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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

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

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

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①之

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

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

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

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一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复灭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

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

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

西内战的宣言２，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

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

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

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

７

①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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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统一工人阶级对巴黎

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

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

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３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伦敦，使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员

会，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属于它的一般责任范

围的职能。４不言而喻，战败了的并遭到驱逐的公社社员不可能指

望资产阶级的援助。至于工人阶级，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们也

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经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

需要给他们以支援，或者帮助他们转移到伦敦去。在德国、奥地利

和西班牙募集的钱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５为决定

关头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紧张斗争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缴纳的会

费，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规定，这

些会费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争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

动和通讯的结果，总委员会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每周加以

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

级的想像中，国际财务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员会能够把资

产阶级的想像慷慨赠予国际财务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现金，那就好

了！

１８７１年５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员会委员，

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员中有的是国际

的老会员，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闻名的人，选举他们是表

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除了这一切事务而外，总委员会还要为自己召开的代表会议

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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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筹备工作。
６

由于波拿巴政府对国际的残酷迫害，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规

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已无法实现。总委员会就行使章程第

四条赋予它的权利，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发出通告，宣布在美因兹

召开代表大会。７与此同时，它写信给各个联合会，建议把总委员

会的驻在地从英国迁往任何别的国家，并要求就这个问题发给代

表们以限权代表委托书；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８

几天以后便爆发了普法战争，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于

是我们征询各联合会的意见，它们就授权我们根据局势的发展情

况确定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日期。

当政治局势一有了可能，总委员会就依据１８６５年代表会议９

和在每次代表大会期间就组织问题举行的秘密会议的先例，召开

了秘密代表会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欧洲的反动派正在过自己

的狂饮节；茹尔·法夫尔要求各国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把流亡者

当做刑事犯引渡给他；杜弗尔向地主议会提出宣布国际为非法的

法案１０，后来马鲁又把这个法案的伪善的赝制品奉送给了比利时

人；在瑞士有一个公社流亡者，由于被要求引渡而在联邦政府还没

有作出决定之前就遭到了审前羁押；对国际会员的迫害成了博伊

斯特和俾斯麦结成同盟的公开基础，而且维克多－艾曼努尔也赶

忙表示赞同反对国际的协议的条款；西班牙政府完全听命于凡尔

赛的刽子手，迫使驻在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到葡萄牙去寻找避

难所１１；最后，团结自己的组织并接受各国政府向它提出的挑战已

成为国际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是

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把大陆的代表交到各国政府的手里。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的支部，都及时地被邀请参

９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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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尽管不是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它的筹备工

作仍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言而喻，法国由于当时的处境不可

能推选代表。在意大利，当时唯一已经组织起来的支部是那不勒

斯支部；但它还没有选举代表就被武力驱散了。在奥地利和匈牙

利，最积极的国际会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德国，一些最著名的国

际会员被控叛国而遭到迫害，另一些会员则被关进了监狱，党的经

费完全用来救济他们的家庭。１２美国人把本应用来派遣代表团的

经费用来支援流亡者，只给代表会议送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他们

国内的状况的详细报告。１３但是，所有的联合会都认为必须召开秘

密代表会议以代替公开的代表大会。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在自己工

作结束时曾责成总委员会公布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综合出一个总

的组织条例，并用三种语言把它同修改和审订后的共同章程一起

公布，执行关于以会费券代替会员卡的决议，改组在英国的国

际１４，以及筹措为完成这种种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当代表会议的材料刚一公布，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伦敦到纽约

的反动报刊就宣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１５是图谋不

轨，——“泰晤士报”指责它是“冷静预谋的卤莽行为”，——因此必

须立即宣布国际为非法。另一方面，谴责了宗派主义的冒牌的支

部的决议１６，使国际上的警察得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借口，掀起一

场似乎是捍卫受它保护的工人的自由自治而反对总委员会和代表

会议的侮辱性专制的叫嚣。工人阶级感到自己受到总委员会如此

“沉重的压迫”，以致总委员会不断从欧洲、美洲、澳洲，甚至从印度

收到要求加入国际的申请书和关于成立新支部的通知书。

０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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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

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

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

总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产

儿。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便开始在赫尔岑的“钟声”报上宣传

他多年实验的成果——泛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１７稍后，在旅居

瑞士期间，他被选入为了同国际对抗而建立的和平和自由同盟１８

的领导委员会。由于这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的

主席古·福格特先生依照巴枯宁的劝告向１８６８年９月在布鲁塞

尔开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建议与同盟缔结联盟。代表大会一致声

明，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同盟追求的目的和国际是一样的，那末它

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它别有所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

缔结联盟。几天之后，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来

了一个转变，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仓卒拼凑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科

学价值，从“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这句话中就可以判

断出来。１９支持他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于是他和同盟决裂，以

便加入国际，企图用他的偶然的、被同盟否决了的纲领来代替国际

的共同章程，用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总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专门的工具——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并预谋把这个同盟变成国际中的国际。

巴枯宁在他旅居意大利期间结识的那些人中间，以及在一小

群俄国流亡者中间找到了成立这个团体所必需的分子；他们替他

１１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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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密使，替他在瑞士、法国和西班牙拉拢国际会员。但是，只是在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一再拒绝承认同盟以

后，巴枯宁才决定把自己的新团体的章程提请总委员会批准，这个

章程只不过是“莫名其妙的”伯尔尼纲领的精确的翻版。总委员会

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出下述通告２０作为回答：

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约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

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伟大的平等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

问题”，云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才得知由

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同盟

“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根据发

起者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选出的国际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

己任命自己的总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同

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

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

委员会就攫取了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此外，国际工人协会的全

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

因为根据发起者的条例，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

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

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

２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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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

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

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

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民族和任何党派的阴

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

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

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第十二

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

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见组织条例第十三

条）；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

盟的决议中已预先得到解决；

代表大会在这些决议中声明，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

为根据它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

旨和原则完全相同；

同盟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

票赞成这些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会议上一致

决定：

（１）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

３１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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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２）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

人协会。

会议主席——乔·奥哲尔

总 书 记——罗·肖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

则：是还是否？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溶化

在国际各支部中。同盟收到的回答是下面这个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通

告２１：

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协会接受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

阶级的互相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不同，因

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会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

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

接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

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

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不符合这个要求

的。你们纲领的第二条写道：

４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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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它〈同盟〉①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

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

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

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

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我

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

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

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

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的问题最后决定了，

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

知总委员会。

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总委员会会议

由于同盟同意了这些条件，被巴枯宁的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

蒙骗的总委员会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它以为，同盟已被日内瓦罗

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承认了，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后者始终避免和

它打交道。同盟达到了它最近的目的：争得了派代表参加巴塞尔

代表大会的权利。虽然巴枯宁的信徒采取了龌龊的手段，采取了

除了这次而外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未有过的手段，但是巴

枯宁的打算还是落空了，他本想使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５１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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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到日内瓦去并正式批准巴枯宁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点提出

来的一种措施，即圣西门主义关于立即废除继承权的胡说。这就

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不仅反对

总委员会，而且也反对一切拒绝承认这个宗派集团的纲领、尤其是

拒绝承认它关于完全放弃政治的学说的国际支部。

还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当涅恰也夫来到日内瓦的时

候，巴枯宁就和他建立了联系，并在俄国的大学生中间建立了一个

秘密团体。他经常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把自己的本来面目

掩盖起来，从而猎取了用卡利奥斯特罗时代的一切可能的欺骗和

愚弄手段来维持的无限权力。这个团体的主要宣传方法是，从日

内瓦用黄色信封给人寄信，信上盖着有“秘密革命委员会”等俄文

字样的印记，从而使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俄国警察的怀疑。已公布的

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就是卑鄙地滥用国际名义的证明①。

在此期间同盟开始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的论战，起初是在洛

克尔出版的“进步报”２３上，后来是在日内瓦的“平等报”
２４
上（这是

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继巴枯宁之后还有几个同盟盟员混入

了该报）。总委员会不屑于理睬巴枯宁的私人机关报“进步报”的

攻讦，但是对于“平等报”的攻讦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认为，这

些攻讦是得到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同意的。于是总委员会便

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公布了一份通告２５，其中说：

“在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

提醒它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

６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不久即将公布涅恰也夫案件的摘要２２。读者可以从中找到荒诞的，同时也是卑

劣的准则的典范，而巴枯宁的朋友们却让国际对这些准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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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

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云云。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

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

总委员会认为，只有设在日内瓦的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

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

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

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把自己的

职责推卸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

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

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

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也仿效‘进步

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

默而使自己在社会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反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

答。‘平等报’和‘进步报’一起向巴黎‘劳动报’２６建议，要它也来攻

击总委员会。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２７！”

然而，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还在看到这个通告之前就把同

盟的拥护者从“平等报”编辑部清除出去了。

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的通告和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以及１８６９年３

月９日的通告一样，得到了国际所有支部的赞同。

不言而喻，同盟没有履行它所接受的任何一个条件。它的所

谓的支部仍对总委员会保持秘密。巴枯宁力图把西班牙和意大利

的几个分散的小组，以及由于他的影响而脱离国际的那不勒斯支

部，控制在他的个人领导之下。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中，他同一些不

是由工人而是由律师、新闻记者和其他资产阶级空论家组成的人

７１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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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多的小组保持着联系。在巴塞罗纳，他的影响由他的一些朋

友在维护。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中，同盟企图建立以里昂的阿

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为领导的分立主义支部，关于这

些支部以后还要谈到。简言之，一个国际性团体继续在国际内部

进行活动。

同盟打算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４日开幕的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实行

决定性的打击——夺取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领导权。

斗争是从关于同盟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问题开始的，日

内瓦联合会和绍德封各支部的代表对这个权利持有异议。

虽然同盟的拥护者按照他们自己的计算只是联合会五分之一

会员的代表，但他们重施巴塞尔的阴谋诡计，终于为自己保证了一

两票的虚假多数。用他们自己机关报的话（见１８７０年５月７日“团

结报”２８）来说，这个多数只代表１５个支部，可是仅仅日内瓦一地

就有３０个支部！表决的结果，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分裂为两部分，这

两部分都各自继续开会。同盟的信徒们以全联合会的合法代表者

自居，把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绍德封，并在纽沙特尔

创办了自己的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由公民吉约姆主编。这位青

年作家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可憎的“资产者”即日内瓦的“工

厂”２９工人，同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

传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份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

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

斯帕尔·勃朗。

日内瓦的代表们回去以后，召开了自己支部的全体大会。大

会不顾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的反对，赞同了代表们在绍德封代表

大会上的行动。过后不久，巴枯宁和他的最积极的娄罗就被开除

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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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旧罗曼语区联合会。

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绍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

总委员会进行干预，在信上签字的是书记弗·罗伯尔、主席昂利·

舍瓦累（两个月以后，该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在７月９日指责舍

瓦累进行盗窃）。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于１８７０年６

月２８日决定，保留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议新的

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３０绍德封的委员会对

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而大叫

大嚷，忘记了是它最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顽

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

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在此以前不久，路易·波拿巴在色当率部投降。从四面八方

传来了国际会员抗议继续进行战争的呼声。总委员会在９月９日

的宣言中揭露了普鲁士的侵略计划，指出普鲁士的胜利对无产阶

级的事业多么危险，并警告德国工人说，他们将首先成为这个胜利

的牺牲品。３１在英国，总委员会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对英国宫廷

的亲普倾向进行了反击。在德国，国际的工人会员举行了示威，要

求承认共和国和“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

这时，热情洋溢的（纽沙特尔的）吉约姆的好战本性启发他想

出了一个发表匿名宣言的好主意，他在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的附

刊中，以团结为标题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组织瑞士志愿部队来同

普鲁士人作战；至于吉约姆本人，毫无疑问，他的弃权论的信念妨

碍他去打仗。３２

里昂爆发了起义
３３
。巴枯宁急忙赶到那里去，他在阿尔伯·里

沙尔、加斯帕尔·勃朗和巴斯特利卡的支持下于９月２８日搬进市

９１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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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但是放弃在周围设置警卫，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动。正当他

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经过分娩的剧痛之后终于出世的时候，他

便可耻地被几个国民自卫军兵士从那里赶走了。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总委员会鉴于它的法国委员缺位，便加聘了从

布勒斯特来的流亡者公民保尔·罗班，他是同盟的最著名的拥护

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从这

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绍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

员的职务。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４日，他建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

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预见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

就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建议总委

员会对这个冲突作出最终决定。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

问题列为应由１８７１年９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８月１０日宣

布，它从８月６日起已经解散３４。但是９月１５日它又重新出现了，

并以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的名称要求总委员会接受它。根据巴

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３５，总委员会如果不征

求两年来一直肩负着同各宗派主义支部作斗争的重担的日内瓦联

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就没有权利接受这一支部。此外，总委员会早

先已经向英国基督教工人团体（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基督教青年会〕）宣布，国际不承认有神论支部。

８月６日，即同盟解散的那一天，绍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在重

新提出同总委员会建立正式关系的要求并向总委员会声明，它将

和过去一样不理睬６月２８日的决议，对于日内瓦方面它继续认为

自己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全协会代

表大会来解决”。９月４日这个委员会又送来了一份抗议书，对代

０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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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表会议的权能提出异议，尽管是它最先提出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

问题的。代表会议本来也可以质问，在巴黎被围之前，绍德封的委

员会曾请求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就瑞士冲突问题作出决议，而这个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究竟有什么权能呢？３６但代表会议仅限于批准

了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的决议（理由见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的日内瓦“平等报”３７）。

三

一些逃到瑞士来避难的法国流亡者的出现，使同盟有了某些

活跃。

日内瓦的国际会员为流亡者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他们从第一天起就保证给流亡者以援助，他们展开了广泛的鼓动

工作，从而阻止了瑞士当局同意凡尔赛政府提出的引渡流亡者的

要求。许多国际会员曾冒着巨大危险到法国去帮助逃亡者越过国

境线。当日内瓦的工人们知道下述事实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惊

异呵！这就是，某些首领，如像贝·马隆①，立即和同盟的先生们建

１２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贝·马隆的朋友们三个月来喋喋不休地吹嘘他是国际的创始人，宣称他的

韦３８是关于公社的唯一客观的著作，他们是否知道巴提诺尔市市长的这位助

手在二月选举前夕所持的立场呢？贝·马隆在当时尚未预见到公社，他想使

自己被选入国民议会，为此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希图以国际会员的资格被列

入四个选举委员会的名单。为此目的，他厚颜无耻地否认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的存在，并向各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他在巴提诺尔建立的支部所草拟的名单，

冒称是全协会提出的名单。——稍后，３月１９日，他在一份正式文件中痛骂

在这前夕发生的大革命的领导人。现在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竭力吹嘘或者让

人吹嘘，他还在一年前就向四个委员会说过：“朕即国际！”贝·马隆居然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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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联系，并在同盟前书记尼·茹柯夫斯基的帮助下企图在日内

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之外成立一个新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

动支部”３９，这个支部在它的章程的第一条中声明说，它

“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但保留充分的行动和首创的自由，这种自

由是协会的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自治和联邦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

果”。

换句诗说，它保留同盟事业继续下去的充分自由。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马隆先生写信给总委员会，在信中这个

新支部第三次请求接受它加入国际。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五

项决议，总委员会征求了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后者激烈反

对总委员会承认这个“阴谋和纠纷”的新的“策源地”。为了不愿把

贝·马隆和同盟前书记尼·茹柯夫斯基的意志强加于全联合会，

总委员会是表现得够“权威的”。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信徒们便创办了以安得列·

莱奥女士为最高领导的“社会革命报”４０，在此之前不久，她曾在和

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乌尔·里果和费雷是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们在此以前〈在

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 诚然，始终没有成功—— 采取血腥手

段。４１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

“巴黎报”４２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在一条线上，转载它们攻击总委

员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

火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

    

   时模仿路易十四和巧克力糖制造商佩龙。后者不是曾经声明，只有他的巧克
力……才是可口的！

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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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①。

“社会革命报”在确信总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不会拿他们“首先

是高卢人”来吹嘘之后，别无他法，于是只好抓住第二个口号，即欧

洲警察当局放出来的口号，大肆宣扬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

他们企图用来为这种幼稚胡说辩白的究竟是些什么事实呢？

总委员会曾让同盟自然死亡，并依照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

不让它复活。此外，总委员会曾向绍德封的委员会建议，要它取一

个能使它和瑞士罗曼语区的绝大多数国际会员和睦相处的名称。

除了这些“权威主义的”行动之外，在１８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１年

１０月这个期间，总委员会还怎样行使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赋予它

的那些相当广泛的权力呢？

（１）１８７０年２月８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向总委员会

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回答说，该协会的特别章程中，在涉及资

本的那一部分所阐述的实证主义原则明显地同共同章程的导言相

抵触，因而，应当抛弃这些原则，并且以“无产者”的资格而不是以

“实证主义者”的资格加入国际，但是可以保留自由地使自己的理

论观点和协会的共同原则协调起来的权利。这个支部在承认了这

一决定的正确性后便加入了国际。

（２）在里昂，在１８６５年支部和不久前成立的、除了正直的工人

而外还有同盟的代表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参加的支

部之间发生了分裂。像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在瑞士成立的

仲裁法庭的决议没有被承认。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５日，新支部不仅要求

３２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请看这个委员会的民族成分是怎样的：２０个英国人，１５个法国人，７个德国人
（其中有５个是国际的创始人），２个瑞士人，２个匈牙利人，１个波兰人，１个比
利时人，１个爱尔兰人，１个丹麦人和１个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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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七项决议就这一冲突作出决

议，而且还给总委员会送了一份现成决议，建议它痛斥１８６５年支

部的成员并将他们开除出国际。新支部建议总委员会在这个决议

上签字，并连同回信一起寄给它。总委员会谴责了这种闻所未闻

的举动，并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１８６５年支部在回答这一质询时

说，已呈交仲裁法庭的控告阿尔伯·里沙尔的文件被巴枯宁拿去

了，他拒绝送回；由于这个缘故，它不能充分满足总委员会的希望。

３月８日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议没有遭到任何一方的反

对。

（３）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接受了非常可疑的分子加入自己的

队伍，因此逐渐变成了一个由费里克斯·皮阿先生为所欲为地经

营一切的特种股份公司。他利用这个支部来组织要求杀死路·波

拿巴的败坏声誉的示威游行等等，并且以国际的名义在法国散布

自己的荒诞的宣言。总委员会只是在协会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

个声明，说皮阿先生不是国际的会员，国际不能对他的行为和狂妄

行动负责。４３于是法国人支部宣布，它既不承认总委员会，也不承

认历届代表大会；它在伦敦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宣称除它而

外整个国际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团体。全民投票前夕，法国的国际

会员被逮捕了，借口是他们参加阴谋活动。其实，所谓的阴谋活动

是警察当局捏造出来的，而皮阿分子的宣言却把它说得好像真有

其事。于是总委员会不得不在“马赛曲报”和“觉醒报”上发表它在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做出的决议，其中宣称，所谓的法国人支部已经

有两年多不属于国际了，它的所作所为都是警察当局的走狗所干

的勾当。４４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以及巴

黎的国际会员在他们受审讯期间发表的声明，证实了采取这个步

４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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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的必要性；两个声明都援引了总委员会的决议。法国人支部在

战争初期就瓦解了，但是，正像同盟在瑞士一样，它又在伦敦出现

了，而且找到了新的盟友并取了另外的名称。

在代表会议的最后几天，公社流亡者在伦敦成立了一个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大约有三十五个成员。总委员会的第一个“权威主

义的”行动就是，公开揭露这个支部的书记古斯达夫·杜朗是法国

警察当局的密探。４５我们所掌握的文件表明，警察当局的企图是，

首先使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然后使他钻进总委员会。由于新支部

的章程规定它的会员“不接受要他们参加总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委

任，除非这种委任是由自己支部提出的”，因此公民泰斯和巴斯特

利卡退出了总委员会。

１０月１７日，这个支部派了两名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会员

到总委员会来；其中之一正好就是前炮兵委员会委员肖塔尔先生。

总委员会在没有审查１８７１年支部的章程以前拒绝接受他们加入

总委员会。① 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章程所引起的主要争论点就够了。

第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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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的决议
４６
中建议删除“说明其

生活来源”一语。

总委员会声明说：“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

５２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过了若干时候，有人打算硬要总委员会接受的那个肖塔尔被自己的支部驱逐

了，因为他是梯也尔的警探。揭露他的正好是那些认为他最有资格做他们在

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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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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支部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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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要求它认为必需的保证”。

１１月７日总委员会对这一点作了驳斥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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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能

够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规定出加入国际的最荒唐的和五花八门

的条件，其借口是，通过这种办法它们才能确信自己会员的行为端

正……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补充说：‘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

生活来源。’对于这种说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驳：罢工基金会常常

是虚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

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资不足和付款日期逼近，以及其

他许多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典当、借债。这是非采取不能容许的

干预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说明的生活来源。因此，二者必

居其一：要么，支部要求说明生活来源只是为了寻求行为端正的保

证，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是符合这个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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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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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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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章程的第十一条说：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要求取消这一条，“因为国际的共同章程不承认支部

有权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补充说：“共同章程只承认

两种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方式：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

员会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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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它规定每一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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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应担负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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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出来的全国委员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

表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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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注意到前面的条款，那末非常清楚，第十

一条的含义就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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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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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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委员会鉴于它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执行代表大会的

决议（见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第一条），因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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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总委员会声明说，它将按照接受伦敦其他支部的代表的

同样条件接受该支部的两名代表。

１８７１年支部不满意这个回答，于１２月１４日发表了一个宣

言４８，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该支部的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新书记，

但这个新书记很快就被流亡者赶走了，因为他原来是个坏蛋。这

个宣言宣布，拒绝攫取立法职能的总委员会犯了“最粗暴地歪曲社

会思想”的罪行。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制定这个文件时所表现的正直性。

伦敦代表会议赞扬了德国工人在战争期间的行为。４９非常明

显，瑞士代表①所提出的、受到比利时代表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的

这个决议，仅仅是指德国的国际会员而言，他们由于自己在战争期

间的反沙文主义的言行而遭到了监禁，而且直到现在还被关在监

狱中。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任何不怀好意的解释，总委员会的法国

书记②在“谁来了！”、“宪法报”、“激进报”、“解放报”、“欧洲”等报

刊上发表的一封信５０中刚刚解释了这个决议的真正涵义。然而过

了一星期，即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１５名

成员在“谁来了！”上面发表了一封充满了对德国工人的侮辱的“抗

议书”，并宣布说，代表会议的决议无可争辩地证明“泛日耳曼主义

８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奥·赛拉叶。——编者注

尼·吴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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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支配了总委员会。德国的所有封建的、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

报刊都贪婪地抓住这个事件，企图向德国工人证明他们的国际主

义夙愿是徒劳无益的。最后整个１８７１年支部完全支持１１月２０日

的抗议书，把它附入自己的１２月１４日宣言。

为了证明“总委员会正在沿着权威主义的陡坡滚下去”，宣言

引证说，“总委员会公布了由它自己修改过的共同章程的正式版

本。”

只要看一看新版的章程就会晓得，在附录中摘录了新版章程

的每一个条文所根据的文献，这些摘录可以证实它们和原本是一

致的！５１至于“正式版本”这几个字，那末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决

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将由总委员会予

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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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７页注释５２）。

不言而喻，１８７１年支部同日内瓦和纽沙特尔的分裂分子保持

着经常的联系。它的一个成员沙兰——他在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

中表现出了他在保卫巴黎公社时都从未表现过的那种坚毅精神

——完全出乎意外地被贝·马隆恢复了名誉，而后者还在不久前

给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信中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不过，１８７１

年法国人支部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宣言，在它的队伍中就爆

发了内战。首先中之一的领导人是比埃尔·韦济尼埃先生，他曾

因为诽谤瓦尔兰等人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后来又被１８６８年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比利时委员会驱逐出国际。这些小集团中

的另一个是由贝·朗德克创立的，他只是由于９月４日警察局长

比埃特里的突然逃跑才摆脱了

“他忠诚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和过问国际的事务”

９２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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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１８７０年版第４页５３）。

另一方面，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的基本群众成立了一个与总委

员会完全一致行动的支部。

四

躲在纽沙特尔联合会委员会背后的同盟的先生们，企图再一

次更大规模地破坏国际的组织，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在桑维耳耶

召开了自己支部的代表大会。——教师吉约姆在给他的朋友罗

班的两封信中还在７月就威胁总委员会说，如果它拒绝承认他们

“对日内瓦匪徒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就要发起这种破坏运动。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由１６名代表组成，自命代表９个支部，其

中也包括设在日内瓦的新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

这十六个人一开始就发出了一项无政府主义的指令，宣布解

散罗曼语区联合会。联合会也赶忙把同盟分子的“自治”还给了他

们，把他们从所有支部中赶了出去。不过，总委员会应当承认，他

们还是有一点健全理性的，因为他们接受了伦敦代表会议给他们

取的汝拉联合会这个名称５４。

随后，十六人代表大会就来着手“改组国际”了，它向国际工人

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通告。

通告的作者首先责难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

而召开了代表会议。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攻击是直接

针对着整个国际的，因为国际一致同意召开代表会议，顺便指出，

在这次会议上同盟也理所当然地派出了代表，即公民罗班和巴斯

特利卡。

０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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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例如，在巴塞尔

代表大会上就有６名，而十六人断言：

“代表会议的多数是在总委员会的６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操纵下事先拼

凑好的”。

事实上在参加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的代表中，法国流亡者是

巴黎公社的代表，而它的英国和瑞士委员参加会议的机会非常少，

这从将要提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有一位总

委员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一个全国性联合会发出的，另一位总

委员会委员的代表资格证，正如一封寄给代表会议的信所表明的，

由于报上登载了他死亡①的消息而没有送来。剩下的只有１名代

表。由此可见，单单是比利时的代表名额和总委员会的代表名额

相较，就是六与一之比。

国际上的警察由于想让古斯达夫·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的企图

未能得逞，便伤心地抱怨说，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是违反共同章程

的。它还不大熟悉我们的共同条例，还不知道代表大会关于组织

问题的会议必须是秘密的。

然而，警察当局的抱怨引起了在桑维耳耶的十六人的共鸣，他

们叫嚷道：

“除此以外，代表会议还决定，总委员会可以自行规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

或者代替它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这样一来，全协会代表大会这种国际

的伟大的公开会议便有被取消的危险。”

十六人不想了解，国际通过这个决议只是为了在各国政府面

前证明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它将不顾任何迫害，用这种或那种

１３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指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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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举行自己的全协会的大会。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举行了日内瓦各支部全体大会，公民马隆

和勒弗朗塞在会上受到了冷遇，他们建议赞同十六人在桑维耳耶

通过的决议，并谴责总委员会和拒绝承认代表会议。５５——代表会

议决定，“代表会议不准备发表的决议，将由总委员会通过通讯书

记通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

这个完全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决议，被贝·马隆及其伙伴

们篡改成：

“代表会议的部分决议，将只通知联合会委员会和通讯书记。”

此外，他们还责难总委员会“违反了真诚这一原则”，因为它拒

绝把那些唯一的目的是要在国际被禁止的国家内改组国际的决议

“公诸于世”，即拒绝把它们交到警察手里。

其次，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还抱怨说，

“代表会议侵犯了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授权总委员会

揭露和拒绝承认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机关报，如果这些机关报讨论协会赖以

建立的原则，或者讨论支部和联合会的相互利益，或者讨论整个协会的共同

利益”（见１０月２１日“平等报”）。

１０月２１日的“平等报”引用的是什么呢？是代表会议的决议，

在决议中代表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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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为了给贝·马隆的既酸又甜的抱怨一个应有的评价，必须注

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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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这个决议一下子永远地打消了某些新闻记者的企图；他们渴

望取代国际的极其重要的委员会，并在国际中起到名士派新闻记

者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企图，同盟

盟员才当着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公开用一种和罗曼语区联合会完

全敌对的精神来编辑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平等报”。

其实，即使没有伦敦代表会议，总委员会也可以“公开揭露和

拒绝承认”记者们滥用职权的行为，因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曾规定

（第二项决议）：

“各支部应立即将一切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寄给总

委员会”。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在其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的宣言（１２月２４日“平

等报”）中说：“很明显，通过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把含有攻击协会的

言论的出版物保存在自己的档案中，而是为了使它能够回答，如果有必要，甚

至消灭诽谤和恶毒攻击的有害行为。同样也很明显，这一点一般和所有出版

物都有关，如果我们不愿对资产阶级报纸的攻击避而不答，那末我们就更应

该通过我们的中央代表机关，即通过总委员会拒绝承认那些在我们协会名义

的掩盖下对我们进行攻击的出版物。”

我们顺便指出，资本主义报刊中的利维坦——“泰晤士报”、在

里昂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报纸“进步报”以及极端反动的报纸“日

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在攻击代表会议时所用词句同公民马

隆和勒弗朗塞所用的词句几乎一模一样。

十六人通告起初反对召开代表会议，然后反对它的成员和所

谓秘密性质，接着又攻击它的决议本身。

它首先断定巴塞尔代表大会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因为它

“授予总委员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支部加入国际和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

除的权利”，

３３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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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告又将下述罪行加在代表会议身上：

“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各种决议……其倾向是要把国际这个各自治

支部的自由联合变成一个完全服从总委员会的、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

和权威主义的组织，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

动！！”

接着，通告又提到似乎“歪曲了总委员会职能的”巴塞尔代表

大会。

十六人通告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可以归结如下：１８７１年的代

表会议要对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负责，而总委员会的过

错在于它遵守了规定它必须执行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章程。

事实上，对代表会议的这些攻击的真正原因带有更隐秘的性

质。首先，代表会议的决议防止了在瑞士的同盟的先生们的阴谋。

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与比利时的一部分地区，同盟的首

领们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巴枯宁的仓卒拼凑成的纲领之间制

造了明显的混乱，并且异常顽强地来保持这种混乱。

代表会议在它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宗派主义支

部的两个决议中注意到了这种蓄意制造的混乱。第一个决议粉碎

了巴枯宁纲领中所鼓吹的放弃政治的论调，它在自己的以共同章

程、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其他先例为依据的引言部分中得到了

充分的论证①。

现在来谈谈宗派组织：

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下面就是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

  “鉴于，

  最初的章程的导言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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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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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

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

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

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

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①即厌弃

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

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

５３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１８６４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主义巨头总是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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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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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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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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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协会的发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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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实现这一革命的终目标——消灭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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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醒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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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

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

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

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

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

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

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

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

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

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

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

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

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

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

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

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正如旧的错误在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会在短期内重新出现

然后又很快消逝一样，宗派组织在国际内部也复活了，尽管表现形

式是不大显著的。

同盟以为宗派的复活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然而它本身却令

人信服地证明了，宗派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如果说宗派在共产

生的初期还带有进步的因素，那末听命于“没有可兰经的穆罕默

德”的同盟的纲领，则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

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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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而那些响亮词句只能吓唬资产阶级的

呆小病者或者只能作为波拿巴的或其他的检察官用来控告国际会

员的罪证。①

有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一致赞同

反对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深信这一决议重申了国际的真正性质，

将标志出国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遭到这一决议的致命打击的同

盟的拥护者，把决议仅仅看做是总委员会对国际的胜利。他们的

通告宣称，由于这个胜利，总委员会保证了它的少数几个委员的

“特殊纲领的统治”，“他们个人的学说”、“正统的学说”、“唯一在协

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的统治。但是，这不是这些委员们的

过错，而是他们加入了总委员会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的

“败坏作用”，因为：

“一个有权〈！〉统治与自己相同的人而仍旧不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委员会成了阴谋的策源地”。

按照十六人的意见，国际的共同章程单单是因为它授予总委

员会加聘新委员的权利这一点就应受到严厉的指责。他们说，享

有这一权力的

“总委员会今后会加聘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会根本改变总委员会的大

多数及其意向”。

显然，他们认为只要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就不仅会丧失道德

面貌，而且会失去健全思想。不然的话，能够设想多数会通过自愿

７３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最近在报刊上出现的警察当局对国际的描述，其中包括茹尔·法夫尔致列强

的通告，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都充满了从同盟的哗众

取宠的宣言中摘录下来的话。５７这些宗派主义者的全部激进主义在于说大话，

说最有利于反动派阴谋的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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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聘把自己变成少数吗？

不过，这十六人自己显然还不很相信所有这一切，因为他们继

续埋怨说，总委员会

“五年来一直是由那些经常被连选的人组成的”，

但随后又立即声明：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我们的合法代表，因为他们不是在代表大会

上选举出来的”。

事实上总委员会的成员是经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创始人继续

留任，就像在比利时、罗曼语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内一样。

总委员会必须符合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

先，它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委员，以便完成它所担负的多种的工作；

其次，总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最后，工

人成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

缚而使总委员会的人员经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没有加聘权，它怎

么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结合起来呢？因此总委员会终究认

为必须比较明确地规定这项权利；它在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表示

了这种愿望。

在历届代表大会上（英国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很少）总委

员会原有成员的连选连任似乎已经证明，总委员会是尽其可能履

行自己的职责的。但十六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证明了“代表

大会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在巴塞尔达到了

“一种仿佛是自愿让位给总委员会的地步”。

按照他们的意见，总委员会的“正常作用”应当归结为“简单的

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他们从章程的被歪曲了的译文中摘引了几

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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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来证实这种说法。

和一切资产阶级团体的章程相反，国际的共同章程对自己的

组织结构问题只是轻轻地提了一笔。它让组织结构在实践中发

展，而由未来的代表大会加以固定。但是，鉴于只有行动的统一和

一致才能赋予各个国家的支部以真正国际的性质，所以章程对总

委员会比对组织的其他环节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最初的章程第五条５８规定：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国际机关”，

然后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总委员会应当如何行动。在这些

例子当中有一个对总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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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继续说道：

“在一切适当的场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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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章程还规定了总委员会在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工作中

的作用，并委托它拟订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问题。在最初

的章程中各组织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统一行动是没有抵触

的，因此第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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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委员会的活动将更有成效……国际的会员应该竭力

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

组织。”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声称：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９３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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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起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

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

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同时

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

文本”。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

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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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里丝毫也没有提到可以有特殊的原则宣

言，或是某个支部除国际的一切组织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外可以

自己承担特殊的任务。这里所说的只是支部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

合于“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权利。

其次，谁应当确定，地方性章程是否同共同章程一致呢？显然，

如果没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权威”，决议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

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

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

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

全国性联合会和地方性联合会一开始在本国就掌握权力，根

据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共同章程这一点，决定是否接受新支部。

总委员会履行这类职能是由共同章程第六条加以规定的，这一条

给地方性独立团体，即在该国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团体，保留了

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权利。同盟并不轻视这项权利，同时

还力图为自己创造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条件。

章程第六条还估计到成立全国性联合会在某些国家中会遇到

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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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方面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受托在那里代行联合会委员会的

职能（见“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等等”第１３页５９）。

自从公社复灭以来，这些立法方面的障碍在各国日益增多了，

使得总委员会在那些国家中为防止可疑分子钻进协会队伍而进行

的工作更加必要了。例如，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些委员会曾请求总

委员会进行干预，以便摆脱警探的纠缠，而另一个大国①的国际会

员则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们自

己建立的支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是，必须用这种

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

说是前所未见的支部。另一方面，在所谓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中只

要一发生冲突，它们就毫不犹豫地向总委员会呼吁，甚至要求总委

员会对它们的敌人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在里昂冲突期间所发生的

情形就是那样的。就在不久以前，在代表会议已经闭幕后，都灵工

人联合会决定宣布自己为国际的支部。在这个联合会发生分裂

后，少数派建立了无产者解放社。６０这个团体加入国际后一开始就

通过了一个有利于汝拉人的决议。它的“无产者报”上充满了对任

何权威主义都表示深恶痛绝的词句。它的书记②在缴纳该团体的

会费的时候警告总委员会说，旧联合会大概也会缴纳会费。往下

他写道：

“你们大概在‘无产者报’上读到过，无产者解放社……曾经声明……拒

绝支持假装工人来建立工人联合会的资产阶级”，

他还请求总委员会

“将这一决议通知所有的支部，并且不要接受１０生丁的会费，如果有人

１４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② 卡·特尔察吉。——编者注

奥地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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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它交纳这种会费的话”。①

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所有组织一样，有义务进行宣传。它依靠

自己的宣言和通过它在北美、德国和法国的许多城市中为国际的

第一批组织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来履行这个义务。

总委员会的另一个义务是帮助罢工工人，保证整个国际对他

们的支援（见总委员会向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下述事实同时也

可以表明，总委员会对罢工斗争的干预具有怎样的意义。英国翻

砂工人抵抗团体本身是一个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合众国有分支

机构的国际工联。然而美国翻砂工人在罢工期间认为必须请总委

员会来说情，以防止把英国翻砂工人运往他们国家去。

国际的发展赋予了总委员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以仲裁者的职

能。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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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三项决议６１）。

最后，使十六人大发雷霆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只是使那些在协

会发展进程中在组织工作方面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它过分

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范围，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难道不是

极力要求这样做的巴枯宁、施维茨格贝耳、弗·罗伯尔、吉约姆和

同盟的其他代表们的过失吗？他们不是已经开始责备自己“盲目信

任”伦敦的总委员会了吗？

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这似乎是当时无产者解放社的观点，该团体的代表者是它的通讯书

记，巴枯宁的一个朋友。事实上这个支部的意图完全不是这样。这个

团体因这位极端背信弃义的代表贪污基金以及和都灵警察局长有交

情而将其驱逐之后，作了解释，消除了它和总委员会之间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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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项决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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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五、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组织，但它们保留有向应

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对于在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地方性独立团体来说，这些条

文只是证实了从国际产生时起就规定下来的做法，保持这种做法

对于国际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然而有人竟把这种做法加以概括

并不加区别地运用于一切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这就走得太远了。

这几项决议的确给了总委员会干预联合会内部生活的权利，但总

委员会从来没有在这种意只上运用过它们。总委员会肯定说，十

六人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来说明总委员会什么时候曾干预了准备

参加已存在的组织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

我们在上面所援引的决议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面的决

议则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

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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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在应届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员会

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做出最终决定。”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但迄今为止总委员会从未使

用过它们。以上所作的历史概述证明，总委员会一次都没有采取

过暂时开除支部的手段，遇到冲突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

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斗争本身的需要所赋予总委员会的那个

职能。尽管同盟的拥护者感到不愉快，但事实却无疑是这样的：总

３４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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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之所以站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战士的前列，正是因

为它遭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敌人的猛烈攻击。

五

在制裁了现在这个国际之后，十六人告诉我们国际应当是什

么样的。

首先，总委员会在形式上应当成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员。随着

组织职能的停止，它的信件必然会成为协会的各个刊物上已经公

布的消息的复制。这样一来，通讯局也会被取消。至于统计，如果

没有坚强的组织，尤其是——这一点在最初的章程中曾专门指出

——如果没有总的领导，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由于这一

切都带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因而局倒是可能有的，不过没有

任何统计罢了。总之，总委员会正在消失。根据同一逻辑，联合会

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其他“权威”中心也正在被消灭。剩下的只

是自治的支部。

这些自由联合的、幸运地摆脱了任何权力，“甚至是工人所选

举和建立的权力”的“自治支部”的使命是什么呢？

这里有必要用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

告，对通告做一个补充。

“为了把工人阶级变成人类的新利益的真正代表”——必须使它的组织

“遵循应当获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

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这一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

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这就是应抱的目的，等等。”最后，应当“在我们

的工人居民中“创办”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学校”。

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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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自治的工人支部突然变成了学校，而同盟的先生们

将成为这些学校的老师。他们将用它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

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们将它“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

织中去”。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

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

这一切只是重弹同盟旧纲领６２的老调。同盟旧纲领是以这样

的话开头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脱离了这个同盟”，打算建立“新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承担起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特殊使命……”

这就是从纲领中“引出”的思想！

“这个倡议……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找到

共同语言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①。

可见，一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少数派，根据它自己的招认，在巴

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钻进了国际，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国

际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分出现在工

人群众面前，这门科学可以归纳为四句话，它的顶点是“各阶级在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除了这种“理论使命”之外，向国际推荐的这个新组织还有自

己的实践方面。

５４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同盟的先生们不断地指责总委员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的做法，而当时召开公

开的代表大会就是一种最大的叛卖行为或愚蠢行为。这些不顾条件主张喧嚣

和公开的人，违反我们章程的规定，在国际内部组织了一个真正的秘密团体，

其目的在于反对国际本身和使国际的对什么都不怀疑的支部服从最高祭司

——巴枯宁的领导。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及其鼓舞者在某

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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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人通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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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权威组织中是否能产生一个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呢？不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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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的原则。”

换言之，正像中世纪的寺院显示出一幅天堂生活的情景一样，

国际也应当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原型。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萌芽”已

在同盟的内部形成了。自然，如果巴黎公社社员了解到公社是“未

来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他们一定不会遭到失败，他们一定会把纪

律和武器——这些只有当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才应当消失的东西

——抛得一干二净！

但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尽管十六人进行了“彻底研究”，这个

在国际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来瓦解国际并使它解除武装

的可爱计划，却不是他们苦苦思索出来的。巴枯宁不久以前在其

关于国际的组织的札记中公布了这个计划的原本（见“１８７２年人

民年鉴”日内瓦版）６３。

六

现在请读一读汝拉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他们的正式机关报“社会革命报”（１１月１６日）宣称：“阅读它能够使人

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信徒们那

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报告一开始就说，它认为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些可怕的

事件对国际各支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使人沮丧的……”

影响。

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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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法战争由于动员了大量工人参加两国军队必然促使

各支部瓦解这一点是正确的，那末同样正确的是，帝国的倾复和俾

斯麦的公开宣布掠夺战争，在德国和英国，在站在普鲁士人一边的

资产阶级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感情的

无产阶级之间引起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单单是因为这一点，国际

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影响就必然要增长。在美国，这些事件在人数

众多的德国工人侨民中引起了分裂；它的国际主义部分同沙文主

义部分断然分离了。

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宣告成立，以空前的力量推动了国际的

广泛发展以及所有各民族支部对国际的各项原则的坚决维护，只

有汝拉各支部不在此例。汝拉各支部的报告继而说道：“巨大战斗

的开始发人深思……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力而躲开……对许

多人说来已经造成的局势〈在他们的队伍中〉是分崩离析的征兆”，

但是“恰恰相反……这种形势完全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把

国际改造过来”……在对这种如此有利的形势做了比较深入的考

察后，这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不算被解散了的后来为马隆的支部所代替的同盟，汝拉

委员会应当提出关于二十个支部的情况的报告。这二十个支部中

有七个支部已然和它断绝来往；关于这点在报告中说道：

“比恩的套匣制造工支部，以及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对我们给它们的

任何一个函件都没有答复过。”

“纽沙特尔的各行业的支部——细木工、套匣制造工、雕刻匠和花饰瓦工

——从来没有对联合会委员会作出任何答复。”

“我们不能从瓦尔－德－留支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洛克尔的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对联合会委员会的函件没有作过任何

答复。”

７４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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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自治的支部同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的自由来往。

另一个支部，也就是

“库尔特拉里区的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在经过三年的顽强坚持后

……现在……组成一个抵抗团体”——

这个团体处于国际之外，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

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４个完全僵死的支部：

“比恩中央支部现在瓦解了；但是它的一个忠诚的会员不久前写信告诉

我们，对国际在比恩的复活还没有失去全部希望。”

“圣布勒兹支部瓦解了。”

“卡特巴支部在经历了光辉的存在之后，由于当地雇主〈！〉所进行的、企

图解散这一勇敢的〈！〉支部的阴谋而被迫退却了。”

“最后，科尔热蒙支部也成了当地雇主的阴谋的牺牲品。”

然后是库尔特拉里区中央支部，它

“采取了明智的办法：暂时停止了活动”，——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四个支部，这些支部是否存在都大可怀疑。

“格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核心……他们的地方性活动

由于他们人数过少而瘫痪了。”

“纽沙特尔中央支部由于各种事件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如果不是它的

个别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积极性，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洛克尔中央支部，好几个月来都介乎生死之间，最后瓦解了。不久以前

它又重新组织起来”——

显然，其唯一目的是要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绍德封社会主义宣传支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在恶化。”

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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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两个支部——圣伊米耶启蒙小组和桑维耳耶启蒙小

组。关于它们只是稍带谈了一下，对它们的情况只字未提。

剩下一个模范支部，根据它的中央支部这一名称来判断，它本

身只不过是其他业已消逝的支部的残骸而已。

“穆蒂埃中央支部无疑比其他支部受害都小…… 它的委员会同联合会

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 各支部均尚未成立……”

其原因如下：

“穆蒂埃支部的活动由于保存了民俗的工人居民的热心关注……而处在

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希望，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对任何政治因素保持

更多的独立性。”

于是，这个报告事实上

“使人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

信徒们那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他们应当再补充一下这个报告，加上一句话：绍德封——他们

的委员会的最初驻在地——的工人始终拒绝同他们发生任何关

系。不久以前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的大会上，这些工人用下述一致

行动回答了十六人通告，这就是他们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以及１８７１年５月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说：

“将巴枯宁、吉约姆和他们的信徒永远赶出国际。”

既然所谓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按照它的参加者的说法，“在

国际内部引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公开的战争”，那末关于这次代表

大会的意义难道还需要做只字片语的补充吗？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

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

他们对总委员会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

９４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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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阶级共和

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败。在意大利，支持他们的有

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不久前在斯蒂凡诺尼的旗帜下建

立了一个以罗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论者总协会”，这个协会是个

“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组织，是无神论修士和修女的寺院，它

的章程规定，在会议厅里要给每一个捐献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

座大理石胸像。６４最后，在德国他们受到了俾斯麦派社会主义者的

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６５的角色，至于

他们出版的警察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６６就更不必提了。

桑维耳耶的教皇选举会向国际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感人的

号召：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制止”，——正如公民马

隆和勒弗朗塞所说的——“伦敦总委员会逐步篡夺权力的行为”，

而实际上则是要用同盟来偷换国际。这一号召得到了极其令人鼓

舞的响应，以致他们只得立即着手伪造最近一次比利时代表大会

的决议。他们在自己的正式机关报（１８７２年１月４日“社会革命

报”）上声明说：

“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比利时各支部在其１２月２４日和２５日举行的布

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一致作出了和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符合的、关于必

须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

必须指出，比利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它责成

将于６以后举行的下次比利时代表大会制定新的共同章程的草

案，以便提交国际应届代表大会审查。６７

在绝大多数国际会员的同意下，总委员会只准备在１８７２年９

月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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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代表会议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同盟的最有影响的和最卖力

气的盟员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来到了伦

敦，他们所负的使命是，在法国流亡者中搜罗准备为帝国复辟效劳

的帮手，在他们看来，帝国复辟是摆脱梯也尔的唯一手段，而他们

自己也不会无利可图。关于他们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总委员会曾

向有关系的人，其中包括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提出过警告。

１８７２年１月他们抛弃了假面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
·
帝
·
国
·
和

·
新
·
法
·
兰
·
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阿尔伯·里沙尔

和加斯帕尔·勃朗著。１８７２年布鲁塞尔版。６８

他们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的谦虚精神宣告：

“我们是组织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

响的领袖①，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徒骛虚名的

议员们、脑满肠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竖立起引导我们进

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们将要遭到的诽谤、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

的欧洲发出出自我们意识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

１５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① 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日的“平等报”（出版于日内瓦）上，在“揭穿丑行”的标题

下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叙述法国南部公社运动失败的历史的时机

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是４月３０日里昂起义的惨痛

失败的目击者，我们现在就可以声明，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

一，是加·勃朗的胆小、背叛和盗窃行为，他无孔不入，执行着躲在暗

中的阿·里沙尔的指示。

这些坏蛋蓄意用他们早就策划好的阴谋来败坏许多参加过起义

委员会准备工作的人的声誉。

不仅如此，这些叛徒把国际在里昂的威信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当巴黎

发生革命的时候，里昂的工人对国际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这就是完全缺乏

组织性的原因，这就是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而起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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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的呼声：‘
·
皇
·
帝
·
万
·
岁！’

“需要给横遭屈辱的拿破仑第三好好地恢复名誉”，——

于是从“侵略第三”的秘密经费中获得犒赏的阿尔伯·里沙尔先生

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就担负了替他恢复名誉的专门任务。

不过，他们承认，

“我们思想的自然发展进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

这就是一定会使他们在同盟中的伙伴听起来悦耳的招认。正

如在“团结报”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里一样，阿·里沙尔和加·勃朗

慎重其事地重弹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老调，根据“自然发展进

程”的材料来看，这个主张只有在最严酷的专制暴政下才能实现，

那时工人们将放弃参加无论哪一种政治活动，就像囚犯放弃在阳

光灿烂的日子散步一样。

他们声明说：“革命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产主义已在德国和英国，

首先是在德国确立起来了。顺便说一句，正是在德国，共产主义老早就认真

地在制定，以便随后在整个国际中推广。德国的影响在协会中所达到的这些

令人惊慌的成就，对阻止国际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或者更确切些说，给国际

在法国中部和南部各支部中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些支部从来没有从任

何一个德国人那里接受任何一个口号。”

这里我们不是已经听到最伟大的祭司长的声音了吗？——

   

  仅仅依靠自身力量的公社的复灭。只是在这个血的教训之后，我们才得以用

宣传的办法把里昂的工人团结在国际的旗帜的周围。

阿尔伯·里沙尔是巴枯宁及其同伙的宠儿和先知。”

② 米·巴枯宁。——编者注

２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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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同盟产生以来他就以一个俄国人的资格承担了代表各拉丁种

族的特殊使命。或者这是“社会革命报”（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日）的“真

正传教士”的声音？——这些传教士郑重宣告

“德国的和俾斯麦的智者们企图把倒退运动强加给国际”。

但是，国际的真正传统幸而保存下来了，——阿尔伯·里沙尔

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没有被枪杀！因而，他们的个人的“工

作”就是给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国际“指出新的方向”——其方法是

企图建立波拿巴主义的支部，单因这一点就已是“自治的”支部。

至于读到伦敦代表会议所建议的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政

党的问题，那末“在帝国复辟之后我们”——里沙尔和勃朗——

“不仅将迅速消除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将迅速消除在群众的革命组织中

获得反映的实现这些理论的企图”。总而言之，利用伟大的“支部自治原则”，

这一原则“构成国际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拉丁种族各国内”……（１月４

日“社会革命报”），——

这些先生把赌注押在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上。

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

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

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

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

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

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

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

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

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为了给梯也尔的共

和国披上皇袍，使之永世长存，国际上的警察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３５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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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了①。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都昂·阿尔诺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弗·库尔奈

德拉埃 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马格里特 孔斯旦·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纳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维塔勒·雷吉斯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 约翰·罗奇

吕耳 加·朗维耶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泰勒 威·唐森

爱德华·瓦扬 约翰·韦斯顿

Ｆ．Ｊ．贾罗

４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首先攻击国际的“组织”。他
憎恨这一组织。他在指出了“这个可怕的协会的前进运动”以后，接着说：“这
个协会摈弃了……在它以前的宗派的秘密活动。它的组织在众目睽睽之下不
断地成立和改变。由于这一组织的强大……它的活动和影响的范围愈来愈扩
大了。这种影响正在渗入一切国家。“然后，萨卡兹对这个组织作了“简短的描
述”，末了他说：“这一广泛组织的计划……在其英明的统一性上就是这样。它
的力量在于它的意向本身中。它的力量也在于它的为共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广大信徒中，最后，在于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动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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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通讯书记：

          卡尔·马克思——俄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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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奥·赛拉叶——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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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克——瑞士

               会议主席 沙尔·龙格

财务委员 海尔曼·荣克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于伦敦

拉脱本广场３８号

５５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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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

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

分裂的决议

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６９

一

关于两个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鉴于各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为了保证每个国家

的“工人运动的团结和联合的力量”（共同章程第七条）；因而，在同

一个联合会中存在两个互相竞争的中央委员会是明显违反共同章

程的行为；

总委员会号召纽约的两个临时联合会委员会重新团结起来，

并在不久将要举行的美国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作为合众国的

统一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进行活动。

第二条——鉴于这个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中如果包括过

多的不久前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它的工作能力将被削弱，

总委员会建议新近成立的和人数较少的支部联合起来委派几个共

同的代表。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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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众国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条——总委员会建议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１日召开美国各支

部和所属团体的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条——这个代表大会应当选举合众国联合会委员会。它

可以——如果认为这是合适的话——授予由此选出的联合会委员

会以加聘少数委员的权利。

第三条——只有这个代表大会才具有制订合众国国际工人协

会组织的地方章程和条例的权利，但是，此种地方章程和条例的内

容，不得与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组织条例第五节第

一条）。

三

支  部
①

第一条——鉴于纽约第十二支部不仅正式决定：“每个支部”

有“独立地”任意解释“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共同章程和条

例”的“权利”；并且它已把这一原则彻底付诸实施，而如果这一原

则被所有的人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名称；

鉴于这一支部经常利用国际工人协会来实现同国际的任务和

宗旨格格不入或者直接对立的目的；

７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

①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这一节的标题是“第十二支部”。——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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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履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四项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７０并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听候应于１８７２年

９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裁决。

第二条——鉴于：根据共同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只应由“工人

团体”所组成（见共同章程第一、七和十一条）；

共同章程第九条（这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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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给予不是

工人①但是积极拥护国际的人个别地直接加入国际或被接受参加

由工人组成的国际支部的权利，然而它绝不认为成立纯粹是或主

要是由非工人阶级的成员组成的支部是合法的；

因此，总委员会几个月前不得不拒绝承认纯粹由大学生组成

的斯拉夫人支部７１；

根据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的规定，可以使共同章程和条例

适合于“每个国家的当地条件”；

合众国的社会条件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对工人运动的胜利极

其有利，但是也特别容易使伪改革家、资产阶级骗子手和卖身投靠

的政客钻进国际；

因此，总委员会建议今后仍不接受新的②美国支部加入协会，

除非它的会员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雇佣工人。

第三条——总委员会提请美国联合会注意伦敦代表会议第二

项关于“宗派主义”③支部或关于“妄想执行”与协会的共同目标不

８５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宗派主义”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
注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新的”两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不是工人”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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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的决议第三条；协会的共同目

标是使劳动者从“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垄断者支配”的状况下解放

出来，因为这种支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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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共同章程导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６日“解放报”第

４３号，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１０３期和１８７２

年５月８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并根据报纸上刊载的

原文校对过

９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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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自由报”７２编辑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２日于伦敦

编辑先生：

仅仅几天以前我才读到了公民古·勒弗朗塞著的“公社运动

研究”一书，在该书的第９２页上我发现有下面一段话：

“国际德国支部的主要鼓舞者卡尔·马克思后来就２月８日的选举写给

公民赛拉叶的信，稍带伤感地批评法国支部参加了这次选举；这封信充分证

明，——不管这是否正确——国际那时是不大愿意干预政治的。”７３

在那封据说是我写给赛拉叶的信在报刊上出现以后，我立即

在“泰晤士报”、“欧洲信使报”以及柏林“未来报”等报纸上声明，这

封信是“巴黎报”捏造的。赛拉叶也公开揭露了这封信的真正作者

是个警方记者。既然国际的几乎所有的机关刊物，甚至巴黎的一

些报纸都发表了我们的声明，那么使我真正感到惊异的是，公民勒

弗朗塞竟然还相信昂利·德·佩恩在报上捏造的谎言。７４

阁下，谨向您致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７日

“自由报”第１１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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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７５

１８７１年三月十八日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一

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

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二

大会声明，由于仇恨工人而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

愚蠢和罪行，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

——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三

大会声明，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十字军征讨，以及凡尔赛刽子

手和他们的普鲁士胜利者的恐怖行为，表明他们的胜利是不牢靠

的，证明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消灭的英勇先锋队后面，屹立着声

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军。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３日和

１８日之间

载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４日“自由报”第１２号和

１８７２年３月３０日“国际先驱报”第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的女儿燕

妮·马克思所抄的并经过

作者校正的手稿译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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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我们已收到你们３月１６日的来信，非常感谢你们详细地报道

了我们协会在西班牙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形

势下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你们报道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准备发

表。我们将把给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贺信寄给你们，稍后，还要发

一封贺电①。贺电将以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发

出。至于法国，由于有反国际的杜弗尔法，联合会委员会在那里不

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将给巴黎写信，让费雷支部７６把给代表大会

的贺信寄给你们，——贺信上不会有个人的签名，不过，只要你们

能在上面看到费雷支部的署名，那就行了。在德国，不久前进行的

几次审判案使得协会暂时解体，并且你们已经知道，李卜克内西和

倍倍尔被判处两年监禁，主要是因他们根据国际的精神进行活动；

所以，从那里拍发贺电，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仍然把你们的信

寄到德国去了。

至于会费券，那没有任何困难。你们计划一下，需要用多少就

要多少吧，请把截至７月１日为止所收到的会费或者是会费的一

部分转交给我们；其余的会费至迟请在全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前三

个星期连同没有用完的会费券一起寄给我们。会费券我们已经存

２６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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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多了，但是，如果你们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里还给我们千把

张，也不要紧。

昨天晚上财务委员荣克没有参加总委员会的会议，我把收据

送给了他，让他在上面签字；只要我一接到收据，就把它和给萨拉

哥沙代表大会的贺信一起寄给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会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提交你们的代

表大会通过。目前承认这些决议的有：德国联合会、罗曼语区联合

会、瑞士德语区联合会（苏黎世）、英国联合会、荷兰联合会和美国

联合会，还有法国和爱尔兰各支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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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信稿译的

３６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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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论 土 地 国 有 化７７

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

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①

我不想在这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讨论土地私有制的拥

护者们——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

据，我仅仅指出，第一，他们都花了不少精力用“天然权利”来掩盖

掠夺这一原始事实。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权利，那末多

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

然权利。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

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②。

于是出现了一些哲学家，他们宣称，这些法律是得到人类③公

认的。如果土地私有制确实是以这种公认为基础的，那末，当社会

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再保存这种私有制的时候，显然它就应当被取

消。

然而，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

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

４６

①

②

③ 在草稿上不是“人类”，而是“社会”。——编者注

在草稿上不是“稳定性”，而是“承认”。——编者注

在草稿上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一点”几个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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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

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

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

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

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

我们所需要的，是每日不断增长的生产，而当一小撮人按照他

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

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

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

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

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既然从经济观点来看①，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

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

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那末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难道不会给

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

这些都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种是在国家的监督下②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

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

发生了。

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的所有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

但是他们所持的观点极不相同。③

５６论土地国有化

①

②

③ 在草稿上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编者注

在草稿上接着是“由国家出资，并为了国家的利益”。——编者注

在草稿上“从经济观点来看”这几个字删掉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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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援引法国的例子，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英国的

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①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

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使土地分成许多小

块，由资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自己家属劳动的人来耕

种。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

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还把耕

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

者。他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他必须把他

的全部精力投在土地上，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

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

他对于自己小天地之外的社会运动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仍然痴

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

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

的境地。

既然农民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目前情况下

的法国，无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地方。

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

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

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

１８６８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一位朋友说过：

“科学注定小土地私有制要灭亡，正义则注定大土地所有制要灭亡。因

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必须或者成为农业协作社的财产，或者成为整个国家

的财产。未来将解决这个问题。”７８

６６ 卡·马 克 思

① 在草稿上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五点”几个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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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我认为①，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

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

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

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

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②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

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

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

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

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③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

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

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④目标。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２年３—４月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国际先

驱报”第１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７６论土地国有化

①

②

③

④ 在草稿上“人道”一词删掉了。——编者注

在草稿上不是“全国性”，而是“自然”。——编者注

在草稿上不是“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是“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

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编者注

在草稿上，下一句话原为：“未来将决定，土地只能为国家所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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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７９

１８７２年４月３日于伦敦

公民们！

在西班牙各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委托我向你们转致它的祝贺。的确，你们可以庆贺自己在

这样短的期间内所取得的成就。西班牙国际的成立还不到三年，

如今它的支部和联合会已遍布全国；它在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

组织，目前它正向乡村深入。由于你们的活动，以及你们国家的互

相更替的政府的荒谬而又愚蠢的迫害，你们才能够取得这些巨大

的成就，并使国际在西班牙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但是，也不应当

忘记，这些成就之所以可能取得，只是因为我们协会具有一种特殊

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给予每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联合会以充

分的行动自由，而对于协会的各个中央机关则只是在必要的范围

内才给与全权，以便使这些机关能够顺利地为纲领的统一性和共

同利益而斗争，并且使协会不致变成资产阶级或警察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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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玩物。①

可能，你们还会遭到不少迫害。那时就请你们记住，有其他一

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在那里国际会员正遭受政

府方面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但他们终究没有屈服；因为他们和你们

一样地知道，对于我们协会说来，迫害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手段，而

且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根除现代无产阶级的不断高涨

的革命运动。要消灭国际，就必须消灭自然产生国际的基础，即现

代社会本身。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解放报”第４４

号，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８日“自由报”第１７号

和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６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并根据信稿校对过

９６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

① 在这封信的草稿上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在同样的条

件下都不可能存在下去；现代无产阶级的最大功绩在于，它为了进行共同斗争

而建立了一个遍布一切文明国家、但是丝毫也不损害每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

自治的协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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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萨拉哥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４月６日于伦敦

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议向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表示

祝贺。

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

“解放报”第４４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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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８０

以消灭国际为目的的凡尔赛地主议会和西班牙议会的功绩，

在不列颠下院贵族代表们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

精神。于是贝·柯克伦先生——这是能借以判断出上等阶级智力

水平的那种人物的鲜明代表之一——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２日提请议

会注意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言行。他不大喜欢读书，所以为了准备

谈这个问题，就在去年秋天作了一次旅行，目的是要了解一下国际

在大陆上的某些总部的情况；旅行归来后，他便赶忙给“泰晤士报”

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保留了在该问题上的某种优先权。他在议会

中发表的那篇演说，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会说，是存心有意不谈当时

所谈的事情。国际的许多正式出版物，除了一件而外，他都不知

道；他不去引用这些正式文件，反而从私人在瑞士出版的印数不多

的书刊上引证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对于这些话国际这个组织

根本不能负责任，就像不列颠内阁不能对柯克伦先生的演说负责

任一样。按照他的话说，

“在英国加入国际的人共有１８万，其中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那些打算实现

的原则，这些原则当他们加入国际时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

但是，国际打算实现的那些原则，在共同章程导言中就阐明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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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柯克伦先生幸运地不知道，无论是谁，如果不明确表示同意这

些原则，就不能加入国际。往下：

“协会在初成立的时候是以工联主义原则为根据的，那时没有赋予它任

何政治性质”。

不仅最初的共同章程的引言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而且

协会的政治倾向在１８６４年同这个章程同时公布的成立宣言中也

得到了充分的阐明。８１他的另一个使人惊异的发现，是巴枯宁曾

“受托”以国际的名义回答马志尼的攻击，这完全是撒谎。他从巴

枯宁的小册子８２中引用了一段话之后继续写道：

“这类哗众取宠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能博得我们的一笑，但是，既然这

些文件来自伦敦〈可是它们并不是来自伦敦〉，那末外国政府发出了警报，还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柯克伦先生成了外国政府在英国的喉舌，还有什么值得大惊

小怪的呢？下一个责难，——说国际不久前开始在伦敦出版“报

纸”，——也是撒谎。不过柯克伦先生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际在

欧洲和美洲有许多自己的机关刊物，它们几乎用一切文明民族的

语言出版。

但是整个演说的实质包括在下面这段话中：

“他可以证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设在〈？〉伦敦

的国际协会向公社发出了焚毁巴黎并杀害这个城市的大主教的命令。”

现在我们来看看证据。欧仁·杜邦在１８６８年９月举行的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确实断言国际致力于社会革命。但

是１８６８年欧仁·杜邦的论断和１８７１年公社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神

秘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

“欧仁·杜邦只是在上星期才在巴黎被捕，他是秘密从英国到那里去的。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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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位欧仁·杜邦先生是公社委员，也是国际协会会员”。

对于这个令人极其信服的论据说来不幸的是，在巴黎被捕的

公社委员昂·杜邦并不是国际会员，而国际会员欧·杜邦则不是

公社委员。第二个证据——

“１８６９年７月巴枯宁在日内瓦在一次由他主持的代表大会上说：‘国际

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但是，１８６９年７月在日内瓦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代表大会；巴

枯宁从来没有主持过国际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委托

过他以代表大会的名只发表声明。第三个证据：国际在维也纳的

机关报“人民呼声报”８３写道：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当心，不要使它成为普遍恐

怖的象征。”

不仅如此，该报还不止一次地声明说，伦敦总委员会实际上是

国际的总委员会，即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第四个证据：在一次对

法国国际的审讯过程中托伦嘲笑了检察官的论点，仿佛

“只要国际的会长〈根本没有这个职位〉一挥手，就能够使全世界俯首听

命”。

柯克伦先生的糊涂脑瓜把托伦的这个否定变成了肯定。第五

个证据：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柯克伦先生从这个宣

言中援引了两点，即关于必须惩罚人质和使用火作为在适当情况

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方法。然而从柯克伦先生赞同凡尔赛分子进行

的屠杀这一事实中，难道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这是他下令进行屠

杀的，尽管实际上他除了杀害飞禽走兽而外并没有犯任何屠杀罪？

第六个证据：

３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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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火焚烧巴黎之前，国际和公社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议。”

这一点的可靠程度和不久前意大利报刊上盛传的一则消息差

不多。这则消息说，国际总委员会，派遣自己忠实的和钟爱的儿子

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到大陆上来进行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极

其令人满意的关于组织的蓬勃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说，参加组织

的会员现已达１７００万。最后一个是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在公社的包括捣毁旺多姆广场圆柱的命令在内的指令中说，国际赞同

此举。”

虽然公社毫无疑问完全知道，全世界整个国际都会赞同这个

决定，但是在公社的指令中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

据“泰晤士报”所载，柯克伦先生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如此

而已，而他却据此断言，似乎巴黎大主教的被杀，巴黎的被焚，都是

根据驻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命令执行的。把这些牛头不

对马嘴的胡说和萨卡兹先生在凡尔赛所作的关于反国际的法案的

报告对照一下，就会了解到在那位法国地主议会议员和这位不列

颠的道勃雷之间仍然存在着的差别。

关于柯克伦先生的  〔忠实的阿哈特〕伊斯特威

克先生，如果他不是荒谬地硬说国际要对韦梅希（学者柯克伦先生

把他改名为韦尔穆特）的“度申老头”报８４负责，我们会借用但丁的

一句话来说：“看他一眼就从旁边走过”。

如果说有柯克伦先生这样的对手，是一件极端愉快的事，那末

受到福塞特先生的随便什么样的保护，简直就是一种天灾。如果

说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捍卫国际，使之免受英国政府至今都不敢采

取，而且也认为不需要采取的那些镇压措施的迫害，那末他同时也

４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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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义务感和崇高的道德勇气，促使他向国际表示自己的最高尚

的教授式的谴责。可惜，他所攻击的所谓的国际的学说不是别的，

正是他的智力不足的产物。

他说：“国家应当做这样，做那样，并且筹措资金来实现国际的一切方案。

纲领的第一条说，国家应当购买全部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并按照公平和适

当的价格租给居民。”８５

至于说在一定情况下由国家购买土地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

格租给居民，那末让福塞特先生自己同他的理论问题的老师约翰

·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起，同他的政治领袖约翰·布莱特先生

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吧。纲领第二条“建议国家调节劳动日的长

短”。当我们这位教授把国际变成不列颠工厂法的起草人时，他的

渊博的历史知识就极其辉煌地显露出来了，而在评价这些法律时，

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学识也显得毫不逊色。第三条：

“国家应当保证免费教育”。

关于在美国和瑞士实行免费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结果的事实是

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事实和福塞特教授的阴暗的预言比较

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第四条：

“国家应当把资本贷给合作社”。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福塞特先生把还在国际创立之前就

已死去的拉萨尔所提出的要求和国际的原则混为一谈了。顺便指

出，拉萨尔曾援引过一个先例，即不列颠的土地占有者在改善农业

的借口下通过议会非常慷慨地赐给自己的公债。第五条：

“最重要之点是，要求对地产征收累进税，以此充实国家的全部预算收

入”。

５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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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罗伯特·格莱斯顿和他的拥护者——利物浦的资产阶级财

政改革家们的要求当成是国际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无论如何

行不通的！

政治经济学大专家福塞特先生渴求获得学术上的声誉的奢望

完全是以供中小学生用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的政治经济

学简明教程的通俗本为基础的，这位大专家承认，贸易自由的拥护

者“二十五年前的大胆论断被事实推翻了”。

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他只要以更索然寡味的形式不断重复

这些虚假的预言在二十五年前所依据的那些陈腐不堪的辞句，就

能够遏止当代的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这样假装捍卫国

际，实际上是低首下心地悔悟自己过去对工人阶级表示的虚假的

同情，可以预料，这必定会使那些仍然看不清福塞特先生一直企图

用来掩饰自己不学无术的那种温情的英国工人睁开眼睛。

如果贝·柯克伦先生代表不列颠下院的政治智慧，而福塞特

先生则代表不列颠下院的经济科学的话，那末是否可以把这家“伦

敦所有俱乐部中最愉快的俱乐部”同美国众议院相提并论呢？美国

众议院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通过了一条关于成立劳动统计处的

法律８６并声明说，这条法律是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迫切愿望通过

的，众议院认为，这一愿望是当代极重要的现象之一。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阿尔诺

马·巴里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弗·库尔奈 比·德拉埃

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

６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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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查·基恩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马格里特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梅欧 乔·米尔纳

查·默里 普芬德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 维·雷吉斯

约·罗奇 吕耳

加·朗维耶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扬

约·韦斯顿 德·沃尔弗斯

Ｆ．Ｊ．贾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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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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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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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支部

总书记 约·黑尔斯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和

１６日之间

以传单的形式发表，并载于１８７２年４

月２０日“东邮报”第１８６期，１８７２年５

月１８日“解放报”第４９号和１８７２年５

月“社会思想报”第１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８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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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费拉拉工人协会８７

公民们！

在回答你们３月３日的亲切来信时，我代表总委员会对你们

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表示感谢；同时，我应当通知你们，总委员会在

批准之前要求你们解释一下你们对自己的“自治”所提出的保留条

件的含义。

任何一个团体成立的时候，都首先必须制定章程和组织条例；

你们自己有这样的文件，国际也有这样的文件。也许，国际的这些

文件你们还没有读过，所以我附带给你们寄上一份国际文件的法

文本。请你们把它交给你们的协会，如果你们同意它，就请通知

我。这个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是我们协会唯一的法律，它们可能

会使你们的自治受到限制。但是，你们自己也知道，国际不能有两

种支部：一种接受共同法律，而另一种则拒绝接受。①不过我希望，

你们绝不会反对接受这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是整个欧洲工人创

立的，是七年来在他们的各次年度代表大会上制定并为所有的人

所承认的。

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

９７

① 在信稿中接着删去了：“并挽救自己的自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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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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五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

一个新支部，并责成它审查这些新支部的章程和条例是否符合上

述条文；因此，请把你们的章程寄一份给总委员会，以便履行这一

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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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文是按信稿译的

０８ 卡·马 克 思

① 在信稿中接着删去了：“既然在意大利至今还没有常设性的联合会委员会，所

以总委员会仍有审查意大利各支部的章程和条例的责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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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伦 敦 来 信８８

一

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０日于伦敦

英国工人运动近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相当扎实地在农业

工人中发展起来。大家知道，在大不列颠，全部土地都归为数不多

的大所有主所有，在这些大所有主中，最穷的每年的租金收入也有

１０万里拉，而最富的则有好几百万里拉。韦斯明斯特侯爵的年收

入在１０００万里拉以上。

土地被分成大的地段，由人数不多的为租佃农场主做工的农

民用机器耕种。这里没有小业主；农业工人的人数同他们耕种的

土地比较起来本来已经很少，而由于采用新机器，人数还在逐年缩

减；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同时也是竞

争的牺牲品的无知的英国农业工人，就构成了居民中工资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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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人。他们一再起来反抗自己的悲惨命运：１８３１年在英国南部，

他们焚毁了农场主的草垛和谷堆８９，几年前在约克郡也发生了同

样的事件；有时，还试图在他们当中成立抵抗团体，但没有什么重

大结果。可是，目前的运动在几星期之内就已达到了能保证它获

得巨大胜利的规模。这个运动是从瓦瑞克郡的农业工人中开始

的，瓦瑞克郡的农业工人要求把工资从每周１１—１２先令（１３—１４

法郎）增加到１６先令（１９法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

一个抵抗团体，并且立即举行罢工。９０全郡的土地占有者、租佃农

场主、保守党人都惊慌万状。农业工人，这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奴

隶，竟敢在千百年来第一次起来造反，反抗老爷们的权力！而他们

的确掀起了暴动，举行了罢工，并且进行得这样顺利，以致在两三

个星期内，运动不仅席卷了瓦瑞克郡，而且波及了邻近的八个郡的

所有农业工人。农业工人联合会对于心惊胆战的土地占有者和农

场主，就像国际对于欧洲的那些反动政府一样，是一个可怕的幽

灵，只要一提它的名字就会使他们丧魂落魄。他们同联合会进行

了斗争，但是徒劳无益；联合会由于有产业工人抵抗团体出主意、

提供经验这些帮助，就更加巩固了，并且一天一天壮大起来了，甚

至还受到了资产阶级舆论的支持。资产阶级尽管和贵族结成了政

治联盟，但经常同贵族进行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战；由于当时工业蓬

勃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几乎所有罢工的农业工人都转入城

市就业，在那里他们挣的工资比他们在农业中可能得到的要多。

因此，罢工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都自

动地把自己工人的工资提高２５—３０％。首次取得的这个巨大胜利

在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大

批农村无产者投入了城市无产者反对资本压迫的运动。

２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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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英国议会研究了有关国际的问题。狂热的反动分子柯

克伦先生谴责这个可怕的工人组织命令巴黎公社杀害大主教并纵

火焚毁城市！然后他要求对当时驻在伦敦的总委员会采取镇压措

施。当然，政府回答说：国际的会员，正如英国的一切居民一样，只

对法律负责，既然迄今他们都没有违法，那就没有理由对他们采取

残酷措施。９１可以预料，协会总委员会对柯克伦先生造谣诽谤将作

出回答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报”第

４８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８伦敦来信—一

① 见本卷第７１—７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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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关于对国际会员

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９２

若干时候以来大家就已知道，德、奥、意政府签订了一项迫害

国际会员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所起的作用如何，可以从下述事

实中看出：侨居米兰的著名国际会员、公民泰奥多尔·库诺——他

出生于普鲁士，是一位工程师，被一家大机器制造企业解雇

了，——于２月２５日被捕，他的全部文件和他个人所有的照片（包

括他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没收。他被戴上镣铐押送到维罗那，在

那里他们把他同小偷和杀人犯关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他

们完全像对待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地对待他，他的文件甚至被寄往

罗马审查。３月２９日，他被用一条锁链同刑事犯系在一起押送到

国境，并被转交给奥地利当局。在这里他才第一次了解到所有这

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他无限惊奇地读到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

“在米兰他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即流浪汉，没有任何生活资料，此

外，还是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的危险的代理人；根据这一切理由，将他驱逐出意

大利王国”！

实际上，他绝不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３月１日，他就要

在科摩的一家工厂担任报酬优厚的厂长职务；至于说生活资料，意

大利当局在送走他时不得不把他自己的１１１个法郎交给他就是证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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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奥地利人无法摆脱这个矛盾，但是，他们并没有释放他，相反，

却派一个警察把他押送到巴伐利亚边境，并且押送他的这个警察

的费用还必须由他负担。因此，库诺不仅还得在监狱里呆一星期，

而且还得耗费掉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钱。在巴伐利亚边境，毫无疑

问，由于没有必要的指令以及由于巴伐利亚警察当局的天生愚蠢，

他设法使警方给他的亲属拍了一封电报，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终

于被释放了。可见，在欧洲为反对国际而建立的警察联盟是实际

存在的。他们本来可以把库诺送到瑞士边境并在那里将他释放

的，但是他们却把他转交给奥地利人，而奥地利人又把他转交给巴

伐利亚人，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犯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这

就是这些“自由的”君主立宪国的自由主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４月

２２—２３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７日“东邮报”

第１８７期和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玫

瑰小报”第１２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８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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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９３

作者在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４日会议上的发言稿

公民恩格斯说：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各爱尔兰支部受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这是各爱尔兰支部绝对不会同意

的、而总委员会也既无权利又无权力强加于它们的事情。根据章

程和条例，总委员会无权强迫任何一个支部或分部承认任何一个

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权。毫无疑问，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

受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管辖下的任何一个新支部以前，必须听

取该委员会的意见。恩格斯断言，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并不比在

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或意大利人支部①更应该接

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爱尔兰人在各方面都组成了自己

的独立的民族，他们讲英语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丧失在国际内

部具有独立的民族组织这一大家共同享有的权利。

公民黑尔斯把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说成像克里木战争期

间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存在过的关系那样最富有田园诗的性质，当

时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无休止地互相吹捧，一切都充满了最高度

的和谐。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英国征服和压迫爱尔兰

６８

① 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接着是：“和波兰人支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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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只要这种压迫还存在，对爱尔兰工人

说来，要求他们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就会是一种侮

辱。爱尔兰同英国的关系，就像波兰同俄国的关系一样，是不平等

的。如果总委员会号召各波兰人支部承认在彼得堡的俄国联合会

委员会的领导，号召普属波兰、北什列斯维希或亚尔萨斯的各支部

承认在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会怎么说呢？要知道，对

各爱尔兰支部提出的要求实质上和这一样。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

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

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

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

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这只会加深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很广的一种

观念：他们比爱尔兰人高一等，对爱尔兰人说来他们是贵族，正如

蓄奴州的最堕落的白人认为自己对黑人说来是贵族一样。

在像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

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爱尔兰人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

和统治民族的代表享有平等权利并反对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协

会。所以，各爱尔兰支部的存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甚至必

须在自己章程的导言中宣布，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

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

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这种对抗使人想起了菲格斯·奥康瑙尔和英国宪章派被爱尔兰人

逐出曼彻斯特科学厅这件往事９４。现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第

一次有可能协同一致来争取自己的共同解放——这种结果至今英

国的任何一次运动都还没有达到。但是，在这个目的尚未达到之

前，就有人要求我们向爱尔兰人发号施令并对他们说，他们不应发

７８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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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己的运动，而应服从英国委员会的领导！要知道，这等于在国

际内部实行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压迫。

如果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是那样充满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

神，那就请他们把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迁移到都柏林去，

并服从一个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管辖，以便证明这一点吧！

至于各爱尔兰支部同各英国支部之间的所谓冲突，其产生的

原因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企图干涉各爱尔兰支部的

事务，强迫它们抛弃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承认不列颠委员会的领导。

此外，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不能同在爱尔兰的各爱尔兰支

部分割开来；不能允许有一些爱尔兰人受伦敦联合会委员会的领

导，而另一些爱尔兰人则受都柏林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在英国

的各爱尔兰支部是我们对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工人进行工作的据

点。只要使各爱尔兰支部处在更有利的条件下，那它们就会取得

更大的成就，而爱尔兰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只有通过它们才能

进行。难道我们应当故意地破坏自己的这些据点，毁灭国际在整

个爱尔兰扩大自己影响的唯一手段吗？不应该忘记，各爱尔兰支部

绝不会同意放弃自己独立的民族组织而受不列颠委员会的管辖，

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此，问题在于：给爱尔兰人以行动自

由呢，还是把他们推出协会？如果提出的建议被总委员会接受，那

就等于说，总委员会要向爱尔兰工人声明：在英国贵族统治爱尔兰

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爱尔兰之后，现在他们应该准备接受英

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统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４

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

根据记录簿校对过

８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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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

委员会的声明９５

几个星期以前，出现了一本名叫“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共和

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所

追求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想在国际内搞一次  ’é 〔政

变〕。它宣告成立了第二个总委员会，并对国际的整个组织和国际

总委员会的领导提出指控。但是这个新的自封的委员会的委员是

谁呢？这些指控的作者是谁呢？登载在这个文件末尾的署名中我

们首先看到的是总委员会委员和总委员会前任财务委员、公民约

翰·韦斯顿。但他写了一封信给总委员会，声明说，他的署名没有

征得他的同意。其次是一个和国际绝不相容的团体——共和大同

盟９６的六名代表。第三是国际根本不知其存在的“国际共和联邦主

义支部”的两名代表。第四是一个根本没有加入国际的团体——

土地和劳动同盟９７的两名代表。第五是两名自称是德国工人教育

协会的代表，其实只是由于公开敌视国际而被这个协会开除的一

小批德国人的代表。９８最后是总委员会拒绝承认为国际的支部的

两个法国团体（它们的会员总共不到十二人）的四名代表；其中我

们发现有被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委派的委员会开除出国

际的韦济尼埃先生，９９以及朗德克先生，这位先生由于路易·波拿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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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的警察局长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慌忙逃走才解脱了他向这位官

员许下的自愿的和“忠诚地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政治

活动和过问国际的事务”（见已公布的关于对巴黎国际的第三次审

判的报告１００），而且这位先生在不久之前刚被伦敦流亡公社社员团

体驱逐出去。

甚至对于那些在这个文件上署名的人来说，事情也应当是很

清楚的：由这样一批和国际根本格格不入的人举行的大会根本无

权干涉国际组织的事务，并宣布自己是国际总委员会，就像国际总

委员会无权干涉北部大铁路的事务并宣布自己是它的管理局一

样。

毫不奇怪，这伙人既根本不知道国际的历史，也根本不知道国

际的组织结构。他们怎么能知道，根据我们的章程总委员会应当

向全协会代表大会，而根本不是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报告？或者，他

们怎么能知道，当１８７０年爆发的战争使代表大会不能如期召开的

时候，所有的联合会一致决议延长总委员会的任期，直到情况允许

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时为止？至于总委员会为救济流亡者而募集

的基金，那末进款总数是定期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公布

的，而且在我们的财务委员、公民荣克——克勒肯威尔区北安普顿

广场查理街４号——那里保存着开销每一个法寻的收据；每一个

捐款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对这些收据以及报告。这样查对将表

明，总委员会不仅分出了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来做这件完全不属于

它的通常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而且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总委

员会本身还是它的个别委员都尽自己的能力捐款来充实流亡者基

金。

自从国际发展和强大到目前这种规模以来，同国际进行斗争

０９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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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敌视国际的以及同国际相竞争的组织有某些获胜希望的唯一

道路，就是假冒国际的名义来破坏它的强大力量。被政府和统治

阶级收买的一切下流报刊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些报刊

——从警察报刊直到所谓的民主派和共和派报刊——都小心翼翼

地避而不谈总委员会的任何正式声明，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全欧

洲报道诸如“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所发表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和荒

诞无稽的言论。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阿尔诺

马·巴里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比·德拉埃 欧仁·杜邦

约·格·埃卡留斯 威·黑尔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查·基恩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马格里特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梅欧 乔·米尔纳

托·莫特斯赫德 普芬德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 维·雷吉斯

约·罗奇 吕耳

加·朗维耶 萨德勒

乔·赛克斯顿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１９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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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瓦扬 约·韦斯顿

德·沃尔弗斯 Ｆ．Ｊ．贾罗

通讯书记：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弗·库尔奈——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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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主  席 查·默里

财务委员 海·荣克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０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３３号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６日“东邮报”第

１９１期；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国际先驱

报”第９号；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人民

国家报”第４４号；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

“自由报”第２２号；１８７２年６月８

日“解放报”第５２号；１８７２年６月

“社会思想报”第１６号；１８７２年６

月２３日“平等报”第１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２９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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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１０１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于伦敦

编辑先生：

在３月２８日的“自由思想”上，斯蒂凡诺尼先生很有把握地预

料，尽管他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没有捞到什么东西１０２，但我今后仍然

会用沉默来回答他的无休止的诽谤。我现在打破了这个沉默，这

只是因为，卡尔·福格特先生这个在德国被我著的“福格特先生”

一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击毙了的人，原来是怂恿自己的同道者斯

蒂凡诺尼发表声明的人。

斯蒂凡诺尼先生从福格特的书中抄录和摘引反对我以及反对

整个德国共产党的、关于我和密探舍尔瓦尔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无

稽之谈，但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约·菲·贝克尔（日内瓦）的信，

因为这封信用幽默的笔触揭穿了福格特的蠢笨的捏造（见“福格特

先生”第２１页１０３）。

这个诽谤以及福格特那本卑鄙无耻的书中所充斥的其他类似

的诽谤谰言，在发表之后不久就被柏林“国民报”１０４转载了。我立

即从伦敦对该报起诉，控告它进行诽谤。但是，按照普鲁士立法我

必须首先经过一道预备手续，即获得司法机关的对“国民报”编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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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诉追的许可。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诉诸许多诉讼审级，从侦查

员到最高法院，结果却一无所获。简言之，他们不准我起诉，因为

这会使福格特先生声誉扫地（顺便说一句，他在“政治研究”１０５中曾

建议普鲁士以武力占领德国的其余部分），同时也会使那家打着所

谓反对派的幌子，实际上为政府效劳，而后来又表现为俾斯麦的最

驯服的工具的报纸声誉扫地，——他们不准起诉，因为这会使一个

在当时遭到所有卖身投靠的德国报刊根据上面的命令加以疯狂攻

击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我同普鲁士各级法院作斗争时经历的一切波折，以及我向这

些法院提出的证明我是无辜的文件，一起发表在我著的“福格特先

生”一书中，所以英勇的斯蒂凡诺尼先生是应当知道这些材料的。

斯蒂凡诺尼先生还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３

年）１０６中摘录了一些话来证明（究竟证明什么呢？）我同德国共产党

人有联系。我对这一点感到骄傲。

不过，我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就是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刑

法典上所指的那种秘密团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普鲁士政府才不

得不迫使卑鄙无耻的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捏造一系列伪证来诬陷

我和被告们。现在在德国，甚至连俾斯麦的拥护者在内，都找不出

一个敢于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斯蒂凡诺尼先生不仅同福格特有勾

结，而且同施梯伯也有勾结，这个情况甚至对像斯蒂凡诺尼这种

ｅｓｐｒｉｔ ｆｏｒｔ〔自由思想者〕说来也是太明显了。

斯蒂凡诺尼先生在他４月１８日的杂志中重新实行进攻。我在

自己的那本书里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福格特先生在１８５９年就

卖身投靠波拿巴，成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主要代理人。十年以后，

由于他的朋友们——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不谨慎，使这一

４９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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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能够得到文件的证实。
１０７

说什么我为了德国的利益而维护奥地利并反对意大利的英勇

捍卫者福格特先生，这是绝对不正确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我在“新

莱茵报”上捍卫了意大利的事业而反对德国议会的多数派和大部

分德国报刊。１０８以后，在１８５３年，以及别的一些时候，我曾在“纽约

论坛报”上捍卫过一个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经常同我发生分歧的

人——马志尼。１０９总之，我始终是站在革命的意大利一边反对奥地

利的。

但是，１８５９年的战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揭露了这场战

争，说明它的作用就是要使波拿巴帝国的寿命再延长十年，使德国

服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把意大利变成它现在这个样子。１１０马志尼

例外地赞成了我的观点（见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１５日“思想和行

动”１１１）。那时他和我一样也遭到了那位无孔不入的福格特先生的

攻击。

虽然我随时准备揭露福格特先生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但是我

必须否认我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印发的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的

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从福格特的话中摘录了福格特弄到的印发

传单的印刷厂厂主和排字工人的声明，企图证明布林德不是传单

的作者，而传单也不是由那个印刷厂厂主印刷的。

但是，如果斯蒂凡诺尼先生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读过了我的书

的话，那末他就会在第１８６—１８７页１１２上看到我提到的那个排字工

人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向英国法院宣誓后所作的声明，这两篇声明

确证，匿名传单的作者恰恰是卡尔·布林德！

斯蒂凡诺尼先生搁下福格特，调转话题来谈赫尔岑。他首先

硬说赫尔岑参加了建立国际的那次大会，并且说协会创立于１８６７

５９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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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谁都知道，国际是１８６４年９月在朗－爱克街举行的集会上成

立的，赫尔岑根本没有参加那次集会。唯理论的福音书作者斯蒂

凡诺尼先生对待年代和地形的态度，完全像他的十八个世纪以前

的新约方面的前辈一样。大约还在国际成立之前十年，在一次公

众大会上，我就曾拒绝同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先生在同一

个讲坛上发表演说。

赫尔岑本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出版的一本对我作了满

篇错误论断的书１１３中，也不敢像真理的崇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声

明的那样，断言我什么时候曾说他是俄国奸细。不过，如果有人渴

望弄清楚应该如何对待肤浅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的话，只要读一

读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的家务事”１１４这本小书就够了。

编辑先生，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玫瑰小报”第

１４８号和１８７２年８月１日“自由思

想”杂志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６９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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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１１５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３月７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

志”“协和”第１０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

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

年４月１６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

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１１６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

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

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

的德语写道：

“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

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

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

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ｅｎ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６，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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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ｃ．）（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

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１８７０年１１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

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

先生在第５１８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 ， ．

， 》．（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

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１１７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

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

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

书的名称是：“兑换论。１８４４年银行法”。伦敦，１８６４年，Ｔ．考特莱

·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３０号。１１８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

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１３４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

句话：

《 －

》（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

“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

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

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

８９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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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１１５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３月７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

志”“协和”第１０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

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

年４月１６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

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１１６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

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

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

的德语写道：

“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

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

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

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ｅｎ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６，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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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

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

个 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ａｐｐａ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

锐的对比。①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

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４月１７日发表了４月１６日的

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１８６３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

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

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

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

翻开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

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

到了下面这段话：

《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 ．Ｉ

ｍｕｓｔｓａｙｆｏｒｏｎｅ，Ｉｓｈ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ａｌｍｏｓｔ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ａｉｎｕｐｏｎ

，ｉｆｉｔｗｅｒｅｍｙ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ａｔ

ｉｔｗａ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 ．Ｔｈｉｓｔａｋｅｓｎｏｃｏｇ

ｎｉｚａｎｃｅａ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Ｉｔｈｉｎｋ，ｕｐ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ｔｕｒｎｓ，

》．

译成德文是：“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

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

９９答布伦坦诺的文章

① 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謅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６３８、６３９页）１１９中曾予

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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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１１５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３月７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

志”“协和”第１０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

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

年４月１６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

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１１６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

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

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

的德语写道：

“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

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

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

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ｅｎ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６，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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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①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

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

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

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

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

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Ｉｔａｌｉａｍ，Ｉｔａｌｉａｍ！》〔“意大利！意大利！”〕②最后，我们来谈谈

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

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

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ｃｏｎｔｒａ〔反对〕

倍倍尔的新发明１２１。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

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

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畏

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ｍｉｎｄ》〔“情绪”〕

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

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

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

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００１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３册。——编者注

《ｅａｓｙｃｌａｓｓ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一语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

示有产阶级中的确实有钱的部分的。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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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①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

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

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

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

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

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

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

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

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

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

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人

民国家报”第４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１０１答布伦坦诺的文章

① 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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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

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１２２

１．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决定在巴黎召开下次代表大会，后

来由于代表大会无法在巴黎召开，于是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

总委员会又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确定美因兹为召开代表大会的地

点；其次，鉴于目前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国际都遭到政府当局

的迫害，以致代表大会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美因兹都无法召开；

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这一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

要时改变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的规定，确定国际工人协会下

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星期一在荷兰海牙召开。

２．鉴于原定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在美因兹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

事日程的内容目前已不适应国际的迫切需要，因为这些需要已由

于发生的各种巨大历史事件而起了重大的变化；鉴于各国的许多

支部和联合会都建议下次代表大会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鉴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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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国际都遭到迫害，因而国际面临的任

务是巩固自己的组织；

总委员会决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作为海牙代表大会应予

讨论的最重要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同时保留以后根据各支部和联

合会的建议，拟定代表大会的较详细议程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９日“国际先驱报”第

１３号；１８７２年７月３日“人民国家报”第

５３号；１８７２年７月７日“平等报”第１４

号；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３日“解放报”第５７

号；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４日“自由报”第２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

报”，并根据法文手稿校

对过

３０１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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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

德文版序言１２３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

际工人组织，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

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

“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宣言”

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

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１８５０年

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１２４杂志上发表，后来在１８７１年至少又有三

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前不久

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１２５上登载；现在

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

伦敦出现。俄译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１２６丹麦文译本

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

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

个别地方本可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

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

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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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

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

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

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

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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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１９页１２７，那里把这个思想

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

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１８４７年为止；同

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

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

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

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１８４７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

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４日于伦敦

载于小册子“共产主义宣言。附有作者序

言的新版”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共产主义宣言。

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

５０１“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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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国 际 在 美 国１２８

我们的读者已经从我们的美国通讯中知道，合众国的国际会

员中发生了分裂。最近几个月来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在国际的历

史上的确是不平常的，因此有必要详细报道。我们的报道是以马

德里“解放报”（６月２２日）上的一篇文章为基础的，并且用我们所

掌握的真实文件对它做了一些补允。

大家知道，在欧洲，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都把国际变成了一个

可怕的怪物，并用这个怪物来吓唬一切善良的公民，因此现在可以

不必担心资产阶级分子会充斥国际并使国际背弃它原来提出的任

务。在美国，情形完全不同。使欧洲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害怕得要

命的东西，在美国却恰恰相反，被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对于一

个没有土地贵族、没有君主制度，在纯粹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成长起

来的社会说来，还没有摆脱君主制度和贵族的监护——甚至在法

国，至少在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幼稚恐惧是

滑稽可笑的。因此，国际在欧洲显得愈可怕，美国报纸的记者们把

国际描写得愈加骇人听闻（谁也不可能像这些先生们那样描绘得

如此有声有色），在美国人们就愈相信，现在可以利用国际捞一笔

资本——货币资本和政治资本。

这首先是两位美国太太的发现，她们企图利用国际来做一笔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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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生意，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社会远远走在欧洲社会

的前面。当欧洲资产阶级的男人们在国际面前发抖的时候，两位

美国资产阶级的太太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和她的妹妹田纳西

·克拉夫林女士（“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１２９的两位发行人）却

制定了一个利用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计划。她们的企图几乎成功

了。

这两姊妹，两个百万富翁，两个鼓吹妇女解放、尤其是“自由恋

爱”的人，勇敢地参加了国际。在克拉夫林女士的领导下成立了第

九支部，在伍德赫尔女士的领导下成立了第十二支部；接着，其他

支部也在美国各地相继成立；这些支部都是这两姊妹的崇拜者所

建立的。根据现行条例，每一个支部都有权向正在纽约开会的中

央委员会派遣一名代表。结果，这个最初由德国工人、爱尔兰工人

和法国工人组成的联合会委员会，很快就充满了一大堆形形色色

的美国资产阶级男女冒险家。工人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两个姐

妹冒险家的胜利看来是稳有把握的了。于是，第十二支部便挺身

而出，向美国国际的创始人说明事情的原委。

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０日第十二支部发表了一篇由书记威·威斯特

署名的宣言。１３０这篇宣言说：

“国际的最终目的很简单：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首先包括：男

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政治平等就是人人亲自参与一切人都必须遵守

的法律的拟订、通过和实行。社会自由就是充分保障每个人在一切纯属个人

性质的问题上，例如宗教信仰、男女关系、服装式样等等，不受任何无理的干

涉。其次，它还包括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总政府。不言而喻，这个纲领也要求消

灭一切语言差别。”

为了对这里所说的目的不致有任何误解，便要求建立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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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组织，在这个组织下面，

“尽可能在每个选区都要设有自己的支部来促进政治活动……在每个城

市必须有一个相当于现存市议会的城市委员会；在每个州必须有一个相当于

州立法机关的州委员会，而在全国范围内，则必须有一个相当于合众国国会

的全国委员会……国际的任务不外是在现有形式内建立一种新的管理形式，

以代替旧的管理形式”。

由此可见，国际的使命不是推翻现存国家的基础，而是利用现

存国家。的确，威斯特先生完全有权宣称：

“第十二支部宣言的公布是国际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１８７２年３

月２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为了保证这一“新时代”的到来，首先需要摆脱至今一直具有

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的国际共同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

束缚。果然，第十二支部宣称（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伍德赫尔和克

拉夫林周刊”）：

“每个支部的自主权就是自由解释代表大会决议，以及总委员会的章程

和决议〈即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因为每个支部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不久事情就变得更加不成体统了。继续出现的不是工人支

部，而是形形色色的由资产阶级骗子手、自由恋爱的拥护者、降神

术士、招魂的震教徒１３１组成的支部。于是，第一支部（德国人支部）

这个在美国最先成立的国际支部，终于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呼吁书

针对这一骗局，强调了协会的无产阶级实质。其他各美国支部的

始祖——第十二支部，立即作了回答。它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伍

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通过自己的书记威斯特宣称：

“在对劳资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应该先在全世界推行妇女的公民

平等权……第十二支部还应当反对作为整个抗议〈第一支部的抗议〉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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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前提：似乎国际工人协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

１１月２５日，第十二支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抗议。它说：

“断言〈共同章程断言〉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对的，不过，这

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的，即工人阶级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解

放。”

于是，以主张利用国家政权的人、钻营家、自由恋爱的拥护者、

降神术士以及其他资产阶级骗子手为一方，以真诚认为国际工人

协会在美国也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组织的工人

为另一方，终于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德国人第一支部要求中央委

员会驱逐第十二支部，并把所有不是由三分之二以上的雇佣工人

组成的支部的代表开除出去。这一要求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分

裂；一部分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一些法国人支持第一支部，而美国

人以及大多数法国人支部和两个德国人支部（施韦泽的支持者）则

成立了一个新中央委员会。

旧委员会（我们称它为第一委员会）在１２月４日发表了一个

通告，对当前状况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本应成为防止一切改良主义欺骗活动的屏障的中央委员会里，终于

形成了由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改革派和慈善家构成的多数；结果，宣传自由

恋爱的福音的人们和那些想用全能语言来造福全世界的人亲密无间地坐在

一起；经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投机商人、降神术士、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

他们每一个人都力图各显其能。尤其是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为了我

们运动的利益而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起来，同时使工人和资本家的对

立利益中孕育着的革命因素活跃起来……第一、四、五、七、八、十一、十六、二

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支部以及其他支部的代表们鉴于一切制止这种

胡作非为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此决定，在旧中央委员会不定期地停止自己

的活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日）之后，建立一个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新委员

会。”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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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中央委员会（伍德赫尔）还在继续活动；它增添了很

多所谓的新支部的代表，这些新支部主要是由第九支部和第十二

支部建立的，但是，它们大部分人数很少，以致几乎难以凑够充任

最必要职务（书记、财务委员等）的人员。

两个委员会都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这时，某些支部

（如法国人第十支部和所有爱尔兰人支部）同两个委员会都断绝了

联系，听候总委员会的裁决。

３月５日和１２日，总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决议①，这些决议已在

“人民国家报”（第３７号）上发表。总委员会暂时开除了第十二支

部，建议两个委员会联合起来，听候将从实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美

国代表大会的处理，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

雇佣工人组成的支部。尽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决议只是

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的，但是它们对国际在美国的命运具有决定的

意义。这些决议实际上承认了第一委员会是正确的，这就使得第

二委员会的资产者们不可能滥用国际的名义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

的了。

伦敦代表会议第十七项决议１３３要求，协会的一切内部事务只

应在各支部和联合会之内讨论，决不能公开。但是从分裂的最初

日子起，第二委员会就公然违反这一决议，邀请纽约报刊的记者参

加自己的一切会议，并尽力使一切事情成为声名狼籍的资产阶级

报纸的题材。现在，当这个委员会自以为已经用狡猾手法欺骗了

总委员会，因而起来攻击它的时候，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下流

的纽约报纸如“先驱报”１３４等依靠第二委员会的帮忙，把整个事情

０１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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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等等的冲

突。纽约工人的敌人由于国际在美国的所谓瓦解而兴高采

烈。    

同时，第二委员会始终想使全世界相信，国际不是工人的组

织，而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还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这个委员会的

机关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就宣称：

“我们委员会无须说明，某一支部的三分之二或某一部分成员应当是雇

佣奴隶，似乎做一个自由民，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它又宣称：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指令中大言不惭地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一个不是

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奴隶组成的美国支部。各支部的成员是不是也应该

成为政治上的奴隶呢？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假改革派和慈善家、资产阶

级骗子手和政治投机分子’的渗入最感到担心的，恰恰是那个由仅仅依靠雇

佣奴隶的劳动所得的工钱过活而别无其他谋生手段的公民组成的阶级。”

看来第二委员会已经把话说绝了。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工人

的联合组织原来是一种绝大的蠢事；不仅如此，这个协会只有开除

全体工人、全体雇佣奴隶，或者至少宣布他们是可疑分子，才能达

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没有工人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究

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得到了明确的回答。选举

合众国新总统的日期临近了。

这家什么事情都要管的妇女报纸“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即将举行的联席会议”的文章，

其中说：

“全国各种改革派人士的代表目前正讨论５月间在这里举行一次全体大

会的建议……的确，如果这个大会开得巧妙的话，也许已经消逝的民主主义

１１１国 际 在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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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对奴役制抱有好感的〉党派的残余还会出现并参加这个会呢……必须

使一切激进派都有代表出席大会”，等等。

同一家周刊一期接着一期地向全世界的革新家，

“向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方面的改革家，向一切和平主义者和禁酒运动

的拥护者，向国际的拥护者和妇女投票权的保卫者以及向一切认为实现真正

的道德和宗教〈！〉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发表呼吁书。

首先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维多利亚·伍德赫尔，然后是西·

Ｈ．班克斯、罗·威·休谟、乔·艾伦、威·威斯特、Ｇ．Ｗ．马多斯、

Ｔ．米洛特，总而言之，是第二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所有这些呼吁书

都直接指出，代表会议应提出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非常特别的代表会议终于在５月９、１０和１１日在纽约阿

波罗大厅举行了。所有美国的男女狂徒们济济一堂。第二委员会

全班人马都出席了。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被提名为合众国总

统候选人，并且还是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

整个美国对此报以哄然大笑，当然，这并没有使那些企图从这

桩生意中捞一把的美国投机商人感到难堪。可是，让人把自己拖

入这场丑剧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反应却不一样。第二支部（法国

人支部）从第二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并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

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也从第二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格罗塞

博士（他一度担任柏林的施韦泽的私人秘书），并且是出了第二委

员会，直到第二委员会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时为止。５月２０日，又

有八个支部（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退出，这样一来，第二委员

会现在所代表的仅仅是那些在加入国际以前实际上就已经结成一

伙的美国的可疑分子——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及其周围的人

们。现在他们宣称，他们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完全由美国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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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然，他们完全有这样做的自由。

同时，总委员会在回答圣路易斯的德国人支部和新奥尔良的

法国人支部的询问时宣布，总委员会只承认第一委员会（现在是合

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员会）。１３５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对国际的讨

伐就这样告终了。

“解放报”补充道：

“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面对这些事实，都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总委员

会，如果总委员会没有维护国际的基本原则的充分权利，没有开除那些企图

把国际变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个人目的的工具的支部和联合会只听候

应届代表大会裁决的充分权利，这件丑事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并且将怎样结

束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国家

报”第５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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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１３６

你们６月７日发出的盖有６月９日邮戳的信，这里是７月１３

日收到的。从这封信我可以得出结论说，你们的团体希望加入伟

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因为你们章程的内容同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没有任何抵触

的地方，所以你们加入国际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只有一点应当肯定，就是你们必须承认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

例，我随信给你们寄去一份这些文件的法文本（因为意大利文本不

全，并且不太确切）。请你们讨论一下这个建议，如果决定承认，就

请通知我，以便我能办好接受你们入会的一切必要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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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文是按信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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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鲁尔罢工的矿工

德国资本主义报刊建议你们放弃你们提出的实行八小时工作

日制和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的要求，并恢复工作，使德国工业

不致被迫从英国输入用煤，从而导致德国资金外流，弄得无钱支付

德国人的劳动报酬。

每当工人们采取独立行动，力求实现某种要求的时候，资产者

便发出这种悲痛的哀号。在英国，这种老调子差不多已经唱了四

十年，它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了。但是，这一次需要指出，资

本主义报刊故意企图欺骗你们，把事情说成好像只要矿业主和工

厂主们向英国写一封信，他们想要多少煤就能得到多少煤。

在英国，自从１８６９年以来，煤的消费量增加到空前未有的程

度，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英国工业普遍高涨，工厂数目增加了，

铁路用煤增加了，海运业急剧扩展了，而主要的是因为冶金工业得

到了巨大发展，它在最近三年中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一切繁荣时期。

关于这一点，自由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１３７（本年７月１２日）写

道：

“当前煤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冶金工业空前急剧的高涨。英

国北部生产的煤大约占全国采煤量的四分之一，它的大部分运往伦敦以及英

国南部和东部；轮船也消耗了很多的煤；但是不久前克利夫兰（它离煤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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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冶金工厂的发展突然造成了当地对煤的需求。目前每年至少要消耗五

六百万吨①煤的工业部门的这一增长，自然引起了采煤量的巨大增长。此外，

西海岸赤铁矿区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坎伯兰和郎卡郡的高炉几乎完全是从

德勒穆煤矿区取得燃料的，根据最低计算，每年也需要１５０万吨。单单是英国

北部正在建设的新高炉每年就需要７５万吨。此外还应加上西海岸的轧钢厂

和新高炉的用煤。因此，毫不奇怪，燃料问题很快成了整个英国北部的生死

存亡的问题，煤价也就自然迅速地上涨了。在南斯泰福郡、苏格兰、南威尔

士、得比郡、西约克郡和其他地区，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引起了煤价的上

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矿工采取了同你们一样的行动：他们要求

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英国煤矿老板们的见识和处世经验总是

远远超过他们的德国竞争者，他们没有做什么重大的反抗就满足

了一切要求。请听“每日新闻”往下是怎么说的：

“工资有时增加了……矿工仍然要求不断地缩短工作日。加之，专家们

断言，现在一个工人的采煤量只达到他以前在情况比较差、工资比较低时的

采煤量的五分之三。因此本来是可以多雇工人的；但是现在恰恰很难找到他

们。诚然，从农业区招募了很多工人；但采煤工人需要长期训练，因此，情况

只能慢慢地和逐渐地得到改善。目前工人们在某些地区已经达到了把每日

劳动时间限制为八小时的目的；同时工资到处都在迅速提高，所以，除了提高

煤价以外，看来别无出路。”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在全英国上部煤层差不多已经采掘完

了，矿井必然越来越深。请听“每日新闻”的文章往下是怎样说的：

“南斯泰福郡这些有价值的煤矿的最好煤层被滥事开采。在这个曾经是

丰富的产煤区的许多地方，矿井都已枯竭，贫矿区愈来愈多地变成了耕地和

牧场，虽然还有数千摩尔根②（贫矿区）正在荒废。然而这个区的资源还没有

耗尽。在旧采煤地点的周围布满了愈来愈深的矿井……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即使使用最新的技术，采煤的费用也愈来愈贵；何况矿井离冶金工厂很远

６１１ 卡·马 克 思

①

② 普鲁士的旧面积单位，约等于１４公顷。——译者注

英制１吨差不多正好相当于２０００磅或１０００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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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讲的南斯泰福郡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地区。必须愈来愈往

深处挖掘才能采到煤，并且必须经过长途运输才能送到指定地点。”

这样一来，正如“每日新闻”所说，在就地用煤的条件下，煤价

“增加了一倍”，真正的煤荒来到了，它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另一

家杂志，英国资本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１３８在７月１３日出

版的那一期中说道：

“从本年初起，煤价就不断上涨，现在它的价格比一年前高６０—１００％

……再过一两个星期煤价就可能高过１００％；而且没有一点真正的迹象表明

煤价今后不会继续上涨。今年６月输出的煤达１１０８０００吨，比去年同一时期

增加４％以上，但是它的价值是７５８０００英镑，比去年贵５３％。今年６月输出

的煤的每吨平均价格为１３先令９辨士〈即４塔勒１７１２与格罗申〉，而去年

是每吨９先令４辨士〈即３塔勒３１２格罗申〉。”

第三家资产阶级报纸“旁观者”
１３９
（７月２０日）也指出，在伦

敦，日用优质煤的价格从２３先令即７塔勒２０格罗申上涨到３５先

令即１１塔勒２０格罗申。

根据这些事实，你们可以相信，矿业主和工厂主们扬言要从英

国输入煤的威胁究竟有多大意义。阿尔弗勒德·克虏伯先生想下

多少道命令就可以下多少道命令，但是要买英国的煤，他就必须比

买鲁尔的煤花更多的钱，而且，一般说来，他能否买到英国的煤，还

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我认为有责任把这

些事实告诉你们。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７日

“人民国家报”第６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７１１致鲁尔罢工的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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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１４０

在７月４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

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

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

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１０期）声

明道：

“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

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

……，以便把……强加于格莱斯顿”。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

“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

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①。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

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

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所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

８１１

① 见本卷第９７—１０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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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

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一

批绦带，声称每盘绦带有三十埃勒①，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这

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了

它”。增添的绦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

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

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１４１，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

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

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

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

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

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

辑的新范例。

我告新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１３４页上引证的话和我

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

１３４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６３９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

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

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贫极已经缩小。”关于这

９１１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

① 埃勒（Ｅｌｌｅ）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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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我曾指出：“多么卑鄙的诡辩！工人阶级仍然是‘穷’的，只是随

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已变

得‘不那么穷’了，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

穷。贫极没有缩小，这也就是说，贫极由于富极增大而增大

了。”１４２这些“评论”在“兑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１０５中援

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

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

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

１０５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

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１３５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ＬｏｎｄｏｎＯｒ

ｐｈａｎＡｓｙｌｕｍ〔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

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

本论”第６４０页注１０４）”。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

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

袭了格蒙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

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

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１８７０年１１月）上发表的

那篇文章中摘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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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

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

篇文 资料在很大程度上（ｌａｒｇｅｌｙ）要归功于他的帮助。”
１４３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

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

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

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１４４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

宣言的作者。①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

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

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

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１２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

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

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

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国了２０％；‘财富和实力的

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措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

１２１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

① 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偷梁换柱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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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

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

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

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

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１０期和第２７期）一样。但是英国

税务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１００英镑的人才

免征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１８６３年４月

１７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

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

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

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

》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

引 威 克 菲 尔 德 的 话 指 出，《

》——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

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

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 》，德文与

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①。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

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

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

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２１ 卡·马 克 思

①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ｒｕｎｅａｓｙｃｌａｓｓ》［“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

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８５页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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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还使

它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

有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

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把

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

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劳动人民的状况”；在

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拥有财产的阶级”。可见，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报”报

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

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

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要厚颜无耻地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报

道，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

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

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

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

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

关刊物在其７月４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

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

下引证。”

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

３２１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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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

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

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

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

话：

“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

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

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

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

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

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

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

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

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

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

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

——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

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

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

４２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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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

了汉萨德速记记录中确切引用的话。”① 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

一下吧：

一

摘自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

报”所载的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

月１６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

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

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

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

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

裕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

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

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

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

间接的好处，等等。”

二

摘自汉萨德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７日

至５月２８日议会议事录第１７０

卷所载的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

１６的演说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

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

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

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

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

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

人（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ｈｏｍａｙ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

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

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

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

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

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

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

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５２１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

① 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

利用速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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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版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

大堆保留条件的、Ｃｉｒｃｕｍ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繁文缛礼局〕①的文体和

“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过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版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

删掉了。这些傲慢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

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晨星报”１４６（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的

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

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

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

长（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ｅｎ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但是这种增长（Ｂｕｔｔｈａｔ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晨报”
１４７
（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预算

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ａｌａｒｍ）的心情来看待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

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

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ｄ）

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ｄ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增长。这

６２１ 卡·马 克 思

① 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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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增长（Ｔｈ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

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半官方的出版物中隐瞒

了他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

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

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

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

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

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

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

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对手——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当

——说过下面这句有分量的话：《Ａｓｉｎｕｓｍａｎｅｂｉｓｉｎｓｅｃｕｌａｓｅｃｕｌｏ

ｒｕｍ》〔“你永远永远是一头驴子”〕？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

第６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７２１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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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

全体会员书１４８

公民们！

总委员会有必要向你们公开揭露国际内部的一些阴谋活动，

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你们当中大多数人却从来没有

怀疑到它们是存在的。

在我们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①

中，我们不得不提醒你们注意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宗派分子

的阴谋，这些阴谋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纠纷，偷偷

地把我们协会的最高领导权转交给以米哈伊尔·巴枯宁为首的集

团。

你们记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成立的时候曾经印行了一个

章程，如果我们批准这个章程，它就会保证同盟的双重存在——既

存在于国际之内，同时又存在于国际之外。事实上，同盟也就会一

方面有自己的同国际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并存的支部、联合

会和代表大会，同时却又企图成为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盟的

目的在于，用巴枯宁先生的特殊纲领来代替我们的共同章程，并把

８２１

① 见本卷第３—５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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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的个人独裁强加于我们的协会。

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的通告１４９中拒绝了这种狂妄

要求。它表示只有在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即同盟不再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存

在，它必须解散自己的组织，它的各个支部将根据普通地方支部的

权利加入国际。同盟正式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是在它的所谓支部

中只有一个支部，即日内瓦中央支部加入了我们协会。而其余的

支部对总委员会仍然保持秘密，因此总委员会只能认为这些支部

是不存在的。

现在，过了三年多以后，我们掌握的一些文件无可辩驳地证

明，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违反自己正式许下的诺言，过去和现在

始终都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且是以秘密团体的形式存在于

国际内部；它现在仍然受巴枯宁先生的领导；它的目的依然如故，

最近一年来表面上是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而实际上是针

对我们的整个组织的一切攻击都来自同盟。有些人指责总委员会

有“权威主义”，虽然他们一次也不能指出总委员会有什么权威主

义的行为，他们一有机会就鼓吹“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他

们指责总委员会想把“自己的正式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

把国际变成一个有“教阶制的”团体；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组织了一

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且实行不折

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

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

说强加于国际。他们要求国际按“自下而上”的原则组织起来，但

他们自己作为同盟的盟员却俯首贴耳地听从“自上而下”的命令。

用不着证明，在国际内存在这类秘密团体显然违反了我们的

９２１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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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章程。我们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

际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

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

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规定

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

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

的动机和真实目的。国际的纲领包含在它的章程中，是尽人皆知

的；同盟的纲领则一贯被隐瞒起来，而且直到今天大家仍然不知

道。

同盟的核心是汝拉联合会；由它提出口号，而秘密组织所控制

的其他支部和报纸则立即响应和拥护。在意大利有一些受同盟领

导的团体。这些自称为国际支部的团体，从来没有申请过加入国

际，从来没有缴纳过会费，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的条例中规定的任

何一个条件。在比利时，同盟有几个相当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法国

南部，同盟有自己的通讯员；其中有一个人还把这种职务和警察局

秘书的职务结合于一身。但是同盟组织得最好的还是在西班牙，

它在那里分支最多。在那里一开头它就不露形迹地混进了国际的

队伍，并且几乎一直抓住历届联合会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领导权。

他们甚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这个秘密组织在我

们协会内部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每个人的义务。伦

敦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个身为同盟盟员的西班牙代表①，

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巴枯宁的忠实信徒按照他的旨意立即

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所散布的谣言和进行的疯狂攻击都澄清了

０３１ 弗·恩 格 斯

① 安·罗伦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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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种糊涂看法。在同盟内部经过长期斗争后，那些把国际看

得比同盟珍贵的西班牙会员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他们立即遭到了

那些仍然忠实于秘密团体的人的最恶毒的侮辱和诽谤。他们被两

度开除出马德里地方联合会，这是明显违反现行条例的行为。当

他们想组织一个新马德里联合会１５０的时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不准他们这样做，并退回他们寄去的会费。这里需要指出，就我们

所知，联合会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中有五名是同盟盟员（维散特·罗

塞耳、佩雷格林·蒙托罗、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弗朗西斯科·

托马斯和弗朗科·马丁涅斯），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人。这样一来，

因自己的自治而无比自豪的西班牙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自己根

本没有怀疑到自己正是像一群绵羊那样地顺从自瑞士发出的秘密

命令，这些命令联合会委员会必须盲目地执行，如果它不愿意这样

做就会被同盟宣布为非法。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被选举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于７月７日向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内

部通告，要求它们缴纳额外会费，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费用，

并权威主义地命令它们按照全西班牙的一张共同名单来选举这些

代表，以便由它，即联合会委员会，来负责计算选票。这种选举方

法是要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不仅如此，联合会委员会还通知

说，它草拟了一份这些代表绝对必须遵从的共同的限权代表委托

书。当我们一获悉这个用国际会员的经费派遣同盟的代表参加代

表大会的方案以及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同秘密团体一起搞阴

谋活动的证据后，我们便在７月２４日向它提出了以下几点要

求：    

（１）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在

１３１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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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所担负的职务；

（２）调查西班牙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３）寄一份７月７日的内部通告给我们；

（４）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认为，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

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

可以并行不悖的；

（５）在回信时要作详尽回答①。

我们至迟在８月１日以前就应当收到回答。但是，直到８月５

日我们才收到一封标明“８月１日于瓦伦西亚”的信（邮戳已辨认

不清），信中借口说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懂我们用法文写的信，因

为需要时间来翻译这封信，所以回答推迟了。然而就是这个委员

会却在６月１６日的信中请求我们在给他们寄我们的刊物等等的

时候尽可能寄法文的，因为他们（委员会的委员们）多少懂得一点

这种语言！可见借口是虚伪的：他们只不过想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时

间。

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协会的全体会员，尤其是国际的西班牙会

员宣布，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背叛了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委员会

不但没有严格遵照国际西班牙会员所赋予它的权力行事，反而成

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且甚至是敌视国际的团体的机构。

它所服从的不是共同章程和条例，以及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和西

班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巴枯宁发出的秘密指令。由于联合会

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都是同国际格格不入的秘密团体的成员，所

以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显然违反共同章程的。

２３１ 弗·恩 格 斯

① 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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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们，这就是在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之前必须告诉你

们的一些事实。在工人阶级斗举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

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

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这是一个旨

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阴谋。因此，凡是我们接触到这个阴

谋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它在鼓吹起削弱作用的绝对放弃任何政治

活动的学说。当不了解这一阴谋的普通国际会员几乎在所有欧洲

国家中都遭到迫害和逮捕的时候，“英勇的”同盟盟员却享有不受

任何侵犯的特权。

公民们，你们应当作出抉择。现在问题不在于支部自治、小组

自由联合，不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也不在于任何其他的夸夸其

谈的和响亮的词句。现在问题在于：你们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由

那些除了你们所赋予的权力而外不承认别的权力的人来组成，还

是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通过欺骗的办法选举出来并从你们

那里获得权力，但是决意遵照在瑞士的某位神秘人物的秘密指令

把你们当成一群绵羊来驱使的人组成？

揭穿这个秘密的骗子手团体的存在，就是消灭它的力量。同

盟的先生们并不会笨得相信，当国际的广大会员群众知道存在这

个组织时还会自觉服从这个组织。在骗子手和他想欺骗的人之

间，在同盟和国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此外，必须一举永远地结束由于协会内存在着这个寄生组织

而一再发生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只是浪费本来应该用来反对现

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力量。同盟既然阻挠国际反对工人阶级敌人的

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要求海牙代表大会将同盟的全体盟员开

３３１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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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出国际，并授予总委员会以必要的权力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

阴谋。

总委员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４—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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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３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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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１５１

１８７２年８月８日于伦敦

鉴于同盟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进行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活动，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１５２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４日的会议上，委托

西班牙书记、公民弗·恩格斯将下面这封信送交瓦伦西亚的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公民们！

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

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设在瑞

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

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

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理智”１５３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

委员是同盟的人。

１８６８年当这个团体作为一个公开团体成立时，总委员会不得

不拒绝在它仍然保持自己的国际性质的时候接受它加入国际，因

为它妄图成为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外活动

的第二个国际联合组织。同盟只是在答应仅仅作为日内瓦的一个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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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方支部存在之后，才加入了国际（见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７页及以下各页①）。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

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

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

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

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

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

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

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

的。总委员会已经发出内部通告，要求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

调查该同盟的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还知道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应同盟的先生们坚决要求而采取的那些有利于他们团体

的措施，于是总委员会坚决决定取缔这些阴谋活动。为此，总委员

会要求你们完成以下事项，以便起草即将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

关于同盟的报告：

（１）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在

国际中所担负的职务；

（２）调查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３）寄一份你们１８７２年７月７日的内部通告；

（４）说明为什么你们认为，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

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

不悖的。

６３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１１—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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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委员会收不到作出确实的和最后的答复的回信，它将

被迫不仅在西班牙国内，而且也在西班牙国外公开宣布，你们违反

了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并且为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

且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利益而背叛了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４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３３号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一封标有“８月１日于瓦伦西亚”字样

并于８月５日在伦敦收到的信件中，对总委员会的要求作了如下

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收到了你们最近的来信，但是，由于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

而我们的常任翻译又不在瓦伦西亚，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信的内容。我们已请

另一个同志尽快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回答。”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８月８日会议决定，在等待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回答的同时，必须公布这封信，以便敦促西班牙的

所有联合会和支部对称为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存在、活动和目的进

行调查。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通讯书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通讯书记

弗·恩格斯——西班牙和意大利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法国通讯书记

勒穆修——美国通讯书记

海尔曼·荣克——瑞士通讯书记

７３１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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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通讯书记

会议主席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

（波兰书记）

会议秘书 弗·库尔奈（荷兰书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２年８月８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７日“解放报”第

６２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并

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８３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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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１５４

执行委员会受总委员会委托暂行代理协会的一切组织工作，

鉴于新马德里联合会８月５日来信请求总委员会予以承认；

鉴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７月１６日做出的拒绝接受上述联

合会加入国际的决议；

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同意总委员会准备在代表大会上

加以反对的、其大部分成员都是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的联

合会委员会的观点，即使从形式上来看也是荒谬的；

考虑到，在西班牙首先敢于同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

秘密团体划清界限、揭露并挫败其阴谋诡计的，实际上正是新马德

里联合会的创建者，——

为此，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理由，代表总委员会，

决定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并同它建立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

     代表执行委员会

        西班牙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４日

“解放报”第６３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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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

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１５５

１８７２写年８月２３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３３号

我们收到了标明日期为“８月６日于里米尼”的某个据称是属

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联合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１５６决议断然

表示同伦敦总委员会不再有任何团结一致，并擅自规定在纽沙特

尔（瑞士）召开①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建议这一派的各个支部

都要派自己的代表前往纽沙特尔，而不是前往即将举行国际应届

代表大会的海牙。

必须指出，有代表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２１个支部中，只有一

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其余２０个支部中没有一个履

行我们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接受新支部的任何一个条件。

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正是那些妄

图建立这个联合会的人，在伟大的工人协会之外建立自己的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将就这种假冒名义的行为做出决议。

     代表总委员会并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部分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８日“人民报”

第９５号，全文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９日

“平民”第２０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平民”译的，并根

据信稿校对过

０４１

① 在信稿中接着是：“所谓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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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１５７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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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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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

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５８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

公民们①！

自从我们上一次在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以来，两场大战——

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在这两场战争以

前就已经爆发，曾同这两场战争同时进行，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

的还有第三场战争，——这就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

巴黎的国际会员们②公开而明确地警告过法国人民，参加全

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法国国内专制和对外战争。１５９１８７０年４

月２３日，即全民投票的前夕１６０，他们被逮捕了，借口是他们参加了

谋杀路易·波拿巴的阴谋。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

及其他城市也跟着逮捕国际会员。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的

声明中说１６１：

３４１

①

② 在“国际报”、“自由报”等报纸上，这段话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当帝国要求法国

通过新的全民投票来使它的存在神圣化的时候”。——编者注

在传单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们”，而是“工人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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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会同已经传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相媲

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嚣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

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骗局。”①

而事实上，在十二月帝国倾复以后它的后继者们公布的文件

也已经证实，最近这次阴谋是由波拿巴警察当局亲手制造出来

的１６２，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耶在一个秘密通告中直接指示他的

下属说：

“必须逮捕国际的领导人，否则全民投票便无法令人满意地进行。”

全民投票这出闹剧演完以后，在７月８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的委员们果然受到路易·波拿巴的法官们的审讯，但这仍然只是

因为他们“罪恶地”参加了国际，而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臆造的阴

谋。１６３可见，波拿巴政府认为，要发动一场法国任何时候都没有遭

到过的为害最大的战争，就必须先对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各支部进

行征伐。不应该忘记，法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地摈弃了全民投票。

也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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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

７月２３日“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１６４）。

全民投票以后几个星期，波拿巴主义的报刊就开始在法国人

民中间煽起好战狂热，巴黎的国际会员们不顾政府的迫害，于７月

１２日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痛斥正在发动的战争是

“犯罪的疯狂行为”，而且对“自己的德国弟兄们”说：

４４１ 卡·马 克 思

① 在传单和“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我们看对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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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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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声

明说：“我们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不承认任何国界。”１６５

这个号召在德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因此总委员会有充分的

权利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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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

相对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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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日

宣言）

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前，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一直被

囚于狱中。而协会的其他会员每天都被当众痛骂为被普鲁士收买

的叛徒。

第二帝国像它以模仿剧开始一样，以色当投降而告终，于是普

法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变成了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普鲁士

曾不止一次地庄严宣称，它拿起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击退外国侵略，

而现在则抛开了假面具，宣布进行侵略战争。从这个时候起，它就

不仅要在法国反对共和国，而且也要在德国反对国际。在这里我

们只能对这一斗争的经过作一个概略的叙述。

宣战以后，北德意志联邦的大部分领土（汉诺威、奥登堡、不来

梅、汉堡、不伦瑞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梅克伦堡、波美拉尼

亚和普鲁士省）马上宣布戒严，让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在

那里逞凶肆虐。这种作为防御外国入侵的措施宣布的戒严，立即

变成了一场反对德国的国际会员的战争。

５４１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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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的第二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考虑到邦的法律的情况下成立的国际支部——的不伦瑞克中央委

员会于９月５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利用它所掌握的

一切手段来反对瓜分法国，要求实现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且

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１６６宣言谴责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意图

是一种犯罪行为，其结果会使整个德国都变成普鲁士的兵营，并使

战争成为欧洲的一种常规。９月９日，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下

令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给他们戴上镣铐，发配到６００英里以

外位于俄国边界的普鲁士要塞勒特岑去。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卑

鄙虐待同国王的贵宾在威廉堡１６７受到的特意款待成了鲜明的对

比。尽管大肆逮捕并把工人们从德国这个邦流放到那个邦去，尽

管封闭工人报刊，尽管进行军事镇压和警察百般刁难，但是德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仍旧按照国际的精神和根据不伦瑞克宣言行动。

因此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９月２１日①下令禁止社会民主党

举行任何集会。这道禁令被１０月５日的另一道命令废除了，在后

一道命令中他狡黠地指示警探们，

“要把一切公开发表言论鼓励法国反对德国提出的和谈条件的人都报告

给他本人，以便他能够使这些人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致为害”。

普鲁士国王一方面让毛奇照料国外的战争，另方面自己则竭

力使国内的战争发生新的转变。根据他本人１０月１７日的命令，福

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必须把勒特岑的囚犯们交给不伦瑞克地方

法院审理，而该法院则应该找到法律根据把他们囚禁起来，或者交

回给残暴的将军严加看守。

６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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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全德国都效法了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的先例，而俾

斯麦在外交通告中却采取了一种侮辱欧洲的手法，把自己装扮成

维护法国主和派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义愤填膺的

卫士。正当他要求法国要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国民议会的时候，在

德国本国他却因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曾在德国国会中代表国际

发言反对过他而下令把他们关进监狱，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

阻止他们再度当选。１６８

他的主子征服者威廉支持了他，从凡尔赛发出了命令，延长了

戒严的期限，就是说，在整个选举期间废除一切民法。国王实际上

只是在同法国签订和约两个月以后才准许在德国解除戒严。他顽

固地坚持在国内实行戒严，他多次亲自参与对他自己德国内的俘

虏的处理，这一切证明，在无敌武器的轰隆声中和整个德国资产阶

级疯狂的喝彩声中，他对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恐惧。

这是物质暴力对精神力量的迫不得已的重视。

这场反对国际的战争起初只是在法国（从全民投票日起到帝

国崩溃为止）进行，后来只是在德国（在共和国反对普鲁士的整个

斗争期间）进行，但是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之日起以及在巴黎公社

失败以后，就成为遍及一切地方的战争了。

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夫尔向外国发出了通告，要求把

公社流亡者①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并且号召对国际——这是以

法夫尔本人为当然代表的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敌人——发动

一次全面的十字军征讨。１６９奥地利和匈牙利立即响应了这个号召。

６月１３日，在佩斯对他们认为的工人联合会的领袖进行了强盗式

７４１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大会的报告

① 在传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社流亡者”，而是“公社委员”。——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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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袭击；他们的文件被没收了，他们本人被逮捕并被控以叛国

罪而交付法庭审判。１７０这时正在佩斯的国际维也纳支部的某些代

表也被解送到维也纳去作同样处置。博伊斯特再向议会要求并得

到了３万英镑，

“作为政治情报工作的开支，因为国际日益危及整个欧洲，这种工作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从此以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便建立了对付工人阶级的真正

的恐怖统治。奥地利政府甚至在垂死的时候还拚命挣扎着抓住它

旧有的、扮演欧洲反动派的唐·吉诃德角色的特权不放。

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出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杜弗尔向自己

那个地主议会提出了一项现在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这个法

案规定，只要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或承认它的原则，就以犯罪论处。

梯也尔以证人身分向地主议会的杜弗尔法案委员会讲话时，吹嘘

说这个法律是他本人睿智的产物，说什么他自己最先发现了这个

可靠的法宝：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付异教徒的办法来对付国际。

但是，即使这一点他也不能以独创性自诩。早在他就任社会救主

的职位以前很久，统治阶级用于国际会员的这种真正的法律理论

就已经由维也纳各法院制定出来了。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奥地利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卓越的代表们

被认为犯了叛国罪，判处每月禁食一天的多年苦役。判决书的原

文如下：

“犯人们自己供认，他们接受了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工人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年）的纲领，并根据这个纲领进行了活动。这个纲领包括了国际的纲

领。国际的建立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从有产阶级的统治和政治上的依附状态

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同奥地利国家的现存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凡是接

８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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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传播国际纲领的基本原理的人，就是进行预谋颠复奥地利政府的活动，

从而犯了叛国罪。”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７日，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作出了判

决。他们被判处了期限不同的监禁。法院非常明确地把维也纳作

出的判决书的根据当做先例加以援引。

在佩斯，被监禁的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经受了英国政府用以

对待芬尼亚社社员１７１的那种卑鄙虐待几乎整整一年以后，才在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日出庭受审。在这里检察官也要求按照维也纳制

定的法律理论将他们治罪。但是，他们被宣告无罪。

在莱比锡，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７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控犯有

图谋叛国罪，判处了两年要塞监禁，——也是根据维也纳作出的那

份判决书。所不同的只是维也纳法官们的判决在这个场合是由萨

克森的陪审员们批准的。

在哥本哈根，国际中央委员会的三位委员布里克斯、皮奥和盖

列夫于５月５日①被投入监狱，因为他们不顾警察当局的禁止，坚

决要举行露天集会。他们在被关进监狱以后才得知，对他们提出

的指控具有更加一般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同丹麦

国家的存在不相容，因此，单是宣传这种思想就构成了违反丹麦宪

法的罪行。又是维也纳制定的那一套法律理论！被告直到现在还

被拘留，听候审讯。

由于对茹尔·法夫尔关于引渡公社社员的要求作了表示支持

的答复而大出风头的比利时政府，赶忙通过马鲁提出了一个照抄

杜弗尔法的法案。

９４１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大会的报告

① １８７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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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的教皇庇护九世在告瑞士天主教徒晋谒团书中发泄了他

的愤怒。

他说：“你们的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应当为那个叫做自由的东西作出重

大的牺牲。它给大批最下等的人提供了避难权。它在自己国内容忍一个叫做

国际的教派，而这个教派是想要像对待巴黎一样去对待整个欧洲的。对于国

际的这些先生——说来他们根本称不起什么先生——是应当加以提防的，因

为他们是按照天主和人的死敌的利益来行事的。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应该

为他们祈祷。”

先把他们绞死，然后再为他们祈祷！

受俾斯麦、博伊斯特和普鲁士特务头子施梯伯支持的奥皇和

德皇于１８７１年９月初在萨尔茨堡会晤，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是建

立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神圣同盟。

俾斯麦私人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通报〕“北德报”
１７２
声称：“只有这种欧洲同盟才

是拯救国家、教会、财产、文明，一句话，拯救欧洲各国所赖以建立起来的一切

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显然，俾斯麦的真正目的是保证自己在即将爆发的对俄战争

中获得同盟者，而国际不过被用来撩惹奥地利罢了，就像斗牛者用

红布来撩惹公牛一样。

朗扎干脆下令禁止国际在意大利活动。萨加斯塔宣布国际在

西班牙不受法律保护，１７３他大概指望以此来博得英国证券交易所

的好感。自从农奴制废除以来被迫采取一些冒险措施——今天对

人民的要求做些小心翼翼的让步，为的是明天能够把这些让步收

回——的俄国政府，从迫害国际的普遍号召中找到了在国内重新

加紧反动的借口。为了刺探我们协会的秘密，它在国外进行活动，

劝说一个瑞士法官当着一个俄国密探的面搜查俄国的国际会员、

０５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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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日内瓦“平等报”的编辑吴亭的

住宅１７４。只是由于瑞士的国际会员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才防止了

瑞士的共和国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引渡给梯也尔。

最后，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虽然没有能够在大不列颠本土按

照这种精神行事，但是至少也证实了他的善良意图：它在爱尔兰肆

意使用警察恐怖手段来反对我们在那里建立的支部，并且命令它

的代表在国外收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情报。

但是，欧洲各国政府合力谋划的一切镇压措施，同文明世界的

造谣力量发动的诽谤战争相比，都会黯然失色。强加于国际的各

种无中生有的事件、对国际的“秘密”的揭露、无耻伪造的公交和私

函、耸人听闻的电讯，接二连三地迅速出现；出卖灵魂的可敬的报

刊所控制的一切诽旁的闸门一下子都打开了，卑鄙龌龊的洪流汹

涌而出，要把可恶的敌人淹死。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

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

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时候，全世界传遍这样一个电讯：这是国际干

的恶毒勾当；他们没有把荡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说成是国际用魔法

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总委员会在它过去各次年度报告中通常总是对协会从上一次

代表大会以来的成就作一个概述。公民们①，这次使我们不得不打

破这个惯例的原因，你们当然会了解。况且各国代表的报告在一

定程度上将会弥补这个缺陷，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他们在自己的报

告中可以谈到什么程度为止。我们只是指出，自从巴塞尔代表大

１５１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大会的报告

① 在传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们”，而是“工人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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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尤其是１８７１年９月伦敦代表会议以来，国际在英格兰的和爱

尔兰本地的爱尔兰人中间，在荷兰、丹麦、葡萄牙都获得了广泛的

发展，它巩固了自己在合众国的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也有了分支。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１８４８年时期，工人阶级在没有国际组织时

和有了国际时的区别就显得特别明显。要使工人阶级自己认识到

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曾经需要很长的岁

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

援。

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聚会在一起，为的是加强旨在解放

劳动和消灭民族纠纷的协会的战斗组织。几乎与此同时，旧世界

的帝王们也在柏林聚会，为的是锻造新的锁链和策划新的战争。１７５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２年８月底

１８７２年在不伦瑞克印成传单：“伦敦

总委员会在国际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

上作的正式报告”，并载于１８７２年９

月１８日“人民国家报”第７５号；１８７２

年９月２９日“自由报”第３９号；１８７２

年１０月６日“国际报”第１９５号；１８７２

年１０月５日和１３日“解放报”第６８、

６９号；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１２和１９日“国

际先驱报”第２７、２８和２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

报”，并根据德文传单校

对过

２５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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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

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的报告１７６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在１８６８年底建立的。这是

一个企图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和外部同时进行活动的国际团体。

这个团体是由协会会员组成的，他们要求有参加国际会员的一切

集会的权利，但是却希望有权同国际并列地保留自己的地方性组

织、自己的全国性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见，同盟从一开

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

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物的派系。

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我们总委员会当时来往的信件，已经在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通告的第７—９页①（第一号文件）上

刊印出来了。只要同盟保持着独特的国际性质，总委员会就拒绝

接受它；总委员会答应，只有在同盟解散自己特殊的国际组织，它

的支部变成我们协会的普通支部，并且总委员会知道每一个新的

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的条件下，才能接受它。

这个②以后在自己和总委员会的交往中自称为“社会主义民

３５１

①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名称”。——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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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同盟日内瓦支部”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２日对

这些要求做了如下的答复：

“根据你们的委员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商定的条件，我们

向同盟的各组织提出了解散同盟这个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之外的组织的问

题…… 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绝大多数组织都赞同中央委员会打算做出关

于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决定的意见。今天关于解散的问题已经解

决。我们在把这一决定通知同盟各组织的同时，已建议它们按照我们的榜样

组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并且争取你们或者各相应国家的协会联合会委员

会承认它们为这样的支部。为了证明你们寄给前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已经

收到，我们今天把我们支部的章程送给你们审查，并请求你们正式承认它为

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签字）临时书记 沙·佩龙（第二号文件）。

文件中附有一份同盟的这个章程，列为第三号。

日内瓦支部是请求接受它加入国际的唯一的一个支部。关于

同盟其他那些似乎存在的支部，毫无所闻。然而，尽管同盟分子

在不断搞阴谋，力图把自己特殊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并夺取我

们协会的领导权，当时可以认为同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解散了

自己。可是①，总委员会收到了相当确凿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不

能不做出结论：同盟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把自己解散，和它庄严地

许下的诺言相反，它作为一个秘密团体过去存在过，并且现在还

继续存在着，它正利用这个地下组织来像以前那样追求它原来的

目的——取得统治权。由于同盟本身发生内讧，它的存在特别是

在西班牙的存在这件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关于同盟内讧的经

过，我们下面再作叙述。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就是由曾身兼同

盟西班牙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那些旧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起草

的通告（易“解放报”第６１号第３版第２栏，第四号文件１７７）暴

４５１ 弗·恩 格 斯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从今年５月以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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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同盟的存在①。［在更早的时候，］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的通告就

通知同盟在西班牙的所有支部说，通告的签署者刚刚把自己的同

盟支部解散了，并且建议其他组织效法它们。１７８通告发表在“解放

报”（第５９号，第五号文件）上。

这个通告的发表，迫使同盟的报纸即巴塞罗纳的“联盟”（１８７２

年８月４日，第１５５号）也发表了同盟的章程（第六号文件）。于

是，这个团体的存在便被完全证实了。

我们把秘密团体的章程和同盟日内瓦支部向总委员会提出的

章程做了比较，首先，我们发现第一个文件前面的引言部分和第

二个文件前面的引言部分是一样的，只是文词上有一些不同，即

在秘密章程中巴枯宁的特殊纲领表述得更加明确。

下面就是准确的统计表：

  日内瓦章程   秘 密 章 程

  第 一 条   第 五 条   一字不差

  第 二 条   第 一 条   大体相同

  第 三 条   第 二 条   一字不差

  第四、五条   第 三 条   大体相同

  第 六 条   第 四 条   大体相同

秘密章程本身是以日内瓦章程为基础的。例如，秘密章程第

四条和日内瓦章程第三条一字不差；秘密章程第十条是由日内瓦

章程第八条和第九条压缩成的，同样，秘密章程第三条是由日内

瓦章程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压缩成的。

５５１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由于无法把自己在国际中的义务同自己又身为国际内

部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的处境调和起来，他们在６月２日表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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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盟分子目前的做法相反，日内瓦章程第七条鼓吹国际的

“强有力的组织”，规定同盟的一切盟员必须“支持……代表大会

的决定和总委员会的权力”。这一条在秘密章程中没有，但是原先

有过，马德里ｓｅｃｃｉｏｎｄｅｏｆｉｃｉｏｓｖａｒｉｏｓ〔各行业联合支部〕条例

（第七号文件）第十五条几乎是一字不盖地照搬了这一条就是证

明，该条例也包括了同盟的纲领。

显而易见，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两个不同的团体，而是同一

个团体。一方面，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保证说同盟已经

解散，并且根据这一声明被接受为国际的支部，而另一方面，以

巴枯宁先生为首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首领们却加强了这个同盟的

组织，把它改变成秘密团体，并且保持了他们答应要放弃的它的

国际性质。他们用不体面的办法骗取了总委员会和得到书面通知

的整个国际的信任。这些人既然开始就撒了这样的谎，当然再也

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进行各种阴谋诡计，以便控制国际或者一旦失

败，就破坏国际。

现在我们把秘密章程的主要条文引在下面：

“（１）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目的在于宣传和发

展自己纲领的原则，并且研究能够推进直接和立即解放工人阶级的一切手

段。

（２）为了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好成就，并且不致于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的

声誉，同盟应当是完全秘密的。

（４）凡是事先不完全地和不真诚地承认纲领的原则的人，均不能被接受

为盟员，等等。

（５）同盟将尽可能从内部影响工人的地方联合会，使它不致走上反动的

或者反革命的道路。

（６）多数盟员可以不说明理由而把任何盟员从同盟中开除出去。”

可见，同盟是在国际内部建立的、有特殊纲领的秘密团体，它

６５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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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领根本不是国际的纲领；这是一个旨在宣传这个它认为是唯

一革命的纲领的团体。这个团体规定其成员有义务在他们的国际

地方联合会中进行活动，使这种联合会不致走上反动的或者反革

命的道路，就是说使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违背同盟的纲领。这就是

说，同盟的目的是要依靠自己的秘密组织把它的宗派主义的纲领

强加于整个国际。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秘密

组织的力量争取把同盟盟员选入各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

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这些委员会都抓在自己手中。凡是同盟认

为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它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

以看到。

很清楚，如果同盟盟员①宣传自己的纲领，那谁也不可能对他

们有意见。国际是由属于各种极不相同的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组成

的。它的纲领非常广泛，足以容纳所有这些派别；巴枯宁派是根

据和其他派别同样的条件被接受进来的。巴枯宁派之所以受责

备，正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同盟的秘密性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许多

国家，在波兰、法国、爱尔兰，秘密组织都是保护自己免遭政府

的恐怖措施之害的合法手段，国际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国际

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已经声明，它愿意仍旧完全不同这些团体发生

关系，并且不承认这些团体是自己的支部。可是主要的是，在这

里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秘密团体，它的建立不是为了反对各国政

府，而是为了反对国际本身。

组织类似的秘密团体不仅显然违反对国际承担的义务，而且

７５１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公开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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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显然违反我们的共同章程①的文字和精神。我们的章程只承认

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际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

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贵族和平民，而且承认真理、正义和

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

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

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同

盟的创始人知道得很清楚，国际广大的非亲信的会员群众只要一

知道存在类似的组织，就永远不会自觉地服从这种组织的。这就

是他们要把它变成“完全秘密的”组织的原因。因为有必要强调

指出，这个同盟的秘密性质并不是为了瞒过各国政府的耳目，否

则它开始就不会作为一个公开的团体而存在了；这种秘密性质②

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欺骗国际非亲信的会员，同盟对总委员会进

行的不体面的欺骗便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反对国际的

真正阴谋。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

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

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

而且，可笑的是硬说什么某个团体之所以要处于秘密状态，是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各国现政府的迫害，而这个团体自己却在到处

鼓吹起削弱作用的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并且在自己的纲领

（秘密章程导言第三条）中宣布：它

“反对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的任何革命

行动。”

这个秘密团体在国际内部搞了些什么活动呢？

８５１ 弗·恩 格 斯

①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和条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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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在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的分裂”中已

经部分地做了答复。但是由于当时总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秘密组

织的规模，而从那个时候以来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所以这

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答复。

首先必须指出，同盟的活动可以很容易地区分为两个阶段。

起初，它以为它能够控制总委员会，从而在我们的协会中夺得最

高领导权。正是那个时候，它要求自己的拥护者支持国际的“强

有力的组织”，首先是支持

“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和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正是那个时候，同盟的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要求总委

员会必须有广泛的权力，可是后来他们又如此厌恶地把这种权力

当做是权威主义的权力来加以反对。

巴塞尔代表大会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打破了同盟的希望①。

从此以后，它就策划“所谓的分裂”中所谈到的那些阴谋；在瑞

士汝拉地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它都不断地用自己特殊的纲领

来偷换国际的纲领。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

关于各个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结束了国际内部这种ｑｕｉｐｒｏｑｕｏ

〔偷梁换柱的手法〕。同盟便立即又重新活动起来了。同盟在瑞士

的堡垒汝拉联合会用它的桑维耳耶通告来反对总委员会，强有力

的组织、总委员会的权力、在这个通告上签字的人自己提出并投

票通过的巴塞尔各项决议，都被宣布为权威主义的，——看来，只

要给戴上这顶帽子就足以不分皂白地给它们定罪了；这个谈到

９５１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它的活动就是在各地搞阴谋。在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关于

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各个宗派主义的支部的决议，强调指出国际的最初纲

领和同盟的纲领不同……以前，它一直是相当镇定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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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队伍中爆发的一场战争，一场公开的战争”的通告要求使

国际具有一种不是适合于当前斗争的需要，而是适合于未来社会

的什么玄妙莫测的理想的组织形式，等等。从此以后策略就改变

了。命令下达了。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

班牙，巴塞尔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

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所谈的不

外乎是关于支部自治啦、自由联合小组啦、无政府状态啦，等等。

这一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国际的公开组织的削弱，国际内

部秘密团体的影响自然要加强起来。在同盟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

是总委员会，所以首先遭到攻击的也正是它，但是现在我们就会

看到，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们对各联合会委员会也会采取同样

的态度。

除了国际或多或少他处于同盟影响下的那些国家如意大利和

西班牙以外，汝拉通告无论在哪里也没有产生影响。在西班牙，同

盟和国际都是紧接着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同时建立的，他们甚

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

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每个

人的义务。伦敦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个身为本国同盟中

央委员会委员的西班牙代表①，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汝拉通

告本身都澄清了这种糊涂看法；而汝拉通告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

会的疯狂攻击和诽谤马上得到了同盟所有机关报的响应和支持。

汝拉通告在西班牙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在西班牙的同盟内部，

在那些首先是国际会员的人和那些由于国际不服从同盟而不想承

认国际的人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场斗争起初是非公开性的，但很

０６１ 弗·恩 格 斯

① 安·罗伦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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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便在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公开地激烈展开了。当瓦伦西亚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９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它宁

愿服从国际而不愿服从同盟以后，同盟占统治地位的马德里地方

联合会就把该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开除了１８０。在萨拉哥沙代表大

会１８１上，他们被恢复会籍，其中有两个人
①，莫拉和罗伦佐，又重

新被选入新的②联合会委员会，虽然旧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事先就

声明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两个人③。

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使同盟的首领们担心西班牙会摆脱他们的

控制。同盟立即发动了一个反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权力的运

动，重复了汝拉通告用来反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权威主义的权力的

那些攻击。在西班牙，完全民主的、同时又非常明确的组织形式，

是由巴塞罗纳代表大会１８２和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制定出来的。由于

瓦伦西亚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经代表大

会专门投票表示赞同），这个组织获得了在总报告④中已经谈到过

的那些辉煌成就。在萨拉哥沙，同盟在西班牙的灵魂莫拉哥宣称，

联合会委员会在西班牙组织中的权力是权威主义的，必须加以限

制，必须剥夺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新支部的权力，即决定新支部

的章程是否符合联合会章程的权力，总而言之，就是把委员会的

作用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代表大会否决了莫拉哥的

１６１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１４３—１５２页。——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代表大会选择了瓦伦西亚作为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

是希望瓦伦西亚成为一个中立地区，并且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纠纷。但是在新

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中有三名是同盟的走狗，而由于加聘委员的结

果，同盟的走狗的人数至少又增加到了五名”。——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设于瓦伦西亚的”。——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它的最积极的成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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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决定保留现有的权威主义的组织形式（见第八号文件“第

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文件摘录”第１０９、１１０页１８３。关于这一点，萨

拉哥沙代表大会代表公民拉法格的证明将是重要的）。

为了使新的联合会委员会摆脱在马德里发生的分歧，代表大

会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瓦伦西亚。但是，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

同盟和国际之间已经开始发展的对抗，并不是地方性的。代表大

会由于甚至连同盟的存在也不知道，所以成立了一个完全是由这

个团体的成员组成的新委员会；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即莫拉和

罗伦佐，却成了它的反对者，莫拉并且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作

为对汝拉通告的答复的总委员会通告“所谓的分裂”使得一切国

际会员必须声明自己或者拥护国际，或者拥护同盟。以“解放

报”为一方，以同盟的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和塞维尔的“理

智”为另一方的论战，越来越尖锐化了。最后，６月２日，前联合

会委员会的各位委员—— “解放报”的编辑们和同盟西班牙中央

委员会的委员们——决定向一切西班牙的同盟支部发出通告，宣

布解散自己这个秘密团体的支部，并且号召其他支部效法他们。

报复跟着就来了。他们马上又重新被驱逐出了马德里地方联合

会，这显然违反了现行条例。于是，他们组成新马德里联合会，请

求联合会委员会予以承认。

但是，这时同盟分子在委员会中已经用加聘委员的办法巩固

起来了，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罗伦佐也已退出了该委员会。新马

德里联合会的请求遭到了联合会委员会方面的断然拒绝，因为联

合会委员会当时已经在集中全部力量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为出

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为此目的，它给各地方联合会分别寄去

了７月７日的内部通告，重复了“联盟”周报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向

２６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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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联合会提议派一个由多数票选出的全西班牙共同的代表团去出

席代表大会；当选人的名单将由该委员会自己确定。（第九号文

件）对于一切知道在西班牙国际内部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的人来

说，这很明显就是要选出同盟的先生们，由国际的会员出钱派他们

去出席代表大会。总委员会（通告没有寄给它）一知道这些事实①，

就在７月２４日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附在

文件②（第十号）中。联合会委员会③于８月１日回信说，它需要时

间，以便把我们这封用法文写的信翻译出来，而８月３日它给总委

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发表在“联盟”周报上（第十一号文

件）。在这封回信中，它开始站在同盟方面。总委员会接到了８月

１日的信以后，就在“解放报”上发表了这次来往信件。

这里补充一句，秘密组织刚一被揭露，有人就断言说，同盟

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已经解散。但是，这一点并没有预先通知

中央委员会（第四号文件）。

新马德里联合会否认这个事实，而它是应当知道这件事的。

而且，硬说像同盟这样一种国际性团体的西班牙支部不同其他国

家的支部商量就可以解散，实在是可笑的。

此后，紧接着同盟就企图发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同盟鉴

于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重新使用在巴塞尔和绍德封使用过的手法已

无法保证自己获得虚假的多数，１８４于是就利用自封的意大利联合

会在里米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以便公开宣布分裂。聚集在那里开

３６１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①

②

③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起初力图赢得时间，声称似乎”。——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５—１３８页。——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正是在它得到了关于存在有秘密组织的第一批不可辩

驳的证据的时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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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代表一致通过了一个决定（见第十二号文件）。这样同盟的代

表大会就和国际的代表大会分庭抗礼。但是，他们很快就考虑到，

这个计划是不会获得成功的。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决定前往海

牙，就是那些在２１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是属于我们协会的意大利支

部，在否定了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厚颜无耻地派自己的代表到

海牙来了。

鉴于：

（１）由米·巴枯宁建立和领导的同盟（其主要的机关是汝拉

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不是竭力使国际服从它的统治，就是竭力破

坏国际，因此它是一个敌视国际的团体。

（２）因此国际和同盟是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决定：

（１）把米·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现有的全体盟员一律

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他们只有公开同这个秘密团体断绝任何联

系，才可以重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２）把汝拉联合会这个组织开除出国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８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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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４６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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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在海牙举行的

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１８５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

一

关于章程的决议

在章程第七条之后，应该补入下列概括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

年９月）第九项决议内容的条文。

第七条（） 工人阶级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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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

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未维护

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

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以２９票对５票通过；８票弃权。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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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库

尔奈、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埃卡留斯、恩格斯、法尔

卡什、弗里德兰德、弗兰克尔、赫普纳、海姆、若昂纳尔、库格

曼、拉法格、龙格、勒穆修、莫特斯赫德、皮尔、朗维耶、赛拉

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瓦扬、维耳莫、麦克唐奈。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克楠、格尔哈特、施维茨格贝耳、

万·德尔·豪特。

弃权的有：万·登·阿伯勒、达夫、艾伯哈特、弗留兹、吉

约姆、埃尔曼、索瓦、马尔塞劳。

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决定，承认由于忙于各委员会的工作未能

出席会议的代表所投的票有效。下列代表投票赞成：库诺、吕肯、

马克思、维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共计６票。没有一

票反对。①

二

关于条例的决议

１．总委员会的权力。

第二章的第二条和第六条改用下列条文：

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

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

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

６６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删去了：“由于决议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所

以根据共同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它从现在起就成为共同章程的一部

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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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联合会暂时开除①，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

先听取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使用这一权利。

总委尽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建议该联合会各支

部在３０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

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开

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争论的问题

做出最后决定。

但是，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合法存

在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

第二条——以４０票通过，４票反对，１１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巴里、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

库尔奈、库诺、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

克尔、弗里德兰德、赫普纳、海姆、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列斯

纳、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维耶、

罗奇、索瓦、肖伊、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瓦尔姆、舒马赫、瓦

扬、维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弗留兹、格尔哈特、斯普林加尔、万·德尔

·豪特。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克楠、达夫、艾伯哈特、吉约姆、埃

尔曼、莫拉哥、马尔塞劳、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万

·登·阿伯勒。

７６１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① “暂时开除”在法、英、德文版中是《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ｒｅｎ》，

意为“暂停会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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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以３６票通过，６票反对，１６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巴里、约·菲·贝克尔、伯·贝克

尔、库尔奈、库诺、德雷尔、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

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赫普纳、海姆、若昂纳尔、库格曼、拉

法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路德维希、麦克唐奈、马克思、米

耳克、皮尔、朗维耶、赛拉叶、舒马赫、赛克斯顿、左尔格、斯

瓦尔姆、瓦扬、维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克楠、弗留兹、埃尔曼、索瓦、斯

普林加尔。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西里耳、达夫、杜蒙、艾伯哈特、吉约姆、

吕肯、马尔塞劳、莫拉哥、莫特斯赫德、法尔加·佩利塞尔、罗奇、施

维茨格贝耳、万·登·阿伯勒、万·德尔·豪特、维耳莫。

２．关于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由于收到了许多申请书，一方面，有人要求增加会费，另一

方面，有人要求减少，代表大会应该决定改变现有的每年缴纳１０

生丁的会费数额，或者保持不变。代表大会以１７票赞成、１２票反

对、８票弃权决定保持１０生丁的会费不变。

投票反对改变会费数额的有：约·菲·贝克尔、布里斯美、克

楠、西里耳、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埃卡留斯、法尔卡什、弗留兹、

格尔哈特、埃尔曼、赫普纳、赛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维耳莫。

投票赞成改变会费数额的有：杜蒙、恩格斯、弗兰克尔、海姆、

若昂纳尔、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皮尔、索瓦。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达夫、德雷尔、吉约姆、马尔塞劳、莫

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

下列代表由于不得不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就离开海牙，他们

８６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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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面的方式投票赞成增加会费：阿尔诺、库尔奈、朗维耶、瓦扬。

三

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

特责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以后一个月以内总委员会应当写出一

个呼吁书，译成一切文字出版，并分别寄给所有加入国际或虽未

加入国际而知道其地址的工人团体。

在这个呼吁书中，总委员会应当号召一切工人团体按行业成

立国际联合会。

由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加入该行业国际联合会的条

件。       

责成总委员会收集赞成建立国际联合会的团体提出的一切条

件，并且起草，一个共同的草案，建议愿意加入各国际工会联合

会的团体暂时采纳。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将确定各种国际联合会的正式章程。

除几个人弃权以外，一致通过，弃权的人数未记入记录。

四

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格尔哈特（５０票）、朗

维耶（４４票）、罗奇（４１票）、马克思（４１票）、麦克唐奈（３９

票）、德雷尔（３６票）、弗兰克尔（２２票）。

１．北美联合会第二支部（纽约，法国人支部）。——该支部曾

９６１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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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总委员会也不承认它是独立支部。代表

大会不允许这个支部参加。反对它参加的有３８票，９票赞成，１１票弃权。

２．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的北美联合会第十二支部（纽约，美国

人支部）①。

在讨论关于第十二支部的代表资格证问题的过程中，在４７位

代表投票赞成，无人反对，９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下列提案：

“以消灭阶级的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不能接受任何资

产阶级的支部。”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约·菲·贝克尔、巴里、布里斯美、库

尔奈、库诺、克楠、达夫、德雷尔、狄慈根、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

弗留兹、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吉约姆、格尔哈特、海

姆、赫普纳、埃尔曼、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勒穆修、列斯纳、吕

肯、马克思、米耳克、莫特斯赫德、皮尔、朗维耶、索瓦、肖伊、舒马

赫、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瓦扬、维沙尔、维

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尔特、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埃卡留斯、哈尔科特、马尔塞劳、莫拉哥、

法尔加·佩利塞尔、罗奇、施维茨格贝耳、万·德尔·豪特。

４９票决定开除第十二支部，无人反对，９票弃权。

赞成开除的有：阿尔诺、巴里、约·菲·贝克尔、布里斯美、库

尔奈、克楠、库诺、达夫、德雷尔、狄慈根、杜蒙、杜邦、杜瓦尔、艾伯

哈特、弗留兹、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格尔哈特、海姆、

赫普纳、埃尔曼、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勒穆修、列斯纳、吕肯、

麦克唐奈、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维耶、罗奇、索瓦、肖伊、舒马

０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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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瓦扬、万·登·

阿伯勒、万·德尔·豪特、维沙尔、维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尔特。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埃卡留斯、吉约姆、哈尔科特、马尔塞劳、

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莫特斯赫德、施维茨格贝耳。

３．马赛支部。——该支部未被允许参加，因为总委员会和与

总委员会有通信联系的法国各支部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支部。反对

它参加的有３８票，无人赞成，１４票弃权。

４．日内瓦宣传和革命行动支部。——该支部无非是

１８７１年８月解散了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

部的复活，它既未得到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也未

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总委员会已把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寄

来的会费退还该支部。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把它开除，在关于

秘密同盟的问题讨论结束后再行处理。①一致表决通过暂时开

除，只有几个人弃权，弃权的人数没有记下来。

５．新马德里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由原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部分委员组成，这些委员由于揭露秘密同盟反对国际工

人协会的阴谋而被旧马德里联合会明显地违反现行条例加以开

除。该联合会起初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申请，该委员会拒绝接

受它。于是它向总委员会申请②。总委员会未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

１７１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①

②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删去了：“总委员会承认了它，没有按照组织条例规定，

事先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在这件事情上总委员会是没有遵照条

例而自己负责处理的，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８名委员中至少有５名是

秘密同盟的盟员。他们之所以想把新马德里联合会开除出去，正是由于这个

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被揭露了出来。”——编者注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代表大会由于在这个讨论以后不得不立即结

束自己的工作，所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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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协商，就由自己负责承认了它，①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８

名委员中，至少有５名参加了秘密同盟。

代表大会在４０票赞成、无人反对、几个人弃权的情况下接受

了这个联合会，弃权的人数没有记下来。

五

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为了审查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期间）财务报告而由代

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包括下列公民：杜蒙代表法国；阿勒里尼代

表西班牙；法尔卡什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布里斯美代表比利时；

拉法格代表新马德里联合会并代表葡萄牙；皮尔代表丹麦；约·菲

·贝克尔代表瑞士德语区；杜瓦尔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瑞士）；施

维茨格贝耳代表汝拉联合会（瑞士）；达夫代表荷兰；德雷尔代表美

国；库诺代表德国。

向该委员会提出的财务报告经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批准并签

字，只有缺席的达夫除外。

财务报告宣读以后获得了代表大会的一致批准。

六

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

委员会给与的权力

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国际遭到

２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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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国际会员的权力一律取消，并且授予新的总委

员会以在这些国家任命国际工人协会全权代表的唯一权利。”

七

关于同盟的决议

受委托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秘密同盟）活动的委员会，由

下列公民组成：库诺（３３票）、吕肯（２４）、斯普林加尔（３１）、维沙尔

（３０）、瓦尔特（２９）。

该委员会的多数在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声明，“秘密同盟是根

据同国际章程完全对立的章程建立的”，并且建议：

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

且品行不良；

开除同盟盟员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

开除被揭发进行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的贝·马隆、布斯

凯①（法国贝济埃警察局秘书）和路易·马尔尚；

认为阿勒里尼、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和茹柯

夫斯基与此事无关，因为他们已经正式声明他们不再属于同盟。

授权委员会公布它据以做出结论的文件。

代表大会决定：

１．开除米哈伊尔·巴枯宁。２７票赞成，６票反对，７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约·菲·贝克尔、库诺、德雷尔、杜蒙、杜邦、杜

３７１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① 委员会不知道公民布斯凯已经根据本支部的要求被总委员会正式决定开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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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纳、若昂纳尔、库格

曼、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克思、皮尔、赛拉叶、

左尔格、斯瓦尔姆、维沙尔、维耳莫、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达夫、弗留兹、埃尔曼、克楠、万·登

·阿伯勒。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吉约姆、马尔塞劳、莫拉哥、索瓦、斯普林

加尔、施维茨格贝耳。

２．开除吉约姆——２５票赞成，９票反对，８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约·菲·贝克尔、库诺、杜蒙、杜邦、杜瓦尔、恩

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纳、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

格、勒穆修、龙格、吕肯、马克思、皮尔、赛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

维沙尔、瓦尔特、维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西里耳、达夫、弗留兹、埃尔曼、克

楠、索瓦、斯普林加尔、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德雷尔、弗里德兰德、麦克唐奈、马尔塞

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

３．不开除施维茨格贝耳。１５票赞成开除，１６票反对开除，７票

弃权。

投票赞成开除的有：约·菲·贝克尔、库诺、杜蒙、恩格斯、法

尔卡什、海姆、赫普纳、库格曼、勒穆修、马克思、皮尔、斯普林加尔、

瓦尔特、维沙尔、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开除的有：布里斯美、克楠、西里耳、达夫、德雷尔、杜

邦、弗留兹、弗兰克尔、埃尔曼、若昂纳尔、龙格、索瓦、赛拉叶、斯瓦

尔姆、维耳莫、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杜瓦尔、拉法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尔塞劳、莫拉

４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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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法尔加·佩利塞尔。

４．委员会的其他关于开除的建议不提交表决。一致通过，只

有几个人弃权。

５．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一致通过，只有几个人弃权。

有必要指出，关于同盟的这次表决是在大多数法国①和德国

代表不得不离开以后进行的。

八

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

１．关于变更总委员会驻在地问题的表决。２６票赞成变更，２３

票反对变更，９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巴里、约·菲·贝克尔、布里斯美、库诺、达

夫、杜蒙、杜邦、恩格斯、哈尔科特、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

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麦克唐奈、马克思、罗奇、索瓦、赛

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瓦尔姆、维沙尔、万·登·阿伯勒、

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阿尔诺、伯·贝克尔、库尔奈、德雷尔、杜瓦尔、

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纳、埃尔

曼、吕肯、路德维希、米耳克、皮尔、朗维耶、舒马赫、斯普林加尔、瓦

扬、维耳莫、瓦尔特、万·德尔·豪特。

弃权的有：西里耳、艾伯哈特、弗留兹、吉约姆、马尔塞劳、莫拉

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阿勒里尼。

２．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３０票赞成，１４票反对，他们赞

５７１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是：“英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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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留驻伦敦，１２票弃权。

投票赞成纽约的有：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布里斯美、

库诺、克楠、达夫、杜蒙、杜邦、恩格斯、法尔卡什、弗留兹、弗里德兰

德、埃尔曼、库格曼、拉法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

奈、马克思、皮尔、罗奇、赛拉叶、赛克斯顿、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

维沙尔、万·登·阿伯勒、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赞成伦敦的有：阿尔诺、库尔奈、德雷尔、杜瓦尔、弗兰克

尔、海姆、赫普纳、路德维希、米耳克、朗维耶、舒马赫、瓦扬、维耳

莫、瓦尔特。

弃权的有：西里耳、艾伯哈特、格尔哈特、吉约姆、若昂纳尔、阿

勒里尼、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左尔格、施维茨格

贝耳、万·德尔·豪特。

３．代表大会决定选出１２名委员组成驻纽约的总委员会，并授

予它再加聘３名委员的权利。

当选的有：

倍尔特兰，德国人——２９票

波尔特，德国人——２９票

劳雷耳，瑞典人——２９票

卡瓦纳，爱尔兰人——２９票

圣克莱尔，爱尔兰人——２９票

勒维埃耳，法国人——２８票

卡尔，德国人——２８票

大卫，法国人——２６票

德雷尔，法国人——２６票

福尔纳契耶利，意大利人——２５票

６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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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佩耶尔，德国人——２３票

华德，美国人——２２票

九

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由于有人建议下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并且要总委员会明确

确定地点，就这个问题表决的结果如下：赞成瑞士的有１５票，赞成

伦敦的有５票，赞成芝加哥的有１票，赞成西班牙的有１票。

十

记录审订委员会

一致选出：杜邦、恩格斯、弗兰克尔、勒穆修、马克思、塞拉叶。

委员会：

        欧·杜邦    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 勒穆修

        卡尔·马克思  奥古斯特·赛拉叶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

１８７２年以小册子“在海牙举行的全

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１８７２年９月

２—７日）”在伦敦出版，并载于１８７２

年１１月２日“解放报”第７２号和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国际先驱报”

第３７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在海牙举

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译

的，并根据恩格斯的手稿校

对过

７７１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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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９月８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

演说的通讯记录稿１８６

演讲人说：在十八世纪，世界上的君王和权贵往往在海牙集

会，商讨与自己王朝的利益有关的事情。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顾一切恫吓，决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我们要在最反动的居民当中证实我们伟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发展

和未来的希望。

当我们的决定公布以后，就有人说我们派出了密使去准备基

础。是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到处都有密使，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

人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们的劳动非常

沉重；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的密使也是工人，是那些每天工作１６小

时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密使，此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密使；在我们

所到的一切国家中，他们都随时准备友好地接待我们，因为他们很

快就了解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

海牙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了三项重要工作：

它宣布，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必须像在社会领域内一样，同

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斗争；而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伦敦代表会议

的这项决议今后便包括在我们的章程中了。①

８７１

① 见本卷第１６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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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

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

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

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

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

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

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

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

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

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①

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以新的、更为广泛的权力。事实

上，正当柏林召开君王会议，封建制度和过去时代的有权势的代表

要在这个会议上采取新的、更残酷的镇压措施来对付我们的时候，

正当迫害已在策划的时候，海牙代表大会认为加强总委员会的权

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动集中起来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

为分散会使这种活动没有成果。除了我们的敌人以外，还有谁能

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感到惊慌呢？难道总委员会有官僚机构或武装

警察来强迫别人服从它吗？难道它的权威不是纯粹道义上的吗？难

道总委员会不应当把自己的决议通知有义务执行这些决议的各联

合会吗？如果让那些君王处在这种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吏

９７１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这句话，而是“然而，并不是在一切国家中情况都是这

样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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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仅仅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道义影响和道义威

信上，那他们就只是革命道路上的微小的障碍了。

最后，海牙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看起来，

许多人，甚至连我们的朋友在内，都对这项决定感到惊奇。他们显

然忘记了，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工人为主的世界，每年有５０万工

人迁移到这个第二大陆上来；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占优势的土地

上深深地扎根。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总委员会有权加聘它认为

对共同事业有益和需要的会员为总委员会委员。我们相信总委员会

是慎重的，希望它会挑选出称职的并能够在欧洲高举我们协会旗帜的人。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

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

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

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

败，就是因为①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

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

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

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

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

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自由报”

第３７号，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日“人

民国家报”第７９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并根据“人

民国家报”校对过

０８１ 卡·马 克 思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别国的工人没有表现出团结的精神”。——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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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海盗报”１８７编辑

阁下：

９月１１日“费加罗报”转载了一篇似乎是我同“夜晚报”１８８记

者的谈话。像“费加罗报”这类报刊可以随便进行诽谤，谁也不会

费神去驳斥它，但是，如果某个记者的出卖灵魂的想像力竟然丰富

到了这种地步，硬说我说过严厉谴责前总委员会内我的朋友们的

话，那我就不能不声明，只要他敢于断言他和我交谈过哪怕是一句

话，那就完全是撒谎。

我要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声明：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要退出国际，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的建议是由我和前总委员会

的几个委员提出的。

关于巴枯宁及其走卒吉约姆已作为所谓联邦党的领袖而被开

除的消息，是不真实的。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原因，是他们在我

们协会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秘

密团体企图引导国际去实现同国际的原则直接相反的目的。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得到了代表大会

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们赞成把这个决议列入共同章程。

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对代表大会完全表示支持。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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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报刊的消息的价值就是如此。

谨致

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２日于海牙

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海盗报”和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解放报”第６６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海盗报”

２８１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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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我从海牙回来后获悉，贵报硬说我打算随着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迁到纽约去。请让我发表一个声明作为答复：我打算并且

一向打算留住伦敦。好些月前，我就告诉我的伦敦朋友和大陆上

的通讯员说，我毅然决定不再当总委员会委员或其他任何领导机

关的成员，因为我的科学工作不允许我再担任这种职务。至于报

刊上发表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情况的歪曲报道，即将公布的代表

大会的正式记录将予以澄清１８９。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９月１７日于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８日“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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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海 牙 代 表 大 会
（给比尼亚米的信）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比尼亚米：

国际工人协会的６４名代表从９月２日到７日在海牙举行了

会议。这些代表中，有１６名法国代表，１０名德国代表，７名比利

时代表，５名英国代表，５名美国代表，４名荷兰代表，４名西班

牙代表，３名罗曼语区联合会（瑞士）代表，２名汝拉联合会（瑞

士）代表，１名爱尔兰代表，１名奥地利代表，１名匈牙利代表，１

名波兰代表，１名葡萄牙代表，１名澳大利亚代表和２名丹麦代表。

按民族成分来说，有２０个法国人，１６个德国人，８个比利时人，

６个英国人，１个波兰人，１个爱尔兰人，１个科西嘉人和１个丹

麦人。１９０      

审查代表资格证用了两天多的时间。通过这一形式，对国际

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在关心的所有内部问题进行了研

究，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场合，都涉及到总委员会的活动。

公民拉法格持有三份代表资格证，他是葡萄牙的代表和两个

西班牙地方联合会的代表。其中有一份，即新马德里联合会的那

份，遭到了其他西班牙代表的反对。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由那些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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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意地、而且是违反章程地从旧联合会中开除的国际会员成立

的）没有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于是，它便向伦敦总委

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承认了它。①

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决定。

总委员会根据过去各次代表大会的先例派出的６名代表，被

允许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是，他们除了一人以外都持有别的代表资

格证。日内瓦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这个没有为总委员会

承认的支部的代表的资格证，被宣布无效，他不能参加这次代表大

会的会议，而该支部本身也没有被大会承认②。西班牙联合会的４

名代表只是在向总委员会缴纳了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期间的会费以后，

才被允许参加代表大会。最后，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的纽约第十

二支部的代表尽管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还是没有被允许

参加代表大会。这几项决议都以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它们同时

也是对总委员会信任的表现；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威主义的”（像有

人所乐意称道的）做法得到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完全拥护。

这些辩论解决了国际内部发生的许多意见分歧，因而绝不是

无益的。在此以后便立即转到关于总委员会本身的问题上来了。

总委员会是否应该取消呢？如果要保存它的话，是让它仍然保留自

己的权力呢，还是把它贬为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局，也就是说变成

一个  〔信箱〕呢？代表大会对这一点的回答毫不

含糊。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条文如下：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一点作了补充：

５８１海牙代表大会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７０—１７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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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

则”①（４０名代表投票赞成做这样的补充，５名反对，１１名弃权）。

同一节的第六条授予总委员会以暂时开除某一支部的权利，

该条条文如下：

“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

会以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

听取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使用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

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开

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争论的问题做

出最后决定。

但是，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合法存在

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②

显然，条例的这一新的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总委员会的权

力。同时也提供了防止滥用这些权力的必要保障。

代表大会希望总委员会具有权力，但是行使这种权力是责任重大的。

这一条文在９票弃权的情况下，以３６票对１１票的多数通过了。

接着讨论关于新的总委员会的问题。如果任期已满的总委员

会希望它的成员重新全部或部分当选的话，它几乎保证能得到一

致的支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已经脱离了少数

派而赞成伦敦。马克思、恩格斯、赛拉叶、符卢勃列夫斯基、杜邦和

６８１ 弗·恩 格 斯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６６—１６７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６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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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因为纽约是除

了伦敦以外唯一具备能够保证档案安全并使总委员会的组成具有

国际性质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地方。这一提议证明他们绝不是为了

自己而要求给予总委员会以更广泛和更确定的权力的。前总委员

会提出的所有建议中，这是唯一遇到了阻难的建议，因为除了汝拉

联合会的代表和西班牙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仍然由至今

一直领导国际的那些人来领导国际。只是在前总委员会那些最积

极、最著名的委员正式声明他们拒绝接受新的委托书以后，迁往纽

约的问题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随后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总委

员会，新的总委员会由２个爱尔兰人、１个瑞典人、１个意大利人、３

个法国人、１个美国人和４个德国人组成。并有权再选三人参加总

委员会。

大家知道，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的第九项决议，即关

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遭到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们、某些

西班牙人和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疯狂攻击，他们说这项决议是与国

际的原则相抵触的。然而，这项决议现在已作为第七条（ａ）列入了

国际的共同章程，这一条的条文如下：

“第七条（） 工人阶级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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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

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

７８１海牙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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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

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这项决议以２８票对１３票（包括弃权的在内）的多数通过，并

且由于这是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这项决议被列入了共同

章程。这个多数还应该加上６名德国代表和４名法国代表的票，他

们由于不得不离开海牙而以书面形式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这样一

来，放弃政治的主张便遭到了四分之三的多数的谴责，只有四分之

一表示赞成。剩下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揭

露了存在于国际内部的一个不是旨在反对各国现存政府，而是旨

在反对我们协会的秘密团体。这个由创建人米哈伊尔·巴枯宁领

导的秘密团体的成员，按其亲信程度不同，被划分为三类。这个秘

密团体的目的是要夺取国际的中央领导，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

破坏国际，从而更好地保证自己的影响。为此目的，他们散布了支

部自治、反对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的”倾向等口号。代表大会成

立了一个调查有关这一团体的问题的委员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

宣读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证明：这一秘密团体是存在的，它具

有敌对性质。报告最后建议把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格贝尔、马

隆以及另外两个人开除出国际。

这个报告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同盟的结论，都为代表大会所接

受；至于这几个人，那末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了；几张票救了施

维茨格贝尔；其余的人被赦免了。

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内容就是如此，这些决议十分明确，

但是也极有分寸。为了保证新的总委员会具有清楚而十分明确的

地位，为了毫不含糊地宣布遭到少数宗派主义者怀疑的国际的政

治纲领，为了摧毁那个不去同各国现存政府作斗争，而是策划反对

８８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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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本身的阴谋的秘密团体，受到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多数支持

而只有四分之一表示反对的总委员会竭尽了一切努力。随后，总

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表示不愿意再度当选，它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

自己的辞职建议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主要是由法国、德国、匈牙利、丹麦、波兰、

葡萄牙、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表，以及瑞士罗曼语区的代

表组成的；少数派则是由比利时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汝拉联合会

代表和一个美国人组成的。英国人意见不一，选票分散。在６４名

代表中，少数派（连同弃权者在内）每一次都没有超过２０票，一般

是在１２票到１６票之间摆动。

出席大会的有一个意大利代表①，即在里米尼成立的联合会

的主席，但是，他没有交验代表资格证；不管交不交，反正代表大会

是绝对不会同意他的代表资格的。他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

从海牙回来后，我在曼都亚出版的“火花报”１９１上发现了一篇

作者署名为“无神论者”②的文章，这篇文章反驳了这样一种公正

的意见，即在２１个派代表签署了里米尼决议的支部中只有一个支

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这种看法。

“其次，总委员会断言只有那不勒斯支部是有权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

实。米兰工人小组、吉尔真提协会、腊万纳协会、罗马协会、以及作为倡议者

的都灵支部，都早已经缴纳了共同章程所规定的１０个生地西母。”

为了证实究竟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总委员会的说法呢还

是“无神论者”先生的说法，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无论米兰支部、

都灵支部，还是吉尔真提支部都不是签署了里米尼决议的支部，而

９８１海牙代表大会

①

② 卡·特尔察吉。——编者注

卡·卡菲埃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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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支部只是在这一次代表会议之后才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的

（而且我想，这根本就不是曾经派代表去里米尼的那个支部）。

国际的意大利会员可以相信，只要国际、代表大会、总委员会、

共同章程和条例存在，那末无论哪一个支部，如果不承认共同章程

和条例规定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行的条件，它就不会为代表大会

或者总委员会所接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

“人民报”第１０６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０９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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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１９２

由于最近一个时期许多议员背叛了自己的选民，已被１７８９年

革命废除了的中世纪的陈旧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又流行起来了。我

们不想在这里对这一类委托书作原则性的讨论。我们只是指出，

如果所有的选民就有关议程上的每一项问题都给自己的代表一张

限权代表委托书，那末，代表们开会和讨论就会是多余的。如果那

样，只要把委托书送到任何一个计算选票和宣布选举结果的中央

计算机构去就够了。这样会省事得多。

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指出，限权代表委托书使它的持有者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陷于极不寻常的境地，这可以作为这种委托书

的热烈崇拜者的极好的教训。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是在联合会委员会的

操纵下选举出来的①；他们领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这张委托书指

令他们要求：

“统计票数时应以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们所代表的组织的人数为

准，而没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们所代表的会员的票数，只有在他们所代

表的支部或联合会就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之后才

１９１

① 见本卷第１３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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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 如果代表大会要坚持传统的表决制度，那末，我们的代表就只参

加讨论而不参加表决”①。

可见，这张委托书要求代表大会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先要做

出下述三项决议：

１．修改条例中有关表决方法的条文。

２．规定没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没有表决权。

３．宣布这些修改在本届代表大会上立即生效。

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们立即接到一项声明：即使代表大会接

受他们的第一、二两个要求，那第三个要求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牙代表大会是根据协会的一定的组织规章召开的。它当然有权修

改那些规章；但是，如果海牙代表大会修改了那些规章，它就会使

自己失去存在的权利，这样一来它就绝对必须立即自行解散，宣布

按新的组织规章重新选举代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把这些新原

则运用于本届代表大会，就意味着使这些原则具有回溯效力并破

坏一切正义原则。因此，不管代表大会是否接受第一、二两条建

议，无论如何它不能接受第三条建议。如果西班牙的代表们接受

了一张极端矛盾的委托书，使他们不能在代表大会的一切会议上

参加表决，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问题非常明显，无论是少数派，甚至是西班牙的代表，都不能

提出任何异议。结果，他们留在代表大会上了，但没有参加表决。

２９１ 弗·恩 格 斯

① 大家知道，同盟首领的机关刊物汝拉“简报”１９３最近一期上发表了一则关于海

牙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报道，这则报道的可靠性如何，从下面我们一字不易地

摘录下来的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得到比利时人和汝拉人支持的西班牙人要

求不要以个人投票的方式而是以联合会为单位的方式来进行表决。”难

道西班牙联合会的委托书提出这个要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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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终于激怒了荷兰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问道：

“既然你们的委托书禁止你们参加表决，并且使少数派每次表决时都失

去四张票，那末你们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

但是，作为真正的同盟委托书并且在按照同盟的方法使用委

托书方面，汝拉联合会的委托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典范。

下面就是汝拉联合会代表的委托书：

“汝拉联合会代表领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受命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

以下述原则作为国际的组织基础：

任何劳动者团体，只要承认日内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同章程的导言中

所阐述的国际的纲领，并保证在反对资本垄断的斗争中同一切工人和工人组

织在经济方面团结一致，就可以成为国际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支

部。”１９４     

可见，共同章程和条例在这里已经被取消了。如果绪论部分

仍然有效，那不过是由于它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从中已得不出

任何结论了。

我们再往下看：“由于联合的原则是国际的组织基础，所以，各支部和联

合会是彼此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它们享有充分的自治，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建

立它们认为必需的一切联络机构、统计局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汝拉联合会主张取消总委员会，取消国际内的任何权

威。”

由此可见，具有“权威”的总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

会以及各种章程和条例，都应当取消。每一个人都将随心所欲，各

行其是，享有“充分的自治”。

“汝拉代表必须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一切公开反对权威原则的代

表完全团结一致地行动。因此，如果拒绝这些联合会的任何一个代表参加会

议，汝拉代表就应立即退席。同样，如果代表大会不承认上述国际组织基础，

代表们就应同那些反权威主义的联合会的代表一起离开代表大会。”

３９１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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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汝拉代表是怎样使用这个限权代表委托书

的。首先，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反权威主义的法国代表，仅有一

个疯子是例外，他的确几次大吵大闹地“退席”，但是由于他未能拖

走任何别的反权威主义的代表，所以每次又都回来了。纽约第二

支部（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代表索瓦的委托书被宣布作废了①，而

汝拉人却仍然待在代表大会上。直属于汝拉联合会的日内瓦宣传

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的委托书在代表大会期间被宣布无

效②，而汝拉人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受他们唆使而同总委员会进

行斗争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委托书被宣布作废③，而汝拉人却仍

然不动声色。至于一个出席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④的委托书，他

们甚至不敢把它拿出来。

那末汝拉代表们所提出的组织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所

提出的瓦解组织的原则，是否被代表大会接受了呢？恰恰相反，代

表大会决定加强组织，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加强权威。在这以

后，他们退席了吗？根本没有，他们只是宣布，今后他们不参加表

决。

请看，下面就是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的真正方法。一个代表，

如果觉得委托书对他是合适的，就服从它，否则，就借口情况不明，

到头来怎么对他有利就怎么做。归根到底，难道反权威主义者的

责任不是蔑视限权代表委托书的权威以及其他一切权威吗？在汝

拉人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十足的同盟精神，在

４９１ 弗·恩 格 斯

①

②

③

④ 卡·卡菲埃罗。——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７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７１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６９—１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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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玩忽自己委托书的真正无政府主义的手法中又得到了补充

发挥。难道由此不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代表在同盟中比他

们的西班牙伙伴处于更高的亲信等级？

汝拉的委托书还使人有理由做一些别的思索。这个委托书完

全揭露了同盟的内部状况，这就是和一切关于无政府状态、自治、

自由联合等等的空话相反，在同盟内实际存在的只是权威和绝对

服从。施维茨格贝耳和吉约姆自己给自己伪造了一个委托书，这

个委托书取消了共同章程的一切规定，仅仅保留了结论部分，在此

以前几个星期，他们的朋友，里米尼联合会的代表（非国际会员），

根据协会共同章程绪论部分和联合会的条例拟订了自封的意大利

联合会的章程。这样，在里米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这个组织就抛

弃了共同章程。由此可见，同盟的先生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始终服

从秘密的和划一的命令。突然鼓吹瓦解国际的巴塞罗纳“联盟”周

报１９５无疑也是服从这些秘密命令的。问题在于，我们协会在西班

牙的坚强的组织对同盟的秘密首领们说来，已开始成为一种威胁。

这个组织给工人阶级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因而会给那些特别善于

混水摸鱼的同盟的先生们的秘密统治造成困难。

你们搞垮组织吧，那时你们就可以在浑水中大捞一把了。你

们首先取消工会，向罢工宣战，把工人的团结变成一句空话吧，那

时你们就会有充分的自由来宣扬你们的响亮的、然而空洞无物的

和学理主义的词句了。不过，只有当西班牙工人允许你们毁掉他

们四年来的工作成果，消灭他们的无疑是整个国际最优秀的组织

时，这才是可能的。

我们再回来谈谈限权代表委托书，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

须解决：为什么同盟分子，即一切形式的权威原则的不共戴天的敌

５９１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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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样顽强地坚持限权代表委托书的权威呢？因为对于像他们那

样一个存在于国际这个公开组织之内的秘密团体来说，限权代表

委托书是最方便不过的了。同盟盟员的所有委托书都是一样的，

而未受同盟分子影响的或反对同盟的支部的委托书则各不相同，

因此，绝对多数经常都会属于秘密团体，更不用说在任何情况下它

都会拥有相对多数了，同时，在一个不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

会议上，那些独立自主的代表们的健全思想将使他们迅速联合起

来，团结一致地反对秘密团体的拥护者。限权代表委托书，这是一

种特别有效的统治方法，正因为如此，同盟才不顾自己的全部无政

府主义而捍卫它的权威。

在结束以前，我们还要指出：对于由同盟分子组成的西班牙联

合会委员会说来，最适当的行动方式就是制造集体的限权代表委

托书；而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委托书就是联合会委员会

的委托书，或者，也就是同盟分子的委托书。各西班牙联合会接受

了委员会提出的和条例相抵触的建议，把额外会费寄到瓦伦西亚

去作为代表们的旅费，而同会费一起寄去的还有表决结果，而同表

决结果一起寄去的还有自己联合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目的是要

“把所有委托书凑在一起，制造一张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我

们乐于承认，如果联合会委员会态度老实和心地善良，本来是可以

委托它来统计所有地方联合会的选票的，但是，为了从各地方联合

会的各种决议中创造出一种一致的意见，就必须或者具有非凡的

智慧，或者具有能够熔炼各种限权代表委托书的绝妙坩锅。从这

种新型坩锅中到底熔炼出了什么呢？只能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的意见。我们向所有的同盟分子挑战：请他们向我们指出一种能

够提供别的结果的选举诡计来吧。

６９１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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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那样反对权威，那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精神等等的西班牙

联合会委员会，为了派代表到海牙去，把会费集中在自己手中；它

非常狡黠地自行安排了这些代表的选举，结果当选的都是同盟分

子，最后，它还拟定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反映了西班牙国际会

员意志的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尊重自治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初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３日“解放报”

第６９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７９１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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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伦 敦 来 信

二

 再谈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于伦敦

我希望，海牙代表大会的结局将促使我们意大利的“自治的”

朋友们深思一番。他们应当知道，哪儿有组织存在，那儿就必然要

为了行动的一致而牺牲一部分自治。如果他们不了解，国际是一

个为了斗争，而不是为了发明堂皇理论而组织起来的团体，那是非

常遗憾的，不过可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意大利还没有服从大家

都要遵守的一切规章以前，伟大的国际可以让它自行其是。

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内有三级：国际兄弟（他们人数不

多）、民族兄弟和普通盟员。Ｃ①同吉约姆（巴枯宁的总参谋部的首

脑）和一两个西班牙人一样，属于国际兄弟之列。

法国代表中有五个人是化名从法国来的，其余的都是流亡者、

公社参加者。附上名册一份１９６，其中没有写明法国各支部的名称

及其所在地，以免有人把它们出卖给警察局。但是，我们的组织已

８９１

① 卡·卡菲埃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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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法国的三十多个省份里恢复起来了，在那里国际现在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壮大、更加活跃。

令人高兴的现象是，在海牙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进行表决时始

终是一致的，这就清楚地证明，对于国际说来，既不存在战争，也不

存在征服，也不存在民族纠纷。正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这一联盟

保证了一切决议能毫无例外地通过。

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理由是：１．马克思、赛拉叶、杜邦和恩

格斯毅然决定不接受新的委托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科学著作需

要完成，而最近两年来，他们没有时间做这一工作。２．确信在他们

辞职以后，代表法国人参加伦敦总委员会的将是布朗基主义者，如

果我们在法国的支持者全跟着这些人走的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会由于这些人玩弄阴谋而遭到逮捕；代表英国人参加伦敦总委员

会的将是被收买的分子，这些人经常把我们出卖给自由资产阶级

和格莱斯顿先生的激进的代理人；至于其他各民族，它们可能根本

没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因为没有马克思等人，符卢勃列夫斯基、

麦克唐奈、弗兰克尔是不愿意留在总委员会里的。

不管资产阶级报刊怎么说，海牙的工人很好地接待了我们。

有一次，反动分子暗中派了一些醉汉到我们这里来，要在开完会以

后唱荷兰王国的国歌。我们让他们唱，同时我们唱着“马赛曲”从

他们中间走过，作为对他们的回答。要想驱散他们，有大会的少数

代表也就足够了。在星期六最后一次会议上，无数群众不止一次

地为发言人鼓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８日“人民报”第

１０７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９１伦敦来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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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葡萄牙罢工）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公民们！

我荣幸地通过公民杜邦在你们９月２６日的会议上把里斯本

联合会委员会寄给我的一份通知告诉你们，这个通知谈到了与该

地国际各支部进行的经济斗争有关并且要求在英国立即采取措施

的一些事情。１９７我已经看到，“国际先驱报”刊登了这个通知，但是，

我不知道联合会委员会是否就这件事情采取了什么进一步的措

施。

由于我有义务向我的里斯本通讯员们说明，我为有关方面做

了些什么，所以我希望，联合会委员会不会拒绝告诉我，委员会在

这方面是否有所作为，如果有，究竟是什么。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们的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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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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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人民国家报”第８４号上的社论“论海牙代表大会。三”中有

一件涉及我的事是错误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纠正，这只是因为，

这个错误正好是在“人民国家报”上出现的。如果是敌视我的报刊

的造谣、诽谤、中伤以及无意的“错误”需要我进行驳斥的话，我会

毫不迟疑地采取实际行动的！

上述社论中说：

“拉法格决非马克思的‘副官’，所以在要开除吉约姆的战友施维茨格贝

耳的时候，他弃权了，虽然开除的建议是由马克思提出的。”１９８

上述建议是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而不

是由我提出的。至于我，我曾建议代表大会开除同盟，并任命一个

委员会来调查同盟的活动。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我和其他的人一

样都是原告方面的证人。只是到调查快要结束时，也就是说到了

最后的时刻，而且是在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正在进行时才听取了

我的证词。在此以前，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为了弄清一些纯属事实

的问题，曾表示希望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我拒绝了这次会见，

免得被人怀疑我对委员会施加个人影响。

我在向委员会作证时，无论对施维茨格贝耳还是对他的领导

人吉约姆，我都只字未提。我只提到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同盟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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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员①，而且还表示相信他不是“秘密”同盟的盟员，或者至少他早

已脱离“秘密”同盟。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投票赞成开除施维茨格贝耳，

因为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他和吉约姆一样是这个“秘密”同盟

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施维茨格贝耳的沉痛的悔过词已经不能

说服我了。顺便指出，当吉约姆先生在“汝拉简报”上提出保证，说

什么施维茨格贝耳曾宣布和他团结一致，这显然是撒谎，而撒谎则

是“秘密”团体的每个成员的义务。相反地，尽管吉约姆非常热情

地宣称，施维茨格贝耳的命运同他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

可是施维茨格贝耳对这种ｉｎｅｘｔｒｅｍｉｓ〔临死前〕的号叫却充耳不

闻！他在自己的悔过词中只字未提吉约姆，而正是这篇悔过词打动

了大多数人的心。我作为代表大会文件公布委员会的委员，当然

仔细地研究了代表大会的正式记录。

至于拉法格，那末必须指出，“诚实人”比德曼②在撒谎，说他

是巴塞罗纳的代表。拉法格是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新马德里联

合会以及一个西班牙支部的代表。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人民国家报”第８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２０２ 卡·马克思

①

② 俏皮话：《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诚实人”，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比德曼〕——“德意志总汇

报”编辑的姓。——编者注

托·莫拉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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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

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９

１．西 班 牙

国际在西班牙最初是作为巴枯宁的秘密团体——同盟的一个

简单附属品建立起来的；它必须充当同盟的一个特殊的招募人员

基地，同时也必须成为同盟影响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杠杆。下面

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同盟仍然在公开设法使西班牙的国际回复到

它过去所处的那种从属地位。

由于这种从属关系，同盟的各种特殊理论——立即废除国家、

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放弃一切政治行动，等等——在西班牙

都被当做国际的学说来宣传。同时，每个著名的国际会员都立即

被列为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并且使他们相信，由秘密团体领导公

开协会的办法是到处都采用的，并且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

这一切都是在１８６９年发生的。那个首先在西班牙为国际，同

时也为同盟奠定了基础的意大利人法奈利，现在一反自己的弃权

论的信念，成了意大利议会的议员。１８７０年６月在巴塞罗纳举行

了国际的西班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组

织的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在瓦伦西亚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上彻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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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制定出来了；现在这个计划正在付诸实行，并且已经带来了最卓

越的成果。

我们协会参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以及别人硬说它做过

的其他事情），这一活动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在西班牙也把国

际提到了首位。这种情况，以及紧接着发生的政府的最初几次迫

害，使我们在西班牙的队伍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到瓦伦西亚代

表会议召开的时候，如果不算各个地方的几个孤立的支部，全西班

牙总共有１３个地方联合会。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决定，根据巴塞罗纳代表大会的决议驻在

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仍然留在那里；委员会的委员也几乎完全

没有变动；但是，委员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托马斯·冈萨勒斯

·莫拉哥（海牙代表大会代表）没有重新当选。当联合会委员会在

１８７１年６月政府进行最初几次迫害期间必须暂时迁到里斯本去

避难的时候，莫拉哥在紧急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因此被开除出

新联合会委员会。从此就开始了一场隐蔽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公

开的分裂而告终。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闭幕后，紧接着就举行了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年９月）。西班牙人派遣安赛尔莫·罗伦佐为自己的代表参

加了这次会议。罗伦佐第一个给西班牙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秘密

同盟不仅不是我们协会内部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且恰恰相反，总委

员会和大多数联合会都坚决反对它，因为它的存在当时已经是众

所周知的了。

此后不久，萨加斯塔就开始迫害国际，宣布它为非法。而当时

仍是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莫拉哥，再次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并

呈请辞职。但是，在政府的这些威胁之后没有采取什么严厉措施。

４０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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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国际会员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被取消了，可是，各个支部和

委员会却继续无阻碍地举行自己的会议。政府的这些迫害的唯一

结果是国际拥护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到１８７２年４月萨拉哥沙代表

大会召开的时候，协会已经拥有７０个整顿好组织的地方联合会，

同时，在其他１００个地区也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宣传工作。此外，

还成立了受国际领导的、遍布全国的８个工会，看来，组织所有西

班牙工厂工人（机械工人、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的统一的总工会

的计划已接近于实现了。

这时，国际内部的隐蔽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开始发生了另

外一种更为严重的转变。莫拉哥（尽管他一再开小差，但在马德里

仍有很大影响）对瓦伦西亚代表会议上选出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的

委员们的私恨，已经不是这一斗争的唯一动力了。伦敦代表会议

关于同盟的公开支部的决议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激

起了秘密同盟的首领们，尤其是那些直接从巴枯宁那里接受指示

的高级亲信分子的狂怒；莫拉哥也是这些高级亲信分子之一。这

种狂怒表现在要求立即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汝拉联合会桑维耳耶

通告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以及许多支部未敢

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罪行。不仅

如此，１８７２年１月保尔·拉法格来到了马德里，他同联合会委员

会的委员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用大量事实向他们证明了，汝拉人

的所作所为，全是以诬蔑为基础的瓦解国际的阴谋活动。从此，他

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同时也是

“解放报”的编辑，所以地方委员会就和这个报纸闹对立，并把他们

从马德里地方联合会中开除出去。虽然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撤销了

关于开除他们的决定，但是，利用无谓的私人纠纷使联合会委员会

５０２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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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驻在马德里这一直接目的却已经达到。联合会委员会确实迁

到了瓦伦西亚，委员会的委员全被更换了。在重新当选的旧委员

会的两个委员中，莫拉立即辞职，而罗伦佐也由于发生意见分歧很

快就引退了。委员会的其余委员大部分是秘密同盟的成员。①

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后，同盟的拥护者和倾向于国际的人之

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当时在同盟马德里支部

占多数的旧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梅萨、莫拉、鲍利、帕赫斯等人），终

于向这个秘密团体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宣布解散自己的

支部，并且号召其他支部效法他们的榜样。２００第二天便以捏造的理

由并且违反章程把他们全部开除出国际马德里地方联合会。在

１３０个会员中，只有１５人参加这次表决。被开除的会员建立了一

个新联合会，然而，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承认它。他们向总委员会申

诉，总委员会没有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承认了他们，

后来海牙代表大会也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

上届总委员会当时没有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原

因是：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材料，证明在西班牙有同盟存在并进行活

动，也证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甚至是全部委员同

时也是同盟盟员，因此总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委员会要求它

说明和报告有关这个秘密团体的情况②。西班牙委员会在其１８７２

年８月３日的回答中公然袒护同盟，宣称同盟已经解散。在国际同

建立在国际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斗争中，这个委员会已经站到

６０２ 弗·恩 格 斯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３５—１３８页。——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随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预订在１８７２年９月召开）的

临近，同盟为使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据多数而使用的手法就更加露骨

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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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秘密团体方面，同它商量显然是多余的，因此海牙代表大会完全

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当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会

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不让总委员会知道其内容的秘密通告，使用了

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已在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如果不是海牙代

表大会的多数代表表现了罕有的容忍精神，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西

班牙联合会的４名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成为无效。

因此，目前西班牙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西班牙只有两个地方联合会完全公开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决

议和新总委员会；这就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和阿耳卡拉－德－埃纳

雷斯联合会。如果这两个联合会不能把西班牙大部分国际会员吸

引到自己方面来，那末，它们将形成一个新的西班牙联合会的核心。

西班牙的大部分国际会员仍然在跟着同盟走，同盟不仅统治

着联合会，而且统治着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但是，有很多迹象表

明，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西班牙群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在那

里的声望很大，而国际的正式表现——代表大会——具有巨大的

精神影响。因此，同盟的先生们要想使群众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就

愈来愈困难了。反对运动日益强烈。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卡塔卢尼

亚的工厂工人和拥有４万会员的工会；他们要求召开西班牙各组

织的非常代表大会，以听取海牙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报告和调查联

合会委员会的行为。现在也许是国际最好的报纸的新马德里联合

会机关报“解放报”，每周都在揭露同盟。根据我寄给公民左尔格

的那几号，总委员会就可以确信，该报是多么坚决、多么干练并且

多么正确地根据我们协会的理论原则在进行斗争。该报现任编辑

霍赛·梅萨按其品质和才能来说，无疑是我们在西班牙的人当中

７０２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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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卓越的人，同时无疑也是我们整个国际的优秀人材之一。

我曾劝告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不要特别急于召开非常代表

大会，而要认真地进行准备。同时，我已把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以

及其他文章①寄给“解放报”，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因为梅萨（在

马德里现在他是唯一擅长写作的人）即使能力出众，一个人也应付

不了一切事情。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的西班牙同志们得到总委

员会的充分支持，我们就能够克服那里的一切障碍，使国际最优秀

的组织之一摆脱同盟的骗子手们的影响。

前西班牙书记 弗·恩格斯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约·菲·

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

·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１９０６

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８０２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１—１９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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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洛迪下伦巴第工农协会

（国际支部）２０１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公民们！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你们建立了一个国际支部。我立即把这

件事情通知了纽约的新总委员会。在这封信的末尾，我把同总委

员会直接联系的地址告诉你们，同时我随时准备为你们提供一切

消息，或者做你们希望我做的其他任何事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７

日“人民报”第１１７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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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伦 敦 来 信

三

 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英国的自由派政府目前在它的监狱里至少监禁了４２个爱尔

兰政治犯，政府不仅像对待小偷和杀人犯那样来对待他们，而且更

为恶劣，更为残酷。在炮弹国王①的光辉时期，现今的自由派内阁

的首脑格莱斯顿先生曾在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并在那不勒斯探

访了政治犯；回到英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向欧洲痛斥了那

不勒斯政府对政治犯的虐待。２０２

这并不妨碍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仍然被

他监禁在要塞里的爱尔兰政治犯。伦敦的爱尔兰国际会员决定在

海德公园（伦敦最大的公园，在政治动荡时期一切大规模的人民集

会都在这里举行）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来要求大赦。他们联络

了伦敦的所有民主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

除其他人外，还有国际前总委员会委员麦克唐奈（爱尔兰人）、默里

０１２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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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和列斯纳（德国人）。

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政府使议会通过

了一项法律，授权政府制定在伦敦各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条例。

政府利用这一权利，下令张贴了一张条例，规定凡是想举行这种公

众集会的人，必须在举行集会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将此事通知警察

局，并注明演讲人的姓名。２０３这个对伦敦报刊严密封锁的条例，一

笔勾销了伦敦劳动人民最珍贵的权利之一——即随便在什么时候

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服从这个条例就

是牺牲人民的权利。

爱尔兰人是居民中最富革命性的部分，他们是不肯示弱的人。

委员会一致决定照样行动，就当不知道有这个条例，不顾政府的禁

令举行集会。

上星期日下午３点钟左右，两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带着乐队，

打着旗帜，拥向海德公园。乐队高奏爱尔兰民族歌曲和“马赛曲”；

打的几乎全是爱尔兰旗（绿色，中央缀有一金色竖琴）和红旗。公

园入口处只有几个警探；游行队伍没有受到任何阻难，就进入公

园，在指定地点集合，并开始演讲。

参加集会的至少有三万人，其中半数以上都在胸前别着绿色

彩带或绿色纸条，以表示他们是爱尔兰人；其余的人是英格兰人、

德国人、法国人。由于人太多，不可能都听到演说，因此又在近旁

组织了另一个群众大会，由其他人在那里发表关于同一问题的演

说。通过了强有力的决议，要求大赦和废除在爱尔兰经常实行戒

严的特别法令。５点左右，游行者重新排成大队，人群离开了公园，

这样一来便践踏了格莱斯顿政府制定的条例。

这是爱尔兰人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一次示威；这次示威取得

１１２伦敦来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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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了巨大成就，这点甚至伦敦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不能否认。这是我

们居民中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第一次友好团结。工人阶级的

这两个部分的互相敌视曾为政府和富裕阶级的利益很好地效过

劳，现在它们互相伸出了手；这件令人可喜的事情首先是由于国际

前总委员会的影响造成的，前总委员会一直在竭尽全力促使这两

个民族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１１月３日举行的大

会在伦敦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可是，你们会问我，政府会怎么办呢？难道它会轻易地容忍这

种鄙视吗？它会让人不受惩罚地践踏自己的条例吗？

政府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它在海德公园的讲台附近安置了

两个警官，随带两个警探，他们记下了演讲人的名字。第二天这两

个警官便向治安法官控告了演讲人。法官向演讲人发出传票，要

他们在这个星期六出庭受审。这类行动方式十分清楚地证明，不

想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审讯。显然，政府承认，爱尔兰人，或者如

这里所说的芬尼亚社社员，使它遭到了失败，因此只满足于判处一

笔为数不大的罚款。不管怎样，法庭上的辩论将是很有趣味的，下

一封信里我将向你们报道辩论的情况。①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

就是爱尔兰人凭自己的毅力拯救了伦敦居民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

便以什么方式在各个公园举行集会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人民报”第

１１７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１２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２１３—２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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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伦 敦 来 信

四

“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西班牙状况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英国政府对海德公园爱尔兰人群众大会①上所有演讲人的审

讯，招致了一场猛烈的风暴。诚然，治安法官对被告判处了五英镑

罚款，但是，法庭上的辩论表明，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公园新条例

都是非法的，因此，现在受理这个案件的上诉法院必然会宣布被告

无罪。

不仅如此，第一次群众大会之后，在海德公园里没有一个星期

日不举行公开集会的，而政府不敢阻挠任何一个演讲人。有一次

集会是为保卫宣布罢工的警察而举行的；另一次群众大会则纯粹

是为了确保在公园举行集会的权利。

警察罢工？——你们会问道。是的，先生们，因为英国是个着

了魔的国家，在那里罢工运动遍及全国。我记得，十五年前曼彻斯

特的警察曾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不出两三天就获得了完全胜

３１２

① 见前一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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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几星期以前，首都的警察由于提高工资２０％左右的要求遭到

拒绝，便威胁要举行罢工。在最后时刻，政府出于利害考虑，满足

了他们的一切要求；但是，政府处罚了警察自己成立的抵抗团体的

书记以示惩戒，由于他不愿服从处罚而被解职了。于是，警察队伍

里便掀起了抗议运动，并宣布在海德公园召开大会。政府又让步

了，大会还没有举行就赦免了所有的暴动分子，只有上述那个书记

除外。这证明，英国虽然有一个十足贵族气的外壳，但是资产阶级

精神已无所不在。事实上，还有哪一个别的国家已经资产阶级化到这样

程度，以致可以允许警察的抵抗团体存在和警察罢工的事情发生呢？

这里收到的关于国际各联合会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态度的

消息令人非常满意。在荷兰（这个国家的代表们在表决时曾和少

数派站在一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符合我们伟大协会的真

正精神的决议。２０４这里力求按照纽约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条例行动，

不过还保留了在将于１８７３年９月举行的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必

要修改意见的权利，同时否认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大会有通过涉及

协会共同利益的这种或那种决议的权利。

在西班牙，尽管海牙代表大会少数派的领导者认为他们是能

够左右局势的人，但工人的正确意识仍然占了上风。领导联合会

委员会的同盟的拥护者们确定于１２月２５日在哥多瓦举行全国代

表大会２０５。按上次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议程，这次代表大

会应当根据全协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整顿西班牙联合会

的组织机构。与此相反，联合会委员会却把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的决议和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反国际的代表大会的决议２０６之间进行

抉择的问题列入议程。这是明显违反共同章程的行为。因此，新马

德里联合会向所有忠实于国际的联合会（承认共同章程和历次代

４１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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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发出呼吁，号召它们选举一个新的临时联合

会委员会。２０７这一号召已得到了列里达、巴达洛纳、德尼亚、庞特－

德－维鲁马拉这些地方的重要的联合会和支部的支持。此外，格

腊西阿、托勒多、阿耳卡拉的联合会，以及加迪斯和瓦伦西亚的许

多联合会也都表示反对现在的联合会委员会。在巴塞罗纳近郊的

工业区——格腊西阿，经过同巴塞罗纳的同盟分子连续进行了三

个晚上的辩论后，这个联合会（共有５００个会员）一致赞同海牙代

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并决定谴责西班牙代表在最近这次全协会代

表大会上的行为。在瓦伦西亚，联合会委员会感到自己在这次全

联合会会议上有被打垮的危险，便阻挠可能对它不利的表决的进

行；这一行动引起了分裂。２０８西班牙还只是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再

过几个星期，运动将会强大到足以证明，西班牙工人不会容许某些

秘密团体的领导者为自己的利益来破坏国际。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一个叫布斯凯的人的问题①，

他是贝济埃警察局的秘书，混进了国际队伍，不过，根据他所属的

支部的要求，已经被前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这个家伙后来被梯

也尔提升为该城警察队长，他竟在“汝拉简报”第２１期上找到了一

个保护者２０９。既然在汝拉联合会的队伍里出现了阿尔伯·里沙尔

和加斯帕尔·勃朗这样一些现在充当路易－拿破仑的走卒的英雄

好汉，那末对这一点就用不着特别惊奇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人民报”第

１２２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５１２伦敦来信。——四

① 见本卷第１７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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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２１０

亲爱的公民：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认为答复“自治的”约翰·黑尔斯先生不遗

余力地对我们进行的造谣和诬蔑是多余的。可是，当这类诬蔑是

盗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被说成好像是受该委员会的委

托而散播出来的时候，当诬蔑的目的在于损害整个国际的时候，我

们就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位突然装扮成争取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的战士的黑尔斯

先生，实际上把这种自治理解为他个人的专横独断。他争取到把

自己任命为：第一，负责记录的书记；第二，通讯书记（英国国内和

国外通讯书记）；第三，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财务委员；但是，由于

他自己不能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所以，第四，他又任命了这个

委员会的其他一些委员专门充当自己的奴仆。并且，第五，他事先

没有报请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批准，便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给世

界各地写信。

例如，在“汝拉简报”第２３期上我们就发现了分裂分子的汝拉

委员会写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以答复“简报”上

发表的约翰·黑尔斯先生的一封信。我们相信，不列颠联合会委

员会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的。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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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斯先生在这封信里断言：

“这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揭穿了前总委员会的活动家的伪善面

目，他们企图在我们协会内组织一个广泛的秘密团体，其借口是要消灭另外

一个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出来的秘密团体。”

黑尔斯先生的逻辑是非常奇妙的。代表大会把同盟开除出国

际一事，成了他证明前总委员会伪善的证据，前总委员会是不承认

这个组织的。至于所谓总委员会所发明的同盟和总委员会所策划

的秘密阴谋，那末联合会委员会现任委员，公民荣克可以提供一切

必要的资料，在提供这种资料方面他是任何人所不能相比的。他

当过瑞士书记，因此知道同盟的丰功伟绩，他又是前总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因此知道约翰·黑尔斯所发明的“阴谋”的一切内幕。

公开的同盟的丰功伟绩在前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

的分裂”中已经公诸于世了。而这个秘密团体的活动也将被海牙

代表大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掌握的、目前正在准备公布的文件①

所揭露。

黑尔斯先生抱怨说：

“我当总委员会总书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大陆各联合会的通讯处，也根

本无法得到它们。”

在黑尔斯先生当总委员会的书记，而且是总委员会独一无二

的领报酬的负责人的时候，他除了整理记录，把记录摘要送去刊印

以及同英国各支部和工联团体通通信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责

任了。

同其他联合会，即同大陆上和其他地区的联合会通讯的工作

７１２致“国际先驱报”编辑

① 见本卷３６５—５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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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委托给那些不领报酬的书记去做，而他们的活动如何，他是无需

过问的。至于他究竟怎样执行委托给他的通讯任务，从总委员会

专门通过的一项决议便可以看出，根据这项决议，他的通讯任务已

转交给公民米尔纳执行。２１１

黑尔斯先生接着声明：

“有一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收到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一封

非常重要的信，可是写信人，公民安赛尔莫·罗伦佐忘记了把通讯处通知他；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曾向当时的西班牙通讯书记公民恩格斯打听罗伦佐的

通讯处；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绝回答。不久以前，我们向他询问里斯本联合会

委员会的通讯处，他也同样拒绝答复我们。”

关于这个问题，公民恩格斯只知道以下情况：上面所说的那封

西班牙的来信是公民荣克寄给他并请他代为翻译的，这件事他照

办了。至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请求通知罗伦佐的通讯处一事，

他根本不知道。如果能把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记录的摘要寄给

他的话，他将表示感谢。

至于里斯本的事情，葡萄牙委员会曾写信给恩格斯，请他支持

罢工；恩格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予以

协助，同时他也采取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其他一些措施。恩格斯在

通过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再三转达口头请求并提出一份书面请

求①以后，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才收到黑尔斯先生的一封信，黑尔

斯先生在信里通知他说，委员会在这件事上采取了某些步骤，同时

也请求把里斯本的通讯处寄去。恩格斯没有写回信，因为他清楚

地知道，黑尔斯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阴谋而要这些通讯处的。对

８１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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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从来用不着采取这种审慎的

态度。当荣克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柏林、莱比锡和维也纳的通

讯处时，立刻就把这些通讯处给他寄去了。

公布大部分出自这位黑尔斯先生之手的前总委员会记录的摘

要，将会揭露出他反对总委员会的恶毒用心。那时，事情就会昭然

若揭，用他给汝拉委员会的一封私人信中的话来说，

“任何一个不十分了解前总委员会情况的人，甚至不能想像，事实被歪曲

到什么程度”……而这个歪曲事实的人恰拾就是约翰·黑尔斯先生。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国际先

驱报”第３８号和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８

日“解放报”第８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９１２致“国际先驱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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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

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２１２

工人同志们！

由于一伙自称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的人发出了一

个号召你们参加他们反对我们协会的根本原则的公开叛乱的通

告２１３，我们认为有责任向你们呼吁。

在这个通告里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硬说，少数派使一切工

作都无法进行，并且使事情陷入绝境，因为最近一次会议在辩论最

激烈的时候，主席宣布散会，以便阻止讨论的进行。

骤然看来有点奇怪，少数派居然能把多数派逼入绝境，须知只

要简单地表决一下本来就可以迫使少数派沉默的。迄今为止，最

常见的情况总是少数派脱离出去。关于多数派脱离出去的事，这

还是第一次听说；单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使人怀疑，这里面一定有

点问题。至于对一次会议的主席①表示不满这件事，我们从可靠方

面获悉，那一次主席宣布散会的时间比平时晚半个小时，即在１１

点半才散会的，因为多数派的拥护者坚持要暂停讨论，宣布休

息。２１４

０２２

① 赛·维克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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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通告所说，在是否应该承认我们协会９月间在海牙举行

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有效的这个问题上，联合会委员会发生了分裂。

但是，对于国际的会员来说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根据国际共同

章程第三条的规定，全协会代表大会应当“采取使我们协会顺利进

行活动的必要办法”２１５。代表大会是它的立法机关。代表大会的决

议全体会员都必须遵行。凡是不喜欢这些决议的人可以或者退出

协会，或者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设法废除这些决议。但是，任何一个

协会会员、任何一个支部、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任何地方性的

或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只要还想留在国际内，就无权宣布这些决议

无效。

签署通告的人声称，海牙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它绝不代表协

会的大多数会员。代表大会是由总委员会按照共同章程第四条的

规定通过合法手续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６４名代表，他们共代表

１５个国家，而且代表本人也分别属于１２个不同的民族。大会代表

的这种真正国际性是过去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不可比拟的。大会

所通过的决议都贯穿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关于这一点下述事

实可以作证：几乎全部决议都是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的，而且

不久前被卷入骨肉相残的战争的两个民族的代表——法国人和德

国人——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一致投票赞成这些决议。如果英国

由于它本身的过错而没有派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出席代表大

会，难道这能成为宣布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理由吗？

通告的作者们不满意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

议。他们说，这个决议是在大多数代表离开以后通过的。“国际先

驱报”第３７号（１２月１４日）上发表的正式报告表明，就这个问题

进行表决时，６４名代表中有４８名参加了投票，其中有３５名赞成

１２２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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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决议。在这三十五名代表中我们发现也有现在在推翻这个决

议的通告上署名的莫特斯赫德先生的名字。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决议呢？就其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而言，它

同１８７１年９月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由总委员会在同年１０月

１７日和其他各项决议一起正式公布的决议２１６是一致的；在这个决

议上署名的除其他人而外，还有约翰·黑尔斯、托·莫特斯赫德、

海·荣克、弗·布列德尼克、亨·梅欧和约翰·罗奇！既然总委员

会应当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那末为什么这些公民当时没有

一个人呈请辞职，退出总委员会并抗议这个他们现在突然认为是

如此危险的决议呢？

通告完全歪曲了这个决议的涵义，只要读一下“国际先驱报”

第３７号上发表的决议全文①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和通告的断言相

反，决议并没有规定工联和其他政治上中立的组织必须从事政治

活动。它只是要求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对

立的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就是说，它号召这里的即英国的工

人阶级不要再做“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并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

就像它在伟大的宪章运动的光辉岁月里所做的那样。

可见，关于对工联背信弃义的武断说法完全是一种捏造。但

是请问，那些当时加入国际的工联现在在哪里呢？上年度会费收

支平衡表表明，在公民黑尔斯担任书记时期它们几乎全都不知去

向了。     

其次是抱怨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了，抱怨总委员会中既没有

英国人，也没有美国人。新的总委员会是由属于五个不同民族的

２２２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１６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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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成的，如果说在纽约的英国人置身于国际之外，那末这要怪他

们自己没有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当总委员会驻在伦敦的时候，

英国人的代表总是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要多得多，而且往往占

绝对多数；同时，法国人有一个时期在委员会里却根本没有代表。

但是，英国人不能把这种状态看做是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当

海牙代表大会根据共同章程第三条赋予它的权利和义务选举新的

总委员会的时候，它选择了在它看来是最好的驻在地，并且在这个

地方选出了最好的人。在通告上署名的人可以持另一种见解，但

是这并不能缩小代表大会的权利。

通告硬说，由于这种做法，各支部和联合会原有的、决定它们

应该在自己国内实行什么政策问题的权利被剥夺了。这也是不正

确的。不管总委员会驻在哪里——驻在伦敦、纽约，还是别的什么

地方——各支部和联合会的权利仍旧不变。但是通告却说，为了

防止不服从，

“代表大会授予了这个总委员会不说明理由就擅自暂时开除任何支部、

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利”。

这又是不正确的。暂时开除任何支部的权利是由巴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９年）授予总委员会的。正式发表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中

的第二项决议第一条①（载于“国际先驱报”第３７号）指出，即使总

委员会的权力扩大了，或者确切些说，更加明确地规定下来了，那

末它们也是受到一些过去没有的附加条件的限制的。例如，总委

员会要解散某个联合会委员会，它必须在３０天内采取措施选出一

个新的委员会，可见，归根到底决定权还是保留在这个联合会手

３２２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

① 见本卷第１６６—１６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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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总委员会要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的时候，如果其余的联合

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就必须在一个月内向所有联合会都派有代

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提出自己的决定，以便做出最后裁决。这就是

通告中所说的不说明理由地暂时开除的权利！

工人同志们！你们自己赞成还是不赞成在海牙通过的、现在已

成为国际的法律的这些决议。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赞成这些决

议，那他可以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支部，不

管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不管是它们召开的任何全国性代表

大会，都没有权利推翻通过合法手续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

议。谁企图这样做，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通告上

署名的人的处境恰恰就是这样。听任这种行动在国际内泛滥，就

等于是解散国际。

甚至在海牙的少数派所代表的那些国家里，也开始出现了对

这些代表们所表现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强烈反抗。在美国、法国、德

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和整个瑞士，除开一小撮人（不超

过２００个）而外，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荷兰的

国际会员们也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支持纽约总委员

会，并决定把他们中间可能产生的意见只提交将在１８７３年９月召

开的、合法的下次代表大会处理，而不提交任何别的代表大会。２１７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挑起上述通告所制造的那种分裂运动，

但是就在西班牙，对这种分裂运动的反抗也在一天天地高涨，各支

部也纷纷表示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工人同志们！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反对召开企图对协会

中各民族的代表共同制定的规章作出判决的任何不列颠代表大

会。     

４２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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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对在１月２６日这样近的日期召开任何代表大会。

我们坚决要求所有支部把上述情况交给自己的成员讨论，因

为，我们协会在英国的前途取决于他们在当前的危机中的态度。

只有那些维护海牙代表大会的威信和努力实现在那里作出的

各项决议的人才能被认为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合法代表。

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星期六举行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大

会上通过。

向我们协会的全体会员致兄弟般的敬礼

会 议 主 席 Ｐ．苏希尔

总书记和德国书记 Ｆ．库佩尔

法 国 书 记 Ｏ．维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左右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印成传单，并载于

１８７３年３月８日和１５日“工人报”第

５号和第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５２２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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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

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２１８

公民们！

在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９日的会议上，我们研究了英国分裂

分子的代表们发表的通告。我们立即决定，向所有的支部发出一

份通知，建议它们在没有收到我们的答复以前，对这个问题不要发

表意见，我们的答复将立即发出。在１２月２３日即星期一晚上举行

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对上述通告中的凭

空捏造的说法作如下的答复：

１．“困境”是由于黑尔斯经常只干私事而造成的；他和莫特斯

赫德两人相互指控对方营私舞弊，几乎在总委员会里也造成这种

困境。通告里所提到的那次会上出现的“困境”，是由莫特斯赫德

造成的。他当时喝醉了酒，叨叨不休地对主席①进行带侮辱性的人

身攻击，企图以此迫使主席在１１点半宣布散会；而提出散会要求

的不是别人，正是黑尔斯。不列颠联合会的会员们大概早就在“国

际先驱报”上读到，南朗伯特支部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因为多数派

６２２

① 赛·维克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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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他做任何真正的事情。

２．这个通告出现的真正原因是：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主义

少数派的代表们彼此商定：圣诞节前后在所有国家里召开一系列

代表大会，要大会赞成他们所进行的分裂活动。于是，这类代表大

会就定于１２月２５日在比利时和西班牙召开（反对召开这种大会

的，在西班牙有一个日益壮大的反对派）。现在他们又企图用欺骗

手法迫使不明真相的英国各支部支持这一阴谋。

３．这里所谈的通告没有呈交联合会委员会。通告的作者们背

着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搞出了这篇东西，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证

明，他们害怕讨论。什么时候看见过这样的多数派，他们不是通过

表决来取得对少数派的胜利，相反地，却自己脱离了少数派呢？既

然多数派在他们似乎占优势的委员会里，只要简单地表决一下就

会使４．所有在这个通告上署名的人都不敢表示完全赞同大陆上

的分裂分子，这些分裂分子直言不讳地声称，除了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外，他们不接受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权威。但

是，他们却从否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合法性着手，而这次代表大会就

其代表组成而言是最具有国际性的，的确是协会的第一次真正世

界性的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第一次不是由某

一个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甚至也不是单由地方性组织的代表组成

的。如果这次代表大会是非法召开的，那末曾经身为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委员的公民罗奇为什么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上署名

呢？现在他却又在反对这次代表大会的通告上署了名。

５．他们说，他们将拥护海牙代表大会以前的那个共同章程。

这个章程的第三条规定：代表大会……采取使协会顺利进行活动

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第十二条规定：本章程可以

７２２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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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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章程并没有授予任何一个地方性代表大会或联合会代表

大会修改任何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权利。因此，在这个

通告上署名的人正在掀起一场公开暴动，以便不仅反对海牙代表

大会上批准的国际的宪法，而且也反对据说他们也拥护它的那个

共同章程。

使得在通告上署名的人感到那样厌恶的海牙代表大会的那些

决议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决议呢？

首先，这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他们硬说，这个

决议是在大多数代表离开会场以后通过的。这根本不符合事实：

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６４名代表中有４８名参加了对这个决议的表

决，其中有３５名代表，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投票赞成，

公民莫特斯赫德也投了赞成票，然而他却在通告上署了名。此外，

许多代表在离开时也都给主席留下了书面声明，表示他们拥护决议。

这个决议本身正是对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同其他

各项决议一起发表的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第九项决议的

扼要叙述。在这个决议上署有公民布列德尼克、梅欧、莫特斯赫

德、荣克、罗奇和作为总书记的黑尔斯等人的名字。代表会议的这

个决议援引了共同章程、成立宣言、洛桑代表大会决议和总委员会

从创立以来的全部活动来证明，决议中所确定下来的，仅仅是在同

样的意义上对协会一向公开采取的政策的解释。在海牙代表大会

之前，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建议代表大会把这个决议列入共同章

程。２１９那天晚上由公民荣克担任书记，因为黑尔斯暂时被解除了职

务。甚至诺定昂代表大会在实质上也通过了和这同样的决议，２２０

尽管通告曾把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做一个先例来援引。

８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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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什么这个决议撇开了工联，那末，海牙代表大会恰恰相

反，它为工联所做的事比共同章程或者以往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

多得多。它责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联联合会，甚至吸收那

些不属于国际的工联参加，它建议每一个工联自己提出它们愿意

在哪些条件下参加这个联合会，以及起草一个共同计划，这个计划

在下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以前将先提交所有参加联合会的工联批

准。

下一件受抱怨的事情是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归根到底他们不

过是想说，没有黑尔斯、莫特斯赫德、荣克、布列德尼克、梅欧和罗

奇等先生们的席位的总委员会是无权代表国际的。

另一个抱怨涉及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在海牙通过的关

于这个问题的第一项决议说：“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

议，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

原则。”这个决议是在前总委员会一致赞同的基础上向代表大会

提出的。２２１如果总委员会无权把那些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国际活动

的组织暂时开除，直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难道这个决议能得到贯

彻执行吗？此外，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暂时开除支部、联合会委员会

和联合会的各项决议，实际上限制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

力（见组织条例第二节第六、七条），并在每一个事件中使总委员会

的行动受到特殊监督。２２２

大陆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都支持那些竭力想在国际队伍

里引起分裂的人的企图，而那些忠于国际的人则纷纷被捕，他们的

报纸则遭到警察迫害。尽管分裂分子吹嘘说，由于他们的努力，国

际到处都处于瓦解和受到反对海牙各项决议的暴动袭击的状态

中，但是实际上协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强有力，海牙的各

９２２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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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决议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美国、丹麦、波兰和

瑞士都得到了完全的拥护；在瑞士只有１５０名左右的分裂分子不

在此例。虽然荷兰代表在海牙和少数派一起投票，可是在荷兰举

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仍然忠于总委员会，并且除了即将于

１８７３年９月在瑞士召开的下次代表大会以外，不承认别的全协会

代表大会。在西班牙，分裂分子指望能够达到一切目的，因为联合

会委员会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那里反对他们的力量正日益加

强。甚至在意大利，各支部仍继续不断地来信表示自己拥护新的

总委员会，而玩弄召开一次英国代表大会的诡计是分裂分子不得

不采取的最后手段。

为了答复这个通告中的建议，我们必须宣告如下：

１．我们声明，凡是为了修改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而在英

国召开的任何代表大会都是非法的，因为每一个联合会都有权向

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其次，我们宣布，根据

１８７２年７月诺定昂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于圣灵降临节在曼彻

斯特举行的代表大会是不列颠联合会唯一合法的代表大会。

２．建议各支部撤销它们授予那些在通告上署名的人的权力，

并派遣自己的新的代表参加联合会委员会。

３．建议各支部选举一个委员会，将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交给这个委员会，由它来断定，谁在阻碍协会的工作和谁在促进协

会的工作，以及谁的行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

４．建议各支部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弄清各支部的组织情况、

它们的成员人数、它们成立的日期，尤其是它们通常派到联合会委

员会里去的代表的人数。

既然各支部现在掌握了两个文件，我们就让它们自己来处理

０３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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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请它们把它们作出的决定立即通知我们。

但是，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行动是符合协会的章程和

宪法的，是符合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的。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Ｆ．哈里——南朗伯特支部，主席

艾·希尔斯——西头区支部

弗·列斯纳——诺定昂代表大会，前总委员会委

  员，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威·哈·赖利——诺定昂代表大会

查·默里——诺尔曼比支部，前总委员会委员

乔·米尔纳——全国改革同盟，前总委员会委员

Ｊ．密契尔——莱斯特郡亨克莱支部

Ｇ．亚·魏勒尔——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

赛·维克里——柏肯海德支部

欧仁·杜邦——曼彻斯特支部，前总委员会委员，

  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所有通知应寄伦敦弗利特街红狮子大院７号“国际先驱报”编

辑，公民赖利收。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３１日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３２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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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 住 宅 问 题２２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５月—

１８７３年１月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６日和２９日、７月３日、

１２月２５日和２８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１、

５２、５３、１０３和１０４号；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和８

日、２月８、１２、１９和２２日“人民国家报”第

２、３、１２、１３、１５和１６号，并于１８７２—１８７３

年以三个分册在莱比锡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８７年版本译的，

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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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的扉页，

上面有作者写的赠给劳拉·拉法格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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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１０号和以后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

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

某些早已被人忘记了的四十年代的半美文学式的文字之外——把

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早在二十五年前就

正好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①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

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立刻加以反

驳。

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

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

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

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

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

现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

迫。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

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

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

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

７３２

①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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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

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

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

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力图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石的正是

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代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

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偿付

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这个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

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在全部资本家和土地所

有者阶级及其所豢养的奴仆（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

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

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

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

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２２５）。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去的剩余价值在各

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极值得玩味的争吵和互相欺诈的

情况下进行的：既然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

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方面，特别

是在大城市里，已经成为卖主维持生活的真正条件了。但是，小店

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时，并不是把工人

当做有工人的特点的人来欺骗。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的欺骗程

度已经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它过些时候就一定会在工资的

相应提高中得到补偿。工人对小店主说来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或

信用的所有者，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身分出现的。

８３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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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欺骗行为伤害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比伤害社会的富有阶级厉

害，但是欺骗行为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

阶级才遭受到的祸害。

住宅缺乏现象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

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

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

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

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

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

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

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

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①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

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

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

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

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

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

种例外。     

所以，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

的打击沉重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也根本不

是一种单只压迫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由于它损害了工人阶级，所

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续一定时间以后，也就必然会同样得到一定

的经济上的补偿。

９３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① “在巴黎”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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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

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题。

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

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

同样，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反过来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

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偶然的。

“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

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宅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信用，

尽管他还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额外房租形式向这个房主买到

这种信用。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

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

总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来活动的；他或者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

商品即劳动力，以便能用卖得的钱作为住宅使用权的买主来活动，

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把劳动力卖给资

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资本家迫使

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然后生产出在资本

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

值。于是，在这里就产生出一些过剩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就增加

了。租赁交易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

去多少，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

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

资本家偿付他的劳动时偿付得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反正他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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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

付出超过住宅价值的房租是才有这种遭遇。因此，企图把承租人

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

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

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

“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是估计到整

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估计到依房屋位

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皮价值；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的供求关

系。这种单纯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

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

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

结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

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忽略了一点，即房租

不仅应该补偿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

滥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宅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

由于房屋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所以房租应该每

年抵销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的相当部分。①第二，这里还忽略了一

点，即房租还应该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额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

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立刻解释说，这种价

值的增长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

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

１４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① 后半句从“最后”起，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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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土地所有权。关于这点，我们现在不去多谈，因为这会使我们

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谈到的不是向房屋

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使用权。蒲鲁东

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

不清楚，为什么原先建筑房屋的费用在一定情况下竟会在五十年

内以房租形式得到十倍的偿还。对于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他不

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并确切查明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

以及怎样相抵触，却以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律领域的办法

来挽救自己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

每年获取一定的款项。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房屋究竟怎样成

为法权理由，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却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

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法权理由，不论怎样

永恒，也不能赋予一所房屋以这样大的权力，使它能在五十年内以

租金形式获得原来建筑费用的十倍；这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

结果（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法权理由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说

到这里，他不免又要从头讲起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

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

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

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

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

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

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现实的物质新陈代谢规

２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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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

‘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的新陈代谢，那末对于这

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

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

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

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

“资本论”第１卷第４５页２２６）

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

“租赁合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就像血液循环在动物身体中一样，是必要

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当然，使这一切交易都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

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

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法权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

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精确地描述

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用德文把这种谬论

刊印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是什么意思呢？无

非是支配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侮辱了作者的法

权威，而作者却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改变，灾祸能够消

除。——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权观念”，即自己有剥削工人的特

权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向我们声明这不是他的法权观念，难道我们

就会前进一步吗？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在这

里听任其“法权观念”自由驰骋，并向我们发出如下一套动人的议

论：

３４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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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说，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

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

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集中点，

即自己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

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

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

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

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

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

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

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

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

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①而被置于法外的②无产者，——正

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

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

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

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二十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２２７一书中）正好

对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

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

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

４４２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双关语：《ｖｏｇｅｌｆｒｅｉ》既有“被置于法外”的意思，也有“像鸟一样的自由”的

意思。——编者注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历来的枷锁”，而是“历来的文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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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

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

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１８７２年的英国无产者比

１７７２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

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

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

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

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

肉锅２２８，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

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

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

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

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永远

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

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

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

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

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

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

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

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

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

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

５４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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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

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

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

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

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

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

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

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

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

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

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

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

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

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

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

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是渴望着“永恒公

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

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计算现代工业产品中的这

种价值，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

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他生产

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

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

６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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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生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①因此，整个

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

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

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

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

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

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

入”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ｐｅｒｅａｔ

ｍｕｎｄｕｓ！

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

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只要这句

话一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

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

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

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

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

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②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

７４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①

② 整个后一句从“但是……”起，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这一句的后半句从“即互相换取……”起，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增加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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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伟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他要求每个工

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

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原来建筑房屋的费用在

房租形式下得到二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法权理

由为依据的，而这个法权理由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

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法权理由，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

租是抵销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付款。如果接受了这种本身就

包含有最终结论的前提，那末当然只要有任何一个魔术师所具备

的那种巧妙手法，就可以从口袋中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

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摧毁的。

这里也正是这样。把废除住宅租赁制宣告为一种必要性，其

方式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往房的所有者。怎样做到这

一点呢？简单得很：

“购买出租住宅……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付清给原来的房主。过

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购买

出租住宅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补偿转归他

所有的住宅价值的每年付款…… 社会……就这样变成由各个不依赖别人

的、自由的住宅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于房屋上面

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

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

取利息，而这部分资本现在成了所购的地皮，所以也不应当获取

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

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工人受剥削现象所环绕的关键是：劳

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

８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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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劳动力的有酬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

种交易制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

在各类资本家及其奴仆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于是我们

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资本家——而且

是并不直接购买劳动力，因而也不迫使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

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

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

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

东主义者宣称：

“这样，废除住宅租赁制是在革命思想内部发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

意向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的集市叫卖声一模一样，他那母鸡咕哒

咕哒的叫声总是同他所生的蛋儿的大小成反比例。

但是，请想像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不得不用

按年付款的方法先成为自己住宅的局部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宅

的全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因为那里

工业的规模很大，而工人的屋子很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住

着单独的一所小屋子，——这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

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很小却附有很大的房屋，里面居住

着十家、二十家、三十家人。假定说在宣称购买一切出租住宅的救

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

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假定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五层

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
１
１５的所有者。后来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

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华美的三层楼上一个相似的住宅

里，在这里住了５个月，恰好获得了所有权的
１
３６，突然一次罢工再

９４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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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１１个月，成了上昂格尔加

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地下室
１１

１８０的所有者。以后又经过多次

迁移，现代工人时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又硬使他得到了圣加伦一处

同样体面的住宅的
７
３６０，另外一处在里子的住宅的

２３
１８０，以及第三

处在塞兰的住宅的
３４７

５６２２３——其所以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

致违反“永恒公平”。我们的彼得怎样来处置各个住宅的这一切零

碎部分呢？谁会给他这些部分的真正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

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宅其余部分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既然

一座有多层楼房的大楼中，比方说，共有２０套住宅，而这座大楼在

购买期满和住宅租赁制废除后也许就要分属散居世界各处的３００

个部分所有者，那末对于任何一座这样的大楼中的所有权关系将

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

鲁东的交换银行，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个人的任何劳动生产品支

付十足的劳动收入，因而也会对住宅的每一部分支付十足的价值。

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

论住宅问题的一些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

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

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

已经在英国以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ａｒ
２２９
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

了。

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宅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

们指出过的那个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这个原则以为现代

大工业所创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必须用强制手段——即

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

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

０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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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假如工人重新被

抛回到这种因循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被顺利地排除了，那

末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

显得那样荒谬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

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从而把现代工人又弄成像他们

的曾祖父那样眼界狭隘和阿谀成性俯首贴耳的奴隶。

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和可

以实际实现的东西，现在都在实行起来了，但这并不是在“革命思

想内部”产生的，而是……在大资产者中间产生的。我们且听一听

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６日论

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

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

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宅价值的款项，而承租人经过

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宅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

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迫使承租

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耳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

厂主实行这个制度，不仅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

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

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

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

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因素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

常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方法在城市中也造成

这样一个阶级，而多耳富斯先生及其同僚按逐年付款的条件把小住宅卖给自

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

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

１５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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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痛，而且甚至反转来直接反对他们了。”①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

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

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

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

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预备凭空设想一套未

来的社会结构，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

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

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

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

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

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

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尘凡提到崇高的社会主义的领

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

２５２ 弗·恩 格 斯

① 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产生出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

“房屋”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做法，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１８８６年１１月

２８日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

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了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算是有三个房间，小木

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６００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

本身又值６００美元，所以为了获得泥泞旷野中离城要走一个钟头路的一所倒

霉的小房，总共要费去４８００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

才能得到这种住所，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束缚在自

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所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恩格

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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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我们假定，资本生产率真正已被握住双角加以驯服了，——这是迟早总

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厘的过渡性法律，并

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

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星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

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

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

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生产率”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

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肯定说，劳动是一切

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他们也应当说明，为什

么资本家把资本投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以后不仅能收回他所投的

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硬

说资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产率。说明蒲鲁东还多么深地陷在资产

阶级思想方式中的最好证据，莫过于他所学会的这种谈论资本生

产率的姿态了。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生产率”，无

非是说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能（指在现

在的社会关系下而言，因为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完全不成其为

资本了）。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

生产率”，而是相反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也正是它阻碍工人得

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

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以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

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生产资本了。

货币借贷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

３５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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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

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整利率的经济规律对决

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独立的程度，就像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各种规

律之间一般可能有的互相独立程度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

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末很明显，对于自己企业中有其他资本

家大量投资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利润率

的提高应当与利率的下降成正比。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

率决不会把所谓“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而只会确

定用另一种办法在各资本家之间分配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

剩余价值，不是保证工人比工业资本家获得优惠利益，而是保证工

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优惠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

一般体现着这些条件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现象。

从这个同任何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有联系的概念格格不

入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就必然完全是任意的命令，随时能够

顺利地用一些直接相反的命令来代替。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

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

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

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了。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

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得到信用的人还会像以前那

样依照情况按二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

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金钱借给那些不会弄出讼案来的人。

况且，这种使资本失去“生产率”的伟大计划来源极其久远，它同目

的正是要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高利贷法现在

到处都已经清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被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

４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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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只要恢复这些无法

执行的中世纪法律，居然就可以“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

服”！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愈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愈能看出

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

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

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

余价值。但是，即使能凭一纸法令真正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

怎样呢？那时在贪利者阶级看来，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就

会没有什么意思，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营的工

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

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办法会有变动，而且变动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就是在现在资产阶

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平均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

当是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

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所以在现代社

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整个说来，要商品被偿付得高

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对，不对，亲

爱的蒲鲁东主义者，要点是在另一个地方：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

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吧）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

其中究竟，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１２８—１６０

页２３０）。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①也就废除了。

５５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① 俏皮话：Ｚｉｎｓ是利息，Ｍｉｅｔｈｚｉｎｓ（或Ｍｉｅｔｈｅ）是房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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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

律”。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把自己部下的一位志愿入伍者叫来吩

咐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士，那末请你常到我家走走；一个人家

里有了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看病。”

那位志愿入伍者说：“对不起，少校大人，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我倒无所谓，反正士就是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租金或资本息金，——这

对他无所谓，反正金就是金，士就是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ｖｕｌｇｏ〔即〕所谓的税金的构成部

分是：（１）地租；（２）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３）

修缮费和保险费；（４）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

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

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

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

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

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并且因为后者包含有一部分真正的资本息金。

士就是士。对通常的资本息金说来，高利贷法仅仅是因为有人规

避就失了效，而对房租来说这些法律则从来也没有丝毫受到损害。

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不顾一切地调节和

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息金，而且还能不顾一切地调整和逐渐废除

复加的租金。２３１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

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自己不再

贴些钱谋求摆脱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缮费

呢，——这对于我们就仍旧是一个秘密。

６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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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建

树了这番伟大功勋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权更

加展翅高飞了。

“现在只要再做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阐明我们探讨的极其

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很难引出这些结

论，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很难引出住房贬值一样；如果勾掉我们的作

者加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藻，那末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完

成赎买出租住宅这件事，最好要有：（１）精确的房屋统计，（２）优良

的卫生警察，（３）能负责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

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

词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谁做出了这样的功绩，谁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

希望他们像这里研究住宅问题那样清楚地来研究其他如信用、国家债务、私

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等等。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

的问题”的论文，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这个“同样重要

的问题”一样详细，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

稿件了。不过答案我们是能预料到的，——到头来是同前面说过

的一样：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

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

个对象，并且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靠无法辩驳的逻辑得出同一妙不

可言的结论：一旦废除了资本利息，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问题也实在漂亮。

７５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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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除了在前后两次领工资中间的时期或者从当铺里借到手的

信用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借给工人的是无息或有息

信用，或甚至是由当铺索取高利的信用，——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

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即使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

动力生产费用也变得便宜些了，难道劳动力的价格就不会下降了

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如果小资产者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那他

当然要感到特别方便了。国家债务！工人阶级知道，它没有借过这

种债款，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借过这种债款的人去偿还。

私人债务！——请参看信贷项吧。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益关系

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益关系则很小：工人当做税款缴付的一切，

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费用里面，因而一定要由资本家来补

偿。所有这里当做对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

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于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

们则同蒲鲁东相反，断言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

的使命。

至于真正有关工人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

问题，资本家怎样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

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

本没有搞清楚，甚至他最后的几篇著作在这方面实质上也没有超

出“贫困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
２３２
一步，而这本书的

浅薄无知，早在１８４７年就被马克思极其光辉地揭穿了。

非常可悲的是，二十五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

义者”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

义精神食粮。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

８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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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可悲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

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五十年，所以仅仅只要以住宅问题作为

例子说明一下，就可以不必再在这方面继续操心了。

９５２论住宅问题。——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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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

小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

阶级对这个问题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

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

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

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总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区被

污染的空气和含有毒素的水中去；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

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

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

去。统治的资本家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到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

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

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确定之后，在仁爱的资产者心里就激发起了

争先恐后关怀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贵精神。于是就建立协会、著书

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

流行病。工人居住条件已经开始受到调查，作了些消除最不能容

忍的缺陷的尝试。在大城市最多因而最可能使大资产者遭到危险

的英国，对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也特别卖力；委任了调查工人阶级生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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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

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因而成了多少带些激进精神的新法律

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它们还是远远胜

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

度还是经常地必然再产生出这种必须治疗的毒疮，以致这种治疗

工作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德国是照例需要更长久得多的时间，才能够使得这里也经常

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非常剧烈的程度，而把昏睡的大资产

阶级推醒过来的。不过，也许真是走得愈慢，就走得愈远吧，最后

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

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可怜

的摘录，只是靠一些响亮华丽的词藻，才骗人地赋予了它一种见解

高明的外貌。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艾米尔·扎克斯博士的“各劳动

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１８６９年维也纳版２３３。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处理方

法，只是因为它企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

我们这位作者当“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太好了！从英国议会报

告书，即真正主要的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整本书都证明

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见过；可是他却援引了一系列庸俗

资产阶级的、善意市侩的、虚伪慈善家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

茨、霍耳、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社会胡说）大会

的报告，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

界博览会的公报，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公报，“伦敦新闻

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切

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尤利乌斯·

１６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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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
２３４

了。

扎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任何误解，就在第２２

页上声称：

“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就是关于国民经济的学说在社会问题上的

运用，确切些说，是这门科学提供给我们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目的是要根据

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内把所谓〈！〉无产

者阶级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深究这种认为“关于国民经济的学说”或政治经济

学一般除了“社会”问题以外仿佛还研讨其他什么问题的糊涂观

念。我们要立即研究主要点。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资产阶级经济学

的“铁的规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换句话说，就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虽然如此，而“所

谓无产者阶级”的状况却应该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然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要存在并不是所谓的而

是真正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其

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

本家。于是，扎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

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

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同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无产的雇

佣工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内部，在这个社会制度范围内，使

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扎克斯先

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殷勤地给我们指出，怎样

能把法国军队中所有从拿破仑第一时代起就各自在自己行囊里带

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吧。或者

２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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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指出怎样使德意志帝国的４０００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吧！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

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主义宣言”中

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

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

级”２３５。我们已经看到，扎克斯先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

解决住宅问题就会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宅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

神上的贫困，用这种办法〈即仅仅用广泛改善住宅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

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几乎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

神福利的纯洁的高峰”（第１４页）。

顺便说说，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

成的而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

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扎克斯先生在第２１页上向我们说明道：

各劳动阶级应该理解为除了工人本身以外还包括一切“贫穷的社

会阶级”，“一般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下级官吏

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

良的资产者扎克斯先生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

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

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

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廷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

种社会中，机器技术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

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

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时而把大批失业工人抛上街头；在这种

３６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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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

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

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

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

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

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

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

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是不会知道这点的。它不敢用现存条件来说明住宅缺乏现象。因

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说教的词句来把住宅缺乏现象归之

于人们德行败坏，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 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

论！〉，——罪过……一部分在那些对住宅提出需求的工人本身身上，一部分

并且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在那些负责满足这种需求的人身上，或者在那些

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身上，即在各有产的上等社

会阶级身上。后者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不设法保证充分供应良好的住

房。”       

正像蒲鲁东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律领域去一样，我们

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

域中去。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

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

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

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这种说教正像老母鸡在池

边向它孵出的在池里活泼游泳的小鸭说教一样。虽然水上没有木

头，小鸭总是在水上活动；虽然利润没有心灵，资本家总是趋求

４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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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泽曼早就这样

说过２３６，这一点他比扎克斯先生了解得透彻些。

“良好的住宅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

……畏避建造住房供各劳动阶级享用……因而这些阶级在满足自己对住房

的需要时，就大部分落入投机事业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事业！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

碍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邪恶的意旨，而只是他

们的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宅需要这种事该有……多么巨大和重要

的作用；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不负责地照例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

宅，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

么害处。”（第２７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一定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使住宅缺

乏现象产生出来。扎克斯先生承认说，“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

致弄得完全没有栖身之所，总得〈！〉随便找一个地方来过夜，因

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保障，无能为力的”，然后就向我们叙

说道：

“大家知道，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

几乎是很巧妙地使得自己的机体失去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的条件，丝毫也不

懂得合理的卫生，特别是不懂得住宅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２７

页）

但是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罪过”已经消

散在无知之中，而工人的无知却只是被用来作为确认他们有罪的

理由。请听一听吧：

“所以，结果就是〈正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暗、

潮湿、狭小的住宅，简言之，搬进对一切卫生要求都是一种嘲弄的住宅……

而且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套往房，甚至只是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少

５６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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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地浪费在喝酒和种种无聊

娱乐上面。”

工人“浪费在烟酒上面”（第２８页）的钱、“像一个铅秤锤那

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等级拖到泥污中去的酒馆生活及其一切悲

惨后果”，——这就确实像一个铅秤锤那样梗塞在扎克斯先生喉

咙里。至于在现在环境下，工人喝酒，也正像伤寒、犯罪、寄生

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是他们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其

必然性已经到了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数来的程度，这一

点又是扎克斯先生不会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老师就常说

“平民进酒馆，老爷跑戏院”这句话，因为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

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

利益调和的滥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

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并且一般说来也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如

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醉心

于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俯首贴耳地听从自己的上

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

及其无数前辈所宣传的那一点上。劳资调和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

传了五十年，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试图设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

种调和也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

这五十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我们的作者现在就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

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

中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企图——

并且现在还在企图——实际上实现这个计划。扎克斯先生也宣

６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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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住宅问题只有使住宅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５８页

和第５９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诗兴大作，写出了如下

激动人心的篇章：

“在人所特有的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怀恋心情中，在这种连现代剧烈活动

的营利生活也不能削弱的意向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不自觉地感

到土地所有权这种经济权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一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也就获得了巩固的地位，仿佛是在地里牢固地生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

都在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而，土地所有权的赐福的力量还远

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

可能想像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

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权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

个可靠的避难所；他的自我意识就增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增长起来

了。因此所有权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刻意义的……这样一来，现在无可奈何

地由市面情况的变动摆布的、总是依靠自己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

摆脱这种不稳定的境况；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

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通

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产者阶级上升为有产者阶级。”（第６３页）

扎克斯先生大概假定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

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有怀恋土地所有权的心情，有这种到现在谁

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的心情。对于我们城市工人说

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们只能成

为一条锁链。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

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

许偶然能卖出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

总危机的时候①，一切被这种事变牵连的工人的房屋全都会交到

７６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① “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增加的。——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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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

于成本。即使他们都找到了买主，那末扎克斯先生全部伟大的住

宅改良计划就会毫无结果，于是又只得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

是生活在想像世界里的；扎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像土地所有者

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避难所”，

已经在“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

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等

等。但是，让扎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的和我们莱茵河流域

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

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他们

的“地产”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的确是

可想像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了，但这是对……高利贷者而言

的！而为了使工人能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这

样独立自主地来支配，善意的扎克斯先生就殷勤地向他们指出他

们能够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

时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不必加重慈善救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扎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

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

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这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

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但是，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

里，所以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

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一千塔勒的小屋子的工

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扎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

是资本家。

８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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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这个工人的资本家面貌还有其另一方面。假定在

某一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件事已经成了

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宅；住宅费

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

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

学的铁的规律”，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

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约出

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

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交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

交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会

成为某一种资本，但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资本，而是归那个雇他做

工的资本家所有的资本。

可见，扎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

人变成资本家。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一切归根结底是会节约或降

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所谓社会改良办法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

改良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一直

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末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

大规模实现这种改良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

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采用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价格降

低了２０％；那末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大约降低

２０％，即降低得适合于那些食品费用在工人收支总额中所占的比

率。譬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
３
４，

那末工资终于会降低
３
４，×２０＝１５％。简言之，只要这种使工人节

约开支的改良办法一旦普遍推行起来，工人由于这种节约能缩减

９６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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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

出５２塔勒的独立收入，那末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１塔

勒。总之，他愈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愈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

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东西能用来“最有力地激

发他的……节俭精神，即首要的持家之道”呢？（第６４页）

不过，扎克斯先生也接着就向我们说，工人应当成为房主，与

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使自己尽可能多的成

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看一眼处于这种状况的扎克斯先生〉……①

 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产者阶级，那末能使得在我们脚

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

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 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

散。”（第６５页）

换句话说，扎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自己无产者地位的改变，

即因获得房屋而引起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再次像

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奴仆。这应该引

起蒲鲁东主义者的深思。

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福利，——这个有许多人徒然企图猜出的斯苏克斯②

的谜语，——现在对我们说来不是已经可以感触到的事实吗？它不是因此就

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这一点如果实现了，那不就是达到了甚

至最极端派的社会主义者也当做自己理论高峰的最高目的之一吗？”（第６６页）

０７２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

出，它就杀掉谁。——译者注

在“人民国家报”上，引文较长，在“假如……”前面，还有“土地所有权……能减

少为反对有产阶级统治而斗争的人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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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攀登到这个地方，真是幸运。这一声欢呼正是扎克斯

先生这本书的“最高峰”，此后作者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

想领域”走向平凡的现实；而当我们走到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

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丝毫没有改变，真是一丝一毫都没

有改变。

我们的向导让我们往出下走第一步的时候，教导我们说，工人

住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一幢小屋

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花园，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

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工人，像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介

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采用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正

确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而营房制则对

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说来都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

惜，正是在住宅缺乏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

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四至

六套住宅的房屋，或者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

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满足了（第７１—９２页）。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路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

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留在

高高在上的那个“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只是在各

处乡村里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把工人营房安排得尽可能像

样些。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由于碰到了城乡对立而

显然遭到了失败。这里我们也达到了问题的中心。住宅问题，只有

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

１７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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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

化。不过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正确地认

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模范结构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因

此，这里的情形恰好与扎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

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

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

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的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很

荒谬的。但是，现代的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

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问题就不

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现有的东西，并且凭

借现有的手段来同最难容忍的祸害作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把属

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

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

扎克斯先生进一步又从大城市的存在出发，大谈特谈应当建

立在大城市附近的工人移民区，他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

妙处，例如公共“自来水、瓦斯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

晾晒场、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

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设备齐全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

能把动力传送到整个房子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

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发动机，——然而这丝毫也不会使情形有

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

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都一笔

匀销而完全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正是因此它就完全变成

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丝毫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

２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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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除了在法国的吉兹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有这样的

移民区了，况且就连这个移民区也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

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实验而建立起来的。①同

样，扎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四十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

就不存在了的那个《ＨａｒｍｏｎｙＨａｌｌ》
２３８
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支持自

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哩。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都只是可怜地企图再

度飞上“理想领域”，但是立刻又要掉下来的。我们现在又大踏步

地走下山来了。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要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合适的住房，或者是由自己出钱修建住房，

或者是鼓励和帮助工人自己进行建筑，供给地皮，贷给建筑资金等等。”（第

１０６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落到了根本谈不到这类事情的大城市以

外，又被移到乡村里去了。扎克斯先生马上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

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宅是合乎自己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

有利的投资方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必然

“由此产生的工人生活的提高……一定会使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

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

雇主参加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加是无形组合的结果，是雇主大

半隐蔽在人道意向的外衣下的对工人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福利关怀的结

果，这种关怀自然会因为产生应有的结果，即因为吸引和保持许多能干、熟

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而在金钱方面获得报酬”（第１０８页）。

胡贝尔企图用“无形组合”
２３９
这个词儿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

语加上一些“崇高的意思”，但是这词句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

３７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① 并且这个移民区也终于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见１８８６年巴黎“社会主义者

报。”２３７。（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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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这个词句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

宅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

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镇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

一部分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了。可是工人并不感谢慈善为怀的资

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

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

而且在于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一

句话不说立刻就把他们赶出去，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

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２２４页和

第２２８页２４０，但是，扎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未必值得一驳”（第

１１１页）。然而，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

吗？自然是想的。但是，既然连“雇主也应该随时有可能支配住宅，

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就能有一个地方让接替的人安身”，那末

……他当然就应该“预先规定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所有权，以

便适应这种情况”（第１１３页）。①

这次我们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跑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应该有

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

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对我们声明，这种所有权在乡下也应该

４７２ 弗·恩 格 斯

① 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扎克斯先生一切

宿愿。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一在莫尔珀思，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

必须就２０００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判决。结果发现：根据

这些人在那里工作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当做他们所住的那些

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一些被恩准住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预告就可以随时

被抛到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判决说，这些人并不是什么

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被列入名册（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每日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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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了！由于扎克斯先生为工人发明的这

种所有权，由于工人转化为“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的资本家，

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尘世，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研究资本家和

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了。

二

如果听信我们这位扎克斯博士的话，那末资本家老爷们现在

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减轻住宅缺乏现象，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

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扎克斯先生就把我们带到了……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

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

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者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则

是为了给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天堂一般的状况。而

扎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制度贪污成性的奴仆所组成的

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这个委员会工作的结果，“据专门为此

任命的委员会自己所说，对法国是充分完备的”！这些结果是什么

呢？在提供了报告的８９个大工业企业中间（包括股份公司在内），

有３１个完全没有修建工人住宅；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宅中，据扎

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各个住宅几乎都

是一户两间房子！

不言而喻，随便哪一个资本家，只要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

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苗等等的位置——束缚在一定的乡

村地方，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宅，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

宅。但是，要把这一点看做是“无形组合”存在的证明，看做是“对

问题及其崇高意义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做是“大有前途的

５７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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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端”（第１１５页），——那就须要具备极其惯于自欺的本领。但

是，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具有稳定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

所不同。例如，扎克斯先生在第１１７页上向我们说：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强活动。特别是在乡下遥

远的村镇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

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工人

修建住宅的原因。同时，对这种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

改良同其他一切无形组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愈来愈多；而这些繁荣移民

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海德的埃士顿、塔尔顿的艾释华特、柏立的格

兰特、博林顿的格莱格、里子的马歇尔、贝耳珀的斯特腊特、索尔特尔的索耳

特、科普利的艾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神圣的单纯，更加神圣的无知！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

近”才在修建工人住宅！亲爱的扎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家不

仅就钱袋讲来，而且就脑袋讲来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

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进行工厂生产的

情况下，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资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

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

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采矿厂主实

际上就已经确信，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于罢工的

工人该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莱格、埃士顿、艾释华特这些人的

“繁荣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四十年以前它们就

已经被资产阶级当做模范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二十八年前也

描写过它们（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２２８—２３０页脚注２４１）。马歇

尔和艾克罗伊德（Ａｋｒｏｙｄ——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

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腊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

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宅的平均寿命是４０年，那末

６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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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斯先生就是用手指也可以算出“繁荣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

倾圮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位置现在大多数都不在乡下；由于

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

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处在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城市中间，

但这并不妨碍以扎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在现在还恭敬地

重唱那些早已不符合９ ８４０年的英国老赞美歌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艾克罗伊德①。这位勇士无疑是个十足的

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

郡的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

都是他的亲生儿女！可是，扎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

“私生子愈来愈少了”（第１１８页）。完全正确，没有结婚生出来的

私生子减少了，因为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并且是与工厂同时建造工人住

宅，这在近六十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

过，这种工厂村镇有许多已经变成了以后形成的整个工厂城市所

环绕的核心，并且有着工厂城市所带来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

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第一次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

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只是从

１８４８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即在法国，尤其是德国，

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些巨型冶金工厂（如克

列索的施奈德尔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

决定修建一些工人住宅。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工业家都让自己的工

７７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老艾克罗伊德”，而是“老艾——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

来，因为他早已死去并已经安葬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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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冒着炎暑或雨雪在清晨步行几德里到工厂，晚上再步行回家。

这种情形，在多山的地区。例如法国和亚尔萨斯的佛日山脉，在乌

培河、济克河、阿格尔河、累内河和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其他河流

的沿岸地区，是特别常见的。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

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是同样可鄙地吝啬。

扎克斯先生分明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或是繁荣

的移民区也好，都没有丝毫意义。因此他现在就企图向资本家证

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获取多么巨大的收入。换句话说，

他企图向他们指出一个欺骗工人的新方法。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部分具有慈善性质、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

许多伦敦建筑公司做例子，这些公司已获得了４％到６％以及更多

的纯利。至于投在工人住宅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

不着扎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投在建造工人住宅方面的资本不

比现在所投的资本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昂贵的住宅给所有者带来

更大的利润。因此，扎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

道德的说教罢了。

至于这些被扎克斯先生大肆鼓吹说具有辉煌成绩的伦敦建筑

公司，那末这些建筑公司据他自己的估计（而他却把任何一种建筑

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总共也只是让２１３２个家庭和７０６个单

身汉，即总共还不到１５０００人有房子住！像这样一些儿戏，在德国

居然有人敢于煞有介事地把它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

敦东头，就有１００万工人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过活！所有这些

慈善的努力，实际上都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专谈工人状

况的英国议会报告书连一次也没有提到它们。

在这整篇内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

８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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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只指出一点。扎克斯先生以为索荷区内供

单身汉住宿的客栈之所以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

多顾客”。看来扎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区都是一个很豪华

的城市，殊不知最华丽的街道背后就是极污秽的工人街区，例如索

荷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扎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二十三年前就

已经知道的索荷区模范客栈，起初是客人很多，但它后来已经歇

业，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呢。

那末，亚尔萨斯的牟尔豪森工人镇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

就吗？

牟尔豪森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埃士顿、艾释华

特、格莱格等人的一度“繁荣的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

以自傲自夸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镇不是“无形”组合的产物，而

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亚尔萨斯资本家的完全公开组合的产物。它

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这个实验垫付了

１３的资本。在１４年内（到１８６７年为止），依照一套在对这件事有

较好理解的英国一定行不通的恶劣制度修建了８００所小屋子；工

人们在１３—１５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然后才可以获得这些房

子的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

国建筑合作社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亚尔萨斯的波拿巴主义

者来发明。为赎买房屋而付出的额外房租——同英国比起来——

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１５年内渐次付出４５００法郎以后，能取

得一所在１５年前值３３００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

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

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６２３％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

值是３０００法郎，每月就是１７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

９７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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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公司即使没有“国家帮助”

也会大发其财的。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宅，只因

为它是位于城外半农村地方这一点，就已经比城内的旧的营房式

的住宅好些了。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扎克斯先生自己在第

１５７页上承认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就用不着去讲它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宅一

事，即使不践踏一切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情。但是，这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

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全部问

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宅缺乏现象仍然继绩存在；虽然

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宅呢？

于是扎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不作答复。

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来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缺乏现象，这点现在已

经完全确定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扎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

也能谈述自助办法的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办

法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

村地方，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也只能在极有限

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扎克斯先生就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即自助〉方法，改良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

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制原则有力量影响住宅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制原则”对我们这位

作者文体的“质量”没有起过丝毫改良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办法

０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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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却产生了非凡的奇迹，以致“由于实行了自助办法，在其他

各方面为解决住宅问题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

是英国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建筑公司”〕，而扎克斯先生之所以

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一般流行有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意见。英国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根本不是……什么住宅建筑公司或住宅建筑协作社，用德

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做‘购置房屋协会’；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由会员

定期缴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

买房屋……因此，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银行，对于另

一部分会员说来是信贷银行。可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

需要的抵押信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同他们一起存款的

同伴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可以料想到，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保证，

并且规定短期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利息并不支付给存款

人，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想要把存款连同积累利息一并取回

……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１７０—１７２页）。“这样的

协会在英国有２０００个以上……其中收集的资本约有１５００万英镑，并且已经

约有１０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家屋；这简直是难以比拟

的社会成就。”（第１７４页）

可惜，这里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但是”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

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并且对于卫生条件也很少予以注意。”

（第１７６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

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

乡下的工人却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实行自助办法的地步。另一方

面，在城市中虽然可能出现真正的住宅建筑协作社，但它们又遇

到“各种很显著和严重的困难”（第１７９页）。这些协作社只能修

１８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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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式的

自助办法”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

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起主要作用”。这种住宅建筑协作社还

只处在“始初的、尚未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

样”。（第１８１页）

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不能够。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一篇

就此结束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式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摆出来给我国工人做模范，所以就绝对必须对

英国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稍加说明。

这些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ｅｓ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

也根本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

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实质

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并且不论小规模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即

其始初的状态——还是它们的大规模的模仿者都是这样。在某一

个酒馆中，——通常是由酒馆主人发起，然后就每星期在他这里聚

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店主、店员、推销员、小手

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其

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凑成一个住宅建筑协作社。

最近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

比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按自己的职业说，都不是非

要固定在什么地方不可的人；甚至有许多小店主和手工业者在城

内只有铺子，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情愿住在烟雾弥漫的城

市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建筑用的地皮，就在这里修建起尽可能

多的小宅子来。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

缴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足够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

２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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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购置自有住宅的会员，凭抽签分得现成的小宅子，再用额外房租

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就出租或出卖。住宅建筑公司本身，在生

意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在会员们

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常常进行分配或

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住宅建筑公司十有九个的经过情

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公司，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

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

机，使小资产阶级的储蓄能有较好的投放处所，使其有抵押作保

证，又能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

至于这些住宅建筑公司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

个极大的，甚最大的公司的说明书中看出。伦敦《Ｂｉｒｋｂｄｃｋ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９ａｎｄ３０，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ＣｈａｎｃｅｒｙＬａｎｅ》

〔“伯克贝克建筑公司，昌塞利巷南安普顿大厦２９号和３０号”〕自

成立以来收入已达１０５０万英镑（合７０００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

投入国家证券的款项在４１６０００英镑以上，现有会员和存款人

２１４４１人，这个协会的自我介召如下：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

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

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年复一年

地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但是，在钢琴方面采用的办

法，在房屋方面也可以采用……然而由于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

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经理们便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房主

成立协定，使经理们可让Ｂｉｒｋｂｅｃｋ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会员及其他人在城市各

处有大量房屋可供挑选。经理们决定遵循的这样一个制度：房屋出租期限为

十二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缴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

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

３８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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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凡属收入有限的人们，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员等等，一

加入Ｂｉｒｋｂｅｃｋ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一切都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

入有限的人们，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员等等；并且还假定主顾

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

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而是收入虽

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总是在逐渐上升的人，例如店员以及从事这

类职业的人。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

着家庭人口增加和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

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的收入数量太少，而且又太不可靠，

不能预先承担十二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

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①

４８２ 弗·恩 格 斯

① 关于伦敦各住宅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

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韦斯明斯特公爵、

培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９９年，期

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按照所

谓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ｌｅａｓｅ［附带修缮租赁］条件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３９年，承租

人应依照这个条件把房屋修理得适于居住，并且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签订了

这种合同以后，土地所有者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的视

察员（ｓｕｒｖｅｙｏｒ）去检查房屋并确定必需修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

甚至能包括重建全部前墙、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做抵押交给建

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１３０至１５０英镑的可以借到１０００

英镑以至１０００英镑以上，——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

建筑协会便成了整套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办法是要保证大

土地贵族能够毫不费力地利用公众的资金，把他们在伦敦的房屋经

常修整和保持在适于居住的状态中。

而这竟被当做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

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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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牟尔豪森工人镇的波拿巴主义者无非是

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住宅建筑公司的可怜模仿者罢了。不同的只

是波拿巴主义者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

些建筑公司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是比英国平均的条

件更为苛刻的；在英国，每次缴纳的钱都计算出单利和复利，并且

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牟尔豪森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

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把原来用５法郎硬币缴纳的基本数额退回。

没有人会比扎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因为他在书

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懂得它们的意思。

可见，工人自助办法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剩下的只是国

家帮助了。扎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能

拿出三件东西：

“第一，国家必须关怀到，凡国家立法和行政方面能加重劳动者阶级住宅

缺乏现象的一切，都应予以废止或相应地改善。”（第１８７页）

总之：修改有关建筑的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

宜些。但是，在英国，有关建筑的立法范围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

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宅缺荒现象却依然存在。况且，现

在英国的建筑已经便宜到极点，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驶过，房屋就

会摇晃起来，所以每天都有一些房屋倒塌。就在昨天，１８７２年１０

月２５日，曼彻斯特城内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个工人

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扩大或重新引起这

种灾难。”

总之：对工人住房实行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警察监督，使当

局有权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宅，像英国从１８５７年

５８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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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已经实行的那样。但那里是怎样实行的呢？１８５５年颁布的第

一个法令（Ｎｕｉｓａｎｃｅｓ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ｃｔ〔消灭传染病法〕），扎克斯先生

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１８５８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Ｌｏ

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ｔ〔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１９７页）。然而，

扎克斯先生认为，只推行于住有一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

令（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ｓＡｃｔ〔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

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１９９页）；但是，这个说法又

只是扎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

“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近代

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

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

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扎克斯先生竟认

为，一个议会法案只须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刻见诸实现，那他就大

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案（只有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Ａｃｔ〔工场法〕除外）都

是这样，而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ｔ更是这样。这个法律委托给城

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

赃枉法、徇私舞弊和ｊｏｂｂｅｒｙ①行为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由于

种种裙带关系谋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

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

政府官吏大半是以严格忠于职守著称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

６８２ 弗·恩 格 斯

① 一词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说，某一国

家中的国家电报局局长暗自作了某个造纸厂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

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末这就是虽然很小，但

毕竟是颇为像样的ｊｏｂ，完全足以表明ｊｏｂｂｅｒｙ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顺便说说，

这在俾斯麦统治下是天经地义和十分自然的。［在“人民国家报”上没有“顺便

说说……”这一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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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设备不良和有倒塌危险

的房屋的所有者，在市政局中直接或间接总有势力强大的代表。

按小选区进行市政局委员选举，总是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最小的

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局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

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

都受到一切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最出丑的

场合才被采用，并且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

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政大臣进行

的请愿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

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

已经存在的法律则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

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即当它操在受工人支配或在

工人的压力下终于决心加以实行的政府手中，它才会成为强有力

的武器来把现代社会制度打破一个缺口。

“第三”，据扎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应用它所拥有的

一切积极措施来缓和当前的住宅缺乏现象。”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些

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一些营房，“真正的模范建筑物”，并且“贷

款给……各个市政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

宅”（第２０３页），英国按照ＰｕｂｌｉｃＷｏｒｋｓＬｏａｎＡｃｔ〔公共工程贷款

法〕正在这样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牟尔豪森也这样做过。但

是，ＰｕｂｌｉｃＷｏｒｋｓＬｏａｎＡｃｔ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发给委员们

支配的至多不过５万英镑，即顶多能建筑４００所小宅子的资金，因

而４０年就建造１６０００所小宅子，即至多只能供８万人用的住宅。

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假定委员会的资金在２０年后已

７８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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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收还贷款增加了一倍，因而在后２０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４万

人用的住房，但这也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

维持４０年，所以在４０年后每年就得花５万或１０万英镑现金来整

修势将倾记的最旧的小宅子。扎克斯先生在第２０３页上正是把这

一点称之为实际正确地和“在无限大的规模上”实行了原则！这样

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那里国家也可说是“在无限大的规模上”毫无

作为以后，扎克斯先生就结束自己的书，而这不过是对一切有关人

士所作的一通道德说教罢了。①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灾难。国家

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

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合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

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

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

个别的资本家即使对住宅缺乏的现象感到遗憾，也不大愿意哪怕

稍微在表面上掩饰一下由此产生的极坏的后果，那末，总合的资本

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

各地以同等程度进行已经成为常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

情形正是如此。

８８２ 弗·恩 格 斯

① 最近在保证伦敦建筑主管机关当局有权征用地皮以供修筑新街道用的英国议

会法令中，开始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注意。这里插入了一项

决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居住。因此为了从

字面上履行法律，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五层或六层的出租营房

或住房。这种为工人所完全不习惯并且对于古老的伦敦的情况又显得完全陌

生的新设施结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

容纳的工人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整顿市街而失去住所的人数的四分之一。

（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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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

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合利益，而不是仅仅

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能够做出资产阶级国家所不

能做出的种种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应该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

的事情来。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

它赖以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

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一个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

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

像在法国一样取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一样或多或少地

取得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

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

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

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近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日专制君主国中或者

在近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

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

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较少的部分由上层贵族补充，极

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

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就使得国家好像独立于社会之外。

在普鲁士（并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国制度中）从这

些极端矛盾的社会条件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就是伪装的

宪政制度；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日专制君主国的现今的解体形式，

也是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伪装的宪政制度

９８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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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６年只是遮盖和掩蔽了专制君主国的缓慢腐朽过

程。但是，从１８６６年以来，尤其从１８７０年以来，社会条件中的变

革，以及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以大大增长的规模

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投机倒把活动的迅速发

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漩涡中。１８７０年从法国大量传

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散布着。施特鲁斯堡

和贝列尔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同最狡猾的交

易所犹太经纪人作投机竞赛，而国家也承认他们的平等身分，把交

易所犹太经纪人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

身分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忘了尊贵的昔日，现在都把自己的

名字列入殷实的或不大殷实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愈来

愈轻视把盗用公款作为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公职置

之脑后，一味追逐收入更多的管理工业企业的职位，而那些还留任

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加入”铁

路或诸如此类的企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

并不反对搞些投机事业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日国家的一

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

主国；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要被揭穿，

而且整个旧日的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①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应该解决

“社会问题”，或者即令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切

０９２ 弗·恩 格 斯

① 现在，即１８８６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依
靠保护关税来巩固的联盟——之所以还能支持下去并联合起来，不过是因为
害怕从１８７２年以来按人数和阶级意识说都已大大增长的无产阶级罢了。（恩
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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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经济问题上，普鲁士国家愈来愈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了。如果说

１８６６年以来经济方面的立法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适应没有超过

它实际表现出来的程度，那末这是谁的过错呢？主要是资产阶级自

身的过错：第一，因为它过于胆怯，不能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要求，第

二，因为它对于任何可以同时把新武器授予威胁着它的无产阶级

的让步都加以抵抗。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组织一个自

己御用的无产阶级，借以箝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末这岂不就

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

没有任何义务，只是对他们说一些善意的空话，顶多也只是像路易

·波拿巴那样给予建筑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国家帮助罢了。

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一些什么，最好的证明是

看那笔曾使普鲁士国家机构再度暂时在社会面前保持其独立性的

法国数十亿赔款２４２的用途。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是用来

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根本没有。当秋天

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

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５０亿赔款就很快地照旧挥霍在要塞、大炮

和军队上；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２４３，尽管同奥地利举行

了几次施梯伯会议２４４，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

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他在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

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

三

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

法，即每解决一次就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次。这就叫做“欧斯

曼”的办法。

１９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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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说的“欧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

种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

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

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

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

市。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

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起

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

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

处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

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

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曼彻

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敷设了

新街道，修建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

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拆除和改良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

但是，虽然从那时以来卫生警察的监督已经加强，却还有许多街区

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然而，由于城

市的巨大扩展，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所以那些

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已经同从前最声名狼籍的街区一样，房

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

８０页及以下各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

方名叫小爱尔兰（ＬｉｔｔｌｅＩｒｅｌａｎｄ），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

一个污点。２４５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地

基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

２９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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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水灾，因为由于很容

易理解的原因我们的大城市中筑有堤堰的河流总是一年比一年招

来更大的水灾。那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

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繁荣。下

面就是曼彻斯特激进资产者的报纸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在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０日关于这点所写的报道：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个良好

的后果：把公众注意转移到对一切卫生法的显然嘲弄上，那里的人们当着城

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面忍受这种嘲弄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

篇犀利的文章，还没有充分揭露出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几处地下室

的可耻状态。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其中

所引用的一切消息，并声明说：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

些说，它们本来就不应当作为人们的住宅。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

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在这些房屋上面，布鲁克街最低处的铁道高架桥

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决不会料想到在他脚下深深的洞穴中还住着称为人

的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能接近它的只是那些迫于贫穷不得不在

其墓冢似的幽闭环境中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被堤岸所挡住的通常停

滞不动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它的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

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污水管中令人呕吐的脏水

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这就是每次河水泛滥所留下的

纪念……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窒还要低……比街面低

２０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

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会不再住人，或者会有卫生委员会的人在把那发臭气

的墙壁加以洗刷和消毒。可是相反，我们竟看见一个理发师的地下室中有一

个人正在……用铁铲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

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他叫我们到更下边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

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作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这样

我们最后就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是爱

尔兰的女子，她正在洗一大堆衣物。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夫——

３９２论住宅问题。——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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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六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

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木片。据这个人讲，他每两月

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方能使这个房子没有不可忍受的臭气……在我们

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个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

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个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在几分

钟之后也一定会呕吐起来……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

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女

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弄得

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去。她

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

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

这个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个简直无可奈何的印象。此

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

的一个复本——也许是稍微夸大的复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

委员会是应负共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是允许住人，那末，卫生委员会

所负责任的严重性，以及威胁邻近地区的传染病的危险性，就简直不用说

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上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

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

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

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

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

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

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４９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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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一

在“人民国家报”第８６号上，阿·米尔柏格宣称他就是我在该

报第５１号和以下各号中①批判过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

回答中对我大加责难，同时把所谈到的一切观点大肆歪曲，以致我

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予以答复。虽然很遗憾我的反驳大部分只是

涉及米尔柏格给我划定的个人论争的范围，但是我将竭力使自己

的反驳具有一般的意义，即把主要的论点再次加以发挥，而且尽可

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尽管米尔柏格又会责难我说这一切“其实不

论对他或对‘人民国家报’其他读者说来都不包含任何新的东西”。

米尔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内容。说到形式，只要这样

反驳就够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出自谁的手笔。因此，根

本谈不到对于作者有什么个人“成见”；不过对于这些论文中所阐

述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早已从蒲

鲁东那里知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对这个办法的看法是确定不

移的了。

关于我的批判的“语调”，我不想同朋友米尔柏格争论。像我

这样参加运动很久的人，皮肤已经厚得不怕什么攻击了，所以很容

５９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３３—２５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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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感到满意，这一

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表皮（即最上面一层皮肤）的敏感

程度。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蒲鲁东主义者这点特别感到冤屈，他

断言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才好；不过，我

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这里讲的也只是这些论文

——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就连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

和完全不公平的：

“一个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理论，在我们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

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

来了。”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在二十年

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地区

的工人那里“蒲鲁东所规定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活的灵

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

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

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

积聚。第二，说所谓蒲鲁东“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

米尔柏格硬给加上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ｆｏｒｃｅ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组织经济力量、社会

清算〕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体现者”，都是不

正确的。暂且不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消除百病的万

应灵丹仅仅作为被巴枯宁弄得更糟糕的变种才有了一点儿影

响，——每一个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法

６９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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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则

根本不愿理会蒲鲁东提出的那些以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和Ｏｒｇａｎｉ

－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ｆｏｒｃｅ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闻名的社会改良方案，顺便说说，

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经有过表现。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

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

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

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

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

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

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

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

行，而这却是公社复灭的一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情况也

是一样，只要他们企图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具有一定纲领的社

会主义工人派别——如那些流亡到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

和革命”２４６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就不是宣告蒲鲁东的

拯救社会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德国

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

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

点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

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鲁东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德国人

对于罗曼语地区的“直到巴黎公社”的运动缺乏理解，那末就请他

为证明这个结论而举出一种哪怕同德国人马克思所写的国际总委

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正确理解和描写了公社的著作相

近似的罗曼语的著作吧。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

７９２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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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

到无”２４７。

如果我认为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二十年内只是从蒲鲁东那里

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末我认为这种不幸并

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蒲鲁东的改良药方在那里占有

完全神秘的统治，而是在于他们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

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

响败坏了。至于问到究竟是谁“更久地停留在革命中”，是“蒲鲁

东主义化的罗曼语地区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无论

如何要比罗曼人理解自己的蒲鲁东好得不知多少的德国工人，那

末我们只有知道了“停留在革命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

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听经过某些人“停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

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宠中”等等。但是岂能“停留”在革命中，

即在最富于暴力的运动中！难道“革命”是必须信仰的教条般的

宗教吗？

其次，米尔柏格责难我，说尽管他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我却

硬说他宣称住宅问题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

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一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

这种忽略是不可宽恕的，因为这是表明他的论文的全部倾向的最

具特征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这样说：

“由于人们常常对我们提出可笑的责难，说我们实行阶级政策，力求实现

阶级统治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说：住宅问题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阶级

的问题，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全部官僚的利

益有极大的关系……住宅问题正是社会改良办法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

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

之间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和赁住宅的压迫的桎梏下，各中等阶级所受的

８９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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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现在社会中各中等阶级本身

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具有充分力量……与年青力壮、精力充沛的

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结果将首

先为他们所享受。”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指出了如下几点：

（１）“我们”不实行“阶级政策”，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而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

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

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

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

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

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

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

（２）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问题，而是

“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真正的中等阶级”由

于住宅缺乏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

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方面——所受的痛苦

“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末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了。因此，米尔

柏格实在没有理由抱怨我说的如下一段话：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

痛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

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

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

９９２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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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①

（３）在“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

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结

果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等阶级所“享受”，而不是为无产阶级

所“享受”。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

益。其次，在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尝之间有着“绝对的

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

的，那末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同一的了。因此，小

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正当合理

了。而这种主张两种观点权利平等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所以，米尔柏格的做法前后是完全一贯的，他在自己的小册子

第２５页上２４８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因为小生产

按其本质来说就结合着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占有，并且

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而没有对个人发展能力作任何的

限制”；而且他责难现代工业，特别是责难它破坏这个培养正常人

的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自觉

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眼光投向哪里去的人”。可见，小资产者

在米尔柏格看来是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在米尔柏格看来则是模

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

诬蔑了他吗？

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

００３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２４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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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进一步证明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

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了。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详谈小资产阶级

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所谓的同一性。必须讲的一切，都已经在

“共产主义宣言”中讲过了（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第１２页和第２１

页）２４９。

总之，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在“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神

话”旁边，出现了关于小资产者米尔柏格的真事。

二

现在我们就来谈主要点。我曾指责米尔柏格的文章按蒲鲁东

的方式歪曲了经济关系，把它翻译成了法律术语。我举出了米尔

柏格下列论点作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

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

结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

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

米尔柏格对这点发出了如下的怨言：

“这样简单冷静陈述的事实，竟成为恩格斯规诫我的借口，说我本来应该

说明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法权理由’的——可是这完全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以

内……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

生活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

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

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所一旦建造起来的房屋吧。这所房屋出租

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给建造人带来地租、修缮费以及建筑时所投资

１０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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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利息，其中包括建筑资本的利润。按照情况的不同，陆续交付

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费用的二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朋友

米尔柏格，这就是“简单冷静地陈述”具有经济性质的“事实”；如果

我们想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个事实存在着，我们就必须在经济

方面进行研究。我们且把这个事实更仔细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个

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误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所有者交出商品

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互相差异

的地方，就中还在于消费它们所需要的时间的不同。一个大面包一

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比方说要一百年才

住得坏。因此，对消耗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把使用价值零星

出卖，每次有一定的期限，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

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

利润立刻收回，就要借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和利息的

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一百年

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们

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１）地租以及地租在这个期间的

若干提高数额，（２）日常修缮费用，——那末我们就会发现，余数平

均起来是由下列各项组成：（１）原先的房屋建筑资本，（２）建筑资本

的利润，以及（３）逐渐收回的资本和利润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间

终了之后，承租人并没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没有房屋了。房

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属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

这些材料已经不是房屋了。如果房屋在这个期间“原先的费用得到

了五倍或十倍的补偿”，那末我们将看到，这全是由于地租的上涨；

在像伦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在这里土地所

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两个人。租金的这种巨大增加，发生在迅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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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发展的城市中①，而绝不是发生在乡下某个地方，因为在那里建

筑地皮上的地租几乎是始终不变的。大家知道，扣除了地租的上涨

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资本（包括利润在

内）的７％，并且还得从中开销修缮费等等。一句话，租赁合同是一

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论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

利些或有害些，只有劳动力的买卖才是一个例外；在实践上，这个

租赁合同是作为资产阶级千百种欺诈形式之一出现于工人面前，关于

这些欺诈形式我在单行本第４页②上已经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

的，这个形式也受一定的经济规律的调节。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赁合同无非是纯粹的“任意行为”（见他

的著作第１９页），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

说：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经济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把废除租赁住

宅变为“在革命思想内部产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意向之一”。

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冷静的政治经济学

领域中转移到在意识形态方面高级得多的法学领域中去。“房屋

是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结果就是”，房屋的价值能以房

租的形式得到二倍、三倍、五倍和十倍的补偿。要明白怎么“结果

就是”这样的，“法权理由”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所以

我说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法权理由之后，才能知

道怎么“结果就是”这样。只有当我们像我那样研究了房租的经济

本质，而不是对统治阶级用来批准房租的法律术语表示愤慨的时

３０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３８—２４０页。——编者注

在“人民国家报”上是“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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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们才能知道这点。谁要提议采取经济措施来废除房租，谁就

应当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说它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

恒权利的贡赋”。对于这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说明

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一来，完全不是永恒的房屋就变成了房租的永恒的法权

理由了。不管它“结果就是”怎样，我们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法

权理由，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

于翻译成法律术语，我们便顺利地远远离开了经济学领域，所以

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房租的总额逐渐能偿付一所房屋价

值的好几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是与

“革命的法权观念”——不论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不相符合

的，因而法权理由也就是完全要不得的。其次，我们又发现，这

点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几

种所有权从其他各种所有权里划分出来，并且加以特别的考察。

这种特别的考察就要求：（１）剥夺所有者废除合同的权利，即剥

夺他索回自己财产的权利，（２）把租借给承租人、债务人或租佃

人但并不属于他的财物的使用权无偿地让渡给他，（３）用长期分

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偿清财产而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们就

说尽了蒲鲁东在这方面的“原则”。这就是蒲鲁东的“社会清算”。

附带说说：十分显然，这整个改良计划是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

产者和小农，因为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因

此，据米尔柏格看来，神话式的“小资产者蒲鲁东”这个形象在这里

就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触知的历史现实性了。

米尔柏格继续写道：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

４０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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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

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方面得到满足。米尔柏格要求

社会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并且把这叫做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

法院执行吏来命令我偿还一笔债务，那末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

做的无非是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债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则

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主要区别正好就

在这里。我们描述——而真实描述某一事物，与米尔柏格的说法

相反，同时也就是说明这一事物，——我们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

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

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

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

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

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

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

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法权

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我们加以证明

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说教和哀诉。

“革命的法权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测。

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

时他陷入一个奇怪的错误，把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

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尤其是

１８４８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要举１８６８年出版的

“革命的总观念”２５０第３９—４０页做例子就够了。但是，既然米尔柏

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鲁东那里去

５０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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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对“革命的法权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

暗①中。

米尔柏格接着说：

“但是，不论蒲鲁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永恒公平’来说明现

存的不公平的状况，更不是像恩格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样，期望诉诸这个公

平来改善这些状况。”

米尔柏格大概以为“蒲鲁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知道”吧。

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

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②，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

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２５１中，这个

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ｊｕｓｔｉｃｅéｔｅｒｎｅｌｌｅ。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

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１８５８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

教会中的公平”２５２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表现着这整整三卷说

教的内容（第１卷第４２页）：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

原则的原则，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

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

么是公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曾

是虚无。它将来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一切。”

６０３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而是“一

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条件和理论的、哲学的、宗教的原理”。——编者注

意即极度的黑暗，语出旧约“出埃及记”第１０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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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

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基本的、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

的公平，这个虽然如此而至今都是虚无但将来应是一切的公平，如

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标准，不是在任何冲突下人们所

诉诸的最高裁判官，那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正是断言，蒲鲁东在判

断一切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

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从而掩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方

面的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吗？既然米尔柏格要求“现代社会生活中

的一切变更……都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公平

要求来实行”，那末他与蒲鲁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阴谋

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

米尔柏格接着说：

“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这一点蒲鲁东不

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他也知道，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权观念只是

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反映和产物……总之，法权在蒲鲁东看来

是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产物。”

如果蒲鲁东对这一切“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我且

不管米尔柏格的含糊说法，就算他的善良愿望是事实），那末我们

还争论什么呢？但是问题正在于，蒲鲁东的知识实际上不完全是

这回事。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在

刚才引证过的蒲鲁东的主要著作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

中统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

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其一切著作的一切有决定

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

继续说：

７０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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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经济法权观念，同

拉萨尔在其‘既得权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

致。”     

“战争与和平”
２５３
可以说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

一部，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部著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

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

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而这部书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精神，以至不求助于

造物主，就表达不出它对于战争的见解：

“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１８６９年版第２卷第１００页）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这从它竟相信

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点就可看出：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

就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饶而宁静的时代。”（同上，第１０２

页）    

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粗糙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１０６页）

那末，这本书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一口咬

定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还是“贫困”（例如，第１４３

页）。布雷济希大叔曾经也是同样巧妙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

１８４８年的演说中郑重地发表过“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ｐａｎｖｒｅｔé

〔贫乏〕”的伟论。

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２５４一书不仅陷于法学家的全部幻想

中，而且还陷于老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幻想中。拉萨尔在序言第

８０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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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上明确地宣称：“在经济方面，既得权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继续

向前发展的出发点”；他想证明：“法权是一个从自身以内（这就

是说不是从经济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 页）；在

拉萨尔看来，任务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

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第 页）。然而

这部书在这里有什么相干呢？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

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

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鲁东，有时在某

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像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

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

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

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

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

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

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

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

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

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

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

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

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

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

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

９０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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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

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

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

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

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

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

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

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

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

化、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

的；１７８９年资产者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

建制度。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

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

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在

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

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

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

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

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原则，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断定说

燃素论①是与氧气论一样正确，则这种混乱就会更加厉害了。

０１３ 弗·恩 格 斯

① 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能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假定存在

着一种特别的燃烧体，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燃烧的简单物体在

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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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议论叫做反

动的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

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

可怕不过的了”。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像他自己硬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

“现时代的惨状”，那末我当然就不会说出一句坏话来评论“他和他

的朴素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惨

状”描述为工人“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的结果。不

论是抱怨“现时代的惨状”是由于工人对于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被废

除的结果，或者是如容克们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被

废除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都只能是反动的哀歌，只能是因感

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

正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于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

被历史消灭了的事情；就在于他所设想的工人解放只能是使每个

工人再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不是别的。往下他又写道：

“我极其坚决地认定：斗争纯粹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的，只

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出发，才能期望住宅状况的改善。恩格斯丝毫

看不出这一点…… 我把社会问题的完全解决当做是着手赎买出租住宅的前

提。”

  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

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

体即氧气相结合并且已取得了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旧化

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设打破了。

１１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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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

姓名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

做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

直到现在还看见（在他的著作第１５页和第１６页上）：米尔柏格拿

来作为废除出租住宅的前提的，不过是……出租住宅本身。只有在

第１７页上他才“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关于这点我

们回头还要讨论到。他甚至在他的答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当时问题倒是在于表明怎样从现有情况出发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

完全改造。”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意思应该

是：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耳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

己房屋的慈善主义努力，看做唯一可能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

计划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拯救

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那末他自然就不

会信仰这个计划了。而且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

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府提议仿效

多耳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赞美呢？

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

“至于就中说到城乡的对立，那末想把它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

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 问题不是在于消灭这种对立，

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

式。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

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

２１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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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矛盾上面，看一看这会使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

“至于就中说到”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那末想把它

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

生的。问题不是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

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才有可能

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

这样一来，我们又到了舒尔采－德里奇那里了。

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

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

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的第一个要求总要人把取自土地

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

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

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

须有多么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弄臭伦敦全城，——

那末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

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另一方

面，像蒲鲁东那样想改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持农民

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

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

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

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

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

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预

３１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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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

式，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取蒲鲁东解决住宅问题的公式时，就

是在这样做。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认为他对“蒲鲁东关于资本和利息的古

怪见解”要负一定的责任，因而宣称：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早已规定了的，而调整利息率的过渡法律

却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社会周转即流通关系的…… 生产关系的变

更，或者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当然不是如恩

格斯硬说是我讲的那样由于取消利息的过渡法律的结果而实现，而是由于劳

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的结果而实现的。至于劳动人民在

这里将崇拜〈！〉赎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没收办法，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

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读

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说过，他的赎买出租住宅是以

“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

找到这样的地方。它根本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际占有”这

些话。不过在第１７页上却说过：

“我们假定，资本生产率真正已被握住双角加以驯服了，——这是迟早总

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厘的过渡性法律，并

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 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

产品一样，都应服从这种法律支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方面来

说赎买出租住宅是根本消灭资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

可见，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转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糊地

说，对于资本生产率——他这个含糊的说法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本来确实是可以通过废除利息的法律真的“被握住双

角加以驯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赎买出租住宅是根本

４１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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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资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现在米尔柏格却说，绝对不是这

样。这个过渡法律“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流通关系”。碰到

这种像歌德所说的“无论对于智者或愚者都同样神秘的”２５５十足的

矛盾，我就只好假设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

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刊印出来的东西“硬

说”是他写的。

至于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请教他们在实际

占有时将“崇拜赎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没收办法”，那是千真万确

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愿什么也不“崇拜”。但是，要知道，劳

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问题根本没有谈到，而谈的只是

米尔柏格断言（第１７页）“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

个名词中”。既然他现在承认这种赎买是极成问题的，那末为什么

还要给我们两人和读者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不过，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

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

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

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

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

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

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

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简

单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

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渐地赎买这些财产。企图预先回答和针对一

５１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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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

别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费这样多的笔墨纸张，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

附带条件和遁词，终于达到米尔柏格在自己的答复中竭力避免涉

及的问题的要点。

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肯定见解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的原来费用同它的现今价值间

的差额”，照理应该属于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差额就是

地租。蒲鲁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点我们在他的“革命的总观

念”１８６８年版第２１９页中可以读到。

第二，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每个承租人都成为自己住

宅的所有者。

第三，这种解决办法应借一种规定把支付房租变为支付住宅

买价的法律来实行。——第二第三两点都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

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１９９页及以下各页中看出

这点，而且那本书第２０３页中甚至还有完全编好了的有关的法律

草案。

第四，借一种过渡法律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根

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以后还要继续降低。这同样是

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在“总观念”第１８２—１８６页中可以详细地

读到这点。

关于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抄本所依据的

蒲鲁东原书的段落。现在我要问：我是否有权把一篇贯穿着蒲鲁

６１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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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主义的文章的作者，一篇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

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

一“碰见蒲鲁东所特有的某些说法”就称他为蒲鲁东主义者。恰恰

相反。一切“说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内容则是蒲鲁东的。而当我随

后用蒲鲁东的话来补充蒲鲁东主义的论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说

我把蒲鲁东的“古怪观点”悄悄加到他头上了！

那末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

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土地所有权。

第二，赎买出租住宅并把住宅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

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现代的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

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后退一

步。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相反，如高利贷法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而又不能实现的办法。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

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现在已经表示同意了。对于

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驳。而这恰好是正在争论的几点。但是，米

尔柏格的答复并不是反驳；他极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

意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个答复不过是个人的怨言罢了。例

如，他埋怨我预料到了他对其他问题如国家债务、私人债务、信用

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且说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到处都

会是像在住宅问题方面一样，即废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转变为清偿

资本，宣布实行无息信用。虽然如此，我现在仍愿意打赌说，如果

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公布于世，它们的内容本质上将与蒲鲁东的

７１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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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念”（信用——第１８２页，国家债务——第１８６页，私人债务

——第１９６页）相符合，正如他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与我从同一

书中所引证的各段相符合一样。

米尔柏格就此教导我说：这些问题，——即捐税、国家债务、私

人债务和信用问题，加上公社自治问题——对于农民和乡村宣传

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表示同意，但是，（１）我们直到现

在并没有谈到过农民，（２）蒲鲁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如

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

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米尔柏格暗示说我不认为必须吸引农民加入

运动，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是，企图为此目的而向农

民推荐蒲鲁东式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

大田庄。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为细小

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

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

施。相反，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

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

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方面走在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

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２５６

至于责备我似乎把现代工人住宅的惨状看做“没有什么意义

的琐事”，我也同样无须为自己辩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

文把这种惨状按其在英国那样典型发展了的形式描写出来的人，

而这并不是像米尔柏格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它们“损伤了我的法权

感”，——谁要是想把一切损伤自己法权感的事情都写成文章，那

他就不胜劳碌了，——而是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２５７中所指出的那

样，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来给当时刚产生的

８１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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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托空言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

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不想从事解决那更为

重要的食物问题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指出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

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而且有足够的房屋使现在就有可

能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经很满意

了。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

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

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复，旧社

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

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

的国家里和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

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

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过了，他首先用了２８页的篇幅来详细

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名词中”，后来他

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开始迷乱地唠叨：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

动人民究竟将崇拜赎买办法”或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这其实还

是很成问题的。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实际关系”时

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

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

那他也许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要知道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

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关系，考察它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联

系。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见的又是什么呢？看见了整整两

个论点，即：

（１）“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

９１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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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我在前面，在单行本第６页①中，已经证明这意见是完全不对

的，而米尔柏格则对此根本无言可驳……

（２）“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就是自由

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派所谓的资本生产率，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它却

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一切压迫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必须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握。全部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

它的假想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却能神

妙地在地面上建造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绝不是“假想

的”（第１２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

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说乱扯的人，竟敢以向德

国工人指示新的更好的途径为己任，并且自命为“至少大体明白将

来社会结构的建筑师”！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

关系”了。他用了２５年功夫来从各方面研究这些关系，而且他的

批判工作的结果到处都包含有种种在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

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认为这还不够。这一切都是抽

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

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著

作丝毫没有告诉他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可是却给予了他消除

一切社会祸害的很确定的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

现成的拯救社会计划，把这个蒲鲁东体系奉送给德国工人，借口说

０２３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２４０—２４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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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抛弃体系”，而说我则“选定了相反的途径”！要理解这点，我

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聋子，我们彼此根本讲不通。

够了。这场论战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益处，无论如何总有一

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

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

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

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

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对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

说来，要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应该反对哪些社会机构，以及应该怎

样进行自己的主要打击，无论何时都是不会发生困难的。

１２３论住宅问题。——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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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和国际”的短评

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短评硬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建议

各联合会和支部自己提出全权代表候选人以报请总委员会批准的

时候，曾宣布：

“把精确的副本同时寄给伦敦的卡尔·马克思是极其必要的。这意思就

是说，只有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认为可以接受的并经他赞同的人才能获得

全权。不言而喻，既然这些代理人将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所以实际上运动

的领导者将只是他一个人”。

这里提到的这个通告
２５８
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在１２月２５日莱

比锡“人民国家报”上。该通告建议德国的协会会员把他们的建议

的副本寄给前德国通讯书记（即我本人）以鉴别文件的真伪。很明

显，新的总委员会既不了解这些人本身，也不认识他们的笔迹。纽

约总委员会认为，要我在这个问题上起这样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他们甚至没有预先通知我。至于在那些国际的自由组织遭到

立法方面阻碍的国家里的“代理人”，我同证明他们的身分的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

短评接着说：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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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这些代理人把不听他们的话的会员开除出去，并擅自解散支部、

委员会和联合会。”

贵报通讯员必须说明，在这些“代理人”中连一个还没有被任

命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干出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来呢。在法国有

些人果真被开除出国际了，但是这是由各地方支部开除的，而决不

是由纽约总委员会开除的。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１月２日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３日“泰晤士报”

第２７５７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２３致“泰晤士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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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普 鲁 士“危 机”

的确，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被德意志这个“伟大民族”公正

地排挤到次要地位去了。凡尔赛发生了政治危机，因为法国的顽

固的容克地主图谋以君主制来代替现存的共和制；而这时在柏林

也爆发了危机，因为普鲁士的顽固的容克地主不愿牺牲他们在法

国革命过了８０年以后仍然保存着的旧封建地主警察制度。现在

还能怀疑德国的“文化”比法国的文明优越吗？法国人以他们通常

所抱的轻率态度吵吵嚷嚷地争论空洞的形式：共和制还是君主制。

严肃认真的普鲁士人穷根究底，终于在１８７２年最后在欧洲（如果

不算梅克伦堡和俄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的

脊背是否能够免受地主鞭笞的问题！

要说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可鄙行为，没有比这出颁布专区

法２５９的闹剧更好的事实了。１８４８年在普鲁士发生了革命；政权落

入资产阶级手中；只要军队宣誓效忠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

法，——资产阶级就能保持住政权。封建主和官僚已经害怕得要

命，以为当时消灭还保存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是不言而喻的了。

事实上，１８４８年宪法，甚至１８４９年宪法的初步草案，虽然用的是

普通的鄙陋的形式，但是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一切实质性的东西。

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反抗一下就会使封建权利不可能得到恢复。除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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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少数顽固的容克地主或者再添上一个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再也没有人对恢复封建权利感兴趣了。然而欧洲反动

派刚一获得胜利，普鲁士资产阶级便马上匍匐在曼托伊费尔的脚

下，用摇尾乞怜的感激姿态来报答他的鞭子的每一次抽打。资产

阶级不仅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恢复了世袭领地的警察制度和

其他的一切封建废物，甚至还自己惩罚了自己的罪孽深重的自由

主义，亲手废除了在１８０８年确定的工业自由并且在十九世纪中叶

恢复了行会制度２６０。

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

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

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就

在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８年为了摆脱六月日子的恐怖曾拜倒

在伪善者的脚下。就在这个英国，１８４８年以后开始了一个漫长的

反动时期；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反动派都在保卫资产阶级社会

的基础免受无产阶级的侵害的借口下进行活动。在普鲁士，由于

革命的结果，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中世纪的宿愿

才终于得到了满足，这是因为胜利了的反动派取消了很多从弗里

德里希二世到施泰因和哈登堡这段期间偷偷渗入普鲁士国家的反

浪漫主义的设施。在保护资产阶级社会免受无产阶级侵害的借口

下，使这个社会重新受封建主义的统治。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

级都不会拿诸如在曼托伊费尔当政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所经历的那

个可耻的时期来夸耀。在别的哪个国家中又能把辛凯尔迪当做自

由的保卫者和殉道者来崇拜呢？２６１

最后，由于复杂的宫廷倾轧，一个新纪元来到了
２６２
。旧自由

主义内阁出人意外地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这个在使旧自由主义

５２３普鲁士“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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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产生方面没有尽一点力的资产阶级，这个世界上最胆怯的资

产阶级突然设想，它已经执掌政权了，旧普鲁士军事警察国家已

经消失了，它已经能够任免大臣并且对宫廷发号施令了。如果说

曼托伊费尔时期表明了它的怯懦，那末新纪元则暴露了它政治上

的无能。

成立旧自由主义内阁的代价是改组军队。意大利战争２６３造成

了向议会提出这项要求的很好的借口。一方面，１８５９年的动员表

明，军队的旧编制已完全过时了。另一方面，并吞萨瓦和尼斯在法

国所遇到的冷淡反应表明，只有用占领莱茵河的前景，亦即对普鲁

士作战才能真正煽起法国的沙文主义。因此，非常明显，只要路易

·波拿巴的帝国由于法国的内部事件而重新遭到危险，那末避免

这个危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对普鲁士发动战争，在这场战争

中，旧普鲁士军队如果没有盟军，就必然会遭到失败。另一方面，

普鲁士本身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国家，但它没有创造必要的前

提来组织一支现代化的庞大的军队。它要做到这点是太没有力量

了。然而，它想要回避在大陆上已经成为普遍必然性的事情是不

可能的，何况它的模棱两可的“行动自由政策”切断了它和别国签

订多少有点可靠的同盟条约的道路。最后，不管普鲁士资产阶级

如何看待改组军队的问题，它应当知道，它是不能阻碍这件事的。

因此，对它来说，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只能是，以同意这个不可避

免的改组来为自己换得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好处。但是，这个被

曼托伊费尔的皮靴踢得遍体鳞伤至今斑痕犹存的普鲁士资产阶

级，现在却突然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了。它突然自命不凡地认为自

己是国家的决定力量；它拒绝改组军队。于是幻想便破灭了。俾斯

麦向它解释说，它的一纸宪法和议会表决分文不值，统治普鲁士的

６２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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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王，而议会只是为了表示同意才存在的。宪法被抛在一边，军

队实行了改组，议员们又被按照曼托伊费尔的方式对付了。资产

阶级在装模作样地反抗了一阵（这种反抗使它自己比它的对手俾

斯麦更快地感到了厌倦）以后，就在丹麦战争２６４中为谋求可耻的和

解找到了第一个借口；在萨多瓦会战２６５以后，它更洋洋得意地匍匐

在俾斯麦的脚下而不以为耻，从那时起它就只以俾斯麦的仆从的

姿态出现了；在法国战争２６６之后，它更是欢喜若狂，从那时起它的

灵魂和肉体都属于俾斯麦了，它完全和俾斯麦融为一体了。

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

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普

鲁士国家同俾斯麦一起都受到了它的摆布。从普鲁士政策的渴望

已久的目的接二连三地得到实现的时候起，普鲁士国家的基础就

开始动摇了。旧普鲁士所依靠的实质上是容克地主阶级，军官和

官僚主要也是从这个阶级的队伍中得到补充的。容克地主阶级现

在只有在东部的六个省内仍热处于全盛时代，在容克地主的地产

大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它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若干封建特

权；没有这些特权，大多数容克地主很快就会降到一般地主的水

平。只要同容克地主相对立的还只是西部的两个省，它就不会感

到有任何危险的威胁。但是，１８６６年的兼并２６７已经极大地加强了

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因素。引起施塔尔—格尔拉赫派２６８反

抗这种兼并的并不是正统派的胡言乱语，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

它对自己受到的威胁有了正确的了解。许多小邦的加入北德意志

联邦２６９，把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交给这个联邦，从而使普鲁士贵族

院变成附庸，以及南德意志各邦的最后归并——所有这一切都使

得帝国中人数愈来愈少的容克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仅

７２３普鲁士“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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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

虑到现存的种种条件，否则它就要招致灭亡。普鲁士可以使小德

意志听命于它，但它不能把自己的容克地主阶级强加于居住在易

北河以西的２５００万德国人。相反，旧普鲁士所需要的容克地主阶

级对“帝国”来说是一个累赘。正如俾斯麦不得不违反自己原来的

观点而实行工业自由、准许德国各邦间的迁徙自由以及其他资产

阶级性改革一样，——自然，是被官僚主义弄得不伦不类的改

革，——俾斯麦这个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道地的〕容克地主也被历史的

讽刺所注定要用专区法来彻底铲除容克地主阶级。

这个专区法是以往颁布过的最可怜的法令之一。它的内容可

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由于封建特权而享有的

权力，以便在实行专区自治的幌子下把这个权力归还给容克地主

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仍将在东部各省的农业区占统治地位；容克

地主阶级的权力甚至还会由于至今一直属于国家的权力转入它的

手中而增长起来。但是单个的容克地主却丧失了他作为封建老爷

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它降到现代的一般大地主的水平，而不再

是容克地主了。但是，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基础就被破坏了，因此

贵族院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反对专区法是完全正确的。随着专区

法的实施容克地主阶级就要灭亡，而没有容克地主阶级也就不会

有特殊的普鲁士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这件事情上不愧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起初

说，专区法只是走向自治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必须走的，因为当时

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据说，这是和政府的妥协，不过以后

再也不能作丝毫让步了。贵族院否决了专区法。政府虽然已经和

众议院签订了妥协性的协定，但是又要求众议院再作让步。众议

８２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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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确是够勇敢的，它无条件地同意了；为此答应册封大批资产阶

级为新贵族和改革贵族院。册封新贵族这件事实现了：有２５名将

军和官僚晋升为贵族；贵族院接纳了他们。妥协得救了。但是……

贵族院的改革却搁浅了。然而，人们安慰自己说，专区法毕竟是前

进了一大步……但突然传来了内阁危机的消息。罗昂、泽耳霍夫、

伊岑普利茨想辞职；自由派在全线获得了胜利；自由派内阁已经不

可避免了吗？不，决不是，联合内阁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

者多么知足啊！甚至比这更少的东西也能使他们满足。俾斯麦辞

去了首相的职务，专区法的反对者罗昂接替了他的职位，参加内阁

的还有一个将军，泽耳霍夫和伊岑普利茨仍留原任，联合内阁原来

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联合，在这个内阁里封建分子加强了，而资产者

还若无其事地喝它的啤酒，因为他高傲地意识到，归根到底俾斯麦

依然是一切的灵魂。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立场。俾斯麦使普

鲁士所处的那种历史地位，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工业的进步，迫使俾

斯麦去做一些普鲁士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由于胆怯而没有

敢做的那些事情，普鲁士资产阶级则把这看做是它自己的功劳。

它甚至没有胆量去迫使自己的俾斯麦简单地用公开的资产阶级方

式来实行这些小小的改革，而不要经过警察国家的歪曲。它为俾

斯麦现在被迫阉割它自己在１８４６年提出的那些要求２７０而欢呼；不

过应当看到，这仅仅是一些经济方面的要求，即使有一千个俾斯麦

想阻止这些要求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关

于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还在谈论它的话，那

也仅仅是为了面子而已。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想要政权；就像远在

伏尔泰时期的官方俄国一样，尚未成熟就已腐朽了的普鲁士资产

９２３普鲁士“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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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还没当政就已经堕落到法国资产阶级经过８０年斗争和长期

统治之后所达到的那种退化的地步。Ｐａｎｅｍｅｔｃｉｒｃｅｎｓｅｓ！——面

包和娱乐！——堕落的罗马平民曾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ｐａ－

ｎｅｍｅｔｃｉｒｃｅｎｓｅｓ！——投机利润和穷奢极侈！——普鲁士资产阶

级而不是普鲁士人民则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罗马的平民同他

们的皇帝一起被日耳曼的野蛮人消灭了；而在普鲁士资产者的背

后德国工人正在巍然奋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１月初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５日“人民国

家报”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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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

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２７１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似乎是用来答复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两个呼吁书①的。

其实，它并没有驳倒这两个呼吁书中所提出的任何一点。它只是

企图用人身攻击、诽谤和撒谎来蒙蔽读到通告的人，以为不久前成

立的那些支部一定不大了解国际的历史。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通告上署名的六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中

有两个——荣克先生和佩普先生——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已

不再享有ｌｏｃｕｓｓｔａｎｄｉ〔合法地位〕了。他们当过代表：前者是密德

尔斯布罗的代表，后者是诺定昂的代表，然而这两个支部中一个支

部已经取消了它的委托书，而另一个支部则一致否决了这个通告。

我们只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个文件的论断是多么

无耻。

关于所谓“正式报告”，该文件说：

“虽然呼吁书中也谈到了海牙代表大会的‘６４’名代表，但是在报告中根

本没有列举他们的名字。”

１３３

① 见本卷第２２０—２３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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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报告”不过是指正式出版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

议，２７２在正式出版的决议中列举代表的名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

名字已经在海牙公布并为大陆上的大多数报纸（包括国际的机关

报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在内）所转载。此外，关于每次表决的情形，

报告列举了投票的人数，凡是票数分散的地方还列举了投票人的

姓名。

“一些决议没有提到或者被篡改了。例如，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的

决议要求把协会，包括工联在内的每个会员每年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提高

到１先令。”

正式报告第二点——标题是“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中写道：由于收到了各种要求，一方面，有人要求增加会费，另一方

面，有人要求减少，代表大会以１７票赞成、１２票反对、８票弃权决

定保持１辨士的会费不变。①这里究竟隐瞒了什么东西呢？

至于说“篡改”决议，那末报告中的决议哪怕有一个地方和记

录不完全一致，就让他们大胆地指出来吧。

另一方面，这个通告的作者们对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决

议所下的断语表明，他们自己在“篡改”方面多么内行。首先，关于

“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句话是一字不漏地从国

际成立宣言（１８６４）中搬到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九项决议中去的，而

他们却声明说，这句话是海牙代表大会杜撰的。

第二，通告的作者们断言，把法文《 》译成英文

《 ｔｏｓｅｒｖｅ》〔“应当成为”〕是错误的。如果这里真搞错了的

话，那末这是前总委员会在把代表会议的决议由法文原文正式译

２３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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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英文本时造成的。但是，这里并没有错误。看来，通告的作者们

的英文和法文都不怎么高明，所以我们不得不介绍他们去查一查

任何一本英法辞典，例如，“布瓦耶英法辞典。１８５４年巴黎博德里

出版社版”，在那里对《 》一词的解释是《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ｓｏ—ｃｅｌａ

ｄｏｉｔｅｔｒｅａｉｎｓｉ》〔“应当如此”〕。

为了推翻关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美国、丹

麦、波兰和瑞士完全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一论断，约翰

·黑尔斯在通告中要求把这些国家的书记的通讯处告诉他。关于

德国，他只要看一看“人民国家报”和半打其他的工人报纸就够了；

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看一看“人民意志报”２７３；关于葡萄牙，

可以看一看“社会思想报”；关于丹麦，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者

报”；关于西班牙，可以看一看“解放报”；关于荷兰，可以看一看“工

人报”；关于意大利，可以看一看“人民报”；关于瑞士，可以看一看

“平等报”和“哨兵报”；２７４至于美国，那里现在仅有的一个工人联合

会，在去年把现在成了总委员会委员的那些人选入了自己的联合

会委员会。至于波兰和法国，当然不能把相应的通讯员的地址告

诉像约翰·黑尔斯之流的人。

关于分裂运动的“自发”性质，只要提一提下述事实就够了：去

年９月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同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的分裂分

子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在各地组织这个运动的正式决议，“立即

与各个”对分裂抱好感的“支部和联合会达成协议”，以便有可能

“至迟在６个月内”召开分裂分子的“国际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３年１月中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５日“国际先驱报”

第４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３３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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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政 治 冷 淡 主 义２７５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

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

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

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

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个别

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

该拒绝像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经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

动。工人不应该努力去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

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对他们进行１０小时或１２小

时的剥削以代替１４小时或者１６小时的剥削而已。他们也不应该

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从立法上禁止１０岁以下的女孩参加工厂

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１０岁以下的男孩的剥削：他们这样做

只不过是实行破坏永恒原则的纯洁性的新妥协！

“工人更不应该争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负责对

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

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

官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则，即使愚昧无知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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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天１６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紧！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

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

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

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

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

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

分工构成了他们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

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这种活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后果。他

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

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

保持洁白无瑕！’他们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

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

一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也不知道由什么人来

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

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

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

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

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除

了高谈阔论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们无论

如何不应该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

５３３政治冷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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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资产阶

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

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

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

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被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用自由、自治、无

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

在已经十分强大，以致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不

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了。他

们太胆怯了，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

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援引老传统、正直、诚挚和永恒原

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开脱。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

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

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

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

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

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

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后来，在１８３９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

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

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

了一本题为“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Ｌａｂｏｕｒ’ｓ

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
２７６
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

６３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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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局部改善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了英

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了政治运动、罢工、限

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

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

进一步尖锐化。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

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矛盾的任何经济运

动（如同盟、罢工等），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

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

还在１８４７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

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①。但是在１８６４年，当奥

利维耶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联合

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又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

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才问

世的。

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１８６６年伦

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赞赏地译载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

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

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宣布了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

醒，给那里派去了士兵。

蒲鲁东大声疾呼道：“枪杀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的政权已处于十

分艰难的境地。但是，它是像罗马人布鲁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土斯不得不

在父爱和自己执政官的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便拯救

７３３政治冷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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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布鲁土斯没有动摇，而且他的后代也不敢谴责他。”①

没有一个工人想得起，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

而牺牲他的工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这些资产者算是什么布鲁土

斯！

“因此，——没有联合的权利，就像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血亲相

好和私通的权利一样。”②

但是，必须承认，大概会有愚蠢的权利。

为了永恒原则，这位老师发出毫无意义的诅咒，这些永恒原则

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第一条永恒原则：

“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

即使谁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李嘉图在１８１７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２７９中已

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传统的错误，他也会知道英国工业有一

个显著的特点，即它能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业品的价格销售

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

第二条永恒原则：

“准许联合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秩序相

矛盾的。”

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矛盾的”。

如果这位老师不是一个严重的。ｃｈａｕｖｉｎ〔沙文主义者〕，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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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问，在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

极其矛盾的法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

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极其矛盾的法律，

甚至连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本身也被迫把它当做是某种必要的东西

加以采纳。如果这样，他也许会发现，这种众所周知的权利（大写

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

科书中，在这些教科书中也可以找到下面这些玑珠般的经济学词

句：财产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

第三条永恒原则：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

个公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

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

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宁肯要阶级斗争而不要国家警察。”①

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

位老师谴责使工人阶级组织成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

人相敌对的阶级的联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

察而不要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

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

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②

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

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

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也曾宣扬政治

９３３政治冷淡主义

①

② 同上，第３３４页。

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１８６８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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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淡主义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从被迫

害者变成迫害者，那末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

们的永恒原则使他们必须放弃世间的欢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

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

受１４小时或１６小时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是由工厂工人承担的！

１８７３年１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载于“１８７４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１８７４年共

和国年鉴”文集

０４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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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 权 威２８０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

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

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

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

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

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

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

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

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

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

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

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

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

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

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

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

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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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

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

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

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

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

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

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

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

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

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

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

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

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

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

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

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

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

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

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

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２８１如果说人靠

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

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

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

２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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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

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

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

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

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

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

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

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

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

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

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

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

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

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

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

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

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

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

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

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

３４３论 权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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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

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

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

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

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

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

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

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

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

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

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

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

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

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

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

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

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

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

１８７３年３月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载于“１８７４年共和

国年鉴”文集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１８７４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４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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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国际在大陆上

活动情况的报道２８２

一

我们从大陆收到了如下消息：

国际在意大利的机关报“人民报”报道说，从来不妨碍各分裂

主义支部活动的意大利政府，对承认新总委员会和拥护海牙代表

大会决议的洛迪支部展开了一个疯狂的迫害运动。支部被解散

了，发布了逮捕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命令；其中有三个委员已被投入

监狱，而其余的六人隐藏起来了。被捕的人中有“人民报”编辑比

尼亚米。载有总委员会呼吁书（发表在“国际先驱报”第３４号上）２８３

的那号报纸也以这个理由被没收了，然而分裂分子的最疯狂的宣

言却可以自由地传播。被捕的人将被控犯有叛国罪而出庭受审。

我们的马德里“解放报”证实，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分裂

活动的反抗正日益加强。这个委员会刚刚决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在哥

多瓦召开代表大会２８４，以便接受或拒绝海牙的各项决议，新马德里

联合会就宣布，委员会采取这种行动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队伍之

外，并号召各个支部和地方联合会不派代表出席分裂分子的代表

大会，而临时选举一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２８５列里达、托勒多、萨拉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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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沙、维多利亚、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等地方的联合会以及新

加迪斯联合会和瓦伦西亚、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和其他地

方的有影响的支部已经同意这个建议。此外，格腊西阿（巴塞罗纳

城郊工厂区）联合会表示拥护海牙的各项决议并谴责西班牙代表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而格拉纳达联合会决定派代表出席哥

多瓦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但是为此目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决反对

分裂的人。２８６毫无疑问，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哥多瓦能够达到自

己的目的，但是这只能加速危机的到来。

从葡萄牙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国际组织的工人运动在那里已

经达到了罕有的规模。仅仅在里斯本以及邻近的地区就有１５０００

多工人组织在工会中，这个组织还正在向波尔图和北面扩展。所

有这些团体都是由国际建立的，而且现在仍在它的直接影响之下。

然而国际本身，由于该国现行法律的限制，已失去了自由进行组织

的可能。国际的“社会思想报”现在能够自己维持自己。我们还可

以补充说，在葡萄牙没有分裂分子。海牙的各项决议不仅得到一

致拥护，而且被热烈地接受了。“思想报”第２５号上刊载的一篇文

章说，海牙代表大会是国际建立以来所有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

次代表大会，而它的决议则标志着协会在自己的发展中向前迈进

了一大步。２８７

从上面所引的消息中可以看出，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多数

派的活动完全重复了西班牙分裂分子委员会的活动。由此可见，

分裂分子无论在英国或西班牙，都是按照同一个计划进行活动的，

而且领导他们的也是同一批阴谋家。可惜，国际在西班牙的许多

真正会员这批力量由于参加最近爆发的起义而消耗掉了，这就为

分裂分子造成了暂时的优势。２８８

６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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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使我们注意到，在西班牙爆发了

火车司机和司炉的罢工，但是铁路公司正在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

家招募工人，以便破坏在公司中就业的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尝

试。２８９我们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它就这件事写一篇评

论并把它寄给报馆。这个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委托给它的任务，星

期六出版的报纸登载的评论就是证明。为了使英国的火车司机和

司炉了解西班牙的罢工情况，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三

我们从大陆上得到的消息非常有意思。

从德国传来了大胜利的消息。国际会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

员倍倍尔由于在一次演说中说了带有“侮辱性”的话，曾被萨克森

法庭判处九个月监狱监禁和剥夺议员的一切权利，但在最近，即１

月２０日，他又以１０４７０票对４４２０票（政府候选人所得的票数）的

多数重新当选。这已经是倍倍尔第三次在自己的选区当选，而且

这一次他所得到的选票比过去任何一次选举都要多２５００票。这

样一来，俾斯麦又不得不和这个唯一敢于在现在的帝国国会中公

开反对他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人打交道了，不得不和这个唯一

使他真正感到恐惧的人打交道了。为了阻止倍倍尔重新当选，用

尽了一切办法：恐吓、警察驱散选举会议等等；同倍倍尔竞选的候

选人是一个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他们虽然卖了这样大的

力气，但是格劳豪和近郊的工人们几乎每四票中就有三票投给了

倍倍尔，而且那儿根本没有什么赛米尔·摩里在收买选票。

７４３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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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关于在西班牙召开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的更详细的报

道。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少数派的代表大会。在包括

３９８个支部的１０１个地方联合会中，只有４１个地方联合会，或者

说５７个支部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可见，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只是由西班牙现有支部中不到六分之一的支部的代表投票通过

的。这些数字是从分裂分子的“联盟”报上摘录下来的，它们是无

法辩驳的。采取突然的行动和争取少数人投票赞成，以便使自己

的行动得到批准，这就是分裂分子到处实行的政策。这又一次证

明他们到处都是遵照那些同样的秘密指令进行活动的。

在法国，几乎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大肆逮捕被当做国际会员的

人。当然，无法知道协会的真正会员是否已被发现，即使知道了，

为了维护被捕者，也不能把这件事公开，因为现在在法国参加国际

是要受到惩罚的。现在仅仅知道一点，即在法国几个分裂分子没

有遭到迫害。相反地，他们和梯也尔先生的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关

系，例如，在贝济埃的一个姓布斯凯的警局督察员就是他们的代

表，分裂分子的福音书“汝拉简报”不久前还非常热烈地为他的诚

实品行打保票。

四

根据我们从葡萄牙收到的材料来看，葡萄牙联合会得悉在哥

多瓦召开的僭称的西班牙代表大会赞成分裂的消息后，立即书面

通知忠于国际的新马德里联合会说：葡萄牙会员全体一致拥护协

会，反对分裂分子；有人企图把秘密同盟拉进他们的队伍；巴枯宁

本人曾写信给他们的一个会员，想说服他们支持这个秘密团体，但

是联合会全体会员一致决定向巴枯宁表示正式谴责同盟的行动。

８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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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给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信，是书记弗朗萨受各支部代表的委托

并以他们的名义写的，他在信上签了名，原信刊载在２月１日马德

里“解放报”上。葡萄牙联合会现在共有１５０００多人；仅仅里斯本

一地就有４８个职业支部，其中每个支部都成立了工会。请看分裂

分子认为一切有组织的支部都站在他们一边的说法究竟是怎么回

事！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１月

—２月中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１日、２月

１、８和１５日“国际先驱报”第

４１、４４、４５和４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４３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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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给总委员会的便函２９０

（１）定期寄出的“国际先驱报”和“解放报”谅已收到。

（２）黑尔斯那帮家伙在１月２６日居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

会，参加者有整整十个人。他们甚至不敢说出，他们冒名代表的是

哪些支部。一场惨败。当然，做出了决定，既不承认海牙决议，也不

承认总委员会。报告的前半部分发表在２月１日的“东邮报”上，但

是今天的该报却没有任何下文！联合会委员会将正式把这些材料

寄给你们。除了在伦敦东头区有一批黑尔斯的个人追随者以外，

这些先生们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信徒。第一个黑尔斯通告的签

字者之一贝奈特由于接到自己支部（哈里法克斯）要他站在我们和

ｌａｗｆｕｌ〔合法的〕协会这边的严格命令，已经回到我们同志们这边

来了。只是在他沉痛地ｅａｔｉｎｇｈｕｍｂｌｅｐｉｅ〔垂泪悔过〕以后才重新

接受了他。（见今天的“国际先驱报”）

（３）在洛迪，“人民报”表现得很勇敢，虽然同其他人没有公开

决裂；因为它暂时还不能这样做。但是那些人自己使情况尖锐化

了。他们在３月１５日召开意大利代表大会，但是只想让那些已经

承认或者将在一定期限内承认里米尼决议２９１的支部参加！这就叫

做自治和自由联合。国际的章程可以任意践踏，但里米尼决议却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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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总委员会本来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

汝拉人由于拒绝了海牙决议并且建立了自己特殊的联盟，从而自

行退出了组织，它没有这样做，而只是把他们暂时开除。２９２这样一

来，第一，他们随时可以要求召开代表会议。第二，这个问题会在

代表大会上被用完全另一种形式提出：在对他们代表的代表资格

证是否有效问题进行表决以前，就应当允许他们参加。第三，总委

员会不得不用对付黑尔斯那帮家伙的ｄｉｔｔｏ〔同样的〕办法去对付

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而这种接连不断地开除的办法影响很不好，

总委员会不如再等待几个星期，直到知道比利时代表大会和西班

牙代表大会的结果以后再在一个唯一的声明中宣布这一点，而在

这个声明中除了说明正式的理由以外，还可以明确地指出，不能同

时既在国际之内又在国际之外，不能一方面说自己属于国际而同

时又宣布国际的法律是无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ｐ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ｔ

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轻而易举地〕证明，某某、某某是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

之外。

（５）我希望，你们已把相应的决议寄到桑维耳耶和日内瓦去

了，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指示。至于说到赛拉叶，在目

前，当逮捕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而和法国的一切通信联系又已断

绝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寄到那里去的。

（６）你们的全权代表拉罗克在这里自己为自己取得了全权

——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已离开这里到圣塞瓦斯田去了，在那里

他也会把事情办妥的。

（７）在葡萄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这从今天寄出的“解放报”可

以看出。我们还收到了从那里寄来的私人信件；同志们正在工会

中大力进行工作。

１５３给总委员会的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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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只有比尼亚米还留在洛迪。党的汉堡委员会给他寄去了

２０塔勒，维也纳的奥伯温德寄去了５０盾，这是一定会收到效果

的。

（９）库诺化名卡佩斯特罗进行活动的方法已经被布鲁塞尔的

“国际报”识破。２９３

（１０）如果总委员会现在还收不到那些已经断绝了关系的支部

的报纸，那就必须随便用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去预订。我们这里

要花非常大的力气，绕好多弯才能把每一种报纸都弄到一份，而且

并不总是如此：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最近三期“汝拉简报”，因此我

们虽然十分愿意但是不能把它们寄走。不过，只有“国际报”（布鲁

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桑维耳耶）和“联盟”（巴塞罗纳）情况才

是这样。

（１１）我曾经与勒穆修谈及会费券２９４的事，他和去年一样，承担

了这件事情。但是，在纽约办不成这件事，毕竟是可笑的。

（１２）麦克唐奈出了什么事？他早就应该到达那里了。关于他

音信全无。

邮局就要关门了。

致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１８７３年２月８日于伦敦

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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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２５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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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１８７３年４月１５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公民们！

我已经收到了你们３月２１日的来信以及托转洛迪的８镑６

辨士的汇票。同时我还收到了比尼亚米的来信，他说，他又躲起来

了，为的是逃避对他判处的监狱监禁，——他认为过一些时候等到

他的健康恢复以后再去服刑比较好。因此，钱寄得再及时不过了。

我已经把它兑成２００法郎（法国的银行券），随即寄给了他。

勒穆修负责办理会费券的事，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这件

事，但是，据我所知，事情仍然很少有进展。

“工人报”２９５都能按时收到。

英文本和法文本的章程的印费大约各需１５英镑，印德文本要

便宜得多，因为章程最初是在“人民国家报”社印的，不用再花排版

费，只付纸张费、印刷费和装订费就行了。２９６现在要再这样做当然

不可能了。

关于同盟的报告①现在正在写，拉法格和我天天都在忙这件

３５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５—５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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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为不能荒废时间。圣诞节以前，在布鲁塞尔的文件一直在吕

肯手里，有些文件现在还在他那里。

德文版的章程这里还有几百份，都由委员会①掌管。英文版的

一份也没有。法文版的已全部寄往巴黎，但是并没有寄到。也许我

们可以收到一些退回的。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努力。

“同盟”一写完，我们就开始整理代表大会的记录。

马德里“解放报”即使不是已经死去，那也是临近死亡了。我

们往那里寄去了１５英镑，但是由于收到该报的人几乎全部不交报

费，所以要把该报维持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我正在和梅萨通信，商

谈创办另一家报纸的问题，但是现在还不敢说结果如何。

里斯本的“社会思想报”，是一家非常好的报纸，该报最近一号

就同盟问题对亚尔科的西班牙联合委员会作了很好的答复２９７，它

现在也要暂时停刊，但是以后就将重新出版。

你们大概已经发现，“国际先驱报”也是气息奄奄了。我们也

许可以设法使这家报纸维持到最近这次英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

（在圣灵降临节周）２９８，在此以后我们可能会出版另一种刊物。“先

驱报”的价值不很大；它的意义只在于作为刊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各种材料的机关报，但是作为这样一种机关报，它在目前几乎是

不可代替的。

你们从各家法国报纸上大概已经知道，瓦尔特（赫德盖姆）原

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奸细。据说早在波拿巴执政时期，他就当上了

警探。斯瓦尔姆（丹特雷格）在土鲁斯的表现稍微好一点，但是我

没有看到报道的全文，所以没有把握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过去

４５３ 弗·恩 格 斯

① 指下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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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密探，但是，看来这是一个软弱的和不坚定的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至今我一直没有收到过给总委员会的任何钱。除了关于“人

民报”可能也已暂时停办的说法以外，从意大利同样没有得到任何

消息。在博洛尼亚和米朗多拉逮捕同盟分子不会是长时期的，他

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即使他们有人间或由于误会而被捕，也永远

不会真正吃到什么苦头。

第一次用原文摘要发表于“约·菲·

贝克尔、约·狱慈根、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阿·左

尔格等书信选集”１９０６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５３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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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的几篇文章
（摘自给阿·赫普纳的信）２９９

鉴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并且为了您今

后的报道起见，我请您——部分是再次地——注意如下几点：（ａ）

硬说什么巴枯宁反对搞阴谋活动，这是荒谬的，他在国际内部就策

划了一个当然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普遍的阴谋——

同盟。（ｂ）在法国，自从杜弗尔法颁布以后，国际“除非秘密地活

动”，否则根本无法存在，但是秘密宣传团体和阴谋活动是两种不

同的东西。（ｃ）海牙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反对了那些想把国际变

成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的布朗基主义者，以致他们退出了国际，并

且公开反对国际，因为，据他们说，国际缺乏“革命的毅力”。（ｄ）赫

德盖姆（瓦尔特）——就是在海牙时有一位矮小的、身穿丧服、貌似

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所谓“妻子”陪同的那个文静的、高个子、红头发

的男人，现在已被揭露是一个老牌的警探，——只是在他说总委员

会委员、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可以为他作证，而朗维耶又承认他是

无条件地值得信任的人以后，赛拉叶才建议前总委员会接受他和

他的支部。（ｅ）赫德盖姆和丹特雷格都持有本支部的合法的代表

资格证，因此，在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责之前，应该允许他们参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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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表大会，而少数派中没有一个人曾想要提出指责。（ｆ）“新社

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再好不过地表明它是警察局的机关报，它

为福格特之流警察当局和波拿巴的代理人所散布的诽谤帮腔，胡

说什么马克思力图成为“阴谋家的国际领袖”，他已经经历了“一

打的共产党人案件”，但是海牙代表大会（人们认为其中的多数派

和马克思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事实却证明

情况恰恰相反，而警察当局关于一个案件，即１８５２年共产党人案

件的谎言早就被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３００中揭穿

了。（ｇ）“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自己已经使大家注意到，警察当局

的手法就是同样也判警察的罪，但是保证他们在狱中能够过更舒

适的生活。在这之后，如果现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什么人

将被判处徒刑的话，大家就知道该怎样对待了。“工人们要随时提

防！”     

不过，丹特雷格原来不是一个奸细，而是一个蜕化堕落分子，

只是在狱中他才成了告密者，此后不久便完全为警察当局效劳了。

相反地，赫德盖姆早在波拿巴执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奸细，我们有

他这个人，只应当感谢布朗基主义者。但是，“伟大的老自由战士”

巴枯宁在他的队伍中经常都有一批警察当局的奸细，例如阿尔伯

·里沙尔从１８６８年同盟成立时起就是他在法国的左右手。既然

汝拉人硬说他们在法国也有一批秘密的支部（一些案件证明情况

恰恰相反），那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杜撰出来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呢？

至于谈到第４５号上的那篇文章３０１，为了反驳该文提出的论

点，还需要说明如下几点。表示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有：（１）自封

的意大利联合会，它从来就不属于国际，因为它不愿意承认共同章

７５３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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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不服从共同章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属于国际的。相反地，

许多真正的意大利支部都承认章程并且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

联系。（２）汝拉联合会，有１５０人，而仅在一个瑞士法语区反对他

们的就有四五千人；因此该联合会被暂时开除。（３）比利时人。

（４）一部分西班牙人，可是另一部分西班牙人在瓦伦西亚成立了联

合会委员会，并同纽约总委员会有经常的联系。（５）英国的整整十

个人，他们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支部，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却有

着许多支部的支持，其中很多支部的人数达５００人或者更多，而且

这些支部每星期都在壮大，该联合会委员会认为，承认海牙代表大

会的决议是参加国际的基本条件。（６）在法国，“既然那里还存在

着组织”，那它就是站在海牙和总委员会方面的，作为第４９号上刊

载的那篇文章的写作原因的那些审判案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

是“公社流亡者”全体还是其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坚决反对……

等等”，因为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派别。布朗基主义者，总共五

个人，其中有四个是公社社员，因为国际不想成为他们进行阴谋活

动的工具，所以他们退出了。除此以外，绝对没有发生可以为这种

谎言提供哪怕是最微小的借口的任何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４月底

载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７日“人民国家

报”第３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８５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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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１８７３年５月２日于伦敦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９号发表了关于国际在法国的最近

几次审判案的一篇骗人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得到了从爬

虫报刊基金３０２中拨发的慷慨报酬，所以这篇文章特别卖力地大肆

造谣。关于土鲁斯审判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以布鲁塞尔“国

际报”的一篇文章为根据的；而“国际报”的这篇文章又是从“自由

报”上转载过来的，３０３文章是出自法国流亡者茹尔·盖得之手。这

个人从他到达日内瓦的时候起，就和当地其他想做流亡中的“大人

物”的人一起为巴枯宁大事吹嘘，并且出席了汝拉人在桑维耳耶举

行的代表大会（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在有名的汝拉联合会通告上签了

字；在这个通告中，巴枯宁先生的秘密同盟向国际宣了战。我们现

在就来看一看，盖得先生在国际在法国的活动中究竟起了些什么

作用。文章竟把那个在这次案件中出卖同自己一起被控的国际会

员的丹特雷格说成是马克思的总全权代表，并想把这一叛卖行为

和随后做出的有罪判决都归罪于马克思以及总委员会和“从上到

下都是权威主义的组织”。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丹特雷格先生，佩泽纳斯（埃罗省）铁路局的绘图员，在１８７１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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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２４日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说有一个代表七个工会的激

进民主主义委员会要求参加国际，他是该委员会主席。１月４日法

国书记给佩泽纳斯的卡拉斯（现在被判处一年徒刑）写了一封信。

卡拉斯由于有加入了国际的贝济埃（埃罗）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给

他担保而取得了完全的信任；在伦敦的许多公社委员都知道，社会

民主主义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也被判了罪）都是些值得信任的

人。１月１４日卡拉斯来信赞扬了丹特雷格，并且还说，已经和他商

定，“他们将携手共事”。３月，丹特雷格近居土鲁斯；因此，直到被

捕，他在那里活动了整整九个月，而在土鲁斯的国际会员对他没有

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同他处得十分融洽，所有四个人数相当多的支

部都在８月１８日一致选举他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便证实

了这一点。在只有委员会委员和小组领导人签名的四张代表资格

证上就有６７个人的签字。可见，总委员会委派这个人为它驻土鲁

斯和土鲁斯郊区的全权代表，只是反映了当地的国际会员自己的

愿望。

现在再谈盖得先生。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８日，蒙彼利埃支部来信告诉总委员会说，盖得

先生的通信者和朋友保尔·布鲁斯先生企图在当地的支部制造分

裂；他要求会员不要提前缴纳规定的会费来解决土鲁斯代表的路

费，并且要求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没有发表意见之前根本不要采

取任何措施。因此，该支部把他开除了，并且要求总委员会把他开

除出国际。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是卡拉斯和其他三个人。总委员会

知道布鲁斯先生为了汝拉联合会中的分裂分子的利益而在那里进

行阴谋活动，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会起什么特别作用——

他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因此就没有注意这件事情。盖得先生当时

０６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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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罗马，他在１０月间给“自由报”写了一篇通讯，把蒙彼利埃支

部的完全可以理解的行动说成是“权威主义的”；同时对于自己的

朋友布鲁斯他只用姓名的缩写来表示，而对“蒙彼利埃的卡拉斯”，

却把他的全名登载出来。法国警察当局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情

况。当时总委员会书记给卡拉斯的一封详细谈到丹特雷格情况的

信在邮局被截去了。丹特雷格随即被捕，接着卡拉斯也被捕了。

究竟谁是告密者——丹特雷格还是盖得？

如果盖得先生还要硬说，派出总委员会的ｍｉｓｓｉｄｏｍｉｎｉｃｉ〔使

者〕，外来代表（警察当局对他们的特征知道得很清楚）的来往，是

使法国国际被破获的最好的办法，那他就忘记了：

（１）总委员会驻法国的三个全权代表并不是从外地来的偶然

的行善者，而是常住在他们担任全权代表的那些地方并且受到当

地支部信任的人。

（２）去年秋天和冬天在法国南部出现的仅有的几个国际的“外

来代表”，不是总委员会，而是汝拉联合会中的分裂分子派去的。

这些先生在被捕前不久在土鲁斯等地的咖啡馆里大肆喧嚣，从而

引起了警察当局对我们协会的注意；但是，无论何时何地，被捕的

都是国际的真正会员，而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吹牛家却受到警察头

子的特别保护。

即使丹特雷格先生由于个人的动因和软弱而做了某些揭露，

那也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他在被判罪前不是警察局的暗探，同

盟的先生们没有丝毫权利向别人扔石头，它的创始人之一就是现

在的波拿巴主义代理人、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新社会民主党

人报”更没有这种权利，它过去和现在一直为警察当局效劳，这是

德国工人运动的最大耻辱。

１６３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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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巴黎审判案
３０４
，现在已经查明，赫德盖姆是警察局的暗

探。这个人由他所在的巴黎支部委派担任了书记的职务，他让公

社委员和总委员会委员朗维耶为他说话，朗维耶对他的忠实可靠

和活动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根据这种评价，赫德盖姆才被批准。可

见，无论是前面那件事还是这一件事，总委员会都采取了一切可能

的预防措施。

有一种新的说法：说什么巴枯宁在海牙被开除是因为他“想消

除秘密阴谋活动的有害做法”。这个目的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

国际的巴枯宁的秘密阴谋的规章已经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同盟事件

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做出了完全另一种结论。

此外，还有一种新的说法：说什么马克思经历了“控诉他的追

随者的一打以上的共产党人案件”。历史上只有一个共产党人案

件，即１８５２年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但是要知道，“新社会民主党

人报”之所以获得报酬，并不是由于它说出了真理。无论如何我们

不会忘记它的最后警告：

“警察当局的手法就在于当它们挑起一桩别有用心的案件时，形式上也

对自己的密探判罪，然后再在监狱里为他们安排舒适的生活条件。”

从冯·施韦泽先生生活中抽出来的这一段插曲，值得大家注

意。

如果什么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们偶然“形式上被

判罪”，那末“工人们要随时提防”！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２日

载于１８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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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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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 格 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公民们！

我该回你们４月１１日和５月１４日的两封来信了３０５。我以前

已经告诉你们，托转洛迪的钱（２００法郎）我已于４月１０日全部汇

给比尼亚米了，我这里有他的收据。大约十天前“人民报”又重新

出版，上面刊登了你们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而且还在非常显著的

地位刊登了你们关于那些脱离了我们协会的支部自绝于组织的声

明。３０６

有关文件已寄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我那份给前总委员会用的章程修改条文已经遗失，但是他们

答应给我另寄一份来，我收到后将立即转寄给你们。

由于“人民报”又复刊了，所以我在给该报的第一篇通讯中将

写关于意大利流亡者、关于瓦斯厂工人罢工的情况等等。以前我

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同唯一与我保持通讯联系的比尼亚米接不上

头，而他又没有告诉我别的地址。

关于会费券的事，我已经提醒勒穆修。

４英镑３辨士已经收到，只要在巴黎找到了可靠的地址，将立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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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寄出并按原来规定加以使用。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们的 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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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６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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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

国际工人协会

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

公布的报告和文件３０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保·拉

法格的参与下写于１８７３年４—７月

１８７３年８月以小册子在伦敦和汉

堡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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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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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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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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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分散的力量团

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的体现

者，因此，它必然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敞开门户。国际的创

建者和新旧大陆各个工人组织的代表，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批

准了协会的共同章程，他们没有注意到，国际纲领的广泛本身有可

能让游民钻进来，并且在它内部建立不是要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和

各国现存政府，而是要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就是这样的组织。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个秘密组织。代表

大会委托五个人（公民库诺、吕肯、斯普林加尔、维沙尔和瓦尔特，

最后一人退出了）组成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９月７日的会

议上做了报告。代表大会决定：

１．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

并且品行不良；

２．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

３．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

由于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委

员会没有可能把它做报告所依据的那些文件公布出来，所以委员

命中唯一的一个住在伦敦的委员、公民维沙尔把文件交给了记录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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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３０８
，现在由记录委员会自己负责把它们转录在后面的报告

中。

同盟事件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在代表大会期间工作的调查委

员会只来得及审阅为做出实际结论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文件，而大

部分俄文文件未能加以研究；所以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

告，只包括了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报告现在已不能认为是很完全的

了。因此，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这些文件的精神和意义，我们不得

不叙述一下同盟的历史。

我们所公布的文件有好几类。其中有些已经单独发表，主要

是用法文发表的，但是要想正确地理解同盟的精神，就必须把它们

同其他文件加以对比，因为这样一对比，它们就会更加清楚。公开

同盟的纲领就属于这类文件。其他文件是国际的文件，都是第一

次刊印；其中有一部分是秘密同盟西班牙支部的文件，这个支部的

存在是１８７１年春天被同盟的一些盟员公开揭露出来的。凡是注

意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运动的人，都只能把这些文件看做是关于现

在或多或少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的更加确凿的资料。这些文件

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是第一次公布，而在于它们是第一次被互相

加以对比，因而能揭示出决定这些文件出现的整个秘密活动，特别

是在于我们能把它们同以下两类文件加以对比。第一类是用俄文

发表的文件，它们揭露出同盟的真实纲领和行动方法。这些文件

由于用俄文写成而难以看懂，所以迄今西方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就

使得作者们可以在文件中尽情地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和表达方式。

我们所引用的这些文件的准确译文可以使读者正确地评价同盟的

头目们的智力水平、道德水平、政治水平和政治经济学水平。

第二类文件只有一个，就是同盟的秘密规章；这是在这个报告

０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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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次公布的唯一的一个篇幅较大的文件。可能会发生一个问

题：把策划阴谋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文件公诸于世对革命者来说是

不是允许的？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些秘密规章直接标明属于同盟事

件调查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公布的文件之列，没有一个

代表投票反对这样做，甚至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那位委员也是

这样。可见，代表大会坚决指示公布这些文件，而代表大会的指示

我们必须贯彻执行。事实上，有必要做如下的说明：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量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

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

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

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

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

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陕隘思想来偷

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

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

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

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

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

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

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

俩。最后，这个团体在俄国完全窃取了国际的地位，并且在国际的

名义的掩饰下犯刑事罪，进行诈骗、谋杀，政府的和资产阶级的报

刊却把责任加在我们协会身上。而对于所有这些事实，国际都应

该默不作声，因为对这一切应负罪责的团体是秘密的！国际手中握

有自己的死敌——这个团体——的规章；在规章中它公开宣布自

１７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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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当代的耶稣会，并且声称在实践中使用耶稣会的一切办法是

它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章使这个团体对国际采取的一切敌对行

动立即得到了说明；但是国际却不能够利用这些文件，因为这就意

味着出卖秘密团体！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

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

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用沉默的办法来遮盖这些阴

谋，从我们这方面说来不仅是一种首先就会遭到同盟的首领们嘲

笑的幼稚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不仅如此，对于那些

虽然是秘密同盟的盟员，但当这个团体刚一采取公开与国际为敌

的立场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这个团体的存在及其行动方法的国际

西班牙会员说来，这将是一种背叛行为。更何况这些秘密规章的

内容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他们本人用俄文发表的文件中都已经有

了，而且表达的形式还更为明确。这些规章只不过是证实那些俄

文文件罢了。

让同盟的首领们去喊什么背叛吧。我们将使他们受到工人们

的蔑视，同时也将使他们得到各国政府的垂青，因为他们由于破坏

工人运动而对各国政府有不可估量的劳绩。苏黎世的“哨兵报”在

答复巴枯宁时完全有根据说：

“即使您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哪

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３０９

２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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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秘 密 同 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钝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

出自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死产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

盟的后裔。当米哈伊尔·巴枯宁突然想要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角

色的时候，国际已经根深蒂固。国际给他提供的，只是同一切国际

会员一样的活动场所。为了在国际内崭露头角，他就必须首先进

行顽强的、忘我的工作来为自己赢得声誉；但是，他认定，在和平同

盟的资产者们方面他可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可以有一条更便捷

的途径。

于是，１８６７年９月他设法当选上了和平同盟的常设委员会委

员，郑重其事地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同凡尔赛

的现任议员巴尔尼一起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灵魂。为了要当和平同

盟的理论家，巴枯宁曾经打算在该同盟的保护下出版一本名为“联

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著作①。但是，不久他就看清

了，和平同盟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自由派

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虚夸辞藻的

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相反地，国际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因

此，他便开始幻想使和平同盟加入国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设

３７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① 这部各种主义的圣经只印到第三印张就由于没有续稿而停印了。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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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艾尔皮金的介绍于１８６８年７月被接受为日内瓦中央支

部①的成员；另方面，他又在和平同盟的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决

定，向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在两个团体之间缔结攻守同

盟的建议。为了使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能批准这个热情洋溢的倡

议，巴枯宁起草了一个秘密通告，然后又说服委员会通过了这个通

告并把它散发给和平同盟的“先生们”。３１１他在这个通告中坦率地

承认，和平同盟直到现在始终是一出可怜的闹剧，只有以“各国人

民的联盟、工人的联盟”去对抗压迫者的联盟，才能使自己具有意

义，

“……只有当我们希望成为千百万工人的诚挚的和真正的代表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个神圣同盟的天赋使命，就是赐给工人阶级一个自封的资

产阶级议会，而工人阶级就会把有关自己的政治领导的事务委托

给这个议会去管理。

通告最后说：“为了成为一种有用的、现实的力量，本同盟应当成为伟大

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现在为欧美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所如此成功地

发展和传播的那些原则的纯粹的政治体现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和平同盟的建议。巴枯宁大失

所望，愤怒万分。一方面，国际避开了他的监护。另方面，和平同盟

主席古斯达夫·福格特博士又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

他写信给巴枯宁说：“或者你不相信我们的邀请会获得成功，那你就是败

坏了我们同盟的名誉；或者你知道你在国际中的朋友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

的意外礼物，那你就是以不体面的办法欺骗了我们。我问你，我们怎样向我

们的代表大会交代……”

４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国际的支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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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他让所有题意看的人都看

过。    

他写道：“我没有能够预见到，国际的代表大会竟会用如此粗暴和傲慢的

侮辱人的态度来回答我们；但是，这是由于某一个仇视俄国人的德国人集团

〈他向别人口头解释说，指的是马克思的“集团”〉的阴谋所引起的。你问我，

我们将怎么办？我将争取能荣幸地在我们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以委员会的名义

来回答这种粗暴的侮辱人的态度。”

巴枯宁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改换了自己的装扮。他向和平

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要求实

现各阶级和个人的平等，希望以此来胜过这个同盟中目前只要求

两性平等的那些太太们。可是他又失败了，于是他在一小撮少数

派的陪同下离开了代表大会，前往日内瓦①。

巴枯宁所幻想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不应该局限于公

开的联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规章（见“文件”第一号②）中

已经指明，巴枯宁在这个同盟内部就已经奠定了必须领导这个同

盟的秘密团体的基础。不仅各个领导机关的名称同和平同盟各机

关的名称相符（常设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民族委员会），而且在秘

密规章中还宣称，“多数创建同盟的盟员”都是“过去伯尔尼代表大

会的参加者”。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

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

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他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

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

５７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０４—５０５页。——编者注

在脱离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任波拿巴警探的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那

不勒斯的律师甘布齐（见有关意大利的那一章）、后来任公开同盟书记的茹柯

夫斯基，和一个现在属于最最反动的政党的日内瓦洋铁匠布特纳等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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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为此目的，他在日内瓦创建了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公开的）。表面看去，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开团体，它虽

然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却应该有不从属于我们协会的特殊的

国际组织、中央委员会、民族局和支部；在我们的年度代表大会召

开的同时，同盟应该公开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在这个公开

同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同盟，它又处于一个更加秘密的国际兄弟

同盟——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的领导之下。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的秘密章程指出，在这个同盟中有“三

级：一、国际兄弟会；二、民族兄弟会；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

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组成神圣的红衣主教

会议，他们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和各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则组成

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本身要对“宪法会议”，或者说

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国际兄弟组成的全体大会负责。这些同盟兄弟

“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

敌人。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

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但是，由于这一条把“一百人”的政治行动推迟到希腊朔日①，

由于这些不妥协派又不愿意放弃同社会职务有关的那些好处，所

以第八条规定：

“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

我们谈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同盟的头目们

怎样急急忙忙地把这一条规定付诸实践。国际兄弟

６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期日是古罗马人对每月第一天的称呼。希腊日历中没有朔日这个名称。推迟

到希腊朔日是指永无实现、永无成功之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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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兄弟……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

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

护”。

涅恰也夫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可能范围是什么意思。

“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

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

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

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

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比埃特里和施梯伯之流只是用那些下贱的、堕落的人来当密

探。而同盟为了使自己的伪兄弟能打入各个秘密团体，并叫他们

刺探这些团体的秘密，竟不惜强迫那些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领导

“世界革命”的人物去当密探的角色。——而且这个革命丑角是

用闹剧的形式在干卑鄙下流的勾当。

“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

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

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

二、民族兄弟由国际兄弟根据同一个计划在每一个国家内组

织成民族协会，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

组织的存在。

三、到处招募成员的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拥有常

设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它召开的全体成员的会议，称

为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这种大会每年在国际的代表大会开会期

间举行一次，或者在非常的情况下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召

开。    

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和“同盟

７７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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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委员会”；它分为中央局和监察委员会两部分。由三名至七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局是同盟的实际执行权力机关：

“它接受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

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

这个中央局异想天开地要成为亦驴亦马，成为既秘密又公开

的东西；因为

“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

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

由此可见，早在同盟还没有产生以前，巴枯宁就事先建立了对

自己的“亲爱的同盟”的这一整套秘密的和公开的领导了。而那些

后来参加随便什么选举的盟员，只是在他表演的这出闹剧中跑龙

套罢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毫不客气地宣布这一点；日

内瓦中央支部的任务是给中央局发布指示，但是它本身也只是一

个有名无实的支部，因为它的决定，即使是经多数通过的决定，只

是在中央局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反对这些决定的情况

下，中央局才必须执行，如果提出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

内召开大会。

“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

有效。”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中央局为自己规定了

应有尽有的宪法保证。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设想，这个自治的中央局至少也是由日内

瓦中央支部自由选举产生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临时中央

局是

８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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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

批准的。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

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而各自回国去了〈只有巴枯宁例外〉”。

可见，创建同盟的盟员只不过是脱离了和平同盟的几个资产

者。

因此，攫取了整个同盟的制宪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常设中央委

员会是自己任命自己的。这个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执行代表团

——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自封的而不是由这个委员会任命的。这

个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中央执行局也不是由支部选举产生，而是由

一致“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的一小撮人强加于该支部

的。     

可见，“公民Ｂ”就是同盟的根本台柱。为了使他能一直担任这

个首要角色，同盟的秘密章程一字不差地作了如下规定：

“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

而在这个总统制还没有建立以前，已经有了总统——永恒的①“公

民Ｂ”。

因为同盟是一个国际团体，所以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有民族

委员会，它

“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

要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有三名委员就足够了。为了保证切

实保持教阶制的联系，

“民族委员会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

９７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① 原文是《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即“永恒的”，“经常有效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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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民族委员会

“应当保证这样来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

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这就是在同盟分子的语言中的所谓自下而上的组织建设。这

些地方组织除了一个权利以外别无其他权利，这就是把自己的纲

领和章程呈送民族委员会，以便提交

“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一旦这个独裁的、教阶制的秘密组织加入了国际以后，剩下

的事就只是破坏国际了。为此，只要把国际的各个支部变成无政

府主义的和自治的支部，并且把国际的各个中央机关变成简单的

信箱，变成“通讯统计局”（后来他们真的打算这样做了），就足

够

永恒的“公民Ｂ”的革命功勋簿并不怎么光荣，他还不能因此

就指望在秘密同盟中特别是在公开同盟中，永远保持他所包揽的

经常专政。所以，必须用民主的漂亮辞句加以掩饰。于是，秘密规

章规定，临时中央局（应读做：永恒的公民）在同盟的第一次公开的

全体大会举行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而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

将任命新的常设中央局的委员。但是，

“由于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

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来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

织，使它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

的人（如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

会能够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这些指示并不是波拿巴的大臣或地方长官在选举前夕发布

的，而是超等的反权威主义者、毫无保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自

０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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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组织的传道者、主张支部自治和各自治小组自由联合的

巴亚尔——圣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永恒职位而

发布的。

我们分析了旨在使“公民Ｂ”的专政得以永存的秘密组织；现

在再看看他的纲领。

“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

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萨除以财

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

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

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

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以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政治

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

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

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瞧，这就是革命的革命性！为了达到这个惊人的目的，第一个

条件就是不用普通革命者通常使用的手段去同现存的国家和政府

作斗争，而是相反，用虚夸的、说教的言词去攻击

“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

因此，问题在于，要推翻的并不是波拿巴的、普鲁士的和俄罗

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国家这个东西、哪里也不存在的国家。

但是，如果说这些国际兄弟在他们同这个虚无缥缈的国家进行的

激烈斗争中善于避开实实在在的国家用来对付普通革命者的警察

皮鞭、监狱和子弹的话，那末另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保留着只有

经教皇的允许才能得到的，利用这些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国家所

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权利。意大利议员法奈利、萨瓦公爵亚马

多的政府官员索里阿诺，还有波拿巴警探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

１８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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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勃朗的例子，都表明教皇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谅解精神

…… 这就是“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公民Ｂ反对国家这一

抽象观念的“阴谋”丝毫也不会惊扰警察局的原因。

因此，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颁布关于废除国家的命令，正

如巴枯宁于９月２８日在里昂所做的那样，尽管这样废除国家必不

可免地是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

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

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

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因此他就声称，一切想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建立革命国家”的

革命者，比一切现存政府还要危险得多，

“我们——国际兄弟——是这些革命者的天然敌人”，

因为破坏革命是国际兄弟的首要义务。

对这些关于立即废除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大话，在总委

员会１８７２年３月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第３７页①

上已经作了回答。“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

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

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

——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

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

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

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老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２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５３—５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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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

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

可是，我们彻底研究一下，无政府主义的福音书将导致什么样

的结论；我们假定，可以用法令来废除国家。根据第六条的规定①，

这一行动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破产，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

预，停止缴纳任何捐税，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

（！），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同时烧毁一切规定了财产权的文书契约

以及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

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并把这些协作社联合起来，“组成公社”。

这个公社将给因此被剥夺了财产的个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让他

们自由地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

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

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

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

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追随者都那样愚

蠢，以致看不到有必要给他们一个组织计划，以保证实际实现他的

命令。这计划就是：

“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

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

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

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同盟的这些街垒真奇怪，在这里不是打仗，而是填发委

托书〉。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

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

３８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① 见本卷第５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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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法组成为公社的起义首都，那时会向国内的其他公

社宣布，它放弃管理这些公社的任何企图；它号召这些公社按革命

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可以撤换的并且持

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前往约定的会晤地点，以便成立起义的

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

起来。这个组织不局限于一个起义国家的各个公社；其他省或国

家也可以参加这个组织，但是

“站在反动派方面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则将不准加入”。

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是废除国界，另一方面是宽大无边地容忍

那些将会迅速恢复内战的反动省份，这两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可见，在这个由街垒－讲坛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中，首

先有一个公社委员会，然后有各个执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管

执行什么任务，肯定都要借助某种权力并且依靠社会强制力量；接

着又有一个完整的联邦议会，其主要任务应当是组织这种社会强

制力量。这个议会同公社委员会一样，应当把执行权力交给一个

或几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仅仅由于这一个事实便具有权威的性

质，这种权威性质在斗争过程中要愈来愈加强。这样一来，“权威

主义国家”的一切因素又会逐渐恢复；而我们就是把这个机器称

为“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公社”，那也没有多大意义。名称

不能改变事实；自下而上的组织在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存在，

而限权代表委托书则早在中世纪就已经为人所知了。而且巴枯宁

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第八条①中）把自己的组织称为“新的

革命国家”。

４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５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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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命计划的实际价值更是不值一提，因为根据这个计划，

人们不去战斗，却进行争论。

现在我们就来揭开同盟的所有这些装有两层和三层夹底的箱

子中的秘密吧。为了实现这个正统的纲领，使无政府状态沿正确

的道路发展，

“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

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

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

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

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

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 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

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

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

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

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

之友组成”。

“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

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

也就足够了。”

总之，一切都在变化。无政府状态、“放纵人民生活”、“恶

欲”等等已经不够了。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

的统一。国际的会员们正力图通过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的公开

组织来建立这种统一，——而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

名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秘密组织，一个自己任命自己

的，在永恒的“公民Ｂ”的统率下组成的，待用的总参谋部。思想

和行动的统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Ｐｅｒｉｎｄｅａｃｃａｄａｖｅｒ

５８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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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像死尸一样〕①。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

说一百名国际兄弟应当“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

介”，就是说要在同盟分子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挖一道

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承认这一百名近卫军士兵除了从特权阶级

中招募以外是不可能的。

６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这是洛约拉制定的规定耶稣会下级会员对上级会员要绝对服从的耶稣会会员

的原则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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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 盟 在 瑞 士

同盟同福斯泰夫一样，它“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

因此，“身上的魔胆”丝毫也不妨碍国际兄弟在现存各国政权面前

卑躬屈节，而同时又不断卖劲地反对抽象国家的制度；但是，这个

“魔鬼”却使他们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

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现在我们就把

他们在各个国际中的活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国际兄弟无非是一个待用的总参谋部；他们缺乏军队。他们

认定，国际恰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为了能够统率这支

军队，就必须使公开同盟打入国际。但是，他们担心向总委员会申

请加入国际会使同盟丢脸，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承认了总委员会

的权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数次徒劳无功地向比利时联合

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于屡次遭到拒绝，同

盟才不得不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向总委员会申请入会。同盟寄来

了自己的章程和自己的纲领，其中公开地宣布了它的意图（“文件”

第二号②）。同盟一方面声明它“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又图谋

在国际内部组成第二个国际性的组织。除了由历次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国际总委员会以外，还要有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设在日内

７８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１２—５１３页。——编者注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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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各地方组织以外，还要有同盟的

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

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局

就攫取了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除了国际的代表大会以外，还要

举行同盟的代表大会，因为“出席每年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同盟

代表团”妄图“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１２月２２日，总委员会（在发表在它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

分裂”第７页①上的那封信中）声明，这些奢求显然是同国际的章

程相抵触的，并且坚决拒绝接受同盟入会。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

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

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解散自己的组织，把自己改组为国际的普

通支部。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第８页②）回信说，对同盟的纲领做出判断，对总委员会来说就是

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如果把“各阶级的平等”改成“消灭阶级”

的话，要使同盟的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将不会有什么障碍。总委

员会还补充说：“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的问题最

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

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２日，同盟日内瓦支部通知总委员会说，解散国

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成为既成事实，说是已经建议同盟的所有

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被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

会，以为同盟已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所承认，所以在接到这样

坚决的声明以后，总委员会便接受了同盟。这里要补充一句，他们

８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４—１５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１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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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相反地，从此以后，隐

蔽在公开同盟后面的秘密组织便开始拚命进行活动。在国际的日

内瓦支部后面隐藏着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那不勒斯、巴塞罗纳、

里昂和汝拉等地的国际支部后面，隐藏着同盟的秘密支部。这是

个共济会组织，国际的普通会员及其领导中心甚至没有怀疑过会

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而巴枯宁指望依靠这个组织能够在１８６９年９

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秘密同盟

利用它所要的各种不正派手腕，至少派了１０名代表出席这次代表

大会，其中有臭名远扬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巴枯宁本人。同盟代

表团带来了大批空白的、由于没有可靠人选而没有使用的代表资

格证，虽然它曾建议把这些代表资格证让给国际的巴塞尔会员。

可是，我有的同盟代表人数太少，甚至不足以迫使大会批准废除继

承权——圣西门主义的旧破烂，而巴枯宁是想使废除继承权成为

社会主义的起点的３１２；巴枯宁所幻想的、企图强迫代表大会把总委

员会驻在地由伦敦迁往日内瓦的做法，收效就更小了。

当时在日内瓦，在几乎得到日内瓦的全体国际会员支持的罗

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同盟在

这场战争中的同盟者是洛克尔的“进步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

前者是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后者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

正式机关报，但是同盟分子占了编辑部的多数，他们利用一切借口

来攻击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平等报”编辑部紧紧抓住把总委

员会驻在地迁往日内瓦这个主要目标，展开了反对当时的总委员

会的运动，并且号召巴黎的“劳动报”支持它。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

１月１日的通告中声明；它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报纸进行论战。３１３同

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也把同盟的人从“平等报”编辑部中赶了

９８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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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

当时这一派人还没有穿上反权威主义的外衣。他们以为能够

掌握总委员会，所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通过并且提出

了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权威主

义的权力”，而两年以后他们却如此疯狂地攻击起这些权力来了。

下面是从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洛克尔“进步报”（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４

日）上摘引的一段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３１４同“人民国家报”之间

的冲突的文章，没有什么能比这段文章更好地说明他们当时对总

委员会的权威作用的看法了。

“我们认为，我们协会总委员会必须干预并且开始调查在德国发生的事

情，对施韦泽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争端做出决定，从而结束我们由于这种奇

怪状况而陷入的暧昧不明的处境。”

能不能相信，同一个吉约姆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在桑维耳耶

通告中又指责同一个过去不够权威的总委员会“想把权威主义原

则带进国际中来”？

同盟的各家报纸从一出版起就不仅宣传同盟的特殊纲领（谁

也不会因这一点去责难它们），而且执拗地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

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预谋的混乱。凡是在同盟控制着一家报纸成

为一家报纸撰稿的一切地方，——在西班牙，在瑞士，在意大利，这

种事情就层出不穷；而这个体系在同盟的俄文出版物中则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派系在绍德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１８７０年４月

４日）上进行了决战。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想强迫日内瓦各支部承

认日内瓦公开同盟是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把联合会委员会及其

机关报迁往秘密同盟主宰一切的汝拉的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０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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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同盟支部”的两个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参

加代表大会。日内瓦的代表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搁到代表大会结束

时再谈，并且立即研究更加重要的事情——讨论纲领。他们声明

说，他们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责成他们宁可离开代表大会也不允许

这个支部参加自己的组织，

“因为同盟的人在策划阴谋，具有权力欲；投票赞成接受同盟就是投票赞

成分裂罗曼语区联合会”。

但是，同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由于它的汝拉各小支部离

得很近，这使它能够获得微弱的虚假的多数，因为日内瓦和国际各

大中心的代表人数极少。在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的坚持下，支

部以一两票的成问题的多数被接受了。日内瓦的代表们立即打电

报请示自己的支部，他们都接到指示要离开代表大会。由于绍德

封的国际会员都支持日内瓦人，所以同盟分子被迫退出了属于绍

德封各地方支部的代表大会会场。虽然按他们自己的机关报的说

法（见１８７０年５月７日“团结报”），他们只代表１５个支部，可是单

在日内瓦一个地方就有３０个支部，他们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

的名称，为瑞士罗曼语区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舍瓦累和科尼

翁① 在委员会中红极一时），并且宣布吉约姆的“团结报”是罗曼语

区联合会的机关报。这位年轻小学教员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日

内瓦的“工厂”３１５工人——这些可憎的“资产者”，同罗曼语区联合

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扬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

主题的最有分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

１９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① 过了两个月，这个委员会的机关报（７月９日“团结报”）宣布，这两个家伙都是

小偷。他们把绍德封的一个裁缝合作社偷得精光，从而实际地证实了自己的

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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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顺便指出，绍德封代表大会的偶然的、虚假的多数妄图代表罗

曼语区联合会，但是他们却明显地违反了该联合会的章程，而且应

该指出，同盟的头目们都大力参加了这个章程的起草工作３１６。根

据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代表大会的任何重要决议都

应当经参加联合会的三分之二的支部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

可是，单是表示反对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和绍德封支部就构成了支

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两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日内瓦的国际

会员不顾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反对，几乎全体一致地表示拥护自

己的代表们的做法，他们的代表们在全场鼓掌声中建议同盟不要

乱钻，不要妄想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可以达

到和解的。后来，几个失去幻想的同盟盟员建议解散同盟，但是巴

枯宁和他的娄罗们全力反对这样做。同盟不顾一切，继续坚决要

求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结果罗曼语区联合会不得不通过决定，把

巴枯宁和其他主要的同谋者从它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出现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

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绍德封。绝大多数支部都仍然忠实于日内

瓦联合会委员会，而追随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的只有１５个支部，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１５个支部中有许多都一个个地不再存在

了。

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绍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

总委员会进行干预，在信上签字的是书记弗·罗伯尔和主席昂利

·舍瓦累（见前一页的注）。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

于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决定，保留日内瓦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议

新的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３１７绍德封的委员

２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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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大

叫大嚷，忘记了是它首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

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

会卷入了一塌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

系。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同盟认定，“在瑞士

打开革命九头蛇的锁链”（吉约姆文体如此）的时刻已经来到。“团

结报”发出了一个宣言，号召成立瑞士志愿部队来反对普鲁士人。

这个宣言——如果相信教育家吉约姆的话——虽然“丝毫也不是

匿名的”，但是终究“没有署名”。遗憾的是，当报纸和宣言被没收，

同盟的全部好战热情便化为乌有了。但是我，——渴望“拿自己的

生命去冒险的”、热血沸腾的吉约姆高呼道，——“我仍然在自己的

岗位上……在报纸的印刷所里”（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汝拉简报”）。

里昂爆发了革命运动。巴枯宁急忙赶到他的中尉阿尔伯·里

沙尔以及他的军士巴斯特利卡和加斯帕尔·勃朗那里去。９月２８

日，即他到达的那一天，人民占领了市政厅。巴枯宁便迁到市政厅

去；于是，人们等待了这么多年的决定性时刻，巴枯宁有机会可以

完成世界从未见过的最革命的行为的时刻来到了，——他下令废

除国家。但是，国家以两连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形式走进了门

口忘记派警卫站岗的市政厅，肃清了大厅，并且使得巴枯宁不得不

匆忙溜到日内瓦去。

正当好战的吉约姆“在自己的岗位上”保卫九月共和国的时

候，他的忠实的阿哈特——罗班却逃出这个共和国，躲藏到伦敦去

了。虽然总委员会知道，罗班是同盟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

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虽然布勒斯特各支部

３９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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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罗班这种远不是英勇的行为告知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由于法

国委员缺额，还是让他当了总委员会委员。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

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绍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员的职务。１８７１年

３月１４日，他建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冲突。总

委员会预见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绝了这个

建议。罗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建议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做

出最后决定。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列为应由１８７１

年９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８月１０日宣

布，它从８月６日起已经解散。但是，它很快得到了几个法国流亡

者的增援，于是又重新出现，以别的名称进行活动，例如：无神论社

会主义者支部以及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根据巴塞尔代

表大会第五项决议的规定３１８，总委员会完全同意罗曼语区联合会

委员会的意见，拒绝承认这些支部——各种阴谋的新的策源地。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批准了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

日关于汝拉分裂分子的决议。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的信徒们便创办了有安得列

·莱奥女士参加撰稿的“社会革命报”。恰好当费雷正在狱中等待

被押往萨托里去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

宣称：

“拉乌尔·里果和费雷是巴黎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们在此以

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诚然，始终没有成功——采取血腥手

段。”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

“巴黎报”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到一条线上，转载它们诋毁总委员

４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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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

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

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

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

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

脏。３１９其中的第一项决议直接谴责了绍德封的假罗曼语区委员会，

并且赞同总委员会的行动。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加入罗曼语

区联合会，而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则建议山区各支

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代表会议声明，如果他们的委员会当着资

产阶级公众继续在报纸上进行笔战，那末总委员会将拒绝承认这

些报纸。——第二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彻

底清除了巴枯宁想把关于绝对放弃政治的学说列入国际的纲领来

在国际内部制造的混乱。——第三项决议，有关涅恰也夫的决

议，是对巴枯宁的直接威胁。后面谈到俄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

到，使同盟的卑鄙行径瞒过西欧的耳目对巴枯宁本人有多么大的

利害关系。

同盟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宣战，并且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支

持假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汝拉各支部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在桑维

耳耶召开了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似乎代表９个支部的１６名代表。

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派出两名代表的库尔特拉里支部“停止

了活动”；洛克尔中央支部“最后瓦解了”，但是，后来为了派两名代

表去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它又暂时恢复了；库尔特拉里雕刻匠和

花饰瓦工支部（２名代表）“组成了一个抵抗团体”，不参加国际；绍

德封的宣传支部（１名代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没有好

转，反而在恶化”；纽沙特尔中央支部（２名代表，其中包括吉约姆）

５９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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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很大损失，如果不是它的个别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灭

亡是不可避免的”。桑维耳耶和库尔特拉里区圣伊米耶的两个社

会问题研究小组（４名代表），根据报告所说，是由于解散了库尔特

拉里中央支部才成立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区的几个成员便以三

重名义共派了６名代表！穆蒂埃支部（１名代表）看来只是一个委

员会。可见，１６名代表中有１４名是代表已死的或垂死的支部。但

是，为了清楚地了解无政府说教在这个联合会中所造成的瓦解状

况，还应当把这篇报告稍微再往下读一点。在２２个支部中只有９

个支部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有７个支部一次也没有回答过委

员会的呼吁，而４个已经宣布死亡。这就是自认为负有动摇国际

的组织基础的使命的那个联合会的状况！

不过，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一开始还是服从伦敦代表会议的，伦

敦代表会议曾建议召开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各组织定名为汝拉联

合会；但是同时，这个代表大会又显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宣布

解散整个罗曼语区联合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则把汝拉人的自治权

还给了他们，把他们从所有的支部中赶了出去）。后来代表大会便

发表了一个大吹大擂的通告，其主要目的是对代表会议的合法性

表示抗议，并且向他们要求立即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该通告指责国际背叛了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于“对权威

的极大抗议”。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前，在这个最好的团体中，

一切都进行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在巴塞尔，代表们昏了头，他们充

满了“盲目的信任”，“违反了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而共同章程

非常明确地宣布每一个支部和每几个支部实行自治。总之，国际

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权威主义，而汝拉联合会这个同盟的傀儡

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支部自治。我们已经看到，同盟打算用

６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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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治。

但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罪过同伦敦代表会议的罪过相比，就

黯然失色了，因为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力图把国际由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为完全由总委员会控制的、各

个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

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动”。

写这个通告的那些同盟分子显然忘记了，他们的秘密章程就

完全是为了巩固永恒的“公民Ｂ”这位大人物所领导的“教阶制的

和权威主义的组织”而制订的，其中包括各种指示：怎样使各个支

部“服从纪律”，怎样使这些支部不是简单地让这位“公民”本人“掌

握”，而且是“完全掌握”。

如果说代表会议的罪过已经是死罪的话，那末总委员会却犯

下了一切罪中之罪——亵渎圣灵之罪。在总委员会中有“几个

人”，他们把自己的

“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

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 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

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

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

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句话，他们想用“集中制和专政”的办法来保证国际的统一。

而正是在这个通告中，同盟妄图“确保自己的特殊纲领在国际内的

优势”，把自己的纲领称为“对权威的极大抗议”，并且宣称，通过工

人自己的努力来解放工人的事业应当“没有任何权威主义的领导，

即使这种领导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经工人批准的”。我们将会看

到，在同盟有势力的一切地方，同盟所做的，正是它无中生有地指

７９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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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总委员会的那些事情，——它企图把自己那种类似理论的东西

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强加于人①。——所

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盟当众进行的公开的活动；至于它的秘密活

动，那末秘密规章的“精神和文字”已经告诉我们，“正统思想”、“自

己的学说”、“集中制”和“专政”在这个“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中的

统治到了何等程度。我们完全明白，同盟想阻挠工人阶级建立自

己的共同领导，因为巴枯宁有先见之明，在成立自己的同盟来作为

革命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就已经关心到这一点了。

总委员会不仅无意把任何正统思想强加于国际，相反地，它建

议伦敦代表会议取消某些支部的宗派主义名称，而且这个建议被

一致通过了②。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内部通告（“所谓的分裂”第２４页③）中谈

到各个宗派时，就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

８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３５—３６页。——编者注

代表会议第二项决议第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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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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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马志尼要整个国际对教皇巴枯宁的荒谬谰言负责。总委员会认为，它不

得不在意大利报纸上公开声明，它“始终反对屡次地想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巴

枯宁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通俗易懂的纲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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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我们协会的报告、在

西班牙国会中关于国际的辩论过程中发表的那些反动演说３２１，以及对国际的

一切公开攻击，都充满了从巴枯宁阵营编造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中摘出

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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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

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

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

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

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

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他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

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

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

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

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

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

派多年来一直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

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

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

须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

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

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

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

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

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

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

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同盟不想让国际成为战斗的组织；通告要求国际成为未来社

会的精确的原型：

９９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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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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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原则，

并且应当抛弃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如果汝拉联合会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把国际变成还不存在

的社会的正确反映，为了使国际服从于同盟及其永恒的独裁者“公

民Ｂ”的“权力和专政”这个秘密目的，而使国际失去一致行动的任

何可能性的话，欧洲警察当局的愿望也就完全实现了，对欧洲警察

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

同盟的先生们为了向和平同盟和激进资产阶级中他们过去的

同事们证明，他们发动的战役是针对国际的，而不是针对资产阶级

的，他们把自己的通告散发给一切激进的报纸。甘必大先生的“法

兰西共和国报”在一篇充满对汝拉人的鼓励和对伦敦代表会议的

攻击的文章中，赶忙承认了他们的功绩。３２２“汝拉简报”对资产阶级

报刊的这种支持十分高兴，在它的第３期上 〔全文〕转载

了这篇文章，从而表明，最诚挚和睦的关系把超革命的同盟盟员和

凡尔赛的甘必大分子联合起来了。为了在资产阶级中更广泛地传

播关于国际内出现分裂的愉快消息，在许多法国城市特别是蒙彼

利埃的街道上，在赶集日都出售桑维耳耶通告。大家知道，在法

国，在街上出售印刷品是要经警察当局许可的①。

在同盟指望为自己搜罗到朋友和对总委员会不满的人的一切

地方，到处大量散发这个通告。但是效果几乎等于零。同盟的西班

牙盟员们反对召开通告所要求的代表大会，他们甚至敢于驳斥教

皇。３２４在意大利只有特尔察吉一个人一度支持召开代表大会。在

０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土鲁斯审判案３２３：见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８日“改革报”（土鲁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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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没有知名的同盟盟员，但是在这里国际的整个运动混杂在

关于放弃政治、自治、自由、联盟、分权制等的资产阶级的高谈阔论

中，并且陷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而不能自拔，在这里通告有某些成

就。虽然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赞同召开全协会非常代表大会

的要求——如果这样做，应该说是荒唐的，因为比利时曾经派出六

位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但是，该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共同章程草

案，其中总委员会干脆被取消了。当比利时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提

议时，洛德兰萨尔的一位代表指出，对工人来说最好的标准是他们

雇主的情绪。根据取消总委员会这一思想所引起的雇主们的那种

高兴的劲头，就已经可以断言，不可能

“犯比下令取消这种东西更大的错误了”。

所以，提议遭到否决。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对通告表示了

有力的抗议３２５，而在其他一切国家中，它干脆遭到了蔑视的沉默。

总委员会以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

裂”回答了桑维耳耶通告和同盟的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前面已

经简述了这个通告的重要部分。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些阴谋和这些

阴谋家进行了应有的惩罚。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喜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

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

他们对总委员会各个委员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

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

阶级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败。在意大利，支持

他们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建议在斯蒂凡诺尼的旗

帜下建立一个以罗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论者总协会”，这个协会

１０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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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组织，无神论修士和修女等等

的修道院，这个组织的章程规定，在会议厅里要给每一个捐助一万

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最后，在德国他们受到了俾斯

麦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

的角色，至于他们出版的警察的报纸“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３２６就更

不用提了。

由于“社会革命报”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同盟便把“汝拉简报”

变成了它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借口保护各自治的支部免遭总委员

会的权威主义和伦敦代表会议的篡夺者行动之害，竭力破坏国际。

“简报”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０日那一期上，公开承认，

“它所理解的国际，并不是现在包含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组织。

各种组织是次要的、转瞬即逝的事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国际是在现

代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被剥削者团结一致的感情”。

被归结为简单的“团结一致的感情”的国际，大概会比基督教

的爱还更加虚幻呢。为了说明“简报”采取了多么正派的手腕，我

们把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文报纸“自由报”总编辑托卡热维奇的一封

信摘引一段如下：

“‘汝拉简报’第１３期上刊登了苏黎世波兰社会主义协会的纲领，本协会

再过几天就将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自由报’。我们全权委托您在接到这封

信三天以后向国际总委员会声明，这个纲领是假的。”３２７

６月１５日的“简报”刊有同盟盟员（巴枯宁、马隆、克拉里斯、

吉约姆等）对总委员会内部通告的答复。这些答复对于总委员会

对同盟及其首领们提出的指责一个也没有回答。教皇由于理屈词

穷，骂这个通告是“一桶污水”，决定以此结束这场争端。

他宣称：“但是，我永远保留向公意法庭告发一切诽谤者的权利，毫无疑

２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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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下次代表大会将不会拒绝给我成立这种法庭。只要这个法庭为我提供做

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我一定会向它叙述有关政治性质以及

私人性质的一切事实的全部必要的细节，不怕由于不客气地公开这些事实而

产生的不痛快事情和危险。”

当然，公民Ｂ像通常一样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干脆没

有到海牙去。

代表大会日益临近了，而同盟知道，在代表大会开始以前要公

布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代表会议把起草这个报告的工作委

托给了公民吴亭。对于同盟来说，使这个报告不能在代表大会以

前公布，使代表们无法得到关于这个案件的全部情报，是非常重要

的。公民吴亭前往苏黎世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那里刚刚住下，便

成了受人谋害的牺牲品，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这次谋杀算到同盟的

账上。在苏黎世，吴亭除了巴枯宁“完全掌握”的同盟的几个斯拉

夫族盟员以外，没有别的仇敌。而且组织埋伏和暗杀是这个团体

认可并经常使用的斗争手段之一；在西班牙和俄国，我们将会看到

这一手段的其他例证。操同一种斯拉夫语的八个人在运河边的一

个荒地上窥伺着吴亭，当他走近时，他们便从后面扑上去，用大石

块猛击他的头部，使他的眼受重伤，如果不是当时有四个德国大学

生赶来，他们在欧打以后一定会把他弄死并扔到运河里去的。凶

手看到大学生便逃散了。这次谋杀并没有妨碍公民吴亭完成自己

的著作并把它寄给代表大会。

３０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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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 盟 在 西 班 牙

１８６８年９月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意大利议会议员法奈利到马德里去了。

巴枯宁让他带了几封介绍信给议会议员加里多，加里多使他同资

产阶级的和工人的共和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在此以后不久，即同

年１１月，从日内瓦给莫拉哥、科尔多瓦－伊－洛佩斯（梦想当议员

的共和党人、资产阶级报纸“战斗报”３２８的编辑）以及鲁巴乌·多纳

德乌（落选的巴塞罗纳候选人、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人）寄

来了同盟盟员证。寄来盟员证这个消息对国际年轻的马德里支部

起了破坏作用。支部主席哈尔沃是出了支部，因为他不愿意属于

这样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

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

早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就已经是由两

名同盟盟员——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代表的，其中

散蒂尼昂在正式的代表名单中被列为“同盟代表”。当国际的西班

牙各组织在巴塞罗纳召开了代表大会（１８７０年７月）以后，同盟便

在帕耳马、瓦伦西亚、马拉加和加迪斯建立起来了。１８７１年在桑维

耳耶和哥多瓦分别成立了支部。１８７１年初，同盟的巴塞罗纳代表

莫拉哥和维尼亚斯建议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弗朗西斯科·莫

拉、安赫尔·莫拉、安赛尔莫·罗伦佐、博尔雷耳等人）……在马德

４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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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成立同盟支部；但是这些委员反对这样做，他们声称，同盟如果

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那是危险的，而如果公开存在，那是无益

的。在这一次，单是提起这个名称就已经在联合会委员会内部撒

下了纷争的种子。博尔雷耳甚至预言：

“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任何信任都完了。”

但是，当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葡

萄牙的时候，莫拉哥使他们相信了这个秘密团体的益处，于是根据

他们的倡议在马德里成立了同盟支部。在里斯本，莫拉哥把几个

葡萄牙人（国际会员）拉进了同盟。但是，他认为这些新手不够靠

得住，所以他背着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由在共济会会员中招募来的

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分子组成的同盟小组。这个新的、

有前神甫博南萨参加的小组，企图按每十个人一个支部的形式来

组织国际，它们应当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下为皮尼希伯爵的计划服

务，而这个政治阴谋家也的确成功地诱使它们从事以使他掌握政

权为唯一目的的冒险事业。由于同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策划阴

谋，国际的葡萄牙会员退出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在海牙代表大会

上要求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把这个团体从国际中开除出

去。      

在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瓦伦西亚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上，

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

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

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

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

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

５０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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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在此以前一直不敢回西班牙去的

莫拉哥一得悉这个事实，便匆忙来到了马德里，他指责莫拉“想使

同盟从属于国际”，说这一点违背了同盟的宗旨。为了使这个意见

能得到重视，他在次年１月给梅萨看了巴枯宁的一封信，在这封信

中巴枯宁发挥了统治工人阶级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这个计划

如下：

“同盟在外表上应该存在于国际之内，而实际上则应该稍微站在它旁边

一点，以便更好地监督它和领导它。基于这种考虑，参加国际支部委员会的

盟员在同盟支部中永远应该是少数。”（霍赛·梅萨１８７２年９月１日交给海

牙代表大会的声明）３２９

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莫拉哥指责梅萨出卖了巴枯宁的团体，

因为梅萨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这个亲信团体，从而使

他们在同盟支部中取得了多数，并且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对同盟的

优势。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优势，秘密指令规定，只应当有一名或两

名同盟盟员钻进国际的各委员会，并且要根据同盟支部的指示，在

同盟支部的支持下领导它们，凡是应该由国际接受的决定，事先都

要在同盟支部中研究好。从这个时候起，莫拉哥就对联合会委员

会宣了战，并且也像在葡萄牙一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同盟支部，那

些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仍然不知道这个支部。同盟的亲信盟员们在

西班牙各地支持他，并且开始指责联合会委员会忽视自己对同盟

所应尽的责任；关于这件事情，由达蒙——蒙托罗在同盟中的化名

——签署的同盟瓦伦西亚支部通告（１８７２年１月３０日）３３０可以作

证。

西班牙的同盟接到了桑维耳耶通告以后，并没有站到汝拉那

一边去。甚至作为创始者的巴塞罗纳支部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的

６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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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信件中也十分激烈地以道地的异教徒的口吻评论了教皇米哈

伊尔，这个支部怀疑他同卡尔·马克思在进行个人竞争①。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

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但是，在此以后不久便可以看到，这些刚愎

自用的人就幡然悔悟了。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的国际马德里联合

会会议（１８７２年１月７日）上，由于莫拉哥领导的一个新的小组阻

挠表决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反通告，使讨论陷于中断。２月２４日，拉

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马德里支部报告

说：

“必须铲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倾向。”

目前只是在帕耳马，在马利奥尔卡岛，同盟才使国际委员们公

开赞同了汝拉通告。于是教会纪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

７０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四

① 阿勒里尼“以〈同盟〉巴塞罗纳小组的名义”寄给“我的亲爱的巴斯特利卡和亲

爱的朋友们”的这封信的副本被散发给了同盟的所有西班牙支部。现在我们

从中作一些摘引：

“本届总委员会只存在到明年的代表大会为止，它的极其有害的活动只能

是暂时的……相反地，公开的决裂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很大的打击，即使我们

的事业总的说来能够经得起这种打击，也难于恢复元气。因此，我们无论如何

不能同意你们的分立主义的倾向……我们中有些人自己在想：在这一切事情

中，或者与这一切事情同时，除了原则的问题以外，是否也有私人的问题，例如

我们的朋友米哈伊尔同卡尔·马克思之间、老同盟的盟员和总委员会委员之

间竞争的问题呢……我们痛心地在‘社会革命报’上读到了对总委员会和卡尔

·马克思的攻击……如果我们知道半岛上那些影响着各地方委员会的我们的

朋友的意见的话，那这个意见可能会使我们改变立场而转向共同决定的方面，

那时我们将在一切方面适应这种共同决定，”云云。

老同盟是在萌芽状态就被总委员会所摧毁了的公开同盟。我们摘引的这

封信是阿勒里尼亲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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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的最后尝试。

面对着这种地下工作，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知道，必须立即摆

脱同盟。政府的迫害使它有理由这样做。它建议成立“国际的捍卫

者”秘密小组，以防国际的解散，同盟的支部应当不知不觉地溶化

在这些小组之中。大量盟员的参加必不可免地要改变这些支部的

性质，只要迫害一停止，这些支部就会和这些小组一起消失。但

是，同盟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秘密目的后便搞垮了这个计划，然而，

没有这种组织，政府一旦实行威胁，国际在西班牙的存在就会受到

威胁。为了与此相对抗，同盟提出了下列建议：

“假如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使国际具有一种能够为政府所容许的形式，

将是合适的；各地方委员会最好应当成为秘密中心，它们在同盟的影响下，会

使各支部具有完全革命的方针。”（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同盟桑维耳耶支部通

告３３１）

行动上胆小怯懦，言语上勇敢无比——同盟在西班牙是如此，

在一切地方也是如此。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使同盟不得不公开

反对国际，而这个决议也使联合会委员会有理由确证它同绝大多

数国际会员是完全团结一致的。此外，决议也向它提出了在西班

牙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政党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

须使工人阶级完全脱离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共和党，因为

它的大多数选民和拥护者都是在工人中网罗的。联合会委员会建

议拒绝参加一切君主制和共和制的议员选举。为了驱散由于共和

党人的假社会主义的花言巧语在人民中滋长的幻想，兼任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的“解放报”编辑们给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

联邦党的代表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采取实际的措施，并且建

８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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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他们就国际的纲领发表意见。
３３２
这意味着使共和党遭受可怕的

打击！同盟却设法减轻这个打击，因为它和共和党人有密切联

系。３３３它在马德里创办了“被判罪者”
３３４
周报，这家报纸提出同盟的

三项美德：无神论、无政府状态、集体主义作为纲领，但是同时

又建议工人们不要争取缩短工作日。除了莫拉哥“兄弟”以外，为

该报撰稿的还有埃斯太瓦内斯——共和党领导委员会的三个成员

之一，不久前的马德里总督和陆军大臣。在马拉加有皮诺——假

国际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马德里有菲力浦·马丁——现任同

盟的推销员，曾充当共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代理人。而为了在西

班牙议会中也有自己的法奈利，同盟打算提出莫拉哥作为候选

人。    

同盟仅仅因为两件事就不能饶恕联合会委员会：（１）联合会委

员会在汝拉问题上弃权；（２）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损害它的不可侵犯

性。当委员会对共和党采取的立场破坏了同盟的全部计划以后，

同盟便决定要惩办它。给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信被同盟理解为是一

种宣战的行动。该党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平等报”３３５疯狂地攻击

“解放报”的编辑们，指责他们投靠了萨加斯塔。“被判罪者”周报

顽固地保持沉默以支持这种卑鄙的指责。同盟还为共和党做了一

件更大的事情。由于这一封信，它设法把“解放报”的编辑们开除

出了同盟的影响占优势的国际马德里联合会。

尽管有政府的迫害，联合会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以后的６个月

活动中，在瓦伦西亚把地方联合会的数目由１３个增加到７０个；在

其他１００个地方，它也筹备建立新的联合会，把８个行业的工人组

成为全国规模的抵抗团体。此外，在它的支持下成立了规模巨大

的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这些功绩为委员会的委员们造成

９０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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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精神影响，使得巴枯宁感到有必要使他们回到真理的道

路上来，于是他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５日给委员会总书记莫拉去了一篇

很长的父亲式的训示（见“文件”第三号①）。虽然同盟至少派了１２

名代表出席并且尽了一切努力，但是萨拉哥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４

月４—１１日）还是撤销了开除这些委员的决定，并且把被开除的两

个人选入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尽管他们再三拒绝提他们为候选

人。

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同时，像往常一样，同盟也举行了秘密

集会。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会上提出了解散同盟的建议。为

了不否决这个建议，他们狡猾地避开了它。两个月以后，在６月２

日，仍然是这些公民以西班牙同盟领导人的身分并代表同盟的马

德里支部给其他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在通告中他们重新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且做了如下的论证：

“同盟离开了在我们看来它在我国应该遵循的道路；它歪曲了使它得以

产生的那个思想，同盟没有成为我们伟大协会的组成部分，没有成为推动国

际的各个组织前进、帮助它们并促进它们发展的积极因素，却完全脱离了协

会的其他部分，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力图使一切都服从于它的仿佛是最高的

组织；从而它就造成了我们内部的不信任、纠纷和分裂……在萨拉哥沙，同盟

不仅没有提出建议并帮助解决问题，相反地，只是为代表大会的重要工作制

造障碍。”

在西班牙的所有同盟支部中，只有一个加迪斯支部答复了这

个通告，它通知说它已经解散。可是就在第二天，同盟便再次设法

把在６月２日通告上签名的那些人开除出了国际的马德里联合

０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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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除的借口是“解放报”６月１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求调

查

“各大臣、将军、行政官吏、公职人员、市长等人……以及一切没有担任

国家职务但是在各届政府的卵翼之下生活，在议会中支持政府并戴着虚假的

反对派的假面具来掩护政府的违法行为的那些政治活动家的财富，是怎样得

来的……没收这些人的财产应当是革命后第二天将要实行的第一个措

施”３３６。

同盟认为这篇文章直接攻击了它在共和党中的朋友，于是就

指责“解放报”的编辑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借口是他们要求

没收这些盗窃国家资财的人的财产就是承认私有制。为了证明同

盟的革命诈骗术后面所隐藏的、它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种反动

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同盟分子把那些由于具有共

产主义思想而被他们革除教籍的人当作私有制的维护者加以开

除，为了证实同盟分子的诡诈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

了。       

再次开除这些委员这个行动是违反现行章程的，章程规定要

成立公意法庭，参加这个法庭的７名陪审员中，可以由被告本人推

荐两名，对于法庭的决定他也可以在支部大会上提出申诉。可是

同盟不愿意在它的自治方面受到限制，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提出

控告的同一个会议上就下令开除这些人。在支部的全体１３０个成

员中，只有１５个串通好了的人出席了会议。被开除者向联合会委

员会提出了申诉。

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

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的两名前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中，

莫拉不同意当选，而罗伦佐几乎立即就提出辞职。从这个时候起，

１１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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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因此，在答复

被开除者的申诉时，它声明自己并不主管这件事，虽然西班牙联合

会章程第七条规定它有责任把违反章程的任何地方联合会暂时开

除出去，让地方联合会保留有对这个决定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

申诉的权利。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

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

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组织条

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的规定３３７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

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①的

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同盟明白这第一次反抗运动的全部意义；它知道，如果不在萌

芽状态就把它掐死，那末在此以前一直如此温顺听话的西班牙国

际就将从它手中溜走；于是它使出了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正派的

和不正派的。它起初是进行诬蔑。被开除的人（安赫尔·莫拉、弗

朗西斯科·莫拉、霍赛·梅萨、维克多·帕赫斯、伊格列西亚斯、萨

恩斯、卡耳耶哈、鲍利和拉法格）的名字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刊登

在报纸上，张贴在各支部的办公室里。莫拉为了履行总书记的职

责而抛弃了自己的工作，一连好几个月都从他的兄弟那里得到接

济，因为没有钱维持生活，但是他却被指责为似乎是靠国际供养过

活。梅萨为了挣钱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

刊翻译了一篇文章，他们就说他投靠了资产阶级。拉法格被指责

为罪该万死，因为他利用卡冈都亚才配享受的午餐使新的同盟分

子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两名委员（马丁涅斯和蒙托罗）的孱弱的肉体

２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保·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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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圣安东的诱惑，似乎他们的良心是藏在肚子里的。我们这

里所谈的只是出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诬蔑。由于这些办法没有产生

预期的效果，他们便转而进行恫吓。在瓦伦西亚，莫拉中了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们所设下的埋伏，他们手执木棍在那里等他。地方联

合会的成员们拯救了他，他们熟悉这些先生的手段，并且断言，罗

伦佐是在这种使人心惊肉跳的证据的影响下提出辞职的。不久以

后，在马德里又发生了类似的企图谋害伊格列西亚斯的事件。同

盟分子的主教会议把“解放报”列入禁书目录，使这家报纸遭受了

一切正统教徒的谴责；在加迪斯，为了使罪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一种

对死的恐惧，曾经宣布，每一个卖“解放报”的人都将被当做叛徒赶

出国际。同盟分子的无政府状态在宗教裁判官的实践中得到了实

现。

同盟按照它自己的惯例，开始设法使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出

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整个代表团都由同盟盟员组成。为此目的，联

合会委员会给各支部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并且做了周密的安排，

不让新马德里联合会知道这个内部通告。在这个通告中，提出派

一个由国际全体会员投票选出的总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并且由

全体会员按人头每人派２５生丁，以抵敷各种开支。由于各地方联

合会没有时间就候选人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很明显，当选的将是同

盟圈定的候选人，这些人都将用国际的钱去出席代表大会，而实际

上结果也正是这样。这个通告到底还是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

手中，并且被转寄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知道联合会委员会受着

同盟的操纵，断定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

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公民们！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

３１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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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

设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

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

目标。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理智’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

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

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

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

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

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

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

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

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

的。”①

此外，总委员会责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来调查同盟（这方面的

材料总委员会打算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并且说明为什么他们认

为，在联合会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他

们履行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不过，它在信中承认

了同盟的存在。

由于我们谈过的那些阴谋诡计都不足以保证在选举中获胜，

同盟便决定在自己的各家报纸上提出法尔加、阿勒里尼、索里阿

诺、马尔塞劳、门德斯、莫拉哥为正式候选人。投票的结果，马尔塞

４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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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获得３５６８票，莫拉哥３４４２票，门德斯２８５０票，索里阿诺２７５１

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洛斯塔乌在卡塔卢尼亚的４个城市中获得

２４３０票，虽然这些城市的纪律性还不够强；富斯特尔在卡塔卢尼

亚的桑斯获得１０５３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的票数超过

了２５０票。为了保证使法尔加和阿勒里尼当选，联合会委员会授

予同盟占统治地位的巴塞罗纳城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特权，

这里的代表自然就是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了。同一个正式通告确

认，提出洛斯塔乌和富斯特尔从而也就否决了同盟的正式候选人

的卡塔卢尼亚的４个城市交了２６５４雷阿耳（合６６３法郎５０生丁）

供代表团抵敷各种开支，而由于工人不习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

务，同盟能够使自己的候选人获得通过的西班牙其他各城市，却只

交付了２７９９雷阿耳（合６９９法郎７５生丁）。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

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

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

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这一切同盟还嫌不够。它想让它的代表们都有同盟分子的限

权代表委托书；请看它是怎样把各种委托书弄到手的。在７月７日

的通告中，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把各地方联合会提出的全部限权代

表委托书合为一个共同的委托书，并且得到了批准。这个比波拿

巴全民投票３３８更坏的手法使同盟有可能为自己的代表团拼凑一个

它打算强加于代表大会的委托书，而如果国际的组织条例规定国

际应该实行的投票方式不立即改变的话，同盟就禁止自己的代表

参加投票。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卡斯特拉尔百般赞扬的、

和平同盟在采用的投票方式。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西班牙的

代表们不顾自己的委托书参加了按联合会进行的投票，这个事实

５１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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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证明这是骗人的把戏。①

６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散蒂尼昂——巴塞罗纳的医生，巴枯宁的私交，西班牙的同盟创建人之一，在

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很久，他就建议国际会员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因为总委

员会用会费来购买武器。他企图阻挠西班牙的国际捍卫被战胜了的公社的事

业；由于违反了出版法而被监禁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勇敢地同当时受迫

害的国际断绝关系；因此，巴塞罗纳的全体工人都抛弃了他，但是他仍然是同

盟的秘密领袖之一；这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出：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４日，即公社失

败后过了三个月，同盟盟员蒙托罗在给一个同盟盟员的信中把散蒂尼昂当做

可以介绍他并证明他是同盟盟员的人。

维尼亚斯——医科大学的学生，散蒂尼昂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６日的信中把

他作为“国际在巴塞罗纳的灵魂”介绍给李卜克内西，他在国际受到迫害的时

期退出了国际，为的是不致损害自己家庭的声誉，虽然警察局并不准备费心把

他关进监狱。

法尔加·佩利塞尔——也是同盟的头目之一，散蒂尼昂在同一封信中指

责他在遭迫害时让别人在法庭上替他的文章受过而自己却溜掉了。同盟分子

的兔子般的勇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英勇地捍卫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的

自治。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抗议的表现，就是一溜了事。

索里阿诺——另一名头目。秘密科学的教授……，在迫害加剧的时候退

出了国际。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曾经有可悲的勇气反对拉法格和其他代

表提出的公开举行会议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触怒政权当局是不明智的。最近，

就是说在亚马多统治下，索里阿诺担任了政府中的职务。

莫拉哥——小铺老板、小酒馆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们的劳动保

持自己的职业赌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

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议把国际的文件抛入海中。当萨加斯塔宣布

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

到同盟的港湾里躲避风暴去了。同盟没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

克利门特·博韦——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ｌａｓｔｒｅｓｃｌａｓｅｓｄｅｖａ

ｐｏｒ３３９）主席，他由于对财务采取了过分自治的态度而被撤职并被撵走。

迪奥尼西奥·加尔西亚·弗赖列——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８日同盟机关报“联

盟”发表了他的一封对新马德里联合会极尽攻击之能事的长信，并尊称他为

“我们亲爱的同人”，他曾在圣塞瓦斯田的警察局供职，并且把国际一个支部的

出纳处偷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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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 盟 在 意 大 利

在意大利，同盟的建立先于国际。教皇米哈伊尔住在这里，并

且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青年中国建立了很多联系。国际在意大利的

第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从一成立起便处在这些资产阶

级分子和同盟分子的领导之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律师甘布齐①

让自己的“模范工人”卡普卢索当上了支部主席。在巴塞尔代表大

会上，巴枯宁同他的忠实的卡普卢索一起代表了国际的那不勒斯

会员，而法奈利② ——这个同盟的安东涅利、在国际之外组织起

来的各工人协作社的代表——因病滞留在途中。

７１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五

①

② 法奈利早就当上了意大利议会议员。有人向甘布齐质问这件事，他说，当议员

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你不受警察的侵犯，并且可以免费坐意大利一切火

车。同盟禁止工人实行任何政治发动，因为要求某一个国家限制女工和童工

的工作，就是承认国家并且对祸害的根源屈服；但是同盟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参

加议会会议，享受资产阶级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却得到教皇的宽恕。法奈

利在意大利议会所进行的无神论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到现在为止只有以

《ＤｉｏｅＰｏｐｏｌｏ》［“上帝和人民”］为口号的权威主义者马志尼才对之备加颂扬。

“律师卡洛·甘布齐是卡普卢索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卡普卢索是

同盟支部的模范主席。他给了卡普卢索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

当支部大会决定开除卡普卢索的时候，甘布齐坚决反对在通报上公布这一事

实，并且还劝说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坚持公布他的另一个可耻的私吞３００法郎

的事实。”（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２日卡菲埃罗的信）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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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至圣的父亲的亲密关系冲昏了我们的好汉卡普卢索的头

脑。回到那不勒斯以后，他自命高于其他一切同盟分子之上；在支

部中他以主人自居。

“巴塞尔之行使卡普卢索完全变了样……他从代表大会带回了许多与我

们团体的原则截然对立的离奇思想和意图。他先是悄悄地，以后便大声地以

专横的口吻谈起了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权力；他断言总委员会只信任他一个

人，如果支部不听从他的话，他有权解散它，成立一个新的支部。”（１８７１年７

月那不勒斯支部给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由同盟的律师卡尔梅洛·帕拉迪诺

起草并署名。）

卡普卢索的权力显然是来自同盟中央委员会，因为国际从来

没有给他这种权力。在好汉卡普卢索看来，国际不过是个人发财

致富的源泉罢了，所以他任命自己的女婿即前耶稣会教徒和卸任

神甫

“为国际的教授，并且强迫不幸的工人听他关于尊重财产的冗长讲话和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胡言乱语”（卡菲埃罗的信）①。

在此以后，他就投靠了因国际在那不勒斯的成就而惊恐不安

的资本家。他遵照这些资本家的命令诱使那不勒斯的毛皮工人参

加了毫无希望的罢工。他和支部其他三个成员一起被关进监狱以

后，竟私吞了支部寄给四名被囚者的３００法郎生活费。由于这些

８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卡普卢索在那不勒斯遭到反击之后过了两年，又恬不知耻地硬要总委员会接

受这个人物，他为这个人做了这样的广告：“国际主席公民！在巴塞尔工人代

表大会上讨论过并且目前仍然为一切阶级思想家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大问

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研究社会问题这个复杂题目的人是我的女婿，即我的女

儿的丈夫；他研究了上述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且依靠科学的帮助，发现了解

决这个难题的线索，从而提供了按照工人家庭和资产阶级各自的权利确立它

们二者之间的完全均势的可能性。”云云（署名：斯蒂凡诺·卡普卢索）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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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功绩，他被开除出了这个一直存在到被强力驱散（１８７１年８

月２０日）时为止的支部。但是，同盟躲过了警察当局的迫害以后，

却利用这一点来抢占国际的地位。卡尔梅洛·帕拉迪诺一方面寄

发了我们前面摘引过的那篇正式报告，另方面又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

１３日对伦敦代表会议表示抗议，使用的词句和论据同我们在标明

的日期早一天的桑维耳耶通告中看到的毫无二致。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

支部３４２。除了工人，即除了主要是由库诺吸收进来的机械工人以

外，在这个支部中还有完全受同盟的影响的大学生、小报记者、小

职员。库诺由于是德国人，不知道同盟的秘密；但是，他有可能判

定，在到洛迦诺这个同盟分子的罗马朝圣以后，这些资产阶级青年

组成了秘密团体的一个支部。接着（１８７２年２月），库诺就被意大

利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由于这种从上面来的帮助，同盟

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并且逐渐控制了国际的米兰支部。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８日，在都灵成立了工人联合会３４３；它向总委员

会请求加入国际。该联合会书记卡洛·特尔察吉这样一字不盖地

写道：《Ａｔｔｅｎｄｉａｍｏｉｖｏｓｔｒｉｏｒｄｉｎｉ》——我们等候你们的指示。为

了证实国际在意大利从最初时期起就要经过同盟这个官僚的一

级，他通知说，

“总委员会将从巴枯宁那里得到腊万纳工人协会宣布它是国际支部的

信”。

１２月４日，卡洛·特尔察吉通知总委员会，说工人联合会分

裂了，因为该联合会的多数派是马志尼分子，而少数派则成立了名

为“无产者解放社”的支部。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总委员会为自己的

“无产者报”要钱。以金钱支持报刊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但是

９１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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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有一个募捐帮助国际的报刊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打

算寄出为数１５０法郎的补助金，就在这时“玫瑰小报”报道说，都灵

支部公开站到汝拉人方面去了，并且决定派一名代表出席汝拉联

合会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两个月以后，特尔察吉在雷吉斯面前

吹嘘说，他是在洛迦诺亲自从巴枯宁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才通过这

个决定的。鉴于对国际采取这种敌对的态度，委员会没有把钱寄

去。

虽然特尔察吉是同盟在都灵的主要助手，但是教皇驻那里的

真正使节是一个冒充为波兰医师的名叫雅科比的人。为了说明他

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泛日耳曼主义的仇恨，这位同盟的医生指责总

委员会

“在普法战争时期玩忽职守和毫无作为；总委员会对公社的灭亡应负罪

责，因为它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支援巴黎的运动；总委员会的亲德

意志的倾向是极其触目的，因为当时在巴黎城下的德国军队中有４万名国际

会员〈！〉，而总委员会却不能或者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制止战争的继续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日雷吉斯给总委员会的报告３４４）。

他把总委员会和支援报刊委员会混为一谈，指责总委员会拒

绝把１５０法郎交给同盟分子特尔察吉是“遵循了受贿和贿买成性

的各国政府的理论”。为了证明这个控诉是出自同盟的心灵深处，

吉豹姆认为他有责任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以重申。

正当特尔察吉在他的报纸上公开擂起了同盟反权威主义的战

鼓的时候，他自己又偷偷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利用自己

的权威拒绝接受都灵工人联合会的会费，并且按照规定手续把根

本就不是国际会员的记者贝盖利开除出去。就是这个特尔察吉，

“都灵警察局长的好友（ａｍｉｃｏｎｅ），在会晤时受到局长苦艾酒款待

０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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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１８７２年４月５日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却在公

开会议上泄露了总委员会派往都灵的流亡者雷吉斯到会的消息。

得到这种提示后，警察局便马上跟踪雷吉斯，只是由于支部的帮

助，雷吉斯才得以越过国境。

在都灵，特尔察吉是以下述方式完成自己的同盟分子的使命

的。当对他提出严厉的谴责的时候，“他威胁说，如果不连选他当

书记，如果支部不服从他，不承认他的权威或者对他提出责难，他

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他威胁说不论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他

都要去当警察局的密探（ｑｕｅｓｔｕｒｉｎｏ），以示报复”（前面引过的都灵

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特尔察吉利用种种理由企图吓倒支部。作

为财务员和书记，他在出纳处大肆进行同盟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

他不顾总委员会的坚决禁止，确定自己的薪金为９０法郎；他把一

些没有从出纳处支出然而却下落不明的款子记在账簿的已支项目

内，他本人编制的会计收支表报写明库存现金５６法郎，事实上这

笔钱下落不明，而他又拒绝赔偿，同时他也不肯交出用从总委员会

那里领到的２００张会费券所收到的会费。大会一致把他逐出

（ｓｃａｃｃｉｏ）支部（前面引过的报告）。永远尊重支部自治的同盟批准

了这个关于开除特尔察吉的决定，但又立即设法把他选为佛罗伦

萨支部的名誉成员，不久以后又把他选为这个支部出席里米尼代

表会议的代表。

几天以后，特尔察吉在３月１０日的信中向总委员会这样解释

他被开除的事：他不愿做这个由坏蛋和暗探（ｃａｎａｇｌｉａｅｔｍａｒｄｏ－

ｃｈｅｒｉａ）组成的支部的成员和书记，因为这个支部“是由政府的走

狗和马志尼分子组成的”，因为有人企图对他提出责难，“你们知道

是为什么吗？——是由于我宣扬反对资本的战争！”（他在支部的

１２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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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处实现了这种战争）。他想用这封信来证明，在对于除了想做

总委员会的驯服的仆人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希望的好汉特尔察吉的

评价上，总委员会被人奇怪地引入了迷途。难道他“没有经常声

明，要做国际的会员，就必须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而不顾同盟的

秘密指示吗？

“如果说我们参加了汝拉代表大会，那不是要对你们宣战，亲爱的朋友

们，我们不过是随波逐流；我们力图进行调解并解决冲突。至于谈到对各支

部实行集中制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损害它们所固有的一些自治，那末这种

集中制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最高委员会将拒绝接受马志尼派的

工人联合会；你们可以相信，谁也不敢指责你们实行权威主义；我可以对这一

点负全部责任……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得到卡尔·马克思的准确的传记；在

我们意大利没有他的确凿无误的传记，我想首先领受这份荣誉。”

这一切阿谀逢迎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事业，为了不把地方让给我的为数众多的敌人，

为了向他们证明国际是团结的，我坚决请你们，如果还不迟的话，把最高委员

会决定拨给我的１５０法郎的补助金寄给我。”

特尔察吉相信他可以不受处分，所以大概他又施展了新的诡

谲伎俩，而使自己在佛罗伦萨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甚至Ｆａｓｃｉｏ

Ｏｐｅｒａｉｏ〔工人联合会〕也被迫和他断绝关系。我们希望汝拉委员会

将会更好地评价他的功绩。

同盟把特尔察吉当做自己的真正代表，把罗曼尼亚当做最合

适的基地。同盟在那里建立了它的一批伪装成国际支部的支部；

它们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服从共同章程，不报告它们成立的消

息，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这是真正自治的支部。他们起的名称

是“工人联合会”，起着联合各种工人团体的中心的作用。

２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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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保证‘工人联合会’的充分自治而使它

服从伦敦总委员会或者汝拉委员会的领导，还是应该保持充分的独立，同两

个委员会都保持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７日他们在博洛尼亚召开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用下列决议做了回答：

“代表大会把伦敦总委员会和汝拉委员会都只看做是简单的通讯统计

局，大会责成它在博洛尼亚的地方代表机关同它们两者联系，并把结果通知

各支部。”

“工人联合会”真疏忽极了，它竟向非亲信者泄漏了暗中存在

一个同盟的秘密中心的事实。汝拉委员会被迫公开否认自己的秘

密活动。至于总委员会，博洛尼亚代表机关根本没有让它知道自

己的一点情况。

同盟一得悉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就把它这个

“工人联合会”推上前台，它为了自己自治的权威或权威的自治，攫

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称号，并且于８月５日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

议。在派代表到里米尼去的２１个支部中，只有一个那不勒斯支部

曾经加入国际，而真正积极活动的国际支部中没有一个派代表到

那里去，甚至连米兰支部也没有派代表去。这个代表会议在下述

决议中暴露了同盟所制定的运动计划：

“鉴于：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

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

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

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

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

总委员会在伦敦出版了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的内部通告，使它的不体面的

３２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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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该通告中，它继续从事诬蔑和欺骗，暴露了它

渴求权力的全部欲望，这在下面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暴露得尤其明显：

‘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意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

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内部通告”第２７页①）；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及其鼓舞者在

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第３１页②）；

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

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

同章程；

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

会并不是偶然的。

根据这一切理由，

代表会议向全世界工人庄严声明，从此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

会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同时重申在经济上同一切工人团结一

致，并且建议一切不赞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２

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纽沙特尔（瑞士）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

全协会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代表会议的名义：主席卡洛·卡菲埃罗 书记安得列阿·科斯塔

１８７２年８月６日于里米尼。”

想以“工人联合会”来取代总委员会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破

产。甚至同盟的普通分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敢把里米尼通

过的决议拿出来让国际的西班牙会员进行表决。于是，为了纠正

自己的失策，同盟也派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不放

弃在圣伊米耶召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意大利只是由于特殊的天惠才成了同盟的乐土。教皇米哈伊

尔在他给莫拉的信（“文件”第三号）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

４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５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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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勃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

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

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

在他们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

盟的纲领。我们的天才〈原来如此！〉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

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

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①

圣父是对的。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

游民。在意大利领导这一切伪国际支部的，都是那些没有委托人

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大学生、跑街售货

员和其他商业职员，而主要的是一些声誉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小报

记者。唯有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国际的报刊，即自称的国际报刊才

具有“费加罗报”所独有的那种性质。只要看一下这些伪支部的书

记们的笔迹，就会深信，这些笔迹总是使这些办事员或者专耍笔杆

的人露出马脚。同盟这样控制了各支部的正式职位以后，每当意

大利的工人们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与国际的其他委员会建立

联系的时候，它就能够迫使他们请求这些把国际看做是“升官发财

之途”和“出路”的身为同盟盟员的游民来帮助。

５２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五

① 关于这一点加里波第本人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谢您给我

寄来‘社会未来报’，我将满怀兴趣地阅读它。您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

谎言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则作斗争是

妨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错误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巴黎根本

没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西班牙和法国也吃了这一个祸害

的苦头。祝‘未来报’获得成就，仍然忠于您的朱·加里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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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同 盟 在 法 国

同盟盟员在这里为数不多，但是十分热心卖力。在里昂领导

同盟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在马赛——是巴斯

特利卡，三个人都是吉约姆主编的各家报纸的积极撰稿人。同盟

正是依靠了他们，才能够在１８７０年９月破坏里昂运动；在他们看

来，这次运动只有一种意义，就是使巴枯宁有可能颁布他那值得纪

念的废除国家的法令。——同盟在里昂起义失败后的活动，在下

面摘引的巴斯特利卡的一段信（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于马赛）中得

到了很好的说明：

“我们的实际力量在工人中间是巨大的；但是自从最近遭受迫害以来，我

们的支部还没有重新组织起来。我们没有下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担心在缺

乏领导人的情况下人们恐怕会被腐蚀。我们在等待时机。”

巴斯特利卡被编入了补充团，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调离马赛。

这个事实成了他不允许国际支部重新组织起来的充分理由，因为

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亲自在场对于支部的自治是极为必要的。同盟

活动的最明显的成绩，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似乎都是由它

代表的那个国际在里昂和马赛的工人心目中丧失了威信。

里沙尔和勃朗的下场是众所周知的。１８７０年秋天，他们到了

伦敦，并且企图在法国侨民中为波拿巴复辟搜罗走卒。１８７２年１

月，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６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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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帝
·
国
·
和
·
新
·
的
·
法
·
兰
·
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１８７２年

布鲁塞尔版３４５。

他们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的谦虚精神宣告：

“我们是组成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

响的领袖……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徒鹜虚名的

议员们、脑满肠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竖立起引导我们进

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们将要遭到的诽谤、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

的欧洲发出出自我们意识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

鸣的呼声：
·
皇
·
帝
·
万
·
岁！”

我们不去研究，由于“自己思想的自然发展”而成了帝国拥护

者的这两个同盟盟员，实际上是像他们过去的朋友吉约姆在海牙

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恶棍”呢，还是他们从同盟的教

皇那里接受了专门的任务去参加波拿巴密探的队伍。俄国同盟的

文件是与秘密章程相符合的，它揭穿了这个神秘团体的秘密的秘

密，后面我们将要摘引这些文件的个别章节。文件直截了当地说，

国际兄弟应该钻进一切地方，甚至可能受命到警察局去服务。而

且，这两位兄弟对自己的农民的皇帝的崇拜并没有超过巴枯宁在

１８６２年对他的农民的沙皇的崇拜。

在同盟盟员没有钻进去的那些法国城市中，国际自从公社复

灭以来发展得很快。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法国书记①曾经报告说，

国际在三十多个省里都有自己的组织。同盟两个主要的法国通讯

员——贝努瓦·马隆和茹尔·盖得（后者曾经在桑维耳耶通告上

签名）知道我们的协会获得了这样迅速的发展，便企图破坏我们的

７２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六

① 奥·赛拉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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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以利于同盟。当他们的书信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时，便派去

了密使，其中包括一个姓梅契尼柯夫的俄国人；但是他们的图谋毫

无结果。这些人蛮不讲理地指责总委员会妨碍工人们

“在每个国家自由地、自发地、按照自己精神的特点和地方习惯组织起

来”（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２日盖得的信）３４６，——

当工人们刚刚开始自由地、自发地……但是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

一致地组织起来的时候，正是这些人对工人们说，坐在总委员会中

的那些德国人正在压迫他们，而且为了得救，除了参加他们的正统

的、反权威主义的教会以外，没有其他方法。法国工人只感到受凡

尔赛分子的压迫，所以就把这些信件转寄给了总委员会，问它这一

切是什么意思。

同盟在法国的这一活动最好地证明：它一旦失去了控制国际

的希望，便开始反对国际。任何不服从它的领导的支部，都被它看

做敌人，甚至是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敌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

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同盟在其俄文宣言中公开宣布的原则。

如果一般的运动不是毕恭毕敬地听从它的宗派主义压制，这个运

动的成就对它说来就是不幸。所以正当法国工人阶级首先需要一

个组织而不问其形式如何的时候，同盟却出来给梯也尔和地主议

会帮忙，对国际宣战。

现在我们看一看，谁是同盟在其拥护凡尔赛分子的运动中的

走狗。

在蒙彼利埃，盖得先生的代理人是某个保尔·布鲁斯，医学系

的学生，他竭力在盖得从前主编“人权报”３４７的埃罗省到处进行同

盟的宣传。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当法国南部的国际会员

商定集资派一位共同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时候，布鲁斯就企图

８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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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蒙彼利埃支部不要缴纳应缴的一份，并且在代表大会没有解

决各种争论的问题以前不要发表意见。法国南部委员会——蒙彼

利埃支部——决定要求代表大会把布鲁斯从国际中开除出去，因

为“他的行为不老实，引起了支部的分裂”。他的朋友盖得在１０月

从罗马寄给布鲁塞尔“自由报”的一篇通讯３４８中竟大骂这是对布鲁

斯的权威主义的谋害行为，并且在通讯中指名道姓地称蒙彼利埃

的卡拉斯是挑拨离间分子，而对布鲁斯却只写出姓名的缩写。警

察当局利用这个情报，便派人跟踪卡拉斯，并且在此以后立即在邮

局截获赛拉叶给卡拉斯的信，信中多处谈到土鲁斯的丹特雷格。

１２月２４日，丹特雷格被捕。

同盟在纳尔榜的几个最积极的爪牙是：被揭露为密探的贡德

雷斯；在纳尔榜和佩皮尼扬担任过警探职务的巴卡夫；马隆的通讯

员、律师德·圣马丁。德·圣马丁先生在１８６６年为了在皇室和艺

术事务部内谋求差事而到处奔走。１８６９年，当他由于违犯出版法

被判罚款８００法郎的时候，共和党人联合集资替他缴付罚款；但是

圣马丁没有用这些钱去缴付罚款，却用来到巴黎去稍微游览了一

番，结果是工人们为了避免冲突不得不再次捐款。１８７１年的五月

事件以后不久，这个圣马丁在凡尔赛政府中谋得了一个专区区长

的职位。

同盟还有一个爪牙：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卡拉斯写信给赛拉叶说，

“您可以信赖公民阿伯尔·布斯凯对社会事业的绝对忠诚，他……是贝

济埃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主席。”

过了两天，即１１月１３日，赛拉叶接到了下面这份声明：

“我们已经证实……我们共同的朋友公民卡拉斯受了骗，误信了贝济埃

选举委员会主席布斯凯先生，这个人完全不配受这种信任，因为他是贝济埃

９２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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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警官的秘书……公民卡拉斯已经承认错误，他成了这一错误的牺牲品，

经他同意，我们请求公民赛拉叶把公民卡拉斯不久前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看

做是无效的，此外，如果可能的话，请求他设法把布斯凯先生从国际开除出

去。受贝济埃和佩泽纳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委托。”（后面是签名）

根据这个声明，赛拉叶在土鲁斯的“解放报”（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

日）上揭露了这个布斯凯先生是警察局的密探。在标明“１８７２年７

月２４日于纳尔榜”的那封信中指出，布斯凯先生

“身兼警察局大队长和日内瓦分裂分子的旅外代办的双重职务”。

因此，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０日的“汝拉简报”为他辩护完全是理所

当然的。３４９

０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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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

大家知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

１４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这个少数

派由下列代表组成：４个西班牙人、５个比利时人、２个汝拉人、２个

荷兰人和１个美国人。

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

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

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去了。

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

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

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

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同盟的人马全部到齐。除了西班

牙人和汝拉人以外，到会的还有代表意大利的６名代表，其中包括

科斯塔、卡菲埃罗、法奈利和巴枯宁本人。２名代表自命代表“几个

法国支部”，１名代表自命代表两个美国支部。总共是１５名同盟盟

员。这个代表大会终于为巴枯宁提供了“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

判决的一切保证”；当然，会上充满了完全一致的气氛。这些人足

足有一半不属于国际，但是他们授予自己最高法庭的称号，妄图对

我们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行动做出最后判决。他们宣称，他

１３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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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

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最后，他们代表自己的各个联合会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能够这样做）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

“友好、团结和互相保护公约”３５０，以反对总委员会和一切承认海牙

决议的人。在下面这个直接谴责巴黎公社的决议中，他们给自己

的弃权论的无政府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代表大会声明：（１）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是摧毁任何政权；（２）建立任何

一种以实现摧毁政权为目的的政权，哪怕是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

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

最后，他们决定号召其他自治论者的联合会参加这个新公约，

并且在半年以后召开第二次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从此以后，汝拉委员会就公开地

把分裂分子事务的领导工作抓到了自己手里。跟着它跑的那一部

分国际，无非是重新恢复起来的、曾经是秘密同盟的掩蔽物和工具

的前公开同盟罢了。

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

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

言。联合会委员会支持了这个诋毁书，并且遵照瑞士中心的指示

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在哥多瓦召开了本来只是到１８７３年４月才

应该召开的西班牙代表大会。瑞士中心也赶忙向大家显示这个委

员会对它所处的从属地位：汝拉委员会越过西班牙委员会直接向

西班牙一切地方联合会寄发在圣伊米耶通过的各项决议。

在１０１个联合会（联合会委员会所引用的正式数字）中，派代

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只有３６个；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是不折

不扣的少数派代表大会。不久前刚成立的那些联合会派去了许多

２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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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亚尔科派去６名代表，而这个联合会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西

班牙代表大会；甚至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它还不存在，因

为它没有向西班牙代表团投过一票，也没有缴过一个生丁。像格

腊西阿（５００名会员）、巴达洛纳（５００名会员）、萨瓦德耳（１２５

名）、桑斯（１０６１名）这些规模巨大、活动积极的联合会却故意缺

席。在４８个代表的名单中，我们发现有１４个知名的同盟盟员：其

中有１０个人代表的那些联合会并没有他们这样的成员或者大概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同盟深信它所伪造的多数，所以在那里一

意孤行。在瓦伦西亚制定并在萨拉哥沙批准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

被否决了，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

单的通讯统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

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

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无政府主义竟到了这

种地步：他们事先否决了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代之以新的反

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防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方法来

恢复国际的尊严和独立”。

在海牙，同盟想利用西班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把当时对它最

有利的表决方式强加于代表大会；而在哥多瓦它在九个月以前就

已规定，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该通过什么决定。必须承认，在

实行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牙代表大会把同盟及其首领们赶出了国际，就使西班牙的

反同盟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由新马德里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得

到了萨拉哥沙、维多利亚、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格腊西阿、列

里达、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托勒多、瓦伦西亚等地的联合

３３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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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加迪斯的新联合会等的支持。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在哥多瓦召

开代表大会的通告要求代表大会对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

定进行裁决。这不仅公然违反了共同章程，而且也违反了西班牙

的地方章程，该章程第十三条规定：

“联合会委员会将贯彻执行并且发动其他人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国

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新马德里联合会向其他各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通告，对这

个行动做了回答。它在通告中声明，联合会委员会由于自己的行

动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因此它要求各地方联合会成立一个

新的临时委员会来代替联合会委员会，并且责成新的临时委员会

严格遵守章程，而不是唯同盟之命是从。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任命

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会址设在瓦伦西亚。这个新的联合会委员

会在其第一个通告（１８７３年２月２日）中，宣布自己是“历次国际

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和批准的国际的章程的忠实卫护

者”，并且对这样一些人提出坚决抗议，这些人想“在国际的队伍中

推行无政府状态，在革命以前推行无政府状态，在胜利以前废除军

备！资产阶级将多么高兴啊！”３５１

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

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①对他们以及西

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总委员会在决议中声明，“凡是拒绝承

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的

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

是协会的会员”。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又以下列决议②对这个声明

４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见本卷第７３８——７３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３６—７３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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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补充：

“鉴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和２６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

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

无效的；

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到１８７３年１月２日在哥多瓦召开的部

分西班牙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

会的各项决议，而赞同敌视国际的会议的各项决议；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决定，否决第五次全协

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

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

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

的会员。”

同时，总委员会再次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国联

合会，因为窃取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章程和

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加入国际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在意大利各地

存在着履行自己对总委员会的义务并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的支

部①。

‘汝拉人也于４月２７—２８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新的代表大

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瑞士１０个支部和亚尔萨斯１个伪支部

的１９名代表；有２个瑞士支部和１个法国支部没有派代表出席。

５３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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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汝拉联合会在瑞士共有１２个支部。但是，穆蒂埃的代表声

明：他出席只是为了表示赞成同国际和解，他带有一个规定他不参

加代表大会工作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事实上穆蒂埃支部从圣伊米

耶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起就脱离了汝拉联合会。剩下还有１１个

支部。委员会的报告竭力避而不谈有关这些支部的内部情况和人

数的任何材料，这一事实使我们有权利认为，这些支部不会比桑维

耳耶代表大会以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是，报告却把汝拉人的

外部力量——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所罗致的同盟者们——排

成了战斗队形。用报告的原话来说，这几乎是国际的所有联合会：

“意大利”——但是我们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意大利联合会。

“西班牙”——虽然西班牙的多数国际会员都倒向了分裂分子

阵营，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西班牙联合会仍然存在并且同总

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法国——其中有已经真正组织起来的东西”，也就是由于没

有派代表出席纽沙特尔代表大会而向大会表示歉意的那个“法国

支部”。我们决不是打算向汝拉人透露，在法国尽管有最近的迫

害，但是仍然保存着“已经真正组织起来的东西”。最近的迫害十

分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组织究竟在谁那边，这些迫害也像往常那样

关怀备至地放过了在法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同盟盟员。

“整个比利时”——都受同盟的愚弄，虽然它远不是赞同同盟

的原则的。

“荷兰，除了一个支部以外”，——事实上两个荷兰支部赞成的

不是圣伊米耶公约，而是海牙少数派的“反分立主义的”声明。

“英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分裂分子”，即国际的绝

大多数英国支部，于６月１日和２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自己的代

６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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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２３个支部的２６名代表
３５２
；而汝拉人的

“英国”既没有支部，也没有联合会委员会，当然更不会有代表大

会。

“美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国际的美国联合会存在

着，并且在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着正常的活动。

它有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汝拉委员会的“美

国”——是一些在自由恋爱、纸币、社会职务和贿买等方面进行投

机活动的资产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威斯特先生非常出色地代表

了他们，以致甚至连汝拉的代表们也不敢发言支持他和投票赞成

他。

“斯拉夫人”，——即“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它像往常一样，

总是妄图代表整个民族。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波兰族、俄罗斯

族、斯拉夫族国际会员——分裂分子的一切公开的敌人——根本

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同盟的同盟者。如果１１个汝拉支部都像这些同盟者

中的大多数一样现实地存在的话，那末，它们的委员会有充分的理

由闭口不谈它们的情况。

在同盟的这个战斗队中，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瑞士。这是有其

重要原因的。一个月以后，即６月１—２日，在俄尔顿召开了瑞士全

国工人代表大会，以组织抵抗行动和罢工。３５３５个汝拉人在会上宣

扬支部绝对自治的福音；他们占去了代表大会一半以上的时间。

最后还是进行表决；结果在８０名代表中有７５名投票反对５个汝

拉人，于是他们别无他法，只好离开会场。

其实，同盟自己在其秘密集会上看来并不同意它想向群众灌

输的关于它的实际力量的幻想。就在那次纽沙特尔代表大会上，

７３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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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设法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根据共同章程所赋予的权利，每年召开一次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

会而无需由总委员会专门召集，汝拉联合会建议国际的一切联合会于星期

一，即９月１日在一个瑞士城市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为了这次代表大会不再重演“为害无穷的海牙的错误”，同盟

的代表及其同盟者于８月２８日召开了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根据

对这个建议的讨论得出如下结论：

“我们将认为，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只能是由各联合会直接召开的代

表大会，而不是所谓的纽约总委员会可能企图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

这样一来，我们所面临的便是彻底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全

部后果。国际会员将参加由总委员会受上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它

认为合适的一个瑞士城市召集的代表大会。而同盟分子和受他们

愚弄的那一批人则将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自治自行召集的代表大

会。祝他们一路平安。

８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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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同 盟 在 俄 国

１．涅恰也夫案件

关于同盟在俄国的活动，我们是从１８７１年７月在彼得堡高等

法庭审理的、以涅恰也夫案件著称的那个政治审判案中得知的。

在俄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陪审法庭上公开审理政治案件。八

十多个男女被告，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从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至１８７１年７月，在审前羁押期间，他们被关在彼得

—保罗要塞的特别囚室里，结果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人精

神失常。他们离开监狱，只不过是出来听取宣判，他们分别被判处

１５年、１２年、１０年、７年和２年的西伯利亚矿井劳动、苦役和监狱

监禁。而那些被公开法庭宣判无罪的人，后来也“通过行政手续”

被流放了出去。

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名义的秘

密团体，拉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说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

的国际革命委员会密使。这个密使指使他们进行了多次诈骗活

动，强迫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暗杀；这次暗杀使警察局找

到了秘密团体的线索，但是，正像常见的那样，密使本人已经隐蔽

起来了。在侦查搜索的过程中，警察局对情况了解得那样清楚，可

见，一定有人详细告密。在整个案件中，密使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暧

昧的。这个密使就是握有委托书的涅恰也夫，委托书的内容如下：

９３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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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受委托为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代表之

一。—— ２７７１。”

在这个委托书上有：（１）法文的印章：“欧洲革命同盟。总委

员会”；（２）日期：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２日；（３）署名：米哈伊尔·巴

枯宁。①

１８６１年，为了回答旨在不让贫苦青年享受高等教育的财政措

施和力图使这些青年屈服于警察当局淫威之下的惩戒措施，大学

生表示了坚决一致的抗议，先是集会抗议，以后就上了街，汇成了

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圣彼得堡大学事后被封闭了一个时期，大

学生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遭到流放。政府的这种做法促使青年参加

各种秘密团体，结果，秘密团体的大批成员最后自然是被下狱、被

驱逐、被流放西伯利亚。其他的人为了保证贫苦的大学生能够有

钱继续求学，成立了互助储金会。其中最认真的人决定以后再也

不让政府抓到任何把柄来查禁储金会，因为这种组织可以举行小

型会议来解决事务性问题。这种事务性会议顺便也提供了讨论政

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机会。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

贫苦人的子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怀着满腔热忱，甚至幻想马

上就实现它。这个运动在学校中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向俄国社会

输送大批贫苦的、来自普通人民、有学识、对社会主义思想满怀热

忱的青年。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伯利亚的车尔尼

雪夫斯基３５５。于是，涅恰也夫便利用国际的威望和这些青年的热

情，企图使大学生相信，现在从事这些琐碎小事已经不合时宜了，

０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１８７１年“圣彼得堡消息报”３５４第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７号和以后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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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参加了国际的秘密团体，它正燃起世界

革命的火焰，并且准备立即在俄国采取行动。他骗上了几个青年

人，拉他们从事刑事犯罪，这使警察当局有了口实来完全粉碎这个

对于官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危险的学生运动。

１８６９年３月，一个俄国青年来到了日内瓦，他冒充彼得堡大

学生的代表，企图取信于全体俄国流亡者。他对别人作自我介绍

时，用了各种不同的化名。有些流亡者确切地知道，彼得堡并没有

派任何代表来；另一些人同这位假代表谈话之后认为他是个暗探。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姓是涅恰也夫。他说，１８６９年１月首

都各学校发生风潮时，他作为这次风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被关进

了圣彼得堡要塞，后来又从那里逃了出来。有些流亡者曾经在这

个要塞中渡过了漫长的囚禁生活，他们根据切身经历知道，从那里

逃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晓得，涅恰也夫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收到的报纸和信件中谈到了遭通缉的大学生

的名字，而其中一次也没有提及涅恰也夫，所以他们认为，涅恰也

夫所谈的关于他的所谓的革命活动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但是，巴

枯宁大叫大嚷地站到了涅恰也夫那一边。他到处扬言，说这个人

是“在俄国存在的并且正在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大的秘密组织派来

的特别使者”。于是，有人便去哀求巴枯宁不要把他们朋友的名字

告诉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会陷害他们。巴枯宁答应了；审判案的材

料将会表明，他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涅恰也夫曾经得到了一个机会与一位流亡者谈话。在谈话

中，他被迫承认他并不代表任何秘密组织，但是他声称他有一批同

志和熟人，他打算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还说，必须把那些老流亡者

抓在手里，以便利用他们的威信来影响青年并且利用他们的印刷

１４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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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金钱。过了一些时候，出现了涅恰也夫和巴枯宁告大学生的

“几句话”。３５６在这里，涅恰也夫复述了关于自己逃走的神话，并且

号召青年们献身于革命斗争。巴枯宁在学潮中发现了“植根于人

民生活最深处的反对国家的、破坏一切的精神……”①；他祝贺“自

己的青年兄弟具有革命志向……这就是说，这个卑鄙的全俄罗斯

帝国的末日快要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成了他用驴蹄去踢波兰人

的借口，他指责波兰人只致力于

“复兴自己的历史国家〈！！〉。——可见，他们在幻想为自己的人民制造

新的奴役”，如果他们这种幻想能够实现的话，那末“他们就会成为既是我们

的敌人，又是他们本国人民的压迫者。为了社会革命和全民自由，我们将向

他们开战”。

可见，巴枯宁完全赞同沙皇，认为无论如何必须阻挠波兰人按

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他们的内部事务。每次爆发波兰起义的时

候，俄国官方报刊总是指责起义的波兰人，说什么他们是“本国人

民的压迫者”。在第三厅②的各家机关报和洛迦诺的头号无政府主

义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动人的融洽一致啊！

巴枯宁接着说，俄国人民今天所处的状况，很像是彼得大帝的

父亲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期间使得人民不能不发动起义的那种状

况。那时起来领导人民的是一个强盗头子，哥萨克人斯切尼卡·

拉辛，他为人民指出了走向“自由”的“道路”。人民现在要起事，只

等待一位新的斯切尼卡·拉辛出来；但是这一次他

“被现在已经和人民同甘共苦的、非阶层的青年大军所代替了……这一

２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皇帝办公厅第三厅是俄国秘密政治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

必须指出，“几句话”这个传单恰好是在迫害和宣判的时候公布的，当时青年们

正尽力把自己运动的规模说小，而夸大运动规模则对警察当局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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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斯切尼卡·拉辛，不是单枪匹马的而是集体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是他们的主宰。这种英雄就是所有这些非凡的青年，拉辛的精神已经

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的使命，青年们

应该使自己变得愚昧无知：

“所以，你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以及

其他学校吧……到民间去吧”，去做“人民自我解放的产婆，去做把人民的力

量和努力团结起来的人。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

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这就是西方优秀

人物的信念……欧美的工人世界正召唤你们结成兄弟同盟。”

同盟在其秘密章程中对第三级盟员指出，“这个组织的原则

……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纲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

述”。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履行这一诺言的开始。除了一般的

无政府主义的花言巧语和公民Ｂ永远无法掩饰的对波兰人的沙

文主义仇恨以外，他在这里第一次把俄国强盗当做真正革命者的

典型来加以颂扬，并且借口说现代科学无非是官方科学（能否设想

有官方数学、官方物理学或官方化学呢？），说西方优秀人物的看法

都是这样，从而便向青年宣扬对愚昧无知的崇拜。在传单的结尾，

他暗示说，国际通过他建议这些甚至被他禁止研究无知兄弟会３５７

的科学的青年联合起来。

作为福音书的“几句话”这个文件在涅恰也夫的阴谋中起了很

大作用。在每一个新信徒献身以前，都对他神秘地宣读这个文件。

与“几句话”这个文件（１８６９年）同时，也出版了一些俄文的匿

名出版物：（１）“革命问题的提法”；（２）“革命原理”；（３）“‘人民裁

判’协会会刊”（《Ｎａｒｏｄｎａｉａｒａｓｐｒａｖａ》）第１期，莫斯科１８６９年夏

３４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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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出版。
３５８
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日内瓦刊印的；这一点从印刷铅字

可以看出，它们和日内瓦出版的其他俄文书刊是用同一种印刷铅

字刊印的，而且这个事实在所有俄国流亡者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第一页加上这样的印记：“在俄国印行

——Ｇｅｄｒｕｃｋ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以便使俄国大学生们相信，这个秘密

团体有很好的条件在俄国本土进行活动。

“革命问题的提法”一下子就使它的作者露出了马脚，这里的

措词用语同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他们的“几句话”中使用的毫无二

致：

“不仅要消灭国家，而且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不言

而喻，我们是拥护人民的。”

巴枯宁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同化规律，把自己和青年学生同化

起来了。

“政府亲自给我们指出了我们为达到自己的即人民的目的所应走的道

路。它把我们赶出了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感谢它使我们站在这样光荣而

坚实的立足点上。现在我们有了立足点，我们可以进行活动了。我们将做些

什么呢？去指教人民吗？这是愚蠢的。人民自己比我们更清楚他们应该怎么

办〈请和秘密章程对照一下，秘密章程硬说群众具有“人民的本能”，而亲信者

则具有“革命思想”〉。我们不应该指教人民，而应该要人民起来暴动。”迄今

“人民进行的暴动一直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是分散地进行暴动的……我们能

够给予他们非常重大的帮助：我们能够给他们以他们迄今还缺少的东西，而

缺少这个东西是他们一切失散的主要原因——这就是通过团结他们自己的

力量使各地的运动达到一致。”

可见，同盟的学说——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自上而下的

纪律——在这里已和盘地托出了。首先是通过暴乱“放纵现在称

为恶欲的那种东西”，但是“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

４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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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

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就是世界同盟的俄国支部——人民

裁判协会。

但是巴枯宁觉得光有青年还不够。他号召一切强盗都站到他

的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旗帜下来。

“抢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

的复仇者；是国家以及国家所确立的任何社会制度和公民制度的不可调和的

敌人；是同整个官吏贵族的文明和官方神甫的文明进行生死斗争的战士……

谁不理解抢劫，谁也就不会理解俄国人民历史中的任何东西。谁不同情抢

劫，谁也就不可能同情俄国人民生活，谁对人民世世代代无比深重的苦难就

不会有同情心。这种人是敌人阵营——国家拥护者阵营中的人……只有抢

劫才能证明人民的生命力、热情和力量……在俄国，强盗是真正的、唯一的革

命者——不说空话、不说书本上的动听词句的革命者，是在行动上不可调和

的、不知疲倦的、不可驯服的革命者，是人民社会的革命者，而不是政治的，属

于某个阶层的革命者……遍布全俄的，出没在森林、城市和乡村的强盗和被

囚于帝国的无数牢狱中的强盗，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

界——俄国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只是在这个世界中，很早以来

就有了真正的、革命的秘密活动。谁想在俄国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谁想进

行人民革命，谁就应该加入这个世界……弟兄们，让我们沿着把我们赶出大

学、学院和其他学校的政府现在给我们指出的道路，一齐投身到民间去，到人

民运动中去，到强盗和农民的暴动中去，保持我们之间忠实而牢固的友谊，把

一切零散的庄稼汉的〈农民的〉骚动团结成为统一的整体。让我们把它们变

成有理性的但是无情的人民革命。”①

５４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① 为了愚弄读者，巴枯宁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各次人民起义的领袖同现代的

俄国强盗和掠夺者混为一谈。至于谈到现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那末只要

读一下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３５９，就连最富有浪漫精神

的人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所抱的种种幻想也会顿然消失。而巴枯宁却打算利用

这批人组成俄国革命的神圣队伍。目前在俄国还在被大规模采用的唯一的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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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传单“革命原理”对秘密规章中发布的力争“彻底铲除

……”的命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必须破坏一切，以便达到“完全

的无定形”，因为即使只保留“一种旧形式”，它也会成为其他一切

旧社会形式所赖以复活的“萌芽”。传单指责不看重这种无定形的

政治革命者是欺骗人民。传单指责他们建立了

“新的绞架和断头台，用它们处死了过去幸免于难的革命兄弟……如此

看来，各国人民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为了进行真正的革命，需要的

不是那些站在群众前头并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物，而是不知不觉地隐身于群

众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这一批群众和另一批群众联系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

使运动具有同一个方向，具有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性质的人物。建立秘密

的、从事准备工作的组织的意义仅在于此，它之所以必需也仅在于此”。

这样一来，便向俄国公众和俄国警察当局暴露了在西方严加

掩盖的、存在国际兄弟的事实。接着，传单宣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

行暗杀活动，并且声称，对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的人来说，任何议

论未来的行为都是

“犯罪的，因为它会妨碍纯粹的破坏，会延缓开始革命的进程。我们只信

任那些不怕拷打、不怕坐牢，用事实表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的人，因此，

我们否定一切不随即见诸行动的言论。不明确地提出实现革命目标的时间

和地点的无目的的宣传，我们则更加不需要了。不仅如此，这种宣传还会妨

碍我们，所以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将用强力迫使一切

不想懂得这一点的侥舌家沉默”。

这些威胁是针对那些没有在巴枯宁的教皇宝座面前低头并被

他骂为教条主义者的俄国流亡者的。

  劫形式——当然，如果不算各统治阶层的抢劫的话——就是被资本家们商业

化了的盗马活动，而“不说空话的革命者”不过是在资本家手中的简单工具和

牺牲品而已。

６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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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与一切不想返回祖国加入我们队伍的政治流亡者断绝联系；而

在这个队伍还不明显的时候，我们要与一切不促使这个队伍在俄国生活的舞

台上公开活动的人断绝联系。我们把那些已经声明自己是欧洲革命的工作

人员的流亡者作为例外。今后我们不会再重复这些话和不再发出号召了

……有耳目的人会看到和听到实干家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这种人不参加他们

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正像如果藏在幕后的一切同遮

盖它们的幕一起被冷静地、无情地消灭不是我们的过错一样。”

巴枯宁的面目在这里昭然若揭了。他命令流亡者冒着死亡的

危险作为他的秘密团体的密探回到俄国去，——这方面他学习了

俄国暗探的手法，俄国暗探曾给流亡者提供护照和金钱，要他们到

俄国去完成密谋性目的，——但同时他却给自己发出了教皇许可

证，允许他自己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太太平平地留在瑞士，

在那里埋头写作各种宣言，来陷害那些被警察当局关在监狱中的

不幸的大学生。

“除了从事消灭，我们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活动，但是我们同意这样一种意

见，就是这一活动的表现形式应当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毒药、刀子、绞索等

等，革命把这些一律看做是神圣的手段。可见，大有用武之地！……让一切健

康的、年轻的人立即开始用火和剑根除祸害、清扫和开发俄罗斯大地的神圣

事业，同那些将在全欧洲从事同样的事业的人亲密地联合起来吧。”

我们要补充一下，这张堂皇的传单上所说的那种必然的强盗

是以矫揉造作的卡尔·穆尔（席勒的“强盗”中的人物）的面貌出现

的，“人民裁判”第２期３６０在援引这份传单的一段时，直接称它为

“巴枯宁的传单”。

“‘人民裁判’① 协会会刊”第１期开宗明义就声称，俄国人的

７４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① 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总是把这个名词译为《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人民司法”］，但

是俄文的《 》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司法，而是裁判，甚至可以说是报

复、算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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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起义是必不可免的，它已为期不远了。

“我们，即无论如何总是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人民青年，应该为全民起义

扫清道路，即消除阻碍它前进的一切障碍并且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鉴于暴

动必不可免而且为期不远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把俄国一切分散的革命势力

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决定以革命中心的名义印发传单，遍布

俄国的各个角落的每一个我们的同志，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任何一个工作人

员，哪怕是我们不认识的人，随时将可以从这些传单上看到，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朝哪个方向前进。”

接着，传单上宣称：

“思想对我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能够服务于激进地、普遍地破坏一切

的伟大事业。谁要是按照书本来学习革命事业，谁就只会成为革命的废物

……我们对言论已失去任何信心；言论只有当它随即见诸行动时，对我们才

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称之为行动的东西，远不全都是行动。例如，缩手缩

脚地、过分谨慎地组织秘密团体而没有任何外在的实际表现，这在我们看来

不过是既可笑又讨厌的儿戏罢了。只有肯定是在破坏妨碍人民解放的某种

东西（人、物、关系）的一系列行动，我们才称之为实际表现……我们不惜牺牲

生命，不顾任何威胁、困难和危险等等，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大胆而果敢的尝

试冲入人民生活中去，并且使人民相信我们、相信自己、相信他们自己的威

力，从而发动、团结和推动他们去胜利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但是，“裁判”杂志的革命辞句突然变成了对在日内瓦出版的、

维护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的一家俄文杂志——“人民事业”３６１的攻

击。很明显，对于巴枯宁在俄国以国际的名义所进行的同盟宣传

来说，强迫这家揭穿其骗局的杂志沉默是极端重要的。

“如果上述这家杂志在这条我们一定要对它表示和表明自己态度的道路

上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深信，真正的实干家们立即就会抛开一切理论，

尤其是教条。对于虽然真挚但同我们的旗帜直接对立的各种著作，我们是能

够用我们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来妨止它们流传的。”

８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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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己这个危险的对手进行了这些威胁以后，“人民裁判”

继续说道：

“在最近国外出版的传单中，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推荐巴枯宁的告非阶

层的青年学生书……巴枯宁劝你们离开学院、大学和其他学校，到民间去，是

正确的。”

可见，巴枯宁是永远不会放过自我吹嘘的机会的。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略述过去和现在的事业观”。前面我们

已经谈到，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是怎样威胁在国外出版的国际俄国

支部的机关刊物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怎样大肆

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攻击这个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

恰也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

“诚然，庄稼汉是从来不去臆想未来社会制度的形式的，然而，在消除了

妨碍他们的一切以后（即在进行破坏一切的革命——这是第一件事情，因而

对我们来说也是最主要的事情——以后），他们对生活的安排，比之按照自命

是人民的导师而主要是人民的指挥者的那些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写出来的

一切理论和计划所进行的安排，将要有见识得多、好得多。对于没有被文明

眼镜损害了视力的人民的眼睛来说，这些不受欢迎的导师想在科学、艺术等

的掩盖下把肥缺留给自己及其同流的意图是太明显了。即使这些意图像受

现代文明熏陶出来的人的不可分割的属性那样真诚，那样天真，人民也不会

因此就觉得好受些。在斯切尼卡·拉辛离开阿斯特拉罕以后由瓦西里·乌

斯在那里建立的哥萨克会议中，社会平等的理想目的的实现比在傅立叶的法

伦斯泰尔中，比在卡贝、路易·勃朗和其他博学的〈！〉社会主义者的制度下，

比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协作社中，要彻底得无比。”

接着有整整一页都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谩骂。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营得的肥缺就是俄国政府让他在西伯

利亚坐牢，可是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而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巴

枯宁却只是从国外表现表现而已。而且正好在政府甚至严禁在报

９４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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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

却对他进行攻击。

我们这些“无定形的”革命者继续写道：

“我们承担着摧毁腐朽的社会大厦的责任……我们来自人民，被现代制

度啃嚼得遍体鳞伤，因此对一切非人民的东西满怀仇恨，对于我们所憎恨的、

除了祸害以外不能期望给我们任何东西的那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道德

义务和尊敬可言。我们只有一个否定的、始终不渝的计划——无情破坏的计

划。我们直接拒绝规划未来的生活条件，因为这和我们的活动是不相容的；

所以我们认为任何纯粹理论上的智力工作都是毫无好处的……我们只负责

破坏现存社会制度。”

这两位喜欢从国外表现表现的人暗示说，１８６６年那次谋杀沙

皇的活动是他们的秘密团体所计划的“一系列破坏一切的行动”之

一：

“１８６６年４月４日卡拉科左夫开创了我们的神圣事业。从此以后青年们

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力量……这是榜样，这是事实！按其日益增长的意

义来说，是任何宣传都不能相比的！”

随后，他们开列了一长串应由委员会立即处死的“坏蛋”名单。

许多人“将被拔掉舌头”……但是，

“我们将不触动沙皇……我们将让沙皇活到人民的、庄稼汉的审判到来

的日子；这个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让我们的刽子手活到人民的雷雨大

作的时刻吧”……

谁也不敢怀疑这些俄文的抨击性文章、秘密规章和巴枯宁从

１８６９年以来用法文发表的全部著作都出于同一个来源。相反地，

所有这三类著作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同臭名远扬的

破坏一切的组织中划分亲信程度的三个等级相适应。公民Ｂ的法

文小册子是为同盟普通盟员写的，这里考虑到了他们的成见。对

０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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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谈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

以及诸如此类于事无损的东西：这一切都不过是空话。秘密规章是

给西方的国际兄弟制定的：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完全放纵人

民生活……的恶欲”，但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有一种秘密的指导

因素——就是这些兄弟；对他们只做一些关于从洛约拉那里剽窃

来的同盟道德的很不明确的暗示；关于彻底铲除的必要性只是私

带地提到，因为这些西欧人是在庸人成见中教养出来的，对待他们

须要略加小心一点。对他们的说法是，使那些还不熟悉真正的无政

府主义的人感到过于眩目的真理，将在俄国支部纲领中彻底加以

阐明。这位先知只是同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上帝的选民，同自

己神圣俄罗斯的青年才敢于坦率地讲话。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已经

变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动，革命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单

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唯一的行为规范就是被颂扬备

至的耶稣会的道德；革命者的楷模就是强盗。在这里，坚决禁止青

年进行思考和学习科学，因为这都是能够使他们怀疑破坏一切的

正统思想的世俗事务。谁要是坚持理论上的异端邪说或者妄想对

普遍的无定形性的教条进行庸俗的批判，谁就有受神圣的宗教裁

判的危险。在俄国青年面前，教皇无论在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用

不着讲客气。他可以畅所欲言。思想的极度贫乏寓于无限夸张的

无稽之谈之中，以致无法用法语把它的滑稽可笑之处全部表达出

来，而不使它减色。正如一个俄罗斯人所说的，巴枯宁的语言甚至

不是俄语，而是鞑靼语。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付

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这是青蛙

和犍牛的寓言。

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

１５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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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

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

拔掉”，但是他们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的确，沙皇、官吏、贵族、

资产阶级可以高枕无忧。同盟并不是同现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

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

无足轻重的配角。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他们诬蔑车尔尼雪夫

斯基；警告“人民事业”的编辑们说，要用“我们所握有的各种实际

手段”迫使他们沉默；同盟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

这就是破坏一切的纲领中唯一已经开始执行的部分。我们现在谈

一谈他们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功绩。

从１８６９年４月起，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便着手为俄国革命准备

基础。他们从日内瓦纷纷把信件、呼吁书和电报寄往圣彼得堡、基

辅和其他城市。其实，他们知道，要把信件、呼吁书，特别是电报寄

往俄国，“第三厅”（秘密警察）不可能不进行检查。这一切只能有一

个目的——就是陷害人。在平安无事的日内瓦不冒任何风险的人

物所使用的这些卑鄙手段，使得俄国有无数的人遭到逮捕。而且有

人预先就警告过他们，说他们是在制造危险。我们掌握有一个证

据，可以证明从俄国寄来的一封信的下面一段话已经告诉了巴枯

宁。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转告巴枯宁，如果革命对他说来还有哪怕是一点神

圣的东西，就叫他停止散发他那些荒诞的传单，由于这些传单，许多城市都发

生搜查和逮捕事件，任何重要工作都陷于瘫痪。”

巴枯宁回答说，这一切都是捏造，涅恰也夫已经到美洲去了。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巴枯宁的秘密法典规定，必须“使……沽

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

２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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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身，然后再利用他们”（“革命问答”第十九条）。

还有一个证据。１８６９年４月７日，涅恰也夫写信给托米洛娃

女士（一位上校的妻子，这位上校后来由于妻子被捕忧伤而死），说

“在日内瓦事情多得很”，并且催促她派一位可靠的人到那里去同

他商洽。“要商谈的事情不仅牵涉到我们的买卖，而且牵涉到全欧

洲的买卖。这里事如鼎沸。正在煮一锅全欧洲都喝不完的菜汤。您

赶快进行吧。”后面注明了日内瓦的地址。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

的手里；它被秘密警察当局在邮局截去了，结果托米洛娃女士被逮

捕，她只是在法院侦讯过程中才看到这封信（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

报道，载于１８７１年“圣彼得堡消息报”第１８７号①）。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巴枯宁在策划阴谋时是经过周密考虑

的。基辅学院学生马夫里茨基收到了从日内瓦寄给他的传单。他

马上把传单交给上级，上级赶忙派一位代理人即密探到日内瓦去。巴枯

宁和涅恰也夫与这位来自俄国南部的代表过从甚密，交给他传单，告诉他

据他说是涅恰也夫在俄国认识的人的地址，并且给了他一封信，这封信只

能看做是委托书和介绍信（“圣彼得堡消息报”第１８７号）。

１８６９年９月３日（新历９月１５日），涅恰也夫在莫斯科以日

内瓦世界革命委员会密使身分去见他在出国以前就认识的一位青

年人——乌斯宾斯基，对他出示了前面讲到过的委托书。涅恰也夫

告诉他说，持有同样委托书的该欧洲委员会的密使们将到达莫斯

科，至于涅恰也夫本人，他个人是受委托“在青年学生中组织秘密

团体……以便在俄国发动人民起义”。经乌斯宾斯基介绍，涅恰也

３５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① 有关涅恰也夫阴谋的一切事实，我们都是从“圣彼得堡消息报”发表的关于该

案件的报道中引来的。我们将指明这些事实引自该报的第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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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了找寻安全的避难所到离城相当远的农学院去了，在那里同

伊万诺夫——以忠于青年和人民的利益而最出名的大学生之一

——建立了联系。从这个时候起，农学院便成了涅恰也夫的活动中

心。起初他用的是假姓名，他说他曾游历过俄国的许多地方，人民

到处都准备起义，如果不是革命者说服他们在把俄国的一切革命

力量联合起来的广泛而强大的组织尚未建立以前应当忍耐的话，

他们早就已经起义了。涅恰也夫催促伊万诺夫和其他大学生赶快

加入这个受万能的委员会领导的秘密团体，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

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秘密团体的成员不应该知道委员会的成员

和所在地。这个委员会和这个组织就是世界联合会、革命同盟、国

际工人协会的俄国分部！①

涅恰也夫首先在大学生中散发前面提到的传单“几句话”，以

便让他们知道，从西伯利亚逃走的１８４８年著名革命家巴枯宁在欧

洲起着巨大的作用，他是工人的总全权代表，他签署世界协会总委

员会的委托书，就是这位英雄劝他们抛弃学业等等。为了给他们提

出一个忠诚至死不渝的鲜明榜样，他曾向他们朗读巴枯宁的朋友、

赫尔岑的“钟声”报的撰稿人奥格辽夫所写的，以“大学生”为题的

献给“青年朋友涅恰也夫”的一首诗３６２。在这首诗中，涅恰也夫被描

绘成一个理想的大学生，“从童年起就不知疲倦的战士”。奥格辽夫

在他的诗中歌颂涅恰也夫从少年时代起为了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而

４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应当指出，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ｂｃｈｔｃｈｅｓｔｖｏ，ｓｏｉｏｕｚ，ｔｏｖａｒｉｃｈｔ－ｃｈｅｓｔ

ｖｏ）这几个词在俄语中或多或少是同义词，在使用时常常没有区别。同样地，

“国际的”这个词在大多数场合也可以译为“世界的”（《ｖｓｅｍｉｒｎｙｉ》）。因此，在

俄文报刊中“国际协会”这几个词译出来以后，用法文再译回来常常是“世界同

盟”这几个词。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就是利用这种术语上的混乱现象，才得以利

用我们协会的名称并戕害了大约一百名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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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的苦难；他怎样培养对人民的忠诚；沙皇的报复和贵族的恐惧

怎样迫使他漂泊流浪（ｓｋｉｔａｎｉｅ，流落他乡）；他怎样去游历，向四面

八方的全体农民发出号召：联合起来吧，勇敢地挺起身来吧，等等，

等等；他怎样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结束了苦役生活；但是他一

生从不虚伪，他始终忠于斗争，他怎样在停止呼吸以前仍然反复地

说：要为全体人民捍卫住他们的土地和自由！——这首同盟的诗

发表于１８６９年春天，当时涅恰也夫正在日内瓦寻欢作乐。这首诗

和其他呼吁书一起，被成包成包地寄往俄国。简单地转抄这一首诗

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使新信徒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涅恰也夫根

据委员会的命令叫该团体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转抄这首诗并加

以传播（某些被告的供词）。

各地进行的破坏一切的活动要使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成为无定

形的东西，大概只有音乐得天独厚，能够摆脱这种命运。涅恰也夫

代表委员会指示要用革命的音乐支援宣传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

设法为这首诗歌杰作配上曲子，以便青年们高声歌唱（“圣彼得堡

消息报”第１９０号）。

关于他已经死去的神秘传说并不妨碍他暗示说，涅恰也夫可

能还活着，甚至并不妨碍他秘密地告诉别人，说涅恰也夫现在以

工人的身分住在乌拉尔，并且在那里组织了一些工人团体（“圣

彼得堡消息报”第２０２号）。他主要是对那些“毫无出息”的人，

即那些幻想建立工人协会的人公开了这个秘密；他想使他们佩服

这个神话般的英雄。当关于虚构的他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走一事

的传说以及关于他死在西伯利亚的富有诗意的传说已经使人们深

信不疑的时候，当据他估计革命问答已经灌进了亲信者的头脑的

时候，他终于实现了福音书上所说的复活，并且声称，涅恰也夫

５５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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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这位要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证人和被告所说的曾

经为彼得堡大学生所嘲笑和鄙视的那个涅恰也夫了。现在的涅恰

也夫是世界革命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巴枯宁完成了使他改变面貌

的奇迹。涅恰也夫符合他自己所宣传的那个组织的规章的一切要

求；他“做了几件为委员会所知道和重视的事情，因而受到赏

识”；在布鲁塞尔，他组织并领导了一次国际会员大罢工；比利时

委员会派他为代表去和国际的日内瓦组织接头，在那里他会见了

巴枯宁，但是，据他说他“不安于小成”，于是回到俄国，以便开

始“革命活动”。他还断言，由１６名俄国流亡者组成的参谋部全

体人员都同他一道到了俄国。①

乌斯宾斯基、伊万诺夫，还有４名或６名青年，大概是莫斯科

仅有的几个受这些狡猾手段愚弄的人。这些亲信者中有４个人受

命招募新的拥护者并建立小组或小支部。在涅恰也夫案件的文件

中有这种组织计划，这个计划同秘密同盟的计划几乎完全相同。在

法庭上宣读了“共同组织原则”，主要亲信者没有一个人否定这个

文件的真实性；而且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主编的“人民裁判”第２

期上已经承认了下列几条的真实性：

“本组织是以对个人的信任为基础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知道他属

于哪一级，就是说不知道他离中心远还是近。——无条件服从委员会的命

令。——放弃自己的财产，把它交给委员会掌管。——凡是使我们的事业得

到一定数量的新信徒，并用事实表明自己有力量有才能的成员，都可以看到

这些指示，以后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本团体的章程。力量和才能的大小由委

员会确定。”

６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俄国流亡者谁也没有回俄国去，而且在全欧洲也招募不到１６名俄国政治流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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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欺骗莫斯科的成员，涅恰也夫对他们说，在圣彼得堡已经

有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事实上那里连一个小组、一个支部都没

有。有一次，他糊涂了，当着一个亲信者的面高声喊道：“在彼得堡

他们像女人一样背弃了我，像奴隶一样出卖了我。”在彼得堡他又

反过来说，在莫斯科，这个组织的发展快得惊人。

由于莫斯科有人表示希望见到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邀请了

一位关心学生运动的彼得堡青年军官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去看看这

些小组。这位青年人同意了，在路上涅恰也夫封他为“国际协会日

内瓦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

对他说：“如果您不是我们团体的成员，您就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这是

给您的委托书，它可以证明您是国际协会会员；作为协会会员，他们会让您参

加。”

委托书盖有法文印章，内称：“兹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国际协会

的受托人。”据其他几位被告说，涅恰也夫向他们保证，这位陌生人

“确实是日内瓦革命委员会的受托人”（“圣彼得堡消息报”第２２５、

２２６号）。

伊万诺夫的朋友多尔哥夫供认，“涅恰也夫曾谈到秘密团体，

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人民提出抗议的时候支持他们，引导他们，以

便取得好的结果，当时涅恰也夫提到国际协会，并且说，巴枯宁负

责与该协会联系”（第１９８号）。——里普曼证明；涅恰也夫“为了

使他放弃关于劳动组合的思想，就对他说，国外有一个国际工人协

会；要想达到该协会所追求的目的，只要加入这个团体就够了，在

莫斯科有该团体的分部”（第１９８号）。从后来的一些供词可以看

出，涅恰也夫把国际说成是一个秘密团体，把他自己的团体冒充为

国际的支部。于是，他便向亲信者们保证，他们的莫斯科支部和国

７５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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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一样，将大规模地举行罢工并且建立联合会。当被告里普曼向他

索取该团体的纲领时，涅恰也夫拿出一张法文传单给他念了几段，

上面谈到该团体的目的；被告认为，这张传单就是国际的纲领；他

还补充说：“因为报刊上对这个团体谈得很多，所以我根本没有发

现涅恰也夫的建议有什么犯罪的东西。”主要被告之一库兹涅佐夫

声称，涅恰也夫曾经对他们宣读国际协会的纲领（第１８１号）；库兹

涅佐夫的兄弟供认，“他曾看见有人在他兄弟那里把一张法文传单

译成俄文；他以为这张传单是某团体的纲领或章程”（第２０２

号）。——被告克利敏说，向他宣读的是“巴枯宁加有附语的国际

协会纲领，我记得，纲领用的是非常一般的措辞，甚至没有谈到达

到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说的是普遍平等”（第１９９号）。被告加夫

里舍夫解释说，“可以认为，那份法文传单包含有对曾经在日内瓦

举行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代表们的意见的阐述”。最后，被告斯维

亚茨基使我们彻底弄清楚了这张神秘的法文传单究竟是什么东

西，搜查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张用法文写的传单，标题是：“国际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斯维亚茨基说：“在报纸上关于国际协会谈

得很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很想纯粹从理论上来了解它的纲领。”

（“圣彼得堡消息报”第２３０号）这些供词证明，同盟的秘密纲领是

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充国际的纲领而散发出去的。主要被告乌斯宾

斯基的供词证明，世界革命委员会（涅恰也夫自称是它的密使）和

同盟中央局（公民Ｂ）是一回事。乌斯宾斯基声称，他收集小组的全

部会议记录，“以便把关于各次会议的报告寄给日内瓦的巴枯宁”。

主要被告之一普累若夫声称，涅恰也夫吩咐他到日内瓦去，把报告

送给巴枯宁。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在审讯中揭露的这位巴

８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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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宁的走狗所搞的一切骗局、蠢事、欺诈活动和暴力行为。我们只

指出几件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在这个组织中一切都是秘密的。多尔哥夫叙述说：“在加入这

个团体以前，他想知道这个团体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手段；涅恰也夫

说，这是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以后会对他公开的”（“圣彼得堡消息

报”第１９８号）。当该团体的成员敢于提出问题的时候，涅恰也夫就

堵住他们的嘴，说什么根据章程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在某一件事

情上做出卓著的成绩以前都无权知道任何情况（第１９９号）。有一

名被告说：“在我们同意加入这个团体以后不久，涅恰也夫就开始

用委员会的权力和力量来恫吓我们，据他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

它在领导我们；他说，委员会有自己的警察机关，如果有谁背弃了

自己的诺言，违犯那些居于我们小组之上的人的命令，委员会就要

进行报复。”有一位被告承认，“当他发现了涅恰也夫的诈骗勾当以

后，他曾经告诉涅恰也夫，他想洗手不干而到高加索去休养。涅恰

也夫对他声称，这样不行，如果他竟敢退出这个团体，委员会可能

要把他处死；当时涅恰也夫就命令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谈论

秘密团体，以便罗致新信徒，并且朗读悼涅恰也夫之死的那首诗。

当被告拒绝服从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开始威胁他，说：你无须争辩，

你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第１９８号）。——如果这只

是个别情况，那还可以对它表示怀疑，但是许多被告都供认了完全

相同的事实，而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事先商量好的。——另一

位被告供认，该小组的成员发现他们受人欺骗以后，他们都想退

出，但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害怕委员会报复（第１９８号）。

一位证人谈到他的朋友——被告之一时说，被告弗洛林斯基

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摆脱不让他工作的涅恰也夫了；证人劝他离开

９５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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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但是弗洛林斯基回答说，涅恰也夫会在彼得堡

找到他，就像在莫斯科找到了他一样；涅恰也夫强奸了许多青年的

信念，恫吓他们，弗洛林斯基显然是害怕涅恰也夫告密。利胡亭供

认：“我亲耳听见有人说，涅恰也夫从国外把各种内容激烈的信件

寄给他认识的人，想借此来陷害他们，使他们遭到逮捕。这是他的

性格特征之一。”（第１８６号）叶尼舍尔洛夫甚至说，他已开始把涅

恰也夫看做是一个政府密探了。

有一次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以委员会密使的身分列席了一个人

数不多的小组的会议，并且表示不满意该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之

一克利敏回答他说，“他们也感到不满；起初对被招募加入该团体

的人说，每个支部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并不要求支部的成员

一味服从；但是，后来的表现却完全不是这样，委员会使它们处于

奴隶地位”（第１９９号）。——涅恰也夫用盖有“世界革命同盟俄国

分部公用笺”钤记的公文纸发布命令，用的是下面这一套措辞：“本

委员会命令你做……”，完成某项任务，到某个地方去等等。

一个青年军官由于绝望了，决定退出这个团体。涅恰也夫表面

上同意，但是要求他缴赎金。叫他必须弄到一张有科拉切夫斯基签

字的６０００卢布（约合２万法郎）的票据。在１８６６年卡拉科左夫谋

杀事件以后，科拉切夫斯基同他的两个姊妹一起才服满了长期监

狱监禁的刑期。在我们现在谈论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

姊妹又由于政治案件的牵连再次坐牢。全家都受到警察当局极其

严密的监视，科拉切夫斯基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涅恰也夫就利用

了这一点；上述那位青年军官遵照他的命令，捏造了一个借口请科

拉切夫斯基到他家去，开始和他交谈，并把一些传单交给他，科拉

切夫斯基出于好奇心收起了传单。科拉切夫斯基还没有走到街上，

０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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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位军官走来命令科拉切夫斯基跟着他走，并且说，他是第三

厅（秘密警察）的官员，他知道科拉切夫斯基身上藏有策动暴乱的

传单。必须指出，仅仅保藏这些传单，就已足以使一个人不仅是受

多年的审前羁押了，如果这个人已经不幸和什么政治案件有牵连，

那就得被流放去服苦役。第三厅的假密探叫科拉切夫斯基坐上一

辆马车，随即便提出要他贿买，叫他立即在一张６０００卢布的票据

上签字。科拉切夫斯基被迫两者择一：或者接受这一建议，或者到

西伯利亚去，于是只好在票据上签了字。第二天，另一个青年人涅

格烈斯库耳得知此事后怀疑有涅恰也夫在从中搞鬼，立即找那位

第三厅的假密探，要求他说明这个骗局的真相。假密探矢口否认；

票据被藏起来了，只是到后来进行搜查的时候才被发现。由于阴谋

暴露和涅恰也夫逃走，他没有取得这笔钱。涅格烈斯库耳早就知道

涅恰也夫的底细。在日内瓦，他成了涅恰也夫策划的一次诈骗勾当

的受害者；后来巴枯宁企图招募他。不久，他就被骗走了１００卢布

（第２３０号）。虽然他对涅恰也夫恨之入骨并且认为涅恰也夫什么

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但是终不免遭到涅恰也夫的陷害。他被捕了

并且死在监牢里。

我们前面谈到，伊万诺夫是涅恰也夫所招募的第一批人员之

一。这是莫斯科农学院最受爱戴、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他全心全

意地为改善自己同学的生活状况而操劳，组织互助储金会，办食

堂，贫苦的同学可以在这里免费用膳，同时这里又可以作为讨论社

会问题的方便的会场。他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教育住在农学院

附近的农家子弟。同学们一致确认，他无限忠实于自己的事业，献

出了自己最后几个铜板，而经常吃的是冷饭。

伊万诺夫对涅恰也夫和巴枯宁的荒谬透顶的恐怖主义传单感

１６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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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但是弗洛林斯基回答说，涅恰也夫会在彼得堡

找到他，就像在莫斯科找到了他一样；涅恰也夫强奸了许多青年的

信念，恫吓他们，弗洛林斯基显然是害怕涅恰也夫告密。利胡亭供

认：“我亲耳听见有人说，涅恰也夫从国外把各种内容激烈的信件

寄给他认识的人，想借此来陷害他们，使他们遭到逮捕。这是他的

性格特征之一。”（第１８６号）叶尼舍尔洛夫甚至说，他已开始把涅

恰也夫看做是一个政府密探了。

有一次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以委员会密使的身分列席了一个人

数不多的小组的会议，并且表示不满意该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之

一克利敏回答他说，“他们也感到不满；起初对被招募加入该团体

的人说，每个支部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并不要求支部的成员

一味服从；但是，后来的表现却完全不是这样，委员会使它们处于

奴隶地位”（第１９９号）。——涅恰也夫用盖有“世界革命同盟俄国

分部公用笺”钤记的公文纸发布命令，用的是下面这一套措辞：“本

委员会命令你做……”，完成某项任务，到某个地方去等等。

一个青年军官由于绝望了，决定退出这个团体。涅恰也夫表面

上同意，但是要求他缴赎金。叫他必须弄到一张有科拉切夫斯基签

字的６０００卢布（约合２万法郎）的票据。在１８６６年卡拉科左夫谋

杀事件以后，科拉切夫斯基同他的两个姊妹一起才服满了长期监

狱监禁的刑期。在我们现在谈论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

姊妹又由于政治案件的牵连再次坐牢。全家都受到警察当局极其

严密的监视，科拉切夫斯基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涅恰也夫就利用

了这一点；上述那位青年军官遵照他的命令，捏造了一个借口请科

拉切夫斯基到他家去，开始和他交谈，并把一些传单交给他，科拉

切夫斯基出于好奇心收起了传单。科拉切夫斯基还没有走到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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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惊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委员会要命令他去散发“几句话”、奥

格辽夫的“死亡之歌”、“人民裁判”，最后还有巴枯宁那份纯粹是贵

族的传单：“告俄国贵族书”①。他已经开始忍耐不住了，便去打听：

委员会在哪里，它在干什么事情，这个在一切事情上都同意涅恰也

夫意见而谴责其他成员的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表示希望

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见见面；他有权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涅恰也夫

本人把他提拔到了相当于秘密同盟民族委员会委员级别的那一

级。于是，涅恰也夫便演出了前面描写过的来自日内瓦的国际密使

的那出喜剧，才摆脱了窘境。

有一次，涅恰也夫命令把预定供大学生互助储金会使用的一

笔钱上交给委员会。伊万诺夫表示反对，于是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

场争吵。其他同志劝伊万诺夫服从委员会的决定，因为他们都承认

２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下面是引自巴枯宁的铅印传单“告俄国贵族书”中的一段：“在十九世纪的五十

年当中，我们曾经是从根本上动摇的皇座的支柱；１８４８年，在欧洲到处爆发人

民的疯狂行为的风暴时期，我们用自己的英勇功勋拯救俄罗斯国家，使之免遭

各种社会空想的冲击，为此我们得到了什么特权呢？…… 我们拯救了国家，

使之免于支离破碎，并且扑灭了有席卷整个俄国之势的波兰大火；我们不惜自

己的力量，以无比的大无畏精神直到现在仍然为在俄国根除革命分子而努力，

为此我们得到了什么奖赏呢？——甚至被昏庸无能的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称为

祖国拯救者的、以其英勇行为名扬于世的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难道不是出

身于我们之中吗？——为了这一切，我们得到了什么呢？为了这一切无可估

价的功绩，我们被剥夺了过去所有的一切…… 我们现在这个公开的号召是

早就准备好了和组织好了的绝大多数真心的俄国贵族的声明…… 我们觉得

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正确，我们大胆地向暴君、德国的公爵亚历山大二世·

萨尔梯柯夫－罗曼诺夫发出挑战，要他在１８７０年将要在柳里克的后代和俄国

独立贵族党之间爆发的那场崇高的骑士战斗中和我们决一胜负。”

“以其英勇行为名扬于世的穆拉维约夫”不是别人，就是扼杀波兰的那个

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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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章程，而章程规定他们必须服从。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伊万诺

夫让了步，勉强地服从了这个决定。从此以后，涅恰也夫就开始想

方设法甩掉这个人，大概他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处死的教条主义的

革命者吧。他开始和乌斯宾斯基从理论上商谈，如何惩治和消灭由

于不服从命令可能会为害和毁掉整个规模庞大的秘密组织的那些

不可靠的成员。

涅恰也夫这样处理他的秘密团体的事务，结果自然会使人对

这个组织是否郑重的问题发生怀疑。各支部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以

审查学院的全体学生名单，确定应该吸收的人，并且寻求弄钱的方

法。这种方法之一就是以帮助“受难的大学生”即被行政上开除的

学生的名义来募捐；这样募集来的钱直接落入了委员会——涅恰

也夫的腰包。还要求各支部弄到各种服装，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供

涅恰也夫逃走时化装之用。但是，主要的工作是抄写“死亡之歌”和

前面引用过的那些传单。这个阴谋的参加者应该把他们会议上谈

到的一切都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为了使他们什么也不敢隐瞒，

涅恰也夫还威胁他们说委员会到处都有自己的暗探。每个人都要

向小组提交关于他在会下所做的一切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些报告

来起草寄给巴枯宁的总结报告。

所有这一切幼稚的、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法，使伊万诺夫怀疑到

委员会本身是否存在和这个组织是否具有被那样大加宣扬的威力

这些问题。他开始猜测，这一切都要归结为荒谬的对人的剥削，这

一切都是一场大骗局；他坦白地对他的好朋友们说，如果事情毫无

进展并且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些荒谬事情的话，那他就要和涅恰也

夫决裂，自己建立一个郑重的组织。

于是，涅恰也夫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命令把自己的传单贴到

３６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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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食堂里去。伊万诺夫知道，贴传单的结果，必然招致封闭食

堂、禁止集会和赶走优秀的学生。因此，他反对这样做（事实上果真

如此：大学生食堂被查封了，管理食堂的全体代表都被开除）。由于

这件事情发生了一场争执，但是涅恰也夫还是照例重复他那一句

老话：“这是委员会的命令！”

伊万诺夫完全陷于悲观失望。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０日，他到支部

成员之一普累若夫那里去，对他说要退出这个团体。普累若夫把这

话转告给乌斯宾斯基，乌斯宾斯基又赶忙把这事告诉涅恰也夫，过

了几个小时，他们三个人在库兹涅佐夫那里集合，那里还住着尼古

拉也夫。在那里涅恰也夫说，应该惩罚这个起来反对委员会命令的

伊万诺夫，必须摆脱他，使他以后无法为害。大概是因为伊万诺夫

的好朋友库兹涅佐夫没有明白涅恰也夫的意图，所以涅恰也夫点

明说，必须把伊万诺夫杀死。普累若夫对着库兹涅佐夫高声说：涅

恰也夫发疯了，他想杀死伊万诺夫，必须制止他那样做。涅恰也夫

用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制止了他们的动摇，他说：“你们也想起来反

对委员会的命令吗？如果不能用别的办法把他杀死的话，那末我和

尼古拉也夫今天夜间到他房间里去把他勒死。”后来，他建议夜间

把伊万诺夫骗到学院校园中的一个岩洞里去，说是要把在那里隐

藏了很久的印刷机掘出来，就在那里把他弄死。

可见，甚至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涅恰也夫本人也给了伊万诺

夫的忠诚以应有的评价。他深信，虽然伊万诺夫要退出这个团体，

但是他一定会来帮忙掘印刷机的，他不会出卖他的，因为如果他想

这样做的话，那他在退出以前或者退出后立即就会做了。如果伊万

诺夫想把涅恰也夫出卖给警察当局的话，那末现在就是他把这个

罪犯当场抓住的机会。但是情况恰好相反：伊万诺夫感到很幸福，

４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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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说明存在这个组织的肯定的证据，说明这个组

织拥有某种现实手段（哪怕是一些印刷铅字）的明显标志。他忘记

了涅恰也夫对变节者的一切威胁，当时他和一位朋友正在喝茶，尼

古拉也夫奉涅恰也夫之命到这位朋友那里去找他，他匆忙告别了

朋友，去见召唤他的涅恰也夫。

在漆黑的夜里，伊万诺夫毫不怀疑地走到岩洞附近。突然有人

大喝一声从后面向他扑去。一场可怕的殴斗展开了；只听见涅恰也

夫的咆哮声和被他用双手卡住脖子的受害者的呻吟声；接着一声

枪响，伊万诺夫应声倒下死去。涅恰也夫的手枪子弹击穿了他的头

部。“快拿绳子、石头”，——涅恰也夫一边喊，一边搜死者的口袋，

掏他的文件和钱。然后就把他扔进水池。

凶手们回到库兹涅佐夫家后，便采取措施掩盖罪迹。他们烧掉

了涅恰也夫的血衣。同谋犯们都面色阴沉，精神沮丧。突然又一声

枪响，子弹正好从普累若夫耳边飞过。涅恰也夫道歉说：“他想向尼

古拉也夫解释手枪的构造。”证人们一致声称，这是一次新的谋杀

行为。涅恰也夫想杀掉普累若夫，因为普累若夫那天早晨竟敢反对

暗杀伊万诺夫。

在此以后，涅恰也夫立即匆忙地离开了莫斯科，和库兹涅佐夫

一道到彼得堡去了，而让乌斯宾斯基在莫斯科进行活动。在彼得

堡，他装做在继续从事他那个组织的工作，但是，库兹涅佐夫感到

非常惊异，他发现，比起莫斯科来，这里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存在。

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涅恰也夫：“委员会究竟在哪里？你就是委员会

吗？”——涅恰也夫还是否认这一点，他肯定地向库兹涅佐夫说，委

员会是存在的。涅恰也夫回到莫斯科对尼古拉也夫坦白地承认，既

然乌斯宾斯基已经被捕，那末其他的人也将全部被捕，因此他“不

５６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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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该怎么办”。那时，他的最忠诚的信徒尼古拉也夫也只好断然

问他，那个神奇的委员会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委员会只由涅恰也夫

一个人组成。——“他没有肯定地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为了吸引

人们从事这种事情，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在国外也有这

种规矩，巴枯宁也和其他人一样按这种规矩办事，既然这些人都遵

循这种规矩，那末很明显，他涅恰也夫也可以这样行事。”（第１８１

号）后来，他命令尼古拉也夫和普累若夫一起到土拉去骗取一个工

人（尼古拉也夫的老朋友）的护照。不久他本人也到土拉去了，在那

里他请求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陪他去日内瓦，对他说来这是

绝对必要的。

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暴动期间声名狼

籍；她甚至坐过牢，她在狱中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由于决心自

首，她向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写了自白书，这份自白书牵累了许

多人。在干完了这一切以后，她迁居到一个省城去住，在警察当

局的监视之下过日子。因为她担心不发给她护照，所以涅恰也夫

用某种方法给她弄到了一张。有人会问，为什么涅恰也夫需要有

这样一个只要与之同行就会使他在国境上被捕的女旅伴呢？但是，

涅恰也夫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陪同下顺利地到达了日内

瓦，而且当那些被他愚弄的不幸的人被投进监狱的时候，他却和

巴枯宁一道着手编辑“人民裁判”第２期。“日内瓦国民、政治和

文学报”３６３报道了涅恰也夫的阴谋，并且认为巴枯宁在其中起了领

导作用，巴枯宁可能对此引以为荣，因此竟忘记了他的“人民裁

判”是冒充在莫斯科出版的，而把“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

报”上用法文写的文章连篇累牍地排进“人民裁判”中去。杂志

刚一印好，就责成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把它和其他传单一道

６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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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俄国去。在国境上专门等候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第三

厅密探没收了她的印刷包裹。她在被捕以后把一份只有巴枯宁可

能知道的人的名单交给了那个密探。涅恰也夫案件的被告之一，也

是涅恰也夫最亲近的人之一在法庭上供认，“他以前以为巴枯宁是

个正派人，他不明白巴枯宁和其他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卑鄙地使这

个女人遭受被逮捕的危险”。

巴枯宁借口要亲自领导他所预言的必然爆发的伟大革命，摆

脱了自己到俄国去的责任，而他在欧洲却大肆活动，真像“身有魔

胆”一样。洛克尔的“进步报”，即同盟在瑞士的机关报刊登了“人民

裁判”上文章的长篇摘录。吉约姆在该报上大肆赞扬伟大俄国社会

主义者们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并且说，他的弃权论的纲领和他们的

纲领是相同的①。

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吴亭曾经企图揭穿涅恰也夫的卑鄙勾

当，但是吉约姆打断了他，对他说，谈论这些人就是从事密探活动。

至于巴枯宁，他在“马赛曲报”上把事情描绘成似乎他“到自由报刊

无法到达的各遥远国家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３６５，刚刚回来；

他想通过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俄国的局势有了很大的革

命转变，以致他认为非亲自莅临不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同盟的悲喜剧是如何收场的。１８５９年

赫尔岑根据俄国一位青年人的遗嘱得到了２５０００法郎，作为在俄

国进行革命宣传的经费。３６６赫尔岑一直拒绝把这笔钱交给任何人，

７６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① １８６８年，即同盟分子设法使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理论获得承认的那一次绍德

封代表大会前两年，巴枯宁在沙散的“民主”３６４报上为法国工人放弃政治而痛

哭流涕，当时他写道：“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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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受了巴枯宁的骗，巴枯宁使他相信了涅恰也夫是一个规模

宏大、力量雄厚的秘密组织的代表，于是便从他那里得到了这笔

钱。因此，涅恰也夫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得到自己那一份。结果，这

两位暗杀伊万诺夫的活动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的国际兄弟却因为金

钱而争吵起来了。巴枯宁拒绝把钱交给他，涅恰也夫离开了日内

瓦，１８７０年春天他在伦敦出版了一家俄文报纸“公社”（《Ｏｂｃｈｔ－

ｃｈｉｎａ》）
３６７
，公开要求巴枯宁把从已故的赫尔岑那里得来的资本的

余额交给他。这就是国际兄弟“永远不彼此攻击，不公开算帐”的实

际例证。

“人民裁判”第２期的社论还包含一首用散文诗写成的追悼死

而复生、生而复死的英雄——涅恰也夫的葬歌。这一次英雄是被押

送他到西伯利亚去的宪兵们勒死的。他化装成工人，在唐波夫的一

个酒吧间里被捕。他这次被捕在政府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只

听到一些不成句的话：“涅恰也夫，化了装的……告密……秘密团

体……巴枯宁分子……革命。”皮尔姆省省长就涅恰也夫之死给彼

得堡发去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被全文引用了。另一封也被全文引

用的电报，是发给第三厅的，“人民裁判”知道，“宪兵头子接到这种

电报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整整奸笑了一个晚上”。涅恰也夫就这

样第二次死去。

社论中承认了暗杀伊万诺夫的事实。这一行动被说成是

“本团体对于任何背弃义务的成员的报复。事业的真正工作者的严酷逻

辑不应该在任何导致事业成功的事实面前，尤其是在能够拯救事业和使它不

致灭亡的事实面前却步”。

１８名青年的被捕对于巴枯宁说来就是“事业的成功”。

８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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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这是

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辩护词。他们为一切不加入同盟的革命者

安排了伊万诺夫（虽然没有直接指名）那样的命运。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两个敌对阵营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今后再

不能采取中立态度了：站在中庸立场现在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是说：在两军对

垒的时候站在彼此射击的两个敌对力量的中间；这就是说：无谓地牺牲，被双

方的霰弹击中而倒下，无法进行任何抵抗；这就是说：不是身受第三厅的鞭笞

和拷打，就是被我们的手枪子弹打死。”

接着向俄国政府表示（大概是讽刺地表示）谢意，感谢“它促使

急切奔向理想目标的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和迅速前进”。正当这两

位英雄感谢政府加速了“理想目标”的到来的时刻，这个所谓秘密

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已经被捕了。——然后，这篇文章发出了新的

号召。他们“敞开怀抱”接纳“一切正直的新生力量”，同时预先警告

这些力量，它们一旦投入了这个怀抱，就应该服从这个团体的一切

要求。“任何背离团体的行为，任何由于不相信著名原理的真实性

和正义性而有意识地背叛团体的行为，都将导致被从活人名单中

除名。”接着，我们这两位英雄又奚落那些被捕者，说什么这不过是

一些软心肠的自由派，秘密团体对于它的组织的真正成员是加以

保护的，是不允许别人把他们抓去的。

第三篇文章叫做“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这篇文章说明，

如果普通人由于犯罪、由于仅仅考虑一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就受到

惩罚，那是因为头目们早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实现摆脱现存的社会秩序，根据新的原理来革新生活的方法，只能是把

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
·
我
·
们
·
的
·
委
·
员
·
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须从事

体力劳动。

在推翻了现存基础以后，本委员会立即宣布一切都是公共财产，并且建

９６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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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建立工人团体〈ａｒｔｅｌｓ〉，同时出版由内行人编写的统计汇编，指出在哪个地

区最需要哪几种劳动部门，哪些情况可能妨碍从事哪种工作。

在规定实行变革的一定日期内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每个人都

应该自己选择加入某个劳动组合…… 其余单干的和没有加入工人小组的

人，没有正当理由都无权进入公共食堂、公共寝室以及其他任何为了满足工

作者兄弟的不同需要而建筑的房屋，或者储藏供已经建立的工人团体的全体

成员使用的成品和物资、食品和工具的房屋；总之，谁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

组合，谁就没有生存手段。对他说来，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一切交通工具都

剥夺了，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或者从事劳动，或者死亡。”

每一个劳动组合都选一个评判员（《ｏｔｚｉｅｎｃｈｔｃｈｉｋ》，以调节工

作的进程，填写生产和消费以及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登记簿，作为

中介同当地的总办事处联系。由当地所有组合推选出来的成员组

成的办事处主持这些组合之间的交换，管理一切公共设施（寝室、

食堂、学校、医院），并且领导一切公共事务：“一切共同的事务都由

办事处负责管理，而一切需要特别的手艺和技巧的个人事务则由

各组合单独处理”。接着还对教育、劳动时间、儿童抚养、免除发明

家的劳动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

“在一切都彻底公开、无所隐讳和每个人都参加活动的情况下，现在人们

所理解的任何功名心和任何谎言都将消失得无踪无影……那时，尽可能为社

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个人的意愿；那时的

活动家的全部骄傲、全部功名心就在于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

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

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

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毫无疑问，这是道地的反

权威主义。

０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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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这个荒诞的实际组织计划具有一种理论基础的外观，

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安了一个小注：

“有志者可以在我们发表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看到对我们的基本原理

的详尽的理论阐述。”

的确，在１８７０年的每一号“钟声”３６８上，在巴枯宁的呼吁书“告

俄国军官”和两期“人民裁判”的出版广告旁边，可以看到定价一法

郎的、１８４７年的共产党（德国）宣言的俄译本的出版广告。巴枯宁

一方面利用这个“宣言”在俄国使人相信他的鞑靼人的幻想，同时

他又通过自己的在西方各国的同盟宣布这个“宣言”是一部宣扬极

其有害的德国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充满了异端邪说的著作

（见里米尼代表会议的决议，吉约姆在海牙的发言，载于“汝拉简

报”第１０—１１期、巴塞罗纳“联盟”周报等）。

现任，当平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委员会”预定要扮演什么角

色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位竞争者对于国家和对于把工

人力量集中起来的任何做法是这样地仇恨。事实上，在工人阶级还

没有自己的各种代表机构以前，在“我们的委员会”的伪装下活动

的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不可能成为公共财富的占有者，也不可

能得到他们如此热心地授意别人应该具有的“多劳动少消费”的崇

高而充满功名心的意愿的果实！

２．革 命 问 答

涅恰也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

的小册子３６９；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

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

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从来也不敢否认他

１７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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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个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

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这些想使一切都

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

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

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埃斯科

巴尔派３７０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到荒

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

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罢

了。革命问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规约，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

系统的、毫不隐讳的阐述。我们根据１８７１年７月８日在法庭上宣

读的文本把它们ｉｎｅｘｔｅｎｓｏ〔全文〕引在这里。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

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

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第二条 他从内心深处，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公民秩序、与整

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礼节、惯例和道德断绝任何联系。他是这个文明世

界的无情敌人，如果他继续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

破坏它。

第三条 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主义，拒绝世俗科学，而让后辈去研究它。

他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他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也许还有

医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为了这个目的日日夜夜

地研究一门活的科学——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一切阶层中的性质、状况和

全部条件。目的只有一个—— 最迅速、最可靠地破坏这个丑恶的（《ｐｏ－

２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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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ｙｉ》）制度。

第四条 他鄙视社会舆论。他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

现。对他说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

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第五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对国家和整个等级制的文明社会是

无情的；他不应该期待对自己有任何宽恕。在他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或秘密

或公开的、但是不间断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应该学会经得起拷

打。

第六条 他对自己是严酷的，对别人也应该严酷。一切亲属、友谊、爱情、

感激等温柔脆弱的感情都应该被唯一的革命事业的冷静激情抑制下去。他只

有一种柔情，一种安慰，一种褒奖和满足——革命的成功。他日日夜夜只应该

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

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

西。

第七条 真正革命者的本性不容许有任何浪漫主义，任何伤感、欢乐和

嗜好；甚至也不能容许有私仇和进行个人报复。革命激情应该成为他经常的、

每时每刻的内心状态，并且要与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

应该受私欲驱使，而应该为共同革命利益的要求所支配。

革命者对革命同志的态度

第八条 对革命者说来，只有在行动上表明是与这个革命者自己从事同

一种革命事业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和亲爱的人。这种同志在破坏一切的

（《ｖｓｅｒａｓｒｏｕｃｈｉｔｅｌｎｏｉ》）实际革命事业中的有用程度，是确定对他的友谊、忠

诚和其他义务的唯一尺度。

第九条 革命者的团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革命事业的全部力量所

在。在革命认识和革命激情方面处于同等程度的革命同志，应该尽可能共同

讨论并且一致决定一切重大事务。因此，在实现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每个人

应该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完成一系列的破坏行动，

只有在为事业的成功所必需的时候，才向同志们求教并取得他们的帮助。

第十条 每个同志手下都应该有几个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即非完

全亲信者。他应该把他们看做共同的革命资本中交由他支配的一部分。他应

３７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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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个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

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这些想使一切都

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

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

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埃斯科

巴尔派３７０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到荒

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

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罢

了。革命问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规约，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

系统的、毫不隐讳的阐述。我们根据１８７１年７月８日在法庭上宣

读的文本把它们ｉｎｅｘｔｅｎｓｏ〔全文〕引在这里。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

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

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第二条 他从内心深处，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公民秩序、与整

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礼节、惯例和道德断绝任何联系。他是这个文明世

界的无情敌人，如果他继续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

破坏它。

第三条 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主义，拒绝世俗科学，而让后辈去研究它。

他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他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也许还有

医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为了这个目的日日夜夜

地研究一门活的科学——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一切阶层中的性质、状况和

全部条件。目的只有一个—— 最迅速、最可靠地破坏这个丑恶的（《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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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节省地使用自己这部分资本，经常努力从中取得最大的利益。他应该把自

己看做用于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资本，而且只应该看做是这种资本，未经

完全亲信者的整个协会同意，他本人决不能单独加以支配。

第十一条 当同志遭受不幸，要决定是否搭救他的问题时，革命者不应

该考虑什么私人感情，而只应该考虑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应该估

计这位同志所能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应该估计由于搭救这位同志需要损

失多少革命力量，权衡一下孰轻孰重，再行决定。

革命者对社会的态度

第十二条 吸收不是言论上而是行动上表现良好的新成员加入协会，应

经全体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 只有抱着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级制的、所谓文明

的世界的信念，革命者才进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如果他对这个世界还

有所怜惜，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

者任何人。他应该同样地仇恨所有的一切。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中有亲属关系、

朋友关系和爱情关系，那就更糟糕；如果他的手能被他们拦住，他就不是革命

者。

第十四条 为了达到无情地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而且常常应该假装

成与他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社会上。革命者应该潜入一切地方，

一切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店铺、教会、贵族家庭、官僚界、军界、文艺界、第

三厅〈秘密警察机关〉，甚至潜入皇宫。

第十五条 应该把这整个丑恶社会分成几类人：第一类应该立即判处死

刑。本协会将以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

进行处决。

第十六条 在拟定这种名单和确定上述次序时，决不应该以一个人的个

人恶行，甚至不应该以他在本协会或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愤为标准。这种恶行

和这种公愤甚至可能有部分的好处，它们有利于激起人民的暴动。应该以处

死某一个人能够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为标准。所以，首先应该消灭

对革命组织特别有害的人，以及突然横死会引起政府的最大恐惧的人，使政

府失去聪明而有毅力的活动家，从而动摇它的力量。

第十七条 第二类应该包括那些只是暂时〈！〉让他们活着，以便让他们

４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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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系列兽行迫使人民必然发起暴动的人。

第十八条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身居高位的畜牲，或者虽然既没有特别

智慧又没有毅力，但是由于所处地位而拥有财富、联系、威望和力量的人。必

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剥削他们；把他们制服，把他们弄糊涂，并且掌握他们的

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威望、联系、财

富和力量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帮助。

第十九条 第四类是国家中的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可

以按照他们的纲领同他们一起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假装是盲目地跟着他们

走，实际上则要完全支配他们，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的名誉彻底扫地，使

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用他们的手去扰乱国家。

第二十条 第五类是总爱在小团体内和在纸面上大发空论的教条主义

者、秘密工作者和革命者。必须不断地推着他们、拉着他们前进，使他们去进

行实际的、复杂困难的活动，结果多数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少数人将受到真

正的革命锻炼。

第二十一条 第六类，也是重要的一类，是妇女。她们又应该分为主要的

三种人：一种是内心空虚、思想愚钝、麻木不仁的人，她们可以像第三类和第

四类男子一样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热情、忠诚、能干的人，但不是我们的人，因

为她们还没有锻炼到具有真正的、毫无空话的、实际的革命认识的程度。她们

可以像第五类男人一样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妇女是完全是我们的人，即完全

亲信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纲领的人。我们应该把她们看做是我们的无价之宝，

我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是不行的。

本协会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十二条 除了人民即无知大众（ｔｃｈｅｒｎｏｒａｂｏｔｃｈｉｉｌｉｏｕｄ）的彻底解放

和幸福以外，本协会没有其他目的。但是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摧毁一切的人

民革命才可能实现这种解放和达到这种幸福，所以本协会将利用一切力量和

手段促进那些最终必然使人民无法容忍并迫使他们实行普遍起义的不幸和

灾祸发展和蔓延。

第二十三条 本协会所理解的人民革命不是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运动，

这种运动总是不敢触动财产以及所谓文明和道德的社会秩序的传统，它迄今

到处都只限于为了推翻一种政治形式而代之以另一种政治形式，并且力求建

５７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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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所谓的革命国家。拯救人民的革命，只能是根本消灭一切国家并且根除俄

国秩序的一切国家传统和阶级的革命。

第二十四条 因此，本协会不打算自上而下地把任何组织强加于人民。

毫无疑问，未来的组织一定要从人民运动和生活中产生出来。但是，这是后辈

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

第二十五条 因此，我们接近人民首先就应该同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些

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从莫斯科公国成立以来不是在言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不断

对直接或间接同该公国有联系的一切，对贵族，对官吏，对神甫，对商界①和

小商人，人民的剥削者②提出抗议。我们要同慓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

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

第二十六条 把这个强盗界团结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摧毁一切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全部组织、秘密活动和任务。”

批评这种杰作就是掩饰它的滑稽性质。这样也就是过分地看

重这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和罗伯尔·马

凯尔的形象都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我们只想借助

于一些对比来说明这本革命问答的精神实质甚至连它的措辞都是

同秘密规章以及同盟的其他俄文著作相同的，如果不算其中许多

艰涩夸大之处的话。

同盟秘密规章中的三级亲信者在革命问答第十条中得到了再

现，第十条谈到“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非完全亲信者”。国

际兄弟会章程第六条规定的国际兄弟的义务同革命问答第一条和

第十三条提出的义务是相同的。章程第八条所指出的兄弟可以担

任政府职务的条件，在革命问答第十四条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

明”，第十四条告诉他们，如果有命令，他们可以去当警察。向兄弟

提出的（章程第九条）要他们彼此商量行事的劝告，在革命问答第

６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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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中得到了重申。国际兄弟会纲领第二、三、六各条对革命性质

的表述，同革命问答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表述完全一样。在

纲领第四条中提到的雅各宾派，在革命问答第二十条中变成了各

种各样的“第五类人”，两个文件都规定要把他们处死。纲领第五条

和第八条中论述真正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进程时所表述的思想，同

革命问答第二十四条所表述的思想毫无二致。

在革命问答第三条中包含的对科学的谴责，在一切俄文著作

中都得到了重申。把强盗作为模范的革命者而加以理想化，在“几

句话”中只是露出了一些苗头，而在其余一切著作中就已公开承认

并加以宣扬了。革命问答第二十条所说的“第五类”，在“革命问题

的提法”中称为“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在那里，也同

革命问答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一样，断言革命者的首要义务

就是当强盗。在“革命原理”和“人民裁判”中只是开始宣扬破坏一

切，革命问答第六、八和二十六各条则已把破坏一切规定为义务，

而有计划有步骤的暗杀在第十三、十五、十六和十七各条也都谈到

了。

３．巴枯宁致俄国军官的呼吁书

但是，巴枯宁认为，必须使别人对他参与了所谓涅恰也夫阴谋

一事无法提出任何怀疑。他出版了标明“１８７０年１月于日内瓦”、

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军官”。关于这个“定价

一法郎”的呼吁书，在１８７０年的每一号“钟声”都登了广告，指明是

巴枯宁的著作。现在我们从这个呼吁书中摘引几段。

和涅恰也夫在俄国所做的一样，这个呼吁书一开头就声明说：

“在罗曼诺夫—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和俄国人民之间，在鞑靼－德

７７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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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族的桎梏和广泛的斯拉夫族的自由之间进行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刻必将

来临。我们这里春天快要到来，而战斗将在早春时节开始……革命力量已经

准备好了，像目前全俄国人民这样存在着深刻、普遍的不满的条件下，这场战

斗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组织领导这个必不可免的革命，因为“秘密组织就像是

革命军队的司令部，而革命军队就是全体人民”。

“在‘告俄国的青年兄弟’这个呼吁书中：我曾经说过，在未来的、如此明

显地日益临近的粉碎全俄罗斯帝国的事业中，领导人民群众的斯切尼卡·拉

辛，将不是单枪匹马的勇士，而是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任何人，只要不是

傻瓜，自然都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秘密的、现在已经存在并且进行活动的组

织，这个组织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纪律，它的成员都无限忠实于它并

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他们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是无人

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完全放弃了自我；这就使得他们有权要求这个组织

的一切成员都无条件地放弃自我。他们彻底抛弃了他个人的，构成一切沽名

钓誉、贪权慕势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的一切，因此，由于永远放弃了个人的财

产、官方的或公众的权力和力量以及社会上的任何名誉地位，他们就必然使

得自己永远默默无闻，他们把事业的荣誉、表面的豪华和喧嚣让给别人，而只

把事业的实质留给自己，同样地也不是留给自己个人，而是集体。

他们像耶稣会教徒一样，每个人甚至放弃了个人的自由，不过目的不是

要奴役别人，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委员会中，以及在整个组织中，考虑问

题、表示愿望、从事活动的不是个人，只是集体。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

自由这样置之度外，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愤怒的。这确

实是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才开始这样做和刚刚加入组织而

还没有抛弃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去说，对于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

格和权利，并且总是以想像中的人性的可怜特征（在我们俄国社会中，在这些

特征后面显露出来的是所有的人个个都最彻底地向最龌龊、最卑鄙的现实的

条件屈服）来安慰自己的人来说，这就尤其困难。对于那些想在事业中求得自

己虚荣心的满足，求得讲空话的借口，喜欢使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在事业中得

８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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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到反映而不是热爱事业本身的人来说，这是困难的。”

“任何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都是自由的，他们知道，既然加入了这个

组织，那他就属于它而不是属于他自己了。加入组织是自由的，但是不能退出

组织，因为任何成员退出都必然会使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遭到危险，而这个

组织不应该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轻率行为、一意孤行或者他们的谦逊、

诚实和力量的程度大小…… 因此，每个人加入组织时都应该知道，他把自

己、把他所有的全部精力、资金、才能和生命都无须偿还地献给了组织……这

在它所公布的、委员会委员以及委员会以外的组织的其他一切成员都必须遵

守的纲领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确…… 如果他确实有这种〈革命的〉激

情，那末组织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对他说来都是容易办到的。大家知道，对

于激情来说根本不存在困难，激情不承认有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且障碍越

是难于克服，为激情所鼓舞的人的意志、才能和力量就越显得顽强。谁有这种

激情，谁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存在的余地；他甚至不是放弃这些嗜好，因为

在他身上再也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本团体的严肃的成员清除了自己本身的任

何猎奇心理，并且无情地追击其他一切人的猎奇心理。虽然他也认为自己值

得得到任何信任，但是正因为他值得信任，即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除

了他为更好地完成他所担负的事情所必需的东西以外，他不企求也不希望知

道任何东西。关于事业，他只是根据命令叫他跟谁谈就跟谁谈，叫他谈什么就

谈什么；总之，他无条件地、严格地遵循他从上面得到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

询问，甚至也不设法打听他本人在组织中是哪一级；自然他只希望尽可能让

他承担更多的事情，但是，同时他又耐心地等待把事情委托给他。

这种铁的、无条件的纪律可能会使新参加者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屈辱；但

是，任何正派的成员，任何真正聪明能干的人，只要他具有我前面谈到过的那

种融汇一切的人民胜利的激情，这种纪律就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和屈辱，而且

相反地会使他高兴，同时会使他安心。严肃的成员会认识到，正是这种纪律才

是每个成员相对的无个性的必要保证，才是全面胜利的条件，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

〔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够团结真正的组织，并且建立集体的革命力量，这

种力量依靠自发的人民的威力，将能够战胜和破坏国家组织的巨大力量。

别人会问：我们怎么能够信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委员会的独裁领导呢？

但是，这个委员会你们是知道的：因为第一，根据这个委员会公布的纲领你们

９７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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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它，这个纲领非常明确而清楚并且对每一个新加入组织的人还做了

更加详细的解释；第二，通过你们知道和尊敬的那些人对它所抱有的无条件

的信任，这个委员会已经对你们作了自我介绍，这种信任使你们只会加入这

个组织，而不是别的组织。通过始终符合本组织的纲领和目的的、不倦的、坚

决的和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这个委员会很快就会使得本组织的真正成员更

加了解它。大家都将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因为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愈来愈

确信委员会的确实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理智的毅力和它的命令的合

理性，另一方面，也愈来愈确信这种纪律的化险为夷的作用和必要性。

有人可能问我：如果委员会的成员对一切人说来都是无法探知的秘密，

那末，你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有关该委员会的消息，并且确信它是有根据的

呢？——我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委员会的人

数、甚至它的所在地，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委员会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俄

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外的革命委员会对俄国来说是一件荒

谬绝伦的事情，这也许只有流亡者中那些沽名钓誉的糊涂虫和夸夸其谈的饶

舌家才能想出来，他们用‘人民事业’①这个响亮的名称来掩饰自己徒骛虚名

和恶毒阴谋的懒散行为。

在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阴谋〈１８２５〉以后，伊舒亭和他的同志们做了成立郑

重组织的第一次尝试。本组织是第一个彻底成功的、整个俄国的革命力量的

组织。它利用了一切准备和试验。任何反动派都不能迫使它解散，它的寿命将

比一切政府都长。只要它的全部纲领还没有成为俄国的日常生活，成为全世

界的生活，它就不会停止活动。

大约一年以前，委员会认为把关于它存在的事实告诉我是有益的，于是

给我寄来了它的纲领，同时还说明了俄国革命行动的总计划。我赞同了纲领

和计划，确信这一事业以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都是严肃的，因此我做了我确

信是在国外的任何一个正直的流亡者都应该做的事：无条件地服从了作为俄

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代表和领导者的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我现在对你们讲话，

也只是服从委员会本身的要求。此外我什么也不能对你们说。关于这个组织，

我只补充一句话。我很了解整个组织的计划，所以我完全确信，现在任何力量

０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读者记得，由几位俄国青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国际的俄文报纸用的是这个名称，
这些青年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委员会和巴枯宁的组织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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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破坏这个组织。即使在行将来临的斗争中人民党遭到新的失败——我

们谁也不害怕这种失败，我们相信人民事业即将胜利，——即使我们的希望

没有实现，在那种情况下，在人民起义的最悲惨的毁灭中，在最野蛮的反动

中，这个组织仍将完整无损……

这个纲领的基础是最广泛的、最人道的，这就是以社会财产和一切人都

同样必须从事的共同劳动为基础的，一切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平

等，当然，应该把那些宁愿饿死也不肯工作的人除外。

世界各国的无知大众的纲领目前就是这样，这个纲领完全符合我国人民

世世代代的要求和本能…… 我们组织的成员向下层人民①提出这个纲领

的时候，感到惊佩不已的是，他们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地理解了它，并且如此

热切地接受了它。就是说，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同它，谁就

应当跟着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就是沙皇的宪

兵、沙皇的刽子手——我们的敌人……

我对你们说过，我们的组织建立得十分巩固，现在我再补充说一句，它在

人民之中已经扎下了深远的根，即使我们现在遭到了失败，我们的反动派也

无法破坏它……

一些奴仆成性的报纸和杂志遵从第三厅的主使，竭力要公众相信，政府

已经把阴谋一网打尽了。政府什么也没有抓着，这个委员会和组织现在和将

来都完整无损，政府本身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的，因为人民大爆发已经迫近。

人民大爆发已经如此迫近，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决定，他是想做我的朋友，人民

的朋友呢，还是做我们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对于一切朋友，不管他属于哪一

个阶层，不管他的地位如何，我们的队伍都是欢迎的。但是你们会问：怎样找

到你们呢？谁抱着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去寻找这个组织，

在你们周围到处存在、在你们的同志中已经有了许多成员的这个组织本身就

会去寻找他。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任您选择吧。”

巴枯宁在由他署名的这本小册子中，假装成似乎他不知道被

他托名来说话和被涅恰也夫托名在俄国活动的那个委员会的所在

地和成员。但是，授权涅恰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的唯一的文

１８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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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由米哈伊尔·巴枯宁签署的，得到关于各支部的工作的报告

的唯一的一个人，也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因此，当米哈伊尔·巴

枯宁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委员会的时候，就是宣誓服从米哈伊尔·

巴枯宁本人。

我们认为，无需乎再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篇由巴枯宁署

名的著作，不仅在方针上而且在措辞上都和其他匿名出版的俄文

文件完全相同。我们只想指出，巴枯宁在这里怎样运用革命问答的

道德。他首先向俄国军官们宣扬这种道德。他向他们宣称，他和其

他亲信者以革命的耶稣会教徒的身分进行活动是履行自己的义

务，同时也填补了既有的空白点；他说，对于委员会，他们放弃了个

人自由，他们的个人自由不会比有名的耶稣会“死尸”的个人自由

更多些。为了使暗杀伊万诺夫一事不致于把军官们吓跑，他企图叫

他们相信把任何想退出秘密团体的人杀掉是必要的。然后，他就用

这种道德来对待他的读者，最无耻地欺骗他们。巴枯宁知道，政府

不仅逮捕了俄国的全部亲信者，而且逮捕了十倍以上的被涅恰也

夫陷害的人，因为他们属于革命问答中规定的所谓的“第五类”人，

他知道，在俄国连组织的影子也不存在了，那里不仅现在没有，而

且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委员会，如果不算当时和他一起呆在日内瓦

的涅恰也夫的话；此外，他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俄国不可能找到任何

一个拥护者，它只能成为政府采取新的迫害措施的借口；可是他仍

然声称，政府根本谁也没有抓到，委员会在俄国继续存在，并且在

那里开展着不倦的、坚决的、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广泛表现出真

正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有理智的毅力和令人惊叹不已的灵

活性（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供词成了这一切的证明），他的秘密组织，

即１８２５年以后在俄国存在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不可损害的，这

２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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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个组织在热烈欢迎它的纲领的人民的下层中扎下了根，它在军官

们周围到处存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再过几个月，即在１８７０年春

天，革命就要爆发。仅仅为了自己能够怡然自得地在自己的伪国际

兄弟面前对镜观赏“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声称“把个人生命、个人

思想和个人自由置之度外”，声称自己比“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

和权利并且具有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更高尚的米哈伊

尔·巴枯宁，就是这样向俄国人撒谎的，就是这样吹牛的。

在１８７０年，这个人向俄国人宣扬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来自

上面一个匿名的、不可知的委员会的命令，宣称耶稣会的纪律是胜

利的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战胜国家（不

是俄罗斯国家而是一般国家）的可怕的集中制，宣布了比最原始的

共产主义更加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在１８７１年也正是这个人

却以反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权威主义和集中制为借口，以在建立

自治支部和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并且使国际变成所谓它应该成

为的东西即未来社会的原型为借口，图谋在国际内部掀起分裂和

破坏运动。如果未来社会真的按照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榜样建立起

来的话，那它一定会远远超过巴枯宁如此珍爱的耶稣教徒的圣父

圣祖们的巴拉圭３７１。

３８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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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结  语

国际一方面让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意愿享有充分的自由，

同时它又能够把工人阶级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使统治

阶级及其政府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威力。统治阶级及其政府

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便集中一切力量来攻击我们全协会的执行

机关——总委员会。自从巴黎公社复灭以来，这种攻击日益变本

加厉。同盟分子正好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对总委员会公开宣战！他

们断言，国际手中的强有力的武器——总委员会的威望——无非

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武器而已。他们说，这种威望不是在反对国际

的敌人的斗争中赢得的，而是在反对国际本身的斗争中赢得的。用

他们的话说，总委员会的权力欲战胜了各支部和各国联合会的自

治。为了拯救自治，除了使国际失去领导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

法。

实际上，同盟的活动家们知道，他们若不利用这个决定性的时

刻，巴枯宁的一百名国际兄弟就只有永远放弃秘密领导无产阶级

运动的幻想。他们的粗暴的攻击得到了世界各国警察当局的报刊

的赞扬。

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

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

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

４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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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裁的统治。

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

——这就是非常适合那个“游民”团体的胃口的动听辞句。这些

“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在国际内部进行秘

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屈服于秘密的专政并把巴枯宁先生

的纲领强加于它！

剥去这个纲领的破烂的奇装异服，可以把它归结如下：

１．把那些出身上等社会阶层的游民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

龌龊行为，宣布为超革命的善行美德。

２．把必须腐蚀极少数细心挑选出来的工人奉为原则，迎合他

们的心理，用神秘的引为亲信的办法使他们脱离群众，强迫他们参

加秘密领导机关所策划的阴谋和诈骗勾当，鼓励他们放纵自己的

“恶欲”——这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

３．主要的宣传方法是：瞎吹秘密团体的规模如何庞大、力量如

何雄厚，预言秘密团体所准备的革命必不可免等等，以此来吸引青

年；在各国政府面前陷害那些出身于各富裕阶级的最进步的人，以

便以后在金钱方面剥削他们。

４．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们的破坏

一切的行为来代替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

斗争。总之，他们建议把在“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各次革命”时期

由工人自己清除了的流氓放出来，从而让反动分子无偿地支配这

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

在同盟的理论戏法和实际图谋中，究竟笑料多还是劣迹多，这

很难说。不过同盟毕竟是在国际内部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

场斗争在两年中使我们协会的活动遭到了困难，结果有一部分支

５８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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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联合会脱离出去了。因此，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同盟的

各项决定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代表大会不能让国际这个无

产阶级的伟大创造陷入剥削阶级败类为它设置的罗网。至于那些

想剥夺总委员会的职能的人，我们不能采取别的态度，只能把他们

看做是叛徒或者傻瓜，因为失去这些职能国际就将变成一个无形

的、涣散的，用同盟的语言来说就是“无定形的”东西。

委员会：

            欧·杜邦    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 Ａ．勒穆修

卡尔·马克思  奥·赛拉叶

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１日于伦敦

６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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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补  充

１．巴枯宁的逃亡

１８５７年，巴枯宁被解往西伯利亚，但是不是像人们根据他的

叙述可能认为的那样去服苦役，而只是流放。当时西伯利亚的总

督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他是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穆拉

维约夫的亲戚和巴枯宁的亲戚。巴枯宁由于这种亲属关系和他对

政府的效劳，在那里处于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优待。

当时１８４９年阴谋的首脑和组织者彼得拉舍夫斯基３７２也在西

伯利亚。巴枯宁对他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

陷害他；作为总督的亲戚，他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困难的。巴枯宁这

样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成了他受上司赏识的又一个原因。在西伯

利亚和俄国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桩暧昧的事件结束了两个被流放者

之间的这场斗争。对一位玩弄自由主义的高级官吏的行为的批

评，在总督的周围引起了一场风波，结果导致了决斗和死亡。这个

事件从头到尾都同个人阴谋和诈骗伎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激怒

了全体居民，他们指责高级官吏们是蓄意谋害这次决斗的牺牲者

——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民愤非常大，政府甚至

担心会发生人民暴动。巴枯宁坚决地站在包括穆拉维约夫在内的

高级官吏那边。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设法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流放到

更远的地方去，并且还在他以目击者的身分写给赫尔岑的一封长

７８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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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为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那批人辩护。赫尔岑把这封信登在

“钟声”上的时候，删去了其中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切攻击，但是

在转寄圣彼得堡时这封信的抄本使当地的公众知道了这封信的原

文。

一般说来比其俄国的同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西伯利亚商

人，想在西伯利亚创办一所大学，这样就无需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俄

国很远的学校去上学，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个文化中心。

这需要经过皇帝的恩准。穆拉维约夫在巴枯宁的影响和劝说之

下，表示反对这个方案。巴枯宁对科学的仇恨是有久远的根源的。

这个事实在西伯利亚广泛地为人们所知道。俄国人多次向巴枯宁

质问这件事情，巴枯宁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只好这样来解释自己的

行为，说是当时他正准备逃走，因此力求博得自己的亲戚——总督

的好感。

巴枯宁不仅自己享受和滥用了上司的优待，而且由于受到了

少量的贿赂还为资本家、承包人和包税人争取这种优待。在涅恰

也夫的那些牺牲者身上搜获并由政府在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间加以公

布的巴枯宁的传单中，包含有公敌名单；列入名单的人之中有名噪

一时的“莫斯科新闻”３７３总编辑卡特柯夫。为了报复，卡特柯夫在

自己的报纸上作了如下的揭露：说是他那里有巴枯宁从西伯利亚

到达伦敦以后写出的一批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巴枯宁要卡特柯夫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借给他几千卢布。巴枯宁承认，他在西伯利亚

期间每年都从一个烧酒包销者那里得到一定数量的款子，这位包

销者给他这笔钱，是想让他帮忙保证自己能得到总督的照顾。这

笔不清白的外快（他在逃走以后就不再领取了）使他的良心受到责

备，他想把自己用了的这笔钱还给那个包销者；为了实现这种善

８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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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便要求自己的朋友卡特柯夫资助他。卡特柯夫拒绝了。

当巴枯宁向自己的老朋友卡特柯夫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卡

特柯夫早就在第三厅的职务上声驰名赫，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来对

俄国革命者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波兰革命进行告密。可

见，１８６２年巴枯宁是向这样一个人要钱，这个人他知道是由俄国

政府豢养的告密者和文化界的匪徒。巴枯宁连一次也不敢反驳这

个沉重的指责。

巴枯宁用上述办法弄到了许多钱，同时又有官高势大的总督

的庇护，要逃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不仅领到了一张写着自己

名字的可以在西伯利亚全境通行的护照，而且还接受官方的委托，

巡视直到东部国境的边陲地区。到了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口以后，

他便立即不费周折地转赴日本，在这里他安然地坐上了开往美洲

的船只，于１８６１年抵达伦敦。这位新的穆罕默德就这样实现了一

次神奇的逃亡。

２．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宣言

１８６１年３月３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欧洲全体自由派的响亮的

掌声中宣布废除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革命派争取保持公社

土地所有制的努力虽然获得了结果，但是结果是如此不能令人满

意，早在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尚未公布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就

痛心地承认道：

“如果我知道，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会得到这样的解决，我宁愿遭到失败

也不愿获得这样的胜利。我宁愿让他们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完全不考

虑我们的要求。”

事实上，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无非是一种诈骗伎俩。相当

９８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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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土地被从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夺走，而宣布了实行农民赎

买土地的制度。沙皇这个背信弃义的法令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

他那一派人反对皇帝的各项改革的新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而自

由派却站到赫尔岑的旗帜下面，大声高呼：“加利利人，你胜利啦！”

加利利人这个词在他们嘴里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从此以后，

以赫尔岑的“钟声”为主要机关报的自由派，就不断吹捧解放者沙

皇，为了转移社会上对这个反人民的法令所引起的怨恨和抗议的

注意力，他们竟呼吁沙皇继续进行他的解放事业，并且为解放被压

迫的各斯拉夫民族、为实现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开始一次十字

军征讨。

１８６１ 年 夏 天，车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在 “同 时 代 人”

（《Ｓｏｖｒｅｍｅｎｎｉｋ》）杂志
３７４
上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阴谋，并且

向各斯拉夫民族说明了关于俄国的真正局势和他们的虚伪朋友

——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自私自利的蒙昧主义的真相。当时，从

西伯利亚回来的巴枯宁认为发表意见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写了

以“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为题的长篇宣言的第

一部分，作为附录刊载在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５日的“钟声”上。宣言

的第二部分一直没有出现。

宣言一开始就做了如下的声明：

“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我的身心、意志、激情都仍然忠

实于朋友们，忠实于伟大的共同事业和我自己…… 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以及

与我们同思想共意志的年轻朋友，现在我来到你们这里，请求你们：再次接受

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允许我在你们中间，和你们一道，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

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

争。”

巴枯宁之所以向他的老朋友和年轻朋友提出这种毕恭毕敬的

０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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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是因为

“在异邦做一个活动家是不愉快的。我在革命的年代里对这一点深有所

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我都不能扎根。因此，由于我还保持着当年对全

世界进步运动的全部热烈同情，而且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我的余年，我现在应

该把自己的直接活动局限在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人的范围之内。在我的

爱情和信仰中，这三个单独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

１８６２年，即十一年以前，当时年满５１岁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

者巴枯宁声明崇拜国家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爱国主义。

“直到现在，大俄罗斯民族可以说只是过着外部的国家生活。无论他们

在国内的状况多么艰难，尽管他们陷于极度的破产和遭受奴役，他们仍然珍

重俄国的统一、力量和伟大，并且甘愿为这些做出一切牺牲。这样就在大俄

罗斯民族当中形成了国家观念和不讲空话而务实际的爱国主义。可见，在斯

拉夫各部族之中只有这个民族保全下来了，只有这个民族在欧洲站稳了脚

跟，并且使一切人都感觉到它是一种力量…… 别担心这个民族会丧失它的

合法的感召力，以及它用三百年来为了自己国家的完整而以难以忍受的自我

牺牲精神建树的功绩在自己内部培植的政治力量…… 我们将把我国的鞑

靼人发送到亚洲去，把我国的德国人发送到德国去，我们将是自由的纯粹俄

罗斯民族……”

为了使这篇以要求进行一场反对鞑靼人和德国人的十字军征

讨为结尾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更有分量，巴枯宁指点读者去找尼

古拉皇帝：

“甚至有人说，尼古拉皇帝本人在临死以前不久准备对奥地利宣战，他想

号召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一切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发动总起义。他

自己制造了一场反对自己的东方风暴，而为了躲过这场风暴，他曾想从一个

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革命的皇帝。据说，致斯拉夫人的各篇呼吁书上已经由

他签了字，而且其中还有一篇致波兰的呼吁书。不管他怎样仇恨波兰，他还

是知道，没有波兰要发动斯拉夫人的起义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彻底战胜了

自我，以致准备承认波兰的独立存在，但是……只是在维斯拉河的西岸。

１９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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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从１８６８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

１８６２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

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

南面推进。但是，因为他们不敢向居住在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

的斯拉夫人直截了当地宣布，他们将要被溶化在大俄罗斯帝国之

中，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绘成一个能够把他们从

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们联合成伟大的自由联邦的强

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从尼古拉的泛

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

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文字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即将谈到的

一篇宣言，将毫无疑义地确证这一点。

３．巴枯宁和沙皇

我们已经谈到，由于废除农奴制，俄国自由派和革命派之间

的斗争加剧了。在革命派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周围，团结了

一个政论家的队伍、人数众多的一批军官和青年学生。自由派的

代表是赫尔岑、几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相当数量的和平改革派

分子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崇拜者。政府支持了自由派。１８６１年３月，

俄国的青年大学生们表示坚决拥护解放波兰；１８６１年秋天，他们

曾试图反对“国家改革”，结果当局采取了惩戒措施和经济措施，

剥夺了贫苦的大学生（他们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宣布他们的抗议是暴乱；在彼得堡、莫斯科

和喀山，有数百名青年被关进监狱，经过三个月的监禁以后便从

大学里被驱逐或开除。由于担心这批青年会加剧农民的不满，国

２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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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议院特别决定禁止原来的大学生在农村中担任任何社会职

务。但是，迫害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把教授们例如巴甫洛夫驱

逐出校；由被开除的大学生组织的公共补习班被封闭了；利用毫

无根据的借口来采取新的迫害措施；刚刚被批准成立的“青年学

生互助储金会”突然被查封；停止出版各种报纸。这一切激起了

激进派的极大愤怒和忿恨，使他们不得不出版地下刊物。于是出

现了这一派的宣言，题目是“年轻的俄罗斯”，还加上了引自“罗

伯特·欧文”的题辞。３７５这个宣言对本国国内状况、各个党派的情

况和出版界的处境作了清楚而明确的说明，它宣传共产主义，做

出了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结论。宣言号召一切郑重的人在激进的

旗帜周围团结起来。

这个地下印刷的宣言刚一出现，由于命定的巧合（如果警察当

局没有插手其中的话）在彼得堡便发生了许多起火灾。政府和反

动报刊幸灾乐祸地利用这个口实指控青年和一切激进派在纵火。

各个监狱又有了人满之患，在通往流放地的各条道路上又一次出

现了成群结队的受难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圣

彼得堡要塞，在那里经受了漫长的两年折磨以后，他又被押到西伯

利亚去服苦役。

早在这场灾祸发生以前，赫尔岑和格罗美卡（他后来作为波兰

一个省的总督曾协助镇压波兰）就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波兰恶毒地

攻击激进派，并且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什么他得了勋章可能就

会罢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措词极其委婉的文章中

呼吁赫尔岑考虑一下“钟声”在对俄国革命派采取了公开的敌对立

场以后打算扮演的新角色会有什么后果。３７６赫尔岑郑重地声明，他

准备当着他称为国际民主派的那些人的面，即当着马志尼、维克多

３９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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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等人的面，举起他那优美的酒

杯祝贺伟大的解放者沙皇的健康；他还补充说，不管彼得堡革命的

但以理们说些什么，我知道，和他们的愿望和哀号相反，这种祝贺

一定会在冬宫（沙皇的府邸）得到良好的反应。革命的但以理们就

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

巴枯宁超过了赫尔岑。正当革命派被完全击溃的时候，正当

车尔尼雪夫斯基坐牢的时候，当时已经５１岁的巴枯宁出版了他给

农民沙皇的那本有名的小册子“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

里。人民事业”。“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集”１８６２年版。

“许多人还在猜测，俄国会不会发生革命，革命却逐步地开始了，它支配

着一切地方、一切东西、一切聪明人的头脑。它依靠政府的手来进行甚至比

依靠革命信徒的努力来进行还要顺利。它在没有使俄罗斯世界得到新生以

前，在没有建立和创造出一个新的斯拉夫世界以前，不会平静，不会停息。

王朝显然是在毁灭自己。它认为它想得救就要窒息而不是激发觉醒了

的人民生活。这种生活如果被理解了的话，它会把沙皇王朝提高到前所未见

的强大和光荣的高度…… 真遗憾！这样庄严而美好的角色却很少落在沙皇

王朝的身上。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受人民膜拜的偶像，成为俄国

的第一个农民沙皇①，他的强大并不在于本国人民惧怕他，而在于本国人民

爱戴他，人民享有自由和过幸福的生活。依靠这种人民，他可能成为整个斯

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

为此只需要有一个在宽容精神和坚持真理方面开阔而坚强的俄罗斯的

心胸。整个俄罗斯的、而且整个斯拉夫族的生气勃勃的活动都要求他来驾

驭，决心做他的历史威名的柱脚。”

接着，巴枯宁要求消灭彼得大帝的国家、德意志国家，并且建

立“新的俄罗斯”。把这项事业的完成寄托在亚历山大二世的身

上。

４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把农民沙皇（Ｚｅｍｓｋｙ Ｔｚａｒ）的封号赠与亚历山大二世是巴枯宁和“钟声”的

一项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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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开头做得十分出色：他宣布给人民以自由，给经受了千年奴役的人

民以自由和新生活。看来他是想建立农民的俄罗斯〈《ｚｅｍｓｋｏｕｊｏｕＲｏｓ－

ｓｉｏｕ》〉，因为在彼得的国家中自由的人民是不可思议的。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

尽管关于解放农民的命令有一切失策之处和荒谬的矛盾，亚历山大二世终究

是曾经统治过俄国的一位最伟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但是，

“自由是违背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切本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而“德国人

将永远不会理解和爱护农民的俄罗斯……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巩固彼得国

家的大厦……他想出了招致灭亡的、不可能实现的主意，他正在毁灭自己和

他的王朝，并且准备使俄国陷于流血的革命”。

“关于解放的命令”的一切矛盾、一切枪杀农民的事件、大学生

的学潮，总之，一切恐怖手段，在巴枯宁看来，

“完全是由于沙皇缺乏俄罗斯精神和热爱人民的胸襟，由于他如痴如狂

地力图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的国家…… 可是他，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本来

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在俄国进行一次最伟大、最有益的革命。就是现在他还是

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现在对和平的办法感到绝望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为时

已晚，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对亚历山大二世认识他能够挽救自己和俄国的唯一

道路的能力感到绝望了。经过千年沉睡以后觉醒起来了的人民的运动是无

法阻挡的。但是，如果沙皇坚决而大胆地把这个运动领导起来，那他为俄罗

斯造福和增光的威力就会不可限量”。

为此，他只需要给农民以土地、自由和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自

治〕。

“也不要害怕由于实行区域的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就

会断绝，俄罗斯人地上的统一就会遭到破坏；要知道各省的自治将只是行政

方面、内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自治，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自治。没有一个国

家，也许除法国以外，能够像俄国这样，在人民当中有这种意义的制度的统

一、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尊严。”

当时在俄国有人要求召开国民议会①。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议

５９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① 在巴枯宁的俄文本中，这里和后面用的术语是：“全民性国民代表会

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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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议会来推翻君主政体。

巴枯宁希望用这种议会来显示俄国的统一，来巩固沙皇的权力和

威严。

“迄今只体现于沙皇一身的俄国的统一，现在再要求另一个代表机关：国

民议会…… 问题并不在于会不会发生革命，而在于革命的办法究竟是和平

的还是流血的。如果沙皇把人民的运动领导起来，同国民议会一起广泛而坚

决地根据自由的精神来着手改造俄国的话，革命的办法就将是和平的、美满

的。但是，如果沙皇想要倒退或者只是采取不彻底的措施，那末革命就将是

可怕的。那时，由于爆发全民起义，革命就将具有无情杀戮的性质…… 亚

历山大二世能够挽救俄国免于彻底破产，免于流血。”

可见，在１８６２年，革命对巴枯宁说来意味着俄国的彻底破产，

于是他央求沙皇预防国内发生革命。对于许多俄国革命者说来，

召开国民议会就是意味着推翻沙皇王朝，但是，巴枯宁却使他们的

期望落空，他向他们宣布，

“国民议会将反对他们而拥护沙皇。可是，如果国民议会要和沙皇作对

呢？——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是人民将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国民议会，而人

民直到现在都无限信仰沙皇，期望从沙皇那里得到一切。哪里会有作对的事

呢？…… 毫无疑问，如果沙皇现在〈在１８６２年２月〉召开国民议会，他就会

第一次看到那些真正忠实于他的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让无政府状态①

再继续几年，民心就可能改变。我们这个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但是，现在人民

拥护沙皇，反对贵族，反对官僚，反对穿着德国〈即欧洲〉衣服的一切人。对于

人民说来，在这个官方俄国阵营中的一切人都是敌人，一切人都是，只有沙皇

除外。谁敢叫人民反对沙皇呢？即使有人敢，难道人民会相信他吗？不是沙

皇不顾贵族的意志，不顾官僚们的共同愿望，解放了农民吗？”

“俄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第一次将要直接会见自己的沙皇。这是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极关紧要的时刻！他们彼此将怎样感到满意呢？这次会见

６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巴枯宁用的是：“混乱状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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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系着沙皇和俄国的整个未来。人民使者们对沙皇的信任和忠诚是无限

的。如果沙皇依靠他们，对他们表示同样的信任和热爱，他就能够把目己的

宝座竖立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更稳固。但是，如果人民使者们见到的

不是救命恩人沙皇、人民的①沙皇，而是穿着普鲁士制服的彼得堡皇帝、心胸

狭窄的德国人，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沙皇不是给人民以他们所期望的自由，而

是什么也不给或者几乎什么也不给，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那样，沙皇制

度就要遭殃。至少彼得堡的帝位，即德国人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帝位

将要完蛋。

如果在决定整个俄国是生是死、是和平还是流血的问题的那个危急关

头，在国民议会面前出现一个人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正义的沙皇，他热爱

俄国，决心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安排人民的生活，那末他有了这样的人民还有

什么事做不到呢！谁敢起来反对他？和平、信仰，都将奇迹般地得到恢复，款项

也有办法筹措，一切事情安排起来都会简单、自然，谁都不感到吃亏，谁都不

感到拘束。这样的沙皇所领导的国民议会将会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任何恶

毒的图谋和任何敌对的力量都无力反对沙皇和人民联合起来的威力……有

没有希望组成这样的同盟呢？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没有。”

不管巴枯宁在那里说些什么，他仍然没有放弃诱导自己的沙

皇的希望，为了影响沙皇，他用革命青年吓唬他，如果沙皇迟疑不

决，这些革命青年就将完成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向人民

的道路。

“为什么青年不拥护您，而全体青年都反对您呢？要知道这对您说来是一

个很大的不幸……青年首先需要自由和真理。但是，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沙

皇，为什么他们宣布反对第一个宣布给人民自由的那个人呢？…… 是不是

他们迷恋于抽象的革命理想和‘共和国’这个响亮的字眼呢？部分地说也许是

这样，但是这是非常表面的、次要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先进青年非常清楚，

西方的抽象概念，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或者甚至是民主派的，都

７９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① 巴枯宁用的是：“庶民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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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于俄国的运动…… 俄国人民不是根据抽象原则来进行活动的……

西方的理想对他们说来是格格不入的，保守派的、自由派的、甚至革命派的教

条主义想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方针的一切企图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将为历史提出新的原则，建立另一种文明，就是说

要建立新的信仰、新的权利、新的生活。

在这个伟大、严肃、甚至严峻的人民面前，是不能轻率行事的。青年们将

抛弃自荐的小学教师这个可笑的、令人讨厌的角色…… 我们能教些什么

呢？要知道，如果把自然科学和数学撇在一边，我们的全部聪明睿智的最高成

就就是对西方学说中的那些所谓确定不移的真理的否定、对西方的彻底否定。”

接着，巴枯宁大骂“年轻的俄罗斯”一文的作者们，指责他们死

搬教条、想充当人民的导师和糟蹋事业；他把他们称为什么也不

懂、只会从他们读过的几本西方书籍中吸取思想的毛孩子。当政

府把这些青年当做纵火犯关进监狱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指责同

这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自己的沙皇安心，巴枯宁声称：

“人民并不拥护这个革命派……我国青年绝大多数属于人民派，属于把

人民事业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的那一派；这一派没有成见，既不拥护

沙皇，也不反对沙皇，如果沙皇本人开始了伟大的事业，以后又不背叛人民，

这一派就永远不会离开沙皇；现在还不晚，只要他自己去领导人民，这批青年

会很高兴地跟着他走。任何西方革命的成见都阻挡不了这批青年。而德国人

该回德国去了。如果沙皇认识到他今后不应该成为暴力的集中制的首脑，而

应该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那末，依靠坚实的、复兴的力量，与

波兰和乌克兰结成同盟，割断一切可恨的德国人的同盟，大胆地举起全斯拉

夫族的旗帜，他就会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实在说，讨伐德国人是一件斯拉夫族的很好的，而主要是必要的事业，无

论如何总比为了讨好德国人而扼杀波兰人要好。积极行动起来，把斯拉夫人

从土耳其和德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将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是解放了的俄

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号召革命派在人民事业的旗帜下团结起

８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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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下面就是这个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纲领的几个要点：

“第一条 我们〈巴枯宁及其同伙〉希望人民的——即公社的、省的①、区

域的以及国家的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自治〕，有沙皇还是没有沙皇，反正一样，

看人民希望怎么样。——第二条……我们准备并且必须帮助波兰、立陶宛、

乌克兰反对任何暴力和反对一切外来的敌人，特别是反对德国人。——第

四条我们同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一起，希望向目前在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

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压迫下受折磨的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伸出援助的手，只要还

有一个斯拉夫人仍然处在德国人、土耳其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奴役之下，我

们就必须不让利剑入鞘。”——

第六条规定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结成同盟；这

恰好就是当时俄国政府所寻求的同盟。

“第七条 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

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统一的、不可

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

这就是斯拉夫族事业的广泛的纲领，这就是人民俄罗斯事业的最高成

就。就是为这个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现在我们将同谁在一起走，走到哪里去，跟着谁走呢？走到哪里去？——

这我们已经谈过了。同谁在一起走呢？——这我们也谈过了：显然，不是同

别人而是同人民在一起走。但是，跟着谁走呢？跟着罗曼诺夫走，跟着普加乔

夫走，还是跟着彼斯节里走，如果发现了新的彼斯节里的话？②

说实话：如果罗曼诺夫能够并且想从彼得堡的皇帝变成农民的沙皇，我

们最乐意跟着罗曼诺夫走。我们乐意站到他的旗帜下面，因为俄国人民还承

认他，因为他的力量已经建立，可以立即用于事业，只要他对它进行人民的洗

礼，它就能够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乐意跟着他走，还因为他曾经

９９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

①

② 罗曼诺夫是沙皇的姓；普加乔夫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时期一次伟大的哥萨

克人起义的领袖；彼斯节里是反对尼古拉一世的１８２５年阴谋的首脑，他被绞

死了。

巴枯宁用的是：“乡的、县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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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进行并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和平革命，没有流一滴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

的血。由于人们的愚蠢，流血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祸害、

大祸害和很大的不幸，不仅对于革命的牺牲者说来是这样，而且对于干净而

彻底地达到革命所追求的目的说来也是这样。在法国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

种例子。

可见，我们对罗曼诺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是他的敌人，但是也不

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人民俄罗斯的、斯拉夫的事业的朋友。如果沙皇领导这

个事业，我们就拥护他。但是，当他要反对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他的

敌人。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他是想做俄国的沙皇、农民的沙皇罗曼诺夫呢

还是想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彼得堡皇帝？他是想为俄国、为斯拉夫人服

务呢还是想为德国人服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那时我们将知道我们该

做什么。”

遗憾的是，沙皇认为无需乎召开国民议会，而从这个小册子可

以看出，巴枯宁已经提出自己作为这个议会的议员候选人了。他

的竞选宣言和对罗曼诺夫的屈膝下跪算是白费功夫了。他的幼稚

的轻信态度可耻地受了欺骗，于是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

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

这位对自己的农民沙皇五体投地的导师做出了这些无聊的杜

撰，他的学生和朋友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就有充分

的权利高呼：农民皇帝拿破仑第三万岁！

０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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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文  件

１．同盟的秘密规章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一份规章，有一部分是巴枯宁亲手写的。

他把这些规章的副本不仅分发给了亲信者，而且也分发给了他期

望用自己这个辉煌的纲领的启示录去加以诱骗的许多人。想当著

作家的虚荣心压倒了拐骗者阴郁隐讳的习性。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

三级：

一、国际兄弟会。

二、民族兄弟会。

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章程

１．国际兄弟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

邦和别的敌人。

２．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

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３．他们是兄弟，他们永远不互相攻击，既不公开地，也不在法庭上解决自

己的争端。由双方从兄弟中推选出来的仲裁法庭，就是他们唯一的裁判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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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

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

护。    

５．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

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

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我们既不把义务，也不把牺牲强加于

人。但是，具有这种热情的人一定会成就许多事业，甚至根本不意识到他是

在做出牺牲。

６．对兄弟来说，不应当有比为革命服务和为我们的、以为革命服务为己

任的秘密组织服务更重大、更神圣的事业、利益或义务。

７．兄弟永远有权拒绝完成中央委员会或他所属的民族委员会对他的委

托，但是，如果连续多次拒绝，他就表明自己是敷衍塞责的人或懒惰的人，并

且可能被所属的民族委员会暂时开除，而根据民族委员会的提请则可能被中

央委员会暂时除名，直到宪法会议做出最后决定为止。

８．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他们

任何一个人，未向所属的委员会请示都不能进行同该委员会所确定的行为规

范相矛盾或者甚至相抵触的公开行动或发表这类的言论。每当两个或两个

以上兄弟在一起时，他们对一切重大社会事务应当进行磋商。

９．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

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

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

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

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１０．国际兄弟组织分为：Ａ．总委员会或宪法会议。Ｂ．中央委员会。Ｃ．民

族委员会。

Ａ．总 委 员 会

这是或者按确定的期限定期召集的，或者由中央委员会多数作为非常会议召

集的，全体或者至少是三分之二国际兄弟的会议。它是我们整个组织的最高

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权力机关，它可以修改我们组织的纲领、章程和组

织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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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中 央 委 员 会

由（ａ）中央局和（ｂ）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凡是不担任中央局委员的一

切国际兄弟，只要离中央局相当近，可以在两天以内召集起来，——当然还有

因过路而在当地的一切兄弟——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在其他方面，

它们在一切相互关系中，都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见第二条至第四

条）。

Ｃ．民 族 委 员 会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由当时在全国性组织中心或其附近的一切国际兄弟（不

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又分为：（ａ）民族执行局和

（ｂ）民族监察委员会。民族监察委员会应当包括当时在当地的、没有参加执

行局的一切国际兄弟。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执行局和监察委员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同。

１１．吸收新的兄弟须由民族委员会全体当时在当地的委员（不得少于三

人）做出一致决定，并经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中央委员会可以

根据自己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直接吸收新的兄弟。

１２．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应当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以便监督和活跃该委

员会执行局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它是自己的每一个成员在有

关他们革命品质或者有关他们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的行为的当然

裁判官。它的决定应当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它指导自己全体成员的活动和

公开的言论。它通过自己的执行局或者由它所指派的兄弟同中央局保持经

常的通信联系，至少每两星期一次。

１３．民族委员会组织本国的民族兄弟的秘密联盟。

二、民族兄弟会

１４．民族兄弟在每一个国家内应当这样组织起来：使他们永远不能脱离

国际兄弟共同组织的领导，特别是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的纲

领和章程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以后才能最后生效。

１５．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如果认为合适的话，都有权规定两类民族兄弟：

（ａ）一类是在全国内彼此了解的民族兄弟；（ｂ）一类是只是在不大的小组范围

内彼此了解的兄弟。民族兄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

３０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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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存在。

１６．在全国的一切重要地点建立省中心，省中心由国际兄弟或第一类民

族兄弟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组成，任务是尽可能深入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

秘密组织和宣传它的原则，它们不限于在城市中进行活动，而且也要在乡村

中和在农民中传播这些原则。

１７．民族委员会应当尽快地筹到不仅是它自己的组织顺利地进行活动所

必需的，而且也是整个协会的共同需要所必需的经费。因此，它们将把经费

的一部分——一半？——上缴中央局。

１８．民族局应当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记住只有当在那些应当实现原则、

纲领和章程的人身有魔阻的时候，这些原则、纲领和章程才有价值。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组织

１．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由各常设民族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日内瓦中央

支部的成员组成。

这一切成员召开的全体会议就构成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秘密全体大会

是同盟的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它每年最少在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

开一次，其参加者以同盟在各个不同国家中的组织的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

也可以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在任何时候召开。

２．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它由中央局全体

委员和那些硬性规定必须永远兼任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监察委员会委员

组成。中央支部在宪法和行为规范的范围内是同盟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但

是，宪法和行为规范只有全体大会才能制定和修改。中央支部根据普通多数

票决定一切实际问题（但不是宪法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只要中央局的多数

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这样通过的决议中央局就必须执行，如果申诉，

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全体大会。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

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３．中央局——执行权力机关——设委员三名至五名或者甚至七名，他们

必须同时是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

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接受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

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

一次秘密报告。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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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组织，它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同一切民族局保持或多或少、或秘

密或公开的联系，同时每月也从各个民族局得到报告。对外，它的管理机构

将同联邦制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中央局作为同盟的既秘密又公开的执

行权力机关，将使本团体的秘密宣传和公开宣传活跃起来，并且用一切可能

的办法促进同盟在一切国家中发展。它掌管根据公开章程（ｂ）条的规定由一

切国家上缴供共同需要用的那一部分经费。它出版报纸和小册子，并且派自

己的旅外代办到还没有同盟组织的国家中去建立组织。它在为了同盟的利

益而必须实行的一切措施中，都应当服从秘密中央支部多数的决定，中央局

全体委员都参加秘密中央支部。中央局是一个同时既公开又秘密的组织，而

且它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它始终将是这个委员会的直接代

表机关。临时中央局将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

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

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①而各自回国去了。临时

中央局在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召开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根据公开章程

第七条规定，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在最近这

次工人代表大会期朗召开。不言而喻，这次大会将任命新中央局委员。但是，

由于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委员会

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去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织，使它

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的人（如

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会能够

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４．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局的全部活动实行监督。它由住在中央局所在地

或其附近的所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临时住在或者路过当地或附近的

所有委员组成，但是组成中央局的委员除外。根据监察委员会两名委员的要

求，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应当在三天以内到齐，同中央局委员一起召集最高

执行委员会中央支部大会，其权利在第二条中已经作了规定。

５．民族委员会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一个

民族有了三名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则由中央局或者必要时由中央支部建议

他们成立本国的民族委员会。每一个局族委员会都可以任命本国中央委员

５０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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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新委员，但是任命必须根据该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民族委员会

在任命新委员时应当立即通知中央局，中央局给新委员注册，从而授予他以

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一切权利。日内瓦中央支部同样也有权根据支部全

体成员的一致决定来任命新委员。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有在本国建立和组织同盟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民族

组织的专门任务。它通过应该由它建立的、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

的民族局，对民族组织实现最高领导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首脑。各个民族委员

会对相应的民族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将同中央支部对中央局的关系、权利

和权力一样。由相应的民族局和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民族委员会，除了中

央局以外不承认别的领导机关，民族局无论在宣传和行政方面还是在征收和

上缴会费方面，都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

民族委员会通过相应的民族局应当保证这样去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

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随着各个民族局建成了地方组织以后，民族局就应当把它们的章程和纲

领提交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纲领

１．国际同盟建立的宗旨，是要在我们纲领所宣布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组

织和加速世界革命。

２．根据这些原则，革命的目的只能是：（ａ）在欧洲破坏任何统治和一切

权力（宗教的、君主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从而也就是破坏现存的一切

国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财政机构。（ｂ）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

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

３．我们所了解的革命，确切地说是事物的力量现在必不可免地要提出来

的革命，实质上带有国际性或者普遍性。面对着拥有谙练的组织所提供的一

切威慑手段的欧洲一切特权利益和一切反动力量的带有威胁性的联合，而对

着现在在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到处呈现的深刻分裂，任何民族革命，如果它

不立即扩展到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本身不包含

普遍性的一切因素，就是说如果它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于平等和正义去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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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世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

普遍性；因为除了在站在世袭土地占有制和资本方面的一切机构的废墟上彻

底解放劳动的口号以外，现在什么也不能把伟大的、唯一真正的时代力量

——工人联合、发动和调动起来。

４．由于即将爆发的革命只能是普遍的革命，所以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

是应当准备、组织和加速革命到来的阴谋，也应当是这样的。

５．同盟追求双重目的：（ａ）它致力于在一切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传播对政

治、社会经济和一切哲学问题的正确观点。它将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并

且通过建立公开团体的办法，积极进行宣传；（ｂ）它将努力把一切人：聪明的、

精力充沛的、坚定的、有善良意志的、矢忠于我们思想的人，都吸引过来，以便

在整个欧洲，并且尽可能也在美洲建立一个正是由于这样联合起来而变得更

加有力的忠诚的革命者的无形的网。

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

１．这个组织的原则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的原则相同。这些原

则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纲领有关妇女问题、从宗教观点看家庭、法律和国

家的那一部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

中央局保留有在不久以后对这些原则提出更加详尽的理论阐述和实际

阐述的权利。

２．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

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

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

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

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

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只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

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

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

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３．我们确信，个人和社会的祸害的根源与其说在单个的个人之中，不如

说在事物组织和社会地位之中，所以不管是从正义感出发，还是出于利害的

考虑，我们都将是人道的，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摧毁这种地位和事物本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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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够在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宽恕人们，我们否认社会有意志自由

和进行惩罚的虚构的权利。正义本身，按照这个词的最合乎人性、最广泛的

意义来说，无非是所谓否定的和过渡性的思想；它提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

并不去周密地考虑它们，而只是指出一条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

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会组织中才可能提供积极

的解决办法。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这是通

过普遍团结所达到的每一个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类的博爱。

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是他在其中诞生、发展并继续受其影响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人的全部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原因

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不平等的自然结果的愚昧无知，

以及这两者的必然后果——奴役。

由于社会组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们所犯的罪行的唯一原因，

所以惩罚罪犯是社会方面的伪善行为或者显然的荒谬论调，因为任何惩罚都

是以罪行为前提的，而罪犯们永远都是无罪的。犯罪和惩罚的理论是神学的

产物，即荒谬论调和宗教伪善行为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承认社会在其目前过渡状态中所具有的唯一权利，就是为了自卫而

杀死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罪犯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审判和惩治这些罪犯的权

利。这种权利甚至也不是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来说的；不如说这是令人悲痛

的但是必不可免的自然事实，是现社会的无力和愚钝的标志和结果；社会愈

少地使用这种权利，它就愈接近于它本身的真正解放。一切革命者，一切被

压迫者，一切受苦受难者，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自然满怀憎恨和复仇情绪的

牺牲品。他们应当记住，各种各样的国王、压迫者和剥削者同人民群众中出

现的罪犯一样，也是有罪的。他们都是恶棍，但不是罪人，因为他们和普通

的罪犯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起义的人民在初

期要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杀死是毫不足怪的；这将是一种不幸，也许是必不可

免的，但是也像暴风雨所造成的破坏一样，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个自然事实将既不是道德的，甚至也不是有益的。在这方面，

历史上充满了富有教益的例证。例如１７９３年可怕的断头台，虽然不能指责

它毫无作为和拖延误事，但是它并没有把法国的贵族阶级消灭。使贵族即使

没有被彻底消灭，无论如何也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惊的，并不是断头台，而是

没收和拍卖贵族的土地。而且一般地可以说，政治屠杀从来没有使一个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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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过致命的打击，政治屠杀用来反对特权阶级尤其显得无力，因为力量的

根源与其说是在人们之中，不如说是在事物的秩序即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

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使特权者所处的那种地位之中。

所以，要实现激进的革命，就必须攻击地位和事物，摧毁财产和国家；这

样并不需要消灭人们，使自己注定走向真正的和必不可免的反动，而反动在

每一个社会中过去和将来永远都只会导致屠杀人们。

但是，要想有权以人道对人而又不损害革命，就必须对地位和事物毫不

留情；就必须摧毁一切，而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

——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

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成为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出于

必要性，对于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不值得

奇怪的，因为他们想实行专政，就是说想实行国家中央集权，而国家由于必

不可免的和逻辑的必要性，必定会使他们走向恢复财产，因此，我们说，他

们不希望实行反对事物的激进革命，而策划反对人们的流血革命，是十分自

然的。但是，这种以建立高度集中的革命国家为基础的流血革命必不可免地

要导致军事专政的出现，导致新统治者的出现，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更加详

尽地论证。所以，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４．我们是那些作为未来的专制者、立法者和革命保护者的革命者的天然

敌人，他们在现代的君主国家、贵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还没有被破坏以前，

就已经幻想要建立同现存国家一样集中并且比现存国家更加专制独裁的新

的革命国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由某种权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秩序，并且如

此害怕在他们看来是无秩序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民生活的直接的、自然的表

现的东西，以致在革命还没有制造出这种光荣的和能拯救一切的无秩序以

前，他们就已经幻想要结束革命并且用行动来控制某种权力，在这种权力之

下，革命只有名存实亡，而这种权力事实上只能是新的反动，因为它将注定

使受法令支配的人民群众重新遭受服从、停滞和死亡的厄运，即遭受新的、假

革命的贵族的奴役和剥削。

５．我们心目中的革命，其意思就是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并且破

坏在同一种语言中称为“社会秩序”的那种东西。

我们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且呼吁这种状态，我们坚信，从这种无政府

状态即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的充分表现中，自由、平等、正义、新秩序和反对

９０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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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本身一定会诞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

无疑将会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时将自下而上地、从地

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则为根据，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地以任何

权威为榜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

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

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６．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从第一天起就应当根本、彻底地破坏国家和一切国

家机构。这种破坏的自然和必然的后果是：（ａ）国家的破产；（ｂ）授权每一

个债务人自行偿付（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债务，以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

债务的干预；（ｃ）停止征缴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捐税；（ｄ）解散军队、司法部

门、官吏、警察和僧侣；（ｅ）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废除一切法律上称为权利

的东西，并停止实现这些权利。这样，也就废除和烧毁一切规定了所有权和

依法继承权的文书契约（买得的和赠予的）、一切诉讼案件，总而言之，废除

和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方面都以革命行

动代替国家所创立并加以保障的权利；（ｆ）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

各工人协作社所有，由它们集体使用；（ｇ）没收一切教会和国家的财产以及

属于个人的贵重金属，归组成公社的一切工人协作社的联合同盟所有。公社

将给这样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以补偿被没收的财产，往后只

要他们愿意和有本倾，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ｈ）为

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

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

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成立革命

公社委员会。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

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ｉ）发表组成了公社的起义首

都的宣言，声明首都在消灭了权威主义的和执行监护任务的国家（它有权这

样做，因为它像其他地方一样被国家所奴役）以后放弃自己的权利，确切地

说，放弃管理和强制各个省份的任何野心，（ｋ）号召一切省份、公社和协作

社抛弃一切，效法首都的榜样，首先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自己

的代表（同样地一律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是负责任的和可以撤换的）到

规定的集合地点去，以便成立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各协作社、公社

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派遣不是肩披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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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绶带的正式的革命全权代表而是革命的宣传员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别

是到农民中去，因为能够使农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么原则，也不是某种专

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动，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将使国家的

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后果。废除民族国家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为了

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任何别的国家、省份、公社、协作社，或者甚至个

人，不问各国的现存国界及其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系统或民族系统，都将被

吸收到革命联邦中来；而站在反动派方面的本国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

人则将不准加入这个联邦。因此，由于为了使起义的各国能够互相卫护而扩

展革命和组织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废除国家和破坏国家为基础的革命的普

遍性就将获得胜利。

７．如果政治革命不变成社会革命，如果民族革命正是由于它的激进社会

主义的性质和对国家的破坏不变成普遍的革命，那现在要进行胜利的政治革

命和民族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８．因为革命在任何地方都应当由人民来进行，并且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应

当经常归于组成了各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的自由联邦的人民，所以，通

过革命代表团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不分旧的国界和民族差异而包括为了

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一切国家的、新的、革命的国家的任务，将是管理

各个社会机关，而不是管理各国人民。它将建立一个新的祖国——反对一切

反动势力同盟的普遍革命同盟。

９．这个组织排除任何专制和执行监护任务的统治权力的思想。但是，正

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同盟，为了革命战胜反动，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

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

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１０．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

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

好像是自热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

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表面上常常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原因所引起。

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

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

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

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

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

１１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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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

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

者也就足够了。

２．公开同盟的纲领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

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

面的平等，结果便脱离了这个同盟，从而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

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

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个加入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

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

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

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

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

些朋友们共同倡议建立这个新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

中央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

（１）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师，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

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２）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

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

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

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３）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

条件，得到抚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阶段上学习的同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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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

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

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４）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

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

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５）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

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

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６）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

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竞争

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７）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  程

（１）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

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２）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中央局。

（３）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国的民族局。

（４）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各

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５）一切地方组织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

自己的局。

（６）凡是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１０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

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

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

低。   

（７）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３１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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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巴枯宁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

（原信为法文）

１８７２年４月５日于洛迦诺

亲爱的同盟盟员和同志：我们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建议我把情况写信告诉

您，而我也非常高兴做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

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

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

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

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组成为国家的特权者世界

——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恶

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

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我说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为了使您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愿，我只向您说一点就够了。我们的纲

领就是你们的纲领，就是您在你们去年的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个纲领，如果

您仍然忠实于这个纲领，那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同道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

是您的同道者。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正如您仇视这个

原则一样；我们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辖者蜕化变质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

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

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

它的任何表现，因此我们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们认为伦敦代

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

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我不涉及私人问题，唉，如果最近这次全协会代

表大会开成了的话，他们在会上占据的位置是太大了，我很怀疑这次代表大

会是否能开成，因为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

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

此刻一切视线都萦注于西班牙，关注着你们的代表大会的结局。大会的结果

将怎样呢？如果您能收到这封信的话，那也在代表大会以后。信寄到您手里的

时候是逢上革命的最高潮呢还是逢上反动的最高潮？我们意大利、法国和瑞

士的所有朋友们都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来自你们国家的信息。

您一定知道，最近在意大利，国际和我们亲爱的同盟都获得了广泛的传

４１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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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民都处于完全革命的即经济上绝望的境况中，

群众开始最认真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利益开始变成思想。在此以前，意大利

所不足的，不是本能，而是组织和思想。现在这两者都在形成，这样一来，

意大利在西班牙之后并且和西班牙一起，也许是现在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

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勃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

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

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在他们不

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

我们的天才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

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

影响。我给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寄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地址。不久将把其他地址

给他们寄去。同盟的西班牙盟员同意大利盟员正在建立直接的接触，很好，

这是必要的。您能收到意大利的各家社会主义报纸吗？我特别向您推荐：西

西里岛吉尔真提的“平等”周报（《Ｅｇｕａｇｌｉａｎｚａ》）；那不勒斯的“钟声报”

（《Ｃａｍｐａｎａ》）；博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报”（《ＦａｓｃｉｏＯｐｅｒａｉｏ》）；米兰的

“玫瑰小报”，特别是“铁锤报”（《Ｍａｒｔｅｌｌｏ》）。不幸的是“铁锤报”被封闭

了，该报的编辑全被监禁起来。

在瑞士我向您推荐两名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瑞士纽沙特尔校场

街５号）和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雕刻匠（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

讯书记），瑞士伯尔尼汝拉山脉桑维耳耶，雕刻匠阿德马尔·施维茨格员耳先

生收。（接着写的是巴枯宁的地址。）

同盟和兄弟情谊

米·巴枯宁

请代我向莫拉哥兄弟转致敬意，并请他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

你们能收到汝拉联合会的简报吗？

此信读后请烧毁，因为其中提到一些人的姓名。

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不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

建者，而且也由于他品行不良３７７。证实他品行不良的真实文件还

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暂不公布。

完

５１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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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在 国 际 中

除了纽约总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以外，“人民国家报”早就不刊

载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情况的任何消息了。它在这方面的行动同国

际的所有其他报纸和国际的大多数会员是一样的。海牙少数派的

机关刊物则在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指挥下，拚命地把自己描绘成

国际真正多数派的代表，对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前总委员会，特别

是对马克思极尽诽谤和诬蔑之能事，并且竭力把各民族的那些以

天才人物自命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

受这种攻击的人认为只要彻底弄清楚涉及海牙代表大会的所有事

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而只是对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最卑鄙的诽

谤加以回击，而且仍然是用摆事实的方法。总之，他们相信工人的

健全思想和总委员会的行动，总委员会表明自己是完全能担负起

自己的任务的。

下面所列举的资料表明，各地没有经过事先协商而自行采取

的这种行动方式已经产生了效果。

在英国，前总委员会的一些英国委员——马克思在海牙根据

确凿的证据和他们自己的供认谴责了他们的叛卖行为①，对这种

６１５

① 见本卷第７２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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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他们一点也不敢反驳——在去年１２月挑起了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的分裂①。他们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单独召开了整整１１个

人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些人，甚至谁都不敢说他们是不是支部的代

表，究竟是哪些支部的代表。这１１个人愤慨地表示反对海牙的决

议并站到了分裂分子的旗帜下；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外国人——埃

卡留斯和荣克。从这时起，就存在着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但是有以

下的区别：一个属于国际，得到几乎所有支部的拥护，第二个是分

裂分子的，它除了自己的成员以外，不代表任何人。第二个委员会

几个月来一直在表演这出滑稽剧，最后终于寿终正寝了。同经过

了五十年运动锻炼的英国工人开这种玩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与

此相反，６月１日和２日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国际不列颠组织的代

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无疑将为英国工人运动开辟一个时代。出

席会议的有２６位代表，他们代表英国主要工业中心以及一些不大

的城市。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和以前所有这种类文件的区别就在

于，它——在这个有守法传统的国家内——承认工人阶级有用暴

力捍卫自己要求的权利。

代表大会赞同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红旗是国际不列颠组织的

旗帜；工人阶级不仅要求把全部地产归还给劳动人民，而且也要求

把一切劳动资料归还给劳动人民；提出实行法律所规定的八小时

工作日制的要求作为一项初步措施；代表大会向西班牙工人祝贺

共和国的建立和十个工人被选进国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释放至

今被关在监狱中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任何一个了解英

国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承认，从来还没有一个英国工人代表大会

７１５在 国 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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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这样深远的要求。无论如何，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和

分裂分子的冒充的联合会委员会的可悲结局，国际在英国的阵地

确定了。

在瑞士，分裂分子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知道，汝拉联合

会早就是国际中各种各样的分裂活动的主脑机关。它的代表们在

海牙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称，他们代表国际中的真正多数，在不久

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将证明这一点。智与时增，这对于最爱

吹牛的人说来也是适用的。４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

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从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出，联合会共辖有１１

个瑞士支部，其中派代表出席大会的有９个支部，这１１个支部的

情况如何，他们的人数有多少等等，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

可是，你们瞧，报告却声称，整个国际都归附于他们的分立的联合

会了。既然这样，那末这个巨大的多数不是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全

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推翻海牙大会的决议吗？不，根

本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正是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

议当然立即就被这些“自治的”代表们接受了，这项建议就是：为了

使新的代表大会不再踏上海牙代表大会的有害而错误的道路，分

裂分子的联合会应该在瑞士的某个城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而

不承认纽约总委员会可能召开的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大会已经明确地委托总委员会指定召开下次代表大

会的瑞士城市①。因此，汝拉联合会的决议意味着响亮词句掩盖下

的一种新的退却。

实在说，该是这些先生们考虑掩护自己后方的时候了。６月１

８１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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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２日——对分裂分子说来是些不祥的日子——在俄尔顿召开

了瑞士工人代表大会。８０个代表中有整整五个汝拉人。会上曾提

出了建立集中制的瑞士工人联合会的建议。

为了与此相对抗，这五个汝拉人提出了一种用各种各样的保

留条件巧妙装饰起来的，会使整个组织丧失活动能力的联邦制度。

他们看到自己处于无望的少数地位，便像在海牙一样，玩弄浪费别

人时间的把戏。代表大会把整个星期日都花在讨论这个所谓的

“原则问题”上。最后，像在海牙一模一样，多数派不得不迫使这些

饶舌者沉默，以便终于能转过来研究工作。星期一断然决定建立

集中制的联合会，五个说教者对这点的答复就是在宣读了空洞无

物的声明以后，便离开会议厅各自回家去了。而这些在本国内本

来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人，多年来曾一直发誓说，他们的使命就是要

改组国际！

可是从来祸不单行。在意大利，分裂分子阵营里的无政府主

义者现在声嘶力竭地在叫嚣，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即皮阿琴察的克

雷希奥，把自己的新报纸“社会未来报”寄给了加里波第，这些先生

一直指望把加里波第当作自己人看待的。报纸中充满了愤怒的叫

喊，反对他们所谓的“权威主义原则”，在他们看来，这个原则是一

切祸害的根源。加里波第回答说：

“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谢您……您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谎言

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则作斗争是妨

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错误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巴黎根本没

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这位争取自由的老战士在１８６０年这一年中所做的工作比所

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在一起在自己一生中曾经想要做的工作还要

９１５在 国 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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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他知道纪律的价值，何况，他总是不得不亲自来加强自己战斗

部队的纪律，而且不是像官方军阀那样，采用机械训练的办法，经

常用枪决来威胁，而是直接以敌为鹄来进行教育。

可惜的是，我们还不能——列举分裂分子所遭到的一切厄运。

他们过去只有一点还感不足，这点他们现在也有了。“新社会民主

党人报”（这家报纸的警察嗅觉早已从这些历来破坏国际的人那里

闻到了熟悉的气味）现在完全站到这些破坏分子方面去了。该报

的第６８号发现比利时人——他们实际上已脱离国际，——拟定的

章程草案完全符合该报的观点，而且答应参加分裂分子一伙，这再

好不过了。当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分裂分子代表大会上出

现时，分裂分子的组织就会获得自己的真正性质。右面是巴枯宁，

左面是哈森克莱维尔，而中间则是让别人用他们自己的蒲鲁东主

义词句来愚弄的不幸的比利时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９—２０日

载于１８７３年７月２日“人民国家报”第

５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０２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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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１８７３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３７８

一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

报告①（见载于“人民国家报”第８７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

斯特罗·巴枯宁”一文３７９）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

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

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

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谈家在西班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也能

够了解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

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

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现在我

们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

道以外，我们还掌握有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

①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１８７３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一个反对国际的阴

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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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

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１８７３年２月间共

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

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

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

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

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

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

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

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

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政府决

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巴枯宁派的首

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继续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经日益变得

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们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

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

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

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他们怎样摆脱了这

种困境，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

“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

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

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

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

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

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相反地，他们厌

恶这种思想，——而是卖劲帮助一个由冒险家、野心家、钻营之徒组成的并

２２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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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为不妥协派（ｕｎｖｅｒｓｏｈｎｌｉｃｈｅ）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

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

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

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ｎｏｔａｂｅｎｅ〔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

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

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

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

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

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

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

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

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

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

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

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

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

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

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     

但是，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

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

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３８０

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

派３８１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

战，而不愿参加竞选３８２。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例放弃

３２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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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分裂为两派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和工人

群众。由于国际的名称当时在西班牙工人中间还有巨大的吸引

力，由于当时在西班牙至少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国际支部的良好的

组织，因此毫无疑问，在卡塔卢尼亚工厂区，在瓦伦西亚，在安达鲁

西亚各个城市等地，由国际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选人都会取得光

辉的胜利，并且必定能够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在每次

表决时左右两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局的少数派。工人感觉

到了这一点。他们感觉到，发挥他们的当时还有雄厚力量的组织

的作用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巴枯宁学派的首领先生们长期以

来一直宣传无条件放弃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变方针；于是

他们就想出了一条可怜的出路：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不参加选举，但

是国际会员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投票。这个政治破产的

声明的后果是：工人像在这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投票选举了伪

装为最激进的人——不妥协派，从而对自己选出来的人以后所采

取的步骤担负了一定的责任，并被卷入他们的行动。

二

同盟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的狡黠的选举政策使他们所处

的可笑地位上坚持下去，否则他们至今所保持的对西班牙国际的

统治就会完结。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即使仅仅为了装装样子。总罢

工便是他们的出路。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

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

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

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

４２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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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

利时社会主义者从１８４８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

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１８３７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

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１８３９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

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２７９页３８３），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

１８４２年７月竟试图实现它。在１８７３年９月１日召开的同盟分子

的日内瓦代表大会３８４，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

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

这就是癥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

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

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

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

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

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

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领

们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

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们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

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

高谈阔论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们想像的运动所

吓倒；他们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协议的皮－伊

－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

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马上付诸实

５２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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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纲领，这些措施不仅会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利

益，而且结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给社会革命以

一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

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

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

的谈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渐渐表现不耐烦，他们中间最急躁的人

物在安达鲁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领们如果

不愿做不妥协派资产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

总罢工。

当时在巴塞罗纳张贴了这样一张布告：

“工人们！政府利用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视反卡洛斯派的

战争，我们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们的无比愤怒，”云云。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

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都多，可是，同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

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

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

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

期，巴塞罗纳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

尼亚斯这类驯顺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经到来，

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们的著

名的选举纲领，继而竭力宣传保持安静，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

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视他们。最软

弱的不妥协派终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现了更大的毅力。同盟

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们宣布实

行总罢工，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们干脆

６２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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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

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

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

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

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

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

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

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所（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

同盟的报告①）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
３８５
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

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

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亚尔科已被提上了日程。亚尔科是一个

新兴的工厂城市，现在约有三万居民。仅仅一年以前，国际才以巴

枯宁主义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并且非常迅速地扩展开来。这个城

市的工人在此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因此，他们对任何形式

的社会主义都一概加以欢迎，正像在德国的落后地方一再发生的

情形一样，在那些地方，全德工人联合会突然间就获得了许多新的

信徒。因此，亚尔科被选为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的驻在地。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

７月７日，一个工人会议决定宣布总罢工。第二天就派出了一

个代表团去见市长，要求他在２４小时内召集工厂主并把工人的要

７２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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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交给他们。市长阿耳博尔斯是个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他扣留

工人，从阿利康特调来军队，并建议工厂主不要让步，叫他们深居

简出。他本人将忠于职守。在同工厂主商谈之后，——这里我们根

据同盟分子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正式报告３８６，——

这位最初向工人答应保持中立的人，这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

宣言中他“侮辱和诬蔑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从而取消了罢工者

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他们进行斗争”。一个市长的虔诚祝愿怎么能

够取消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论如何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不管怎么样，受同盟领导的工人当时通过一个委员会向市政当局

宣布，如果它不打算遵守在罢工期间保持中立的诺言，那末为了避

免冲突起见，它最好卸职。委员会的代表们未被接见，而当他们离

开市政厅时，警察便向和平地站在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

如同盟的报告所说，斗争就此开始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了据说

是长达“２０小时”的战斗。一边是工人，据“革命团结报”说有５０００

人，另一边是市政厅里的３２个宪兵和市场上四五幢房屋中的几个

武装人员；这几幢房屋——按照普鲁士的先例——被人民烧毁了。

最后，宪兵弹尽，被迫投降。

同盟分子委员会的报告上说：“市长阿耳博尔斯伪装投降，然后又胆怯地

命令杀死那些轻信他的诺言而进入市政厅的人们，如果他不是这样欺骗人

民，我们也不会为这样多的死难者而哀悼；如果这位市长自己不用手枪抵近

射击逮捕他的人，他是不会被义愤的居民打死的。”

这次斗争中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呢？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计算出伤亡的人数〈人民方面〉，但我们可以说，伤

亡不下１０人。攻击者的伤亡则不下１５人。”

这是同盟经受的第一次巷战。５０００人对３２名宪兵和几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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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资产者进行了２０小时的战斗，在敌人弹尽之后才打败了他

们，自己总共损失了１０个人。看来同盟是硬要自己的信徒相信福

斯泰夫的箴言：“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

不用说，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关于漫无目

标地烧毁工厂、关于大批枪杀宪兵、关于把人们浇上汽油烧死的种

种报道纯粹是捏造。胜利的工人，甚至当领导他们的是以“彻底消

灭！”为座右铭的同盟分子的时候，他们对待战败了的敌人也经常

是过分宽大的，而敌人因此就把自己在胜利时从来不忘记制造的

可耻罪行强加在工人身上。

总之，取得了胜利。

“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亚尔科，我们的朋友５０００人成了局势的支配

者。”

这些“支配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局势”的呢？

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同盟的报告还是同盟的报刊都没有告诉

我们片言只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般报纸的报道。从这些报道

中我们知道，在亚尔科马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

政府。固然，同盟分子也曾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

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

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

是危险的”。在亚尔科开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还竭力

想使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赞成这项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根据某些消息

还有该委员会的书记弗朗西斯科·托马斯，都是这个临时的和革

９２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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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政权——亚尔科物质福利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为了实现“工人的立即

完全解放”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委员会禁止所有男子离开这个城

市，但是却允许妇女离开，只要她们……持有身分证！反对权威的

人竟然又采用了身分证！至于其他方面，则是极端软弱无力、束手

无策和没有毅力。

与此同时，韦拉德将军带领军队从阿利康特逼近。政府一心

想毫不声张地扑灭各省的地方性起义。而亚尔科的“局势的支配

者”则一心想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局势。因此，议

员塞尔维腊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担任的调停人的任务。物质

福利委员会交卸了自己的职权，７月１２日，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

抗就开进了城，为此而向物质福利委员会许下的唯一诺言是……

大赦。同盟的“局势的支配者”又一次平安无事地摆脱了窘境。亚

尔科的冒险也就这样结束了。

同盟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加油斯附近的桑卢卡尔－德－巴腊

梅达

“市长封闭了国际的会所，并且由于他威胁和不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

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被选出的委员会要求部长遵守法律和开放擅自封闭

的国际会所。皮先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却拒绝执行。工人们明白

政府存心要有计划地使他们的协会成为非法；他们免去了地方当局的所有代

表的职务，并委派新的人员来代替他们，新任代表重新开放了协会的会

所”。   

“在桑卢卡尔……人民是局势的支配者！”——“革命团结报”

欢呼道。在这里，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

而成立革命政府，可是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他们把时间

０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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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在空洞辩论和纸面决议上；而帕维亚将军在攻下了塞维尔和

加迪斯之后，于８月５日派遣了索里阿旅的几个连队前往桑卢卡

尔，遇到的是——毫无抵抗。

这就是同盟在没有任何竞争者与其对抗地方所建树的英雄功

绩。

三

紧接着亚尔科巷战之后，不妥协派又在安达鲁西亚马尔加耳

当时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一直同这一派的首领们进行谈判，期望由

他们来组阁；既然谈判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这种仓

卒行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

的：不妥协派先生们力求首先尽快地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便掌

握政权和占据各个自治州将要重新设立的许多政府职位。马德里

议会把分裂西班牙一事拖延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到处宣

布成立自治州。国际（巴枯宁派的）从选举以来就和不妥协派厮混

在一起，它以前的行动使人相信可以得到它的协助：它不是刚刚用

暴力占领了亚尔科，因而同政府进行了公开战斗吗？况且，巴枯宁

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

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而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至

少是在各个城市里，可以自下而上地来实现著名的自治原则了！其

结果只能是：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工人落入了圈套，为不妥协派去

火中取栗，为此而从自己的同盟者那里得到的奖赏照例是脚踢和

枪弹。

巴枯宁派的“国际”的会员在这整个运动中采取了什么立场

呢？他们促使运动具有联邦主义的分散性质，他们尽可能地实现了

１３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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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无政府的理想。同一些巴枯宁主义者，几个月以前在哥多

瓦还宣布，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背叛和欺骗，现在他们却参加

了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的革命政府，但是到处都占少数，所以不妥

协派能够为所欲为。不妥协派掌握着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而用

华丽的辞句和极其荒唐和毫无意义的所谓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

划来敷衍工人。当巴枯宁主义者的首领们要求真正的让步时，便

遭到轻蔑的拒绝。领导这个运动的不妥协派在回答英国报纸记者

的问题时首先声明，他们同这些所谓的“国际会员”毫无共同之点，

他们对这些人不负任何责任，并且声称他们把国际会员的首领们

以及巴黎公社的全部流亡者置于最严密的警察监视之下。最后，

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塞维尔，不妥协派在对政府军队作战时，

还向他们的巴枯宁同盟者开枪。①

结果，几天之内整个安达鲁西亚都落入了武装的不妥协派手

中。塞维尔、马拉加、格拉纳达、加迪斯等地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他

们占领。每个城市都宣布自己是自治州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委员会

（洪达）。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也跟着这样做了。萨拉芒

卡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性质比较平和。这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大

城市都被起义者掌握；只有首都马德里这个差不多从来不采取任

何坚决行动的奢华城市和巴塞罗纳是例外。如果巴塞罗纳行动起

来，最后胜利几乎是有保证的，同时也会保证给运动中的工人以有

力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妥协派在巴塞罗纳力量很

弱，而当时在那里还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派的“国际”会员却以总

２３５ 弗·恩 格 斯

① “人民国家报”（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日第１０６号）把下面三段文字误排在第三节末
尾。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把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时，将
这三段移到本段后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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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为借口来回避起义。因此巴塞罗纳这一次没有站在自己的岗

位上。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

哪怕就像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

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

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像

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

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

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

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

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ｇｕａｒｄｉａｓ ｃｉｖｉｌｅｓ），

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

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作法是不会有很大

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

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

是没有的。

但是没有这样做。不妥协派以及他们的巴枯宁派的仆从们的

联邦主义恰恰就在于，让每一个城市独自行动，并宣布最重要的

事情不是和其他城市共同行动，而是和它们分开，从而排除了发

动总攻势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１８４９年德国五月

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

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３８７，——在这里被

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巴枯宁可以心满意足了。早在１８７０

年９月（在“给一个法国人的信”３８８中）他就声明，通过革命战争

把普鲁士人赶出法国的唯一手段在于，消灭一切集中的领导，让

３３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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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独自去进行战争。只要用

解放了的革命热情去对抗有统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胜利就有了

保证。最后，在法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毛奇的

个人智慧当然就会消失。法国人当时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在

西班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的，巴枯宁却获

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时，这次没有任何口实而仓卒发动的起义使得皮－伊－马

尔加耳不能同不妥协派继续谈判。他被迫辞职；卡斯特拉尔之流

的纯粹共和党人就代之而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是毫不掩饰的资产

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扑灭他们以前利用过而现在只成为他

们的障碍的工人运动。他们拼凑了两个师，一师由帕维亚将军率

领去进攻安达鲁西亚，另一师由康波斯率领去进攻瓦伦西亚和卡

塔黑纳。这些军队的核心是由西班牙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宪兵组成

的，他们都是纪律尚未涣散的老兵。正像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

一样，在这里宪兵也应当压住士气沮丧的基干部队的阵脚，并到处

带领进攻的纵队冲锋；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尽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除了宪兵以外，还把一些混合基干团拨给了这两个师，因

此这两个师大约各有３０００人。这就是政府能够用来反对起义者

的全部兵力。

帕维亚将军在７月２０日前后进军。２４日，里波耳指挥的宪兵

和基干部队占领了哥多瓦。２９日，帕维亚进攻严密设防的塞维尔，

３０日或３１日（根据电文难以确定日期）便攻占了该城。他留了一

支游动队在这里平定郊区，自己则向加迪斯进发。加迪斯的保卫

者只是在通往该城的接近路上设防据守，而且防御也很薄弱，后来

在８月４日，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在以后几天内，帕维

４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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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又解除了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圣罗克、塔里法、阿耳黑西

腊斯及其他许多早就宣布自己为自治州的小城镇的武装，同样没

有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帕维亚派军队去进攻马拉加和格拉

纳达。马拉加在８月３日，格拉纳达在８日均不战而降。因此到了

８月１０日，即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安达鲁西亚便几乎

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

７月２６日，马丁涅斯·康波斯开始对瓦伦西亚发动攻势。这

里的起义是由工人发动的。当国际的西班牙组织发生分裂时，真

正的国际的会员在瓦伦西亚占优势，于是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

会迁到了这个城市。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当革命战斗行将来

临时，瓦伦西亚的巴枯宁派工人不相信巴塞罗纳的首领们在极端

革命词句掩盖下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他们向真正的国际的会员们

建议在所有地方性的运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当自治州运动勃起

时，工人和国际会员便利用了不妥协派，立即发动起义，赶走了政

府军。瓦伦西亚洪达的成员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英国报纸记者

的报道可以看出，在洪达中和在瓦伦西亚义勇大队中一样，工人占

绝对优势。这些记者怀着敬意来谈论瓦伦西亚的起义者，这种态

度是他们对不妥协派占优势的其他起义者从未表示过的。他们赞

扬瓦伦西亚人纪律严明，赞扬城内秩序井然，并预言将有长期的抵

抗和顽强的斗争。他们没有说错。不设防的瓦伦西亚城对康波斯

师的进攻从７月２６日一直抵抗到８月８日，就是说比整个安达鲁

西亚还要抵抗得长久一些。

在木尔西亚省，省城木尔西亚未作抵抗就被占领；在攻陷瓦伦

西亚后，康波斯便向卡塔黑纳进军。卡塔黑纳是西班牙最强大的

要塞之一，在陆地这一边，在瞰制城市的制高点上，有连绵不断的

５３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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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和突出的堡垒做壁障。３０００政府军没有任何攻城炮，只凭自

己的轻型野炮当然无力对付堡垒的重炮，于是只好限于从陆地上

包围城市；但是当卡塔黑纳人利用从港内夺得的海军舰队控制海

面时，这种包围是意义不大的。当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在进行

斗争时，卡塔黑纳的起义者正自顾不暇。直到其他地方的起义被

镇压下去后，在他们自己的金钱和食物也快要耗尽时，他们才开始

想起外面世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做了一次向马德里推进

的尝试，而马德里距他们至少有６０德里，比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

离他们的距离要远一倍以上！这次出征在离卡塔黑纳不远的地方

就遭到悲惨的结局。包围使得从陆路出击成为完全不可能；所以

他们就依靠舰队来出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出击啊！依靠卡塔黑

纳的军舰在刚刚被征服的沿海城市中重新发动起义是根本谈不到

的。所以，卡塔黑纳自治州的舰队只限于用炮击来恫吓从瓦伦西

亚到马拉加一带的其他的（按照卡塔黑纳人的理论来说也是独立

的）沿海城市，扬言如果这些城市不把粮食和硬币军款送上船，就

对它们进行炮击，实际上也的确进行了炮击。当这些城市作为自

治州向政府作战时，卡塔黑纳所持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当它们

失败以后，则宣布了另一个原则：“大家都来保卫卡塔黑纳！”卡塔

黑纳的不妥协派及其巴枯宁主义同谋者就是这样理解各自治州的

联邦主义的。

为了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队伍，卡塔黑纳政府释放了１８００

名被囚在该城监狱中的罪犯——西班牙穷凶极恶的强盗和杀人

犯。从关于同盟的报告中所做的揭露可以看出，这项革命措施毫

无疑问是巴枯宁主义者给卡塔黑纳政府出的主意。报告说明，巴

枯宁怎样幻想“放纵一切恶欲”，他把俄国的强盗奉为一切真正革

６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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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的楷模。对俄国人是合理的，对西班牙人也是公平的。卡塔

黑纳政府放纵了１８００名被严加看守的匪徒的“恶欲”，从而使自

己军队的纪律败坏到了极点，它当然完全是按照巴枯宁的精神行

事的。西班牙政府不去彻底摧毁自己的要塞工事，而等待卡塔黑

纳城由于它的保卫者内部瓦解而陷落，它是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政

策。    

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报告关于这整个运动

是怎样说的。

“预定在８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瓦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其

他问题外，将要决定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对２月１１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西

班牙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应当采取的立场。但是，差不多所有起义省份里的

国际会员都热烈参加了这次遭到如此悲惨失败的糊里糊涂的〈ｄｅｓｃａｂｅｌ－ｌａ

ｄａ 原意是：散乱的〉自治州起义，这不仅分散了大多数国际会员而使联合会

委员会的活动瘫痪，而且也几乎完全瓦解了各地方联合会，而更坏的是，它使

这些联合会的成员受到种种仇恨和迫害，而这些仇恨和迫害是任何一次非常

糟糕地开始而又遭到失败的人民起义常有的后果……

当自治州起义爆发，当洪达即各自治州的政府组成时，那些曾经激烈反

对政治权力，指责我们有权威主义的人〈巴枯宁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参加这

些自治州的政府。在塞维尔、加迪斯、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格拉纳达及

瓦伦西亚等大城市，许多自称为反权威主义者的国际会员却参加了各自治州

的洪达，他们除了主张省或自治州的自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纲领。这一点

已经为这些洪达公布的宣言及其他文件正式证实了，在这些文件上都署有这

个‘国际’的知名会员的大名。

理论与实践之间、宣传与行动之间的这种惊人的矛盾，如果能对我们的

协会稍有裨益，能使我们在组织力量方面稍有进步，能使我们向主要目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稍微接近一点，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结果情况

７３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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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缺少主要的条件——西班牙无产阶级

的有效合作，其实只要用国际的名义来行动，这种合作是很容易争取到的。

各地方联合会之间缺少协调一致；运动听由个人或地方自行支配，没有任何

领导（不算秘密同盟能强使运动接受的那种领导，我们感到羞耻的是，这个同

盟居然还统治着国际的西班牙组织），除了我们的天然敌人——资产阶级共

和党人的纲领以外，没有任何纲领。就这样，自治州起义几乎毫无抵抗就被

极其可耻地镇压下去了，可是，它在复灭的时候也连带葬送了国际在西班牙

的威信和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罪行或暴行，共和党人现

在都把它推在国际会员身上；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下述情况的可靠材料：在塞

维尔，当战斗进行的时候，不妥协派向自己的同盟者、国际〈巴枯宁派的〉会员

开枪射击。反动派狡猾地利用了我们的愚蠢，唆使共和党人来迫害我们，并

在持冷淡态度的广大群众面前诬蔑我们；反动派在萨加斯塔时期没有做到的

事，现在显然可以做到了：在西班牙广大工人群众中损害国际的名誉。

在巴塞罗纳，许多工人支部脱离了国际，对‘联盟’报〈巴枯宁派的主要机

关报〉的先生们及其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坚决抗议。在赫雷斯、圣玛丽亚港

及其他地方，各联合会决定解散。在洛哈（格拉纳达省），居民赶走了一些住

在当地的国际会员。在人们还享有最大自由的马德里，旧的〈巴枯宁派的〉联

合会毫无生气，而我们的联合会为了避免代人受过又被迫无所行动和保持沉

默。在北部的城市中，由于卡洛斯派的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毫无活动的可能。

最后，在瓦伦西亚，经过十五天斗争之后，政府获得了胜利，来不及逃走的国

际会员被迫隐藏起来，而联合会委员会则完全瓦解了。”

这就是马德里的报告所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它和前面的

历史概述毫无出入。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１．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

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

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

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

８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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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

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

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

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

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

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

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

２．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

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

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

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

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

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

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

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

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

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

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３．所谓的①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

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

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４．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

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

９３５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所谓的”，而是“大吹大擂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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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

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

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５．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

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９—１０月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２日和５

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５、１０６和１０７号。

１８７４年以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转载于

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

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１８９４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９４年版本译的，并

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０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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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英 国 的 选 举

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的选举已经结束。才能出众的格莱斯顿不能再靠６６

票的多数统治下去了，他突然解散了议会，在８—１４天之内进行了

一次选举，而结果……反对他的却多了五十多票。这个１８６７年选

举改革后的第二届议会，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第一届议会，使保守

派获得了稳固的多数。３８９可是，把保守党分子派到议会中去的，正是

那些大工业城市和工厂区，而那里占居民多数的无疑是工人。这

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是格莱斯顿企图通过选举来实行政变的结果。选举

是在议会解散后非常短促的期限内进行的，以致某些城市用来考

虑的时间只不过是五天，大部分城市不到八天，爱尔兰、苏格兰和

农村选区最多也不过十四天。格莱斯顿企图愚弄选民，但是英国

的政变并没有成功，而企图愚弄别人的人却反而害了自己。结果，

大批原来是袖手旁观和动摇不定的群众也都投票反对格莱斯顿

了。

其次，格莱斯顿的统治方法粗暴地破坏了约翰牛的固有习惯。

约翰牛的目光非常短浅，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统

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必预先通知就可以

随时解雇的唯一的仆人。某一个执政的政党，有时可以由于纯粹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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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原因允许它的政府在税收和财政措施方面有效地表现出一

些突然的温和姿态，但是，要在重要的立法措施方面得到类似的许

可却只能是例外。但是，格莱斯顿却把玩弄这些立法把戏当做家

常便饭。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大部分都使他自己的党像他的政

敌一样感到突然；这些措施对于自由党是一种正式的从上面强加

于他们的东西，因为自由党如果不投票赞成这些措施，他们马上就

会使敌对政党掌握政权。这些措施中有许多（例如爱尔兰教会法

案和爱尔兰土地法案３９０）虽然内容贫乏，但曾使得许多稳健保守的

老辉格党人感到惊恐，而迫使自由党接受这些措施所用的手段却

引起了整个党的反感。但是，格莱斯顿并不因此罢休。他还废除了

出售军职的制度，这件事他毫无必要地向王室求救而不向议会求

救３９１，这也使他自己的党丢了脸。此外他还和一帮令人厌恶的庸

人混在一起，这些人的唯一才干就是善于不必要地引起别人对自

己的憎恨。其中最突出的是内政大臣普鲁斯和伦敦市政府实际上

的头子艾包顿。普鲁斯以对待工人议员粗暴和态度傲慢出名；而

艾尔顿完全是按普鲁士的方式管理伦敦，——例如他企图禁止人

民在公园集会——，然而，因为这套方式在这里行不通（爱尔兰人

确实不顾禁令，当着艾尔顿先生的面在海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大

规模的群众集会①），所以这就使政府遭到一系列的小失败，并且

威望日益降低。

最后，秘密投票使得许多先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人能够无

顾虑地投票反对他们的剥削者，反对他们正当地认为是代表工业

巨头的政党——自由党。甚至在那些大多数大工业巨头为了赶时

２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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髦而转到保守党营垒去的地方，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自由党不是

代表大工业的利益来与大地产和上层金融界抗衡，那末它在英国

就什么也不代表。

上届议会的一般智力水平在中庸以下。其主要成员一方面是

乡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另一方面是银行家、铁路公司经理、

啤酒商人、工厂主和其他暴发户；其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动家、律师

和教授。这些“智力的代表者”很大一部分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

了，因而这一届议会与上一届议会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专门代

表大土地所有者和有钱人的议会。然而它比上一届议会多了两个

新的因素：即议会里有了两个工人①和将近五十个爱尔兰地方自

治主义者。

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

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

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

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

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加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已做的其

他让步外，还打算逐项满足宪章派纲领（即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一

切要求。人民宪章六点中，秘密投票和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

格限制两点已经成为法律；第三点即普选权也差不多实现了；完全

没有实现的是后面三点：每年改选一次，发给议员薪金和最重要的

一点——划分居民人数相等的选区。

工人由于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组织参加一般的政治

活动的，所以近来他们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

３４５英 国 的 选 举

① 亚·麦克唐纳和托·伯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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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活动，既然他们扮演的是这种角色，伟大的自由党自然要在每次

选举中愚弄他们。但是选举改革法案３９２一通过，工人的政治地位

就马上改变了。在一切大城市里，他们现在都成了选民的多数，而

在英国，无论是政府或议员候选人都喜欢向选民讨好。从此，工联

和工人政治团体的主席和书记们，还有其他被认为在工人中有影

响的著名工人演说家们，转瞬之间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议会议

员、贵族和其他出名的恶棍就开始来拜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愿望

和需求表示意外的关切，并同“工人领袖们”讨论他们过去曾高傲

地嘲笑过，认为提法本身就是可耻的那些问题；这些人甚至还出钱

和组织募捐来救济工人。因此，“工人领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

一种想法，认为自己应该进入议会；他们的贵族朋友对这一点一般

表示同情，但是自然，这只是为了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尽可能地阻碍

工人的选举。这样，事情也就停止不前了。

当然，谁也不会因为“工人领袖们”想进入议会而责备他们。达

到这一目的的最简捷的途径，就是马上着手组织一个具有明确纲

领的新的强大的工人政党。对他们来说，人民宪章就是他们所能希

望的最好的政治纲领。但是，“宪章派”——因为宪章派是明显的无

产阶级政党——这个名称本身很惹资产阶级厌恶，于是“工人领袖

们”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传统，而宁愿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

进行谈判，并且显出一副“绅士气派”，而这在英国就意味着按照资

产阶级方式行事。旧的选举法曾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工人追随激进

的资产阶级，如果当改革法案已经使工人至少可以选出６０个议会

议员候选人时，再强迫他们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这是一个转折点。“工人领袖们”为了进入议会，首先要求助于

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

４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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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

他们不是依靠那个应该重新建立的工人政党，而是依靠资产阶级

的“伟大的自由党”。他们组织了在选举中互相保护的协会——工

人代表同盟３９３，这个同盟的少得可怜的经费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

里取得的。但是还不限于此。激进资产者十分机灵，他们了解到工

人被选入议会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因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把可能当选的工人候选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尽可能地

推迟他们真正当选的时刻。他们让伦敦的一位百万富翁赛米尔·

摩里先生来办这件事，他不惜花费几千英镑，以便一方面在这个伪

工人总参谋部中扮演总司令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借此取得工人之

友的名声，使别人因为他欺骗了这些工人而感激他。大约一年以

前，当解散议会的可能日益增加的时候，摩里曾在伦敦的一家小酒

店里召集他的忠实奴仆们开会。他的忠实奴仆如波特尔之流、豪

威耳之流、奥哲尔之流、黑尔斯之流、莫特斯赫德之流、克里默之

流、埃卡留斯之流和其他等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这帮人中没有一个

不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拿资产阶级的薪俸，替“伟大的自由党”宣

传，或者至少为此出力效劳。在摩里的主持下，这一帮人拟订了一

个连任何资产者都会在下面签名的“工人纲领”，这个纲领被当做

了强大运动的基础，它应该使工人更紧密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

策，并且像这些先生们所梦想的那样，应该把这个纲领的“缔造者

们”选进议会。在这些缔造者们贪婪的幻想中，还闪现着摩里的许

多五英镑的钞票，这些钞票在宣传过程中必定会落到他们的口袋

里去。但是，这个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惨遭失败。摩里锁上了

他的保险柜，缔造者们也就重新退出了舞台。

四个星期以前，格莱斯顿突然解散了议会。常任的“工人领袖

５４５英 国 的 选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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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松了一口气：或者他们当选，或者他们又将成为报酬优厚的“伟

大的自由党”的巡回宣传员了。但是，事与愿违：选举的日期是如

此之近，以致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受了欺骗。不错，他们当中有些人

是以候选人的身分进行活动的，但是，由于在英国每个候选人要获

得被选举权就得缴纳２００英镑（合１２４０塔勒）的选举费，而几乎没

有一个地方的工人曾经为这个目的组织起来，因而他们之中只有

那些从资产阶级那里拿到这笔钱的人才能被提为真正的候选人，

也就是说，这些人进行活动是得到资产阶级上级的同意的。而资

产阶级使所有的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惨败，就算尽了他们的

责任。

只有两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两个都是煤矿工人。这个工业部

门被很好地组织在三个工联之中，它们拥有相当多的经费，在某些

选区里可以希望得到选民中的绝对的多数，而且自选举改革以来，

它们就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议会。这三个工联的书

记在这次选举中都被提为候选人；一个是哈利戴，他在威尔士没有

得到什么成功；另外两个是斯泰福的麦克唐纳和莫尔珀思的伯特，

他们当选为议员。伯特在他那个选区以外名声不大；麦克唐纳在

上次讨论矿业法３９４时是煤矿工人的代表，他出卖了他的委托者，赞

同在这个法案上再加上一节，这一节是如此明显地有利于资本家，

以致连政府都不敢把它列入自己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样，冰层总是被击破了，在欧洲最时髦的辩论俱乐

部中，在自命为欧洲第一流绅士的人们当中，出现了两个工人。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至少还有５０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

１８６７年芬尼亚起义失败，芬尼亚社（爱尔兰共和派）的军事领导人

一个个地不是被插入狱，就是逃往美洲，从那时起，剩下的芬尼亚

６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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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密谋参加者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

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

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

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当时的基本

要求，就是要伦敦英国议会把一切纯粹有关爱尔兰问题的立法权

转交给都柏林的专门的爱尔兰议会；至于纯粹爱尔兰问题应该如

何理解，则始终狡黠地不加说明。这个起初为英国报刊所嘲笑的

运动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致爱尔兰各个不同色彩的党派的议员：保

守党和自由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运动领袖巴特本人就是新教

徒）都被迫参加了这个运动，甚至一个代表高尔威的道地英国人也

参加了。在１８４８年事件后的普遍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奥康奈尔所

领导的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３９５差不多是和宪章运动同时停止的

（奥康奈尔本人死于１８４７年）；自奥康奈尔开始活动以来，议会中

又一次重新出现了一个团结的爱尔兰政党，这个政党出现时的环

境使它难以再像奥康奈尔那样不断地和自由党妥协，也使它难以

恢复奥康奈尔死后个别成员把自己零售给自由党政府的那种时髦

风气。

可见，现在有两种推动英国政治发展的力量加入了议会：一种

是工人，另一种是以一个团结的民族政党出现的爱尔兰人。虽然

这两种力量不一定会在这个议会中起重大的作用（工人是一定不

会的），但１８７４年的选举仍然无疑是在英国的政治发展上开辟了

一个新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７４年３月４日“人民国家报”

第２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７４５英 国 的 选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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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帝 国 军 事 法３９６

一

看一看帝国国会中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３９７对待军事法

第一条的态度，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军事法第一条规定：

“陆军部队士官和列兵平时实有人数在没有颁布其他法令以前定为

４０１６５９人。”

他们叫嚷说，这一条不能接受，因为这就取消了帝国国会的预

算法，使批准军事预算成了一出纯粹的闹剧！

先生们，说得对极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一条文不能接受，

所以你们一定会基本上接受它。过去你们经常婀娜下跪，现在要

求你们再跪一次，又何必那样忸怩呢？

普鲁士军队的改组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次改组引起了一场

著名的冲突。３９８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贯彻了曼托

伊费尔的原则：“强者勇于退让”３９９。丹麦战争以后，退让的勇气愈

来愈大了。１８６６年俾斯麦从萨多瓦凯旋归来，要求奖赏在此以前

一直非法支出经费的行为，这时候退让就再没有任何止境了。军

事预算立刻获得批准，而任何东西一旦在普鲁士获得批准，那就永

远被批准了，因为根据普鲁士宪法规定，“现行的〈一旦获得批准

的〉各种赋税仍将继续征收！”４００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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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召开了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了联邦宪法。
４０１
纷纷议

论预算法，宣布政府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缺少财政监督。

翻来复去，最后还是吞下了苦药丸，规定普鲁士宪法中有关军事预

算的所有重要条款都适用于北德意志联邦。这已经使军队的平时

编制从２０万人增加到３０万人。

现在又来了光荣的１８７０年战争以及靠它帮助建立起来的“德

意志帝国”。又是一个制宪的（！）帝国国会和新帝国宪法。４０２又是

些冠冕堂皇的演说，数不清的关于预算法的保留意见。而这些先

生们作出了什么决定呢？

帝国宪法第六十条规定：

“德国军队平时实有人数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定为１８６７年人口总

数的百分之一，并且在联邦各邦之间ｐｒｏ〔按〕人口ｒａｔａ〔比例〕加以分配。今

后军队平时实有人数都通过帝国立法程序加以确定。”

１８６７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就是４０１０００人。不久，帝国国会

又决定把这个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１８７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第六十二条：“为了支付德国军队全军及其所属机构的费用，在１８７１年

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应该根据第六十条所规定的平时军队人数按一个士兵每年

２２５堪勒计算把钱交给皇帝支配。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后，联邦各邦应该

把这笔款项缴纳给帝国国库。为了计算这笔款项，第六十条关于军队平时实

有人数的临时规定在未经帝国特别的法律予以变更以前仍然有效。”

这是我们的民族自由党人对不可侵犯的军事预算的第三次下

跪。如果现在俾斯麦出来要求把方便的临时规定变成更方便的经

常规定，这些先生们就会叫嚷说，有人一连三次破坏那个已经被他

们当做祭品的预算法。

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请你们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吧！“请

９４５帝国军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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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斟酌当前情况采取行动吧”！抛弃“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在

“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勇敢地继续从事你们的工作吧。你们不仅干

了第一次，而且已经干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那就不要怕干第四次！

暴跳如雷、捶胸跺脚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你们终究是要再作

一次臭名远扬的“妥协”的，而政府也一定会实现它所希望的一切，

如果不挨揍就了结了事情，那就算你们走运啦。把预算法让给醉

心于实利主义的英国人、堕落的法国人、落后的奥地利人和意大利

人去享受，用不着效法“外国的榜样”，从事“真正德国的事业”吧！

如果你们一定希望要有预算法，这就只有一个办法：请你们下一次

只选举社会民主党人！

二

民族自由党人是愚蠢的——虽然小拉斯克尔精明能干——这

一点我们早就知道，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不认为他

们会像毛奇所说的那样愚蠢，这位沉默大师在帝国国会里讲了整

整一个小时，但是他仍然是沉默大师，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几乎隐

瞒了他自己所想的一切。只有两点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第

一，不幸的第一条是完全必要的；第二，他说了一段出名的话：

“我们花了半年时间用武器夺得的东西，应该手执武器保卫它半个世纪，

使别人不能再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我们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

了重视，但是哪里也没有受到爱戴。”４０３

Ｈａｂｅｍｕｓｃｏｎｆｉｔｅｎｔｅｍｒｅｕｍ〔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已经招了供

的罪犯〕①。这里我们已经使罪犯认罪了。当普鲁士在色当会战
４０４

０５５ 弗·恩 格 斯

① 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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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提出了割地的要求的时候，有人就说：新的疆界完全是由于

战略必要性所决定的；我们所要的只是为我们的防御所绝对必需

的东西；在这条新疆界以内，在我们的工事构筑好以后，我们就

能够抵抗任何侵犯。如果谈的是问题的纯粹战略方面，的确是如

此。    

拥有科伦，科布伦茨和美因兹这三个大型的主要要塞的莱茵

河筑垒线只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可以通过斯特拉斯堡来加以迂

回；第二，它缺少由能够使整个战略基地具有纵深的筑垒据点组成

的突出线，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补救了这两个缺点。斯特拉斯堡

和麦茨现在构成第一线，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构成了第二线。

这些全都是头等的要塞，它们拥有远远向前突出的堡垒，能够抵抗

现代的线膛炮。此外，这些要塞之间相隔的距离，对现代庞大军队

的自由运动都极为有利，而且它们都配置在非常便于防守的地方。

只要比利时的中立没有遭到破坏，法国的进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间的狭窄地带上被遏止；只要愿意，从一开始

就可以退到莱茵河东岸，迫使法国分兵进攻麦茨、斯特拉斯堡、科

布伦茨和美因兹，从而使它在第一次大会战以前就削弱自己的力

量。按威力来说，这是全欧洲的其他任何阵地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４０５同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相比简直就是

一件儿童玩具。

恰好是为了保持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德国才被迫——

用毛奇的话来说——要手执武器把夺得的东西保卫整整半个世

纪！最强大的阵地本身并不能保卫自己，它要求有人来保卫它。为

了保卫它，就需要兵士：就是说，阵地越强大，需要的兵士就越多，

这样继续下去，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还要补充一点，重新回

１５５帝国军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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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祖国怀抱的亚尔萨斯—洛林的“被夺去了的同胞们”，却丝毫也

不想知道任何有关德意志母亲的情况，而法国人则无论在任何情

况下，只要一有恰当的机会，就会设法从德国的怀抱中把亚尔萨斯

人和洛林人解放出来。德国一方面得到了强大的阵地，另一方面也

迫使法国人支持任何想进攻德国的人，这样一来，两者就相互抵消

了。换句话说，强大的阵地本身包含着欧洲结成同盟反对德意志帝

国的萌芽。在出现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无论是两三个皇帝举行会见

还是举杯祝贺，都丝毫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没有谁比毛奇和俾斯麦知

道得更清楚了。毛奇用下面那句忧郁的话谨慎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们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哪里也没有受到

爱戴！”

这就是毛奇的真话。现在我们再谈谈他的假话①。

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发出阵阵感伤的叹息，表示自己对于军队

遗憾地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耗费这样多的钱感到难过，在这阵

阵叹息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装扮成除了热切希望从元帅变

为园丁以外别无他求的普鲁士的辛辛纳图斯，我们不准备去谈这

些感伤的叹息。还有一种不算新颖的理论，说什么由于中小学教

师对民族进行不良的教育，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被送进由士官担

任教授的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三年，我们更不准备去谈这种理论。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对民族自由党人说话，像可怜的毛奇不得不做

的那样。我们直接就来谈谈他向自己惊奇的听众编造的骇人听闻

的军事谎言，这些谎言曾引起了总参谋部的普遍活跃。

２５５ 弗·恩 格 斯

① 原文《Ｄｉｃｈｔｕｎｇ》这个字同时有“诗”和“假话”的意思；这里暗指歌德自传性作

品“我的生平。诗与真”的标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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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又牵涉到借口法国人似乎拥有更大量的军备来为德国的

大量军备辩护的问题。请听，毛奇通知帝国国会说，法国政府现在

已经有权征召１２０万人参加基干部队，征召１００万以上的人参加

地方部队。他说什么法国人为了能够动员这样多的人，“哪怕是一

部分”，已经增加了他们的正规军基干人员的数目。说什么他们现

在就有１５２个步兵团（战前是１１６个），９个新的猎兵营，１４个新的

骑兵团，３２３个炮兵连（从前是１６４个）。而且，“这种扩军工作还没

有结束”。军队实有人员的人数在平时定为４７１１７０人，比１８７１年

多４８０００人。将来，法国派来打我们的将不是战争开始时的８个

军，而是１８个军，还有第十九个军将用来对付阿尔及利亚。国民

议会直接强迫政府接受用于军备的钱，各市政厅纷纷捐献演习场

和军官俱乐部，用自己的经费建造兵营，表现了在德国曾经只能是

梦想的几乎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精神，简言之，正在为一次大规模

的复仇战争做好一切准备。

即使法国政府做完了毛奇硬说它在做的一切，那它也只是履

行了自己的义务。经过了像１８７０年的那些失败后，政府首先有责

任大力发展国防力量，以便消除重演这类不幸事件的可能性。

１８０６年普鲁士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旧式军队全部都被免

费送到法国去做俘虏了。战后，普鲁士政府竭尽一切努力要把全

民武装起来。人们只受了六个月的训练，虽然毛奇看不起民团，但

是有布吕歇尔可以作证，他说，这些“后备军的营”在经历了最初几

次战斗以后并不亚于基干营。如果法国政府也这么办，如果它也

努力在五六年内把全民武装起来，——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

义务。但是，情况恰好相反。除了重新编制的那些步兵营、骑兵连

和炮兵连现在刚刚达到德国基干军编制的水平以外，其余一切都

３５５帝国军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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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纸空文，在军事方面，法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弱。

毛奇说：“法国完全抄袭了我们的整套军事制度……首先实行了普遍义

务兵役制，同时却以２０年的服役期作为基础，而我们只是１２年。”

即使情况确实如此，２０年和１２年又有什么差别？哪里有一个

德国人在后备军４０６里待了１２年以后就真的不再服兵役了？难道不

是有人到处在说：只有当我们人员足够的时候，１２年的兵役期才

能生效，而在目前你们应该在后备军里待１４年、１５年、１６年。如

果不是为了使每一个穿过军装的德国人都服役到死的话，那我们

把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的民军４０７重新搬出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在法国实行的情况却是非常特殊的。

法国没有像普鲁士半封建的东部各省那样的省份。而普鲁士的东

部各省是普鲁士邦和新的德意志帝国的真正基础，它们提供能够

无条件服从的新兵，而且以后当了民兵也不会变得聪明多少。在

西部各省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结果在１８４９年就已经证明，并不

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全部适用的。４０８现在在整个德国推行的普遍

义务兵役制，最多经过毛奇所看中的１２年——如果这家小店真能

维持这么久的话——就将培育出一批会使用武器的人来，他们将

夺去一切毛奇们和俾斯麦们的饭碗。

可见，在法国甚至没有可以使普遍义务兵役制能够为反动派

培育出一批听话的兵士的基础。在法国，普鲁士的士官制早在大

革命以前就已经过时了。陆军大臣圣热尔门１７７６年采用了普鲁

士的杖笞；受过笞刑的兵士纷纷举枪自杀，于是当年就只好废除

杖笞。如果法国真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教会人民群众使用武

器，那梯也尔和麦克马洪的结局会怎样呢？可是，梯也尔和麦克

马洪虽然根本不是天才，但毕竟不是毛奇所描绘的那样的小学生。

４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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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他们在纸面上恢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际上他们

却极其固执地坚持五年服役期。４０９但是，谁都知道，普遍义务兵役

制甚至同普鲁士的三年服役期也是完全不相容的：因为这样一来

不是德国平时的军队人数至少将达到６０万人，就是像现在那样只

得让人们有可能免服兵役。如果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那末

五年服役期会使它平时的军队人数达到多少呢？几乎１００万，但

是，甚至毛奇本人也无法把哪怕是这个数字的一半硬加到法国人

头上去。

就在毛奇使自己的听众感到惊讶的那一天，“科伦日报”４１０刊

登了一则有关法国军队的“军事消息”。“科伦日报”的这些军事消

息都是来自非常可靠的半官方人士，可想而知，这个军界的“倒霉

鬼”由于犯了这个非常不合时宜的错误将受到应得的惩罚。问题

在于这个人确实说了真话。据他说，法国官方的最新数字表明，

“法国即使做最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完成它在新的兵役法中提出的军

事任务”。

他认为，“今年军队的人员定为４４２０１４人”。这里首先应该减

去计有２７５００人的共和国宪兵自卫军；“根据预算中各兵种的数字

来看，军队的实有人数实际上只有３８９９６５人”。这里须要减去

“招募来的部队（外籍军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后勤部队、士官和超

期服役的人员，根据法国以前的可靠资料，他们的总数定为１２万人。即使假

定这些现役人员的真正实有人数总共只有８万人，那末剩下还要征集的军队

实有人员也只有３０９０００人，这些人员由第一类的五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和第

二类（预备部队）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组成。第二类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

员共有３万人，根据这一点第一类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和每年为它征召的

人数共计为５５８００人。这里要加上第二类的３万人，因此法国军队每年征召

的最高数字共计只有９９７１４人”。

５５５帝国军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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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法国每年大约征集６万人，服役５年。２０年共计１２０

万人，而如果我们按照普鲁士后备军里实际出现的比例来计算法

军减员的数量，那末充其量也不过８０万人。其次，应征服役一年

的３万人——在毛奇看来，这是不合格的民团——２０年将是６０

万人，除去减员数量最多不过４０万人。因此，如果法国人在２０年

中将毫无阻碍地表现出被毛奇大加称颂的爱国主义，那末，到那

时他们能够用来同德国人对抗的，归根到底最多不过是８０万受过

训练的兵士和４０万民兵，而不是毛奇所说的２２０万人，但是毛奇

现在就已经可以随便动员１５０万受过全面训练的德国兵士了。这

就是震惊帝国国会的毛奇那篇演说在总参谋部里引起一片活跃的

原因。   

必须给毛奇以应有的评价：在他同贝奈德克和路易－拿破仑

那类愚蠢的敌人打交道以前，他一直都竭力完全正直地进行战争。

他准确地、一丝不苟地、认真地恪守了拿破仑第一所采用的战略原

则。任何一个敌人都不能责备他曾经利用突然袭击、伏击或者其

他任何庸俗的军事计谋。因此，过去可以怀疑毛奇是否真的是一

位天才。自从毛奇被迫同势均力敌的对手——帝国国会的天才们

进行斗争以后，这个怀疑便消失了。在对待他们的关系上，他证实

了，如果需要，他也能够比他的对手更机智。再也不必怀疑了：毛

奇是一位天才！

毛奇对于法国的武装力量究竟是怎样想的呢？在这方面，我们

也有一些线索可寻。１８６６年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在法国官方人士中

引起了为萨多瓦复仇的呼声，１８７０年的胜利也将同样不可避免地

要促使官方俄国去“为色当复仇”，这对毛奇和俾斯麦来说并不是

什么秘密。直到现在仍旧是俄国的顺从奴仆的普鲁士，突然成了

６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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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头等军事强国。在欧洲局势中这种剧烈的和不利于俄国的

进展，无异是俄国政策的失败。复仇的呼声在俄国叫得相当响亮。

在柏林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尽快地拿定主意，不让俄国

人有时间备战。至于当时普鲁士方面为了准备对俄战争做了什么

事情，大概只能留到下一次再谈。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在１８７２

年夏天就几乎全准备就绪，其中包括作战计划，不过这一次计划没

有规定任何“打击心脏”的行动。当时俄国皇帝亚历山大未经邀请

就到柏林来访问德皇，并在一个“权威的地方”提交了某种文件，从

而打消了这个得意的计划。重新恢复的神圣同盟把矛头首先指向

土耳其，暂时推迟了最终仍然不可避免的对俄战争。

这个小计划当然也预先考虑到了法国同俄国结盟来反对普鲁

士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只采取防御办法来对付法国。那

末他们认为需要多少人才足以击退法国的进攻呢？

要有一支２５万人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４年２月底—

３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７４年３月８日和

１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８和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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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

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

给他写信的人４１１

３月１３日于伦敦

一个被喂肥了的莱比锡市民的铁血爱国主义，看来被一件不

痛快的事情挫伤了：据法国人断言，在麦茨投降４１２以前，他们没有

损失任何火炮，相反地，德军在这方面却受到了损失。这位得了火

炮狂热病的市民请求著名的半神人毛奇加以澄清，于是毛奇就在

“莱比锡日报“４１３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可笑的先知箴言，以示答复。

这篇箴言的意思是说，虽然在审理巴赞案件４１４时某些法国将军曾

说出了一些关于双方缴获火炮的不准确材料，但是终究应该承认，

德军在８月１６日总共缴获了法军的一门火炮，而法军则在１８日

夺走了德军的两门火炮。说这些就已经够了。但是，沉默寡言的毛

奇还要做一篇演讲，否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于是，他就向那些虔

诚的糊涂虫们说，根据“现代战术”，炮兵应该在最前列作战；因此，

德军才损失了两门火炮。从他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法军也

遵照他的这种“现代战术”行动，他们损失的火炮会多得多，因而会

得到他的称赞；因为，据他说，奥军炮兵在战斗的最前线支援了步

兵。他们“极其光荣地”损失了１６０门火炮。他郑重地说，奥军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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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做这种机动，是因为奥军的步兵在装备上不如普军。这样说

来，既然法国沙斯波式步枪比德国的针发枪高明，德军炮兵也就有

理由必须去做奥军炮兵在凯尼格列茨４１５做过的好事。但是，法军

炮兵并没有必要毫无目的地让敌人的在膛线结构和机动性方面比

自己强的炮兵来轰击自己。自然，对毛奇说来，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４、

１６和１８日这三天中就有４万名德国被打死打伤，这是很不体面

的，虽然法军炮兵的管理方法在他看来是极不明智的，以致直到现

在他还说：

“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损失或者只损失一门火炮这个事实，是否能特

别证明法军炮兵在战斗中的灵巧和顽强，——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们可不要认为，法军炮兵在那些日子里的行动不太合

乎规矩，或者至少同德军炮兵相比不太合乎规矩，尽管毛奇的这封

字数不多的信会使你们这样想。毛奇勇敢地断言，说什么法军炮

兵“大部分都是很容易消灭的敌人”，我们要用毛奇自己的说法说，

这种断语是“不太合乎实际的”。谁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一点，就请

他看看东普鲁士第一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连长、炮兵工程兵混合

学校教官霍夫鲍威尔上尉的“麦茨各次战役中的德军炮兵”（１８７２

年柏林米特列尔父子出版社版）一书４１６。显然这是一本半官方的

书！毛奇知道，像我们这位莱比锡市民那样提出这种愚蠢问题的

人，是不会看这种书或者是看不懂这种书的，于是他就指望，那些

能看懂这种书的人将“闭口不言”。

毛奇关于使用炮兵的“新”方法的高谈阔论，连花几张纸来写

它也不值得。那样使用炮兵不仅炮手和马匹要遭到大量损失，而

且弹药耗费巨大，以致在短期内不能得到补充。加之，由于采用毛

奇的“新战术”的结果，德军炮兵为了使科学增光而杀伤自己同胞

９５５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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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比原来设想的要多得多。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４、１６和１８日发生

的情况就是这样。“新战术”使得炮兵射击被科学地弄混乱了，结

果不得不撤销前令，并要求停止向德国军队开火这种背叛性的疯

狂行为（见霍夫鲍威尔的著作）。

但是，正如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和自己上司的绝对崇拜者

霍夫鲍威尔上尉自己所说的，德军炮兵在那些日子里的行动带有

“临阵决策的性质”。毛奇赶忙把这称做是实现了“现代战术的要

求”，这种战术“规定，炮兵不敢害怕（毛奇文风如此）加入作战部队

的最前线，或者，在反击敌人冲锋的时候，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并掩

护其他兵种”。但是，这些要求早在毛奇提出之前很久就已经向炮

兵提出了。关于炮兵的“现代战术”的内容根本无法确定。在１８１５

年以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成文的东西，从１８１５年起，

普鲁士炮兵由于无所事事而逐渐瓦解，它的军官们就知道互相争

吵。从１８６６年起，普鲁士人相信，他们掌握了火炮的奥秘，因为他

们偶然地拥有了比他们一些邻国更好的火炮。在法国战争期间，

他们才开始为自己的炮兵摸索战术，因为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

炮兵战术必须随着火炮的每一个重大的改进而改变。

毛奇及其娄罗们在书籍，报纸，演说和书信中大肆宣扬他们的

既十分幼稚又极其老朽自负的先知箴言，而普通的人道则要求对

这种箴言加以嘲笑和斥责。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４年３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５日“人民国家报”

第３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０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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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

年版序言的补充４１７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

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

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４１８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

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

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

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

己心愿的成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１８６６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１８４８年以后，

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

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

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

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１８６６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

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赋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赋王权４１９而遭受

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

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５００万人口已

经大有增加：起先有４００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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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６００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间接兼并归附进来。
４２０
而

在１８７０年，又增添了８００万西南部德意志人４２１，结果在“新帝国”

中，同１４５０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

２００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

２５００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鲁士国家建

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

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

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

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

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１８４０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

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

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

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

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

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

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２篇第２６页及以下各页①）已经

做了研讨。但是在那里没有必要去谈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

的事实，即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１８４８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

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

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

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

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

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调下进行的。

２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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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领地

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

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

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地主在被

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

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纪末，以惬意

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１８０８年至１８１３年间开始了的，并在

１８４８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一切将很顺利，世界将

安静地等待着，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末也许我们活到

１９００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

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１７９２年时所处的状况。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

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

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

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它所做的牺牲，描绘成费

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恩惠，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

做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

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

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乌龟爬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

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

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和其他

的自由，准准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资本的无限支配，保护

贸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

３６５“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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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使得

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

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

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

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

二版序言４２２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

速了。从１８６９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

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

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

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

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

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４年德国的历史上

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４２３中的炮火声以及

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

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１８７０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

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

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

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

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

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

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

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

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

４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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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

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

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

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

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会议等接二

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

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会议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会议召开

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

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

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

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

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

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

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

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

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

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现象４２４，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

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

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

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

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

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

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

５６５“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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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

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

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

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

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

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

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

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

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

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

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

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

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

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

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

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

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

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

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

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

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

所以我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

６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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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

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

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

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

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

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

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

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

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社会党人在１月份所争得的选民就

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远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

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

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

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

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

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

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

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

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

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

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７４年７月１日于伦敦

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农

民战争”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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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流 亡 者 文 献４２５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４年５月—

１８７５年４月

载于１８７４年６月１７日和２６日，１０月６

日和８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９、７３、１１７和

１１８号；１８７５年３月２８日、４月２、１６、１８

和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６、３７、４３、４４

和４５号。第五部分于１８７５年以单行本：

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

锡出版。第一、二和五部分载于弗·恩格

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１８９４年柏林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第

一、二和五部分曾根据１８９４

年版本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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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波 兰 宣 言４２６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

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左夫斯基，而且

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

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

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

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

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

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

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５英镑，

督察员每人２英镑（合１００马克和４０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

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

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

·克林斯基。４２７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

诺新闻”４２８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

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

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

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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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

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

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

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１８５９年战争期间俄

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０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

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

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

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

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

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

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

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

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

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

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蓬勃发展，工商业

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

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

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

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

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

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

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

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

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

２７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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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

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特别的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

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

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联

合起来。现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

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

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

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４２９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

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一般说来我将活着

的话，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

而不是作为异弗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

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

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

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１７９１年５月３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

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

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

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

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

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

俄国人在波兰争得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

有争得的东西。

３７５流亡者文献。——一 波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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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

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

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

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

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

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

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１８３６年、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６３年的宣言中４３０

都做了阐述。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

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

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１８４５年宣言，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

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

理。——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

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

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

责备的内部问题（１８５９—１８６３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１７９１年５

月３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皇

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

的。这个问题早在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

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

过是沙皇用东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

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１８６３年波兰为反

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

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

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

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

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

４７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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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而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

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了，我们现在暂

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以便谈几点关于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的

重要性的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如何地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

如何地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

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

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１７７２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

分；１７７９年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①干涉德国事务

的正式权利４３１。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

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

索伦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

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

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

到１８５３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

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

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

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

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

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之于

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

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

５７５流亡者文献。——一 波兰宣言

① “并得到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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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

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其殷勤

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１８５９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

而惩罚了他们，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在

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

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

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１８５３年

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

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

是因为俄国军队在１８７０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

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

国家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

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

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

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①，——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

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

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

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工

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

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

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

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

６７５ 弗·恩 格 斯

① 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１８７０年９月９
日）４３２中已经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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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

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

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

动主要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

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带有贵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

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１８４６

年和１８６３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

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１８７１年在法国的人数众

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

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

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①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

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４３３，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

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

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

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１８６３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

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

争辩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

自己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

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

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

７７５流亡者文献。——一 波兰宣言

① 在１８９４年版上不是“波兹南”，而是“波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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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

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

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

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

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

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

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

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

付的。

８７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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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４３４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

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每一个集团

都责难其余的集团把事情搞糟了，骂它们有背叛行为和犯了各种

各样不可饶恕的罪过。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

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报纸，发誓要在２４小时后重新“干起

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

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

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而

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所以互相间的责难愈积愈多，最后总

是闹到普遍的内讧。这便是从１７９２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

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

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就力求避

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

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

是在伦敦的（因为伦敦设有被全体法国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

际总委员会）流亡者的诽谤运动，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还不得不

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

９７５流亡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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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敌对行

动。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

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

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

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

而且连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

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Ｃｏｍｍｕｎｅｕｘ》〔“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

己的纲领公诸于世。４３５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

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

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

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

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

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

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

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

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

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

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

永远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

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

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

义爆发了（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

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

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

０８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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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

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

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

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

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

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

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

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

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

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有去做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

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

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

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

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

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

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

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

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可是，这一

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

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ｐｕｒｅｒ）公社参加者的

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ｌｅｓｐｕｒｓ）。我不知道他

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

１８５流亡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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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

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它们当做闲谈的

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诸君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情况

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

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籍的人物

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

对１７９３年阿贝尔的报纸可怜的模仿。４３６为了回答他们的道义的谴

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

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①

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正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

同这样的对手吵闹！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

过了１８７１年５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

一个长久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

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见

解。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

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个大危机，这时似乎由于灾难深重而陷入绝境并注定

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

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它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所说的

２８５ 弗·恩 格 斯

① 海涅“宗教辩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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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革命起义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是必

不可少的信仰的象征。

这是老一套。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

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来到了”。

同时，这三十三个人亲自向我们声明：他们是（１）无神论者，

（２）共产主义者，（３）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

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

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

宁主义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

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稀奇。在欧洲各工人政党

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

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

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但信

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

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①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

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

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

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

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

样，那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

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

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

３８５流亡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① “绝大多数”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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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

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

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１７９３年那样，用法令

来取消神：

“让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这个过去灾难的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灾难

的原因〈不存在的神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神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

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

而这个要求——ｐａｒｏｒｄｒｅｄｕｍｕｆｔｉ〔遵照穆夫提的吩咐〕①使

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

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

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

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

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

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

只船就叫做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秋天就已

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

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

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

戏的做法。４３７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

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

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

４８５ 弗·恩 格 斯

① 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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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以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

神秘面纱：在这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

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

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

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

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

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

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等等。４３８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的高度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

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

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

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

并始终不懈地追求①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

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

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

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

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

５８５流亡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① “并始终不懈地追求”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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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最后，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

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说是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

责任要胜过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

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

的行动承担了ｅｎｂｌｏｃ〔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

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给人民的敌人所处的死刑负自

己的一分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那些为了破坏君主压迫

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放的火负自己的一分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

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

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

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

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

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不

就是断言，在５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是那些该枪决的人，烧

毁了恰恰是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

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

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

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一本正经地做了各种荒唐的事，尽管

６８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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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让卡尔（或爱德华？）①这个孩子装出吓人的样子的企图

简直滑稽可笑，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

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

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

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

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

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１８７０年证明他们完

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

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情况看做良好的预

兆。

７８５流亡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① “（或爱德华？）”是影射爱德华·瓦扬。这几个字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版中删去

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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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伦敦有一种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Ｖｐｅ

－ｒｅｄ》）。
４３９
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

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

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吃人生番、并宣布对任何东西表示尊敬都是

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提名道姓的虚套，而

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

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

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

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

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

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

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

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

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

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

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

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为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

事物而发急是愚蠢的。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

８８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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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

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

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

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出丑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

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末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

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

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

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

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

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丧尽天良，他

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牺牲

品供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

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①不伦瑞

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了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

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以反对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

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因而

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４４０

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

９８５流亡者文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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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

的一篇小品文４４１，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内部为

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

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

者”，以便和所谓的集中主义者相对立，似乎作者相信了这种不存

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下面将表明，实际上这是无

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像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

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

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

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

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

工人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

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

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

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的话。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

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

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

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

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

真实的文件做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

０９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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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

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

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

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

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岛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

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

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

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

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

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

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

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

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

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

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

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

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

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

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

朋友彼得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

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仍然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胡言，那末

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

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

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是他有意撒谎。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

１９５流亡者文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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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

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

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

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

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

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

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

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方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

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

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敢企图使整个欧洲工人

运动服从自己的私人目的的俄国人，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

同伙把自己的功绩局限于俄国范围，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需

要专门来围攻他们。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这件事的。但是，既然这些

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

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只有直截了当地制

止他们。

不过，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

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

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

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

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

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

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

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

２９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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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

诈行径的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

“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

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

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

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高兴。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

·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

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

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１８７４年４月

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４４２中可以知道。

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

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

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

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

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

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

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

……”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者根本

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

等的（同编辑平等）权利和义务”。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诚然还没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

３９５流亡者文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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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宽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

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

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

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

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

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像

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

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无益。深受委

曲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

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他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

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揭露朋友彼得，认为他的罪行就是准备

人民进行革命，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

想这样做，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拥护者，亦即反

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

“承认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

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

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当代青年表率”的格言。朋友

彼得说，在人民准备好进行革命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

们不能，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

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

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

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

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４９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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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朋友彼得认

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在迷堂中打转的议

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阴阜那样的诱惑力，于是他这个俄

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６０页印得密密麻麻

和警语连篇的书翰４４３。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

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

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以及其他诸如

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

贞马利亚的研究大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

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

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一

般辞句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

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抨击

性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

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揭露自己的敌人，当然就不能回答敌人

的揭露。这种“悲惨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

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全部俄国流亡者文献包括的都是互相指责的小册子，

关于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

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的论

战，——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间的争吵的文献，使读者也感到厌烦

了，它对革命斗争事业没有任何意义，最多不过是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

…… 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

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烦恼，敌人称快…… 之所以应当，因

５９５流亡者文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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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

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

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末为

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

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

碰了钉子，然后才了解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

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

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

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

酷的了。他还没有做完（他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罪过）他责备我们

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带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

勒先生给“新自由报”写下一篇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

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二

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滥用

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二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

也夫。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

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性质……他

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一切

手段对斗争都适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

都算是这种适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

６９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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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

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贪婪和不劳而享乐的旧欲望…… 他们准备剥削

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一心要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来使用；他们在口头

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但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

密独裁制度，使他们的信徒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习惯，好像剥削者和被

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事实上经常否定他们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

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简直像是从“一个

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

这本书当做是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

它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

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

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

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

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在这种心

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

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

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是百

思不解的东西，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

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

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

运动中最肮脏的方面，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关于俄国的事

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

７９５流亡者文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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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已经结束。懂得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

经不是那样稀有的现象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

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

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俄国人应当听从不可避免的国际命

运的支配，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将要当着欧洲其余国家的

面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

不为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绝状

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

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

中，最后，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

正是俄国人自己。

８９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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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４４４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

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１１７和１１８号）中分析了从

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

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

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

我之所以要同他周旋，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按作者不朽创作的

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

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

遗憾，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和这类对手打交道。但是很快我就感觉

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

表了一封“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

１８７４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４４５。这封信把我从来没有说过

的（特卡乔夫先生应当知道这一点）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

此我是等闲视之；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

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

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

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１）结成

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从最坏的角度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

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

９９５流亡者文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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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

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

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

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

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

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

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

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要

妄自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

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

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

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一切区别和周围环境中的重

大差别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

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三十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

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

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

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

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

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

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

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

明”等等①。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像以前一样与比毫

００６ 弗·恩 格 斯

① 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
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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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拳脚，彼

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但是主意？①劳贺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

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

明这点，我就给他１０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

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

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 然可以相

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巴枯

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的引文。

此外，还据说，我“讽刺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

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

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没有趣味的人，而且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就

是这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

巴枯宁主义者那样没有趣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

察、检察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性质；

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自己的力

量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

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

劳”。在另一个地方也以同样的精神说道，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

１０６流亡者文献。——四

① 俏皮话：《Ｓｃｈｌａｇｅ》——“打击”，“拳脚”；《Ｒａｔｈｓｃｈｌａｇｅ》——“主意”。——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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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

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他们可以偷偷地干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若

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批

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

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

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

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

段，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的眼中来损害作者自以为自己在代表着

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

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

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

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

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

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

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

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末这个情况

本身也绝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由于并没有把特卡乔

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

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

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下列方法转述了特卡乔

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

２０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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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

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

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

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

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列举证明他的性格不成熟的更多的证据

了。下面这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将能充

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末“前进”杂志和特

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

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

来丰富自己，养成用正确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

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

告：

“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

慨…… 学习吧！求得知识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

等待！学习，改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

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教育上？”（第１４页）“知识——这是和平进步

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１７页）４４６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的学习号召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

布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

找不到一点点任何知识的痕迹，那末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给自己

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

自己给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

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能达到了这种最高的程度，绝不是骂他，

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

３０６流亡者文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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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

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在迷堂中打

转的（这也是正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

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

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

克，而这个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

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

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

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单单是学习二字就

已引起他的狂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这两行诗：

  “他自己获得了

  自己的全部愚昧无知”①，——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

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

“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

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

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

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构成了一

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的题材；甚至巴枯宁

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末当

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热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

４０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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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指出，如果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那末你们为什么不这样

做，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你们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

…… 我和我的志同道合的人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

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

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

丝毫也不矛盾。我们深信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的人也赞同我们

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谋合的人愈多，我们就愈会感到自己有力，我们就

愈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４４７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

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

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

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去它的吧，起义的时候已经到

了！——那末，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杂志宣传

（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

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杂志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

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

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对一般文字宣传的评价就

是这样高。然而，特别是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

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验证，因而，

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

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战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

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４４８

你们看，我们愈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

我们就愈加陷入绝境，愈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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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你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

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

潮流本身向他指示时刻，他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认为人民随时都准备好了

进行革命（第１０页）…… 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

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１１页）…… 正因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

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才干，

也许就是永远不干（第１６页）…… 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

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

的条件本身——都是革命者；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

进行革命（第１７页）……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３４页）…… 

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永无止境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

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

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会怎么干就

怎么干。”（第３９页）

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

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

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

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是这样

摆着的：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末，最亲爱的小卡

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

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归根到底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

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

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

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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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想都没有想这一点。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

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写

道，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要知道，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进

行文字宣传，而这个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恬不知耻

地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

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把我们和革命分开来的每一小时，每

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１４页）现在不是进行文

字宣传的时候，现在需要搞革命——不是现在就干，也许就是永远

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我们还要去搞文

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人就

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我说这些关于立即起义的、现在他羞于承认的大话是“幼稚

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些大话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

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

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

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

完成后的制度做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快活日子来，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的钱包装得

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数也数不清。

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有出名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整天整夜

地放在那里吃。他一个劲儿地吃呀唱呀——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

活干多少是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任何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

上一倒……”４４９

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做年轻的、极不

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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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

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你们同样也惩罚我们，

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从

而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４５０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

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西方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

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

头宣传的道路是不可能完全被切断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

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

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

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

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

许的，那末在他还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

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

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

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

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夸为“活动家”

（ｄｅｊａｔｅｌｉ）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自己同志为基础的可耻的密

谋，不去搞像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当代青年表率”所搞

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不去搞像

被顺利揭穿从而被消灭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

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

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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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

行秘密活动！——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他们用各种不同

的声调大声合唱：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些关于在各地

广泛进行的阴谋的骗人鬼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它除了掩盖对

于各国政府采取无所革命作为的举动以及在革命党内为了追求虚

荣而搞的阴谋诡计之外，什么也掩盖不了。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

些欺骗伎俩①，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

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生活着的

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

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却完完全全是

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在上述著作中

他还被描绘得太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第十八条，

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

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

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叙述，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

面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这样做。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罪者的

德行高超的面孔（这副面孔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相称的）对我

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以这样一些论断为根据的，这些论断他不仅

知道是虚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

的“公开信”中的私人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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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４５１

特卡乔夫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３对于俄国没有“丝毫

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

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

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

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

多。”４５２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

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

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

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

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

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

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

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

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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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

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

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

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

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

说，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

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资本的权力，

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 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

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 在你们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虚幻

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

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

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

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经济利益为了自身

的体现而需要有它们本身创造的国家，也不去谈论那个大胆的断

语，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

在内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赖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谈论那个矛

盾的断语，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创造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毫

不相干”。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

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１０５００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

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１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

半属于１５０００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３３００俄亩。可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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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保证他们

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

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缴纳１９５００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

族则只缴纳１３００万！贵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

购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给贵族的，不

仅有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

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①。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

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

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

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

条件说——都小得不能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

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先由国家替他们垫出的，现在他们必须连

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偿。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

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

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缴付的其他一切

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

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缴纳土地税，缴付

赎金和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

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

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

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

２１６ 弗·恩 格 斯

① 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政府想摧毁敌视它的贵族阶级，并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
面去。（这是“人民国家报”发表正文时的附注；在１８７５年和１８９４年版中都删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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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

缴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贷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

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

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

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

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

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

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

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

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

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但是甚至连

这很低的价钱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

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

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

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

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贫瘠

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

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毫厘

不爽的爱尔兰式的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ｎ〔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

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

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

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

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

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３１６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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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那里近十年来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

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所有

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

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

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

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

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

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

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

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

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

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

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

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

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

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

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

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

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

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

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

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硬说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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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

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

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

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

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萨阿米族、＠＠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

也可以见到。①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

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

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

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

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

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

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

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②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ｓｔａｒｏｓｔａ 意即

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

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１）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２）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

间建立的；

（３）是为了经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

５１６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①

② 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版中接着删去了：“交易所—— 也是那样的劳动组

合”。——编者注

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Ｓｂｏｒｎｉ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ｗｏｂ

ＡｒｔｅｌｊａｃｈｖＲｏｓｓｉｊｉ》）１８７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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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

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

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

自己的腰包。但是，作为雇佣工人完全受企业主雇用的那些劳动

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业活动，

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

钱给他们糊口，而且又极卑鄙地发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尔汉

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

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

国工人阶级的状况”（Ｆｌｅｒｏｖｓｋｙ．《Ｐｏｌｏｚｅｎｉｅｒａｂｏｃａｇｏｋｌａｓｓａｖ

Ｒｏｓｓｉｊｉ》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
４５３
）。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

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雇

用该团体以外的人做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

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

要的地方，都成立了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

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

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挖土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

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

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

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

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

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

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这一次

要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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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

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

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

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

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

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

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

１８４５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

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

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

切知道这种残余的。４５４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

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

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

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

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

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

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

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

‘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

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去，很清楚，

７１６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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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

是较角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

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

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１６０８年，在刚被征

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

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

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

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

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

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

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

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４５５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

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

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

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

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

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

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

俄文里，ｍｕｐ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

 ，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

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ｍｕｐ

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

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

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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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

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

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

先生的说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干”的！——俄国向资产阶

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

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

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

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

家长之间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

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员间在财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

种不平等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

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

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

要德国工人相信，说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

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

的俄文小册子第１５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ｋｕｌａｋｏｖ〉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

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

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是

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转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

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

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

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

９１６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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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

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

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①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

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

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

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②；并且应

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

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

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

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

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

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

“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

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

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

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

他说，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税……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

０２６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１８６３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现在

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

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

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

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１８７３年），以及斯卡

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ＷＺａｃｈｏｌｕｓｔｉｉｗＳｔｏｌｉｃｅ》１８７０年圣彼得堡版）。

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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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

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

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

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

……”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

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结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

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

联系”。

不能想像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

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

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

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

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

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

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

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

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

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

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

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Ｂｏｇｖｙｓｏｋ，

Ｃａｒｄａｌｊｏｋ，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

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购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

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

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１２６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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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

定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

请问：一个早已满了１２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像我

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一切

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１８７３年在西班

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

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

各个公社间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

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

率领了３０００个兵士，在１４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

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写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①

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

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

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

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

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

——都被１８６１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

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

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

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

法想像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

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

２２６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１—５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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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

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

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

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

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

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

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

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

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

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

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

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

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３２６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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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一书第二版跋４５６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最初出版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

顿和巴塞尔，“人民国家报”认为现在把它再版是适时的。它的最

近一版大部分在德国边境上被没收。这本小册子在科伦案件结束

以后几个星期就出现了。那时最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因此，在个别

细节上出现一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在科伦陪审员的名字

当中有的就不确切。例如，红色问答书的作者看来并不是莫·赫

斯，而是一个姓列维的人。４５７再例如，威·希尔施在自己的“辩护

书”４５８中断言，舍尔瓦尔逃出巴黎监狱是格莱夫、法国警察当局和

舍尔瓦尔本人之间暗中商定的结果，以便在审讯过程中把舍尔瓦

尔当做伦敦间谍来利用。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普鲁士伪造期

票的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被引渡给普鲁士当局的危险可以使

这位克列美尔①（这是舍尔瓦尔的真姓）俯首听命。我对事件的叙

述是以舍尔瓦尔本人向我的一位朋友作的“自供”为根据的。希尔

施的供词使人对施梯伯的伪证、伦敦和巴黎的普鲁士大使馆的秘

密阴谋以及辛凯尔迪的无耻陷害看得更清楚了。

４２６

① 双关语：《Ｋｒａｍｅｒ》〔克列美尔〕也有“小商贩”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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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国家报”开始刊登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时候，我犹豫

了一下：把第六节（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删去是不是更好一些。

但是，更仔细地想了一想，觉得对原文的任何删改都是伪造历史文

件。

对革命的暴力镇压给革命的参加者，尤其是给那些被迫离乡

背井流亡在外的人的震动是那样的大，甚至使那些坚强的人在一

个较长的时期内也都失去了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不

想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这就使他们去玩弄秘密阴谋和革

命，从而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都同样声誉扫地；

这就是促成了沙佩尔和维利希失策的原因。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

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而毕生都是工人运动的先

锋战士的沙佩尔，在科伦案件结束后不久就懂得并且承认了自己

一时的迷误。过了许多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用辛辣

的讽刺口吻向我谈到了这个“流亡中的疯狂举动”的时期。——

另一方面，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明，

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在危急关

头，轻举妄动会成为一种要求公开赎罪的反党罪行。

“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这

是科伦案件进行期间辛凯尔迪在写给伦敦大使馆的信中所说的话

（见拙著“福格特先生”第２７页４５９），这句话揭穿了共产党人案件的

秘密。“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这不仅意味着存在着一个

直接受命干这件事的人并且在进行活动，而且还意味着整个政府

机器包括法院（例如１８５１年５月７日颁布的普鲁士司法官员纪律

法）和报刊（例如爬虫报刊基金）在内都受这个机构的支配，正如过

去在威尼斯整个国家组织都从属于国家宗教裁判所一样。在普鲁

５２６“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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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革命风暴期间陷于瘫痪的政治警察，需要加以改造，而这种改造

的榜样过去和现在都是是法兰西第二帝国。

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工人运动只是以理论宣传的形式

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这种宣传还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

对于它在实践上不足为害这一点普鲁士政府是丝毫也没有怀疑

过。迫害共产党人对它说来只不过是对自由资产阶级实行反动十

字军征讨的序幕，而资产阶级却谴责工人的代表并替辛凯尔迪—

施梯伯开脱罪责，结果就自己为这个反动派的主要武器——政治

警察——助长了声势。于是，施梯伯便在科伦陪审法庭上理所当然

地赢得了骑士的声誉。那时，施梯伯是一个疯狂追逐高官厚禄的小

警官的名字；而现在，施梯伯的意思就是政治警察在新的神圣普鲁

士德意志帝国内的无限统治。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道德法律的

化身，但这只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讲，就像帝国国会是道德法律的体

现一样。这一次政治警察不是为了命中资产者而打击工人。相反

地，正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独裁者俾斯麦自以为他非常强大，足

以消灭①工人政党。因此，施梯伯的威严性的增长是衡量自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以来德国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的尺度。

教皇永无谬误同政治警察永无谬误比较起来不过是儿戏。以

前，政治警察在整整数十年中在普鲁士把那些幻想德意志的统一、

德意志国家、德意志帝国的热情澎湃的青年投入监牢，现在它甚至

把那些拒绝幻想这种上天恩赐的东西的秃顶老头儿也关进了监

狱。现在它正像当初徒劳无益地力图消灭帝国的朋友一样，在徒

６２６ 卡·马 克 思

① 俏皮话：Ｓｔｉｅｂｅｒ〔施梯伯〕——姓，ｓｔｉｅｄｅｒｎ——含有探出踪迹，驱散，撵走，消灭

等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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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无益地力图铲除帝国的敌人。这多么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并未

担负创造历史的使命，哪怕这只是关于皇帝的胡子的争论的历史！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本身揭示出，国家权力在其反对社会发展

的斗争中是软弱无力的。普鲁士王国国家检察官用来证明被告有

罪的证据归根到底不过是，他们秘密地传播了危害国家的“共产主

义宣言”的原则。尽管如此，难道这些原则不是过了２０年以后又

在德国的大街上被公开地宣布吗？难道这些原则不是甚至被从帝

国国会的讲台上向外传播吗？难道这些原则不是违背一切国家的

政府的禁令而以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形式传遍全世界吗？只要社

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

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末尾中说道：“耶拿……这就是

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

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结论——耶

拿！”４６０

这个预言真是灵验啊——一位叫特赖奇克的人会骄傲地指着

普鲁士武器不久以前所获得的胜利和毛瑟枪嘿嘿窃笑着这样说。

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不仅有内部的杜佩尔４６１，而且也有内部的耶

拿。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５年１月８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５年１月２７日“人民国

家报”第１０号，并载于卡尔·马

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并根据“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第２版校对过

７２６“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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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支 持 波 兰４６２

今年在伦敦隆重庆祝了１８６３年１月２２日波兰起义纪念日。

参加纪念会的有我们德国党的许多同志；其中有些人，包括恩格斯

和马克思在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恩格斯说：“在这里大家已经谈到了使各国革命者同情和捍卫

波兰事业的那些原因了。只有一点忘记提到，这就是：波兰所处的

政治形势已经彻底革命化了，波兰不是革命就是灭亡，除此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抉择。这一点早在第一次瓜分以后就显露出来了。

第一次瓜分是由于波兰贵族力图保存已经失去存在权利的宪法和

特权而引起的；那部宪法和那些特权不仅没有维持安宁和保证进

步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公共秩序，给国家带来了危害。在第一次瓜

分以后，有一部分波兰贵族承认了这个错误；并且确信波兰只有通

过革命才能恢复；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了，波兰人是怎样在美国为

自由而斗争的。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立刻在波兰引起了回响。宣布

人权和公民权的１７９１年宪法成了维斯拉河两岸的一面革命旗帜，

使波兰成了革命法国的前卫，并且这恰好是在一度掠夺过波兰的

三个大国联合起来，以便扑向巴黎，扼杀革命的时候发生的。难道

这三个大国会允许革命任这个同盟的中心扎根生长吗？——绝对

不会。它们再次向波兰扑去，打算在这一次彻底消灭波兰民族。波

兰打起了革命旗帜，是它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由于革命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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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宰割得支离破碎并被从各民族的名单上勾销了的国家，除了

革命，已经找不到任何挽救危亡的办法了。因此，在一切革命战斗

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兰人。１８６８年波兰人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

在我们今天所纪念的那次起义中宣布了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

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根据波兰存在一个贵族党，就认

为波兰的革命者是希望恢复１７７２年的贵族波兰的贵族分子，是可

笑的。１７７２年的波兰已经永远灭亡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从棺

材里拉起来。由于革命而站立起来的新波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

都将和１７７２年的波兰根本不同，就像我们尽力追求的新社会和现

代社会根本不同一样。

再说几句话。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曾经消灭

了波兰的三个大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请看一下我自己的祖国

——普鲁士德国吧。在民族统一的幌子下，我们把波兰人、丹麦人

和法国人并入我国，——现在我们有三个威尼斯４６３；我们到处都有

敌人，为了供养那些同时也被用来镇压德国工人的无数士兵，我们

肩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赋税。奥地利，甚至奥地利的官方都知道得

很清楚，它为自己占领的那一小块波兰要付出多少代价。在克里

木战争期间，奥地利曾经以占领和解放俄属波兰作为反对俄国的

条件。但是，这并不在路易－拿破仑的计划之内，更不在帕麦斯顿

的计划之内。至于俄国，我们可以看到：１８６１年在那里爆发了第一

次重大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当时解放农

奴的结果使人民到处都处在群情极其激愤的状态中。俄国政府非

常清楚地看见了这种危险性，可是它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

呢？——它在波兰引起了１８６３年起义；因为已经得到证实，这次

起义是由它一手造成的。一当问题牵涉到维持俄国在波兰的统治

９２６支 持 波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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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运动、人民中的深刻的激愤情绪便立刻平息了，并让位给

了俄国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淹没了波兰。由于对波兰进行

极其有害的斗争，俄国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波兰

的恢复是真正符合于革命的俄国的利益的，今天晚上我很高兴知

道，这个意见同俄国革命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在这次纪念

大会上说出了这种看法４６４）

马克思的讲话大致如下：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

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

的目的之一。４６５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政党这样特别同情波兰的命运

呢？

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

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

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

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

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

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

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

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

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

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爱尔兰、在蒙古

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

工人政党同情波兰恢复的另一个原因是波兰的地理、战略和

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

个军事专制国家连结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

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０３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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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在斯拉夫民族

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

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波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

流下了自己的鲜血；它的几个军团曾经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旗

帜下战斗过；１８３０年它用自己的革命防止了参加瓜分波兰的国家

当时已经决定了的对法国的入侵；１８４６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

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１８４８年波兰的子弟杰出地参加

了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战斗；最后，在１８７１年，它给巴黎

公社提供了优秀的将军和最英勇的兵士。

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地呼吸的那些短暂的时刻，

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１８４８年柏林二月革命胜利以后，人民

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波兰的囚犯——梅洛斯拉夫斯基及其难友

——并宣布恢复波兰；１８４８年５月布朗基在巴黎领导工人反对反

动的国民议会，迫使它出兵干预以保卫波兰；最后，在１８７１年，当

巴黎工人组成政府的时候，他们表示了对波兰的尊敬，委派波兰的

子弟担任军事指挥，统率他们的武装力量。

就在现在，德国工人政党也绝不会由于波兰议员们在德意志

帝国国会里发表反动演说而分不清是非；德国工人政党知道，这些

先生的行动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德国

工人政党知道，波兰的农民、工人，一句话，每一个没有被本阶层的

利益弄瞎眼睛的波兰人，一定了解：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

个同盟者——工人政党。４６６——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起草

载于１８７５年３月２４日

“人民国家报”第３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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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半官方的战争叫嚣４６７

德意志帝国的爬虫报刊又受命鼓吹战争了。不敬神的、堕落

的法国，无论如何不想让敬神的，由于盛行交易所投机活动、大批

投机企业纷纷开业和不断倒闭而繁荣昌盛的德国过安静日子。法

国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扩充军备，它扩充军备的飞快速度最好地证

明，它打算尽可能在明年就进攻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俾斯麦帝国；

大家知道，俾斯麦帝国从来没有惹过一点是非，它一直在裁减军

备，只有敌视这个帝国的报刊才散布谣言，说什么帝国通过实行民

军法刚刚把２００万居民变成了后备兵４６８。

爬虫报刊的处境真是困难。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它应该把帝

国描绘成温驯得罕见的羔羊，而陆军部却认为，为了自身的利益，

必须使德国资产者了解：向他们征收重税不是没有用的；原定的扩

充军备的计划事实上正在实现；要塞正在构筑；基干人员正在培

训，动员大批“归休兵”的计划正在拟订；军队的战备状态正一天天

加强。既然这方面的有关消息确实可靠，并且是来自权威人士，那

末，我们就完全可以对报界的那些癞蛤蟆所发出的战争叫嚣做出

判断了。

这一切喧嚷的借口是法国关于基干人员的新法令４６９。我们现

在就把根据这个法令在法国建立的目前还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的编

制同在德国已经实际存在的编制作一比较，为了简明扼要起见，主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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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谈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步兵。

显而易见，法国的新法令大体上是普鲁士法令的非常拙劣的

翻版。

法国基干步兵应该包括１４４个基干团，４个朱阿夫团和３个

四营制的土尔科团，３０个猎兵营，４个外籍营和５个惩戒营，总共

是６４３个营，而德国基干部队全部只有４６８个营。但是，法国基干

部队的这一优势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首先，虽然法国的营同普鲁士的营一样，都是由４个连组成

的。可是，法军的每个连不是有５名军官，而是只有４名，并且其中

有一名是后备军官，这种军官目前在法国还根本不存在。在法国，

直到现在都是３５—４０名兵士配备一名军官，根据过了时的内容庞

杂的法国操典，这确实是必要的，而在普鲁士，５０名兵士配备一名

军官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比例已经是最大限度的了，国民议会中

讨论这个法令的委员会一致得出结论，认为一个连的人数最多可

以定为２００人。可见，法国一个连的人数比普鲁士一个连少２５％，

而且因为在法国的连里实际上没有后备军官，并且在许多年内大

概也不会有，所以，在编制上法国连就大大小于普鲁士连。但是，

现在由于后装枪的使用而使连成了战术作战单位，以致由于连纵

队战斗和散兵战中连是主力单位因而要求增强连的人数，所以，在

这方面国民议会尽其所能地使法国军队遭到了最大的损失。

现在，法军处于战备状态的计有

６０６个基干营，每营８００人 ４８４８００人  ……………………

朱阿夫兵、土尔科兵、外籍

 军团兵士、惩戒营兵士 ４６０００人  ………………………
 
  共 计 ５３０８００人  ……………………………………

３３６半官方的战争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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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必须从这一数目中扣除驻在阿尔及利亚的至少４万人，

这４万人只有在有了替换他们的新编部队以后才能使用。因此，

军事行动开始时便剩下４９０８００名步兵。德国步兵有４６８个营，按

战时编制每营１０５０人，根据官方材料共有４９０４８０人，和法军步兵

的人数几乎相等。

因此，我们看到双方暂时人数相等，而德国方面的编制更好、

实力更强。现在，我们再看看双方的差别。

在法国方面，上述６４３个实力薄弱的营就是战时能够动用的

全部步兵。当然，还有３１８个基干后备连和猎兵连（其中每连配备

５０或４０名军官和士官），组成２４９４８０名兵士的后备部队，但是，

直到现在，这个后备部队只有列兵，并且大部分是完全没有受过训

练的，而受过训练的大多数也只是服役过６个月。现有的军官和

士官至多只有编制人数的四分之一。当这３１８个后备连变成３１８

个适于作战的营的时候，战局的整个结局可能已经决定了，而其中

开上火线的在质量上也不会超过１８７０年的流动自卫军。还有地

方部队，它包括年龄在３０岁到４０岁的人，这支部队将整编为１４４

个三营制的团，也就是４３２个营。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只是纸面上

的东西。要真正把这套编制建立起来，必须有１万名军官和２万名

士官，可是目前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从哪里能找到这些军官呢？

在普鲁士，要从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中培养出合适的预备军官和后

备军官来，几乎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早在四十年代，差不多在所有

的团里都把他们看成祸害，并且用对待祸害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而在法国，这种制度是与革命平等的一切传统相矛盾的，军官们看

不起服役一年的人，兵士们也憎恨他们，因而从他们身上的确得不

到什么好处。但是，要培养后备军官又没有别的来源。

４３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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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士官和列兵，众所周知，１８６６年萨多瓦的胜利者吹嘘说，

由于普鲁士早已存在后备军制度，所以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将要

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都有领先２０年的优势；这样的国家只有当本

国年龄最大的应征者都是由作过战的人组成的时候，才能同普鲁

士相比。现在看来，有人是把这一点忘记了，而且他们还忘记了在

法国真正服满役的只占每年入伍人员的一半，还有一半在服役６

个月（按照现代的迂腐操典，这个期限是完全不够的）以后就退伍

了，所以法国和普鲁士不同，它的后备兵和民团大部分是由新兵组

成的。他们在忘了这些以后，现在装出一副害怕目前法国地方部

队的样子，其实这些部队也同１８７０年和１８７１年在卢瓦尔河和勒

芒附近抵挡不住人数比它少一半、但是军纪严明的德军的那个军

团一样，只是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炮灰！４７０

但是，还不仅如此。有了惨痛的经验教训以后，在普鲁士，人

们终于学会进行动员了。经过１１天，全军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

而步兵还要更快。为此必须把一切都以最简便的方式组织起来，

特别是使每一个归休兵都事先在他应该归属的那个部队里注册。

这种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团都有自己固定的招兵区，后备军每一个

团首先在自己的招兵区内得到补充。相反，法国的新法令却规定

新兵和后备兵到动员时期驻扎在该区的团去注册。这是对从拿破

仑时期起就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迁就。根据这个传统，各团作为卫

戍部队轮流防守法国一切地方，并且必须尽可能从全法国招募新

兵。如果说他们不得已放弃了后者，那末他们就会更坚决地坚持

前者，这样一来就使各团指挥部和各区后备军指挥部之间的固定

的有机联系无法保持，而这正是使普鲁士能迅速动员的保证。这

种毫无意义的变动给各特种兵造成的困难比步兵更大，步兵的动

５３６半官方的战争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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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作即使因此仅仅拖延三天，在积极行动的敌人面前，这三天就

会成为整个战局中最重要的日子。

那末，这整个庞大的法国武装到底是什么呢？——是一支基

干步兵，它的人数同德军相等，但是编制不如德军。此外，为了进

入战备状态，还必须吸收一定数量只服役过６个月的列兵；是第一

类后备部队，其中占优势的是只服役过６个月的列兵，并且在最好

的情况下军官和士官也只有必需人数的四分之一；是第二类后备

部队，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服过役，也没有任何军官；当然，这两类

后备部队都完全没有固定的基干人员。况且，前景已定：军官的缺

额在现存的编制下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补充，因此，一旦发生战争，

这两类后备部队的战斗力不会比１８７０年秋天和冬天仓卒建立的

那些营更强。

现在我们来看看温驯得像羔羊一样，似乎完全没有牙齿，因而

无论如何不会呲牙的德意志帝国。我们已经提到，它有基干步兵

４６８个营，战时共有４９０４８０人。但是，这里还要加上下列一些新编

部队。

从１８７２年初开始，规定每营补充新兵３６人，用整数计算一年

是１７０００人。其次，有整整四分之一的列兵在两年服役期满以后

归休了，因此要招募相应数量的新兵来顶替他们，用整数计算是

２８０００人。因此，现在每年招募和训练的新兵总共比过去多４５０００

人；到１８７５年底这三年内累计就是１３５０００人，此外还要加上服役

一年的志愿兵１２０００人（每年４０００人）；合计１４７０００人，也就是

说，恰好足够为１４８个团各建一个第四营。为此，从那个时候起，

在所有基干团所属的各编外的后备连都已经“在编制上准备就绪

了”，也就是说，已经配备了应该编入这些营的现役和预备役军官

６３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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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士官。因此，这些第四营至迟在前三营之后两三天就可以参加

战斗，为全军增加兵力１４８个营，每营１０５０人，合计１５５４００人。但

是，这个数字还远远没有反映出作战军队因此获得的实力的增长。

见过１８６６年的普鲁士第四营的人都知道，这些营主要是由身强力

壮、年龄在２４岁到２７岁的人组成的，它们是全军的核心。

除了建立第四营以外，建立１４８个预备营的工作也在照常进

行，更不用说那些猎兵预备连了。这些预备营是由编外退役预备

兵和补充兵４７１中没有服役过的列兵组成的。根据官方材料，这些

预备兵和列兵的人数在１８７１年是１８８６９０人。但是，这一点应当

这样理解：平时就已确定的基干军官和士官的人数就能够训练出

这么多的列兵，因为现在每年大约有４５０００人编入第一类补充兵，

所以仅仅补充兵提供的七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就比上述人数多得

多。预备营恰好是一个储存器，参加战斗、在战斗中被削弱，而

更多的是由于战争的艰苦被削弱的营，可以从这里得到必需的多

少受过训练的增援部队，而增援部队以后又可以从补充兵得到补

充。   

后备军同现役部队和预备部队同时动员。同样也是在平时就

已经确定的后备军人员共有２８７个营（这一数目应该达到３０１

个）。在最近的两次战争中，后备军各营的人数只达到８００人；即

使我们以这个最低的总数为基础，那末，德意志帝国所能提供的后

备军步兵也将是一支拥有２２９６００人的有组织的部队，并且每年还

有数目不断增加的编外人员供以后使用。

但是，不止这些；民军制度又实行起来了。根据官方材料，在

１８７４年底德国步兵的兵力就已经增加了民军２３４个营（每营８００

人，共计１８７２００人），猎兵连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只能说明，这些

７３６半官方的战争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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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基干人员，至少是这些营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基干人员，已经确

定了。但是，民军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一些，因为据福伊格茨－雷茨

在帝国国会的郑重声明，民军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即２００万

人”。４７２

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呢？

法国拥有的基干步兵，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部队，共计

５３０８００人，而这就是法国已经组织起来的全部步兵。如果我们再

加上就算已经具有某种编制外观的全部第一类后备部队２５４６００

人（２８８个后备连，每连８００人，３０个后备猎兵连，每连５４０人，以

及惩戒部队的８０００名编外兵士），那末，总共也只是７８５４００人。

德意志帝国在动员令下达１１天

 以后，就有基干步兵 ４９０４８０人…………………………………

过两三天，接着又有１４８个营 １５５４００人…………………………

再过１４天又有后备军２８７个营，

 每营８００人，共计 ２２９６００人……………………………………

再过１４天，又有民军２３４个营，

 每营８００人，共计 １８７２００人……………………………………

 单是步兵总共就有 １０６２６８０人，……………………………

他们在平时就已经完全编制好了，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事先就安排

好了，并且在后方还有１４８个预备营，人数（见前面）为１８８６９０人，

被用来补充战斗中所遭受的损失。总而言之，已经编制起来的步

兵总数为１２５１３７０人。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夸大了。绝对没有。我们还没有把真实

情况全部摆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提到各种细小的因素，而这些因素

加在一起却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下面就是证明。

８３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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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７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的“科伦日报”上有一篇来自陆军部的

“军事消息”，从中我们获知了如下情况。在１８７３年底，德国军队在

战时的人数为１３６１４００人，其中

步兵共计 ９９４９００人。………………………………………………

１８７４年，加上了第四营 １５５４００人…………………………………

 和民军２３４个营 １８７２００人………………………………………

 全部步兵共有 １３３７５００人，…………………………………

可见，比我们计算的几乎多１０万人。这篇文章确认各兵种部队的

总人数为１７２３１４８人，其中军官３９９４８人；相反地，法国人在最好

的情况下也只有事先编制起来的部队９５万人，其中步兵７８５０００

人！

至于这些部队的素质，那末，假定这两个民族平均的军事才能

是相等的，法国军队的素质从最近这次战争以来肯定没有提高。

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来使部队士气涣散，特别是因为它让部队都住

在营棚里，在那里一到冬天兵士既不能训练，也不能做别的事，可

以说专门是让他们痛饮苦艾酒。缺少士官，各连人数不足，各骑兵

团早就没有配备到足够数量的战马。早在１月１４日，“北德总汇

报”就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当时这家报纸还在鼓吹和平呢！

但是，新的军事立法让法国陆军部长统率：常备兵７０４７１４人，

后备部队５１０２９４人，地方部队５８２５２３人和地方部队的后备部队

６２５６３３人，总共２４２３１６４人，必要时可以达到２６０万人！诚然，勒

瓦尔将军在仔细研究了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以后宣称，应该把这个

数字压缩到２３７７０００人。但是，就是这个数目也已经完全足以使

一个即使是最优秀的陆军部长大伤脑筋了。请问他拿这一大批几

乎有三分之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怎么办呢？哪里能找到军官和

９３６半官方的战争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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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呢？而没有军官和士官，他就无法训练这些兵士，更不用说把

他们组织起来了。

德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仅仅根据帝国军事法的规定，战时

的军队人数就已经有１５０万人。但是，由于实行这个法令的结果，

这里还要加上兵役期限延长到２７岁至３１周岁的补充兵的五种役

龄的适龄人员，——每年４５０００人，总共就有２０万人左右。除了被

列入战时人员的人以外，至少有２０万编外人员已经事先被登上名

册了。这里还要加上整整２００万民军，因此归德国陆军大臣统率

的就有３９０万人，甚至是４００万人，而且据上述那家半官方报纸声

称，这支军队，

“即使再征召１８０万人或更多的人，并且不算列入预备军的新兵，也将完

全由服役过的并且在军事方面深有素养的兵士组成，而在法国，包括地方部

队的后备部队在内，只有２０年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真正代表并不是法国，而是普鲁士

民族的德意志帝国。４００万兵士，居民的百分之十！只须指出一点：

如果这整个制度达到了最大限度，那可能对我们有利。这个制度

不是从外部，不是依靠某一个别的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而是只有

从内部，通过它自身的必然后果，才能彻底摧毁。越是毫无边际地

吹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必然垮台得越快。４００万兵士！如果俾

斯麦把这个数目扩大到５００万或者６００万，然后一有机会就开始

征召少女的话，社会民主党人也会感激他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５年４月

载于１８７５年４月２３日“人民

国家报”第４６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０４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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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①

一书导言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被迫同一位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先

生进行论战时写的。在一篇评论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前进”的文

章（１８７４年“人民国家报”第１１７号和第１１８号）中，我曾经附带提

到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但是，这一提却惹起了他对我的可敬的愤

怒。特卡乔夫先生立即发表了一封“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

的公开信”（１８７４年于苏黎世），在这封信中，他给我胡诌了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针对着我的极端无知，谈出了他自己对俄

国实际状况和社会革命前途的看法。这篇劣等作品从形式到内容

都带有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该信是用德文发表的，所以我

认为有必要在“人民国家报”上对它做一个答复（见“流亡者文献”

第４篇和第５篇，１８７５年“人民国家报”第３６号和以后几号）。我

的答复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巴枯宁主义者进行文字斗争的方

法，这种方法就是，把一大堆简直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

上。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对这个主要是个人方

面的部分已经谈得很够了。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略去，而在根据出

版社的意见出版的单行本中只留下了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

１４６

① 见本卷第６１０—６２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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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１８６１年以来，即所谓农奴解放以来俄国的社会状况。

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极大的意义。现在的俄

罗斯帝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这在１８４８

年和１８４９年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由于德国不肯支持波

兰起义并同沙皇作战（像“新莱茵报”一开始就要求的那样），以致

这个沙皇能够在１８４９年镇压了已经迫近维也纳大门的匈牙利革

命，而在１８５０年又在华沙裁判了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

并恢复了旧联邦议会。就在不久以前，即１８７５年５月初，俄国沙皇

正像二十五年前一样，接受了他的柏林藩臣们的效忠宣誓，从而证

明了在今天他也还是欧洲的仲裁人。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

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

同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

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复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

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

但是，它的复灭绝不能从外部引起，而外部战争只可能大大加

速它的复灭。沙皇帝国内部具有在大力促使它灭亡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波兰人。他们经过百年来的压迫，已处于这

样的境地：或者起来革命，支持西欧的一切真正的革命起义，作为

解放波兰的第一步；或者就只有灭亡。现在他们恰好处于这种境

况，即只有在无产阶级阵营里他们才能为自己找到西欧盟友。近

一百年来，他们经常被西欧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出卖。在德国，资

产阶级一般地只是从１８４８年起才算数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它始终

敌视波兰人。在法国，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出卖了波兰人，而由于这次背

叛，他的远征失败了，皇冠和帝国都丢掉了；资产阶级王国在１８３０

年和１８４６年，资产阶级共和国在１８４８年，第二帝国在克里木战争

２４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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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和在１８６３年都效法了他的榜样。它们都同样卑鄙地背叛了

波兰人。就是现在，法国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和派还仍然匍匐于

沙皇面前，希望用一次对波兰利益的新出卖来换得一个反普鲁士

的复仇的同盟，正好像德意志帝国的资产者把这同一个沙皇当做

欧洲和平的保护者，也就是说把他当做德普持久合并的庇护者来

崇拜一样。除了革命工人而外，波兰人不论在哪里也找不到公开

的和真诚的支持，因为共同敌人的复灭对他们两者都有同样的利

害关系，因为波兰的解放就意味着这个敌人的复灭。

然而，波兰人的活动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这种活动只限于

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俄罗斯帝国的真正核心——大俄罗斯

——几乎完全处于这个活动之外。４０００万大俄罗斯人是一个非常

大的民族，而且经过了非常特殊的发展，所以不能从外面把任何一

种运动强加给他们。而这样做也完全没有必要。的确，俄国的人民

大众，农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地在脱离历史发展的泥坑中愚昧地

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而使得这种单调的沮丧状况中断的唯一变

动，便是零星的毫无结果的起义，以及贵族和政府的新压迫。这种

脱离历史的生存，已由俄国政府自己通过废除再也不能拖延下去

的农奴制度以及实行徭役赎买——这个办法实行得非常狡猾，它

使大多数农民以及贵族遭到了必不可免的破产，——把它结束了

（１８６１年）。由此可见，俄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环境本身，正推动他们

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个运动诚然在目前还刚刚产生，但是，随着农

民群众的状况日益恶化，它将不可遏止地不断朝前发展。农民的

愤恨不满，现在已经是政府以及一切不满意的人和反对党都不得

不予以重视的事实了。

因此，下文中说到的俄国，不是指整个俄罗斯帝国，而是专门

３４６“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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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大俄罗斯，这个地区最西的省份是普斯可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最

南的省份是库尔斯克和沃龙涅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５年５月

载于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

题”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版和弗·恩格斯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１８９４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论俄国的

社会问题”译的，并根据

１８９４年版本校对过

４４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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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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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德国的札记４７３

１．导言。１５００—１７８９年

１．到十五世纪末德国愈来愈分裂了，它的中央愈来愈衰落，而

这时法国和英国已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中央集权，而且逐渐形成

了民族。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１）在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

迟于那些经过征服的国家；（２）德国包括有一些法兰西人和斯拉夫

人的地区，而且它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财产，把罗马视为自己的中

心，因而它不是一个民族综合体；（３）因为，——这是主要的，——

各个省以及一部分省和另一部分省之间是完全隔绝的：它们之间

没有任何往来等等（参看“农民战争”）。汉撒同盟、莱茵城市同盟

和士瓦本城市同盟就是自然形成的、但彼此分散的集团的代表。

关于第一点。西班牙、法国、英国在十五世纪末都已结合为形

成了的民族国家。这种统一对于十五世纪说来具有世界历史意

义。（西班牙——卡塔卢尼亚族和加斯梯里亚族的统一，葡萄牙

——伊比利安的荷兰——由于航海业的发达为自己争得了独立生

存的权利，法国——由于王室的王朝权力，逐渐把民族纳入自己的

轨道。英国由于蔷薇战争消灭了上层贵族而统一起来了；英国之

所以能实现统一，只是因为它被迫放弃了像德国人远征罗马那种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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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的唐·吉诃德式的侵略计划，这些计划会使它一蹶不振，就

像远征罗马使德国一蹶不振一样。）德国内部虽然缺乏经济联

系，但本来还是会实现而且甚至还可能更早实现（例如，在奥托王

朝时期）中央集权的，其所以没有能实现，是因为：第一，罗马皇帝

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

且使得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其后果在奥地

利一直到１８６６年仍然在起作用！），——况且德国的利益总是被出

卖而遭到破坏；第二，皇帝要由选举决定，这就绝对不容许一个王

朝的权力成为民族的体现，相反地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

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尤其是在有决定意义的十五

世纪——王朝的更替。——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存在过经济上的

分散状态，但被用暴力克服了。

在中世纪，皇帝为反对教皇而进行了“文化斗争”，结果既造成

了德国的分裂，也造成了意大利的分裂（在意大利，教皇权力是民

族统一的障碍，但它总是经常装成民族统一的代表，然而尽管如

此，但丁却仍然认为意大利的救星是外国皇帝）；从１５００年起，当

教皇还是一个势力不太大的诸侯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领地把意

大利分割开来，使得它的统一事实上无法实现。

２．但是不管怎样，由于贸易的自然发展，斯拉夫人的日耳曼

化，以及法兰西人地区和意大利的丧失，德国本来是能够合而为一

的，因为世界贸易的道路通过德国境内，但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

个重大事件：

（１）德国市民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由于时代精神的缘故，

这个革命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宗教改革。但是真

糟糕！如果没有帝国骑士等级和农民，革命根本不可能实现。但

８４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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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三个等级的互相矛盾的利益起了阻碍作用：骑士——城市

的经常掠夺者（见蒙果德·冯·艾伯施坦的著作）和农民的压迫

者；城市也狠狠地剥削农民（乌尔姆市委员会和农民！）。最先起义

的是帝国骑士，但是，由于资产者背弃了他们，所以遭到了彻底失

败。继他们之后农民也起义了，然而市民们却直接反对他们。与此

同时市民们的宗教革命在极大程度上被阉割了，于是不得不迎合

诸侯的胃口，而领导作用也就转到诸侯手中去了。——十六世纪

德国革命的特殊的神学－理论的性质。主要是注意这个世界之外

的事物。摆脱贫穷不堪的现实，这就是后来德国人在理论方面（从

蒙布尼茨到黑格尔）占优势的基础。

（２）世界贸易的道路从德国移开了，于是德国好像被排挤到了

穷乡僻壤；这样一来资产者ｄｉｔｏ〔以及〕宗教改革的力量被破坏了。

（３）结果是ｃｕｉｕｓｒｅｇｉｏ，ｅｉｕｓｒｅｌｉｇｉｏ〔谁的领土就信仰谁的宗

教〕和德国实际上的分裂，主要是分裂为信仰新教的北部和形形色

色的信仰都有、但主要信仰天主教的西南部以及纯粹信仰天主教

的东南部。这里已经留下了１７４０—１８７０年的恶性发展（普鲁士，

北部和南部的分裂，最后，小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根源。法国的相

反的过程。对胡格诺教徒的镇压（见“札记”第２页）①。

３．德国既然注定了要陷于消极和退步，因此政局的变动对它

的工业方面的影响必然比对工业方面积极的和先进的国家的影响

大。（这一点应当用一般形式予以发挥。）分裂成两个阵营这一事实

把内战提上了日程。列举１６４８年以前的历次战争——纯粹是内

战。法国人利用局势，吸引信仰新教的诸侯和德国雇佣军加入同盟

９４６关于德国的札记

① 见本卷第６５３—６５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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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它们以报酬。顶点——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的

爱尔兰人，爱尔兰的德国人——在１６９３年和１８０６年。对浩劫的评

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向法国的让步；瑞典和丹麦之闯

入德国；做保证者的强国进行干涉的权利；中央政权的彻底衰落；

欧洲向德国诸侯们保证的反抗皇帝、进行内战和背叛祖国的权利。

４．１６４８—１７８９年。

ａ．德国的政治状况。德国诸侯们靠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大发横

财，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出卖给外国。而外国——法国以及诸侯们

——则利用德国的软弱逐渐把所有德属法国领地攫为己有并整化

亚尔萨斯的疆界。法国的历史权利和条顿人就“掠夺”所掀起的叫

嚣。语言疆界仍未改变，大约从１０００年起，只是佛日山脉以西地

区除外（见门克修订的地图）。这是一般情况。尤其是在北部一个

与奥地利和帝国竞争的国家——普鲁士的兴起。分裂为北部和南

部的迹象开始表现出来。对普鲁士历史的批评。弗里德里希二世。

——俄国的兴起和弗里德里希二世对俄国政策的依赖。内战——

现在这是竞争对手：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

ｂ．经济状况。由于这一切，慢慢地摆脱三十年战争的后果和

市民阶级企图重新向上爬。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靠寡廉鲜耻的善行

才能重新兴起。现在经济进步只有通过政治干涉，通过诸侯的可

耻行径和他们从国外得到的赏钱才能实现。这一切证明，德国在

经济上经历着多么严重的衰落。这一时期——宗法制度的由来。

１６４８年以后国家真正负起了履行社会职能的使命，它之所以这样

做是迫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地方——停滞不前

（威斯特伐里亚的主教管区）。奇耻大辱！这种国家帮助多么微不

足道！对世界市场的关系纯粹是消极的。只有作为中立的一方才

０５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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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中牟利（１８０１年前的美国战争和历次革命

战争）——然而在强盗国家面前完全软弱无力（由于法国革命，德

国在欧洲的这种可耻地位才告结束）。

ｃ．文学和语言完全衰落了；神学僵死的说教；在其他科学领域

内德国也退化了，但是有时也发出些闪光；雅科布·伯麦（未来哲

学家的先驱者），刻卜勒，莱布尼茨。重新从现存的、实在的事物中

进行抽象。巴赫。

ｄ．１７８９年德国的状况。（ａ）农业——农民的状况。农奴的依附

地位，体罚，租税。（ｂ）工业——简直处在极端贫乏的状态，手工劳

动占优势，而在英国，大工业早已开始发展，德国工业则还没有来

得及充分发展就注定要灭亡。（ｃ）在贸易方面——逆差。（ｄ）市民

在对贵族和政府的关系上所处的社会地位。（ｅ）对发展的政治上

的障碍——分裂状态；门克的描述。关税，内河航行的障碍。由于

分裂状态而被限制在内部疆界范围内的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自由贸

易〕。赋税——这主要是城市的消费品税。

德国诸侯中即使是像舒巴尔特的保护者们和卡尔—奥古斯特

这样开明的人，也做不出什么好事情来，他们所有的人在更大得多

的程度上宁愿参加莱茵同盟，而不敢进行战争。１８０６年的入侵就

是证明，那时刀子已经对准他们的咽喉。并且这一千诸侯中每一

个都是专制君主，粗暴、野蛮的恶汉，从他们那里根本不能期待什

么共同行动，然而荒诞的想法却层出不穷（施略策尔）。美国战争

期间买卖新兵的交易。——但他们的最可耻的行径是他们的存

在这一事实本身。而与他们并存的，在东部疆界有北方的普鲁士，

南方的奥地利，它们向新的领土伸出贪婪的手。假如这两个国家

中只有一个存在，那就是还能够拯救局势的唯一的国家。但它们

１５６关于德国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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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排斥了任何出路。真正的绝境：帮助只能

来自外部——法国革命带来了帮助。只有两个方面还有生命的迹

象：一方面是军事学术，另一方面是文学、哲学和严肃认真的客观

的科学研究。法国在十八世纪时，政治作家而且是第一流的政治

作家已经占多数，——而德国却是一味逃避现实，躲进理想的领

域。“人”的观念和语言的发展；在１７００年——野蛮状态，１７５０年

——莱辛和康德，其后不久——歌德、席勒、维兰特、海德；亨德尔、

格吕克、莫扎特。

１７８９—１８１５年

１．德国在亚尔萨斯—洛林等领土上的、已经有一半被法国控

制的ｅｎｃｌａｖｅｓ①附和了法国革命——由此产生了战争的借口。普

鲁士和奥地利现在突然一致起来了。瓦尔米。线式战术由于大量

使用炮兵而破产。弗略留斯和热马普。奥地利的警戒线战术的破

产？莱茵河左岸的占领。农民和爱好自由的城市的狂喜；即使是某

些敲诈勒索事件和拿破仑的血税也都不能打消这种狂喜。——

亚眠和约和帝国代表团。主要结果：德意志帝国的取消；莱茵同

盟。拿破仑扫除了许多德意志小邦，但这一清扫，可惜还远远不

够。他对于诸侯们总是扮演革命的角色，而且如果小邦诸侯不是

向他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还会走得更远。１８０６年。——拿破

仑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彻底消灭普鲁士。大陆封锁时期德国的经

济状况。——这个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正好是文学和

哲学的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

盛的时期。

２５６ 弗·恩 格 斯

① 嵌入别国领土中的属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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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的札记”第二个手稿摘要

  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期间，作为民族代表的王权受到那样大的

尊重，以致只有国王同外国订立的同盟和关于军事援助的条约才

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为舆论所承认。其他人在社会舆论看来总是叛

乱者和叛徒。亨利三世逝世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那时亨利四

世只是靠了国王称号的影响才获得了最后胜利。

在法国彻底镇压新教对它说来不是坏事——ｔｅｓｔｅ 〔见证

人〕有培尔、伏尔泰和狄德罗。然而在德国镇压新教则不仅会成为

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如果这样，德国就会

被强迫接受罗曼语各国的天主教发展形式，既然英国的发展形式

也带有半天主教和中世纪的性质（大学和诸如此类的学院，公立学

校——所有这些都是新教寺院），那末完全带有新教性质的德国教

育形式（家庭教育、私人寄宿学校、大学生旁听制）也都会被废除，

而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调：法国和英国实际上消除了成

见，德国摆脱了这些成见的形式，摆脱了陈规旧套，这种情况是使

得德国的一切在现在看来具有更大缺点的东西（如分裂为许多小

邦）没有固定形状的部分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对民族的发展能力说

来有巨大的好处；只有在将来，当这个本身是片面的阶段被克服之

后，它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此外德国新教——这是基督教的唯一的值得加以批判的现代

形式。天主教在十八世纪已经丝毫不值得批判了，它简直成了论

３５６关于德国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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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对象（可见老天主教徒们多么愚蠢啊！）；分裂为无数教派的英

国新教没有神学的发展，即使有，那也只是每一阶段都以创立一个

新教派为形式的一种发展。只有德国人掌握着神学，并且由于这

个缘故而拥有批判——历史学的、语文学的和哲学的批判的对象。

这种批判是德国的产物，如果没有德国的新教，这种批判是不可能

的，然而它是绝对必要的。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

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

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底—１８７４年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

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５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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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导言。第一部。１８７３年”
①

（在这个标题后第１页上写着：国际工人协会内的斗争

（ ）。）

“序”

“在意大利也像在俄国一样，这样的青年人数量相当多，比任何别的国家

都多得无比。”（第７页）

“是的，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像在意大利这样临近。”（第８

页）

“在意大利，赤贫的无产阶级占着优势。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

在他们之后的德国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学派，对这个赤贫无产阶级都抱着极端

蔑视的态度，这是完全徒然的，因为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

是在上述那种工人群众的资产阶层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

全部力量。”（第８页）

但是，在德国人那里却相反：在他们那里，政府

一方面可以依靠精良的和具有其他素质的军队，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忠

君的爱国主义、民族的无限的虚荣心以及古老的、历史的、同样是无限的、对

政权俯首听命和敬之若神的心理，这都是德国贵族、德国小市民〈ｂｏｕｒｇｅｏｉ

７５６

① 在这部摘要中，凡是马克思从巴枯宁的著作中直接用俄文摘引的地方，一律加

普通引号（“ ”）；凡是马克思在摘录时，翻译成德文的地方一律加另一种引号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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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ｅ〉、德国官僚，德国教会、德国学者的整个行会的特点，而在他们的共同

影响下——真可叹啊！——往往连德国人民本身也具有这一切特点”（第１１页）。

“原来普鲁士鲸吞了德国。这就是说，只要德国仍然是一个国家”，无论

采用什么样的所谓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形

式，普鲁士都必然是欧洲各种各样的专制制度的头等的和主要的代表与经常

的根源。”（第１１页）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到１８１５年，一切反动运动的主要根源是奥地利（ｉｄ 

ｅｓｔ 〔即〕德国的代表）；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８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分立，其

中前者（梅特涅）占居优势（策１２页）；“从１８１５年起，我们的鞑靼－德意

志的、全俄罗斯皇帝的鞭子，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狩猎者而不是以生意

人的身分，参加了这个纯粹德国反动派的神圣同盟”（第１３页）。

为了推卸责任，德国人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神圣同盟的主谋者是俄

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国家。和

他们相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力图首先完全破坏我们的〈俄罗斯〉国家》等

等（第１３页）。

为了真理，“而不是希望为彼得堡内阁的政策做辩护”（第１３

页），巴枯宁给德国人做了如下的答复。这位伟人甚至没有提到叶

卡特林娜在位时期结盟的事和从革命时期起包括路易－菲力浦时

期在内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对法国的影响，更不用说从彼得一世时

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建立普鲁士的事了。他也没有提到从

十八世纪以来俄国同英国一起为了奴役欧洲而策划的阴谋。他从

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开始，对他们的活动做了如下的描述：

“亚历山大来回奔波，忙碌异常，吵嚷不休；尼古拉疾首蹙额、盛气凌人。

但是一切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无能为力，由于他们

的朋友，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国人不允许他们有所作为；他们只能起稻草

人〈ｂａｎｇｅ ｍａｃｈｅｎ〉的光荣作用，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是奥地利、普鲁士

和”《在它们领导下并得到它们允许去侵犯西班牙的法国波旁王朝》（第１３、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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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只有一次越出了本国的国境——在１８４９年，为的是把奥地利从匈

牙利革命中拯救出来。此外，在本世纪，它曾经在普鲁士的帮助下两次扼杀

了波兰革命，因为普鲁士同俄国一样与此是有利害关系的。当然，“没有波

兰的独立和自由，人民的俄国是难以想像的”（第１４页）。

俄国无论在智力、实力或财力方面在欧洲都不占有能用呼声来“解决问

题”的优势地位（第１４页）。

只有当某个西方大国叫俄国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俄国才能有所作为。

（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叫叶卡特林娜去瓜分波兰，几乎还瓜分了瑞典。）

对于欧洲的革命运动，俄国在普鲁士政治家们手中起着稻草人的作用，

往往还起着帷幕的作用，他们利用这种帷幕巧妙地把自己侵略和反动的行径

掩盖起来。他们在不久前获得了那些胜利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些了，也就不

再这样做了（第１６页）。

住着俾斯麦的柏林是现在欧洲反动派的有目共睹的首脑和首都（第１６

页）。反动派（罗马天主教的反动派）在罗马有，在凡尔赛有，在维也纳和

布鲁塞尔也有一部分；在俄国有鞭子反动派；但是有生气的、“聪明的”、真

正“强有力的”反动派却集中在柏林，并且从新的德意志帝国向欧洲的所有

国家扩张等等（第１６页）。

“工人协作社、小组、公社、乡、最后是区域和各族人民的自下而上的联

合组织，这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是和它们①的本质相对

立的，正如任何经济自治都是和它们不相容的一样。”（第１７页）

可是，代议制民主（ｎ ｍ ｕｍｅ ｍｕ）结合了它们成功的

两个条件：“国家集中制，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

代表他们并且不断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第１７页）

“我们的鞑靼－德意志帝国的实质。”（第１４页）

新的德意志帝国是好战的：它一定要征服别国或者被征服（第１７—１８页）：

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成为全球国家的意图”（第１８页）。领

导权只是这种 意图的委婉的表现；这种意图的条件，是至少它周围的一切国

家都软弱无力和表示服从。起这种作用的，过去是法兰西帝国，而现在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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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我们确信，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唯一真正的国家”（第１９页）。

国家（Ｅｍｐｉｒｅ，Ｒｏｙａｕｍｅ〔帝国、王国〕）；统治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ｍｏｎａｒｑｕｅ，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ｒｏｉ〔元首、君主、皇帝、国王〕）；进行统

治（ｒéｇｎｅｒ，ｄｏｍｉｎｅｒ〔主宰、统治〕）；统治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ｍｐｅｒｅｕｒ，

ｍｏｎａｒｑｕｅ，ｒｏｉ）。（相反地，在德语Ｒｅｉｃｈ〔国家〕最初无非是以

所属的民族、居民的名称命名的，有一定界限的一个地区（大的

或小的）。例如：菲希特莱希就是从上普法尔茨的雷根河至菲希塔

赫那块地区，阿赫纳莱希，弗兰克里克（尼德兰境内），尼姆韦根

莱希，麦根莱希，摩塞尔河畔的特拉尔巴赫区至今还称为格勒维

莱希，原摩尔河畔的另一个地区称为威斯特里希。）

法兰西的“国祚”已尽了；凡是多少了解法国人的性格的人，都会像我

们（巴枯宁）一样清楚，既然法国过去长期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那

末现在它绝不会甘居次等的、甚至同其他国家相等的地位。法国将准备新的

战争，报仇雪耻，恢复丧失了的 （首位）（第１９页）。但是它能否

如愿以偿呢？绝对不能。最近的事件证明，爱国主义这种最崇高的国家美德

（ｍ ｃｗａｌｏｃｙ ｍ ｍ ）在法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第１９

页）。各上等阶级①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荣心，但是，正如最近这次战

争所表明的，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些阶级可以牺牲这种虚荣心。法国农村

居民同样也很少表现出爱国主义来。农民一旦成为私有者，就不再是爱国者

了。只有在亚尔萨斯和洛林，好像是为了嘲笑德国人，法国的爱国主义才表

现出来。爱国主义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保存了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

各有产阶级都对它恨之入骨。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爱国者，

因为他们以社会主义态度待人（以兄弟般的态度对待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

并且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但不是要反对德国人民，而是要反对德国的军事专

制制度（第２０—２２页）。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只过了四年，战争便开

始了，国际的宣传”特别”在“拉丁部族”的工人中间激起了新的反爱国主

０６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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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世界观（第２２页）。１８６８年在维也纳群众大会上，为了回答《南德资产阶

级民主派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的和爱国主义的“建议”：也表现出了这种新的

世界观。《工人们回答说，这些人剥削他们、永远欺骗和压迫他们，全世界

的所有工人都是他们的兄弟。国际工人阵营是他们唯一的祖国；国际剥削者

世界是他们唯一的敌人。》（第２２、２３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会给作为

“全世界工人解放”先锋的巴黎兄弟们拍了一封电报（第２３页）。这个答复

在德国引起了许多喧嚣；吓坏了所有市民民主派，包括约翰·雅科比，它

《不仅侮罪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侮辱了拉萨尔和马克思学派的国家

信仰（ ）。现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脑之一，但当时

还是市民民主党（寿终正寝的人民党）党员的李卜克内西先生，大概是遵照

马克思的意见，立即从莱比锡前往维也纳，以便就为这次争吵造成口实的政

治上的冒失行为同维也纳工人进行谈判（ ）。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

他的活动相当成功，过了几个月，即在１８６８年８月，在德国工人纽伦堡代表

大会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全体代表都毫无异议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狭隘的爱

国主义纲领上签了字》（第２３、２４页）。这就暴露了《这个党的多少有点学

问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的政治方向同德国的或者至少是奥地利的无产阶级

的革命本能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差别》。诚然，从１８６８年以来，这种本能在德

国和奥地利很少得到发展，可是在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特别是在法国，

却有了了不起的发展（第２４页）。法国工人意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和

革命者是在为全世界而工作（第２５页），《而且更主要地是为世界而不是为自

己》（第２５页）。这种梦想（ ）《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本性，并且把

国家爱国主义的最后残余从它的想像和心灵中驱逐出去了》（第２６页）。法

国无产阶级号召拿起武器来，它确信，它既是为德国无产者的也是为他们自

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第２６页）。《他们不是为了尊严和荣誉，而是为了

战胜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奴役他们的工具的可恨的“军事力量”而斗争。他

们所以憎恨德国军队，并不是因为它是德国的，而是因为它是军队。》（第

２６页）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和反对祖国的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

充分表现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的热情。对于法国无产阶级

等等说来，只有社会革命战争还存在（第２７页）。在社会革命热情的促使下，

《他们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废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国

的国家统一。德国人仅仅缩小了他们政治祖国的疆界和力量（ ），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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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想使它彻底 （丧命），而且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个叛逆性的目的，他们

把作为法国荣誉的雄伟纪念碑旺多姆圆柱毁为废墟》（第２７页）。

“于是，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第２９页）在法国，这

个斗争最为坚决；在农民中间，至少在法国南部也已如此（第３０页）。《正

是两个目前不可调和的世界的敌对对立，是使法国不能重新成为首屈一指

的、占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第３０页）当梯也尔宣布普鲁士军

队撤退时，凡尔赛交易所、资产阶级等都完全不知所措了（第３１页）。“可

见，法国资产阶级的奇怪的爱国主义认为挽救自己的办法是让祖国可耻地屈

服。”（第３１页）

《法国工人对西班牙革命的同情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法国南

部，那里表现了无产阶级力图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进行兄弟般的联合，甚至和

他们结成以解放了的劳动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联邦的明显意愿。》

，人民，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ｉ〔生育、诞生〕），某种天生

的东西，诞生。

——《我说，尽管有民族差别和国界的限制，这些同情和意愿证明，无

论对于法国无产阶级本身，还是对于特权阶级说来都是一样，国家爱国主义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３２页）

像法国“这样一个衰老的、病入膏肓的国家，哪里能够同年轻的、至今

仍然强壮的德国相抗衡呢？”（第３３页）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即使是社会民主

共和国，都不能给人民以它所需要的东西，《即没有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预、监

护、暴力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 ）、自由的（ ——

任意的，而且也是毫无拘束的）组织，因为任何这样的国家制度

（ ），甚至最共和的和最民主的，甚至“马克思先生想出去的所谓

的人民国家”（ ），“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

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识分子因而也是特权分子自上

而下地对群众进行管理》（第３４、３５页）。

因此，由于有产阶级无法使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人民便

只有一种手段，即国家暴力（ ），一句话，就是“国

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Ｖéｈéｍ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ｅ〔暴力，暴

虐行为，强力〕），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

２６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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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是肆无忌惮的暴力的统治”等等（第３５页）。

在这里甘必大也是无能为力的；（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殊死

斗争《要求使用国家的（政府的）全部措施和力量，可是法兰西国家已没有

任何措施和力量来维持它在欧洲各国间的表面上的优势》。“它哪里能够同

俾斯麦的帝国争雄！”（第３７页）法国应该服从德意志帝国的最高领导，接受

友好保护的影响，正如意大利国家曾经服从法兰西国家的政策一样（第３７、

３８页）。

英国：影响大大缩小了。下面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在三十年以前，它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容忍德国人占领莱茵河各省、俄

国在黑海恢复优势、俄国人出征希瓦。”（第３９页）作出这种让步等等的原

因是：工人世界同剥削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第３９

页）。在那里社会革命正日益临近等等（同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什以可说的，它们永远不会成为有威胁性的、强

大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物资，而是因为“人民精神”把它们引向完

全不同的目的（第３９页）。

顺便指出：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的人民战争时期重新觉醒了，这场战争

本身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进行的。在１８１２年和１８１３年，在德国根本没有这类

事情发生：只是当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以后，才有人发动起义。只有提罗

耳是例外（第４０、４１页）。

同时：

“我们看见，拥有财产就已经足以使法国农民腐化堕落，并且扑灭他们心

中最后一点爱国主义的火星。”（第４２页）在德国（１８１２—１８１３年），年轻

的公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哲学家和诗人们策动起来的臣民们

（ － ），曾经武装起来保卫和复兴德意志国家，因为正是这个时

候在德国产生了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然而，西班牙人民却个个

（ ）奋起，再一次捍卫（ ）“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生活”的

独立，抵抗残暴强大的奴役者（第４３页）。从此以后，一切形式的政府——

专制的、立宪的、保守共和主义的等等，甚至类似瑞士的那种小资产阶级联

邦共和国的形式，在西班牙都遍试无效（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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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真正地掌握（控制）了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和埃

斯特勒马杜腊的农民既没有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就夺

取了以前地主的土地。卡塔卢尼亚，特别是巴塞罗纳，大声宣布自己的独立

和自治。马德里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同意使革命服从制宪议会

未来的命令。甚至在卡洛斯派控制的北方，也发生了显然的社会革命：宣布

实行ｆｕｅｒｏｓ 〔自治特权〕（ ），宣布各省、市镇独立，烧毁一切司法

的和民事的文书契约；军队在西班牙全国各地都与人民握手言欢，把自己的

军官赶走。社会经济革命的第一个条件——普遍的：公众的和私人的破产开

始了。》（第４４页）《再也没有财政、军队、法庭、警察；有国家势力，没有

“国家”；只有目前仅仅被社会革命热情所激励的强大的、朝气勃勃的

（ ）人民。在国际和社会革命者同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正在团结和组

织自己的力量等等。》（第４４页）

在意大利人民中间只保存着一种活传统，即不仅 （省、行政区、

郡）而且市镇（ ）也实行绝对自治。在“人民”中存在的“唯一的政

治概念”中，还包含有历史人种学方面的“省的非同类性”，因为各省操不同

的方言，甚至一个 （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说一下〕，也意味着权力、力

量）的人都难于互通语言，有时根本不懂其他“地区”的人说的话；但是意

大利“从社会意义上讲”并不是四分五裂的。相反地，有一种“共同的意大

利性格和类型”，根据这种性格和类型，可以把意大利人同任何其他部族、甚

至南方部族的人区别开来（第４５页）。破坏最新的意大利“国家”，结果必然

会出现“自由社会的联合”（第４６页）。这一切都只是与“人民群众”有关。

相反地，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上层”中，“随着国家统一的形

成，剥削人民劳动的享有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并且现在正在日

益发展。这个阶级现在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和军

事的、警察和法庭的世界，大地主、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整个官方的和

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整个议会（第４６页）。

然而甚至最可怕的贫困（贫穷），甚至伤害到“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

的贫困，也还不是革命的充分的保证（ ）…… 当人（一群人）被弄得

陷于绝望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起来暴动…… 在绝望中甚至德国人也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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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者了，但是要使他陷于绝望，要求有非常多的因素…… 

无论“贫困”还是“绝望”都只能产生个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骚动”，而

并不足以席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必须有一个“永远”是历史地

从“人民的本能深处”产生出来的“全民理想”。还有对自己权利的信仰

（Ｂｅｐａ），“可以说，对这种权利的宗教的信仰”。

后者同贫困和绝望一起就是社会革命的良方（第４７、４８页）。

《意大利人民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第４８页）

正是国际（即同盟！）特别在最近两年（１８７２年和１８７３年）中，

以这一理想的产婆的身分在意大利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活动。

“它①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们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它揭示了组织

人民力量的途径和手段。”（第４８页）

《绝妙的是，“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

样，一点也不走运（不顺利），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

皆知的（ ）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对一切“统治、政府

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第４９页）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根据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

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丝毫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第４９

页）

因此，既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承认同盟的纲领，那末，它们就

离社会革命不远了，也用不着担心来自它们方面的侵略政策了

（第４９页）。

《各个小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正是由

于同样的原因”（可见，正是由于他们接受了同盟的纲领！），

《但主要地》，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不威胁任何人（第４９

页），相反地，却有许多理由要《担心受新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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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夫。它分为两个国家：马扎尔一

斯拉夫国家和德意志一斯拉夫国家（第５０页）。德国人想统治后

一个国家。

《德国人是“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们可以说是生来就是一方面

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方面以自己所谓的

文化优势作为他们高傲自大的依据。》（第５２页）近年来德国人被迫承认马

扎尔人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居住在奥地利帝国境内的“一切部族当中”，

除德国人以外，马扎尔人是“最具有国家观念的人民”（第５２页）他们声明

他们享有统治那些和他们一起居住在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其他各部族的历史

权利，虽然他们自己只占该王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即马扎尔人５５０万，

斯拉夫人５００万，罗马尼亚人２７０万，犹太人和德意志人１８０万，其他“部

族”约５０万人，共计１５５０万人）（同上）。于是，奥匈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

有２０５０万人口（德意志人和犹太人７２０万，斯拉夫人１１５０万，意大利人与

其他“部族”约１８０万）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和

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部分（第５３页）。

在匈牙利，

《受马扎尔人统治的大多数居民都不喜欢马扎尔人，这些居民违反心意

地忍受着他们的压迫，因此便经常不断地产生斗争（第５３页）。马扎尔人害

怕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起义，因此就同俾斯麦结成秘密同盟，俾斯麦《预

见到反对注定要灭亡的奥地利帝国的战争必不可免，便“奉承讨好”马扎尔

人》（第５４页）。

在息斯莱达尼亚帝国，事情并不见得好些。

在那里德意志人想统治占多数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憎恨斯拉夫人，

就像老爷通常憎恨自己的奴隶一样》（第５４页），害怕他们获得解放等等。

《像一切侵占别国领土、征服别国人民的人一样，德意志人在同一个时期里完

全“不公正地”既憎恨又鄙视斯拉夫人。》（同上）普鲁士的德意志人指责

奥地利政府，主要是说它不能把斯拉夫人德意志化。《他们相信，这是反对

全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利益、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滔天罪行，而事实上也是如

此。》（第５５页）（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为了和这个泛日耳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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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抗衡，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除波兰人以外都提出了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同样

《令人讨厌的荒谬东西》、这种《反对自由、残害人民的理想》（第５５页）。

这里加了一个注，在注中巴枯宁先生威胁说，要更加仔细地研

究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只是号召俄国的革命青年反对这一点：他承

认，有俄国密探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

要斯拉夫人相信，沙皇打算把他们的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

来，而且《这是在彼得堡内阁“公然”把莫拉维亚和整个波希米亚出

卖给俾斯麦，以酬劳他答应在东方援助俄国的许诺的时候》。

在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竟然有由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组成的整个

阶级期待俄国人来解放自己，或者甚至《在俄国沙皇的大国下面建立伟大的

斯拉夫王国》这是怎么回事呢？（第５７页）

这只是表明，《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可

恶的德国文明侵蚀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完全成

了德意志人，虽然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反对德国的；他们希望，他们想通过德

国的途径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受到的是德

国的教育，他们只知道用成立几个斯拉夫国家或者成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斯

拉夫国家的方法，而不懂得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解放。因此，他们给自己提

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国式的，因为类似新德意志帝国或“全俄罗斯”帝国的

那种集中制的、官僚的、警察－士兵的“最新式国家”乃是纯粹德国的“产

物”：在俄国，它以前夹杂有鞑靼人的因素，“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德国现

在事情也不会因为鞑靼人的盛情而延搁下来”》（第５７页）。

《斯拉夫人按其全部本性，按其全部实质说来，决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即

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部族。捷克人提到（ ）自己的大莫拉维亚

王国，塞尔维亚人提到自己的杜善王国，都是徒然的。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

的现象或者古代的神话。真实可靠的是，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本身都没有建

立过“国家”。》（第５７页）

波兰君主共和国：

是斯拉夫人民（ ——农奴、奴仆）完全被波兰贵族奴役以后在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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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波兰的历史学家，例如

“米茨凯维奇”认为，波兰贵族并不是斯拉夫族的后裔（第５８页）。

波希米亚（捷克）国家：

是按照德国的模型和样式，在德国人的公开影响下粘合而成的，因此它

很早就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有机部分。

俄罗斯帝国：

鞑靼人的鞭子、拜占庭的祝福（ ）、德国式的官僚军事和警

察的教育（第５８页）。

《可见，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因为他

们从来不是侵略的部族。只有侵略民族才建立“国家”，而建立国家必然是

为了使自己获利而损害被征服的民族。》斯拉夫人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农业

的部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公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公社按照

宗法制的习惯，是由“长者”根据“选举的原则”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进行管

理（ ，也有统治的意思）的，没有贵族，没有特殊的祭司等级，大

家一律平等，《以宗法制的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着人类友爱的思想》。各

公社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的联系，只有抵御外敌侵犯的联系；没有任何斯拉夫

“国家”，但是在非常好客的一切斯拉夫部族之间有着社会的、兄弟般的联系

（第５８、５９页）。《在这种组织中，他们对于好战的部族，特别是力图到处扩

大自己的统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和侵略，是无力自卫的。》（第５９页）《斯

拉夫人有一部分被消灭了，大部分则被土耳其人、鞑靼人、马扎尔人、而主

要的是德意志人征服了。》（第５９页）《从十世纪下半叶起便开始了他们痛

苦的，但是也是英勇的受奴役的历史。》（第５９页）

《对于波兰说来不幸的是，它的各个领导政党（ ）——

至今主要是贵族分子的政党——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主义的”纲领，它

们不是通过社会革命去谋求解放和“复兴”自己的“祖国”，却固执古老的成

见，忽而通过什么拿破仑的保护，忽而又同耶稣会教徒和奥地利封建主结成

同盟，来谋求这种解放和复兴。》（第６１页）

在本世纪，西方的和南方的斯拉夫人也觉醒起来了；西方斯拉夫人的集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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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点是波希米亚，南方斯拉夫人的集中点是塞尔维亚（第６１、６２页）。

“国家”的最新表现是泛日耳曼帝国：《它的寿命屈指可数了，各国人民

都期待着它垮台从而使自己能够彻底得救…… 德国人遭到欧洲其他各国

人民的憎恨，难道斯拉夫人对此竟感到羡慕！》（第６３页）

英国对这个人物、这个咖啡馆里的政客说来是不存在

的，——英国，这是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顶峰。

或者不要任何斯拉夫“国家”，或者要一个庞大的、吞没一切的、泛斯拉

夫主义的、“鞭子的、圣彼得堡的”国家（第６４、６５页）。

用类似合众国那样的泛斯拉夫联邦也不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中央集权

制相对抗（第６６页）。北美联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美洲大陆上，

与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相毗邻的，没有一个像俄国、德国或法国那样强大的

“国家”。因此，为了抵抗正在“国家主义的”或政治的范围内获得胜利的泛

日耳曼主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泛斯拉夫“国家”。

“全俄罗斯鞭子”下的普遍的斯拉夫人的奴役制（第６７页）。但是，这

也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斯拉夫人在数量上几乎比德国人多三分之一。然而，

泛斯拉夫国家在实力和真正的“国家军事力量”方面从来都无法和泛日耳曼

帝国相抗衡。为什么？《因为在德国人的血液中，在德国人的本能中，在德

国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国家主义”制度和“国家主义”纪律的热情》；而斯

拉夫人则相反：《因此，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就必须用棍棒来管束他们，而

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会信服地（ ）、自愿地忍受棍棒。他的自由正

在于，他“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甘愿拜倒”在任何上司的脚下。而且，德

国人是一个严肃而勤劳的民族，他们博学、节俭、“文雅、精明和谨慎”，但

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即在上司希望的时候出色地打仗。他们在

最近几次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军事和行政的组织也达到了任

何别的民族永远不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善程度。因此，能否想像在“国家

制度”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呢？》（第６８、６９页）

《德国人在“国家”中得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

“国家”就是坟墓。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

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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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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自己的解放的。》（第６９页）《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

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第６９页）

反国家的本性至今都是他们①的弱点，现在却相反，对于目前的人民运

动说来，这反而是他们的力量了（第６９页）。

“无知大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们不受任何

（执政的、政府的）干预，依靠自由经济的、 （属于人民的、公开

的） （联盟、同盟、协会、联合），“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

别，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结一致的生产劳动这一基础上“自下

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社会组织》的时刻即将来临（第７０页）。

《民族性不是全人类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的，地方性的事实，它和一切

“现有的”、无害的事实一样，享有获得普遍“承认”的当然权利。任何一个

民族甚至“小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格、自己的风习，这种性格和风习

正好（ ）构成民族性的实质、民族整个历史生活的结果和民族生活的

一切条件的实质。正如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

族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民族，而且享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当然权利。》由

此就产生了全部所谓的“民族权利”（第７０页）。

但是，由此不应该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要提出自己的民族性作为“特

殊的”原则，那个民族则要提出自己的个性作为“特殊的”原则。《它们考

虑自己越少，“包含”全人类的“内容”越多，那末，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另

一个民族的个性就越生气勃勃和越具有意义。》（第７１页）同样地，斯拉夫

人也只有同别的民族一起深切关心世界利益，才能够在历史上和各民族的自

由和睦的家庭中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第７１页）。

《在德国，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

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的形式，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统的、

有学问的国家的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的流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

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这场斗争以后，它（进行改革的愿

望）被节节胜利的天主教压制下去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

众国，它创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和自

由主义的新文明。》（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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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很能说明巴枯宁的特点：在他看来，真正的资本主

义国家是反对政府的；其次，他认为德国同荷兰和英国在发展中

的差别不是由于世界贸易的条件改变所致，而是等等。

宗教改革（他只ｓｕｂ〔从〕宗教的ｓｐｅｃｉｅ〔观点〕来研究文艺

复兴，这也不坏）

《在文明人类中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经济的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向（特

别是英国，其次是美国）与专制“国家的”、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的”〈ｂüｒｇｅｒ

－ｌｉｃｈ这个词对他说来既指资本主义，也指德国中世纪的小市民〉和新教的

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同贵族天主教分子，同完全服从“国家”的分子混合

而成的。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国——起初是奥地利德国，后来是

普鲁士德国。》（第７３页）法国革命为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彻底的人类自

由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然而仅仅是在政治方面；矛盾，政治自由的不可实现

性；在“国家”中的自由——是谎言。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无产阶级不断

受到剥削和少数人发财致富。在这种剥削人民的基础上，一个政党想要建立

民主共和国，而另一个更加彻底的政党想要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

主义的”专制（第７３页）。

反对这一切意图的是一个新的方向，它《直接通往》……巴

枯宁（第７４页）。

因此，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７５页）。《我们

已经有机会提到，１８６８年维也纳工人庄严声明国际友爱》（第７５页），反对

泛日耳曼主义纲领。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步骤，《因为在

第一步就被李卜克内西先生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宣传

阻挡住了（拦住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大概在１８６８年７

月到了维也纳，其目的正是要引诱（诱使）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

开国际革命的道路，并把它导向政治宣传，以利于建立他们所谓的

（人民国家），当然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一句

话，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

基础上并且通过所谓合法的“人民宣传”来实现罢了》（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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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拉夫人说来，这就意味着甘愿承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

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第７７页）。因此，我们不仅不打算劝说斯拉夫兄弟加入

受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

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

地，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

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说，它是纯

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第７７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该与这个政党结成同盟，而且应该疏远它，从

而更紧密地靠拢国际工人协会。决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

谈（第７７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纲领同国际的纲领几乎没有

任何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完全对立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

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

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甚至部分地也包括美利

坚合众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议，结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

了德国人以外，谁也不要德国的纲领（第７８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成立支部，如有必要，也可以成立

“全斯拉夫联合会”（第７８页）。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人在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

以后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的压迫比土耳其的压迫更加沉重（第７９页）。

它成了官僚“掠夺”和专制的牺牲品（同上）。在土耳其统治的塞尔维

亚，没有贵族，没有很大的地主，没有工业家，没有非常阔绰的商人；形成

了新的官僚贵族，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官费在敖德萨、莫斯科、彼得堡、维也

纳、德国、瑞士、巴黎受过教育的（第７９页）。

正如“克罗地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一样，保

加利亚人根本不愿知道任何有关塞尔维亚的“杜善王国”的事情。所有这些

国家只有一条挽救危亡和联合的道路——这就是社会革命，但是“决不是国

家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只能导致它们被俄国或奥地利之一或者被两国共

同征服（第８６页）。

在捷克的波希米亚，幸而文采斯拉夫的王国和皇冠还没有恢复；维也纳

的上司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省来看待，认为它甚至不能享受像加里西亚所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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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那种特权，然而波希米亚的政党却和可爱的①斯拉夫“国家”的政党一

样多。《的确，这种可恶的德意志的政客手腕和“国家制度”的精神严重地

侵蚀了捷克青年的教育工作，致使他们有终于“丧失”“了解本国人民”的可

能性的严重危险。》（第８６页）《在一切有斯拉夫居民和德意志居民杂居的

奥地利城市中，斯拉夫工人都最坚决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共同行动。但

是，在这些城市中，除了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那些工人团体以外，几

乎没有别的工人团体了，因此，迷恋于自己的社会革命本能的斯拉夫工人，事

实上被招募参加了这个以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即大规模的德意志“监狱”为

自己直接的公然承认的目的的政党。》（第８８页）

他们应该承认巴枯宁所领导的那个国际的纲领（第８９页）。

（属于汝拉联合会的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被推荐为专门的招募局

（第８９页注）。

奥地利（结论）。

帝国仍然存在，只是由于普鲁士和俄国审慎忍耐，它们暂时还不愿着手

瓜分奥地利帝国，因为它们都希望能在有利时机夺得更大的一块。

俄国：

《对人民有利的宪法只能有一个——就是破坏（俄罗斯）帝国。》（第９６

页）

它是否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同新德意志帝国相较量呢？这就是当前俄国

的唯一的政治问题（同上）。《这个问题……是由于德国在一夜之间（

）便“成长为庞大的、具有无限威力的国家”这种新形势而不可避

免地必然要提出来的。但是全部历史都说明，而且理性逻辑也证实，两个势

均力敌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并存。其中一国必然要征服另一国。》（第９７页）

这对德国说来是必要的。《在长期经受了在政治上的屈辱之后，德国突然成

了欧洲大陆上最强盛的大国。它能够容忍有一个完全不依靠它而独立的、还

没有被它战胜并且敢于同它较量的大国站在它的旁边，甚至在它的鼻子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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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况且这个大国还是“最可恨的”俄国！》（第９７页）

《我们认为，只有很少的俄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一切德国人、主要的是

德国资产者，而——可悲啊！——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德国人民本身都极端

仇恨俄国。》（第９７页）这种仇恨是德国最强烈的民族激情之一（第９８

页）。

最初是德国文明对鞑靼人的野蛮行为的令人尊敬的仇恨（第９８页）。在

二十年代是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同上）。他们认为俄国对

神圣同盟应负全部责任（同上）。在三十年代初，是对波兰人的同情，对镇

压波兰起义的俄国人的仇恨（同上）。他们又忘记了，普鲁士曾经帮助镇压

波兰；普鲁士进行了帮助，因为如果波兰人胜利了，整个普属波兰就会起义，

而这《会从根本上葬送普鲁士君主国的“已经产生的威力”》（同上）。

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仇恨俄国的新的原因，它使这种仇恨具有政

治的民族的性质——提出了斯拉夫问题：在奥地利和土耳其成立了希望和期

待从俄国得到援助的斯拉夫政党。泛斯拉夫主义共和联邦——十二月党人

（彼斯节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等人）力求实现这个目的。用古拉接

受了这个思想，不过他把这理解为在他的铁拳统治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

一的、独裁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期，俄国代理人从彼得

堡和莫斯科被派往各斯拉夫国家，有的是官方派遣的，有的是无报酬地自愿

效劳的；后者属于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协会。在南方斯拉夫人和西方斯拉夫

人中间展开了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出了许多小册子，一部分是用德语写的，

一部分是翻译的。泛日耳曼主义派的人士惊恐万状。波希米亚是俄国的！这

使他们食不甘味，寐不成眠（第９９页）。从此以后，就对俄国怀下深仇大恨；

俄国人也不喜欢德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全俄罗斯帝国”和泛日耳曼帝国

这两个国家能否相安为邻呢？（第１００页）不过，维持和平的理由对双方说来

过去存在过而且现在也仍然存在。第一，波兰（同上）。奥地利不赞成瓜分

等等。对于奥地利说来，波兰是防御俄国和普鲁士的屏障。第二，奥地利，

它们希望瓜分它。瓜分奥地利将使它们分手，但在瓜分之前什么也不会发生

（第１００—１０２页）。第三，新德意志帝国，它遭到了大家的仇视，除了俄国，

也许还有合众国之外，它没有任何盟友。为了实现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还

需要做许多事情：要从法国人手里夺取整个洛林，吞并比利时、荷兰、瑞士、

丹麦、斯塔的那维亚半岛、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才能独霸波罗的海。它

把匈牙利留给马扎尔人，相加里西亚和奥属布柯维纳留给俄国人，自己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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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直至的里雅斯特（包括它在内）的整个奥地利和俄国内阁连想也没有想到

要提出异议的波希米亚……《我们〈巴枯宁〉肯定地知道，关于稍微早一点

还是稍微晚一点瓜分奥地利帝国的问题，在彼得堡宫廷和德国宫廷之间早已

在进行秘密谈判了》，自然他们都力图欺骗对方。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不能单

独实现这些广泛的计划：《因此同俄国结盟现在是而在很久的将来也还是“迫

切必要的”》。对于俄国说来也是如此。《无论如何都要向四面八方进行侵略，

是俄罗斯帝国的正常生活条件。》但是究竟向哪个方向进攻呢？是西讨还是

东征呢？西讨的道路就是泛斯拉夫主义道路并与法国结成同盟反对普鲁士和

奥地利的联合军事力量，而英国和美国可能保持中立。另一条（东征的）道

路是进攻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走这条道路，遇到的敌人将是奥地利、

英国，大概法国也会和它们一道；而盟友将是德国和美国（第１０２—１０

４页）。

第一条道路（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德意志帝国的道路）。法国的帮助

毫无用处，法国的统一已永远被破坏等等；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它使各国

人民，特别是斯拉夫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合法“君主”，奥地利的和普鲁士德

意志的“君主”。尼古拉出于本能，根据原则抛弃了这条道路等等（！）。

此外，“不能不承认，对于全俄罗斯的国家来说，波兰的解放是绝对不可

能的事情”。两种“国家”形式之间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波兰贵族

的意志”还是《沙皇的鞭子》。波兰人常常好像是胜利在望了。但是一旦人

民于１６１２年在莫斯科发动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在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领

导的小俄罗斯和立陶宛“农奴”的起义，一切都告吹了。《俄罗斯鞭子由于

人民而获得了胜利。》

这个自供写在第１１０页上。

在贵族的波兰“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了鞭子的“全俄罗斯”帝国。

《如果使它失去这个基础，夺走１７７２年以前属于波兰“国家”版图的那些省

份，全俄罗斯帝国也就消逝了。》（第１１０页）这些都是最富饶，最肥沃、人

口最稠密的省份；它们一旦脱离出去，俄罗斯帝国的财富和威力就将减少一

半。失去这个地方，接着就会失去“波罗的海沿岸边区”，如果波兰国家真

的复兴起来，它就会从俄国手中夺走整个小俄罗斯，使之成为波兰的一个省

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一来，黑海边境也将丧失，结果俄国同

欧洲的联系就会从各个方面被割断，并被赶入亚洲。

５７６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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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俄罗斯帝国至少可以把立陶宛让给波兰。“不”。“莫斯科”和

波兰为邻必然会促使波兰的爱国主义去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

只要使现在的波兰王国获得解放，华沙立即就会同维尔诺、格罗德诺、“明斯

克”、基辅联合起来，更不要说波多利亚和沃伦了。波兰人是一个不安分的

民族，不能给他们留下一小块自由的地方；否则这个地方马上就会成为一切

革命反抗的中心。俄罗斯帝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即采取

穆拉维约夫的那套办法来“扼杀”波兰…… 俄国人民同俄罗斯帝国毫无共

同之处，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

在这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从他自己的体系看来是毫无意义

的论点：《只要俄罗斯帝国迅速崩溃，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

罗斯以及其他各族人民都将恢复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波兰“国

家的”爱国者追求虚荣的图谋是并不“可怕的”〈ｃｏｍｍｅｎｔｄｏｎｃ

〔当然啦〕！〉；这种图谋只有对于帝国说来才是可怕的。》（第１１

页）因此，沙皇是永远不会自愿同意让波兰的任何一小块土地获

得自由的。《而如果不解放波兰人，他能号召斯拉夫人举行暴动

吗？》（第１０４—１１１页）

而在尼东拉时代，泛斯拉夫主义的道路可能带来的好处比现在还多。那

时还可以指望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现在，意大利大约

会保持中立，因为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会把它还占领着的一些面积

不大的意大利土地自愿地交还意大利。马扎尔人考虑到他们自己对斯拉夫

人的“国家的”①关系，会满腔热情地站到德国人方面来反对俄国。俄皇只能

指望得到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或多或少的协助；如果他想把土耳其的斯拉夫人

也发动起来，那就会多加一个敌人——英国。但是，在奥地利帝国只有１７００

万斯拉夫人，除去加里西亚（在那里波兰人会使卢西人失去活动能力）的５００

万人，剩下的有１２００万人，其中还应当减去被招募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并按照

一切军队的惯例会向长官指定的敌人作战的那些人。

６７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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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枯宁看来，这１２００万人全部毫无例外地都是男人，而且

都是成年人。

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方，而是散居在奥地利帝国全境，操着各

种不同的方言，同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杂居在一起。

《为了使奥地利政府和全体德意志人经常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这已经绰绰

有余了，但是为了使俄国军队得到一个强大的支柱来反对普鲁士德国和奥地

利联合力量的强大的支持，这就远远不够了。》俄国政府懂得这一点，并且

也不想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来反对奥地利，因为这种战争必然会变成反

对整个德国的战争。可是，俄国政府正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在奥地利的领土上

进行真正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在奥地利的一切地区都有这样一些盲目的

信徒，对俄国政府是有好处的。《这正在麻痹、束缚、惊扰奥地利政府，并且

不仅加强俄国对奥地利的影响，而且加强俄国对整个德国的影响。帝制的俄

国在煽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去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时非常清楚，归根到底

总是要把它们们交给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去处理的。》（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走泛斯拉夫主义的西讨的道路，俄国就要同全体德国人，包括普鲁士和

奥地利的德国人，同马扎尔人以及同波兰人作战。俄国在这一场为了所谓解

放斯拉夫人而必须进行的进攻战中能否战胜哪怕只是一个普鲁士德国呢？俄

国人民对战争丝毫也不感兴趣，正如世界各国人民对纯粹政治性的政府之间

的战争不感兴趣一样；在现代史上只有拿破仑第一是一个例外，但是他被认

为是革命的继承人；从实质上说，只有最近这次普鲁士反对第二帝国的战争

是唯一的例外。当时在所有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泛日耳曼主义的利益毫

无例外地压倒了任何别的利益，这在目前构成了德国的特殊力量……

俄国人甚至在《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御性的》克里木战争时期对本国

政府都不感兴趣。

这在第１１７页上；相反地，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战争显然是纯

粹进攻性的？

俄国农民甚至不知道他是斯拉夫人…… 对于各斯拉夫民族说来反对

一切“国家”的战争，起初就是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因为拉丁民族也和

斯拉夫人一样受着德国人的侵略政策的威胁…… 而与德国人结盟，却只是

７７６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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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人也成为反“国家主义者”的时候…… 但是，在此以前斯拉夫人与

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以反对德国的侵略政策仍然是必要的…… 《德意志部

族的使命是多么奇怪啊！他们用惹得（促使）大家都害怕他们、仇恨他们的

办法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 《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俄国人民也是道地

的斯拉夫民族。》但是，这种敌对情绪还没有扩展得很远，以致俄国人民会

首先发起反对德国人的战争；只有当德国人自己来到了俄国并且妄想在俄国

称王称霸的时候，这种敌对情绪才会表露出来。但决不会参加反对德国人的

进攻性战争…… 但是反对德国的政府经费、财政经费和军事经费是否足够

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进攻），德国人就不得不在本国领土上作战，

“在这一次”就可能发生德国一切阶级和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普遍的”起

义（第１１４—１２０页）。

俄国的军官是比德国的……文明野兽要好的人…… 德国人，特别是军

官和官吏，兼有文质彬彬和野蛮成性、学者风度和卑躬屈节这两种品格……

但是，对于正规军说来，再没有比德国军官更完美的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

服从和指挥…… 德国士兵无论按其本性还是按其所受的奴化训练说来，

ｄｉｔｔｏ〔也是〕正规军的标准的士兵…… 首先是驯服士兵的肉体，从而也就

驯服他的精神…… 纪律等等…… 德国军官优于其他各国军官的长处是：

他们有知识，通晓军事理论和实践，狂热地而且是完全学究式地忠于军职，行

动准确，办事认真，“沉着镇定”，善于忍耐（ ），此外还比较诚实

（ ）。德国军队的编制和装备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不像拿破仑第三

那样和我们将要做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况且还有行政的、民政的、特别

是军事的监督，使得长时间的欺骗成为不可能。

《相反地，在我们这里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大家都狼狈为奸，结果要了解

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策１２１—１２８页）

最后一句话在第１２８页上。

即使俄国能够拿得出一百万士兵，也要把一半留驻国内看管被宠爱的人

民。单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就需要多少士兵！（第１２８页）

德国将有一支真正的“百万”大军，按编制、“训练”、士气、科学、装

备来说，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在这支军队的后面是全体武装的人民。

《如果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获胜的不是普鲁士的弗里茨，而是拿破仑第三，德国

８７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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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概是不会起来反对法国人的，但是，对于俄国的“入侵”，他们却会一致

奋起反对》…… 而俄国的百万大军在哪里呢？在纸面上…… 这官和装备

在哪里呢？…… 没有经费…… 在德国人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５０亿中，至

少有２０亿用在军备上。《的确，整个德国现在已经变成可怕的、威胁四方的

军火库。》只要你们向德国跨进一步，你们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你们的进

攻性战争马上就会转变为防御性战争；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全俄罗斯帝国境

内。那时，是否会爆发俄国人民的普遍起义呢？《是的，如果德国人开进俄

国“领土”，譬如直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这种蠢事，而是向北

挺进，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攻打彼得堡，在这些省份他们不仅将会在小市

民、新教牧师、犹太佬、心怀不满的贵族及其子弟、大学生中间，而且还会

在充满彼得堡和遍布整个俄国的无数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族将军、军

官、高级的和下级的官吏中间，找到许多朋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鼓

动波兰和小俄罗斯起来反对俄罗斯帝国。》（第１２８—１３１页）

波兰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俾斯麦。《看来，他已把从地球

上消灭（ ）波兰人当做自己的终身任务，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

德国利益需要的时候号召波兰人举行暴动反对俄国。波兰人仇恨他和普鲁

士，更不用说整个德国了，波兰人“虽然内心深处对德国人所怀的历史仇恨

并不比其他一切斯拉夫民族少些，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

波兰人无疑会起来响应俾斯麦的号召的。）（第１３３页）

《在德国和普鲁士本土，很久以来早就已经存在拥有大量党员的、严肃的

政党，甚至有三个党：即自由进步党、纯粹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合在

一起，在德国议会预普鲁士议会中占有显然的多数，而在社会上则占有更具

决定意义的多数；这些政党预见到、多少也希望，而且好像还是在挑起德国

对俄国的战争，它们知道，波兰的起义和恢复“在一定范围内”①将是这场战

争的必要条件。》（第１３８页）无论俾斯麦还是这些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

都不打算把普鲁士从波兰手中夺去的全部领土（无论是科尼斯堡还是但泽，

甚至是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土地）归还给波兰；而从波兹南公国划归波兰的那

一块土地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将把包括“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内的整个

加里西亚交给波兰人，因为这些地方现在都属于奥地利，并把波兰人自己有

９７６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①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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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夺取的一切俄国领土都交给波兰人。此外，经费、武器和军事援助，当

然，都是德国作保，以波兰贷款的形式交给他们的。波兰人将兴高采烈地抓

住这些东西…… 除了少数场合以外，波兰人丝毫也不关心斯拉夫问题；对

于他们说来，“马扎尔人倒是更容易理解和接近得多”…… 波兰人有许多政

党；但是它们始终都以恢复１７７２年波兰“国家”的版图为基本原则。各个

政党的差别只在于，一些政党认为这条道路，另一些政党则认为那条道路是

达到这个目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俾斯麦要求它们正式放弃大部分现在

已经属于普鲁士的原来的波兰领土…… 诚然，在俾斯麦伯爵保护下恢复起

来的是一个 éｔｒａｎｇｅＰｏｌｏｇｎｅ〔奇怪的波兰〕。但是有一个“奇怪的”波兰总

比没有好；此外，波兰人认为，以后还可以摆脱俾斯麦的保护…… 波兰将

站起来，立陶宛ｄｉｔｔｏ〔亦然〕，接着是一场不大的风暴，小俄罗斯也将站起

来…… 波兰爱国者都是可怜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在本国也不从事社会

革命的宣传；即使他们想宣传，俾斯麦也不会允许——“离德国太近了”；但

是在俄国来反对俄国，这是可以的。俄国的农民“暴动”对德国人和波兰人

是有利的，这对他们说来并不困难；在俄国散居着大量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他

们都是俾斯麦和波兰的盟友：《设想一下我们的处境吧：我们的溃败了的军队

四散逃窜；德国人跟踪而来，正在进逼彼得堡，而在南方和西方，波兰正在

向“斯摩棱斯克”和小俄罗斯进军，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宣传的鼓动，在

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爆发了节节胜利的农民总暴动》（这句话在第１３８页上）

…… 德意志“国家”用这种办法会使俄罗斯国家和欧洲完全隔绝。

《当然，我们讲的是〈俄罗斯〉帝国，而不是俄罗斯人民，如

有必要，俄罗斯人民 （到处，处处）都能找到或者为自己打

通（ ，打开，开辟，ｐｅｒｃｅｒ，ｓｅｆａｉｒｅｊｏｕｒ） （一条

道路）》（这段话在第１３８—１３９页上）。

可见，正当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并且为自己打

通道路，以便防止别人把它和欧洲隔绝开来的时候，这些无政府

主义者却在进行政治战争。巴枯宁希望什么呢？德国人和波兰人

正在破坏俄罗斯帝国，但是同时也引起俄国所向无敌的农民总起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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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俾斯麦和波兰人无论如何决不会阻碍这些农民“按无政府主

义的方式”来行动。相反：他们正在农民中间进行着比“举世闻

名的”同盟更有效的宣传；只有在这种无政府状态扩展到相当广

阔的范围以后，火苗才会蔓延到拉丁族和斯拉夫族的兄弟身上去。

不管这将是俄国对德国战争的结果还是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相反〕，问题

的实质丝毫也不会改变。顺便说说，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在塞尔

维亚除了人民之外只有一个《官吏阶级》，那末塞尔维亚的社会革

命除了消除单独在那里构成“国家”的官吏阶级以外，还能有什

么任务呢？（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可见，对于全俄罗斯帝国说来，到欧洲去的道路现在是堵塞着的；俾斯麦

伯爵保存着欧洲大门的钥匙，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他也不会把这

个钥匙交给哥尔查科夫公爵。但是，如果西北方的道路走不通，还有南方的和

东南方的道路，即布哈拉、波斯、阿富汗、东印度、最后是君士坦丁堡。俄国的

政治家们早就已经在讨论是否把帝国的首都和重心从彼得堡迁往君士坦丁

堡的问题了。诚然，这些贪得无厌的爱国者是希望二者得兼，既要波罗的海，

又要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开始放弃这种希望了：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即《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汉诺威并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直接由于这个原

因而变成了北方海上强国》，特别使他们睁开了眼睛（第１３９页）。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很长的海岸线，

以保证它能够和全世界直接联系，并且使它能够直接参加物质方面和社会方

面即政治和道德方面的（ ）世界运动，它就不能够置

身于头等强国之列》……缺少这一点很快就会发生停滞…… 中国…… 有

许多不同的条件，使关闭（ ）在“国家”里的人民能够参加世界运动

ｆ；属于（ ）这些条件之列的有“天生智慧和天赋毅力”、教育程度、

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以及对于国家中的群众可以说是根本不能设想的最广

泛的内在自由”。《但是，航海、海上贸易也肯定属于这些条件之列，因为海上

交通，按其运价的相对低廉、速度和自由，（即谁也不能把海洋攫为己有）来

说，比其他一切交通……包括铁路在内都要优越。可能，航空在各方面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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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并且将会特别重要，因为它会使各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彻底均等

化（ ）。》

对于巴枯宁说来，主要的是“均等化”，例如要把整个欧洲均等

到斯洛伐克的卖捕鼠器的人的水平……《但目前航海仍然是“各族

人民繁荣昌盛”（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主要手段。》这是巴枯宁

先生谈到经济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创造了各国人民之间不以

“国家”为转移的条件和差别的唯一的一个地方。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 ），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

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地（因为是自由地）包括操一切语

言、属于一切民族的人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弟

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人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

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彻底摆脱一切“国家的” （保

护、照顾、照料）、“横征暴敛”（Ｉ’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ｒｅｎｄｒｅ）关税、限制、挑剔、禁止、准

许和干涉的铁路出海。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将有许多自然的优越

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

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使本来就不均衡的关系大为发展；然而，缺少这些

优越性的内陆居民，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和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这就是航

空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的缘故…… 但是，在那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

面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贵族。》

例如，布列塔尼！

而平原和山区的差别、沿河流域、气候、土壤、煤、铁、已经获得

的生产力（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等

呢？傅立叶在这里比较英勇地克服了均等化（第１３９—１４２页）。

巴枯宁顺带作了一个发现，就是德国（作为一个不靠海的国

家）在商业方面不及荷兰，而在工业方面则不及比利时（第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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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今天德国的化身、头脑和双手——已经牢牢地屹立在波罗的

海和北海上了（第１４５页）。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梅克伦堡、奥登堡、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整个普鲁士用法国的钱建设了两支大舰队：一支在

波罗的海，另一支在北海，由于现在正在挖掘一条沟通两海的通航运河，这

两支舰队很快将合而为一。这支舰队很快将比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强大得多。

那时里加、列维里、芬兰、彼得堡、喀琅施塔得都要完蛋！彼得堡的任何影

响都要完蛋！

本来在联邦普鲁士肆无忌惮地而且似乎是在我们的同意之下掠夺了我

们的盟友丹麦的那一天，哥尔查科夫就应该问自己这样说。

波兰起义，巴枯宁“先生”！

《他应该懂得，自从普鲁士，它现在依靠着整个德国并且由于同德国不可

分割地统一起来而成了大陆上的最强盛的国家；总之，从那时以来以普鲁士

为霸主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波罗的海上占居了它目前的、严重威胁波罗的海沿

岸其他各国的地位以来，彼得堡俄国在这个海上的优势就最后完蛋了，彼得

的伟人政治勋业也就被消灭了，而“全俄罗斯国家”的威力也随之被消灭了，

如果它在南方不能开辟一条新的海路以弥补它在北方所丧失的那一条自由

的海路的话。》（第１４５—１４７页）

但是ｓ’ｉｌｖｏｕｓｐｌａｉｔ〔请你说说〕，这条海路在什么界限内是自由

的呢？对于英国人说来，它一直《自由》到喀琅施塔得的城下。

通路还在丹麦手中，但是丹麦起初将自愿组成联邦，然后将被泛日耳曼

帝国完全吞没。这样一来，波罗的海很快就将完全成为德国的领海，而彼得

堡的政治意义就会丧失。当哥尔查科夫同意瓜分丹麦并让什列斯维希—霍

尔施坦并入普鲁士的时候，他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要不就是背叛了俄

国，要不就是得到了俾斯麦答应协助俄国在东南方壮大新实力的正式保证。

在巴枯宁看来毫无疑问，普鲁士和俄国在巴黎和约以后，至

少是在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期间订立了攻守同盟。

因此，俾斯麦才无所顾忌地敢于冒法国干涉的危险，发动了对奥地利和

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并且发动了更坚决的对法国的战争。在这个时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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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间，俄国在边境上进行一次规模极小的佯攻，也能制

止普鲁士军队继续胜利进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整个德国，特别是德国北部

根本没有驻军；奥地利只是在俄国的威胁之下才按兵不动；意大利和英国没

有出面干涉，只是因为俄国不希望这样。如果俄国不表明它是普鲁士的坚定

的盟友，德国人就永远也拿不下巴黎。但是，看来俾斯麦确信俄国不会背弃

他。有什么根据能这样确信呢？俾斯麦知道，除了波兰问题以外，俄国和普鲁

士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能有

理由拖延时日，而且双方都希望在危机到来之前尽量利用这个并非出自本意

的同盟。德意志帝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远远没有巩固起来。国内还

有许许多多的公国，国外有奥地利和法国。迫于内部的需要，德意志帝国正在

策划新的投机冒险、新的战争。依靠支配了整个德国社会的爱国的泛日耳曼

主义以恢复中世纪帝国的原来版图；把整个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但是包括

的里雅斯特和波希米亚）、整个瑞士德语区、比利时的一部分、整个荷兰和丹

麦这些为建立帝国海上威力所必要的国家统一起来，——这些计划促使西欧

和南欧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起来反对德国，结果没有俄国的同意就无法实现这些计划。

可见，对于新德意志帝国说来，同俄国结盟还是必要的（第１４８—１５１页）。

全俄罗斯帝国方面不同普鲁士德国结盟也是不行的。它必须向东南方

找出路，代替波罗的海只有黑海；否则它就会和欧洲隔绝，为此就需要君士

坦丁堡；否则随时都可以把它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切断，正如在克里木战争

期间发生的情形那样。可见，最终目的是君士坦丁堡。这是违反整个南欧包

括法国在内的利益的，是违反英国甚至德国的利益的，因为俄国为所欲为地

称霸星海，将使整个多瑙河“沿岸地区”直接从属于俄国。但是，普鲁士正

式保证帮助俄国实行其东南政策；同样可靠的是，一有机会普鲁士就要背弃

自己的诺言。但是，现在在刚刚开始履行条约的时候，还不致于发生这种破

坏条约的行为。普鲁士曾经帮助俄国废除巴黎和约的条款；同样它也将支持

俄国对待希瓦的态度。此外，俄国向东走得愈远，对德国人是有利的。俄国

对希瓦作战的目的何在呢？…… 印度？没有这种考虑，如果是中国，事情

就容易得多了；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

从中国分离出来》；《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

消息…… 中国人在他们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内住得太拥挤了；于是便向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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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加利福尼亚移民；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西

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到里海的整个边区转眼之间就将不再是

俄国的了。在这块比法国面积（５２８６００平方公里）大２０倍以上１２２０万平方

公里的辽阔的土地上，现在只有居民６００万，其中俄罗斯人只有２６０万人，其

余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鞑靼人或芬兰人，而军队人数更是微不足道…… 中

国人还会越过乌拉尔，前进到伏尔加河边；人口的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

在中国境内继续生活下去了。在中国国内都是一些坚毅好战的人，他们在连

续不断的内战中成长，在这种混战中一次就要牺牲几万或几十万人…… 近

年来，他们熟悉了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纪律，简言之，就是熟悉了欧洲的

“国家的”文明。同时非常野蛮；没有任何爱好自由的或人道的本能。自从

最近这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１８６０年）以后，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军事冒险家

找到了插足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现在已经逐渐联合成为各

种匪帮；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天真得像小孩一样的我们的俄国

政府却拿这种危险当儿戏…… 希望扩大疆土；而俄国至今还不能够——而

且永远也不能够——使新近获得的阿穆尔边区住上居民，在这２１０万平方公

里——几乎等于法国的四倍——的土地上，连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６５０００名

居民，而且俄国人民又非常贫穷，这促使它到处起来“暴动”…… 俄国政

府希望把它的力量扩大到整个亚洲东部。俄国政府本来就应该彻底抛弃欧

洲，——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把全部军队开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

亚，并像塔梅尔兰一样征服东方，但是塔梅尔兰有本国人民跟着他走，而俄

国政府却没有》…… 至于印度，只要英国人反对，俄国人是无法占领它的

…… 《但是即使我们不能征服印度，我们也能够破坏它，至少能够大大动

摇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办法是鼓动当地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英国，帮助

他们，支持他们；如有必要甚至不惜采用武装干涉。》《这将耗费我们的大

量金钱和人力……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毫无益处地惊扰英国人吗？

“不”，因为英国人妨碍我们。他们在哪里妨碍我们呢？在君士坦丁堡①；只

要英国人保存着自己的力量，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们，他们也永远

不会同意让君士坦丁堡在我们手中重新成为不仅是全俄罗斯帝国，而且也是

斯拉夫帝国和东方帝国的首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政府便在希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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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战争，以便然后按照自己的宿愿接近印度。《俄国政府正在寻找，在哪一

个地方能够加害于英国，如果找不到别的地方，它就会在印度威胁英国。因

此它希望使英国能够容忍这样一种思想，即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俄国的城

市》…… 波罗的海的优势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 以刺刀和鞭子为基础

的，受到所有人民群众，包括从大俄罗斯人民起的各斯拉夫民族的人民群众

的切齿痛恨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萎靡不振、懈怠涣散等等……它无力对抗重

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必须放弃波罗的海，坐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

“地区”成为德国的一个省。只有“人民革命”能够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

是这种革命对于“国家”说来就是死亡，我国政府是不会在这里寻找拯救自

己的道路的。》

最后一句话在第１６０页上。

对于它说来，除了同德国结盟而外，没有别的活路。它被迫放弃波罗的海

以后，应当设法在黑海求得补偿，即使是为了它的政治生命也要这样做，而要

做到达一点就只有依靠德国人的帮助。《德国人答应过给予这种帮助。我们相

信，在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之间已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诚然，德国人根本

不想履行这个条约。他们不能把多瑙河口和自己的多瑙河贸易交给俄国随便

处置；在欧洲南部建立大泛斯拉夫帝国，会成为泛日耳曼帝国的一种自杀行

为。但是，《引导和推动俄国军队开进中亚细亚和希瓦，借口说这是通向君士

坦丁堡的捷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俾斯麦像以前欺骗拿破仑第三那样欺骗

了哥尔查科夫和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事情已经做了，要改也不可能了。而且，

俄国的薄弱力量（  ）也推翻不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只有革命才

能做到这点，当革命在俄国或者欧洲获得胜利以前，“国家主义的”德国将会

获胜并且号令一切，而俄国政府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一样，今后将仰仗它的

准许和“恩赐”才能生存……《德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我们的老爷了，

无怪乎在俄国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兴高采烈、热闹异常地庆祝德军在法国的

胜利，无怪乎彼得堡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隆重地欢迎新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皇

帝。》《现在，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剩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德国

…… 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本能”，它构成了德国人民的特征。一方面，盲目

服从强者、无情压制弱者的本能。》（第１５１—１６３页）

接着概述了德国的现代（特别是从１８１５年以来）历史，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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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国人具有奴隶性和压制异族的意图……

后者使斯拉夫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因为《历史使命》（德国人的），至

少在北方和东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是屠杀、奴役各斯拉夫部族并使他

们《强行德意志化》。《这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深深地铭刻在一切斯拉夫

人的心上，如果社会革命不先使他们言归于好的话，这段历史无疑会在斯拉

夫人反对德国人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反响。》（第１６４页）

接着谈到自１８１５年以来德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材料引自弥

勒教授的议１８１６年至１８６５年历史一书。）

《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要求，才宽恕了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存在（１８０７

年）。》（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但是，现代的德国人保留了自己这位爱

国哲学家的全部奢望，却放弃了他的人道精神…… 对于他们，俾斯麦公爵

或马克思先生的爱国主义更容易接受。”（第１７１页）

当拿破仑从俄国溃逃以后，用巴枯宁的话说，《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流着“激动和感谢”的眼泪在柏林拥抱了自己的恩人——

全俄罗斯皇帝。》（同上）

《因此，奥地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放弃它原来想带着自己的全

部领地加入德意志联邦以扼杀德国的打算，《不去扼杀德国，但是同时也不要

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联邦的首领。奉行这种政策，奥地利就能够指望得到法

国和俄国的积极支援。直到最近时期，即直到克里木战争之前，俄国的政策

正是经常不断地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去相互争雄，使它们谁都赢不了谁，同

时在德国各中小公国煽起不信任和恐惧，庇护它们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第

１８３页）。普鲁士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人们对它抱有很多期望（在１８１５

年以后）。因此，对于梅特涅说来重要的是不让普鲁士颁布任何宪法（已经许

诺了的），而同奥地利一起成为反动派的首脑。《他的这些意图得到了由波旁

王朝统治的法国和受“阿拉克切也夫”挟持的俄皇亚历山大的最热烈的“支

持”。》（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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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于他们说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说如果

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铁腕，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铁腕越有力，他们就越感到自豪，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是愉快。》（第１９２页）

１８３０—１８４０年。盲目摹仿法国人。《德国人不再吞噬高卢人了，但是把

自己的全部仇恨转向俄国。》（第１９６页）《一切都取决于波兰革命的结局。

如果波兰革命胜利了，脱离了自己在东部的支柱并且被迫》放弃即使不是全

部也是相当大一部分波兰领地的《普鲁士君主国，就不得不在德国本土寻找

新的支点，而由于它当时还不能……用征服的办法……所以就采取了自由主

义改革的办法》（第１９９页）。波兰人失败之后，为自己的女婿尼古拉皇帝大

力效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撕下了假面具，变本加厉地迫害泛日耳曼

主义的爱国者》（第２００页）。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

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

一切因素，所以我们》是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理想》（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

“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

之上的，因此它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

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

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

（ ），“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

不同的、同等自由的影响而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能够是幸福

和自由的（第２１３页）。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

主义者》（第２１３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

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论据，但是都

以同样的热情（ ）捍卫（ ）“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

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

的①。完全合乎逻辑
①
，这是因为既然他们作为根据的“原理”是思想先于生

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而社会科学也就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

出发点，那末他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由于思想、理论、科学至少现在只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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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末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

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

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各人民组织、

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少数（即使他们是由

“全民意志”推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立。》（第２１４页）

因此，《教条主义的革命者》永远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现今各国

政府的敌人，他们希望以独裁者的身分占据这些政府的地位（第２１５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正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

国政府等等正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准备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

现在，似乎是当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

以反击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地，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却在马克思先生的率

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第２１６

页）。在法国，他们站在“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方面，反对

革命的Ｌｉ－ｇｕｅｄｕＭｉｄｉ〔南方同盟〕。但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

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更加危险的、目前正在得势的教权派、正统派、波

拿巴派、奥尔良派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

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那一边；最后，在德国和德国

周围，在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

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做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

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费尔巴哈还是形而上学者：《应当让位给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唯物主

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毕希纳先生、

马克思先生等人》，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的支配》（第２０７页）。）

《但是，起初秘密地，后来很快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

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设法描述出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是无法撇

开这个卓越的人物的。按血统说来，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的身上

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

（ ）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没有耐性，像他

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报复，到了疯狂的程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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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谁，只要不幸地激起他的嫉妒或者仇恨（反正一样），他什么谎言和诬蔑都

能够制造出来对付这个人。他不惜采取最“卑鄙”的阴谋，只要他认为，而

且多半是错误地认为，这种阴谋能够用来加强他的地位、他的影响或者扩大

他的力量。就这方面说来，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人物”。这就是他的不好的品

质。但是，他身上好的品质也很多。他很“聪明”，非常“博学”。早在１８４０

年左右在科伦的时候，他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那时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相

当重要的先进黑格尔派团体的灵魂和中心了，他和先进黑格尔派一起开始出

版一家反政府的杂志，这家杂志不久被内阁下令封闭了。参加这个团体的有

布鲁诺·鲍威尔在埃德加尔·鲍威尔两兄弟、马克思、施蒂纳以及后来柏林

的第一个德国虚无主义者小组。这些虚无主义者以其昔尼克派的彻底性而远

远超过了俄国最狂热的虚无主义者。１８４３年或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先生迁居巴

黎。他在这里初次接触了法国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以及他的同胞、德

籍犹太人莫里斯·赫斯先生。赫斯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是博学的经济学家和社

会主义者了，这时他对马克思先生在科学上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像马克思

先生这样“见多识广”、博览群书而且“这样聪明地”读书的人，是很少见的。

这时经济科学已经是他专门研究的对象了。他特别细心地研究了许多英国经

济学家的著作，这些英国经济学家比其他一切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

他们的“知识”是有用的，他们依靠英国经济事实培养出来的才智具有实际

性，他们敢于进行严厉的批评，能够做出认真而大胆的结论。但是，除了这

一切以外，马克思先生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从黑格尔学派那里

得到的，并常常被他“弄到荒唐可笑甚至下流地步”的最抽象、“最奇异微

妙”的辩证法；一个是共产主义派的观点。显然，马克思先生读遍了包括从

圣西门到蒲鲁东在内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家知道，他痛恨蒲鲁

东，他对蒲鲁东所做的无情批判无疑有许多正确的东西：蒲鲁东虽然尽力想

站到现实的基础上来，但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的出发点

是抽象的法权观念；他从法权出发去考察经济事实，马克思先生则和他相反，

说出了并且论证了为人类社会、各民族和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历史所证实

了的无容置疑的真理，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经济事实过去和现在都先于法律

的和政治的法权。“阐述”和证明这个真理正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科学功绩之

一。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而且马克思从来不愿承认的是，马克思先生在政治

方面是路易·勃朗先生亲授的学生。和这位“矮小的、未能成功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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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家相比马克思先生要无比“聪明”、无比渊博，但是，作为德国人，他

不顾“自己的一表人材”而就学于这个侏儒似的法国人。不过，产生这种奇

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一个是能言善辩的法国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

罗伯斯比尔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是身兼黑格尔派、犹太人、德国人三种品质

的博学的德国人，两个人都足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两个人都宣扬“国家主

义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一个没有提出论据，而是满足于高谈阔论，另

一个却以一个有学问、有身分的德国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利用黑格尔辩证

法的种种诡计和自己的全部多方面的渊博知识来论证这个他同样心爱的原

则。在１８４５年前后，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接着，

便和他的忠实的（ ）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学问稍差、但实际

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诬蔑、造谣和阴谋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

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１８４６

年他们两人被逐出巴黎以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他和恩格斯先生自然是中

央委员会的首脑）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１８４８年。不过，在这一

年以前，他们的宣传虽然在整个德国传播得比较广泛，但仍然是秘密的，“因

此还没有暴露出来”。》（第２２１—２２５页）

当时（１８４８年革命期间），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

还没有受到马克思宣传的影响，还没有参加他的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主

要散布在莱茵普鲁士的各工业城市，特别是科伦；它的分支散布在柏林、布

勒斯劳，“最后”还有维也纳，但是都很薄弱。当然，德国无产阶级具有本

能的社会主义的意向，但是决不是自觉地要求进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社会变

革，虽然“共产主义宣言”早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就已经问世。“共产主义宣言”

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阶级

还处在政治激进派政党，至少也是民主派的直接影响之下（第２３０页）。当

时在德国还有一种现在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的因素，这就是革命的、至少是能

够加以革命化的农民……他们当时准备冒一切危险，甚至准备举行“全体骚

动”。《在１８４８年，也像在１８３０年一样，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最怕这种“骚

动”；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这种“骚动”。斐迪南·拉萨尔自己

承认是这位德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亲授的学生，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位老师在拉

萨尔死后对卓越的学生表示嫉妒的和艳羡的（ ）不满，因为学生

在实际方面使导师望尘莫及。大家知道……拉萨尔好几次谈到过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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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农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继之而来的官僚“国家”在德国的加强和昌盛，

是革命的真正胜利。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

都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

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

的时候将 （介绍）给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

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

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农民的①，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

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纯粹的斯拉夫族的

革命这一个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第２３０—２３２页）

《不仅在１８４８年，而且在现在，德国工人仍然盲目地服从自己的领袖，可

是德国社会民主②党的领袖们、组织者们不是把他们引向自由和国际友爱，

而是直接使他们陷入泛日耳曼“国家”的羁绊。》（第２５４页）

巴枯宁谈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如何害怕尼古拉（１８４８年

３月对波兰代表团的答复和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奥里缪茨）（第２５４—

２５７页）。

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８年，德意志联邦甚至《不为其他各大国所注意》。《普鲁

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了俄国的奴隶…… 对彼得堡宫廷利益

的忠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连普鲁士陆军大臣和普鲁士驻英国宫廷的公

使、国王的朋友，这两个人都由于对西方列强表示同情而被撤换。》用古拉

因为施瓦尔岑堡和奥地利的忘恩负义而大发雷霆。《奥地利由于自己在东方

的利益，是俄国的天然敌人，它公开站在英国和法国那边反对俄国。普鲁士

甘冒整个德国的大不韪“矢忠到底”。》（第２５９页）《曼托伊费尔于１８５０年

１１月就任首相，以便在奥里缪茨会议所规定的使普鲁士大受屈辱的一切条

款上签字，并使普鲁士和整个德国最终屈从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这就是尼

古拉的意愿…… 这也正好就是绝大多数普鲁士容克地主或贵族的愿望，他

们连听也不想听到普鲁士和德国合并，他们对奥地利的〈？〉和全俄罗斯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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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本国国王的忠诚。》（第２６１页）

《这时（１８６６年前后）成立了所谓的人民党。中心在斯图加特。愿意与

共和制的瑞士结盟的那一批人是ＬｉｇｕｅｄｅｌａＰａｉｘｅｔ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和平和自

由同盟〕的主要创始人。》（第２７１页）

拉萨尔《主要成立了德国工人的政党，他按教阶制组织了这个党，使之

服从严格的纪律和他的专制，一句话，他完成了马克思先生在后来的三年中

在国际内想做的事情。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拉萨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

了》（第２７５页）。

《人民“国家”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在拉萨尔看来〉向工人生产协作社和

工人消费协作社发放无限量的贷款，只有这样，这些协作社才能够同资产阶

级的资本作斗争，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战胜它和吞没它。当吞没的过程完成

的时候，激进地改适社会的时期就来到了。这就是拉萨尔的纲领，这也是社

会民主党的纲领。其实，这个纲领并不属于拉萨尔，而是属于马克思的。马

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８年发表的有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论述”

了这个纲领。在马克思于１８６４年写的第一篇“国际协会宣言”中对这个纲

领也有明显的暗示，这种暗示包含在这样一些话中：工人阶级的首要义务等

等，或者像“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的，革命的第一步等等，最后是把一切

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即集中在“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手

中。（第２７５—２７６页）但是，拉萨尔的纲领和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马克思的

纲领毫无区别，这还不“明显”吗？拉萨尔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一本小

册子中……在阐明了自己关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以后，直

截了当地说，这些思想甚至术语都不属于他，而属于马克思先生…… 马克

思先生在拉萨尔逝世后①在关于资本的文集的导言中表示的抗议，更是“令

人奇怪”。马克思痛心地抱怨说，拉萨尔剽窃了他的著作，把他的思想攫为

己有。这种抗议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为一个共

产主义者宣扬集体所有制竟然不知道思想一经发表就不再成为个人的财产

了。如果拉萨尔是抄袭》“一页或者好几页……”（第２７６页），《那是另一回

事》《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在进行幕后的或地下的阴谋活动方面都是能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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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在公开的场合却失去任何意义和力量。与自己的导师马克思相反，拉

萨尔天生就是要在实际方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第２７７页）《整个自由资产

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对拉萨尔都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社会主义

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集中了自己居心不良的嫉妒（ ）的全

部力量来反对他。他们对他的痛恨像资产阶级那样深刻；当他活着的时候，

他们不敢表示痛恨，因为他对于他们说来是太强了。》（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

人建立人民国家（ ），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

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

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

治谁呢？就是说（ ），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

新的国家（ ）。》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

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

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

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

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

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

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 ，即贱农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

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

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

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

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

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

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

４９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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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

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

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

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

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

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

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

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

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

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

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２７８页）

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

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

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

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

性，就应当能够ｍｕｔａｔｉｓｍｕｔａｎｄｉｓ〔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

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

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

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

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

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

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

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

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５９６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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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

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港成了兄弟

之间的差别。但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

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如果有国家（ ），就必然有统治（ ），因而也就有“奴

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

家”为敌的原因。》（第２７８页）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

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

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

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

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

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

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

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就一切都在

“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

社员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

“区域”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

《德国人大约有４０００万。难道４０００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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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

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

奴隶。》（第２７９页）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

不存在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

〈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

的代表来实行管理。》

Ａｓｉｎｅ〔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

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

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

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１）政府职

能便不再存在了；（２）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

会产生任何统治；（３）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

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

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与合作

社的真正意志。

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

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在哪里说的？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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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

资本家了一样。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

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

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２７９页）

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

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

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

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第２７９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还是博学社

会主义者。》

《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这些名词》

—— 《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

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

主义力图把新的＠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

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

书——

《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

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

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

做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ｑｕｅｌ

－ｌｅｒｅｖｅｒｉｅ〔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

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

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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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ｍｏｎｃｈｅｒ〔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

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

时候为止。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

民〈咖啡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

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

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

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

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２８０页）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

主义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

里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

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

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

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

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

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

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

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

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 σρ πρó ρ

〔逆序法〕①！〉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

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方

言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

１０７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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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

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２８０页）。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

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见，

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我们的论战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

的。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

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

“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

〈永恒的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巴枯宁的〉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

的自由组织来创造。》（第２８１页）

《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则“坚决

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

《而相反的理论，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科学权威的理论，则在政治策

略的借口下，同样“坚决地”把自己的信徒拉到和牵连到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

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勾结”中去，也就是把他们直接推向反动》（第２８１

页）。《拉萨尔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知道他和俾斯麦的交往和谈判？自由派

和民主派……利用这一点指责他卖身投靠。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各种①信徒

也在相互间“交头接耳地说着”同样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明显。》（第２８２页）

拉萨尔对待普通工人群众，与其说像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说像是医生对

待病人。《无论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给他，都不能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同

上）拉萨尔曾经对自由派、民主派公开作战，他痛恨他们，鄙视他们。俾斯

麦对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是他们两人接近的第一个原因。》《他们

“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

主义理论。》（第２８３页）

《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个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

２０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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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解放…… 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英

勇的手段……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他和他

的朋友们……《他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

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将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

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第２８３—

２８４页）

可是，干革命——德国人本身并不相信这一点：《需要别国人民开始革

命，或者某种外在的“力量”吸引或者“推动”他们。》因此，必须寻找别

的手段，来掌握国家。必须赢得正在领导或者能够领导国家的人们的同情。

在拉萨尔时代，同现在完全一样，领导国家的是俾斯麦…… 拉萨尔的天才

主要地在于他具有马克思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没有的实际的本能和“智力”。

正如一切理论家那样，马克思在实践上是始终不渝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

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建

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

政。只有疯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先生在

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败，但是失败未必《能使他摆脱

（ ）沽名钓誉的幻想》（第２８４—２８５页）。《由于这种幻想，并且也由于

想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经常推动无

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勾结。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真正的”理

想。》（第２８４、２８５页）《这种近年来在马克思身上暴露得特别厉害的、想同

激进资产阶级勾结（ ）的意图，包含着两种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

如果能够掌握政权，就可能“愿意”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

二，激进资产阶级将能够对抗暗藏在它本身的反动势力。》（第２８５页）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拉萨尔懂得这一点》（即激进资产阶级既不愿意，

也不能够解放人民，它只希望剥削人民）；而且，他还痛恨德国资产阶级；

《拉萨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抱希望》。对他说来

只剩下了俾斯麦一个人。《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给他的，这就是

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做到了。

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俾斯麦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目前的活动

表明，他既不是贵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这个政党的奴隶》…… 

３０７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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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目的，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一样，是国家。因此，拉萨尔不知要

比马克思合乎逻辑和实际多少，因为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当

然是按他自己观点”，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大概是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

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位。》《拉萨尔没有这种高度

的自尊心，因而不嫌弃同俾斯麦结盟。》《拉萨尔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和恩格

斯先生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阐明的政治纲领，只是向俾斯麦提出了一个

要求：对工人生产合作社发放国家贷款。但是同时……根据这个纲领，他在

工人中间发动了拥护实施选举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在拉萨尔死后，《在马克思先生的朋友们和追随者的直接影响下》，成立

了同工人教育协会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并立的《第三个党——德国社

会民主工党。领导这个党的是只能算 （半个工人）的倍倍尔和

一个十足的学者①、马克思先生的代理人李卜克内西》（第２８９页）。

我们已经谈过了李卜克内西１８６８年在维也纳的活动。这次活动的结果

是纽伦堡代表大会②（１８６８年８月），在这次大会上社会民主党最终组成了。

《按照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活动的这个党的创始人的决定（意图），这个党

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泛日耳曼分支。》但是这种联合违反德国的法律、

特别是普鲁士的法律。因此，问题只是被间接地涉及了：《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只是在德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毫无疑

问，在德国建立这个新的政党，有一个秘密的希望，有一个隐蔽的企图，就

是通过它把被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所摈弃了的马克思的全部纲

领搬到国际中去。》《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夺取”《政

权》是《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夺取政

治权力③（普选权、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

的先决（ ）条件。》《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在进行社会革命以

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

平宣传夺取，或者更简单地说取得政治权利。由于在社会运动以前，或者在

社会运动之外④——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

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

４０７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

巴枯宁的原文是：“政治权利”。——编者注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

巴枯宁的原文是：“亲授的学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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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

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激，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

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根据这个纲领，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同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

了动人的和解。》根据《纽伦堡代表大会，大会为此目的而委派的代表们到

斯图加特去了，在那里受骗的工人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头子们订立了

正式的攻守同盟。由于这种同盟，这些代表和头子一起出席了９月间在伯尔

尼开幕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在

那个大会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同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党的社会革命者发生了分裂》（第２９１、２９２页）。《在这方面（即在口头上说

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人民的朋友而实际上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方

面），马克思学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例，而且德国的独裁者在必须对他毕恭

毕敬的条件下竟是如此殷勤好客，以致现在他就已经用自己的旗帜把很大一

批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掩盖起来了，只要和平和自

由同盟愿意承认他是第一号人物（ ），也可以在这面旗帜下找到栖身之

所。如果资产阶级的代表大会那样行事的话，同盟盟员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无

比地困难；现在在他们与马克思之间进行着的斗争同样也会在和平和自由同

盟与他们之间发生。但是，和平和自由同盟比马克思主义者愚蠢，不过也比

他们老实；它否定了经济方面的平等〈胡说八道！〉。它脱离了无产阶级；灭

亡了；只留下了阿曼特·戈克和圣西门主义者百万富翁勒莫尼埃这两个到处

徘徊、抱屈喊冤的幽灵…… 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事实是：来自纽伦堡和

斯图加特的代表们，即由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资产阶级士瓦本人的人民

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派去的工人们，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多数一起一致投票

反对平等…… 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在伯尔尼代表大会前几天闭幕

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在任何方面与伯尔尼代表大会团结一致，参加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意旨说话和投票的。

和前面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活动的另外一些马克

思主义者，怎么会同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多数达到如此动人的一致呢？这一切

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整个１８６８年，甚至还有１８６９年，在“人

民国家报”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矛盾…… 在“人民国家报”上有时也刊登反

５０７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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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相当有力量的文章；可是接着又出现无可置

疑的温情脉脉的“声明”，有时是友好的责备。这家机关报似乎在恳求和平

和自由同盟“抑制一下”它的过分露骨的资产阶级本能的声明，因为这种声

明使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维护者在工人面前名声扫地。马克思先生的党的这

种动摇不定的状况一直继续到１８６９年９月，即继续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

次代表大会在国际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第２９３—２９６页）

德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露了面，而且是以一个与其说是根

据人民民族纲领①，不如说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组成的党的身分露了

面。他们在李卜克内西的监视之下全体一致投了同样的票。不言而喻，从他

的纲领出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德国人

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巴塞尔代表大会保持了国际纲领的纯洁性，没有容许

德国人通过把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增加进去的办法来歪曲这个纲领；于是

在国际内部开始发生分裂，这个分裂是德国人造成的。他们想以强力把他们

的狭隘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的、纯粹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纲领强加于

这个主要是国际的协会。《他们被彻底击溃了。社会革命者同盟，即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盟员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德国人对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切齿痛恨。在１８６９年年底和１８７０年的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

同盟的人物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常常是卑鄙的造谣中伤。》（第

２９６页）

拿破仑第三的胜利都不会像德国人的胜利那样带来如此长期而有害的

后果（第２９７页）。

全体德国人都毫无例外地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虽然他们知煌，这个胜利

标志着军国主义因素的得势；《没有一个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害

怕，大家都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起来了》。他们所热衷的是统治和奴役（第

２９８页）。《而德国工人呢？德国工人什么也没有做，连一个声援和同情法国

工人的有力声明都没有发表。只举行过几次群众大会，会上讲了几句话，在

讲话中胜利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团结的声明面前似乎有所收敛。但除了讲

空话以外，谁也没有再前进一步，而在完全没有驻军的德国，当时本来是能

够开始并且做出一些事情来的。诚然，大多数工人都被征召入伍了，在军队

６０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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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出色地履行了士兵的义务，按照长官的命令大肆屠杀等等，甚至还进

行掠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这样履行士兵义务的同时，还给“人民国家

报”写了许多悲惨的信件，生动地描写了德军在法国干下的野蛮罪行。》

（第２９８、２９９页）可是，也有几个比较大胆地进行反对的例子：这就是雅科

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抗议；不过这是个别的，而且是十分罕见的例

子。    

《我们忘不了１８７０年９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

显地表露出泛日耳曼主义的欢庆胜利的心情。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由于

德军获得的胜利，历史主动性已从法国彻底转到了德国；我们德国人等等》。

》（第２９９页）

《一句话，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对本民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感到欢

欣鼓舞的心情过去和现在一直支配着全体德国人。这就是泛日耳曼帝国和

它的大首相俾斯麦公爵的威力的主要支柱。》（第２９９页）

《你们知不知道，目前支配着每个德国人的意识或本能的是什么意图？是

“辽阔地”、“遥远地”扩张（ ）德意志帝国的意图。》（第３０３

页）这种热情《现在也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行动。你们不要以为，俾斯

麦真像他假装（ ）的那样，是这个党的凶恶敌人。他非常“聪

明”，不会看不见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传

播德意志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为他当先锋。传播这种德国思想现在也是马克

思先生的主要意图，我们已经指出，他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中恢复

（ ）俾斯麦公爵的功绩和胜利。俾斯麦控制着所有的党派，未必会

把它们交给马克思先生》（第３０４页）。

《这个〈泛日耳曼〉帝国通过自己的大首相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

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给他撑腰的４０００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这个死刑判

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妒忌者马克思，而继他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

头目，也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决死战争。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详细地阐

述这一切。》（第３０７、３０８页）《目前它〈社会革命〉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

利、西班牙、法国集结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西北部的各国人民

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而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将站到社会

革命的旗帜下来。》（第３０８页）

７０７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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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俄国人民的《理想的主要特点》是：（１）《全体人民深信，土地，全部土

地都属于人民，属于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它、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使它变肥沃的

人民；（２）深信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公社”，属于“暂

时”把土地分给个人的“村社”；（３）仿佛绝对的自治，公社自治以及由此而

来的“公社”对国家的坚决敌对的态度》（第１０页）。

《三个阴暗面是：（１）宗法制度；（２）“村社”吞没个人；（３）信仰沙皇。

这里还可以加上一点，（４）信奉基督教，包括官方东正教和其他教派（第１０

页），但这一点在俄国不像在西欧那样重要。》（同上）

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第一点的《自然结果》，“宗法制度”——父亲、“村

社”、沙皇（第１５页）。《“公社”是他的世界。公社无非就是他的家庭、家

族的自然扩展。因此，在公社中占优势的也就是在家庭中占优势的同一种宗

法制的原则、同一种丑恶的专制和同一种普遍的顺从态度，因而也是同一种

（根本的）不公正状态，同一种对于任何个人的权利的彻底否定。

“村社”的决定就是法律，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决定。“谁敢去反对村社

呢？”——俄国的农夫“惊奇地”感叹道…… 在“村社”中，只有“长者”、

家才有发言权…… 但是在“公社”之上，在所有公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

“总的”族长和始祖，是全俄罗斯的父亲。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第

１５页）《每个公社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公社和别

的公社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有机的联系，而且也不感觉有这种必要。它们只有

通过“父亲沙皇”，只有在沙皇的最高的、父亲的权力内彼此联合起来。》

（第１５、１６页）

８０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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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警察恐怖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４７５

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对抗，在英国至今还是横在

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一切运动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因而也

是英国和爱尔兰的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国际在爱尔兰的发

展和各爱尔兰支部在英国本土的建立，有结束这种情况的危险。

因此，不列颠政府使用警察迫害的一切手段，企图把爱尔兰的国际

扼死在襁褓之中，是非常自然的。由于那些高压法和国内事实上

在不断实行戒严，政府就能任意使用这些警察迫害手段。从下面

的事实可以看出，爱尔兰是怎样在所谓自由的不列颠宪法的庇护

下遭到纯粹普鲁士方式的统治的：

在都柏林，警察局穿着整齐的制服的一名中士和一名普通警

察站在国际支部开会的房子的门口。房东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由当

局派来的，中士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这是因为国际的名称引起

了恐惧。

在科克也在干这种勾当。地方支部书记的家门口对面，白天

站着“爱尔兰王国警察局”的两个警察，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四个警

察，他们把每一个到书记家去的人的名字都登记下来。不久以前，

督察员助手访问了某些人，并且要他们说出在他们那里工作的科

克支部成员的地址；许多人受到了警察局的警告：如果发现了他们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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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书记谈话，就把他们的名字通知“城堡”——这是一个使爱尔兰

工人阶级感到恐惧的地方４７６。正如一封来信中所说的，在这个城

市里，

“地方当局举行了几次专门的会议，调来了几个加强的警察分队，在复活

日，所有警察都荷枪实弹，整装待发，各带十发子弹。他们估计我们一定会在

公园里举行群众集会。地方当局企图利用一切可能来挑起混乱”。

如果不列颠政府今后仍按这种办法行事，那末，它可以确信：

它所戴的自由主义假面具将最终被彻底撕掉。全世界的国际的报

纸都将天天把格莱斯顿先生的名字和萨加斯塔、朗扎、俾斯麦和梯

也尔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罗·阿普耳加思 马·巴里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 Ｅ．德拉埃

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查·基恩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梅欧 乔·米尔纳

查·默里 普芬德

约·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扬 约·韦斯顿

２１７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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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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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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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国

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支部

总书记 约·黑尔斯

起草于１８７２年４月初

１８７２年４月在伦敦印成传单，并载于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８日“解放报”第４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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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

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２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声明说，已发表的关于上周一次会议的报道对他

关于意大利情况的发言做了完全不正确的介绍４７７。在对这篇报道

提出更正的同时，他对他关于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的发言顺便也

做了补充。迄今从这个国家，从给总委员会的信件以及从国际意

大利各支部的报纸中得到的一切消息都这样讲：似乎这些支部一

致支持关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理论，反对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

题的决议。但是不应该忘记，同总委员会通信的工作和各家报纸

直到现在也不是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

的人即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的手里。的确，对总委员会说来，主

要的困难在于同意大利工人本身建立直接联系。有两三个地方已

经这样做了，现在查明，这些工人绝对不是放弃政治的热烈拥护

者，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高兴地知道，领导国际会员基本群众的总

委员会根本不奉行这种理论。因此，可以相信，就是在这个问题

上，意大利工人也一定会同欧洲其他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工人

取得一致意见。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还是那样。政府不给国际会

员召集公开会议的权利，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干预他们的活动。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坚决要求他们参加反对政府和王朝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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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义，但是国际会员们决心为他们自己的纲领而斗争，如果完全

需要他们这样做的话。

载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７日

“东邮报”第１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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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１７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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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

情况的发言记录４７８

摘自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６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通知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任期届满的前夕

给总委员会寄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发展及其目前情况的

完整报告。１８６９年在西班牙筹建的协会已经于１８７０年７月在巴

塞罗纳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了。当时协会的力量还很薄弱，但巴

黎公社革命和已经开始的政府的迫害迅速地扩大了它的力量；参

加１８７１年９月瓦伦西亚代表会议的已经有１３个地方联合会的代

表，而现在，在４月７日将要在萨拉哥沙召开的西班牙国际代表大

会的前夕，该协会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联合会共有７０个以上；同

时在一百多个地方都各有一个或几个地方支部，正在巩固自己的

组织。在８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工会，它的组织遍布整个西班牙，并

且都加入了国际。现在正就一个很大的拥有四五万会员的工厂工

人联合会参加我们协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宣传工作十分活跃，联

合会委员会的文告全国都可以看到。自西班牙议会对国际的问题

进行辩论以来，资产阶级报刊纷纷转载协会出版的每一个文件，这

给属于国际并且捍卫国际原则的那七八家西班牙报纸帮了很大的

忙。这就是西班牙政府在迫害我们协会会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现在，当迫害和种种限制已经成为常规的时候，西班牙的国际会员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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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不顾政府的反对，打算在萨拉哥沙举行自己的第二次公开代

表大会。

他们自己不知道需要多少会费券，因为会费是每月缴纳的。

他们担心使用会费券有困难；如果按月印发会费券，对他们说来会

方便一些。

联合会委员会随信附来了向各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它希

望这些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在西班牙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能

够向他们致电祝贺，以表示协会所提倡的团结一致。

载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３１日

“东邮报”第１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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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１７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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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

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４７９

摘自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国际西班牙组织的代表大会是４月初在萨拉哥沙召开的，但

是会议记录只是现在才发表；代表大会的结果是，在巴枯宁领导下

在最近四年中无时无刻不企图在我们协会的队伍里制造纠纷的那

个人数不多，但是非常活跃的派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派别

组成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国际性团体，当它被允许加

入国际工人协会时，它曾经庄严地保证一定解散自己的特殊组织，

并且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是，尽管有这个庄严的保证，同盟却继

续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于国际内部，这是目的不在于反对各国

统治阶级及其政府，而是要反对它允诺溶化在其中的那个无产阶

级组织本身的秘密团体的第一个例子。在西班牙，这个秘密团体

一度控制了国际，但是在瓦伦西亚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召开前

不久，在它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把国际的利益确实看得比

一个渺小的宗派集团的利益珍贵的那部分盟员遭到了这个宗派的

狂热分子和阴谋分子的攻击，最后，不得不由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来

解决这个冲突。在这里，同盟的忠实信徒提出了章程修改草案。他

们在草案中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同他们的朋友、瑞

士汝拉出区的宗派主义分子在他们的通告中向总委员会提出的要

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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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样。这两个委员会以及所有的委员会都应该被剥夺一切权

力，并且被贬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应该授权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

通过任何它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性章程而不受联合会委员会的任何

监督；只是它们必须把这些章程提交应届代表大会批准。应该让

一切支部完全自治，它们有权做一切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而不

考虑任何章程；实际上就是整个协会应该解散，它的组织作为一个

政党应该完全取消，它的活动应该停止；而且这正好是在这样的时

刻提出的：政府力图扼杀西班牙的国际，国际的集会被禁止，就是

这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也被用武力驱散，而卡洛斯派的宣传家

们则手持武器，伺机利用国际来在萨拉哥沙发动一次归根到底必

然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起义！不仅如此，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所贯彻的、确实非常良好的组织措施已经产生

了完全出乎意外的效果，已经整顿好组织的地方联合会已经从１５

个增加到５５个，还不算正在整顿组织的１９个联合会和虽然有了

支部但是还没有把地方联合会完全组织起来的９４个地区。这些

结果证明，情况有利于瓦伦西亚通过的章程，有利于贯彻这个章程

的联合会委员会，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却主张实行一种体

制，以便恢复彻底的混乱状态，断送已经获得的一切成就，并且向

任何政府的或者警察局的密探和任何数量的资产阶级叛徒敞开协

会的大门，试问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呢？代表大会在只有

两三个人弃权的情况下一致地声明，在瓦伦西亚通过的章程仍然

完全有效，因此，想借口建立国际的更完全的组织来消灭西班牙的

国际的企图显然已经破产。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整个协会具有很大

意义。它再一次证明，在西班牙也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只要诉

诸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健全理智，就可以粉碎虚伪的改组派和冒

９１７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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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预言家的骗局和宗派主义的阴谋诡计。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把西

班牙看成是他们的堡垒，因为他们在好几年内一直控制着在这个

国家里的全部宣传工作。但是，一当无产阶级运动在整个西班牙

开展起来，西班牙工人就再不允许狭隘的宗派主义教条来束缚自

己了；他们把绝为了一小撮阴谋家的个人目的而牺牲由他们自己

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组织；这些阴谋家不止一次地企图把国际变成

自己的工具，但是都遭到了失败，现在他们又千方百计地要在实际

上搞垮国际。大家很清楚，总共只有９个支部而且其中大多数已

经彻底垮台的瑞士汝拉联合会在去年１２月建议立即召开全协会

非常代表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在现在向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提出的

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结果的那些原则上彻底改组国际。在西班

牙的所有地方联合会中，只有马利奥尔卡岛上的帕耳马市的一个

联合会曾表示赞成召开这次非常代表大会。可是现在在萨拉哥

沙，就是这个帕耳马地方联合会的一个代表也声明说，选举他的人

给了他一个正式指示，要他投票反对这一套所谓的改组和赞成原

封不动地保留现有的章程！可见，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表决一方面

确认了授予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同时也间接确认了巴塞

尔代表大会授予协会总委员会的与此相同的权力，而汝拉通告不

久前却攻击这些权力是独裁的和专制的权力。

在意大利，贵族和资产阶级仍然厚颜无耻地企图继续冒充工

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在４月的最后几天，在罗马城一个最好的剧

院里，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工人代表大会。４８０泰阿诺公爵担任主席。

代表都是王公、公爵、侯爵、伯爵和诸如此类的“高贵”人物，以及银

行家、工厂主、议员和几个小店主。真正的工人只有八个。这并不

妨碍这次受政府领导和特别庇护的“代表大会”打着意大利工人的

０２７ 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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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来高谈阔论并且通过一大堆决议，声称工人对于“大人先生

们”慈悲地俯允为他们效劳表示非常满意和感激；只要他们能得到

更多的贷款和建立更多的合作社，他们的宿愿就会得到充分满足。

使他们失望的是，罗马的真正工人自己决定举行集会，讨论这次代

表大会是否有权代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问题。虽然政府不准在墙

上张贴关于举行这次集会的通告，但是仍有大批工人前来开会。

他们对这次骗人的代表大会所做的决议提出抗议，并且声明，只有

意大利工人自己在与全世界工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一

切和他们有关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还通知说，他刚刚收到了一封米兰来信，信中更详细地

叙述了在上星期报告过的那个事件；来信说，该支部被迫停止出版

自己的报纸，因为支部的一些成员被捕了。恩格斯研究了费拉拉

协会的章程并审查了同章程一起寄来的关于它无条件参加国际的

申请书以后，建议批准这个章程，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和切实可行

的章程。

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２日

“东邮报”第１８９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

记录簿和“东邮报”

１２７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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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

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１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组织问题无疑会将成为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

问题。已经展开的斗争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点。最好把关于总委

员会的问题和关于联合会委员会的问题分开来讨论。巴枯宁的建

议不过是要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统计局，而为了这一目的是不值

得要一个总委员会的。报纸可以刊载能够收到的一切消息。但是，

应当记住，虽然总委员会曾屡次提醒各个支部，在收集统计资料方

面必须进行一些工作，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集到任何统计资料。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建议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赞成把总

委员会作为一种已经不需要的机构而加以取消，它认为一切必要

的事情都可以由联合会委员会来做，认为只要联合会委员会已经

在各国建立起来或者目前正在建立，它们就会把领导权掌握在自

己手里。西班牙的“解放报”批评了这个建议，它宣称，这个建议意

味着协会的死亡，并且其中也缺乏彻底性，因为，从逻辑上推论同

时也应该取消各个联合会委员会。尽管如此，发言人将不反对把

这个建议作为一种选言推理，作为一种试行办法，虽然他相信，这

只会证明恢复总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

的政策被否决，他准备赞同这个建议。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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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同意巴枯宁的一面保存总委员会而同时又使它失去意义的建

议。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

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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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

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４８１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９月３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某个支部选举什么人，这谁也管不着。不过，如果

巴里不是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之一，这是他的荣幸，因为这些人或

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和政府收买了。巴里遭到攻击，只是因为他

不愿意充当黑尔斯的工具。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

大会记录”１９５３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

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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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茹柯夫斯基的

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４８２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９月３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同盟之所以被接受，其原因在于起初并不知道它的

秘密性质。总委员会清楚地了解到，同盟违背它在１８７１年８月６

日发表的关于解散自己的正式声明而继续存在；但是伦敦代表会

议除了通过众所周知那几项决议外，不能采取别的措施。它并不

反对秘密团体本身——要知道它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团体——而是

反对敌视国际工人协会并给它带来损害的秘密团体。罗曼语区联

合会委员会曾激烈反对接受这里所提到的那个支部，因此，总委员

会根据章程的规定拒绝接受它。在布鲁塞尔情况就不同了。当地

的法国人支部曾写信给总委员会说，按照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

意见，法国人支部加入比利时组织会把后者泄漏给警察局。因此

总委员会不能不承认这个支部是独立的，并且对于也是在布鲁塞

尔的第二个法国人支部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

大会记录”１９５８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

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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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

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４８３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９月４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代表委员会提议取消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因为他：

（１）是被暂时开除的第十二支部的成员；（２）是费拉得尔菲亚代表

大会的参加者；（３）是亲王街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威斯特的代表

资格证是由维多利亚·伍德赫尔签发的，这个女人为了当合众国

总统，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阴谋活动，她是降神派的主席，鼓吹自

由恋爱，并且拥有一个银行企业等等。维·伍德赫尔创建的第十

二支部几乎全由资产者组成，主要进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宣传，它

发表过一个臭名远扬的告合众国操英语的公民的呼吁书，硬把一

切胡说八道的东西加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头上，根据这个呼吁书在

美国国内成立了许多与它类似的支部。另外，呼吁书还谈到个人

自由、社会自由（自由恋爱）、服式规格、妇女选举权、全能语言等

等。１０月２８日，他们宣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工人阶级”只是意

味着，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应该违背工人自己的意志。他们把

妇女问题放在工人问题的前面，并且不愿意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

一个工人组织。第一支部对第十二支部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要

求每个支部至少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因为直到现在美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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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一切工人运动都受资产阶级利用。第十二支部反对关于三分

之二雇佣工人的要求，并讥讽地问道：难道不做雇佣奴隶而做自由

民就是犯罪吗？当时双方都向总委员会申诉，总委员会于３月５日

和１２日决定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

基于这一切理由，威斯特不可能被批准参加会议。但是，第十

二支部不承认总委员会的决定。①威斯特也参加了费拉得尔菲亚

代表大会和亲王街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和亲王街委员会都拒绝

承认总委员会，而同汝拉联合会保持联系，而且，根据报纸报道，汝

拉联合会号召它们不要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用这种办法来使总

委员会陷于绝境。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

大会记录”１９５８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

的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２７卡·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

① 收藏在威斯康星图书馆（美国）并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有关文件记录”一

书中发表过的那份记录的副本中，这句话是这样记的：“虽然它们自己要求总

委员会做出决定，但是第十二支部及其信徒们却不承认这个决定”。——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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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

权力的发言记录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９月６日会议记录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将来的总委员会要求这种权力

的。我们宁肯同意取消总委员会，也不愿像布里斯美所提议的那

样，把它变成某种信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领导就会落到

新闻记者的手里，就是说不是落到工人的手里。

发言人困惑莫解，汝拉联合会和其他弃权论者怎么能支持第

十二支部；要知道正是这个支部想把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贯彻资产

阶级政策的工具来利用。

告诉那些在提到警察局建立的支部时就发出怀疑的冷笑的人

吧，这样的支部已经在法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了。总委

员会收到了从奥地利寄来的请求不要承认不是由总委员会代表或

地方组织建立的支部的信件。

不久前被法国流亡者从自己中间驱逐出去的韦济尼埃及其同

伙，自然是拥护汝拉联合会的。总委员会收到了对比利时联合会

委员会的专断、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等等行为的直接控告，任何一

个联合会委员会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控告，而且控告是由比利时

工人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信为证。像韦济尼埃、朗德克等这类人，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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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观察，是首先组织联合会委员会，然后才组织联合会和支

部的；俾斯麦的走狗同样可以干出这种事情来。正因为如此，总委

员会才应该具有解散和暂时开除联合会委员会或联合会的权力，

然后应向各支部发出呼吁书；为了由民意决定，某个联合会委员会

还是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呼吁书有时是非常适当的。在奥地

利，空谈家、教皇至上主义者、激进派和奸细们正在建立支部，以便

败坏国际工人协会的名誉；在法国，有一个支部是警官建立的；虽

然如此，在国际遭到禁止的地方的组织是最好的组织，因为迫害总

是导致这样的后果。

总委员会现在就有可能用一个接一个地暂时开除支部的方法

来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在暂时开除联合会委员会或联合会时，

总委员会可能立即受到谴责或指摘，因此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使

用这种暂时开除的权力。但是，只要总委员会不再是国际工人协

会的多数人的代表者，那末即使我们承认总委员会有黑人曾长或

者俄国沙皇的权力，这种权力反正也会是虚幻的；总委员会没有军

队，没有预算，它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得不到全协会的赞同，它

将永远是软弱无力的。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

会记录”１９５８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

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２７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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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

驻在地的发言记录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年９月６日会议记录

恩格斯发言论述他关于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建议。

总委员会至今一直设在伦敦，因为只有在伦敦它才具有国际性，总

委员会的文件和委员的安全才有保障。在纽约我们的文件将同在

伦敦一样安全，而在大陆上无论哪里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甚

至布鲁塞尔和日内瓦也不例外，那里发生的一些警察事件就可以

使人相信这点。但是，在伦敦，党内分歧已经非常尖锐，所以必须

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此外，对总委员会的指责变得如此尖锐和经常，这使得它过去

的委员大多数都感到厌恶了，他们决定不再参加总委员会。他可

以非常肯定地用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名义声明这一点。此外在过去

的总委员会中也远不是始终团结一致的，关于这一点它的全体委

员都可以作证。总委员会八年来都留在一个地方，也终究需要换

一换地方，以免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僵化现象。根据这一理由，

马克思还在１８７０年就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到布鲁塞尔去，但是，当

时各联合会都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现在究竟应该把总委员会

迁到哪里去呢？迁到布鲁塞尔去吗？比利时人自己声明说，这不合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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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因为人员和文件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迁到日内瓦去吗？日内

瓦人坚决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多少同比利时人的理由一样，并且

还援引吴亭的文件被没收的事实。

因此，除纽约而外，再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在纽约我们的文件

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

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只要看一看纽约联

合会委员会就够了，它是由爱尔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

德国人（不久还会有美国人）组成的。那种认为纽约太远了的反对

意见是经不住批评的，因为这将对那些极力维护自己内部事务而

不让总委员会干预的欧洲联合会有一定的好处；要知道正是由于

距离远，才使它难于进行这种干预，才会阻挠个别联合会在总委员

会中获得过大的影响。不过，总委员会已经有权，甚至有责任在一

定情况下为一定的国家委派驻欧洲的全权代表，正如它至今所经

常做的那样。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

大会记录”１９５８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

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３７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驻在地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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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总委员会发给

卡·马克思的委托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兹授权卡尔·马克思（现住英国伦敦梅特兰公园路１号）负责

收集和保管国际工人协会前总委员会的各种财物，听候总委员会

的指示。

责成并建议伦敦和其他各地的国际工人协会前总委员会原来

的全体委员和职员重视这个指示，把一切书籍、文件等现在属于总

委员会或者过去在总委员会驻在伦敦期间属于总委员会的全部财

物交给卡尔·马克思。

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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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总委员会发给

弗·恩格斯的委托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委 托 书

兹委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现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临时代表。授权并责

成他根据随时接到的指示代表总委员会进行活动。

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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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总委员会驻伦敦负责

意大利事务的代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指示

１．总委员会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代表将全力促进在意大利按照

共同章程、条例和总委员会的指示组织国际。

２．他应该注意意大利运动的工人性质。

３．在紧急情况下，他将对有关在意大利组织和领导我们协会

的有争论的问题做出临时决定，而有关方面有权向总委员会提出

申诉，同时，他应该立即用适当方式通知总委员会。

４．他也有权暂时开除意大利的个别会员或整个组织，听候总

委员会做出决定，同时，他应该立即向总委员会报告所采取的措

施，提出证明文件；如果没有请示和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有关的特别

指示，他没有权利开除由总委员会直接委派的任何代表。

５．他有权在意大利发给一些人以一定期限的临时委托书，但

是这些人的权力无论如何不应该超过由总委员会直接委派的代表

的权力；当然，一切委托书和权力都应该由总委员会做出决定加以

批准，也可以随时被撤销和废除。

６．他应该注意按时收齐会费并上缴总委员会。

７．他应该与总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让它了解各种事件，并且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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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给总委员会寄一份详细的报告。

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３７给总委员会驻伦敦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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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
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４８４

鉴于章程第三条规定：

“全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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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

决议，并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

则”①；

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规定，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各团体的

地方章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鉴于任何团体或个人都不能参加它（他）反对其规章的组织，

也就是说不能同时既在组织之内，又在组织之外；

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团体或个人，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

遇或可能有的损失，有权在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抗议；

其次，鉴于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规定“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每一个团体或个人有参与通过决议的权

利，同时也有执行已被通过的决议的义务——

根据这一切，总委员会声明：

６３７

① 见本卷第１６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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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组织条例

所规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

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总委员会：

            Ｆ．Ｊ．倍尔特兰  弗·波尔特

康·卡尔    西·德雷尔

福尔纳契耶利  Ｓ．卡瓦纳

Ｃ．Ｆ．劳雷耳  Ｅ．勒维埃耳

弗·阿·左尔格 卡·施佩耶尔

Ｅ．Ｐ．圣克莱尔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于纽约

载于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５日“工人报”

第６号，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２日“解放

报”第９０号，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９日

“人民国家报”第２６号，１８７３年３

月２９日“国际先驱报”第５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３７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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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
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的决议

鉴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和２６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

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

无效的①；

鉴于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到１８７３年１月２日在哥多瓦召开

的部分西班牙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海牙第五次全协

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赞同敌视国际的会议的各项决议②；

鉴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决定，否决海牙第

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

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

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

的会员。

８３７

①

② 指圣伊米耶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编者注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无效的”，

而是“否决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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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    

           Ｆ．Ｊ．倍尔特兰 弗·波尔特

康·卡尔    Ｓ．卡瓦纳

西·德雷尔   Ｃ．Ｆ．劳雷耳

弗·阿·左尔格 卡·施佩耶尔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于纽约

载于１８７３年６月７日“工人报”

第１８号和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５日“人

民国家报”第５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３７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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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关于国际各意大利支部的声明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

国联合会，因为追求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根

据章程和条例规定在支部被接受和承认以前必须履行的任何一个

条件。

但是，在意大利各地存在着合乎规定并且与总委员会有联系

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于纽约

载于１８７３年６月７日“工人

报”第１８号和１８７３年６月

２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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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４８５

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于伦敦

公民们！

为了力求保证代表大会能够完全自由地讨论总委员会在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这一段时间的活动，纽约总委员会及时做出决定，

不派总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而在欧洲选出一位全权代表，委托他

把章程所规定的正式报告和内部报告提交代表大会审查，并提出

关于会议议程中各个问题的决议案。我在看完了总委员会寄给我

的文件以后，更加乐意地同意接受它的委托书，因为我完全赞同它

的组织活动和各项正式决定。但是，由于最近收到各国寄来的报

告，我认为有责任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我们的会员们在这

些国家的困难处境使我不能更详细地谈这一点。只要指出下述情

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法国——从那里给我寄来几份委托书——

形势不允许直接选派代表；西班牙目前正处于危急关头，如果我们

西班牙的会员们这时离开本国，就会被劳动群众看做一种怯懦的

表现；由于西班牙事件的结果，我们在葡萄牙的朋友们的财务负担

大大加重了，以致他们除了间接选派代表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选

择；最后，在意大利，警察当局对国际会员横加迫害，在德国，接二

连三地进行逮捕，在哥本哈根，中央支部被强迫解散，在奥匈帝国，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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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工人运动的镇压日益变本加厉，——这一切使得工人无法

选派真正的国际代表。在这种对于协会说来甚至比在巴黎公社失

败后立即出现的情况还要艰难得多的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就会

使代表大会由于代表成分的关系而或多或少带有局部的性质。

另一方面，就政治情况来说，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在选派代表

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这件事上所处的条件要有利得多，它本来已

经委派了自己的代表——阿尔弗勒德·戴伊斯、弗·列斯纳、奥·

赛拉叶；但是，看了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书记的

文件以后，该委员会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决定拒绝参加代表大会，

并且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即使上述的一般考虑并不要求我放弃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

工作，那末促使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做出决定的那些事实已足以

使我无法参加代表大会，虽然我收到了从法国、美国和葡萄牙等国

寄来的委托书。

顺便把总委员会寄给我的文件寄给你们４８６。

致兄弟般的敬礼

奥·赛拉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２４７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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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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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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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１月中

至３月初写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一篇内部通告。３月５日，马

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阐述了通告的基本论点，并指出了这个描绘出

了“协会的研究得非常透彻的原则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图景”的文件的意

义。“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篇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所领导的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它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一定阶段。在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以

后，巴枯宁分子的敌对活动特别加强了。代表会议做出了关于必须建立

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和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从而给了无政府主

义以沉重的打击。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反对国际，首先是反对总委员会

和马克思的疯狂运动。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桑维耳耶

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通告（见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

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１６—５２２页），这个通告是

国际内部和外部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总委员会的信号。无

政府主义者的公开活动，尤其是它的秘密活动使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

成就——国际——受到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

裂”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揭露了他们

同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的联系以及巴枯宁所领导的同盟这个敌视工人

运动的宗派的活动。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篇通告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于１８７２

年５月底第一次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并分发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所

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俄译文于１９２８年第一次发表在维·波朗斯基所

著“米·巴枯宁的传记材料”一书（第３卷第４６６—４９０页）中，但有

很大删节。第一篇完整的俄译文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１９３８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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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９期上。——第３页。

２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３３１—３８９页）。——第７页。

３ 为回答资产阶级报刊因“法兰西内战”这个宣言的出版而对国际进行的

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泰晤士报”、“旗帜

报”、“每日新闻”等英国报纸，捍卫了巴黎公社并阐述了国际的立场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９５—４０４、４０７页）。——

第８页。

４ 由于为逃避凡尔赛政府的迫害而逃往英国的公社社员来到伦敦，总委

员会从１８７１年６月起就开始为公社流亡者募捐，分配救济物资以及为

他们安排工作。总委员会的所有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是马克思。在７月间

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

的有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委员会委员；后来由于１８７１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紧张筹备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遂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退

出了该委员会，他们的工作由其他总委员会委员接替。尽管设有专门的

委员会，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间对组织公社社员的救济工作仍继

续予以极大的重视。——第８页。

５ 从五十年代未以来，英国工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确定九小时工作日。

１８７１年５月，新堡的建筑和机器制造工人实行了大罢工，罢工是由争

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领导的。在新堡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因为

同盟第一次把没有参加工联的工人也吸引到斗争中来了。同盟主席巴

尔奈特请求国际总委员会阻止已在进行的把罢工破坏者运入英国的行

动。由于这个缘故，总委员会便派遣它的两名委员埃卡留斯和柯恩到大

陆去向工人们解释新堡发生的斗争的意义。由于国际总委员会的积极

支持，运入罢工破坏者的计划被粉碎了。１８７１年１０月，新堡的罢工以

工人的胜利而告终；为工人确定了五十四小时工作周。——第８页。

６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５日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所提出的于１８７１年９月在

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的建议。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

备这次会议在组织上和理论上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们草拟了会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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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决议草案，议程和草案都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

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

重要阶段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举行（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９页。

７ 国际总委员会关于不在巴黎而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于１８７０

年５月１７日通过。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美因兹

代表大会的议程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５

页）。——第９页。

８ 在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建议在各支部讨论关

于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的问题，理由是必须不要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

工人造成优越条件；经过总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之后，这个建议被通过

了，马克思便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写了“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４页）。各支部反对改变总委

员会的驻在地，认为伦敦是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关进行活动的最适宜

的地方。——第９页。

９ 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５—２９日在伦敦召开了预备性代表会议，以代替原拟在

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关于推迟代表大会和召开代

表会议的决议是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而为总委员会所通过的，马克思认

为，国际的地方性组织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还不够巩固。——第９

页。

１０ 法国外交部长茹·法夫尔在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６日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

的紧急通告中建议他们力争让欧洲各国政府逮捕公社流亡者并把他们

作为普通刑事犯加以引渡。

  杜弗尔提出了一项由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法案，

按照这项法案国际会员要受到监狱监禁的处罚。该法案于１８７２年３月

１４日通过。——第９页。

１１ １８７１年复，俾斯麦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采取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共

同斗争的步骤。１８７１年６月７日，俾斯麦向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施魏尼

茨发出一个紧急指示，建议他就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工人组织一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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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政府进行磋商；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７日，俾斯麦向博伊斯特送交了一

件备忘录，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国际的活动的种种措施。

１８７１年８月，德奥两国皇帝在加施坦会晤，１８７１年９月又在萨尔茨堡

会晤，在这两次会晤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办法的

问题。

  意大利政府加入了反对国际的共同进军，这表现在１８７１年８月摧

毁那不勒斯支部和迫害协会会员，尤其是对泰·库诺的迫害上（见本卷

第８４—８５页）。

  １８７１年春天和夏天，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组织和国际支部采取了镇

压措施；由于这个缘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莫拉、莫拉哥和罗伦

佐被迫流亡里斯本。——第９页。

１２ 在奥匈帝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奥伯温德、安·肖伊、莫斯特和

帕普斯特因被控叛国而于１８７０年７月被捕并被法庭判罪；遭到迫害的

还有一些工人团体。

  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博伦霍斯特、施皮

尔等人因印发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军国主义计划的告全体德国工人书

（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而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被捕并被提交法庭审判。１８７０

年１２月１７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侵略战争而被捕，他们被控

的罪名是“图谋叛国”；１８７２年３月，他们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

第１０页。

１３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中央委员会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２日决定不派代表

参加伦敦代表会议，而将现有经费用来帮助公社流亡者。一个专门委员

会受托起草向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８月２０日，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

通过该委员会的一件备忘录，然后将它交给了总委员会。备忘录分析了

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

中所碰到的困难。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２日代表会议的会议上简单

阐述了这个文件。——第１０页。

１４ 伦敦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总委员会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

委员会。从国际成立以来直至１８７１年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都是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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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代行的。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的工联的

代表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在委员会的领导中就产生了

一个以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这一集团进行了反

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力图在英国使不列颠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分庭抗礼，

同时还反对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奉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

（见注９３）。黑尔斯等人在自己的斗争中同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美国

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等等勾结起来。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

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但他们遭到了不列颠委员会中另

一部分人（维克里、赖利、米尔纳、列斯纳等人）的反对，这些人积极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

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人会决议的人组织成了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与了积极的帮助。改良

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１８７４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

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

了。——第１０页。

１５ 指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九项决议，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

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表述了这样的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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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４—

４５６页）。——第１０页。

１６ 指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决议，即“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

名称”的决议，这项决议堵塞了各种宗派主义组织钻入国际的道路（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第１０

页。    

１７ 指巴枯宁的宣言“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发表在１８６２

年２月１５日“钟声”第１２２—１２３号附刊上。

  “钟声”（《 》）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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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７年用俄文出版；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６９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１８６５年前在伦敦出版，以

后在日内瓦出版。——第１１页。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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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者于１８６７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第１１

页。

１９ 指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３日米·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

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捍卫自己的建议，巴枯宁两

次发言，他的发言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日“钟声”第１４—１５号

上。——第１１页。

２０ 下面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告信是马

克思根据总委员会会议对关于接受同盟加入国际问题的讨论于１８６８

年１２月２２日写成的。

  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同盟临时委员会委员约·菲·贝克尔把这个

团体的纲领和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总委员会会

议上宣读了这两个文件。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转寄给恩格斯，请

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恩格斯于１２月１８日满足了这个要求；１２月

２２日，马克思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之后以通告信的形式写成的对同盟

的答复的草稿，由海·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稍加修改之后

被通过。这件以机密通知的形式寄发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２—３８４页）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

分裂”中第一次发表。——第１２页。

２１ 下面引用的总委员会的通告信是马克思为回答同盟中央局１８６９年２

月２７日写给总委员会的第二封信而写的。同盟中央局在信中声明说，

如果总委员会赞同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

准备解散国际同盟。马克思曾同恩格斯磋商过回信的措词；回信在

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９３—３９４页）。这个文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一次发表。——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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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涅恰也夫案件——１８７１年７月至８月在彼得堡对一群被控进行秘密

革命活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审判案（关于该案的群情见本卷第４３９—

４７１页）。有关该案的材料公布于“圣彼得堡消息报”上。

  伦敦代表会议委托吴亭起草一个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简短报告，报

告在公布前应提交总委员会。吴亭于１８７２年８月底寄给马克思一个详

尽的关于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敌视国际的活动的机密报告供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参考，以代替上述报告。——第１６页。

２３ “进步报”（《Ｌｅ Ｐｒｏｇｒèｓ》）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

会；该报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０年４月在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

吉约姆。——第１６页。

２４ “平等报”（《Ｌ’ Ｅｇａｌｉｔ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

的机关报；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１８６９年

１１月至１８７０年１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

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１８７０年１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

员会改变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

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第１６页。

２５ 指马克思所写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３５—４４３页）。——第１６页。

２６ “劳动报”（《ＬｅＴｒａｖａｉｌ》）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

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３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在巴黎出版；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

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装订工人欧·瓦尔兰。——第１７

页。    

２７ 公共福利同盟——１４６４年年底在法国出现的封建贵族联盟，它反对国

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

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１７

页。    

２８ “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１８７０年４月至９月

用法文在纽沙特尔出版，１８７１年３月至５月在日内瓦出版。——第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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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２９ “工厂”（《ＬａＦａｂｒｉｑｕｅ》）——当时人们对日内瓦及其郊区的钟表和

珠宝饰物的生产的称呼，这种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类型的大小作坊里进

行，同时也由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第１８页。

３０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瑞士罗曼语日联合会委员会的

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０页。——第１９

页。    

３１ 指由马克思起草并经国际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通过的国际工

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５—２９４页）。——第１９页。

３２ 指巴枯宁主义者詹·吉约姆和加·勃朗起草的、标有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

的日期的“告国际各支部”呼吁书，它作为“团结报”第２２号的附行

发表于纽沙特尔。——第１９页。

３３ 里昂起义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传去而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爆发的。巴

枯宁于９月１５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

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９月２８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奇袭。由于

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同工人缺乏联系，由于没有确定的行动计

划，这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１９页。

３４ 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０日，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日内

瓦巴枯宁主义者支部的书记尼·茹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给瑞士通讯书

记荣克，信中附有一份１８７１年８月６日通过的关于该支部自行解散的

决议。——第２０页。

３５ 见“关于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７２页（《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ｕＩＶ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ｎｕàＢａｌｅ，ｅ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９，ｐ．１７２）。

决议的俄译文见“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９月６—１１日”

１９３４年莫斯科版第８７页。——第２０页。

２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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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１８７０年４月，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建议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承认无政府主

义者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联合会委员会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

会，并在“马赛曲报”上声明，只有它的拥护者才是国际的真正会员。

在总委员会向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明了瑞士所发生的分裂的

意义之后，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它无权过问这件应由总委员会审查的事

情。——第２１页。

３７ 指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第十七项决议，即“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

裂”的决议。

  在印成单行本的代表会议决议中发表了这个决议的摘要。决议全文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平等报”第２０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９—４６０页）。——第２１页。

３８ 贝·马隆“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１８７１年纽沙特尔版（Ｂ．Ｍａ

－ｌｏｎ． 《Ｌａ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ｄéｆａｉｔｅｄｕ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Ｎｅｕｃｈａｔｅｌ，

１８７１）。——第２１页。

３９ 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产生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６日，以代替８月间

解散的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它的组织的除了这一支

部的过去的成员茹柯夫斯基、佩龙等人以外，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其

中有茹·盖得和贝·马隆。——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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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用法文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１８７１年１１月起为无政府主义者汝拉

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２２页。

４１ 安·莱奥“社会战争。在１８７１年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

说”１８７１年纽沙特尔版第７页（Ａ．Ｌｅｏ．《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ｐｒｏｎｏｎｃéａｕＣｏｎｇｒèｇｄｅｌａＰａｉｘà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１８７１》．Ｎｅｕｃｈａｔｅｌ．１８７１，

ｐ．７）。——第２２页。

４２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是法国的一家反动报纸，从１８５４年起在

巴黎出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

  “高卢人报”（《ＬｅＧａｕｌｏｉｓ》）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

３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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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贵族阶级的喉舌，１８６７年至１９２９年在巴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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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页。

４３ 指１８６８年７月７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５２页）。所以有必要做出这个决议，

是因为费·皮阿在１８６８年６月２９日举行的１８４８年巴黎无产阶级六

月起义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直接号召采取恐

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布鲁塞尔的一家报纸“蟋蟀报” （《Ｌａ

Ｃｉｇａｌｅ》）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中把费·皮阿说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

一。这种说法还被其他报纸所一再重复。

  决议在报刊出现之后，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费·皮阿是它的一个

成员）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

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表示不赞同皮阿的冒险性和挑衅性策略。

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但他们继续自称为“在伦敦的法国人

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出版文件，而且一再支持反对总委员

会中的马克思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第２４页。

４４ １８６９年间在总委员会里不止一次地提出与在伦敦的一小伙法国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费·皮阿（见注４３）的追随者正式划清界限的问题。

１８７０年春，划清界限更显得特别必要了，因为这时在法国正准备对被

控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国际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而这个所谓在伦敦的

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来作为起诉的材料，其中包括１８６８年

１０月２０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把国际同费·皮阿所

领导的秘密共和团体“革命公社”混为一谈。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便

起草了一个决议案，它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为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

国际和这个集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６卷第４８５页）。逮捕国际法国会员的真正原因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印发了一个宣言，揭露了正在筹备中的全民投票

的用意（见注１５０和注１６０）。

４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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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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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报”（《ＬｅＲéｖｅｉｌ》）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

刊，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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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公布了国际的文件和关于工人运动

的材料。——第２４页。

４５ １８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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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朗同警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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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６９页）。—— 第２５

页。   

４６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关于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是马克思写

的，并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总委员会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

触使支部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决议本文以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

的手抄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４７１—４７４页）。——第２５页。

４７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总委员会讨论了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回答，该支部

在１０月３１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的决议

（见注４６）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奥·赛拉叶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

报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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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９９—５０４页）。该决议第一

次发表（不全）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２６

页。    

４８ “在伦敦的１８７１年法国联邦主义者支部宣言”１８７１年伦敦版（《Ｄéｃ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ｆéｄéｒａｌｉｓｔｅｄｅ１８７１，ｓｉéｇｅａｎｔ à

Ｌｏｎｄｒｅ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７１）。该支部在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前面加上了

５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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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几个字，尽管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它加入国际。——第

２８页。

４９ 指“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德国工人履行

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决议是以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状

况的演说中所包含的结论为基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４５７页）。——第２８页。

５０ 指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给“谁来了！”报编辑韦

梅希的一封信，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该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

上。    

  “谁来了！”（《ＱｕｉＶｉｖｅ！》）是１８７１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日

报；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２８页。

５１ 指总委员会受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出版的国际的共同章程

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英文版和法文版先后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上半月

和１２月在伦敦出版：《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和《Ｓｔａｔｕｔ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ｅｔ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ｆｓ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

ｃｉｅｌｌｅ，ｒｅｖｉｓéｅｐａｒｌｅ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德文的正式文本刊登在１８７２年

２月１０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２号上，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标题是：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ｎｕｎｄ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ｒｅｖｉｄｉｅｒｔ

ｄｕｒｃｈ ｄ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ａｔｈ》．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１８７２。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４７５—４９２页。——第２９页。

５２《Ｃｏｎｇｒè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ｄｅ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ｔｅｎｕ

àＧｅｎèｖｅｄｕ３ａｕ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６》．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６６，ｐ．２７，ｎｏｔｅ．——

第２９页。

５３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Ｐｒｏｃèｓｄｅ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ｉｅｕｒｓ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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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Ｐａｒｉｓ》．Ｆａｒｉｓ，１８７０，ｐ．４．——第３０页。

５４ 指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七项决议，即“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

议，它建议从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出去的各无政府主义支部定名为“汝

拉联合会”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９—４６０

页）。——第３０页。

５５ 指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日内瓦各支部会议上

提出的，旨在反对国际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定并以伪造的国际

的文件为基础的决议。联合会会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的决议草案，通过

了赞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和表示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活动的决议。马

隆的无政府主义的决议草案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７日“社会革命报”第

７号上。——第３２页。

５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６０页。——第３２

页。

５７ 指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法国外交部长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通告。茹尔

·法夫尔在通告中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

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９２—３９４页。同时也指萨卡兹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５

日代表杜弗尔法案（见注１０）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 第３７

页。    

５８ 在这里和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经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并在伦敦用英文

出版的国际的章程（《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８６７）。——第３９页。

５９ 这里有笔误。共同章程第六条是在１８６６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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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页（《Ｃｏｎｇｒè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ｄｅＩ’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ｔｅｎｕàＧｅｎèｖｅｄｕ３ａｕ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６》．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６６，ｐｐ．１３—１４）。——第４１页。

６０ 工人联合会于１８７１年秋在都灵成立，它受到马志尼分子的影响。１８７２

７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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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联合会中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分子，他们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

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１８７２年２月以前该团体一

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

  “无产者报”（《Ｉｌ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４

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

议。——第４１页。

６１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１８６８年９月布鲁塞尔版。

“比利时人民报”附刊第５０页（《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８．Ｓｕｐｐｌéｍｅｎｔ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Ｂｅｌｇｅ》，ｐ．

５０）。——第４２页。

６２ 指米·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１８６８年在日内瓦用

法文和德文印成传单出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引用了纲领的全文。——第４５页。

６３ 指无政府主义年刊“１８７２年人民年鉴”上发表的米·巴枯宁的文章

“国际的组织”。——第４６页。

６４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斯蒂凡诺尼提出了建立“唯理论者

总协会”的计划，它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

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建立农业移民区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斯蒂

凡诺尼本人承认，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使工人不去注意国际，并阻碍国际

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扩大，同时斯蒂凡诺尼也声明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

盟。在该协会纲领草案公布后展开的论战中，斯蒂凡诺尼发表了一系列

诽谤总委员会、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所用的材料

是从拉萨尔派报纸和福格特等人那里取得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

表文章揭露了斯蒂凡诺尼的真正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直接联系（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２６—５２８页，马克思的文章“再论斯蒂凡诺尼

和国际”，见本卷第９３—９６页），由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也

８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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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反对斯蒂凡诺尼的计划，结果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

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

  “玫瑰小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ｉｎｏＲｏｓ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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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从１８７２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５０

页。

６５ “白衫党”或“白罩衫党”是对第二帝国警察当局所组织的匪帮的称呼，

这些由游民组成的匪帮冒充工人，举行挑衅性的示威游行和发动，为迫

害真正的工人组织制造借口。——第５０页。

６６“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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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页。

６７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２５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

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时，没有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立即召开国

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却通过了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制定协会新章程的决议。这个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制定的，并在１８７２年

７月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章程草案规定取消总委员

会。——第５０页。

６８ 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ｔＧ．Ｂｌａｎｃ．《Ｌ’Ｅｍｐｉｒｅｅｔ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ｐｐｅｌ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ｅｔｄｅ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ｓｅ à ｌａ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７２．——第５１页。

６９ 关于国际美国联合会的分裂的这几项决议是由马克思起草，并根据他

的建议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纽约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

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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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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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

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别是和弗·阿·左尔格所领导的纽约德国人第

一支部对立起来，企图利用国际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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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７１６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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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支部仍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这就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

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并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引起了无产阶级支部和

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有左尔格和波尔特等人参

加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和以伍德赫尔以及第十二支部的其他资产阶级

改革派为首的第二委员会。总委员会坚决支持了北美联合会的无产阶

级派；第十二支部被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１８７２年

５月２８日，总委员会承认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是国际在美国的唯一领导

机关。１８７２年７月，在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常设性的联合会

委员会，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差不多全都加入了这个机构。关于美

国联合会分裂的原因，弗·恩格斯在“国际在美国”（见本卷第１０６—

１１３页）一文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总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在各国国际的刊物上，包括“人民国家报”在

内。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

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至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９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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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

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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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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

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国家报”的活动有很大意义，他

们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个别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因

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５６

页。

７０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六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即“关于将支部开除出

协会的程序”。决议授权总委员会可以暂时开除国际的个别支部，听候

应届代表大会裁决。——第５８页。

７１ 大概是指一小群在苏黎世学习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大学生，他们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影响下组织了一个同盟小组，名称叫做“斯拉夫

人之幕”。这个小组在１８７２年春几度企图正式组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绝后，于１８７２年６—７月间加入了汝拉联合会（它

的纲领是巴枯宁起草的）；１８７３年夏，这个小组瓦解了。——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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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鲁塞尔出版；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３年改为周刊；从１８６７年起成为国际

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６０页。

７３ 古·勒弗朗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１８７１年纽沙特尔版第

９２页（Ｇ．Ｌｅｆｒａｎ汅ａｔｓ．《毦Ｅ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ｔｅà

Ｐａｒｉｓ，ｅｎ１８７１》．Ｎｅｕｃｈａｔｅｌ，１８７１，ｐ．９２）。——第６０页。

７４ 马克思揭露“巴黎报”发表假信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７卷第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７页。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也于１８７１

年３月１６日写信给一些报纸进行揭露。

  “欧洲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Ｅｕｒｏｐｅ》）是奥尔良派报纸，１８４０

年至１８８９年用法文在伦敦出版。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

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７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１８６８年起在柏林出版。马克

思揭露“巴黎报”伪造信件的信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６日该报第７３号

上。——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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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０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荣克提出的一项建议：

于３月１８日在伦敦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来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为了进

行筹备工作，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的人有荣克、麦克唐奈、米

尔纳等人。在３月１２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被指定为演讲人之一。

在这以后，荣克随即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准备决议草案。但是，群众大会

没有开成，因为房主在最后时刻拒绝出借大厅。然而，３月１８日，国

际会员和前公社社员还是聚集在公社社员团体的狭窄的屋子里，举行

了隆重的集会来纪念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会上根据公社活动

家泰斯和卡梅利纳以及总委员会委员米尔纳的建议，通过了三个简短

的决议，决议的全文和保存下来的用法文写的、由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眷

抄并经卡尔·马克思校对过的手稿完全一致。“东邮报”、“国际先驱

报”和“自由报”分别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３日、３月３０日和３月２４日关

于大会的报道中发表了决议的全文，但没有指明作者。

  “国际先驱报”（《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ｒａｌｄ》）是英国的一家周报，

从１８７２年３月至１８７３年１０月在伦敦出版。在１８７２年５月至１８７３年

５月这段期间实际上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该报

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和不列颠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国际工人协会

的文件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１８７２年底和１８７３年初，该报在反对

脱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

来由于该报的发行人和编辑威·赖利脱离了工人运动，从１８７３年６月

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替该报撰稿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文件也

停止在该报上发表。——第６１页。

７６ 费雷支部（因纪念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泰奥菲尔·费雷而取此名）是公

社失败后在巴黎成立的法国最早的国际支部之一。这个支部于１８７２年

４月最终形成；它是总委员会同法国各个起义工人组织进行联系的据

点。１８７２年７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总委员会特设章程审查委员会审

查了该支部的章程以后，国际接受了这个支部加入自己的队伍。——第６２页。

７７ 马克思的手稿“论土地国有化”是在１８７２年３—４月间写的，起因是由

于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杜邦在３月３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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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这个支部的成员在土地问题上有混乱的观点

并且讲述了自己未来的发言中的五个要点。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

自己的意见，以便他能在支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广

泛地论证了他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观点。１８７２年５月８日，杜邦在支

部会上宣读了一个报告（和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手稿完全相符）；这个

报告以“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宣读的一个报告”

为题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没有指明作者和报

告人。——第６４页。

７８ 这段话引自塞扎尔·德·巴普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１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

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第６６页。

７９ 这封信是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写的，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曾

请求总委员会向西班牙联合会应届代表大会致贺词。１８７２年４月７

日，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在“解放报”上予以发表。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４—１１日在萨拉哥沙举

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３１个地方性联合会的４５个代表。警察当局

根据政府的指示，破坏了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

  “解放报”（《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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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９月至１８７２年４月期

间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

行斗争。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３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

“哲学的贫困”的和“资本论”第１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

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专为该报写的。——第６８页。

８０ 由于议员亚·贝·柯克伦在下院发表了一篇诽谤性的演说，马克思起

草了这篇声明，并在４月１６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根据总委员会

的决议，声明印成了传单，同时在“东邮报”上发表。——第７１页。

８１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１８６４年在国

际成立时，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这一部分里制定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个

国际性群众组织的基本纲领性原理。这个引言部分原封不动地载入了

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共同章程中。这个文件的第三段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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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任务。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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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页）。马克思在他和“临时章程”同时起草的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论证这个原理说，“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

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并号召无产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

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３页和第１４页）。——第７２页。

８２ 指巴枯宁的小册子“一个国际会员对朱泽培·马志尼的回答”１８７１年

米兰版（《Ｒｉｓｐｏｓｔａｄ’ｕ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Ｍａｚｚｉｎｉ》．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７１）；这本小册子是作为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６日“玫瑰小报”第２２７号附

刊而发表的。——第７２页。

８３ “人民呼声报”（《ＤｉｅＶｏｌｋｓｓｔｉｍｍｅ》）是奥地利的工人报纸，社会民

主党人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总委员会；１８６９年４月至１２月在维也纳

出版，每月出两次。——第７３页。

８４ “度申老头”（《ＬｅＰèｒｅＤｕｃｈｅｎ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７１年３月

６日至５月２１日在巴黎出版，发行人是韦梅希。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

基派报刊。——第７４页。

８５ 这段引文和以下的引文都是马克思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２日福塞特在下院

发表的演说中摘录下来的。这篇演说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泰晤士

报”上。——第７５页。

８６ 关于成立联邦劳动统计处的法案曾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得到通过，

但是后来被参议院否决了。——第７６页。

８７ 致费拉拉工人协会的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关于该协会宣告成立并希望

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的通知而写的。恩格斯的信以及寄去的国际工人

协会的纲领性文件，帮助该协会的会员克服了无政府主义影响。５月７

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批准费拉拉协会为国际的一个支

部。——第７９页。

８８ 恩格斯从这篇文章开始就经常为意大利“人民报”撰稿，一直继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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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年底。在这以前，在１８７１年，该报发表了恩格斯若干来信的摘录

和他寄到意大利去的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文件。根据该报主编恩·比

尼亚米的请求，恩格斯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以“伦

敦来信”为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加上了这样一句编者按语：“今后我

们将以这个标题陆续发表一位可敬的公民不辞辛劳地从伦敦写给我们

的信”。由于政府的迫害使该报无法定期出版，以及由于工人运动普遍

低落，恩格斯为“人民报”撰稿的工作从１８７３年初起中断了，直到１８７７

年才恢复。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由姜尼·博西奥收入“卡

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文集”１９５５年米兰—罗马

版（《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Ｓｃｒｉｔｔ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Ｍｉｌａｎｏ－Ｒｏｍａ，

１９５５）。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

的其他大部分文章一样，和博西奥所编的文集中的标题相同。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

编。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５年在洛迪出版，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８３年在米兰出版；七

十年代初以前，该报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针，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报

纸，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３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在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

中支持总委员会，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第８１页。

８９ １８３０—１８８１年，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爆发了农业工人的自发起义，起义

是由于农业工人的处境极端贫困而引起的。农业机器的使用使大批雇

农失业，他们为了表示抗议，焚烧了谷堆，捣毁了机器。被派到起义地

区去的军队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第８２页。

９０ １８７２年８月底，在瓦瑞克郡成立了一个领导罢工的农业工人联合会，

罢工很快就波及英国中部和东部的一些相邻的郡。它得到了城市工人

的工联组织的支持。城市工人的经济援助，以及随着工业高涨而来的城

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农业工人斗争的胜利。１８７２年５月，

由工人约瑟夫·阿尔奇任主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立了，到１８７３

年底，联合会团结了大约１０万人。争取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的斗争，

一直继续到１８７４年，结果，罢工者在许多郡都取得了胜利。——第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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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恩格斯是指内务大臣普鲁斯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２日在上院会议上对阿·贝

·柯克伦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说的回答。——第８３页。

９２ 关于警察当局迫害国际米兰支部领导人之一，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库

诺的消息，是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讲的。而恩格

斯则是从意大利报纸上以及他在４月２２日收到的库诺的信中获悉这

些迫害情形的。鉴于对库诺的迫害是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反对国际的阴

谋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认为，揭露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１８７２年４月

２７日“东邮报”和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玫瑰小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

报道中刊载了恩格斯所写的这则消息。——第８４页。

９３ ５月１４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成立的各

爱尔兰支部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见注１４）。恩

格斯在自己的发言中揭露了黑尔斯以及总委员会和不列颠委员会的某

些委员的沙文主义观点，他们反对在国际内建立独立的爱尔兰组织，以

及这个组织为爱尔兰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会议上展开的讨论中，委

员会的多数委员都支持恩格斯。

  恩格斯的发言以他本人写的供报纸发表的发言稿形式保存下来，同

时也载入总委员会记录簿中（不全）。由于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

决定不把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讨论情况写进要在报上发表的报道中，所

以这篇发言没有发表。这是因为考虑到，发表包括黑尔斯的发言在内的

某些发言，会使国际遭受损失。——第８６页。

９４ 指１８４２年３月８日宪章派和爱尔兰人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冲突。这场冲

突是由对英国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宪章派运动持敌视态度的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者——全爱尔兰合并取消派（主张取消１８０１年合并的人）协

会的领导人挑起的。舆康瑙尔和一些宪章派被合并取消派逐出了科学

厅；奥康瑙尔本来要在那里做报告的。——第８７页。

９５ １８７２年４月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和所属共和社会主义

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１８７２年伦敦版（《Ｃｏｎｓｅｉｌｆéｄéｒａｌｉｓｔ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ｉｌｌｅｕｒｓｅｔ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ａｄｈéｒｅｎ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２）（小册子用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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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和德文出版）。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起草了这篇声明，并在１８７２

年５月２１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是在１８７２

年初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所包括的成员有：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见本

卷第２９—３０页）的残余，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被伦

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以及其他一

些力图钻进国际的领导机构的分子。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伦敦代表

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关于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两项决

议。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项决议列入共同章程

以及关于开除巴枯宁的决议，给了所有这些敌对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

１８７２年９月底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并企

图把它说成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联邦主义委员会往后的活动变

成了妄图窃据对“运动”的领导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

  总委员会的这篇声明几乎发表在国际的一切报刊上，“解放报”编辑

部在声明的末尾加上了下面这段结束语：“这一重要文件向我们揭露了

资产阶级政党的阴谋，戳穿了它们想使协会内部发生分裂并使国际的

活动陷于瘫痪的企图。在英国和德国，在比利时和瑞士，在美国和意大

利，在所有国家中资产阶级都企图歪曲工人的团结一致的原则，以便使

我们的协会上崩瓦解。让这个事实成为我们的教训吧。”——第８９

页。    

９６ 共和大同盟是１８７１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扮演领导

角色的有：奥哲尔、布莱德洛、韦济尼埃、勒·吕贝等人。同盟宣布自

己的目的是，用联合世界各国的共和主义者并由他们传播各种著作和

小册子的办法，以及用在群众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和发表演说以实现全

面交流知识的办法来达到人类智力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幸福。同盟的

纲领除了要求土地国有化和普选权而外，还要求废除封号，取消僧侣和

贵族的特权，在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中实现联邦原则。同盟产生的基础

是，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法兰西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影响下在英国日益发

展的共和运动。参加同盟的有在英国许多城市中成立的共和派俱乐部，

它们联合了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时也联合了一些无产阶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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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９页。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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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盟的纲领中，除了若干资产阶级激进要求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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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５７—６６３页）。但是，

到１８７０年秋天，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到１８７２年同

盟同国际失去了一切联系。——第８９页。

９８ 这里是指１８７１年底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这是国际的一

个支部）开除诬蔑总委员会的拉萨尔分子集团一事。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官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

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１８４０年２月建立的。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

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

许多拥护者便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

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就成为国际

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自１８７１年底起，该协会作为一个支部，加

入了不列颠联合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被英国政府禁止

时为止。——第８９页。

９９ 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由于收到好几份关于韦济尼埃诬蔑国际法

国会员的声明，委托布鲁塞尔支部要求韦济尼埃为自己所做的责难提

供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将韦济尼埃开除出国际。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布鲁塞尔支部通过决议，将韦济尼埃开除出国

际。——第８９页。

１００见注５３。——第９０页。

１０１由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８日“自由思想”上出现了斯蒂凡诺尼的一篇诽谤国

际和马克思个人的文章：“马克思——福格特——赫尔岑”，卡·马克思

就写了“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一文。在此以前，恩格斯曾著文揭露

过斯蒂凡诺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２６—５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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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凡诺尼的继续不断的攻击和他与同盟以及拉萨尔派的直接勾结，迫

使马克思也出来反对他。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意大利会员进行的揭露

使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

了失败。

  “自由思想”（《ＩｌＬｉｂｅｒｏＰｅｎｓｉｅｒｏ》）是意大利的一家杂志，资产

阶级唯理论共和派的机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佛罗伦萨出

版。——第９３页。

１０２斯蒂凡诺尼由于计划建立“唯理论者总协会”（见注６４），企图取得共

和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的支持。为此目的，他写了一封信

给威·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没有弄清楚斯蒂凡诺尼的建议，同时也

不知道他跟同盟和拉萨尔派有勾结，因此便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回信

表示欢迎。回信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发表。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告诉

了恩格斯。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日的回信中使李卜克内西弄清了

事情的真相，在这以后，李卜克内西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９日用德文写了一

封措词尖锐的信给斯蒂凡诺尼，拒绝同他进行任何合作，并以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名义声明完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封信由恩格斯

译成意大利文并通过卡菲埃罗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０日“玫瑰小报”

上。——第９３页。

１０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４４３—４４７页。——第９３页。

１０４“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４８年１９１５

年以该名称在柏林出版。——第９３页。

１０５指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１８５９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ｉｇｅｎＬａｇｅＥｕｒｏｐａｓ》．ＧｅｎｆｕｎｄＢｅｒｎ，１８５９）。——第９４

页。

１０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第９４页。

１０７在第二帝国崩溃后出版的一本官方汇编“皇室文件和通信”１８７１年巴

黎版第２卷第１６１页（《Ｐａｐｉｅｒ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

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１，ｐ．１６１）上载有１８５９年付给福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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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万法郎的记事。——第９５页。

１０８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５卷和第６卷。——第９５页。

１０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７４—５７５页，第１２卷第４５０—

４５５页。——第９５页。

１１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文章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９５页。

１１１“思想和行动”（《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Ａｚｉｏｎｅ》）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１８５８年至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１８６０年在罗迦诺

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马志尼的宣言“战争”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５月“思想和行动”第１７期

上，由马克思译成英文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０６—４１２页）。——第９５页。

１１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７３２—７３５页。——第９５页。

１１３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遗著集”１８７０年日内瓦版。文集

中第一次发表了“往事与回忆”一书的若干片断，其中包括“流亡中的

德国人”一章。——第９６页。

１１４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我们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

声”第３卷第２３３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１８６７年斐维版。——第９６

页。

１１５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出版的“协和”杂志第１０期上登了一篇德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写的诽谤文章，为此，马克思写了这封信给“人

民国家报”编辑部。布伦坦诺匿名发表上述文章，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

者的声誉，指责他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使用的材料。马克思的回答于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出来以后，在“协和”上又

发表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再次作了回答，载于

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３号（见本卷第１１８—１２７页）。马

克思逝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继续了布伦坦诺所掀起的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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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运动，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６月间写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序言，以

及在１８９１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反对〕马克思”（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２卷）中彻底揭穿了他。恩格斯在

这本小册子的“文件”一节中转载了马克思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

两封信。马克思这两封信的俄译文是作为恩格斯的小册子的组成部分

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２（７）卷上的。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ｕｒ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

于１８７１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１８７６年。——第９７页。

１１６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

１４页。

  马克思引用的格莱斯顿的这句话几乎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伦敦各

报（“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关于这次议会会议的所

有报道中都登载了；由汉萨德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议会议事录中，演说

原文都经发言者本人做了修改，马克思引用的那句话也被删掉

了。——第９７页。

１１７指爱·斯·比斯利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日

“双周评论”第４７期。

  “双周评论”（《Ｔｈｅ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

学和文学问题杂志，１８６５年由一群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１９３４

年。——第９８页。

１１８《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Ｂａｎｋ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ｃｔｏｆ１８４４》．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６４，Ｔ．ＣａｕｔｌｅｙＮｅｗｂｙ，３０，Ｗｅｌｂｅｃｋｓｔｒｅｅｔ，该书是匿名出版

的，作者是亨利·罗伊。——第９８页。

１１９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８２１—８２４页。——第９９

页。

１２０“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

２卷（《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ｌｃａ．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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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ｏｆｂｏ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威克菲尔德的

书没有指明作者。——第１００页。

１２１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帝国国会

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

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

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们”。但

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来打

死他们”已被改为“使他们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

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

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１００页。

１２２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１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关于１８７２年

９月２日在海牙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确定了议事日程中的

主要问题。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即６月１８日的会议上，选出了一

个专门委员会（恩格斯、瓦扬、麦克唐奈）来起草关于即将召开的代表

大会的正式通知。恩格斯所写的这份通知的全文寄给了“国际先驱报”，

并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９日发表。

  恩格斯用英文和法文写的草稿都保存下来了。——第１０２页。

１２３“共产党宣言”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

而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最

初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在伦敦用单行本发表。１８４８年３月至７月，“共产党

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连载。德文原本也是１８４８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再

版的，这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错的字。这一原本后来被马克思和恩

格斯规定为以后各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的基础。１８４８年“宣言”同时

又被翻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

  １８７２年的德文版“宣言”是“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里做了某些不大的修改。１８７２

年版本以及后来在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９０年出版的德文版本，都是用的“共产

主义宣言”这个标题。——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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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是１８５０年６—１１月由乔

·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该刊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第２１—２４期）曾以

“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英译文。——

第１０４页。

１２５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在

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

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

绝了关系。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１０４页。

１２６指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由巴枯宁翻译的，１８６９年在

日内瓦出版，他在许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内容。１８８２年在日内瓦出

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译本消灭了第一个版本中的缺陷。——第１０４页。

１２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５５页。——第１０５页。

１２８“国际在美国”一文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恩格斯利用了马

克思在１８７２年２—５月期间从报纸上以及国际会员的来信中摘录下来

的有关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资料。这些资料阐明了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

１８７２年５月期间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所进行的内部斗争。恩格

斯也利用了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２日马德里“解放报”第５４号上的一篇文章

“美利坚合众国的资产阶级和国际”。——第１０６页。

１２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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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纽约出版的一家美国报纸。——第１０７页。

１３０第十二支部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０日的宣言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３日“伍德

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７１期上。——第１０７页。

１３１震教徒（震动者）是美国的一个教派的名称。——第１０８页。

１３２临时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４日的通告，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

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上。马克思为

了向总委员会做关于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报告而收集准备材料时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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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摘录了通告中的一些话。——第１０９页。

１３３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七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９—４６０页。——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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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机关报；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在纽约出版。——第１１０页。

１３５指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的决议。决议全文保存在马克思所做的

有关北美联合会分裂问题的摘录中。——第１１３页。

１３６恩格斯的这封信只有草稿保存下来了，草稿写在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

委员会的来信的页边上；在这个文件上还有恩格斯写的注明“７月１６

日收到，７月１８日回复”的字样。——第１１４页。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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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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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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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出版。——第１１７页。

１４０由于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４日“协和”杂志第２７期上刊登了布伦坦诺的第二

篇匿名文章，马克思遂于同年７月２８日写了这封信。布伦坦诺的文章

是赫普纳通过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赫普纳要求马克思尽快予以回答，

并强调指出当前同讲坛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的重要性。—— 第１１８

页。    

１４１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都柏林版第３卷第

１３６页（Ａ．Ｓｍｉ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６，ｐ．１３６）。—— 第１１９

页。    

１４２这一段和下一段中的话是马克思从“资本论”第１卷上引下来的（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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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８２１—８２４页）。——

第１２０页。

１４３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日“双周评论”第４７期第５２９—５３０页。——第１２１页。

１４４指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六评论”第７８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

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

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的简称，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８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２１页。

１４５《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ｃ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 ． ，ｐ．１８５．——第１２２

页。

１４６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论者

的机关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２６页。

１４７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９７４年在

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１２６页。

１４８由于筹备海牙代表大会，揭穿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破坏活动就

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１８７２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掌握了拉法格、

梅萨、吴亭等人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已经出版以后寄来的大量文

件，证实在国际内部，首先是在西班牙，存在一个秘密的巴枯宁主义团

体。

  执行委员会（见注１５２）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５的会议上研究了从西班牙

得到的关于同盟的秘密活动的文件，决定提请总委员会向应届代表大

会建议把巴枯宁和同盟盟员开除出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综合会

议上发表的意见，并把它提交给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８月５日恩格斯写

信给约·菲·贝克尔说：“明天晚上我们将要投出一枚炸弹，它在巴枯

宁主义者中定会引起相当大的惊慌…… 我们终于从西班牙获得了所

需要的材料的揭发性的文件。”８月６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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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他以执行委员会名义起草的这个告国际全体会员书草案。草案引

起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许多总委员会委员反对在同盟案件调

查清楚以前公布告会员书。多数票决定把恩格斯所提出的草案发给大

家参考。

  文件以恩格斯的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是用法文和英文写

的。——第１２８页。

１４９指总委员会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下恩格

斯阐述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写的一封信“国际工人协会致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本卷第１２—１４和１４—１５页）。——第１２９

页。

１５０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的那些因该报揭露秘密同盟在西

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

１８７２年７月８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织新马德里联合会

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

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承认它是国际

的一个联合会（见本卷第１３９页）。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

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争

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１３１页。

１５１这个文件是在执行委员会（见注１５２）１８７２年８月８日的会议上通过

的。从保存下去的手稿上可以看出，第一段是马克思写的。——第１３５

页。

１５２执行委员会是从１８７２年７月起对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

的称呼，常务委员会是由早在１８６４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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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明文规定下来的委员会，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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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８日，为了加紧筹备应届代表大会，总委员会通过了

一项决议，把一切组织工作移交给执行委员会；１８７２年夏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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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巴枯宁主义者和一切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的阴谋方面，在海

牙代表大会前夕把真正的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围方

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１３５页。

１５３ “理智”（《ＬａＲａｚｏｎ》）是一家无政府主义的周报，１８７１年１８７２年在

塞维尔出版。——第１３５页。

１５４新马德里联合会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４日“解放报”第６３号上发表声明，宣

布它已为总委员会所承认，在声明中刊登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所写

的这封信。——第１３９页。

１５５这是恩格斯给总委员会正式承认并同它经常保持联系的意大利米兰、

都灵、费拉拉和罗马各支部的呼吁书。

  国际都灵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平民”周报（１８７２年４—１０月出版）

编辑部在发表这个呼吁书时加了下面这段按语：“我们在刊载下面这封

信时，必须向大家说明，我们之所以不能更早一些刊载它，是因为‘无

产者解放报’（《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ｐｒｏｉｅｔａｒｉｏ》）（这封信就是寄给它

的）理事会的理事们由于罢工而被监禁起来了；和他们中断了的联系直

到最近才恢复。”

  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用意大利文写的呼吁书草稿上有“罗马、费拉

拉、米兰、都灵”等字样。——第１４０页。

１５６意大利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４—６日在里米尼

举行。由巴枯宁直接参加筹备的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擅自称

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以及同总委员会断绝

一切关系的决议。——第１４０页。

１５７海牙代表大会是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召开的。代表大会面临的刻不

容缓的任务，是以自己的决议把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人

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反对各个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肯定下来。伦敦代表

会议各项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

斗争中的极为重大的胜利，并且给了一切敌视工人阶级的分子，首先是

巴枯宁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从１８７１年秋天开始，特别是在

代表大会的前夕，即１８７２年夏天，巴枯宁主义者和参加他们一伙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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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反对这些决议和力争实现这些决议的总委员会。

  在筹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团结无产阶

级的革命力量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在总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在他

们的积极参加下，讨论并通过了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国际章

程和条例的各项建议，首先是把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扩大总委

员会权力的决议补入章程的建议。

  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

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１５全国性组织的６５名代表。在

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

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

的首领们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

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１４１页。

１５８在执行委员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９日会议上，马克思受托起草总委员会向国

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作为报告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做这个报告。马克思提出的报告于１８７２年８月底经总委员会会议批

准。９月５日，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用德文宣读了这个

报告；在宣读之前，马克思告诉与会者说，因为报告决定要在报刊上发

表，所以他不得不只是概略地谈到国际的工作。接着，总委员会的报告

由代表大会的一些书记分别用法文、英文和荷兰文宣读，并经全体代表

通过，只有西班牙代表——同盟盟员们在表决时弃权。报告发表在英

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国际的报刊上，并用德文印成传

单。总委员会报告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１９８３年“共产国际”杂志第７—

８期上。——第１４３页。

１５９“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人协会联合总会反对全民投票的宣言”１８７０

年巴黎版（《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ａｎｔｉｐｌéｂｉｓｃｉｔａｉｒｅｄ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ｉｓｉｃｎ－ｎｅｓ

ｆéｄéｒéｅｓ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ｅｔｄｅｌａｃｈａｍｂｒｅｆéｄéｒａｌｅ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ｅｓ

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０）。——第１４３页。

１６０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３日，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举行全民投票的法令，目的在

于巩固拿破仑第三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问题是被这样提出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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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全民投

票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８日举行。——第１４３页。

１６１指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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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３页。

１６２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０年底至１８７１年在巴黎发表的两卷集“皇室文件和

通信”（《Ｐａｐｉｅｒ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该书第

一卷中载有大臣奥利维耶下令逮捕国际会员的那些紧急文件。——第

１４４页。

１６３指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２日至７月８日进行的对国际巴黎组织成员的第三次

审判。被传讯的有３８人，其中包括瓦尔兰（他躲藏起来了）、弗兰克尔、

若昂纳尔、阿夫里阿耳、沙兰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著名活动家。被告分

别被判处两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罚款。——第１４４页。

１６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页。——第１４４页。

１６５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法国报纸“觉醒报”第４０９号上，在呼

吁书上签字的有１５０名国际会员。国际的许多报纸也转载了这个呼吁

书。——第１４５页。

１６６设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发表了

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宣言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１日“人民国家

报”第７３号上。但是，在宣言发表以前，在９月９日，不伦瑞克委员

会全体委员即遭逮捕。——第１４６页。

１６７威廉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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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页。

１６８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在德意志国会讨论关于增加反法战争拨款问题时，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

和国签订和约，不准兼并。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倍倍尔被捕，随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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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卜克内西也被捕。

  虽然如此，在１８７１年３月的普选中，倍倍尔又被选为国会议

员。——第１４７页。

１６９１８７１年６月６日茹尔·法夫尔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呼吁各国政府共

同对国际进行斗争。这个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要求把公社流亡者

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的紧急通告标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６

日。——第１４７页。

１７０工人总联合会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该联合会的活动遍及

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和匈牙利各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联合会进行了

社会主义宣传，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联合会的领导人（卡罗耳·法

尔卡什、安塔耳·伊尔林格尔、维克多·居耳菲尔迪）加入了国际工人

协会匈牙利支部，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直接同马克思

有联系。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１日，联合会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游行示威。

因此，政府解散了该联合会，而联合会的领导人和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

工人运动的代表一起，都被控叛国而遭到逮捕。但是由于指控没有任何

证据，并且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被告都被宣告无罪。——第１４８

页。    

１７１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

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

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

尼亚社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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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７年芬尼亚社社员发

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

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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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了芬尼亚社社

员的密谋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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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总委员会挺身捍卫被捕者，公开抗议对他们

的野兽般的虐待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和言论中系统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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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

第２４６—２４７、６６４—６６９页）。——第１４９页。

１７２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保守派

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１８６１年至

１９１８年在柏林出版。——第１５０页。

１７３指意大利内务大臣朗扎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４日勒令解散国际各支部的通

告。根据这个通告，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的一个大支部——那不勒斯支

部被摧毁了。

  １８７２年１月，西班牙内务大臣萨加斯塔也发布了一个勒令解散国

际的组织的通告。朗扎和萨加斯塔的这两个通告似乎是意大利政府和

西班牙政府对茹·法夫尔呼吁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号召的答

复。——第１５０页。

１７４搜查吴亭的住宅以及审查他个人的文件在国际的文件的事是在１８７２

年１月２６—２８日发生的。日内瓦各支部的州委员会对欧洲各国政府反

对国际的阴谋的这种表现，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在２月６日的集会

上为此通过了一项专门的决议。国际总委员会也在２月２０日通过了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２９—５３０页），这个声明发

表在国际的报刊上。——第１５１页。

１７５指１８７２年９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

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在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中也包括关于

共同对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问题。——第１５２页。

１７６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是由他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５日向海

牙代表大会调查同盟秘密活动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在报告中所提到

的那些文件也由恩格斯交给了委员会。保存下来的有报告草稿和所附

的文件的目录；恩格斯所编的目录中的文件编号和报告中的文件编号

是一致的。——第１５３页。

１７７指维·帕赫斯代表新马德里联合会写的给国际西班牙各联合会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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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该通告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０日“解放报”第６１号上。——第

１５５页。

１７８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的通告是由“解放报”编委同时也是同盟盟员梅萨、帕

赫斯、弗·莫拉、伊格列西亚斯等人起草的。在给西班牙同盟全体盟员

发出的这个通告中，宣布解散同盟的马德里组织，并建议同盟在西班牙

的一切组织都效法它的榜样。这个通告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７日“解放

报”第５０号上。——第１５５页。

１７９西班牙联合会瓦伦西亚代表会议是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９—１７日秘密举行

的。代表会议最后制定并通过了巴塞罗纳代表大会（１８７０年）就已基

本上拟订好了的西班牙联合会的章程以及各地方联合会和各支部的示

范章程，从而也就确定了国际在西班牙的组织结构。

  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规定，每个地方同一行业的全体工人联合组成

一个支部；若干支部成立一个地方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在自己的代表大

会上选出地方联合会委员会。所有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联合会，全国联

合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选出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瓦伦西亚代表会议

扩大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设立了五个地区的通讯书记的职位，并且

通过决定，个人可以直接加入联合会。——第１６１页。

１８０指１８７２年３月马德里地方联合会中无政府主义多数派把“解放报”编

辑部委员弗·莫拉、梅萨、伊格列西亚斯、帕赫斯、卡耳耶哈、鲍利开

除出该联合会的事。这些被开除者都是瓦伦西亚代表会议选出的西班

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开除他们的理由是，该报编辑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２

月２５日发表了一封“致在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邦党代表们”的公开

信。——第１６１页。

１８１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见注７９。——１６１页。

１８２巴塞罗纳代表大会是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１８７０年６月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１５０个工人团体的９０名

代表。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并选出了联合会委

员会。代表大会通过了致总委员会书，声明联合会承认国际的共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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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体上拟订了西班牙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和支部的章程（章程在

１８７１年瓦伦西亚代表会议上最后制定）。同时在无政府主义者即同盟

在西班牙的秘密组织的成员的影响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反对参加

政治斗争的决议。——第１６１页。

１８３１８７２年４月４—１１日在萨拉哥沙召开的西班牙联合会第二次工人代

表大会文件摘录。由本届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根据所收到的文件和

意见编辑”第１０９—１１０页（《Ｅｓｔｒａｃｔｏｄｅｌａｓａｃｔａｓｄｅｌｓｅｇｕｎｄ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ｏｂｒｅｒｏｄｅｌ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ｓｐａｎｏｌａ，ｃｅｌｅｂ－ｒａｄｏｅｎＺａｒａｇｏｚａｅｎ

ｌｏｓｄｉａｓ４ａｌ１１ｄｅＡｂｒｉｌｄｅ１８７２，ｓｅ－ｇｕｎｌａｓａｃｔａｓｙｌａｓｎｏｔｅｓｔｏｍａｄａｓ

ｐｏｒｌａｃｏｍｉｓｉｏｎｎｏｍｂｒａｄａａｌｅｆｅｃｔｏｅｎｅｌｍｉｓｍｏ》，ｐ．１０９—１１０）。

  保存下来的有一份恩格斯交给海牙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加有他的批

注的小册子。——第１６２页。

１８４指无政府主义者企图通过由各个小的、而且常常是不存在的支部派出

代表的办法来制造虚假的多数并夺取国际（在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会

上）和罗曼语区联合会（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于绍德封召开的该联合

会代表大会上）的领导权一事（见本卷第１５、１８页）。—— 第１６３

页。    

１８５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正式文本是由参加了决议出版委员会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审定的。大多数决议都是以１８７２年夏天总委员会

在预先讨论代表大会的议程时通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项建议为基

础的。其中包括：第七条ａ项、关于章程的决议、关于条例的决议，关

于开除美国第十二支部的决议等等。关于总委员会驻在地的决议是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共同提出的，恩格斯的发言（见本卷第

７３０—７３１页）说明了提出这一决议的理由。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

际联系的决议是根据拉法格的建议通过的。保存下来的有恩格斯用法

文写的准备送去出版的决议全文。——第１６５页。

１８６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后，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应荷兰联

合会委员会的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同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会晤。在阿姆

斯特丹９月８日的群众大会上，马克思、左尔格、拉法格和其他代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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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演说。马克思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曾刊载在荷

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报刊上。比利时和法国报纸刊载的演说最完

整，而且文字也完全一样。“人民国家报”是从“自由报”转载了马克

思的这篇演说，但稍微做了一些改动。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６日赫普纳写信给

马克思说，他们不能一字不易地照登他的演说，因为在德国的条件下，

提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就会立刻造成对报纸进行审判的借口。在荷兰

报纸“商业总汇报”（《Ａｌｇｅｍｅ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ａｌｄ》）上，只发表了这篇演

说的非常简短的记要。记者写道：“公民马克思转过话题来分析已结束

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果。他说成果是重大的。把权力有力地集中在

总委员会手里是对付柏林会议的极其必要的措施。演讲人认为，柏林会

议预示着向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只要国际还

没有成为一个巩固地团结在一起的组织，它就不能把运动变成共同的、

在各处同时发生的运动，而它的努力也不会产生重大的结果。演讲人援

引了巴黎公社的例子。为什么它遭到了失败呢？因为它孤立无援。如果

在巴黎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的首都也爆发了革命，那末成

功的希望就会大得多。”——第１７８页。

１８７ “海盗报”（《ＬｅＣｏｒｓａｉｒｅ》）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１８７１年

起在巴黎出版。——第１８１页。

１８８ “夜晚报”（《ＬｅＳｏｉｒ》）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１８６７年起在

巴黎出版。——第１８１页。

１８９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担任了大会记录和决议审订委员

会的委员，着手整理这些文件以便予以公布。１８７２年１０月底，代表大

会决议的正式文本以法文单行本的形式出版；１２月１４日在“国际先驱

报”上也用英文发表了决议的正式文本。整理和公布代表大会记录的工

作没有完成。——第１８３页。

１９０这些关于代表大会组成的材料同左尔格所作记录中的材料略有出入。

左尔格记录的数字是：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有６５名，其中有１８名

法国代表、１５名德国代表、７名比利时代表、５名英国代表、５名西班

牙代表、４名荷兰代表、４名瑞士代表、２名奥地利代表、１名丹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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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名匈牙利代表、１名澳大利亚代表、１名爱尔兰代表和１名波兰代

表。——第１８４页。

１９１“火花报”（《ＬａＦａｖｉｌｌａ》）是一家意大利报纸，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９４年在曼

都亚出版；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年每日出版；最初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

纸，七十年代前半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恩格斯引用的话是从１８７２年９月３日该报第１８４号上刊登的一篇

文章“都灵通讯”中摘录下来的。——第１８９页。

１９２“解放报”编辑部在发表恩格斯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这篇文章时，力

求使它看起来像是在西班牙写的，因此，文章刊登时没有署名。——第

１９１页。

１９３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ａ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ｉｕｒａｓｓｉ

ｅｎｎｅ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是瑞士无政府

主义者的机关刊物；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８年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刊，从

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周刊。主编是詹·吉约姆。

  恩格斯引用的话是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日和１０月１日“汝拉联合会

简报”第１７、１８两期上摘录下来的。——第１９２页。

１９４汝拉联合会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委托书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５

日至９月１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１５—１６期上。——第１９３页。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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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５页。

１９６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至７日在海牙（荷兰）举行的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

会代表名册”１８７２年阿姆斯特丹版（《Ｌｉｓｔｅｎｏｍｉｎａｌｅｄｅｓｄéｌéｇｕéｓｃｏｍ

ｐｏｓａｎｔｌｅ５－ｍ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ｕｎｉｖｃｒｓｅｌ，ｔｅｎｕàｌａＨａｙｅ（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ｄｕ

２ａｕ７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７２》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８７２）。——第１９８页。    

１９７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通过恩格斯转给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封信，

请求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把罢工破坏者从英国运入葡萄牙的行动。这

个威胁是由于里斯本所有翻砂企业的翻砂工人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９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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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行的罢工引起的。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者要求缩短

工作日。里斯本翻砂工人的罢工得到了国际葡萄牙联合会的支持。这封

信曾在９月２６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并发表在１８７２

年１０月５日“国际先驱报”第２７号上。——第２００页。

１９８“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时，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

“很遗憾，这里错误地漏排了‘同盟’一词。由于这一刊误，的确可以

使人认为，马克思建议开除施维茨格贝耳，而实际上他并没有提出这个

建议”。——第２０１页。

１９９从恩格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致纽约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

出，恩格斯起初想把关于国际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的报告

一起寄去。但是，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日他又写信说，他只把关于西班牙的

报告寄去，而关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报告以后再寄。这两个报告是否寄

去了，没有材料证实。——第２０３页。

２００关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日的通告，见注１７８。——第２０６页。

２０１ “下伦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洛迪支部）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在比尼亚米的

直接影响下成立的，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比尼亚米把这件事通知了恩格

斯。洛迪支部通过的章程是同国际的章程相符合的。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

１１月２５日写信把洛迪支部成立的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

由于警察的迫害，这个支部于１８７３年初停止活动。——第２０９页。

２０２指格莱斯顿的小册子“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

的两封信”１８５１年伦敦版（《Ｔｗ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ｏｆＡｂｅｒｄｅｅｎｏｎ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１）。——第２１０页。

２０３指根据女王的命令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７日开始实行的伦敦各公园游览规

则。——第２１１页。

２０４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４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许多荷兰

支部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荷兰联合会委员会鉴于无政府主义

者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活动而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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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决议。——第２１４页。

２０５哥多瓦代表大会是纯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３０

日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同总委员会以及整个国际工人协会完全决

裂。——第２１４页。

２０６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５—１６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同盟在各国的秘密组织的代

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否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以及同总委员会决裂

的决议，这意味着国际的实际分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见本卷第４３１—４３２页）。——第２１４页。

２０７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日由维·帕赫斯署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

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的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９日“解

放报”第７３号上。呼吁书揭露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所进行的破坏和

分裂国际的行为。鉴于联合会委员会违反西班牙联合会章程和萨拉哥

沙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提前召开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及擅自修改议程，提

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之

间进行抉择的问题，新马德里联合会建议，选举一个能够根据国际章程

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活动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第２１５页。

２０８格腊西阿联合会于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４—６日举行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同盟

领导人之一阿勒里尼关于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后，谴责了西班牙

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支持圣伊

米耶代表大会决议的建议，并以多数票赞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

  瓦伦西亚联合会会议是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９日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

否决了同盟分子提出的建议，即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限权

代表委托书中写明要求赞成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第２１５页。

２０９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０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２０—２１期上发表了茹尔·蒙

特尔的一封抗议把布斯凯开除出国际的信。——第２１５页。

２１０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派（见注１４）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

思主义分子其中包括瑞士的同盟盟员，勾结起来了。英国改良主义者和

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猛烈攻击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尤其是关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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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１２月１日“汝

拉联合会简报”第２３期上发表了约·黑尔斯１１月６日的来信和由同

盟盟员施维尔茨格贝耳署名的回信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公开驳

斥黑尔斯。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左尔格说：“今天

我寄给你一份［报纸］，在这份报纸上恩格斯和我同黑尔斯及共同伙展

开了论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国际先驱

报”第３８号和１２月２８日西班牙“解放报”第８０号上。“解放报”编

辑部加上了下面这段按语：“下面我们公布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马克思和

恩格斯寄给伦敦出版的‘国际先驱报’的一封对约翰·黑尔斯先生的无

耻谰言表示抗议的信。这些无耻谰言在我们这里被那些随时准备传播

流言蜚语的同盟分子的刊物津津乐道地重复着。”——第２１６页。

２１１关于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超越职权的问题，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曾一再

被提出。从１８７２年春天起，黑尔斯就开始同总委员里支持马克思的多

数派闹对立。在协会不列颠联合会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１—２２日在诺定昂

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黑尔斯企图强行通过关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

“自治”的决议。由于这个缘故，并鉴于他支持在美国被开除出国际的

改革派分子，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３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在调查结

束之前暂时解除黑尔斯的职务的建议。书记职务暂时委托乔·米尔纳

担任。——第２１８页。

２１２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是１８７２年８月建立的，它的成员基

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通常是国际会员的流亡工人。曼彻斯特外

国人支部为反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拒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

议的改良主义分子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

巩固不列颠联合会和清除联合会中的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所

发表的呼吁书是恩格斯应曼彻斯特支部的请求而写的，经支部批准后

印成传单分发给国际在英国的全体会员。——第２２０页。

２１３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被清除的那部分人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发

出的通告：“致国际工人协会各不列颠支部”。在通告里分裂分子号召不

要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于１８７３年１月在伦敦召开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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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代表大会。——第２２０页。

２１４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５日的会议，这次会议本应解决

撤销黑尔斯所担任的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问题和任命委员会的通讯书

记、负责记录的书记、财务委员以及其他负责人的问题。委员会的马克

思主义核心打算撤销改良派首领们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的这

一意图，成了此后不久就在委员会里发生的分裂的直接导因。——第

２２０页。

２１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７６页。—— 第２２１

页。

２１６即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７卷第４５４—４５６页。——第２２２页。

２１７关于荷兰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２０４。——第２２４页。

２１８这篇由马克思起草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以及由恩格斯执笔

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呼吁书，都是对不列颠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

者的分裂行动的回答。呼吁书是由委员会委员密契尔在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１２月２３日的会议上宣读的，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篇呼吁书并

将它分送给各支部。——第２２６页。

２１９为了准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决定事先论论共同章程和组织

条例的条文。在讨论过程中，瓦扬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３日提议把１８７１年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列入章程。这个提议受

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第２２８页。

２２０指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１—２２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各支部

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人阶

级为了获得社会解放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以及为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工

人政党。——第２２９页。

２２１这个决议的全文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５日

会议上通过。——第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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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指组织条例第二节（“总委员会”）第六、七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８１页），这些条文是根据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

会“关于将支部开除出协会的程序”和“关于解决协会各支部间纠纷的

程序”的决议拟就的。——第２２９页。

２２３弗·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对

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尖锐论战过程中产

生的。

  第一篇是对“人民国家报”（１８７２年２月３、７、１０、１４、２１日和３

月６日第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５和１９号）上转载的几篇标题为“住宅问

题”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几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

“人民意志报”上。以后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医学博士、蒲鲁东主

义者阿·米尔柏格。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作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

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

的荒谬的臆想。”这一著作的标题为“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第

一篇到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２日就写成了，并且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６、２９日

和７月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１、５２和５３号上。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恩格斯写完了他的著作的第二篇，标题是“资产阶

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其中批判了解决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

方法，这些方法在艾·扎克斯的小册子“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

良”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述。这一篇登载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５和２８日

“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３和１０４号和１８７３年１月４和８日“人民国家报”

第２和３号上。

  恩格斯著作的第三篇的出现是作为对米尔柏格的再次答复，因为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使他有机会在该报上发表了反驳恩格斯的文章。

恩格斯在１８７３年１月从事这一部分的写作，这一篇以“再论蒲鲁东和

住宅问题”为题发表在１８７３年２月８、１２、１９和２２日“人民国家报”

第１２、１３、１５和１６号上。

  恩格斯的这三篇著作全部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以后，就由“人

民国家报”出版社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前两篇——“论住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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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ｕｒ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和“论住宅问题。第二册：资产阶级怎样解

决住宅问题”（《Ｚｕｒ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ＺｗｅｉｔｅｓＨｅｆｔ：Ｗｉｅｄｉ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ｄｉｅ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ｌｏｓｔ》）——于１８７２年出版，最后一篇——“论住宅

问题。第三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Ｚｕｒ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Ｄｒｉｔｔｅｓ

Ｈｅｆｔ：Ｎａｃｈｔｒａｇｕｂｅｒ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ｕｎｄｄｉｅ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于１８７３

年出版。恩格斯著作的第二篇也曾转载在“人民意志报”１８７３年１月

份的几号（第３—９号）上。

  １８８７年恩格斯的著作再版了，标题是：“论住宅问题”１８８７年霍廷

根—苏黎世校订第２版（《Ｚｕｒ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Ｚｗｅｉｔｅ，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

ｈｅｎ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ｕｒｉｃｈ，１８８７）。这部著作再版时恩格斯作了

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写了一篇序言。

  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完整的俄译本于１９０７年由“知识”

出版社出版。——第２３３页。

２２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２３７页。

２２５卡·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

卷）。——第２３８页。

２２６参看卡·马克思“资本论”１８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７０页。——

第２４３页。

２２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第２４４页。

２２８恩格斯在这里讽刺性地引用圣经上的“埃及的肉锅”的用语。据圣经故

事，当被埃及人俘掳的犹太人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艰难

和饥饿，开始惋惜被囚禁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

子。——第２４５页。

２２９ 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ａｒ或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ａｒｓ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ｓ（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所制立

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是１８３２年９月罗伯特·欧文在伦敦创立

的，它一直存在到１８３４年年中。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是用以

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的。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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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

了。——第２５０页。

２３０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１７５—２１５

页。——第２５５页。

２３１ 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３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

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Ｖｕｌｇｏ〔即〕所说的租金的构成部分

是：

（１）地租；（２）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３）修缮费、维修费

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

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

好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

主能靠自己的房屋收得一文租钱了，这只是因为租钱也可以叫做租金。

士就是士。”

  在１８７２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

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有在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

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

  “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

费用构成的那份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

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

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

的。”

  １８８７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两

段，并做了若干订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弗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

  本卷中这两段话的文字是以１８８７年版为准的。——第２５６页。

２３２指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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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èｒｄ》．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２５８页。

２３３Ｅ．Ｓａｘ．《Ｄｉｅ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ＫｌａｓｓｅｎｕｎｄｉｈｒｅＲｅ

ｆｏｒｍ》．Ｗｉｅｎ，１８６９．——第２６１页。

２３４“伦敦新闻画报”（《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是每周出版的一种英

国画报，从１８４２年起出版。

  “海陆漫游”（《ＵｅｂｅｒＬａｎｄｕｎｄＭｅｅｒ》）是每周出版的一种德国画

报，从１８５８年起到１９２３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凉亭”（《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是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家德国文学周刊

“凉亭。家庭画报”（《Ｄｉｅ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ｂｌａｌｔ》）

的简称，１８５３年至１９０３年在莱比锡出版，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４３年在柏林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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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在柏林出版。

  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

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特赫耳夫·霍夫曼的笔名。—— 第２６２

页。    

２３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９８页。——第２６３页。

２３６引自汉泽曼在第一届联合议会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会议上的演说。“第一

届普鲁士国会”１８４７年柏林版第７部分第５５页（《ＰｒｅｕβｅｎｓＥｒｓ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ｓｔａｇ》．Ｔｈ．７，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Ｓ．５５）。——第２６５页。

２３７“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１８８５

年在巴黎创办的。１９０２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１９０２年１９０５年是法兰

西社会党机关报，从１９０５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

弗·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

  关于吉兹移民区的文章载于１８８６年７月３日和２４日“社会主义者

报”第４５号和第４８号上。——第２７３页。

２３８《ＨａｒｍｏｎｙＨａｌｌ》（“协和”）是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

义者１８３９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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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存在到１８４５年。——第２７３页。

２３９ 见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组合”１８６６年诺特豪森版

（Ｖ．Ａ．Ｈｕｂ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Ｆｒａｇｅｎ， ．ＤｉｅＬａｔｅｎ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ｄ

ｈａｕｓｅｎ，１８６６）。——第２７３页。

２４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３—４７４页。——

第２７４页。

２４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７３—４７４页。——第２７６

页。    

２４２指的是根据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法兰克福和约第七条法国偿付给德国的

５０亿法郎的赔款。——第２９１页。

２４３恩格斯指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他的许多著作

和演说中说的话，瓦格纳声称，在普法战争以后，尤其是由于获得５０

亿赔款，德国市场情况欣欣向荣，这大大地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状

况。——第２９１页。

２４４指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皇帝和首相１８７１年８月在加施坦和１８７１年９月

在萨尔茨堡进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也讨论了同国际斗争的问题。恩

格斯用普鲁士政治警察首脑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些会议叫做施梯伯会

议，以强调会议的警察的反动的性质。——第２９１页。

２４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４１—３４３页和以下各

页。——第２９２页。

２４６ “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

作”１８７２年伦敦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ｅｔ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ｐｏｓ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ｐａｒｄｅｓｒéｆｕｇｉéｓ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ｅ，ｅｘ－ｍｅｍｂｒｅｓ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７２）。——第２９７页。

２４７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１部第２册；“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４

年柏林版第４卷第１５、７５、１４５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Ｔｈ．Ｉ，Ａｂｔ．２；Ｗｅｒｋ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４，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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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１４５）。——第２９８页。

２４８１８７２年２月和３月初“人民国家报”上登载的米尔柏格的文章，后来

印成了单行本：阿·米尔柏格“住宅问题。社会概论”。“人民国家报”

出版的单行本。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第２５页（Ａ．Ｍｕｌｂｅｒｇｅｒ．《ＤｉｅＷｏｈ

－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Ｅｉｎ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ｋｉｚｚ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Ａｂｄｒｕｃｋａｕｓｄｅｍ

《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２，Ｓ．２５）。——第３００页。

２４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６—４７７、４９３—４９４页。——

第３０１页。

２５０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１８６８年巴黎版（Ｐ．Ｊ．Ｐｒｏｕ

－ｄｈｏｎ． 《Ｉｄé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ｕ ｓｔ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６８）。——第３０６页。

２５１见注２３２。——第３０６页。

２５２ 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Ｄｅ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ａｎｓ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ｔｄａｎｓｌ’éｇｌｉｓｅ》．

Ｔ．１—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８．——第３０６页。

２５３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ｅｔｌａｐａｉｘ》．Ｔ．１—２，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９．——

第３０８页。

２５４斐·拉萨尔“既得权体系。成文法和法哲学的调和”１８６１年莱比锡版

第１部分（Ｆ．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Ｄ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ｅｒｗｏｒｂｅ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ｅ．ＥｉｎｅＶｅｒ

ｓｏｈｎｕｎｇｄ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ｄ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Ｔｈ．Ｉ，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１）。——第３０８页。

２５５恩格斯这里套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里

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第３１５页。

２５６在与丹麦社会主义者路易·皮奥的通信中，执行丹麦通讯书记职务的

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传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方面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在１８７２年４月底给路易·皮奥的信里，恩格斯对一

篇论述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文章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这篇文章发表在哥本哈根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几乎国际所

有的报刊移转载了。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关于把小农和无地农民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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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产阶级运动中来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自己国内的

条件和自己的巨大政治才能，现在站在所有国家的前面”。——第３１８页。

２５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７８—２８０页。——第３１８页。

２５８指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德国国际工人协会各

联合会、各支部、各委员会和全体会员的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２

月２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３号上。——第３２２页。

２５９指根据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３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

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在普鲁士实行的行

政改革。——第３２４页。

２６０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普鲁士国王颁布的关于废除行会限

制和垄断的敕令以及１８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的命令，命令以宣言的形式宣

布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

  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两项关于修改旧工商业条例的

命令，规定成立工商业谘询委员会（Ｇｅｗｅｒｂｅｒａｔｅ）和工商业仲裁法庭

（Ｇｅｗｅｒｂｅｇｅｒｉｃｈｔｅ）从而恢复了半中世纪性质的工商业立法。——第

３２５页。

２６１指普鲁士警察司司长辛凯尔迪，１８５６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反动的施塔

尔—格尔拉赫派（见注２６８）的一个著名代表罗霍夫男爵所杀害，决斗

是由于警察当局封闭涉及这一集团的利益的赌场而引起的。——第

３２５页。

２６２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１８６１年即位为国王）在１８５８年１０月开始

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１８５８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

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其中也包括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派

贵族的代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的国家活动家如奥尔斯瓦特、帕

托夫、施韦林等。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

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

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

１８６２年宪制冲突和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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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第３２５页。

２６３ 指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的战

争。这次战争从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９日开始到７月８日结束。——第３２６页。

２６４丹麦战争是１８６４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鲁

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

属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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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

坦。战争以丹麦的失败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

普鲁士共管，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３２７页。

２６５萨多瓦会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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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第３２７页。

２６６指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普法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王朝战争的“铁血”政

策“从上面”来统一德国的完成阶段。——第３２７页。

２６７由于普鲁士在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普鲁士并吞了汉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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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什列斯维希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部分领土。

  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

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它和德

意志北部的１７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

盟协定，过了不久萨克森和其它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这些协定。这种

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第３２７页。

２６８施塔尔—格尔拉赫派，或“十字报”派（“十字报”是对“新普鲁士

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称呼），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期成立的，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封建容克地主的一个集团；它坚决主

张贵族特权不可侵犯和恢复普鲁士等级专制制度。作为一个极右的容

７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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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地主的党派，它反对俾斯麦从１８６６年起实行的政策，认为这是对他

们的封建特权的一种威胁。——第３２７页。

２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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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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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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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页。

２７０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提高了，因为它对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０年即位后的自由主义改革时代所抱的希望已

经破灭。１８４５年所有的省议会（有两个除外）都要求实施宪法。莱茵

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汉泽曼在１８４６年的报告书中最充分地反映了普

鲁士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报告书中要求建立等级代表机关，巩固和扩

大关税同盟，废除地主的世袭领地的司法权和贵族的其它一系列特权，

要求出版自由、公开的诉讼程序、法官终身任职、陪审法庭等等。——

第３２９页。

２７１对１８７３年１月初发表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第二个

通告的答复是马克思写的，并同不列颠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一起发表在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５日“国际先驱报”第４３号上。不列颠委员会的通知说：

“由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前通讯书记和其他人署名的通告宣布，擅自在

本月２６日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声明，上述企图召开的这个代表大会在

召开的时间和目的上都是非法的，因此凡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协会

会员和授权自己的成员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各支部将使自己置身于

我们协会的队伍之外。”——第３３１页。

２７２指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国际先驱报”第３７号上发表海牙代表大会的

各项决议一事。——第３３２页。

８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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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 “人民意志报”（《Ｖｏｌｋｓｗｉｌｌｅ》）是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０年１

月至１８７４年６月在维也纳出版。——第３３３页。

２７４“社会思想报”（《ＯＰｅｎｓａｍｅ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是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

报，１８７２年２月至１８７３年４月在里斯本出版，国际支部的机关报。该

报经常刊登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１８７３年

２—４月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者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ｎ》）是丹麦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１年

７月至１８７４年５月在哥本哈根出版，自１８７２年４月起改为日报。

  “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ｍａｎ》）是荷兰的一家工人周报，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４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从１８６０年起成为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的

机关报。

  “哨兵报”（《ＤｉｅＴａｇｗａｃｈｔ》）是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１８６９

年至１８８０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是国际瑞士各德

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

报。——第３３３页。

２７５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在１８７２年１２

月底至１８７３年１月初为“共和国年鉴” （《ＡｌｍａｎａｃｃｏＲｅｐｕｂｂｌｉ－

ｃａｎｏ》）这本文集而写的。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

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

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和恩格斯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论

权威”一样，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

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著作于１８７３年１２月发表。——第

３３４页。

２７６ Ｊ．Ｆ．Ｅｒａｙ．《Ｌａ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Ｌｅｅｄｓ，

１８３９．——第３３６页。

２７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９１—１９８页。——第３３７页。

２７８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Ｄｅｌａｃａｐａｃｉｔé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８．——第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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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Ｄ．Ｒｉｃａｒｄｏ．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７）。——第３３８页。

２８０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

集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７２

年１１月３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

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１８７３年３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论权

威”一文，比尼亚米在１８７３年１２月予以发表。——第３４１页。

２８１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的长诗“神曲”，“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

的题词。——第３４２页。

２８２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一同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第３４５页。

２８３指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３日“国际先驱报”第３４号上的国际总委员会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致协会各联合会、所属团体、支部和全体会员的呼

吁书。呼吁书中谈到了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中必须行动一

致，并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加强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的任

务。——第３４５页。

２８４见注２０５。——第３４５页。

２８５指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９日“解放报”第７３号上的新马德里联合会

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日致国际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的呼吁书。该报

的以后几号报道了各地方联合会和支部陆续寄来的表示支持这个呼吁

书的声明。——第３４５页。

２８６关于格腊西阿地方联合会会议，见注２０８。

  格拉纳达地方联合会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马利安诺·罗德

里格斯持有要求完全赞同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关于

这个情况恩格斯是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９日霍·梅萨的信中得悉

的。——第３４６页。

２８７指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６日“社会思想报”第２５号上的编辑部文章

０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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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３４６页。

２８８恩格斯显然是指格腊西阿和加迪斯联合会的成员参加１８７２年１１月共

和联邦主义者在安达鲁西亚举行的武装起义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会员

参加１８７２年１１月底—１２月初在马德里举行的武装起义的事

件。——第３４６页。

２８９指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８日霍·梅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梅萨在信中请恩

格斯通过国际的机关报把西班牙罢工的事告诉英国和比利时工人，以

阻止把罢工破坏者运到西班牙去。——第３４７页。

２９０“给纽约总委员会的便函”保存下去的手稿是恩格斯用德文写的，手稿

上标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３年２月８日。这个手稿和１９０６年在斯图加特出

版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

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 （《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Ａｕｓｚｕｇｅａｕｓ

ＢｒｉｅｆｅｎｖｏｎＪｏｈ．Ｐｈｉｌ．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ｓ．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ｕ．Ａ．ａｎＦ．Ａ．Ｓｏｒｇｅ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０６）一书所

载的“便函”并不完全相符。——第３５０页。

２９１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里米尼代表会议上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见注

１５６）以后，于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５—１７日在博洛尼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

会。——第３５０页。

２９２指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把汝拉联合会暂时开除出协会

队伍，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的决议。——第３５１页。

２９３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库诺侨居美国；为了参加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他化名卡佩斯特罗在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０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十九支部致

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呼吁书上签了字。１８７３年２月２日的布鲁塞尔“国

际报”第２１２号报道了这件事，并且指出卡佩斯特罗和库诺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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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９年１８７３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

尔出版。１８７３年时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第３５２页。

２９４指的是根据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印发的，用来贴在会员证上表

１０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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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已经缴纳全年会费的会员会费券。——第３５２页。

２９５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工人周报，国际美国第一支

部的机关报，从１８７３年２月至１８７５年３月用德文在纽约出版。该报曾

发表关于总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极为重要的著作。在１８７４年秋天以前，弗·阿·

左尔格对该报的方针有一定的影响。——第３５３页。

２９６见注５１。——第３５３页。

２９７指１８７３年４月５日“社会思想报”第５４号为了答复当时领导西班牙各

无政府主义支部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而发表

的一篇编辑部文章。——第３５４页。

２９８指的是定于１８７３年６月１日和２日召开的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见注３５２）。——第３５４页。

２９９由于１８７３年４月２７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９号上发表了一篇诽

谤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因此恩格斯于１８７３年４月底给“人民国家报”

编辑赫普纳写了一封信，这篇短文就是该信的一部分。这封信本来是不

准备发表的，但是该报编辑部在１８７３年５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７

号上不加署名发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５月２日，恩格斯专门为“人民

国家报”写了“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该文发表在１８７８年

５月１０日该报第３８号上（见本卷第３５９—３６２页）。——第３５６页。

３０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第３５７页。

３０１指刊载在１８７３年４月１８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５号上的标题为

“国际工人协会”的一篇短文。——第３５７页。

３０２爬虫报刊基金是人们对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的称

呼。１８６９年１月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

密探是“爬虫”。在此以后，左派报刊便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

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爬虫报刊基金因此而得名。——第３５９页。

３０３指刊载在１８７３年４月２１日布鲁塞尔“国际报”第２２３号１８７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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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布鲁塞尔“自由报”第１５号上的关于１８７３年３月土鲁斯国际法

国会员案件的文章。后面提到的是刊载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自由

报”第４２号上的盖得的一篇通讯。——第３５９页。

３０４指１８７３年３月在巴黎进行的对国际法国支部成员的审判。——第３６２

页。

３０５恩格斯提到的这两封信是左尔格写给他的。——第３６３页。

３０６指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见本卷第７３６页）。该决议发表

在１８７３年６月１日“人民报”第１４号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工人的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７３年５月

２６日“人民报”第１３号上。——第３６３页。

３０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是卡·马克思和弗·恩

格斯于１８７３年４—７月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成的。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著作中，彻底打击了巴枯宁分子妄想

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

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未能全部加以审阅）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力图

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

些阴谋诡计和各种诈骗伎俩。这个著作总结了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

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这个著作是依据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

大量文件写成的。其中包括拉法格、梅萨等人从西班牙寄来的材料，约

·菲·贝克尔从瑞士寄去的材料，丹尼尔逊和柳巴文从俄国寄来的材

料，以及吴亭受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写的长篇报告（见注

２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第八章“同盟在俄国”时利用了这个报告。有

一部分文件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才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盟的

有几个说明它的目的和任务的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十一章里引

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写的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件的目录保

存下来了。根据这个目录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有吴亭寄来的

许多俄文书刊的法译本；因此，巴枯宁的文件的许多引文都是根据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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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录下来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于１８７３年８月用法文印成单

行本；１８７４年，它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ＥｉｎＣｏｍ－

ｐｌｏｔｇｅｇｅｎｄ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ｂｅｌ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为题在不伦瑞克

用德文出版。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译本的审订工作。纽约“工人报”刊

载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俄译本最先摘要刊

印在１９２８年维·波朗斯基编的“米·巴枯宁的传记材料”一书第３卷

中。——第３６５页。

３０８指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７日会议上选出的记录和决议出版委员

会，其成员有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欧·杜邦、列·弗兰克尔和奥

·赛拉叶。后来，海牙代表大会法文书记勒穆修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实

际上，海牙代表大会文件的全部出版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

的。——第３７０页。

３０９引的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５日“啃兵报”第４０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

“再谈谈巴枯宁”。文章连续刊载在１０月１２、１９和２６日该报第４０、４２

和４３号上。——第３７２页。

３１０米·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向和平和自由同盟中

央委员会提出的说明理由的建议”（Ｍ．Ｂａｋｏｕｎｉｎｅ．《Ｆéｄéｒａｌｉｓｍ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ｅｔＡｎｔｉｔｈéｏｌｏｇｉｓｍ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ｖéｅａｕＣｏｍｉｔ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

ｌａＬｉｇｕｅｄｅｌａＰａｉｘｅｔ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是巴枯宁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间在伯尔尼以单行本出版。——第３７３页。

３１１指由和平和自由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古·福格特签署的该

执行局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２日的机密呼吁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握有一份寄

给艾尔皮金的呼吁书。——第３７４页。

３１２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

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由于废除继承权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冲

突。由于米·巴枯宁于１８６９年６月在日内瓦建立的那个支部的坚决要

求，这个问题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支部叫做“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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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中央支部”，实际上是秘密同盟的领导机关。巴枯宁把关于继承

权问题的讨论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是破坏性地转移代表大会的注意

力，使大会不去解决欧洲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关于纲领和策略的迫切问

题。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报告，阐明了总委员会对继承权的看法（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１４—４１６页）。在讨论这个问题的

时候，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因为没有一个建议得到了必要的绝

对多数票的赞成。但是，巴枯宁的这个事先策划好的、想把自己的思想

强加于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第３８９页。

３１３指卡·马克思所写的、经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会议批准的致瑞士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卷第４３５—４３６页）。——第３８９页。

３１４ “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

合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８７１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

从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６年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６６）为名出版。——

第３９０页。

３１５见注２９。——第３９１页。

３１６“罗曼语区支部联合会章程，经１８６９年１月２、３和４日在日内瓦国际

四季小组的处所内召开的罗曼语区代表大会通过”第１５—１６页（《Ｓｔａ

－ｔｕｔｓｐｏｕｒｌａ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ｏｍａｎｄｅｓａｄｏｐｔéｓｐａｒｌｅｃｏｎｇｒèｓ

Ｒｏｍａｎｄ，ｔｅｎｕａＧｅｎèｖｅａｕＣｅｒｃ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Ｓａｉｓｏｎｓ，

ｌｅｓ２，３ｅｔ４ｊａｎｖｉｅｒ１８６９》，ｐ．１５—１６）。

  章程草案是在巴枯宁的参与下拟定的。——第３９２页。

３１７指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９日写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

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解４９０

页）。——第３９２页。

３１８指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接受新的支部参加国际工人协

会的程序”；这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的权利。

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时应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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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第３９４页。

３１９指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两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和“关

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以及卡·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所写的关

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

卷第４５９—４６０、４５４—４５６、４７０页）。——第３９５页。

３２０引的是恩格斯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６日所写并在许多报纸上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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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部的声明”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５１１—５１３页）。——第３９８

页。

３２１茹·法夫尔的通告和萨卡兹的报告，见注５７。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在西班牙议会下院发生了由于保守派资产阶级政府

打算通过立法手续来解散国际在西班牙的组织而引起的辩论。在辩论

过程中发言的那些反动派的代表利用了同盟的文件和警察当局伪造的

文件来诬蔑国际。虽然左派共和党人卡斯特拉尔、加里多、索里耳亚等

人反对这样做，他们揭穿了对国际的诬蔑，并且指出建议采取的措施是

同宪法相抵触的，但是政府还是得到了支持。１８７２年１月，内务大臣

萨加斯塔颁布了解散西班牙的国际的通告。——第３９８页。

３２２ “法兰西共和国报”（《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是一家法国资产阶

级激进派的日报，由莱·甘必人创办，从１８７１年起在巴黎出版。

  ３月１１日，该报刊载了一篇关于国际的匿名文章，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５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３期转载了这篇文章。——第４００页。

３２３对法国南部的国际各支部成员的土鲁斯案件是在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０—２６

日进行的。根据杜弗尔法（见注１０）被捕的人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监

禁和罚款。关于土鲁斯案件以前的各次逮捕事件，见恩格斯“国际和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见本卷第３５９—３６２页）。—— 第４

００页。    

３２４指同盟盟员阿勒里尼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给巴斯特利卡的信。为了让国

际的所有西班牙支部都知道该信的内容，巴塞罗纳支部把它寄发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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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各支部。该信的副本由恩格斯列入有关同盟事件的文件中，一起

交给了海牙代表大会。——第４００页。

３２５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各支部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一

项反对桑维耳耶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的决议；１８７１年１２

月２０日，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为此通过了一个专门的文件：“罗

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

复”，发表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平等报”第２４号上；“平等报”本身

也提出了抗议。——第４０１页。

３２６见注６５和注６６。——第４０２页。

３２７引的是托卡热维奇１８７２年８月２日给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信，后者把这

封信交给了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苏黎世社会主义革命波兰协会纲领”

是巴枯宁写的，并且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７日发表在“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１３期的附刊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下产生的波兰社会民主协会起初

接受了巴枯宁的这个纲领，但是不久便在波兰社会主义者托卡热维奇

的影响下摈弃了它。

  “自由报”（《Ｗｏｌｎｏｓｃ》）的出版没有实现。——第４０２页。

３２８“战斗报”（《ＥｌＣｏｍｂａｔｅ》）是一家西班牙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联

邦主义者的机关报，在马德里出版。——第４０４页。

３２９梅萨致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的这个声明，包含有揭露在西班牙存在

着秘密同盟的事实，它由梅萨寄给了恩格斯，而恩格斯则把它转交给了

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第４０６页。

３３０指手写的国际瓦伦西亚支部给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机密通告，通告中

提出，如果爆发革命就要为争取实现充分的分权制和成立“无政府公

社”而斗争。——第４０６页。

３３１由马尔塞劳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塞维尔支部的通告，于１８７１年

１０月２５日寄给国际马德里支部；通告陈述了该支部由于政府的迫害

而通过的决定。——第４０８页。

３３２指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５日“解放报”编辑委员会“致在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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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党代表们”的公开信，该信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３日“解放报”第３８

号上。国际马德里委员会中的无政府派的委员们要求编辑部收回这封

信；但是作为“解放报”编辑同时又兼任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职务

的梅萨，断然拒绝实现这个要求。１８７２年３月９日，他在和委员会其

他委员进行协商后发出了一封类似的信，但已经用的是联合会委员会

的名义了。——第４０９页。    

３３３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无政府主义者的马德里委员会向共和联邦党代表会

议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完全不赞成“解放报”编辑部的信（见注

３３２），并宣称编辑部的信“是同国际的原则相抵触的”。——第４０９页。

３３４“被判罪者”（ＥｌＣｏｎｄｅｎａｄｏ》）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家周报，从

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４年由托·莫拉哥在马德里出版。——第４０９页。

３３５“平等报”（《ＬａＩｇｕａｌｄａｄ》）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

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０年在马德里出版；它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有

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该报撰稿；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６９年间

一部分马德里的工人聚集在该报周围。——第４０９页。

３３６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是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在“解放报”上发表的编辑

部文章“革命的消息”。——第４１１页。

３３７指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第二节第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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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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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８１、４８２页）。——第４１２页。

３３８指１８７０年５月８日在法国举行的全民投票。——第４１５页。  

３３９Ｕｎｉｏｎｄｅｌａｓｔｒｅｓｃｌａｓｅｓｄｅｕａｐｏｒ（三种工厂工人联合会）是卡塔卢尼

亚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联合了纺织工厂的织布工人、纺纱工人和短工。

该联合会是国际的集体会员。——第４１６页。

３４０引的是卡菲埃罗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２—１６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

谈到了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状况。——第４１７页。

８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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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引的是卡普卢案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１日给奥哲尔的一封信。——第４１８

页。

３４２国际米兰支部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由泰·库诺组成的。１８７１年１２

月，在库诺的影响下，马志尼派的工人道义互助和教育协会的一部分会

员退出了该协会，成立了无产者解放工人小组，这个小组于１８７２年１

月７日宣布自己是国际的支部。该团体通过了一个符合国际共同章程

的章程。１８７２年１月３０日，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支部成立的

情况，并且声明说它的章程符合国际的原则；于是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

工人协会。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康诺在该支部内部进行了反对参加了该

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该支部在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委员会

的斗争中没有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４１９页。

３４３见注６０。——第４１９页。

３４４雷吉斯关于受总委员会委托巡视意大利的报告是以给恩格斯的书信的

形式写成的。１８７２年２月的下半月，雷吉斯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天，在

那两个地方了解了各支部的情况，宣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决议。雷

吉斯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向各支部的成员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观点同国

际的原则和任务是根本对立的。——第４２０页。

３４５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ｔＧ．Ｂｌａｎｃ．《Ｌ’Ｅｍｐｉｒｅｅｔ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ｐｐｅｌ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ｅｔｄｅ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ｓｅ àｌａ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７２．——第４２７页。

３４６引的是茹·盖得给蒙彼利埃国际各支部成员的信，该信是在１８７２年９

月２２日写给支部领导人之一日罗尼的。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２０日，日罗尼把

盖得的这封信转寄给了总委员会。——第４２８页。

３４７“人权报”（《Ｌｅｓ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是法国共和党左派的一家日

报，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由茹·盖得在蒙彼利埃出版。——第４２８页。

３４８这篇通讯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自由报”第４２号上。——第４２９

页。

３４９见注２０９。——第４３０页。

９０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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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Ｐａｃｔｅｄ’ａｍｉｔｉéｄｅ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ｅｔｄｅｄéｆｅｎｓｅｍｕｔｕｅｌｌｅ》是１８７２年９月

１５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４３２

页。

３５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２月２日的通告发表在１８７３年２月８日

“解放报”第８５号上。——第４３４页。

３５２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２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

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

颠联合会条例、关于宣传、关于必须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红

旗为不列颠联合会会旗等决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具有特别的意

义，在这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颠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一切

现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４３７页。

３５３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３日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合作

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大会，是根据国际各支部的倡议召开的。在代

表大会上成立了瑞士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１８８０年，它

根据国际的原则把各种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为瑞士社会

民主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４３７页。

３５４“圣彼得堡消息报”（《 ｍ ｍ ιｕ ｍｕ》）是俄国的一

家日报，政府的机关报；１７２８年至１９１４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９１４年至

１９１７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 》）。——第

４４０页。

３５５车尔尼雪夫斯基于１８６２年７月被捕。１８６４年前他一直被关在彼得—

保罗要塞，后来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在那

里。——第４４０页。

３５６指巴枯宁于１８６９年５月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

话”和涅恰也夫于１８６９年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告彼得堡大学、研究

院和工学院的学生们”。——第４４２页。  

３５７ “无知兄弟会”是１６８０年在兰斯成立的一个教团的绰号，该教团的成

员必须献身于教育穷人子弟的事业；在该教团的学校中，学生接受的主

０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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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宗教教育，在其他方面却只能得到非常贫乏的知识。——第４４３

页。  

３５８１８６９年５月印发的传单“革命问题的提法”和１８６９年夏天印发的传单

“革命原理”都是巴枯宁写的。——第４４４页。

３５９ Ｈ．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考察与研究”１８６９年圣彼

得堡版。——第４４５页。

３６０ “‘人民裁判’协会会刊”第２期，１８７０年冬圣彼得堡版，第９页。第

２期和第１期一样都是在日内瓦出版的。——第４４７页。  

３６１ “人民事业”（《 》）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０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１８７０年４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

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吴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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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８页。

３６２尼·奥格辽夫的“大学生”这首诗原先是献给奥格辽夫和赫尔岑的朋

友、１８６６年去世的Ｃ． ．阿斯特拉柯夫的。巴枯宁从奥格辽夫那里得

到了这首诗的手稿以后，写信给他说，如果把这首诗献给涅恰也夫的

话，“对于事业会更有益处”。这首诗便改换上了献给涅恰也夫的字样于

１８６９年在日内瓦印成了许多单页，并且被涅恰也夫当成一种证明他是

奥格辽夫的全权代表的标志。——第４５４页。

３６３“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Ｇｅｎè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是保守派报纸，１８２６年出版。——第４６６页。

３６４ “民主”（《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

１８６８年１１月至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

  从１８６８年３月开始，该报编辑沙散出版了一种丛书，在这些丛书中

被该报邀请的撰稿人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巴枯宁１８６８年４月给沙散的

信就是为这种丛书而写的。巴枯宁的信于１８６８年４月底发表在丛书第

６辑上。——第４６７页。

１１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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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引的是巴枯宁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２日“马赛曲报”第７２号上的“赫尔

岑”一文。——第４６７页。

３６６指的是俄国地主 ．Ａ．巴赫美提耶夫于１８５８年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

传费（所谓巴赫美提耶夫基金）。１８６９年，赫尔岑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

的压力下，同意把这项基金分为两份，其中一份由奥格辽夫交给了涅恰

也夫。１８７０年，赫尔岑逝世以后，涅恰也夫又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

这项基金的另一半。——第４６７页。

３６７ “公社”（《 ｕ 》）是由谢·涅恰也夫和弗·谢列布廉尼科夫主编

的一家报纸的名称，该报的创刊号于１８７０年９月在伦敦出版；１８７１年

出版的第２号由出版者们自己销毁了。——第４６８页。

３６８ “钟声。亚·伊·赫尔岑创办的俄国解放机关报” （《 ．

ι ι ｕ， ｂιｕ ． ． ｕ ）是涅恰也夫

和谢列布廉尼科夫１８７０年春在日内瓦出版的一家报纸的名称，该报只

出版了几号。——第４７１页。

３６９指“革命者问答”，它是巴枯宁在１８６９年夏用密码写的，并且印了几本。

在１８６９年进行搜查时，在彼·加·乌斯宾斯基那里发现了一本，这本

问答的全文转载在１８７１年“政府通报”第１６２号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

报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就是这个文本。——第４７１页。

３７０埃斯科巴尔派是西班牙耶稣会教徒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１５８９—

１６６９）的追随者。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公开宣扬，善良的意愿可以

证明受道德和法律谴责的行动无罪（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

性）。——第４７２页。

３７１指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中叶在南美洲主要是在现在的巴拉圭的领土

上出现的耶稣会教徒的神权政体国家。——第４８３页。

３７２指１８４５年在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形成的、由小贵族以及平民

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青年小组；该小组成员赞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

有许多成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小组的会议上曾经讨论社会

问题和政治问题，也讨论过建立积极的革命组织的计划。但是，彼得拉

２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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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夫斯基分子没有来得及制定这种计划和建立真正广泛的革命组织；

１８４９年４月，该小组的参加者被逮捕并被流放。——第４８７页。

３７３“莫斯科新闻”（《 ｕ ｍｕ》）是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

１７５６年至１９１７年出版；１８５９年开始每日出版；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

该报具有了反动性质。——第４８８页。

３７４ “同时代人”（《 ｕ》）是俄国的一家文学和社会政治性杂志，

从１８３６年至１８６６年在彼得堡出版（从１８４３年起每月出版）；它由亚·

谢·普希金创办，从１８４７年起，该杂志的编辑是涅克拉索夫和帕纳也

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为该杂志撰稿；在

六十年代，该杂志实际上是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第４９０

页。  

３７５革命传单“年轻的俄罗斯”是俄国革命者彼·格·扎伊奇涅符斯基写

的，在１８６２年５月中印发；该传单反映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左

的、革命的观点。

  该传单的题词引自赫尔岑的“罗伯特·欧文”一文。——第４９３页。

３７６指的是赫尔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发生的冲突，这次

冲突是由于赫尔岑在评价由沙皇政府一手包办的废除农奴制一事上向

自由主义方面动摇而引起的。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在“同时代人”杂志

上以及在致“钟声”的信件中尖锐地批判了赫尔岑的这种动摇。在六十

年代，赫尔岑在与自由主义决裂以后便彻底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

了。——第４９３页。

３７７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交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文件

中、有涅恰也夫受巴枯宁的委托以不存在的俄国革命组织的名义于

１８７０年２月写给柳巴文的一封信，当时柳巴文正准备在俄国出版“资

本论”第１卷。在这封信中，他们威胁柳巴文说，如果柳巴文不免除巴

枯宁所承担的把“资本论”第１卷译成俄文的责任，就要制裁他。柳巴

文通过丹尼尔逊于１８７２年８月把这封信转寄给了马克思。——第５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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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２日

和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５、１０６和１０７号上。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

西班牙１８７３年夏爆发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这些事件是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４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

际材料是来自当时的报刊以及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文件，首先是新马

德里联合会向１８７３年９月８—１３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

会提出的报告。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报上发表后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

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莱比锡版（《Ｄｉｅ

Ｂａｋｕｎｉｓｔｅｎａｎ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ＤｅｎｋｓｃｈｒｉｆｔｕｂｅｒｄｅｎｌｅｔｚｔｅｎＡｕｆｓｔａｎｄｉｎ

Ｓｐａｎｉ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于１８９４年被收进“前

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

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ａｕｓｄｅｍ《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

（１８７１—７５）》），当时恩格斯为这个著作写了简短的“前言”，并在文字

上做了一些修改。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经弗·伊·列宁

校订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０５年在日内瓦和１９０６年在

彼得堡印成单行本出版的。——第５２１页。

３７９ 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９、２１、２４和２６日“人民国家报”第８７、８８、８９、和９０

号上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了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这

些文章是用德文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简

述。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出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引用的

话不是从上述德文简述中，而是从１８７４年出版的完整的德译本中摘录

下来的。——第５２１页。

３８０指的是立宪保皇党人，他们支持欧洲列强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傀儡

亚马多国王。——第５２３页。

３８１阿尔丰斯派是与西班牙大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动集团

有联系的一个派别，它支持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位追求者，这个王位追

求者于１８７４年被宣布为国王，称阿尔丰斯十二世。——第５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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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支持国王斐迪

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

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１８３３年至

１８４０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

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１８５５年唐·卡洛斯死后，卡洛斯派支持

他的孙子小唐·卡洛斯为继承人。１８７２年，在政治危机和阶级斗争尖

锐化的情况下，卡洛斯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并酿成了直到１８７６年才

结束的新的国内战争。——第５２３页。

３８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１９页。

  在１８９４年出版这个著作时，恩格斯把这里引用的他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一书第一版改为１８９２年出版的第二版，即德文版。——第

５２５页。

３８４ 指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６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

会。——第５２５页。

３８５ “革命团结报”（《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是无政府主义的周报，

１８７３年６—９月在巴塞罗纳用法文出版。该报是法国南部革命社会主

义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委员会是阿勒里尼和布鲁斯为了在法国

和公社流亡者中间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建立的。——第５２７页。

３８６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领导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报

告发表在１８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国际报”上。——第５２８页。

３８７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

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８３—４８３、１２７—２３５

页）。——第５３３页。

３８８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０年在纽沙特尔匿名出版的巴枯宁的小册子：“就当

前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 （《Ｌｅｔｔｒｅｓàｕｎ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ｓｕｒｌａｃｒｉｓｅ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第５３３页。

３８９格莱斯顿由于指望在下院建立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便在１８７４年２月

１７日宣布他的内阁辞职，并解散了议会。下院重新选举的结果是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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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保守党人，２４４名自由党人和５８名爱尔兰议员当选。２月２１日组成

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

  秘密投票法（ＢａｌｌｏｔＡｃｔ）是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日由议会通过的。——

第５４１页。

３９０爱尔兰土地法案（ＬａｎｄＢｉｌｌ）是格莱斯顿借口帮助爱尔兰租佃者以英国

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并在１８７０年８月被通过。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的

土地法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

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

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规定了这方面的法

律程序。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

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

破产。

  爱尔兰教会法案（ＩｒｉｓｈＣｈｕｒｃｈＢｉｌｌ）也是格莱斯顿提出并在１８６９年

７月通过的。根据这个法律，英国教会在爱尔兰与国家分离，并同天主

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它仍然是剥削爱尔兰

农民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５４２页。

３９１指１８７１年通过的军队改组法，该法案的条款之一是禁止出售军官官衔

证书。这一条在议会内引起了哄闹，事后格莱斯顿靠了国王的敕令才废

除了出售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第５４２页。

３９２指的是１８６７年在英国进行的第二次选举改革，这次改革使工人阶级中

有一部分人得到选举权。——第５４４页。

３９３工人代表同盟（Ｌａｂｏｕ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ｇｕｅ）创立于１８６９年。工联

领袖们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

由党勾结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１８８０年以后就停止了。——第５４５

页。

３９４指１８７２年的“矿业管理法”（《ＴｈｅＭｉｎ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第

５４６页。

３９５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取消英爱合并的口号下出现的合并取消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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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１７９８年爱尔兰民族

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

使得英国殖民统治更加巩固。四十年代初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领导

协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及其他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

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让步的一种手段。四

十年代末，由于１８４８年爱尔兰革命起义的失败和随着反动派在英国和

爱尔兰得势，合并取消派协会瓦解了。——第５４７页。

３９６“帝国军事法”一文是恩格斯由于帝国国会正讨论关于增加平时军队人

数的法律而专门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这个法律经批准后被称为七

年期限法，它使整个德国都采用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这个法律反映了德

国军国主义的壮大和德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

  这篇文章曾载于１８７４年３月８日和１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８和２９

号，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５４８页。

３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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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

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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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最终成了大

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日益具有了效忠

皇帝的性质，同时民族自由党事实上放弃了他们过去提出的那些自由

主义要求，其中包括１８６６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

要求。

  进步党人 是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

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

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和民族自由党不同，１８７１年德国统一以后

进步党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

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

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

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５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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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指的是１８６２年至１８６６年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这个冲突是由于普鲁士

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拒绝批准用于改组和进一步武装军队的拨款而

引起的。俾斯麦政府不顾自由派的拒绝，竟在许多年内不经议会批准就

开支军费。宪制冲突是六十年代德国革命形势的表现之一。只是到

１８６６年，当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了奥地利，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

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５４８页。

３９９引自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日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就与奥地利

达成的奥里缪茨协定所作的演讲，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被迫暂时放弃

了它想取得德国霸权的要求。——第５４８页。

４００恩格斯引的是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宪法第一○九条。——第５４８页。

４０１从１８６７年２月２４日至４月１７日召开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同意建立

北德意志联邦，并通过了联邦宪法。——第５４９页。

４０２指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１日开幕并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批准德意志帝国宪法

的帝国国会。——第５４９页。

４０３ 这里和下面引用的都是１８７４年２月１６日毛奇在帝国国会的演

说。——第５５０页。

４０４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的色当会战是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决定性会战

之一，在这次会战中由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所击溃，

拿破仑第三当了俘虏。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导致法国宣

告成立共和国。从这时起，这次战争便完全失去了它原来对德国所具有

的防御性质，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掠

夺野心。——第５５１页。

４０５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又称意大利四边形要塞区）是由意大利北部的四

个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组成的非常坚强的筑

垒阵地。四边形要塞区在十九世纪的历次战争中作为军队行动的根据

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第５５１页。

４０６后备军 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的法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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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普鲁士陆军包括常备军（基干团）及其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

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早在１８１３年在反对拿破仑

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应征人

员，他们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

行一些集训。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２６岁到３２岁的应征人

员）则被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３２到３９岁的应征

人员）则被用文担任警备勤务。根据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９日北德意志联邦关

于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律，第二类后备军被取消了，后备军的全体人员

只限于２７岁到３２岁的应征人员。——第５５４页。

４０７民军 是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１８６７年法律，

民军应由不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从１７岁到４２岁的应征人员组成，

并且只是在受到敌人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５５４页。

４０８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国西部和南部在维护帝国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一次起

义。普鲁士政府企图把普鲁士西部各省的后备军动员起来镇压这次起

义。这里指的是普鲁士政府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按照１８１４年９月

３日和１８１５年１１月２１日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才能征召后备军。根据这一点，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后备军不

仅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有组织地带着武器转到了起

义人民方面。——第５５４页。

４０９指的是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７日的军队编制法，这项法律宣布在法国实行服

役期限为５年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施这项法律的时候，允许应

受征召的人有很多可以例外。——第５５５页。

４１０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１８０２年

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

年代被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５５５页。

４１１这篇文章载于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５号“政治评论”栏，

没有署名。——第５５８页。

４１２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开始时，巴赞元帅的军队被围困在法国麦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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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要塞就投降了。——第５５８页。

４１３ “莱比锡日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莱比锡

日报和公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ｕｎｄ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的简称，从１８０７

年起出版；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是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５５８页。

４１４放弃麦茨要塞的法国元帅巴赞因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

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６日１２月１０日在巴黎进行。——第５５８页。

４１５指萨多瓦会战，见注２６５。——第５５９页。

４１６ Ｈｏｆｆｂａｕｅｒ．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ｉｎｄｅｎ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ｅｎｂｅｉＭｅｔｚ》．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２．——第５５９页。

４１７恩格斯在他于１８５０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准备付印时，

对他在１８７０年２月给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

载于１８７５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 （Ｆ．Ｅｎｇｅｌｓ．《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第３版上。本卷发表了序言

的第二部分，恩格斯注明写作日期是１８７４年７月１日。序言的第一部

分，按照它写作的日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４４６—４５５页。——第５６１页。

４１８恩格斯说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时，是套用了中世纪的德意志

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

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土地的普鲁士化。——第５６１页。

４１９指的是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１８６６年普

奥战争的结果普鲁士把它们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５６１页。

４２０见注２６７和注２６９。——第５６２页。

４２１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

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１８７０年１１月签

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５日起，随着建国西南各

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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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９日，根据联邦

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Ｒｅｉｃｈ）。稍后，在

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第５６２页。

４２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５０页。——第５６４页。

４２３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在施皮歇恩（洛林）进行的会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

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

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维昂维耳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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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色当，见注４０４。——第５６４页。

４２４在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０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９

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３５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６％，当选的

人中有刚被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第５６５页。

４２５“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新趋势的

文章，是恩格斯在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间断断续续地写成的。这些文章每写

成一部分就随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

些文章本来也就是专为该报而写的。

  １８９４年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

五篇收入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全部俄译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１９３３年第１版第１５卷上。——第５６９页。

４２６“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是恩格斯在１８７４年５月至６月

初写的，发表在１８７４年６月１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９号上。小标题

是恩格斯１８９４年在他的文集：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

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

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文

集”１９０６年圣彼得堡版第３４—４１页。——第５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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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ｔｏ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ｙ

３，１８７４．下面援引这一文件的第２—５页。——第５７１页。

４２８ “雷诺新闻周报”（《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Ｗｅｅｋｌ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是英国的一家

工人周报，是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从

１８５０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是合作运动的机关报。——第５７１页。

４２９米·彼·波果丁“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见集。１８３１—１８６７”１８６７年

莫斯科版第５４—５５页。——第５７３页。

４３０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４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

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

交归农民所有。

  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１８４５年底起草并于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２日发表的

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中央民族委员会在１８６３年１月２２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

起武器，它是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的纲领。——第５７４页。

４３１帖欣和约 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１７７９年签

订的。作为这个和约的发起人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

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

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第５７５页。

４３２“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５—２９４页。——第５７６页。

４３３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兹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

行的文化斗争。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

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

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

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５７７

页。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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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４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６

日 “人民国家报”第７３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１８９４年在他的文集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

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

斯“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文集”１９０６年圣彼得堡版第４１—４８页。——第５７９

页。

４３５指的是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１８７４年６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

为“致公社社员”（《ＡｕｘＣｍｍｕｎｅｕｘ》）的小册子。——第５８０页。

４３６“度申老头”（《ＬｅＰèｒｅＤｕｃｈｅｓｎｅ》）是法国的一家报纸，１７９０年至１７９４

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

阶级群众的情绪。

  关于韦梅希的报纸，见注第８４。——第５８２页。

４３７指的是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

诺、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

２４６）。——第５８４页。  

４３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８—４６９页。——第５８５页。

４３９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即“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是他在

１８７４年７月底至９月间写的，并发表在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６日和８日“人

民国家报”第１１７和１１８号上。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前进！”杂

志上刊载了一篇彼·拉甫罗夫谈论国际的文章。

  “前进！不定期评论”（《 ｎ 》）是彼

·拉·拉甫罗夫于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７７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

志（总共出了五卷），它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该杂志对西欧工

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

了一种同一方针的报纸，名称也叫“前进！”。——第５８８页。

４４０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１８７４年苏黎

世版第２卷（第二出版年）第２编第２部分第２６页。——第５８９页。

４４１“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是奥地利自由派报纸，１８６４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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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卡·塔勒的那篇小品文载于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和１５日“新自由报”第３２８４和３２８５号。——第５９０

页。

４４２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

辑的信”于１８７４年４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第５９３页。

４４３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的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社

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１８７４年伦敦版。往

下恩格斯引用教书第３、１７和４４—４５页。——第５９５页。

４４４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发表在１８７５年３月２８

日和４月２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６和３７号上。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

的建议写的。马克思读过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见注４４５）之后，把它转

交给了恩格斯，并在书皮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

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

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

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第５９９页。

４４５彼·特卡乔夫“致１８７４年度‘人民国家报’第１１７和１１８号所载‘流

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１８７４年苏

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Ｐ．Ｔｋａｔｓｃｈｏｆｆ．《ＯｆｆｅｎｅｒＢｒｉｅｆａｎＨｅｒｒ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ｒｄ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

Ｎｒ．１１７ｕｎｄ１１８ｄｅｓ《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１８７４．Ｚüｒｉｃｈ，Ｔｙｐｏｇｒａ

ｐｈｉｅｄｅｒＴａｇｗａｃｈｔ．１８７４）。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

经济问题论文选”１９３３年版第３卷第８８—９８页。—— 第５９９

页。   

４４６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

务”。——第６０３页。

４４７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９—１０页（Ｐ．

Ｔｋａｔｓｃｈｏｆｆ． 《ＯｆｆｅｎｅｒＢｒｉｅｆａｎＨｅｒｒ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Ｓ．９—

１０）。——第６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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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８恩格斯在这里和以下几处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

的任务”。——第６０５页。

４４９引文摘自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１８７４年

伦敦版第４７页。——第６０７页。

４５０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７页。——第

６０８页。

４５１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在１８７５年４月１６、

１８和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３、４４和４５号上，并以“论俄国的社会

问题”（《ＳｏｚｉａｌｅｓａｕｓＲｕβｌａｎｄ》）为题于１８７５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

本。１８７５年５月恩格斯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见本卷

第６４１—６４４页）。

  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最早是由维·查苏利奇译成

俄文的，名称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１８９４年日内瓦版；此

后，这一著作便以各种名称在俄国再版。——第６１０页。

４５２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６１０页。

４５３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１８６９年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读完了。马克思在

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４日致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的信中对这本书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６３—４６４

页）。稍后恩格斯也读了这本书。——第６１６页。

４５４恩格斯是指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

是农村设施的的考察”（《Ｓｔｕｄｉ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ｉｎｎｅｒ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ｄａｓＶｏｌｋ

ｓ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ｉｎｓｂｅｓｏｎｅｒｅｄｉｅｌａ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Ｒｕβｌａｎｄｓ》），

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２年在汉诺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第６１７页。

４５５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１８５６年厄兰根版（《Ｇｅｓｃｈｉ

－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６），“德

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兰根版第１—４

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ｕｎｄｄｅｒ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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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１—４，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德国乡村制度

史”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１—２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ｏｒ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５—１８６６）。——第６１８

页。  

４５６“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是卡·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

写成的一本战斗的、抨击性小册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马克思在这本小册子中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

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所采用的种种卑鄙无耻的伎

俩。该书第１版于１８５３年１月在巴塞尔（瑞士）出版问世，但是在企

图把它运进德国去的时候，几乎全部（共２０００册）被警察没收了。在

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Ｎｅｕｅ－Ｅｎｇ

ｌａ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上陆续发表，１８５３年４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但是美国这一版本也未能在德国流传。１８７４年“人民国家报”在从１０

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８日的总共十三号报纸上全文转载了“揭露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和１８５３年版不同的是，那时没有指出作者的姓名，而现在

则指出它的作者是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同时也准备发行单行本，为此他

在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２９日写信给马克思，请他给单行本写一篇序言，１８７５

年１月８日马克思写好了这篇“跋”，它最初发表在１８７５年１月２７日

“人民国家报”第１０号上，后来又收入１８７５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马克思

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Ｋ．Ｍａｒｘ．《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ＰｒｏｚｅｓｓｚｕＫｏｌｎ》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书第２版中。——

第６２４页。

４５７据后来查明，马克思当时是弄错了。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文件，特别

是赫斯本人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写给约·魏德迈的信，都证实了“红色

问答书”的作者是莫·赫斯。——第６２４页。

４５８关于希尔施的文章见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和“福格特先生”（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４—４８页和第１４卷第７１５页及

其他各页）。——第６２４页。

４５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４４０页。——第６２５页。

６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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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３６页。——第６２７页。

４６１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

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间，于１８６４年４月１８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

  “内部的杜佩尔”（《ＤüｐｐｅｌｉｍＩｎｎｅｒｎ》）一词是俾斯麦的机关报

“北德总汇报”在１８６４年９月３０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

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第６２７页。

４６２这篇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５年１月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是恩格斯为“人民国

家报”撰写的。纪念会由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主持，波兰、俄国、德国、

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们出席了纪念

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参加者列·弗兰克尔、利沙加

勒等人。关于纪念会的报道１８７５年１月３０日发表在于苏黎世出版的

波兰杂志“征召义勇军”（《Ｗｉｃｉ》）上，接着又发表在于里沃夫出版的

波兰自由主义报纸“波兰报”（《ＤｚｉｅｎｎｉｋＰｏｌｓｋｉ》）上。２月１５日俄文

报纸“前进！”也发表了一篇报道。“前进！”在报道中说，恩格斯在马

克思之后，用英语发表了演说。——第６２８页。

４６３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１４年至１８６６年期间先后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

的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是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经

常策源地。——第６２９页。

４６４从“前进！”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前进！”编辑部的秘书弗·斯米尔诺

夫曾经在１月２３日的纪念会上讲过话，他强调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和波

兰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并代表俄国革命者宣布，每一个俄国革命

者都已准备好，“当革命的钟声一敲响，就投入波兰人的队伍，去为波

兰人民争得社会自由”。俄国流亡者索洛维约夫也讲了话，他指出要提

防波兰地主自由派和沙皇政府可能勾结起来。——第６３０页。

４６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４页。——第６３０页。

４６６弗·斯米尔诺夫１８７５年２月给马克思的信保存下来了。斯米尔诺夫在

信中说，他在给“前进！”写一篇有关波兰纪念会的报道。斯米尔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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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这次纪念会时，曾听到马克思讲过下面这句话：“因此，必须在波

兰人民中间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由于波兰报刊的报道中没有这

句话，斯米尔诺夫便请马克思证实他是否讲过。马克思的答复我们没有

见到，但是，“前进！”的报道中转述了这名话。——第６３１页。

４６７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俾斯麦德国为了重新蹂躏法国而于１８７５年挑起

的战争危险达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写的。大家知道，由于俄国外交方面的

坚决干预，防止了当时在欧洲爆发战争。恩格斯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抨击了德国军国主义。“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认为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具有重大意义，准备把它印成单行本，但是，这一意

图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载于１８７５年４月２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６号上。——第

６３２页。

４６８恩格斯在这里揭露１８７５年２月１２日颁布的民军法的本质，这个法律

是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９日法律（见注４０７）的条款的进一步发展，它规定在

必要时可以用应征参加民军的预备兵来补充后备军。——第６３２页。

４６９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２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作战部队和地方部队

的基干人员和实有人员编制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一个团从三个营扩

充到四个营，而全部军队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了１４４０００人。——第

６３２页。

４７０指的是法国政府于１８７０年秋基本上用新兵组成的卢瓦尔军团。——

第６３５页。

４７１根据１８７４年５月２日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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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员时作补充军队之用。——第６３７页。

４７２这个声明是福伊格茨－雷茨少将于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１日在帝国国会上的

演说中发表的。——第６３８页。

４７３关于德国的札记”（《Ｖａｒｉａüｂ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的手稿反映了恩格斯由

于想写一本德国史而对德国人民的已往历史所进行的深刻研究。恩格

８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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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一再谈到德国史的问题，在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他又对这些问题做了努力

的探讨。关于自己的这些工作他在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写信给威·李卜

克内西说：“我想给‘人民国家报’写一点关于德国的东西，但是我却

因此埋头钻研了很多经济和统计资料，结果也许能写成一本小书，甚至

是一大本书。”这一意图没有实现；从他所准备的材料来看，恩格斯是

想阐明包括他当时经历过的１８７３年的各种事件在内的德国史的进程，

其中着重叙述自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史。从中世纪末到１７８９年这一时

期预计在一篇分量较重的导言中加以阐述。本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的

手稿是这一导言的大纲和包括１７８９年至１８１５年这一时期的第一篇的

梗概。

  本卷中还发表了就其内容而言和导言的大纲有关的由个别段落组

成的“关于德国的札记”第二个手稿的片断。

  比较完整的“关于德国的札记”和恩格斯关于德国史的其他一些准

备性稿件一起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上。——

第６４７页。

４７４马克思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同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拥护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在海

牙代表大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巴枯宁主义者以后，这一斗争仍

在继续进行。

  卡·马克思做的这一摘要是一部独特的批判性和论战性著作，这一

著作在揭露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

观点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并且发展了与之

相对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原理：即关于国家、无产阶级

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原理。马克思在摘要的手稿上所加的一系列插语中

阐述了这些原理。巴枯宁的这本书是１８７３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它被许

多巴枯宁主义团体奉为纲领性的著作。在该书问世以后不久，马克思就

做了这篇摘要。

  巴枯宁一书摘要包括在马克思的一本很厚的笔记本里，笔记本上写

着《Ｒｕｓｓｉｃａ ，１８７５》〔“俄国，第二册，１８７５”〕，其中有许多俄国作

者的著作的摘要。巴枯宁一书摘要的手稿共计大开本２４页。巴枯宁这

９２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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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内容，马克思有时直接用俄文摘录下来，有时用德文比较扼要地

加以转述。在转述巴枯宁一书的内容和直接摘录其中的个别地方时，中

间都交插着马克思的简短批语和较长的插语。

  本篇中凡是逐字转述或大意转述巴枯宁一书内容的地方，都用小五

号字。马克思本人的批语则用老五号字排印。在把引文由德文译回俄文

时，都用了巴枯宁原书的文字，同时也保留了马克思在译成德文时所作

的一些改动。凡是马克思用俄文摘引的地方，一律加普通引号“ ”，凡

是马克思在摘录时翻译成德文的地方，一律加另一种引号《》。——第

６５５页。

４７５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１８７２年４月２日的会议上，爱尔兰通讯书记

麦克唐奈报告了警察当局对各爱尔兰支部的迫害。根据马克思的提议

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就这件事情起草一个专门的呼吁书，委员会的成

员有马克思、麦克唐奈和米尔纳。４月９日，麦克唐奈代表该委员会把

一项关于爱尔兰的警察恐怖的声明提交总委员会，在对这个声明是否

适于公布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后，这个声明被通过了，并根据恩格斯的提

议，决定把它印成１０００份传单在爱尔兰散发。

  声明的全文也在西班牙的“解放报”上刊登过，刊登时加有编辑部

按语，按语中还援引了麦克唐奈１８７２年４月２日的报告。——第７１１

页。

４７６指十三世纪由英国征服者作为同爱尔兰人民斗争的据点而建筑的都柏

林堡。它是在爱尔兰的英国当局的官署，它代表着英国殖民主义对爱尔

兰人民的压迫和暴力。——第７１２页。

４７７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２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提出抗议，反对黑尔斯

以书记的身分署名在“东邮报”上发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的时候

“按自己的口味”介绍总委员会委员们的发言。其中涉及到１８７２年３月

９日“东邮报”上发表的恩格斯３月５日的发言。

  恩格斯关于国际意大利各支部情况的报告是以１８７２年３月１日维

·雷吉斯给他的信里所叙述的事实为根据的。——第７１４页。

４７８恩格斯在他向总委员会所做的这个报告中向总委员会介绍了３月１５

０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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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为筹备该联合会应届代表大会而写的一封信的

内容。３月２７日恩格斯对这封信作了回答，回信的草稿载于本卷第

６２—６３页。由于来信要求向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祝贺，恩格斯代表

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份贺词（见本卷第６８—７０页），

并且让费雷支部代表法国的所有支部发出了贺信。——第７１６页。

４７９恩格斯这个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４月４—１１日）召开之前

国际各西班牙支部状况的报告，是以拉法格寄给他的材料为根据的，当

时拉法格正在马德里为反对西班牙联合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而进行

紧张的斗争。但是，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２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

出，他从拉法格那里得来的关于已经战胜西班牙联合会中的同盟分子

的消息“无论如何是有些夸大之处”，因此要求不发表这个报告。——

第７１８页。  

４８０各工人协会（主要是处于自由资产阶级集团即所谓“温和派”影响下的

互助协会）代表大会是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７日在罗马召开的。这次代表大

会的组织者——政府官员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企图利用代表大会

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并且阻挠国际的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这次代表大

会的参加者妄想代表全意大利工人，这个企图引起了罗马许多工人组

织的反对，因为这些组织打算召开自己的、真正的工人代表大会。但是，

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它们只能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１日举行了一次表示

抗议的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根据国际会员卢恰尼的提议通过了一

项决议，坚决抗议资产阶级假冒工人阶级名义的企图。——第７２０

页。  

４８１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马耳特

曼·巴里的代表资格证辩护，是因为一些英国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中的改良主义者以巴里“不是公认的工人领袖”为理由否认他的代表

资格证的合法性。这场围绕巴里代表资格证的斗争客观上反映了整个

英国工人运动中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代表和力求使这个运动摆脱资产

阶级影响的代表之间发生的斗争。马克思这篇很有影响的发言引起了

所有改良主义分子和工联主义领袖的疯狂攻击。

１３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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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保存在由代

表大会书记之一弗·阿·左尔格用德文所做的代表大会记录里。左尔

格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回纽约时，随身带走了会议记录的原稿；１８７２年

１０月初，他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请求，把泰·库诺所抄并经库诺和左

尔格核对过的全部记录副本寄给了他们。这份副本从前收藏在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档案库里，副本的照片现在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院保管。１９５８年威斯康星大学（美国马迪逊市）的学报发表了不知

由谁转抄并且未经核对的这份记录的另一种副本的真迹复制品和英译

文。这第二个副本是从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海尔曼·施留特

尔的文件中发现的。记录的原稿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发言是根据核对过

的因而是更为可靠的记录副本翻译的。——第７２４页。

４８２这是马克思在讨论未被总委员会接受加入国际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

行动支部（见本卷第１７１页）派遣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尼·茹柯夫斯基

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的问题时的发言。

  马克思发言的结尾部分是对比利时代表布里斯美发言的回答，后者

反对法国流亡者成立（尤其是在布鲁塞尔）不加入地方联合会的独立支

部。——第７２５页。

４８３马克思在关于威斯特所持的第十二支部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这个问

题的发言中，彻底揭穿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派想利

用国际的名义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篡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

企图（见本卷第１７０页）。——第７２６页。

４８４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６日的决议以及下面发表的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的两篇决议，都是以马克思和黑格斯给总委员会委员们的信以及恩格

斯给总委员会的一封正式信件（见本卷第３５０—３５２页）中所提出的建

议为基础的。这些决议的最重要的论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建

议完全一致。——第７３６页。

４８５这封给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公民们的信是恩格斯在与马

克思和赛拉叶磋商以后于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写的。

２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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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国际各地方联合会和支部的报告，早在８月底

之前就已经看到，根据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应该在瑞士召开的

国际下次代表大会将不再具有国际性了。鉴于当时的形势，马克思和恩

格斯一致认为，总委员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合适的，并

说服了赫普纳和赛拉叶不去日内瓦。

  这封信以恩格斯亲笔手稿的形式保存下去了。——第７４１页。

４８６指总委员会的报告和为代表大会准备的其他材料。列入代表大会议程

的有下列问题：关于修改章程的问题、关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问题、关

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问题、关于对工人的普遍统计的问题。代表大会

于１８７３年９月８日在日内瓦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三分之二左右的代

表都是代表瑞士各支部而主要是日内瓦各支部的。代表大会的工作是

在约·菲·贝克尔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和

各地方的报告。１８７３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后一次代表

大会。——第７４２页。

３３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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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７５年３月）

１８７２

３—８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小资产阶级

分子的斗争中捍卫国际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同时

进行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国际的支部和

工人运动活动家个人通信。恩格斯特别注意西班牙，因

为当时西班牙是同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组织——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进行斗争的基本据点。恩格斯经常

同留居马德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法格通信，从

他那里知道有关西班牙各支部活动的详细情况，通过

他领导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恩格斯经常向总委

员会报告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

马克思紧张地审阅“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

校样，同时大力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

在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对第一版全卷的结构作了重

大的更改；把书中某些篇名改得更加确切；对价值和各

种价值形态作了更加详尽而严密的科学分析；进一步

阐明和发挥了其他各章中的许多原理。

３月初—５月初 马克思应国际曼彻斯特支部领导人欧·杜邦的请求，

就该支部正在争论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非常详尽的意见。马克思寄去

的手稿由杜邦在５月８日支部会议上宣读，并且于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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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５日发表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机关报“国际先驱

报”上，没有指明作者。

３月５日 马克思把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

的分裂”提交总委员会，通告揭穿了巴枯宁主义这种同

工人运动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实质；总委

员会一致决定公布这个通告。马克思报告了由于资产

阶级分子企图夺取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权以致北美联合

会发生分裂一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为这个

问题而写的一部分决议。

３月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麦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路·皮奥，阐明

了在国际中进行的同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的意义；要

求他将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各项决议提请联合会委

员会赞同。

３月１０—１９日 恩格斯以总委员会通讯书记的身分同国际葡萄牙联合

会建立了联系；此后，不断收到关于葡萄牙各支部活动

情况的详细报道。

３月１２日 由于前公社活动家古·勒弗朗塞在“一八七一年巴黎

公社运动研究”一书中提到了警察当局伪造文件来反对

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事，马克思给比利时支部机关报

“自由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信在３月１７日发表。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北

美联合会中的分裂的决议的第二部分。决议指出必须

把资产阶级改革派分子从国际中清洗出去，因此决定

开除纽约第十二支部，决议由马克思寄给纽约临时联

合会委员会领导人弗·阿·左尔格；决议发表在４月

６日的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报”和５

月８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

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他收到的新西兰的回信，信

中谈到在坎特伯雷成立支部的事。马克思被确定为３

５３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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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８日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演

讲人之一。恩格斯报告了国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状

况，报告发表在３月１７日“东邮报”关于总委员会会

议的报道中。

３月１３日和１８日之间 马克思起草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的决议，把公社

称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决议在３月１８日伦敦

的国际会员和流亡公社社员大会上一致通过，并发表

在３月２３日“东邮报”和３月３０日“国际先驱报”关

于大会的报道中，没有指明作者。

３月下半月—５月初 恩格斯从爱尔兰通讯书记Ｊ．帕·麦克唐奈那里得到

有关在都柏林、科克、布莱得弗德及其他城市建立爱尔

兰支部和科克罢工运动的消息；他经常同麦克唐奈会

面，讨论有关爱尔兰各支部活动的问题。

马克思拒绝德国资产阶级“现代”（《Ｄｉｅ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杂志编辑保·林达乌多次提出请他为该杂志撰

稿的建议。

３月１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请他把载有“共产党宣言”英译

文和法译文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和“社会主

义者报”寄来；虽然发现两种译文质量都不高，但是恩

格斯指出，为了反对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宣传，

还是必须利用它们。

３月１８日 马克思写信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的出版者莫·拉

沙特尔，同意把“资本论”法译本定期分册出版，因为

这样可以使工人们更容易买得起“资本论”。

３月１９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

警察当局迫害国际会员的情况。恩格斯传达了里斯本

支部来信的内容，信中谈到支部的成就和在里斯本出

版宣传国际原则的“社会思想报”一事。

６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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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６日 恩格斯主持总委员会会议；向总委员会介绍了西班牙

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自１８７０年以来国际在西班牙的活

动的报告的内容。由于西班牙联合会将在４月间召开

应届代表大会，会议委托恩格斯起草一封贺电。这封贺

电发表在４月１３日“解放报”上。

３月２７日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一版在俄国出版，这是该书的

第一个外文译本；在一个半月里（到５月１５日）总印

数３０００册中已售出９００册。

恩格斯写信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说，总委员会、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以已牺牲的公社活动家费雷命

名的法国支部，都将向西班牙联合会即将在萨拉哥沙

举行的代表大会致贺。恩格斯建议将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

会议各项决议提请该代表大会赞同。

４—５月 由于北美联合会内部斗争尖锐化，该联合会的领导权

有被资产阶级分子夺去的危险，马克思密切注视国际

美国各支部的状况，他领导无产阶级一派同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改革派作斗争，同左尔格通信，从他那里

知道详细的情况。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发言，阐明了在

该联合会中所进行的斗争的实质，揭露了美国各支部

通讯书记格·埃卡留斯实际上支持被总委员会从国际

中开除出去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骑墙立场。

４月初 马克思收到“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者尼·弗·丹尼尔

逊寄来的一本“资本论”俄文本和有关尼·加·车尔尼

雪夫斯基和总委员会前委员格·亚·洛帕廷消息的一

封信，马克思非常关心这两个人的命运。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的４２页手稿寄给德国

出版者奥·迈斯纳，当时正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的德文第二版。

马克思指示迁居比利时的国际会员沙·罗沙如何

７３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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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各支部进行工作；以后不断同他通信，从他那

里知道国际在比利时活动的详细情况。

恩格斯把威·李卜克内西写的一封信译成意大利

文，这封信是李卜克内西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为反对意

大利“自由思想”杂志编辑、资产阶级民主派鲁·斯蒂

凡诺尼对总委员会的诬蔑而写的；该信寄给了意大利

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卡菲埃罗，于４月２０日发表在民

主派的“玫瑰小报”上。

４月２日 马克思根据李卜克内西３月１９、２８和３０日的来信，向

总委员会报告指控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阿·

赫普纳叛国的莱比锡案件的结果；他还参加讨论麦克

唐奈所做的关于国际各支部在爱尔兰受到迫害的报

告。

４月３日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给西班牙萨拉哥沙代表大会

写贺信。该信发表在４月１３日“解放报”和５月４日

“人民国家报”上。

４月９日 马克思因病未能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麦克唐奈宣读

有马克思参加起草的声明“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声明

经总委员会通过，并印成传单公布。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出版“法兰西内战”法译本的决定。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在伦敦的波兰人支部成员、波

兰革命者约·罗兹瓦多夫斯基被批准为总委员会委

员。

４月１３日 马克思所著“哲学的贫困”的一部分以“阶级斗争论”

为题，发表在西班牙“解放报”上。

４月１３—１６日 由于议员贝·柯克伦和亨·福塞特发表诬蔑国际的言

论，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声明在总

委员会４月１６日会议上一致通过，印成传单公布，

８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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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国际的各家机关报

上。

４月中 马克思获悉他的信件在法国和英国受到暗中检查。

４月下半月—５日 马克思审阅并修改自己的著作“法兰西内战”的法译

文，同时和国际的比利时会员Ｅ．格拉泽－德－维耳布

罗尔通信，商谈在比利时出版该书的工作的组织安排

和程序问题。“法兰西内战”于６月在布鲁塞尔出版，印

数为２０００册。

４月下半月—８月 恩格斯研究拉法格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霍·梅

萨寄给他的关于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活

动的材料。

４月１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加入国际的费拉拉工人协会，阐明国际

工人协会的组织原则。

４月２０日 恩格斯为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撰写关于英国

农业工人罢工的文章，从此以后，他就经常为该报撰

稿。这篇文章以“伦敦来信”为题在４月２４日发表。

４月２３日 恩格斯祝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法庭上做了坚强不

屈的发言。

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意大利米兰当局非法逮捕

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库诺并将他逐往巴伐利亚的事；

他认为这一事实是各国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反对国际的

表现。

４月底 恩格斯写信给皮奥，强调指出吸引小农和无地农民参

加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

４月底—５月 马克思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校订“资本论”第一卷的法

译文，同时审阅德文第二版的校样。

５月上半月 恩格斯打算写一本著作来反对在德国工人阶级中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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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思想的企图，因此他研读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

命的总观念”一书。

５月７日 马克思因病没有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恩格斯做了关于

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总结的报告，报告发

表在５月１２日“东邮报”上；他还谈到意大利的费拉

拉协会已承认国际的章程；根据他的提议，该协会被批

准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恩格斯把拉法格刊登在“解放报”上的一篇关于巴

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搞秘密阴谋的文章寄给李卜克内

西，交“人民国家报”发表，同时建议发表拉法格刊登

在“自由报”上的一篇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

大会的通讯。

５月７—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塞兰（比利时）的库诺，把巴枯宁主义

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搞阴谋的事告诉了他，建议他积

极进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宣传；同时把与国际会员们

联系的地址寄给了他，并且给了他金钱上的帮助。

５月１４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英国的爱尔兰

支部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发言

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揭露总委员会中某些

英国委员的沙文主义观点。

５月中 由于德国大工业家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发表了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蓄意歪曲所引

用的材料的一篇匿名文章，马克思写信给“人民国家

报”编辑部驳斥对他的诬蔑。该信发表在６月１日该报

上。

１８７２年５月下半
月—１８７３年１月

恩格斯写“论住宅问题”这一组文章，这组文章从１８７２

年６月至１８７３年２月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在

这些反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章中，

恩格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毁灭性的批判，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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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规律性，只有在无产阶级专

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一切社会经济要求才可能得到

满足。

５月１７、２０日 马克思接到邀请，请他参加由流亡公社社员组成的社

会问题研究小组的会议，马克思是小组的成员。

５月２１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由他起草的一个声明，

揭露伦敦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流亡小资产阶级分

子（其中包括被国际开除后组成所谓世界联邦主义委

员会的那批人）想盗用总委员会名称的企图。声明经一

致通过后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英国、德国、比利

时、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的国际的各家机关报上。

５月２２日和６月５日
之间

恩格斯为了筹备国际应届代表大会，写了几封信给李

卜克内西，请他澄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总委员会之

间的组织关系，并保证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５月２３日 马克思给“玫瑰小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再论斯蒂凡

诺尼和国际”，驳斥了斯蒂凡诺尼在“自由思想”杂志

上对总委员会及其领导者进行的诬蔑。该信发表在５

月２８日该报上。

５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信感谢丹尼尔逊寄给他一本“资本论”第一卷

俄译本，并请他告知关于米·亚·巴枯宁同无政府主

义者谢·格·涅恰也夫之间的联系的材料；同时也谈

到由于必须完成“资本论”以后各卷的写作工作，他想

拒绝再次被选入总委员会。

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提议下次会议专门

讨论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和

恩格斯的支持，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合众国临时联

合会委员会是国际北美联合会的唯一领导机关。

５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总委员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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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分裂”在日内瓦出版，并分发给国际工人协会各支

部和联合会。

６—８月 马克思在大力筹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同时，继续为

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而紧张工作。

６月４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

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否决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

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

６月１１日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在荷兰召开应届代

表大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强调指出，组织

问题，特别是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将是代表大会的主

要问题之一。

６月１８日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总委员会应把注意力完全集

中在筹备代表大会的共同问题上，所以总委员会一致

决定把代表大会的日常事务和组织筹备工作交给常务

委员会主持，从此以后，常务委员会就定名为总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恩格斯被选入起草关于应届代表大会召

开地点和议事日程的决议的委员会。恩格斯起草的决

议发表在６月２９日“国际先驱报”以及国际的其他机

关报上。

６月１８日—９月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执行委员会筹备应届代表大会的

工作；他们特别注意揭露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组织在

西班牙的活动；力争把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团结在执

行委员会周围。

６月２１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应届代表大会在９月２日召

开，强国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对国际今后的命运具有决

定意义，请他保证北美联合会派代表出席。

６月２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７月间将在莱比锡出版的“共产党

宣言”德文版写序言。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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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巴黎公社经验的意义在于证明工人阶级必须摧

毁旧的国家机器。

６月２５日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为了筹备代表大会而着

手讨论对共同章程和条例提出的修改意见。马克思由

于力求保证无产阶级组织队伍的纯洁性，表示同意授

予总委员会将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

为止的权力。

７—８月 马克思同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书记弗朗萨商谈用葡萄

牙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通过恩格斯给他寄

去了“资本论”第一卷并请他收集关于葡萄牙土地所有

制的资料。

７月２、９和１６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总委员会关于章程和条例的条文

的讨论。总委员会通过恩格斯提出的条例中关于扩大

总委员会权力的条文。

７月３日 “人民国家报”发表了马克思以德国通讯书记身分签署

的，总委员会关于在荷兰召开应届代表大会和议事日

程的决议。

７月５日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宣读了葡萄牙联合会委

员会的一份函件。该委员会声明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由

于发现了关于同盟在西班牙进行秘密活动的材料，执

行委员会委托恩格斯查询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与同盟

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起草执行委员会关于应

届代表大会开除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提案，并提交总

委员会。

恩格斯收到都灵支部的来信，该支部的会员表示

完全拥护总委员会。

７月９日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国际在美国”一文，文

章中利用了马克思从美国报纸上抄录下来的许多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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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北美联合会会员们的来信。文章在７月１７日发

表。

７月９日和１５日之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息。

７月１０日 恩格斯被选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出席英国

联合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代表。

７月中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分册（共５印张）出

版。

７月１８日 恩格斯以意大利通讯书记的身分通过“人民报”编辑恩

·比尼亚米给伊莫拉城工人运动的四个参加者寄去了

加入国际的证明书；把加入国际的条件通知帕尔马的

一个团体“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和佛罗伦萨支部。

７月１９日 执行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

的报告；并委托恩格斯起草财务报告。

７月２１日 马克思写“致鲁尔罢工的矿工”，向工人说明，德国矿

主扬言要从英国输入煤炭的威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

英国煤烧工业处境困难。号召书发表在７月２７日“人

民国家报”上。

７月２１—２２日 恩格斯接到了杜邦关于不列颠联合会诺定昂代表大会

经过的详细报道，大会支持总委员会进行反对改良派

的斗争。杜邦是根据恩格斯的提议被指派为总委员会

出席该代表大会的代表的。

７月２３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支持瓦扬提出的把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列入共

同章程的建议。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分子钻进国际中来，

马克思提议对章程第九条作一点补充：凡是新接受的

支部，其成员中雇佣工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建议被通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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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日 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写的给瓦伦西亚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的信，信中要求报告秘密的巴枯宁同盟在西

班牙活动的资料。

７月２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有关召

开应届代表大会的问题。马克思代表章程委员会作关

于以费雷命名的法国支部和瑞士德国人支部的章程的

报告。

７月２８日 由于“协和”杂志上发表了布伦坦诺的一篇新的匿名文

章，马克思给“人民国家报”写第二封信，这封信发表

在８月７日该报上。

７月２９日 马克思写信给他的朋友、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库格曼，

指出即将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对国际的命运具有非常

重大的意义，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派代表团参加代

表大会的工作是重要的。

７月底—８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杜邦的倡议，帮助他在曼彻斯特

建立一个把工人流亡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外国人支部。

８月４日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报告国际在荷兰、意大

利、美国的状况。恩格斯分别宣读库诺、梅萨和约·菲

·贝克尔以及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在比利时、西

班牙、瑞士、葡萄牙同巴枯宁主义者斗争的情况的信

件。委员会委托恩格斯把新马德里联合会７月２２日的

呼吁书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

８月４—６日 恩格斯受执行委员会委托写告国际全体会员书，揭露

了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组织的活动。经过热烈的争论

后，呼吁书于８月６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以４票的多

数通过。

８月８日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给

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信，信中谈到秘密的社会主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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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同盟在西班牙的破坏活动。这封信发表在８月１７日

“解放报”上。

８月１５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了丹尼尔逊寄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稿

“没有收信人的信”和发表在俄国报刊上的关于“资本

论”第一卷的书评；他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

的一部分寄给丹尼尔逊。

８月１５日 恩格斯代表执行委员会通知新马德里联合会，承认它

为国际的一个联合会。这一通知发表在８月２４日“解

放报”上。

８月１５日和１２月１２
日之间

马克思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他把

第一封信全部译成德文，其余的信仔细地做了摘要，抄

录了许多原文；采取步骤准备出版手稿。

８月下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马

克思代表莱比锡支部，恩格斯代表布勒斯劳支部。

８月２０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会见了前来

参加代表大会的左尔格，向他叙述了总委员会的状况

和各个国家内国际组织的状况。

８月２２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罗马支部书记奥·尼约基－维亚尼关于罗

马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和罗马支部的通信地址。

８月２３日 恩格斯给意大利各支部写了一封通告信，揭露意大利

无政府主义者想在他们的里米尼代表会议（８月４—６

日）上盗用国际名称的企图；通告信分发给都灵、米兰、

罗马和费拉拉各支部。

８月２４日 恩格斯谢绝李卜克内西关于提名他为帝国国会议员候

选人的建议；恩格斯把巴枯宁主义者准备参加海牙代

表大会的情况告诉李卜克内西。

８月２７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应缴纳多少会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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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他在批评了英国工联主义者活动的时候，提出了

工会组织的任务在于成为劳资斗争中的组织核心的思

想。

８月２８日 马克思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

８月底 马克思被选为总委员会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

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向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报

告；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一致批准了这个报告。

恩格斯受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的报告，以便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准备总委员会

的财务报告。

８月底—９月初 马克思收到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尼·吴亭为海牙代表大

会写的关于所谓涅恰也夫案件以及涅恰也夫在俄国的

活动的报告；马克思把这些材料转交给海牙代表大会

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

８月底—１０月初 马克思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拉·塞西利亚通信，因为

后者想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意大利文。由于出版社

拒绝签订合合，翻译没有进行。

９月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马克思夫人和他的女儿爱琳娜

一起）到海牙参加国际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马克思和

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代表的预备会议，会上通过了

马克思提出的召开代表大会第一次秘密会议来选举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建议。

９月２—７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大会上

他们捍卫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小资产阶级宗派

主义，力争把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必须建立工人

阶级独立政党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的决议

列入国际章程，同时还力求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

９月２日 在代表大会的下午会议上马克思被选为代表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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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并参加该委员会工作。在晚间会议上马克

思发言谈该委员会的任务问题。

９月３日 在代表大会的下午会议上马克思参加讨论美国代表的

资格问题。马克思提议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从国际中

开除出去，并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有关的文件。

恩格斯参加讨论代表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

在讨论英国代表的代表资格证问题时，马克思在

晚间会议上发言替总委员会委员马·巴里的代表资格

证辩护，公开谴责英国工联领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收

买。在讨论西班牙代表（同盟盟员）的代表资格证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敌视国际的活

动。马克思通知代表大会，收到了毛星西奥港（利古里

亚）支部的贺信，该支部选举马克思为自己出席代表大

会的代表。

９月４日 在代表大会的上午会议上，马克思代表委员会提议宣

布纽约第十二支部颁发的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无效，

并揭露了这个支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在晚间

会议上讨论同盟代表提出的关于改变表决原则的建议

时，恩格斯发言坚决驳斥了按派有代表出席大会的组

织的人数计票的办法。

９月５日 马克思在代表大会的上午会议上参加讨论成立一个调

查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委员会的问题。

马克思用德语宣读总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一致通

过，于９月至１０月间发表在各国国际机关报上。

９月６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下午会议上参加共同章程的讨论。

马克思发言谈必须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问题。马克思

和恩格斯投票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

治行动的决议列入章程的建议。恩格斯发言，阐明了他

和马克思提出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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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提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揭露西班牙和

其他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

９月７日 恩格斯在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像关于总委员会的财务

状况的报告；报告一致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入代

表大会记录审订和出版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秘密会议

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讨论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

告，并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巴枯宁和詹

·吉约姆。

９月８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一起参

加国际阿姆斯特丹地方支部在当地召开的群众大会。

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总结的演说，揭示了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对工人运动的意义，

代表大会已经把这一决议列入国际共同章程。演说发

表在９月１５日“自由报”和１０月２日“人民国家报”

上。

９月１０日左右 马克思会见要到美国去的库诺，同他交谈了国际美国

各支部的组织的问题。

９月１２日左右 恩格斯从荷兰回到伦敦；会见了即将前往美国的左尔

格。

９月１２日 马克思写了一封给“海盗报”编辑的公开信，驳斥反动

报刊对国际的造谣诽谤。该信发表在９月１５日“海盗

报”和９月２１日“解放报”上。

约９月１７日 马克思从荷兰回到伦敦。

９月１７日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一辑（共五分册）出版。第

一天就售出了２３４套。

９月下半月—１２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各国的国际会员，说明海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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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关于号召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决议的意义。

９月２１日 恩格斯把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国际各个组织的通讯地

址寄给左尔格。

９月底—１０月中 马克思把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几分册寄给

国际会员和自己的通讯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审订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并准备付

印；决议在１０月底以单行本出版，并发表在１２月１４

日“国际先驱报”上。

恩格斯接到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里斯本举行

罢工的消息后，写信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许多英

国工联组织，建议它们立即反对把罢工破坏者从英国

运往里斯本。

１０月 恩格斯写“论权威”一文，并把它寄给比尼亚米。

１０—１１月 恩格斯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曼彻斯特各支

部成员同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不列颠委员会的改

良主义领导作斗争。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
１８７３年８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同驻纽约的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

通信，把国际在欧洲各国的联合会和支部的活动情况

告诉他，帮助他解决那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继续同西班

牙、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的活动家通信，说

明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１０月１日和５日 恩格斯把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总结的几篇文章寄给比尼

亚米。文章以“海牙代表大会”和“再谈海牙代表大

会”为题，分别发表在１０月５日和８日“人民报”

上。    

１０月初 恩格斯为“解放报”撰写“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

托书”一文，揭露了同盟盟员在代表大会上的破坏活

动。文章发表在１０月１３日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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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５日 恩格斯会见国际的爱尔兰活动家麦克唐奈和德·摩尔

根，同他们交谈了有关爱尔兰各支部状况的问题；给委

派他作为代表的纽约第六支部寄去了一份关于海牙代

表大会的报告。

１０月下半月 恩格斯收到库诺寄来的一封信和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

录的副本。

１０月２６日 西班牙“解放报”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总标题

发表了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

言和他３月１８日给拉沙特尔的一封信。该报在这一号

上还刊登了关于“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连续几分册开

始出售的消息。

１０月３１日 恩格斯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关于国际在西班牙

的状况的报告，并于１１月２日寄给了左尔格。

１１—１２月 马克思审阅“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文的校样。

应比尼亚米的请求，马克思写“政治冷淡主义”一

文，向意大利工人揭露了放弃政治斗争的无政府主义

学说的含义，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规律性。

文章于１８７３年１２月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１８７４年共

和国年鉴”上。

１１月２日 恩格斯通知左尔格在洛迪和阿魁拉成立了新的国际意

大利支部，并把同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联系的地址

转寄给他。

１１月３日和１７日 恩格斯收到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请他担任该支部驻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的建议。

１１月７—１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国际的阿魁拉支部和洛迪支部。给国际

洛迪支部的信发表在１１月１７日“人民报”上。

１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撰写一篇关于爱尔兰的国际会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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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要求释放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

员的文章；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参加了这次群众大会，

认为这是总委员会为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斗

争的结果。文章于１１月１７日发表。

１１月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从比尼亚米那里得知，他已被列入计划要出版

的“社会主义丛书”的作者的名单。这个想法没有实

现。    

１１月１５日和１８日
之间

马克思在牛津燕妮和沙尔·龙格家中作客，他在那里

审阅“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文的校样。

１１月１６日左右 恩格斯把总委员会关于它已经在纽约开始执行自己的

职务的通告寄给许多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他还校订

通告的英文文本，并把它寄给“国际先驱报”发表。

１１月１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建议总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指

出汝拉联合会由于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国际

的章程和条例而置身于国际之外。总委员会１８７３年１

月２６日的决议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个建议，该决议发表

在国际的报刊上。

１１月２５日 马克思请丹尼尔逊把可靠地址寄给他，以便今后和他

通信。

１２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那里得

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的详细情况，这次分

裂是那些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改良派制造出

来的。

１２月５日左右 马克思从荷兰社会主义者布鲁诺·李贝尔斯那里知道

了国际荷兰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这次代表大

会拒绝支持无政府主义者。

１２月７日 恩格斯把国际在荷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状况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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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告诉了左尔格。

１２月１１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撰写一篇关于国际各联合会状况的

文章。文章以“伦敦来信”为题，发表在１２月１４日该

报上。

１２月１２日 马克思从丹尼尔逊那里得知洛帕廷从流放地逃跑失败

后，告诉丹尼尔逊，他准备帮助洛帕廷获得自由；马克

思请他把关于“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评论和有关车

尔尼雪夫斯基生平事业的资料寄来，因为马克思打算

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在这封信

中马克思表示，为了更完备地制定地租理论，他打算专

门研究有关俄国土地关系的俄文资料。

１２月１４日 恩格斯把载有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１２月１４日“国际

先驱报”寄给左尔格，并通知他比尼亚米已被逮捕，载

有总委员会材料的那一号“人民报”已被警察没收。

１２月２０日 马克思会见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应他们的请求

起草告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

书，揭露了那些退出不列颠委员会的改良派实际上是

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勾结在一起的。呼吁书于１２

月３１日印成传单发表。

恩格斯应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成员的请求，起草

该支部对分裂出去的那部分改良派的通告的答复；在

答复中着重指出，这些分裂分子由于拒绝服从海牙代

表大会的决议已经置身于国际队伍之外了。答复于１２

月２３日印成传单发表。

１２月２１日 “国际先驱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揭露了

黑尔斯对前总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诽谤。

１２月３０日 总委员会指派马克思保管前总委员会的档案，其中包

括总委员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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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

１月—２月中 恩格斯写关于国际在大陆上的活动的消息，这些消息

发表在１月１１日、２月１、８和１５日“国际先驱报”上

关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他主持为七

个在洛迪被捕的“人民报”编辑募捐的事宜，为此他同

国际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组织，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通信，并安排从英国汇款。

１—５月 恩格斯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的活动，从他们

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各支部状况的消息，帮助他们起草

各种文件和报纸通讯，向他们介绍国际在各个国家中

的状况；他继续同梅萨通信，把总委员会的文件转寄给

他，并给予“解放报”金钱上的帮助。

１１月初 由于普鲁士通过了新的行政改革法，恩格斯写一篇文

章，分析德国各个阶级力量的配置状况。文章以“普鲁

士‘危机’”为题发表在１月１５日“人民国家报”

上。    

１月２日 由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诽谤性的短文，马克思给

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于１月３日发表。

１月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把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

的事详细告诉了他，给他寄去了该委员会告不列颠联

合会全体会员书，而且还谈到了国际在比利时、葡萄

牙、丹麦、法国和意大利的状况。

１月５日 总委员会委任恩格斯为总委员会负责意大利事务的全

权代表，并授予他解决有争论的问题以及在经总委员

会审查以前把个别会员和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的权

力；恩格斯收到的有关委托书和指示发表在５月１０日

“人民报”上。

１月２２日左右 恩格斯从德国得知，尚在狱中的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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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中获胜，“人民国家报”的订户不断增加。

１月２３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请求支援日内瓦

罢工的钟表工人；该委员会在１月２３日会议上宣读了

这封信。

１月２４日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跋。

１月２５日左右 马克思写对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分裂出去的改良派

的新通告的答复，揭露改良派歪曲海牙代表大会决议

的企图。答复发表在１月２５日“国际先驱报”的不列

颠委员会正式通告栏内。

２月 马克思阅读丹尼尔逊寄来的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讽

刺作品“外省人旅京记”和“塔什干的老爷们”。

约２—３月 马克思阅读阿·阿·戈洛瓦乔夫的“１８６１—１８７１年的

十年改革”一书，并着手研究亚·斯克列比茨基的五卷

本著作“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

２—６月 由于拉萨尔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机构中和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中积极活动起来，恩格斯分别写

信给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严厉批评了编辑部的某些

成员和李卜克内西本人对拉萨尔分子和巴枯宁分子所

采取的调和主义立场；恩格斯警告说，如果继续实行这

种政策，他和马克思要同该报断绝关系。

２月上半月 恩格斯应德·摩尔根的请求，把朱·加里波第写给摩

尔根的谈及共和主义者反对教权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斗

争的信译成英文。这封信发表在２月１５日“国际先驱

报”上。

２月１２日 马克思写信给总委员会委员弗·波尔特，指出海牙代

表大会的伟大成绩在于把“腐烂分子”从国际中清除出

去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说明，有必要做出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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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凡是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和

支部就是违反国际的章程并置身于国际的队伍之外。

２月２３—２５日 恩格斯写信给梅萨，阐述了自己对西班牙发生的革命

的性质的看法，确定了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

及其具体要求；指出建立独立的政党是西班牙工人阶

级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３月 恩格斯再次把“论权威”一文寄给比尼亚米，因为比尼

亚米在被捕时把这篇文章遗失了。文章于１８７３年１２

月发表在“１８７４年共和国年鉴”上。

３—４月 马克思和比尼亚米通信，商谈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

意大利文并在意大利出版；由于政府的迫害，这个想法

没有实现。

３月１日和２２日、４月

１２日

西班牙“解放报”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

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一篇。

３月１１日 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的妻子，探询李卜克内西和

倍倍尔在狱中的生活条件，以及能否改善他们的处境。

３月２０日左右 马克思和女儿爱琳娜一起在布莱顿休息了几天。

３月２０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建议根据总委员会１月２６日的

决议对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有关组织以及汝拉联合

会做出适当的决定。上述决议规定，凡是拒绝承认海牙

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联合会都必须退出国际。总委员会

于５月３０日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决定发表在国际的各

家机关报上。

３月２２日 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逊，请求告诉他有关俄罗斯法史

学家波·尼·契切林对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发

展的看法，并让他了解契切林和亲斯拉夫派历史学家

伊·德·别利亚耶夫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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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应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邀请，出席

伦敦的国际会员和流亡公社社员举行的巴黎公社两周

年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由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

书的个别篇章构成的宣言。

３月底 马克思继续校订“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译文，就译文中

的一些问题和拉法格磋商。

４月 马克思为了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阅读“同时代人”杂

志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车尔尼雪夫

斯基的“赎买土地困难吗？”一文和阿·谢韦尔策夫写

的有关契切林的著作“俄国的农村公社”的书评。

４—７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写一本关于

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内的秘密活动的小册子，对总委

员会五年来所进行的反对巴枯宁的组织——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的斗争作了总结。小册子以“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为标题于８月底用法文出版，

并分发给国际的所有组织和一些会员。

４月初 马克思收到丹尼尔逊应他的请求寄来的关于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简短的传记材料。

４月５日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最后一批校样

寄给迈斯纳。

约４月１２日—５月
２４日

恩格斯应“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请求，寄去几篇关于

各国工人运动的评论，这些评论的材料发表在４月１２

日和１６日、５月３日和２４日该报“工会运动新闻”栏

内。

４月下半月—５月 恩格斯经常帮助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赛·维克里

和其他委员筹备在曼彻斯特召开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审查决议草案和派代表出席大会的支部的

名单，以及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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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整理海牙代表大会的记录，以便用法文发

表。这一工作没有完成。

４月１５日 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国际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

的报刊的状况。

４月底 恩格斯写信给赫普纳，揭穿了拉萨尔派报纸“新社会民

主党人报”发表的那些关于国际的文章的诽谤性质。这

封信的主要部分发表在５月７日“人民国家报”上。

５—６月 马克思不顾自己健康的严重恶化，继续准备“资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事宜，实际上他是在重新翻译该

书的一部分。

５月初 马克思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杜邦和赛拉叶讨论

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程。

５月２日 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

人报’”一文，驳斥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总委员

会提出的诽谤性指责。文章发表在５月１０日“人民国

家报”上。

５月２２日—６月３日
左右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请龚佩尔特医生诊病，他会见了

自己的朋友赛·穆尔和卡·肖莱马，拜访了住在南港

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恩·德朗克。

５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信中讨论法国加紧反

动和波拿巴分子加强活动的问题。

马克思收到丹尼尔逊应他的请求寄来的关于俄国

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状况的大批资料汇编和传记材

料。

５月３０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阐述了他的著作“自然辩证法”

的构思，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对理论自然科学的成就

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并且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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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着手收集资料并在

一年中写出了这部未来著作的许多片断。

６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 第二版在汉堡出版。

６月１０日和１４日之

间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把总委员会揭露无政府主

义者对国际的诽谤的５月２３日声明译成英文和法文，

并分别寄给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合会委员会以

及意大利的“人民报”。

６月１９—２０日 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在国际中”一文，评述

了国际各国支部的状况；文章于７月２日发表。

６月２０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争取

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中的策略的基本方针，批判了该

党个别领导人对于拉萨尔派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立场，

警告不要在同全德工人联合会联合的问题上急于求

成；指出了把无政府主义的宗派分子从国际中清除出

去了的海牙代表大会的意义。

７月 马克思不顾医生的禁止，继续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

中进行工作。

恩格斯帮助由于在法国遭到迫害而流亡西班牙的

法国国际会员拉罗克同西班牙国际会员建立了联系；

并从拉罗克那里得到了有关西班牙状况和波尔多工人

运动的消息。

７—１０月 马克思研究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阅读瓦·伊

·谢尔盖也维奇的“市民会议和公爵”、费·斯卡尔金

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康·阿·涅沃林的“俄罗

斯民法史”、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

组合”等书籍。

７月２５—２６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电报和信中表示同意提名赛拉叶

作为总委员会出席日内瓦国际应届代表大会代表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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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并请求发出指令和材料以便大家能预先看到。

８月初—９月初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疗养，为了安排已出版的著作“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分发工作，到伦敦去

了一天。

８月１２日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最后一个分册

寄给丹尼尔逊。

８月底 马克思接到丹尼尔逊的信，丹尼尔逊对于未能把关于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详尽的传记材料寄给马克思一事表

示遗憾；同时还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们认为马

克思在报刊上发表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是不合

时宜的。

８月底—９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信中讨论参加日内瓦

代表大会是否恰当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举

行国际的全权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劝赛拉

叶和赫普纳不要到日内瓦去。恩格斯用赛拉叶的名义

起草“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

的信，说明他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理由。

９—１０月 恩格斯写“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以巴枯宁主

义者在１８７３年夏天西班牙起义期间的活动作为例证，

揭穿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和策略是毫无根据的。文章

发表在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２日和５日“人民国家报”上，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底以单行本出版。

９月上半月 恩格斯用德文为“人民国家报”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概要，这篇概要以“卡利

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在９月１９、２１、２４和２６

日该报上。

９月２５日和３０日
之间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寄给查·达尔文

和赫·斯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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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７日 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分析了国际当前的状况，并且表

示确信，国际作为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已经

过时了；他请求左尔格把美洲各家报纸评论美国经济

危机的剪报寄给他。

约１８７３年１０月—
１８７４年２月

恩格斯由于打算写有关德国史的著作，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经济和统计资料，阅读有关普鲁士和德国的农

业统计、贸易和行政机构的书籍。同时恩格斯还对古·

居利希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和克·朗格

塔耳的“德国农业史”两书做了详细摘要。

在此期间，恩格斯为自己的未来著作写草稿，这些

草稿题为“关于德国的札记”，其中揭示了德国经济落

后的原因，对于笼罩着德国的反动势力、沙文主义和普

鲁士主义做了明确的评述。

１０月１日 马克思接到达尔文的信，达尔文对他寄去的“资本论”

第一卷表示感谢。

约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
２０日

恩格斯由于母亲去世而住在恩格耳斯基尔亨（在德

国）。

１１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回来以后）常常会见当时正在

伦敦的吴亭，吴亭告诉他们许多关于巴枯宁的活动的

新事实。

１１月１５日左右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的连续几分册赠送给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１１月２４日—１２月
１５日

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一起在哈罗格特疗养；为了

请龚佩尔特医生治病，他到曼彻斯特去了一天，医生要

求他暂时停止一切工作。

１１月２５日和２８日
之间

恩格斯和洛帕廷会见，洛帕廷是专门为了会见马克思

从巴黎到伦敦来住几天的。

１１月底 恩格斯修改“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寄给他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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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德译文；德文版以

“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为题于１８７４年在不伦瑞克出

版。

１１月底—１２月初 恩格斯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文的手稿。

１２月初 马克思阅读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塞·德·巴普的著作

“关于十九世纪社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写信给恩

格斯对这一著作提出批评意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信中交换对罗·

贝奈狄克斯论莎士比亚的那本著作的看法。

１２月２４日左右 马克思告诉拉沙特尔说，他打算加快“资本论”第一卷

法译文的审阅工作。

１２月２８日左右 马克思从库格曼那里得到答复他的请求的通知，通知

说只有在他放弃革命活动的条件下才能回德国。

１８７４

１８７４年—１８７５年初 恩格斯继续写作“自然辩证法”。在这段时期中他写了

５０篇以上的札记和片断。

马克思阅读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

书，做了摘要，加了许多批注，其中论证了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的原理和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革

命胜利的必要条件的原理。

１—４月 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以后各卷而收集和研究各种

资料；研究土地所有制问题，把古代作家关于这个问题

的资料同最新的有关著述加以对比。

１月２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明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０日德国

帝国国会的选举结果，是以独立政党身分参加选举活

动的德国工人的巨大胜利；他告诉李卜克内西说，他打

算写一本有关德国史的书。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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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底 恩格斯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举办的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基金捐款。

２月—３月初 马克思为了继续写作“资本论”其他各卷而研究土地问

题，因此钻研植物生理学和关于土壤的人工施肥的理

论，阅读Ｊ．奥的“李比希的土壤贫瘠化学说和经济人

口论”一书和其他有关农业化学的著述。

２月—４月中 马克思的健康再度恶化。

２月２１—２２日 恩格斯写“英国的选举”一文，阐明了英国政治力量的

对比情况并揭示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社会

根源。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３月４日“人民国家报”

上。    

２月底—３月初 恩格斯写“帝国军事法”一文，揭露了准备对法国发动

先发制人的战争的俾斯麦政府的军国主义。这篇由两

节组成的文章发表在３月８日和１１日“人民国家报”

上。

３月 俄国民粹主义者、“前进！”杂志编辑彼·拉·拉甫罗夫

拜访了马克思。拉甫罗夫是在此以前不久从苏黎世来

到伦敦，以便继续出版杂志的。

３—４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同洛帕廷会见；马克思把丹尼尔

逊写给洛帕廷的信件转交给他，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

发表在“知识”杂志１８７４年第１期上的尼·季别尔的

文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３月１３日 恩格斯写“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

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一文，继续批判德国的军国

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文章发表在３月２５日“人民国家

报”上。

４月中—５月５日 马克思在兰兹格特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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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４—５日 恩格斯应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的请求读他和波兰革命

家扬·克林斯基一起写的“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

书”。

５月５日和１２日之间 马克思因病中断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开始审阅“资本论”

第一卷法译文，并且在５月１２日把审阅好的一部分稿

子寄往巴黎。

约１８７４年５月中—
１８７５年４月中

恩格斯写由五篇文章组成的以“流亡者文献”为题的一

组文章，考察了欧洲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中

的新趋向。

在第一篇文章“波兰宣言”中，恩格斯指出，波兰

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获得

解决，并再次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意

义。文章发表在１８７４年６月１７日“人民国家报”上。

５月下半月—６月中 马克思审阅“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最后三个分册。

６月 恩格斯写“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二篇——“公

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文章发表在６月２６日

“人民国家报”上。

恩格斯写信给白拉克，就１８７３年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旨在修改该党纲领的委员会的

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该党纲领的意见。

６—７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威·布洛斯和赫

普纳，警告他们要提防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欧·杜林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的危险，并对杜林的“国民经

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表示了坚决否定的意

见。    

６月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了关于德国政府迫害

“人民国家报”编辑的消息。

６月２４日 恩格斯写回信给流亡里约热内卢的德国国际会员Ａ．

韦格曼，告诉他关于协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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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日 由于准备付印“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恩格斯

对他在１８７０年为该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作了补充；在

补充中他阐明了德国工人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

锋作用，指出了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三种形式，即

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提

出掌握革命理论并在群众中加以传播是社会民主工党

领导的刻不容缓的义务。

７月下半月 马克思在赖德休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

信中讨论了有关国际形势和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等国的国内政治状况的问题。

约７月底—９月 恩格斯写“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批判了

“前进！”杂志编辑拉甫罗夫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调和主

义立场。文章发表在１０月６日和８日“人民国家报”

上。

７月２８日左右 恩格斯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关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８—

２１日在科堡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工作

顺利的消息。

８月初 马克思试图取得英国国籍，并向内务部提出了相应的

申请书；申请被拒绝了，借口是马克思对普鲁士君主不

忠顺。

８月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阐明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发展

的形势。

８月６—７日 马克思在他的女儿燕妮的陪同下往访住在伊斯特勃恩

的恩格斯。

８月中 恩格斯接到左尔格通知说他退出总委员会的信。

８月１５日 根据医生的决定，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一起离开

伦敦前往卡尔斯巴德。

约８月１５—２０日 恩格斯赞同布洛斯的建议，认为在科伦出版以“新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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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为名的工人日报是适宜的；布洛斯的想法没有实

现。

８月１９日—９月２１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疗养；经常和库格曼一家会见。

９月５日 恩格斯在泽稷岛休息后返回伦敦。

９月１２—１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阐明了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表

示确信将来必然会出现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依据的共

产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

９月２２日和１０月初
之间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时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

和汉堡作了逗留；在莱比锡会见了李卜克内西和刚刚

出狱的布洛斯以及莱比锡党组织的代表，同他们交谈

了党内状况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

１０月３日左右 马克思返抵伦敦。

１０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应住在巴黎的洛帕廷的请求，把“流亡者文献”

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寄给他，洛帕廷便马上把文章转

寄给他的在彼得堡进行革命斗争的同志。

１０月２０日和３０日
之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接到李卜克内西和“人民国家报”

编辑部的领导人之一海·朗姆的通知，说全德工人联

合会建议同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李卜克内西在给马克

思的信中指出，对这一建议已经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

度。

１０月２８日—１２月
１８日

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一次在德国

的“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并指出了作者的姓名。

１８７４年底 马克思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卡芬雅克”，并重

新仔细地研究１８７４年在苏黎世出版的“没有收信人的

信”。

１８７５

１月８日 马克思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第二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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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跋发表在１月２７日“人民国家报”上；该书于１８７５

年以单行本出版。

１月２３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

发表演说；演说经恩格斯整理后以“支持波兰”为题作

为一篇文章发表在３月２４日“人民国家报”上。

１月底 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最后三个分册的审

阅工作并将它们寄往巴黎。

２月初 马克思阅读从拉甫罗夫那里得到的已出版的俄国流亡

者文献，并且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特别指出“前进！”杂

志的“祖国情况”一栏，是最有趣的材料，尤其指出洛

帕廷的评论俄国教派的札记“寄自伊尔库茨克”，这个

札记把俄国教派看做是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

形式之一。

２月—３月初 马克思阅读俄国民粹主义者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并加上自己

的意见把它寄给恩格斯·建议给予回答。恩格斯写了

“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作为答

复，文中探讨了俄国的社会关系和在改革以后的时期

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尖锐地批判了民粹派在这些问题

上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发表在３月２８日、４月２、１６、

１８和２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第五篇文章和恩格斯

专门为它写的导言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题于

１８７５年以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

２—４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法德关系的尖锐化，并写了“半官方的

战争叫嚣”一文，揭穿了俾斯麦政府在１８７５年战争恐

慌时期采取的侵略方针；文章发表在４月２３日“人民

国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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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大卫，爱德华（Ｄａｖｉｄ，Ｅｄｗａｒｄ）——美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人，在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选入总委员会，但

拒绝当选。——第１７６页。

万－赫德盖姆（Ｖａｎ－Ｈｅｄｄｅｇｈｅｍ约生于

１８４７年）（假名瓦尔特Ｗａｌｔｅｒ）——警

探，曾钻进国际巴黎支部，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被揭

露。——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

１７６、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２、３６９页。

四  画

扎 克 斯，艾 米 尔 （Ｓａｘ，毦Ｅｍｉｌ１８４５—

１９２７）——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２６１—２８１、２８５—２８８页。

丹特雷格，艾米尔（Ｄｅｎｔｒａｙｇｕｅｓ， ｍｉｌｅ

约生于１８３７年） （假名斯瓦尔姆

Ｓｗａｒｍ）——法国铁路职员，国际土鲁

斯支部成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在国际会员土鲁斯案件（１８７３）中

出卖过自己的同志。——第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６、３５４—３５７、３５９—

３６１、４２９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著名

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

纪的日 耳曼 人社 会制 度的 研 究

者。——第６１８页。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Ｍｏｌｔｋｅ，ＨｅｌｍｕｔＫａｒ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元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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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５３４、５５０—５５６、

５５８—５６０页。

比德曼，卡尔（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９０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初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六十年

代起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总汇

报”编辑（１８６３—１８７９）。—— 第２０２

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ｗａｒｄ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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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社辩

护。——第９８、９９、１２０、１２１页。

比尼亚米，恩利科（Ｂｉｇｎａｍｉ，Ｅｎｒｉｃｏ

１８４６—１９２１）——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

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共和党人，

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国际洛迪支部

的组织者，“人民报”编辑（１８６８—

１８８２），１８７１年起经常与恩格斯通信，

曾反对无政府主义，为建立意大利独立的

工人政党进行过斗争。——第１８４、３４５、

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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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２、３５３、３６３页。

比埃特里，约瑟夫·玛丽（Ｐｉｅｔｒｉ，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ｉｅ１８２０—１９０２）——法国政治活

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６６—１８７０）。——第２９、３７７页。

韦梅希，欧仁（Ｖｅｒｍｅｒｓｃｈ，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４５—

１８７８）——法国小资产阶级新闻工作

者，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

时期曾出版“度申爸爸”周报，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英国，在英国出版报纸“谁

来了！”，曾在报上对国际和总委员会进

行诬蔑。——第７４、５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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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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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

８９、９２、７１３页。

韦拉德，霍赛·玛丽（Ｖｅｌａｒｄｅ，ＪｏｓéＭａ－

ｒｉａ）——西班牙将军，１８７３年４—９月

为卡塔卢尼亚镇守司令。——第５３０

页。

韦济尼埃，比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因

诽谤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６年被开除出总委

员会，１８６８年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

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１８７１年

法国人支部书记和世界联邦主义委员

会委员，这两个组织都反对马克思和国

际总委员会。—— 第 ２９、８９、７２８

页。   

巴 特，伊 萨 克 （Ｂｕｔｔ，Ｉｓａａｃ１８１３—

１８７９）——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七十年代是爱尔

兰自治运动（Ｈｏｍｅ－Ｒｕｌｅ）的组织者

之一。——第５４７页。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支持马

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

联改良派领袖；国际停止活动后他仍继

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保

守党的报纸“旗帜报”撰稿，在九十年

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

派”。——第７６、９１、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５、

７１２、７２４页。

巴赫，约翰·塞巴斯提安（Ｂａ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１６８５—１７５０）——伟大的德国

作曲家。——第６５１页。

巴赞，弗朗斯瓦·阿希尔 （Ｂａｚａｉｎ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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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８

页。

巴卡夫（Ｂａｃａｖｅ）——法国警探，曾钻进

国际纳尔榜支部，支持无政府主义者，

１８７３年被揭露。——第４２９页。

巴特里（Ｂｕｔｔｅｒｙ，Ｇ．Ｈ．）——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５４、

７６、９１、７１２页。

巴 尔 尼，茹 尔 （Ｂａｒｎｉ，Ｊｕｌｅｓ１８１８—

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

哲学家，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之

一，１８７２年起为议会议员。——第３７３

页。

巴亚尔，比埃尔（Ｂａｙ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１４７５左

右—１５２４）——法国骑士，同代人称颂

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大无畏而

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第３８１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９６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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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革命家和政论

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民粹主义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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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２、１５—１９、２４、３４、

３６、４２、４５、４６、５２、５３、７２、７３、１２８—

１３０、１３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４、１７３、

１８１、１８８、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５、２９６、３４８、

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６、

３７８—３８５、３８９、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７、３９８、

４００—４０７、４１０、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４—

４２７、４３１、４４０—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６—

４６８、４７１、４７７、４８１—４８５、４８７—４９２、

４９４—５０１、５１４—５１６、５２０、５２１、５３３、

５３４、５３６、５３７、５６６、５９２、５９６—５９８、

６０４、６０９、６１７、６５７、６５８、６６６、６６７、

６７１、６７３、６７６、６７７、６８０—６８３、６８７、

６９２、６９５、７００—７０２、７１８、７２０、７２２、

７２３页。

巴甫洛夫，普拉东·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８２３—

１８９５）——俄国历史学家，是基辅和彼

得堡第一批主日学的组织者；１８６２年

因与革命组织有联系被行政当局驱逐

出彼得堡。——第４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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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第１８、１９、２５、３０—３１、３９１、

３９３、４０７、４２６页。

五  画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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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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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７、９１、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４—１７６、７１２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１８６９年起是

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１８７７—

１８７９）。——第５８９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国际

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

越活动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

的积极会员之一，美国各支部的组织

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

总委员会委员和总委员会总书记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

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４—

１７６、２０７、７３２、７３３、７３５、７３７—７４０页。

尼古拉一世（ Ｉ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４９１、

４９２、４９９、５７５、５７６、６４２、６５８、６９２页。

尼古拉也夫，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 ， 约生于

１８５０年）——涅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

曾参加杀害大学生伊万诺夫，１８７１年

被判七年零四个月徒刑，流放西伯利

亚。——第４６４—４６６页。

０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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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必大，莱昂（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Ｌéｏｎ１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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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

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第４００页。

甘布齐，卡洛（Ｇａｍｂｕｚｚｉ，Ｃａｒｌｏ１８３７—

１９０２）——意大利律师，革命者，六十

年代初是马志尼主义者，后为无政府主

义者，意大利秘密同盟和无政府主义组

织的领导人之一。—— 第３７５、４１７

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

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

普鲁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２６５页。

汉萨德，托马斯·寇松（Ｈａｎｓａｒｄ，Ｔｈｏ－

ｍａｓＣｕｒｓｏｎ１７７６—１８３３）——英国出版

者，曾发表议会会议工作报告；他死后

出版物继续以他的名义出版。——第

９７—１０１、１２５—１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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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参加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五

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为民族

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七十年代声援

巴黎公社，拥护建立国际意大利支

部。——第４２５、５１９页。

加里多－伊－托尔托萨，费南多（Ｇａｒｒｉｄｏ

ｙＴｏｒｔｏｓａ，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１８２１—１８８３）——

西班牙资产阶级联邦共和主义者，空想

社会 主 义 者，议 会 议 员 （１８６９—

１８７３）。——第４０４页。

加夫里舍夫，格奥尔基·雅柯夫列维奇

（ ， 约生于

１８４６年）——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

学院学生，涅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

１８７１年被判四个月徒刑。——第４５８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４９９、６２１、６５８页。

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 ，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笔名斯卡

尔金 ）——俄国作家，政论家，

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曾

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闻名的“在

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作者；后来

成为反动分子。——第６２０页。

叶尼舍尔洛夫，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

（ ， 约生于

１８４９年）—— 彼得堡工学院学生；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学潮的参加者，曾因涅

恰也夫分子案件受法庭审讯，由于证据

不足被释放。——第４６０页。

圣马丁，德（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ｔｉｎ，ｄｅ）——法

国律师，巴枯宁主义者。—— 第４２９

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第３３６、５６６、７０１页。

圣克莱尔（Ｓａｉｎｔ－Ｃｌａｉｒ）——美国工人运

动的参加者，爱尔兰人，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

员。——第１７６、７３７页。

圣热尔门，克劳德·路易（Ｓａｉｎｔ－Ｇｅｒ－

ｍａｉｎ，Ｃｌａｕｄｅ－Ｌｏｕｉｓ１７０７—１７７８）——

伯爵，法国将军，陆军大臣（１７７５—

１７７７）。——第５５４页。

瓦扬，爱德华（Ｖａｉｌｌａｎｔ，毦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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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桑 代 表 大 会

（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

１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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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

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法

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法国社

会党（１９０１）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第５４、７７、９２、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５、１７６、

５８７、７１３页。

瓦格纳，阿道夫（Ｗａｇｎｅｒ，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

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２９１

页。

瓦尔特——见万－赫德盖姆。

瓦尔兰，路易·欧仁（Ｖａｒｌｉｎ，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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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页。

皮尔（Ｐｉｈｌ，Ｓ．Ｆ．）——哥本哈根支部出

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

表。——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４—

１７６页。

皮奥，路易（Ｐｉｏ，Ｌｏｕｉｓ１８４１—１８９４）——

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国际丹

麦支部（１８７１）创建人之一，“社会主义

者报”编辑；丹麦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６）创

建人之一；１８７７年侨居美洲。——第

１４９页。

皮诺，米格尔（Ｐｉｎｏ，Ｍｉｇｕｅｌ）——西班

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为机械工人，同

盟马拉加小组的创建人。——第４０９页。

皮阿，费里克斯 （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１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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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页。

皮－伊－马尔加耳，弗朗西斯科（Ｐｉｙ

Ｍａｒｇａｌｌ，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８２４—１９０１）——西

班牙政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影响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的领袖；职

业是律师和文学家；资产阶级革命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４）的参加

者，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３日—

６月１１日），共和国政府的临时总统

（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１日—７月１８日）。——

第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１、５３４页。

卡尔，康拉德（Ｃａｒｌ，Ｃｏｎｒａｄ死于１８９０

年）——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美

国，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北美

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工人

报”编辑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

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７４年由于

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总委员

会。——第１７６、７３７、７３９页。

卡尔－ 奥古斯特（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５７—

１８２８）——萨克森—魏玛大公。——第

６５１页。

卡拉斯（Ｃａｌｌａｓ）——法国裱糊工，蒙彼利

埃支部书记，执行总委员会路线，１８７３

年被捕并被判处一年徒刑。—— 第

３６０、３６１、４２９页。

卡拉科左夫，德米特利·弗拉基米罗维奇

（ ，

１８４０—１８６６）——俄国民粹派革命家，

秘密革命协会“组织”的会员，１８６６

２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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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４月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处绞

刑。——第４６０页。

卡瓦纳（Ｋａｖａｎａｇｈ）——美国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爱尔兰人；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 选出 的总 委 员 会 的 委

员。——第１７６、７３７、７３９页。

卡菲埃罗，卡洛（Ｃａｆｉｅｒｏ，Ｃａｒｌｏ１８４６—

１８９２）——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同恩格斯通信，在意

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１８７２年起为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七十年代末抛弃无政府主义，１８７９年用

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一卷节写本。——第１８９、１９４、１９８、

４１７、４１８、４３１页。

卡梅利纳，泽菲兰（Ｃａｍéｌｉｎａｔ，Ｚéｐｈｉｒｉｎ

１８４０—１９３２）——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职业是青铜匠，国际巴黎支部

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积极参加者，１９２０年起是法国共产

党党员。——第２９页。

卡 耳 耶 哈， 英 诺 森 特 （Ｃａｌｌｅｊａ，

Ｉｎｏｃｅｎｔｅ）——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首饰匠，国际西班牙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报”

编委（１８７１—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

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西班牙无政

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 第４１２

页。

卡普卢索，斯蒂凡诺（Ｃａｐｏｒｕｓｓｏ，Ｓｔｅｆａ－

ｏ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

裁缝，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一，

并任该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７０年由于盗用公款而被

开除出支部。——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 ，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７）——俄国反动政论家，“莫斯科新

闻” 的 编 辑 （１８５０—１８５５、１８６３—

１８８７）。——第４８８、４８９页。

卡利奥斯特罗，亚历山大罗（Ｃａｇｌｉｏｓｔｒｏ，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１７４３—１７９５）（真名朱泽培

·巴尔扎莫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Ｂａｌｓａｍｏ）——意

大利冒险主义者。—— 第１６、５２１

页。   

卡斯特拉尔－伊－里波耳，埃米利奥（Ｃａｓ

－ ｔｅｌａｒ ｙ Ｒｉｐｏｌｌ，Ｅｍｉｌｉｏ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９）——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历史学

家和作家，右翼共和党人领袖，１８７３年

９月—１８７４年１月是政府首脑，该政府

为 西班 牙 君 主 制 复辟 扫 清 了 道

路。——第４１５、５２５页。

弗朗萨——见诺布雷－弗朗萨，若瑟。

弗留兹，比埃尔（Ｆｌｕｓｅ，Ｐｉｅｒｒｅ）——比

利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织工，国际

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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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支持巴枯宁派。——第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６页。

弗赖列，迪奥尼西奥·加尔西亚（Ｆｒａｉｌｅ，

ＤｉｏｎｉｓｉｏＧａｒｃｉａ）——西班牙无政府主

义者。——第４１６页。

弗 洛 林 斯 基，伊 万 · 伊 万 诺 维 奇

（ ， 约生于

１８４５年）——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

学院旁听生，涅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

１８７１年被判六个月徒刑。——第４５９、

４６０页。

弗列罗夫斯基——见别尔维，瓦西里·瓦

西里也维奇。

弗兰茨二世（Ｆｒａｎｚ １７６８—１８３５）——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１７９２—

１８０６），奥地利皇帝，称弗兰茨一世

（１８０４—１８３５）。——第５７５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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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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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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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７、９２、１３７、１６６—１７０、

１７４—１７７、１９９、４８６、７１３页。

弗 里 德 兰 德， 胡 果 （Ｆｒｉｅｄｌｅｎｄｅｒ，

Ｈｕｇ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苏黎

世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的代表。——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

１７６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３２５、５７５、６５０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

国王（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５７５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

王（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６８７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

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２５、６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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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主义者布朗特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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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６、９１、７１２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

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第３３６

页。

布 林 德，卡 尔 （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１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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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页。

布特纳，胡果（Ｂｕｔｔｎｅｒ，Ｈｕｇｏ）——瑞士

洋铁匠，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参加者，同

盟盟员。——第３７５页。

布莱 特，约 翰 （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

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大臣。——

第７５页。

布斯凯，阿伯尔（Ｂｏｕｓｑｕｅｔ，Ａｂｅｌ）——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警察局雇员被

开除出国际支部。——第１７３、２１５、

３４８、４３０页。

布朗基，奥古斯特（路易·奥古斯特）

（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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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者。——第５８０、５８１、６３１页。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第９７、１１８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Ｂｌｕｃｈｅｒ，Ｇｅｂｈａｒｄ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１７４２—

１８１９）——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

破仑法国的战争。——第５５８页。

布列德尼克，弗雷德里克（Ｂｒａｄｎｉｃｋ，Ｆｒｅｄ

ｅｒｉ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为伦敦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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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代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以后加

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

他开除出国际。——第５４、７６、９１、２２２、

２２８、２２９、７１２页。

布里克斯，哈罗德（Ｂｒｉｘ，Ｈａｒｏｌｄ１８４１—

１８８１）——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国际哥本哈根

支部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编

辑，丹麦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６）的组织者

和领导人之一。——第１４９页。

布里斯美，德吉烈（Ｂｒｉｓｍéｅ，Ｄéｓｉｒé１８２３—

１８８８）——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

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鲁东主义

者，国际比利时支部（１８６５）创始人之

一，１８６９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委员，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 （１８６８）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追随巴枯宁派，后抛弃无政府主

义，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

员。——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４—

１７６页。

布鲁斯，保尔（Ｂｒ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

者；１８７９年加入法国工人党，是法国社

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派首

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３６０、３６１、

４２８、４２９、５２７页。

布鲁土斯（鲁齐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土

斯）（Ｌｕｃｉ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约死于公元

前５０９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

创始人；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因为

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

第３３８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公元前８５左右

—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

乌斯·凯撒的贵族共和派阴谋的发起

人之一。——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六  画

达夫，维克多 （Ｄａｖｅ，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５—

１９２２）——荷兰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

新闻工作者，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属于代表大会的

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１８７３年西班牙

各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是和平主义者。——第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６页。

华德，奥斯本（Ｗａｒｄ，Ｏｓｂｏｒｎｅ）——美

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受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者影响的国际勃鲁克林支部的成

员，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

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但拒绝当选。——

第１７７页。

休谟，罗伯特·威廉（Ｈｕｍｅ，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第１１２页。

亚马多（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８４５—１８９０）——维克

多－艾曼努尔二世之子，西班牙国王

（１８７０—１８７３）。——第３８１、４１６、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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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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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出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

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１８、１９、３０、

４２、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１８１、

１８８、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１、２０２、３６９、３８９—

３９３、３９５、４０２、４２０、４２６、４２７、４３１、

４６７、４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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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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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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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７、９１、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６、

２１１、２３１、７１２、７４２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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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６５３

页。

毕克列尔，约翰（Ｂｕｃｋ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７７—

１８０３）—— 德国强盗，绰号屠夫汉

斯。——第６２１页。

安东涅利，扎科莫（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Ｇｉａｃｏｍｏ

１８０６—１８７６）——意大利红衣主教，教

皇庇护九世最亲近的枢密官，１８５０—

１８７０年实际上操纵了教皇国。——第

４１７页。

伍德赫尔，维多利亚（Ｗｏｏｄｈｕｌｌ，Ｖｉｃｔｏ－

ｒｉａ１８３８—１９２７）——美国资产阶级女

权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她企图夺取匡

际北美联合会的领导权，组织了一批由

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

的支部，曾领导被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

部。——第１０７—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３、７２６

页。

多 耳富斯，让 （Ｄｏｌｌｆｕｓ，Ｊｅａｎ１８００—

１８８７）——亚尔萨斯大厂主，资产阶级

慈善家，牟罗兹市长。——第３１２页。

多尔哥夫，尼古拉·斯切潘诺维奇

（ ， 生于１８４４

年）——俄国民粹派革命家，１８６９年学

潮的参加者，涅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

在七十年代与“土地和自由”社有联

系。——第４５７、４５９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Ｍａｒ

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 公 元 前 １０６—

４３）——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

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５５０页。

西里耳，维克多（Ｃｙｒｉｌｌｅ，Ｖｉｃｔｏｒ）——法

国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店员；巴黎公

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侨居意

大利、瑞士和比利时；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后为警探。——第１６８、

１７４—１７６页。

亚历山大一世 （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６５８页。

亚历山大二世 （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４５０、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２、

４９４—５００、５５７、５７１、６４２页。

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瓦尔瓦拉·弗拉基

６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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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罗夫娜（ ，

约生于１８３３年）——涅

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判流

放西伯利亚。——第４６６、４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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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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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页。

托马斯，弗朗西斯科（Ｔｏｍａｓ，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８５０左右—１９０３）——西班牙无政府主

义者，职业是泥水匠，国际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西班牙无

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３年５

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

国际。——第１３１、５２９页。

托禾洛娃，伊丽莎白·赫利斯提安诺夫娜

（ ， Ｘ 约生

于１８３９年）——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

受法庭审讯，１８７１年被宣告无罪；八十

年代参加萨拉托夫民意党小组。——

第４５３页。

托卡热维奇，约瑟夫（Ｔｏｋａｒｚｅｗｉｃｚ，Ｊóｚｅｆ

１８４１—１９１０）——波兰革命家，记者和

作家，１８６３年起侨居法国和瑞士，在苏

黎世的国际波兰人支部成员，反对巴枯

宁想影响波兰流亡者的企图。——第

４０２页。

米耳克（Ｍｉｌｋ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印刷工人，柏林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１６７、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６页。

米洛特或米洛（Ｍｉｌｌｏｔ，Ｔ．）——法国流

亡者，职业是装订工人，国际北美支部

中央委员会委员，采取资产阶级激进主

义立场。——第１１２页。

米尔纳，乔治（Ｍｉｌ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英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布朗特

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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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

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反

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５４、７７、

９１、２１８、２３１、７１２页。

米尔柏格，阿尔都尔（Ｍｕｌｂｅｒｇ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

第２４０—２４４、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５—

２５８、２９５—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１页。

伊 萨 伯 拉 二 世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１８３０—

１９０４）—— 西 班 牙 女 王 （１８３３—

１８６８）。——第５９１页。

伊万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 ，

死于１８６９年）——彼得

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六十年代

学生运动和涅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被

涅恰也夫杀害。——第４５４、４５６、４５７、

４６１—４６５、４６８、４６９、４８２页。

伊岑普利茨，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古

斯特（Ｉｔｚｅｎｐｌｉｔｚ，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

ｇｕｓｔ１７９９—１８８３）——伯爵，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贸易大臣（１８６２年１２月—

１８７３年５月）。——第３２９页。

伊斯特威克，爱德华·巴克豪斯（Ｅａｓｔ－

ｗｉｃ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ａｃｋｈｏｕｓｅ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３）——英国外交家和东方学家，保

守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第７４页。

７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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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Ｐａｂｌｏ

１８５０—１９２５）——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

工人，无产阶级政论家，国际西班牙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

报”编委（１８７１—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

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

影响进行斗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１８７９）创建人之一；后来成为该党改良

派领袖之一。——第４１２页。

艾伦，乔治（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ｒｇｅ）——美国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１１２页。

艾尔顿，埃克顿·斯米（Ａｙｒｔｏｎ，Ａｃｔｏｎ

Ｓｍｅａ１８１６—１８８６）——英国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５７—

１８７４），１８６９—１８７９年为公共工程部长

官。——第５４２页。

艾伯哈特（Ｅｂｅｒｈａｒｄ）——比利时裁缝，国

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曾参加

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１８７３

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

除出国际。——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５、

１７６页。

艾 释 华 特， 艾 德 蒙 （Ａｓｈｗｏｒｔ，

Ｅｄｍｕｎｄ）—— 英国厂主，自由党

人。——第２７６、２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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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侨居瑞士；后来成为

沙皇暗探局密探。——第３７４页。

艾 克 罗 伊 德，爱 德 华 （Ａｃｋｒｏｙｄ，

Ｅｄｗａｒｄ）——英国厂主，自由党人，议

会议员。——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七  画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１５０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ｅｓ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１８５０—１８６１年侨居英国，写有住宅问题

的 著 作；进 步 党 人。—— 第 ２６１

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 （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大的意大利诗

人。——第７４、６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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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５１、４０３、４６７、

７３１页。

苏希尔（Ｚｕｒｃｈｅｒ，Ｐ．）——国际曼彻斯特

外国人支部成员（１８７２），反对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２２５

页。

劳雷耳（Ｌａｕｒｅｌ）——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

者，瑞典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选 出的 总委 员 会 的 委

员。——第１７６、７３７、７３９页。

利胡亭，伊万·尼基提奇（ ，

约生于１８４８年）——１８６９年

学潮的参加者，在彼得堡建立了与涅恰

也夫有联系的小组，１８７１年被判一年零

四个月徒刑。——第４６０页。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８２９—１９１８）

（笔名恩 弗列罗夫斯基 ．

）——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８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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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

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

况” 一 书 作 者。—— 第 ４４５、６１６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 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

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

之一。——第４４０、４４９—４５２、４８９、４９０、

４９２—４９４、５９２页。

吕耳（Ｒｕｈｌ，Ｊ．）——德国工人，伦敦德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第

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吕 肯 （Ｌｕｃａｉｎ）—— 海 牙 代 表 大 会

（１８７２）的一位法国代表的假名（真名

不详），曾参加同盟活动调查委员

会。——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６、

３５４、３６９页。

伯特，托马斯 （Ｂｕｒｔ，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３７—

１９２２）——英国工联主义者，矿工，诺

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议会议员

（１８７４—１９１８），奉行自由党政策。——

第５４３、５４６页。

伯麦，雅科布 （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１５７５—

１６２４）——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

学家，他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辩证发

展的思想。——第６５１页。

希尔施，威廉（Ｈｉｒ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汉

堡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

敦的普鲁士警探。——第６２４页。

希尔斯，艾德蒙（Ｈｉｌｌｓ，Ｅｄｍｕｎｄ）——国

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曾

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２３１页。

辛凯尔迪，卡尔 路德维希 弗里德里希

（Ｈｉｎｃｋｅｌｄｅｙ，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５６）——普鲁士官员，１８４８年

起为柏林警察总监，１８５３年起为内务部

警察司司长。——第３２５、６２４—６２６页。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 昆克提乌斯 辛辛

纳图斯）（Ｌｕｃ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ｕｓ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ｕｓ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执政官

（公元前４６０），独裁者（公元前４５８和

４３９），据传说，他生活俭朴，亲自耕

种。——第５５２页。

里沙尔，阿尔伯（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４６—

１９２５）——法国记者，国际里昂支部领

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员，１８７０年里昂

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为波

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阿列曼

派。——第１８、１９、２３、２４、５１—５３、２１５、

３５７、３６１、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９、３９２、３９３、

４２６、５００页。

里普曼，费多尔 费多罗维奇（ ，

约生于１８４２年）——彼

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涅恰也

夫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判一年徒

刑。——第４５７、４５８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３８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３１３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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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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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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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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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６２、

９３、１４７、１４９、４１６、７０１页。

亨利三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１—１５８９）——法

国国王（１５７４—１５８９）。——第６５３页。

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法

国国王（１５８９—１６１０）。——第６５３页。

亨德尔，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Ｈａｎｄｅｌ，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６８５—１７５９）——伟大

的德国作曲家。——第６５２页。

肖，罗伯特（Ｓｈａｗ，Ｒｏｂｅｒｔ死于１８６９

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

彩画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国际成立大会

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１８６９），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在

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总委

员会财务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６８），美国通讯

书记（１８６７—１８６９），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的

参加者。——第１４页。

肖伊，亨利希（Ｓｃｈｅｕ，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４５—

１９２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５年侨

居英国。——第１６７、１７０页。

肖塔尔（Ｃｈａｕｔａｒｄ）——法国奸细，曾钻

进工人组织，伦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

成员，后被揭露并开除出支部。——第

２５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第１２６页。

狄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

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６５３页。

狄 慈 根，约 瑟 夫 （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２８——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

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

工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第１７０页。

沙兰，路易 德尼（Ｃｈａｌａｉｎ，Ｌｏｕｉｓ－Ｄｅｎｉｓ

生于１８４５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旋工，巴黎公社委员，公社

公安委员会、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曾一度加入反

对总委员会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后成

为无政府主义者。——第２９页。

沙散，沙尔 路易（Ｃｈａｓｓ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ｏｕｉｓ１８３１—１９０１）——法国政论家和

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平和

自由同盟的参加者，“民主”周报的创办

人和编辑（１８６８—１８７０）。——第４６７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

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

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

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

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６２５页。

麦克法林，艾琳（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Ｈｅｌｅｎ）——

革命宪章派领袖乔 哈尼出版的“民

主评论”（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和“红色共和

０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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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

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

况” 一 书 作 者。—— 第 ４４５、６１６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 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

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

之一。——第４４０、４４９—４５２、４８９、４９０、

４９２—４９４、５９２页。

吕耳（Ｒｕｈｌ，Ｊ．）——德国工人，伦敦德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第

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吕 肯 （Ｌｕｃａｉｎ）—— 海 牙 代 表 大 会

（１８７２）的一位法国代表的假名（真名

不详），曾参加同盟活动调查委员

会。——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６、

３５４、３６９页。

伯特，托马斯 （Ｂｕｒｔ，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３７—

１９２２）——英国工联主义者，矿工，诺

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议会议员

（１８７４—１９１８），奉行自由党政策。——

第５４３、５４６页。

伯麦，雅科布 （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１５７５—

１６２４）——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

学家，他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辩证发

展的思想。——第６５１页。

希尔施，威廉（Ｈｉｒ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汉

堡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

敦的普鲁士警探。——第６２４页。

希尔斯，艾德蒙（Ｈｉｌｌｓ，Ｅｄｍｕｎｄ）——国

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曾

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２３１页。

辛凯尔迪，卡尔 路德维希 弗里德里希

（Ｈｉｎｃｋｅｌｄｅｙ，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５６）——普鲁士官员，１８４８年

起为柏林警察总监，１８５３年起为内务部

警察司司长。——第３２５、６２４—６２６页。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 昆克提乌斯 辛辛

纳图斯）（Ｌｕｃ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ｕｓ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ｕｓ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执政官

（公元前４６０），独裁者（公元前４５８和

４３９），据传说，他生活俭朴，亲自耕

种。——第５５２页。

里沙尔，阿尔伯（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４６—

１９２５）——法国记者，国际里昂支部领

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员，１８７０年里昂

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为波

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阿列曼

派。——第１８、１９、２３、２４、５１—５３、２１５、

３５７、３６１、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９、３９２、３９３、

４２６、５００页。

里普曼，费多尔 费多罗维奇（ ，

约生于１８４２年）——彼

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涅恰也

夫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判一年徒

刑。——第４５７、４５８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３８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３１３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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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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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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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人”（１８５０）的积极撰稿人，她曾把

“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第１０４页。

麦克唐纳，亚历山大（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２１—１８９１）——英国工联改良

派领袖之一，全国煤矿工人联合会书

记，１８７４年起为议员，奉行自由党的政

策。——第５４３、５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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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会义（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２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

国工人运动。——第５５、７７、９２、１３７、

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１９９、２１０、３５２、

７１３页。

麦克马洪，玛丽 埃德姆 巴特里斯 莫里

斯（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

Ｐａｔｒｉｃ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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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页。

克楠，菲力浦（Ｃｏｅｎ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比

利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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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在

海牙代表大会上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

后为比利时社会党组织者之一。—— 第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页。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Ｋｒｕｐｐ，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２—１８８７）——德国大工业家，供应

欧洲大多数国家军火的冶金工厂厂

主。——第１１７、２７７页。

克里默，威廉 朗达耳（Ｃｒｅｍ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８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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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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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改革斗

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后为自由

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和１９００—

１９０８）。——第５４５页。

克利敏，印诺肯齐 费多罗维奇（ ，

生 于 １８４７

年）——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

生，涅恰也夫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

判一年徒刑。——第４５８、４６０页。

克雷希奥（Ｃｒｅｓｃｉｏ）——意大利新闻工作

者，皮阿琴察“社会未来报”的编

辑。——第５１９页。

克林斯基，扬（Ｋｒｙｎｓｋｉ，Ｊａｎ１８１１—

１８９０）——波兰革命家，侨居伦敦，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７），波兰人协会

书记，波兰社会主义杂志“征召义勇

军”（１８７５）编辑之一。——第５７１页。

克拉里斯（Ｃｌａｒｉｓ，Ａ．）——法国政论家，

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在那里加入了宣

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无政府主义支

部，“社会革命报”（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编

辑。——第４０２页。

克拉夫林，田纳西（Ｃｌａｆｌｉｎ，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１８４５—１９２３）——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

１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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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义者，曾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的组织

为自己利益服务，曾和自己的姊姊维

伍德赫尔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

林周刊”。——第１０７页。

贝盖利，朱泽培 （Ｂｅｇｈｅｌｌ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４７—１８７７）——意大利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进军

的参加者，好几家共和派报纸的编

辑。——第４２０页。

贝多芬，路德维希 万（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Ｌｕｄ－

ｗｉｇｖａ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７）——伟大的德国

作曲家。——第６５２页。

贝列尔或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波拿巴

主义者，立法团议员，１８５２年与其兄艾

米尔 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Ｃｒé－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 第

２９０页。

贝雷左夫斯基，安东尼（Ｂｅｒｅｚｏｗｓｋｉ，Ａｎ

ｔｏｎｉ１８４７—约１９１６）——波兰革命家，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起义的参加者，起义被镇

压后流亡国外，１８６７年６月在巴黎行刺

亚历山大二世，被法国陪审法庭判处二

十年苦役。——第５７１页。

贝奈特，乔治（Ｂｅｎｎｅｔｔ，Ｇｅｏｒｇｅ）——代

表哈里法克斯支部的不列颠联合会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第３５０页。

贝奈德克，路德维希（Ｂｅｎｅｄｅｋ，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奥地利将军，１８６６年

普奥战争时期任奥军总司令。—— 第

５５６页。

贝克尔，伯恩哈特（Ｂ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２６—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拉萨尔

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１８７２年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

表。——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５、１７６页。

贝克尔，约翰 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国际工人运动

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

制刷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国际各次代表

大会代表，“先驱”杂志（１８６６—１８７１）

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９３、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６页。

杜蒙——见法伊埃，欧仁 路易。

杜朗，古斯达夫（Ｄｕｒａｎｄ，Ｇｕｓｔａｖｅ生于

１８３５年）——法国首饰匠，警探，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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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被揭发并

被开除出国际。——第２５、３１页。   

杜邦，欧仁（Ｄｕｐｏｎ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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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参加者，１８６２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

委弟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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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迁居美国；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５４、６５、７２、

７３、７６、９１、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３—１１７、

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０、２３１、４８６、７１２页。

杜邦，昂提姆 让 马西阿耳（Ｄｕｐｏｎｔ，Ａｎ

ｔｈｉｍｅ－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ｃｉａｌ生 于１８４２

年）——法国革命家，追随布朗基派，职

业是银行职员，巴黎公社委员，参加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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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委员会。——第７３页。

杜瓦尔，德奥多（Ｄｕｖａｌ，Ｔｈéｏｄｏｒｅ）——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

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同盟

的盟员之一，１８７０年初脱离巴枯宁派；

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曾与

巴枯宁派的影响进行斗争，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６页。

杜芭丽，玛丽 让娜（ＤｕＢａｒｒｙ，Ｍａｒｉｅ－

Ｊｅａｎｎｅ１７４３—１７９３）——伯爵夫人，法

王路易十五的宠姬。——第５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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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曾任各部部长；镇压巴黎

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司法部长（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和１８７７—１８７９），内阁

总理（１８７６、１８７７—１８７９）。——第９、３７、

５４、６２、１４８、１４９、３５６页。

杜克佩西奥，爱德华（Ｄｕｃｐéｔｉａｕｘ，Ｅｄｏｕ

－ａｒｄ１８０４—１８６８）——比利时政论家

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监狱和

慈善设施视察员。——第２６１页。

杜勃罗留波夫，尼右拉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３６—１８６１）——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

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杰出的先驱者之

一。——第５９２页。

八  画
雨果，维克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

４９３、４９４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 公 元 前 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１００

页。

刻卜勒，约翰（Ｋｅｐ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１５７１—

１６３０）——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在哥

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

律。——第６５１页。

舍瓦累，昂利（Ｃｈｅｖａｌｌｅｙ，Ｈｅｎｒｉ）——瑞

士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缝。——第

１９、３９１、３９２页。

舍尔瓦尔，茹利安（Ｃｈｅｒｖａｌ，Ｊｕｌｉｅｎ）（真

名 约 瑟 夫 克 列 美 尔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ｒａｍｅｒ）——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

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

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１８５２年２月所

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

察局帮助下越狱逃跑。——第９３、６２４

页。

门克，亨利希 泰奥多尔（Ｍｅｎｋｅ，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１９—１８９２）——德国地

理学家，曾修改施普鲁奈尔的“中古史

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第６５０、６５１

页。

门德斯，璜（Ｍｅｎｄｅｚ，Ｊｕａｎ）——西班牙

农业工人，无政府主义者。——第４１４、

４１５页。

波特尔，乔治（Ｐｏｔ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

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蜂房报”

的创办人和发行人，在报纸上一贯实行

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

５４５页。

波 尔 特， 弗 里 德 里 希 （Ｂｏｌｔ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 烟工人，德国人，国际北美

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

“工人报” 编委，海牙代表大会上

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７２

３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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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４），１８７４年被开除出总委员

会。——第１７６、７３７、７３９页。

波果丁，米哈伊尔 彼得罗维奇（ ，

１８００—１８７５）—— 俄

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论家。——第５７２

页。

佩普，弗莱彻（Ｐａｐｅ，Ｆｌｅｔｃｈｅｒ）——国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追随

改良派，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

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３３１页。

佩恩，昂利 德（Ｐèｎｅ，Ｈｅｎｒｉｄｅ１８３０—

１８８８）——法国新闻工作者，保皇派，

“巴黎报”的创办人和主编（１８６８—

１８８８）——第６０页。

佩龙，沙尔 欧仁（Ｐｅｒｒ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３７—１９１９）——瑞士工人运动活动

家，珐琅彩绘工，后为制图家；巴枯宁

主义者，国际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和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表，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员，“平等报”编

辑（１８６９），“团结报”编辑和汝拉联合

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工人运

动。——第１５４页。

帕赫斯，维克多（Ｐａｇéｓ，Ｖｉｃｔｏｒ约生于

１８５０年）——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

行斗争。——第２０６、４１２页。

帕维亚－ 伊－ 罗德里格斯，曼努埃尔

（Ｐａｖｉａｙ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ａｎｕｅｌ１８２７—

１８９５）——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１８７３年率领共和国部队反对卡洛斯派，

镇压安达鲁西亚自治州派的起义；新加

斯梯里亚镇守司令（１８７３—１８７４），曾实

行君主政变（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３日）使塞拉

诺掌握政权，１８８０年起为参议员。——

第５３１、５３４、５３５、６２２页。   

帕拉迪诺，卡尔梅洛（Ｐａｌｌａｄｉｎｏ，Ｃａｒ－ｍｅ

ｌｏ１８４２—１８９６）——意大利无政府主义

者，职业是律师，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

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成员。—— 第

４１８、４１９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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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９页。

彼得一世（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１６８２

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皇

帝。——第４４２、４９４、５７５、６１３、６５８页。

彼得三世（ １７２８—１７６２）——俄国

皇帝（１７６１—１７６２）。——第６２１页。

彼得拉舍夫斯基（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

夫斯基），米哈伊尔 瓦西里也维奇

（ ，  

（ ） １８２１—

１８６６）——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

者，彼得堡先进的俄国非贵族出身的知

识分子小组（１８４５）的组织者，１８４９年

被捕并被判处终身苦役。—— 第４８７、

４８８页。

彼斯节里，巴维尔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９３—１８２６）——十二

月党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之一，南方协

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第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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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夫 尔，茹 尔 （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从

五十年代末起是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

领袖之一；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任外交部

长，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和领导反

对国际的斗争的鼓舞者之一。——第

９、３７、９４、１４７—１４９、３９８页。

法奈利，朱泽培（Ｆａｎｅｌｌ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２６—

１８７７）——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

动家，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１８６０

年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马志尼主义

者，从六十年代中起是巴枯宁的近友，

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在西班牙的第一

批国际支部和同盟小组（１８６８）的组织

者，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

１８６５年起为意大利议会议员。—— 第

２０３、３８１、４０４、４０９、４１７、４３１页。   

法伊埃，欧仁 路易（Ｆａｉｌｌｅｔ，Ｅｕｇèｎｅ－

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４０年）（笔名杜蒙Ｄｕ－

ｍｏｎｔ）——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

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和卢昂支部出席国

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后为

法国工人党党员。—— 第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６页。

法尔加 佩利塞尔，拉斐尔（ＦａｒｇａＰｅｌ－

ｌｉｃｅｒ，Ｒａｆａｅｌ１８４０—１８９０）——西班牙

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和新闻

记者；同盟和在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支

部的组织者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

员，“联盟”周报的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３）；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西班牙无政府主

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

际。——第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

１７６、４０４、４０７、４１５、４１６、５２６页。

法尔卡什，卡罗耳（Ｆａｒｋａｓ，Ｋáｒｏｌｙ１８４３—

１９０７）——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

家，职业是五金工人；国际匈牙利支部

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

（１８８０）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０）的

组织者之一。—— 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６页。

拉辛，斯切潘 季莫费也维奇（ ，

死于１６７１年）——十

七世纪俄国最大一次农民和哥萨克反

农奴制起义的领袖。——第４４２、４４３页。

拉罗克，让（Ｌａｒｏｃｑｕｅ，Ｊｅａｎ）（假名拉特

腊克Ｌａｔｒａｑｕｅ）——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

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波尔多支部领导人

之一，１８７３年受法庭审讯，逃到西班牙，

他以国际总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分从

那里继续领导国际波尔多支部的活

动。——第３５１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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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

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４、２０２、２０５、３５３、４１２、

４１６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莱茵省

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

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１８６３）创建人之

５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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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

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７５、

３０８、３０９页。

拉甫罗夫，彼得 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国社会学

家和政论家，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在

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国际会员，巴黎

公社的参加者，“前进！”杂志（１８７３—

１８７６）和“前进报”（１８７５—１８７６）编

辑。——第５８８—５９９、６０３—６０５、６０７页。

拉斯克尔，爱德华（Ｌａｓｋｅｒ，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２９—

１８８４）——德国政治活动家，支持俾斯

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

一，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第１００、

５５０页。

阿尔诺，安都昂（Ａｒｎａｕｄ，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３１—

１８８５）——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国民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

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

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５４、

７６、９１、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６页。   

阿伯勒，昂利 万 登（Ａｂｅｅｌｅ，Ｈｅｎｒｉｖａｎ

ｄｅｎ）——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

商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

开除出国际。——第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６页。

阿贝尔，雅克 勒奈（Ｈé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ｅｎé１７５７—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

的领袖。——第５８２页。

阿勒里尼，沙尔（Ａｌｅｒｉｎｉ，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

１８４２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原籍

是科西嘉人，国际马赛支部成员，马赛

的公社（１８７１年４月）组织者之一，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西班牙，并

在那里宣传无政府主义，“革命团结报”

（巴塞罗纳出版）的编辑；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

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６、４０７、４１４、４１５、

５２６、５２７页。

阿列克塞 米哈伊洛维奇 （

１６２９—１６７６）——俄国沙

皇（１６４５—１６７６）。——第４４２页。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Ａｐｐｌｅｇａｒｔｈ，Ｒｏ－

ｂｅｒｔ１８３３—１９２５）——英国工联主义运

动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木

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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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６、９１、７１２页。

阿夫里阿耳，奥古斯丹（Ａｖｒｉａｌ，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８４０—１９０４）——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

者；机械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国际巴黎

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

员，公社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执行委

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在那里曾一度加入反对总委

员会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 第２９

页。

阿耳巴腊辛，萨韦里诺（Ａｌｂａｒｒａｃｉｎ，Ｓｅ－

ｖｅｒｉｎ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

是教师，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１８７３年亚尔科起义的领

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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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３１、５２９页。

罗，哈里埃特 （Ｌａｗ，Ｈａｒｒｉｅｔ１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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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

（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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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的参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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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７、９２、７１３页。

罗班，保尔（Ｒｏｂｉｎ，Ｐａｕｌ生于１８３７年）——

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领导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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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３９３、３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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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代

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

（１８７２），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

派，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

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５４、７７、９１、

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６、２２２、２２７—２２９、

７１２页。罗昂，阿尔勃莱希特（Ｒｏｏｎ，Ａｌ

ｂｒｅｃｈｔ１８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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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首相

（１８７３年１—１１月）。——第３２９页。

罗塞耳，维散特（Ｒｏｓｓｅｌｌ，Ｖｉｃｅｎｔｅ）——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织工，西

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

开除出国际。——第１３１页。

罗伦佐，安赛尔莫（Ｌｏｒｅｎｚｏ，Ａｎｓｅｌｍｏ

１８４１—１９１５）——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 第１３０、１６０—１６２、

２０４、２０６、２１８、４０４、４１１、４１３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

于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

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

１８７２年），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７１年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

战友。——第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皇朝

（１６１３—１９１７）。——第４９９、５００页。

罗兹瓦多夫斯基，约瑟夫（Ｒｏｚｗａｄｏｗｓｋｉ，

Ｊｏｓéｆ生于１８４６年）——波兰革命家，波

兰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解放起义的参加者，巴

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巴黎公社符卢勃

列夫斯基将军的参谋长，公社被镇压后

流 亡 英 国，国 际 总 委 员 会 委 员

（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９１页。

罗伯茨，亨利（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ｅｎｒｙ死于１８７６

年）——英国建筑师，资产阶级慈善家，

曾研究各国的居住条件。——第２６１页。

罗伯尔，弗里茨（Ｒｏｂｅｒｔ，Ｆｒｉｔｚ）——瑞

士教师，巴枯宁主义者，国际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曾参加“团结报”编缉

部。——第１９、４２、３９２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

ｒｅ，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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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

首脑（１７９３—１７９４）。——第５８６页。

九  画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二世。

荣克，海尔曼（Ｊｕｎｇ，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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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

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２年

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

派，１８７７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

５５、６３、７７、９０、９２、１３７、２１７—２１９、

２２２、２２８、２２９、３３１、５１７、７１３页。

若昂纳尔，茹尔（Ｊｏｈａｎｎａｒｄ，Ｊｕｌｅｓ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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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７、９１、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７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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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７４、

７６、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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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４页。

勃朗，加斯帕尔（Ｂｌａｎｃ，Ｇａｓｐａｒｄ）——法

国巴枯宁主义者，职业是养路领工员，

里昂１８７０年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

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８、

１９、２３、５１—５３、２１５、３８２、３９２、３９３、

４２６、５００页。

胡利曼（Ｈｕｒｌｉｍａｎ）——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伦敦瑞士协会的代

表。——第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胡贝尔，维克多（Ｈｕｂｅｒ，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０—

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和文学史家，保

守党人。——第２６１、２７２、２７３页。

洛约拉，伊格纳修斯（Ｌｏｙｏｌａ，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１４９１—１５５６）——西班牙贵族，最反动

的天主教组织—— 耶稣会的创建

人。——第３８６、４５１页。

洛斯塔乌，巴尔多梅罗（Ｌｏｓｔａｕ，Ｂａｌｄｏ－

ｍｅｒｏ约生于１８４５年）——西班牙机械

工人，联邦共和主义者，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

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被选

入议会。——第４１５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７２、２７３、３３６、４９３、５６６页。

欧斯曼，若尔日 欧仁 （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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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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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第２３９、２９１、２９２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６１、１４７页。

威斯特，威廉（Ｗｅｓｔ，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国际北美联合会

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支部（纽约）书

记，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开除

出国际。——第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２、４３７、７２６、

７２７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国

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

的 殖 民 化 理 论。—— 第１００、１２２

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１８０２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

报”。——第６０２页。

科尼翁，艾米尔（Ｃｏｇｎｏｎ，毦Ｅｍｉｌｅ）——法

国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雕刻工，住在

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年被开除出国际。——第３９１页。

科斯塔，安得列阿（Ｃｏｓｔａ，Ａｎｄｒｅａ１８５１—

１９１０）——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七十年代是意大利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９年

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后进一步为争取建

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１８９２年起

是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在党内追随改良

派；１８８２年起是议会议员。——第４３１

页。

科尔多瓦－伊－洛佩斯，弗朗西斯科（Ｃｏｒ

－ｄｏｖａｙＬｏｐｅ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西班牙

新闻记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６８年

起是马德里的同盟盟员。——第４０４页。

科拉切夫斯基，安得列依 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８４８—１８８８）——俄国贵族，１８６６年起

遭警察秘密监视，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

受法庭审讯，被宣告无罪。——第４６０、

４６１页。

哈里（Ｈｕｒｒｙ）——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反对联合会委员

会里的改良派。——第２３１页。

哈里斯，乔治（Ｈａｒｒｉｓ，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后为宪章主义者布朗

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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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财务书记（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第７１２页。

哈尔沃，璜（Ｊａｌｖｏ，Ｊｕａｎ）——西班牙无

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同盟小组的创建人

之一，国际马德里支部主席。——第４０４

页。

哈 尔 科 特，埃 德 威 耳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Ｅｄｗｅｌｌ）——矿工，澳洲出席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５页。

哈利戴，托马斯（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Ｔｈｏｍａｓ生于

１８３５年）——英国工联领袖之一，煤矿

工人联合会书记。——第５４６页。哈登

堡，卡尔 奥古斯特（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５０—１８２２）——公爵，普鲁士

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和１８０７）；为巩固普鲁士国

家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

革（１８１０—１８１３）；维也纳会议后成为神

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

３２５页。

哈赛尔曼，威廉（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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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１８４４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

合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新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７５年起为德

国社会民主党党员，１８７８年为无政府主

义小组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０年被开除出

党。——第５２０页。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３７—１８８９）——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拉萨尔分子，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全

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５２０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

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

主。——第６１７页。

施 泰 因，卡 尔 （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１７５７—

１８３１）——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１８０４—１８０８年期间担任过许多高级职

务，曾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

的解放斗争；倡议在普鲁士进行不彻

底 的 资 产 阶 级 改 革。—— 第３２５

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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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５０、２９１、３７７、

６２４、６２６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卡斯巴尔 施米特的笔名）——

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

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

一。——第７０１页。

施韦泽，约翰 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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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１１２、３６２页。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 尤利乌斯（Ｓｔａｈ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２—１８６１）——德国

法学家和极端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普鲁

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第３２７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４５

年）——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

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１８７２年

起为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美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第１７７、７３７、７３９页。

施奈德尔，欧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法国大工业家，克列

索冶金工厂厂主。——第２７７页。

施略策尔，奥古斯特 路德维希（Ｓｃｈｌｏｚ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３５—１８０９）——德国

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第６５１页。

施特鲁斯堡，贝特耳 亨利（Ｓｔｒｏｕβｂｅｒｇ，

Ｂｅｔｈｅｌ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３—１８８４）——德国大

铁路承包商；１８７３年破产。——第２９０

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Ｓｃｈｗｉｔｚｇｕé－

ｂｅｌ，Ａｄｈéｍａｒ１８４４—１８９５）——瑞士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会

员，无政府主义者，秘密同盟和汝拉联

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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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１月５日总委员

会通过决议把他作为汝拉联合会成员

开除出国际。—— 第４２、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６、１８８、１９５、２０１、２０２、３９１页。

十  画

唐森，威廉（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２），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

者。——第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１０１、４４７、６５２页。

俾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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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３、４７、５０、９４、

１４７、１５０、２７６、２８６、２９１、３２６—３２９、

３４７、３９５、４０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４、

５５６、５７７、５８４、５９１、６２６、６３２、６４０、

６６７、６８０、７１２、７２９页。

班克斯，西奥多（Ｂａｎｋｓ，Ｔｈｅｏｄｏｒ）——

国际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职业是彩画匠，采取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的立场。——第１１２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５５、

６２、６３、６６—７０、７７—７９、８６、８７、９２、

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４、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０、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１、１８６、１９０、１９８—２００、

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８、２１９、２３９、２４１、

２４７、２５２、２６７、２６８、２７３、２８４、２８８、

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１、３１６、３１７、

３５２—３５５、３６３、３６４、４８６、５２５、５３２、

５６７、５７５、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７、５９９、６０２、

６０７、６２８、６３０、７１３、７１４、７１６、７１８、

７２１、７３０、７３３—７３４页。

贡德雷斯，欧仁（Ｇｏｎｄｒèｓ，Ｅｕｇèｎｅ）——

法国的警探，曾钻进国际纳尔榜支部，

１８７３年被揭露。——第４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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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第２２、１７３、３７５、７２５页。

乌斯宾斯基，彼得 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４７左右

—１８８１）——涅恰也夫组织的积极参加

者之一，曾参加杀害伊万诺夫，１８７１年

被法院判十五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第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３—４６５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１８６７年

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

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

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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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００、１４７、１４９、３４７

页。

倍尔特兰（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Ｆ．）——美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在

纽约的国际第六支部通讯书记，国际北美

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和“工人

１９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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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

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１７６、７３７、

７３９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２６２、５５６、

６４２、６５２、６８７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１９、２４、３７、５２、

８９、９４、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６、２１５、２７５、２７９、

２８７、２９１、３２６、３５４、３５７、３７５、３８０、

３８１、４１５、５００、５５６、５７６、６２９、６７７页。

涅恰也夫，谢尔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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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曾与巴

枯宁有密切联系，创建了秘密组织“人

民裁判”（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年被瑞士当局引

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

塞。——第１６、３７２、３７７、３９５、４０３、４３９—

４４４、４４７—４５０、４５２—４６８、４７１、４７７、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８、５９２、５９４、５９６、６０８页。

涅格烈斯库耳，米哈伊尔 费多罗维奇

（ ， １８４３左

右—１８７１）——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积

极参加者；１８６９年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

而被捕，１８７０年因病获释。——第４６１

页。

泰斯，阿尔伯（Ｔｈｅｉｓｚ，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９—

１８８０）——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金属切割工，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和财务委员。——

第２５、２９页。

泰勒，阿尔弗勒德（Ｔａｙｌｏｒ，Ａｌｆｒｅｄ）——

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索瓦，阿尔森（Ｓａｕｖａ，Ａｒｓèｎｅ）——法国

社会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卡贝的追随

者，美国伊加利亚派移民区的领导人之

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美国；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在代表大会上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少

数派；七十年代参加美国的社会主义运

动。——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５、１９４

页。

索里阿 桑塔－克鲁斯，弗雷德里科（Ｓｏｒｉａ

Ｓａｎｔａ － Ｃｒｕｚ，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ｏ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１）——西班牙将军，１８７２年参加对

卡洛斯派的战争，１８７３年镇压安达鲁西

亚的自治州起义；加迪斯的军事总督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第５３１页。

索里阿诺，特里尼达德（Ｓｏｒｉａｎｏ，Ｔｒｉｎｉ－

ｄａ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第

３８１、４１４—４１６页。

海姆（Ｈｅｉｍ）——奥地利支部出席国际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第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５８２、６０４页。

海德，约翰 哥特弗利德（Ｈｅｒ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７４４—１８０３）——德国哲学

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十八世纪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进步的“狂

飚”文学思潮的奠基人之一。——第６５２

页。

特尔察吉，卡洛（Ｔｅｒｚａｇｈｉ，Ｃａｒｌｏ约生于

１８４５年）——意大利律师，都灵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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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解放工人协会书记，１８７２年成为警

探。——第４１、４２、１８９、４００、４１９—４２２

页。

特赖奇克，亨利希 冯（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３４—１８９６）——德国反动的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８６年起为普鲁士

国家历史编纂家。——第６２７页。

特卡乔夫，彼得 尼基提奇（ ，

１８４４—１８８５）——俄国革命家，

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第

５９３—６０５、６０７—６１１、６１４、６１６—６２１、

６４１页。

埃士顿，托马斯（Ａｓｈｔ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英国厂主，自由党人。——第２７６、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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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入无政府主

义者少数派。——第５５、７７、９２、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７１３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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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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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１６日），美国通讯书

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

代表会议的代表；１８７２年以前支持马克

思，１８７２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

袖。——第５５、７８、９１、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１、５１７、５４５、７１３页。

埃斯太瓦内斯－伊－穆尔菲，尼古拉斯

（ＥｓｔéｖａｎｅｚｙＭｕｒｐｈｙ，Ｎｉｃｏｌáｓ１８３８—

１９１４）——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共和党人，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革命的积极参

加者，马德里总督（１８７３），革命失败后

流亡葡萄牙，后迁法国。——第４０９页。

库诺，弗里德里希 泰奥多尔（Ｃｕｎ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４６—１９３４）——德

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

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会后侨居美国，在

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为美国工人组

织“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为社

会主义刊物撰稿。——第８４、８５、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６、３５２、３６９、４１９页。   

库佩尔（Ｋｕｐｐｅｒ，Ｆ．）——国际曼彻斯特

外国人支部德国书记（１８７２），支持马克

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第

２２５页。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２）—— 德国 医 生，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

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和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马克思一家的朋友。——

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页。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 埃蒂耶纳（Ｃｏｕｒｎｅｔ，

Ｆｒéｄéｒｉｃ－毦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３９—１８８５）——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

３９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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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八十年代法

国布朗基主义组织领导人之一。——第

５４、７６、９２、１３８、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６

页。

库兹涅佐夫，阿列克塞 基利洛维奇

（ ， １８４５—

１９２８）——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也

夫组织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判十年苦

役；后来加入社会革命党，曾在赤塔参

加１９０５年革命。——第４５８、４６４、４６５页。

格吕克，克利斯托夫 维利巴尔德（Ｇｌｕｃ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Ｗｉｌｌｉｂａｌｄ１７１４—１７８７）——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６５２页。

格罗塞，爱德华（Ｇｒｏβｅ，Ｅｄｕａｒｄ）——在

美国的德侨，拉萨尔分子，国际会

员。——第１１２页。

格罗美卡，斯切潘 斯切潘诺维奇

（ ， １８２３—

１８７７）——俄国温和自由派政论家，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义时是波兰

农民事务委员会主席，后为希特里兹总

督。——第４９３页。

格尔哈特，亨德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ｔ，Ｈｅｎｄｒｉｋ

１８２９左右—１８８６）——荷兰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职业是裁缝，荷兰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追

随巴枯宁派。——第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６页。

格尔拉赫，恩斯特 路德维希（Ｇｅｒｌａｃｈ，

Ｅｒｎｓｔ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５—１８７７）——普鲁士

极端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普鲁士保守党

及其机关报“新普鲁士报”（１８４８）的创

始人之一。——第３２７页。

格莱夫（Ｇｒｅｉｆ）——普鲁士警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

机关领导人之一。——第６２４页。

格莱格，罗伯特 海德（Ｇｒｅｇ，ＲｏｂｅｒｔＨｙｄ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５）——英国大厂主，自由党

人。——第２７６、２７９页。

格莱斯顿，罗伯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１—１８７２）——英国商业家，资产阶

级慈善家，威廉 格莱斯顿的堂弟。——

第７６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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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１００、１１８—１２７、１５１、１９９、２１０、２１１、

５４１、５４２、５４５、７１２页。

马 鲁， 茹 尔 （Ｍａｌｏｕ，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０—

１８８６）——比利时国家活动家，属于天

主教党，财政大臣 （１８４４—１８４７、

１８７０—１８７８），内 阁 首 相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８）。——第９、１４９页。

马隆，贝努瓦（Ｍａｌｏｕ，Ｂｅｎｏｌｔ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社会主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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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

主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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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２、２９、３２、３３、

４７、５０、１７３、１８８、４０２、４２７、４２９、５８０

页。

马多斯（Ｍａｄｄｏｓｓ，Ｇ．Ｗ．）——美国资

产 阶 级 激 进 主 义 者。—— 第１１２

页。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０５

—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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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著名

活动家；１８６４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

己的影响之下，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

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７２、９５、３９８、４１７、４９３页。

马格里特（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ｔｅ）——法国革命家，

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９１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

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第４０６页。

马夫里茨基，瓦西里 阿布拉莫维奇

（ ， １８５０左

右—１９１０）——基辅正教中学学生，因

涅恰也夫分子案件受法庭审讯，由于证

据不足停止法院侦查，后为神甫和教会

著作家。——第４５３页。

马尔尚，路易（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Ｌｏｕｉｓ）——法

国巴枯宁主义者，曾被巴黎公社派赴波

尔多，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流亡

者协会的书记并为“社会革命报”撰稿，

根据波尔多支部的要求被开除出国

际。——第１７３页。

马尔塞劳，尼古洛 阿隆索（Ｍａｒｃｅｌａｕ，

ＮｉｃｏｌáＡｌｏｎｓｏ）——西班牙政府主义

者，同盟西班牙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塞

维尔 “理智” 周报的编辑（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

开除出国际。—— 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４１４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３１、５５、６０、７７、９２—

１０１、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７—１２７、１３８、１６６—

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６、１９９、

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９、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３、２５５、

２５８、２９７、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３、３３７、３５７、

３５９、３６２、４８６、５１６、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７、

６２８、６３０、６５７、７１３、７２２—７２６、７２８、

７３０、７３２页。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

ｉｎｇ，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八十至

九十年代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卡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 艾威

林的妻子。——第２５２页。

马丁，菲力浦（Ｍａｒｔｉｎ，Ｆｅｌｉｐｅ）——西班

牙无政府主义者。——第４０９页。

马丁，孔斯旦（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法

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

参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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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

页。

马丁涅斯，弗朗科（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Ｆｒａｎｃｏ）——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染色工

人，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第１３１、４１２页。

马丁涅斯 德 康波斯，阿尔塞尼奥（Ｍａｒ

ｔｉｎｅｚ ｄｅ Ｃａｍｐｏｓ，Ａｒｓｅｎｉｏ １８３１—

１９００）——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政治活

动家，１８７３年曾镇压卡塔卢尼亚和瓦伦

西亚的自治州起义，新加斯梯里亚镇守

司令（１８７４），曾领导君主政变，使阿尔

丰斯十二掌握政权（１８７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陆军大臣（１８８１—１８８３）。——第５３５页。

十 一 画

基恩，查理（Ｋｅ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工

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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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２）。——第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培尔，比埃尔 （Ｂａｙｌ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７—

１７０６）——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宗教独

断论的批评者。——第６５３页。

密契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反对委员会里

的改良派。——第２３１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共

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

的刽子手。——第２５、５１、５３、６１、１４８、

１５１、２１５、３４８、４２８、５５４、７１２页。   

屠夫汉斯——见毕克列尔，约翰。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３８７、５２９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

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相

兼外交大臣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第

３２５—３２７、５４８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

Ｗａｌｅｒｙ１８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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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７７、９２、１３８、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６、１９９、５７１、７１３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

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６５２页。

康波斯——见马丁涅斯 德 康波斯，阿尔

塞尼奥。

盖得，茹尔（巴集耳，马蒂约）（Ｇｕｅｓｄｅ，

Ｊｕｌｅｓ （Ｂａｓｉｌｅ， Ｍａｔｈｉｅｕ） １８４５—

１９２２）——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

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

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创

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

宣传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

命派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

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３５９—３６１、４２７、４２８页。

盖列夫，保尔 约翰森（Ｇｅｌｅｆｆ，ＰａｕｌＪｏ

ｈａｎｓｅｎ１８４２—１９２１）——丹麦工人运动

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国际丹麦支

部（１８７１）的组织者之一，丹麦社会主

义民主党（１８７６）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７年侨居美洲，后脱离工人运

动。——第１４９页。

朗扎，卓万尼（Ｌａｎｚ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８１５—

１８８２）——意大利国家活动家，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者，财政大臣（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内务大臣（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９—

１８７３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第１５０、

７１２页。

朗德克，贝尔纳（Ｌａｎｄｅｃｋ，Ｂｅｒｎａｒｄ生于

１８３２年）——法国首饰匠，国际会员和

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成员。——第２９、８９、７２８页。

朗维耶，加布里埃尔（Ｒａｎｖｉｅｒ，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２８—１８７９）——法国布朗基派革命

家，巴黎公社委员，军事委员会和社会

拯救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

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

大会决定将委员会迁住纽约而退出国际。

６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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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５４、７７、９１、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５、３５６、

３６２页。

勒穆修（ＬｅＭｏｕｓｓｕ，Ａ．）——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

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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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巴枯宁派。——第５５、７８、９２、１３７、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７、３５２、３５３、

３６３、４８６、７１３页。

勒瓦尔，茹尔 路易（Ｌｅｗａｌ，Ｊｕｌｅｓ－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３—１９０８）——法国将军和军事理论

家。——第６３９页。

勒维埃耳（Ｌｅｖｉèｌｅ）——美国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法国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第１７６、７３７页。

勒弗朗塞，古斯达夫（Ｌ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２６—１９０１）——法国革命家，左派蒲

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教员，１８４８年革命

的参加者，六十年代末起为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

士，在那里加入无政府主义派。——第

３２、３３、５０、６０页。

梅欧，亨利（Ｍａｙｏ，Ｈｅｎｒｙ）——英国工

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在联合会委员会里加入改

良派，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

开除出国际。——第５４、７７、９１、２２２、

２２８、２２９、７１２页。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霍赛（Ｍｅｓａｙ

Ｌｅｏｍｐａｒｔ，Ｊｏｓé１８４０—１９０４）——著名

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

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

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

行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

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１８７９）创始人之一，曾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

２０６、２０７、３５４、４０６、４１２页。

梅契尼柯夫，列甫 伊里奇（ ，

１８３８—１８８８）—— 俄国地理学

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６０年加里波

第进军的参加者；曾为“钟声”和“同

时代人”撰稿；六十年代后半期接近巴

枯宁。——第４２８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治

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４６年波兹南起义的

准备工作，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使他出狱；

曾领导１８４８年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

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时期，曾指挥革命军；在五

十年代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波

兰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起义期间，被任命为波

兰民族政府的执政，起义失败后，流亡

法国。——第６３１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 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 第６５２

页。   

莫 特斯赫德，托马斯 （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

ＴｈｏｍａｓＪ．）——英国织布工人，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丹麦通

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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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

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５５、７７、９１、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２２２、

２２６、２２８、２２９、５４５、７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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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７、

９１、７１２页。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为浦克林

Ｐｏ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

第１２０页。

莫拉，安赫尔（Ｍｏｒａ，Ａｎｇｅｌ）——西班牙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西班牙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解

放报”编委（１８７１—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

合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

义影响进行斗争，１８７９年起为西班牙社

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第４０４、４１２页。

莫拉，弗朗西斯科 （Ｍｏｒ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８４２—１９２４）——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

国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组织者之

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积极

斗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西班牙

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８７９）的组织者之

一。——第１６１、１６２、２０６、４０４—４０６、

４１０—４１２、４２４、５１４页。

莫拉哥－冈萨勒斯，托马斯（ＭｏｒａｇｏＧｏｎ

ｚａｌｅｓ，Ｔｏｍá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

者，职业是雕刻工，西班牙的同盟创始

人和领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

员，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

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１６１、

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５、４０４—４０９、４１４—４１６页。

十 二 画

弗雷，泰奥菲尔 沙尔（Ｆｅｒｒé，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８７１）——法国布朗

基派革命家，六十年代法国共和主义运

动的积极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公安

委员会委员，后为委员会领导人和公社

副检察长，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

６２、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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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７２、３３６、５６６、６８２页。

雅科比，巴维尔 伊万诺维奇（ ，

）——俄国革命家，政治

流亡者，职业是医生，巴枯宁的密友，七

十年代初在意大利宣传无政府主义观

点。——第４２０页。

富斯特尔，路易斯（Ｆｕｓｔｅｒ，Ｌｏｕｉｓ）——

西班牙箍桶工人，国际桑城支部成

员。——第４１５页。

散蒂尼昂，加斯帕尔（Ｓｅｎｔｉｎｏｎ，Ｇａｓｐａｒｄ

死于１９０３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西班牙同盟的创始人

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国际巴塞

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

日总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

际。——第４０４、４１６页。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让娜 安东尼达 普

８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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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松（Ｐｏｍｐａｄｏｕｒ，Ｊｅａｎｎ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ｍａｒｑｕｉｓｅｄｅ１７２１—１７６４）——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第５９１

页。

黑尔斯，威廉（Ｈａｌ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第

５４、７６、９１、７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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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

１８７２）和书记（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８７２年７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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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反对马克思，企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组

织的领导权，曾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

全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５５、７８、８６、９２、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６、

２２８、２２９、３３３、３５０、３５１、５４５、７１３、

７２４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２９８、３２７、５６５、６４９页。

舒马赫，格奥尔格（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Ｇｅｏｒｇ生

于１８４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

业是制革工人，后为企业主，佐林根支

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

表，国会议员（１８８４—１８９８），属于社会

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第１６７、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６页。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

ｌｉｔｚ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８３）——德

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是

进步党领袖之一，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

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

２８２、３１３页。

舒巴尔特，约翰 克利斯提安（Ｓｃｈｕｂａｒｔ，

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３４—１７８７）——德

国学者，农学家。——第６５１页。

普芬德，卡尔 （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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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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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普鲁斯，亨利 奥斯丁（Ｂｒｕｃｅ，Ｈｅｎ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１８１５—１８９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自由党人，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６８—

１８７３）。——第５４２页。

普累诺夫，伊万 加甫利洛维奇（ ，

１８２９—１８８５）——俄国

政论家，涅恰也夫小组的积极参加者，

１８７１年被法庭判处十二年苦役，终身流

放西伯利亚。——第４５８、４６４—４６６页。

普加乔夫，叶梅连 伊万诺维奇（

１７４２ 左 右—

１７７５）——十八世纪俄国最大一次农民

和哥萨克反农奴制起义的领袖。——第

４９９、６２１页。

莱奥，安得列（Ｌｅｏ，Ａｎｄｒé１８２９—１９００）

（真名莱昂尼 尚普塞ＬéｏｎｉｌｅＣｈａｍｐ－

ｓｅｉｘ）——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巴黎公

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支持巴枯宁派。——第２２、３９４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 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

９９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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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

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５９２、６５２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 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伟

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

家。——第６４９、６５１页。

博韦，克利门特（Ｂｏｖé，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织工，卡

塔卢尼亚的工厂工人会主席。—— 第

４１６页。

博南萨（Ｂｏｎａｎｃａ）——葡萄牙无政府主义

者，被免去教衔的教士。——第４０５页。

博尔雷耳，恩利科（Ｂｏｒｒｅｌ，Ｅｎｒｉｃｏ）——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国

际西班牙第一批支部的创建人之一，西

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第４０４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Ｂｅ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９—１８８６）——伯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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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４８、１５０

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１９页。

斯瓦尔姆——见丹特雷格，艾米尔。

斯卡尔金——见叶列涅夫，费多尔 巴甫

洛维奇。

斯特普尼，考威尔 威廉 弗雷德里克

（Ｓｔｅｐｎｅｙ，Ｃｏ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２０—１８７２）——英国社会主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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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斯普林加尔，罗什（Ｓｐｌｉｎｇａｒｄ，Ｒｏｃｈｅ）——

比利时一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３年

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

国际。——第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

１７６、３７０页。

斯蒂凡诺尼，鲁伊治（Ｓｔｅｆａｎｏｎｉ，Ｌｕｉｇｉ

１８４２—１９０５）——意大利作家和政论

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唯理论者，参

加过加里波第的进军，“自由思想”杂志

的创办人和编辑，支持巴枯宁派。——

第５０、９３—９６、４０１页。

斯维亚茨基，弗拉基米尔 伊万诺维奇

（ ， 约生于

１８４７年）——彼得堡涅恰也夫小组的参

加者、１８７１年被宣告无罪。——第４５８

页。

十 三 画

贾罗（Ｊａｒｒｏｗ）——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

动家，职业是红木工，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

９２、７１３页。

蒙托罗，佩雷格林（Ｍｏｎｔｏｒｏ，Ｐｅｒｅｇｒｉｎ）

（假名达蒙Ｄａｍｏｎ）——西班牙无政府

主义者，职业是织工，国际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第

１３１、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６页。

蒙德拉，安东尼 约翰（Ｍｕｎｄｅｌｌａ，Ａｎ－

ｔｈｏｎｙＪｏｈｎ１８２５—１８９７）——英国国

０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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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活动家和厂主，１８６８年起为议会议

员，历任各部大臣。——第１０１页。

雷吉斯，维塔勒（Ｒｅｇｉｓ，Ｖｉｔａｌｅ）（假名埃

蒂耶纳 佩沙尔 毦ＥｔｉｅｎｎｅＰｅｃｈａｒｄ）——

意大利革命家，在伦敦的国际意大利人

支部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西班牙１８７３年各

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５４、７７、

９１、４２０、４２１页。   

雷绍埃尔，亨利希（Ｒｅｓｃｈ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生于１８３８年）——奥地利资产阶级作家

和记者，自由党人。——第３１２页。

塞尔维腊，拉斐尔（Ｃｅｒｖｅｒａ，Ｒａｆａｅｌ１８２８—

１９０８）——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联邦共

和主义者，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７３）。——

第５３０页。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Ｓｅｒ

－ｒａｎｏｙ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８１０—

１８８５）——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陆军大臣（１８４３），１８５６年国家

政变的参加者，临时政府首脑（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王国摄政（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内阁

首相（１８７１、１８７４）。——第５９１页。

路德维希（Ｌｕｄｗｉｇ）——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美因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１６８、１７５、１７６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ＩＶ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２２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ＸＶ１７１０—１７７４）——法

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５９１页。

路易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５８０、６５８页。

福塞特，亨利（Ｆａｗｃｅｔｔ，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３—

１８８４）——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信徒，１８６５

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 第

７４—７６页。

福尔纳契耶利（Ｆｏｒｎａｃｃｉｅｒｉ）——美国工人

运动的参加者，意大利人，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

员。——第１７６、７３７页。

福伊格茨－雷茨，尤利乌斯（Ｖｏｉｇｔｓ－

Ｒｈｅｔｚ，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３—１９０４）——普鲁士

将军，普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７３年起为

军事司司长，后为炮兵总监。——第６３８

页。

福 格 特，卡 尔 （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

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６月为帝国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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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９５、３５７页。

福格特，古斯达夫（Ｖｏｇｔ，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２９—

１９０１）——瑞士经济学家，德国人，资

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

组织者之一，卡 福格特的弟弟。——第

１１、３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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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１４７

页。

奥托王朝（Ｏｔｔｏｎｅｎ）——所谓神圣罗马帝

国的第一个王朝（９６２—１００２、１２０９—

１２１８）。——第６４８页。

奥哲尔，乔治（Ｏｄ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０—

１０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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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人联伦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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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５４５页。

奥利维耶，艾米尔（Ｏｌｌｉｖｉｅｒ，毦Ｅｍｉｌｅ１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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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３３７页。

奥伯温德，亨利希（Ｏｂｅｒｗｉｎｄｅｒ，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８４６—１９１４）——奥地利工人运动

活动家，记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分

子，后成为爱森纳赫派，国际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工人报纸“人民

呼声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编辑，七十

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第３５２页。

奥格辽夫，尼古拉 普拉东诺维奇（ ，

１８１３—１８７７）——

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诗人和政

论家，亚 伊 赫尔岑的朋友和战

友。——第４５４、４６２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

派的领袖。——第５４７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宪章运动的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８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８７页。

十 四 画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３１５、５５２、６５２

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 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５、２４６、

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４、

２６６、２９５—３０１、３０４—３１０、３１３、３１４、

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６—３３９、７００、

７０１页。

豪特，万 德尔（Ｈｏｕｔ，ｖａｎｄｅｒ）——阿姆

斯特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的代表。——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５、１７６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

敦理事会书记（１８６１—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９年），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的参加者，改

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会委

员会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５４５页。

赫 斯，莫 泽 斯 （Ｈｅβ，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

表人物之一；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国

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

２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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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１８６９）的参加者。——第６２４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６、３５６页。

赫德盖姆——见万－赫德盖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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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５、

９６、４５４、４６７、４６８、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２—

４９４、６１４、６１７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３９—１９０６）——俄国生理学家，亚 伊

赫尔岑之子。——第９６页。

维斯（Ｗｙｓｓ，Ｏ．）——国际曼彻斯特外国

人支部法国书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反对英国改良派，后流亡美国。——第

２２５页。

维沙尔，保尔（Ｖ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ｕｌ）——法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伦敦法国人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第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３６９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 （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

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

侨居美国，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

部方面。——第６２５页。

维兰特，克利斯托夫 马丁（Ｗｉｅｌ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Ｍａｒｔｉｎ１７３３—１８１３）——十

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

作家。——第６５２页。

维尼亚斯，加尔西亚 霍赛（Ｖｉｎａｓ，Ｇａｒ－

ｃｉａＪｏｓé）——西班牙医学院学生，无政

府主义者，西班牙同盟（１８６８）的组织

者之一，１８７３年各次革命事件的参加

者。——第４０４、４１６、５２６页。

维耳莫——见维耳马尔，雷蒙。

维耳马尔，雷蒙（Ｗｉｌｍａｒｔ，Ｒａｉｍｏｎｄ）（假

名维耳莫Ｗｉｌｍｏｔ）——法国革命家，巴

黎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席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１８７３年

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宣传国际

的原则。—— 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４—１７６页。

维克里，赛米尔（Ｖｉｃｋｅｒｙ，Ｓａｍｕｅｌ）——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派进行积

极的斗争，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

大会（１８７３）主席。——第２２０、２２６、２３１

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ｃｔｏｒＥ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撒丁国王（１８４９—

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７８）。——

第９页。

十 五 画

摩里，赛米尔（Ｍｏｒ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６）——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

１８８５）。——第３４７、５４５页。

鲁巴乌 多纳德乌，霍赛（ＲｕｂａｕＤｏｎａ－

ｄｅｕ，Ｊｏｓé）——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

业是石印工，西班牙同盟的创始人之

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第４０４

页。

３０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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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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

页。

德 沃尔弗斯（ＤｅＷｏｌｆｅｒｓ）——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７７、９２

页。

德雷尔，西蒙（Ｄｅｒｅｕｒｅ，Ｓｉｍｏ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０）——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

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

巴黎支部成员，曾参加“马赛曲报”编

辑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美国，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１８８２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 第

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６、７３７、７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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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的

参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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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６、９１、７１２

页。

十 六 画

鲍利，伊波利托（Ｐａｕｌｙ，Ｈｉｐｏｌｉｔｏ）——

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印刷

工人，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

行斗争。——第２０６、４１２页。

默里或墨莱，查理（Ｍｕｒｒ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宪

章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拥护者，八十年代参加社会民主联

盟。——第５４、７７、９２、２１０、２３１、７１２

页。

诺布雷－弗朗萨，若瑟（Ｎｏｂｒｅ－Ｆｒａｎｃａ，

Ｊｏｓé）——葡萄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

运动的参加者，国际里斯本第一批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通信。——第３４９页。

泽耳霍夫（Ｓｅｌｃｈｏｖ）——普鲁士国家活动

家，农业大臣（１８６２年１２月—１８７３年１

月）。——第３２９页。

赖利，威廉 哈里逊（Ｒｉ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ｒｉ

ｓｏｎ生于１８３５年）——英国记者，共和党

人，社会主义者，“国际先驱报”的编辑

和发行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

良派。——第２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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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９４页。

穆勒，约翰 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

派的摹仿者。——第７５、７６页。

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 尼古拉也维奇

４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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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６）——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农

奴主和地主利益的狂热捍卫者；１８６３年

波兰起义时被任命为驻波兰特命全权

总督，由于残酷地镇压起义而获得“绞

吏”的外号。——第４６２、４８７页。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旧译木哩斐岳

幅），尼古拉 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１）——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曾

任东西伯利亚总督（１８４７—１８６１）。——

第４８７、４８８页。

霍耳，詹姆斯（Ｈｏｌｅ，Ｊａｍｅｓ）——英国资

产阶级政论家，工人阶级居住条件一书

的作者。——第２６１页。

霍夫曼，哥特赫耳夫（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Ｇｏｔｔｈｅｌｆ

１８４４—１９２４）（笔名“射手奥古斯特 库

奇 克” 《Ｆｕｓｅｌｉ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Ｋｕｔｓｃｈｋｅ》）——德国诗人。——第２６２

页。

霍夫鲍威尔，恩斯特（Ｈｏｆｆｂａｕｅｒ，Ｅｒｎｓｔ

１８３６—１９０５）——普鲁士炮兵军官，写

有许多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５５９、

５６０页。

十 七 画

戴伊斯，阿尔弗勒德（Ｄａｙｓ，Ａｌｆｒｅｄ）——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３），曼彻

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参加

者。——第７４２页。

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亚历山大 亚历

山 大 罗 维 奇 （ ，

１８３８—

１８６９）——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曾参加六十年代

初俄国的革命运动，后侨居日内瓦，国

际会员，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第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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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３）；马克思的战

友。——第２８、５５、６０、７７、９２、１３７、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６、１９９、３５１、

３５６、４２７—４３０、４８６、７１３、７４２页。

赛克斯顿，乔治（Ｓｅｘ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英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年５—８月），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在不列颠联合会委

员会（１８７２—１８７３）里反对改良派分

子。——第９１、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５、

１７６页。

十 八 画

魏勒尔，亚当（Ｗｅｉｌｅｒ，Ａｄａｍ）——德国

流亡者，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

对英国改良派；后来成为社会民主联盟

盟员。——第２３１页。

萨德勒（Ｓａｄｌｅｒ）——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

者，国 际 总 委 员 会 委 员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第５４、７７、９１、７１２页。

萨恩斯，瓦伦亭（Ｓａｅｎｚ，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店员，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新马德里联合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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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

第４１２页。

萨卡兹，弗朗斯瓦 （Ｓａｃａｓ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０８—１８８４）——法国法官，保皇派，从

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３７、

５４、７４、３９８页。

萨加斯塔，普腊克塞德斯 马提奥（Ｓａ－

ｇａｓｔａ， Ｐｒáｘｅｄｅｓ Ｍａｔｅｏ １８２５—

１９０３）——西班牙国家活动家，自由派

的领袖，内务大臣（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外交

大臣（１８７４），内阁首相（１８８１—１８８３、

１８８５—１８９０、１８９２—１８９５、１８９７—１８９９、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第１５０、２０４、４０９、

４１６、７１２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三  画
小卡尔 米斯尼克——德国幽默作家戴维

卡利施创造的一个浅学之徒、纨裤子

弟的典型。——第５９３、５９９、６０４、６０６、

６０７页。

五  画

卡尔 穆尔——席勒的戏剧“强盗”中的主

角。——第４４７、４７６页。

卡冈都亚——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

的人物。——第４１２页。

布雷济希大叔——罗伊特的短篇幽默小

说中的人物。——第３０８页。

六  画

安东——基督教圣徒，相传他是努比亚沙

漠的一个隐修士。——第４１３页。

艾蒙之子——早期中世纪叙事诗“艾蒙四

子或蒙托榜的勒诺”中的主人公，即阿

拉尔、里沙尔、吉沙尔和勒诺四兄

弟。——第４３２页。

七  画

但以理——圣经中的先知。——第４９４页。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

第３３页。

麦罗斯—— 席勒“保证”一诗中的人

物。——第５８１页。

八  画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第４１６

页。

罗伯尔 马凯尔——著名的法国演员弗雷

德里克 勒美特尔所塑造的和奥诺莱

多米耶画笔下流传后世的一个狡诈奸

商的典型。——第４７６页。

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传说，她是一

个悔过的罪人。——第３５６页。

阿哈特——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

主人公，亚尼雅士的忠诚友伴；他的名

字成了忠实朋友的别名。——第７４、３９３

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

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

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５９４、６０４

页。

九  画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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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阿

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

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

５４１页。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

要人物。——第５８１页。

十  画

涅墨西斯—— 古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

神。——第５９６页。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

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

象。——第５９５页。

唐 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

要人物。——第１４８、６４８页。

十 一 画

基度山——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

记”中的主人公。——第４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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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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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７、５２９页。

十 五 画

鲁道夫——欧仁 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

中的主人公。——第４７６页。

十 六 画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第

３６、４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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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一  画

“１８７４年共和国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ｃｏＲｅ－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ｎｏｐｅｒｌ’ａｎｎｏ１８７４》）——洛迪

出版。——第３４０、３４４页。

二  画

“人 权 报” （《Ｌｅｓ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

Ｈｏｍｍｅ》）—— 蒙彼利埃出版。—— 第

４２８页。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洛迪、米兰

出版。——第８３、１４０、１９０、１９９、２０９、２１２、

２１５、３３３、３４５、３５０、３５５、３６３页。

“人民年鉴” （《Ｌ’Ａｌｍａｎｃｈ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日内瓦出版。——第４６页。

“人民事业”（《 》）——日内

瓦出版。——第４４８页。

“人民呼声报”（《ＤｉｅＶｏｌｋｓｓｔｉｍｍｅ》）——

维也纳出版。——第７３页。

“人民意志报”（《Ｖｏｌｋｓｗｉｌｌｅ》）——维也

纳出版。——第３３３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

莱比锡出版。——第５９、６９、９２、１０１、１０３、

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７、１４３、

１４４、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１７９、１８０、２０１、２０２、

２３３、２３７、２４４、２５７、２７０、２７７、２８６、２９５、

３０３、３０６、３２２、３３０、３３３、３５３、３５８、３６２、

３９０、５１６、５２０、５２１、５３２、５３９、５４０、５４７、

５５７、５６０、５６５、５６９、５９９、６１２、６２４、６２７、

６３１、６４０、６４１、７３７—７４０页。

三  画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纽

约 出 版。—— 第２２５、３５３、７３７—７４０

页。   

“工人报”（《ＤｅｒＷｅｒｋｍａｎ》）——阿姆斯

特丹出版。——第３３３页。

四  画

“公社”（《 ｕι 》）——伦敦出版。——

第４６８页。

“火花报”（《ＬａＦａｖｉｌｌａ》）——曼都亚出

版。——第１８９页。

“巴黎报”（《Ｐａｒ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２２、

６０、３９４页。

“双周 评论” （《ＴｈｅＦｏｒｉｎｉｇｈｔ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伦敦出版。——第９８、１２０

页。

“无产者报”（《Ｉｌ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都灵出

版。——第４１、４１９页。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Ｇｅｎè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ｌｉｔｔé－

ｒａｉｒｅ》）——第３３、４６６页。

五  画

“民主”（《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巴黎出

版。——第４６７页。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科尼斯堡、

柏林出版。——第６０页。

“东邮报”（《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伦敦

出版。——第７８、８５、９２、３５０、７１５、７１７、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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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１页。

“圣 彼得 堡消 息 报” （《 ｍ

ｍ ιｕ ｍｕ》）——第４４０、

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７—４５９页。

“北德报”（《 ι ι ｍ》）——

见“北德总汇报”。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１５０、６３９

页。

“平民” （《ＩｌＰｏｐｏｌｉｎｏ》）—— 都灵出

版。——第１４０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日内瓦出

版。——第１６—１８、２０、２１、３２、３３、５１、

９２、１０３、１５１、３３３、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３

页。    

“平等报”（《ＬａＩｇｕａｌｄａｄ》）——马德里出

版。——第４０９页。

六  画

“自由报”（《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布鲁塞尔出

版。——第６０、６１、６９、９２、１０３、１４３、１５２、

１８０、３５９、３６１、４２９页。

“自由思想”（《ＩｌＬｉｂｅｒｏＰｅｎｓｉｅｒｏ》）——

佛罗伦萨出版。——第９３、９６页。

“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纽沙特

尔、日内瓦出版。——第１８、１９、２２、３２、

５２、３９１—３９４页。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见“纽约先驱

报”。

“同时代人”（《 ｕ》）——圣彼得

堡出版。——第４９０页。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ｕｒ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柏

林出版。——第９７、９８、１１８—１２３、１２７页。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

ａｎｄＣｌａｆｌｉｎ’ｓＷｅｅｋｌｙ》）—— 纽约出

版。——第５７—５９、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１页。

七  画
“劳动报” （《ＬｅＴｒａｖａｉｌ》）——巴黎出

版。——第１７、３８９页。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土鲁斯出

版。——第４００页。

“进步报”（《ＬｅＰｒｏｇｒèｓ》）——洛克尔出

版。——第１６、１７、３２、３８９、３９０、４６７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ａｗｓ》）——伦

敦出版。——第１１５—１１７、１８３、２７４页。

“里昂进步报” （《ＬｅＰｒｏｇｒèｓｄｅ

Ｌｙｏｎ》）——第３３页。

“社会思想报” （《Ｏ Ｐｅｎｓａｍｅｎ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里斯本出版。——第７８、９２、

３３３、３４６、３５４页。

“社会革命报” （《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日内瓦出版。——第２２、

２３、４６、５０、５３、３９４、４０２页。

“社会未 来 报” （《Ｌ’Ａｖｖｅｎｉ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皮阿琴察出版。—— 第

４２５、５１９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柏林出版。——第３９０

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纽约出版。——第１０４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巴黎出版。——第２７３页。

“社会主义者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ｎ》）——哥

本哈根出版。——第３３３页。

八  画
“夜晚报”（《ＬｅＳｏｉｒ》）——巴黎出版。——

第１８１页。

“玫瑰小报”（《ＧａｚｚｅｔｔｉｎｏＲｏｓａ》）——米

兰出版。——第８５、９３、９６、４２０页。

“法兰西共和国报” （《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巴黎出版。——第４００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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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第９３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布

鲁塞尔出版。——第１４３、１５２、３５２、３５９

页。

“国际先驱报”（《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

ｒａｌｄ》）——伦敦出版。——第６１、６７、９２、

１０３、１５２、１７７、２００、２１６、２１９、２１—２２３、

２２６、２３１、３３３、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４、７３７

页。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ａＦé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ａｓｓｉｅｎｎｅｄ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桑维耳耶、洛克尔、绍德

封出版。——第１９２、２０２、２１５、２１６、３４８、

３５２、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２、４３０、４７１页。

九  画
“战斗报”（《ＥｌＣｏｍｂａｔｅ》）——马德里出

版。——第４０４页。

“觉醒报” （《ＬｅＲéｖｅｉｌ》）——巴黎出

版。——第２４页。

“宪法报”（《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巴黎

出版。——第２８页。

“度申爸爸”（《ＬｅＰèｒｅＤｕｃｈｅｎｅ》）——巴

黎出版。——第７４、５８２页。

“度申爸爸”（《ＬｅＰèｒｅ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巴黎出版。——第５８２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５５５、６３９页。

“思 想 和 行 动” （《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

Ａｚｉｏｎｅ》）——伦敦、罗迦诺、热那亚出

版。——第９５页。

“革命团结报”（《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

ｎａｉｒｅ》）——巴塞罗纳出版。——第５２７—

５３０页。

“欧洲信使报” （《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ｄ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伦敦出版。——第６０页。

“红 色 共和 党 人” （《ＴｈｅＲ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伦敦出版。——第１０４

页。

“前进！不定期评论” （《 ｎｅｐｅ！

Ｈｅｎｅｐｕｏｕ ｕｅ》）——苏黎

世、伦敦出版。—— 第５８８—５９３、５９６、

５９９、６０３—６０５、６０７、６４１页。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伦敦出

版。——第１２１页。

“钟声”（《 》）——伦敦、日内瓦出

版。——第１１、４５４、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４

页。

“钟声。亚 伊 赫尔岑创办的俄国解放机

关报” （《 ｌ ι

ｕ， ιǔ Ａ． ．

ｕ 》）——日内瓦出版。——第４７１

页。

十  画
“哨兵报”（《ＤｉｅＴａｇｗａｃｈｔ》）——苏黎世

出版。——第３３３、３７２、５９９页。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１１７页。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巴

黎出版。——第２４、４６７页。

“高卢人报”（《ＬｅＧａｕｌｏｉｓ》）——巴黎出

版。——第２２、３９４页。

“被判罪者”（《ＩｌＣｏｎｄｅｎａｄｏ》）——马德

里出版。——第４０９页。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Ｎｅｗｓ》）——第２６１页。

“凉亭。家庭画报”（《Ｄｉｅ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Ｉｌ

ｌｕｓｔｒｉｒｔ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ｂｌａｔｔ》）—— 柏林出

版。——第２６２页。

“海盗报”（《ＬｅＣｏｒｓａｉｒｅ》）——巴黎出

版。——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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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漫游” （《〞ＵｂｅｒＬａｎｄｕｎｄ

Ｍｅｅｒ》）——斯图加特出版。——第２６１

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第１０、３３、６０、７１、７４、９９、１００、

１２２—１２６、３２２、３２３、３３７页。

“泰晤士周报”（《ＷｅｅｋｌｙＴｉｍｅｓ》）——曼

彻斯特出版。——第２９３页。

“纽约先驱报”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第１１０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第９５页。

十 一 画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第１２６页。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

敦出版。——第１２６页。

“理智” （《ＬａＲａｚｏｎ》）——塞维尔出

版。——第１３５、１６２、４１４页。

“莫 斯 科 新 闻” （《 ｕ

ｍｕ》）——第４８８页。

十 二 画

“喧声”（《Ｋｌａｄｄｅｒａｄａｔｓｃｈ》）——柏林出

版。——第２６２页。

“联盟”（《Ｌ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巴塞罗纳

出版。——第１５５、１６２、１６３、１９５、３４８、

３５２、４１６、４７１页。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巴黎出

版。——第２２、１８１、３９４、４２５页。

“莱比锡日报和公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Ｔａｇｅ－

ｂｌａｔｔｕｎｄ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第５５８页。

十 三 画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

敦出版。——第１１７页。

“雷诺新闻周报”（《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Ｗｅｅｋｌ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伦敦出版。——第５７１

页。

“解放报”（《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土鲁

斯出版。——第２８、４３０页。

“解放报”（《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马德

里出版。——第５９、６９、７０、７８、９２、１０３、

１０６、１１３、１３８、１３９、１５２、１５５、１６２、１６３、

１７７、１８２、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９、２５１、

３３３、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４、４０８—４１３、７１３、

７２２、７３７页。

“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

维也纳出版。——第５９０、５９６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柏林出版。——第５０、

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２、４０２、５２０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ｅ》）——科伦出版。——第９５、

６４２页。

十 五 画

“谁来了！”（《ＱｕｅＶｉｖｅ》）——伦敦出

版。——第２８页。

十 六 画

“激进报”（《ＬｅＲａｄｉｃａｌ》）——巴黎出

版。——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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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３月到１８７５年４月这一时期

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八卷（１９６１

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有些著作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原来所用文字以及有关的中译文。其中“论住宅问题”、“论权

威”、“‘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德国农民战争’１８７０

年版序言的补充”和“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论

俄国的社会问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

的基础上校订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两篇，在译校时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一书中的译文。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张文焕、张奇方、刘晫星、李俊聪、丁

世俊、孔令钊、王锦文。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孔令钊、冯如馥、孙家

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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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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