运动最终屈从于他们的影响，企图在法国正规军被打败的情况

下提出由英国出兵援助法国的冒险主义要求来迷惑群众，这就造成了

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分裂和削弱。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

段的立场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是在１月３１日，２月７日、１４日、２１日，

３月３日和１４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发言记录，以及发表在“东邮报”上的报道，都是片断性的，而且其

中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４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原因是德法

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已承认梯也尔的反革命政府，前两个决议已

没有必要。

“东邮报”（《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是一家工人周报，从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３年在伦敦发行。从１８７１年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６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机关报。——第３０２页。

３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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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恩格斯指的是附于巴黎和约（见注１０４）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该

宣言由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等国代表于１８５６年

４月１６日签字。它根据１７８０年叶卡特琳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

原则确定了海上战争规则，其中规定：禁止海上抢劫，敌船上的中立国

货载和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载不得侵犯（不包括武装走私），只承认正

式封锁。

恩格斯在决议草案中提出英国拒绝巴黎宣言的要求，是根据１８７１

年出现的国际局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以防止沙皇

俄国为援助普鲁士而参加欧洲战争，也可以抵制俄国和普鲁士的反革

命政府增强了的影响。——第３０２页。

１６２这封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西班牙临时通

讯书记为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的来信而写的。

恩格斯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就帮助它们和巴枯宁主义作

斗争，因为从１８７１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宁主义活动的场所。在这

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

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４—１１日举行

的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一

直在该联合会委员会中占多数。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国际的

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这一点的表现是

在西班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第３０３页。

１６３“联盟”（《Ｌ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

会的机关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

“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ｄａｄ》）是西班牙报纸，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

机关报，从１８７０年１月起在马德里出版，１８７１年１月被政府查封。

“工人报”（《ＥｌＯｂｒｅｒｏ》）是西班牙日报，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在帕

耳马（马利奥尔卡岛）出版。１８７１年１月被政府查封后以“社会革命

报”（《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的名称继续出版。“社会革命报”出版

三 期后即被查封，因为该报编者被控“侮辱国王”而受到法庭追

究。——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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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

印 刷 工 人 协 会 年 鉴”（《Ａｎａｌｅｓｄｅｌ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 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ｃａ

Ｂｏｎａｅｒｅｎｓｅ》）。——第３０５页。

１６５指１８６６年８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美国

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

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

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

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１８６９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

出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１８７０年８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

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

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

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

息贷款。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１８７２年同盟实际上

已不复存在。——第３０６页。

１６６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１８７１年３月俄国在英国证券交易所

推销１２００万英镑公债。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６日“派尔

－麦尔新闻”；１９２３年在维也纳石印出版的恩格斯“战争短评”中收录

了这篇文章，以后又和“战争短评”一起再版。——第３０７页。

１６７“圣彼得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ｏ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

报；１８２５年至１９１４年以这一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３０７

页。

１６８指１８７１年１—３月几个国家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会上讨论了俄国声明

废止１８５６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问题（见注

１０４）。——第３０８页。

１６９“波罗的海报”（《Ｏｓｔｓｅ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５年起在施

特廷（波兰称为兹杰辛）出版。——第３０９页。

１７０这封信是恩格斯受马克思的委托草拟的，写信的原因是法国警察报纸

“巴黎报”发表了一封捏造说是马克思写的信，并利用它大作文章，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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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之间存在矛盾；所有参加诬蔑国际

的各国资产阶级报刊都转载了这封假信。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巴黎报”的报道是挑拨性的谎言，并且声明，他已

经写信给采用“巴黎报”这则报道的“泰晤士报”编者予以驳斥。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泰晤士报”以转述的形式发表了这封信，可是

在此以后该报仍继续诽谤国际，它刊载了波拿巴派报纸“自由”的撰稿

人的一篇短评，歪曲马克思来信的含意。马克思在３月２８日总委员会

会议上揭露了“泰晤士报”的这一新的诬蔑行动。

“巴黎报”（《Ｐａｒ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是和警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

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４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国的

政策，第二帝国崩溃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对国际和巴黎公社

进行卑鄙的诽谤，号召镇压公社社员。——第３１１页。

１７１写这个声明的原因是反动的“巴黎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巴黎支部开除德

国人的诬蔑性挑拨言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询问的一

封专门信中驳斥了这种言论。总委员会在３月２１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

了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写的总委员会声明。这个声明发

表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的“泰晤士报”上，并被收入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

马克思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见本卷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第３１２页。

１７２赛马俱乐部是巴黎的贵族俱乐部，创立于１８３３年。——第３１２页。

１７３１８７１年３月，住在苏黎世的德国有产者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

在该城召开庆祝大会。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国军官在会上和德国人

发生了冲突。反动报刊为了继续挑拨离间以达到破坏各国工人国际联

系的目的，企图将此事归咎于国际的活动。国际瑞士支部特别发表声

明，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诽谤。该城的许多工人联合会也发表声

明，证明国际会员与冲突事件完全无干。——第３１２页。

１７４“里昂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ｙｏｎ》）是１８３４年至１９３９年出版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日报。

“吉伦特信使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ａＧｉｒｏｎｄｅ》）是从１７９２年起在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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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版的反动日报。

“自由”（《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资产阶级喉舌，１８６５年至１９４４年在巴黎出

版；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巴黎被围期间先后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１８６６年

至１８７２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国际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

战，反对国防政府。——第３１２页。

１７５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收有他本人在３月２１日写的总

委员会致“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德译文略有改动）（见本卷

第３１２—３１３页）。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用德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

２９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６号和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３日“先驱”杂志第４期；用

法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１日“平等报”第６号，“平等报”上发表的文字

对头两段有所删节。这封信除载于国际的机关报外，还发表在１８７１年

３月２６日“未来报”上。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人民党

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７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从１８６８年起在柏林出

版。——第３１４页。

１７６《Ｈａｕｐｔ－Ｃｈｅｆ》（“主脑”）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１８５２年审判科伦共产

主义者同盟时（见注３７３）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

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

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卡·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

第３１４页。

１７７马克思给“工人报”编辑部的信是为了答复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要求

而写的，克楠曾要求马克思揭露“巴黎报”为诬蔑国际而捏造的、并为各

国反动报刊所转载的谎言。“工人报”编辑部将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法文

译成佛来米文发表，并在前面加了这样一段按语：“大家早已知道，我们

的敌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相

信，他们竟会无耻到用国际会员名义造假信的地步。可是这样的事情的

确发生了。不久前在所有的大报上都可以读到‘卡尔·马克思’关于法

国工人行动的一封信。安特卫普支部曾就此事致书卡尔·马克思，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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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说明。下面就是这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答复。”

“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ｅｒ》）是一家周报，国际佛来米支部的机关报，

稍后成为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以后又成为比利时工人党的机关报。

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４年以佛来米文在安特卫普出版。该报曾刊载国际的许

多文件。——第３１７页。

１７８马克思把与此类似的一封信寄给“每日新闻”，在那里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６

日刊登出来。——第３１８页。

１７９“高卢人报”（《ＬｅＧａｕｌｏｉｓ》）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

级的喉舌，１８６７年至１９２９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１８页。

１８０“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从１８２６年起在巴黎出

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第３１８页。

１８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的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的一位组织者菲·克楠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９日的来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的消

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对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的国际援助。恩格斯在

１８７１年４月４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道了罢工的消息，根据他的提议，

会议决定写信给英国工联并派遣代表团去交涉此事。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

总委员会向英国工联发出了援助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呼吁

书由约·格·埃卡留斯署名，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恩格斯还为此写信

给威·李卜克内西，请他促进组织对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进行援助的

工作。

英国许多工联以及布鲁塞尔的工人都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对安

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提供了经济援助，布鲁塞尔的雪茄烟工人也宣布

了罢工。总委员会的援助，使得捍卫自己工会组织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

人能够把罢工坚持到１８７１年９月并使厂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第３２０页。

１８２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将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托伦开除出国

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发表在巴黎一个国际支部的

机关报“政治和社会革命报”（《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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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２月托伦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

宣布成立后，他仍然留在镇压巴黎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拒绝执行公社

关于工人议员应当同这个反动议会决裂的要求。托伦的叛变表明右翼

蒲鲁东主义者公开转向反革命。总委员会早在接到国际巴黎支部联合

会委员会的决议之前，已经根据伦敦报纸关于托伦转向资产阶级方面

的报道，在４月１８日的会议上初步讨论了关于托伦的叛变行为问题，

并决定公开谴责他的背叛。４月２５日，总委员会在接到决议的原文后，

重新审查了托伦的问题，并批准了将他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恩格斯草拟的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的手稿中，个别地

方曾由马克思做了修改。决议用英文发表于４月２９日“东邮报”第１３５

期；曾用法文发表于５月１４日“国际报”第１２２号；用德文发表于５月

２４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２号和１８７１年７月的“先驱”杂志第７期。手稿

中的最后一段话，只在“国际报”发表的文本中刊出了，该报发表的决议

后面有恩格斯作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的署名。——第３２１页。

１８３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是对马克思在１８６０年发表的小册

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５—

６９１页）的补充，马克思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卡·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造谣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者

的人物。

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１８７０年秋第二帝国崩溃后福格特又发

表一个小册子“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

（《ＫａｒｌＶｏｇ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ｌｂ》．Ｂｉｅｌ，１８７０），他在

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文章中也

利用了报刊上公布的证实马克思在１８６０年所做的关于福格特是被收

买的波拿巴暗探的结论的新材料。还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马

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０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报道过这些消

息。４月１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１号刊载了一则基本上是摘自马克思

给李卜克内西的那封信的简短报道：

“在正式公布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Ｐａｐｉｅｒｓ

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里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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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波拿巴赠款的人的名单，在它的字母《Ｖ》下有这样一

条：    

《Ｖｏｇｔ；ｉｌｌｕｉｅｓｔｒｅｍｉｓｅｎａｏｕｔ１８５９４００００ Ｆｒ．》

翻译出来是：

“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４万法郎’。”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给这则以马克思名义发表的报道加了一段按

语，其中说道：

“有些党员指责我们忽视福格特的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文

章，不满足于援引马克思的有名小册子作为论据，现在看来他们会满意

了。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巴黎朋友给我们寄一份完整的名单来：我们

确信，在那上面我们将会找到我们的某些老朋友，他们曾经充当福格特

的‘同谋’从波拿巴主义那里得到好处，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动机，以同样

的热情来充当俾斯麦的爱国主义的推销人了。”——第３２２页。

１８４马克思在他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把福格特１８５９年控告奥格斯堡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行动，讽刺地称做“奥格斯堡战

役”；福格特控告“总汇报”，是因为该报转载了揭露他是波拿巴暗探的

传单“警告”。法院拒绝了福格特的控告，随后他就发表了一个诬蔑无产

阶级革命者的卑鄙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马克思写的反对

福格特的小册子就是对这一诬蔑的回答。——第３２２页。

１８５“硫磺帮”原来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

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１８５９年，福格特诽谤无产

阶级的革命家，诬蔑马克思的拥护者，称他们为“硫磺帮”（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４０２—４２０页）。——第３２２页。

１８６“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１８５１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

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１８５２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

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ｅＰｅｔｉｔ》）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第３２３页。

１８７恩格斯按照法国政府机关报的名称，讽刺地称呼瑞士俾尔城（伯尔尼

州）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瑞士商业信使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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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ｉｅｒ》）为福格特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该报在１８５３年至１９０９年以此

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反映波拿巴的观点；该报编辑部和福格

特有密切联系。——第３２３页。

１８８Ｃ．Ｖｏｇｔ．《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ｉｇｅｎＬａｇｅＥｕｒｏｐａｓ》．ＧｅｎｆｕｎｄＢｅｒｎ，

１８５９．关于此书的评论，请看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第八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５０２—５５１页）。——第３２３页。

１８９“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反动的日报，在

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１８年在柏林出

版。——第３２４页。

１９０恩格斯引自“皇室文件和通信”１８７１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６１页（《Ｐａ－

ｐｉｅｒ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ＴｏｍｅＩ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１，

ｐ．１６１）。——第３２８页。

１９１“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

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

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

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

等等。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８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

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

作交给了马克思。４月１８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

进行到５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本卷第５３３—

６６２页和注３７５）；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１８７１年５月３０日，即巴黎

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

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

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

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两千份，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马克思在这一版

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篇文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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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鲁克

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且

退出了总委员会），同时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１８７１年８月出

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除去了前两版中个别

不确切的地方。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

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１８７１年６—７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

家报”（６月２８日，７月１、５、８、１２、１６、１９、２２、２６和２９日的第５２—６１

号）；１８７１年８—１０月在“先驱”杂志部分地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

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１８７６年，为了纪念

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一

些订正。

１８９１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

文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导言；他在导言

中，强调指出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

公社做的理论总结的历史意义；此外，还做了一些有关加入公社的布朗

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的补充。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

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

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这两篇宣言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

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文译文最初于１８７１年７—９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

报”上刊出。１８７２年在布鲁塞尔出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曾由马克思加

以校订。他在寄给他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译过。

１８７１年，在苏黎世第一次出了“法兰西内战”俄文第一版。后来铅

版印刷的以及胶版翻印的许多版本都以这一版为依据。１９０５年，出版

了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俄文本（敖德萨“海燕”出版社

版），这次是根据１８９１年德文版翻译的。列宁校订“法兰西内战”时，在

译文中使用了精确的经济政治术语，除去了１９０５年的前一版的大量歪

曲和不妥之处，恢复了那些在前一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地方。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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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校订“法兰西内战”第三章译文时做的改动特别大。后来，列宁在

他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法兰西内战”时，又把所引用

的很多地方重新译过（根据１８７６年和１８９１年的德文版）。列宁对“法兰

西内战”俄译文的修改以及他自己翻译的一些段落，在编辑本版时都曾

予以注意。——第３３１页。

１９２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给苏桑的信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公报”第

１１５号。

“公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

ｃｉｅｌ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的简称。该报出版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０

日至５月２４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是沿用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

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

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３月３０日的报纸是用“巴黎

公社公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ｅｄｅＰａｒｉｓ》）的名称出版

的。——第３３７页。

１９３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

黎投降协定”（见注１３０）。——第３３７页。

１９４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投降派）是对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巴黎被围时期主张巴黎投降

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被用来泛指投降主义者。——第

３３７页。

１９５宣言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８日“复仇者报”第３０号。——第３３７页。

１９６“旗帜报”（《Ｌ’Ｅｔｅｎｄａｒｄ》）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６８

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作财政来源而停刊。——

第３３８页。

１９７指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它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

１８５２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

券进行投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１８６７年，

该银行破产，１８７１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

文章中揭示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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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７、３１３—３１７页）。——第３３８页。

１９８“自由选民”（《Ｌ’Ｅｌｅｃｔｅｕｒｌｉｂｒｅ》）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

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１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７０年至

１８７１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３３８页。

１９９指１８３１年２月１４日和１５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

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统派在贝里公爵追悼会上举行

示威表示抗议，会上的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以同情

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

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

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

１８３２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

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伯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监视之下，

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的

政治声誉。——第３３９页。

２００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镇压１８３４年４月１３—１４日反对

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

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

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阀干下了许多暴行，例如，他们曾在特朗斯

诺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也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镇

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１８３５年９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

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

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实行监

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３３９页。

２０１１８４１年１月，梯也尔在众议院提出在巴黎四周建立城防工事（要塞围

墙和独立堡垒）的计划。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务而对人

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

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建筑特别坚固的

大批堡垒。——第３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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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８４８年１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

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

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

国王的绰号。——第３３９页。

２０３１８４９年４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

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

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

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３４０页。

２０４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２６日

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

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３４０页。

２０５秩序党是１８４８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

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

合。从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

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

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３４０页。

２０６见注１０２。——第３４１页。

２０７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

大部队员额（按照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

人数不得超过４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

的起义，于是按照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８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

军队的人数增至８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１０万人。德国司令部遵照这

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

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

黎公社。——第３４１页。

２０８正统派是法国于１７９２年被推翻的、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

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１８３０年，该王朝第二次颠复以后他们才形成为

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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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１８７１年参加了反革命势

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第３４３页。

２０９《Ｃｈａｍｂｒｅｉｎｉｒｏｕｖａｂｌｅ》（“无双议院”）是１８１５—１８１６年（复辟时期初

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３４４页。

２１０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ｒｕｒａｌｓ》相当于法文《ｌｅｓｒｕ

ｒａｕｘ》），意即“乡绅会议”、“地主议会”。这是对１８７１年的国民议会的卑

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

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６３０名议员中约有４３０名是保皇党

人。——第３４４页。

２１１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和约于１８７１年

２月２６日由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

尔赛签订。根据这项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赔

款５０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占领的一部分法国领土仍由德军

继续占领。正式和约是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见本卷第

３７５页）。——第３４４页。

２１２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偿借约”的法令。根据

这项法令，凡是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１月１２日期间立的借约，规定

在立约后的七个月内偿清。１１月１２日以后立的借约则不得延期。法令

实际上没有允许大部分债务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

民中的贫苦阶层，并使许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３４５页。

２１３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十二月分子）是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

者和这种政变行动的拥护者。维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军队镇压法

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３４５页。

２１４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

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３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

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

日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遂被通过。——

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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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

方。——第３４７页。

２１６“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１８３０—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

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３４９页。

２１７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当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

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

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

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

辞职，并定于１１月１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

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

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借助于尚拥护它的几营

国民自卫军，背弃了它的辞职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

权。——第３４９页。

２１８“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

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３４９页。

２１９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

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

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

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镇压了革命

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３５０页。

２２０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ｓ是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

１８３１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

权使用武力。

骚扰取缔令（Ｒｉｏｔａｃｔ）于１７１５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

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

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３５１页。

２２１１０月３１日事件发生时（见注２１７），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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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个起义者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

３５２页。

２２２见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第２２章。——第３５３页。

２２３ 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公报”第９６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１８７１

年４月５日公告。

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通过的，发表

于４月６日的“公报”（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

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结的人，在他们的罪行被证实后

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

社社员的枪杀。——第３５３页。

２２４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８０号。——第

３５５页。

２２５授职制（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ｅ）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

办法。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

教会封建主摆布。——第３６０页。

２２６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

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

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

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

众。——第３６０页。

２２７“喧声”（《Ｋｌａｄｄｅｒａｄａｔｓｃｈ》）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１８４８年起

在柏林出版。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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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第３６１页。

２２８指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

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

债的大资本家。——第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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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马克思是指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２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ｃｏｎ

－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ｌ’ａｍｉａｂｌｅ》）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

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

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第３６３页。

２３０Ｆｒèｒｅｓ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ｎｓ（无知兄弟会）是１６８０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

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

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

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

权主义性质。——第３６４页。

２３１外省共和联盟是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

它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

会。——第３６４页。

２３２ 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Ａｕｘ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ｄｅｓｃａｍ

ｐａｇｎｅｓ》），这份文件曾于１８７１年４月至５月初在公社的各报上公布，

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第３６４页。

２３３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在１８２５年４月２７日所颁布的一项法

令，其中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

赔偿。赔偿总额约十亿法郎，以三厘无期公债支付，这笔赔偿费大部分

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第３６４页。

２３４指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的指令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

泛权力；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

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领导方面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

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令曾

有所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９９—１００页）。——

第３６５页。

２３５旺多姆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于１８０６—１８１０年在巴黎旺

多姆广场建立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６日拆

除。——第３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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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１８７１年５月５日“口令报”（《Ｍｏｔｄ’Ｏｒｄｒｅ》）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

罪行的材料。在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

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

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

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ＬｅｓＣｒｉｍｅｓｄｅｓｃｏｎｇｒé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ｅ

ｌｉｇｉｅｕｓｅｓ》）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３６８页。

２３７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

三被普鲁士人俘掳后，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至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９日被囚于

此。——第３６８页。

２３８在外地主（来自《ａｂｓｅｎｔ》——“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

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

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

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３６９页。

２３９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ｓ（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

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的绰号。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ｓ的读音与ｆｒａｎｃｓ－

ｔｉｒｅｕｒｓ（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

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第３７０页。

２４０科布伦茨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

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

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

设在科布伦茨。——第３７０页。

２４１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员把在布列塔尼召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

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这是把他们比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在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３７１页。

２４２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

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３月２２日，

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３月２６日巴黎代表团到达

以后，在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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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

系，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４月３０日进行的新的发动，

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的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

定于４月５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马赛的革命发动于４月４日被炮击该

城的政府军队所镇压。——第３７２页。

２４３指杜弗尔在１８３９年５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

进行的活动，以及杜弗尔在１８４９年６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

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

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社会主

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没有依靠群众，而且带有密谋性

质；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

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

１８４９年６月，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

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注１４０），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

弗尔，提议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第３７３页。

２４４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

法（１８１９年和１８４９年）的条款重新生效，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

出版物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封闭；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

帝国官员的职位；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续的特别法；以及没

收财产以刑事罪论处的规定。——第３７３页。

２４５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缩短了

１８５７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大臣有

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四十八

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第３７３页。

２４６指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３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

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３０％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

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以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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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

３７５页。

２４７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

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

芬拉专政（公元前８２—７９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

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

统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

而诛之。

第一届和第二届罗马三执政（公元前６０—５３年，公元前４３—３６

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第一届是庞

培、凯撒和革拉苏，第二届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人。三执政

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

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第一届和第

二届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第

３７７页。

２４８“巴黎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Ｐａｒｉｓ》）是从１８６７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

保皇党奥尔良派。——第３７８页。

２４９这两段引文是马克思从法国政论家爱尔威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３１日

“巴黎报”第１３８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该文引用的塔西陀的“历

史”中的那段话，见该书第３篇第８３章。——第３７８页。

２５０１８１４年８月，英美战争时英军在占领华盛顿以后，纵火焚毁了国会大

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

法联军劫掠并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 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

华。——第３７９页。

２５１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

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加内讧，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

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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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页。

２５２马克思把普鲁士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

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

（《ｃｈａｍｂｒｅ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因为它同１８１５—１８１６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

双议院”很相像。根据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贵族院”和第二议院

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

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

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

第３８２页。

２５３“旗帜晚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旗帜报”（见注４０）的晚报版，

１８５７年至１９０５年在伦敦发行。——第３８７页。

２５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

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

１８７１、１８７６、１８９１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许多报纸上（见

本卷第３９３—３９５页）。——第３８７页。

２５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３页。——第３８７页。

２５６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３５３—３５５页）。——第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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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第３８９页。

２５８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了反对国际的通

告，通告呼吁它们一致组织起来迫害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１日

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委员会

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声明。声明送给了国际各机关报的

编辑部以及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在总委员会会

议上宣读了这个声明，并得到会议的批准；恩格斯曾就此问题在会上发

言，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的日报中，只有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的“泰晤士

报”发表了这个声明，“派尔－麦尔新闻”刊载了声明的摘要。后来，总委

３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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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通告的声明曾用英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７日

“东邮报”第１４２期；用法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８日“国际报”第１２７号，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７日“自由报”第５７号，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平等报”第１１

号；用德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０号；用西班牙文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６日“解放报”第２号。

“自由报”（《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从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７３

年在布鲁塞尔发行；从１８６７年起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

“解放报”（《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是国际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

报，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３年在马德里出版；该报在西班牙进行了反对巴枯宁

主义的斗争。在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３年，该报曾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共产

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个别章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

１８７２年，保·拉法格参加了该报编辑部的工作——第３９２页。

２５９马克思撰写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６月１９日的

“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的社论；社论的作者赞扬

路易·波拿巴镇压革命工人运动的“功绩”。“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刊

登这一声明。在马克思的信稿中，有几处曾由恩格斯做了文字上的修

改。——第３９５页。

２６０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常务主席一职，根据１８６７年９月２４日总委员

会的决定被撤销。——第３９６页。

２６１马克思起草的信稿的最后一段，恩格斯曾在文字上做了个别的修改。这

封信没有在“旗帜报”上发表。——第３９７页。

２６２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恩格斯针对着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每日新闻”

发表了英国改良主义者乔·侯里欧克的信起草的。侯里欧克妄想诽谤

“法兰西内战”达篇宣言，并削弱它对英国工人的影响，硬说宣言的作者

与英国工人运动无关。为了讨好英国工联的首领，侯里欧克竟声称，似

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署名是不合法的；从而唆使他们去

反对宣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在这个声明中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宣布

马克思是“内战”的作者。声明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

批准。——第３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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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起草了这封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

信，是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法国反动报纸关于所谓国际宣言（法国警

察捏造的）的消息。马克思提议给这两家报纸各写一封信辟谣，总委员

会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的会议上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两家报纸的编

辑部没有发表这封信。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报，１８０８年

至１８８１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００页。

２６４马克思写信给“每日新闻”编辑，是因为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６日的“每日新

闻”上发表了英国教士鲁·戴维斯、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

侯里欧克的信。侯里欧克在６月２１日总委员会发表声明之后又对“法

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诽谤性攻击；鲁克拉夫特在他的信中公开声称

不同意“法兰西内战”的论点，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由于“每日新闻”编

辑部拒绝刊载马克思的信的后半部，即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部分，

这封信就被寄予“东邮报”，该报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发表了这封信，并

发表了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

指出了“每日新闻”编辑部对他这封信的专横态度。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

“派尔－麦尔新闻”刊登了这封信的摘要。——第４０１页。

２６５指英国保守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在十九世纪三十

和四十年代发表的揭露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文章和文件；这些材料刊

登在他出版的外交文件汇编“公文集”（《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以及各种刊

物上。马克思为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在１８５３年

写的一组暴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９卷第３８７—４６１页）中，除了运用别的材料外，还利用了乌尔卡尔特

发表的文件。同时马克思也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本人的反动观

点。——第４０２页。

２６６恩格斯就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６日在“每日新闻”发表的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

特的信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

被批准。在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一致谴责了拒绝总委员会的宣言

“法兰西内战”的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叛变行为，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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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做出了决议，实际上是把他们开除出国际

的队伍。——第４０３页。

２６７“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是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６４年至

１９３９年在维也纳出版。——第４０５页。

２６８“新闻报”（《Ｄｉｅｐｒｅｓｓｅ》）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９６年在维也纳出版；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当该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场

时，发表过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４０５页。

２６９由于“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拒绝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这封

信被寄给“东邮报”，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８日该报第１４５期。自从“派尔

－麦尔新闻”刊载了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文章后，马克

思和恩格斯就同该报断绝一切联系。——第４０７页。

２７０“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自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

版；从１９３７年开始与“晨邮报”合并，此后就改称“每日电讯和晨邮报”

（《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第４０８页。

２７１指巴黎警察报刊为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而编造的文章和假“文件”，这

些文章和“文件”就类似普鲁士警察在施梯伯领导下为反对革命运动而

使用的伪造文件一样。施梯伯是在科伦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进行

挑衅性审讯（１８５２年）的主谋者之一。——第４０８页。

２７２指奥地利资产阶级日报“漫游者”（《Ｗａｎｄｅｒｅｒ》），自１８０９年起在维也纳

出版。——第４０９页。

２７３在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中，使用了英国“每日电讯”驻

巴黎记者里德的信（本文第一部分），和巴黎公社委员、总委员会委员赛

拉叶的报告（本文第二部分）。里德从巴黎回到伦敦后，即同马克思和总

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便同他们一起保卫巴黎公社，因为里德在居留巴黎

期间就已对公社深表同情。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７月７日讨论

了关于华施贝恩对公社的破坏活动问题，并通过了马克思宣读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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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１日，宣言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第一次印成传单在伦敦发表。纽

约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接到宣言的原文后，设法于１８７１年８月

１日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的纽约资产阶级报纸“太阳报”上。这篇宣言

在登载时，由左尔格和纽约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写了阐明公社真正意义

的前言；前言指出华施贝恩是靠社会养活的寄生大家族的代表；纽约委

员会号召工人们不要相信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出自工人

阶级敌人之手的报道。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这篇宣言曾用英文发表于１８７１

年８月１９日“东邮报”第１５１期，１８７１年８月５日美国报纸“工人卫

报”，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国民旗帜”以及１８７１年９月３０日“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第２０期（总第１２期）；曾用德文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６

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０号；曾用法文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９日“自由”第

８８号；曾用西班牙文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８日“解放报”第１４号。

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挠对华施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

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第４１１页。

２７４“纽约先驱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ｅｒａｌｄ》）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

关报；在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发行于纽约。——第４１１页。

２７５指华施贝恩实际上拒绝影响梯也尔政府并促使它同意巴黎公社的这一

建议：用公社为回答对公社社员的枪杀而逮捕的达尔布阿大主教及其

他人质来交换被凡尔赛人监禁在狱的布朗基（见本卷第３８１页）。大主

教被处死后，华施贝恩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伪善地利用巴黎公社为制

止凡尔赛人的恐怖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这一措施，来诽谤巴黎公

社。——第４１３页。

２７６“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激进派资产阶

级的机关报，１７９４年至１９３４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１６页。

２７７“法兰西报”（《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是一家正统派的日报（从１７９２年

起），１６３１年至１９１４年在巴黎出版。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是教

权派和保皇派的主要报纸之一。——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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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在意大利工人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举行）召

开前不久，马志尼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阻止在意

大利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便对国际和巴黎公社发动了诽谤性进

攻，因此恩格斯写了“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

恩格斯收到国际那不勒斯支部一位领导人卡·卡菲埃罗的信和载

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人民罗马”第２０期的马志尼“告意大利工人书”

（马志尼在“告意大利工人书”中诬蔑国际，歪曲它的创立的历史、纲领

和原则），于是在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马志尼对国际的关系（见

本卷第６８７—６８９页）作了发言。恩格斯在他随信（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８日）附

寄给卡菲埃罗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恩格斯在给

卡菲埃罗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需使工人知道马志尼的活动的事实，揭露

他的宣传的真实用意。卡菲埃罗把恩格斯的文章分送给许多报纸，并且

利用这篇文章和恩格斯寄给他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着手写作他

自己的反对马志尼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因卡菲埃罗被捕而没有写完；

文章的底稿被警察没收。——第４１８页。

２７９指马志尼的意大利信徒因总委员会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而

于１８６５年４月退出总委员会。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巴黎支部中的冲

突（记者昂·勒弗尔同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来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进行讨论后，通过了马克思所

写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９０—９２页）。——

第４１８页。

２８０指１８６６年２月荣克为答复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韦济尼埃在资产阶

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Ｌ’ＥｃｈｏｄｅＶｅｒｖｉｅｒｓ》）上对国际领

导的诬蔑而给该报编辑写的信。这封信曾由马克思校阅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８６—５９６页）。——第４１９页。

２８１１８７１年８月７日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和与它同时寄出的

恩格斯的信，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泰晤士报”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９日登

载了一篇文章，其中除了号召惩罚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以外，还承认凡尔

赛监狱中囚有大量被怀疑为参加巴黎革命的公民，在两个月中既无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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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又无侦讯；该报不得不指出被囚禁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虐

待。“泰晤士报”的文章和梯也尔政府机关报想驳斥这篇文章的企图，在

各国报界引起了许多反应，抗议虐待被捕的公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

试图利用“泰晤士报”与梯也尔的“公报”之间发生的争论，在销路很广

的英国报纸上为凡尔赛暴政的受害者辩护，但是没有成功。“泰晤士报”

编辑部没有登载恩格斯的信。——第４２１页。

２８２在马克思给“国际报”编辑的这封信的底稿上，恩格斯曾作了某些补充。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１年在伦敦用法文

出版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４２４页。

２８３“舆论”（《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６１年创刊

于伦敦。编辑部在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６日“舆论”第５１８期上发表了马克思

随这封私人信件附去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满足马克思的要求，

就转载“国民报”对马克思和国际的诽谤一事登了一条道歉声明。——

第４２５页。

２８４“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１８４８年至

１９１５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间鼓吹兼并法国领土，

主张用武力镇压巴黎公社。——第４２６页。

２８５马克思给“高卢人报”编辑写这封信，是因为该报摘要转载了１８７１年８

月３日美国“纽约先驱报”发表的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０日访问马克思的通讯

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转述谈话内容。——第４２８页。

２８６ 这封信是马克思为答复“纽约每日论坛报”前任编辑查理·德纳的

１８７１年７月６日来信而写的，自从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以后，德纳和马

克思就十分熟悉了。德纳作为“太阳报”的编辑，曾要求马克思写几篇

关于国际的文章。马克思决定利用德纳的建议首先来揭露梯也尔的政

府以及这个政府在法国建立的警察恐怖制度，特别是把关于他的女儿

和保·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遭到迫害的那些事实予以公布（后来他

又把他女儿燕妮的一封信寄给了美国的一家报纸，见本卷第７０４—７１５

页）。在给德纳回信时，马克思估计德纳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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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家属受法国当局迫害的材料。马克思的这封信到达纽约

时，正在谣传他已逝世，这是一家波拿巴派报纸散布的谣言。这使德纳

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的“太阳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并附了一篇简短

的追悼文，而不是仅仅登载信中原来供发表的材料。后来马克思曾在

美国报纸上专门驳斥了关于他逝世的谣言，并指出了这些谣言的来源

（见本卷第４６６页）。

马克思写给“太阳报”编辑的这封信，俄译文是第一次全文发表，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２部中，只根据保留下来

的手稿片断摘要地发表了这一封信，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关于拉法格

的被捕”。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是美国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从１８６８

年起在纽约出版，编辑是查理·德纳。——第４３０页。

２８７“真理报”（《ＬａＶéｒｉｔé》）是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１年９月３日在巴黎出

版的激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

会措施。——第４３４页。

２８８关于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由马克思在

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会议上提交总委员会审查并获得批准。现存的建议手稿

是由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马克思做的修改。手稿开头写的“财务报告”一语，是

建议总委员会为代表会议准 备这样一篇报告。—— 第 ４３７

页。      

２８９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由马克思提交总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并得到常务委员会的批准。后来草案又经过补充，增

添了关于成立女工支部和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这两条。９月

１２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

在代表会议上，这些建议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其中一部分

后来以定稿形式编入正式出版的代表会议决议（见伦敦代表会议决议

第二、三、四、十项——本卷第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６页）。手稿中在决议草案上

加的重复号码（用黑体字排印的），显然是在总委员会会议对草案进行

讨论以后注上的，这表明原拟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审查的次序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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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手稿是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马克思做的补充。——第４３８页。

２９０这里援引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是不确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

并未通过关于国际地方性组织名称问题的决议；这样的决议是在１８７１

年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后来载入国际工人协会组织条例（见本卷第

４８２、４９０页）。——第４３８页。

２９１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的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是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举行的。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应届代表

大会应该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的警

察迫害，使总委员会不得不把应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美

因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６页）。普法战争的

爆发使得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会员受到残

酷迫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

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的

联合会都主张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员会考虑确定召开代表大

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必须采取便于促进国际思想上的团结和组织上的

巩固的共同决定，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派主

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就需要所有

各国的国际代表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还在战争时期，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

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里提出了代表会议的问题。但是直

到１８７１年夏天才有了召开这种代表会议的现实可能性。大多数联合会

都同意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应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的主

张。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于９月份

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筹备伦敦代表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８月１５日、９月５、１２、１６

日的总委员会会 议讨论了有关代表会 议的 组织和 纲领 的

问题。      

代表会议由于开会时所处的情况，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工

作的有２２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１０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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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

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属于秘密的工作会议性

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

代表会议的记录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的材料，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

宁主义研究院于１９３６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９３６年莫斯科版）。

本卷正文中，与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一起发表了那些由恩格斯记

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罗沙和马丁做的不完全的会议记录中

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几篇发言，收在卷末的附录中（见本卷第６９３—

７０３页）。——第４４１页。

２９２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发言，是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在

一个由伦敦代表会议选出来审查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语区国际支部进

行分裂活动问题的委员会中做的。巴枯宁派在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会

上企图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以便攫取国际的领导权；在这一企图失

败以后，他们继续从事他们对总委员会的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团结

报”、“进步报”以及暂时受了他们影响的“平等报”来攻击总委员会和宣

传巴枯宁思想。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于绍德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巴

枯宁派用欺诈的手段取得了微弱多数的代表资格。为了回答巴枯宁派

想在代表的名额中再增加自己的拥护者的企图，支持总委员会的日内

瓦支部的代表们宣布拒绝服从虚构的巴枯宁派多数所做的决定。总委

员会批驳了巴枯宁派妄想使由于绍德封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结果而产生

的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取得瑞士国际组织中央领导机构资格的

企图。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得到国际大多数支部的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的领导方面不敢在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而在

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几个星期以前宣布同盟解散，打算在国际中秘密地

继续进行它的破坏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伦敦代表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巴枯宁派

的活动和他们所宣传的那种对工人运动起瓦解和离间作用的思想。伦

敦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同意马克思的发言中所做的结论，并揭露巴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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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罗班想掩饰巴枯宁派在瑞士进行分裂活动的企图。巴枯宁派同盟

的问题经过委员会审查以后，伦敦代表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９月２１

日批准了马克思代表委员会做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决议案

（见本卷第４５８—４５９和４６２—４６５页）。——第４４３页。

２９３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６卷第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３—３９４页。——第４４３页。

２９４见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３５—４４３页。——第４４３页。

２９５“平等报”——见注１。

“进步报”（《ＬｅＰｒｏｇｒèｓ》）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

会；该报是法文报，由吉约姆编辑，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到１８７０年４月在洛

克尔出版。

“团结报”（《ＬａＳａｌｉｄａｒｉｔ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１８７０年４月至

９月在纽沙特尔出版，１８７１年３月至５月在日内瓦出版。——第４４３

页。     

２９６手稿上写错了。这里指的是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在绍德封举行的国际

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２９２）。手稿中提到的洛克尔是巴枯宁

派的活动中心之一。——第４４３页。

２９７这里指的是由巴枯宁分子詹·吉约姆和加·布朗起草并于１８７０年９

月５日在纽沙特尔（瑞士）发表的宣言“告国际各支部’。宣言从非阶级

的立场出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说成是“欧洲自由的体现”，而且

还建议国际会员组织志愿部队，拿起武器去保卫它。——第４４４页。

２９８占伦敦代表会议工作主要部分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中得到全面

阐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是在代表会议的９月２０日和２１日

第六、七两次会议上讨论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巴枯宁分子巴斯特利卡和

罗班，还有西班牙支部的代表罗伦佐，企图破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

们宣称，代表会议没有资格研究这个问题。在辩论的过程中，巴枯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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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揭露和孤立。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委托总委员会准备决议的

最后文本（见本卷第４５４—４５６页）。除保存下来的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

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外，后面还刊载了由恩格斯本人写的、附在会议

记录上的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会议发言摘要；这个发言还有马丁的更简

短的法文记录。——第４４５页。

２９９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由他们在代表

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决议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拟的决议的初步草案

（见本卷第４３８—４３９页）以及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因此，

代表会议其他代表所提出的许多决议案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

场。决议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恩格斯做的，因为他是代表会议负

责整理和翻译决议的秘书。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代表会议委托代表们在国际各支部口头传达

通过的决议。用英文、法文、德文正式出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工作交

由总委员会负责，总委员会又把出版它决定要发表的那些决议的准备

工作委托给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了全部整理和起草代表会议

决议最后文本的工作（有很多决议是以草稿形式通过的）。把决议译成

法文和德文的工作，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英文本和法文本，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初作为国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通告在伦敦以单行本发表（英文本是：《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ａｔ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ｏｍ１７ｔｈｔｏ２３ｔｈ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１８７１》．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１）；德文本是在莱比锡发表的，时间看来是在

１８７１年年底；决议还用法文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平等报”第２２号、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国际报”第１５０号上发表过；用德文在１８７１年１１

月１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９２号、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先驱”杂志第１２期上发

表过；用西班牙文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７日“解放报”第２４号上发表过；用

意大利文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人民报”第１３６号上发表过节译的代

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第４５１页。

３００第一项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由维雷肯和德·巴普提出，经

过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了言）以后，于９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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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四个关于总委

员会成员的决议只发表了第一个（即本项决议）和第四个（见“代表会

议的特别决议——第十三项”第一条）。第二个和第三个决议规定把总

委员会委员从提名到选举之间的考验期延长到三个星期，此外还授予

各国支部提名各该国的通讯书记的权利。这两个决议被收入伦敦代表

会议记录以及总委员会记录簿（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会议）。——第４５１

页。      

３０１第二项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由马克思以总委员

会的名义提出，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通

过。本项决议的第一条略经修改后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二节第一条；

第二条至第四条相应地列为第五节第二条至第四条（见本卷第４８０和

４８３页）。决议是为了打击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立主义活动，他们企图

把自己的宗派主义原则强加于国际的地方组织，以与国际的共同纲领

和章程相对抗，并将这点在地方支部的定名上反映出来。这些小资产阶

级分子有自称为互助主义派即主张通过互助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右派蒲

鲁东主义者、伪装拥护集体主义的巴枯宁派、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家奥·

孔德的实证论者等等。——第４５１页。

３０２第三项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

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９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决议的最初

底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决议的初步草案（见本卷第４３９页）；本

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二节第八条（见本卷第４８１页）。——第

４５２页。    

３０３ 第四项决议—— “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一辨士的会

费”，由弗兰克尔提出，于９月２０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通

过。弗兰克尔是作为负责制定比较经常地收集会费措施的委员会的报

告人提出这项决议案的。在准备代表会议期间，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９月

９日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会费的问题。本项

决议略经修改后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三节（见本卷第４８１—４８２

页）。——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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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第五项决议——“关于成立女工支部”，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

出，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９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通过。马克思在

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时强调指出，必须在那些有大量妇女从事工业

生产的国家里成立妇女支部。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五节第六

条（见本卷第４８３页）。——第４５３页。

３０５第六项决议——“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由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９

月１９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为总委员会的建议提出，经

吴亭和弗兰克尔加以补充后通过。

马克思在论证本项决议时指出，普遍统计对于组织援助别国罢工

工人的活动，以及基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精神的其他共同行动说来，特

别重要。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六节第一条至第四条（见本卷

第４８４页）。——第４５３页。

３０６指１８６７年总委员会在伦敦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文本。这个文本

反映了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和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对章程所

做的修改。在１８６４年公布的临时章程的文本中，这一条——没有后来

补充上去的最后一句话，——被列为第六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７页）。

所说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决议载入组织条例第

六节，见本卷第４８４—４８５页）是以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

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二点ｃ项为基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１４—２１５页）。——第４５３页。

３０７ 第七项决议——“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０日在伦敦代

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讨论德拉埃的建议时，由弗兰克尔、巴斯特利卡、

吴亭、赛拉叶、罗伦佐、德·巴普提出。德拉埃的建议受到了马克思以

及代表会议的其他代表的批评，并被否决（见注４８８）。本项决议是由马

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定稿的。——第４５４页。

３０８第八项决议——“关于农民”，由马克思提出，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在伦

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必须在农村进行

宣传，他建议讨论保证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问题。——第

６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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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页。

３０９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０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瓦扬提出了一项决

议草案，这个草案讲的是：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的不可分的联系和使工

人的力量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在讨论瓦扬的决议案以及

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它所做的补充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关于工人

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见本卷第４４５—４５０、６９６—７００页和注２９８）。

他们的发言成了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个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由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进行的，总委员会为此于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７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决议的新文本

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这个决议案中精确地提出了这样

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

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关于工人阶级政治

行动的决议案所做的报告。

根据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增加

一个第七条ａ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其中重

申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第九项决议的基本部

分。——第４５４页。

３１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页和第１３页。——第４５５

页。

３１１“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至８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

录”１８６７年绍德封版第１９页（《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ｒéｕｎｉà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ｄｕ２ａｕ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７》．Ｃｈａｕｘ－ ｄｅ－ Ｆｏｎｄｓ，１８６７，ｐ．１９）。—— 第

４５５页。      

３１２ 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３—４８４页。

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密谋事件——见注３。——第４５５页。

７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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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第十项），由马

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

会议上提出。本项决议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拟走的决议的初步草

案中已有论述（见本卷第４３８页）。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这一决议

案时做了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见本卷第７０３页）。——第４５６页。

３１４“关于法国的决议”（第十一项），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

八次会议上讨论国际法国组织状况问题时由吴亭提出。本项决议是以

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主张为基础的。代表会议就这一问题所

通过的几个决议中只发表了本文所载的头两个；第三个决议责成比利

时、西班牙、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委员会保证法国人支部和总委员会

之间的联系，并把由法国流亡者成立的支部吸收进各该国的联合会。第

四个决议建议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法国工人的宣言：号召同反革命政

府进行公开斗争，并且要不怕迫害而按照总委员会章程上的原则成立

国际组织。最后一个决议没有付诸实行，因为１０月２４日总委员会的会

议决定不发表宣言，以免不利于被监禁的公社社员。——第４５６页。

３１５“关于英国的决议”（第十二项），由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在伦敦

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建议时指出，总

委员会以前反对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因为，英国工人有代表

在总委员会就可以使他们受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学说的教

育，并且可以防止资产阶级攫取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然而，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从巴黎公社以来，总委员会活动规模之巨大，已经使得有

必要在英国也成立联合会委员会了。——第４５７页。

３１６“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第十三项）：第一个决议由德·巴普提出，于９

月２２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第二个决议是９月２２日

在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其基本内容是马克思就国际在德国

和英国的状况所做的发言中包含的结论。马克思在这篇发言中谈到德

国工人对巴黎公社的支持，还谈到吴亭所提出的建议。第三个决议于９

月２０日在第五次会议上通过。通过这个决议，是因为代表会议上宣读

了西班牙联合会关于西班牙国际组织的建议。第四个决议是德·巴普

８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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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９月２２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就吴亭关于涅恰也夫案件

的报告而提出的；吴亭的报告揭露了巴枯宁派在俄国进行的阴谋。马克

思在就这个问题发言时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涅恰也夫密谋事件对

国际工人协会进行诬蔑（见本卷第４７０页）。——第４５７页。

３１７第十四项决议——“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由瓦扬提出，于１８７１年

９月２２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通过。这项决议的提出和通

过，是因为吴亭报道了涅恰也夫案件的情况。马克思建议把关于涅恰

也夫案件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第４５８页。

３１８第十五项决议——“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由德·巴普和斯廷斯

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提出时措辞

略有不同。——第４５８页。

３１９第十六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９月

２１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在这次会议上，当这个问题

经过一个委员会讨论（见本卷第４４３—４４４页和注２９２）以后，马克思做

了关于同盟以及巴枯宁派在瑞士的分裂活动的报告。本决议以及第十

七项决议，都是根据这一报告而通过的。——第４５８页。

３２０“国际工人协会。关于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

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７２页（《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 ｄｕ ＩＶ
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ｎｕàＢａｌｅ，ｅ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９，ｐ．１７２）。——第

４５９页。

３２１第十七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由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９

月２１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决议单行本中发表了这个

决议的摘要。决议全文刊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平等报”第２０号（见

本卷第４６２—４６５页）。——第４５９页。

３２２指由马克思执笔的总委员会决议。这个决议不顾巴枯宁派的无理要求，

保留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和这个委员会作为瑞士罗曼语区

国际各支部中的领导机关的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９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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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４９０页）。——第４５９页。

３２３“国际工人协会。关于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

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７２页。——第４６３页。

３２４见注３２２。——第４６３页。

３２５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的信，与本卷附录中发表

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信（见本卷第７０４—７１５页），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

日同时刊登在该周刊上。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ｌａｆｌｉｎ’ｓＷｅｅｋｌｙ》）

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于１８７０年至

１８７６年在纽约出版的周刊，是国际的美国第十二支部的机关刊物，该

支部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组成，１８７２年３月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

际。——第４６６页。

３２６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是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５日在伦敦

为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举行的特别集会上做的。在这次集会上，马克思被

推选为主席。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

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世界报”报道了９月２５日集会的情

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本卷发表的只是报道中转述马克

思讲话内容的部分。

“世界报”（《ＴｈｅＷｏｒｌｄ》）是美国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６０

年至１９３１年在纽约出版。——第４６７页。

３２７指法国１８４８年的二月革命。——第４６８页。

３２８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７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

并以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分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

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察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

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

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的。     

决议由马克思署名，用德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人民国家报”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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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３号，用法文载于１０月１５日“自由报”第１７４号、１０月２１日“平等

报”第２０号、１０月２２日“米拉波报”第１１８号，用意大利文载于１０月

１９日“人民报”第１２２号，用西班牙文载于１０月２３日“解放报”第１９

号。随同决议一起在“人民报”发表的，还有恩格斯的附言：“‘人民报’编

辑先生：总委员会委托我将下列决议寄上，请贵报予以发表。请接受我

崇高的敬意。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是恩·比尼亚米主编的报纸，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５年在洛迪出版，１８７５年起在米兰出版；１８７１年每周出版三次。起

初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左翼的机关报；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３年是国际支

部的机关报，实行总委员会的路线。该报刊登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国

际的许多文件。——第４６９页。

３２９工人团体联合会是巴黎的工会以及其他工人团体的联合组织，１８６９年

在国际的倡导下成立。联合会包括有５０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每个单位

向联合会派出代表一人至三人。联合会为罢工工人组织互助，同国际保

持密切联系。——第４６９页。

３３０这篇声明是马克思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写的。会议委托总委员会

发表一项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密谋完全无关。声明的文

稿经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批准。

１８６９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许多俄国城市展

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涅恰也夫所组织的小组

里面鼓吹庸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破坏”，散发无政府主义的

传单。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了涅恰

也夫的组织，因为对沙皇统治的尖锐批评和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

吸引了他们。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代表的资格，

企图冒充国际的代表，从而蒙蔽他所成立的组织的参加者。

由于涅恰也夫的组织被破获以及该组织的参加者于１８７１年夏在

彼得堡受审，涅恰也夫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取的恫吓、威胁、招摇撞骗

等等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资产阶级报刊就利用这个案件的材料，无

中生有地对国际加以中伤，而实际上涅恰也夫同国际毫无关系。

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由恩格斯译成法文的。声明用德文载于

１９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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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８８号（由卡·马克思以德国和俄国

的书记身分署名），用法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平等报”第２１号、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８日“谁来了！”第１４号，用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３

日“玫瑰小报”第３０６号、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人民报”第１２２号。——

第４７０页。

３３１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是马克思写的，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是由法国流亡者于１８７１年９月在伦敦组成

的。密探杜朗混入了支部组织，不久为总委员会所揭发。支部的领导同

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

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委

员会审查。在１０月１７日的会议上，马克思做了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本决议案。保存下来的决议本文是在总委员会担

任法国通讯书记的赛拉叶的手抄稿。——第４７１页。

３３２见注３２０。——第４７１页。

３３３“国际工人协会章程。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创建”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５页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ｔｈ，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ｐ．５）。——

第４７２页。

３３４“国际工人协会章程。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创建”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５

页。——第４７２页。

３３５“国际工人协会章程。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创建”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７

页。——第４７２页。

３３６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１８６４年１０月用英文写

的，同年１１月１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为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１８页）。在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

经过某些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一起由大会批准。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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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６年秋，章程和组织条例由马克思和拉法格译成法文，于１１月底在

伦敦出版单行本，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

主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９９—６０３页）。但

是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１８６７年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英文本在伦敦出

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１８６４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

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通过

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

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

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重要的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

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１８６６年出

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

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

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

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４３９页）。伦敦代表会

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

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所有别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

过总委员会的批准。

１８７１年９月底至１０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

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

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附录”部分重新写

过，其中详细叙述了所有修改和补充的理由。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

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

正式版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在伦敦以单

行本出版，１８７１年１１月上半月出版了英文本，１２月出版了法文本。章

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１８７２年

２月１０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２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

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而没有出版。“人民报”出

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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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５页。

３３７这一段和前一段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

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

１８６４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１８７１年版的

时候把这一段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前面的话全部删去（参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６页）。——第４７６页。

３３８马克思列举的是下列各版本的国际文件：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１８６４，ａｔ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ａｔ 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Ｈａｌｌ，Ｌｏｎｇ Ａｃ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ｔｈ，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

《Ｃｏｎｇｒèｓ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ｔｅｎｕ à Ｇｅｎèｖｅ ｄｕ ３ ａｕ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６》．

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６６．

《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ｕ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ｒéｕｎｉ à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ｄｕ ２ ａｕ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７》．Ｃｈａｕｘ－ｄｅ－Ｆｏｎｄｓ，１８６７．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 ｒｅｎｄｕ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８．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１８６６，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１８６８》．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

 ｄｕ ＩＶ
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ｎｕ àＢａｌｅ，ｅ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ｄ ａｔ Ｂａｓｌｅ，ｉ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６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１１ 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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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

《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ｔｅｎｕ à Ｂａｌｅ，ｄｕ ６ ａｕ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９．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ｕ ｄéｌéｇｕé ａｕｘ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Ｆａｂ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６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ａｔ Ｌｏｎ

ｄ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７ｔｈ ｔｏ ２３ 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７１》．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１．——第４８７页。

３３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６页和本卷第４７６页。——

第４８８页。

３４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６页。——第４８８页。

３４１巴塞尔代表大会批准了１８６７年９月２４日总委员会关于撤销总委员会

主席一职的决定。马克思指的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第４８８

页。

３４２这个声明是恩格斯写的，因为１０月３１日的“泰晤士报”刊载了英国保

守党议员亚·贝·柯克伦的一封信；柯克伦重复了英法反动报刊关于

国际的谰言，并且企图诬蔑国际工人协会，为此他利用了巴枯宁派的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在１０月３１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由恩格斯宣

读了这个声明，并得到了会议的批准。由于“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发表

总委员会的声明，它被发表在“东邮报”上。——第４９３页。

３４３“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是带有保守倾

向的日报，１８２６年出版。——第４９４页。

３４４指奥·特斯屠在他１８７１年为供警察保安人员使用而出版的国际文件

汇编里发表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秘密通知信的片

断；这封信驳斥了巴枯宁派对国际领导的诬蔑造谣。马克思写的这封通

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３５—４４３页）分别由各

通讯书记署名，由总委员会分发给所有的支部。特斯屠发表的那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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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摘自被法国警察机关查获的由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署名的通

知信（见Ｏ．Ｔｅｓｔｕｔ．《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３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

１８７１，ｐ．２３７—２３８）——第４９４页。

３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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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１８７１年

实现的德国政治统一。——第４９７页。

３４６指由于１８４２年签订南京条约、１８４４年签订中美和中法协定，而为英

国、美国、法国消除了实行贸易扩张的障碍。——第４９７页。

３４７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章程的决议。它在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触使支部

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见本卷第４７１—４７４页）。支部在１０月３１日的

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支部的

答复经过一个委员会的讨论后，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被提交总委员会

讨论。   

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由马克思

写的决议案，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本决议是由两份手稿保存下来的。一份是马克思的手迹，另一份是

赛拉叶的手迹。在赛拉叶的手抄稿（看来是被通过的决议的最后文本）

里，把在马克思原稿中有的最后一段删去了，而在倒数第二段里说明总

委员会１０月１７日的决议是最后的决议。１８７２年初，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解散了。一个拥护总委员会的新的法国流亡者支部在伦敦成立起

来。——第４９９页。

３４８见卡·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６卷第４９４页。——第４９９页。

３４９见注３２３。——第５０３页。

３５０见注１５５。——第５０３页。

３５１“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是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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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１８５６年至１９３４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从１８６６年起用这个名称）。

声明中提到的共和大同盟是１８７１年在英国成立的小资产阶级组

织。它的领导人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布莱德洛、工联主义者奥哲尔、

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勒·吕贝、韦济尼埃等人。同盟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各

国共和主义者实现普遍的繁荣幸福，提出了一个由民主要求同成立全

世界联邦共和国的号召等等拼凑而成的纲领。同盟的活动家妄想领导

国际工人运动，他们纠合其他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国际总委员

会。——第５０５页。

３５２指巴枯宁派的活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他们在西班牙的许多城市里建立

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部（见注１６２）。——第５０６页。

３５３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意大利无产者报”发表了所谓的都灵工人宣言，这

个宣言反映了巴枯宁派对国际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进攻。

因此恩格斯写了这一声明。

“意大利无产者报”（《Ｉｌ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ｏ》）是意大利的一家报

纸，１８７１年在都灵每周出版两次，由警探特尔察吉主编；该报袒护巴枯

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４年报纸以

“无产者报”（《Ｉｌ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的名称出版。——第５０７页。

３５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３页。——第５０８页。

３５５“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至８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

录”１８６７年绍德封版第１９页（《Ｐｒｏｃèｓ－ｖｅｒｂａｕｘ ｄｕ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ｒéｕｎｉ à Ｌａｕ

ｓａｎｎｅ ｄｕ ２ ａｕ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７》．Ｃｈａｕｘ－ｄｅ－Ｆｏｎｄｓ，１８６７，

ｐ．１９．）。——第５０８页。

３５６“社会革命报”（《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２年１

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１８７１年１１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正

式机关报。——第５０８页。

３５７给朱·博里昂尼以接受国际工人协会新会员的权利的委托书，是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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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答复国际洛迪支部的一位领导人恩·比尼亚米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４

日的来信而草拟的；比尼亚米在信中报道了在费拉拉以及意大利的其

他一些城市建立国际支部的消息，并请求发给罗曼尼亚的一些公民（其

中包括朱·博里昂尼）以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新的支部的委托书。——

第５０９页。

３５８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刊登在“人民报”的“最新消息”栏里，并且开头有这

样一句话：“一个国际会员从伦敦来信写道”。这大概是恩格斯给该报编

辑恩·比尼亚米写的一封信的一部分，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第

５１０页。

３５９“解放报”（《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见注２５８。——第５１０页。

３６０恩格斯写的这个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几篇对国际进行诬蔑攻击的文章给

意大利几个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除了寄给“人民罗马”以外，根据恩格

斯在他的草稿中的记载，还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５—７日寄给了其他几家报

纸：“口令报”（《ＩｌＭｏｔｔｏｄ’Ｏｒｄｉｎｅ》），“契切罗瓦基奥报”（《ＩｌＣｉｃｅ

－ｒｕａｃｃｈｉｏ》， “平等”周报（《Ｌ’Ｅｇｕａｇｌｉａｎｚａ》）， “人民报”

（《Ｐｌｅｂｅ》），“意大利无产者报”（《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ｏ》），“玫瑰小报”

（《Ｇａｚ－ｚｅｔｔｉｎｏＲｏｓａ》）。

“人民罗马。宗教哲学、政治、文学周刊”（《ＬａＲｏｍａｄｅｌＰｏｐｏ－ｌｏ》）

是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年在罗马出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它曾刊登

马志尼攻击国际的文章。——第５１１页。

３６１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年９月５—１３日）关

于拒绝和平和自由同盟邀请正式参加它的即将举行的伯尔尼代表大会

的决定。决议允许国际会员只以私人的方式参加这个代表大会（见“国

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第４０

页。《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  ｒｅｎｄｕ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８，

ｐ．４０）。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

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于１８６７年在瑞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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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

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

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在和

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１—２５日在伯尔尼举

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宣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阶级平等”的

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多数票的否决；巴枯宁及其追随

者由于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便退出了和平和自由同盟，并于同年

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５１２页。

３６２ 马克思写这封信给“东邮报”编辑，是因为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国民改

革者”发行人、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在伦敦的公开演说中以

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１２月１６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

的攻击。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

德洛的攻讦同资产阶级政客与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紧密的联系，这种

诋毁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还指出

了布莱德洛同卖身投靠的法国资产阶级新闻界有亲密的关系。

由于“国民改革者”在１８７２年１月发表了布莱德洛的许多新的诬

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它们的声明（见本卷第５２３、５２４—

５２５页）。——第５１４页。

３６３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瑞士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

表大会（１８７１年１１月）所通过的给国际全体支部的一份旨在反对国际

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通告。文章由恩格斯随同１８７２年１月３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一并寄出，他在信中强调，必须立即发表这篇文

章。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恩格斯请李卜克内西给他寄几份载

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转寄到意大利去，因为巴枯宁派利用桑维耳耶

通告在那里发起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诽谤运动。国际

的许多机关报都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的“平等

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

会的决定。在西班牙，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７日“解放报”第２４号发表了拉法

格的一篇揭露通告的诬蔑的文章。

９９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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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批

驳了桑维耳耶通告；西班牙许多受巴枯宁派影响的支部，还拿不定主意

公开表示同意桑维耳耶通告。为了彻底揭穿巴枯宁派的宗派主义破坏

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１月着手撰写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

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

第５１６页。

３６４见“关于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

告。１８６９年９月６日至１１日”［１８６９年］伦敦版第２１页（《Ｒｅｐｅ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ｄ ａｔ Ｂａｓｌｅ，ｉ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６ 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

ｐ．２１）。——第５１８页。

３６５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指不伦瑞克的地方法庭，１８７１年１０月曾在

该法庭审判普鲁士当局逮捕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见注

１５４）。——第５１８页。

３６６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

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

在。——第５１９页。

３６７“国民改革者”（《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是英国的周刊，资产阶

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从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９３年在伦敦出版。——第５２３

页。     

３６８“刑法报”（《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周刊“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

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

－ｔｕｎｇ》）的简称。它是德国小资产阶级侨民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创办的，

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到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０日用这个名称发行。该报于

１８５３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诬蔑马克思以及与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   

“莫斯科新闻”（《Ｍｏｃｋｏｃｋｕｅ Ｂｅｏｍｏｃｍｕ》）是反动派的日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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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官僚和地主上层人物的支持，从１７５６年出版到１９１７年。—— 第

５２４页。

３６９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写这封信，是因为“自由思想”杂志在意大

利掀起了一个诽谤国际的运动。“自由思想”从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佛

罗伦萨出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枯宁同盟的成员鲁·斯蒂凡

诺尼担任编辑。

为了破坏国际的影响，斯蒂凡诺尼主张建立一个所谓“唯理论者总

协会”。他煽动地说，这个协会的使命就是实现国际的原则，但是“没有

国际的缺点”。他还宣传赎买地主地产、建立农业新村这些小资产阶级

的乌托邦思想，把这说成是使劳动者完全摆脱剥削的万应灵药。斯蒂

凡诺尼的纲领没有被意大利工人接受，他的建立“唯理论者协会”的方

案也没有实现。

恩格斯把唯理论者讽刺地称为“受俸神甫”（来自拉丁文ｐｒａｅ－

ｂｅｎｄａ，意即天主教教会靠捐献得来的产业），这是影射他们想靠捐献建

立土地基金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

恩格斯的这封信除了在“玫瑰小报”上刊登以外，还于１８７２年２月

２２日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不带附函部分）。

“玫瑰小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ｉｎｏ Ｒｏｓａ》）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６７

年至１８７３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年维护巴黎公社，发

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１８７２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

第５２６页。

３７０“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是从１８７１年至

１８７６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

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

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

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

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５２７页。

３７１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正

１０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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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同盟（它是工人、手工业者的秘密联合，产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

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支部）的改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１８４７

年６月初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

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８日）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

领性的文件，即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

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

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到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

（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３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５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

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进

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

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

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

派主义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

命。１８５０年９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

集团的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

给科伦区部委员会。１８５１年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

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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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

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５２７

页。

３７２“维斯巴登日报”（《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保守派的报纸，在

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８１年出版。——第５２８页。

３７３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月１２日）是普鲁士政府策

划的陷害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１１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

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

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

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７名被告人

被分别判处３年至６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

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７—５３６页恩格

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第５２８页。

３７４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这篇声明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通

过。保存下来了由荣克抄写的这篇声明的副本。除了篇末说明中所提到

的那些英国报刊以外，在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１８７２年４月

６日第９９期、葡萄牙的国际里斯本支部的机关报“社会思想报”（《Ｏ 

Ｐｅｎｓａｍｅｎ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１８７２年３月第６期上也曾刊登这篇声明。——

第５２９页。

３７５“‘法兰西内战’草稿”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５月间写成的。在３月

１８日革命后的最初几天，马克思就开始仔细地研究有关巴黎事件的所

有材料，收集剪报，从英法报纸上摘录大量的材料。４月下半月马克思

动手写初稿，大约写到５月１０日左右，接着写“法兰西内战”二稿，这

一工作在５月中结束，随后就开始“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作，把它写

成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的形式。有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星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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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和马克思笔记本上摘录的材料，没有在二稿中，而是直接在宣言中

加以利用。    

“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的手稿，都是写在大张的纸上。篇幅最大

的初稿的手稿，看来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它共占１１张纸，由于两面都

书写，故共有２２页，从第１页至第２２页，除了当中的第６页和第１３页

以外，都有马克思标的页码。二稿的手稿，根据马克思标的页码（不是每

张纸上都标有）来看，共有１３张，保存下来的有１１张（其中８张是一面

书写，３张是两面书写）。在保存下来的第五节：“内战的开始。３月１８日

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之前的第四节，看来

是手稿的丢失部分。未标明页码的最后三页（见本卷第６５６—６６２页）主

要是对二稿的个别地方的修订。马克思在进行“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

作时，通常用垂直线和斜线把初稿和二稿中已利用过的地方划掉，所以

初稿和二稿的手稿中大部分地方都划有这种垂直线和斜线。只有马克

思用横线划掉的辞句，本版才未收入。两部手稿中有许多在工作时标用

的标记、括弧、方括弧等，本版均未收入。

马克思在他的草稿中摘引或者提及公社的指令和公告时，通常都

是按照它们发表的日期或者在伦敦见报的日期来引用。

“‘法兰西内战’草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以及这两位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逝世后长时期内未发表过。初稿的一些片断最初发表在１９３３

年３月１４、１８日“真理报”第７２、７６号上。初稿和二稿的全文第一次用

原文（英文）和俄译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１９３４年

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３（８）卷中。——第５３３页。

３７６比桑瓦耳战役，或叫做蒙瓦勒里安战役——见注１２６。——第５３５页。

３７７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５日在古·弗路朗斯领导下，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在巴黎

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国防政府举行公社选举，采取措施巩固共和国，并

与入侵的敌人坚决斗争。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规定国民自卫军除

非得到命令不准集会和武装示威。

关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起义，见注２１７。——第５３６页。

３７８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见注１９４。——第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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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见注１９７。——第５３８页。

３８０见注２１３。——第５４０页。

３８１指根据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法令实行新的选举资格限制，这项法令是

法兰西共和国立法议会根据以梯也尔为首的秩序党提议通过的，秩序

党被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在１８５０年３月和４月的议会补充选举中所

取得的胜利吓坏了。新的选举法打击了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它规定只

有定居三年并直接纳税的人才能参加选举。法国的选民因此减少了

３００万左右。  

１８５０年选举法通过后不久，议会就把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

１８５０年的年薪由６０万法郎增加到３００万法郎。——第５４１页。

３８２诺曼第的工厂主为了顺利地同英国工厂主进行竞争，企图削减纺织工

人的工资，这在１８６８年底—１８６９年初引起了索特维耳－勒－卢昂纺

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伦敦的

工联和法国的工会为罢工的工人募款。正如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

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罢工失败

了，但是它促进了诺曼第纺织工人的组织和团结，造成了卢昂、埃耳伯

夫、达尔讷塔耳等地的工会的建立，并且巩固了英法工人间的兄弟联

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２１—４２４页）。——第

５４１页。    

３８３“号召报”（《Ｌｅ Ｒａｐｐｅｌ》）是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的左翼共和

派日报，从１８６９年到１９２８年出版。它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

公社期间它主张支持公社。——第５４２页。

３８４指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布朗基派四季社的武装暴动（见注２４３）。——第

５４３页。

３８５马克思手稿中的笔误：杜弗尔和维维延进入卡芬雅克政府，分别任内务

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是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１８４９年６月２日，杜弗

尔是在奥迪隆·巴罗内阁中任部长。——第５４３页。

３８６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见注２０５）的领导机关。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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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奥尔良派。——第５４３页。

３８７马克思在讲到１８４７年“自由联盟”时，是指１８４６年选举后法国众议院

中形成的所谓“进步保守派”。这一派别的主要活动家是奥尔良分子日

拉丹、托克维尔、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

合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改革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

七月王朝。他们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员所干的卑鄙勾当。

自由联盟是１８６３年立法团选举时在共同反对帝国的基础上形成

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部分正统派的联盟。１８６９年竞选时曾

企图重新组织自由联盟，但因１８６３年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党派间发生分

歧而遭到了失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法夫尔、茹·西蒙等）

于１８６９年主张同保皇派结成联盟，他们支持奥尔良分子杜弗尔为候选

人，但是，杜弗尔没有当选。——第５４４页。

３８８暗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梯也尔在残酷镇压１８３４年４月１３—１４日巴黎

的共和党人起义中，特别是在血腥屠杀特朗斯诺南街居民中所起的作

用（见注２００）。——第５４６页。

３８９指按照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波拿巴政变的方式行事。——第５４６页。

３９０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９６号。——第５４７页。

３９１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９６号。——第５４７页。

３９２十五人委员会是国民议会为配合梯也尔政府同革命的巴黎作斗争而

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０日建立的组织。参加委员会的主要是保皇党人，也有

支持梯也尔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委员会曾号召外省组织志愿军与公

社斗争，但没有得到支持。公社失败后，委员会停止了活动。——第

５４８页。   

３９３马克思大概是准备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利用这些说明保皇党人在凡

尔赛国民议会中的阴谋的例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做的报纸摘录中，

有关于奥马尔公爵及其兄弟茹安维尔亲王在凡尔赛的阴谋活动，关于

波旁系和奥尔良系合并的传闻，以及关于把法国王位让给奥马尔公爵

的计划等资料。——第５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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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０日“巴黎公社公报”第１号。——第５５０页。

３９５Ｃｈｏｕａｎｎｅｒｉｅ（朱安叛乱），见注１２５。——第５５１页。

３９６“市警备队”（从１８７１年起改称共和国近卫军）是１８３０年七月王朝政府

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军事化的警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

１８７１年它是凡尔赛反革命军队的一支突击力量。

教皇的朱阿夫兵——见注１１４。

朱安兵——见注２４１。——第５５２页。

３９７１８４０年，由于俄、英、奥、普和土耳其缔结了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

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公约（见注１０２），支持穆罕默德－阿利的

法国，面临着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和欧洲各国结成反法同盟的威胁。法国

政府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而这意味着法国政策在近

东遭到严重失败。由于这个让步，法国政府才得以参加签订关于在和平

时期禁止外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的１８４１年伦敦公约。这个公约于

１８４１年７月１３日由俄、英、法、奥、普的代表为一方，土耳其的代表为

另一方共同签订。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中，举出上述的第一次伦敦公

约（即１８４０年公约）作为法国外交失败的例子。——第５５３页。

３９８“形势报”（《Ｌａ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是１８７０年９月至１８７１年８月２日在伦敦用

法文出版的波拿巴派日报；它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持反对态

度。——第５５４页。

３９９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ｓ——见注２３９。——第５５７页。

４００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见注２４０。——第５５７页。

４０１维也纳条约是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各国由于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

的结果而于１８１５年５—６月间在维也纳签订的。为了恢复各正统王朝

的统治，维也纳条约违背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独立的利益，任意修改了欧

洲的地图。

巴黎条约是指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法国和德国间签订的初步和约

（见注２１１）。——第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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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见注１０１。——第５５９页。

４０３马克思是指普鲁士在１８０６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被击败以后（这次

失败表明了普鲁士封建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于

１８０７—１８１１年实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农奴的

人身依附废除了，但是所有的封建义务仍然保存着，只有征得地主的同

意才能进行赎买；普鲁士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改组了军队和中央国

家管理机关。——第５５９页。

４０４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防卫战，俄军攻下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以及联军在

波罗的海的失利，使俄国得以在巴黎和会（１８５６年２—３月）上玩弄外

交手腕，利用英、奥、法之间的矛盾，大大地减轻了结束沙皇俄国战败的

克里木战争的和平条件：大大地限制了割让与土耳其的领土的范围，俄

国保留了它在高加索的统治和在阿速夫海设置舰队和要塞的权利。和

会决定结束奥地利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占领，这给奥地利在巴

尔干的扩张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马克思所说的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实行的改革，是指

１８６１年的农奴制改革，地方管理方面的改革（１８６４年地方自治局改革

和１８７０年市政改革），１８６４年的采用新诉讼法以及财政制度的改革。

实行这些改革是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制过渡的重要步骤。——第５６０

页。    

４０５“无体法官”（《ＧｒｅａｔＵｎｐａｉｄ》）是英国对担任调解治安法官之职，但不

领一文薪俸的人的谑称。——第５６５页。

４０６“口令报”（《ＬｅＭｏｔｄＯｒｄｒｅ》）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１８７１年２月３日

起在巴黎由昂·罗什弗尔编辑出版。３月１１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勒令

停刊，在巴黎公社时期于４月８日复刊，一直出版到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０

日。该报尖锐地抨击凡尔赛政府和国民议会中的保皇派多数，但是它

并没有完全站在公社方面，它曾反对镇压巴黎反革命分子的措

施。——第５６５页。

４０７关于公社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枪杀国民自卫军情况的结果的报道，载于

８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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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９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１１９号和“口令报”第６５号。

马克思引用的是“口令报”发表的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报道。—— 第

５６６页。     

４０８“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纸，

１８４１—１９２４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

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曾为

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

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当时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

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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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奴隶主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

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第５６６页。

４０９工商会代表的声明，马克思是从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３日“号召报”第６６９号

上摘引的。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是１８７１年４月初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

组织。它企图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进行调停，建议在承认共和国和巴黎

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使用和平方式取消公社，结束内战。

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是指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９日巴黎共济会会员到城防

工事处要求凡尔赛军队停止军事行动的示威游行。４月２６日和２９日，

公社为了得到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同情在市政厅和共济会会员（他

们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治观点）举行了会见。由于共济会会

员的停战建议遭到梯也尔的拒绝，他们在这两次会见中声明支持公社。

在４月２９日的会见之后举行了上述的示威游行，公社派代表团参加了

这次游行。——第５６７页。

４１０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７日“号召报”第６７３号的巴黎权利共和同盟

决议。——第５６８页。

４１１马克思指的是“市镇通报”（《Ｍｏｎｉｔｃｕｒｄ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ｓ》）。这是公社时期

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版附刊形式

出版。——第５６８页。

９０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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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１年在里摩日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共和保卫报”

（《ＬａＤéｆｅｎｓｅ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第５６８页。

４１３大概是指１８７１年５月６日“复仇者报”对１８７１年４月３０日市镇参议

会选举结果的评价。

“复仇者报”（《ＬｅＶｅｎｇｅｕｒ》）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１８７１年２月３

日起在巴黎出版；３月１１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下令查封。在巴黎公社

时期于３月３０日复刊，一直出版到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４日。该报曾支持公

社，刊载它的正式文件和各次会议的报道。——第５６９页。

４１４马克思指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９日立法团通过的“嫌疑犯处治法”。它使政府

和皇帝有无限权力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

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５６９页。

４１５由议员格雷波交给国民议会的里昂市镇参议会的呈文，要求停止内战

以及凡尔赛同巴黎议和。它同时建议明确划清议会和巴黎公社的权限，

把公社的活动限制在市政问题上。——第５６９页。

４１６ 指帝国时代在政府当局的强大压力下于１８６５年选出的市镇参议

会。——第５６９页。

４１７城市联盟（全名为共和城市爱国联盟），是害怕巴黎公社失败后王朝复

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１８７１年４—５月间酝酿成立的组织。联盟临时

委员会在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见注４０９）的积极参加下决定１８７１

年５月９日在波尔多举行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以设法停止内战，巩固

共和国，并正式成立联盟。但凡尔赛政府禁止召开城市联盟代表大会，

临时委员会随即停止了活动。

１８７１年５月６日的“号召报”上曾发表了原拟召开的城市联盟代

表大会的纲领。——第５７０页。

４１８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３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１０３号。——第５７６页。

４１９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９０号发表的公

社选举委员会总结。——第５７６页。

０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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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９５号。——第５７７页。

４２１由于传出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崩溃这些

消息，法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如里昂、马赛、土

鲁斯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的

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

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

还小当铺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

社。——第５８０页。

４２２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的地位不稳，国防政府为

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３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

巴黎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防政府对居民施

加压力，不断进行蛊惑性宣传，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等等，它还是

获得了多数票。——第５８０页。

４２３马克思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３月２２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

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５日“法兰西共和国公

报”第８４号。——第５８９页。

４２４马克思用这句话表达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缴付赔款问题

上的立场的文章内容；这篇文章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４日“法兰西共和国

公报”第８３号。——第５９４页。

４２５见注２３３。——第５９５页。

４２６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６日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对每一法郎直接税加征４５

生丁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农民身上，在农民中引

起了极大的不满，大地主和天主教教士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农民

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使他们成为反革命的后备军。——第５９５

页。    

４２７见注２３４。——第５９６页。

４２８大概指外省共和联盟（见注２３１）。——第５９８页。

１１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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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ｓàｌ’ａｍｉａｂｌｅ》——见注２２９。——第５９９页。

４３０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０日，针对路易十六政府企图破坏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

的三级会议开会的做法，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厅，宣誓

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厅的宣誓是成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前奏的事件之一。——第６０１页。

４３１指巴黎无产者－实证论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

哲学的倾向。１８７０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协会的工人成分，接受它为国

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对协会的纲领做了尖锐的批判。——第６０２页。

４３２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

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

伊加利亚——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

“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第６０３页。

４３３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８０号。——第

６０５页。

４３４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１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９１号社论。——

第６０８页。

４３５ 引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９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宣言发表在

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０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１１０号。——第６０８页。

４３６告各省宣言——见注４３５。——第６１２页。

４３７见注４３５。——第６１２页。

４３８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是１８７１年２月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

它的目标是为共和国而斗争。协会支持公社并指责凡尔赛政府的政策。

这里所引的该协会的决议载于１８７１年５月９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第１２９号。——第６１３页。

４３９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１７４８年日内瓦版第２卷第１６５页（Ｃｈ．

Ｍｏｎｔｅｓｇｕｉｅｕ．《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ｄｅｓｌｏｉｘ》．Ｇｅｎèｖｅ，１７４８．Ｔｏｍｅｓｅｃｏｎｄ，ｐ．

１６５）。——第６１３页。

２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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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０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０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７９号。——第６１５页。

４４１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１７４８年日内瓦版第１卷第２０４—２０６页。

——第６１６页。

４４２１７９３年宪法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国民公会所

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

主的一部宪法。——第６１６页。

４４３见注２２０。——第６１８页。

４４４马克思引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２日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巴黎国民自卫

军书”，这篇宣言载于４月３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９３号，并以布告

的形式发表。——第６２０页。

４４５ 米里哀尔的话引自１８７１年４月４日“复仇者报”第６号。——第６２０

页。

４４６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ｄｓ——见注１９４。——第６２３页。

４４７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８日“复仇者报”第３０号。——第６２３页。

４４８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见注１９７。——第６２４页。

４４９伦敦公约——见注３９７。——第６２６页。

４５０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共和党人和九月法令——见注２００。——第６２７

页。

４５１指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以英、奥、普、俄为首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

对法国的入侵，其目的在于推翻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并让波旁正统王朝

复辟。——第６３２页。

４５２Ｄéｃｅｍｂｒｉｓｅｕｒ——见注２１３。——第６３２页。

４５３里昂、马赛、土鲁斯的公社——见注４２１。——第６４１页。

４５４指十九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对发展国际贸易

的影响。——第６４５页。

３１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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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马克思讽刺地影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句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座右

铭的名言：“朕即国家”。——第６４８页。

４５６见注４０９。——第６５３页。

４５７Ｆｒａｎｃｓ－ｆｉｌｅｕｒｓ——见注２３９。

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见注２４０。——第６５４页。

４５８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缔结的法兰克福和约确定了法国和德国媾和的最后

条件。这一条约肯定了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初步和约（见注２１１）中法国把

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的规定。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

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俾

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

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可免。——第６５４页。

４５９大概指严格限制市镇参议会权力的１８３１年“市镇组织法”和禁止各地

市镇参议会建立联系的１８５５年“市镇组织法”。

关于在波尔多召集市镇代表大会的计划，见注４１７。——第６５５

页。

４６０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防政府的发

言，是为了反对奥哲尔于１月１０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

对这个政府及其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赞扬；当时法夫尔正准备到

伦敦去参加即将召开的修订１８５６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文的

国际会议。奥哲尔提出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赞扬国防政府，但完全不符

合总委员会在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中对这个政府所做的阶级评

价。由于马克思对奥哲尔的言论进行了批评，总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国际

成员在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上的行为必须要有原则性的问题。

这篇发言，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其他发言一样，

以记录的形式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本卷所收的这段时期的记录，

在１８７１年５月以前是约·格·埃卡留斯记录的，以后就是约·黑尔斯

记录的，这些记录简单、零碎，而且常有一些重大的错误。根据约·格·

埃卡留斯的记录发表在“东邮报”上的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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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点。有时这些报道比记录完全一些（因此在个别情况下，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发言报道在本版中是按照报纸上的报道刊印的）。按照总委

员会的规定，记录必须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核准，此外，根据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记录中也常常记下他们关于记录中有错误的声

明。——第６６５页。

４６１指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革命俱乐部组织的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者

有１５万人，主要是工人。游行者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

走去，闯进了会议厅，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

并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由于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完满的

答复，参加示威游行者就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革命政府。游行队伍

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资产阶级部队驱散了。——第６６５页。

４６２指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０日

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卡芬雅克专政

确立时为止。——第６６６页。

４６３指制宪议会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和１１日通过的反动的出版法。按照这

项法令的规定，出版机关应该支付一大笔押金，这样一来，进步的工人

报纸和杂志只好停刊了。同时对于反对政府、反对现行制度和私有制的

言行，也规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坐牢和罚款）。这个出版法是根据复辟

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类似法律制订的。——第６６６页。

４６４罗马远征——见注２０３。——第６６６页。

４６５恩格斯的这个发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

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以及巴

黎公社活动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的第一篇讲话。恩格斯根据巴黎来信

所做的发言，一开始就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歪曲３月１８日事件的真正

性质的报道。附有恩格斯发言记录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起初把日期错

写为３月１４日，后来马克思审阅会议记录时，亲自将日期订正为３月

２１日。——第６６７页。

４６６恩格斯指１８７１年２月８日选出、２月１２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成员极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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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国民议会（见注２１０）。——第６６７页。

４６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演说中，总结了３月２８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总委员会的讨论，是根据由黑尔

斯、韦斯顿、荣克和赛拉叶组成的总委员会代表团所做的关于他们参加

共和主义群众大会的报告进行的。在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赛拉叶在威

灵顿音乐厅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致通过

了支持巴黎工人的决议。同时代表团还指出，群众大会通过了一个由奥

哲尔提出的极端温和的、不越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要求的决议。

在辩论中，总委员会委员们批评了奥哲尔和其他工联机会主义领

袖的立场，因为他们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限制了共和主义运

动的纲领。——第６６９页。

４６８指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６日举行的公社选举。巴黎人民起义胜利后，国民自卫

军中央委员会自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８日执掌政权，以后中央委员会

把全权交给了公社。——第６７１页。

４６９ 恩格斯的这个看法，在记录中记得非常简短。它是针对着法夫尔在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０日的国民议会中的发言而说的。法夫尔在发言中企图

否认凡尔赛政府的罪责：它实际上同俾斯麦缔结联盟，以便镇压巴黎

公社，他假惺惺地宣称，似乎政府拒绝了俾斯麦建议给予的援助。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其一系列口头演说和报刊文章中，首先是在马克思的

“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一再揭露了法国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工人

运动而勾结外敌的卖国阴谋（见本卷第３７４—３８５页）。——第６７１页。

４７０赛拉叶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巴黎第二区选入公社；总

委员会委员欧仁·杜邦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他由于不能从英国前

往巴黎而没有选上；在这次选举中，让·马·昂·杜邦由第十七区选入

了公社。——第６７３页。

４７１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巴黎的列·弗兰克尔，

他在信中揭露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费·皮阿对赛拉叶的百般

诽谤。——第６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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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它是由早在１８６４年国际工人

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

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未被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只起工人执行机构的

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

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的文件。——第６７５页。

４７３见注４１７和４５９。——第６７６页。

４７４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使会议就揭露凡

尔赛政府和抗议梯也尔准备对公社社员进行残酷迫害问题展开了讨

论。恩格斯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中（记录只留下了这个发言的极简短

的记述），指出了曾假装答应给巴黎公社参加者以宽大处理的梯也尔的

背信弃义行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在英国可以

采取哪些措施来制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为。——第６７７页。

４７５芬尼亚兄弟会——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是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

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产生的一个秘密组织。参加这个组

织的人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兄弟

会会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

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兄弟会会员的阴谋策略、

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

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

行动的道路。

烧炭党人 是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在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

法国活动的一个秘密阴谋团体的成员。

玛丽安娜（Ｍａｒｉａｎｎｅ）是法国一个秘密共和组织的名称，成

立于１８５０年；在第二帝国时期，该组织以反对拿破仑第三为

目的。——第６７９页。

４７６“现代评论”（《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

月刊，从１８６６年起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提到的马志尼的那篇文章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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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１８７１年６月号。——第６７９页。

４７７这篇访问马克思的报道，是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Ｒ．兰多尔写的，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８日发表于该报，并转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２日“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１３期（总第６５期）。报道的开头部分和最后一段，

是描述谈话的情况和记者本人的议论，此处从略。兰多尔在文章末尾声

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第６８１页。

４７８指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莱·李

兰德（１８２４—１９０３）的幽默作品“汉斯·布顿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

写成的。——第６８１页。

４７９看来，“世界报”记者的记录是不准确的。１８７１年春天在巴塞罗纳发生

的罢工不是雪茄烟工人而是纺织工人的罢工。１８７１年雪茄烟工人的罢

工发生在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其他城市（见注１８１）。——第６８４页。

４８０在恩格斯发言以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罗马教皇庇护

九世攻击国际的言论的报告。——第６８７页。

４８１恩格斯指的是第二帝国当权派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他们普遍地利

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

自己是“民族的卫护者”，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

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

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

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

揭露，请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５０２—５５１页）和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

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７０—１８３

页）。——第６８８页。   

４８２总委员会在通过恩格斯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建议以后，于１８７１年

７月２５日委托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拟订代表会议的纲领；也就在这次

会议上决定了把巴枯宁派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瑞士罗曼语区进行分裂

活动的问题提交代表会议处理（见注２９２）。——第６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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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３马克思发言驳斥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奥哲尔，是因为他彻

底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公然拒绝国际的原则，在报纸上和多次演说

中诬蔑总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第６９１页。

４８４土地和劳动同盟是１８６９年１０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

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

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６卷第

５９８—６０３页），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

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

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

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

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在１８７０年秋天之前，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在同盟

中加强了，于是它逐渐地同国际失去联系。——第６９１页。

４８５１８６７年９月２４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撤销总委员会主席职

务的决定，曾由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９月）批准。——第６９２

页。

４８６马克思的这篇发言以及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其他许多篇发言，都保存

在代表会议秘书马丁和罗沙用法文做的会议记录中；黑尔斯用英文做

的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除马丁和罗沙整理过的会议记录外，保存下

来的还有他们各自的记录草稿（我们所能找到的，有的是他们中间一个

人的笔记，有的是两人各自记下的不同笔记）。本卷附录中发表的发言

记录，是以整理过的记录稿为基础的。——第６９３页。

４８７马克思指的是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起在彼得堡进行的对涅恰也夫组织

参加者的审判（见注３３０）。——第６９３页。

４８８伦敦代表会议就德拉埃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０日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决

议草案展开了辩论，马克思在辩论中发表了关于工联的演说。德拉埃的

决议草案建议成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以便“造成行政权的分散”和建立

“未来的真正的公社”。德拉埃这些空想的建议（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

想的前身，其结果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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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在发言中还指出了当时英国工联在

派系上闭关自守，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放弃政治斗争。同时，马克思

也强调指出了国际争取吸引工联参加政治活动、以革命无产阶级的和

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联成员的重要性。代表会议否决了德拉埃的草

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通过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来加强工会

的国际联系（见本卷第４５４页）。——第６９４页。

４８９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委托总委员会实现

工会的国际团结（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ｄａｔＢａｓｌｅ，ｉ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６ｔｈｔｏｔｈｅ１１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ｐ．

３０）。——第６９４页。

４９０比利时代表斯廷斯在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问题的辩论中，曾表示担心

各国工会团体在一旦实现国际团结之后，可能会被英国工联所吞

并。——第６９５页。

４９１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

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

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弗·伊·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

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

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２７６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

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

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

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第６９５页。

４９２指英国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

参加下，于１８６５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

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

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马

克思竭力争取实现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在他的影响下，改革同盟

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把选举权只扩大到个别住房的房主和房客，而

是提出了给全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普选权的要求。这个口号在英国

０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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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

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激

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

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１８６７年进行

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

人阶级的上层。——第６９５页。

４９３关于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的讨论，见注２９８

和３０９。——第６９６页。

４９４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６７年在伦敦出版的国际章程以及１８６４年在伦敦与成

立宣言同时出版的临时章程的文本（见注３３８）。——第６９６页。

４９５见注３３６。——第６９６页。

４９６马克思指的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成员相当复杂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

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等等）里钻进了一些可疑分子和

叛徒。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至３月２８日公社宣布成立这段时期执行革

命政府职能的中央委员会里有这类人，它的成员间缺乏政治上的一致，

乃是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中犯下严重错误（例如不立即进攻凡尔赛，见

本卷第６１５—６１６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错误也是主张放弃政治这

种有害的蒲鲁东学说的结果，在３月１８日事件以前，国际的巴黎联合

会的许多代表曾经遵循这一学说，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

黎公社进行活动时期，也未能完全克服这一学说。——第６９６页。

４９７指１８７１年８月７—１０日举行的美国全国劳工同盟（见注１６５）的代表大

会。——第６９６页。

４９８指吴亭建议委托总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

在起草中考虑到瓦扬在代表会议讨论此问题时提出的建议以及赛拉叶

和弗兰克尔对该建议提出的修正案。吴亭的建议被代表会议通

过。——第７００页。

４９９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是他作为总委员

会德国通讯书记的简短报告，与其他通讯书记以及各国代表的报告同

１２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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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出的。发言中有关英国的那一部分，是对他做的关于工联问题的发

言（见本卷第６９４—６９５页）的补充。——第７０１页。

５００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举行于１８７１年８

月１２—１５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为缩短工作日、要求真正的普选权

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在关于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

报”的决议中，表明了它对国际的态度，认为该报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

的路线是正确的。决议特别满意地提到“‘人民国家报’所支持的德国社

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人协会之间的思想联系”。代表大会以这项决议实

际上确认了１８６８年９月纽伦堡代表大会上由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

协会联合会（它于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正式成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

的关于加入国际的决定。——第７０１页。

５０１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这封信，曾由马克思寄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

刊”的出版者，并与他的附函（见本卷第４６６页）同时在该杂志上发

表。——第７０４页。

５０２暗指基督教的一个传说，即圣徒奇迹般地获得了用他们所不知道的语

言说话的可能。——第７１４页。

５０３Ｐéｔｒｏｌｅｕｓｅｓ（煤油纵火犯）是反动报纸给被凡尔赛法庭诬告于１８７１年５

月巴黎巷战时期放火焚烧巴黎建筑物的巴黎女工所起的绰号。——第

７１５页。

５０４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在马克思的参加

下由常务委员会（见注４７２）起草的，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由总委员会通

过。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纽约组成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

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任期为一年。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

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为首的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于１８７１年７月

加入了这些支部，它们以国际的名义展开了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们把自己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

法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别是弗·阿·左尔格领导的纽约第一德

２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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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支部对立起来，企图把国际在美国的组织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７日，第十二支部背着纽约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出

承认它是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支部的要求，同时在报纸上掀起一个运动，

反对协会中的那些坚持该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支部。

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的决议中，拒绝了第十二支部的要

求，并确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但是在这以后，第十二支部并未

停止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而且还企图把总委员会的决议解释为对它

的要求的支持。

第十二支部的拥护者们的活动，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组织中的

小资产阶级成分，这就引起了无产阶级支部与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

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成立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北美联

合会的无产阶级派，并于１８７２年３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的决议，以约·格·埃卡留斯的记录

保存下来，其中有马克思做的修改。该决议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曾用

法文发表在法国共和主义团体的机关报（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起是国际在

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曾

用英文发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附有歪曲决议精神的评

语。后来该决议又被收入“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１９０６年斯图加特版第３６

页（《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ＡｕｓｚüｇｅａｕｓＢｒｉｅｆｅｎｖｏｎＪｏｈ．Ｐｈｉｌ．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ｓ．Ｄｉｅｔｚ

ｇ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ｕ．Ａ．ａｎＦ．Ａ．Ｓｏｒｇｅ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０６，Ｓ．３６）。——第７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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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８７２年２月）

１８７０

７月１９日 马克思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他报告了由于普

法战争的爆发而在法国造成的局势。总委员会委托马

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对这次战争的态度的宣言。

７月１９日和２３日之 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７月２０日 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可以在伦敦的资产阶级日

报“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军事评论；还向恩格斯谈

了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进行斗争的情况。

７月２２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

比，得出波拿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必败的结论。恩格斯

表示同意给“派尔－麦尔新闻”写关于这次战争的文章。

７月２６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了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

言。总委员会批准了宣言，决定用英文出版一千份，并

译成其他文字。宣言以传单形式用英文、法文、德文发

表，同时也在国际的机关刊物以及其他报纸上刊登。

马克思写信给流亡伦敦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欧·奥

斯渥特。奥斯渥特曾请他在一篇反对战争的抗议书上

签名。马克思在信中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

给统治阶级的外交和民族对立的表现以反击的真正力

量。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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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７日左
右—１８７１年２月中

恩格斯根据同“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的协议，写了

５９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从１８７０年７月

２９日至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８日在该报发表。恩格斯在这些

文章中仔细研究战事的进程，做出许多深远的预测，有

很多次料中了战争中最重要事件的发展。大部分文章

是以“战争短评”为标题在该报发表的。

７月２８日 马克思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

了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说明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

争发展的程度都已使得任何战争也不能够长期地倒转

历史车轮了。他指出，第二帝国战败可能引起法国革

命。

７月２９日 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寄交威

·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人

民国家报”上发表。他还通知说，总委员会赞同威·李

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在国会所做的反对普鲁士统治

集团促使战争爆发的政策的发言。

８月２日 与比利时支部代表在米·亚·巴枯宁指使下提出的９

月５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议案相

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鉴于战争已经爆

发，代表大会应延期召开。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提

议，并决定要求各支部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

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流传迅速，总委员会决定把这篇宣言再增印一千份。

马克思在给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的信中解释了国际代表大会必须延期的原因，并要求

支持总委员会的这一建议。马克思向瑞士的德国人支

部领导者约·菲·贝克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还

要贝克尔向他准确地提供巴枯宁的同盟在瑞士进行阴

谋活动的情况；并把关于巴枯宁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活动

５２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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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报寄给了俄国支部委员会，这些情报是撰写反对

巴枯宁的小册子所必需的材料。

马克思通过贝克尔请求俄国支部的成员把刚刚在

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四卷

寄给他。马克思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读了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这一著作。

８月６日 马克思在给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的信中附寄了总委

员会在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的各项决议副本，以便转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书记昂·培列在日内瓦发表。

８月９—３１日 马克思由于健康状况不好，同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同

时继续处理国际的事务。

８月１０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坚信第二帝国将很快

垮台，并谈了最近的战争情况。

８月１２日 马克思校订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

一篇宣言的德译文。这篇译文由总委员会书记约·格

·埃卡留斯寄往日内瓦交约·菲·贝克尔在瑞士的国

际德国人支部机关刊物“先驱”杂志８月号上发表。

马克思把德国人支部从日内瓦和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委员会从不伦瑞克寄给他的建议国际代表大会延期

的决议，转寄给在伦敦的荣克，由荣克送交总委员会。

８月１５日和１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就德国无产阶级在普法

战争问题上的策略交换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为

德法工人利益的一致性而斗争。

８月２０—２２日 马克思在伦敦就医。

８月２２日和３０日之 马克思赴曼彻斯特到恩格斯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他

们共同起草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他们

在信中论述普法战争的将告结束的第一阶段时指出，

６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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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有变成德国方面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在指出

掠夺政策给将来欧洲和平造成的严重后果时，马克思

和恩格斯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作为反对兼并和索赔政

策的先进战士所负的国际任务。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在其告德国工人书

中转述了这封信里的几段话。告德国工人书是在９月５

日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９月１１日又在“人民国家

报”上登载。

８月２５日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十二）”，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

麦克马洪军队从兰斯退却，预言了色当的败局。文章发

表于８月２６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８月３１日 马克思从兰兹格特回到伦敦。

９月１日 马克思以国际总委员会负责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

的通讯书记身分，写信给霍布根的国际支部领导人弗

·阿·左尔格；在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普法战争后果的

看法，得出结论说，俄国和普鲁士必将发生冲突，而这

场冲突将加速俄国社会革命。

９月４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述了法军败于色当以后巴

黎发生的事变，并分析了造成色当败局的战事进程。

９月５日 马克思收到国际会员沙·龙格从巴黎打来的关于法国

第二帝国已被推翻，共在国已宣告成立的电报。

９月５—１０日 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组织英国工人进行保卫法兰西共

和国和争取英国政府承认共和国的运动。

９月６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

二篇宣言，在宣言中揭露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

阶级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侵略野心；他请恩格斯为

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资料。

马克思收到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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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总委员会专门对德国人发表一篇关于战争的新宣

言；马克思在复信中论述政治和军事的局势，并说明国

际法国各支部的当前任务。

马克思会见即将以总委员会代表身分动身赴巴黎

的奥·赛拉叶，同他讨论了关于帮助国际巴黎支部采

取正确立场的问题。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发表关于普法

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问题。马克思在发言中揭露了普

鲁士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兼并计划，并确定了在普

法战争的新阶段开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国际的任

务。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赛拉叶草拟

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支持赛拉叶

关于把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选入总委员会的提

议。

９月６日和９日之

间

马克思从事草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

的第二篇宣言的工作。他在起草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

寄给他的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材料。

９月７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会见总委员会委员欧·杜邦，同他

讨论了关于法国局势和作为法国无产阶级迫切任务的

建立工人政党的问题。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述了法国的局势。他

批评了某些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所表现的沙文主义，

揭露了保皇分子的阴谋和奥尔良派的复辟计划，预言

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即将投降。

９月９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关于普

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第二篇宣言经总委员会通过后，

用英文出版一千份。

９月１２日 马克思在给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爱

·斯·比斯利的信中，敦促他襄助争取英国政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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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在法国同普鲁士媾

和时法国无产阶级应采取的策略。

９月１３日 马克思出席伦敦工人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会。

９月１３日和１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的通信中，就他们得到的德国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消息交换了意见。

９月１４日左右 马克思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

篇宣言译成德文；译文在国际的德文机关刊物上发表。

９月１４日 马克思给许多英国报纸寄去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成员被捕的评论。这篇对普鲁士当局进行揭露的评论

发表于９月１５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马克思就工人在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中

应采取的策略写了详细的指示发给在比利时、瑞士和

美国的国际会员，同时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

二篇宣言寄给自己在各个国家的支持者。

９月１６日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如何击败普军”一文。这

篇文章研究法国军事系统应如何改组以保国防的问

题。文章发表于９月１７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报刊对第二篇宣言的缄默，马

克思在给比斯利的信中请他就国际、就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以及英国报刊对第二篇宣言所持

的态度写一篇文章给资产阶级自由派杂志“双周评论”

（《Ｔｈｅ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ｖｉｅｗ》）。马克思保证设法使比斯

利的文章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国际机关刊物上发

表。

９月２０日 恩格斯终于把停止商行工作的一切事务办理妥当，从

曼彻斯特到达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

马克思推荐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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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报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消

息。

９月２７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萨克森镇压工人的情

况。

１０月 马克思接到俄国进步的科学通俗杂志“知识”的编者阿

·阿·斯列普措夫的提议，请他给该杂志写政治经济

学方面的文章。

１０月４日 恩格斯经一致通过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１０月１１日 恩格斯第一次出席总委员会会议。马克思做了关于里

昂起义的报告。里昂起义是由于领导者——巴枯宁派

的盲动主义策略而以失败告终的。

１０月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连同他为该书再版所写

的一篇序言，由“人民国家报”出版单行本。

１０月下半月—１２

月初

恩格斯研究了德国军事历史家格·亨·彼尔茨的“元

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一书。他在自

己的“战争短评”中，利用这本书的材料论证了游击战

这种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形式的规律性。

１０月１８日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案通过决议，谴责有很多巴

枯宁分子在内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正

式文件，特别是对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

言保持缄默。

１０月２５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拉法格在波尔多宣传国

际的思想的情况。

１１月１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论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

的信函和文件，并指出，在美国由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

的对抗加剧，存在着进行国际原则的宣传的广泛可能

性。马克思还谈到纽约的国际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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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普法战争发表了宣言。

１１月１０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法国境内的战斗”一文。

这篇文章谴责普鲁士军方残害法国自由射手的行为。

文章发表于１１月１１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１１月１７日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者们被控以叛国罪名，马克

思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白拉克的请求，向伦敦市

长证明：该党的组织没有作为一个支部正式加入国际，

该党党员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是作为个人处理

的。马克思的证词是准备用来在诉讼过程中为该党委

员会成员进行辩护的。

１１月２９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把同曼彻斯特和索尔福的工

联理事会建立联系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即将

受审的事情和德国工人反对继续打仗的言论报告给总

委员会。

１２月 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各个时期发表的文件寄给在霍布根

的左尔格。

１２月１３日 马克思把海牙成立国际支部一事告知总委员会。

１２月１８日左右 马克思要求在荷兰和弗朗德的国际会员把当地出版的

国际工人协会的报纸寄交总委员会。就此事发表的简

短通告刊登在１２月１８日比利时支部机关报“国际

报”。

１２月１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夫人，当时李卜克内西刚刚

因在国会发言反对军事贷款而同倍倍尔一起被捕；恩

格斯在信中指出德国工人及其领袖们在战争时期所表

现的高度无产阶级觉悟。恩格斯同时还把英国工人和

在英国的德国工人募集的捐款转寄给李卜克内西、倍

倍尔以及其他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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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３日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给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

部第六次代表大会写贺词。这篇贺词发表于１８７１年１

月１日的“国际报”。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下半
—１８７１年３月中

马克思曾多次同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托马诺夫斯

卡娅会见。托马诺夫斯卡娅是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派

往伦敦向马克思了解情况并接受关于俄国支部今后如

何进行活动的指示的。在会见中，马克思同她讨论了有

关俄国农民公社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家里的人同托马

诺夫斯卡娅建立了友谊。

１２月底 马克思收到沿帕廷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洛帕廷是为了

安排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所逃跑而到俄

国去的。他把自己到西伯利亚去的办法告诉了马克思，

还告诉马克思，在俄国，载有一篇多处引证“资本论”的

文章的杂志“法医学文库”被没收了，以及“资本论”第

一卷在俄国出版的情况。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底—
１８７１年１月初

马克思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

的著作。

１８７１

１月 马克思从北德意志国会议员约·米凯尔那里得到关于

普鲁士军队在法国遇到困难的消息；马克思通过恩格

斯把这些消息转给在波尔多的拉法格，希望这些消息

能被用来开展人民反抗普鲁士侵略的运动。

１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委员会组织了对被监禁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家属的经济援助。

１月７日 马克思收到托马诺夫斯卡娅的信，信中叙述了有关沙

皇政府土地政策的几件事，并附上一份国际俄国支部

机关报“人民事业”，这份报纸载有一篇关于俄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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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文章。

１月１６日 马克思给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投去一篇题为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文章。马克思在

这篇文章中揭露俾斯麦的警察制度，并列举社会民主

党人因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光荣的和约而遭到迫

害的事实。文章于１月１９日在该报发表。

１月１７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批评英国工联领导人

之一、总委员会委员乔·奥哲尔对国防政府的赞扬；马

克思以过去茹尔·法夫尔的反革命活动为例，揭露了

这个政府的真面目。

１月２０日 马克思收到埃卡留斯的通知，工人报纸“东邮报”的编

辑同意发表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以及国际的其他材

料。

１月２１日 马克思在给纽约国际支部创建人之一季·迈耶尔的信

中，就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做出指示。马克思在

向他讲述国际在其他国家的状况时谈了英国工人为争

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进行的运动；他在信中还谈到

自己学习俄文的成绩，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弗列罗

夫斯基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１月２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奥哲

尔赞扬国防政府的发言的问题。会上通过了恩格斯提

出的在总委员会讨论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目

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建议。

１月３１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同国际西班牙支部建立联系的问

题时，马克思报告了帕尔米出版工人报纸“社会革命

报”的事情。总委员会委派恩格斯暂时执行西班牙通讯

书记的职务。恩格斯展开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

争目前阶段所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辩论；他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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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决议草案，并就这一问题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强

调指出，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非常重要，因为

在当时条件下，它是帮助共和国反抗普鲁士侵略的唯

一有效办法。恩格斯批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孔德主义

者号召武装干涉战争这一冒险主义做法，指出必须争

取英国政府采取外交措施来防止沙皇俄国的军事进

攻。决议草案发表于２月５日的“东邮报”。

２月４日 马克思在给保·拉法格和路·库格曼的信中，严厉谴

责国防政府由于惧怕巴黎工人而签订献出巴黎的协议

这一叛卖行为。

２月１２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拉法格关于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报

告。

２月１３日 恩格斯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建立通讯联系；他在信

函中强调在每一个国家建立执行独立政策的无产阶级

政党的重要性，同时还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介绍国

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２月１４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

运动参加者遭到警察迫害的事情以及赛拉叶在巴黎的

活动情况。马克思对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目前阶

段应采取的立场的讨论进行辩论时，揭露了格莱斯顿

政府在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问题上拖延不决的原因，

并强调指出，不论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多大局限性，以

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还是工人阶级利益攸关的事

情。

２月１９日 马克思会见当日从巴黎回来的赛拉叶，并从他那里了

解法国的情况。

３月２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中，就如何揭穿普鲁

士当局蓄意根据捏造材料对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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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进行控告一事，提出建议。

３月７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在法国和美国的国际会

员活动的情况；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信给国际美国

支部中央委员会，向该委员会说明其职权范围。在重新

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战时应当采取的立场方面的问题

时，马克思论证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其国外政策方面应

当坚持的路线。

３月１０日 恩格斯在给佐林根的国际会员卡·克来因和弗·莫尔

的信中，对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所采取的立场给

予很高的评价。

３月１４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德意志国会选举的情况、

倍倍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以及在纽约成立了国际爱尔兰

人支部的事情做了报告。马克思在参加讨论有关召开

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时指出，在法国政治局势极不稳

定的情况下举行代表会议是不合时宜的。马克思重新

展开了在辩论关于战时英国工人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场

时所涉及的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就这次讨论

做了总结发言。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提案中关于对

反动列强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第三条，取消了关于承

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二两条，因为法国政府已于２

月２６日同普鲁士达成了初步的和议。

３月１９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巴黎在３月１８日发生革命的消

息。

３月１９日—５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所有关于巴黎局势和３月

２８日宣布成立的巴黎公社活动的情报，同公社社员们

建立了联系，并在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上帮助他们

想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各个国家的工人举行保

卫巴黎革命无产阶级和巴黎公社的群众大会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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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给一切建立有国际支部的国家写了几百封关于

巴黎公社的信，信中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

意义，呼吁对公社给以支持；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批评

了公社所犯的错误。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公社社员的

经验，从报纸上做了许多摘录和剪辑，搜集各种各样的

消息以及来自私人的情报。

３月２１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革命和关于政

权转入无产阶级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手中

的发言。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通过关于派代表

团参加工人集会的决议，以激发英国工人对巴黎无产

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

所写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驳斥英国报刊所登载的德

国人在法国被开除出国际的诽谤报道。声明发表在３

月２３日的“泰晤士报”、３月２５日的“东邮报”以及其他

报纸上。

３月２１—２３日 马克思写信给“泰晤士报”和“人民国家报”，揭露反动

的“巴黎报”为了诽谤国际及其领导人面伪造和散发假

信的行为。这封信发表在３月２２日的“泰晤士报”、３月

２９日的“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３月２８日左右 马克思在赛拉叶再次赴巴黎的前夕同他进行了谈话。

３月２８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如何对待英国

的共和运动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在发言中强调，必须使

这个运动具有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方向。马克思在发

言中指出，任何共和运动，如果不变为社会运动就不能

成为重大的力量。

３月３１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国际比利时支部领导人之一、安特卫普“工

人报”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来信，信中请求对安特卫

普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组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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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１日左右—４
月中

马克思通过赛拉叶夫人得到赛拉叶关于巴黎情况和公

社的措施的报告。

３月３１日 马克思写信给安特卫普“工人报”，揭露资产阶级报刊

为诽谤国际而采用的伪造手段。这封信于４月８日在

该报发表。

４—５月 马克思时常在自己家里会见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观

察家”编辑福克斯·伯尔恩，并同他谈论巴黎的事件。

由于这种谈话的影响，该报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公社的

活动。

４月２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巴黎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员列·弗兰

克尔的来信，信中请求就公社应当实行的社会改革问

题提供意见。

４月３日 马克思写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

刊上所说巴黎革命是由伦敦策动的诽谤言论。这封信

发表于４月４日的“泰晤士报”和４月６日的“每日新

闻”。

４月４日 恩格斯以比利时通讯书记的身分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

告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了罢工。根据恩格斯的提

议，总委员会决定向各个工联组织派出代表，并呼吁英

国工人对罢工者给以支援。

４月５日 恩格斯把“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这简短评

寄交在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以便在“人民国家报”上

发表。这篇短评号召德国工人支援罢工者。短评于４月

１２日在该报发表。

恩格斯在给克楠的信中通知他国际已采取措施支

援安特卫普罢工者，并要求他随时告知有关罢工的事

件和按期寄送“工人报”。

４月６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巴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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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凡尔赛人得以转入进攻；他通过

李卜克内西请求倍倍尔定期寄送柏林国会会议的速记

记录。

４月１０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通知说，证实卡·福格

特接受拿破仑第三政府秘密津贴的官方文件发表了。

早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马克思就曾经揭露福格特是波拿

巴政府的密探。马克思关于福格特同波拿巴政府勾结

的这些新证据的报道，由李卜克内西以短评形式发表

于４月１２日的“人民国家报”。

４月１１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论述巴黎的局势；他指出，公

社放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有利时机。恩格斯还谈到西班

牙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宣传工作。

４月１２日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援引了自己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做出的无产阶级必须摧

毁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结论，着重指出，巴

黎公社为把这一点付诸实践，做了尝试。马克思赞扬公

社社员们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指示了公社活动中的错

误和弱点。

４月１３日 为了提高德国工人的一般理论水平，马克思在给李卜

克内西的信中建议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资本论”

的片断，特别是“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

４月１７日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强调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

义；他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

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阶段。

马克思通过库格曼得到米凯尔的警告说，马克思

如果回到德国就有遭到逮捕的危险。

４月１８日 为了使巴黎公社的经验成为所有各国无产者的财富，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主张必须就巴黎的斗争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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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发表一篇告国际会员书。

４月１８日—５月２９

日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

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

和对公社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概括；他一方面不断搜集

必要的资料，一方面写宣言的初稿和二稿，以后又准备

宣言的最后定稿。

４月１９日 恩格斯在给埃卡留斯的信中向他详细介绍了巴塞罗纳

纺织工人罢工的情况，以便总委员会能通过曼彻斯特

的工人来组织支援罢工者的活动。

４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来自西班牙的报道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

的信件和报纸。

４月２５日 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写的关于把已经转向资产阶级

方面的右派蒲鲁东分子托伦开除出国际的决议草案。

决议发表在４月２９日的“东邮报”、５月１４日的“国际

报”以及国际的许多其他机关刊物上。马克思在总委员

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分析

了巴黎的局势，论述了公社的措施。马克思还把纽约中

央委员会所领导的各支部的成员报告给总委员会。

４月２６日左右 马克思会见了他借以同巴黎公社委员保持联系的德国

商人，并从他那里收到了公社社员们询问是否有办法

出售有价证券的来信。马克思在给弗兰克尔的复信中，

告诉公社社员怎样在伦敦交易所出售有价证券；还驳

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对国际和总委员

会在巴黎的代表赛拉叶的造谣中伤。

５月初 马克思会见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国际会员彼·拉甫罗

夫。拉甫罗夫是因受巴黎公社委托，从巴黎来同总委员

会建立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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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日左右—５
月
２２日

马克思患病，未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由于马克思患病，

他的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的工作耽搁

了下来。

５月５日 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交李卜克内西在

“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于５月１０日在该报刊

出。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要求通过该报来组

织德国工人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罢工工人给予物

质援助。

５月９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巴黎公社社员反抗凡

尔赛军队的斗争进程；谈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罢工情

况；参加了关于派代表团出席罗·欧文诞生一百周年

纪念会问题的讨论，在发言中对欧文在发展社会主义

思想方面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５月１１—１３日 马克思再次会见德国商人，从他那里了解到巴黎的情

况。马克思写信给巴黎公社委员列·弗兰克尔和路·

欧·瓦尔兰，在信中把俾斯麦和法夫尔进行秘密会谈

的事告诉了他们，同时还就如何巩固公社和减少同凡

尔赛人斗争的困难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马克思告诉

他们，他在进行向各国工人解释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

工作，请他们向他提供为公开揭露凡尔赛刽子手们所

必需的材料。

５月１６日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指定马克思暂时担任荷

兰通讯书记。

５月２３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

强调指出，公社所宣布的原则是永存的，即使公社遭到

失败，这些原则也是消灭不了的。

５月３０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

这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用英文出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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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并同时刊载在国际的许多机关刊物上。

６—７月 马克思继续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搜集有关法国情况

和公社活动的资料，又从期刊上做了更多的摘录。

６—１２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了对流亡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的援

助；他们领导由总委员会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

设法为流亡的公社社员寻找工作，为还在法国处于非

法境地的公社社员办理出国护照。

６月初 马克思收到民粹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从彼得堡寄

去的俄文书籍和文章。其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

“论土地私有制”，还有一封信，信中谈了“资本论”第一

卷的俄文翻译工作情况并表示愿提供“资本论”第二卷

出版工作的用款。

６月６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对国

际和巴黎公社进行的诬蔑，同时批评了马志尼在英国

自由资产阶级杂志“现代评论”６月号上发表的反对公

社的文章。

６月１１日 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

夫尔的攻击国际的通告所写的声明。声明作为总委员

会书记约·黑尔斯签署的信件寄给所有的伦敦报纸，

发表于６月１３日的“泰晤士报”和６月１７日的“东邮

报”。

６月中—７月中 恩格斯把“法兰西内战”译成德文，把译文寄交李卜克

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同时再由李卜克内西把

译文转寄到日内瓦交贝克尔在“先驱”杂志上发表。由

恩格斯译成德文的宣言从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２９日在“人

民国家报”上刊载，从８月至１０月在“先驱”上部分地

刊载。

６月下半月—１１月 恩格斯经常同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卡菲埃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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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日左右—５
月
２２日

马克思患病，未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由于马克思患病，

他的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的工作耽搁

了下来。

５月５日 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交李卜克内西在

“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于５月１０日在该报刊

出。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要求通过该报来组

织德国工人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罢工工人给予物

质援助。

５月９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巴黎公社社员反抗凡

尔赛军队的斗争进程；谈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罢工情

况；参加了关于派代表团出席罗·欧文诞生一百周年

纪念会问题的讨论，在发言中对欧文在发展社会主义

思想方面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５月１１—１３日 马克思再次会见德国商人，从他那里了解到巴黎的情

况。马克思写信给巴黎公社委员列·弗兰克尔和路·

欧·瓦尔兰，在信中把俾斯麦和法夫尔进行秘密会谈

的事告诉了他们，同时还就如何巩固公社和减少同凡

尔赛人斗争的困难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马克思告诉

他们，他在进行向各国工人解释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

工作，请他们向他提供为公开揭露凡尔赛刽子手们所

必需的材料。

５月１６日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指定马克思暂时担任荷

兰通讯书记。

５月２３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

强调指出，公社所宣布的原则是永存的，即使公社遭到

失败，这些原则也是消灭不了的。

５月３０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

这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用英文出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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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过他来影响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恩格斯把国际的

最重要文件寄交卡菲埃罗在工人中间散发，并在同马

志尼派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影响以及同巴枯宁的无

政府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方面，做出指示。

６月２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总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工

联主义者乔·奥哲尔和本·鲁克拉夫特在资产阶级报

刊上对总委员会发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攻击

的行为。总委员会决定取消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

言上的签名。恩格斯建议就英国改良主义者乔·杰·

侯里欧克对总委员会的攻击以及他诽谤“法兰西内战”

这篇宣言的企图，寄一篇声明给“每日新闻”；他宣读了

这篇声明，总委员会一致予以通过。声明于６月２３日

在该报发表。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写信给

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旁观者”和“观察家”，揭穿由凡尔

赛警察机关假冒国际名义伪造并由资产阶级报刊转载

的许多假宣言。这两家报纸没有发表恩格斯起草的这

封信。

６月２６日 为了回击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及其作者的无中生

有的造谣中伤，马克思写信给“每日新闻”，指出宣言是

他写的，宣言中对凡尔赛政府成员提出的指控由他负

全责。该报把这封信任意删节后在６月２７日发表。信

的全文刊载于７月１日的“东邮报”。

６月２７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向“每日新闻”送交一

份声明，以回击侯里欧克、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对总委

员会和“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的无休止的攻击。由恩

格斯执笔的这篇声明指出，总委员会一致主张同奥哲

尔和鲁克拉夫特决裂。这篇声明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

发表于６月２９日的“每日新闻”和７月１日的“东邮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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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３０日 恩格斯给“人民国家报”写了一篇通讯指出，尽管资产

阶级报刊妄想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表示缄默，以

及对它进行诬蔑诽谤，这篇宣言在英国仍然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文章于７月５日在该报发表。

７月１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前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每日电讯”驻巴黎记

者罗·里德的来信。里德表示愿意协助总委员会揭露

对巴黎公社的诽谤。马克思会见了里德，里德向马克思

提供了若干事实，说明美国驻巴黎大使艾·本·华施

贝恩进行的破坏巴黎公社的活动。

７月１—３日 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说明了宗派主义对工人运

动的危害，严厉批评了巴枯宁的观点，揭露了马志尼想

把国际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企图。恩格斯解释了国际

在对待农业工人和小农方面的策略。

７月３日左右 马克思在同纽约“世界报”记者谈话时阐明了国际的目

的和任务，并论述了国际的活动。谈话的记录发表于７

月１８日的“世界报”以及８月１２日的“伍德赫尔和克

拉夫林周刊”。

７月４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推荐选举詹·帕·麦克唐奈

为总委员会委员，称他是爱尔兰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

的活动家。恩格斯宣读了卡菲埃罗向总委员会报告同

马志尼派进行斗争情况的信。马克思宣读了一封关于

国际美国各支部状况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总委员

会报告，由于“派尔－麦尔新闻”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对

国际的诽谤攻势，他们已同该报断绝来往。

７月１１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所写的给纽约国际

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

贝恩先生”。宣言揭露了美国大使对巴黎公社的两面派

做法和他的敌视巴黎公社的活动；宣言经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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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于７月１３日左右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发表。马克

思在会议上报告了法国警察机关的新的挑衅行为：伪

造假信以便在审判巴黎公社委员阿·阿·阿西时使

用。由于这些假信之中有一封是冒马克思之名写的，马

克思宣读了自己写的一篇驳斥声明。

７月下半月 马克思研究俄国报纸“政府通报”上登载的所谓“涅恰

也夫案件”的政治诉讼案材料。

７月１８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驳斥奥哲尔公开宣称自己是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的说法。恩格斯向总委员

会报告“法兰西内战”已用荷兰文、德文和法文出版，并

准备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

７月２５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于９月１７日在伦敦

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恩格斯的建议由总委员会

一致同意。恩格斯也做了关于朱·马志尼和国际的关

系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巴枯

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否隶属于国际的问题发表意

见，认为事实上应该把巴枯宁的同盟的盟员看做是已

经脱离了国际的人，因为他们既不执行向他们提出的

要求，即解散他们的秘密组织（这是加入国际的条件），

也不缴纳会费。

７月２６日 马克思通知新奥尔良的国际俱乐部和共和主义俱乐部

的主席兼临时秘书沙·卡隆关于接受该俱乐部作为国

际的一个支部，并给他寄去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７月２７日 马克思在给瑞士的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尼·伊·吴亭的

信中，告诉他由于不可能召开应届代表大会，总委员会

决定于９月１７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同

时又把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同盟是否隶属国际的问题

的讨论结果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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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８日 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阐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的活动的分裂性质，并且告诉他即将召开国际

的秘密代表会议。由于马志尼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发表

反对国际的言论，恩格斯给卡菲埃罗寄去一篇供公开

发表的文章，揭露马志尼的宣传具有资产阶级实质。恩

格斯的这篇文章于８月３１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杂志“自由思想”以及意大利的许多其他报纸上发

表。

７月底—８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把即将在凡尔赛举行的对公社社

员的审判记录予以出版。

８月１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反驳奥哲尔。总委员会

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免去恩格斯所担任的比利时通讯

书记的职务，委任他担任意大利的通讯书记。

８月７日 马克思把恩格斯写的附有被捕公社社员的律师来信摘

要的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

被监禁者在牢狱中遭受的折磨，以及凡尔赛当局的警

吏横行不法，法院迟迟不开庭。此信未发表。

８月８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援助新堡罢工工

人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防止工贼从比利时入境的问

题；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际与职工会建立紧密联系的重

要性。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在英国工人中

募款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

８月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巴黎的拉甫罗夫，请他代订一份必定

会 登载公社社员审判案报告全文的“审判通报”

（《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同时请他寄一张巴黎市

区和郊区地图，以便研究普鲁士人和凡尔塞人围困巴

黎时期的军事行动。

８月１０—１６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国际会员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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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告诉他一些事实，并且给他寄去为被审公社社员

进行辩护所必需的文件。

８月１５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委托常务委员会在下

次会议以前准备好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总委员

会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

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迫害国际的报告。

８月中 恩格斯把法国警察当局迫害马克思在法国的几个女儿

的消息写信通知李卜克内西。

约８月１６—２９日 马克思由于疲劳过度，遵照医师劝告，在布莱顿休息。

８月１７日和２４日 马克思写信给“纽约先驱报”和“高卢人报”编辑部，抗

议该报粗暴地歪曲了他同“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内

容。马克思的抗议载于８月２７日“高卢人报”。

８月１９日 马克思写文章驳斥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舆

论”，因为它转载了俾斯麦的机关报“国民报”对国际领

导的诬蔑言论。马克思派人把这篇文章和写给编辑的

信件带给恩格斯，请他把这些材料送给“舆论”编辑部。

声明载于８月２６日该报。

８月２２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弗·莫拉寄来的

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在该国的成就的情

报。

８月２２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国际西班牙支部在美

国支部来信的内容，建议呼吁美国工人援助流亡的公

社社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份呼吁书。

８月２５日 马克思写信给美国“太阳报”编辑查·安·德纳，说明

自己的女儿在法国被捕的经过。该报于９月９日发表

了这封信。

８月２５日和２９日 马克思写信给在纽约的国际德国支部成员弗·波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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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伦敦的美国作家蒙·丹·康威尔，请他们组织募

捐来救济流亡的公社社员，并帮助公社社员安排工作。

８月２９日左右 马克思从布莱顿回到伦敦。

８月３０日 马克思写信给法国共和派报纸“真理报”编辑部，揭露

资产阶级报刊在巴黎散播诬蔑国际的假宣言。该信于９

月３日在“夜晚报”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

９月４日 马克思写信给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旗帜晚报”编辑，驳

斥资产阶级报纸附和“国民报”再一次对作为国际领导

人的马克思的诬蔑。这封信于９月６日在该报发表。

９月５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由他与恩

格斯共同起草的关于组织国际代表会议以及各支部派

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议。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些建议。

由于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很繁重，总委员会根据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要求，免去他们在流亡者委员会中的工

作。

９月９日和１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会上通过他

们事先起草的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

９月１２日 恩格斯代表常务委员会交给总委员会一份即将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工作纲领，纲领由总委员会通过。

９月１３—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离开伦敦到兰兹格特去了好几天。

９月１６日左右 马克思会见国际的成员、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西班牙

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安·罗伦佐，并与他就工人运动问

题进行了谈话。

９月１６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参加讨论

关于未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国家的代表权问题以及

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问题。

９月１７—２３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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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关于必须在每个国

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重要决议；会上还坚决

回击了巴枯宁派和其他宗派主义分子对国际的策略原

则和组织原则的蓄意侵犯。

９月１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参加关

于举行代表会议的程序问题的讨论。恩格斯被委托拟

订决议并将决议译成各种文字。马克思做了关于代表

会议的任务的发言。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关于选出

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巴枯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的建

议，并且把马克思选入该委员会。

９月１８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就代表会议的议程

和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做了发言。马克思提议不允许

在国际中存在带有宗派主义名称的通常由资产阶级分

子组成的派别。马克思建议出版共同章程的正式文本

以及经过总委员会审查的各种文字的共同章程新译

文，因为该章程的错误的法译文得到了传播，蒲鲁东分

子和巴枯宁分子就曾利用它来证明他们的放弃政治的

策略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委员会会

议；马克思揭露了在瑞士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的分裂活动。

９月１９日 在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午会议上，马克思建议成立女工

支部，因为他看到妇女曾积极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马

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出必须执行章程第五条，即关于

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在代表会议的晚间会议上，马

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做了发言。

９月１９—２１日 恩格斯草拟总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的财务报告。

９月２０日 马克思在代表会议的下午会议上做了关于工联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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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批评比·路·德拉埃关于建立工会的国际联合

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这种空想的提议。在晚

间会议上，马克思发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演

说，指出放弃政治总是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损失。

９月２１日 恩格斯在代表会议的会议上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于夺取政权

的必要性，指出宣传放弃政治就等于把工人推入资产

阶级政治的怀抱中去。在这个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马克

思又做了关于政治行动的发言。马克思同时以代表会

议的委员会名义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以

及关于瑞士的罗曼语地区的分裂状态的报告，该报告

受到代表会议的赞同。

９月２２日 在代表会议的会议上，恩格斯反驳巴枯宁主义者保·

罗班，他曾攻击审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的

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对财务委员会的报告的

讨论，该报告得到代表会议的赞同。代表会议通过马克

思提出的关于在农村中进行宣传以及组织国际英国联

合会委员会的决议。作为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报告

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状况。马克思也以负责联系在美

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讯书记资格做了报告，指出有些

支部与纽约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在讨论俄国问题时，马

克思也发了言。他指出俄国社会运动的广阔前景以及

在那里建立国际支部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德国通讯书

记，马克思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就。他也向代

表会议报告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代表会议根据马克

思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密谋集团形式来组织国

际支部的企图，并委托总委员会发表那些总委员会认

为宜于公开的决议。

９月２３日 马克思写信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其中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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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儿燕妮写的一篇描述法国和西班牙警察当局迫

害保·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女儿们的通讯。马克思的信

和燕妮的通讯于１０月２１日在该周刊发表。

９月２５日 马克思在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会上发

表演说，论述国际的任务和目的，阐明巴黎公社的阶级

实质。这篇讲话的报道发表于１０月１５日“世界报”。

９月２６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报告国际丹麦支部的活

动。在关于国际在德国的活动的报告中，马克思着重指

出必须召集德国工人群众大会，抗议资产阶级刊物对

国际的诬蔑。在分配总委员会中的职务时，马克思又被

选为德国通讯书记，恩格斯被选为意大利通讯书记；恩

格斯还被选入总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３ 马克思偕妻子与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息。

９月底—１１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伦敦代

表会议决议、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９月底—１１月中 马克思写信给柏林和莱比锡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

人，向他们提出加强该党与总委员会的联系的任务。

１０月３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又被选为俄国通讯书记，恩

格斯被选为西班牙通讯书记。

１０月７日 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恩格斯提出把被揭露的警

方密探法国人古·杜朗开除出国际的决议。由总委员

会通过的决议发表在国际的一系列机关刊物上。总委

员会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在恩格斯的建议下，委

任马克思起草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马

克思撰写的并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声明，载于１１月１日

“人民国家报”以及国际的许多机关刊物上。

１０月１０日 恩格斯在写给卡菲埃罗的信中告诉他关于伦敦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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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工作结果。

１０月１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讨论关于对

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编辑以及以

总委员会通告形式公布等问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

准备决议的付印工作。

１０月１７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做关于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份决议草案，

建议该支部改变章程中那些与国际的组织原则相矛盾

的条款。总委员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１０月２４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关于共同章程和组织条

例的新版本的准备工作。总委员会决定这一版印刷五

千份。

１０月底—１１月底 马克思患病，有一个月未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

１０月３１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回击英国议员、保守党人亚·贝

·科克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国际的

诽谤。由总委员会批准的这篇声明发表于１１月１１日

“东邮报”。

１１月４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文

章载于１１月１０日“人民国家报”。

１１月５日 总委员会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在马克思参加下起草的决

议，决议承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并拒绝了纽约

第十二支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

１１月６日 马克思把已经出版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伦敦代表会议决

议寄给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会员。

１１月７日 总委员会批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决议谴责１８７１年法

国人支部执意违反国际的组织原则，并且说明拒绝该

支部加入国际的理由。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伦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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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会议决议的出版情况，以及国际在意大利、荷兰和德

国各支部的来信内容。

１１月９日 马克思写信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建议按照伦敦代表

会议的决定改变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结构。马克思也

报道了关于与巴枯宁分子一致行动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

支部对国际进行阴谋活动的消息。

马克思在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附去“资本论”第一

卷第一版中需要改动和更正的清单，以便出俄文版时

予以注意。

１１月１３日 在马克思的住宅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见朱·加里波

第·里乔蒂的儿子，他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中—
１８７２年２月中

恩格斯指导米兰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库诺的工作，

并通过他来指导受恩格斯影响而建立的国际米兰支部

的活动。恩格斯把伦敦代表会议的文件以及宣言“法兰

西内战”寄给库诺，向他阐明与马志尼主义者、无政府

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加强国际在意大

利北部的阵地，因为那里有许多大工业中心。

１１月１６日 马克思在写给荣克的信中说，巴黎和伦敦的首饰匠为

了进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可能建立联系。

１１月２３日 马克思在写给在美国的波尔特的信中，指出国际在与

宗派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并且强调说，建立国际就是为

了用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代替社会主义的、半

社会主义的宗派来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解释工人阶级

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

用时，要求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意伦敦代表

会议的决议，并利用这些决议来克服在美国的宗派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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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写给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卡

·帕拉迪诺的信中，说明必须召开秘密的伦敦代表会

议而不能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原因。

１１月２５日 由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积极活动，恩格斯在写给马

德里的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驳斥巴枯宁

分子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诽谤。

１１月２８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关于审讯德国社会民主

工党委员会的委员参加国际的案件已结束，他们被处

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恩格斯报告说，在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报纸“人民罗马”上登载有马志尼的一篇攻击国际的

新文章。恩格斯建议公开答复这篇文章，总委员会同意

这项建议。由恩格斯撰写的答复载于１２月１２日意大

利工人报纸“人民报”、１２月２１日的“人民罗马”以及其

他报纸。

１１月２９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的声明，送给“意大利无产者

报”编辑部，指出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意

义。

１１月３０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伦敦的一位德国侨民、政论家西·路·

波克罕，请寄去他所需要的关于巴枯宁的材料，特别是

关于巴枯宁在１８６８年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

由同盟代表大会上活动的材料。

１２月 马克思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修改第一卷中的第一

章。

马克思与已经离开伦敦到罗马去的意大利工人运

动活动家朱·卢恰尼坚持通信联系，从他那里收到关

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国际在意大利的状况的

报道。

１２月１２日 “人民报”以报道国际欧洲各国支部状况的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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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信件的片断。

１２月１９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英国政府开始对流亡的公社

社员进行迫害的意图；说明了俾斯麦对无产阶级采取

的反动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必然会使工人阶级进一步

团结在国际的周围。马克思也报告了关于资产阶级分

子组成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分裂活动，关于瑞士的巴

枯宁分子妄图破坏伦敦代表会议及其决议。马克思揭

露了在公共集会和刊物上对国际和马克思进行诬蔑的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查·布莱德洛。恩格斯报告了西班

牙支部尽管有巴枯宁分子进行阴谋活动，还是赞同伦

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建立工人的政党；他还报告

了关于郎卡郡的英国工人准备展开争取九小时工作日

的宣传。

１２月２０日 马克思写信给“东邮报”的编辑，揭露布莱德洛是诽谤

者。该报于１２月２３日发表了这封简短的信。

１２月３０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马德里的拉法格，请他向西班牙的国

际会员说明总委员会对于在桑维耳耶举行的巴枯宁汝

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通过的通

告所采取的立场。

１８７２

１—３月初 为了答复巴枯宁派以分裂为目的的桑维耳耶通告，马

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篇国际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

部的分裂”。为此，他们搜集了有关巴枯宁派反对总委

员会的阴谋及其在各国进行的破坏活动的材料。

马克思继续进行“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的准

备工作。

１月２日和９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批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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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委员会章程和新成立的国际波兰支部章程的问

题。

１月３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文中揭

露了巴枯宁派桑维耳耶通告的分裂性质，指出巴枯宁

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他们的反对一切集中、权威和

党纪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和具有危害性的。文章发表

于１月１０日的“人民国家报”。

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在给都灵的工人团体“无产者解放社”书记的信

中，批评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指出，无产

阶级为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必须在组织上团结一致。

他宣称，他不知道有什么比革命更权威的东西。

约１月１５日—２月
１５日

马克思通过龙格同约·卢阿商洽把“资本论”第一卷译

成法文，并同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尔签订合同，以单

行本的分册形式出版自己的著作。

１月１６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讨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章程时，建

议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承认英国联合会。他还表示同意

新成立的波兰支部按照总委员会的建议来修改中的章

程。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罗马罢工的消息。

马克思写信给“东邮报”编辑，驳斥布莱德洛在其

所办的刊物“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新的诽谤攻击。这

封信发表于１月２０日的“东邮报”。

１月１８日 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向他介绍了国际比利时

支部的情况。鉴于巴枯宁派在比利时加紧活动，恩格斯

指示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他

还介绍了国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

１月１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马德里的拉法格，向他介绍了国际英

国支部的情况和国际在德国、法国、瑞士、奥匈帝国和

意大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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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０日左右 马克思把准备再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２４个印张寄

给汉堡的出版商奥·迈斯纳。

１月２３日 马克思把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斯举行代表大

会一事报告给总委员会，并谈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代表大会的决议承认总委员会在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中

采取的正确路线，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１月２４日 恩格斯在给库诺的信中对巴枯宁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

点做了详尽的批判，并揭露他们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

坏活动。他向库诺介绍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情况。

１月２７日 马克思又寄给“东邮报”编辑一封信，揭露布莱德洛。这

封信于１月２８日在该报发表。

１月３０日 马克思代表章程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荷

兰联合会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章程的

报告，并建议批准它们的章程；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

的建议。恩格斯向总委员会做了关于米兰支部章程的

报告，并建议予以批准；恩格斯的建议被通过。他还报

告了协会在西班牙遭受迫害的事。

２月３日 马克思接受流亡在伦敦的公社社员普·奥·利沙加勒

的提议，参加了由流亡的公社社员组成的社会科学研

究小组。

２月６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前协会会员、巴枯宁主

义者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是波拿巴政府奸细。由于

法国流亡者向总委员会要求帮助，马克思在发言中强

调，必须促使英国政府就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被逐出法

国一事提出抗议。

２月７日 恩格斯请求米兰报纸“玫瑰小报”编辑发表驳斥意大利

杂志“自由思想”对国际及其总委员会散布的谣言的声

明。“自由思想”曾转载俾斯麦派报刊对国际工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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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诬蔑。恩格斯的驳斥声明于２月２０日在“玫瑰小报”

发表。

２月９—１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英国记者、国际会员威·哈·赖

利的邀请，为定于３月１日起出版的“国际先驱报”撰

稿。

２月１３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瑞士当局对国际俄国

支部成员吴亭进行搜查的事以及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

的活动。马克思提议就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

会的政治路线抱何种态度向该委员会提出质询，因为

比利时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报”对总委员会的活动表

示缄默。马克思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总委员会委托恩

格斯就是否有可能把“国际先驱报”当做国际工人协会

机关报而加以利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２月１５日 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揭露了巴枯宁及其拥护

者“自由思想”的编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鲁·斯

蒂凡诺尼在意大利进行的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

恩格斯建议李卜克内西同斯蒂凡诺尼公开断绝关系。

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这封信在意大利报刊上批评了斯

蒂凡诺尼。

２月１６日 恩格斯在写给在日内瓦的贝克尔的信中，向他介绍了

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西班牙同巴枯宁派进行的顺利斗

争。

２月１８日左右 恩格斯把总委员会的一份正式委托书寄给在日内瓦的

总委员会委员、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维·雷吉斯。总委员

会委托雷吉斯到意大利去就地调查国际支部的实际情

况和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的情况，此外还散发国际的

主要文件和解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２月２０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谈了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

７５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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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报告了他同“国际先驱报”出版者赖利商谈关于利用

该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

对吴亭进行搜查这一警察暴行的声明。声明发表于２

月２４日的“东邮报”和３月２日的“国际先驱报”，国际

里斯本支部机关刊物、工人报纸“社会思想报”（《ＯＰｅｎ

ｓａｍｅ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３月号以及其他许多刊物上。

２月２０日—３月初 马克思准备写一篇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间的

冲突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他研究了报纸上以及纽约

来信中有关美国的国际联合会分裂的消息。

８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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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二  画

八里桥——见古赞－蒙多邦。

三  画

小仲马，亚历山大（Ｄｕｍａ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ｆｉｌｓ）１８２４—１８９５）——法国作家和剧

作家。——第５６５、５７８页。

四  画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Ｍｏｌｔｋｅ，Ｈｅｌｍｕｔ Ｋａｒｌ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０—１８９１）——普鲁士将军，１８７１年

起为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

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

家之一；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１８５７—

１８７１）和帝国总参谋长（１８７１—１８８８），

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

第２４、３１、５７、７７、１４３、１６３、１８３、１９０、

１９２、１９５、２００、２１０、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７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 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

家和政治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

称。——第５１４页。

文普芬，艾曼纽尔·费里克斯·德

（Ｗｉｍｐｆｆｅｎ，Ｅｍａｎｎｕｅｌ－Ｆéｌｉｘ ｄｅ 

１８１１—１８８４）——法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五军军长（１８７０年８月３１日

起），在色当战役中麦克马洪受伤后，接

任夏龙军团司令，夏龙军团战败后在色

当投降书上签字。—— 第８４、８６、９３

页。

孔德，奥古斯特（Ｃｏｍｔ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６０１、

６０２、６０９页。

孔塞－杜美尼耳，古斯达夫·安都昂·玛

丽（Ｃｏｎｓｅｉｌ－Ｄｕｍｅｓｎｉｌ，Ｇｕｓｔａｖｅ－Ａｎ

ｔｏｉｎｅ－Ｍａｒｉｅ １８１３—１８７７）—— 法国

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的师长，

在色当被俘。——第４４页。

扎比茨基，安东尼（Ｚａｂｉｃｋｉ，Ａｎｔｏｎｉ １８１０

左右—１８７１）——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职业为排字工人；１８３１年后从波

兰流亡国外，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１年起侨居英国，伦敦

民主派兄弟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３年起出

版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自由

之声报”，波兰全国委员会书记，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１），波兰通讯书

记（１８６６—１８７１）。——第８、２９４、３８５、

４１５页。

扎古利亚耶夫，米哈伊尔·安得列也维奇

（ ，  １８３４—

１９００）——俄国军官和政论家，１８６２—

１８８３年任“呼声报”政治部主任。——

第３０１页。

比 果，莱 昂（Ｂｉｇｏｔ，Ｌéｏｎ  １８２６—

１８７２）——法国律师和政论家，左派共

和党人；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作为公社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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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的辩护人出席凡尔赛法庭。——

第４３４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

ｗａｒｄ Ｓｐｅｎｃｅｒ １８３１—１９１５）—— 英

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

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为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

和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支持要求英国

站在法国方面出来进行武装干涉的冒

险要求；在英国报刊上为巴黎公社辩

护。——第３９５页。

比埃特里，约瑟夫·玛丽（Ｐｉéｔｒｉ，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ｉｅ １８２０—１９０２）——法国政治活

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６６—１８７０）。—— 第 ５、３７１、５３８、

５４７、５５２、５６０、５７７、６２５、６５１页。

韦斯顿，约翰（Ｗｅｓｔｏｎ，Ｊｏｈｎ）——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

欧文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

作，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曾参加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

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第９、２９４、３０５、３８５、４０３、４１５、

４６１、４９１页。

韦德尔，奥古斯特·卡尔（Ｗｅｒｄ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８—１８８７）—— 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普鲁士第十四军军

长。—— 第１４８、１５９、１６４、１８４、１９４、

２１１、２２８、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６、２５４、２５５、

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５页。

韦济尼埃，比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２６—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因诽谤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８年被开除

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联盟报”发行人和世界联盟

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

总委员会。——第４１８、６７３页。

韦莫雷耳，奥古斯特（Ｖｅｒｍｏｒ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４１—１８７１）——法国政论家，蒲鲁

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

巴黎巷战时受重伤，被俘后牺牲。——

第４１３页。

巴 泰，昂利·茹 尔（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Ｈｅｎｒｉ－

Ｊｕｌｅｓ１８１６—１８８２）——法国将军，普法战

争初期任第二军的师长。——第２５页。

巴兰，海尔曼·路德维希（Ｂａｌａｎ，Ｈｅｒ－

ｍａｎ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２—１８７４）——德国

外交家，曾任驻布鲁塞尔公使（１８６５—

１８７４）。——第３００页。

巴赞，弗朗斯瓦·阿希尔（Ｂａｚａｉｎ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８１１—１８８８）—— 法

国元帅，保皇派；１８６３—１８６７年率领法

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普法战争时

期任第三军军长，后任莱茵军团司令，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在麦茨投降。——第３６、

３８、４２、４５、４６、５６、５８、５９、６２—６４、６９、

７０—７９、８１、８２、８９、９３、９４、１１１、１１２、

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６、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９、１９６页。

巴腊耳，欧仁（Ｂａｒｒａｌ，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８—

１８９０）——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军队训练总监。——第２１９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革命家和政论

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由

于进行分裂活动，在１８７２年的海牙代

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４０８、

４４３、４９４、５１２、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０页。

０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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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特利卡，安得列（Ｂａｓｔｅｌｉｃａ，Ａｎｄｒé 

１８４５—１８８４）——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１８７０年１０—１１月马赛

革命发动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伦 敦代表会议 代

表。——第６９６、６９９页。

巴尔涅科夫男爵，阿尔伯特·克利斯托夫

· 哥 特 利 勃（Ｂａｒｎｅｋｏｗ，Ａｌｂｅｒ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５）——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十六师师长。——第３６页。

巴特里（Ｂｕｔｔｅｒｙ，Ｇ．Ｈ．）——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第３８４、

４１５、４６０、４９１页。

巴特尔米－圣伊雷尔，茹尔（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

Ｓａｉｎｔ－ Ｈｉｌａｉｒｅ，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５—

１８９５）——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

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７１

年国民议会议员，凡尔赛十五人委员会

委员和梯也尔的办公厅主任（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外交部长（１８８０—１８８１）。——

第４２２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五  画

尼禄（Ｎｅｒｏ 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５５８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３３—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新闻工作者；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总

委 员 会 委 员（１８６６—１８６７、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比利时通讯书记（１８６６），国际洛

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８）、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曾参加保卫巴黎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英国，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

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第

４６０、４９１、４９２页。

让 罗，若 尔 日（Ｊｅａｎｎｅｒｏｄ，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８３２—１８９０）—— 法国军官和新闻工

作者，普法战争初期为“时报”的战地

记者。——第２６、４２、４３、４７、６９、７１页。

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

波利内尔·安都昂，八里桥伯爵（Ｃｏｕ－

ｓｉｎ－Ｍｏｎｔａｕｂ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Ｍａｒｉｅ－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Ｐａｌｉｋａｏ １７９６—１８７８）——法国将

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次鸦片战争时

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 ８—９月为陆军大 臣和 政府 首

脑。—— 第１５、４９、５５、１２９、１７３、３４５、

５３９—５４０页。   

兰多尔（Ｌａｎｄｏｒ，Ｒ．）——美国新闻工作

者，１８７１年为“世界报”驻伦敦记

者。——第６８１—６８６页。

甘必大，莱昂（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Ｌéｏｎ １８３８—

１８８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国防政府的成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内阁

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第１３８、１８１、２００、２０６、２３８、２４７、２５６、

２６０、２７２、３００、３３６、５３５、５８０、６２２、６４１、

６９９页。     

汉德逊，艾德蒙·纽曼斯·沃尔科特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ｄｍｕｎｄ Ｎｅｗｍａｎｓ 

Ｗｏｌｃｏｔｔ １８２１—１８９６）——英国军官，

伦敦警察局长（１８６９—１８８６）。——第

６７９页。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Ｄｏｍｂｒ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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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Ｊａｒｏｓｌａｗ １８３６—１８７１）—— 波兰

革命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波

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

将军，１８７１年５月初起为巴黎公社所有

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街垒战中牺

牲。——第３６６页。

圣伊雷尔——见巴特尔米－圣伊雷尔，茹

尔。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

阿·德（Ｓａｉｎｔ－Ａｒｎａｕｄ，Ａｒｍ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Ｌｅｒｏｙ ｄｅ １８０１—

１８５４）——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

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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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２

页。     

皮克，茹尔（Ｐｉｃ，Ｊｕｌｅｓ）——法国新闻工作

者，波拿巴主义者，“旗帜报”发行负责

人。——第３３７、５７６、６２４页。

皮阿，费里克斯（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 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

过１８４８年革命，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

谤马克思和国际，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英国。——第４４６、４４９、６６８、６７３页。

皮 卡尔，厄 内斯特（Ｐｉｃａｒｄ，Ｅｒｎｅｓｔ 

１８２１—１８７７）——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

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

府财政部长（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梯也尔政府

内务部长（１８７１），镇压公社的刽子手之

一。—— 第３３８、３４５、３５２、３８３、５３７、

５３８、５４０、５４２、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３、５６８、５６９、

５７２、６１４、６２１、６２３、６２４、６９６页。

皮卡尔，欧仁·阿尔图尔（Ｐｉｃａｒｄ，Ｅｕ－

ｇèｎｅ－Ａｒｔｈｕｒ生于１８２５年）——法国

政治活动家和证券交易商，温和的资产

阶级共和党人，“自由选民”周报的主

编，厄内斯特·皮卡尔的弟弟。——第

３３８、５３７、５３８、６２４页。

瓦扬，爱德华（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Ｅｄｏｕａｒｄ １８４０—

１９１５）——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

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

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建人之一，后为改

良主义者。——第４６１、４９１、６１６、６９６、

６９７、６９９、７００页。

瓦兰（Ｗａｈｌｉｎ）——国民自卫军战士，巴黎

公社社员，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巴黎反革

命暴乱时被杀害。—— 第６１８、６３７

页。    

瓦什隆，路易（Ｖａｃｈｅｒｏｎ，Ｌｏｕｉｓ）——法国

法学家，１８７１年任马延省总检察

官。——第５４４页。

瓦尔兰，路易·欧仁（Ｖａｒｌｉｎ，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éｎｅ １８３９—１８７１）——卓越的法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装订工人；左

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

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

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

员，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８日被

凡尔赛分子枪杀。——第６１６页。

瓦伦顿，路易·恩斯特（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Ｌｏｕｉｓ－

Ｅｒｎｅｓｔ）——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起义前夕曾代理巴黎

警察局长。——第３４５、３４６、３７１、５４０、

５５２、５６８、５７８、６１６、６２０、６５１、６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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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莱尔，阿尔芒（Ｃａｒｒｅｌ，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

派；“国民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

第５５４、５５６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Ｇａｒｎｉｅｒ

－Ｐａｇèｓ，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１８４８），国 防 政 府 成 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第５７０、５７１页。    

加利费侯爵，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

特（Ｇａｌｌｉｆｆｅｔ，Ｇａｓｔ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

ｇｕｓｔｅ １８３０—１９０９）——法国将军；普

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

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镇

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凡尔赛

军队的骑兵旅旅长。——第３５２、３５３、

３８６、５４６、５７８、６２０、６３９、６４０页。

加内斯科，格莱哥里（Ｇａｎｅｓｃｏ，Ｇｒｅｇｏｒｙ 

１８３０左右—１８７７）—— 法国新闻工作

者，原系罗马尼亚人，第二帝国时期是

波拿巴主义者，后为梯也尔政府的拥护

者。——第３６６页。

加里安（Ｇａｌｌｉｅｎ）——公社国民自卫军军

官，曾把木兰－萨克多面堡驻军的口令

出卖给凡尔赛分子。——第５７２、５７８

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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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担任由

国民自卫军、法国和外国志愿兵组成的

佛日军团司令。——第２１５、２４１、２６０、

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１页。

加里波第，里乔蒂（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Ｒｉｃｃｉｏｔｔｉ 

１８４７—１９２４）——朱·加里波第之子，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曾站在

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任佛日军团的

旅长。——第１９４页。

卡龙，沙尔·亚历山大·德（Ｃａｌｏｎｎ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ｄｅ １７３４—

１８０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财政总稽

核（１７８３—１７８７），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领

袖之一。——第３７０、５５７、６５４页。

卡贝，埃蒂耶纳（Ｋ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

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

行记”一书的作者。—— 第３８７、３９２

页。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７５３—１８２３）——法国数学家

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

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派，抗击欧洲各

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

第５１页。    

卡梅克，格奥尔格·阿尔诺德·卡尔

（Ｋａｍｅｋｅ，Ｇｅｏｒｇ Ａｒｎｏｌｄ Ｋａｒｌ 

１８１７—１８９３）——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十四师师长，以后曾领导巴黎

的 围 攻 作 业；陆 军 大 臣（１８７３—

１８８３）。——第３６、２４１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

亚，１８４８年５—６月任陆军部长，极端残

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

首脑（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第３８１、

５４３、５４６、５６２、６１６、６２８、６３６页。

卡缅斯基，加甫利尔·巴甫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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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８２４—

１８９８）——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沙

皇政府的国外间谍，１８７２年由于制造

假的阿西格那齐纸币而受到瑞士法庭

缺席审判，并被判处徒刑。—— 第

５２９页。   

卡特利诺，昂利·德（Ｃａ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ｕ，Ｈｅｎｒｉ 

ｄｅ １８１３—１８９１）——法国将军，保皇

派，普法战争和镇压巴黎公社时期任布

列塔尼和万第的志愿军指挥官。——

第５５２、６４９、６５１页。

卡迪纳耳·冯·维德恩，格奥尔格（Ｃａｒ－

ｄｉｎａｌ ｖｏｎ Ｗｉｄｄｅｒｎ，Ｇｅｏｒｇ １８４１—

１９２０）——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写

过许多战略、战术、军事地理和历史方

面的著作，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２０、２１页。

卡斯提奥，阿德耳松（Ｃａｓｔｉａｕ，Ａｄｅｌｓｏ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

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３—

１８４８年为众议院议员。——第６９７页。

卡斯塔尼，阿尔芒·亚历山大·德（Ｃａｓ－

ｔａｇｎｙ，Ａｒｍ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ｄｅ 

１８０７—１９００）——法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三军的师长，在麦茨被

俘。——第４６页。

弗洛孔，斐迪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

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６６５页。

弗朗斯瓦（Ｆｒａｎ ｏｉｓ）——法国国民自卫

军战士，公社社员；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巴

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杀害。——第６１８、

６３７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 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

员，曾领导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３６６、４６１、４９２、５７６、６０６、６９７页。

弗兰泽茨基，爱德华（Ｆｒａｎｓｅｃｋｙ，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０７—１８９０）——德国将军，普法战

争时期任第二军军长。——第２６０页。

弗罗萨尔，沙尔·奥古斯特（Ｆｒｏｓｓ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５）——

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军军

长，在麦茨被俘。—— 第２５、３３、３４、

３６—３８、４１、４２、４６、６２、６６、７３、１６５页。

弗路朗斯，古斯达夫（Ｆｌｏｕｒｅｎｓ，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３８—１８７１）——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

学家，布朗基主义者，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和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日巴黎起义的领

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４月

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３４５、

３４９、３５２、５４６、５７２、５８０、６３５、６３９、６７４

页。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ｘ 

１８２９—１９７２）——德国政论家，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

“新闻报”编辑部工作（五十至六十年代

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新自由

报”的 创 办 人 和 编 辑（１８６４—

１８７２）。——第４０５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１７８、３８９页。

弗里德里希－ 卡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１８２８—１８８５）——普鲁士亲王，德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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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

期任第二军团司令。——第２３、２６、３３、

３７、３８、４３、４５、６９、７５、９３、１１２、１５８、１６４、

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

２０２、２１１、２１２、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７—２２９、

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６、２６４、２６７—

２６９、２７１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３１—１８８８）——普鲁士王储，德国

将军，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起为元帅；后为普鲁

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

（１８８８）；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团司

令。—— 第２３、２６、２９、３２、３３、３７、６２、

７３—７５、７７、７８、８１、８４、８７、１５８、１９１、

２１０、３０７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

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 普鲁士

国王（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１０６、２１０、

２１５—２１８页。

弗里德里希－ 弗兰茨第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３—１８８３）—— 梅克伦

堡—施韦林大公（１８４２—１８８３），德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曾先后任德国沿海地

区军队的司令和在巴黎南部作战的兵

团司令。—— 第１５８、１８２、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０、２１１、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８、２３９、２６２页。

布伊，卡季米尔（Ｂｏｕｉｓ，Ｃａｓｉｍｉｒ １８４３左

右—１９１６）——法国新闻工作者，布朗

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和巴黎公社委员；曾任调查国防政府活

动的委员会的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

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第５７９页。

布 恩，马丁·詹姆斯（Ｂｏｏｎ，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机械工；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

观点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

不 列 颠 联 合 会 委 员 会 委 员

（１８７２）。——第８、２９３、３８４、４１５、４６０、

４９１页。

布鲁托（Ｂｒｕｔｔｏ）——巴黎公社社员，曾主

持检查国防政府账目的工作。——第

６７４页。

布 林 德，卡 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 １８２６—

１９０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

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为伦敦德

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

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

时期及其后是凶恶的沙文主义

者。——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布拉斯，奥古斯特（Ｂｒａβ，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 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

护者，“北德总汇报”发行人。—— 第

３２４页。

布朗舍，斯坦尼斯拉（Ｂｌａｎｃｈｅｔ，Ｓｔａｎｉｓ－

ｌａｓ 生于１８３３年）（真姓为普里耳

Ｐｏｕｒｉｌｌｅ）—— 还俗的僧侣，商人和警

探；巴黎被围时期在国民自卫军服役，

被选为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被

揭发和逮捕，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

士。——第３６８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

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

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无产阶级运

动最著名的领袖，巴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公社时期在监狱

５６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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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３１８、３４５、３４９、３８１、５７２、

５７９、５８０、６３５页。

布尔巴基，沙尔（Ｂｏｕｒｂａｋｉ，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６—１８９７）——法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先后任近卫军指挥官、第十八军军

长和东方军团司令。——第１４８、２０１、

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７、

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４—

２７７页。

布莱德洛，查理（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３３—１８９１）——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

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

者”周刊的编辑，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

国际工人协会。——第５１４、５２３、５２４

页。

布雷索耳，安都昂·奥班·德（Ｂｒｅｓｓｏｌｅ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ｕｂｉｎ  ｄｅ  １８２８—

１８９１）——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二十四军军长。——第２５９页。

布律涅耳，安都昂·马格鲁瓦尔（Ｂｒｕｎｅｌ，

Ａｎｔｏｉｎｅ－Ｍａｇｌｏｉｒｅ生于１８３０年）——

法国军官，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

年５月遭凡尔赛分子枪击，受重伤，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３８７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Ｂｌｕｃｈｅｒ，Ｇｅｂｈａｒｄ  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  

１７４２—１８１９）——普鲁士元帅，１７９３—

１７９４年曾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

争，１８０６、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在反

对拿破 仑法 国的 战争 中任 指 挥

官。——第７８、２１２页。

布列德尼克，弗雷德里克（Ｂｒａｄｎｉｃｋ，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为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以后曾同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一起反对大会

的决议。——第８、２９３、３８４、４１５、４６０、

４９１页。

六  画

西 蒙，茹 尔（Ｓｉｍｏｎ，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４－

１８９６）——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

义哲学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国防政

府的成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

国民教育部长（１８７０—１８７３），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

者 之 一；内 阁 总 理 （１８７６—

１８７７）。——第３４５、５４０、５７１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为

阿鲁埃 Ａｒｏｕｅ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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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３５２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三年

徒刑，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

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９）、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里为马克思的

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

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８、２９３、３８４、４１５、４６０、４９１、

６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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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页。

达尔布瓦，若尔日（Ｄａｒｂｏｙ，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８１３—１８７１）——法国神学家，１８６３年

起为巴黎大主教，１８７１年５月作为人

质被公社枪毙。——第３８１、５４６、５４７、

５４９、５７７、５７９、６３６页。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Ｃｏｗｌｅｙ，Ｈｅｎｒ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Ｅａｒｌ １８０４—１８８４）—— 英

国 外 交 家，驻 巴 黎 大 使（１８５２—

１８６７）。——第４１２页。

艾尔皮金，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

（

１８３５—１９０８）——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

运动的参加者，后来侨居瑞士，成为沙

皇暗探局密探。——第４０９、４９８页。

华施贝恩，艾利修·本杰明（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ｅ，

Ｅｌｉｈ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１６—１８８７）——美

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属于共和党，

曾任驻巴黎公使（１８６９—１８７７），实行反

对 巴黎 公社 的 破坏 性 的 挑 衅 政

策。——第４１１—４１５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ｕ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１８４８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

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起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中被判处六年

徒刑，六十至七十年代是进步党

人。——第５２８页。

吉奥，阿尔丰斯·西蒙（Ｇｕｉｏｄ，Ａｌ－

ｐｈｏｎｓｅ－Ｓｉｍｏｎ 生于１８０５年）——法

国将军，普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巴黎被围时期为炮兵总指

挥。——第３３７、５３６、６２３页。

吉约姆，詹姆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

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 表大会

（１８６７）、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组织者之一，“进步报”、“团结

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由于

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

除出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

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４４４、５２０页。

亚历山大（  １８４５—１８９４）——

俄国大公，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俄国王

位继承者，１８８１年起为皇帝，称亚历山

大三世。——第３０８页。

亚历山大二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２９０、３０１、３０７、３０８页。

亚 历 山 得 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１８４４—

１９２５）——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

之女，１８６３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

１９０１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

世。——第３５０、６３６页。

托马，克列芒（Ｔｈｏｍａｓ，Ｃｌéｍｅｎｔ １８０９—

１８７１）——法国政治活动家，将军，温和

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议员，镇压１８４８年巴黎六

月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８７１年２月），背叛地

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被起义士

兵枪毙。—— 第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４、３７３、

３７４、３７６、５４２、５４４、５４５、５４８、５８０、６１４、

６１６、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６、６４１页。

托伦，昂利·路易（Ｔｏｌａｉｎ，Ｈｅｎｒｉ－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法国雕刻工，右派

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

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

７６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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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表大 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的代表，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

尔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 第

３２１、３５３、３９５、３９６、５２０、６９７页。

托特列本，埃杜阿尔德·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４）——杰出的俄国军事工程师，将

军，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

尔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第２３３

页。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Ｍｉｎｉé，Ｃｌａｕｄ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法国军官，

米涅式步枪发明者。——第１２９页。

米歇尔，亚历山大·厄内斯特（Ｍｉｃｈｅ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Ｅｒｎｅｓｔ）——法国将军，普

法战争时期任卢瓦尔军团骑兵师师

长。——第２１９页。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

ｂｅａｕ，Ｈｏｎｏｒé － 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４９—

１７９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第３４０

页。

米尔纳·乔治（Ｍｉｌ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

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

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

代表会议代表，１８７２年秋起为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第８、２９４、

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１页。

米尔斯，查理（Ｍｉｌｌｓ，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工

程师，１８７１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第３８５、４１９页。

米里哀尔，让·巴蒂斯特（Ｍｉｌ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８１７—１８７１）——法国新闻

工作者，左派蒲鲁东主义者，１８７１年国

民议会议员；曾批评梯也尔政府，为巴

黎公社辩护，１８７１年５月被凡尔赛分子

枪杀。——第３３７、３８９、３９３、３９６、５３７、

６２０、６２３、６７９页。

七  画

吕耳（Ｒｕｈｌ，Ｊ．）——德国工人，伦敦德意

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第８、２９４、３８５、

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１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 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大的意 大利 诗

人。——第５２４页。

里德，罗伯特（Ｒｅｉｄ，Ｒｏｂｅｒｔ）——英国新闻

工作者，１８７１年为英美报纸驻法国通讯

员，同情巴黎公社。—— 第４１１—４１４

页。

吴亭，尼古拉· 伊萨 柯维 奇（

 １８４５—１８８３）——

俄国革命家，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土地

和自由”社社员，１８６３年起流亡英国，

后迁瑞士；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

一，“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平等报”编辑之一（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

斗争，１８７１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七十年代中脱离了革命运动。——第

４５８、５２９、７００页。

希普顿（Ｓｈｉｐｔｏｎ）——英国工联主义者，土

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同奥哲尔关系密

切。——第６９１页。

李特列，艾米尔（Ｌｉｔｔｒé，Ｅｍｉｌｅ １８０１—

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语文

８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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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６１６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

际会员，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萨尔主

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积极战士，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６７年起

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

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６９—

１８７６）；在个别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的

立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反对普

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的掠夺计划，并声

援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

战友。——第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４、５２７、６９７、

７０１、７０２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

马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１７９、５１６

页。

亨利二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１９—１５５９）——

法国国王（１５４７—１５５９）。—— 第１２６

页。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昂利·沙尔。

沙斯波，安都昂·阿尔丰斯（Ｃｈａｓｓｅｐｏｔ，

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８３３—１９０５）——

法国军事发明家。——第２９、１２９页。

沙列特·德·拉·康特里男爵，阿塔纳兹

（Ｃｈａｒｅｔｔ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ｔｒｉｅ，

Ａｔｈａｎａｓｅ，ｂａｒｏｎ  ｄｅ  １８３２—

１９１１）——法国将军，保皇党人，普法战

争时期为教皇的朱阿夫兵的指挥官，后

为西方志愿兵军团的指挥官。——第

５５２、６２０、６４９、６５１页。

麦克唐奈，帕特里克（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Ｊ．

Ｐａｔｒｉｃｋ约生于１８４５年）——爱尔兰工

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

尔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

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２年侨居美国，参加美

国工人运动。—— 第３８５、４１５、４１９、

４６１、４９２页。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

里斯（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

Ｐａｔｒｉｃ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０８—１８９３）——

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

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在色当被俘，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

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３—

１８７９）。——第２９、３１—３３、３６、３７、４１、

４２、４４、４５、４７、４８、５６、５９、６２、７１—９０、

９３、９９、１１６、１２９、１６６、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４、

１８７、３７６、３８１、５６７、６５２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Ｖａｕ－

ｂ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ｌｅ Ｐｒｅｔｒｅ １６３３—

１７０７）——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

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

第１００、１０９、１１１、２３９页。

沃尔弗，鲁伊治（Ｗｏｌｆｆ，Ｌｕｉｇｉ）——意大利

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

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

会议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揭露为波拿巴

的警探。——第４１８、６８８页。

苏拉（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Ｓｕｌｌａ公元前

１３８—７８）——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为执政官（公元前８８）和独裁者（公元

前８２—７９）。——第３４２、３７７页。

苏 桑，路 易（Ｓｕｓａｎｅ，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６）——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军械

局局长多年，写过许多法军历史方面

的著作。——第３３７、５３６、６２３页。

苏舍，路易·加布里埃尔（Ｓｕｃｈｅｔ，Ｌｏｕｉ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７０—１８２６）——法国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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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

１５４、１５５页。

贝累，沙 尔（Ｂｅｓｌ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５—

１８７８）——法国企业家、文学家和政治

活动家，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巴黎

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驻法

兰西银行的代表；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

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公社被镇压

后流亡瑞士。——第３４２、５５３页。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８５）——德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

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

党人。——第５２８页。

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Ｂｅｒｒｙ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８）—— 法国律

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

者。——第６３１页。

贝热瑞，茹尔·维克多（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Ｊｕ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３９—１９０５）——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国民自卫

军将军，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迁

美国。——第３５１、６１６、６１７、６３７页。

贝奈德克，路德维希（Ｂｅｎｅｄｅｋ，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奥地利将军，１８６６年

奥普战争时期任同普军作战的奥军总

司令。——第３８页。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洛琳·斐迪南达

·路易莎（Ｂｅｒｒｙ，Ｍａｒｉｅ－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ｅ－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ｅ Ｎａｐｌｅｓ，

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ｄｅ １７９８—１８７０）——正统

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

１８３２年企图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

－ 菲力浦。——第３３９、５５４、６０８、６２７

页。

克楠，菲力浦（Ｃｏｅｎ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比利

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安特

卫普“工人报”编辑部秘书，国际布鲁塞

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上支持巴枯宁派，后为比利时社会党组

织者之一。——第３２０页。

克勒尔（Ｋｅｌｌｅｒ）——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旅长。——第２７６页。

克 鲁 扎，让（Ｃｒｏｕｚａｔ，Ｊｅａｎ １８１３—

１８７９）——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二十军军长。——第２１９页。

克雷美，卡米尔（Ｃｒéｍｅｒ，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８４０—

１８７６）——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东方军团独立师师长。—— 第２４１、

２７４—２７７页。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Ｃｒｅｍｅｒ，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Ｒａｎｄａｌｌ １８３８—１９０８）——英国

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

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粗细木工联合

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

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

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和总书记（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国际伦敦代表

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

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

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

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普法战

争时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

的运动；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和１９００—１９０８）。——第

４９３页。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Ｋｌｅｉ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ｃｏｂ 约生于１８１８年）—— 科伦医

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

宣告无罪。——第５２８页。

克吕泽烈，古斯达夫·保尔（Ｃｌｕｓｅ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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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ｓｔａｖｅ Ｐａｕｌ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 法

国政治活动家，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

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１８７０）的参加

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１８７１年４

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

第４３３、５７２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

级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第１７９

页。

杜朗，古斯达夫·保尔·艾米尔（Ｄｕｒａｎｄ，

Ｇｕｓｔａｖｅ－Ｐａｕｌ－Ｅｍｉｌｅ 生于１８３５

年）——法国首饰匠，警探，公社被镇压

后在伦敦冒充流亡者；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书记，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

际。——第４６９、５００、５２０页。

杜埃，阿 伯 尔（Ｄｏｕａｙ，Ａｂｅｌ １８０９—

１８７０）——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一军的师长，在维桑堡战役中阵

亡。——第４１页。

杜埃，费里克斯（Ｄｏｕａｙ，Ｆéｌｉｘ １８１６—

１８７９）——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七军军长，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

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第四军军

长。——第３７、３９、４２、４４、４６、５６、６０、

６２、７１、７３、８４、１１６、１７１、３７６页。

杜邦，欧仁（Ｄｕｐｏｎｔ，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３１左右

—１８８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

家，法国工人，乐器匠，１８４８年巴黎六

月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６２年起住在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

１８７２年），法 国 通 讯 书 记（１８６５—

１８７１），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

会（１８６７）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８）、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

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０年迁居曼彻斯特，并

组织了国际支部，１８７２年参加国际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４年迁居美

国。——第８、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０、４９１、

４９４、６７３页。

杜 邦 鲁，费 里 克 斯 （Ｄｕｐａｎｌｏｕｐ，

Ｆéｌｉｘ１８０２—１８７８）——法国神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天主教党领袖之一，奥尔

良主教（１８４９年起），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

议员。——第２１４、２１７、６６８页。

杜瓦尔，艾米尔·维克多（Ｄｕｖａｌ，Ｅｍｉｌｅ－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４１—１８７１）——法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铸工；国际会员，国民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

社国民自卫军将军，１８７１年４月４日被

俘后遭凡尔赛分子枪杀。——第３５２、

５４６、５７２、６３８、６７４页。

杜克罗，奥古斯特·亚历山大（Ｄｕｃｒｏｔ，

Ａｕｇｕｓｔｅ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２）——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一军的师长，后任第一军军长和巴黎

第二军团司令；镇压巴黎公社时曾参加

组织凡尔赛军队的工作，１８７１年国民议

会议员；奥尔良党人。——第１１６、１３０、

１８２、１９１、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８、２４９、６１２页。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Ｄｕ

ｆａｕｒｅ，Ｊｕｌｅｓ－ Ａｒｍａｎｄ－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

家，奥尔良党人，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之一；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司法部长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１８７５—１８７６ 和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９），内 阁 总 理（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１８７９）。—— 第 ３４５、３５１、３７２—３７４、

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４、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１、５７５、６０１、

６２５、６５４页。

八  画

雨果，维克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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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５）—— 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

１４３页。

佩恩，昂利·德（Ｐèｎｅ，Ｈｅｎｒｉ ｄｅ １８３０—

１８８８）——法国新闻工作者，保皇派，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

者之一。——第３５０、６１７、６３７、７１５页。

坦恩－腊特扎姆豪森男爵，路德维希·萨

姆松（Ｔａｎｎ－Ｒａｔｈｓａｍ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ｗｉｇ

 Ｓａｍｓｏｎ，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ｕｎｄ ｚｕ 

ｄｅｒ １８１５—１８８１）——德国将军，普法

战争 时期 任 巴 伐 利 亚 第 一 军 军

长。—— 第１４８、１５８、１６４、１７６、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５、２０７、２２０、２２５、２２８、

２６２页。

帖木儿（塔梅尔兰）（１３３６—１４０５）——中

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第３５２、

５６４、６３９页。

金累克，亚历山大·威廉（Ｋｉｎｇｌａｋ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９—

１８９１）——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第２５２页。

彼尔茨，格奥尔格·亨利希（Ｐｅｒｔｚ，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５—１８７６）—— 德国历

史学家，温和的保守党人，写过德国历

史方面的著作。——第２１７页。

昂伯 尔 尼（Ａｍｂｅｒｎｙ）—— 瑞 士 法 学

家。——第５２９页。

卓瓦基尼（Ｇｉｏｖａｃｃｈｉｎｉ，Ｐ．）——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年为意大利通讯书

记。——第３８５、４１５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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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

宪制的理论家。——第３６０、６１３、６１６

页。

图姆普林格，威廉（Ｔｕｍｐ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９—１８８４）——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六军军长。——第２０４页。

武尔姆泽尔，达哥贝尔特·济格蒙德

（Ｗｕｒｍｓｅｒ，Ｄａｇｏｂｅｒｔ Ｓｉｅｇｍｕｎｄ 

１７２４—１７９７）—— 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７９６年指挥在意大利的奥军，被波拿

巴打败数 次后 在曼 都亚 要塞 投

降。——第７０页。

林肯，阿伯拉罕（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ｂｒａｈａｍ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

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

众的影响下实行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

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转而用革

命的方法进行战争；１８６５年４月被奴

隶主的奸细刺杀。—— 第５５８、５６５、

６５２页。

林特恩（Ｌｉｎｔｅｒｎ，Ｗ．）——英国工联主义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第

８页。

舍弗尔（Ｓｃｈｅｆｆｅｒ）——法国国民自卫军战

士，公社社员。——第３５３、５６６、５７８、

６４０页。

舍耳歇，维克多（Ｓｃｈｏｅｌｃｈｅｒ，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４—１８９３）——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左派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普法战争

和巴黎公社时期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炮

兵军团指挥官，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妄 图劝说公社 向梯也尔政 府投

降。——第６０１、６１５页。

居莱，费伦茨（Ｇｙｕｌａｙ，Ｆｅｒｅｎｃ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８）——伯爵，奥地利将军，原系匈牙

利人，镇压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陆军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初期曾指挥奥地利

军队，在马振塔战败。——第３７页。

居欣迈斯特尔，弗里德里希 （Ｋｕｃｈｅｎ－

ｍｅｉｓｔ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１—１８９０）——

２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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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生，杰出的寄生虫学家，写过许

多科学著作。——第３２２页。

尚济，安都昂·阿尔弗勒德·欧仁（Ｃｈａｎ

－ｚｙ，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ｌｆｒｅｄ－ 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２３—１８８３）——法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先后任第十六军军长和卢瓦尔第

二军团司令，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 第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

２２８、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６、

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５４９、５７９页。

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Ｃｈａｍｂｏｒｄ，

Ｈ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８２０—

１８８３）——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之孙；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胜利

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追求者，号称亨

利五世。——第３２５、６５０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Ｃｈａ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ｎｅ－Ｔｈéｏｄｕｌｅ 

１７９３—１８７７）——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６

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

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

日的示威游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被逮捕和流放，１８５９年回到法国；普

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在

麦茨被俘；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３５１、５５５、６１８、６３８页。

法伊，比埃尔·路易·沙尔·德（Ｆａｉｌｌｙ，

Ｐｉｅｒｒｅ－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１８１０—

１８９２）——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五军军长，在色当被俘。——第３６、

４１、４２、４４、４５、５６、６２、７１、７３、８４、１１６、

１６５、１７１、１７３页。

法卢，阿尔弗勒德（Ｆａｌｌｏｕｘ，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１—１８８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第二共

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解

散国家工厂的发起人和镇压１８４８年巴

黎六月起义的鼓动者。——第６３１页。

法夫 尔，茹 尔（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８

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副大臣，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

部长（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曾同德国进行关于

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

公社的刽子手。——第４、１２０—１２３、

２５９、２６７、２６８、３２９、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５、

３４９、３６８、３７５、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１、

４０７—４０９、４４６、４４９、４９４、５３５—５４０、

５４９、５５４、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８、５７０、５７６、５８１、

５８２、６１２、６１５、６１６、６１７、６２１—６２４、６３５、

６３６、６６５、６６６、６７１、６７７、６８８、６９１、６９２、

６９６页。

帕拉丹——见奥雷耳·德·帕拉丹。

帕涅尔，詹姆斯（Ｐａｒｎｅｌｌ，Ｊａｍｅｓ）——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０）。——第

８、２９４页。

帕耳埃尔——见马丁·德·帕耳埃尔。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

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９３０年起为辉

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

交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

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和 首 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和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第４０２页。

波 旁 王 朝（Ｂｏｕｒｂｏｎ）—— 法 国 王 朝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 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５５９、５６１、６４９页。

波拉，卓万尼（Ｂｏｒ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年任意大利通讯书

３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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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８、２９４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约瑟夫（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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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页。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

王（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

ｐｒｉｎｃｅ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１８２２—１８９１）——

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普法战争初期进

行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绰号普隆

－普隆和红色亲王。——第２７９、３２５

页。

波拿巴王朝（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法国王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 １８１５ 和 １８５２—

１８７０）。——第１６７、５５１页。

阿西，阿道夫·阿尔丰斯（Ａｓｓｉ，Ａｄｏｌｐｈ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８４０—１８８６）——法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国民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

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

岛。——第３１８、３９６、４３５页。

阿弗尔，德尼·奥古斯特（Ａｆｆｒｅ，Ｄｅｎ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９３—１８４８）——法国神甫，

巴黎大主教（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巴黎１８４８

年六月起义时被政府军士兵枪杀，当时

他正企图劝说起义的工人放下武

器。——第３８１、５４６、６３６页。

阿斯特，恩斯特·路德维希（Ａｓｔｅｒ，Ｅｒｎｓｔ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７８—１８５５）——普鲁士将

军，军事工程师。——第９５页。

阿尔伯特（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萨克

森王储，１８７３年起为萨克森国王；德国

将军，１８７１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

任第十二（萨克森）军军长，后任第四

（麦士）军团司令。——第８０、１５８、１６６

页。

阿尔诺德，若尔日（Ａｒｎｏｌｄ，Ｇｅｏｒｇｅｓ 于

１８４０年）——法国建筑师，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

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第４１３页。

阿 尔 勃 莱 希 特（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０９—

１８７２）——普鲁士亲王，德国将军，普

法战争时期任第四骑兵师师长。——

第１８２页。

阿 尔 勃 莱 希 特（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３７—

１９０６）——普鲁士亲王，前者的儿子，

德国将军，后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

骑兵旅旅长。——第２４０页。

阿尔文斯累本，康斯坦丁（Ａｌｖｅｎｓｌｅｂ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２）——德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

第４６页。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Ａｐｐｌｅｇａｒｔｈ，Ｒｏ－

ｂｅｒｔ １８３３—１９２５）——英国工联主义

运动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

粗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１８６２—１８７１），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国际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

之一；１８７１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

“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

运动。——第８、２９３、４６０、４９１页。

罗，哈里埃特（Ｌａｗ，Ｈａｒｒｉｅｔ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

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２）

和曼彻斯特支部成员（１８７２）。——第

４９１页。

罗奇，约翰（Ｒｏａｃｈ，Ｊｏｈｎ）——英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代表（１８７２），不列

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１８７２），在委

员会里附和改良派，反对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的决议。—— 第３８５、４０９、４１５、

４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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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４６１、４９１页。

罗沙，沙尔（Ｒｏｃｈａｔ，Ｃｈａｒｌｅｓ）——法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巴黎公社社员，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和荷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第３８５、

４６１、４９２页。

罗 班，保 尔（Ｒｏｂｉｎ，Ｐａｕｌ生 于 １８３７

年）——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音，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９年

起），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

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

会议（１８７１）代表。—— 第４６３、４６４、

６９０页。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Ｒｏｏ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０３—１８７９）——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

事活动家，１８７３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

阀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７３）和海军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７１），曾改

编普鲁士军队。——第１１４页。

罗比耐，让·弗朗斯瓦·欧仁（Ｒｏｂｉｎｅｔ，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 ｏｉ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２５—

１８９９）——法国医生和历史学家，实证

论者，共和党人；曾参加１８４８年革命，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围城时期为巴黎的区

长，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盟员，主张

凡尔赛同公社和解。——第３８４、３９５

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７

年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和１８７１）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和战友。——第３８４、４１９、４６０、

４９１页。

罗伦兹，约瑟夫（Ｌｏｒｅ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 奥地利军官和军事发明

家。——第１０４页。

罗伦佐，安赛尔莫（Ｌｏｒｅｎｚｏ，Ａｎｓｅｌｍｏ 

１８４１—１９１５）——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

家，印刷工人；国际会员（１８６９年起），

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反对巴枯宁

派。——第４４５、５０６、６９６页。

罗什－朗贝尔（Ｒｏｃｈｅ Ｌａｍｂｅｒｔ）——法

国官员，普野－克尔蒂约的女婿，１８７１

年任卢瓦尔省总收税官。——第５４１

页。

罗 什 弗 尔，昂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 

１８３０—１９１３）——法国新闻工作者，作

家和政治活动冢，左派共和党人，国防

政府成员（１８７０年９—１１月）；曾谴责

凡尔赛分子的反革命政策，但同时又

反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巴黎公社

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

势力阵营。——第１５６、２４９页。

拉丰（Ｌａｆｏｎｔ）——法国官员，１８７１年为监

狱总督察。——第５７９页。

拉菲特，雅克（Ｌａｆｆｉｔｔ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６７—

１８４４）——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政

府首脑（１８３０—１８３１）。—— 第 ３３９、

５５４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甫，政论家，基

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第

６１３页。

拉瓦累，泰奥菲尔·塞巴斯提安（Ｌａｖａｌ 

ｌéｅ，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６）——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军

事地理学家。——第１２６页。

拉克雷特尔，沙尔·尼古拉（Ｌａｃｒｅｔｅｌ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８２２—１８９１）——

５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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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二军的

师长，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

子手之一，当时任凡尔赛军队第二军的

师长。——第５７２页。

拉隆西耶尔·勒·努里，卡米尔·阿达耳

贝尔·玛丽，克列芒男爵（Ｌａ Ｒｏｎｃｉèｒｅ

 Ｌｅ Ｎｏｕｒｒｙ，Ｃａｍｉｌｌｅ－Ａｄａｌｂｅｒｔ－

Ｍａｒｉｅ，ｂａｒｏｎ Ｃｌéｍｅｎｔ ｄｅ １８１３—

１８８１）——法国海军将领，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年巴黎被围期间任巴黎第三军团的师

长，后任独立军军长。——第２０４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Ｌａ Ｒｏｃｈｅｊａｑｕｅｌｅｉｎ，Ｈｅｎｒｉ－Ａｕ－

ｇｕｓｔｅ－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８０５—１８６７）—— 侯

爵，法国政治活动家，正统派领导人之

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议员，后为第二帝国参议员。——

第６３１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 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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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７

年２月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

督。——第９５页。

拉德米罗，路易·勒奈·保尔·德（Ｌａｄ－

ｍｉｒａｕｌｔ，Ｌｏｕｉｓ－Ｒｅｎé－Ｐａｕｌ ｄｅ 

１８０８—１８９８）——法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四军军长，在麦茨被俘；镇压

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当时任凡尔赛

军队第一军军长，巴黎总督（１８７１—

１８７８）。—— 第３６、３８、４１、４２、６９、１６５

页。

拉法格（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Ｊ．死于１８７０年或１８７１

年）——保尔·拉法格的父亲。——第

４３１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 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１８６６—

１８６９）；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

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第

４３０—４３２、６７３、７０４、７０５、７０７—７１５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卡尔·马克思的二女儿，法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８年起为保·拉

法格的妻子。—— 第４３０—４３２、４６６、

７０４、７０５、７０７、７１０—７１３页。

九  画

勃 朗，路 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

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

妥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是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

社。—— 第４１９、６０１、６０８、６６５、６６６、

６８０、６９２页。

荣克，海尔曼（Ｊｕｎｇ，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

工人运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侨居伦

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总委员会财

务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６５）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以及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

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后来成为英国工

联的改良派领袖之一。——第８、２９４、

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４、４９２页。

６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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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曼（Ｈｕｒｌｉｍａｎ）——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伦敦瑞士协会的代

表。——第４６０、４９１页。

迪耳克，查理·温特沃思（Ｄｉｌｋ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 １８４３—１９１１）——英国

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自由党激进派领袖

之一，外交副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地方

自治事务大臣（１８８２—１８８５）。——第

５０５页。

哈里斯，乔治（Ｈａｒｒｉｓ，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后为宪章主义者奥勃莱

恩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２），总委员会财务书记（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 第８、２９３、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０、

４９１页。

侯里欧克，乔治·杰科布（Ｈｏｌｙｏａｋ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ｃｏｂ １８１７—１９０６）—— 英

国政论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

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作

运动的活动家。——第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

４０３页。

欧仁妮——见蒙蒂霍，欧仁妮。

欧斯曼，若尔日·欧仁（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９—１８９１）——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１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塞纳省省

长（１８５３—１８７０），曾领导改建巴黎的工

作。——第１０７、３６７、３８０页。

若贝尔，伊波利特·弗朗斯瓦（Ｊａｕｂｅｒｔ，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Ｆｒａｎ  ｏｉｓ，ｃｏｍｔｅ 

１７９８—１８７４）——伯爵、法国政治活动

家，保皇派，梯也尔内阁的公共工程大

臣（１８４０），１８７１ 年 国 民 议 会 议

员。——第３８３、６４８、６７８页。

若 昂 纳 尔，茹 尔（Ｊｏｈａｎｎａｒｄ，Ｊｕｌｅｓ 

１８４３—１８８８）——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石印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意大利

通讯书记（１８６８—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在圣

丹尼建立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委员，追

随布朗基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第

４６０、４９１页。

柯恩或柯因，詹姆斯（Ｃｏｈｎ或Ｃｏｈｅｎ，

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

烟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１），丹麦通

讯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８）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

的代表。——第９、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页。

柯克伦－贝利，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

·威夏尔特（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Ｂａｉｌｌｉｅ，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Ｄｕｎｄａｓ Ｒｏｓｓ Ｗｉｓｈａｒｔ 

１８１６—１８９０）——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

学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 第

４９３—４９５页。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４５—１９１８）——俄国革命家，尼·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曾将“资本论”

第一卷一大部分译成俄文；马克思的朋

友。——第２９４页。

洛伊卡特，鲁道夫（Ｌｅｕｃｋａｒｔ，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２２—１８９８）——德国杰出的寄生虫学

家。——第３２２页。

威 廉 一 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

１８８８）——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

德国皇帝（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１４、

７７、７９、９２、１０２、１７２、２０６、２１０、２１５、

２８６、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７、３７５、６２１、７０１、７０２

页。

威尔士亲王夫人——见亚历山得拉。

威勒尔，乔治·威廉（Ｗｈｅｅｌ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总委员

７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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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财 务 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

１８６７），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的参

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４９３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７６９—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在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军队，历

任军械总长（１８１８—１８２７），英军总司令

（１８２７—１８２８、１８４２—１８５２），首 相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 交 大 臣（１８３４—

１８３５）。——第１８８页。

科尔崩，克劳德·昂提姆（Ｃｏｒｂｏｎ，Ｃｌａｕｄｅ

－Ａｎｔｈｉｍｅ １８０８—１８９１）——法国政

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制宪议会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

的区长，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第

３３６、６２２页。

科尔布（Ｋｏｌｂ）——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３８４、４１５页。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Ｋｏｌｂ，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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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３页。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Ｃｏｒ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１６９６左右—１７５２）——法

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写过许多筑城学

方面的著作。——第１４４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４０１、４０８页。

科苏特，拉约什（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ｊｏｓ １８０２—

１８９４）——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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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后逃离匈牙利。——第５０５页。

科特洛贡伯爵，路易·沙尔·艾曼纽尔

（Ｃｏｅｔｌｏｇｏｎ，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ｍｍａ－

ｎｕｅｌ，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８１４—１８８６）——法

国官员，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

第３５０、６１７、６３７页。

施美林（Ｓｃｈｍｅｌｉｎｇ）——德国将军，普法战

争时期任第四预备师师长。—— 第

１５９、２６２页。

施穆茨（Ｓｃｈｍｕｔ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８、２９４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

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法战争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和在

法国境内的德国间谍活动和反间谍组

织的领导人。—— 第２９９、３１４、５１９、

５２０页。

施托什，阿尔勃莱希特（Ｓｔｏｓｃｈ，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１８—１８９６）——德国将军，普法战

争时期先后任德军军需长官、梅克伦堡

大公指挥的军团的参谋长，驻法国的德

国占领军参谋长（１８７１）。—— 第２２６

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１８３３—１８７５）——德

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

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

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

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

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

除出联合会。——第６９６页。

施奈德尔，约瑟夫（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ｏｓ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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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

人教育协会会员，１８７２年１月因进行分

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协会，曾在德国报纸

上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进行诬蔑性的

攻击。——第５２７页。

施瓦尔岑堡，卡尔·菲力浦（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

ｂｅｒｇ，Ｋａｒ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７７１—１８２０）——

公爵，奥地利元帅和外交家，反对拿破

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

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第７８页。

施图普纳格耳，斐迪南（Ｓｔｕｌｐｎａｇｅｌ，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 １８１３—１８８５）——德国将军，普

法战争时期任第五师师长。——第３６

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Ｓｃｈｗｉｔｚｇｕé－

ｂｅｌ，Ａｄｈéｍａｒ １８４４—１８９５）—— 瑞士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

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２

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 第

４９８、５２０页。

十  画

唐森，威廉（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

第８、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１页。

索尼，路易·加斯东·德（Ｓｏｎｉｓ，Ｌｏｕｉｓ－

Ｇａｓｔｏｎ ｄｅ １８２５—１８８７）——法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七军军

长。——第２１９页。

席尔，斐迪南（Ｓｃｈｉｌｌ，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７６—

１８０９）——普鲁士军官，抗御拿破仑军

队的游击队长，１８０９年策动武装起义，

在战斗中阵亡。——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俾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ｋ，Ｏｔｔｏ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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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

人运动的死敌，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１８７８）。—— 第６、１２０—１２３、１３４、

１４４、２６７、２６８、２９０、２９９、３００、３２７、３３７、

３３９、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５、３４６、３６１、３６８、３７１、

３７５、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８、３９０、３９３、４２６、５１４、

５１６、５２７、５３６、５４３、５４９、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９、

５８２、５８３、６０５、６１０、６２３、６３０、６４０、６４９、

６５１、６５４、６５６、６５７、６７１、６７７、６８８、６９６

页。

库梅尔，斐迪南（Ｋｕｍｍｅ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６—１９００）——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先后任第三后备师师长和第十五

师师长。——第１３６、１５８页。

爱尔威，爱德华（Ｈｅｒｖé，Ｅｄｏｕａｒｄ １８３５—

１８９９）——法国政论家，“巴黎报”创办

人之一和主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第二帝国崩溃后为奥尔良党人。——

第３７８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１４８、

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７、２２５、

２６６、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５、２７６、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３、

３０６、３１０、３８５、４０１、４１５、４２２、４２３、４６１、

４９２、５０６、５０８—５１３、５２６—５２８、６６７、

６６９、６７１、６７５、６８７、６９０页。

倍 倍尔，奥古 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

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镟工；

１８６７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

会，第一国际会员，国会议员（１８６７年

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

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

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

场，支持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

９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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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

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

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

第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４、６９７、７０１、７０２页。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

，  １８４７—

１８８２）—— 俄国密谋革命家，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１８６９年莫斯科的革命组织的创始人；

流亡瑞士（１８６９年起），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

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１８７２年被瑞

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

罗要塞。——第４０９、４７０、５２９页。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特（Ｓｃｈａｒｎｈｏｒｓｔ，Ｇｅｒ

ｈａｒｄ １７５５—１８１３）——普鲁士将军和

军事政治活动家，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被

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

员会主席；陆军大臣（１８０７—１８１０）和总

参谋长（１８０７—１８１３）；在德国人民反对

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

作用。——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３—１８９５）——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１８６２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日内瓦支部书记，１８７２年为抗议开

除巴枯宁而退出国际。——第４５８页。

泰勒，彼得·阿尔弗勒德（Ｔａｙｌｏｒ，Ｐｅｔｅｒ 

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９—１８９１）——英国政治活

动 家，资 产 阶 级 激 进 派，议 会 议

员。——第６６９页。

泰勒，阿尔弗勒德（Ｔａｙｌｏｒ，Ａｌｆｒｅｄ）——英

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第３８５、４０９、４１５、４１９、４６１、

４９１页。

泰费尔（Ｔａｉｌｌｅｆｅｒ）——同出版波拿巴派报

纸“旗帜报”有关的舞弊案的参与

者。——第３３７、３３８、５７６、６２４页。

乌里克，让·雅克·阿列克西斯（Ｕｈｒｉｃｈ，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ｌｅｘｉｓ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６）——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斯特拉斯堡要塞司令。——第１０１、１２１

页。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Ｏｕｄｉ－

ｎｏｔ，Ｎｉｃｏｌａ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９１—１８６３）——法国将军，奥尔良党

人，１８４９年率领军队镇压罗马共和

国。——第６２８页。

乌尔卡尔特，戴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

策。——第４０３页。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

·保尔。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７、２５、

３７、６２、７０、７５、７８、９５、１１２、１６６、１７２、

１７９、２１５、２１８、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２、２８９、３４１、

３６５、５４８、５６３、５８４、５８５、５９６、６２６、６３０、

６５２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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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１３、

１４、１７、２５、２７—３０、３３—３５、３７—４２、４８、

５３—５６、６１、６２、６４、７６、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７、

１１４、１１８、１２５、１６１、１６９—１７５、１９６、２０６、

２６８、２８０、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３、３０５、

３０９、３２３—３２８、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７—

３４９、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１、３６４—３６９、３７３、３７６、

３８８、３９５、５１２、５３７、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４、５５２、

５５３、５５５、５６０、５６３、５７０、５７６、５７８、５７９、

５８１、５８６、５９０、５９６、６１０、６２１、６２３、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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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６、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５、６４１、６４８、６４９、６５１、

６５２、６５８、６６６、６６７、６７１、６８８、６９２、７０１

页。

哥本，奥古斯特·卡尔·克利斯提安

（Ｇｏｅｂｅｎ，Ａｕｇｕｓｔ 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８１６—１８８０）——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八军军长，１８７１年１月起任

第一军团司令。—— 第２４０、２４５—

２４７、２６７、２７１页。

哥 尔 茨，库 诺（Ｇｏｌｔｚ，Ｋｕｎｏ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７）——男爵，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曾指挥第十四军所属的普鲁士部

队。——第２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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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６—

１８８２）。——第２９０、５１６页。

特罗胥，路易·茹尔（Ｔｒｏｃｈｕ，Ｌｏｕｉｓ－

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

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利

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和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的

参加者，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

量总司令（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

月），背叛地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国民议

会议员。——第４９、６０、９７、１２１、１３０、

１３１、１４９、１８２、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６、２１１、２２０、２３３、２３７、２５０—２５３、

２５８、２５９、３２９、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３、３４７、３４９、

３８０、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５、５７０、５８０、５８２、６１２、

６１６、６２０、６２１—６２３、６３５、６４１、６５８页。

特斯屠，奥斯卡尔（Ｔｅｓｔｕｔ，Ｏｓｃａｒ）——法

国法学家，和警察界联系密切，写过一

本关于第一国际的组织和历史的书，该

书是为供警察情报机关使用而出版

的。——第４９４页。

特里东，埃德姆·玛丽·古斯达夫（Ｔｒｉ－

ｄｏｎ，Ｅｄｍｅ－Ｍａｒｉｅ－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４１—

１８７１）——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国民

议会议员，后辞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６１６页。

特雷斯科夫，乌多（Ｔｒｅｓｃｋｏｗ，Ｕｄｏ 

１８０８—１８８５）——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一预备师师长和围攻伯尔福

城的军长。——第２４５、２６２页。

埃 尔 曼，阿 尔 弗 勒 德（Ｈｅｒｍａｎｎ，

Ａｌｆｒｅｄ）——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

织者之一，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

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

表，后来支持巴枯宁派。——第３８４、

４６１、４９２、５０３页。

埃克朗男爵，若尔日·沙尔·当太斯

（Ｈｅｅｃｋｅｒｅｎ，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ｎ

－ｔｈèｓ，ｂａｒｏｎ ｄｅ １８１２—１８９５）——

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派，１８３４—１８３７

年为俄国军队的军官，杀害亚·谢·普

希金的凶手；１８４８年起为波拿巴主义

者，第二帝国参议员，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日

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

３５０、６１７、６３７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著名

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

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总 委 员 会 总 书 记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美国通讯书记（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的代表；后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

１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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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之一。——第９、２９４、３１２、３１３、３８５、

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２页。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Ｅｓｐａｒｔｅｒｏ，Ｂａｌ

ｄｏｍｅｒｏ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西班牙将军

和国家活动家，进步党领袖，西班牙摄

政（１８４１—１８４３），政府首脑（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第３４０、５５５、６２８页。

格雷波，让·路易（Ｇｒｅｐｐｏ，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０—１８８８）——法国政治活动家，小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为巴黎的区长，１８７１年国民议

会议员。——第５６９页。

格鲁赛，巴斯噶尔（Ｃｒｏｕｓｓｅｔ，Ｐａｓｃｈａｌ 

１８４４—１９０９）——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

委局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对外联络委员

会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

多尼亚岛，１８７４年从那里逃走；后来转

向资产阶级立场。——第５７７页。

格兰特，乌利斯·辛普森（Ｇｒａｎｔ，Ｕｌｙｓｓｅ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１８２２—１８８５）——美国将

军和国家活动家，共和党人，１８６１—

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１８６４年３

月起为北军总司令，陆军部长（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美国总统（１８６９—１８７７）。——

第１５３页。

格腊蒙公爵，安都昂·阿尔弗勒德·阿惹

诺尔（Ｇｒａｍｏｎｔ，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ｌｆｒｅｄ－

Ａｇéｎｏｒ，ｄｕｃ ｄｅ １８１９—１８８０）——法

国外交家，１８７０年任外交大臣，奉行在

法普之间挑起战争的政策。——第１４

页。

格里马耳（Ｇｒｉｍａｌ）——法国军官，凡尔赛

分子为了惩治巴黎公社社员而设立的

军事法庭的起诉人。——第４２２页。

格林伍德，弗雷德里克（Ｃ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 １８３０—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

者和作家，保守党人，“派尔－麦尔新

闻”编辑（１８６５—１８８０）。—— 第３９０、

４０７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ｗａ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

子，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之

一，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和 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３０７页。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

哈德（Ｇｎｅｉｓｅｎａｕ，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ｎｔｏｎ Ｎｅｉｔｈａｒｔ １７６０—１８３１）——普

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１８２５年起

为元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

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１８０６年普

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参加制订军

事改革的原则，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

年是布吕歇尔军队的参谋长。——第

１７９、２１６—２１８页。

马隆，贝努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ｉｔ 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国际会员，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

代表，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

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

居瑞士；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

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领袖和思

想家之一。——第４６４页。

马加伯（或哈斯莫尼）——犹太祭司氏族，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个氏族的代表人

物领导了反对外国统治的起义，公元前

１４２—４０年为犹太统治王朝。—— 第

２１６页。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２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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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

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

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１８６４年

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

下，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

会。——第２８０、４１８—４２０、５１１—５１３、

６７９、６８０、６８４、６８７—６８９页。

马利特，爱德华·鲍尔温（Ｍａｌｅｔ，Ｅｄｗａｒｄ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１８３７—１９０８）—— 英国外

交官，驻巴黎大使馆秘书（１８６７—

１８７１）。——第４１３页。

马丁，孔斯旦（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法国

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公社社员；巴黎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

议代表。——第４６０、４９１页。

马丁·德·帕耳埃尔，沙尔·加布里埃尔

·费里西德（Ｍａｒｔｉｎ ｄｅｓ Ｐａｌｌｉèｒｅ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８２３—

１８７６）——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二军的旅长，后任第十五军军

长。——第２１９页。

马尔儒纳尔（Ｍ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约生于１８４３

年）——国民自卫军军官，国际会员，国

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社

员。——第３５１、６１７页。

马尔科夫斯基（ ）——沙皇政府

在法国的密探，１８７１年梯也尔的合作者

之一。——第３６６页。

马 克，卡 尔（Ｍａｃｋ，Ｋａｒｌ １７５２—

１８２８）——奥地利将军，１８０５年在反对

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被拿

破仑第一打败，在乌尔姆要塞投

降。——第３７、７０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８、２７８、２９４、３０１、

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３、３８５、３９０、３９５、３９９、

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５—４１７、

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４—４３６、４４３、４６１、４６６—

４６８、４９２、５０５、５１４—５１５、５２３—５２５、

５２７—５２８、６６５、６７０、６７１、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７、

６７９、６８１—６８７、６９１、６９３—６９７、６９９—

７０４、７０８、７１５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ｇｅｂ．ｖｏ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卡尔·马克思的妻

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４３２、

７０８页。

马克思，燕 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卡尔·马克思的大女儿，国

际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７２年起为沙·

龙格的妻子。—— 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６６、

７０４—７１５页。

马克思，爱琳娜（Ｍａｒｘ，Ｅｌｅａｎｏｒ １８５５—

１８９８）——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八

十至九十年代为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活动家，１８８４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

子。—— 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６６、７０４—７１１、

７１３、７１４页。

十 一 画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 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

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３４０、５４４、５５６、６２８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政府

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４、３１８、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８、

３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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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４、３６６—３８１、

３８３、４１２、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０、４３２、４６６、５１０、

５１６、５３６—５４３、５４６—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９、

５６３—５７２、５７６、５７７、５７９、５９５、６０１、６０５、

６０８、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６、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１、６２２、

６２５—６３０、６３２、６３６、６３９—６４１、６４８—

６５７、６７５、６７７、６７９、６９１、７０４、７１０、７１３

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 第３４４、３８６、５７２、５９９、６５０、

７０８、７１１页。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塞尔坦（Ｃ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ａｎ  ｏ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１８０９—

１８９５）—— 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之一；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在

麦茨被俘。——第３６、４２、４４、４６、４８、

４９、５９、６３、６９、７１、８４、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１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

Ｗａｌｅｒｙ １８３６—１９０８）——波兰革命民

主主义者，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

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

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 第

３６６、４６１、４９２页。

梅欧，亨利（Ｍａｙｏ，Ｈｅｎｒｙ）——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年起），在联合会委员会里

附和改良派；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

决议。——第４６０、４９１页。

梅克伦堡大公——见弗里德里希－弗兰

茨第二。

密勒，约瑟夫（约）（Ｍｉｌ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Ｊｏ）

１６８４—１７３８）—— 英国驰名的喜剧演

员。——第３３８、５３８、６２５页。

密尔顿，约 翰（Ｍｉｌ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６０８—

１６７４）——伟大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

者。——第５９０页。

曼涅，比埃尔（Ｍａｇｎｅ，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０６—

１８７９）——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财政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１８６７—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１８７３—１８７４）。——第５４１

页。

曼涅，阿尔弗勒德（Ｍａｇｎｅ，Ａｌｆｒｅｄ）——法

国官员，比·曼涅的儿子，卢瓦尔省总

收税官。——第５４１页。

曼托伊费尔，爱得文（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Ｅｄｗ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８５）——男爵，德国将军，１８７３

年起为元帅，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在什列斯维

希任总督和普军司令，普法战争时期任

第一军军长，后为第一军团（１８７０年１０

月起）和南方军团（１８７１年１月起）司

令，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第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１、

２２８、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６、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１

页。

莫里斯，捷维（Ｍａｕｒｉｃｅ，Ｚéｖｙ）——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匈牙利通讯

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第８、２９４、

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０、４９１页。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为波克兰

Ｐｏｑｕｅｌｉｎ）—— 伟 大 的 法 国 剧 作

家。——第３４４、６３２页。

莫利奈子爵（Ｍｏｌｉｎｅｔ，ｖｉｃｏｍｔｅ ｄｅ 死于

１８７１年）——法国贵族，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２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打死。——第

６１８页。

莫 特 斯 赫 德，托 马 斯（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

Ｔｈｏｍａｓ）——英国织布工人，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丹麦通讯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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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在总委

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站在改

良主义立场反对马克思的路线。——

第８、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２、６７３页。

勒诺（Ｒｅｎａｕｔ）——法国律师，１８７１年作为

巴黎公社委员腊斯土耳的辩护人出席

凡尔赛法庭。——第４３４页。

勒诺，比埃尔·伊波利特（Ｒｅｎａｕｌｔ，Ｐｉｅｒｒｅ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０）——法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任巴黎第二军团第二

军军长。——第２０５页。

勒穆修（Ｌｅ Ｍｏｕｓｓｕ，Ａ．）——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

社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和美国法国人支部通讯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

斗争。——第４６１、４９２页。

勒鲁，比埃尔（Ｌｅｒｏｕｘ，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１）——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 物 之 一，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 侨 居 英

国。——第６８０页。

勒康特，克劳德·马丁（Ｌｅｃｏｍｔｅ，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８１７—１８７１）—— 法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任旅长，１８７１年３月

１８日在梯也尔政府夺取国民自卫军大

炮的企图失败后，被起义的士兵枪

毙。—— 第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４、３７３、３７４、

３７６、５４２、５４４、６１４、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６、６４１

页。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尔·沙尔（Ｌｅ

Ｆｌｏ，Ａｄｏｌｐｈ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４—１８８７）——法国将军，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国防

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驻彼得

堡 大 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和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９）。——第３５０、３５３、５４８、６３６页。

勒布伦，巴特尔米·路易·约瑟夫（Ｌｅ

ｂｒｕｎ，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８—１８８９）——法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十二军军长，在色当被

俘。——第８４页。

勒美特尔，安都昂·路易·普罗斯比尔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Ｐｒｏｓｐｅｒ 

１８００—１８７６）（笔名弗雷德里克·勒美

特尔 Ｆｒéｄéｒｉｃｋ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法国

演员和剧作家，十九世纪法国剧坛上进

步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批判现实

主义的奠基人；以塑造奸商罗伯尔·马

克尔的形象闻名，这一形象是对七月王

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

５４１页。

勒文费耳德（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为后备部队总监。——

第１５９页。

勒格廖利耶（Ｌｅｇｒｅｕｌｉｅｒ）——１８７０年为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第８页。

十二画

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 不 勒 斯 国 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由于１８４８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

“炮弹国王”的诨号。——第３３９、５５５、

６２７页。

莱昂斯，理查·比克顿·皮美尔（Ｌｙｏｎ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ｉｃｋｅｒｔｏｎ Ｐｅｍｅｌｌ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男爵，英国外交家，驻华盛顿

公使（１８５８—１８６５），驻君士坦丁堡

（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和驻巴黎（１８６７—１８８７）

大使，１８７０年９月为法夫尔和俾斯麦之

间的谈判而奔走的中介人。—— 第

４１２—４１４页。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

５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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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美塞特（Ｒａｇｌａｎ，Ｆｉｔｚｒｏｙ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ｒｙ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Ｂａｒｏｎ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５）——英国将军，１８５４年１１月起为

元帅，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第２５２页。

凯希耳（Ｃａｉｈｉｌ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第２９３、３８４、４１５

页。

凯腊特里伯爵，艾米尔（Ｋéｒａｔｒｙ，Ｅｍｉｌｅ，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８３２—１９０５）——法国反

动的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１８７０年

任巴黎警察局长（９—１０月），后领导组

织布列塔尼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

长（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４月在土鲁斯镇压

过公社。—— 第１９０、２００、２１９、４３１、

４３２、７０６、７０７、７０９、７１０、７１２—７１５页。

雅克美（Ｊａｃｑｕｅｍｅｔ）—— 法国神甫，１８４８

年为巴黎大主教的大司铎。—— 第

３８１、５４６、６３６页。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Ｊａｃｌ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４３—１９００）——法国政论

家，布朗基主义者，七十年代初起为国

际会员，马克思的拥护者，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

自卫军军团指挥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瑞士，后迁居俄国。——第６１６页。

费 里，茹 尔（Ｆｅｒｒｙ，Ｊｕｌｅｓ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

政府成员，巴黎市长（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内阁总理

（１８８０—１８８１、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第

３３８、５３６、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２、５８０、６１５、６２１、

６２３、６２５页。

费德尔布，路易·莱昂·塞扎尔（Ｆａｉｄ－

ｈｅｒｂｅ，Ｌｏｕｉｓ－Ｌéｏｎ－Ｃéｓａｒ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９）——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北方军团司令。——第２１９、２３９—２４１、

２４７、２５４、２７０、２７２、４２２页。

黑尔斯，威廉（Ｈａｌ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第８、

２９３、３８４、４１５、４６０、４９１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 生于１８３９

年）——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织工，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和书

记；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土地和劳动同

盟，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从１８７２年初起领

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反

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企图夺取国际在

英国的组织的领导权。——第８、２９３、

３８５、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４、４１５、

４３４、４６１、４９２、４９５页。

博利约，约翰·彼得（Ｂｅａｕｌｉｅｕ，Ｊｏｈａｎｎ 

Ｐｅｔｅｒ １７２５—１８１９）——男爵，奥地利

将军；１７９６年春指挥在意大利的奥军

时被波拿巴打败过几次。—— 第３７

页。

博里昂尼，朱泽培（Ｂｏｒｉａ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国际会员。——第５０９页。

博 伊斯特伯爵，弗里德里希（Ｂｅｕ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ｒａｆ  ｖｏｎ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６）——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反动国

家活动家，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

德国并支持德国各小邦的独立；

１８４９—１８６６年历任萨克森政府各部大

臣；奥匈帝国外交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７１）

和首相（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奥匈帝国驻伦

敦（１８７１—１８７８）和巴黎（１８７８—１８８２）

大使。——第５１６页。

普野－克尔蒂约，奥古斯丹·托马（Ｐｏｕ－

ｙｅｒ－Ｑｕｅｒｔｉ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２０—１８９１）——法国大厂主和政治活

动家，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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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曾在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签订

和约的谈判（１８７１）。——第３４５、３７５、

５４０、５４１、５４５、６２６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 １９１８—

１８７６）——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画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２），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８、

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１页。

普罗托，欧仁（Ｐｒｏｔｏｔ，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３９—

１９２１）——法国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

者，右派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

司法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

士，后迁居英国；后来反对国际和马克

思主义者。——第５７６页。

斯托耳（Ｓｔｏｌｌ）——１８７０年为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第８、２９４页。

斯廷斯，欧仁（Ｓｔｅｅｎｓ，Ｅｕｇèｎｅ）——比利时

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国际会

员，“人民论坛报”编辑，国际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第６９５页。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１８６９年起为得比

伯爵（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 

ｏｆ Ｄｅｒｂｙ １８２６—１８９３）—— 英国国

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

是保守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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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８６页。

斯坦美兹，卡尔·弗里德里希（Ｓｔｅｉｎ－

ｍｅｔｚ，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

１８７７）——德国将军，１８７１年起为元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团司令（１８７０年

９月前）。——第２３、２６、３７、３８、４６、７５、

９３页。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

（Ｓｔｅｐｎｅｙ，Ｃｏｗｅｌ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

ｒｉｃｋ １８２０—１８７２）——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和财务委员（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 第８、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

４６１、４９１页。

斯蒂凡诺尼，鲁伊治（Ｓｔｅｆａｎｏｎｉ，Ｌｕｉｇｉ 

１８４２—１９０５）—— 意大利作家和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唯理论者，

参加过加里波第领导的进军；“自由思

想”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支持巴枯宁

派。——第５２６—５２８页。

十三画

雷特兰热尔（Ｒｅｉｔｌｉｎｇｅｒ）——茹·法夫尔

的朋友和私人秘书。——第３８８、３９３

页。

塔西陀（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

西陀）（Ｐｕｂｌ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Ｔａｃｉｔｕｓ 

约５５—１２０）——罗马历史学家。——

第３７８页。

塔梅尔兰——见帖木儿。

塔米济埃，弗朗斯瓦·罗朗·阿尔丰斯

（Ｔａｍｉｓ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８０９—１８８０）——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

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巴黎

国民自卫军司令（１８７０年９—１１月），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３４９、

５４５、５８０、６３５页。

福 格 特，卡 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

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７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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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６月为帝国五摄

政之一，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

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

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

极参加者之一。——第３２２—３３０页。

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爱德华（Ｖｏｇｅｌ

 Ｖｏｎ Ｆａｌ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７９７—

１８８５）——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德国沿海地区总督。——第２９５页。

福伊格茨－雷茨，康斯坦丁·伯恩哈特

（Ｖｏｉｇｔｓ－Ｒｈｅｔｚ，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ｅｒｎ－

ｈａｒ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７）——德国将军，普

法战争时期任第十军军长。——第２２６

页。

蒙多邦·德·八里桥——见古赞－蒙多

邦。

蒙托东，让·巴蒂斯特·亚历山大（Ｍｏｎ

－ ｔａｕｄｏｎ， Ｊｅａｎ －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

期任第三军的师长。——第４６页。

蒙 蒂霍，欧 仁妮（Ｍｏｎｔｉｊｏ，Ｅｕｇèｎｉｅ 

１８２６—１９２０）——法国皇后，拿破仑第

三的妻子。——第３４、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５、

３２４、３２５页。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Ｍｏｎ－

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Ｒｅｎé，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１７１４—１８００）——法国将军，军事工程

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十九世

纪被广泛采用。——第９４、９５页。

奥哲尔，乔治（Ｏｄ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２０—

１８７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

会，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

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

工人代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和主席（１８６４—１８６７），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

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

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１８７１年反对巴

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

战”，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

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后来继续大肆

诽谤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第

８、２９４、３９５、４０４、４０９、４１９、４９３、６６５、

６９１、６９２页。

奥雷耳·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

特·德（Ａｕｒｅ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ｌａｄｉｎｅｓ，Ｌｏｕｉｓ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

法国将军，教权主义者，普法战争时期

任卢瓦尔军团司令；１８７１年３月任巴黎

国民自卫军司令；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 第１８１、１８２、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５、

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７、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５４０、６１４、

６１６、６５６、６６７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２５、３６７页。

奥伯尼茨，胡果（Ｏｂｅｒｎｉｔｚ，Ｈｕｇｏ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１）——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

维尔腾堡师师长。——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奥 利维耶，艾米尔（Ｏｌｌｉｖｉｅｒ，Ｅｍｉｌｅ 

１８２５—１９１３）——法国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为

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１８７０年

１—８月）。——第１７２、１７３、６４１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

浦·路易（Ａｕｍａｌｅ，Ｈｅｎｒｉ－Ｅｕｇèｎ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ｕｃ ｄ’

１８２２—１８９７）——法国国王路易－菲力

浦之子，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第５４９页。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Ｒｅｕｔｅｒ，Ｐａｕｌ 

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１６—１８９９）——１８５１年在伦

敦创办路透通讯社。——第５３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８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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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 良公 爵，法国 国 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１０３、１３１、３２９、

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９、３６０、３７３、５４１、５４３、

５５０、５５３—５５６、５６０、５６１、５７１、６２６—

６２８、６３０、６３５、６４８、６４９页。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

黎伯爵（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ｌｂｅｒｔ，ｄｕｃ

 ｄ’ＯｒｌＦéａｎｓ，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８—１８９４）——法国国王路易－菲力

浦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第６５０

页。

路ｕ 易 十 四（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１６３８—

１７１５）—— 法 国 国 王 （１６４３—

１７１５）。——第１７８、５３９、６４８页。

路 易 十 六（Ｌｏｕｉｓ ＸＶＩ １７５４—

１７９３）——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

死。——第５７７页。

路易 十 八（Ｌｏｕｉｓ ＸＶ  １７５５—

１８２４）—— 法国国王（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

１８１５—１８２４）。——第６０８页。

十四画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

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

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６８７页。

察斯特罗夫，亨利希·阿道夫（Ｚａｓｔｒｏｗ，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０１—１８７６）——德

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军

长。——第２４１、２４４、２４６、２５５、２６０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 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后为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２９９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 第４０５

页。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英国自然

科学家，查·达尔文的亲密战友及其学

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

物主义者。——第３６３、５９０页。

维德恩——见卡迪纳耳·冯·维德恩，格

奥尔格。

维努亚，约瑟夫（Ｖｉｎｏ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０）——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普法

战争时期任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巴黎第

二军团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三军团司

令，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日起为巴黎总督；镇

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分子

预备军的指挥官。——第９７、２０４、２０６、

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２、５４０、５４４—５４７、

５７２、６１６、６１８、６２０、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６—６３８、

６５６、６６８页。

维提希，路德维希（Ｗｉｔｔ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８—１８８４）——德国将军，普法战争

时期任第二十二师师长。——第１５８、

１８２页。

维维延，亚历山大·弗朗斯瓦（Ｖｉｖｉｅ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９９—

１８５４）——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

尔良党人，１８４０年任司法大臣，１８４８年

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

第５４３页。

维克德，尤利乌斯（Ｗｉｃｋｅｄｅ，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１９—１８９６）——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

家，普法战争时期为“科伦日报”驻德军

大本营的通讯员。——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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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ｋｔｏｒ Ｅ

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撒丁国

王（１８４９—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１８６１—

１８７８）。——第２８０、５１６页。

维克多，克劳德·维克多·佩兰（Ｖｉｃｔｏｒ，

Ｃｌａｕｄ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Ｐｅｒｒｉｎ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１）——法国将军，１８０７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

２１５页。

十五画

鲁艾，欧仁（Ｒｏｕｈｅｒ，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４）——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司法部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断

续地），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１８５５—１８６３），国 务 大 臣（１８６３—

１８６９），参议院议长（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帝国

崩溃后逃离法国，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

巴派的领袖之一。——第２６页。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Ｌｕｃｒａｆ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

之一，职业是木器匠，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

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年

反对巴黎公社、反对总委员会的宣言

“法兰西内战”，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

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

第９、２９４、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９、４１９页。

德·波特尔，路易（Ｄｅ Ｐｏｔｔｅｒ，Ｌｏｕｉｓ 

１７８６—１８５９）——比利时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比利

时１８３０年革命期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６９７页。

德让（Ｄｅｊｅａｎ）——法国将军，１８７０年７—８

月在艾·奥利维耶内阁代理陆军大

臣。——第４８、５０页。

德坎，克劳德·德奥多（Ｄｅｃａｅｎ，Ｃｌａｕｄｅ－

Ｔｈéｏｄｏｒｅ １８１１—１８７０）—— 法国将

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的师长，后

任第三军军长，１８７０年８月在科龙贝－

努伊战役中受重伤致死。——第６９、

１６５页。

德纳，查理·安德森（Ｄａｎ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 １８１９—１８９７）——美国进步新

闻工作者，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约每

日论坛报”编辑之一，后为“太阳报”编

辑。——第４３０页。

德马列（Ｄｅｓｍａｒｅｓｔ）——法国宪兵军官，

杀害古·弗路朗斯的凶手。—— 第

３５２、５４６、５６６、６３９页。

德盖里，加斯帕尔（Ｄｅｇｕｅｒｒｙ，Ｇａｓｐａｒｄ 

１７９７—１８７１）——法国教士，巴黎马德

兰教堂主持，１８７１年５月作为人质被公

社枪毙。——第５４７、５７７页。

德拉埃，比埃尔·路易（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Ｐｉｅｒｒｅ

－Ｌｏｕｉｓ 生于１８２０年）——法国机械

工人，１８６４年起为国际会员，巴黎公社

社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

敦代表会议代表。—— 第３８４、４６０、

４９１页。

德扎加尔（Ｄｅｓａｇａｒｒｅ）——男爵，法国法学

家，１８７１年为上加龙省的一个法院的检

察官。——第７０５、７０６、７０８、７１０—７１２、

７１４页。

德尔佩克（Ｄｅｌｐｅｃｈ）——法国法学家，反

动分子，１８７１年任上加龙省总检察

官。——第４３１、４３２、７０７、７０８、７１４页。

德尔图良，昆图斯·赛普特米乌斯·弗洛

伦斯（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ｕｓ，Ｑｕｉｎｔｕｓ Ｓｅｐｔｉ－

ｍｉｕｓ Ｆｌｏｒｅｎｓ 约１５０—２２２）—— 基

督教神学家，科学的凶恶敌人。——第

３１８页。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ｚｅ，

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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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革命家，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

加者，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

委员，公社军事代表，１８７１年５月巴黎

巷战时牺牲在街垒上。—— 第４１３、

４３２页。

十六画

默里，查理（Ｍｕｒｒ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工

联领导人之一，职业是鞋匠；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者。—— 第８、２９４、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４９１

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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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临时政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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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住到１８７０年初；

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为抗议与德国

签订和约而辞职。——第２７９、６６５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

朝（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 第６、１３３、３００、３２５、３６７

页。

穆 尔，约 翰（Ｍｏｏｒｅ，Ｊｏｈｎ  １７６１—

１８０９）——英国将军，１８０８—１８０９年任

驻葡萄牙的英军总司令。——第１８６

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 Ｓｔｕ

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

典学派的摹仿者。——第６８５页。

十七画

戴维斯，约翰·鲁埃林（Ｄａｖｉｅｓ，Ｊｏｈｎ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１８２６—１９１６）——英国教士

和神学家，自由党人。——第４０１、４０２、

４０９页。

赛塞，让（Ｓａｉｓｓｅｔ，Ｊｅａｎ １８１０—１８７９）——

法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巴黎被围期间领导东面

堡垒群的防御阵地；巴黎国民自卫军司

令（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０—２５日），曾妄图集

结巴黎的反动力量镇压３月１８日的无

产阶级革命；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 第 ３５１、５４９、５５７、６０１、６１８、

６１９、６３８、６４８、６５３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Ｓｅｒｒａｉｌ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ｅ 

生于１８４０年）——法国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人，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比利时通讯

书记（１８７０）和法国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１８７０年９月第二帝国崩溃后，

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

巴黎公社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支持马克思的路线。—— 第８、２９４、

２９７、３０３、３１４、３１５、３８５、４１４、４６１、４７４、

４９２、６６７、６７３页。

谢泼德，约瑟夫（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Ｊｏｓｅｐｈ）——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第８、２９４页。

谢里敦，菲力浦·亨利（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Ｐｈｉｌｉｐ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１—１８８８）—— 美国将军，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

北部方面；普法战争时期为驻德国大本

营的观察员，美国陆军总司令（１８８４—

１８８８）。——第６１８页。

谢列布廉尼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

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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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生于１８５０年）——俄国革命家，曾参

加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彼得堡的学生运动，

流亡英国和瑞士，涅恰也夫的拥护者和

助手。——第４０９页。

十八画

萨德勒（Ｓａｄｌｅｒ）——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３８５、４１５、４６１、

４９１页。

二十画

饶 勒斯，本 扎曼（Ｊａｕｒè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２３—１８８９）——法国海军军官，１８７１

年起为海军上将，普法战争时期以陆

军将军衔任第二十一军军长；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第２１９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五  画

卡洛斯，唐——一个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

理想化了的人物，是西班牙国王菲力浦

二世（１５４５—１５６８）的儿子，由于反对自

己的父亲而遭迫害，死于狱中。——第

３４１、５４４页。

布索那克——莫里哀的喜剧“布索那克先

生”中的主角，愚昧无知的土贵族的典

型。——第３４４、６３２页。

六  画

西得·康佩亚多尔——十二世纪西班牙

中世纪叙事诗“我的西得之歌”、“西得

轶事”和许多传奇中的主人公，民间传

说中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纪法

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西得”的题

材。——第７１１页。

安东尼（马可·安东尼）——莎士比亚“尤

利乌斯·凯撒的悲剧”中的主要角色之

一。——第５７２页。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

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

牛家。——第３８６页。

七  画

麦格拉——古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

一，愤怒和嫉妒的化身，转义为爱吵架

的泼妇。——第３７９页。

佛其慈——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愚昧无知的警察的典

型。——第７０８页。

九  画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

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

福的典型。——第３４２页。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

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

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

塌陷。——第７９、３５１页。

十  画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

人”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残酷的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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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典型。——第３４４、６５０页。

特里布累——小丑，雨果的“逍遥王”一剧

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５６４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２９３、５５１页。

十一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３７１、５６９、６５４页。

十二画

闵豪森——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

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他的名字已成

了普通名词。——第３１８、７１５页。

十三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

身。——第７０８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

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

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 第７１１

页。

十四画

赫加特——古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三首三

身，她管辖妖魔鬼怪和阴间的亡魂，是

万恶和妖术的保护种。——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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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画

“人民报”（《Ｌａ Ｐｌｅｂｅ》）—— 洛迪出

版。——第４６９、５１０、５１３页。

“人民罗马”（《ＬａＲｏｍａｄｅｌＰｏｐｏｌｏ》）——

 第５１１、５１３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

莱

 比锡出版。——第２８４、２９９、３０７、３１４、

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０、３９４、４１０、４２４、４３５、

４６９、４７０、４９８、５２２页。

三  画

“小报”（《ＬｅＰｅｔｉｔ－Ｊｏｕｒｎａｌ》）——巴黎出

 版。——第５２７页。

“口令报”（《ＬｅＭｏｔｄ’Ｏｒｄｒｅ》）——巴黎

出

 版。——第５６５、５７９页。

“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ｅｒ》）——安特卫普出

 版。——第３１７页。

“工人报”（《ＥｌＯｂｒｅｒｏ》）——帕耳马出版。

 ——第３０３页。

四  画

“巴黎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Ｐａｒｉｓ》）——第

 ３７８页。

“巴黎报”（《Ｐａｒ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３１１、

 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８、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５、４１７、５６５、

７１５页。

“太阳报”（《Ｔｈｅ Ｓｕｎ》）——纽约出版。

 ——第４３０、４３３页。

“日内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Ｇｅｎèｖｅ》）——

 第４９４、５２７页。

五  画

“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每日电讯”。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日内瓦出

 版。—— 第３１６、４４３、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５、

４６９、４７０、５２９页。

“号召报”（《Ｌｅ Ｒａｐｐｅｌ》）——巴黎出

 版。——第５４２、５７０页。

“东邮报”（《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伦敦

 出版。——第３０２、３１３、３２１、３９４、３９９、

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７、４９３、４９５、５１４、５２３、５２４、

５２５、５３０、６６６、６６８、６７４、６７８、６８０、６８９、

６９２页。

“市镇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ｄ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ｓ》）

 ——凡尔赛出版。——第５６８、５７２、６０７

页。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柏林出版。——第３２４

页。

“圣彼 得堡 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ａｉｎｔ－

ＰéｔｅｒｓＡ

 ｂｏｕｒｇ》）——第３０７页。

“卡尔斯卢厄日报”（《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 ＺｅｉＡ

 ｔｕｎｇ》）——第２４１页。

“世界报”（《ＴｈｅＷｏｒｌｄ》）——纽约出版。

 ——第４６８、６８１、６８６页。

“世纪报”（《Ｌｅ Ｓｉèｃｌｅ》）——巴黎出版。

 ——第５９、２５１页。

“布鲁塞尔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第２０１页。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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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

 （《Ａｎａｌｅｓｄｅｌａ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Ｔｉｐｏｇｒáｆｉｃａ

Ｂｏｎａｅｒｅｎｓｅ》）——第３０５页。

六  画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日内瓦出版。

 ——第３１６页。

“刑法报”（《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伦敦出

 版。——第４００、４１９页。

“共和保卫报”（《ＬａＤéｆｅｎｃｅ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

 ——里摩日出版。——第５６８页。

“吉伦特信使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 ｄｅ ｌａ Ｇｉ

 ｒｏｎｄｅ》）——波尔多出版。——第３１２、

３１６页。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ｆｌｉｎ’ｓ Ｗｅｅｋｌｙ》）——纽约出

版。——第４６６、６８６、７０４、７１５、７１６页。

“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ｄａｄ》）——马德里

 出版。——第３０３页。

“团结报”（《Ｌｅ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纽沙特

 尔、日内瓦出版。——第４４３、４６０、４６５

页。

“自由”（《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巴黎出版。——

 第３１２、３１６、５６５、５７８页。

“自由思想”（《ＩｌＬｉｂｅｒｏＰｅｎｓｉｅｒｏ》）——佛

 罗伦萨出版。——第４２０、５２６页。

“自由选民”（《Ｌ’Ｅｌｅｃｔｅｕｒｌｉｂｒｅ》）——巴

黎

 出版。——第３３８、５３８、６２４页。

“自由未来报”（《Ｌ’Ａｖｅｎｉｒｌｉｂｅｒａｌ》）——

 巴黎出版。——第４６６页。

七  画

“时报”（《ＬｅＴｅｍｐｓ》）——巴黎出版。——

 第２２、２６、４２、４７、７１、３８６页。

“形势报”（《Ｌａ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伦敦出

 版。——第５５４页。

“进步报”（《ＬｅＰｒｏｇｒèｓ》）——勒 洛克尔

 出版。——第４４３、４６０、４６５页。

“里昂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 Ｌｙｏｎ》）

 ——第３１２、３１５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伦

 敦出版。——第４０８、４１１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

 敦出版。—— 第１４０、１４６、１５０、１６５、

２０９、２１２、２７０、２９９、３０１、３１９、３８６、３９８、

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４３２、４３４、５６６、

５７９、６１６页。

“每日新闻报”（《ＤｉｅＴ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ｅ》）——

 维也纳出版。——第２１４、３２３、５２４、５２７

页。

“社会革命报”（《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日内瓦出版。——第５０８、５２１页。

“社会革命报”（《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见“工人报”（《ＥｌＯｂｒｅｒｏ》）。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纽

 约出版。——第７１６页。

八  画

“夜晚报”（《ＬｅＳｏｉｒ》）——巴黎出版。

 ——第４３５页。

“呼声报”（《 》）——圣彼得堡出

 版。——第３０１页。

“玫瑰小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ｉｎｏＲｏｓａ》）——米兰

 出版。——第４２０、４７０、５１３、５２６、５２８

页。

“波罗的海报。波罗的海交易所新闻”

 （《Ｏｓｔｓｅ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Ｂｏｒｓｅｎ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  ｄｅｒ  

Ｏｓｉｓｅｅ》）—— 施特廷出版。—— 第

３０９页。

“法兰西报”（《ＬａＦｒａｎｃｅ》）——巴黎出

 版。——第４３２、７０８页。

“法兰西报”（《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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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出版。——第４１７页。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巴黎出版。——第３３７、５３６、５７７、５９４、

６０４、６０７、６２３页。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 ａｉｓｅ》）——凡

尔赛、巴黎出版。——第４２１、４２２页。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 第 ５０５

页。

“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纳—瓦瑟省政府

 官方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ｄｕＧｏｕ

－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ｇéｎéｒａｌｄｕＮｏｒｄ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ｄｅｌａ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ｅｉｎｅ－ｅｔ－

Ｏｉｓｅ》）—— 凡尔赛出版。—— 第２９９

页。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巴黎出版。

 ——第３４９、３８７、３９２、５４５、５５４、５６２、６３５

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４２６、４３６页。

“国民改革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ｅｒ》）

 ——伦敦出版。——第５２３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伦敦出

 版。——第４２４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布鲁

 塞尔出版。—— 第２９８、３２１、３９４、４３５

页。

“国际先驱报”（《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伦敦出版——第５３０页。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九  画

“省报”（《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

 柏林出版。——第２６２页。

“战友”（《Ｋａｍｅｒａｄ》）——维也纳出版。

 ——第２０１页。

“觉醒报”（《Ｌｅ Ｒéｖｅｉｌ》）——巴黎出版。

 ——第４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巴黎出版。——第２０６页。

“复仇者报”（《ＬｅＶｅｎｇｅｕｒ》）——巴黎出

 版。——第５６９页。

“派尔－麦尔新闻”（《Ｔｈｅ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 伦敦出版。—— 第１０、

１７、２１、２４、３０、３５、３９、４３、４７、５２、５６、６０、

６５、７２、７６、７９、８３、８８、９３、９８、１０２、１０７、

１１１、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３、１２７、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９、

１４３、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６、１６０、１６４、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４、１８９、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７、

２１３、２１８、２２４、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２、２４７、

２５３、２５７、２６１、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３、２７７、２９５、

３０７、３１０、３９０、４０７—４０９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

 ｔ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５２４

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２４２、２６２、４３６页。

“柏林交易所信使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Ｂｏｒｓｅｎ

 Ｃｏｕｒｉｅｒ》）——第２１４页。

十  画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３８９、４００、４０８页。

“真理报”（《Ｌａ Ｖéｒｉｔé》）——巴黎出版。

 ——第４３４、６１１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第２６、３８、１０８、１４０、１９６、２６３、

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７－ ３１９、３５３、３８９、

３９２—３９５、４０８、４２１、４２２、４９３、４９４、５６５、

５７２、６４０页。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巴黎

 出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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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人报”（《ＬｅＧａｕｌｏｉｓ》）——巴黎出

 版。——第３１８、４２８、４３２、５２７页。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ｅｒａｌｄ》）

 ——第４１１、４２８、４３０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第５６６页。

十一画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第４１６页。

“现代评论”（《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第６７９页。

“莫斯科新闻”（《  

 ）——第５２４、５２７页。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

 ｉａｎ》）——第６６页。

“商业信使报”（《ＨａｎｄｅｌｓＣｏｕｒｉｅｒ》）——见

 “瑞士商业信使报”。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 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３６１页。

十二画

“喧声”（《Ｋｌａｄｄｅｒａｄａｔｓｃｈ》）——柏林出

 版。——第３６１页。

“联盟”（《Ｌ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巴塞罗纳

 出版。——第３０３、５１０页。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巴黎出版。

 ——第３１８、５２７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柏

林出版。——第２４９页。

十三画

“解放报”（《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马德

 里出版。——第４６９、５１０页。

“意大利无产者报”（《Ｉｌ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都灵出版。——第５０７、

５０８页。

“瑞士商业信使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

 Ｃｏｕｒｉｅｒ》）——俾尔出版。——第３２３

页。

“新闻报”（《Ｄ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维也纳出

 版。——第４０５页。

“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维

 也纳出版。——第４０５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柏林出版。—— 第

５２７页。

十四画

“漫游者”（《Ｗａｎｄｅｒｅｒ》）——维也纳出版。

 ——第４０９页。

“维 斯 巴 登 日 报”（《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５２８页。

“旗帜报”（《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出

 版。——第７２、２７４、３９７、４０８、４１７、４３４、

５２７页。

“旗帜报”（《Ｌ’Ｅｔｅｎｄａｒｄ》）——巴黎出版。

 ——第３３８、５７６页。

“旗帜晚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伦敦出版。——第３８８、４３７页。

十七画

“舆论”（《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伦敦出

 版。——第４２５、４２６、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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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三  画

凡尔登——第５５—５９、６２、６６、６９、７０、７４、

８０、８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５８、１６０、

１７４、２８７页。

凡尔赛—— 第１２４、１９１、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４、

２２４、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７、２５１、２５５、２６２、３０７、

３３７、３４５、３５０—３５２、３６４、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２、３７８、３９８、４１２、４１６、４２２、５３６—５３９、

５４３、５４６—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７、５６５—５７０、

５７７、５７８、５９５、５９８、５９９、６０１、６１１—６１３、

６１５、６１６、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４、６３６、

６４３、６４７、６５０、６５１、６５３、６５４、６６８、６７１、

６７５、７１３、７１５页。

上加龙省——第４３１、７１１页。

上马尔纳省——第１８３、２４２页。

上西里西亚省——第１６０页。

土里——第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４页。

土尔—— 第５５、９９、１００、１０８、１１１、１２０、

１２１、１２６、１６０、２６１、２７３页。

土尔特隆——第１７４页。

土德拉——第１５４页。

土鲁斯——第３０６、５８０、６４１、７１０、７１１页。

四  画

文森——第４１４页。

木沙尔——第２６４、２７７页。

云纳河——第１８４页。

日内瓦—— 第１２６、３１２、３１６、３２８、３８８、

３９３、４４３、４５８、４７０、４８５—４８９、５０８、５２２、

５２９页。

丹贝－韦耳克——第８５页。

什列斯维希公国——第２４０页。

开姆尼斯（卡尔·马克思城）——第６页。

不来梅——第２７页。

不伦瑞克——第６、２７８、２９５、２９７页。

韦斯卡——第４３２、７１３页。

韦尔纳伊——第２３８页。

孔弗朗——第６９页。

孔利—— 兵营。—— 第２００、２１９、２２６、

２３８页。   

厄比纳尔——第１４８页。

厄尔士山脉——第３２６页。

比奇—— 第１９、２９、３２、３６、４１、９９、１２２、

１２４页。    

比塞特尔——第５６６、５７８、６４０页。

比肯斐特——第１９页。

比桑西——第８０、８５、８６、１６６页。

比桑瓦耳——第５３５页。

比利牛斯半岛——第１５４、１８６页。

比利牛斯山区——第４３１、４６６、７０４、７０６、

７１２、７１３页。

巴荣——第４８页。

巴黎——第３、５、２４、２５、２７、３２、３３、３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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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４６、４８、４９、５１、５５、５６、５９、６０、６４、７１、

７３、７５—７９、８１—８６、９０、９４—９７、９９、

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４—１３１、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０—

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

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１—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７、

２０８—２１３、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３、

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４—２５３、２５５—

２５９、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０、２８２、

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７、３０３、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５、

３１８、３２３、３２８、３３５—３３９、３４１—３５５、

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３—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

３９３、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３、４１１、４１３、４３０、４３１、

４３４、４３５、４６６、４６９、５１４、５３５、５３６、５３８—

５５１、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６—５６０、５６３、５６４、

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５—５７８、５７９—

５８３、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８、５９９、６０１—６０３、

６０６—６２７、６３０—６４１、６４５—６５８、６６５、

６６７、６６８、６７１、６７３、６７４、６７７、６７９、６８２、

６９６、７０４、７１０、７１５页。   

木兰－ 萨克多面堡—— 第３５３、４１３、

５５７、５７２、５７８、６３９、６５１、６５３页。

瓦勒里安——见蒙瓦勒里安。

伊西堡垒——第２５１、５７１、５７２、５７８页。

沙兰顿堡垒——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努瓦济堡垒——第２３５页。

罗尼堡垒——第２３３、２３５页。

旺夫堡垒——第１１７页。

格腊韦耳多面堡——第２０５页。

费藏德里多面堡——第２０６页。

蒙鲁日堡垒——第５７２、５７８页。

蒙瓦勒里安堡垒——第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７、

２５８、５６４、６１６页。

诺让堡垒——第２０６、２３５页。

巴泽耳——第９０、９３、１７６、２１０页。

巴勒摩——第３３９、５５５、６２７页。

巴波姆——第２４０页。

巴登公国——第１６、１７８、２６３、２８０页。

巴伐利亚王国——第１６页。

巴涅尔－德－吕雄——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６６、

７０４—７０７、７０９、７１０、７１２—７１５页。

巴塞尔——第２０、４６、１２６、２４４、２８７、４８７—

４９１页。

巴塞罗纳——第３０５、３４０、５５５、６２８、６８３、

６８４页。

巴尔河——第８６、８９页。

巴尔干山脉——第２５２页。

巴尔勒杜克——第５５、５６、７４、７７、８１页。

巴尔瓦斯特罗——第４３２页。

五  画

发棱（阿尔艮山旁的发棱）——第７４、８１

页。

古巴岛——第４３１页。

尼德河——第２３、５４页。

龙日维耳——第６６页。

东普鲁士省——第１０６、１６０、２９５页。

加利福尼亚——美国的州。—— 第６４５

页。

汉诺威——第２５、２７页。

汉诺威省——第４９６页。

北海——第１８５页。

北明翰——第３０５、６９５页。

北德平原——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皮托——第６２０页。

皮卡尔第省——第１４９、２１１、２３９页。

皮尔马森斯——第２９、３３页。

卢昂—— 第３、１２４、１５８、１７７、２２８、２３９、

２４７、２７３、２９７、３７５、５３９、５４１、５６８、６７８

页。

卢瓦河——第２２５页。

卢瓦尼——第２０７页。

卢瓦尔省——第５４１页。

卢瓦尔河——第５１、８２、９７、１２４、１３７、１５８、

１６４、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３、２１９、２２２、

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９、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７、２５６、２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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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第５８、７８页。

弗顿耶——第２７６页。

弗兰德——历史区。——第１２６页。

弗拉维尼——第２６３页。

弗鲁阿尔——第４５、６３、６９、２４５页。

瓦尔那——第２５２页。

瓦朗高地——第２３３页。

瓦朗西恩——第７５页。

兰斯—— 第５９、７３—７５、７７、７８、８０—８２、

８５、１５８、１７４、２０２、２１０、２４２、２４５页。

兰道——第２０、２９、３１、２８８页。

兰格尔——第２２８、２５５页。

兰西（勒－兰西）高地——第２３５页。

兰德列西——第１００页。

兰德施土尔——第１９页。

卡特巴——第５２２页。

卡里尼扬——第８５、８６、８９页。

卡尔卡松——第６５５页。

卡尔庞特腊——第６５５页。

卡尔斯卢厄——第１６９页。

卡耳瓦多斯省——第２４７页。

卡拉太尤德——第１５４页。

圣维——第２５９、２７７页。

圣加来——第２２５页。

圣丹尼—— 第２０４、３７０、３７８、４１４、５５２、

５５７、６５１、６５３页。

圣贝阿——第７０６页。

圣昆廷——第８５、１５８、２５４、２５９页。

圣梅努——第５６、７４、８０、８１页。

圣果当——第７１０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 第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７、３８２、４７０页。

圣埃鲁瓦——第１４６页。

圣伊米耶——第５２２页。

圣米耶耳——第７８页。

圣热尔门（勒河岸圣热尔门）——第１９１、

３７０、３７８、５５７、６５３页。

圣阿沃耳德——第１９、３３、３６、４１、４５页。

圣塞瓦斯田——第７１３页。

圣摩尔（圣摩尔－德－福塞）——第７１、８４

页。

圣布里斯——第１９１页。

圣布勒兹——第５２２页。

布荣——第９０页。

布累——第４２页。

布卢瓦——第１７７、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５、２３８、２３９

页。

布拉蒙——第２５９、２６６页。

布莱顿——第４２８、４３０页。

布宗维耳——第４２页。

布鲁塞尔——第３００、４７０、４７３、４８７、４８９、

５１２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３０５、４９６页。

布尔河——第１６２页。

布尔日——第１６４、１７７、２２８、２３９、２７２页。

布利斯河——第１９页。

布利斯堡——第３８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７０２页。

布勒斯特——第３、１８８、２４７、２５６、２７２、６６６

页。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布列斯特）——

第３０９页。

布列塔尼—— 省和半岛。—— 第２１９、

２４７、２５６、２７２、３７１、４３１、６５４、７１４页。

布里（马尔纳河岸布里）——第２０６、２５０

页。

布里埃——第５９、６９、７８页。

布里阿尔——第２２２、２３９页。

六  画

吉兹——第１００、２４１页。

米兰——第５１０页。

托莱——第１９页。

色当——第８６—８９、９０—９４、９７、９９、１２４、

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９、１８７、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８、

２１０、２４８、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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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７、３４１、５５１、５８０、５８１、６０５、

６２３、６４１页。

汝拉—— 山脉和省。—— 第２６０、２７５、

４９６、５０８、５２１页。

伏尔加河——第４９６页。

艾费耳高原——第２２、２３页。

安特卫普——第３２０页。

西里西亚——历史区。——第１５９页。

华沙——第２８９、３０９页。

华盛顿——第３７９页。

多耳——第２５９、２６７、２７６页。

多瑙河——第２５３页。

多特蒙特——第５２８页。

亚眠——第１２４、１７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４０、

２４７、２７３页。

亚琛——第２２、２３、２５页。

亚佛隆——见蒙亚佛隆。

亚尔萨斯省——第２８、２９、４１、４２、５１、１２５、

１２６、１３８、１５９、２０８、２１１、２２８、２３２、２４４、

２５５、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１、２９５、２９９、

３２３、３２６、３２７、３７５、４９７、５４１页。

伊尔松——第８５页。

伊万城——见得姆布林。

伊夫雷－勒韦克——第２２６页。

伊韦尔登——第５２９页。

七  画

肖蒙——第５６、１６４、１８３、２４２、２６３页。

坎惹——第２６４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９５页。

努瓦尔——第８５、８６、８９页。

佛日山脉——第１８、２３、２９、３６、３７、４１、４２、

２４５、２５５、２６３、２８３、２８７页。

劳特尔堡——第１２６页。

杜河—— 第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５、２７６

页。

杜佩尔（杜贝尔）——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希埃尔河——第９０页。

希耳提甘——第１０２页。

苏瓦松——第８６、１２０、１５８、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

页。

苏黎世——第３１２、３１５页。

麦茨—— 第１８、１９、２３—２５、２８、３３—３９、

４１、４４—４６、４８、５３—６６、６９—７５、７８、７９、

８１、８４、８９、９３、９４、９７、９９、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２、

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４—

１４７、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４、

１７７、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２、２１０、

２２５、２２９、２４１、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５、２６０、２６４、

２６５、２７１、２８３、２８７—２８９、３４１页。

麦士河（默兹河）——第５５、６３、７４、７８、８０、

８１、８５—８９、９０、９３页。

麦泰河——第３７页。

克渭希河——第２０、２１页。

克拉马尔——第２４９、３５３、４１２、５５８、５６５、

５７１、５７８、６３９、６７５页。

克里木半岛——第２３５页。

里昂——第３、４９、８２、１２４、１７７、１８８、２１３、

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４、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７、３０６、

３１３、３１６、３６８、３７２、５６９、５８０、６４１页。

里士满——第１５３页。

里斯本——第４９６页。

吕尔——第２４３、２７５页。

吕雄——见巴涅尔－德－吕雄。

吕埃伊——第３７０、３７８、５４６、５５７、６５３页。

吕内维尔——第３７、４８、６２、６３、２４５页。

伯尔尼——第２６６、３１２、３１６、５１２页。

伯尔福—— 第１８、４１、５６、６４、１２４、１６４、

２１１、２２８、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４、２５９、

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５页。

伯桑松——第６４、１２４、１５９、１７７、２４３、２５９、

２６０、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６、２７７

页。

伯利维尔—— 巴黎的一个区。—— 第

２５９、３４６、５４８、６１３、６３３、６５６、６５７、６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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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云——第１２６页。

贝特尼维耳——第１７４页。

贝耳埃潘——第３５３、５６６、５７８、６４０页。

贝耳克卢瓦堡垒——第５７页。

沙尔蒙——第７５、８４、８７页。

沙尔维耳——第２５５页。

沙特尔——第１５８、１７８、１８４、１９０、２２３页。

沙托讷夫——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利木——第６５５页。

利尔——第７５、２００、２１９、２６５、５５５页。

利森河（伊泽耳河）——第２５４、２６３页。

利物浦——第４１６页。

利希滕堡——第９９、１００页。

八  画

庞日——第５４、５７、６３页。

图尔——第１５８、１６４、１７７、１８３、１９５、２０２、

２０７、２２２、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９、２７１页。

旺多姆——第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８页。

明乔河——第２８８页。

松姆河——第２３９、２４７页。

易北河——第２１７页。

些耳德何——第５１页。

武济埃——第７４、８１、８５页。

昂提布——第１２６页。

宗德堡（森讷堡）——第１４２页。

奈木尔——第１８４页。

门塔纳——第１７９页。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舍讷比埃——第２７６页。

佩龙讷——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佩皮尼扬——第１２６页。

尚皮尼——第２０６、２５０页。

尚帕尼奥耳——第２６４页。

帕特——第２０７页。

帕耳马——第３０３页。

波尔多—— 第１４７、１６４、１８４、２０２、２２８、

２３８、２６８、３０６、３４２、３４４、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５、

４３１、４３２、５３６、５５９、５８２、６１２、６２９、６３１、

６３３、６４９、６５５、６７６页。

波兹南省——第１６０页。

波罗的海——第１５、３９、４８页。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１３、

３７５、５３６、６５４、６７７页。

法兰克尼亚省——第２１７页。

法耳斯布尔——第２９、９９、１００、１０８、１１１、

１２２、１２４、１６４、２４５、２６８页。

罗马——第２８０、３４０、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８、５４３、

５５５、５６３、６１６、６１８、６２８、６３８、６９２页。

罗库尔——第９０页。

罗塞耳河——第４６页。

罗克鲁阿——第８７、２４６、２５５页。

拉栋——第２２１页。

拉瓦耳——第２５６页。

拉涅维耳——第７８页。

拉绍德封——第４８７、５２２页。

拉施塔特——第２０、９４、２８７页。

拉 维勒特—— 巴黎的一个区。—— 第

２５９、３４６、６１３、６３３、６５６、６５７页。

拉－普提特－比埃尔——第２９、９９页。

阿温——第８５、１００页。

阿吕河——第２４０页。

阿布利——第１７８、１９０页。

阿朗松——第２５６页。

阿利埃河——第２１３页。

阿耳特基尔克——第４２页。

阿尔艮山——第８０、８５页。

阿尔特纳——第２２３页。

阿尔及尔——第１５、３９、４８、１０３、３３７、５３７、

６２４页。

阿尔及利亚——第２０８页。

阿尔图阿省——第１２６页。

阿尔登山脉——第２５５页。

阿尔登运河——第８９页。

九  画

柏林——第１６、２０、２５、３５、４０、７７、７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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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３１、１４０、１４４、１５０、１６５、１８３、２８８、

３１４、３１５、３５７、４１７、５２４、５３６、６４５、６６２、

６８３、７０２页。

律谷——第５２２页。

香槟省——第７８、１５８页。

幽里希——第１０２页。

栋库尔——第５７、５８页。

勃艮第省——第１２４页。

迪厄卢阿尔——第４５页。

契泽耳赫斯特——第２６５页。

耶拿——第６２、７５、１１１、１８０、２１５页。

耶利哥（伊里哈）——第７９、３５１页。

美因河——第１３、２１、３２６页。

美因兹——第１３、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５、３３、

９４、２８７、２８８页。

封特努瓦——第２７３页。

封特内－奥－罗兹——第１１７页。

南特——第２５６、２７１、６５５页。

南锡——第１９、３２、３３、３６、３７、４１、４２、４４、

４５、４８、５５、５６、６２、６３、２１１、２１２、２２９、

２４２、２６２、２６３、２８７页。

纪安——第１８４、２２２、２３９页。

纪韦——第７５、８４页。

纪旺——第９０、９３页。

洛桑——第４８７页。

洛林省——第１９、２８、３６、３７、４１、４５、６２、

１２６、１５８、１５９、２０８、２１１、２３２、２４４、２４５、

２４７、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５、２９９、３２３、

３２７页。

洛克尔——见勒－洛克尔。

施皮歇恩——第４６、６２、１１１、１７１、１７２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７５、１１１页。

施特腊耳宗德——第２１５页。

哈佛尔——第１４９、２７２、２７３、５６９页。

哈尔特高原——第３１页。

哈美马尔克——第１４２页。

威悉河——第２１７页。

威特岛——第２５７页。

威尼斯——第２８８页。

威塞尔——第２１、２１５页。

威廉斯赫埃——第３６８页。

科伦——第２１—２４、３８、９４、５２７、５２８页。

科尔贝克（科洛布热克）——第２１５、２１６

页。

科尔热蒙——第５２２页。

科布伦茨—— 第２１、２２、２４、２５、９４、２８７

页。

科梅尔西——第５５、５６、６３、２３９页。

科汤坦半岛——第２５６、２７２页。

十  画

乌尔姆——第２０、７０、９４、２８７页。

宾根——第１９、２１页。

俾尔——第３２３、５２１、５２２页。

翁热——第２７３、６５５页。

修利（卢瓦尔河岸修利）——第２２２页。

高加索——第１０３、２０８页。

涅维尔——第１６４、１８３、２１３、２３９、２５４、２７１

页。

茨魏布吕肯——第２３、２９、３３页。

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第１４０页。

郎城——第８６、１５８、２４４页。

郎卡郡——第４９７页。

伦敦——第９、７８、２５４、２７８、２９４、２９６、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１、３１５—３１９、３５０、３８５、

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４—

４０８、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４、４３７、４５１、４５７、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５、４６６、

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４、４８５—４８８、４９２—

４９４、４９６、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９、５１１、

５１５、５２６—５２８、５５４、６３６、６７３、６７５、

６７９—６８３、６８７、６９０、６９４、７１５页。

伦巴第省——第９５页。

特利尔——第２２、２３、２５、３３、３８页。

特鲁瓦——第５６、１２０、１８３、２１２、２３９、２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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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讷斯——第１９１页。

哥本哈根——第５５５页。

桑城——第１８４页。

桑维耳耶——第５１６、５１７、５２１、５２２页。

纽约——第５２４页。

纽沙特尔——第２６６页。

纽施塔特——第３１页。

库尔贝瓦——第６１６、６１９、６２０页。

库尔特拉里——第５２２页。

库耳米埃——第１８１、１９０、２２０、２６２页。

库科普弗高地——第２１页。

夏龙（马尔纳河岸夏龙）——第１９、３７、４８、

５０、５４—５６、５９、６０、６２—６４、６９、７１、７３、

７７、７８、８１、８４、１５８、１６９、１７２页。

夏龙兵营——第１４、３９、７４、８２、１７２页。

夏提荣——第１４１页。

夏提荣（塞纳河岸夏提荣）—— 第１９４、

２４４、２５５、２６３、２６４页。

夏托登——第１５８、３７９页。

索城——第１１７页。

索利厄——第２４２页。

索恩河——第１２４、１８８页。

索恩河岸夏龙——第２４２页。

索尔河（藻埃尔河）——第３１页。

索尔费里诺——第２０、３８、１０５页。

格雷——第２４１页。

格罗－坦肯——第４５页。

格勒诺布尔——第６５５页。

格朗惹——第５２１页。

格朗普雷——第７４、８１页。

格腊韦洛特——第５５、５７、６９、７０、７８、９０、

１４６、１６６、１６７页。

埃坦——第５７、７０页。

埃诺省——第１２６页。

埃汤普——第１９０页。

埃皮色——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埃布罗河——第１５４页。

埃里库尔——第２５９、２６０、２７５、２７６页。

埃佩尔讷——第８１、１５８页。

埃伦布莱施坦——第２５页。

马赛——第３、３０６、３７２、５８０、６４１页。

马德里——第４３２、４７３、５０６页。

马振塔——第３２、３８、１０５页。

马里昂堡——第１００页。

马舍尔布——第１８４页。

马格德堡——第２１７页。

马尔纳河——第５６、５７、９６、１１７、１９０、１９１、

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８、２３３、２５０、２５８页。

马尔萨耳——第９９页。

马尔斯－拉－土尔——第５５、５８、６３、６９、

７０、７２页。

十一画

第戎——第１８４、２１１、２２８、２４１、２５４、２５９、

２６０、２６４、２７５页。

符里济——第８５页。

康布雷——第２４１页。

许宁根——第２４４页。

崩讷伊（马尔纳河岸崩讷伊）——第２０５

页。

莎姆伯里——第６５５页。

梯叶里堡——第７７页。

设菲尔德——第６９５页。

得姆布林——第２８９、３０９页。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１３、２１、２９、３１、９４、

２８７页。

绍德封——见拉绍德封。

绍林吉亚山——第７５页。

讷瓦——第２２２页。

讷伊（马尔纳河岸讷伊）——第２５０页。

讷布里扎克——第１５９页。

莫雷——第２２５页。

莫贝日——第８７、１００页。

莫斯科——第２１６、３８０页。

莫德林——第２８９、３０９页。

曼恩省——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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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都亚——第７０、９５页。

曼海姆——第１９、３１页。

曼彻斯特——第３０５、４１６、６７３、６９５页。

梅利——第２０５页。

梅宗－布朗希——第２５１页。

梅济埃尔——第２２１页。

梅济埃尔——在色当附近。——第５９、

７６、８１、８２、８４—８７、９０、９３、１４９、２４１、

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７、２５５页。

勒芒——第１６４、１７７、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３、

２１０、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８、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３页。

勒埃——第２０４页。

勒太耳——第７７、８０、８１、８５、８６、１７４、２４７

页。    

勒特岑（吉日伊茨科）——第２９５页。

勒－布尔热——第２４９、２５１页。

勒－布雷讷——第２６６页。

勒－洛克尔——第４４３、５２１页。

勒－韦里埃尔——第２７７页。

勒申－波浦勒——第８６、１７４页。

十二画

窝州——第８６页。

雅尔若——第２２２页。

絮维普河——第１７４页。

提翁维耳——第１９、４１、５９、１２４、１９４、２４２、

２４５、２５５页。

菲利普维耳——第８７、１００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公国——第１６页。

舒瓦济－勒－卢瓦——第１９１、２０４页。

隆维——第２１１页。

隆吉翁——第５９、７８页。

凯伊——第２０６页。

凯恩——第３４７、５５１、６１９、６２９、６５７页。

凯则尔斯劳顿——第１８、１９、２７页。

莱比锡——第１６６页。

莱茵河——第４、６、１３、１４、１６、１８—２３、２６、

２７、２９、４０、４１、５１、６１、７８、９４、１００、１１４、

１２５—１２７、１６９、１８５、２４５、２５５、２８８、５５６

页。

莱茵普鲁士——第１８页。

莱茵普法尔茨——地区。——第２１页。

斯通——第１７４页。

斯卡尔普河——第２４０页。

斯特内——第７４、７８、８０—８２、８５、９２页。

斯特拉斯堡——第１９、２９、３１—３３、３７、３９、

４１、４６、９９—１０２、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７、

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６、１４０、１５１、１５９、

１６９、１８８、２３６、２４５、２５５、２８７—２８９页。

普鲁特河——第７页。

普鲁士王国——第５、６、１３、３５、６５、１０３、

１０６、１１２—１１４、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７、１６０、１７９、

１８８、１８９、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３、２３１、２４４、

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７、

３０８、３２６、３２７、３４３、３４４、３４７、３５７、３７１、

３７５、３８２、３９３、５２９、５３６、５３９、５５１—５５３、

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３、５８１、５８３、５８８、６４５、６４９、

６５５、６５７、６６２页。

普里瓦——第６５５页。

普法尔茨公国——第２７、２９、３１、６１页。

博韦——第１５８页。

博蒙——第８５、８９页。

博让西——第２２２、２２５页。

博索斯特——第７０５、７０７、７０９、７１１—７１３

页。    

博内－拉罗朗——第１９９、２０２、２２１页。

十三画

瑟堡——第１６４、１８８、２４７、２５６、２７２、２７３

页。    

滑铁卢——第９９、１１１页。

奥伯斯坦——第１９页。

奥布河岸阿尔西——第７８页。

福斯——第７０５、７１１、７１４页。

福尔巴赫——第３３、３４、３６、３８、４５、４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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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页。

新堡——第６８３页。

新墨西哥州——第４９６页。

雷米伊——第９０页。

雷宗维耳——第７８页。

奥希——第５６９页。

奥得河——第２１５页。

奥塞尔——第１６４、１８３、２４２、２４４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３８页。

奥尔丹——第４９７页。

奥尔良—— 第１２４、１５８、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４、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７、２１４、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６—

２２８页。

塞尔讷——见维累尔－塞尔讷。

塞木瓦河——第８７页。

塞累斯塔——第１５９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９５、１０８、１１８、１４５、

１５２、１５３、２３３—２３５、５５９页。

塞纳省——第５５０、５７５页。

塞纳—瓦瑟省——第３６９、５３７、５４３、６１４、

６４８页。

塞纳河——第９６、１１７、１４１、１９０、１９１、２０４、

２０５、２３９、２５５页。

塞纳河岸讷伊（讷伊）——第５、４１３、５５８、

６１６、６１９、６２０页。

蒙乃——第２２６页。

蒙梅迪——第５９、７２、９２、９９、１２４、２１１、２４１

页。

蒙梅利高地——第２０２、２０５页。

蒙塔尔纪——第１８４页。

蒙彼利埃——第６５５页。

蒙特尔梅——第８７页。

蒙马特尔—— 巴黎的一个区。—— 第

１１６、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１、５４０、５４４、５４８、５６７、

５８２、６１３、６３２、６３３、６３５、６３８、６５３、６５６、

６５７页。

蒙亚佛隆高地——第２３３—２３５、２５０、２５１

页。    

蒙费尔梅高地——第２３５页。

蒙贝利亚尔——第１２６、２５９、２７５页。

十四画

维恩——第６５５页。

维桑堡—— 第２８、２９、３１—３３、４１、４７、６２

页。    

维祖耳——第４６、５６、１４８、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４、

２４６页。

维罗那——第９５页。

维也纳——第３８、５２４页。

维涅耳（维涅耳－累－阿通夏特耳）——

第５５、６３页。

维斯拉河——第２１５页。

维克斯堡——第１５３页。

维昂维耳——第５８、１４６页。

维埃尔宗——第２２２页。

维特里——在巴黎附近。——第２３３页。

维特里（维特里－勒－弗朗斯瓦）——第

５６、７１、７４、９９、１５８页。

维尔特——第３１、３３、４２、４７、５６、６２、６４、

８９、１１１、１１６、１７１、１７２页。

维尔茨堡——第１３页。

维尔腾堡王国——第１６页。

维累尔——第９０页。

维累尔－塞尔讷——第９０页。

维累尔－布雷顿讷——第２４０页。

维累尔塞克塞耳——第２４３、２５４、２６２、２７５

页。

维耳－埃夫腊尔——第２５１页。

维耳埃（马尔纳河岸维耳埃）——第２０６

页。

维耳讷夫——森林。——第２１４页。

维耳茹伊弗——第２３３、５６６、５７８、６４０页。

十五画

慕尼黑——第２０７、６９７页。

鲁日蒙——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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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塞尔河——第１８、２３、２４、４４、４５、４８、５１、

５３—５５、５９、６３、６６、７０、８５、１４６、１６３、

１７２、２６１页。

德勒——第１９０—１９２、２１４、２２０、２６２、３７４

页。

德朗西——第２３４、２５０页。

蓬塔木松——第６３、７８页。

蓬塔尔利埃——第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７页。

十六画

默东——第１１６、１２９页。

锡埃尔克——第４１页。

霍姆堡——第１９、３８页。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１８页。

穆宗——第８５、８６页。

穆蒂埃——第５２１页。

穆尔格河——第２０页。

诺曼底省——第１４９、１６４、２１１、２２５页。

诺特丹－多厄——第２２６页。

诺伊恩基尔兴——第２７页。

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见莫德林。

十七画

谢耳——第２０４页。

十八画

萨瓦省——第４９６页。

萨多瓦——第６、３９页。

萨托里——第４２３页。

萨克森——普鲁士的一个省。——第１５９

页。

萨拉哥沙——第１５３—１５５页。

萨韦尔恩——第３２、３６、３７、４４、４５、４８、６２

页。

萨兰——第２７７页。

萨兰堡——第１２０页。

萨尔区——第３３页。

萨尔河—— 第１９、２２、２３、２５、２７、３８、４１

页。

萨尔堡——第２３页。

萨尔布尔——第１２０页。

萨尔格明——第３７页。

萨尔鲁伊——第２３、２４、２７、２８、２８８页。

萨尔布吕肯——第２２、２３、２５、３３、３４、３６、

４２、４３、１６１、１６９、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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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０年７月到１８７２年２月这一

时期的著作。

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工

人阶级如何对待战争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文件。

“法兰西内战”一著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

政学说发展中新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根据巴黎公社

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卷第３５５页）；必须把它打碎，而

代以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具有非常

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

这一点可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修改。马克思还指出，公

社的一些基本特征表明，它正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用来

代替被打碎了的旧国家。他说，“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它

是这样一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应该消灭

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又说，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

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

式”（本卷第３５８、３６１页）。

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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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级斗争。他明确地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

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

治”。他还指出，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必须“经历它的

几个下同阶段”（本卷第５９３页）。

第一国际１８７１年９月伦敦代表会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

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根据巴黎公社缺乏

自己政党领导的教训，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应建

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的原理。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

动”的决议中说道：“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

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

消灭阶级”（本卷第４５５页）。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七卷（１９６０

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其中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和“法兰西内战”一著，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

文版的基础上，根据英文原文校订的；马克思的遗稿“法兰西内

战”初稿和二稿，是在张芝联、张广达两同志的译文的基础上，根

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３４年版第３（８）卷的英文原文校订的。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杜章智、詹汝琮、吴达琼、冯世熹、孙

家衡、周裕昶、宋书声、张慕良、孙魁、汤钰卿。参加资料工作

的有孙家衡、孙魁、季丰、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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