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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

反 杜 林 论１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６年９月—

１８７８年６月

载于１８７７年１月３日—１８７８年

７月７日《前进报》

１８７８年于莱比锡印成单行本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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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版 序 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

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２，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

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３上批判

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

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

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

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

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

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

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

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

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

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虽然如此，但是在一年之后，我才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

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

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这

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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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

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

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更广泛的东西。这

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１８７７年初陆续发表在《人民国

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

给读者。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

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另

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

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

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

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

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

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

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

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

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

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

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

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

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

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

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

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

８ 反 杜 林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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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

学、经济学、历史科学等方面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

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

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

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

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

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４。甚至德国的社会主

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

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

到”５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

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

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

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末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

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

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在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几个问题上，我

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谈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

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得

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象

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６。在

这方面人们对于表达上稍有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所给予的那种

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

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

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

９三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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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

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的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

内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

以同他以前所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被批判的经济学、世界模

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测量低

温的仪器，不是用来测量温度高低，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

先生的无知的高傲。

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１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发行新版，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

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书不但在１８７７至１８７８年间分篇登载于

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以单行本

和分册的形式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所写的关于杜林先生的东西，

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７颁布之后，本书

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

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住神圣同盟８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

放，谁就一定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

倍的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

但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若干短篇著

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本

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不得不简单地听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

０１ 反 杜 林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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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

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

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

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我们这一世

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

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

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９现在，

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

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

们对于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他们由于本书所作的正面阐述而容忍

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丧失目标的对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

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

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

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

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

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

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

方面，虽然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

而且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

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

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

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可是关于

杜林先生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

１１三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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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我也不想去看；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

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

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

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

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

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末它是

无权表示惊讶的。１０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

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

问题的表述，所以如果我力图写得通俗些，增补得完整些，我的

论敌是不会有所责难的。此外，在这里还有外部原因。我为我的

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

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

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１１在所有这

些版本里，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而且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

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

末这将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

史，直到１８７７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１２

可是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１８８４年苏黎世版）１３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

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

２１ 反 杜 林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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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现在尽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肯定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

有权利对这部分加以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一次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

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

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

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

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

并移居伦敦１４，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

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 “脱

毛”１５，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

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

以，如果我在这方面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技术用语，如果总的来说

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末这是极

其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

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也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

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

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诉

说我放肆地触犯了 －１的名誉１６。

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

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

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

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

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

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

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

３１三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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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

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实的萌芽①，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

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

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这种观点，

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

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

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已经以自己

４１ 反 杜 林 论

① 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

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

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

理的东西，那末这点自从进化论传布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例如，海

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１７。奥肯在他的原浆说

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

细胞。如果特别就黑格尔来说，那末，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

验主义科学家的，这些人举出某一种什么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

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些不适用，

就举出某种人所不知的东西：光素、热素、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东西，现

在可以说是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的玩弄力的那种把戏还滑稽可

笑地出现着，例如１８６９年还出现在赫尔姆霍茨在音斯布鲁克的演说中（赫尔

姆霍茨《通俗讲演集》１８７１年版第２卷第１９０页）１８。和十八世纪法国人传下来

的对牛顿的神化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指出：被德国饿死

的刻卜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

刻卜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黑格尔在

其《自然哲学》第２７０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２年版第７卷第９８、１１３—

１１５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却被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而

重新出现于古斯达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１８７７年

莱比锡第２版第１０页），并且他所采取的形式和黑格尔首先加以阐发的那个

简单的数学形式基本相同。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

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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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云说，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同时又以自己的关于潮汐延缓

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１９最后，对我来说，事

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

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不过，要系统地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来完成这一点，却是一件

巨大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领域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而且就是在

这整个的领域中，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

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闲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

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全部的

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限于本书所作的概

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出来，或许同马克

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２０

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

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

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

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

质。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

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

一种无法分辨它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况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

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２１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

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

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

如果说，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

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

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

５１三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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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

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

谓能）的量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

相反转化时，它仍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

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

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

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

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

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

从这一类归到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

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

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２２。如果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

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分解成细胞国家的

联邦，——这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

的２３，——那末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

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也变得复杂多了。

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

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

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

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

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

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

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

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

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

６１ 反 杜 林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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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

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

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

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

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末，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

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

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

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

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１８８５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

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

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

克思写的。在预定作为杂志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

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掉的部分里，对杜林主张的批判，与

对经济学史的独特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见

解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意义的

那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阐明了象配第、诺思、洛

克、休谟这些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

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

表》所作的说明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

７１三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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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①。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

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

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

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

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５月２３日于伦敦

８１ 反 杜 林 论

① 斯芬克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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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被它吃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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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论

一、概  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

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

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

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

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和任何新的学说

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

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

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

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

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

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２４，最初，这句话

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

９１

①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叙述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

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

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

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

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

之列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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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

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

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

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

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

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

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

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

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

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２５在实践中表现为

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

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

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

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

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

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

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

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

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

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

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

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

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

０２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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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
２６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

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

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２７，而在

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

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

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

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

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

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

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

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

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

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

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

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

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

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

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

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

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

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

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１２一、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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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

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

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

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

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

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

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

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

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

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

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

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

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学说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

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

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

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

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

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

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

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

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①。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

２２ 反杜林论 引论

①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

发的辩证论者，而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

最主要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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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

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

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

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

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２８和卢梭的《论人间

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

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

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

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

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

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

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

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

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

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

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

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

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

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

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２９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

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

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

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

３２一、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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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

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

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

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

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

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

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

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

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

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

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３０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

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

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

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

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

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

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

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

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

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

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

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

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

４２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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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

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

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

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

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

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

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

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

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

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

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

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

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

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

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

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

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

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

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

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

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

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

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

生的。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

５２一、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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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

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

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

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

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

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

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

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

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

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

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

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

的气团。３１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

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

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

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

系①。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

６２ 反杜林论 引论

① 在《引论》的草稿中，是这样描述黑格尔哲学的：“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

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

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

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

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

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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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

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

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

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

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

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

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

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

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

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

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

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

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

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

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

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

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

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

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

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

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

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

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

７２一、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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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

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

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

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

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

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

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

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

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

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

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

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

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

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

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

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

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

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

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

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１８３１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

义；在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

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

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

８２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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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

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

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

谎。①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

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

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

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

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

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

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３２；这些互相斗争的

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

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

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

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

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

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

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

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

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

９２一、概  论

①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下面几句：“在法国，１８３４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布

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的

重要性，而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批评，虽然在德国，生产还只是刚刚开

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形成起

来的理论的社会主义，过去曾不得不输入它的全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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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

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

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

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

还隐蔽着的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

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

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

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

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

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

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

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

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

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

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

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

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以及……

他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

０３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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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

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３３。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已经宣布自己是

“要求在当代和最近可以见到的发展中代表这一力量〈哲学〉①的

人”②。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

真正的哲学家。谁不同意他，谁就是不同意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

前，就有许多人想象自己是这样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

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这样说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 这一体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现实

的，这种方式排除梦幻的和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竟使杜林先生能够超越连他自

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能够

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

１３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①

② 本卷引自杜林著作的一切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本卷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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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实现。

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

的基本形式，而毫不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

提供了“现实的、因此也就是以自然的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要素，这

种哲学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而是在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

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它的结果是“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

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必须在集中的首创性中挖掘自己的力量的劳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本性的科学……一种

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由

思想所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蓝图……绝对的基础”。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在历史方面和体系方面渊博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

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卓越，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

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

因此，和杜林先生的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使人进入天

国的；因为

“只有在那种象我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所描写的社

会主义结构里，真正的所有才可以代替仅仅是幻想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

所有制”。未来必须与此相适应。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

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发生某些怀疑：他真的遇到了一

位哲学家呢，还是遇到……但是我们必须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

地了解上述的根本性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拿出上

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着表明，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说出自己的思

２３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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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评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

而是一个硬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很不寻常的人物，

如果人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

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绝不是充满各

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

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

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

这些著作中，无论有着怎样的科学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

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

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以外的任

何其他意见根本就是错误的；正象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

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

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末他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

才，第一个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或者他是不对的，那末不管

我们的判断如何，要是对他的可能是善良的愿望予以好意的考虑，

这总会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末，当

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类采取颇为轻视的态度。

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

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大人物的少数人才在他的根本性面前得到恩

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茨，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

对康德还可以勉强忍受；康德以后，就一塌糊涂了：

出现了“特别是叫作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论和既轻率

３３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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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科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

象”，以及由“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这位先生说着

“黑格尔行话”，应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方法”和自己的“粗制

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

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他只举出了达尔文

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连同它们的观点的肉欲狭隘性和辨别力的

迟钝…… 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从它中间自然要把拉马克

的学说除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

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应当

享有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这不仅是从真理

和科学方面来看，不，而且也是从品格方面来看的。除了巴贝夫以

及１８７１年的几个公社社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

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

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是为

宗教狂所苦。可是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

了，因为傅立叶

“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

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 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

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３４根本没

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普通商业的样板构造的怪物”。

最后：

“如果谁以为这些意见〈傅立叶对牛顿的意见〉……还不足以使他深信，

在傅立叶的名字和全部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ｆｏｕ——疯狂的〉说出

一点真实的东西，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４３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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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伯特·欧文

“有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糙的思想……几句

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糙的观点……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

值不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各自的名字来形容这些空

想主义者：圣西门——ｓａｉｎｔ（神圣的），傅立叶——ｆｏｕ（疯狂的），安

凡丹——ｅｎｆａｎｔ（幼稚的），那末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呜

呼！〔ｏ ｗｅｈ！〕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

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

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

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拉萨尔：“学究气的、舍本逐末的通俗化的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

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没有意义的和不成样子的黑格尔迷

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用最不值钱的杂货摊来自炫

……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观点的狭隘性……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看来，即从纯理论

的观点看来，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精神潮

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是近代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征兆

……进行集中和条理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样子，语言上

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

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虚伪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恶劣的作风

……无耻的……装作机智的笨蛋和蠢货……中国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

学的落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

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根本不谈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

５３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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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做

是恶劣的和无耻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我们现在也

得注意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根本性，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

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只

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的

“谨慎的和真正谦虚的表现方法的卓越”；

另一方面证明：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象

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了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末，

我们就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叩首礼拜。

６３ 反杜林论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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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哲  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发展，而

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来，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

的意识对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对某一类存在形式发生了问题，这些

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想象为简单的

成分，由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志。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

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

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的和可以接触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所

不知道和没有接触到的世界也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

成为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

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

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

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

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

适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

述的。

因此，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

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

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

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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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逻辑模式和数学的形式（我们将要看到，后者是更加错误的）。逻

辑模式只能涉及思维形式；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

世界的形式，而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

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

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

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

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

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

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

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３５以及它的全部热

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

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其次，

他们两人各自把这些模式或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

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

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

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

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３６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

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那末结果总是如

此。如果这样，那末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

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

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

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

８３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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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

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

适应的。３７

但是，杜林先生不能让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

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

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真的，“如果想给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以‘人间的’称呼，借以排除或者

哪怕只是怀疑它们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末这就贬低了

这些基本形式”。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

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

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

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成为“模仿者”黑格尔

的模仿者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说，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

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

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

行动，即把普通话中叫做上帝的东西，暗中赋予自然界。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还有另一种动机，即把全部现实的基

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

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

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

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

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

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

９３三、分类。先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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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

其次，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末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

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

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

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

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

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

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

——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

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

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处于矛

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

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

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

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

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

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

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主观上受限

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

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

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的任务，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

的道路。

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

０４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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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示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

在纯数学中，悟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

的概念是“对数学来说已经足够并且可以由数学本身创造的对象”，所以数学

具有“脱离特殊经验和现实的世界内容而独立的意义”。

纯数学具有脱离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而独立的意义，这当然

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一切科学的一切已经确立的事实，甚

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是由氢和氧化合成的，黑格

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所有这些都是脱离我的或其他人的

经验，甚至脱离杜林先生沉睡时的经验而独立的。但是在纯数学

中悟性绝不能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

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

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

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

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

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

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

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

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

的概念。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

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

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但是，为了能够从纯粹的

状态中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

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我们就得到没有长宽

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ａ和ｂ与ｘ和ｙ，即常数和变数；

只是在最后才得到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

１４三、分类。先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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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各种数量的明显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

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相互关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

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定数量的现

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全的。和其他一

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

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一切

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

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

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

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

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

——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

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

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

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

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

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

不是由１８５０年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３８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

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

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辑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

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

１．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从数量上

来看的部分这一观念，一开始就确定地和整体这个观念有

关，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几个

２４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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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

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集合好几个

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

强烈地显示了内容的空洞。

２．如果两个数量各等于第三个数量，那末它们也彼此相等。

正象黑格尔所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

的那种结论３９，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

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结论的合乎逻辑

的扩展。

不论在数学或在其他方面，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汲取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

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

得来的，只有思想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

线是由点在空间中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

第一个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也反对这种看

法。一个具有三度的数学图形叫做体，ｃｏｒｐｕｓ ｓｏｌｉｄｕｍ，就是说在

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绝不

是从悟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４２和

４３页４０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

及它用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所作的运算，以后他又在第６３

页上说道：

“人们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数学的因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

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 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

３４三、分类。先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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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作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

充分的陈述”，

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是绝不能证明

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

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

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

说法呢？

４４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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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模式论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的自满自足，它没有任何东西同

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

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更广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由于我们把自己

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所以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

东西都不能保持某种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避开这个思想统一体……

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正是通过这

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而宇宙，就象这个词本身所

表明的，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里面万物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在这里首先运用了数学方法：

“任何问题都应当以简单的基本形式，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

……数学原则一样。”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宾词中简

单地重复主词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末我们在

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词中告诉我们，存

在包罗万象，而他在宾词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

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

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

“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

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

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

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

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

５４四、世界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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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单一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

有任何地位了”。

这是一个使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凯尼格列茨和色当
４１
黯然

失色的战役。在我们动员了第一个公理以后，还不到一页，只用

了三言两语，我们就已经把整个彼岸性，即上帝、天使军、天堂、

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了，排除了，消灭了。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

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

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

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

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

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

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

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

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

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因

此，存在的统一性，关于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

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

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说说他个人的

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

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末它就是这样：

“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

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适应，‘互相重合’。因此，在

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

６４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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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

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末他的意识形态就清楚地表露出来了。

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

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

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

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看来，才有此岸

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

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

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说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

彼岸的对立，而且世界的统一性就是信仰的要求。

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

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

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

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没有存在的东

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

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

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一个概念所包

含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末它就不能

和它本身的概念相适应。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

在的，如此等等。”

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

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包含在这种

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一般地断言它们都

是存在的，这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

７４四、世界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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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

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

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

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

些是什么此岸的，另一些是什么彼岸的，那我们就不能根据一切

事物一律被说成是单纯的存在这一点来决定。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

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

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

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

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

的发展来证明的。

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

“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和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

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没有思想的对偶语”。

但是我们立刻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

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

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

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

为一种发展、一种变易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

后，才能够即使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

“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

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它

所包含的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变易。达到这点以

后，我们就发现：

８４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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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和种，一般地说——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

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

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

“和属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

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的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

“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

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是从存在开始的

——正象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

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变易，变易的结果就是现有

的存在，即存在的比较高、比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

样。现有的存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

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机会对我们说道：

“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

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

进有无限的差别。”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

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

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

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

里量就转变为质。

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本性的基本

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

尔《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４２的范畴，照搬严格的老黑格尔的

“序列”，而且几乎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掩盖这种抄袭！

９４四、世界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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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杜林先生并没有因为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者那里剽窃

了完整的关于存在的模式论而感到满足，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

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若无其事地谈起了马克思：

“例如，〈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这

显得多么滑稽！”

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

显得滑稽，杜林先生？

这样，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艺，不仅不是合乎规范地“按公

理决定”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搬

来的。此外，在整整一章内甚至没有显露出丝毫的内在联系，因

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

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

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他研究反思的

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

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做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

么不同。黑格尔叫做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

逻辑特性”。但是这种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

于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

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从这里再转到必然性。所以，如

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

“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

那末显然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

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

０５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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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一切理由对自

己的先驱者表示不满。

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

词”，而且是“一个叫做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

的伙伴们的卖淫式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拯救出来，

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

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但是比

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人的货色”。自然科

学家自己感觉不到“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游览的乐趣”，所以在理论领

域中犯了纯粹“轻率的急躁病”。

这里亟待拯救，幸亏有杜林先生在。

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发展而在空间上受限制

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

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９３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

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４３，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

“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

累…… 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

一步计算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可以同另一个状态连接在

一起，而无限性则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

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虽然对我们的思维来

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也是无关重要的，可是这种向后倒

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的想象。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过来的方向

走，那末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

１５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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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

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

从这种无限性观念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

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

“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不可计

算的数是可以计算的。”

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

第二个结论是

“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属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

的数的构成，才是可以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在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

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

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

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划分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

现不可计算的数被计算出来的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在此以前地球环

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

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一切不同的构成，自然界一切前后相继的多样

化现象，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

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

我们的悟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末上述观念就

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时间真

正被具有不同特点的事实所充满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存在形式，由于自

身的差别性，恰恰是可以计算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

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全然没有任何相继的差别，那末比较特

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

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

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当做微不足道的真理”；

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２５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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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

极端简单的表现方式……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如此简单地形成的普

遍的时空观念的因素。”

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

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

“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

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末永恒就终止于任何一个确定的瞬间，因而

一个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

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

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

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

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确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

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各个部分的综合才可以设想，而对于这种量的总和，

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

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

分的连续综合看做已经完成的东西，就是说，在逐一计数所有同时存在的事

物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做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

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做一个确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做同时提供

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界限的。这

是〈需要证明的〉第二点。”

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

在１７８１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

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二编第

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４４看来，杜

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按上了一个名称——

“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

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

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不过是

３５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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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五年以前。的确“极端简单”！好个“空前影响”！

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得到解决

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叙述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

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

题象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

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做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

困难，才能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迟疑。我们这位勇

敢的、“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的制造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

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

抛在一边。

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

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

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

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总是开头就

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

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

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

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那怕模模糊糊地表现出来了呢？刚刚相

反，为要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

延伸出六条线，而且我们这样得到的是六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

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

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中的六度，随后又对

那位不愿以空间的通常的三度为满足的高斯所表现的数学神秘主

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４５

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

４５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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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

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末我们就是预先

说，时间是有开端的，即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

我们赋与时间的无限性一种片面的、不完全的性质；可是片面的、

不完全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

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

们在计算序列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测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

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而我们把一或点放在

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

们现身说法，计算出这种无限序列，我们就能够比较详细地来研

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 （负无限大）到０的计算时，再

来见我们吧。可是显然，不论他从哪里开始计算，总有一个无限

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

自己的无限序列１＋２＋３＋４……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

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

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消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计算出来了，

那末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

“计算”。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拿来代替前提了。所以

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

律，是一个定义中的矛盾〔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 ｉｎ ａｄｊｅｃｔｏ〕①，它本身

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

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

５５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① 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矛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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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无限的。只要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

一定会使杜林先生知道，开端和终点正象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

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

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

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

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

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

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决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强制法。

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

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

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

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任

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坏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

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

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黑格尔已经完全正

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那些空谈这

种矛盾的先生们。

我们再继续往下谈。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

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

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

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

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

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

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

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

６５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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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在

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和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４６，同这

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

慎从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

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

仅是由我们的悟性任意划分的，只有时间真正被不同的事实所充

满这一点才是可以计算的，而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

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

紧要。问题是：处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

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测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

将一无所得，就象毫无目的和目标地测度虚无缥纱的空间，也是

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

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

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

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测度时间，因

为在测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测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

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

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

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十分纯粹的、和一切

外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的混入分离开的时间概念，那末，我们就不

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

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

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

第一次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

７５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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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

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末，它怎么

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

种状态的东西，不能由它自己去摆脱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

因此，使世界运动的第一次推动一定是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

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次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

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假装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的上帝和

彼岸世界，又由他以尖锐化和深化的形式带到了这里，带进了自

然哲学。

接着，杜林先生说：

“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方面保持

不变。这……对于物质和机械力都是适用的。”

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按照公理、同义反复说大

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世界

上机械力的量是永远保持原样的。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

约早在三百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并且说出这一点来了４７；而在自

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二十年来到处都在流传；杜林先生把这

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

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

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作任何回答。

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方呢？它

推动了什么呢？回答：

“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任何时间

上的变化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认为

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能予以拒绝。”

８５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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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察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

或者是我，富于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

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

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

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究竟怎么样了呢？

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

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

供任何转变的原则。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

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情况中举出困

难，他就可能注意不让自己在不太显著的情况下忽略了它们。此外，还有可

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

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并没有帮助摆脱主要思想，

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

有权把它用作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

近代力学上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标准，来想象所谓〈！〉不

动的平衡，那末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

物体的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的运动的转变，不过这是怎样产生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

程稍微进入黑暗之中，那末，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

这就是杜林先生不得不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

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末我们不仅必须

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必须认为盲

目信从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不能由自身进入变化，这是

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用来使绝对平衡自身

转入运动。那末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

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

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他的读者当

９５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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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吃奶的孩子看待。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别转变和联

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的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

末谁也没有想到，即使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要从“虚无”来说明

所发生的运动，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递

来说明的。但是在这里问题很明显：运动是从不动，也就是从虚

无产生的。

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并

没有帮助我们摆脱这些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不动和运动

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是在于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

它来使运动产生，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即使杜林先生把他的从

没有运动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么多的无限小的部分，即使他

给这种转变以多么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

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得到某

种东西，即使这个东西小得象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

的桥还不是驴桥①，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

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

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

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热之唯动说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的

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

而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杜林先生不好意思地表示，这或许可以

给我们提供一座从严格的静（平衡）到动（运动）的桥。可是这

些过程“稍微进入黑暗之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

之中。

０６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① 俏皮话：“驴桥”的原文《Ｅｓｅｌｓｂｒüｃｋｅ》，转意是供愚蠢的或懒惰的学生抄袭

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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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着他的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愈来

愈深地陷入愈来愈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不得不到达的地

方—— “黑暗”之中。但是这并不怎样使杜林先生烦恼。就在下

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

“能够直接根据物质的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

念以真实内容”。

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

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这样四顾无援，迷惘不解，幸而还得

到一点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

“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除我们的公理外决不能以别的公理为依据！”

１６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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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存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

的理论。

物质的普遍散布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

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同时引力和热辐射对各个固态天

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热之唯动说，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

那些推论肯定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散布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肯

定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

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

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愈来愈密、愈来愈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

还是处于一个不十分确定的弥漫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

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

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

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

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

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

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

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

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

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

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

２６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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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假说
４８
，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

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

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世界结构，可是

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中存在的力

学体系；由于这是办不到的，他就给这种星云状态加上种种轻蔑的

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

于其他许多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这

个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

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一个

不十分确定的“丧失”观念的混浊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

末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

的。这种厌恶和不耐烦的表示，可以适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适用。究竟是谁妨碍

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寻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

幸而我们现在知道，

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或者换句话

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

康德真是幸运，他由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溯到星云球而感

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

出，如果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末

这不言而喻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

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

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绝不排除，而更应当说是要求这样

的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

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

３６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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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

他更远地回溯到

“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下的纯粹静态的，也

不能理解为动态的”，

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

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是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

段的前提。”

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

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

式云云。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停止，运动就开始了。

这一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拙劣的企图，想使黑格尔

的“自在”和“自为”的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在黑格尔那里，自

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之中的尚未发展的

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之中，这些隐藏的因素的区

别和分离已经显现出来，它们的抗争也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

把不动的原始状态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

化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

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

格尔的“自在”的范畴，而同样也是幻想的这一状态的终结则可

以归入“自为”的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

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承担者；因此，在物

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此外，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

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

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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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有所区别了。所以，我们听够了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

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

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

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

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

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

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而这种联系对早先

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够简单的。运

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

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

动，热、电流或磁流这些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

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

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任何静止、任何平

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

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

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绝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

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去实现由它的

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去经历化学的过程。没

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

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

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

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

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末就可以把它看做

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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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动的运动叫做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

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完成了同一的运动。

可见，物质的不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

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

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

整个宇宙。如果把宇宙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末，这样做

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

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

的。如果象十分经常地出现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是一个包含各个中

间环节的、有点复杂的过程，那末，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省去链

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在把枪装上子弹

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发射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发

生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不动的、自身等同的

状态时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

——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

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从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

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而转

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连这一点也不管，到底还是存在着困难：

第一，世界是怎样装满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子弹

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来转去，而在

杜林先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总是重又回到——上帝的手指上。

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学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

热之唯动说在被发现以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

特·迈尔本人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常黑暗；

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的状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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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 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

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末，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

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

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那末，我们在这里也应当

承认这种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

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居心不良的流露，他内心里

明明感觉到，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

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

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

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末，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

的不动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

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动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五十

公斤重的石头举到十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

和静止的状况中，那末，除非听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

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

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使

杜林先生明白，石头不是自动升到绳子上去的，任何一本力学手

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末它在落下

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十米所必需的一样多。甚至石头

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

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担石头的重

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的过程，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都可

以归结为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

在有了充分的推动时还找不到从静态到动态的桥。

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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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付苦药。这确实是显著的矛

盾，而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①。但是这总是事实：

悬挂着的石头代表一个可以由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

地计算出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地落下，从斜面

滚下，绕轴旋转——随便加以利用的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而装

上了子弹的枪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

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对辩证的观点来说，

这一切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

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

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

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

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

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正象地道的形而

上学者一样，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划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

沟，然后就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制造的鸿沟上找到一座桥。他

同样可以很好地骑上他那形而上学的洛西南特②去追逐康德的

“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发现的桥下面的，无

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

但是，热之唯动说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

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把处于冰点的一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

８６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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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一磅水，那末，所消失的热量就足够把同一磅水从摄氏零度

加热到七十九点四度，或者使七十九点四磅水的温度上升一度。如

果把这一磅水加热到沸点，即一百度，再使它变成一百度的蒸汽，

那末，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七倍大的

热量，足够使五百三十七点二磅的水的温度上升一度。４９这种消失

了的热就叫做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

重新变成冰，那末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

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

时候，热的散发正是蒸汽冷却到一百度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

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冰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

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

热之唯动说——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活动的最

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

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一点

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

分子之间的紧密的巩固的联系终止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

沸点的水气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

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

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

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更大。可见，受束

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

个分子能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不存在，就

是说，温度一降到最低限度即一百度或零度以下，这种张力就松

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

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是只是为了重新作为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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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这种解释和

全部热之唯动说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

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全部

还很年轻的学说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

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

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

束缚的热对热之唯动说来说绝不是障碍。相反地，这个学说第一

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

在于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适用的

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

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量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

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

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有的聚集状

态中，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

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

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

定数量的分子能作为热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

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

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

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

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

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愈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

学，希望说明从不动中产生的运动，或者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

静态、静止通过这座桥由自身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就

愈显得不可能。

０７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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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杜

林先生转到了化学，并且乘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

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

１．一般物质的量，２．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３．机械力的量，都

是不变的。

这样，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

（正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

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对这些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表

述得十分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那无机界自

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

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正是：这是“不变律”，

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的属性”。我们又看到

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①：杜林先生拿出了某种尽人

皆知的古董，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

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本性的科学”。

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失望。无论最根本性的科学和

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

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必须永远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物质一样，既不

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可惜杜林先生没有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黄金”可以买到

些什么。

１７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５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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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联系，存在着一个由中间阶段构

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省得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

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

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

希望他在这里也确切地知道详细情形的。此外，在没有前面提到

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①来作为补充的情况下，杜林先生

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

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

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

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

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

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

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

程，更是如此。５０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愈来愈稀少和

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这一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

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

２７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① 见本卷第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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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目的论从化学反应历程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

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

情地把它当做他自己的根本性的科学贡献出来。在这里研究目的

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正确和适当到什么程度，那就走

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

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也许是上帝的智慧）纳入

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

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归

之于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

的时候表示无限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

“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与它们的活动有关的满足而被创造的”。

他告诉我们，

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世界的秩序”，而且除此之

外，它还要处理许多事务，“这些事务要求自然界具有比常人所承认的更大的

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

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

十分美妙的成就了，它也具有意志；因为，对本能的补充——本能附带地执

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营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把它们看做不是直接而只

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

已经站在一座的确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

“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

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

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

３７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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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

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

争来从事于不科学的半诗，说全部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

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

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

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在

这方面英国正是标准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绩，就规模

而言远不如英国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

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

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

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

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不同的种

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

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

觉意图仍能在活的有机体中长期造成和人工培育所造成的类似的

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

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

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

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

空间和日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

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

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

果这些特质在同一个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末，它们还会通过

４７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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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的遗传按已经采取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

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

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化。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

承认的，生存斗争这一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者、人口

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

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牧师式的马尔萨斯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

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

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

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

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

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

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

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

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在李嘉图用来证

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

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

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

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还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

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

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这

样做，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

植物中和在驯顺的草食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

“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

５７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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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有生存斗争。”

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

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自由地发泄他的

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

对生存斗争作这种限制的唯一的一个人，因而也只能由他对此负

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

理解”，——达尔文正好已经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

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

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的义愤的牺牲品。植物

中也有这种事实，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稻田、每片树林

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做“生存斗

争”或者“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是在于这一事实如何

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总是保持固执

不变的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是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真的，当达尔文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

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别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

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

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

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

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赋予自

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

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

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

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别的变化，

６７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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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

同样会从虚无中得出他那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动植物形态

的变化。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

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

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

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甚至这

一点杜林先生也认为是不对的。

“对自然界所赋于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观念所决

定的推动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

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化学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

这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

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是否会由这种过程

引起？而杜林先生又不做任何答复。

“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

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想不

用比喻而根据文字的本义来谈适应，那末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

中去。”

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却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

界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

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真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

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

到杜林先生用了一切力量坚持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

用：

７７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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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既没有自觉的意图又没有观念

的中介的那种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

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

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末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

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

的力和化学的因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

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

它们才变得更少被它们的敌人看见。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

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

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

过观念才成，那末他只是用别的字句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

须通过观念来完成，必须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于是，象在现实

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

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杜林先生

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

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

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是从一个

原始生物传下来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

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

并存；所以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

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

断定达尔文从一个原始生物引导出一切现存的有机体，说得

８７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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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第６版的倒数第２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

“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５１。

海克尔走得更远得多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

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

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３９７

页）５２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

当相提并论，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说来，

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乔治·］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

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全部有关创世和

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

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

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

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责备。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

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责备。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自然科学

就陷入了“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

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

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

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

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

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

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

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

９７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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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

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显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

机物——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末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

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个别行动而出现

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那里，回到了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

其次，杜林先生认为，达尔文非常肤浅的地方是：

“把特征的两性组合的单纯行动当作产生这些特征的基本原则。”

这又是我们这位根本性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

反地，达尔文说得很肯定：“自然选择”这个术语只是指变异的保

存而不是指变异的产生（第６３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

过的东西硬加在他的身上，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

林的下述深刻见解：

“如果能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末这种思想

也许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这一原则和有性繁殖这一原则合成一

个整体，并且从较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自然发生不是看做再生产的绝对对

立物，而正是看做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责备黑格尔的“行话”而

不以为耻！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

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

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或者是追随他的自然科学家，

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

们最先把他重新抬举起来。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

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以便能够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

并非预测的即所谓预言式的答案。可是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

０８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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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

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

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

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

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

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

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

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

过程的观念。

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告诉我们什么积极的

东西呢？

“……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此外，“没有亲缘关系

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是有效的。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

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物种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

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

  “亲缘关系，相反地，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动”。

这样终究说到了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

在杜林先生用了这么多恶言恶语和含糊的话来诽谤亲缘关系以

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

在他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

部义愤之后，突然表示：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关系中去寻

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

这样终究说到了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

１８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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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起的，还有生存斗争，因而也还有牧师式的马尔萨斯的人

口过剩论！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

拉马克。

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

态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而发育这个概念，只有在发育的规律真

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

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

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

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极不充分地证

实发育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末一切都清楚了。

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

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

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

的戒指》的作者并肩而立。５３

２８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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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门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

需要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呵。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的成就，其次是

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原理，以及生理学、动物学和类似的

研究领域的一般自然科学结论。”

杜林先生如此充满信心地和坚决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数学和自

然科学方面的博学。但是，从这一贫乏的部门本身看不出，而从

它的更加贫乏的结论上更看不出隐藏着什么穷根究底的实证知

识。无论如何，为了编造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杜林式的神谕，在

物理学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热的机械当量的方程式，在化学上只要

知道一切物体分为元素和元素的化合物就够了。此外，谁要是能

象杜林先生那样在第１３１页上说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这样的

话，那只是证明：对于原子和分子的区别，他是完全处在“黑暗

之中”。大家知道，由原子来说明的不是万有引力或其他机械的或

物理的运动形式，而只是化学作用。如果去阅读关于有机界的那

一章，那末在读到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决定性问题上象神谕

一样毫无意义的信口胡说，读到绝对无用的最后结论的时候，就

不禁会产生一种看法：杜林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他显然不知道的

东西。在读到他建议在关于有机生物的学说（生物学）中今后应

当用组合去代替发育的时候，这种看法就成为深信不疑的了。谁

建议这样做，就证明他对有机体的形成一无所知。

３８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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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

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

小块构成的。通常，细胞也长有外膜，里面都或多或少是液体。最

低级的细胞体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绝大多数有机生物都是多细

胞的，是集合了许多细胞的复合体，这些细胞在低级有机体中还是

同类型的，而在高级有机体中就具有了愈来愈不同的形式、类别和

功能。例如在人体中，有骨胳、肌肉、神经、腱、韧带、软骨、皮肤，简

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从细胞产生的。但是一切

有机的细胞体，从本身是简单的、通常没有外膜而内部具有细胞核

的蛋白质小块的变形虫起一直到人，从最小的单细胞的鼓藻起一

直到最高度发展的植物，它们增殖细胞的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

开始时细胞核在中间收缩，这种使核分成两半的收缩愈来愈厉害，

最后这两半分开了，并且形成两个细胞核。同样的过程也在细胞本

身中发生，两个核中的每一个都成为细胞质集合的中心点，这个集

合体同另一个集合体由于愈益紧密的收缩而联系在一起，直到最

后分开，并作为独立的细胞继续存在下去。动物的卵在受精以后，

其胚泡经这样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逐步发育成为完全成熟的动

物，同样，在已经长成的动物中，对消耗的组织的补充也是这样进

行的。把这样的过程叫做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做

“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

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在这里恰好只是

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根本不是组合！

关于杜林先生对生命的一般理解，我们以后还要来谈。他对

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则如下：

“无机界也是一个自我完成的活动的体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

４８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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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有在物质循环从一个内在的点，按照一种可以转化为较小形体的胚胎

形态，通过特别的管道来实现时，才能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谈

真正的生命。”

这句话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一个荒谬的

自我完成的活动的体系（无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且不说它的混

乱得不可救药的语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

命，那末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

根据对分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

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形态来转化时才开始

有生命，那末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

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的管道来实现是生命的标志，那

末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级的腔肠动物（最多把

水母除外），因而把一切水螅和其他植虫５４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

如果认为物质循环从一个内在的点、通过特别的管道来进行是生

命的基本标志，那末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

脏的动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要加上

一切蠕虫、海星和轮虫（按赫胥黎的分类法：Ａｎｎｕｌｏｉｄａ和Ａｎｎｕ

－ｌｏｓａ
５５
），一部分甲壳动物（蟹），最后甚至还要加上一种脊椎动

物，即文昌鱼（Ａｍｐｈｉｏｘｕｓ）；再就是全部植物。

这样，由于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

真正的生命的标志，他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

中的一个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久

死亡。真的，谁也不能说，当他许下给我们提供“彻底独创的结

论和观点”的诺言时，他是在欺骗我们！

他在另一个地方说：

５８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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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切组织，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

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动中，也已经完

全可以从它的一般性质上看出来。”

这种论断又是“完全”荒谬的。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

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的基础。相反地，

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还有许多远远低于细胞的东西：原生变形

虫，没有任何分化的简单的蛋白质小块，一系列其他原虫以及全

部管藻（Ｓｉｐｈｏｎｅｅｎ）。它们之所以全都同高级有机体有联系，只是

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从而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

能，即生和死。

往下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在生理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所以

一切动物的特征是有感觉，就是说，能够从主观上自觉地理解自己的状态。植

物和动物之间的鲜明的界限就在于完成向感觉的飞跃。这一界限没有被众所

周知的过渡形式抹去，它宁可说正是由于这些外表上不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

形式才成为逻辑上的必要。”

接着又说：

“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远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

能力。”

第一，黑格尔说（《自然哲学》第３５１节附释）：

“感觉就是种差，即动物的绝对的标记。”

因此，又是黑格尔的一个“粗制品”，它经过杜林先生的生吞

活剥，被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贵地位。

第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式，外

表上不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式（真是胡说八道！）。这种中间形

６８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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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

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这使杜林

先生觉得在逻辑上有必要提出一个区别二者的标志，同时他又承

认这个标志并不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回过来谈

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可疑的领域了；难道那些稍被触动就会卷起叶

子或合拢花瓣的敏感的植物，那些食虫的植物都没有丝毫感觉的

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能力吗？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

没有“不科学的半诗”，也不能下断语。

第三，杜林先生断言，在生理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

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这又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不

仅所有的原始动物，而且还有植虫，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

没有显示出任何神经器官的痕迹。通常只是从蠕虫开始才发现有

神经器官，而第一个主张这些动物因为没有神经所以没有感觉的

是杜林先生。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

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学知识由他毫不畏怯地向达尔文提出

的下列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可以假定动物是从植物发展出来的吗？”

只有对动物和植物都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关于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只能告诉我们：

“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化〈这究竟是什么玩艺儿？〉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总

是真正的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

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生命的一切，此外，在碰到“塑造

出来的模式化”时，我们又深深地陷入了最纯粹的杜林行话的毫

无意义的胡说八道。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

７８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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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自己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近三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

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而在这里

杜林先生却把这干脆翻译成他自己的优雅而清晰的词句。但是，如

果规定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

因为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或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

代谢，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需要用有机体和非有机体

的区别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来解释的说法。所以这种解释并没

有使我们前进一步。

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在化学中有一系列

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

条件，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如通过硫

的燃烧来制造硫酸。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ＳＯ２，加上水蒸汽和硝

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氢和氧而变成硫酸，Ｈ２ＳＯ４。这时，硝酸放出

氧而还原成氧化氮，这氧化氮立刻又从空气中吸收新的氧，变成

氮的高价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这氧放给二氧化硫，而重新进行

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理论上只要极少量的硝酸，就足够使无限数

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变成硫酸。——其次，在液体通过死的有

机的膜甚至通过无机的膜进行渗透的时候，也象在特劳白的人造

细胞５６中一样发生新陈代谢。这又一次说明，新陈代谢并没有使我

们前进一步，因为用来解释生命的那种独特的新陈代谢本身又需

要用生命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

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这里，蛋白体是按照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

８８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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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构造上类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称为蛋白质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蛋

白体这一名称之内。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普通蛋白在一切

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最没有生命的，起着最被动的作用，它和

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但是，在蛋白体的化学构造还

一点也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名称总比一切其他名称好些，因为它

比较一般。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

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

于解体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无疑地，

在生物体中，必然还有其他化学化合物来引起这些生命现象的特

殊分化；对于单纯的生命，这些化合物并不是必要的，除非它们

作为食物进入生物体并变成蛋白质。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

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表现了生命的一切本

质的现象。

但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呢？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

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

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一来

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

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破坏的原因的东

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蛋白体内各组成部分的

这种不断转变，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停止的一瞬间起，蛋

白体本身就停止生存，趋于分解，即归于死亡。因此，生命，蛋

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

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形和无生命物体所发生的不同，它不是

９８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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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过摄食

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

为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

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用人工

方法制造蛋白质，那末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

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当然，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

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这还是一个问题。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

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

命要素：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

作用中；收缩性——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

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

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关于生命的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

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

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

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

级的。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

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

点，它们也无能为害。

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

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末，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

的星空。

“不仅感觉器官的特殊装置，而且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为了唤起快乐和痛

苦而安排的。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对立——而且正好在我们

０９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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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熟悉的方式中——是一种普遍的对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

由本质上一样的感觉来表现…… 但是这样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它

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 因此，对我们说来，主观的宇宙世界并不比客

观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对这两个领域的构造应当按同一型式去思考，这样我

们就有一种在地球以外也适用的意识学的发端。”

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在地球

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算啦！

１９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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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五十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

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做关于意识要素的根本性科学提供读

者享受，我们绝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我们只摘引

这样一句话：

“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抽象的和纯正

的思维。”

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

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确，从杜

林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多么不

适合于任何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

最后，第四编拯救了我们，这一编除了连篇累牍的糊涂话，至

少有时在道德和法方面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捉摸的东西。这

一次，我们一开始就被请到别的天体上去旅行：

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

中，在这些生物中，能动的悟性必须自觉地调整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

活动……不过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但是除此以

外，下面的想法始终是一种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思想：我们设想，在其他天体

上个人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合

理地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

如果在这里例外地，不是在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开头就提

２９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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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那末这是有他的

充分的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

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

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

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

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 在发展过

程中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

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

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

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严格的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

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

望。“长久的怀疑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而且无非是极端紊乱的表

现，这种紊乱有时企图在对自己虚无的系统化意识中装出某种稳定的外表。

在道德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原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

样性牢固地连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道德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

性，那就要否定协调一致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这种似乎不是

反对个别的伪学说而是反对人类达到自觉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蚀性怀疑，最

后就流为真正的虚无，甚至实质上流为比单纯虚无主义更坏的东西…… 它

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道德观念的一片混乱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并为

无原则的胡作非为敞开一切门户。但是它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指出悟性

在谬误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足以借助这个唯一的类比表明，自然

规律的可能错误并不排除实现正确的东西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

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的所有这些华丽的词

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

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

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

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

３９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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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那末是哪些产物能这样。当我说

人的认识的时候，我并没有侮辱其他天体上的居民的意图（我还

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而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

认识绝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

可能是最大的无赖。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

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

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

在。如果我现在说，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这种概括于

我的观念中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

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

认识规定出界限，那末，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的而又相当无聊

的空话。因为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论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对我们

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

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

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

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

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

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

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

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

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

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

４９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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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

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

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①：一方面，人

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

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

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

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

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

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

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

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

地步，那末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

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

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给予任何

怀疑都无异是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

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

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

的、终极的真理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

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

５９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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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

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末也可以说，这

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

些科学也叫做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

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变化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以前曾经是如

此严格地合乎道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

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

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实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

王国渐渐出现了，而且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

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

的相信，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

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象处在蜂群之中

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

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

的互相干扰并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也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

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

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

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

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

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

第二类科学是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

发展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

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

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

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

６９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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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

确地确定象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从盖仑到

马尔比基之间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

道得多么少，为了比如说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

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象细

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种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前生物学上

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还不

得不把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

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

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

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来进行消化的，因为

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

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

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

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过程的连续系

列，这些过程，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

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

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

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

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

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

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

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

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

７９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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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

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

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

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

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

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

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拿破仑死于１８２１年５月５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

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

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企图从永恒

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

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都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

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

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

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

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这证明真理和准确性是存

在于他那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却在提包里带着已经

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

出现过一百次，一千次，奇怪的只是怎么还会有人如此轻信，竟在

不是涉及别人而是涉及自己的时候还相信这一点。但是在这里，我

们至少还遇到了这样一位预言家，他在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提供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时候，照例总是表现出高度的义愤。这样的

否认，甚至单纯的怀疑，都是软弱状态、极端紊乱、虚无、比单纯的

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

８９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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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象所有的预言家那样，他也没有作批判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

而只是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我们在上面尽可以举出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即逻辑

和辩证法。但是在这里，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

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

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所播种的最

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少得多。

此外，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

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

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

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

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

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

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

真正的动机并不象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真理

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

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

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

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

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

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

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

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

９９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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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

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

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末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

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

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

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粟真理也许就消失于谬误的

沙丘中；这样他或许就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

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可以说是

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

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

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

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

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

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

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

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

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①。可见，例如物理学上的最后的、

终极的真理就是这样的。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

００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① 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门得列耶夫

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５７，一切真正的气体都

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用的各

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减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

过的气体来说，每一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

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

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１８８５年——我们

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以变成液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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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的道德的说法，而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

著作中却到处可以碰到这些东西，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

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

但是，天真的读者或许要问，杜林先生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说

过，他的现实哲学的内容是最后的而且甚至是终极的真理呢？在

什么地方吗？例如在我们在第二章中部分地引证的对他自己的体

系的颂歌中①（第１３页）。或者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②，他在那

里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

以要求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而且，杜林先生不是断定，从

他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进

到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

极性吗？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

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说，在渺茫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确立最

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如果他想大致地、只是更为混乱地说

些与“腐蚀性怀疑”和“极端紊乱”相同的东西，那末，“这种喧

嚣是为了什么呢？这位先生想要做什么呢？”５８

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末在

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

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所播种的最后的、终

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

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

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

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末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

１０１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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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卷第９３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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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如果除去一切极端玄妙的词句，这也就

是杜林先生的意见。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末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

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

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

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

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

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

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

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

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

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

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

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们由此只能

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

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

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

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永久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

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

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

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

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

２０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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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
５９
。

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

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

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

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因此，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

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

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

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

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

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

他们的未来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

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

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

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

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现在可以去评价杜林

先生的自我吹嘘了，他竟在旧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在社会革命的前

夜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于未来

的无阶级的社会！即使假定——这一点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至少还概略地懂得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情况也是一样。

最后，还有一个“彻底独创的”、但是并不因此不再是“穷根

究底的”发现：

在恶的起源方面，“我们认为，在动物构成中存在着具有固有的虚伪性的

猫的类型这一事实，同人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格形态的情况，处于同一阶

３０１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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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因此，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除非人们有兴趣在猫或所有肉食动

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东西来”。

恶就是猫。所以魔鬼没有犄角和马蹄，而有爪子和绿眼睛。当

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６０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

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恶就是猫！这是不仅对于一切

世界，而且对于猫①也适用的道德！

４０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① 双关语：《ｆüｒ ｄｉｅ Ｋａｔｚｅ》的意思是“对于猫”，也有“毫无用处、徒劳无

益”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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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德和法。平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

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

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

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

“应当以各别的、简单的基本形式，按公理来解决，就象对待数学上的简

单的……基本形式一样”。

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

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

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

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

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

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首先，从对象构

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

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

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最简单的要素、他所能达到的终极的

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

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

这里也是纯粹的玄想，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

念推论出现实。

当这样一位玄想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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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概念或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构成道德和法的时候，可

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

当作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

我们这位玄想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进来的那种内容。而他

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

些观点是或多或少地同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相适应的表

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

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观念；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

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兜圈子，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

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

代的道德学说和法律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

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歪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

离）、头足倒置的映象，正如在凹面镜上的映象一样。

这样，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由此

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于是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

这两个人打交道。并且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

“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

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

了”；同样，法律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因为“为了阐发根本的法

律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

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

这不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过度的夸张。首先，两个人甚至就

其本身而言，也可能在性别上是不平等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立刻

使我们想到：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如果我们暂且接受这样的

童稚之见——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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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家庭，即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简单的和最初的形式。

但是这丝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为，一方面，必须使这两个

社会奠基者尽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从原

始家庭构造出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样，二

者必居其一：或者杜林的社会分子（整个社会应当由于他们的繁

殖而建立起来）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两个男人是永远不能

生出小孩来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两个家长。在这种情

况下，十分简单的基本模式就转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证明人的

平等，而最多只是证明家长的平等，而且因为没有考虑到妇女，所

以还证明妇女是从属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读者一个不愉快的通知：读者在今后一

段颇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两个人在社会

关系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他天体上的居民迄今所起的作用是

相似的，对这些居民，我们现在希望不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一到有

经济、政治等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飞快地出动，而

且立刻“按公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那位现实哲学家的卓越的、

创造性的、创造体系的发现。但是很可惜，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

那就不能不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十八世

纪所共有的。他们在１７５４年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论著６１中已经出现

——附带说说，在那里，他们按公理证明了和杜林的论断刚刚相反

的东西。他们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扮

演着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们各操不同的行业——大都是猎人

和渔夫，而且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平等

的。此外，在整个十八世纪，他们主要只是充当说明的例子，而杜林

先生的独到之处，只是在于他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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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要把“关于事物和人

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制定基本公理——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

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们决不能随便用两个

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

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任

何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

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

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倾

向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这两个幽灵自然必须做

他们的召唤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鬼把戏对

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我们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理论。两个意志中一方

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

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那就发生了不正义的情况，而杜林先生就是

按照这一基本模式来说明不正义、暴力、奴役，一句话，说明全部过

去的应受斥责的历史的。可是卢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用

两个人同样是按照公理证明了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在Ａ和Ｂ两

个人之中，Ａ不能用暴力来奴役Ｂ，只能用使Ｂ处于不能缺少Ａ

的状态的办法来奴役Ｂ；这对于杜林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已经过

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下这

件事情，两个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

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

是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Ａ果断而有毅力，Ｂ优柔、懒惰

和萎靡不振；Ａ伶俐，Ｂ愚笨。Ａ通常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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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但始终是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Ｂ，这要经过

很长时间吗？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

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

战争６２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１８０６年和１８０７年战败之后，废除

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

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

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

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

而因为我们在可能受到灭绝的惩罚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

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一切放在一旁。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

公理理论说服了我们，而且我们热中于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权

利、“一般人的主权”、“个人的主权”——真正壮丽的字眼，和这

些字眼比起来，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６３也相形

见绌了，虽然他在这方面也可以要求得到自己的微薄的一份。这

样，我们现在是一切都完全平等和独立了。是一切吗？不，还不

是一切。

也存在着“可以允许的隶属关系”，但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

意志本身的活动中，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例如对儿童来说，就应该

到他们的自我规定的不足中去寻找”。

的确！隶属关系的原因不应当在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去寻

找！自然不应当，因为一个意志的活动恰恰是受到阻碍的！而应

当在第三领域中去寻找！那末什么是这第三领域呢？这是一个受

压制的意志即一个不足的意志的具体规定性！我们的现实哲学家

已经如此遥远地脱离了现实，以致在他看来，对抽象的、没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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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空话——意志来说，真实的内容，即这一意志的特有的规定

性，已经是“第三领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

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退

却之一。

其次，

“在野兽和人混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人们可以以第二个完全人性的

人的名义提出问题：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象所谓只是人性的人相互间所

表现的那样呢…… 所以我们关于两个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特有的兽性——的假定，就是按照这种区别而能够在人的

集团之中和各个集团之间……遇到的一切关系的典型基本形式”。

请读者自己去看看紧跟在这些窘态百出的遁词之后的那些可

怜的咒骂吧，在那些咒骂里，杜林先生象一个耶稣会教士一样地

兜圈子，以便用决疑法确定人性的人可以多么严厉地对付兽性的

人，多么严厉地运用不信任、军事讹诈、严酷的甚至恐怖的欺骗

手段来对付后者，而且这样做还丝毫不违背不变的道德。

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末平等也就完结了。

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

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

当在于一个是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可是，人来

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

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

差异。把人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分

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

在基督教里才可以找到，基督教一贯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

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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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大概得象基督教的做法一样地处理，在这种做法中，虔诚

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的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

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

国内的虔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

的，是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

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

再往下看：

“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

动，那末……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争执…… 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

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 暴力不仅是对付儿童和疯人的最后手段。

人的整个整个的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特性，能够使得对它们那种由于本身

荒谬而处于敌对地位的愿望进行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返回共同联系之中，

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但是由

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平等化，如果它遭到暴力，

那末它只是受到它自身不正义的反作用而已。”

这样，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够排除

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

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为，直到俄国人在土尔

克斯坦的暴行６４，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１８７３年夏天，考夫曼将军

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象在命令上

所说的“按照高加索的好习惯”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那时，这位

将军也断言：压服那种由于本身荒谬而处于敌对地位的约穆德人

的愿望，即促使这种愿望返回共同联系之中，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

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谁想要达到目的，谁

也必然想要采用这种手段。不过他还没有残酷到另外还去嘲弄约

穆德人，说他屠杀他们是为了平等化，他这样做正是承认他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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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有平等权利的。在这一冲突中，又是上帝的选民，所谓按照真

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归根到底也就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去决定什么

是迷信、偏见、粗暴和恶癖，决定什么时候暴力和压服对于平等化

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现在就是通过暴力实行的平等化；而第二个

意志被第一个意志通过压服承认为有平等权利的。退却之三，在这

里，这次退却简直堕落为可耻的逃跑。

附带说说，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实行的平等化中被认

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

照黑格尔学说，受罚是犯罪者的权利：

“受罚被认为包含着犯罪者本人的权利，在这里罪犯是被当作有理性者

来尊重的。”（《法哲学》第１００节注释）

我们可以就此结束。没有必要继续跟着杜林先生去一点一点

地击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来的平等、一般人的主权等等；没

有必要去观察他如何用两个男人来组成社会，而为了建立国家又

使用第三个人，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这第三个人就不可能有多数

的决议，而没有这样的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多数对少数的统治，也

就不能有国家存在；没有必要去看他往后如何逐步转入建立他那

共同社会的未来国家的这条较为平静的航路——我们将来总有一

天有幸在那里拜访他。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两个意志的完全平

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

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

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一方面是童稚、疯狂、所谓

的兽性、假想的迷信、伪称的偏见、猜想的无能，另一方面是想

象的人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洞察力；总之，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

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可以一直上升到压服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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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平等辩护的。既然杜林先生这样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的平

等建筑，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虽然我们结束了杜林先生关于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

述，但是我们还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本身，这一观念特别是通

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

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

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

也将决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

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

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

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

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

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

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

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

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

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

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

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

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

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

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

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

３１１十、道德和法。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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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

出的法律结论，我们不久以前还在北美联邦各蓄奴州里看到了这

一点。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

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

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

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的财产共有的痕迹，与其

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

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

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和

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

时把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密集的

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

防范的、主要是民族的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

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

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

民等级。最初市民等级本身是一个封建等级，当十五世纪末，海上

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大的活动场所时，它

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

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列万特①之间进行的贸

易，这时已经扩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迅速地超过了

欧洲各国相互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

４１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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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促进瓦解的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

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

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就为工场手工业所代替了。

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

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

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

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

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

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

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

自由，一方面是他们解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

独立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为前提，他们可以和厂

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

利平等的。最后，所有的人的劳动——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劳动并

且只就这一点而言——的平等和同等效用６５，不自觉地但最强烈

地表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根据这一规律，商

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①。——但

是，当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时，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

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

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

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

候都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

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

５１１十、道德和法。平等

① 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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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

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

获得更大的规模。虽然这一要求是为了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的，

可是也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受着各种程度

的奴役，直到完全成为奴隶，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

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缴付无

数的代役租。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

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

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

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

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

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可以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

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

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

族特权被神圣化了。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

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

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

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

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

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

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

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

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

６１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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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

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

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

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

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特别是在初期，

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

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它在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这

上面找到了它成立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

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

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

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

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

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

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

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

这样，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

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

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

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如

果，它——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是不言

而喻的，如果它象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

见”６６，那末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十八世

纪的思想的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潮流。因此，杜林先生能够直截

了当地让他那有名的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料理家务，那是由

７１１十、道德和法。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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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对国民的成见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的确，杜林先生把他的哲

学叫做自然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仅仅从那些对他来说是十分自

然的东西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自然的

呢？——这一问题他当然是不会提出来的。

８１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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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对于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一《教程》中所阐述的原则是以最深刻的专

门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出发点必然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前后一贯地

陈述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专门研究正好是法学，我在这上

面不仅用了大学理论准备通常所需的三年时间，而且还在往后的三年审判实

践中，继续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加深它的科学内容方面进行了研究…… 

如果对私法关系和相应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是自觉地象了解这门学科的优

点那样了解它的一切缺点，那末，这种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发表

出来。”

有理由这样谈到自己的人，必定一开始就引起人们对他的信

任，特别是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律所作的被公认为粗枝大叶

的研究”比起来，就更加是这样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带着这样的自信心出场的

对私法关系的批判，只限于向我们陈述：

“在科学性上，法学……前进得不远”；成文的民法是不正义，因为它确

认以暴力为基础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基础”是复仇，——

在这种论断中，顶多只有“自然基础”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

东西。政治学的成果只限于审理已知的三个男人的问题，其中一

人至今还对其他两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还在非常认真地研

究首先采用暴力和实行奴役的是第二个人还是第三个人。

但是，让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这位自信的法学家的最深刻的专

门研究和经过三年审判实践而加深的科学性吧。

９１１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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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萨尔，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他是“由于策动盗窃首饰匣的企图”而被控告的，“但是没有作出判决，

因为那时还可能所谓由法院宣判无罪……这种半宣判无罪”。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案件是１８４８年夏天在科伦陪审法庭审理

的６７，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用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

上的不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但是早在１８４８年４

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兰西法根本没有象普

鲁士邦法中所说的“策动”犯罪这种肤浅的范畴，更不用说什么

策动犯罪企图了。法兰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这只有“通过送礼、

许愿、威胁、滥用威信或权力、狡猾的挑拨或犯罪的勾当”（刑法

典６８第六十条）来进行时才可以判罪。埋头于普鲁士邦法的检察机

关，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忽略了规定得很明确的法兰西法律和

含糊的普鲁士邦法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本质差别，对拉萨尔提出了

带有倾向性的诉讼并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为只有对法兰西现代

法领域完全无知的人，才敢断言法国的刑事诉讼有普鲁士邦法那

样的“由法院宣判无罪”，这种半宣判无罪；法兰西现代法在刑事

诉讼中只有判罪或宣判无罪，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判决。

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杜林先生手头有一本拿破仑法

典６９，那末，他肯定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对拉萨尔作出这种“具有

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因此，我们必须断定，杜林先生对于以法

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

民法典，即法兰西现代法，是完全无知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杜林先生批判整个大陆上按照法国的典

范来实行的、以陪审员的多数票作出判决的那种陪审法庭的时候，

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

０２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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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那再说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

的社会里，有反对票的判罪应当属于不可能的制度…… 但是，这种极其严

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象上面已经说过的，对传统的形式因而好象

是不适当的，因为对这种形式来说，它是太好了。”

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国的普通法，即从远古以来

至少是从十四世纪以来就通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陪审员的一致，

不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因

此，在杜林先生看来，对于当今的世界是太好了的这种极其严肃

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具

有了法律效力，并且从英国被推行到爱尔兰、美国以至英国的一

切殖民地，而关于这一点，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竟连一个字也没有

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见，以陪审员的一致来实行判决的地区，

不但比通行普鲁士邦法的狭小区域大得无可比拟，而且比所有以

陪审员的多数来实行判决的地区的总和还要广大。杜林先生不但

对唯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独

立于法律权威罗马法之外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唯

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为什么不知道呢？杜

林先生说，

因为英国式的法律思维方式“面对着按罗马古典法学家的纯粹概念在德

国基地上实施的那种训练，总是站不住脚的”，

他接着说：

“同我们天然的语言形式比较起来，应用幼稚的混合语言的英语世界算

得了什么呢？”

对此，我们只能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回答：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ａ ｎｏｎ 

ｅｓ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ｕｍ，无知并不是论据
７０
。

１２１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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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杜林先生的最深刻的专门

研究是在于他用了三年时间在理论方面埋头于民法大全７１，以后

又用了三年时间从实际方面埋头于高贵的普鲁士邦法。这肯定也

已经是颇有功劳了，并且对一个极可尊敬的旧普鲁士地方法官或

律师来说也足够用了。但是，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

法哲学，那末总应当也稍微详细地知道些象法国人、英国人和美

国人这样一些民族的法律关系，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完

全不同于盛行普鲁士邦法的德国的一个角落。让我们再往下看。

“地方法、省法和邦法的杂乱混合（这些法以非常随意的方式按最不同的

方向交叉起来，时而作为习惯法，时而作为成文法，经常的是使最重要的事

务带上纯粹的规章形式），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其中个别使一般成

为不充分的，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成为不充分的，的确不适于在任何人那里

造成清楚的法学意识。”

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鲁士

邦法的地域内，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

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并且在一切实践的法学

家中引起杜林先生在这里满怀同情地一再重复的呼救求援。他根

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他只要到莱茵省走一趟，就可以

确信，在那里七十年来这一切都已经被遗忘了——更不用说早已

消除了这类过时状态的其他文明国家了。

再往下看：

“集议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记名的集体意见和集体

行动对个人的天然责任所作的掩盖，是以不太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

集体意见和集体行动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的参与隐藏起来了。”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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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不愿意让集议机构遮盖和掩护个人的责任，

那末，这将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庭的

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

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审理和不公开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

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要

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那末，对

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件惊人的消息。

同样，他对教会在出生、结婚、死亡和殡葬方面的强制性干

预所作的抱怨，就所有比较大的文明国家来说，也只适合于普鲁

士，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甚至对普鲁士也不适合了。７２杜

林先生认为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俾

斯麦目前甚至凭一条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对法学家执

行业务上准备不足的抱怨”中，在这种也可以扩大为对“行政

官”的抱怨中，同样唱出了一曲特殊普鲁士的耶利米哀歌；甚至

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

恨，即使不是一种特殊普鲁士的特征，也是一种特殊易北河以东

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

此深深地浸沉在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

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的民族偏见叫做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

“自然判断”，并且竟提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

“社会主义是能够抵抗那种带有比较强烈的犹太混合物的人口状态〈带

有犹太混合物的状态！多么自然的德语！〉的唯一力量。”

够了。这种对渊博的法学知识的夸耀，顶多也只是以一个最

普通的旧普鲁士法学家的最平常的专门知识作为根据的。杜林先

３２１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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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后一贯地向我们陈述其结论的法学和政治学领域，是和实施

普鲁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目前甚至在英国每个法学

家都相当熟悉的罗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识就唯一地只限于普鲁

士邦法这部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法典，这部法典中所用

的德语，似乎杜林先生就是从中开始识字的，这种带有道德方面

的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鞑作为刑讯和处罚

手段的法典，还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除此以外的一切，

无论是现代的法兰西民法，还是具有自己的十分独特的发展和整

个大陆都不知道的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

来都是邪恶的。这种“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而是在

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

切地和天”的哲学，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７３的

疆界，至多还包括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

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

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

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

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

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

也有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解答。

“代替一切关于自由的伪学说的，应当是以经验为根据的这样一种关系

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合理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

好象是联成一个合力。这种动力学的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

事先衡量尚未发生的事情，也应该在性质和大小上尽可能地一般地予以估

计。这样，人们咀嚼和吞食了几千年之久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

彻底扫除了，而且还被某种积极的、适用于生活的实际安排的东西所代替。”

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合理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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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

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所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悟性

和非悟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

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７４来确定。但是在几

页以后，杜林先生又说：

“我们把道德上的责任建立在自由之上，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

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悟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不管如

何觉察到行动中的可能的对立，总是以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

是，当我们应用道德的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

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

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

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

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①。”
７５
自由不在

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

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

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

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

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

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

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

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

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

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

５２１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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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

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

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

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

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

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

——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

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

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

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

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

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

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

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

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

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

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

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

么一段时间的历史。

自然，杜林先生对待历史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

误、无知和野蛮、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

对象，但是仔细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１）从物质的自身

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２）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

十九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十八世纪还更

加这样〈！〉”。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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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先驱者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化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

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那末要通过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

的很少的几千年以及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人类

作为整体来说，还是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

年来计算，那末，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的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那时将被

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无可争辩地将是不言而喻的前提。”

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

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

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

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

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

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

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

选择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作为一个时机，以便利用那些在我们这

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

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本性的概念，来为

将来的这数千年作出规范，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人们只有成

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是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

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历

史发展的所谓的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

新的根本性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论述生活的个人

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的那一编。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有如

不可遏止的洪流由整整的三章中喷涌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

７２１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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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短的例子。

“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形式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情况

的差异为基础的…… 但是对于完全的〈！〉生活来说，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

〈！〉证明，不是通过持续不变的状况，而是通过从一种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生

活状态的转变，生活的感觉才得以提高，具有决定意义的刺激才得以发展

…… 近似自身等同的、可说是停留在一贯不变的惰性状态并且好象是停留

在同一平衡状态中的情况，不论其性质如何，对于存在的证实是没有多大意

义的…… 习惯和可说是对某种状况的熟悉，使这种状况完全变成某种冷漠

而寂静的、同死的状态没有特殊区别的东西。最多再加上无聊的痛苦，以作

为一种消极的生活激动…… 在停滞的生活中，对于个人和人民来说，对存

在的一切热情和一切兴趣都会熄灭。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从我们的差异

规律中得到说明。”

简直不可想象，杜林先生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他的彻底独创

的结论。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延续，会使任

何神经和任何神经系统疲劳，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使神经的

刺激有间断和变换——这是多年来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可以读

到的，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杜林先生刚把

这些老生常谈译为现实哲学的语言，刚给这种陈词滥调套上“一

切感觉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情况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神秘的

形式，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而且，

这一差异规律使得一整系列现象成为“完全可以说明的”，而这些

现象又无非是变换的愉快性的说明和例子，它们甚至对最平凡的

庸人的理解力来说也是完全不需要说明的，而且丝毫没有由于引

述所谓差异规律而变得清楚一些。

但是“我们的差异规律”的根本性还远不止于此：

“年龄的迭增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条件的变化的出现，为说明我们的

差异原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婴孩、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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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已经固定的状态中所得到的对他们各自的生活感觉的力量的体验，少

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时期中所得到的。”

这还不够：

“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已经证实的或者已经做过的事情的重复是没有

任何吸引力，那末我们的差异规律就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现在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以上述那种深刻的和根本性的文

句为出发点的神谕式的胡话了。当然，杜林先生尽可以在他这本

书的结尾得意洋洋地宣告：

“差异规律同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评价和提高生活价值的标准！”

杜林先生对他的读者的精神价值的评价也是这样：他一定以

为读者是纯粹的蠢驴或庸人。

接着，我们就得到了下面这些极为实际的生活准则：

“保持总的生活兴趣旺盛的手段〈对于庸人和想成为庸人的人倒是一项

恰当的任务！〉，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基本的兴趣，按

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对于同样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利用较高

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兴奋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

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

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生活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它

在最轻微的兴奋时得到满足，因为这是相反方向的歪曲，并且阻止一种有享

受能力的欲望的发展。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称

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

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以外”，等等。

如果老实人把一个以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

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做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

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

间来对享受进行正规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丝毫自由时

间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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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

们做两件事：

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

觉所排斥的那种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

厂，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

出结论：他的禁令只及于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

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达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

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

此外，对于酒精饮料，杜林先生尽可以稍为宽容一些。如果

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时过于贪杯，因而也是徒劳无益地寻找从动

到静的桥，那末，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就

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宽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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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

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

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真实地产生的矛盾甚

至是背理的顶点……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

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

种抗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

意的是：通常从所谓的逻辑的神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

的清晰景象驱散了；各处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

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

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

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

是在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存在着，而是在事物和过

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

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

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统一的第一项信条…… 愈矛盾就愈真实，或者换句话

说，愈荒谬就愈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天启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

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

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在其他方面相当

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

１３１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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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

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那坚持直线和曲线

等同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

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

比杜林先生更强的反对者，在反对矛盾辩证法时，也必须提出别

的论据，而不能只凭单纯的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

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

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

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

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

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

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

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

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

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

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

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

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没有从严格的静到动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

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悟性绝对不能

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的矛盾在这里挡着他的

路。对他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他

２３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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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他本人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承认了这

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

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

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①，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

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

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

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②，在思维的领域中我

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

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

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

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

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

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

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

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

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Ａ的根应当是Ａ的幂，

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Ａ
１
２＝ Ａ。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

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就得出正的平方。因此，－１的平

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

３３１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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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

此，如果不准用 －１来运算，那末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

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很明显，正

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

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

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

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

过辩证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

细的分析，只有在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

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

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对

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

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

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

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末确实最好

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了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怒气以新

的口实。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是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观念的阿拉

伯式花纹的特点……人们对于已经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

则：就某方面说，甚至全然〈！〉根据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一切可以在每一个

东西中寻找，而每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切中寻找；按照这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

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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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先生的这种对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

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

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

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

“可是用人类的和德国的语言来说，在〈往后的〉７６两卷中究竟还应当包

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的。”

此外，杜林先生的著作向我们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

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东西”的“事物”，这已经不是

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洋洋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 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

杂货摊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稍微还有点正常判断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

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

……也将丧失其欺诈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

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

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

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交织。”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

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我们在这里还根本不去讨论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正

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谈谈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

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在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

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者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

１８６７年（《补充材料》第３卷第３期）还能够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

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该书的内容提要７７，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

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

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

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

５３１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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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

——驳倒。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样，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

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

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

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

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错误的和混乱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

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一

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完全不同意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休谟

称为学界宵小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

全真理的利益相符合，才和对摆脱了行会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相符合”。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

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

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

而只用一般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

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

使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可能来作答，只有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

括方法来作出论断，絮述一般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

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

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

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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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例子。

“例如，由于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

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

么滑稽！”

这一思想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是显得相

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３１３

页上（《资本论》第２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

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

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７８他举例

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

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

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

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象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地生活，他就必

须拥有使他能够供应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

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

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

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

再转成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佣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

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

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①黑格尔在他的《逻

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

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７９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

７３１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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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

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

额。

现在让大家来赞赏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

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

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在每一个别

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

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

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

时就……变为资本”。可见这恰好相反。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对摆脱了行会的公众所承担的义

务”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

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愈来愈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

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

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

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

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作

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

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

史记述”！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①，由于黑格尔的度

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

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

８３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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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

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压力下，在摄氏零

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摄氏一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

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

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

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

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

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话来说，就是量

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

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

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８０

此外，马克思还在被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颠

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

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８１

可是这对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学和某种贫乏哲理为了扮成博学的样子而凑成一套可怜的

装备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缺乏自然科学思维

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可是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确理解

的主要成就”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

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

的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

９３１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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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Ｃ

表示碳原子，用Ｈ表示氢原子，用Ｏ表示氧原子，用ｎ表示每一个

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

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ＣｎＨ２ｎ＋２——正烷属烃系列

ＣｎＨ２ｎ＋２Ｏ——伯醇系列

ＣｎＨ２ｎＯ２——一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ｎ＝１，ｎ＝２，ｎ＝３等

等，那末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ＣＨ２Ｏ２——甲酸——沸点 １００° 熔点 １°

Ｃ２Ｈ４Ｏ２——乙酸——沸点 １１８° 熔点 １７°

Ｃ３Ｈ６Ｏ２——丙酸——沸点 １４０° 熔点 —

Ｃ４Ｈ８Ｏ２——丁酸——沸点 １６２° 熔点 —

Ｃ５Ｈ１０Ｏ２——戊酸——沸点 １７５° 熔点 —

等等，一直到Ｃ３０Ｈ６０Ｏ２三十烷酸，它到８０°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

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

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最纯

粹地表现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的量的地方，

例如在正烷属烃ＣｎＨ２ｎ＋２中：最低的是甲烷ＣＨ４，是气体；已知的最

高的是十六烷，，Ｃ１６Ｈ３４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２１°熔融，

在２７８°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ＣＨ２，即

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

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

０４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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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

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

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此外，除了杜林先生，

谁也不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

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

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空前未闻的罪行），那末

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而完全

弄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

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

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

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

写道：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

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

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８２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

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

拿破仑看来，要使存在于密集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的纪律的力量

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剑法较

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

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

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

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引用于骑兵战

术之中！

１４１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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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

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

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

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十六

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

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

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

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末这里正表现出黑格

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

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

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

黑格尔遁辞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 其实，马克思观念

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

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

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

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

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

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

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

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

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

２４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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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

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

统一，将占统治地位。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

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

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

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上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

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

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地，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

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

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

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

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

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

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

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８３

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

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

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

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

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５６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

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

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

３４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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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

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

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①８４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

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

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

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

创造和臆想。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本来有责任提出一个

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作得不合

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

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制造的东西硬

加给马克思。一个绝对不能作哪怕是例外的正确引证的人，自然

要对别人的“中国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作

正确的引证，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

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

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这样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

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

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

被称为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象我们在这里

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

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

其他绝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所

４４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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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

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

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

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

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

表尽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见，以便能够与之对立地更加得意地提出

“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

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切，那末就不得不得出

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迫使我们几乎作出假定，认为他在这里

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地——马克思的思想。

那末，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

７９１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五十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

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８５在资本主

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

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

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

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

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

手段。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的集中的生

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

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

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

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

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

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

５４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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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

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

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

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

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

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

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

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

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

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

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

要被剥夺了。”８６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观念的阿拉伯式花纹

在哪里呢？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

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杂

货摊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的交织——据杜林先生

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

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

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

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末这不是马克

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

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

６４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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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

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

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８７。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

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

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

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

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

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

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

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

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

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

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

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

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

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

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

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

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

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肯定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

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

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象在这里那样，要用

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末情况也不可能

７４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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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象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

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象莱布尼茨和他的

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

这些数学家身上引起的痉挛，正象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身上引

起的痉挛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一

定的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

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

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四十多岁，如果

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末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如此烦恼，它在

杜林先生看来，就象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

犯罪的作用，那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

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

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

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的垃圾，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

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

是，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

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

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

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

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

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

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谷

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

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塑性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

８４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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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

末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

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

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高了这种完善化。——象在大麦

粒那里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

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

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

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

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且是多次地结子、产

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

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

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

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

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

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

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

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的、然后再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

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

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

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机研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

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数，例如ａ，如果

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ａ（负ａ）。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

ａ乘－ａ，那末我们就得到＋ａ
２
，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数，但是已

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把正ａ自

９４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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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得出ａ
２
的办法得到同样的ａ

２
，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

被否定了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ａ
２
中，使得ａ

２
在任何情况下都

有两个平方根，即＋ａ和－ａ。要摆脱被否定了的否定，摆脱平方中

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

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

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总和

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

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ｘ和ｙ，两者之中有一

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ｘ和ｙ加

以微分，就是说，我把ｘ和ｙ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

论怎样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ｘ和ｙ除了它们那种没

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

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
ｄｙ
ｄｘ
，即ｘ和ｙ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

＝
０
０
，可是这

０
０
是
ｙ
ｘ
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

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确定的时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

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象它差不多二百年来根本没有妨碍过数

学一样。那末我不是除了否定ｘ和ｙ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做吗？但

是，我不是象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否定了它们，就不再顾及

它们了，而是根据适合于条件的方式否定了它们。这样，我在我面

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ｘ和ｙ，而是ｘ和ｙ的否定，即ｄｘ

和ｄｙ。现在我继续运算这些公式，把ｄｘ和ｄｙ当做实数——虽然

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

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ｘ和ｙ来代替ｄｘ

和ｄｙ，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

学和代数学也许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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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

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

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

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

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

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

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

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

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

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

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

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

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

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

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

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

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

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

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

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

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

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

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

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现实的

１５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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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

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务，也不能

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二十年的事。８８卢梭的

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

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

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伪造，所以

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

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Ａｌａｌｉ——没有语

言的原始人８９。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

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

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

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是表面上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

际上走向类的没落的步骤…… 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

起了这一巨大的革命〈把原始森林变为耕地，但是也由于私有制而引起了贫

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

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①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

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

争辩的事实，而且是整个国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

２５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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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

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所由出发之点

相遇①：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

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

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 暴力支持他，暴

力也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确的自然进程前进”。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

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

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

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

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

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

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１７５４年卢梭还不能

说黑格尔行话，那末，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十六年就已经深

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等等所侵

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学说肤浅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

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

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

状态，在《哲学教程》第２７１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２７９

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第一个否定。但

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

３５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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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否定的

否定，高级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躬亲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

行，这是一个有趣的、有益地扩展眼界的场面！

那末，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

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

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

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

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

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

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末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

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限于这种一般的论断，那只会

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如果愿

意的话，也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

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

我是用这一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

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

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

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

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ａ涂掉，我也就否定

了正数ａ，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

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

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

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

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

４５１ 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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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Ｏｍｎｉｓ 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 ｅｓｔ ｎｅｇａｔｉｏ，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
９０
再

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

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

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

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就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

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末我虽然完成

了第一个动作，却使第二个动作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

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

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

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应该学习的。仅仅

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

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

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

先写上ａ，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

玫瑰，那末，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

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

定，那末这就是正确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

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

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

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

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９１。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

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

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

５５１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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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

末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

件事，那末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

种数学，在那里，－ａｘ－ａ不等于＋ａ
２
，而微分和积分则在严刑恐吓

下被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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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结  论

我们现在结束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

想，我们将在考察杜林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再来

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

诺言呢？一个也没有。“现实的、因此也就是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

为目标的哲学的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

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

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

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毫不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

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

的逻辑学一样地迷信于：这些应当被“运用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形

式”或逻辑范畴，在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

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以“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为出发点

的天体演化学，这种状态只有通过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

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

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

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

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作“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否定，

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

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

面证明它的无知，这种无知，自从人们不再回避通俗科学演讲以

７５１十四、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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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即使在有教养的等级的少女中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

法的领域中，现实哲学对卢梭的庸俗化，并不比前面对黑格尔的肤

浅化更好一点；在法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尽了一切努力要人们相

信相反的东西，还是表现了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

很少见的无知。“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律

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的实施范围相吻合的真实的地平线。对

于这种哲学答允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向我们揭

示的“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正象我

们仍然在等待着“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的基础”一样。这位

在思维方式上“排除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哲学

家，不仅在主观上被他的已经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被他的狭隘

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所限制，而且甚

至被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所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

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

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

“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

林先生一手制造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

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９２，充满了

庸人气味，这充分说明了他对歌德的浮士德的愤怒。诚然，歌德把

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作主角，这是

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

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

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

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

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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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

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

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

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

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

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但是是谁

呢？

９５１十四、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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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

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

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

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

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

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

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

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

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

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

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

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

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

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

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

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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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

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

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

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

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

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

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

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

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

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

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

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

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

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各自所由发展的历史前

提，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

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

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劳役农民，资本家和雇

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

是什么前提，相反地，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

瓦解。——在至今只存在自然经济或主要存在自然经济的国家

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以前的分配中的或慢或快的变

革相联系，就是说，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

增长了。——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

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正如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贷制度以及与

１６１一、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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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必然要产生他们一

样。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

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

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

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

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

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

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

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

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

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

方式和交换方式愈是活跃，愈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

愈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到现在为止的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

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开始解体

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

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三百年，而且只

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一百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

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

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

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

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

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当一种生产

２６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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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

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

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

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

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

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

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

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

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

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

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

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

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

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

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

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

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

怒出诗人９３，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

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

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

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

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

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

济学尚有待于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

３６１一、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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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

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

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

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

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

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

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

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愈来

愈少但是愈来愈富的资本家和人数愈来愈多而总的说来处境愈来

愈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

力，正在等待着为了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

保证而且是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和自

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

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

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

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

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

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

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

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

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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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

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①，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

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

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

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

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

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

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

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

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象在自然

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十八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

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

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按照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

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

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

此，如果我们做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

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

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

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伸出作为社

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做最后

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

以谈得简单些。

５６１一、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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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在第２页上
９４
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

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

是依据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

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我们已经

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象熄灭一根在冒烟的蜡烛一样①。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

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

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

切的规定——这是它们的结果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分派形式而获得的

——去研究它们。象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

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做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

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框，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框里才能

显示其作用”。

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象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

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

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翻译

成拙劣的社会主义语言以外②，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

西，而比它好得多的译文，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

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见得更

好一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

６６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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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

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

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

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

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绝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往下，我们听说，

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为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

外，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

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

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达到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

都属于生产。

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

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

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

近五十年来所经历的巨大发展；他书中以下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

点。还不止于此。他既然把生产和交换干脆笼统地称为生产，他也

就把分配放在生产旁边，作为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处于

局外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

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

前提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

可以确实地推断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

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愿意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

“确立的”原则，他就不能不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

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中的时候。在分配

巧妙地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

７６１一、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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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了。

同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

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

“一个人，如果被设想为孤独的，或者换句话说，被设想为同其他人没有

任何联系的，那末这个人是不能有什么责任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义务，

只有志愿。”

可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被设想为孤独的人，除了天堂里的不幸

的“原始犹太人亚当”——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罪恶，因为他没有任

何犯罪的可能，——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但是，连这位现实哲学

的亚当也是要犯原罪的。在这位亚当之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虽不

是卷发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亚当。于是亚当立即有了责任，而

且……破坏了这个责任。他不是把这位兄弟当做有平等权利的人

拥抱于怀，而是迫使他服从自己的统治，对他进行奴役——而世界

全部历史直到今天吃够了这第一次犯罪的后果的苦，奴役别人的

原罪的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这历史连三分钱也不值。

顺便说说，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称为原罪和赎

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末关于他的同一故事的

最新版本，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赎罪，用爬虫报刊９５的话来

说，我们将来还要作“详细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宁愿选择古代闪

米特部落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值得花费

力量走出无罪状态的，让杜林先生去享受那种用两个男人来编造

他的原罪故事的无比光荣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把原罪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关于鲁滨逊的观念，无论如何可以作为生产概念的一个合适的思维模

式，他凭自己的力量孤独地对抗自然界，而且不和任何人共有某种东西……

８６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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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同样合乎目的的，

这两个人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他们显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互相商定他们应

得的份额。为了十分严格地阐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并且从胚胎状态、从

它们的逻辑必然性去研究它们的规律，除了这种简单的二元论，的确不需要

更多的东西…… 在这里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

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于是这一方被迫作为奴隶或单

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服役，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 在平等状态

和渺小无用状态为一方，同全智全能和单独积极参加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

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它们为世界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所充实。在这里本质

的先决条件是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要有一个全面的考察”

……

而最后整个分配就转变为某种

“经济上的分配权”。

现在杜林先生终于又脚踏实地了。他可以同他那两个男人手

挽着手向当代挑战了９６。可是在这三个人的后面还站着一个无名

氏。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

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

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

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

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

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

２版第２２７页）９７

这样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现在为止的一切生产形式（就它们

运动于阶级对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剥削形式是什么，在此以

后，他只要使用他那两个男人，就可以把现实经济学的根本性基础

９６１一、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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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推行这一“创造体系的思想”。超出维

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就是要点。

在这里叫做鲁滨逊的亚当强迫他的第二个亚当即星期五拚命做

工。但是为什么星期五工作得比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还要多呢？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一步一步地找到解答。可是对于这

两个男人说来，这太烦琐了。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鲁滨逊“压服”

星期五，迫使他“作为奴隶或工具来从事经济的服役”，把他“也只

是作为工具”来养活。杜林先生用这个最新的“创造性的说法”，收

到了一举两得之效。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到现在为止的各种分

配形式，它们的差别和它们的原因：它们简直全都毫无用处，它们

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等再谈。第

二，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

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

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就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而只要

随便宣布一下，他就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

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可是杜

林先生认为是正义的方式绝不是不变的，所以就远不是真正的真

理了，因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来“是根本不变的”。杜林

先生在１８６８年就断定（《我的社会条陈的命运》）：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显著的特点是任何高度文明的倾向，现代发展的实

质和前途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权利和统治范围的混淆。”

其次，他绝不能看到，

“雇佣劳动向另一种谋生形式的转变，怎样能够在某一时候符合于人类

本性的规律，符合于社会机体的自然必要的构造”９８。

这样，在１８６８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自然必要的，因而是正

０７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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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在１８７６年
９９
：两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夺”的结果，因而是不正

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如此突飞猛进的天才几年以后会

认为什么东西是道德的和正义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

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

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鸿

遍野和酒肉生活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

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不正义的，而且正义总有一

天定要胜利，那我们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梦想千年王国

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

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

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

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

呼声，在１８３０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阶级的冷遇，现在却得

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

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

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

且确信能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

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

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

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

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

大工业在资产阶级中造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

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

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权力之

１７１一、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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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象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

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

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

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

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

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

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

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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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 力 论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对经济权利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如此肯定，同

时又是如此独特，因此，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

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

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

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

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第二等的作用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

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

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

“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

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 只要人们把政治分派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目的的

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末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

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

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它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被简

简单单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在

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试图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即使

论据象乌莓子一样便宜１００，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事

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了。这是一

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由于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

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灌注了非正义

的原罪，而且灌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在往后的时期中只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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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来，并“变为更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由于直到现在还通行的

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同样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础，所以很

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

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

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如此“独特”。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

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

而且这种观念是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如此之少

的主要原因，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

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

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１０１所动摇；在这里，

“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

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

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还是远未达

到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

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地，我们

看到，星期五“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服役，而

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

五为鲁滨逊做工。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

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

逊为使他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

了杜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分派

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

的手段”，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将怎样同他的主人和师傅杜

林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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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

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

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

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因此，上述例子证明

了同它所要证明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

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

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

（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么为“达

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分派。只有象杜林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设

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第二等的作用”，或者，统治的资产阶级和

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分派是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存

在，而不是为了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榨取利润和积累资

本而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

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

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

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

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

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

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

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

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

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

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

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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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地方的奴隶数目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

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１０２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

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

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

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在不象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

地区，奴隶制不须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

算。

如果说，杜林先生这样一来就把现代的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

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们使用天

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去从事奴隶的劳役”——

那末，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

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

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还要掌握用来维持

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拥有一定

的超过中等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

很清楚，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从而可以依靠暴力，但是这决

不是必需的。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

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

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

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

地人进行交换时，它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愈是采取商

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自己消费的部分愈小，为交换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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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部分愈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

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

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

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

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

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象目前在摩塞尔河地区

和霍赫瓦尔特地区还在进行的对“农户公社”的公有耕地的分配一

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

之，对自己是有利的。１０３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象在克尔特人、日耳

曼人中以及印度旁遮普地方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所发生的那样，

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在私有财产形成

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

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

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很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

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

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

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

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

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

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

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

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

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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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等价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外表上是交换，因为，第

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

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

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

……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

…… 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

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

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为

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１０４。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

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

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

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

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

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

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

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基于暴

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

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

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末，现代资产阶级就应当不是在反

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

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

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统治的封建贵族缴纳贡税，它由各种各

样的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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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

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

产阶级化，并行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

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

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

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

济上的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

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

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

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

是，自从政治上还没有力量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

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

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

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情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态

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市

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

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作为对这些已经消失了的职能的

报酬。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

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

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

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市民等级的

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

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

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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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情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

政治和法律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使资产阶级已经接近

贵族在１７８９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愈来愈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

西，而且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象旧时的贵族一

样，日益成为一个只会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用任何暴力的戏

法，而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

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

这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的意志和

愿望背道而驰地实现了；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领导，

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

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情况”免于崩

溃，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

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

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

改造那些“第二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

而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

济效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

界上消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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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力论（续）

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

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

的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

出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

获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实弹的手

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

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鲁

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实质上只存在于儿童游戏室

而不存在于科学中。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

实地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式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

戏的范围中兜圈子，那末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总之，手枪战

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当明了，暴力不是单

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

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

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

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

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

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

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

１８１三、暴力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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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

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１０５同样遗憾地知道，这

也不会时常奏效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

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

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

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

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

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

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

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①

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

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火药和火器的

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或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

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

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

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

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

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

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

发展，步兵和炮兵愈来愈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

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２８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①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最初的手稿中，以下的六段文字原来不是这样，而是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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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的改善进行得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

部分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三百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

步兵的枪。只是在十八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

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

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

招募来的，他们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

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兵士

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

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

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

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

还是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七十五步）行进的；战斗队形的变换在

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

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

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象雇佣

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不象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以线式队形在

平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

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见又不

能接近的敌人所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

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

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群众，以全民武

３８１三、暴力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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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

群众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兵力

众多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群已经不够了；必须找

出一种形式来使用群众，这种形式就是纵队。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

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整齐地运动，甚至行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

一百步或一百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

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

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

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成横队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

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横队时为止。这种新

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

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

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

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

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

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１７７７年法国采用

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

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

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被局限于一种强迫征兵制

（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

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

度１０６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当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

在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６０年造成并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

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

４８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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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１８６６年的胜利
１０７
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在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初次交锋时都使用了后装线膛枪，而

且实质上都是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作战的。只是

普鲁士人企图把连纵队当做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

但是，当８月１８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１０８认真地试用连纵队

时，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在不到两小时内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

兵力（一百七十六名军官和五千一百一十四名兵士），从那时起，连

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摈弃了；以后把

任何密集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在普军

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

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

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

动形式。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

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

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具有同以前一切战争完全不同的

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如此完善，以致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

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

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

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末，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说来都多

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

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

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

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

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

５８１三、暴力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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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

己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

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愈来愈加速财政的

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愈来愈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

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

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

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

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

展的辩证法而灭亡。社会主义将毫无差错地完成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所无力完成的事业，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

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说，它没有能够给予劳动群众一种内

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

主义以及和它一起的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

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

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

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只有象美

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由于纯经济

的原因曾经是猎人，正象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现在由于纯经

济的原因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一样，他们不再在原

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更干练地在投机场上进行散兵战，在那

里他们也广泛采取这种做法来使用群众。——只有象在经济上解

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

群众性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

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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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逐步地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

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

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

战争的进行对自己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

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够向杜林先生

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

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

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末他除了挨揍之外是

不会得到什么的①。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末仅仅在最近二十年中

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１１０时，军舰只

是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舰船，装有六十到一百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

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辅助作用。它的

主要装备有约重五十德担②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九十五

德担的六十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

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

能损伤的奇物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四英

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

装甲每加厚一英寸，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很容易地打穿它。这样，

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十、十二、十四和二十四英寸厚的装甲

（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三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二

７８１三、暴力论（续）

①

② 一德担等于五十公斤。——译者注

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内，人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总参谋部的上尉麦克

斯·耶恩斯先生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指出：“军事的基础首先就是人民的经

济生活状况。”（１８７６年４月２０日《科伦日报》第３版）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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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三十五、八十甚至一百吨（每吨二十德担）重的线膛炮，能把

三百、四百、一千七百直到二千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

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八千到

九千吨的排水量，有六千到八千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

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

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它的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

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调整炮向、装填弹

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

的）等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

以致军舰现在差不多常常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

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

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

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

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

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

菲尔德制造的；在欧洲能够独自制造最重的火炮的三个钢铁厂，有

两个（乌里治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另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

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所说的作为“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

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情况支配的；不仅海

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管理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

业的一个部门。事情成了这样：再没有谁象“暴力”即国家那样感到

苦恼的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象以前建立一整个小舰

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亲自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

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象杜林一样，

由于“经济情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直接暴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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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感到不满。而我们却不然，我们看到，在装甲和

火炮之间的竞赛中，军舰达到这样的技术的高峰，以致它造价昂贵

又不适于战争①；我们看到，由于这种竞赛在海战领域里也揭示了

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

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己的发展而趋于灭亡，——在这个时候，我

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感到苦恼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

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这

是决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

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

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

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

矿。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最近的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

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

力”去消灭所有为经济情况所驱使的装甲舰队吧。

９８１三、暴力论（续）

① 大工业供海战之用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是要实现这一点；最小

的鱼雷艇将因此要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厉害。（此外，请读者记住，上述的东

西是在１８７８年写的。）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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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暴力论（续完）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

通过对人的统治才进行的〈进行统治！〉。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

事某种形式的奴隶的服役或劳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大面积的地产的

经营都是不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

济的统治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同时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

者的统治，怎么能设想大地主呢？一个人的力量，最多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的

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过去和现在能有什么意义呢？使用土地或

者把对土地的经济统治扩展到超出个别人的天然力量的范围，这在到目前为

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权以前，或者正

在这个时候，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役减轻

了…… 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统治所指挥

的雇佣劳动制。因此，表现为对大规模土地的支配和〈！〉大土地的占有的现代

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都是以这种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不言而喻，分配的

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

隶属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展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

本身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做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微变形的

遗物才能理解和说明。”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论题：（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

证明：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

被奴役者来进行的。

证明的证明：如果没有被奴役者，怎么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

因为没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属只能够耕种他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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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的极小一部分。

因此：为了证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须事先奴役别人，杜林先

生直截了当地把“自然界”转变为“大面积的地产”，并且把这个地

产——不知是谁的——又立即转变为大地主的财产，没有被奴役

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种他的土地的。

第一、“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对自

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

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那末，问题就

在于：这个地产是属于谁的呢？我们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

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这里也以他惯用的、被他

称为“自然辩证法”１１２的那种变戏法的手腕把大地主塞了进

来，——而是土地公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

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最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

行的，同时，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

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而森林和牧场总是公用

的。所有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无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

完全不知道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即整个德意志法的基

础的划时代的著作１１３，同时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

的影响而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

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土地公

有的存在和崩溃的各种形式。——杜林先生的这种无知，又一次

说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

的特点。正如杜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自己所获

得的全部无知”１１４一样——这种无知是非常惊人的，他在德意志法

１９１四、暴力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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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中所获得的无知还要惊人得多。这个人对大学教授的狭隘

眼界如此激怒，而他现在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具有的最多也不

过是二十年前大学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

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在整个东方，公社或

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

关于这一点，杜林先生尽可以向英国的法学家请教，他们曾在印度

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象已去世的邦君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

瓦尔得１１５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守夜者？”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土耳其

人才在被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希腊

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的划分而进入历史，这种等级划分

本身显然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但是就在

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

部落首领的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

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

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

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１１６。在中世纪，农民

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方面），至于农

民是否必须向某个封建主缴纳贡赋，缴纳什么，这对于目前的问题

是无关紧要的。弗里西安、下萨克森、佛来米和下莱茵的移民耕种

了从斯拉夫人那里夺来的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他们作为自由农来

进行耕作，缴纳很低的赋税，但他们绝不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劳役”

之下。——在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

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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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愈来

愈往西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

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总之，除了气候使欧洲人无法从事农业劳

动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隶或劳役制农奴来征服

自然界和开垦土地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相反地，在古代

出现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们不是把荒地变为可耕的土

地，而是把农民已经开垦的土地变为牧场，把人赶走，使整片整片

的土地荒芜。只是在近代，自从比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价以来，

特别是自从农艺学的发展使坏的土地也较能适于耕种以来，大地

产占有者才开始大规模地加入荒地和牧场的开垦，而这主要是通

过夺取农民的公地进行的，在英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这样。但这

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过程。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

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

它变成单纯打猎的围场。

这里我们只是涉及杜林先生的下述论断：大面积的土地、因而

实际上是差不多全部耕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

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既不

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时代，有多

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或为依附农所耕种（如

中世纪以来的劳役田庄），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个时代

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

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

关于这幅图，不知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加值得赞

叹，——然后就得意洋洋地高呼：

３９１四、暴力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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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分配的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

以说明！”

通过这种方式，他自然用不着费力再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

本的产生。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

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

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和奴役的

种种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末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党

宣言》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正是在于如何说明

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

力”这一个词来回答，那末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

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

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

论的荒谬性。因此，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还有待说明。

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

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

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

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

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

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

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

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

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

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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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

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

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

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

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

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

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

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

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这

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

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

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

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

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

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尔特

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

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在

这里，问题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

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

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

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

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文明

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

现在，由于经常发生饥荒，他们最后才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

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那

５９１四、暴力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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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

的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

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

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制已经让位给各个

家族的小块土地耕作制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

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

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

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

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

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

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

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

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

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

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

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

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

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

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

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

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

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

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

６９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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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

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

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

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

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

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

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

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

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

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

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

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

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

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

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

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

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

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

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

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

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

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７９１四、暴力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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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

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

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

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

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

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

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

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

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

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

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

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

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嗤之

以鼻，那他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

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变

形和稍微减轻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

律）去加以说明，那末这种论断，或者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

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而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

的，——或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说，雇佣劳

动只能被解释为吃人制度的稍微减轻的形式，这种吃人制度，现在

到处都已经证实是利用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

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

８９１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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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

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

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

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

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

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

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

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

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

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

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

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

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

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

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

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

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

命。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与此相

联的经济制度单纯地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８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１１７，却

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

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或者为什么更加强暴得

９９１四、暴力论（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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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俄国沙皇①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从西欧的“经

济情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

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

为原罪沾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

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

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１１８；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

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

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

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

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

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

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

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

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

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

００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① 亚历山大二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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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价 值 论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到十九世

纪初已经再版了三十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

城市和农村传播、摊派这本书，并且普遍地把它作为教科书介绍给

国民小学。这本书就是罗霍夫的《儿童之友》１１９。它的目的在于教育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

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的人间

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

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国内流行的启蒙

方式进行的。他们怀着这个目的开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自然界安

排得这样巧妙，以致人们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命

运让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用艰辛的劳动去给自己的膳食增添滋

味，而不象富足的懒汉那样苦于消化不良、胆阻塞或便秘，勉勉强

强地吞咽最精细的美食，这该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感到多么幸福啊。

老罗霍夫认为对当时的萨克森农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谈，

现在杜林先生却在他的《教程》第１４页和以后几页上当作最新的

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性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人的需要这种东西，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并且就它的增加来看是有限

度的，只有不自然状态才能在一个时期内超越这种限度，直到由这种不自然

状态产生厌恶、厌世、衰老，成为社会上的残废，以至最后老死…… 纯为享

乐而无更远的认真的目的的游戏，很快就使人厌倦，或者用与此相当的话来

１０２五、价 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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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使人丧失一切感觉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实际的劳动，是健康人

的社会的自然规律…… 如果本能和需要没有平衡力，那末它们甚至难以造

成儿童式的存在，更不用说历史地逐渐上升的生活发展了。如果不经过努力

而完全得到满足，那末本能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

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复

时为止……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冲动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

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如此等

等。

可以看到，可尊敬的罗霍夫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

那里庆祝它们的一百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

学的“共同社会体系”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呢！

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应用

数学的方法，首先就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系

列定义１２０。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时就可以使借助定义

证明的论点，已有一部分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这样，我们首先看

到，

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做财富，而财富，正象它直到现在真

正地在世界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象它的支配范围被扩大的那样，总是“对人

和物的经济权力”。

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

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

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

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

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

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对购买价格的支配，对奴隶的生活

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大

２０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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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

条件。现在，甚至六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到，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

借助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

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要对财富下这种错误的定义呢？为什么

他要扯断存在于直到目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的事实上的联系呢？

为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领域中来。对物的支配完全

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

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所以他又可以采取勇敢的步骤，立即以他

心爱的暴力去解释这种支配。财富作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夺”，于

是，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１２１的更

坏的翻版。

这样，我们就幸运地从生产和分配这两个主要的观点来看财

富了：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的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

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的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

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

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消灭

掉。在写关于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

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

在财富之后，对价值所下的定义如下：

“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成果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适合于

“价格或其他任何一种等价物的名称，如工资”。

换句话说：价值就是价格。或者，为了对杜林不作任何不公平

的事情，并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来复述他的定义的荒谬，倒不如说：

价值是各种价格。因为他在第１９页上说：

“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价值的各种价格”，

３０２五、价 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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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自己规定，同一价值有极其不同的价格，因而也有同样多的

不同的价值。如果黑格尔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许会上吊的。即使他

把全部神学都用上，也造不出这样一种价值，它本身所具有的不同

价值同它所具有的不同价格一样多。必须是正好具备杜林先生那

样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这样的解释来为经济学奠立新的更

加深刻的基础：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除了一个是以货币来表现，另

一个不是以货币来表现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区别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更不知道价值是由什么决

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一般说来，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价值的各种价格所依据的比较和估价

的基本规律，首先存在于纯生产的领域中，而与分配无关，分配只给价值概念

带来第二要素。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用以创造物品的种种努力遇到或大或

小的障碍，因而迫使它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这些障碍也决定……或大

或小的价值”；而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条件对创造的抵抗来估价的…… 我

们在它们〈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的价值和一

种特殊的价值量存在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就是：一个劳动产品

的价值是由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一点，即

使没有杜林先生，我们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

而偏要神谕式地歪曲这个事实。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

（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力量的多少，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

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

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我们的某个人要是制造对于别人没

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末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

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机器生产这种物品却比

他制造的便宜二十倍，那末他所投入的力量的二十分之十九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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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造成任何价值，也没有造成一种特殊的价值量。

其次，如果把创造积极的产品的生产劳动转变为对抵抗的纯

消极的克服，那末事情就完全被歪曲了。这样一来，为了要得到一

件汗衫，我们必须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种子对播种和生长

的抵抗，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对采摘、包装和运送等的抵抗，再

次要克服棉花对开包、梳刷和纺的抵抗，以后是棉纱对织的抵抗，

棉布对漂白和缝纫的抵抗，最后是做好的汗衫对穿着的抵抗。

所有这些幼稚的颠倒和歪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借助

“抵抗”从“生产价值”，从这个真正的、但直到现在仅仅是理想的价

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在已往的历史中唯一适用的“分配价

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抵抗……还有另一种纯社会的障碍…… 在人和

自然界之间出现一种阻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旧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

孤立的人对自然界是自由的…… 只要我们想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手持利

剑，占据通向自然界和自然富源的入口，要求某种形式的入门费，那情况就不

同了。这第二个人……仿佛征收另一个人的税，所以他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的

原因：经过努力而创造出来的价值，能够比没有这种政治障碍和社会障碍而

创造或生产出来的价值大…… 这种人为地提高的物品价值的特殊形式是

极其多样的，这种提高自然要以劳动价值的相对压低作为它的伴随物……因

此，一开始就想把价值看做本来意义上的等价物，即同等价值的东西，或看做

根据劳动成果与对等的劳动成果相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幻

想…… 相反地，正确的价值论的特征将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最一般的估

价理由，是不会和建立在强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估价形式相吻合的。这种特

殊的估价形式随着社会制度而变更，而真正的经济价值只能是按对自然的关

系来计量的生产价值，所以它只随着自然性质的和技术性质的纯粹的生产障

碍而变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一个物品的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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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

出来的附加税。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垄断价格。如果

现在一切商品，按照这种价值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垄断价格，那末

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者每个作为买主的人重新丧失他作为

卖主时所获得的东西；价格虽然在名义上改变了，但是实际上——

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保持不变；一切还是照旧，而有名的分配

价值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

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

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偿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

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

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我们来看看有名的“分配价值”的几个例子吧。在第１３５

页和以后几页上写道：

“由于个人竞争而产生的价格的形式，也可以看做经济分配和相互征税

的形式…… 试设想，某种必需的商品的储存突然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在卖

主方面就得到进行剥削的非常大的权力…… 特别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

必需的商品的供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断的时候，可以看到，价格是怎

样猛升暴涨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存在着任意提高价

格的实际垄断，例如铁路、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和煤气公司等。

存在着这种垄断性的剥削现象，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不把这

种情况所造成的垄断价格看做例外和特殊情况，而恰恰把它看做

现在通行的确定价值的办法的典型例子，这倒是新鲜事。生活资料

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说：到一个被围困的、供应

中断的城市去调查一番吧！竞争怎样影响市场价格的确定呢？去

问垄断吧，它会告诉你们的！

此外，即使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现手持利剑、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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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垄断背后的人。相反地，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剑的人，即

司令官，在执行自己的职务的时候总是很快地结束这种垄断，并且

没收垄断者的存货，拿来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剑的人企图

制造“分配价值”，就总是要招致事业的失败和金钱的损失。荷兰人

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毁灭。曾经存在过的

两个最强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

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俄国政府几年来都在努力提

高俄国纸币在伦敦的牌价，这种牌价是由于在俄国不断发

行不兑现的银行券而压低的，现在它却同样不断地在伦敦购买

期票寄往俄国来达到提高的目的。它在几年之间为了实现这个心

愿花费了六千万卢布，而现在卢布还不值两马克，而不是超过三马

克。如果利剑具有杜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末，为什么没有

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强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

强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在世界市场上发号施令的利

剑在什么地方呢？

其次，杜林先生认为“分配价值”还有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这种

形式，“分配价值”促成了在不付出对等劳动成果的条件下可以

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种形式就是财产的赁金，即地租和资

本利润。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能够说明，这是我们所

得知的关于有名的“分配价值”的一切。——是一切吗？还不完全

是一切。请听：

“尽管在生产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认识方面表现出双重的观点，但是总有

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这就是由以形成一切价值、因而用以计量一切价

值的那种对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费，而最简单的单位是最粗浅意

义上的人力。后者归结为生存的时间，而生存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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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上的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产物品的权力，或者用

更平常的话来说，在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产价值的劳动成果或物品互

相交换的地方，分配价值或占有价值才纯粹地或绝对地存在。在每种价值表

现中，因而也在那种通过分配而不是付出对等劳动成果被占有的价值组成部

分中，所表明和表现的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力的花费，人力……体现于……每

个商品之中。”

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商品中

所体现的人力的花费来计量，那末，分配价值、加价、赋税的征收，

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诉我们，即使非生产物品，即不

能有真正价值的物品，也能够获得分配价值，并同生产出来的具有

价值的物品相交换。但是，他同时又说，一切价值，因而也包括纯粹

的和绝对的分配价值，都在于其中所体现的力的花费。在这里，可

惜我们没有听到，力的花费怎样体现在非生产物品中。无论如何，

在所有这些关于价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似乎终于有一点清楚地

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分配价值，因社会地位的关系而强加于商品

加价，借助于利剑而逼出来的税，又都是虚无；商品的价值是完全

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正如一般所说的，是由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

动决定的。可见，除地租和几种垄断价格外，杜林先生所说的不就

是被他痛骂过的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论好久以前远为明确而清

楚地说过的意见吗？只是他说得很混乱，很模糊而已。

他说了这些，同时也说了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

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

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

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粗笨的方式

也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以后又继续说：

８０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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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归结为生存的时间，而生存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

上的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

这里且不说纯粹由于标新立异的欲望而引起的劳动时间（在

这里，问题只涉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这种生存时间，直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创造过或计量过价值）的混淆。也不说这种生存时间的

“自我维持”所应当引起的“共同社会的”假象；在世界已经存在和

继续存在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象下面这样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自

己消费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料。如果我们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经

济学的精确的语言来表达的，那末上述句子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就

是有这样的意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

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

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就

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这样我们终于遇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说的东西。按照庸俗经

济学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

凯里反对这种意见，而“提出这样的真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再生产费

用决定价值”（《批判史》第４０１页）。

这种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说；这

里仅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由工资和资本利润构成的。工资

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费”，是生产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

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捐税或加价，是分配价

值。这样，杜林价值论的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

谐的明白见解了。

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还常常和劳动

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意见就被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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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正

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

意见，并且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比较高的工资、禁欲的报酬

（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工资等

等。杜林先生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宣布利润是掠夺。换

句话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

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

值。二者存亡与共。

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工人所生产和他所花费

的，正象机器所生产的和它所花费的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工人在

一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

这个工作日内必需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

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这些生活资料中，按照劳动生

产率发展的程度，可以体现出三小时、四小时或七小时的劳

动时间。如果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七小时的劳

动，那末根据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就应当说：

十二小时的产品具有七小时的产品价值，十二小时等于七小时，或

１２＝７。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农业工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

系之中，在一年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谷物，比如说二十公石小麦。

他在这一年内消费了相当于十五公石小麦的价值。这样，二十公石

小麦就具有了和十五公石的小麦一样的价值，并且这是在同一市

场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换句话说，２０＝１５。而

这还叫做经济学！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

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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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

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

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

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

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

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

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生产基

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

支配中夺过来，并且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公共财产，这样才真

正把它们变成社会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

劳动的维持费用决定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由工资决定

的。这样，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

这样，资本家阶级对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假定维持一个工人生活的费用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是每天三马

克。这样，根据上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工人每天的产品就具有三

马克的价值。现在我们假定，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对这一产品加

上了利润，即加上一马克的税，把它卖了四马克。其他资本家也这

样做。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每日的生活费就不再是三马克，而是也

需要四马克。因为一切其他条件都是假定不变的，所以以生活资料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应该是不变的，所以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工资就不得不增加，从每天三马克增加到四马克。资本家以利

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

人阶级。我们绝对没有前进一步：如果工资决定价值，那末资本家

对工人的任何剥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产品剩余的形成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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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价

值。而因为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价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资本家究

竟靠什么来生活。如果生产超出消费而形成的这种剩余，这种生产

基金和后备基金终究存在，而且是在资本家手中，那末就只能有一

个解释：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活仅仅消费了商品的价值，而商品本

身却被留给资本家继续使用。

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

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

时把地租撇开），那末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

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而积累

起来的剩余组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

由劳动量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

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

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象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产品的

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

分。

附带说一下，李嘉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开始就说：

“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

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１２２

关于他这个伟大的发现，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整个经济

学《教程》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却用神谕式的语句否

定了这一发现：

“他〈李嘉图〉没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这比例中，工资可以是生活

需要的指针〈！〉）必定……也引起不等的价值关系！”

这句话，读者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是最保险的，是根本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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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它。

现在读者可以从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五种价值中选择自己

最喜欢的那一种了：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

造、其特点在于按照并非本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分配价

值，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

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

我们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３１２五、价 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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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杜林先生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只有小学生才会犯的很不象样

的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同时还包含着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

主义异教。

马克思的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它认为，劳动是一切价

值的原因，而劳动时间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对所谓熟练劳动的不同价值，应该

怎样去思考，这个观念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 的确，根据我们的理论，

也只有通过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自然成本，从而计量经济

物品的绝对价值；但是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应该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完

全相等的，只是必须注意到，在熟练劳动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个人劳动时间

上，还加上了别人的劳动时间……例如，所使用的工具。因此，事情并不象马

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

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象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不，不是这样，一

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例外地和原则地（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完

全等价的，对一个人的劳动，正象对任何成品一样，只要说明，在好象纯粹是

自己的劳动时间的耗费中可能隐藏着多少别人的劳动时间。无论是手工生产

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头脑本身（如果没有别人的劳动时间，这些东西是不

能得到专门的特性和劳动能力的），对理论的严格应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可是马克思先生在他的关于价值的议论中，总是不能摆脱熟练的劳动时间这

个在背后作怪的幽灵。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妨碍他在这方面采取

坚决的措施；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

动时间本身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象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在马克思的书上是

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并且作

４１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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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他接着又说，人的

劳动“是每个没有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

消耗……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

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

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

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

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

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

惯确定的”１２３。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的，首先仅仅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即关

于在一个私人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内由这些私人生产者按照私人

打算而生产出来并且被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的决定。因此，这里

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对价值”（无论它可能在什么地方存在

过），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通行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这

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是由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人的劳动来

创造和计量的，而人的劳动则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但是，

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许多种类的劳

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

知识的运用。这种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即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消

耗，是否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同一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

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

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复杂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

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

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

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５１２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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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这里陈述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

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是这样确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

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经济史中加以反驳；马克思的叙述是这样简

单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

的”。正因为他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清楚，他才错误地把商品价值（马

克思首先独自从事研究商品价值）看做只是把问题弄得更不清楚

的“自然成本”，甚至看做直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学上据我们所知还

根本没有通行过的“绝对价值”。但是，无论杜林先生把“自然成

本”理解为什么，无论在他的五种价值中哪一种有荣幸去代表“绝

对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而只

是说过商品价值；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

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

形态，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

杜林先生继续说：“因此，事情并不象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

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象

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不，不是这样，一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例外地和

原则地（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完全等价的。”

命运没有使杜林先生成为工厂主，因而他不必按照这个新规

则去估定他的商品的价值，也不必因此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这

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幸福。多么幸福！难道我们在这里还处于工厂

主的社会吗？绝对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绝对价值使

我们做了一次跳跃，翻了一个真正的空心斤斗，从现在的剥削者的

恶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来的经济公社，翻到平等和正义的纯洁的

太空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虽然

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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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有通过所耗费

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

时间应该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

例外地和原则地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

在，把这种激进的平均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的观念比较一

下，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

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

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

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

价，好象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马克思对上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这段话还作了一

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

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

值。”①１２４马克思在这里好象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

预防别人把他上面的见解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中对复杂劳动所付的

工资。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为满足，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马克思想

据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

基本原则，那末这种无耻的无事生非只有在专事诽谤的出版物里

才可以见到。

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等价学说。一切劳动时间，无论

是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还是建筑师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

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有一种价值。但是劳动是一切价

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

７１２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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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

人的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

且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

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会

炼金术士的头衔加于象圣西门、欧文、傅立叶这样的人。但是，当他

虚构劳动时间的即劳动的价值时，他证明了他自己还远不如真正

的炼金术士。现在让人们来判断杜林先生把下面这个论断强加于

马克思时所表现的勇敢吧，这个论断是：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

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劳动时间，从而劳动，都有一种价

值——其实正是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以及

为什么不能有任何价值！

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

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

何价值。有了这种认识，杜林先生从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那里继承

下来的、想把未来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当做一种比较高的工资来调

节的一切企图，就不能得逞。从这种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只

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

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

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

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

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

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

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

好的社会主义！

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所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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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那末这

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工

作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

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的

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这样一来，一切劳动的完全等价还剩下

些什么呢？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粹夸夸其谈的空话——这种空话的

经济基础无非是，杜林先生没有能力把价值由劳动来决定和价值

由工资来决定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剩下的只不过是敕令，即新经

济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工资应该相等！在这里，老

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曾经为他们的工资平等说举

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

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

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

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

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

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

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从这里顺便还得出一个实际结论：

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

的。１２５

９１２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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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

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企图提倡一种更专门的、辩证—历史的观念，这种

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据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

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十六世纪，即开始于假定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

界市场的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

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

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悟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

有了”——

在整整一页上，一直是这样喋喋不休……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

……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的意见……造成基础的薄弱”等等。

这样说来，好象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在十六世纪初由货币产生

的。这就等于说，金属货币是三千多年前由牲畜产生的，因为在以

前牲畜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承担过货币的职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

采取这样笨拙的和不恰当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过

程赖以进行的经济形式的分析中，货币是以最后的形式出现的。

“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①。资本在历

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

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 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

０２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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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

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

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１２６这又是马克思陈述的一个事

实。杜林先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说马克思认

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首先发现，

货币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的

形式是相反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

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东西。开始经营的资本家一开头

就买进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些，以便

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有所增加；马克思把

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

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

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

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赢利和亏损由于彼此交替地

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销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

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

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

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１２７

可是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因卖出贵于买

进，因占有剩余价值，而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发财致富。因此我们还

是回来谈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

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

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

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又怎样才能不断地

１２２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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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卖出贵于买进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

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

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

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转化为资本的那种货币的价值

的增加，不能由这种货币产生，也不能起源于购买，因为这种货币

在这里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由于我们假定相等的价

值互相交换，并不和商品的价值不同。根据同一理由，价值的增加

也不能由商品的出卖产生。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所购买的商

品中，但不是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中——因为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

买卖的，而是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中，就是说，价值的变化

一定是从商品的使用中产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

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

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

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

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①１２８如果说，正象我

们所看到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任何价值，那末关于劳动力就绝不

能这样说了。劳动力一旦变成商品（它现在事实上就是商品），就获

得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

产，从而也是再生产这种特殊交易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

的”１２９，就是说，是由劳动者为制造维持自己能劳动的状态和延续

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假定

２２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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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活资料代表每天六小时的劳动时间。我们的开始经营的资

本家为了经营企业而购买了劳动力，即雇用了一个工人，如果他付

给这个工人的货币也代表六小时的劳动，那末他付给这个工人的

就是他的劳动力的全部日价值。这个工人只要为这个开始经营的

资本家劳动了六小时，他就完全补偿了资本家的费用，即资本家所

支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可是货币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资本，也没有

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对于他所做的交易的性

质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六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二

十四小时内的生活，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工人在二十四小时中劳

动十二小时。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

两个不同的量。货币所有者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所以这一天的劳

动力的使用，即这一天的劳动，也就属于他了。劳动力被使用一天

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一倍，这对于买者是特别幸运

的，可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这对于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的。这

样，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消费掉货币所有者六小时劳动的价

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所有者提供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

货币所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六小时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

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

货币转化为资本。

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

价值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怎样才能产生，所以他就揭

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

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

但是，资本的这样产生有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货币所有者

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①
，这

３２２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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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

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

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

西。”１３０但是，以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为一方同以除自己的劳

动力外一无所有者为另一方的这种关系，绝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

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

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１３１而在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的

劳动者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现。但是由于这种情形，而且由

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从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形成，所以就产生了

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现存的大量动产必然要愈来愈多地转化

为资本，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愈

来愈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马克思的“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

种”，在这些观念中，“悟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

没有了”。试把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深刻的逻辑真理”、“精确学

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同这种“轻率的意见”比较一

下吧。

因此，关于资本，马克思“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

资料这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他倒是这样说的：一定的价值额，只

有在它利用自己造成剩余价值时，才变为资本。而杜林先生说的是

什么呢？

“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构成一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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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成果中的份额。”

无论这话又是说得多么玄妙和没有条理，但总有一点是肯定

的，就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可以永远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据

杜林先生本人说，它在未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未构

成剩余价值，或至少是未构成剩余产品时，不能成为资本。所以杜

林先生不仅自己犯了他谴责马克思所犯的不是指资本这个流行的

经济学概念的罪过，而且还犯了即使用高傲的字句也“掩饰不好

的”笨拙地剽窃马克思思想的罪过。

在第２６２页上，这一点发挥得更详细：

“社会意义上的资本〈非社会意义上的资本，还要杜林先生去发现〉，恰好

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差别；因为后者只具有技术的性质，并且在任何

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征则在于它那攫为己有和构成份额的社会力

量。诚然，社会的资本大部分不过是处于自己的社会职能中的技术性的生产

资料；但是这种职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强调了这样的“社会职

能”，唯有借助这种职能，一定的价值额才变成资本，那末确实“每

个注意研究问题的人都应该很快地就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

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乱”——但不象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

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而是清清楚楚地仅仅发生在杜林先生本人

的头脑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经忘了他在《教程》中是

多么经常地应用上述这个资本概念。

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他那即使以“清洗过的”形式从马

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资本的定义。他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玩弄概念和

历史的变态术”，同时他自己比较明白，这样做，除了“荒谬的观

念”、“轻率的意见”、“基础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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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社会职能”使它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只是因为

有了这种职能，它才和单纯的生产资料有所区别，这样的社会职能

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杜林先生说，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本性和生产资料的技术必要性”。

因此，这种职能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２６２页上向

我们重复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听过十次的东西，他用早已为人所

知的两个男人的冒险来说明资本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人在

历史的开端用暴力制服另一个人，从而把自己的生产资料

转化为资本。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承认一定价值额赖

以变成资本的那种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的开端，他还预言了这种职

能的历史结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历史地产生而又

历史地消失的现象，用一般人的话来说，习惯上就叫做“一个历史

阶段”。所以不仅在马克思看来，而且在杜林先生看来，资本都是一

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已经

置身于耶稣会教徒中了。即使两个人做同一件事，但终究各不相

同１３２。如果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那末这是荒谬的观念，

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里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

念运用一并没有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资本描写成一个历史阶段，

那末这是证明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和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

的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的资本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

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一部分

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

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

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１３３因此，剩余劳动

６２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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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被别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

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

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

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

的劳动者——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劳动者——来作

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劳动者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

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

只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才大规模地出现。

相反地，杜林先生把“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从而提

供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换

句话说，杜林先生剽窃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以便用它来消灭

一时不合他的意而同样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这样，在杜林

先生看来，不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隶经营的动产和不动

产，而且罗马帝国时代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

的财富，只要以某种方式为生产服务，毫无差别地都是资本。

这样，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

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概念”，而是指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

念甚至包含不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但是，那

种认为资本干脆就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观念也只是流

行于庸俗经济学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经济学之外，“已

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某一价值额之所以能成为资本，那只是

因为它产生了利润或利息，就是说，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又是

以剩余价值的这两个特定的具体形式去占有无偿劳动的剩余产

品。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束缚于这样一种看法：在正常条件下

用于生产或交换的任何价值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产生利润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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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这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利

润，或资本和利息，正象原因和结果、父亲和儿子、昨天和今天一样

地彼此不能分离，并处于同样的相互关系之中。只是在资本本身出

现的时候，在动产为了生产商品而剥削自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因

而愈来愈具有资本的职能的时候，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

个名词才出现，而采用这个名词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家民族，

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彻底分

析了现代资本所特有的占有形式，如果说他使资本的概念同这个

概念最后从中抽象出来并且赖以存在的历史事实协调一致，如果

说马克思因此使这个经济学概念摆脱了在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中

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还同它纠缠在一起的不清楚的和动摇

不定的观念，那末这正是马克思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

问题，这种科学性杜林先生口头上经常在讲，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我

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

事实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满足于先把

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斥责为“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

种”，然后自己又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他还把一切经济的权力

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的生产资料，因而也把

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为资本；但是这丝毫不

妨碍他在往后的叙述中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地产和地租同资本

和利润区别开来，而只把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这

些在他的《教程》第１５６页及以下各页上可以更详细地看到。杜林

先生同样可以先把马、牛、驴和狗也包括在“机车”这个名词之内

——因为人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拖运工具来行动，并且责备今天的

工程师，说他们把机车这个名词局限于现代的蒸汽机车，把它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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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阶段，造成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等

等；然后自己宣布，马、驴、牛和狗还是应该排除于“机车”这个名词

之外，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蒸汽机车。——因此，我们又不得不

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一切尖锐

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而荒谬的

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的意见和基础的薄弱，在

杜林先生那里却恰似繁花怒放。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荣誉仍然归于杜林先生，他发

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

历史在其周围旋转的轴心。这就是：

“暴力和劳动是在构成社会联系时应该估计在内的两个主要因素。”

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

常短，内容是：

      第一条 劳动进行生产。

      第二条 暴力进行分配。

“用人间的和德国的话来说”，杜林先生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

也就到此为止。

９２２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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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按照马克思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

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

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剩余价

值’，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包含着资本赢利。撇开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

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对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不谈，上述工作日所生产的任何剩余

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所得部分。所以工作日的延长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纯

粹靠压榨而得的赢利。”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无非就是人们

在通常的语言中叫做资本赢利或利润的东西。我们听听马克思本

人是怎样说的吧。在《资本论》第１９５页，剩余价值是由括在它后面

的括弧里的“利息、利润、地租”１３４这几个词来说明的。在第２１０页，

马克思举例说明七十一先令的剩余价值额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分配

形式：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二十一先令，地租二十八先令，农场主

的利润和利息二十二先令，剩余价值总计七十一先令。１３５在第５４２

页，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单纯地分析剩余

价值，就是说，没有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等去加以分

析”，因而把支配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同利润率的规律直接混淆起来

了；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以后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

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在一定情况下，不同

的剩余价值率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１３６在第５８７页，我们看

到：“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

０３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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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

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

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

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

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

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１３７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

同样的话。

再不能说得更清楚了。马克思一有机会就提醒读者注意，决不

要把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同利润或资本赢利相混淆，后者只是剩余

价值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常常甚至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如

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

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

的，那末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他一点也不懂，这样，对这本书

的主要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可需要极端的厚颜无耻才

行；或者是他都懂，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

再往下看：

“马克思先生对关于压榨的这种见解所怀有的恶毒仇恨，完全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不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中所表现的理论措词，也尽可以对

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性质表示更强烈的愤怒和更完全的承

认。”

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论上不正确的措词，激起他对压榨的

恶毒仇恨；这种本身是道德的情感，由于错误的“理论措词”而采取

了不道德的表现方式，它表现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恶毒。而杜

林先生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却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应的高尚性

质的道德情感，表现为一种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数量上还

１３２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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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恶毒仇恨的愤怒，一种更强烈的愤怒。当杜林先生这样沾沾自

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种更强烈的愤怒是从哪儿来的。

他继续说道：“这就产生了问题：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

远远高出（如上述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所指出的）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

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

找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在那里这个问题是绝不会提出来的。那里完

全没有认真地谈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奢侈性质，根本没有认识到带

有寄生状态的社会制度是白色奴隶制的最后基础。相反地，一切政治的社会

的事物，总是被认为应该由经济的事物来说明。”

但是，我们从前面所引证的几段话中已经看到，马克思根本没

有象杜林先生在这里所假定的那样断言，剩余产品在一切情况下

都被工业资本家即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价值出

卖。马克思明确地说，商业赢利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在现

有的前提下，只有当工厂主把自己的产品低于商品价值卖给商人，

因而让给商人一部分掠夺物时，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

生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在马克思那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这个

问题的合理提法是这样的：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成它的具体形式

——利润、利息、商业赢利、地租等等的呢？而马克思确实说过要在

第三卷中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资本论》第二

卷出版１３８，那末他目前就应该稍微仔细地读一读第一卷。这样，除

了已经引证过的几段以外，他还可以在例如第３２３页上读到，在马

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资本

的外部运动中表现出来，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个别资本家意识中

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的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

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然而直接感觉不到的运

动，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１３９；关于这方面，马克思举了一

２３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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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子来说明，一定的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

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杜林先生从这里已经可以知道，

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竞争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

一卷中的这些提示事实上就足以认识，至少大致上认识剩余价值

向它的具体形式的转化。

但是，对杜林先生来说，竞争正是理解的绝对障碍。他不能理

解，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自然生产费

用的价格出卖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这里的措词又

具有杜林先生所习惯的、实际上是轻浮的“严格”。在马克思那里，

剩余产品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生产费用，它是资本家不花一文钱得

到的一部分产品。所以，如果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要按照他的自然生

产费用出卖剩余产品，那末他们就应该把它赠送出去。但是我们不

在这种“细微的逻辑细节”上浪费时间。实际上，互相竞争的企业家

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劳动产品吗？根据

杜林先生的意见，

自然生产费用是“劳动或力量的支出，而这归根到底是可以用营养费用

来计量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自然生产费用是实际花费于原料、劳动资料

和工资上面的费用，它们不同于“赋税”、利润以及手持利剑逼出来

的附加税。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互相竞争的企

业家不是按照自然生产费用出卖他们的商品，而是还要算上并且

通常也获得所谓附加税，即利润。杜林先生以为，他只要提出这样

的问题，就可以象从前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墙１４０一样把马克思的

整个大厦吹倒，这个问题对杜林先生的经济理论来说也是存在着

的。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３３２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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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资本所有权，如果本身不同时包含着控制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

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被利用。这种暴力的产物就是资本赢

利，所以赢利的大小取决于这种统治施行的范围和强度…… 资本赢利是政

治的和社会的体制，它比竞争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

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企业家则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资本赢利的一定高度在

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是一种必需物。”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

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劳动产品。杜林先生这样无视

他的读者，竟用下面的话来搪塞他们：资本赢利凌驾于竞争之上，

就象普鲁士国王当时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样。普鲁士国王借以取得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们是知道的；资本赢利借以达到

比竞争更有力的目的的方法，正是杜林先生应该向我们说明的，但

是他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即使象他所说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作

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企业家则保持住自己的地位，情况也

绝不会有所改变。我们丝毫不能相信他的这种话：一定数量的人只

要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就因此保持住自己的

地位。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师傅、１７８９年的法国贵族都非常坚

决地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但是都没落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也曾

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然而非但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反而不得

不逃跑，后来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说在已经占统治地位

的经济方式中，资本赢利的一定高度是一种必需物，这同样不能使

我们满意，因为问题正是在于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丝毫没有进

一步接近目的，尽管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

“资本的支配是和土地的支配密切相关地增长起来的。一部分依附的农

村劳动者转入城市，变成手工业工人，最后变成工厂的材料。在地租之后，形

成了资本赢利，作为财产租金的第二种形式。”

４３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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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撇开这种论断的历史错误不谈，它终究只是一种空洞的

论断，只限于重复地肯定那正好应该加以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所以

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杜林先生无法回答他自己提出来的

问题，即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

用的价格出卖劳动产品，这就是说，他无法说明利润的形成。他只

能简单地发布命令，说资本赢利是暴力的产物，这的确和杜林的社

会宪法第二条完全一致，第二条说：暴力进行分配。这的确说得很

漂亮；但是现在“发生了问题”：暴力分配什么呢？必须有可分配的

东西，不然，甚至最强大的暴力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还是没有什

么可以分配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装入腰包的赢利是非常明显而

实在的东西。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如果杜林先生执

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暴力怎样夺取企业家的赢利，那末他对于暴

力从哪里夺取这种赢利的问题，总是以死一般的沉默来作为回答。

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

力。从虚无之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能产生利润。如果

说，资本所有权只要本身不同时包含着控制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

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被利用；那末，又发生了问

题：第一，资本是怎样获得这种暴力的——这一问题绝不能由上述

两三个历史论断得到解决；第二，这种暴力是怎样转化为资本增

殖，转化为利润的；第三，暴力是从哪里夺取这种利润的。

我们无论从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经济学，都不能前进一步。它

对于所有使它厌恶的事情，对于利润、地租、饥饿工资、工人的被奴

役等等，只用一个词来说明：暴力，而且始终是暴力，而杜林先生的

“更强烈的愤怒”也就化为对暴力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这

样以暴力为借口是一种腐朽的遁词，是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

５３２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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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第二，这种借口

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无法得到说明，这真是够精明的，因为不然的

话，这种借口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暴

力都起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各该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

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能否从这位铁石心肠的经济学的“更加

深刻的奠基者”那里找出其他有关利润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关于

工资的论述，或许能够有所得。在第１５８页上，他说：

“工资是维持劳动力的报酬，并且首先只是被当做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基

础来考察的。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可以设想一下最初在

历史上没有工资的情况下的地租和后来的资本赢利，即以奴隶制或依附农制

为基础的地租和资本赢利…… 必须养活的是奴隶或依附农，还是雇佣工

人，这只构成在负担生产费用的方式和方法上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因利用

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构成雇主的收入…… 由此可见……特别是主要的

对立——由于这种对立，一方面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租金，另一方面是无产的

雇佣劳动——不能仅仅从一方去找，而必须同时从双方去找。”

但是，财产租金，如我们在第１８８页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资本

赢利的共同表现。以后，在第１７４页上说：

“资本赢利的特征是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没有以某种

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受人支配的劳动的相关物，就不能设想资本赢利。”

在第１８３页上又说：

工资“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过是一般地必须保证工人维持生活和有可能延

续后代的报酬”。

最后在第１９５页上：

“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从一般生产能

力中〈！〉归于劳动的，必然是从财产收入中抽出来的。”

６３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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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先生使我们吃了一惊又一惊。在价值论和直到竞争论的

以后各章，包括竞争论在内，就是说，从第１页到第１５５页，商品价

格或价值分为：第一，自然生产费用或“生产价值”，即用于原料、劳

动资料和工资的费用；第二，附加税或“分配价值”，这是手持利剑

逼出来的落到垄断阶级手中的赋税，这种附加税，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实际上丝毫不能改变财富的分配，因为它一手夺得，另一手不

得不归还，而且就杜林先生关于它的起源和内容所作的说明看来，

这种附加税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虚无构成的。在以后

论述收入的种类的两章中，即从第１５６页到第２１７页，就再也不提

附加税了。反倒把每个劳动产品的价值，即每个商品的价值，分成

下列两部分：第一，生产费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资，第二，“因利

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它构成雇主的收入。这种纯收益具有

尽人皆知的、任何文饰和涂抹都不能掩盖的面目。“为了真正彻底

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读者把刚才从杜林先生那里引证的几

段话和以前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

价值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林先生在这里只是按照自己

的方式直接抄袭《资本论》。

杜林先生认识到，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奴隶制、依附

农制或雇佣劳动制的剩余劳动，都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统治阶级的

收入的源泉；这出自被人多次引证过的地方，即《资本论》第２７７

页：“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等等①。——构成“雇主的收

入”的“纯收益”，不是劳动产品超出工资部分的剩余，又是什么呢？

不管杜林先生怎样多余地把工资改称为报酬，他也还是认为，它一

７３２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① 见本卷第１６９、２２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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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地必须保证工人维持生活和有可能延续后代。马克思指出，资本

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多于再生产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所必

需的劳动，就是说，资本家使工人劳动的时间长于补偿那支付给工

人的工资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占有劳动力

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了再生产工人生活资料所必

需的时间的工作日的延长，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正是隐藏在

杜林先生的“劳动力的利用”后面的东西；而他的雇主的“纯收益”，

如果不表现为马克思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又能表现为什么呢？

除了表达不确切以外，杜林的财产租金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又有

什么区别呢？此外，财产租金这个名词是杜林先生从洛贝尔图斯那

里抄来的；洛贝尔图斯以一般的租金一词概括地租和资本租金或

资本赢利，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财产”一词①。为了使人不怀疑这

种剽窃行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在第十五章

（《资本论》第５３９页及以下各页）中所阐述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

余价值的量的变动的规律１４２：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

失，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的一个内容丰富的规

律化为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因为一定的量分为两部分，如果一部

分不减少，另外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杜林

先生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马克思的思想，通过这种方式，马克

思的阐述所确实具有的“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

性”就完全丧失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关于《资本论》

８３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① 甚至这个词也不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的。洛贝尔图斯说（《社会问题书简》第２

封信第５９页）：“根据这一〈他的〉理论，租金是不消耗自己的劳动、完全依靠某

种财产而获得的全部收入。”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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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出的惊人的喧嚣，特别是他以涉及剩余价值的那个著名问题

（这个问题他还是不提的好，因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扬起的尘土，

都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

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窃。杜林先生确实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读者，不

要研究“马克思先生称做资本的那个线球”，提防历史幻想和逻辑

幻想的杂种、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和遁辞等等。这位忠实的埃

卡尔特１４３警告德国青年提防维纳斯，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却悄

悄地把她从马克思的领域引到自己家里来了。我们恭贺他利用马

克思的劳动力而获得的这种纯收益，恭贺他在财产租金这个名称

下，霸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行为以独特的方式暴露了他执拗地

（在两版上都是这样重复）、错误地断定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仅仅理

解为利润或资本赢利的动机。

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话把杜林先生的贡献描述如

下：

“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使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

从事劳动的工作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

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财产

租金……〉撇开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对原料中的工作

时间不谈，上述工作日所产生的任何剩余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所得部分。

所以工作日的延长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纯粹靠压榨而得的赢利。〈杜林〉先生

对关于压榨的这种见解所怀有的恶毒仇恨，仅仅是可以理解的……”

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么又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

９３２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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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有最善良的愿望，却不能发现杜林先生

怎样在经济学领域内

“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不仅满足时代而且成为时代标准的体系”。

但是，我们在暴力论，在价值和资本那里所不能找到的东西，

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时，也许会非常

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正象他以惯有的新奇性和尖锐性所

说的：

“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在于越过那种好象处于静止状态的材料的单纯

记述和分类，而达到那生气勃勃的、说明结果的洞察力。所以，对规律的认识

是最完善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一个过程怎样为另一个过程所制约。”

一切经济的第一个自然规律果然立刻就被杜林先生发现了。

亚当·斯密“不仅令人惊奇地没有把一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

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没有特别把它陈述出来，这样，他就不自觉地把那种给现

代欧洲的发展盖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贬为次要的角色”。这个“应当被提到第

一位的基本规律是技术装备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是人的自然经济力的武装的

规律”。

杜林先生发现的这个“基本规律”如下：

第一条规律。“经济手段、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因发明和发现而提

高。”

我们感到惊奇。杜林先生对付我们，完全象莫里哀作品中的诙

谐家对付新贵一样，他告诉这位新贵一件新鲜事，说后者说了一辈

０４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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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
１４４
。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

了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

特许局的大量档案废纸就是证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

这一极为陈旧的平凡事实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

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

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遇到的平凡事实加上一个响亮的名

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末科学的“更加

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

民报》１４５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

“以一切严格性”，以杜林先生对柏拉图的下列判决用于杜林先生

自己身上：

“如果这样的东西应该被看做国民经济学的智慧，那末〈批判基础〉１４６的

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个一般地思考”——甚至同仅仅信口议论——“不言而

喻的事情的人共有这样的智慧了。”

例如，如果我们说：动物吃东西，那末我们就无意中说出了一

句伟大的话；因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本规

律，我们就对整个动物学实行了变革。

第二条规律。分工：“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分散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就这句话的正确方面而言，从亚当·斯密以来，这也已经是老

生常谈了；至于这句话正确到什么程度，这将在第三编中看到。

第三条规律。“距离和运输是阻碍和促进生产力的协作的主要原因。”

第四条规律。“工业国家比农业国家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人口容量。”

第五条规律。“在经济方面，任何事情没有物质利益是不能完成的。”

这就是杜林先生据以建立他的新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他仍

然忠于他在哲学上已经陈述过的方法。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

１４２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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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词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就构成了经济学

上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则、自然规律。在阐述这些毫无内容

的规律的内容的借口下，利用机会对各种题目作一番广泛的经济

学上的空谈，这些题目的名称在这些所谓规律中已经出现，如发

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利益、竞争等等。给这种空谈的平淡无奇

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只是神谕式的大话，有些地方是不正确的理

解或关于各种各样琐碎事情的自以为了不起的臆想。然后，我们才

终于看到了地租、资本赢利和工资，由于我们在前面只研究了后两

种占有形式，所以在这里，在结束时我们还要简略地研究一下杜林

先生对地租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且不考虑杜林先生从他的先驱者凯里那里抄袭

的各种论点；我们不必同凯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图的关于地租

的观点作辩护，而去反对凯里的曲解和胡说。我们只涉及杜林先

生，他给地租下了一个定义，说地租是

“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

杜林先生不假思索地把他本来应当加以解释的地租这个经济

概念翻译成法律上的词汇，这样我们并不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做进一

步的探讨。他把以一块地产租给租地农场主同以一笔资本借给企

业家这两件事作了对比，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对比和有些其他对

比一样，是不妥当的。

因为他说：“如果要继续采用这种类比，那末租地农场主在偿付地租以后

所余的赢利，应该同借别人的资本来经营的企业家在偿付利息以后所余的资

本赢利相适应。但是人们不习惯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主要收入，把地租

看做余额…… 下列事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证明：在关于地租的

２４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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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人们没有特别指出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而且没有把佃金形式

的地租和地主因自己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地租之间的数额差别看得特别重要。

至少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想着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这样加以分解：使

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业家的剩余的赢利。撇开租

地农场主所用的自己的资本不谈，人们好象把租地农场主的特殊赢利大部分

看做一种工资。但是，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某种断语是危险的，因为这个问

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凡是涉及到比较大的经营的地方，都可

以容易地看到，问题不在于把独特的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成工资。这种赢利

本身正是建立在对农业劳动力的对立之上，只有剥削这种劳动力才使这种收

入成为可能。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的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地主自行经营

时所获得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关于地租的理论是经济学中特殊英国式的一部分，这是必然

的，因为只有在英国才存在着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

下，地租事实上也是同利润和利息分开来的。大家知道，在英国是

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

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以充裕

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象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劳动，而是作

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所以在这里，我

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阶级，以及各阶级所特有的收入：地

主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而工人获得工资。从来没有一个英

国经济学家曾经想过，要象杜林先生所以为的那样，把租地农场主

的赢利看做一种工资；在他们看来，断定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它无

可辩驳地、明显地和确实地是的那种东西，即资本利润，要保险得

多。如果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根本没有

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那简直是可笑。在英国，这个问题甚至没

有提出的必要，因为问题和答复一样地早已存在于事实本身之中，

而且自亚当·斯密以来还没有对此发生过任何疑问。

３４２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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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先生所说的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或者在德国大部

分地区实际上发生的地主通过管理人经营土地的情况，都丝毫不

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如果地主也提供资本，而且由自己经营，那末

他除了赚到地租以外，还赚到资本利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下，这

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杜林先生断

言，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想着把由于自己经营而

得的地租（应该叫做收入）加以分解，那末这干脆就不是真实的，最

多也只能再一次证明他自己的无知。例如：

“由劳动所得的收入叫做工资；某人从使用资本而得的收入叫做利润

…… 完全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叫做地租并归地主所有…… 如果这几种不

同种类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那是很容易加以区分的；但是，如果它们落

到同一个人手里，那末它们至少在日常用语上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经营自

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地主，除去经营费用，应该既获得地主的地租又获得租地

农场主的利润。但是，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赢利叫做利润，因而混淆了地租

和利润，至少在习惯用语上是如此。我们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场主大部分

都是处于这种状况；他们大多数都种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极少听到什么

种植场的地租，而常常听到的是它产生的利润…… 自己亲手种植园地的园

艺业者，一身兼为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工人。所以，他的产品应该付给他地主

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但是所有这些通常都被称为他的

劳动所得；所以在这里地租和利润就同工资相混淆了。”①

这一段话出自亚当·斯密第一卷第六章
１４７
。所以，地主自己经

营的情况在一百年前已经被研究过了，而在这里使杜林先生感到

如此烦恼的危险和不安，仅仅是产生于他自己的无知。

最后他以大胆的诡计来摆脱困境：

租地农场主的赢利以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削为基础，所以显然是“一部

４４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① 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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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租”，因而那种本来应该完全装入地主腰包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租地农场主使地主的地租

“减少了”，所以和一般人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认为

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

主——这确实是“彻底独创的观点”；第二，我们终于看到杜林先生

把地租设想为什么；就是说，他把地租设想为剥削农业劳动而得到

的全部剩余产品。但是，因为除几个庸俗经济学家外，在以前的经

济学中这种剩余产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所以我们不能不

断言，关于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指流行的概念”。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

产生于农业，而后者产生于工业或商业。这种非批判的和混乱的观

点是杜林先生必然要得出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真正的历史

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一观点，对土地的支配正是建立在对人的

支配之上。因此，只要土地是靠某种形式的奴隶劳动来耕种，它就

为地主产生出剩余，而这种剩余正是地租，就象工业中劳动产品超

出劳动收入的剩余是资本赢利一样。

“因此很清楚，在借助劳动的某种隶属形式来经营农业的地方，地租总是

随时随地大规模地存在着。”

既然把地租说成农业中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杜林先生面前

就出现了拦路虎：一方面是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另一方面是上

面引证的、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剩余产品之分为地租和租

地农场主的利润，因而也就是纯粹的精确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

么办呢？他假装丝毫不知道农业剩余产品分为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和地租，所以丝毫不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好象在整个

经济学中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这

５４２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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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好象这里所探讨的只是一种除假象和疑难

外丝毫不为人所知的、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对象。在对他不幸的英

国，农业上的剩余产品未经任何理论学派的任何干预就被无情地

分为这样的组成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而杜林先生就从这个对他

不幸的国家逃到他所热爱的、行使普鲁士邦法的区域。在这个区域

中，地主的自己经营以完备的宗法形式盛行，“地主把地租理解为

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爷们关于地租的见解还妄想成

为科学上的权威见解，所以在这个领域中，杜林先生还可以希望借

助自己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混乱概念滑过去，甚至让别人相信他的

最新发现：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

租地农场主。

６４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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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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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史》论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

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

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非常现代的现象”（第１２页）。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１４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２９页上说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

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１４９

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

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

怜的流产才开始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洋洋得

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及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

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末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

更加是我个人的私产。”（第９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

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５０。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

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

９４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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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

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

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

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

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世界历史上的杜林先生说些

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

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

说的。然而，由于虚荣地炫耀博学的外表的态度……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

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批判确实连“博学的外

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

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

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

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１５１——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很有学究气

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

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

系的范围中”，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中，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有人企图在柏拉图关于国家的著作中……也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

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三版第十二章第五节第３６９页，可是，

０５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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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在这一节里恰巧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和现

代的见解形成“最严格的对立”的１５２。——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

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

天才的描述，１５３只引起了杜林先生的高傲的蔑视，此外再没有什么

东西，而且它之所以引起这种态度，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杜林

先生，希腊人色诺芬１５４早提到了！）

“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

的界限，——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借助它能使那种

不如此则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上重要的真理。”

可是被杜林先生这样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

这种“界限”，在这“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

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１５５。在商品

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

林先生的话来说——总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

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

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

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５节《工业资本

的国内市场的形成》１５６）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

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

媒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擅自发现货币流

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着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

种是货币执行着货币资本的职能，１５７那末这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

是表现了“某种道德的嫌恶”。

１５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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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的作

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

说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问题１５８，那末“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

这种不能允许的卤莽行为保持完全的沉默，这自然是出于确实的

秘密理由。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

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２５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

法”（第１９页）毕竟还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的一章，那末最好是读“原著”，即读

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二十九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

系的产业体系》。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任何“博学的

外表”，这可以由下面的话表现出来：

李斯特在第二十八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超过一切现

代国家”，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人安东尼奥·塞拉在１６１３年所作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

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１５９。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会把塞拉的《略

论》１６０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牌号”。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

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却是不同的：早在１６０９年，即在《略论》出现前

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１６１这一

著作早在第一版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当时在英国作为国

２５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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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因而它代表重商主义体系

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已经以最初的形

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

并在其死后于１６６４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

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

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作为“某种入门牌号”，那末这就是托马斯·

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根本不是为杜林先生的“细

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而写作出来的。

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

具有

“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

理解”……“他具有灵巧性，也就是见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

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他“还非常粗陋地论述国民

经济”，并且“有一种稚气，和这种稚气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

家发笑”。

“比较认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竟注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

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注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述，在他的书上……只遇到不完整

的痕迹。”

配第的这种论述，在杜林先生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

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配第在他的《赋税论》（１６６２年第一

版）１６２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一开

始就用需要等量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一价值的例子

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

３５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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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

等量劳动（ｅｑｕａｌｌａｂｏｕｒ）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

不同的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

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基本命题的地方，从这个基本命题作出

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

础；①；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

复杂的。”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

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ａｒ），以便价值

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对于配第的价值论作出了经过缜密思考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末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

到以前已经说过的对立见解的痕迹”；

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

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

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

“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点，事实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后都

是避开了这种要点的。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

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

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

４５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① 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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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

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同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进行斗

争，可是这样的事情在有选择地概括一百五十年以上的研究（这些

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

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现在我们从大事情谈到小事情，正如我们

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样向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的价

值以及同等数量的对立的见解，供任意选择。自然，“如果他自己的

思考更缜密一些”，他就不会花费这样多的力气来使他的读者脱离

配第关于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见解，而陷于完全的迷乱之中。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

本书在他的《爱尔兰剖视》一书出版之后十年，即在１６８２年出版

（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１６７２年，而不是杜林先生从“最流行的

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抄下来的１６９１年）１６３。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

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

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连书

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傲慢的好为人师的

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只能表示自己的

怒气冲冲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思想的火花没有齐整地作为现成

的“公理”高傲地表现出来，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

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

配第创造“政治算术”，即一般所说的统计，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

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

一百年以后甚至拉瓦锡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１６４，如果

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向它概要地提出的目的还相距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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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在两百年以后这种自以为高明的骄傲，就只是表现出无法粉

饰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

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思虑、偶然的思想

和偶发的评论，它们只是在今天，由于断章取义，才由人们赋予它

们一种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

上也不起任何作用，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本性批判和“具

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起作用。杜林

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好象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

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

个问题上来（当谈论洛克和诺思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

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需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他

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

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

候，可能被信用货币（ｕｎ ｍｏｒｃｅａｕ ｄｅ ｐａｐｉｅｒ〔一块纸片〕）所代

替１６５。相反地，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

的财富。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

“思想进程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转变”，

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末，重商主义的形

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转到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

虽然杜林先生镇静地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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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

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见

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

（第８３页）。

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永远不能完全抛弃上述基础〈即“贵金属的基础”〉，可是他促

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达到整个制度的崩溃”（第９４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

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

国库里去。１６６

在回过来谈论配第以及杜林先生在经济学史上让他所起的渺

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

洛克和诺思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话。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

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都是在同年即１６９１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

时所流行的、同国家生活的事件相联系的思考范围。”（第６４页）

现在，这个“报告”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

低利息》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

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随着事

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使人把对利息的限制看做是无效的。当一个叫

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

散布着很多东西，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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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洛克为要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

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攫取当时很多“散

布着”的东西就够了！但实际上，１６６２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

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ｒｅｎｔｏｆｍｏｎｅ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ｃａｌｌ

ｕｓｕｒｙ）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ｒ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ｓ）相对比，

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

释，违反自然法而颁布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ｔｈｅｖａｎｉｔｙ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

ｔｕｒｅ）
１６７
。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１６８２年）一书中宣布，法律对利

息的调节和贵金属输出的调节或期票牌价的调节一样，都是蠢事。

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

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

远具有标准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

那末洛克仍然是跟着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并列，而诺思则更

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ｒ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ｏｃｋ）和地租相对立，

把资本家［Ｓｔｏｃｋｌｏｒｄｓ］和地主［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相对立
１６８
。但是，洛克只

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

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苛的重商

主义者，——在评述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说它是按“自由贸

易的精神”写的，因而把它加以摈弃的时候，他就凌驾于自己之上。

这和有人在谈到哈维的时候，说他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

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

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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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６９１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

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

著作怎能得到身居领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

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出

版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在十七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著作中，都

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

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

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１６９１到１７５２年这段时

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

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

第，总是涉及配第的。因此，这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

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

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即在《资本论》中如

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家，而这个“历史记述”却简单

地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

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庙

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我们得到杜林先生的允许，来恢复

年代的顺序，所以我们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１７５２年１６９。在《论货币》、《论贸易

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奇怪

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１７３４年伦敦

９５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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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十八世纪

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著作中，都还是提

到他的。

象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

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还可以从其他

许多著作中去抄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始终有

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贸易差额平衡

的学说，认为这种平衡是按着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

决定的；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

和彻底；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

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范德林特同样错误地以为，银行货币

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反对

信用货币；他和范德林特同样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

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这种奇怪的意见，以为货币

贮藏会压低商品的价格，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

别威胁地提到了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

违警地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１７０；关于马

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真实的货币论，货

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

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增高，并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

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用他特

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可是休

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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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
１７１
）：

“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被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

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

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腾贵并不紧跟

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

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

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

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①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
１７２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的价值所发生的革命的

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所发生的革

命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

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

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

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

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

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

经济学批判》第１７３页）１７３。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

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利息论》。

１６２十、《批判史》论述

① 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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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直接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

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的其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

因的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１７５０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

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

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

要精确得多，而文笔却比较差。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

个多方面的作者，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

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

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起作用的“利润”的本

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

杜林先生教导我们：“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部分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

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不止一次的明显

例证。

例如，休谟在利息论中开始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完全正当的意

见，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１７４

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

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不堪

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

整一百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

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度数低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

几乎不会错误的标志。”（第１３０页）

谁是说了这些话的“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呢？不是别

２６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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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是杜林先生。

而且，我们的批判的历史家，对于休谟在发挥了某种恰当的观

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一点，表示出自己

的天真的惊讶。这样的事情对杜林先生来说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

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

种增加，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

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

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著中，也许只

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

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愈纠正愈坏，竟认为贵金属具

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１７５

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

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说他们是生产的第一

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

同样“落后”。至于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谟在其论著中所研究的是

“主要的经济关系”，那末只要‘把亚当·斯密所引证的康替龙的著

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著都是１７５２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

多年了）１７６比较一下，就会对休谟的经济著作的狭窄范围感到惊异

了。正如前面所说①，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

３６２十、《批判史》论述

① “正如前面所说”这几个字是指从“可是，为什么休谟……”开始到“……如此顽

强地闭口不谈的嫉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还忽视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意义”结

束的两段话（见本卷第２６５—２６６页）。这两段话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在“大

卫·休谟”的后面（见本卷第２５９页倒第５行）。恩格斯在为第三版变动正文的

顺序时，保留了这几个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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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

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论著

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

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著是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

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

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著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

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

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

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

者和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Ｏｆ Ｔａｘ

ｅｓ》）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始终存在的靠山范德林特——间接税

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

“如果工人不能以更加勤勉和节俭而又不提高劳动价格①的方法，来交

纳消费税，那末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应该说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１７７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把

《论公债》中所说的一段话联系起来，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

向公债所有者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

遮掩①
的。”

１７８

正如对一个苏格兰人所应当希望的那样，休谟对于资产阶级

赢利的羡慕，绝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

到每年一千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

就把这一事实用下面的优美的词句来描写：

４６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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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

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

以后，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这样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

的共事关系１７９，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

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所以他最初

得到巴黎大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得到更重要的、收入更多的副国

务大臣的官职。

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过去和现在，休谟一贯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

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现行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不象吉本受到的那

样猛烈。”１８０

“粗野”的平民出身的科贝特说：“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

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

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社会的钱财来

养活，但是他不配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作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

情”。１８１

杜林先生说：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

明得多”。

可是，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

为这位“认真的和精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十八世纪的杜林。

休谟的例子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经济学）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

同样，休谟的前驱作用也最好地保证这整个科学部门可以由非凡

５６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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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加以完成。这位人物把仅是“更有见识的哲

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现实哲学，这位人物也和休谟一样，

把“狭义的哲学的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

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

的休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

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也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嫉妒心，才能到

现在为止还忽视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意义。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１８２中给我们留下了一

个谜，对于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家绞尽脑汁而

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

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代经济学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在

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最后的启示。

他说：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指导概念，才能确定生产和分

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由于到现在为止对这

些概念总是带着“动摇的不确定性”来说明，而且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

识它们的本质的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可是他

用整整五页的篇幅来揶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言词，

不断重复，有意搅混，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

关于魁奈的“指导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有他不断

地警告读者去反对的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告诉我们

的那样多。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到现在为止对

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在这里也不过是偶然地被杜林先

６６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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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嗅到，以后作者就沉湎于各种各样的“思考”，例如，对“耗费和

成果的区别”的思考。这种区别，“虽然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地

找到”，可是一旦杜林先生从他的冗长的引论上的“耗费”转到异常

短命的“成果”，他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种差别的光辉范例，即

对《经济表》本身的说明。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关于魁奈经济表

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的引证这一切。

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

“他〈魁奈〉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即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

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处理…… 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

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

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农产品”的

“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后，我

们在正文中读到：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

币量的考虑，并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 但是他只计算价值数

额，而且预先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

这样就是第四次和第五次听到：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把开支预先扣除，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因此

就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从而得到

它〈纯产品〉”。

一切还是丝毫没有变动；不过现在出现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

通中，它因此变成一种……维持……所谓不生产阶级的原素。在这里，立刻

〈！〉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

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

７６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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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

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

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核算”。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往下，在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
１８３

中，各类产品列为“自然对象”，而在上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则被列

为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

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１８４

在如此“耗费”之后，最后获得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

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关于魁奈赋与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

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

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

〈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

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方圆问题”。他自己承认，他根

本不懂得重农学派。在经过所有的转弯，空话，纵横跳跃、滑稽、插

话、转移、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

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于魁奈本人具有怎样的意义”的

宏伟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些之后，杜林先生最后可耻地承认，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既然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既然摆脱了在他驰骋重农学

派国度时坐在他背上的贺雷西式的黑暗的烦恼１８５，于是我们的这

位“认真的和精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地说：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

８６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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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线〈总共是五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行数的结合中”，

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起魁奈是在研究方圆问题，等等。

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

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充满自信

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等等。

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

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正是把这种情形，称为“纯

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致于象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

手”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们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

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

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

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

余的阶级，其中包括土地所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

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包括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

身分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

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

的或不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生产的，是

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

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所消费的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

生活资料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

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

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９６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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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一起的大规模的

农业（在魁奈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

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尔第、伊耳德法兰西和法国其他一些省

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

整个生产的（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全体租地

农场主，共计拥有基本投资或总财产一百亿利弗尔，其中五分之

一，即二十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也是以上述

各省经营最好的农场为根据的。

另外的前提是：（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

产；（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置之不顾，而只考虑

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

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候，

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的家庭工业供给了

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用品，所以在这里，家庭工业就被看做是农业

的当然附属物了。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

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

“总的再生产”。这种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

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五十亿利弗尔，这个数目在当时可能

的统计数字之下，差不多是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

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

数目”，即运用五十亿的数目，而不是五个图尔利弗尔１８６。

价值五十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

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二十

亿经营资本（与一百亿基本投资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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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所需要的农产品、

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

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是以一次规定了的标准的固定

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为前提，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

币价值，等于二十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

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发生于每一个别阶级的范围之内而不

是发生于各阶级相互之间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目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三十亿的

剩余，其中二十亿是生活资料，十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所

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

二十亿。为什么只有这二十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

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五十亿，其中三十亿进入一

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

所描写的运动尚未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二十亿现金

的全国“储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

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１７５８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

济年度。在１７５９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

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和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

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

归并为（这自然是无条件地为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

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举而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１７５８

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１７５７年作为地租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的

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

１７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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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说明了），就是说二十亿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

级在１７５９年又可以把这笔款子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目，正如魁

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

的数目（由于支付是经常用零星数目来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

场主手中的二十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的收取者的作用，

这在现在，还是偶然可以见到的。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

所有者只得到二十亿地租的七分之四；其余七分之二归政府，七

分之一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

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

征收什一税。

“不生产”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

十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

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

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

都没有涉及到。不生产阶级在把原料变成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

，等于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

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

“不生产”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

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全部工

业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

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

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生产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

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十亿的原料，转变成为价

值二十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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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生产阶级为了自己的

家用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

他阶级，那末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

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生产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

品的一部分，此外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

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而且它也必须这样做，因为

我们是把这些商品计算在它们的生产的全部价值内的。但是，这种

情形并没有在表上引起任何变更，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它

们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

阶级的经济状况。

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三十亿

的全部农产品和二十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

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二十亿地租的权力。不生产阶级拥有二十

亿的工业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

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

则称为完全的流通。

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

第一（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没有报偿地付给土地所

有者二十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十

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在付地租时所花

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手中来了。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的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

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

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

３７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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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生产的费

用，只有用来“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地产并提高他们的耕作技术”的

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按照“自然法”说来，他们的真正职

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世袭财产所必需的

费用”１８７，或者象后来所解释的，在于ａｖａｎｃｅｓｆｏｎｃｉèｒｅｓ，即用来准

备土地并供给农场以一切必需东西的费用，这些费用，使租地农场

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所余下的十亿

货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生产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十

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十亿货币向不生产阶

级购买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

生产资料。不生产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

买价值十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

以缴付地租的二十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

成了。这样，

“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

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

三十亿的剩余。其中只有二十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

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十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基本投资的利息，

对一百亿来说，就是百分之十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

——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

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如果没有这一利息，那末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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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不会把基本投资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

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

点去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被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

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

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上述的十亿基金，根

据魁奈的意见，大部分是用来在一年中作必要的修缮和基本投资

的部分更新，其次，用来作为防灾的准备金，最后，在可能范围

内，用来增加基本投资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

来缴租的二十亿货币，以及三十亿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二是生活资

料，三分之一是原料；不生产阶级的二十亿的工业品。在价值二十

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

为不生产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十亿的原料补偿

该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二十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

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

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基本投资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

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因缴付地租而投

入流通的货币，因租地农场主出卖自己的产品而又回到他的手中，

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如此无限地优越于“传统的轻率

的记述”的、“真正批判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向我们神秘地说，魁奈

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而且这是不真实的）是多么令

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他问，

“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末

５７２十、《批判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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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表上面，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对

通过流通而实现的年度再生产过程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

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这样，“神

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有的，是他的重

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

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

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

他教导我们说：“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

但是，如果米拉波按其经济观点来说实质上是一个重农学派，

如果他在１７８９年的立宪会议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如果这次立

宪会议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则从理论变成

实际，特别是对土地所有者“没有报偿”地加以占有的纯产品即

地租还征收了重税，——那末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叫做”杜林

的“人”是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笔一挥，把１６９１年到１７５２年这一时期勾掉了，从

而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完全勾销了，同样，再把笔一挥，又把

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

大作，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在长期内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

域１８８；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连半个字都

没有听到。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本人，杜林先生却把自己词典中

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词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

图亚特是一位“大学教授”。可惜，这种责难完全是捏造的。实际

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

而被逐出英国。由于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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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魁奈的《经济表》

（摘自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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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楚地了解各国的经济状况。

简单说来，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

只是在于他们的学说或者是作为杜林先生的“标准的”、更加深刻的基础

的“萌芽”，或者是通过他们的不中用，来衬托出杜林先生的基础的优越。

可是无论如何，在经济学上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更加深刻

的基础”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定的“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更加

深刻的基础——象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可以

不必“发展”，而只要“凑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

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费里埃和其

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吹嘘成为“较强大”的词句；其次

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自己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的体系是倾轧的体系……它要创造阶级的敌视……他的著作是

那些企图以土地分配、战争和掠夺的方法来获取权力的蛊惑家的手册”１８９；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孔夫子①麦克劳德。因此，

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们，与其依靠

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还不如熟悉“最流行的

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淡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谈”与“施给

乞丐的稀汤”９２，要可靠得多。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些

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

言之后，我们也象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在价值论——“经济学

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上所得出的事实是：杜林先生把价值

９７２十、《批判史》论述

① 马克思写的第十章手稿中是《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孔夫子），德文版《反杜林论》中

排印的是同音异义字《Ｃｏｎｆｕｓｉｕｓ》（糊涂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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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

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

济的自然规律”，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不正

确的、最坏的一种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对于经济事实的唯一解

释，是说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

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

没有比未读以前多知道一些。杜林先生不去考察这种暴力的起源

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作一

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

对劳动的剥削，他最先把这一剥削一般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

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论”（ｐｒéｌèｖｅｍｅｎｔ），以

便以后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

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就把二者都抄袭下来，结果幸

运地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念调和了起来。他在哲学上总觉得对黑

格尔骂得不够痛快，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

俗化，同样，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无限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

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

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把“大土地所有

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

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

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无知，差不多更被《批判史》上以“历史眼光

的普遍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

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在开始的时候，由于自我吹嘘、大吹

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费”，而“成果”却

——等于零。

０８２ 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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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社会主义

一、历  史

  我们在《引论》里① 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

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

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

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

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

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

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

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

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

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

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１９１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

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

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

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

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

１８２

① 参看《哲学》第１章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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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

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

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

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

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１９２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

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

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

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

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

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

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

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

纪的转换出现了。１８０２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１８０８年

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１７９９年就已经

奠定了，１８００年１月１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１９３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

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

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

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

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

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１８００年左右，新的社

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

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

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

２８２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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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

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

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

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

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

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

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

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

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

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

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

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

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

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

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

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

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

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１９４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

３８２一、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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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这在１８０２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１８１６年，圣西门

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

容。１９５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

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

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

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１８１４

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１８１５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

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

和平的唯一保障。１９８在１８１５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

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舌战，是需要有更多

的勇气的。１９７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

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

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

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

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

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

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

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

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

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

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

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

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

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

４８２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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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

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１９８但

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

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

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

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

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

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

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１９９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２００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

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

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

降时期２０１，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

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

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

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

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

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

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

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

５８２一、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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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

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

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

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

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

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

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

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象

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

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

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

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

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

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

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１８００到１８２９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

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

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

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二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

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

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

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

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

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

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

６８２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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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

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

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

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

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

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

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二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

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二千五百人

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

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

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

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

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

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２０２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

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

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

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

７８２一、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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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１８２３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

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

算。２０３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

节，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

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

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

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

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

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

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

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

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

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

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

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

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

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

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

１８１９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２０４。他主

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

成一个总工会。２０５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

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

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

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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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
２０６
；这种市场必然要遭

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２０７，而它和后

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

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这些就是至高无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

高度以轻蔑的态度向下俯视着的人们，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

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

不是没有它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

的著作的真正可惊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

给真实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象真有几部圣西门的著作在手边，我

们在有关的二十七页中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象以前寻找

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地徒劳无益，最

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幻想的夸张，支配着圣西门的

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种描绘得

象小说上那样细致的关于未来的幻想，为了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

胜过傅立叶，这比起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

态”确实是“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

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

判的火花。这正象是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为

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十二页，

那末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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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的可怜的传记，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

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２０８。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

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任何坚决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

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即使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末他

在这本书里就不仅可以看到规定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

产品的权利的最坚决的共产主义陈述（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

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规定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为未来共产主义公

社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附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

如果象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代表者的原著的直

接研究”局限在只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上，那

末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捏造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

“坚决的共产主义”，而且在五年之中（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

初）还在汉普郡的协和２０９移民区实行了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

在坚决性方面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了。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

了这个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关于１８３６—

１８５０年之间的欧文的活动，萨金特绝对地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杜

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无知的深沉黑暗之

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

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

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

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

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

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

０９２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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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八十年的今天，杜林先生

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

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

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

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

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

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

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

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

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

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

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

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

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

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

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

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

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

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

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

１９２一、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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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  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

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

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

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

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

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

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

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２１０的日益清醒的

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

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

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

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

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

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

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

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

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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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

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

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

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

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

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

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

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

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

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

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

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

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

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

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

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

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

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

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

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

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

３９２二、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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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

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

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

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

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

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

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

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

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

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

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

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

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

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

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

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

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

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

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

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

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

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

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

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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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

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

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

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

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

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

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

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

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

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象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

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

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

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

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

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

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

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

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

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

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①
。这

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

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

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

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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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

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

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

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

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

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

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

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

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

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

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

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

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

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

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

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

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

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

６９２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

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

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

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

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

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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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

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

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

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

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

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

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

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

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

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

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

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

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

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

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

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

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

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

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

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

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

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

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

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２１１，城市中有行会。

７９２二、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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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

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

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

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

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

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

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

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

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

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

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

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

商业战争２１２。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

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

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

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

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

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

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

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

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

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

８９２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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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象行星的运

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

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

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

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

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

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

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

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

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

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１８４５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

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

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

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

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

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

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

的工具。２１３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

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２１４；机器这一缩短劳动

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

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

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

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

９９２二、理  论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１０９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６９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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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

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

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

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

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

产的①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

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６７１页）２１５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

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

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

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

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

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

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

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

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

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

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

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１８２５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

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

００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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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

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

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

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

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

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

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

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

不已。从１８２５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

（１８７７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

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ｃｒｉｓｅｐｌéｔｈｏｒｉｑｕｅ即由过剩引起的危

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２１６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

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

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

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

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

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

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

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

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

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

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

１０３二、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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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

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

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

然性，象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

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

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

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

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

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

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

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

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我们在各

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

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

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①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

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

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２０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①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

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

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

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

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

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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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

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换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

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

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

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

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

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

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

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

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

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

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

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

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

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

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

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３０３二、理  论

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

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

列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

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

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

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

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

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２１７、皇

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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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

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

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

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

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

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

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

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

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

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

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

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

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

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

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

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

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

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

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

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

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

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

４０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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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

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

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

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

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

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

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

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

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

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

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

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

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

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

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

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

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

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

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

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

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

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

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

５０３二、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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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

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

国家”２１８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

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

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

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

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

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

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

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

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

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

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

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

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

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

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

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

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

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

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

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

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

６０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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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

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

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

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

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

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

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

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

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

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

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

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

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

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

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

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

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

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

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

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

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

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

７０３二、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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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

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

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

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

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

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

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

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

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

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

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

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

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

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

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

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

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８０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①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

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最新的计算２１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１８１４年……２２亿英镑＝４４０亿马克

  １８６５年……６１亿英镑＝１２２０亿马克

  １８７５年……８５亿英镑＝１７００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１８７８年２月２１日在柏

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２２０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
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４５５００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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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三、生  产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后，读者要是得知上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基

本特征的论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相反

地，杜林先生一定把它投入堆着他所摈弃的一切东西的深谷中，那

里还堆着“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荒谬的观念”、“混乱的

模糊观念”等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

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

物。他的提法更加好得多。他的社会主义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置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

如果他不得不顾及到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现存状况，以便加

以改善，那末这宁可看做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

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

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象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

角色，这次为了变换花样，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平等戏，——

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杜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绝

不具有象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

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动力。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通常的方法”，绝

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别领域中的特殊危机”

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

９０３三、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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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躺在床上愉快地意识到：他的不朽的

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之所以大得

如此严重”，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

为地造成的消费水平低……因为人民需要〈！〉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

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

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

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众的

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水平

仍然是低的。他们远没有拿过自己每年的全部产品来消费。因此，

如果说，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

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

变得明显，那末只有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不

用新的生产过剩现象，而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现

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象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可变这一事实，而从

常数始终不变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

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

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

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

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

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

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０１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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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

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分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

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中水的风暴来说明

海洋上的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业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

路”，

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十六页后就按我们熟知的方式把制铁工

业和纺织工业描写为决定性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

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消费，而绝大部分

是供给群众消费的。我们在他那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空洞的矛

盾百出的胡说。就从纺织工业中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个比较小

的城市奥尔丹——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纺织工业、拥有五

至十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中的一个，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１８７２

到１８７５年的四年当中，单单纺三十二支纱的纱锭，就从二百五十

万增加到五百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

数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亚尔萨斯）的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

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

也发生差不多同样的扩张，那末只有极其厚颜无耻的人才会用英

国群众的消费水平低，而不用英国纺织工业产品的生产过剩，来

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①。

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书籍市场当做现

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

１１３三、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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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

这只不过是

“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寻常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

业的无计划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

应该算作供给过剩的产生原因”。

那末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产生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

无计划的增加上。把经济事实说成道德非难，并把这种作法误认

为新的原因的发现，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

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

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在这以后，我

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

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

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

实没有任何顾虑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公

社之间存在着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于例如一个叫做马克思

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

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共同分配收

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这种意义上的……

对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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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

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有权和“工人社团的集体所有制”绝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

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佣劳动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公共财产”的观念，象在马克思那里所看到的，“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

疑的，因为这个关于将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象它是指工人团

体的集体所有制”。

这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有意歪曲的“卑鄙手法”中的又

一种，“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象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

这个庸俗的词才完全适合”；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

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财产”，在马克思看来，是

“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一个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

资料的公共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

家来说，是独占的财产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

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

要性……就好象……现在加入某一政治组织和参加村镇的经济事务那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

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而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行的。因

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

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在生产者上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

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权利”。两页之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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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象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

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分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

生产设备”。

这样，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

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

“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

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

“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

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总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

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

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

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

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

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

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

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

可望大大增长”。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酿

酒业，第二、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

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而能形成更大的工业的

范围，使生产管理必须在农村中实行地方化，并且直接依靠于原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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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

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

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愈来愈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分类

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农村中的职业和技术加工工作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

联系所产生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样，公社会

不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

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

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

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又是在施行

普鲁士邦法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流传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

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

“确切些”了。他谈到

“应该专门投身于一种职业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

末问题只是在于：能否以某种方法造成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

人，以及为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

“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

“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

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

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

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上面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

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它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那种需要有更多能力和事先训练的活动的刺激，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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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

〈从事于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一种竞争心，而且

“生产本身获得了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做获利手段的愚蠢的经营，将不

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

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

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

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

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

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

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

末，土地就同样地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地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

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

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

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

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精细的工序，把每种工序分给个别

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操作和一定的

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的生

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个体本身也被

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２２１，这种自

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

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机器下降为机器

的单纯附属品。“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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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从小就变成

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２２２，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

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

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

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

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

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

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甚至

当这种专门技能纯粹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

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

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

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一千六百人到三

千人的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

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

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个到五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

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

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

最主要的作用，相反地，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最主要的作

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他们两

人都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也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

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

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

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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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相应地使劳动的每一“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
２２３
不过长的办

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

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

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的观念，似乎一定数量的

“人”无论如何必然被命定生产某一种物品；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

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

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

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勇的幻想

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和“粗糙、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

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自身还完全被分工所奴役的杜林先生也还是

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

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

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

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

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

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

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

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

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

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

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

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

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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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损害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

一种要求。相反地，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

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

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

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

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 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

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

人。”２２４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

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

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

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

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

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

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

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我

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

劳动力的无限制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

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

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

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

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

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

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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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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

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

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

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

人。”（马克思《资本论》）２２５

大工业告诉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或多或少地到处都可

以制造出来的分子运动转变为质量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

上使工业生产摆脱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

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地带有乡村的性质，那末蒸汽力绝不是

必然地带有城市的性质。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

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

同时破坏了它自己的活动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

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

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

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对于郎

卡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的这一过程，可以详细地研究一下；

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

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

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

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

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

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

则分布于全国。

０２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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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

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

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

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

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原料的产

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

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

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供给远在国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

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

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

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

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

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

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

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

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

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

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

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

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

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２２６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需从根本

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首先是无需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

１２３三、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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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就一切都

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

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

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象现在

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

人，从而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

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

和乡村的分离看做“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

在酿酒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按其结合来说是纯粹普鲁士的生产

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

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生产必需直接依靠原料的开采——这些原

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愈来愈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

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遮掩尾巴：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

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

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

条件中处于萌芽状态，要看到这些因素在自己的发展中受到现今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必须具有比施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区

稍为广阔一些的眼界，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

而商业危机可以根据书籍市场上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

业的历史发展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

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标准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

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并使它堕

落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２２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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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  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①，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

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

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

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

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

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

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

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

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

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

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

劳动相交换…… 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

力的平衡，不管个别人所生产的物品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

有生产”，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

动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

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所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

３２３四、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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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

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个别的经济公社，将在它本身的范围内，用完

全有计划的贩卖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

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

供的货币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那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

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的认识。”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

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

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

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考虑

到参加劳动的人数，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

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象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

的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价值的决定原则和

尺度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而且

第一次恰如其份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

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

工作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

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灭或者说工资是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

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

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

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工资的高度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

以做了六小时工，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

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这样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

４２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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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象外表看起来那样

不能通融。

“经济权利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

加上特别的赞许和尊敬的表示…… 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比

较好的工作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２２７融合起来，而这样令

人感动地惦念将来杜林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

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因为

“即使假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是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末他也

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生产要向他取

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会用交换或购买的方法向他取得，但是绝不会向他支

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

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的同伴”。遗产继承权也“不能引

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贮藏财产……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

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

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

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做六小时工，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

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譬如说十二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

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

机器耗损、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一百个工作社

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一千二百马克的商品，一年以三百

个工作日计算，生产三十六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

社员，每个社员每日就获得十二马克，或每年获得三千六百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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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

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

的基金，那末，在这个时期内，它就根本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

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

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

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

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提高价格，把它的年产品卖四十八万马

克，而不是卖三十六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

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

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赋

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社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社员劳动六小时，

公社付给每人以少于六小时劳动（譬如说四个工作小时）的产品，

就是说，每天不是付十二马克，而只付八马克，但是商品的价格照

旧。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

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

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

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十二万马

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

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

制①。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

６２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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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

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

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

换是通过金属货币进行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

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

绝不是货币，绝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

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

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上，

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２２８因此，它可以为任何证件所代

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帐簿中，在一面记下

工作小时，在另一面记下作为劳动代价的享受资料２２９。一句话，在

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工时货

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

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

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的证件，无论是一张废纸、一

种筹码，或者是一块硬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

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

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化了装的劳动券的职能，那末

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

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

要有会计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

交换时，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

位来计算，这就比他预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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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换是纯粹实物的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

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

其他公社有了亏损，那末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

然就是货币”，总不能不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欠其他公社的债

的话）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自己的亏损。此外，请读者

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

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

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

种天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

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

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

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

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

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

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

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

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

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

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

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

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

金钱。没有臭味２３０。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

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

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

８２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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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

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

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

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

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

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

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

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

世界当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

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和

贵金属的这种特性一起，在个别的经济公社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

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

外自由而独立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变卖个人所积累的财富的动

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

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

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

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

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

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它除

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它真的成立起来

并支持下去，那末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

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的出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借

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从公社溜之大吉。

在德国人对旧的社会主义普遍无知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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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

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意

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

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假使

要滥用欧文的劳动券，就需要预先把它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

生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但是却想禁止它执行简单劳动券以外的

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滥用，在杜林这里，内在

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就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货币对

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

用，去实现它本身所特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看来，劳动券

只是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运用的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

一种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

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末这个社会正是向它所追求的

目的进了一步，正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发展阶段。相反地，杜

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

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美妙，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

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把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

来，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合理幻想的劳动呵。①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

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

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

０３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① 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

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是

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２３１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

的社会转到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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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

糊观念，相反地，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

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这

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

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

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

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

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

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但并非有意地和好象是违反意志地）也是

社会的产品。那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

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

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

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的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的

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

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力的简单

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

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

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

般人的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

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

变为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

人的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

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

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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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般人的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

（１）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２）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

生产出来的；（３）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好象不为生产

者所知和所愿地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

交换来确定数量的一定的社会劳动的产品；（４）我表现这个数量，

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工作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

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

的价值都等于五十马克，那末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

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定，它们所代表的社会

劳动时间在社会上已被计量出来，而且被发现是相等的。但是这种

计量，不象在其他情况下用工作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

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相对地、通过交换来进行

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工作小时表

现出来，因为我始终不知道工作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

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

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

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

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

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做

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

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

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和商品本身相区别而在货

币中得到独立的存在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

２３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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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

暂且只陈述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地知道的因素

的唯一的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

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

波义耳定律正确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

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我

们可以把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的条

件下的分子容量，拿来比较；如果我们以摄氏零度和七百六十毫米

压力下的一公升气体为单位，那末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位去测量

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

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相

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研究它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

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为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

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

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

（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给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

的大小造成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

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

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简化为氢，使之表

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

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

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

的，产品只要是供给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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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

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

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

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

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

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

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

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

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

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

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

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

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相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１０１２分

之一或１０２４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用

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

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

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

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

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

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

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

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

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①插手其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

４３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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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

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

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

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

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

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

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

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

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

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

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末，劳

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

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

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

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

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

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

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

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

５３３四、分  配

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

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１８４４年已经说过了

（《德法年鉴》第９５页）２３２。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

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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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

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

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

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

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

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

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

农户公社２３３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

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

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

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

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６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

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

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

价值，正象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

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

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

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

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相当尺度即时间，而用

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

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２３４。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

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工作小时和另一个工作小

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

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

６３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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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社会在

最好的情况下，穷富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过去积累的生产资

料之所以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要使将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

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是达到了纯粹

荒唐的地步。

活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

和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

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

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不应该有的情形。流通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

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

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

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价值”背

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有意

义的话，那末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

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

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经济规律

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即作

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努力为转移的、盲

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

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

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

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

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象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

７３３四、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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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

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

象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

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后面跟着他的威武的桑科·判扎

——阿伯拉罕·恩斯，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

——“劳动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

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２３５

８３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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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家庭，教育

在前两章里，我们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

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

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

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

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以外，

还必须考虑到职业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

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麻烦杜林先生。无论在

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

读者缠住不放，以便最后，在《教程》的整整九页上作者不厌其详地

讲述著作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是否连带适

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这样，把跳蚤在

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似乎是同样的恰当，并且

无论如何会少乏味一些。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

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

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因为他

极端地冲淡了卢梭，并且加上由黑格尔法哲学的残余所同样调制

的施给乞丐的稀汤２３６。“个人的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

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第一次达到全

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９３３五、国家，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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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协定以相互帮助

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末这时维护权力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

群众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伸不出任何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中的活的力量就这样轻易地越过了最不容易通

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

些，那末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

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主权，而这种

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伸出真正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态

度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确实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个人的主权主要是在于

“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它“真正地为

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

须在整个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

者保证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要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

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标

准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夫大臣的话

来说，“心中都要提防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象现

在的宪警那样危险。无论宪兵怎样侵犯有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

一种安慰：

“个人按自己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公平或不公平，绝不会比自

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０４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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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杜林先生在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

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地完全

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愈来愈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

者、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和不同

宗教的不同天国非常相象，在那里，信徒总是重新找到那种使他的

人间生活变得甜蜜的神圣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

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２３７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

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

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

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

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

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

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

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

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

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

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

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以后更

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

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

１４３五、国家，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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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

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

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

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

代表者①。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

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

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

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在人们还处

在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时候，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

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但是，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

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

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

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

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理解，事情并不因此而

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

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

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

支配力量）。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

２４３ 反杜林论 第三编 社会主义

① 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

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

曼部落里，战神，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称

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

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

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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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为此首先需要

有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

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

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

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

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

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

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

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２３８，

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

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

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

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

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

以后，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

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十四岁。”

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

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真有这样“无可争辩的真正

的父权关系”，那末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

３４３五、国家，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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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就能以社会的生产

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地，他在这里想象，不必改

变家庭的全部形式，就能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

基础分隔开来。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使他

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已略具“高贵的”外形）当做家庭永远奉

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

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

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

年教育的社会化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

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５１５页及以下各页），“由于

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

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

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２３９

杜林先生说，“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

活相适应的教育论。”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

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

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

渡时期详尽地制定学校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

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教导些什

么东西。

一般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东

西”，从而特别是把“一切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

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一切原则概念和方法，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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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止“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学习微积分。相反

地，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

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

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

一个梗概”。

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

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

增长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未来数学的葡萄暂时还是非常酸的，那末，未来

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不管它们的理论如何，

主要地总还是具有记述性质”，最多不过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４１７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

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

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全部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

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

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感觉还总是从拉夫的《儿童自然

史》中去取得“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并且

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见到的未来”。在这里，

正象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也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

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

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

曾经极力保护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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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同幻想（它和悟性协调一致）的

更高要求相称的”并描述出“表明世界的完美性”的真正理想的诗

的杰作。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悟性协调一致的

亚历山大时代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摈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

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

按照需要，以容易的形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将

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

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

两种杠杆：古代语言的知识和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至少给各民

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

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地，

本国语言的语法应该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

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

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

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

的禁区。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

勾掉，那末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

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

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

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的中

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

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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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

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还远不能由于这一切而“依靠自

身”。为此又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

“这种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存在的一般模

式论引以为荣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

只承认〈杜林先生〉所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末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

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

影响的那些极端简单的表现方式”，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

刻化和尖锐化而如此简单地形成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

本知识的行列…… 〈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

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质的自我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算的无

限数负有使命，“不仅使人站稳脚跟，而且还使他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

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为“高贵”一些的普鲁士中

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

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

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

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这种

认识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十足小学生的认识），或者勿宁

说是经过他事先彻底“清除”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

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而它在现实中又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

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

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因

此，也就是这一点被他习惯地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象我们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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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

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被剥夺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

被剥夺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育目的：它应该代

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本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

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应该在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下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在《资本论》第５０８—５１５页上

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

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

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

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

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２４０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

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很发展；我们

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

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青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全部

学校课程以后终于“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

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持续、淘汰、混和以至对质的新的创造性发展所具有的意

义，人性或非人性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

外，还必须在对保证或防止一定生育结果的顾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

盛行的粗野和愚昧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即使在

偏见的压力下，至少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人的谨慎的天性来说

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更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

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被毁灭了；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象人的畸

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 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末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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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构造，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

的…… 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以便可以在这方面采用预防

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不太艺术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

时候，就是说，当完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

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

术，它的美学和静观死的形式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从天而降。结婚不是同纯石头的

艺术打交道，也不是静观死的形式，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

也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

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

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

厉声申斥道：绝不能。问题首先在于：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

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考虑到新出生者要求尽

可能好的构造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青公民要完

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

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

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也许杜

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具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大致就象目

前在德国的书店中装订的种种流行本子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这

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２４１中，只是

脑满肠肥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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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那一对老练的

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未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

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

简直是真正的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

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

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地位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

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

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

于是好嫉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

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有血有肉的人的

创造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办法”或“生

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

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方面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

强烈的表现是热恋——的人间高尚形式，正是双方结合的最好保证，这结合

从结果上来说也是美满的…… 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

谐特征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类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

要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的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

都解决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也

为双方和谐的“第二类效果”提供最好的保证；这象小说中说的

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

象往常一样，到头来是一堆和谐的胡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下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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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社会的非难中看出：

“在以人买卖人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有利于男子的对强

迫婚姻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妇女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最容易理解

的，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

妇女方面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能表示的谢意，我是无

论如何也不愿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一种在目

前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

官２４２，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三十六年

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ａｒｉｕｓ〕也常常是和受倒贴者

〔Ｓｃｈüｒｚｅｎｓｔｉｐｅｎｄａｒｉｕｓ〕押韵的！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

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

点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和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相联系的；根

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无情的。现在，

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

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

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

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

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

来自夸大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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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２４３

弗·恩格斯基本上写于１８７３—

１８８３年，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

作了个别补充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１９２５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２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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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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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草 案］

［总 计 划 草 案］２４４

  １．历史的导言：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

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２．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旧序２４５）。回复到辩

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３．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

——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

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４．各种科学的联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圣西

门（孔德）和黑格尔。

５．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简要叙述：

（１）数学：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数学的无限出现

在现实中；

（２）天体力学——现在被看作一个过程。——力学：出发点是

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

（３）物理学—— 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克劳胥斯和劳施

米特；

（４）化学：理论。能量；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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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必然性和偶然性。

６．认识的界限。杜布瓦－雷蒙和耐格里。２４６——赫尔姆霍茨、

康德、休谟。

７．机械论。海克尔。２４７

８．原生体的灵魂——海克尔和耐格里。
２４８

９．科学和讲授——微耳和。
２４９

１０．细胞国家——微耳和。
２５０

１１．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 海克尔和施米

特。２５１——因劳动［Ａｒｂｅｉｔ］而产生的人的分化。——经济学之应

用于自然科学。赫尔姆霍茨的“功”［《Ａｒｂｅｉｔ》］（《通俗讲演集》第２

卷）。２５２

８５３ 自然辩证法 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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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计划草案］
２５３

１．一般运动。

２．吸引和排斥。运动的传递。

３．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的应用。排斥＋吸引。——排斥的

流入＝能量。

４．重力——天体——地球上的力学。

５．物理学。热。电。

６．化学。

７．概要。

（ａ）在第４前面：数学。无限长的直线。＋和－相等。

（ｂ）在天文学中：由潮汐产生功。

赫尔姆霍茨的两种计算，第２卷第１２０页①。

赫尔姆霍茨的“力”，第２卷第１９０页②。

９５３局 部 计 划 草 案

①

② 参看本卷第４１９—４２２页。——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４２１－４２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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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导  言２５４

  现代自然科学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

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地消失

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现

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

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

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

代①，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从

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

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

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

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格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

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

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

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

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

０６３

① 即十六世纪。——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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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

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

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

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

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

的ｏｒｂｉｓ ｔｅｒｒａｒｕｍ①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

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

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教会的精神独

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

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

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

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

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

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

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

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

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

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

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

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

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

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

１６３导   言

① 直译是“地环”，这是古罗马人对世界、地球的称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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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

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①，而且也

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

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

赞美诗的词和曲２５５。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

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

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

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

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

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

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

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

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

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

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

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

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

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

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

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

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

２６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

以此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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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２５６
。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

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

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

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

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

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

运动规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

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

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

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

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

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

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这里有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

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

上完成了。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主要由笛卡儿制定

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制定了对数，由莱布尼茨，也许还由牛顿制

定了微积分。刚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

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

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

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

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得到更高的研究①。如果把光学当作例外，那

末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得

３６３导   言

① 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和阿尔卑斯山水流调节有关的托里拆

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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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际需要。化学刚刚借燃素说从炼

金术中解放出来。２５７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

生物学还完全不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

事于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

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各种生命形

式的相互比较，它们的地理分布和他们的气候等等的生活条件的

研究，则还几乎谈不到。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

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

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

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

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末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

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

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

旋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

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

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那一种情形）就毫无改变地总是原来

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

岭、河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

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

植。植物和动物的种，一产生便永远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

产生相同的东西，而当林耐承认往往由杂交可能产生新种的时候，

这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了。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

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

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

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

４６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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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

时候一样。

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

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

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

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

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

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

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

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

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

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

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

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

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

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

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

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

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

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

造物主的智慧。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

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

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

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

５６３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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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说的，再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以供他们支配。康德的划

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

久才出现。２５８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陈腐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

进步而被弄得百孔千疮，但是它仍然统治了十九世纪的整个上半

叶①，并且一直到现在，一切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②。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

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１７５５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

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

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

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２５９这个警告中所表

现的那样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

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

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

６６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② 一个人（他的科学成就曾提供了废弃这种见解的极其重要的材料）甚至在

１８６１年还能如何坚定地相信这种见解，可以从下面的典型的话中看出来：

“我们的太阳系的所有安排，就我们所能洞察的而言，是以保持现存的东

西及其持续不变为目的的。正如从最古时期以来地球上的任何动物、任何植

物都没有变得更完善而且绝没有变成另外的东西，正如在一切有机体中所看

到的只是一个阶段邻近另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阶段跟着另一个阶段，

正如我们自己的种族在肉体方面始终是同样的，——甚至同时并存

的天体的最大的多样性，也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理由来假定这些形式

仅仅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倒宁可说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其本身来

说都是同样完善的。”（梅特勒《通俗天文学》１８６１年柏林第５版第

３１６页）

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旧的自然观的凝固不变的性质，提供了把全部自然科

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概括的基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纯粹机械地把一种

自然科学和另一种并列，后来这样做的同时有圣西门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

自然哲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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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

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

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

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

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

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

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

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发现使它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

重要的是：恒星的固有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

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

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①。

但是，如果这个刚刚萌芽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

生成着并消逝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末大多数自然

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担负着不变的有

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可以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指

出了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的地层，并且指出了这些地层

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胳，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

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

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这种

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

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

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

杆。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

７６３导   言

① 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同样是由康德发现的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

用只是在现在才被人理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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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

的突然革命①。

赖尔的理论，比它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更加和有机物种不变这

个假设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渐次改变，直接导致

有机体的渐次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

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

力。赖尔本人有好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

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

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

有被它夺去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

这时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结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

同时在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即１８４２年总结出

来。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

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

置疑的。同时，格罗夫２６０——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

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

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

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

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

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

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变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

８６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赖尔的观点的缺陷——至少在其最初的形式上——在于：他认为在地球上起

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是不变的。地球的冷却对他来说

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展着，它只是毫无联系地、偶然地变

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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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这么多的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

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

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

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

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

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它就证明了化学定律

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

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

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有了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

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有了古生物学、解

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

来的进步，这一切积聚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

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①。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确定

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

不同的有机体按照他们同类的器官来加以相互比较，不仅就它们

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来加以比较。这种研究进

行得愈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愈是

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的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

起来，而且出现了象文昌鱼和南美肺鱼这样的动物２６１，这种动物嘲

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②；最后，人们遇见了甚至不能说它们是

属于植物界还是属于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

９６３导   言

①

② 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一角鱼。同样，始祖鸟等等”２６２。——编者注

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胚胎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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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

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

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

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①。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击太阳系

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１７５９年对物种不变进行

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２６３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

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

整整一百年之后，即１８５９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２６４。差不多

同时还确定了：早已证明为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部分的原生质

和细胞，现在发现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因此，不仅

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过去和机体种

源说相对立的最根本的困难之一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的基本

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

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

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

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２６５到

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

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

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

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的确，这种循环

在实验上的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

０７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阿莉阿德尼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

斯逃出迷宫。后来以此比喻能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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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的东西来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了。如果

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

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一百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还

不足五十年，而差不多一切生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

不到四十年，那末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能够没有缺陷呢①！

——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得在我们通

过若干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的固有的运动以后才能揭示），由于

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

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以同样的速

度进行的。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的、不仅仅是行星的星体，即熄灭

了的太阳的存在，愈来愈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

（依据赛奇），一部分气状星云，作为还没有形成的太阳，属于我们

的星系，这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主张的，

是很远的独立的宇宙岛，这种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

才能确定２６６。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的方式详细地证明了，一

个太阳系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以后的科学愈来愈

证实了他的观点。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面，最初

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

那样一种温度下，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学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

的观察，将表明热在这种场合下在多大的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

１７３导   言

① 手稿中这一段前后都用横线隔开，并且在中间划了几道斜线，恩格斯这样做，

通常是表示手稿的这一段已经在其他著作中利用过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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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从热和重量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这在现在是差不多已经确定了。

单个的天体愈小，便冷却得愈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

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已死灭了一样。行星冷得较慢，而最慢

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互相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就

出现得愈来愈多，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

力开始起作用，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现在在化学上互相

分别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化合起来。这些化合物随着温

度的下降（这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种元素，而且还以不同

的方式影响到元素的每一种化合物），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

度下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

不断地变化。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它的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

星固有的热就比中心天体发送给它的热愈来愈减少。它的大气层

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下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

成为地质变化的活动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雨雪所起

的淤积作用，比起从炽热流动的地心出来的慢慢减弱的作用就愈

来愈占优势。

最后，如果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高过能

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

的原生质便形成了。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而这

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根本不能确定蛋白质的化

学式，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

是在大约十年前才知道，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

２７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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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造成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

没有定形的蛋白质能够由于核和膜的形成而产生第一个细胞。但

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

生了；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对古生物学的记录所作的全部类推来假

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在这

些原生生物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２６７传到了现在；在这些原生生

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

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

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

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

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

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

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

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

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

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

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

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

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

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

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

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

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

３７３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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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

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

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

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

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

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

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

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

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

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

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

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

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

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

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

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

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

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

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

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

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

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

４７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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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

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

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

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

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

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

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

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

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

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２６８。也许会经过

多少亿年，也许会有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无情地会逐渐到来

这样的时期，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

冰，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但是最后就是在那里

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

逐渐消失；而地球，一个象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冻结了的球体，将

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

转，最后就落到它上面。其他的行星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

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迟些；代替安排得和谐的、光明的、温

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冷的、死了的球体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

己的孤寂的道路行走着。我们的太阳系所遭遇的命运，我们的宇

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遇到，其他一切无数的宇

宙岛的星系都要遭遇到；还有这样的星系，它们发出来的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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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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地球上还有人的眼睛去接受它，也永远达不到地球，连这样的

星系也都要遭遇到这种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行程并且遭遇到

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怎样呢？是不是太阳

的残骸将永远作为残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

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都将永远地变成吸引这样一种运动

形式呢？

如赛奇问道（第８１０页）：“或者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使死了的星

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当然，我们是不会象知道２×２＝４或物质的吸引的增加和减

少取决于距离的平方那样知道这一点的。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

自然观尽可能地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

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在理论自然

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

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现在，现代

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

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

纯的位置移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

解、生命和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无限存在的整个时期只有唯

一的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和它的永恒性比较起来只是无限短的时

间内，有可能分化自己的运动，从而展开这个运动的全部丰富内

容，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只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

就是主张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不能仅

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一种物质，如

果它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虽然也带有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

６７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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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作用、生命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这些条

件，那末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它失去了使

自己转变为它所应当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能力，那末即使它

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就被消灭

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

如此大量的运动——究竟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从这当中可能发展出至少包括

了两千万个星的种种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灭亡同样是肯

定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ｃａ

ｐｕｔ ｍｏｒｔｕｕｍ①是否总是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原料，我们和赛

奇神甫一样，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我们或者是必须求助

于造物主，或者是不得不做出下面这个结论：形成我们宇宙岛的

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

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

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然地、但

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是愈来愈被承认了。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

的见解：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坠落于其上，而且人们甚至计算

出这种碰撞所一定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告知我们的新星的突然

闪现以及已知的旧星的同样突然增加光亮，最容易从这种碰撞得

到说明。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

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空间中运

７７３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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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平衡中，因为甚至自由浮动

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能存在于相互制约的运动的情形之下；此

外，还有一些人假定，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最

后，我们知道，除了无限小的一部分，我们宇宙岛的无数太阳的

热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空间的温度提高摄氏一度的百

万分之一。所有这大量的热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消失在

使宇宙空间温暖起来的尝试中，它是不是实际上不再存在而只在

理论上存在于下列事实中：宇宙空间的温度增加了以十个或更多

个零开始的小数一度？这个假定否认了运动的不灭；它承认了这

样一种可能性：由于天体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坠落于其上，一切现

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

此尽管“力不灭”，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可以附带看出，

用以代替运动不灭的力不灭这个用语是多么错误）。于是我们得到

这样一个结论：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

（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

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

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的主要困难便消失了。

此外，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

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

就是德莱柏的反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①。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

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在这个

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意识到自身

８７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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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界的生物的生命的时间，正如生命和自我意识在其中发生

作用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狭小短促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

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

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

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

什么永恒的东西。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

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百万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

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

上造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无数的有机物一定产生和灭亡，然

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在一个短时

间内找到适于生活的条件，然后又残酷地被消灭，我们还是确信：

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

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

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

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９７３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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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２６９

这部著作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产生的。正好相反，我

的朋友李卜克内西会替我证明：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来

批判地阐明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一旦决心这样做，

就只有把这种被当作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提出来的理

论，同这一体系联系起来研究，并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此外

就别无选择了。因此，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

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别

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１８７７年初陆续发表

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对一个不管如何自吹自擂但仍旧极不足道的体系作问题本身

所要求的如此详细的批判，这可以由两种情况来加以说明。一方

面，它使我在不同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

这些问题在现今具有普遍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虽然我丝毫没有

想到用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仍然希望读

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

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

现象。近来在德国，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雨后春笋

般地生长起来，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

必说了。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有责任表决

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买

０８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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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内行一样，现在科学

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每个人什么都能写，而“科学自

由”正是在于人们有权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并且以此冒

充唯一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最典

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

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科学

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

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

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

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

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

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２７０。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

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只有实

际的社会民主运动才很少被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这又是我国

工人阶级的非常健康的本性的一个证据。目前在我国，除了自然

科学，其余的一切差不多都害了这种病症。

当耐格里在他向自然科学家慕尼黑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中讲

到人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具有全知的性质时２７１，他显然还不知道

杜林先生的贡献。这些贡献迫使我也跟着他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

这些领域中我最多只能以业余爱好者的资格进行活动。这特别是

指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在这些部门中直到现在还常常认为，一

个“门外汉”企图发表意见总是不太虚心的事情。但是微耳和先

生在慕尼黑发表的、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叙述的意见，给我增加

了几分勇气，他说：每个自然科学家在他自己的专业之外也不过

是一个半通２７２，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正如这样一个专家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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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和必须让自己常常侵犯邻近的领域一样，正如他在这里在

用语的笨拙和小小的不确切方面会被有关的专家所谅解一样，我

也擅自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来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

例证，并且敢于期待同样的谅解①。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

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

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

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

域中是半通，那末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在直到现在

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

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

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

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

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

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②。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

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

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

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

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

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

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思维规律

２８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② 手稿中这一句和前面一句都用铅笔划掉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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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

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

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

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

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

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

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第二，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

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

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

了一个准则。但是在这里常常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哲学史的不熟悉。

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

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

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热之唯动说曾经以新的例证

支持能量守恒原理，并把这一原理重新置于最前列，这肯定是它

的巨大成果；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记得笛卡儿早就提出了

这一原理，那末它还能作为某种绝对新的东西出现吗？自从物理

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

子论哲学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但是它甚至被最优秀的自然

科学家处理得何等肤浅呵！例如，凯库勒（《化学的目的和成

就》）说，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

断定，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

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２７３可是

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３—４４和６１节）那里就可

以读到：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

３８３《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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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
①
，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

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１８４８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引起了完

全的变革。由于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开创了大工业和投机事

业，另一方面开始了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

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揭幕的巨大跃进，于是民族坚决

地摈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了道路的德国古典哲

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也实在应该得到这种遭遇。但是，一个

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当

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

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

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

溺于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

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

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

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

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

而上学的。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新康德主义，

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

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现在盛行的理论

思维的纷扰和混乱。

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

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

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

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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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它可以仅仅由于自

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这些发现是再也

不会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①上的。但

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多余

的阻碍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大部分已经在进行，特别是在生物学

中。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

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

种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

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２７４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

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

——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

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

——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

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

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

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

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

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

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

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

５８３《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

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比床长的就砍掉他的

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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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

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

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

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

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

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有些自然

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渣，例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另

一方面却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理由是他们没有经验自然

科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是愈来愈少了。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这种

见解迈步前进，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

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开了一个头，因

为除上述的新康德主义外，回到康德又成为时髦的事情。自从人

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

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

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

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

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

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

点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由于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和柏林黑格尔派不可救药的

堕落而在很大程度上颇有道理的对“自然哲学”的反动，极尽了

放任的能事，而且堕落成了纯粹的谩骂；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

其理论需要方面被目前流行的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如此显著地置于

无依无靠的境地。从此以后，就有可能在自然科学家面前重新提

６８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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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黑格尔的名字，而不致于在他们中间引起杜林先生闹得如此滑

稽可笑的舞蹈病。

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保卫黑格尔的出发

点：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

这一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摈弃了。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

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

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①；因此，在理论自

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

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同样，也谈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

鼓吹的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

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

没落了。但是在这里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

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

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

把这一切除开之后，还剩下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

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

号施令的模仿者们”２７５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

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

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

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

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

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７８３《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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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如在他的体系的其他一切部门中一

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

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我们说，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

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２７６

但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在

这些理论中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因而必须

把这些理论同样地倒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长时期中占统

治地位。当热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都被看做特殊的神秘的物质，而

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质的运动形式时，热学的情况就是这样，热之

唯动说才完成了这个倒过来的工作。然而被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

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在这里，特别是［让·

巴·约·］傅立叶和萨迪·卡诺２７７为正确的见解开拓了道路，而这

种正确的见解本身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

成自己的语言而已①。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

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

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

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

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

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

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

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

８８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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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２７８

有一个深入人民意识的辩证法的古老命题：两极相通。因此，

当我们要寻找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时，如果不到那种象德国

自然哲学一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的自然

科学派别中去寻找，而到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

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相反的派别中去寻找，那末我们就

大致不会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是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它的

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

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

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被人遗弃，他

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开出了制造黄金和完成各种奇迹的正式的方

子２７９。同样地，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
２８０
。

因此，无怪乎近年来以几个决不是最坏的人物为代表的英国经验

主义，竟似乎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

牺牲品。

属于这种情况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

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就是他，和达尔文同

时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的理论。他在他于１８７５年由伦

敦白恩士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２８１里面说，

他在自然科学这个部门中的最初实验是在１８４４年开始的，那时他

听到斯宾塞·霍尔先生关于麦斯默尔催眠术２８２的讲演，因此他在

９８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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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身上作了同样的实验。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有趣，并且很热心〈ａｒｄｏｕｒ〉地研究它。”［第１１９

页］

他不仅使人进入催眠状态并发生四肢僵直和局部失去感觉的

现象，而且也证实了加尔颅骨图２８３的正确，因为在触摸任何一个加

尔器官的时候，相应的活动就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产生，并以灵

活的姿势按规定做出来。其次，他确定了，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

他触摸一下，就会感到催眠者的一切感觉；他可以把一杯水说成

白兰地酒，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个年青人糊涂到

甚至在清醒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姓名，然而这是其他教员不用麦

斯默尔催眠术也可以办到的。如此等等。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冬季，我也适逢其会地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这位

斯宾塞·霍尔先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

庇护下在国内到处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表演，以

便由此证明上帝存在，证明灵魂不死，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

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不正确。少女受到了催眠，然后只要

催眠者摸一摸她的颅骨上的任何一个加尔器官，她就象演戏一样

做出了表示该器官的活动的表情和姿势；例如，摸一下爱孩子的

（ｐｈｉｌｏ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器官，她就爱抚和亲吻所幻想的婴孩，如

此等等。此外，这位堂堂的霍尔还用一个新的巴拉塔利亚岛２８４丰富

了加尔的颅骨地理学：他在颅骨顶上发现了敬神的器官，只要摸

一摸这里，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双手合在一起，

并且在惊讶的庸人观众面前做出一个为虔敬所笼罩的天使的样

子。这就是表演的终结和顶点。上帝的存在就被证明了。

０９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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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一个熟人也同华莱士先生一样：我们对这些现象感

到兴趣，试图看看，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我们选

择了一个十二岁的活泼的男孩来做对象。静静的凝视和轻轻的抚

摩就毫无困难地使他进入催上眠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对这玩意

不象华莱士先生那样虔诚，那样热心，所以我们也就得到完全不

同的结果。除了很容易产生的肌肉僵硬和失去知觉，我们还发现

了和一种特殊的感觉过度兴奋联在一起的意志完全被动的状态。

如果被催眠者由于任何外部刺激而从昏睡中醒过来，他就显得比

清醒的时候有生气多了。跟催眠者没有丝毫神秘的关系；任何其

他的人都可以同样容易地使被催眠者动作起来。使加尔颅骨器官

起作用，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太不足道了；我们的花样还更多：我

们不仅能使这些器官互相置换，并把它们安置在整个身体的任何

地方，而且我们还能够造出任何数量的其他器官，唱歌、吹口哨、

吹笛、跳舞、拳击、缝纫、补鞋、抽烟等等的器官，并把这些器

官安置在我们所要的任何地方。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

大醉，但是我们在大脚拇指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

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但是十分明白：如果

不使被催眠者了解所希望于他的是什么，那末任何器官都不能显

示丝毫作用。这个小孩经过实际练习很快便熟练到这样的程度：只

要多少有一点暗示就够了。这样造成的器官只要不用同样的方法

加以改变，对于以后的催眠是永远有效的。这个被催眠者正好有

双重的记忆，一种是清醒时候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很

特殊的记忆。至于说到意志的被动性，说到对第三者的意志的绝

对服从，那末只要我们不忘记整个状态是以被催眠者的意志服从

催眠者的意志开始，而且没有这种服从就行不通，那末这种被动

１９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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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种绝对服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

开个玩笑，就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毫无办法了。

这样，我们不过随便怀疑了一下，便发现催眠颅相学的江湖

骗术的基础，是许多和清醒状态的现象大半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的、无需任何神秘解释的现象，可是华莱士先生的热心（ａｒｄｏｕｒ）

却使得他一再地自己欺骗自己，因此他在一切细节上证实了加尔

颅骨图，确定了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的神秘联系①。在华莱士先

生的天真得有些稚气的谈话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所注意的并

不是去探究这种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代价使所有的现象重

现出来。要使一个刚刚开始的研究者以简单而轻易的自欺很快就

变成内行，那就只要有这种气质便够了。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

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而且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

到１８６５年，他的另一只脚也跟着踏进去了。当他在热带地方

旅行了十二年回来以后，桌子跳舞的降神术实验使他加入了各种

“神媒”的团体。他进步得多么快，他对这门法术掌握得多么纯熟，

这由上述小册子可以得到证明。他希望我们不仅要相信霍姆、达

文波特兄弟，以及其他多少表现出是为了钱并且大部分一再地暴

露出骗子面目的“神媒”们的虚假的奇迹，而且要相信许多从很

古的时候起就被信以为真的神灵故事。希腊神托所的女占卜者、中

世纪的女巫都是“神媒”，而杨布利柯在他的《论预言》中已经很

准确地描写了

“现代唯灵论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第２２９页］。

２９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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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强，而且甚至在清醒状态中也有微弱的反映，这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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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华莱士先生对于这些奇迹在科学

上的确立和证实，是处理得何等轻率。如果有人想要我们相信神

灵会让人给他们照像，那末这的确是一个奢望，而且我们在承认

这种神灵照片是真实的以前，当然有权利要求它们必须有十分确

凿的证明。但华莱士先生在第１８７页上叙述道：１８７２年３月，主

神媒古比太太（父姓为尼科尔）跟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在诺亭山２８５的

赫德逊先生家里一起照了像，而在两张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出她

背后有一个身材很高的女人影子，优雅地（ｆｉｎｅｌｙ）披着白纱，面

貌略带东方风味，做着祝福的姿势。

“所以，在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①。要不是有一个活着

的、智慧的、然而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物在这里，就是古比先生夫妇、摄影师

和某一第四者筹划了一个无耻的〈ｗｉｃｋｅｄ〉骗局，而且一直维持着这一骗局。

但是我非常了解古比先生夫妇，所以我绝对相信：他们象自然科学方面的任

何真挚的真理探求者一样，是不能干出这种骗人的勾当来的。”②［第１８８

页］

这样看来，不是骗人的勾当，就是神灵的照片。好极了。如

果是骗人的勾当，那末要不是神灵早已映在照片底版上，就一定

是有四个人参与其事，或者有三个人参与其事，如果我们把活到

八十四岁于１８７５年１月去世的无责任能力或易受愚弄的古比老

３９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①

② 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Ｈｅｒｅ，ｔｈｅ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ｗｏ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所以，在

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这句话里应当用单数第三人称

《ｉｓ》的地方却用了多数的《ａｒｅ》。——译者注〕。神灵世界是超越于语法的。

有一次，某滑稽家曾把语法家林德利·墨莱的灵魂召来。他对他来了吗这个

问题回答道：《Ｉ ａｒｅ》（美国说法，代替《Ｉ ａｍ》〔我来了〕）２８６。这位神媒是

美国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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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撇开不谈的话（只要把他送到屏风后面就行了）。一个摄影师

要给神灵寻找一个“模特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对此无须

多费唇舌。但是摄影师赫德逊不久就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而被人

公开检举，因此华莱士先生镇静地说：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如果什么地方发生了骗人的勾当，那

立刻就会被唯灵论者自己看破的。”［第１８９页］

所以，摄影师是不大可以信赖了。剩下的是古比太太，而我

们的朋友华莱士对她只有“绝对的信任”，再没有别的。再没有别

的吗？决不是这样。古比太太的绝对可靠是由她下面的话来证明

的：１８７１年６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从汉伯里

山公园她的家里，由空中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６９号——两地

的直线距离是三英里——并且被放置在上述６９号房子中正在举

行降神会的桌子上。房门是关着的，虽然古比太太在伦敦是一个

极肥胖的女人——这一点倒的确是有点意思的，但是在门上或天

花板上连个小小的窟窿都没有留下就突然进到屋子里来了（１８７１

年６月８日伦敦《回声报》２８７上的报道）。现在谁还不相信神灵照片

是真的，那就对他没有什么办法了。

英国自然科学家中的第二个著名的内行，是威廉·克鲁克斯

先生，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 （在德国也叫作

Ｌｉｃｈｔｍüｈｌｅ）的发明者
２８８
。克鲁克斯先生大约从１８７１年起开始研

究降神现象，为着这个目的应用了许多物理仪器和力学仪器，弹

簧秤、电池等等。他是否带来了主要的仪器，即怀疑地批判的头

脑，他是否使它始终保持工作能力，我们是会看到的。无论如何，

在一个并不很长的时期内，克鲁克斯先生就象华莱士先生一样完

全给迷住了。他叙述道：

４９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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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几年的工夫，一个年青女人，弗洛伦斯·库克小姐，就显示出种种值

得注意的神媒的品质，而且最近已经登峰造极，产生了一个肯定是来自神灵

世界的完美的女性形体，赤着脚，披着飘洒的白袍，而这时神媒却穿着黑色

的衣服，被捆缚着，沉睡在一间内室〈ｃａｂｉｎｅｔ〉或邻室里。”［第１８１页］

这个神灵自称凯蒂，看起来非常象库克小姐，一天晚上，福

尔克曼先生，古比太太现在的丈夫，突然把它拦腰抱住，紧紧地

抱住它，看它到底是不是库克小姐的化身。这个神灵是一个十分

健壮的女人，它竭力保护自己，观众们来干预，瓦斯灯被扭熄了，

而乱了一阵以后，重新安静下来，屋子里点起了灯，这时神灵已

经不见了，库克小姐仍然被捆住，不省人事地躺在原来的角落里。

但是，据说福尔克曼先生直到现在还坚持说，他抱住的是库克小

姐而不是别人。为了从科学上来确定这件事情，一个著名的电学

家伐利先生，在作一次新的实验的时候，用电池的电流通到神媒

库克小姐身上，使得她不切断电流就不能扮演神灵的角色。然而

神灵还是出现了。所以它的确是和库克小姐不同的存在物。进一

步确定这件事情便是克鲁克斯先生的任务。他第一步是要取得这

位神灵小姐的信任。

这种信任，如他自己在１８７４年６月５日的《灵学家》周报中所说的，

“逐渐增长到这样的程度：除非由我来布置，她就拒绝降神。她说她希望我常

在她近旁，并且要在内室紧隔壁；我发现，在这种信任已经建立而且她确信

我决不致对她食言以后，一切现象都大大加强了，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证据

也如意地得到了。她常常和我商量出席降神会的人以及他们的席位，因为她

最近由于有人不怀好意地暗示她除了其他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还要使用武

力，而变得非常不安〈ｎｅｒｖｏｕｓ〉。”①
２８９

５９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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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灵小姐十分感激这种既亲切又科学的信任。她甚至出

现——这已经不再能使我们惊奇了——在克鲁克斯先生家里，和

他的孩子们玩耍，而且给他们讲“她在印度冒险的趣闻”，尽情地向

克鲁克斯先生谈“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经验”，让他拥抱她，以

便相信她的坚固的物质性，让他察看她每分钟的脉搏次数和呼吸

次数，最后还让她自己和克鲁克斯先生并排照像。华莱士先生说：

“这个形体在人们看见她，摸到她，给她照像，并且和她谈话以后，就从

一个小屋子里面绝对地消失了①，这个小屋子除了通往挤满观众的

隔壁一间屋子，是没有其他出口的”［第１８３页］，

假若观众们十分有礼貌，信任房子的主人克鲁克斯先生，就

象克鲁克斯先生信任神灵一样，这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法术了。可

惜这些“完全证实了的现象”，甚至对于唯灵论者也不是完全可信

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十分相信唯灵论的福尔克曼先生如何

实行了非常物质的突然抓住的办法。现在又有一个教士，“不列颠

国家灵学家协会”委员，也出席了库克小姐的降神会，而且毫不

困难地确定了：神灵从里面出来并在里面消失的那间屋子，是有

第二道门通往外界的。当时也在场的克鲁克斯先生的举动，“使我

对这些表演中也许有点什么东西的信心受到了最后的致命打击”

（查·莫里斯·戴维斯牧师《神秘的伦敦》，伦敦丁斯莱兄弟出版

社版）２９０。此外，“凯蒂们”如何“现身”的事，在美国也弄清楚了。

有一对姓霍姆斯的夫妇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降神会，会上也出现

了一个“凯蒂”，她得到信徒们丰富的馈赠。但是，这位凯蒂有一

次竟因为报酬不够多而罢了工，这就引起一个怀疑者下决心要探

６９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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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出她的踪迹；他在一个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公寓）里发现了她，是

一个毫无疑问地有血有肉的年青女人，占有了赠送给神灵的一切

礼物。

同时，欧洲大陆也有它的科学的请神者。彼得堡的一个学术

团体——我不大清楚是大学或者甚至是研究院——曾委托国家顾

问阿克萨柯夫和化学家布特列罗夫研究降神现象，但似乎并没有

多少结果。２９１另一方面，——如果相信降神术士的喧嚣的声明

——德国现在也举出莱比锡的教授策尔纳先生作为自己的唯灵论

者了。

大家知道，策尔纳先生多年来埋头研究“第四度”空间，发

现在三度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第四度空间里却是不

言而喻的。例如，在第四度空间里，一个毫无罅隙的金属球，不

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象翻手套一样地把它翻过来；同样，在

一根两端都没有尽头或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分离

的闭口的圆环，不打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还有许

多这一类的玩意。根据神灵世界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教授先

生现在请求一个或几个神媒帮助他确定第四度空间中的各种细

节。结果据说是惊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靠背上，而

手掌放在桌子上不动，降神会一开，椅子的靠背就和他的手臂套

在一起了；一根两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线，竟在中间打了四

个结，如此等等。一句话，神灵是可以极其容易地完成第四度空

间的一切奇迹的。但是必须注意：我是在转述别人所说的话。我

并不保证这个神灵通报的正确性，如果它有什么不确实的地方，策

尔纳先生便应当感谢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更正的机会。但是，如果

这个通报不是虚伪地报道策尔纳先生的实验结果，那末这些实验

７９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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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然在神灵的科学和数学方面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神灵证

明了第四度空间的存在，正如同第四度空间保证了神灵的存在一

样。而这一点一经确定，科学便给自己开辟出一个全新的辽阔的

天地。对于第四度空间和更高度的空间的数学，对于住在这种高

度空间中的神灵们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过去的全部

数学和自然科学都只是一种预备科目了。克鲁克斯先生不是已经

在科学上确定了桌子和其他家俱在移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

——第四度空间的过程中要损失多少重量，而华莱士先生不是也

声称他已经证明在第四度空间中火不会伤害人体吗？现在甚至已

经有神体生理学了！神灵们要呼吸，有脉搏，这就是说，他们有

肺脏、心脏和循环器官，因而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方面至少是和我

们一样齐全的。因为要呼吸就必须有可以在肺里燃烧的碳水化合

物，而这些碳水化合物又只能由外界供给，所以必须有胃、肠及

其附属器官，而这一切一经确定，其余的就毫无困难地都跟着有

了。但是这些器官的存在就使得神灵们有生病的可能，这样一来，

微耳和先生也许就不得不写一部神灵世界的细胞病理学了。而因

为这些神灵大多数是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而且除了她们的超凡

的美丽，她们和世间的女人不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所

以不久她们就会和“爱上她们的男人”２９２接触；而且，既然如克鲁

克斯先生由脉搏所确定的，她们“并不是没有女性的心”，那末第

四度空间里也就有自然选择，虽然在那里它已不必担心人们会把

它和万恶的社会民主主义加以混淆了２９３。

够了。这里我们已经了如指掌地看清了，什么是从自然科学

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自然哲学的过度理论化，而

８９３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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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证明神灵

存在的并不是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

流的经验的观察。因为我们相信克鲁克斯的光谱分析的观察（铊

这种金属就是由此发现的），或是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所得到的动物

学上的丰富的发现，人们就要求我们同样地相信这两位研究者在

降神术上的实验和发现。而如果我们认为，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

的区别，即前一种发现可以验证，而后一种却不能，那末请神者

就会反驳我们道：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准备给我们提供机会来

验证这些神灵现象的。

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

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

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

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

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

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

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

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

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数学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一般形而上学的数学家，都十分

高傲地夸耀他们的科学的成果是绝对无法推翻的。但是这些成果

也包括一些虚数在内，从而这些虚数也就带有某种实在性。只要

我们习惯于给 －１或第四度空间硬加上某种在我们的头脑以外

的实在性，那末我们是否再往前走一步，是否也承认神媒的神灵

世界，这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重要性了。这正象凯特勒谈到多林

格尔时所说的：

９９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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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一生中曾替这么多的谬论作辩护，就连教皇无谬说他

也真能接受了！”２９４

事实上，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第一，那些“高

级的”现象，只是在有关的“研究者”已经着迷到正象克鲁克斯

自己天真无比地叙述的那样，只看得见他应当看到的或希望看到

的东西时，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降神术士毫不在乎成百件的

所谓事实已经暴露出是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也被揭露出是一些

平凡的江湖骗子。除非把那些所谓奇迹一件一件地揭穿，否则这

些降神术士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就象华莱士关于伪造的神灵

照片所明明白白地说到的一样。伪造的东西的存在，正好证明了

真的东西的真实。

这样，经验论就发现自己要驳倒顽固的请神者，势必要用理

论的考察，而不能用经验的实验；用赫胥黎的话说：

“我认为从证明唯灵论是真理这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反对

自杀提供一个新论据。与其死了借某个每举行一次降神会就赚一个基尼①的

‘神媒’的嘴说一大堆废话，倒不如活着作个清道夫好些。”２９５

００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基尼（Ｇｕｉｎｅａ）是英国过去的一种金币，合二十一先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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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证 法
２９６

（阐明辩证法这门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

般性质。）

———

因此，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

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

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

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

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

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

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

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

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

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

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

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

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

１０４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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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

个地方都懂得：要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子来确证

辩证法规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

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

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

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

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

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

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

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

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

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

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性状态和聚集状

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给物

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的变化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

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

然如故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形式的变化，正如海涅论及罪

恶时所说的：每个人自己都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构成罪恶总是需

要两个人２９７。运动形式的变化总是至少在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的过

２０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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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

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

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不能够在一个

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里我们首先只谈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

个规律也是适用的，但是其情况非常错综复杂，现在我们还往往

不能够进行量的测定。

如果我们设想，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被分割成愈来愈小的

部分，那末最初是不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有它的极限：如

果我们能够（如在气化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

那末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还能够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然而只

有在质完全变化时才行。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原子具有

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

场合下，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便代替化合成的分子而出现；

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则是游离的原子，它

们起着在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游离原子，起着那束缚

在分子内的大气中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

但是分子和它所属的物体，在质上也已经不相同了。分子可

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象是在静止中，例如热

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动，因与邻近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

使物体进入另一种同素异性状态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

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是

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

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

３０４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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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力学的物理学、同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的

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测量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

来表示的。这样，只要这里发生质的变化，它总是受相应的量的

变化所制约的。

在物理学中，物体被看做化学上无变化或无差别的东西；我

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它的分子状态的变化和运动形式的变换，这

种变换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这两方面中的一方面——都会使

分子活动起来。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

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

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

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气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６卷第

２１７页）２９８

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

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

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

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

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

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

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

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但是，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是在化学领域中取得了最

伟大的胜利。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

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逻辑学》，《黑格

４０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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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全集》第３卷第４３３页）
２９９
。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

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

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

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

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

气（一氧化二氮Ｎ２Ｏ）和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Ｎ２Ｏ５）是如何的

不同！前者是气体，而后者在常温下是结晶的固体。而两者在构

成上的全部区别是：后者所含有的氧为前者的五倍，并且在这两

者之间还有三种氮的氧化物（ＮＯ，Ｎ２Ｏ３，ＮＯ２），它们在质的方

面和前两者不同，而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一点

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正烷烃中，最低级的是甲烷，ＣＨ４；在这里，

碳原子的四个化学键被四个氢原子所饱和。第二种是乙烷，Ｃ２Ｈ６，

两个碳原子互相联结，自由的六个化学键被六个氢原子所饱和。以

下依据代数学的公式ＣｎＨ２ｎ＋２，便有Ｃ３Ｈ８，Ｃ４Ｈ１０等等，所以每增

加一个ＣＨ２，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系

列中最低的三种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一种十六烷，Ｃ１６Ｈ３４，是沸

点为摄氏２７０度的一种固体。关于从烷烃（理论上）得出的伯醇

系列（公式是ＣｎＨ２ｎ＋２Ｏ）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为ＣｎＨ２ｎＯ２），情

形也完全一样。在量上加上一个Ｃ３Ｈ６，能够造成什么样的质的区

别，可以从如下的经验看出来：我们喝可以饮用的并且不掺杂其

他醇类的乙醇Ｃ２Ｈ６Ｏ，另一次我们喝同样的乙醇，但掺入了小量

的戊醇Ｃ５Ｈ１２Ｏ（它是大名鼎鼎的杂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

我们的脑袋就一定会感到这个东西，而且觉得受到它的伤害；所

以甚至可以说：醉酒和由之而来的醉后头痛正是量到质的转化，一

５０４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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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乙醇，另一方面是这一点加上去的Ｃ３Ｈ６。

在这些系列中，黑格尔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

前。较低的同系物只允许原子有一种相互排列。但是，当结合成

一个分子的原子的数目，达到对每一系列来说是一定的大小时，分

子中的原子排列就能够有多种方式；于是就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的

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数目的Ｃ、Ｈ、Ｏ原子，但

是在质上却各不相同。我们甚至能够计算这些系列的每一同系物

可能有多少同分异构体。例如，在烷烃系列中，Ｃ４Ｈ１０有两个同分

异构体，Ｃ５Ｈ１２有三个同分异构体；对于更高级的同系物来说，可

能产生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增加得非常之快。所以，又是分子中

原子的数量制约着这种在质上不同的同分异构体产生的可能性，

并且就实验上所表明的而言，还制约着这些同分异构体的现实的

存在。

不仅如此。从每一个这类系列中我们所知道的物体的类比中，

我们还能就这个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得出结论，并且

至少对于紧跟在已知同系物后面的一些同系物，能十分确定地预

言其性质，即沸点等等。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

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

全》第２卷第８２３页）３００，

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这已经得

到了光辉的证明。门得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

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

尚待发现。他预先描述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一般化学性质，他

６０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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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亚铝，因为它是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后面的；他

并且大约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几年以

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真的发现了这个元素，而门得列耶

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极不重要的差异。亚铝体现为镓（同上，

第８２８页）。３０１门得列耶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

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

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无论在生物学中，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

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

为这里的量是可以精确地测量和探寻的。

有些先生们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

可理解的先验主义，大概就是这些先生们现在却宣称这种转化是

不言而喻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他们早已应用过了，而且他

们从中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

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们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

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末他们倒可以和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

互相安慰了。这位茹尔丹先生一生中说的都是散文，但一点也不

知道散文是什么东西。３０２

７０４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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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基本形式
３０３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

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

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

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

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

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

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

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

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

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

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

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

进的。因此，当力学早已能够用那些对非生物界也有效的规律来

适当地说明动物体中因肌肉收缩而引起的骨胳的杠杆作用时，其

他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的论证，几乎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所

以，当我们在这里研究运动的性质时，我们不得不把运动的有机

形式撇在一边。我们不得不局限于——按照科学的现状——非生

物界的运动形式。

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的，不论这是天体的、地

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移动。运动形式愈高

８０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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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这种位置移动就愈微小。位置移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性质

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首先必须研究位置移动。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

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

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

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

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由此可见，物质没有运动是不

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

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

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

的总体，那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因为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

学中实际起作用以前很久，哲学就获得了这种认识，所以很容易

说明，哲学为什么比自然科学整整早两百年做出了运动既不能创

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甚至哲学借以作出这个结论来的形式，也

比今天的自然科学的表述要高明些。笛卡儿原理——宇宙中存在

的运动的量是永远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上有缺点，即对无限大

应用了有限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中这同一个定律

现在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赫尔姆霍茨的力的守恒定律，另一

种是更新的更确切的能量守恒定律。在这两个定律中以后我们可

以看到：一个正好和另一个相对立，而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只表

现了关系的一个方面。

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因而它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发生位

置移动，那末这种位置移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

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或者如力学上所说的，在这两

个物体之间起作用的力是中心力，即沿着联结它们的中心的直线

９０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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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的力。这种情形，无论许多运动看起来多么复杂，在宇宙

中总是毫无例外地发生着，这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当然的了。如

果假设，当两个物体相互作用着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又不受第三个

物体的任何妨碍或影响的时候，这作用不是沿着最短和最直接的

道路进行，即沿着联结两个物体中心的直线进行，这在我们看来

是很荒谬的①。而且大家知道，赫尔姆霍茨（《力的守恒》１８４７年

柏林版第１节和第２节）３０５用数学方法也证明了：中心作用和运动

的量［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ｍｅｎｇｅ］３０６的不变性是互为条件的，假设中心作用

以外还有其他作用，就会导致运动可以创造或消灭的结论。所以

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

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应当明确地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做所谓“力”，而

是被看做运动的简单形式。可是康德早已把物质看做吸引和排斥

的统一体了。至于“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时候将会看到。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然而运动只是

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个地方的与之相当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

能发生。否则一个方面会逐渐胜过另一个方面，于是运动最后就

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运动和一切排斥运动，一定是

互相平衡的。因此，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一定律，就采

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有一个吸引运动，就一定有一个与之

相当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一样；或者如古代哲学在力的

守恒或能量守恒定律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以前很久所说的，宇宙中

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０１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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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似乎还存在着一切运动迟早会停止的两种可能性：

或者是由于排斥和吸引最后在事实上互相抵消，或者是由于全部

排斥最后集中在物质的一部分，而全部吸引则集中在另一部分。从

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辩证法根

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

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

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

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

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这样一来，无论是排斥和吸引最后抵消

的问题，或是一种形式的运动最后分配在一半物质上而另一种形

式的运动分配在另一半物质上的问题，都不可能成为问题了，因

而无论是两极互相贯穿①或是绝对分离的问题，也都不存在了。在

第一种场合下无异于要一条磁石的北极和南极互相抵消，在第二

种场合下无异于把一条磁石从中间切断，要在一段上面只有北极

而没有南极，在另一段上面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但是，虽然从

两极对立的辩证性质已经可以断定这样的假设是不能容许的，可

是由于自然科学家被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支配，至少是第二种

假设还在物理学的理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以后在适当的

地方还要谈到。

运动是怎样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呢？这最好是

就运动本身的个别形态来研究。最后将看到事情的全貌。

我们且拿行星环绕其中心天体所作的运动来看吧。普通的天

文学教科书跟着牛顿把椭圆形的行星轨道解释为两种力——中心

１１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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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的吸引和使行星沿着垂直于这种吸引的方向运动的切线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除向心的运动形式外，普通的天文学

教科书还假设了与两个中心的联线垂直的另一个运动方向或所谓

“力”。因此，它和前面所说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依据这个定律，

我们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只能沿着那把相互作用的物体的中心联

结起来的直线发生，或者如一般人所说的，只能由向中心作用着

的“力”所引起。因此，它把这样一种运动因素放到理论中去了，

这种运动因素，如我们也曾看到的，必然要导致运动可以创造也

可以消灭的思想，因而也要以造物主为前提。这样一来，问题就

在于，把这一神秘的切线力归结为某种向中心发生的运动形式，而

完成这个工作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大家知道，按

照这种看法，整个太阳系是由自己旋转着的极稀薄的气体逐渐收

缩而产生的，旋转运动显然是在这个气团的赤道线上最强烈，并

且使一个个的气环从这个气团上分离出去，然后这些气环就逐渐

收缩成行星、小行星等等，而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围绕着中心体

旋转。这一旋转本身，通常是由气体的单个质点所固有的运动来

说明。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生，但是最后总有一个特

定的方向占优势，这就引起旋转，这种旋转必然随着气团的日益

收缩而日益加强。但是，关于旋转的起源，无论作什么样的假说，

总要排除切线力，使它变为向心运动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形式。如

果行星运动的一个要素，即直接向心的要素，表现为重量，即行

星和中心天体之间的吸引，那末，另一个要素，即切线方向上的

要素，就是气团各个质点原有排斥的残余，这种残余以衍生的或

改变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任何太阳系的生存过程，都表现

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其中由于排斥以热的形式放射到宇宙

２１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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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而对这一体系来说逐渐消失，所以吸引愈来愈占优势。

一目了然：在这里被当作排斥看待的运动形式，和近代物理

学所说的“能”是同一个东西。由于太阳系的收缩以及因收缩而

引起的现在构成太阳系的各个天体的分离，太阳系便失去了

“能”，而这一损失，按照赫尔姆霍茨的著名的计算，现在已经等

于原来以排斥的形式出现的全部运动的量的４５３４５４。

其次，且拿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物体来看吧。它是靠重量和地

球联系着，正象地球是靠重量和太阳联系着一样；但是它和地球

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运动。它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运动起

来，而且推动一旦终止，它的运动也就迅速停止，这或者仅仅是

由于重量的作用，或者是由于重量和该物体借以运动的媒质的阻

抗的共同作用。这一阻抗归根到底也是重量的作用，如果没有重

量，地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具有阻抗的媒质，不会有任何大气了。所

以在地面上的纯粹的机械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是重量即吸引占

有决定性的优势的情形，因而在这里运动的产生有两个阶段：首

先是抵抗重量，然后是让重量起作用，一句话，是先使物体上升，

然后再使之下降。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吸引和发生于与之相反的方向上的运

动形式，即排斥的运动形式，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地

球上的纯粹力学（这种力学所研究的，是那些具有既成的而且在

它看来是不变的聚集状态和凝聚状态的物体）的范围内，这种排

斥的运动形式在自然界中是不发生的。无论是岩石从山顶上崩落

下来，或者是水的下泻成为可能，形成这类现象的物理条件和化

学条件，都是在这种力学的范围以外的。所以在地球上的纯粹力

学中，排斥的或上升的运动一定是人工造成的，即由人力、畜力、

３１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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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的。这种情形，这种用人力同天然的吸引

作斗争的必要性，使力学家们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吸引、重量、

或者如他们所说的重力，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基本的运动形式。

例如，如果举起一个重物然后让它直接或间接落下而把运动

传给其他物体，那末照通常的力学观点看来，传送这个运动的不

是重物的举起，而是重力。例如，赫尔姆霍茨就让

“我们最熟悉的和最简单的力，即重量，作为原动力而起作用……例如在

一座由重锤发动的挂钟里。这个重锤……如果不把钟的全部机械发动起来，

便不能和重量的牵引一致了。”但是它如果不自行落下，便不能把钟的机械发

动起来，而且直到悬挂它的发条完全松了为止，它总是要不断地落下来的。

“到那时，钟就停了，重锤的发动能力也暂时用尽了。重锤的重量既没有失去，

也没有减少，它依旧在同一程度上被地球吸引着，可是这个重量产生运动的

能力已经失去了…… 但是我们能够用手臂的力量把钟上起来，重锤就又升

上去。这样一来，重锤又获得了它原先的发动能力，并且又能使钟走起来。”

（赫尔姆霍茨《通俗讲演集》第２卷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因此，按照赫尔姆霍茨的意见，使钟走起来的，不是运动的

主动的传送，不是重锤的举起，而是重锤的被动的重量，虽然这

个重量本身，只是由于被举起来才脱离了它的被动状态，而在悬

挂重锤的发条松了以后又回到被动状态。所以，如果照我们刚才

所看到的新观点看来，能仅仅是排斥的另一种表现，那末，照赫

尔姆霍茨的旧观点看来，力是排斥的对立物吸引的另一种表现。我

们暂且把这件事确定下来。

那末，当这个地球上的力学的过程达到它的终点的时候，当

重物先被举起然后又降落到同一高度的时候，构成这个过程的运

动将怎样呢？照纯粹的力学看来，它是消失了。但是，我们现在

知道，它决没有消灭。它有一小部分转化为声波式的空气振动，而

４１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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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则转化为热。这些热一部分传给起着抵抗作用的大气，一

部分传给落体本身，一部分则传给所落到的地面。钟的重锤，也

以摩擦热的形式，把自己的运动逐渐传给钟表机械的各个齿轮。可

是转化为热，即转化为排斥的一种形式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

的下降运动，就是说，并不是吸引。相反地，如赫尔姆霍茨所正

确地指出来的，吸引，重量，仍然和它先前一样，而确切地说，甚

至变得更大了。宁可说是由于举起而传给所举起的物体的排斥，因

降落而在力学上消灭掉，并且以热的形式重新产生出来。物体的

排斥变成了分子的排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它使固体的分子

发生振动，从而减弱各个分子间的联系，直到最后出现了向液态

的过渡；如果继续加热，它在物体处于液态时仍然在增强分子的

运动，终至分子完全脱离物体，并以一定的速度一个一个地自由

运动起来，而这个速度对每一个分子来说都是决定于它的化学构

造的。如果再继续加热，它就使这个速度更加增大，从而使分子

愈来愈互相排斥。

但是，热是所谓“能”的一种形式；后者在这里又一次被证

明是和排斥同一的。

在静电和磁的现象中，我们有吸引和排斥的两极之分。关于

这两种运动形式的作用方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假说，面对着事

实，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只要吸引和排斥是由静电或磁所产生，而

且能够毫无阻碍地出现，它们就完全互相补偿，这在事实上是从

两极之分的性质本身必然产生的。作用不完全互相补偿的两极决

不是两极，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在自然界中看到过这样的两极。流

电现象我们暂时撇开不谈，因为这里的过程决定于化学反应，因

５１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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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来研究化学运动过程本身。

当两份重的氢和１５．９６份重的氧化合成水蒸汽的时候，在这

个过程中散发出６８．９２４热量单位的热量。相反地，如果要把１７．

９６份重的水蒸汽分解为两份重的氢和１５．９６份重的氧，那末这只

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要有在数量上相当于６８．９２４热

量单位的运动以热本身的形式或电运动的形式传给水蒸汽。其他

一切化学过程也是一样。在大多数场合下，化合时产生运动，分

解时必须供给运动。在这里，排斥通常是过程的主动一面，是较

多地被供给运动或要求供给运动的一面，吸引是过程的被动一面，

是形成剩余的运动并产生运动的一面。因此，现代的理论也宣称，

总的说来，在元素化合时能量被释放出来，而在化合物分解时能

量就被束缚起来。所以“能”这个名词在这里又是用来表示排斥

的。赫尔姆霍茨却又说：

“这个力〈化学亲和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引力…… 碳原子和氧原

子间的这个引力所作的功，和地球以重量的形式对向上举起的重锤所表现的

引力是一样的…… 当碳原子和氧原子互相冲撞而化合成碳酸气的时候，新

形成的碳酸气粒子一定是处在极猛烈的分子运动中，即处在热的运动中……

 当碳酸气后来向周围环境放出自己的热的时候，碳酸气中的碳和氧仍然丝

毫没有减少，而两者的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但是这个亲和力现在只表现

在它把碳原子和氧原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不让它们分开。”（上引书第１６９

［—１７０］页）

完全和以前的一样，赫尔姆霍茨坚持说，在化学中和在力学

中一样，力只存在于吸引之中，因而是和其他物理学家叫作能并

和排斥同一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不再是只有吸引和排斥两种简单的基本形式，

而有一大串低级形式，在吸引和排斥的对立中扩展和收缩的一般

６１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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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过程，就是在这些低级形式中完成的。但是，这些形形色色

的现象形式都可以归到运动这个总的名称之下，这决不仅仅是我

们的看法。相反地，这些形式本身，以所起的作用，证明自己是同一

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的。物体的

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都可以转化

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又可以反过来产生热和电，而由电作媒介再

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这种转化

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运动，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确定

不移的一定量的运动与之相当，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的量的量

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没有关系，就是

说，无论这个量度单位用来量度物体运动，量度热，量度所谓电动

力，或者量度化学过程中转化了的运动，都没有关系。

在这里，我们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理

论是尤·罗·迈尔在１８４２年建立的①，而且从那时起各国学者对

７１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① 赫尔姆霍茨在他的《通俗讲演集》第２卷第１１３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上证明

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方面不变的原理的功绩，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

也有他自己一份。“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迈尔和柯尔丁，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

工作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一切

可以从上述观点得出的自然界各种过程间的关系，而且在１８４７年在

以《论力的守恒》为名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３０７——但是
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什么超过１８４７年科学水平的新东西，只有下面

两点是例外，一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价值的数学上的证明：

“力的守恒”和作用于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的各个力的中心

作用，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其次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达

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特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

变的。在其他各方面，赫尔姆霍茨的这本著作都已经被迈尔的１８４５

年的第二篇论文所超过。在１８４２年迈尔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而

在１８４５年他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在“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关系”

方面说出了比赫尔姆霍茨在１８４７年所发表的高明得多的东西。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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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研究已获得了很光辉的成就。现在，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个

理论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这就是关于“力”或“能”的概念

和关于“功”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根据新的、现在几乎已经被公认的观

点，“能”是被了解为排斥的，可是赫尔姆霍茨主要是用“力”这

个字来表示吸引。人们可以把这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差

别，因为在宇宙中吸引和排斥是互相补偿的，因为这样一来随便

把这个关系的哪一面当作正和把哪一面当作负，似乎都没有什么

关系，就好象正的横座标是从某一条直线上的某一点的右边算起

或左边算起都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但是绝对不是这样。

问题是在于，这里所谈的首先并不是宇宙，而是在地球上发生

的并且被地球在太阳系中和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十分确定的位置所

决定的现象。但是我们的太阳系每一瞬间都向宇宙空间放出大量

的运动，而且是在质上十分确定的运动，即太阳热，亦即排斥。而我

们的地球本身只是由于有太阳热才得以生存下去，而且自己最后

也把所获得的太阳热（在它把这种太阳热的一部分转化为其他运

动形式以后）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在太阳系中，特别是在地

球上，吸引已经大大地胜过了排斥。如果没有太阳放射到我们这里

的排斥运动，地球上的一切运动都一定会停止。假若太阳明天就冷

却，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地球上的吸引还会和现在一样。一百

公斤重的石头，只要还在原来的地方，就和原先一样还是重一百公

斤。可是运动，无论是物体的或者是分子和原子的，都会进入我们

所想象的绝对静止状态。所以，对于在今天的地球上所发生的过程

说来，把吸引还是把排斥看作运动的主动一面，即看作“力”或

“能”，显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相反地，在今天的地球上，吸引

８１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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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肯定地胜过了排斥而变成完全被动的了；一切主动的运动

都必须归功于来自太阳的排斥的供给。因此，最新的学派——虽然

它对运动的关系的［ｄｅｓ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ｅｓ］性质还不清楚

——在把能看作排斥的时候，从地球上的过程方面看来，甚至从整

个太阳系方面看来，本质上是完全对的。

“能”这个名词确实是决没有把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表现出

来，因为它只包括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作用，但没有包括

反作用。而且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

东西，是加到物质里面去的某种东西。但是和“力”这个名词比

起来，无论如何还是宁愿要“能”这个名词。

关于力的观念，如各方面所承认的（从黑格尔起到赫尔姆霍

茨止），是从人的机体在周围环境中的活动中借来的。我们常说肌

肉的力、手臂的举重力、腿的弹跳力、肠胃的消化力、神经的感

觉力、腺的分泌力等等。换句话说，为了避免找出我们的机体的

某种机能所引起的变化的真实原因，我们就造出某种虚构的原因，

某种和这个变化相当的所谓力。以后我们就把这种简便的方法搬

到外在世界中去，这样，有多少不同的现象，便造出多少种力。

自然科学（天体的和地球上的力学或许是例外）还在黑格尔

那时已经处于这种质朴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已经很正确地攻击

当时流行的把什么都叫做力的做法（引证一段话）３０９。他在另一个

地方也指出：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起说它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

种性质，性质是可以和物质分离的，可以想象为一个述语；而灵魂则是磁石

的这种运动，是和物质本性等同的。”①（《哲学史》第１卷第２０８页）３１０

９１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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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不象当时那样容易运用各种力了。我们听听赫

尔姆霍茨所说的吧：

“当我们完全了解某一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要求它毫无例外

地起作用…… 这样，规律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种客观力量，因此，我们把

它叫作力。例如，我们把光的折射定律客观化，把它看作透明的东西的一种

折射力；把化学亲和定律客观化，把它看做各种不同的物质间的亲和力。我

们同样地说金属的电接触力，说粘合力、毛细作用力等等。这些名称把一些

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首先只包括一小串条件相当复杂的①自然过程……

力只是作用的客观化了的规律…… 我们所引来的力的抽象概念，只给这一

点补充了下面的思想：我们没有任意编造这种规律，它是现象的必然的规律。

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现象即找出自然现象的规律的要求，就采取了另外的表

现形式，即我们不得不去探究作为现象的原因的各种力。”（上引书第１８９—

１９１页。１８６９年在音斯布鲁克的报告）

首先，把纯主观的关于力的概念，塞到一个已经确定是离开我

们的主观而独立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这无论如何

是一种奇怪的“客观化”方法。这种事情最多只能由一个最正统的

老年黑格尔派做出来，而不应当由赫尔姆霍茨这样的新康德主义

者做出来。当我们在一个既经确定的规律中插进某种力的时候，我

们既没有给这个规律，也没有给它的客观性或它的作用的客观性

增加丝毫新的客观性；所增加的只是我们的主观论断：这个规律靠

着某种暂时还完全不知道的力的帮助来起作用。但是，当赫尔姆霍

茨给我们举出光的折射、化学亲和、接触电、粘合、毛细现象这些例

子，并把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提高到力这个“客观的”显贵等级的

时候，这种在规律中插进某种力的做法的隐意就清楚了。

０２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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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首先只包括一小串条件相当

复杂的自然过程。”

正是在这里，“客观化”（宁可说是主观化）获得了某种意义：

并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认识了规律，而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因

为我们还弄不清这些现象的“相当复杂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时找“力”这个字做避难所。这样看来，我们由此表现出来的，

并不是我们关于规律的性质及其起作用的方式的科学知识，而是

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在这种意义下，作为还没有阐明的

因果关系的略语，作为语言上的权宜之计，“力”这个字在日常的

应用中是过得去的。但是超过了这一点，那就糟了。如果赫尔姆

霍茨有权利用所谓光的折射力、电接触力等等来解释物理现象，那

末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有同样的权利用热力和冷力来解释温度

的变化，从而就用不着对热这个现象作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了。

就从这种意义上看，“力”这个字也是片面的，因为它片面地

表现一切。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是两个

起着作用的部分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可是，由于

力这个概念产生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作用，也产生于地球上的力

学，所以它包含的意思是：只有一部分是主动的、起作用的，而

另一部分是被动的、接受作用的；这样一来，它就把两性间的差

异不经过证明就推广到无生命的存在物去了。受了力的作用的第

二部分的反作用，最多只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反作用，表现为一种

阻抗。这种看法就在纯粹力学（正是在这里，所讲的只是运动的

简单的转移及其在数量方面的计算）以外的许多领域中也是容许

的。但是它在比较复杂的物理过程中就不够了，这是赫尔姆霍茨

自己的例子所证明的。光的折射力在光本身中和在透明物体中一

１２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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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多。在粘合和毛细作用这两种现象中，“力”在固体表面和在液

体中肯定是一样多。关于接触电，有一点无论如何也是毫无疑问

的：在这里有两种金属起着作用；而“化学亲和力”如果包含在

什么地方的话，无论如何就是包含在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

但是，由两种分开的力所构成的力，不引起反作用而本身却包含

着反作用的作用，决不是地球上的力学意义下的力，而这门科学

又正是真正知道“力”这个字的含义的唯一的科学。要知道，地

球上的力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不研究碰撞的原因，即每一种情

况下的力的性质，其次是把力看做片面的东西，有一个在任何地

方都总是和自己相等的重量和它相对抗，因而和落在地上的物体

所经过的任何距离比起来，地球的半径总是被认为等于无限大。

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看赫尔姆霍茨怎样把他的“力”“客观化”，

即化为自然规律。

在１８５４年的一篇讲演（上引书第１１９页）中，他研究了最初包

含在构成我们的太阳系的星云球体中的“能作功的力的蕴藏量”。

“事实上，它只是以它的各个部分彼此间的万有引力的形式获得这方面

的一笔极为巨大的妆奁。”

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一整批重量或重力妆奁还丝毫未

减地保存在现在的太阳系中，或许除去很小一部分同可能一去不

复返地被投入宇宙空间中的物质一道遗失掉，这同样也是无可怀

疑的。其次，

“化学力也一定是已经有的，是准备起作用的；但是，因为这些力只有在

各种物质最紧密地接触的时候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它们开始起作用以前，一

定要发生凝缩现象”［第１２０页］。

如果我们象赫尔姆霍茨在前面所做的一样，把这些化学力看

２２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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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亲和力，即看作吸引，那末我们在这里也不能不说，这些化学

引力的总和是丝毫没有减少地继续存在于太阳系中。

但是在同一页上，赫尔姆霍茨就叙述了他的计算的结果：

在太阳系中“最初的机械力现在大约只有１４５４还原样存在着”。

这怎么能和上面所说的相协调呢？引力，无论是万有引力或

是化学引力，都是还丝毫未动地存在于太阳系中的。赫尔姆霍茨

并没有指出力的其他的确实来源。的确，照赫尔姆霍茨所说，这

些力已经作了巨大的功。但是这些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或减少。太

阳系中的每一个分子乃至整个太阳系本身，都和前面所举例子中

的钟的重锤的情形相同。“它的重量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一

切化学元素都和前面说过的碳和氧的情形一样：每种元素既有的

总量仍旧原样保存着，而“全部亲和力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强”。那

末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力”作了按照他的计算竟比

太阳系现在还能作的功大４５３倍的巨大的功呢？到此为止，赫尔

姆霍茨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但是他又进一步说：

“我们不知道，［原始星云球体中］是否还有以热的形态存在的力的蕴

藏①。”［第１２０页］

但是对不起，热是排斥的“力”，因而是逆着重量和化学吸引的

方向起作用的，如果取重量和化学吸引为正，它就是负。因此，既然赫尔姆

霍茨从万有吸引和化学吸引构成他的力的原始蕴藏，那末除此以外

的热的蕴藏便不应当加到这个力的蕴藏中去，而应当从这里面减

掉。否则，当太阳热逆着地球的引力把水变成水蒸汽，并使水蒸

汽向上升起的时候，太阳热就必然是在增强地球的引力；或者水

３２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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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通过的炽热的铁管所具有的热，就必然是在加强氧和氢的化

学吸引，可是它正好是使这种化学吸引不起作用。或者，以另外

的形式来说明这同一个问题：假设半径为ｒ、因而体积为
４
３
πγ
３
的

星云球体的温度是ｔ。再假设另一质量相同的星云球体在较高的

温度Ｔ之下有较大的半径Ｒ和体积
４
３
πγ
３
。显然，在第二个星云球

体中，只有当它的半径从Ｒ缩小到ｒ，即它把相当于温度差Ｔ—ｔ

的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的时候，吸引，无论是力学的吸引或是

物理的和化学的吸引，才能和第一个星云球体中的吸引起同样的

作用。所以较热的星云比起较冷的星云来要凝缩得晚一些，因而

从赫尔姆霍茨的观点看来，热既然妨碍凝缩，就不是正的“力的

蕴藏”，而是负的。所以，当赫尔姆霍茨以为一定量的排斥运动可

以以热的形式加到吸引形式的运动上，并增加后者的总量时，他

犯了一个计算上的确定不移的错误。

对于这一切“力的蕴藏”，无论是可以证明的，或者是可能的，

我们都给它冠以同样的符号，使它们可以相加。因为我们暂时还

不能使热转换，不能用等量的吸引来代替它的排斥，所以我们必

须以两种吸引形式来完成这种转换。于是我们就只好径直拿气团

自己独立起来那一瞬间存在在里面的排斥运动或所谓能的总和来

代替万有引力，代替化学亲和力，代替除这些力以外最初就可能

作为热这个东西而存在着的热。这就和赫尔姆霍茨的计算一致了，

这里他要计算的是

“由于太阳系各天体从散漫的星云物质发生假定的最初的凝缩而应当得到的

热”［第１３４页］。

他就这样把全部“力的蕴藏”都归结为热，归结为排斥，从

而使想象的“热这种力的蕴藏”可以加到“力的蕴藏”上面去。于

４２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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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计算就表明：最初存在于气团中的全部能量（即排斥）的

４５３４５４，已经以热的形态放射到宇宙空间中，或者确切地说，现

在的太阳系中的一切吸引的总和，与还存在于其中的一切排斥的

总和之比，是４５４∶１。但是这样一来，这些计算就和用这些计算

来作证明的讲演的正文正相矛盾了。

既然力这个概念甚至在赫尔姆霍茨这样的物理学家的头脑中

都引起了这样的思想混乱，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它在从事计算

的力学范围以外的任何研究领域中，在科学上都是不适用的。在

力学中，运动的原因是被当作某种已知的东西看待的，人们所注

意的不是运动的起源，而只是运动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把运

动的原因叫做力，这一点也不会损害力学本身；但是人们习惯于

把这个名称也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里面去，这样一来混乱

就不可避免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还会常常看到。

关于功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中再谈。

５２４运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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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量度。——功
３１１

“相反地，我一直总是看到：这个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即“功的基本的物

理概念和功的不变性”〉，对那些没有搞通数理力学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如何

热心，如何有天资，甚至还有相当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很难了解的。也

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抽象。甚至象伊·康德这样有才能的人也不

是很容易了解它们的，这从他和莱布尼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可以得到证

明。”

赫尔姆霍茨这样说（《通俗科学讲演集》第２卷序言）。

这样，我们现在就冒险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领域，更何况

我们没有可能使读者“搞通数理力学”。但是，也许能够表明：在

涉及概念的地方，辩证的思维至少可以和数学计算一样地得到有

效的结果。

伽利略一方面发现了落体定律，依据这个定律，落体所经过

的距离和落下所经过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我们将

看到的，他又提出一个不完全符合这个定律的命题：一个物体的

动量（它的冲量或动量）是由质量和速度决定的，所以它在质量

是常数时就和速度成正比了。笛卡儿采取了后一命题，认为运动

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就是该物体的运动的量度。

惠更斯已经发现：在弹性物体碰撞时，各个质量和各个速度

平方的乘积之和，在碰撞前后是不变的，而且类似的定律，对于

联合成一个系统的各个物体的运动的其他各种情况，也是有效的。

莱布尼茨是看出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和落体定律相矛盾的第一

６２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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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在许多情况下是正

确的。因此，莱布尼茨把动力分成了死力和活力。死力是静止物

体的“压力”或“拉力”，其量度是物体的质量和这个物体由静止

状态转到运动状态时所具有的速度的乘积；他并且把质量和速度

平方的乘积拿来作为活力——物体的真正运动——的量度。这个

新的运动量度他的确是直接从落体定律推出来的。莱布尼茨作出

了这样的结论：

“把四磅重的物体举起一英尺和把一磅重的物体举起四英尺，需要同样

的力；但是物体所经过的距离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因为，当一个物体

落下四英尺的时候，它就获得两倍于它落下一英尺时的速度。但是物体下落

时获得了把物体举高到它开始下落时的高度所需要的力；所以这两种力都和

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苏特尔《数学史》第２卷第３６７页）３１２

但是他进一步又证明了：运动的量度ｍｖ和笛卡儿关于运动

的量不变的命题是矛盾的，因为，如果这一量度是真正有效的，那

末力（即运动的量）在自然界中就要不断地增加或减少。他甚至

设计了一种器具（《学术纪事》，１６９０年），只要ｍｖ这一量度是

正确的，这种器具就一定会成为不断产生力的永动机，而这是荒

谬的３１３。近来，赫尔姆霍茨又常常使用这种论据了。

笛卡儿派竭力反对，于是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延续了许多年的

争论，康德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

１７４６年）３１４中也参加了这场争论，虽然他并没有弄清这个问题。今

天的数学家们都以相当蔑视的态度来看这场“无结果的”争论，这

场争论

“延续了四十多年，把欧洲的数学家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直到最后，

达兰贝尔才用他的《动力学论》（１７４３年）象最后的判决书一样结束了这场

７２４运动的量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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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毫无益处的咬文嚼字的争论①”（苏特尔，上引书第３６６页）。

但是，看起来还不能把这场争论这样完全归结为一场毫无益

处的咬文嚼字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反对笛

卡儿这样的人物而引起的，而且又有康德这样的人物参加，他的

第一部洋洋巨著就是为这场争论写的。的确，运动有两个互相矛

盾的量度，一个场合是和速度成正比，另一个场合是和速度平方

成正比，这怎样能协调起来呢？苏特尔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说，

两方面都对也都不对；“‘活力’这个名词至今仍然保存着；但是它已不

再被用作力的量度①
，而只是一度被用来表示力学中极其重要的质量和速度

平方的一半的乘积而已”［第３６８页］。

所以，ｍｖ依旧是运动的量度，而活力只是
ｍｖ２

２
的另一种表现，

关于这一公式，我们虽然体会到它在力学中极为重要，可是现在

根本不知道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我们且把那救命的《动力学论》３１５拿来，更仔细地看一看达兰

贝尔的“最后的判决书”。这个“最后的判决书”是在序言里。

它说：在正文中根本没有谈整个问题，因为“它对力学来说是完全没有

用处的”［第 页］。

这对纯粹从事计算的力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纯粹从事计

算的力学中，就象前面我们在苏特尔那里所看到的，文字的标记

不过是代数公式的另一种表现，另一种名称，对于这些名称，最

好根本不要去想它。

但是，因为有这样重要的人物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愿意在序

言中把这个问题简略地考察一下。人们只要头脑清楚，就会把运动物

８２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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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力仅仅了解为这些物体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的特性。所以，力既不能

用ｍｖ去衡量，也不能用ｍｖ
２
去衡量，而只能用障碍和这些障碍所表现的阻

抗去衡量了。

但是障碍有三种：（１）不能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可以完全消灭运动，所

以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２）其阻抗足以使运动停止（而且是在一瞬间做到

这一点）的障碍，这是平衡的情况；（３）只能够逐渐使运动停止的障碍，这

是减速运动的情况。［第 — 页］“每个人都会同意：当两个物体的质

量与其虚速度（即物体即将以之开始运动的速度）相乘所得的两个乘积彼此

相等的时候，这两个物体便处于平衡状态中。所以在平衡时，质量和速度的

乘积，即动量，是可以代表力的。每个人也都会同意：在减速运动的情况下，

被克服的障碍的数目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例如，如果一个物体具有

某一速度时可以压缩一个弹簧，那末它具有两倍的速度时可以同时或

连续地压缩的同样的弹簧便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它具有三倍的速度

时可以压缩的弹簧便是九个，依此类推。于是活力的拥护者〈莱布尼茨派〉

便由此作出结论：真正运动着的物体的力，一般地是同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

积成正比的。实质上，如果力的量度在平衡状态中和在减速运动中有所不同，

这又有什么不方便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只用明白的观念来进行推论，他

就只有把力这个字理解为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时所产生的效果。”（法文第一

版序言第 — 页）

但是达兰贝尔毕竟太哲学家气了，还不明白同一个力有两种

量度的矛盾不是那样容易克服的。因此，他重复了本质上只是莱

布尼茨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的“平衡”和莱布尼茨的“死压

力”是同一个东西，以后突然又跑到笛卡儿派方面，找到了下面

这样一条出路：

ｍｖ这一乘积甚至在减速运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作力的量度，“只要在这

种情况下力不是用各种障碍的绝对量去量度，而是用这些障碍所产生的阻抗

的总和去量度。要知道，阻抗的这个总和毫无疑义地是和动量〈ｍｖ〉成正比

的，因为如大家所公认的，物体在每一瞬间所失去的动量跟阻抗和这一无限

小的时间的乘积成正比，而且这些乘积的总和显然是等于阻抗的总和”。后一

９２４运动的量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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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计算方式在他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因为一个障碍只是在它产生阻抗

的时候才成其为障碍，说得恰当些，阻抗的总和就是被克服的障碍；此外，如

果这样计算力，还有一个便利处，这就是在平衡和减速运动这两种情况下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量度”。但是每个人都不妨各有所爱。［第 — 页］

因此，他相信他已经用数学上不正确的方法（这是苏特尔自

己也承认的）解决了问题，接着他就以对他前辈中的思想混乱的

不客气的批评来结束了他的论述，并且断定：由上述的批评看来，

这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形而上学的争论，或者甚至是一场更加没

有价值的纯粹咬文嚼字的争吵。

达兰贝尔的调和的建议归结为下列的计算：

质量为１，其速度为１，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压缩１个弹簧。

质量为１，其速度为２，可以压缩４个弹簧，但需要２个单位

时间，即在１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２个弹簧。

质量为１，其速度为３，在３个单位时间内可以压缩９个弹簧，

即在１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３个弹簧。

所以，如果我们用所需要的时间去除效果，我们就又从ｍｖ
２

回到ｍｖ了。

这也就是卡特兰以前特别用来反对莱布尼茨的那个论据３１６：

的确，一个速度为２的物体抵抗重量而上升的高度，是速度为１的

物体的４倍，但是所需要的时间是２倍；所以运动的量必须用时

间去除，结果是等于２，而不等于４。十分奇怪，苏特尔的观点也

是这样，他竟至剥夺了“活力”这一名词的一切逻辑意义，只给

它留下了数学的意义。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于苏特尔来说，

问题是在于把ｍｖ这一公式拯救出来，作为运动的量的唯一量度；

所以ｍｖ
２
就必然要被牺牲掉，以便在数学的天国里转世投胎。

０３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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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卡特兰的论据构成了沟通ｍｖ和ｍｖ
２
的一座桥梁，因

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很正确的。

达兰贝尔以后的力学家们决没有接受他的最后的判决书，因

为他的最后判决是有利于把ｍｖ当作运动的量度的。他们死守住

他用来表述莱布尼茨对死力和活力所作的区别的话：对于平衡，即

对于静力学，ｍｖ是有效的；对于抵抗阻抗的运动，即对于动力学，

ｍｖ
２
是有效的。这种区别虽然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形式

下，其逻辑意义无异于下级军官的这个著名的解决办法：在值班

时总是说“对我”，在下班后总是说“使我”３１７。大家都默认这个区

别：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它，既然这种双重的量度有矛

盾，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例如，汤姆生和台特说（《自然哲学论》１８６７年牛津版３１８第

１６２页）：

“一个没有旋转的、运动着的固体，其运动的量或动量跟它的质量和速度

二者成正比。质量或速度增加一倍，动量也增加一倍。”

紧接着他们又说：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跟质量和速度平方二者成正比。”

他们竟这样明显地把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运动量度并列在一

起。一点也不打算解释这一矛盾，或者哪怕是把它掩饰起来。在

这两个苏格兰人的著作中，思维是被禁止的，只有计算才被容许。

无怪乎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台特——是虔诚的苏格兰的最虔

诚的基督徒了。

在基尔霍夫的关于数理力学３１９的讲义中，ｍｖ和ｍｖ
２
这两个

公式绝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

１３４运动的量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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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赫尔姆霍茨会帮助我们。他在《论力的守恒》
３２０
这一著作

中主张用
ｍｖ２

２
来表现活力——这一点我们回头再来谈。以后他在

第２０页及以下各页又简略地列举出到现在为止还在应用和承认

活力（即
ｍｖ２

２
）守恒原理的各种情况。其中的第二项是：

“只要不发生摩擦或非弹性体的碰撞，运动就可以由不能压缩的固体或

流体来传递。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一般原理通常表现为下列规则：由机械

装置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在力的强度方面的减少同速度方面的增加总是按

同一比例的。因此，如果我们设想重量ｍ借助于一架机器（这架机器凭着某

种过程而等速地产生作功的力）以速度ｃ向上升，那末重量ｎｍ可以借助另

一架机械装置向上升，可是速度只是
ｃ
ｎ
，因而在两种情况下，机器在一个单

位时间内所产生的张力的量，都可以用ｍｇｃ来代表，其中ｇ表示重力的强

度。”［第２１页］

这样，这里又是一个矛盾：简单地和速度成正比而增减的

“力的强度”，不得不用来作为和速度平方成正比而增减的力的强

度守恒的证明。

无论如何，在这里可以看出：ｍｖ和
ｍｖ２

２
是用来规定两种完全

不同的过程的，但是这一点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因为ｍｖ
２
不能

等于ｍｖ，除非ｖ＝１。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运动会有两种量度，这件

事情在自然科学中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是决不允许的。因此，我

们再用另外的办法来试一试。

这样，ｍｖ可以用来量度“由机械装置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

所以这个量度对于杠杆以及由之产生的一切形式，如轮轴、螺旋

等等，一句话，对于传递运动的一切机械，都是有效的。但是，从

一个很简单的而且决不是什么新的推论就可以明白：在这里，只

要ｍｖ可以应用，那末ｍｖ
２
也一样可以应用。我们且研究一下这样

一个机械装置，在这个装置中，两边的杠杆臂的比是４∶１，因而

２３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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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装置中１公斤的重量可以同４公斤的重量保持平衡。所以，

我们在一个杠杆臂上加极其微不足道的力，可以使１公斤上升２０

米；如果把同样的力加在另一个杠杆臂上，那末就可以使４公斤

上升５米，而且这个较重的重量下降所经过的时间和另一个重量

上升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的。质量和速度互为反比：ｍｖ，１×２０＝

ｍ′ｖ′，４×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让每一个重量在升起来以后又自

由落到原来的水平面，那末１公斤的重量在落下２０米的距离以后

所得到的速度是２０米（在这里，由重量引起的加速度用一个整数

１０米，而不用９．８１米）；另一个４公斤的重量在落下５米的距离

以后所得到的速度是１０米３２１。

ｍｖ２＝１×２０×２０＝４００＝ｍ′ｖ′
２
＝４×１０×１０＝４００．

相反地，落下所经过的时间却是不一样的：４公斤落下５米，

时间是１秒；１公斤落下２０米，时间是２秒。摩擦和空气的阻抗

在这里当然都已经略去了。

但是两个物体中每一个从它所在的高度落下来以后，它的运

动便停止了。所以，在这里，ｍｖ表现为简单移动的、从而是持续的

机械运动的量度，而ｍｖ
２
表现为已经消失了的机械运动的量度。

其次，完全弹性体相碰撞的情形也是一样：ｍｖ的总和与ｍｖ
２

的总和在碰撞前后都是不变的。两个量度具有同样的效力。

非弹性体相碰撞时，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流行的初等教

科书（高等力学是差不多根本不研究这类小问题的）都说，ｍｖ的

总和在碰撞前后是一样的。相反地，活力却有损失，因为，如果

从碰撞以前的ｍｖ
２
的总和减去碰撞以后的ｍｖ

２
的总和，结果无论

如何都有一个正的余数。这个总量（或它的一半，这随所采取的

观点而定）就是因各个碰撞物体互相侵入和变形而减少的活

３３４运动的量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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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后一情形现在是清楚明白的。前一论断，即ｍｖ的总和

在碰撞前后一样，却不是如此。和苏特尔的意见相反，活力是运

动，如果它有一部分丧失掉，那末运动也就丧失了。因此，不是

ｍｖ在这里不正确地表示了运动的量，就是上述的论断是错误的。

整个定理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遗产，在这个时代，关于运动转化

的观念还一点也没有，因而只是在别无其他出路的时候才承认机

械运动的消失。所以ｍｖ的总和在碰撞前后的相等，是由这一总和

既没有丝毫损失也没有丝毫增加来证明的。但是，既然物体由于

和自己的没有弹性相适应的内部摩擦而在活力上有所损失，所以

它们在速度上也有所损失，而ｍｖ的总和在碰撞后就一定比碰撞

前小了。既然在计算ｍｖ
２
时，内部摩擦的重要性表现得这样明显，

那末在计算ｍｖ时就决不能把它略去。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定理，而且在

计算碰撞后的速度时假定ｍｖ的总和不变，我们仍然可以发现

ｍｖ
２
的总和是减少了。因此，ｍｖ和ｍｖ

２
在这里就发生了冲突，其

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定数量的机械运动真正消失了。计算本身

就表明：ｍｖ
２
的总和正确地表现了运动的量，而ｍｖ的总和却不正

确地表现运动的量。

ｍｖ应用于力学中的一切情形大致上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

考察一下应用ｍｖ
２
的几种情形。

当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无论它击中固体目标，或者因空气

的阻抗和重量的作用而趋于静止，它在它的运动过程中总是要消

耗和ｍｖ
２
成正比的一定的动量。如果一列火车碰到另一列停着的

火车，那末碰撞的激烈程度和相应的破坏性，是和这一列火车的

ｍｖ
２
成正比的。同样，在计算克服某一阻抗所需要的机械力时，也

４３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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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用ｍｖ
２
的。

但是，“克服某一阻抗”这一句在力学中非常流行的、很方便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举起一个重物以克服重量的阻抗，那末在这里一定

量的运动或一定量的机械力就会消失，而这一消失的运动或机械

力，就等于所举起的重物从它所达到的高度直接或间接落到它原

来的水平面时所能重新产生的运动或机械力。这个量可以用这个
重物的质量同落下以后的最终速度的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即

ｍｖ２

２
来

量度。那末把重物举起来的时候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机械运动或

机械力这样的东西消失了。但是它并没有化为乌有：用赫尔姆霍

茨的话说，它是变成了机械张力；用现代人的话说，是变成了位

能；用克劳胥斯的话说，是变成了埃尔加勒（Ｅｒｇａｌ），而且在任何

时候都可以用任何机械上允许的方法把它重新变成同产生它所必

需的机械运动等量的机械运动。位能不过是活力的反面表现，而

活力也不过是位能的反面表现。

一颗２４磅重的炮弹以每秒４００米的速度击中一艘铁甲舰的

一米厚的钢板而对钢板无显著影响。所以，在这里消失了的机械

运动等于
ｍｖ２

２
，即等于１２×４００×４００×

１
２
＝９６００００公斤米（因为

２４磅＝１２公斤①）。这一运动变成什么了呢？一小部分是消耗于钢

板的震动及其分子的位置变动。另一部分是用于把炮弹爆炸成无

数碎片。但是较大的部分则变成了热，使炮弹的温度升到炽热状

态。１８６４年，普鲁士人在越过阿尔斯时用重炮轰击“罗尔夫·克

拉克号”３２２的铁甲船舷，那时每命中一发他们都在黑暗中看

５３４运动的量度。——功

① 这里指的是德国磅，１磅＝５００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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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突然炽热起来的炮弹所产生的闪光，而惠特沃思早已用

实验证明，打在铁甲舰上的爆炸弹是不需要雷管的；炽热的

金属本身就可以使炮弹中的炸药着火。如果以４２４公斤米

作为单位热量的机械当量３２３，那末和上述的机械运动的量相当的

热量便是２２６４单位。铁的比热是０．１１４０，这就是说，使１公斤

水的温度升高１℃的热量（这用来作热量的单位）足以使
１

０１１４０
８．

７７２公斤铁的温度升高１℃。所以，上述的２２６４热量单位可以使

１公斤铁的温度升高８．７７２×２２６４＝１９８６０°，或使１９８６０公斤的铁

升高１℃。因为这一热量平均分布于舰身钢板和击中钢板的炮弹

上，所以后者的温度便升高
１９８６０°
２×１２

＝８２８°，这已经是一个十分炽热

的程度。但是，因为炮弹的前一半、即与目标碰撞的一端所得到

的热量无论如何是绝大部分，大约两倍于后一半所得到的热量，所

以前一半的温度上升到１１０４℃，而后一半的温度则上升到５５２℃，

即使我们为碰撞时实际产生的机械功作了巨大的扣除，这也完全

足以说明炽热现象。

机械运动也同样会因摩擦而消失，并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大

家知道，焦耳在曼彻斯特和柯尔丁在哥本哈根对这两种彼此相应

的过程作了尽可能精确的量度，在实验上第一次大致确定了热的

机械当量。

由机械力，例如由蒸汽机发动的磁性发电机，其产生电流的

情形也是一样的。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所谓电动力的量和同一时

间内所消耗的机械运动的量成正比，而如果用同一量度来表示，则

二者正好相等。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量不是由蒸气机产生的，而

是由一个受重量的压迫而落下的重物产生的。这个重物所能提供

的机械力，可以用该重物经过同一高度自由落下时所得到的活力

６３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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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量度，或者用使该重物重新升到原来的高度所需要的力去量度：

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用
ｍｖ２

２
去量度。

这样，我们就发现，机械运动确实有两种量度，但是也发现，每

一种量度适用于某个界限十分明确的范围之内的一系列现象。如

果已经存在的机械运动以保持机械运动的方式进行传递，那末它

是同质量和速度的乘积成比例地进行传递的。但是，如果机械运动

传递的方式是：它作为机械运动消失掉，并以位能、热、电等等形式

重新出现，一句话，如果它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运动，那末这一新

形式的运动的量就同原来运动着的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

比。一句话，ｍｖ是以机械运动来量度的机械运动；
ｍｖ２

２
是以机械运

动转化为一定量的其他形式的运动的能力来量度的机械运动。我

们已经看到，这两种量度因为互不相同，所以并不互相矛盾。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和笛卡儿派的争论决不是纯粹咬文嚼字

的争论；达兰贝尔的“最后的判决书”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

题。达兰贝尔大可不必长篇大论地攻击其前辈的观点糊涂，因为

他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糊涂的。事实上，只要人们不知道似乎消

灭了的机械运动变成了什么，他们就一定还是糊里糊涂的。只要

象苏特尔这样的数理力学家死守在自己的专门科学的堡垒里面，

他们就会象达兰贝尔一样地糊涂，而且一定会用空洞而互相矛盾

的言辞来搪塞我们。

但是，现代力学怎样表述从机械运动到在量上与之成正比的

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变呢？它作了功，而且确实是这样多的功。

但是，这并没有把功这个概念的物理意义充分表达出来。如

果象在蒸汽机或热力机中一样，热转变成机械运动，即分子运动

转变成物体运动，如果热使化合物分解，如果热在热电堆中变成

７３４运动的量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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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如果电流从稀硫酸中把水的两种成分分离出来，或者相反地，

如果在电池的化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能）采

取了电的形式，而后者在封闭电路中又重新变成热，那末，使过

程发生并因这一过程而变成另一运动形式的运动形式，就在所有

这些过程中作了功，而且这个运动形式所作的功的量是和它自己

的量相当的。

所以，功是从量方面去看的运动形式的变化。

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一个被举起的重物停在高处

不动，那末在静止的时候它的位能也是一种运动形式吗？肯定是

的。甚至台特也深信这种位能随后就会变成一种实在的运动形式

（《自然界》杂志）３２４。此外，基尔霍夫还走得更加远得多，他说

（《数理力学》第３２页）：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情形”，

而这就证明：他不仅能计算，而且也能辩证地思维。

所以，由于考察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我们顺便地、轻而易

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有些人认为不懂数理力学就

很难了解的功这一概念。无论如何，关于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比

我们从赫尔姆霍茨的《论力的守恒》这个讲演（１８６２年）中所学

到的知道得更多了，而他在这个讲演中正是要

“尽可能地把功的基本的物理概念及其不变性弄清楚”［序言第 页］。

我们在那里所学到的关于功的一切就是：功是可以用呎－磅

或热量单位来表示的东西，而这些呎－磅或热量单位的数目对于

一定量的功来说是不变的；其次，除机械力和热外，化学力和电

力也能作功，但是所有这些力都是按它们实际作功的比例耗尽它

８３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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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作功能力的。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整个自然界中一切能起作

用的力的量的总和，无论自然界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总是永远

不变，始终一样。功这一概念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还没有被确定①。

正是功的大小在量方面的不变，使他看不出：质变、形式变换是

物理学上的一切功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赫尔姆霍茨竟断定：

“摩擦和非弹性体的碰撞是机械功消灭②而热代之产生的过程。”（《通俗

讲演集》第２卷第１６６页）

正好相反。在这里机械功并没有消灭，在这里是作了机械功。

机械运动表面上消灭了。但是，机械运动如果不在表面上消灭掉，

如果不变成另一形式的运动，它就无论如何连百万分之一公斤米

的功也不能作出来。

我们知道，包含在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中的作功能力，叫作这一

机械运动的活力，而且直到最近还是用ｍｖ
２
来量度的。可是在这

里发生了一个新的矛盾。我们且听听赫尔姆霍茨说的吧（《力的守

恒》第９页）。他说：功的大小可以用升到ｈ高的重量ｍ来表示；然

后，如果用ｇ来表示重力，功的大小就等于ｍｇｈ。物体要自由地垂

直上升到ｈ这一高度，就需要速度ｖ＝ ２ｇｈ，而该物体在降落时

又得到这同一个速度。所以，ｍｇｈ＝
ｍｖ２

２
。而赫尔姆霍茨主张

“以
ｍｖ２

２
这个量来表示活力的量，这样一来，它就变得和功的大小的量度

９３４运动的量度。——功

①

②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我们从克拉克·麦克斯韦那里也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他说（《热的理论》

１８７５年伦敦第４版第８７页），“在克服了阻抗的时候，就作了功”；在第１８５

页上又说，“某一物体的能就是它作功的能力”。３２５这就是我们关于功所领教

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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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了。从活力这个概念一向的用法看来……这一改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

它在将来会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益处”。

这是难于置信的。赫尔姆霍茨在１８４７年还这样弄不清活力和

功的相互关系，以致完全没有觉察到，他是怎样把活力的先前的比

例量度变为它的绝对量度；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由于自己的大

胆的处理而作了多么重要的发现，他仅仅考虑到方便，就推荐
ｍｖ２

２

来代替ｍｖ
２
！力学家们也是为了方便的缘故才采用了

ｍｖ２

２
。
ｍｖ２

２
也

只是逐渐地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诺曼（《普通化学》第７页３２６）在

代数上给予了证明，克劳胥斯（《热之唯动说》第２版第１卷第１８

页３２７）在分析上给予了证明，这个证明后来又由基尔霍夫（上引书

第２７页）以另外的方法推出和作出。

克拉克·麦克斯韦（上引书第８８页）提供了从ｍｖ推到
ｍｖ２

２
的

卓越的代数上的证明。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的两位苏格兰人汤

姆生和台特这样说（上引书第１６３页）：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跟它的质量和速度平方二者成正比。

如果我们采用和前面一样的质量单位［和速度单位］〈即以单位速度运动着的

质量的单位〉，那末用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来给活力下定义，是特别

有利①的。”

所以，在这里，在这两位第一流的苏格兰力学家那里，不仅思

维已经停顿，而且计算的能力也停顿了。这种特别的有利，即公式

的方便，妙不可言地解决了一切。

我们已经知道，活力无非是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作功的能力，所

以在我们看来，这一作功的能力和它实际作的功，用力学的量度来

０４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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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自然是一定彼此相等的，因此，如果
ｍｖ２

２
可以量度功，那末活

力也一定可以用
ｍｖ２

２
来量度。但这是科学上发生的情形。理论力学

得出了活力这一概念，工程师的应用力学得出了功这一概念，并强

迫理论家接受它。理论家们埋头于计算，变得非常不习惯于思维，

以致多年来都没有认识到二者的相互联系，他们用ｍｖ
２
量度其中

的一个，用
ｍｖ２

２
量度另一个，最后才采用

ｍｖ２

２
作为二者的量度，但这

不是因为有了理解，而是为了计算起来简单！①

１４４运动的量度。——功

① “功”这个字及其相应的观念来自英国工程师那里。但是在英文中，实际的工

作叫作ｗｏｒｋ，而经济学上所说的工作则叫作ｌａｂｏｕｒ〔劳动〕。所以物理学上的

功也用ｗｏｒｋ来表示，这样便不至于和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有任何混淆。在德

文中却不是这样，因此在现代假科学著作中就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用法：把物

理学上所说的功用于经济学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反过来。可是我们也有Ｗｅｒｋ

这个字，它象英文的ｗｒｏｋ一样是完全适合于表示物理学上的功的。但是，因

为经济学对我们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是离得太远了，所以他们很难下决心采用

它来代替Ａｒｂｅｉｔ这个已经通用的字——除非到已经是太迟的时候也许会这

样做。只有克劳胥斯曾企图把Ｗｅｒｋ这个词保存下来，至少和Ａｒｂｅｉｔ这个词并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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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

地球的自转和月球的吸引３２８

  汤姆生和台特《自然哲学论》第１卷３２９第１９１页（第２７６节）：

“在一切象地球一样有一部分自由表面被液体复盖着的天体上，由于阻

碍着潮汐运动的摩擦，也都有间接的阻抗３３０。这些阻抗在这些天体和邻近的

天体相对地运动着的时间内，总是要从它们的相对运动中吸取能量。所以，如

果我们首先考察月球单独对地球及其河、湖、海洋的作用，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作用必然趋向于使地球绕自己的轴而旋转的周期和这两个天体绕它们的惯

性中心而旋转的周期相等；因为在这两个周期不相同的时候，地球表面的

潮汐作用总是要从它们的运动中吸

取能量。为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

这个问题，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复杂

化起见，我们假设月球是一个匀称

的球体。月球质量和地球质量之间

的引力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将相

当于一个沿着通过月球中心的一条

直线起作用的单独的力，而且这个

力一定要阻碍地球的自转，直到这

个自转在比月球绕地球的运动为短

的周期内完成时为止①。因此，它一

定沿着象ＭＱ这条线起作用，因而

２４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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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地心ＯＱ这样一段距离；这个偏离在图中当然是大大扩大了的。现在，沿

直线ＭＱ实际作用于月球的力可以认为是由两个力组成的，一个是沿直线

ＭＯ向着地心起作用、大小和整个力差不多相等的力，一个是比较很小而沿

着垂直于ＭＯ的直线ＭＴ起作用的力。后一个力极接近于和月球的轨道相

切，而方向和月球的运动方向相同。这个力如果突然开始起作用，那末它首先

会使月球的速度增加；但是过一个时候月球就会由于这个加速度而离开地

球很远，结果它（由于它是抵抗着地球的吸引而运动的）就会失去它

从产生加速度的切线力所得来的速度。在运动的方向上起作用、但小

得每一瞬间都只能和轨道的圆形稍有偏斜的切线力，其连续不断的

作用一定会逐渐增大卫星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并使失去的运动的动

能重新作出它自己抵抗中心天体的吸引所作的功。如果想象这个环

绕中心天体的运动是沿着慢慢向外展开的螺旋形轨道进行的，这些

事情就容易理解了。假设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末重力的那个反

运动方向的切线分力，将是顺运动方向的起干扰作用的切线力的两

倍，因此，抵抗着前者所作的功的一半是后者作的，而另一半是从运

动吸取来的动能作的。我们现在所考察的特殊的起干扰作用的原因

对月球运动所起的全部作用，很容易由动量矩原理求出。所以我们看

到，在任何时候由地球和月球的惯性中心相对于它们共同的惯性中

心而运动所得到的动量矩，等于地球绕自己的轴自转而损失的动量

矩。象现在这样运动着的月球和地球的惯性中心的动量矩之和，约为地球

自转的现在的动量矩的４．４５倍。前一个运动的平均平面是黄道面，所以两个

动量的轴互成２３°２７．５′的平均角度，如果略去太阳对月球运动的平面的影

响，这个角度就可以看作两个轴现在的实际的倾角。因此，合成的、或总的动

量矩５．３８倍于现在的地球自转的动量矩，而它的轴和地轴成１９°１３′的角度。

所以潮汐①的最终倾向是使地球和月球以这个合成的动量矩绕着这个合成

的轴作简单的等速转动，就好象它们是一个刚体的两部分一样：在这种条件

下，月球和地球间的距离会（大约）按１∶１．４６的比例（即两个惯性中心现在

的动量矩的平方和总的动量矩的平方之比）而加大，而公转的周期则按１∶

１．７７的比例（即这两个动量矩的立方之比）而加大。因此，距离会增大到

３４７１００英里，而周期会延长到４８．３６天。假若宇宙中除了地球和月球就没有

３４４潮 汐 摩 擦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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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天体，那末这两个天体就会按照圆形的轨道绕着它们共同的惯性

中心永远这样运动下去，而地球则以同样的周期绕着自己的轴旋转，

总是以同一面向着月球，因而地球表面的全部液体都将和它的固体

部分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但是由于有太阳存在，这种状况是不能永

久保持的。在地球上一定会发生太阳潮—— 在地球相对于太阳而旋转

的一个周期中有两次潮涨和两次潮落（这就是说，在一个太阳日内有

两次，或者在一月内也是同样的情形）。这种情形要是不因液体的摩

擦而失去能量①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在地球和月球的运动中由这种原因

所造成的整个干扰过程，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但是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地

球、月球和太阳开始象一个刚体的各部分一样绕着它们的共同的惯性中心旋

转。”

１７５４年，康德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地球自转因潮汐摩擦

而逐渐迟缓，而且只是在下面这样的时候这种作用才会完结，

“那时它的〈地球的〉表面和月球处于相对的静止之中，即它开始以和月

球绕地球旋转的周期相同的周期绕自己的轴旋转，因而总是以同一面向着月

球”３３１。

同时，他认为，只是由于潮汐摩擦，即只是由于地球上有液

体存在，地球自转才会缓慢下来。

“假若地球完全是固体，它上面一点液体也没有，那末无论是太阳的吸引

或是月球的吸引，都不能使它绕自己的轴而作的自由旋转发生变化，因为这

种吸引对地球的东部和西部的作用是相同的，从而无论在哪一面都不能引起

丝毫的偏斜；所以，它一点也不妨碍地球继续自由地自转，就好象没有受到

任何外面的影响一样。”３３２

康德是可以满足于这个结果的。那时，要比较深入地了解月

球对地球自转的影响，还缺少科学上的一切前提。要知道，差不

多过了一百年，康德的理论才得到公认；过了更多的时候，人们

４４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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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现，潮涨和潮落只是太阳和月球的吸引对地球自转的影响的

可以看见的一面。

这个比较一般的见解被汤姆生和台特发展了。月球和太阳的

吸引不仅对地球或地球表面的液体起作用，而且还对整个地球起

作用，阻碍着地球的自转。只要地球自转的周期不和月球绕地球旋

转的周期相合，月球的吸引（首先只考察这种吸引）就要起促使这

两个周期愈来愈接近的作用。假若（相对的）中心天体自转的周期

比卫星公转的周期长，那末前者就会逐渐缩短；假若它较短，象地

球的情形一样，那末它就会延长。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动能不能

凭空产生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也不会消灭。在前一种情况下，

卫星会愈来愈接近中心天体，它的公转周期会逐渐缩短；在后一种

情况下，它离中心天体会愈来愈远，并且会获得较长的公转周期。

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接近中心天体而失去的位能，正好等于

中心天体由于加速度的自转而得到的动能；在后一种情况下，卫星

由于自己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加大而得到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

体所失去的自转的动能。地球—月球系统中所具有的动力学的能

量（位能和动能）的总和不变；这个系统完全是保守的。

可见，这个理论和所考察的天体的物理和化学的结构完全无

关。它是从这样一些自由天体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得出的，这些天

体之间的联系是由那和质量成正比而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吸引

所规定的。它显然是作为对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的概括而产生的，

而且在这里甚至被汤姆生和台特描写为对这个理论的数学论证。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包括潮汐摩擦的特殊情况，而关于这一点，它

的创立者很奇怪地连想都没有想到。

摩擦是物体运动的障碍，几百年来都被看作消灭物体运动即

５４４潮 汐 摩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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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动能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摩擦和碰撞是动能借以转化为

分子能，即转化为热的两种形式。因此，每当发生摩擦时，动能

这个东西就失去了，而且不是作为动力学意义下的位能，而是作

为热这种确定形式的分子运动重新出现。所以，由于摩擦而失去

的动能，首先对于所考察的系统的动力学方面说来，是真正失去

了。它只有在它从热的形式反过来转化为动能时，才能重新成为

动力学上有效的东西。

那末，潮汐摩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显然，在这里由月球

的吸引传给地球表面的水的全部动能，由于水的粘性所产生的水

的各个质点间的摩擦，由于地球固体表面的摩擦和抵抗潮汐运动

的岩石的破碎，而转化为热。在这些热中，只有促进水面蒸发的

无限小的一部分反过来又转化为动能。但是地球—月球系统留给

地球表面某一部分的这种无限小的动能，首先是留在地球表面上

并服从于在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条件，这些条件给在地球上起作用

的一切能量准备了同一的最终命运：最终转化为热并放射到宇宙

空间中。

结果，由于潮汐摩擦无可辩驳地阻碍着地球的自转，用在这

上面的动能，对地球—月球的动力学系统来说，是绝对地失去了。

所以它不能以动力学上的位能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这个系统内部。

换句话说，在借月球的吸引用于阻碍地球自转的动能中，只是作

用于地球的固体的那一部分可以完全作为动力学上的位能重新出

现，因而由月球的距离的相应扩大所补偿。而作用于地球的液体

的那一部分，只有在它不使这些液体以反地球自转的方向运动时，

才可能这样，因为这种运动总是完全转化为热，并由于放射出去

而对这个系统说来是最终失去了。

６４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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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球表面的潮汐摩擦所讲的，对于假设的流体地心所具

有的有时在假说中也承认的潮汐摩擦，同样适用。

在这件事情上最特别的是，汤姆生和台特竟没有注意到，他

们为了建立潮汐摩擦的理论而提出了一个从下面这个默认的前提

出发的理论，这个前提就是，地球是完全的刚体，绝不可能有潮

汐，因而也绝不可能有潮汐摩擦。

７４４潮 汐 摩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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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３３３

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运动或活力消失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

是它转化为机械的位能，例如，通过举起一个重物。这种形式的

特点是：这种位能不仅能重新转化为机械运动——这种机械运动

和原来的机械运动具有同样的活力，而且它也只能有这种形式变

换。机械的位能决不能产生热或电，除非它先转化为真正的机械

运动。用克劳胥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机械运动消失的第二种形式是摩擦和碰撞——这二者仅仅在

程度上有所不同。摩擦可以看作一个跟着一个和一个挨着一个发

生的一连串小的碰撞；碰撞可以看作集中于一个瞬间和一个地方

的摩擦。摩擦是缓慢的碰撞，碰撞是激烈的摩擦。在这里消失了

的机械运动是作为机械运动而消失的。它决不能立即自行恢复原

状。这个过程不是直接地可逆的。这种运动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各

种运动形式，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分子运动的形式。

所以，摩擦和碰撞引起物体运动（力学的对象）向分子运动

（物理学的对象）的转化。

当我们把物理学叫作分子运动的力学①的时候，不要忽略这

个术语决不包括现代物理学的整个领域。恰恰相反。作为光和辐

射热这些现象的媒介的以太振动，肯定不是现时意义下的分子运

８４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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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以太振动在地球上的作用首先要关联到分子，因为光的

折射、光的偏极作用等等都是由有关物体的分子构造所决定的。同

样，最著名的科学家现在几乎普遍地把电看作以太粒子的运动，而

克劳胥斯在谈到热的时候，甚至说：

“物体内部的以太也能够参与……有重量的原子〈最好是说分子〉的运

动”（《热之唯动说》第１卷第２２页）。

但是，在电和热这些现象中必须首先考察的，又是分子运动；

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关于以太的知识是太少了。但是，

如果我们进步到能建立以太力学，这种力学自然就会把现在不得

不归到物理学中的许多东西包括进去。

分子结构被改变或者甚至完全被破坏的种种物理过程，将在

以后讨论。这些过程形成了从物理学到化学的过渡。

运动形式的变换只有在分子运动中才获得完全的自由。在力

学的边缘上，物体运动只能采取其他很少的几种形式——热或电，

可是我们在分子运动的领域中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更加活跃的形式

变换的情形：热在热电堆中转化为电，它在辐射的一定阶段上变

得和光完全一样，并且重新产生机械运动；电和磁是象热和光一

样的一对双生子，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也可以转化为热和光

以及机械运动。这是按照一定的量度关系发生的，每一种运动形

式的一个已知量，我们都可以用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用公斤米，用

热量单位，用伏特来表示３３４，而每一种量度单位也都可以换算为其

他任何一种。

———

在实践上发现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是很古的事情，甚至可

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即使是工具和动物驯养的发

９４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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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先，但是人们只是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某

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替自己服务。现在还在民间流行的一些迷信表

明，这个具有几乎不可估量意义的巨大进步在人类的心灵中留下

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青铜和铁使用了很久以后，石刀这第一种

工具的发明仍然受到崇敬：宰杀祭祀用的一切牲畜都还是用石刀。

依据犹太传说，约书亚曾下令生在野地里的男孩要用石刀行割

礼３３５；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杀人祭神时也只用石刀。这一切都早已

被遗忘了。摩擦取火的情况却不一样。在人们知道其他一些取火

的方法以后很久，在大多数民族中任何圣火都还必须由摩擦产生。

甚至在今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民间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迷信：

灵火（例如我们德国的祛除兽瘟的火）只可以由摩擦产生。这样，

直到现在，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愉快的记忆，还

半无意识地继续存在于民间迷信中，存在于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

族的残留的异教神话传说中。

然而摩擦取火的过程还是片面的。机械运动通过这个过程转

化为热。为了完成这个过程，它必须再反过来，必须把热转化为机

械运动。只是在这个时候，过程的辩证法才充分地实现，过程才完

成一个循环——至少在第一个阶段上是如此。但是历史有它自己

的步伐，不管它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多么辩证的，辩证法往往还是要

等待历史很久。在发现摩擦取火以后，一定经过了好几千年，亚历

山大里亚的希罗（公元前１２０年左右）才发明了一种用本身发出的

水蒸汽使之转动的机械。又过了差不多两千年，才造成了第一部蒸

汽机，第一个把热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的装置。

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而这个事实又证实了一

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法国人巴本发明了这第一部蒸汽机，而

０５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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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德国发明的。如我们现在从巴本的书信集（由格兰特出

版）３３６所知道的，汽缸和活塞的应用这一主要思想是德国人莱布尼

茨提示他的；莱布尼茨经常把自己的天才思想向周围散布，而毫

不介意功绩归于他自己还是归于别人。不久以后，英国人赛维利

和纽可门也发明了同样的机器；最后，他们的同胞瓦特给加上了

一个分离的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发

明的循环在这个领域内完成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实现了。以

后的一切都不过是细节方面的改良而已。

这样，实践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机械运动和热的关系问题。

它先把前者转化为后者，然后再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但是理论方

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这方面的情况是够可怜的。虽然正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出现

了无数的游记，它们充满了关于野蛮民族的描写，说他们除了摩

擦取火就不知道其他取火方法，可是物理学家们几乎丝毫不触及

这一事实；他们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对蒸汽

机也是同样漠不关心的。他们大都满足于简单地把事实记载下来。

最后，在二十年代，萨迪·卡诺研究了这个问题，而且的确

研究得很巧妙，以致他的最好的计算（后来曾由克拉佩龙用几何

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现在还被克劳胥斯和克拉克·麦克斯韦所采

用，而且他差不多已经探究到问题的底蕴。阻碍他完全解决这个

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材料的不足，而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理

论。同时，这种错误理论并不是什么奸险的哲学强迫物理学家接

受的，而是物理学家用他们自己的似乎比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

式强得多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穿凿附会出来的。

在十七世纪，至少是在英国，热被看作物体的一种特性，看作

１５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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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运动①，其性质从来没有得到圆满的解释”。

托·汤姆生在热之唯动说发现前两年这样称呼热（《热学和

电学概论》１８４０年伦敦第２版）３３７。但是在十八世纪，下面这个观

点就愈来愈占上风了，这个观点就是：热和光、电、磁一样，也

是一种特殊的实物；所有这些特殊的实物和普通物质的差别就在

于它们没有重量，不能衡量。

２５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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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①

电和热一样，也具有某种无处不在的性质，只不过方式不同而

已。地球上几乎没有一种变化发生而不同时显示出电的现象。水

蒸发，火燃烧，两种不同的金属或两种温度不同的金属相接触，或

者铁和硫酸铜的溶液相接触，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发生的时候，除

了明显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同时还有电的过程发生。我们愈是

精密地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过程，我们就愈多地发现电的踪

迹。尽管电是这样无处不在的东西，尽管它在近五十年愈来愈多地

被拿到工业里面来为人类服务，电这种运动形式的性质却仍然是

一个最大的谜。电流的发现比氧的发现大约晚二十五年，而前者对

于电学同后者对于化学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可是就在今天，这两个

领域中的差别还是多么大呵！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

原子量，现已达到的各种结果都具有了秩序和相对的可靠性，已经

能够有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

象计划周密地围攻一个堡垒一样。在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

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

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

３５４电

① 本章中的事实材料，我们主要是依据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两卷三册

本，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年不伦瑞克第２版３３８。

在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５日的《自然界》杂志中，曾指出这一“令人钦佩的著

作——在这一版中增补了静电学——是现有电学中最杰出的实验的著

述”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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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实验，他们象一群游牧的骑者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

攻。的确，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

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

于人们去探求。电学还处于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暂时还不能建立

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正是这一情况使得片面的经验在这一领域

中占有优势。这种经验竭力要自己禁绝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不仅

是错误地思维着，而且也不能忠实地跟着事实走或者只是忠实地

叙述事实，结果就变成和实际经验相反的东西。

如果对那些痛骂德国自然哲学的荒诞的先验主义思辨的自然

科学家先生们，应当劝他们去读一读他们同时代的以及更晚一些

的经验派理论物理的著作，那末特别是对电学说来，就更应该如

此。就拿１８４０年出版的托马斯·汤姆生所著的《热学和电学概

论》来说吧。老汤姆生在当时是一个权威；加之他又掌握了到现

在为止的最大电学家法拉第的绝大部分著作。但是他的著作仍然

含有至少是和老早以前的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有关章节同样荒谬的

东西。例如，关于电花的记述，可能就是直接从黑格尔著作的相

应的段落翻译来的。他们两人都列举了有关电花的各种各样的奇

迹，这些奇迹都是人们在不认识电花的真正性质和各种各样形式

以前想要在电花中发现的，而现在已经证明多半是一些特殊情况

和错误。此外，汤姆生还在第４１６页上十分郑重其事地叙述戴赛

尼的无稽之谈，说什么在气压计上升而温度计下降时，把玻璃、松

香、蚕丝等浸入水银就发生阴电，反之，在气压计下降而温度计

上升时，就发生阳电；在夏天把黄金和其他几种金属加热就发生

阳电，冷却就发生阴电，在冬天则相反；在气压计上升而吹北风

的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金属就发生很强的阳电，气温下降就发生

４５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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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阴电，如此等等。汤姆生关于事实的叙述就是这样的。至

于说到先验主义的思辨，汤姆生所给予我们的下列关于电花的叙

述，也不过是来自法拉第本人的东西而已：

“电花是放电，或者说，就是许多带电粒子的极化感应状态因这些粒子中

少数占有极小极有限空间的粒子的特殊作用而减弱。法拉第认为，发生放电

现象的这少许粒子，不仅互相排斥，而且暂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十分活跃的

〈ｈｉｇｈｌｙｅｘａｌｔｅｄ〉状态；就是说，它们周围的所有的力都依次集中于它们，从

而它们就进入一种强度也许和原子进行化学化合时的强度相当的状态；然后

它们又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某种方法把这种力放出来，就象原子放出自己

的力一样，整个过程就这样结束了〈ａｎｄｓｏ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这个最后

的作用，正象以金属粒子代替放电的粒子时所看到的一样，而且要证明作用

的原理在这两种场合下相同，也似乎不是不可能的。”３４０汤姆生又说：“我之所

以用法拉第自己的话来叙述他的这个解释，是因为我对这个解释还不完全了

解。”

其他的人也一定会这样说，只要他们读一读黑格尔的下面这

些话：在电花中，

“带电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还没有进到过程中，只是初步地和在精神上

已经在过程中确定下来”，而且电是“物体固有的愤怒、固有的暴怒”，是

“任何物体在被激怒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来的”“愤怒的自我”（《自然哲学》第

３２４节附释）３４１。

黑格尔和法拉第的基本思想到底是相同的。他们两人都反对

电不是物质的一种状态而是某种特殊物质这样的思想。因为在电

花中电显然是离开了一切异己的物质基础而存在的、独立的、自

由的东西，然而仍然是可以感知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当时的科学

状态下，就必然会设想电花是一种在一瞬间离开了一切物质的

“力”的瞬时即逝的现象形态。在我们看来，这个谜当然是已经解

决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电花放电的时候，在两个金属电极之

５５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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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真正有“金属粒子”交互跳过去的，所以“带电的物体的特

殊物质性”实际上“进入了过程中”。

大家知道，电和磁象热和光一样，最初是被看作特殊的、没

有重量的物质的。一提到电，大家知道，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两种

相反的物质、两种“流体”，一种是阳性的，一种是阴性的，这两

者在正常的状态下互相中和，直到它们被所谓“电的分离力”分

开为止。于是可以使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带阳电，一个带阴电；如

果用第三个导电体把这两个物体联结起来，那末随着情况的不同，

两个物体所带的电或者是突然变成相等的，或者是借一个恒值电

流为媒介而变得相等起来。突然变得相等的现象似乎很简单而且

很容易了解，但是要说明电流就困难了。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说，即

在电流中每一次都是只有纯粹的阳电或纯粹的阴电在运动，费希

纳和韦伯反对这个假说，韦伯更把他的见解加以详细的发挥，他

们都认为，在封闭电路中，每次有一对相等的阳电电流和阴电电

流，以相反的方向在有重量的物体分子间的渠道中并列地流动着。

韦伯用数学方法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理论，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结

果：一个在这里无关紧要的函数可以以
１
ｒ
乘之，这个

１
ｒ
指的就是

“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①（维德曼《流电说……》第２版第３册

第５６９页）。对一个重量的量度的比值，自然只能是重量的比值。

所以，片面的经验就这样因计算而忘记思维，竟至把没有重量的

电当作有重量的东西，并且把它的重量导入数学计算中去。

韦伯推算出来的公式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充分的，而赫尔

姆霍茨还在几年以前就根据这些公式计算出和能量守恒原理相冲

６５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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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结果。卡·诺伊曼于１８７１年提出另一个假说来反对韦伯关于

两种电流以相反方向流动的假说，这个假说就是：电流中只有一

种电，例如阳电，在运动；而另一种电，例如阴电，则和物体的

质量固结在一起。维德曼对这个假说作过下列的评论：

“如果在韦伯所假定的以相反的方向流动而电量为±
１
２
ｅ的两个电流

上，再加上一个使±
１
２
ｅ这一电量以阳电流的方向流动而对外部不起作用的

中性电流①，那末这个假说就可以和韦伯的假说结合起来了。”（第３册第５７７

页）

这个论断仍然带有片面经验的特征。为了使得电不管怎么样

都能够流动，就把它分解为阳电和阴电。但是打算用这两种物质

来解释电流的一切尝试，都是要碰到困难的；假设电流中每次只

有一种物质也好，假设有两种物质同时以相反的方向流动也好，最

后，假设有一种物质在流动而另一种物质静止不动也好，结果都

一样。如果我们采取最后一种假设，那末，对于在发电机和来顿

瓶中都十分活跃的阴电在电流中却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这种

无法解释的思想，我们又怎样去解释呢？很简单。除了阳电流＋

ｅ通过电线向右流动而阴电流－ｅ通过电线向左流动，我们同时再

让一个中性电±１
２
ｅ的电流向右流动。先是我们假设两种电必须

互相分离才能够流动；然后，为了解释这两种分离的电流动时发

生的现象，我们又假设它们不分离也能够流动。先是我们作出一

个假设去解释一定的现象，而在我们碰到了第一个困难的时候，又

作出一个正好否定了第一个假设的假设。这些先生们就算有某种

权利来抱怨的那种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７５４电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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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除了电是特种物质这种观点，立即出现了另一种观点：电

只是物体的一种状态、一种“力”，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运

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坚持这种观点的，前

有黑格尔，后有法拉第。在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彻底清除了关于

某种特殊的“热素”的观念，并证明热是一种分子运动以后，接

着就是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电，并试图测定电的机械当量。这个尝

试完全成功了。特别是焦耳、法夫尔和劳尔的实验，不仅确定了

电流中的所谓“电动力”的机械当量和热当量，而且还证明了它

和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或者和电解槽中所消耗的

能量是完全等价的。因此，电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流体的假设愈来

愈站不住脚了。

但是热和电并不完全相似。电流在一些极其本质的方面和热

的传导毕竟是不相同的。我们仍然不能指出，究竟是什么在带电

的物体中运动。象对于热那样，假设一种纯粹的分子振动，看来

是不够的。从电的那种巨大的甚至超过光速的运动速度３４２来看，很

难放弃在物体的分子之间这里有某种物质运动着的观念。在这里，

克拉克·麦克斯韦（１８６４年）、汉克尔（１８６５年）、雷纳尔（１８７０

年）以及爱德龙特（１８７２年）的最新理论，都一致同意１８４６年法

拉第凭着想象首先提出来的假设：电是弹性媒质的一种运动，而

这种弹性媒质是渗透整个空间、因而也渗透一切物体的，它的非

连续的粒子是按照距离平方反比定律互相排斥的，换句话说，电

是以太粒子的一种运动，而物体的分子参加到这种运动中去。至

于说到这种运动的性质，各种不同的理论就有分歧了；麦克斯韦、

汉克尔和雷纳尔的理论，以漩涡运动的最新研究为基础，用各种

不同的方法同样从漩涡方面去说明它，这样一来，老笛卡儿的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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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又重新在愈来愈新的领域中受到敬重了。我们暂且不去更深入

地详细研究这些理论的细节。它们彼此间的分歧是很大的，而且

它们一定还会有许多改变。但是在它们共同的基本观点中有一个

无可否认的进步：电是能穿透一切有重量物质的光以太粒子的运

动，这种运动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物体的分子。这种见解调和了以

前的两种见解。照这种见解说来，在产生电的现象时，的确有某

种不同于有重量物质的物质在运动。但是这种物质并不是电本身，

电这个东西事实上倒勿宁说是一种运动形式，虽然并不是有重量

物质的一种直接的运动形式。以太说一方面指出一条道路，去克

服关于两种相反的电流体的原始的愚蠢观念，同时，另一方面，它

也使人们有希望弄清楚：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

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

以太说已经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就。大家知道，至少有这样

的一个点存在着，在这一个点上，电直接改变光的运动：它使后

者的极化面回转。克拉克·麦克斯韦根据他的前面说过的理论，计

算出一个物体的比电媒容量等于它的折光率的平方。波尔茨曼研

究了各种非导体的介质常数，发现硫磺、松香和石蜡的介质常数

的平方根分别等于其折光率。最高的误差——在硫磺中——仅百

分之四。这样一来，麦克斯韦的以太说就在实验上被证实了。

但是，要通过一系列新的实验从这些本来互相矛盾的假说中

抽出一个确实的内核来，还要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和花费许多劳

动。在这以前或者在以太说也被另一个崭新的理论取而代之以前，

电学就不能脱离这个讨厌的地位，不得不使用它自己也认为是错

误的表达方法。它的一整套术语仍然是以两种电流体的观念做基

础的。它仍然毫不在乎地在说什么“在物体中流动的电的质量”，

９５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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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在每一个分子中的分离”等等。这是一个不幸，这个不幸，如

同已经说过的，多半是科学的目前的过渡状况所不可避免地产生

的；这个不幸，只要片面的经验还在这个研究部门中占优势，就

会相当有助于保存现存的思想混乱。

自从我们已经学会利用发电机造成恒值电流，相反地，也会

利用电流产生所谓静电，把来顿瓶充电等等以来，所谓静电（或

称摩擦电）和动电（或称流电）之间的对立可算是已经调和了。我

们在这里不谈变形的静电，也不谈现在被当作一种变形的电来看

待的磁。这类现象的理论上的解释，无论如何将会在电流的理论

中找到，所以我们主要地是要谈电流的理论。

恒值电流可以由不同的方法获得。物体的机械运动最初只能

直接产生（由摩擦）静电，只有耗费了很大的能量，才能产生恒

值电流；要使这种运动至少大部分变成电的运动，那就需要磁来

做媒介，正如同在格兰姆、西门子等人的著名的磁电机中所发生

的情形一样。热可以直接变成电流，就如同在两种不同金属的焊

接处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由化学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在通常的

环境中是以热的形式出现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变成电的运动。

反之，电的运动，一有所需要的条件，也可以变成任何其他形式

的运动：可以变成物体运动（规模很小的，直接变成电动力学的

吸引和排斥；规模很大的，重新以磁为媒介，在电磁发动机中进

行）；可以变成热（只要没有其他变化发生，通过一个封闭电路就

行了）；可以变成化学能（在电解槽和伏特计中接通电路，电流在

其中就可以分解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分解的化合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运动在量方面等价的基本定律对于运动

形式的一切变化都是适用的。或者如维德曼所说的，

０６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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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力的守恒定律，以任何方式用来产生电流的［机械］功，必定等于

用来产生各种电流作用的功”［第３册第４７２页］。

物体运动或热的转变为电①，在这里是不会给我们造成困难

的；已经证明，所谓“电动力”，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消耗在那一

运动上的功，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在热电堆的每一个焊接处和热

电堆的绝对温度成正比”（维德曼，第３册第４８２页），就是说，和

存在于每一个焊接处的以绝对单位计的热量成正比。事实证明，这

个定律也适用于由化学能产生的电。但是在这里，问题似乎并不

这样简单，至少在现在流行的理论看来是如此。所以我们就稍微

深入一点地来考察它。

法夫尔的实验（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是关于伽法尼电堆所引起的

运动形式变化的一系列卓越实验中的一个３４３。他把一个由五个电

池组合起来的斯密电堆置于一个热量计中；把一部主轴和皮带轮

露出因而可以随意配接的小型电磁发动机置于另一个热量计中。

电堆中每产生１克氢，或每溶解３２．６克锌（锌的旧化学当量以

克表示，等于其现在的原子量６５．２的一半），就有下列的结果：

Ａ．热量计中的电堆不连接发动机时：产生的热是１８６８２或

１８６７４热量单位。

Ｂ．以封闭电路把电堆和发动机连接起来，但不开动发动机：

电堆中的热是１６４４８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２２１９热量单位，一

共是１８６６７热量单位。

Ｃ．同Ｂ，但开动发动机而不加负荷：电堆中的热是１３８８８热

１６４电

① 我是在电的运动这一意义下使用“电”这个词的，这正如同“热”这个通名可以

用来表示使我们的感觉感到热的那种运动形式一样。这是不应当引起任何异

议的，因为和电压这一状态的任何可能的混淆，在这里早就明确地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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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４７６９热量单位，一共是１８６５７热量单位。

Ｄ．同Ｃ，但是使发动机加负荷而所作的机械功等于１３１．２４

公斤米：电堆中的热是１５４２７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２９４７热量

单位，一共是１８３７４热量单位；和前面的１８６８２热量单位相比，损

耗为３０８热量单位。但是作了１３１．２４公斤米的机械功，如乘以

１０００（为了把化学结果的克化成公斤），除以热的机械当量４２３．５

公斤米３４４，结果就是３０９热量单位，所以前面说到的损耗，正是所

作的机械功的热当量。

因此，运动在它发生各种变化时的等价，在电的运动上（在不

可避免的误差范围内）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而且同样证明了

伽法尼电池的“电动力”不过是已经转化为电的化学能，而电池本

身也不过是把游离的化学能转化为电的一种装置、一种器具而已，

这正如同一部蒸汽机把供给它的热转化为机械运动一样，在两种

情况下，进行这种转化的器具都不能由它自己供给更多的能量。

可是照传统的观点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困难。这种观点

认为电池由于电池中液体和金属相接触而产生一种“电的分离

力”，它和电动力成正比，所以它对于一定的电池就代表一定量的

能。照传统的观点看来是电池本身所固有的、即使没有化学作用

发生也具有的能量来源，即电的分离力，和由化学作用释放出来

的能量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它是离开化学作用而独立存在

的能量来源，那末它提供的能量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这个不大清楚的问题成了伏特所建立的接触说和其后不久就

产生的电流化学说之间争论的焦点。

接触说是从电池中由于金属和一种或多种液体接触，或者由

于液体和液体接触而产生的电压方面，是从这些电压的等化，或

２６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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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电路中所产生的分离的、相反的电的电压的等化方面，去解

释电流的。照纯粹的接触说看来，这里所发生的任何化学变化，都

完全是从生的东西。与此相反，利特尔早在１８０５年就主张，只有

在激发物于接通电路以前就已经互相发生化学作用的时候，电流

才能形成。维德曼曾把这种更旧的化学说总括如下（第１册第７８４

页）：照这种理论说来，所谓接触电，

“只有在相接触的物体间同时发生实际的化学作用，或者在化学平衡被

破坏（即使不直接和化学过程相联系），在相接触的物体间发生‘化学作用的

倾向’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

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都只是间接地提出电流的能量来源的问

题，这在当时也几乎是别无他法的。伏特及其后继者认为下面这

件事情是十分自然的，这就是：不同的物体一接触，就会产生恒

值电流，所以并不需要补偿就能作一定的功。利特尔及其追随者

就一点也不明白，化学作用如何能使电池产生电流和作功。但是

对化学说来说，这一点早就由焦耳、法夫尔、劳尔等人阐明了，而

接触说的情况却刚刚相反。它固执得这样厉害，以至它在本质上

还停留在它原来的出发点上。所以，在今天的电学中，还存在着

老早过去了的时代的观念（那时人们不能不满足于把任何作用都

归之于随便抓到的、浮现于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原因，不管运动

是否能无中生有）——和能量守恒原理直接矛盾的观念。而且即

使把这些观念的最糟糕的方面加以删除、削弱、冲淡、削减、美

化，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善：混乱只会更加严重。

我们知道，即使更旧的电流化学说，也承认电池的接触关系

对于形成电流是绝对必要的；它只是主张，这种接触要是没有化

学作用同时发生，就不能产生恒值电流。而且，即使是在现在，仍

３６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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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言而喻的是：电池的接触装置恰恰是可以用来使释放出来的

化学能变为电的器具，而且化学能是否真正能够和有多少变为电

的运动，本质上决定于这些接触装置。

维德曼是一个片面的经验主义者，他力图从旧的接触说中救

出一切可以救出来的东西。我们就来听听他说些什么吧。他说

（第１册第７９９页）：

“虽然不发生化学反应的各种物体（例如金属）的接触作用，既不是电堆

的理论所必不可少的①（以前人们是这样想的），也不能因欧姆从这个假设引

出自己的定律（没有这个假设这个定律也可以引出来）而且以实验证实过这

个定律的费希纳也替接触说辩护而得到证明，但是金属①
接触即产生电，也

是不可否认的，至少照现有的几个实验看来是如此，即使所得到的结果由于

不可能使互相接触的物体的表面绝对保持清洁，而在数量方面可能总是不可

避免地不可靠的。”

我们看到，接触说已经变得非常谦逊了。它承认，它对于解

释电流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既没有由欧姆在理论上，也没有由

费希纳在实验上加以证明。它甚至于承认，它唯一还能依靠的所

谓基本实验，永远只能够提供一些在数量方面不可靠的结果，最

后，它只要求我们承认电运动总是由接触引起的——即使只是金

属的接触！

如果接触说到此为止，那就用不着说任何话来反对它了。实

际上必须无条件地承认，两种金属一接触就产生一种可以使实验

用的蛙腿痉挛、验电器带电并引起其他各种运动的电的现象。这

里首先要问的只是：产生这种现象所需要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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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照维德曼的意见（第１册第１４页），我们要

“大致象下面这样来考虑：如果使两块不同的金属板Ａ和Ｂ互相接近到

只保持一个非常小的距离，它们因附着力的作用就开始互相吸引。它们一互

相接触，就失去了这种吸引所给予它们的运动的活力。（如果我们假设金属的

分子是在不断地振动着，那末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不同的金属一接

触，不同时振动的分子也互相接触，那末分子的振动就会在失去活力的情况

下发生变化。）失去的活力大部分都变成热。而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消耗在以另

外的方式分配接触前所没有分开的电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可能是由于

两种电的吸引不同，这两个碰在一起的物体就带上了等量的阳电和阴

电。”①

接触说变得愈来愈谦逊了。先是承认，以后必须作这样巨大

的功的这种非常强的电分离力自己并没有任何固有的能量，而如

果没有能量从外面传给它，它就不能起什么作用。后来就给它指

定一个极小的能量来源，即附着力所产生的活力，这个活力只在

距离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时候才起作用，使物体移动一个小得几

乎无法测量的距离。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它无可否认地存在着，

而且同样无可否认地在接触时消失。但是这一极小的来源仍然给

我们提供了太多的能量：大部分都变成了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

来引起电的分离力。虽然大家都知道，自然界中有不少由极小的

冲量产生极强的作用的实例，然而看来就是维德曼自己也感觉到，

他那一点点能量来源在这里是很不够的，他只好假设两种金属在

其接触面上的分子振动相互干涉，以寻求第二个可能的来源。撇

开我们在这里所碰到的其他种种困难不谈，格罗夫和加西奥都证

明了，根本不需要真正的接触就可以发电，正如维德曼自己在前

５６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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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上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总之，我们对产生电的分离力的能量

的来源观察得愈多，这个来源就愈是缩小到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几乎还不知道金属接触生电的其他来源。

照诺曼的意见（《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１８７７年海得尔堡版第６７５

页），“接触电动力把热转化为电”；他认为“下面这个假设是很自

然的：这些力引起电运动的能力，是以现有的热量为基础的，或

者换句话说，是温度的一种机能”，这也由勒鲁从实验上证明了。

在这里，我们又使自己在黑暗中摸索了。金属电压序列定律不容

许我们把问题归结为在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几乎无法去掉的空气

和非纯水的接触面上微微地不断发生的化学过程，也就是不容许

我们从接触面间的看不见的自动电解液的存在来解释电的发生。

电解液一定会在封闭电路中产生恒值电流；而仅仅由金属接触所

产生的电，电路一接通就消失了。关键正是在这里：这种“电的

分离力”，维德曼自己起初以金属为限并且承认不从外面供给能量

就不能作功而后来又特别为之指定一个极其微小的能量来源的

“电的分离力”，是否能由没有化学反应的物体相接触而产生恒值

电流呢？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呢？

电压序列是按这样的顺序来配置各种金属的：其中的每一种

金属对于前面一种是带阴电而对于后面一种则是带阳电。所以，如

果我们把一系列金属片照这种顺序配置起来，例如锌、锡、铁、铜、

铂，我们就能在两端得到电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金属序列

联成一个封闭电路，使锌和铂也碰在一起，那末电压就立即等化

而消失。

“所以在属于电压序列的各种物体所构成的封闭电路中，要形成恒值电

流是不可能的。”［第１册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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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德曼还以下面这种理论上的考虑来进一步支持这个命题：

“事实上，如果恒值电流在电路中出现，它就会在金属导体本身中产生

热，这种热顶多只是为金属接触处的冷所消灭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

热的不均衡的分布；而且一部电磁发动机要是不从外面供给能量，而由电流

不断地发动并因而作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例如用焊接法）使金属很

牢固地连接起来的时候，在接触处是不能发生足以补偿这个功的任何变化

的。”［第１册第４４—４５页］

但是，维德曼并不满足于金属的接触电不能单独产生电流这

一事实的理论上的和实验上的证明：我们将看到，他还认为必须

提出一个特殊的假说，以抹煞接触电的效能，即使是在接触电或

许在电流中有些作用的地方。

因此，要从接触电到达电流，我们就得寻找其他的道路。让

我们和维德曼一起想象一下吧：

“把例如锌棒和铜棒这样两种金属的一端焊接在一起，而以第三种物体

把这两种金属棒空着的一端联接起来，这一物体要对两种金属都没有起电

作用，而仅仅能传导聚集于金属表面的两种相反的电，这就使得这两

种电在它里面互相中和。于是电的分离力就不断地恢复先前的电位差，

从而在电路中就产生一个无需任何补偿就能作功的恒值电流，这又是不可能

的。因此，只能导电而对其他物体无起电作用的物体是不可能有的。”［第１

册第４５页］

我们并没有比以前走得更远一点：运动不可能创造出来这一

事实又堵住了我们的道路。凭着没有化学反应的物体的接触，即

凭着本来意义的接触电，我们是永远不能产生出电流来的。因此，

我们就再转回来，试试维德曼给我们指出的第三条道路吧：

“最后，如果我们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

体中，这化合物因而就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互相饱和的两种成

分，例如，浸入稀盐酸（Ｈ＋Ｃｌ）等等中，这时，照第２７节中的说法，锌就

７６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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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阴电而铜就带阳电。如果把这两种金属联结起来，这两种电就通过接触的

地方而等化，于是阳电流通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

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阳电按同一方向移动，所以电的分离力的作用

并没有互相消灭，就象在仅仅由金属构成的封闭电路中一样。因此，这里产

生了一个阳电恒值电流，这个电流在封闭电路中通过铜和锌的联结处由铜流

到锌，再通过液体由锌流到铜。我们很快（第３４节及以下各节）还要回到这

样一个问题上来：存在于封闭电路中的各个电的分离力，在形成电流方面实

际上起了多少作用。——产生这种‘电流’的导体组合，我们称之为伽法尼

电池，或者也叫作伽法尼电池组。”①（第１册第４５页）

这样，奇迹就发生了。仅仅是由于接触的电的分离力，就产

生了恒值电流，可是照维德曼自己的意见，这种力要不从外部供

给它能量，是不能起作用的。而且，如果我们除了维德曼在前面

所说的，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解释它，那末这就真正是一个十

足的奇迹了。在这里，我们关于这个过程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１．如果把锌和铜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于是，

照第２７节中所说的，锌就带阴电，而铜就带阳电。但是在整个第

２７节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二元化合物。那里只谈到在一块锌板和一

块铜板间隔以一块浸过酸性溶液的绒布所构成的简单的伏特电

池，然后就研究由此引起的两种金属上的静电荷，根本没有提到

任何化学过程。因此，所谓二元化合物在这里是从后门偷运进来

的。

２．这个二元化合物在这里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完全不

可思议的。它“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互相饱和的两种

成分”（在它们已经分解后，完全互相饱和？！）这一情况，最多也

只是在它真正分解的时候，才能教给我们一点新东西。但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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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他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暂时还不得不假设

它是不分解的，例如烷烃。

３．因此，当锌在液体中带有阴电荷，而铜带有阳电荷之后，

我们就使它们（在液体外）互相接触。立刻“这两种电就通过接

触的地方而等化，于是阳电流通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为什么

只有“阳”电流按这一个方向流动，却没有“阴”电流按相反的

方向流动呢，我们又不知道了。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和阳电一样

必要的阴电究竟变成了什么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而电的分离力

的作用正好是在于使这两种电自由地互相反对。现在阴电却突然

被压下去，好象被隐藏起来了，这就显得似乎只有阳电存在了。

但是后来在第５１页上又说了正好相反的话，那里说，“两种

电合①在一个电流中”；可见阴电和阳电二者都在其中流动！谁能

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混乱呢？

４．“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阳电按同一方

向移动，所以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互相消灭，就象在仅仅由金属构成的

封闭电路中一样。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恒值电流”①，等等。

这说得有些过分了。因为我们会看到，维德曼在几页以后

（第５２页）就给我们证明，

在“形成恒值电流的时候……在金属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必定是不

起作用的①
”；

即使这种分离力不使阳电按同一方向移动，而以和电流相反

的方向起作用，也不仅有电流发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

离力也不能由电池的分离力的一定部分得到补偿，所以又是不起

９６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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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因此，既然维德曼在第５２页上否认电的分离力对于保持

电流是有作用的，他又如何能够在第４５页上把电的分离力当作形

成电流的必要因素，而且还为此目的特别提出一个假说来呢？

５．“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阳电恒值电流，这个电流在封闭电路中通过

铜和锌的联结处由铜流到锌，再通过液体由锌流到铜。”

但是，要使这种恒值电流“在导体本身中产生热”，并且能够

由它把“一部电磁发动机发动起来并因而作功”，不供给能量是不

可能的。究竟这种能量的供给是否可能，它从什么地方得来，维

德曼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过半个字，所以恒值电流还是和

在前面研究过的两种情况一样，是不可能的东西。

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比维德曼自己更清楚。所以他要尽可能快

地避开关于形成电流的这个奇异解释的许多棘手的地方，而塞给

读者几页关于这个愈来愈神秘的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磁效

应以及生理效应的各种未成形的逸闻，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还

例外地甚至于采取了很通俗的语调。然后他突然继续说道（第４９

页）：

“我们现在应当来研究一下，电的分离力在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

例如由锌、铜和盐酸所构成的封闭电路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知道，当电流通过液体的时候，其中所含的二元化合物（ＨＣｌ）的

成分就这样分开来了：一种成分（Ｈ）在铜上游离出来，另一种等价的成分

（Ｃｌ）在锌上游离出来，同时，后一成分就和等价的锌化合成ＺｎＣｌ。”①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末我们肯定不是从维德

曼那里知道的；我们看到，关于这一过程他一直连半个字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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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暗示过。加之，如果关于这一过程我们知道一点什么，那

就是它不会象维德曼所描写的那样。

在气体氢和气体氯形成一分子的ＨＣｌ时，所放出来的能量等

于２２０００热量单位（尤利乌斯·汤姆森）３４５。因此，要把氯从它和

氢的化合物中分离出来，就必须从外面供给每一分子的ＨＣｌ以等

量的能。电池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一能量呢？在维德曼的叙述中并

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还是让我们自己来研究吧。

当氯和锌化合成氯化锌的时候，所放出来的能量比起把氯和

氢分开所必需的能量要大得多；（Ｚｎ，Ｃｌ２）放出９７２１０热量单位，

而２（Ｈ，Ｃｌ）则放出４４０００热量单位（尤·汤姆森）。这样，电池

中的过程就可以说明了。所以事情并不象维德曼所说的那样，氢

是直截了当地在铜上游离出来，而氯是在锌上游离出来，“同时”，

锌和氯随即就偶然地化合起来了。相反地，锌和氯的化合是整个

过程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个化合过程如果不发生，我们

就别想铜上会有氢游离出来。

在形成一分子的ＺｎＣｌ２时所放出来的能量，多过两个Ｈ原子

从两分子的ＨＣｌ中游离出来时所耗费的能量，这一多余的能量就

在电池中转化为电的运动，并且产生了出现于电路中的整个“电

动力”。所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电的分离力”无需已经指出的能

量来源就使氢和氯互相分开，而是电池中所发生的整个化学过程

为电路中的一切“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提供它们保持存在

所必需的能量。

这样，我们就暂时可以确定，维德曼对电流的第二种解释和

他的第一种解释一样，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现在我们进一

步考察一下他所写的本文吧：

１７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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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证明，二元化合物在两种金属间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的全部

质量对某一种电的简单的占优势的吸引，就象在金属那里的情况一样，而且

在这里还呈现出它的两种成分的一种特殊作用。因为Ｃｌ这一成分在阳电流

进入液体的地方放出来，而Ｈ这一成分在阴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放出来，所

以我们就假定：Ｈｃｌ这一化合物中的每一个当量的氯都带有一定量的阴电，

而后者即制约着进来的阳电对氯的吸引。这是化合物的带阴电的成分①。同

样，每一当量的Ｈ都一定带有阳电，所以是化合物的带阳电的成分。这些电

荷在Ｈ和Ｃｌ化合时可能产生，正如同锌和铜接触时的情形一样。因为ＨＣｌ

这一化合物自身是不带电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情形假设：其中带阳电

的成分的原子和带阴电的成分的原子含有等量的阳电和阴电。

现在如果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稀盐酸中，我们就可以推测，锌对

带阴电的成分（Ｃｌ）的吸引让对带阳电的成分（Ｈ）的吸引要强些。因此，盐

酸中的和锌接触的分子一定是这样配置的：它们的带阴电的成分趋向锌，而

带阳电的成分趋向铜。因为这样排列起来的成分都以它们自己的电吸引作用

于后面的ＨＣｌ分子，所以锌板和铜板间的分子的整个序列就排列成这样：

锌

如果第二种金属对带阳电的氢的作用也象锌对带阴电的氯的作用一样，

那末这就更加促成了这样的配置。如果它的作用方向刚好相反，但是比较微

弱，那末至少这个配置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由于靠近锌的带阴电成分Ｃｌ所具有的阴电的感应作用，电就会这样分

布于锌：锌板上和最近的盐酸原子３４６的Ｃｌ贴近的地方带阳电，而离得较远的

地方就带阴电。同样，铜板上阴电聚集在和附近的盐酸原子的带阳电成分

２７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着重号是维德曼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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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最接近的地方，而阳电则被推到较远的地方。

其次，锌上面的阳电就会和最近的Ｃｌ原子上所带的阴电结合起来，而Ｃｌ

原子本身就会和锌化合，［形成不带电的ＺｎＣｌ］。先前和这个Ｃｌ原子化合在

一起的带阳电的Ｈ原子，就会和趋向于它的第二个ＨＣｌ原子中的Ｃｌ原子化

合起来，同时这些原子中所合的电也互相结合起来了；同样，第二个ＨＣｌ原

子中的Ｈ原子和第三个ＨＣｌ原子中的Ｃｌ原子会化合起来，如此类推，直到

最后，Ｈ原子就会在铜上游离出来，而它所带的阳电就和分布在铜上的阴电

结合起来，因而它就在不带电的状态中发散了。”这个过程会“返复不断地继

续下去，直到聚集在金属板上的电对于趋向它们的盐酸成分所带的电的排斥

和金属对这些成分的化学吸引二者相互平衡时为止。但是，如果用一个导体

把两块金属板连结起来，那末金属板上的游离电就互相结合，而且上述的过

程又会重新开始发生。这样，一个恒值电流就产生了。——显然，因为移向

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于静止状

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ＺｎＣｌ），或者以游离的形态（Ｈ）发散掉，所以这

时就不断地失去活力。”（［维德曼的］注：因为Ｃｌ和Ｈ这两种成分分开时

所获得的活力又被这两种成分和最近的原子的成分结合时所失去的活力抵

消了，所以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略去不提。）“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

学过程中所放出来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时所放

出来的热量。其大小一定和两种电分开时所耗费的功相等。因此，如果这两

种电在电流中结合起来，那末，在一个当量的锌被溶解掉而一个当量的氢从

液体中游离出来的时候，在整个电路中就一定会产生功（或者是以热的形式

出现，或者是以在外部作功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个功也相当于和上述化学过

程相应的热量。”①［第１册第４９—５１页］

“我们就假定——可能——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就可以推

测——一定是这样分配的——会带电”，如此等等。全是推测和假

设，在这些推测和假设中确实能抽出的事实陈述只有三条：第一，

锌和氯的化合现在已被认作氢游离出来的条件；第二，如现在直

３７４电

① 以上引文中的着重号，除维德曼加的以外，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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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我们才算是附带地知道的，此时所放出来的能量正是形成

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能量来源；第三，对

于电流形成的这个解释是和他前面的两个解释正相矛盾的，正如

同那两个解释也自相矛盾一样。

其次，维德曼又说：

“这样，在形成恒值电流时起着作用的唯一地只有一个电的分离力，这种

力产生于电池激发液体中二元化合物的原子因两个金属电极所引起的不相

等的吸引和极化作用；而在金属相接触的地方，不再有什么机械变化能够发

生，所以电的分离力反而一定不会起什么作用。前面说过，封闭电路中的全

部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是和前面说过的化学过程中的热当量完全成正比

的，这就可以证明，这个分离力，如果其作用的方向反乎液体对金属的电动

激发作用的方向（例如把锡和铅浸入氰化钾溶液的时候），那末它就不能由金

属和液体的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得到一定分量的补偿。所以这个分离力必须

由另外的方式被对消掉。这一对消过程在以下的假设下可以最简单不过地发

生：在激发液体和金属接触的时候，电动力是由两种方式产生的，第一种方

式，是由于液体整个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不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第二种方

式，是由于金属对液体的带相反电荷的两种成分①的不等的吸引而产生的

……由于第一种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不等的吸引，液体要完全服从金

属电压序列规律，而在封闭电路中，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要完全对消而

等于零；第二种（化学的）作用……却只提供形成电流所必需的电的分离力，

以及与之相应的电动力。”②（第１册第５２、５３页）

这样，从电流形成中顺利地消除了接触说的最后残余，同时

也消除了维德曼在第４５页上提出来的关于电流形成的第一个解

释的最后残余。最终毫无保留地承认了：伽法尼电池不过是一种

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运动，变为所谓电的分离力和电动

４７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② 本段引文中的着重号，除维德曼加的以外，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着重号是维德曼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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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装置，正如蒸汽机是一种把热能变为机械运动的装置一样。在

两种情况下，装置都只能提供释放能量和进一步转变能量的条件，

但是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能量。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还

需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维德曼对电流的解释的第三个方案：在这

里，电池的封闭电路中的能量转变是怎样描述的呢？

他说，显然，在电池中，“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

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于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ＺｎＣｌ），或者

以游离的形态（Ｈ）发散掉，所以这时就不断地失去活力。失去的活力，相

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放出来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

于稀酸中所放出来的热量”。［第１册第５１页］

首先，如果过程是以纯粹的方式进行的，在电池中，当锌溶

解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放出任何热量；因为释放出来的能直接变

成了电，而又由于整个封闭电路的电阻，这电才转变成热。

其次，活力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因此，上述的

命题就应当这样说：在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盐酸时所放出来的、

等于若干卡路里的能量，同时等于离子的质量和离子向金属运动

的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这样表达这个命题，显然是错误的，因

为离子移动时所显示的活力远不等于由化学过程释放出来的能

量①。如果二者相等，那末任何电流也不可能产生，因为并没有给

封闭电路其余部分中的电流留下任何能量。因此，在维德曼那里

５７４电

① 不久以前，弗·柯尔劳施（《维德曼年鉴》３４７第４卷［１８７９年莱比锡版］，第

２０６页）计算出，需要“大量的力”才能使离子在水溶液中移动。使１毫克移

动１毫米所需要的拉引力，对于Ｈ是３２５００公斤，对于Ｃｌ是５２００公斤，这

就是说，对于ＨＣｌ是３７７００公斤。——即使这些数字绝对正确，还是一点也

不能驳倒上述意见。可是，这个计算本身却包含着电学中至今一直无法避免

的假设的因素在内，因此还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这种验证看来是可能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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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了个说明，即离子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或

者以游离的形态发散掉”。但是，如果失去活力也包括在这两个过

程中发生的能量的转变，那末我们就真正给弄糊涂了：既然我们

把放出来的全部能量都归之于这两个过程的结合，那末在这里即

使不说获得活力，也根本谈不到失去活力。

这样看来，维德曼对这个命题本身显然并没有任何确定的理

解，而“失去活力”只不过是一种ｄｅｕｘ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
②
，使他可能

作出听天由命的一跃，从陈旧的接触说跳到电流化学说。事实上，

失去活力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应该退位了；从此以后，电

池中的化学过程无可争辩地被承认是产生电流的唯一的能量来源

了，我们的作者目前唯一的忧虑就是，怎样才能很体面地从电流

中抛开不起化学作用的物体相互接触时激发生电的最后残余，也

就是怎样抛开作用于两种金属的接触处的分离力。

当读到上面所引的维德曼对电流产生的解释的时候，会感

觉到摆在面前的是和大约四十年前正统的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用来

对付施特劳斯、维耳克、布鲁诺·鲍威尔等从语文学、历史学方

面对圣经所作的批判的辩护词一样的东西。在两种情况下所用的

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也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要

６７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先，这些“大量的力”，在它被消耗掉的地方，必然以一定的热量的形式重新表

现出来，这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中，是在电池中表现出来。其次，这些“大量

的力”所消耗的能量必然小于电池中化学过程所产生的能量，并且保持一定的

差额。第三，这个差额必然在封闭电路的其余部分中消耗掉，并且在那里也同

样可以在数量上加以确定。上述的计算数字只有在通过这种检验而被证实之

后，才能当作最后确定了的。在电解槽中来证实这些数值是更容易实现的。

 ②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

装置送出舞台）；转意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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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科学的攻击下挽救旧的传统。那顶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

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的地道的经验论，却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

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都是些因袭

的观念，都是其前辈的思维的大部分已过时的产品，如阳电和阴

电、电的分离力、接触说。这些东西成为经验论的无穷无尽的数

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很容易

使人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诸如此类的经验论对同时代的思想成

果是如此地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想成果又是如此地盲目信任。甚

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的相应

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在解释最简单的电现象时，也

用了偷运来的例如两种电的理论来加以歪曲；这种经验论已经不

再可能正确地描写事实了，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

也一块混进去了。一句话，在电学这个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

神学的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发达的传统。而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

最新研究的成果、在此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或者尚在争论的事实的

确定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在打击旧传统，所

以这个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必须求助于各

色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求助于掩盖那些不可

调和的矛盾的办法，而最后却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

任何出路。当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那种以“接触力”为根据的电

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从唯理论上来

加以调和的时候，正是这种对于全部陈旧的电的理论的信仰，使

得他在这里陷入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上面对于维德曼的电流解释的批评

是咬文嚼字；即使维德曼起初在表达上有疏忽大意、不精确之处，

７７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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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最后他毕竟提出了正确的、合乎能量守恒定律的解释，因此，

一切都还是不错的。为了回答这种反驳，让我们在这里再来讨论

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于锌、稀硫酸、铜所组成的电池中的过程的

描写。

“如果用一根导线把两个板极联结起来，就会产生电流……由于电解过

程，在铜板上从稀硫酸的水里放出一个当量的氢，成为气泡逸出。在锌板上

则生成一个当量的氧，它把锌氧化为氧化锌，而氧化锌又溶于周围的酸中成

为硫酸氧化锌。”①（第１册第［５９２—］５９３页）

为了把水分为氢和氧，每一个水分子需要等于６８９２４个热量

单位的能量。在上述的电池中从哪里得到这个能量呢？“由于电解

过程”。可是，电解过程从哪里弄到这个能量呢？没有任何回答。

但是维德曼后来告诉我们——而且不止一次，至少也有两次

（第１册第４７２和６１４页），总的说来，“根据最新的实验，［在电

解的时候］水本身并没有分解”，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硫酸Ｈ２ＳＯ４

分解了，它分解为Ｈ２和ＳＯ３＋Ｏ，在分解过程中，Ｈ２和Ｏ在一定

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气泡逸出。但是，这样一来，过程的整个性质

改变了。Ｈ２ＳＯ４中的Ｈ２直接由两价的锌所代替而形成硫酸锌Ｚｎ

ＳＯ４。一方面剩下了Ｈ２，另一方面剩下了ＳＯ３＋Ｏ。两种气体根据

它们结合成水的比例逸出；ＳＯ３和溶液中的水Ｈ２Ｏ重新结合成

Ｈ２ＳＯ４，即硫酸。但是，在形成ＺｎＳＯ４时放出的能量，不仅足以用

来置换和释放硫酸中的氢，而且还有许多剩余，这些剩余在我们

的例子中便消耗在电流的形成上。这样，锌也就无需等待电解过

程供给它游离氧，以便先氧化，而后再溶解于酸中。正相反，锌

８７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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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地参加到过程中来，这个过程无论如何正是由于锌的参加才

得以实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陈腐的化学观念是怎样地在帮助陈腐的接

触观念。根据最新的观点，盐是一种酸，酸中的氢被某种金属所

置换。这里所研究的过程证实了这种观点：酸中的氢被锌直接置

换，完全说明了能量的转变。维德曼所遵循的旧观点认为，盐是

某种金属氧化物和某种酸的化合物，因此不说硫酸锌，而说什么

硫酸氧化锌。但是，为了在我们的电池中从锌和硫酸获得硫酸氧

化锌，就必须使锌首先氧化。为了足够迅速地使锌氧化，就需要

有游离的氧。为了获得游离的氧，我们就必须设想——因为在铜

板上出现了氢——水被分解。为了分解水，就需要大量的能。怎

样得到这些能量呢？仅仅是“由于电解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在

它的终极的化学产物“硫酸氧化锌”还没有开始形成之前又不可

能进行。孩子生妈妈。

于是，维德曼在这里把整个过程完全歪曲了，完全弄颠倒了，

这是因为维德曼毫不犹豫地把自动电解和被动电解这两个直接对

立的过程混为一谈，以为它们都不过是电解而已。

———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研究的还只是电池里所发生的现象，即

那种由于化学作用而放出剩余能量、这些剩余能量又借电池的装

置而转变成为电的过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

电池里从化学能中得出来的恒值电流的电，又可以反过来在置于

封闭电路中的电解槽中转变为化学能。两个过程显然是互相对立

的：如果把前者看作化学—电的过程，那末后者就是电—化学的

过程。两个过程都可以在同一封闭电路中发生于同一些物质。例

９７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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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气体元素所组成的电池组，其电流是由于氢和氧化合成水

而产生的，但是它在以电路联起来的电解槽中又可以按照氢和氧

化合成水的比例分解出氢和氧来。通常的看法是把这两种对立的

过程冠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电解，而没有把自动电解和被动电解

区别开来，没有把激发液体和被动电解质区别开来。例如，维德

曼用１３３页的篇幅来一般地探讨电解，以后在结尾处又加上了一

些关于“电池中的电解”的评述，可是在这里，在真正的电池中

所发生的过程却只占了这一章中１７页篇幅这样一个极小的部分。

同样，在随后的“电解理论”中，电池和电解槽的这种对立甚至

连提也没有提一下；谁要是想在接着而来的“电解对导体电阻和

封闭电路中电动力的影响”这一章中寻找某种关于封闭电路中能

量的转变的见解，那他就会大失所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可遏止的“电解过程”，它无需可见

的能量的输入就可以把Ｈ２和Ｏ分离，而且在书中的上述几章中

起着和前面那个神秘的“电的分离力”所起过的同样的作用。

“除了首要的、分开离子的纯粹电解的过程外，还发生许多次要的、完全

独立于首要过程的、由于被电流所分开的离子的作用而产生的、纯粹化学的

过程。这种作用会在电极物上和被分解的物体上产生，在溶液中也会在溶剂

上产生。”①（第１册第４８１页）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谈到的由锌和铜浸在稀硫酸中组成的电

池上去。这里，用维德曼自己的话来说，被分开的离子就是水的

Ｈ２和Ｏ。因此，在他看来，锌的氧化和ＺｎＳＯ４的形成是次要的、

独立于电解过程的、纯粹化学的过程，虽然只有通过它，首要的

０８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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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才成为可能。现在我们要稍微详细地来看看这种由于歪曲真

实的过程而必然造成的混乱。

我们首先来看看电解槽中的所谓次要过程，维德曼给我们举

了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①（第４８１—４８２页）：

１．溶于水中的硫酸钠（Ｎａ２ＳＯ４）的电解。它“分解为……一个当量的

ＳＯ３＋Ｏ……和一个当量的Ｎａ…… 但是后者和溶液中的水起反应，从水中

放出一个当量的Ｈ，并且形成一个当量的苛性钠［ＮａＯＨ］，苛性钠又溶解于

周围的水中”。

方程式是：

Ｎａ２ＳＯ４＋２Ｈ２Ｏ＝Ｏ＋ＳＯ３＋２ＮａＯＨ＋２Ｈ。

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可以把

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２＋ＳＯ３＋Ｏ

这个分解看作首要的、电—化学的过程，而把进一步的转化

Ｎａ２＋２Ｈ２Ｏ＝２ＮａＯＨ＋２Ｈ

看作次要的、纯粹化学的过程。但是，这个次要过程是直接

在出现氢的那个电极上进行的；因此，这里所放出来的大量的能

（按照尤利乌斯·汤姆森的计算，对于Ｎａ，Ｏ，Ｈ，水是１１１８１０热

量单位）至少大部分转变为电，只有小部分在电解槽中直接变成

热。后者也可以发生在从电池中直接或首先释放出来的化学能量

上。但是，这样获得并且转变为电的能量，应当从电流所供应的

用来不断地分解Ｎａ２ＳＯ４的能量中减去。如果钠之转变为氢氧化

物在整个过程的第一个瞬间是次要的过程，那末，从第二个瞬间

１８４电

① 在这里我总的说明一下，维德曼所用的全是旧的化学当量值，所以写出ＨＯ，

ＺｎＣｌ等。在我的方程式中，所用的全是现代的原子量，所以我写：Ｈ２Ｏ，ＺｎＣｌ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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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它就成为整个过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就不再是次要的了。

但是，在这个电解槽中还有第三种过程发生：如果ＳＯ３没有

和阳极的金属化合，同时又放出一定量的能的话，那它就和Ｈ２Ｏ

化合成Ｈ２ＳＯ４，即硫酸。但是，这个转变并不一定要直接在电极上

进行，因此，这里所放出的能量（按照尤·汤姆森的计算，等于

２１３２０热量单位）就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电解槽本身中转变为热，顶

多只有极小一部分以电的形式产生电流。由此可见，在这个电解槽

中所发生的、唯一的、真正次要的过程，维德曼一点也没有提到。

２．“如果把硫酸铜溶液［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置于阳铜极和阴铂极之间电解，

那末，在同一电路中，和硫酸溶液被分解的同时，每有一个当量的水被分解，

就有一个当量的铜在阴铂极上分离出来；在阳极上则应当有一个当量的ＳＯ４

出现，但是它和电极上的铜化合成一个当量的ＣｕＳＯ４，并溶解于被电解的溶

液的水中。”［第１册第４８１页］

因此，我们要想用现代化学的语言来描述，就应该把这个过

程表述如下：Ｃｕ在铂上沉积出来；放出来的ＳＯ４因为本身不能独

立存在，便分解为ＳＯ３＋Ｏ，而Ｏ则游离逸去；ＳＯ３从溶剂中获得

Ｈ２Ｏ而形成Ｈ２ＳＯ４，Ｈ２ＳＯ４又重新和电极的铜化合而成ＣｕＳＯ４，

Ｈ２则被放出。严格说来，在这里有三个过程：（１）Ｃｕ和ＳＯ４的分

离；（２）ＳＯ３＋Ｏ＋Ｈ２Ｏ＝Ｈ２ＳＯ４＋Ｏ；（３）Ｈ２ＳＯ４＋Ｃｕ＝Ｈ２＋ＣｕＳＯ４。

也许可以把第一个过程看作首要的，而把其余两个看作次要的。但

是，如果我们提出能量转变的问题，我们便会看到，第一个过程

完全被第三个过程的一部分补偿了：铜和ＳＯ４的分离被两者在另

一个极上的重新化合所补偿了。如果我们撇开把铜从一个电极推

向另一个电极所必需的能量不算，又撇开电池中由于能转变为热

所无法避免的、不可能精确测定的能量损失不算，那末，我们在

２８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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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谓首要的过程并不从电流那里取

得任何能量。电流供给能量仅仅为了使Ｈ２和Ｏ的分离（而且还是

间接的）成为可能，这个分离就是整个过程的真正的化学的结果

——这就是说，仅仅为了实现某种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过

程。

虽然如此，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首

要过程和次要过程的差别无疑地具有某种相对的合理性。例如，在

两种情况下，除了其他现象，看来也发生了水的分解，而且水的

成分分别在相反的电极上游离出来。因为，根据最新的实验，绝

对纯粹的水极其接近理想的非导体，因而也就极其接近理想的非

电解质，所以证明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这些以及这一类情

况下，并不是水直接以电化学的方式被分解，而是水的成分从酸

中分离出来，当然，在这里酸的形成也一定要有溶液中的水参加。

３．“如果盐酸［ＨＣｌ＋８Ｈ２Ｏ］……同时在两个Ｕ形管中被电解……在一

只管中用的是阳锌极，另一只管中用的是阳铜板，那末，在第一只管中有３２．

５３的锌溶解，而在第二只管中则有２×３１．７的铜溶解。”［第１册第４８２页］

我们暂时撇开铜不谈，单来看锌。照维德曼的看法，在这里，

ＨＣｌ的分解是首要的过程，Ｚｎ的溶解是次要的过程。

所以，根据这个观点，电流从外面供给电解槽以分离Ｈ和Ｃｌ

所必需的能量；在这种分离完成以后，Ｃｌ和Ｚｎ化合，同时放出一

定的能量，这一定的能量应当从分离Ｈ和Ｃｌ所必需的能量中减

去；这样一来，电流只须补给两个能量的差数就够了。看来一切

都进行得美妙合拍；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一下这两个

能量，就会发现，形成ＺｎＣｌ２时所放出的能量大于分离２ＨＣｌ所消

耗的能量；因而电流不仅无需补给能量，反而获得能量。现在，我

３８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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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碰到的根本不再是被动的电解质，而是激发液体，不是电解

槽，而是给产生电流的电池组增大一个补加电池的电池了；应该

看作是次要的过程，成为绝对首要的了，成为整个过程的能量来

源并使这个过程独立于电池组的补给电流之外。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维德曼的理论说明中的全部混乱

的根源是什么。维德曼从电解出发，却不管这是自动的电解，还

是被动的电解，是电池，还是电解槽，反正都无所谓，正象一个

老少校向“一年志愿兵”哲学博士所说的那样：“外科医生就是外

科医生”３４８。因为在电解槽中研究电解比在电池中研究电解要简单

得多，所以他实际上是从电解槽出发，把电解槽中所发生的过程，

把这些过程分为首要的和次要的过程这种部分合理的分类，作为

准尺来衡量电池中的完全相反的过程，同时却一点没有注意到，电

解槽在他手里变成电池了。因此，他可以宣布：

“分离出来的物质对于电极的化学亲和力，对电解过程本身不发生任何

影响”（第１册第４７１页），

这个以如此绝对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命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的电流形成的三重理论就是：第一，以

纯粹接触为基础的陈旧的传统的理论；第二，以解释得更加抽象

的电的分离力为基础的理论，这种力以一种不可了解的方式供给

自己或“电解过程”以能量，使电池中的Ｈ和Ｃｌ互相分开而且还

产生电流；最后，是现代的、化学—电的理论，这个理论证明，上

述能量的来源是电池中一切化学作用的代数和。正如他没有注意

到第二种解释驳倒了第一种解释一样，他也没有觉察到第三种解

释又推翻了第二种解释。相反地，能量守恒定律，纯粹是从外表

上加在旧的、从经验中沿袭下来的理论之上的，正如把一个新的

４８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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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定理加到以前的定理中去一样。他不了解，这个定律使得自

然科学的这一领域以及其他一切领域里的一整套传统的观点必须

加以修正。因此，维德曼仅仅限于在解释电流的时候简单地说说

这个定律，然后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一边，只是在书的最末尾，在

讲电流的作用那一章中才重新把它拾起来。甚至在接触激发生电

的理论中（第１册第７８１页及以下各页），能量守恒学说在说明主

要问题时也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只是为了说明那些次要之点顺

便提了一下；它是而且一直是“次要的过程”。

现在我们回头来研究前面的第三个例子。在那里，两个Ｕ形

管中的盐酸被同一个电流所电解，不过在一个管中锌是阳极，在

另一个管中铜是阳极。根据法拉第的基本电解定律，同一个电流，

在每一个电解槽中能分解等当量的电解质，而在两个电极上分离

出来的物质在量方面的比，也等于它们的当量的比（第１册第４７０

页）。于是，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第一只管子里溶解了

３２．５３的锌，第二只管子里溶解了２×３１．７的铜。

“可是，”——维德曼继续说——“这并不能证明这两个值相当。它们只

是在电流很弱的情况下，当一方面……形成了氯化锌，而另一方面……形成

了氧化铜的时候被观察到的。当电流较强时，在形成的氯化物的量不断增大

的情况下，溶解的钢的数量可能……一直降到３１．７，而这时溶解的锌还是

同一数量。”

大家知道，锌只能形成一种氯化物——氯化锌ＺｎＣｌ２，铜则可

以形成两种：氯化铜ＣｕＣｌ２和氯化亚铜Ｃｕ２Ｃｌ２。情形是这样的：弱

电流给每两个氯原子从电极上夺下两个铜原子，这两个铜原子之

间仍然以自己的两个化学键之中的一个互相联系着，同时，它们

的两个自由的化学键则和那两个氯原子结合：

５８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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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 Ｃｌ

Ｃｕ Ｃｌ

  相反地，如果电流较强，那末它就把两个铜原子完全互相分

开，每一个铜原子单独地和两个氯原子结合：

Ｃｕ
Ｃｌ

Ｃｌ

  当电流为中等强度的时候，两种化合物同时形成。这样，两种

化合物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形成，仅仅以电流强度为转移，因

此，从本质上来说，整个过程是电—化学的过程，如果电—化学这

个词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可是维德曼不管这一套，断然地把它说

成是次要的过程，即不是电化学的过程，而是纯粹化学的过程。

上述的实验是雷诺（１８６７年）做的，它是一系列类似的实验

之一，在这些实验中，同一个电流在Ｕ形管里由食盐溶液（锌为

阳极）传导，而在另一个电解槽中，由一些不同的电解质（以一

些不同的金属为阳极）传导。这里，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其他

金属溶解的数量有很大的差异，而维德曼引用了这一系列实验的

结果，但是这些结果大部分在化学上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决不

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例如，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只有２３个

当量的金溶解于盐酸中。这个事实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显得

奇怪，即假定象维德曼那样，死守旧的当量，用ＺｎＣｌ来表示氯化

锌，从而使氯和锌一样，在氯化物中只显出一个化学键。实际上，

在这里每一个锌原子要求两个氯原子（ＺｎＣｌ２），一旦知道这个分子

式，我们就可以立即看到，在确定上述的当量时，应当以氯原子

为单位，而不应当以锌原子为单位。氯化金的分子式是ＡｕＣｌ３，这

６８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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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明显地看出，３ＺｎＣｌ２中所含的氯和２ＡｕＣｌ３中所含的氯恰

恰相等，因此，电池或电解槽中的一切过程（首要的、次要的、更

次要的），在把一个重量部分３４９的锌变为氯化锌时，就必将不多不

少地把２３个重量部分的金变为氯化金。这是具有绝对意义的，除

非用电流的方法也能制取ＡｕＣｌ这种化合物；在这种情况下每溶

解一个当量的锌，就甚至应当有两个当量的金溶解，因而，以电

流强度为转移，可能发生和前面所说的铜和氯的例子里相类似的

变化。雷诺的实验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显示出，法拉第定律怎样

被那些似乎和它相矛盾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这些实验对于解释

电解时的次要过程有什么意义，却看不出来。

维德曼的第三个例子又把我们从电解槽引到电池。而实际上，

如果就所发生的能量转变来研究电解过程，电池是很有趣味的。例

如，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电池，其中化学—电过程似乎和能量守

恒定律直接矛盾，似乎违背了化学亲和力定律。

根据波根道夫的测定３５０，由锌、浓食盐溶液和铂组成的电池提

供的电流强度为１３４．６①。这样，我们在这里就有了十分可观的

电量，比丹尼尔电池中的电量大１３。这里以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能量来源于哪里呢？“首要的”过程是锌从氯化物中置换钠。可是，

在通常的化学中，并不是锌从氯化物或其他化合物中置换钠，而

是反过来，钠置换锌。“首要的”过程不仅绝不可能供给电流以上

述的能量，而且刚好相反，为了使自身能够实现，它还需要从外

面输入能量。这样，仅仅有“首要的”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前进

一步。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实际的过程。这时我们发现，这里所

７８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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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转变并不是

Ｚｎ＋２ＮａＣｌ＝ＺｎＣｌ２＋２Ｎａ，

而是

Ｚｎ＋２ＮａＣｌ＋２Ｈ２Ｏ＝ＺｎＣｌ２＋２ＮａＯＨ＋Ｈ２

换句话说，钠并不是以游离的形式在阴极上分离出来，而是

被氧化，正如上面例一中的情形一样（第［４１９—４２０］页）。

为了计算这里所发生的能量的转变，尤利乌斯·汤姆森的测

定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些根据。根据这些测定，化合时所放出的能

量是：

（Ｚｎ，Ｃｌ２）＝９７２１０

（ＺｎＣｌ２，水）＝１５６３０ 

溶解了的氯化锌总共＝１１２８４０热量单位

２（Ｎａ，Ｏ，Ｈ，水）＝２２３６２０热量单位 

３３６４６０热量单位

从这里减去分解时消耗的能量：

２（Ｎａ，Ｃｌ，水）＝１９３０２０热量单位

（Ｈ２，Ｏ）＝１３６７２０热量单位 

３２９７４０热量

单位放出来的能量的剩余＝６７２０热量单位。

这个数量，对于波根道夫所得到的电流强度说来，显然是很

小的，但它却足以用来一方面解释钠同氯分离，另一方面解释电

流形成。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了首要过程和次要

过程之间的差别完全是相对的，而一旦我们把它看作绝对的，它

就会把我们引向荒诞的地步。单独地看，首要的电解过程不但不

８８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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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电流，而且它本身也不可能实现。正是次要的、所谓纯粹

化学的过程，才使首要的过程成为可能，此外还提供全部的剩余

能量来形成电流。因此，实际上它成了首要的过程，而首要的过

程则成了次要的过程。当黑格尔把形而上学者和形而上学地思维

的自然科学家所想象的不变的差别和对立辩证地转变成它们的反

面的时候，据说是黑格尔歪曲了他们的话。可是，当自然界也和

老黑格尔一样地来对待这些差别和对立的时候，难道还不该稍微

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把这样一些过程看作次要的过程，这

些过程虽然是由于电池中的化学—电的过程或电解槽中的电—化

学的过程而发生的，但是并不依赖于它们并和它们相分离，就是

说，这些过程发生在离电极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因此，这一类次

要过程进行时所完成的能量转变也并不加入到电的过程中来；它

既不从电的过程中取得能量，也不直接供给电的过程以能量。这

一类过程在电解槽中屡见不鲜；前面在例一中，在电解硫酸钠形

成硫酸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例子。可是，在电解槽中，它

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过，它们在电池中的出现，却具有重要

得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即使不直接供给化学—电的过程以能

量或从中取得能量，却仍然变更了电池中存在的可供使用的能量

的总和，因而间接地对化学—电的过程起了作用。

除了后来谈到的通常形式的化学转化，还有一种现象也属于

这一类，这就是当离子以不同于它们通常以游离状态出现的情况

而在电极上分离出来时所出现的现象，以及当这些离子一离开电

极接着就过渡到游离状态时所出现的现象。在这些情况下，离子

可以有另外的密度，或者采取另外的聚集状态。但是，离子还可

９８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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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它们的分子结构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正是最值得注意

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跟离子在离开电极一定距离的地方

发生的次要的化学变化或物理变化相适应，有一种类似的热的变

化；大多数情况下热是被放出，个别的情况下热是被消耗掉。这

种热的变化，自然是首先局限于它所产生的地方：电池或电解槽

中的液体变热了或者冷却了，而封闭电路的其余部分则不受这一

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热称为局部热。这样看来，放出来用以转

变为电的化学能量，按电池中产生的这个正的或负的局部热的当

量减少或增加。据法夫尔说，在过氧化氢和盐酸的电池中，释放

出来的全部能量的２３是以局部热的形式消耗掉了；格罗夫电池

却正好相反，在线路封闭以后大为冷却，因而还要以吸收热的方

法从外面供给电路以能量。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次要过程也反

过来作用于主要过程。我们尽可以任意处置，但主要过程和次要

过程之间的差别始终是完全相对的，通常是要在其相互作用中重

新被消除的。如果忘记这一点，如果把这一类相对的对立看成绝

对的，那末，最后就会象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陷于无法

解决的矛盾之中。大家知道，当用电解法分离气体的时候，金属

电极上复盖了薄薄的一层气体；因此，在电极还没有被气体饱和

之前，电流强度会降低，在达到饱和之后，减弱了的电流又重新

达到恒定。法夫尔和济伯曼证明：在这一类电解槽中也产生局部

热，这种局部热的产生，仅仅是由于气体不是以其通常出现的状

态在电极上释放出来，而是这些气体在离开电极以后，只是由于

和放热相联系的进一步的过程才过渡到自己通常的状态。那末，气

体在电极上到底是以怎样的状态分离出来的呢？谈到这个问题，很

难有比维德曼更加小心翼翼的了。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一定的”、

０９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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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素异性的”、“活性的”，最后，要是氧的话，有时也称之为

“臭氧化了的”。要是氢的话，那就说得更加神秘。有时候还出现

这样的观点：臭氧和过氧化氢是这种“活性的”状态借以实现的

形式。在这里，臭氧是如此地纠缠着我们的作者，使他甚至于用

某些过氧化物中“可能在臭氧化了的状态中①含有的一部分氧”

（第１册第５７页）来解释这些过氧化物的极度的阴电性。在所谓

分解水的时候，臭氧和过氧化氢无疑都形成了，但是为量很少。没

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在我们所研究的例子中，局部热是受相当

大量的上述两种化合物最初产生而随后分解所制约的。臭氧

（Ｏ３）从游离的氧原子中形成的形成热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过氧

化氢从Ｈ２Ｏ（液态）＋Ｏ中形成的形成热，照拜特洛
３５１
的意见，等

于－２１４８０；因此，这种化合物如果比较大量地产生的话，就要以

大量的剩余能量（大约等于分离Ｈ２和Ｏ所必需的能量的百分之

三十）为条件，而这种能量必须是可见的和可以证明的。最后，臭

氧和过氧化氢仅仅能解释氧（如果我们撇开电流回逆不管，在电

流回逆的情况下两种气体会在同一个电极上相遇），并不能解释

氢。然而，氢在“活性的”状态中也逸出，例如，在铂极之间有

硝酸钾溶液的联合体中，氢就和由酸中放出的氮直接化合为氯。

实际上，所有这些困难和疑虑都不存在。把物质“在活性状态

中”分离出来，并非电解过程所独有。每一种化学分解中都会发生

这种情形。化学分解使释放出来的化学元素首先以游离原子的形

式分离出来，如Ｏ，Ｈ，Ｎ等等，这些原子只是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以

后，才能化合成为Ｏ２，Ｈ２，Ｎ２等等分子，并且当化合的时候，还放

１９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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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至今尚未能确定下来的、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量的能。

但是，在原子处于游离状态的那一瞬间，它们是它们可以攫取的全

部能量的承担者；当它们拥有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能量时，就能够自

由地参加任何与之相遇的化合作用。因此，对于Ｏ２，Ｈ２，Ｎ２这些分

子来说，它们是“处于活性状态中”，这些分子已经把这种能量的一

部分交出去了，而且，如果不从外面重新获得它们所交出去的能

量，它们就不能和其他元素化合。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仅仅求助

于臭氧和过氧化氢，它们本身也不过是这种活性状态的产物。例

如，我们也可以不用电池，单用化学的方法来实现刚刚提到的电解

硝酸钾时的氨的形成，只要把硝酸或某种硝酸盐溶液加到一种由

于化学过程而放出氢的液体中去就行了。氢的活性状态在两种情

况下都是一样的。可是，在电解过程中，有趣的是游离原子的瞬息

存在可以说是显著可见的。过程在这里分为两步：电解在电极上分

离出游离原子，而游离原子在离电极一段距离的地方化合为分子。

不管这段距离从质量关系方面看来是如何地微不足道，它却足以

阻止，至少是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形成分子时放出来的能量用

于电的过程，从而决定了这些能的转变为热，即电池中的局部热。

这证明：元素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并在一段时间内以游离

原子的形式存在于电池中。这个事实，我们在纯粹的化学中只能通

过理论的推断来判定，在这里却在实验上得到了证明，因为这无需

对原子和分子本身的感性接触就可以做到。电池中的所谓局部热

的巨大的科学意义就在于此。

———

对于通过电池把化学能转变为电的进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也许，只有当我们较多地认识了电运动本身的作用方式的时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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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一些较确定的东西。

电池被硬加上一种“电的分离力”，这种力对于每一个确定的

电池都具有确定的数值。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维德曼不得不承认这

种电的分离力并不是能的一种确定形式。相反地，它首先不过是某

种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变为电的能

力和特性。这一化学能本身在整个进程中从来没有采取过“电的分

离力”的形式，相反地，它立即而且直接地采取了所谓“电动力”即

电的运动的形式。如果说，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某种蒸汽机的

力的时候，是指它有能力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热转变为物体

的运动，那末，这一点绝不能成为把这种概念的混乱也搬到科学中

来的理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手枪、马枪、滑膛枪和来复枪有不同

的力，因为它们用同样多的火药和同样重的弹丸，却可以有不同的

射程。但是，在这里，这种表达的错误是一目了然的。谁都知道，推

动子弹前进的是火药的爆发，至于武器射程的远近则仅仅决定于

所耗费的能量的多少，而后者则随枪筒的长短、随弹丸的间隙３５２和

形式而定。至于说到蒸汽力和电的分离力，情况也是一样。有两架

蒸汽机，别的条件都相同，就是说，假定两者在同一段时间内放出

同样数量的能，或者有两个电池，条件也是这样，它们在作功方面

的区别仅仅在于其内部能量消耗的大小。如果说，至今一切军队里

的枪炮技术都已无需再设想火器的特殊的射击力，那末，在电学上

还来设想一种和火器的射击力相似的“电的分离力”，就是绝对不

可原谅的了，因为这种力之中绝没有任何能量，因而本身也不能作

出哪怕是百万分之一毫克－毫米的功。

关于这种“分离力”的第二种形式，即赫尔姆霍茨提到的

“金属的电的接触力”，情形也是一样。它无非是金属在相互接触

３９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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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现有的其他种类的能量转变为电这一种特性而已。这就是说，

它同样也是一种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一点能量的力。我们和维德曼

一样假定，接触电的能量来源在于结合运动的活力；在这种情况

下，这种能量首先以这种物体运动的形式存在，而当这种物体运

动消失时就立即转变为电的运动，并没有任何一瞬间采取“电的

接触力”的形式。

而除此以外，还使我们确信：电动力，即作为电的运动重新

表现出来的化学能，和这种不仅不包含而且按其本质说来也根本

不可能包含任何能量的“电的分离力”成比例！非能量和能量之

间的这种比例关系，显然是属于那种出现“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

值”①的数学部门的。但是，在这种仅仅由于把简单的特性看作某

种神秘的力而存在的荒谬形式后面，隐藏着一种极为简单的同义

反复：一个确定的电池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变为电这种能力是可

以量度的——用什么来量度？——就是用封闭电路中以电的形式

重新表现出来的能量和电池中所消耗的化学能量的比例来量度。

如此而已。

为了要假定某种电的分离力，就必须认真对待两种电的流体

的权宜说法。为了把这两种流体从中性状态转变到极性状态，也

就是为了把它们互相分开，就必需消耗一定的能量——电的分离

力。这两种电一旦互相分开，那末，当它们重新结合时，就能重

新放出同样数量的能——电动力。但是，在今天，再也没有人

（包括维德曼在内）把这两种电看作现实存在的东西了，因此，想

要详细地探讨这种观点，那就是为已死的读者写文章了。

４９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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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说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无法摆脱那种以为接触力或电

的分离力是一种能量来源的观念。当人们把某种装置的可使能量

转变的简单特性看作是一种力以后，摆脱这种观念确实是困难的；

因为力正好应该是能的某种特定形式。虽然维德曼不得不接受关

于能量不能消灭不能创造的现代观念，但是，因为他无法摆脱关

于力的这种不明确的观念，所以他就陷入了上述的关于电流的第

一种无意义的解释以及后来所看到的各种矛盾之中。

如果“电的分离力”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那末另一个“电

动力”的说法至少也是多余的。我们在有电动机以前很久就有了

热动机，可是热的理论没有特别的热动力也发展得很好。正如热

这个简单的词包罗了属于这种能量形式的一切运动现象一样，电

这个词也能够包罗它领域内的一切运动现象。此外，还有许许多

多电的作用形式完全不带有直接的“动”的性质，如铁的磁化、化

学分解、向热的转化。最后，在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中，甚至在

力学中，每当某个地方摆脱了力这个字的时候，都是一次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维德曼接受电池中的过程的化学解释是比较

勉强的。这种勉强到处都纠缠着他；在他对所谓化学说有所责难

的任何地方，都一定是这样。例如，他说：

“电动力和化学作用的强度成比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１册第

７９１页）。

当然，这种比例性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存在。但是，在不

存在这种比例性的地方，只是证明了电池设计得很坏，其中浪费

了能。因此，同一位维德曼在下述情况下就是完全正确的：他在

理论推断中完全不考虑到那种歪曲了过程的本来面目的附带情

况，而直截了当地认为，一个电池的电动力等于电池中在单位时

５９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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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和单位电流强度下所完成的化学作用的机械当量。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读到：

“还有，在由酸和硷构成的电池中，酸和硷的化合并不是产生电流的原

因，这是根据第６１节〈柏克勒尔和费希纳〉、第２６０节〈杜布瓦－雷蒙〉和

第２６１节〈沃姆－弥勒〉上的实验得出来的，这些实验证明，在酸和硷以当

量存在的某些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电流，而且这也是根据第６２节上引证的

实验〈亨利齐〉得出来的，这个实验证明，在苛性钾溶液和硝酸之间加入硝

酸钾溶液的时候，电动力的出现和没有加入硝酸钾溶液的情况一样。”（第１

册第７９１—７９２页）

酸和硷化合是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的问题，需要我们的作者

认真对待。问题以这样的形式提出来，要回答它是十分容易的。酸

和硷的化合首先是形成盐的原因，同时放出能量。这个能量是全部

还是部分地采取电的形式，决定于放出这个能量时的情况。例如，

在用硝酸和苛性钾溶液置于两个铂极之间所组成的电池中，至少

会部分地生电，而且酸和硷之间加不加硝酸钾溶液，对于电流的产

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顶多只能延缓，但不能阻止盐的形成。但

是，如果选取一个象维德曼常常引用的沃姆－弥勒式电池，酸和硷

溶液放在中间，它们的盐的溶液放在两端，其浓度和电池中所形成

的溶液的浓度相同，那就不言而喻，任何电流也不可能发生，这是

由于两端的部分——因为到处都形成了同样的物体——任何离子

也不能产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地阻止了放出来的能量转变为

电，好象我们根本没有把电路封闭一样；因此，在这里得不到电流，

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酸和硷完全可以制造电流，这由碳、硫

酸（一分对十分水）、苛性钾（一分对十分水）、碳所组成的电池证明

了，根据劳尔，它的电流强度为７３①；而且，把电池加以适当安装，

酸和硷就可以提供与它们化合时所放出的大量的能相应的电流强

６９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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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一点是从已知的最强电池几乎都是以形成硷金属盐为基础

这个事实中得出来的，例如，惠斯通电池：由铂、氯化铂、钾汞齐组

成的，电流强度是２３０；由二氧化铅、稀硫酸、钾汞齐组成的，是

３２６；用二氧化锰代替二氧化铅，是２８０；而且，每一次用锌汞齐代

替钾汞齐，电流强度就会几乎一丝不差地降低１００。贝茨同样地在

由固体二氧化锰、高锰酸钾溶液、苛性钾溶液、钾组成的电池中得

到电流强度３０２；还有，由铂、稀硫酸、钾组成的电池，是２９３．８；焦

耳电池：铂、硝酸、苛性钾溶液、钾汞齐，是３０２。这些特殊的强电流

形成的“原因”无疑是酸和硷，或者和硷金属的化合，以及化合时放

出的大量的能。３５３

几页以后，我们又读到：

“但是，应当注意，不能直接把出现在不同物体接触之处的全部化学作用

的功当量当做封闭电路的电动力的量度。例如，如果在由酸和硷组成的柏克

勒尔电池中〈ｉｔｅｒｕｍ 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
３５４
〉这两种物质化合起来，如果在由铂、熔

融的硝酸钾、碳组成的电池中碳烧尽了，如果在由铜、不纯的锌、稀硫酸组

成的普通电池中，在形成局部电流的情况下锌很快地溶解了，那末，这些化

学过程中所产生的功〈应当说：释放出来的能〉就有很大一部分转变为热，从

而对全部电路来说是损耗掉了。”（第１册第７９８页）

所有这些过程都归结到电池中能量的损耗；它们并没有牵涉

到电运动产生于转变过来的化学能这一事实，牵涉到的只是转变

过来的能的数量。

电学家们花费了无尽的时间和精力来制备各种不同的电池和

量度它们的“电动力”。因此而积累起来的实验材料包含许多很有

价值的东西，但无疑地其中更多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例如，那

７９４电

① 以下各处都以丹尼尔电池的电流强度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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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把现在已被弗·柯尔劳施证明是最差的导体、因而也是最差的

电解质的“水”当作电解质来做的实验，在实验中过程不是由水

引起，而是由我们所不知的水的某些杂质引起，这种实验有什么

科学价值呢？①可是，例如，费希纳的全部实验差不多有一半是这

样用水来做的，其中甚至包括他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ｕｍｃｒｕｃｉｓ》
３５５
，而

他是想借此在化学论的废墟上牢固地建立起接触说。从这里已经

可以看出，差不多在所有的实验里，除了少数例外，都完全忽略

了电池里的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正是所谓电动力的真正源泉。可

是有许多电池，从它们的化学式看来，完全不能作出关于电路封

闭以后发生化学转化的任何可靠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如维德曼

所说的（第１册第７９７页），

“不能否认，我们还远不能在一切情况下观察电池中的化学吸引”。

因此，从愈来愈重要的化学方面来看，所有这些实验，在它

们可以在控制上述过程的条件下重复进行以前，都是没有价值的。

在这些实验中，注意到电池中发生能量转化的只是特殊的例

外。其中许多都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价定律以前做的，它们

没有经过检验，也不完整，却按照传统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

教科书中。如果从前人们说，电没有惯性（这个说法和速度没有

比重的说法具有相近的意义），那末，关于电的学说现在无论如何

不能这样说了。

———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把伽法尼电池看作一种由于建立了接

８９４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由柯尔劳施所制备的最纯的水所构成的长度为一毫米的水柱，其电阻同直径

一样而长度大致等于月球轨道的铜质导线的电阻相同（诺曼《普通化学》第

７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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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关系而使化学能——用一种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释放

出来并转变为电的装置。同样，我们把电解槽描述为这样一种装

置，在其中进行着相反的过程，即电运动转变为化学能并作为化

学能而被消费掉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曾不得不把电学家们所如

此忽视的这个过程的化学方面提到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

那种由陈旧的接触说和两种电流体的学说中留传下来的观念混

乱。这一点解决了以后，我们就应当转向下面这个问题：电池中

的化学过程是在和电池外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还是在这里出现

一些特别的、以电的激发为转移的现象呢。

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

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事实终归是事

实，尽管关于它的现有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说我们已经抛弃了

陈旧的接触说，那末，这种理论企图加以解释的那些确定的事实

仍然存在。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事实，从而看看电池中的过程

的电的方面本身。

当不同的物体接触时，和化学变化一道，或者没有化学变化，

发生了电的激发，这可以用验电器或电流计显示出来，关于这一

点是没有争论的了。在个别情况下，正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很

难确定这些本身极为微弱的运动现象的能量来源；只要普遍承认

存在着这样一种外在的来源就够了。

柯尔劳施在１８５０—１８５３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

验里，他把一个电池的各个组成部分成对地联结起来，测定每一

种情况下所显示的静电压；在他看来，电池的电动力应当由这些

电压的代数和构成。例如，以ＺｎＣｕ的电压为１００，他所算出的

丹尼尔电池和格罗夫电池的相对强度如下：

９９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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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电池：

ＺｎＣｕ＋ａｍａｌｇ．ＺｎＨ２ＳＯ４＋ＣｕＳＯ４Ｃｕ＝１００＋１４９－２１＝２２８；

格罗夫电池：

ＺｎＰｔ＋ａｍａｌｇ．ＺｎＨ２ＳＯ４＋ＰｔＨＮＯ３＝１０７＋１４９＋１４９＝４０５，

这和直接量度这些电池的电流强度所得的结果相近。但是这些结

果根本不可靠。第一，维德曼本人已经注意到，柯尔劳施仅仅得

出了最后的结果，

“可惜，没有得出各个实验结果的任何数据”［第１册第１０４页］。

第二，维德曼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过，从量方面测定金属和

金属接触、特别是金属和液体接触时所发生的电的激发的一切实

验，由于有许多无法避免的误差的来源，至少是很不可靠的。尽

管如此，他仍然多次地运用了柯尔劳施的数字，在这方面我们不

效仿他，这会更好些，何况还有另一种不致受到这类非议的测定

方法存在呢。

如果把一个电池的两块激电板浸入液体中，并把它们同电流

计的两端联结起来，构成封闭电路，那末，据维德曼说，

“电流计磁针的最初偏转度，在化学变化还未变更电的激发强度之前，是

封闭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第１册第６２页］。

于是，不同强度的电池给出不同的最初偏转度，而这些最初

偏转度的数值是和有关电池的电流强度成正比的。

看来，我们在这里似乎是亲眼见到了那种不依靠任何化学作

用而能引起运动的“电的分离力”、“接触力”。整个接触说实际上

就是这个意思。而真正摆在这里的是电的激发和化学作用之间的

一种我们在前面还没有研究过的关系。为了转过来研究这种关系，

００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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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要稍微详细地观察一下所谓电动力定律；从中我们将会看

到，就是在这方面，传统的接触观念也不仅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而

且还直接堵塞了一切解释的道路。

如果取任何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组成的电池，例如，由

锌、稀盐酸和铜组成的电池，并在其中放入任何第三种金属，例

如铂板，但不用导线把它和外部电路联结起来，那末，电流计的

最初偏转度就会和没有铂板时完全一样。因而，铂板对于电的激

发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用电动力观念的保卫者的语言是不能这

样简单地说明这个事实的。在他们那里写道：

“现在，锌和铂与铂和铜的电动力的总和代替了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

力。因为插进铂板并没有明显地改变电路，所以，从电流计在两种情况下示数

相等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等于同一液

体中锌和铂的电动力加上铂和铜的电动力。这和伏特提出的金属之间自己激

发生电的理论相符合。这个适用于任何液体和金属的结果，可以表述如下：

金属当其被液体电动激发的时候，服从电压序列定律。这个定律也叫电

动力定律。”（维德曼，第１册第６２页）

如果说，铂在这个联合体中根本不以激发生电的方式起作用，

那末，这是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说，它的确以激发生电的

方式起作用，但是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以同样的强度起作用，以致

它的作用对消掉了，那末，这仅仅是为了要给“电动力”留点面子而

把事实变为假说。在两种情况下，铂都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在电流计的磁针第一次偏转时，还没有封闭电路存在。酸在

没有分解时，是不导电的；它只能借离子导电。如果第三种金属

对第一次偏转不起作用，那不过是因为它还是被绝缘的。

但是，在产生了恒值电流以后和在它存在期间，这第三种金

属怎样起作用呢？

１０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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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液体中的金属电压序列中，锌位于硷金属之后，在

阳性的一端，铂在阴性的一端，而铜则在两者之间。因此，如果

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把铂置于铜和锌之间，那末铂对两者都是阴性

的。液体中的电流，如果铂真是起作用的话，应当是从锌和铜向

铂流动，也就是说，从两个电极向未联结的铂流动，而这是一个

定义中的矛盾〔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 ｉｎ ａｄｊｅｃｔｏ〕①。几种金属在电池中

起作用的基本条件正在于，它们在外面互相联结成一条封闭电路。

电池中未联结的、多余的金属是非导体；它既不能形成离子，也

不能让离子通过，而离开离子，就谈不上电解质的传导性。因此，

这种金属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甚至还是一种障碍，因

为它迫使离子绕它而过。

如果我们把锌和铂联结起来，而把铜放在中间，不予联结，情

形也会是一样的。在这里，铜——如果它真是起作用的话——就

要引起从锌到铜的一股电流和从铜到铂的另一股电流；因而，它

应当成为一种中介的电极，并在对着锌极的那一面上放出氢，而

这又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抛开关于电动力的传统说法，情形就显得异常简单

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法尼电池是一种把化学能释放出来

并把它转变为电的装置。它照例是由一种或几种液体和两种当作

电极用的金属组成的，这两种金属一定要在液体之外用导线联结

起来。全部装置就是如此。不管我们还把什么物体未加联结地浸

在激电液中，只要它不使液体发生化学变化，那末，不管它是金

属，是玻璃，是松香，还是别的什么，它就不可能参与电池中进

２０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矛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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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化学—电过程，就是说，不能参与电流的形成；它顶多只能

扰乱这个过程。不管浸入的第三种金属对液体、对电池的一个或

两个电极的激电能力如何，在这种金属没有在液体外面和封闭电

路联结起来之前，它的激电能力是不能起作用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不仅维德曼对所谓电动力定律的上述推论

是错误的，而且他赋予这个定律的含义也是错误的。不能说什么

未加联结的金属的补偿的电动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可以实现的唯

一条件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同样，所谓电动力定律也不能够从超

出这个定律范围之外的事实中推论出来。

老波根道夫在１８４５年发表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

他测量了各种不同的电池的电动力，就是说，测量了每一种电池

在单位时间内供给的电量。在这些实验中，前面２７个具有特别的

价值，在其中的每一个实验中，三种特定的金属在同一个激电液

里依次和三个不同的电池相联，从这些电池所供给的电量方面对

这些电池进行了研究，而且互相作了比较。作为正统的接触说电

学家，波根道夫每一次都未加联结地把第三种金属也一起放入电

池里，并因而得意地确认：在全部８１个电池中，这个“联盟中的

第三者”３５６纯粹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这些实验的意义完全

不在这里，而在于证实了和确定了所谓电动力定律的正确意义。

我们来看看上述的锌、铜、铂在稀盐酸里两两互相联结的一

系列的电池。在这里，波根道夫所得到的电量，如果以丹尼尔电

池的强度为１００，则等于下列数值：

        锌—铜   ７８．８

        铜—铂   ７４．３ 

        总 和   １５３．１

        锌—铂   １５３．７

３０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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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锌和铂直接相联提供的电量，几乎正好等于锌—铜提供

的电量加铜—铂提供的电量。在所有其他电池中，无论它们用的是

什么液体和金属，情形都是一样。如果把一系列金属放到同一激发

液体中，并将它们按照在该液体中的电压序列排列，从第二个金属

起，每一个金属依次作为前面金属的阴极和后面金属的阳极，两两

构成电池，那末，所有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总和，等于直接由整

个金属序列的两端的两种金属所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电量。例如，

根据这一点，在稀盐酸中，锌—锡、锡—铁、铁—铜、铜—银、银—铂

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的总和，就等于锌—铂电池所提供的电量；

由上述的一系列电池所组成的电池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会恰好被一个电流方向相反的锌—铂电池所中和。

这样理解的所谓电动力定律具有实际的和巨大的意义。它包

含化学作用和电的作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新的一面。在这以前，在

主要研究电流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化学转化这个源泉表现为过程

的主动方面；电由这个源泉中产生，因而最初表现为被动的。现

在，关系反过来了。电的激发决定于在电池中互相接触的不同物

体的性质，它既不能给化学作用加入一些能，也不能从那里取出

一些能（除非把放出来的能转变为电）；但是，根据电池结构的不

同，它却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个作用。如果说，由锌—稀盐酸—铜

组成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电流的电量，仅仅等于由锌—稀

盐酸—铂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的一半，那末，用化学的术语

表示，这就是说，前一个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氧化锌和氢，只

有后一个电池所提供的一半。这样，虽然纯粹的化学条件没有变

化，化学作用却加了一倍。电的激发变成了化学作用的调节器；它

现在成为整个过程的主动方面，而化学作用则变成被动方面了。

４０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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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过去被看作纯粹化学过程的一系列过程，现在被

描述为电化学的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了。化学上纯粹的锌，如果

还受稀酸腐蚀的话，那也是很微弱的；可是市上出售的普通的锌

就很快地溶解于稀酸中，形成盐并放出氢；它含有其他金属和碳

的杂质，它们不均匀地分布在其表面的各个部分上。在酸中，在

它们和锌本身之间形成局部电流，此时有锌的地方形成阳极，其

他的金属形成阴极，氢气泡就在这上面放出来。同样，浸在硫酸

铜溶液中的铁上面复着一层铜的现象，现在也被看作电化学的过

程了；也就是说，这个现象被看作是受铁表面各异质处之间产生

的电流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又看到，液体中的金属电压序列和金属在它们的卤

化物和酸根化合物中互相置换的排列顺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电

压序列的最阴性的那一端，我们所见到的通常总是金族金属：金、

铂、钯、铑，它们很难氧化，酸对它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作

用，它们在自己的盐中很容易被别的金属置换出来。在最阳性的

一端是硷金属，它们表现了恰恰相反的性质：即使耗费极大的能

量，也很难使它们从它们的氧化物中分离出来；它们几乎完全以

盐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并且在所有的金属中，对于卤素和酸根

具有最大的亲和力。其他的金属以多少有点变化的顺序排列于两

者之间，但整个地说，它们的电的性质和化学性质是相互适应的。

各个金属的顺序随液体的不同而变化，并且就是对某一种液体来

说，顺序也未必是最后确定的。甚至可以怀疑，对于某一种液体，

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金属电压序列。两块同样的金属，

在合适的电池和电解槽里，可以作为阳电极和阴电极，就是说，同

一种金属对本身来说可以既是阳性的，又是阴性的。在把热变为

５０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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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热电池中，当两个接点上的温差太大时，电流方向会发生急

剧变化：原先的阳性金属变成阴性的，而阴性的则变成阳性的。同

样，金属在它们的某些特定的卤化物或酸根化合物中互相置换时

所根据的绝对序列也是不存在的；用供应热能的方法，我们在许

多情况下几乎可以任意变更和倒转适用于常温的排列顺序。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化学作用和电之间的特殊的相互作

用。电池中的化学作用供给电以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它

在许多情况下正是由电池中所产生的电压所激起，而且在一切情

况下，在量的方面都是由这些电压调节的。如果电池中的过程原

先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化学一电的过程，那末现在我们看到，它们

也同样是电化学的过程。从产生恒值电流的观点来看，化学作用

是首要的；从激发电流的观点来看，它又是次要的、附带的。相

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可是，同时它又是一

个两面的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加以观察；为

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全部结果尚未能综合出来以前，甚

至必须分别按两种观点一一地加以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

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它是绝对的观点，或者，如

果我们根据推理的一时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

点，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抓不住整体的

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维德曼看来，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

在金属片浸入电池的液体之后和化学变化还没有变更电的激发强

度之前，

“是封闭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

迄今为止，所谓电动力一直以能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

６０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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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情形下，它按当量从化学能中产生出来，而在进一步的过

程中又按当量重新转变为热、物体运动等等。在这里，我们突然

得知，“封闭电路中电动力的总和”，在化学变化放出这种能量以

前就已经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得知，电动力无非是一定的电池

在单位时间内放出一定量的化学能并把它转变为电运动的能力。

和先前的电的分离力一样，电动力在这里也表现为一种不含有任

何一点能量的力。这就是说，维德曼把“电动力”理解为两种截

然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电池放出一定量的已有的化学能并把它

转变为电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所产生的电运动的数量本身。它

们互成正比，它们互为量度，但这并未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电

池中的化学作用、产生的电量以及由电量在封闭电路中产生的热

（如果除此以外再没有作功的话），不止是互成正比，它们甚至是

等价的；但这也不妨害它们之间有差别。一架装配有一定直径的

汽缸和一定的活塞冲程的蒸汽机从供给它的热中产生出一定量的

机械运动的能力，不管它对这个机械运动如何成正比，它和这个

机械运动本身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这种说法在自然科学还没

有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时代里是可以容忍的，那末很显然，自从

承认了这个基本规律以后，就不再允许把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实际

的活生生的能和某种装置赋予放出来的能以这种形式的能力混为

一谈了。这种混淆是在谈到电的分离力时力和能混淆的自然产物；

这两种混淆就是维德曼对电流的三种完全互相矛盾的解释的和谐

地互相融合的原因所在，而且总的说来，它们归根到底就是维德

曼关于所谓“电动力”的一切谬误和混乱的基础。

除了上面已经考察过的化学作用和电之间的特殊的相互作

用，它们之间还有另一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表明了这两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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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式的更为亲密的关系。两者都只能在正当消失之时存在。化

学过程对于参加进来的任何原子团都是一瞬间就完成的。只是由

于存在着不断重新进入过程的新物质，过程才能延续下去。电运

动也是一样。当它刚刚从另一种运动形式产生出来时，又在向第

三种运动形式转化了；只有不断地提供可使用的能量，恒值电流

才能产生，在恒值电流中，每一瞬间都有新的运动的量采取电的

形式，并且随即又失去电的形式。

了解了化学作用和电的作用以及电的作用和化学作用之间的

这种紧密联系，就会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获致巨大的成果。这种

了解已经日益普及。在化学家中间，洛塔尔·迈耶尔和随后的凯

库勒都明白地说过：电化学理论正在以一种新的面目复活。在电

学家中间，正如弗·柯尔劳施最近的著作所特别表明的，看来终

于也开始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严密地观察电池中和电解槽中

的化学过程，才能使他们的科学研究摆脱旧传统的绝境。

事实上，无疑地，只有在严密地观察和确定能量转化并把关

于电的一切传统的理论观念暂时搁置一旁的前提下，用化学方法

对一切传统的、未经验证的、根据已被科学克服的观点所进行的

实验作一次精密的普遍校正，才能给关于流电的学说，并从而给

关于磁和静电的学说奠定坚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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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３５７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

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

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

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

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

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

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

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

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

地生活在树上。３５８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

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

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

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

移动。但是它们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并且非常不灵

便。它们自然的走法是半直立的姿势，而且需要用手来帮助。大

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捏成拳头的手的指节骨支撑在地上，两腿跪起，

使身体穿过长臂之间前进，就象跛子撑着两根拐杖行走一样。一

９０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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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讲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四肢行走到两脚行

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两

脚行走。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

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

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

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

有不同用途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就象比较低级的

哺乳动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

象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

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它们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

许多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

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

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

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

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

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

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

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加近似

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身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总还是远远高

出于这种过渡期间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

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

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

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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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

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

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胳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

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

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

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

格尼尼的音乐。

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

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

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

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

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例如，一

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两个骨节（颞骨）来联结后脑骨和

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都有乳腺来哺养幼子。同样地，哺

乳动物中的偶蹄通常是和那用来反刍的复杂的胃囊相联系的。身

体某一部分的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

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

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

发展，由于这种相关律，无疑地也要反过来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

分。但是这种作用现在还研究得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

般的叙述。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

作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

１１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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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

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

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

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

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

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

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

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

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

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

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

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

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

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

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

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

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

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

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

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

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

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

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

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最讨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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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鹦鹉说得最好。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它

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

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

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

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

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末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象柏林沿街

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

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

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

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

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

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

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

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

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

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

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

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

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

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

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

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

３１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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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

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

——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①。但是人

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

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

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

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

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

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和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

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

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

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

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

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

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

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

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

力都比其他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

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

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

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

４１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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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

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

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

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

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

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

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

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

植物性的即与植物生活相适应的过程的时间，因此赢得了更多的

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

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正如既吃肉

也吃植物的习惯，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一样，既吃植物

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

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

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

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

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即使在我们所知道

的一切民族中，有一个时期曾因吃肉而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

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十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３５９，但是在今

天这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

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口提供了可说

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

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经常的食物来源，除此以外还供给了就

养分来说至少和肉相等的象牛乳及乳制品一类的新的食物。这样，

５１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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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一件一件地详细地谈

它们的间接的影响，未免离题太远了，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

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

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

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不

是独立自主地，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寄生虫

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

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就产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

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

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

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

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

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

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

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

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

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

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

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

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

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

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

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

６１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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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

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

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

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

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

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

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

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

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

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

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

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

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

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

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

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

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

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

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

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

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

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

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

们本来的面目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演化成为谷类的野生植

７１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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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我们那些彼此如此不同的狗，或者我们那些种类繁多的马，究

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的，始终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

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相反地，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

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的刺激所引

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

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

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

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从事有

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

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

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

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

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

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

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

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

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

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

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

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

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

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

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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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

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

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

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

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

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

贮存水分的中心。３６０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

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

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

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

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

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

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

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

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

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

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

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

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

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

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

９１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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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

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

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

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

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

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我们已经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

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

一事实对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来，瘰

疬症算得了什么呢？１８４７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

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

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

了什么呢？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

到，他们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人逐渐灭

种的主要工具。后来，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

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

础。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

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

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

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

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

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

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

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

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０２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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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

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

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

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

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

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

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

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

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

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

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

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

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

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

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

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

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在生

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完全适

应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就是这种社会

科学。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

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

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

１２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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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

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

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

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

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

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

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

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

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的过程展示

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３６１中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

奏；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

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

中；而［……］①

２２５ 自然辩证法 论文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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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和片断］

［科学历史摘要］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

——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

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

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

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

展起来了。不久，航诲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

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

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作

为精确的和有系统的研究则是在后古典时期才开始的（亚历山大

里亚学派、阿基米得等）。在几乎还没有在头脑中分离开来的物理

学和化学（初步的理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观念）中，在植物学、

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还只是搜集事实和尽可

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

（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在甚至血液循环都还不知

道的时候，也不能不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以炼金术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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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

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

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

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

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实验

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

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

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

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

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

——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

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①。

这时——撇开早已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

学和化学明确地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

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

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

（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首先依

旧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出现——居维叶——以

及此后不久发现了细胞和有机化学发展起来为止。因此，比较形

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

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地质学奠定了基础，最近则有所谓人类学

４２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在页边上写着：“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

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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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这个名称很拙劣），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

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

        

古代人的自然观

（黑格尔《哲学史》第１卷——希腊哲学）３６２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早期的哲学家时说道（《形而上学》第１卷

第３章）：他们断言，

“有一个东西，万物由它构成，万物最初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它

作为实体（ｏ σια），永远同一，仅在自己的规定（παθσι）中变化，这就是

万物的元素（σι ι
～
）和本原（αρη）。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物能生成

（ γιγ σθαι δ ）或消灭，因为同一个自然界永远保存着”（第１９８页）。

因此，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

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

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

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在水里去寻找。

西塞罗说：

“米利都的泰勒斯①……说水是万物的本原，而神则是用水创造出万物

的精神。”（《神性论》第１章第１０节）

黑格尔非常正确地宣称这是西塞罗加上去的，并且补充道：

“但是，泰勒斯此外是否还相信神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并不相干；这

里所谈的不是假设、信仰、民间宗教……即使他说神是用水制造万物的创造

者，我们也并不因此就对这个本质有更多的认识……这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５２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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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０９页）（［公元前］６００年左右）

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是几何学家，

他确定了一年是３６５天，据说他曾预言过一次日蚀。——阿那克

西曼德制造过日晷、一种海陆地图（πριμ ρ ）和各种天文仪

器。——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

根据普卢塔克（《席间谈话》第８章第８节），米利都的阿那

克西曼德认为，“人是由鱼变成，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①（第２１３

页）。在他看来，本原和原始元素是无限的东西①
，他没有把它规

定为（διριω）空气或水或其他什么（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２

章第１节）［第２１０页］。黑格尔（第２１５页）正确地把这个无限

的东西表达为“未规定的物质”（５８０年左右）。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把空气当做本原和基本元素，认为它

是无限的（西塞罗《神性论》第１章第１０节），而且

“万物从它产生，万物又复归于它”（普卢塔克《关于哲学家的见解》第

１章第３节）。

在这里，空气，呼吸＝精神：

“正如我们的灵魂，即空气，支持住我们一样，精神（π μα）和空气也

支持住整个世界；精神和空气是同等重要的。”（普卢塔克）３６３［第２１５—２１６

页］

灵魂和空气被视为一般的媒介体（５５５年左右）。

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这些较早的哲学家都设想原初本质是

某种物质：空气和水（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设想是空气和水的某种

中间物）；后来赫拉克利特设想是火，但是没有一个人设想是土，

６２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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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的组成太复杂（δια ημγαμρια），《形而上学》第１

卷第８章（第２１７页）。

关于所有这些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正确：他们没有说明运

动的起源（第２１８页及以下各页）。

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５４０年左右）：数是基本的本原：

“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

体系。”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散见第５章）

黑格尔正确地指出：

“这种说法是大胆的：它一下子推翻了观念认为是存在的或本质的（真

实的）一切东西，根绝了感觉的本质”，并且把本质设想为一个逻辑范畴，虽

然这个逻辑范畴是很狭隘的和片面的［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同样，宇宙也是如此。于是宇宙的规

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人们硬说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和谐归结

为数学的关系。

同样地：

“毕达哥拉斯派把火放在中央，而把地球看作沿轨道环绕这个中心体运

行的一颗星。”（亚里士多德《论天体》第２章第１３节）［第２６５页］

但是这火不是太阳；这毕竟是关于地球运行的第一个推测。

黑格尔关于行星体系说道：

“……关于确定［行星间的］距离的和谐律，一切数学至今还不能提供任

何根据。经验的数，大家确切地知道了；但是一切看起来都是偶然的而不是

必然的。大家知道了这些距离的大致的规则性，因而侥幸地预想到了火星和

木星间还有某些行星，后来果然在那里发现了谷神星、灶神星、智神星等等；

但是天文学在这些距离中还没有找到包含着理性、悟性的前后一贯的序列。

７２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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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它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这种序列的有规则的叙述；而这本身是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不应当放弃的。”（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

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

就被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

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象在《创

世纪》中一样）３６４；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

移动的，肉体对它说来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

魂又是“以太的碎片（απσπασμααθρσ）”（第欧根尼·拉尔修，

第８卷第２６—２８节），冷的以太是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

水气［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亚里士多德又正确地责备毕达哥拉斯派：

用他们的数“他们并没有说明运动是怎样发生的，没有说明没有运动和

变化怎么会有生成和灭亡或天体的状况和活动”（《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８

章）［第２７７页］。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见了启明星和长庚星是同一颗星，发现了

月球是从太阳取得自己的光，最后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现这个定理的时候，举行了一个Ｈｅｋａｔｏｍｂｅ〔百牛大

祭〕……并且引人注目的是，他竟这样地快活，以致举行盛宴，把富人和全

体人民都邀请了；这番辛苦是值得的。这是精神（认识）的快乐和喜悦，——

然而牛遭了殃。”（第２７９页）

埃利亚派。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３６５。

“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认为充实的东西和空虚的东西都是元

素，例如，他们把前者叫作存在，把后者叫作非存在，这就是说：在这里，他

８２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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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充实的和坚固的〈即原子〉理解为存在，而把空虚的和稀蒲的理解为非

存在。因此他们也就使存在决不比非存在更多地存在着……这些元素在他们

看来同是事物的物质原因。一些哲学家断言基本实体〈物质〉是独一无二的，

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它的特质中产生的……这两个哲学家，也完全以同样的方

式认为差别〈即原子的差别〉就是其他一切的原因。而这些差别，他们指出

有三种：形状、排列和位置。……例如，Ａ和Ｎ是在形状上有差别，ＡＮ和

ＮＡ是在排列上有差别，Ｚ和Ｎ是在位置上有差别。”（亚里士多德《形而上

学》第１卷第４章）

“他〈留基伯〉第一个提出原子是本原……并且把原子称为元素。他说：

从元素中产生无数的宇宙，而宇宙又分解成元素。宇宙是这样产生的。随着

从无限中分离，无数多种多样的物体，就飞入巨大的空虚的空间，当它们聚

拢在一起时，就形成一个大漩涡，在这个漩涡中，它们互相冲击，多样化地

旋转，最后分离开来，相似的都结合在一起。当它们建立起均衡以后，由于

自己数量太多，无论如何不再能旋转，所以细小的（轻的）便飞到外部的虚

空，好象是被筛掉的一样；其余的都聚合在一起，互相缠绕，一道奔驰，从

而构成最初的球形的整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６章）

以下是关于伊壁鸠鲁：

“原子在不断地运动着。但是，往下他说道：它们还是用同一速度运动着，

因为虚空对于最轻的和最重的原子都同样开放着道路……除了形状、大小和

重量，原子没有其他特质……而且原子并不具有任何的大小。至少从来就没

有人通过感官看见过原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３—４４节）“此

外，如果原子在飞过虚空的运动中没有遇到任何阻抗，那它们必然具有同一

速度。因为，重原子并不比小而轻的原子飞得更快，至少当小而轻的原子没

有遇到任何阻碍的时候，而小原子尽管到处都能找到适宜的通路，也不会跑

到大原子的前面；只是大原子不要遇到阻力。”（同上，第６１节）

“所以，显然，在任何种类［事物］中一都是某种特定的本性，而对任何

一个事物本身来说，这个一却不是它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９卷第２章）３６６

        

塞莫斯的阿利斯塔克早在公元前２７０年就已经提出哥白尼的地球

９２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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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阳的理论了（梅特勒，第４４页；沃尔弗，第３５—３７页）
３６７
。

德谟克利特已经推测到，银河投给我们的是无数小星的联合

的光（沃尔弗，第３１３页）。

        

古代世界末期３００年左右和中世纪末期

１４５３年的情况的差别

  （１）代替地中海沿岸一条狭长的文明地带——它的手臂曾分

散地伸向内地并且一直达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大西洋海岸，因

而很容易被来自北方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来自东南方的阿

拉伯人突破和扰乱，——现在是一片紧密相连的文明地区，即整

个西欧以及作为前哨阵地的斯堪的那维亚、波兰和匈牙利。

（２）代替希腊人或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是六个具有

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斯堪的那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有这

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十四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而且

比起古代末期已经在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说，它们保

证了教育的更加无比的多样化。

（３）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无限

高度的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更加多样化，规模也更大，

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更加兴盛，航海从萨克森人、弗里西安人和

诺曼人时代起更加无比地大胆，再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发明以及

东方发明的输入，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

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的活动范围大

大扩展，进展大为迅速。此外，它们提供了古代从未想到过的、虽

０３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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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然还未系统化的许多科学事实：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十

二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十世纪以

来就逐渐出现，而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

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在计时

上和力学上是一巨大进步的机械时计。

（关于发明见 １１）①。

此外，旅行所提供的材料（马可波罗，１２７２年左右，等等）。

因为有了大学，普通教育，即使还很差，却普及得多了。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

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

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的否定！

        

历史的东西。——发明

公元前：

灭火唧筒，滴漏计时器，公元前２００年左右。石砌路面（罗马）。

羊皮纸，１６０年左右。

公元后：

摩塞尔河上的水磨，３４０年左右；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德国。

玻璃窗的最初痕迹。安提奥克的路灯，３７０年左右。

蚕在５５０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

羽毛笔尖，六世纪。

１３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① 恩格斯指他的札记的第１１张。在这一张上写下的发明年表就是下面载出的这

一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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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纸在七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九世纪输入意大

利。

法国的水风琴，八世纪。

哈尔茨的银矿从十世纪开始开采。

风磨，１０００年左右。

阿雷佐的格维多的音符和音阶，１０００年左右。

养蚕业传入意大利，１１００年左右。

有齿轮的钟——同时。

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１１８０年左右。

巴黎的石砌路面，１１８４年。

佛罗伦萨的眼镜。玻璃镜子。

咸鱼。水闸。

自鸣钟。法国棉纸。

十三世纪后半期。

破布造纸，十四世纪初叶。

票据——同一世纪的中叶。

德国第一座造纸工场（纽伦堡），１３９０年。

伦敦的路灯，十五世纪初叶。

威尼斯的邮局——同时。

木刻和印刷——同时。

铜版雕刻术——同世纪的中叶。

法国的驿邮，１４６４年。

萨克森厄尔士山区的银矿，１４７１年。

脚踏风琴，１４７２年发明。

怀表。气枪。枪机——十五世纪末叶。

纺车，１５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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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钟，１５３８年。

        

历史的东西３６８

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

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是和

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所粉碎的那个伟大时代一起开始的，——在

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后是造反的农民，而在农民背后是现

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里举着红旗，口里喊着共产

主义——那个时代，在欧洲建立起了大君主国，摧毁了教皇的精

神独裁，恢复了希腊的古代，同时又引起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

术发展，彻底打破了旧的ｏｒｂｉｓ①的界限，并且第一次真正地发现

了地球。

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

就在这一场革命中诞生和形成起来，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

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自己的殉道者送到

了火刑场和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也跟天主教徒一道竞相

迫害他们。前者烧死了塞尔维特，后者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

的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法国人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

教的欧洲则片面地固执地称之为宗教改革。

这时候，自然科学也发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３６９，诚然，宣言并

３３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① ｏｒｂｉｓ ｔｅｒｒａｒｕｍ，直译是“地环”，这是古罗马人对地球、世界的称呼。——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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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一开头就立即发布的，正如路德并非第一个新教徒一样。在

宗教领域内是路德焚毁教谕，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是哥白尼的伟大

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虽然还有些胆怯，在三十六年的踌

躇之后并且可说是在临终时）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从此以

后，自然科学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尽管各式各样的细

节问题的争论一直迟延到今天，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

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这种发展可以说

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

指出：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类精神起作用的，是

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

新兴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机界的领域内——是以

牛顿告结束的。这是一个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它在数学、力学

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域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特别

是归功于刻卜勒和伽利略，牛顿就是从他们二人那里得出自己的

结论的。但是在有机界的领域内，却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对历

史上先后交替的生命形态的研究以及对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变化着

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当时还不存在。那

时，自然界根本不被看作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

己的历史的东西；注意考察的仅仅是它在空间的广延性；各种不

同的形态不是前后相继地而只是并排地被组合在一起；自然史对

一切时代都是适用的，正如行星的椭圆形轨道适用于一切时代一

样。对于有机物的所有进一步的研究，还缺乏两个初步的基础：化

学以及关于有机物的主要结构即细胞的知识。开始时那样革命的

自然科学，站在一个彻头彻尾地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

界中，今天的一切还是和世界开始时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一

４３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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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将和开始的时候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保守的自然观无论在无机界中或在有机

界中卜［……］①

天文学 物理学 地质学 植物生理学 治疗学

力学 化学 古生物学 动物生理学 诊断学

数学 矿物学 解剖学

  第一个缺口：康德和拉普拉斯。第二个：地质学和古生物学

（赖尔，缓慢进化说）。第三个：制造出有机物并表明化学定律适

用于生物的有机化学。第四个：１８４２年，热之唯动［说］，格罗夫。

第五个：达尔文、拉马克，细胞等等（斗争，居维叶和阿加西

斯）。第六个：解剖学、气象学（等温线）、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

理学（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考察旅行）以及自然地理学（洪

堡）中的比较的要素，材料的编整。形态学（胚胎学，贝尔）②。

旧的目的论已经完蛋了，但是现在有一种信念是确定不移的：

物质依据这样一些规律在其永恒的循环中运动，这些规律在一定

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地在有机物中产

生出思维着的精神。

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

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

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是唯

５３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①

② 这篇札记到此为止的全部正文在手稿中用一条垂直线划掉了，因为恩格斯已

在《导言》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３６０—３７１页）中利用过。接下去的两段也

部分地用于《导言》的第二部分（第３７１—３７９页），但在手稿中并未划掉。——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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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

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３７０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

他们的老师们①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

成了他们］反对信仰世界创造主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

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唯心主义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中受

到了沉重打击，可是唯物主义在它的这一经过更新的形态下更是

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承担责任，这样做是完

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

混淆起来。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

极其辉煌的成果，甚至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十八世纪机械论的片

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

个研究部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

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

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气体力学；新创立的有机化学，它

一个跟一个地从无机物制造出所谓有机化合物，从而扫除了这些

所谓有机化合物的神秘性的残余；从１８１８年以来的科学的胚胎

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动植物比较解剖学——这一切知识部门都

提供了空前多的新材料。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下面三大发现。

６３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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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

丁）所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

过去一直被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

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

现在都已经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

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它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

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

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

们可以用公斤米去表现热量单位，又可以用热量单位去表现一个

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之亦然；我们同样可以把一

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

如用热量单位，表现出来。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

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

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外，都

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

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

——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

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

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

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

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

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

７３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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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机体

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

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

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

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

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

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

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

结到自然的原因了。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得去做：说明生命是

怎样从无机界中发生的。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上，这就是要从无

机物中制造出蛋白质来。化学正日益接近于完成这个任务，虽然

它距离这一点还很远。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维勒在１８２８年才

从无机物制成第一种有机物——尿素，而现在已经用人工方法不

用任何有机物制成了无数所谓有机化合物，那末我们就不会让化

学在蛋白质这一难关面前停步不前。到现在为止，化学已经能够

制造出它确切知道成分的任何有机物。只要把蛋白质的化学成分

弄清楚，化学就能着手制造活的蛋白质。但是，要求化学在今天

或明天做出自然界本身在个别天体上的非常适宜的环境中经过千

百万年才做成功的事情，这就等于要它制造奇迹了。

这样，比起前一世纪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是建立在更加

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候，只是对于在重力影响下所进行的天体运

动和地球上的固体运动有比较详尽的了解；差不多整个化学领域

和整个有机界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秘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

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

８３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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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而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

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

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

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并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

容易。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

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

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而

这是如何地困难，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

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

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从费尔巴哈身边溜过

去了，本质上没有触及他。这与其归咎于他本人，倒不如归咎于

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讲座都给一些毫无

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宵小之徒占据了，可是比这些宵小之徒高明万

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几乎在穷乡僻壤中隐居起来。这就说明

了：他谈到自然界时，除了个别天才的概括，就不得不说一些辞

藻美丽的空话。例如，他说：

“生命的确不是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决不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或自然

现象的产物，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就是把生命归结为这种产物；生命是

整个自然界的结果。３７１

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结果，这和下面这一情况一点也不矛盾：

蛋白质，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承担者，是在整个自然联系所给予

的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可是它正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产

生的。〈假如费尔巴哈生活在一种至少可以皮毛地研究自然科学发

９３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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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环境中，那末他无论如何不会说化学过程是一种孤立的自然

力的作用。〉①费尔巴哈沉溺于毫无结果的和来回兜圈子的关于思

维和思维器官（大脑）的关系的沉思默想中，沉溺于施达克乐意

跟着他走的领域中，这应当归咎于这种孤寂的生活。

够了，费尔巴哈是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３７２。这并非毫无理

由，因为他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在自然领域中他是唯物主义

者；但是在人类领域中［……］②

        

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

方所得到的都坏。唯物主义者只管说明事物，是不理睬这种名词

的。只有当那些咄咄逼人的善男信女们把上帝强加于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加以考虑，并且简单地给予回答——或者象拉普拉斯那样

说：“陛下，我不……”３７３，或者更粗鲁一点，以荷兰商人用来打发

那些硬把冒牌货塞给他们的德国行商的方式说：“我用不着那种货

色”，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上帝不得不受他的保卫者的气！在

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受到的待遇，就

象耶拿战役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将军和官佐们那里

受到的待遇一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

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

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

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

０４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②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初稿第１９页到此为止。这句话的后半句在下

一页上，但是这一页没有找到。根据已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本文，可

以推测这句话大致上是：“在人类历史领域中，他是唯心主义者。”——编者注

这句话在原稿中已经被划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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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赛奇虽然以合乎教规的一切荣誉来恭维他，但是绝对无条件地

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只允许他在关系列原始星云的时候还有

一次创造行为。在一切领域中，情形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他

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责成他去做十足

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

的动物，即创造鱼这一个类！①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他进入自然

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还允许他存在，只是因为必

须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

的人！３７４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

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

丁铎尔的情感上的需要并没有证明什么。格里厄骑士也有热

爱和占有曼侬·列斯戈的情感上的需要，虽然后者不止一次地出

卖过她自己和他；为了她的缘故，他做了骗子和王八，如果丁铎

尔要责备他，他就会用他的“情感上的需要”来回答呵！

上帝＝我不知，但是无知并不是论据（斯宾诺莎）３７５。

１４５科 学 历 史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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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和哲学］

        

毕 希 纳３７６

  这一派别的产生。德国哲学消融于唯物主义。对科学的控制

被排除了。肤浅的唯物主义通俗化的突起，它的唯物主义不得不

填补科学的缺乏。极盛于资产阶级德国和官方德国科学的最衰落

的时代——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相互的

保险。——由于被这些先生们立即加以租用的达尔文主义变为时

髦的东西而引起的新的活跃。

人们本来可以听其自然，让他们从事自己的即使狭隘但并不

坏的职业，即教给德国庸人以无神论等等。但是，第一，他们对

无论如何总是德国的光荣的哲学竟肆行辱骂（文句尚待引证）①，

第二，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改良社会主义。这

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

第一，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了些什么呢？引证。

２４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毕希纳只是作为独断论者来认识哲学的，而且他甚至是属于德国启蒙运动中

最平庸的渣滓的独断论者；在这种独断论者那里，失去了伟大的法国唯物主

义者（黑格尔曾谈到他们）的精神和运动，如同在尼古拉那里失去了伏尔泰

的精神一样。莱辛的“死狗斯宾诺莎”（［黑格尔］《全书》序言第１９页）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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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突然的转变，第１７０—１７１页。这个突然出现的黑格尔

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３７８？向辩证法的过渡。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

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

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

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

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

起来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看来

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

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

式的反映。到上一世纪末，甚至到１８３０年，自然科学家和旧的形而

上学还相处得相当不错，因为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超出力学

——地球上的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虽然如此，高等数学已经引起

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作已经被克服的

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完全是胡

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

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单纯的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

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

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

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否认的结果的

那些东西并不是纯粹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那研

究无限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结果所采用的牵强说法、无聊诡计

和应急方法，是最滑稽可笑不过的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学，物理东西的抽象的可分性，恶

无限性——原子论。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产生的个体和种的

５４５自然科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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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发展过程，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检验），以及最后，

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而这种相互转化把范畴的一

切固定性都结束了。虽然如此，大批自然科学家还是束缚在旧的形

而上学的范畴之内，而且在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最新的事实（这些

事实可以说是证实了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

的时候，便束手无策。而在这里就必须用思维，因为原子和分子等

等是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而只能用思维来把握。试把化学家们

（肖莱马例外，他懂得黑格尔）和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比较一下

吧，在那里最终不得不用一般的词句来掩盖这种束手无策。摆脱了

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变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

学抛弃了那种有了固定不变的范畴（就好象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它

的日用器具）就已经足够的领域。哲学终究报复了自然科学，因为

后者抛弃了它。而自然科学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

成就看到：哲学具有某种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

的东西（莱布尼茨——研究无限的数学的创始人，和他比较起来，

归纳法的驴子牛顿３７９便显得是一个剽窃者和破坏者
３８０
；康德——

拉普拉斯以前的天体演化学；奥肯——在德国采用进化论的第一

个人；黑格尔——他对自然科学的［……］①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

比一切唯物主义的胡说八道合在一起还更伟大的成就）。

———

关于毕希纳之妄图根据生存斗争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

黑格尔（《全书》第１部第９页）论制鞋３８１。

关于政治和社会主义：曾经为世界所期待的悟性（第１１

６４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这个字无法辨认，因为在手稿中被墨水弄污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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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３８２
。

相外、相并和相继。黑格尔《全书》第３５页！作为感觉到的

东西的规定，观念的规定３８３。

黑格尔《全书》第４０页。自然现象３８４——但在毕希纳那里不

是想出来的，纯粹是剽窃来的，所以是不必要的。

第４２页。梭伦“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的法律——毕希

纳可以为现代社会作同样的事情。

第４５页。形而上学——关于事物的科学——不是关于运动的

科学。

第５３页。“是什么样的头脑从事研究现实，这对于经验具有

巨大的意义。伟大的头脑作出伟大的经验，在五光十色的现象中

看出有意义的东西。”

第５６页。人类的个体和历史之间的平行关系３８５＝胚胎学和古

生物学之间的平行关系。

        

正如傅立叶是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ｏｅｍ〔一首数学的诗〕而且

还没有失去意义３８６，黑格尔是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ｐｏｅｍ〔一首辩证法

的诗〕。

        

谬误的多孔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各种虚假的物质，热素

等等，处在它们彼此的许多细孔中，然而却不能相互渗入），被黑

格尔描写为纯粹的悟性的虚构（《全书》第１部第２５９页。并见

《逻辑学》）３８７。

        

黑格尔《全书》第１部第２０５—２０６页３８８，有一段同当时物理

７４５自然科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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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见解相对立的关于原子量的预言，还有关于原子和分子的预言，

认为它们是应由思维加以决定的思想上的规定。

        

如果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而

且这是个重大的罪过，那末，关于形态学家理查·欧文我们又该

怎样说呢，他曾经写道：

“原型观念远在那些现在正实现着它的动物种属存在之前，就已经以各

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在这个行星上了。”（《论肢体的本性》１８４９年版）３８９

如果一个神秘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说了这些话，而且是毫无所

指，那末这是可以听其自便的；可是，如果一个哲学家说了同样

的话而他竟有所指，并且虽然用的是颠倒的形式实质上却指的是

真正的东西，那末这就是神秘主义和前所未闻的罪过了。

        

自然科学家的思维：阿加西斯的创造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上帝

是从一般的东西进而创造出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首先创造脊椎动物本

身，然后创造哺乳动物本身，食肉类动物本身，猫属本身，最后才创造

出狮子等等！这就是说，首先创造关于具体事物的形状的抽象概

念，然后再创造具体事物！（见海克尔，第５９页）３９０

        

在奥肯那里（海克尔，第８５页及以下各页），可以看到从自

然科学和哲学间的二元论中所产生出来的荒谬言论。奥肯沿着思

维的道路发现了原生质和细胞，但是没有任何人想到用自然科学

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这要用思维才能解决！而当原生质和

细胞被发现了之后，奥肯就名声扫地了。

        

８４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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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化学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

是从任何真正的黑格尔派都不承认的美文学家罗生克兰茨那里弄

来的引证。要使自然哲学对罗生克兰茨负责任，就象霍夫曼要霍

亨索伦王朝对马格拉夫的发现甜菜糖负责任一样地愚蠢３９１。

        

理论和经验：牛顿在理论上确定了地球是扁圆的。很久以后，

卡西尼３９２及其他几个法国人根据他们测量的经验断言：地球是椭

圆的，并且以极轴为最长。

        

如果你去读，例如，托·汤姆生的《论电》３９３，那末经验主义

者对希腊人的轻视就会得到特别的说明，那里象戴维以及甚至象

法拉第这样的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电花等等），而他们所作的实验

使人不禁想起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关于物理化学现象的故事。这

些经验主义者正是在这门新科学中完全重蹈了古代人盲目摸索的

复辙。天才的法拉第在什么地方走上正确的途径，庸人汤姆生就

必定在什么地方加以反对（第３９７页）。

        

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７０７页：

“根据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物质或实物的存在
·
早
·
于运动①或活力；实物创

造了力！”这和力创造了实物的论断是同样错误的，因为力和实物是不可分

的３９４。

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他的唯物主义的呢？

        

９４５自然科学和哲学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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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ｕｓａｅｆｉｎａｌｅｓ〔终极的原因〕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ｓ〔起作用的原因〕

被海克尔（第８９—９０页）变成了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和机械地

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对他来说，ｃａｕｓａ ｆｉｎａｌｉｓ＝上帝！同样，对他

来说，直接按照康德所理解的“机械的”＝一元的，而不＝力学

意义上的机械的。在这样的用语混乱之下，谬论是不可避免的。海

克尔在这里关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话，是同黑格尔不

一致的（《哲学史》第６０３页）３９５。

        

在海克尔那里，还有另一个①两极性的例子：机械论＝一元

论，而活力论或目的论＝二元论。早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内在

的目的就是对二元论的抗议了。应用到生命上的机械论是一个无

能为力的范畴，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名称的全部意义，那末我们

最多只能说化学论。目的：黑格尔，第５卷第２０５页３９６：

“由于机械论企图把自为的自然界看作一个在它的概念上不需要任何别

的东西的整体，所以机械论本身就表现为向着整体性的一种追求，而这整体

性在目的中以及在和目的相联系的外部世界的悟性中是找不到的。”②

然而，不幸的是：机械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是如此）摆

脱不了抽象的必然性，因而也摆脱不了偶然性。物质从自身中发

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

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处是一步一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

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这是在具

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

０５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②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另一个”这一个词是对《两极性》这个札记说的，它和本札记写在同一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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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发生的。

其次，黑格尔，第５卷第２０６页：

“因此，和目的论相反，这个〈机械论的〉原理在其和外部必然性的联系

中给予了无限自由的意识；而目的论却把自己内容中的微不足道的和甚至可

鄙的东西都当作绝对的东西，其中较为一般的思想只能发现自己受到了无限

的束缚，甚至受到讨厌。”

同时还有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的巨大浪费。在太阳系中，能

够存在生命和能思维的生物的行星，在今天的条件下也许最多只

有三个。而这整个庞杂的机构就是为着它们的缘故！

根据黑格尔（第５卷第２４４页）３９７，机体中的内在目的是通过

本能来实现的。这是不太令人信服的。本能应当使各个有生命的

东西和它的概念或多或少地和谐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内在

目的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上的规定。而拉马克的全部实

质就在于此。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

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

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

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

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

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

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

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

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

１５５自然科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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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

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

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

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

在另一种意义上３９８。

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

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

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

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２５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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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证 法］

［（Ａ）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

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

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

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

性，它在那里是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的；在电那里，它就把自己

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

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

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

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

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

表明了象“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

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保存遗传特征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

不断破坏遗传特征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适应是从

事创造的、主动的、正的活动，遗传是进行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

动。但是，正象在历史中进步是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

就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也是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较好。在

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急的时代中表现

３５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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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别显著。在这种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

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出，总是和一切时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愿

作的完全不同。甚至１８４８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１８４９年也突然

地、意料不到地和违反自己意愿地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倒退到形

式更尖锐的的反动去呢，还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也许甚至

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

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

统治。同样，１８５１年法国资产者也走到了他们确实意料不到的岔

路口：或是皇帝和禁卫军的滑稽可笑的模仿画和一群流氓对法国

的剥削，或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

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Ｈａｒｄａｎｄｆａｓｔｌｉｎｅｓ〔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

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

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

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细颚龙和始祖鸟３９９之间只缺少几

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上都出现了。“非此即彼！”

是愈来愈不够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

立。不仅在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的问题上是如此，而且在发

展过程中在什么地方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褓母虫体”）４００

开始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

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

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

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

“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

４５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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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

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

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

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量到质的转化＝ “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

是绅士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自身两

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电、磁等等情

形下，不可固执一面，而且也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想固执一面一

样，在思想情形下也是如此。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

（《全书》第１部第１１１１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

的”①（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

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部分和整体已经是在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种

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

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

有部分（《全书》第１部第２６８页）４０１。

        

５５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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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和复合的：这些也已经在有机界中失去了意义的范畴

是不适用的。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等的机械组合，

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黑格尔《全

书》第１部第２５６页）４０２。有机体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复合的，不

管它是怎样复杂的。

        

同一性——抽象的，α＝α；反过来说，α不能同时等于α又不

等于α——在有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

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

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

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

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

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

理学愈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

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愈加重要，而旧的、抽象

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

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①。虽然如此，以这种同一

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

无机界中，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

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

在修改它的同一性。只是在数学——一种研究思想事物（虽然它

们是现实的摹写）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

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在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

６５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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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１部第２３５页）
４０３
。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

每一个
·
命
·
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

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

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黑格尔，第

６卷第２３１页）４０４。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

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断的变化，即抽象的、和自身的同一的被扬弃，在所谓无

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地面上

是机械的变化（冲蚀，严寒）、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

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

合物），以及大规模的变动——地面凸起、地震等等。今天的片岩

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粘土；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极

微小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意见，石灰石完全

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石根本不同于海中的松散的沙；海中的沙

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石等等；至于煤，就更不必说了。

        

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α＝α。每

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

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命题在每个场合下都被自然科学一点一点地

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中它还继续存在着，而旧事物的拥护者仍旧

用它来抵抗新事物：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但是

最近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

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象形而上学

的一切范畴一样，对日常应用来说是足够的，在这里所考察的只

是很小的范围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个

７５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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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下都是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行星系

统中，那里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作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而不

至于造成实践上的错误，它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个星期内完成变

态的昆虫那里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要以几千年

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化。）但是，对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即使

在任何一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够的，而且，虽然总

的说来已经在实践中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中，它仍然统治着人们

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

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由于

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

个主要的对立①，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

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叫：在电学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

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末一切

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

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此

外，地磁的北极所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把它

叫做北极，这是一点妨碍也没有的。

        

８５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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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

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不仅在解析几何中是如此，在物

理学中更是如此（见克劳胥斯，第８７页及以下各页）４０５。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但这样

做的结果，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如果把一条蚯蚓切断，

那末它在正极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在另一端形成新的负

极，即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这时变成了正

极，即变成了口，而在带伤的一端形成了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

是正的转变成负的。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列论点是确定不移的：德国方

言不是高地德意志语，就是低地德意志语。在这里，法兰克方言

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４０６。因为卡罗林王朝末期的法兰克文字是

高地德意志语（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确实已波及法兰克的东

南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古高

地德意志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中。这样仍

然绝对不能说明古萨利克语区的尼德兰语从何而来。只是在格林

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革新成尼德兰方言，里普

利安语革新成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部分地在不同的

程度上转变为高地德意志语，部分地则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语，所

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９５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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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

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是同一

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这怎么可

能呢？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

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

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

是并列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

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而整个问题，就只在于不要

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决定性的性状当作必然

的，而把同一个种的个体间的其他差异当作偶然的，而且就象在植

物和动物中一样，在结晶体中也是如此。于是较低的类对较高的类

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

或一个纲里有多少目和属，而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

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

——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

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

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

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

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

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否则都是偶然的。任何人都

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是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

０６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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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产

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或上帝，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两个叫法都只是表示：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

必然的联系失效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中，并

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

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一个豌豆

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

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这一朵苜蓿花今年已由蜜蜂授

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一朵还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

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一粒特定的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种子发了

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早四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

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

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连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

所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构造得使这些事情只

能这样发生，而不能按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

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无论我们同奥古斯丁和加

尔文一起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象土耳其人一样叫做

天数４０７，或者就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在任何

这样的情况下都谈不到对因果连锁的探索，因此，我们不论是在

这种情况下或是在那种情况下都一点也不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

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也依然象以前一样。只要我们不

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那末豌豆的粒

数正好还是偶然的，而且，即使确认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已经

预先安排好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前进一步。此外，科学如果老

１６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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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豌豆荚的因果连锁方面探索这一个别豌豆荚的情况，那就不再

是什么科学，而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因为这同一个豌豆荚本身，

还具有其他无数的、个体的、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

厚度和硬度，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

个别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中所要探索的因果联系，比起

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学家所能解决的还要多。

这样，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倒是把必

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

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是和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

处于同一等级，那末实际上不是偶然性被提高为必然性，而倒是

必然性被降低为偶然性。此外，在某一地区并列存在的有机的和

无机的种和个体，其多样性可以断定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

上面的，而对于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还是和过去一

样，是偶然的。对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它遇到什

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敌人和多少敌人威胁它，这都是偶然的。一

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植物是偶然的；这粒种子

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地，这对于子植物也是偶然的；确信一

切都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

定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自然界各种对象的混杂的集合，即

使有永恒的原初决定，却仍旧象过去一样，是偶然的。

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

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

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

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逻辑学》第２册第３篇第２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

２６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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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题当作奇异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抛在一旁，它自己

在理论中一方面保持沃尔弗形而上学的思想空虚，认为一件东西

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

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一般地在口

头上否认偶然性，以便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承认偶然性。

当自然科学还继续这样想的时候，它通过达尔文做了些什么

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４０８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

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

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

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

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

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

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

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如果没有种的概

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

题，而且要干脆被废弃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

性①。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

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

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一

般地宣布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

“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４０９——各个学派的

生物学家们大家一致地喊叫起来。

３６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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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卷４１０

“和某物相对立的无，任何某物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②。”（第７４页）③

“考虑到〈世界〉整体的相互规定的联系时，形而上学可能提出——实质上是

同义反复的②
——这个论断：如果一粒尘埃被消灭了，整个宇宙就会崩溃。”

（第７８页）

关于否定的主要一段。《引言》第３８页：

“自相矛盾的东西，不是化为零，不是化为抽象的无，而是化为对自己的

特定内容的否定②
……”

否定的否定。《现象学》前言第４页：蓓蕾、花、果等等。４１１

———

［（Ｂ）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界限”］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

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

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

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

４６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②

③ 恩格斯在论零的那篇札记中应用了这段引文（见本卷第６０５页）。——编者注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６５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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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

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

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

（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

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见解。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

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

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

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

        

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

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

以及抽象（狄多４１２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

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

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

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

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

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

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

法，那末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

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

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

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

５６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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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

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关于判断的分类］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

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

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

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

高级形式。黑格尔忠实于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划分，把判断分为下

列几类４１３：

１．实在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形式，这里是肯定地或否定地

表明某一单个的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

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２．反省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关于主语的某种关系规定，

某种关联（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有些人或很

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一切人都是会死的，或人是会死的）４１４。

３．必然性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主语的实在的规定性（直

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

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鱼类就是两栖类）。

４．概念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主语对自己的一般本性，或

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己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

所房子是坏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它

就是好的；必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６６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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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两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

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怎样枯燥乏味，不管这种判断分

类法有时初看起来是怎样任意作出的，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

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５卷第６３—１１５页４１５）

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

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

规律为根据，我们在这里愿意从其他部门举出一个大家非常熟悉

的例子来证明。

摩擦生热，在实践上是史前的人就已经知道的了，他们也许

在十万年前就发现了摩擦取火，而且他们在更早以前就用摩擦来

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但是，从那时起到发现摩擦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热的一个源泉，谁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千年。够了，已经到

来了这样的时候，人的脑子已经发展到足以下这样一个判断：摩

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在的判断，并且是一个肯定判断。

又经过了几千年，到１８４２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才根据这个

特殊过程和同时发现的其他类似过程的关系，即根据它的最接近

的一般条件来研究这个特殊过程，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

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大量的

经验知识，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才能从上述的肯定的实在的判

断进步到这个全称的反省的判断。

但是，现在事情发展得很迅速。只过了三年，迈尔就能够

（至少在实质上）把反省判断提高到它现在还起着作用的阶段：在

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

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是概念的判断，并且是

７６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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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判断——判断的最高形式。

因此，表现在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

而在我们这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经验基础的理论认识的

发展。由此可见，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

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个单

独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

个特殊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形式）展示出在特殊情况下（经过

摩擦）转变为另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

是普遍性的判断：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不得不转变

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到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

的表达。由于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给它提供新的证据，提供

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是不

能再增加什么了。在普遍性方面——其中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

——这个规律是不可能再扩大了：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以前，我们谈到蛋白质的运

动形式，即谈到生命时，便感到困难了。

        

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为了作出判断，不仅需要康德的

“判断力”，而且还［……］①

        

８６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这个没有收尾的小札记写在一张对折页稿纸的第４页末尾，而第２、３页和第

４页开头部分是关于判断分类的那个较大的片断。恩格斯在这个札记的没有

写完的结尾处，看来是想用关于我们的一切知识的经验基础的原理来反对

康德的先验主义（参看本卷第５６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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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
４１６
在其中运

动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

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

经常以个体到种和属的上升运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现在海克

尔们带着自己的归纳法跑出来了，他们大吹大擂，似乎做了一件

了不起的事情——反对黑格尔，说什么应当从个别上升到特殊，然

后上升到普遍，应当从个体上升到种，然后再上升到属，而在这

之后，才容许那应当继续下去的演绎推理！这些人陷入了归纳和

演绎的对立中，以致把一切逻辑推理形式都归结为这两种形式，而

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１）他们在这些名称下不自

觉地应用了完全另外的推理形式，（２）只要他们不能把全部丰富

的推理形式都硬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中，就把这一切丰富的形

式全都丢掉了，（３）因此他们把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形式甚至变成

了纯粹的蠢话。

        

归纳和演绎。海克尔，第７５页及以下各页，在那里歌德作出

了归纳推理：通常没有颚间骨的人，一定有颚间骨，于是他用错

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某种正确的东西！４１７

        

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和演绎对立。似乎演绎不＝推理，因此

归纳也是一种演绎。这是由两极化而来的。海克尔《创造史》第

７６—７７页。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

        

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而一切

更低的动物都是蠕虫。现在用归纳法发现：这是荒谬的，并

９６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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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ｘ类存在。这样，如果所谓归纳推理和以分类为基础的所

谓演绎推理同样是可以错误的，那末所谓归纳推理的优越性又在

什么地方呢？

归纳法绝不能证明：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出现无乳腺的哺乳动

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但是鸭嘴兽就没有乳房。

归纳法的全部混乱是英国人［造成］的——惠威尔，归纳科

学包围着纯粹数学的［科学］４１８，因而设想出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

关于这一点，不论旧的或新的逻辑学，都一无所知。从个别东西

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性的，而且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甚

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Ａ—Ｅ—Ｂ开始的。
４１９

当归纳法的结果——分类法——到处出问题时（Ｌｉｍｕｌｕｓ是

一种蜘蛛，Ａｓｃｉｄｉａ〔海鞘〕是一种脊椎动物或脊索动物，肺鱼亚

纲和原来把它当作两栖类的整个定义相反，是一种鱼４２０），当每天

都有新的事实发现，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时，海克尔恰恰

在这个时候狂热地拥护归纳法，这又恰好表明了我们的这些自然

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黑格尔曾经说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

成疑问的推理，这个命题多么恰到好处地得到了证明！而且，由

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

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都确确实实是由于亲

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而单纯用归纳法来证

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

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

为相对的了；而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

        

给归纳万能论者。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

０７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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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

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①。不应

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

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

互补充。——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误的方法。但

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

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素是归纳法的成果。它们现在在

什么地方呢？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

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包含在软骨或硬骨的脊椎中——

这种动物就由此得名。可是文昌鱼却被发现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

中央神经索并且没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

终身专门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可是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

的鱼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

的肺；我们看得出来：每一条鱼在鳔中都有潜在的肺。海克尔只

是大胆地应用了进化论，才把在这些矛盾中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

拯救出来。——假如归纳法真的不会出错误，那末有机界的分类

中接二连三的变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

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互相消灭着。

        

归纳和分析。在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说明

归纳法如何没有权利要求成为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

形式：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加进热而获得机械

运动。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它们

１７５辩 证 法

① 在页边上写着：“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

就什么也不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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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愈来愈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一情况。萨迪·卡诺

是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法。他研究

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以纯粹的形

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次要过程掩盖住了；于是他撇开了这些

对主要过程无关重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

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象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决不

可能制造出来的，但是它按照自己的方式起了象这些数学抽象所

起的同样的作用：它表现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他已经碰到

热的机械当量了（见他的函数Ｃ的意义）①，只是他不能够发现和

看清它，因为他相信热素。这也是错误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Ｐｏｓｔｈｏｃ

〔在这以后〕，但不是ｐｒｏｐｔｅｒｈｏｃ〔由于这〕②（《全书》第１部第

８４页）４２１。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

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

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

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ｐｏｓｔｈｏｃ，那末它便和ｐｒｏｐｔｅｒｈｏｃ

等同了③。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

２７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②

③ 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

因果联系。——编者注

《ｐｏｓｔ ｈｏｃ，ｅｒｇｏ ｐｒｏｐｔｅｒ ｈｏｃ》（在这以后，所以，就由于这），这一公式

用来表示关于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不合理的结论：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在另

一个现象之后发生就作出来的结论。——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８８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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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

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

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

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

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

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

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

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

没有任何证明，而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

地重复出现的ｐｏｓｔｈｏｃ〔在这以后〕决不能确立ｐｒｏｐｔｅｒｈｏｃ〔由于

这〕。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

太阳光正好集中在焦点上，造成象普通的火一样的效果，那末我们

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

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末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

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

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这里怀疑论者

也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

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正好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

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

对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

的原因：引信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

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

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

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

３７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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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

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

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

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

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

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

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

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

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

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

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

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除外，都是互相转化、互

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各种不

断变换的形式，但总和始终是不变的（斯宾诺莎：实体是自身原

因——把相互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４２２。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

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

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

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

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

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

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

因果性的全部误解，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有

了问题，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他糊涂了。第１０—１４页４２３）。

４７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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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

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

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

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

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

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

        

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４２４

耐格里，第１２—１３页

  耐格里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又接着说，

这类“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第１２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

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都是

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

第二，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

物体。两种不同的物体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

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还有一些质可能是这

两种物体之一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体

——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那末我们由此得到的共

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般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

但是，在此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

５７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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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填补起来，并指出每

一物体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因而可以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

己也承认的。

第三，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

印象。因此，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

性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就在这里，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步

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两种相近的同类的感觉，它们所

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类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

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

据某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最后，总是同一个我接受

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

个整体；而这些不同的印象又是由同一个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

一般属性，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不同的感官才能接

受的不同的属性，确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

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

总的感官，或者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

不可理解的“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发生

于质和量的混乱。根据盛行的机械观，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

异只有在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在其他

地方还有说明的必要）；质和量在他看来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

形而上学。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①［第１３页］。

６７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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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

象。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

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

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

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

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

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

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

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

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

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

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因此，耐格里说，人们如果不愿意只研

究有限的东西而把永恒的东西和它混在一起，就会把有限的东西

弄得不可理解，这表明，他不是否认了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便是

否认了它们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

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障碍。正如可认识的物

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

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

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

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

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

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利斯特列）４２５。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

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

７７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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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渐近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

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可笑地说着同样的话：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能认识在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

内的一切有限的东西①。”［第１３页］

正是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内的有限的东西的总和构成无限的

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根据这个总和构成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

观念。如果没有这个……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没有关于无限的

东西的观念了。

（关于恶无限性本身，在别的地方还要讲到。）

———

在这种无限性研究前面是下列几点：

１．空间和时间上的“微小领域”。

２．“感觉器官的或许不完备的发展”。

３．“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动的东西，只能认识程度上不同

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转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据从自

然物本身得到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或永恒的东西，

任何常住不变的东西，任何绝对的差异。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

公斤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

因和结果是什么。”［第１３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

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

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

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

８７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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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

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

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从脑中

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

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或体

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

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

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

形式的总和；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

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

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

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

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

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只是说：我

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

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

觉到的事物，但是一切认识都是感性上的测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

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

人吃过抽象的水果４２６。

———

当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大概有许许多多为我们感官所不能觉

察到的运动形式的时候，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

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

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成我们能觉察到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

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９７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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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关于耐格里：无限的不可理解。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

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过

程，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的，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理解

了这个过程中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过程

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

个循环有向下和向上的分枝。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空

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

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

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具有时

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只是被扬弃了的、虽

然是本质的、但不是占优势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

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

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时所用不着的。此外，只有几百万个太阳中的

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基础。对

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

个小小的地球，而对有机科学来说则完全是这样。但是，对现象

的实际无限的多样性和认识自然界来说，这并没有本质的损害，对

历史来说，同样地、更大地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一小部分地

球，也同样没有损害。

        

１．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漠的荒野，因为它

只是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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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然而实际上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是前进或后退，因

而它成为运动的必然形式。更不必说它不是无限的，因为现在已

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是地球也不是整个宇宙。在

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发展的，否

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

承认无限的进步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虽然他

空想地认为这个发展是有终结的——在黑格尔哲学的确立中。

３．也有无限的认识①：Ｑｕｅｓｔａｉｎｆｉｎｉｔａｃｈｅｌｅｃｏｓｅｎｏｎｈａｎｎｏ

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ｌａｈａｎｎｏｉｎｇｉｒｏ〔事物在前进中所没有的无限，在

循环中却有了〕４２８。这样，运动形式更替的规律是无限的，是自我

封闭的。但是这样的无限又被有限所纠缠，只是片段地出现。１
ｒ２
也

是如此。４２９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水在摄氏零度和

一百度之间是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

为有效的，就必须有：（１）水，（２）一定的温度，（３）标准压力。

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

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有

对于地球，或者对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

度，并且具有同样的氧和氮混合的大气以及等量地蒸发和凝结水

蒸汽的天体，才是如此。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

金属蒸汽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

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

１８５辩 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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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建立的。太阳、恒星、

星云、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

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

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圈最外部暂时有效，而在这些化合物

接近太阳时便又分解了。太阳的化学仅仅是在产生中，而且必然

和地球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推翻地球的化学，但是站在它外面。

在星云上面，或许甚至没有六十五种本身就可能是化合物的元素。

因此，如果我们想谈谈那些同样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

普遍的自然规律，那末剩给我们的就只有重量，也许还有能量转

化说的最一般的公式，或者如通常所说的热之唯动说。但是，如

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末这个

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中一个跟一个地发

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因而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规律（即

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式）来支配的历史，而这样一来，只

有运动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了。

        

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

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

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１５５页）４３０。

（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

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

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

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

切科学都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

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离我们右边或左边比从地球到太阳还远一

２８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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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亿倍的地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

线（１８８２年６月８日《自然界》，拉伯克）４３１，但是，在对我们所

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比蚂蚁走得更远得多。我们能

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

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的，这已经表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

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

动。关于思维活动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为了知道我们的思

维能探究到什么，在康德后一百年，企图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

工具的研究去找出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是徒劳无益的；正如赫

尔姆霍茨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能看见

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和

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

这个范围内，也不能提供完全正确的再现）去证明我们的眼睛对

它所看见的东西的状况的报告不正确和不可靠一样。我们宁可从

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究到和每天还在探究的东西，来看我们的思维

能探究到什么。这在量上和质上是已经足够的了。相反地，对思

维形式、逻辑范畴的研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且从亚里士多

德以来，只有黑格尔才系统地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眼里究竟是什么

样子。谁要为这件事情苦恼，我们可一点也不能帮助他。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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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

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

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

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

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

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

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

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４３２。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

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

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

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

这种观点的最后的形式——“自在之物”。认为我们不能认识自在

之物的这种论断（黑格尔《全书》第４４节），第一，是离开科学

而转到幻想里面去了。第二，它没有给我们的科学知识增添一个

字，因为如果我们对事物不能加以研究，那末它们对我们来说就

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而且永远不会被应用。抽

象地说，它好象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且让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如

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象有四条腿，可是我们不知道实际

上是有四百万条腿或是一条也没有”，那末我们对这个动物学家会

作什么想法呢？如果一个数学家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

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那末我们对这个

数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如果他说２×２好象等于４，我们又怎样

想呢？但是自然科学家们小心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

这个词，只有在转到哲学时才允许自己应用它。这就最好不过地

４８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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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他们对它是多么地不严肃，它本身是多么地没有价值。如

果他们严肃地对待它，那又为什么终归要研究点什么东西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

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

认识到什么程度。

        

自在之物。黑格尔《逻辑学》第２册第１０页（往后还有一整

节也是论述它的）４３３：

“怀疑论不允许自己说存在；近代唯心主义〈即康德和费希特〉不允许自

己把认识看作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①……但是同时，怀疑论却允许自己的外

观有多样的规定，或者更恰当地说，它的外观是以世界的整个多样的丰富性

为内容。同样地，唯心主义的现象〈即唯心主义称为现象的东西〉也把这些

多样的规定性全部包括在它自身之中……所以，这个内容可以完全没有存

在、没有物或自在之物作为基础；这个内容对自己来说始终是它那样；它只

不过从存在转到了外观而已。”②

因此，黑格尔在这里比起现代的自然科学家来，是一个更加坚决得多的

唯物主义者。

        

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证明了］：康德在思维着

的“自我”上面也失败了，在“自我”中他同样找出一个不可认

识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第５卷第２５６页及以下各页）４３５。

５８５辩 证 法

①

② 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页边上写着：“参看《全书》第１部第２５２页”４３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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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这种物质并不是抽象。

就是在太阳中，一个个实物都是分解了的，并且在它们的作用上

没有差别。但是在星云的气团中，一切实物虽然各自分开地存在

着，却都融为纯粹的物质本身，即仅仅作为物质而不按照自己的

特殊属性来起作用。

（此外，在黑格尔那里，起作用的原因和终极的原因之间的对

立也已经在相互作用的范畴中被扬弃了。）

        

原始物质。

“把物质当作本来就存在着的并且自身是没有形式的这个观点，是很古

老的，在希腊人那里我们就碰到过，它最初是以浑沌的神话形式出现，而浑

沌是被设想为现存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的。”（黑格尔《全书》第１部第２５８

页）４３６

我们又在拉普拉斯那里看到这种浑沌；和它近似的是星云，这

种星云也还只有形式的开端。此后分化便发生了。

        

通常都把重量看作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这就是说，吸引是

物质的必然属性，而排斥却不是。但是吸引和排斥象正和负一样是

不可分离的，因此，根据辩证法本身就可以预言：真正的物质理论

６８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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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必须给予排斥以和吸引同样重要的地位；只以吸引为基础的物质

理论是错误的，不充分的，片面的。事实上已经有足够的现象预先

指出这一点。仅仅由于光的缘故，以太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以

太是否是物质的呢？如果它真的存在着，那末它就必定是物质的，

就必定归于物质的概念之下。但是它没有重量。彗星尾被认为是

物质的。它们显出很强的斥力。气体中的热产生斥力等等。

        

吸引和重力。全部重力论是奠基在这个说法上：吸引是物质

的本质。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

所补充。所以黑格尔就说得很对：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４３７。事

实上我们愈来愈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分散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

限上，吸引转变成排斥；相反地，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

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转变成吸引。①

        

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

但是，事实上他在这里预言了以后的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就是在

气体中也有分子的排斥，而在更稀薄的分散的物质中，例如在彗

星尾中则更是如此，在那里排斥甚至以非常巨大的力起着作用。甚

至在这里黑格尔也显示出他的天才，他把吸引看成是从作为第一

因素的排斥中引导出来的第二因素：太阳系不过是由于吸引渐渐

超过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排斥而形成的。——由热产生的膨胀＝排

斥。气体运动说。

        

７８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① 参看札记《内聚力》（本卷第６３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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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可分性。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

们知道：在化学中，可分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了这个界限，

物体便再不能起化学作用了——原子；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

——分子。同样，在物理学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某种——对

物理学的观察来说——最小的粒子；它们的排列制约着物体的形

式和内聚力，它们的振动表现为热等等。但是，物理学上的分子

和化学上的分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

道。——黑格尔很容易地把这个可分性问题对付过去了，因为他

说：物质既是两者，即可分的和连续的，同时又不是两者４３８；这不

是什么答案，但现在差不多已被证明了（见第５张第３页下端：克

劳胥斯）①。

        

可分性。哺乳动物是不可分的，爬行动物还能再生出一只脚

来。——以太波可以分割和量度到无限小。——实际上，在一定

的范围内，例如在化学中，每一个物体都是可分的。

        

“它〈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 空间和时间都属于

运动；速度，运动的量，是和某一特定的流过的时间成比例的空间。”（［黑

格尔］《自然哲学》第６５页）“空间和时间充满着物质…… 正如没有无物质

的运动一样，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第６７页）４３９

        

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
·
笛
·
卡
·
儿的这个命题中：宇宙永远保存着

同量的运动。４４０自然科学家把这一点表达为“力的不灭”，这是不完

８８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恩格斯援引札记《气体运动说》，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这篇札记位于第

５张对折页稿纸的第３页的末尾（见本卷第６３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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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笛卡儿仅仅用量去表达也同样是不充分的：作为物质的本

质表现、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运动本身，和物质自身一样，是

不灭的，这里包括量的方面。这就是说，在这里哲学家的理论也

是在两百年之后才被自然科学家所证实。

        

运动不灭。格罗夫书中有很精彩的一段，第２０页及以下各

页。４４１

        

运动和平衡。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①在天体的运动中是平

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相对的运

动，即这里在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都

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

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

命的根本条件。在太阳上只有整个质量的平衡，而没有个别实物

的平衡，或者，如果有，也只是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

著差别所决定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恒的运动和波动，分解。在

月球上似乎是绝对的平衡占了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

——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

交替：个别运动趋向于平衡，而整体运动又破坏个别的平衡。岩

石进入了静止状态，但是风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

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

情景。最后，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

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

９８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① 在页边上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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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

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１）天体的运动。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间的近似的平衡。

（２）一个天体上的运动。物体。只要这种运动是由纯粹机械

的原因所引起，也就存在着平衡。物体静止在自己的基础上。在

月球上这种静止看来是完全的。机械的吸引克服了机械的排斥。从

纯粹力学的观点看来，我们不知道从排斥中发生了什么，而且纯

粹力学也不说明，那些使例如地球上的物体向反重力的方向运动

的“力”究竟从何而来。它把这个事实当做已知的。所以，这里

是把具有排斥作用的机械运动简单地由物体传递给物体，而吸引

和排斥则彼此相等。

（３）但是，地球上的一切运动，大多数是运动的一个形式到

另一个形式——由机械运动到热、电、化学运动——和每一个形

式到任何其他形式的转变；所以，或者是①吸引转化为排斥——机

械运动转化为热、电、化学分解（这种转化是原来的上升的机械

运动转变为热，而不是下降的运动转变为热，后者只是外表而

已）［——或者是排斥转化为吸引］。

（４）现在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从太阳热转化来

的。４４２

        

０９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这个“或者是”的后面并没有跟着第二个“或者是”。可以推测，恩格斯在这

句话的末尾也想指出排斥向吸引的相反的转化，可是却没有实现这个意图。

现根据推测补全这句话，放在方括号里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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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运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认为

是和机械运动，和位置移动相等的。这是从化学产生前的十八世

纪遗留下来的，并且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应用

到物质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由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

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

“强烈地倾向于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这

些变形”（第１６页）４４３，

这样就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这决不是说，每一

个高级的运动形式并非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械的（外部的

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

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

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

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

本质包括无遗。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

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

质包括无遗了吗？

———

        

自然科学的辩证法４４４：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

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

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关于不在运动着的物体，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

（１）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是纯粹的位置移

动。

１９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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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下

［才谈得上］①——下落。

（ｂ）分离的诸物体的运动：弹道，天文学——外表上的平衡

——终点总是接触。

（ｃ）互相接触的诸物体的相对运动——压力。静力学。流体静

力学和气体。杠杆和本义上的力学的其他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

能在其最简单的接触形式中，产生出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摩

擦和碰撞。但是摩擦和碰撞，实际上即接触，还具有从来未被自

然科学家在这里指出过的其他结果：它们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声、

热、光、电、磁。

（２）这些不同的力（除了声）——天体物理学——

（ａ）都互相转化和互相代替，而且

（ｂ）当作用于各种物体上（不论它们就化学上来说是化合物，

或是元素）并就每一个物体来说都各不相同的每个力在量上增长

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化学变化，于是我们就进入化学领域。天

体化学。结晶学是化学的一部分。

（３）物理学应该或者能够不去考虑有机的生物体，化学则在

有机化合物的研究中才找到关于最重要物体的真正性质的真实说

明，并且另一方面合成只在有机界中出现的物体。在这里化学进

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它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

以给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

（４）然而真实的转化是在历史中——太阳系的、地球的历史

中；有机界的现实前提。

２９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方括号里的字是根据恩格斯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给马克思的信补加进去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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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有机界。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

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

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

要性也正是在这里。

在上世纪末叶，在大多数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法国唯物主义

者之后，出现了要把旧的牛顿－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

全书式的概括的要求，有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投身于这个工作，这

就是圣西门（未完成）和黑格尔。现在，当新的自然观在其基本特点

上已经形成的时候，同样的要求又可以感觉得到了，并且有人正朝

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当现在自然界中发展的普遍联系已经得到证

明的时候，外表上的顺序排列，如黑格尔人为地完成的辩证的转化

一样，是不够了。转化必须自我完成，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

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

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

        

孔德绝不可能是他的从圣西门那里抄来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然

科学整理法的创造者４４５，这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套整理法在

他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教学，因而就导致那种愚蠢的全科教

育，在那里，不到一门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另一门科学，在那里，

一个基本上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

        

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４４６，在当

时是完备的。机械论——质量的运动；化学论——分子的运动

３９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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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里也包括物理学，而且两者——物理学和化学——都属于

同一系统）和原子的运动；有机论——上两项运动不可分地包含

于其中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因为有机论无疑是把力学、物理学和

化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高度的统一，而这种三位一体是不能再分

离的。在机体中，机械运动直接由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引起，这

和营养、呼吸、排泄等等有关，也同样地和纯粹的肌肉运动有关。

每一组又分为两门。力学：（１）天体力学，（２）地球上的力

学。

分子运动：（１）物理学，（２）化学。

有机体：（１）植物，（２）动物。

        

地文学①。在从化学过渡到生命以后，首先应当阐述生命赖以

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因而首先应当阐述地质学、气象学等等。然

后才阐述生命的各种形式本身，如果不这样，这些生命形式也是

不可理解的。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４４７

附在第４６页②：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种科学

  自从上面这篇论文（《前进报》，１８７７年２月９日）③发表以

后，凯库勒（《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给力学、物理学和化学

４９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②

③ 即《反杜林论》第１编第７章。——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２页。——编者注

即对自然界的描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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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个完全类似的定义：

“如果把这个关于物质的本质的观念作为基础，那末就可以给化学定义

为原子的科学，给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科学，于是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把今

天物理学中涉及质量的这一部分作为专门的学科分出来，并为它保留下力学

这个名称。这样，力学就成为它们两者的基础科学，因为物理学和化学在某

些观察中，特别是在计算中，必须把分子或原子当作质量来看待。”４４８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说法和正文中及前一注释中①的说法

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不是那么明确罢了。但是有一家英国杂志（《自

然界》）竟把凯库勒的上述原理翻译成力学是质量的静力学和动力

学，物理学是分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化学是原子的静力学和动力

学４４９；照我的看法，这种甚至把化学过程无条件地归结为纯粹机械

过程的做法，是把研究的领域，至少是把化学的领域不适当地缩小

了。但是这种作法居然时髦起来了，例如，连海克尔也经常把“机械

的”和“一元的”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并且据他看来，

“现代生理学……在其领域中只许物理—化学的力——或广义的②机械

力——起作用”（《交替发生》）。４５０

当我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并

进而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

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和连续性，

也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更进一步把化学也叫做力学的

一种，这在我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不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论，力学

上只有量，它所考虑的是速度和质量，最多再加上个体积。如果

５９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①

②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即《反杜林论》的正文和《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那个注释（见本

卷第７２页和第６１０—６１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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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碰到了物体的性质（例如，在流体静力学和气体静力学中），

那末它不研究分子状况和分子运动就不行，它本身在这里只是一

种辅助科学，只是物理学的前提而已。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

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

而且要考察那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

全没有证实。说今天的科学潮流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可以

欣然同意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潮流是唯一正确的潮流，追

随这个潮流就会穷究全部物理学和化学。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

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些机械运

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这

些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

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发现热是一种分子运动，这

是划时代的。但是，如果我除了说热是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之外

再也不知道说些别的什么，那末我还不如闭口不谈为妙。化学似

乎已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从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去说明

元素的一系列的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没有一个化学家敢断

言：某个元素的一切属性可以用它在洛塔尔·迈耶尔曲线４５１上的

位置完全表示出来，单凭这个位置就能说明，例如，碳借以成为

有机生命的主要承担者的那些特殊属性或磷在脑髓中的必要性。

然而“机械”观正是这样做的。它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

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同时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

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所

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

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那末我们就必然要得

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

６９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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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最小的

粒子结合成原子时在数目上和在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所引起的。但

是我们还没有走得这样远。

因为除现在流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最平凡的庸俗哲学外，我

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才这样应用

诸如“机械的”一类的术语，而不考虑或者甚至不去想想，他们

因之必然得出怎样的结论。物质在质上绝对同一的理论，也还有

它的信徒；从经验上去驳斥它，正如从经验上去证明它一样，是

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去问问那些想“机械地”解释一切的人，他

们是否意识到这个结论和是否承认物质的同一性，那我们将会听

到多少种不同的回答！

最滑稽可笑的是：把“唯物主义的”和“机械的”等同起来，

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他想用“机械的”这个形容词来贬低唯

物主义。诚然，黑格尔所批判的唯物主义——十八世纪的法国唯

物主义——确实是完全机械的，而且这有个非常自然的原因：当

时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远不能给一般的

自然观提供基础。同样，海克尔从黑格尔那里剽窃了下列的译文：

ｃａｕｓａ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ｓ〔起作用的原因〕＝“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和

ｃａｕｓａｅｆｉｎａｌｅｓ〔终极的原因〕＝ “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不过

黑格尔指的“机械地起作用的”＝盲目地起作用的，无意识地起

作用的，不＝海克尔所指的“机械地起作用的”。况且黑格尔本人

把这整个对立看作完全被克服了的观点，以致他在《逻辑学》中

的两个说明因果关系的地方竟提也没有提到它，而只是在《哲学

史》中，在它作为历史事实出现的地方（所以才有海克尔的因肤

浅产生的纯粹误解！），而且是在论述目的论（《逻辑学》第３册

７９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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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篇第３章）的时候，才完全偶然地提到了它，把它当做旧形

而上学用来表述机械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的一种形式，但是除

此之外，是把它当做早已被克服了的观点来对待的。这样，在海

克尔自以为找到了自己“机械的”观点的旁证而兴高采烈时，竟

把黑格尔的话抄错了，并且因此得出了一个绝妙的结果：如果通

过自然选择而在某种动物或某种植物身上引起一定的变异，那末

这是由于ｃａｕｓ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ｓ〔起作用的原因〕的作用，如果通过人工

选择而引起同样的变异，那末这是由于ｃａｕｓａｆｉｎａｌｉｓ〔终极的原

因〕的作用！育种家ｃａｕｓａｆｉｎａｌｉｓ！当然，一个象黑格尔那样有才

能的辩证论者是不会在ｃａｕｓ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ｓ和ｃａｕｓａｆｉｎａｌｉｓ的狭小对

立中兜圈子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关于这个对立的一切不可救

药的奇谈怪论都该收场了，因为我们从经验和理论都知道：物质

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

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

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

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带

入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

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

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

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

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

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

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

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４５２，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

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

８９５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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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身。达尔文学说就要求这样的原始哺乳动物，即海克尔的

Ｐｒｏｍａｍｍａｌｅ
４５３
，但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它在胚胎状态中就

包含了一切将来的和现在的哺乳动物，那末它在现实中就比现在

的一切哺乳动物都要低级而且非常粗陋，所以比它们都要消失得

快些。如黑格尔已经证明的（《全书》第１部第１９９页），这种见

解，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

在质上则自古以来都相同的观点，“无非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

义的观点４５４。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

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最初，凯库勒４５５。以后：现在愈来愈成为必要的自然科学的系

统化，除了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是找不出来的。这样，任何一个

天体上的不大的物体的机械运动，都终止于两个物体的接触，这

种接触有两种仅仅在程度上不同的形式，即摩擦和碰撞。因此，我

们首先要研究摩擦和碰撞的机械作用。但是我们发现，问题并不

就止于此：摩擦产生热、光和电，碰撞也产生热和光，也许还产

生电，由此便有物体运动向分子运动的转化。我们进入了分子运

动的领域——物理学，并且进一步地研究。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发

现，分子运动并不是研究的终结。电转化为化学变化，而且又从

化学变化产生。热和光也是一样。分子运动转化为原子运动——

化学。化学过程的研究面对着有机世界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即这

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化学过程虽然按同一规律进行，然而是在不

同于化学足以解释清楚的无机世界中的条件下进行。相反地，对

有机世界的一切化学研究，归根结底都回到一个物体上来，这个

物体是普通化学过程的结果，它和其他一切物体的区别在于，它

９９５［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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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完成的、永久性的化学过程，它就是蛋白质。如果化学能

制造出这种蛋白质，使之具有在发生时就显然具有的确定形式，即

所谓原生质的形式，——这种确定形式或（更正确地说）不确定

形式，就是表示这种蛋白质潜在地包含着其他一切形式的蛋白质

（于是就没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着一种形式的原生质），那末辩证

的转化也就在实际上被证实了，因而完全地被证实了。到那时为

止，事情还停留在想法上，或者说还停留在假说上。当化学产生

了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象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

本身的范围，就是说，它要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

生命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

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

限制了，另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

００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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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学］

        

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用作自己的出发点的少数思

想上的规定。数学是数量的科学；它从数量这个概念出发。它给

这个概念下一个不充分的定义，然后再把未包含在定义中的数量

所具有的其他基本规定性，当作公理从外部补充进去，这时，这

些规定性就表现为未加证明的东西，自然也就表现为数学上无法

证明的东西。对数量的分析会得出这一切公理式的规定，即数量

的必然的规定。斯宾塞说得对：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公理的自明性

是承继下来的。这些公理只要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就是可以辩

证地证明的。

        

数学问题。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四则（一切数学的要

素）的差别具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乘法一开始就表现为一定

数目的相同数量的缩简的加法，除法则为其缩简的减法，而且除

法在一种情况下，即除数是一个分数时，是把分数颠倒过来相乘。

代数的运算却进步了很多。每一个减法（ａ－ｂ）都可以用加法

（－ｂ＋ａ）表示出来，每一个除法
ａ
ｂ
都可以用乘法ａ×

１
ｂ
表示出来。

至于用幂来运算，就更进步得多了。计算方法的一切固定差别都

消失了，一切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表示出来。幂可以写作根（ｘ
２
＝

ｘ４），根可以写作幂（ Ｘ＝Ｘ
１
２）。１被幂除或被根除，可以用

１０６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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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的幂来表示（
１

Ｘ
＝ｘ

１
２
 
１
ｘ３
＝ｘ

－３
）。一个数的几个幂的乘或

除，可以变做它们的各个指数的相加或相减。任何一个数都可以

理解为和表示为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幂（对数，ｙ＝ａｘ）。而这种从一

个形式到另一个相反的形式的转变，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游戏，它

是数学科学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如果没有它，今天就几乎无法

去进行一个比较困难的计算。如果从数学中仅仅把负数幂和分数

幂取消掉，那末结果会怎样呢？

（－·－＝＋， ＝＋， －１等等，应在前面说明。）

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

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

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而它们也就立刻产生，并且是由牛顿和莱布

尼茨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

        

量和质。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是它充满

了质的差异。（１）黑格尔，数目和单位，乘和除，乘方和开方。通

过这些就可得出黑格尔所没有着重指出的质的差异：质数和乘积，

简单的根和幂。１６不仅仅是１６个１的和，而且也是４的２次方和

２的４次方。不仅如此，质数给予由它和其他数相乘而得的数以新

的一定的质：只有偶数才能被２除，对于４和８也有类似的规定。

在用３做除数的情况下，有数字和的定律。在用９和６的情况下

也是一样，但是在用６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是偶数。在用７的情况

下有特殊的定律。数字游戏就建立在这上面，没有学过的人是莫

名其妙的。所以黑格尔（《量》第２３７页）关于算术没有思想性

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参看《度量》４５６。

只要数学谈到无限大和无限小，它就导入一个质的差异，这

２０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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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差异甚至表现为不可克服的质的对立：量的相互差别太大了，甚

至它们之间的每一种合理的关系、每一种比较都失效了，甚至它

们变成在量上不可通约的了。通常的不可通约性，例如，圆和直

线的不可通约性也是辩证的质的差异；但是在这里①正是同一类

数量的量的差异把质的差异提高到不可通约性。

        

数。单个的数在记数法中已经得到了某种质，而且质是依照

这种记数法来决定的。９不仅是１相加九次的和，而且是９０、９９、

９０００００等等的基数。一切数的定律都取决于所采用的记数法，而

且被这个记数法所决定。在２进位记数法和３进位记数法中，２×

２不＝４，而＝１００或＝１１。在以奇数作基数的每种记数法中，偶

数和奇数的差异不复存在了，例如在５进位记数法中，５＝１０，１０

＝２０，１５＝３０。同样，在这种记数法中，３或９的倍数的数字和可

以被３除尽的规则也失去作用了（６＝１１，９＝１４）。因此，基数不

但决定它自己的质，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数的质。

关于幂的关系，问题就更进一步：每个数都可以当做其他任

何一个数的幂——有多少整数和分数，就有多少对数系统。

        

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了，但是，

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

生出来的各种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多样化了。

一首先是整个正负数系统中的基数，它继续自相加下去就可得出

其他任何数目。——一是一的所有正幂、负幂和分数幂的表现：

３０６数  学

① 即在无限的数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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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 １，１－２都等于一。——一是分子和分母相等的一切分数的

值。——一是任何数的零次幂的表现，因此，它是在所有对数系

统中其对数都相同即都等于零的唯一的数。这样，一是把所有可

能的对数系统分成两部分的界限：如果底大于一，则一切大于一

的数的对数都是正的，而一切小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负的；如果

底小于一，则恰恰相反。因此，如果说，任何数是由相加起来的

一所组成，因而自身包含着一，那末，一自身也同样包含着其他

一切数。这不只是可能性，因为我们能仅仅用一来构成任何数；而

且是现实，因为一是其他任何数的一定的幂。数学家们在做起来

对自己方便的地方，都不动声色地在自己的计算中引用ｘ
０
＝１，或

引用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即等于一的分数，因而在数学上运

用了包含在一中的多。但是，如果有人以一般的表达方式向他们

说，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

一中，正如一包含于多中一样，他们就会皱起鼻子，并做起鬼脸

来。但是，只要我们一离开纯粹数的领域，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实

在情形。在测量长度、面积和体积时就很明显，我们可以采用任

何适当的数量来作为单位，而在测量时间、重量和运动等等时也

是如此。对于测量细胞，甚至毫米和毫克也太大了；对于测量星

球的距离或光的速度，公里也嫌太小而不适用；对于测量行星的、

尤其是太阳的质量，公斤也太小了。在这里很明显地看出，什么

样的多样性和多都包含在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单位概念中。

        

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反

地，零是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的。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

线，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

４０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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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

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把它放在其

他任何一个数的右边，按我们的记数法它就使该数增加十倍。为

此，本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个记号来代替零，但是有一个条件，即

这个记号就其本身来说是表示零，即＝０。因此，零获得这种应用，

而且唯有它才能够这样被应用，这是在于零的性质本身。零乘任

何一个数，都使这个数变成零；零除任何一个数，使这个数变成

无限大，零被任何一个数除，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小；它是和其他

任何一个数都有无限关系的唯一的数。
０
０
可以表现－ 和＋ 之

间的任何数，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代表一个实数。——一个方

程式的真实内容，只有当它的所有各项都被移到一边，从而把它

的值约简为零时，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在二次方程式中已是

如此，而在高等代数学中几乎是一般的规则。一个函数Ｆ（ｘ，ｙ）

＝０，同样可以等于ｚ，而这个ｚ虽然＝０，却可以象普通的因变数

一样被微分，而且可以求得它的偏微分商。

但是，任何一个量的无，本身还是有量的规定的，并且仅仅

因此才能用零来运算。一些数学家泰然自若地以上述方式用零进

行运算，即把零当作一定的量的观念而用于运算，使它和其他量

的观念发生量的关系，但是他们在黑格尔那里读到这被概括为：任

何某物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①，就大惊失色了。

现在来谈（解析）几何。在这里零是一个特定的点，从这点

起，在一条直线上某一方向定为正，而相反的方向定为负。因此，

在这里零点不仅和表示某一正数或负数的任何点同样重要，而且

５０６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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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所有这些点更重要得多：它是所有这些点所依存、所有这些点

与之有关系、所有这些点由之决定的一点。在许多情况下，它甚

至可以任意选定。但是一经选定，它就始终是全部运算的中心点，

甚至常常决定其他各点（横座标终点）所在的线的方向。例如，如

果我们为了求得圆的方程式而选择圆周上的任何一点作为零点，

那末横座标轴必定通过圆心。这一切在力学中也得到应用，在那

里，在计算运动时，每次选定的零点都构成整个运算的要点和轴

心。温度表上的零点是温度段的十分确定的最低的界限，温度段

可以任意地分成若干度数，从而可以作为这一段内的温度的量度，

以及较高或较低的温度的量度。因此，零点在这里也是一个极其

重要的点。甚至温度表上的绝对零点也决不代表纯粹的、抽象的

否定，而是代表物质的十分确定的状态，即一个界限，在这个界

限上，分子独立运动的最后痕迹消失了，而物质只是作为质量起

着作用。总之，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到零，它总是代表某种十

分确定的东西，而它在几何学、力学等等中的实际应用又证明：作

为界限，它比其他一切被它限定的实数都更重要。

        

零次幂。
０ 

１０
０ 

１ 

１０
１ 

２ 

１０
２ 

３ 

１０
３中，零次幂是很重要的。一切变

数都会在某个地方经过一；因此，如果ｘ＝０，那末以变数作为指

数的常数α
ｘ
＝１。α

０
＝１所表现的，也不外是和ａ的幂级数的其他

各项联系起来去理解的一，它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有意义，才能
得出结果（∑ｘ

０
＝ω

）４５７，否则就不成。由此可知：尽管一显得和

自身非常地等同，它本身也包含着无限的多样性，因为它能够是

其他任何一个数的零次幂；这种多样性决不是纯粹虚构的，它在

一被看作确定的一，被看作和这个过程相联系的某个过程的可变

６０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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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之一（被看作某一变数的暂时的数值或形式）的时候，每

一次都会显现出来。

        

－１。——代数学上的负数，只是对正数而言，只是在和正

数的关系中才是实在的；在这种关系之外，就其本身来说，它们

纯粹是虚构的。在三角学、解析几何以及以这两者为基础的高等

数学的某些部门中，它们是表示和正的运动方向相反的一定的运

动方向；但是，不论从第一象限或第四象限都同样能计算出圆的

正弦和正切，这样就可以把正和负直接颠倒过来。同样，在解析

几何中，圆中的横座标从圆周或从圆心开始都可以计算出来，而

且，在一切曲线中，横座标都可以从通常定为负的方向上的曲线，

［或者］从任何其他方向上的曲线计算出来，并得出曲线的正确的、

合理的方程式。在这里，正只是作为负的补充而存在，反之亦然。

但是代数学的抽象把它们［负数］当做独立的实数，它们在和某

些较大的正数的关系之外，也是有意义的。

        

数学。把某个确定的数，例如把一个二项式，化为无穷级数，

即化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从常识来说，这是荒谬的举动。但是，

如果没有无穷级数和二项式定理，那我们能走多远呢？

        

渐近线。几何学开始于下列的发现：直线和曲线是绝对对立

的，直线完全不能用曲线表现，曲线也完全不能用直线表现，两

者是不能通约的。但是，连圆的计算也只有用直线来表现它的圆

周时才有可能。而在具有渐近线的曲线的情形下，直线完全化为

曲线，曲线完全化为直线；平行的观念也同样趋于消失：两条线

７０６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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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平行的，它们不断地互相接近，但永远不相交。曲线的臂

愈来愈伸直，但永远不能完全变成直线，正如在解析几何中直线

被看作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一样。但是不论对数曲线的－ｘ变

得多么大，ｙ始终不会＝０。

        

直线和曲线在微分中终于等同起来了：在以弧的微分（如果

用切线法）构成自己的斜边的微分三角形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斜

边看作

“既是弧的要素又是切线的要素的一小条直线”——不管我们把曲线看

作由无限多的直线所构成，还是“看作真正的曲线；因为在每一Ｍ 点上曲度

既然是无限地小，所以曲线要素和切线要素的最后关系显然是相等的关

系①”。

在这里，关系虽然不断地接近于相等，但是根据曲线的本性

来说这种接近是渐近的，因为相切处局限在一个无长度的点上，不

过最后还是可以假定，直线和曲线的相等是达到了（波绪《微积

分》共和六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４９页）４５８。在极曲线
４５９
中，虚构的

微分横座标甚至被认为和实在的横座标平行，并根据这个假定进

行运算，虽然两者相交于极上；由此甚至推论出两个三角形是相

似的，其中一个三角形有一个角刚好在这样两条线的交点上，而

这两条线的平行却是整个相似的基础！（图１７）４６０

当直线和曲线的数学可以说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一条新的

几乎无穷无尽的道路，由那种把曲线视为直线（微分三角形）并

把直线视为曲线（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的数学开拓出来了。呵，

８０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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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

        

三角学。在综合几何学只从三角形本身详述了三角形的性质

并且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之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被一个非常

简单的、彻底辩证的方法开拓出来了。三角形不再被孤立地只从

它本身来考察，而是和另一种图形，和圆形联系起来考察。每一

个直角三角形都可以看作一个圆的附属物：如果斜边＝ｒ，则夹直

角的两边分别为正弦和余弦；如果这两边中的一边＝ｒ，则另一边

＝正切，而斜边＝正割。这样一来，边和角便得到了完全不同的、

特定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把三角形和圆这样联系起来，这些关系

是决不能发现和利用的。于是一种崭新的三角理论发展起来了，它

远远地超过旧的三角理论而且到处可以应用，因为任何一个三角

形都可以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学从综合几何学中发展出来，

这对辩证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辩证法怎样从事物的相

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

        

同一和差异——在微分中已经存在辩证的关系，在那里，ｄｘ

是无限小，然而是起作用的并且是无所不能的。

        

分子和微分。维德曼（第３册第６３６页）４６１把有限的距离和分

子的距离看作直接互相对立的东西。

        

９０６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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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
４６２

附在第１７—１８页①：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中的无限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

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

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

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

而上学的性质，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

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

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

智中４６３。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

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

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

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

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

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

过程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全部思维内容

起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加以扩展，以致把它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

和公式完全推翻了。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

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

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

经验的结果来代替。如果在我们中间，例如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

０１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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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都无需用经验来证明，那末这只是

“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要用证明来给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黑

人把这些公理解说清楚，却未必可能。

在本书①中，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

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

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

三个领域的两个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

而上学的因袭者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切理论成就中，未必再有什么象十

七世纪下半叶微积分的发明那样被看作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了。

如果在某个地方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纯粹的和唯一的功绩，那就

正是在这里。现在还环绕在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次的

微分和无限）周围的神秘，是下列事实的最好的证明：人们还在

设想，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

物”②，而客观世界决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可是情形恰恰相反。

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

我们的几何学是从空间关系出发，我们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

数量出发，这些数量和我们的地球上的关系相适应，就是说，和

存在于地球上并由人使之运动的、力学称之为质量的物体的大小

相适应。和这些质量比起来，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而它也

就被地球上的力学当做无限大来看待。地球半径等于无限大，这

是考察落体定律时整个力学的原则。但是，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

些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须以光年来计算的

１１６数  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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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时，不只是地球，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的各种距离，都

又成为无限小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不仅有一次的无限，而且还

有二次的无限，我们的读者如果高兴的话，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

构造出无限空间里的次数更高的无限。

但是，按照现在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地球

上的质量，即力学所研究的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

最小的微粒，如果不破坏所研究的物体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同一性，

便不能再分割它。根据威·汤姆生的计算，最小的分子的直径不

能小于一毫米的五千万分之一４６４。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最大的分子

的直径达到一毫米的二千五百万分之一，那末分子和力学、物理

学、甚至化学所研究的最小的质量比较起来，仍然是一个非常微

小的量。虽然如此，分子还是具有有关质量所特有的一切性质，它

在物理方面和化学方面都可以代表质量，而且的确在一切化学方

程式中都代表质量。一句话，分子和相应的质量具有完全同样的

特性，正如数学上的微分和它的变数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在微

分中，在数学的抽象中，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

东西，在这里却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界运用这些微分即分子时所使用的方式和所依据的规

律，完全和数学运用其抽象的微分时的方式和规律相同。例如：ｘ
３

的微分是ｘ
２
ｄｘ，这里略去了３ｘｄｘ

２
和ｄｘ

３
。如果我们用几何图形来

表示，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边长ｘ增大了无限小ｄｘ的立方体。我

们假定这一立方体是由一种容易升华的元素构成的，比方说，是

由硫磺构成的；再假定构成一个角的三面是遮盖起来的，而其余

的三面则露在空中。我们把这个硫磺立方体放在硫磺蒸汽中，再

把温度充分降低，于是硫磺蒸汽就凝结在这个立方体的露出的三

２１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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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如果我们为了设想这是一个纯粹的过程，假定在这三面的

每一面上最初凝结了一个分子厚的一层，我们就不超过物理学和

化学惯用的实验方法。立方体各边的长ｘ增大了一个分子直径的

长度ｄｘ。立方体的容积ｘ
３
增加了ｘ

３
和ｘ

３
＋３ｘ

２
ｄｘ＋３ｘｄｘ

２
＋ｄｘ

３
之

差，按照数学中的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略去ｄｘ
３
和３ｘｄｘ

２
，即略

去一个分子和排成直线的、长ｘ＋ｄｘ的三排分子。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立方体的质量增加了３ｘ
２
ｄｘ。

严格说来，一个硫磺立方体上面并不存在ｄｘ
３
和３ｘｄｘ

２
，因为

在同一空间内不能有两个或三个分子存在，因而这个立方体的质

量的增加恰好是３ｘ
２
ｄｘ＋３ｘｄｘ＋ｄｘ。这可以由下列事实来说明：在

数学上ｄｘ是一个线量，而大家知道，这种没有厚和宽的线并不能

独立地存在于自然界中，因此数学的抽象也只是在纯粹的数学中

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既然这个３ｘ
２
ｄｘ＋ｄｘ

３
也可以略去，所以丝

毫差别都没有了。

蒸发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一杯水的最上面一层分子蒸发了，

那末水层的高度ｘ就减少了ｄｘ，这样一层分子又一层分子地继续

蒸发，事实上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微分。如果热的水蒸汽在一个

容器中由于压力和冷却又凝结成水，而且分子一层又一层地累积

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那些使过程变得不纯粹的附带情况撇

开不谈），直到容器满了为止，那末这里就真正进行了一种积分，

这种积分和数学上的积分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一种是由人的头脑

有意识地完成的，另一种是由自然界无意识地完成的。

但是，和微积分完全类似的过程，还不仅仅在从液态到气态

或从气态到液态的转变中发生。当物体的运动由于碰撞而停止，并

且转变为热，即转变为分子运动的时候，如果这不是物体的运动

３１６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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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微分，那又是什么呢？当水蒸汽的分子运动在蒸汽机的汽缸中

积累起来，把活塞举高一定的距离，而自己转变为物体的运动的

时候，这一运动不是被积分了吗？化学把分子分解为原子，即具

有更小的质量和体积的量，然而是同次的量，所以二者相互间具

有确定的、有限的关系。因此，表示物体的分子组合的一切化学

方程式，就形式来说是微分方程式。但是这些方程式实际上已经

由于其中所表示的原子量而积分起来了。化学所计算的正是量的

相互关系为已知的微分。

但是，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

子。撇开愈来愈倾向于原子具有复杂成分这一观点的化学本身不

谈，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宇宙以太，即光辐射和热辐射的媒

介，同样地是由非连续的粒子所组成，但是这些粒子是如此地小，

以致它们对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象化学的原子和物

理的分子对力学的物体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ｄ
ｘ
对ｄｘ的关系一

样。这样，在这里，在现在流行的关于物质构造的观念中，我们

也有了二次微分；每个人只要高兴，都完全有理由设想自然界中

一定还存在着和ｄ
３
ｘ，ｄ

４
ｘ等等相似的东西。

因此，关于物质构造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

肯定的：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容易分

清的组，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间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

的、有限的比值，但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具有在数学

意义下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

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

组。情形并不会因我们在各个组之间找到中间环节而有所改变。例

如，在太阳系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有小行星（其中有一些，

４１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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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直径并不比幼系罗伊斯公国
４６５
的直径更长）、流星等等；例

如，在地球上的物体和分子之间有有机界中的细胞。这些中间环

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自身完全由飞

跃所组成。

只要数学所计算的是现实的量，它就也要直截了当地应用这

个观点。对地球上的力学说来，地球质量已经被看作无限大；在

天文学中，地球上的物体及与之相当的陨石就被看作无限小；同

样，对于天文学来说，只要它超出最邻近的恒星的范围来研究我

们这一恒星系的构造，太阳系诸行星的距离和质量就会趋近于零。

但是，只要数学家退入他们的不可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

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

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就显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

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数学家们用来为他们的这种总是

奇怪地得到正确结果的方法与其说是作说明，毋宁说是作辩解的

愚蠢和荒谬，超过了例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外表上和实际上的

最坏的幻想，可是对这种幻想，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却害怕得难

以言喻。他们谴责黑格尔把抽象推到了极端，可是他们自己正是

这样做，而且规模还大得多。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

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

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

实中借来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来的，所以它不能从它自身、从

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

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研究现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数学的无限关系

所从之而来的现实关系，甚至可以看到使这种关系起作用的数学

方法在自然界中的类似物。而这样一来，问题就说明了。

５１６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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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很坏的复述。但是也可说明

连续的物质和非连续的物质之间的矛盾；见黑格尔。）４６６

        

只有微分学才能使自然科学有可能用数学来不仅仅表明状

态，并且也表明过程：运动。

        

数学的应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

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

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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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和天文学］

        

辩证思维的必然性和自然界中没有不变的范畴和关系的例

子：落体定律，它在物体下落数分钟时便不正确了，因为这时不

能再没有误差地假设地球的半径＝ 了，而且地球的吸引在增大，

而不象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所假定的那样保持不变。尽管如此，现

在学校里还是继续讲这个定律，而且毫无保留！

        

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形而上学思维的例子：问题没有解

决，而是刚刚提出，然而却被当作解答来讲授。克劳胥斯的热的

消散的见解也是如此４６７。

        

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没有说

明而是描画出行星运动的现状。运动是给定的。太阳的引力也是

给定的。应当怎样从这些数据中说明运动呢？用力的平行四边形，

用现在已成为一种必要假定而且我们不得不加以采用的切线力来

说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有状态的永恒性为前提，我们就

需要有一个第一次推动，上帝。但是，现有的行星状态并不是永

恒的，而运动本来也不是复合的，而是简单的旋转，力的平行四

边形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只限于说明尚待发现的未知数

ｘ，就是说，因为牛顿所要求的，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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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太阳系中至多在环体分离的一刹那

间是正确的，因为这时的旋转运动自己发生了矛盾，它一方面表现

为引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切线力。但是，只要分离一完成，运动又

重新成为统一的。这种分离必然会发生，这是辩证过程的证据。

        

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飘荡在宇宙

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

        

梅特勒。恒星４６８

哈雷在十八世纪初叶，根据希帕克和弗拉姆斯提德两人关于

三颗星的报告的差异，首先获得了星体自行的观念（第４１０

页）。——弗拉姆斯提德的《不列颠星录》是第一本比较精确、比

较完备的星录（第４２０页）；后来在１７５０年左右有布莱德雷、马

斯凯林和拉兰德的观测。

关于巨大天体的光线射程的荒唐理论和梅特勒据此所作的推

算，是和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某种东西一样荒唐的（第４２４—

４２５页）。

恒星最大的自行（可见的）每百年为７０１秒＝１１分４１秒＝太

阳直径的１３；从天文望远镜中观测到的９２１颗星的自行的最小

平均值是８．６５秒，个别的为４秒。

银河——一系列的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重心（第４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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昴星团和其中的昴宿六（金牛座η），是“直到银河最远区

域”的我们的宇宙岛的运动中心（第４４８页）。昴星团内部的公转

周期平均约为２００万年（第４４９页）。在昴星团周围，有一些时而

星多和时而星少的环状星团。——赛奇反驳现在就把一个中心确

定下来的可能性。

据贝塞耳说，天狼星和南河三星除一般的运动之外，还在环

绕某一暗体的轨道上运行（第４５０页）。

大陵五食，每三天一次，持续８小时，是由光谱分析证实的

（赛奇，第７８６页）。

在银河区域中，然而是在它的深远的内部，有一个由７到１１

等星组成的稠密的环；在这个环外边很远很远是一些集中的银河

环，其中我们能看见两个。据赫舍尔说，在银河中，用他的天文

望远镜所能看到的星约有１８００万个，位于环内的星约有２００万个

或更多一些，因而总共超过２０００万个。此外，在银河本身中，在

已经分辨出来的星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分解的微光，因

此也许还有一些星环被掩盖在更远处吧？（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昴宿六距太阳５７３光年。由能够分别看到的星体组成的银河

环的直径，至少为８０００光年（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在半径为太阳到昴宿六的距离５７３光年的球形内运动着的天

体的质量，共计是１１８００万个太阳质量（第４６２页）；这和在其中

运动着的至多２００万个星体是完全不符合的。暗体吗？这里无论

如何有点错误。这证明我们的观测的先决条件还是多么不完备。

梅特勒假定最外面的银河环的距离为几万光年，也许为几十

万光年（第４６４页）。

一个反对所谓光的吸收的绝妙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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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这样的距离〈从那里任何光都不再能达到我们这里〉，然而理由

却完全不同。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从创世之初直到现在，消逝的是一段有限

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光在那段有限时间里所经过的距离以内的天体！”

（第４６６页）

光既然与距离的平方成比例地减弱，它就必定会达到一点，在

这一点上，无论我们的眼睛怎样敏锐和怎样武装起来都再也看不

见它，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已经足以驳倒奥尔柏斯的见解：只有

光的吸收才能说明，为什么各个方面直到无限距离内都充满着发

光星体的天空会是昏暗的。但这决不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距

离，一到这个距离，以太便不再让光通过了。

        

星云。它有各种形状：圆的，椭圆的，或不规则的和锯齿状

的。它有各种程度的可分解性，直到完全不可分解性，在这里只

能识别出一种趋向于中心的密集。在一些可分解的星云中，可以

看见的达１万颗星，中心多半是比较密集的，很难得有一颗较明

亮的中心星。罗斯的巨型天文望远镜又把许多星云都分解了。老

赫舍尔数出了１９７个星群和２３００个星云，此外还应加上小赫舍尔

在南天星录中所记录的星云。——不规则的星云必定是遥远的宇

宙岛，因为云雾体只能以球体或椭圆体的形式存在于平衡中。这

些星云大多数甚至在最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中也只是刚刚能看到。

无论如何，圆形的星云可能是云雾体，在上述的２５００个星云中有

７８个是这种云雾体。至于它们和我们的距离，赫舍尔假定是２００

万光年，梅特勒——在星云的实际直径＝８０００光年这个假定下

——假定是３０００万光年。因为每个天体系和最近的天体系的距

离，至少是这些天体系的直径的１００倍，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岛和

０２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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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最近的宇宙岛的距离，至少应该是８０００光年的５０倍＝４０万光

年，这样一来，在存在着几千星云的情况下，我们就远远超出老

赫舍尔的２００万光年了（［梅特勒，第４８５—］４９２页）。

赛奇：

可分解的星云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和一个普通的恒星光谱。但是本来的星

云“有一部分提供了连续的光谱，例如仙女座中的星云，而大多数则提供了

由一种或很少几种亮线所组成的光谱，例如猎户座、人马座和天琴座中的星

云，以及许许多多叫作行星式的〈圆形的〉星云”（第７８７页）。

（根据梅特勒的看法，第４９５页，仙女座中的星云是不可分解

的。——猎户座中的星云是不规则的，呈棉絮状，而且象臂膊一

样伸出去，第４９５页。——天琴座和十字座的星云则略带椭圆形，

第４９８页。）

哈金斯在第４３７４号（赫舍尔星录）星云的光谱中发现了三条亮线，“由

此立即推论出：这个星云并不是由单个的星体所组成的星群，而是一个真正

的①星云，是在气体状态中的炽热的实体”［第７８７页］。

这些线一条属于氮，一条属于氢，第三条还不知道。猎户座

中的星云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含有发光点的星云（长蛇座和人

马座）也有这些亮线，因此在密集中的星体的质量还不是固态或

液态（第７８９页）。天琴座的星云只有一条氮线（第７８９页）。——

猎户座的星云最密集的地方是一度，全部广延是四度［第７９０—

７９１页］。

        

赛奇：天狼星：

１２６力 学 和 天 文 学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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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以后〈即贝塞耳的计算十一年后，梅特勒，第４５０页〉……不但

发现了天狼星有一颗卫星——自己发光的６等星，而且还证明了它的轨道也

和贝塞耳所计算的相符合。南河三星及其卫星的轨道现在已由奥维尔斯确定

了，但是这颗卫星本身还没有观察到。”（第７９３页）

赛奇：恒星。

“因为恒星除了两三个例外，都没有可觉察到的视差，所以它们离我们至

少”有３０几光年之远（第７９９页）。

据赛奇说，（赫舍尔的大望远镜还能分辨出的）第１６等星离

我们有７５６０光年之远，而罗斯的望远镜所能分辨出的，至少离有

２０９００光年之远（第８０２页）。

赛奇自问道（第８１０页）：

当太阳和整个体系逐渐死灭的时候，“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把死

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度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

不知道”。

        

赛奇和教皇。

        

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吸引所引起的。他又

和斯涅留斯同时发现了光的折射的基本定律①，并且按照他所特

有的、和斯涅留斯不同的方式把这一定律表述出来。

        

迈尔《热力学》第３２８页：康德已经讲过，落潮和涨潮对地

球的旋转起延缓的作用（根据亚当斯的计算，恒星日的长度，现

在每千年增加百分之一秒）。４７０

２２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沃尔弗在第３２５页上反对的”４６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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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学］

        

碰撞和摩擦。力学把碰撞的作用看作纯粹转瞬即逝的。但是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每次碰撞时，都有一部分机械运动转化为

热，而摩擦无非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它不断地把机械运动转化为

热（摩擦取火在远古时就已经为人所知）。

        

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并且有两重结果：

（１）作出的动功，相当量的位能的产生，但是这个量总是小于用

掉的动能；（２）摩擦等等阻抗（重量除外）的克服，这些阻抗把

所消耗的动能的剩余部分转化为热。——在转化回来时也是如

此：按照转化的方式和方法，由摩擦等等而损失的一部分作为热

消散了——这一切全是老生常谈！

        

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

些。例如，培根（在他之后有波义耳、牛顿和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

早就说，热是运动４７１（波义耳甚至说是分子运动）。而直到十八世

纪，热素才在法国出现，并且在大陆上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了。

        

能量守恒。运动的量的不变性已经被笛卡儿指出了，并且使

用的是和现在（克劳胥斯，罗伯特·迈尔？）差不多相同的话。而

３２６物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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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形式的转化却直到１８４２年才被发现，而且新的东西正是这一

点，而不是量方面不变的定律。

        

力和力的守恒。须引用尤·罗·迈尔的最初两篇论文中的几

段话来反对赫尔姆霍茨①。

        

力②。黑格尔（《哲学史》第１卷第２０８页）说：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起说它有吸引力要好一些；力是

一种性质，性质是可以和物质分离的，可以想象为一个述语；而灵魂则是磁

石的这种运动，是和物质本性等同的。”

        

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它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

东西，那末，这从物质的形式变换中得到了证明，在那里等价性

是用数学来证明的。这种等价性在量度中早已被承认了：力以它

的表现来量度，原因以结果来量度。

        

力。如果任何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那末，只

要这一运动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就可以把它看作运动的原

因，只要后一个运动是被转移的，被动的；于是，这个原因，这

一主动的运动，就显现为力，而这一被动的运动就显现为力的表

现。根据运动不灭定律，从这里自然而然地就得出结论：力和它

的表现是恰恰同样大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同一个运动。但

４２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①

② 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那章里利用过这篇札记（见本卷第４１９页）。引

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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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转移的运动或多或少在量上是可以规定的，因为它出现

在两个物体上，而这两个物体中间的一个，可以作为量度单位去

量度另一个物体的运动。运动的可量性使力这个范畴具有它的价

值，否则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运动愈是可以量度，力和

力的表现这些范畴在研究上就愈有用处。因此，这些范畴在力学

中特别有用，在那里，力还进一步地被分解，被看作复合的东西，

从而时常得到新的结果，可是，不要忘记，这不过是头脑中的运

算罢了。如果把力的平行四边形所表示的真正合力的类比应用到

真正简单的力上，那末这些简单的力并不因此就变为真正的合力。

在静力学中也是如此。其次，在其他运动形式转变为机械运动形

式（热、电、吸铁时的磁）时也是如此，在这里，原来的运动可

以用产生出来的机械效用来量度。但是就在这里，在各种不同的

运动形式同时被考察时，这一范畴或它的简语“力”的局限性已

经显露出来了。没有一个象样的物理学家再把电、磁、热简单地

称为力，正如他不再把它们称为物质或无重量之物一样。当我们

知道一定量的热运动转变为某种量的机械运动的时候，我们还一

点也不知道热的性质，虽然对这些转变的研究是探讨热的性质所

必需的。把热看作一种运动形式，这是物理学上最近的进步，而

且这样一来，力这一范畴在这里就被取消了：在某些情况下——

在转移的情况下——它们①能够显现为力，并因而可以量度了。例

如，热可以用受热的物体的膨胀程度来量度。如果在这里热没有

从一个物体转移到用来作为标尺的另一个物体，就是说，如果作

为标尺的物体的热没有发生变化，那就谈不到什么量度，谈不到

５２６物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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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数量变化了。人们简单地说：热使物体膨胀；然而如果说：热

具有使物体膨胀的力，这就不过是同义反复，至于说：热是使物

体膨胀的力，那就不确切了，因为（１）用别种方法也可以产生膨

胀，例如在气体中，（２）这样并没有把热完全表现出来。

一些化学家也谈到化学力，说它是产生和保持化合物的一种

力。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真实的转移，而只是不同物体的运动合在

一起，这样，“力”在这里就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但是这个“力”

还可以用产生的热来量度，然而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结果。“力”

在这里成了一个空洞的词句，就象在任何这样的地方一样，在这

些地方，人们不去研究没有研究过的运动形式，而虚构某种所谓

力来解释这些运动形式（例如，用浮力来说明木块在水上浮起，用

光的反射力来说明光的反射作用等等），于是有多少种不能说明的

现象，便有多少种力，而外部的现象恰好仅仅被翻译成一个空空

洞洞的词句４７２。（引力和斥力是比较可以原谅的：在这里，物理学

家们所不能说明的许多现象都总括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这个

名称暗示出一种内在的联系。）

最后，在有机界中，力这一范畴是完全不充分的，可是人们

不断地使用它。当然，人们可以根据肌肉的机械作用，把肌肉的

活动叫做肌肉的力，而且也可以把它量度出来；甚至还可以把其

他可量度的机能看做力，例如，各种不同的胃的消化能力，但是

这样立刻会产生荒谬的东西（例如，神经力），在这里无论如何只

能谈到意义十分有限的和比喻的力（通常的说法：恢复力量）。但

这种用语的不准确引起了生命力的说法。如果这是想说，机体中

的运动形式不同于机械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它扬弃

后几种运动形式而把它们包括在自身中，那末这种说法是不适当

６２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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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是因为力——它以运动的转移为前提——在这里显现为

某种从外部导入机体的东西，而不是机体所固有的、和机体分不

开的东西，因此，生命力就成了一切超自然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

缺点：（１）力通常是被当做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黑格尔

《自然哲学》第７９页）４７３。

（２）潜在的、静止的力——这要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来说明

（惯性、平衡），在那里还要研究力的激发问题。

        

力（见上述）。运动的转移当然只是在所有各种条件齐备的时

候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特别是在机

器中（蒸汽机，装有机钮、撞针、雷管和火药的枪支）。如果缺少

一个条件，那末在这个条件产生以前，转移是不会发生的。我们

可以这样去想象：力只有依靠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帮助才被激发起

来，力是潜在于某一物体即所谓力的承担者（火药，煤炭）之中。

但是实际上，不仅要具备这个物体，而且还要具备其他的一切条

件，才能引起这个特殊的转移。——

力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是因为我们自

己身上具有使运动转移的手段，这些手段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受我

们的意志支配而活动起来，特别是臂上的肌肉，我们可以用它来

使别的物体发生机械的位置移动，即运动，可以用它来举、持、掷、

击等等，并因此得到一定的效果。在这里，运动看起来是产生出

来的，而不是转移过来的，于是就引起这样一个观念：仿佛力真

的产生运动。肌肉力也不过是运动的转移，这只是现在才在生理

学上得到了证明。

        

７２６物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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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和运动的转移相对立的阻抗。

        

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拉甫罗夫所引证的关于已经死灭的

天体再生的一切假说（第１０９页）４７４，都把运动的损失包括在内。一

旦辐射出去了的热，即原始运动的无限大的部分，是永远丧失了

的。赫尔姆霍茨说迄今已丧失了４５３４５４。因此，运动终归是要耗

尽和停止的。只有指出了辐射到宇宙空间的热怎样变得可以重新

利用，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运动转化的学说以绝对的形式把

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这是不能用无用的拖延或回避的办法对

付过去的。但是同时也给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这是另

外一回事。运动转化和运动不灭刚刚在三十年前才被发现，而对

它的结论直到最近才有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关于似乎消失了的

热变成了什么的问题，可以说是直到１８６７年以后才明白地提出来

（克劳胥斯）４７５。它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不足为奇的；要用我们已

有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须经过很长的时间。但

是它会得到解决，这是确定无疑的，就象已经确定自然界中没有

什么奇迹，星云的原始的热并不是由什么奇迹从宇宙之外传送给

它一样。运动的数量是无限的，即不可穷尽的，这个一般的论断

对克服每一个别场合的困难同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也不能复

活已经死灭的宇宙，除非是在上面的假说中所规定的情况下，这

些情况总是和力的丧失相联系，因而不过是暂时的。在没有发现

辐射出去的热可以重新利用以前，这个循环是得不到的，而且是

不会得到的。

        

克劳胥斯——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世界是

８２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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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物质是可以创造的，所以，它是可以消灭

的，所以，力或运动也是可以创造的和可以消灭的，所以，“力的

守恒”的整个学说全是胡诌，所以，由这种胡诌中得出的一切结

论也全是胡诌。

        

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

乎是说：能消失了，如果不是在量上，那也是在质上消失了。熵

不可能用自然的方法消灭，但可以创造出来。宇宙钟必须上紧发

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

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

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

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因此，宇宙中存在的运动或能的

量不是永远一样的；因此，能必定是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创

造的，因而是可以消灭的。归谬法！

        

对汤姆生、克劳胥斯、劳施米特的结论：回转在于斥力自相

排斥并从而从媒质中返回到已死的天体上来。但是，在这里恰好

也证明：排斥是运动的真正主动的方面，吸引是被动的方面。

———

        

在气体的运动中，在蒸发过程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

子运动。因此，在这里就要造成转化。

        

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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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聚力——在气体中是负的——吸引转变成排斥；后者只有

在气体和以太（？）中才是真实的。

        

在绝对零度下任何气体都不可能存在，分子的一切运动都停

止了；只要有微不足道的压力，因而只要有它们自己的吸力，就

可以把它们压在一起。因此，永恒的气体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气体运动说证明ｍｖ
２
也适用于气体分子。因此，分子运动和

物体的运动有同样的定律。两者的差异在这里被取消了。

        

运动说必须证明：奋力向上的分子怎么同时还能对下有压力，

怎么（假定大气对宇宙空间的关系是或多或少固定不变的）能够

不管重力而离开地心，可是到一定的距离以后，虽然重力已按距

离的平方减少了，却又因重力而被迫静止下来或回转去。

        

气体运动说：

“在理想气体中，分子和分子间的距离很远，甚至可以把它们的相互作用

忽略过去。”（克劳胥斯，第６页）４７６

是什么东西填满这些空间呢？同样还是以太
４７７
。因此，在这里

就假定了一种不能分为分子细胞或原子细胞的物质。

        

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从ｈｏｒｒｏｒｖａｃｕｉ
４７８
直接过渡到绝对空虚

的宇宙空间；只是在这以后才出现了以太。

        

以太。如果以太确有阻抗，那末它对光也一定有阻抗，因而

０３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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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距离上光就不能透过了。但是，既然以太能传播光，是

光的媒质，这必然就包含着：它对光也有阻抗，否则光就不能使

以太发生振动。——这是梅特勒①所引起的和拉甫罗夫
４７９
所提到

的那些争论问题的解答。

        

光和暗肯定是自然界中最显明、最尖锐的对立，它从第四福

音书４８０起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止，对于宗教和哲学来说始终

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用语。

费克４８１，第９页：“物理学中早已严格地证明了的命题就是……被称为辐

射热的运动形式和我们称之为光②的那种运动形式，在一切本质的方面都是

等同的。”克拉克·麦克斯韦４８２，第１４页：“这些〈辐射热的〉射线具有光射

线的一切物理性质，并且能反射，等等…… 有一些热射线是和光射线等同

的，可是其他各种热射线对我们的眼睛不起作用。”

因此，存在着暗的光线，而尽人皆知的光和暗的对立，作为

绝对的对立，就从自然科学中消失了。顺便说说，最深的暗和最

明亮、最耀眼的光对我们的眼睛起同样的目眩的作用，所以对我

们来说也是等同的。——事实是这样：太阳射线按其波长而具有

不同的作用；波长最大的射线传送热，波长中等的传送光，波长

最小的传送化学作用（赛奇，第６３２页及以下各页），同时，这三

种作用的最大点彼此相当地接近，而外部射线群的内部最小点，就

其作用来说是和光线群相重合的４８３。什么是光，什么是非光，这取

决于眼睛的构造。夜间活动的动物显然甚至能看见一部分我们所

看不见的射线，但不是热射线，而是化学射线，因为它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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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的更适应于较短的波长。如果我们不承认三种射线，只承

认一种射线，它的作用虽然按波长而各不相同，但在狭小范围内

是一致的（在科学上我们只知道一种，其余的一切都是过早的结

论），那末，这个困难便消除了。

        

黑格尔从纯粹的思想构成光和色的理论，这样一来就堕入了

普通庸人经验的最粗鄙的经验中去了（虽然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因

为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弄清楚），例如，他举出画家的色彩混合来反

对牛顿（第３１４页下端）４８４。

        

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和黑格尔对比一下，［《自然哲

学》］第３４６—３４７页，那里完全一样①。——可是黑格尔已经把摩

擦电很明确地理解为电的应力，而同电流体说和电物质说相对立

（第３４７页）。

        

当库仑谈到“电的粒子和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地互相

排斥”时，汤姆生便泰然自若地把这当做已经得到证明的（第３５８

页）４８５。对待电是由“正负两种流体所组成，它们的粒子互相排

斥”（第３６６页）这个假说也是一样。在第３６０页上说，带电体中

的电仅仅是由于大气的压力而被保持着。法拉第把电放置在原子

（或分子，它们仍然常常被混淆在一起）的对立的两极中，于是第

一个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电不是流体，而是一种运动形式，是

“力”（第３７８页）。这根本钻不进老汤姆生的脑子：电花恰恰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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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物质的东西！

法拉第早在１８２２年就已经发现：瞬间的诱导电流——不论是

第一次的还是第二次的相反的电流—— “较多地具有来顿瓶放电

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而较少地具有电池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

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第３８５页）。

关于电花，有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它们今天已经被认定是特

殊情况或错觉了：阳性的物体所产生的电花是“一束毛刷状的或锥

体状的射线”，其尖端为放电点；相反地，阴性电花是一颗“星”（第

３９６页）。短的电花总是白色的，长的电花大都是红色的或浅紫色

的（法拉第关于电花的不坏的胡说，第４００页）①。用金属球从第一

导体中诱发的电花是白色的，用手诱发的电花是紫红色的，用水气

诱发的电花是红色的（第４０５页）。电花，即光，“并不是电所固有

的，而只是压缩空气结果。当电花穿过空气时，空气就剧烈地和突

然地
·
被
·
压
·
缩
·
了②”，这是金耐斯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实验所证明

的；根据这个实验，电花引起“管中空气的突然
·
稀
·
薄”②，并把水驱

入管内（第４０７页）。在德国，在三十年前，文特尔和其他人都认为，

电花或电光“和火②具
有同样的性质”，并且是由两种电的结合产

生的。汤姆生反对这种说法并认真地证明，两种电相遇的地方正是

光度最弱的地方，它距正极三分之二，距负极三分之一！（第４０９—

４１０页）显然，火在这里还完全被看作某种神秘的东西。

汤姆生还同样认真地引证戴赛尼的实验，根据这些实验，在气

压计上升而温度下降时，把玻璃、松香、蚕丝等等浸入水银中就发

生阴电，在气压计下降而温度上升时则发生阳电，在夏天的时候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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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得阳电，浸入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得阴电；在夏天的

时候，把黄金和其他各种金属加热得阳电，冷却得阴电，在冬天则相

反；当气压计上升而吹北风的时候，“电化颇强”：温度上升时得阳

电，温度下降时得阴电，如此等等（第４１６页）。

热的情况怎样呢：“要产生热电效应，并不需要使用热。凡是可以变

更电池中某一部分的温度的东西①……都能引起磁针偏转的变

化”。例如，用冰或蒸发醚使一种金属冷却下来！（第４１９页）

电化学的理论（第４３８页）被认为“至少是很巧妙和似乎有

些道理的”。

法布隆尼和沃拉斯顿在很早以前，而法拉第在最近都断言：伏

特电是化学过程的简单的结果，法拉第甚至已经正确地解

释了液体中所发生的原子易位，并且确定了用电解物的量

来计算电量。

靠法拉第的帮助，汤姆生得出了这样一个定律：

“每个原子都必定自然而然地被同样的电量所包围，所以在这方面热和

电是彼此相似的①
！”［第４５４页］

        

静电和动电。静电或摩擦电，是使自然界中以电的形式存在

着、然而是处于平衡状态、处于中性状态的现成的电转入应力状

态。因此，这种应力的消灭——如果电能够被传导，而且只有在

电能够被传导的时候，——也是以重新恢复中性状态的电花形式

在一刹那间发生的。

相反地，动电或伏特电是从化学运动转变为电而发生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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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锌、铜等等的溶解产生这种电。在这里，应

力不是急性的，而是慢性的。在每一瞬间，都有新的阳电和阴电

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产生出来，而不是已经存在的阴阳电分裂为

阳电和阴电。全部过程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因此，它的结果——

电——也就不是瞬息间的带电和放电，而是恒值电流，这电流又

能在两极重新转变为它所由产生的化学运动，这就是所谓的电解。

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化学从合产生电的时候（在这里，电代替

了热而被放出，而且所放出的电和其他情况下所放出的热一样多，

加思里，第２１０页）４８６，我们都能够探索到液体中的电流（邻接的

分子中的原子交换——这就是电流）。

这种电在性质上是电流，所以不能直接转变为静电。但是可

以用诱导的方法使现有的真正的中性电失去中性。就其性质来说，

被诱导的电应跟随进行诱导的电，因而也是流动的。但是，在这

里显然有可能把电流蓄积起来，并且把它转化为静电，或者更正

确地说，转化为把电流的性质和应力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的

形式。这一点是在龙考夫线圈里实现的。它产生出一种具有这些

性质的诱导电。

        

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根据现代的理论，用同名

电流的吸引说明同名磁极的排斥（加思里，第２６４页）。

        

电化学。维德曼在说明电花对化学分解和重新化合的影响时

宣称：这宁可说是化学上的事情４８７。在同一情况下，化学家也宣称：

这倒不如说是物理学上的事情。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

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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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大的成果。

        

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按照情况分化

为热、电等等的分子运动。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

果。在一定的阶段上，这一切都转变为永恒的分子变化，即化学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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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关于实在的化学上一致的物质的观念——不管它多么古老

——是和直到拉瓦锡时还广泛流传的幼稚见解完全一致的，这种

幼稚见解认为：两个物体的化学亲和力，是基于它们每个都含有

一个共同的第三物体（柯普《发展》第１０５页）４８８。

        

旧有的、方便的、适合于过去流行的实践的方法，怎样移到

其他领域中并且在那里变成障碍：在化学中，有化合物成分的百

分率计算法，它是掩盖化合物的定比和倍比定律的最好不过的方

法，它也确实相当长时期地掩盖了这个定律。

        

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

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相应地，物理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分子论

开始的（是从运动形式互相转化的发现开始的，这在形式上虽然不

同，但在本质上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新的原子论和所

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撇开蠢才不说）物质只是

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

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

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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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到质的转化：最简单的例子是氧和臭氧，在这里２∶３引起

了二者甚至在气味方面的一些完全相异的属性。化学也只用分子

中原子数目的不同去说明其他的同素异性体。

        

名称的意义。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

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

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

的系列，那末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表

明这个系列的名称（烷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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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学］

        

反应。机械的、物理的反应（换言之，热等等），随着每次反

应的发生而耗尽了。化学的反应改变了发生反应的物体的组成，并

且只有在给后者增添新量的时候，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

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当然是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睡眠），而

且是在有营养补给的前提下，但是这种营养补给只有在同化之后

才发生作用，而不象在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

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注：黑格尔

《全书》第１部第１５２—１５３页）４８９、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

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

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

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什么人

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摈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

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

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

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

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

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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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ａｅｑｕｉｖｏｃａ〔自然发生〕。至今所有的研究如下：在含

有分解着的有机物并暴露在空气中的液体当中，产生了低等的有

机体，即原生生物、菌类、纤毛虫。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

是由于自然发生而来的吗？还是由于从空气中带来的胚胎而产生

的呢？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局限于

原生质发生的问题了４９０。

关于新的活的机体可以由其他机体的分解而产生出来这一假

定，实质上属于承认物种不变的时代。当时人们不得不假定，一

切机体，甚至最复杂的机体，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原初发生

而产生的；如果他们不愿求助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行动，他们就很

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要是有一种从有机界发生出来的形成物

质，这种过程就比较容易说明了；要使哺乳动物由化学方法直接

从无机物质产生出来，已经没有人再这样想了。

但是，这样的假定是和科学的现状直接冲突的。根据对死的

机体的分解过程的分析，化学证明了：这个过程必然一步一步地

产生更加无生气、更加接近于无机界的产物，这些产物愈来愈不

适于在有机界中加以利用了；只有这些分解出来的产物及时地被

摄取到适于利用它们的、既存的机体中，这个过程才可能被导向

另一个方向，这种利用才可能实现。最先分解的恰恰是细胞形成

的最重要的体现者，即蛋白质，而且这种东西直到现在还不能用

人工重新合成。

不仅如此，我们这里所研究的、从含有有机物的液体中原初

发生的机体，是一种虽然比较低等的、但本质上已经分化了的机

体，它们中间如细菌、酵母等等，具有一个由各种阶段所组成的

生命过程，而且部分地（如纤毛虫类）还具有相当发达的器官。它

０４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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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至少都是单细胞生物。但是，在我们知道无构造的原虫以后，如

果还想说明哪怕一个细胞是直接从无生命的物质产生出来而不是

从无结构的活的蛋白质产生出来，如果还相信能够用少许臭水强

迫自然界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它费了多少万年才做出的事情，那真

是愚蠢。

巴斯德在这方面的实验４９１是毫无结果的：对那些相信自然发

生的可能性的人来说，他决不能单用这些实验来证明它的不可能

性；但是这些实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实验把这些机体、它们

的生命、它们的胚种等等都弄得相当清楚了。

        

摩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１卷

（奥格斯堡《总汇报》，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６、７、８日增刊）４９２

  李比希在他晚年（１８６８年）对瓦格纳表示：

“我们只可以假定：生命正象物质本身那样古老，那样永恒，而关于生命

起源的一切争端，在我看来已由这个简单的假定给解决了。事实上，为什么

不应当设想有机生命正象碳和它的化合物①〈！〉一样，或者正象不可创造和

不可消灭的所有物质一样，象永远和宇宙空间的物质的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力

一样，是原来就有的呢？”

此外，李比希还说（瓦格纳确信，是在１８６８年１１月）：

他也认为，我们行星上的有机生命可能由宇宙空间“输入”的这种假说

是“可以接受的”。

１４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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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姆霍茨（为汤姆生《理论物理学手册》德文版第２部所

写的序言）：

“如果我们用无生命的物质制造有机体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①，那末依

我看来，一个完全正确的办法就是问一问：生命究竟发生过没有，它是否和

物质一样古老，它的胚种是否从一个天体移植到另一个天体，并且在有良好

土壤的一切地方都发展起来了？”４９３

瓦格纳：

“物质是不灭的和永恒的……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把它化为乌有，这个

事实足以使化学家认为物质也是‘不能创造的’…… 但是，根据现在流行

的观点〈？〉，生命仅仅被看作组成最低等有机体的某些简单元素所固有的

‘属性’，这种属性自然应当和这些基本物质及其化合物〈！！〉本身一样地古

老，就是说，一样地是本来就有的。在这个意义下，也可以象李比希（《化

学书简》第４版）那样，说生命力正好是‘一个在物理力中并且借物理力起

作用的造形原理’４９４，所以不是作用于物质之外的。但是，这个生命力，作为

一种‘物质属性’……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表现出来，这些条件从太初

以来就存在于无限宇宙空间中的无数地点，但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常常必须

改变自己的位置。”因此，在以前的液体的地球上或现在的太阳上，都不可能

有生命，但是这些炽热的天体复有一层非常广延的大气，根据最新的见解，这

种大气是由极稀薄地充满宇宙空间并且被各个天体吸引着的物质所组成。发

展出太阳系并延伸到海王星轨道以外的旋动星云，包含着“大气中一切蒸汽

状态的水分〈！〉，这大气直到不可测度的高度都为碳酸气〈！〉所饱和，因此

也就包含着使最低等的有机胚种存在〈？〉的基本物质”；在这旋动星云中，

“在各不相同的区域中有各不相同的温度，所以完全有理由假定：有机生命所

必需的各种条件，总可以在其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因此，我们可以把天体的

和旋动的宇宙星云的大气看作有生形式的永久储藏所，看作有机胚种的永恒

栽培地”。——在赤道附近的科迪勒拉山脉那里，在高到１６０００英尺的大气

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最小的有生命的原生生物和它们的不可见的胚种。贝提

２４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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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们“几乎到处都存在”。只是在炽热把它们烧死的地方，它们才不存在。

“因此，在总会找到适当条件的一切天体的大气中”，它们（弧菌等等）的存

在是可以想象的。

“根据柯恩的说法，细菌……极其微小，在一立方毫米中能容下６３３００万

个，而６３６０亿个总共不过１克重。球菌甚至还要小些”，而且也许还不是最

小的。但是它们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弧菌……有时是球形，有时是卵形，

有时是杆形或螺旋形〈因此，它们的形式已经具有重大的价值了〉。从这些或

类似的、极其简单的〈！！〉、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中性的原始生物中……在

天体的物理条件发生变化以及产生出来的个体变异在空间上被隔离的情况

下，在个体的变异性和新获得特性遗传给后代的能力的基础上，经过一段很

长的时间，可以而且必定发展出动植物界中多种多样的有高级组织的代

表，——这是一个颇有道理的假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它提出过有力的

反驳。”①

值得指明的是，李比希在和化学接近的科学即生物学方面是

怎样的一个一知半解的人。

他在１８６１年才第一次读达尔文，至于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地

质学的重要著作则读得更晚得多。他“从没有读过”拉马克。“同样，在１８５９

年以前已经出版的列·冯·布赫、道比尼、明斯特、克里卜施坦、贺业尔和

昆施特的关于头足类化石的很重要的古生物学的专门研究，他也始终完全不

知道，而这些专门研究曾经以多么耀眼的光芒照射在各种造物发生的联系

上。上述的一切科学家……由于事实的压力，差不多都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走

向拉马克的种源说”，而且这确实是在达尔文的著作②问世以前的事。“因此，

在那些较为深入地致力于有机体化石的比较研究的科学家的观点中，进化论

早已不声不响地奠定了根基。列·冯·布赫于１８３２年就在他的著作《关于菊

石及其分科》中，以及于１８４８年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文中，“都把关于有

机形态的典型近亲关系的拉马克观念，作为有机形态的共同种源的标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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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确定地输入到化石科学〈！〉中来”；他在１８４８年根据他的菊石研究提出了

这样一个论断：“旧形态的消失和新形态的出现，并不是有机生物全部灭亡的

结果，新种从较旧的形态中的形成，极可能是仅仅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造成

的①”。

———

评注。上述关于“永恒生命”和生命胚种自外面输入的假说，

是以下列两点为前提的：

（１）蛋白质的永恒性。

（２）一切有机物都能由之发展出来的原始形态的永恒性。两

者都是不能允许的。

第一条的附言——李比希认为碳化物和碳本身一样地永恒；

这个主张，如果不是错误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ａ）碳是简单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末它本身便不是永恒的。

（ｂ）说碳化物是永恒的，这是指它们在同样的混合、温度、压

力、电压等等条件下会不断地再产生出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

有任何人主张：即使象ＣＯ２或ＣＨ４这些最简单的碳化物是永恒

的，就是说，它们在任何时候而且或多或少地在任何地方都存在

着，而不是不断地从形成它们的元素中重新产生出来，并且不断

地重新分解成这些元素。如果说，活的蛋白质如同其余的碳化物

那样地永恒，那末，它不但必须不断地分解为它的各个元素（这

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必须不断地从这些元素中重新并且无需

原有蛋白质的帮助而产生出来，——而这和李比希所得到的结果

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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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蛋白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稳定的碳化物。只要它一失去

执行它所特有的机能（这些机能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能力，它就

立即分解；而由于它的本性所致，这种能力的丧失迟早会要到来。

然而正是这种化合物被认为是永恒的，在宇宙空间能够经受住温

度、压力、缺乏养分和空气等等的一切变化，虽然它最高的温度

界限是这样低——在摄氏一百度以下！蛋白质的存在条件比其他

已知的一切碳化物的存在条件都更加无比地复杂，因为这里不仅

增加了物理机能和化学机能，而且还增加了营养机能和呼吸机能，

这两种机能要求有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被限制得很狭窄的媒介

物，——难道应该假定这个媒介物在一切可能的变化下永恒地保

持住吗？李比希“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宁愿从两个假

说中选择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某些东西可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

却是很复杂的。——以为亘古以来活的蛋白体都有一个产生一个

的无数连续的系列，而且在任何环境下总有应有的那么多，这个

假定是所能有的最复杂的一个假定。——天体的大气，特别是星

云的大气，在开始时也都是炽热的，因而没有蛋白体存在的余地。

于是，最后不得不把宇宙空间作为生命的一个大储藏所，在这个

储藏所中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养料，而这里的温度也肯定没有任

何蛋白质能够在其中发生作用或存在！

第二条的附言——这里所谈的弧菌、球菌等等，是已经相当

分化了的生物——分泌出膜但没有核的蛋白质小块。然而有发展

能力的许多蛋白体都是首先形成核，然后才变成细胞。再往前发

展才有细胞膜（Ａｍｏｅｂａｓｐｈｅ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球体变形虫〕）。因此，我

们在这里所考察的机体，根据以往的全部类比，是属于不能传种

接代而走向死路的一种，不可能列为较高等的机体的始祖。

５４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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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姆霍茨就人工制造生命的企图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一事

实所说的话，是极端幼稚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

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

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

质的分解①。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末它们

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进行新陈代谢，虽然可能是很微弱的和短

暂的。但是这种物体肯定最多也不过具有最低等原虫的形态，或

者还更低得多的形态，但决不会是有机体的形态，因为有机体是

经过多少万年的进化才分化出来的，外膜已和内部区别开来并且

具有遗传下来的一定的结构。但是，如果我们对蛋白质化学成分

的了解还是象现在这样，因而或许再过一百年也还不敢设想用人

工制造蛋白质，那末，抱怨我们的一切努力等等都“已经失败”，

这就未免可笑了！

反对上述新陈代谢是蛋白体特有活动的主张的，可以提出特

劳白的“人造细胞”４９５的生长。但是，这不过是由于渗透作用而把

某种液体未加变化地吸收进来而已，至于新陈代谢则在于改变了

所吸收的物质的化学成分，使它们为机体所同化，而其残余则和

机体本身因生命过程而产生的分解物一起排泄出去了②。特劳白

的“细胞”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渗透和生长也是无机界中

６４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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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注意：正如我们不得不讲到无脊椎的脊椎动物那样，在这里也必须把无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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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中，“在自身中”包含着整个无限多的比较高等的有机体的胚种。

在无机体内也可以发生这种新陈代谢，而且逐渐地到处都在发生，因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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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碳素参与就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

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必然具备了从氧、二氧化碳、阿姆

尼亚以及溶解在周围的水里的一些盐类中吸取养料的能力。有机

的营养料当时还没有，而它们又不可能互相吞食。这就证明，今

天的原虫，甚至那些无核的原虫，比起它们来要高出多少，这些

原虫靠吞食硅藻等为生，因而以很多分化了的有机体为前提。

        

自然辩证法——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引据〕。

《自然界》第２９４期及以下各期。奥尔曼论纤毛虫类４９６。单细

胞性，重要。

克罗尔论冰期和地质年代４９７。

《自然界》第３２６期，丁铎尔论发生４９８。特有的腐烂和发酵实

验。

        

原生生物。（１）无细胞的原生生物，是从那以某种形式伸出

和缩回伪足的简单蛋白质小块开始——从原虫开始。今天的原虫

和原始的原虫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们大部分是依靠有机物

来生活，吞食硅藻和纤毛虫（即比它们自身要高级并且产生得比

较晚的生物体），而且如海克尔的图表 ４９９
［所表明的］，它们有自

己的发展史，并且还经过无细胞的鞭毛虫的形态。——在这里已

经可以看到一切蛋白体所固有的成形本能。这种成形本能在无细

胞的有孔虫类那里更进了一步，它们分泌出极其精巧的外壳（预

示了群体？珊瑚等等），而且预示了高等的软体动物的形态，正如

管藻类（Ｓｉｐｈｏｎｅａｅ）预示了高等植物的干、枝、根和叶的形态一

样，但它们仅仅是简单的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所以，应该把原变

７４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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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虫和变形虫区分开来①。

（２）一方面，在 Ａｃｔｉｎｏｐｈｒｙｓ ｓｏｌ 〔辐射虫〕那里已有了

外膜层（ｅｃｔｏｓａｒｃ〔外质〕）和细胞髓层（ｅｎｄｏｓａｒｃ〔内质〕）的区

别（尼科尔森５００，第４９页）。外膜层伸出很多伪足（在 Ｐｒｏｔｏｍｙｘａ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ａ 那里，这一阶段已经是过渡阶段，见海克尔，图表

）。在这条发展道路上，蛋白质似乎没有走得很远。

（３）另一方面，在蛋白质中又分化出核和仁——裸变形虫。此

后，形体的形成就迅速起来了。机体中年轻细胞的发展情况也是

相类似的，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冯特（开头几节）５０１。在球体变形

虫那里，就象［在］Ｐｒｏｔｏｍｙｘａ那里一样，细胞外膜的形成只是过

渡的阶段，但是，甚至在这里也已经有了伸缩泡的循环作用的开

端。往往我们时而发见一个胶结在一起的沙壳（Ｄｉｆｆｌｕｇｉａ〔衣沙

虫〕，尼科尔森，第４７页），例如在蠕形动物和昆虫的幼虫那里，

时而发见一个真正分泌出来的外壳，最后是，

（４）有永久细胞膜的细胞。按照海克尔的说法（第３８２页），

根据细胞膜的坚硬程度或是从中产生了植物，或是在外膜较软时

从中产生了动物（？肯定不能这样一般地去理解）。和细胞膜同时

出现的，还有确定的并且同时是可塑性的形态。在这里又有单纯

的细胞膜和分泌出来的外壳的区别。但是（和第三点不同）随着

这种细胞膜和这种外壳的形成，伪足的伸出便停止了。以前的各

种形态（鞭毛类）的重现和形态的多样性。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ｕｌｅａｅ〔有孔

目的一种〕（海克尔，第３８５页）把它的伪足伸到外边，在这个网

膜中爬行，改变了在某种限度内所保存的通常的纺锤形的形态，形

８４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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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过渡阶段。簇虫类预示了高等寄生生物的生活方式：有

一些已不再是单个的细胞而是一连串的细胞了（海克尔，第４５１

页），但是只包括两三个细胞——一种不健全的萌芽。只要纤毛虫

类真正是单细胞，那末单细胞机体最高级的发展便是纤毛虫类。在

这里有重大的分化（见尼科尔森）。再就是群体和植虫５０２（Ｅｐｉｓ－

ｔｙｌｉｓ）。同样，在单细胞植物那里也有高级的形态发展（Ｄｅｓｍｉｄｉａ

－ｃｅａｅ〔鼓藻类〕，海克尔，第４１０页）①。

（５）进一步的发展是几个细胞结合成一个生物体，而不再结

合成一个群体。首先是海克尔的变形类，即Ｍａ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ｐｌａｎｕｌａ

（海克尔，第３８４页），在这里细胞的结合不过是一个发展阶段。但

是，在这里也早就不再有伪足了（这是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海克

尔没有确切地说出来）。另一方面，根足虫——也是未分化的细胞

块——却保持了伪足，并且最高度地发展了外壳的几何学上的规

则性，这种规则性甚至在真正无细胞的根足类中间也起着作用。蛋

白质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结晶形态来包住自己。

（６）Ｍａｇ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ｐｌａｎｕｌａ形成了向真正的Ｐｌａｎｕｌａ〔毛胚〕和

Ｇａｓｔｒｕｌａ〔原肠胚〕等等的过渡。详见海克尔（第４５２页及以下各

页）５０３。

        

深水虫５０４。它体内的石质证明：蛋白质的原初形态还没

有发生任何的形态分化，却已经在自身中包含了形成骨胳的胚

体和能力。

        

９４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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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完全相对的东西。合体，绦虫群体

——另一方面，细胞和体节，在某种意义下是个体（《人类学》和

《形态学》）５０５。

        

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

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

（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

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

        

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细胞形态（在Ｇａｓ

ｔｒｕｌａ〔原肠胚〕中已经有两种主要的细胞形态）——一定阶段上的体节形

成：环节动物，节足动物，脊椎动物。——在两栖类动物的幼虫中，海鞘幼

虫的原始形态重现了，——有袋类动物的各种形态在胎盘类动物中重新

显现出来（甚至只说现在还活着的有袋类）。

        

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是应该承认加速度同离开起点

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定律的。参看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和

《人类学》，在这里可以看到与各种地质年代相适应的各种有机形

态。形态愈高，进化就愈快。

        

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

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①

        

０５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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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斗争。首先必须把它严格限制在由于植物和动物的过度

繁殖所引起的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植物和低等动

物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发生的。但是必须把这点同下述情况严格分

开：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

种会代替它们，例如，动物和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

候、土壤等等条件会引起这些变异。如果在那里适应下来的个体继

续生存下去，并且由于不断增长的适应而形成新种，而其他较稳定

的个体却死亡和最后绝灭，而且不完善的、处于中间阶段的个体也

同它们一起绝灭，那末，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这情形也能发生

而且已经发生了；就算马尔萨斯主义在这里出现，它也丝毫不能改

变过程，最多不过使过程缩短而已。——在某一地区的地理的、气

候的和其他的条件的逐渐变化（例如，中亚细亚的逐渐干燥）的情

况下，也是一样。究竟动物或植物在那里是否相互压迫，这是无关

紧要的：由这些变化决定的机体的进化过程在照样发生。——关于

雌雄选择也是一样，在那里马尔萨斯主义也是毫不相干的。

因此，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用不着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

也能决定全部进化过程。

达尔文的错误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５０６中把

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１）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

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２）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

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

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

总是退化）。

１５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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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

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ｌｉｆｅ〔为生活的斗争〕
５０７
。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

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

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姆尼亚和碳酸气。在

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

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

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

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

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

榜片面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

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

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５０８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

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

正确，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学说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

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而断定

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

真了。

但是为了分析论据，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公式。动

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

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

２５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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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

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

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

——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所生产出来

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因为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被

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绝起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

但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

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来求得平衡的恢复；因此，所谓生存斗争

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

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

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

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

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

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ａ〔脊椎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整个身体都聚集在

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在其他

一切动物那里，神经系统是次要的东西，在这里则是整个机体的

基础；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

延伸），便占有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组成整个身体。

        

当黑格尔凭借交尾（繁殖）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５０９，在

这里已经有了进化论的萌芽，这种理论认为，有机生命一旦产生，

３５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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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必然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而发展到思维着的生物这一个属。

        

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因而有机体也就形成

了向意识的过渡，即从必然向自由、向概念的过渡（见《逻辑

学》第２册末尾）５１０。

        

自然界中的萌芽：昆虫国家（普通的昆虫国家超不出纯粹的

自然关系），这里甚至是社会的萌芽。能用器官－工具生产的动物

（蜂等等，海狸）也是如此，但是，这还只是次要的事情，并且不

对整个状况起作用。——在这以前就有：珊瑚群体和水螅群体，在

这里个体至多不过是过渡阶段，而肉体的共同体才大半是完全发

展了的阶段。见尼科尔森５１１。——纤毛虫，一个单细胞所能达到的

最高级的和部分地非常分化了的形态，也是如此。

        

功。——这个范畴被热之唯动说从经济学搬到了物理学中（因

为在生理学上它还远没有科学地确定下来），可是这样一来它的定

义便完全不同了，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经济学上的功可

用公斤米来表示的，只不过是很有限的、次要的一部分（举起重

物等等）。尽管如此，却有一种倾向，想把功的热力学概念搬回这

个范畴由之借用来的那些科学中，然而它的定义和原来完全不同

了。例如，费克和维斯里辛努斯在浮尔峰５１２所作的实验，就毫无保

留地、粗鲁地把它同生理学的功等同起来，在这个实验中，把一

个比方说６０公斤重的人体举到比方说２０００米高，于是１２００００公斤

米就应当表示所作的生理学的功。但是，在所作的生理学的功中，

如何实现这个举起是有巨大差别的：是把这个重物直接举起，还

４５６ 自然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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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攀登直立的梯子，是走４５度倾斜的道路或梯子（在军事上是很

难行进的地形），还是走坡度为１１８个直角的道路，即走大约３６公

里长的路途（然而如果在这一切情况下都用同一的时间，那末后

者就成问题了）。但是不管怎样，在一切实际的情况下，和上升相

联系的还有向前的运动，并且在按直线计算时向前的运动也相当

大，而这个向前的运动作为生理学的功是不能认为等于零的。有些

人看来甚至不反对把热力学范畴的功也搬回经济学中去——就象

某些达尔文主义者对生存斗争那样，但是结果无非是一场胡闹而

已。让他们把随便某种熟练劳动转换成公斤米，并试试以此规定工

资吧！从生理学观点看来，人体包含着各个器官，从一个方面来看，

这些器官的整体可以当做一架获得热并把热转化为运动的热动

机。但是，即使我们假设身体其余器官的条件都不变，能否用公斤

米把所作的生理学的功，即使是举重的功，一下子完全表现出来，

这还是问题，因为身体中同时作了不显现在外部结果中的内部的

功。身体毕竟不是一部只受到摩擦和损坏的蒸汽机。只是在身体本

身不断地起化学变化时，才能有生理学的功，而且它也取决于呼

吸过程和心脏活动。随着肌肉的每一次收缩和松弛，在神经和肌肉

中都发生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和蒸汽机中的煤的变化是不能等量

齐观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作的两个生理学的

功加以比较，但是不能按照蒸汽机等等的功来量度人的肉体的功；

它们的外部结果无疑可以比较，但是，没有重大的保留是不能比

较过程本身的。

（这一切还要大加修订。）

５５６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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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束］

自 然 辩 证 法

  １．运动的基本形式。

２．运动的两种量度。

６５６

① 在手稿中，标题划掉了，因为恩格斯已经决定把本文移到第三束中。——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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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电和磁。

４．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

５．旧的导言。

６．潮汐摩擦。

［第 四 束］

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

７５６各束手稿的名称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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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５１４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编①

第 三 章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

反映。

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

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

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

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

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同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

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

１６６

① 在每一段前面的《反杜林论》编次、章次、本卷页码以及方括弧里的标题，都

是编者加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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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

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

第十章，第１０５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

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

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

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玄想，这种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

迄今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

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

“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想家，而他所以

能够掩饰他是玄想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

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作

出任何结论，只能加进任意的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

此。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

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

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第三章，第３９—４１页

［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体系学①
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

２６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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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

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

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

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

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

［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

  从事计算的悟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

滑稽的混合。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它们

是建立在物质直观（尽管是抽象的）的基础上的；而纯逻辑演算

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

——而且其中许多还是错误的！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得鲁斯的演

说，《自然界》，５１５１８７６年９月７日。

模式＝死板公式。

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

［现实和抽象］

  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

教总教长５１６也会承认，因为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无谬说和宗教；杜

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同

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论出毕达

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研究这些前提才能

３６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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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

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

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

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

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６５页及以下各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现在没有

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

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的分子振动，电压，磁极化，

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一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维，——每

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

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

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是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

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

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七章，第７６—７８页

［自然选择］

  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

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

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

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杜林

４６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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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

第 七 章

［关于达尔文］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

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

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

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

林，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章，第７７—７８页；第八章，第８６—８７页

  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１１５页５１７。

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的力或者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因

此不是适应。如果“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那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

的途径”，那末它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

每种植物那里，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

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等等”毕竟是不同的——

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

日光。这种日光象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并且正是使这些力

和因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

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

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采用了适应这一

个术语。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末意识和适应在哪儿

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原虫、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

５６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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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

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

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

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

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①

第七章，第７７页及以下各页

［适应和遗传］

  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

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１２２

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

成的妙论５１８）。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

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

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

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

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

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

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

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

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８７—９１页

  杜林，第１４１页。

６６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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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近二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

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

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

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

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

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

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１０２页；硫酸的制造５１９）；在内渗和

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

劳白的人造细胞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

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

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

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

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

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

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

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

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

也无能为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

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５２０）。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

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

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

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

７６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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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

上（原虫）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

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

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

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

林在第１４１页上还谈到整个的中间世界，因为没有管道循环系统，

没有“胚胎形态”，就不能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

第十章，第１０６—１１３页

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

  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

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

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

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

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

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

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

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

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

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

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

  杜林主义

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

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

８６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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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

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

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

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

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

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

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

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

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

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

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

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

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

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

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

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

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

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

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

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

加发挥。

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

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

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

消极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积极的内

９６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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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１７８９—１７９６

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以后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但

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

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

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

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①

这就已经使得它们不能成为永恒的正义和真理。在共产主义制

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

会认识到：侈谈平等和权利，如同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

是可笑的；对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对新的暂行法

的对立，都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人丝毫不差地给他

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资嘲笑。甚至杜林

也会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那末，平等和正义，除了在历史回忆

的废物库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儿还有呢？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今

天对于鼓动是很有用的，所以它们绝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平等的内容须待阐明。——限于权利等等。）

此外，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

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

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

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

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随着合理的平等的建立，抽象平等

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到的智力上和道德

０７６ 《反杜林论》材料

① 在页边上写着：“平等的观念产生于商品生产中一般的人的劳动的平等。《资

本论》第３６页。”５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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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平等化。但是，永恒的道德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

能的。关于平等，甚至杜林也没有想起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地，

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

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

（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末

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

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

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

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

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

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末，这正是因

为他们被想象为十九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

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

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第九章，第１０１—１０４页；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

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

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

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

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

（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

１７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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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这也同样适用于

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如果合适的话，这一点应当在

《哲学》编中加以论述，《暴力论》仍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中）。

第十一章，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并参看第三编第五章，第３４１—３４３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

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

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

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

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

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

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

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①。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

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第十二章，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并参看《引论》，第２４—２７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

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

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

２７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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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矛盾。

第 十 三 章

［否定的否定］

  所有印度日耳曼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

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

制、封建所有制等等其他形式所代替。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

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

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

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

体对立的形式，后来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

通过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

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

不言而喻，这些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正如上述关于—α×—

α等等的例子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有自己的反

映，并且在那里得到再现；而且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

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真正

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

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

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

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这种没有结果

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

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

３７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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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放肆地

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古希腊人虽然作出

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不知道光谱分析、化学、微分、蒸汽机、公

路、电报和铁路。对这些下等人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多谈的。一切都

是坏的——只要这类否定论者是悲观主义者的话——，但至高无

上的、完美无缺的我们自己除外，这样，我们的悲观主义又转变

成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这样，我们自己造成了否定的否定！

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

——建立更高阶段上的平等，也是否定的否定。

唯心主义——唯心的观点等等，是杜林经常宣扬的。当我们从

现存的关系中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时，当我们理解和研究在历史

过程中起作用的消极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时——甚至最庸俗的进步

党人，甚至唯心主义者拉斯克尔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这样做——，

杜林就把这称之为“唯心主义”，并且因而就自认为有权利去设计

未来的规划，其中甚至把学校计划都纳入在内，这是个幻想的规

划，因为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他忽略了：他这样做也进行了否定

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１４９—１５１页

否定的否定和矛盾

黑格尔说，正数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５２２。

“微分可以当作真正的零①来看待和对待，但是这些零相互处于由当前

的问题的情况所决定的关系之中。”波绪说，这在数学上不是荒谬。５２３

４７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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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
可以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值，如果它是由分子和分母同时消

失而得出来的话。００＝ＡＢ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
０
０
＝
Ａ
Ｂ
是随

着Ａ和Ｂ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第９５页的例子）。那末，零可以和

零相比，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具有值，而且甚至于可以具有不

同的、能够用数字表示出来的值，这不是“矛盾”吗？１２＝１２；

１—１２—２＝１２；００＝１２５２４。

杜林本人说，那种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通称为积分——

是数学中最高的运算等等。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有两个、

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即一些在变化时彼此间呈现一定的关系的

数。例如，就算是两个，即 和ｙ，并且要去解一个用普通的数学

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ｘ和ｙ有函数关系。我把ｘ和ｙ加

以微分，就是说，我把ｘ和ｙ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

无论怎样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ｘ和ｙ除了它们那

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
ｄｘ
ｄｙ

＝
０
０
，但是

０
０
是
ｘ
ｙ
的关系的表现。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

它们消失的确定的时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

能妨碍我们。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定了ｘ和ｙ，但是

我不是在毫不考虑它们的情况下否定它们，而是以适合问题的方

式否定它们。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ｘ和ｙ，而

是ｘ和ｙ的否定，即ｄｘ和ｄｙ。我象通常那样运算这些公式，把ｄｘ

和ｄｙ就当作它们好象是实数一样，而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

就是说，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以实数ｘ和ｙ代替ｄｘ和ｄｙ，这样一

来，我并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

代数学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５７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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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编

第 二 章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

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

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

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

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

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

（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

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

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较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

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

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

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者的小土地经济代替了大规模的

种植园。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

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

用说奴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

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

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

第 三 章

杜林的应该加以斥责的历史，是由暴力统治的。现实的、向前

发展的［历史运动，是］由保存着的物质成就［统治的］。

６７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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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暴力，即陆军，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就是说，立即

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３８０—３４０

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

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

了拿破仑。

第 三 章

［党和军事训练］

  在研究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器的声明时，应该强

调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

降临到它的面前；但不是反对目前的军事官僚国家，这在政治上

或许就象巴贝夫企图从督政府立即跳到共产主义那样，是荒谬的，

甚至还更加荒谬，因为督政府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

府５２５。而是反对接替目前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

本身所制定的法律，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来反对资产阶

级国家。因此，普遍义务兵役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为了学会斗

争，它应该为一切人所利用，但特别是应该为这样一些人所利用，

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当一年自愿兵的时间内学会作

为一名军官所必需的军事训练。

第 四 章

关于“暴力”

  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并且是在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

７７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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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向共同社会过渡时，但是即使在这时它也只是作为反对外来

的反动敌人的自卫——这一点已被承认。而马克思所论述的十六

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变革，也有其革命的方面：它是封建的土地占有

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

件。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８月４日仅仅认

可了农民的暴力行动，并且以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作为补充５２６。

日耳曼人进行暴力征服，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农村居支配地位

而不是（象在古代那样）城市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总是伴随着——

正由于后面这个原因——奴隶制向痛苦少些的农奴制或依附农制

的转变（在古代，伴随大庄园制的是耕地向牧场的转变）。

第 四 章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人迁徙到欧洲时，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原始居民，

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

那里，后面这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而在斯拉夫人、日

耳曼人、甚至克尔特人（ｒｕｎｄａｌｅ〔朗得尔〕①）那里，这种情形现

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或者间接的（爱尔兰）依

附农制的形式出现。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暴力遂

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居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

权。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单个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

员之间的这种区分，直到十六世纪，纯粹是自发地进行的，在大

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

８７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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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当时还谈不上暴力，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十八和十

九世纪的英国，在德国主要是十九世纪）才使用起来。爱尔兰是特

殊情况。在印度和俄国，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

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并且成为它们的基础。俄国是生产关

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直到十七世纪末，俄国农民还没

有受到什么压迫，享有迁徙自由，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

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

贸易开始发展，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这样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

榨，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随着输出的增长而增长，直到叶卡特

林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并且制订了法律。而这种法律允

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愈来愈厉害。

第 四 章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末，什么是暴

力的原因呢？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暴力可以改变

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

变成为雇佣劳动，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徭役形式已成

为生产的桎梏。

第 四 章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

“正义”的要求。但是，托 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

这个要求５２７，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

回答。事实上，大工业把这个要求，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而是作

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而这改变了一切。

９７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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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编

第 一 章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５２８

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人本能地就是平等的敌人。”（第５９页）

“这种人们称之为文明制度的欺诈机构，”（第８１页）

“人们应该避免象在我们这里所常见的那样使她们〈妇女〉局限于哲学所

指定给她们的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局限于仆从的角色，这种哲学硬说，妇

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刷锅洗碗和缝衣补裤。”（第１４１页）

“上帝给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规定一定量的吸引力，这个量仅仅相当于

社会上的人能够化费在劳动上的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其余的时间应该归

农业、畜牧业、烹调、产业大军。（第１５２页）

“温情的道德——贸易的善良而纯洁的朋友”（第１６１页），道德的批判

（第１６２页及以下各页）。

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明化了的机构中”，充满了“行动的两面性，个

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是“个人对群众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

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敢于谈论行动的一致性！”（第１７２页）

“因为现代人不知道关于例外或者过渡的理论，即关于杂种的理论，所以

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到处碰壁。”（“杂种”的例子：“榅桲，油桃，鳗鱼，

蝙蝠等等”）（第１９１页）

第 二 部分

［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

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０８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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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

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奴隶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

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在经济学中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所有

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于可恶的政治而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

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

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

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

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

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如果我说——譬如

——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

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末，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

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

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

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

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代共和国

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

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

“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

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佣奴隶制相

连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

需要……”

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１８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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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对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进行抽

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

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

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数，而采用暴力的人居少

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

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

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占有造成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

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全部狡诈，而且为此根

本不需要暴力５２９。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

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学家所说的话，

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

生产所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

部经济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

律”，并且断言，它们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

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

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２８２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的

２８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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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

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

等起到完全对立止的所有中间阶段……”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

“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

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把

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

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

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

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

一切也都仅仅基于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

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

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

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相反地，更加深

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是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

本身有关的，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的。”针对

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的］引论和暴

力［论那一章。］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

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

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

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

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

３８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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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５３０
。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在这里已是毫

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

值”，这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

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

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

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

段。石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大工

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

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

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

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

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

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

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伦日报》，《马基雅弗利……》）５３１。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

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

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

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和跃进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

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至于谈到

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则已遭到禁止，虽然它依然应该发生作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观念，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

４８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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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

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有由社会给个别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有货币的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直到货币危机和

货币不足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象它目前就要炸毁俄

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时也要炸毁家

庭公社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

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弧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所有以往的

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段话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

种语句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

是被比较一般地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

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种语句又成为一种

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

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叫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

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

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

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末他就不得不考察各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

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

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

５８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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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归结为暴力这个词，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

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

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１，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

大土地所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利

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

农，而是靠奴隶、农奴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

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

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

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末，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

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而是小块土

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

人的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安人移民区，见朗格

塔耳５３２）；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

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

满足，并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

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纺线、织布、漂白和印染棉布，现在意味着：

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

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气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

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

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

６８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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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

对非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

来的！〉东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

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

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

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

是拙劣的文字游戏。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物，同“无偿占有的价

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

有基本特征上”，绝不“象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

出：］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

驭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
·
形
·
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

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天然资源和人力的

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

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

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

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末，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

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

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

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整个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

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

７８６《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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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大的改变，那末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

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学的基本

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

摘录。］

［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

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

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５３３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谷

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

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

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

了”（第７１页），而他却以此而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

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划分和活动的区分，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

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

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

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

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弗 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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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５３４

１７００—１８７０

  在十四世纪，火药和火器传到了西欧和中欧。现在，每一个小

学生都知道，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但

是这个革命进展得非常缓慢。最初的火器，特别是马枪，是十分粗

笨的。很早以前虽经多次部分的改进，如枪管加膛线，改为后装，

使用轮发枪机等，但是经过三百多年，直到十七世纪末，才出现

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步兵是由长矛手和火枪手两部分组

成的。最初，长矛手的任务是在决战时持矛冲锋，而火枪手则以火

力进行掩护。因此，长矛手采用类似古希腊方阵的密集队形作战，

而火枪手则每八至十人成一行，因为只有在这么多人数的情况下

才能使一个人装弹，其余的人逐一进行射击。谁先准备完毕，便跑

步到前面射击，然后又退到后面，重新装弹。

火器的逐步改进改变了这种情况。最后，明火枪可以很快地装

填，以致为了保持不间断的射击只需要五人，也就是说每一行五

个人。因此，同样数量的火枪手，在这时就能占领几乎比过去宽一

倍的正面。由于枪的火力对密集的人群具有巨大的杀伤作用，长矛

手的队形这时也改为六列或八列。这样，战斗队形越来越接近于线

式队形，在这种队形中，战斗的胜负取决于火力。长矛手的作用已

不是攻击，而是掩护火枪手不受敌人骑兵袭击。在这一时期末，战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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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队形是由两个队和一个预备队组成的。每一队排成一线，大多由

六列组成。炮兵和骑兵，一部分配置在各营的间隙，一部分配置在

两翼。同时，每一步兵营中长矛手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火枪手至

少不下于三分之二。

最后，在十七世纪末，出现了装有刺刀的、使用预先造好的

子弹的燧发枪。于是长矛终于从步兵的武器中消失了。这时，装填

子弹所需要的时间较前减少了，较快的射速能掩护射手本身，而

刺刀在必要时，则代替了长矛。因此，横队的纵深便由六人减到四

人，后来减到三人，最后在某些场合竟减到二人。这样，在同样人

数的情况下，横队越来越宽，能同时射击的枪也越来越多。但是，

这种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却越来越显得动转不灵。它只能在平坦

无阻的地形上队列整齐地而且以缓慢的、每分钟七十至七十五步

的速度运动。而在平地上，这种横队，尤其是在它的两翼，恰好使

敌人的骑兵能够进行有效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掩护两翼，另一方面

为了加强第一线火力，全部骑兵都配置在两翼上，因此真正的横

队只是由步兵及其轻型的营属火炮组成的。过于笨重的火炮配置

在两翼上，在整个会战期间最多只能转移一次。步兵编成两个队，

各队的两翼由成拐字队形的步兵掩护，因而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

中空的四边形。这个动转不灵的人群，如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运动

时，就只得分成三部分：中央和两翼。各部分的整个运动都在于：

使兵力比敌人的一翼占优势的一翼向前推进，以迁迥敌人，而使

另一翼停止前进，作为威胁，以防止敌人作相应的机动。在会战过

程中变换整个队形需要很长的时间，暴露给敌人很多弱点，以致

这种企图常常等于自取失败。这样，原来的队形在整个会战期间都

不改变，步兵一进入战斗后，会战的胜负便由一次歼灭性的突击

０９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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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展到顶峰的这套作战方法，是两种物

质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一种因素是人员，他们是诸侯雇佣

兵，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却完全不可靠，只有在鞭笞之下才

俯首听命，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另

一种因素是武器——笨重的火炮和带刺刀的、射速大但不准确的

滑膛燧发枪。

这种作战方法，当敌对双方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处于同样状态

时，一直被采用着，因此保持陈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当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同这些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作战的，却是起

义者的队伍，他们虽然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射击准确，大都装备

有优良的火枪，并且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没有临阵

脱逃的。这些起义者并不象英军所希望的那样，在平坦的开阔地上

按照军事礼节的一切规定，以缓慢的步伐同他们跳熟习的战斗舞。

他们把敌人引入稠密的森林，使敌人长列的行军纵队暴露在分散

的、隐蔽的散兵的火力之下。他们分成许多分散的兵群，利用每一

个天然掩蔽物打击敌人，同时，由于行动迅速，他们常使迟慢的

敌人追赶不上。这样，在使用火枪的条件下已起了某些作用的散兵

火力，现在在一定场合，特别是在小规模的战斗中，比线式队形

显得优越。

如果说欧洲的雇佣军队的兵士不适合于散兵战，那末它们的

武器就更不适合了。诚然，在射击时已经用不着象以前的火枪手使

用明火枪那样将枪抵在胸部，而是象现在这样抵在肩头，但是还

谈不到瞄准，因为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完全是直的，眼睛

不能顺着枪管瞄准。直到１７７７年，法国步枪才采用了猎枪的弯曲枪

托，因而才能进行有效的射击。第二项值得注意的改进，是十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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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而又坚固的炮架，它使炮兵具有

了它以后要求的较高的运动性。

法国革命在战场上应用了这两项技术改进的成果。当结成同

盟的欧洲向法国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把全国一切有战斗力的人

员交给政府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在训练中充分掌握线式战术，

以同样的战斗队形对付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步兵。

另一方面，法国不仅没有美国那样的原始森林，而且实际上也没

有辽阔无垠的地区可供退却。必须把敌人歼灭在国境线和巴黎之

间，因此，必须保卫一定的地区，而这一点只有在兵力众多的野

战中才能最后达到。因此，除了散兵群以外，还需要找到另外一种

形式，使人数众多的、训练较差的法国兵士能稍有把握地对付欧

洲各国的常备军。这种形式找到了，那就是密集的纵队，它在某些

场合已经采用过，但大多数只是在练兵场采用。纵队比横队易于保

持秩序。甚至当纵队已被打乱时，它仍然能够以较密集的队伍进行

至少是消极的抵抗；纵队比较容易指挥，能更好地为指挥官所掌

握，并能更迅速地运动。行进速度增加到每分钟一百多步。但是，最

重要的结果是：采用纵队这种特殊的众兵作战形式，就能把整个

动转不灵的单一的旧的线式战斗队形分为若干个单独的部分，它

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使总的规定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其中每

一部分可由所有的三个兵种组成。纵队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采

取各种办法使用各部分兵力。它能利用弗里德里希二世严格禁止

利用的村镇和庄园，而且从此以后，村镇和庄园在每次战斗中都

成为主要据点。纵队可以适用于任何地形。最后，纵队还可以用这

样一种作战方法来对付孤注一掷的线式战术，这种作战方法就是，

用散兵群的行动和逐渐增加兵力以拖延战斗的方法来疲惫成横队

２９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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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并且大量地消耗他们，使他们不能再抵抗一直留作预备

队的生力军的猛攻。同时因为线式队形在各点上兵力相等，所以成

纵队作战的敌军便能用薄弱的兵力作假的攻击，以吸引其部分兵

力，而同时集中主力在阵地的决定性的地点进行攻击。射击这时主

要由散兵群来担任，而纵队则用来进行刺刀冲锋。因此它们之间的

关系，就又同十六世纪初火枪队和长矛队的关系相似，所不同的

只是新式纵队能随时展开成散兵群，而散兵群又能随时再集合成

纵队。

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的作战方法，比旧的方法优

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的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的

破产，在这次会战中，动转不灵、运动迟缓、大部分根本不适于

散兵战的普鲁士线式队形，在法国散兵群的火力下简直瘫痪了，只

能用个别排的火力来还击。但是，如果说线式战斗队形已无用，那

末这决不是指作为战斗队形的横队而言的。在普鲁士军队因采用

线式队形在耶拿蒙受极大的耻辱后数年，威灵顿又率领英军以横

队来对抗法军的纵队，而且总是打败他们。但是威灵顿恰好采用了

法军的全部战术，例外的只是在战斗中将密集的步兵编成横队而

不编纵队。因而他的优点是能使所有的枪同时射击，所有的刺刀同

时冲锋。英国人一直在几年以前还采用过这种战斗队形，并且在进

攻（阿耳布埃拉）和防御（因克尔芒）５３５中战胜了兵力占极大优势

的敌人。同英军的这种横队作过战的毕若，一直认为它比纵队好。

虽然如此，步兵的枪仍是极其简陋的，简陋到在一百步的距

离上很少能射中单个的人，而在三百步的距离上也很少能射中整

个的营。因此，当法国军队开到阿尔及利亚时，贝都英人用长管枪

从法军火枪所达不到的距离给他们以严重的杀伤。在这里只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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膛枪才能解决问题。但正是在法国，人们一直反对采用线膛枪（甚

至反对把它作为特殊的武器），因为它装弹慢，枪膛容易淤塞。但

是现在当需要一种便于装弹的线膛枪的时候，这个要求立即得到

了满足。在德尔文的工作的基础上，出现了图温南式步枪和米涅的

扩张式弹丸，后者使得线膛枪在装弹方面和滑膛枪同样便利。因而

从这时起，全部步兵便能装备射程远和射击准确的线膛枪。但是当

前装的线膛枪还没有创立相应的战术以前，它就已经被最新的火

器，即后装的线膛枪所代替，而线膛炮的战斗性能也同时越来越

改进了。

革命所提出的全民武装，不久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全体有

兵役义务的青年中，只有一部分用抽签办法征召到常备军服役，而

其余公民中的一部分（时多时少）至多只组成了未受训练的国民

军。即便是在严格贯彻普遍兵役制的国家里，也至多组成一支仅服

役几周的民兵，瑞士就是如此。财政情况迫使国家不得不在征兵制

或民兵制之间进行选择。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而且是最穷的国家

之一，曾试图把普遍兵役制和常备军制结合起来。这就是普鲁士。

虽然人人都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这一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严

格地执行（也是由于不得已的财政原因），但是普鲁士的后备军制

度５３６却为政府提供了大量受过训练并组织成现成的骨干的人员，

使得普鲁士比其他任何人口相同的国家占有一定的优势。

在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征兵制败于普鲁士的后备军

制度。但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双方都使用后装枪，而军队移动和

作战时所采用的合乎规定的形式，却基本上和旧式燧发枪时期相

同。至多不过散兵群的队形密集一些。此外，法军仍然采用过去的

营纵队，有时也采用横队，而普军至少曾企图把连纵队当作一种

４９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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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最初几次会战的情形就是这样。当

普鲁士近卫军的三个旅在圣普里瓦的攻击中（８月１８日）认真地试

用这种连纵队时，就发现后装枪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在这次会战中

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共一万五千人）的几乎全部军官（一百七十

六人）和五千一百一十四名兵士阵亡，占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

上。参加会战的全部近卫步兵共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人，当天损失八

千二百三十人，其中军官三百零七人。５３７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

斗形式也同营纵队或线式队形一样被摈弃了；以后把任何密集队

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之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在普军方面，还

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

已常常自行分散为这种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

形而加以反对。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

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

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同样，在

敌人步枪的射程内，只有跑步才是适用的。

弗 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７年 原文是德文

５９６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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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对《反杜林论》

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５３８

《引论》第一章①

第１９页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

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

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

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５页〕

第１９页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在这句话后

面加了如下的附注：］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

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

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

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

６９６

① 这里标明的《反杜林论》的章次、本卷页码以及方括弧里的说明，都是编者

加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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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

个说，Ｎｕｓ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

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

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

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

尔《历史哲学》１８４０年版第５３５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

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第２０页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

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

挤。”——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

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

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６页〕

第２０页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

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对这句话

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

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

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７９６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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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６页〕

第２０—２１页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 闵采尔派，英国大革

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

充：］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 闵

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７页〕

第２１页

［“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

式。”——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

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９卷第２０７页〕

第２１页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

类。”——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

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７

页〕

第２２页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

８９６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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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

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

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

产主义也是这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１７

页〕

第２３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

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

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

化、产生和消失。”——在这段话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

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

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

第２１９页〕

第２３页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

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

搜集材料。”——在这一句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

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２０页〕

９９６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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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

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

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

充：］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

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

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

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园圈运动，而是经历

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

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

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

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２２页〕

第２７页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

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

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２３页〕

第２９—３０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

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

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００７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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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

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

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

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

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

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

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

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

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对

这两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和修改：］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

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

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

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

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

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

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

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

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

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

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

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

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

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

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

１０７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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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

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

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

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

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

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

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

里和怎样发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２５—

２２６页〕

第三编第一章

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

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

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

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

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

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

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

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

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

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

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

２０７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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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
５３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

卷第２０８页〕

第２８２页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

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

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

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对这段话作了如下

的补充：］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

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

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

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

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９页〕

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

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对这句

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

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

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

不可能持久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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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３页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一切人都应当

劳动’。”——在这段话之前加了一段话：］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

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

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

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

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

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

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

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

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

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

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

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

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

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

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

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

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

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

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

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

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

４０７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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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

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

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

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

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

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ｌａｃｌａｓｓｅｌａｐｌｕｓｎｏｍ

ｂｒｅｕｓｅｅｔｌａｐｌｕｓｐａｕｖｒｅ》）的命运。
５４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这在１８０２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

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这在１８０２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９卷第２１２页〕

第２８５页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

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对这句

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

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

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１３页〕

５０７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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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６页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

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

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

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

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

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

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

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

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１４页〕

第２８７页

［在引自欧文著作的第三段引文的结尾加了如下的附注：］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

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２１６页〕

第三编第二章

第２９４页

［“但是，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

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

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６０７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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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

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

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

的需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３０页〕

第２９７页

［“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

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对

其中的“马尔克”一词加了如下的附注：］

见书末的附录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

２３４页〕

第３０２页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

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修改和

补充：］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

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

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

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

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

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

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１８９０年，英国

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四十八个大

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一亿两千

７０７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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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

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

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

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

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

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第３０３页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

会主义的设施了。”——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

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

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３９页〕

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在提到“股份公司”的三个地方，加上了“托拉斯”或“和托拉斯”。］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４０页〕。

第３０６页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

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

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

８０７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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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

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４３页〕

第３０８页

［在本章最后一段的前面，补充了如下的概述：］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

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

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

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

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

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

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

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

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

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

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

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

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

的基本矛盾。

（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ｂ）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

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

９０７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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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ｃ）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

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

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

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

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

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

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

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

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

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

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ｄ）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

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

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

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

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

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

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

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

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

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

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４５—２４７页〕

０１７ 《反杜林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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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

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思想斗争的直接结

果而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１８６７年１２月《补

充材料》（《Ｅｒｇａｎｚ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ｅｒ》）杂志第３卷第３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特别是在

１８６８年１—３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的对杜

林的批判态度。

  七十年代中，杜林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最积极

的杜林分子有爱 伯恩施坦、约 莫斯特、弗 威 弗利切。甚至奥 倍倍尔

也一度受到了杜林体系的影响。１８７４年３月，他在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

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

章，标题是《新共产主义者》。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 李

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到１８７５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

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１８７４年１１月问世）和《哲

学教程》（最后一册在１８７５年２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

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特别猛烈

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１８７５年２月１日和４月２１日的信中直接

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１８７５年１０月和１８７６年５月，李

卜克内西先后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 恩斯吹捧杜林的短文以及约 莫斯

特的类似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还在１８７６年２月，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公开反驳杜林了。恩格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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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５１页）一文中便这样做了。

  杜林体系对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８７５年５月在哥达代

表大会上成立）部分党员影响的加强和在他们中间的传播，迫使恩格斯

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

说，捍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决定是在１８７６年５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１８７６年５月２４日给马克

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在５月２５日的回信中坚决支

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工作，他在５月２８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

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１８７６年５月底开始到

１８７８年７月初止。

  该书的第一编基本上写于１８７６年９月到１８７７年１月。这一编以《欧根

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

１８７７年１—５月的《前进报》（１月３、５、７、１０、１２、１４、１７、２４、２６日，

２月９、２５、２８日，３月２５、２８日，４月１５、１８、２７、２９日，５月１１、１３日

第１、２、３、４、５、６、７、１０、１１、１７、２４、２５、３６、３７、４４．４５、４９、

５０、５５、５６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

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二两章。

  该书的第二编基本上写于１８７７年６—８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

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１８７７年

３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８月初以前。

第二编以《欧根 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

１８７７年７—１２月《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７月２７日，８月１０、１７日，９

月７、１４日，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４、２８日，１２月３０日第８７、９３、９６、１０５、１０８、

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９、１５２号）。

  该书的第三编基本上写于１８７７年８月至１８７８年４月。它以《欧

根 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１８７８年５—７

月的《前进报》附刊（５月５、２６日，６月２、２８日，７月７日第５２、６１、６４、

７５、７９号）。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１８７７年５月２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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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

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有很大的间歇，不

能不是由于他们的影响。

  １８７７年７月，恩格斯这本书的第一编以《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１８７８年７月，第二和

第三两篇以《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

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１８７８年７月８日前后，

全书由恩格斯写了序言，出版了第一版，标题为：弗 恩格斯《欧根 杜

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１８７８年莱

比锡版（Ｆ．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８）。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都是以上述标题出版的，只是没有副

标题—— 《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１８８６年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

出版。经过修订的第三版于１８９４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

恩格斯生前出的最后一版。

  恩格斯这本书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１８６５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

的《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Ｃａｒｅｙ’ｓ

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一书

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了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后者实际上是他在政

治经济学方面的门徒。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底，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

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

  １８８０年，恩格斯应保 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

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本独立的通俗小

册子；小册子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这本小册子还在恩格斯生

前就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并且在工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

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出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四版），是１８９１

年在柏林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

关章节有所不同，并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

动。—— 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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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席勒的剧本《唐 卡洛斯》第一幕第九场中的已经

成为成语的一段话：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第７页。

３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

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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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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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１８７６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１日起，开始出版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ｉｓ》），

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ｚ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７）实行以后，《前进报》于１８７８

年１０月２７日停刊。——第７页。

４ １８７６年５月１０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国际工业博

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

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 勒洛

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

“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７月至９月也专门就

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９页。

５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是法国海军上将德 巴纳在

一封信中说的。有时人们把它说成是达来朗的话。这句话是针对保皇党

人说的，他们没有能够从十八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

训。——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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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恩格斯指的是鲁 微耳和在１８７７年９月２２日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

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鲁 微耳和《现代国家

中的科学自由》１８７７年柏林版第１３页（Ｒ．ＶｉｒｃｈｏＷ ．《Ｄｉｅ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ｍ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Ｓｔａａ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７，Ｓ．１３）。——

第９页。

７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１８７８年

１０月２１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使德国

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

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

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

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

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

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被废除。恩格

斯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０８—３１０页）。——第１０页。

８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

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１８１５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

盟。——第１０页。

９ Ｋ．Ｍａｒｘ．《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７．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共产党宣言》再版时用

了《共产主义宣言》的标题。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第１１

页。

１０ 杜林（从１８６３年任柏林大学讲师，从１８７３年任私立女子中学教员）从

１８７２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攻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早在《力

学一般原则批判史》（１８７２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责海 赫尔姆霍茨故意

对罗 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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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言论，杜林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１８７６年，根据大学教授们

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女子中学教书的可能性。在力学史第二版（１８７７

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１８７７年）中，杜林更加猛烈地再次提出了

自己的指责。１８７７年７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

权利。

  恩 施韦宁格从１８８１年起任俾斯麦的私人医生，１８８４年被任命为柏

林大学教授。——第１２页。

１１ 由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这本书的法文译本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

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ｕｔｏｐ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为题最初

发表在１８８０年３—５月《社会主义评论》（《Ｒｅｖｕｅｓｏｃｉｎｌｉｓｔｅ》）杂志第３—

５期上；同年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的波兰文版于１８８２年在日内

瓦出版，意大利文版于１８８３年在贝内万托出版。这本书的德文第一版以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ｖｏｎｄｅｒＵｔｏｐｉｅｚ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为题于１８８２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

版，铅印第二版和第三版于１８８３年也在那里出版。恩格斯这本书的俄译

文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题于１８８２年１２月发表于秘密杂志《大学

生》第１期；单行本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为题于１８８４年由“劳动

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丹麦文译本于１８８５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第

１２页。

１２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７７年在伦敦出版的路 亨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

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

究》。——第１２页。

１３ Ｆ．Ｅｎｇｅｌｓ．《Ｄｅｒ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ｕｎｄｄｅｓ

Ｓｔａａｔｓ》．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１卷第２９—２０３页。——第１２页。

１４ 恩格斯于１８６９年７月１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

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０日迁居伦敦。——第１３页。

１５ 尤 李比希在他关于农业化学的主要著作的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科

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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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

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

力更轻快。”见尤 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１８６２年不伦

瑞克第７版上册第２６页（Ｊ．Ｌｉｅｂｉｇ．《Ｄｉｅ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ａｕ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ｕ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７．Ａｕｆｌ，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６２，Ｔｈ． ，

Ｓ．２６）。——第１３页。

１６ 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 威 法比安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６日给马克思的信

（参看恩格斯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１日给考茨基的信，１８８４年９月１３—１５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和１８８５年６月３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 －１（见本卷第１３３—１３４

页）。——第１３页。

１７ 恩格斯指的是恩 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第８３—

８８页（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ｏｐｆ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４．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７３，Ｓ．８３—８８），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

出的意见。——第１４页。

１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运动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探讨了黑

格尔和赫尔姆霍茨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 （见本卷第４１９—４２２

页）。—— 第１４页。

１９ 关于康德的星云假说，见注３１。

  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的《潮汐摩擦》

一章（本卷第４４２—４４７页）和注３３１。——第１５页。

２０ 指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

稿共有一千多页，写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第１５

页。

２１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物理学家托 安得鲁斯的著作（１８６９年）、法国物理学

家路 保 凯叶泰的著作（１８７７年）和瑞士物理学家劳 皮克泰的著作

（１８７７年）。——第１５页。

２２ 前者是指鸭嘴兽，后者显然是指始祖鸟。——第１６页。

９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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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根据鲁 微耳和在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第一版于１８５８年问世）中

所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

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

Ｒ．ＶｉｒｃｈｏＷ．《Ｄｉ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４．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１，Ｓ．

１７）。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

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这个党

于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在它的纲领中提出了包括象在以普鲁士领导下统一

德国、实现地方自治原则这样的要求。——第１６页。

２４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

其中黑格尔的话引自《历史哲学》第４部第３篇第３章。见黑格尔

《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第２版第９卷第

５３５—５３６页（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Ｓ．５３５—

５３６）。——第１９页。

２５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

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

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

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无权

状态。消灭这种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１７５５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

和原因》（《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ｅｔｌｅｓｆｏｎｄｍｅｎｓｄｅｌ’ｉｎéｇａｌｉｔéｐａｒｍｉ

ｌｅｓｈｏｍｍｅ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５５）和１７６２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

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ｕ

ｄｒｏｉ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６２）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

２０页。

２６ 恩格斯指“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

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

公社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２１页。

０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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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恩格斯首先指的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托 莫尔的《乌

托邦》（１５１６年出版）和托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１６２３年出版）。——

第２１页。

２８ 德 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ＬｅｎｅｖｅｕｄｅＲａｍｅａｕ》）是１７６２年

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以歌德的德译本的形

式于１８０５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１８２１年巴黎出版的

《狄德罗轶文集》（《ＥｕｖｒｅｓｉｎéｄｉｔｅｓｄｅＤｉｄｅｒｏ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一书中，

该书实际上是在１８２３年出版的。——第２３页。

２９ 科学发展的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 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

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

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

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

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２３页。

３０ 圣经《马太福音》第５章第３７节。——第２４页。

３１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ｎｅｂｕｌａ——雾）

发展而来的，他在１７５５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

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Ｈｉｍｍｅｌｓ，ｏｄｅｒＶｅｒｓｕｃｈｖｏｎｄｅｒＶｅｒ

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ｅｄｅｓｇａｎｚｅｎＷｅｌｔ－ｇｅｂｏｕｄｅｓ

ｎａｃｈ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ｃｈｅｎ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ｎａｂｇｅｈａｎｄｅｌｔ》．Ｋａ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ｕ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５５）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四年

［１７９６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１—２卷（《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ｕ

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ｕｍｏｎｄｅ》．Ｔ． — ，Ｐａｒｉｓ，ｌ’ａｎ 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

ｃａｉｓｅ［１７９６］）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即１８３５

年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

即第七个注中加以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

的炽热的云雾体，英国天文学家威 哈金斯于１８６４年用光谱学方法证明

１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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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 基尔霍夫和罗 本生在１８５９

年创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安 赛奇的书《太阳》（见Ａ．

Ｓｅｃｃｈｉ．《ＤｉｅＳｏｎｎ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２，Ｓ．７８７，７８９—７９０；参看

本卷第６２１页）。——第２６页。

３２ 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１８８２年）中，恩格

斯就作了重要的更正，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的表述：“以往的 全部 历

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２９页。

３３ 欧 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１８７５年莱比锡

版（Ｅ．Ｄüｈｒｉｎｇ．《Ｃｕｒｓｕｓ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ｓｓｔｒｅｎｇ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

ｅｒ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ｓ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

  欧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

题》１８７６年莱比锡第２版（Ｅ．Ｄｏｈｒｉｎｇ．《Ｃｕｒｓｕｓ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ｄＳｏ

ｃｉａｏｋｏｎａｍｉｅｅｉｎｓｃｈｌｉｅｓｓｌｉｃｈｄｅｒＨａｕｐｔｐｕｎｋｔｅｄｅｒＦｉｎａｎｚｐｏｌｉｔｉｋ》．２．Ａｕ

ｆｌ．，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６）。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７３年在柏林出版。

  欧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１８７５年柏林第２版（Ｅ．

Ｄüｈｒｉｎｇ．《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ｄ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

ｍｕｓ》．２．Ａｕ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５）。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版。——

第３１页。

３４ 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 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

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

第３４页。

３５ 乔 威 弗 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１８１７年海得尔堡版（Ｇ．Ｗ．Ｆ．

Ｈｅｇｅ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

ｄｒｉｓｓｅ》．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１７年）。这部著作包括三个部分：（１）逻辑，

（２）自然哲学，（３）精神哲学。

  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所利用的黑格尔的著

作，主要的是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版本（见《本卷中引用

和提到的著作索引》）。——第３８页。

３６ 恩格斯称米希勒为“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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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１８７６年，米希勒开

始出版五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

全书》。见卡 路 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

学和精神哲学）》１８７６—１８８１年柏林版第１—５卷（Ｃ．Ｌ．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Ｄ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ｓｅｘａｃｔ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ｔｈａｌｔｅｎｄＬｏｇｉｋ，

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Ｇｅｉｓｔ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ｄ．１—５，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６—

１８８１）。

  关于“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

物）》。——第３８页。

３７１８８５年，在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第二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

地方加一个注释，后来，他把这个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

的无限的原型》）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卷第６１０—６１６

页）。——第３９页。

３８ 暗指普鲁士人的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在解散

普鲁士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由反动大臣曼托

伊费尔参与制定的这个宪法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１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最后批准。——第４２页。

３９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８８节；并见《逻辑学》第３册第１篇第３章关

于定在推理第四格的一节和第３篇第２章关于定理的一节。——

第４３页。

４０ 在《反杜林论》第一编中所有这种引文页码均属杜林《哲学教

程》一书。—— 第４３页。

４１ 恩格斯列举的是十九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个最大的会战。

  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１１月２０日）俄奥两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奥斯特

尔利茨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

  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和普军之间的耶拿会战争发生在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

日。这次会战以普军被击溃而告终，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

  凯尼格列茨（现今的赫腊德茨－克腊洛维）会战，是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

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同普鲁士军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１８６６

３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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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普奥战争（结果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历史上，

这次会战和萨多瓦会战同样著名。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的色当会战，是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

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国军

队，并迫使它投降。——第４６页。

４２ 乔 威 弗 黑格尔《逻辑学》１８１２—１８１６年纽伦堡版（Ｇ．Ｗ．Ｆ．Ｈｅｇｅｌ．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１８１２—１８１６）。这部著作共

分三册：（１）客观逻辑，存在论（１８１２年出版）；（２）客观逻辑，

本质论 （１８１３年出版）； （３）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１８１６年出

版）。——第４９页。

４３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９４节。——第５１页。

４４ ．Ｋａｎｔ．《Ｃ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Ｒｉｇａ，１７８１，Ｓ．４２６—４３３．——

第５３页。

４５ 指的是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 弗 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

特别是关于多度空间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第５４页。

４６ 见黑格尔《逻辑学》第２册本质论的开头部分。

  关于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个范畴，见恩格斯的著作

《谢林与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第４２４页及以下各

页）。——第５７页。

４７ 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笛卡儿曾在他的《论光》（《论世界》一书

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１６３０—１６３３年，而在笛卡儿死后于１６６４年出版）

和他１６３９年４月３０日给德 博恩纳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１６４４年阿

姆斯特丹版的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２部第３６节（Ｒ．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Ａｍ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１６４４，Ｐａｒｓｓｅｃｕｎｄａ，

）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第５８页。

４８ 关于哥白尼体系，１８８６年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

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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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

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

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

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１７—３１８页）。这里所指的行星是１８４６年柏林天文

台观察员约翰 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第６３页。

４９ 根据后来的准确材料，水在１００度蒸发时发生的潜热等于５３８．９卡

克。——第６９页。

５０１８８５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第二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

方加一个注释，后来，他把这个注释的草稿（《关于“机械的”自然

观》）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卷第５９４—５９９页）。——第７２页。

５１ 查 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１８７２

年伦敦第６版第４２８页（Ｃｈ．Ｄａｒｗ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ｙＭｅａｎｓ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ｖｏｕｒｅｄ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Ｌｉｆｅ》．６ｔ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２，ｐ．４２８）；着重号是恩格

斯加的。这是经过达尔文作了补充和修订的最后一版。该书的第一版以

《物种起源》（《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ｔｃ．）为题于１８５９年在伦敦

出版。

  恩格斯在后面，即在第８０页，引用的是达尔文这本书的同一版

本。——第７９页。

５２ 恩 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

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Ｅ．Ｈａｅｃｋｅｌ．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ｏｐｆ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Ｇｅｍｅｉｎ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ｌｉｃｈｅ 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Ｖｏｒｔｒａｇ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ｉｍ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ｕｎｄ

ｄｉｅｊｅｎｉｇｅｖｏｎＤａｒｗｉｎ，Ｇｏｅｔｈｅｕｎｄ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ｍ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ｎ》．４．Ａｕｆｌ．，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３）。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６８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ω σ  ——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

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

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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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界。

  原虫（来自希腊文μ ηρη ——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

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的职能：摄

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

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原虫（最古的原虫）同现代的还存在的原虫区分开

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原虫历史地

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

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原虫具有不同的种：Ｐｒｏｔａｍｏｅｂａ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ａ〔原变

形虫〕，Ｐｒｏｔｏｍｙｘａ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ａ〔原胶胞子〕，ＢａｔｈｙｂｉｕｓＨａｅｃｋｅｌｉｉ〔海克

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原虫”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于１８６６年（在他的

《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在科学中未被确认。目前，

曾被海克尔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

原虫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

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

学界所公认。——第７９页。

５３ 《尼贝龙根的戒指》是理查 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的组歌剧，它包括以下

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神的灭亡》。

１８７６年，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专设剧院开幕式上演出了《尼贝龙根的戒

指》。

  恩格斯在这里戏称理 瓦格纳为“未来的作曲家”，因为瓦格纳的音

乐曾被他的敌人讥讽为“未来的音乐”，原因是他的一本书叫做《未来

的艺术作品》（Ｒ．Ｗａｇｎｅｒ．《Ｄａｓ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ｄｅｒＺｕｋｕｎｆｔ》．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５０）。——第８２页。

５４ 植虫（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ｔｉｅｒｅ——植物动物）是十六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

（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点可以算作植物

的特征（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

之间的中间形态。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

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目前这个术语已经不用了。——第８５页。

５５ 这里提到的分类法是托 亨 赫胥黎在他的《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１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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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五讲（Ｔ．Ｈ．Ｈｕｘｌｅ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ｌｅｃｔｕｒｅＶ）中提出的。这种分类法为

亨 阿 尼科尔森的《动物学手册》（第一版于１８７０年问世）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利用了尼科尔森的这本

书。——第８５页。

５６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一种无机构成，它是活细胞的模型，能够进行新陈

代谢和生长，可以用来研究生命现象；这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

特劳白用混合胶体溶液的办法制成的。１８７４年９月２３日在德国自然科学

家和医生布勒斯劳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布了自己的这次

试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个发现作了很高的评价（见马克思

１８７５年６月１８日给彼 拉 拉甫罗夫的信，马克思１８７７年１月２１日给威 亚

弗罗恩德的信）。——第８８页。

５７ 恩格斯在这里叙述了发表在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１６日《自然界》杂志上的一篇简

讯的内容。在简讯中报道了德 伊 门得列耶夫于１８７６年９月３日在俄国

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华沙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门得列耶夫在发言

中阐述了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他同约 埃 博古斯基一起验证波义耳—马略特

定律的结果。

  这个脚注，显然是恩格斯在校对《反杜林论》的这一章（１８７７年２月

２８日发表于《前进报》）时写的。脚注末尾，即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在

１８８５年准备《反杜林论》第二版时加上的。——第１００页。

５８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１０１页。

５９ 圣经《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第１５节和《申命记》第５章第１９节。——第１０３

页。

６０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和第三场（《城门之前》和《浮士德的书

斋》）。——第１０４页。

６１ 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于１７５４年写成，１７５５年出版

（见注２５）。——第１０７页。

６２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

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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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第１０９页。

６２ 指的是麦 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Ｍ．

Ｓｔｉｒｎｅｒ．《ＤｅｒＥｉｎｚｉｇ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这部著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性批判（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５３０页）。——第１０９页。

６４ 指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时期发生的事件。在１８７３年希瓦远征时期，俄

国的一支部队遵照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在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指挥

下，于７—８月对土库曼的约穆德人进行了讨伐性的远征；这次远

征特点是极端的残酷性。恩格斯所引用的有关这些事件的材料

的主要来源，显然是美国驻俄外交官尤金 斯凯勒的一本书《土尔克

斯坦。俄属土尔克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宁旅行札记》（Ｅ．Ｓｃｈｕｙｌｅｒ．

《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ＮｏｔｅｓｏｆａＪｏｕｒｎｅｙｉｎＲｕｓｓｉａｎ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Ｋｈｏｋａｎｄ，

Ｂｕｋｈａｒａ，ａｎｄＫｕｌｄｊａ》．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６，ｐ．

３５６—３５９）。——第１１１页。

６５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

３节Ａ３）。——第１１５页。

６６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ｄ． ，２．Ａｕｆ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Ｓ．

３６．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３节Ａ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

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只是在第二篇第十章中，恩格斯为

了出版《反杜林论》第三版而修改这一章时，才引用了《资本论》第一

卷德文第三版。——第１１７页。

６７ 拉萨尔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因被控教唆盗窃一只盛有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

婚案（１８４６—１８５４年拉萨尔是该案的律师）需用文件的首饰匣而被捕。

拉萨尔案件是１８４８年８月５—１１日审理的。拉萨尔被陪审法庭宣判无

罪。——第１２０页。

６８ 刑法典（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是法国的法典，１８１０年通过，从１８１１年起在法国

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１８１５年莱茵省归

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经力

图采用一系列措施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这些措施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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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的命令，取消了

这些措施。——第１２０页。

６９ 拿破仑法典（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是１８０４年通过的法国民法典（Ｃｏｄｅ

ｃｉｖｉｌ）。恩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４７页）。

  恩格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广义的拿破仑法典，即１８０４—１８１０年拿

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五个法典的总称：民法、民事诉讼法、贸易法、刑

法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页。

７０ 无知并不是论据，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反对

僧侣主义的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时讲的一句话，这些人提出“上帝的

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

对其他原因的无知。——第１２１页。

７１ 民法大全（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

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在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恩格斯说

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４６页）。——第１２２页。

７２ 关于在普鲁士强制实行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记的法律是在俾斯

麦的创议下通过的；这个法律于３月９日最后批准并从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１日开

始生效。１８７５年２月６日向全德意志帝国颁布了同样的法案。这一法案剥

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影响和收入。它主

要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并且是俾斯麦的所谓“文化斗争”政策中的重要

环节。——第１２３页。

７３ 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

亚六省，在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以前这些省份归属普鲁士王国。在

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最为发达的莱茵省不在此列，它是１８１５年

归并普鲁士的。—— 第１２４页。

７４ 人差 指确定天体通过已知平面瞬间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以观察员的心理

生理特点和记录天体通过时刻的方式为转移的。——第１２５页。

７５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４７节附释。——第１２５页。

９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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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马克思在写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

的卷册划分计划。从１８６７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的计划

是：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参

看《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

册，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 《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１３５页。

７７ 在１８６７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Ｅｒｇａｎｚ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ｅｒｚｕｒＫｅｎｎｔｎｉβ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杂志第３卷第３期第１８２—１８６页上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第１３５页。

７８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９章。——第１３７页。

７９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９章。——第１３７页。

８０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１章。——第１３９页。

８１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９章。——第１３９页。

８２ 见拿破仑回忆录《对１８１６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

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蒙托龙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

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

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６２页（《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 à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ｕ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éｃｒｉｔｓàＳａｉｎｔｅ

Ｈèｌèｎｅ，ｐａｒｌｅ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ｑｕｉｏｎｔｐａｒｔａｇéｓａｃａｐ－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ｓｓｕｒ

ｌ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ｉｇéｓｄｅｌａｍａｉｎ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Ｔｏｍ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éｃｒｉｔｐａｒｌｅｇéｎéｒａｌｃｏｍｔｅｄｅＭｏｎｔｈｏｌ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ｐ．

２６２）。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３２０

页）一文中曾引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第１４１页。

８３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７节。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引用的是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１８７２年）。这里所引用的部分，在德文第

四版中有一些修改。——第１４３页。

８４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４节。——第１４４页。

０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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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７节。——第１４５页。

８６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７节。——第１４６页。

８７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７节。——第１４７页。

８８ 指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见注２５），该著作写于

１７５４年。恩格斯在后面所引用的是这一著作（１７５５年版）的第２部第１１６、

１１８、１４６、１７５—１７６和１７６—１７７页。——第１５２页。

８９ 恩 海克尔《自然创造史》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第５９０—５９１页。在海克尔的

分类中，Ａｌａｌｉ是就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Ａｌａｌｉ就是

“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正确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

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１８９１年得到证实。当时荷

兰的人类学家欧 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

称为“直立猿人”。——第１５２页。

９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这一用语见斯宾诺莎１６７４年６月２日给雅里

希 耶勒斯的信（见巴 斯宾诺莎《通信集》第５０封信），那里所使用的

意义是“限制即否定”。《ｏｍｎ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这一用语以及

对它的解释：“任何规定即否定”，分别见于黑格尔的著作，因此它们也

就为人们所熟知了（见《哲学全书》第１部第９１节附释；《逻辑学》第１

册第１篇第２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第１部第１篇

第１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第１５５页。

９１ 暗指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二幕第六场中的一段著名情

节。——第１５５页。

９２ “施给乞丐的稀汤”（《ｂｒｅｉｔｅＢｅｔｔｅｌｓｕｐｐｅｎ》）是歌德的悲剧《浮士

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用语。——第１５８、２７９页。

９３ 这一用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第１６３页。

９４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除该编第十章外，所引用的页码都属于杜林

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二版。——第１６６页。

９５ 爬虫报刊是指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援助的反动报刊。１８６９年１月３０日俾

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当时

１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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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恰好用来指那些

为政府效劳的卖身投靠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１８７６年２月９日在德意志

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

德国获得了最广泛的流传。——第１６８页。

９６ 见注２。——第１６９页。

９７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８章第２节。——第１６９页。

９８ 欧 杜林《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１８６８年柏林版第

５页 （Ｅ．Ｄüｈｒｉｎｇ．《Ｄｉｅ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ｍｅｉｎ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Ｄｅｎｋ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ｄａｓ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８，Ｓ．５）。—— 第

１７０页。

９９ 这里是指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见注３３）

１８７６年第二版。——第１７１页。

１００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奥 威 施勒

格尔的德译本）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即使论据

象乌莓子一样便宜，我也不会在人家的强迫之下给他一个论

据。”—— 第１７３页。

１０１指奥 梯叶里、弗 基佐、弗 米涅、阿 梯也尔。——第１７４页。

１０２恩格斯的这些材料大概引自威 瓦克斯穆特的著作《从国家观点研究希

腊古代》１８２９年哈雷版第２部第１篇第４４页（Ｗ．Ｗａｃｈｓｍｕｔｈ．《Ｈｅｌｌｅｎｉｓ

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ｋｕｎｄｅａｕｓｄｅｍ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ｐｕｎｋｔｅ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ｅｓ》．Ｔｈ． ，

Ａｂｔｈ． ，Ｈａｌｌｅ，１８２９，Ｓ．４４）。关于希腊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和埃伊

纳奴隶的数量的材料，最早见于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的著作《学者们

之宴会》第６册。——第１７６页。

１０３恩格斯利用的是格 汉森的著作《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

协作社）》１８６３年柏林版（Ｇ．Ｈａｎｓｓｅｎ．《ＤｉｅＧｅｈｏｆ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Ｅｒ

ｂ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ｔｆｔｅｎ）ｉｍ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ｚｉｒｋＴｒｉ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３）。——

第１７７页。

１０４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２章第１节。——第１７８页。

２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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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指法国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根据和约的条件，于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年向德国支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１８２页。

１０６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 是把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

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在普鲁士，后备军制度

最初是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在反拿破仑战争的斗争中作为民团而产生的。在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用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

第１８４页。

１０７指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第１８５页。

１０８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８日 圣普里瓦会战 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

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与格腊韦洛特会

战同样著名。

  关于后面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的伤亡的材料的来源，见注

５３７。——第１８５页。

１０９麦 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曾载于１８７６

年４月１８、２０、２２和２５日《科伦日报》第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２和１１５号。引文中

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１８０２

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它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政

策。——第１８７页。

１１０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 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是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

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它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

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１８７页。

１１１ 注的末尾圆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１８９４年第三版中加

的。——第１８９页。

１１２杜林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作“自然辩证法”，以别于黑格尔的“非自

然的”辩证法。见欧 杜林《自然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

１８６５年柏林版（Ｅ．Ｄüｈｒｉｎｇ．《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Ｎｅｕｅ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５）。——

第１９１页。

３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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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格 路 毛勒有关同一题目的著作（共十二卷）是研究中世纪德国的土地

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

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Ｈｏｆ，ＤｏｒｆｕｎｄＳｔａｄｔ－Ｖｅｒ

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ｒ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ｗａｌｔ》．Ｍüｕｃｈｅｎ，１８５４）；《德国马尔克

制度史》１８５６年厄兰根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６）；《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

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兰根版第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

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ｕｎｄｄｅｒ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

ｇｅｎ，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德国乡村制度史》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１—２

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ｏｒ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德国城市制度史》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厄兰根版第

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ｄｔ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部著作中，德国马尔

克制度是研究的专题。——第１９１页。

１１４引自海涅的诗《科贝斯第一》。——第１９１页。

１１５恩格斯讽刺地改变了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亨利希七十二世是

罗伊斯幼系（罗伊斯－ 罗宾斯坦－ 艾贝斯道弗）两个领主王公之

一。格莱茨是罗伊斯长系（罗伊斯－ 格莱茨）公国的首都。施莱茨

是罗伊斯幼系王公（罗伊斯－施莱茨）的领地之一，它不属于亨利希

七十二世。——第１９２页。

１１６凯尤斯 普林尼 塞孔德《博物志》（《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第１８卷第３５

页。——第１９２页。

１１７这一用语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普鲁士军队的新年文告（１８４９

年１月１日）。对这一文告的批判，见卡 马克思的文章《新年贺词》（《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８６—１９２页）。——第１９９页。

１１８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６节。——第２００页。

１１９弗 艾 罗霍夫《儿童之友。乡村学校读本》１７７６年勃兰登堡和莱比锡版

（Ｆ．Ｅ．Ｒｏｃｈｏｗ．《ＤｅｒＫｉｎｄｅｒｆｒｅｕｎｄ．ＥｉｎＬｅｓｅｂｕｃｈｚｕ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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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ｓｃｈｕｌｅｎ》．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７６）。——第２０１页。

１２０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共十三册），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古希

腊罗马的数学原理。——第２０２页。

１２１比 约 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

黎版第２页（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

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ｐ．２）。——

第２０３页。

１２２大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页（Ｄ．Ｒｉｃａｒ

ｄｏ．《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３ｒｄ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１）。——第２１２页。

１２３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２节。——第２１５页。

１２４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２节。——第２１７页。

１２５对拉萨尔的口号“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详尽批判，包

含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８—２４页）。——第２１９页。

１２６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１节。——第２２１页。

１２７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２节。——第２２１页。

１２８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３节。——第２２２页。

１２９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３节。——第２２２页。

１３０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３节。——第２２４页。

１３１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３节。——第２２４页。

１３２这里套用了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兄弟》第五幕第三场中的一

句话。——第２２６页。

１３３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８章第２节。——第２２６页。

１３４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６章。——第２３０页。

１３５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７章第１节。——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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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５章第１节。——第２３０页。

１３７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７篇。——第２３１页。

１３８见注７６。——第２３２页。

１３９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０章。——第２３２页。

１４０根据圣经传说，在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吹

起了神圣号角，使攻不破的城墙塌陷 （圣经《约书亚记》第６

章）。—— 第２３３页。

１４１ 洛贝尔图斯《给冯 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

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１８５０年柏林版第５９页（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ｅ

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ｒｉｅｆ：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ｄｉｅｍｅｉｎｉ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０，Ｓ．５９）。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

２３８页。

１４２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５章第１节。——第２３８页。

１４３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卫

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卫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

切要想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第２３９页。

１４４见注９１。——第２４１页。

１４５《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１８５３年起在柏

林出版。恩格斯在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这家报纸的

“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第２４１页。

１４６暗指杜林于１８６６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Ｋｒｉ

ｔｉｓ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杜林是在这里所引

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引论中引用这部著作

的。——第２４１页。

１４７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６３—６５页（Ａ．Ｓｍｉ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ｐ．６３—６５）。——

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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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２章第５节。——第２４９页。

１４９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分册第２９页（Ｋ．

Ｍａｒｘ．《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５９，Ｓ．２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１

页。—— 第２４９页。

１５０《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麦克斯 施蒂纳的主要著作的书名（见注６３）。

施蒂纳和杜林一样，极端自负。——第２４９页。

１５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册第９章，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

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１０卷第１３页（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ｌｉｂ． ，

ｃａｐ．９．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ｃｅｎ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Ｔ． ．Ｏｘｏｎｉｉ，

１８３７，ｐ．１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用了这段

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页和《资本论》第１

卷第２章）。——第２５０页。

１５２卡 马克思《资本论》１８８３年汉堡第３版第１卷第３６８—３６９页（Ｋ．Ｍａｒｘ．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ｄ． ，３．Ａｕｆ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３，Ｓ．３６８—３６９）。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２章第５节。——第２５１页。

１５３马克思指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第２册。见《柏拉图全集》１８４０年苏黎

世版第１３卷（《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ｏｐｅｒａｏｍｎｉａ》．Ｖｏｌ， ，Ｔｕｒｉｃｉ，１８４０）。——

第２５１页。

１５４马克思指色诺芬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第８册第２章。——第２５１页。

１５５见威 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３版第１卷

第８６页（Ｗ．Ｒｏｓ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Ｂｄ． ，３．Ａｕｆｌ．，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１８５８，Ｓ．８６）。——第２５１页。

１５６本节的标题为：《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

成》。——第２５１页。

１５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册第８—１０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

第１２７页和《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１、２节。——第２５１页。

１５８马克思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第５册第８章。见伊 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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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９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Ｔ． ．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和《资本论》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著作的相应地方（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８页和《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

３节Ａ）。——第２５２页。

１５９弗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１８４１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１卷

第４５１、４５６页（Ｆ．Ｌｉｓｔ． 《Ｄ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Ｂｄ．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４１．Ｓ．４５１，４５６）。——

第２５２页。

１６０安 塞拉的著作《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于

１６１３年在那不勒斯出版。马克思利用的这一著作载于彼 库斯托第编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１卷（《Ｓｃｒｉｔ

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ａｎｔｉｃａ．Ｔ． ，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２５２页。

１６１托 曼的著作《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于１６０９年在伦敦出版。修订版以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为题于１６６４年在同一地方出版。——第２５２

页。

１６２ 威 配第的著作《赋税论》 （《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于１６６２年在伦敦匿名出版。马克思在这一页和下一页所叙述和

引用的是配第这一著作的第２４—２５页。——第２５３页。

１６３威 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是作为给哈里法克斯侯爵的信于１６８２年写

成的，１６９５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１７６０年的版本。

  威 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写于１６７２年，１６９１年在伦敦出

版。——第２５５页。

１６４指法国化学家安 罗 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

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 路

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马克思用的这两本著作载于《政治经

济学文集》，附欧 德尔和古 德 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史略、评注和注

解，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５７５—６２０页（《Ｍéｌａｎｇ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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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ｑｕｅ．Ｐｒéｃéｄéｓ ｄｅ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ｃｈａｑｕｅ ａｕｔｅｕｒ，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ＭＭ．Ｅ．

ＤａｉｒｅｅｔＧ．ｄｅＭｏｌｉｎａｒｉ》．Ｖｏｌ．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７，ｐ．５７５—６２０）。——

第２５５页。

１６５比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２章，载于《十八世

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３９７页（ｐ．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ｅｔ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ｔｓ》，ｃｈａｐ．

．Ｉｎ：《毦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ｄｕ －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Ｐ．

３９７）。——第２５６页。

１６６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 罗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似

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

１７１６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１７１８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

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

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１７２０年国家银行完全倒

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２５７页。

１６７威 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２年伦敦版第２８—２９页。——第２５８页。

１６８达 诺思《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４页（Ｄ．Ｎｏｒｔ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ｐｏｎ

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ｐ．４）。该著作是匿名出版的。——第２５８页。

１６９指大 休谟的著作《政治辩论》１７５２年爱丁堡版（Ｄ．Ｈｕ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７５２）。马克思用的版本是：大 休谟《若干问

题论丛》两卷集１７７７年伦敦版（Ｄ．Ｈｕｍ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ｎｓｅｖ

ｅ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ｓ．１７７７）。《政治辩论》是两卷

集的第１卷第２部。——第２５９页。

１７０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ｂ和第１４章。——第２６０页。

１７１马克思指沙 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ｄｅｓｌｏｉｘ》），

该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７４８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第２６１页。

１７２大 休谟《若干问题论丛》１７７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３０３—３０４页。——第２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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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第２６１

页。

１７４ 大 休谟《若干问题论丛》１７７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３１３页。—— 第

２６２页。

１７５ 同上，第３１４页。—— 第２６３页。

１７６ 理 康替龙著《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是在１７５５年出版的。亚 斯

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本著

作。——第２６３页。

１７７大 休谟《若干问题论丛》１７７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３６７页。—— 第

２６４页。

１７８ 同上，第３７９页。—— 第２６４页。

１７９１８６６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海 瓦盖纳建议杜林起草致普鲁

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完成了

这一委托。但是，未经他同意，著作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

是瓦盖纳本人冒充作者署名发表。这就引起杜林对瓦盖纳提出

诉讼，控告他违反著作权。１８６８年，杜林胜诉了。在这件丑事闹

得最凶的时候，杜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

命运》（见注９８）。——第２６５页。

１８０弗 克 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１８５５年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版第１７卷第７６页（Ｆ．Ｃ．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ｆüｒ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Ｂｄ．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１８５５，Ｓ．

７６）。—— 第２６５页。

１８１ 威 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１４９、

１１６、１３０节（Ｗ．Ｃｏｂｂｅｔ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１４９，１１６，

１３０）。——第２６５页。

１８２魁奈的《经济表》（《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于１７５８年在凡尔赛以小册

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第２６６页。

０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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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Ｑｕｅｓｎ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这一著作在１７６６年第一

次刊载于重农学派的刊物《农业、商业和金融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ｄ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马克思用的这一著作载于欧

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

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２６８页。

１８４ 马克思指的是修道院院长勃多著《经济表说明》（Ｌ’ａｂｂéＢａｕｄｅａｕ．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的最后一节。这一著作于１７６７年

第一次刊载于重农学派的杂志《公民历书》 （《毦Ｅｐｈéｍéｒｉｄｅｓ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见欧 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第８６４—

８６７页。——第２６８页。

１８５黑暗的烦恼（ａｔｒａＣｕｒａ）是贺雷西颂歌中的用语。见贺雷西《颂歌》第

３册第１篇颂歌。——第２６８页。

１８６图尔利弗尔（ｌｉｖｒｅｔｏｕｒｎｏｉｓ）是法国的货币单位（因图尔先生而得

名）；从１７４０年起等于一法郎；在１７９５年被法郎所代替。—— 第

２７０页。

１８７ 《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６８页。——第２７４页。

１８８ 指詹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Ｊ．

Ｓｔｅｕａｒｔ．《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７）。——第２７６页。

１８９亨 查 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７４—７５页

（Ｈ．Ｃ．Ｃａｒｅｙ．《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１８４８，ｐ．７４—７５）。——第２７９页。

１９０恩格斯指的是《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１９—２０页）。最初在

《前进报》上《反杜林论》前十四章是以《欧根 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

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的。从单行本第一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

的《引论》，而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同时各章的序数没有

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说明引自《哲学》第一章的

脚注，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在报上发表时就加上的，并且在其生

前出版的所有各版中都保留下来，没有更动。——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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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恐怖时代 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１７９４年７月），

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

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

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１７９４年失败后所通过的１７９５年宪

法建立的；它存在到１７９９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

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２８１页。

１９２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自由、平等、博

爱”。—— 第２８２页。

１９３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Ｌｅｔｔｒｅｓｄ’ｕ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ｄｅ

Ｇｅｎèｖｅàｓ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１８０２年写

于日内瓦，１８０３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

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所用的版本是：古 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

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１８５７年巴黎版（Ｇ．Ｈｕｂｂａｒｄ．《Ｓａｉｎｔ－

Ｓｉｍｏｎ．Ｓａｖｉｅｅｔｓ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Ｓｕｉｖｉｄ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ｄｅｓｐｌｕｓｃéｌèｂｒｅｓéｃｒｉｔｓ

ｄｅ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７）。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

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巨著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ｅｓ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写于十

九世纪头几年，１８０８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

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新拉纳克（ＮｅｗＬａｎａｒｋ）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

办于１７８４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２８２页。

１９４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

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１４３页和第１３５页

上。—— 第２８３页。

１９５ 恩格斯指《昂 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

话。这些信载于昂 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

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１８１７年巴黎版第２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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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Ｈ．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ｏｕ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ｍｏｒａｌｅｓ

ｅ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ｌ’ｉｎｔéｒêｔｄｅｔｏｕｓｌｅｓｈｏｍｍｅｓｌｉｖｒéｓ à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ｕｔｉｌｅｓｅｔ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这些话在雨巴版

本的第１５５—１５７页上。——第２８４页。

１９６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 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

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

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 （《Ｄｅ ｌａ 

ｒé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ｏｕ Ｄｅ ｌａ 

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 ｅｔ ｄｅｓ ｍｏｙｅｎｓ ｄｅ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 ｌｅｓ ｐｅｕｐｌｅｓ ｄｅ 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ｎ ｕｎ ｓｅｕｌ ｃｏｒ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ｔ à ｃｈａ

ｃｕｎ ｓｏｎ 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１８１５年同

盟的措施的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ｅｓｕｒｅｓ à ｐｒｅｎｄｒｅ ｃｏｎ

ｔｒｅ ｌａ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ｄｅ １８１５》）；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

在１８１４年１０月，第二本在１８１５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

的摘录在第１４９—１５４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６８—７６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

同盟国军于１８１４年３月３１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

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

次复辟。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０日他从埃尔

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

止。——第２８４页。

１９７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

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１８１５年的战局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

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关于杜林和德国教授的“舌战”，见注１０。——第２８４页。

１９８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

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

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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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

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卷

第１９５—１９６页）。——第２８５页。

１９９参看沙 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１卷和第４卷；《傅立叶全集》

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７８—７９页和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卷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ｕｎｉｔé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ｖｏｌ． ｅｔ ），Ｃ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ｉ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ｐ．７８—７９，ｅｔ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

２１３—２１４）。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 傅立叶《经济的和

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

发现》《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６卷第２７—４６、３９０页（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

《Ｌ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Ｍｏｎ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ｅｔ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ｏｕ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ｕｐｒｏｃéｄé

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ａｔｔｒａｙａｎｔｅｅｔ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ｉｓｔｒｂｕéｅｅｎｓéｒｉｅｓｐａｓｓｉｏｎｎéｅｓ》；

Ｃ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５，ｐ．２７—４６，３９０）。该书第一

版于１８２９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卷第

２０２页。——第２８５页。

２００ 《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６卷第３５页。——第２８５页。

２０１ 《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５０页及以下各页。—— 第

２８５页。

２０２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

个注，指出这一页引文系引自罗 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

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Ｒ．Ｏｗｅｎ．《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ｏｒ，ｔｈｅＣｏｍ

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上一页

所引用的欧文传记材料，出处相同。——第２８７页。

２０３罗 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３月１８日、４月

１２日和１９日、５月３日》１８２３年都柏林版（Ｒ．Ｏｗ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ｔ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ｈｅｌｄｉｎＤｕｂｌｉｎ……ｏｎｔｈｅ

１８ｔｈＭａｒｃｈ，１２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９ｔｈ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３ｒｄＭａｙ》．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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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８页。

２０４１８１５年１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

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１８１５年６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

案到１８１９年７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

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九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十八岁以下的工人

的工作日为十二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

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２８８页。

２０５１８３３年１０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

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

程于１８３４年２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

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

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

反对，该联盟于１８３４年８月宣告解散。——第２８８页。

２０６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ａｒｓ）是英国

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 欧文于１８３２

年９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１８３４年年中。——第２８９页。

２０７蒲鲁东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

银行（ＢａｎｑｕｅｄｕＰｅｕｐｌｅ）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

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

并于４月初宣告关闭。——第２８９页。

２０８ 威 鲁 萨金特《罗伯特 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１８６０年伦敦版

（Ｗ ．Ｌ．Ｓａｒｇａｎｔ．《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ｅｎ，ａｎｄｈｉ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６０）。

  欧文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著作有：《新道德世界

的婚姻制度》（１８３８年），《新道德世界书》（１８３６—１８４４年）和《人类

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１８４９年）。——第２９０页。

２０９协和（ＨａｒｍｏｎｙＨａｌｌ）是以罗伯特 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１８３９年底在领地金伍德（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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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区一直存在到１８４５年。——第２９０页。

２１０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２９２页。

２１１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

让读者参看他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

卷第３５１—３６９页）。——第２９７页。

２１２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

国和荷兰（１６５２—１６５４、１６６４—１６６７和１６７２—１６７４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

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

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

的世界贸易。——第２９８页。

２１３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５节和第９节。——第

２９９页。

２１４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８节ｂ。——第２９９页。

２１５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３章第４节。——第３００页。

２１６ 《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６卷第３９３—３９４页。——第３０１页。

２１７海外贸易公司（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

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量贷款，实际上起了政

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１９０４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

家银行。——第３０３页。

２１８“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

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

领批判》第４节和恩格斯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给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０—３５页和第７—８页），并见列宁的著作

《国家与革命》第１章第４节和第４章第３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

第３８２—３８８页和第４２６—４２９页）。——第３０６页。

２１９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 吉芬的报告《近来

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１８７８年１月１５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

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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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上。——第３０８页。

２２０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８年２月２１—２２日在柏林

举行。——第３０８页。

２２１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２章第５节。——第３１６页。

２２２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４节。——第３１７页。

２２３见沙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第２、５、６章。——第３１８页。

２２４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４节。——第３１９页。

２２５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９节。——第３２０页。

２２６恩格斯指俾斯麦于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０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

１８４９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反映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作

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

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第３２１页。

２２７纯洁的鸽子和有智慧的蛇的形象取自圣经（《马太福音》第１０章第１６

节）。——第３２５页。

２２８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章第１节。——第３２７页。

２２９ “交易簿”（Ｋｏｍｍｅｒｚｂｕｃｈ）是威 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２

部分第１０章（Ｗ．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ｄｅ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ｕｎｄ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Ｖｉｖｉｓ，１８４２，Ｓ．１５３ｆｆ．）中所描述的。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

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

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这个时间之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做几个附加

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因而得到

的物品都记在“交易簿”中。——第３２７页。

２３０没有臭味（Ｎｏｎｏｌｅｔ），即金钱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

西安（６９—７９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实施专门的

厕所税。——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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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关于萨金特的书，见注２０８。

  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ａｒｓ，见注２０６。——第３３０页。

２３２恩格斯引用的是他发表在《德法年鉴》杂志上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０４—６０５页）。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

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 马克思和阿 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

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 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 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５页）。这

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

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

上的意见分歧。——第３３５页。

２３３见注１０３。——第３３６页。

２３４见注１２５。——第３３６页。

２３５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在

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德》第１部第２１章中作了描述。

  阿 恩斯是一本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作者，这本书是由于

１８７７年１—２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写的（见本卷《书

信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第３３８页。

２３６见注９２。——第３３９页。

２３７这一用语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１７４０年７月２２日对大臣勃兰

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

存在的咨询所作的决定。——第３４１页。

２３８五月法令 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耳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１８７３年５月

１１—１４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律就以此名而载

入史册。这些法律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它们是所谓

“文化斗争”的顶点，是俾斯麦于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

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天主教僧侣是“中央”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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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裂派的利益的政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

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殉教的荣誉。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７年，

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来同工人运动作斗争，不得不起初

是缓和而后来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第３４３页。

２３９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９节。——第３４４页。

２４０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９节。——第３４８页。

２４１《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爱 施卡奈德尔作词）。它在１７９１年

写成和上演；其中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

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罗、塔米诺和帕米纳 都是这部歌剧

中的主要人物。——第３４９页。

２４２见习官（申报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

机关试用的法官。见习官的职务通常是没有薪俸的。——第３５１页。

２４３《自然辩证法》是弗 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对十九世纪中叶自然

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

辩证法并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多年来对自然科学进行深湛研究的总结。恩

格斯最初打算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写成一部旨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者路

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这是１８７３年１月左右的想法（见本卷第５４２—５４７

页）。后来恩格斯认为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为广泛的任务。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

恩格斯从伦敦寄给住在曼彻斯特的马克思的信，叙述了《自然辩证法》

的宏大计划。马克思把这封信给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卡 肖莱马看了。信

的原稿上有肖莱马加的边注，他表示完全同意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思想。

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按既定计划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计划未能完全实

现。

  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是１８７３—１８８６年这一时期写成的。在这一

时期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有关自然科学重要问题的大量文献，并写成

了十篇大致完成的论文以及一百七十多个札记和片断。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从计划写

这一著作到开始写《反杜林论》（１８７３年５月—１８７６年５月）和从《反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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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论》写完后到马克思逝世（１８７８年７月—１８８３年３月）。在前一时期，恩

格斯主要是收集材料，写完了片断的大部分和《导言》。在后一时期，恩

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完了相当数量的片断和几乎所有

的论文。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由于全力倾注于完成《资本论》的出

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不得不在事实上停止自己著作的写作。结

果，《自然辩证法》没有完成。

  我们所看到的《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有四束，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

把他有关这一著作的所有论文和札记都分列在这四束里，并冠以下列

标题：（１）《辩证法和自然科学》，（２）《自然研究和辩证法》，（３）《自

然辩证法》，（４）《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这四束中只有两束

（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编的目录，列出了该束所包括的材料。由于

有这些目录，便能确切地知道，恩格斯把哪些材料放到第二束和第三

束，他在这两束中按什么次序排列这些材料。至于第一束和第四束，其

中各单页的位置是否正是恩格斯所放的地方，则不得而知了。

  第一束（《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由两部分组成：（１）札记，写在有

恩格斯编号的十一张对折页上，其中每一张都有标题《自然辩证法》；这

些札记彼此之间有区分线分开，它们都属于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年这一时期，并

且是根据它们在各页手稿上编号的次序按年代先后写成的；（２）二十张

未编号的单页，每一页都有一个较长或几个较短的彼此之间有区分线

分开的札记；其中仅有极少数札记包含有一些使我们能确定其写作日

期的材料。

  第二束（《自然研究和辩证法》）包括《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

的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

限》这三个大札记；还包括《〈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一篇论文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一个大片断《〈费尔巴哈〉的

删略部分》。从恩格斯所编的目录可以看出，这一束本来还包括两篇论

文：《运动的基本形式》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后来恩格斯从第

二束的目录中勾去了这两篇论文的标题，把它们改列入第三束。他把自

己未完成的著作中最接近完成的组成部分放在第三束内。

  第三束（《自然辩证法》）包括六篇最接近完成的论文：《运动的基

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电》、《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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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和《潮汐摩擦》。

  第四束（《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包括：未完的两篇论文

《辩证法》和《热》；十八张未编号的单页，其中每一页都有一个较长或

几个较短的彼此之间有区分线分开的札记；几张数学计算。在第四束的

札记中有《自然辩证法》的两个计划草案。这一束札记的写作日期只有

极少数可以确定。

  《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以及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均附卷

末（第７９７—８０９页）。

  从《自然辩证法》四束的手稿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除了专门为

《自然辩证法》而写的论文和草稿外，还把原来不是为这一著作而写的

另外一些手稿也列入这四束里面。这就是：《〈反杜林论〉旧序》、《〈反

杜林论〉的两个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和《关

于“机械的”自然观》）、《〈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劳动在从猿到

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自然辩证法》收入了包含在恩格斯所分四束中的全部材料，只有未附有

文字说明的片断的数学计算和在内容上显然与《自然辩证法》无关的下列各

个札记不在其内：（１）《反杜林论》的《引论》草稿（关于现代社会主义），（２）论

奴隶制的片断，（３）沙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一书的摘要（这

三个札记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４）恩格斯评德国化学家菲 鲍

利对劳动价值说的否定态度的一小段札记。

  《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由十篇论文、一百

六十九段札记和片断、两个计划草案—— 总共一百八十一个部

分组成的。

  所有这些材料在本版中都是按照恩格斯在我们所看到的《自

然辩证法》两个计划草案中规定的基本方针按主题分类编排的。这两个

草案都排在《自然辩证法》的开端。其中一个草案较为详细，而且包括

了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全部，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是１８７８年８月写的；另

一个只包括了这一著作的一部分，大约写于１８８０年。《自然辩证法》的

现有材料，是恩格斯在十三年（１８７３—１８８６年）中断断续续地写出来的，

它并不完全符合总计划所规定的各点，因此，在各个细节上一字不易地

实现１８７８年的计划草案，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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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计划的基本方针彼此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两个计划草案就成了

编排本书材料的基础。同时也贯彻了恩格斯本人（在按束分类时）所拟

定的把多少已经完成的论文和作为准备材料的札记区分开来的意图。

这样全书就分成两部分：（１）论文，（２）札记和片断。其中每一部分的

材料都是根据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方针按同一指导性的方案排列的。

  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方针规定各部分的次序如下：（１）历史的导言，

（２）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般问题，（３）科学分类，（４）关于各门科学

的辩证内容的见解，（５）对自然科学中某些迫切的方法论问题的

考察，（６）向社会科学的过渡。倒数第二部分，恩格斯几乎完全

没有加工整理。

  计划的基本方针规定构成《自然辩证法》前半部的所有论文的排

列次序如下：

  （１）导言（写于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

  （２）《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１８７８年５—６月）；

  （３）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１８７８年初）；

  （４）辩证法（１８７９年底）；

  （５）运动的基本形式（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

  （６）运动的量度。——功（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

  （７）潮汐摩擦（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

  （８）热（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８８２年１１月）；

  （９）电（１８８２年）；

  （１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１８７６年６月）。

  所有这些论文按主题排列的次序基本上是与写作的年代次序相一

致的。只有作为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过渡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

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是例外。《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这篇论文在

恩格斯的计划草案中根本没有提到。大概恩格斯最初是打算把它单独

拿到某一杂志上发表，只是后来才把它列入《自然辩证法》中去的。这

里把它放在论文这一部分的第三位，因为它和前两篇一样具有一般方

法论的意义，而且就其基本思想（理论思维对于经验自然科学的必要

性）来说，又和《〈反杜林论〉旧序》很紧密地衔接着。

  至于构成本书后半部的草稿、札记和片断，在把现有材料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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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草案加以对比以后，现在把材料分为如下几类：

  （１）科学历史摘要；

  （２）自然科学和哲学；

  （３）辩证法；

  （４）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５）数学；

  （６）力学和天文学；

  （７）物理学；

  （８）化学；

  （９）生物学。

  如果把这几部分片断和前面所列举的《自然辩证法》十篇论文的标

题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论文的排列次序和片断的排列次序几乎

完全一致。《自然辩证法》的第一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一部分。第二

篇和第三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二部分。第四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

三部分。第五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四部分。第六篇和第七篇论文相当

于片断的第六部分。第八篇和第九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七部分。至于

第十篇论文，在片断中没有和它相当的部分。

  各部分片断本身也是根据按主题分类的原则排列的。先是那些研究

比较一般的问题的片断，然后是那些说明比较特殊的问题的片断。《科

学历史摘要》这一部分片断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排列的：从科学在古代人

那里产生起直到恩格斯的同代人为止。在《辩证法》这一部分中先是那

些论述辩证法一般问题和辩证法基本问题的札记，然后是那些关于所

谓主观辩证法的札记。每一部分都尽可能以那些可以衔接下一部分的

片断作结束。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辩证法》的材料都没有发表过。在他逝世以

后发表了他列入《自然辩证法》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于１８９６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神灵世

界中的自然科学》于１８９８年发表在《世界新历画报》年鉴。１９２５年第

一次用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全文发表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第２卷）。——第３５３页。

２４４《自然辩证法》的这个总计划编于１８７８年６月以后，因为里面提到了１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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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６月写的《反杜林论》旧序和１８７８年７月出版的恩 海克尔的小册子

《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但是这个计划编于１８８０年以前，因为里面

一点也没有提到《自然辩证法》中象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年写的《运动的基本形

式》、《热》和《电》等几篇论文。把这个计划第十一项（其中提到德国

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恩 海克尔和奥 施米特）同１８７８年８月１０日恩格

斯给拉甫罗夫的信比较一下，就有理由认为这个计划是１８７８年８月编成

的。——第３５７页。

２４５指《〈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本卷第３８０—３８８页）。——

第３５７页。

２４６ 指（１）艾 杜布瓦－ 雷蒙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４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

医生莱比锡第四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论对自然界的认

识的界限》；这个报告的第一版于１８７２年在莱比锡出版；（２）卡 耐格里

于１８７７年９月２０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

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报告刊载在代表大会《公报》附

录中。——第３５８页。

２４７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拥护者的机械论观点，恩 海克尔是这种观点的典

型代表之一。参看札记《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本卷第５９４—５９９

页）。——第３５８页。

２４８原生体 是恩 海克尔对活的原生质的细微粒子的称呼，按照他的学说，

其中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级

“灵魂”。

  关于“原生体的灵魂”、关于初级活体中潜在着意识、关于意识和它

的物质基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１８７７年９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

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题目，恩 海克尔、卡 耐格

里和鲁 微耳和（在９月１８、２０和２２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

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

中专门有一章用来维护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回答微耳和的攻

击。——第３５８页。

２４９恩格斯指的是鲁 微耳和的报告《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见注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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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中微耳和建议限制科学讲授的自由，恩 海克尔反对微

耳和的建议，并出版了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

第３５８页。

２５０ 微耳和关于动物个体是细胞国家的联邦的观点，见注２３。——

第３５８页。

２５１１８７８年７—８月恩格斯建议批判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反对社

会主义的言论。原因是出现了一则消息：奥 施米特将于１８７８年９月

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加塞尔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达尔文

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报告。这则消息，恩格斯是在１８７８

年７月１８日出版的《自然界》杂志（第１８卷第４５５期第３１６页）上

读到的。在代表大会后，施米特的报告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奥 施

米特《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８年波恩版）。在１８７８年８月１０日左

右恩格斯收到恩 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Ｅ．

Ｈａｅｃｋｅｌ．《Ｆｒｅ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ｆｒｅｉｅＬｅｈｒｅ》．Ｓｔｕｔｔｇｒｒｔ，１８７８），海

克尔在小册子中企图使达尔文主义不受它和社会主义运动有联

系的非难，并且也引用了施米特的言论。恩格斯在１８７８年７月１９

日给施米特的信、１８７８年８月１０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表示要答复

这些言论。——第３５８页。

２５２ 海 赫尔姆霍茨《通俗科学讲演集》１８７１年不伦瑞克版第二分册（Ｈ．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Ｖｏｒｔｒａｇｅ》．ＺｗｅｉｔｅｓＨｅｆｔ，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１）。关于物理学概念“功”，赫尔姆霍茨主要是在他

的１８６２年的讲演《论力的守恒》（上书第１３７—１７９页）中谈到的。恩格斯

在《运动的量度。——功》这一章（见本卷第４３７—４４１页）中考察了

“功”这一范畴。——第３５８页。

２５３这个草案的基本部分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的计划。同时，和

这个计划相应的，有在主题和写作年代方面彼此联系着的几篇论文：

《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潮汐摩擦》、《热》和

《电》。所有这几篇论文都是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年写成的。局部计划草案是在

这几篇论文之前——大概是１８８０年写的。——第３５９页。

５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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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在恩格斯所编的《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导言》叫

做《旧导言》。《导言》中有两个地方使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写作日期。在

本卷第３７１页上，恩格斯说：“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如果留意一

下恩格斯在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指出发现细胞的大概日

期是１８３６年，那末，可得出结论：《导言》是１８７６年以前写的。其次，在

本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上，恩格斯写道：“在大约十年前才知道，完全没有

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这里所指的是原虫——最

简单的有机体。原虫是恩 海克尔在他于１８６６年出版的著作《有机体普

通形态学》中第一次加以描述的（见注５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导

言》约写于１８７６年。《导言》的初稿（见本卷第５３３—５３６页）写于１８７４

年底。把上述所有事实加以比较，就可确定《导言》的写作日期是１８７５

年或１８７６年。可能《导言》的第一部分是写于１８７５年，而第二部分是写

于１８７６年上半年。——第３６０页。

２５５恩格斯指的是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Ｂｕｒｇ

ｉｓｔｕｎｓｅｒＧｏｔｔ》）。亨 海涅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２册中

称这首赞美诗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第３６２页。

２５６指哥白尼在他临终的那天——１５４３年５月２４日（旧历）得到一本他的刚

刚印好的著作《天体运行》 （《Ｄ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ｂｕｓｏｒｂｉｕｍｃｏｅｌｅｓ－

ｔｉｕｍ》），该著作阐述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第３６３页。

２５７根据在十八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

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

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却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

说的人便企图硬说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杰出

的法国化学家安 罗 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

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和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

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的结尾部分（见本卷

第３８８页）谈到。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详细地谈到了燃素

说。——第３６４页。

２５８见注３１。——第３６６页。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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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指伊 牛顿在他的基本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２版第３册的结尾

部分《总识》中所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

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接着

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

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ｈｙｐｏ－

ｔｈｅｓｅｓｎｏｎｆｉｎｇｏ］。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做假说；凡是

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

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

归纳法概括。”

  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意见，他在《哲学全书》第９８节附释１中

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第３６６

页。

２６０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利用了威 罗 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

互关系》１８５５年伦敦第３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ｏｒ－ｃｅｓ》，

３ｒ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４６年在伦敦出版。它的基础是

格罗夫的讲稿，这些讲稿他曾于１８４２年１月在伦敦学院宣读过，此后很

快就发表了。——第３６８页。

２６１文昌鱼是一种有些象鱼形的小动物，是非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之

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产于许多海洋。

  南美肺鱼 是肺鱼属的动物，兼有肺和鳃；产于南美。—— 第

３６９页。

２６２ 一角鱼 是一种肺鱼，产于澳洲。

  始祖鸟 是一种古生脊椎动物，是鸟类最古的代表，具有爬虫类的某

些特征。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亨 阿 尼科尔森的著作《动物学手册》，该书第

一版于１８７０年问世。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所使用的是１８７４年以

前的几种早期版本之一。——第３６９页。

２６３１７５９年卡 弗 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Ｔｈｅｏｒｉ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他在其中驳斥了预成论，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

７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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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成 是指成熟的机体在胚细胞中预先形成。预成论在十七世纪和

十八世纪生物学家中占统治地位。从预成论的拥护者的形而上学观点

看来，成熟的机体的一切部分都已经以紧缩的形式存在于胚胎中，这样

一来，机体的发育被归结为已有器官的纯粹量的增长，而本来意义上的

发育，即作为新生成（渐成）的发育就不发生了。从沃尔弗到达尔文等

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不断论证并发展了渐成论。——第３７０页。

２６４查 达尔文的基本著作《物种起源》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４日问世。——第３７０

页。

２６５原生生物，见注５２。——第３７０页。

２６６恩格斯在这里以及后面利用了下列著作：约 亨 梅特勒《宇宙的

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１８６１年柏林第５版 （Ｊ．Ｈ．Ｍａｄｌｅｒ．

《ＤｅｒＷｕｎ－ｄｅｒｂａｕｄｅｓＷｅｌｔａｌｌｓ，ｏｄ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ｅ》．５．

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１）和安 赛奇《太阳》１８７２年不伦瑞克版（Ａ．Ｓｅｃｃｈｉ．

《ＤｉｅＳｏｎｎ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２）。

  恩格斯在《导言》的第二部分使用了他从这两本著作中作的摘录，摘

录大概是１８７６年１—２月做的（见本卷第６１８—６２２页）。——第３７１页。

２６７加拿大假原生物（Ｅｏｚｏｏｎ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ｅ）是在加拿大发现的一种化石，曾

被看作最古的原始机体的遗骸。１８７８年德国动物学家卡 牟比乌斯驳斥

了关于这种化石的有机起源的意见。——第３７３页。

２６８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３７５页。

２６９在第二束的目录中，这篇论文的标题就是这样。它是恩格斯在把《自然

辩证法》材料加以分类时列入第二束的。论文的手稿上只有一个《序》字

作为标题，而在第一页的上面还注有《杜林，科学中的变革》的字样。

论文是１８７８年５月或６月初作为《反杜林论》第一版序写的（见注１）。但

是恩格斯后来又决定用一个较短的序（见本卷第７—１０页）来代替这个

原来的序。新序注明日期是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１日，新序中使用了《旧序》的一

部分，而且和使用的部分基本一致。——第３８０页。

２７０见注４。——第３８１页。

８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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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１８７７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第

１８页（《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５０．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ｆｏｒｓｃｈｅｒｕｎｄ

ＡｅｒｚｔｅｉｎＭüｕｃｈｅｎ１８７７》．Ｂｅｉｌａｇｅ，Ｓ．１８）。——第３８１页。

２７２见注６。——第３８１页。

２７３ Ａ．Ｋｅｌｕｌé．《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ｉｅｌｅｕｎｄ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Ｃｈｅ－

ｍｉｅ》．Ｂｏｎｎ，１８７８，Ｓ．１３—１５．——第３８３页。

２７４“迷人的障碍”（ｈｏｌｄｅＨｉｎｄｅｒｎｉｓｓｅ）是海涅的诗集《新春集》诗序中的

用语。——第３８５页。

２７５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版跋。——第３８７页。

２７６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版跋。——第３８８页。

２７７指下列著作：让 巴 约 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１８２２年巴黎版

（Ｊ．Ｂ．Ｊ．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ｈéｏｒｉ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ｃｈａｌｅｕｒ》．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２）和萨 卡诺《谈谈火的动力和能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

１８２４年巴黎版（Ｓ．Ｃａｒｎｏｔ．《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ｍｏｔｒｉｃｅｄｕｆｅｕ

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ｒｏｐｒｅｓ à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ｒｃｅｔｔ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恩格斯后面提到的函数Ｃ见卡诺的著作第７３—７９页的注

释。——第３８８页。

２７８这篇论文在手稿第一页上的标题就是这样。恩格斯把它放在第三束中，

它在那里的标题是《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这篇论文很可能是１８７８年

初写的。这一结论可以下列事实为据：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见本卷第

３９７页）谈到弗 策尔纳关于系在桌上的一条线打了几个结的“实验”这

个“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是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在莱比锡做这些“实

验”的。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在他逝世以后才第一次发表于社会民主党的

《１８９８年世界新历画报》年鉴１８９８年汉堡版第５６—５９页（《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ｒｔｅｒ

ＮｅｕｅＷｅｌｔ－ＫａｌｅｎｄｅｒｆüｒｄａｓＪａｈｒ１８９８》，Ｈｕａｂｕｒｇ，１８９８，Ｓ．５６—

５９）。——第３８９页。

２７９指弗 培根所计划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科学的大复兴》（《Ｉｎ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

ｍａｇｎａ》），特别是指它的第三部分《自然现象，或可作为哲学基础的自

９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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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和实验的历史》（《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ｓ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ｅ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ａｄｃｏｎｄｅｎｄａ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ｍ》）。培根的计划只实现了一

部分。该著作第三部分的材料以《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为总标题于

１６２２—１６２３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８９页。

２８０伊 牛顿以神学为题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逝世后于１７３３年出版的《评

但以理书和圣约翰默示录》。

  约翰启示录 或默示录是圣经中之一书。——第３８９页。

２８１Ａ．Ｒ．Ｗａｌｌａｃｅ．《Ｏｎ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

Ｂｕｒｎｓ，１８７５．恩格斯在本文中所引用的华莱士著作的页码，均用方括

号标出。——第３８９页。

２８２麦斯默尔催眠术 是一种反科学的关于某种“动物磁力”的理论，以其

创立者奥地利医生弗 安 麦斯默尔（１７３４—１８１５）命名。麦斯默尔催眠

术在十八世纪末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是降神术的前导之一。——第

３８９页。

２８３根据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 约 加尔所创立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

理论——颅相学，人的每一种心理特性都有其器官：每种特性局限于头

脑的一定部位；某种心理特性的发展会引起它的器官的增长并使颅骨

的相应部位隆起一块。因此，似乎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

性。颅相学的伪科学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

利用。——第３９０页。

２８４巴拉塔利亚（源出西班牙语ｂａｒａｔｏ——廉价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岛屿的

名称，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德》的一节（第２部第４５—５３章）中

用以表示一个小城，唐 吉诃德的侍从桑科 判扎被任命为该城的总

督。——第３９０页。

２８５诺亭山 是伦敦西城的一个区。——第３９３页。

２８６《Ｉａｍ》是英语动词《ｔｏｂｅ》（“是”）的单数第一人称现在式。《Ｗｅ

ａｒｅ》，《ｙｏｕａｒｅ》，《ｔｈｅｙａｒｅ》是同一动词的复数形式。——第３９３页。

２８７《回声报》（《ＴｈｅＥｃｈｏ》）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１８６８年到１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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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９４页。

２８８铊是１８６１年威 克鲁克斯发现的。

  辐射计（《Ｌｉｃｈｔｍüｈｌｅ》——“光磨”）是一种测量光能的仪器：在

一根细线上装几个轻质的小翼，小翼在辐射的作用下旋转，便使细线折

弯而产生偏向角，用测定偏向角的方法来测量光能。辐射计是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年由克鲁克斯设计成功的。——第３９４页。

２８９这里和后面的两处引文都引自威 克鲁克斯的文章《“凯蒂 金”的最后

出现》。

  《灵学家》（《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是英国降神术士的周报，１８６９至

１８８２年在伦敦出版；１８７４年起用《灵学家报》（《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Ｎｅｗｓｐａ

ｐｅｒ》）的名称出版。——第３９５页。

２９０Ｃｈ．Ｍ．Ｄａｖｉｅｓ．《Ｍｙｓｔ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Ｔｉｎｓｌｅ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１８７５，

ｐ．３１９．——第３９６页。

２９１指的是彼得堡大学物理学会于１８７５年５月６日设立而于１８７６年３月２１日

结束工作的“神媒现象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德 伊 门得

列耶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委员会曾要求在俄国传播降神术的

人——亚 尼 阿克萨柯夫、亚 米 布特列罗夫、尼 彼 瓦格纳

—— 提供关于“真正的”降神现象的材料。委员会得到的结论是：

“降神现象发生于无意识的动作或有意识的欺骗，而降神说是迷

信。”这个结论曾发表于１８７６年３月２５日《呼声报》上。委员会的材料由

德 伊 门得列耶夫出版，书名是《判断降神术的材料》１８７６年圣彼得堡

版。——第３９７页。

２９２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帕米纳和巴巴盖诺的二重唱的开头部分（第一

幕第十八场）。这段二重唱的歌词在下一乐句中也演唱了。——第３９８

页。

２９３恩格斯暗指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以后在德国特别流行的对达尔文主义的反

动攻击。甚至象微耳和这样的大科学家，以前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也

在１８７７年自然科学家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建议禁止讲授达尔文主义，断

言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有紧密的联系，因而对于现存的社会制

１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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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危险的。见鲁 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１８７７年柏林版第１２

页。——第３９８页。

２９４ “教皇无谬说” 的教义是１８７０年在罗马公布的。德国的天主教神

学家多林格尔拒绝承认这一教义。美因兹的主教凯特勒最初也

反对宣布新教义，但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教义而且变成了它的

热烈拥护者。——第４００页。

２９５这段话是从托 赫胥黎１８６９年１月２９日给伦敦“逻辑学会”（《Ｄｉａ－ｌｅｃｔｉ

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信中引来的。这个学会邀请他参加降神现象研究

委员会的工作。赫胥黎拒绝了这一邀请，并且发表了许多讽刺降

神术的意见。戴维斯的著作《神秘的伦敦》第３８９页引用了这封

信。——第４００页。

２９６这篇论文在手稿第１页上的标题就是这样。在手稿第５页和第９页（即第

二和第三张稿纸开头）的上面边上注有“辩证法的规律”的字样。论文

没有完成。它写于１８７９年，但不早于该年９月。这个日期是根据下列事

实确定的。在论文中引证了罗斯科和肖莱马著《化学教程大全》

第二卷的结尾部分；这一卷的第二部分是１８７９年９月初问世的。

其次，在论文中一点没有谈到钪的发现（１８７９年），如果这篇论文

写于１８７９年以后，那末，恩格斯在说到镓的发现时，就不可能不提到

钪。——第４０１页。

２９７亨 海涅《论告发者。〈沙龙〉第三部的序言》１８３７年汉堡版第１５页（Ｈ．

Ｈｅｉｎｅ．《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Ｄｅｎｕｎｚｉａｎｔｅｎ．ＥｉｎｅＶｏｒｒｅｄｅｚｕｍｄｒｉｔｔｅｎＴｈｅｉｌｅｄｅｓ

Ｓａｌｏｎ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３７，Ｓ．１５）。——第４０２页。

２９８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０８节附释。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

版本是：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Ｓ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３，

Ｓ．２１７。——第４０４页。

２９９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册第３篇第２章关于度量关系的关节线的实例和关

于自然界中似乎没有飞跃的注释。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

版本是：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

Ｓ．４３３。——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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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Ｈ．Ｅ．ＲｏｓｃｏｅｕｎｄＣ．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Ａｕｓｆüｈｒｌｉｃｈｅ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Ｂｄ．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９，Ｓ．８２３．——第４０６页。

３０１周期律是德 伊 门得列耶夫于１８６９年发现的。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门得列

耶夫详尽地描述了元素周期系中尚缺的一些元素的性质。为了表示这

些元素，他建议用梵文数词（例如，“埃卡”——“一”）作为字头加在

前一已知元素的名称上，而在这个元素后面则是同组相应的尚缺元素

的位置。门得列耶夫所预言的第一个元素镓于１８７５年被发现。——第

４０７页。

３０２见注９１。——第４０７页。

３０３这一标题出现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的目录中。这篇论文大概写于

１８８０年或１８８１年。——第４０８页。

３０４恩格斯所引用的是《康德全集》１８６７年莱比锡版第１卷（Ｉ．Ｋａｎｔ．Ｓａ

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７）。在这一卷的第２２页上是康德

的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１０节。这一节的基本论点是：

“空间的三度性似乎是来自下列情况，即现存世界中各主体是这样相互

作用的：作用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第４１０页。

３０５ Ｈ．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Ｋｒａ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Ａｂｓｃｈｎ，

ｕ． ．——第４１０页。

３０６这里指的是运动的一般量，运动在量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而不是表示质

量和速度的乘积（ｍｖ）的特殊意义上的动量。——第４１０页。

３０７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４１７页。

３０８恩格斯指的是迈尔的文章《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１８４２年发

表）和《与新陈代谢联系着的有机运动》（１８４５年发表）。两篇文章收入

尤 罗 迈尔《热力学论文集》１８７４年斯图加特第２版（Ｊ．Ｒ．Ｍａｙｅｒ．

《Ｄｉ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ｋｄｅｒＷａｒｍ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２．Ａｕｆｌ，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７４）。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第４１７页。

３０９恩格斯指的很可能是黑格尔《逻辑学》第二册关于《形式的根据》这一

３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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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注释。在这个注释中，黑格尔嘲笑了“以同语反复的根据进行说明

的这种形式主义的方式”。黑格尔写道：“这种说明方式所喜欢的正是自

己的巨大的明显性和明白性，因为，例如比起指出植物的根据是某种植

物力即产生植物的力来，是没有什么能够更明显和更明白了。”“如果对

于某人为什么到城里去的问题，指出下列根据：城里有吸引他到那里去

的吸引力”，那末，这种回答的荒谬程度并不下于借“植物力”来作说

明。同时，黑格尔指出：“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是充满这种似乎构成

科学特权的同语反复的。”——第４１９页。

３１０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第１部第１篇第１章关于泰勒斯那一节。恩

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版本是：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

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Ｓ．２０８。——第４１９页。

３１１这个标题出现在本文的插页和第一页上。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

的目录中，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运动的两种量度》。它大概写于１８８０或

１８８１年。——第４２６页。

３１２ Ｈ．Ｓｕｔ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Ｔｈ．Ｈ，

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７５，Ｓ．３６７．——第４２７页。

３１３见康德的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９２节（Ｉ．Ｋａｎｔ．Ｓａｍｍｔ

－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７，Ｓ．９８—９９）。

  《学术纪事》（《ＡｃｔａＥｒｕｄｉｔｏｒｕｍ》）是德国第一家科学杂志，由奥

门克教授所创办，从１６８２至１７３２年用拉丁文在莱比锡出版；从１７３２年

起用《新学术纪事》（《ＮｏｖａＡｃｔａＥｒｕｄｉｔｏｒｕｍ》）的名称出版；莱布尼

茨曾积极为该杂志写稿。——第４２７页。

３１４虽然康德这部著作的科尼斯堡第一版的靡页上注明出版年代是１７４６

年，但是从献词所注日期１７４７年４月２２日可以看出，该书实际上是１７４７

年写成和问世的。——第４２７页。

３１５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７４３．——第４２８页。

３１６修道院院长卡特兰（ｌ’ＡｂｂéＤ．Ｃ．）于１６８６年９月和１６８７年６月在《文

学共和国新闻》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替笛卡儿的运动的量度（ｍｖ）辩

护而反对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反驳文章分别于１６８７年２月和９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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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家杂志上。

  《文学共和国新闻》（《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ｄｅｓＬｅｔ－ｔｒｅｓ》）

是一家科学杂志，由比埃尔 培尔从１６８４至１６８７年在鹿特丹出版；后

来昂 巴纳日－ 德－ 博瓦尔以新名称《学术著作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ｏｕｖｒａｇｅｓｄｅｓＳａｖａｎｔｓ》）继续出版这一杂志，直到１７０９年。——

第４３０页。

３１７ 指关于一个文理不太通顺的普鲁士下级军官的笑话，这个军官怎么

也不能理解，在什么场合必须用与格《ｍｉｒ》〔“对我”〕，在什么场合用

役格《ｍｉｃｈ》〔“使我”〕（柏林人常常把这两种形式混淆起来）。这位下

级军官为了不再在这个问题上麻烦自己，便采取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值

班时在任何场合都用《ｍｉｒ》，而下班后在任何场合都用《ｍｉｃｈ》。——第

４３１页。

３１８ Ｗ．ＴｈｏｍｓｏｎａｎｄＰ．Ｇ．Ｔａｉｔ．《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

Ｉ，Ｏｘｆｏｒｄ，１８６７．“自然哲学”在这里被了解为理论物理学。——第４３１

页。

３１９古 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１８７７年莱比锡第２版（Ｇ．Ｋｉｒｃｈ

ｈｏｆｆ．《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Ｐｈｙｓｉ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ｋ》．２．Ａｕｆｌ．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７）。——第４３１页。

３２０ Ｈ．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Ｋｒａ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Ｓ．

９．——第４３２页。

３２１恩格斯是根据公式ｖ＝ ２ｇｈ来计算落体速度的，这里ｖ是速度，ｇ是

重力加速度，而ｈ是物体下落前的高度。——第４３３页。

３２２指１８６４年丹麦战争期间的一次会战。普鲁士和奥地利参加了反对丹麦

的战争。

  “罗尔夫 克拉克号”是丹麦的装甲舰，于１８６４年６月２８日夜停泊在

阿尔斯岛岸边，其任务是阻止普军登上该岛。——第４３５页。

３２３现在，根据更精确的测量，热的机械当量等于４２６．９公斤米。——第４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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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恩格斯指的是彼 加 台特１８７６年９月８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格拉斯

哥第四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力》。报告载于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１日

《自然界》杂志第３６０期。

  《自然界。科学画报周刊》（《Ｎａｔｕｒｅ．ＡＷｅｅｋｌ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是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从１８６９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４３８页。

３２５Ｊ．Ｃ．Ｍａｘｗｅｌ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Ｈｅａｔ》，４ｔ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５，Ｐ．８７，

１８５．——第４３９页。

３２６亚 诺曼《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手册》１８７７年海得尔堡版第７页（Ａ．Ｎａｕ

ｍａｎｎ，《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ｅｎｕｎｄ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ｎＣｈｅ－ｍｉｅ》．Ｈｅｉ

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７７，Ｓ．７）。——第４４０页。

３２７Ｒ．Ｃｌａｕｓｉｕｓ．《Ｄｉ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ｃｈｅＷａｒｍ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２．Ａｕｆｌ．Ｂｄ．Ｉ，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６，Ｓ．１８．——第４４０页。

３２８这一标题的第一行出现在本文的插页上，第二行在该文的第一页上。在

《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本文的标题是《潮汐摩擦》。它大

概写于１８８０年或１８８１年。——第４４２页。

３２９见注３１８。——第４４２页。

３３０在此之前汤姆生和台特曾谈到对物体运动的直接的阻抗，即象空气对

枪弹飞行的阻抗这类的阻抗。——第４４２页。

３３１恩格斯所引证的是康德的著作《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其引起

日夜更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和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

化的问题的研究》。见《康德全集》１８６７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１８５页（Ｉ．

Ｋａｎｔ．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７，Ｓ．１８５）。——第４４４

页。

３３２同上，第１８２—１８３页。——第４４４页。

３３３本文没有写完。它的写作时间不早于１８８１年４月底，不晚于１８８２年１１月

中。前一日期是由下列事实确定的：在本文第二部分，恩格斯引用了恩

６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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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出版的《莱布尼茨和惠更斯同巴本的通信集》，该书是１８８１年４

月在柏林问世的。后一日期的论据是，本文第一部分的末尾与恩格斯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对比；这种对比表明：本文写于这封信

之前（见注３３４）。——第４４８页。

３３４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３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电这种运动形式的量度问

题作了重要修正。在作这种修正时，恩格斯依据了他在《运动的量

度。——功》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对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的问题的解决

办法和威廉 西门子于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３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南安普顿

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并发表于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４日《自然界》杂志

第６６９期上的发言；西门子在其发言中建议采用新的电单位——瓦特，

以表示电流的实际能量。因此，恩格斯在上述那封给马克思的信中把电

的两种单位——伏特和瓦特——之间的差别规定为电运动在不转变为

其他运动形式的情况下的量度和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的情况下的量度

之间的差别。——第４４９页。

３３５圣经《约书亚记》第５章。——第４５０页。

３３６《莱布尼茨和惠更斯同巴本的通信集》。由恩 格兰特于１８８１年在柏林出

版（《ＬｅｉｂｎｉｚｅｎｓｕｎｄＨｕｙｇｅｎｓ’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ｍｉｔＰａｐｉｎ》．Ｈｅｒ－ａｕｓ

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Ｅ．Ｇｅｒｌａｎｄ．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第４５１页。

３３７ Ｔｈ．Ｔｈｏｍｓｏｎ．《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

ｃｉｔｙ》２ｎ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ｐ．２８１．第一版于１８３０年在伦敦问世。——

第４５２页。

３３８Ｇ．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Ｇａｌｖａｎ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Ｅｌｅｋｔｒｏｍａｇｎｅ－

ｔｉｓｍｕｓ》．２．Ａｕｆｌ．，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２—１８７４．维德曼的这部著作分

三册：（１）第一卷——流电说；（２）第二卷第一篇——电动力学，电磁

和抗磁性；（３）第二卷第二篇——感应和结束的一章。维德曼这一著作

的第一版两卷本于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三版四卷本用《电

学》的名称于１８８２—１８８５年在同一地方出版。——第４５３页。

３３９恩格斯引证的是署名为Ｇ．Ｃ．的对马斯卡尔和茹贝尔《电和磁》一书

的评论。评论载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５日《自然界》杂志第６５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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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这期杂志一事表明，恩格斯这篇论文是１８８２年写的。在

《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它的标题是《电和磁》。——

第４５３页。

３４０ 汤姆生是在他这本书第二版第４００页上引用法拉第这段话的。这段

话引自法拉第著《电学方面的实验研究》第１２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１２ｔｈＳｅｒｉｅｓ）。该著作发表于伦敦“皇家协会”的

杂志《哲学学报》（《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８３８年第１０５页。汤

姆生引文的末尾不确切。按法拉第的原文，这个地方应译为“正象以金

属丝代替放电的粒子一样”。——第４５５页。

３４１ 《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７卷第１部分第３４６、３４８、３４９页。（Ｇ．

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Ａｂｔ．Ｉ，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Ｓ．３４６，３４８，

３４９）。——第４５５页。

３４２后来在概括新实验材料，首先是巴克尔逊的实验（１８８１年）的基础上，

爱因斯坦的专门的相对论（１９０５年）确定：光在真空中的扩散速度

（ｃ）是通用的物理常数并且具有最高速度的意义。带电粒子移动的速度

永远小于ｃ。——第４５８页。

３４３恩格斯是按照维德曼的著作第２卷第２篇第５２１—５２２页来说明法夫尔的

实验的。——第４６１页。

３４４见注３２３。——第４６２页。

３４５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尤 汤姆森的热化学测量结果，都是根据亚

诺曼著《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手册》１８７７年海得尔堡版第６３９—６４６

页。——第４７１页。

３４６维德曼在这里和后面所说的“盐酸原子”是指盐酸的分子。——第４７２

页。

３４７《物理和化学年鉴》（《Ａｎ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ｋｕｎｄＣｈｅｍｉｅ》）是德国的一

家科学杂志，１８２４年至１８９９年以此名称在莱比锡出版，编辑是约 克 波

根道夫（１８７７年以前）和古 亨 维德曼（从１８７７年起）；定期每年三

卷。——第４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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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指下述的一个笑话。有一个老少校，听到一个“一年志愿兵”说他是哲

学博士，而老少校不愿弄清楚什么叫“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以及

两者有什么不同，便说：“对我来说倒无所谓，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

生”。——第４８４页。

３４９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用的是《Ｇｅｗｉｃｈｔｓｔｅｉｌ》（“重量部分”）一词，但

指的仍然是当量。——第４８７页。

３５０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波根道夫的实验结果，都是根据维德曼的

书第１册第３６８—３７２页。——第４８７页。

３５１恩格斯引用的拜特洛的这一热化学测量结果，是根据亚 诺曼著

《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手册》１８７７年海得尔堡版第６５２页。——

第４９１页。

３５２指枪筒的内直径和枪弹的直径之间的差数。——第４９３页。

３５３恩格斯在这一节中引用的电动力的测量结果是根据维德曼的书第１册

第３９０，３７５，３８５和３７６页，这些结果是在劳尔、惠斯通、贝茨和焦耳的

实验中得到的。——第４９７页。

３５４Ｅｃｃｅｉｔｅｒｕｍ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４

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

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

西”。——第４９７页。

３５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ｕｍｃｒｕｃｉｓ——直译是“十字实验”，源出培根的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

ｃｒｕｃｉｓ（用来作为十字路口的指路标记的例子、事实或情况）：最终证实

解释某种现象的一个假设的正确性并排斥所有其他假设的有决定性的

实验（见弗 培根《新工具》第２册格言第３６则）。——第４９８页。

３５６ “联盟中的第三者”是席勒叙事诗《保证》中的话。暴君迪奥尼修斯说

出这句话，要求接受他参加两个忠实朋友的联盟。——第５０３页。

３５７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恩格斯对这篇论文所加的标题

就是这样的。这篇论文原来打算用作以《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Ｄｉｅ

ｄｒｅｉＧｒｕｎｄｆｏｒｍｅｎｄｅｒＫｎ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ｆｔ》）为题的一本内容较广的著作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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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后来，恩格斯把这个标题改为《对工人的奴役。导言》（《ＤｉｅＫｎｅｃｈ

ｔｕｎｇｄｅｓ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ｓ．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终

于给他已经写成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

用》的标题，这个标题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内容。这篇论文很可能是

１８７６年６月写成的。可以作为这个说法的佐证的，是威 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６

年６月１０日给恩格斯的信，李卜克内西在信中写道：他迫不及待地等待

着恩格斯答应给《人民国家报》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这篇

论文１８９６年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１４年卷第２卷第５４５—５５４

页。——第５０９页。

３５８ 见查 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６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

（Ｃｈ．Ｄａｒｗ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ｃ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Ｓｅｘ》．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１）。——第５０９页。

３５９恩格斯指的是雅 格林的著作《古代德国法律》１８２８年哥丁根版第４８８页

（Ｊ．Ｇｒｉｍ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ｓａｌｔｅｒｔｈüｍｅｒ》．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２８，Ｓ．

４８８）所引用的德国修道士拉贝奥诺特克尔（约９５２—１０２２）的证明材料。恩格

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中引证了诺特克尔的这个材料（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５９页）。——第５１５页。

３６０在关于人类活动影响植物界和气候的变化问题上，恩格斯利用了

卡 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１８４７年兰德斯胡

特版（Ｃ．Ｆｒａａｓ．《Ｋｌｉｍａｕｎｄ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ｗｅｌｔｉｎｄｅｒＺｅｉｔ》．Ｌａｎｄｓｈｕｔ，

１８４７）。马克思在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５日的信中曾请恩格斯注意这本

书。——第５１９页。

３６１指１８７３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１８７３年５月以“大崩溃”开始，

这是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第５２２页。

３６２《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３年柏林版第１３卷（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第５２５页。

３６３后来证实，《关于哲学家的见解》（《Ｄｅｐｌａｃｉｔ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ｒｕｍ》）一书

并不是普卢塔克而是某个佚名作者（所谓“假普卢塔克”）写的。这本书

源出公元１００年左右的艾修斯。——第５２６页。

０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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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４圣经《创世记》第２章第７节。——第５２８页。

３６５这个札记是马克思的手笔，由希腊文（根据卡 陶赫尼茨的版本）引文

组成，引文出自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和第欧根尼 拉尔修编《名

哲学家的生平、见解和名言》。这个札记写于１８７８年６月以前，因为其中

有关伊壁鸠鲁的引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见本卷第３８３—３８４

页）中使用过。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马克思加的。——第５２８页。

３６６在《形而上学》各种最新版本中第九卷改称第十卷。——第５２９页。

３６７鲁 沃尔弗《天文学史》１８７７年慕尼黑版（Ｒ．Ｗｏｌｆ．《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Ａｓ

ｔｒｏｎｏｍ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７７）。

  关于梅特勒的著作，见注２６６。——第５３０页。

３６８这个札记是《导言》（见本卷第３６０—３７９页）的初稿。——第５３３页。

３６９《独立宣言》是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由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菲拉得

尔菲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

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第５３３页。

３７０这一片断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就是这样。它占

了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的四页，页

码是１６、１７、１８和１９。在第１６页的上面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 费尔巴

哈》的删略部分（Ａｕｓ《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这个片断属于《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第二章，并且应当紧跟在说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

个主要“局限性”那一段后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３２１页）。在最后整理《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手稿时，恩格斯抽出了这四

页，并用另外的内容代替了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３２１—３２３页），而这一片断的基本内容（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个

伟大发现）却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第四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３３８—３４１页）简略地加以叙述。因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

最初发表在１８８６年《新时代》杂志４月号和５月号上，所以这个片断的写

作日期可以认为是１８８６年第一季度。这个片断的原稿是从一句话的中

间开始的。这句话的开头是根据发表在《新时代》的原文补上的，补上的

部分括在方括号内。——第５３６页。

１７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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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这段引文卡 尼 施达克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

版第１５４—１５５页（Ｃ．Ｎ．Ｓｔａｒｃｋｅ．《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８５，Ｓ．１５４—１５５）曾经引用。这是从费尔巴哈１８４６年写的《从人种学

看不死问题》一文中摘引来的。该文发表在《费尔巴哈全集》１８４７年莱

比锡版第３卷第３３１页（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７，Ｓ．３３１）。——第５３９页。

３７２恩格斯指的是费尔巴哈的箴言，箴言在费尔巴哈逝世后发表在卡 格律

恩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

述》１８７４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２卷第３０８页（Ｋ．Ｇｒüｎ．《Ｌｕｄ

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ｉｎｓｅｉｎｅｍ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ｕｎｄ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ｓｏｗｉｅｉｎｓｅｉｎ

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Ｂ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Ｈｅｉ

－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７４，Ｓ．３０８）。这些箴言在施达克的著作第１６６页中

引用过。参看弗 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２章。——第５４０页。

３７３ 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说（Ｓｉｒｅ，ｊｅｎ’ａｖａｉｓｐａｓｂｅｓｏｉｎｄｅｃｅｔｔｅ

ｈｙｐｏｔｈèｓｅ）是拉普拉斯对拿破仑问他为什么在他的《论天体力学》中

不提到世界创造主的名字的回答。——第５４０页。

３７４恩格斯指的是约翰 丁铎尔在１８７４年８月１９日召开的不列颠科学促

进协会拜尔法斯特第四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

于１８７４年８月２０日《自然界》杂志第２５１期。恩格斯在１８７４年９月

２１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丁铎尔的这一发言作了更详细的叙述。——第

５４１页。

３７５见注７０。——第５４１页。

３７６以《毕希纳》为题的这个片断写得比《自然辩证法》所有其他组成部分

都早；它是恩格斯第一束手稿中的第一个札记。它似乎是恩格斯计划要

写的一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路 毕希纳的著

作的提纲。根据这一片断的内容和恩格斯在他自己的一本毕希纳所著

《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第２版于１８７２年底出版）一书页边上所作

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打算首先批判毕希纳的这一著作。根据威 李卜

２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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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内西１８７３年２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至于毕希

纳——你就狠揍吧！”）来判断，应该推测到：在此信之前，恩格斯已直

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片断写于１８７３

年初。——第５４２页。

３７７恩格斯所引的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２版序言中的下面一段话：“莱辛曾经

说过，对待斯宾诺莎就象对待死狗一样。”黑格尔指的是１７８０年６月７日莱辛

和雅科比的谈话。莱辛在这次谈话中说：“要知道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时总

是象谈死狗一样。”见《弗 亨 雅科比全集》１８１９年莱比锡版第４卷第１

编第６８页（Ｆ．Ｈ．Ｊａｃｏｂｉ．Ｗｅｒｋｅ，Ｂｄ． ，Ａｂｔ．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１９，

Ｓ．６８）。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第３卷中详细地谈到了法国唯物主义

者。——第５４２页。

３７８恩格斯引用的是路 毕希纳的著作《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

中的地位》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第２版（Ｌ．Ｂüｃｈｎｅｒ．《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ｕｎｄｓｅｉｎｅ

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ｉｎ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ｕｎｄＺｕ－ｋｕｎｆｔ》．２．

Ａｕｆｌ．，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２）。毕希纳在该著作第１７０—１７１页上说：在人类逐

渐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刻正在到来；从这

个时刻起，人就不再消极地服从于自然界的盲目规律，而成为自然界的

主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正发生量到质

的转变。在恩格斯自己的那本毕希纳的著作中，这段话用线标出，并批

注：Ｕｍｓｃｈｌａｇ！（突变，转变）。——第５４５页。

３７９恩格斯指的是片面地过高估计归纳法的牛顿的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和他

对假说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所说的“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

虑的”（《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ｎｏｎｆｉｎｇｏ》）这句众所周知的话中。见注２５９。——

第５４６页。

３８０现在下面的事实已经是公认无疑了：牛顿在没有依赖莱布尼茨的情况

下而且先于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但是莱布尼茨也独立地做出了这

个发明，而且使这个发明具有了更加完善的形式。恩格斯写成这个片断

后，过了两年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见本卷第６０１—６０２

３７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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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５４６页。

３８１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著《哲学全书》第５节注释中的一段话：“人们都承

认，要懂得别的科学，必须先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懂得了这些科学以后，

才有资格去对它们做出判断。人们都承认，要想做一只鞋子，必须学会

制鞋技术……唯独谈论哲理，用不着花功夫去进行这种研究和学

习。”——第５４６页。

３８２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６节注释：“悟性特别喜欢把现实和观念分开，它

把由于自己的抽象而产生的梦想当作某种真实的东西，并且以应当自

夸，它也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仿佛世界就期待着它，

以便知道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实际上却又不是这样。”——第５４７

页。

３８３同上，第２０节注释。——第５４７页。

３８４同上，第２１节附释。——第５４７页。

３８５指黑格尔关于在社会历史和个人发展中从素朴的直接性状态过渡到反

思状态的论断：“意识的觉醒，其原因在于人本身的天性，这一过程在

每一个人身上都会重复发生的。”（《哲学全书》第２４节附释３）——第

５４７页。

３８６威 汤姆生把法国数学家让 巴 约 傅立叶的著作《热的分析理论》称做

“数学的诗”。见威 汤姆生和彼 加 台特《自然哲学论》一书的附录《论

地球永远冷却》（１８６７年牛津版第１卷第７１３页）。在恩格斯所写的评汤姆

生和台特这本书的提纲中，这一段话已摘录下来，并加了着重号。——

第５４７页。

３８７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３０节注释；《逻辑学》第２册第２篇第１章关于物

质的多孔性的注释。——第５４７页。

３８８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０３节附释。黑格尔在这里是同一些物理学家辩

论，这些物理学家在解释物体比重的差别时说：“一物体的比重比另一

物体大两倍，则该物体所包含的原子数比另一物体多两倍。”——第５４７

页。

４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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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９ Ｒ．Ｏｗｅｎ．《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ｍｂ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ｐ．８６．——

第５４８页。

３９０恩 海克尔《自然创造史》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Ｎａｔüｒ

－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ｏｐｆ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４．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３）。—— 第５４８

页。

３９１恩格斯的这个札记是就《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化学一百年》这本小册子写

的（Ａ．Ｗ ．Ｈｏｆｍａｎｎ．《Ｅｉ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ｕｎｔｅｒ

ｄｅｍＳｃｈｉｒｍｅｄｅｒ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

  霍夫曼在第２６页上从罗生克兰茨所著《科学体系》一书第４７５节中引

证了如下一段话：“铂不过是银要占有只有黄金才具有的那种最高度的

金属性的奇异想望而已。”（Ｋ．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１８５０，Ｓ．３０１）

  关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建立甜菜糖制造业方面

的“功绩”，霍夫曼在上书第５—６页上谈到。——第５４９页。

３９２卡西尼（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个姓用的是复数：ｄｉｅＣａｓｓｉｎｉｓ）是法国

的一个天文学世家：（１）从意大利迁来的卓万尼 多美尼科 卡西尼

（１６２５—１７１２），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２）儿子雅克 卡西尼（１６７７—

１７５６），（３）孙子塞扎尔 弗朗斯瓦 卡西尼 德 屠里（１７１４—１７８４），

（４）曾孙雅克 多米尼克 卡西尼伯爵（１７４８—１８４５）。他们四个人依次担

任了巴黎天文台台长之职（从１６６９到１７９３年）。前三人所持的关于地球

形状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反牛顿的，只有最后一个卡西尼在对地球体

积和形状的更精确的测量的影响下，被迫承认牛顿关于绕轴旋转的地

球的扁率的结论是正确的。——第５４９页。

３９３ Ｔｈ．Ｔｈｏｍｓｏｎ． 《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Ｈｅａｔａｎｄ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ｉｔｙ》．２ｎ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第５４９页。

３９４恩 海克尔《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１８７４年莱比锡版第７０７—７０８页

（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ｅｏｄ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Ｍｅｎ

ｓｃｈ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４，Ｓ．７０７—７０８）。——第５４９页。

３９５海克尔《自然创造史》第８９—９４页强调指出，在康德的《目的论的判断

５７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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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批判》（康德著《判断力批判》第２部分）中，“机械的说明方法”和

目的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与康德相反，海克尔把目的论描绘成关

于外在目的，关于外在的合目的性的学说。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第

３卷第３部第４章关于康德的一节（Ｗｅｒｋ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６，Ｓ．

６０３）中也考察了《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他把康德的“内在的合目的

性”这一概念提到首位，根据这一概念，在有机物中“一切都是目的而

且也互为手段”（黑格尔引自康德）。——第５５０页。

３９６黑格尔《逻辑学》第３册第２篇第３章。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所用

的版本是：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

第５５０页。

３９７同上，第３篇第１章。——第５５１页。

３９８即不象过去在牛顿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见注２５９）那样，从旧意义上把

“形而上学”了解为一般哲学思维，而是从现代意义上把它了解为形而

上学的思维方法。——第５５２页。

３９９细颚龙（Ｃｏｍｐｓｏｇｎａｔｈｕｓ）是一种已经绝迹的动物，恐龙的一支（鸟臀

目），属爬虫类，但就其骨盘和后肢的构造看来很象鸟（见亨 阿 尼科

尔森《动物学手册》１８７８年爱丁堡和伦敦第５版第５４５页）。

  始祖鸟——见注２６２。——第５５４页。

４００恩格斯指的是腔肠动物通过发芽或分裂来进行繁殖。——第５５４页。

４０１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３５节附释：“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

看作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

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绝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

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

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第５５５页。

４０２同上，第１２６节附释。——第５５６页。

４０３同上，第１１７节附释。——第５５７页。

４０４同上，第１１５节注释。黑格尔在这里谈到，判断的形式本身就已表明主语

和述语之间的差别。——第５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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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恩格斯引的是鲁 克劳胥斯著《热之唯动说》１８７６年不伦瑞克第２版第１

卷。在这本书的第８７—８８页上谈到“正的热量和负的热量”。——第５５９

页。

４０６恩格斯指的是雅 格林的著作《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８０年莱比锡第４版（Ｊ．

Ｇｒｉｍｍ．《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４．Ａｕｆｌ．，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８０）；第一版于１８４８年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在他于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写

的专著《法兰克方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５６４—

５９９页）中较详细地谈到法兰克方言。这个札记大概写于１８８１年左

右。——第５５９页。

４０７天数 是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是土耳其人的一个术语，意即定数、命运、

天意。——第５６１页。

４０８指查 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版）。——

第５６３页。

４０９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卡普勤教士

和有学问的犹太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过程中引了犹

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卡普勤教士对此的回答却是：让《泰

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愤慨地叫道：“连《泰斯

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第

５６３页。

４１０《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１年柏林第２版第３卷（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第５６４页。

４１１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当鲜花开放时蓓蕾消

失了，也可以说，蓓蕾被花推翻了；同样，当果实出现时，可以说花是

植物的虚假的存在，而果实作为植物的真实取代了花。”恩格斯引用

《精神现象学》时所根据的版本是：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第５６４页。

４１２狄多 是恩格斯的一只狗的名字，他在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６日和１８６６年８月１０日

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这只狗。——第５６５页。

４１３关于逻辑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与判断分为四类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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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是这样说明的：“判断种类的不同是由逻辑观

念本身的普遍形式决定的。因此，我们起初得到的是三类主要的判断，

这三类是同存在、本质和概念这三个阶段一致的。这三个主要的类中的

第二类，根据本质这一分化阶段的性质，本身又有双重性格。”（黑格尔

《哲学全书》第１７１节附释）——第５６６页。

４１４ “单称的”、“特称的”、“全称的”（ｓｉｇｕｌａｒ，ｐａｒｔｉｋｕｌａ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等

规定，在这里就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而不同

于辩证法范畴“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第５６６页。

４１５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逻辑学》第三册中关于判断的全章的页码。——

第５６７页。

４１６这里指黑格尔《逻辑学》第三册。——第５６９页。

４１７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第４版第７５—７７页上叙述了歌德是如

何发现人有颚间骨的。按照海克尔的意见，歌德先由归纳法得到了这样

一个论点：“一切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然后就由此得出演绎的结论：

“因此，人也有颚间骨”，后来这个结论为实验材料所证实（歌德发现胚

胎状态的人有颚间骨，而在个别的返祖遗传的场合下，成人也有颚间

骨）。恩格斯认为海克尔所谈到的归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同公认是

正确的论点相矛盾，这个论点就是：“人”这种哺乳动物没有颚间

骨。——第５６９页。

４１８恩格斯指的大概是威 惠威尔的两部主要著作：威 惠威尔《归纳科学的

历史》１８３７年伦敦版；《归纳科学的哲学》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Ｗ．Ｗｈｅ－

ｗｅｌ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

  恩格斯在这里把归纳科学描述为它们“包围着”纯粹数学的科学，大

概意思是说：在惠威尔的著作中，它们都安排在纯粹数学的科学的周

围。惠威尔认为，纯粹数学的科学是纯理性的科学，它们研究“任何理论

的条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好象在“心智世界地理学”中占居中心地

位。在《归纳科学的哲学》（第１卷第２册）中，惠威尔对“纯粹科学的哲学”

做了简要的论述，他认为这类科学的主要代表是几何学、理论的算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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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学。而他在《归纳科学的历史》（第１卷导言）中又把“演绎”科学（几

何学、算术、代数学）和归纳科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

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对立起来。——第５７０页。

４１９在《Ａ—Ｅ—Ｂ》这个公式中，Ａ表示普遍的，Ｅ表示个别的，Ｂ表示特殊

的。黑格尔在分析归纳推理的逻辑实质时总用这个公式。见黑格尔《逻

辑学》第３册第１篇第３章《归纳推理》那一节。在这一节中有恩格斯在下

面提到的黑格尔的论点，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

第５７０页。

４２０亨 阿 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１８７８年爱丁堡和伦敦第５版第２８３—２８５、

３６３—３７０、４８１—４８４页（Ｈ．Ａ．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Ａ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

５ｔｈｅ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８，ｐ．２８３—２８５，３６３—３７０，４８１—

４８４）。——第５７０页。

４２１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３９节：“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

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第５７２

页。

４２２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一和三，以及定理六。——第５７４页。

４２３见注２６０。——第５７４页。

４２４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这个札记的标题就是这样。它

是用来批判卡 耐格里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见注２４６）中的

基本论点的。恩格斯引用耐格里的报告时所根据的版本是：《１８７７年德

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１８７７年９月》

（《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５０．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ｕｔｓｈｅｒＭａｔｕｒｆｏｒ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Ａｅｒｚｔｅ

ｉｎＭüｃｈｅｎ１８７７》．Ｂｅｉｌａｇ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７７）。这个版本很可能是曾出

席代表大会的卡 肖莱马给恩格斯的。——第５７５页。

４２５恩格斯指的是１７７４年约瑟夫 普利斯特列发现氧，普利斯特列自己甚至

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而且这一发现一定要引起化

学中的变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更详细

地谈到这一发现（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第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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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３节注释：“从形式上把握普遍并把它和特

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

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要水果而

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

第５７９页。

４２７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数量的那一篇，其中谈到：天文

学之所以值得惊奇，并不是由于它与之有关的不可计数的星星和不可

度量的时间和空间的恶无限性，而是“由于理性在这些对象中认识到的

并且成为与上述不合理无限相对立的合理无限的那些度量关系和规

律”（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册第２篇第２章注释：关于无限进步的最高意

见）。——第５８１页。

４２８引自意大利经济学家斐 加利阿尼的论文《货币论》第２册，恩格斯对引

文稍加改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摘了这段引文（见《资本

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１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版本是彼 库斯托第《意大

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卷第１５６页

（《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

，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３，ｐ．１５６）。——第５８１页。

４２９“
１
ｒ２
也是如此”这句话是恩格斯补写上去的。恩格斯可能是指无理数π，

它的意义是完全确定的，可是却不能用一个有限的小数或普通的分数

来表示。如果取圆面积为一单位，则由公式πｒ
２
＝１可得π＝

１
ｒ２
（ｒ表示

圆的半径）。——第５８１页。

４３０黑格尔《自然哲学》第２８０节附释：“太阳服务于行星，一般说来，正如

同太阳、月亮、彗星、恒星都只是地球的条件一样。”——第５８２页。

４３１恩格斯引用了乔 约 罗曼斯对下述一书的评论：约 拉伯克《蚂蚁、蜜

蜂和黄蜂》１８８２年伦敦版（Ｊ．Ｌｕｂｂｏｃｋ．《Ａｎｔｓ，Ｂｅｅｓ，ａｎｄＷａｓｐ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２）。评论载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８日《自然界》杂志第６５８期。恩格

斯所注意的地方是：蚂蚁“对紫外线非常敏感”，见《自然界》第２６卷

第１２２页。——第５８３页。

４３２在１７３２年刊登了阿 哈勒的一首诗《人的善行的虚伪性》（《Ｆａｌｓｃｈｈｅ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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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ｒＴｕｇｅｎｄｅｎ》），哈勒在诗中断言：“没有一个生灵能够洞悉

自然界的内部本质”，他应当仅仅满足于外壳的知识。１８２０年歌德在《无

疑》（《Ａｌｌｅｒｄｉｎｇｓ》）一诗中反对哈勒的这个说法，指出自然界是统一

的，不能象哈勒那样，把自然界分为不可认识的内核与人可以认识的外

壳。关于歌德和哈勒的这一争论，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中两次提

到（第１４０节注释和２４６节附释）。——第５８４页。

４３３黑格尔《逻辑学》第２册第１篇第１章《外观》那一节，和第２篇（《现

象》），其中关于自在之物有专门的一节（《自在之物和存在》）和专门

的一个注释（《先验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第５８５页。

４３４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２４节注释和附释。——第５８５页。

４３５黑格尔《逻辑学》第３册第３篇第２章。——第５８５页。

４３６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２８节附释。——第５８６页。

４３７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９８节附释１：《吸引和排斥同样是物质的本质属

性》。——第５８７页。

４３８见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册第２篇第１章关于康德的时间、空间、物质不

可分和无限可分的二律背反那一个注释。——第５８８页。

４３９黑格尔《自然哲学》第２６１节附释。——第５８８页。

４４０见注４７。——第５８８页。

４４１见注２６０。

  格罗夫在他的著作第２０—２９页上谈到在机械运动转变为“应力状

态”和热时“力的不灭”。——第５８９页。

４４２这个札记和《自然辩证法》局部计划草案写在同一张稿纸上，并且是

《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中发挥的思想的简要笔记（见本卷第３５９和

４０８—４２５页）。——第５９０页。

４４３见注２６０。

  格罗夫所谓的“物质的状态（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ｓ）”是指“热、光、电、磁、

化学亲和力和运动”（第１５页），而他所谓的“运动（ｍｏｔｉｏｎ）”则是指

机械运动，或位移。——第５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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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这个草稿写在《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的第一张稿纸上。它和恩格斯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给马克思的信谈的是一个内容。这封信开头的两句话

是：“我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想到了下面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这

些思想在信中比在这个草稿中阐述得更详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草稿

是在同一天即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在这封信之前写的。如果不算在草稿前不

久写成的关于毕希纳的片断（见本卷第５４２—５４７页），那末《自然辩证

法》的所有其他论文和片断都是在草稿以后即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以后写

的。——第５９１页。

４４５奥 孔德在他的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叙述了这个科学分类法。该

书第一版于１８３０—１８４２年在巴黎出版。该著作第１卷第２讲专门谈科学

分类的问题。第２讲的标题是《这一教程计划的说明，或实证科学系统总

论》。见Ａ．Ｃｏｍｔｅ．《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０。——第５９３页。

４４６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１６年第一次出版的黑格尔《逻辑学》第３册。在《自然哲

学》中，黑格尔用“力学”、“物理学”、“有机化学”三个术语来表示自

然科学的这三个主要部门。——第５９３页。

４４７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

（《Ｎｏｔｅｎ》）之一（较短的札记都放在第一束和第四束）。这三篇札记中

有两篇，即《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和《关于“机械的”

自然观》，是《反杜林论》的《注释》或《增补》，在这里恩格斯发挥了

只是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提到或简短地加以叙述的一些非常重要

的思想。另一篇札记，即《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与《反杜

林论》无关。前两篇札记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是１８８５年；无论如何不早于

１８８４年４月中旬，因为这时恩格斯决定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增订第

二版，但也不晚于１８８５年９月底，因为这时该书第二版序言已经写成并

已送给出版社。从恩格斯１８８４年给爱 伯恩施坦和卡 考茨基的那些信

和１８８５年给海 施留特尔的那些信可以看出：恩格斯打算在《反杜林

论》的个别地方加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注释》或《增补》，附在该书

第二版末尾。但是由于别的事情十分繁忙（首先是出版马克思《资本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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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意图。他只起草了

两个《注释》——打算加在《反杜林论》第一版第１７—１８页和第４６页上。

本札记就是这两个《注释》中的第二个。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

的目录中所用的标题。《注释二，附在第４６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

这些形式的各种科学》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第５９４页。

４４８ Ａ．Ｋｅｋｕｌé． 《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ｉｅｌｅｕｎｄ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Ｂｏｎｎ，１８７８，Ｓ．１２．——第５９５页。

４４９指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自然界》杂志第４２０期上的一篇短文，其中简要地

叙述了奥 凯库勒在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就任波恩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

１８７８年，凯库勒的这篇演说以《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为题出版了单

行本。——第５９５页。

４５０海克尔《原生体之交替发生》１８７６年柏林版第１３页（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Ｄｉｅ

Ｐｅ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ｄ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ｄｕｌ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６，Ｓ．１３）。——第５９５页。

４５１洛塔尔 迈耶尔曲线是表现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图形；

它是德国化学家洛 迈耶尔所制，并于１８７０年发表在他的文章《化学元

素的性质即它们的原子量的函数》中，该文载于《化学和药学年鉴》

（《Ａｎ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Ｃｈｅｍｉｅｕ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ｅ》）补编第７卷第３分册。——第５９６

页。

４５２见注４２６。——第５９８页。

４５３海克尔《自然创造史》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第５３８、５４３、５８８页；《人类起

源学》１８７４年莱比锡版第４６０、４６５、４９２页。——第５９９页。

４５４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９９节附释。——第５９９页。

４５４这个片断写在注有《Ｎｏｔｅｎ》（《注释》）字样的一张单页上。它可能是

《反杜林论》的第二个《注释》即《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本卷第

５９４－５９９页）的初稿。——第５９９页。

４５６前面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关于在算术中思维“在没有思想的范围内运

动”的意见（《逻辑学》第１册第２篇第２章关于用数的规定来表达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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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注释）；后面是指黑格尔的下述看法：“自然数列已经显示了表现

在纯粹外在上升运动中的质的各环节的关节线”等等（同上，第３篇第

２章关于度量关系关节线的例子和自然界中似乎没有飞跃的注

释）。——第６０２页。

４５７这一公式见于沙 波绪的著作《微积分》（Ｃｈ．Ｂｏｓｓｕｔ．《ＴｒａｉｔéｓｄｅＣａｌｃｕｌ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ｉｅｌｅｔｄｅＣａｌｃｕｌｉｎｔéｇｒａｌ》．Ｔ． ，Ｐａｒｉｓ，１７９８，ｐ．３８）。恩格

斯在《直线和曲线》这一札记中引用了这本书。波绪在《定差积分》那

一章中首先研究这样的问题：“求变数ｘ的整数幂的积分或其和数。”同

时，波绪却假定差数（微分） ｘ是常数，并且用希腊字母ω来表示它。

因为由 ｘ或ω构成的和（积分）是ｘ，所以由ω×１或ωｘ
０
构成的和也

等于ｘ。波绪把这个等式写作：∑ωｘ
０
＝ｘ。然后波绪把常数ω提出来，置

于求和的符号前面，于是就得出了公式ω∑ｘ
０
＝ｘ，而由此又得出等

式∑ｘ
０
＝
Ｘ
ω
。波绪后来又用最后这一个等式引出了∑ｘ，∑Ｘ

２
，∑ｘ

３
等

数，并解决其他问题。——第６０６页。

４５８沙 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１７９８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４９页（Ｃｈ．Ｂｏｓｓｕｔ．

《ＴｒａｉｔéｓｄｅＣａｌｃｕｌ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ｉｅｌｅｔｄｅＣａｌｃｕｌｉｎｔéｇｒａｌ》．Ｔ． ，Ｐａｒｉｓ，ａｎ

［１７９８］，ｐ．１４９）。——第６０８页。

４５９波绪对极座标系中的曲线的称呼。——第６０８页。

４６０恩格斯指的是波绪著作第１４８

—１５１页上的第１７图和对该图

的说明。这个图如下：ＢＭＫ是

曲线（“极曲线”）。ＭＴ和这一

曲线相切。Ｐ是座标的极点或

原点。ＰＺ是极轴。ＰＭ 是Ｍ 点

的座标（恩格斯称之为“实在

的横座标”，现在叫做动径）。

Ｐｍ是无限地接近于Ｍ 的ｍ点

的座标（恩格斯称这一动径为

“虚构的微分横座标”）。ＭＨ

４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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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切线ＭＴ的垂直线。ＴＰＨ是座标ＰＭ 的垂直线。Ｍｒ是以ＰＭ 为半径

的弧线。因为ＭＰｍ是无限小的角，所以ＰＭ 和Ｐｍ可认为是平行的。因

此三角形Ｍｒｍ和ＴＰＭ，以及三角形Ｍｒｍ和ＭＰＨ，都可以看作是相

似三角形。——第６０８页。

４６１见注３３８。——第６０９页。

４６２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

（《Ｎｏｔｅｎ》）之一（见注４４７）。它是《反杜林论》第一版第１７—１８页上的

《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是恩格斯在《自

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内容目录中所用的标题。《附在第１７—１８页：

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中的无限》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

题。——第６１０页。

４６３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Ｎｉｈｉｌｅｓｔｉｎ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ｑｕｏｄｎｏｎｆｕｅｒｉｔｉｎｓｅｎｓｕ）是感觉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公式的

内容源自亚里士多德（见他的《分析后篇》第１册第１８章和《论灵魂》第

３册第８章）。——第６１０页。

４６４这个数字引自威 汤姆生的论文《原子的大小》，这篇论文最初于１８７０年

３月３１日发表在《自然界》杂志第２２期上，后又重新刊印于威 汤姆生和

彼 加 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论》一书第二版，作为该书的附录。——

第６１２页。

４６５幼系罗伊斯是德国小邦之一，从１８７１年起加入德意志帝国。——第６１５

页。

４６６恩格斯在这里指的可能是海克尔的心理生理一元论和他的物质构造

观。例如，海克尔在他的小册子《原生体之交替发生》（恩格斯在《反杜

林论》第二个注释中引用过，见本卷第５９５页）中断言，初级的“灵

魂”不仅是“原生体”（即原生质的分子）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原子所

固有的；一切原子都“有灵魂”，有“感觉”和“意志”。海克尔在同一

书中说，原子是某种绝对非连续的、绝对不可分的、绝对不变的东西，

而同时又承认，除非连续的原子外以太是作为某种绝对连续的东西存

在的（Ｅ．Ｈａｃｅｃｋｅｌ．《ＤｉｅＰｅ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ｄ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ｄｕｌ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６，Ｓ．

５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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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０）。

  关于黑格尔如何处理物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矛盾，恩格斯在

《物质的可分性》这个札记中提到（见本卷第５８８页）。——第６１６页。

４６７恩格斯指的是鲁 克劳胥斯１８６７年９月２３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

医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四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论

热之唯动说的第二原理》。报告于１８６７年在不伦瑞克出版了单行

本。——第６１７页。

４６８这一篇和后面两篇札记是下列著作的摘要：（１）约 亨 梅特勒《宇宙的

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１８６１年柏林第５版（第９篇：恒星，第１０篇：

星云）；（２）安 赛奇《太阳》１８７２年不伦瑞克版（第３部：太阳或恒

星）。这些摘要是１８７６年初作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第二

部分中使用过（见本卷第３７０—３７９页）。——第６１８页。

４６９沃尔弗在《天文学史》一书（见注３６７）的这一页上说，光的折射定律

不是笛卡儿发现的，而是斯涅留斯发现的。斯涅留斯在他的未发表的著

作中表述了这个定律，后来笛卡儿在斯涅留斯死后从他的著作中抄袭

了这个定律。——第６２２页。

４７０ Ｊ．Ｒ．Ｍａｙｅｒ．《Ｄｉ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ｋｄｅｒＷａｒｍ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ｎＳｃｈｒｉｆ－

ｔｅｎ》．２．Ａｕｆ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７４，Ｓ．３２８，３３０．——第６２２页。

４７１弗 培根《新工具》（《ＮｏｖｕｍＯｒｇａｎｕｍ》）后篇第２０则格言。培根的这

一著作于１６２０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２３页。

４７２参看黑格尔的意见，他说，在力中“除了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内容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只是以自我反思的定义——力

——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只是一个“空洞的同语反复”（黑格尔《逻

辑学》第２册第１篇第３章关于以同语反复的根据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方

法的注释）。——第６２６页。

４７３黑格尔《自然哲学》第２６６节注释。——第６２７页。

４７４恩格斯指的是彼 拉 拉甫罗夫匿名出版的著作《论思想史》１８７５年圣彼

得堡版第１卷。在《思想史的宇宙基础》这一章，即该书第１０９页上，拉

６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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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罗夫写道：“那些熄灭的太阳以及死寂的行星和卫星体系在变为正在

形成的新星云以前，在空中继续运动。而死去的世界的残骸会成为加速

新世界形成过程的材料。”而在脚注中，拉甫罗夫引证了策尔纳的意见：

熄灭的天体的僵死状态“可能仅仅由于外部的影响，例如，由于和另一

个天体碰撞产生热而停止”。——第６２８页。

４７５见注４６７。——第６２８页。

４７６见注４６７。——第６３０页。

４７７恩格斯显然是指克劳胥斯的《论热之唯动说的第二原理》这本小册子第

１６页，那里提到存在于天体之外的以太。这里，在第６页上，同样说的是

以太，但是它不是存在于天体之外，而是存在于天体的粒子的空隙之

间。——第６３０页。

４７８ Ｈｏｒｒｏｒｕａｃｕｉ——嫌恶真空。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

下述观点在自然科学中占着统治地位：“自然界嫌恶真空”，即自然界不

容许形成真空的空间。过去人们特别用唧筒中水的上升来说明这种“嫌

恶真空”。１６４３年，托里拆利发现了大气压，从而便驳倒了亚里士多德关

于真空不能存在的说法。——第６３０页。

４７９恩格斯指的是拉甫罗夫的著作《论思想史》（见注４７４）。在《思想史的宇

宙基础》这一章，即该书第１０３—１０４页上，拉甫罗夫提到各派科学家

（奥尔柏斯、威 司徒卢威等）关于光在极大距离中消失的观点。——第

６３１页。

４８０圣经《约翰福音》第１章。——第６３１页。

４８１阿 费克《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１８６９年维尔茨堡版（Ａ．Ｆｉｃｋ．《Ｄｉｅ

Ｎａｔｕｒｋｒａｅｆｔ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Ｗｅｃｈｓｅｌ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Ｗ üｒｚｂｕｒｇ，１８６９）。——第６３１

页。

４８２见注３２５。——第６３１页。

４８３恩格斯指的是赛奇著作第６３２页上所引用的说明波长和太阳射线的热、

光和化学作用之间的比例的图解。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图解的主要部分

引录如下：

７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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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ＢＤＮ表示热的辐射从波长最大的热射线（在Ｂ点）到波长最

小的热射线（在Ｎ点）的强度。曲线ＡＭＨ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Ａ

点）到波长最小的（在Ｈ点）光线的强度。曲线ＩＫＬ表示从波长最大的

（在Ｉ点）到波长最小的（在Ｌ点）化学线的强度。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

射线的强度都是用曲线上的点到直线ＰＷ 的距离来表示的。——第６３１

页。

４８４黑格尔《自然哲学》第３２０节附释。——第６３２页。

４８５在这里和后面恩格斯从下述一书中作了摘录：托 汤姆生《热学和电学

概论》１８４０年伦敦第２版。恩格斯在《电》这一章中用了这些摘录。——

第６３２页。

４８６在这里和下一个札记中恩格斯引用了下述一书：弗 加思里《磁和电》

１８７６年伦敦和格拉斯哥版（Ｆ．Ｇｕｔｈｒｉ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ｕ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ａｇｏｗ，１８７６）。在第２１０页上加思里写道：“电流强度和溶

解于电池中的即氧化了的锌的量成正比，而且也和这个锌氧化时所放

出来的热成正比。”——第６３５页。

４８７指维德曼的著作《流电说和电磁说》第３册第４１８页（见注３３８）。——第

６３５页。

４８８海 柯普《近代化学的发展》１８７１年慕尼黑版第１篇第１０５页（Ｈ．Ｋｏｐｐ．

《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ｄｅｒ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Ｚｅｉｔ》．Ａｂｔ．Ｉ，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８７１，Ｓ．１０５）。——第６３７页。

４８９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８１节附释１：“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

第６３９页。

８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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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０原生质发生 是海克尔对假定的有机体的发生的称呼，即有机体在某种

有机液中发生，与自生即活的原生质从无机物中直接发生不同。——第

６４０页。

４９１指路 巴斯德１８６０年所作的关于自生问题的实验。巴斯德用这些实验证

明：在装有营养液（有机液）的容器中，微生物（细菌、小菌、纤毛

虫）是从那些早已包含于容器中或从外部空气中落到容器中的胚胎发

展起来的。巴斯德由此得出结论：不仅活的微生物不可能自生，而且根

本不能有自生现象。——第６４１页。

４９２摩 瓦格纳一文的摘录取自１８７４年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４３３３、４３３４、

４３５１和４３７０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一家保守派日报；于１７９８

年创办；从１８１０到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６４１页。

４９３威 汤姆生和彼 加 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经作者同意的德译本，由

赫尔姆霍茨和威尔特海姆翻译，１８７４年不伦瑞克版第１卷第２部第 页

（Ｗ．ＴｈｏｍｓｏｎｕｎｄＰ．Ｇ．Ｔａｉｔ．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ｙｓｉｋ》．Ａｕｔｏｒｉｓｉｒ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ｖｏｎＨ．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ｕｎｄＧ．

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Ｂｄ．Ｉ，Ｔｈｅｉｌ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４，Ｓ． ）。恩格斯转

引自摩 瓦格纳的文章。——第６４２页。

４９４Ｊ．Ｌｉｅｂｉｇ．《Ｇ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Ｂｒｉｅｆｅ》．４．Ａｕｆｌ．，Ｂｄ．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Ｈｅｉ－

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５９，Ｓ．３７３．——第６４２页。

４９５见注５６。——第６４６页。

４９６恩格斯指的是乔 詹 奥尔曼１８７５年５月２４日向林耐学会所作的年度报

告。报告以《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识方面的最新进步》为题，载

于１８７５年６月１７和２４日以及７月１日《自然界》杂志第２９４—２９６

期。—— 第６４７页。

４９７ 恩格斯指的是署名Ｊ．Ｆ．Ｂ．的对下述一书的评论：詹 克罗尔《气候

和年代以及它们的地质关系。地球气候世纪变化的理论》１８７５年伦敦版

（Ｊ．Ｃｒｏｌ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Ｓ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５）。评论发

９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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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于１８７５年６月１７和２４日《自然界》杂志第２９４—２９５期。——第６４７页。

４９８恩格斯指的是约 丁铎尔的文章《腐烂和传染现象引起的大气在光学上

的变化》，这是他于１８７６年１月１３日在皇家学会上所作的报告的简述。文

章以《丁铎尔教授论胚胎》为题发表在１８７６年１月２７日和２月３日《自然

界》杂志第３２６—３２７期。——第６４７页。

４９９这里和后面恩格斯引用的是：海克尔《自然创造史》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

表１在该书这一版的第１６８和１６９页之间，而表的说明在第６６４—６６５页

上。——第６４７页。

５００这里和后面恩格斯引用的是：亨 阿 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见注

２６２）。——第６４８页。

５０１恩格斯引用的很可能是威 冯特的著作《人体生理学教本》（Ｗ．Ｗｕｎｄｔ．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６５年在厄

兰根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于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３年在同一地方出版。——

第６４８页。

５０２植虫 见注５４。——第６４９页。

５０３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第四版中列举了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

的下述五个最初阶段：Ｍｏｎｅｒｕｌａ〔前卵〕，Ｏｖｕｌｕｍ〔卵〕，Ｍｏｒｕｌａ〔桑椹胚〕，

Ｐｌａｎｕｌａ〔毛胚〕和Ｇａｓｔｒｕｌａ〔原肠胚〕。根据海克尔的思想，这五个阶段是与整

个动物界的五个最初发展阶段相一致的。在海克尔一书的以后各版中这个公

式作了重要修改。但是，恩格斯所肯定的海克尔的基本思想，即有机体的

个体发展（个体发育）和该有机形态的历史发展（系统发育）之间的平行

关系的思想，在科学中得到可靠的证实。——第６４９页。

５０４“深水虫”（ｂａｔｈｙｂｉｕｓ）这个词的含义是“生活在深水中”。１８６８年托 亨

赫胥黎描述了取自海底的粘物，认为这就是原始的无结构的活

的物质—— 原生质。为了纪念恩 海克尔，他把他所认为的最简

单的生物命名为海克尔深水虫 （ＢａｔｈｙｂｉｕｓＨａｅｃｋｅｌｉｉ）。海克尔认

为，深水虫是现代还活着的原虫中的一种。后来证明，深水虫和原生质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无机构成。关于深水虫及其中的石灰石小块，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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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海克尔《自然创造史》１８７３年柏林第４版第１６５—１６６、３０６、３７９页。——

第６４９页。

５０５在《普通有机体形态学》（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Ｇｅｎｅｒｅｌｌ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Ｏｒ

ｇａｎｉｓｍ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６）中，海克尔用四大章（第８—１１章）的篇幅

来论述有机个体的概念，论述有机体在形态学和生理学上的个性。海克

尔的《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ｅｏｄｅ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４）一书有许多

地方也考察了个体的概念。海克尔把有机个体分为六个纲或目：质体、

器官、体辐、体节、个体、合体。第一目中的个体是细胞前的原虫（原

细胞）型的有机构成和细胞，这是“初级有机体”。从第二目开始，每一

目的个体都是由前一目的个体构成。第五目的个体，在高级动物中，是

狭义的“个体”。

  合体 是第六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的个体的群体；可以作

为合体的例子的是海萤的链。

  体节 是第四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个体的躯体的重复部

分。可以作为体节的例子的是绦虫的节片（节）。——第６５０页。

５０６ 《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第四章的标

题。——第６５１页。

５０７这一札记与恩格斯１８７５年１１月１２日给彼 拉 拉甫罗夫的信在内容上几

乎完全一致。——第６５２页。

５０８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Ｂｅｌｌｕｍｏｍｎｉｕｍｃｏｎｔｒａｏｍｎｅｓ）是托 霍布

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的致读者序和《利维坦》第１３—１４

章。——第６５２页。

５０９黑格尔《逻辑学》第３册第３篇第１章。——第６５３页。

５１０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二部分的结尾（《逻辑学》第２册

第３篇第３章相互作用，和《哲学全书》第１部第２篇相互作用）。黑格尔本

人在这里把生物机体用来作为相互作用的例子：“生物机体的各种器官

和机能都是处于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全书》第１５６节附释）。——

第６５４页。

１９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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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亨 阿 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１８７８年爱丁堡和伦敦第５版第３２、１０２

页。——第６５４页。

５１２浮尔峰 是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山峰。——第６５４页。

５１３恩格斯给《自然辩证法》四束材料中每一束材料所加的标题以及他所编

的第二束和第三束材料的目录，写于他生前最后几年，无论如何不早于

１８８６年，因为在第二束的目录中已反映出１８８６年初写的片断《〈费尔巴

哈〉的删略部分》。——第６５６页。

５１４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幅面大小不

一的稿纸（共计三十五页手稿），包括从杜林著作中所作的摘录和恩格

斯的札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勾掉，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正文中。

第二部分是幅面较大的稿纸（共计十七页手稿），每页纸上都分两栏：左

边大多是从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第二版中所作的

摘录，右边恩格斯的批判意见；个别地方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中，

所以用直线勾掉了。

  此外，可以列入《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还有：关于奴隶制的札记、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一书的摘要和作为《反杜林论》《引

论》初稿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札记。这三个札记都包含在《自然辩证

法》第一束材料中。在本版中，前两个札记列在《反杜林论》准备材料

中，《引论》的初稿和定稿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则在《引论》第一章的

脚注中刊印出来。

本版所载的，是准备材料中对《反杜林论》正文作了重要补充的部分。第

一部分准备材料的札记是按照相应的《反杜林论》正文的次序排列

的。第二部分的片断是按照恩格斯手稿中的次序排列的；与恩格

斯的批判意见有关的杜林著作的摘录，内容作了删节，并用方括

号标出。

  构成《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第一部分的札记大概写于１８７６年，而

第二部分则写于１８７７年。这些准备材料于１９２７年第一次部分发表（载

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Ｂｄ．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９２７），发表

最全的是在１９３５年（载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Ｆ．Ｅｎｇｅｌｓ．

《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ｂ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ｄｅｒ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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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Ｓｏｎｄｅｒ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ｏｓｋａｕ—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１９３５）。——第６６１页。

５１５恩格斯指的是托 安得鲁斯于１８７６年９月６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格

拉斯哥第四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１８７６年９月７

日《自然界》杂志第３５８期。——第６６３页。

５１６伊斯兰教总教长——苏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僧侣首脑的称

号。——第６６３页。

５１７这里和后面的页码都是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的页码。——第６６５页。

５１８预成，见注２６３。——第６６６页。

５１９亨 恩 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１８６７年不伦瑞克

版第１０２页（Ｈ．Ｅ．Ｒｏｓｃｏｅ．《Ｋｕｒｚｅ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Ｃｈｅｍｉｅｎａｃｈｄｅｎ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 Ａｎｓｉｃｈｔｅｎ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６７，Ｓ．

１０２）。——第６６７页。

５２０恩格斯指的是亨 阿 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一书的总论，其中有一节

专门论述自然界和生命的条件，在这一节中尼科尔森引用了生命的各

种定义。——第６６７页。

５２１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第３节Ａ３。——第６７０页。

５２２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册第１篇第１章，关于存在和无在观念中的对立的

注释（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

Ｓ．７４）。参看本卷第５６４、６０５页。——第６７４页。

５２３沙 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１７９８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９４页（Ｃｈ．Ｂｏｓｓｕｔ．

《ＴｒａｉｔéｓｄｅＣａｌｃｕｌ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ｉｅｌｅｔｄｅＣａｌｃｕｌｉｎｔéｇｒａｌ》．Ｔ．Ｉ，Ｐａｒｉｓ，ａｎ

［１７９８］，ｐ．９４）。——第６７４页。

５２４在波绪一书的第９５—９６页上，零与零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是这样说明的：

波绪说，我们要补充一句，在两个零处于某种相互关系这个假定中，没

有丝毫荒谬的或不可接受的东西。设比例式ＡＢ＝ＣＤ，由此得出（Ａ

－Ｃ） （Ｂ－Ｄ）＝ＡＢ；如Ｃ＝Ａ，因而Ｄ＝Ｂ，则ＯＯ＝ＡＢ；这种

关系随着Ａ和Ｂ的值而变化。恩格斯以Ａ＝Ｃ＝１和Ｂ＝Ｄ＝２的数值代

３９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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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波绪的例题，以此说明波绪的这个论断。——第６７５页。

５２５督政府，见注１９１。——第６７７页。

５２６１７８９年８月４日法国制宪议会在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郑重宣

布取消一系列当时事实上已被起义农民废除了的封建劳役。但

是，随之颁布的法律只是不收藏金地废除了个人劳役。只是在雅

各宾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７月１７日的法律才实现了不收任何赎金地

废除一切封建劳役。

  没收教会财产的法令是１７８９年１１月２日由制宪议会通过的，而没收

贵族流亡者财产的法令是１７９２年２月９日由立法议会通过的。——第６７８

页。

５２７指托 莫尔的著作《乌托邦》，该书第一版于１５１６年在比利时城市卢汶出

版。——第６７９页。

５２８下面是恩格斯从傅立叶这部著作中作的摘录，所根据的版本是：Ｃ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５。——第６８０页。

５２９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１卷第７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

论》这一部分的相应地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２篇第２章中也引用

过（见本卷第１７７—１７８页）。——第６８２页。

５３０见注７６。——第６８３页。

５３１见注１０９。——第６８４页。

５３２恩格斯引用的是１８４７—１８５６年在耶拿出版的克 爱 朗格塔耳的四卷本

著作《德国农业史》。——第６８６页。

５３３赫迪夫 是土耳其统治时期埃及世袭君主的称号（从１８６７年起）。——第

６８８页。

５３４这篇论文本来是《反杜林论》第二篇手稿的片断（第２０页末，第２１、２２、

２３、２４页和第２５页大部分）。片断属于第二篇第三章。后来，恩格斯用另

一段较短的文字 （见本卷第１８２—１８５页）代替了手稿的这一部

分，而原来的这段文字则加上了《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４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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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０—１８７０年》的标题。片断写于１８７７年１月初到８月中旬之间，因

为１月初恩格斯已写完了第一篇，而８月中在《前进报》上已刊登了《反

杜林论》第二篇第三章。论文于１９３５年第一次发表，载于：Ｍａｒｘ－Ｅｎ

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Ｆ．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Ｓｏｎｄｅｒ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ｏｓｋａｕ－

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１９３５。——第６８９页。

５３５阿尔布埃拉（西班牙）会战是１８１１年５月１６日英军对法军的一次会战，由

贝雷斯福德率领的英军围攻了被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而由苏尔

特元帅率领的法军则前去援救要塞。这次会战以拿破仑军队的失败而

告终。恩格斯在《阿尔布埃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４卷第５３—５４页）中叙述了这次会战。

  因克尔芒 会战是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５日（１０月２４日）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次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

是由于俄军采取了积极行动，而联军特别是英军遭到了重大损失，迫使

联军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恩

格斯在《因克尔芒会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

第５９４—５９９页）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战。——第６９３页。

５３６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见注１０６。——第６９４页。

５３７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军在圣普里瓦会战中的兵员数额和伤亡的材料，

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司令部战争史处编的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

战争正史的材料（见《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ｃｈｅＫｒｉｅｇ１８７０—７１》．Ｔｈ．

Ｉ，Ｂｄ．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５，Ｓ．６６９ｆｆ．，１９７—１９９，２３３）后得到的。——

第６９５页。

５３８恩格斯在把《反杜林论》的三章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这本小册子时，对原文作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认为这些补

充中有一部分必须在《反杜林论》再版时列入该书（见本卷第１２页）。下

面所引的这些补充，是恩格斯在准备小册子的德文第１版（１８８２年）和

德文增订第４版（１８９１年）时所作，但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把这些补充列

入他生前所出的《反杜林论》各版。——第６９６页。

５９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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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托 卡莱尔《过去和现在》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１９８页 （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

《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ｐ．１９８）。文中所提到的卡

莱尔的言论，恩格斯在他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

去和现在〉》一文中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

６３５页）。——第７０３页。

５４０圣西门关于社会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的

思想，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Ｎｏｕｖｅａｕ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ｍｅ》）

中表现得最明显。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２５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７０５页。

６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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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
①

［第一束］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１

１．《毕希纳》（第５４２—５４７页）

２．《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５９１—５９３页）

３．《可分性》（第５８８页）

４．《内聚力》（第６３０页）

５．《聚集状态》（第６２９页）

６．《赛奇和教皇》（第６２２页）

７．《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第６１７页）

８．《拉普拉斯的理论》（第６１８页）

２

９．《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第６３６页）

１０．《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第５８６页）

１１．《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第５８３—５８５

页）

１２．《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第５８７页）

１３．《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第５５５页）

１４．《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第５７５

页）

１５．《自在之物》（第５８５页）

１６．《“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第

５５５页）

１７．《数学上的所谓公理》（第６０１页）

７９７

① 花括弧所包括的是同一张手稿上的札记和片断。花括弧左边的数字表示恩格
斯手稿的编号。星花表示是《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札记。圆括弧中的页码是
本卷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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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８．《例如，部分和整体……》（第５５５页）

１９．《抽象的同一性》（第５５６—５５７页）

２０．《正和负》（第５５８页）

２１．《生和死》（第６３９页）

２２．《恶无限性》（第５８０页）

２３．《简单的和复合的》（第５５６页）

２４．《原始物质》（第５８６页）

２５．《谬误的多孔性理论……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悟性的虚构》（第

５４７页）

２６．《力》（第６２４—６２７页）

２７．《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这个命题中》（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２８．《它〈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第５８８页）

２９．《力（见上述）》（第６２７页）

４

３０．《运动和平衡》（第５８９—５９０页）

３１．《因果性》（第５７２—５７４页）

３２．《牛顿的万有引力》（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３３．《力》（第６２８页）

３４．《相互作用》（第５７４—５７５页）

３５．《运动不灭》（第５８９页）

３６．《机械运动》（第５９１页）

３７．《物质的可分性》（第５８８页）

３８．《自然科学家的思维》（第５４８页）

３９．《归纳和演绎》（第５６９页）

４０．《在奥肯那里，可以看到……荒谬言论》（第５４８页）

４１．《Ｃａｕｓａｅ ｆｉｎｅｌｅｓ〔终极的原因〕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ｓ〔起作用的原

因〕》（第５５０页）

４２．《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

所得到的都坏》（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４３．《自然界中的萌芽》（第６５４页）

４４．《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第５６４页）

４５．《科学分类》（第５９３页）

８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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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６．《原生生物》（第６４７—６４９页）

４７．《个体》（第６５０页）

４８．《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第６５０页）

４９．《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第６５０页）

５０．《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第

６５０页）

５１．《气体运动说》（第６３０页）

５２．《同一律》（第５５７—５５８页）

５３．《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５５１—５５２页）

６

５４．《历史的东西》（第５３３—５３６页）

５５．《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第６３０页）

５６．《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 ａｅｑｕｉｖｏｃａ〔自然发生〕》（第６４０—６４１页）

５７．《力》（第６２４页）

５８．《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７０７页》（第５４９页）

５９．《迈尔〈热力学〉》（第６２２页）

６０．《辩证思维的必然性……的例子：落体定律》（第６１７页）

７ ６１．《摩里茨 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６４１—６４７页）

８

６２．《反应》（第６３９页）

６３．《同一和差异》（第６０９页）

６４．《数学问题》（第６０１—６０２页）

６５．《渐近线》（第６０７—６０８页）

６６．《零次幂》（第６０６—６０７页）

６７．《直线和曲线》（第６０８—６０９页）

６８．《以太》（第６３０—６３１页）

６９．《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ａ〔脊椎动物〕》（第６５３页）

７０．《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第６２８页）

７１．《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第６１８页）

７２．《深水虫》（第６４９页）

７３．《悟性和理性》（第５６５—５６６页）

７４．《给归纳万能论者》（第５７０—５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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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７５．《运动说》（第６３０页）

７６．《克劳胥斯——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

（第６２８—６２９页）

７７．《关于实在的化学上一致的物质的观念》（第６３７页）

７８．《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ｌｉｎｅｓ〔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

（第５５４—５５５页）

７９．《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第５５３—

５５４页）

８０．《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 〔为生活的斗争〕》（第６５２—６５３

页）

８１．《光和暗》（第６３１—６３２页）

１０

８２．《功》（第６５４—６５５页）

８３．《归纳和分析》（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８４．《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第５２５—５２５页）

８５．《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第６２９

页）

８６．《古代世界末期和中世纪末期的情况的差别》（第５３０—５３１

页）

１１ａ

８７．《历史的东西。——发明》（第５３１—５３３页）

８８．《自然辩证法——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引据〕》（第６４７页）

１１ｂ

８９．《梅特勒。恒星》（第６１８—６２０页）

９０．《星云》（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９１．《赛奇：天狼星》（第６２１—６２２页）

９２．《永恒的自然规律》（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奴隶制》（第６７６页）

《现代社会主义》（这一手稿的最重要的异文，已经作为

《反杜林论》的脚注印在第１９、２２、２６和２９页上）

９３．《认识》（第５８３页）

９４．［关于判断的分类］（第５６６—５６８页）

９５．《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第５６９页）

９６．《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第５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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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霍夫曼……引证自然哲学》（第５４９页）

９８．《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和演绎对立》（第５６９页）

９９．《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第５６９—５７０页）

１００．《古代人的自然观》（第５２５—５２８页）

１０１．《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第５２８—５２９页）

１０２．《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

配》（第５５２页）

１０３．《数学的应用》（第６１６页）

１０４．《只有微分学……》（第６１６页）

１０５．《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第５５９页）

１０６．《偶然性和必然性》（第５６０—５６４页）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第６８０页）

１０７．《两极化》（第５５９页）

１０８．《两极性》（第５５９页）

１０９．《在海克尔那里，还有另一个两极性的例子》（第５５０—５５１页）

１１０．《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第５８５页）

１１１．《当黑格尔……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第６５３—６５４页）

１１２．《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漠的荒野》（第５８０—

５８１页）

１１３．《量和质》（第６０２—６０３页）

１１４．《数》（第６０３页）

１１５．《数学》（第６０７页）

１１６．《能量守恒》（第６２３—６２４页）

１１７．《在绝对零度下任何气体都不可能存在》（第６３０页）１１８．《气体

运动说证ｍｖ
２
……》（第６３０页）

１１９．《 －１——代数学上的负数……》（第６０７页）

１２０．《量到质的转化》（第５５５页）

１２１．《同一和差异》（第５５８页）

１２２．《正如傅立叶是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ｏｅｍ 〔一首数学的诗〕

……》（第５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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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它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

西……》（第６２４页）

１２４．《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的发展……》（第

５６５页）

１２５．《抽象的和具体的》（第５６５页）

１２６．《名称的意义》（第６３８页）

１２７．《最初，凯库勒》（第５９９—６００页）

［第 二 束］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第二束内容目录］（第６５６页）

１．《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第６１０—６１６页）

２．《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第５９４—５９９页）

３．《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第５７５—５７９页）

４．《〈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第３８０—３８８页）

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５０９—５２２页）

６．《〈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５３６—５４０页）

［第 三 束］

自然辩证法

    ［第三束内容目录］（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１．《运动的基本形式》（第４０８—４２５页）

２．《运动的量度。——功》（第４２６—４４１页）

３．《电》（第４５３—５０８页）

４．《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第３８９—４００页）

５．《导言》（第３６０—３７９页）

６．《潮汐摩擦》（第４４２—４４７页）

２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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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束］

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

   １．《辩证法》（第４０１—４０７页）

２．《热》（第４４８—４５２页）

３．《黑格尔〈逻辑学〉第１卷》（第５６４页）

 ［数学计算——５页］

４．《黑格尔〈全书〉第１部》（第５４７—５４８页）

５．《通常都把重量看作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第５８６—５８７页）

６．《碰撞和摩擦》（第６２３页）

７．《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吸引所引起的》（第

６２２页）

８．《理论和经验》（第５４９页）

９．《塞莫斯阿利斯塔克》（第５２９—５３０页）

１０．《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第６３５页）

１１．《如果你去读，例如，托 汤姆生的〈论电〉……》（第５４９页）

１２．《吸引和重力》（第５８７页）

１３．《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正确些》（第６２３页）

１４．《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第５８２—５８３页）

１５．《孔德绝不可能是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整理法的

创造者》（第５９３页）

１６．《地文学》（第５９４页）

１７．《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第６３７页）

   １８．《黑格尔……构成光和色的理论》（第６３２页）

１９．《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第６０４—

６０６页）

２０．《一》（第６０３—６０４页）

２１．《静电和动电》（第６３４—６３５页）

２２．《当库仑谈到……》（第６３２—６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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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电》（第６３２页）

２４．《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第

５９３—５９４页）

２５．《电化学》（第６３５—６３６页）

２６．《旧有的、方便的……方法，怎样移到其他领域中》（第６３７

页）

２７．［局部计划草案］（第３５９页）

２８．《对汤姆生、克劳胥斯、劳施米特的结论》（第６２９页）

２９．《分子和微分》（第６０９页）

３０．《力和力的守恒》（第６２４页）

３１．《三角学》（第６０９页）

３２．《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第６２３页）

３３．《在气体的运动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第

６２９页）

［数学计算］

３４．《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易……》（第６５０页）

３５．《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第６５４页）

３６．《量到质的转化》（第６３８页）

３７．《如果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

……》（第５４８页）

３８．《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第５７２

页）

３９．《关于耐格里》（第５８０页）

４０．《生存斗争》（第６５１—６５２页）

４１．《天体的运动》（第５９０页）

［数学计算——２页］

［关于菲力浦 鲍利的札记］

４２．［总计划草案］（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４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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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①

１８７３年

１．《毕希纳》（第５４２—５４７页）

２．《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５９１—５９３页）

３．《可分性》（第５８８页）

４．《内聚力》（第６３０页）

５．《聚集状态》（第６２９页）

６．《赛奇和教皇》（第６２２页）

７．《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第６１７页）

８．《拉普拉斯的理论》（第６１８页）

９．《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第６３６页）

１０．《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第５８６页）

１８７４年

１１．《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第５８３—５８５页）

１２．《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第５８７）

１３．《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第５５５页）

１４．《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第５７５页）

１５．《自在之物》（第５８５页）

１６．《“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第５５５页）

１７．《数学上的所谓公理》（第６０１页）

１８．《例如，部分和整体……》（第５５５页）

５０８

① 这里列举的论文和片断的写作时间是多少可以确切地肯定的。其他六十二个

片断的写作时间，因没有足够的资料，不能肯定；大多数是在１８７８年７月至

１８８３年３月间写的。圆括弧中的页码是本卷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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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抽象的同一性》（第５５６—５５７页）

２０．《正和负》（第５５８页）

２１．《生和死》（第６３９页）

２２．《恶无限性》（第５８０页）

２３．《简单的和复合的》（第５５６页）

２４《原始物质》（第５８６页）

２５．《谬误的多孔性理论……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悟性的虚构》（第５４７页）

２６．《力》（第６２４—６２７页）

２７．《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这个命题中》（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２８．《它〈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第５８８页）

２９．《力（见上述）》（第６２７页）

３０．《运动和平衡》（第５８９—５９０页）

３１．《因果性》（第５７２—５７４页）

３２．《牛顿的万有引力》（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３３．《力》（第６２８页）

３４．《相互作用》（第５７４—５７５页）

３５．《运动不灭》（第５８９页）

３６．《机械运动》（第５９１页）

３７．《物质的可分性》（第５８８页）

３８．《自然科学家的思维》（第５４８页）

３９．《归纳和演绎》（第５６９页）

４０．《在奥肯那里，可以看到……荒谬言论》（第５４８页）

４１．《Ｃａｕｓａｅ ｆｉｎａｌｅｓ 〔终极的原因〕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ｓ 〔起作用的原因〕》

（第５５０页）

４２．《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

都坏》（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４３．《自然界中的萌芽》（第６５４页）

４４．《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第５６４页）

４５．《科学分类》（第５９３页）

４６．《原生生物》（第６４７—６４９页）

４７．《个体》（第６５０页）

６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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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第６５０页）

４９．《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第６５０页）

５０．《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第６５０页）

５１．《气体运动说》（第６３０页）

５２．《同一律》（第５５７—５５８页）

５３．《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第５５１—５５２页）

５４．《历史的东西》（第５３３—５３６页）

５５．《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第６３０页）

５６．《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 ａｅｑｕｉｖｏｃａ 〔自然发生〕》（第６４０—６４１页）

５７．《力》（第６２４页）

５８．《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７０７页》（第５４９页）

５９．《迈尔〈热力学〉》（第６２２页）

６０．《辩证思维的必然性……的例子：落体定律》（第６１７页）

６１．《摩里茨 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６４１—６４７页）

１８７５年

６２．《反应》（第６３９页）

６３．《同一和差异》（第６０９页）

６４．《数学问题》（第６０１—６０２页）

６５．《渐近线》（第６０７—６０８页）

６６．《零次幂》（第６０６—６０７页）

６７．《直线和曲线》（第６０８—６０９页）

６８．《以太》（第６３０—６３１页）

６９．《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ａ〔脊椎动物〕》（第６５３页）

７０．《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第６２８页）

７１．《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第６１８页）

７２．《海水虫》（第６４９页）

７３．《悟性和理性》（第５６５—５６６页）

７４．《给归纳万能论者》（第５７０—５７１页）

７５．《运动说》（第６３０页）

７０８《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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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克劳胥斯——如果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第６２８—６２９

页）

７７．《关于实在的化学上一致的物质的观念》（第６３７页）

７８．《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ｌｉｎｅｓ 〔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第５５４—

５５５页）

７９．《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第５５３—５５４页）

８０．（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 〔为生活的斗争〕》（第６５２—６５３页）

８１．《光和暗》（第６３１—６３２页）

８２．《功》（第６５４—６５５页）

８３．《归纳和分析》（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８４．《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第５２３—５２５页）

８５．《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第６２９页）

８６．《古代世界末期和中世纪末期的情况的差别》（第５３０—５３１页）

８７．《历史的东西。——发明》（第５３１—５３３页）

１８７６年

８８．《自然辩证法——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引据〕》（第６４７页）

８９．《梅特勒。恒星》（第６１８—６２０页）

９０．《星云》（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９１．《赛奇：天狼星》（第６２１—６２２页）

９２．《导言》（《导言》的第一部分可能写于１８７５年）（第３６０—３７９页）

９３．《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５０９—５２２页）

９４．《永恒的自然规律》（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１８７８年

９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第３８９—４００页）

９６．《〈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第３８０—３８８页）

９７．［总计划草案］（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１８７９年

９８．《辩证法》（第４０１—４０７页）

８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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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

９９．［局部计划草案］（第３５９页）

１００．《对汤姆生、克劳胥斯、劳施米特的结论》（第６２９页）

１０１．《天体的运动》（第５９０页）

１０２．《运动的基本形式》（第４０８—４２５页）

１０３．《运动的量度。——功》（第４２６—４４１页）

１０４．《潮汐摩擦》（第４４２—４４７页）

１０５．《两极化》（第５５９页）

１０６．《两极性》（第５５９页）

１０７．《在海克尔那里，还有另一个两极性的例子》（第５５０—５５１页）

１０８．《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第５８５页）

１０９．《当黑格尔……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第６５３—６５４页）

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

１１０．《热》（第４４８—４５２页）

１８８２年

１１１．《认识》（第５８３页）

１１２．［关于判断的分类］（第５６６—５６８页）

１１３．《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第５６９页）

１１４．《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第５６８页）

１１５．《霍夫曼……引证自然哲学》（第５４９页）

１１６．《电》（第４５３—５０８页）

１８８５年

１１７．《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第６１０—６１６页）

１１８．《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第５９４—５９９页）

１８８６年

１１９．《〈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５３６—５４０页）

９０８《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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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 公元前２８７左右

—２１２）——古希腊的伟大数学家和机

械学家。——第５２３页。

阿加西斯，路易 让 鲁道夫（Ａｇａｓｓｉｚ，

Ｌｏｕｉｓ－ Ｊｅａｎ－ Ｒｕ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３）——瑞士的动物学家和地质学

家，达尔文主义的敌人，宣扬唯心主义

的灾变论和神创造世界的思想。——第

５３５、５１４、５４８页。

阿克萨柯夫，亚历山大 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８３２—

１９０３）——俄国的神秘主义者和降神术

士。——第３９７页。

阿利斯塔克——见塞莫斯的阿利斯塔克。

阿那克萨哥拉——见克拉左门的阿那克

萨哥拉。

阿那克西曼德——见米利都的阿那克西

曼德。

阿那克西米尼——见米利都的阿那克西

米尼。

爱德龙特，埃里克（Ｅｄｌｕｎｄ，Ｅｒｉｋ １８１９—

１８８８）——瑞典物理学家，斯德哥尔摩

科学院的教授，主要是研究电学方面的

理论。——第４５８页。

安得鲁斯，托马斯（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１３—１８８５）——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

家，曾研究物质的临界状态，１８６９年创

立了物质的气态和液态的连续性的理

论。——第６６３页。

安凡丹，巴特尔米 普罗斯比尔（Ｅｎｆａｎ－

ｔｉｎ， 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 － Ｐｒｏｓｐｅｒ１７９６—

１８６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

门的最亲信的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

领导圣西门学派。——第３５页。

奥尔柏斯，亨利希 威廉 马提阿斯（Ｏｌ－

ｂｅｒｓ，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１７５８—１８４０）——德国天文学

家。——第６２０页。

奥尔曼，乔治 詹姆斯（Ａｌｌｍ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ｍｅｓ １８１２—１８９８）——英国生物学

家。——第６４７页。

奥古斯丁，奥略里（Ａｕｇｕｓ ｔｉｎｕｓ，Ａｕｒｅ

ｌｉｕｓ３５４—４３０）（人称圣奥古斯丁）——

基督教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

世界观的狂热宣扬者。生于北非的塔加

斯特，任北非希波的主教。——第５６１

页。

奥肯，罗仑兹（Ｏｋｅｎ，Ｌｏｒｅｎｚ １７７９—

１８５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

家。——第１４、３７０、５４６、５４８页。

奥维尔斯，阿尔都尔（Ａｕｗｅｒｓ，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３８—１９１５）——德国天文学家，天体

测量学专家。——第６２２页。

Ｂ
巴贝夫，格拉古 （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ｈｕｓ 

１７６０—１７９７）（真名弗朗斯瓦 诺埃尔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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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Ｎｏｌ）——法国革命家，空

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平均派”

密谋的组织者。——第２１、３４、６６９、６７７、

６９８页。

巴 本，德 尼 （Ｐａｐｉｎ，Ｄｅｎｉｓ １６４７—

１７１４）——法国物理学家，蒸汽机的发

明者之一。——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巴斯德，路易（Ｐａｓｔｅｕｒ，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５）——杰出的法国学者，微生物学

的奠基人。——第６４１页。

柏克勒尔，安都昂 塞扎尔（Ｂｅｃｑｕｅｒｅｌ，Ａｎ

ｔｏｉｎｅ－Ｃéｓａｒ １７８８—１８７８）——法国

物理学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

名。——第４９６、４９７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ｎ 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 第

２４１、２５１页。

拜特洛，比埃尔 欧仁 马尔塞伦（Ｂｅｒ－ｔｈ

ｅｌｏｔ，Ｐｉｅｒｒｅ－ Ｅｕｇèｎｅ－ Ｍａｒｃｅｌｉｎ 

１８２７—１９０７）——著名的法国化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研究有机化学和

热化学，以及农业化学和化学史。——

第４９１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派；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

许多关于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４７６页。

贝茨，威廉（Ｂｅｅｔｚ，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２—

１８８６）——德国物理学家，以其电学方

面的著作而闻名。——第４９７页。

贝尔，卡尔 恩斯特（卡尔 马克西莫维

奇） （ ， （

）１７９２—１８７６）——杰出的

俄国自然科学家，胚胎学的创始人，同

时以地理学家闻名；曾在德国和俄国工

作。——第３７０、５３５页。

贝克尔，卡尔 斐迪南（Ｂｅｃｋｅｒ，Ｋａｒｌ 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７５—１８４９）——德国语言学

家，医生和教育家，写有《语言结构》一

书和一些德语语法教科书。——第３４７

页。

贝塞耳，弗里德里希 威廉（Ｂｅｓｓｅｌ，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８４—１８４６）——著

名的德国天文学家。——第６１９、６２２页。

贝提，约瑟夫 安东 马克西米利安（Ｐｅｒ

ｔｙ，Ｊｏｓｅｐｈ Ａｎｔ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１８０４—１８８４）—— 德 国 自 然 科 学

家。——第６４２页。

彼得一世（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

１６８２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

皇帝。——第６７９页。

俾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意志国家

活动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１），德意志帝国

首相（１８７１—１８９０）；通过反动途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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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３０２、３０３、３２１、３４３页。

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 公元前５７１左右

—４９７）——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

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第

５２６—５２８、５９９、６６３页。

毕若 德 拉 比贡利，托马 罗伯尔

（Ｂｕｇｅａｕｄ ｄｅ ｌａ Ｐｉｃｏｎｎｅｒｉｅ，Ｔｈｏ－

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４—１８４９）——法国

元帅（１８４３年起），写有许多军事著作；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１８０８—

１８１４）指挥法军分队。——第６９３页。

毕希纳，路德维希（Ｂüｃｈｎ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４—１８９９）——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

１１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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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物。——第３８４、５４２、５４６、５４７页。

波尔茨曼，路德维希（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Ｌｕｄ－

ｗｉｇ １８４４—１９０６）——杰出的奥地利

物理学家，唯物主义者，法拉第—麦克

斯韦的电磁说的拥护者，写有阐述气体

运动说和用统计学解释热力学第二原

理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打击了唯心主

义的“宇宙热寂”说。——第４５９页。

波根道夫，约翰 克利斯提安（Ｐｏｇｇｅｎ－

ｄｏｒｆｆ，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９６—

１８７７）——德国物理学家，以研究电测

量而闻名，《物理和化学年鉴》的创办人

和发行人。——第４８７、４８８、５０３页。

波绪，沙尔（Ｂｏｓｓｕ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３０—

１８１４）——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写有许

多关于数学理论和数学史方面的基础

著作。——第６０５—６０９、６７４页。

波义耳，罗伯特（Ｂｏｙｌ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６２７—

１６９１）——杰出的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

家；科学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最先提出

化学元素的科学定义，试图把机械原子

论的观念运用于化学，研究过定性化学

分析；发现了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

的定律。——第９９、１００、３３３、５２４、６２３

页。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法国神甫，经济学家，重农

学派的代表。——第２６８页。

勃朗，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和历史学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活动

家，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第３４、

３３９页。

博古斯基，约瑟夫 埃日伊（Ｂｏｇｕｓｋｉ，Ｊó－

ｚｅｆ Ｊｅｒｚｙ １８５３—１９３３）——波兰物

理学家和化学家，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他当门

得列耶夫的助手时，研究了气体的压

力。——第１００页。

博普，弗兰茨 （Ｂｏｐｐ，Ｆｒａｎｚ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７）——德国语言学家，梵文学家，比

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印欧语第

一部比较语法的作者。——第３４７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６４６—１７１４）——法国经济学

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

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 第２４９、

２５６、２５９页。

布赫，克利斯提安 列奥波特 （Ｂｕ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７４—

１８５３）——德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

家。——第６４３页。

布莱德雷，詹姆斯（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ａｍｅｓ 

１６９３—１７６２）——著名的英国天文学

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第三任台长，研究

了星体自行，发现了光行差和地轴的章

动。——第６１８页。

布鲁诺，乔尔丹诺（Ｂｒｕｎｏ，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１５４８—１６００）——意大利的伟大思想

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进一步发

展了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的学说；由于

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

死。——第３６２、５３３页。

布特列罗夫，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６）——杰出的俄国化学家，

作为现代有机化学基础的有机化合物

构造学说的创始人。——第３９７页。

Ｃ

策尔纳，约翰 卡尔 弗里德里希（Ｚｏｌｌ－

ｎ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４—

１８８２）——德国天体物理学家，莱比锡

大学教授，降神术的拥护者。——第３９７

２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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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查理大帝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ｇｅ ７４２左右—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第５３１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 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银

行家和商人。——第２６２页。

Ｄ

达尔文，查理 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

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３４、７３—８１、８７、１３８、１５７、

２９８、３７０、３７５、３８９、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７、

５３５、５３７、５６３、５６４、５９９、６４３、６５１、

６５２、６６４、６６５、７００页。

达兰贝尔，让（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Ｊｅａｎ １７１７—

１７８３）——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十八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最著名的代

表之一。——第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７页。

戴赛尼，维克多（Ｄｅｓｓａｉｇｎｅｓ，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０—１８８５）——法国化学家。——第

４５４、６３３页。

戴维，亨弗利（Ｄａｖｙ，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１７７８—

１８２９）——杰出的英国学者，化学家和

物理学家。——第５４９页。

戴维斯，查理 莫里斯（Ｄａｖｉ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２８—１９１０）——英国教士，

写有许多有关宗教问题的著作。——第

３９６页。

丹尼尔，约翰 弗雷德里克（Ｄａｎｉｅｌｌ，Ｊｏｈ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１７９０—１８４５）——英国物

理学家，化学家和气象学家，１８３８年设

计制造了一个完善的铜—锌电池。——

第４８７、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３页。

道比尼，阿尔西德 德萨林（Ｄ’Ｏｒｂｉｇｎｙ，

Ａｌｃｉｄｅ Ｄｅｓｓａｌｉｎｅｓ １８０２—１８５７）——

法国旅行家和古生物学家，把居维叶的

灾变论发展到了极限。——第６４３页。

道尔顿，约翰（Ｄａｌ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７６６—

１８４４）——杰出的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

家，发展了化学中的原子论思想。——

第３６９、３８３、４５３、４５４、６３７页。

德尔文，昂利 古斯达夫（Ｄｅｌｖｉｇｎｅ，Ｈｅｎｒｉ

－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法国军

官和军事发明家。——第６９４页。

德莱柏，约翰 威廉（Ｄｒａｐｅｒ，Ｊｏｈｎ Ｗｉｌ

－ｌｉａｍ １８１１—１８８２）——美国自然科

学家和历史学家。——第３７８、５７４页。

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 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７０）——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第３８３、

５２８、５３０页。

笛福，丹尼尔（Ｄｅｆｏｅ，Ｄａｎｉｅｌ １６６０左右

—１７３１）——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政论

家，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

第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１、６８３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 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２３、５８、

６５、１３４、３６３、３６８、３８３、４０９、４１７、４２６—

４２８、４５８、５８８、５８９、６０２、６２２、６２３页。

狄茨，克利斯提安 弗里德里希（Ｄｉｅ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４—

１８７６）——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

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罗曼语比较

语法的作者。——第３４７页。

狄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 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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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页。

第欧根尼 拉尔修（Ｄｉｏｇｅｎｅｓ Ｌａｅｒｔｉｕｓ 

三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史家，古代

３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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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 第３８３、

５２６—５２９页。

丁铎尔，约翰（Ｔｙｎｄａｌｌ，Ｊｏｈｎ １８２０—

１８９３）——英国物理学家。——第５４１、

６４７页。

丢勒，阿尔勃莱希特（Ｄüｒｅｒ，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４７１—１５２８）——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

的德国画家。——第３６１页。

杜布瓦－雷蒙，艾米尔（Ｄｕ Ｂｏｉｓ－Ｒｅｙ－

ｍｏｎｄ，Ｅｍｉｌ １８１８—１８９６）——德国生

理学家，以其电气生理学方面的著作而

闻名；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不可知论

者。——第３５８、４９６页。

杜尔哥，安 罗伯尔 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

的最大的代表；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

１７７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２７６页。

杜林，欧根 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折衷主义哲学

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

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

起；是个形而上学者；在自然科学和文

学方面也有所著述；１８６３—１８７７年曾任

柏林大学讲师。—— 第３—３５１、３８０、

３８１、３８７、６１１、６６１—６８８页。

多林格尔，约翰 约瑟夫 伊格纳茨

（Ｄ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Ｉｇｎａｚ 

１７９９—１８９０）—— 德国天主教神学

家。——第３９９页。

Ｅ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

７—１８、１９４、２９９、３３４—３３５、３８０、５９４、

６１０、６１１页。

恩斯，阿伯拉罕（Ｅｎβ，Ａｂｒａｈａｍ 十九世

纪）——普鲁士农场主，曾有三年追随

爱森纳赫派；杜林分子，反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诽谤性文章的作者。——第

３３８页。

Ｆ

伐利，克伦威尔 弗利特伍德（Ｖａｒｌｅｙ，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Ｆｌｅｅｔｗｏｏｄ１８２８—１８８３）——

英国电气工程师。——第３９５页。

法比安，亨利希 威廉（Ｆａｂｉａ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第１３页。

法布隆尼，卓万尼 瓦兰蒂诺 马蒂亚

（Ｆａｂｂｒｏｎ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 Ｍａｔ

ｔｉａ １７５２—１８２２）—— 意 大 利 学

者。——第６３４页。

法夫尔，比埃尔 安都昂（Ｆａｖｒｅ，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１３—１８８０）——法国化学

家和物理学家，热化学方面第一批实验

者之一。——第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３、４９０页。

法拉第，迈克尔（Ｆａｒａｄａ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７９１—１８６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

和化学家，电磁场学说的奠基人。——

第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８、４８５、４８７、５４９、６３２、

６３３、６３４页。

范德林特，杰科布（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ｔ，Ｊａｃｏｂ 

死于１７４０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

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说的早期代表之

一。——第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４页。

菲迪亚斯 （Ｐｈｉｄｉａｓ 约公元前５００—

４３０）——古典时期伟大的古希腊雕刻

家。——第３４９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

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４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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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５３６、５３９、５４０页。

费克，阿道夫（Ｆｉｃｋ，Ａｄｏｌｆ １８２９—

１９０１）——德国生理学家，研究肌肉热

力学的问题，证明能量守恒定律在肌肉

收缩的情况下的作用。——第６３１、６５４

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 路易 奥古斯特（Ｆｅｒｒｉ

ｅｒ，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

１８６１）——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模仿者。——第２７９页。

费希纳，古斯达夫 泰奥多尔（Ｆｅｃｈｎｅｒ，

Ｇｕｓｔａｖ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１—１８８７）——

德国物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

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第４５６、４６４、

４９６、４９８页。

费希特，约翰 哥特利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古

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

者。——第３３、１５９、５８５页。

芬奇——见列奥纳多 达 芬奇。

冯特，威廉（Ｗｕｎｄ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３２—

１９２０）——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６４８页。

福格特，卡尔 （Ｖｏｇｔ，Ｋａｒｌ １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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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至六

十年代侨居国外，路易 波拿巴的雇佣

密探。——第１４、３８４、５４２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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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专制

政体和天主教。——第５４２页。

伏特，亚历山大罗（Ｖｏｌｔａ，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１７４５—１８２７）——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

家和生理学家，流电理论创始人之

一。——第４６２、４６３、５０１页。

弗拉姆斯提德，约翰（Ｆｌａｍｓｔｅｅｄ，Ｊｏｈｎ 

１６４６—１７１９）——英国天文学家，格林

威治天文台第一任台长，大星录的编纂

者。——第６１８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１８３、３４１、６９１、６９２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

国王（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５４０、７０８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

国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１９９页。

傅立叶，让 巴蒂斯特 约瑟夫（Ｆｏｕｒｉｅｒ，

Ｊｅａｎ－ Ｂｅｐｔｉｓｔ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８—

１８３０）——著名的法国数学家，曾研究

代数和数学物理，《热的分析理论》一书

的作者。——第３８８、５４７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１、３４、３５、１６３、２１８、２８２、

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９、２９８、３０１、３０２、３１７、

３１８、６８０页。

Ｇ

盖仑，克罗狄乌斯（Ｇａｌｅｎ，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约

１３０—２００）——杰出的罗马医生，自然

科学家和哲学家，古代医学的最大的理

论家之一；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

同时奠定了研究血液循环的基础；在哲

学方面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第

９７页。

高斯，卡尔 弗里德里希（Ｇａｕβ，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７—１８５５）——伟大的德

国数学家，写有关于天文学、测量学和

５１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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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优秀理论著作；非欧几里得几

何学的创始人之一。——第５４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

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

方面的著作闻名。——第１０１、１０４、１５８、

２９２、３３９、３４５、３７５、５６９、５８４、６８２页。

哥白尼，尼古拉（Ｋｏｐｅｒｎｉｋ，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１４７３——１５４３）——伟大的波兰天文学

家，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

第６２、３６２、３６５、５３４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ｆｏｒｏ 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

的杰出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

亚人。——第５２０页。

格兰姆，宰诺布 泰奥菲尔（Ｇｒａｍｍｅ，

Ｚéｎｏｂｅ－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１８２６—１９０１）——

法国电工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原系比利

时人；１８６９年曾设计一种带环状电枢的

磁电机。——第４６０页。

格兰特，安东 威纳尔 恩斯特（Ｇｅｒ－

ｌａｎｄ，Ａｎｔｏ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Ｅｒｎｓｔ １８３８—

１９１０）——德国物理学家，写有许多物

理学史方面的著作。——第４５１页。

格里博瓦尔，让 巴蒂斯特（Ｇｒｉｂｅａｕｖａｌ，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１５—１７８９）——法国

将军，军事发明家；１７６４—１７８９年（断

续地）任法国炮兵总监，在改编炮兵和

改进火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第

１８４、６９２页。

格林，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 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

大学教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

一，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

第３４７、５５９页。

格罗夫，威廉 罗伯特（Ｇｒｏｖ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１—１８９６）——英国物理学

家和法学家。—— 第３６８、４６５、４９０、

４９９—５００、５３５、５７４、５８９、５９１页。

Ｈ

哈金斯，威廉（Ｈｕｇｇｉ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２４—

１９１０）——英国天文学家，天文学中运

用光谱分析和摄影的奠基人之一，１８６４

年最终确定了气体星云的存在。——第

６２１页。

哈勒，阿尔勃莱希特（Ｈａｌｌｅｒ，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７０８—１７７７）——瑞士自然科学家，诗

人和政论家，具有极端反动的社会政治

观点。——第５８４页。

哈雷，艾德蒙（Ｈａｌｌｅｙ，Ｅｄｍｕｎｄ １６５６—

１７４２）——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和地球

物理学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第二任台

长，曾提出关于星体自行的假说，由于

对彗星运动的研究而闻名。——第６１８

页。

哈特曼，爱德华（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４２—１９０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他把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

反动特点，同对无意识东西的崇拜，结

合了起来，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

家。——第３８４页。

哈维，威廉（Ｈａｒｖ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７８—

１６５７）——杰出的英国医生，科学生理

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系

统。——第２５８、５２４页。

海克尔，恩斯特 亨利希（Ｈａｅｃｋｅｌ，Ｅｒｎｓｔ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３４—１９１９）——德国杰

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

学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提出了

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生物发生律；反动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

一。——第１４、７７、７９、８５、１５２、３５８、

６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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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８—５５０、５６９—５７１、５９５、５９７、５９８、

５９９、６１６、６４７—６５１、６６６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１９１、１９２、３８５、４０２、５６３页。

海泽，约翰 克利斯提安 奥古斯特

（Ｈｅｙｓｅ，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４—１８２９）——德国语言学家和教育

家，外来语辞典和德语语法教科书的作

者。——第３４７页。

汉克尔，威廉 哥特利勃（Ｈａｎｋｅ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８１４—１８９９）——德

国物理学家，对电的问题有所研究，提

出了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相似的

电现象理论。——第４５８页。

贺雷西（昆图斯 贺雷西 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６５—８）——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２６８页。

贺业尔，弗兰茨（Ｈａｕｅｒ，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９）——奥地利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

家。——第６４３页。

赫尔姆霍茨，海尔曼 路德维希 斐迪南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Ｈｅｒｍａｎｎ 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１—１８９４）——德国杰出的

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

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

论。——第１４、３５８、３５９、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３—

４２７、４３２、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０、４５６、４９３、

５８３、６２４、６２８、６４２、６４６页。

赫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ｋｌｅｉｔｏｓ 约公元前

５４０—４８０）——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

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

者。——第２３、５２６页。

赫舍尔，威廉（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３８—

１８２２）——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

第３６７、６１９—６２２页。

赫舍尔，约翰（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威 赫

舍尔的儿子。——第６２０页。

赫胥黎，托马斯 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著名的英

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

友和信徒，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在

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第８５、４００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

的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１４、１９、２２、２６、２７、２８、３４、３８、３９、

４１、４３、４７—５１、５６、５７、６４、７２、７３、

８０、８６、１１２、１２５、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８、１４１—

１４３、１４６、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８、２０４、

２３９、２７８、２８５、３３９、３５７、３６６、３８３、

３８６—３８８、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７、４１９、

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８、４８９、５２５—５２８、５４２—

５５１、５５５—５５７、５６２—５７０、５７２、５７４、

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８、５９３、５９７—

５９９、６０２、６０５、６１０、６１５、６１６、６１８、

６２４、６２７、６３２、６３９、６５０、６５３、６５４、

６６２、６７４、６９６、６９７、７００、７０１页。

亨利齐，弗里德里希 克利斯托夫（Ｈｅｎ－

ｒｉｃ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１７９５—

１８８５）——德国物理学家。——第４９６

页。

亨利希七十二世 罗伊斯－罗宾斯坦－艾

贝斯道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ＬＸＸＩＩ Ｒｅｕβ－

Ｌｏ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ｂｅｒｓｄｏｒｆ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３）——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的领

主王公（１８２２—１８４８）。——第１９２页。

洪堡，亚历山大（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６９—１８５９）——伟大的德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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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阿尔弗勒德 拉塞尔（Ｗａｌｌａｃｅ，Ａｌ

ｆｒｅｄ Ｒｕｓｓｅｌ １８２３—１９１３）——著名

的英国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

之一，曾和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的

理论；降神术的拥护者。——第３８９—

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０页。

惠更斯，克利斯提安（Ｈｕｙｇｅ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２９—１６９５）——杰出的荷兰物理学

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创立了光的

波动说。——第４２６页。

惠斯通，查理（Ｗｈｅａｔｓｔｏｎ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２—１８７５）——英国物理学家，以其

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第４９７页。

惠特沃思，约瑟夫（Ｗｈｉｔｗｏｒｔｈ，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３—１８８７）——英国厂主和军事发明

家。——第４３６页。

惠威尔，威廉（Ｗｈｅ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４—

１８６６）——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

史家，剑桥大学矿物学教授（１８２８—

１８３２）和 道 德 哲 学 教 授 （１８３８—

１８５５）。——第５７０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８８—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

治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

第６５２页。

霍尔，斯宾塞 提莫蒂（Ｈａｌｌ，Ｓｐｅｎｃｅｒ 

Ｔｉｍｏｔｈｙ １８１２—１８８５）——英国降神

术士和颅相相士。——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霍夫曼，奥古斯特 威廉（Ｈｏｆｍａｎｎ，Ａｕ

ｇｕ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８—１８９２）——著

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１８４５年从煤焦油

中制出苯胺。——第５４９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

朝（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国皇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５４９页。

Ｊ

基尔霍夫，古斯达夫 罗伯特（Ｋｉｒｃｈ－ｈｏｆ

ｆ，Ｇｕｓｔａｖ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２４—１８８７）——

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唯物主

义的代表，从事电动力学和力学问题的

研究，１８５９年与罗 本生一同奠定了光

谱分析的基础。——第１４、４３１、４３８、４４０

页。

吉本，爱德华（Ｇｉｂｂ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３７—

１７９４）——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

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的《罗马帝国的

衰亡史》。——第２６５页。

吉芬，罗伯特（Ｇｉｆｆ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３７—

１９１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统计协会通

报》发行人（１８７６—１８９１），贸易部统计

局局长（１８７６—１８９７）。——第３０８页。

济伯曼，让 提博（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ｎ，Ｊｅａｎ－

Ｔｈｉéｂａｕｔ １８０６—１８６５）——法国物理

学家，同法夫尔一起研究热化学。——

第４９０页。

伽利略，伽利莱（Ｇａｌｉｌｅｉ，Ｇａｌｉｌｅｏ １５６４—

１６４２）——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

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争取先进

世界观的战士。——第４２６、５２４、５３４、

６１７页。

加尔，弗兰茨 约瑟夫（Ｇａｌｌ，Ｆｒａｎｚ Ｊｏ－

ｓｅｐｈ １７５８—１８２８）——奥地利医生和

解剖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 第

３９０—３９２页。

加 尔 文，让 （Ｃａｌｖｉｎ，Ｊｅａｎ １５０９—

１５６４）——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新

教教派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

该教派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

产阶级利益。——第３６２、５６１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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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 １７２８—１７８７）——意大利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他

断言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

同时也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许多

正确的猜测。——第５８１页。

加思里，弗雷德里克（Ｇｕｔｈｒｉ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３３—１８８６）——英国物理学家和化

学家。——第６３５页。

加西奥，约翰 彼得（Ｇａｓｓｉｏｔ，Ｊｏｈｎ Ｐｅｔｅｒ

 １７９７—１８７７）——英国物理学家，从

事电现象的研究。——第４６５页。

焦耳，詹姆斯 普雷斯科特（Ｊｏｕｌｅ，Ｊａｍｅｓ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著名的

英国物理学家，曾研究电磁学和热，确

定了热的机械当量。——第３６８、４１７、

４３６、４５８、４６３、４９７、５３７、５６７页。

金耐斯雷，埃本尼泽（Ｋｉｎｎｅｒｓｌｅｙ，Ｅｂｅ－

ｎｅｚｅｒ １７１１—１７７８）——美国实验物理

学家。——第６３３页。

居维叶，若尔日（Ｃｕｖｉ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７６９—

１８３２）——法国大自然科学家，动物学

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

主义灾变论。——第３６７、５２４、５３５页。

Ｋ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反映

接近四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

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

阶级，追随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工人

运动的公开的敌人。——第７０２页。

卡罗林王朝——法兰克王朝，７５１年起统

治法兰西（到９８７年）、日耳曼尼亚（到

９１１年）和意大利（到８８７年）。——第５５９

页。

卡诺，尼古拉 勒昂纳 萨迪（Ｃａｒｎｏｔ，Ｎｉｃｏ

ｌａｓ－ 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ａｄｉ  １７９６—

１８３２）——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热

力发动机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谈谈火

的动力和能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一书

的作者；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第

３８８、４５１、５７２页。

卡特兰（Ｃａｔｅｌａｎ 十七世纪）——法国修

道院院长，物理学家，笛卡儿的信

徒。——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卡西尼 德 屠里，塞扎尔 弗朗斯瓦

（Ｃａｓｓｉｎｉ ｄｅ Ｔｈｕｒｙ，Ｃéｓａｒ－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１４—１７８４）——法国天文学家和大

地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三任台长；

雅 卡西尼的儿子。——第５４９页。

卡西尼，雅克（Ｃａｓｓｉｎｉ，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６７７—

１７５６）——法国天文学家和大地测量学

家，巴黎天文台第二任台长；卓 多 卡

西尼的儿子。——第５４９页。

卡西尼，雅克 多米尼克（Ｃａｓｓｉｎｉ，Ｊａｃ－

ｑｕｅｓ－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１７４８—１８４５）——

法国天文学家和大地测量学家，巴黎天

文台第四任台长，塞 弗 卡西尼的儿

子。——第５４９页。

卡西尼，卓万尼 多美尼科（Ｃａｓｓｉｎｉ，Ｇｉｏ

－ ｖａｎｎｉ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１６２５—

１７１２）——法国天文学家，原系意大利

人；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１６６９年

起）；在法国境内曾多次组织和进行大

地测量。——第５４９页。

凯库勒，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Ｋｅｋｕ－

ｌé，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２９—

１８９６）——著名的德国化学家，从事有

机化学和理论化学的研究。——第３８３、

５０８、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９页。

凯里，亨利 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庸俗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

９１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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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者。—— 第

２０９、２４２、２７７、６８２页。

凯特勒，威廉 艾曼努尔（Ｋｅｔｔｅｌ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 Ｅ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１１—１８７７）——德

国宗教活动家，天主教徒，１８５０年起为

美因兹主教。——第３９９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

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同

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闻

名。——第１５、２６、３３、３４、５３、５４、６２、

６３、６８、７１、２６５、２８５、３５８、３６６、３６７、

３６９、３７０、３８４、３８６、４１０、４１２、４２６—

４２８、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５、５３５、５４６、５５０、

５６８、５８３、５８５、６２２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ｆ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

省自由资产阶级首领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６

月任普鲁士首相。——第１２０页。

康替龙，理查（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６８０—

１７３４）——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

先驱者。——第２６３页。

考夫曼，康斯坦 彼得罗维奇（ ，

１８１８—１８８２）——

俄国将军，军事和国家活动家，积极推

行沙皇侵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政策，

１８６７年起指挥土尔克斯坦边区的军队，

曾任土尔克斯坦边区总督。——第１１１

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２６５页。

柯恩，斐迪南 尤利乌斯（Ｃｏｈｎ，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 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２８—１８９８）——德国

植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第６４３页。

柯尔丁，路德维希 奥古斯特（Ｃｏｌｄｉｎｇ，

Ｌｕｄｗｉｇ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５—１８８８）——

丹麦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不依靠迈尔和

焦耳而独立地确定了热的机械当

量。——第４１７、４３６、５３７、５６７页。

柯尔劳施，弗里德里希 威廉 格奥尔格

（Ｋｏｈｌｒａｕｓ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１８４０—１９１０）——德国实验物

理学家，以其电测量和磁测量、电解和

热电方面的著作而闻名，鲁 柯尔劳施

的儿子。——第４７５—４７６、４９８、５０８页。

柯尔劳施，鲁道夫 海尔曼 阿伦特

（Ｋｏｈｌｒａｕｓｃｈ，Ｒｕｄｏｌ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Ａｒｎｄｔ １８０９—１８５８）——德国物理学

家，以研究电流闻名。——第４９９—５００

页。

柯普，海尔曼 弗兰茨 摩里茨（Ｋｏｐｐ，Ｈｅｒ

ｍａｎｎ  Ｆｒａｎｚ  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历史学

家。——第６３７页。

刻卜勒，约翰奈斯（Ｋｅｐ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５７１—１６３０）——伟大的德国天文学

家，曾发现行星动的规律。——第１４、

３６３、５３４页。

克拉佩龙，贝努瓦 保尔 艾米尔（Ｃｌａ－

Ｐｅｙｒｏｎ，Ｂｅｎｏｌｔ－Ｐａｕｌ－▍Ｅｍｉｌｅ １７９９—

１８６４）——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以

其热力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第

４５１页。

克拉左门（小亚细亚）的阿那克萨哥拉

（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 ｏｆ Ｋｌａｚｏｍｅｎａｅ 公元

前５００左右—４２８）——古希腊唯物主义

哲学家。——第６９７页。

克劳胥斯，鲁道夫（Ｃｌａｕｓｉｕｓ，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２２—１８８８）——杰出的德国理论物理

学家，以其热力学原理和气体运动说方

面的著作而闻名；曾提出热力学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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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１８５０），但是对这个定律做了错误

的解释，接近于唯心主义的“宇宙热

寂”假说；曾把熵的概念带到物理学中

去（１８６５）。——第３５７、４３５、４４０、４４１、

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１、５５９、５８８、６１７、６２３、

６２８—６３０页。

克里卜施坦，菲力浦 恩格耳（Ｋｌｉｐｓｔｅ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ｇｅｌ１７４７—１８０８）——德国地

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第６４３页。

克鲁克斯，威廉（Ｃｒｏｏｋ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３２—１９１９）——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

和化学家；降神术的拥护者。—— 第

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８、３９９页。

克罗尔，詹姆斯（Ｃｒｏｌｌ，Ｊａｍｅｓ １８２１—

１８９０）——英国地质学家。——第６４７

页。

孔德，奥古斯特（Ｃｏｍｔ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３５７、５９３

页。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４７９）——第２７９页。

库仑，沙尔 奥古斯丹（Ｃｏｕｌｏｍｂ，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３６—１８０６）——著名的

法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确立了静电和

磁性相互作用的定律。——第６３２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６９４—

１７７４）——法国的大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１７、

２６６—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９页。

昆施特，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Ｑｕｅｎ－

ｓｔｅｄ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９）——德国矿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

生物学家，杜宾根大学教授。——第６４３页。

Ｌ

拉伯克，约翰（Ｌｕｂｂｏｃｋ，Ｊｏｈｎ １８３４—

１９１３）——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

者，以动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民族

志学家和考古学家；金融和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第５８３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 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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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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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页。

拉斐尔 桑蒂（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 Ｓａｎｔｉ １４８３—

１５２０）——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

画家。——第５１１页。

拉夫，格奥尔格 克利斯提安（Ｒａｆｆ，Ｇｅｏｒ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４８—１７８８）——德国教

育家，曾为青年写了许多有关自然科学

的书籍。——第３４５页。

拉兰德，约瑟夫 日罗姆（Ｌａｌａｎｄｅ，Ｊｏ－

ｓｅｐｈ－Ｊéｒｏｍｅ １７３２—１８０７）——法国

天文学家。——第６１８页。

拉马克，让 巴蒂斯特 比埃尔 安都昂

（Ｌａｍａｒｃｋ，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杰出的法国自

然科学家，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

的创立者，达尔文的先驱。——第３４、７４、８０、

８２、３７０、５３５、５５１、６４３页。

拉普拉斯，比埃尔 西蒙（Ｌａｐｌａｃｅ，Ｐｉｅｒｒｅ

－Ｓｉｍｏｎ １７４９—１８２７）——杰出的法

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

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从数学上

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

第２６、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１、３８６、４１２、５３５、

５４０、５４６、５８６、６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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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６２８、

６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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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

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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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１２０、１３９页。

拉斯克尔，爱德华（Ｌａｓｋｅｒ，Ｆｄｕａｒｄ 

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国会议员，１８６６年以前为进步党

党员，后为支持俾斯麦反动政策的民族

自由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 第

６７４页。

拉瓦锡，安都昂 罗朗（Ｌａｖｏｉｓｉｅｒ，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ａｕｒｅｎｔ １７４３—１７９４）——杰

出的法国化学家，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

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

学的研究。——第２５５、３６９、３８８、６３７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 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４６—

１７１６）——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

义哲学家。——第３３、１４８、３６３、４２６—

４３０、４３７、４５１、５４６、６０２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 埃夫拉伊姆（Ｌｅｓ－

ｓｉｎｇ，Ｇｏｔｔｈｏｌｄ Ｅｐｈｒａｉｍ  １７２９—

１７８１）——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

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

一。——第５４２页。

赖尔，查理 （Ｌｙ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５）——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

家。——第３６７、３６８、５３５页。

朗格塔耳，克利斯提安 爱德华（Ｌａｎｇｅ－

ｔｈａ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０６—

１８７８）——著名的德国植物学家，从事植

物栽培和农业史的研究。——第６８６页。

劳尔，弗朗斯瓦 玛丽（Ｒａｏｕｌ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Ｍａｒｉｅ １８３０—１９０１）——法国化学

家，以物理化学方面的著作闻名。——

第４５８、４６３、４９６页。

劳 施 米 特， 约 瑟 夫 （Ｌｏｓｃｈｍｉｄｔ，

Ｊｏｓｅｆ１８２１—１８９５）——奥地利物理学家

和化学家，同时从事气体运动说和热之

唯动说的研究。——第３５７、６２９页。

勒科克 德 布瓦博德朗，保尔 艾米尔

（Ｌｅｃｏｑ ｄｅ Ｂｏｉｓｂａｕｄｒａｎ，Ｐａｕｌ－

毦Ｅｍｉｌｅ１８３８—１９１２）—— 法国化学家，

１８７５年发现了门得列耶夫预言过的镓

元素。——第４０７页。

勒鲁，弗朗斯瓦 比埃尔（Ｌｅ Ｒｏｕｘ，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３２—１９０７）——法

国物理学家。——第４６６页。

勒洛，弗兰茨（Ｒｅｕｌ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９—

１９０５）——德国学者，德国机械论学派

的创始人，１８７６年为参加费拉得尔菲亚

国际博览会的德国政府专员。——第９

页。

勒维烈，乌尔本 让 约瑟夫（Ｌｅ Ｖｅｒ－ｒｉ

ｅｒ，Ｕｒｂ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１—

１８７７）——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

家，１８４６年不依靠亚当斯而独立地计算

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

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第

４０７页。

雷纳尔，弗朗斯瓦（Ｒｅｙｎａｒｄ，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以后）——法国工程师，写有

许多关于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在电学理论

方面，曾提出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相近

似的假说。——第４５８页。

雷尼奥，昂利 维克多（Ｒｅｇｎａｕｌｔ，Ｈｅｎ－

ｒｉ－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法国物

理学家和化学家，从事气体和蒸汽的性

能的研究。——第１００页。

雷诺，贝尔纳（Ｒｅｎａｕｌｔ，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８３６—

１９０４）——法国古生物学家，对电化学

也有研究。——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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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 

１８０３—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

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１３、６４１—

６４５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国际委

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３８０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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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７５、１０７、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２３０、２４２、

２４９、２７９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第２５２、２７９页。

利特尔，约翰 威廉（Ｒｉｔｔ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６—１８１０）——德国物理学

家，从事电现象的研究。——第４６３页。

列奥纳多 达 芬奇（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ａ Ｖｉｎ

－ｃｉ １４５２—１５１９）——伟大的意大利

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多才的学

者和工程师。——第３６１页。

林 耐，卡 尔 （Ｌｉｎｎé，Ｃａｒｌ １７０７—

１７７８）——杰出的瑞典自然科学家，植

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第２８、

３６３、３６４、５９３页。

留基伯（Ｌｅｕｋｉｐｐ（ｏｓ）公元前五世纪）——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

的创始人。——第３８３、５２８、５２９页。

龙考夫，亨利希 丹尼尔（Ｒｕｈｍｋｏｒｆｆ，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Ｄａｎｉｅｌ １８０３—１８７７）——

德国机械学家，在法国工作；１８５２年曾

设计感应线圈——使低电压的断续电

流变为高电压的断续电流。——第６３５

页。

卢 梭，让 雅 克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

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第２０、２３、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３、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８、１６６、２８１、３３９、６６９、

６７４页。

路德，马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

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

等级的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

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

贫民。——第３６２、５３４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 １６７１—１７２９）——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

法国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

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

名。——第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９页。

罗霍夫，弗里德里希 艾伯哈特（Ｒｏｃｈｏｗ，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１７３４—

１８０５）——德国教育家，曾给青年人写

了一些陈腐的道德说教的书籍。——第

２０１、２０２页。

罗霍夫，古斯达夫 阿道夫（Ｒｏｃｈｏｗ，Ｇｕｓ

ｔａｖ Ａｄｏｌｆ １７９２—１８４７）——反动的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普鲁士内

务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４２）。——第３４０页。

罗朗，奥古斯特（Ｌａｕｒｅ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５３）——法国化学家，同热拉

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

精确的阐述。——第１３９页。

罗曼诺夫，米哈伊尔 费多罗维奇（Ｐｏ－

， １５９６—

１６４５）—— 俄 国 沙 皇 （１６１３—

１６４５）。——第６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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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克兰茨，约翰 卡尔 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ｚ１８０５—１８７９）——德国黑格尔主义哲

学家和文学史家。——第５４９页。

罗斯伯爵，威廉 帕森斯（Ｒｏｓｓ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ｓｏｎｓ，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英国天文学家，１８４５年创制

了最大的望远镜，利用它考察了许多星

云。——第６２０、６２２页。

罗斯科，亨利 恩菲耳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ｎ－

ｒ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 １８３３—１９１５）——英国化

学家，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 第

４０６、６６７页。

罗雪尔，威廉 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

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所谓政治经济

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２５１

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 卡尔（Ｒｏｄ

－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

地主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

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２３８、３１１

页。

洛 克，约 翰 （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

１７０４）——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

货币名义说和货币金属说之间。——第

１７、２４、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２、２６３、３８５页。

Ｍ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Ｍａｂｌｙ，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０９—１７８５）——卓越的法国社会学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

物。——第１９、２１页。

马尔比基，马尔切洛（Ｍａｌｐｉｇｈｉ，Ｍａｒ－ｃｅｌ

ｌｏ １６２８—１６９４）——杰出的意大利生

物学家和医生，显微解剖学的奠基人之

一，１６６１年发现了毛细管的血液循

环。——第９７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

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７４、７５、

６５１、６５２页。

马格拉夫，安得列阿斯 西吉兹蒙特

（Ｍａｒｇｇｒａｆ，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１７０９—１７８２）——德国化学家，１７４７年

发现甜菜根里含糖。——第５４９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

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活

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

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３６２页。

马 可 波 罗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１２５４—

１３２４）——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

１２７１—１２９５年游历中国。——第５３１页。

马克思，卡尔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传记材料）。——第１１—１５、

１７、３０、３５、５０、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９、１３４—

１４７、１５３、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７、１７８、１９４、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８、

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９—

２６１、２８０、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２、

３１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６、３２７、

３４４、３４８、３８７、６７０、６７８、６８２、６８３页。

马斯凯林，尼维尔（Ｍａｓｋｅｌｙｎｅ，Ｎｅｖｉｌ 

１７３２—１８１１）——英国天文学家，格林

威治天文台第五任台长。——第６１８页。

马西，约瑟夫（Ｍａｓｓｉｅ，Ｊｏｓｅｐｈ 死于１７８４

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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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２６０、

２６２页。

麦克劳德，亨利 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庸

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

贷创造资本的理论。——第２７９页。

麦克斯韦，詹姆斯 克拉克（Ｍａｘｗｅｌｌ，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ｅｒｋ １８３１—１８７９）——伟大

的英国物理学家，电磁场古典理论的创

始人。——第４３９、４４０、４５１、４５８、４５９、

５２４、６３１页。

迈尔，尤利乌斯 罗伯特（Ｍａｙｅｒ，Ｊｕｌｉｕ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杰出的德国

自然科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

规律的科学家之一。—— 第６６、３６８、

４１７、５３７、５６７、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４页。

迈耶尔，尤利乌斯 洛塔尔（Ｍｅｙｅｒ，Ｊｕｌｉｕｓ

 Ｌｏｔｈａｒ １８３０—１８９５）——著名的德

国化学家，主要从事物理化学问题的研

究。——第５０８、５９６页。

曼，托马斯 （Ｍｕ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１—

１６４１）——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

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１６１５年

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第２５２、

２５３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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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４２、５５４页。

毛勒，格奥尔格 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Ｇｅｏｒｇ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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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

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第１９１页。

梅特勒，约翰奈斯 亨利希（Ｍａｄｌ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４—１８７４）——

德国天文学家。——第３６６、３７１、３７７、

５３０、６１８—６２１、６３１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

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

大臣（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

１８４８），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３０３页。

门得列耶夫，德米特利 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４—

１９０７）——伟大的俄国学者，１８６９年发

现化学元素周期律。——第１００、４０６、

４０７页。

蒙塔郎贝尔，马尔克 勒奈（Ｍｏｎｔａｌｅｍ－

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Ｒéｎé １７１４—１８００）——

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

新筑城法，在十九世纪被广泛采

用。——第３６１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货币数

量说的拥护者。——第２６０页。

米拉波，奥诺莱 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Ｈｏｎｏｒé 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４９—１７９１）——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

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

益的代表者。——第２７６页。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ｏｆ

Ｍｉｌｅｔ公元前６１０左右—５４６）——古希

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５２６页。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ｏｆ

Ｍｉｌｅｔ约公元前５８５—５２５）——古希腊

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５２６、５２８

页。

米利都的泰勒斯（Ｔｈａｌ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ｅｔ 约

５２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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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６２４—５４７）——古希腊的哲学

家，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的奠基

人。

——第４１９、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８、６２４页。

米涅，克劳德 埃蒂耶纳（Ｍｉｎｉé，Ｃｌａｕ－

ｄｅ－▍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法国军

官和军事发明家，新式步枪和子弹的发

明者。——第６９４页。

米希勒，卡尔 路德维希（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１—１８９３）——德国唯心

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派，柏林大学教

授。——第３８页。

闵采尔，托马斯（Ｍüｎｚ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４９０

左右—１５２５）——伟大的德国革命家，

宗教改革时期和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

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２０、

１７１、６９８页。

明斯特，格奥尔格 （Ｍüｎｓｔｅｒ，Ｇｅｏｒｇ

１７７６—１８４４）—— 德 国 古 生 物 学

家。——第６４３页。

摩尔根，路易斯 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

学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

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１２页。

摩莱里（Ｍｏｒｅｌｌｙ 十八世纪）——法国空

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第

１９、２１页。

摩莱肖特，雅科布（Ｍｏｌｅｓｃｈｏｔｔ，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２—１８９３）——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

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

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

校中任教。——第５４２页。

墨莱，林德利（Ｍｕｒｒａｙ，Ｌｉｎｄｌｅｙ １７４５—

１８２６）——英国语法家。——第３９３页。

莫尔，托马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

官，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

期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

者。——第６７９页。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波克兰

Ｐｏ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

第１５５、２４０、２４１、４０７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 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Ａｍａｄｅｕｓ  １７５６—

１７９１）——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

第３４９、３５０、３９８页。

Ｎ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９８、１２０、

１４１、１８４、２８１、２８７、３０３、６７７、６９３、

７０４页。

耐格里，卡尔 威廉（Ｎａｇｅｌｉ，Ｃａｒｌ 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８１７—１８９１）——著名的德国植

物学家，反达尔文主义者，不可知论者

和形而上学者。——第３５８、３８１、５７５—

５８０页。

耐普尔，约翰（Ｎａｐｉｅｒ，Ｊｏｈｎ １５５０—

１６１７）——苏格兰数学家，对数的发明

者。——第３６３页。

尼古拉，弗里德里希（Ｎｉｃｏｌａ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３３—１８１１）——德国作家，“开明专制

制度”的拥护者；在哲学中反对康德和

费希特。——第５４２页。

尼科尔森，亨利 阿伦（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Ｈｅｎ－

ｒｙ Ａｌｌｅｙｎｅ １８４４—１８９９）——英国生

物学家，以其动物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

著作而闻名。——第６４８、６４９、６５４、６６７

页。

牛顿，伊萨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 １６４２—

６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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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古典力学的创始

人。——第１４、２６、２８、３４、３６３—３６６、

３８９、４１１、５３４、５４０、５４６、５４９、５５２、

５９３、６０２、６１７、６１８、６２３、６３２页。

纽可门，托马斯（Ｎｅｗｃｏｍｅ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６６３—１７２９）——英国铁匠，蒸汽机的

发明者之一。——第４５１页。

诺曼，亚历山大 尼古劳斯 弗兰茨（Ｎａｕ

ｍａｎ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ｉｃｏｌａｕｓＦｒａｎｚ 

１８３７—１９２２）——德国化学家。——第

４４０、４６６、４９８页。

诺思，达德利（Ｎｏｒｔｈ，Ｄｕｄｌｅｙ １６４１—

１６９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７、２５６—２５９页。

诺伊曼，卡尔 哥特弗利德（Ｎｅｕｍａｎｎ，Ｃａｒｌ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３２—１９２５）——德国数

学家和物理学家。——第４５７页。

Ｏ

欧几里得（Ｅｕｃｌｉｄ 公元前四世纪末——

三世纪初）—— 古希腊杰出的数学

家。——第２０２、３６３页。

欧姆，格奥尔格 西蒙（Ｏｈｍ，Ｇｅｏｒｇ Ｓｉ

－ｍｏｎ １７８７—１８５４）——著名的德国

物理学家，１８２６年发现了确定电路电

阻、电动力和电流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电路基本定律。——第４６４页。

欧文，理查（Ｏｗ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１８９２）——英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

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发展了关于

脊椎动物是按“原型”构成的唯心主义

观念。１８６３年最先描述了侏罗纪的始祖

鸟。——第５４８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１、３５、１６３、２１８、２８２、２８６—

２９０、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７、３３０、３４８、７０６页。

Ｐ

帕格尼尼，尼古洛（Ｐａｇａｎｉｎｉ，Ｎｉｃｃｏｌò 

１７８２—１８４０）——伟大的意大利提琴家

和作曲家。——第５１１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２４、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６２３页。

配 第，威 廉 （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

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

——第１７、２４９、２５３—２５９、２６３、２６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第２０３、２８０、２８９、３３７—３３９页。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３—１８０４）——著名的英国化学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产业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

思想家，１７７４年发现氧气。——第３８８、

５７７页。

普列服，安都昂 弗朗斯瓦（Ｐｒｅｖｏｓｔ，Ａｎ

ｔｏｉｎ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７—１７６３）——著

名的法国作家，小说《曼依 列斯戈》的

作者。——第５４１页。

普林尼（凯尤斯 普林尼 塞孔德）（Ｃａｉｕｓ

 Ｐｌｉｎｙ 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２３—７９）——罗马

博物学家，《博物志》（共３７卷）的作

者。——第１９２、５４９页。

普 卢 塔 克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 约  ４６—

１２５）——古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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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家。——第５２６页。

Ｒ

热拉尔，沙尔 弗雷德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１６—１８５６）——

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同罗朗一起对分子

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

述。——第１３９页。

Ｓ

萨金特，威廉 鲁卡斯（Ｓａｒｇａｎ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ｕｃａｓ １８０９—１８８９）——英国教育

家和经济学家，欧文的传记作者。——

第２８９、２９０、３３０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１６７页。

塞尔维特，米格尔（Ｓｅｒｖｅｔ，Ｍｉｇｕｅｌ 

１５１１—１５５３）——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

的西班牙学者，职业是医生，在研究血

液循环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发现。——第

３６２、５３３页。

塞拉，安东尼奥（Ｓｅｒｒａ，Ａｎｔｏｎｉｏ十六——

十七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商主

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２５２页。

塞莫斯的阿利斯维克（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 ｏｆ

Ｓａｍｏｓ 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上

半叶）——杰出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

学家，曾提出关于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

的假说，因测定从地球至月亮和太阳的

距离而闻名。——第５２９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 

１５４７—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

义作家。——第６８、３３８页。

赛奇，安吉洛（Ｓｅｃｃｈｉ，Ａｎｇｅｌｏ １８１８—

１８７８）——意大利天文学家，罗马天文

台台长，以研究太阳和星球闻名；耶稣

会教徒。—— 第３７１、３７６、３７７、５４０、

６１９—６２２、６３１、６７２页。

赛维利，托马斯（Ｓａｖｅｒ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６５０—

１７１５）——英国工程师，蒸汽机发明者

之一。——第４５１页。

色 诺芬 （Ｘｅｎｏｐｈｏｎ 约公元前４３０—

３５４）——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

者。——第２５１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

５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１７３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

义者。——第２１、２７、３４、３５、１６３、２１８、２８２—

２８４、２８９、３５７、３６６、５９３、７０４—７０５页。

施达克，卡尔 尼古拉（Ｓｔａｒｃｋｅ，ＣａｒｌＮｉｋｏ

ｌａｕｓ １８５８—１９２６）——丹麦哲学家和

社会学家。——第５４０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 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 （卡斯巴尔 施米特 Ｃ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 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

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第１０９、

２４９页。

施莱登，马提阿斯 雅科布（Ｓｃｈｌｅｉｄｅｎ，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Ｊａｋｏｂ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德

国大植物学家，１８３８年曾提出从旧细胞

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第５３７页。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 克里斯托夫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

１７７６—１８６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第２６５页。

施米特，爱德华 奥斯卡尔（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ｄ

ｕａｒｄ Ｏｓｋａｒ １８２３—１８８６）——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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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斯特拉斯堡

的教授。——第３５７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

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

名人物之一；《耶稣传》的作者；１８６６年

以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４７６页。

施旺，泰奥多尔（Ｓｃｈｗａｎ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０—１８８２）——杰出的德国生物学

家，１８３９年提出了构成有机体的细胞理

论。——第５３７页。

施韦宁格，恩斯特（Ｓｃｈｗｅｎｉｎｇｅｒ，Ｅｒｎｓｔ

１８５０—１９２４）——德国医生，１８８１年起

为俾斯麦的私人医生，１８８４年被聘

为柏林大学皮肤病学的教授。——

第１２页。

叔本华，阿尔都尔（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Ａｒ－

ｔｈｕｒ 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唯心主义

哲学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

主义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

家。——第３８４页。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新闻记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曾鼓吹素食主

义。——第１３０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

ｎｏｚ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ｕｓ）１６３２—

１６７７）——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２３、１２１、１５５、３６５、

５４１、５４２、５７４页。

斯宾塞，赫伯特（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 

１８２０—１９０３）——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和社会学者，实证论者，资本主义的辩

护士。——第６０１页。

斯密，阿尔弗勒德（Ｓｍｅｅ，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８—

１８７７）——英国外科医生和物理学家，

曾将电运用于生物学和冶金工业中；

锌、银和硫酸组成的伽法尼电堆的设计

者。——第４６１页。

斯 密， 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１０７、１６４、２０９、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４、

２５１、２５４、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６、２７６、６８２页。

斯密斯，乔治（Ｓｍｉｔｈ，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４０—

１８７６）——英国考古学家，以其在古亚

述地区进行的挖掘工作而闻名。——第

７９页。

斯涅留斯，维勒布罗尔德（Ｓｎｅｌｌｉｕｓ，Ｗｉｌ

－ｌｅｂｒｏｒｄ １５８０—１６２６）——著名的荷

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发现了光的折射

定律。——第６２２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２７６页。

斯图亚特王朝（Ｓｔｕａｒｔｓ）——统治苏格兰

（１３７１—１７１４）和英国（１６０３—１６４９、

１６６０—１７１４）的王朝。——第２７６页。

苏特尔，亨利希（Ｓｕ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４８—

１９２２）——瑞士数学教授，在数学史方

面有所著述。——第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４、４３７

页。

梭伦（Ｓｏｌｏｎ 约公元前６３８—５５８）——著

名的雅典立法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

制定了许多反对世袭贵族的法律。——

第５４７页。

Ｔ

台特，彼得 加思里（Ｔａｉｔ，Ｐｅｔｅｒ Ｇｕｔｈ－

ｒｉｅ １８３１—１９０１）——英国物理学家和

数学家。——第４３１、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２—４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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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见米利都的泰勒斯。

汤姆森，汉斯 彼得 尤根 尤利乌斯

（Ｔｈｏｍｓｅｎ，Ｈａｎｓ Ｐｅｔｅｒ Ｊｏｒｇｅｎ 

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２６—１９０９）——丹麦化学家，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热化学的创始人之

一。——第４７１、４８１、４８８页。

汤姆生，托马斯（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２）——英国化学家，格拉斯

哥大学教授，道尔顿的原子论的拥护

者。——第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５、５４９、６３２—

６３４页。

汤姆生，威廉，凯尔文男爵（Ｔｈｏｍｓ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ｒｏｎ  Ｋｅｌｖｉｎ  １８２４—

１９０７）——英国大物理学家，曾领导格

拉斯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研室（１８４６—

１８９９）；曾研究热力学、电工学和数学物

理学；１８５２年提出了唯心主义的“宇宙

热寂”假说。——第４３１、４４０、４４２—４４７、

５１４、６１２、６２９、６４２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 忒伦底乌斯 阿

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 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 Ａｆｅｒ 公

元前１８５左右—１５９）——著名的罗马喜

剧作家。——第２２６页。

特劳白，摩里茨（Ｔｒａｕｂｅ，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２６—

１８９４）——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曾

创造出能够新陈代谢和增殖的人造细

胞。——第８８、６４６、６６７页。

特雷维腊努斯，哥特弗利德 莱茵霍尔特

（Ｔｒｅｖｉｒａｎｕｓ，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１７７６—１８３７）——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

然哲学家，生物界进化思想的早期拥护

者之一，六卷本著作《生物学，或生物

界的哲学》的作者。——第１４页。

图温南，路易 埃蒂耶纳（Ｔｈｏｕｖｅｎｉｎ，

Ｌｏｕｉｓ－▍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９１—１８８２）——法

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６９４页。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Ｔｈｏｒｖａｌｄｓｅｎ，

Ｂｅｒｔｅｌ １７６８—１８４４）——著名的丹麦

雕刻家。——第５１１页。

托勒密，克罗狄乌斯（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Ｃｌａｕ－

ｄｉｕｓ 二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

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

创立者。——第３６３页。

托里拆利，厄万乔里斯塔（Ｔｏｒｒｉｃｅｌｌｉ，Ｅ

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ａ １６０８—１６４７）——杰出的意

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第３６３、

５２４页。

Ｗ

瓦盖纳，海尔曼（Ｗａｇｅｎ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５—１８８９）——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

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１８４８—

１８５４），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曾

任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１８６６—

１８７３）；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第２６５页。

瓦格纳，理查（Ｗａｇｎ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１３—

１８８３）——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３１、８２、１２７、１６６页。

瓦格纳，摩里茨 弗里德里希（Ｗａｇｎｅｒ，

Ｍｏｒｉｚ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３—１８８７）——

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地理学

家和旅行家。——第６４１—６４３页。

瓦特，詹姆斯（Ｗａｔ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３６—

１８１９）——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

汽发动机的设计者。——第４５１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７６９—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

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

军。——第６８４、６９３页。

微耳和，鲁道夫（Ｖｉｒｃｈｏｗ，Ｒｕｄｏ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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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

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

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

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１８７１年以后成

为反动分子，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

者。——第９、１６、３５８、３８１、３９８、５４６

页。

韦伯，威廉 爱德华（Ｗ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０４—１８９１）——德国物理学

家，曾从事电学理论和磁学理论的研

究。——第４５６、４５７页。

维德曼，古斯达夫 亨利希（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

Ｇｕｓｔａｖ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６—１８９９）——

德国物理学家，电学汇编的作者。——

第４５３—５０８、６０９、６３５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

国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７０６页。

维耳克，克利斯提安 哥特洛普（Ｗｉｌｋ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ｏｔｔｌｏｂ １７８６—１８５４）——

德国神学家，曾从语文学和历史学方面

对圣经进行了研究。——第４７６页。

维勒，弗里德里希（Ｗｏｈ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０—１８８２）——德国著名的化学家，

他最先从无机物中合成有机化合

物。——第５３８页。

维斯里辛努斯，约翰奈斯（Ｗｉｓｌｉｃｅｎ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德国有机化学

家。——第６５４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

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之一，职业是裁缝。——第２２、２１９、３２７、

６９８、６９９页。

文特尔，雅科布 约瑟夫（Ｗｉｎｔｅｒｌ，Ｊａ－ｋｏｂ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９—１８０９）——奥地利医

生，植物学家和化学家。——第６３３页。

沃尔波尔，罗伯特（Ｗａｌｐｏｌ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６７６—１７４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首领，曾任首相（１７２１—１７４２），他

为摆脱国王而依靠议会多数的内阁制

度奠定了基础，曾广泛采用收买方法。

——第２６４页。

沃尔弗，卡斯巴尔 弗里德里希（Ｗｏｌｆｆ，

Ｃａｓｐａ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３３—１７９４）——

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有机体发展学说的

奠基人之一；曾在德国和俄国工作

过。——第３７０页。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７９—１７５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形而上学者。——第３６５、３８５、５６３

页。

沃尔弗，尤利乌斯 鲁道夫（Ｗｏｌｆ，Ｊｕｌｉｕｓ

 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１６—１８９３）——瑞士天文

学家，研究太阳黑子和天文学历史的专

家。——第５３０、６２２页。

沃拉斯顿，威廉 海德（Ｗｏｌｌａｓｔｏ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Ｈｙｄｅ １７６６—１８２８）——英国自

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原子论

的反对者。——第６３４页。

沃姆－弥勒，雅科布（Ｗｏｒｍ－Ｍüｌｌｅｒ，Ｊａ

－ｋｏｂ １８３４—１８８９）——德国医生，生

理学家和物理学家。——第４９６页。

Ｘ

希罗——见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

希帕克（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公元前二世纪）——

古希腊伟大的天文学家，曾发现岁差现

象，大星录的编纂者。——第６１８页。

西门子，恩斯特 威纳尔（Ｓｉｅｍｅｎｓ，Ｅｒｎｓｔ

 Ｗｅｒｎｅｒ １８１６—１８９２）——著名的德

国电气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和企业主；曾

设计了带有圆柱形电枢的磁电机

（１８５６）和自激直流发电机（１８６６）。——

第４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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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 西塞罗）（Ｍａｒ－

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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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５２６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

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第２４９、３１１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７、１６９、５０３页。

肖莱马，卡尔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 

１８３４—１８９２）——德国著名的有机化学

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者；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第４０６、５４６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 威廉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５—

１８５４）——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

客观唯心主义者；后来成为科学的凶恶

敌人，宗教的拥护者。——第３３、５７、１５９页。

休 谟，大 卫 （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

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

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

量说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７、

１３６、２５９—２６６、２７６、３５８、５７３页。

Ｙ

亚当斯，约翰 库奇（Ａｄａｍｓ，Ｊｏｈｎ Ｃｏｕｃｈ

 １８１９—１８９２）——杰出的英国天文学

家和数学家，１８４５年不依靠勒维烈而独

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

轨道，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

置。——第６２２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 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间；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

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

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２２、９７、２５０、

２５１、２５２、３８３、５２５—５２９、５４５、５４９、

５８３、６７６页。

亚历山大二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２００页。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Ｈｅｒｏ ｆｒｏ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一世纪左右）——杰出的

古希腊发明家，数学家和机械学

家。——第４５０页。

杨布利柯  （Ｊａｍｂｌｉｃｈｏｓ 约死于３３０

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

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的叙利亚学派的

创始人。——第３９２页。

耶恩斯，麦克斯（Ｊａｈｎｓ，Ｍａｘ １８３７—

１９００）——普鲁士军官，军事著作家，在

司令部供职，并在军事科学院讲授军事

学术史。——第１８７、６８４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６７９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 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３８３、３８４、５２９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 尤尼乌斯 尤维纳

利斯）（Ｄｅｃｉｍｕｓ Ｊｕｎｉｕｓ 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生

于一世纪六十年代—— 死于１２７年

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

１６３、４９７页。

２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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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埃尔（埃奥尔）——见提尔。

Ｃ

查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

的人物。——第３４９、３５０页。

Ｆ

浮士德—— 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

物。——第１５８页。

Ｇ

格里厄骑士——普列服的小说《曼侬 列

斯戈》中的人物。——第５４１页。

Ｈ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打

铁业的保护神。——第３００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６６９页。

Ｋ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第四首讽刺

诗中的人物。——第４９７页。

Ｌ

鲁滨逊 克罗索——笛福的小说《鲁滨逊

飘流记》中的主人公。——第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１、６８３页。

洛西南特——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

德》中的唐 吉诃德的马（西班牙语中

“洛西”，有“劣马”的意思）。——第６８、

３３８页。

Ｍ

玛尔斯——古代罗马人的战神，相当于希

腊神亚力司。——第３４２页。

曼布里诺——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

德》中的人物。——第３３８页。

曼侬 列斯戈——普列服的同名小说中的

女主人公。——第５４１页。

靡菲斯特斐勒司—— 歌德的悲剧《浮

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１０４

页。

Ｐ

帕米纳——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

物。——第３４９、３５０页。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一个狄坦神，

他从神那里盗走了火，带给人们；宙斯

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

脏，以示惩罚。——第３００页。

Ｑ

齐奥——见提尔。

丘必特——按罗马神话为最高的神，雷

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

３４２页。

Ｒ

茹尔丹—— 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

的小市民》中的主人公。——第４０７页。

３３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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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桑科 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

德》中的人物，唐 吉诃德的侍从。

——第３３８页。

Ｔ

塔米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

物。——第３４９、３５０页。

唐 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

要人物。——第３３８页。

提尔——一些德意志部落中的战神。——

第３４２页。

Ｗ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

物；浮士德的学生；崇尚空论、脱离生

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第１５８页。

维纳斯—— 罗马传说中的爱和美的女

神。——第２３９页。

Ｘ

夏娃——圣经传说中的第一个女人。——

第１６８页。

星期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

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第１７０、

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１、６８３页。

Ｙ

雅赫维（耶和华）—— 犹太教中的主

神。——第３４２页。

亚当——圣经传说中的第一个人。——第

７９、１６８、１７０页。

亚力司——见玛尔斯。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中世

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

随鲁因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

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广泛采

用。——第３８页。

约书亚—— 圣经中的人物。—— 第２３３、

４５０页。

Ｚ

忠实的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

的人物。——第２３９页。

宙斯——见丘必特。

４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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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安得鲁斯，托 《［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格拉斯哥第四十六次年会上的］开幕

词》（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ｈ．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ｓｉｘ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ｌａｓｇｏｗ］），载于

１８７６年９月７日（自然界》杂志第１４卷第

３５８期。——第６６３页。

奥尔曼，乔 詹 《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

识方面的最新进步。１８７５年５月２４日向

林耐学会所作的年度报告》（Ａｌｌｍａｎ，

Ｇ．Ｊ．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ｏｕ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ｌｉａｔｅ ｉｎｆｕ－

ｓｏｒｉａ．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ｙ ２４，１８７５），

载于１８７５年６月１７日和２４日以及７月１日

《自然界》杂志第１２卷第２９４—２９６

期。——第６４７页。

Ｂ

Ｂ，Ｊ．Ｆ．书评：詹 克罗尔《气候和年

代） （Ｃｒｏｌｌ’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载于１８７５年６月１７日和２４

日（自然界）杂志第１２卷第２９４—２９５

期。——第６４７页。

巴本，德 ——见《莱布尼茨和惠更斯同巴

本的通信集》。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

集》，拜帖尔、奥烈利、文克尔曼编，

１８４０年苏黎世版第１３卷（Ｐｌａｔｏ．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ｓ ｏｐｅｒａ ｏｍ

ｎｉａ．Ｒｅｃｏｇ－ｎｏｖｅｒｕｎｔ Ｉ．Ｇ．Ｂａｉｔｅｒｕｓ，

Ｉ．Ｃ．Ｏｒｅｌｌｉｕｓ，Ａ．Ｇ．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ｕｓ．

Ｖｏｌ． ．Ｔｕｒｉｃｉ，１８４０）。——第２５１页。

毕希纳，路 《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

自然界中的地位。或：我们从何处来？我

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１８７２年莱比

锡增订第２版（Ｂüｃｈｎｅｒ，Ｌ．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 ｉｎ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ｕｎｄ Ｚｕｋｕｎｆｔ．Ｏｄｅｒ：Ｗｏｈｅｒ ｋｏｍ－

ｍｅｎ ｗｉｒ？Ｗｅｒ ｓｉｎｄ ｗｉｒ？Ｗｏｈｉｎ 

ｇｅｈｅｎ ｗｉｒ？Ｚｗｅｉ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

ｌａｇ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２）。第１版１８７０年在莱

比锡出版。——第５４２、５４６、５４７页。

波绪，沙 《微积分》共和六年［１７９８］巴

黎版第１卷（Ｂｏｓｓｕｔ，ｃｈ．Ｔｒａｉｔéｓ ｄｅ 

ｃａｌｃｕｌ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ｉｅｌ ｅｔ ｄｅ ｃａｌｃｕｌ 

ｉｎｔéｇｒａｌ．Ｔｏｍｅ Ｉ．Ｐａｒｉｓ，ａｎ 

［１７９８］）。——第６０６—６０８、６７４、６７５页。

勃多（修道院院长）《经济表说明》（１７６７

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关于

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注解和史料，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Ｂａｕｄｅａｕ，ｌ’ａｂｂé．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１７６７）．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ｅｓ ｐｈｙｓ

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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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

Ｄｅｕｘｉèｍ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

２６８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 《论财富、货币和赋

税的性质》，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

经济学家》，附欧 德尔编写的作者

史略、评注和注解，１８４３年巴黎版

（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Ｐ．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ｄｅ ｌ’ａｒ

ｇｅｎｔ  ｅｔ  ｄｅｓ  ｔｒｉｂｕｔｓ．Ｉｎ：
毦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 ｄｕ 

－ｅ ｓｉｃｌｅ．Ｐｒéｃéｄéｓ ｄｅ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ｃｈａｑｕｅ ａｕｔｅｕｒ，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 ｄ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ｅｔ

 ｄｅ ｎｏｔｅｓ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 Ｅ．

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Ｃ

Ｃ．，Ｇ．书评：马斯卡尔和茹贝尔《电和

磁》（ＭａｓｃａｒｔａｎｄＪｏｕｂｅｒｔ’ｓ《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载于１８８２年６

月１５日《自然界》杂志第２６卷第６５９期。

——第４５３页。

Ｄ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

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伦敦版

（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ｖｏｕｒｅｄ 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９）。——第３７０、

５６３、６５１、６５２页。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

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１８７２年伦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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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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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贝尔《动力学论》，书中把物体平衡和

运动的规律归结为尽可能小的数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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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轶文集》１８２１年巴黎版（Ｄｉｄｅｒｏ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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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ｖｉｔ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ｒｕｍ ｌｉｂ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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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３、３８４、５２６—５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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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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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８７４年８月２０日《自然界》杂志第１０卷

第２５１期。——第５４１页。

杜布瓦－雷蒙，艾《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

界限。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４日在德国自然科学

家和医生莱比锡第四十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公开会议上的报告》１８７２年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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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  １４．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７２．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２）。——第３５８页。

杜林，欧 《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

史》１８７１年柏林版（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Ｋｒｉｔｉｓ

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ｋｏｎｏｍｉｅ ｕｎｄ ｄ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１）。——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杜林，欧 《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

史》１８７５年柏林第２版（部分修订）（Ｉ

ｄｅｍ．Ｚｗｅｉｔｅ，ｔｈｅｉｌｗｅｉｓｅ ｕｍｇｅａｒ－ｂｅｉｔ

ｅ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５）。—— 第

３１—３５１页。

杜林，欧 《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１８６６

年柏林版（Ｄüｒｈｉｎｇ，Ｅ．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 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６）。——第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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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欧 《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

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１８７６年

莱比锡第２版（部分修订）（Ｄüｈｒｉ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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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ｆｌａｇ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６），第１版１８７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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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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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欧《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

定律》１８７８年莱比锡版第１集（Ｄüｈｒｉｎｇ，

Ｅ．Ｎｅｕｅ 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ｅ ｚｕｒ 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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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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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补充材料》杂志，１８６７年希尔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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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欧《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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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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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ｅ ａｌｓ ｓｔｒｅ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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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０）。——第１２页。

恩格斯，弗《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

义》１８８３年贝内万托版（Ｅｎｇｅｌｓ，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ｕｔｏｐｉｃｏ ｅ ｉｌ ｓｏｃｉａ－

ｌｉｓ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 Ｂｅｎｅｖｅｎｔｏ，

１８８３）。——第１２页。

恩格斯，弗 《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１８８６年苏黎世第２版（Ｅｎ

ｇｅｌｓ，Ｆ．Ｈｅｒｒｎ Ｅｕ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Ｚｗｅｉ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６）。——

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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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１７、１８页。

恩格斯，弗 《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１８９４年斯图加特增订第３版

（Ｉｄｅｍ．Ｄｒｉｔｔｅ，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ｈｅｎ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９４）。——第１７页。

恩格斯，弗 《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１８７８年莱比锡版（Ｅｎｇｅｌｓ，Ｆ．Ｈｅｒｒｎ

 Ｅｕ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

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８）。——第７—１０、５９４、６１０、

６１１页。

恩格斯，弗 《欧根 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

行的变革》《欧根 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

学中实行的变革》《欧根 杜林先生在社

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Ｅｎｇｅｌｓ，Ｆ．Ｈｅｒ

ｒｎ Ｅｕ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ａｌ－

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ｅｒｒｎ Ｅｕ

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Ｈｅｒｍ Ｅｕ

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 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载于１８７７年１月３日—

１８７８年７月７日《前进报》。——第８、３８０、

５９４页。

恩格斯，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１８８２年霍廷根—苏黎世版（Ｅｎｇｅｌｓ，

Ｆ．Ｄｉ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

ｍｕｓ ｖｏｎ ｄｅｒ Ｕｔｏｐｉｅ ｚｕｒ 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 － 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８２）。——第１２页。

恩格斯，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１８８３年霍廷根—苏黎世第２版（未修

订）（Ｉｄｅｍ．Ｚｗｅｉｔｅ ｕｎｖｅｒａｎ－ｄ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 － 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８３）。——第１２页。

恩格斯，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１８８３年霍廷根—苏黎世第３版（未修

订）（Ｉｄｅｍ．Ｄｒｉｔｔｅ ｕｎｖｅｒａｎ－ｄ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 － 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８３）。——第１２页。

恩格斯，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１８８５年哥本哈根版（Ｅｎｇｅｌｓ，Ｆ．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ｎｓ Ｕｄｖｉｋｌｉｎｇ ｆｒａ Ｕｔｏｐｉ 

ｔｉｌ  Ｖｉｄｅｎｓｋａｂ． Ｋｊｏ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８５）。——第１２页。

恩格斯，弗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

身观察和可靠材料》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

（Ｅｎｇｅｌｓ，Ｆ．Ｄｉｅ Ｌａｇｅ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

ｔｅｎｄｅｎ Ｋｌａｓｓ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ａｃｈ 

ｅｉｇｎｅｒ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

ｓｃｈｅｎ Ｑｕｅｌ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第

２９９页。

恩格斯，弗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

于１８４４年在巴黎由阿尔诺德 卢格和卡

尔 马克思合编的《德法年鉴》第１期和

第２期合刊（Ｅｎｇｅｌｓ，Ｆ．Ｕｍｒｉｓｓｅｚｕ ｅｉｎ

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ｅｋｏ－

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Ｒｕｇｅ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１

－ｓｔｅ ｕｎｄ ２－ｔｅ 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４）。——第３３５页。

恩斯，阿 《恩格斯对常识的谋杀。或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科学上的破产。致

我的柏林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１８７７年

格兰－萨康涅（瑞士）版（Ｅｎβ，Ａ．Ｅｎｇｅｌｓ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 ａｕｆ ｄｅｎ ｇｅｓｕｎ ｄ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ｓｔａｎｄ ｏｄｅｒ Ｄｅｒ 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Ｂａｎｋｅｒｏｔｔ ｉｍ Ｍａｒｘ

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Ｅｉｎ ｏｆｆｅｎｅｒ 

Ｂｒｉｅｆ ａｎ ｍｅｉｎｅ Ｆｒｅｕｎｄｅ 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Ｇｒａｎｄ－Ｓａｃｏｎｎｅｘ（Ｓｃｈｗｅｉｚ），

１８７７）。——第３３８页。

９３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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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范德林特，杰 《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

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１７３４年

伦敦版（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ｔ，Ｊ．Ｍｏｎｅｙ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ｏ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ｍａｋｅｍｏｎｅｙ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ｐｌｅｎｔｉｆｕｌａｍｏｎｇｓｔａｌｌｒａｎｋｓ

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３４）。—— 第

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４页。

费尔巴哈，路《从人种学看不死问题》，载

于《费尔巴哈全集》１８４７年莱比锡版第

３卷（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Ｄｉｅ Ｕｎｓｔｅｒ－

ｂ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ｆｒａｇｅ ｖｏｍ 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 

ｄｅ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 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ｋｅ．

Ｂａ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７）。——第５３９

页。

费尔巴哈，路 《遗言录》，载于卡 格律恩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

哲学特征的阐述》１８７４年莱比锡和海得

尔堡版（Ｆｅｕｅｒｄａｃｈ，Ｌ．Ｎａｃｈｇｅ－ｌａｓｓｅｎｅ

 Ａｐｈｏｒｉｓｍｅｎ．Ｉｎ：Ｋ．Ｇｒüｎ．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ｍ Ｂｒｉｅｆ－

ｗｅｃｈｓｅｌ ｕｎｄ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ｓｏｗｉｅ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Ｂａ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ｕｎｄ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７４）。——第５４０页。

费克，阿 《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通俗讲

演集》１８６９年维尔茨堡版（Ｆｉｃｋ，Ａ．Ｄｉｅ

 Ｎａｔｕｒｋｒａｅｆｔｅ ｉｎ ｉｈｒｅｒ Ｗｅｃｈ－

ｓｅｌ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ｅｒｅ Ｖｏｒｔｒａｅｇｅ．

Ｗüｒｚｂｕｒｇ，１８６９）。——第６３１页。

冯特，威 《人体生理学教本》１８７３年厄兰

根修订第３版（Ｗｕｎｄｔ，Ｗ．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Ｄｒｉｔｔｅ ｖｏｌｌｉｇ ｕｍｇ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 Ａｕｆ－

ｌａｇｅ．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７３）。第１版１８６５年在

厄兰根出版。——第６４８页。

弗腊斯，卡 《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

１８４７年兰德斯胡特版（Ｆｒａａｓ，Ｃ．Ｋｌｉｍａ

 ｕｎｄ Ｐｆｌａｎｚｅｎｗｅｌｔ ｉｎ ｄｅｒ Ｚｅｉｔ．

Ｌａｎｄｓｈｕｔ，１８４７）。——第５１９页。

傅立叶，让 巴 约 《热的分析理论》１８２２

年巴黎版（Ｆｏｕｒｉｅｒ，Ｊ．Ｂ．Ｊ．Ｔｈéｏｒｉ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ａｌｅｕｒ．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２）。——第３８８页。

傅立叶，沙 《傅立叶全集》，第１—６卷

（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ＯＥ 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 — ）。

《傅立叶全集》第１卷：《关于四种运动和普

遍命运的理论》，１８４１年巴黎版（Ｔｏｍｅ

 Ｉ．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ｑｕａｔｒｅ ｍｏｕ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ｅｔ ｄｅｓ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 ｇéｎé－

ｒａ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２８２、２８４、

２８５、２９８—２９９页。

《傅立叶全集》第２卷：《关于普遍统一的理

论》第１卷，１８４３年巴黎版（Ｔｏｍｅ ．

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 ｌ’ｕｎｉｔé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第

２８５页。

《傅立叶全集》第５卷：《关于普遍统一的理

论》第４卷，１８４１年巴黎版（Ｔｏｍｅ Ｖ．

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 ｌ’ｕｎｉｔé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 ｖｏｌｕ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

第２８５页。

《傅立叶全集》第６卷：《经济的和协会的新

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

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１８４５年巴

黎版（Ｔｏｍｅ ．Ｌ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Ｍｏｎｄ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ｏｕＩ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ｄｕ ｐｒｏｃéｄé  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ａｔ

ｔｒａｙａｎｔｅ ｅｔ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éｅｅｎ

 ｓéｒｉｅ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ｎéｅ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５）。——第２８５、２９８、３０１、６８０页。

２Ｇ

哥白尼，尼 《天体运行》１５４３年纽伦堡版

０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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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Ｎ．Ｄ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ｂｕｓｏｒｂｉｕｍ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ｕｍ．Ｎｏｒｉｍｂｅｒｇａｅ，

１５４３）。——第３６２、３６３、５３４页。

歌德，约 沃 《浮士德》，悲剧第１部

（Ｇｏｅｔｈｅ，Ｊ．Ｗ．Ｆａｕｓｔ．Ｄｅｒ Ｔｒａｇｏｄｉｅ

Ｅｒ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第１０１、１０４、１５８、

２９２、３３９、３７５页。

格林，雅 《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８０年莱比锡

第４版 （Ｇｒｉｍｍ，Ｊ．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Ｖｉｅｒｔｅ Ａｕ

ｆｌａｇ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８０）。第１版１８４８年在莱

比锡出版。——第５５９页。

格林，雅 《古代德国法律》１８２８年哥丁根

版（Ｇｒｉｍｍ，Ｊ．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ｓａｌ－

ｔｅｒｔｈüｍｅｒ．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２８）。—— 第

５１５页。

格罗夫，威 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１８５５

年伦敦第３版（Ｇｒｏｖｅ，Ｗ．Ｒ．Ｔｈｅ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第１版１８４６年

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８、３６９、５７４、５８９、

５９１页。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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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第５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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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第５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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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Ｄｅｌｌａ ｍｏｎｅｔａ（１７５０）．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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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ｄｅ ｎｏｔｅｓ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 Ｅ．

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罗霍夫，弗 艾 《儿童之友。乡村学校读

本》１７７６年勃兰登堡和莱比锡版（Ｒｏ

ｃｈｏｗ，Ｆ．Ｅ．Ｄｅｒ Ｋｉｎｄｅｒｆｒｅｕｎｄ．Ｅｉｎ

 Ｌｅｓｅｂｕｃｈ ｚｕｍ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ｈｕｌｅｎ．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  ｕ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７６）。——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罗曼斯，乔 约 《蚂蚁、蜜蜂和黄蜂》

（Ｒｏｍａｎｅｓ，Ｇ．Ｊ．Ａｎｔｓ，ｂｅｅｓ，ａｎｄ

ｗａｓｐｓ），载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８日《自然界》

杂志第２６卷第６５８期。—— 第５８３

页。

罗生克兰茨，卡 《科学体系。哲学手

册》１８５０年科尼斯堡版（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

Ｋ．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 Ｅｎｃｈｅｉｒｉｄｉｏｎ．Ｋｏ

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１８５０）。——第５４９页。

罗斯科，亨 恩 《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

科学观点编写，由卡尔 肖莱马同作者

共同整理，１８６７年不伦瑞克德文版

（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Ｋｕｒｚｅｓ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 ｎａｃｈ ｄｅｎ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Ａｎ

ｓｉｃｈｔｅｎ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 Ａｕｓｇａｂｅ，ｕｎｔｅｒ Ｍｉｔ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ｒｓ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 ｖｏｎ 

Ｃａｒｌ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６７）。——第６６７页。

罗斯科，亨 恩 和肖莱马，卡 《化学教程

大全》，第２卷《金属和光谱分析》，１８７９

年不伦瑞克版（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ｕｎｄ

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ｕｓｆüｈｒｌｉｃｈｅｓ Ｌｅｈｒ

－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Ｂａｎｄ ：Ｄｉｅ

Ｍｅｔａｌｌｅ ｕ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９）。——第４０６页。

罗雪尔，威 《国民经济体系》，第１卷《国

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奥

格斯堡增订第３版（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Ｓｙｓ－

ｔｅｍ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Ｂａｎｄ Ｉ：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ｕｎｄ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１８５８）。第１版１８５４年在斯图

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２５１页。

洛贝尔图斯，约 卡《给冯 基尔希曼的社

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

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１８５０年柏林版

（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Ｋ．Ｓｏｃｉａｌｅ Ｂｒｉｅｆｅａｎ 

ｖｏｎ  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Ｚｗｅｉｔｅｒ Ｂｒｉｅｆ：

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ｍｅｉｎｉ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０）。——第２３８

页。

洛克，约《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

后果》１６９１年伦敦版（Ｌｏｃｋｅ，Ｊ．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第２５７—

２５９页。

Ｍ

马克思，卡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

８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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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巴黎—

布鲁塞尔版（Ｍａｒｋ，Ｋ．Ｍｉｓéｒｅ ｄｅ

 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 à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èｒｅ ｄｅ

 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７）。——第１１页。

马克思，卡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

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Ｈｅｆ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２４９、２６１页。

马克思，卡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１卷《资本的生产过程》，１８６７年汉堡

版（Ｍａｒｘ，Ｋ．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Ｉ：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

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６７）。——第１１、１１５、３３５页。

马克思，卡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１卷《资本的生产过程》，１８７２年汉堡

修订第２版 （Ｉｄｅｍ．Ｚｗｅｉｔｅ ｖｅｒ－

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７２）。——第１１７、１３４—１４７、１５３、１６９、

１７７、１７８、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０—２２４、２２６、

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９、

２６０、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６、３１７、

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７、３４４、３４８、３８７、３８８、

６７０、６８２页。

马克思，卡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１卷《资本的生产过程》，１８８３年汉堡

增订第３版（Ｉｄｅｍ．Ｄｒｉｔｔｅ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３）。——第２５０、

２５１、２５２页。

［马克思，卡 和恩格斯，弗 ］《共产党宣

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Ｍａｒｘ，Ｋ．ｕｎｄＥｎ

ｇｅｌｓ，Ｆ．］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

１１、１９４页。

［马西，约 ］《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

对威廉 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

问题的见解的考察》１７５０年伦敦版

（［Ｍａｓｓｉｅ，Ｊ．］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ａｔ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ｗｈｅ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ｏｆ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 

ａｎｄ Ｍｒ．Ｌｏｃｋｅ，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ｅａｄ，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０）。——第

２６２页。

麦克斯韦，詹 克 《热的理论》１８７５年伦

敦第４版（Ｍａｘｗｅｌｌ，Ｊ，Ｃ．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５）。第

１版１８７１年在伦敦出版。—— 第４３９、

４４０、６３１页。

迈尔，尤 罗 《热力学论文集》１８７４年

斯图加特增订第２版（Ｍａｙｅｒ，Ｊ．Ｒ．

Ｄｉ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ｋｄｅｒＷａｒｍｅｉｎｇｅｓａｍ

ｍｅｌｔ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ｕｍｇｅａｒｂｅｉｔ

ｅｔｅｕｎｄ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７４）。第１版１８６７年在斯

图加特出版。—— 第４１７、５６７、６２２、

６２４页。

迈耶尔，洛 《化学元素的性质即它们的

原子量的函数》，载于由弗 维勒、尤

李比希和海 柯普编辑出版的《化

学和药学年鉴》补编第７卷，１８７０年

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Ｍｅｙｅｒ，Ｌ．Ｄｉｅ

 Ｎａｔｕｒ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ｅ

 ａｌ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ｈｒｅｒ  Ａｔｏｍ

ｇｅｗｉｃｈｔｅ．Ｉｎ： 《Ａｎｎａｌｅｎ ｄｅｒ 

Ｃｈｅｍ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ｅ》ｈｅｒａｕｓ

ｇｅｇ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ｒｅｄｉｇｉｒｔｖｏｎ Ｆ．Ｗｏｈ

ｌｅｒ，Ｊ．Ｌｉｅｂｉｇ ｕｎｄ Ｈ．Ｋｏｐｐ． ．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ｂａ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８７０）。——第５９６页。

曼，托 《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兼答通

常反对贸易的各种异议》１６０９年伦敦版

（Ｍ［ｕｎ］，Ｔ．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９４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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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ｎ

ｄｉｅｓ：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ｏｂｊｅｃ

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ｍａｄｅ ａ

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０９）。——

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曼，托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

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

度》，伦敦商人托马斯 曼著，他的儿子

约翰 曼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

１６６４年伦敦版（Ｍｕｎ，Ｔ．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ｔｒｅａ

ｓｕｒｅ ｂｙ ｆｏｒｒａ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Ｏｒ，ｔｈｅＢａｌ

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ｕｒ ｆｏｒｒａ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ｏｕ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ｕｎ ｏｆ Ｌｏｎｄ．，ｍｅｒ

－ｃｈａｎｔ，ａｎｄ ｎｏ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 ｂｙ ｈｉｓ ｓｏｎ 

ＪｏｈｎＭｕ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４）。——第２５２、

２５３页。

毛勒，格 路 《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

农户制度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兰根

版 第 １—４卷 （Ｍａｕｒｅｒ，Ｇ．Ｌ．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  

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 ｕｎｄｄｅｒ 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第

１９１、１９３页。

毛勒，格 路 《德国马尔克制度史》

１８５６年厄兰根版 （Ｍａｕｒｅｒ，Ｇ．Ｌ．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

１８５６）。——第１９１页。

毛勒，格 路 《德国乡村制度史》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１—２卷

（Ｍａｕｒｅｒ，Ｇ．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ｏｒ

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１９１页。

毛勒，格 路 《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

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

史概论》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Ｍａｕｒｅｒ，Ｇ．

Ｌ．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

－，Ｈｏｆ－，Ｄｏｒｆ－ｕｎｄＳｔａｄｔ－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ｅｒ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ｗａｌｔ．

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５４）。——第１９１页。

梅特勒，约 亨 《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

俗天文学》１８６１年柏林增订第５版

（Ｍａｄｌｅｒ，Ｊ．Ｈ．Ｄｅｒ Ｗｕｎｄｅｒｂａｕ ｄｅｓ

 Ｗｅｌｔａｌｌｓ，ｏ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ｅ Ａｓｔｒｏ－

ｎｏｍｉｅ．Ｆüｎｆｔｅ，ｇａｎｚｌｉｃｈ ｎｅｕ ｂｅａｒ－

ｂｅｉｔｅ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１）。第１版

１８４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３６６、３７１、

３７７、５３０、６１８—６２２、６３１页。

［孟德斯鸠，沙 ］《论法的精神）１７４８年日

内瓦版（［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ｘ．Ｇｅｎèｖｅ，

１７４８）。——第２６０页。

《民法大全》（Ｃｏｒｐｕｓ ｊｕｒｉ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编于

六世纪。——第１２２页。

摩尔根，路 亨 《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

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

展过程的研究》１８７７年伦敦版（Ｍｏｒ

ｇａｎ，Ｌ．Ｈ．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ｖａｇ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７）。——第１２页。

莫尔，托 《乌托邦）（Ｍｏｒｕｓ，Ｔｈ．Ｕｔｏ－

ｐｉａ）。第１版１５１６年在卢汶出版。——第

６７９页。

莫里哀，让 巴 《醉心贵族的小市民》

（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Ｂ．Ｌ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ｇｅｎｔｉｌ

－ｈｏｍｍｅ）。——第１５５、２４０、２４１、４０７

页。

Ｎ

《拿破仑法典》（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１８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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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１２０页。

拿破仑（对１８１６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

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见》，载于《拿破仑

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

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

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

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一卷由蒙托龙伯爵将

军主编）（Ｎｏｐｏｌéｏｎ．Ｄｉｘ－ｓｅｐｔ ｎ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ｌ’ｏｕｖｒａｇｅ ｉｎｔｉｔｕｌé，Ｃｏｎｓｉ－

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ａｒｔ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

ｒｅ，ｉｍ－ｐｒｉｍé à Ｐａｒｉｓ，ｅｎ １８１６．Ｉｎ：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ｐｏｕｒ ｓｅｒｖｉｒ à ｌ’ｈｉｓ

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ｕｓ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éｃｒｉｔｓ à Ｓａｉｎｔｅ－Ｈéｌèｎｅ，ｐａｒ ｌｅｓ 

ｇéｎéｒａｕｘ ｑｕｉ ｏｎｔ ｐａｒｔａｇé ｓａ 

ｃａｐｔｉｖｉｔé，ｅｔ ｐｕｂｌｉé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ｉｇé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ｉｎ 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Ｔｏｍｅ Ｉ，

éｃｒｉｔ ｐａｒ ｌｅ ｇéｎéｒａｌ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ｈｏｌ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第１４１页。

耐格里，卡 《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在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于《１８７７年

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

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Ｎａｇｅｌｉ，Ｃ．Ｄｉｅ

 ｓｃｈｒａｎｋ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Ｖｏｒｔｒａｇ，

ｇｅｈａｌｔ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ｚｗｅｉｔｅｎ 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ｎ Ｓｉｔｚｕｎｇ．Ｉｎ：《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 ｄｅｒ

 ５０．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ｆｏｒｓ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Ａｅｒｚｔｅ ｉｎ 

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８７７》．Ｂｅｉｌａｇｅ）。—— 第

３５８、３８１、５７５—５８０页。

尼科尔森，亨 阿 《动物学手册》（Ｎｉ－

ｃｈｏｌｓｏｎ，Ｈ．Ａ．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

ｇｙ）。第１版１８７０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

版。——第８５、３６９、５５４、５７０、６４８、６４９、

６５４、６６７页。

牛顿，伊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１７１３年

剑桥第２版（Ｎｅｗｔｏｎ，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ｃａ．Ｅｄｉｔｉｏ ｓｅｃｕｎｄａ．Ｃａｎｔａｂｒｉｇｉａｅ，

１７１３）。第１版１６８７年在伦敦出版。——

第３６６、５５２页。

诺曼，亚 《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手册》

１８７７年海得尔堡版 （Ｎａｕｍａｎｎ，Ａ．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ｕｎｄ 

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ｅｍｉｅ．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８７７）。——第４４０、４６６、４７１、４８１、４８２、

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８页。

［诺思，达 ］《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

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

题）１６９１年伦敦版（［Ｎｏｒｔｈ，Ｄ．］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ｕｐｏｎ ｔｒａｄ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 ｄｉ

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ｙｎａｇｅ，ｃｌｉｐｐ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 第

２５７—２５９页。

Ｏ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Ｅｕｃｌｉｄｅｓ．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第２０２页。

欧文，理查《论肢体的本性。２月９日星期五

在大不列颠皇家学院午后会议上所作

的讲演》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Ｏｗ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ｍｂｓ．Ａ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ｏｎ Ｆｒｉｄａｙ，Ｆｅｂｒｕ

ａｒｙ ９，ａｔ ａｎ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第５４８

页。

欧文，罗伯特《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

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１８４９年

伦敦版（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ａｃｅ；ｏｒ，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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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

第２８６、２８７、７０６页。

欧文，罗伯特《新道德世界书》１８３６—１８４４

年伦敦版第１—７册（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ａｒｔｓ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

１８４４）。——第２９０页。

Ｐ

培根，弗 《新工具》（Ｂａｃｏ，Ｆ．Ｎｏｖｕｍ 

Ｏｒｇａｎｕｍ）。第１版１６２０年在伦敦出

版。——第６２３页。

培根，弗 《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Ｂａｃｏ，

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ｅｔ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第１版１６２２—１６２３年在伦敦

出版。——第３８９页。

配第，威 《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附

〈献给英明人士〉》１６９１年伦敦版（Ｐｅｔｔｙ，

Ｗ．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Ｉｒｅ

ｌａｎｄ．１６７２．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Ｖｅｒｂｕｍ  ｓａｐｉｅｎｔｉ．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１）。——第２５５页。

［配第，威 ］《赋税论》１６６２年伦敦版

（［Ｐｅｔｔｙ，Ｗ．］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６２）。——第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页。

配第，威 《货币略论（１６８２年）。致哈里法

克斯侯爵》１６９５年伦敦版（Ｐｅｔｔｙ，Ｗ．

Ｑｕａｎｔｕｌｕｍｃｕｎｑｕ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ｏｎ

ｅｙ，１６８２．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Ｍａｒｑｕ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ｌｙｆａｘ．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５）。——第

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８页。

蒲鲁东，比 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

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ｏｕ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ｓｕｒ

 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ｅｔ ｄｕ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ｍｉｅｒ ｍéｍｏｉｒ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２０３页。

普列服，安 弗《格里厄骑士和曼侬 列斯

戈的故事》（Ｐｒｅｖｏｓｔ，Ａ．Ｆ．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ｄｅｓ Ｇｒｉｅｕｘ ｅｔ ｄｅ

 Ｍａｎｏｎ Ｌｅｓｃａｕｔ）。——第５４１页。

普林尼《博物志》第１８卷（Ｐｌｉｎｉｕｓ．Ｎａｔｕ

－ｒａｌ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Ｌｉｂｅｒ Ｘ ）。——第

１９２页。

Ｓ

萨金特，威 鲁《罗伯特 欧文和他的社会

哲学》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Ｓａｒｇａｎｔ，Ｗ．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ｗｅｎ，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ｙ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 第

２８９、２９０、３３０页。

塞拉，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

矿的王国的手段》（１６１３年），载于《意

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

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１卷（Ｓｅｒｒａ，Ａ．Ｂｒｅｖｅ

 ｔｒａｔｔａｔｏ ｄｅｌｌｅ ｃａｕｓｅ ｃｈｅ ｐｏｓ

ｓｏｎｏ ｆａｒ ａｂｂｏｎｄａｒｅ ｌｉ ｒｅｇｎｉ ｄ’

ｏｒｏ ｅｔ ｄ’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ｖｅ ｎｏｎ ｓｏｎｏ

 ｍｉｎｉｅｒｅ（１６１３）．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ｉ

 ｉｔａｌｉａｎｉ 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 ａｎｔｉｃａ．Ｔｏｍｏ Ｉ．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２５２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拉曼却的精

明骑士唐 吉诃德》（Ｃｅｒｏ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Ｅｌ ｉｎｇｅｎｉｏｓｏ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Ｄｏｎ Ｑｕｉｊｏｔ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ｎｃｈａ）。——

第６８、３３８页。

赛奇，安《太阳。关于它的构造、幅射、在

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其他天体的关

系方面的重要的新发现》，经作者同意

的德文版，１８７２年不伦瑞克版（Ｓｅｃｃｈｉ，

Ａ．Ｄｉｅ Ｓｏｎｎｅ．Ｄｉｅ ｗｉｃｈ－ｔｉｇｅｒｅｎ 

ｎｅｕｅｎ 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ｉｂｒｅｎ 

Ｂａｕ，ｉｈｒｅ Ｓｔｒａｈｌｕｎｇｅｎ，ｉｈｒｅ 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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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ｍ Ｗｅｌｔａｌｌ ｕｎｄ ｉｈｒ Ｖｅｒ－ｈａｌｔ

ｎｉｓｓ ｚｕ ｄｅｎ üｂｒｉｇｅｎ Ｈｉｍ－ｍｅｌ

ｓｋｏｒｐｅｒｎ．Ａｕｔｏｒｉｓｉｒｔ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ｕｓ

ｇａｂ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２）。——第２６、

３７１、３７６、５４０—５４１、６１９—６２２、６３１、

６７２页。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Ｃｙ

ｒｏｐａｅｄｉａ）。——第２５１页。

莎士比亚，威 《亨利四世》（前篇）。奥 威

施勒格尔译（Ｓｈａｋａｐｅａｒｅ，Ｗ．Ｋｏｎｉ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ｄｅｒ Ｖｉｅｒｔｅ．Ｅｒ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

氀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ｔ ｖｏｎ Ａ．Ｗ．Ｓｃｈｌｅ－

ｇｅｌ）。——第１７３页。

圣经（Ｂｉｂｅｌ）。——第２４、７９、１０３、１２３、２３３、

３２５、３８９、４５０、４７６、５２８、６３１页。

圣西门，昂 《给一个美国人的信》，载于

昂 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

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

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１８１７年

巴黎版第２卷（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Ｌｅｔｔｒｅｓ

 à ｕｎ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Ｉｎ：Ｈ．Ｓａｉｎｔ－Ｓｉ

ｍｏｎ．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ｏ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ｍｏｒａｌｅｓ ｅｔ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 ｌ’ｉｎｔéｒêｔ ｄｅ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 ｌｉｖｒéｓ à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ｕｔｉｌｅｓ ｅｔ 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ｓ．

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第２８４页。

圣西门，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

信》［１８０３年巴黎版］（［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

Ｈ．］Ｌｅｔｔｒｅｓ ｄ’ｕｎ ｈａｂｉｔａｎｔ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 à  ｓ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３］）。——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圣西门，昂 和梯叶里，奥 《关于应当用

来对付１８１５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１８１５

年巴黎版（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ｔ Ｔｈｉｅｒ

ｒｙ，Ａ．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ｅｓｕｒｅｓ 

à ｐｒｅｎｄｒ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ａ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ｄｅ

 １８１５．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５）。——第２８４页。

圣西门，昂 和梯叶里，奥 《论欧洲社会

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

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

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１８１４年巴黎版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ｔ Ｔｈｉｅｒｒｙ，Ａ．Ｄｅ

 ｌａ ｒé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ｏｕ Ｄｅ ｌａ 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

 ｅｔ ｄｅｓ ｍｏｙｅｎｓ ｄｅ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

 ｌｅｓ ｐｅｕｐｌｅｓ ｄｅ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ｅｎ 

ｕｎ ｓｅｕｌ ｃｏｒ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ｎ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ｎｔ  à  ｃｈａｃｕｎ  ｓｏｎ  

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４）。——第２０４页。

施达克，卡 尼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

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Ｓｔａｒｃｋｅ，Ｃ．Ｎ．Ｌｕｄ

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５）。——

第５３９页。

施蒂纳 麦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

莱比锡版（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Ｄｅｒ Ｅｉｎｚｉｇ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  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５）。——第１０９、２４９页。

施洛塞尔，弗 克 《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

界通史》第１７卷：近代史。第９部分（十

八世纪史），１８５５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版（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Ｆ．Ｃ．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ｆüｒ 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Ｂａｎｄ 

．Ｎｅｕｅｒ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ｅｕｎ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１８５５）。——第２６５页。

施米特，奥 《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加塞尔第五

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８７８年波恩

版（Ｓｃｈｍｉｄｔ，Ｏ．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Ｅｉｎ  Ｖｏｒｔｒａｇ  

ｇｅｈａｌｔｅｎ ｂｅｉ ｄｅｒ ５１．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ｆｏｒｓ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Ａｅｒｚｔｅ ｉｎ Ｃａｓｓｅｌ．Ｂｏｎｎ，１８７８）。——

３５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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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５８页。

斯宾诺莎，巴 《伦理学，用几何方法证明

并分为五部分）（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Ｅｔｈｉｃａ 

ｏｒｄｉｎ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ａ ｅｔ

 ｉｎ ｑｕｉｎｑｕｅ ｐａｒｔｅ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ａ）。第１

版１６７７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第

１２１、５４１、５７４页。

斯宾诺莎，巴 《一些学者给巴 斯宾诺莎

的信和他的回信——对他的其他著作

作了不少说明》（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

 ｄｏｃｔｏｒｕｍ ｑｕｏｒｕｎｄａｍ ｖｉｒｏｒｕｍ 

ａｄ Ｂ．ｄｅ Ｓｐｉｎｏｚａ ｅｔ ａｕｃｔｏｒｉｓ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ｏｎｅｓ；ａｄ ａｌｉｏｒｕｍ ｅｊｕｓ ｏｐｅ

ｒｕｍ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ｍ ｎｏｎ ｐａｒｕｍ 

ｆａｃｉｅｎ－ｔｅｓ）。第１版１６７７年在阿姆斯特

丹出版。——第１５５页。

斯密，亚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两卷集，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

（Ｓｍｉｔｈ，Ａ．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第

２４４、２６３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

卷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７）。——第２７６页。

苏特尔，亨 《数学史》，第２部《从十七世

纪初到近十八世纪末》，１８７５年苏黎世

版（Ｓｕｔｅｒ，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ａ－

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Ｔｈ．

：Ｖｏｍ Ａｎｆａｎｇｅ ｄｅｓ Ｘ ．ｂｉｓ 

ｇｅｇｅｎ ｄａｓ Ｅｎｄｅ ｄｅｓ ．Ｊａｈｒ－

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７５）。——第４２７—

４３０、４３４页。

Ｔ

台特，彼 加《力。９月８日在不列颠协会格

拉斯哥会议上所作的午后讲演》（Ｔａｉｔ，

Ｐ．Ｇ．Ｆｏｒｃｅ．Ｅｖｅｎｉｎｇ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ｔ．８．），载于

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１日《自然界》杂志第１４卷第

３６０期。——第４３８页。

汤姆生，托 《热学和电学概论》１８４０年伦

敦增订第２版（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Ａｎ Ｏｕ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ｍｏ

－ｄｅ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ｃｈ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０）。第１版１８３０年在伦敦出

版。——第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５、５４９、６３２—

６３４页。

汤姆生，威 和台特，彼 加 《理论物理学

手册》，作者同意的德译本，１８７４年不伦

瑞克版第１卷第２部（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ｕｎｄ

 Ｔａｉｔ，Ｐ．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ｙｓｉｋ．Ａｕｔｏｒｉｓｉｒｔ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Ｂａｎｄ ，

Ｔｈｅｉｌ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４）。——

第６４２页。

汤姆生，威 和台特，彼 加 《自然哲学

论》１８６７年牛津版第１卷（Ｔｈｏｍｓｏｎ，Ｗ．

ａｎｄ Ｔａｉｔ，Ｐ．Ｇ．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８６７）。——第４３１、４４０、４４２—４４７页。

忒伦底乌斯，普 《兄弟》（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Ｐ．

Ａｄｅｌｐｈｏｅ）。——第２２６页。

Ｗ

瓦格纳，摩《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一、尤

斯图斯 冯 李比希关于生命起源和进

化论的见解》（Ｗａｇｎｅｒ，Ｍ．Ｎａｔｕｒ－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Ｓｔｒｅｉｔｆｒａｇｅｎ． ．Ｊｕｓｔｕｓ

 ｖ．Ｌｉｅｂｉｇｓ Ａｎｓｉｃｈｔｅ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Ｌｅｂｅｎｓ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ｉｅ Ｄｅｓ－

ｃｅｎｄｅｎｚｔｈｅｏｒｉｅ），载于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６—８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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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总汇报》第２７９—２８１号附刊。——第

６４１—６４７页。

微耳和，鲁《细胞病理学在生理和病理组

织学方面的根据》１８７１年柏林增订第４

版 （Ｖｉｒｃｈｏｗ，Ｒ．Ｄｉｅ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 ｉｎ ｉｈｒｅｒ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ａｕ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

－ｓｃｈｅ Ｇｅｗｅｂｅｌｅｈｒｅ．Ｖｉｅｒｔｅ，ｎｅｕ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 ｕｎｄ ｓｔａｒｋ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１）。第１版１８５８年在

柏林出版。——第１６、３９８、５４６页。

微耳和，鲁 《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在

１８７７年９月２２日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

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１８７７年柏林版（Ｖｉｒｃｈｏｗ，Ｒ．Ｄｉｅ Ｆｒｅｉ

ｈｅｉｔ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ｉｍ ｍｏｄｅｒ

ｎｅｎ Ｓｔａａｔ．Ｒｅｄｅ ｇｅｈａｌｔ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ｄｒｉｔｔｅ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Ｓｉｔ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ｆüｎｆｚｉｇｓｔｅｎ  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ｆｏｒｓ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Ａｅｒｚｔｅ ｚｕ Ｍüｎ－ｃｈｅｎ ａｍ ２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７７．Ｂｅｒ － １ｉｎ，

１８７７）。——第９、３５８、３８１、３８２页。

维德曼，古 《流电说和电磁说》，１８７２—

１８７４年不伦瑞克增订第２版。第１卷《流

电说》；第２卷《关于电流对距离的作用

的学说》，第１篇《电动力学，电磁和抗

磁性》，第２篇《感应和结束的一章）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Ｇ．Ｄｉｅ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ｍ 

Ｇａｌｖａｎ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Ｅｌｅｋ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ｓｍｕｓ．Ｚｗｅｉｔｅ ｎｅｕ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２—１８７４．Ｂａｎｄ ：Ｄｉｅ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ｍ Ｇａｌｖａｎｉｓｍｕｓ．Ｂａｎｄ 

：Ｄｉｅ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ｎ ｄｅｎ Ｗｉｒｋｕｎ

ｇｅｎ ｄｅｓ ｇａｌｖ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ｒｏｍｅｓ ｉｎ

 ｄｉｅ Ｆｅｒｎｅ，Ａｂｔ．１：Ｅｌｅｋ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ｋ，

Ｅｌｅｋ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ｉａｍａｇ－

ｎｅｔｉｓｍｕｓ．Ａｂｔ．２：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Ｓｃｈｌｕｓｓｃａｐｉｔｅｌ）。第１版共两卷，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４５３—

５０８、６０９、６３５页。

魏特林，威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年

斐维版（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 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Ｖｉｖｉｓ，

１８４２）。——第３２７页。

沃尔弗，卡 弗 《发育论》１７５９年哈雷版

（Ｗｏｌｆｆ，Ｃ．Ｆ．Ｔｈｅｏｒｉ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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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ｌｆ．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Ａｓｔｒｏ－

ｎｏｍ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７７）。—— 第５３０、

６２２页。

Ｘ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政治经

济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第２

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毦Ｅ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  ．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３８）。——第３１１页。

席勒，弗 《保证》（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Ｄｉｅ 

Ｅüｒｇｓｃｈａｆｔ）。——第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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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Ｉ，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ｓ

－ｓａｙｓ，ｍ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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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ｔ ｓ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Ｓｕｉｖｉ ｄｅ ｆｒ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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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ｃｈａｑｕｅ ａｕ

－ｔｅｕｒ，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 ｄｅ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ｅｔ ｄｅ ｎｏｔｅｓ ｅｘｐｌ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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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科学画报周刊，伦敦和纽约出

版。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１６日第１５卷第３６８期。附

录［关于门得列耶夫教授在俄国自然科

学家华沙代表大会上就他在１８７５和

１８７６年为证实马略特定律所从事的研

究结果的报告］（《Ｎａｔｕｒｅ》．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ｏｌ．

，  ３６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１８７６．

Ｎｏｔ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ｒｏｆ．

Ｍｅｎｄｅｌéｅｆｆ，ｍａｉｄ 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ｓａｗ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ｂｙ ｈｉｍ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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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１８７６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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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７卷第４２０

期。大学和教育通报：波恩［关于凯库勒

教授在就任大学校长时就化学在科学

中的地位和它的基本原理所作的演说，

（Ｉｄｅｍ．Ｖｏｌ．Ｘ ， ４２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１８７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ｏｎ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Ｋｅｋｕｌé ｏｎ ｅｎ

ｔｅｒ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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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５５７页。

——变化和时间——第５７页。

——量变和质变——第１３８—１４１、４０２—

４０４、５９６—５９７页。

——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第２６

页。

变形虫——第８４、６４５、６４８页。

辩证法——第１６、５６、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２、２８５、

３８９、６０２页。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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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定义——第１５４、３５７、４０１、

６１１页。

——对辩证法的一般评述——第２５、１４７、

４０１—４０２、５５３—５５５、６０９、７００页。

——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 第

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３页。

—— 自然界中的辩证法—— 第１３—１６、

２３—２６、１５４、３８４、５９９—６００、６１１、

６１７、６１８、６３５、６７３—６７４、７００页。

——社会中的辩证法——第１３—１４、１５４、

１７７、１８６、１８９、４５０、６１１、６７３—６７４

页。

——思维中的辩证法——第１３、１６—１７、２２、

２５、２７、１３４、１５３—１５５、３８４—３８５、

４２６、４３８、６１１、６１７、６７３—６７４页。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第２５、

２９—３０、６８、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４—１５５、３８４—３８６、４０１、４８９、５４５、

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５页。

—— 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对立

——第１３、１４、２６—２９、１３５、１４８、

３８６—３８８、５４５页。

——古希腊人的辩证法——第２２、１３２、３７０、３

８３、３８５—３８６、５４５、５６５—５６６页。

——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 第

１３—１５、４９—５０、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２８５、

３８３—３８８、４８９、５４５—５４８、５６５、５９３、

５９７、６１０页。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１３—１５、

１３５—１３６、１５３、３８７—３８８页。

—— 辩证法是最高的思维方法—— 第

５５４—５５５、６７３页。

——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第３５７、４０１—

４０７、５５３—５６３页。

——辩证法和逻辑—— 第２８、９８—９９、

１４７、３８３、５４５—５４６、５６４—５６７、５７０、

５８４页。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第１３—１７、

２４—２７、２９、１３７、３５７、３８２—３８８、３９９、

４１１、４２６、４３８、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２、５５４—

５５５、５８４、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１—５９３、６０２、

６０９、６１７、６３９页。

——辩证法和（作为科学的）历史——第

１２、２７、１５４、４５０、５４５、５５２、６１１页。

辩证唯物主义——第２７—２８页。

  并见唯物主义，辩证法。

剥夺剥夺者——第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页。

剥削——第３０、１４５—１４６、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９、

２１１、２２６—２２７、３０２—３０３、３０６、３１０、

３２０、７０２、７０８、７０９页。

波兰——第５２４、５３０页。

波斯——第１９５页。

波义耳定律——第９９—１００、３３３页。

部分和整体——第２３、４０、４２—４３、３８５、

５５５页。

不可知论（对它的批判）——见认识。

不平等（社会的）——第１０６—１１３、１５２—

１５３、１７５页。

  并见平等。

Ｃ

差异——见同一性。

产业后备军——第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１、３３５、

７１０页。

潮汐摩擦——第１５、３５９、３６７、３８６、４４２—

４４７、６２２页。

城市和乡村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第一次社会大

分工——第３１４、３１６页。

——封建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第１７９、６８１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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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１、７０６页。

——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的消灭—— 第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２

页。

抽象

——动物的抽象和人的抽象——第５６５

页。

——抽象能力的发展和劳动——第５１３

页。

——抽象思维的必要性和意义——第２３、

５７、５４５—５４６、５７４—５７５、５７８—５７９

页。

—— 抽象是现实的反映—— 第３８—３９、

４１—４３、１０５—１０６、２２８、６８３页。

——抽象对现实的相对独立活动——第

４３—４４页。

——抽象对现实的唯心主义脱离的可能

性——第４１—４２、１０５—１０６、６８３页。

—— 抽象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第

２３—２４、６７０—６７１页。

——抽象的和具体的——第５６５页。

—— 抽象的例子—— 第７６、４９５—４９６、

５７１—５７２、５９８—５９９页。

——物质概念是抽象——第５８６、５９８—

５９９页。

——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抽象——第５７、

５７８—５７９页。

—— 数学的抽象——第５７２、６０６—６０７、

６１２—６１５、６６３—６６４页。

磁——第６５、７２、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６、４１５、４１７、

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６、４６０、５０８、５３７、５５３、

５５５、５７４、５８９、５９２、６２５、６６４页。

磁极——第４１、４１１、５５８、６３５页。

刺激感应性——第９０、３７３、５３８、６６７页。

催眠——第３８９—３９２页。

存在——第２４、３８—３９、４５—５０、５６—５７

页。

——存在的统一性——第４５—４８页。

——存在的基本形式——第５６、５７９页。

——存在和意识——第２９、３８、４５—４６、

１５１、３８７、６１０、６１６、６６１—６６２页。

存在和思维的统一性——第３８—３９、５６４、

６１０页。

Ｄ

达尔文主义——第７３—８１、３５８、３７０、５０９、

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２、５９８—５９９、６６４—６６６

页。

——达尔文主义与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

——第３５８、５６３、６５０页。

  并见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遗传，适

应，发展。

大工业——第２８、１３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７１—

１７２、１７７、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８—２００、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５、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８—３００、

３１６—３２２、３４４、３６１、３８４、６７７、６７９、

６８４页。

大庄园——第１９２、６７８、６８１、６８６页。

代数学——第１４９—１５０、３６３、６０７、６１１、

６７５页。

单细胞生物——第８４—８６、３７０、６４０—

６４１、６４７—６４９、６５４页。

  并见变形虫，纤毛虫。

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者—— 第７２、

８７—９０、３７２—３７３、５１８、５３９、５６８、

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５—６４７、６６７—６６８页。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第８８、

６４６、６６７页。

——生物学是蛋白质的化学—— 第７２、

５９５页。

——蛋白质的产生——第５３９、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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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质存在的条件—— 第８８—９０、

６４５—６４７、６６７页。

——蛋白质通过分化的发展——第８４—

８６、８８—８９、３７２—３７３、５５３、６４０—

６４１、６４５—６４９、６６７—６６８页。

——通过化学途径人工制造蛋白质问题

——第７９、９０、５３８、５６８、５９９—６００、

６４６—６４７页。

道德——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１０—１１１页。

——道德是上层建筑—— 第１０１—１０６

页。

—— 道 德 的阶 级 基础—— 第１０１—

１０３页。

—— 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

的道德——第１０１—１０３页。

—— 道 德 和法—— 第１２３—１２４、１６３、

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１页。

德国——第８—９、２９、７４、１０９、１９３、２００、

２４４、３６０—３６２、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４、５３９、

５４２、５５４、５７４、６７９页。

德国古典哲学——第１３、２２、２６、１４８、１５９、

３８４—３８８、５４２—５４５、６１０页。

德国农民战争——第２０、１１７、３６０、６６９、

６９８页。

等价物

——等价交换——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第２２１、３３３

页。

笛卡儿派——第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７页。

地理学——第３６９、５３５页。

地球中心的观点——第５８０—５８３页。

地质学——第９６、９９页。

——地质学的对象——第５３４、５５７、５９４

页。

——地质学的历史——第３６４、３６７—３６８、

３７１、５２４、５３４—５３６页。

——地质学中否定的否定——第１４９、１５４

页。

地租——第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２、２２８、２３０—

２３２、２４２—２４６、２５８、２７１、６８３页。

电——第１４、３５９、４２２、４５２—５０８、５５３、

５５５、５７９、５８９、６３２—６３６页。

——电是运动的形式——第６５、７２、３７６、

４１７、４４８、４５８、５３７、５７４、５８９—５９１、

６２５、６３２、６６４页。

——电和其他各种能的互相转化——第

１６、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６—３７７、４０２—４０３、

４１７、４４８、５７４、５９１、５９２、５９９、６２５、

６３６页。

——电和磁——第４４９页。

——静电和动电——第４１５、４６０、６３４—

６３５页。

——电的以太说——第４４９、４５８—４５９页。

电化学——第４７９—４８０、５０６、５０７—５０８、

６３５页。

电解——第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４页。

定义——第９０、２０２—２０３、６６７—６６８页。

动——见静和动。

动量（指质量与速度的乘积）——第４２６—

４３７页。

动能——第１６、４４０、４４５—４４６、６２３页。

  并见活力。

动物——第７００页。

——动物和植物——第８６—８７页。

——最初的动物的起源——第３７３、６４８

页。

——动物的进化——第７４—８１页。

—— 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 第１１０、

１２５—１２７、１９４、１９７、３０７—３０８、３７３、

３７５、５０９—５１８、５３５—５３６页。

——动物和人的异同—— 第９４、３７３—

３７４、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７—５１８、５３５—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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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６５２—６５４页。

——动物的驯养——第４４９、５１５—５１６页。

——人改变动物——第３７３—３７４、５１７—

５１８页。

动物学——第８１、３６４、３７０、５２３—５２４、５６３

页。

动植物的物种的变异性——第７４—７７、

３６８页。

杜林的公理的方法——见先验主义。

对抗—— 第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４、２９１、２９６、

３１４—３１５页。

对立——第１５—１６、２４—２５、５０、６４、９９—

１０１、１０７、１１３—１１４、１５２—１５３、１６２—

１６４、１７１、１７７、２８１、２８２、３５７、４１１、

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３—５５６、６０３、６３０—６３２、

６７２—６７３页。

  并见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两极

性，城市和乡村，阶级，劳动。

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第２５、１３１—

１３４、３５７、３９９、４０１、４２１—４２２、４８８—

４８９、５２２、５５３—５６４、６０４、６７２—６７４

页。

Ｅ

俄国——第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７、３３６、６７８—６７９、

６８５、６８６页。

二律背反（康德的）——第５４页。

Ｆ

发明——第４５０—４５１、５３０—５３２页。

发现——三大发现——第５３６—５３８页。

发展——第８３—８４、１１６—１１７、１９５—１９９、

６８１页。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普遍发展

——第１３—１４、２５—２７、１９５—１９６、

２１０—２１１页。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

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第１５４、６１１页。

法——第１２４、１６３、１７０页。

——法的关系——第９７、１６５、６８３页。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观点和法律设

施——第２９、１０６、１９７—１９８、５１６、

６７１—６７２、６８３、６８４—６８５页。

——罗马法——第１１３、１２４页。

——英吉利法——第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１９１

页。

——德意志法——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 普鲁士邦法——第１２０—１２４、１５８、

２４６、３２２页。

——法兰西法——第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４、１９１

页。

法国——第２９、１２２、１７９、２８２、２８５、３６１、

５３０、５５４页。

反，否定——见正和反，肯定和否定。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１０、６９７页。

反思——第１６页。

反映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第３８７—３８８、

６７２—６７３页。

—— 概念是事物和过程的反映—— 第

２４—２７、１０５、６６１页。

——科学是物质运动形式的反映——第

５９３页。

——世界体系的思想映象——第４０页。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第５４５、５５３页。

——数学的抽象是真实现实的反映——

第５５６、６１０—６１６页。

——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反映

——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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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反映——第６７２页。

——现实在玄想和宗教中的歪曲的、虚幻

的反映——第１０５—１０６、３４２—３４３、

５１６—５１７页。

反犹太主义——第１２３、１５８页。

范畴——第３８、６４、９９、１５７、５４５—５４６、

５５１、５８３、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３—６５５页。

  并见抽象，可能和现实，时间，运动，

历史的和逻辑的，质和量，物质，必

然性和偶然性，因果性，空间，内容

和形式，本质和现象。

泛神论——第７３页。

方法

——辩证方法——第１１、２５、１３５、１４７、

３８７、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４—５６５页。

——归纳方法——第１６—１７、３８９页。

——形而上学的方法——第５５４—５５５页。

——比较的方法——第３６９、３７１、５３５页。

——形式逻辑的方法——第１４７、５６５页。

——旧的方法变成了障碍——第６３７页。

  并见辩证法，形而上学。

非连续性——见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飞跃（质的）——第４９、７２、３０８、６１５页。

分工——第１３９、２５０—２５１、３６２页。

——公社中的分工——第１７７、１９４—１９５

页。

——农业家族中的分工——第１９６页。

——农业和工业的分工——第１９６页。

——分工和阶级——第３０６页。

——奴隶制是分工的最简单的形式——

第１９７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的性质——

第２９４、３１４、７０６—７０７页。

——分工和机器生产—— 第３１８—３２０

页。

——分工和市场——第２５１页。

—— 分工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第

３１４—３１８、３２２页。

——分工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

——第１９７页。

——自然科学中的分工——第３６８页。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旧的分工制度

消灭的必然性—— 第３１７—３２１、

６８８页。

分配

—— 决 定 分 配 方 式 的 条 件—— 第

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７页。

——分配反过来影响生产和交换——第

１６２页。

——在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中的分配

——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分配和阶级——第１６１—１６４页。

—— 阶级社会中分配的不平等—— 第

１６３、１７５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中的对立——

第１６１—１６３、１７０—１７１、３００页。

——分配方式中的变革，共产主义制度下

的分配——第１７１、２１８—２１９页。

——对杜林的分配观的批判——第１６７—

１７０、２０３、３２３、６８５—６８８页。

分析和综合——第４６、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１页。

——动物的分析和综合——第５６５页。

——归纳和分析——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分子

——分子是物质的非连续的部分——第

４０３、６０９、６１２—６１５、６３０页。

——分子和原子—— 第８３、４０３、５８８、

６１３—６１４页。

——分子和质量（物体）——第４０３、６１１—

６１２页。

——分子是物理学的对象——第７２、９６、

３３３、３５７、４０４、４０８、４４８—４４９、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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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６、５９９、６３５页。

——分子运动——第１５、６０、６５、６９—７０、９６、

３２０、３５７、４０８—４０９、４３７、４４６、４４８—４４９

、５９１、５９３、５９６、５９９、６０６、６１３—

６１４、６２３、６２９、６３０、６３６、６６４页。

——思维在认识分子中的作用——第９６、

５４５—５４８页。

——分子论——第１３９、６３７页。

封建制度——第１９２、２０２—２０３、２９７、６８１、

７０９页。

—— 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 第２０、

１１４—１１６、１６４、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２８１—

２８２、２９２—２９３页。

佛教——第５６５页。

否定——第１５４—１５５、５５３、５６３、６０６、６３９、

６７３—６７４页。

  并见否定的否定规律。

否定的否定规律——第１４２—１５６、３５７、

４０１、５３１、５６４、６７３—６７５页。

妇女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尺度 （傅立

叶）——第２８５页。

Ｇ

概念——第１７、１０８、５７０页。

——概念是现实界的事物和过程在思想

上的反映——第２４—２７、４１、１０５—

１０６、６６１页。

——概念是经验材料的概括—— 第１７

页。

—— 概念和辩证思维—— 第１６—１７、

４２６、５６５页。

——运用概念的艺术——第１７页。

感觉——第８６—８７、９０—９１、１２８—１２９、

５３８页。

  并见刺激感应性。

感觉器官——第５１３、５７６、５８３、６３１页。

革命——见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革命变革。

革命变革——第１１５、１２６、１８０、２８２、２９２、

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２、５２０—５２１、

７０３页。

  并见社会主义革命。

个别、特殊和普遍——第５４８、５６６—５７０、

５７６—５７７页。

个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第３１５—

３１８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个人——第３０６—

３０８、３１８页。

个体——第７４—７６、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７、６１０

页。

——个体概念在生物学中的相对性——

第１６、５５４、６５０页。

功——第６７、６９—７０、４１８、４２５、４４０—４４１

页。

——功是从量方面去看的运动形式的变

化——第４３７—４３９页。

——把物理学上的功的概念应用于经济

学上的劳动关系是不对的—— 第

４４１、６５４—６５５页。

——生理学上的功——第６５４—６５５页。

公理（数学上的）——第４２—４３、６０１、

６１０—６１１、６６１、６６３页。

公社—— 第１６１—１６２、１９１—１９９、３３３、

６７８、６８５页。

——原始公社——第１１３、１７５—１７７、１９１、

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７页。

——原始公社的解体—— 第１６２、１７７、

１９７、１９９、３３６页。

——印度的公社——第１６２、１９１、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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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３３、３３６、６７８—６７９页。

——东方的公社——第１６２、１９２、１９７页。

——俄国的公社——第１９７、３３６、６７８—

６７９、６８５页。

——斯拉夫人的公社—— 第１６２、３３３、

６７８—６７９、６８６页。

  并见马尔克。

工厂——第２９４、２９８、３１９—３２０、３４８页。

工场手工业——第１１５、１３９、２４９、２９３—

２９５、７０９页。

——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第

１１５、１７９、２９８、３１６、３６１页。

——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第

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３页。

工会——第２８８页。

工人运动——第２８—２９、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７、

１７１、２８８—２８９页。

  并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工业——第１１４、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４、

１９６、２８１—２８２、２９８、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２、

５７３页。

  并见手工业生产，工场手工业，大工

业。

工资——第１３７—１３８、２４２—２４４、２９５页。

——工资规律——第７５、３３７页。

——工资和剩余劳动—— 第２３６—２３９

页。

—— 熟 练 工 人 的 工 资—— 第２１７、

２１９、６５５页。

——工资和产业后备军——第２９９—３００

页。

—— 对工资的庸俗观点的批判—— 第

２０９—２１３页。

工作日——第２１０、２１７、２３８—２３９、２８６页。

共产主义

——空想共产主义——第２１、２１９、２８７—２９０、３２

４—３２５、３６０、５３３、６９８—６９９页。

——科学共产主义——第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页。

  并见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 生产—— 第１５１、１６４、２１８—２１９、

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８—３２２、３３４、３４３、３７５、

７０７—７０８、７０９—７１０页。

——分配——第１７１—１７２、２１８—２１９、３７５

页。

——生产力——第１２６、１２７、３０７、３２０页。

—— 所有制形式——第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１、

６７３页。

—— 劳动—— 第３１８—３２２、３３４—３３５、

３４７—３４８、６８８页。

——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 第

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２页。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消灭

——第２１８、３１８页。

——阶级差别的消灭——第２１、１０３、１１７、

１２６、１７１—１７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５２０、

６７１、７１０页。

—— 国家的消亡——第２８４、３０５—３０６、

７１０页。

——道德——第１０１—１０３页。

——法——第６７０页。

——自由——第１２６、３０８、３１８、３４３页。

——家庭——第３４４页。

——教育——第３１８—３２０、３４５—３４８页。

——宗教的消亡——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科学——第１２７、３７５页。

—— 个人的全面发展—— 第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８—３２０、３７５页。

——社会意识的作用——第６７１—６７２页。

股份公司——第３０２—３０３、７０７、７１０页。

古巴——第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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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第３４５、５３５、５４７、５６５页。

——它的对象——第８０—８１、５３４页。

——它的历史——第３６４、３６９、５２４、５３５—

５３６、５６２—５６３页。

古希腊哲学——第２２—２３、１３２、１５１、３４２、

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０—３７１、３８３—３８６、５２５—

５２９、５３９、５６４—５６６、６７３页。

关节点（量变转为质变之处）——第４９、

７２、１３８—１３９、４０４、６２９、６３７页。

关系

——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是数学的对象

——第４１—４４、１４７、１５０、６１１、６７４—

６７５页。

观念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第６６１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第６７１

页。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第２７页。

灌溉（它在东方国家历史上的作用）——

第１６２、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９、５２３页。

惯性——第３５７、６２７页。

光——第７２、３６８、３７６、４２０—４２１、４４８—

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６、４５８、５３７、５７１、５７３、

５７４、５９２、５９９、６１４、６１８—６２１、６２２、

６３０—６３２页。

光谱分析——第２６、３６７、３７１、５７５、６１９—

６２２、６７４页。

光学——第３６３—３６４。

归结（运动的高级形式被归结为低级形

式）——第５９１、５９５页。

归纳和演绎——第３８９、５４６、５６５、５６９—

５７２页。

——动物的归纳——第５６５页。

——归纳和分析——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归纳和分类——第５６９—５７１页。

规律，定律——第１２５、５６０、５９９、６５２—

６５３页。

——规律是普遍性的形式——第５７７页。

——规律的具体性——第５６５页。

——规律（定律）和假说——第５７５、５８３—

５８４页。

——物质运动规律的永恒性——第３７８—

３７９页。

——运动不可消灭也不可创造的规律

——第４１０页。

——自然规律——第３８、１５４、１６５、４２０—

４２２、５１９页。

——永恒的自然规律变成历史规律——

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是绝对的自然

规律——第５６７—５６８页。

——思维规律——第３８２、４０１、５６７—５６８、

６６１页。

——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相互一致

——第３８、５６７—５６８页。

——辩证思维的规律——第１６、２６—２７、

４０１页。

——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第１６０—１６１、

１６５、２９７—２９８、３３７、６８７—６８８、７０９、

７１０页。

规律性

——自然界的规律性——第２６—２７、５２７

页。

——历史的规律性——第２６—２７页。

贵族——第２０、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２３４、２８３、

３６０、５３３页。

国家——第８、４２、９７、１１２—１１６、１７８、１８８、

１９２、１９６—１９８、２５１、３３９—３４１、３８０、

５１６、６７７—６７８页。

——国家的起源——第１６２、１９４—１９５页。

—— 国家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 第

１６２、３０２—３０６、６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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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国家和军国主义—— 第

１８５—１８６页。

—— 国家资本主义—— 第３０２—３０４、

７０７—７０８、７１０页。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第３０５、

７１０页。

—— 国家的消亡——第２８４、３０５—３０６、

７１０页。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国

家”的要求——第１９—２０、２８１页。

——对“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口号的批

判——第３０５—３０６页。

过程——第１５、２６、２７、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３、

１５４、３１９、３８３、３８５页。

——过程的可逆性——第４４８、４５０、４７９

页。

——过程的重复——第９７页。

——首要的和次要的过程—— 第４８０—

４９０、５０６页。

Ｈ

海鞘——第５７０、６５０页。

行会——第１１５、１７９、１９９、２３４、２９３、２９５—

２９７页。

荷兰——第２０７页。

合目的性（有机自然界的）——第７７—７８

页。

黑格尔派——第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４２０页。

后退——见前进和后退。

化学——第９—１０、９６、１３９—１４１、１５１、

２９１、３３３、３３４、３５７、３５９、４１６、４２４—

４２５、４４９、５３４、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５、５９２、

５９３—５９７、６１２—６１４、６２６、６７４页。

——化学是原子的物理学——第７２、９６、

４０４、４０８、５９５、５９９、６３５—６３６页。

——化学的历史——第１３９、３６４、３６９、

３７１、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４５３、５２３—５２４、

５３４、５９７、６３７页。

——化学的运动形式——第６５、８３、９６、３７２、３

７６、４０３、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２—４２４、４３７—４３８、

５０６—５０８、５３７、５７３、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９—

６００、６３４—６３５、６３６、６６４页。

——化学中的新陈代谢——第８８、６４５—

６４６页。

——有机化学——第５２４、５３５、５３６、５９２、

６３８、６４０页。

——蛋白质化学——第７２、７９、８８—９０、

５３８、５９２、５９９—６００页。

——化学中的量变为质——第１３９—１４１、

４０４—４０５、５８８、５９６页。

——化学中的分析和综合——第５７１页。

——化学中数学的运用——第６１６页。

——我们化学的以地球为中心的性质

——第５８０—５８２页。

怀疑论——第４７７、５７３、５８５页。

幻想

——不合理的幻想和合理的幻想——第

６６３页。

黄金和白银——第１１４—１１５、２５３—２５８、

３２９、３３３页。

活力（动能）——第４１７、４２７—４３７、４３９—

４４１、４４８、４７５—４７６页。

活力论——第５５０、６２６—６２７页。

火（火的发现的意义）——第１２６、４５０、

５１５—５１６、５６７页。

货币

——货币的产生——第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５—

３３６页。

——货币是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第

３２９、３３２页。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第２２１、３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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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价值尺度——第２５２、２６１—

２６３、３２９页。

——货币是流通手段—— 第１６１、３０１、

３２９、６８５页。

——世界货币——第３２９页。

——金属货币——第１６１、２２０、３２７—３２９

页。

——纸币——第２０７、２５６—２５７页。

——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第２２０—２２５

页。

——休谟的货币论——第２５９—２６３页。

——欧文的“工时货币”——第３２７、３３０

页。

  并见黄金和白银。

货币制度——第２５３页。

Ｊ

几何学——第１５０、５７２、６０７—６０８、６１１、

６６４、６７５页。

——综合几何学——第６０９页。

——解析几何学——第３６３、５５９、６０５—

６０８、６６１页。

积累——第３００、３２６、３３６—３３７页。

——资本的积累——第３００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第１４５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第２９、９７、２９２页。

  并见国家，艺术，道德，法，宗教，哲

学，经济和政治。

基督教——第１０２、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６、

５２０、６６９、６７３页。

机械论——第３５８、３６５—３６６、５３６、５５０、

５６３、５７６、５９１、５９３—５９９页。

机械运动——第６５—６６、８３、３６８、３７２、

３７６、４４８—４５１、５７４、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６、

５９９—６００、６２５、６６４页。

——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

第４０８、５９１页。

——机械运动是矛盾——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机械运动是力学的对象—— 第４０８

页。

——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和热转化为机械

运动——第１２６、３６８、３７６—３７７、４０２、

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８—４５１、５６７—５６８、５７４、

５９０、５９９、６２３、６２５页。

——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第４３７页。

机器—— 第２０４、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０、

３１６—３１７页。

  并见蒸汽机。

脊椎动物——第３７３、５７０—５７１、６４６、６５０、

６５３页。

计算——第４１—４２页。

技术——第１２７、１５１、１８７、６８９页。

家庭

——家庭是社会结合的最初的形式——

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社会的发

展——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原始家庭中的分工——第１９６、５１６

页。

——家庭和中世纪生产——第２９５—２９７

页。

——机器生产和工人的家庭——第２９９—

３００页。

——资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基础——第３４４

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的破坏——第

２８２、２８６页。

——家庭形式根本改变的经济前提——

第３４４页。

——对杜林的家庭观的批判——第３４３—

３４４、３４８—３５１页。

假说

９６８名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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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说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第

５８３—５８４、６００页。

——假说和规律（定律）——第５７５、５８３—

５８４页。

——天文学上的假说——第６２—６３、３８６

页。

——物理学上的假说——第７０、９６页。

—— 化学上的假说——第９６、５９９—６００

页。

——生物学上的假说——第９６—９７、６００

页。

价格

——价格和价值——第２２２页。

——劳动力的价格——第２３８页。

——垄断价格——第２０６页。

价值—— 第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１、２０３—２１９、

２２１—２２５、 ２５３—２５５、 ２６１—２６３、

３３３—３３８页。

—— 价值和劳动——第２０８、２１４—２１５、

２１７—２１９、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５—３３７页。

——价值量——第２０４、２５３页。

——价值的历史性——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第

２５３—２５５页。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第

２０９—２１０页。

  并见货币，价值规律，使用价值，剩

余价值，劳动力。

价值规律——第１１５、２３３、３３７—３３８、６８４

页。

简单的和复合的——第５５６页。

渐近线——第５７７—５７８、６０７页。

降神术——第３８９—４００页。

交换——第１１４—１１５、２２３、２５０、３３５—３３７

页。

—— 交换和生产——第１０２、１６０—１６７、

１７７、２９２、６７２页。

——公社间的交换——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交换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

的唯一形式——第２９６—２９８页。

——交换和货币的发生——第３３２—３３３、

３３４—３３６页。

——产品的直接交换——第３３０、３３３—

３３４页。

交易所——第１６０、３０３页。

教育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 第３１７

页。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教育和劳动——

第３１８—３２０、３４７—３４８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论未来社会的教育

——第２８６—２８７、３１７—３１８页。

——对杜林的教育观的批判——第３４３—

３４８页。

阶级——第１９—２１、２８—２９、１０２、１７１、

２８３、２９１、３００、３０５—３０７、３１７—３１８

页。

——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第２９、２９２、５

２０—５２１页。

——阶级的产生——第１９４—１９８、５２０—５２１页。

——阶级对立——第１９—２１、１０２—１０３、

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９—１７１、１９４、１９７—１９８、

２０２、２２７、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５、３３５、５２０—

５２１页。

——阶级的消灭——第２１、１０３、１１６—

１１７、１２６、１７１—１７２、３０５、３０７、５２０、

６７１页。

——重农学派所理解的阶级——第２６９—

２７３页。

阶级斗争——第２８—２９、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１、

５２０、６５３、７００—７０１、７０５页。

——阶级斗争和军事组织—— 第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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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页。

解剖学——第５１０、５３５页。

——解剖学的历史——第３６４、３６９、５２３、

５６３页。

——比较解剖学——第３４５、３６９、５３５、

５３７、５６３页。

进化论——第１４、１６、７３—８２、３７０、５３７、

５４６—５４７、５５３、５５４、５５６、５７０、５７１、

６５０页。

经济公社（杜林的），对它的资产阶级本质

的批判——第１４５、１５４、２１６—２１７、

２１９、３１２—３１５、３２３—３３１、３３７—３３８、

３４４—３５１、６８４—６８５、６８７—６８８页。

经济和政治——第１１５—１１７、１６２、１６６—

１６７、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８—２００、

２１０、２３５—２３６、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２、６７８—

６８２页。

经验，实验——第１５、４１—４２、９４、３７０、３８２、３

８９、３９０、３９７—４００、４１１、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６—

４５７、４６４、４７５、４７７、５４７、５４９、５７０、５７２、

５７３、５７８—５７９、５９７—５９８、６１０、６１５、

６３２、６６１、６７２、６７３页。

  并见实验。

经验主义（英国的）——第１７、３８９页。

静和动——第６０、６５、６７、７０页。

静止——见运动。

竞争——第２９、１６２、２３２—２３５、２９３、２９７、

３１３、３７５、６５２、７０２、７０７、７０８—７１０

页。

旧事物和新事物——第５５７页。

—— 旧传统对科学的阻碍作用—— 第

３６８、４７６—４７７、４９８、６３７页。

聚集状态——第１５、４９、６９—７０、９９—１００、１３９

、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５、５７４、６２９页。

具体——见抽象。

掘地派——见平等派。

决定论——第５６１—５６２页。

军国主义——第１８６、１８９页。

军事——第１９６页。

—— 军事的物质基础—— 第１８１—１８９、

６８４、６８９—６９５页。

——线式队形——第１８３—１８６、６８９—６９５

页。

——纵队——第１８４—１８５、６９１—６９５页。

——全民武装的革命制度—— 第１８３—

１８４、６９４页。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第１８４—

１８５、６９４页。

——军事训练——第１８５—１８６、６７７页。

君主政体——第１８２、３６０、５３３页。并见专

制制度。

Ｋ

科学——第８—９、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６—

４０７、４９３、４９９、５６０—５６１页。

——科学和生产——第１４６、５２３—５２４页。

——科学和分工——第１９７、３０６、５１６页。

——科学和社会制度——第１９６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空前未有的科学进

步——第１２７、３７５页。

——任何科学的历史性——第３８２页。

  并见科学分类。

科学术语——第７０、７６、８８、４１７—４２２、

４５９、５５０、６３８页。

科学分类——第３５７、４０８、５９３—６００页。

——科学的三个类——第９５—９８页。

——关于思维的科学——第９９页。

可能性和现实——第９５、３３５、３７６—３７７、

４０６、６０４、６４６页。

克尔特人——第１７７、１９５、３４１、６７８页。

空间——第５１—６１页。

——空间和时间是存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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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６、５７８—５７９页。

——空间和物质——第５７９、５８８、６３０页。

——空间和运动——第５８８页。

—— 空间的无限性——第５１—５６、３７８、

５８０、６１１—６１２页。

——空间的三度性——第５４、３９７—４００、

４１０页。

—— 空间的形式和关系—— 第４１—４４、

６１１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见空想主义者。

空想主义者——第１４、２１—２２、２９—３０、

２８３—２９１、３１７—３１８、３４４、６９９、７０４—

７０５页。

矿物学——第３６４、５３５页。

Ｌ

拉马克主义——第５５１、６４３页。

劳动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第３５８、３７３—３７５、５０９—５１８页。

——制造工具是劳动的开始——第５１５

页。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第

３１８页。

——奴隶劳动——第１７５—１７６、１９７、６７６

页。

——农奴劳动——第６７８—６７９页。

——雇佣劳动——第１６７、１７７、１９８、２９４—

２９６、３０５、６７９页。

——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劳动——第

４４１、６５４—６５５页。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５０９

页。

——社会劳动——第２９５、３０６、３３１—３３５

页。

——一般人的劳动——第１１５、３３１—３３２

页。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第２０８、

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２、３３６页。

——物化劳动——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社会必要劳动——第１１５、２０８、２１８、

３３１页。

——生产劳动——第２０５、３０６、３１８、６８５

页。

——简单劳动——第２１５页。

——复杂劳动——第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９页。

——分工的历史必然性——第１９７页。

——劳动的社会化——第１４５页。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及其消

灭——第１９７—１９８、２１８、３１６—３１８

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第３１８—

３２０、３３４、３４７—３４８页。

——劳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第５７２

页。

  并见剩余劳动，分工。

劳动产品—— 第１７７—１７８、２１０—２１２、

２２３、２２７、２９４—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４—

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８、３３３—３３７页。

——古代公社中的劳动产品——第３３３—

３３４页。

—— 中世纪社会中的劳动产品—— 第

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７页。

—— 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第１７６—

１７７、２９４、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５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产品

——第２９４、３３１—３３２、７０９—７１０页。

——工人的劳动产品转化为奴役他们的

工具——第２９９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产品——第

１４３—１４４、３０７页。

  并见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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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尺度——第３３４页。

劳动工具

——工具的出现是人所特有的活动的开

始——第３７３—３７４、５１５页。

——工具的发明——第４５０、５１０、５１５页。

——动物的工具器官——第３７３、６５４页。

劳动力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３０、２１８、

２２２—２２４、３３５、３３７页。

——劳动力的价值——第３０、１９６、２２２—

２２３、３３５、３３７页。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第

２２２—２２３页。

劳动生产率——第１９４、１９７—１９８、２１０、

３１９页。

劳动时间——第１１６、１９８、２０４、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７、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６—２２７、２９９、３１８、

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５页。

——劳动时间是劳动的尺度——第３３４、

３３６页。

类比，类似——第４０６、６１０、６１３—６１５、

６２５、６４５页。

——辩证方法是现实的类比——第３８３

页。

理论

——理论和经验——第３８２、５４９页。

—— 理论思维的意义—— 第３８２—３８４、

３９９、５４６页。

——错误理论的危害——第４５１、５７２页。

——理论的历史制约性——第２８３、３８２—

３８３页。

理性——第５６４页。

——悟性和理性——第５６５页。

力——第５８、６４—６６页。

——力的观念是从人的机体活动的表现

中借来的——第４１９、６２６—６２７页。

——力是运动的主动方面——第６５—６６、

４１８—４１９、６２４页。

—— 力是以它的表现来量度的—— 第

６５—６６、６２４—６２５页。

——对力这个概念的批判——第１４、３５９、

３６８、３７８、４０９—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３、４２４—

４２５、４５８、４９３—４９５、５０６—５０８、６２４—

６２７页。

力学——第６０、６６—６７、４１６、４２５—４４１、

４４８—４４９、４９５、５９０、５９２、６０６、６１１—

６１２、６２３、６２５页。

——力学是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运动

的科学——第４０３页。

——力学是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

第４０８页。

——对力的一般评述——第９５—９６、３６３、

４０３—４０４、５９４—５９５、６１６页。

——力学史——第１４、４１—４２、３５７、４０８、

５２３—５２４、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４、５３６—５３７、

５４５页。

——地球上的力学——第７２、３５９、４１３、４１４

、４２１、５８０、５９４、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５页。

——天体力学——第１４、７２、３５７、５９４页。

——从事计算的力学——第４２５、４２８页。

——理论力学——第４４１页。

历史——第３８、１０２、１５１、３６０、５４７、６１０、

６６９—６７２页。

—— 自然史—— 第２７—２８、３６４—３６５、

３６６—３６７、４０１、５８０—５８１、５９２页。

——动物史——第３７４页。

——人类史——第１２—１３、２３、２５—２８、

３７—３８、９４、９７、１２６—１２７、３４１—３４２、

３６４—３６５、３７３—３７４、４０１、４４９—４５０、

５８０页。

——思维史——第１３、１７、５３８、５６４—５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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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毫无根据——第

２９、１７４、６７１—６７２、７００—７０１页。

——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毫无根据——第

５７３—５７４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１２、２７—３０、

２９２、６６２、６７１—６７２页。

——辩证历史观——第１２—１３、２７—２８、

１５４、４５０、５４５、５５２、６１１、７００—７０１

页。

——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第２８—２９、

６５３页。

——历史中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

第５５３—５５４、６７２—６７４页。

——历史中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第４０７

页。

——历史中否定的否定规律——第１５０—

１５４、５３１、６７３—６７４页。

——作为科学的历史——第２３、９７—９９、

１０１、５５２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对自己历史的

自觉的创造——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历史的和逻辑的——第５１８、５６４—５６５页。

历史唯物主义——见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主义——第１１７、１２５—１２６、１６０—

１６１、１６５、２２６—２２８、３８２—３８３、６６８—

６７２、６８１页。

利润——第２０７、２２７—２３６、２６２页。

——资本的利润——第２０９—２１２、２３０—

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２—２４６页。

——企业利润——第２３５页。

——商业利润——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第２４２—２４６

页。

利息——第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２、２５７—

２５９、２６２页。

联系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现象和过程的

普遍联系—— 第２３—２８、３７—４２、

２９１、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８、４０９、

４１１、５１７、５３９—５４０、５７２—５７４、５９３、

５９９、６０９、６６２—６６３、６９９页。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第３５７、４０１页。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物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第４０３、５４

５—５４６、５８８、６１６、６３０、６３７页。

——科学体系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第５９５页。

炼金术——第２９１、３６３—３６４、５２３页。

两极性——第４１５—４１６、４９４、５４５、５５０、

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９页。

——两极对立的辩证性质——第１６、２５、

９９、３５７、４１１页。

两栖类——第５７０、６５０页。

量——见质和量。

量度，尺度——见关节点，运动的量度，劳

动的尺度。

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第４８—５０、１３７—

１４１、３５７、４０１—４０７、５５５、５７６、５９２、

５９６、６０２—６０３、６２９、６３８页。

零——第６０４—６０６页。

流电——第４１５、４５３、４６０、４６３、５０８页。

垄断——第１４６、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８、１８８、２０６—

２０８、２０９、２２６、３０７、７０７—７０８页。

颅相学——第３９０—３９２页。

陆军和海军——见军事。

罗马（古代的）——第１１３、１１６、１７５、１９２、

１９３、１９６、６６９、６７６、６８１、６８６页。

逻辑

——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 第２８、

９９、５５１—５５２页。

——关于思维的学说是哲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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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５５２页。

——逻辑是思维方法——第１４７页。

——逻辑的历史性——第９９、３８２—３８３、

５８３页。

——逻辑和辩证法——第２８、９９、１４７—

１４８、３８３、５４５—５４７、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０、

５８４页。

—— 逻辑和数学—— 第４２—４３、１４７—

１４８、５４５—５４６页。

——黑格尔的逻辑学——第３８、４９—５０、

７２—７３、１５５、１５７页。

落体定律——第４２６—４２７、６１１、６１７页。

Ｍ

马尔克——第１９１、１９５、２９７、６８６页。

马尔萨斯主义—— 第７４—７５、８１—８２、

６５１、６５２页。

麦斯默尔催眠术——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矛盾

—— 矛盾的客观性—— 第１３１—１３４、

６７２—６７３页。

—— 自然界的矛盾——第７５、１３２—１３３

页。

——社会的矛盾——第１７２、２９１、２９４—

２９６、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１、３２０、６７６、

７０９—７１０页。

——思维的矛盾——第４０、９４—９５、１３３、

６７２—６７３页。

——数学中的矛盾——第１３３—１３４、１５０、

５４５页。

——自然科学中的矛盾——第３６７—３６８、

４１２、４７７、４９０、５０２、５０６—５０７、６１６、

６１８页。

——无限性的矛盾——第５５—５６页。

——运动的矛盾——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形而上学的矛盾——第２４页。

——黑格尔体系的内在矛盾性——第２７

页。

——矛盾的辩证法——第１５３页。

——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

——第３５７页。

  并见对抗，二律背反。

贸易——第１１４—１１５、１７６、１７９、２６０、２８２、

３０１页。

——世界贸易——第１１４—１１５、１６０、１８０、

２２４、３６１、５３０页。

美国——第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１、１２２、１７６、１８３、

１８６、１９２、２０７、６７６、６８６、６９１页。

美国独立战争——第１８３、２０７、６９１页。

美国宪法——第１１６页。

民主

——古希腊罗马的民主——第６６９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第２０、１８６页。

——无产阶级的民主——第１８６、３０４—

３０６页。

民族——第１０３、１０８、１１４、３４６、３６０、５１６

页。

摩擦

——摩擦和碰撞——第４３２—４３４、４４５—

４４６、４４８、５６７—５６８、５９２、５９９、６２３、

６３６页。

  并见火，潮汐摩擦。

目的

——目的概念对有机自然界的适用性

——第７２—７３、７７—７８、５５０—５５１页。

——人们活动的目的和结果——第３７３、

５１８—５２０页。

—— 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 “内在目

的”——第７３、５５０—５５１页。

  并见目的论。

目的论——第７２—７３、７７—７８、３６５、５３５、

５５０—５５１、５９７—５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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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拿破仑战争——第１０９、１４１、１８４、２３４、

２８１、２８４、６９３—６９４页。

南美肺鱼——第３６９、５６６页。

内容和形式——第４１—４３、６１０、６４７—６５０

页。

能，能量

——能这个名词的不够完善——第４１９—

４２０页。

—— 能和运动的等同—— 第１５—１６、

４０２—４０３、４３８、５３７页。

——能是排斥的另一种表现——第４１３—

４１９、４２４—４２５页。

——动力学的能量——第４４５页。

——分子能——第６９—７０、４４６、４７５页。

——化学能——第４６０—４６４、４７４—４７６、

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２—

４９４、４９７、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２、５０７页。

——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从

太阳热转化来的——第５９０页。

  并见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动能，位

能。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定律）——第１５、

５８、３５７、３８３、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７—４１８、

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３、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２—

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５、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４—４９５、

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７—５０８、５３７、５６２、５６５—

５６８、５８１—５８２、６２３—６２４、６２８—６２９、

６３７页。

农民

——农民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解体——

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自由农——第１９２—１９３、６７９、６８６页。

——农民和大土地占有制—— 第１９２—

１９３、７０２页。

—— 农民和奴隶劳动—— 第１７５—１７６、

１９２页。

——中世纪的农民——第１１６、１９２—１９３、

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７、３６０、５３３、６７８—６７９、

６８６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第１８６—

１８７、２９６、７０２页。

农奴制——第１０９、１１６、３０５、６７８、６８６页。

奴隶制

——奴隶制的一般状况——第１６１、１６９、

１７５—１７６、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２、２９６、３０５、

６６９、６７６—６７９页。

——奴隶制是最简单的分工形式——第

１９７页。

——奴隶制是生产形式——第６７６页。

——古代东方的家奴制——第６７６页。

——古代的奴隶制——第１９６页。

——古希腊的奴隶制——第１１３、１７５—

１７６、１９６—１９７、６６９、６７６页。

——古罗马的奴隶制——第１１３、１７５—

１７６、６６９、６７６、６８６页。

——美国的奴隶制——第１１４、１１６、１７６、

６７６、６８６页。

Ｏ

欧文的劳动市场——第２８８—２８９、３３０页。

欧 洲—— 第２９、１１４—１１５、１８５—１８６、

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６、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４、５３０、

６８９页。

偶然性——见必然性和偶然性。

Ｐ

排斥——见吸引和排斥。

判断

——判断的分类——第５６６—５６９页。

胚胎学——第３４５、３６９、５４７、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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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学的对象——第８１页。

—— 胚胎学的历史—— 第３６９—３７０、

５３５—５３８、５６３页。

平等（社会的）

—— 平等观念的发展—— 第１１２—１１７、

６６８—６７１页。

——资产阶级的平等—— 第２０、１１６—

１１７、６６９—６７１页。

——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 第２１、

１１６—１１７、６６９—６７１页。

  并见不平等。

平等派——第２１页。

平衡——第６５—６８、３７８、４０４、５８９—５９０、

５９２、６６４页。

普遍——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普鲁士——第４２、１０９、１２２—１２３、１８４—

１８５、６９４—６９５页。

Ｑ

气体——见气体运动说。

气体运动说——第１５、１００、５８７、６２９—６３１

页。

气象学——第５２４、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４页。

前进和后退——第２５—２６、６５１—６５２页。

Ｒ

燃素——第３４６、３８８页。

热——第３５９、４５３、４５６、５８９—５９０、６３４页。

——热是运动的形式——第１５、６５、７２、

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８、４０２—４０３、４４６—

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０、４９５、５３７、５６７—５６８、

５７４、５９９、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６、６６４页。

—— 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 第４１５、

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３—４２５、５８７页。

——热是分子运动——第１５、６５、７２、４１５、

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６、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８、５９６、

５９９、６２３、６３６、６６４页。

——热的机械当量——第３６８、４３６、４５８、

４６２、５３７、５７２页。

——热和能的其他形式的相互转化——

第１２６、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６—

３７７、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７、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６—

４５２、４６０、５３７、５６７—５６８、５７４、５９０、

５９２、５９９、６１３—６１４、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６

页。

——受束缚的热——第６９页。

——辐射热——第４４８—４４９、５３７、６１４、

６３１页。

—— 宇宙热寂假说的毫无根据—— 第

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９、６１７、６２８—６２９页。

热力学——第５７１、６５４—６５５页。

  并见热之唯动说。

热素——第１４、３８８、４５２、４５８、５４７、５７２、

６２３页。

热之唯动说——第６０、６２、６６—７０、３８３、

３８８、５３５、５８２、６５４页。

人——第７００页。

—— 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 第１１０、

１２６—１２７、１９４、１９７、３０７—３０８、３７３—

３７５、５０９—５１８、５３５—５３６页。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第３５８、３７３—３７５、５０９—５１８页。

——人和动物——第９３—９４、３７２—３７４、

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７—５１８、５３５—５３６、５６５、

６５２—６５３、６５４页。

—— 人和自然界——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９４、

３０８、３７３、５１８、５６４、５７３—５７４页。

人工培育——第７４、５９８页。

人口

——有机自然界中的人口律——第７５页。

——人口密度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

因素——第１９５页。

７７８名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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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第５２４—５２５页。

人脑，脑髓——第５１６—５１７、５９６页。

—— 人脑的发展——第３７３—３７４、５１３、

５１５、５３７—５３８、５５０页。

——人脑和思维——第３８—３９、５４０、５９１、

６７３页。

——脑髓和感官——第５１３页。

认识——第１５—１６、３４２—３４３、５３６、６９８—

６９９页。

——认识的无止境性和无限性——第４０、

７０、３５８、３８１、５７５—５８５页。

——认识的相对性——第９３—１０１、１３３、

５８４—５８５页。

——现象本质的可知性——第５７４、５８３—

５８５页。

——认识的历史发展——第１０３、５６６—

５６８、５８４页。

日耳曼人——第１１４、１７７、３４１—３４２、５３０、

５７４、６７８页。

肉类食物（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第１３０、５１５页。

Ｓ

三角学——第６０７、６０９页。

三十年战争——第１０９、２００页。

善和恶——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熵——第６２９页。

商品——第１７６—１７７、２１４—２１８、２２０—

２２４、２６３、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８、３３２—

３３６页。

——商品的定义——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

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商品的价值——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４—

２１７、３３１—３３３页。

——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第１７７、３３１

页。

——劳动力成为商品—— 第３０、２１７—

２１８、２２２—２２４、３３５、３３７页。

商品流通——第１６７、１７７、２２０、３０１页。

商品生产——第１７７、２５１、２９４—２９８、３０７、

３３１—３３６、３３７、６８２、７０９—７１０页。

上层建筑——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第１９—２０、４２、９７—９８、１０５—

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４、１２７、１３９、１５４、１９３—

１９５、１９８—１９９、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０—３３１、５１４、

５２０、６６２页。

——劳动是人类社会的特征——第５１３—

５１５页。

——不能把自然规律搬到人类社会上来

——第５４２、６５２—６５３页。

——社会的发展——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经济关系对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第２９２、６７２页。

——社会划分为阶级—— 第１６２—１６３、

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２、３０６—３０７页。

——社会在阶级对立中的发展——第１０３、１９４

、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２、２２７、３０５页。

——奴隶占有制社会—— 第１７５—１７６、

６７６页。

—— 封建社会—— 第１１４—１１６、２９２—

２９３、２９７、７０９页。

——资产阶级社会——第２１、１１５—１１６、

１８０、２１０、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３、２４３、２５１、

２６４、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５、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

２９７、３０１—３０４、３１６、３３１—３３３、３３５、

３４２、３６０、５２１、６５３、６６８—６６９、７０２—

７０３、７０５—７０６页。

——无阶级的社会——第１０３页。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国

家”的要求——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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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共产主义。

社会关系——第２０、９７、１０５—１０８、１６５、

３０５、６７１页。

社会经济结构——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契约”（卢梭）——第２０、１５３、２８１

页。

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第２１１—

２１２页。

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第１９、２２、２８—３０、

１６４、１７２、１８６、１９７、２１８、２２２、２９２、

２９３、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２、５４２、５４６、６７３、

７０１—７０２页。

——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第

２９—３０、２９２、６７３页。

——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第３０、

２２２页。

——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

论表现——第３０８页。

——空想社会主义——第２１—２２、２９—３０、２２

８、２８３、２９０、６９９、７０１—７０２页。

——平均社会主义——第２１７页。

——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第２２、２１８

页。

——法国的社会主义——第１９、２２、２９、

６９８—６９９页。

——英国的社会主义——第２２、２９、３８９—

３９０、６９８—６９９页。

——德国的社会主义——第９、２２、２９、

３８１、６９８—６９９页。

——折衷的社会主义——第２２页。

——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第２１０、２１８、

２９０—２９１、３０９、３２２页。

并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第１０３、１７２、２１１、３０３—

３０６、３０８、３７５、５２０—５２１、５５４、６５３、

６７３、７１０页。

神话学——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神经系统——第８７、９７、１２８、３７３、５１８、

５７１、６５３页。

神圣同盟——第１０页。

神学——第３６３、３６５、４７６—４７７、５６１页。

生产——第２９—３０、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１、１６０—

１６５、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９—１８２、１９６、２１８、

２８４、２９２—３０１、３０４—３０７、３０９—３２２、

５１８—５２４、５３０、６８４—６８５页。

——生产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其他一切

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 第３７３—

３７５、６５２—６５４页。

—— 生产和交换——第１０２、１６０—１６７、

１７７—１７８、２９２、６７２页。

——生产和分配——第１６１—１６４、２０３页。

——生产方式——第３０、１３６、１４６、１６１—

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８、２２３—２２４、２８２、２９２—

３０４、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２、３３３—３３４、６７６、

６７９页。

—— 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第１６２—

１６３、２２３、２３６、２９２—２９３、３０５—３０７、

５２１、６８２、６８４—６８５页。

  并见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共产主义。

生产方式——见生产。

生产费用——第２０９、２３３—２３４页。

生产关系——第２９、１６７、２９２、６７８—６７９

页。

生产过剩——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并见危机。

生产力——第１２６、１６４、１７２、１８０、１８７、

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２８２、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３—

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８、６８１

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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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３、６５３、７０３、７０９—

７１０页。

——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 第

３０６—３０７、３２０、７１０页。

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的生产——第２１１页。

——中世纪的生产资料——第２９３、７０９

页。

——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剩余劳动——第

１６９、１７８页。

—— 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第１４５、

２２６—２２８、３０１—３０２、７１０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对生产者

的支配——第３１６—３１８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积聚和

集 中—— 第１４５—１４６、２９３—２９６、

７０９—７１０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扩充

——第３０７页。

——生产资料和经济危机—— 第３００—

３０２、３０７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第

３０４—３０８、３２１—３２２、３３４、３４３、７１０

页。

生存斗争

——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第７４—７６、

８１—８２、１５７、２９８、３０８、３７５、５４６、６５１—

６５５页。

——社会中的生存斗争——第２９８—２９９、

３０５、３０８、３７５、５４６、６５２—６５３、６５５

页。

——就生存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

题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第

３５６、５４６、６５２—６５５页。

生理学——第２５、８７、１２８、５３５、５４５、５５６、

６２７、６３９、６５４—６５５页。

——生理学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和

化学——第６００页。

——生理学的历史——第３６４、３６９、３７１、

５２３—５２５、５３７—５３８页。

生命——第７２—７３、８３—８４、３７５、３７８—

３７９、５３４—５３５、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３、５５６、

５９１、５９２、５９６、６００页。

——生命的定义——第８７—９０、６４６、６６７

页。

——生命是物质的运动形式—— 第６５、

３７６—３７７、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８、５６８、５７４、

６６４页。

——生命是矛盾——第１３３页。

——生命和新陈代谢——第２５、８７—９０、

１３３、６４６—６４７、６６７—６６８页。

——生和死——第１３３、６３９—６４０页。

——生命的产生——第７９—８０、８４—８６、

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８—３７９、５３８—５４０、５９４

页。

—— “生命力”学说的毫无根据——第

６２６—６２７页。

——关于生命永恒性的假说的毫无根据

——第６４１—６４７页。

—— 生命的发展——第３７３、３７８—３７９、

５３４、６４６—６５４页。

  并见蛋白质。

生物发生律——第８０—８１、３７０、５１８、５４７、

５６５页。

生物学——第８３、９６—９７、１５７、３４５、３５８、

４２５、５６３、６１６页。

——生物学是蛋白质的化学—— 第７２、

５９５页。

—— 生物学的历史——第１４—１６、９６—

９７、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０、５３６、５３７—

５３８、５４１、５９７页。

——生物学中的辩证法—— 第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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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３５８、３８５、４０７、５５４、５６２—５６３、

６５０页。

——我们生物学的以地球为中心的性质

——第５８０—５８２页。

生物学中的物种——第２８、６２、７４—７７、

８０—８１、９７、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０、

５１４、５４６、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３、６４０、

６５１页。

剩余产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第

１７７—１７８、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２—２３３、

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５、２７８页。

剩余价值——第１３７—１３８、２０６、２１２、

２３７—２３９、２８０、３２６页。

——剩余价值的定义——第２２１页。

——剩余价值的产生—— 第２２１—２２３

页。

——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特征和决定性目的—— 第

２２３—２２９页。

——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第２３０—

２３３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第３０、２２３页。

  并见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利润，利

息，地租。

剩余劳动—— 第１６９、２２３、２２６—２２８、

２３７—２３８、２８０页。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哲学——第３６２、５３３

页。

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 第２２—２４、

３８５—３８６页。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２１、

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９页。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第

２９８页。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第１９—２３、２８１

页。

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２１、

１１３、１１７、１２０、１７１、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３、

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９、２０７、２８１—２８３、

２８５、６７０、６７８、６９２、６９４、６９６—６９８、

７０３—７０５页。

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法国的）——第１９—

２１、１６５、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６、５４２、６９８页。

时间——第１４、４２、５０—６０、５３１页。

——空间和时间是存在的基本形式——

第５６、５７８—５７９页。

——时间和物质——第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８—

５８９页。

——时间和运动——第５７、５８８—５８９页。

—— 时间的无限性——第５１—５６、３７８、

５８０页。

——时间概念和现实时间——第５６—５７

页。

实践——第３８２、４５１、５２３—５２４、５３０—

５３１、５７２—５７４页。

实体——第５６５、５７４页。

实物——第５７９页。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

——第５９１页。

实验——第４９７—４９８、５２４、５６５、５７０、５７２

页。

使用价值——第２２２、３３１页。

始祖鸟——第１６、３６９、５５４页。

市场

——商品市场——第３０、２１０、２２１—２２２、

２５１、２９４—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１、３３５页。

——劳动市场——第２２１—２２２、３３５页。

——货币市场——第２２１页。

——世界市场——第２０７、２２４、２９８、３１１、

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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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４１—４２、５１—５８、６６１—６６２页。

—— 世界是联系的整体—— 第３９—４０、

６６２—６６３页。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第４８页。

世界的物质性——见唯物主义。

世界观——第１４７、１５１、３８５—３８６页。

——共产主义世界观——第１１—１２页。

——唯物主义世界观——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适应

——遗传和适应的相互作用——第７７、

５５３、６５１、６６５—６６６页。

——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第７７—７８、

３６８、６６５—６６６页。

手

——猿的手和人的手——第３７３、５０９—

５１３页。

——手是劳动的器官和产物——第５１１

页。

——手对人类文化的意义—— 第３７３—

３７４、５１１、５１６页。

手工业生产——第１７６、１７９、２９３—２９５、

２９７、２９８、３６１、５２３页。

——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第

１１５、１７９、２９７—２９８、３１６、３６１页。

数——第４０—４１、６０１—６０７、６１１页。

——数列——第５４—５６页。

——毕达哥拉斯的数——第５２７、５９９页。

数量——第４２页。

——数量是数学的对象——第６０１页。

——自然界中数量的原型—— 第６１１—

６１５页。

——正数和负数——第１３３、６０７页。

——虚数——第１３、４１、１３３—１３４、３９９、

６０６—６０７页。

——常数和变数——第４１页。

——变数是数学中的转折点—— 第６０２

页。

——常数的数学——第１３４、１４７页。

——变数的数学——第９５—９６、１３４、１４７

页。

数学——第１３—１５、５４—５６、９５—９６、３９９、

５３５、６６３—６６４页。

——数学的定义——第４１—４２、６０１页。

——数学的产生是由于实践的需要——

第４１—４２、５２３页。

——数学的历史——第９５—９６、５２４、５３４、

６０１—６０２页。

—— 数学是实在的现实的反映—— 第

４０—４３、３５７、５５６、６１０—６１６、６６３—

６６４页。

—— 数学中的辩证法—— 第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４、１５５、３５７、３５９、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６、

６０１—６１６页。

——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第９５—９６、

１３３—１３４、１４７—１５０、５４５—５４６页。

——其他科学中数学的应用——第９５—

９６、６１６页。

——马克思的数学手稿—— 第１３、１５

页。

斯堪的那维亚——第３４２、５３０页。

斯拉夫人——第１６２、１９２、３３３、３４１、５３０、

６７８、６８６页。

思维——第１９、２２、４５—４６、１５４、５５５、

５６４—５６５、６６２、６７３页。

——思维是物质发展的产物——第３８—

３９、３７９、５３８、５４０、６６４页。

——思维是运动的形式——第４０８、５９１、

６６４页。

——思维和存在——第３８、４５—４６、１５１、

５５３、６１０、６１６、６６２页。

—— 思维规律—— 第３８２—３８３、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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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５６８、６６１—６６２页。

——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第３８、４０１、

５６７—５６８、６１０—６１１页。

——思维的形式——第２２、３８、５６６、５８３、

６６１页。

—— 思维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对象

——第２８、９９、１５４、４０１、５５２、５６６、

５８３—５８４页。

——人类的思维和动物的思维——第５６５

页。

——理论思维的历史性——第１７、３８２页。

——抽象思维的意义—— 第３７６、３９９、

５４５—５４８、 ５７４—５７５、 ５８３—５８４、

５９９—６００页。

——经验主义自然科学家的思维——第

３６６、４３１、４４０—４４１、４５４、４５６—４５７、

４７６—４７７、５４８、５５１、５７４—５７５页。

——形而上学的思维——第１６、２２—２５、

６２、１３２—１３３、１５４、１５８、３８４—３８５、

４１１、４８９、５０６、５４６、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７、

５７６、６１７页。

——辩证的思维——第１３、１６、２２—２７、

１３４、１５３—１５５、３８４—３８５、４２６、４３８、

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４—５６６、６１１、６１７、６７２—

６７４页。

—— 思维发展中的矛盾—— 第９４—９５、

１３２—１３３、５７７—５７８页。

—— 思维和实践——第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７、

５７３—５７４页。

——思维和语言——第９２、５１３页。

死亡（辩证唯物主义的死亡观）——第２５、

１３３、６３９—６４０页。

素食主义——第１３０、５１５页。

算术——第４１、６０１—６０３、６１０—６１１页。

所有制，财产——第１５２、１７８、２０３、２１１、

３１３、３２９、７０２页。

——公有制，社会所有制——第９７、１４３—

１４４、１５１、１７５—１７７、２７８、３０４—３０８、

３３６、５２１、６７３、６７８—６７９页。

——私有制——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３、１５１、

６７３页。

——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 第１４３—１４７、１７６—１７８、２９３、

２９５、５２２、６７８—６７９页。

——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第１４３、１４６、１７７—１７８页。

——封建所有制——第６７３页。

——资产阶级所有制——第２０、１４３、１４６、

１７７—１７８页。

——国有制，国家财产——第３０２—３０６

页。

——个人所有制——第１４３、１４６—１４７页。

——土地所有制，地产——第１９０—１９１、

２２８、６８６页。

Ｔ

碳

——碳是有机生命的主要承担者——第

５９６、６４４—６４７页。

—— 碳化物的同系列—— 第１３９—１４０、

４０５—４０６页。

特殊——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天体演化学——第８、９９页。

——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

第１５、２６、６２—６３、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０—

３７１、３８６、４１２、５３５、５４６、５８６、６１８

页。

天文学——第６６、９６、３５９、３７１、３７７、４１１—

４１２、５２３、５３５、５８０—５８２、５９２、６１５、

６１７—６２２页。

——天文学的历史——第６２—６３、３６２—

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１、５２３—５３０、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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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第１０２、３６２、３６８、５３３页。

同化和异化——见新陈代谢。

同系列——见碳。

同一性，同一，等同

——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变——

第５４６页。

——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

第６５０页。

——直线和曲线等同——第１３２页。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第４７、６１６

页。

——对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无根据

——第５９、５５６—５５８页。

——同一和差异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第５４５、５５６—５５８、６０９页。

同义反复——第４５页。

统计——第２５５页。

土地占有

——公社的土地占有——第１６１、１９１—

１９２、６７８、６８１页。

——大土地占有——第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２—

２０３、２４３、７０２页。

  并见所有制。

土耳其人——第１９２页。

推动

——力学中的推动——第６７、７０页。

—— “第一次推动”——第２６、５８、６５、

３６４—３６６、５４０、６１７、６２９页。

  并见摩擦。

推理

——推理形式——第５６６、５６８—５７０页。

——推理能力的发展反过来对劳动和语

言起作用——第５１３页。

托拉斯——第７０７—７０８、７１０页。

Ｗ

外观——见本质和现象。

微分和积分——第９６、１３２、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０、１５５、３６３、５４６、６０２、６０８—６１６、

６７４—６７５页。

危机

——危机的实质和原因——第３００—３０３、

３０９—３１２页。

——危机的可能性——第３３５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的不可避免性

——第３０９—３１２、３４２、３７５、５２２、６５３、

７１０页。

——危机是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

生产力的表现——第３０２—３０３、３０７

页。

——工业危机——第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９—３１２

页。

——商业危机——第１７８页。

——货币危机——第６８５页。

——１８２５年的经济危机——第３００页。

——１８７３年的经济危机——第３０１、３０８、

５２２页。

唯灵论——第４７、６７３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１３、２８—３０、２９２、

６６２、６７１—６７２页。

唯物主义——第２８、３８—３９、６５、１０８、１５１、

３９０、５３６—５３９、６６２、６７２—６７３页。

——世界的物质性——第４８页。

——唯物主义世界观——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辩证唯物主义——第１３、２８、１５１、

６７２—６７３页。

——历史唯物主义—— 第１３、２８—３０、

２９２、６６２、６７１—６７２页。

——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第１５１、５２５—

５２８、５３９、６７３页。

——十七世纪的英国唯物主义——第２４、

３８５页。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第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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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９、３６１、３６５、５４２、５５０、５６１、

５９３、５９７、５９９、６１０页。

——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第５３６、

５３９—５４０页。

——庸俗唯物主义——第３８４、５３６、５４２、

５４６—５４７页。

——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第５４０、

５４９—５５０页。

——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第３８７

页。

唯心主义——第３８、１４８、５３６、５８５、６７４、

６８４页。

——唯心主义的产生——第１５１、５１６—

５１７、６７３页。

—— 唯心主义的统治时期—— 第１５１、

５３９、６７３页。

——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 第

２６—２７、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１—４０２、５４５、

５９３页。

——唯心主义历史观——第２９、１７４、６７１、

７０１页。

伟大的地理发现——第１１４、２９８、５２４、５３０

页。

位能——第１６、４０４、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５—

４４８、６２３页。

文昌鱼——第８５、３６９、５７１页。

文明

—— 卢 梭 论 文 明—— 第１５２—１５３、

６７４页。

—— 傅立叶论文明—— 第２８４—２８５、

２８９、６８０页。

文学——第３６１、５３０页。

文艺复兴——第３６０—３６３、５３３—５３４页。

无——第５６４、６０４—６０５、６７４页。

无产阶级——第１０２、１８６、６６９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史——第２０、１４５—

１４６、１８０、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９、３６０、５３３

页。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第

２０、１７５、２８２、２９６、６９７、７０１、７０５、

７０９页。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第２８—２９、２８３—２８４、５２０、７０１—

７０３页。

——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第

１１、２９３、３０８页。

—— 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要求—— 第

１１６—１１７、１７１、６７１页。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第３０８页。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第３０５、

７１０页。

——无产阶级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第２９９、７１０页。

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历史

上最革命的政党——第２００页。

——无产阶级政党和军事训练——第６７７

页。

无产阶级专政——第３０５、７１０页。

无神论——第５４２页。

无数宇宙——第３７８页。

无限性——第５１—５６页。

——作为矛盾的无限性——第５５—５６页。

——有限和无限——第５５—５６、６６、４０９、

５７６—５８１页。

——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第５２—５６、

３７８、５８０—５８１、６１１—６１２页。

——数学中的无限性——第５１—５２、５４—

５６、３５７、６０２、６１０—６１６页。

——无限性和认识——第９４—９５、１３２—

１３３、５７５—５８１页。

——“恶无限性”——第５１、５７、５４５、５７８、

５８０—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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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所谓的无限进步过程——第

５８０—５８１页。

无政府主义——第３０６页。

武器——第１８１—１８９、５１５、６８４、６８９—６９５

页。

物理学——第９—１０、８３、９６、９９—１

００、３３３、３５７、３５９、４１６、４２５、

５３５、５５８—５５９、５８８、５９２—５９７

、６１２、６１６、６２５页。

——物理学是分子的力学——第７２、９６、

４０３—４０４、 ４０８—４０９、 ４４８—４４９、

５９４—５９６、５９９、６３５—６３６页。

——物理学的历史——第３６３、３６８—３６９、

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５２４、５３６—５３７、５９７—

５９８、６３７页。

——物理学的运动形式——第７２、３７１—

３７２页。

——物理学的常数——第４０４页。

——我们物理学的以地球为中心的性质

——第５８０—５８２页。

——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第３６６、５５２

页。

物体，质量

——物体是物质的非连续的部分——第

６１３—６１５、６３７页。

——物体和分子——第４０３—４０４、６１２—

６１４页。

——地上物体的力学—— 第４０３、４０８、

６１１—６１２页。

——物体的运动——第６０、６５、３２０、４０９、

４１７、４３７、４４５—４４６、４４８—４４９、４６０、

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９、６１３—６１４、６２９、６３０、

６６４页。

物质—— 第５７４、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６—５８７、

５９８—５９９页。

——物质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第

６５、７１、３７８—３７９、４０９、５７９—５８０、

５８９、５９８、６２９页。

—— 物质和运动—— 第６４—６６、１３２—

１３３、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６—３７９、４０８—４１１、

４１８—４１９、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４、５７９—５８０、

５８６—５８９、５９１、５９８、６１７—６１８、６６４

页。

——物质和思维—— 第３８—３９、１５１、

３７８—３７９、５２０、５３５、５３９—５４０、５５０、

５６４—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８—５７９、６１０页。

——原始物质——第６３、５８６页。

——物质的构造——第５８６—５８８、５９６—

５９７、５９８—５９９、６１４、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７

页。

物质的可分性——见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悟性——第５４６、５４７、５５５、６６３页。

——悟性和理性——第５６５—５６６页。

Ｘ

西班牙——第１９９、３６１、５３１页。

希腊（古代的）——第１１３、１７５—１７６、１９２、

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８、２５０—２５１、３８５—３８６、

６６９、６７６、６８１页。

  并见古希腊哲学。

希腊波斯战争——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吸引和排斥——第３５９、３７６、５８９—５９０、

６３５、６３７页。

—— 吸引和排斥是物质的本质—— 第

３６５、５８６—５８７页。

——运动是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

第４１０—４１１、６２９页。

——吸引和排斥是运动的简单形式——

第４１０—４２５页。

——吸引和排斥的相互转化——第５８６—

５８７、５９０、６３０页。

——力学上的吸引和排斥—— 第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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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９、３６１、３６５、５４２、５５０、５６１、

５９３、５９７、５９９、６１０页。

——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第５３６、

５３９—５４０页。

——庸俗唯物主义——第３８４、５３６、５４２、

５４６—５４７页。

——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第５４０、

５４９—５５０页。

——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第３８７

页。

唯心主义——第３８、１４８、５３６、５８５、６７４、

６８４页。

——唯心主义的产生——第１５１、５１６—

５１７、６７３页。

—— 唯心主义的统治时期—— 第１５１、

５３９、６７３页。

——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 第

２６—２７、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１—４０２、５４５、

５９３页。

——唯心主义历史观——第２９、１７４、６７１、

７０１页。

伟大的地理发现——第１１４、２９８、５２４、５３０

页。

位能——第１６、４０４、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５—

４４８、６２３页。

文昌鱼——第８５、３６９、５７１页。

文明

—— 卢 梭 论 文 明—— 第１５２—１５３、

６７４页。

—— 傅立叶论文明—— 第２８４—２８５、

２８９、６８０页。

文学——第３６１、５３０页。

文艺复兴——第３６０—３６３、５３３—５３４页。

无——第５６４、６０４—６０５、６７４页。

无产阶级——第１０２、１８６、６６９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史——第２０、１４５—

１４６、１８０、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９、３６０、５３３

页。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第

２０、１７５、２８２、２９６、６９７、７０１、７０５、

７０９页。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第２８—２９、２８３—２８４、５２０、７０１—

７０３页。

——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第

１１、２９３、３０８页。

—— 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要求—— 第

１１６—１１７、１７１、６７１页。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第３０８页。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第３０５、

７１０页。

——无产阶级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第２９９、７１０页。

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历史

上最革命的政党——第２００页。

——无产阶级政党和军事训练——第６７７

页。

无产阶级专政——第３０５、７１０页。

无神论——第５４２页。

无数宇宙——第３７８页。

无限性——第５１—５６页。

——作为矛盾的无限性——第５５—５６页。

——有限和无限——第５５—５６、６６、４０９、

５７６—５８１页。

——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第５２—５６、

３７８、５８０—５８１、６１１—６１２页。

——数学中的无限性——第５１—５２、５４—

５６、３５７、６０２、６１０—６１６页。

——无限性和认识——第９４—９５、１３２—

１３３、５７５—５８１页。

——“恶无限性”——第５１、５７、５４５、５７８、

５８０—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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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４２３—４２４、５８９—５９０页。

——物理学上的吸引和排斥——第４１５、

４２４—４２５、４６０、６２６页。

——化学上的吸引和排斥—— 第４２２—

４２５、５５３页。

细胞

——细胞是有机界的基本形式和构成单

位—— 第８４—８６、３７１、３７３、５３４、

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３、６１５、６５０页。

——细胞是从无形的细胞前的蛋白质构

成中产生的—— 第８４—８６、３７２—

３７３、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５—６４６、６６８页。

——细胞的变化和细胞通过分化的发展

——第２５、３７２—３７３、５３７—５３８、５５６、

６４６—６５０页。

——细胞的繁殖——第８４页。

——细胞核和细胞膜——第８４、３７３、５５３、

６４５、６４８页。

——几个细胞结合成一个生物体——第

６４９页。

——细胞的发现——第１４、１６、９７、３６９、

５２４、５３５—５３７、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８页。

——微耳和的“细胞国家”——第１６、３５８

页。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 第８８、

６４６—６４７、６６７页。

细颚龙——第５５４页。

细菌——第７９、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３页。

先验主义（对杜林的先验方法的批

判）——第３７—５０、１０５—１１３、１１６—

１１８、１６５—１６６、１８１、２０１—２０３、２４２、

６６２页。

纤毛虫——第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７、６４９、６５４页。

宪法——见美国宪法。

宪章运动——第２８页。

现实——见可能性和现实。

现象——见本质和现象。

乡村——见城市和乡村。

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的实质——第４０９页。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普遍相互作

用——第２３、２５、５１７、５７４—５７５、５９８

页。

——相互作用排斥一切绝对首要的东西

和绝对次要的东西—— 第２３—２５、

４８７—４９０、５０４—５０８、５１７、５７４、５９７—

５９８页。

——相互作用的例子—— 第７７、４１０—

４１３、５０６、５５８、５９６、６５２页。

——黑格尔论相互作用——第５７４—５７５、

５８６、６５４页。

相对性——第１６、６５—６６、６８、９４—９５、

９７—９８、９９、３３２—３３４、５７０、５８２、６６４

页。

消费——第１７７、３３３、３３４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第２９９—

３００、３０７页。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第２２２—

２２３页。

——消费水平低——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消费水平低——见消费。

协作——第１３９、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２９３—

２９４、７０９页。

新陈代谢——第２５、８７—９０、６４６、６６７页。

新康德主义——第３８４、３８６、４２０页。

新教——第１０１—１０２、３６１—３６２、５３３—

５３４页。

新西兰——第１９３页。

星云——第２６、６２—６４、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６、

３７８、４１２、４２２—４２４、５４０、５８１、５８６、

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８页。

星云假说——见天体演化学。

形（几何学的）——第４１、４３页。

形而上学——第６８、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８、

５６０、６１１页。

——对形而上学的一般评述——第２４—

７８８名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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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５０６、５４２—５４６、７００页。

——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 第

２４—２５、２９、６８、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４—１５５、３８４—３８５、４０１、４８８—４８９、

５４２、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５页。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第

２２—２４、２８、６２、３６３—３６５、３８５、５６２—

５６３、６１０、６２３页。

——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第１６、

２４、２５、２８、３５７、３６３—３７０、３８４—

３８６、３９９、４１１、４８８—４８９、５４５—５４６、

５５２、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２—５６３、５７６、６０８—

６０９、６１７、６２３页。

——形而上学范畴的意义—— 第５４５—

５４６、５５５—５５７页。

形式——见内容和形式。

匈牙利——第５３０页。

旋转，转动——第３６７、４１２、４４２—４４６、

６１７、６１８、６２２页。

血液循环——第９７、２５８、３６２、５２３页。

Ｙ

鸭嘴兽——第１６、５７０页。

亚洲——第１６２、１７７、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５—

１９７、５３０、６５１、６７６、６８１页。

演绎——见归纳和演绎。

氧（它的发现对化学的意义）——第３８８、

４５３页。

——第６０３—６０４、６０６页。

一角鱼——第３６９页。

一神教——第１５１、３４２、６７３页。

一神教的神——第１５—１６、３９、４６—４７、

５８、６５、６７、７８、９４、１１０、１５７、３４１—

３４３、３６５、３６７、３７７、３９０、４１２、５３５、

５４０—５４１、５４８—５５０、５６１、６１７、６６９、

６７２页。

一元论——第５５０、５９５页。

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年的里昂起义—— 第

２８页。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 第１８６、２１９、

３８４、５３６、５５４页。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 第１８７

页。

１８６４年的丹麦战争——第４３５页。

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第１８５页。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普法战争—— 第１８５—

１８６、６９４页。

遗传

——遗传和适应的相互作用—— 第７７、

５５３、６５１、６６６页。

——获得性的遗传——第７４—７５、７８、６１０

页。

——遗传在劳动发展史上的作用——第

５１０—５１１页。

——数学公理的自明性是遗传的结果

——第６０１、６１０—６１１页。

以太

—— 关于存在以太的假说—— 第３６７、

４０８—４０９、５８７、６２９、６３０页。

——以太的物质性——第５８６—５８７页。

——以太粒子——第４０９、４４９、４５８—４５９、

６１４页。

——以太原子——第６３７页。

——以太的连续性——第５８８、６３０页。

——以太对于光的阻抗——第６２０、６３０—

６３１页。

——以太力学——第４４９页。

——电的以太说——第４４９、４５８—４５９页。

意大利——第１９２—１９３、２２８、３６０—３６１、

５２４、６８６页。

意识——第１８、２９、３８、４６、９４、３７３—３７４、

３７６、３７８—３７９、５１３、５５０—５５１、６５３—

６５４、６６５页。

意识形态，玄想（指唯心主义现实观）——

第３９、４３、４６—４７、１０５—１０６、５１７、

５５１、６６２页。

艺术——第９７、１９６—１９８、３０６、３６１、５１１、

５１６、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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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性

——它的客观性——第４２０—４２１、５７４—

５７５页。

——因果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第５７２—

５７３页。

—— 形而上学的因果观—— 第２３—２４、

５０—５２、５６０—５６３页。

——辩证法的因果观——第２５、５４５、５５８、

５６４—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６２４页。

——无因便无果——第６３６页。

——实体是自身原因——第５７４、５９８页。

—— “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

因”——第５５０、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６、５９７—

５９８页。

——生物学上的因果性——第７４—７７、９６

页。

——政治经济学上的因果性——第２２８、

３４２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原因和人们

的自觉活动——第３０８页。

引力——第１４、８３、３６４、３６５、５８７、６１７—

６１８页。

印度——第１１４、１６２、１７７、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５—

１９７、３３３、３４１、６７８页。

英国——第２０—２１、２８、７４、１２１、１２２、１４５、

１６０、１７９、１８８、１９３、２４３、２４６、２５２、

２６３、２８２、２８５、２８８、３１０、３６１、５３０、

６７８—６７９页。

有机体，机体——第６３９—６４０页。

——有机体是力学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

运动形式的高度统一—— 第５９４、

６２６—６２７页。

——有机体的统一——第５５６页。

—— 有机体的不断变化—— 第２４—２５、

５５６、５８９—５９０页。

——有机体的发展——第７４—８２、３６９—

３７０、６５０页。

——有机体的中间形式——第１６、８６—

８７、３６９—３７０页。

——有机体的细胞结构——第１６、８４—８５、５３

７、６４０、６４５—６４７、６６７—６６８页。

有机体的分类——第１６、３６９、５５４—５５５、

５６９—５７１页。

有机自然界——第１６、７２、７６、７８、８５—

８６、９６—９７、１４９、１５７、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３、

５５５—５５６、５６３、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９—６００、

６２６、６５０、７００页。

语文学——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语言

——在劳动过程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第３７３、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６页。

——语言和思维——第９２、５１３页。

——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知识——第

３４６页。

语言学——第５５９页。

  并见语文学。

宇宙——第２６、６６、５２７、５８０—５８１、５８８、

５９８页。

原虫——第７９、８６、３７３、６４１、６４６、６４７、

６６５、６６８页。

原生生物——第７９、８５、３７０、３７３、６４０、

６４２、６４７—６４９页。

原生质——第１４、７９、３７０、３７２、５１８、５３８、

５４８、６００、６６６页。

原子

——原子是物质的非连续的部分——第

６１３—６１４、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７—６３８页。

——原子和分子—— 第８３、４０３、５８８、

６１３—６１４页。

——原子是化学的对象—— 第７２、９６、

４０３、４０８、５９４—５９６、５９９、６３５—６３６

页。

——原子运动——第６５、４０８—４０９、５９４、

５９９页。

——原子量——第３３３、３３４、３８３—３８４、

４０６、４５３、４８１、５４８、５９６、６１４页。

——原子体积——第３８４、５９６页。

——原子的复杂性——第５９６、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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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在认识原子中的作用——第９６、

５４６—５４８页。

——古希腊哲学家观念中的原子——第

３８３—３８４、５２８—５２９页。

原子论——第３８６、５４５、６３７页。

元素（化学上的）——第４０６—４０７、５２３、

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６—５９７页。

元素周期系——第４０６、５９６页。

运动—— 第１６３、５７２—５７５、５７９、５８６、

６１７—６１８、７００页。

——运动的普遍性——第２３—２８、６２、５８２

页。

——运动的定义——第６５—６６、４０８、５８６、

５８９、５９７—５９８、６６４页。

——运动是矛盾——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运动是变化——第５９１、５９６页。

——运动的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第

１５—１６、６５、７０、７１、３５７、３７６、３７８、

４０９、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８、６２４、

６２８—６２９页。

——运动和静止——第２４、５９—６０、６４—

６８、７０、１３２、４１８、４３８、５８９—５９０、

６６４页。

——运动是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

第４１０—４１１、６２９页。

——运动的基本形式——第１５、６５—６６、

７２、８３、１３２—１３３、３５９、４０８—４０９、

５７４、５９１页。

——运动的一些形式转化为另一些形式

——第１５、６９、３６７—３６８、４１６—４１７、

５３７、５７４、５９０—５９３、６２３—６２４页。

——运动的转移——第６０、６５—６６、６２４—

６２５、６２７—６２８页。

——运动形式和科学分类——第５９３页。

——对运动形式的认识——第４０８—４０９

页。

运动的量（指运动或能的一般的量）——

第１５、６５、３６８—３６９、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８—

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７、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５、５０７—

５０８、５８８、６２８—６２９页。

运动的量度——第６８、４２６—４４１、４４９、６３０

页。

Ｚ

再洗礼派——第６９８页。

占有

—— 中世纪商品生产下的占有—— 第

２９３—２９５页。

——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占有规律

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第

１７７—１７８页。

——资本主义占有——第２３０—２３１、２９５—２９６、

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６７９页。

——无偿劳动的占有——第３０、１７８、２０６、

２１２、２２６—２２７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它为基础的

占有方式——第２２３、２２７—２２８页。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

——第２９４—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１、７０９—７１０

页。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占有方式——第

３０４—３０７页。

战略和策略——见军事。

战争——见希腊波斯战争，德国农民战

争，三十年战争，十七世纪和十八世

纪的商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拿破

仑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

争，１８６４年的丹麦战争，１８６６年的普

奥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普法战争。

哲学

——哲学是上层建筑——第２９、９７、２９２

页。

——哲学对象的变化——第１６—１７、２６—

２８、３９—４０、１５１、５５２、６６２页。

——两个哲学派别——第５４５页。

——哲学史上的否定的否定规律——第

１５０—１５４、６７２—６７３页。

——哲学史——第３６４—３６６、３８０—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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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３—５７４、５８４、５９７、６３１页。

——哲学和自然科学——第１６、２２—２８、

４８、５８、６５、３７６、３８２—３８８、４０９—

４１１、４５１、４５７、５３３、５３６—５３７、５４２—

５５２、５７３、５８３—５８４、５８８—５８９页。

  并见古希腊哲学，十六世纪意大

利哲学，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十八

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自然

哲学。

折衷主义——第３８４页。

真理——第２１—２２、９４—１０１、１６５页。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第２７、９４—

９５页。

——“永恒”真理——第２０、９２—９３、９５—

１０３、３８３、５４５页。

诊断学——第５３５页。

征服（它在历史上的作用）——第１９９、

６７６—６７９页。

蒸汽机——第１２６、１６０、１８０、１９８、１９９、

２８５、２９３、２９４、３２０、３２１、３３４、３７４、

４３６—４３７、４５０—４５１、４６２、４７５、４９３、

５０７、５２０、５７１—５７２、６５５、６７４页。

整体——见部分和整体。

正和负、肯定和否定——第２４—２５、５０、

４１７—４１９、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４—

５６５、５８６—５８７页。

正义

——启蒙学者的“永恒正义”概念——第

２０—２２页。

——正义概念的历史性——第９８页。

  并见平等。

政治，政治关系，政治制度—— 第９７、

１０５—１０８、１１３—１１６、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９、

１９８—２００、２３６、２８３、５１６、６７１—６７２、

６７８—６７９页。

——政治统治的产生—— 第１９４—１９９

页。

——政治设施是上层建筑—— 第２９页。

  并见经济和政治。

政治经济学——第８—９、１１、７４、１０７、

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７—２２８、２４３、２４９、２５２—

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９、２７６、３３１、３３３、３５８、

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７、４４１、５４６、６５４—６５５、

６８２、６８５—６８６页。

——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第

１６０—１６５页。

——广义政治经济学——第１６０、１６３—

１６４页。

——狭义政治经济学——第１６４页。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 第１６０—

１６１页。

——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第１６０—１６１、

１６５、２９６—２９７页。

——资产阶级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第

１６４页。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第３４２—

３４３页。

——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

１７、１６６、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７—２２８、２４５—

２４９、５２１、６８２页。

——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

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７、２４５页。

——对杜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的批判——

第１６６—１７０、２０１—２１３、２３３—２３９、

２７５—２７８、３２３、６８４—６８６页。

直观——第３８５、６６３页。

直线和曲线——第１３２、１３３、６０７—６０８页。

植物——第８５、７００页。

——植物和动物——第８６—８７、３７３、５５３

页。

——最初的植物的起源——第３７２—３７３、

６４７—６４９页。

——植物的进化——第７４—７９页。

——人对植物的改变——第３７３、５１７页。

植物学——第８１、３６４、３７０、５２３—５２４、

５６０—５６３页。

殖民地的开拓——第２９８页。

治疗学——第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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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量—— 第１６、４１、１４８—１４９、３７６、

４０３—４０５、５４５、５７５—５７６、５９５—５９７、

５９８—５９９、６０２—６０３、６２９、６３７—６３８

页。

  并见量转化为质的规律。

中国——第５３１页。

重量，重力——第３５９、３７２、４１２—４１５、

４２２、５３８、５８２、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０、６３７

页。

重农学派——第１６４、２５９、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０、

２７６页。

——魁奈的《经济表》——第１７、２６６—２７６

页。

重商主义——第２５２—２５８页。

专制制度（东方的）——第１７７、１９５、１９７、

６８１页。

专制主义——第１８６页。

资本——第２８、２９、１４５、１６７、１６９、２２０—

２３９、２９９—３０２、７０９—７１０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第１４５页。

——货币变为资本——第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１、

２２０—２２５页。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１３７页。

——资本的利润——第２０９—２１２、２３０—

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５、２４２—２４６页。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第１４５—１４６、

１６２、３０１—３０４页。

《资本论》（一般评述）——第１１、１１５、１３５、

１３９、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３、１７７、２２１—２２３、

２２７、２２８、３３４—３３５、３８７、６８２页。

资本主义——第２９３—３０５、７０９—７１０页。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１９、

１７８、２９７—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２、３１９、７０７—７１０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２９—３０、１３７、

１６２—１６４、１７７、２０３、２４４、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３、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２、

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３、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４、

５２０—５２２、６５３、６６８、６８２、６８８、７０２、

７０７—７１０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 第

１６４、２３２—２３３、２９７—２９８页。

——各家工厂生产组织和全社会生产无

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第２９４、

２９８、３０１—３０２、７０９—７１０页。

——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

盾——第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１、３０２、７０９—７１０页。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资产阶级——第１９—２０、１０２、１７１、２９３—

２９４、３０２—３０３页。

——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第２０—２１、

１１４—１１６、１６４、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２８１—

２８２、２９２—２９３。

——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第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６—１８７、２８１—２８２、２９２—２９４、３６０、

３６１、５３３、５５４、６７８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１９—２１、

２８—２９、１１６、１７５、１８０、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５、２９６、５２０、６６９—６７０、６９７、７０１—

７０５、７０９—７１０页。

——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的破产

——第３０６—３０７、６５３、７１０页。

自然，自然界

——形而上学自然观—— 第３６４—３６９

页。

——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第１３、

１６、１５４、３６９—３７０、４０８—４０９、５１７、

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３、６１１页。

——自然界是个历史过程——第２８、６２、

５３４、５８０—５８１页。

—— 自然界和人——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９４、

３０７—３０８、 ３７３—３７４、 ５１８—５１９、

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３—５７４页。

自然发生——第７９、６４０—６４１页。

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中过程和现象的重复

——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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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物质的循环—— 第２８、３６９—

３７０、３７８—３７９、５７９—５８０、６２８页。

自然经济——第１６１、１７９页。

自然科学——第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６０、７９、

５９８—５９９、６１０、６９９—７００页。

——自然科学的历史——第２３—２４、５８、

８０—８１、２８５、３６０—３７１、３８１、３８３—

３８４、４０８、４１７、４１９、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３—

５４１页。

——经验自然科学——第１７、５３６页。

——理论自然科学——第９、１２—１６、２６、

３７６、３８６—３８７、５３６页。

——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革命—— 第１５

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 第１６、２３—

２８、４８、５８、６５、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８、４０９—

４１１、４５１、４５７、５３３、５３７、５４２—５５２、

５７３—５７４、５８４、５８８—５８９页。

——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第２７—２８、

４８、１５１页。

—— 自然科学和辩证法—— 第１２—１６、

２５—２７、２９、１３７、３５７、３８３—３８８、３９９、

４１０—４１１、４２６、４３７—４３８、５４５—５４６、

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５、５８４、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１—

５９２、６０２、６０９、６１７、６３９—６４０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科学——第３７５

页。

自然神论——第７３、７８、７９—８０页。

自然选择——第７６—７７、８０、８１、１５７、３８９、

３９８、５９８、６５１、６６４页。

自然哲学——第８、１３—１４、１７、３８、３６５—

３６６、３８０、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８、４５４、

５４９、６１５、６１８页。

——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

——第３６０、３７０—３７１、５３３页。

——对杜林的自然哲学的批判——第１３、

４３—４４、５１、５７、７０—７１、１３４、１４１、

１５７、１６５页。

自然主义——第３９９、４５１、５７４页。

自由和必然——第１２４—１２６、３０８、５１９—

５２０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真正的自由——

第１２６、３１８、３４３页。

自由贸易——第２５８、２６０、６８２页。

  并见自由贸易派。

自由贸易派——第３８７、６８２页。

自由主义——第５５４页。

“自在之物”（康德的）——第６８、３８４、

５８４—５８５页。

综合——见分析和综合。

宗教——第１９、７９、１０２、１０８、３４１—３４３、

３４５、６３１、６７２、７０４页。

——宗教是社会存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幻

想的反映——第３４１—３４３、５１６页。

—— 自然科学家对宗教的态度—— 第

３６２—３６３、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０页。

——宗教消失的条件—— 第３４２—３４３

页。

  并见一神教的神，自然神论，宗教

裁判所，天主教，一神教，新教，宗

教改革，降神术，基督教。

宗教裁判所——第３６２页。

宗教改革——第２０、１７１、３６０—３６３、５３０、

５３３—５３４、７０４页。

作用和反作用——第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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