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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１８８３年５月—１８８９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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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１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对

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经长

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

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

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

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

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

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

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

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

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

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之

３

① 我在英译本序言 ［见本卷第４０８—４０９页。——编者注］中说过：“这一思想

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

在１８４５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２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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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１８８３年６月２８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３年在霍廷根—苏黎世            原文是德文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俄文是按１８９０年德文版本

  译的，并根据１８８３年版本

  校对过

４ “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

是到１８４５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

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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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维尔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

（１８４６年）３

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们找到了安身处，

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们住到了法兰克福。

饭馆老板对我们说：

“你们的穿着真难看！”

“你这讨厌的老板，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把你的白酒给我们拿来，

把你的啤酒给我们拿来，

白酒和啤酒之外，

再端来烤肉当菜！”

酒桶龙头像雄鸡啼唱，

酒也流得哗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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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了一口，

味道同小便一样。

老板端来一只兔子，

配上芹菜，

对着这只死兔子，

我们怕得厉害。

当我们躺在床上，

作完我们的晚祷，

床上的臭虫就爬出来，

一直把我们咬到天亮。

这发生在法兰克福，

在那美丽的城里，

谁住在那儿吃过苦，

谁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这首诗，是我在马克思的遗稿中找到的。

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生在莱茵的德特莫

耳特，他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教区监督。１８４３年我住在曼彻

斯特的时候，维尔特作为他的德国公司的经纪人来到布莱得弗德，

我们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天。１８４５年，马克思和我住在

布鲁塞尔的时候，维尔特担任了他的商店的大陆代理人，并且设

法把自己的总办事处也迁到布鲁塞尔。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①，我

们为了创办“新莱茵报”，又都齐集在科伦。维尔特负责小品栏，

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

６ 格奥尔格·维尔特

① 由此到本文结束，都同手稿核对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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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这

篇作品描写了海涅在他的长诗“阿塔·特洛尔”①中这样命名的李

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冒险事迹。一切事实都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我

们是怎样知道这些事实的，改次大概我可以谈谈。这些关于施纳

普汉斯基的小品文，霍夫曼和康培书店１８４９年出版了单行本４，直

到现在，还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８日，因为施纳

普汉斯基—李希诺夫斯基和普鲁士将军冯·奥尔斯瓦特（也是议

会议员）一起骑马去侦察那些前往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的农民队

伍，他们两人都罪有应得地被农民们当做间谍杀死了，所以德意

志帝国当局控诉维尔特侮辱已故的李希诺夫斯基。于是，早已在

英国的维尔特，便在反动派封闭了“新莱茵报”很久之后，被判

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三个月的监禁后来他也就服满了，因为他

为了事务不得不时常回到德国。

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他为了另一家布莱得弗德的公司的事务前往

西班牙，然后又去到西印度，并且几乎走遍了整个南美洲。在欧

洲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之后，他又回到自己喜爱的西印度。他不愿

放过在那里一睹海地的黑人皇帝苏路克５这个路易－拿破仑第三

的真正原本的眼福。但是，正如威·沃尔弗１８５６年８月２８日给

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他遇到了

“防疫当局的刁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计划，在旅途中染上黄热病，便回

到哈瓦那。他躺倒在床上，又得了脑炎，７月３０日，我们的维尔特就在哈瓦

那与世长辞了”。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确，他的

７格奥尔格·维尔特

①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１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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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

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

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

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诗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诗写好之

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他把自己的诗抄寄给马克思或我以

后，就忘记了他们，往往很难使他在什么地方把这些诗刊印出来。

只是在”新莱茵报”时期情形不同。其原因可以从维尔特在１８５１

年４月２８日从汉堡写给马克思的信的下述摘录中看出来。

“不过，我希望７月初在伦敦再和你见面，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汉堡

的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ｓ（蝗虫）了。在这里势必要使我过一种显赫的生活，但是我

感到害怕。别的任何人，都会伸出双手去把它抓住。然而我年纪太老，不能

变成市侩了，何况在大洋的彼岸还有着辽阔的西部……

最近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没有一篇是写成了的，因为我看不出写

作有什么意义和什么目的。你就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写一点东西，那是有意义

的，有道理的。但是我呢？为了使同胞的嘴脸上露出白痴般的微笑，而讲些

无聊的刻薄话和庸俗的笑料，实在是再可怜不过了！我的写作活动已经随着

‘新莱茵报’的结束而永远结束了。

我应该承认：最近三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使我懊恼，但回忆起我们在科伦

的相处却使我十分快乐。我们没有使自己丢脸。这是主要的！自从弗里德里

希大帝时期以来，谁也不曾像‘新莱茵报’那样ｅｎｃａｎａｉｌｌｅ〔毫不客气地〕对

待德国人民。

我不愿意说这是我的功绩，不过我也曾做过一份……

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维尔特刚从那里回来〉①如果我们有你的美丽的

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该多么好啊！但是连这个也没有！

除了凄风苦雨和熏肉之外，什么也没有！

８ 格奥尔格·维尔特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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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凄风苦雨为伴的你的

格奥尔格·维尔特”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

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

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

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

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

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

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

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

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

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

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

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

茵报”那样。

不过，维尔特也写了一些不那么粗野的东西，我有时把其中

一些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品栏。

写于１８８３年５月底

载于１８８３年６月７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２４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手稿核对过

９格奥尔格·维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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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示 录
６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

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

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门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

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

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

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

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

这样，杜宾根学派（鲍尔、格夫勒雷尔等人）７在荷兰和瑞士就像

在英国一样，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假如愿意稍微往前走一

点，那就是追随施特劳斯。人所熟知的厄内斯特·勒南（他仅仅

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完全是非历史

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浸透着他的思想的美学的感伤

情调和反映他的思想的枯燥文字，是属于他的。

不过，厄内斯特·勒南说得好：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们和

现在的教区相比；它们更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

这是对的。基督教同现代社会主义完全一样，是以各种宗派

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彼此矛盾的个人观点来掌握群众的，这些观

点中有的比较明确，有的比较混乱，而后者又占绝大多数；不过

所有这些观点都敌视当时的制度，敌视“当局”。

我们就拿启示录来做例子。我们看到，它决不是全部新约中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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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解和最神秘的，而倒是最简单和最清楚的一篇。我们应该暂

时请读者相信我们打算在下面证明的事情，即：这一篇是在公元

６８年或６９年１月间写成的，因而它不仅是新约中真正确定了日

期的唯一的一篇，而且也是这些篇中最古老的一篇。公元６８年时

基督教的面貌如何，我们可以在这部书中看到，就像在一面镜子

里看到一样。

首先是宗派，无穷无尽的宗派。在给亚细亚七教会的书信８

中，至少提到三个宗派，关于它们，我们除此以外全无所知：尼

哥拉派，巴兰派和被象征地叫做耶洗别的某个妇人的信徒。关于

所有这三个宗派，书中说他们准许自己的信徒吃祭偶像之物和行

奸淫的事。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

“自由恋爱”问题总要提到重要地位。有些人认为，这是革命进步，

这是解脱不再需要的旧的传统羁绊；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受

人欢迎的，便于掩盖各种各样自由的、轻浮的男女关系的学说。后

者，即庸人，看来很快就在这里占了上风；“奸淫的事”始终和吃

“祭偶像之物”相联系；这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是严格禁止的，然而，

拒绝这一切，有时也会是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不愉快的。从这里

完全可以看出，所提到的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一般都倾向于和一

切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决不倾向于殉道。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

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地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

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地形成的，

是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

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论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

派９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为一种教义。的确，如果我们可以把

１１启 示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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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那末塞涅卡便是它的叔父。新约中有

些地方几乎就像是从他的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另一方面，在

柏西阿斯的讽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仿佛是从那时

还不存在的新约上抄下来的。在这篇启示录中，所有这些教义的

成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在这里，基督教是用流传到现在的一

种最粗糙的形式来表现的。贯穿全书的只有一个教条：信徒因基

督的牺牲而得救。但怎样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却根本无法解释。

这里除了犹太人和异教徒的一种旧观念，即必须用牺牲来祈求神

或众神的宽宥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这种观念被改造成基督教

所特有的观念之后（实质上它使基督教成了普遍的宗教），它的内

容是，基督之死是伟大的献祭，是一次而永远有效的献祭。

关于原罪——丝毫没有谈到。关于三位一体也只字未提。耶

稣就是“羔羊”，但从属于神。例如，有一个地方（第１５章第３

节）把他和摩西平列起来了。书中不是有一个圣灵，而是有“神

的七灵”（第３章第１节和第４章第５节）。被杀死的圣徒（殉教

者）向神祈求报仇：

“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

时呢？”（第６章第１０节）——

这种感情后来在基督教道德的理论法典中被审慎地抹掉了，可是在

实践中一当基督徒对异教徒占了上风，这种感情就表现出来了。

自然，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例如，在给七教

会的书信中说：

“我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不说是基督徒〉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

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第２章第９节）；

又说（第３章第９节）：

２１ 启 示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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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可见，我们这位作者，在公元６９年时，简直丝毫也没有想到：

他就是宗教发展的新阶段，即注定要成为革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的阶段的代表者。同样，当圣徒站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首先走

来的是１４４０００犹太人，十二个支派中各有１２０００人，在他们之后，

才允许赞同这个犹太教新阶段的异教徒近前。

这就是在新约中最古老的、其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唯一的一

篇中所描绘的公元６８年时基督教的样子。这一篇的作者是谁，我

们不知道。他自称为约翰。他甚至并没有冒充他是“使徒”约翰，

虽然“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２１章

第１４节）。因而，在他写这一篇的时候，他们显然已经死去了。至

于他是犹太人，这可以从他的希腊文中借用了大量希伯来语一点

上看出来，文字语法错乱，即使和新约其他各书相较也截然不同。

所谓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本篇，至少属于三个不同的作者，这

从它们的文字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如果它们所阐述的全然互异

的教义还不能证明的话。

几乎构成启示录全部内容的那些神迹，多半是从旧约中的古

代先知以及他们后来的摹仿者那里逐字逐句抄来的，从但以理书

（大约成于公元前１６０年，它预言的事件是数世纪以前就发生过

的）起，到“以诺书”——公元开始前不久用希腊文写的一种伪

经——为止。即使在抄来的神迹的安排上，独到的创造也是极其

贫乏的。斐迪南·贝纳里教授——我在下面所作的论述，应归功

于他１８４１年在柏林大学的讲学——研究了各个章节和诗歌，指出

这位作者所臆造的每一个神迹是从哪里抄来的。因此，我们在这

位“约翰”的一切幻想时都跟着他走是无益的。最好是立即来研

３１启 示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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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够揭开这篇无论如何是一篇奇书的奥秘的那一点。

所有“约翰”的正统注释家，在过了一千八百多年之后，都

还在期望，他的预言必将应验，而“约翰”却和他们完全相反，他

一再重复说：

“日期近了，这很快就要到来。”

这特别是指他所预言的、并且显然是指望看到的那一危机。

这一危机就是神和被叫做“反基督者”之间的一场伟大的最

后决战。最重要的两章是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我们略去不必要

的饰文。“约翰”看到从海中上来一个七头十角（角对我们完全没

有关系）的兽：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

这兽必将在四十二个月（神圣的七年的一半）中获得统治大

地的权柄，与神和羔羊为敌，在此期间一切人必须在右手上或是

在额上，受一个兽的印记或兽名的数目。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６６６。”

伊里奈乌斯在二世纪时就知道，受伤并医好了的兽指尼禄皇

帝。尼禄是第一个对基督徒进行大迫害的人。在他死后，特别在

亚该亚和亚细亚，广泛流行着一种谣传，说他没有死，只是受了

伤，不定什么时候会重新出现，并给全世界带来恐怖（塔西佗

“编年史”第６章第２２节）。同时，伊里奈乌斯还知道另外一种很

古老的经文，其中表示那个名字的数目是６１６，而不是６６６。１０

在第十七章里，这七个头的兽又出现了；这回在它身上骑着

一个名声坏的、穿朱红色衣服的妇人，关于她的动人的描写，读

者可以在该书中找到。这里天使向约翰解说：

４１ 启 示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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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他

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

……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可见，这里有两个明确的论点：（１）穿朱红色衣服的妇人，就是

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罗马；（２）这一篇是在罗马第六个皇帝统

治期间写的；在他之后，来了另一位，他在位不久；然后‘那七位之

中”的一位又回来了，他受了伤，但却医好了，他的名字包含在这个

神秘的数中，而且伊里奈乌斯已经知道，这就是尼禄。

从奥古斯都开始，顺序是：奥古斯都，提比利乌斯，卡利古

拉，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他的登基成了诸

军团暴动的信号，特别在高卢，是由加尔巴的继位者奥托１１领头来

干的。可见，这一篇显然是在加尔巴统治期间写的，他在位的时

期是６８年６月９日到６９年１月１５日。而且这一篇中还预言尼禄

很快就要回来。

现在谈谈最后一个证据——数目字。这个证据也是斐迪南·

贝纳里发现的，而且从那时以来，在科学界中从未引起争论。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犹太人开始把他们的字母当做表示数

目的符号来使用。故弄玄虚的犹太教的拉比认为这是进行神秘解

释即喀巴拉的新方法。密语用组成这个密语的各个字母的数值之

和来表达。他们把这种新科学叫做ｇｅｍａｔｒｉａｈ，即几何学。我们这

位“约翰”在这里也应用了这种科学。我们要证明的是：（１）这

个数目包含着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个人便是尼禄，（２）我们的解

答不仅适用于含有６６６这个数目的铭文，而且也适用于含有６１６

这个数目的同样古老的铭文。我们现在举出希伯来文字母和它们

的数值：

５１启 示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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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ｕｎ）ｎ＝５０       （ｋｏｐｈ）ｋ＝１００

 （ｒｅｓｃｈ）ｒ＝２００  （ｓａｍｅｃｈ）ｓ＝６０

 （ｗａｗ）代替ｏ＝６  （ｒｅｓｃｈ）ｒ＝２００

 （ｎｕｎ）ｎ＝５０

尼禄凯撒，尼禄皇帝，用希腊文来写是Ｎｅｒｏｎ Ｋａｉｓａｒ。现在，

假如我们不用希腊文的写法而用希伯来文字母来写拉丁文Ｎｅｒｏ

 Ｃａｅｓａｒ，那末《Ｎｅｒｏｎ》这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ｎｕｎ》就去掉

了，它的数值５０也一起减去了。这就使我们得到另一个古老的经

文６１６，所以，证据完全是无可非议的。①

这样，这神秘的一篇，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约翰”预

言尼禄将在７０年左右回来，在他在位期间要施行恐怖统治，这种

统治将继续四十二个月，即１２６０日。过了这段期间之后，神就会

出现，战胜尼禄这个反基督者，用火焚毁那座大城，并把魔鬼捆

绑一千年。千年王国就会到来，等等。现在，所有这一切，对任

何人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除非那些无知的人，也许仍在企图计算

出最后审判的日子。但作为几乎最早的基督教的真实的图画，作

为真正基督徒之一所描绘的图画，这一篇，比起新约其他各篇加

在一起的价值还大。

载于１８８３年８月“进步”杂志

第２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进步”杂志

６１ 启 示 录

① 上面所引用的名字的写法，无论是带第二个《ｎｕｎ》或不带，都可以在犹太圣

法经传中见到，因而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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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１２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

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同盟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

的权利。除了同盟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同

盟在本国大约有三十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

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

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

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 “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

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

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

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

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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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

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

果。”１３

而关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

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

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

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

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

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共产党宣言”第４章）１４。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

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

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

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

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加速了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从而还改变了

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

是仰仗了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胜利的。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

些旧的敌人即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

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移阵线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

了。但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情况以及因此同样

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８１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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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

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没有争得这

种地位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

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

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

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另一

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

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

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

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

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

些为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

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

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

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

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

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

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

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

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

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

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

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

９１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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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

也不是为的这个。

当我们到达科伦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党人，部分地也由

共产党人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

科伦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

马克思）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

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他只

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过。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伦，而不是柏林。首先，科伦是

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１５领会

了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

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

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

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

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

有的一切特点。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

普鲁士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河地区

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这个法典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

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

的施略费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了一年徒刑１６，而在莱茵河地

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

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

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０２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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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

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

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

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

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

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

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

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完全是巴登人的派别。我们当时应

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

的小邦割据情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同无产阶级利益相抵触的。无

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

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屑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较一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与无产

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

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

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

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

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

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

后面还要讲到。

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

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

１２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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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
１７
——引起庸人极大的道

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但是，我

们对那些由革命所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

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也没有采取较好的态度。

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

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懦怯决议毫无用处。１８这

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不

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辩论，而大多数场

合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要用来鼓舞德国

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

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渺茫太空进行讨论和通过

决隆的。因此，它就受到了较大的注意。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

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

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

了他们的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和作细小打算的态度，向他们指出，

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

了刚刚制造出这些偶像供自己使用的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但

是，这种恐惧正好证明我们打中了目标。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

革命已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

们看来，２月和３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

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

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在

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

２２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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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

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希望的

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

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

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

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

服，就对工人政党做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

说法）１９。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

——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

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

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

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

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也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

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能够这样做，因为议会已失去人

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

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

的）“人民之友”２０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

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

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

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

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

３２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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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官方

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

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对这个最极端的政党持反对派态度。

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

种激昂的热情。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

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

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２１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

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

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着被击溃了的

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俩的对外政策是很简单的：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

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

２月２４日２２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

——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

参加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

进犯，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犯的必然性就越是肯定无

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末，哈布斯堡王朝和霍

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

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１８４９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期比

一期更猛烈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

论文）２３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

４２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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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

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在４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马克思关于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２４，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

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

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

特别是４、５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

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

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

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

袭来夺取的堡垒。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８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勒斯顿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塞隆的起义被

包围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

茵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

们了。编辑部的一些人受到法庭迫害；另一些人作为非普鲁士人

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

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

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

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伦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

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

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２５

５２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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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

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

的款子是没有照付的，——而在９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五千份

了。在科伦宣布戒严时，报纸曾一度被封；在１０月中不得不一切

重新从头开始。但是，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六

千订户，而当时“科伦日报”２６，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九千

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

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到巴黎去了，当时那里

正准备着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２７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在

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

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作了维

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２８。

写于１８８４年２月中—３月初

载于１８８４年３月１３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１１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６２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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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２９

写于１８８４年３月底—５月２６日

１８８４年以单行本在苏黎世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９１年版本译的，

并根据１８８４年版本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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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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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版 序 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

·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

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

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

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

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

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

煞它一样，英国“史前”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也

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

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３０中的批语，

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抄录。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

９２

①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ａｖ

ａｇ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ｔ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ｅｗｉｓＨ．Ｍｏｒｇａｎ．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ｏ．，１８７７〔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

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步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１８７７年

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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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

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

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

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

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

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

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

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

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

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

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

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

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

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

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

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

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①历史上那些极为重

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

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

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

数著作之一。

０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见本卷第１４９页注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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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原来

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新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

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

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

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

——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

的赝品３１。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

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

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做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１３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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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

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

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

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

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

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

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

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３２

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

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１．蒙 昧 时 代

１．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

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

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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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分节语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

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

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

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

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２．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

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

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

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

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石

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

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

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

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在热

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茎和块根，以及随着最初

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

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未

有过的；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

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

来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

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３．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

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

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

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

３３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１．蒙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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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

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

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

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木质纤维作成的手工织物（没有

织机），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

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

人能够用木材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

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

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

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２．野 蛮 时 代

１．低级阶段。从学会制 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

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

上涂上粘土使其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

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看作是一般的，适用于一定

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

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

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

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

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

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

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

４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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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

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

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２．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

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干砖（即用阳光晒

干的生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美洲被欧洲人征服以

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

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

种植玉蜀黍，可能也知道种植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

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

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

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陶

器的制造，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

韦布洛３３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

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干砖或

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

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

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若干种动物：墨西哥人饲

养吐绶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

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

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

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牲

５３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２．野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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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

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

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所栽培的植物的名称

却差不多总是互异的。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沿

奥克苏斯河及亚克萨尔特河、顿河和德涅泊河的草原上。动物的

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

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在实际上不仅根本

不能成为人类的摇篮，而且相反地，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祖先，甚

至对于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们，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

之，自从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也

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河谷自愿地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森林

区域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

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

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

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

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

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

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

良影响。的确，不得不差不多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

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

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

食人之风已在逐渐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在

６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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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

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

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

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

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①时代的诺曼人②，都属

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

犁以后，大规模的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

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其次，我们也看到，清除森林

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

行的。同时，人口也开始急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到不大的地域

内。而在田间耕作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５０万人联

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

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

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

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

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

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

７３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２．野蛮时代

①

②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而是

“凯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们更爱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

人）”。——编者注

海盗（Ｗｉｋｉｎｇｅｒ）系指中世纪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扰害英国、法国、南意大利、

俄国等国沿海地区的半商海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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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①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

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

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

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

阶段了。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

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

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

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

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

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

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

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

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

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

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

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

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①注：恩格斯指的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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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  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这种易洛魁

人现在还居住在纽约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纳卡人部落

）收养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

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间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

离异的个体婚制，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

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谁应该用父亲、母亲、儿

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这些称

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

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

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姊妹

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相反地，易

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都称为自

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称

为自己的内姪和内姪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

的子女们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兄弟姊妹。反之，一

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

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

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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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现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

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

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

德干的达罗毗茶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

无变更地实行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部落的易

洛魁人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即使现在，也还有二百种以上

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相同的。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

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

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

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

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人种全然

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

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

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含糊过去，像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３５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

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

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

散得维齿（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

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

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

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

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就

是说，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被看做兄弟姊妹；他

们不仅被看做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

０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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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而且毫无差别地被看做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

女。因此，如果说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经不存在，而

在夏威夷群岛上尚可确实找到的比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

末，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早期

的家庭形式，诚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已经在任何

地方都不能证明了，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

与它相适应的亲属制度。

“家庭，——摩尔根说，——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

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

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不过是过一个长久的时期把家庭逐

渐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

急剧的变化。”３６

“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

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３７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

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

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

物骨胳的骨片，而确实地断定这种骨胳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

里曾经有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

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

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

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

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

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

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

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是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

１４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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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形式正相矛盾的。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

并存的一夫多妻制，甚至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仁义

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却把实践偷偷地但却毫不羞涩地逾

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完全隐瞒不说。反之，原始历史

的研究却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

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

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在彻底向个

体婚制过渡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

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

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同行一致，得出了

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

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

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

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

个问题，并且到历史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态的痕迹３８，——

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使

我们并不是返回到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返回到晚近

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

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中间，在

落后了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

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着重提了出来进行研究。①

２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做杂婚，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

正确些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杂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

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情况，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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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①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

们想他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

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

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１８８８年版３９）搜集了许多

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交关系在这里也是较低级发展阶段上的

东西。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

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

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方面，是

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但是鸟类方面的牢固的一夫一妻

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

类。如果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末优胜的棕

叶就应当属于絛虫了，因为絛虫在其５０—２００个关节或体节的每

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如

果我们限于谈哺乳动物，那末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

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

的只是多夫制，只有人类才能达到这一点。甚至我们的近亲——猕猴

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

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末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

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多偶制，而索绪尔则根据吉罗－特龙的意见，

３４二 家  庭

① 这一段和“血缘家庭”（见本卷第４９页）那一节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

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形式之外发生这种关系；并且至少包含着已有可能发

生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

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

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

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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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
４０
最近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１８９１

年伦敦版４１）关于类人猿一夫一妻制的断语，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

之，现有的材料都是这样一种性质，以致诚实的勒土尔诺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交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

有严格的关系。”４２

而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１８７７年版）则率直地说：

“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看来是由家庭构成

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４３

从上述一切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

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没有丝毫确定的知识；现有的材料都

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原没有什么稀奇。甚至我们关于蒙昧时

代人类部落的一切材料，也是多么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的检验和

精选呵！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

此，凡根据这样绝对不可靠的材料而作的任何结论，目下我们都

应该加以驳斥。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潘纳斯的论点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牢

固的支点。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

的。埃斯潘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

样地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交

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差不多是自然地组成了群……为了使群能够组

成，家庭的纽结须要放松，个体须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

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

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

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已经

发展起来了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那末这只是由于它把起了根本变

４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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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家庭溶化在自身之中才能发生；并且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家庭才

有可能以后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织起来。”（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

会”；转引自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１８８４年版第５１８—５２０页）

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具有某种价

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

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场

合，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

联系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

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最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

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在最好的场合，

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

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

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

庭。一种没有武器的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即使互相隔

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尔克根据

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也还能以不多的数量

勉强活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

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

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从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

向人的状态过渡，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

勿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

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推翻把它们的家庭形式同原始

人类的家庭形式相提并论的任何说法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

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

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

５４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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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

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

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

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

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

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们追

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

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

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

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末，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

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由

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

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

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

的性交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

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１８７５年版第１卷４４）证明，白令海

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

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

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

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

人、斯基台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在血亲婚

配尚未发现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

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

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交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侩气的国家

６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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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愕；甚至年逾六十的老“姑娘

”，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

。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有

关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

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末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做杂乱的性交

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

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

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像现在甚至在群婚制中在大多数场合

也有的那样，决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尔克（他

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成对同

居的一切场合，都叫做婚姻，那末就应该说，这种婚姻也是完全可以

在杂乱的性交关系状态下发生的，它跟杂乱状态，即没有由习俗

规定的对性交关系的限制那种状态并不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尔

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好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

的形式”４５。

而我却以为，如果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

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

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１．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

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

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

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

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

７４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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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

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

（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

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

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

而然的事。①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

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蒙昧的民族中

８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马克思在１８８２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４６，以最严厉的语调，批评瓦格纳的

“尼贝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

妹做新娘？”４７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

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

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版上加的注。）

瓦格纳的一位法国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说在瓦格纳所根据的

“老艾达”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责弗莱雅说：“在诸神面

前，你拥抱自己的哥哥。”似乎由此就可以看出，兄弟和姊妹结婚在那时候已

经被禁止。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话的信仰已经完全丧失的那

一时代的表现；这是纯粹琉善式的对神的讽刺。要是作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

洛基在这里对弗莱雅作了这样的指责，那末这倒是反驳了瓦格纳了。而且，在

后边数行诗中，洛基对尼奥德尔说：“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

子”（ｖｉｄｈ ｓｙｓｔｕｒ ｔｈｉｎｎｉ ｇａｚｔｕ ｓｌｉｋａｎ ｍｏｇ）４８。尼奥德尔本不是亚萨

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传说”中说，兄弟和姊妹结婚，在瓦

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亚萨神中间并不如此。４９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

萨神更古的神。无论如何，尼奥德尔是作为同亚萨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亚萨神

中间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宁说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诸神的传说产

生的时代，兄弟和姊妹结婚至少在诸神之间尚未引起任何憎恶。要是想为瓦

格纳辩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诗中，

说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

惯比作现代的卖淫了。（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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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不过，夏威夷的亲

属制度（这种制度至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使我们不能不

承认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

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发生；同时，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也

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种发展要求以这一家庭形式的

存在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

２．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

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末，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

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

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

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①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

之间的性交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下，以后逐渐成为惯例

（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

和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

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

一进步可以作为

“自然选择原则是在怎样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５０。

不容置疑，凡血亲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

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

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

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

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

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

９４二 家  庭

① “大概”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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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了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

产制的共同的家庭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

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

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一旦发

生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不许有性交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一定

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

公社这时不一定要同家族集团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

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

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的家庭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

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

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

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

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

他们也不必再成为兄弟了，而是互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

即所谓ａｓｓｏｃｉé〔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

——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

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这是家庭结构的古典形式；这种形式

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

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

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

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

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

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

０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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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姪和内姪女

，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

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

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

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法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

对于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的非难，结果就使兄弟姊妹的子女

（本来是毫无差别地被承认为兄弟姊妹的）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

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

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已经不能再成为兄

弟姊妹，已经不能再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

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

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些类别的必要，

而这些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

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制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似乎是极

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

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

的形式①，至少也应该和美洲的亲属制度同样流行过。

如果波利尼西亚的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

士一样，能够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看出一种比简单的“丑

事”②更重要的东西，那末，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

１５二 家  庭

①

② 被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杂乱的性交关系（他把这种性交关系叫做“污泥生殖”

［《Ｓｕｍｐｆｚｅｕｇｕｎｇ》］）的遗迹５１，是来自群婚制的，现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

“如果已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末，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

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

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的结婚一样。”（马克思语）５２

“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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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撒

曾告诉我们说，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每十个

或十二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５３，那

末，这最好解释为群婚①。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十个至十二个这

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

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

切血统近的和远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凯撒所谓“父母和子女”，

大概是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

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

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从这种群婚形式或

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②出发，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

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叙述。这也可以说明

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５４）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

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他们共同地生活〈即在性交关系上〉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差别，要

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末，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

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氏族的出

发点５５：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

更粗野的群婚形式。③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

２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③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更粗野的群婚形式”，而是“他们的组织具有十

分个别的性质，我们无须加以注意”。——编者注

“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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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

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

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

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

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

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

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

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

仍然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

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

即由一群姊妹——同胞的和血统较远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

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或更远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

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

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集团来看，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

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

祖先；由于出自同一个女祖先，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

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已经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

出自这个女祖先的，因而也不包括在后来成为氏族的这个血缘亲

属集团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

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

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

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

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

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

３５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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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

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

庭发展起来的，那末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

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的和文明的民族中，几乎毫

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①。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

有限的。仅略略知道那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实行群婚，此外

就是摩尔根早在１８７１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

家庭的材料５６。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对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

亲属制度（这一制度曾经作为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做了

完备的说明；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个可以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

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

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做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

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普遍流行在更早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

的。自从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以后，现在才知道摩

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

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亦即可以用来最容易地

说明向更高形式过渡的那种形式。

使我们的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劳

里默·法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古典地区——澳大利亚，对群

婚做了多年的研究。５７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

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

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交关系；反

４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对偶家庭”那一段（见本卷第５７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

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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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

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

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

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不论年龄上的差别或亲近的血缘亲属关

系，都不能成为性交关系的阻碍。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

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

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

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不论如何，我

们所知道的那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设下任何障碍的。所

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血亲婚配

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交关系看做怎样

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性交

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

女间的性交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

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

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

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

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照例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

提，把这种禁例看做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

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是有的，所以，这

个制度通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

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

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血亲婚配的

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部落中间看到，

５５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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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

全体又都跟其他某一个一定的级别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

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

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

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

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

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

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

氏族的插入——无论如何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

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血亲婚配的

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

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

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

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决不像习惯于娼妓制

度的庸人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

们才仅仅开始猜测到有这种婚姻存在，只是不久以前才又对它争

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

在某些地方则是间或有通奸行为的多妻制。只有像法森和豪伊特

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婚姻关系（普通的欧洲人喜

欢在这些婚姻关系的实践中看到某种类似他的故乡现有的婚姻关

系）中发现一种调节法则，根据这种法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

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

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地方或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没有一

点反抗和怨恨地甘愿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

６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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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让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

法纪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法则。这些女子属于客

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他们彼此结合起

来的那个道德法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

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交关系。甚至在经常抢劫妇女的地方

（某些地方还把这当作通例），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法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

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

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

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

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

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末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

的特权。这样，与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又

产生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

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

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

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

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

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

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后者则是以比较牢固定居的共产制公社

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

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

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

３．对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

７５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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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

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

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

头脑中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①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

有时又把群婚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

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

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

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这样，我

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

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

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

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

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

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

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

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

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

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

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

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５８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

８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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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

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

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

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

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

所谓婚姻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

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

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

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

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

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

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

克伦南，却根据这些仅仅是有关求妻方法的迹象，虚构了他所谓

的“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这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

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

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

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

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

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

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赎金。婚姻可以根据夫妇

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

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

双方的同氏族亲属便出而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

而且，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９５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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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

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

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

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

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

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

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

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

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

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

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庭

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

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 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

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

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

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

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

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

〈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

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５９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

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

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

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

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妇女都担负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

０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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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

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

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

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

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

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ｌａｄｙ ｆｒｏｗａ，Ｆｒａｕ＝夫人），

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①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问

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

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随便

性交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②无

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是没有完全消失的。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

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妹妹

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

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

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６０。显然，这

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

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

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③这种习

１６二 家  庭

①

②

③ 以下直到“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见本卷第６４

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一

段的结尾是如下一段被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中部分地利用又部分地删节了的文

字：“古代世界的这类实践的遗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

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于过路男人的风俗；甚至中世纪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

这句话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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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

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独占大

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恢复以

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尔

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２８—２９页，举了许多例子，表明

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

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６１，即在一个短时

期内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交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尔克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

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残余。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

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

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

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古时

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

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

庙里献身给男子；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

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

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

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可遇到。为赎身而做出的赎罪牺

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愈来愈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杂婚制，现在是

姑娘的杂婚制；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区别地

２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于克尔特氏族〈克兰〉而保持下来了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尽管德国的新

浪漫派竭力抹煞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顽强地存在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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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一定的人了。”（“母权论”第ＸＩＸ页）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

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

各民族、太平洋地区的岛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

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

只要到过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

（“巴西旅行记”１８８６年波士顿和纽约版第２６６页６２）曾经谈到一

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

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

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Ｎａｏ
～
ｔｅｍｐａｉ，éｆｉｌｈａｄａｆｏｒ

ｔｕｎａ——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毫无愧悔地谈到她们的

非婚生子女；这完全不是例外，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

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

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却

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

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

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娄人中，在古

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

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

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

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ｊｕｓ

ｐｒｉｍａｅｎｏｃｔｉｓ〔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

３６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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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１卷第８１页）、墨西

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５８４页）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纪，

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克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腊贡；在这些

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加斯梯里亚，农民虽然从来没

有成为农奴，但在阿腊贡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１４８６年

天主教徒斐迪南做出裁决为止６３。在这个文件中说：

“兹决定并宣告，上述领主〈ｓｅｎｙｏｒｓ，男爵〉……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

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结婚之夜，当新娘躺在床上时，跨越该床及该女子，

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上述领主亦不得违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

他们，无论偿付报酬与否。”（据祖根海姆“农奴制度”１８６１年彼得堡版第３５５

页上的卡塔卢尼亚语原文。６４）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谓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

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

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愈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

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素朴的原始的性质，就愈

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

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

步决不可能发生在男子方面，这完全是由于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

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

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自然，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

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只有个别地方是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

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一夫一

妻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一夫

４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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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制，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之外，还

需要有别的原因。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

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

益缩小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

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

末，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

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我们现在撇开美洲这个对偶家庭的古典地区不谈吧。没有任

何迹象可以使我们做出结论说，在美洲曾经发展起更高级的家庭

形式，或者在美洲被发现和被征服以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曾经

存在过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旧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

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

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

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

物。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地区，以

及当时水草更丰富的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雅利安

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

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

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

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

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为一种消遣了。

但是，这些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

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发展起来了。很难说，亚

伯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做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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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

袭的氏族首长而具有的地位。只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不

应该把他设想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其次，没有疑问的是，

在成文历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

之长的特殊财产①，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

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经发明了。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

说，奴隶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

法，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

死或者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

们同她们的残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

力还不能生产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余额。随着牧畜、金属

加工、纺织以及田间耕作的采用，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

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

了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②以后。家庭并不

像牲畜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

了这个目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

样，也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③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

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偶婚

给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

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许多

６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③ “各个家庭”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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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

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

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

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

新来源——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奴隶的

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

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

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

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构成财产的物品不多，在

实践上大概就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

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

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

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

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

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

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

亲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

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

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

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

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因

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

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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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

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

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

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

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

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

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

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

完成的，可以从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

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

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

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

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权的，只有两个还按女

系。在肖尼人、迈阿米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形成一种习俗，

即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

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

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

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６５因此，

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

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一般说来，这似乎

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６６至于①研究比较法的法学

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

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

８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由此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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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摩版
６７
。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

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

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

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

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

外衣，但却是丝毫也没有消除的。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

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

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

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

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６８。

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

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Ｆａｍｉｌｉａ

〔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

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

子女，而只是指奴隶。Ｆａｍｕｌｕｓ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ｆａｍｉｌｉａ

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ｆａｍｉｌｉａ，ｉｄｅｓｔ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ｕｍ（家庭，即遗产），就是按遗嘱传授的。这一用语是罗

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

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

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并不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

是在采用田间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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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以后发生的。”６９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

奴隶制（ｓｅｒｖｉｔｕｓ），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

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

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７０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了保证妻

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

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①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历史的领域，同时

也进入那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而比较法学在

这里也确实促成了重大的进步。我们感谢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

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摩版第

６０—１００页），他向我们证明了，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

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Ｚａｄｒｕｇａ〔扎德鲁加〕（大意为大家

庭）和Ｂｒａｔｓｔｖｏ（胞族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

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

婚中产生并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到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

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说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

人说来，这一点看来是已经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的现存的最好的例

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

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

０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见本卷第７２页）以前的各段文

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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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ｄｏｍàｃｉｎ）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

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账目和对整个家

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

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ｄｏｍａｃｉｃａ）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

主妇在公社姑娘择婿时，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

用。但是，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的会议。家

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最后的决定，对公社成员间

的争端进行裁判，以及对比较重大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做

出决定。

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

大家庭公社７１；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

在俄国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

——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７２中，曾经提到它们，其名称

（ｖｅｒｖｊ）和达尔马戚亚法典
７３
中所用的相同；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

中，也可以找到它们。

根据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７４）的意见，德意志人的

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

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的“家

庭公社”。罗马的家庭也被归在这种类型以内，因此，家长的绝对

权力，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无权地位，近来是受到很大

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中，大概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

在法国的尼韦尔内，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这种家庭公社还以

ｐａｒ ｏｎｎｅｒｉｅｓ为名称保存着；而在法兰斯孔太，它直到现在也还没

有完全消失。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见到巨大

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顶的大厅，四周是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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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由六级至八级的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

阿尔科斯７５就已经提到过，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

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

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

中间。甚至在美洲，它大概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

西哥的《ｃａｌｐｕｌｌｉｓ》
７６
，人们就想把它看做是家庭公社；而库诺夫

（“外国”杂志１８９０年第４２—４４期）７７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

征服时，存在过一种类似马尔克制度的东西（而且很奇怪，这种

马尔克也叫做ｍａｒｃａ），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实行土地

的个体耕作。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

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

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从母权制家庭向个体家庭的过

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

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

庭公社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

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就是从这

个过渡阶段中发展起来的。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

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

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

有很好的描写。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以

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

２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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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例外，可以说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内同

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没有的事。因此，由于被多妻制所排

除的男子并不能向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求得安慰，而且男

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

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成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

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

人物才能办到。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

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

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

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

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

于它起源于群婚①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

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

于嫉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

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

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

……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

员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没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的范

畴。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风俗，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

相反，正如吉罗－特龙所已经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

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②

４．一夫一妻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

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

３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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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最后一句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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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

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

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

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

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

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作保证

（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明确地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

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７８）；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

种权利也行使得愈来愈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

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最严酷的例子，我们在希腊人中间可以

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７９，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

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

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降

低了。①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

母亲的话并迫使她缄默。８０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

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

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

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

４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

妇女处于半幽禁的地位，以便保证子女确凿可靠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以下

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见本卷第７７页）以前的一段文字，除

利用了１８８４年版中原有的几句话以外，几乎完全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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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

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

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珈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８１；同

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

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

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的。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

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夫妻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

比文明时代的妇女更受尊敬，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于男子说来仍

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

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

的。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

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

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

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

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

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

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许多方面

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公

元前５６０年）由于妻子不育，另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庭；大约

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曾有两个妻子不育，便娶了第三个，而

把前两人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

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

享有她，而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像俾斯麦所说的壮健的“种

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认为是合

５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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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

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人，去取得她的丈夫的许可，按照舍曼的看

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８２所以，真正的通奸，

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

时代，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则另自居住

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８３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

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

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一部分优秀的雅典艺妓，在希腊，是受

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唯一的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

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

们过着差不多是幽居的生活，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

的房间是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

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

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严

格的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安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

了吓走通奸者８４，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

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沃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

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８５。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

称为ｏｉｋｕｒｅｍａ
８６
，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

名词），所以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

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

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使用；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对他来说广

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

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

６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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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

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这

种情况成了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非难。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

伊奥尼亚人，而且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

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

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而耻于向自己的

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同艺妓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

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而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

违反自然地玩弄男童，并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以及他

们自己都受到侮辱为止。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做的考察，一夫

一妻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

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

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

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

个家庭形式。①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

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

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在其他方面，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

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

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

低限度的所谓夫妇义务②。

７７二 家  庭

①

② 最后一句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经济条件”，而是“社会条件”；从“即以私有制”起的

后半句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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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

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

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

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１８４６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

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

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８７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

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

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

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

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

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

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

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

盾的本来性质。

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

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

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

的最初期…… 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的杂婚形式中，这种新的杂婚

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像一个暗影一般罩在家庭上面。”８８

摩尔根所说的杂婚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

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交关系，这种性交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

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①这

８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见本卷第７９页）以前的

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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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杂婚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

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

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阿尔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

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８９，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

女，即所谓Ｂａｊａｄｅｒｅｎ（葡萄牙语ｂａｉｌａｄｅｉｒａ——舞女一词的讹误），

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

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各民族中，这种杂婚制

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

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其他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不均现象

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

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

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

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

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一样：一方面是一夫

一妻制，另方面则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杂婚

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

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

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

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

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

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一夫一妻制内部第二种矛盾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

靠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遗弃的妻子。①正如吃了

９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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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

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

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更明白为止。随着个体

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

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

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

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

避免的社会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像

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

解决的矛盾，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在第三一二条规定：

《Ｌｅｎｆａｎｔｃｏｎ ｕｐｅｎｄａｎｔｌｅｍａｒｉａｇｅａｐｏｕｒｐèｒｅｌｅｍａｒｉ》—— “凡在结

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该夫为父”。

个体婚制三千年来存在的最后结果，便是如此。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并

且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

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

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

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指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场合，即

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整个这一制度的最初性质所体现的规则来进

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的统治的场合。至于说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

这样进行的，这一点再没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

知道怎样做家中的主人，正如他不知道怎样做国家的主人一样，所

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夺取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

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

的法国同志要优越得多。

０８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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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希腊

人中间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

者，具有虽不比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

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敬。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

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妇女

同男子一样，可以自由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

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

为在德意志人中间，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一夫一妻制在那

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从对偶婚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

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婚姻十分

神圣，—— “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

来的环境中”９０，——但是在他们的显贵和部落首长中间仍然盛

行多妻制，正如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间看到的情况一样。

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只是在前此不久的

时候才得以完成，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

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生身父亲更

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

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

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间，妇女享有很大

的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同一夫一妻制所特

有的男子的统治直接矛盾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

是与斯巴达人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间，

对偶婚也是没有完全消失的。①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崭新的要

１８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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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得了世界的统治。在各民族混合的

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

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

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

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

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

——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

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但是，这个进步无疑是由这样的情况所引起的，即德意志人

还生活在对偶家庭中，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把适应于对偶家庭的

妇女地位搬用于一夫一妻制；这一进步决不是由于德意志人的什

么传奇性的、神奇的酷爱道德纯洁的癖性所引起的，这种癖性可

以归结为：对偶婚制在实际上并不像一夫一妻制那样具有明显的

道德的矛盾。反之，德意志人在其迁徙时期，特别是在向东南方，

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区迁徙时期，在道德上堕落得很厉害，除

骑马术以外，他们还从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恶的反自然的

恶习，阿米亚努斯关于泰发耳人，普罗科皮阿斯关于海鲁莱人的

叙述就是明显的证明。９１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一夫一妻制

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那末这并不是说，现

代的性爱完全或主要是作为夫妇相互的爱而在这一形式中发展起

来的。在丈夫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

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

缔结，仍然和对偶婚以来的作法相同，——即仍然是一种由父母

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

２８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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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

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

性），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

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

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Ａｌ

ｂａｓ》，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华。
９２
它

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

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ａｌｂａ）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

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

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堂堂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

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

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诗歌，我觉得

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

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

自然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

是大肆实行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

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

物可治的。相反地，在各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

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

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

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在这里，丈夫实行杂婚并不那么厉害，而

妻子的通奸也比较少些。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

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各个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数都

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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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

同居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

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①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

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

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

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法国资产者害怕德国小说的枯燥，正

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一样。可是，最近，自

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

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杂婚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

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②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

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

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

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

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

构成一种美德。”９３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

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

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

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

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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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

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

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是耍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

缘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子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

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

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

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

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

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

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

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的经常伴侣——杂婚和

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

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

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

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①

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愈来愈失去申

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立法愈来愈承认，第一，为

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

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

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末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

切了。

５８二 家  庭

① 这一章以下的所有文字，除了最后一段，即以“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

根吧”（见本卷第９７页）开始那一段以外，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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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

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致。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

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

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

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

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而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

任何一方没有明白表示抛弃自己的权利，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

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

利也抛弃掉，这仍然与法律毫不相干。

在婚姻关系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在形式上

证明是自愿，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是怎样

的，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

之不问。但是，把各国的法制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也会向法学

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

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

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

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

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在传授自己的遗产时有

着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

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

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

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

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

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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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

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

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

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

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

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末她们仍然会

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

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末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了。

在这方面，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劳动部门直到医务和律师

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

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

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有收

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

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

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

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律上的特殊权利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

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

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

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

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

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

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

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

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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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

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

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

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

，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

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

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

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

是，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

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

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

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

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

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

未婚夫状态，十之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

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

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

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

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

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

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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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

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

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

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

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

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

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

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

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

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

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

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

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

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

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

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

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

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

虽然是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

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一夫一妻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

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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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

欲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

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

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

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

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

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都向我们

歌颂牧人的爱情的喜悦和痛苦，这些牧人以及郎格的达夫尼斯和

赫洛娅９４，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生活的奴隶。而

在奴隶的爱情关系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关系只是灭亡中的古

代世界的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

——艺妓，即异地妇女或被释放的女奴隶发生的关系：在雅典是

在它灭亡的前夜，在罗马是在帝政时代。如果说在自由民男女之

间确实发生过爱情关系，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

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性爱

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

要的事情。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

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

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

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

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

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

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

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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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

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

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更受重视——对它简直就置之不理。不

过，对它也不见得更轻视；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论上，

在纸面上，也是被承认的。目前它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中世纪是从古代世界随性爱的萌芽而告停顿的时候开始的，

即是从通奸开始的。我们已经叙述过那创造了破晓歌的骑士爱。从

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

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是走不到头的。甚至我们由

轻浮的罗曼语系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贝龙

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钟情于齐格弗里

特，并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钟情，但是当贡特尔宣布已把她

许配给一个骑士（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简单地回答道：

“您不必问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给谁，我就乐

意和他订婚。”９５

她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她的爱情在这里一般说来是可以加以

考虑的。贡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特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

婚，他们一次也不曾见过她们；同样，在“古德龙”９６中，爱尔兰

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乌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爱尔兰的希

尔达求婚，以及莫尔兰的齐格弗里特、诺曼的哈尔特木特和西兰

的黑尔维希向古德龙求婚，都是如此；只有古德龙才第一次自愿

嫁给黑尔维希。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

要是他们还活着的话；反之，在双亲已去世的时候，他就同大诸

侯们商议，自行选择，在这种场合，大诸侯们的意见总是起着很

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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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

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

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

权，附有各种限制的行会规约，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别的行会、或

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

限，就大大缩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

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复杂错综的体系下，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

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

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起初，人们一出世

就已经结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结了婚。在较后的各种群婚形

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渐缩小罢了。

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的；在这里

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

应该保证年轻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

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

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

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

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

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

的。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

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

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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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手工业而准备取得世界统治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应该认

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

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资本

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

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

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

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

步就在于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ｕ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

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９７，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

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

主义宣言”中早已说过了９８。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

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

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

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

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

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

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

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

调起来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

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

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不错，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确是自愿缔

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

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既然在

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末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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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求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

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性爱不是由

于骑士而成为时髦，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

式而同骑士的通奸之爱相反吗？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

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

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

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选择的权利已经

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

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难以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经松弛，而一切因袭

的观念已经动摇的时候，是不能不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

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

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

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

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

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

年人看来，循规蹈矩以及好几世代留传下来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

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漫游骑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

自己的浪漫事迹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

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

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愈来愈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

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

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都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

的自由。在纸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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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认为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

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由爱情而结

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ｄｒｏｉｔｄｅｌ’ｈｏｍｍｅ①而

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ｄｒｏｉｔｄｅｌａｆｅｍｍｅ〔妇女的权利〕。

但是，人的这种权利有一点是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不同

的。当后者在实践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

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化为乌有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

重新出现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

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

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

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

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

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

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

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

个体婚的过渡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

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才应归功于男子；在历史上，后一

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只

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

——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

旦消失，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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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

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却会非常肯定地失掉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

而被烙上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

姻的不可离异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

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

分地是一夫一妻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

经济状况和一夫一妻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

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在今天，这种不可离异性已

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

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

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

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

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

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

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

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

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

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

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

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

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

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

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６９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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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我们已经把他丢开很远了。

对于在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是超出了

他的著作的范围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论述了一下一夫一

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

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

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

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

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

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

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

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

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

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９９

７９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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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

据亲属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复起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

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

质上是与希腊人的ｇｅｎｅａ〔氏族〕和罗马人的ｇｅｎｔｅｓ〔氏族〕相同

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

生的形式；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

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

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

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

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

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个发

现在人们知道它之后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摩尔根只是最近才做

到这一点的；在他于１８７１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１００中，他还没有看

透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一揭开之后，就使一向那样自信的英国

原始历史学家们暂时①沉默了下去。

摩尔根到处用以表示这种血族团体的拉丁语ｇｅｎｓ〔氏族〕一

８９

① “暂时”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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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像同意义的希腊语ｇｅｎｏｓ一词一样，来源于一般雅利安语的字

根ｇａｎ（德语为ｋａｎ，因为在德语中，通例是用ｋ代替雅利安语的

ｇ），ｇａｎ的意思是“生育”。Ｇｅｎｓ，ｇｅｎｏｓ，梵语的ｄｓｃｈａｎａｓ，哥特

语（依照上面所说的通例）的ｋｕｎ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和盎格

鲁撒克逊语的ｋｙｎ，英语的ｋｉｎ，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ｋüｎｎｅ，都

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语的ｇｅｎｓ和希腊语的ｇｅｎｏｓ，都

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

（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祖先），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

的制度而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公社的起源与本性，我

们的一切历史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们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亚家庭时，已经看到原始形式的

氏族是怎样构成的。它所包括的成员，是一切由于普那路亚婚姻，

并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

祖先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

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因为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

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

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

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当

这种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一个与同一部落内其他类似集团相对来说

的特殊集团时，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

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

的名称命名：（１）狼，（２）熊，（３）龟，（４）海狸，（５）鹿，

（６）鹬，（７）苍鹭，（８）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１．氏族推选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首领（军事领

９９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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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亦

即一有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首领，也可以从氏族以外

的人中选出，有时他的职位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

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别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

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

做酋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

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就

职仪式则由全易洛魁联盟的总议事会举行。这样做的意义，在后

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

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

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军

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

２．氏族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

定的。被撤换的人，此后便成为和其他私人一样的普通战士。此

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撤换酋长。

３．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

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

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

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阐明了氏族的

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

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宗

族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

们对于氏族的本质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

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强力的判

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

００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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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彻底混淆

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荒诞无稽的

范畴中，究竟哪一种较古：是外婚还是内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

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

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所见到的易洛魁人

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上，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４．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由

于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

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

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

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５．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

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作到这一点；

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

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

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起

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

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

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

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

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６．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

能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

于哪一氏族。氏族的名称一开始就同氏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

７．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

１０１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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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收养入族，就成为

塞讷卡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收养外人入

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收

养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收养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

确认这种收养，必须举行入族典礼。某些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

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收养别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

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典礼是在部落议事会的公

共集会上举行的，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８．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特殊的宗教节日，很难确定；不过印

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

每年六个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于他们

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９．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

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

其他印第安人中间，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

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

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

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安排坟墓，

宣读悼词等等。

１０．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

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其

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

（Ｗｅｒｇｅｌｄ）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

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２０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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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

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族关系结合

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

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

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

和自尊心。”１０１

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已依照母权制而

组成为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中间，氏族才衰落下去

了；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

族已经是依照父权制而组成的了。

在许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我们可以遇

到一种特殊的集团，每个集团有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摩尔根

用希腊语确切地表达了印第安语的名称，把这种集团叫做“夫拉

特里”（胞族）。例如，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

１—４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５—８四个氏族。更详细地研究起

来便可发现，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

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

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

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则作为胞族而继续存在。在塞讷卡

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一个胞族内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

弟氏族，而别个胞族的各氏族则被认为是它们的从兄弟氏

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

都具有极现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讷卡人起初也不能在胞族内通婚，

但是这种习俗久已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讷卡部落有一种

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

３０１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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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氏族派生的。这个新组织建立以后，便根据需要而加以改变；

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末为平均起见，有时就从别

的胞族中拨几个氏族去补充它。因此，我们在不同的部落中间，可

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结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

性质的。（１）胞族间互作球戏；每一胞族选出自己的优秀球员，其余

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员的获胜打赌。（２）在部落议

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

对，每个演说者在讲话时，都把各胞族的代表当作特别的团体。

（３）如果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而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

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诉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

行胞族议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团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

召集自己的议事会，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

初的氏族的资格出现，并且比它派生的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

胜的希望。（４）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

者胞族的成员则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资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

方胞族将缺位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议事会。（５）在选举酋长

时，胞族议事会也出面参预。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

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则可能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胞族的议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议事会认为异议是正当的，选

举就算无效。（６）从前，易洛魁人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

人把它称为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ｏｄｇｅｓ〔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讷卡

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会员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

会的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７）在征服时期１０２，住

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ｌｉｎｅａｇｅｓ（血族），如果是——而这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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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末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

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

意义；这四个ｌｉｎｅａｇｅｓ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

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

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

间环节。那末，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１．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

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

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

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

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

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

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 ｌｓａｒｎｈｏｌｔ（丹麦语为 ｊａｒｎｖｅｄ，ｌｉｍｅｓ

 Ｄａｎｉｃｕｓ）、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 ｂｒａｎｉｂｏｒ

（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

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所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

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

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巨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

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

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

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

“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２．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

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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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

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

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２０００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２６０００

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３．有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首领正式就职的权利。

４．有撤换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撤换

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首领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所以部

落对待他们有这种权利乃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以及加

入该联盟的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

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５．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一个按照野蛮人方式信教的民族。”１０３

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批判地加以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

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

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

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各部落各有其

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

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６．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

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

都可以撤换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

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

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

们所选定的发言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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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解决某些问题时一

样。特别是，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也包括在部落议事会的权限

之内；部落议事会接受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

大半都出志愿兵来进行。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

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

中。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

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

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

其防卫也多半由志愿兵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

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

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

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伍的私人出征一样１０４，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

队伍，已具有比较经常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

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

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

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队伍为了一次大

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

战计划的统一，则有这些首领的议事会作一定程度的保证。据阿

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记载，四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

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７．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

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

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执

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

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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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

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

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

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

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

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跨出了形成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的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

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

这里，他们大概是巨大的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

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而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

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

艺为业；住在大半用栏栅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

过二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共同的氏族；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

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连结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由

于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得来的，所以这些部落便惯于

团结起来，以对付被他们所驱逐的部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

样至迟到十五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永世联盟”，这种

联盟，一经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

１６７５年前后，当它达到了强盛的顶峰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

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

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

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１０５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

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１．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完全平等

８０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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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

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

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

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

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

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

现和证明。

２．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五十个地位和权限平等的酋

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３．这五十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

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的氏

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

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

４．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

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５．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６．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

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７．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

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８．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

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９．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１０．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

（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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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

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去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组织。国

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经常有关的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

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

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

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

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村落、田庄、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

生，并与之并行而产生的情形。１０６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

出，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逐渐散布于广阔的大陆；各部落怎

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氏族〔Ｖｏｌｋｅｒ〕，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

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

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个别氏族怎

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以胞族的形式保存下来，但

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

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 “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

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

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我们也看到，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

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要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

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

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

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

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

我们也就可以去找出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凡有充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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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

而且会确信，即使在没有这种资料的场合，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

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争论与疑难。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

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

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

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

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

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

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

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

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

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

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

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

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

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

洛魁人在１６５１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１０７的时候，他们

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

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

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

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

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榜样。卡弗尔人－

祖鲁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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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

做的事情。１０８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

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

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

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

军职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

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

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

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

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

末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或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

间，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

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部落联盟的

建立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

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

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

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

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稍微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

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此广大地

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

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

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

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２１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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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

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

但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

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

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

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

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

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

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

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

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

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

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３１１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５５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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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

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

族、部落、部落联盟而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

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可能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但无论

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

候，已经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

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

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已经不再是易洛魁人的

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①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

位给父权制；与此同时，正在产生的私有财富在氏族制度上打开

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既然在实

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

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法权

的基础，于是，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

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还非这样做不可了。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１０９，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筑在以下的基

４１１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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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面的：

１．共同的宗教节日和祀奉一定的神的独占权。这种神被认为

是氏族的祖先，并具有独特的别名以表明其地位。

２．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１１０）。

３．相互继承权。

４．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５．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

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６．拥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共同财产以及自己的

Ａｒｃｈｏｎ（首长）和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而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

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

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典，由一个从贵族

（Ｅｕｐａｔｒｉｄｅｎ）中间选出的 Ｐｈｙｌｏｂａｓｉｌｅｕｓ（部落长）主持。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

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１１１要是我们作

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事实上，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的特征：

７．按照父权制计算的世系。

８．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和女继承人结婚例外，这一例外及

其成为律令，就证实古时的惯例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

行的惯例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与本氏族的宗教仪

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加入她丈夫的胞族。根据

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看来１１２，可知外婚乃是

５１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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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例，而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径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

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１１３

９．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收养的办法来实现的，

但是有公开的手续，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１０．选举和撤换首长的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

的首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

里世袭的。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总是不大可能有严格的①世袭制

的，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

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先前的其他一切古典古

代历史家，都没有解决氏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

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做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

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

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

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

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其公法

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

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科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一个荒诞的假定出发的，

这种假定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即以为那未必

早于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在其周围

逐渐凝结起来的核心。

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指出，虽然希腊人是

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

６１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严格的”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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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
１１４

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

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

的想像中的祖先传给他们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

一律由同氏族人（ｇｅｎｎêｔｅｓ）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

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

近亲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

胞族成员：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氏族及胞族的区分

为基础的。”１１５

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
１１６
绞尽脑

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

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

甚至起初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

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

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系谱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

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我们很少听到这种系谱，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

它提出来。可是，比较不出名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稀奇呵，

格罗特先生！），“有共同的超人的祖先和系谱，像比较有名的氏族一样”（格

罗特先生，这在比较不出名的氏族那里真十分稀奇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

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现实的，用普通德语说是肉欲的！）

“在一切氏族中间都是相同的。”１１７

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

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式的氏族——相

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使氏族一切成员得以知道相互的亲属关系。

７１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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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

物。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

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系谱便显得没有意

义。这种氏族名称，现在应当证明具有这种名称的人有共同世系；

但是氏族的系谱已经十分湮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

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

的亲属关系了。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收养外

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争辩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①和尼

布尔所做的那样，实际否定氏族成员间的任何亲属关系，从而把

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

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的联系（尤其是一

夫一妻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

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

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１１８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

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表示所有这

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

共同的神为其祖先。”１１９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

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

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

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１２０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

８１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二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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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

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

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

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

族长（ｐｈｒ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ｏｓ），据德·库郎歇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

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审判的和行政的权力。１２１甚至以后的轻视氏

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

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

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发造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

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的，希腊

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

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聚居在一个比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

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

有基本方言相同的部落才结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

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成为共

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

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ｋｌｅｉｎｅ Ｖｏｌｋ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在这种小民族内

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

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

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

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

个小民族〔Ｖｏｌｋｃｈｅｎ〕，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

９１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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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１．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ｂｕｌê），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

由各氏族的首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

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

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ｋｒａｔｉｓｔｏｉ）组成

的１２２。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

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当时必须遵守的决

定，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让狗

吃掉。１２３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２．人民大会（ａｇｏｒａ）。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

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

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

〔Ｕｍｓｔａｎｄ〕（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

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

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问题；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

（见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

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迹”），

“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执行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

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１２４。

原来，当部落中的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

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

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或者在判断巴赛

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３．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

０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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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

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

但很公正地说到阿谀逢迎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

代’一书１２５：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领袖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

添加了绅士的风味；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整个说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虽然已经规定得很充分，但不是十二分地明确’。”１２６

大概，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在格莱斯顿先生本人看

来，也是已经充分地尽管不是十二分明确地失掉了任何意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

继承的。一切职位多数场合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

族范围内世袭的。在递补遗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

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摈弃他。因此，如

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

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末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

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说不经过人民选举就

承认继承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中间所

看到的，是氏族内部的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

那里，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因此，可以推想

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须是或

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

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

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

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

１２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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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不好的，应该有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

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１２７“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

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

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

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

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

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

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是起

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所。甚至非自由民，

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的人，都是‘神的’（ｄｉｏｉ和ｔｈｅｉｏｉ），这

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

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

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①。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

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ｂａｓｉｌｅｉａ〔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

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

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１２８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

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

表而被赋与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

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这样，把“巴赛勒斯”一词

译成德语的《Ｋｏｉｎｇ》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Ｋｏｎｉｇ》

（Ｋｕｎｉｎｇ）是由Ｋｕｎｉ、Ｋｏｎｎｅ而来的，即“氏族首长”的意思。不

２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

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 ιρα  ）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

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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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古希腊文的“巴赛勒斯”跟现代意义的《Ｋｏｎｉｇ》（国王）一词

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ｂａｓｉｌｅｉａ很确定地叫做

ｐａｔｒｉｋ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ｂａｓｉｌｅｉａ有明确规定的、因

而是有限的权限。１２９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ｂａｓｉｌｅｉａ是对自

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１３０；可见，巴

赛勒斯并未握有后世所谓的统治权力。①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

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

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

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

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

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

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

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

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

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

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

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

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

３２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① 就像对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一样，阿兹蒂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的王

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简直是说谎的

报告作了历史的批判，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

发展程度略微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社会制度在根据

被曲解了的报告来推论的范围内说，相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

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个部落并使之朝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

事首长来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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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

社会普通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

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

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４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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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怎样部分地靠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

机关的办法来排挤掉它们，最后全部代之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

而发展起来的；受这些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

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是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

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的——关于这一切，

至少是它的始初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

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大半是引

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

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

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

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

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

的。除了谷物以外，还已经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

贸易，已经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

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

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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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

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

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

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

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

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

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

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

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

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

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合并为统一的民族

〔Ｖｏｌｋ〕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

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

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

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

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

的第一步。提修斯所制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

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Ｅｕｐａｔｒｉｄｅｎ（贵族）、Ｇｅｏｍｏｒｅｎ（农民）

和Ｄｅｍｉｕｒｇｅｎ（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

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

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未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法权上的差

别。①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新的、暗中发展

６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

殊的权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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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

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

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

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

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

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

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建立国家的最

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

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

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

一职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

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６００年左右时，已经变

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

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

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

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

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

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

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

（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

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

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以对付债务人，

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

７２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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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

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

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

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

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

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

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

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

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

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

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

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

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像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

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

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所能达到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

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中的歉收，他们的河流

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

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产生的一定是生活资料，

尽管有时很少，有时较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

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

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

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

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却以今日人类所获

８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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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结合为基础，这

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

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

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

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

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

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

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

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后果

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

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

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

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

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

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

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通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

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年

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

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

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

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

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穿了一系列其他次要的缺

９２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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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

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

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

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

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

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

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

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官职为这种利益服务。奴隶的数量

已经大大增加，在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大大超过自由的雅典人；氏

族制度最初是不知道奴隶制的，因而也就不知道控制这大批非自

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

是为了易于赚钱而移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

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

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

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

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

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

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设置起

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

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

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

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

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

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

０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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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

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

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

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

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

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

公元前５９４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所发生

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

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

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

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

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

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

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

公开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

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

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

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

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

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

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而做到的。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

土地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

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

１３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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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四百人组成，每一部落为一百人；因此在这里，

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

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

四个阶级；五百、三百及一百五十袋谷物（一袋约等于四十一公

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

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一

切官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官职；第四阶级只有

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

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

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

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

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

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

服务，大概还领饷银。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

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

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的办法，并不是国家不可缺

少的设施。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的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

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

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

官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１３１

其后八十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

２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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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

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

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精巧手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

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

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

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

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

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

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另一方面，就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

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遍布于全阿

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

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

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编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

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受人保护的外来的移民。１３２

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

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５０９年）才

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１３３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

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已经用诺克拉里

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

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加

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

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自治区，即所谓德莫。居住在每个德

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

３３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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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审理轻微案件的三十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殿及

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祀奉他们的神职人员。德莫的最高权力，属

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美洲市镇自治区的一种原

型。１３４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开始时所依据的单位，正好和现

代国家在最高发展阶段上最后要达到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

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做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

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

赫①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兵法

家，统率在部落境内招募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五艘配有船员

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

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五十名代表参加雅典议

事会。

最终的结果是雅典国家。它是由十个部落所选出的五百名代

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

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

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

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

民，一部分是被释放的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

挤而不再过问社会事务；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

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

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

４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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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

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

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

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

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

警察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éｅｓ）①。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

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

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郊和瑞士所说的Ｌａｎｄｊａｇｅｒ②。不过，这种宪

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

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

去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

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

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

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

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

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

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

在内，约为９万人，而男女奴隶为３６５０００人，被保护民——外地人

和被释放的奴隶为４５０００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１８

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

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

５３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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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

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

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

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

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

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

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

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

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

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

痕迹１３５，——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

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

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６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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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

拉丁氏族（传说有一百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

一个萨伯力安部落，似乎也有一百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

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据传说它也有一百个氏族。初

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证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再没有自然形

成的任何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

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而已。各个部落都带有人工构成的痕

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

照人工造成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自然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

也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作了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

中间环节——胞族，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里亚；因此，共

有三十个库里亚。

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

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

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末，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

我们在这里只须简单地谈谈。

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１．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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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由于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

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

十二铜表法１３６，首先是子女作为直接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

女，则由阿格纳蒂（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阿格纳蒂也没有，则

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一夫一妻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

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

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限于阿格纳蒂，

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

上的顺序是相反的。

２．占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勒吉利城迁到罗

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

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多堡森林的瓦鲁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１３７，即

埋在ｇｅｎｔｉｌｉｔｉｕｓｔｕｍｕｌｕｓ〔氏族坟山〕；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

有独特的坟山。①

３．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ｓａｃｒａｇｅｎｔｉｌｉｔｉａ〔氏族祭典〕是众所

周知的。

４．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

法，但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

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惯

例。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阿格纳蒂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

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这个父亲的兄弟，因

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

８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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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许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５．土地共有。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

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

为部落所有，一部分为氏族所有，一部分为家庭所有，那时这种

家庭未必是①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

每人大约一公顷（二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为氏族所有的

土地，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环绕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

说了。

６．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历

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强大的

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不能不落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

都穿上丧服。在第二次布匿战举１３８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

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

７．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到帝政时代还保持着；被

释放的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

氏族的权利。

８．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收养到某一家庭中（像印

第安人所做的那样），然后就算收养入族。

９．关于选举和撤换首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但

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

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

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首长（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也定然如此，

９３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定然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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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氏族首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惯例。

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

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

“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１３９。

直到今天①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

是多么混乱，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

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著作（“罗马研究”１８６４年柏林版

第１卷１４０）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收养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

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 部落〈蒙森在这里

如此翻译ｇｅｎｓ一词〉这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假定的、甚至虚

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习惯联合起来的共同体，

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

但是，确定结了婚的妇女的氏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

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可以证明，有一个长时期，

妇女和氏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

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ｇｅｎｔｉｓｅｎｕｐｔｉｏ）到第六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

特权…… 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地方，妇女在最古的时代

一定要转入夫方的部落。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

的法权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

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同自

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

家收养为孩子而加入他的家庭，那末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８—１１

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

０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见本卷第１４３—１４４

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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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

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

李维著作中引起很多争论的唯一的一段话（第３９卷第１９章）１４１为依

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城建立５６８年即公元前１８６年，曾

作出如下的决议：

《ｕｔｉＦｅｃｅｎｉａｅＨｉｓｐａｌａｅｄａｔｉｏ，ｄｅｍｉｎｕｔｉｏ，ｇｅｎｔｉｓｅｎｕｐｔｉｏ，ｔｕｔｏｒｉｓｏｐｔｉｏ

ｉｔｅｍｅｓｓｅｔｑｕａｓｉｅｉｖｉｒ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ｔ；ｕｔｉｑｕｅｅｉｉｎｇｅｎｕｏｎｕｂｅｒｅｌｉｃｅｒｅｔ，

ｎｅｕｑｕｉｄｅｉｑｕｉｅａｍｄｕｘｉｓｓｅｔ，ｏｂｉｄｆｒａｕｄｉｉｇｎｏｍｉｎｉａｅｖｅｅｓｓｅｔ》——“费策妮

娅 希斯帕拉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

保护人的权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

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

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放的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

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

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

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

末她在结婚以后仍然是留在该氏族以内的。不过，第一，正是这个

关于氏族内部通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

氏族内部结婚，那末，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因为不如此他就会

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

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

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

“为了在氏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

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１０页注）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上面所引的那段

１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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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

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

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

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而受到损害；元

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

而遭到任何烦恼。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

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一段文字，

她的丈夫就是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

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

的事，用不着多说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

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

上对于这类场合所容许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

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

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

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

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

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

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

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

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

外，那末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有

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同时允许她

通过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而把这一部分财产交给别的氏族的瞬

２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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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

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末，

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

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

这个氏族。一句话，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

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末问题

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

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

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上面那段话似乎只是说：

“被释放的奴婢（ｌｉｂｅｒｔａｅ）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ｅｇｅｎｔｅｅｎｕｂｅｒｅ〈在

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同ｃａｐｉｔｉｓｄｅｍｉｎｕｔｉｏｍｉｎｉｍａ〔丧失家庭权

利〕有关，结果使ｌｉｂｅｒｔａ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迹”１８５６

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９５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

了胡施克的话１４２）

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末这段话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

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

婚的义务了。

Ｅｎｕｐｔｉｏｇｅｎｔｉｓ〔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只有上面那段话提

到它，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ｅｎｕｂｅｒｅ——与外人结婚

——一语只遇见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

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

仅仅是这一段话。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段话

或者只是与被释放的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末它对于完

全自由的妇女（ｉｎｇｅｎｕａｅ）就根本没有证明什么东西；或者它也适

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末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

３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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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结婚的，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

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罗马建城差不多三百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

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

了邻近的魏伊城。据说有三百零六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

只剩下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

我们已经说过，十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做库

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

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十个

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

大概有一个选举的首长——军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

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ｐｏｐｕｌｕｓｒｏｍａｎｕｓ。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

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

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

先正确地叙述的那样，是由三百个氏族的首长组成的１４３；正因为如

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首长被称为ｐａｔｒｅｓ，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

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ｓｅｎｅｘ——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首长总

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

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加入元老院和担任其

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

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

及其子孙以贵族身分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

ｂｕｌê〔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有权预先讨论其中

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做ｃｏｍｉｔｉａ

４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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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ｉａｔａ（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

亚分组，而在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三

十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

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宣战（但由

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

的场合，根据各方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

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

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１４４几乎是专制君主。①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

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不掌握民政方面的权力，也决没

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

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

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

后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就职的。他也是可以撤换的，高傲的塔克文

的命运，便是证明。

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时代也生活在一

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

主制下。诚然，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

是按照它们所由发生并且还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

５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① 拉丁语的ｒｅｘ〔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爱尔兰语的ｒｉｇｈ（部落长）和哥特

语的ｒｅｉｋｓ。Ｒｅｉｋｓ一词，像德语Ｆüｒｓｔ的本义（与英语的ｆｉｒｓｔ，丹麦语的ｆｏｒｓｔｅ

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长或部落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四世

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ｔｈｉｕｄａｎｓ〔提乌丹

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不是把阿尔塔薛西斯

和希罗德叫做ｒｅｉｋｓ，而只是叫做ｔｈｉｕｄａｎｓ，把提比利乌斯皇帝的国家不叫做

ｒｅｉｋｉ，而叫做ｔｈｉｕｄｉｎａｓｓｕｓ。在哥特的ｔｈｉｕｄａｎｓ（我们不大确切地把这个词译为

王Ｔｈｉｕｄａｒｅｉｋｓ）的名字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ｃｈ〔狄奥多里希〕亦即迪特里希中，两种意

义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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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产生的贵族已经获得了牢

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

于此。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

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

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

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

是ｐｏｐｕｌｕｓｒｏｍａｎｕｓ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

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却不能担

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

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

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

同现在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ｐｏｐｕｌｕｓ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

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ｐｏｐｕｌｕｓ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

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

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著作家们（他们的著作还是我们的材

料来源）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

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

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

在于平民和ｐｏｐｕｌｕｓ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 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

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

或不许参加这个大会，不分ｐｏｐｕｌｕｓ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

６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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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

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１０万阿司；二、７５０００阿司；三、５

万阿司；四、２５０００阿司；五、１１０００阿司；据杜罗 德 拉 马尔计

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１４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００和１５７０马克１４５。

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

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ｃｏｍｉｔｉａｃｅｎｔｕｒｉａｔａ）上，公

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１００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

有一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８０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２２个，

第三阶级出２０个，第四阶级出２２个，第五阶级出３０个，而第六阶

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一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

集的骑士所组成的１８个百人团；一共有１９３个百人团；多数票为９７

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９８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

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

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

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

它们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

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

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

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

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

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

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

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７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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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那一位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

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权力（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

样）的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

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

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

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

者和金钱巨头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钱巨头逐渐吞

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

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

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开辟了道路。

８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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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
①
的氏族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

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或多或少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

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②这

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

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搅混氏族问题的麦克伦

南，就已经表明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

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③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

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１４６不久以前，马 柯瓦列

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高加索部

落的其他氏族。１４７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

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评述。

９４１

①

②

③ 过去称涅涅茨人。——编者注

以下直到“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作若干简短的评述”以前的一段

文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德意志人”，过去译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

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这

篇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１０５页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

的历史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本篇中所用的

“德意志人”、“德语”、“高地德意志语”、“德意志国家”等等词，都根据名从

主人的原则，译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

耳曼一词的，则依原文译为“日耳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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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

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破坏

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

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

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１４８，即至迟于十一世纪所

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

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

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

行分配。就其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这种农

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

——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１８６９年做的１４９）——未必

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

到十一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一夫一妻制所代

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是不能解除的，或者更确

切些说，才是不能取消的。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

分离的。那时财产便要分开：由妻子划分，丈夫任选一份。家具是

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惯例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

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

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当

中的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

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

但是如果他们业已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就

成了夫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

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是和资产阶级的道

０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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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完全不相适应的。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

他这样作的三种场合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

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罪行，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１５０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丝毫不受

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多样的：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

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ｇｏｂｒｍｅｒｃｈ，中世纪的 ｍａｒ

ｃｈｅｔａ这个名称、法语的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

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我们再补充一点，在

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

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

劳动也要给以报酬；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

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

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

形式，似乎是严格的，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

的民族来说，在十一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ｓｅｐｔ；部落称为ｃｌａｉｎｎｅ，克兰）的存在是千真

万确的，它不仅记在古代法典中，而且在十七世纪被派到爱尔兰以

便把克兰的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也对它作过记

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

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

存在，氏族首长（英国法学家称之为ｃａｐｕｔｃｏｇｎａｔｉｏｎｉｓ）便把全部

氏族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一

定是依照德意志通行的惯例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

属于所谓ｒｕｎｄａｌｅ〔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

１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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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以前属于整个氏族而后来被英国征服者

所侵占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

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

《Ｇｅｗａｎｎｅ》〔“块”〕，如摩塞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

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归公共使用。在五十年前，重新分配土

地依旧时常举行，有时每年举行。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

界图，看去极似摩塞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特山脉的德意志人的那

种农家公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ｆａｃｔｉｏｎｓ》〔“帮”〕中。爱尔兰

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它们是以看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差别

为根据的，这种差别为英国人所全然不解，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

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

族的人工的复活，氏族灭亡后才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

的方式证明了遗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

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三十年代，莫纳根郡的

绝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①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１７４６年起义的被镇压而灭亡的。１５２

２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１５１，我重新鲜明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
厉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土地所有者在

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的首领；农民以

租金的方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在那里还认为，一

切比较富裕的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必须帮助他们，这种帮

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的成员或克兰的首长理所当然地应给予

比较贫苦的克兰的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

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

念，绝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

然投身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落到一个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环

境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

往大批地成为伤风败俗的牺牲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

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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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

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 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

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

克兰，

“就其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的标本，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

的显著实例…… 从他们的纷争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

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的成员对于首领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

我们处处都看到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 世系是按照父权

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入他们父亲的

克兰里去”１５３。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这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得到

证明，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１５４甚至普那

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

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

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于每个新

娘享有这个权利。①

        

德意志人在各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

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占居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拉河

３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一段话，恩格斯后来在１８９１年版中把它

略去了。这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

——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十世纪时被奥里珈女大公废除。”住下是一段

叙述“尼韦尔内和法兰斯孔太的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家庭

公社相似的共产制的农奴家庭”的话，这段话，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把它移

到第二章中，略加修改后作为一个补充列入该章（见本卷第７１—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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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北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

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

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ｇｅｎｔｉｂｕｓｃｏｇｎａｔｉｏｎｉ－ｂｕｓｑｕｅ）分开

居住的１５５；而在ｇｅｎｓＪｕｌｉａ〔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ｇｅｎｔｉｂｕｓ这

个名词有着完全确定的和不容误解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

人；他们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似乎还按氏族居住。从“阿勒曼

尼法典”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

按血族（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ｅ）分开居住的。
１５６
这里使用的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一词，与

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①不久以前，柯瓦列夫

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ｅ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

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

的。１５７关于ｆａｒａ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

里，——从而，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

里，——ｆａｒａ一词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一词

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相差无几。这里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

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４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见本卷第１５６

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以代替１８８４年版中的如

下一段文字：“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

这里是按氏族即ｇｅｎｔｅｓ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

巴德人的氏族称为ｆａｒａ，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ｆａｒａ－ｍａｎｎｉ）

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

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

学家们好几百年为之绞尽脑汁的ｆａｒａｍａｎｎｉ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

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ｆａｒａ，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

米奥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来表示亲

属关系的字根是很多的，这些字根同时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

词语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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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

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语言的遗迹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

语源上，哥特语的ｋｕｎｉ，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ｋüｎｎｅ是和希腊语

的ｇｅｎｏｓ，拉丁语的ｇｅｎｓ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

的。妇女的名字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ｇｙｎｅ、斯拉夫语的ｚ

ｅｎａ、哥特语的ｑｖｉｎｏ，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ｋｏｎａ，ｋｕｎａ等，这表明

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

过的，我们看到ｆǎｒａ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ｆｉｓａｎ，

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ｆａｒａｎ，意

即骑马①、游牧、返回，用来表示不言而喻只是由亲属构成的游牧

群的某个一定的部分。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

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

哥特语的ｓｉｂｊａ，盎格鲁撒克逊语的ｓｉｂ，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ｓｉｐ

ｐｉａ，ｓｉｐｐａ，都是亲属②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中，仅有复

数的ｓｉｆｊａｒ（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Ｓｉｆ］的名字。——最

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１５８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

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在人民中间的男子中，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ｅｄｄｏ

ｈｕêｌｌｈｈｅｓｃｎｕｏｓｌｅｓｄｕｓｌｓ．》）

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末这恐怕就是哥特

语的ｋｕｎｉ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

为最初表示氏族长或部落长的ｋｕｎｉｎｇ（王③）一词就是从ｋｕｎｉ这

５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①

②

③ 德语是Ｋｏｎｉｇ。——编者注

德语是Ｓｉｐｐｅ。——编者注

德语是ｆａｈｒｅ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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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演变来的。ｓｉｂｊａ（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ｓｉｆｊａｒ

在古代斯塔的那维亚语中，不仅表示有血亲关系的人，而且也表示

有姻亲关系的人，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ｓｉｆ这个词本

身是不能表示氏族的。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

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说，塔

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１５９，那末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

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

而存在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在那里他说：母亲的兄弟

把他的外甥看做是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

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

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

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

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

志人所特有的一种东西。①假使这种氏族成员把自己的儿子当作

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

６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

切的关系，希腊人从英雄时代的神话中才知道。据狄奥多洛斯（第４卷第３４章）

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

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

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愿，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

狄奥多洛斯（第４卷第４３—４４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

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由于受到他的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

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腊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在亚尔古船英

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腊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

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也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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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这只是父亲本人的事情。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

那末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孩子或青年的最近的同氏族

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这个

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

使我们没有发现德意志人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末仅仅这

一个地方也就够了。①

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

《Ｖｏｌｕｓｐａ》
１６１
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关于大

约八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

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１６２，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

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Ｂｒｏｅｄｈｒｍｕｎｕｂｅｒｊａｓｋｏｋａｔｂｏｎｕｍｖｅｒｄａｓｋ，

  ｍｕｎｕｓｙｓｔｒｕｎｇａｒｓｉｆｊｕｍｓｐｉｌｌａ》．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子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Ｓｙｓｔｒｕｎｇｒ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

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还要罪大

恶极。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ｓｙｓｔｒｕｎｇａｒ一词；要

是不用这个词，而用ｓｙｓｋｉｎａ－ｂｏｒｎ（兄弟和姊妹的子女）或ｓｙｓｋｉ

ｎａ－ｓｙｎｉｒ（兄弟和姊妹的儿子们），那末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

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

盗时代，在斯堪的那维亚关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７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① 以下直到“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见本卷第１５７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

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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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①的德意志人中间，

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

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

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并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

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

到母权制的残余。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

不大信赖父亲的血统；所以，当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

奴的时候，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则尔斯劳顿，就要求有六个最

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

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１卷第３８１页１６３）。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

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

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

可能被俘而作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鼓

舞他们的战斗勇气；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

们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

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

中，戚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

部统治。１６４在家庭内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

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

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

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

动，看来就必须由成年男子来负担了。

８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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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婚制。这

还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还允许显贵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

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

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性。他只是举出

妻子的通奸，作为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很多漏

洞，而且过于明显地用来给淫荡的罗马人作为美德的镜子了。有一

点是真实的：即使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

的美德骑士，那末，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

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严格道德的最后痕迹消失得

比德语还要快。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哥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

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

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给德意

志人加上那种从未成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整个民族的通例的节欲行

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继承父亲或亲属的友谊关系和仇敌关系

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杀人或伤人赎金。这种

赎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

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

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赎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

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

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２１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

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

的那些地方应如何理解，像这种热烈而无止境的争论，如今已是过

去的事了。既然已经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

９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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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在苏维汇人当

中就是如此，１６５——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

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既然已经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

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关于这问题

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一百五十年间，德意志

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那里有过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

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

个体耕作，那末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

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共同耕作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

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

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

地。１６６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种耕作和

土地占有阶段。①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加改变。在

这个期间，问题已转到另一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

述书第４４页②），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

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却流行很广。

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积瓦茨争论不下的那样——是土

地公有还是土地私有，而是关于土地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

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

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是所有三种集团依

０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见本卷第７０—７１页。——编者注

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见本卷第１６１页）以前的各段文

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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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的。但

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

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

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起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

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

村落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

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像一个共同的马尔克一样

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

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块

土地，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荒芜。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

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土地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

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

共同经营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

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新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

分配，这一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

和沼地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已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

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

较之以前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见解，能

更好地诠释资料，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Ｃｏｄｅｘｌａｕ－

ｒｅｓｈａｍｅｎｓｉｓ
１６７
，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

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解释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

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解决；但

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那维亚

１６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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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

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

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

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林中居民的衣服：粗糙

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贵人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

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１６８（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

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

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货币很少使用，数

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货币。他们不制造金银装饰品，也不重视这

些。铁是很少见的，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似乎主要靠

输入，而不是自行开采的。鲁恩文字是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

的，仅仅用作暗号，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

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刚从野蛮时代中

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

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极为容易，因而其金属业和纺织业的独

立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

毫无疑问建立起了这样的工业。在什列斯维希沼地所发现的武器

——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二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

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

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是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的。向文明

的罗马帝国的迁徙，使这种独立发展起来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

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

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阿速夫海沿

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

２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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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坊，但它们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

到处都有氏族首长（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

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

氏族才有人民大会，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首长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和军事首领（ｄｕｃｅｓ）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

那里一样。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

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出的；

向父权制的过渡，像在希腊和罗马一样，使官职由选举逐渐变为世

袭，从而促进了各氏族中贵族家庭的产生。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

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成在它以后不久便消灭了。军事首长完

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与世系无关。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

的榜样来影响别人；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

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王或部落长是

大会主席；决定由人民来作：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

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

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和反自然的淫行

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首长为主席的全

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首

长只能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

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

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

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但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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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放的奴

隶一般是处于低微地位的，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

的手下，他们当中的受到宠幸的人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

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

同样的情形。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放者，起初在宫

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

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们在

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

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

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

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

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并且按等级制来组织

他们；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

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

小，像后来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包

含着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萌芽；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

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

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

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

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

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

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

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

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

４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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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

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Ｖｏｌｋ〕的德意志各部落

中，也有过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

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

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

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

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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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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

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

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

内，共为１８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１０万人①，这已经大大超过

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２万人，但

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

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比较著名的民族的位

置在地图上画出来，那末每一个这样的民族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

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１万平方公里，或１８２平方地理里。

但是，罗马人的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Ｍａｇｎａ〔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拉河

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

人口为１０万人，那末整个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Ｍａｇｎａ的人口总数，应达５００

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虽然就

６６１

① 这里所举的数字，在狄奥多洛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节文字中可以

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

为２０万人，最小者约为５万人。”（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Ｓｉｃｕｌｕｓ，Ｖ，２５，）因而，平均

起来是１２５０００人：各个高卢民族，由于其发展程度较高，所以人口一定比

德意志人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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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条件——一平方公里１０人，或一平方地理里５５０人——来说

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

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

系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以及其他人，——它们

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基本

集团１６９，而这些在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作过

雇佣兵的部落，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

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１００万人，那末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

大概数目，就至少有６００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

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什列斯维

希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硬币来判断，是属于三世纪

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

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商务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

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

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

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

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三百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基本

部分（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

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

人），向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

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的任务，就落在印格伏南人身上。到

五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

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

７６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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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文明的坟墓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

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未予抵抗的地方，一

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讹误百出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

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

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

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

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

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新民族〔ｎｅ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ｅｎ〕的要素到处都已

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

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

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ｎｅｕｅＮａ

ｔｉｏｎ〕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力或抵抗力的痕迹，

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对于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来说，只有一个把

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

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摧毁了罗马，罗马本

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

再是统治的了，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

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利尔、米兰。罗

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税

捐、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源；地

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

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

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

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

把野蛮人奉为救星。

８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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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况也同样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的统治已

经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帝制不但没有消除

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税捐和赋役

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

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营生；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才超

过这些民族而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

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才有，不过，

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

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

——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

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

的大庄园（Ｌａｔｉｆｕｎｄｉｅｎ），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

场，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

了；或者当作田庄，在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

业，——部分地为了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部分地为了在城市市场

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

业却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

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

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

农，或专租给ｐａｒｔｉａｒｉｉ〔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

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

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却是租给隶

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附着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

９６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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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

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是

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做简单的同居（ｃｏｎｔｕｂｅｒｎｉｕｍ）。他们是

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

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

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

的庞大的生产已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

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

用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却仍然能够

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罗马人来

做，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因此，一方面，多余而

成了累赘的被释放的奴隶的数目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和

贫困化的自由人（就像从前美国各蓄奴州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

民〕一样）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

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

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碍过

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的买卖奴隶，也没有阻碍过

后世的买卖黑奴。①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

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

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

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

０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乌特普朗德说，十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在神圣德意

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

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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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打破这种

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

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为了不受官

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粗暴蹂躏，他们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

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四世纪的

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得

到了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的

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

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注意到，并且在九和十世纪竭力用来扩张神

的统治和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４７５年左右，

马赛的主教萨耳维安还愤怒地反对这种掠夺，说罗马官吏和大地

主的压迫已经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

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

罗马统治之下。１７１那时常常发生父母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

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

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来自己分配。这一分

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所以有广

大的土地未被分配，而是部分地归全体人民所有，部分地归各个

部落和氏族所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

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

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为可

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没有分配而共同使用；这

种使用，以及所分得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

１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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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

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

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

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

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

斯堪的那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

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

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

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

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关系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

末，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Ｖｏｌｋ〕内因征服而

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

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规模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

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但是，它们既不

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

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部

分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只有另一种国家才能胜

任。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

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

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

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

于实现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

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还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

２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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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

大的森林地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

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

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赐的方式分给他的扈从队。

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

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其中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

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

言和当地法律而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了的人，而且还由于，其中

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放的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幸者。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

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

邑的方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逝世时为止。１７２这

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幅员广阔，所以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

的工具来管理了；氏族首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

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

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愈来愈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

新贵人的会议。正如从前共和制末期罗马的农民一样，法兰克的人

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

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

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

心的农民，到九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

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集的自由农民的自卫军，现在已经

由新贵人的家仆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家仆中，还有一些依附

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其他主人，而更早一

３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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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

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贵人的相应的

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

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１７３），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

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五十年，法兰克王国便

软弱地伏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四百年前罗马帝国伏在法兰克人

的脚下一样。

不仅从无力抵御外敌来说是这样，而且从内部社会的秩序

（不如说是社会的无秩序）来说，差不多也是这样。自由的法兰克

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被战争和掠

夺弄得破产的他们，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

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

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

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

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

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

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自由农民等级消灭

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

（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１７４中可以得到

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

在世的时候，就住有２７８８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

兰克人。其中２０８０户是隶农，３５户是半农奴，２２０户是奴隶，只有

８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

再将这块土地交给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耳维安宣布为背神

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

４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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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
１７５
，又

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

的工役。这样一来，广大民众在过了四百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他

们原来的状况上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

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

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四百年间，并没有

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

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

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地位的最初

数百年间，也没有恢复这一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

低为前提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占统治的大地主和依附

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

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

帝的规模庞大的然而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有名的皇室田庄的实验

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

来这种试验才有一些成效；但是修道院乃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

非正常的社会组织；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

才不能不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的

末尾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

毕竟已经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了；破产的、贫穷的、视劳

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人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

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正在灭亡中的罗马国粹，它的“无益的

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

５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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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

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

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

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

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像

白白度过，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

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

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破坏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

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１７６）的进一步发展

为封建制度而告终，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

无恙地经受了不到二百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①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

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著作所虚构

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

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部落，并且正处在充满生命

力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

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

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

一切品质，——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

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ｎｅ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ａｔｅｎ〕——所有这一切，

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如果不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

６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从“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起直至句末，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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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

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

末，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

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

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

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

奴制的最残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两

种东西无论在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

这样现成，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

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氏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

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

——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

立叶最早指出的１７７，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

渐获得解 放的手 段 （ｆｏｕｒｎｉｔａｕｘ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ｕｒｓｄｅｓｍｏｙｅｎｓ

ｄａｆ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ｆｅ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ｆ①），因此之故，这种形

式大大胜过于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

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

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

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

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

７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① 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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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

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

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

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

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

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８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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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

了民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出现又把它完全消

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

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

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

盛时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

了已经充分发展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

两个①，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

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

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

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在个别场合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

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

这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

９７１

①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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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

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

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

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

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

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

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

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

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

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

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

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

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

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

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

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

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①

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

这样，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

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

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的虚伪的法律根据。

０８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沙罗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

人部落中，还有７００口人聚居为一家的家庭经济。在努特卡人中间，常常是整个

部落聚居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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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

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

取；但已经驯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

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以至图兰人，——

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

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

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

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

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

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

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

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

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

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

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

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

是一种例外的现象。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

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

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

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①的

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

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

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

３８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Ｓｏｎｄｅｒ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而是“私有财产”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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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

当货币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

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概是野蛮低级阶段的亚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

在那里作为农田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

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储备，游牧生

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

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

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

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①便交给个人使

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更多的权利是没有的。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布

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

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

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

和银已开始用于手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

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

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

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

劳动力：俘虏被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

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

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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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

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

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

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

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

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

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

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

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

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

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

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

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

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仍然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

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

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

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

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

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

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

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

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

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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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

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

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

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但

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

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

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

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

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

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

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

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

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１０６６年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使

用石斧。１７８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

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

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

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

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

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

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

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

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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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

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

的奴隶到，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

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

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

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

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

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

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

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

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

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

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

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

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

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

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Ｖｏｌｋ〕的共同领土，也

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

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

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

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

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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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

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

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

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

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

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

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

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

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

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

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

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

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

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

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

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

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

语）１７９，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

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情况

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

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

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

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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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

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

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

生产阶段，从而也就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

阶段，进一步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

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

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

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

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

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

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

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

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

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和

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予生产，

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

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

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

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从而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似乎最

有用的居民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

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

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

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

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

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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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

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所面临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

并且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

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

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

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

握有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对货

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

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

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其他一切财富形式，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

身面前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有像在它

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

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

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者投在高利贷债权者的脚

下，——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

发地产生的。

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

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

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

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

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

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

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

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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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新的土地

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

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

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做了说明。土

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

制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节）。像杂婚和卖淫紧紧跟着

一夫一妻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制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

你们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现在你们

得到它了——ｔｕｌ’ａｓｖｏｕｌｕ，ＧｅｏｒｅｇＤａｎｄｉｎ！〔这就是你所希望

的，乔治 唐丹！〕①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

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

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

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

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

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

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②，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

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

对着没有它的参予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

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

１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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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４６万人，在埃吉纳达４７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

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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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了起

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直到

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

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

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了；

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可勉强进行。除了氏族团体

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生产条件的变

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

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

都是同它对立的。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同乡村对

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但是，每一个

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

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而在每个氏族团体中，

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

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

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与氏族公社无关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

经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

可能被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

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产

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

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

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

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

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

２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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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

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

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

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

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

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

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

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

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

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

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

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

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

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

的。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

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

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和从前一样，所以，

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

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

族中，甚至在农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马尔申①，还以削弱了的

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３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① 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

于他熟悉迪特马尔申１８０的氏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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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

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１８１勿

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

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

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

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

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

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

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

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

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

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

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

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

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

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

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

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

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

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９万雅典公民，对

于３６５０００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

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

４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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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

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

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

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

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

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

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

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

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

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

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

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

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有不少故事

可讲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

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

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

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

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

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

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

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

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

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５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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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

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

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

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

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

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

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

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

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

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

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

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

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衣不蔽体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

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

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

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

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

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

格上面。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

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

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

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

６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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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

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

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

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愈增长，股

份公司愈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

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愈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

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

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不过，为了使政府和

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

国以外，新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

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

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

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

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

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

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

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

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

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

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

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

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

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

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

７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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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

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

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

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

一起。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

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

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

先前的整个社会。

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

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

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

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

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

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

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

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

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

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

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

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

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

８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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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者之间的中介人插进来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

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

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

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

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

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

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

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

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

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

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

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

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

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

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

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

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

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

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终

归是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较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

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

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着

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

９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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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变为奴隶，人力①也是可以变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

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

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

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

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

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

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

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

（１）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

（２）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３）出现了土地

私有制和抵押制；（４）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

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

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

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

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

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

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

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

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

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②；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

００２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１８２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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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

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

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

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

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

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

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

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

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

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

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

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

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

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

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

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

１０２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

时代”，遗嘱制勿宁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期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

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

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全违反历史的论断。这

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

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

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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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

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

个社会—— 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

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

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

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

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

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

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

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

恩负义行为。①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

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

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

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

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

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

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

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

２０２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 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

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

在我只想指出，傅立叶已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

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

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ｌｅｓ

ｆａｍｉｌｌｅｓｉｎｃｏｈéｒｅｎｔｅｓ）是一种经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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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

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分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

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

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

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

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５５２

页）１８３

————

３０２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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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

一八八四年单行本前言１８４

  这部著作最初问世是在１８４９年，从４月４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

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１８４７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

意志工人协会１８５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载完；虽然

在第２６９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个诺言并未执

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顿、伊

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使报纸本身

被查封了（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

写于１８８４年６月

载于１８８４年在霍廷根—苏黎世

出版的卡尔 马克思的小册子

“雇佣劳动与资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９１年版本译的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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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１８６

  本书是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４７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

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

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７一书，使

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

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

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

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

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

１８６５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６、１７和１８号上发表的文章

里１８８看到。这是马克思为该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冯 施韦

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政府的轨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

使我们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该报撰稿。１８９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具有马克思本人从来也

料想不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鲁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

时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禄之徒的神灵洛贝尔图斯呢？

这里不是群谈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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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
１９０
这里只想指出，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

“剽窃”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不指明出处大量利用了”１９１他

的“认识”１９２一书，这样的指责是因热狂而进行诽谤。这种诽谤只能

解释为这位无人赏识的天才十分烦恼，和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

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既没

有看到这个指责，也没有看到洛贝尔图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贝

尔图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问题书简”１９３，而且

就连这些也决不是在１８５８年或１８５９年以前知道的。

洛贝尔图斯更有理由地宣称，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鲁东之

前就已经发现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１９４；当然他在这里是再度错

误地自炫为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们这本书里

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也就使我必须简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

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这本“创业的”小书（１８４２），因为

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之外

还预先披露了蒲鲁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

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李嘉图在１８１７

年他的“原理”１９５中，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

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

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

（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在英国，早在１８２１年，就已经从这两个

原理中做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１９６，并且有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锐和

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现在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的、很大一部分靠马

克思才再次发现的文献，在“资本论”出版以前，一直是不可超

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谈吧。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

６０２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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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２年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那对于一个德国人来

说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国才

算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

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是毫不新奇的。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

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

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

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版），

威廉 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社的财富分配原则’（１８２４年

版），托 娄 艾德门茲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１８２８

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

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

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中最重要

的几段话。”１９７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就把洛贝

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

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

他只是在我们于１８４５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

候，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上述的书籍在四十年

代并不像现在这样难找到。如果说，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始终不

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

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

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斯也不是一直都很安

宁的。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７０２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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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１９８
。其中，在第４０页上从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非难中

举出了下述第二个责难：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

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

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马克思对此加了下面的

注释：“经济学家①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

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

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

来反对政治经济学。”１９９在同一个注释里提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

贫困”，这本书当时在哪一个书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贝尔图斯有充分机会来亲自确定，他的１８４２年的发

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这样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简直

把这点看成是举世无双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马克思也能像他洛

贝尔图斯一样，独自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决不可

能！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正是这个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

切机会来让他确信，这些结论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

洛贝尔图斯还保持着的那种粗糙形式，在英国已经有人说到了！

上面说的就是李嘉图理论的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应用。这样

应用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都产生了李嘉图望尘莫及的对于剩余

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洛贝尔图斯也是其中的一个。先不说他

在这方面除了别人早已说过，并且说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

么也没有提供；他的叙述还犯了同他的前辈一样的毛病，——把

８０２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① 马克思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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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

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现象的样子盲目地接受下来，而不研究它们

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道

路，——同马克思相反，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几条六十四年来被

反复背诵的原理中得出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

向乌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

产品属于唯一的、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

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

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

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

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

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

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

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

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

简单的事实。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

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

年的奴隶制成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

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

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

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

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还可以引出别的结论，而

且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

９０２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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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但是，情况却是，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商品的出售时而高

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并且这还不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所产生的

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

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借供求关系把自己恢复到劳动价值的趋势

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入一个工业企业的总资本来计算的。

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年产品可以体现出同样的劳动量，

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

的预付资本可以并且常常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两倍或三倍，这里，

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矛盾了，这一点李嘉

图本人已经发现。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

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

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

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

李嘉图的说法（第１章第４节和第５节２００），占上风的照例是利润率而

不是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

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

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

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

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

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

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

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

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

０１２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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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

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

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

个社会里产品按它的劳动价值来交换终于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

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

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

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

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小资产者（现实的或精神的）的思想中是多

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早在１８３１年已经由

约翰 格雷系统地发挥过２０１；在三十年代，英国还在实际上试办并

在理论上宣扬过；１８４２年洛贝尔图所在德国，１８４６年蒲鲁东在法

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１８７１年洛贝尔图斯再次把它宣称为

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当做他的社会遗嘱２０２；１８８４年，它又在一

群利禄之徒中间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斯为名，准

备借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谋取一己的私利。２０３

马克思不论在反对蒲鲁东还是在反对格雷（见本书附录
２０４
）的

时候，都极其透彻地批判了这种空想，因此，我在这里只就洛贝

尔图斯所特有的对这种空想的论证和描绘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洛贝尔图斯把经济学概念的传统的定义完全

按照经济学家所传授给他的样子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到要

加以研究。他认为，价值是

“一物同另一物相比在数量上的值，而这个值被理解为尺度”２０５。

这个说得轻一点也是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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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像个什么样子，却决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可是，洛贝尔图斯关于

价值能向我们说的全在这里了，可见，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

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 瓦格纳先生称赞不已的抽象

思维能力２０６，以三十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

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们必

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

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

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２０７才保证是这样。

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的代价“是劳动”，而

且仅仅是劳动，以及为什么是劳动，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

任何实际联系的。

劳动也是按照经济学家们那里的样子被盲目地接受下来的。

不仅如此，洛贝尔图斯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

是劳动还是非常笼统地当做“成为代价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

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

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一天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

了十天，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

们的劳动时间是耗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

量上，还是耗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但却在数

量上是多于需要还是少于需要，——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

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

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斯总还随时准备站

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了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

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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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创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

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

多，——顺便说说，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抽象思维能力只是通过

最具体的思想空虚才揭示出来的。

过渡到乌托邦的事，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

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规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引起任

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

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

途径，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老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经济问题。

洛贝尔图斯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鲁士人，求助

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规定”了，但是，这绝对没有

规定出洛贝尔图斯痴心妄想的对这规定的首创权。相反，格雷和布

雷以及其他许多人早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

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们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

况下总是只按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规定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

贝尔图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纸币，预支

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再用他们得

到的劳动纸币购买产品，于是劳动纸币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

得多么奇妙，我们应该听听洛贝尔图斯本人说的话：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末，耍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

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

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

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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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货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货物所耗费的劳动量一

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无论谁交出一件耗费

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这表明或者证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

同他实际交出的一样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

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票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

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像得多么广阔，

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票券上注明的

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

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

正确地进行。”（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

那末，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

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幼稚天真、透彻明净、可以说道

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说出关于劳动货币乌托邦的痴话。既然对于

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没有一个价值对

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

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计算下来连一丝一毫余额也没有，一

秒钟劳动都不差，连资格再老的国库出纳处的会计也不能找出丝

毫计算上的差错。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

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

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

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

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

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来生产的毕竟也

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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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

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

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

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

为多余的了。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

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

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

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

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

的价值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

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

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

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

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

经济规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

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

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

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

是，洛贝尔图斯等人代表着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

调节者。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

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

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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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

末，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

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

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

“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

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Ｘ，他审核过账目，

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

现在，我们再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表现——用他

的空想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

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

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

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①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

价格的起落把世界市场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

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之生

产的市场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甚至艾

曾巴尔特医生也会因此着慕洛贝尔图斯呢。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贝尔图斯径直用“劳动”未决定

商品价值，顶多只提到了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

通过什么和怎样创造、从而决定价值并成为价值的尺度，他就会

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

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的需求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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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贸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

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现，则经常

的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波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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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他遇到一个问题：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是怎样适应社会的

总的需求的；而同时他的整个乌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他的

确是宁可“抽象”，亦即把问题的实质“抽象”掉。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洛贝尔图斯真的向我

们显示了一些新鲜东西，一些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货币

的交换经济论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实行这种交换

制度，目的是要废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

他的产品的十足劳动价值。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格雷到蒲鲁东，都

是一致的。洛贝尔图斯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雇佣劳动和对雇佣

劳动的剥削要保留下来。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产

品的全部价值以供消费；总存在许多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

又是必要的职能，它们的费用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而有

关人员的生活费用也要从中开支。——这一点，只有在现在这种分

工还起作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普遍有义务参加生产劳动

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设想的”啊——这种情况就

会消失。但是，社会储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总还是存在的，因此，

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将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全部

产品，但每一个单个的人也还不会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劳动收

入”。对于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

这一点，其他的劳动货币空想家也没有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

为这个目的通过一般的民主途径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斯则相

反，他的１８４２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都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而

安排的，把事情全部交给官僚去决定，由他们从上面规定工人应

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得多少并且把这一部分恩赐给工人。

７１２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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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为地主

和工业资本家也从事了一定的，即使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

但是对社会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活动，因此，他们以地租

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显然，这就是在１８４２年也根

本不算什么新论点。实在说，凭他们做的那一点事情，并且做得够

坏的，他们现在所得到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斯偏认为一

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五百年内还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

价值率——为了表达确切，我用了这个设法——还应该继续存在

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现在的剩余价值率，洛贝尔图斯假设为

２００％，即工人在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后得到的不是十二小时而是

四小时的票券，其余八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

分配。因此，洛贝尔图斯的劳动券简直是个骗局。只有波美拉尼亚

的骑士领主才能设想，工人阶级会同意为了四小时的票券而工作

十二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戏法翻译成这样坦白的话，它就

成了赤裸裸的抢劫，那末，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

一张票券就会变成直接教唆判乱的东西，并且触犯德意志帝国刑

法典第一一○条２０８。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亚骑士领地上的实际上还

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

人，——在那些领地上，棍子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

归入领主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我们的保

守派倒真是我们的最大的革命家。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非常温顺地让人愚弄，以为辛苦劳动

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实际上只劳动了四个小时，那末他们在工资上

就会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永远

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来的音乐，

８１２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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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值一谈。因此，如果说洛贝尔图斯在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方

面有了什么新贡献，那末，这个新贡献就是幼稚，远远落在他以

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在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

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颇有希

望的开端。尽管这一著作只是对他来说和对德国来说才是新东西，

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同比他高明的英国先驱者们的著作处在同一

个水平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这一点出发，只是通过寻根究

底的、批判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论上有真正的收获。但是，

他一开头也在第二个方向即乌托邦的方向上继续发展李嘉图的理

论，从而切断了自己上述发展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

一个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成了一

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他一陷入自己的乌托邦的圈套，就断绝了在

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１８４２年直到死去，他一直在兜圈子，老

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

被人所了解，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

非无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只是重新发现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现的东

西。

————

译文有些地方同已经出版的法文原文不同。这是以马克思亲

笔的订正为根据的，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本中也做了这些

订正。２０９

本书用语同“资本论”不尽相同，例如这里说的是作为商品

的劳动［Ａｒｂｅｉｔ］、劳动的买卖，而不是劳动力［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看

来这一点无须再提请注意了。

９１２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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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１）１８５９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第一个，即约翰 格雷提出的劳动货币

交换乌托邦的一段，（２）马克思１８４８年在布鲁塞尔关于自由贸易

的演到２１０的译文，这个演说和“哲学的贫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

展时代。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于伦敦

于１８８５年１月“新时代”杂志第１

期和１８８５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

尔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９２年

德文版本译的

０２２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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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高级炸药顾问
２１１

大家知道，俄国政府使用一切手段要同西欧各国签订关于引

渡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的协议。

大家也知道，这个政府首先需要同英国达成这样的协议。

最后，大家知道，俄国官方要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于是，１８８５年１月１３日俾斯麦同俄国签订协议，规定任何一个

俄国政治流亡者，只要俄国随心所欲地控告他是可能的弑君犯或

炸药使用者，就应该被引渡。２１２

１月１５日奥里珈 诺维柯娃女士，就是那位在１８７７年和１８７８年

土耳其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为俄国的利益而非常出色地使高贵的

格莱斯顿先生上了当的诺维柯娃女士，在“派尔－麦尔新闻”上

发表了一篇对英国的呼吁书。２１３呼吁书要求英国，再也不要容许加

特曼、克鲁泡特金及斯捷普尼亚克这样一些人在英国领土上进行

“目的是在俄国杀害我们”的秘密活动，——现在炸药转眼就要在

英国人自己的脚下爆炸了。俄国在对待俄国革命者的问题上要求

于英国的，难道不正是英国自己在对待爱尔兰炸药使用者问题上

现在必须要求于美国的吗？

１月２４日早晨在伦敦公布了普俄协议。

而１月２４日午后２时在一刻钟之内伦敦就发生了三起炸药爆

炸，造成的损失比以前各次爆炸加在一起还要重大，至少伤了七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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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又有消息说是十八个人。

这些爆炸发生得太巧了，使人不能不产生一个问题：这些爆

炸对谁有好处？这些在其他方面毫无目的的爆炸，这些不是对付某

一个人的、威胁性的爆炸（其受害者不仅有下级警官和资产者，而

且有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究竟最合谁的利益呢？谁呢？是那些

受尽英国政府残酷折磨——特别是在被监禁期间——，并且被怀

疑安放炸药的爱尔兰人呢？还是那个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施

加特别的压力，以促使英国舆论对炸药使用者产生盲目狂怒，就

不能达到自己目的——签订关于引渡的协议——的俄国政府呢？

当波兰流亡者——除极少数人以外——不愿意按照俄国外交

和警察方面的希望伪造俄国纸币的时候，俄国政府曾经把包括枢

密官卡缅斯基在内的代理人派到国外去怂恿流亡者这样干，当这

样做也不成功的时候，卡缅斯基先生以及和他一伙的先生们就自

己动手伪造起俄国纸币来了。所有这一切在亨 乔治１８７５年于日内

瓦出版的小册子“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２１４中有详细叙

述。瑞士的、伦敦的，大概还有巴黎的警察，都能说出一些他们在

追缉俄国的货币伪造者的时候，照例总是怎样碰到一些俄国使馆

坚决阻挠他们追缉的人。

俄国官方为了用毒药和匕首等等除掉妨碍它的人能干出什么

事情来，巴尔干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可以提供足够的实例。仅仅提出

１８５５年在巴黎出版的埃利阿斯 雷尼舆的“多瑙河各公国史”２１５这

本著名的书就够了。俄国外交机关经常掌握着各种各样的代理人，

其中也有被利用来干各种卑鄙勾当，然后就被丢在一边的人。

因此，我暂时还没有根据来确定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４日伦敦的爆炸事

件是俄国干的。炸药可能是爱尔兰人安放的，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按

２２２ 帝俄高级炸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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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俄国的主意和收受俄国的钱财而干出来的。

俄国革命者采取的斗争方式是由需要决定的，是由他们的敌

人本身的行动决定的。他们为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对本国的人民和

历史负责。但是那些没有必要在西欧像小学生那样学步这种斗争

的先生们，却竭力把革命弄到施因德汉斯的水平，他们的枪甚至

不是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而是对付一般公众，——这些先生们

绝对不是俄国革命的追随者和同盟者，而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除

俄国官方以外这些功绩不合任何人的利益，这一点搞清楚以后，问

题只在于：这些先生中间谁是俄国沙皇政府的不自主的代理人，而

谁是自愿的、领津贴的代理人。

１８８５年１月２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２９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５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３２２帝俄高级炸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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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２１６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显然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

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

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

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

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

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

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

且，如约翰 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

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

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２１７；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

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

量①来实现宪章。这时１８４７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

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１８４８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

① 在德译本中不是“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而是“用暴力，还是用合

法手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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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

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该显示全部

力量的时候，却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２１８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

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①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

的胜利。

１８３１年的议会改革２１９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谷物税２２０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

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②的资本家的胜

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

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

家即现在代表着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

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

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

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

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

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

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

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

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③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

烂的前景呵！

５２２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①

②

③ 在德译本中不是“爱尔兰”，而是“卫星”。——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而是“一致或有密切关

系”。——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活动”，而是“政治活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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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

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

较小的①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１８４７年危机过

去之后自然而然地②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

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就变成了

“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所领导的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

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③的不是自由贸易本

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

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

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

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工厂主视

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而且还容许把

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

被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

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１８４８年还被宣布不

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

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

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

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

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

制”２２１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８４年的

６２２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①

②

③ 在德译本中不是“反对”，而是“激烈反对”。——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自然而然地”，而是“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编

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器量较小的”，而是“沾染市侩习气较深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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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改革
２２２
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

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

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

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

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

人和继承人①。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 马克思常

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

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

的独立②，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③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

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

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气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

果，和１８５０—１８７０年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

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

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

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１８５７年有一次危机，１８６６年

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

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

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

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

７２２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①

②

③ 在德译本中不是“不得不”，而是“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独立”，而是“某种程度的独立”。——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而是“奇特的命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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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①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

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

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②，并且给了他们一

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

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１８４８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

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

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

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

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

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

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

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

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１８４８年以来，他们

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

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

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

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 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③的模

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

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８２２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①

②

③ 在德译本中这里加有：“（以及可敬的路约 布伦坦诺先生）”。——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工作日”，而是“通常工作日”，不是“恢复”，而是“一定

程度的恢复”。——编者注

在德译本中不是“农业人口”，而是“农业工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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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

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２２３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

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

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

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

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

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

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

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１８４７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

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１８６６年的破产之后，

１８７３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

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该到来的时候即１８７７年或１８７８

年发生，但是从１８７６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

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

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

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

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

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

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

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

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

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

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

９２２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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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

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

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

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

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

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

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

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

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１８８３年不列颠协会南港

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 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

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

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２２４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

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

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

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

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

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

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

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

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０３２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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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１８４８—１８６８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

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状

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受保护

的”工人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

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

状况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

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

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

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

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

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

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

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写于１８８５年２月中

载于１８８５年３月１日“公益”杂志

第２期，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

１８８５年６月“新时代”杂志第６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

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１３２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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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

面前”一书序言２２５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审讯，只要把有关这些审讯的主要事

件汇集起来就够了。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１８４８年３月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封建

官僚专制的反动努力已经大大恢复了元气，以致到１０月底就面临

了第二次决定性战斗。维也纳在经过长期的英勇抵抗之后终于陷

落，这也给了普鲁士权奸搞政变的勇气。在他们看来，驯顺的柏林

“国民议会”还是太狂放了。议会应当解散，革命应当结束。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８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组成。９日它决定

把议会所在地由柏林近往勃兰登堡，让议会能够在刺刀的保护下

“自由”开会，而不受柏林革命影响的惊扰。议会拒绝迁移；市民

自卫团拒绝起来反对议会。市民自卫团还没有起来抵抗，内阁就把

它解散了，并且解除了它的武装，宣布柏林戒严。议会于１１月１３日

控告内阁叛国，以此作为回答。内阁就把议会从柏林的一个地方赶

到另一个地方。１１月１５日议会决定，在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

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这个拒绝纳税的决议只有在人民武装抗税的情况下才能实

现。而当时在市民自卫团手中还保留着足够的武器。尽管如此，几

乎到处都只限于消极抵抗。只有少数地方准备以暴力对抗暴力。科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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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莱茵省民主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就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最勇敢

的号召，该委员会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组成。２２６

进行斗争来反对在柏林胜利完成了的政变，这在莱茵地区不

可能取得成果，对这一点委员会并没有发生误解。莱茵省有五个要

塞；仅仅在莱茵本省、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兹、法兰克福和卢

森堡就几乎驻有普鲁士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一，其中有许多团是从

东部各省调来的。市民自卫团在科伦和其他城市已经被解散并且

被解除了武装。但是，问题并不是要在科伦这个本身于数周前才解

除戒严的城市里取得直接的胜利。问题在于给其他省份作出一个

榜样，从而挽回莱茵省的革命荣誉。而这一点是已经做到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曾经由于害怕当时正在觉醒的无产阶

级突然发动，而把自己的重要的阵地一个一个让给了政府，它早

就为自己过去的权力欲感到了后悔，它从３月开始就完全被吓昏

了，因为威胁性地面对着它的，一方面是纠集在专制制度周围的

旧社会的各种势力，一方面是逐渐觉悟到自己阶级地位的年轻的

无产阶级，——这个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了它在紧要关头一贯采

取的做法：它屈服了。而工人并不那么愚蠢，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

况下去为资产阶级作斗争；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在莱茵——普

鲁士问题本来就是纯粹地方性的问题；如果工人为资产阶级的利

益而赴汤蹈火，那也是在整个德国范围内，是为了整个德国。“普

鲁士的领导地位”２２７那时在工人当中就已经没有作用了，——这

是一个有意义的征兆。

一句话，政府胜利了。一个月以后，在１２月５日，政府得以彻

底解散还在苟延残喘的柏林议会，并强行制定了一个新宪法，而

这个宪法也只是在它完全变成一出制宪闹剧之后，才真正生效。

３３２“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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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书发表的第二天，即１１月２０日，三个署名的人被传到法

院侦查员那里，以煽动判乱罪对他们起诉。当时甚至在科伦也还谈

不到逮捕。２月７日“新莱茵报”经受了它的第一次报刊案件；马克

思、我和发行负责人科尔夫出席陪审法庭受审，并被宣判无罪。２２８

第二天，审理了委员会案件。
２２９
人民已经预先做出了自己的判决，

在十四天以前把被告施奈德尔选为科伦议员。

马克思的辩护词自然构成审讯的最高潮。这个辩护词特别从

两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这里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

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告的这些事情，其

实是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仅有义务和责任去

完成，而且应当由此得出最坚决的结论。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表

明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态度。问题是应

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

——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

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

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

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当

与他们为敌的政府在他们主力所在地袭击他们，解散他们的议会，

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并对他们本身实行戒严的时候，他们丝毫

也没有采取行动。这时共产主义者补上了这个缺口，号召资产阶级

去完成纯粹是它分内的事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组成与旧

的封建社会相反的新社会，应该一致行动。号召当然没有奏效，同

时却出现了这样的历史讽刺：现在，同一个资产阶级一方面审判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审判反革命的政府。

４３２ “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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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一点使辩护词在现在仍然有特别的重要性——

它维护了革命观点，反对了政府的虚伪的法制，它这样做所采取

的方式，在今天对某些人来说还可以当做范例。——我们那时号召

过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吗？是的，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这是

我们的责任。我们破坏了法律，抛弃了法制基础吗？是的，然而政

府早在我们破坏这些法律以前就撕毁了它们，把它们掷在人民的

脚下，法制基础也就不再存在了。可以把我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消

灭，但不能判我们有罪。

各个官方政党，从“十字报”到“法兰克福报”２３０都指责社会

民主工党，说它是革命党，说它不想承认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１年制定

的法制基础，从而就置身于公法之外——所有的人，直到民

族自由党为止，至少都是这样说。２３１我且不谈这种怪论：仿佛

某一个人维护某种意见就会置身于公法之外。真正的警察国

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

吹法治国家。１８６６年的法制基础难道不是革命的基础吗？联邦宪法

破坏了，又向联邦成员宣了战。２３２俾斯麦说，不，是别人破坏了联

邦。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能为每一次武装

发动找到一些至少像俾斯麦为他在１８６６年的活动而找到的同样好

的法制基础，那它就太愚蠢了。然后，内战被挑起了，因为１８６６年

战争不是别的，正是内战。但是，任何内战①都是革命战争。这次战

５３２“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① “内战”一词，原文为Ｂüｒｇｅｒｋｒｉｅｇ，俄文为ｒｐａ ，中文译为“内

战”。按此词源出于古罗马，采指一部分罗马公民与另一部分罗马公民之间的

武装斗争（直译应为“公民战争”）。后来用此词专指国内各政党、各阶级之间

的武装斗争，与ｉｎｎｅｒＫｒｉｅｇ，Ｍｅ （亦译“内战”）意义不

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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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是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的。人们同外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人，把意

大利的军队和舰只引进战斗，把可以获得德国莱茵地区这一前景

作为对波拿巴的钓饵。匈牙利军团被组织起来了，这个军团应当为

了革命的目的去反对自己世袭的君主；在匈牙利依靠克拉普卡，正

像在意大利依靠加里波第那样。胜利了，吞并了三个受命于天的王

国：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这三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

至少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是正统的、“世袭的”和“受命于天

的”。２３３最后，把帝国宪法强加给联邦其他成员，这些邦，例如萨克

森，就做普鲁士当年接受提尔西特和约一样，自愿地接受了这部

宪法。２３４

对此我应当埋怨吗？不，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对历史

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

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做过这一切

事情的人，完全有权要求他们不要指责别人是革命者。德意志帝国

是革命的产物，当然，这是一个特种的革命，但毕竟还是革命。一

个人可以做的，别人做做也无妨。革命仍然是革命，不管由普鲁士

国王完成，还是由锅炉修补工完成，都是一样。如果现存的政府利

用现行法律来摆脱它的反对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政府所

做的。但是，如果它以为要完全把他们吓倒只需要大喝一声：你们

是革命者！那末它用这种办法最多只能吓倒庸人。整个欧洲却会响

起一个回声“你自己就是革命者！”

但是，如果要求放弃从历史关系中必然产生的革命本质，而

被这样要求的政党又是先被置于公法之外，即法律之外，然后又

要求它承认正是对它说来是废止了的法制基础２３５，那简直就可笑

极了。

６３２ “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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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居然还要费一番唇舌，这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在政

治上的落后。在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知道，目前整个政治情况

正是革命的结果。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有多少国家，

就有多少受命于革命的政府。在英国，甚至连辉格党人马考莱也承

认，现代法制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ｐｅｄｕｐ

ｏ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的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美国每逢７月４日都纪念

自己的革命。２３６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都存在着一些在现存法制不

能加以约束时就不再受其约束的政党。但是，如果有人在像法国这

样的国家里指责保皇党人或波拿巴派是革命者，那他准会受到嘲

笑。

只有在德国，——在那里，政治上还没有彻底解决过什么问

题（否则它就不会被割裂为两部分，即奥地利和所谓德国），正因

为这样，过去了的、但刚刚被克服了一半的时代的观念也就在人

们头脑中不朽地存在下去（因此德国人才自称为思想家的民

族），——只有在这样的德国还会要求一个政党不仅在实际上而

且在精神上都受现存的所谓法制的约束；要求这个政党预先保证，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要推翻它与之斗争的法制基础，即使能

做到也不要做，换句话说，它必须承担使现存政治制度永世长存

的义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是“革命者的”用意只此而已。

但是，德国小市民——他们的意见仍然代表着德国的舆论

——是特别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革命。１８４８年革命是工

人替他们进行的，而这次革命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是他们却忍受了

更多的革命。因为在德国，近三百年来革命是由诸侯进行的，而革

命也就适合诸侯们的要求。他们在自己领土上的全部最高权力以

至于他们的主权都是反叛皇帝的成果。普鲁士首先为他们做出好

７３２“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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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普鲁士只是在“大选帝侯”①胜利完成反对其宗主波兰王国

的暴动并建立不依附于波兰的普鲁士公国以后，才成为一个王

国。２３７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的反德意志帝国的暴动是经

常进行的；它“唾弃”帝国宪法的程度比我们勇敢的白拉克唾弃

反社会党人法的程度还要严重。后来发生了法国革命，诸侯和小市

民都同样悲哀和叹息不已地忍受了这次革命。根据１８０３年帝国代

表会议的决议，法国人和俄国人用最革命的方法把德意志帝国分

配给德国的诸侯，因为这些诸侯自己对于瓜分不能取得一致意

见。２３８然后来了拿破仑，他让那些受到他特别保护的巴登、巴伐利

亚和维尔腾堡的诸侯能够占据所有在他们领土之内和在他们领土

之间而直接参加帝国的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城市。接着这三个叛

国者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它们皇帝的最后一次叛乱，在拿破仑的帮

助下获得主权，从而彻底摧毁了古老的日耳曼帝国。２３９从此以后，

德国实际上的皇帝拿破仑几乎每隔三年就把德国在他的忠实奴

仆，德国的以及其他的诸侯中间重新分配一次。最后，终于从外国

的统治下光荣解放出来了，维也纳会议，即俄国、法国和英国，为

了奖赏，就把德国当做一块供普遍赔偿之用的土地分配和拍卖给

没落的诸侯，居住在大约两千块互相隔离的小块土地上的德国小

市民像绵羊一样被分配给三十六个不同的君主，在今天他们对这

些君主中的大多数人还像对他们世袭的君主一样表现出“顺民的

忠诚”。这一切难道不是革命的吗，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

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２４０他说得多

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８３２ “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选帝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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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

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像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

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但是通过反革命和革命取得政权的政

府也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只能意味着：当革命由俾斯麦为了俾

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但是，当革命为了反

对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坏的。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５年７月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５年在霍廷根—苏黎世

出版的小册子“卡尔 马克思在

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卡尔 马克思

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９３２“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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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
２４１

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５日于泽稷

阁下：

我在亡友卡尔 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

尔 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答复。这一答复不

知当时为什么没有发表，由于目前仍然可能引起俄国读者的兴趣，

特寄上请您处理。

请接受我的致意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４６年第１版第

２９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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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２４２

从１８５２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

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但它从１８３６年起

持续到了１８５２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在国外的散布，这个运动差

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展开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

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

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

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１８４７年在

“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

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有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来源。

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５４年柏林版，上下两卷２４３。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

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书，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

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蓝本。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这个梗概也只限于同盟本

身，只能谈一谈为了解“揭露”①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

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

１４２

① 即“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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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期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１８３６年，从德国流亡者于１８３４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

的秘密同盟“流亡者联盟”中分出了最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

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

个只剩下雅科布 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完全

消失了：当警察在１８４０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

剩下一个影子。相反地，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

在巴黎形成的具有巴贝夫主义２４４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

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

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

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做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在德国也

决不是没有在适当时机准备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

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

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ｓ

ｓａｉｓｏｎｓ［四季社］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举行了起

义；同盟各支部曾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

败。２４５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 沙佩尔和亨利希 鲍威尔；路易－

菲力浦政府满足于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２４６两人

都到伦敦去了。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耳堡；他在吉森的林学院学

习时于１８３２年参加了格奥尔格 毕希纳组织的密谋活动，于１８３３年

４月３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２４７，逃亡国外，并于

１８３４年２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２４８他身材魁伟，果决刚毅，

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

２４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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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 惑者”
２４９
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

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

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

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

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

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 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

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

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

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

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

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 莫尔；这是个中等

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

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

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

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

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１８４３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

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

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①，我当时还用在某种程

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也不会忘

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

我的良好印象。

３４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① 我把平均共产主义，如上所述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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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

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１８４０年２月７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

会就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２５０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

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

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

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

其他地方也是采用的。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都以同样的

方式利用了它们。在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

咏团、体操会等团体。联系主要是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

盟员在必要时也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

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

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

特 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

的不稳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于魏特林共产主

义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

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

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

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

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

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

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

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

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

力士。”２５１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

４４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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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完全。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

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

七年以后（１８４６年底）才在柏林（门特耳）和马格德堡（贝克）发

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１８４０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

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

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１８４６年我在

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赫姆航海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

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１８４７年，在巴黎

各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缝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家具工

人组成的。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

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

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一切民族的代表，这

是斯堪的那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

以及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１８４７年，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掷弹兵

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在会员证

上至少用二十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

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团体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

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狭义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

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

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

了。

５４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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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流亡在伦敦的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的起义伙伴，同盟和法国革

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急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波兰的官方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毋宁

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们的运动具有特殊的英国性质，

被看做不革命的而抛到一边。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

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事变的发展，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

仍然把巴黎看作革命策源地，当时也有充分理由这样看，但是已

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

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

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

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

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５月１２日的经验表明，举

行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

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

的章程，那末，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

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

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

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

半只是小作坊师傅。就是在规模很大的裁缝业中，在由于裁缝手工

业变成了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而形成的今天所谓的服装业

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

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

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

６４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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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

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

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

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

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

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

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

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经济

学书籍的。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

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根

本不同的共产主义正在形成。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

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

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

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

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

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

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２５２里已经

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

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１８４４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

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

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１８４５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

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

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

７４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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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

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

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

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

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

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

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

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

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

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

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

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

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

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

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

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

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

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

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２５３，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始

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 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

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２５４的编

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马克思是

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２５５（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

８４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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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动的报道）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

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

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

当然是知道的；１８４３年法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

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

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

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

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

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

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

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

的威斯特伐里亚大学生海尔曼 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作为同

盟特使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 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

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①，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

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

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

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２５６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

青的帮工裁缝，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

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

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

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

９４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① “人民论坛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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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

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

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

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

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

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

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

魏特林所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２５７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

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

掌握在阿尔勃莱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

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

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

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主义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

的”社会主义一节）２５８，这种通过克利盖和有关著作传入同盟的社

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已经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

的厌恶了。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

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

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们在理论理解

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朗的细工

画家卡尔 普芬德和绍林吉亚的裁缝格奥尔格 埃卡留斯。①

０５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① 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副精细独特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舌

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

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

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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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１８４７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

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

确信我们的观点一般正确，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

的传统和方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

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

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

条件的适当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

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

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是没有怀疑过的。而

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

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

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

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人组成同盟的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

黎的三个支部去。

１８４７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 沃尔弗代

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里首先

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

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

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

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

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２５９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

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

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

１５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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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

——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

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８日最后通过。这个章

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一卷第２３９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于同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举行的。马克思也

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

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

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

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

遍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

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由

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所代替。十七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

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到自己的

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

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

全处于戒严状态，德国人已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举行集会了。我们大

家都已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解散自己，把

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

员会。通过这个决议（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

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迫使他第二天就动身，前

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

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

２５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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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２６０

１．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３．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

国会。

４．武装全体人民。

７．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

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

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８．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

缴纳给国家。

９．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

家。

１１．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

局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者阶级支配。

１４．限制继承权。

１５．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１６．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

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１７．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

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

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

３５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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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

卡尔 马克思 卡尔 沙佩尔 亨 鲍威尔

弗 恩格斯 约 莫尔 威 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

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

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

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掉工

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

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排除外国工人，于是

决定给予他们ｌ’éｔａｐｅ ｄｕ ｓｏｌｄａｔ，即行军营舍和每日五十生丁

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

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十分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正在德

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

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

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

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

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２６１，在里面说服工人不

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

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

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

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正在高涨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面前，同

４５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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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

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

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

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人自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

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

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

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是要好得多的。一句话，自从使

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

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

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

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河一带，在拿

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领导极端民主

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

势地位妨碍了这样做。在布勒斯劳，威廉 沃尔弗成效卓著

地活动到１８４８年夏天；他并且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

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

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 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这

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１８５０年。波尔恩是一个

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

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

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

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

主义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 勃朗和蒲鲁东

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

５５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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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

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

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所以，当

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

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

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勒斯顿的起义２６２，侥幸得免于

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

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

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１８５０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

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

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

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

甜腻的德语。

随着１８４９年巴黎的六月十三日２６３，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败

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

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分散

的革命力量以及同盟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像１８４８年以前一样，形

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

地组织起来。

１８４９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成员重

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维斯巴

登，１８５０年春天被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在完成了许多极危险的执

行任务和进行宣传的出差以后——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

为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骑乘炮手——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伯桑松

工人连，在牟尔克河战役中在罗腾菲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

６５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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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利希在舞台上出现了。维利希是１８４５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

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

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

的预言家，深信自己命定要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并以这

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

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

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

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一

号）中的１８５０年３月的“告同盟书”２６４，亨利希 鲍威尔作为特使被

派到德国去。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

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

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１８１５年、１８３０

年、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１８７０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

十五年到十八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

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

用。亨利希 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

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

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

“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团体、农民团体

和体育团体中起着比１８４８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领导作用，所以在

１８５０年６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

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

来在美国作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

手里”（见附录九，第二号）２６５。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有意义的

７５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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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活动，这主要取决于革命

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１８５０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

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的１８４７年工业危机已

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

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

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

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

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

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

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这是反动派不知

道的——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

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

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

济评论”的“１８５０年５月至１０月国际述评”一文里这样写过（１８５０

年汉堡版第５、６两期合刊第１５３页）。２６６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

时赖德律－洛兰、路易 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

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

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

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

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

８５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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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像维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

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

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

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

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

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

露了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必须在法庭审判时充当

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

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

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①

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伦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

（１）彼 格 勒泽尔，雪茄烟制造工人；（２）亨利希 毕尔格尔斯，

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３）彼得 诺特荣克，裁缝，数

年前在布勒斯劳去世，那时正作摄影师；（４）威 约 赖夫；（５）海

尔曼 贝克尔博士，现任科伦市市长，上议院议员；（６）罗兰特

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所得的肺病；

（７）卡尔 奥托，化学家；（８）阿伯拉罕 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

约当医生；（９）约 雅 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伦当医生并任市议

员；（１０）斐迪南 弗莱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１１）约

路 埃包哈特，店员；（１２）弗里德里希 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

９５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① 沙佩尔在六十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著有战功；他

任准将时在默尔弗里斯博罗（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

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 鲍威尔在

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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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经过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月１２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

审法庭按叛国罪判处六年徒刑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

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

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特宣告无罪。

从科伦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

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

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２６７也一命呜呼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一个世代。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

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

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的

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

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

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

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了。那时，已理解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

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个人到二十人悄悄地举行

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

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

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

个德意志帝国了。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

却如马克思还在１８４４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

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

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两肩不断

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

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

０６２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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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

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

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

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

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２年所

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

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

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

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

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 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

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８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５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

尔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

书，并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１２、１９和２６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６—４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揭露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６２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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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的 形 势
２６８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于伦敦

……只要你们不抱各种错觉，我就不认为１０月４日是一个失

败。问题是要压倒机会主义派，——他们的确被压倒了。但是为了

压倒他们，需要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从右面和左面施加压力。毫无

疑问，右面的压力比原来预料的更强。但是因此也就正在形成革命

得多的形势。

资产者，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宁愿要公开的奥尔良派和波

拿巴派，而不要隐蔽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宁愿要已经把国家

盗窃一定而发了财的人，而不要想靠国家发财的人；宁愿要昨天

的保守派，而不要明天的保守派。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在法国，仅仅从王位觊觎者人数众多这一点来说，君主国就

不可能存在。如果它可能存在，那就要成为一个迹象，表明俾斯麦

派有理由说法国在退化了。但是正在退化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且德

国和英国，情况同法国一样。

共和国一直是最少引起三个君主派２６９纷争的政府，这个政府

使三派联合成一个保守党。一当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提上日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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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党马上就会分裂为三派，而共和党人则不得不聚集在一个唯一

可能的政府周围；目前，这样的政府大概可能是克列孟梭的内阁。

克列孟梭无论如何总比费里和威尔逊进步些。非常重要的是：

让他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私有制维护者的身分，而是以反对

君主国的共和国拯救者的身分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

迫或多或少地遵守自己的诺言；反之，他就会效法其他像路易－

菲力浦那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共和国”２７０：我们掌握政权，

共和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内阁在我们手中，就不必再向我们

提起那些所许诺的改革。

我想，４日投票选举君主派的人，已经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了；

１８日会产生多少有利于克列孟梭的结果２７１，机会主义派会取得某

些胜利，这并不是由于受到尊重，而是由于受到鄙视，庸人会对

自己说：有了这么多的保皇派和波拿巴派，到头来我还需要一些

机会主义派。不过，１８日的形势将被确定；法国是一个充满意外事

件的国家，所以，我暂不发表最后的意见。

但是，激进派和君主派无论如何是会彼此对峙的。共和国将要

遭到的危险，足以迫使小资产者稍多地倾向极左派，而在其他情

况下，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这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需要的

形势。至今我还没有什么根据来认为法国这种特别彻底的政治发

展进程会发生偏向：逻辑跟１７９２—１７９４年一样，只不过那时危险

来自反法同盟，而现在危险是来自国内各君主派的同盟罢了。如果

仔细观察一下，这次危险将小于那次……

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７日“社

会主义者报”第８号

署名：弗 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３６２当 前 的 形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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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

  公民们：

贵报在１７日摘载了我写给一位编委的私信①。这封信写得很

匆忙，因为怕误了邮班，甚至没有来得及再看一遍。因此，请允许

我澄清一下这封信中我的思想表达得不够清楚的地方。

我在谈到克列孟梭先生是法国激进主义的旗手时说过：“非常

重要的是：让他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私有制维护者的身分，而

是以反对君主国的共和国拯救者的身分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被迫或多或少地遵守自己的诺言；反之，他就（这里应该

加：可能）会效法其他像路易－菲力浦那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最

好的共和国：我们掌握政权，共和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内阁

在我们手中，就不必再向我们提起那些所许诺的改革。”

首先，我没有任何权利断言：如果克列孟梭先生采用通常的

议会政府途径取得政权，他就一定会“效法其他人”。其次，我不

是一个仅仅以政府善意或恶意来解释政府的行动的人；这种意愿

本身取决于不以政府为转移的原因，即取决于总的形势。因此，这

里谈的不是克列孟梭先生的善意或恶意。谈的是：为了工人政党的

利益，让激进派在实施他们的纲领成了他们保持政权的唯一办法

４６２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２—２６３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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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下取得政权。我们希望：议会中的二百名保皇派将足以造成

这样的形势。

弗 恩格斯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社

会主义者报”第１０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５６２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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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２７２

“资本论”第一卷，就问题涉及把它译成外文而论，是公共财

产。因此，虽然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都很清楚地知道，这本书

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并将由马克思遗著受托人负责出版，但是，

在这个译本出版以前，如果出现另一个准确的好译本，谁也没有

理由反对。

约翰 布罗德豪斯翻译的本卷开头几页的译文刊登在１０月份

的“今日”杂志上。我肯定地讲：译文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

这是因为布罗德豪斯先生完全没有具备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

应该具备的才能。

翻译这样的著作，只是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

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

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

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

的生活。

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几个牛津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划着一只

四桨小船横渡多维尔海峡。报纸报道说：其中有一个人《ｃａｔｃｈａ

ｃｒａｂ》①。“科伦日报”驻伦敦记者照字面上理解了这句话，并且老

６６２

① 直译是：“捉住了一只螃蟹”；转意是：“桨入水过深而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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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实地向自己的报纸报道说，“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如

果说，一个在伦敦住过多年的人，遇到他不熟悉的部门的术语，都

会犯这样荒唐的粗暴的错误，那末一个只是马马虎虎懂得一点书

面德语的人，着手翻译一个最难翻译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又会弄

出什么结果来呢？而我们的确也将看到，布罗德豪斯先生是一个

“捉螃蟹”的头等能手。

但是，在这里，对翻译者还有更多的要求。马克思是当代具有

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

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虽然是个相当

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但他所掌握的英语只限于满足一般的写作

要求。对于这种目的，他的英语知识足够了，但是，这种英语却不

能用来翻译“资本论”。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

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

应的新的英文名词。但是，布罗德豪斯先生一碰到这些问题，他不

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稍微增加一点他的有限的惯用的词

汇，稍微有一点超出英文日常书刊惯用语的新东西，都使他感到

可怕。于是他不敢去冒这种异端的危险，而宁愿用他以为不刺耳、

但是模糊了作者原意的比较含混的用语来表达难译的德文词，或

者，更坏的是，当这样的词一再出现时，他却用许多不同的词来

翻译，忘记了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例

如，就在第一章的一个标题中，他把Ｗｅｒｔｇｒｏｓｓｅ〔价值量〕译成

了《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ｖａｌｕｅ》，忽略了Ｇｒｏｓｓｅ〔量〕是固定的数学名词，意

思和《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这个名词一样，或者是一定的数量，而

《ｅｘｔｅｎｔ》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含意。又如，甚至像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即

“劳动时间”［《ｌａｂｏｕｒ－ｔｉｍｅ》］这样一个简单的新词，他都感到

７６２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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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难办了，他把这个词译成：（１）《ｔｉｍｅ－ｌａｂｏｕｒ》，这个词的意思

是——如果说它有什么意思的话——按照时间付酬的劳动或是

“服”一定期限 ［ｔｉｍｅ］苦役 ［ｈａｒｄｌａｂｏｕｒ］的人所付出的劳动；

（２）《ｔｉｍ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劳动的时间”］；（３）《ｌａｂｏｕｒ－ｔｉｍｅ》

［“劳动时间”］；（４）《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ｌａｂｏｕｒ》［“劳动期间”］（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ｅｒｉ

ｏｄｅ）——这个名词，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同

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劳动时间这个“范畴”是整本书中最基

本的“范畴”之一，在不到十页的译文中就把它译成了四种不同

的名词，这是决不能宽恕的。

马克思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首先是有用的物品；作为有

用物的商品既可以从质的方面也可以从量的方面来考察。“每一

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

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业。

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一

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一部分是约定俗成的。”①

８６２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资本论”１８８３年第三版第一卷中这一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Ｊｅｄｅｓｓｏｌｃｈｅｓ

ＤｉｎｇｉｓｔｅｉｎＧａｎｚｅｓｖｉｅｌｅｒ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ｋａｎｎｄａｈｅｒｎａｃｈ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Ｓｅｉｔｅｎ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ｓｅｉｎ．Ｄｉｅｓｅ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Ｓｅｉｔｅｎｕｎｄｄａｈｅｒｄｉｅｍａｎｎｉｇｆａｃｈｅｎ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ｉｓｅｎｄｅｒＤｉｎｇｅｚｕｅｎｔｄｅｃｋｅｎｉｓ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Ｔａｔ．Ｓｏｉｓｔｄｉｅ

Ｆｉｎｄｕｎｇ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Ｍａｓｓｅｆüｒｄｉ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ｄｅｒｎａｔｚｌｉｃｈｅｎＤｉｎｇｅ．Ｄｉｅ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ｈｅｉｔｄｅｒＷａｒｅｎ－ ｍａｓｓｅ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ｔｔｅｉｌｓａｕｓｄｅｒ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Ｎａｔｕｒｄｅｒｚｕｍｅｓｓｅｎｄｅｎ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ｔｅｉｌｓａｕｓ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Ａｎｙｓｕｃｈｔｈｉｎｇｉｓａｗｈｏｌｅ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ｍａｎｙ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ｅｕｓｅｆｕｌ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ｕｓｅｓ

ｔｏｗｈｉｃｈａｔｈｉｎｇｍａｙｂｅｐｕｔ，ｉｓｔｈｅａｃｔ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ｏ，ｔｏｏ，ｉｓ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ｆｉｘｉｎｇ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ｕｓｅｆｕｌ

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ｒｉｓｅｓｐａｒｔｌ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ｂ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ａｒｔｌｙｆｒｏｍ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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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话译成下面这样：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有用形式，是时间的事情。因

此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容量之所以不同，一部分是由

于不同的性质”①等等。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找到物的各种有用方面构成历史进步的

实质部分，按照布罗德豪斯先生的说法，这只是时间问题。按照马

克思的说法，社会尺度的确定也是这样。按照布罗德豪斯先生的说

法，“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还是“时间的事情”；当然，马

克思从来没有为这种尺度费过心思。最后，布罗德豪斯错误地把

Ｍａβｅ（尺度）和Ｍａｓｓｅ（容量）混为一谈，从而把不知什么时候

捉住的一只头号“螃蟹”送给了马克思。

往下马克思说道：“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实现占有和分配的

特殊占有制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②布

罗德豪斯先生译为：

“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真实基础，这种基础始终是使用价值的社会形

式。”③

这不是自恃过高的鄙俗，就是彻头彻尾的荒唐。

９６２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②

③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ｔｈｅｉｒ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编者注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ｅ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ｎｓｔｏｆｆｌｉｃｈｅｎＩｎｈａｌｔ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ｔｕｍｓ，ｗｅｌｃｈｅｓｉｍｍｅｒｓｅｉｎ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Ｆｏｒｍｓｅｉ》．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ｏｕｔ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ａｌｔｈｉｓｍａｄｅｕｐ，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ａｔ

ｗｅａｌｔｈ》。——编者注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ａｙ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ｆ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ｙｂｅｏｆｕｓｅ，ｉｓａｗｏｒｋｏｆｔｉｍｅ．Ｓｏ，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ｉｓ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ｕｓｅｆｕｌ

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ｂｕｌｋ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ｒｉｓｅｓｐａｒｔ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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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一

定的不断改变的比例互相交换，即一切商品都有交换价值，——

这个事实说明，这些商品含有种共同的东西。我不谈布罗德豪斯先

生在这里翻译马克思这本书的一个最细致的分析时所采取的轻率

态度，我径直谈谈该书中下面这个地方，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说：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

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在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

为使用价值的时候，才加以考虑。”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商品

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在商品交

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

价值完全相等。”①

而布罗德豪斯先生译为：

“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交换比例的特点，显然正是这些被抽出的使用价

０７２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Ｄｉ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ｋａｎｎｎｉｃｈｔｅｉｎ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ｓｃｈｅ，

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ｏｄｅｒｓｏｎｓｔｉｇｅｎａｔｏｒｌｉｃｈｅ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Ｗａｒｅｎｓｅｉｎ．

Ｉｈｒｅｋｏ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ｋｏｍｍｅ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ｎｕｒｉｎ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ｓｏｗｅｉｔ

ｓｅｌｂｅｓｉｅｎｕｔｚｂａｒｍａｃｈｅｎ，ａｌｓｏｚｕ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ｅｎ．Ａｎｄｒｅｒｓｅｉｔｓａｂｅｒｉｓｔｅｓ

ｇｅｒａｄｅ ｄ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 ｖｏｎ ｉｈｒｅｎ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ｅｎ，ｗａｓ ｄａｓ Ａｕｓ

ｔａｕｓｃｈａ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ｄｅｒＷａｒｅｎａｕｇｅｎ－ｓｃｈｅｉｎｌｉｃｈ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ｉｅｒｔ．Ｉｎｎｅｒｈａｌｂｄｅｓ

ｓｅｌｂｅｎｇｉｌｔｅｉ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ｇｒａｄｅｓｏｖｉｅｌｗｉｅｊｅ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ｅｎｎｅｒｎｕｒｉｎ

ｇｅｈｏｒｉｇｅ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ｉｓｔ》。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Ｔｈｉ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ｔｏ

ａｌ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ｒ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ｉ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ｃｏｍｅ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ｉｎｓｏ

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ｙ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ｕｓｅｆｕｌ，ｔｈａｔｉｓ，ｉｎｓｏ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ｙｔｕｒｎ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Ｂｕｔｉｔｉｓｔｈｅｖｅｒｙａｃｔ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

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ｉ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ｏ

ｌｏｎｇａｓｉｔ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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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只要比例相同，一种使用价值本身就和另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①

这样一来，布罗德豪斯先生——我们暂且撇开他的较小的误译不

谈——就强迫马克思说出与他实际上讲的恰恰相反的话来。马克思认

为，商品交换关系的特点是下面这６个事实：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抽

象掉，商品被看做是根本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马克思著作的翻译

者则强迫马克思说：交换比例（这里根本谈不到这个）的特点正是

商品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被抽出的”罢了！而往下隔了几行，他

的笔下就出现了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

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

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不管它是抽象的使用价值还是具体的

使用价值。我们有理由问：“你懂不懂你读的东西？”

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布罗

德豪斯先生一再重复这种错误的理解。马克思在刚刚提到的那句

话后面继续说道：“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即抽象掉〉，商

品体就只剩下了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

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

掉，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成分和形

式抽象掉。”②

１７２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②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 《Ｓｉｅｈｔｍａｎｎｕｎｖｏ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ｄｅｒＷａ－

ｒｅｎｋｏｒｐｅｒａｂ，ｓｏｂｌｅｉｂｔｉｈｎｅｎｎｕｒｎｏｃｈ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ｉｅｖｏｎ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ｒｏ
ｄｕｋｔｅｎ．Ｊｅｄｏｃｈｉｓｔｕｎｓａｕｃｈｄａｓ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ｒｏｄｕｋｔｂｅｒｅｉｔｓｉｎｄｅｒＨａｎｄｖｅｒｗａｎ
ｄｅｌｔ．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ｗｉｒｖｏｎｓｅｉｎｅ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ｓｏ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ｗｉｒａｕｃｈ
ｖｏｎｄｅｎｋｏｒｐ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Ｂｅｓｔａｎｄｔｅｉｌｅｎｕｎｄ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Ｂｕ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ｉｔｉ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ｕｓｅ－ｖａｌ

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ｉｃｈ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ｏｎ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ｉｓｗｏｒｔｈｊｕｓｔ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ｆｉｔ

ｅｘ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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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话译成英文后成了这样：

“如果我们把使用价值和商品的实体分开，那就只剩下了〈在哪里？在使

用价值中还是在实体中？〉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

我们手里就大改旧观。如果我们撇开劳动产品而抽出它的使用价值，那末也

就是抽出它的使用价值所由构成的本质和形式。”③

马克思又说：“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

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

使用价值抽象掉，就得到它们的上面所确定的价值。”④布罗德豪

斯先生把这段话译成这样：

“在商品的交换比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看起来是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

２７２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③

④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Ｉｍ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ｄｅｒＷａｒｅｎｓｅｌｂｓｔｅｒ－

ｓｃｈｉｅｎｕｎｓｉｈｒＴａｕｓｃｈｗｅｒｔａｌｓｅｔｗａｓｖｏｎｉｈｒｅ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ｅｎｄｕｒｃｈａｕｓｕｎ

ａｂｈａｎｇｉｇｅｓ．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ｔｍａｎｎｕｎ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ｖｏ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

ｓｐｒｏｄｕｋｔｅ，ｓｏｅｒｈａｌｔｍａｎｉｈｒｅｎＷｅｒｔｗｉｅｅｒｅｂｅ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ｗａｒｄ》。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Ｉｎ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ｉ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ｔｓｅｌｆｔｏｕｓａ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ｐｅｒ

ｆｅｃｔｌ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Ｎｏｗ，ｉｆｗ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ｍａｋ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ｗｅａｒｒｉｖｅａｔｔｈｅｉｒｖａｌｕｅ，ａｓｐｒｅ

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ｕｓ》。——编者注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Ｉｆｗ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ｗ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ｎ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ｎｌｙ，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Ｂｕｔ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ｉ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ａｎｄｓ．Ｉｆｗ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ｉｔｉｔｓ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ｗ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ｔａｍｉｎａａｎｄｆｏｒｍ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ｔｓ

ｕｓｅ－ｖａｌｕｅ》。——编者注

Ｆｏｒｍｅｎ，ｄｉｅｅｓｚｕ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ｍａｃｈｅｎ》。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Ｎｏｗ，ｉｆｗｅｌｅａｖｅｏｕｔｏｆ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ｍａｋ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
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ｏｔｈｅｍｂｕｔｏｎ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ａｔｏｆ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Ｂｕｔｅｖｅ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ｈ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Ｉｆｗｅｍａｋ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ｔｓ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ｗｅａｌｓｏｍａｋ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ｄｉｌ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ｉｔｉｎｔｏａｕｓｅ－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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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现在真正撇开劳动产品而抽出使用价值，就得到它们的

那时所确定的价值。”①

毫无疑问，对于布罗德豪斯先生说来，除了从钱柜或金库中

取钱这种物理方式的抽法以外，他再也没有听见过任何别的抽法

了。但是一个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人，把抽象法和减法［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等同起来是决不应当的。

再举一个把德文的意思译成英文后变得毫无意思的例子。马

克思最细致的分析之一就是揭示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作为使用

价值的创造者的劳动是与作为价值的创造者的劳动不同的特殊性

质的劳动。一种是特定种类的劳动，如纺纱、织布、耕地等；另一

种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共同属性，是纺纱、织布、耕地等等所共有

的、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名词“劳动”把这一切包括进去的属性。一

种是具体劳动，另一种是抽象劳动。一种是技术意义上的劳动，另

一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简言之：英文有能够表示这两种劳动的

名词——一个是不同于ｌａｂｏｕｒ的ｗｏｒｋ；一个是不同于ｗｏｒｋ的

ｌａｂｏｕｒ。马克思做了这个分析之后，接着说道：“起初我们看到，商

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

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

的那些特征。”②布罗德豪斯先生硬要证明，他丝毫也不懂得马克

３７２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②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ｒｓｃｈｉｅｎｕｎｓｄｉｅＷａｒｅａｌｓｅｉｎＺｗｉ

ｅ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ｉｇｅｓ，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ｕｎｄＴａｕｓｃｈｗｅｒｔ．Ｓｐａｔｅｒｚｅｉｇｔｅｓｉｃｈ，ｄａｓｓａｕｃｈ

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ｓｏｗｅｉｔｓｉｅｉｎＷｅｒｔａｕｓｇｅｄｒüｃｋｔｉｓｔ，ｎｉｃｈｔｍｅｈｒ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Ｉｎ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ｉｒ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ａｐｐｅａｒｓｔｏｕｓａ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Ｉｆｗｅｎｏｗ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ｗｅ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ｒｖａｌｕｅａ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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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分析，他把上面这句话译成这样：

“首先我们看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混合物。后来我们看到，

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它具有那种属性只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的生产

者。”③

马克思说“白”的时候，布罗德豪斯先生看不出为什么他不

能译成“黑”。

这个例子就谈到这里吧。我们再举个更滑稽的例子。马克思

说：“在市民社会中，流行着一种ｆｉｃｔｉｏｊｕｒｉｓ〔法律上的虚构〕，认

为每个人作为商品购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２７３虽然

“市民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纯粹是个英文词，而弗格森的“市民

社会史”２７４也出版一百多年了，但布罗德豪斯先生还是觉得这个名

词太难办。他把它译成“在普通人中间”［《ａｍｏｎｇｓｔ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

－ｐｌｅ》］，于是就把这个意思变成了毫无意思的东西。因为正是“普

通人”经常苦于不知道自己需要购买的商品的本性和价值而受到

小店主的欺骗等等。

使用价值的生产（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被译成“使用价值的确定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马克思说：“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

４７２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③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Ｗｅｓａｗ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ｆｉｒｓｔａｓａ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ｏｆ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ｎｗｅｓａｗｔｈａｔｌａｂｏｕｒ，ｓｏｆ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ｖａｌｕｅ，ｏｎｌｙ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ｔｈａ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ｏｆ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编者注

ｄｉｅｓｅｌｂｅｎＭｅｒｋｍａｌｅｂｅｓｉｔｚｔ，ｄｉｅｉｈｒａｌｓＥｒｚｅｕｇｅｒｉｎｖｏ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ｅｎ

ｚｕｋｏｍｍｅｎ》。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ｉｔｓｅｌｆｔｏｕｓａ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ｄｕｐｌｅｘ：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ｎｗｅｓａｗｔｈａｔｌａｂｏｕｒ，ｔｏｏ，ａｓｆ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ｖａｌｕｅ，ｄｏｅｓ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ｐｏ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ｉｔｉｎｉｔ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ｓａ

ｃｒｅａｔｏｒｏｆｕｓｅ－ｖａｌｕ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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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石，金钢石的价值会低于砖的价值。”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不知

道金钢石是碳的同素异形体，因此把煤变成了焦炭。同样，他把

“巴西金钢石矿的总产量”①变成了“总产量的利润总额”。②“印度

的原始公社”在他的笔下成了“可敬的 ［ｖｅｎｅｒａｂｌｅ］公社”。马克

思说：“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ｓｔｅｃｋｔ，这最好译做“生

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耗费了”〉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

动。”③布罗德豪斯先生则说：

“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着一定量的生产力或有用劳动，”④

这样一来，就不仅把质变成了量，而且把已经耗费的生产活动变

成了应当耗费的生产力。

够了。我本来可以举出十倍以上的例子来证明，布罗德豪斯先

５７２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②

③

④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Ｉｎ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ｉｓｃｏｎｔ

ａｉｎｅｄ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ｒｕｓｅｆｕｌｌａｂｏｕｒ》。——

编者注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Ｉｎｄｅ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ｊｅｄｅｒＷａｒｅｓｔｅｃｋｔｅｉｎｅｂｅｓ

ｔｉｍｍｔｅｚｗｅｃｋｍａｓｓｉｇ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Ｔａｔｉｇｋｅｉｔｏｄｅｒ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Ｉｎ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ｃｏｍ

ｍｏｄｉｔｙ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ｓｔｅｃｋ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ｂ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ｓｐｅｎｔ）《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ｄａｐ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ｒ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ｕｓｅｆｕｌｌａｂｏｕｒ》。——

编者注

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ｙｉｅｌｄ》。——编

者注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ｂｅｕｔｅｄｅｒｂｒａｓｉｌｉｓｃｈｅｎＤｉａｍａｎｔｇｒｕ－

ｂｅｎ》。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如下：《Ｔｏｔａｌ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ｚｉｌ

ｉａｎｄｉａｍｏｎｄｍｉｎｅ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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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

因为他显然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①

写于１８８５年１０月

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公益”杂

志第１０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

６７２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资本论”不是一本可以根据合同来翻译的书。这本书

的翻译工作正由卓越的翻译家们进行，但是，由于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时

间都投入这项工作，所以，耽误了。现在虽然还不能准确地确定出书日期，但

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读者明年定能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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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威 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２７５

  为了使人了解沃尔弗这一著作，我认为有必要在它前面写几

句话。

德国在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山脉和理森山以北的地区，是中

世纪下半叶从入侵这里的斯拉夫人手中夺过来并被德国移民

重新日耳曼化了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被分赐给参加征服行

动的德国骑士和男爵，他们以村庄的“创业者”的身分出现，

把自己的领地划成一块块村庄耕地，而每块村庄耕地又分成

某些大小相等的农民份地，即胡菲。每一块胡菲在本村庄都有

一块带院子和菜园的宅基。这些胡菲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从法兰

克（莱茵法兰克尼亚和尼德兰）、萨克森、弗里西安迁到这里来的

移民，为此，移民有义务对创业者，即骑士或男爵，担负很有限

的、固定不变的代役租和工役。农民只要担负这些赋役，就是自己

胡菲的世袭占有者。此外，他们在创业者（后来的领主）的森林中

还享有西德意志农民在他们公共马尔克中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如

采伐、放牧、采集橡实饲料等等。村庄的耕地实行强制的轮作制，

大多数是按照三圃制分为冬耕地、春耕地、休闲地来耕种。休闲地

和留茬地供创业者和农民共同放牧之用。村庄中的一切事务都在

同村人即胡菲所有者的会议上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贵族创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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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的权利只限于征收贡赋、在休闲地和留茬地上共同放牧、收

取森林收益的剩余部分并主持同村人会议，而同村人全都是人身

自由的人。这就是从易北河直到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农民

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总的说来要比当时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农

民所处的状况好得多；后者那时为了自己旧日的世袭权利，已经

同封建主进行激烈的、经常爆发的斗争，并且大多数人已经陷入

了一种痛苦得多的、威胁着甚至完全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的依

附形式。

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封建主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自

然在东北部也产生了违反过去的契约、压榨和剥削农民的企图，但

是其规模和成效远没有南德意志那样大。易北河以东人口还很稀

少，荒地很多；开垦这些荒地、扩展农业、建立可以收取地租的

新村庄，在这里对大封建地主说来也仍然是发财致富的最可靠的

手段。而且在这里，在德意志帝国同波兰交界的地方，已经形成了

一些比较大的邦：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萨克森选帝侯国（西

里西亚属于奥地利），因此，同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莱茵各省、同

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相比，这里的内部和平维持得较好，贵族的

纷争和掠夺也受到了比较有力的压制；而受这样的连年战争之苦

最深的总是农民。

只是在同被征服的波兰普鲁士或立陶宛普鲁士的村庄毗邻的

地方，贵族的企图才比较经常地表现出来，他们企图使根据德国

封建习惯法迁来的移民屈服于农奴依附状态，同他们的普鲁士和

波兰的臣民一样。在波美拉尼亚，以及在普鲁士的骑士团２７６领地

中，就有这种情况；在西里西亚，这种情况比较少些。

易北河以东的农民，由于处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状况中，所以

８７２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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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前后五十年左右，几乎没有受到南德意

志和西德意志的强大农民运动的影响；当１５２５年革命爆发的时候，

也只是在东普鲁士有一点微弱的回声，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被镇压

了下去。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把自己的起义兄弟交给命运支配，因而

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在伟大的农民战争曾经剧烈进行的那些地方，

农民径直被变成了农奴，担负着毫无限制的、完全由封建领主任

意决定的徭役和赋役，而他们的自由的马尔克干脆成了领主的财

产，只是在封建主开恩的情况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德国贵族徒然地

追求了整个中世纪而现在在封建经济解体时期终于达到了的这种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理想状态，也开始渐渐扩展到易北河以东的土

地上来了。不仅农民根据契约规定使用领主森林的权利——在这

种权利还没有受到限制的场合——变成了封建领主可以随时取消

的恩准，不仅违法地增加了徭役和代役租，而且还增加了各种新

的赋役，例如被认为是农奴依附状态的特征的接租费（农户户主

死亡时向封建主缴的费用）；或者使通常的传统的赋役具有只是农

奴而不是自由人担负的那种赋役的性质。这样一来，不到一百年的

时间，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起初是在事实上，很快又在法律

上变成了农奴。

同时，封建贵族愈来愈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欠城市货币资本家

的债务愈来愈多，因此，货币便成了他们的迫切需要。但是，能够

从农民即自己的农奴身上榨取的并不是货币，而首先只是劳动或

农产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营的农民经济，除了维持从事劳

动的占有者的最低下的生活以外，只能提供最少量的剩余农产品。

而在近旁，就是面积广、收入大的寺院土地，这些土地是由占有

者出资，在内行的监督下，用依附农或农奴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的。

９７２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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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营方法，小贵族在此以前在自己的领地上几乎从来不能够

运用，就是大贵族和诸侯能够这样做的也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而

现在，由于国内安定，到处都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经济了，另一方

面，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使贵族这样做。于是由封

建领主出资依靠农奴的徭役劳动来耕种大庄园，就逐渐成了贵族

的收入来源，用来补偿由于不再从事过了时的骑士掠夺而遭受的

损失了。但是，从哪里得到所需要的土地呢？诚然，贵族都占有面

积多少是比较大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除了少数例外，已经全

部租给了世袭的佃农２７７，这些佃农只要担负规定的赋役，他们对于

自己的田庄和胡菲以及公有地便享有与领主本人同样的权利。这

里必须找个解决办法，为此，首先需要把农民变为农奴。其实，即

使把农奴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从违法和使用暴力方面说来

是一种不亚于驱逐自由佃农的行为，但是，用已经通行的罗马法

为驱逐农奴作辩护还是要容易得多。一句话，在把农民变成了农奴

之后，便按照所需要的数量把他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或者使他

们作为无地农，即仅有茅屋和小菜园的短工，再定居在领主的土

地上。贵族从前的筑垒城堡已经让位给新的、多少开放了些的农村

府第，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自由农民的数量多许多倍的

田庄就应该让位给农奴的简陋茅屋了。

领主的地产——在西里西亚叫做农庄——安排妥当之后，乘

下的问题只是用农民的劳力来耕种。于是农奴制的另一个有利方

面又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以前契约上有一定规定的农民的各种徭

役已经完全不合乎这个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徭役义务都只

限于从事公益劳动，例如建筑道路、桥梁等，以及领主城堡中的

建筑劳动、妇女和少女在城堡中从事各种工艺劳动和杂役。但是一

０８２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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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农民变成了农奴，而以罗马法为依据的法学家又把这种农奴和

罗马的奴隶等同起来，领主们也就唱起完全不同的调子来了。现

在，他们在法院里有法学家的支持，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要

求农民从事各种毫无限制的工役。只要领主一有吩咐，农民就是荒

废自己的田地，让自己应收获的庄稼泡在雨水中烂掉，也得去为

领主服徭役、搬运、耕耘、播种、收割。而农民用谷物或货币交纳

的代役租也同样被提高到了最高限度。

不仅如此。同样高贵的领主王公——这种领主王公在易北河

以东到处都有——也需要货币，需要大量的货币。他们允许贵族压

榨自己的农民，为此，贵族也允许他们向农民征收国税——贵族

本身当然是免税的！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就是，这个领主王公还

在实际上批准把封建领主过去早已废除的主持封建的自由农民裁

判所的权利，变为实行领主裁判和建立领地警察的权利；因此，领

主不仅成了警察头子，而且甚至在涉及他们自身的案件中也成了

审判自己的农民的唯一裁判官，因而农民只能向领主本人控诉领

主。这样一来，领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判决执行人，他成了自

己领地上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者。

甚至在俄国也不可能找到类似的不光彩的状况，因为在俄国

农民总算还有他们的自治团体。这种不光彩的状况，在三十年战争

和起了救命作用的耶拿之败２７８之间的这段时期中，达到了顶峰。三

十年战争的灾难，使贵族得以彻底奴役农民；由于无数农民经济

的荒废，就有可能毫无阻碍地把它们并入骑士领地的农庄。在战争

的毁灭性后果强制下到处流浪的居民开始定居下来，就使贵族有

了方便的借口把农村居民作为农奴捆缚在土地上。但即使这样，也

为时不长。因为，当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创伤在以后的五十年中刚

１８２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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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结疤，田地刚重新开始耕种，人口刚开始增加的时候，高

贵的封建领主又对农民土地和农民劳动起了贪心。领主农庄

还不够大，容不下可以从农奴身上榨取的全部劳动——榨取在

这里用的是它字面上的意义。把农民贬为无地农、农奴般的短

工的办法，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从十八世纪初开始，这种办法便

日益盛行起来了，它现在叫做“驱逐农民”。根据情况能“驱逐”

多少农民就“驱逐”多少；最初还留下为完成驱使畜力的劳役

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农民，而使其余的农民都变成无地农（打

谷工，茅屋工，合同工２７９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名称的人）。他们为了

一间茅屋和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地，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领地上

做苦工，而得到极其微薄的日工资—— 谷物和微不足道的一点

钱。凡是领主比较富裕，能够使用自己耕畜的地方，就把其余的

农民也“驱逐”出去，而他们的胡菲便并入领主的经济。可见，德

国贵族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贵族的一切大地产，都是由掠夺来的

农民土地构成的；即使把这些土地无偿地从掠夺者手中夺回来，也

不能说是使他们完全得到了应有的恶报。实际上，还应该向他们要

求赔偿。

逐渐地，领主王公们开始注意到，这种对贵族极其有利的办

法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农民没有被驱逐以前，他们还缴纳国

税，而自从他们的胡菲被并入免税的农庄以后，国家从这里不能

得到分文，而从重新定居下来的无地农那里得到的也不过是一点

小钱。被逐农民中有一部分对经营农庄说来是多余的，他们便干脆

被赶走了；于是这些农民就成了自由人，也就是说，成了不受法

律保护的人。农村人口在缩减，而当领主王公开始用在农民中征兵

的廉价方法来补充自己的费用庞大的雇佣军的时候，这对他们远

２８２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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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在整个十八世纪中，特别是在普鲁

士，为了制止驱逐农民发布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

的命运同查理大帝的敕令２８０以后历届德国政府所写的无数文牍废

纸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命运一样，仍然是纸上空谈；贵族对它们

毫不在意，驱逐农民继续进行。

甚至法国大革命给予顽固的封建贵族的严厉教训，也只是在

一个很短时间使他们感到恐惧。一切依然如故；弗里德里希二世无

法做到的事情２８１，他的软弱而目光不远的侄子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更无法做到。但是，报复临头了。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整个普鲁

士国家一天之内就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被打碎了。普鲁士农民

有一切理由比庆祝普鲁士从莫耳维茨到色当的胜利更隆重地庆祝

这个日子，像庆祝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那样。２８２只是到这时，被赶到俄国

边境的普鲁士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

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

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只是到这时，普鲁士政府才终于觉察

到，农民竟也是人。现在应该采取措施了。

但是和约刚刚缔结，宫廷和政府刚刚回到柏林，高尚的意念

便像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化掉了。有名的１８０７年１０月９日敕令虽

然在纸面上废除了农奴制或世袭依附关系这种名称（而这也只是

从１８１０年圣马丁节才开始！）２８３，但是实际上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

事情至此就停了下来。怯懦透顶、昏庸透顶的国王照旧万般听命于

掠夺农民的贵族，结果从１８０８年到１８１０年就颁布了四个命令，不

顾１８０７年敕令，重新允许领主在一系列场合下驱逐农民。２８４只有当

拿破仑对俄战争已经迫近的时候，才又想到需要农民，于是颁布

了１８１１年９月１４日敕令２８５，建议农民和领主在两年以内就赎免徭役

３８２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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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赋役以及向领主赎免最高所有权的问题达成一个和睦的协议，

而且过了这一期限，皇家委员会就要根据规定的条例强制地实行

这种协议。条例的基本原则规定，农民如果让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

一（或付出其货币价值），应该成为他剩下的土地的自由的所有者。

但是，甚至这种对贵族非常有利的赎免办法仍然是一种幻想，因

为贵族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而阻挠这种办法的实现；于是两年以

后，拿破仑又打到国内来了。

为了赶走拿破仑，吓破了胆的国王曾经不断许愿在将来制

定宪法和实行人民代议制度，但是拿破仑刚刚被赶出国去，一

切动听的诺言又被忘得干干净净。在１８１６年５月２９日——滑

铁卢胜利后还不到一年！——便颁布了关于１８１１年敕令的声

明，腔调完全变了。２８６可以赎免封建赋役的事情，在这里已经

不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例外了：它只适用于已经在土地税

务簿上登记了的（因此是面积比较大的）耕地，而且农户使用

这些耕地在西里西亚要从１７４９年算起，在东普鲁士要从１７５２

年，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要从１７６３年①，在西普鲁士要从

１７７４年算起！而且也允许保留播种和收获时的一些徭役。而当１８１７

年终于认真地处理赎免委员会问题的时候，土地立法的退步大大

超过了土地委员会的进步。接着，在１８２１年６月７日，又颁布了新

４８２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① 普鲁士的奸猾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这种奸猾的作风甚至也表现在日期上。为

什择１７６３年呢？这只是由于次年即１７６４年７月１２日弗里里希二世颁布了一个严

格的敕令，责成顽固的贵族在一年以内，使有关的占有者在那些从１７４０年特

别是七年战争２８７开始以后被大量侵占的农民家园和无地农居住地上定居下

来，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如果说这个敕令产生了一些效果的话，那末这些效果

也由于照顾贵族的利益在１８１６年又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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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赎免条例
２８８
，重新规定对赎免权利加以限制，只把这种权利授

予比较大的农户，即所谓的自给户２８９，而对于小农户——无地

农、茅屋工、打谷工，一句话，一切定居下来的短工——都明确

地规定要永远担负徭役和其他各种封建赋役。从此以后，这便成

了一种通例。只是从１８４５年起，才破例地允许森２９０和西里西亚不

经领主和农民双方协议（这当然用不着法律规定）而赎免这种赋

役。２９１此外，还把以货币或谷物计算的，用来永远赎免赋役的资

本化的款额规定为地租的二十五倍；每次付款都不得少于一百

塔勒①，而早在１８０９年，在国有土地上已经允许农民用地租的二十

倍进行赎免了。一句话，这个“理性的国家”２９２的有名的开明土地立

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

实际的结果是与这些可怜的措施相称的。土地委员会完全领会了

政善良愿望，正如沃尔弗用具体例证清楚地说明的，这些委员会所关

心的是在赎免时妥善的办法欺骗民，使贵族得利。从１８１６年到１８４８年，

有７０５８２个农户面积总计达５１５８８２７摩尔根土地被赎免了，这个数目

占负有徭役义务的比较大的农户总数的七分之六。但是，小农户中

赎免的却只有２８９６５１户（其中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萨克森的农

户占２２８０００户以上）。一年赎免的徭役总日数共计：畜力劳役

５９７８２９５日、人力劳役１６８６９８２４日。高贵的贵族由此获得的补偿是：

应清偿资本化的款额１８５４４７６６塔勒，货币地租每年１５９９９９２塔勒，

以实物地租交纳的黑麦每年２６００６９舍费耳②，最后还有农民让出

５８２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①

② 舍费耳是普鲁士旧时容量单位，一舍费耳等于５４．９６２公升。——编者注

塔勒是普鲁士旧时银币，一塔勒等于３马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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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１５３３０５０摩尔根①。这样一来，除了其他各种补偿以外，原来

的封建领主还得到了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

１８４８年终于使鼠目寸光而又高傲自大的普鲁士土容克们醒悟

过来了。农民——特别是在大地产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强制地使

居民变为做短工的无地农的现象获得了最充分发展的西里西亚

——袭击了城堡，烧毁了已经签订的赎免文契，并且迫使领主立

据保证以后不再征收赋役。诚然，就连当时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也

看做是大逆不道的这些过火行为，被军事力量镇压下去了，并且

招致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时即使最没有脑筋的容克脑壳也明

白：征徭役已经不可能了，与其要求这些造反的农民服徭役，不

如根本不再征徭役！现在的问题只是要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

西；而占有土地的贵族也就真的恬不知耻地为放弃这些已经无法

得到的赋役而要求补偿。于是，当反动派稍微感到已经多少站稳了

脚跟的时候，就满足了这种要求。

可是起初还是颁布了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９日法令，它规定停止办理一切至

今尚未结束的赎免案件和与此有关的诉讼事务，以及领主和农民之间

的一系列其它诉讼事务。２９４因此，１８０７年以来的全部有名的土地立法

都遭到了这个法令的谴责。但是当柏林的所谓国民议会刚刚被顺利地

驱散，并成功地实行了政变②以后，封建官僚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

尔内阁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来为贵族采取有效的步骤。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

日，这个内阁发出了一个临时法令，规定除了少数例外，在原来的基础

６８２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３２—２３３页。——编者注

关于这个统计数字，见奥 麦岑“普鲁士国家的土地”第１卷第４３２页及以下各

页。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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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恢复农民的赋役等等，直到将来进行调整时为止。
２９５
这一法令便成

了我们的沃尔弗在“新莱茵报”上阐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导因。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直到１８５０年３月２日才通过了新的、最

后的赎免法。２９６对于直到现在仍然被普鲁士爱国者捧上了天的

１８０７—１８４７年间的土地立法的谴责，最尖锐的莫过于在这一法律

的绪论中——当然这是违反他们的心愿的，——而且是由勃兰登

堡—曼托伊费尔内阁亲口发出的谴责。

简言之，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赋役简单地被废除了，而其他各

种赋役则规定化为货币地租，加以资本化，折合为十八倍的款额

加以赎免；为了在支付资本化的款项时进行仲裁，成立了地租银

行，银行采取众所周知的分期付款办法以地租的二十倍向领主交

付款额，而农民只有在五十六年中分期付清了欠款以后才能摆脱

一切义务。

内阁在它的绪论中谴责了过去的全部土地立法，而议院的委

员会则谴责了新法律。这一法律是不应当适用于莱茵河左岸地区

的，因为法国革命早就使这个地区摆脱了这一切破烂东西。委员会

同意做这种限制，其理由是该法案的第一○九条条文中最多只有

一条适用于这个地区，

“而其余的一切规定对于这些地方完全不合适，不仅如此，而且还很容易

在那里引起混乱和不必要的骚动……因为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立法在废除土

地赋役方面大大超过了现在打算采取的步骤”２９７，

所以，不能指望莱茵地区的居民愿意再一次使自己处于新普鲁士

的理想环境中。

现在终于认真地着手清除封建的劳动形式和剥削形式了。在

几年的时间内，农民的赎免工作已经进行完毕。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６５年

７８２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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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通过赎免而获得自由的有：（１）剩下的那部分比较大的农民土

地所有者，他们只有１２７０６人，土地面积为３５２３０５摩尔根；（２）包

括无地农在内的小土地所有者，在１８４８年以前赎免的将近２９万人，

而在以后１５年中赎免的有１０１４３４１人。这样的结果，大农户所赎免

的劳役是：畜力劳役只有３５６２７４日，赎免的人力劳役是６６７０５０７日。

用土地作补偿的也只是比较大的农户，总共只有１１３０７１摩尔根，必

须用黑麦交纳的年地租是５５５２２舍费耳。同时，土地贵族得到了

３８９０１３６塔勒的新的年货币地租，此外在农民最后清偿了资本化的

数额时还得到了１９６９７４８３塔勒①。

普鲁士的所有封建地产，包括国有农庄在内，为了自愿地把

过去——包括本世纪在内——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的一部分

归还给农民而迫使农民从口袋中付出的款额，根据麦岑计算（第

１卷第４３７页）是２１３８６１０３５塔勒。但是这个数目大大缩小了。因为在

这里“只”把每摩尔根的耕地算２０塔勒，每摩尔根林地算１０塔勒，

每舍费耳黑麦算１塔勒，就是说比实际价格低得多。况且，这里所

根据的只是“完全确实有案可查的契约”，就是说，至少是那些由

双方私人达成的协议都未估计在内。麦岑本人也说，他所引用的关

于被赎免的赋役，自然，还有关于为此而付出的补偿费的资料，只

不过是“最起码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民为了摆脱非法地加在他们身上的

赋役而交付给贵族和官厅的款额，至少也有３亿塔勒，而且可能达

１０亿马克。

１０亿马克，只不过把在四百年内掠夺去的土地以免征赋役的

８８２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① 这些数字是麦岑的两个统计表上的总计数的差额（第１卷第４３２和４３４页）。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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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挽回很小很小一部分！这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因为贵族和官厅

已把大得多的部分作为世袭领地以及其他贵族领地和国有农庄攫

为己有了！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载于威 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

（１８８６年霍廷根—苏黎世版）一书，

作为导言的第二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里西亚的十亿”

９８２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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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２９９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

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

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

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

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

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

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

内在联系，揭示了１２月２日的奇迹３００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

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

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

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

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

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

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

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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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

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

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

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

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

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

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

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

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

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

，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

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

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

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

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

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

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 恩

写于１８８５年

载于１８８５年在汉堡出版的

卡尔 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路易 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１９２卡 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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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３０１

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献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

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

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

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这本书译成英文，完全

不是作者倡议的。不过他还是可以讲几句话，为他没有阻止出版这

个译本“作个辩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

成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

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

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

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

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

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

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

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

一套固熊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粗鄙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

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

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

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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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谷物法的废除
３０２
、在加利

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

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

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

致１８４４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

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

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

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

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

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

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ｔｒｕｃｋ－ｓｙｓｔｅｍ］被取消了，

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３０３，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

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

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

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

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

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

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

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

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

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

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

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

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

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

３９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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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

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

小的病痛。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

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

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

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

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

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

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

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

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

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

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

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

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１８４７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

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

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

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

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

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

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３０４跟着也将被清

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１８４４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

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

４９２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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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

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

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１８８５年皇家委员会“关于

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３０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

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

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

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

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对手，它们如同我在１８４４年所预见的一

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

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

经达到与１８４４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

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

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

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

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

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

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

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３０６，——“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

为统治工人的手段。我刚刚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

区１２０００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我简直就像在读我

自己的关于１８４４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３０７的描写一样。同

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

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

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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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

后果充分显露出来。这就是：私人购买土地容易和廉价以及移民的

流入。在许多年中，这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青力壮的时

候就“退出”雇佣劳动，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

佣劳动，当一辈子无产者的境遇，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但是美国

已经度过这个早期阶段。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更为无边

无际的大草原越来越快地从国家和各州的手里转到私有者手里。

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

了。美国目前存在着一个终身的甚至世袭的无产者阶级。一个六千

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顽强地——而且十分有可能成功地——

力图成为世界上主导工业国的国家，是不能经常给自己输入雇佣

工人阶级的，即使每年有５０万移民流入也不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

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

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经常受其

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对和抵抗，在美国还是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强

有力；结果就形成了美国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诚然，他们和移

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但是他们一天天地愈来愈觉

悟到他们和移民的团结，日益尖锐地感觉到自己注定要终身从事

雇佣劳动，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

会阶梯的那些日子。所以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

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

末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居主导地位。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

一一列举１８４４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要做到过得去，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而翻译本书

６９２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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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使我不能着手这项工作；第二，卡尔 马克思

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即将出版），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

１８６５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

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１８４４年还没有现代的国

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

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

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

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

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

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

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

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

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

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１７８９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

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

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

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

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

“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

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

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

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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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

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４２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

的。但是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６８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

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１８６８年起情

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

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

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

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

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

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

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

八五年的英国”①为题发表在１８８５年３月１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

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

人阶级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６年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７年在纽约出版的

弗 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一节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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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３０８

今天晚上全世界的工人和你们一起同时纪念无产阶级发展过

程中的最光荣和最富悲剧性的一个阶段。１８７１年，工人阶级从有自

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作为首都的大城市中掌握了政权。但

是，很可惜！这像梦一样消逝了。受到前法兰西帝国雇佣军和普军

两面夹攻的公社，由于遭到空前的、永远不能从我们记忆中消失

的屠杀，很快就被扼杀了。胜利了的反动派恣意横行；好像社会主

义已经淹死在血泊之中，而无产阶级已经注定要永世受奴役了。

从这次失败以来，已经过了十五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在一

切国家中，为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效劳的政权，不择手段，企图

摧毁工人的任何一点起义意图。它们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放眼环顾一下吧。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

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激进派、俾

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

的力量。

但是，岂止如此而已。

我们已经能使我们的所有敌人，不管他们做什么，都得事与

愿违地为我们工作。

他们想置国际于死地。而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各国革命工人的

友谊，已经比公社前夕巩固千倍，广泛千倍。国际不再需要原来意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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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组织了；国际赖有欧洲和美洲工人自然的真诚的合作而活

着并且在成长着。

在德国，俾斯麦用尽了一切手段，直到最卑鄙的手段，来扼

杀工人运动。结果是：在公社以前他的对头有四个社会主义议员，

在他迫害以后，目前选出了二十五个。工人们嘲笑这位首相：即使

出钱雇他，他的革命宣传也不会做得比现在更出色了。

在法国，你们被强加了一个连名投票法３０９，这主要是资产阶级

的制度，是专门为了保证只让律师、记者和其他政治冒险家——

资本的代言人——当选而发明的。这个选举富人的制度给资产阶

级带来了什么呢？它在法国议会内部造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

党，这个党仅仅出现在舞台上，就足以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队

伍中造成混乱。

我们的形势就是这样。所有事件都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为阻挠

无产阶级成功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是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

进军。敌人在做对我们有利的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在

这方面做得又多又好，所以今天，１８８６年３月１８日，千百万工人，

从加利福尼亚和阿韦龙的无产者矿工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矿工，都

从内心发出了一致的呼声：

“公社万岁！工人的国际团结万岁！”

写于１８８６年３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８６年３月２７日“社

会主义者报”第３１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００３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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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３１０

写于１８８６年初

载于１８８６年“新时代”杂志第４期和

第５期，并于１８８８年以单行本在斯图

加特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

文版第２１卷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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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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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

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

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

备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１８４８年

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

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

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

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

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

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

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

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

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

５０３

① 《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ｖｏｎＣ．Ｎ．Ｓｔａｒｋｅ，Ｄｒ．ｐｈｉ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ｅｒｄ．Ｅｎｃｋｅ，

１８８５〔哲学博士卡 尼 施达克“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斐 恩

克书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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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

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

１８３３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 海涅。３１１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

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

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３１２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

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

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

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

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３１３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

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

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

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

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

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

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

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

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

６０３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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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９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

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

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

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

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

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

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

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

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

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

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

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

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①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

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

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

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

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

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

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

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

７０３一

①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

的话的套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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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

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

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

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

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

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

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

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

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

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

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

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

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

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

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

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

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

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

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

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

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

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

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

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开

８０３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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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

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他作出如上

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

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

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

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３１４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

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

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

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

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

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

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

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

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

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

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

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

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

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

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

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

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

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

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

９０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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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

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

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

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

人歌德一样地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

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

庸人气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

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

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

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

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

罗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

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

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

域的发展线素；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

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

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

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

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

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

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

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

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

０１３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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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

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

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们了解到（对获得这

种了解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

大）：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

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

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

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

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

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

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

（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

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

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

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１８３０到１８４０年

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

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

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

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

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

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

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

１１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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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

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

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

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

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

在反对正统的虚信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

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

他们的学说直到目前为止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

了１８４０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

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

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

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３１５中实践的终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

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１８４２年的“莱茵报”３１６上青年黑格尔派已

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

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

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１８４０年起，间接地也

是政治斗争。１８３５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３１７成了头一个推

动力。后来，布鲁诺 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

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

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

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话

发生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

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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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

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好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

的“唯一者”３１８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

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

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

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

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

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

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３１９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

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

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

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

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

仅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

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

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

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

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３２０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

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

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

３１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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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虽然不能加以辩护，但是情有可原，因

为它是反对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纯粹思维”的专制的。但是我们

不应当忘记，从１８４４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

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

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

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

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

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 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

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

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

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

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

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

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

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我们

就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

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

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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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

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

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

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

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

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

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

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

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

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

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

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

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

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

５１３二

①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

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

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 特恩于１８８４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

就发现了这种情形。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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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

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

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

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

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

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

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

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

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

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

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

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

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

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

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

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

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

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

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

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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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

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

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

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

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

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

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

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

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

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

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

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

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

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

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

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

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植物和动物

身体中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

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

“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

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

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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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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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九、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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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哥白尼的学说

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

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

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

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

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作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

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

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

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

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

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结底，黑

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

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赞尔巴哈的评述中，首

先研究赞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

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

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

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

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

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

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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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

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

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

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

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

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

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

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

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

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

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

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

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

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

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

为它不是像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像

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

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３２３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

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

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

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

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

９１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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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

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着自然科学

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

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

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

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

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

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

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

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

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

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

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

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

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

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

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

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

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

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

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

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

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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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

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

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

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

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

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

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

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

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

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

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

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

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

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

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

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

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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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

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

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

才竭，并且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

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

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叫卖者的学说

１２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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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

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

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

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

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

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

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

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

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

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

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

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

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

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

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

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

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

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

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

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２２３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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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

进”，没有超过自己在１８４０年或１８４４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

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

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

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

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

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１９页）“唯心主义仍

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

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

理想的力量吗？”（第 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

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

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

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理由施

达克是会记得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

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

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

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

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

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

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

３２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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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参见“现象学”
３２４
）。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

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

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

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

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

“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

“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

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

主义者呢？

第三，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

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

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３２５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

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

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

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

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

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庸人的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

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产生的偏见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

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

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

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

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

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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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

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

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

哲学家名又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

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

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此饶了读者吧。

５２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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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

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

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其一历史运动，

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

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３２６（引自施达克的书第１６８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

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一个神

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

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

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

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

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

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在

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圣

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

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在１７９３到１７９８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

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

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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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

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

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

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

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

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

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

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ｒｅｌｉｇａｒｅ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

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

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

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因

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

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

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

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Ｄｏｎｃ，ｌａｔｈéｉｓｍｅ ｃｅｓｔ ｖｏｔｒｅ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

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

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

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

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

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分力量。柯普和拜特洛

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

７２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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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

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

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

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

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

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

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

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

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

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

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

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

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

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

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

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

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

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

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

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

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我

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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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

么远了。现在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

卒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

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

反映，人的映像。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

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

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

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像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

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

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

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和黑格

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

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１）抽象的法，

（２）道德，（３）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

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

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

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

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

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

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

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

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

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

９２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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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３２７——“如果你因

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

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３２８——“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
３２９
等

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

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

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未知

的地带〕”３３０。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

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

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

更伟大得多的思想。”３３１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

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

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

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

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

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

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

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甚至他

的名言：

“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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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３３２——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

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

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

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

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

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

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

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

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

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

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

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

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

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

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

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

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

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说得很直

截了当的：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

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

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１３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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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

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

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

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

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

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

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

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

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

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

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

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

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

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

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

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关于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

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小学教师”３３３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

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

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追求幸福的欲望

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

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

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末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

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

我一样地是自愿到交易所里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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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

样。如果他赔了钱，那末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

算错了，而且，在我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我甚至可以摆出现

代拉达曼的架子来。在交易所里，只要爱不纯粹是一个温情的字

眼，也是由爱统治一切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

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从事的事情。同时，如果

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末我就

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我还会成为富翁。

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

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

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

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

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

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

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

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

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

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

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

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

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

高限度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

３３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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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

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

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

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

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需

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

因此，他所不了解的１８４８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的最后

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

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可怜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

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

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

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１８４５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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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

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

“耶稣传”和“教义学”３３４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

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

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

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

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

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

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

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

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

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

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

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

在一起的。①

５３３四

①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

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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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

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

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

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

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

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

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

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

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

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

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

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现存

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

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

“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

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

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

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

６３３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

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

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

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

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

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

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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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

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

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

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

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

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

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

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

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

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

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

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

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

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

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

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

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 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

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

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

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

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

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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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

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

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

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

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

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

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

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

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

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

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

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

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

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

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

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

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牟

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

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

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

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

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

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

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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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

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

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

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

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

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

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

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

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

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

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

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

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

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

（光或幅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

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

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

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

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

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

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

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

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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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

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

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

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

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

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

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

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

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

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

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

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

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

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

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

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

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

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

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

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

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

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

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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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

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

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

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

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

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

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

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

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

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

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

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

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

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

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

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

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

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

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

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

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

这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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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

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

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

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

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

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

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

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

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

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

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

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

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

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

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

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

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

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

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

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

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

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

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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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

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

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

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

现３３６。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

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

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

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

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

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

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

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

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

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

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

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

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

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

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

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

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

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１８１５年签订欧洲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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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ｌａｎｄｅｄ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和资产阶

级（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

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

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

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１８３０年起，

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

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

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

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

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

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

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

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

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

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

两个阶级。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

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

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

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

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

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

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

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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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

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的，

在法国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被打碎。但是，正像工场

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

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

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

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

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

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

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

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

（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

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

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

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

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

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

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

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

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

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

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

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

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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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

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

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

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

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

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

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

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

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

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

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

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

实这一点；但是，不用说，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

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

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

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

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

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

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

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

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

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

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专是简单地

６４３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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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

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

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

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

基础，创造像法兰西Ｃｏｄｅ ｃｉｖｉｌｅ〔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

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

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

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

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

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

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

它就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

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

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

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

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

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

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

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

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

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

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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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

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

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

种描述。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

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

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

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

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

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前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

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

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

过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

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

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

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

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

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

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

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

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

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

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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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

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

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

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

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

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

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

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

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

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异族的神，这种企

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

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

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

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

了。我们必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

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

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

式。３３７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

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

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

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

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

来。３３８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

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

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

９４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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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

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

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

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

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

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

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

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

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

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

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

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

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

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

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

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

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

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

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

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

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

衣，因此，在１６８９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

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３３９英国的国家教会恢复了，

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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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家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

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教会，则采用后

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１６８５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

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３４０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

埃尔 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１６９４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

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

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

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

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

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

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

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

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

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

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

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

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

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

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

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

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

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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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

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

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

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随着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

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

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

意志帝国３４１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

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①离开哲学家

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

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

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

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

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

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

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

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

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

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

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

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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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

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

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

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

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

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

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

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

哲学的继承者。

————

３５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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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３４２

圣路易斯市“密苏里共和党人报”上出现关于该报记者访问

我的报道，因此我必须作如下声明：

的确，麦肯尼斯先生曾经作为该报代表访问过我，并且向我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他以名誉担保，答应我在未经我过

目以前决不发表一个字。但是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到我这里来了。因

此我特声明：本人对于他所发表的材料不负任何责任，尤其是我

曾有机会亲自证实，麦肯尼斯先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即使他有最

好的愿望，恐怕也未必能正确理解我的谈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于伦敦

写于１８８６年４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８６年７月８日“纽

约人民报”第１６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人民报”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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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

看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３４３决心要百般表明，它像历届政府一

样，完全是资本家的政府。它不以曾经袒护德卡兹维耳的矿业公

司３４４为满足，现在在里昂表现得更加厉害了。在那里，一家玻璃工

厂发生了罢工；有几个工贼继续上工，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被

搬到工厂来住。他们当中有一人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名叫利特内

尔，当他的家用什物运往工厂的时候，罢工工人跟在后面向他发

出嘘叫声。装家用什物的小车刚到里面，工厂大门刚刚关上，从窗

口向围墙外的人们的射击便开始了，手枪子弹和大粒的霰弹四处

纷飞，打伤了三十人左右。人群当然四散了。后来警察和司法当局

出面干涉。但是，不是去逮捕曾经开枪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仆从，不

是的！而是去逮捕许多罢工工人，说他们侵犯了劳动自由！刚刚发

生的这个事件，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德卡兹维耳使巴黎投社

会主义者的票数从三万张增加到十万多张３４５，而里昂附近的拉－

缪拉提埃尔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的后果将更加巨大。

写于１８８６年５月８日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１８８６年５月１５日“公益”杂志第

１８期

署名：弗 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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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政 局
３４６

１８７８年３月，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单

是这些军舰的出现，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圣

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３４７俾斯麦得以使俄

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

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

这种情况使人能够设想，如果俾斯麦将来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

堡，他就会把萨罗尼加和马其顿留给奥地利。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１７９４年把

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１８１４年再把它

收回一样。３４８波斯尼亚是奥地利的一个固定吸血罐，是匈牙利和奥

地利西部的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

人也像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不再

信任奥地利，这是俄国政府政策的重要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

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沿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

年轻人到奥地利的大学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

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不能让保加利亚也

这样效法他人，它不愿意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就被建

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官和士官、官吏，总之一切制度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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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俄国式的。赏给保加利亚的巴滕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

弟。

俄国政府的统治（先直接，后间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

利亚人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虽然这种好感曾经是情深意挚的。居民

们对于“解放者”的厚颜无耻越来越反感，甚至像巴滕贝克这样

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温

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驯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

时驱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它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它必

须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它还

需要一点爱国幻影。在拿破仑第三时期，莱茵河左岸曾把革命的激

情转移到国际事务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激动不安的人民去征

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

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邦。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

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播下了法国和德国不

和的种子，看来这会使这两个国家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不能对

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始终

会被普鲁士打掉。而占领波斯尼亚这一强盗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

和土耳其之间的亚尔萨斯。意大利站在标价最高的方面，也就是

说，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给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又

加上了达尔马戚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

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关于占领了埃及。３４９这

就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这也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

耳其，即把土耳其的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

７５３欧 洲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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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

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得心应手，他

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的暴政的愤懑，成了开始军事行动的借

口。１８８５年夏，保加利亚与鲁美利亚开始受到诱骗，说它们可以合

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

们对它们说，如果它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政府

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

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克。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

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本想用来

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克和沙皇之间便开始了不可

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为巴尔干的小国制造了

路易 波拿巴的妙论的新版，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

民族〔Ｖｏｌｋ〕，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

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就在于：为它的利益

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

地利不敢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

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俄国军官，即整个总

参谋部和全部校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

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

钦佩。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 巴滕贝克虽然是一个很差

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的

８５３ 欧 洲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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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

的。因此这是１８６６年波希米亚战役的再版。３５０此外，塞尔维亚人六

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

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已

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构成他们对付土耳其人的

力量的氏族公社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

没有触动这些原始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特别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

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

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完成一

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不断向苏丹表明：他的昔日盟友（奥

地利和英国）正在出卖他，掠夺他；而法国已完全受命于俄国，并

且盲目地跟着它走。但是苏丹竟充耳不闻，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

国的西部和南部暂不动用。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６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

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蔓延的运动不能制止，反而连

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①在他的向

沙皇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３５１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

纸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有力

的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纸不说话。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

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由于害怕革命，由于担心斯拉夫主义者与

立宪派、虚无主义者，最后，与所有心怀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只

好让步了。

９５３欧 洲 政 局

① 尼 亚 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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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使局势复杂化。谁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从１８７０年至

１８７５年在伦敦已经借了１０００７５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

府。两三年以前，俾斯麦帮助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３７５００万法郎，但

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经吃光了，而没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

不会拿出一文钱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

能得到。国家纸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银卢布值四个法郎，一个纸

卢布值两个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费了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

革命。吉尔斯曾访问俾斯麦，并向他介绍了形势，此人对形势有很

好的了解。为了奥地利的利益，俾斯麦本来是愿意节制沙皇政府的

食欲的，这个政府的贪而无厌使他不安。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

俾斯麦制度的垮台。没有俄国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

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

德国的局势，它会一举而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

是他取得统治阶级支持的保证），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知道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

到维也纳去通知他的朋友，说面对着这种危险应该丢开自尊心的

问题，必须给沙皇一点成功的面子，奥地利和德国为了自己的正

确利益应该向俄国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的先生们一定要干涉保

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卡耳诺

基让步了，亚历山大 巴滕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

自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吉尔斯。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现了出人意料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

的”斯拉夫民族所不应该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巴滕贝克夜间被

捕，可是保加利亚人也抓到了密谋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

０６３ 欧 洲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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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

质。他们又要巴滕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

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贝克，他们总是

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

众出丑。３５２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拢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

今却受到这个小国的阻挠，而这个小国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

他或他的父亲①才享有“独立”，但却不愿去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

味着盲目服从“解放者”的命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

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当真接受独立了！真

是罪该万死！

为了从革命中得救，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

。但是每走这样一步却越来越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

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政府直

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

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

战争，而是全面战争了。如果对统治欧洲的那些骗子手的高尚

品质有所了解，就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如果不能用

其他方法制止俄国的革命，他是能站在俄国方面去反对奥地利

的。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就

会援助奥地利，以防它完全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冬季，在４月以前，俄军在多瑙河

不能展开大战，——沙皇竭力诱骗土耳其人入其圈套，而奥地利

１６３欧 洲 政 局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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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信，又减轻了他的负担。他的目的是占领达达

尼尔，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

港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

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经

把他的秘密计划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

俾斯麦动摇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

        

而法国呢？

十六年来一直想报仇的法国爱国者认为，再也没有比利用可

能出现的情况更自然的了。然而，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问题并不那么

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的先生们说来也不简单一样。在

俄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进行一场复仇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

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

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与德国

人一同扑向革命的法国。那时，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

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更

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沙皇很希望他的密友奥尔良王朝复辟，

只有这个政府才答应他根据优惠的条件结成巩固的联盟。而一旦

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军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

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可以大叫：这是共和制的过

错；为了得到胜利和俄国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

府，一句话，需要菲力浦七世①。保皇派将军们将要消极怠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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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把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这样君主制就恢复起来。果真菲力

浦七世登上王位，那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

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

会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

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萨斯—洛林的借口。

君主们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们太天真了，竟然对沙皇政府与

共和国之间结成真诚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将军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所讲的“需要战

争来阻碍社会革命”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那

就让这句话作为对社会主义政党的警告吧。布朗热这位好心人有

说大话的习气，这对于一个军人说没来也许情有可原，但是这表

明他是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他无论如何拯救不了共和国。他处

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派之间，可能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后者

向他保证与俄国结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

处境也和沙皇一样，社会革命的幽灵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

们只知道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种种事件都于我们有利，所以我们目

前可以希望仅仅维持ｓｔａｕｓｑｕｏ〔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

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相反，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

无法预料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的党在德国就

会遭到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命运。毫无疑问，事件归根结底是会有利

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

新的障碍啊！

把欧洲推向战争的力量是巨大的。到处采用的普鲁士军事制

度，要全面贯彻，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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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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

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

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的

优越之处。这意味着，威胁我们的战争会把上千万的兵士投入战

场。那时老头子威廉也许死了。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

掀起战争，以保全自己。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

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

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

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

者的胜利的运动和恢复君主制。

对于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说来，并不存在亚尔萨斯问题。

德国社会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从来就反对的１８７１年的兼并，是

俾斯麦反动的内外政策的支点。两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关心维

护和平，因为正是他们必须支付全部战费。

于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６日“社会

主义者报”第６３号

署名：弗 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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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

死亡又一次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先进战士的行列

中打开了一个缺口。１２月７日，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在日内瓦逝

世了。

１８０９年，贝克尔生于福兰肯塔尔（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

早在二十年代，刚刚脱离童年他就参加了自己故乡的政治运动。七

月革命之后，三十年代初期，这个运动具有了共和主义性质，贝

克尔就成了这个运动最积极最坚决的参加者之一。他曾多次被捕，

被交付法庭审讯，被宣告无罪，但是最后不得不从得胜了的反动

派那里逃出来。他来到瑞士，定居在俾尔，取得了瑞士公民权。在

这里他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一方面他关心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事

务，关心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欧洲流亡者的革命尝试，另一方面

他也关心瑞士民主派夺取各别州的政权的斗争。大家知道，这个斗

争，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初，汇成了对贵族州和教权派州的一系列

武装进攻。贝克尔跟大多数这种“叛乱”都或多或少有些牵连，所

以他终于被判处逐出他的新家乡伯尔尼州十年。这些小型的战斗

的使命终于在１８４７年由对宗得崩德的战争３５３完成了；贝克尔当时

是瑞士军队的军官，他忠于自己的职守，在向琉森进军中，他带

领了他所在的那个师的前卫部队。

１８４８年的二月革命爆发了，随后在志愿队的支持下在巴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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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行共和制的尝试。在黑克尔进军
３５４
时，贝克尔组织了一个流亡

者军团，但只是在黑克尔已经再次被打退以后他才赶到边界。这个

后来大部分被拘留在法国的军团，在１８４９年成了普法尔茨军和巴

登军某些优秀部队的核心。

１８４９年春在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时候，贝克尔想用这个军

团为罗马组成一支辅助部队。他到马赛去组织骨干，着手招兵。但

是，大家知道，法国政府当时准备扼杀罗马共和国，让教皇①回去。

自然它要阻挠调军队去援助它的罗马的敌人。贝克尔已经雇好了

船，但却接到一个坚决的声明说，船只如果有丝毫离港的企图，就

将被击沉。

正在这时爆发了德国的革命。３５５贝克尔立即赶到卡尔斯卢

厄；军团也跟着他去了，后来在伯宁指挥下加入了战斗，而由

维利希在伯桑松组成的１８４８年旧军团的另一部分，成了维利

希的志愿队的核心。贝克尔被任命为全巴登人民自卫团长官，

也就是除常备军外所有部队的长官，于是他立即着手组织人

民自卫团。一开始他就遭到受反动资产阶级支配的政府及其首脑

布伦坦诺的反抗。贝克尔的命令遇到了相反的命令，他对武器和军

用装具的要求被忽视，或者干脆被拒绝。６月６日开始以革命武装力

量恐吓政府，贝克尔非常积极参与行动，这次尝试没有发生决定

性的效果３５６，但是贝克尔及其部队此时却被匆忙地从卡尔斯卢厄

调到尼喀河去对付敌人。

在这里战事渐渐展开，而结局也快见分晓了。贝克尔带领他的

志愿队和人民自卫团占领了奥登林山。他既没有炮兵，也没有骑

６６３ 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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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不得不把自己人数不多的部队分散占领广阔的、不利的地点，

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足够力量转入进攻。然而，他在６月１５日打了

一次漂亮仗，把他那些被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围困在希尔施霍恩

城堡中的哈瑙体操家们３５７解救了出来。

当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革命军最高统帅的时候，贝克尔是第

五师（全是人民自卫团，而且只有步兵）师长，任务是抗击在人数上

至少六倍于他的波伊克尔军。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一些事件：普鲁

士第一军越过莱茵河到了盖尔曼尔斯海姆，梅洛斯拉夫斯基迎着

这个军运动，６月２１日瓦格霍伊泽尔战败。贝克尔这时占领着海得

尔堡，从北面来进攻的是冯 格勒本的普鲁士第二军，从东北进攻

的是波伊克尔军，各有两万多人；在西南是希尔什菲尔德的普鲁士

人，人数也在两万以上。从瓦格霍伊泽尔逃出来的人，即大批巴登

军、常备军和人民自卫团，都拥向海得尔堡，以便绕过平原上对他

们封锁了的道路翻山走长途前往卡尔斯卢厄和拉施塔特。

这次退却要由贝克尔率领他那些刚刚招募来的、没有经过训

练的人来掩护，而且像往常一样，没有骑兵和炮兵。他让退却者得

以退却到相当距离以后，在２２日晚８时从海得尔堡出动到讷卡格芒

德，在那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在２３日到达辛斯海姆，在这里虽然

同敌人极其接近，但他还是让部队休息了几小时，同时保持战斗

队形，在当晚到达艾宾根，而在２４日晚８时越过布列顿到达杜尔拉

赫，在这里又被卷入此时已经联合起来的普法尔茨—巴登部队无

秩序的退却。贝克尔在这里接收了残余的普法尔茨部队归自己指

挥，这时不仅要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退却，而且要守住杜尔拉赫，

直到完全里出卡尔斯卢厄为止。像往常一样，他现在还是没有炮

兵，因为配属给他的炮兵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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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尽可能加紧挖战壕以加强杜尔拉赫，第二天（６月２５

日）早晨两个普鲁士师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就从三方面发起进

攻。他不仅打退了一切进攻，而且尽管只能用步骑枪射击去对付敌

人的火炮射击，他还是不止一次地转为进攻；经过四小时的战斗

以后，他率领部队秩序井然地退却了，没有遇到被派出来迂回的

队伍的阻捷；而且他只是在得知卡尔斯卢厄已经撤退，交给他的

任务已经完成之后，才实行退却。

这无疑是整个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最光辉的一段。贝克尔

率领的人大多数不过是两三个星期以前才招募来的，而且都是些

毫无经验的新兵，由临时客串的军官和军士勉强训练了一下，差

不多不知道纪律是什么东西，——他率领这样的人在四十八小时

之内走了八十公里以上或者说十一德里以上的路程，而且还是作

为被击溃的、被消灭了一半的军队的后卫部队在退却。他在夜间开

始了这次转移，带领他们通过敌人的战线到达杜尔拉赫，秩序井

然，所以第二天一早他们能对普鲁士人进行这次战役中为数不多

的战斗之一，在这次战斗中革命军完全达到了目的。这次战绩即使

对老部队说也是很荣誉的，而对这样一些年轻的兵士说来则是极

罕见极光荣的事情。

到达牟尔克河以后，贝克尔就带着他那一师占领了拉施塔特

以东的阵地，并光荣地参加了６月２９日和３０日的战斗。其结果是人

所共知的：比他多五倍以上的大批敌人越过维尔腾堡的地界迂回

了这个阵地，并从右翼向这个阵地进攻。此时战局的命运表面上也

已经决定了：战局是以革命军被迫转移到瑞士境内而告终的。

到这时为止贝克尔主要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以后

他大大前进了一步。对德国特别是南德的“纯粹的共和派”再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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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认识和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所取得的经验，都向他证明，今后必须用

另一种方式来行动。贝克尔从青年时代起对无产阶级就有深切的

同情，现在这种同情有了更加具体的形式；他明白，资产阶级到处

都是反动政党的核心，而真正革命力量的核心则只能是无产阶级。

一个凭感性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了。

他还有一次曾经试图组织志愿队；这是在１８６０年，加里波第

胜利进军西西里岛之后的事情。贝克尔从日内瓦出发前往热那亚，

以便和加里波第协同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加里波第的迅速胜利以

及为君主制的利益而利用胜利果实的意大利军队的干预，使运动

终止了。同时到处都在预料，来年会爆发对奥地利的新战争。大家

都知道，俄国想利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实行报复，并

完成它在１８５９年的未竟之业。意大利政府派了一个总参谋部的高

级官员到热那亚去见贝克尔，向他表示：如果他同意在德国进行

有利于意大利的反奥宣传，就可以得到意大利军队的一个上校军

衔，拿优厚的薪金和出差费，还可以指挥由他自己在即将爆发的

战争中编组的军团。但无产者贝克尔断然拒绝了；他决不想为君主

们效劳。

这是他组织志愿队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了，贝克尔就是它的创立者之一。他出席了为国际奠基的有名的圣

马丁堂群众大会。３５８他组织了瑞士罗曼语区的德国工人和当地工

人，创办了该团体的机关刊物“先驱”３５９，他出席国际的历次代表

大会，并站在对《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３５０和瑞士

汝拉地区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最前列。

国际解体以后，贝克尔公开出面的机会就比较少了。但尽管这

样，他总是深入工人运动，并且利用广泛的通信和许许多多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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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来拜访他的客人，不断地影响运动的进程。１８８２年马克思曾在

他那里度过一天，今年９月间七十七岁的贝克尔还经过普法尔茨和

比利时旅行到伦敦和巴黎，在这个期间我很幸运地把他接到我这

里住了两个星期，同他在一起谈古论今。但是过了不到两个月，电

报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

贝克尔是一个少有的人。完全可以用强健这样一个词来形容

他。直到他生命结束前他的身心还是很健全的。他像个巨人，很有

力气，而且仪表堂堂，由于难能可贵的禀赋和健康有益的活动，他

像他的身体那样和谐地发挥了他那虽没有上过学但决不是没有受

过教育的才智。他是少数全凭天性来选择正确道路的人中的一个。

因此他才这样容易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步调一致，在第七十八年的

时候也像在十八岁那样精神抖擞地站在最前列。１８１４年他还是一

个同过往的哥萨克玩耍的小孩子，１８２０年看到了刺杀科采布的桑

得被处死，二十年代时还是一个不明确的反对派，但一直在不断

发展，到１８８６年就完全达到运动的高水平。同时他并不像１８４８年大

多数“严肃的”共和派那样，是一个抑郁寡欢而不明事理的

人，——他是欢乐的普法尔茨的真正乐观的儿子，对酒、女人和

歌曲的喜爱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人。他生长在“尼贝龙根之歌”３６１的

故乡，伏尔姆斯附近，甚至在晚年也还像我国古代英雄史诗中的

人物那样，在击剑的间隙快活而诙谐地向敌人呼喊，在没有人可

砍杀的时候就编写民歌：提琴手福耳克尔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

且只能是这个样子。

但他最出色的才能无疑是军事才能。在巴登他所做的比其他

任何人都多得多。别的从常备军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军官觉得在这

里的是一些和自己完全格格不入的，几乎不服管教的还不成其为

０７３ 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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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的人，而贝克尔却在瑞士民兵这所简陋的学校里学会了他自

己一整套组织艺术、战术和战略，所以国民军对他说来并不是什

么格格不入的东西，其不可避免的缺点也不是什么怪事。在其他人

精神沮丧或非常激动的场合下，贝克尔却仍然从容不迫，寻找一

个又一个出路；他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人，善于用开玩笑来给他

们鼓劲，终于控制了他们。１８７０年的普鲁士将军中，妒忌他带着一

师新兵从海得尔堡转移到杜尔拉赫这件事的岂止一人而已，那时

他率领的新兵几乎完全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却保持着立即投入战

斗并顺利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竟能使配属

给他的、任何人对之都无法可想的普法尔茨兵士投入战斗，甚至

迫使他们在开阔地上转入进攻。贝克尔的逝世，使我们丧失了我们

有过的唯一一位德国革命将领。

这是一个光荣地参加过三代人的解放斗争的人。

工人们将把他作为自己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铭记在心里。

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９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附会民

主党人报”第５１号

署名：费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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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住宅问题”
３６２
一书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１８７２年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３６３上的三篇文章

的再版。恰好在那时，法国的几十亿法郎涌入了德国３６４；国债偿清

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游闲的资本

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

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并且还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

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

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

后又在１７３年至１８７４４年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破产，这次破产证明德

国是一个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活动的工业国家。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

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

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

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

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

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

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

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

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

里子、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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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

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正是这种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急性病似的住宅缺乏现

象，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

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

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维尔腾堡的医学博士阿 米尔柏格先

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利用这个问题让德国工人领悟一

下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３６５。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

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做一个答

复，而我也就照办了（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

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另一组文章，这里我以艾米尔

扎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３６６为例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

慈善主义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

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３６７，迫使我不得

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

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

组文章的产生经过。既然现在需要出新版，那末我无疑要再一次归

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

增，所以我在这里谨向它深致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把正文校阅了一遍，稍微做了一些增补和注

释，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３６８，因为我的论敌

米尔柏格博士很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作这次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

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二十年以来，除了

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

３７３“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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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３６９
，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做

的更加片面的说明，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

师”——ｎｏｔｒｅｍａｌｔｒｅàｎｏｕｓｔｏｕｓ。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

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

的纲领，才能够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

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龙工人中间独占统治，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

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

义者，就都是坚决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

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

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

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对他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比利时，佛来米

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

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

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

的残余也带走了；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

中，而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已

经由一个小小的核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党３７０，从共和派的报刊

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

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前辈即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

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

“共产主义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

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

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

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已经被罗曼语各国工人彻底抛弃，

４７３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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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它现在已经按照自己的真正使命，只是表达法国、西班牙、意

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

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翻印出

来，再对一个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

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

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

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

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即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

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

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

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

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

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

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

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３７１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

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

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

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

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

还有很多的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慈善家为代

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愿望仍然起着很大

的作用，因而我这部著作用来反对他们也仍然是适时的。另一方

５７３“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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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

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

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

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

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

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

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占优势〕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

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

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辉煌地表现出他们具

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

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

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

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

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核心

就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但是，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工业发

展，对这一点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注解。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

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

菜园或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在

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的条件下使用带菜园或土地的房屋。同园

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

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

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

６７３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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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宅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跟机器织机作斗争的

地方，例如下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

到处可以看见，而且只要在有某个家庭工业部门作为一种农村副

业扎住了根的地方，例如在绍林吉亚山和勒恩一带，也到处可以看

见。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造业也已经具

有了农村家庭工业的性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

严重的贫困，例如几年前在艾费耳３７２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叫

嚷要培植适宜的家庭工业，作为唯一的救济办法。事实上，德国小

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

工业继续推广起来。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

种例外才能找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业地区；在没有小农存在

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维持

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像在德国一样可以看见由真正的农民家

庭经营的成衣业中的家庭工业。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

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

当于采用机器以前到处盛行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

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

工业正在发展的国家里，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

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精

神上和政治上极其低下的基础。手工劳动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

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

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十八世纪中叶在英国和在

法国的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工业中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

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处在最不利条件下的德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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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

亚麻织布业，经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义务的重压，以至兼做织工

的农民的生活并没有超过其他农民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虽然如

此，当时家庭工业工人终究是过着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的生活。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种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生

产的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所得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

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

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

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菜园和小块土地。只是在万不

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经营园

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织机同机器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

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斗争中，特

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那种情

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

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器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织机；在农业

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共同劳动以及

应用机器和科学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

候，小屋子、菜园、小块土地和他们的织布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

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菜园

已经远不及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流动那样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

厂工人都不会同一个在缓慢地饿死然而肯定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

工交换地位了。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四十年代，

它通过１８４８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高涨，并且只是在１８６６年和

１８７０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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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起来。然而，这时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

应日用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

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只好循着德国生产

已经走惯了的道路，首先是带着对英国说来太琐碎、对法国说来

太低劣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优良货样后交劣

等商品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

几乎完全不能施展了；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

至渐渐促使体面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

了在这一行里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建立了大工

业，并且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起一定作用了。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

专为国内市场工作（只有制铁业是例外，它的生产水平大大超过

了国内的需要），所以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

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

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

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

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

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苦得

来的东西，被资本家用竞争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

同意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

单靠自己的农产品又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

业和土地所有制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

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

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

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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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正是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甚地把其余各个工业部

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

下。这种传统地保持在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劳动价格，像铅

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

劳动力价值之下；而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占据

了旧日的手工业的地位，并且在这里也压低了一般的工资水平。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

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

地，稳定的住宅——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

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

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

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

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

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广泛散布于

德国，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广地散布开来。小农自从他的为满足自

己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成衣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

而他的牲畜以及厩肥生产因为马尔克制度、公共马尔克和强制的

轮作制遭受破坏而被消灭的时候起，就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

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

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高利贷者的抵押利息也不能

由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由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

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

０８３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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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

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

的水平较低，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横阔方面散布。这就说

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

区得到这样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这又说明，为

什么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平静的、稳定的和不可遏止的。很清楚，在

德国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

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多少正常的

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７１年那样去取

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

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

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

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

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

然而，这种由于散布广阔而成为德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

时又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的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

业，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始初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了

的那样（“资本论”第３版第１卷第４８４—４９５页３７３），在一定的发展

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

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

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

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

是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和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

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

和农业的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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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

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末德国一定会开始攻

击，而“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

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

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

切小的农村房主变成为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

漩涡”的小农旧日的闭塞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

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

最保守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从事家庭工

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强迫走上起义的道路。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在执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

时，还在继续颠倒地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有利于社会革命，我们是

乐于让他们去自我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７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７年１月１５和２２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３和４号，并载

于１８８７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

版的弗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论住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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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工 人 运 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３７４

  自从我应译者①的希望写完本书的“附录”②以来，已经过去

十个月了。在这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

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１８８６年２月，美国的社会舆论在一

点上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③，因此，

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

和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外国引入的植物，它决

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越来越近的阶级

斗争已经呈现出它的巨大阴影：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３７７和其他

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特别是全国都在准备争取八小

时工作日的广大运动，这个运动说在５月开始就在５月开始了。３７８我

３８３

①

②

③ 我在１８４４年写的那本书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美国的

工业所处的状况几乎正好相当于四十年代，也就是我所考察的时期的英国工

业的状态。情况相似到何等程度，发表在伦敦“时代”月刊３、４、５和６月号上

的爱德华 艾威林和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论“美国工人运动”的那些文

章３７５已经证明。我之所以更乐意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还因为这使我有可能

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毫无顾忌地散布的对艾威林的可恶

的诽谤。３７６（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的单行本上加的注。）

见本卷第２９２—２９８页。——编者注

弗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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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录”表明，当时我已经正确地估计了这些征兆，预料到会

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但是，当时谁也不能料到，运动会在这

样短促的时间内以这样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出来，会以燎原烈火

的速度蔓延开来，会从根本上震撼①美国社会。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驳不倒也辩不掉。我很有趣地听去年夏天

赏光访问我的美国记者们告诉我，美国统治阶级对此是感到多么

惊慌；“新的转折”使他们束手无策，陷入了恐惧和张皇失措的状

态。但是，那时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个由于黑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

的迅速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只不过举行了一连串杂

乱的、显然是互不联系的骚动。在年底以前，这种混乱的社会痉挛

就开始采取确定的方向了。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的地区掀起

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们对于到处都是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

的悲惨的社会状况的普遍不满同时爆发出来，这就使这些群众意

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一

个实际上多少是血统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这种意识由于

一种纯粹美国人的本能使他们迅速地采取解放自己的下一步骤

——组织具有自己的纲领并以夺取国会大厦和白宫为目标的工人

政党。５月，掀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窝基

等地发生了骚动，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的司法机关

来镇压工人阶级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１１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

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而且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窝基进行了选

举。３７９在此以前，５月和１１月只能使美国资产阶级想起凭合众国公

债息票取息；从今以后，５月和１１月将使他们同时想起美国工人阶

４８３ 美 国 工 人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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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期了。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相信，他们构成

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在现存社会关系下是固定的阶级；又

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

殊的、独立于统治阶级各种派别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并且同这些

政党对立的①政党。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一开始有

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十七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

在这个较为良好的土地上，工人阶级在十个月中就经历了本身发

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觉到他们的悲惨状

况的共同性和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感觉到同其他一切阶级对立

的阶级团结；他们为了表达这种感觉并把它变成行动，已经把每

个自由国家里为这种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了起来，——这

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要找到一剂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

物，并且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而整个运动中最重要

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

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

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

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

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

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无论它最初的形式如何，但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

５８３美 国 工 人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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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方向发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造成鸿沟的原因，在

美国和在欧洲是一样的；消除这种鸿沟的手段到处也都是相同的。

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①一定会同经

过了六十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

认的纲领相一致。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

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新的党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凭借着它

的形成这一事实本身就力图夺取政权，那末它在怎样对待一旦夺

得的②政权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纽约和东

部的其他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组织是按职业联合的路线进行的，

每一个城市都组织了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纽约，中央劳动联

合会于去年１１月把亨利 乔治选为他们的旗手，因此，联合会的临

时竞选纲领中浸透了他的原则。在西北部大城市里，竞选是在很不

明确的工人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的，亨利 乔治的理论的影响即使已

经看得出来，那也只是刚刚看得出。在这些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大中

心里，新的阶级运动已经充分带有政治性，同时，在全国，我们发现

两个分布很广的工人组织，即“劳动骑士”３８０和“社会主义工人党”，

其中只有后者才具有符合上述现代欧洲观点的纲领。

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种，

即亨利 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纽约无疑是合众

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但纽约不是巴黎，合众国不是法兰西。我认为

亨利 乔治的目前这样的纲领是太狭隘了，它不能作为越出地方性运

６８３ 美 国 工 人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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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一旦夺得的”。——编者注

在德文版中不是“归根到底”，而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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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范围以外的任何运动的基础，即使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

的基础也不行。在亨利 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

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但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

完全正确的。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

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在罗马

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们形成

了一个同１８６１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里的“白种贫民”相似的阶级；

在奴隶和“白种贫民”①这两个同样无力解放自己的阶级存在的情

况下，古代世界崩溃了。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

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

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

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直到近代的黎

明时期，即到十五世纪末，农民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

级奠定了基础②，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除了

向旁人出卖劳动力以外就不能生活。但是，如果说土地被剥夺使这

个阶级产生，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现代的大工业和大农

业的发展，则使它长存下去，使它人数增加，并使它形成一个具有

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所有这些，马克思都详

细地论述过了（“资本论”第七篇“所谓原始积累”３８１）。马克思认为，

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③，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

７８３美 国 工 人 运 动

①

②

③ 在德文版中不是“处境恶化’，而是“现今的屈辱”。——编者注

在德文版中不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是

“农民大规模被剥夺了，并且这次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条件逐渐

把成为无产者的农民变成了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变成了人”。——编者注

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贫民”，而是“贫穷的自由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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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 乔治既然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

就认为医治它们的药剂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马克思学派

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而是同

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即使我们撇开其他生产资料

的问题不谈，这里也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马

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为共同的

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

厂等等也是一样；亨利 乔治却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单

个的人，仅仅把土地的分配调整一下，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实行

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 乔治所要求的，是把现在

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实质上①就是李嘉图学派

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派提出的东西，这一派也要求由国

家没收地租。

当然，如果认定亨利 乔治已经把话一下子说完了，那是不公

平的。但是我只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来考虑他的理论。

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大派别是由劳动骑士组成的。看来，这

一派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同时无疑也是最有力的。这

是一个以无数的“集会”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巨大团体，它

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见。他们共

有着一个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不明确的纲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的与其说是实际上无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说是这种本能的感觉：他

８８３ 美 国 工 人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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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团结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们成为国内的

一支伟大力量。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上了最

中世纪的外衣，而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表面的、但

实际上毫无力量的专制之下，——这就是劳动骑士向欧洲观察家

展示的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这种纯粹是表面的怪现

象上，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在这个广泛的团体中蕴藏着巨大的

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正在缓慢地但确实地发展成实际的力量。劳

动骑士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

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细小的怪诞行为，

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这里存在的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

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它不

仅使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使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使他

们对未来的胜利满怀骄傲的希望。只说劳动骑士有能力发展，那是

不确切的；他们是经常处于蓬勃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这是一块

正在涌起正在发酵的由可塑性材料构成的实体，并且正在寻找适

合它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无疑是会找到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像自

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到那时，劳动骑士是否保留

现在这个名称，那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个局外观察家可以清

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原料必定锻造出美国工人运动的

未来，从而锻造出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

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

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

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他们用的是本国语言，并且大多数人

都不大懂得美国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是起源于外国，

９８３美 国 工 人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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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

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①，这种理解远远超过

了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

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

四十年斗争中所得到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

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

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的整个战斗工人阶

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

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做到这

一点，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

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

占绝大多数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国人靠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必须学习英语。

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各种分子——他们实质上并不敌对，

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在实际上彼此隔膜——融合一起的过程，

需要有一些时间，并且不能不发生一些摩擦，这种摩擦在某些地

方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例如，劳动骑士在东部城市的某些地方和

有组织的工会进行着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摩擦也

发生在劳动骑士内部，那里根本谈不到和平和协调。这并不是能使

资本家欢呼的那种瓦解的象征。这只是标志着，初次②按共同方向

行动的无数的工人群众还没有找到适当地表达他们共同利益的东

西，也没有找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找到保证胜利

０９３ 美 国 工 人 运 动

①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初次”，而是“现在终于”。——编者注

在德文版中“理解”后面的那句话改做：“这是迄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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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的纪律①。这在目前只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进行的第

一次群众性征兵，是就地独自集合和装备起来的队伍，它们正在

为组成一支统一的大军而汇合起来，但是还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统

一的进军计划。正在汇合的各部队往往彼此阻挡道路；出现了混

乱、怒气冲冲的争论，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最终目的的

一致性终究会战胜一切小风波。这些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

就会列成一个长长的战斗横队，将在敌人面前摆成一条严整的战

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闪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

坚定的预备队殿后。

达到这种结果，把各种独立的部队联合成一支具有临时②纲

领——不管这个纲领如何不够，但只要它真正是工人的纲领就行

——的全国性的工人大军，这就是在美国须要完成的下一个巨大

的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无愧乎这个运动的纲领，社会主

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

们只占工人阶级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１８４７年“共

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陈述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

想放弃的名称，——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

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

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

１９３美 国 工 人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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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临时”，而是“共同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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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

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

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

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

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３８２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 马克思、还有我以及

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

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

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

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的统一的①军队一

样在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７年１月２６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７年在纽约出版的弗 恩

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一书，并由作者译成德

文载于１８８７年６月１６日和１７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４和２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

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２９３ 美 国 工 人 运 动

① 在德文版中，“统一的”的后面加有：“伟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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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巴黎国际联谊节

组织委员会的信３８３

公民们：

我们现在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险。战争在威胁着我们，痛恨战争

而且具有唯一的共同的利益的法国和德国无产者将在这次战争中

被迫互相残杀。

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是军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大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

度。

这个制度被说成是武装全民以保卫本国领土和本国权利。这

是撒谎。

普鲁士制度取代了有限征兵制和富人可出钱找代役者的代役

制，因为它把国家的一切资源——人力和物力的资源都交由掌权

者支配。但是它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国民军。

普鲁士制度把应征服兵役的公民分为两类。第一类编入常备

军，而第二类则立即被派定为后备军或地方部队。这后一类得不到

或者几乎得不到任何军事训练；但前一类则一直服役两三

年，——这段时间足以把他们造成一支俯首贴耳、按纪律机械行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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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军队，时刻准备对外进行征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运动。这是

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采用这个制度的一切政府，害怕本

国工人比害怕国外与之竞争的政府要厉害得多。

这个制度由于有弹性所以能大大扩张。的确，哪怕仅仅还有一

个年轻人没有被编入队列，现有资源就不能算已经用尽。因而各国

之间才这样为拥有一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军队而进行无休止

的竞争；某个国家增加一次武装力量，别的国家就都会这样做，甚

至有过之无不及。而这是非常花钱的。人民已经被军费的重担压得

喘不过气来了。和平越来越变得几乎比战争更花钱，于是战争终于

已经不是什么可怕的灾难，而成了一种能够结束不堪忍受的状况

的救世的危机。

这就使各国的阴谋家，那些热衷于浑水摸鱼的家伙，得以把

人民推向战争。

那末，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

废除普鲁士式的制度，代之以真正的国民军这所普通的学校，

使每个能够扛枪的公民都加入这所学校，时间要严格规定，以学

会当兵的本领所必须的时间为限；把经过这种训练的人造就成预

备队的基干人员，按地区很好地组织起来，使每个城市、每个县

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营，这个营的人都彼此认识，团结一致，有武

器、服装，必要时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随时出动。这就是说，每个

人家里都有枪械和装备，象瑞士那样。

首先实行这种制度的那国人民，会使自己的军事实力增加一

倍而同时还会使自己的军事预算减少一半。他们将用武装本国全

体公民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对和平的热爱，因为这支由人民自己

组成的军队是根本不能用来对外进行征服的，正像在保卫祖国领

４９３ 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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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时是根本不可战胜的一样。而且，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

和五十发子弹，还会有哪一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７年２月１３日伦敦

载于１８８７年２月２６日“社会主义

者报”第７９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９３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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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

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３８４

  本书作者西吉兹蒙特 波克罕１８２５年３月２９日生于格洛高。

１８４４年他在柏林读完中学后，先在布勒斯劳、后又在革利夫

斯瓦特和柏林读大学。１８４７年为了服兵役，他不得不作为服役

期三年的志愿兵参加了格洛高的炮兵，因为他太穷，担负不

起服役期一年的花费。１８４８年革命爆发后，波克罕参加民主集

会，因而被军事法庭侦讯，以逃往柏林而得免。在柏林，他起初没

有遭到追捕，仍然在运动中积极活动，并且坚决参加了攻打军械

库。３８５为此他将遭逮捕，又以逃亡而得免，这次他逃往瑞士。当司徒

卢威于１８４８年９月间在瑞士组织志愿军向巴登黑林山脉进军时３８５，

波克罕参加了进军并被俘，一直被囚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巴登革命３８７释放

囚人的时候。

波克罕去卡尔斯卢厄，以便作为一个兵士为革命出力。当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被任命为全部人民自卫团的指挥官时，他委托波

克罕建立一个炮队，但政府最初给炮队发的只是些没有马匹的火

炮。马匹一直没有领到，而六月六日运动３８８爆发了，较坚决的人想

用这次运动迫使萎靡不振的、其中一部分人纯粹是叛徒的临时政

府比较有力地行动起来。波克罕也和贝克尔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

示威游行的直接效果仅仅是：贝克尔以及他的全部志愿军和人民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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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团都被调出卡尔斯卢厄，派往尼喀河战场。波克罕和他的炮队

无法跟着贝克尔走，他还没有领到拉炮的马匹。当他终于领到马匹

时，——因为政府首脑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一心要甩开革命的炮

队，——普鲁士军队已经占领了普法尔茨，所以波克罕炮队的第

一个战役就是占领克尼林根桥附近的阵地，掩护普法尔茨的军队

向巴登的领土转移。

波克罕的炮队同普法尔茨部队以及尚在卡尔斯卢厄地区驻扎

的巴登部队一起，这时向北推进。６月２１日，炮队投入布兰肯洛赫

附近的战斗，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乌布施塔特战役（６月２５日）。在为

占领牟尔克河的阵地而改编军队时，波克罕和他的所有火炮都配

属给奥博尔斯基师，并且在争夺库本海姆的战斗中卓著功勋。

革命军队向瑞士领土退却后，波克罕去日内瓦。在那里，他遇

见了他的老首长和朋友约 菲 贝克尔，以及一些比较年青的战友，

他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在苦难的流亡生活中极尽欢乐之可能的集

体。１８４９年秋天我路过日内瓦时，曾和他们度过几天欢乐的日子。

由于卡尔 福格特先生的骇人谎言而得到一个最冤枉的身后恶名

“硫磺帮”的，就是这个集体。３８９

但是，欢乐持续不久。１８５０年夏天，无情的联邦委员会的权力

也压到无辜的“硫磺帮”身上来了，大多数欢乐的年青人必须离开

瑞士，因为他们属于应予驱逐的那一类流亡者。波克罕去巴黎，以

后又去斯特拉斯堡。但是在这里他也呆不下去。１８５１年２月，他被逮

捕并被押送到加来，以便乘船送往英国。在三个月当中，他被人从

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多半是带着镣铐，先后经过二十五个监

狱。但是，他每到一处，共和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迎接这位被押送

的囚人，给他送去丰盛的食物，款待和贿赂宪兵和官吏，尽可能安

７９３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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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下一步的行程。就是这样，他最后来到了英国。

的确，他在伦敦遇到了比在日内瓦或者甚至比在法国都严重

得多的流亡困苦，但是在这里他也没有失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机

智。他寻找任何一种工作，最初在利物浦的一家侨民企业里找到了

事做，那里需要德籍职员做翻译，来应付大批离开了又一次幸运

地被安抚下去的古老祖国的德国流亡者。同时，他还寻找别的事务

关系，而且是这样顺利，竟然在克里木战争之初弄了一轮船各种

各样的货物开到巴拉克拉瓦去，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分别卖给了军

队指挥部和英国军官。他回来时净纯利１５０００英镑（３０万马克）。但

是，这一次成功却促使他进一步去作投机活动。他又联系上了一项

为英国政府供货的合同。这时已经进行媾和谈判，所以政府就在合

同里提出一个条件：如货到之日媾和的先决条件已被接受，政府

可以拒绝收货。波克罕同意了这点。当他和他的输船到达博斯普鲁

斯海峡时，和约已经签订了。轮船租的只是去程，轮船的船长这时

由于可以得到大宗有利可图的返航载货，于是就要求马上卸货，可

是波克罕在挤得满满的港口里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地方存放归他处

理的货物，于是船长就把所有货物随便卸到了一处海岸上。波克罕

就这样和他的那些枉费力气运来的箱子、货包和大木桶呆在那里，

束手无策地看着当时从土耳其的各个角落和整个欧洲跑到博斯普

鲁斯海峡的各种恶棍把他的货物偷个精光。他回到英国后又成了

一个像过去一样的穷人，１５０００英镑全丢了。但是他那种不可摧毁

的机智的性格并没有丢失。他在投机活动上丢掉了金钱，但是却学

会了在实业界办事和交往的本领。他还发现，他对酒类的质量有一

种特别敏锐的鉴别力，并且成功地为波尔多的各家出口商号做代

理人。

８９３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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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他尽可能地参加政治运动。在卡尔斯卢厄和日内瓦，他

认识了李卜克内西。由于福格特的丑剧，他同马克思建立了联

系３９０，这也就是我和他再次会见的原因。波克罕虽然没有用一定的

纲领来约束自己，却一直追随着最革命的党派。他的主要的政治活

动，是同欢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即俄国专制制度作斗争。为了更

好地观察俄国的旨在征服巴尔干国家和间接统治西欧的阴谋，他

学会了俄文，并且研究俄国的报刊和流亡者的作品多年。同时，他

还译出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俄国情况”３９１一书，书中抨

击了由赫尔岑开其端（后来由巴枯宁所继承）并为西欧的俄国流

亡者所效法的虚伪风气，即在西欧不是传播他们所熟知的俄国真

相，而是散布合乎他们的民族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味的通常奇

谈。他还在柏林的“未来报”３９２、“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写

了很多论俄国的文章。

１８７６年夏天，他在去德国的路上于巴登魏勒尔得了中风症，整

个左半身终身瘫痪。他不得不放下他的事业。几年以后，他的妻子

死去。他由于患肺病而不得不搬到海斯丁斯去，到温和的海洋性气

候的英国南海岸去。瘫痪也好，疾病也好，微薄的、不能经常得到

保证的生活费用也好，都不能摧折他那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他的

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激奋的欢乐，他的笑声感染着同他见面的人。他

爱好的读物是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他

患肺炎去世。

————

“极端爱国主义者”一文在对法战争结束后就在“人民国家

报”上出现，此后不久又出单行本。这本书，对于官方的和资产阶

级的德意志一向沉湎于超爱国主义的陶醉于胜利的情况来说，已

９９３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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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付非常有效的解毒剂。的确，最好不过的清醒剂莫过于回忆

一下现在被捧到天上的普鲁士当年曾经在法国人的进犯之下，即

在现在被蔑视为战败者的法国人的进犯之下被可耻地摧毁。而这

付药剂也应该有特别大的效力，因为，关于十分糟糕的事实的叙

述是从这样一本书中摘来的，在这本书中，一位普鲁士将军①，而

且还是高级军事学校的校长，根据普鲁士的官方文件描绘了这个

可耻的时代；而且应该承认描绘得很客观：并不夸大３９３。一支大的

军队，像任何其他的大的社会机体一样，在一次大失败以后最好

是好好想一想，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在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人

就处于这种状态。另一次是在１８５０年之后，的确，他们那时没有遭

到大的失败，但是在一系列小征伐——对丹麦和对南德的征伐

——之后以及在１８５０年第一次大动员过程中，他们的军事上的十

分衰败，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完全清楚的了；

也是在那时，他们只有以华沙的和奥里缪茨的政治耻辱为代价才

主动避免了真正的失败。３９４为了懂得如何改进，他们曾不得不对自

己的过去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的军事学术界（其中曾出现了克劳

塞维茨这样的第一流人物，但从那时起便无止境地降低了自己的

水平）在这种必不可免的自我检查的情况下这时又重新振兴起来。

这次自我检查的成果之一就是赫夫内尔的著作，波克罕的书即取

材于此。

即使现在，仍然有必要经常使人回忆一下这个时代：傲慢和失

败、国王无能的时代，迷恋于自己的两面手法的普鲁士外交官愚蠢奸

诈的时代，贵族军官在极其懦怯的叛卖中仍然大言不惭的时代，完

００４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① 爱德华 冯 赫夫内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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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背离人民的、建立在说谎和欺骗之上的国家制度总崩溃的时代。

德国的庸人（也包括贵族和王公）现在有时比当时更为妄自尊大和

沙文主义；外交行动显然更蛮横了，不过还保留着过去的两面手

法；贵族军官人数的自然的增加和人为的增加已使他们又能占据

先前那种在军队中的统治地位，国家也日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变成一个大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来剥削人

民。当然，如果再走到战争的地步，普鲁士德意志的军队凭它在组

织上是所有别的军队的榜样这一点来说，是会比它的敌人和它的

盟友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但是，它再也得不到像在最近两次战

争３９５时期那样的优势了。举例来说，那时由于特殊的幸运情势而形

成的高级指挥的统一，以及下级指挥官的相应的绝对服从，都不见

得会照样再一次出现。目前流行于土地贵族以及军人贵族——一

直到皇帝的侍卫官——同交易所投机家之间的事务勾结关系，对

于前线军队的供给很容易地会成为致命的东西。德意志会有它的

盟友，但是一有机会，它就会抛弃盟友，而这些盟友也就会抛弃它。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

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

战争。那时会有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

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

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

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

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

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

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

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

１０４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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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

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

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

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

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

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

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

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８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

的西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

○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

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纪念一八○六

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

端爱国主义者”

２０４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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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３９６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

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１８４８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

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在伦敦

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

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１８４８年１月用德文写成，并在２月

２４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１８４８年六月起

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 麦克沙林女士翻译

的，于１８５０年刊载在乔治 朱利安 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３９７

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

搏战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

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

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

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

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

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于是委员们都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１８５２

年１０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从１０月４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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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直继续到１１月１２日；被告中有七个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

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

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

的力量的时候，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

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一

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

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

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

互相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

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

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

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１８７４年国际解散时，

工人已经全然不是１８６４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

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

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

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②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

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３９８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

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１８５０年

４０４ “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①

② 比万。——编者注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他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

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

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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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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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１８７２年，有人在纽约

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３９９上发表。

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

义者报”上。４００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曲解的英文

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

于１８６３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刊印４０１；由英勇的

维拉 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则于１８８２年同样在日内瓦出

版。４０２新的丹麦文译本于１８８５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

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１８８６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

者报”上。有人根据这后一版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１８８６年在马德

里出版。４０３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十二个。

阿尔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

出版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

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出版。关于后来用其

他文字出版的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

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

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

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

言。在１８４７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

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

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

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

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

“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

７０４“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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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

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

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

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

共产主义。可见，在１８４７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

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

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

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４０２，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

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

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

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

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

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

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

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

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

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

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

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

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１８４５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

８０４ “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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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当

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是到１８４５年春

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

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

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

语：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

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

个别地方本可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

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

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

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从１８４８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

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

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

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

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

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

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１８７１年伦敦特鲁洛夫版第１５页，那里把这个

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４０５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

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１８４７年为止；

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

９０４“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①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ｎ１８４４》．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

ｇｅｌ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Ｋ．Ｗｉｓｈｎｅｗｔｚｋ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ｖ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

Ｗ．Ｒｅｅｖｅｓ，１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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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

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

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

改。”４０６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 穆

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进了一

些历史备考性的附注。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８年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８年在伦敦出版的卡尔

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

０１４ “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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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①
一书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的序言中

说，１８４５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

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德国哲学思想

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

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

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

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

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耗子的牙齿去

批判了”４０７。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

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

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做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

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

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

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

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像有点要复活的样子。

１１４

① 见本卷第３０１—３５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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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

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

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

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

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

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

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４０８时，我也就欣

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１８８６年第４期和第５期上，现

在这个版本是经过修订的单行本。

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的旧稿找

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

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

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

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

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４０９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

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

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８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 恩

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２１卷译出

２１４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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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①

卡尔 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

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４１０

  １８４７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会

议。４１１这是英国工厂主在他们当时开展的争取自由贸易运动中的

一次战略机动。他们一面庆祝国内１８４６年废除谷物法４１２的胜利，一

面到大陆去，以大陆各国向英国自由输入谷物的权利为交换条件，

要求让英国的工业品自由输入大陆各个市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

思报名为演讲人之一，但是，不出所料，事情是这样安排的：该他发

言之前，会议就闭幕了。因此，马克思只好把原来准备说的关于自

由贸易的话，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讲了，他当时是这一国际组织的

副主席之一。４１３

由于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这一问题目前在美

国已经提上日程，所以人们认为发表马克思演说的英译文是有好

处的，并且请我为这个英译文写一篇序言。

马克思说：“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

３１４

① 这是正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由爱 伯恩施坦和卡

考茨基译成德文；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附录二，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

第１８８页及以下各页）的序言（由本文作者自译）。因为这篇序言首先是为美国

读者写的，所以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只能顺便提到。不久本文作者也许还有机

会专门就德国的情况来探讨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德译文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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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用暴力方法缩短由旧生产

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４１４保护关税制度在十

七世纪产生的时期是这样，在十九世纪的许多年代里，仍然是这

样。保护关税制度当时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只

有德国的小邦和瑞士的州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喜欢这种

制度，而是因为在这样小的领土上无法采用这种制度。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

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

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率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

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

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

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

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

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领土的居民变成

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

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

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１８１５

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

断者。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中，这种垄断权力继续扩大和加强。英国在

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优势逐年增长；看来，它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

者愈来愈远地抛在后面了。使输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

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它的道路上看来只有两

个障碍：其他国家的禁止性立法或保护关税立法以及输入英国的

原料和食品进口税。

４１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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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继承者亚

当 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

起来。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工厂主说来是不需要的，因为他

们打败了一切外国竞争者，他们的生存本身也依赖于出口的扩大。

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利于食品和原料的生产者，只有利

于有农业收入的人，在英国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收地租的人，即土

地贵族。而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由于征收原

料税，用这种原料加工的商品的价格便提高了；由于征收食品税，

劳动的价格便提高了；保护关税制度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都

比他们的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由于其他所有国家主要

是向英国输出农产品并且主要是从英国输入工业品，所以，废除英

国对谷物和原料的保护关税，一般地说同时也就是呼吁其他国家

废除，或者至少是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

经过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以后，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取得了胜

利，他们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全民族的领导阶级，他们的阶级利

益当时被认为是主要的民族利益。土地贵族被迫让步。谷物税和其

他原料税被废除了。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

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其他一切国家

都改信自由贸易的宗教，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

界，而其他一切国家则成为从属的农业区。

这就是召开布鲁塞尔会议和马克思准备这篇演说的时代背

景。虽然他承认，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１８４７年的德国，保护关税制

度还可能有利于工业资本家；虽然他证明，自由贸易并不是能够消

除工人阶级身受的一切祸害的万应灵药，甚至还可能加重这些祸

害。但是，他归根结蒂并且在原则上还是表示赞成自由贸易。在他

５１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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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

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发

展的速度愈快，也就会愈快、愈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

会分裂为两个阶级——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一边是世袭

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容纳日益增加

的工业品产量；不断重复出现周期——工商业繁荣、生产过剩、危

机、恐慌、经常的萧条、逐渐复苏，而复苏并不是长期好转的先兆，

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新的危机的先兆；一句话，生产力发展到了这

种程度，以致生产力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变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

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

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

雇佣奴役状况中解放出来。而由于自由贸易是这种历史演进的自

然的、正常的环境，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

件得以造成的经济培养基，——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

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

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

是证实了对于随这个胜利而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不列颠的

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

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

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诚然，在１８５７年发生了严重的危

机，但是，危机被克服了，贸易和工业很快又重新蓬勃高涨起来，直

到１８６６年爆发了新的恐慌为止，这次恐慌看来标志着世界经济史

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６年期间不列颠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是，也不仅

６１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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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这

一发展。在这些年代中，发现并开采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

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在这些年代中，用

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最后战胜了其他各种运输工具；在海洋上，轮

船现在已经排挤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占第

一位，碎石公路次之；运输现在变得比过去快三倍，而过去的运费

比现在贵三倍。因此，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

英国工业，依靠损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而扩大了

自己的统治，这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袖手而

坐，温顺地听任这些变化使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

的农业附庸吗？

其他各国并没有这样做。法国在将近两百年中在自己的工业

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关税和禁止性关税的真正的万里长城，并

且在一切奢侈品和工艺品的生产方面达到了甚至连英国也不敢不

服气的优越地位。瑞士在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拥有了英

国的竞争也损害不了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部门。德国实行了比

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大国都自由化得多的税率，以一种甚至比英国

还要快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工业。而美国由于１８６１年的内战一下

子使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也不得不设法满足突然产生的对各

种工业品的需求，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随

着战争的停止，战争所产生的需求没有了；但是新的工业依然存

在，并且要碰上英国的竞争。由于战争，在美国人们的一个认识便

成熟了，这就是：一个人口达三千五百万的民族，其人口至多在四

十年内就能增加一倍，又具有巨大的资源，而周围的邻国在许多年

中还不得不主要从事农业，那末这样的民族有“天定命运”（《ｍａｎｉ

７１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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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ｙ》）
４１５
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

外国工业。于是，美国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

大约在十五年以前，我和一个看来是同制铁业有关系的、有学

识的格拉斯哥商人同乘火车。当话题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向我大

发关于自由贸易的老一套高论：“像美国人这样精明的生意人居然

向自己本地的冶金工业家和工厂主进贡，而他们本来可以在我们

国家里买到的商品即使不是更好，至少也是同样好，而且比他们的

便宜得多，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他还向我举出例子，证明美国人

为了使几个贪婪的冶金工业家发财，担负着多么高额的赋税。我回

答说：“我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您知道，在煤炭、水力、铁矿和

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国棉花和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

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

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您也应该承

认，现在，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

于让自己法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

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所以，如果美国要成为一

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

末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

五十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一百

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二十五年中堵住

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二十五年以后

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

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您想从

格拉斯哥到伦敦去，您可以乘议会火车４１６，每英里花一辨士，每小

时走十二英里。但是您不会这样做。您的时间太宝贵了，您会坐特

８１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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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快车，每英里花二辨士，每小时走四十英里。所以，美国人情愿花

特别快车的钱，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前进。”我这位苏格兰的自由贸

易论者无言以对。

因此，作为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手段，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

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

级，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从未见过封建

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

新兴资本家阶级。美国既处于这种状况，便决定转而实行保护关税

制度。自从实行了这一决定以来，大约经过了我对我的旅伴所说的

那个二十五年，如果当时我没有讲错的话，那末保护关税制度对美

国已经应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现在要变成障碍了。

这就是我一些时间以来所持的看法。大约两年以前，我对一位

美国的保护关税论者说过：“我确信，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十

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

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

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

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

必须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

一切部门，并且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

ｉ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ｕｍ〔没有尽头〕。美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用保护

关税制度扼杀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令人吃惊的例子。１８５６年合众

国的航运进出口总额共计６４１６０４８５０美元；其中７５．２％用美国船只

载运，只有２４．８％用外国船只载运。不列颠的远洋轮船当时就已经

排挤美国的帆船了，但是，在１８６０年的海上贸易总额７６２２８８５５０美

９１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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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美国船只的载运量仍然占６６．５％。内战爆发了，对美国的造

船业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措施非常成功，以致美国国旗在公

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１８８７年合众国的海上贸易总额共达

１４０８５０２９７９美元，但是其中只有１３．８％用美国船只载运，而８６．２％

都用外国船只载运。１８５６年美国船只载运的商品总值为４８２２６８２７４

美元，１８６０年为５０７２４７７５７美元。１８８７年就下降到１９４３５６７４６美

元。①四十年前，美国国旗是不列颠国旗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在海

洋上大有超过不列颠国旗之势；现在它完全不行了。在造船业方面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既扼杀了航运业，又扼杀了造船业。

还有一点。生产方法的改进在当代是这样迅速地接连不断地

出现，是这样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着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的性质，以

致昨天还可能有不少好处的一种保护关税税率，到今天就变了。我

们从财政部长１８８７年度的报告中再举另一个例子吧：

“近年来在羊毛精梳机上实现的改进，使所谓精梳毛织品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以致精梳毛织品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做男服用的普通毛织品。这种变

化……给我们本国的这些〈精梳毛织类的〉商品的生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

为用来制造这些商品的羊毛，同用来制造普通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是一

样的；然而，普通毛织品每磅价格在８０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３５分和ａｄｖａｌ

ｏｒｅｍ〔价值的〕３５％，而精梳毛织品价格在８０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１０分至２４

分和ａｄｖａｌｏｒｏｍ３５％。在某些情况下，用来制造精梳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

税竟超过了成品税。”

这样一来，昨天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今天变成了对外国进口

０２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①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ｅｔｃ，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ｔ１８８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８７，ｐｐ．ＸＸＶＩＩＩ，ＸＸＩＸ〔“财政部长１８８７年年度报告”１８８７年华

盛顿版第ＸＸＶＩＩＩ、ＸＸＩＸ页〕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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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奖励，财政部长①说得对：

“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如果税率不做相应的改变，精梳毛织品的生产

在我国很快就要停止。”（第ＸＩＸ页）

但是，要改变税率，你就必须同从目前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的

制造普通毛织品的工厂主作斗争；你就必须大干一场，以便在国会

两院中赢得多数，并且最后赢得国内的社会舆论；于是问题就是：

这样做上算吗？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

易再摆脱了。无论确定公平的税率是多么困难，但怎么也没有转过

来实行自由贸易的困难大。使英国有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中就实现

了这一过渡的那些条件是不会重新出现的。但是，就是在英国，

１８２３年（哈斯基森）开始的斗争也是在１８４２年才获得初次的成功

（皮尔税则）４１８，而且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又继续了好几年。所以，在

丝纺织业（还害怕外国竞争的唯一的工业部门）中保护关税制度起

初就延长了许多年，后来又被允许以另一种十分可耻的形式存在

下去；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都遵从限制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工作

时间的工厂法令４１９，丝纺织业却作为重大例外享有不受一般规则

约束的优待，可以雇用比纺织工业其他部门年龄更小的童工，可以

强迫童工和未成年工工作更长的时间。伪善的自由贸易派对外国

竞争者取消了垄断地位，但是他们又用损害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

的办法恢复了它。

但是在将来，任何一个国家从保护关税制度向自由贸易过渡

１２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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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都不可能处于英国当时所处的那种状况，当时英国工业的

一切部门，或者说几乎一切部门都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同外国竞争

相对抗。早在可以期望有这种幸运的状况以前很久，就会出现实现

这一过渡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会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在不

同的时间表现出来；这些部门的彼此矛盾的利益将会引起最有启

发意味的争吵、议会走廊中的阴谋诡计和议会会场内的勾心斗角。

机器制造厂、机械厂或造船厂的厂主可能认为，对铁工厂厂主的保

护关税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这一点，而且仅仅只

是这一点阻碍着他们的出口；制造棉织品的厂主会说，如果不是纺

纱厂的厂主处于保护关税制度的保护之下，使他不得不用高价去

买棉纱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把英国布从中国和印度的市场中排挤

出去的，如此等等。民族工业的某一个部门一旦彻底占领了国内市

场，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

门不是扩大，就是衰落。一个行业不可能维持原状不变；停止扩大

就是破产的开始；力学和化学方面的进步不断排挤着人的劳动，并

且促使资本更加迅速地增殖和积聚，从而在每一个停滞的工业部

门中都造成工人和资本的过剩，过剩的工人和资本在任何地方都

用不上，因为同一过程也发生在其他一切部门。于是，从国内贸易

向出口贸易过渡便成为各有关工业部门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但

是，另外一些人的既定的权利和既得的利益却同它们发生矛盾，因

为对于这些人，保护关税制度在目前比自由贸易更可靠、更有利。

这样便发生了自由贸易派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长期而顽强的斗

争；双方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很快就会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

手中转入职业政治家、各传统政党的头目们的手中，对这些人有好

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问题永远悬而不决；在花去大量的时间、

２２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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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和金钱以后，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

方的一系列妥协，这些妥协虽然决不是重大的，但也是朝自由贸易

方向的缓慢进步，——在保护关税制度没有使民族完全不能容忍

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而这种情况看来恰好在现在也正在美国发

生着。

可是，还有另一种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 就是德国正

在实行的那种。德 国在１８１５年以后也马上开始感到有必要更

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条件就

是废除德国各小邦之间的无数关税壁垒和它们的形形色色的

财政立法以建立国内市场，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德意志关税同

盟，即Ｚｏｌｌｖｅｒｅｉｎ
４２０
。要实现这一点，基础只能是与其说旨在保护

本国生产不如说旨在增加国家收入的自由主义税率。在其他

任何条件下，都无法说服各小邦加入关税同盟。因此，新的德

国税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一些工业部门，但是在它

实行的当时，却是自由贸易立法的典型。现在它还是那样，尽管

从１８３０年以来大多数德国工业家就已经大声疾呼要求向保护关税

制度过渡。但是，在实行这种非常自由主义的税率的情况下，尽管

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德国家庭工业遭到依靠蒸汽进行生产的

英国工厂竞争的无情压制，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在德国

还是逐渐地实现了；现在这一过渡几乎已经完成。德国从农业国转

变为工业国也是以同样速度进行的；从１８６６年开始，一些有利的政

治事件也促进了这个转变，这就是：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全

德国的立法机关，从而保证了工商业立法的一致，以及币制的统一和度

量衡制度的统一；最后是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这样一来，到１８７４年，

德国在对外贸易额方面在世界市场上就占居了第二位而仅次于大

３２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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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①，而在工业和交通方面德国采用的蒸汽发动机，比欧洲大陆

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这也就证明，甚至在现在，尽管英国工业领

先很远，一个大国也能够成功地在自由市场上同英国竞争。

这时，阵线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当自由贸易看来对德国比任何

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候，德国却转而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转

变毫无疑问是荒唐的，但却是可以解释的。当德国还是粮食输出国

的时候，整个农业集团，正如整个航运业一样，都狂热地主张自由

贸易。但是在１８７４年德国不仅不能出口粮食，而且需要进口大量的

粮食。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的廉价谷物开始涌向欧洲市

场；这些谷物到了哪里，那里的土地的货币收入就会减少，地租也

会因此减少；从这个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农业集团就开始大声疾呼

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与此同时，德国工业家由于法国的几十亿

的流入造成的生产极度过剩的后果而吃着苦头，英国则由于工业

从１８６６年危机以后一直处于经常萧条的状况中，用国内卖不出去

的商品充斥它能进入的一切市场，以不惜亏蚀的低价在国外抛售

这些商品。当时德国工业家虽然本身也与出口有莫大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保护关税制度看做保证自己独占国内市场的

手段了。而完全由土地贵族和地主掌握的政府便非常高兴地利用

这一机会，为地主和工业家提供保护关税借以使收地租者获利。

１８７８年，便对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实行了高额的保护税率。４２２

结果，德国工业品的出口从此以后便直接由本国消费者承担

４２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① １８７４年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百万美元）：大不列颠——３３００；德国——２３２５；

法国——１６６５；合众国——１２４５（科尔布“统计”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第７版第７９０

页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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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了。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就成立了“瑞恩”或者“托拉斯”

来调节出口贸易，甚至调节生产本身。德国的制铁业集中在为数不

多的几家大公司，大部分是股份公司的手中，它们合在一起能够生

产的铁，比全国所能吸收的一般消费量大约多三倍。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互相竞争，这些公司成立了托拉斯，负责在这些公司之间分配

同外国人签订的合同，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确定应该由哪一家公

司来具体供应。这个托拉斯在几年以前甚至还同几个英国铁工

厂的厂主达成了协议，但是协议已经不再存在了。同样，威斯

特伐里亚各煤矿（它们每年生产３０００万吨左右）也成立了托

拉斯来调节生产、定货和价格。总之，任何一个德国工业家通

常都会告诉你，保护关税给予他的只有一点：他在国外市场上被迫

以不惜亏蚀的价格出售商品而遭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得到

补偿。但是，不仅如此。这种对工业家实行的荒唐的保护关税制度，

不过是给他们的一种贿赂，以便诱使他们支持一种更荒唐的给予

农业集团的垄断权。不仅所有农产品要征收与年俱增的高额进口

税，而且由容克老爷在他们领地上经营的某些加工农业原料的企

业，实际上也由公众掏钱津贴。甜菜糖工业不仅受到关税的保护，

而且还得到作为出口奖金的巨额款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指出，即

使把出口的糖全部抛在海里，工厂主还是可以从政府奖金中取得

利润。同样地，由于一项最新立法，马铃薯酒厂的厂主们也每年从

公众的腰包中得到大约９００万美元的赠款。由于在德国的东北部几

乎每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都或者有一个甜菜糖厂，或者有一个马铃

薯酒厂，或者两者同时兼有，所以毫不奇怪，世界上就真正充满着

他们的产品了。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破产的政策，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廉

５２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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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工业在中立市场上的地位的国家来说，会

加倍地导致破产。在德国，因为存在大量人口（尽管人口外流，人口

还在迅速增加），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工资也只能维持在吃不饱

的水平上，而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

工资就要提高。那时，德国的工业家就不能够像现在极其常见的那

样，用克扣自己工人的正常工资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商品的不惜亏

蚀的低价了，他们就会被排挤出市场了。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正在

杀害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法国也由于保护关税制度的后果而吃了苦头。在这里，这种独

占统治地位达二百年的制度几乎成了民族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而同时它仍然愈来愈成为绊脚石。生产方法的经常变化已经处

在日程上了，但是保护关税制度挡住了这条道路。丝绒的背面现在

都用细棉丝织成；法国工厂主或者要为购买这种棉线付出由保护

关税造成的高价，或者要遭到官厅无限期的延宕，这种延宕完全抵

消了政府由于这一价格而给的出口补助费，所以，丝绒工业就从里

昂向克雷弗尔德转移，因为那里细棉线的进口税要低得多。前面已

经谈到，法国出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在这个部门中法国货的精美程

度直到现在还是无法超过的，但是在全世界这种产品的主要消费

者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毫无审美能力的我们当代的资本家暴发

户，别人常常把便宜而低劣的德国或英国的假货冒充真正的法国

货以极其昂贵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们也感到十分满意。销售这种除

法国以外哪里也不能制造的特产的市场正在不断缩小，法国工业

品的出口额只是勉强能保持原来的水平，不久就要下降。法国能够

用什么样的新商品去代替那些出口销路正在衰落的商品呢？如果

说这里还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就只是实行大胆的自由贸易办法，把

６２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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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业家从他们所习惯的温室般的环境中带到同外国对手竞争

的新鲜空气中去。的确，如果不是由于科布顿的１８６０年条约４２３而采

取了走向自由贸易的软弱而不坚决的步骤，整个法国贸易早就会

开始缩减了。但是，这一步骤的作用几乎已经消失了，需要有更加

强有力的这一类滋补剂。

俄国未必值得一提。在那里，关税要用黄金，而不是用国内流

通的贬了值的货币来支付，而保护税率首先也是用来为贫困的政

府提供它同外国债主打交道所必需的硬币；这种税率用彻底排挤

外国商品的办法完成它的保护关税的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俄国政

府破产的一天。但是，这个政府却在安慰它的臣民，要他们相信有

希望靠这种税率把俄国变成一个食品、原料、工业品、工艺品都不

仰仗外国人的完全自给的国家。相信这个幽灵般的、隔绝和孤立于

世界其他地方之外的俄罗斯帝国的人，其水平同一个爱国的普鲁

士中尉不相上下，这个中尉到店里去要买一个球形仪——不是地

球仪或天球仪，而是普鲁士球形仪。

现在还是回过来谈美国吧。已经有足够的征兆说明，保护关税

制度已经为合众国尽到了力，这一制度取消得愈早，对一切人就愈

好。这些征兆之一，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瑞恩”和

“托拉斯”，为的是更充分地利用给予它们的垄断权。“瑞恩”和“托

拉斯”是道地的美国组织；凡是它们利用了天然优势的地方，人们

尽管不乐意，一般也要服从它们。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变成垄断

组织“美孚油公司”４２４，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但

是，精糖厂的厂主们企图把民族给予它们防御外国竞争的保护变

成垄断权来反对本国消费者，即反对给予这一保护的民族本身，这

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大糖厂主成立“托拉斯”的目的正是在

７２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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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４２５
而糖业托拉斯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在受保护的工业

部门中成立类似的托拉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

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生产

者，已经不是为了防御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防御国内消费者；它

至少在该部门中已经生产出足够多的，甚至是太多的工厂主；它塞

到这些工厂主的钱袋中去的钱，是舍掉的钱，——同德国的情况完

全一样。

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国，有一个为保护关税制度辩护的论据，说

自由贸易只会对英国有利。有一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情况相反，

就是在英国不仅农业主和大地主，甚至连工厂主也都成了保护关

税制度的拥护者。就在自由贸易论者“曼彻斯特学派”４２６的故乡，在

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１日，曼彻斯特商会讨论了下面这个决议：

“本商会原指望其他各国会以英国为榜样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徒然等

待了四十年以后，本商会认为，已经是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诚然，决议是被否决了，但是是２２票对２１票！况且这是发生在

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即英国工业在自由市场中仍然无疑占着优势

的唯一的一个部门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甚至在这个部门中，发

明创造的天才也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去了。棉纺织工业的纺纱机

和织布机方面的最新改进几乎全部都出自美国，而曼彻斯特不得

不只是加以采用。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经肯定地起着主导

作用，而德国正在同英国争夺第二位。英国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工

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同其他各国相比，它正在不断

丧失地盘，而它的竞争者却正在取得进展，它将落到只得满足于作

为许多工业国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梦想的那样，要成为“世

界工厂”。为了躲开这种迫在眉睫的命运，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

８２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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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

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

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

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

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

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

但是，我已经谈过，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起来容易，摆脱就不那

么容易了。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

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责任。

而在这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

中，并不是每个集团在同一时间都同样决心面对公开的竞争。有些

人会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走，另一些人则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

这个保姆。这种处境上的差别，将引起常见的议会走廊上的阴谋，

而且本身也就是一种可靠的保证，可以在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自

由贸易的时候，使那些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受到非常宽厚的待遇，正

如在１８４６年以后英国有关丝纺织业的情况那样。在目前条件下这

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过渡只是在原则上解决，自由贸易派就必

须屈从于这种情况。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问题，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

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于我们，即争取消灭这一制度

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但是，它间接使我们感

到兴趣，原因在于我们应该希望现代生产制度尽可能自由地、迅速

地发展和扩大，因为同它一起，也将发展起作为它的必然后果并且

必定要把它整个加以摧毁的经济现象：生产过剩造成的广大人民

群众的贫困；这种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市场充斥和伴随着

９２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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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的危机或者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经常停滞；社会划分成人数很

少的大资本家阶级和人数众多的实际是世袭的雇佣奴隶——无产

者阶级，这些无产者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但同时却受到节约劳动的

新机器的排挤；一句话，社会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彻底改造构成这

个社会的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从这一观点出发，

马克思在四十年前宣告原则上赞成自由贸易这个更进步的办法，

也就是能更快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带进那个死胡同的办法。但是，如

果说马克思根据这个理由宣告赞成自由贸易，那末，这不是会成为

现代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拥护者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吗？如果确定

说自由贸易是革命的，那末，一切好公民不是就要投票赞成保护关

税制度这个保守的办法了吗？

如果目前有一个国家要实行自由贸易，那当然不是为了使社

会主义者高兴。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自由贸易已经成了工业资

本家的一种必要。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拒绝自由贸易而要抓住保护

关税制度不放，以便使社会主义者对期待中的社会浩劫大失所望，

那末这也丝毫无损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①。保护关税制度

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

法。不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雇佣工人到处都跟踪着工厂主；

他们像贺雷西的“黑色的关怀”一样坐在骑士背后，无论骑士跑到

哪里都无法摆脱它。４２７逃避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换句话

说，逃避自己的行动的必然后果是不可能的。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

础的生产制度，使财富同受雇的、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

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雇佣工人阶级亦即法定有朝一日要摧

０３４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那末这也丝毫无损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是“那末

最失望的将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国家本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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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这个制度本身的那一阶级的人数。同时，也没有任何解救办法；

你总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总要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

累和集中，同时也就要加速生产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实行保护关税

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对于最终结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在最

终结局到来以前的延缓时期也未必会有什么关系。在这一天到来

以前很久，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

世界市场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写于１８８８年４月—５月初

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１８８８年７月“新

时代”杂志第７期，用英文载于１８８８

年８月“劳动旗帜”周报，并载于１８８８

年在波士顿出版的卡尔 马克思的

小册子“自由贸易”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自由贸易”，

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１３４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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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年鲁尔矿工的罢工
４２８

德国矿工的罢工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大事。像宪章运动时期英

国矿工那样，德国煤矿工人也最后进入运动，而这就是他们的第一

步。运动是在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的北部开始的，——在这个地区

每年可以采煤４５００万吨，而开采的地区甚至还不到一半，因为那里

的煤要从５００码的深处采出。这个地区的矿工过去一直是善良的臣

民，爱国、听话，而且信教；他们为第七军输送了极好的步兵（我很

了解他们，我生长的城市只在这个煤矿区南面六七英里）。现在他

们由于当地资本家的欺压而愤慨到了极点。在矿场——差不多全

是股份企业——支付大量股息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不断下

降。可是，名义周工资仍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有时甚至好像还有所

提高，因为工人被迫加班工作很多时间：每班连续工作不是８小时，

而是１２—１６小时，等于每周做９到１２班。广泛开设雇主店铺［ｔｒｕｃｋ

－ｓｈｏｐｓ］，冒充“合作”商店。在计算采煤量时工人通常要受骗；整

车整车的煤都被认为装的是劣质煤或分量装得不够而报废。从去

年冬天开始，工人一再警告说，如果情况不改善，他们就要宣布罢

工。但是一切仍然如故，他们终于罢工了，而他们要这样做是预先

警告过的；矿主撒谎否定这一事实。一星期以后有７万人罢工。雇主

不得不出钱支持罢工，因为他们每月只给工人发一次工资，他们手

里总是控制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们必须把这一个月的工资发给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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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者。这样一来，雇主们就落进了自己设下的网罗。后来工人派

了一个有名的代表团去见皇帝①——这是个虚荣、自负的纨袴小

儿，——他接见了代表团，威胁说：如果他们转向社会民主党方面，

并使当局蒙受耻辱，他就要下令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枪毙。４２９（实际

上在波洪已经这样试办了，那里有一个中尉，一个十九岁的小子，

命令他的士兵向罢工者开枪，但大多数都是朝天打的。）然而整个

帝国还是为这些罢工者所震惊。派到罢工区去的有一个军区司

令②，还有内务大臣③；为了说服矿主让步用尽了一切办法。皇帝甚

至建议他们慷慨一些，并在内阁中声言：“我的士兵驻在那里是为

了维持秩序，而不是为了保证矿主得到大量利润”。

由于自由主义反对派（他们在国会里的席位一个接一个地失

掉，因为工人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的干预，取得了妥协，矿工也复

工了。但他们刚刚开工，雇主就食言了：开除了几个为首的人（他们

原来是答应不这样做的），不顾讲定了的条件，不经工人同意就加

班加点，等等。罢工再起的危险出现了。冲突还没有解决，但是我确

信被吓坏了的政府定会迫使雇主让步，至少是暂时让步。后来罢工

扩展到二号和三号煤矿区。这个地区暂时还没有被“社会主义传染

病”侵入，因为凡是到那里去进行鼓动的人，一旦落入法网，在德国

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只蹲几个月监狱，在这里就要蹲几年。政府的确

对工人做了让步，但这是否就够了呢，将来自有分晓。学习威斯特

伐里亚矿工榜样的有萨克森煤矿区的工人，还有更东一些的两个

３３４１８８９年鲁尔矿工的罢工

①

②

③ 黑尔富特。——编者注

阿耳贝迪耳。——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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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煤矿区的工人。可见，最近三星期在德国至少有１２万煤矿

工人罢工。受他们“传染”的有比利时和波希米亚的矿工，而在德

国，那些早在今年春天就已经在酝酿罢工的工业部门，都已经停工

了。４３０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德国煤矿工人是同自己的兄弟联合在

一起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的；这对我们的队伍是一个重要的增援，

因为他们都是些出色的人，而且差不多都服过兵役。他们对皇帝和

神甫的信念动摇了。所以，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做了些什么，如果

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德国政府是既不

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做这种尝试。在德国，政府是第一次被迫做出

一副对罢工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的样子。因此，它就永远失去了自

己在这方面的贞操。威廉也好，俾斯麦也好，都不得不在十几万罢

工工人的大军面前低下头来。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

成绩了。

写于１８８９年５月底

载于１８８９年６月“工人领

袖”杂志第１卷第５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领袖”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６０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６期

４３４ １８８９年鲁尔矿工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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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
４３１

可能派巴黎代表大会的几个拥护者——“星报”４３２的多少有点

名气的斯密斯 赫丁利先生，周刊的赫 伯罗斯先生和贝赞特女士

——没完没了地重复说，他们的代表大会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而

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仅由一些只代表自己的人组成，所以他们不敢

答应可能派的要求：向可能派出示自己的代表资格证。马克思派代

表大会的英国代表无疑会寻找而且一定会找到机会来证实对他们

的非难是造谣，因此我们可以暂时不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指

出，可能派要求马克思派承认在第二天（或许在第三天？）进行的对

他们自己的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无效，并要求重新审查这些代表资

格证，可能派能够对马克思派代表大会加的侮辱莫过于此了；然

而，可能派自己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里却小心翼翼地回避

了他们把自己的代表资格证交由马克思派审查这一义务。

上面的话是如何正确地说明了问题，可能派是如何比马克思

派更有理由仅仅向自己的朋友出示自己的代表资格证，这些可以

由阿德勒博士在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上就他所知关于可能派的“奥

地利”代表的情况做的报道来证明。由于这个报道说明可能派用什

么方法制造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所以就应该把这一方法

公诸于世。

在可能派的代表名单里，“奥地利”一栏里有下列组织：“维也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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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面包工人联合会”、“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联合会”、“波希米亚、

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工人联合会”。阿德勒博士在最近三年来惊人

坚毅地、极有步骤地和坚定地从事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改组工

作，他知道奥地利任何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工人团体，他向代表大会

报告说，所有这些团体不管有些什么优点，但都有一个致命的缺

点，就是它们并不存在。

当巴黎知道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于星期日开幕并有奥地利的代

表出席之后，星期一就有两个奥地利人找到代表大会来，同阿德勒

博士见了面。他们对他说，他们是面包工人，在巴黎已经做了一个

时期的工了，有一个姓多博希的匈牙利面包工人邀他们作为“代

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就是这个代表大会吗？阿德勒向他们询问

了详情，把事情弄清楚了：他们被邀请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都

有出席证；他们同时还对邀请他们的人说，他们除代表自己外绝对

不代表任何人，但他们得到回答说，这毫无关系，因为奥地利是一

个专制国家，所以不要求有真正的代表资格证；现在他们才知道，

真正的奥地利代表出席了另一个代表大会；他们现在怎么办呢？奥

地利代表对他们说，他们无论在这个还是在那个代表大会上都没

有权利当代表。他们约定下次会面。过了一两天他们又来了，出席

了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的会议，之后他们说他们认为必须摆脱这

种假代表的处境，——但怎样摆脱呢？有人建议他们退还代表资格

证。原来他们没有这种东西。那就退还你们的出席证。他们答应这

样做，后来回来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这就是可能派及其英国拥护者们所谓“真正代表性”的例证。

而在匈牙利团体的印得满满的名单里，名称都用一些错字很巧妙

地遮掩起来，只能认出几个似乎真设有团体的地点。这些社团，据

６３４ 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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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真正的匈牙利代表们说，也只存在于可能派想

出来的奇异的国境里；在这里谎撒得太不像话了。“社会问题研究

小组及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达尔马戚亚、的里雅斯特和阜姆联

盟”——在这个响亮的名称上盖上了它那一眼就看得出是在巴黎

刻制的图章。但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竟连三个土利街的裁缝４３３都

没有，真难以设想！

其次，有人对我们说，把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说成只不过是工联

代表大会，这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赫伯特 伯罗斯先生就曾对这

个诬蔑极为恼火，他说：除一些英国工联主义者以外，“所有的代

表”都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以这样的身分代表着自己相应的团

体。好吧，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来看看。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

报”４３４（７月２６日）关于西班牙的可能派代表说了些什么呢？它说，

“他们说他们代表着两万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那些既

让卡洛斯派４３５加入也让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加入的团体”的代表，是

根本不问政治的俱乐部的代表，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英国称之为工

联的那些组织的代表而已。

写于１８８９年８月初

载于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０日“工人选民”第２

卷第３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７３４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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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４３６

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参加码头工人的罢工。这是我们近年来

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还能看到这次运动，很自豪，很高兴。如果

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如果这些不幸

的、被压迫的们——他们已经沦为无产阶级最底层，被各行各业所

遗弃，为了得到工作每天早晨在码头的大门口简直是在打架，如果

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并以自己的坚定的精神使强大的码头公司害

怕，那的确我们就无须乎为工人阶级的任何一部分感到悲观失望

了。这一事件意味着在东头４３７真正的生活已经开始，一旦获得成功

就会改变这个地方的整个性质。要知道，这里的居民，那些在极端

贫困中挨日子的穷人，由于没有自信心和缺乏组织，所以对于他们

可以说：ｌａｓａｔｅｏｇｎｉｓｐｅｒａｎｚａ…〔把一切希望抛弃吧……〕①如果码

头工人组织起来，其他各种工人也一定会跟着他们这样做……这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运动，我对那些能够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再一次

表示羡慕。

写于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０日和２６日之间

载于１８８９年８月３１日“工人选民”第２

卷第３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３４

① 但丁“地狱篇”第三首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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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让位了
４３８

在各国资产阶级中，至今还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阶级

意识即政治意识的，无疑是英国资产阶级。我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又

愚蠢又胆怯；它甚至不会抓住工人阶级在１８４８年为它争得的政治

统治，并保持在自己手里；在德国，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清除本国

资产阶级早就应当消灭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式专制制度的残余。法

国资产阶级比起别国资产阶级来，是最自私、最贪图享乐的，它

利令智昏，甚至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利益；它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它由于疯狂地追逐暴利，正干着极端可耻的贿买勾当，把实行所

得税制宣布为社会主义者的叛国罪，每一次罢工它都一定是用步

枪齐射来对付，其结果是，在这个实行普选权的共和国里，工人

要取得胜利，除了暴力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英国资产阶级

既不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贪婪到愚蠢的程度，也不像德国资产阶

级那样胆怯到愚蠢的程度。它在自己大凯旋时期经常向工人做让

步；就连它的眼光最短浅的那一部分，即保守的土地贵族和金融

贵族，也不怕给城市工人相当规模的选举权，仅仅由于工人们自

己的过错，从１８６８年以来在议会里没有得到四十至五十个席位。但

是从那时起，整个资产阶级——保守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

——也使扩大了的选举权适用于农业区，使各选区的规模大致相

等，这样一来至少有三十个新选区交给了工人阶级支配。德国资产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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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从来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来领导和代表国家，法国资

产阶级每天都在证明—— 在新近举行的选举４３９中又一次证

明，——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一度比其他任何一国资产阶级都更

多地具有的这种能力，而英国资产阶级（包括溶合于它的所谓贵

族在内）则直到最近还显示出它有一定的能力来发挥——尽管是

到某种程度为止——领导阶级的作用。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看来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在伦敦，同旧的市政管理——同西蒂本身的设施和管理——

有关的一切，都还是纯粹中世纪的东西。伦敦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

港口也属于这一类。码头主（ｗｈａｒｆｉｎｇｅｒｓ）、驳船主（ｌｉｇｈｔｅｒｍｅｎ）

和船夫（ｗａｔｅｒｍｅｎ）组成了各种享有特权的、有的甚至还带有中

世纪的外表的真正的行会。这些古老的行会特权近七十年来由于

码头公司的垄断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整个巨大的伦敦

港就转入少数对它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的特权的行帮手中。所有

这些特权的、畸形的东西，由于无数乱糟糟的和矛盾百出的议会

法令的促成和助长——甚至这个法律迷宫成了它们最好的护

符，——就永久化了并且成了所谓不可侵犯的。但是，在这些行帮

对商界夸耀自己中世纪特权并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收费最高的港口

的同时，这些行帮的成员也就变成了真正的资产者，他们除对自

己的主顾外还对自己的工人进行无耻透顶的剥削，用这种方法同

时享受中世纪行会的利益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

但是，既然这种剥削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那

末即使有中世纪的外表，它还是要服从这个社会的规律。大企业吞

并小企业，或者至少是把它们拴在自己的凯旋车上。大码头公司成

了码头主、驳船主和船夫的行会的主宰，从而成了整个伦敦港的

０４４ 资产阶级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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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这样一来，在它们面前就展开了利润源源而来的前景。这个

前景使得它们眼花缭乱。它们花了成百万的钱去办荒唐事；因为这

样的公司有好几个，所以它们之间就展开了竞争战，这又花了成

百万的钱，又增添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建筑物，使得公司濒临破产，

直到最后即大约两年前它们才联合起来。

在这期间，伦敦的贸易已经走过了它的顶点。哈佛尔、安特

卫普、汉堡以及开凿了新的海上运河的阿姆斯特丹，把原先以

伦敦为中心的贸易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吸引去了。利物浦、赫

尔和格拉斯哥也都占去了自己的一份。新建的码头都空着，股息

减少了，有的甚至一点也得不到，股票也下跌了；那些固执的、在

旧时良辰美景中养尊处优惯了的码头经理和傲慢不逊的金融巨

头，都不知所措。伦敦港贸易额相对下降和绝对下降的真正原因他

们不想承认。而只要这些原因带有地方性质，那末成为原因的就仅

仅是这些人本身的毫无道理的傲慢以及造成这种傲慢的根源，即

他们的特权地位、西蒂和伦敦港的中世纪的、早已过时的制度，这

种制度按理说早该送进英国博物馆同埃及木乃伊和亚述石怪陈列

在一起了。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容忍过类似的狂妄行为。在利物

浦，这种情况刚一露头，在萌芽状态就被消除了，而港口的整个

制度都现代化了。在伦敦，商界在受害，在抱怨，但还是容忍了这

一切。资产阶级（其广大成员要为这些荒唐事付出代价）在垄断组

织的面前低了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低了头。它已经没有更

多的精力来摆脱这种使整个伦敦生存条件随时有停顿危险的非常

可怕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爆发了码头工人的罢工。４４０暴动并不是受码头公

１４４资产阶级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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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掠夺的资产阶级掀起的，而是受它们剥削的工人掀起的；穷人

中最穷的人，东头无产者的最底层，向码头巨头们挑战了。这时资

产阶级终于想起，码头巨头们也是它的敌人，罢工工人展开斗争

不仅合乎他们本身的利益，而且间接也合乎资产阶级的利益。公众

同情罢工，资产阶级人士空前慷慨地解囊相助，其奥秘也就在这

里。但也是只此而已。工人投入了战斗，资产阶级为他们呐喊和鼓

掌助威；工人打了胜仗，他们不仅证明高傲的码头公司巨头们是

可以战胜的，而且以自己的斗争和胜利震动了整个舆论界，以致

使港口的码头垄断和封建制度现在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不久

的将来恐怕就要送进英国博物馆。

这个任务资产阶级早就应该完成了。但是它不能或者不想去

做。现在工人担当了下来，而且立即就要完成了。换句话说，这是

资产阶级自己把自己的使命推给了工人。

下面是另一番情景。现在让我们撇开中世纪的伦敦，而来谈谈

郎卡郡的现代化纺纱工厂。现在，这里１８８８年收获的棉花已经用

完，而１８８９年的还没有上市，所以这正是原棉投机的大好时机。有

一个姓斯廷斯特兰德的荷兰富翁，同其他一些同行的商人组成了

一个“瑞恩”来收购全部现有棉花并相应抬高价格。纺纱工厂主们

反抗的办法只能是缩减消耗，即在新棉上市以前使各自的工厂每

周停工几天或完全停工。这种试验他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了。但

事情正如以前每逢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一样，总是搞不好，因为

这些工厂主中有很多人负债累累，部分或者全部停工会使他们濒

于毁灭。而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大部分工厂停工，从而抬高纱价；而

他们自己则打算继续开工，从较高的纱价中获利。十多年来已经表

明，只有一个办法能迫使棉纺织工厂全部停工，——且不论最终

２４４ 资产阶级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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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什么——这个办法就是：降低工资，譬如说，降低５％。这

样就会发生罢工，或者是工厂主们自己会关闭工厂；而这样一来，

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工厂主们就无条件团结了起来，就连那些

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再使自己的机器转动起来的人，也会把自己的

机器停下来。

在既成的情况下，今天降低工资是不适宜的。但是，不这样做

又怎么能使所有工厂停工呢？而由于没有普遍停工，才使纺纱工厂

主们毫无办法地让投机商摆布了六个星期。因此，就采取了一个现

代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步骤。

厂主通过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吁请工业中央委员会：让

有组织的工人为共同利益通过组织罢工的办法迫使那些反抗的厂

主们停工。厂主老爷们承认自己无能采取共同行动，请求以前他们

痛恨的工会俯允对他们自己，即对厂主采取强迫手段，使他们，即

厂主，迫不得已终于作为一个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一致行动。他

们是为工人所迫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工人俯允了，而且只要威胁一下就行。过了二十四小时，棉花

投机商们的“瑞恩”就被摧毁了。这表明：厂主能做到什么，而工

人又能做到什么。

这样一来，在这里，在现代各大工业部门中最现代化的一个

部门里，也像在中世纪的伦敦那样，资产阶级暴露出自己无能维

护本阶级的利益。不仅如此，它还对此直认不讳，由于它吁请有组

织的工人强迫厂主自己维护自己的基本的阶级利益，因而它不仅

自己声明自己让位，而且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自己的有能力

的、负有执政使命的继承者。它自己宣布：即使每一单个的厂主还

能够领导他自己的工厂，只有有组织的工人才能领导整个棉纺织

３４４资产阶级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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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这换成普通话来说就是：厂主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作为领

薪金的企业领导人来为有组织的工人服务。

写于１８８９年９月底—１０月初

载于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５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４０号

署名：弗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

报”

４４４ 资产阶级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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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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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来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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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来的联合体
４４１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

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

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古代的巴力斯４４２、中世纪的城市或行

会、封建的土地贵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这

些附带目的，它们是奉为神圣的，而在城市望族的血族团体和行

会中，则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回忆、传统和象征，同古代的巴力斯

的情况差不多。只有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务实的，

然而是庸俗的。

未来的联合体将把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

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写于１８８４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７年第１版第１６

卷第１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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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

民族国家的产生４４３

  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叫充塞着中世纪

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

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固然，在农村里贵

族老爷们还是作威作福，折磨农奴，靠他们的血汗过着奢侈生活，

骑马践踏他们的庄稼，强奸他们的妻女。但是，周围已经兴起了城

市：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古罗马的自治市从灰烬中复

活了；在其他地方，特别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这些城市

总是用护城墙和护城壕围绕着，只有用大量军队才能攻下，因此是

比贵族的城堡强大得多的要塞。在这些城墙和城壕的后面，发展了

中世纪的手工业（十足市民行会的和小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

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这种

需要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在十五世纪，市民对社会来说，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必要了。

诚然，农业仍旧是广大居民的营生，因而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

少数分散的在某些地方尚未遭到贵族侵夺的自由农民却充分证

明，在农业中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贵族的寄生和压榨，而是农民

的劳动。而且，贵族的需求也增加和改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他们自

己也离不了城市；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铠甲和武器）还是从城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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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得到的！本国的呢绒、家具和装饰品，意大利的丝织品，布拉班

特的花边，北方的毛皮，阿拉伯的香水，列万特的水果，印度的

香料——所有这一切，除了肥皂以外，贵族都是从市民那里买到

的。某种程度的世界贸易发展起来了；意大利人在地中海上航行，

并越过地中海沿大西洋岸直达弗兰德；汉撒同盟的人在荷兰人和

英国人加紧竞争的情况下仍然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南方和北

方各海上贸易中心之间的联系通过陆地来保持，实现这种联系的

道路则通过德意志。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发展，而市民

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

度的阶级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生产和交换的这一切进步其实是很受限

制的。生产仍然被纯粹行会手工业的形式束缚着，因而本身还保持

着封建的性质。贸易仍然处于欧洲水域之内，并且没有超出欧洲和

远东国家交换产品的列万特沿海城市以外。但是不管手工业及其

市民手工业者多么微小，多么受限制，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

推翻封建社会；他们至少是在前进，而贵族却是停滞不动的。

在这里，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

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封建主

或者是用劳役形式，或者是用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

需要的一切。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

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缴纳

谷物、蔬菜、蛋类、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

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

交换，用不着货币。那时欧洲被压到很低的水平，一切都得再从头

做起，因而货币当时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比它的纯粹政治职能小得

９４４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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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货币是纳税用的，并且主要靠掠夺取得。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

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但是，由于他

们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东西可卖，再加上这时掠夺也完全不再那么

容易，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向城市的高利贷者借贷。骑士的城堡在

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实际上，火药只

不过像为货币服务的法警而已。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

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

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

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但是已经有整个地区，例

如在荷兰、比利时和下莱茵，农民都向主人缴纳货币，而不是徭

役租和实物租了；在那里，主与奴都已经向变为地主与佃农迈出

了踏实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

的社会基础。

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

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

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

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

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

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

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

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

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烙印到了现代的一切舰队上。

因此，在十五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

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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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

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即使在农

村中，在农业由于特别有利的条件而得到发展的地方，旧的封建

桎梏在货币的影响下也开始松弛了；只有在新征服的地方，例如

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或者在其他远离通商道路的落后地区里，

才继续盛行旧的贵族统治。但是，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

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

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据国土时还在内战——的

封建主之间的争吵，结束那种不间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

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

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在这

里，我们就从探讨社会关系进到了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

到政治方面来了。

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家知道，大多数罗马旧行省

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因

此，现代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关

于怎样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我

们从门克编制的中洛林各区地图上①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图景。

只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的罗曼语和德语地名的分界线就知道，这

条分界线在比利时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语与德语的分

界线基本上是一致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狭窄的争议地带，即两

１５４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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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争夺优势的地方；但是大体上已十分清楚，哪儿应该仍然是

德语地区，哪儿应该仍然是罗曼语地区。地图上大多数地名所具有

的古代下法兰克语形式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形式证明，它们是九

世纪的，最迟是十世纪的，所以，分界线到卡罗林王朝末期就已经

基本上划定了。在罗曼语的那一面，特别是在语言分界线附近，可

以找到由德语的专名和罗曼语的地名标志合并起来的混合地名，

例如，在麦士河以西凡尔登附近有：Ｅｐｐｏｎｅｃｕｒｔｉｓ，Ｒｏｔｆｒｉｄｉｃｕｒｔｉｓ，

Ｉｎｇｏｌｉｎｉｃｕｒｔｉｓ，Ｔｅｕｄｅｇｉｓｉｌｏ－ｖｉｌｌａ，即今天的伊佩库尔、雷库尔－

勒－克勒、厄尔河岸阿姆布兰库尔、提埃尔维耳。它们是罗曼语土

地上的法兰克封建主的领地，小块的德意志移民区，先后被罗曼化

的。在城市和某些农业地区里有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它们比较长

期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例如“路易之歌”４４４就是在九世纪末从这

种移民区里出现的；但是，８４２年的国王和王公的誓文４４５（在誓文中

罗曼语已经作为法兰克王国的正式语言出现）则证明，法兰克的大

部分封建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罗曼化了。

一旦划分为语族（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

如对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４４６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

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开始向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
４４７
的迅速崩溃，说明了早在九世

纪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是如何强烈。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

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许

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为其代表；所

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ｕｌｅＳｔａａｔｅｎ〕的趋

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在这每一个中世纪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的最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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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

高首脑。整个封建经济的基本关系（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

役和贡赋），在处于最初和最简单的形式时，就已经为斗争提供了

充分的材料；特别是当有这样多的人要找借口的时候更是如此。而

到中世纪后期，当所有各地的采邑关系造成了一团乱麻般的权利

和义务，——赐给的、剥夺的、重新恢复的、因罪过丧失的、作

了改变的或另作限制的，——这团乱麻又不可能解开的时候，情

况是怎样的呢？例如，大胆查理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上是皇帝的臣

仆，而在另一部分土地上则是法兰西国王的臣仆；但另一方面，法

兰西国王，大胆查理的领主，在某些地区同时又是其附庸大胆查

理的臣仆。这样，冲突怎能避免呢？因此，才有向心力和离心力在

漫长的世纪中变化不定地起着作用，向心力使附庸归向中心即王

权，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他们防御外敌和互相防御，而向

心力则经常地、必然地变为离心力；因此，才在王权和附庸之间

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凶野的喊叫在这整个漫长时期中淹没了一切，

这时掠夺是自由的男子唯一值得干的行业；因此，才发生无穷无

尽的、接连不断的一大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

法想像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妙名义后

面，也没有妨碍无休止地大谈荣誉和忠诚。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

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而

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

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

盟发端于十世纪；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要知道在整个中世纪

期间，事情并不是一直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破裂后又重新恢复，

３５４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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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越发坚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

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

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

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

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

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

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

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

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

修改。但是，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所有制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织在

一起，例如，这种所有制主要由特权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罗马法比当时的市民阶级的关系要先进得多。但是，市民阶级

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纯粹的

私有制。这种发展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因为在罗马法

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

经有了现成的了。

诚然，在很多情况下，罗马法为贵族进一步压迫农民提供了

借口，例如，当农民不能提出书面证明使自己免除普通的义务的

时候，就是这样。但这并没有使问题的实质有所改变。即使没有罗

马法，贵族也能找到各种这样的借口，并且每天都在找到这样的

借口。不管怎样，实施这种绝对不承认封建关系和充分预料到现代

私有制的法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中，封建贵族是怎样在

经济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是怎样在政治上也阻

碍着城市的发展，阻碍着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

４５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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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情况在维持着封建贵

族：直到此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没有他们

就不能进行战争，一个仗也不能打。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应该采

取最后步骤向封建贵族表明：他们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时期结束了，

他们即使在战场上作为骑士也不再需要了。

同封建制度作斗争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军队（这种军队的

兵士同他们的直接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官

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意味着陷入绝境，走不了一步。所以，从

十四世纪初起，国王们就力图摆脱这种封建军队，建立自己的军

队。从这时起我们就看到，在国王军队中，由召募的或雇佣的军队

组成的部分不断增长。最初，大部分是由城市游民和逃亡农奴——

伦巴第人、热那亚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以及其他人组成的步

兵，他们被用来驻防城市或围攻，在野战中开头几乎是不使用他

们的。但是到中世纪末，我们就已经看到还有骑士同他们的不知用

什么方法召集的扈从队去受雇于外国君主，这种迹象表明了封建

的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

同时，在城市和在自由农民中间（在还保留着自由农民或重

新出现自由农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作战的步兵的基本条件。

在这以前，骑士和他们的骑兵扈从与其说是军队的核心，不如说

就是军队本身；随军征伐的大群农奴后备步兵是不算数的，看来

他们到战场上只是为了逃跑和抢劫。在封建制度继续繁荣时期，即

十三世纪末以前，进行和决定一切战争的是骑兵。从这以后，情况

改变了，而且各地是同时改变的。在英国，农奴制度逐渐消灭，组

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即自耕农（ｙｅｏｍｅｎ）或佃农的阶级，

他们是善于使用当时英国的民族武器——弓箭——的新步兵的来

５５４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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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这种射箭手不论在行军中是否骑马，在作战时总是徒步的，他

们的出现乃是使英国军队的战术起根本变化的推动力量。从十四

世纪起，在地形和其他条件容许的地方，英国的骑士是选择徒步

战斗的。射箭手先开始战斗，挫折敌人的斗志，后边就是徒步骑士

的密集方阵等候敌人的攻击，或者待适当时机向前冲锋，只有一

部分骑士仍然骑着马，以便在紧要关头侧击增援。当年英国人在法

国不断取得胜利４４８，主要正是由于在军队中恢复了防御因素。这些

战役大部分是结合着进攻性反击的防御战，像威灵顿在西班牙和

比利时进行的战役一样。随着法国人采用新战术（可能是从他们雇

佣的意大利弩手起着英国射箭手的作用的时候起），英国人的胜利

就告终了。

同样，在十四世纪初期，弗兰德各城市的步兵已经敢于在平

地战斗中对抗法国的骑士，并且时常取胜；而阿尔勃莱希特皇帝

背信弃义，企图把帝国的瑞士自由农民出卖给奥地利大公（他本

人也是奥地利大公）的结果，则是推动了第一支现代的、负有全

欧威名的步兵的建立。４４９由于瑞士人战胜奥地利人，特别是战胜勃

艮第人，才最终使铠甲骑士（骑马的或下马的）屈服于步兵，使

封建军队屈服于新兴的现代军队，使骑士屈服于市民和自由农民。

瑞士人为了一开始就证明自己的共和国——欧洲第一个独立的共

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立即便把他们的军事荣誉变成了金钱。

一切政治上的考虑全都消失了：各州变成了召募事务所，为出价

最高的人鸣鼓召募雇佣兵。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意志，也响起

了募兵的鼓声；但是，瑞士政府的厚颜无耻（它好像只是为了出

卖自己的国民而存在），直到德意志各邦君在民族耻辱最深重时期

超过它为止，始终是无人能及的。

６５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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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同样在十四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大炮的使用方法

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直到中世纪末，小型火器还不重要，这一

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射箭手的弓在克雷西同步兵的滑膛枪

在滑铁卢射得一样远，或许更准确些（虽然动作不同）。４５０野炮也处

于幼年时期；相反，重炮却已经多次打穿骑士城堡的无掩蔽的石

墙，向封建贵族宣告：他们的统治随着火药的出现而告终了。

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１４５０年起日益强大

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

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

快的互相影响不断增长，其共同作用便一年年强大），在十五世纪

下半叶就保证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

而是王权的胜利。在欧洲各个地方，直到尚未走完封建制度道路的

边远地区，王权都同时取得了胜利。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

属罗曼语族的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凡斯语的阿腊

贡王国就屈服于加斯梯里亚的标准语４５１；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

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即伊比利安的荷兰；

这个王国从内地分了出去，并且用它的海上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

在的权利。

在法国，路易十一在勃艮第这个中间国家４５２灭亡以后，终于在

当时还是极为残缺不全的法国领土上恢复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

统一，以致他的继承者①就已经能够干涉意大利的内乱
４５３
；而这个

统一仅仅由于宗教改革４５４才一度在短期内成为问题。

７５４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① 查理八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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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终于停止了它在法国的唐 吉诃德式的会使它继续流血

的侵略战争；封建贵族在蔷薇战争４５５中寻找补偿，也得到了更多的

东西：他们互相毁灭了，都铎王朝登上了王位，权力之大超过了

以前和以后的所有王朝。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早已合并。波兰自从和

立陶宛合并４５６以后，在王权尚未削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

期；甚至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

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

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

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写于１８８４年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３５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８５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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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战争”
４５７

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

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的瓦解，

以及城市的发展，这两个过程引起了地方分权制；因此就产生了

实行君主专制的直接必要性，通过君主专制把民族结合起来。君主

专制必然是专制的，正是由于一切因素的离心性。但是，不应该庸

俗地理解它的专制性质；［它］是在时而同等级的代表机关时而同

叛乱的封建主和城市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等级在任何地

方也没有被它取消；因此，应该宁可把它看成是等级的君主制

（仍然是封建君主制，但却是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

阶级君主制）。

———

第一号革命——它是比英国革命更为欧洲式的革命，它成为

欧洲式的革命比法国革命快得多，——在瑞士、荷兰、苏格兰、英

格兰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瑞典（早在古斯达夫 瓦萨时期）和丹

麦（在这里只是在１６６０年通过正统专制形式）都获得了胜利。

———

．①在德国的原因。德国历史溯源。在民族大迁徙的英雄时

９５４

① 恩格斯标上罗马数字 的这段话，在手稿中是放在标有罗马数字 的那段话

之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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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德国灭亡。由查理大帝实现的德国复兴仅仅来源于法国。

与此同时而来的还有罗马帝国的思想。被奥托重新发扬。它在更大

程度上是非德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德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由

于这种政策——掠夺意大利各城市——而垮台。因此，分割的局面

——ｅｘｃｅｐｔｏｃａｓｕ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更不必说反叛事件〕——日益加

剧。德国从“空位时期”４５８到十五世纪这一时期的发展。城市的繁

荣。德国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封建制度在诸侯的压迫下的瓦

解（皇帝作为领主王公是帝国骑士的反对者，而作为皇帝是他们

的维护者）。农民的逐渐解放，——直到十五世纪相反的过程开始

为止。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有决定

意义的是：德国由于地方割据和长期未遭入侵，并不怎样强烈地

感到需要民族统一，不像法国那样（百年战争），不像刚刚从摩尔

人手中夺回的西班牙那样，不像不久前才赶走鞑靼人的俄国那样，

也不像英国那样（蔷薇战争）；同样有决定意义的是，恰恰在这个

时期，皇帝们也处于十分可怜的地位。

．从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在欧洲以封建制度普遍崩

溃和城市繁荣为基础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然后，到处都是民族的君

主专制，德国和意大利例外。

．宗教改革作为共同愿望等等的唯一可能的通俗表现形式

所具有的性质。

写于１８８４年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６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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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４５９

写于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底—１８８８年３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新时

代”杂志第１卷第２２—２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手稿中没有的部

分是按杂志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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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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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德国历史，应用于

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

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

维也纳会议在１８１５年瓜分了并卖掉了欧洲，它的这种做法向

全世界表明了君主们和国家要人们完全无能。各民族反对拿破仑

的普遍战争，是各民族的遭拿破仑践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了报

答这一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国君们和外交家们更加无耻地践踏

了这种民族意识。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视。德国和意大

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匈牙利仍然被奴役。

甚至不能说，这样对待这些民族是不公道的，谁叫它们容许这样

做，谁叫它们把俄国沙皇①当做自己的解放者来欢迎呢？

可是，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

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

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

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

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

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

３６４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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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

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

一和独立。

因此，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目的，到处（法国除外）都是既要满足

自由要求又要满足民族要求。可是，在第一次冲击得胜的资产阶级

的背后，到处都出现了威胁性的无产阶级形象；争得胜利的实际

上是这一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驱入了刚被打败的敌人亦即君主、

官僚、半封建和军事的反动派的怀抱，革命在１８４９年也就败在这

些反动派手里。在匈牙利，情况并不是如此，但俄国人闯进了匈牙

利，镇压了革命。俄国的沙皇①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来到了华沙，

在那里，他以欧洲仲裁人的身分进行裁判。他任命他的驯服工具

——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为丹麦的王位继承者。他使普鲁士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为他不许普鲁士有一点点利用德国人

的统一意愿的欲望，强迫它恢复联邦议会，强迫它屈服于奥地

利。４６０这样，革命的全部结果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在奥地利和普鲁

士建立了外表上立宪但精神上依旧的政体；俄国的沙皇比以前更

甚地统治着欧洲。

可是，事实上，革命已用它的巨大力量甚至使各个四分五裂

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脱离了旧的传统的常规。

资产阶级取得了一部分、即使是小小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而资产

阶级的每一个政治成就都被它用在促进工业繁荣方面。幸运地度

过了的“疯狂年”４６１清楚地向它证明：现在必须永远结束旧日的昏

睡和懒散状态。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雨以及其他种

４６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尼古拉一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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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世界市场的联系空前扩大了，商业空前繁荣起来；在这

里，就是要抓紧时机，要保证自己得到应得的一份东西。从１８３０年、

特别从１８４０年以来，在莱茵河地区、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以

及南部个别城市出现的大工业萌芽，现在已迅速地发展和扩充起

来，农业地区的家庭工业散布得日益广泛，铁路建筑的速度加快

了，而这时已达到巨大规模的移民，则造成了不需要任何津贴的

德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航运业。德国商人规模空前地在一切海外

商埠站住了脚，他们在世界商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并且慢

慢地不仅推销英国的工业品，而且开始推销起德国的工业品来。

可是，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及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立法，

必然很快就变成了束缚这种猛烈增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联

系的商业的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每走几里路，便出现不同的

票据法，不同的工业活动条件，到处都会碰到各种不同的挑剔、官

僚的和国库的刁难，甚至还常常碰到行会限制，使官方的特许证

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户籍立法４６２和居留限制，

使资本家无法把他们所支配的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投到那些有矿

石、有煤、有水力以及有其他有利的自然条件因而给工业企业提

供了基础的地方去！无阻碍地大量利用本国劳动力的这种可能性，

是工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是，爱国的厂主从各处召集工人每到

一个地方，就有警察当局和济贫所反对新移民定居。统一的全德国

的公民权，全体帝国公民迁徙完全自由，统一的工商业立法——

这些现在已不再是狂热的大学生们的爱国幻想，而是工业生存的

必要条件了。

加之，在每一个邦和小邦里，都有各不相同的货币，各不相

同的度量衡，往往在同一个邦里就有两三种度量衡。而在所有这些

５６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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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钱币和度量衡中，没有一种是得到世界市场承认的。因

此，毫不奇怪：往来于世界市场或者被迫同进口商品竞争的商人

和厂主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所有这许多钱币和度量衡以外，还必

须使用外国的；棉线要按英磅来称，丝绸料子要按公尺来量，对

外国要按英镑、美元和法郎来计算！在币制流通范围受到这种限制

的情况下，怎样能产生大的信用机关呢？这里是古尔登纸币，那里

是普鲁士塔勒，此外还有金塔勒，“新三分之二”塔勒，银行马克，

流通马克，二十古尔登币制，二十四古尔登币制，而所有这一切

又都是处在无限的行市计算和行市波动之中的。４６３

即使这一切最终都能克服，但是在所有这些摩擦中已花费了

多少力量，消耗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啊！同时，在德国，人们最后也

开始注意到：在今天，时间即金钱。

年轻的德国工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显一显身手，它只有通过

输出才能壮大起来。为此，它在外国就必须享有国际法的保护。英、

美、法三国的商人在国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动。他们的大使

馆保护他们，必要时还有几艘军舰来保护他们。但是德国人呢？在

近东，至少奥地利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指望自己的大使馆，在其

他地方，大使馆对他们就没有多大帮助。可是，当一个普鲁士商人

在国外向他的大使诉说遭到损害时，他几乎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

“你完全自作自受，你在这儿寻求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地

呆在家里呢？”而小邦的臣民则到处都是完全没有权利的。德国商

人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请求外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保

护，或者很快就归化于新的祖国。①即使他们的大使想保护他们，

６６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维尔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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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有什么用呢？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

人那样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

的物质背景的。这种要求已不再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们在瓦

特堡纪念大会４６４期间所表现的一种烟雾般模糊的冲动了，那时，

“勇气和力量在德国人的心灵中燃烧”，那时，按照法国的调子唱

着：这种要求“使青年们怀着剧烈的痛苦为祖国而战，为祖国牺

牲”①，以求恢复想像中的中世纪的帝国庄严，然而这些怀着剧烈

痛苦的青年一上年纪，就变成了极平常的、专制君主的忠实奴仆。

同时，这种要求也已不再是律师们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汉

巴赫大典４６５期间所发出的那种离地面近得多的统一呼声了，这些

人自以为爱好自由和统一是为了自由和统一本身，他们根本没有

注意到：按照瑞士的方式把德国变成由各个州组成的共和国（这

是他们中间最清醒的人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上述大学

生们的霍亨施陶芬帝国４６６一样。不，这是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

家的直接的业务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们渴望扫清从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他们渴望消除一切

不必要的摩擦，因为要是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就先要在家

里消除这种摩擦，而他们的所有竞争者都已避免了这种摩擦。德国

的统一已成了经济上的必要。而现在要求统一的人都知道，他们想

要什么东西。他们是在商业中受的教育，并且是为了商业而受教育

的，他们善于经营商业，并且善于讲价钱。他们知道：讨价必须很

高，但让价也必须慷慨。他们歌唱“德国人的祖国”，其中也包括

７６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这两处引文，都引自卡 欣克耳的诗“同盟之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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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梯里亚、提罗耳和“充满胜利和荣誉的奥地利强国”①，他们并

且歌唱：

  “从麦士到默麦尔，

从艾契河到贝耳特，

德国呀，至高无上的德国，

超过世界上的一切。”②

可是，在现金交易中，他们甘愿同意给这一势将日益变得更

辽阔的祖国４６７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２５—３０％。他们的统一计

划已制订好了，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但是，德国的统一不光是德 国的问题。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如

果没有外国的非常明显的干涉，就不再能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

务。③１７４０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征服了西里西

亚。４６９１８０３年，法国和俄国直接强迫按照帝国代表会议的总决议对

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改组。４７０后来，拿破仑根据自己的方便安排了

德国。最后，在维也纳会议上④，主要是俄国，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又

把德国分割成三十六个邦，共二百多块互相隔绝的大大小小土地，同时，

德国的君主们，完全像在１８０２—１８０３年的累根斯堡帝国议会上一样４７１，真心

一意地帮助这样做，从而使这种分割情况更加恶化。另外，德国有若

干块土地还被割让给外国君主。这样一来，德国不仅变得软弱无

力、孤立无援，在内部争斗中弄得精疲力尽，注定在政治上、军事

上、甚至工业上都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且，更坏的是，法国和俄

８６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②

③

④ 在手稿上，恩格斯在这一行上面亲笔写着：“德国—波兰”。——编者注０

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威斯特伐里亚和帖欣的和约”４６８。——编者注

引自霍夫曼 冯 法勒斯累本的诗“德国人之歌”。——编者注

引自恩 摩 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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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由于已成的习惯，取得了分割德国的权利，正像法国和奥地利攫

取了监视意大利、使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权利一样。沙皇尼

古拉在１８５０年由于享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才极端蛮横地不许擅自

对宪法做任何修改，强迫恢复联邦议会——德国虚弱无力的象征。

可见，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

且也要反对外国。不然的话，就要依靠外国的帮助。而当时外国的

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法国，路易 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

争，在农民的帮助下当上总统，并在军队的帮助下登上帝座。可是，

一个新的、由军队制造出来的、在１８１５年法国版图内的拿破仑皇

帝，则是一种死产了的徒劳的事情。这个再生的拿破仑帝国，意味

着把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梦想。但

是，首先，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路易 波拿巴力所能及的。在这

方面的每一个尝试，结果都会使欧洲结成反法同盟。然而，提高法

国威望和使军队得到新荣誉的时机到来了，这种时机是由一场几

乎为全欧洲一致同意进行的反俄战争引起的，原来俄国曾经利用

西欧的革命时期，悄悄地占据多瑙河各公国，并准备一场新的征

服土耳其的战争。英国同法国结成了同盟，奥地利对二者表示友

好，只有英勇的普鲁士去吻昨天还打着自己的俄国鞭子，并且继

续保持亲俄的中立。可是，无论英国或者法国都不想使敌人遭到严

重失败，因此，战争便以俄国遭受小小屈辱和俄法结成反奥同盟

而告终。①

９６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克里木战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在这个喜剧中，每换一场人

们都会问：这一场谁将受骗？可是，这一喜剧是以无数的财富和一百多万人的

生命为代价的。在战争前夜，奥地利就进军多瑙河各公国；俄国人在奥地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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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木战争使法国成了欧洲的领导强国，而使冒险家路易－

拿破仑成了当代的伟人，这当然是用不着多说的。 但是，克里木

战争并没有使法国的领土增多，因而使法国孕育着一场新战争，在

这场新战争中，路易－拿破仑要完成他的真正使命——成为“帝

国扩大者”②。这场新战争早在前一次战争时期就已这样做了准

备：允许撒丁加入西方列强的同盟，充当法兰西帝国的仆从国，特

别是充当该帝国反对奥地利的前哨；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在缔结

和约时路易－拿破仑同以惩罚奥地利为最大满足的俄国达成协

０７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②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帝国扩大者”（《Ｍｅｈｒｅｒ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ｅｓ》）这一说法，这

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的一部分。——编者注

面前撤退。因此，在奥地利继续保持中立的时候，俄国在陆地边界上同土耳其

作战就不可能了。但是，要使奥地利作为同盟国在这条边界上参加战争，只有

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战争成为真正的战争，以便恢复波兰，使俄国的

西部边界永远东移。这样一来，普鲁士也就会被迫参加（俄国那时还正在通过

普鲁士得到它的全部进口商品）；俄国不论在陆上或者海上都会受到封锁。很

快就会失败。但是，这并非各同盟国的意图。相反，它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

能免除一场真正的战争的一切危险。帕麦斯顿建议把战场转移到克里木去

——这是俄国所希望的，——而路易－拿破仑就很乐意地同意这样做了。战

争在克里木进行，可能始终是一场假装的战争，这样，所有主要的参加者都

会感到满意。但是，尼古拉皇帝却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

忘记了，这个地方对于一场假装的战争是极其有利的，而对于一场真正的战

争就非常不利。俄国在防御方面的长处——它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资源贫

乏的广阔地区，——在俄国进行任何进攻战时都会变成对它本身不利的反面

东西，而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克里木这一方面表现得如此明显。按理

要成为入侵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竟成了俄国军队的坟墓，因为尼古拉以

残忍而愚蠢的轻率态度把俄国的军团一个个赶往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到仲冬

还在赶。当最后一支仓促召募起来的、装备很差的、粮食供应可怜的军队损失

了三分之二人员（整营整营的人倒毙在暴风雪中），残余部队无力把敌人驱逐

出俄国土地的时候，傲慢而愚蠢的尼古拉就可悲地垮台了，他服毒自杀了。从

此以后，战争又成了假装的战争，而且很快就缔结了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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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４７２
所准备好的。

路易－拿破仑现在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偶像。这不仅是因为

他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拯救了社会”，当时，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

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不仅是因为他

表明了，普选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压迫群众的工具；不仅

是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和交易所欺骗

勾当盛况空前。而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是同它骨肉相连的

第一个“大政治家”。他像任何真正的资产者一样，也是暴发户。他

曾“历尽千辛万苦”：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密谋家，在瑞士是炮

兵军官，在英国是负债累累的贵族流浪汉和特别警察４７３，可是，无

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自己

的冒险经历，以自己在一切国家里的道德败坏行为，使自己成了

法国人的皇帝，并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就像典型的资产者——

美国人通过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骗性的破产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

样。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使政治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和交易所欺骗

勾当服务，而且完全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来推行政治本身，用

“民族原则”４７４来进行投机。使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割状态，对法国

以往所执行的政策来说，曾经是法国的一种不可让予的基本权利；

路易－拿破仑则立即着手零星售卖这种基本权利以换取所谓补

偿。他愿意帮助意大利和德国消除分割状态，但是有一个条件：德

国和意大利向民族统一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割让领土给他做报

酬。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国沙文主义得到满足，不仅使帝国逐步向

１８０１年的疆界４７５扩展，而且又使法国重新处于特别开明的、解放各

民族的强国地位，使路易－拿破仑处于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的

地位。于是，整个开明的、为民族理想所振奋的资产阶级——因为

１７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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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场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

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首先开始。①在这里，从１８４９年起便是奥地

利的无限统治，而当时奥地利是全欧洲的替罪羊。克里木战争的小

得可怜的结果，人们不是归罪于只想进行一场假装的战争的西方

强国的不坚决，而是归罪于奥地利的动摇态度，但这种动摇态度

却是西方列强本身应负最大责任的。而俄国则由于奥地利人进军

普鲁特河——这是报答俄国１８４９年在匈牙利的帮助的——而遭到

过伤害（虽然正是这种进军拯救了俄国），所以很高兴奥地利遭到

任何攻击。普鲁士已不再算数了，在巴黎和会上它就已受到了ｅｎ

ｃａｎａｉｌｌｅ〔毫不客气的〕侮辱。因此，在俄国协助下准备好的解放意

大利“一直到亚得利亚海”的战争，在１８５９年春天开始，到夏天

就在明乔河地区结束了。奥地利没有被赶出意大利，意大利没有

“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也没有得到统一，撒丁的领土是扩大

了，但是，法国占领了萨瓦和尼斯，从而达到了它在意大利那边

的１８０１年的疆界。４７６

可是，意大利人是不以此为满足的。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

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

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

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

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

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

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

２７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奥尔西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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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

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

１８５９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

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

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

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

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

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

－拿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从意大利战争以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对任何人都

不再是秘密了。战胜大拿破仑的人应受到惩罚，——但是，ｌｕｎ

ａｐｒèｓｌａｕｔｒｅ——一个挨一个来。俄国和奥地利都已得到自己应得

的一份，接着就是普鲁士了。而普鲁士这时正遭到空前的鄙视；它

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政策是胆怯的、可怜的，同它在１７９５年巴塞

尔和约时期的政策一样。４７７由于实行“行动自由政策”
４７８
，它落得这

样一个结果：它在欧洲完全陷于孤立；它的所有大小邻邦都喜欢

看到普鲁士如何被粉碎这样一出戏；它的行动自由原来只是为了

可以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而已。

的确，在１８５９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到处，首先在莱茵河地

区本身，人们普遍都相信：莱茵河左岸不可挽救地要落到法国手

里。诚然，人们并不怎样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是都认为：这就同

命中注定的厄运一样要来临的，同时——让我们尊重真实情况

——人们也并不特别害怕。农民和小资产者，又想起了真正给他们

带来了自由的法国人时代；在资产阶级中间，金融贵族，特别是

科伦的金融贵族，已被深深地卷进巴黎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４７９
和

３７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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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波拿巴主义的空头公司的骗局，并且大声叫喊兼并。①

但是，莱茵河左岸的丧失不仅会削弱普鲁士，而且也会削弱

德国。而德国已比先前更加分裂了。由于普鲁士在意大利战争中采

取中立，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比以往更加疏远了，小君主败类们

以恐惧而又渴望的眼光注视着路易－拿破仑，把他看做是将来重

新建立的莱茵联邦４８０的保护者——这就是官方德国的状况。而这

种状况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

裂的危险。

可是，怎样把全民族的力量联合起来呢？几乎全是烟雾般模糊

的１８４８年的尝试都已遭到了失败，但正由于这种失败，才使某些

烟雾消散，在这以后，就有三条道路摆在人们面前。

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消除一切独立的邦而达到真正统一的道

路，亦即实行公开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意大利刚刚达到了目

的；萨瓦王朝参加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意大利的王冠。但是，这样

一种勇敢行动，我们德国的萨瓦分子——霍亨索伦王朝，甚至它

的最大胆的卡富尔分子——俾斯麦之流，都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

的。一切事情都要由人民自己来做，——而在争夺莱茵河左岸的

战争中，他们也会做好必须做的事情。普鲁士人不可避免地将渡莱

茵河而退却，莱茵河要塞附近将进行持久的围攻战，随后德国南

部的君主们无疑将实行叛变，——这一切就足以引起一个使整个

王朝制度土崩瓦解的民族运动。这样一来，路易－拿破仑便会是首

先插剑入鞘的人。第二帝国只能对反动的国家作战，它在这些国家

４７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当时，这是莱茵河地区的普遍情绪，这种情况，是马克思和我在当地屡次体

验到的。顺便提一下，莱茵河左岸的工业家当时常问我：在实行法国的关税税

率下，他们的工业将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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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是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各民族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对付本身

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它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胜利的德国革命还可能在

推翻整个法兰西帝国方面起推动作用。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最不利的

情况下，即君主们成了运动的主宰的时候，莱茵河左岸就会暂时

被割让给法国，君主们的积极或消极的背叛就会暴露在全世界面

前，并且会造成一种危急局面，使德国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实

行革命，赶走所有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在路易－拿破仑发动为建立莱茵疆界

的战争的情况下，才能踏上这条统一德国的道路。然而，这场战争

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民族统一的问题也

随之不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存亡问题，即在灭亡的威胁下必

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了。民族可以暂时等待一下。

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统一。１８１５年，奥地利自愿地

保持了拿破仑战争强加于它的那种局面，即成为领土缩紧、领土

集中的国家。它已不再要求先前从它那里分割出去的德国南部领

土了；它只满足于把那些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同保全下来的君主国

核心有关联的新旧地区合并了过来。德意志的奥地利同德意志的

其他部分分离的局面，由约瑟夫二世的保护关税政策开始造成，由

弗兰茨一世在意大利的警察统治加剧，并由德意志帝国的解体４８１

和莱茵联邦的建立而达到极点，这种局面，事实上在１８１５年以后

仍然起着作用。梅特涅用一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把自己的邦靠着德

意志那边围起来。关税不放德意志的物质产品过去，书报检查则不

放精神产品过去，无法形容的护照把戏使个人的交往减到最低限

度。在邦内，实行一种甚至在德意志也是独一无二的横暴的专制制

度，以防止任何即使是最微小的政治运动。因此，奥地利一直是同

７７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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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１８４８年，至少精

神上的障壁大部分已经消除，但是，那一年的事件及其后果，并

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接近；相反，奥地利日益

以自己的独立的大国地位自傲。因此，虽然驻联邦要塞４８２的奥地利

士兵受到欢迎，普鲁士士兵受到憎恨和讥笑，虽然奥地利在天主

教占优势的整个南部和西部仍然得人心和受尊敬，但是，除了德

意志中小邦的一些君主以外，毕竟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过在奥

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

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奥地利本身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尽

管它仍悄悄地在做浪漫的帝国梦。奥地利的税界渐渐成了德意志

内部唯一残存的障壁，因而显得更加突出。独立的大国政策是没有

任何意义的，它只意味着为了特殊的奥地利利益，从而为了意大

利、匈牙利等等利益而牺牲德意志的利益。不论在革命前或者在革

命后，奥地利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

邦，而且也是唯一保全下来的、以信仰天主教为特色的大邦。三月

以后的政府４８３越是力图恢复教士和耶稣会教徒的旧统治，它就越

是不可能取得新教徒占三分之一、二的国家的霸权。最后，要在奥

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只有毁灭普鲁士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说

这后一种情况本身对德意志并不意味着不幸，那末，不论奥地利

毁灭普鲁士或者普鲁士毁灭奥地利，在俄国革命于最近的将来胜

利以前（在胜利以后，这种毁灭就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成了多

余的奥地利本身必然会崩溃），毕竟是极端危险的。

简言之，德意志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梦想；当

德意志的中小君主１８６３年为了宣布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为德

意志皇帝而在法兰克福聚会时，就表明这是一种梦想。普鲁士国王

８７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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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不参加，这出皇帝喜剧就可怜地化为泡影了。
４８４

剩下的第三条道路是：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这条道路实际上

已采取了，所以它把我们从思辨的领域又引到实际的“现实政

策”４８５的那种坚实的、即使颇为肮脏的土地上来。

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便像对待波兰那样把德意志

只看做有待征服的领土，从这里能割走多少就割走多少，但是不言

而喻，必须同别人一道瓜分这种领土。同外国一道——首先同法国

一道——瓜分德意志，是普鲁士从１７４０年以来的“德意志使命”。

《Ｊｅｖａｉｓ，ｊｅｃｒｏｉｓ，ｊｏｕｅｒｖｏｔｒｅｊｅｕ；ｓｉｌｅｓａｓｍｅｖｉｅｎｎｅｎｔ，ｎｏｕｓ

ｐａｒｔａｇｅｒｏｎｓ》（我想，我会帮您大忙的；如果我得到王牌，那我们就

分享），——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次出征时给法国大使的临别

赠言。４８６由于普鲁士忠实于这一“德意志使命”，它在１７９５年缔结巴

塞尔和约时出卖了德意志，它为了换取扩张自己领土的诺言而预

先同意（１７９６年８月５日的条约）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并且确

实也在俄法两国所强加的帝国代表会总决议中得到了出卖帝国的

报酬。４８７１８０５年，一当拿破仑拿汉诺威来引诱它的时候（这个诱饵

总是可以引它上钩），它就又做了一次出卖，这次是出卖了它的盟

友俄国和奥地利；但是，它是这样陷到它所特有的愚蠢的狡猾之

中，以致被卷进对拿破仑的战争，在耶拿城下遭到了应有的惩

罚。４８８由于这次打击仍有余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在１８１３

年和１８１４年的胜利以后还想放弃德国西部的全部前哨，只打算占

有德国的东北部，像奥地利那样尽可能不过问德国的事情——这

样做就会把整个德国西部变成受俄国或法国保护的一个新莱茵联

邦。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国王事与愿违，被迫接受了威斯特伐里

亚和莱茵省，同时也就被迫接受了一种新的“德意志使命”。

９７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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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至此暂告结束（小片土地的购买除外）。国内旧的容克官

僚制度又渐渐兴旺起来；在极端危急时刻许给人民的实施宪法的

诺言坚决不予履行。但是，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日益兴

起，因为这时如果没有工商业，即便是目空一切的普鲁士邦也等

于零。必须慢慢地、固执地、一点一滴地在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做出

让步。但另一方面，这类让步使普鲁士有理由指望，它的“德意志

使命”将得到支持：当时普鲁士为了扫除楔入它的两半国土之间

的外国税界，请求邻近的各个德意志邦建立统一的关税。这样就产

生了关税同盟，它在１８３０年以前只不过是一种善良愿望（当时只

有黑森—达姆斯塔德参加），但到后来，在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步

加速的情况下，很快就使德意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归并

于普鲁士。４８９不属于普鲁士的沿海各邦，一直到１８４８年以后仍然没

有加入同盟。

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

利的努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

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除了萨克森，德意志任何

一个邦的工业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工

业水平；这不仅要归功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前提，而且要归功

于比较大的关税地区和国内市场。同时，关税同盟愈扩大，加

入这一国内市场的小邦愈多，这些邦的新兴资产者也就愈习惯

于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前卫。

而资产者怎么唱，教授们也就怎么和。在柏林，黑格尔分子从哲学

上论证普鲁士负有领导德意志的使命，而在海得尔堡，施洛塞尔

的学生们，特别是霍伊塞尔和盖尔温努斯，则从历史上证明这一

点。这样做当然是预定：普鲁士将改变它的全部政治体制，将实现

０８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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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要求。①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对普鲁士邦特别偏爱而产生的，并

不像意大利资产者在皮蒙特公开站在民族运动和立宪运动前列以后就承

认它是领导国家那样。不，这样做是不情愿的；资产者认为普鲁士的祸害

最小，因为奥地利把他们排斥在它的市场之外，因为普鲁士同奥地利比

起来，由于普鲁士在财政上吝啬，所以毕竟具有某种资产阶级的性

质。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

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

比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们

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纸面上它们继续存在

着，这样，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

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资产

阶级使自己适应了这两种制度；一年的志愿兵即资产阶级子弟的

兵役义务，是在１８４０年左右通过行贿的办法，轻而易举地、相当廉

价地免掉的，况且当时军队本身并不怎么重视从工商界征募来的

后备军４９０军官。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鲁士无疑还留下

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识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

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②抱怨实行这两种制

度开支大即征税多的呼声③，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发出的；日益得势

１８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②

③ 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资产阶级中等学校”。——编者注０

甚至在“文化斗争”４９１时期，莱茵省的厂主也向我诉苦说，他们没有办法把在
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工人任命为监工，因为这些工人缺乏足够的学校教育。在

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

１８４２年，“莱茵报”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普鲁士的霸权问题。１８４３年夏天，盖

尔温努斯在奥斯坦德就对我说过：普鲁士必须领导德意志，但是，为此就要

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普鲁士必须实施宪法，必须实行出版自由，必须执行鲜

明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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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却考虑到，大国付出费用虽然讨厌，但却是不可避免

的，是关系到未来的大国地位的，这些费用将从增高了的利润中得

到绰绰有余的补偿。

简言之，德国的资产者并没有对普鲁士的盛情抱任何幻想。如

果说，从１８４０年以来，普鲁士霸权的思想在他们中间开始流行，那

末，这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和在这样的限度内：普鲁士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发展较快，因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德国资产阶级的

前列；早就实施宪法的南方的罗泰克派和韦尔凯尔派被普鲁士北

方的康普豪森派、汉泽曼派和米尔德派挤到后台，律师和教授们被

商人和厂主们挤到后台。而且事实上，在１８４８年前几年，在普鲁士

自由派中间，特别在莱茵河地区自由派中间，已能感觉到一种同南

方的联邦自由派４９２迥然不同的革命气息。当时，出现了两首从十

六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政治性民歌：切希市长之歌和冯 德罗斯特－

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４９３，它们的大不敬性质今天简直使一些老年

人震惊，而这些人在１８４６年曾经快活地合唱：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像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不迅速改变。二月革命来到了，接着便是

维也纳的三月时期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革命。资产阶级没有经过

严重的斗争就取得了胜利，它根本没有想到当斗争到来时进行严

重的斗争。因为正是这个在不久前还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献媚（特别在莱茵河地区）的资产阶级，现在突然发觉，它不

仅养育了个别工人，而且养育了一个工人阶级，即一个虽然还半

２８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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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梦之中、但已渐渐觉醒的、按其真正的本性来说是革命的无

产阶级。同时，这个到处为资产阶级争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已经

提出了——特别在法国——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不相容的

要求；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巴黎第一次爆发了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可

怕的斗争；经过四天的战斗以后，无产阶级失败了。从此以后，在

整个欧洲，大批资产阶级都站到反动派一边去，同在工人帮助下

刚刚被它推翻的专制官僚、封建主和教士联合起来，反对“社会

的敌人”，即回过头来反对工人。

在普鲁士，这种情况以下述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抛弃了

它自己选出的代表，以暗的或明的欣喜心情坐视政府在１８４８年１１

月驱散他们。从这时起在普鲁士当权十年之久的容克官僚内阁，虽

然不得不以宪法的形式进行统治，但是却通过一系列烦琐的、甚

至在普鲁士也是前所未闻的挑剔和压迫来进行报复，而受害最大

的则是资产阶级。４９４但是，资产阶级悔罪认过，毫无怨言地忍受着

百般踢打，把这看成是对它过去的革命贪欲的惩罚，它现在慢慢

学会这样考虑，而后来它也这样宣布了：我们毕竟是狗啊！

后来，摄政时期到来了。曼托伊费尔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王室，

曾用密探包围王位继承者①，即现今的皇帝，就像现在普特卡默用

密探包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样。当王位继承者变成了摄

政者以后，自然马上就把曼托伊费尔一脚踢开，“新纪元”４９５就开始

了。这不过是换景而已。摄政王恩准资产者再度成为自由资产者。

资产者满意地享用了这种恩准，但是他们却以为，现在他们已大

权在握，普鲁士邦必须唯他们之命是听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御

３８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威廉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皇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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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报刊所说的“权威人物”的本意。军队的改组，不能不成为自由

资产者付给“新纪元”的代价。政府这时只是要求把普遍兵役义务

制实行到１８１６年左右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程度。从自由主义反对派

的立场出发，这一点根本就无法反对，否则就不可容许地同他们

自己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威望和德意志使命的词句相矛盾。但是，

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法定服役期最长为两年作为赞同的条件。这

一点，就其本身来说，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能争得

这种条件，国内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否愿意不惜任何牺牲把这种条

件维护到底。政府坚持三年的服役期，议院则坚持两年；冲突爆发

了。４９６而随着军事问题上的冲突，对外政策对国内政策来说又有了

决定性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由于它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

中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弄得没有人瞧得起它。这种可怜政策

部分地是由军队的恶劣状况造成的。由于早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就

已经是未经各等级同意不得征收新税或举办公债，但为此召

集各等级的代表又非所愿，所以，军队所需要的钱一直不够，在

这种无限吝啬的情况下，军队就完全衰败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时期就已根深蒂固的阅兵精神和制式教练精神，更使事情糟

糕透顶。这支用阅兵精神教育出来的军队１８４８年在丹麦战场上曾

经是多么无用，可以在瓦德西伯爵的著作中看到。１８５０年的动员是

一次彻底的失败：什么东西都缺，不缺的又多半不适用。４９７诚然，议

院批准的钱帮了些忙；军队摆脱了陈规旧习；野战勤务至少在多

数情况下开始挤掉阅兵勤务。可是，军队的人数仍然同１８２０年左右

一样，而其他所有大国，特别是法国（这时威胁也恰好是来自法

国），都已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然而在普鲁士是普遍义务兵役

４８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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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每一个普鲁士人在纸面上都是士兵，但在人口由１０５０万（１８１７

年）增长到１７７５万（１８５８年）的时候，军队的固定编制却不允许

把三分之一以上能服兵役的人征集起来并加以训练。现在，政府要

求把军队扩大到差不多完全同１８１７年以来的人口增长情况相适

应。可是，正是自由派议员们，正是这些不断要求政府领导德国，

要求它对外保持德国威望，恢复德国的国际威信的人，现在却吝

啬得要命，讨价还价，要是不以两年服役期为基础就什么也不愿

同意。那末，他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他们为此顽强坚持的意志呢？

是否有人民，或者哪怕只有资产阶级，站在他们后面，愿意采取

坚决行动呢？

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欢呼他们对俾斯麦的口头斗争，但在实际

上，它组织了一个虽然是不自觉、但其实却是反对普鲁士议院多

数派政策的运动。丹麦对霍尔施坦宪法的干涉以及想用暴力使什

列斯维希丹麦化的企图，引起了德国资产者的愤怒。４９８受大国鄙

视，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但遭到小小的丹麦脚踢，却使他们大

为恼火。民族联盟４９９建立了；恰好是小邦的资产阶级构成了它的力

量。而民族联盟尽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但首先要求在普鲁士领导

下实现全国统一，尽可能是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领导下，不得已

时，现在这样的普鲁士也行。最后，要清除德国人在世界市场上居

于第二流人物的可怜地位，惩罚丹麦，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向各大国显一显威风，这就是民族联盟首先要求的。同时，由普

鲁士领导的要求，现在已完全摆脱了直到１８５０年还免除不了的模

糊和迷惘状态。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要求意味着把奥地

利撵出德意志，实际上消灭小邦的主权，这两件事不经过内战、不

经过瓜分德意志就不可能做到。但是，人们已不再害怕内战，而瓜

５８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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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不过是给奥地利的禁止性关税做个总结罢了。德国的工商业

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德国的布满世界市场的商行网已如此扩展

和如此稠密，以致家里的小邦制度以及国外的无权和无保护状态

已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而当德国资产阶级历来所掌握的一个最强

大的政治组织对柏林议员们实际上投不信任票的时候，这些议员

们却还在为兵役期讨价还价！

这就是俾斯麦准备积极干涉对外政策时的形势。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

者变成了普鲁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的路易－拿破仑。

完全像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

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换一换场合，真可

以在纽约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 古耳德家族较量一

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错。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

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狭隘眼界，而在这

方面，俾斯麦则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

订了一种“拿破仑观念”５００——诚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

的，——而俾斯麦，我们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

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式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

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

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鲁士

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

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结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

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

胡同；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

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６８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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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路易－拿破仑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已习惯于在选择

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末，俾斯麦从普鲁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别

从所谓大选帝侯①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

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

点上一直是忠实于祖国传统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

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贪欲；而一到看起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时，这

种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象征。他的政治

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会员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馆中借以逃

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惯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议院中毫

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鲁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

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袭来的。但是，如果说路易－拿破仑

在紧要关头往往摇摆不定，譬如在１８５１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

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１８７０年战争

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毁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说，在俾

斯麦身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

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

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

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

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

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在他

面前，他们违背理智和良心，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情愿“跳过棍

子”。当然，在“没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

已经表明，他们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７８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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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位勃兰登堡的容克面前已展现了一种光辉前程，只

要他有勇气和聪明去干就行了。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由于驱散

了资产阶级的议会、但增加了它的利润，因而成了它的偶像吗？而

俾斯麦不是也同样有使资产者对假拿破仑深表钦佩的办事才干

吗？像路易－拿破仑倾心于他的富尔德那样，俾斯麦不是也倾心于

他的布莱希勒德吗？１８６４年在德国，在由于吝啬而想要缩短兵役期

限的议院里的资产者议员同议院外的即民族联盟中的那些不惜任

何代价地追求民族功绩（为此就需要军队）的资产者之间，不是

出现了矛盾吗？１８５１年在法国，在压制总统权力的众议院里的资产

者同想要得到安定和强有力政府（不惜任何代价的安定）的议院

外的资产者之间，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而路易－拿破仑不

是通过驱散议会空谈家并保证资产者得到安定而解决了这一矛盾

吗？德国的情况岂不是更有利于进行一次勇敢的打击吗？资产阶级

不是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改组军队的计划，资产阶级本身

不是强烈地要求有一位能实现它的计划、能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

志、能把各个小邦在普鲁士领导下联合起来的有魄力的普鲁士政

治家吗？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太客气的态度对

待普鲁士宪法，不得不把议院内外的思想家撇在一边来奖赏他们

的功劳，那末，不是也可以像路易 波拿巴那样依靠普选权吗？有

什么东西能比实行普选权更民主呢？路易－拿破仑不是曾经证

明，——只要处理得当，它就根本没有危险吗？如果资产阶级顽强

起来，这种普选权岂不正好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向新兴社

会运动卖弄风情的手段吗？

俾斯麦着手干了。应当重复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应当使德国

资产阶级明白实际的力量对比，应当用暴力粉碎它的自由主义的

８８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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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欺骗，但应当实现它的那种同普鲁士的愿望相吻合的民族要

求。首先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了采取行动的借口。在对外政

策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基础。１８６３年，俾斯麦在反对起义的波兰人５０１

的斗争中，由于作了警察式的效劳，已把俄国沙皇①拉拢过来；路

易－拿破仑也被说服了，他可能用他那心爱的“民族原则”来为

他对俾斯麦计划采取冷淡（甚至是暗中促进）的态度进行辩护；在

英国，首相是帕麦斯顿，他把矮小的约翰 罗素勋爵安插进外交部

做大臣，好让他在那里出丑。可见，奥地利是同普鲁士竞争德意志

霸权的，正是在这种勾当中它最不甘心落在普鲁士后面，何况在

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曾经扮演过尼古拉皇

帝的刽子手的角色，所作所为事实上比普鲁士还要卑鄙。５０２可见，

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不管俾斯麦怎样仇恨奥地利，也不管奥地利怎

样想在普鲁士身上泄愤，可是，在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以

后，二者还是只好共同——在俄法两国的默许下——来干涉丹麦。

只要欧洲仍然保持中立，胜利预先就有了保证；情况也就这样发

生了：两个公国被征服，根据和约被割让。５０３

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把它从１８５０

年起按新原则训练的并在１８６０年改组和加强的军队在敌人面前试

验一番。这支军队出乎意料良好地显了身手，而且是在各种各样的

战争环境中显身手的。针发枪远远胜于前装枪，并且士兵懂得正确

地使用它，这一点，已经在日德兰的吕恩比战斗中得到了证明，在

战斗中，配置在一道绿篱后面的８０名普鲁士兵用连射把比自己多

了两倍的丹麦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有机会发现了，奥地利人从

９８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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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战争中和从法国人的战斗方法中只取得了下面一个教训：

射击是根本不适用的，真正的士兵必须立即用刺刀冲刺敌人；于是

就把这一点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再好不过的事情莫过于敌军在后

装枪枪口前面采取这种战术。为了使奥地利人有机会尽快地在实

际上体会这一点，和约规定把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

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纯粹暂时的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使冲突接二

连三发生，从而使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

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在实行传统的普鲁士政

策——用冯 济贝耳先生的话说，是“毫无顾忌地彻底利用”有利形

势——的情况下，以把德国人从丹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借口，把

什列斯维希北部的大约二十万丹麦居民并入德国，就是十分自然

的事了。一无所得的人只是德意志各小邦和德国资产阶级在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王位候补者——奥古斯滕堡公爵。

可见，俾斯麦在两个公国里是违背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而

实现了它的意志的。他赶走了丹麦人，他向外国发出了挑战，而外

国也没有动一动。可是，刚刚被解放的公国却被当做被征服的国家

来看待，它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考虑，奥地利和普鲁士直截了当

地暂时把它们瓜分了。普鲁士又成了一个大国，它不再是欧洲这辆

马车的第五个轮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正在完全实现，但是，

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路。因此，普鲁士的军

事冲突继续进行，甚至越来越不容易得到解决。俾斯麦演出的第二

幕就要开场了。

        

丹麦战争已实现了一部分民族愿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获得了“解放”，列强使德国受辱于丹麦的华沙议定书和伦敦议定

０９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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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５０４
也被撕毁，抛在列强的脚下，列强也默不作声。奥地利和普鲁

士又站在一起，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任何一个

统治者都不会想到去侵犯德国领土了。路易－拿破仑对莱茵河地

区的贪欲——这种贪欲迄今为止一直由于别的事情（意大利革命、

波兰起义、丹麦纠纷，最后还有对墨西哥的远征５０５）而被搁置——

已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因此，对于一个保守的普鲁士政治家

来说，世界局势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乎他的愿望的。

但是，俾斯麦一直到１８７１年从来不是保守的，在这个时候特别不

保守，而德国资产阶级也完全没有满足。

德国资产阶级仍旧处在那个尽人皆知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它

要求由自己，也就是说，由一个从自由主义议院多数派中选出的

内阁独享政权；而这样一个内阁就得同国王所代表的旧制度进行

十年的斗争，直到它的新权力最终被承认为止，而这就意味国内

的十年虚弱。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求革命地改造德国，这种

改造只有通过暴力、因而也只有通过真正的独裁才能实现。然而，

从１８４８年以来，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都一再证明：它根

本没有必要的毅力去实现其中的一个要求，更不用说实现两个要

求了。在政治上，只有两种决定性的力量：有组织的国家暴力——

军队和人民群众没有组织的自发的暴力。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８年就已

不再向群众呼吁了；它害怕他们甚于害怕专制制度。可是，军队根

本不是由它掌握的。掌握军队的自然是俾斯麦。

在仍然继续进行的宪法冲突中，俾斯麦极其坚决地同资产阶

级的议会要求进行了斗争。但是，他却抱着实现它的民族要求的热

烈愿望；要知道，这种要求是同普鲁士政策的最隐秘的内心愿望

相吻合的。如果他现在再一次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去实现它的意

１９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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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如果他按照资产阶级所拟定的那个样子去实现德国统一，那

末，冲突就会自行消除，而俾斯麦也必然会像他的原型——路易

－拿破仑那样，变成资产者的偶像。

资产阶级给他指明了目的，路易－拿破仑则给他指明了达到

目的的途径；俾斯麦所要做的，只是实现这种目的而已。

要使普鲁士来领导德意志，不仅应当用暴力把奥地利赶出德

意志联邦，而且应当使德意志各个小邦屈服。德国人反对德国人这

样一种“活泼快乐的战争”５０６，对普鲁士的政策来说，历来就是扩

张领土的一种主要手段；任何一个雄赳赳的普鲁士人都是不怕这

类事情的。第二种主要手段——同外国人结成同盟反对德国人

——同样也不可能引起任何怀疑。多情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是时

刻愿意效劳的。路易－拿破仑从来不否认普鲁士在德意志所负的

使命是起皮蒙特的作用，他十分乐意同俾斯麦做交易。如果有可

能，他是宁愿通过和平途径，即以补偿的形式获得他所需要的东

西的。加之，他根本不需要一下子获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如果为了

普鲁士的每个新进展而把左岸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片一片地给他，

那末，这就会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仍能达到目的。而在法国沙文

主义者的心目中，莱茵河地区的一个平方德里就抵得上整个萨瓦

和尼斯。于是，同路易－拿破仑的谈判就开始了，并且得到他准许

扩张普鲁士并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为此，曾经要给他莱茵河地区的

一片德意志领土，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①在同果沃内谈判时，俾

斯麦谈到了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５０７诚然，他后来曾经否认了

这一点。可是，一个外交家，特别是普鲁士的外交家，对于他有权

２９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分界线——美因河线”（见本卷第４９７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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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甚至有义务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真理施加温和的暴力，是有自己

的一套看法的。真理就是女人，也就是说，在容克的概念中，这种

暴力对于她老实说是非常愉快的。路易－拿破仑不会那么愚蠢，要

是普鲁士不答应给他报酬，他是不允许它扩张领土的；正像布莱

希勒德不会无息贷款那样。可是，他对普鲁士人认识得很不够，最

后他还是受骗了。总之，在把路易－拿破仑稳住以后，普鲁士就同

意大利结成同盟，以“打击心脏”。

各国的庸人们对这一说法深感愤慨。这是完全不对的。Ａ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ｃｏｍｍｅàｌａｇｕｅｒｒｅ〔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这一说

法只不过证明：俾斯麦是如实看待１８６６年的德国内战５０８的，就是

说，把它看做革命；所以他决心用革命手段进行这场革命。而他也

就这样干了。他对联邦议会的做法是革命的。他不服从这个联邦机

关依据宪法做出的决定，反而责备它违背联邦条约，——这纯粹

是一种遁辞，——他破坏了联邦，宣布了新宪法和一个在革命普

选制基础上选出的帝国国会，最后还把联邦议会赶出法兰克福。５０９

在上西里西亚，他组织了一个由革命将军克拉普卡和其他革命军

官指挥的匈牙利军团，该军团的士兵是匈牙利的投诚分子和战俘，

他们必须向他们自己的合法的大元帅开战。①在征服了波希米亚

以后，俾斯麦发布了一个“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５１０，

这个宣言的内容也是同正统主义传统尖锐矛盾的。在签订和约以

后，他还为普鲁士夺得了三个合法君主——德意志联邦成员——

和一个自由市５１１的全部属地，而且对君主（他们同普鲁士国王一样

都是“受命于天的君主”）的这种驱逐，并没有使他的基督教的和

３９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誓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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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主义的良心有任何不安。简言之，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实现的

完全彻底的革命。当然，我们决不因此而责备他。相反，我们要责

备他的是：他是不够革命的，他只是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

命者，他开始整个革命时所采取的立场使他只能把革命实现一半；

他一走上兼并的道路，就满足于四个可怜的小邦。

可是，现在小拿破仑从后面走了出来，要求给他报酬。在战争

期间，他在莱茵河地区本来是能取得他想取得的一切东西的：因

为无论整个领土或者要塞当时都处于无防御状态。他犹豫了起来，

他期待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双方疲惫不堪，而现在却出现了这

样一些迅速的打击：奥地利在八天之内就被打倒了。他首先要求得

到俾斯麦对果沃内将军所说的那种可能的补偿——莱茵巴伐利亚

和莱茵黑森（包括美因兹）。但是，即使俾斯麦愿意，他现在也不

能这样做了。在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他加上了新的义务。在

普鲁士已经充当了保护德国的角色的时刻，它是不可能把打开莱

茵河中部的钥匙——美因兹出卖给外国人的。俾斯麦以拒绝作为

回答。路易－拿破仑愿意讲讲价钱；他只要求得到卢森堡、兰道、

萨尔鲁伊和萨尔布吕肯采煤区。但是，俾斯麦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能

让步了，何况，这一次也对普鲁士领土提出了要求。谁叫路易－拿

破仑不在适当时机，即在普鲁士人被牵制在波希米亚的时候自己

去占领呢？总而言之，给法国的补偿成了一句空话。俾斯麦知道，这

意味着以后同法国作战，但这一点正好是他求之不得的。

在签订和约时，普鲁士这一次并没有那么毫无顾忌地利用有

利形势，像它过去在顺利时刻常干的那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萨

克森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已被拉进新的北德意志联邦，因而得到

了饶恕。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是应当得到宽待的，因为俾斯

４９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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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打算同它们签订秘密的攻守同盟。而奥地利——难道俾斯麦不

是已经给它效了劳，把它同德国和意大利束缚在一起的传统羁绊

斩断了吗？他不是已经第一次给奥地利造成了它梦寐以求的独立

的大国地位了吗？当他在波希米亚战胜奥地利的时候，他实际上不

是比奥地利本身更清楚地懂得什么东西对奥地利有好处吗？奥地

利如果头脑健全，难道不是一定会明白，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

在领土上唇齿相依，已经把普鲁士所统一的德国变成了它的必然

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了吗？

这样，普鲁士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头上罩上了宽宏

大量的灵光，——因为它要抛香肠来引火腿。

在波希米亚战场上，被打垮的不仅有奥地利，而且还有德国

资产阶级。俾斯麦向资产阶级证明了：他比它本身还知道得清楚，

什么东西对它更有利。议院要使冲突继续下去已不能想像了。资产

阶级的自由主义奢望已经长期地被埋葬了，但是它的民族要求却

一天天地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着。俾斯麦用使资产阶级本身

感到惊奇的速度和准确性实现着它的民族纲领。所以，俾斯麦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ｅｖｉｌｉ——用它自己的污秽的身体——清楚地向它表明它是

怎样委靡不振和没有毅力、怎样根本无能去实现自己的纲领以后，

就对它表示宽宏大量，来到了现在实际上已被解除武装的议院，以

便推卸在冲突时期违背宪法规定的责任。感激涕零的议院赞同了

这种在目前已无害处的进步。５１２

然而，资产阶级仍然被提醒了：在凯尼格列茨城下
５１３
被打败的

也有它。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按照在宪法冲突中得到正确解释的

普鲁士宪法的样子仿制出来的。拒绝纳税已被禁止。普鲁士国王不

依靠议会的什么多数就任命了联邦首相和他的大臣。已经由冲突

５９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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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确立了的军队对议会的独立地位，在帝国国会面前也保持了下

来。但是，这一帝国国会的议员们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他们是通过

普选制选出来的。同时，有两个社会主义者①坐在他们中间，这也

向他们提醒（虽然是用不愉快的方式提醒）这一事实。在议会成员

中，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议员，无产阶级代表。这是一种不祥之

兆。

最初，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是：为了资产阶级

的利益去加强和利用新获得的国家统一（至少是北部的统一），并

且用这种办法把德国南部的资产者也引诱到新的联邦中来。联邦

宪法从各邦的主管范围内夺走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立法部门，

并把它们交给联邦去掌管：整个联邦领土内共同的公民权和迁徙

自由，户籍权，以及工业、商业、关税、航行、铸币、度量衡、铁

路、水路、邮电、特许证、银行、整个对外政策、领事馆、保护

国外商业、卫生警察、刑法、诉讼程序等等方面的立法权。现在，

这些问题的大部分，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一般按照自由主义的精

神迅速地解决了。这样，小邦制度的最严重的赘瘤（这种赘瘤一方

面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其严重地阻

碍了普鲁士统治者的欲望），终于（终于！）破消除了。可是，这决

不是什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像现在已变成了沙文主义者

的资产者大吹大擂的那样，而只是对法国革命早在七十年以前就

已做过、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也早已实现的事情进行了非常非常不

及时的和不完全的模仿。何须大事吹嘘，倒是应当感到惭愧：“有

高度教养的”德国在这方面来得最迟。

６９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奥 倍倍尔和威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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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德意志联邦存在的整个时期，俾斯麦在经济方面是很乐

意迎合资产阶级的，甚至在讨论议会的权限问题时，他所显示的

也不过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这是他的最风头的时期；有时甚

至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具有特殊的普鲁士狭隘性，他是不是

真没有能力理解在世界历史中除了军队和以军队为基础的外交计

谋以外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对奥地利和平孕育着对法国战争，俾斯麦不仅知道这一点，而

且也希望这样。正是这场战争应当提供一种手段来建立德国资产

阶级期望于他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① 想把关税议会
５１５
逐步变成

帝国国会，从而把南部各邦慢慢拉进北部联邦的企图，在德国南

部议员们高喊反对扩张权限的呼声中遭到了破产。那些刚在战场

上吃了败仗的邦政府的态度更为不利。只有拿出一个新的、明显的

证据，证明普鲁士不仅比这些政府强大得多，而且强大到足以保

护它们的地步，——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一场新的、全德性的战

争，才能很快地使它们投降。加之，美因河分界线５１６，虽然是由俾

斯麦和路易－拿破仑事先在暗中商定的，但在胜利以后，看起来

却像是后者强加给普鲁士的；因此，同德国南部联合一起，就是

侵犯了这一次正式承认法国人享有的分割德国的权利，就是战争

的理由。

同时，路易－拿破仑不得不进行探索，看看是不是能在德国

７９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早在对奥地利战争以前，德国某一个中等邦的大臣曾就俾斯麦的一套蛊惑性

的德国政策提出询问，俾斯麦回答说：不管怎么说，他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

国，把德意志联邦毁灭。——“怎么，您认为德国各中等邦到那时会袖手旁观

吗？”—— “你们德国各中等邦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么一来，德国

人将会怎样呢？”——“到那时，我把他们带到巴黎去，在那里把他们统一起

来。”（这是上述大臣在对奥地利战争前夕在巴黎叙述的，在战争期间由“曼

彻斯特卫报”５１４驻巴黎通讯员克罗弗德夫人在该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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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片土地，把它当做对萨多瓦的补偿。在组成

北德意志联邦的时候，是没有把卢森堡包括在内的，因此，它现

在成了一个同荷兰组成为君合国，一般来说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同

时，卢森堡几乎同亚尔萨斯一样法国化，它十分倾向于法国，而

不倾向于它所真正痛恨的普鲁士。

卢森堡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悲惨的政治状况会使德法边界

地区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因为，卢森堡在１８６６

年以前一直在名义上属于德国，所以这个例子更显得突出。虽然它

在１８３０年以前是由法国部分和德国部分各半组成的，但是德国部

分也早已处在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卢森堡王朝的德国

皇帝５１７，按其语言和教养来说，都是法国人。从卢森堡被并入勃艮

第领土（１４４０年）以来，它像其他尼德兰国家一样，同德国一直

只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１８１５年，接收它加入德意志联邦，也没

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变化。１８３０年以后，卢森堡的法国部分，还

有德国部分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都归比利时所有。但是，卢森堡的

残存的德国部分，一切东西仍然按照法国方式保存了下来：在法

院里，在政府机构里，在议院里，一切手续都用法语来办理，所

有公私文件、全部商业簿记都用法文来写，所有中等学校都用法

语教学。有教养的人用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语——当然，

这是一种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压力下像呻吟和喘息一样的法

语。总之，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语言：莱茵法兰对民间方言和法语，

而高地德意志语始终是一种外地语。驻扎在首都的普鲁士驻军，与

其说使这一切改善了，不如说使这一切恶化了。这种情况对德国来

说是够可耻的，然而这是事实。而卢森堡的这种自愿法国化，使亚

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的类似过程也得到真实的说明。

８９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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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王①，卢森堡的握有主权的公爵，恰好非常需要现款，

于是就表示愿意把公国出卖给路易－拿破仑。卢森堡人是会无条

件地同意把自己并入法国的，他们在１８７０年战争时期所采取的立

场便是证明。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普鲁士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意

见，因为把卢森堡排除出德国的是它自己。它的军队是作为德意志

联邦要塞的联邦驻军驻扎在卢森堡首都的；一旦卢森堡不再是联

邦要塞，这支军队在那里就不再有任何驻扎的权利了。可是，它们

为什么不回老家呢，俾斯麦为什么不能允许这种兼并呢？

这只是因为：他陷入其中的那些矛盾，现在已暴露出来了。

１８６６年以前，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只不过是一种供兼并的领土，必

须同外国一道来瓜分它。１８６６年以后，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则成了

受保护的领土，必须保卫它，以防止外国侵犯。诚然，德国的整片

整片土地曾经为了普鲁士的利益而被排除在重新建立的所谓德国

之外。但是现在，德意志民族对自己的领土所享有的权利，给普鲁

士国王加上了这样一种义务：不让旧联邦的这几部分领土并入外

国，要让它们将来能够加入新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这就是意大利

被阻止在提罗耳边境５１８上的原因，这就是卢森堡现在不能转入路

易－拿破仑之手的原因。真正革命的政府是能够公开宣布这一点

的，可是，皇家普鲁士的革命者却做不到，因为他已经最终地把

德国变成了一种梅特涅的“地理概念”５１９。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他

是自己置身于违法的地位，他只有对国际法做一番他所心爱的那

一套大学学生会会员酒馆式的解释才能脱身。

如果说，他没有为此而直截了当地受到嘲笑，那只是因为：路

９９４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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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片土地，把它当做对萨多瓦的补偿。在组成

北德意志联邦的时候，是没有把卢森堡包括在内的，因此，它现

在成了一个同荷兰组成为君合国，一般来说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同

时，卢森堡几乎同亚尔萨斯一样法国化，它十分倾向于法国，而

不倾向于它所真正痛恨的普鲁士。

卢森堡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悲惨的政治状况会使德法边界

地区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因为，卢森堡在１８６６

年以前一直在名义上属于德国，所以这个例子更显得突出。虽然它

在１８３０年以前是由法国部分和德国部分各半组成的，但是德国部

分也早已处在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卢森堡王朝的德国

皇帝５１７，按其语言和教养来说，都是法国人。从卢森堡被并入勃艮

第领土（１４４０年）以来，它像其他尼德兰国家一样，同德国一直

只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１８１５年，接收它加入德意志联邦，也没

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变化。１８３０年以后，卢森堡的法国部分，还

有德国部分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都归比利时所有。但是，卢森堡的

残存的德国部分，一切东西仍然按照法国方式保存了下来：在法

院里，在政府机构里，在议院里，一切手续都用法语来办理，所

有公私文件、全部商业簿记都用法文来写，所有中等学校都用法

语教学。有教养的人用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语——当然，

这是一种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压力下像呻吟和喘息一样的法

语。总之，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语言：莱茵法兰对民间方言和法语，

而高地德意志语始终是一种外地语。驻扎在首都的普鲁士驻军，与

其说使这一切改善了，不如说使这一切恶化了。这种情况对德国来

说是够可耻的，然而这是事实。而卢森堡的这种自愿法国化，使亚

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的类似过程也得到真实的说明。

８９４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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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拿破仑在１８６７年春天还根本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战。在伦敦

会议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普鲁士人撤出了卢森堡；这个要塞被毁

掉，公国宣布中立。５２０战争又延缓了。

路易－拿破仑是不可能因此就安心的。他只有在莱茵河地区

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普鲁士势力增强。他愿意以得

到少许东西为满足，甚至还可以因此而做出某种让步，但他一无

所得，他完全受骗了。可是，波拿巴帝国若要在法国存在，只有在

法国边界逐步向莱茵河推进，法国仍然是——实际上的或者哪怕

是想像中的——欧洲的仲裁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推进边界没有

成功，仲裁人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波拿巴主义报刊大叫为萨多

瓦报仇，因此，路易－拿破仑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他就必须仍

然忠实于他所扮演的角色，用暴力攫取他过去尽管帮了别人的忙，

做好事，但并没有好好得到的东西。

因此，双方都既从外交上也从军事上积极准备进行战争。而这

时又发生了下面一个外交事件：

西班牙在寻求一个王位候补者。３月间①，法国驻柏林大使

贝内代提风闻霍亨索伦王朝的列奥波特亲王觊觎这一王位，

他受巴黎委托对此事进行查询。副大臣冯 梯勒以名誉担保：普

鲁士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贝内代提回到巴黎时打听到皇帝的意见

是：“这种候补分明是反民族的，该国将不会同意，一定会加以防

范的。”

附带说一下，路易－拿破仑在这里证明了：他的地位已经十分不

稳。事实上，“为萨多瓦报仇”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普鲁士亲

００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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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西班牙即位，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种种不愉快事情，普鲁士

将卷入西班牙各党派的内部关系之中，甚至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微不足道的普鲁士舰队会遭到失败，在任何情况下普鲁士都会在

欧洲面前陷入一种极端可笑的境地，可是，路易 波拿巴已经不能

让自己演这一类戏了。他的威信已经大大低落，以致不得不受传统

观点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德意志君主登上西班牙王

位，就会把法国置于受两面夹攻的境地，因而这种做法是不能容

忍的，——这是一种从１８３０年以来就显得幼稚可笑的观点。

这样，贝内代提就去拜访俾斯麦，以便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

的说明，并向他阐明法国的立场（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１日）。他从俾斯麦那

里没有打听到什么特别确定的东西。可是，俾斯麦却从他那里打听

到了想要知道的东西：提出列奥波特为候补者就意味着立即对法

作战。这样一来，俾斯麦就有可能爱在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就在什么

时候发动了。

果然，在１８７０年７月，列奥波特的候补地位又一次冒了出来，

并且，不管路易－拿破仑怎样表示不愿意作战，还是立即引起了

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仅看到，他已陷入了别人的圈套。他也知道，

问题已关系到他的帝位，他并不相信他的波拿巴主义硫磺帮５２１是

诚实的，即使它曾向他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直到护腿套

的最后一个扣子；他更不相信它的军事和行政才能。但是，他自己

的过去经历的逻辑结果驱使他走向灭亡，他的动摇适足以加速他

的毁灭。

相反，俾斯麦不仅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这

一次他实际上有人民作为后盾，因为在双方进行种种外交欺骗之

后，人民只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场不仅为了莱茵河地区，

１０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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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为了民族生存的战争。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１８１３年以来

第一次——又心甘情愿地斗志昂扬地云集于战旗之下。不管这种

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不管俾斯麦是否擅自把两千年民族遗产

中的哪一部分许给了路易－拿破仑，都是无所谓的，——问题在

于要使外国永远知道：它不应当干预德国的内部事务，德国没有

义务要用割让德国领土的办法支持摇摇欲坠的路易－拿破仑宝

座。于是，在这种民族高潮面前，一切阶级差别都消失了，德国南

部各个宫廷关于莱茵联邦的一切打算以及被逐君主的一切复辟企

图，都化为乌有了。

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路易－拿破仑对奥地利和丹麦有把握，对

意大利也颇有把握。俾斯麦得到俄国的支持。可是，奥地利像往常

一样没有准备，在９月２日以前没有能够进行积极的干涉，——而

在９月２日，路易－拿破仑已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加之，俄国已通

知奥地利：一旦奥地利进攻普鲁士，它将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

路易－拿破仑所实行的下面那种两面派政策得到了报应：他想掀

起民族统一运动，但同时却想在这种民族统一面前保护教皇；他

继续用军队占领罗马，现在这支军队他在本国很需要，然而，要

是不使意大利承担尊重罗马和教皇主权的义务，就不可能把军队

撤回；而这又会妨碍意大利来帮它的忙。最后，丹麦从俄国得到命

令，叫它不要乱动。

可是，比起一切外交谈判来，对战争局部化更起决定性影响

的，是德国的武装力量从施皮歇恩和维尔特到色当的迅速打击５２２。

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每战必败，最后有四分之三的人成了德国的

战俘。这并不怪士兵，他们作战是够勇敢的，而是怪领导人和政府

当局。但是，如果有人像路易－拿破仑那样，在一帮坏蛋的协助下

２０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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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在十八年当中只通过让这帮坏蛋去剥削法国

的办法来维持这个帝国，让这一帮人高踞国家的一切决定性职位，

而让他们的帮凶占据一切次要的地位，那末，要是他不愿意被人

抛弃，就不应当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在不到五个星期里，多年来

使欧洲庸人惊奇不已的整个帝国大厦崩溃了；９月４日的革命５２３只

不过是清除瓦砾，而为了建立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发动战争的俾

斯麦，却突然在一个好日子里扮演了法兰西共和国缔造者的角色。

按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进行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人民，而

是反对路易－拿破仑的。随着后者的垮台，进行战争也就没有任何

理由了。９月４日的政府也是这样想像的——在别的问题上决不是

如此天真，——所以当俾斯麦现在突然露出了普鲁士容克的面目

时，它就十分惊惶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普鲁士容克那样痛恨法国人。问题不仅

在于：免税的容克曾经在遭受虐待时期大吃苦头，这种迫害是法

国人在１８０６—１８１３年间加在容克头上的，是由他们自己的骄傲自

大引起的；而且，更坏的是：不信神的法国人用无法无天的革命

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以致容克们昔日的权势甚至在旧普鲁士也大

部分被葬送了；穷得可怜的容克们不得不为了残存的权势而一年

又一年地进行顽强斗争，而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人已经沦为衣履

不全的寄生贵族。为了这些，必须对法国进行报复，而由俾斯麦指

挥的军队里的容克军官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在普鲁士制定了法

国的战争赔款单，根据这个单子在法国确定各城市和各省份应缴

战争赔款的数额，——当然，是对法国所拥有的财富做了多得多

的估计的。用一种示威式的毫不留情的方式来征用食物、粮秣、衣

服、鞋靴，等等。阿尔登的一个市长，由于声明无法交出这类东西，

３０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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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由分说地被打了二十五棍；这件事巴黎政府曾经公布了官方

的证明。那些似乎专门学过１８１３年普鲁士“民军条例”５２４而完全按

照这个条例行动的自由射手们一经拿获，即被残忍地就地枪决。关

于把挂钟送回国来的故事也是真实的，“科伦日报”本身就曾经报

道过。只是在普鲁士人看来，这种挂钟并不是偷来的，而是在巴黎

附近的荒废别墅里找到的一种无主之物，是为了祖国的亲人而没

收的。由此可见，俾斯麦指挥下的容克们所关心的是：尽管士兵和

不少军官的所作所为无可责难，但是战争还是要保持特殊的普鲁

士性质，并且硬要法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可是，法国人却让整个

军队对容克的卑劣行为负责。

不过，就是这帮容克还是要对法国人民表示史无前例的敬意。

当想要解围巴黎的一切尝试遭到失败，全部法军都被击退，布尔

巴基向德国人的交通线实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的

时候；当整个欧洲外交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让法国去听天

由命的时候，挨饿的巴黎终于被迫投降了。５２５当容克们终于有可能

胜利地进入不信神的人的巢穴，并对巴黎的造反分子彻底地进行

报复——１８１４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１８１５年威灵顿都没有让他们

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了；现在他们可

以痛痛快快地惩治一下革命的摇篮和故乡了。

巴黎投降了，它交出了两亿赔款；要塞交给了普鲁士人；城

防军在胜利者面前放下了武器，交出了他们的野炮；巴黎要塞围

墙的大炮都被拆除了；国家的所有一切反抗手段都接二连三地交

出去了。但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巴黎人

民——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无论是

４０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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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或者是大炮。①为了向全世界宣告胜利的德国军队在武装的

巴黎人民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了脚步，胜利者没有进入巴黎，只

满足于获准把爱丽舍园——一个公园！——占领了三天，而这个地

方四周都受巴黎人的哨兵保护、监视和包围！没有一个德国兵走进

巴黎市政厅，没有一个德国兵踏上林荫道，而得以进入路弗尔宫

去赏鉴艺术珍品的几个人必须请求批准，否则便是违反投降条件。

法国被击溃了，巴黎被饿倒了，可是，巴黎人民用自己的光荣的

过去为自己争得了这样的尊敬：没有一个胜利者敢要求他们解除

武装，没有一个胜利者胆敢搜查他们的家，胆敢用胜利游行来玷

污这些街道——经历了多次革命的战场。仿佛是那位新出炉的德

国皇帝②在活着的巴黎革命者面前脱帽致敬，就像他的哥哥③当

年在死难的柏林三月战士５２６面前脱帽致敬那样，仿佛是整个德国

军队都站在皇帝背后，举枪致敬。

可是，这也是俾斯麦不得不承担的唯一牺牲。他竟说什么在法

国并没有能同他签订和约的政府，——这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不

论在９月４日或者在１月２８日都是一样，——他以此为借口纯粹按

普鲁士方式彻底利用他的胜利，直到彻底打倒了法国以后才同意

签订和约。在签订和约时，他又按照美好的旧普鲁士方式“毫无顾

忌地利用有利形势”。不仅榨取了五十亿战争赔款这样一笔空前巨

大的款子，而且还从法国手中夺走了两个省——亚尔萨斯和德意

志洛林（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把它们并入德国。５２７从这一兼并

５０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②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正是这些属于国民自卫军而不是属于国家因而没有交给普鲁士人的大炮，梯

也尔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下令要从巴黎人那儿偷过来，这就成了起义的导火线，

由此产生了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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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俾斯麦第一次以独立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他不再用自己的

方法去实现从外面强加于他的纲领，而是去实现他自己脑子活动

的产物了；在这里他就犯了他的第一个大错误①。

亚尔萨斯是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基本上占领的。黎塞留这

样做是背弃了亨利四世的下述坚定原则的：

“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

语的地方归我。”

黎塞留所根据的，是莱茵的自然疆界、古高卢的历史疆界这

一原则。这是一件蠢事；但是，囊括了洛林、比利时的法语区、甚

至法兰斯孔太的德意志帝国，却无权指责法国兼并说德语的地方。

如果说，路易十四１６８１年在和平时期曾经借助于斯特拉斯堡的一

个亲法政党而占领了该市
５２８
，那末，普鲁士没有必要对此表示愤懑，它在１７９６年也曾经对帝

国自由市纽伦堡同样施加暴力（虽然未能成功），而且根本没有，

一个普鲁士政党要它这样做。②

洛林是在１７３５年由奥地利根据维也纳和约出卖给法国的５３１，

在１７６６年最终为法国占有。它在几世纪当中只是在名义上属于德

６０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② 人们指责路易十四，说他曾在最和平期驱使他的“归并议会”５２９觊觎不属于他

的德国地区。因此，即使出于最恶毒的嫉妒也不能对普鲁士人说什么了。情况

恰好相反。普鲁士人在１７９５年直接破坏帝国宪法而同法国单独媾和５３０，并且
把分界线后头各个同样背信弃义的小邻邦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了第一个北德意

志联邦，在此之后，他们就利用了同奥地利结盟的不得不单独继续作战的德

国南部帝国官员的窘境，企图在法兰克尼亚实行兼并。他们在安斯巴赫和拜

罗伊特（它们当时属于普鲁士）按照路易的样子建立了“归并议会”，对一系

列邻邦提出了领土要求，相形之下，倒使路易的法律论据成了十分显然令

以下直到“俾斯麦已达到目的”（见本卷第５１３页）以前的各段文字，由于缺

少这几页手稿，这一部分是按照“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原文复制的（见

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新时代”第１卷第２５期第７７２—７７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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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帝国，它的历代公爵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法国人，而且几乎

一直同法国结盟。

在法国革命以前，在佛日山脉中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在德国

面前表示自己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帝国官员，而在法国面前则承

认它对他们拥有主权；他们就从这种双重地位中得到好处，如果

德意志帝国容忍这种情况，而不向邦君们追究责任，那末，当法

国根据自己的主权保护这些地区的居民免遭被逐邦君侵犯的时

候，德意志帝国就不应当抱怨。

整个来说，这片德国领土在革命前几乎完全没有法国化。在内

部交往中，德语仍然是学校用语和官厅用语，至少在亚尔萨斯如

此。法国政府保护着这些德国省份，这些省份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破

坏以后，现在，从十八世纪初期起，在自己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

敌人了。由绵延不断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

不可能引诱亚尔萨斯人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至少能过着安宁与

和平的日子，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因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庸人们

便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天定的道路。而且他们的命运并不是独一

无二的，须知，霍尔施坦人也是受外来的丹麦统治的。

但是法国革命发生了。亚尔萨斯和洛林从来不敢指望从德国

手中得到的东西，由法国送给它们了。封建枷锁打碎了。从属的、服

徭役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人，他们在许多场合下成了自己的宅院和

７０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人信服的。后来，当德国人被击退，而法国人进入法兰克尼亚的时候，以拯救

者自命的普鲁士人就占领了纽伦堡周围地区，包括直到城墙的市郊在内，并

且诱使心惊胆战的纽伦堡庸人签订了一项条约（１７９６年９月２日），在不许犹太

人进入城内的条件下规定该市归普鲁士统治。但是，卡尔大公紧接着又转入

进攻，于１７９６年９月３日和４日在维尔茨堡打败了法国人，于是普鲁士硬要纽伦

堡人接受自己的德意志使命这样一种企图也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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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城市望族的统治和行会特权消失了。贵族也被

赶走了。而在小邦君和贵族的领土上，农民效法邻人，赶走了邦君、

政府机关和贵族，并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法国公民。在法国，任何一

个地方的人民参加革命的热情都不像说德语的地方那么高。所以，

当德意志帝国向革命宣战的时候，当德国人不仅自己现在还服服

贴贴地带着锁链，而且还让人利用自己来把旧的奴隶制重新强加

于法国人，把刚被赶走的封建主重新强加于亚尔萨斯农民的时候，

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就不再属于德意志民族了，他们学会了憎恨

和鄙视德国人，在斯特拉斯堡写出了“马赛曲”，配上了谱，而且

首先由亚尔萨斯人唱起来。德意志的法国人不管语言和过去经历

如何，在几百个战场上，在为革命进行的斗争中，已经同本来的

法国人融合为一个民族〔Ｖｏｌｋ〕了。

大革命不是使敦克尔克的佛来米人、布列塔尼的克尔特人和

科西嘉的意大利人发生了同样的奇迹吗？如果我们抱怨德国人也

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末，我们岂不是忘记了使这样的事有可能发

生的我们的全部历史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整个莱茵河左岸即使只

是消极地参加了革命，但是在１８１４年德国人再度攻入的时候仍然

是亲法的，并且直到１８４８年革命使德国人在莱茵居民的心目中恢

复名誉以前也一直是亲法的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海涅的法国狂、

甚至他的波拿巴主义也不过是莱茵河左岸人民普遍情绪的反映

吗？

１８１４年，联军在向前推进期间，正好在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

林遭到了最坚决的敌视，受到了人民本身最激烈的反抗；因为在

这里人们感到有再度变成德国人的危险。而当时在那里人们还是

几乎光说德语的。可是，当脱离法国的危险过去了的时候，当德国

８０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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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沙文主义者的兼并欲被打消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有必要

在语言方面也更紧密地同法国融合在一起，从这时起，学校就像

卢森堡人自愿实行过的那样法国化了。但这种转变过程毕竟是非

常缓慢的；只有现在这一代资产阶级才真正法国化了，而农民和

工人还是说德语的。这大致上同卢森堡的情况一样：除了一部分教

会讲坛以外，书面德语已被法语排挤了，但德国的民间方言只是

在语言交界处失去了地盘，而且，作为日常用语，它在这里比在

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应用得更为广泛。

这就是俾斯麦和普鲁士容克冒着危险要使之再度德国化的地

方，他们是被那种看来同德国一切问题密不可分的沙文主义浪漫

主义的复活支持着的。要想使“马赛曲”的故乡斯特拉斯堡德国化，

就好像要想使加里波第的故乡尼斯法国化一样荒谬。但是在尼斯，

路易－拿破仑至少还遵守了礼貌，他让兼并问题由投票来决

定，——这一招成功了。撇开普鲁士人有充分理由厌恶这类革命

措施不谈，——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某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要求归

并于普鲁士的事情，——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这里的

居民比本来的法国人本身更一心一德地留恋法国。因此就赤裸裸

地用暴力割了出来。这是对法国革命的一种报复行动；被夺走的正

是由于革命才同法国融合为一的土地之一。

从军事上来看，这种兼并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占领了麦茨和

斯特拉斯堡以后，德国就有了一道极其强固的防御线。只要比利时

和瑞士保持中立，法国人就只能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间的狭长地

带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此外，科布伦茨、麦茨、斯特拉斯堡、美

因兹还能形成世界上最坚固、最巨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种

四边形要塞区，像奥地利在伦巴第的四边形要塞区５３２一样，也是一

９０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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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处在敌人领土上，在那里充当镇压居民的基地的。而且，为了使

四边形要塞区连成一气，就必须越出德语区，就必须兼并２５万本

来的法国人。

因此，战略上的巨大利益是唯一能够为兼并辩护的理由。可

是，这种利益能不能比得上由此而遭到的损失呢？

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由于公开而率直地宣布粗野的暴力是自己

的基本原则而使自己在道义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对于这种损失，

这位普鲁士的容克是不加考虑的。相反，他要的是倔强的、用暴力

加以镇压的臣民；他们是普鲁士威力日益增强的证据；实际上他

也从来没有什么别的证据。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兼并的政治后

果。而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兼并在法律上生效以前，马克

思就在国际的一个通告中就兼并一事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亚尔萨

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５３３而且，在俾斯麦本

人于１８８８年２月６日的帝国国会演说中向万能的沙皇——战争与和

平的主宰诉苦，最终承认了这句话的真实５３４以前，社会民主党人也

曾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

的确，这是非常明显的。由于从法国手中夺走两个狂热爱国的

省份，于是就把法国投入了任何一个能给它带来收复这两个省份

的希望的人的怀抱，并且使它变成了自己的永久的敌人。不错，在

这方面当之无愧地并且诚心诚意地代表德国庸人的俾斯麦，要求

法国人不仅应当在国法上、而且应当在道义上放弃亚尔萨斯—洛

林，甚至应当欢迎革命法国的这两个地区“重归故国”（尽管这两

个地区根本不想这个故国）。然而，很遗憾，法国人并不这样做，正

像德国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道义上不放弃莱茵河左岸一样，虽

然这一地区当时根本不希望回到德国人那里去。只要亚尔萨斯人

０１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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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洛林人要求回到法国，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力图重新得到他们，

将寻找而且必然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而包括寻找盟友。而

它用来对付德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俄国。

如果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最大最强的民族因彼此敌视而相互抵

消，如果再加上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而使它们

相互斗争，那末，从中得利的只有当时行动更加自由的俄国，——

而俄国的侵略野心越是有指望从法国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它就越

少受到德国方面的阻挠。俾斯麦难道不是把法国置于这样一种境

地，也就是使它不得不乞求同俄国结盟，只要俄国答应使失去的

省份归还它，它就一定甘愿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俄国吗？如果说，虽

然如此，和平仍然已经维持了十七年之久，那末，这难道不只是

由于法国和俄国实行的后备军制度要提供足数受过训练的每年的

兵员至少需要十六年，而德国在最近实行改革以后甚至需要二十

五年吗？亚尔萨斯—洛林被兼并是在最近十七年中支配着整个欧

洲政治的因素，这种兼并在目前不也是以战争威胁着我们这部分

世界的全部危机的主要原因吗？消除这一事实，和平就有保证！

那些说带有高地德意志语腔调的法语的亚尔萨斯资产者，混

血种的纨袴子，一举一动比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还要法国化，他

们瞧不起歌德，而醉心于拉辛，但终究摆脱不了自己出身于德国

这样一种秘密的亏心事，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妄

谈德国的一切，以致从来不适于充当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调停

人，——这些亚尔萨斯资产者诚然是些卑贱的家伙，不管他们是

牟尔豪森的工厂主还是巴黎的记者。可是，使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

样子的，不正是最近三百年的德国历史吗？几乎所有侨外的德国

人，特别是商人，不是在不久以前还都同亚尔萨斯人一样吗？他们

１１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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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出身于德国，他们以一种真正的自我折磨的精神冒充着

异邦的、自己新祖国的国籍，同时，像亚尔萨斯人那样自愿地把

自己置于至少是同样的可笑境地，而亚尔萨斯人毕竟多少是由外

界情况使然的。例如在英国，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０年迁移到那里去的全

部德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英国化了，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也几

乎只说英语，直到今天，例如在曼彻斯特交易所里，还有不少老

德国庸人在那儿跑来跑去，只要能把他们看成是地道的英国人，他

们就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半财产。从１８４８年以来，在这方面才发生了

变化，而从１８７０年起，当甚至预备役尉官也来到了英国，而且柏

林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去的时候，普鲁士的高傲自大就代替了

以往的卑躬屈节，这在外国同样把我们弄得很可笑。

难道从１８７１年起，同德国合并就使亚尔萨斯人更高兴一些吗？

恰好相反。他们被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而邻邦法国却是实行共和制

度的。在他们那里实行了烦琐的、讨厌的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制

度，而同这种制度比较起来，臭名远扬的法国行政长官的那种受

法律严格调节的干涉制度还是可贵的。残存的出版自由、集会和结

社权很快就取消了，固执的市政委员会也解散了，德国的官僚被

任命为市长。相反地，对于“名流”，即完全法国化了的贵族和资

产者，却百般奉迎，他们对即使不亲德、但是说德语的农民和工

人——他们构成了还能试图与之和解的唯一因素——的压榨却受

到了保护。而这样做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得到的是：１８８７年２月，当

整个德国受到恐吓，并且俾斯麦的卡特尔多数派被送进了帝国国

会５３５的时候，亚尔萨斯—洛林选举了清一色的极端亲法派，而抛弃

了哪怕有一点点同情德国人的嫌疑的人。

如果说，现在亚尔萨斯人是这个样子，那末我们有权对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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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雷霆吗？绝对没有。他们厌恶兼并是一个历史事实，对这一事实

应当加以解释，而不应当破口大骂。在这里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

德国要犯好多好大的历史罪过，才使亚尔萨斯人产生了这样一种

情绪？如果企图使亚尔萨斯人重新德国化已经过了十七年，他们还

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大声疾呼：请不要对我们这样做吧，那末，我

们的新德意志帝国从外面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是否有

权设想，两次顺利的战争和俾斯麦的十七年独裁就足以消除三百

年的可耻历史的全部后果呢？

俾斯麦已达到目的。他的新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已在凡尔赛路

易十四的豪华宫殿里公开宣布成立。５３６法国无力地倒在他的脚下；

他本人不敢碰一下的倔强的巴黎，被梯也尔挑动进行了公社起义，

后来被遣返归国的前帝国军队的士兵打垮了。所有欧洲庸人现在

都赞扬俾斯麦，就像他们在五十年代赞扬他的原型路易 波拿巴一

样。在俄国的帮助下，德国成了欧洲的第一个强国，而德国的全部

权力都落到了独裁者俾斯麦手中。现在的问题是他能利用这种权

力做些什么。如果说，他迄今为止虽然不是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而

是用波拿巴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一计划，那末现在，这

个课题已大致完成了，现在应当制订自己的计划，应当表明他自

己的头脑能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来。而这一点一定会在新帝国的内

部建设中表现出来。

德国社会是由大地主、农民、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组成

的；他们又分成三个主要阶级。

比较大的地产都集中在少数富豪（特别是在西里西亚）和大

量中等地主手中，后者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各省最多。也正是

这些普鲁士的容克，在整个这一阶级中或多或少地占着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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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管事来经营自己的大部分地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

身是农业主，此外，他们往往又是土豆酒厂和甜菜糖厂的老板。他

们的地产只要有可能就作为长子继承的地产固定在家庭中。较小

的儿子则参加军队或者担任国家文职，因此，这种占有土地的小

贵族还拖带着一批更小的军官贵族和官吏贵族，这些人还在不断

增加，因为从资产阶级的较高级军官和官吏中也产生出大批贵族。

在这整个贵族族类的最底层，自然就形成了大量寄生贵族，即贵

族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靠借债、赌博、耍赖、乞讨和充当政治

间谍过日子。整个这一帮人构成了普鲁士的容克阶级，成了旧普鲁

士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可是，这个容克阶级的占有土地的核心本

身，是站得极其不稳固的。必须按照该等级的身分来生活，因而就

使开支与日俱增；把年轻较小的儿子扶育到尉官和陪审官，给女

儿陪嫁，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由于这些义务是其他一切考虑

都必须让路的义务，因此，人不敷出以及订立票据，甚至典当，也

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这整个容克阶级经常处于深渊的边缘；

各种灾难，不管是战争、歉收或商业危机，都有使他们堕入深渊

的危险；因此，一百多年来，他们只有依靠国家的各种帮助才免

于灭亡，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有国家帮助才继续生存下去，也就

不足为怪了。这个只靠人工维持的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任何国家

帮助都不能使它长期生存下去。可是，这个阶级一消失，旧的普鲁

士国家也就要消失了。

农民是政治上不怎么积极的因素。在他们本身是所有者的情

况下，他们就日益遭到破产，这是由于被夺走了古老的公共马尔

克或公共牧场（没有这种牧场，他们就无法喂养牲畜）的小农经

济这样一种不利的生产条件造成的。在他们是佃农的情况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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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就更糟。小农生产主要以自然经济为前提，在货币经济下它

是要灭亡的。因此，债务越来越多，他们大批被抵押债权人剥夺，

不得不借助家庭手工业以求不致完全被赶出自己的一块土地。在

政治方面，农民多半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反动的：在莱茵河地

区，由于对普鲁士人怀有旧恨，他们是教皇至上派；在其他地区，

他们是分立派，或者是新教的保守派。宗教感情仍然是这一阶级的

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表现。

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谈过了。自１８４８年起，它经历了空前的经济

繁荣。德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１８４７年商业危机以后由于当时海洋

轮船航运业的创立、由于铁路的大规模扩建以及由于加利福尼亚

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引起的巨大的工业发展。正是由于资产

阶级渴望消除由小邦造成的交往阻塞状态，渴望在世界市场上同

它的国外竞争者争得同等地位，才引起了俾斯麦的革命。这时，由

于法国的数十亿金钱涌入德国，在资产阶级面前便展现了一个狂

热地从事企业活动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通过全德范围内

的破产５３７第一次证明了：它是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它当时在经济

上已经是居民中最强大的阶级；国家必须服从它的经济利益；１８４８

年革命使国家具有了外表上的宪法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资产

阶级就有可能同样在政治上进行统治并扩大它的这种统治。尽管

如此，它离实际的政治统治仍然很远。在同俾斯麦的冲突中，它并

没有取得胜利；冲突是通过从上面实现德国革命的办法消除的，这

就更清楚地向它表明了，行政权这时至多也只是非常间接地依附

于它的，它既不能撤换大臣或任命大臣，也不能支配军队。而且，

它在强有力的行政权面前是胆怯而又软弱的；但容克也是这个样

子，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同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直接的经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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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所以它比起容克来还有更多的理由。可是不容置疑：它必然要

在经济上逐步消灭容克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它是唯一有前

途的阶级。

组成小资产阶级的首先是中世纪手工业者的残余分子，这种

人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要比西欧其他各国多得多；其次是

没落的资产者；再其次是无产居民中上升为小商人的分子。随着大

工业的扩展，整个小资产阶级的生存已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点稳定

性；职业的改变和周期性的破产已成了常规。这个曾经构成德国庸

人基本核心的、过去非常稳定的阶级，现在已不像先前那样满意、

温顺、卑屈、虔诚和体面了，它已陷入了茫无前途、对上帝给它

决定的命运感到不满的状态。手工业者的残余分子大叫大喊要恢

复行会特权，其他人则有一部分已变成了温和的民主进步党人５３８，

有一部分甚至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并且在有些地方直接参加了工

人运动。

最后是工人。农业工人，至少德国东部的农业工人仍然处于半

农奴状态，这些工人是不能算数的。相反，在城市工人中间，社会民

主党已得到了迅速的进展，而且随着大工业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

化从而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极度尖锐而日益发展。即

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定时期内还分裂成两个相互斗争的党５３９，

但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两个党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几

乎已完全消失了。正统拉萨尔主义及其想“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

合作社”的特殊要求，已渐渐消声匿迹，并已日益证明自己没有力

量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核心。个别领导

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两个社会

民主主义派别的联合，还受到差不多完全是个人问题的阻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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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现的。但即使是在分裂时期，并且尽管是发生

了分裂，运动还是足够强大的，因而使工业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并

且麻痹了资产阶级对还不依赖它的政府所作的斗争。其实，德国资

产阶级自１８４８年以来就已经不能摆脱赤色幽灵了。

这种阶级划分，就是议会和邦议会中党派划分的基础。大地主

和一部分农民构成了保守党人５４０；工业资产阶级构成了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自由党５４１，而它的左翼——被削弱的民

主党或所谓进步党，是由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工人支

持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最后，工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政党——社会

民主党，加入这个党的也有小资产者。

一个处于俾斯麦地位、并有俾斯麦的过去经历的人，如果对

事态有一些了解，他就一定会对自己说：像当时那个样子的容克

阶级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只有资产

阶级才能希望有前途（我们在这里且不谈工人阶级，我们并不想

要求俾斯麦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他越是让他的新帝

国逐步过渡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帝国的生存就越是有可靠

的保证。我们决不会要求他去做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情。立

即过渡到使帝国国会拥有决定性权力（类似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

种权力）的议会制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甚至是不明智的；议会形

式的俾斯麦独裁，对他本人来说，在最初肯定还是必须实行的；我

们绝不责备他在最初保持了这种独裁；我们只问：应当利用独裁

达到什么目的。可以不必怀疑的是：奠定一种同英国宪制相当的制

度的基础，是唯一的一条有希望保证新帝国拥有巩固的基础和得

到平静的内部发展的道路。他的容克阶级中大部分是无法挽救的

了；让这一部分遭到面临的灭亡的命运之后，看来仍然有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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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一部分和新的分子中组成一个独立的大地主的阶级，这一阶

级本身将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装饰品；而资产阶级甚至在拥有充分

权力时也一定会使它在国家中享有代表职位，同时还一定会使它

享有各种肥缺和很大的势力。如果向资产阶级做出了反正不能长

期拒绝做出的政治让步（至少从有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应当如此判

断），向它慢慢地、甚至一点一滴地做出这些让步，至少能把新帝

国引上这样一条道路：使它可以赶上在政治上遥遥领先的西欧其

他国家，最终摆脱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摆脱那种在官僚当中仍

然很盛行的庸人传统，最主要的是使它可以在那些决不算年轻的

缔造者们呜呼哀哉之前站得住脚。

况且，做到这一切根本不是怎么困难的。无论是容克或者是资

产者，甚至连平平常常的毅力都没有。容克在最近六十年来已证明

了这一点，在这六十年中，国家经常不顾这帮唐 吉诃德的反对而

实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措施。从漫长的历史中也习惯于让步的资

产阶级，在冲突以后余痛犹深；从此以后，俾斯麦的成就更挫败

了它的反抗力量，而它由于害怕越来越有威胁性的工人运动，更

是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现了资产阶级民族愿望

的人，在实现它的一般说来并不高的政治要求时，是不难保持合

乎他心意的任何一种速度的。他只要认清目的就行了。

从有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从工人阶级的

观点看来，要建立牢固的资产阶级统治显然已经太晚了。在德国，

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在这样的时候形成

的：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几乎与资产阶级同时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

因而，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早在资产阶级争得独占的或主要的政治

权力以前就已开始了。可是，即使在德国实行平静的和巩固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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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统治已经太晚，但在１８７０年，从一般有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向

这种资产阶级统治迈进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

肃清继续盛行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腐朽封建主义时代的大量残

余；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成果逐步地移植到德国

的土地上来，简言之，只有这样做才能剪掉德国的过长而又过时

的辫子，才能有意识地、最终地把它引上现代发展的道路，才能

使它的政治状况适应于它的工业状况。以后，一旦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终于发生，它至少会在正常的环境中

进行，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斗争是为了什么，而

不像我们１８４８年在德国所看到的，是在一片混乱、模糊不清、利

益混杂、茫然失措的状态中进行的。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将只有有

产者感到茫然失措；工人阶级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在１８７１年德国的形势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就不得

不在各阶级之间采取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了。这一点是无须责难

他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这种政策，

不管采取的速度如何，但却是有意识地、坚定地走向建立最终的

资产阶级统治，那末，在根据有产阶级立场而实行的政策一般所

能做到的范围里说，它就是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如果这种政策是

走向保持旧普鲁士国家，走向使德国逐步普鲁士化，那末它就是

反动的，是法定要遭到最后失败的。如果这种政策仅仅走向保持俾

斯麦的统治，那末它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结局必然同任何

波拿巴主义一样。

        

最近的任务就是帝国宪法。作为材料，一方面有北德意志联邦

宪法，另一方面有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的条约。５４２俾斯麦制订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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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时所要倚重的因素，一方面是在联邦会议中有代表的各个王

朝５４３，另一方面是在帝国国会中有代表的人民。北德意志联邦宪

法和条约，已经给各王朝的要求设下了一定的范围。相反，人民却

要求大大增加自己在政权中所占的一份。人民已经在战场上争得

了不受外来干涉的独立和统一（在能谈到这一点的范围内）；正是

人民首先要决定应当怎样利用这种独立，应当怎样具体地实现并

利用这种统一。即使人民承认了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

制基础，那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新宪法中享有一份比在以往宪法

中更大的权力。帝国国会是实际上体现了新“统一”的唯一机关。

帝国国会说的话愈有分量，帝国宪法愈摆脱各邦宪法的牵制，新

帝国就一定会团结得愈紧密，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普鲁士人

就一定愈溶化于德国人。

对于每一个不光看到自己鼻子的人来说，这一点应当是十分

清楚的。但俾斯麦不这样想。相反地，他却利用战后盛行的爱国狂

热来诱导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不仅不去扩大人民权利，甚至不去明

确规定人民权利，要他们只限于在帝国宪法中简单地重复北德意

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各个小党想在宪法中表现人民

自由权的种种企图都遭到了拒绝，甚至天主教中央党提出要把普

鲁士宪法的条文——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教会独立的

条文——列入宪法的提议也遭到了拒绝。可见，普鲁士宪法尽管受

到了双重、三重的限制，但比帝国宪法还是多一些自由主义的色

彩。捐税不是每年进行表决，而是由“法律”一劳永逸地规定下来，

因而，帝国国会就被剥夺了拒绝纳税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德国以

外的立宪世界无法理解的普鲁士理论，就运用到德国来了，根据

这一理论，人民代表只有权在纸面上否决支出，而政府却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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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把收入装进腰包。可是，当帝国国会被这样剥夺了最好的权

力手段，并被降到普鲁士议院——那个被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宪法修

改５４４、曼托伊费尔作风、宪法冲突和萨多瓦所摧毁的普鲁士议院

——的屈辱地位的时候，联邦会议基本上却享有旧联邦议会在形

式上所占有的种种绝对权力，并且是实际上享有这种权力，因为

它身上已解除了那些束缚联邦聚会的桎梏。联邦会议不仅在立法

上同帝国国会一起拥有决定权，而且它也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因

为它可以颁布实施帝国法律的细则，此外，它还可以对“实施帝

国法律时所产生的缺点……”做出决定，即对在其他文明国家只

有用新法律才可以纠正的缺点做出决定（第七条第三款，这一条

看起来很像法律学中的诡辩）。

可见，俾斯麦并不是在代表民族统一的帝国国会中给自己寻

找主要支柱，而是在代表分立主义分裂的联邦会议中给自己寻找

主要支柱。虽然他也装扮成民族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并没有勇气真

正站在民族或它的代表者的前列；民主应当为他服务，而不是他

为民主服务；与其说他依靠人民，不如说他依靠幕后的阴谋，依

靠那种巧妙使用外交手腕、依靠糖饼和鞭子左联邦会议中拼凑即

使是不大听话的多数派。这里向我们暴露出来的短浅目光和卑劣

观点，是完全同我们迄今所认识的这个人的性格相吻合的。然而，

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奇怪：他的巨大成就竟没有使他哪怕暂时升

高到超出他本人的水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使问题归结为：使全部帝国宪法具有一个

唯一的稳固的轴心——一个帝国首相。联邦会议应当处于这样一

种地位，这种地位使其他责任行政权成为不可能，可能的只有帝

国首相的责任行政权，因而使帝国责任大臣无法存在。实际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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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任命责任内阁来调整帝国行政的任何企图，都被看成是破坏

联邦会议权利的行为，都遭到了无法克服的反抗。我们很快就会发

现，宪法是“按照”俾斯麦的“身段剪裁”的。宪法是向实行他的

个人统治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这种统治是通过平衡帝国国会

中各政党的力量、平衡联邦会议中分立主义各邦的力量来实现

的，——即在波拿巴主义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不过，不能说，新的帝国宪法——除开向巴伐利亚和维尔腾

堡所做的个别让步以外——是一个直接的退步。但这也就是对它

所能说的最好评语了。资产阶级的经济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而

它的政治要求——只要它还提出——却受到了像在宪法冲突时期

的那种阻碍。

只要它还提出政治要求！实际上也不能否认，这类要求在民族

自由党手中已缩小到十分可怜的程度，而且还在一天天缩小。这班

老爷们不仅不去要求俾斯麦做到使他们便于同他合作，反而一有

可能就力图迎合他，甚至没有可能或者不能容许的时候也常常这

样做。俾斯麦瞧不起他们，这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归罪于他，——他

的容克们难道就更好一些、更丈夫气一些（哪怕是一丝一毫）吗？

另一个应当体现出帝国统一的领域——货币流通领域，已经

用１８７３—１８７５年的货币法和银行法作了整顿。实行金本位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但实行得很缓慢和摇摆不定，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最

后巩固下来。已采用的币制——以三分之一塔勒为一个十进位的

单位，取名马克，作为这种币制的基础——是泽特贝尔在三十年

代末提出的；实际上货币单位是二十金马克的金币。把它的价值稍

微变换一下，就能使它或者同英国的金镑、或者同二十五个金法

郎、或者同五个金美元完全等值，因而就同世界市场上三大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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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发生了联系。大家都宁愿建立独特的币制，从而就给贸易和兑

换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帝国国库券法和银行法，限制了各小邦和

各小邦银行的证券投机活动，而且，由于这时发生了危机，这些

法律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是完全适合在这一

领域内还缺乏经验的德国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整个说

来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最后，还应当在司法方面实施协同一致的立法。德国各中等邦

为反对把帝国权限也扩展到实质性的民法方面去所进行的反抗，

已被克服了；但民法典仍然处在草拟的过程中，而刑法典、刑事诉

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商业法、破产条例以及审判制度已经统一

地制订出来。消除各小邦形式上的和实质性的各种各样法规，本身

就是资产阶级向前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而新法律的主要功绩也就

在于消除上述法规，——它们的内容的功绩倒是小得多。

英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法的历史，这种历史经历了

中世纪，它拯救了很大一份古日耳曼人的自由，它不知警察国家

为何物（这种国家在萌芽状态中就被十七世纪的两次革命扼杀

了），它在两百年来公民自由的不断发展中达到了最高峰。法国法

学家所依据的是大革命，这一革命在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和专制

的警察专横以后，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

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而我们德国

法学家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怎样的呢？无非是延长了数世纪之久

的、被动的、大部分由外来打击所推动的、至今还没有完成的那

种中世纪残余的瓦解过程；无非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在这

个社会里，封建容克和行会师傅像幽灵一样在徘徊，在寻找新的

躯体；无非是这样一种法律秩序，这种秩序，即使君主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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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在１８４８年已被消灭，但警察专横还是一天天在它上面打开缺

口。新帝国法典的编纂者，就是从一切坏学校中的这个最坏的学校

毕业的，他们的大作也恰好与此相称。撇开纯司法方面不谈，政治

自由在这类法典中是很受约束的。如果说，陪审员法庭５４５使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拥有了参与压制工人阶级的手段，那末，国家则

尽量利用限制陪审员法庭的办法使自己不致遭到资产阶级反对派

复兴的危险。刑法典的政治条款往往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就

好像这些条款是按照当前帝国法庭的身段剪裁的，而这种法庭又

是按照这些条款的身段剪裁的一样。新的法典对普鲁士法来说是

一个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像普鲁士法这样一种令人讨厌

的东西，在今天就连施特克尔也搞不出来了，即使给他行割礼他

也搞不出来。可是，迄今一直实施法国法律的各省，却非常强烈地

感觉到褪了色的复制本和经典原本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民族自

由党背离了自己的纲领，所以才有可能使国家暴力靠牺牲公民自

由这样加强起来，才有可能造成这第一个真正的退步。

还应当提一下帝国出版法。刑法典基本上已规定了与此有关

的实质性法律。因此，给整个帝国做出划一的、形式上的规定，并且

清除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的保证金和印花税，就成了这一法律的主

要内容，同时，这也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步。

为了让普鲁士能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模范国，于是就在那里实

行了所谓自治。任务是要肃清可恶的封建主义残余，同时实际上尽

可能使一切原封不动。县组织法〔Ｋｒｅｉｓｏｒｄｎｕｎｇ〕便是为此服务

的。５４６容克老爷们的领地警察权已经成了一种时代错误。它作为一

种封建特权在名义上是被废除了，但在实际上又由于建立了独立

的领地区［Ｇｕｔｓｂｅｚｉｒｋｅ］而恢复了，在这里，地主或者亲自担任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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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乡 长［ｌａ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权 力 的 领 地 区 长

［Ｇｕｔｓ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或者任命这种领地区长；此外，也是由于把区

［Ａｍｔｓｂｅｚｉｒｋ］的全部警察权和警察裁判权都交给了区长

［Ａｍｔｓ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这种区长在农村中自然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大地

主，从而乡也处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单个人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

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通过

类似的魔法，英国大地主变成了治安法官，变成了农村行政机关、

警察机关和下级司法机关的主人，从而使自己在现代化的新称号

下继续享有各种重要的、但用旧的封建形式已无法维持的权力地

位。然而，这是英国“自治”和德国“自治”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我

不知道是否有一个英国大臣敢于在议会中提议：被选出的乡镇官

吏应当经过批准，在选举不适当的情况下由政府强制任命代替者，

设置拥有普鲁士县长、专区政府〔Ｂｅｚｉｒｋ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ｅｎ〕委员和总督

那种权力的国家官吏，行使那种由县组织法规定的行政管理机关

有干预乡镇、区和县的内部事务的权利，甚至提议采取在操英语和

实施英国法律的国家闻所未闻的禁止诉诸法律保护的措施，像在

县组织法的每一页上几乎都可以发现的那样。所以，县议会和省议

会仍然按照旧的封建方式由三个等级——大地主、市和乡的代表

组成，而在英国，甚至一个最保守的内阁也提出了一项法案，把各

郡的全部管理权移交给了几乎按照普选制选出的机构。５４７

东部六个省的县组织法的议案（１８７１年）是第一个征兆，它

表明，俾斯麦决不打算让普鲁士溶化于德国，相反地，他是想更

加强东部这六个省，即旧普鲁士制度的巩固堡垒。容克们还是保留

了一切重要的权力地位，不过把名称改变了一下，而德国的奴隶

们，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人——雇农和短工，却依然像过去一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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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处于农奴地位，只准他们参加两种公共活动：当兵和在帝国

国会选举时充当容克的一帮盲目投票者。俾斯麦这样做，给革命社

会主义政党帮的忙是无法形容的，是值得万分感谢的。

但是，对容克老爷们的蠢举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竟像娇生惯养

的孩子一样，拳打脚踢地反对这一专门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继

续保持他们的特权（只是稍使名称现代化一番而已）而制订的县

组织法。普鲁士的贵族院，或者更确切些说，容克院，最初否决了

这个几乎整整拖了一年的议案，而在用二十四名新“老爷”来

“革新贵族院”以后才通过了该议案。在这里，普鲁士的容克再一

次表明了自己是小气的、顽固的和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他们不

能像英国大地主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形成一个能够在民族生活中

起历史作用的独立大党的核心。因而，他们便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

头脑；俾斯麦也只好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同样还完全没有性格。一

种稍微巧妙的压力就把他们变成了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赤裸裸的〕俾斯

麦党。“文化斗争”就是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实现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计划，必然使一切以旧日的单独发

展为凭借的反普鲁士分子联合成一个政党，以作为反击。这些形形

色色的分子，在教皇至上主义５４８中找到了一面共同的旗帜。由于常

人理智（甚至是无数正统天主教徒的常人理智）对教皇永无谬误

这一新教条的反抗，另一方面又由于教皇国被取消和教皇在罗马

遭到所谓监禁５４９，就迫使天主教的一切勇于战斗的力量更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于是，还在战争期间，即１８７０年秋天，在普鲁士邦议

会中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天主教中央党；它只有五十七个人进入

１８７１年第一届德意志帝国国会，但每经一次选举都有所增加，最

后超过了一百个人。它是由十分复杂的分子组成的。在普鲁士，它

６２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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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力量是那些仍然把自己看做“出于无奈的普鲁士人”的莱

茵小农，此外还有威斯特伐里亚的闵斯德主教管区和帕德波恩主

教管区的天主教大地主和农民以及天主教的西里西亚人。它的第

二支大队人马，是由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巴伐利亚人组成

的。可是，中央党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天主教的宗教，不如说在于

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目前要求统治德国的道地的普鲁士制度的反

感。这种反感在天主教地区表现得特别强烈。同时，在那里还可以

感到对现在被逐出德国的奥地利的同情。同这两种流行的情绪相

适应，中央党采取了坚决的分立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立场。

中央党的这种基本上是反普鲁士的性质，很快就被帝国国会

中其余小党团觉察出来了，这些小党团是由于地方性的原因——

不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出于民族性质和一般性质的原因——而

反对普鲁士的。不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甚至还有

信奉新教的韦耳夫派５５０，都同中央党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即使各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党团从来没有弄清所谓教皇至上派的真正性质，

但他们仍然表明了，他们对真正事态有一定了解，因为他们把中

央党叫做“没有祖国”和“敌视帝国”的党……①

７２５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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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序言草稿

  本书是我的“欧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一部分

的再版，它包括了在该书中题为“暴力论”５５１的三章。这三章早先已

被译成俄文而单独出现，作为附录收在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５５２一书俄文版中。这一版只做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和

补充。但对于单独出版来说，必须再做特别的增补。

既然我是用德文出版一本以“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为题的

小册子，德国读者就有权要求我不隐瞒我对近三十年来暴力在本

国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看法。因此，我增加了一个第四章，这

一章当然只能就主要的历史关节做些阐述。或许以后我能有机会

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题目吧。

写于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底—１８８８年３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新时

代”杂志第１卷第２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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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章提纲

  （１）１８４８年。［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意大利，德国，波兰，

匈牙利。

（２）波拿巴明目张胆的征服政策：民族要求与补偿相交换。意

大利。

（３）作为回答—— ［普鲁士］军队的改组。冲突。俾斯麦。政策

不新奇。

（４）德国局势。统一：（１）由革命实现，（２）由奥地利实现，

（３）由普鲁士实现（关税同盟）。

（５）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６年的战争。各种革命手段。

（６）俾斯麦的好时光——１８７０年以前。

（７）对法战争。①帝国。对亚尔萨斯—洛林之兼并。俄国——仲

裁者。

（８）俾斯麦终于成为反动分子，愚蠢了。文化斗争（非宗教的

婚姻）。保护关税政策及大地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殖民狂热。

９２５

① 此处还有恩格斯写在同一页上后又划掉的（看来是他在写作中使用过以后划

掉的）简记：“１．作战方法。军税。自由射手。［窃取］挂钟。杖罚。容克的报复

的残酷性——从上层到下层。——２．［第二］帝国之倾覆。——３．向巴黎致敬！

４．数十亿和亚尔萨斯—洛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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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俾斯麦的侮辱。—— 反社会党人法。
５５３
—— 对联合会的压

制。——社会改革。——因兼并亚尔萨斯而产生的军国主义。——

容克 ［在俾斯麦身上］突出到首位，因为缺乏其他思想。

写于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底—１８８８年３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３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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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章结束部分提纲

  ． 三个阶级：两个卑鄙龌龊，其中一个在衰落，一个在

兴起；第三个是只要求资产阶级要ｆａｉｒｐｌａｙ〔光明正大地办事〕的

工人。因此，在这后两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是合适的——可是办不

到了！政策是：加强整个国家暴力，特别是使财政独立（铁路国有

化，专营）。警察国家以及司法中的普鲁士法制原则。

１８４８年的两重性质——“自由主义的”和“民族的”性质，也

在１８７０—１８８８年的德国显示出来。

俾斯麦不得不依靠帝国国会和人民，为此，出版、言论、集

会和结社必须完全自由，哪怕是定个方向。

．１．建设［帝国］ ａ．经济上——恶劣的币制改革已经

是主要成就。

ｂ．政治上——警察国家的再建和

１８７６年的反资产阶级的审判法，

法国审判法的恶劣抄本。——民

法典的不确定。——帝国法庭是

最后一环。１８７９年。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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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在献媚政策和

侮辱俾斯麦［案件］中

所表现的思想贫乏。

  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十

足的〕俾斯麦党。

ａ．文化斗争。天主教神父不是

宪兵和警察。资产阶级的狂

喜。——失望。——卡诺萨

之行５５４。唯一合理的结果：

非宗教的婚姻！

  ３．滥设企业的狂热和破产。他的参与。卑鄙龌龊的保守的容克

同资产者一样无耻。

４．［俾斯麦］完全变成了容克。

ａ．保护关税等等；资产者和容克的联合，后者得到最

大份额。

ｂ．１８８２年实行烟草专卖的尝试遭到失败。

ｃ．殖民狂热。

  ５．波拿巴式的社

会政策。

ａ．反社会党人法；工人联合会

和工人储蓄会遭迫害。

ｂ．社会改革之类的粪 便

［Ｓｏｚ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ｓｃｈｅｉｓｓｅ］。

． ６．对外政策。战争的危险，兼并的结果。军队的扩充。七年

期限法５５５。把各期应征人员完全征集起来以后，再把１８７０年以前的

适龄人员也征集起来，以便再保持一个时期的优势。

． 结果：ａ．这两个人①一死国内大势就会陷于瓦解状态：没

有皇帝的帝国是没有的！无产阶级被逼上革命道

路，社会民主党随着反社会党人法的废止而空前

壮大，——混乱。

２３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俾斯麦和皇帝威廉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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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这一切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比战争还要

坏的和平，不然就是世界大战。

写于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底—１８８８年３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新时

代”杂志第１卷第２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３３５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结束部分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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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旅 行 印 象
５５６

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

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

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

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

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

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

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

民族（ｔｈｅｍｏｓｔｇｏａｈｅａｄｎａｔｉｏｎ），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

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

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

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

跟我们不同。

在“柏林号”轮船上，我第一次遇到一大群美国人。他们大多数

是很可爱的人，有男有女，比英国人容易接近，有时谈吐过于直率

一些，而在其他方面，就跟任何地方穿着较好的人们差不多。他们

的特点至多是一种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的姿态，这不是畏首畏尾、缺

乏自信的德国小资产者的姿态，也不是英国小资产者的姿态；这种

姿态由于同十分自信的举止结合，由于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

西，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天性。年轻一些的女人尤其给人一种天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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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印象，这在欧洲只有在小一些的城市里才可以看到。当她们手

挽着手或者挽着男子的手臂，精神饱满地、几乎是横冲直撞地走在

甲板上的时候，她们那种跳跳蹦蹦的步子，她们那种一阵风吹来便

正正经经地按住裙子的姿态，都同我们的农村姑娘一模一样。她们

老是使我想起瑞典女人，——她们和瑞典女人一样健壮高大，——

我也总是觉得，她们随时准备向人行礼请安，就像瑞典女人所做的

那样。我的美国旅伴们也继承了一点日耳曼种族所固有的肉体上

和精神上的笨拙，还完全没有克服掉。总之，我对美国人的第一个

印象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性，也无论如何

说明不了他们是一个崭新的、年轻的民族典型。相反地，我倒有这

样的看法：他们是仍然顽固地坚持着继承下来的、在欧洲被认为是

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习惯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欧洲人同美国人相

比，就跟巴黎人同外省人相比一样。

在纽约，当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呢？

令人想像不到的最老式的家具，带铜环或弓形拉手的抽屉柜，这

在本世纪初是很时髦的，在欧洲只有农村里还保存着；紧挨着的

是一些比较新式的英国或法国用具，不过也已经相当陈旧了，而

且大部分都摆得不是地方；最新的东西是一张巨大的摇椅，摇动

起来弧形有二百四十度，这也是过了时的。到处都是这样；椅子、

桌子和衣橱，大部分看来都像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纽约街上的马

车也是旧式的，乍看起来，好像这种式样的马车在欧洲任何一个

农家的院子里都找不到。当然，如果再靠近一点仔细看看，就会发

现这种马车是大大改进了的，很舒适，装有很好的弹簧，特别轻

便，而且是用特别结实的木料制成的，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旧的

形式却仍然没有动。伦敦在四十年代初期还有出租马车，旅客从后

５３５美 国 旅 行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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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车，在左右两边面对面地坐着，像在公共马车里一样；１８５０

年以后，这种马车就绝迹了。而在波士顿，这种带轮子的厢子今天

还很盛行——就我所知，波士顿是实际上还在用出租马车的唯一

的美国城市。设备豪华、房间数以百计的现代美国旅馆，从它们纯

粹美国式的布局中可以看出：它们是从人烟稀少的地方的偏僻的

农民住户演变来的，而这些农民住户，就是在今天，还偶尔收费

供给旅客食宿（这我回头再谈）。由此可见这些旅馆的特点，这些

特点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奇怪的，而且简直是太不合时宜了。很多

事情都是这样。

凡是想尝一尝三十年战争时期在欧洲旅行的滋味的人，都应

该到美国随便哪个山区去一趟，旅行到铁路线的终点，再从这里

坐乡间马车到野外去。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到阿德朗达克山脉去游

览了一次，我们从来也没有像坐在这辆马车的顶上那样哈哈大笑

过。一辆样式无法形容的旧的破马车，有名的古代普鲁士拖车跟它

比起来，就像是豪华的轿式马车了，车顶上和车厢里有六个或九

个那样的坐位，这就是所谓马车。还有那公路，对不起，那简直不

是公路；我们也很难管它叫路：上山和下山，有两道车轮走过的

痕迹深深陷在沙质的粘土里……①

写于１８８８年９月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２８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６３５ 弗 恩格斯的遗稿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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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亚 洛帕廷给玛 尼

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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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亚 洛帕廷给玛 尼

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５５７

１８８３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我不能不把我和恩格斯初次会晤的结果告诉您，因为我

想他的一些意见会使您感到愉快的。

我们谈了很多俄国的事情，谈了我们的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

的事业大概将怎样进行。果然不出所料，观点是极其近似的；我们

往往说出了对方所想的和要说的话。他也认为（同马克思一样，也

同我一样），目前俄国的革命党或行动党的任务并不在于宣传新的

社会主义的理想，甚至也不在于力图借助于我们的同志组成的临

时政府来实现这个还远远没有制定的理想，而在于调动一切力量，

（１）或者迫使沙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２）或者用威吓沙皇等办法

来造成深刻的混乱，这种混乱会用另一种方式导致国民代表会议

或类似的会议的召开。同我一样，他相信，这样的会议将不可避免

地导致激进的改造，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改造。他相信选举

时期的重大意义，这就是说，宣传的成效是一切小册子和凑近耳朵

讲不能比的。他认为，纯粹自由主义的宪法，不要深刻的经济改造，

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怕这种危险。他相信在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

中已经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积累了足够的材料。当然，他不相

信共产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会马上实现，而只是相信，在人民的

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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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心灵里已经成熟了的东西会马上实现。他相信人民会给自

己找到善于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等等的人。他相信，这种改造或

革命一旦开始，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它。因此，重要的只有一点，即

摧毁致命的停滞力量，立即使人民和社会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制

造一种混乱，这种混乱将迫使政府和人民从事内部改造，将掀动平

静的人民的海洋，引起对全面的社会改造事业的全民注意和全民

热情。而结果会自然而然出现，而且出现的那些结果，恰恰是在这

个时代可能的、合乎愿望的、可以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我写得太简单了，但是我现在不能写得更详细一

些。况且所有这一切对您也许不完全合意，所以就要赶快把他称赞

俄国革命党的其他意见一字不差地转告您。这些意见是：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将来在彼得堡所要做出的事情，整

个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有观察力的人们的眼光现在都集中

到了彼得堡。”

“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倡权理所当然

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

“……沙皇制度的灭亡，将消灭欧洲君主制的最后堡垒，消除

俄国的‘侵略性’，消除波兰对俄国的仇恨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这

样就会导致列强的完全另外的组合，会把奥地利碰得粉碎，并且

会在各国有力地推进内部改造。”

“……德国未必敢利用俄国的混乱来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俄国

去支持沙皇制度。但是假如德国这样做了，那会更好。这就会是它

的现政府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开始。把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归并于它

是没有意义的和实现不了的。这样强占对面的（？）或毗邻的狭窄

沿海地区和小块土地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荒谬的国家形式，

０４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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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才是可能的，而不是在现在。况且德国

人在那里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的少数，这对谁也不是秘密。”（我为

． ．加上这一点，因为她对这一点有极端爱国的意见。）

“我也好，马克思也好，都认为委员会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５５８，

从其策略和心平气和的口气上来看是非常出色的。它证明，在革命

者的队伍中间，是不乏具有政治才智之士的。”

这一切使您感到相当满意和愉快吗？您感谢我写的这些话吗？

但愿如此。记得否我曾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

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５５９……

第一次载于１８９３年３月在日内瓦出

版的“理论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

国的应用”一书

俄文译自“理论社会主义

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

１４５格 亚 洛帕廷给玛 尼 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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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的五月起义
５６０

１８４９年５月席卷了莱茵各省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是由于大部分

小邦政府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宪法而引起的。这

个国民议会从来没有掌握过物质力量，更糟的是，它不重视采取

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有这种力量；到它起草完不过是一纸空文

的宪法的时候，它已经失去最后剩下的一点道义的影响。宪法虽然

蒙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仍然是唯一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

可以团结起来，设法开始新的运动，尤其是因为某些人根本不打

算在胜利后实现它。

５月３日在德勒斯顿开始了起义；几天之后扩展到巴伐利亚的

普法尔茨和巴登大公国。大公①看见军队与人民联欢，便慌忙逃走

了。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镇压了革命运动的普鲁士政府，解除了柏林的武

装，在普鲁士实行戒严，并且充当其他各邦政府的保护人。它连忙

派兵到德勒斯顿，经过四天的战斗，摧毁了起义者的英勇反抗。

但是要使普法尔茨和巴登公国屈服，还需要军队：普鲁士为

了组成军队不得不征召后备军。在伊塞隆（威斯特伐里亚）和爱北

斐特（莱茵普鲁士），后备军兵士拒绝出动。军队派去了。这两个城

２４５

① 列奥波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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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筑起街垒自卫，拒绝军队入城。伊塞隆经过两天战斗以后才被占

领。爱北斐特没有足够的物力来抵抗，几达一千人的起义者决定突

破包围的军队，冲向起义处于高潮的南部。他们被击溃了，指挥官

米尔巴赫被俘。但是很大一部分起义者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到达

了南部。恩格斯当时是米尔巴赫的副官，但是米尔巴赫在实现他的

计划之前就委派他到普军控制的科伦去了。这是因为米尔巴赫不

愿意有一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的队伍中，以免吓坏他所指望

通过的地区的资产阶级。

这时起义扩展到了整个德国南部，但是革命者犯了一个与

１８７１年在巴黎一样的致命的错误，即没有转为进攻。邻近小邦的军

队士气消沉，正在寻找参加起义的借口：他们决定不与人民为敌。

起义者本来可以宣布去解放被普军和奥军包围的法兰克福议会，

从而发动这些邦的居民，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恩格斯和马

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封后前往曼海姆，建议起义军领导者向法

兰克福推进。他们的意见被拒绝了。借口是：军队由于旧军官逃跑

而瓦解，弹药不足，等等。

当起义者持枪观望的时候，普军开始了强行军，进攻起义地

区，这时他们已经联合了巴伐利亚军，并且靠小邦军队得到加强，

这些军队只要起义者大胆行事本来是可以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

３６０００名反革命军队在一星期内清除了占领着普法尔茨的八九千

名起义者；应该指出，普法尔茨的两个要塞本来就在反动势力手

中。革命军的队伍里现在只有巴登的武装力量，包括约１００００基干

部队和１２０００名志愿兵。发生了四次大会战，反革命军队得以取胜

只是由于数量上占优势和破坏了维尔腾堡的边界，这就使他们在

决定性关头迂回了革命军。在开阔地上进行六个星期的战斗之后，

３４５１８４９年的五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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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残部被迫退入瑞士。

在这次最后的战役期间，恩格斯是一支共产主义者志愿兵的

队伍的指挥官维利希上校的副官。他参加了三次会战和最后一次

在牟尔克河的决战。维利希上校流亡到美国，死时已膺将军衔，这

是他在内战期间所得到的。

几千名起义者在既没有充分组织，又几乎没有火炮的情况下

在开阔地的战斗中对纪律严格的普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表明

我们莱茵河彼岸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在革命警钟响彻欧洲的那一天

会做出什么事业来。

写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中

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２１日“社

会主义者报”第１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４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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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５６１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事实上不存在内部

统一的欧洲世界，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萨拉秦人而通过基

督教联合起来了。由一群在经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

族组成的西欧世界，则是通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这种神学上的联

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

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

中。教会在每个国家大约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它在封建组织内部

拥有巨大的权势。拥有封建领地的教会是各国之间的真正的联系；

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

侣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

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

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

但是，市民阶级的势力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的

阶级起而反抗大土地所有者。市民首先是而且仅仅是商品生产者

和商人，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则本质上是狭小的范围内

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自身消费，即一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

分由征收贡赋的封建主消费。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

界观不能再满足这个新的阶级及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了。但是，这

个新的阶级仍然长期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缚。十三世纪至十七世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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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

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

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

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但这种情况是不能继

续很久的。到十七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扬，过了不

到五十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

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

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

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

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

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

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

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

准则，于是人们以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

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

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

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

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

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

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但是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跟着又引

起了新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在资产阶级最终夺得政权之前就已

爆发了。正如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

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法学的思维方

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

６４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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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

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权利

基础”不同而已。一方面，就法律平等必须用社会平等做补充这一

点而言，平等的要求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亚当 斯密的论点——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者手中分给地主

和资本家共享——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

须彻底废除，或者至少把它改变得有利于劳动者。但是早期社会主

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已感觉

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

能消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

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

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要适当表现和全面概括工人阶级因其经济状况而产生的求解

放的愿望，上面两种见解都同样是不恰当的。平等的要求也好，十

足劳动收入的要求也好，当需要从法学上来具体表述它们的时候，

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问题的实质，即生产方式的改造，

则多少没有被触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

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

一可能的活动方式。两种观点都脱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

双方都诉诸感情；一方诉诸正义感，另一方诉诸人性感。双方都给

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诚愿望的外衣，至于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

在现在而不是在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那是无法说的。

工人阶级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机制而一代传一代地处于这种毫无财产的状态，他们是不能在资

７４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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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

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

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

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

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

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

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

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不言而喻，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在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自由思考的工人和仍然受旧传

统支配的工人之间进行。整个说来，维护旧世界观的是通常的政治

家，他们提出的是通常的论据。但是还有一种所谓的博学的法学

家，他们把法学当成一种特有的职业。①

迄今为止，这班先生们都妄自尊大，不屑于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

方面。因此，当终于有一位真正的法学教授安东 门格尔博士先生肯

屈尊从“法哲学”的观点来“教条地详尽阐述”社会主义史②的时

８４５ 附   录

①

② Ｄｒ．ＡｎｔｏｎＭｅｎｇｅｒ．《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ｎｖｏｌ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ｓｅｒｔｒａｇｉｎｇｅｓｃｈｉ－

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Ｃｏｔｔａ，１８８６，Ｘ，Ｓ．１７１〔安东 门格尔博

士“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１８８６年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版第１０卷第１７１

页〕。

关于这一点参看弗 恩格斯论“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的文章，载于“新时

代”杂志第４卷第２０６页［见本卷第３４７—３４８页。——编者注］：“在职业政治家

那里，在国家法理论家和研究民法的法律家那里，跟经济事实间的联系最终

消失了。为了要取得法律的确认，经济事实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得采取法律动

机的形式。并且不用说要顾到全部现存法制体系。所以人们便觉得法律形式是

一切，而经济内容则毫无意义了。国家法和民法被看做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两

者各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两者都可受到有系统的说明，并要求通过彻底根

除一切内部矛盾而达到这种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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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们真应当感谢不尽。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在此以前都误入歧途了。他们恰恰忽略了

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从关于人民经济和慈善事业的无尽无休的议论中

净化出来……变成清醒的法权概念”（第１１１页）的时候，只有当一切“国民

经济的装饰物”（第３７页）都被抛弃的时候，才能着手解决“当代法哲学最重

要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

然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中谈的恰好就是人民经济关系，首

先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关于人民经济的议论显然

不单单是应予抛弃的纯粹“装饰物”。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所谓

的科学，而且比法哲学还要科学一些，因为它研究的是事实，而

不像法哲学那样，单纯研究观念。但是对于职业法学家说来，这完

全无所谓。经济研究在他看来跟慈善演说的价值一样。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

ａ，ｐｅｒｅａｔｍｕｎｄｕｓ．〔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

其次，马克思的“国民经济的装饰物”——这是我们的法学

家最厌恶的东西——不单纯是经济研究。它本质上是历史的。它表

明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起到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止的社会发展进程，表明了旧有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失，以

及具有新的对立利益的新阶级的形成，这种对立的利益除了表现

在其他方面外还表现在新的法权要求中。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法学

家似乎也有个模糊的概念，因为他在第３７页上发现，现代的

“法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法律程序的反映”，可以把

它“称为资产阶级的法哲学”，同它“并列在一起的，是以社会主义为表现形

式的无产的人民阶级的法哲学”。

然而，假定如此，那末原因何在呢？这些拥有特殊的、与各自

９４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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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法哲学的“资产者”和“无产的人民阶级”是

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法中来的呢，还是从经济发展中来的呢？马克

思曾告诉我们说，各大社会阶级的法的观点都是由它们当前的阶

级状况来决定的，难道除此而外，他还说过别的什么吗？门格尔是

怎样加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疏忽，是这位严格的法学家言不由衷地

说出的对新理论的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承认，因此，我们仅仅把它

记录下来。相反地，当我们这位法学大师站在他自己的法权基础上

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对经济史的蔑视。衰落的罗马帝国是他爱举的

例子。

他告诉我们说：“生产资料从来没有像半个阿非利加行省都归六人所有

的时期那样集中过……，劳动阶级的苦难从来没有像几乎每个生产劳动者都

是奴隶的时期那样深重过。当时也不乏——尤其在教父们那里——对当时社

会状态的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然

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来的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法律程

序。”（第１０８页）

这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

“在民族面前没有呈现出一幅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未来状况的

图画”。

门格尔先生认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

前提就已经存在了，缺少的只是对它的法学表述。因此封建主义便

代替了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则被归结为ａｄａｂｓｕｒｄｕｍ！〔荒谬绝

伦！〕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如此巧妙地搞出的一套东西，不

是封建法，而是罗马法，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法律。由于依照门

０５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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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

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提供当时的罗

马社会的法权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鲜明的，不

带任何夸张的”关于幻想的社会状况的“图画”。这就是应用于罗

马法的门格尔法哲学！然而门格尔断言经济条件还从来没有像罗

马历代皇帝时代那样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说法简直荒诞极了。门

格尔想驳倒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在于生产本

身的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中机械化大企业的发展，生产日

益社会化，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迫使人们要消灭阶级

差别以及把私人企业的商品生产转化成直接由社会来进行并且为

了社会而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愈来愈

有力量和愈来愈关心使这个发展变成现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

自由的劳动无产阶级。

现在试把帝政时期的罗马的情况和这比较一下，当时的罗马

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谈不上有什么大机器生产。当然我们可

以看到地产的集中，然而要把这种现象和大企业中的社会化的劳

动的发展等同起来，那就只有法学家才能做到。我们可以向门格尔

先生举出以下三个关于地产的例子：一，有一个爱尔兰大地主，他

占有五万英亩土地，租给五千个租佃者耕种，每户平均耕种十英

亩；二，有一个苏格兰大地主，他把五万英亩土地变成了狩猎场；

第三，一个面积为一万英亩的美国大农场，那里的小麦是用大工

业的方式来培育的，门格尔先生看过这三个例子后一定会说，前

两例生产资料的集中高于后一例五倍。

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农展，一方面使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使

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

１５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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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驱——

的细小农户，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

式。最尊敬的门格尔先生，除了别的种种原因而外，单是由于这一

点，“中世纪的法律程序”便代替了罗马世界。诚然，有时在个别

行省也出现了大农业企业，但这不是靠自由劳动者进行的机器生

产，而是使用奴隶，使用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往往是彼此言语

不通的野蛮人来耕种的种植园。和奴隶相对立的是自由无产者，然

而这不是劳动无产者，而是流氓无产者。今天，社会在愈来愈大的

程度上依靠着无产者的劳动，他们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存在所不可

或缺的；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则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不仅无益，

而且有害，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坚强的力量。

但是，在门格尔先生看来，生产方式和人民还从来没有像在

帝政时期那样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同经济的“装饰

物”离得尽可能远会得到多么大的优越性。

至于教父们的事，我们还是留给他去管吧，因为他避而不谈，

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对现存社会状态的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

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关于衰落的罗马社会的许多有趣的描

述确实应归功于这些教父，但是，他们照例都没有对这个社会进

行批评，他们只是满足于对它进行痛骂，而且使用的词句如此激

烈，以致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最激烈的言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

愤怒的吼叫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太温和。门格尔先生指的是不

是这种“优越性”呢？

门格尔在第２页上同样用我们刚刚指出的那种对待历史事实

的轻蔑态度说，特权阶级不向社会做出个人酬谢而获得自己的收

入。可见，统治阶级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行使非常确定的社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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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恰恰因此而成为统治阶级这一事实，他是全然不知道的。社

会主义者承认这些阶级有暂时存在的历史权利，而门格尔则在这

里宣称它们占有剩余产品是盗窃。因此，当他在第１２２、１２３页上看

到这些阶级正越来越丧失捍卫它们获得这种收入的权利的力量

时，这只能使他感到惊讶。至于这个力量就包含在行使社会职能

中，它将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这些职能的消灭而消失，这对

这位大思想家说来纯粹是一个谜。

够了。教授先生是力求用法哲学的精神来解释社会主义，就是

说，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些简短的法权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

权利”，人权的十九世纪的新版。这种基本权利当然只有

“微小的实际效果”，但是作为“口号”，“在科学领域中也不无益处”（第

５、６页）。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降低到我们现在只有和口号打交道的地

步了。先把一个强大运动的历史联系和历史内容取消，好单单给

“法哲学”清出地方，然后，这个法哲学又被归结为实际上一钱不

值的口号！这的确是费尽心机！

这位教授先生发现，全部社会主义在法学上可以归结为三个

这样的口号，三个基本权利，这就是：

（１）十足劳动收入权，

（２）生存权，

（３）劳动权。

劳动权只是临时性的要求，“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

的笨拙公式”（马克思语）５６２。因此它与此无关。相反，统治着从巴

贝夫起到卡贝和蒲鲁东止的整个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平等的要求

却被遗忘了。不过门格尔先生未必能从法学上来表述这个要求，尽

３５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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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或者可能正因为这个要求是以上所提到的一切中最具有法学性

质的东西。于是剩下的精华就只有１和２两个贫瘠的命题了，而且它

们还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门格尔终于在第２７页上发现了，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断言，每种社会主义体系都必须在这些命题

中运动（第６页）。然而很明显，把极不相同的国家和发展阶段的极

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学说硬塞到这两个“口号”中去定会歪曲整个叙

述。每一种学说都有其特点，这正是该学说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但

在这里这种特点不仅被当做无关紧要的东西弃置一旁，而且由于

它偏离口号，和口号有矛盾，干脆被斥为虚伪的东西。

这部著作研究的只是第一号基本权利，即十足劳动收入权。

劳动者的十足劳动收入权，即每一个劳动者对他的个人劳动

收入的权利，只有蒲鲁东的学说这样明确地谈过。生产资料和产品

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要求和这完全不同。这个要求是共产主义

的，正如门格尔在第４８页上所发现的，它超过了第一号要求，这个

发现使他颇为狼狈。因此他不得不时而把共产主义者归入第二号

要求，时而千方百计地拉长和颠倒第一号基本权利，直到能把共产

主义者纳入这一类。在第７页上就是这样做的。这里预先假定，在商

品生产被消灭后，商品生产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在门格尔先生看

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生产交换价值，因而也将生产用来出卖的

商品，劳动价格也将继续存在，因而劳动力也将和从前一样作为商

品出卖，这一切完全是自然的。在此他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的问题

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保存得高

一点呢，还是应当产生一个“确定劳动价格的崭新原则”。

在他看来，后者对社会的震动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本

身对社会的震动还要大！这种概念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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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在第９４页上谈到一种社会主义的价价值理论，从而按照已

知的范例设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标准。

而且在第５６页上更谈到，十足劳动收入完全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

因为它至少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标准计算出来，最后我们在第

１６１、１６２页上读到，十足劳动收入是“自然的分配原则”，而且只

有在一个存在公共财产但归个人使用的社会中，因而只有在一个

今天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的社会中才

是可能的！多么高明的基本权利！多么高明的工人阶级的法哲学

家！

这样一来，门格尔就轻易地完成了“批判地”阐述社会主义

史的任务。我向你们说出三个意味深长的词，即使它们在人们的口

中没有辗转传诵①，但对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所应的中学毕业考试

来说，仍然完全够用了。就这样，来吧，圣西门，来吧，蒲鲁东，

来吧，马克思，不管你们是谁，你们发誓信第一号呢，还是信第

二号，或者是信第三号呢？来吧，到我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吧，

凡是比床长的，我都当做国民经济的装饰物和慈善事业的装饰物

砍掉！

这里重要的只是，谁最先提到门格尔钦赐给社会主义的这三

个基本权利；谁最先提出这三个公式中的一个，谁就是大人物。自

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犯可笑的错误是办不到的，尽管参考了全部

学术资料。例如，他认为，在圣西门主义者看来，ｏｉｓｉｆｓ意味着有产

阶级，而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意味着劳动阶级（第６７页），而且是圣西门主

义的著作的标题：《Ｌｅｓｏｉｓｉｆｓｅｔｌ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Ｆｅｒ－ｍａｇｅｓ，

５５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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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ｙｅｒｓ，ｉｎｔéｒêｔｓ，ｓａｌａｉｒｅｓ》（“寄生虫和劳动者——地租，租金，利息，

工资”）５６３，在这个标题中不提利润，这已经应当使他醒悟了。在这

一页上门格尔本人引用了圣西门主义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的一个

决定性的地方，这个地方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即工厂主与ｏｉｓｉｆｓ相对立，

把工厂主与学者和艺术家一起誉为人类的恩人；仅仅要求取消向

ｏｉｓｉｆｓ即收地租、房租、利息的食利者的纳贡。利润在这个单子上又

没有了。工厂主在圣西门主义体系中作为力量大待遇高的社会代

理人而占有卓越的地位，所以门格尔先生今后从法哲学上对这一

地位进行加工之前，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一地位。

在第７３页上我们听说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５６４中“诚然是

相当隐晦地”预示了一种在保存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条件下“解决

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教授先生在１８８６年还感到相当隐晦的东西，

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７年就看透了，证明它不过是一种陈腐的东西，并

且能够预言蒲鲁东在１８４９年所遭到的破产。５６５

然而已经够了。我们在此以前所说的一切对于门格尔先生以

及他的听众说来都是无关宏旨的。如果门格尔只写了第一号权利

的历史，他的著作会无声无臭地消逝。这个历史不过是该书的一个

借口，该书的目的是要诋毁马克思。而人们之所以读它，只是因为

它议论的是马克思。自从马克思的体系深入人心，批评家再也不能

投公众无知之机以来，要批评马克思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只剩下一个办法：为了诋毁马克思，把他的功绩归之于那些谁也

不注意、已经退出舞台、政治上和学术上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社

会主义者。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清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立者

以及这种世界观本身。门格尔先生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要知道他

只要不是一个空头教授，总应该搞出一点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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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得很简单。

现今的社会制度赋与地主和资本家取得劳动者所生产的

产品的一部分——最大的一部分——的“权利”。第一号基本

权利说，这个权利是不公平的，全部劳动收入都应当属于劳动

者。如果撇开第二号基本权利不谈，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

内容。因而，谁最先说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者取得一部分劳

动收入的现有权利是不公平的，谁就是大人物，谁就是“科学”社

会主义的创始人！而葛德文，霍尔和汤普逊就是这样的人物。门格

尔抛掉所有无穷无尽的人民经济的装饰物以后，在马克思那里发

现的法学残余就只是这种同样的见解。这样一来，马克思便剽窃了

早先的英国人，尤其是汤普逊，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秘而不宣自己

的来源。证据俱在。

我们丝毫无意于使固执己见的法学家明白，马克思无论在什

么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十足劳动收入权”的要求，他在他的理论

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法权要求。连我们的法学家在

责难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彻底论述十足劳动收入权”

（第９８页）的时候，也逐渐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权（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

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

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

首要地位。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历史看做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

有矛盾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看做仅仅是愚蠢和残暴的杂乱堆积，像

十八世纪人们所做的那样，首先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感到兴趣。马

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

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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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

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

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

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而

门格尔把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拖上他的狭小的法学的普

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企图，仅仅证明他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超出狭

隘的法学眼界以外的事物。他这样表述的第一号基本权利在马克

思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但是从现在起才谈到主题！

门格尔先生在温普逊那里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名词，ｓｕｒ

－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因此，毫无疑问，汤普逊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马克

思只是一个可怜的剽窃者：

“从汤普逊的这些论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许多社会主义者那

里，其中也包括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那里见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

方式。”（第５３页）

可见，汤普逊无可争辩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创始

人”（第４９页）。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土地和资本所有者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做的扣除”，

这个观点“绝非社会主义所仅有，因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例

如，亚当 斯密，所持的观点都与此相同。汤普逊及其信徒的独到之处仅仅在

于，他们把地租和资本利润看做是和工人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相矛盾的不公平

的扣除”（第５３、５４页）。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经济事实，在门格尔看

来，在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已经为此操劳了，而简单地在于宣布这

个经济事实是不公平的。这就是门格尔先生的观点。如果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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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真的如此轻易地看待自己的任务，那他们早就可以休矣，而门

格尔先生也就免得因自己的法哲学而丢丑了。但是谁如果企图把

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归结为装在坎肩口袋里的法学口号，谁就会遭

到这样的命运。

然而，从汤普逊那里盗窃来的剩余价值又是怎么回事呢？问题

是这样的：

汤普逊在他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５６６一书

第１章第１５节中研究

“劳动者为了被称为资本的东西应当〈《ｏｕｇｈｔ》——直译是“有义务”，

因而是“依法应当”〉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多大部分付给被称为资本家的资本所

有者？”资本家断言，“没有这个资本，没有机器，没有原料等等，劳动本身

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劳动者为使用资本而付出某种东西完全是合理

的”。汤普逊继续说道：“毫无疑问，劳动者如果他自己不幸没有占有资本的

话，应当为使用资本而付出某种东西。问题在于，为了这种使用应当

〈ｏｕｇｈｔ〉从他的劳动产品中扣除多大部分？”（１８５０年由佩尔整理出版的版本

第１２８页）

这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十足劳动收入权”。相反地，汤普逊认

为劳动者由于使用了赈济他的资本而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收

入，是理所当然的。对他说来，问题只在于，多少呢？这里有“两个标

准，劳动者的标准和资本家的标准”。劳动者的标准是什么呢？

“付出的总额要能补偿资本的损耗，如果全部资本都消耗了的话则能补

偿它的价值；此外，还包括付给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人（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的

追加报酬，保证他们能够与真正从事（ｍ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ｍｐｌｏｙｅｄ）生产劳动的

劳动者同样舒适。”

在汤普逊看来，这就是劳动者的要求。这里谁如果不能“一下

子看出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谁就将在门格尔先生

的法哲学考试中落第而得不到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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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哪里呢？亲爱的读者，请忍耐一

下，我们马上就来谈这个问题。

“资本家的标准是同一数量的劳动由于利用机器或其他资本而生产出来

的追加价值；因此这全部剩余价值都将为资本家所得，因为他有超人的才智

和技能，依靠这些才智和技能他积累了自己的资本，把它提供供给劳动者，或

者交给他们使用。”（汤普逊，第１２８页）

这一段逐字逐句的摘录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没有生产资料任

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生产资料被置于资本的形式之

下，亦即归资本家所占有。这样一来，如果劳动者不“使用机器或

其他资本”而进行生产，那他就是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情，他自然

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但是如果他使用资本来进行生产，那末他的全

部产品就将是这里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种东西。因此我们继续往

下看。在第１３０页上汤普逊让同一个资本家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机器发明以前，在作坊和工厂建立以前，那时劳动者不用辅助手段单

靠自己的力量生产的产品的量有多大呢？不管这个量的大小如何，他今后还

是应当得到这个量…… 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则应当作为报

酬属于那些建造了房屋或机器的人，或者那些通过自愿交换而获得这些东西

的人”等等。

汤普逊的资本家在这里只是说出了工厂主的一个通常的错

觉，似乎一个用机器等进行生产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

值大于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普通的手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所创造

的价值。产生这种幻想的依据，是说这个资本家带着他或者可能还

有几个别的资本家所独占的新发明的机器闯进在此以前属于手工

劳动的部门而取得了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里手工业品的价

格决定这一工业部门的全部产品的市场价格；而机器产品可能只

值手工劳动产品的四分之一，因而给工厂主带来等于这个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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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价格的百分之三百的“剩余价值”。

当然新机器的普遍采用很快就结束这样一种“剩余价值”；可

是那时候资本家会看出，当机器产品决定市场价格，并且这个价

格愈来愈降低到机器产品的真正价值的情况下，手工业品的价格

也同样要下降，并且降低到它的原来的价值以下，这样一来，机

器劳动同手工劳动相比，仍然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汤普逊在

这里把这种极其常见的自我欺骗暗示给他的工厂主了。但是汤普

逊自己是怎样不大赞同这种自我欺骗的，可以从他在前面紧挨着

的第１２７页上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

“原料，建筑物，工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给自身的价值增添任何东

西：追加价值只是由劳动产生的。”

这里我们请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认为仅仅为了门格尔先生

的利益也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汤普逊的这个“追加价

值”也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附加于原料的全部

价值，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和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只有现在，在这些不可避免的“人民经济的装饰物”之后，我

们才能充分评价门格尔先生的勇敢精神，他以这种勇敢精神在第

５３页上说：

“按照汤普逊的观点……资本家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同他们由于机器

和别的资本消耗而变得更有效果的劳动的实际收入之间的那种差别……看

做是应当属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剩余价值（ｓｕｒ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

这段话应当是我们在上面引用过的汤普逊的著作第１２８页上

那个地方的德文的“自由”转述。但是汤普逊的资本家所说的只是

同量劳动（ｔｈｅｓａｍ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ｌａｂｏｕｒ）在利用资本或不利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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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的差别，即等量的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

间的差别。门格尔先生只能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偷运进来，

其实他是在直接伪造汤普逊的话。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汤普逊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不是汤

普逊的“剩余价值”或“追加价值”；这两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更

不是门格尔先生的“剩余价值”；所有这三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尤

其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使门格尔先生感到难为情。他在第５３页上

继续写道：

“因此，地租和资本利润不是别的，而是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由于他们法定

的权力地位而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作的不利于劳动者的扣除”——这个论点

从它的全部内容来看早在亚当 斯密那里就有了——然后他洋洋得意地大声

疾呼道：“从汤普逊的这些论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许多社会主义者

那里，其中也包括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那里见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

达方式。”

换句话说：门格尔先生在汤普逊那里发现了ｓｕｒ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以

及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即“剩余价值”这个名词，不过他只有用直

接篡改的手法才能掩盖，汤普逊所说的ｓｕｒ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或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两种意义又都和马克思所使用

的“剩余价值”这个名词的意义完全不同。

这就是他的伟大发现的全部内容！这同他在序言中所做的冠

冕堂皇的广告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的结果：

“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

从较早的英国和法国的理论家那里剽窃来的，而没有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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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句话之前所作的比喻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悲：

“如果有人在亚当 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著作出版之后过了三十年又‘发

现了’分工的学说，或者，如果某个作家在今天想把达尔文的发展论说成是

自己的精神财产，他一定会被当成一个傻瓜或骗子。只有在几乎还完全没有

历史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这样一种有成效的尝试才是可能的。”

这里我们且不谈门格尔仍然相信亚当 斯密“发现了”分工，

其实配第早在斯密之前八十年就已经全面发挥了这一点。至于门

格尔关于达尔文所说的话，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反转过来了。伊

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还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提出了人是从鱼

发展而来的观点，大家知道，现代进化论自然科学的观点也是如

此，如果现在有人想出来声明说，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达尔文的

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达尔文只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剽窃者，不

过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来源隐蔽起来罢了，那么他对待达尔文和

阿那克西曼德，恰恰就像门格尔先生实际上对待马克思和汤普逊

一样。教授先生说得对：“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才有希望看到

那种使“这样一种有成效的尝试”成为可能的无知。

既然我们这位精通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大师如此重

视“剩余价值”一词，而不管它的含义究竟如何，那末我们就向

他揭示一个秘密，不仅李嘉图已经用过ｓｕｒｐｌ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ｅ〔剩余产

品〕一词（在论工资那一章中）５６７，而且，除了西斯蒙第使用的

ｍｉｅｕｘｖａｌｕｅ〔剩余价值〕一词而外，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这个用以表示商品

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在

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因此，门格尔所做的关于汤普逊发

现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汤普逊的资本家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发

现，对法哲学说来究竟有多大价值，看来也是很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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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门格尔先生对马克思还远远没有清算完毕。请听：

“非常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引证英国社会主义的〈具实就是汤普

逊的〉这一基本著作已经有四十年了。”（第５０页）

马克思不但四十年来对他的这个秘密的埃吉丽亚守口如瓶，

他还必须错误地引用它！不止是一次，四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样做

的不仅有马克思，而且还有恩格斯！一堆多么卑鄙的预谋！

可怜的路约 布伦坦诺，你徒劳无功地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哪怕

仅仅是一段错误的引文已经二十年了，你在这场狩猎中不仅烧伤

了自己的手指，而且也使你的轻信的朋友，剑桥的塞德莱 泰勒遭

到了不幸５６８，——你上吊吧，路约，这不是你发明得了的。而那种

可怕的，四十年来一直在顽强进行的，而且还是“非常明显的”伪

造——这种伪造由于恩格斯同样达四十年之久的罪恶的合作，已

经具有居心叵测的阴谋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在错误地引证的同时，还指明该书的初版年代是１８２７年！”

而这本书在１８２４年就已经出版了！

“非常明显”，实际上——是对门格尔先生而言。然而这远远不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的——路约，注意！——唯一的伪造的引

文，看来他们是靠经营伪造的引文为业的（甚至可能是江湖小

贩？）。在１８４７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把霍吉斯金误

写成霍普金斯，过了四十年（四十年好像是这两个居心不良的人

命中注定的日期），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译本序言中又犯了

同样的罪行。５６９由于这位教授先生对一切刊误和笔误有敏锐的感

觉，他没有在一家印刷厂当校对这确实是人类的一大损失。然而，

不，我们必须收回这句恭维话。门格尔先生也不适宜于当校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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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也有抄错因而也就引错的时候。他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英文

标题上，而且发生在德文标题上。例如，他对“这部著作”即“哲

学的贫困”“的恩格斯的译文”的引证就是如此。从扉页上就可以

看出，这不是恩格斯的译文。马克思提到霍普金斯的那个地方恩格

斯在上述序言中是逐字援引的，因而，他有义务援引这个不确切

的地方，如果他不想错误地引证马克思的话。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

不能使门格尔先生感到满意。

然而我们的法哲学家如此津津乐道的细微末节已经谈得够多

了。对于这个人和他这一类人说来，“非常明显”，他一般只是从马

克思的著作中才看到所有这些文献——他所引证的英国作家，没

有一个不是马克思已经引证过的，或许除了霍尔和举世闻名的作

家雪莱的岳父葛德文而外，——他居然认为必须显示一下他比马

克思“在四十年前”，即在１８４７年要多知道两三本书。口袋里装有

马克思引用过的全部书目，又拥有不列颠博物馆的现代参考书和

便利条件，在这方面除了发现汤普逊的“分配”一书出版于１８２４

年而不是１８２７年之外不能作出更重要的发现的人，的确用不着吹

嘘图书学的渊博。

对当代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家说来是合适的，对门格尔先生说

来也合适，那就是说大话而实际结果（如果一般有实际结果的

话）微不足道。本来说要证明马克思是剽窃者，而证明的却是，

“剩余价值”这个名词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人使用了，虽然含义有

所不同！

门格尔先生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门格尔先生在序

言中宣称，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是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正确解

５６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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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将对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我们的法律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变更做出重大贡

献。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的时候，实际政治家才能认识

到，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革现行法律程序以利于苦难的人民大众”５７０。

他想通过把社会主义作为法权体系来阐述的办法实现这个改

革。

而社会主义的这种法学改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结论”中

说：

“毫无疑问，制定一个完全受这些基本法权观念〈基本权利第一号和第二

号〉支配的法权体系是遥远将来的事情。”（第１６３页）

在序言中看来是“当代”最重要的任务的东西，在结尾却被

推延到“遥远的将来”。

“〈现存法律程序的〉必然变革，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途程中实现，就像

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数世纪以来把封建制度瓦解和摧毁到要彻底消灭它，终

于只需一击即可的情况一样。”（第１６４页）

说得很好，但是，如果社会的“历史发展”将引起必然的变

革，那末还要法哲学干什么呢？在序言中说，正是法学家应该指明

社会发展的途径；可是现在当法学家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时候，

他就失掉了勇气，而嘟嘟哝哝地说起一切都能自动造得出来的历

史发展来了。

“然而，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朝着实现十足劳动收入权的方向前进呢，还是

朝着实现劳动权的方向前进呢？”

门格尔先生声明说，他不知道。他现在如此卑劣地牺牲了他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可是，如果这些基本权利连一条狗也不

能引诱过来，如果它们既不决定也不实现社会发展，而是相反，它

们本身要由社会发展来决定和实现，那为什么要竭力把全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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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归结为基本权利呢？为什么要竭力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历史

的“装饰物”剥掉呢，如果我们在这之后不得不体验到，正是这

些“装饰物”构成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既然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

只有通过对社会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才能认识，而不是通过把社

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才能认识，这全部研究就完全没

有意义了，为什么只是在最后才告诉我们呢？

门格尔先生的智慧归根到底就是声明，社会发展将朝着哪个

方向进行，他无法断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不应人为地

加深“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弊病”（第１６６页），并且他建议为了

使这些“弊病”能继续保存而实行自由贸易，避免继续发行国家

和地方公债！

这些建议是门格尔先生的如此大叫大嚷和自我吹嘘的法哲学

的全部具体结果！遗憾的是，教授先生没有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

现代的国家和市镇不发行“国家公债和地方公债”如何能办好自

己的事务。如果他掌握这个秘密，那就最好不要保守这个秘密。这

将会比他在“法哲学”方面的成就更快地给他铺平“向上”攀登

大臣位置的道路。

然而，不管这些东西在“有权势的人物”当中受到怎样的欢

迎，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可以担保，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都

会把门格尔先生的全部基本权利奉还给他，或者放弃同他争他的

这个“十足劳动收入权”的任何企图。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拒绝提出一定的法权要求‘。一

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一般任何政党那样，不提出这样的

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

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

７６５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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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因此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

在纲领中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每个阶级的

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

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个政

党提出的法权要求，尽管最终目的完全一致，但在各个时代和各

个民族中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可变因素，并且有时重新修改，这

种情况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那里可以看到。在进行这种修

改时考虑到的是实际关系；相反，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中还没

有一个政党想到要从自己的纲领中造出一个新的法哲学来，就是

在将来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至少门格尔先生在这方面的所作所

为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这是他的小册子的唯一有用的方面。

写于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１２月初

载于１８８７年“新时代”杂志第

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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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

联盟纲领的修正５７１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

（１８８７年５月创立于诺森伯兰）

原  则①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创立的宗旨是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以

达到劳动的经济解放。

社会主义联盟完全同情和支持雇佣工人旨在获得在现存制度

下的更好生活条件的任何努力，同时它力图消灭资本家阶级、大

地主阶级
·
以
·
及
·
雇
·
佣
·
工
·
人
·
阶
·
级，并力图使〈整个社会的工人〉

·
全
·
体

·
社
·
会
·
成
·
员联合在合作制的共和国中。

企业主阶级垄断一切取得和创造财富的手段，而雇佣工人阶

级被迫〈首先〉为这些企业主的利润劳动，这种制度是压迫和奴

役的制度。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导致〉
·
表
·
现
·
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工人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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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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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为受雇而竞争，在资本家中间为市场而竞争。这种情况〈引起

阶级仇恨和阶级冲突〉
·
使
·
民
·
族
·
分
·
裂
·
而
·
不
·
利
·
于
·
它，

·
使
·
它
·
分
·
成
·
两
·
个
·
敌

·
对
·
的
·
阵
·
营并且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

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

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

消灭的。
·
现
·
在，
·
劳
·
动
·
生
·
产
·
率
·
提
·
高
·
到
·
了
·
这
·
样
·
的
·
程
·
度，
·
以
·
致
·
市
·
场
·
的
·
任
·
何

·
扩
·
大
·
都
·
吸
·
收
·
不
·
了
·
那
·
种
·
过
·
多
·
的
·
产
·
品，
·
因
·
此
·
生
·
活
·
资
·
料
·
和
·
福
·
利
·
资
·
料
·
的
·
丰

·
富
·
本
·
身
·
成
·
了
·
工
·
商
·
业
·
停
·
滞、
·
失
·
业、
·
从
·
而
·
千
·
百
·
万
·
劳
·
动
·
者
·
贫
·
困
·
的
·
原
·
因，
·
既

·
然
·
如
·
此，
·
这
·
种
·
制
·
度
·
就
·
是
·
可
·
以
·
被
·
消
·
灭
·
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

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

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请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

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

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们应该承认：
·
没
·
有
·
无
·
义
·
务
·
的
·
权
·
利，
·
也

·
没
·
有
·
无
·
权
·
利
·
的
·
义
·
务。

写于１８８７年６月１４日和２３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７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１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恩格斯亲笔

修正的纲领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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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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同“纽约人民报”

编辑部的谈话５７２

  问题：社会主义在英国是不是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就是说，英国的工人

组织是不是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批判，并且它

们是不是——在比较大的规模上——力求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呢？

恩格斯：我完全满意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英国的成就；但

是，这些成就主要在于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成长。正式的工人组

织即工联（它们在某些地方有成为反动组织的危险），不得不当了

尾巴，就像奥地利的民军一样。

问题：爱尔兰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那里除了民族问题以外是不是还

有社会主义者能够指望的东西呢？

恩格斯：在爱尔兰还要过很久才能期待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

运动。那里的人们首先希望成为小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而当他们达

到了这点的时候，抵押就会出现，并且使他们再次破产。但是，这

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帮助他们摆脱大地主，即从半封建的条件

转到资本主义的条件。

问题：英国工人对待爱尔兰运动的态度怎样呢？

恩格斯：群众是赞助爱尔兰人的。组织则像一般工人贵族

一样，是跟着格莱斯顿和自由资产阶级走的，但没有比他们走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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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远。

问题：您对俄国是怎样想的呢？就是说您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了大约六

年以前，我①在伦敦逗留期间，您和马克思所表示的看法，这个看法认为，由

于虚无主义恐怖主义者当时获得的成就，欧洲革命运动的推动力或许可能来

自俄国？５７３

恩格斯：就是现在，我也完全这样认为：俄国发生革命，甚

至只不过在那里召开某种国民议会，就会在欧洲整个政治局势中

引起一场变革。但是此刻这已经不是最近可能的事了。要知道，现

在我们这里是另一个威廉②。

恩格斯在回答他是怎样估计当前欧洲局势这个问题时说道：

我手头已经七个星期没有一份欧洲的报纸了，因此，我不能对那

里发生的任何事件发表评论。

谈话到此结束。

载于１８８８年９月２０日“纽

约人民报，第２２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人民报”

２７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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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正义报”５７４

  “正义报”即“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在它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的那一号

上，攻击了被它一般称之为“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不

管他们是谁），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机关报”（指伦

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我们的德国朋友根据德意志帝国最高法

院的判决不得拥有这种正式机关报，否则即犯有加入“秘密会

社”之罪５７５的时候起，就不再是“正式的”机关报了。该报从那个

时候起，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已不是“社会民主党

机关报”，而只不过是“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但是，

“社会民主党人报”引以自豪的是：它享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充分

信任，而这个党的力量远远不限于１８８７年投票赞成它的那七十七

万个选民。

“正义报”认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在大不列颠而且在美国，都使我们事业的宣传

遇到困难，因为，他们用周围每一万个人当中速一个人也不懂的语言出版自

己的报纸，虽然他们自己身在美国，无论如何应该学习英语。此外，他们把自

己的活动严格局限在自己的民族俱乐部里。”

这种指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按照“正义报”的说法，住在外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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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德国人，应该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即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中

间唯一可用的宣传工具，并且应该仅仅变成他们卜居的国家所能

发生的任何运动的附属品。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专供讲德语的读者阅读的德文报纸。它

的印数的十分之九是直接寄往德国的。它之所以不得不在英国出

版，是因为比英国用来对付爱尔兰的手段更坏的非常法，迫使编

辑部把自己的活动移到国外，而瑞士政府慑于俾斯麦的压力把编

辑部的全体同事都赶出了瑞士。

“伦敦自由新闻”５７６是地方性的德文报纸。它已经存在三年

多了，这足以证明需要有这种刊物。其实可以让它自己为自己说

话。

对于在美国的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为了说明“正义报”

对他们提出的指责，我们可以指出：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５７７（虽

然它起初、甚至现在主要是由德国人组成的）那里，有许多非德国

人支部——英美人支部、斯拉夫人支部、斯堪的那维亚人支部等

等；除了可以全部自给或者几乎全部自给的为数众多的德文报纸

以外，它还出版一种英文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５７８，并且正在弥补

它的平衡表中直到现在还有的那个相当大的赤字（见１８８９年３月２

日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刊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它自己

出钱保证一位英美工人的宣传员加赛德教授的生活；在美国有人

指责它，说它是一小撮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竟干涉与他们无关、他

们又不理解的美国事务。尽管在美国的德国人不是已经加入美国

国籍就是打算加入并且定居美国，而人们还是这样对他们说。如果

住在英国、而且大多数只是那里的临时居民的德国人遵循“正义

报”给他们提出的教导，如果他们开始为英国读者出版英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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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在英国人中间的公开宣传、干预英国的政治生活、履行英

国人的一切义务并要求英国人的一切权利，那末他们就会受到同

样的指责，并且在指控者中间可能会有“正义报”。

至于在美国的德国人似乎“应该学习英语”这一主张，我只

能说，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很遗憾，情况远不是这样。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可

能，有效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在美国也好，在瑞士也好，在

东欧和北欧也好，如果没有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人的活动，那末

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占有它今天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

方，他们都是第一个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互相的联

系，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现在的地址是托登楠街托登楠大院路

４９号）早在１８４０年就是第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５７９如果“正义报”

连这些事实也不知道，那末国际警察和国际资本对这些是了解得

很清楚的。每四个被大陆的警察局迫害、缉拿或者驱逐的外国社会

主义者之中，就有三个是德国人。现在美国国会正在审查的关于禁

止外国社会主义者迁入的法案，主要是反对德国人的。

“正义报”继续说道：

“现在谈谈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在１８８６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德国人有了

自己的代表，而在１８８８年敦代表大会上，一致同意委托可能派组织１８８９年代

表大会。当时对这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所以，有理由期望最近几年的

一切个人的小委屈都被排除。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的正式机关报还在拚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而且它攻击到最后，就于２月

２８日在‘人人权利报’５８０的编辑部举行了秘密会议①，这个秘密会议很像当年

瓦解旧‘国际’的那些卑鄙阴谋。在这一周里，‘社会民主党人报’又干起来

５７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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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从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引用了攻击我们的法国同志的话

。但是，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无疑，我们的拉科夫同志和一切独立的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都会同我们联合起来，真诚地谋求结束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

倾轧。”

为了弄懂所有这一切，必须知道１８７１年以后法国社会主义运

动史的某些事实。在１８７１年公社的日子里被击溃的法国社会主义

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出现在１８７９年马赛代表大会的舞台

上，在那里他们组成了工人党；但是１８８２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

生了分裂。每个派别都把自己叫做法国工人党（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但

是，最好是用它们彼此赠送的称号来叫它们，那就是可能派和马克

思派。除了这两个集团以外，还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集团，它有着

自己的独立组织，虽然一般说来，它起先曾同工人党合作过，而分

裂后又同所谓马克思派合作过。在这些不同派别的每一派的势力

范围内，有许多工会（ｃｈａｍｂｒｅｓｓｙｎｄｉｃａｌｅｓ）和其他工人联合会。一

般说来，可能派在巴黎势力最大，而在地方却几乎完全是所谓马克

思派的天下。这两个独立的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我现在不谈；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分歧是存在着的。但是，同样分成几个不同集

团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好，只是在１８７５年才联合起来的德国社会

主义者也好，都无权指责法国人缺乏统一。

可能派为了争得公认他们是法国唯一的真正的工人政党，就

开始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第一次是１８８３年在巴黎，

后来是在１８８４年（这次出席的外国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主义者），

第三次是在１８８６年，当时也有其他国家的几个代表出席。在最后的

这次代表会议上，决定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

托可能派组织这次代表大会。但是，无论是德国代表格里姆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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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奥地利代表，都没有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不管怎样，这次代表会

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除了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外，只有

一小撮比利时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德国人，一名伦敦德意

志协会的代表，一名瑞典人和一名奥地利人）的决定，只是一种

愿望而已。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代表的人们，根本不认为这次代表

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自己有约束力，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工联证明，它

们在赫尔代表大会上拒绝承认这次代表会议的许多决议。

１８８７年９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在１８８８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

会的决定。当工联大约同时宣布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国

的工人政党表示准备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如果允许它的成员

——只要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话。

工联在宣布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时声明说，只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

〔可信任的，正式的〕工人组织的ｂｏｎａｆｉｄｅ代表才允许参加代表大

会。但是，要知道，在德国现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政府会把

任何胆敢选出代表并把代表派往伦敦的工会组织立即解散，并

且没收它的基金。工联理事会提出的条件，等于堵塞所有德国代

表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当时德国的工人政党派了我们著名的

帝国国会成员奥 倍倍尔在本书作者的陪同下去伦敦。他拜会

了议会委员会５８１和工联理事会的书记，并且同社会民主联盟和

社会主义同盟５８２的代表们谈了话。随后保持了长时期的通信，

德国人试图在通信中争取改变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但是，工联

理事会议会委员会的决议仍旧有效，我们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被

有意识地堵塞了。这以后，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对这样的代表大会

发表了抗议。

７７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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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举行了。在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中，从来还没有在这

样屈辱的条件下召开过工人的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历次工人代

表大会都认为自己是有主权的。它们的组织者可以初步制订规则，

但是每个代表可以不同意这些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则由代表大

会本身作出最后决定。而这一次，参加条件、议事规程、程序和表

决的规则、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一切都是议会委员会这个反

社会主义的工联伦敦理事会的反社会主义机关预先指示的。而所

有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仍然都接受了这种屈辱，因为不然，租有会

址的工联理事会就会干脆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认为——而这也

完全正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证明英国工会组织的行列

中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少数派。但是，他们是应该表示抗议

的，而他们没有这样做。

这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对于曾经向代表大会派出代表

的那些人来说，也未必能够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它的发起

者即议会委员会本身，哪怕是由于拒绝贯彻决议中的一个决议

（１８８８年１１月的报告第２页）５８３，也就是背弃这些决议了。认为这些

决议对于那些不但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代表参加而且被有意识地排

除在外和对此表示过抗议的人有约束力，这简直是荒谬的。不管怎

样，代表大会已经决定，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

委托巴黎的可能派组织代表大会。

和伦敦代表大会同时，与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有联系的法国

工会在波尔多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它也决定１８８９年在巴黎组

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波尔多曾向伦敦代表大会派了一名代表，但

是他只是在大会快完了的时候才到伦敦。

后来，法国可能派于去年１２月在特鲁瓦召开了自己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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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代表大会。但是，特鲁瓦的地方组织者——也是他们这一

派的成员——声明，他们认为邀请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

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大会是自己的义务。于是，可能派离开

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由承

认波尔多通过的关于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所

谓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组织的。这样做只是自卫，因为他们非常清

楚地知道，伦敦代表大会既然委托可能派在巴黎组织自己的代表

大会，就是准备把一切不受可能派影响的法国工人从代表大会参

加者的名额中排除出去，虽然伦敦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

这样，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就必须召开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虽然

“正义报”完全不让自己的读者们知道法国各大工人团体已在１８８８

年秋天在波尔多和特鲁瓦举行了会议（在波尔多有６３名代表出席，

代表马赛、利尔、里昂、鲁贝和其他城市的２５０个地方联合会；在

特鲁瓦有３６名代表出席，代表３２７个不同的组织，即各地方工会和

社会主义小组），并且决定召开他们也会有代表出席的代表大

会，——但是这些事实仍然传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于是，德

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的

召开（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代表大会将互相敌视，并且必然两

败俱伤），并且试图由这两个残缺的代表大会组织一个真正的代表

大会。

为了这个目的，德国人——组成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帝国

国会的成员——建议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并且邀请了法国社会主

义者的两个派别、以及和他们保持关系和通信的其他非德国人的

社会主义组织参加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是２月２８日在海牙（荷

９７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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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举行的，我不是作为代表而只是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了代表

会议。法国的两派都被邀请了，但是可能派没有到会。拉法格代表

了马克思派。代表中国有两名德国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

名荷兰人（多梅拉 纽文胡斯和克罗耳）、两名比利时人（安塞尔

和沃耳德斯）和两名瑞士人（赖歇耳和舍雷尔）。

当时应该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的措

施；第二，制定参加统一代表大会的条件，凡是愿意在统一代表

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的小组，任何一个也不会被排除在外；第三，

代表大会在它的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应该指出，可能派由于跟着

工联议会委员会的脚印走，已经事先把他们打算用来束缚代表大

会的守则和规章公布了。不但完全预定好了日程，而且此外还有一

条规则，即不应该由整个代表大会，而应该由每个全国性的小组

单独来审查和批准代表资格证。虽然代表大会后来可以接受或拒

绝这个日程和这个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法，但是，接受或拒绝的

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疑应该给代表大会本身，何况，可能派规

定的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法，实际上使他们有可能只许合乎他们

愿望的法国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人们记得，几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

——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差一点被议事规程制定

委员会排除掉的，在这个委员会里，英国工联同外国人比起来只

占微不足道的多数。而巴黎是可能派的支柱，而且他们打算请求巴

黎市政委员会提供５万法郎（２０００英镑）供代表大会之用，由他们

支配这些款项。

于是，海牙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下面签名的人建议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可能派的正式名称〉，根据

１８８８年伦敦代表大会授予它的全权，协同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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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组织召开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由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全体代表签名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

知书，应该尽快告知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

在这个通知书中应该声明：

（１）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到２１日举行；

（２）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

下参加代表大会；

（３）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

议程暂定如下：

（ａ）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间劳动，假

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ｂ）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ｃ）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德 国 代 表 奥 倍倍尔 威 李卜克内西

瑞 士 代 表 亚 赖歇耳 亨 舍雷尔

荷 兰 代 表 斐 多 纽文胡斯 料 克罗耳

比利时代表 爱 安塞尔 让 沃耳德斯

法 国 代 表 保尔 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８日于海牙”

由此看来，代表会议向可能派百般让步了。根据伦敦代表大会

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委托给了他们，而他们的法

国对手是被排除于这项工作之外的。人们要求可能派做的，只是公

布一个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同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同样也由其

他一切有关的党派签署，并规定：（１）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

（２）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３）代表大会对议事规则和议程

的主权。这种让所有在上面签字的组织负有义务的共同通知书的

形式，是保证代表大会的真正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最好手段，更确

切些说，是唯一的手段。共同通知书提出的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

１８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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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可以防止重演不容许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代表参加的丑事，

而由于这种丑事，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当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代表

面曾经是如此不充分。在议会委员会企图创造先例和可能派仿效

它的榜样之后，要求特别指出代表大会在它的一切内部事务方面

享有主权，就成为必要了。这个要求涉及的仅仅是不言而喻的事

情，完全没有侵夺伦敦代表大会授给可能派的全权，因为伦敦代

表大会并没有授权而且也不能授权世界上任何人来规定对以后的

代表大会有约束力的规章。

海牙的决议根本不是以同伦敦代表大会相抵触的精神通过

的；下面的情况证明了这点，即同意这个决议并且在它上面签了

字的代表当中，有两名代表——根特的安塞尔和海牙的克罗耳

——也是１８８８年１１月在伦敦的代表，并且不仅是亲身出席的代表，

而且是代表外国人的执行主席。这点还可以用另一种情况来证明，

即没有被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两名德国人和没有代表参加代

表大会的法国人，都同意可能派保留在那里能够享有和已经授给

他们的一切全权。他们只要求一点：根据同其他代表平等的原则，

保证他们有可能参加巴黎代表大会，并且在这个代表大会举行的

时候，代表大会本身能够最后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由于海牙代表

会议敢于以这种和解的精神行事，“正义报”就称它为“秘密会

议”！

可能派拒绝了向他们建议的合作。他们同意外国的社会主义

者同他们一起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字，但是，不属

于他们这一派的任何一个法国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签上自己的

名字。由此可见，他们是在追求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角

色，并且指望我们这些外国人承认他们就是这种组织。此外，他们

２８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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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由整个代表大会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方法，据说是有可

能派事先指示的守则和规章，而代表大会应该毫不推诿地接受。

这些情况，会打消人们对去年１１月在伦敦决定召开、并且委

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并不只是一个假代表大会所抱的一切希

望。我们可以等着看，在海牙有代表的团体现在会怎样做；不管怎

样，它们已决定共同行动。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正义报”硬说，似乎这家报纸在

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拚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正义报”号召所

有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我们联合起来，真诚地谋求结

束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正义报”用它那特有的调子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和

行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嘲笑和

辱骂，或者对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一次也没有抱怨过。

无论是在我们党内，或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国家的支部，我

们德国人已经习惯于进行非常坦率的批评。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

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相互吹捧的协会或鼓动家彼此保险的保险公

司，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不那么娇嫩，已经能够忍受住“正义报”的攻击而不打一下哆嗦。

但是要知道，我们来到英国，并不是为了放弃我们在俾斯麦面前

曾经保持过的、英国人在过去光荣的革命战斗中争得并有理由引

以自豪的那种自由批评权。所以，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就

要不客气地公开说出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有英国社会

主义者的“争吵和倾轧”的意见。

可能派近来所奉行的政治路线，绝对不是一向得到其他民族

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赞同的，而他们在最近巴黎选举期间采取

３８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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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在把共和国从布朗热手里拯救出来

的借口下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最会卖身投靠的分子，同靠吸法

兰西的血而发财致富已经有十年的机会主义派５８４联合起来；他们

拥护和投票赞成政府的候选人、酿酒资本家、“下流的候选人——

法国的约翰 詹姆森”（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９日“正义报”）。而当社会主义

者工人布累，即不久前组织了挖土工人大罢工的那个人被提为候

选人与布朗热和雅克相对抗的时候，他们附和了资产阶级的合唱：

不要在伟大的共和派的队伍中制造纠纷！在英国这里，伟大的自由

党用同样的话不止一次地声明反对“正义报”提出的候选人。如果

使工人们有可能投票赞成他们自己的代表中的一个，而不是使他

们面临这样的选择，即要么投票赞成布朗热，要么赞成资本家中

的一个（正是资本家想把法国的财富弄进自己腰包的贪欲，像海

德门先生在１８８９年２月２日“正义报”上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才使

布朗热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对布朗热的斗争岂不是会更加成

功。

对“正义报”应该公正①：它既没有为可能派的这些行为辩护，

也没有为“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名誉的联系”

（１月２８日“正义报”）辩护；但是，它也对自己的读者只字未提可

能派的机关报“工人党报”５８５曾经在反对布朗热的狂热中要求采取

非常措施来对付“可恶的出版自由”②和结社自由。“正义报”用尽

一切办法来瞒过自己的读者，既不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也不让

他们知道围绕着工人候选人的斗争和工人候选人仍然获得了

４８５ 附   录

①

② “我们应该不倦地重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急时期，这种出版自由应该取

消”——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８日（正是在这一天！）“工人党报”。

双关语：《Ｊｕｓｔｉｃｅ》有“公正”的意思，也是该报的名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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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由整个代表大会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方法，据说是有可

能派事先指示的守则和规章，而代表大会应该毫不推诿地接受。

这些情况，会打消人们对去年１１月在伦敦决定召开、并且委

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并不只是一个假代表大会所抱的一切希

望。我们可以等着看，在海牙有代表的团体现在会怎样做；不管怎

样，它们已决定共同行动。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正义报”硬说，似乎这家报纸在

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拚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正义报”号召所

有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我们联合起来，真诚地谋求结

束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正义报”用它那特有的调子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和

行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嘲笑和

辱骂，或者对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一次也没有抱怨过。

无论是在我们党内，或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国家的支部，我

们德国人已经习惯于进行非常坦率的批评。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

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相互吹捧的协会或鼓动家彼此保险的保险公

司，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不那么娇嫩，已经能够忍受住“正义报”的攻击而不打一下哆嗦。

但是要知道，我们来到英国，并不是为了放弃我们在俾斯麦面前

曾经保持过的、英国人在过去光荣的革命战斗中争得并有理由引

以自豪的那种自由批评权。所以，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就

要不客气地公开说出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有英国社会

主义者的“争吵和倾轧”的意见。

可能派近来所奉行的政治路线，绝对不是一向得到其他民族

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赞同的，而他们在最近巴黎选举期间采取

３８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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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００张选票。由于我们公开地谈到可能派的这些可耻行径，这个

不敢为它的可能派朋友的行为辩护的报纸就指责我们，说我们是

在搞嘲笑和辱骂，是在搞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问题在于，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内阁社会主

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当波尔多代表大会被当局禁

止、受到警察局的迫害、并且只是由于它在一个市长有革命情绪

的临近小城的市政厅里给自己找到容身之地才能举行的时候，当

警察局向特鲁瓦代表大会进行了几次袭击，制止悬挂红旗的时

候，——这些事实可能派的报纸既没有谴责，甚至也没有提到

——这些“非常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却正在同巴黎的查理 沃伦之

流非常和谐地合唱。当巴黎当局禁止了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

筹划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表示抗

议，反而公开欢迎这个步骤。

由此看来，如果今年在巴黎举行两个代表大会的话，其中一个

不但会得到警方的保卫，而且会得到赞助。它将得到政府、省当局

和巴黎市政委尽会的赏识。它将受到祝贺和百般的巴结。它将得到

官方的外宾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和特权。

好心的共和派将躲开另一个代表大会，当局将警惕地注视着

它，顶多只是不去打扰它而已。如果英国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他们

会感到置身在巴黎就像突然又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了。

写于１８８９年３月

１８８９年３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在

伦敦出版，并载于１８８９年３月３０

日和４月６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１３和１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５８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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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
５８６

鉴于你们对有关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经

常发生兴趣，我相信你们会允许一个法国人，一个所谓法国马克

思派的组织（Ａｇｇｌｏｍé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的成员说几句话，作为

对巴黎劳动总会通报上发表的，并由４月２７日“正义报”用英文转

载的通告的答复。

巴黎劳动总会目前是一个完全掌握在可能派手中的组织。可

能派在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５８７——巴黎市参议员——的帮助下攫

取了这一组织，并且任何一个工会，只要它敢于公开反对可能派

的原则和策略，就会立刻被开除。因此，上述通告虽然是以巴黎七

十八个工会组织的名义发表的，但就像是可能派委员会自己发表

的可能派的作品一样。

这一通告号召“法国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不管持什么观点

（共和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都在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

会中联合起来。看来，事情办得很公正。由于我们这一派法国社会

主义者在省里完全排除了可能派，所以当他们一听到我们允许他

们前来特鲁瓦出席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竟不敢来，由

于我们在各省的组织比起法国所有可能派的组织加在一起还要多

得多，所以，无疑地，假如保证实行代表资格的公正原则，甚至

在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上我们也会拥有法国代表的多数。但是问题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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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可能派委员会虽然为自己的代表大会搞出

了一大堆规定，但正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从来连提都没有提过。

谁也不知道，每个小组应当派多少个代表，是一个、两个还是更

多，代表的人数是否应当视这个小组成员的人数而定。大家知道，

可能派是巴黎最强大的组织，所以他们每个小组可以派两个或三

个代表，而我们则由于自己老实，将只能派一个代表。他们想制造

多少代表，就能制造多少代表。在巴黎他们的代表都是现成的，只

要指定就行了。于是，这一切表面上看来很公正，而代表大会的法

国支部就会变成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的一帮可能派，所以为了避

免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诉诸代表大会。

仅仅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也不能放弃代表大会在处理它的一

切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如果一般说来有可能放弃这个头等

的基本原则的话。我想，在伦敦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议会委员会

去年１１月使当时的代表大会十分明显地感到，会场是它租的，因

此，代表大会在那里举行是出自它的恩情。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在

巴黎重演。

写于１８８９年４月底

载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４日“工人选

民”第１卷第１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８５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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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２１日）

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５８８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在波尔多举行了有二百多个工会——工商会和

同业小组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国

际博览会期间应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在特鲁瓦举行的有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派

别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波尔多代表大会任命的全国委员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任命的

执行委员会，被委托来商定共同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并被委托来

邀请欧洲和美洲一切致力于劳动解放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不分

派别都来参加大会。这一点已经做到。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８日，在海牙举行了有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

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代表会议。英国社会主

义同盟和丹麦的社会主义者由于缺席而表示抱歉，并且预先声明，

它们将赞同所通过的一切决议。

海牙代表会议决定：

１．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到２１日举行；

２．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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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３．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

的。

议程暂定如下：

（ａ）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间

劳动，假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ｂ）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ｃ）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据此，并根据波尔多代表大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对我们的委

托，根据海牙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１）我们将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定于１８８９年

７月１４日到以２１日举行。

（２）议程与海牙代表会议确定者同。

（３）我们将邀请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

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为新旧两大陆一切工人和社会

主义者的联合奠定基础。

我们在巴黎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委托它最终组织国际代

表大会和筹备接待外国代表的工作。

我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国际工人解放万岁！

波尔多全国委员会：

总书记 雷 拉维涅

胥利旺街１６号

特鲁瓦执行委员会：

总书记 Ｇ．巴提斯

      巴黎执行委员会：

９８５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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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工团联合会：

        布累，贝塞，费兰，蒙索，鲁赛耳

       巴黎的社会主义组织：

        瓦扬，盖得，杰维尔，雅克拉尔，克雷潘，拉法格

       巴黎市参议会社会主义者小组：

        多马，龙格，肯维埃尔，瓦扬——市参议员

       众议院的社会主义者小组：

        费鲁耳，普郎托——议员

通讯处：巴黎，让 雅 卢梭街，劳动介绍所，鞋匠工会委员

会，法国书记贝塞

巴黎郊区勒－佩勒，外国书记保尔 拉法格

以传单的形式在伦敦发表，并载于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０日“柏林人民报”第１０９

号，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１９号，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工人

选民”第１卷第２０号和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６

日“公益”杂志第１７６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０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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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５８９

  这篇登载在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５日“正义报”上的宣言，力图向全世界

宣告有关上述代表大会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对这些“明明白白的

真相”负责的是“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社会民主联盟总委

员会”。我们不清楚这两个机构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一个名字都没

有提到，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注意到宣言的作者们喋喋不休

地抱怨海牙“秘密会议”，它的参加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向任何

人隐瞒自己的名字的话。然而社会民主联盟的总委员会也好，它的

国际委员会也好，都是根本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人可能还记得，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以七票对二票的多数做

出了一个谴责海德门先生“贿买”“正义报”的决议；海德门先生以

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这个决议（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７日“正义报”），称它

是“偶然的”，并且很快就以同样的或者还要多一点的多数票把这

个决议取消了。在这以后，这个总委员会甚至甘冒自己被人称为

“秘密会议”的危险而不列举人名，这是毫不足怪的；而事实上，在

这以后列举人名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宣言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同志们的一个支部和其他非社会主义者一起通

过一个决议，决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全，以便和我们的可能派同志利召开和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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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代表大会相对抗，决议要求说明大不列颠人数是多和力量最强的社会

主义组织，即社会民主联盟的真实情况。”

这里提到的“非社会主义者”是哪些人呢，他们的名字被小

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正如提出上面那种说法的人的名字被小心

翼翼地隐瞒起来了一样；因此不能确定，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

是“明明白白的真相”，或者不是。然而，这种说法不是有意识的

诽谤，就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东西，当它从那个与可能派订立了紧

密的攻守同盟的组织的代表们的口中说出来时，听起来是相当奇

怪的，这些可能派在没有“其他非社会主义者”的帮助的情况下

还从未能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１８８３年，他们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

代表会议上，出席的外国人只有以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为首的英国

工联主义者的首领们，并且布罗德赫斯特先生非常满意会上的发

言和通过的决议。他们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就其成员而言同第一次

代表会议没有多大差别，而１８８８年的伦敦代表大会甚至是由工联

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召开的，大家都知道它的成员“不是社会主

义者”，而是恰恰相反。

然而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宣言的作者们利用这个机会提醒

我们，社会民主联盟是“大不列颠人数最多和力量最强的社会主

义组织”。这件新闻在每一号“正义报”上一周复一周地宣布几乎

已经有六年之久了，但毕竟有一些堕落的人竟敢怀疑社会民主联

盟的伟大和实力；他们甚至敢于断言，这些发誓要人相信社会民

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的话，恰好在社会民主联盟的实际伟大和力

量衰败的时期说得特别频繁、响亮和令人厌恶。他们援引这样的事

实：去年年底“正义报”的版面“只是在节日期间”才缩小一半；

可是，这些节日却一直延长到今天，而且有些熟悉报纸情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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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这家印数号称超过四千份的报纸现在的发行量几乎只及这

个数字的三分之一；还断定，联盟有一些这样的分部，它们从来

没有举行过集会，速门面也不装潢一下，而在许多大工业城市里

根本没有人读这份报纸。应当说，像波尔顿分部的报告（１８８８年５

月２８日“工人选民”报）——它同宣言不一样，不是匿名的而是

由八名联盟盟员署名的——这样的报告对于证实这些说法是很有

帮助的。当向敌人透露自己的被夸大了的力量的时候，无论怎样为

这种军事上的计谋辩护都行，但是当这种计谋被用来蒙蔽自己的

同盟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而

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或许才能在联

合王国找到一个绝无仅有的人会让自己受社会民主联盟的这些使

人厌烦的吹嘘的欺骗。

我非常抱歉，我迫不得已用这样的口气来谈论一个做了不少

好事，它本来还可以做更多好事，而且它的成员里有很多优秀分

子的组织。但是，只要它像目前那样听人摆布，它就别指望获得它

所企求的地位。

其次，宣言的作者们声明说，他们方面为了达成协议尽了一

切努力，但是既然这看来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现在决定，仅

限于“叙述从来没有人争辩的，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些明明白白

的事实共有十四件。

１．“法国可能派……曾受１８８６年工会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委托于１８８９年

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出席这次１８８６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德国人

的代表是格里姆佩。”

这件“明明白白的事实”确实是没有人争辩的；只是１８８６年

会议当时不过称为“代表会议”，而现在，为了使它具有更大的分

３９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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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把它变成了真正的“代表大会”。其次，有一个重要的疏忽：

格里姆佩没有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因此他出席代表会议绝对不等

于“德国人”同意委托可能派办事。

２．“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不许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代表参加１８８８年工会

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是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随后德国人宣布这个代表大

会是‘残缺的代表大会’，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目前他们正

在组织一个对垒的巴黎代表大会），就号召其他民族的代表不要参加伦敦代

表大会，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被允许参加这个代表大会。”

对这一点没有异议。

３．“然而１８８８年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还是举行了，并且开得很成功。德

国国会社会党人的特别亲密的盟友，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或盖得派出席代表

大会的代表是法尔雅。这个代表大会一致授权可能派召开并着手筹备１８８９年

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法尔雅同其余的人一起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比利时

人的代表安塞尔和一个荷兰人①也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安塞尔和克罗耳却

参加了海牙秘密会议。”

硬说法尔雅代表“所谓马克思派或盖得派”是与事实不符的。

法尔雅是由伦敦代表大会之前几天在波尔多开幕的法国工会代表

大会派往伦敦去的。只有把所有非可能派的法国工人都当做是“马

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才能把派遣了六十三名代表到波尔多去的

二百五十个地方工会叫做“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波尔多代表

大会也一致决议“召开并着手筹备１８８９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

会”，而且它是在伦敦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几天做出这个决议

的。可是，既然派代表去波尔多的那些人全都被可能派像对待敌人

４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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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地排斥了，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授权这些可能派去召开代

表大会，因此硬说“法尔雅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简直是荒谬的，就

像说“马克思派”应该受法尔雅的这次投票的约束一样荒谬，其

实，他根本没有投票，就算他投过票，那也只是出于错误，连他

本人也不能受其约束。

至于投票赞成上述伦敦决议的安塞尔和克罗耳竟然“参加了

海牙秘密会议”这一情况，那它确实能使每一个会对我们所分析

的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感到满意的

人难于置信。但是从这篇回答的附录①中可以看出，安塞尔和克罗

耳认为不仅需要到海牙去，而且需要完全避开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并支持召开一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这样做的不仅有安塞尔和克罗

耳，而且还有其他的伦敦代表，而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欧洲社会

主义的绝大多数代表。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他们全都早就一

清二楚了，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恰好仍然——人类天生的劣根性就

是这样！——同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这样费尽心机地想强加给

他们的结论相反。

４．“可能派无论在巴黎（那里他们获得了五万张选票）或外省都是绝对

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在接连得到这两个委托以后，它就着手——认

为这是自己的职责——召开和组织１８８９年７月底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在市镇选举中可能派的确获得了近五万张选票，其中有很多

是他们的反对者，集体主义派（所谓的马克思派）所投的，他们

相当宽厚，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努力抛弃派别分歧。可是断言可

能派“无论在巴黎或是外省”都是“绝对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

５９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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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这纯粹是撒谎。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巴黎是可能派的堡垒，然

而即使在这里，可能派的状况从他们不仅公开同资产阶级激进派，

而且还同机会主义派这帮成为目前法国官方集团腐败现象的化身

的证券投机商人结盟以来就急剧地恶化了。可能派在同布朗热做

斗争的借口下所结交的正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渎职罪行恰好

为布朗热树立了声望，并且迫使所有各阶级的数以十万计的人大

声疾呼：“宁愿要布朗热，宁愿要魔鬼，就是不要这个吸干我们的

全部血液的腐败制度！”——这个事实吓跑了许多可能派过去的忠

实信徒；而当可能派在１月选举中支持资产者雅克（他在市镇参议

会上一贯投票反对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决议），并且实际上反对

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布累的时候，他们队伍中的不满迹象就开始增

加了。当他们的一位演讲人雷提在集会上为雅克辩护的时候，拥护

布累的工人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和打断他的话；他怒气冲冲地离

开了讲台，并大声嚷叫：“是的！我将投雅克的票，可是我要报复

那些迫使我干这个卑鄙勾当的人！”而布累，尽管遭到了可能派的

疯狂反对，仍然获得了一万八千工人的选票。

在这之后，巴黎可能派内出现了瓦解的征兆，这是用不着惊

奇的。４月１６日巴黎第十四选区小组被代表委员会开除了，反对开

除的只有两个人。４月２３日阿列曼要求强迫两名党员交出某些信

件，否则这些信件可能被用来损害某些领袖，这个建议被交给二

十六个小组夫进行表决。但是十五个小组反对它，三个弃权，而第

十三选区的许多重要组织都因此退出了联盟，同时声明说：

“费里、克列孟梭和兰克的同盟者再也无权妄想留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

自己活动的基础的党里。他们由于背叛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义务而背弃了

党；现在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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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还只是开始，但是勿庸置疑：甚至在巴黎，可能派首

领们的统治也严重地动摇了。

至于断言可能派在外省是“绝对最强大的”，那末这不仅不是

“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简直是荒诞的。在

法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社会主义组织都没有加入可能派

的联盟，而是同它敌对的。例如，里昂（五名市镇参议员是社会主

义者）、马赛（一名省参议员是社会主义者）、鲁贝（两名市镇参

议员）、阿尔芒提埃尔（五名市镇参议员）、蒙吕松（两名市镇参

议员）、科芒特里（市镇参议会全体参议员以及市长都是社会主义

者）、加来（两名市镇参议员）、利尔（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拥护

非可能派社会主义者的有四千票）、布尔日、维埃尔宗、罗昂、波

尔多、纳尔榜、阿累斯等等，等等。在这些市镇参议员和省参议员

中一个可能派也没有。在所有这些城市里一切社会主义组织和工

人组织都无可争辩地掌握在可能派的反对者的手中。

的确，近几年来可能派在外省甚至都不敢露面。１８８７，他们想

选择一个举行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哪怕是多少有点成功希望的

地点，他们不得不选定阿尔登省的一个未必有人能在地图上找到

的偏僻市镇。去年冬天，当他们宣布在特鲁瓦（在他们看来，当地

工人代表是可以信赖的）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特鲁瓦地

方委员会声明说，这一次代表大会的门将真正地，而不是仅仅虚

有其表地向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敞开。当巴黎可能

派的首领们弄清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就宁肯不出席自己的

代表大会，也不愿同集体主义派和布朗基派见面，这两派人已来

到特鲁瓦，并举行了由可能派召集的，但是被他们所抛弃的、而

实际上是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的代表大会。

７９５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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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可能派是绝对最强大的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同宣

言中关于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的大吹大擂的声明是一类货

色。

然而，不管他们强大还是不强大，他们“认为召开巴黎代表

大会是自己的职责”。

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此目的而授与他们的全权是

否有效的问题。

１８８６年的巴黎代表会议只有很少外国代表参加，——一般说

来很难把它称为有代表性的会议——因此它的决议只不过是一种

愿望而已。这种决议顶多对那些投票赞成它的人，就是说对可能派

和英国工联主义者才有约束力。这些工联主义者在他们最近的赫

尔代表大会上已经抛弃了巴黎决议。因而，剩下的就只有这样一件

事实，即１８８６年可能派在巴黎自己授权自己于１８８９年召开巴黎代

表大会。

现在谈谈伦敦代表大会。

伦敦代表大会不是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是工联召开的、除

了工联主义者以外原则上没有让任何人参加的工联代表大会。这

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不是工联主义者的工人，或者对于所有

社会主义者说来怎么能有约束力——这对我说来倒是个秘密。工

联代表大会可以召开另一次工联代表大会，但止此而已。如果它召

开工人代表大会，那就越权了；这种举动本身是可以获得我们的

同情的，因为它标志着对陈旧的工联主义偏见的胜利，但事实终

归是事实：召开代表大会不属于伦敦代表们的职权范围，因此这

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无疑地，波尔多代表大会也只是工会的代表大会，因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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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同样程度上也是无效的。但

是，这项决定在同年１２月为特鲁瓦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批准了，甚

至连可能派也没有理由能够反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为这次

代表大会是他们自己召开的，如果说他们没有出席大会，那末这

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

谈到由于故意不让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的人数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的代表

参加伦敦代表大会而使这次代表大会变成残缺的代表大会，这倒

是“明明白白的真相”，真正“不可争辩的事实”；甚至连宣言也

不反对这一点，它只是抱怨说，德国人给了代表大会一个这样的

称呼，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况且残缺的代表大会（它的少数派，可以说对英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自己的活动中并不是不受拘束的。一旦

英国的希普顿派工联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希普顿派

就通过希普顿本人的口声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宣布代

表大会闭幕；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会场是他们租的。这样一

来，一开始就令社会主义者感到，他们处在爱尔兰佃农的地位，而

他们的大地主希普顿已做好准备，如果需要，就借助于女王陛下

的武装力量来行使他的强迁权。

社会主义者屈服了，而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可

是他们没有提出正式抗议，这是个错误。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忘记，

由于奖励他们表现出来的信任，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并且，

从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坚决表示，这种情况绝不

允许重演。

此外，议会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准备了一大堆规章和指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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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利用它们来堵住社会主义者的嘴，并使他们俯首听命。代表资格

证的审查、议事日程、表决方式——实际上整个议事规程都是由

希普顿派事先拟定好，并以立即驱逐作为威胁而强加给代表大会

的参加者的。伦敦代表大会并不比一个受雇为资本家工作的工人

更自由，也不比一个从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那里租种三、四英亩土

地、面临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饿死的抉择的爱尔兰农民更自

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将载入工人运动史册这已经是

够可耻的了；可是还要在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条件下召开一个代表

大会——这是绝不容许的！

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者少数派仍然痛斥了希普顿

多数派，以致议会委员会很快就对这一个打算冷淡下来了。它公开

地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首先是关于召开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

当做一张纸片那样来对待。

因此，可能派从伦敦代表大会那里得到的委托是没有充分根

据的，第一，因为它是工联代表大会颁发的，而工联代表大会是无

权拿义务来约束没有参加工联的工人和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第二，

因为伦敦代表大会不让德国人和其他人参加而成了残缺的代表大

会；第三，因为它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以及第四，因为召开代表大会

并在代表大会上构成多数派的那些人首先宣告了这个委托无效。

如果不是可能派和他们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拥护者经常向我

们提到伦敦代表大会的委托就像提到什么神圣的和没有瑕疵的东

西一样，一般说来我是不会参加这场争论的。这个委托被看得高于

一切；不用说，它一笔勾销了早先在波尔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后

来又由特鲁瓦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它不仅对于在伦敦代表大会

上投票赞成它的人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没有到伦敦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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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有意排斥在外的人都有约束力。因此当这些奢望被提出来时，确

定这个委托的真正价值就成为绝对需要的了。

应该说，虽然伦敦的委托就其实质而言是无效的，虽然它对

其余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波尔多代表大会说来是当众打的一记

耳光——诚然，这一记耳光并不是大多数投票赞成委托的人有意

打的——毕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未参与委托的人对这个

委托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而且要不是这些可能派的无原则的行为，

委托事实上或许已经终于为大家所同意了。

可能派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通告表明，他们不仅不谴

责议会委员会用以束缚伦敦代表大会的自由的方式，而且认为这

种专横霸道的行为开了一个先例，并觊觎议会委员会篡夺的那些

权利。他们事先拟定了议事日程、表决和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式，

而且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应该由各个全国性的小组单独进行。一个

字也没有谈到，这一切都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由代表大会来

批准。

然而，伦敦代表大会不能授与可能派任何它本身并不具有的

权力。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提出下次代表大会无权废除的决议。因

而，伦敦代表大会没有权利授权可能派制定巴黎代表大会必须遵

循的规章和指令。而且它也根本没有这样做。然而可能派却觊觎这

样的权利。正是可能派的这些无耻的野心引起了随之而来的一切

分歧和争论，由于他们不愿意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这些野心，因

而导致了分裂和召开第二个代表大会。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不

希望再一次——这一次是他们眼睁睁地——落入圈套。

可见，争论的东西与其说是伦敦的委托，——这里要达成协

议并不困难——不如说是可能派对委托的使用，他们的野心，即

１０６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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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制定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法律，从而把议会委员会对待伦敦

代表大会的专横霸道行为推崇为今后一切代表大会的先例。

５．“马克思派虽然受到法尔雅的投票的约束，但对此表示抗议，并且鼓

动德国人起来抗议，因为，按照他们的话说，可能派有不许自己的反对者参

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一指责是他们提出

的，尽管可能派直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参加任何

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他们这一次打算要这样做。邀请

书已向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发出。”

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的主要部分已经被我们驳倒了。但是

断言“可能派直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

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们这一次

打算要这样做”——这或者是蓄意制造弥天大谎，或者是证明宣

言的作者们对自己写的东西根本莫名其妙。在１８８２年５月中央联合

会联盟（法国）第三次地方代表大会上，可能派宣布，代表大会

允许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然而当三十名集体主义派（即所谓马克

思派）相信了这个声明，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时候，却被毫不容

情地撵走了，借口是可笑的：他们由于采用了《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Ｃｅｎ

ｔｒｅ》〔“中央联合会”〕的名称而同可能派的《ＵｎｉｏｎＦéｄéｒａｔｉｖｅ》

〔“联合会联盟”〕进行了不光彩的竞争。１８８７年，当十二名集体主

义派的代表根据多次发表的关于邀请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声明

前来出席这个联盟的第八次地方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喊

叫声和嘲笑声的欢迎，并被迫离开了代表大会，当时还做了一项

决定：“永远不许马克思派参加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比这更

妙的是，１８８８年，当受委托组织可能派特鲁瓦全国代表大会的地

方委员会威胁说，这一次要实现始终不断地重复的关于允许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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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

能派宁肯离开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不愿实践自己许下的虚

夸的诺言。

在这一切发生以后，集体主义派确信“可能派有不许他们参

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难道有

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６．“不管怎样，拉法格、盖得和其他马克思派配合在帝国国会的党内的

德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召开了南锡代表会议。可能派是最后，即在代表会议应

该召开之前一星期才被邀请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

南锡代表会议是德国人而不是拉法格召开的。相反地，拉法格

反对召开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并想尽一切办法来取消它，他

成功了。可能派不是“最后”被邀请的，而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

被邀请的。因此，第六件“明明白白的真相”是彻头彻尾的撒谎；

但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它证明的又是什么呢？

７．“南锡代表会议没有举行成，而代之以海牙代表会议。可能派又是最后

被邀请参加这个代表会议的。作为对邀请的回答，他们写了几封包含有一系

列极其重要的问题的信。对这些信一封都没有回答，而代表会议也就在没有

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立即举行了。”

再次断言可能派是最后被邀请的，还是撒谎。他们是和所有其

余的人同时被邀请的；尽管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

仍然专门把它讲清楚。代表会议订于２月２８日召开，而２月１７日当可

能派举行他们的全国委员会会议时不仅已经接到了邀请书，而且

已经收到了李卜克内西对他们的包含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

题”的信的回答，也就是对那些，用宣言的话来说，“一封都没有

回答”的信的回答。他们自己说，李卜克内西“没有回答他们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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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的问题”。①据我所知，他告诉他们说，他们

将在这个代表会议上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或许，可能派是希望

就先决条件问题进行长期的通信，从而把代表会议拖延到代表大

会本身之后。但是那些认真致力于达成一个受到一切有关方面一

致尊重的协议的人则根本不希望这样做。不管怎样，可能派后来没

有出席代表会议，因此代表会议不得不在确实没有他们参加的情

况下举行了。

８．“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大不列颠、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

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甚至连社会民主联盟也没有得到它即将召开的消

息。只有显然与可能派为敌的那些人才得到了邀请书。法国的唯一代表是拉

法格自己，尽管他同可能派有多年的、激烈的私人性质的纷争！关于代表会议

的总结报告，不论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全文发表。”

９．“像这次这样的代表会议不是别的，而是在我们看来，一个追求不良

目的的秘密会议。我们不得不怀着深深的遗憾说，我们尊敬的多梅拉 纽文胡

斯同志在他给社会民主联盟的一封信中断定，这次代表会议是有意要秘密举

行的。”

由于海牙代表会议是德国人召开的，他们邀请了那些同他们

保持联系的外国社会主义者，即荷兰人、比利时人、丹麦人和瑞

士人，以及两个法国党派（当时他们需要在这两派之间担当调停

人）。派遣威 莫利斯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同盟是拉法格邀请的，而

可能派也曾经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邀请社会民主联盟；不管怎样，在

这里，即在伦敦，谁也不清楚，谁被邀请了和谁没有被邀请，以

及谁被授权邀请谁。至于被邀请的只是显然与可能派为敌的那些

人，这是谎话。比利时人同他们已经保持了好几年的友好关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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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复活节举行的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明，最不希望因某

事而引起他们的不满。５９１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士人也不是与他们为

敌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显然为敌”。如果说拉法格成了法国的

唯一代表，那末这只应归咎于不愿接受邀请的可能派。说拉法格同

可能派的“多年的激烈的纷争”带有私人的性质，这是撒谎。拉法

格、盖得、杰维尔以及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同党的多数

派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多数派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而宁肯建立一

个根本没有纲领的党。

在第八条和第九条里唯一正确的地方是，代表会议是“秘密

的”，因为它不是公开的。公众和报刊的代表当然没有被邀请参加

代表会议。如果它对可能派说来是“秘密的”，那只是因为他们认

为没有必要出席代表会议。然而，代表会议之所以做出决议，就是

专门为了要通知可能派，并且立即由沃耳德斯通知他们。在这种情

况下对“秘密的”代表会议发出的这种埋怨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无

论如何，代表会议比起要对宣言负责的两个谜一般的机构的会议

来，它的“秘密”性质要少得多。全世界不仅知道它的各项决议——

因为它们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连代表的姓名都知道。而邀请

报刊的代表参加旨在为两个意见不一致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进行

调解的代表会议，这当然是荒唐的。

１０．“这样一来，这个关起门来开会的会议没有引起严重异议就通过了许

多决议。可是沃耳德斯被派往巴黎，为的是把这些决议强加给可能派，好像它

们起码是世界大会的指令一样，而伯恩施坦则以同样的腔调在伦敦写作。德

国领袖们的信（但愿我们将不致于被迫发表它们），也是用非常恶毒的和盛气

凌人的腔调写成的，而且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命令不立即执行，就要召开对

垒的代表大会。”

在对预谋的代表会议和秘密会议的做了各种含混的暗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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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读者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会对这个“在我们看来，是追求不良目

的”的、阴谋家的会议的可耻行径和卑鄙暴行进行惊人的揭露。而

结局如何呢？在海牙通过了“许多没有引起严重异议的决议”！能说

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吗？

我们的作者们企图尽快地躲开这些决议。要知道，这些决议中

所做出的让步比可能派希望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然而未被允许

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德国人，以及为伦敦代表大会所忽视的法国

集体主义派表示愿意承认伦敦的委托，允许由此而废除波尔多和

特鲁瓦的各项决议，和保留可能派召开和组织代表大会的权力，只

要他们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强行规定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规章和

“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企图。终究必须指出，甚至连

宣言也不能对海牙的各项决议吹毛求疵。

然而，又据说，主要的祸害不是决议本身，而是他们企图迫

使可能派接受这些决议的方式。这里又开始臆造了。派沃耳德斯去

为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强加给可能派”。沃耳德斯之所以被派到那

里去，是因为他是海牙代表会议所有代表中唯一最坚决地为他们

辩护的人！“伯恩施坦写作”的东西除了他本人以外，对任何人都

没有约束力，像宣言的作者们现在应该知道的那样。尽管我没有权

利代表“德国领袖们”说话，但我深信，如果我建议社会民主联

盟和它的巴黎盟友发表所收到的这些领袖们的任何一封来信，他

们是不会反对我的。

海牙的各项决议都公布了，可能派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不

接受这些决议，那末有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那些组织就要召开另

一个代表大会，也就是在波尔多和特鲁瓦做出决议要召开的那个

代表大会。可能派或许会觉得这是“非常恶毒的和盛气凌人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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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是开导他们的唯一办法，如果一般说来这是可能的话。

往下是最精彩的东西——的确是整个宣言的精华。

１１．“虽然如此，可能派还是实际上承认了按照上述方式做出的并向他们

提交的全部决议。”

１２．“尽管有了这种承认，尽管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内部事务

方面无论情况如何都将是有主权的，尽管每一方都可以把任何争执不下的事

件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解决，海牙秘密会议的信徒们现在仍然在巴黎召开了第

二个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们曾声明说，他们准备在下述两个条

件下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第一，可能派应该同法国和其他国

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协同召开代表大会，这些组织的代

表应该同可能派一起签署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可能派断然拒

绝履行这个条件，无论谁来签署都行，就是同他们对抗的法国集

团的代表不行。如果宣言的作者们不知道这件事，那就请向“正义

报”的编辑①打听一下吧，这件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条件是，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制定议事日程

方面应该是有主权的。对这个条件可能派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

别的不管什么上也都没有承认。起初，他们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

查由每个民族的小组单独进行。对方声明说，应将这个问题提交全

体代表大会解决，对此可能派回答说，特殊事件可以交由代表大

会解决，然而什么事件才算是特殊的，却只字不提。不，他们在继

续争吵哪些权利该交给代表大会，哪些不该交给，并且他们只是

在接到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的通告以后才终于迫不得已明确

７０６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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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截了当地声称，全国性小组对代表资格证有异议的一切事件

都将由代表大会来解决。如果他们及时发表这个声明，主要的困难

就已经被克服了，当然，现在太晚了。

在议事日程问题上他们也玩弄了这种花招。他们不是把自己

看做受委托来拟定——为使代表大会便于进行工作——将由代表

大会自行决定批准或取消的临时性措施和建议的人；相反，他们

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像支配未来代表大会的某种神秘的、实质上

是无限的权力的体现者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

这种权利让出一部分，以讨好外国组织，然而后者为此就应该承

认他们窃取控制代表大会的权力的其余的野心。只要看一看他们５

月１３日的最近的决议就够了，那时他们已经收到关于召开对垒的

代表大会的通告（见５月２５日“正义报”）。他们一直同丹麦人在议

事日程上讨价还价，好像他们或者丹麦人受权解决唯有代表大会

本身才有权解决的问题似的。后来他们慷慨地同意接受英国工联

抗议委员会关于把召开和组织未来代表大会的规定列入议事日程

的建议。“正义报”天真地对此补充说，即使还有不满的理由，

“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和其他同志们这一次总会同意了吧”。“只是

这一次”请按我们的意见去做吧，而下一次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建议当然是诱人的，可是，很遗憾，去年在伦敦设法采用了这样

的路线，并且“那一次”这样做也就已经够了。

可能派只要说一句话，协议也就达成了，即他们应该在他们

所有的规章和指令里加上“临时性的”、“应由代表大会批准的”等

字样。然而，就是这一点，任何力量都不能从他们那里争得；因此，

第二个代表大会对于所有不希望再次成为希普顿化［ｓｈｉｐｔｏｎｉｚｅｄ］

的人来说才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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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辩论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正义报”上进行的，所以

十分明显，以社会民主联盟的名义说了第十二条里的那些话的人

们，要么没有看他们自己的正式机关报，要么故意咬定与事实相

抵触的东西。

１３．“他们把他们的代表大会定在可能派为自己的代表大会所定的同一

个时间开会，虽然他们在海牙一致做出了决议，决议中说，７月底是组织巴黎

工人代表大会最不适宜和最不方便的时间，虽然安塞尔在给社会民主联盟的

信中肯定，如果第二个代表大会将要召开，那它将在９月举行，而李卜克内西

说，它将不在今年就在明年举行。”

可见，结论是，海牙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似乎对可能派郑重承

诺不在７月而“在９月”，或者“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召开自己的代

表大会。但是，要知道７月的第三个星期毫无疑问是“在今年”，因

此对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是无可非难的。为了尊重我们的读者，我

们将不就这些幼稚的怨言进行辩论。不过，我可以说，选定７月１４

日至２１日这个时间，首先是为了满足法国人的一致要求，而其次

是因为，唯一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使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方法，

如果这一方法一般地说有可能的话，——那就是使它们同时开

会。

１４．“海牙秘密会议和巴黎对垒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划人是拉法格、盖得、

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女士（拉法格同她的姐姐，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结了

婚）、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弗里德

里希 恩格斯表示完全赞同他们的活动方式。”

在最后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里，毕竟确实有哪怕是一部

分真相。谁也不会反驳这件事实，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女士的

姐姐是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和拉法格的妻子；可是，宣言的作者们

９０６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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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表达这一思想的，即可以理解为，似乎拉法格女士是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而她的妹妹就不是了。虽然说伦敦的伯恩施坦或

者还有什么人无论如何都是“海牙代表会议的筹划人”是绝对不

正确的，他们同召开代表会议和确定它的组成丝毫没有关系，我

想上述这些人中谁也不会否认，他们促进了“巴黎对垒代表大

会”的召开，但是他们只是在可能派的行为使得这个促进成为不

可避免以后才这样做的。宣言的作者们应该清楚，在４月初，“正义

报”的调子刚刚变得不是那么“恶毒的”和“私人性质的”时候，

爱 马克思－艾威林女士和伯恩施坦就到海德门先生那里去，以便

预先获得他对缓和现存分歧问题的支持，而海德门先生也答应给

他们这种支持。

在宣言末尾有下面一段不长的注。

“上述全文将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并向各国分发。”

附件的签字证明，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实质上问题已经

解决了。大陆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表示赞成集体主义派和

布朗基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反对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唯独英国

是社会主义者和一般工人直到现在意见还不一致的国家。因此，这

篇答复将不译成任何一种外语。

我归纳一下：

１．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应该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第一个是根据１８８８

年１０月至１１月法国工会波尔多代表大会通过、法国社会主义者特

鲁瓦代表大会在圣诞节批准的决定召开的；第二个是根据工会伦

敦国际代表大会迟几个星期做出的决定召开的，而且委托可能派

组织的代表大会。

０１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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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可能派在最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里就不追求伦

敦代表大会本身没有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授予他们的权力，即追

求主持代表大会内部事务的权利，事先规定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

式、议事日程和整个议事规程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追求议会

委员会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所追求和实施的那些权利，那末实现两

个代表大会的合并几乎是没有阻碍的。

３．由于可能派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其余各小

组完全无法参加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主义者——帝国

国会议员试图借助于他们与之保持联系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领导

人在两派之间进行调解。这样就产生了海牙代表会议（２月２８日），

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甚至我们所分析的宣言也认为，“原则上没

有引起严重的异议”。

４．伦敦代表大会对可能派的委托在这些决议里被完全承认和

批准了，但条件是可能派放弃他们想控制未来代表大会的野心。比

利时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士人甚至非可能派的法国人表示准

备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这将是个不受拘束的代表大

会的话。可见，他们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然而它的合理性是不言而

喻的和无可争辩的。

５．尽管如此，可能派拒绝承认这些决议，并在以后的通告里

建议只做形式上的、实际上无所谓的让步。在根本问题，即关于代

表大会在它的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问题上，他们坚持己见；谈判

一直进行到４月底，但是毫无结果。

６．最后，由于可能派不愿做出保证不再重复伦敦代表大会发

起人及其参加者的丢人行径的明确而负责的答复，法国集体主义

派赞成某些全国性组织的意见订于７月１４日召开波尔多和特鲁瓦

１１６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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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通过决定要召开的代表大会。

７．从附件里可以明白看出，绝大多数欧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

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们都表示赞成这个代表大会，不希望向世界重

演可悲的场面——工人代表大会是在某某人的恩允下开会的，是

被它的组织者强加给它的规章束缚住的。

海牙代表会议所承认的伦敦的委托，不仅妄图组织未来的代

表大会，而且妄图操纵它并对它发号施令的可能派自己撕成碎片

了。

现在，请允许用宣言的话做结束：

“同志们和同胞们，事实你们是清楚的。你们必须关心，不要让那些本来

应该首先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给你们的事业，全世界工人的事业

带来有意识的损害。”

１８８９年６月１日

１８８９年６月以小册子的

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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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５９２

  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有法国各工业中心的２００多个工团的代表参加的波尔多工人

代表大会和有代表法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联合力量的

３００个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的特鲁瓦代表大会决

定，国际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全世界无产者都得以参加的国际

代表大会。

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者高兴地欢迎这个决议，他们满意地

感到他们将有可能共聚一堂并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劳动立

法方面的要求，——这个问题将在本年９月由欧洲各政府代表召

开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讨论。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掌权者到国际博览会来欣赏和赞叹一番工

人的劳动产品，而工人却在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最大财富之中陷

于贫困境地。我们，社会主义者，致力于解放劳动，消灭雇佣奴隶

制和建立一切工人不分性别和民族一律有权享用他们的共同劳动

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社会制度，我们邀请这些财富的真正生产者７月

１４日在巴黎同我们聚会。

我们号召他们巩固兄弟联系，这种联系能把各国无产者的努

力集合在一起，从而加速新世界的开始。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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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
·
世
·
界
·
无
·
产
·
者，

·
联
·
合
·
起
·
来！”

德国①——社会民主党：奥 倍倍尔，狄茨，弗罗梅，格里伦

贝格尔，哈尔姆，屈恩，威 李卜克内西，麦斯特，扎博尔，舒马

赫，辛格尔——帝国国会议员

亚尔萨斯—洛林——社会主义共和派协会：雅克拉尔

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主义小组：亚历山大 佩雷

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威 莫利斯，弗 基茨；工人协会：

罗 邦 肯宁安－格莱安；下院社会主义者议员：威 帕涅尔，乔

贝特曼，海 秦平，汤姆 曼；埃尔郡矿工联合会：詹 凯尔 哈

第

奥地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尤 波普，维 阿德勒，艾 克腊利

克，阿 青腊姆，诺 霍夫曼，安 克罗伊策，文齐希，Ｇ．波佩尔（维也

纳）；马卡尔特，Ｈ．弗勒金格尔，Ｋ．扎姆斯（音斯布鲁克）；安 魏古

尼，济格耳（林茨）；Ａ．弗里梅耳，Ｔ．海因茨，维内尔，Ａ．博切克（施

梯里亚）；Ｋ．施内魏斯，Ａ．克洛法奇，阿 索博特卡，约 希贝什（布

隆）；施土尔茨，Ｆ．多舍克，Ｔ．涅梅切克（布拉格）；Ｔ．泽德尼切克，

Ｒ．扎哈耳卡（普罗斯尼茨）；Ａ．盖林，Ｃ．乌策卡尔，拉克斯（的里雅

斯特）；达尼路克（里沃夫）；斐 阿德瑙（克拉根富特）；爱 里格尔

（克腊曹）；戚美尔曼（埃格恩多夫）

比利时——根特社会党：安塞尔，万贝韦伦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帕布洛 伊格列西亚斯，弗朗西

斯科 迪埃哥

法国——法国工商会联合会和同业小组：雷 拉维涅；法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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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同盟：巴提斯

希腊——社会主义者希腊人小组：普拉东 德拉库利斯，雅典

社会主义者机关报“阿尔登”的编辑

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梅拉 纽文胡斯——议员；克罗耳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列奥 弗兰克尔

意大利——阿米耳卡雷 契普里昂尼，阿耳迪西奥 萨米托

（西西里岛社会主义小组）；朱泽培 德夫朗切斯基，菲力浦 屠拉

梯，恩利科 塞萨纳，尼约基－维亚尼（米兰社会主义小组）

挪威——挪威社会民主党卡尔 耶佩森

波兰——斯 门德尔森（“阶级斗争”派）；弗 阿涅累夫斯基

（华沙“无产阶级”派工人委员会）

葡萄牙——卡尔瓦约（社会主义工人协会）

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维拉 查苏利奇，普列汉

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斯捷普尼亚克；巴黎俄国工人协会、苏黎

世俄国社会主义出版协会、俄文杂志“社会主义者”编辑部、彼

得堡社会主义革命者小组、“民意党”国外小组：彼得 拉甫罗夫

瑞典——社会民主党：奥古斯特 帕尔姆，亚尔马 布兰亭，阿

克塞耳 丹尼尔森

瑞士——布兰特，格留特利联盟副主席；社会主义工人党：亚

赖歇耳，Ａ．施特克；瑞士工会：梅尔克

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巴黎工商会联合会方面：布累，贝塞，鲁赛耳，费兰

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瓦扬，盖得，杰维尔，雅克拉尔，马隆，

拉法格

巴黎市镇参议会社会主义小组：多马，阿尔丰斯 恩员尔，龙

５１６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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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肖维埃尔，瓦扬，克雷潘——市镇参议员

众议院社会主义小组：巴斯利，卡梅利纳，布瓦埃，克吕泽

烈，费鲁耳

１８８９年６月初用英文和法文以传单形

式发表，同时载于许多国家的社会主

义报纸和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巴黎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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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附

有这篇序言的一版是经作者赞同出版的德文第三版，也是恩格斯在马

克思逝世后校阅的第一版。——第３页。

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策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第３页。

３ 本文是弗 恩格斯于１８８３年５月底写的，发表在１８８３年６月７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上，标题是：“格奥尔格 维尔特的‘帮工之歌’（１８４６年）”。早

在１８５６年，在维尔特逝世以后不久，马克思就打算写悼念他的文章，

但是他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发表这样的悼念文章，在德国五十

年代反动势力猖獗的环境里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之

一，是为了激发德国工会人和社民主党人对德国工人运动革命历史的

兴趣。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德国的一家周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从１８７９

年９月至１８８８年９月在苏黎世出版，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至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在伦

敦出版。在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 福尔马尔，从１８８１年至

１８９０年编辑是爱 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

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和纠

正它的一些错误和动摇。——第５页。

４ Ｇ．Ｗｅｅｒｔｈ．《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ＴｈａｔｅｎｄｅｓｂｅｒüｈｍｔｅｎＲｉｔｔｅｒｓＳｃｈｎａｐｐｈａｈｎｓ

ｋ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４９；在“新莱茵报”上，维尔特的这部作品是以

一组小品文的形式于１８４８年８—９月、１２月和１８４９年１月分期刊

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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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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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天在科伦出版，

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 沃尔弗、格 维尔特、

斐 沃尔弗、恩 德朗克、斐 弗莱里格拉特和亨 毕尔格尔斯。作为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

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

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

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

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全

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

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

使该报停刊。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用红气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

第３０１号。——第７页。

５ 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６日自立为皇帝，他是个著名的残忍

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拿破仑第三总统为苏路

克。——第７页。

６ 在“启示录”（指“约翰启示录”，圣经之一）一文中恩格斯探讨了早期

基督教中的若干问题。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他早在１８４１年就对这些

问题发生了兴趣，而且在“布鲁诺 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７—３３６页）中已部分地涉及这

些问题。后来，在１８９４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篇著作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２３—５５３页）中，对这些问

题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本文发表在“进步”杂志上。

“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是英国的一家关于科学、政治和文

学问题的月刊，从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８７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曾接近社会

主义团体。爱琳娜 马克思和爱德华 艾威林曾为该杂志撰稿。——第１０

页。

７ 这里指杜宾根神学学派——这个学派是斐 克 鲍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

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诸篇中的矛

０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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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

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败

坏。——第１０页。

８ 指“约翰启示录”第２章和第３章。——第１１页。

９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

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

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问题用神秘

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

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

当大的影响。——第１２页。

１０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５卷第２８—３０章。

恩格斯援引塔西佗看来不很确切：在恩格斯所提到的塔西佗

“编年史”中的那个地方，没有谈到尼禄，谈的是别的事情，而在

塔西佗的另一著作“历史”第２卷第８章中才谈到本文中所提到的有关事

实。——第１４页。

１１ 恩格斯在他１８９４年写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２３—５５３页）中对起义军团的首领问题做了确

切的说明。——第１５页。

１２“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弗 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

“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第１７页。

１３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４卷第４７９页）；引文中的重点是恩格斯加的。——第１８页。

１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０３页。——第１８页。

１５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下

于１８０４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

产阶级法权体系，即在拿破仑统治下于１８０４—１８１０年通过的五种法典

（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

１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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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１８１５

年合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法典

（“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３４７

页）。——第２０页。

１６ 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 阿 施略费尔，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

版“人民之友”报（《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由于４月１９日在该报第５号上发

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１８４８年４月受审，并以

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第２０页。

１７“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称呼，该报从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９３９年

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以及后

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

图样。——第２２页。

１８ 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

卷第１４—１８页）。——第２２页。

１９ 恩格斯指的是载于“新莱茵报”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

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和６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

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９４页）。——第２３页。

２０ 阿 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１８６５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Ａ．Ｂｏｕｇｅａｒｔ．

《Ｍａｒａｔ，ｌＡｍｉｄｕＰｅｕｐｌ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５）。

“人民之友”（《ＬＡｍｉｄｕＰｅｕｐｌｅ》）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 保尔

马拉于１７８９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７９３年７月１４日出版的报纸；该报于１７８９年９

月１６日至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１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Ｍａｒａｔ，

ＩＡｍｉｄｕＰｅｕｐｌｅ。——第２３页。

２１ 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

１５３—１５７页）。——第２４页。

２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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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是法国路易 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

１８４８年旧历２月２４日（３月７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

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

付欧洲的革命。——第２４页。

２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 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

亿”（《Ｄｉｅ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曾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至４月２５日

“新莱茵报”第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４、２７０—２７２和２８１号。１８８６年，

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序言（见本卷第２７７—２８９页），以单

行本出版。恩格斯在“威廉 沃尔弗”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１—１０６页）中对这些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述。——第

２４页。

２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第２５页。

２５ 见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 “新莱茵报” 第３０１号所载、由编辑部署名的

“致科伦工人” 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１９

页）。——第２５页。

２６“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自１８０２年

起即以此名称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

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

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２６页。

２７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

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

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

散，它的失败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６月１３日以后，山

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遭到逮

捕和驱逐出境，或者被迫离开法国而流亡。——第２６页。

２８ 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队中的一员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第２６页。

３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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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部著

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

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

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

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

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３月底至５月

底这两个月内写成的。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

１８８０年到１８８１年间对美国进步科学家路 亨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

所作的详细摘要，具中包含有马克思的许多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论点，

以及其他补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这个摘要以后，确信摩尔根这本书证

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人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

法，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广泛利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这本书中

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恩格斯把这看做“在某

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恩格斯引用

了他自己研究希腊和罗马、古代爱尔兰、古代德意志人等等的许多种类

不同的补充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所载的恩格斯

著作“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以及其

他著作）。

起初恩格斯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理论

刊物“新时代”上，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认为，在实行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按其政治方向来说，是不可能在德

国发表的。１８８４年１０月初，本书在苏黎世间世。最初德国当局阻挠这本

书的发行，但是后来这些困难被克服了，本书的后两版（第二版在１８８６

年，第三版在１８８９年）已经是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同第一版相比较，这

两版未做任何修改。本书的第一批外文译本（波兰文译本、罗马尼亚文

译本和意大利文译本）于１８８５年出版，而且意大利文译本是恩格斯亲自

审定的。恩格斯还审定了１８８８年出版的丹麦文译本。第一版也译成了塞

尔维亚文。

１８９０年，由于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恩格斯便着手准备

把这本书出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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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献，其中包括俄国科学家马 马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对原文作了

许多修改和订正，并且考虑到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

庭”这一章还作了重要的补充（在第四版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在本

卷脚注中都加以说明）。但是，这些修改和订正并没有触动恩格斯的结

论，相反地恩格斯的结论在新的科学资料中得到了新的证实。这些结论

就是在以后也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意义；日后的科学发展证明了恩格斯

著作的基本论点的全部正确性，虽然从摩尔根的书中引来的某些细节，

需要根据新的科学的资料做一些订正（例如，摩尔根的原始历史分期

法，以及他因此而使用的术语等）。

恩格斯这本书的经过修改和补充的第四版于１８９１年底在斯图加特

出版，以后就再也没有做任何修改了；恩格斯还为第四版写了一篇新的

序言，这篇序言曾以“论原始家庭的历史”为题作为单篇文章发表（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２４６—２５９页）。

恩格斯生前还出版了两版——第五版（１８９２年）和第六版（１８９４

年），这两版都是第四版的翻印。这一版还首次被译成法文（１８９３年，译

文由劳拉 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保加利亚文（１８９３年）、西

班牙文（１８９４年）；本书只是到１９０２年才用英文出版。恩格斯这本书的俄

文译本第一次于１８９４年在彼得堡出版，是由德文第四版译出的；这是在

俄国公开出版的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在十月革命以前，在１８９４—１９１０

年间，本书在俄国共出了十版。后来，本书又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和其他

文字出版，有几版是十月革命后出版的。——第２７页。

３０ 指卡 马克思“路易斯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

库”１９４１年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１９２页。——第２９页。

３１ 指爱 奥 弗里曼“比较政治”１８７３年伦敦版（Ｅ．Ａ．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３）一书。——第３１页。

３２ 见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１９页（Ｌ．Ｈ．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７，ｐ．１９）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

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４页。——第３２页。

３３ 普韦布洛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群体的名称，这些部落原住在新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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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一致性而联合

起来。这个名称起源于西班牙文的ｐｕｅｂｌｏ（人民、村庄、公社）一词，西

班牙的征服者给他们取了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村庄具有特殊性质，

这种村庄是一些五、六层高的坡堡式公社大屋，这些大屋可容纳上千

人；这个名称也用来称呼这些部落的村庄。——第３５页。

３４ 恩格斯指的是凯尤斯 尤利乌斯 凯撒的“高卢战记”和普卜利乌斯 科

尔奈利乌斯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第３８页。

３５ 恩格斯在写他这部著作第一版的过程中，利用了麦克伦南著的下列各

书：“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１８６５年爱丁堡版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Ｃａｐ

ｔｕｒｅ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６５）；“古代史研究。附重

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１８７６年伦敦版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ａＲｅｐｒｉ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ｒ

ｒｉａｇｅ．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Ｃａｐｔｕｒｅｉ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６）；后来，在准备第四版（１８９１年）的过

程中，恩格斯还参考了１８８６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麦克伦南后一著作

的新版。——第４０页。

３６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４３５页。——第４１页。

３７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２１页）。——第４１页。

３８ 指约 雅 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

的妇女统治的研究”１８６１年斯图加特版（Ｊ．Ｊ．Ｂａｃｈｏｆｏｎ．《Ｄａｓ Ｍｕｔｔｅｒ

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ｙｎａｉｋｏｋｒａｔｉｅ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 

Ｗｅｌｔ ｎａｃｈ ｉｈｒ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ｅｎ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 Ｎａｔｕ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６１）。——第４２页。

３９ Ｃｈ．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ａｕ．《Ｌ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ｍａｒｉａｇｅｅｔ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８８．——第４３页。

４０ 索绪尔的这种提法引自阿 吉罗 特龙的书“婚姻和家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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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４年日内瓦、巴黎版第 页（Ａ．ＧｉｒａｕｄＴｅｕｌｏｎ．《Ｌ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ｄｕｍａｒｉａｇｅｅｔ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Ｇｅｎèｖ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４，ｐ． ）。——第

４４页。

４１Ｅ．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ｒｃｋ．《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１．——第４４页。

４２ 沙 勒土尔诺 “婚姻和家庭之进化”１８８８年巴黎版第４１页。——

第４４页。

４３ Ａ．Ｅｓｐｉｎａｓ．《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ａｎｉｍａ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７；恩格斯转引自吉

罗 特龙的书（见注４０）第５１８页，埃斯潘纳斯的这一著作的片断作为附

录载于该书中。——第４４页。

４４ Ｈ．Ｈ．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Ｒａ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ｏｌ． —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７５．——第４６页。

４５ 见爱 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１８９１年伦敦和纽约版第７０—７１

页。——第４７页。

４６ 马克思的这封信，我们没有见到。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１日给考茨基的

信中提到了这封信。——第４８页。

４７ 指的是理 瓦格纳的歌剧四部曲“尼贝龙根的戒指”的歌词，这部歌剧

是作曲家瓦格纳自己根据斯堪的那维亚史诗“艾达”和德国史诗“尼贝

龙根之歌”写成的。见理 瓦格纳“尼贝龙根的戒指，第一天，瓦尔库

蕾”第二幕（Ｒ．Ｗａｇｎｅｒ．《ＤｅｒＲｉｎｇｄｅｓ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ａｇ，ｄｉｅ

Ｗａｌｋüｒ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Ａｕｆｚｕｇ）。

“尼贝龙根之歌”是根据所谓民族大迁徙时期（三至五世纪）

的古代德意志神话和传说创作出来的德意志民间英雄史诗的极其

重大的文献。我们所见到的这部叙事诗是在公元１２００年左右形成

的。——第４８页。

４８“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

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１６４３年为冰岛

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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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家斯诺里 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

“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

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

的一些形象和情节。

“厄革斯德列克”是“老艾达”诗歌集中属于较晚时期的歌词之一。

恩格斯在这里引的是这首诗歌的第３２和３６节。——第４８页。

４９ 亚萨神和瓦那神是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两类神。

“英格林加传说”是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 斯土鲁森

所 著 关 于 挪 威 国 王 （从 远 古 到 十 二 世 纪） 的 “地 球”

（《Ｈｅｉｍｓｋｒｉｎｇｌａ》）一书中的第一个传说，该书是作者在十三世纪上半

叶根据有关挪威国王的历史记述以及冰岛和挪威的氏族传说编写成

的。恩格斯引的是第一个传说的第四章。——第４８页。

５０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４２５页。——第４９页。

５１ 见约 维 巴霍芬“母权论”１８６１年斯图加特版第 、３８５和其他各

页。——第５１页。

５２ 卡 马克思“路易所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８７页）。——第５１页。

５３ 凯撒“高卢战纪”第５卷第１４章。——第５２页。

５４“印度的居民”。由约 福 沃森和约 威 凯出版。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年伦敦版第

１—６卷（《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Ｉｎｄｉａ》．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Ｆ．ＷａｔｓｏｎａｎｄＪ．Ｗ．

Ｋａｙｅ．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８—１８７２）；恩格斯引的是这一版的

第２卷第８５页。——第５２页。

５５ 指的是婚姻等级或组别，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都分成这样的特别集

团。每一集团的男子只能与另一个一定的集团的女子通婚；每一个部落

中都有四个至八个这样的集团。——第５２页。

５６ 路 亨 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１８７１年华盛顿版（Ｌ．Ｈ．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ｏｎｓａｎｇｕ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７１）。——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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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法森和豪伊特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载于劳 法森和阿 威 豪伊

特“卡米拉罗依和库尔奈”１８８０年墨尔本、悉尼、阿得雷德和布里

斯本版（Ｌ．ＦｉｓｏｎａｎｄＡ ．Ｗ ．Ｈｏｗｉｔｔ．《ＫａｍｉｌａｒｏｉａｎｄＫｕｒｎａｉ》．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Ｓｙｄｎｅｙ，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ａｎｄ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１８８０）一书中。——第

５４页。

５８ 见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４５９页；恩格斯转引自马

克思的记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２８页）。——第５８

页。

５９ 阿 莱特的信，恩格斯是根据摩尔根书中（见Ｌ．Ｈ．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

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７，ｐ．４５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

２６—２７页）的摘引转引的。这封信（它的确切日期是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９日，摩尔根指

明是１８７３年）的全文发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梅纳沙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

杂志（新辑）１９３３年第１期第１３８—１４０页（《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ＮｅｗＳｅ

ｒｉｅｓ．Ｍｅｎａｓｈａ，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Ｕ．Ｓ．Ａ．，１９９３， １，ｐ．１３８—１４０）。——

第６０页。

６０ 休 豪 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１８７５年纽约版第

１卷第３５２—３５３页。——第６１页。

６１ 沙特恩节是古罗马每年在冬至时期由于农事结束而举行的纪念沙

特恩神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饮；奴隶也可以

参加沙特恩节，允许他们与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节盛行性关系的自

由。“沙特恩节”一词成了表示纵情欢乐的盛宴和狂饮的普通名

词。——第６２页。

６２ 指路 阿加西斯和他的妻子合著的书：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ｎｄＭｒｓ．ＬｏｕｉｓＡｇａｓ

ｓｉｚ．《ＡＪｏｕｒｎｅｙ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Ｂｏｓｔ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８６；这一著作的

第一版于１８６８年出版。——第６３页。

６３ 指１４８６年４月２１日的所谓“瓜达路普诏谕”——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

迪南五世在卡塔卢尼亚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裁决；国王在这里是

以起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仲裁人的身分出现的。裁决规定废除使农

９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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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情况，并且取消农民最痛恨的一系列封建义务，其中

包括初夜权；为此农民必须付出大量的赎金。——第６４页。

６４ 赛 祖根海姆“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废除农奴制度和人身依附

的历史”１８６１年圣彼得堡版（Ｓ．Ｓｕｇｅｎｈｅｉｍ．《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Ａｕｆ

ｈｅｂｕｎｇｄｅｒＬｅｉｂ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Ｈｏｒｉｇｋｅｉ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ａｂｉｓｕｍｄｉｅＭｉｔｔｅ

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１８６１）。——第６４页。

６５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１页）。——第６８页。

６６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１２页）。——第６８页。

６７ Ｍ．Ｋｏｖａｌｅｖｓｋｙ．《Ｔａｂｌｅａｕｄ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ｅｔ ｄｅ ｌ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ｆａｍｉｌ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８９０．——第

６９页。

６８ 见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４６５—４６６页，以及“马克

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２９页。——第６９页。

６９ 见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４７０页，以及“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３１页。——第７０页。

７０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 俄文版第９卷第３１页）。—— 第７０页。

７１ 指马 马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１８８６年

莫斯科版。在这一著作中，柯瓦列夫斯基引用了１８７５年奥尔山斯基和

１８７８年亚 雅 叶菲缅科提供的关于俄国的家庭公社的资料。——第７１

页。

７２ 雅罗斯拉夫的“真理”是对古俄罗斯的法典“俄罗斯真理”古本第一部

分的名称，“俄罗斯真理”是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在当时的习惯法的基

础上产生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第７１页。

０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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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达尔马戚亚法典是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在波利察（达尔马戚亚的一部

分）通行的法律汇编；以波利察法规著称。——第７１页。

７４ 见安 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１８８６年莱比锡版第２卷第２７１页（Ａ．

Ｈｅｕｓｌ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Ｂｄ．ＩＩ，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８６，Ｓ．２７１）。——第７１页。

７５ 正文中提到的奈阿尔科斯的报道，见斯特拉本“地理学”第１５卷第１

章。——第７２页。

７６Ｃａｌｐｕｌｌｉｓ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西班牙人征服时期的家庭公

社；每一个家庭公社（Ｃａｌｐｕｌｌｉ）的全体成员都有着共同的世系，家庭

公社占有一块公共的土地，土地不得让渡，也不得在继承者之间分配。

阿隆索 德 苏里塔在他的著作“关于新西班牙的各种首领、居民的法

律、习俗、被征服前后确定的赋税等等的报告”（《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ｕｒｌｅｓ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ｄｅｃｈｅｆｓｄｅｌａ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Ｅｓｐａｇｎｅ，ｓｕｒｌｅｓｌｏｉｓ，ｌｅｓ

ｍｏｅｕｒｓｄｅｓ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ｓｕｒｌｅｓｉｍｐｏｔｓ éｔａｂｌｉｓａｖａｎｔｅｔｄｅｐｕｉｓｌａ

ｃｏｎｑｕèｔｅ，ｅｔｃ．，ｅｔｃ．》）中记述了ｃａｌｐｕｌｌｉｓ，这一著作第一次载于“有

关美洲发现史的游记、报告和回忆录原本，由Ｈ．太诺 孔庞第一次用

法文发表”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１卷第５０—６４页（《Ｖｏｙａｇ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ｕｘ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 à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ｄｅ

ｌＡｍéｒｉｑｕｅ，ｐｕｂｌｉèｓｐｏｕｒｌａ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ｆｏｉｓｅｎｆｒａｎ ａｉｓ，ｐａｒＨ．Ｔｅｒｎａｕｘ

Ｃｏｍｐａｎｓ》．Ｖｏｌ．１１，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ｐｐ．５０—６４）上。——第７２页。

７７ 指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和２７日、１１月３日“外国”杂志上的亨 库诺夫

“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Ｄｉｅａｌｔｐｅｒｕ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Ｄｏｒｆｕｎｄ

Ｍａｒｋ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一文。

“外国”（《ＤａｓＡｕｓｌａｎｄ》）是１８２８—１８９３年间出版的关于地理学、

民族学和博物学问题的一家德国杂志，最初是日刊，从１８５３年起改为周

刊，从１８７３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第７２页。

７８ 指１８０４年在拿破仑时期通过的民法典第二三○条。——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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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见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３２页）。——第７４页。

８０ 荷马“奥德赛”第一首歌。——第７４页。

８１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亚加米农”。——第７５页。

８２ 普卢塔克“斯巴达妇女的格言”第５章；并见格，弗 舍曼“希腊

的古迹”１８５５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２６８页（Ｇ．Ｆ．Ｓｃｈｏｅｍａｎｎ．《Ｇｒｉｅ

ｃｈｉｓ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ｈüｍｅｒ》．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５，Ｓ．２６８）。——第７６页。

８３ 斯巴达人是古斯巴达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

巴达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实质上毫无区

别。——第７６页。

８４ 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第７６页。

８５ 希罗多德“历史”第８册第１０５章；并见威 瓦克斯穆特“从国家观

点 研究希腊古代”１８３０年哈雷版第２部分第２篇第７７页（Ｗ．

Ｗａｃｈｓｍｕｔｈ．《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ｋｕｎｄｅａｕｓｄｅｍ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ｐｕｎｋｔｅ

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ｅｓ》．Ｔｈ． ，Ａｂｔｈ， ，Ｈａｌｌｅ，１８３０，Ｓ．７７）。——第７６页。

８６ 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第７６页。

８７ 恩格斯引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思

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３５页）。——第７８页。

８８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５０４页。——第７８页。

８９ 庙奴是古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属于神庙的男女奴隶。在许多地方，特别

是在前亚细亚的城市中和在科林斯，女庙奴都在神庙中从事卖淫。——

第７９页。

９０ 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１８—１９章。——第８１页。

２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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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阿米亚努斯 马尔塞利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３１卷第９章；凯撒里

亚的普罗科皮阿斯“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２卷第１４章（“查士丁尼和

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６卷）。——第８２页。

９２ 指十一世纪末至十三 世纪 初法 国南部 的行 吟诗人 们的 诗

歌。—— 第８３页。

９３ 恩格斯在这里是套用了沙 傅立叶的话，见傅立叶的著作“关于普遍

统一的理论”第２版第３卷； “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４卷第１２０页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ｕｎｉｔé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Ｖｏｌ． ，２ｍｅéｄ；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１２０）；这部著作第一版称作：“论家务农业协

作”１８２２年巴黎—伦敦版第１—２卷（《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ｅｓ

ｔｉｑｕｅ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Ｔ． — ，Ｐａｒｉ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２２）。——第８４页。

９４ 达夫尼斯和赫洛娅是二至三世纪古希腊的一部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关

于这部小说的作者朗格，没有保存下任何资料。——第９０页。

９５ 见“尼贝龙根之歌”第十首歌。——第９１页。

９６ “古德龙” （也称“库德龙”）是十三世纪的德国的一部中世纪叙事

诗。——第９１页。

９７ 亨 萨 梅恩“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法律观念的

关系”（Ｈ．Ｓ．Ｍａｉｎ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ａｗ：ｉｔ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ｄｅａｓ》；这一著作的第一版

于１８６１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提到的那个地方见这一版第１７０页。——

第９３页。

９８ 见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５—４７１页）。——第９３页。

９９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４９１—４９２页。—— 第

９７页。

１００ 见注５６。——第９８页。

３３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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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８５—８６页；恩格斯是根据

马克思的“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来叙述这段引

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７１页）。——第１０３页。

１０２ 指１５１９—１５２１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第１０５页。

１０３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１１５页。——第１０６页。

１０４ 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指的是塔西佗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第

１０７页。

１０５ 新墨西哥人——见注３３。——第１０８页。

１０６ 指格 路 毛勒的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

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ｒ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Ｈｏｆ，Ｄｏｒｆ ｕｎｄＳｔａｄｔ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ｒ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ｗａｌｔ》．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５４）；“德国马尔克制度史”１８５６

年厄兰根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

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６）；“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年厄兰根版第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ｕｎｄ

ｄｅｒ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德国乡村制度史”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１—２卷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ｏｒ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

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德国城市制度史”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厄世根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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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９—１８７１）。——第１１０页。

１０７“中立民族”——指十七世纪时居住在伊里湖北岸的几个与易洛魁人

血缘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组成的军事联盟。这个名称是法国殖民者加

给这个联盟的，因为它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战争中保持了中

立。——第１１１页。

１０８ 指祖鲁人和努比安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１８７９年１月英

国人向祖鲁人进攻，祖鲁人在自己的领袖开芝瓦约的领导下非常顽强

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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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抵抗了英国殖民军达半年之久。后者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

大优势而在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１８８７年，英国人

由于利用了他们在祖鲁人中间挑起的连续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

后征服祖鲁人。

以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 阿罕默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

“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

起义，爆发于１８８１年，１８８３—１８８４年获得卓越的胜利，几乎全部国土

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军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

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１８９９年，英国殖民

军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造成的内部削弱，同

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第１１１页。

１０９ 乔 格罗特“希腊史”第１—１２卷（Ｇ．Ｇｒｏｔ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ｒｅｅｃｅ》．

Ｖｏｌ． — ）；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８４６—１８５６年在伦敦出版；这

里所引用的话，见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的第３卷第５４—５５页。——第１１４

页。

１１０ 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驳欧布利得的演说词。在这个演说词中提到在

氏族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习俗。——第１１５页。

１１１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３４页）。——第１１５页。

１１２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凯阿尔科斯的没有流传下来的

著作中的片断引自瓦克斯穆特的著作：《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

ｋｕｎｄｅａｕｓｄｅｍ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ｐｕｎｋｔｅ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ｅｓ》．Ｔｈ．Ｉ，Ａｂｔｈ．Ｉ，Ｈａｌｌｅ，

１８２６，Ｓ．３１２。——第１１５页。

１１３ 威 阿 贝克尔“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较

详细的介绍”１８４０年莱比锡版第２部第４４７页（Ｗ．Ａ．Ｂｅｃｋｅｒ．《Ｃｈａｒｉｋ

ｌｅｓ．Ｂｉｌｄｅｒ ａｌｔ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ｒ Ｓｉｔｔｅ．Ｚｕｒ ｇｅｎａｕｅｒｅｎ 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ｄｅｓ

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ｌｅｂｅｎｓ》．Ｔｈ．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０，Ｓ．４４７）。——第

１１６页。

５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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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３６页）。——第１１７页。

１１５ 乔 格罗特“希腊史”１８６９年伦敦版（新版）第３卷第６６页（Ｇ．Ｇｒｏｔｅ．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ｒｅｅｃｅ》．ＡＮｅｗＥｄ．，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ｐ．

６６）。——第１１７页。

１１６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３７页）。——第１１７页。

１１７ 乔 格罗特“希腊史”１８６９年伦敦版（新版）第３卷第６０页。引文出

自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括弧内

的意见是马克思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３８

页）。——第１１７页。

１１８ 卡 马克思“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

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３８—１３９页）。——第１１８页。

１１９ 乔 格罗特“希腊史”１８６９年伦敦版（新版）第３卷第５８—５９页。——

第１１８页。

１２０ 荷马“伊利亚特”第二首歌。——第１１８页。

１２１ 指甫斯特耳 德 库郎歇“古代城市”第３册第１章（ＦｕｓｔｅｌｄｅＣｏｕｌａｎｇｅｓ．

《Ｌａｃｉｔéａｎｔｉｑｕｅ》，ｌｉｖｒｅ ，ｃｈａｐ． ）一书；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６４年在

巴黎—斯特拉斯堡出版。——第１１９页。

１２２ 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２册第１２章。—— 第

１２０页。

１２３ 埃斯库罗斯 “七个反对忒拜的人”。——第１２０页。

１２４ Ｇ．Ｆ．Ｓｃｈｏｅｍａｎｎ．《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ｈüｍｅｒ》．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５，

Ｓ．２７．——第１２０页。

１２５ 指威 尤 格莱斯顿“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第１１章（Ｗ．

Ｅ．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ＪｕｖｅｎｔｕｓＭｕｎｄｉ．ＴｈｅＧｏｄｓａｎｄＭｅ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ｒｏ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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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ｃｈａｐ．１１）一书；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

第１２１页。

１２６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４３页）；这段话引自路 亨 摩尔根“古代

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２４８页。——第１２１页。

１２７ 荷马“伊利亚特”第二首歌。——第１２２页。

１２８ 见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案９卷第１４４—１４５页）。——第１２２页。

１２９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１册第１３章。——第１２３页。

１３０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３册第１０章。——第１２３页。

１３１ 这里是指赋予雅典第四阶级的公民——自由的贫民担任民政职务的

权利的事，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亚里斯泰迪兹（公元前五世纪）做

的。——第１３２页。

１３２ 指所谓“麦特克”——迁到阿提卡定居的外地人；他们虽是自由人，但

没有雅典的么民权利（如担任公职，参加人民大会，占有不动产等等

的权利）。他们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必须缴纳特别的捐税，必须有

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只有通过这些“保护人”他们才能

和管理机关打交道。——第１３３页。

１３３ 公元前５１０—５０７年阿尔克梅奥尼德氏族的代表克利斯提尼领导了雅

典平民反对旧氏族贵族的统治的斗争；结果贵族的统治被推翻了，实

行了目的在于消灭氏族制度残余的改革。——第１３３页。

１３４ 见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２７１页。——第１３４

页。

１３５ 公元前５６０年贫困破产的贵族氏族的代表庇西特拉图夺取了雅典的政

权，建立了个人统治的制度——僭主政体。这种制度在庇西特拉图逝

世（公元前５２７年）之前有过中断（庇西特拉图曾两次被逐出雅典并重

新返回），直到公元前５１０年他的儿子希庇亚斯被逐为止，此后不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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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便建立了以克利斯提尼为首的奴隶主民主派的统治。庇西特拉图

的旨在保护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氏族贵族的活动，没有引起雅典国家

政治结构的重大改变。——第１３６页。

１３６ 十二铜表法——是最古的罗马法文献，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编成，是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十

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

家的形成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第１３８页。

１３７ 指公元９年起义反对罗马侵略者的各德意志部落和由瓦鲁斯率领的罗

马军队在条多堡森林进行的会战。会战以罗马人的被歼及其统帅的自

杀而告终。——第１３８页。

１３８ 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４５１年和４５０年被选进十人委员会

（十人团），委员会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在此

期间，委员会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期满以后，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

斯同十人团的其他人一起企图用篡夺的方法把委员会的权力延长到

公元前４４９年；但是十人团尤其是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的专横和暴力

引起了平民的起义，结果推翻了十人团；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被关

进了监狱，不久就死在那里。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２１８—２０１年）——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

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为了争夺新

的领土和奴隶而进行的许多次战争之一。这次战争以迦太基的失败而

告终。——第１３９页。

１３９ 这里恩格斯再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希腊氏族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页。

１４０Ｔｈ．Ｍｏｍｍｓｅｎ．《Ｒｏｍ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２．Ａｕｆｌ．，Ｂｄ．Ｉ，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６４，——第１４０页。

１４１ 梯特 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１４１页。

１４２ 朗格在他的“罗马的古迹”（《Ｒｏｍｉｓ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ｈüｍｅｒ》．Ｂｄ．Ｉ，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５６．Ｓ．１９５）一书中引用了胡施克的学位论文：菲 爱 胡施克“关

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 希斯帕拉的特权（李维。第３９卷第１９章）”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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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２２年哥丁根版（Ｐｈ．Ｅ．Ｈｕｓｃｈｋｅ．《Ｄｅ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ｉｓＦｅｃｅｎｉａｅＨｉｓｐａｌａｅ

ｓｅｎａｔｕ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ｏ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ｓ（Ｌｉｖ． ，１９）》．Ｇｏｔｔｉｎｇａｅ，

１８２２）。——第１４３页。

１４３ 巴 格 尼布尔“罗马史”第１—３部（Ｂ．Ｇ．Ｎｉｅｂｕｈｒ．《Ｒｏｍ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Ｔｈ． — ）；恩格斯引用的这段话出自第一部，该书

的第一版于１８１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１４４页。

１４４ 泰 蒙森“罗马史”第１卷第１册第６章（Ｔｈ．Ｍｏｍｍｓｅｎ．《Ｒｏｍ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ｄ． ，Ｂｕｃｈ ，Ｋａｐ．６），该书第一卷第一版于１８５４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１４５页。

１４５ 杜罗 德 拉 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指附在第一卷书末的新旧度量衡以及货币单位比较

表。——第１４７页。

１４６ 约 弗 麦克伦南“原始婚姻”１８６５年爱丁堡版。——第１４９页。

１４７ 马 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

摩版。——第１４９页。

１４８ 英吉利人征服威尔士在１２８３年完成，但威尔士在这以后继续保持自

治；到二六世纪中叶它才完全并入英国。——第１５０页。

１４９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恩格斯着手编写一部篇幅较大的爱尔兰史，但未完成

（已写成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２３—５７１页，

为写这本书而准备的部分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俄文版

第１０卷第１００—２６３页），并由于研究克尔特人的历史也研究了古代威

尔士的法律。——第１５０页。

１５０ 恩格斯引用的这段话出自“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１８４１年版第１卷

第９３页（《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Ｗａｌｅｓ》．Ｖｏｌ．Ｉ，１８４１，ｐ．

９３）。——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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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１８９１年９月恩格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第１５２页。

１５２１７４５—１７４６年在苏格兰爆发了山区的克兰的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

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山民为保持古老的氏族组织而斗

争。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利用了山民的不满，他们希望保存封建

家长式的氏族制，并提出恢复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王位作为起义的

目的。起义军在初期获得了短时间的胜利以后就被击溃了。起义被镇

压下去了，结果，苏格兰山地的氏族制度被破坏，氏族土地占有制的

残余被消灭，苏格兰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的进程加剧了，氏族法庭被

废除，某些氏族的习俗被禁止。——第１５３页。

１５３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第

１５３页。

１５４ 贝达大师“盎格鲁教会史”（ＢｅｄａＶｅ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

ｇｅｎｔｉｓＡｎｇｌｏｒｕｍ》）第１册第１章。——第１５３页。

１５５ 凯撒“高卢战记”第６卷第２２章。——第１５４页。

１５６“阿勒曼尼法典”——从五世纪起占有现在的亚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

国西南部这一地区的阿勒曼尼（阿拉曼尼）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

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和八世纪。恩格斯在这里

引用的是“阿勒曼尼法典”第八十一（八十四）条。——第１５４页。

１５７ 指马 马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１８８６年莫

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摩

版。——第１５４页。

１５８“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英雄史诗，八世纪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

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第１５５页。

１５９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７章。——第１５６页。

１６０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４卷第３４章、第４３—４４章。——第

１５６页。

１６１《Ｖｏｌｕｓｐａ》（“女预言者的预言”）—— “老艾达”中的一首歌（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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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第１５７页。

１６２ 指下列著作：安 克 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１８７９年

版（Ａ．Ｃｈ．Ｂａｎｇ．《Ｖ ｌｕｓｏáｏｇｄｅｓｉｂｙｌｌｉｎｓｋｅｏｒａｋｌｅｒ》．１８７９）和

索 布格“斯堪的那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１８８１—

１８８９年克利斯提阿纳版（Ｓ．Ｂｕｇ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ｒｏｖｅｒｄｅｎｏｒｄｉｓｋｅＧｕｄｅ

ｏｇＨｅｌｔｅｓａｇｎｓＯｐｒｉｎｄｅｌｓｅ》．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ａ，１８８１—１８８９）。——第１５７页。

１６３ Ｇ．Ｌ．Ｍａｕｒ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ｄｔ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Ｂｄ．Ｉ，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９．——第１５８页。

１６４ 戚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

６９—７０年（有些史料认为发生在６９—７１年），起义是由于增加赋税，加

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所引起的，它席卷了高卢和被罗马统治

的德意志地区的大部分，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义者在起

初获得了一些胜利之后遭到了几次失败，于是被迫同罗马媾和。——

第１５８页。

１６５ 凯撒“高卢战记”第４卷第１章。——第１５９页。

１６６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２６章。——第１６０页。

１６７《ＣｏｄｅｘＬａｕｒｅｓｈａｍｅｎｓｉｓ》（“洛尔希寺院文书”）——授与洛尔希寺院

的证书和特权的副本集子，这个寺院是八世纪下半叶在法兰克王国建

立的，距伏尔姆斯城不远，它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巨大的封建领地；这

个集子在十二世纪编成，是八至九世纪关于农民和封建土地占有制的

最重要史料之一。——第１６１页。

１６８ 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１８卷第１７章。——第１６２页。

１６９ 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４卷第１４章。——第１６７页。

１７０ 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朗德“奖赏”第６卷第６章。——第１７０页。

１７１ 马赛的萨耳维安“论神的统治”（《Ｄｅｇｕ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ｅｄｅｉ》）第５册第８

章。——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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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采邑（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ｕｍ，字面意思是：“恩赐”）——八世纪上半叶在法兰克

王国盛行的一种赏赐土地的形式。一块块的土地连同居住在土地上的

依附的农民一起以采邑的形式授与领用人（采邑主）终身享用，条件

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军事性的义务。在领用人或采邑主死亡，或未

完成义务以及田园荒芜的情况下，采邑就应当归还给原主或他的继承

人，若要恢复采邑关系，就须第二次赏赐。实行分配采邑的不仅有王

权，教会，而且还有豪绅巨富。采邑制度促进了封建主阶级、特别是中

小贵族的形成，使农民群众处于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时促进了藩属

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发展。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袭封地。恩格斯在“法兰

克时代”这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５３９—５９９

页）中揭示了采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第１７３页。

１７３ 郡守（Ｇａｕｇｒａｆｅｎ）——法兰克王国担任州郡领导的王室官吏。每一个

郡守在自己的区域内都享有司法权，可以征税和管辖军队，并在出征

的时候统率它。郡守在任内可以享有王室在该郡的收入的三分之一，

并获得土地的赏赐作为酬劳。后来郡守逐渐由王室委派的官员变成了

大封建领主，拥有自主权，特别是在８７７年以后，正式建立了郡守官职

的世袭制。——第１７４页。

１７４ 指九世纪编成的圣热尔门 德 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和

收入登记册），以“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的名称而闻名。

恩格斯从地产登记册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载于保 罗特“从上古到十世

纪的采邑制度史”１８５０年厄兰根版第３７８页（Ｐ．Ｒｏｔ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ｓｅｎｓｖｏｎｄｅｎａｌｔ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ｅｎｂｉｓｉｎｓｚｅｈｎｔｅ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０，Ｓ．３７８）。——第１７４页。

１７５ 安加利——在罗马帝国派给居民的义务，规定居民必须提供马匹和担

夫为政府运输；后来范围更加扩大了，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第

１７５页。

１７６ 依附制度——从八至九世纪起在欧洲盛行的农民受封建主“保护”，或者

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护”的形式之一，接受保护要履行一定的条件，

即为“保护人”服兵役和其他徭役，并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保护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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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有条件地占有的形式领回这些土地。这对于那些迫于暴力而不得

不如此做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面对于小封建主来说，

则意味着处于大封建主的藩属的地位，因而依附制度一方面促使农民

沦入受奴役的境地，另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度。——第１７６页。

１７７ 沙 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第３版；“全集”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２０页（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 ｑｕａ

ｔｒ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 ｄｅｓ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３ｍｅ 

éｄ；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ｐ．２２０）；该书第一版

于１８０８年在里昂匿名出版。——第１７７页。

１７８“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见注１５８。

１０６６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 海斯丁斯附近 同

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了战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

事组织中还保持着公社制度的残余，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原始的，因

此被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阵亡，而威廉则成了英国国王，

号称征服者威廉一世。——第１８６页。

１７９ 卡 马克思“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１５３—１５４页）。——第１８８页。

１８０ 迪特马尔申——现在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

古代那里居住着撒克逊人，八世纪时为查理大帝所征服，后来为各种

僧俗封建主所占有。从十二世纪中叶起迪特马尔申的居民（其中多半

是自由的农民）逐渐取得独立，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六世纪中叶已实际

上享有独立，胜利地打退了丹麦国王和霍尔施坦公爵想征服这个地区

的多次图谋。迪特马尔申的社会发展经过了非常独特的道路：旧的地

方贵族到十三世纪事实上已经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马尔申乃是自治

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局公社的基础在许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

氏族。到十四世纪，迪特马尔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

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１５５９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

二世和霍尔施坦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摧毁了迪特马尔申居民的

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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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第１９３页。

１８１ 乔 威 弗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５７和３６０节（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

《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２１年在柏

林出版。——第１９４页。

１８２ 斐 拉萨尔“既得权体系”第二部：“罗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哲

学发展中的实质” （Ｆ．Ｌａｓｓａｌｌｅ． 《Ｄ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ｅｒｗｏｒｂｅｎｅｎ

Ｒｅｃｈｔｅ》．Ｔｈ． ．《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Ｒｏｍ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Ｅｒ

ｂ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该书的第一版

于１８６１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２００页。

１８３ 这段引文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

也部分地援引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９卷第５６—５７

页）。——第２０３页。

１８４ 这个前言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为了再版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

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而

写的；１８９１年恩格斯把前言全文收入他写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新版

导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２３４—２４３页）。——

第２０４页。

１８５ 德意志工人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

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

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

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龙工人俱乐部

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

塞尔支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

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

止。——第２０４页。

１８６ 本文是恩格斯为卡 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

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德

文第一版写的序言。这部著作是在１８４７年用法文写成并出版的，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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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生前没有全文再版过。恩格斯还为德文第一版写了许多注释，并

校订了译文。该书于１８８５年１月下半月问世，书名是：《ＤａｓＥｌｅｎｄ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Ｅｌｅｎｄｓ》》．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１；同年１月初，序言就已经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以“马克

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序言还被收在１８９２年

出版的该书德文第二版中；恩格斯又为这一版专门写了一个短短的前

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３３３页）。序言最初由维

查苏利奇译成俄文，载于１８８６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马

克思这一著作的俄文第一版中。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在

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１０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１９２３年秋

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１８８３年至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是卡 考茨基，从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３年秋是亨 库诺夫。在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弗 恩格斯在杂

志上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并不断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

时常因杂志上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而对它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

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

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

文主义者。——第２０５页。

１８７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ｏ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２０５页。

１８８ 指马克思的文章“论蒲鲁东（给约 巴 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８—３６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

联合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８７１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约 巴 施韦泽担任编辑。——第２０５页。

１８９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停止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于

１８６５年２月由他们寄给该报编辑部；由于马克思采取了措施，声明不久

便在许多德国报纸上发表了。因此，施韦泽才被迫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３日在

５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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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９５—９８页）。——第２０５页。

１９０ 恩格斯指的是他于１８８５年５月５日写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德文

第一版的序言（参看“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卷）。——第２０６

页。

１９１ 对马克 思的这些诽谤包 含在洛贝尔图斯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给鲁

迈耶尔的信中（见《Ｂｒｉｅｆｅ  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ｓａｔｚｅ

 ｖｏｎ Ｄｒ．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Ｄｒ．Ｒ．

Ｍｅｙｅｒ》．Ｂｄ．Ｉ，Ｂｅｒｌｉｎ，Ｓ．１３４．——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博

士的书信和 社会政治论文集。鲁 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１

卷 第１３４页），和洛贝尔图斯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４日给Ｊ．泽勒尔的信

中（见《Ｚｅｉｔｓｃｈ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ｄ．３５，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７９，Ｓ．２１９——“一般政治学杂志”１８７９年杜宾

根版第３５卷第２１９页）。——第２０６页。

１９２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１８４２年新勃兰

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Ｚｕ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βｕｎｓｒ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Ｎｅｕ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

１８４２）。——第２０６页。

１９３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在柏林以“给冯 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

书简”（《Ｓｏｃｉａｌｅ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为题出版的洛贝尔图斯

的三本单独的著作。——第２０６页。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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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页（Ｒｏｄ

ｂｅｒｔ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ｒｉｅｆ：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

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ｄｉｅｍｅｉｎｉ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０，Ｓ．５４）。——第２０

６页。

１９５ 大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Ｄ．Ｒｉｃａｒｄｏ．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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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７）。——第２０６页。

１９６１８２１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标题是：“根据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

罗素勋爵的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Ｊｏｈｎ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恩格斯在“资本

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参看“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卷）中对这本抨击性小册子做了评价。——第２０６页。

１９７ 见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１０页）；着重号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

斯加的。——第２０７页。

１９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第２０８页。

１９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２页。——第２０８页。

２００ 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出版的该书第一版中，没有恩格斯所援引的把章分

成节的情况；只是从１８１９年出版的第二版开始，李嘉图才做了

这种划分；１８２１年出版了经作者做了很大修改的该书第三版。——第

２１０页。

２０１ 约 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１８３１年爱丁堡版（Ｊ．Ｇｒａｙ．《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１）。——第２１１页。

２０２１８７１年洛贝尔图斯发表了“标准的工作日”（《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Ａｒｂｅｉｔｓ

ｔａｇ》）一文；文章载于９月１６、２３和３０日的“柏林评论”（《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Ｒｅｖｕｅ》）杂志，接着又于同年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第２１１页。

２０３ 指参加出版洛员尔图斯 亚格措夫的遗著，特别是他的著作“资本。给

冯 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１８８０年柏林版（《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

Ｖｉｅｒｔ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ｒＢｒｉｅｆａｎ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４）的那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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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 科察克；而序言是德国庸俗

经济学家阿 瓦格纳写的。——第２１１页。

２０４ 指卡 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其中批判了约

格雷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３—７６

页）。这一部分曾经作为附录之一收入了“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

版。——第２１１页。

２０５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１８４２年新勃兰

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６１页。——第２１１页。

２０６ 指阿 瓦格纳为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给冯 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

会问题书简”而写的序言的如下一段话：“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表现了只

有最伟大的睿智才特有的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见Ｃ．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

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ｉｅｒｔ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ｒＢｒｉｅｆａｎ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４，Ｓ． — ）。——第２１２页。

２０７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１８４２年新勃兰

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６２页。后面作分析和引用了这一著作。——第

２１２页。

２０８１８７１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规定，凡以书面形式公开

号召不服从德意志帝国现行法律或命令者，判处六百马克以下的罚款

或两年以下监狱监禁。——第２１８页。

２０９ 指当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 拉法格正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

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１８９６

年，这一版才在巴黎出版。——第２１９页。

２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第２２０页。

２１１ 本文是恩格斯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２５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大概在同

一天，他寄给保 拉法格一封信，叙述了同样一些事实和见解，只是说

法上有些不同，而且更为扼要。拉法格把这封信转给茹 盖得，后者即

根据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３１日作为“人民呼声报”的社

论发表。盖得在文章中大量摘引了恩格斯的信，而没有说出他的姓名，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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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说这封信是他从伦敦“我们伟人社会战斗中一员宿将”那里收

到的。

“人民呼声报”（《ＬｅＣｒｉｄｕＰｅｕｐｌｅ》）是法国一家社会主义日报，

１８７１年２—５月在巴黎断续出版，之后从１８８３年１０月一直出版到１８８９年

２月。——第２２１页。

２１２ 指俄普之间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１３日（１日）互换照会，照会是关于互相引渡

那些被控犯有反对缔约双方任何一方君主或其家属以及制造或贮藏

爆炸物等罪行的人。——第２２１页。

２１３ １８７６年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土耳其战争和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

争，是在七十年代巴尔干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高

涨的情势下爆发的。在战争中，俄国女政论家奥 阿 诺维柯娃——她

于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住在伦敦，同俄国统治集团及英国自由党领导集团都

有联系——同格莱斯顿密切接触，积极参与在英国和俄国开展的反对

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企图把英国拖入站在土耳其一边反对俄国的

战争的运动。这个运动对英国不参加这次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恩格

斯所提到的奥 阿 诺维柯娃的文章叫做“英国的俄罗斯化”。

“派尔 麦尔新闻”（《ＴｈｅＰａｌｌＭａｌｌＧａｚｅｔｔｅ》）是１８６５年至１９２０年

在伦敦出版的一家英国日报，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取保守立场。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０年７月至１８７１年６月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还刊载国际工人

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的摘要。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派尔 麦尔新闻”有一段时期曾经是“伦敦唯一没有

被收买的报纸”。但是在１８７１年６月底，该报参加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巴

黎革命而发起的反对第一国际的全面的诽谤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

思和恩格斯同该报断绝了一切联系。——第２２１页。

２１４ 这个小册子曾出过俄文版。——第２２２页。

２１５Ｅ．Ｒｅｇｎ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ｔéｓｄａｎｕｂｉ

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５．——第２２２页。

２１６“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是恩格斯为“公益”杂志写的，

９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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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篇文章由他译成德文，刊登在１８８５年６月的“新时代”杂志上。

恩格斯以后把这篇文章全部包括到１８８７年出版的他的著作“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本卷第２９２—２９８页）里，１８９２年他把它

包括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３１１—３２５、３６７—３８３页）里。

“公益”（《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是英国的一家周刊，１８８５—１８９１

年和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２２４页。

２１７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交议

会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

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

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１８３９年、１８４２年和１８４９年宪章派要求

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２２４页。

２１８ 宪章派原定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 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

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

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

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

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

害宪章派。——第２２５页。

２１９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１８３１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１８３２

年６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

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

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

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２２５页。

２２０ 英国的 谷物税 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征发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

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

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由于１８４６年通过了废除谷

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

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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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并

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２２５页。

２２１ 这里和这一段下面的一些带引号的话是恩格斯转达人民宪章主要要

求的内容。——第２２６页。

２２２１８６７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改革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

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

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

投票权。由于１８６７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

工人作获得了选举权。

１８８４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

革。经过这次改革，１８６７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作同

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

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

权。——第２２７页。

２２３ 东头（ＥａｓｔＥｎｄ）——伦敦的东部，包括无产阶级和贫民居住的各

区。——第２２９页。

２２４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１８８３年９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

会议的报告”１８８４年伦敦版第６０８—６０９页（《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ｙ

Ｔｈｉｒ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ｈｅｌｄａｔＳｏｕｔｈｐｏｒｔ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４，ｐ．６０８—

６０９）。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成立于１８３１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

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２３０页。

２２５“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对被控号召武装反抗的民主主义

者莱茵区城委员会的审判”１８８５年霍廷根—苏黎世版（《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ＶｏｒｄｅｎＫｏｌｎｅｒＧｅｓｃｈｗｏｒｎｅｎ．ＰｒｏｚｅβｇｅｇｅｎｄｅｎＡｕｓｓｃｈｕβ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ｎ ｗｅｇｅｎ Ａｕｆｒｕｆｓ ｚｕｍ ｂｅｗａｆｆｎｅｔｅｎ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５），这本小册子于１８８５年１０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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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二分册出版，这个丛书当时在苏黎世，

后来于１８８５—１８９０年在伦敦用德文出版。小册子还收入了根据１８４９年

２月１９、２５、２７和２８日“新莱茵报”第２２６和２３１—２３３号转载的审讯记

录。——第２３２页。

２２６ 指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９页）。——第２３３页。

２２７“普鲁士的领导地位”（《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ｐｉｔｚｅ》）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

希 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０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词；他在演说中宣

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愿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ａｎｄｉｅＳｐｉ

ｔｚｅ）”。在争取德意志统一时期，这一词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

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２３３页。

２２８ 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审判中，该报总编辑马克思、编

辑恩格斯和发行负责人海 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新

莱茵报”第３５号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逮捕”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１９０—１９３页）中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

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虽然法庭从７月６日起就开始侦讯，但是

首次开庭审讯规定在１２月２０日才进行，后来又延期。在２月７日的庭审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律师是施奈德尔第二，科尔夫的辩护律师

是哈根。当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

片欢呼声”——审讯记录中这样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中

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６２—２８５页。——第２３４

页。

２２９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进行的。卡

马克思、卡 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

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城委员会曾于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９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在这次审讯

中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８６—３０６页）。——

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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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是

德国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５６年至１９４３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

１８６６年起用这个名称）；八十年代成为德国西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第２３５页。

２３１ 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普法战争；在普奥战争中普鲁士

起来反对德意志联邦的多数成员国（见注２３２），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于

１８６７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以

代替德意志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是在德国的民族统一道路上向

前迈进了一步。普法战争是通过王朝战争和“铁血”政策“从上面”统

一德国的完成阶段。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

党，于１８６６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

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

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

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

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

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

的要求，其中包括１８６６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须“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

求。——第２３５页。

２３２ 指德意志联邦，即１８１５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

最初它包括三十四个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集中的军队，也没有财

政经费，它保存了封建分散状态的一切主要特征；它的中央组织——联

邦议会——在奥地利代表的主持下举行会议。这个组织没有发挥中央政

府的职能，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只是

为了镇压在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曾经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解散

的德意志联邦于１８５０年又重新建立。联邦是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期最

后告终的。——第２３５页。

２３３ 指的是俾斯麦政府下列一些与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有关的活动：

１８６６年４月８日普鲁士和意大利缔结了秘密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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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如果普鲁士在缔约后三个月内对奥地利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意大

利有义务反对奥地利；

１８６５年底和１８６６年初俾斯麦同拿破伦第三举行了几次会谈，在这

些会谈中俾斯麦希望法国保证，在他准备进行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

力图给拿破仑第三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战争将会使普鲁士耗费极大的

力量，并且含混地暗示，法国可以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普鲁士在

莱茵地区的一些属地来扩大自己的领土；

１８６６年７月在西里西亚建立了一个由原来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

后来在战争中被普鲁士人俘虏的匈牙利士兵组成的军团；这个军团由

参加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匈牙利将军迪 克拉普卡和其他参加过革

命的，特别是这时从流亡中回到普鲁士来参加战争的匈牙利军官指

挥；军团越过匈牙利国界，但很快又回到西里西亚，后来由于战争结

束而解散了；

在战争中曾经站在奥地利方面的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

侯国、拿骚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被兼并，并根据１８６６年９月

２０日的法律划归普鲁士。——第２３６页。

２３４ 指１８６７年４月１７日由联邦制宪议会通过的北德意志联邦（包括十九个

邦和三个自由市）的宪法，这部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实际统

治。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

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在普选权基础上产的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受到严

格限制：它所通过的法律要经过成员反动的联邦会议的同意和联邦元

首的批准才能生效。联邦宪法后来成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在

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的萨克森，１８６６年战争结束后不得

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接着它又赞同了这部宪法。

提尔西特和约 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

国和普鲁士在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和９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

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

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任何领土，但是被迫承认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加

强，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签订的

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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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３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２３６页。

２３５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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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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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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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页。

２３６ 当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进行争取独立的战争期间，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

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代表会议于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通过了由托 杰弗逊

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这个文件中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并建

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在文件中也制定了一些资产阶级

民主原则。——第２３７页。

２３７１６１８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

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作为普鲁士领

主的历代勃兰登堡选帝侯在１６５７年以前一直是波兰的藩臣，１６５７年选

帝侯弗里德里希 威廉利用波兰在对瑞典战争中的困难，使波兰承认

了普鲁士领地的主权。——第２３７页。

２３８１８０１年１０月法国和俄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借口补偿德意志

各邦由于法国在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后占去了莱茵河左

岸属地面受到的领土损失，规定了有利于拿破仑法国的解决德国莱茵

省领土问题的办法。在协定条款实现以后，有总人口为３００万的１１２个

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们

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维尔腾

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这些措施在形式上是根据所谓帝国代表会议

——这是一个早在１８０１年１０月由帝国议会选出的德意志帝国各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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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决议来实施的，这个决议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

并在法国和俄国代表的压力下才于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５日由会议通过。——

第２３８页。

２３９ 根据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签订

的和约的规定，曾经参加拿破仑法国反对第三次同盟的战争的巴伐利

亚和维尔腾堡获得了建立独立王国的权利。在这次战争中也站在法国

方面的巴登，在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于１８０６年成了独立的大公

国。——第２３８页。

２４０ 恩格斯引用了普鲁士军官费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日的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并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１６页）。——第２３８页。

２４１ 这封信是尼 弗 丹尼尔逊建议恩格斯写的，他告诉恩格斯，在“北方

通报”杂志上可能刊登马克思给“祖国纪事” （《

》）编辑部的这封未发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１２６—１３１页）。但是，这一杂志没有刊登马克思的信，第一

次用俄文发表那封信的是１８８６年日内瓦“民意导报” （《

》）第５期，而刊载在俄国合法的刊物上则是１８８８年１０月

的“司法通报”（《 》）杂志。

“北方通报”（《 １ ｍｕ》）是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

于１８８５—１８９８年在彼得堡出版；到１８９１年年中，具有自由主义民粹派

倾向，后来转到颓废派手中；在八十年代末该杂志曾刊载保 拉法格和

其他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２４０页。

２４２ 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是作为马克思的抨击

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德文第三版的引言而写的，第一次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

１２、１９和２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６、４７和４８号，并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１

月下半月出版的小册子：卡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１８８５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Ｋ．Ｍａｒｘ《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ＰｒｏｚｅｓｓｚｕＫｏ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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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ｅｒ Ａｂｄｒｕｃｋ ｍｉｔ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ｕｎｄ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ｎ》．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５）。在这本书中，除了马克思的

抨击性著作外，还包括：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

７２６—７３４页），马克思给这本抨击性著作德文第二版写的跋（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６２４—６２７页），以及中央委员会１８５０年

３月和６月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和３５９—３６６页）。——第２４１页。

２４３ Ｗｅｒｍｕｔｈ—Ｓｔｉｅｂｅｒ．《Ｄｉ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ｎｅｕｎ

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５３，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

１８５４．该书的第一卷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

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

卷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

他们的履历表。——第２４页。

２４４ 巴贝夫主义 是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十八世纪末

法国革命家格拉古 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第２４２页。

２４５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ｓＳａｉｓｏｎｓ（四季社）是在奥 布朗基和阿 巴尔贝斯领导下

于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

性组织。

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 在巴黎举行的起义（革命工人在其中起了主要的

作用），是由四季社筹划的；这次起义没有广大群众做依靠，被政府军

队和国民自卫军击溃。——第２４２页。

２４６ 沙佩尔在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

法国；鲍威尔仍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１８４２年被逮捕，也

被驱逐出境。——第２４２页。

２４７ 指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

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被称为法兰克福的袭击岗哨事件）；１８３３年４月

３日，一群主要来自学生界的激进分子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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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在国内掀起变革，宣布成立全

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准备得很差的发动被军队镇压了下去。——第２４２

页。

２４８１８３４年２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组织了他在１８３１年创

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

于撒丁王国（皮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

便统一意大利和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意大利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

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第２４２页。

２４９“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１８１９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体

操团体成员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

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

组织了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反动当局对“蛊惑

者”实行了迫害。——第２４３页。

２５０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 沙佩尔、约 莫尔和正义者同

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

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

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１８５０年９月

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

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

会（弗 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

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

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２４４页。

２５１ 恩格斯援引的是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

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８３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

报纸，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马克思从１８４４年夏

天起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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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

要求，基佐内阁于１８４５年１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

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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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刊物：主编是卡 马克思和阿 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

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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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

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轻激进分子卢格

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２４７页。

２５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侨居布鲁

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１８４７年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出版。起初，该

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

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１８４７年夏天马克思

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

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１８４７年９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

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的影响，１８４７年

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机关报。——第２４８页。

２５４“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

央机关报，１８３７年创刊，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４年１１

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始人和编辑是菲 奥康瑙尔，乔 哈尼也是

编辑之一。自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

第２４８页。

２５５ 民主协会 于１８４７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

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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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

德意志工人协会，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马

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 若特兰被推选

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

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

会的无产阶级成分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

争。但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惩治了

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

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

方性的了；到１８４９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

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

出版。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到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第２４８页。

２５６ 指“人民论坛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ｕｎ》），它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在纽约创立的周报。于１８４６年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出版。

“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３—２０页。——第２４９页。

２５７ Ｗ．Ｗｅｉｔｌｉｎｇ． 《Ｄａｓ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ｕｍｅｉｎｅｓａｒｍｅｎＳüｎｄｅｒｓ》．Ｂｅｒｎ，

１８４５．——第２５０页。

２５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９５—４９８页。——第２５０页。

２５９ 恩格斯援引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页）。——第２５１页。

２６０“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

５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和２９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

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３月

３０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４月初发表在一系列

民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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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以前，“要求”在科伦

印成了传单，并由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

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

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和１２月在科伦工

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１８４８年底或

１８４９年初，“要求”在莱比锡也摘要以单行本发表。

恩格斯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第２５３页。

２６１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１８４８年

３月８—９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

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第２５４页。

２６２ 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８日在 德勒斯顿 发生了武装 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

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

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

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

的镇压。德勒斯顿起义为捍卫帝国宪法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

是在１８４９年５—７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斗争以民主力量的

失败告终。——第２５６页。

２６３１８４０年六月十三日——见注２７。——第２５６页。

２６４ 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月”（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第２５７页。

２６５ 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６月“（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９—３６６页）。——第２５７页。

２６６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国际述评（三）。从５月到１０月”一文（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１３—５１４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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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

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

（见注４）的继续。该杂志在１８５０年３月到１１月总共出了６期，其中有一期

是合刊（５、６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

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

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 沃尔弗、

约 魏德迈、格 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

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

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

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２５８页。

２６７ 宗得崩德（特殊联盟）原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

州的单独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独自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

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

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

１８５２年在科伦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第

２６０页。

２６８ 恩格斯的这个短评是给保尔 拉法格的信的片断，信中专门分析了法

国在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４日众议院初选后的国内政治局面。从１８７９年起执政

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所谓“机会主义

派”）的政党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的信任，其原因是：国家预算

出现赤字，捐税端加，滥用公债，没有履行它的大部分诺言（废除参

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立，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以及不受人民欢迎

的、特别是在越南的殖民冒险。加之，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与卑鄙的财政

阴谋和贪污有关，这被保皇派在竞选运动中利用了。在初选的当选人

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由于法国社会主义者把这次结果估计为一个失

败，恩格斯便写了这封信。信的这一片断载于１０月１７日“社会主义者

报”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当前的形势”（《Ｌａ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接着

２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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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又写信给“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这封信载于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３１

日该报上（见本卷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 盖得

１８８５年在巴黎创办的。１９０２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５年

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１９０５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

十年代弗 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２６２页。

２６９ 指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和正统派。——第２６２页。

２７０１８３０年路易 菲力浦即位后不久，巴黎市政委员会在其致新国王的报

告中曾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对法国七月王朝的态度。——第２６３页。

２７１ 这里指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４日选举的结果，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

的选票，于是规定在１０月１８日进行二选，在二选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

派候选人当选。结果，法国众议院中就有３７２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

进派）和２０２名保皇派。

激进派 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从资产阶

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继续坚持事实上已

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

分立，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

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提出其他一些具有社会

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１９０１年激进派在组织上

形成了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２６３页。

２７２ 本文批判地分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

（参看“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卷第１章）的英译文，译文载

于１８８５年１０月“今日”杂志第４卷第２２期第４２９—４３６页。译文出自社会

民主联盟领导人亨 迈 海德门（笔名约翰 布罗德豪斯）之手。在恩格

斯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海德门继续在“今日”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译文

直到１８８９年５月为止；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

由赛 穆尔翻译并经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科学的英

译本于１８８７年出版。

“今日”（《Ｔｏｄａｙ》）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１８８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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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８８９年６月在伦敦出版；１８８４年７月至１８８６年，亨 迈 海德门是该杂

志的主编。——第２６６页。

２７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４４页。恩格斯在这里把

《ｉｎｄｅｒｂüｒｇｅｒ１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一语译成“在市民社会中”；在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由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以及在

１８８７年出版的经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中，则译成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第２７４页。

２７４ 亚 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１７６７年爱丁堡版（Ａ．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ｎ

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７６７）。——第２７４

页。

２７５ 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是作为根据他的倡议出版

的威 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文集的单行本（见注２３）的导言

的第二部分而写的。恩格斯于１８７６年发表的文章“威廉 沃尔弗”（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１—１０６页）经作者做了很大删

节后，成了导言的第一部分。——第２７７页。

２７６ 条顿骑士团是１１９０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

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取了许多领地。十三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波罗

的海沿岸的普鲁士部落和一部分立陶宛部落的办法而夺取的维斯拉

河和尼门河河口之间的大片领土，都由骑士团统治。这个地方就成了

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在１２４２年楚

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１４１０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

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２７８页。

２７７ 世袭佃农 是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有义务为了归他们世袭占有的份地

而用货币或实物贡赋交付一定的租金（世袭封建地租）的依附农。——

第２８０页。

２７８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 三十年战争 是整个欧洲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

主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

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它遭受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的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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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这次战争于１６４８年以缔结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结束，这一和约

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

耶拿之败 指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普鲁士军队被粉碎，结果普鲁士向

拿破伦法国投降，这证明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

部腐朽性。——第２８１页。

２７９ 指几种不占有耕地的依附农。

打谷工（Ｄｒｅｓｃｈｇａｒｔｎｅｒ）——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

西亚，人们对那些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带茅屋的菜地，因而必须为

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实物或钱的依附农的

称呼。

茅屋工（Ｈａｕｓｌｅｒ）是从地主那里得到一间茅屋以及随带的一小块

不足于养家活口的土地，而被迫要为地主做短工的依附农。

合同工（Ｉｎｓｔｌｅｕｔｅ）是那些根据一定年限的合同为地主做工的日

工，他们因此在这个年限内可以得到住房、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以及

极其微少的实物和货币报酬。——第２８２页。

２８０ 查理大帝敕令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谕

旨。——第２８３页。

２８１ 为了保证普鲁士国家的物资收入和征收新兵的工作，普鲁士国王弗里

德里希二世颁布了旨在反对地主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一系列法令；但

是这些法令很少付诸实现。——第２８３页。

２８２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 在柏林发生了武装起义，这是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时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

希二世的军队于１７４１年４月１０日在 莫耳维茨（西里西亚的一个农村）

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在色当（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地区，于１８７０年

９月１日发生了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的最大会战之一，结果９月２日

法军投降了，这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破产。——第２８３页。

２８３ 见“从１８０６年到１８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颁布的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２２年

柏 林 版 第１７０—１７３页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ｒｆü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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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ｅｒｓｃｈｉｅｎｅｎ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ｅｕｎｄ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ｖｏｎ

１８０６．ｂｉｓｚｕｍ２７ｓｔｅｎ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１０》．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２，Ｓ．１７０—１７３）。——

第２８３页。

２８４ 指１８０８年２月１４日、１８０９年３月２７日、１８０９年４月８日和１８１０年１月９

日的几个命令（见注２８３中谈到的“汇编”第１８９—１９３、５５２—５５５、

５５７—５６１、６２６—６２９页）；在１８０９年４月８日命令中说明，废除世袭人

身依附关系不应该理解为废除农民履行的封建义务。——第２８３页。

２８５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１年”柏林版第２８１—２９９页（《Ｇｅｓｅｔｚ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ｅｎ．１８１１》．Ｂｅｒｌｉｎ，Ｓ．

２８１—２９９）。——第２８４页。

２８６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１６年”柏林版第１５４—１８０页。

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于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在滑铁卢（比利时）战胜

了拿破仑军队。——第２８４页。

２８７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是由各封建专制国家的侵略野心和法英两国

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一次全欧性战争。英国联合普鲁士共同反对奥地

利、法国、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由于战争的结果，法国被迫把

自己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东印度领地等）割让给英国；普鲁

士、奥地利和萨克森保持了战前的疆界。——第２８４页。

２８８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２１年” 柏林版第７７—８３页。—— 第

２８４页。

２８９ 自给户（Ａｃｋｅｒｎａｈｒｕｎｇ）是在普鲁士人们对一种农户的称呼，这种农

户拥有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可以使家庭成员不用雇佣别人的劳力，也不

用从事其他副业，而只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第２８５页。

２９０ 指普鲁士的萨克森省。——第２８５页。

２９１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５年”柏林版第５０２—５０５、６８２—６８４

页。——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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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理性的国家”是一个流行的俗语，指普鲁士国家，常用于讥讽的意思；

源出于黑格尔１８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在海得尔堡大学讲授哲学史这门课程

开讲时所作的开场白，黑格尔认为，正是普鲁士国家建筑在理性上

面。——第２８５页。

２９３ 奥 麦岑“１８６６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１８６８—

１８７１年柏林版第１—４卷（Ａ．Ｍｅｉｔｚｅｎ．《ＤｅｒＢｏｄ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ｓ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ｓｎａｃｈｄｅｍＧｅｂｉｅｔ

ｓｕｍｆａｎｇｅＶｏｒ１８８６》．Ｂｄ，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８—１８７１）。——第２８６

页。

２９４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８年”柏林版第２７６—２７９页。——第２８６

页。

２９５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４８年”柏林版第４２７—４４１页。——第２８７

页。

２９６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５０年”柏林版第７７—１１１页。——第２８７页。

２９７ 恩格斯引的是普鲁士第二议院农业委员会就１８５０年３月２日颁

布的关于赎免封建义务的法律草案所作的报告；报告被提交议

院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会议讨论；见“根据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王室命令召集

的第二议院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五十九次会议

（《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ｄｕｒｃｈｄｉｅ

Ａｌｌｅｒｈｏｃｈｓｔｅ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Ｖｏｍ３０．Ｍａｉ１８４９ｅｉｎｂｅｒｕｆｅｎ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ｎ

Ｋａｍｍｅｒ》．ＮｅｕｎｕｎｄｆｕｎｆｚｉｇｓｔｅＳｉｔｚｕｎｇ，２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９）。——第

２８７页。

２９８ 恩格斯指的是麦岑书中的两个统计麦，在第一个表中引用了从１８１６年

到１８４８年的赎免情况的总计数，在第二个表中引用了从１８１６年到１８６５

年底的赎免情况的总计数。——第２８８页。

２９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２９０页。

３００ 指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务的路易 波拿巴于１８５１

７６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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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年１２月２日在法国举行的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

被逮捕，在三十二省内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

被驱逐出法国。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４日通过了新宪法，根据新宪法规定，一切

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宣布路易 波拿巴为法国

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第２９０页。

３０１ 本文是恩格斯由于准备在美国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而写的，美国

版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英译本。恩格斯最初预计把这篇文章作为本版的

序言或跋；但是，因为未能马上找到出版者，书的出版大大耽搁下来，

所以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先为该书写篇新的序言（见本卷第３８３—３９２

页）、而本文就作为该书的附录。１８９２年，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几乎全部

包括到他的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３１１—３２５和３６７—３８３页）里。——第２９２页。

３０２ 见注２２０。——第２９３页。

３０３Ｔｒｕｃｋｓｙｓｔｅｍ是工人劳动的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一书中对这种制度做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卷第４６７—４６９页），１８３１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

但很多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

英国议会通过的。——第２９３页。

３０４“小爱尔兰”（《ＬｉｔｔｌｅＩｒｅｌａｎｄ》）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街区，在

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见恩格斯“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４２—

３４３页）。

“七日规”（《ＳｅｖｅｎＤｉａｌｓ》）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街区。——第

２９４页。

３０５ 指１８８５年 “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

和威尔士”（《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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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５）。——第２９５页。

３０６ 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

工资中扣除（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９—４７０

页）。——第２９５页。

３０７ 指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２日至２月２６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冶工人的罢

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

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关于１８４４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４２—５４８页。——第２９５页。

３０８ 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法国社会党人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恩格斯在纪

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时公开表示与他们一致。信载于１８８６年３月２７日

“社会主义者报”，标题是：“恩格斯的信”。——第２９９页。

３０９１８８５年以前在法国行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代表

参加众议院。１８８５年６月，根据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创议，实施按

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根据这个到１８８９年以前一直有效的制度，小选

区归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

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该省应有的议席

总数（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议员）投票。在初选中，议员获得投票数的绝

对多数，才算当选；在复选中，只要相对多数就可当选。——第３００页。

３１０ 弗 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这本著作最初刊登在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恩格斯专

门为单行本写了序言（见本卷第４１１—４１２页）。１８８９年在彼得堡的杂志

“北方通报”第３期和第４期上曾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为

题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但是没有指明作者，而且有许多

增添和脱离原文之处；文章下面是译者格 弗 李沃维奇的署名：格 李

１８９２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用单行本出版了由格 瓦 普列汉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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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这部著作的全部译文；同年又出版了这部著作的保加利亚文译

本。１８９４年，巴黎的杂志“新纪元”第４期和第５期上登载了劳拉 拉法

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过的译文。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过这部著作

的其他版本；后来，这部著作在德国用德文，也用俄文和许多其他文

字多次再版。

“新纪元”（《ＬＥｒ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月刊，１８９３—

１８９４年在巴黎出版；茹 盖得，让 饶勒斯，保 拉法格和格 瓦 普列汉

诺夫等人都曾为该杂志撰稿。——第３０１页。

３１１ 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１８３４年，它是对德国

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１８３３年）的继续。海

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

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第３０６页。

３１２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Ｖｏｒｒｅｄｅ）中的话。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８２１

年在柏林问世。——第３０６页。

３１３ 见乔 威 弗 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１４７节；第１４２

节附释（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ＤｉｅＬｏｇｉｋ》， １４７； １４２，

Ｚｕｓａｔｚ）。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１７年在海得尔堡问世。——第３０６页。

３１４ 乔 威 弗 黑格尔“逻辑学”１８１２—１８１６年纽伦堡版（Ｇ．Ｗ．Ｆ．Ｈｅｇｅｌ．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１８１２—１８１６）。这一著作由三部

分组成：（１）客观逻辑，存在论（出版年代是１８１２）；（２）客观逻辑，

本质论（出版年代是１８１３）；（３）主观逻辑，或概念论（出版年代是

１８１６）。——第３０９页。

３１５“德国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

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简称。该杂志曾以日报的形式在莱比锡出版。从１８４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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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到１８４３年１月，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以前（１８３８—１８４１）

曾以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名称出版；１８４１年６月以前由

阿 卢格和泰 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编，而从１８４１年７月起则由阿 户

格在德勒斯顿主编。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

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

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１８４３年１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

“德国年鉴”，同时联邦议会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３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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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是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的

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

表创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马克思开始

为“莱茵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

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确

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

后来把它封闭了。——第３１２页。

３１７ 大 弗 施特劳斯“耶稣传”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Ｄ．Ｆ．

Ｓｔｒａｕβ．《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Ｂｄ．１—２，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

第３１２页。

３１８ 指麦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Ｍ．Ｓｔｉｒｎｅｒ．

《ＤｅｒＥｉｎｚｉｇ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一书。——第３１３

页。

３１９ 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

第３１３页。

３２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页。——第３１３页。

３２１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埃 斐 伊姆 特恩的著作“在圭亚那的印第安

人中间”１８８３年伦敦版第３４４—３４６页（Ｅ．Ｆ．ｉｍＴｈｕｒ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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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ａｎｓｏｆＧｕｉａ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３，ｐ．３４４—３４６）。第３１５页。

３２２ 指１８４６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 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第３１８页。

３２３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费尔巴哈的箴言。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

希 费尔巴哈”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第１６６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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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２卷第３０８页（Ｋ．Ｇｒüｎ．《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ｉｎ

ｓｅｉｎｅｍ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ｕｎｄ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ｓｏｗｉｅｉｎｓｅｉｎ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Ｂｄ．ＩＩ，Ｌｅｉｐｚｌｇ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７４，Ｓ．

３０８）。——第３１９页。

３２４ 乔 威 弗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Ｇ．Ｗ．Ｆ．Ｈｅｇｅ１．《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ｌｅ

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该著作第一版于１８０７年在班堡和维尔茨堡问世。——

第３２４页。

３２５ 自然神论者 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承认神是世界

的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封

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论立场出

发，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行为。

但是，自然种论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

形式的宗教。——第３２４页。

３２６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Ｇｒｕｎｄｓ

ａｔｚ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ａｎｄｅｒｕｎｇ》），载于卡

格律恩“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７４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１卷第４０７

页（Ｋ．Ｇｒüｎ．《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８４７，Ｓ．４０７）。——第３２６页。

３２７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驱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

论” （《ＷｉｄｅｒｄｅｎＤｕａｌｉｓｍｕｓＶｏｎＬｅｉｂｕｎｄＳｅｅｌｅ，Ｆｌｅｉｓｃｈｕｎｄ

Ｇｅｉｓｔ》）。见“费尔巴哈全集”１８４６年莱比锡版第２卷第３６３页（《Ｌｕｄ

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６，Ｓ．

３６３）。——第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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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第２５４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

（《Ｎｏｔ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ｔａｌｌｅＧｅｓｅｔｚｅｕｎｄｈｅｂｔｓｉｅａｕｆ》），载于卡 格律恩“路

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７４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２卷第２８５—２８６

页。——第３３０页。

３２９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第２８０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

ａｎｄｅｒｕｎｇ》），载于卡 格律恩“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７４年莱比锡和

海得尔堡版第１卷第４０９页。——第３３０页。

３３０ 卡 尼 施达克“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第２８０页。——

第３３０页。

３３１ 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

哲学原理”第１８、１３９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３部第２篇第

３章（《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Ｒｅｌｌｇｉｏｎ》．Ｄｒｉｔ

ｔｅｒＴｈｅｉｌ． ，３）。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１８３２年在柏林出版。——第

３３０页。

３３２ 见路 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ｅｚｕｒ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ｔｉｋｍｅ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Ｖｉ

ｔａｅ》，载于 “费尔巴哈全集”１８４６年莱比锡版第２卷第４１１

页）。—— 第３３１页。

３３３ 普军在萨多瓦一役获胜（在１８６６年奥普战争中）后，德国资产阶级

政论中的流行用语，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

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奥格斯堡“外国”杂志的编辑奥 佩舍

耳，他在该杂志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７日第２９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

史的教训”（《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ｎｄｅｒｊüｎｇｓｔｅｎＫｒｉｅ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中使用了

这个用语。——第３３２页。

３３４ 指大 弗 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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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１—２卷 （《Ｄ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ｌｅｈｒ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ｕｎｄｉｍＫａｍｐｆｅ

ｍｉｔ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ｄ． —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４０—１８４１）；这本著作的第二部，根据它的主要内容，名为“基督教

教理（教义学）的物质内容”（《Ｄ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ｌｅｈｒｅ（Ｄｏｇｍａｔｉｋ）》）。——第３３５页。

３３５ 恩格斯指的是约 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

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１８６９年汉堡版（《ＤａｓＷｅｓｓｅｎｄｅｒｍｅｎ

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Ｋｏｐｆａｒｂｅｉｔ．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Ｖｏｎｅｉｎｅｍ Ｈａ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Ｅｉｎｅ

ａｂｅｒｍａｌｉｇｅ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ｕｎｄ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６９）一书。——第３３７页。

３３６ 见乔 威 弗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２部第２篇（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ｒ üｂｅｒ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

Ｚｗｅｉｔｅｒ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这本书的第一版于１８３７年在柏林问世。—— 第

３４３页。

３３７ 尼西亚宗教会议——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

次会议是３２５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

的。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

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第３４９页。

３３８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十二至十三世纪广泛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

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

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

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

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１２０９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

征伐阿尔比派。经过二十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

败。——第３４９页。

３３９ 指１６８８年英国政变。改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

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从１６８９年起在英国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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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第３５０页。

３４０ 鉴于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所施加

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了，路易十四于１６８５年取消１５９８年颁布的

南特勒令。这个勒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

特勒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从法国流亡他方。——第３５１页。

３４１ 指１８７１年１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

国。——第３５２页。

３４２ 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是恩格斯因圣路易斯发行的一家美国

民主派报纸“密苏里共和党人报”的记者麦肯尼斯对他的访问而于

１８８６年４月底写的。恩格斯相信麦肯尼斯不会正确报道他的谈话，所以

他要求左尔格在报刊上一旦出现访问记，立刻在一家美国社会主义报

纸上刊登这篇声明。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美国的一家社

会主义日报，从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３２年用德文出版。——第３５４页。

３４３ 指弗雷西讷政府（１８８６年１月７日—１２月３日），这届政府不同于过去大

多数内阁，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温和的共和派组成的，而激

进派过去对于历届内阁总是采取反对的立场。——第３５５页。

３４４ １８８６年１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城（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

工，这是因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政府派军

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６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

在罢工的影响下，众议院形成了一个维护工人的阶级要求的不大的工

人派。——第３５５页。

３４５ 指１８８６年５月２日在巴黎举行的众议院补充选举，当时社会主义者候选

人厄内斯特 罗什得到了１００７９５张票。——第３５５页。

３４６“欧洲政局”一文是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一封信，只是作

了不大的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该文曾译成德文转载在１８８６年１１月

２０、２７日和１２月４日的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译成罗马尼亚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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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８６年１２月“社会评论”杂志第２期上。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社会民

主党人报”曾用德文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社会主义者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２年用德文在纽约出版。

“社会评论”（《ＲｅｖｉｓｔａＳｏｃｉａｌǎ》）是罗马尼亚的一家杂志，从１８８４

年至１８８７年在雅西出版，主编是社会主义者若 纳杰日杰。——第３５６

页。

３４７ 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以结束以后，俄国和土

耳其于１８７８年３月３日（２月１９日）在圣斯蒂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

订的。这个条约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

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

政府被迫把条约交给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至７月１３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

议审查。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

颠、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

林条约，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

干半岛的斯拉夫族人民了。圣斯蒂凡诺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

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

“东鲁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门的内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

大一部分。柏林条约承认圣斯蒂凡诺和约的规定，把１８５６年从俄国夺

去的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在会议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会

议的决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战争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

地。——第３５６页。

３４８１７９４年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１７９５年波兰便遭

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根据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

１８１５）的决定，波兰王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普鲁士

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所掠夺的大部分土地。——

第３５６页。

３４９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建立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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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财政监督。埃及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反对外国

资本扩张的斗争。１８８２年，英国挑起了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军事行

动，占领了埃及，实际上已把埃及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第３５７页。

３５０ 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结果是普鲁士获胜；主要的战场是波希米亚（捷

克）。

恩格斯把保加利亚在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２日开始的同塞尔维亚的战争中

采取的军事行动同这次战役作了比较。战争的起因是塞尔维亚的统治

集团在奥匈帝国政府的怂恿下，要求保加利亚赔偿领土，因为东鲁美

利亚曾在１８８５年９月与保加利亚重新合并。在战争的头一个月里，保加

利亚军队就击败了塞尔维亚军队，很快进入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在奥

匈帝国的压力下，保加利亚的军队不再向前推进，在承认统一的保加

利亚的边界的基础上，于１８８６年３月３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

约。——第３５９页。

３５１１８８６年５月１３日（２５日）在莫斯科举行迎接亚历山大三世从克里木归来

的仪式上，莫斯科市长阿列克谢也夫在欢迎词中宣称：“我们日益坚

信：基督的十字架将在圣索菲娅闪耀”（阿列克谢也夫指的是君士坦丁

堡的圣索菲娅大教堂）。——第３５９页。

３５２ 当亚历山大 巴滕贝克在沙俄的压力下放弃保加利亚王位和成立摄政

政府以后，沙皇政府于１８８６年９月把尼 瓦 考耳巴尔斯将军作为军事

委员派往保加利亚，以便恢复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并为挑选一个

俄国人做保加利亚国王准备条件。考耳巴尔斯的使命并未成功，以英

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其原因之一。同

年１１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同时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外交关

系。——第３６１页。

３５３ 宗得崩德 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缔结的单独联

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

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

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１８４７

年７月瑞士联邦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１１月

７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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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向其他的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

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３６５页。

３５４ 指１８４８年４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 黑克尔和古 司徒卢威领导

在巴登举行的共和派起义；到４月底，这一准备不足和组织拙劣的起义

被镇压下去了。——第３６５页。

３５５ 指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帝国宪法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由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通过，但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德意志邦拒绝承认。１８４９年５月在萨

克森和莱茵省，１８４９年５—７月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都曾

发生起义。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

但是主要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所领导的这次起义具有孤立和

自发的性质，因而于１８４９年７月中被镇压下去了。关于恩格斯曾亲自参

加的这些起义的性质和经过，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

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第３６６

页。

３５６ 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感到不满的

巴登的左派民主主义者，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５日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扩展到

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派活动家。建议遭到拒绝后，

他们于６月６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资产

阶级的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投降。——第３６６

页。

３５７ 指参加过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哈瑙市（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附近）体操团体的志愿队。——第３６７页。

３５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圣马丁堂 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大

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

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

代表，以及欧洲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

作。大会通过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

第３６９页。

３５９“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月刊是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

８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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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 菲 贝克

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

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３６９页。

３６０《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

巴枯宁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

中包括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

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１８６９年同

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

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

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

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分裂活动反对国

际，力图把总委员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

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

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

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

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第一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巴枯宁被开除出国

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

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３６９页。

３６１“尼贝龙根之歌”——见注４７。——第３７０页。

３６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３３—３２１页。——第３７２页。

３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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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每周出版两次，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

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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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辑常被逮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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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

９７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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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

切注视它的工作并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

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３７２页。

３６４ 指普法战争结束后缔结的１８７１年法兰克福和约规定的法国的赔款５０

亿法郎。——第３７２页。

３６５ 米尔柏格所写的以“住宅问题”（《Ｄｉｅ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为题的六篇

文章，曾不署名地载于１８７２年２月３、７、１０、１４、２１日和３月６日的“人

民国家报”上。——第３７３页。

３６６ 艾 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１８６９年维也纳版（Ｅ．

Ｓａｘ．《Ｄｉｅ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ＣｌａｓｓｅｎｕｎｄｉｈｒｅＲｅ

ｆｏｒｍ》．Ｗｉｅｎ，１８６９）。——第３７３页。

３６７ 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人民国家报”，

标题是：“住宅问题（阿 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Ｚｕｒ

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 （Ａｎｔｗｏｒｔ ａ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Ｖｏｎ Ａ．

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第３７３页。

３６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５６—２５７页及该卷注

２３１。——第３７３页。

３６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５８页。——第３７４页。

３７０ 新马德里联合会 是由“解放报”编辑部的那些因该报揭露秘密的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

联合会的委员们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８日成立的。保 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织

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

员会拒绝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易会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

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

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争取

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

“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１８７９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

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第３７４页。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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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３７５页。

３７２ 拥有山地和大片沼地和荒地的艾费耳高原区（普鲁士莱茵省），土壤气

候条件不很适于农业；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由力量单薄的小农户用

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的；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

锐化；在恩格斯这篇文章中指的是１８８２年发生的事件，在前几年的连

续歉收和农产品跌价以后，在艾费耳高原地区闹过饥荒。——第３７７

页。

３７３ 参看“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３８１页。

３７４ 恩格斯这篇文章是作为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１８８７

年５月在纽约出版）的序言发表的。同年，本文由作者译成德文，以

“美国工人运动” 为题发表在６月１０日和１７日 “社会民主党人

报” 上，此后，在７月又分别以德文和英文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并

译成法文发表在７月９、１６和２３日“社会主义者报”上。这篇文章在书的

出版以前，未得恩格斯的同意就被译成德文，并于１８８７年４月在“纽约

人民报”上发表了，这引起了恩格斯正式抗议，他不满意译文的质

量。——第３８３页。

３７５ 指爱德华 艾威林和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１８８７年发表在“时代”杂志

上的一组文章。

“时代”（《Ｔｉｍｅ》）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１８７９—１８９１年

在伦敦出版。——第３８３页。

３７６ 恩格斯指的是有许多拉萨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

会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 艾威林的诽谤性的指责。艾威林和他的

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德国社会主义者威 李卜克内西

一起，在１８８６年９月到１２月斯间到美国做了一次宣传旅行，拉萨尔分子

指责艾威林向执行委员会报了假账；恩格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好几个

月的通信，并帮助艾威林证实这种非难是完全荒谬的和诽谤性的。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

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１８７６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

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

１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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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弗 阿 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

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

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

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３８３页。

３７７ 见注３０７。——第３８３页。

３７８ 指美国１８８６年５月１日和以后几天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为斗争口号的

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国内的主要工业中心——纽约、费拉得尔菲

亚、芝加哥、路易斯维耳、圣路易斯、密尔窝基、巴尔的摩；罢工结

果大约有二十万工人缩短了工作日。但企业主们马上就开始了反攻：５

月４日，在芝加哥有人向警察队投了一枚炸弹进行挑衅，这给警察提供

了用武器对付工人和逮捕好几百人的借口。进行了审讯，对芝加哥工

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作出严厉的判决，其中四人在１８８７年１１月被处绞

刑；在这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人在１８８６年五月大罢工中取得的成就

全被企业主们一笔勾销了。为了纪念这次罢工，１８８９年巴黎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庆祝五一

节。——第３８４页。

３７９１８８６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

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

１８８２年成立的市的工会联合会。以纽约为榜样，这样政党在其他许多

城市里都建立起来。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

密尔窝基的选举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

选人，亨利 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３１％；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

名参议员和九名众议员选入了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

候选人只差六十四票就当选了；在密尔窝基，工人党把自己的候选人

选为市长，把一名候选人选为州的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和六名候选人选

为众议员，并把一名候选人选为美国国会议员。——第３８４页。

３８０“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１８６９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

的美国工人组织，在１８７８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该骑士团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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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以建立合作社和组织

互助为目的，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

拒绝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１８８６年，骑士团的领导反

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

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

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３８６页。

３８１ 参看“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２４章。恩格斯提到的那一

章在“资本论”第３版第１卷中编入第８篇，而从第４版开始这章编入第

７篇。——第３８７页。

３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９和５０２页。——第３９２页。

３８３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国际兄弟联谊节而写的，国际兄弟联谊节由法国的

一系列外国社会主义者组织发起，于１８８７年２月１９日在巴黎举行，参加

的人有德国、斯堪的那维亚、波兰和俄国的流亡社会主义者。联谊节的

目的是要对欧洲的军备竞赛和备战活动表示抗议。恩格斯的信曾在联

谊节上宣读，并载于２月２６日的“社会主义者报”，还译成德文载于３月

１１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同年３月１９日纽约的“社会主义者

报”。——第３９３页。

３８４ Ｓ．Ｂｏｒｋｈｏｉｍ．《Ｚｕｒ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ｏｒｄ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ｅｎ．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８．这本书是根据恩格斯的倡议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二十四分册出版的。“序言”的后半部分

早在该书出版以前，就以“欧洲面临什么”为标题发表于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５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９６页。

３８５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日，因普鲁士国民议会背弃三月革命（关于这点，见弗

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５卷第７２—８９页）而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军械库，以便

武装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发动是

自发的、无组织的。及时赶到的援军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

速地击退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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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 指１８４８年９月底在巴登发生的共和派起义；起义是由古斯达夫 司徒卢

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９月２１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

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

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

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逮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第３９６页。

３８７ 见注３５５。——第３９６页。

３８８ 六月六日运动——见注３５６页。——第３９６页。

３８９“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

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成

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的团体的普通用语。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工资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 福格

特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一本反对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诬蔑性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歪

曲了事实，称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

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在日内瓦

有一个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波克罕是它的

一个成员），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

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里面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

人。

马克思在他的那本１８６０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７—７５４页）里，给福格特以歼

灭性的回击；同时他也驳斥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臆造。——第３９７

页

３９０ １８６０年２月，马克思请西 波克罕把关于日内瓦的“硫磺帮”的资料寄

给他。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里，利用了波克罕２月１２日的答复来揭

露福格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４０６—４０９页）。——

第３９９页。

３９１ 亚 谢尔诺 索洛维也维奇的小册子俄文版的标题是：“我们的家务事。

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３卷第２３３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１８６７

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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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斐维版。在波克罕的译本中，小册子的标题是：《Ｕｎｓｅｒｅ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Ａｎ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ｅｎ．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ｄｅｎＡｒｔｉｋｅｌｄｅｓＨｅｒｒｎＨｅｒｚｅｎ：《Ｄｉｅ

Ｏｒｄｎｕｎｇｈｅｒｒｓｃｈｔ！》（ＫｏｌｏｋｏｌＮｒ２３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１．德文版包

括波克罕的序言和谢尔诺 索洛维也维奇小册子的本文，后者的标题

是：《ＵｎｓｅｒｅｈａｕｓｌｉｃｈｅｎＡｎ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ｅｎ》。——第３９９页。

３９２“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

机关报；从１８６７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

版。——第３９９页。

３９３ 指爱 赫夫内尔“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战争。普鲁士军队简

史，根据军事档案材料写成”１８５５年柏林第２版第１—４卷（Ｅ．Ｈｏ

ｐｆｎｅｒ．《Ｄｅｒ Ｋｒｉｅｇ ｖｏｎ １８０６ ｕｎｄ １８０７．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ｍｅｅ ｎａｃｈ ｄｅｎ 

Ｑｕｅｌｌｅｎ ｄｅｓ ＫｒｉｅｇｓＡｒｃｈｉｖｓ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２．Ａｕｆｌ，Ｂｄ‘．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５）一书。——第４００页。

３９４ 谈到１８５０年对丹麦的征伐，恩格斯是指普鲁士因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

尔施坦公国而同丹麦战争时期对丹麦作战的最后阶段。在１８４８年革命

时期，力求和德意志合并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居民发动了民族解

放起义，反对丹麦统治。在德意志的舆论的压力下，普鲁士统治集团和

德意志联邦的其他的国家一道开始了虚张声势的对丹麦的战争；但

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出卖革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并且

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使什列

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一切民主成果都化为乌有。战争在１８４９年３月底

又重新开始。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以普鲁士再一次的出卖行动

而结束，即普鲁士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２日同丹麦签订和约，让什列斯维希和

霍尔施坦的居民用自己的力量继续战争。１８５０年７月，什列斯维希—霍

尔施坦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击溃，两公国仍属丹麦王国。

关于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对南德的征伐，恩格斯是指由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后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尖锐化，普军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进

入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库尔黑森）一事。

５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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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秋天，库尔黑森发生的革命行动给奥普提供了干涉其内政

的借口，而且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以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身分去担当

运动镇压者的角色。

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巴伐利亚军队进入库尔黑森，便在１８５０

年１１月初宣布动员，并且它自己也往那里派了军队。１１月８日奥地利—

巴伐利亚的先头部队和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布隆采耳附近发生一次

小战斗。在动员过程中暴露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普军的装

备陈旧，同时，在德国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也坚决反对，这就迫

使普鲁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投降。早在普鲁士军队进入库尔

黑森以前，在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华沙会议上，俄皇尼古拉一世就作为奥普之

间的仲裁人出来反对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的企图。

１１月２９日在奥里缪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城，奥普之间签订一项

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普鲁士必须放弃它的统一德意志的计划，并且

加入为奥地利所恢复的德意志联邦，——第４００页。

３９５ 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第４０１页。

３９６“共产党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

页。——第４０３页。

３９７“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是１８５０年６—１１月由乔 哈

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共产党宣言”曾摘要发表在该周刊第２１—２４

期上。——第４０３页。

３９８ 这句话恩格斯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１８８７年在该市举

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的报道刊载在１８８７年９月

１７日的“公益”上。——第４０４页。

３９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ｌａｆｌｉｎｓＷｅｅｋｌｙ》）是

一家美国周刊，于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６年在纽约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

伍德赫尔和田 克拉夫林出版。

“共产党宣言”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在该周刊上发表（有删节）。——

第４０７页。

６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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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在纽约

出版的法文周报，１８７１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０月是在美国的第一国际法国

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第一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分裂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

“共产党宣言”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该报上发表（有删节）。——第

４０７页。

４０１“钟声”（《Ｋｏｏｋｏ》）是一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 伊 赫

尔岑和尼 普 奥格辽夫主办，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７年由赫尔岑创建的“自由

俄国印刷所”用俄文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６９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

有俄文附刊；１８６５年以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共产党宣言”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１８６９年在日内瓦出版，该

出版社是赫尔岑于１８６７年转让给出版社同人切尔涅茨基的。——第

４０７页。

４０２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跋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９４—５１０页）曾说这个课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

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１９００年版上也指明这个译本是他译出的。——

第４０７页。

４０３ 这里提到的丹麦译本——Ｋ．ＭａｒｘｏｇＦ．Ｅｎｇｅｌｓ《Ｄｅｔ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ｋ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Ｋ ｂｅｎｈａｖｎ，１８８５——有一些删节和不确切的地方。恩格

斯在“宣言”德文第四版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２卷第６１—６８页）指出了这一点。法文译本发表在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至１１

月７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转载于１８８６年巴黎出版

的梅尔麦“社会主义法国”（Ｍｅｒｍｅｉｘ．《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８６）一书。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１８８６年７月至８月的“社会主义者报”

上，并出版过单行本。——第４０７页。

４０４ 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的一系列著

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参看“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页和第１７卷第４７５页）。——第４０８页。

４０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５５页。——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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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第４１

０页。

４０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０页；这段引文中指的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４０页）。——第４１１页。

４０８Ｃ．Ｎ．Ｓｔａｒｃｋｅ．《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５．——第４１２

页。

４０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３—６页。——第４１２页。

４１０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用作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在布鲁塞尔

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４４４—４５９页）美国版序言。恩格斯还审阅了由弗 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

夫人翻译的这篇演说的译文手稿，并亲自把自己这篇序言译成德文，

于是序言便首先用德文发表在１８８８年７月“新时代”杂志第７期上了。

１８８８年８月下半月，序言的英文原文发表在纽约的“劳动旗帜”上。出

版马克思演说的单行本的工作延搁下来了，因为许多出版者拒绝印这

本书，只是在１８８８年９月，小册子才由波士顿的李—谢泼德出版社出

版。此外，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还用德文发表在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的纽

约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

“劳动旗帜”（《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社会主义派的一家周报，

１８７６—１９００年在纽约出版。——第４１３页。

４１１ 关于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７６—２８１和２８５—２９６页弗 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第

４１３页。

４１２ 见注２２０。——第４１３页。

４１３ 见注２５５。——第４１３页。

４１４ 卡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参看“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卷第８３５页）。——第４１４页。

８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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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ｙ》（“天定命运”）是十九世纪美国统治集团的扩张主

义政策的思想家为了为这一政策辩护而广泛使用的说法。这种说法最

先是由“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Ｕ．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杂志的编辑约 奥沙利文在１８４５年７—８月该杂志第１７卷第５

页上使用的。——第４１８页。

４１６ 议会火车是十九世纪英国１８４４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讽

称；根据这项法律规定，第一个铁路公司都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上

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

得高于一辨士。——第４１８页。

４１７“财政部长关于１８８７年度财政状况的年度报告”１８８７年华盛领版第

、 页（《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ｏｎ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８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８７，ｐｐ．

， ）。——第４２０页。

４１８１８２３年威 哈斯基森当了英国贸易大臣，根据他的倡议，在二十年代中

实行了一系列改组过时的关税制度的措施，废除或降低了几种原料、

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进口税，谷物税调节制代替了谷物的禁止性关税，

按照谷物税调节制，国内粮价下跌时进口税就提高，国内粮价上涨时

进口税就降低。

１８４２年，罗 皮尔政府进一步降低了关税税率。——第４２１页。

４１９ 指英国议会在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通过的、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

时工作日法案。——第４２１页。

４２０ 关锐同盟是１８３４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普鲁士从

１８１９年起只是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斯塔

德）签订了关税协定。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德

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卢卑克、汉

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

立的关税同盟，促进了于１８７１年完成的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

４２３页。

９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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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指格 弗 科尔布 “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国家生活比较统计手

册”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第７版（Ｇ．Ｆ．Ｋｏｌｂ．《Ｈａｎｄｕｃｈ  ｄｅｒ ｖｅｒｇｌｅ

ｉｃｈｅｎｄｅ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ｄｅｒＶｏｌｋｅｒｚｕｓｔａｎｄｓｕｎｄ Ｓｔａａｔｅｎｋｕｎｄｅ》

７．Ａｕｆｌ．，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一书；科尔布书中引用的金额单位是百

万塔勒。——第４２４页。

４２２ 关于必须改革关税税率以提高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进口税的声明，是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由一批国会议员提出的。１８７８年１２月，俾斯麦向专门建立

的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初步改革方案。从１８７９年５月起，定案就在国会中

进行讨论，并于１８７９年７月１２日通过。新的关税税率规定大大提高铁、

机器、纺织品，以及谷物、牲畜、油脂、亚麻、木材等的进口税。——

第４２４页。

４２３ 指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３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在签订商约时英国的首席会议代

表是自由贸易论者理 科布顿。商约规定，法国放弃禁止性关税政策，

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

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

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

第４２７页。

４２４“美孚油公司”是约 戴 洛克菲勒于１８７０年在俄亥俄州开办的，拥有资

本１００万美元。在七十年代，该公司广泛进行投机阴谋活动，垄断了石

油的运输业和加工业，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工业。１８８２年，该公司

改组成同名的托拉斯，已经控制的资本总额达７５００万美元。后来，“美

孚油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之一，成了美帝国主

义的反动的对内政策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鼓舞者之一。——第４２７

页。

４２５ 糖业托拉斯，又称精糖厂公司，成立于１８８７年，１８９１年改组成美国精

糖公司。该托拉斯在成立的初年几乎垄断了美国整个制糖工业。后来，

虽然成立了许多强大的、进行竞争的公司，但是该托拉斯根据参与制

对其中一些公司建立了监督，同另一些公司建立了联系，因此仍然是

这个工业部门中最大的垄断组织。——第４２８页。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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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

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

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

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他们在１８３８年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在四

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了英国

自由党的左翼。——第４２８页。

４２７ 恩格斯指的是贺雷西颂诗集第三卷中的第一首颂诗。——第４３０页。

４２８ 本文是恩格斯写给“工人领袖”杂志编辑詹姆斯 凯尔 哈第的信，曾

经发表在该杂志“矿工简讯”栏中，没有加标题。

鲁尔的德国矿工罢工是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运动最重大事件之

一，罢工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４日在格耳晋基尔恒矿区开始，之后席卷了整个

多特蒙特区。在罢工规模最大的时期，参加者达９万人。一部分罢工者

是受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提高工资；将工作日

缩短为８小时，包括上下井的时间在内；承认工人委员会。罢工的规模

使得政府机关害怕起来，在它们的影响下企业主们答应满足工人的某

些要求，于是在５月中部分地复工了。但是由于矿主们违背了自己的诺

言，所以矿工代表会议于５月２４日作出继续罢工的决定。一方面受到镇

压措施的压力，另方面由于矿主们作出了新的诺许，罢工才不得不于

６月初停止。工人的要求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罢工使矿

工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得到了提高，使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得到了增

强。这次罢工对德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工人领袖”（《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是从１８８７年起出版的一家

英国月刊，最初刊名是“矿工”（《Ｍｉｎｅｒ》），从１８８９年起改用本名称，

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从１８９３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从

１８９４年起改为周刊。在１９０４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詹姆斯 凯尔 哈

第。——第４３２页。

４２９ 罢工矿工三人代表团是经帝国国会某些自由派议员的努力而组

成的，这些议员力图不让社会民主党对煤矿工人的影响增加，

利用了部分矿工政治觉悟程度不够这一点组成了代表团。代表

１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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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于５月１４日为威廉二世所接见。—— 第４３３页。

４３０１８８９年５月中矿工罢工运动扩展到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在这里

罢工席卷了大部分矿井（２万人），从５月１４日一直继续到２４日；这次罢

工运动还扩展到了萨克森，在这段期间当地有１万人罢工。在萨尔区，

某些矿井的矿工罢工开始于５月１４—１６日，５月２３日罢工人数就达

１２０００；乌尔姆矿区矿工的罢工开始得更早，罢工的约有８０００人。到５月

３１日才复工。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４日在捷克的克拉德诺区也发生了矿工大罢

工。

５月底在德国不同城市和地区发生了要求提高工资，有时也要求

缩短工作日的罢工。例如，在柏林５月２５日约有２万泥瓦匠罢工；在弗莱

因瓦尔德有铁路员工的罢工，在施特廷和科尼斯堡有彩画匠和木匠的

罢工，等等。——第４３４页。

４３１“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一文是恩格斯写来反对机会主义集团（法国的

可能派及其来自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拥护者）掀起的旨在破坏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威信的运动的，这个代表大会主要受欧洲各国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影响于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至２１日在巴黎举行。最初可能派

试图一手包办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并在代表大会上充当领导角色，

但是遭到了失败，于是就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平行代表大会，出席的只

有少数外国代表，而且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纯粹是伪造的。把两个代

表大会统一起来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提出条件要

求重新审查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代表们的代表资格证。关于１８８９年的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详见本卷第５７５—６１２页。本文

曾载于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０日“工人选民”第３２号。

“工人选民”（《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ｌｅｃｔｏｒ》）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的

周报，从１８８８年６月至１８９４年７月在伦敦出版。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１８８２年造成

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宣布改

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ｐｏｓｓｉｂｌｅ》）争得的东西，因此有

可能派之称。关于这个派别详见本卷第５７５—６７７、５８３—５８５、５９５—５９９

页。——第４３５页。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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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星报”（《Ｔｈｅ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８８

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创办的最初几年，与社会民主联盟接近。——第

４３５页。

４３３“三个土利街的裁缝”是一句流行话，根据是：英国国家活动家乔 坎

宁说过，有三个伦敦士利街的裁缝向下院提出请愿书，开头一句话是：

“我们，英国的人民”。——第４３７页。

４３４“社会主义者报”（《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日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

党的中央机关报，从１８８５年起在马德里出版。——第４３７页。

４３５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的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

支持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 卡洛斯，后来又支持他的后裔；它所依靠

的是军阀、天主教僧侣和一部分地主。——第４３７页。

４３６ 这篇短评看来是恩格斯写给爱琳娜 马克思的信的片断。这个片断曾

发表于“工人选民”上，并译成德文转载于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５日“纽约人民

报”和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柏林人民论坛”。

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２日至９月１４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

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３万，其他

行业的工人３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

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

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

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５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

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

会；次年工联的总人数即增加一倍多。

“柏林人民论坛”（《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１８８７年至

１８９２年出版。——第４３８页。

４３７ 东斗——见注２２３。——第４３８页。

４３８ 恩格斯的“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曾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各国

社会主义者里引起很大兴趣：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该文转载于维也纳的

３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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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报”，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译成英文（稍有删节）载于“工人选民”，

１０月２６日载于“柏林人民论坛”报（文字上稍有修改，并标题为：“资

产阶级所做不到的和工人所做得到的”）；该文还在德国和美国的其他

一些报纸上发表。１８９０年该文被译成俄文载于１８９０年“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第１期。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１８８９年在维也纳创刊。

“社会民主党人”是“劳动解放社”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９年在日内瓦出版

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４期。——第４３９页。

４３９ 指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２日法国众议院的初选，当时共和派共获得２１５个席位，

而各保皇派集团（正统派、波拿巴派及布朗热派）总共获得１４０个席

位。——第４４０页。

４４０ 见注４３６。——第４４１页。

４４１ 这个片断看来是恩格斯在他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

时候写的。从内容上看，这个片断是同这本书的第九章谈到在中世纪

的贵族、城市望族和农民的血族中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的地方相衔

接的（见本卷第１９３页）。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的任何资料，这个手稿片

断的写作日期仍然仅仅是一种推测。这个片断写在一张单页上。标题

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第４４７页。

４４２ 巴力斯即城邦，是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在古希腊形成的最典型的奴隶占

有制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形式之一。每个巴力斯都是由城市

本身和它附近不大的地区构成的公社。只有拥有地产和占有奴隶的巴

力斯本地居民，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巴力斯公民。——第４４７页。

４４３ 恩格斯的这篇未完成著作，看来是为了准备他所计划的“德国农民战

争”一书的新版本，而于１８８４年最后几个月写成的。从恩格斯的书信

中，特别是从他在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写给弗 阿 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

出，他打算彻底修订这本书，即把１５２５年的农民战争作为“全部德意

志历史的基石”加以阐述，为此就要在书的开头和结尾做许多历史补

充。从手稿的内容来判断，这篇著作看来应该是新版本的引言或第一

４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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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的一部分。后面发表的（见本卷第４５９—４６０页）与这篇手稿的内容

相衔接、恩格斯称为“关于‘农民战争’”的提纲，大概就同这个计划

有关。在给这本书做补充时，恩格斯也利用了自己以前写的德国历史

提纲，特别是“关于德国的札记”的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８卷第６４７—６５４页）。但是，由于其他工作太多，恩格斯未能实

现他的出版“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的修订本的意图，虽然后来在九

十年代他曾经又给自己提出这个计划。这篇著作的标题是俄文版编者

加的。——第４８８页。

４４４“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纪

末。该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８８１年打败了诺

尔曼人。——第４５２页。

４４５ 指８４２年于斯特拉斯堡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易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

以及他们的附庸相互间所作的效忠誓的原文，原文已保全下来，采用

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和罗曼语即古法兰西语写成。——第４５２页。

４４６ 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是居住在从拉巴河（易比河）到奥得河的中欧地

区的西方斯拉夫人部落组成的大集团。沿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击退了

德意志部落的频繁的入侵，而从十世纪起，他们又不断遭到德意志封

建主的侵犯。虽然他们顽强抵抗，但在十二世纪，由于血腥的侵略战争

的结果，德意志封建主们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斯拉夫居民一部分被消

灭，一部分受德意志征服者奴役，并且被强迫德意志化。——第４５２页。

４４７ 指中法兰克国家。中法兰克国家是九世纪中叶由皇帝洛塔尔一世拨给

他的儿子洛塔尔二世的土地即些耳德河、莱茵河、麦士河和索恩河之

间的土地组成的，并按照洛塔尔二世的名字得名为洛林。在８７０年洛塔

尔二世死后，洛林被分给（大致按语言分界线）他的两个兄弟即东法

兰克王德意志路易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第４５２页。

４４８ 指英国人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１３３７—１４５３）的胜利。战争的起因是两

国封建贵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间争夺弗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

（英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觊觎法国王位。战争期间，英国

人曾多次侵占法国的大块土地，但是最后终于被赶出法国。在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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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只剩下加来港。——第４５６页。

４４９ 恩格斯指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皇帝阿尔勃莱希特一世

拒绝承认他的前任拿骚的阿道夫所确认的瑞士联邦的核心即瑞士各

州的自主权，并企图把这些州控制在奥地利大公的权力之下。在十四

至十五世纪。瑞士各州在为争取自己独立而进一步斗争的进程中，终

于粉碎了奥地利封建主的军队，最后争得了不受奥地利统治的国家地

位，仅仅名义上从属于德意志帝国。——第４５６页。

４５０１３４６年８月２６日，在克雷西（法国东北部）附近进行了百年战争中的一

个大战役；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击败了以纪律

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

关于滑铁卢会战——见注２８６。——第４５７页。

４５１ 阿腊贡王国和加斯梯里亚王国是在１４７９年合并的。——第４５７页。

４５２ 勃艮第大公国是九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

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法兰斯孔太，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

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十五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

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

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

盟，一齐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

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

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１４７４—１４７７）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

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１４７７）中阵亡。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

意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 哈布斯堡。——第４５７页。

４５３１４９４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利用意大利的政治上的分裂和意大利各邦

之间的纷争，侵入了意大利的领土并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但是第二

年，法国军队就被意大利各邦联盟在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

两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支持下驱逐出去。查理八世的远征是所谓意

大利战争（１４９４—１５５９）的开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

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成了他们争夺亚平宁

半岛统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场所。——第４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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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法国宗教改革，是指胡格诺运动，这个运动是十六

世纪在加尔文教的宗教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但是实质上却与该教的资

产阶级内容毫不相干。参加运动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包括农民和

手工业者；这一运动被封建显贵和贵族所利用，他们对正在形成的专

制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不满，力图恢复他们的中世纪的地方“自由”。

由于断断续续地从１５６２年延续到１５９４年的所谓胡格诺战争，被具有了

反对封建性质的人民运动的规模吓坏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在胡

格诺教徒的前领袖纳瓦腊的亨利（波旁新王朝的代表）的周围，他接

受天主教以后成为国王，号亨利四世。——第４５７页。

４５５ 指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朗卡斯特派

之间的战争（１４５５—１４８５）。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朗卡斯特

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

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朗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

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

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４５８页。

４５６ 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１３８５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

所谓克列沃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

的侵略。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

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的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

斯人民的联合。１５６９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

立陶宛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

权。——第４５８页。

４５７ 本提纲是恩格斯由于打算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而写的（见注

４４３），看来是他拟定的本书新版的导言（或绪论）计划的一个片断和

草稿。提纲是在单页上写的。——第４５９页。

４５８ 空位时期指继１２５４年霍亨施陶芬王朝结束之后延续到１２７３年的各个

王位追求者之间的争夺王位的斗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王公、

骑士和城市彼此之间的接连不断的纷争和内讧；１２７３年，王公之一的

哈布斯堡鲁道夫被选登德意志帝国（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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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页。

４５９ 本著作是恩格斯打算写、但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

一小册子的一部分。原先，即在１８８６年底，恩格斯准备修改并单独出版

“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

目的是批评杜林的暴力论，并与此相对地阐明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

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还计划把该著作第一编中有关道德和法

的两章——“永恒的真理”和“平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第２版第２０卷）加以修改同上述三章编在一起。恩格斯本来打算把这本

书叫做“论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

决定只出版一个小册子，内容包括上述三章和新加的第四章，这一章

把前三章中所说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８８年的德国历史，

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观点来分析这段历史。小册子的书名先

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的写作工作，恩格斯大约是在

１８８７年底开始的，一直继续到１８８８年的最初几个月。可是，他因忙于其

他工作，在１８８８年３月中断了这一工作，看来，他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

去。恩格斯逝世以后，在他的文稿里，在一个标有“暴力论”字样的专

门封套中，发现了“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计划写的小册子的未完

成的第四章手稿和该小册子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的全部提纲、这一

章的没有写完的结尾部分的提纲，以及从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

国历史、特别是从康 布勒的“现代史。１８１５—１８８５”１８８８年柏林第２版

第１—４卷（Ｃ．Ｂｕｌｌ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１８１５—１８８５》．２．

Ａｕｆｌ．，Ｂｄ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８）中所作的年表摘要。

未完成的一章的手稿、前言的草稿和一些准备材料，第一次由爱

伯恩施坦发表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新时代”杂志第２２—２６期上，标题为

“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暴力和经济”。伯恩施坦为手稿付印所做的

准备工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肆无忌惮地对待恩格斯遗稿的一个例

子：伯恩施坦竟不是复制手稿，而是擅自把手稿分成若干篇，给每一

篇都按上一个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小标题，编上注释号码，并在恩格斯

的原文中添进自己的话。可能是由于伯恩施坦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草

率态度，有一部分手稿（见本卷第５０６—５１３页）已经遗失。１８９６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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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译成法文发表在“社会发展”（《ＤｅｖｅｎｉｒＳｏｃｉａｌ》）杂志第６—９期上，

一起发表的还有“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１８９９年，恩格斯的著作以意

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单行本，它是完全从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德文转

译的。这一著作的不完全的俄译文，于１８９８年发表在彼得堡的“科学评

论”（《 》）杂志第５期上。第一个同样不完全的俄文单

行本，于１９０５年在基辅出版。在１９２３年于莫斯科出版的、题为“德意志

帝国形成时期的暴力和经济”的版本中，除了第四章的手稿以外，还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曾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为写小册子而准备的材

料。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６卷第１部）中，恩

格斯这一著作第一次不是按照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样子，而是按

照手稿本身刊载，并从原文中消除了由伯恩施坦所加的一切东西（如

分篇，加小标题等等）。并且使标题也按恩格斯的想法作了更改。为写

该著作而作的准备材料和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

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俄文版第１０卷上。

在本版中，除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第四章手

稿以外，还发表了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整章的提纲和这

一章的结尾部分的提纲，该提纲揭示了该著作中还没有完成的那一篇

的内容。——第４６１页。

４６０ 关于１８５０年在华沙的谈判，关于当时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

结局——见注３９４。

关于联邦议会——见注２３２。——第４６４页。

４６１“疯狂年”（《ｄａｓｔｏｌｌｅＪａｈｒ》）是德国一些反动作家和历史学家对１８４８

年的称呼。这一用语是从作家路德维希 贝希施坦那里借用来的，他在

１８３３年曾用这一名称出版了一部描写１５０９年爱尔福特骚动的小

说。——第４６４页。

４６２ 户籍立法（Ｈｅｉｍａｔ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规定了定居在某一地点的国家公民

的权利，还规定了贫困家庭从所属乡镇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第

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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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３ 普鲁士塔勒合１１４马克（重量单位）纯银；１７５０年，它在普鲁士被采

用，十九世纪上半叶（直到１８５７年），它也在德国北部各邦以及其他一

些邦被采用；普鲁士塔勒分为银格罗申、先令和分尼的情况，在德国

各个邦里是各不相同的。

金塔勒是自由市不来梅的货币单位，它与德国的其他所有币制不

同，一直到１８７２年还保留金本位；大约等于３．３２马克。

“新三分之二”塔勒是通行于汉诺威、梅克伦堡以及其他一些德国

北部邦的一种银币，大约等于２．３４马克。

银行马克（ＭａｒｋＢａｎｋｏ）是汉堡银行用以计算批发商业的一种铸

币，在很长时期内被用作国际计算单位。流通马克（ＭａｒｋＣｏｕｒａｎｔ）是

一种流通铸币；从十七世纪起，就这样称呼票面额一直到０．５马克的

银币，它是同金币、小辅币和纸币对立的。

二十古尔登币制（ＺｗａｎｚｉｇＧｕｌｄｅｎｆｕü）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

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２０个古尔登或者１３１３塔勒；

１７４８年，奥地利采用了这种币制，巴伐利亚、萨克森选帝侯国、德国

西部和南部的许多邦很快也采用了这种币制；在奥地利，这种币制一

直存在到１８５７年。

二十四古尔登币制（Ｖｉｅｒ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Ｇｕｌｄｅｎｆｕβ）是一种币制，按

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２４个古尔登；从１７７６

年起，通用于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德国南部其他各邦。——第

４６６页。

４６４ 瓦特堡纪念大会是１８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

１８１３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的发起者是德国大学

生联合会——一个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影响下产生的，拥护德

国统一的德国大学生的组织。纪念大会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

反动统治和拥护德国统一的示威游行。——第４６７页。

４６５ 汉巴赫大典于１８３２年５月２７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

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

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

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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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６ 指创立于９６２年的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

（１１３８—１２５４），它是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其领土包

括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部分意大利以及东欧一些由德国封建主所

占领的斯拉夫人地区。——第４６７页。

４６７ 在这里，恩格斯讽刺地套用了恩斯特 摩里茨 阿伦特的名诗“德国人

的祖国”中的一个叠句，该诗写于１８１３年，它号召德国人把“只要是

说德语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在阿伦特的诗中，这个叠句原来是这

样的：“让祖国变得更辽阔”。——第４６８页。

４６８ 关于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见注２７８。

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

１７７９年５月２４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７８—１７７９）。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

的几部分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充当调停

人的俄国，同法国一起又成了条约的保证者。——第４６８页。

４６９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１７４０—１７４８）

占领了西里西亚，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欧洲许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鲁

士，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野心，这些领地是在查理六世皇帝

死后，鉴于没有男嗣而留给他的女儿玛丽 泰莉莎的。１７４０年１２月，普

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

亚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而在奥地利军队遭到几次失败以

后，它们就公开同普鲁士联合起来。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英国——法

国在商业上的竞争者，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奥地利人的有撒丁、荷

兰和俄国。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一战争中两次出卖了它的盟国，同奥

地利单独媾和（１７４２年和１７４５年）；１７４２年，确认大部分西里西亚归普

鲁士管辖，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则确认整个西里西亚都归普鲁士管

辖。——第４６８页。

４７０ 见注２３８。——第４６８页。

４７１ 指累根斯堡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

最高机关——讨论和批准由法俄两国强加的关于解决德国莱茵河地

１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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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土问题的决议（见注２３８）一事。——第４６８页。

４７２ 恩格斯指１８５９年３月３日（２月１９日）俄法两国在巴黎签订对付奥地利的

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以法国和撒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

方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对法国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法国答应提出

关于修改１８５６年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

权的条款的问题。可是，到后来，鉴于拿破仑第三不愿履行自己的诺

言，又由于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使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冷淡了。——第４７０页。

４７３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住在英国的路易 波拿巴参加了破坏宪章派示威游行

的活动，他加入了特别警察部队即所谓特别警察的行列。——第４７１

页。

４７４“民族原则”是第二帝国的当权派提出的，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

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

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

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

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

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 马克思

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

５２８—５８７页）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７０—１８３页）。——第４７１页。

４７５ 指吕内维尔和约所规定的法国疆域，该和约是法奥之间于１８０１年２月９

日在第二次反法同盟军队失败以后签订的。和约确认由于反对第一次

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结果而扩大的法国疆域，包括对莱茵河左岸、比

利时和卢森堡的兼并；和约并且准许法国实际上统治１７９５—１７９８年建

立的依附于它的巴达维亚、海尔维第、利古里亚和南阿尔卑斯等共和

国。——第４７１页。

４７６ 法国和撒丁（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

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在战争宣言中，拿破仑第三蛊惑性地

答应把它“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通过对外冒险来掠夺领土并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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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

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开始于１８５９年

４月２９日。在索尔费里诺发生决战（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４日），奥军遭到失败并

退到明乔河，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增长和

不愿促使建立统一而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就于７月１１日背着撒丁同奥

地利在维拉弗兰卡城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威尼斯仍然归

奥地利统治，伦巴第转到了法国手里，后来法国又把它转交给皮蒙特，

以换取萨瓦和尼斯。维拉弗兰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成了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０

日在苏黎世签署的最后和约的基础。——第４７２页。

４７７１７９５年巴塞尔和约是普鲁士在４月５日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因

而普鲁士就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出卖了自己的盟国。——第４７３页。

４７８ 普鲁士外交大臣冯 施莱尼茨在１８５９年以此说明普鲁士在法国和皮蒙

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当权派的官方解释，这

一政策就在于：既不参与斗争的任何一方，也不宣布中立。——第４７３

页。

４７９《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全名为《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

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１８５２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

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１８６７年，该银行破产，１８７１年停

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发表

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７、３１３—３１７页）。——第４７３

页。

４８０ 莱茵联邦是１８０６年７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

各邦的联盟。由于１８０５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

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１６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

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５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

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１８１３

年瓦解。——第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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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１ 在拿破仑法国于１８０５年７月击溃了奥地利以后，在宣布同德意志帝国

断绝关系的德意志各邦组成了莱茵联邦以后，１８０６年８月６日，早在这

以前就接受了奥皇封号（帝号弗兰茨一世）的弗兰茨二世放弃了德意

志帝国的王位，因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德意志帝国便不

复存在了。——第４７７页。

４８２ 指主要靠近法国边界的德意志联邦要塞；这些要塞的驻军由联邦中比

较大的邦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组成。——第

４７８页。

４８３ 指１８４８年１１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成立的施瓦尔岑堡公爵的

反动政府，这次革命的开端是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３日的维也纳人民起义。——

第４７８页。

４８４ 根据奥皇弗兰茨 约瑟夫的倡议，１８６３年８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

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旨在由奥地利实际上操纵霸权的德意

志联邦的改革草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拒不参加会议；一些次等的

邦也不完全支持奥地利，因而会解毫无结果。——第４７９页。

４８５“现实政策”一词是用来说明俾斯麦政策的，那时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是

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第４７９页。

４８６ 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法国驻柏林的特派公使博沃在奥地利王位继承

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４６９）爆发前的谈话。——第４７９页。

４８７１７９６年８月５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在柏林签订了秘密条约。根据

该条约规定，普鲁士国王为了换取许给的领土报酬，就同意法国保持

由它的军队所占领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这些领土先前主要属于加入

德意志帝国的宗教公国。在通过唯拿破仑之命是听的所谓帝国代表会

议（见注２３８）解决领土问题时，普鲁士于１８０３年得到了世俗化了的闵

斯德主教管区以及德国西部的其他一些领地作为报酬。——第４７９页。

４８８ 普鲁士拒绝参加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

国）在１８０５年组成的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宣布自己中立；１８０５

年１１月，它在波茨坦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一旦它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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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第三次同盟之间进行调停的尝试遭到拒绝，它就要出来反对拿破

仑。可是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普鲁士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规

定，它在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地方作一些领土上的小让步，从而换得了

汉诺威选帝侯国。在拿破仑战胜了第三次同盟，从而在德国西部和南

部确立了霸权以后，普鲁士终于被迫于１８０６年９月站在第四次同盟（英

国、俄国、普鲁士、瑞典）一边参加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１８０６年１０

月１４日，在两个同时进行的会战中，即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

普鲁士军队被消灭，普鲁士邦也被彻底摧毁。——第４７９页。

４８９ 见注４２０。——第４８０页。

４９０ 后备军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１８１３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

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

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

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２６岁到３２岁的应征人员）用来补充作

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３２岁到３９岁的应征人员）则用来担任

警备勤务。——第４８１页。

４９１“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

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

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

德国西南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

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斗争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

受普鲁士统治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

初，在工人运动增长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

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４８１页。

４９２ 恩格斯对自由派的讽称，这些人主张把德国变成像瑞士那样一个划分

为自治州的联邦国家。——第４８２页。

４９３ 切希市长之歌是一首议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的讽刺性

民歌，来源于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 切希于１８４４年７月２６日行刺未

遂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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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德罗斯特 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是一首针对天主教士的讽刺

性民歌；在民歌中，谈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尔出现的所谓“治病

奇迹”的组织者的一套把戏。——第４８２页。

４９４ 指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的普鲁士政变和继之而来的反动时期。１８４８年

１１月１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反革命内阁取得了政权；１８４８年

１１月９日，国王下诏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从柏林搬到一个偏僻

小城勃兰登堡去；继续留在柏林开会的议会多数派，１８４８年１１月

１５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政变的最后完成是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

的解散议会，以及所谓钦定宪法的公布；根据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

并且承认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本身的各

别条文。可是，在该宪法中还保留了若干民主成果，特别是普选制。

１８４９年４月，弗里德里希 威廉解散了根据钦定宪法选出的议院，并于

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

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在新的众议院中奴颜

婢膝的多数支持下，国王使议院通过了更加反动的宪法，从１８５０年１月

３１日起生效。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

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１８５０年１２月，

曼托伊费尔内阁代替了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在前者执政时

期，即一直到１８５８年１１月为止，普鲁士在政治上始终是反动透顶

的。——第４８３页。

４９５ 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害了不治的精神病，他的弟弟

威廉亲王最初（１８５７年）被任命为他的代理人，而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起又

被任命为摄政。摄政期一直继续到１８６１年１月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死

的时候，这时，摄政就变成了国王，帝号为威廉一世。１８５８年摄政王解

散了曼托伊费尔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

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

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新纪元”实际上给１８６２年９月上台

执政的俾斯麦实行独裁作了准备。——第４８３页。

４９６１８６０年２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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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议院那里获准

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事实上意味着打算进行的改组开

始实现。而到了１８６２年３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并要

求有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

举。１８６２年９月底，俾斯麦内阁组成。它在同年１０月又解散了议会，并且

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普鲁士政府

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这一所谓宪法冲突直到１８６６年

才得到解决，在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就向俾斯

麦投降了。——第４８４页。

４９７ 关于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和１８５０年的动员，见注

３９４。——第４８４页。

４９８ 根据１８５２日年５月８日由俄国、奥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瑞典同丹

麦代表一道签署的关于保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

尔施坦公国仍然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归入丹麦；什列斯维希公

国则归入丹麦王国，它保留若干特殊权利，但丹麦统治阶级并不尊重

这些权利。它们继续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听命于自己；１８５５年，颁布

了一个适用于丹麦王国各部分的宪法，它也被用于这两个公国；只是

由于德意志联邦议会施加压力，丹麦政府于１８５８年才同意霍尔施坦不

受宪法约束，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该公国参与国家开支；但是什列斯

维希仍然完全留在丹麦王国内。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１３日，丹麦议会通过了新

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并入丹麦。——第４８５页。

４９９ 民族联盟是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５—１６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

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

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倾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在奥

普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以后，联盟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自己宣布解

散。——第４８５页。

５００ 暗指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 波拿巴“拿破仑观念”（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ｓ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一书。——

第４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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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 １８６３年２月８日，在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根据俾斯麦的提议，俄国

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普鲁士政府代表阿尔文斯累本在彼得堡签署

了一项协定，规定两国军队对起义者采取协同行动，甚至规定军队有

权越过国境。早在协定签署以前，普鲁士军队就封锁了边境，旨在不让

起义者转入普鲁士境内。虽然协定没有被批准，但是协定的签订已大

大地便利了沙皇政府对波兰起义的镇压。——第４８９页。

５０２ 恩格斯指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

战争时期，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起的反革命作

用，当时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一些邦都站在两公国一边（见注３９４）。

奥地利同欧洲其他强国一道支持丹麦君主国，在它们的压力下，普鲁

士于１８５０年７月同丹麦签订了和约，此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

就被粉碎了。根据奥地利的提议，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冬天，奥军和普军被派

往霍尔施坦，目的是加速解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的武

装。——第４８９页。

５０３ 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１８６４年１月１６

日向丹麦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它把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丹麦

的１８６３年宪法废除。丹麦拒绝接受最后通牒，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就

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到１８６４年７月，击溃了丹麦军队。法国和俄国在整

个战争期间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按照１８６４年１０

月３０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的规定，两个公国的领土，其中包括住有

德国居民的各个部分，被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共有，而在１８６６年的

奥普战争以后，这些领土就完全归并于普鲁士了。——第４８９页。

５０４ 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１８５１年６月５日（５月２４日）华沙议定

书以及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伦敦议定书（见注４９８）的规定，确定了丹麦

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国）不可分割的原

则。——第４９１页。

５０５ 对墨西哥的远征是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法国最初同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进行

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

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的领土作为自己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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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涉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

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

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

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１８６７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

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

失。——第４９１页。

５０６“活泼快乐的战争”（《ｅｉｎｆｒｉｓｃｈｅｒｆｒｏｈｌｉｃｈｅｒＫｒｉｅｇ》）这一用语，最

初是由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 利奥于１８５３年６月在“城乡

人民小报”（《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ＳｔａｄｔｕｎｄＬａｎｄ》）第６１号上使用

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军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也采用了这一用

语。—— 第４９２页。

５０７ 指俾斯麦对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１８６６年３月初，普鲁士驻

巴黎大使冯 德 哥尔茨同拿破仑第三谈判的结果，终于使法国皇帝声

明：一旦普鲁士同奥地利进行战争，他将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

度，将支持它在统一德国北部各邦中起领导作用的要求，条件是要给

法国以一定的报酬。同时，俾斯麦还在柏林同意大利果沃内将军就意

大利和普鲁士共同进行反奥战争一事举行了谈判。在同果沃内会谈

时，俾斯麦估计拿破仑第三会知道会谈的内容，就表示：如果法国不

阻挠成立普意反奥同盟，他将不反对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

领土转让给法国。同果沃内谈判于１８６６年４月８日结束，签署了一项普

意之间关于攻守同盟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一旦战胜了奥地利，就把

威尼斯转让给意大利。——第４９２页。

５０８ 在１８６６年奥普战争中，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

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斯塔德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

奥地利一边；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奥登堡和其他德国北

部各邦，另外还有三个自由市。——第４９３页。

５０９１８６６年春天，奥地利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破坏关于共同治理什列斯

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俾斯麦拒绝服从议会根据奥地利的提

议而对普鲁士宣战的决议。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普军取得了胜利，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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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被迫从法兰克福迁往奥格斯堡，它于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在那里宣布

停止活动。——第４９８页。

５１０“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刊登在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１日“普鲁士王

国国家通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第１６４号

上。——第４９３页。

５１１ 普奥战争结束以后，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在布拉格签署了一项和约。

关于普鲁士兼并三个王国和一个自由市，见注２３３。——第４９３页。

５１２ １８６６年９月，普鲁士众议院以２３０对７５票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一项法

案，旨在解脱政府对宪法冲突时期未经立法手续批准的经费开支所

负的责任（见注４９６）——即所谓豁免责任法。因此，冲突的结果是资

产阶级反对派彻底投降。——第４９５页。

５１３ 指奥普战争的决战，决战于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发生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

凯尼格列茨城（今名为赫腊德茨 克腊洛佛）。萨多瓦会战以奥军遭到

严重失败告终。——第４９５页。

５１４“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

报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

的机关报；１８２１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４９７页。

５１５ 关税议会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１８６６年战争和普鲁士于

１８６７年７月８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

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

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

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扩大它的权限，把

它扩展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代表的顽强反

抗。——第４９７页。

５１６ 美因河北德意志联邦和德国南部各邦间的分界线。——第４９７页。

５１７ 卢森堡王朝的皇帝最初只占有一个小小的的伯国——卢森堡，从１３０８

年起到１４３７年止数度占据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的帝位；同时，

０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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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王朝还占有捷克王位（１３１０—１４３７）和匈牙利王位（１３８７—

１４３７）。——第４９８页。

５１８ 根据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对奥地利和约，把威尼斯归还站

在普鲁士一边参加普奥战争的意大利，但由于普鲁士的反对，意大利

所提出的把原属于奥地利的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转让给它的这一

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第４９９页。

５１９ 梅特涅的“地理概念”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用于意大利（“意大利是

一个地理概念”）的一个用语，他在１８４７年８月６日给驻巴黎大使阿波尼

伯爵的一个紧急通知中使用了它，后来，他还把它应用于德国。——第

４９９页。

５２０ 伦敦会议是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意大利、尼德兰和卢森堡

的代表为讨论卢森堡问题从１８７６年５月７日至１１日在英国外交大臣主

持下举行的。按照５月１１日签署的条约，卢森堡公国（公爵的封号像过

去一样经常由尼德兰国王享有）被宣布为一个中立国，它的中立由缔

约国来保证；普鲁士应立即从卢森堡要塞撤出自己的驻军，而拿破仑

第三应放弃把卢森堡并入法国的要求。——第５００页。

５２１ 见注３８９。——第５０１页。

５２２ 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的施皮歇恩（洛林）和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中，普

鲁士军队击败了几个法国军团。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

在这两场会战中得手，使它的司令部能实行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法

国军队被驱散，后来又被包围和各个击破。

关于色当会战，见注２８２。——第５０２页。

５２３ 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一事以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巴黎出现了人

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引起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宣布共和国成

立。可是，参加这个新组成的临时政府的，除了温和的共和派以外，还

有君主派。这个以巴黎军事总督特罗胥为首的政府（它的实际鼓舞者

是原先不担任政府正式职务的奥尔良君主派首领——反动分子梯也

尔），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投降情绪和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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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走上了出卖民族和背叛性地勾结外敌的道路。——第５０３页。

５２４“民军条例”是普鲁士在１８１３年４月２１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了建

立志愿军部队（“自由射手”），他们不穿军服，用游击战的方法在拿

破仑军队的后方和翼侧行动。一切不属于军队的能作战的男性居民都

要应征加入民军。

关于普鲁士军队野蛮地对待法国的自由射手一事，见恩格斯的

“战争短评”一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１７６—

１８０、２１４—２１８页）。——第５０４页。

５２５ 恩格斯指德国军队同布尔巴基指挥下的法国东方军团于１８７１年１月

１５—１７日所进行的埃里库尔（在伯尔福附近）会战，东方军团进入佛

日山脉东部地区，以便在那儿对围困巴黎的德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进

行侧击。东方军团的进攻被德国人击败了，它不得不退却，在退却过程

中，它被紧逼到瑞士边界，被拘禁在瑞士境内。在实行这种退却期间，

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同俾斯麦签署了关于停战和

巴黎投降的议定书。——第５０４页。

５２６ 指普鲁士１８４８年三月事件中的下面一件事情：柏林３月１８日人民起义

胜利以后，起义者于３月１９日早晨强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

世走上皇宫阳台，要他向阵亡的街垒战士的尸体脱帽致敬。——第５０５

页。

５２７ 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签订以后，法国和普

鲁士之间的军事行动就没有再起。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投降派统治集

团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匆忙地按照俾斯麦规定的条件签署了初步和约。

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最后和约，确认由德国兼并亚尔萨

斯和洛林东部。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五十亿法郎赔款的条件

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

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第５０６页。

５２８ 根据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

定，虽然亚尔萨斯成了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斯特拉斯堡仍然留在

德意志帝国版图内。按照路易十四于１６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发布的敕令，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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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占领了属于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市。以菲尔施坦堡主教为首的

斯特拉斯堡天主教派欢迎归并于法国，并促使对法国人采取不反抗行

动。——第５０６页。

５２９“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１６７９—１６８０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

历史上来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此后即由法国军队

进占这些领土。——第５０６页。

５３０ 见注４７７。——第５０６页。

５３１ 指奥地利和法国于１７３５年１０月３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结束了所谓波兰

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３３—１７３５）的初步和约；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和奥

地利支持萨克森选帝侯（从１７３４年起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为波

兰王位继承人，而法国则支持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塔尼斯拉夫 列

申斯基。根据和约的条件，路易十五放弃了让自己的岳父取得波兰王

位的要求，并向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了其他一系列让步，以便把

洛林公国（在这以前统治该公国的洛林的弗兰茨 斯蒂凡得到托斯卡

纳作为补偿）换给斯塔尼斯拉夫 列申斯基，而该公国应于他逝世以后

转交给法兰西王室。初步和约的条件最后由１７３８年的维也纳和约固定

下来。——第５０７页。

５３２ 指北意大利的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塔斯克拉——所

组成的极其坚固的筑垒阵地。关于作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进行统治的

堡垒的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作用，见恩格斯的著作“奥地利如何控制

意大利”和“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

２１３—２２０、２４７—２９９页）。——第５０９页。

５３３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５—２９４页）。——第５１０页。

５３４ 在改组德国武装力量法案的讨论期间，俾斯麦在他的１８８８年２月６日在

帝国国会的演说中，坚持有必要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威力，实际上

承认有可能产生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反德同盟，然后就百般赞扬亚历山

大三世的对德政策，把这一政策同当时俄国报刊上进行的反德运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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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第５１０页。

５３５１８８６—１８８７年冬天，俾斯麦利用对法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和报刊上

掀起的关于“战争威胁”的叫嚣，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大大扩充军队和

批准今后七年军事预算的法案。大多数议员都拒绝通过俾斯麦所要求

的七年预算，而只限于三年，于是帝国国会被解散。在１８８７年２月２１日

的选举中，表示支持俾斯麦的各个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

族自由党）得到了多数票，它们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成所谓“卡特尔”。

新的帝国国会批准了俾斯麦所要求的预算。——第５１３页。

５３６ 恩格斯指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凡尔赛宫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国

皇帝一事。——第５１３页。

５３７ 指１８７３年５月在德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以前，工业曾得到了蓬勃

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狂热的创业活动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第

５１５页。

５３８ 进步党人是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

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

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１８６６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

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１８７１年德国完

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

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

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

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１８８４年

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

党。——第５１６页。

５３９ 指１８６３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举

行了成立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是

工人阶级的全德政治性组织，但它是受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

观点的影响的，他们力图把工人运动导向改良主义道路，他们反对罢

工斗争和组织工会，支持俾斯麦实行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政策，并企

图同他达成协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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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是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该党曾加入第一国际。尽管它

的纲领有一系列错误的论点，但整个说来它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基地

上的，它在统—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还是实行革命无产阶级路线

的，它揭露拉萨尔派首领的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国工人有要求

合并的愿望的影响下，同时由于拉萨尔派组织中的普通成员对自己首

领的教条和策略感到失望，１８７５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了一个

统一的党，这个党在１８９０年以前一直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

就克服了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状态。可是，哥达代表大会所通

过的统一党的纲领却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因而遭

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判。在哥达种下的思想上的妥协，促使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进一步加强。——第５１７页。

５４０ 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

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君主专制集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

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

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

对派，他们耽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

１８６６年起，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

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

俾斯麦。——第５１７页。

５４１ 见注２３１。——第５１７页。

５４２ 关于南德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加入北德意志联

邦的条约，是在１８７０年１１月签订的。条约规定对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作

若干修改，使加入联邦的各邦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

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根据上述条约给予

南德若干邦的特权得到了确认。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还保

留了烧酒和啤酒的特别税以及管理邮电的特权；巴伐利亚除此以外还

在管理自己军队和管理铁路方面保留了某种独立性。——第５２０页。

５４３ 根据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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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５２０页。

５４４ 见注４９４。——第５２１页。

５４５ 陪审员法庭是德意志帝国的最低级的法庭，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

意志邦内建立，自１８７１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

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革命前的陪审员不同，他们不

仅确定被告的罪行，而且同法官一道规定惩罚的办法；执行陪审员职

能，要求一定的年龄条件、定居期限以及相当数量的财产。陪审员法庭

受理较轻的罪案。——第５２４页。

５４６ 是指１８７２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

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乡镇设立

选举产生的乡镇长、在县长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县议会，等等。改革

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

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产生的职位，实际上

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５２４页。

５４７ 指英国的地方行政改革，改革法案于１８８８年３月由索耳斯贝里政府

（１８８６—１８９２）提出，于同年８月由议会通过。根据这一改革，郡长的职

能转交给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征税和地方预算等等的郡参议会。凡享有

议会选举权的一切人以及年满３０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

选举。保守党政府企图通过实行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来巩固自己的

地位，转移广大阶层对用于军队、舰队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费用日增

的注意。——第５２５页。

５４８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它反对民族教会的独立

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教皇至上派在十九

世纪下牛叶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

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１８７０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

第５２６页。

５４９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０日，意大利王国军队开进了在这以前处于教皇权力之下

的罗马。根据教皇国１０月２日举行的投票（在投票时，绝大多数居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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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合并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宣布把这一地区划归意大利王国版

图。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废除了。

１８７１年通过的“保障法”把教皇的国家主权仅限于梵蒂冈和拉特兰宫

以及城外府邸的范围以内。针对上述一切，教皇把夺取罗马的策划者

革除出教会，拒绝承认“保障法”，并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教

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延续了多年之久的冲突，一直到１９２９年才得到正

式解决。——第５２６页。

５５０ 指帝国国会中波兰人和亚尔萨斯人的议员小团体以及１８６６年以后在

汉诺威形成的分立派，该派成员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

汉诺威君主国，这个王朝在１８６６年汉诺威合并于普鲁士以前一直占据

那里的王位。——第５２７页。

５５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０卷第１６２—１８９页。——第５２８

页。

５５２ 指恩格斯的小册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１８８４年日内瓦版）；这个

小册子是由“劳动解放社”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２分册出版

的。——第５２８页。

５５３ 指俾斯麦于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把保守派的某些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交付法

庭审判，给他们定了一个在报刊上对他进行侮辱的罪名，因为他们曾揭露他

参与交易所的投机和滥设企业的狂热。这件事反映了俾斯麦政府和从

右边批评他的政策的保守派之间当时已经尖锐化了的磨擦。

反社会党人法——见注２３５。——第５３０页。

５５４ 恩格斯借用“卡诺萨之行”一语暗讽俾斯麦在１８７８—１８８７年间对教权

派和教皇利奥十三所作的巨大让步；这些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

无效果，“文化斗争”完全取消。俾斯麦当他同天主教会冲突之初于

１８７２年５月在帝国国会中曾声言：“我们决不到卡诺萨去”，但到七十年

代末却需要天主教的中央党的支持（他以前的支柱——民族自由党已

经失去影响），并向教皇献殷勤，把冲突时期颁布的反天主教的法律差

不多全部废除，迫使一些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辞职。

“卡诺萨之行”一语出自如下事件：德皇亨利四世于１０７７年屈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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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朝见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恳求教皇收

回开除他的教籍的成命。——第５３２页。

５５５ 七年期限法（Ｓｅｐｔｅｎｎａｐｅ）（来自拉丁文ｓｅｐｔｅｍ——七）是指１８７４年俾

斯麦在他煽起的关于从法国方面来的“战争危险”的喧嚷声中，通过

帝国国会实施一项关于批准以后七年的军事预算并在此期间把平时

的常备军扩充到４０１０００人的员额规定下来的法律。——第５３２页。

５５６ 这个片断是恩格斯１８８８年９月下半月在他从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归来所

乘的“纽约号”轮船上写的。恩格斯同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爱德华

艾威林以及他自己的朋友卡尔 肖莱马一起，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

（从８月１７日到９月１９日），在这段时间里，他从纽约出发，先到波士顿

和附近的城市，再到尼亚加拉瀑布和安大略湖，并且顺便到加拿大作

了一次旅行。恩格斯本想写一点这次旅行的旅途特写，描述一下这个

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像这个片断和其他残稿所证明的。但是，他的这

个想法未能实现。这里发表的写在轮船公文用笺上的片断，仅仅是想

写的文章的开头。——第５３４页。

５５７ 这里发表的俄国尽粹派革命家格 亚 洛帕廷给“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委员玛 尼 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记述了他同弗 恩格斯谈话的内容，

不言而喻，写信人自己的阐释，是带有他的民粹派观点的痕迹的。但

是，根据记忆犹新的谈话印象写下的恩格斯的许多思想，看来洛帕廷

是大致准确地传达出来了。信里写到的同恩格斯的会见，是在１８８３年９

月１９日，即在洛帕廷从沃洛果达省流放地逃到国外以后又过了几个

月。由彼 拉 拉甫罗夫倡议并经恩格斯同意，这个片断第一次发表在

１８９３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

书中。——第５３９页。

５５８ 指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０日（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

件之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执行委员会在信

中答应停止自己的恐怖活动，条件是：沙皇宣布对政治监禁犯普遍大

赦，同意根据普选制实行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选，并保证出版、言论、集

会和提出竞选纲领的完全自由。执行委员会还声明，它将服从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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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会议的决定。——第５４１页。

５５９ 指克思由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

中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说出的一句讽刺话。后来恩

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给拉法格的信中重新提到这句话时指出，马克

思当时针对这些错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

思主义者”。——第５４１页。

５６０“１８４０年的五月起义”一文的基础是恩格斯应保 拉法格的请求在１８８５

年１１月１４日写的一封信，他请恩格斯写这封信是因为他正在为国际社

会主义杰出代表传记丛书编写恩格斯传，恩格斯传发表在“社会主义

者报”上。文章作为恩格斯传第二部分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在该报发表，

发表时没有署名。——第５４２页。

５６１“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６年１０月间计划写的，起因是

当时出版了一本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 门格尔的著作

“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该书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

有独创性”，他的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

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恩格斯认为不能对门格尔的这些诽谤谰言，以

及他对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实质的伪造置之不理，因此，决定在报刊上

予以反击。但是，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对门格尔，可能在某种程

度上被人利用来替这个在资产阶级科学界也只属三流的人物吹嘘，所

以他认为用“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形式，或者用该杂志编辑卡

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的形式回击门格尔是恰当的。因此恩格斯要

后者写反对门格尔的文章。他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

疾病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文章也就由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

写成了。该文发表在１８８７年“新时代”杂志第２期上，没有署名，后来

在１９０５年出版的“新时代”杂志索引中指出了文章作者是恩格斯和考

茨基。１９０４年该文被译成法文作为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社会主义运

动”（《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杂志第１３２期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一版中只发表了文章的开头，把它同文章的基本部分人为地分

开了。由于不能可靠地判明文章的哪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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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茨基写的（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在本版中文章全文发

表在“附录”部分。——第５４５页。

５６２ 引自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７页）。——第５５３页。

５６３ １８３１年３月７日在“地球报”上以这个名称发表了巴 普 安凡丹写的

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从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８３１年６月

１８日陆续刊载在“地球报”上，然后于１８３１年又在巴黎出版单行

本，总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

“地球报”（《ＬｅＧｌｏｂｅ》）是１８２４—１８８２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从

１８３１年１月１８日起成为圣西门学派的机关报。——第５５６页。

５６４ 指比 约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

版第１—２卷（《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 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一书。

—— 第５５６页。

５６５ 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１８４９年１月蒲鲁东企图根据他所发挥的“无息”贷款的空想原则建

立“人民银行”。蒲鲁东打算通过这种银行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

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消灭利息和实行无货币交换，从而用和平的办

法来实现他的社会改革。这种银行建起来后过了两个月就破产

了。——第５５６页。

５６６ 见威 汤普逊“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威廉 配

尔准备的新版本。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ｅ

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 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ｏｓ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  Ｎｅｗ  Ｅ

ｄ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本书的第一版于

１８２４年发行。——第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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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 见大卫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９０—１１５页

（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Ｏｎ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７，ｐ．９０—１１５）。——第５６３页。

５６８ 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反对

马克思的敌视运动。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有意伪造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

月１６日的演说中的一句话。格莱斯顿的这句几乎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等）关

于这次议会会议的所有报道中都引用了的话，在汉萨德出版的

半官方议会议事录中被删掉了，因为议事录中收入的全文均由

演讲者本人作了修改。这就给予布伦坦诺一个指责马克思在科

学上不老实的借口。马克思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和７月２８日写给“人民国

家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这一诽谤提出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０、１１８—１２７页）。马克思逝世后，在１８８３年

１１月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又重复了这一指责。关于马克思伪造

引文的说法，由爱琳娜 马克思１８８４年２月和３月在写给“今日”杂志的

信中，其后，由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６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序言（参看

“资本论”１９６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中，以及在１８９１年写的一本小

册子“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

和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０７—１５４页）中揭

穿了。——第５６４页。

５６９ 马克思的书的原文中这个不确切的地方，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出版的“哲

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中已经更正了。恩格斯为德文第一版写的序中

引证的话在第二版中也作了相应的订正（见本卷第２０９页），同时汤普

逊的书的出版日期也订正了。——第５６４页。

５７０ 见安 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１８８６年斯图加特版第 页（Ａ．

Ｍｅｎｇｅｒ．《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ｎｖｏｌｌｅｎＡｒｉｂｅｉｔｓｅｒｔｒａｇ》．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６，

Ｓ． ）。——第５６６页。

５７１ 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是他应英国工人社会主

义者约 Ｌ 马洪的请求写成的。恩格斯把自己的修正附在他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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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马洪的信中，他在这封信中对这个纲领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

是“工人阶级的本能的原则宣言”，同时力求提高这个反映英国先进工

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尝试的文件的理论水平。恩格斯的修

正列入纲领的序言部分；它写在印有纲领本文的传单上。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工人组织，它是在从１８８７年２月

底延续到同年６月２４日的矿工大罢工的中期即１８８７年４月３０日在诺

森伯兰（英国北部）成立的。创立这个组织的发起人都是工人——

社会主义同盟盟员约 Ｌ 马洪、宾宁、唐纳德等。在１８８７年期间，联

盟在诺森伯兰的工人中间，主要是在矿工中间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但

是它未能把自己的最初成就巩固下来，并且很快就不再存在了。——

第５６９页。

５７２ 这是恩格斯于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９日在美国的旅行结束时同“纽约人民报”代

表的一次谈话。恩格斯不愿意同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许多

代表会晤（他对这些组织持否定态度），所以他是化名完成自己的旅行

的，并且竭力避免同新闻界代表的任何接触。但是，“纽约人民报”的

编辑约纳斯获悉恩格斯留在纽约之后，就派第一国际过去的活动家泰

库诺作为他的代表往访恩格斯，结果就有了这一次的谈话。谈话是在

该报发表的，谈话全文预先没有同恩格斯商量过。这篇看来恩格斯没

有异议的谈话，后来在１０月１３日曾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５７１页。

５７３ 这个思想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

是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５—３２６页）中谈过的。——第５７２页。

５７４ 这篇抨击文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写成的，用以答复刊

载在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正义报”上的编辑部短评“德国的‘正式’社会

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抨击文的原文经恩格斯修改后，用英

文在伦敦出了单行本，同时译成德文用本报编辑伯恩施坦的名义载于

“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抨击文在揭发法国可能派的阴谋中起了很大

的作用，因为可能派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领袖的支持下，

曾企图把１８８９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权和这次代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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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的领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从１８８４年１月起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周

报，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在１８８４—１９２５年用这个名字出版。——第

５７３页。

５７５ 指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１８８６年８月４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根据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倍倍尔、奥艾尔、弗罗梅等）同副名“德国

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而犯了加入

“秘密会社”罪所作的判决。被告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法庭是根

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２３５）作出判决的。在帝国法院批准判决以

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带有党的机关报

的比较正式的性质是适宜的，所以从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５日起，报纸就用“讲

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名出版了。这个决定得到恩格斯

的赞同。——第５７３页。

５７６“伦敦自由新闻”（《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社会主义者周刊，由

德国流亡者出版。从１８８６年起用“伦敦工人报”（《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名称出版，而从１８８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９０年６月用本名出

版。——第５７４页。

５７７ 见注３７６。——第５７４页。

５７８“工人辩护士报”（《Ｗｏｒｋｍｅｎ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周报，北美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５年在纽约创刊；１８９１年４月以前用本名出

版。——第５７４页。

５７９ 见注２５０。——第５７５页。

５８０“人人权利报”（《ＲｅｃｈｔｖｏｏｒＡｌｌｅｎ》）——荷兰社会主义者报纸，斐

多 纽文胡斯于１８７９年创办。——第５７５页。

５８１ 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

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１８７１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

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议员

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

３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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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

多数。１９２１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

替。——第５７７页。

５８２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１８８４年８月。这个组织联

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

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

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 马克

思 艾威林、爱 艾威林、汤 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

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１８８４年秋天联盟发生

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

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

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社会主义同盟——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１８８４年１２月由一批不

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来的社会主义者

创建。同盟的组织者中有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爱德华 艾威

林、厄内斯特 贝尔福特 巴克斯、威廉 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

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

成员中无政府主义分子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

爱 马克思 艾威林和爱 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１８８９年

同盟便瓦解了。——第５７７页。

５８３ 这里提到的议会委员会关于１８８８年伦敦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报

告，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新的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的决定的适宜性表示怀疑。——第５７８页。

５８４ 机会主义派——见注２６８。——第５８４页。

５８５“工人党报”（《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法国报纸，可能派的机关报，１８８８

年３月在巴黎创刊。——第５８４页。

５８６ 这封信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沙 博尼埃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写给英国“工

人选民”报编辑部的，博尼埃当时在伦敦积极参加召开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向英国工人揭露可

４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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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派在筹备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从恩格斯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给拉法格的

信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恩格斯写的，而以博尼埃的名义发表。——第

５８６页。

５８７ 激进派——见注２７１。——第５８６页。

５８８ 这一呼吁书是在保 拉法格的积极参加下写成的，目的是向一切国家

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报道各国社会主义者海牙代表会议（１８８９年２

月）关于即将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邀请他们参

加这次代表大会。１８８９年５月６日保 拉法格把呼吁书全文寄给恩格斯，

恩格斯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书，把它译成德文，并促成用英文和德文加

以发表。该呼吁书的恩格斯的德文译本发表在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上，李卜克内西的译本发表在５月１０日“柏林人民报”上，

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发表过，并且在５月１８日“工人选民”报、５月２５日

“公益”杂志上先后发表。本版中的呼吁书全文是根据恩格斯的德文译

本译出的。——第５８８页。

５８９ 这篇抨击性文章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针对社会民主

联盟的机会主义领导继续进行着支持可能派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

阻碍马克思派筹备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功的运动而写的。

抨击文曾由恩格斯校订并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组织委员会关

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见本卷第６１３—６１６页）

作为附录收入了单行本。本文有—段摘要译成德文刊载在１８８９年６月

１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两段英文摘要同时转载在同一天的“工

人选民”报上。——第５９１页。

５９０“无产阶级”（《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可能派法国劳动社

会主义者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从１８８４年４月５日至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

巴黎用这个名称出版。——第６０４页。

５９１ 指１８８９年４月召开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即既派代表参加

马克思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也派代表参加可能派召

开的代表大会。——第６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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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２ 这个通知书是保 拉法格在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参加下写写成的，

并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４日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对通知书的文字做了一些修

改。１８８９年６月通知书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用法文印出，在伦敦用英文

印出，并且用德文发表在６月１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６月２日的

“柏林人民报”上。此外，还用英文刊载在６月８日的“公益”杂志上，并

作为６月初发行的小册子“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社会民主

联盟宣言”（见本卷第５９１—６１２页）的附录发表。通知书在最初几次发

表的时候还缺少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签名；随着赞成通知书的声

明纷纷出现，签名的数目也增加了。在本卷，这一通知书是根据巴黎代

表大会刚刚结束后出版的代表大会材料和决议的正式法文版发表

的。——第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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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８３年５月—１８８９年１２月）

１８８３

５—１２月 恩格斯认为，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理论著作和出版他

的遗著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继续

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尤其是“资本论”的手稿，对其中

的一些部分加以记述，选择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准备再

版，整理马克思的书信。

５月１０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

活动，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奥 倍

倍尔，强调指出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同他

们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指出，出于策略上的考

虑，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不宜加速这一分

裂。

５月底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奥

尔格 维尔特的一首诗“帮工之歌”，便写了一篇关于维

尔特的传记性文章。诗和文章一起以“格 维尔特的‘帮

工之歌’”为题，发表在６月７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

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６月—１０月中 恩格斯审阅“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这一

版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没有做完。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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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上半月 为了使“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早日出版，恩格斯同伦

敦基根出版公司商谈；他打算让他的朋友、前第一国际

会员、英国法学家赛 穆尔担任本卷的翻译工作。

６月１２日—８月２７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一部分人仍然受到拉萨尔

的关于除了无产阶级以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这一教

条的影响，恩格斯多次写信给该党领导人，阐明关于在

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和无产

阶级政党的策略问题；他还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

统治阶级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德国最近的任

务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

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短暂的过渡阶段。

６月下半月 恩格斯审阅由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 马尔提涅蒂翻译

的他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意

大利文译文，并对译文质量给以好评；这本小册子于７

月在贝内万托出版。

６月２８日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写序言；“共产党

宣言”德文第三版于１８８３年在苏黎世出版。

８月 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史的一篇文章“启示录”在伦敦

社会主义派杂志“进步”上发表。

８月中—１０月初 恩格斯阅读法国社会主义者加 杰维尔写的“资本论”

第一卷浅说的手稿；他得出结论说，虽然作者对理论原

理的阐述还不错，但是对历史内容和经济事实的叙述

却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一部分写得草率、

马虎，其中有许多东西被简单化了，甚至被歪曲了，它

不能使人正确了解马克思的这一著作。

８月１７日—９月１４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国南部海滨）休养。

８月底 恩格斯着手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头几章；他

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继续审订英译文约达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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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０日 恩格斯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倍倍尔，同时

指出亨 迈 海德门领导的民主联盟声明它承认马克思

主义理论这一事实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他还指出，这个

组织同仍然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的群众性工

人运动没有联系。恩格斯强调指出，英国在工业上和贸

易上的垄断地位是这一影响的经济基础，这种垄断地

位使资产阶级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收买工人阶级的其

一特定部分，因此英国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运动很可

能只有在摧毁这种垄断地位后才能产生。

９月下半月 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未经马克思审订的“资本论”第二

卷的手稿；在几乎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

于这一工作；他核对手稿中各种不同的方案，确定全卷

的结构，根据马克思的最后研究成果写出定稿，以及对

全文进行总校订。

９月１９日和２３日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 亚 洛帕廷拜访恩格斯；洛帕廷

在他给俄国女革命家玛 尼 奥沙尼娜的信中说，恩格

斯在同他谈话时表示相信，新的社会改造的首倡权理

所当然地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酝酿成熟的俄

国。

１０月—１２月１７日 恩格斯患病。

约１０月 恩格斯认为，吸引德国农业工人和劳动农民参加革命

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准备把他的著作“马尔克”

印成新的普及本，这一著作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

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为题，于１１月在苏黎世印

成单行本出版。

１０月中 恩格斯接到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弗 列斯纳的来信，

要求给他寄去几本“资本论”第一卷，以便在伦敦的德

国工人中间传播。

约１０月底—１１月初 恩格斯收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维 伊 查苏利奇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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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告诉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

体“劳动解放社”，恩格斯同时还收到了这个组织的第

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

传单。

１１月７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写序言。

１１月１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查苏利奇，指出俄国政治局势紧张，并预

料革命危机在那里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１８８３年１２月—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 

恩格斯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审订马克思的著作“哲学

的贫困”的最早的德文译文，并为这本书写注释和序

言。

１８８３年底 恩格斯把１０月间出版的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的发展”一书的德文第三版寄给俄国学者——历史学

家和社会学家马 马 柯瓦列夫斯基。

１８８４

１月—８月初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同马

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爱 艾威林、厄 贝 巴克斯和其他

社会主义活动家保持经常接触，赞成他们反对民主联

盟领袖海德门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他

认为海德门是不择手段的钻营家和隐蔽的沙文主义

者；他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其他国家的社

会主义者，同时强调指出，客观情况愈来愈有利于在英

国工人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并指出，英国社

会主义者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同工人群众建立紧密

的联系。

１—３月 恩格斯继续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和藏书。

１月上半月 恩格斯读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并给以高

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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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８日 恩格斯通知波兰社会主义者路 克尔日维茨基，表示同

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译本。

１月２８日—３月７日 恩格斯查看了马克思收藏的俄文书籍，决定将其中很

大一部分转赠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以建立图书馆；

为此他和当时在巴黎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彼 拉 拉甫

罗夫通信，并于２月底把这些书寄给了拉甫罗夫。

２—３月 恩格斯仔细研究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写的、作为“资

本论”各卷第一个系统草稿的经济学手稿；这些以“剩

余价值理论”为题的手稿，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经济学

说史，是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叙述的。

２月 恩格斯断然拒绝了德国流亡者农涅顽固的企图，他要

恩格斯支持建立一个有恩格斯不大熟悉或者根本不熟

悉的人组成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计划。后来农涅被

揭露是德国政府驻巴黎的警探。

２月上半月 恩格斯研究马克思在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所做的美国著名民

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

要；这个摘要是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的。

鉴于马克思想就摩尔根这本书的出版发表意见的意图

未能实现，恩格斯决定写一部著作，根据马克思在这个

摘要中提出的意见，同时也利用摩尔根的实际材料和

某些结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原始社会以及

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历史做一个扼要的概述。

２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出版。

２月中—３月初 恩格斯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文中揭示了

马克思和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文章发表在３月１３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上。

２月１４日和３月７日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德国工人阶级在实行反社会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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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法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斗争，他写信给国际工人运

动著名活动家约 菲 贝克尔和弗 阿 左尔格，对这一

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满意，在这个斗争过程中

革命思想得到愈来愈广泛的传播，而无产阶级群众也

取得丰富的革命经验。

２月下半月—３月初 由于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法文第二

版，恩格斯把１８６５年发表的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

巴 施韦泽的信）”一文译成法文；这篇经法国工人党的

领袖之一保 拉法格校订过的译文在恩格斯逝世后发

表在“哲学的贫困”１８９６年法文版上。

２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左尔格的来信，信中有关于美国工人状况

的若干材料，也提到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唯物主义哲

学家约 狄慈根即将迁居美国的事情。

２月底—３月初 恩格斯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他确信摩尔根

根据自己对北美印第安人和许多古代民族的社会制度

的研究自发地达到了唯物史观，他在摩尔根的著作中

找到了新的事实根据，可用以证实马克思和他自己对

原始社会历史的观点。

恩格斯把马克思藏书中的法文书籍寄给在巴黎的

保 拉法格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劳拉。

２月１４日和３月７日 恩格斯同汉堡出版者奥 迈斯纳商谈关于出版“资本

论”第二卷的事情。

３月５日左右 恩格斯应维也纳大学讲师Ｇ．格罗斯的请求，把马克思

生平的某些事迹告诉他，供编写“德国人名人辞典”中

的马克思传略之用。

３月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查苏利奇，对俄国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兴

趣日益浓厚一事表示满意，欢迎“劳动解放社”用俄文

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想法，答应把他为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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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以及别的一些材料寄去。同

时，恩格斯还把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的一封给

“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副本寄给了她，这封信

写于１８７７年，但是没有寄出。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查苏利

奇译出后于１８８６年发表在秘密杂志“民意导报”上。

３月７日 恩格斯把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左尔

格，指出以茹 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正在外

省积极活动，并在巴黎进行着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

的宣传工作。

３月２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爱 伯恩施坦，批

评该报３月２０日社论中对“民主”这一概念所做的错误

的、抹杀问题的阶级实质的解释；他指出，民主共和国

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彻底的形式，但同时这种共和国

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也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

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３月底—５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

中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对抗性阶级和阶级统治的

产生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家庭的各种不同

形式的更替对生产关系的发展的从属性，揭露了阶级

社会中家庭所固有的矛盾，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性以

及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描绘了

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

用了马克思所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且

还吸收了大量其他材料。

４月２日和１５日 之间恩格斯收到保尔 拉法格和劳拉 拉法格寄来的关

于在鲁贝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他

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

４月１１日 恩格斯在获悉他的著作“反杜林论”在德国和其他国

家，特别是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通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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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报”编辑说，他决定准备再版这一著作。

５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法国工人党的活动；他多次写信给拉

法格，就巴黎市镇选举结果向该党领导人提出了一系

列有关他们对待从该党脱离出去的可能派机会主义集

团的策略的意见，并建议他们在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

选人。

５月初 恩格斯读拉法格关于唯物史观和杰维尔关于马克思的

“资本论”的演讲稿，他们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

在巴黎向工人听众做了这些演讲，恩格斯对这两篇演

讲稿给以好评。

５月２２日 恩格斯写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前八

章，并把手稿寄往苏黎世出版；在随手稿寄去的附信

中，他强调指出，在德国不可能公开发表这一著作，因

为这一著作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做了激烈的批判，并

做出了这个社会必然要灭亡的结论。

５月２３日以前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保 辛格尔拜访了恩格斯；

恩格斯在同他谈话时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将于１０

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采取灵活的策略，不要拒绝同其

他反对党达成临时协议，如果这样做不要求做原则性

的让步并有助于增加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的话。

５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５月２９日—６月４日 恩格斯去海斯丁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

家、１８４９年巴登起义的积极参加者西 波克罕家中作

客。

６月 恩格斯准备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

本”，阅读这一著作的本文，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小册

子于１０月间在苏黎世出版。

６月５—６日 由于威 布洛斯、布 盖泽尔等机会主义者继续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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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国会党团内加紧进行活

动，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该党其他领导人的信中

要求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首先对他们

损害和攻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予以

坚决的反击。恩格斯指出，归根到底同机会主义者的彻

底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建议该党领导尽可能推

迟分裂的发生，以争取逐步孤立机会主义者和把他们

开除出党。

６月２１日和２６日之间 恩格斯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 考茨基的批评文章“洛

贝尔图斯的‘资本’”的手稿，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

建议他特别要强调指出普鲁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

了的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卡 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观点

同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比 约 蒲鲁东的观点的相

似之处。

６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俄国流亡者叶 帕普利茨，信中对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 亚 杜勃罗留波夫和俄罗斯文学

中的整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按其科学水平大大超过了

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的著作。

７月１６日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 米 斯捷普尼亚克 克拉夫钦斯

基拜访了恩格斯。

７月底—１０月３日 恩格斯审阅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

校样。

８月１日和１１日之间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阅读刚刚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勒卢阿 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

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书，在这本书中博利约企图

“驳倒”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恩格斯也阅读了拉法格批

判该书的文章的手稿，并把自己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寄

给他。这篇文章在拉法格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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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载于１８８４年“经济学家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上。

８月初 恩格斯收到约 菲 贝克尔的来信，信中告诉他瑞士工

人运动的状况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的影响缩小的情

形。

８月５日左右—９月１日 恩格斯在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

８月１３日和２０日之间 恩格斯答应设在日内瓦的波兰流亡者社会民主派团体

“阶级斗争”的代表玛丽亚 杨科夫斯卡娅 门德尔森

（Ｓ．列奥诺维奇）的请求，同意她把“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译成波兰文。

９月 恩格斯阅读了几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杂志“新世界”

（《ＤｉｅＮｅｕｅＷｅｌｔ》），并指出了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布

盖泽尔和威 布洛斯的几篇关于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文

章的肤浅庸俗性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登载了

一篇编辑部文章“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一本新书”，这

篇文章是为正在印刷中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而写的；文章中摘引了这本书的序言的

某些段落。

９月上半月 恩格斯读美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劳 格朗隆德的“合作国

家”一书，并对该书做了尖锐的批评。

９月中 恩格斯读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卡 施拉

姆的“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的手稿，施拉姆在这

篇文章中企图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使命”的预言家洛贝

尔图斯辩护，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

恩格斯同时也读到了考茨基答施拉姆的文章的手稿，

恩格斯对考茨基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极力建

议他对施拉姆的文章做出更尖锐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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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益临近，恩格斯继续密切

注意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同该党

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保持经常联系；他在给他

们的信中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

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有很大的意义，并且指出，在已经

形成的条件下，机会主义者必然会钻进未来的国会党

团，因此将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１０月２日 为了进行国会选举的竞选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刊

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片

断，这些片断说明，无产阶级应当利用普选制以利于开

展革命斗争。

１０月３日左右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

出版。

１０月１１—１４日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别

寄给倍倍尔、约 菲 贝克尔、拉甫罗夫和社会主义运动

的其他活动家。

１０月１５日 恩格斯写信给约 菲 贝克尔，高度评价了德国社会民

主党领导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演

说家倍倍尔的活动。

１０月２３日 恩格斯写完卡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

版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尖锐地批判了洛贝尔图斯

的庸俗空想主义的观点，并且驳斥了这样一种无稽之

谈，即洛贝尔图斯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做出了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发现。这篇序言以“马克思和洛

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１８８５年１月“新时代”杂志上，接

着又载于１８８５年１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

一书中。

１０月２８—２９日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刚举行完的帝国国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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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获得的成功告诉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

活动家；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相信，这件事将推动

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

潮。

１０月３０日左右—

１２月３０日   

恩格斯就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译

成意大利文的事情同马尔提涅蒂通信，后者告诉他说，

在意大利出版这本书的事情已达成协议。

１１月８—１８日 恩格斯继续分析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结果，他写信给

倍倍尔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活动家，认为该党在选举

中所获得的成就证明，虽然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但是

该党由于运用革命策略而得以大大巩固了自己在工人

中间的阵地并赢得了一系列新的选区；恩格斯建议社

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的讲坛上揭露政府和统

治阶级的行为，经常提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案；由于

在新选出的国会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分子，他警告倍倍

尔要提防向统治阶级作任何原则性让步的危险。

１１月１２日 恩格斯开始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最终审订工

作，这一篇的内容是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１１月底—１２月 恩格斯积极支持社会民主联盟内的革命分子反对该联

盟以海德门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的斗争，他为这件事

情不止一次地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巴克

斯、英国社会主义者、诗人威 莫利斯、工人社会主义

者约 马洪等人会晤；他赞同这个联盟中以艾威林、巴

克斯、莫利斯等人为首的大多数盟员于１２月底退出该

联盟以抗议海德门及其支持者的政策并建立新的组织

——社会主义同盟的举动。

１２月１１—３０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决定

不反对政府关于给予轮船公司以国家津贴的法案，恩

格斯同辛格尔谈话，写信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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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地斥责了这一立场，认为这是对德国统治阶级的殖

民政策的实际支持。恩格斯建议国会党团采取如下策

略：向政府提出一些它决不会接受的要求，作为投票赞

成上述法案的条件，这些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会暴露政

府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恩格斯认为，这些要求之一就

是提出一项关于把国有农庄出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并

由国家给予财政帮助的法案。恩格斯解释说，以法案形

式提出这项要求对于把农业工人和小农吸引到社会民

主党方面来会有巨大的宣传意义。

１８８４年底 恩格斯计划重新出版自己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并为

此进行了工作。在新版中他本想表明，十六世纪的农民

战争是德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是德国历

史上的转折点；他草拟了准备为该书新写的一篇导言

的纲要，并已动笔写这篇导言，但未完成。别的刻不容

缓的事情迫使恩格斯停止了这项工作。

１８８５

１月—２月４日 恩格斯审订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部分英译

文，它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者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为

了在美国出版该书而译成英文的。

１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他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德文第二版。

１月２５日 恩格斯写“帝俄高级炸药顾问”一文，文中揭露了沙皇

政府力图使英国统治集团引渡俄国政治流亡者的阴

谋；文章发表在１月２９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他在给

保 拉法格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由盖得撰写的法

国社会主义报纸“人民呼声报”１月３１日的社论摘引了

这封信的某些段落。

２月—６月初 恩格斯审阅“资本论”第二卷的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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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威 李卜克内西，批评他对德国社会民主

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采取调和态度。

２月中 恩格斯由于打算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

版写序言，写了“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

文，文中说明了四十年来英国经济和无产阶级状况的

变化。文章发表在三月份英国社会主义杂志“公益”第

２期上，并由作者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６期

上。

２月１１日 恩格斯答应“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民粹派经济

学家尼 弗 丹尼尔逊的要求，同意把“资本论”第二卷

德文版的校样寄给他翻译，以便加速出版“资本论”第

二卷的俄文版。

２月２３日 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一部分手稿的整

理工作，并把它寄给出版社。

２月底 恩格斯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准备付印。这一

工作进行了十年左右。在此期间，恩格斯辨认手稿，根

据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提示确定了本卷的纲目和结

构，把材料重新做了相应的安排，补撰某些只有草稿的

篇章，写出马克思拟写而未写的某些部分，而且还根据

自己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某些

新现象的研究做了一系列的补充；他对本卷的文字做

了大量修饰和修改，写了序言和跋，对最后的定稿做了

总校订。

３月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Ｃ．法伦霍耳茨的一封信，写信人企图歪曲社会民主联

盟发生分裂的真正原因并维护海德门的机会主义和宗

派主义路线，恩格斯建议艾威林答复这封信，并帮助他

起草答复，答复发表在３月２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１３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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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月 恩格斯审订马尔提涅蒂翻译的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文。

恩格斯愤怒地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

的机会主义者的企图。这些机会主义者因为在关于给

予轮船公司补助金问题上的立场受到“社会民主党人

报”的批评而提出抗议，企图使这个机关报的编辑部受

他们支配。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中，

以及同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个别谈话中坚决主张编辑部

对国会党团保持独立，以保证能够进一步同机会主义

者作斗争并执行彻底的革命路线。

４月 恩格斯读查苏利奇寄给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劳动

解放社”领导人格 瓦 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

歧”一书的俄文原著。

４月２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查苏利奇，对俄国出现马克思理论的拥

护者一事深表满意，认为这个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伟大的意义；同时他

还指出，俄国革命危机的因素正在增长，真正的人民革

命必然来临。

５—１１月 恩格斯审阅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的校

样。

５月５日 恩格斯写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使完成日期赶上马

克思诞辰；在这篇序言中他戳穿了企图诬蔑马克思剽

窃洛贝尔图斯的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诽

谤，同时还证明洛贝尔图斯的观点在科学上是站不住

脚的。

５月１５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建议应当把主

要的注意力放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许机会主义

者歪曲和攻击上面，放在维护党在一切实际问题上的

彻底革命的路线上面。

１４７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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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５月底—６月 恩格斯审阅马克思的著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德文第三版校样；该版于１８８５年出版，恩格斯专门

为该版写了序言。

６月１３日左右 恩格斯认为，正确阐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问

题并且揭穿把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

企图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此他答应给“新时代”编辑

部写一篇关于路 费尔巴哈哲学的文章；后来他写了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

作，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６月１６日 恩格斯通知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的领导人海

施留特尔，表示同意以单行本分别出版马克思的有关

“新莱茵报”编辑案件、１８４９年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

员会案件以及１８５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案件的

著作和其他有关材料，并答应为这些小册子写序言。

７月—９月中 恩格斯审订由法国社会主义者爱 福尔坦翻译的马克

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译文，他

还同福尔坦通信，商谈关于在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

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译文的可能性；直到１８９１年这个

译文才在该报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出版。

７月１日 恩格斯为小册子“卡尔 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写序言，这一小册子收集了马克思以及１８４９年民主主

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中其他被告的发言；恩格斯

的序言全文发表在１０月初于苏黎世出版的该书上，同

时还摘要发表在１０月１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７月初（不迟于１０日） “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７月下半月 恩格斯结束了对“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辨认。

８月１４日—９月１４日 恩格斯在泽稷岛休养，审阅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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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的校样。

８月２１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丹尼尔逊关于“资本论”第二卷已全部译成

俄文的通知，后者还告诉他，出于书报检查方面的考虑

不得不对他的序言做某些删节。

８月２５日 恩格斯根据丹尼尔逊的建议，写信给俄国民粹派合法

杂志“北方通报”编辑部，建议它发表马克思给“祖国

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的这封信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

发表在另一家合法刊物—— “司法通报”杂志上。

９月２３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著作“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的序言，

他在序言中强调指出必须在自然科学中运用辩证法，

并指出，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证明必须这样做。

１０月 恩格斯写“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文中

尖锐批评了在１８８５年１０月份的英国社会主义杂志“今

日”上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部分译文，它

是由海德门翻译的，用的笔名是约翰 布罗德豪斯；恩

格斯的文章发表在１１月“公益”杂志上。

１０月８日 恩格斯写完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概要，这篇概要是作

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

版的导言而写的。概要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

史”为题发表在１１月１２、１９和２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并载于１０月间在苏黎世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一书第三版中。

１０月８日和１２日 恩格斯分别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和拉法格，

分析了法国在１０月４日众议院初选后的政治形势。在初

选中执政的温和共和党遭到了巨大的失败。恩格斯指

出，选举结果有可能使激进党执政，这将为社会主义者

的活动造成有利的形势。第一封信的片断发表在１０月

１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中（未指明作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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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信的一部分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在１０月１７日

“社会主义者报”上。

１０月１０日和１１月２４

日之间

恩格斯写“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一文，对从中世纪

起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止普鲁士农民的状况做了简要

的历史概述。这篇文章发表在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再版

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 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

的十亿”中，作为该书导言的第二部分。这本小册子于

１８８６年４月在苏黎世出版。

１０月中 由于由劳拉 拉法格译成法文的“共产党宣言”从８月份

开始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恩格斯给她写了几封

信，把自己对译文质量的一些意见告诉她，并建议以后

做某些修改。

１０月下半月—１２月 由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战争以及欧洲列强在

保加利亚问题上矛盾的增长引起了欧洲国际局势的尖

锐化，恩格斯研究了俄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并得出结

论说，俾斯麦帮助沙皇政府从德国银行家那里获得贷

款，就是对巴尔干半岛军事冲突的爆发起挑拨作用，同

时也是力图支持沙皇政府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他把关

于这个问题的某些材料寄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在国

会发表演说时利用了这些材料。

１０月２１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对该报１０月１７

日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的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的

片断中所阐述的某些论点做了明确的解释。这封信以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为题发表在１０月３１

日该报上。

１０月２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分析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和工人

运动的状况，指出联合了熟练工人的旧工联实质上起

着反动的作用；同时他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联盟领

导的宗派主义立场和脱离工人群众。在谈到法国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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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恩格斯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还不够成

熟；他表示相信，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日益暴露出其不可

信赖，法国工人将加入社会主义运动。

１１月—１２月初 恩格斯读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 阿德勒的“德国第一

次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该书伪造了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历史并歪曲了马克思的活动；恩格斯在书的页

边上写下了批评意见，并就考茨基写书评批判该书一

事向考茨基做了一系列指示。根据恩格斯的这些指示

写成的书评发表在１８８６年２月“新时代”杂志上。

１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要求，告诉他关于德国西部和南部

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的一些详情，当时拉法格正在准备为

“社会主义者报”撰写恩格斯传略；根据这些材料写成

的文章，作为恩格斯传的第二篇，以“１８４９年的五月起

义”为题，发表在１１月２１日“社会主义者报”上，文章

没有署名。

１１月１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感谢他寄来了马克思书信的

摘录，并告诉他打算在以后出版马克思的书信选集。

１１月１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分析了欧洲国际形势，指出有爆

发欧洲战争的危险；他在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统

治阶级的军国主义计划时指出，如果统治阶级终于发

动了这样的战争，那末，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

溃。

１１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女作家敏 考茨基，指出社会主义文

学在现实主义地和真实地描写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

系时，应当通过这种描写揭露这些关系的真正本质，不

仅要表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而且要向人们灌输社

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１２月２日左右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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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告诉他海德门

曾秘密地从保守党那里领取经费来从事十一月议会选

举的竞选活动，这一事实已经众所周知并引起英国社

会民主联盟地方组织领导人的愤慨；恩格斯强调指出，

海德门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在该报１２月１７日发表的一篇短评中利用了恩格

斯的信和他寄去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恩格斯在１２

月１７日给拉法格的信中也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

１８８６

１月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札

记。

恩格斯应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对李卜克内西的政

论活动和在帝国国会上的发言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

必须继续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

１月７日和２月２５日之

间

恩格斯审订准备在美国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一书的英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跋，概括地论述了

英美两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这篇跋作为附录收入该书

中。在附录中还插进了恩格斯的“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

五年的英国”一文。该书于１８８７年５月在纽约出版。

不迟于１月２０日 恩格斯读机会主义者施拉姆的小册子“洛贝尔图斯、马

克思、拉萨尔”，并把自己对这本小册子的批评意见告

诉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月２１日和２８日，２月５

日和１２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一组反对施拉姆

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及洛贝尔图斯和拉萨

尔的辩护士的编辑部文章“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

道德”中引用了恩格斯的意见。

１月２０—２３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再次强调指出，把德国劳动

农民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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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意义；他指出，在保持生产资料和土地国有制的条

件下建立小农和农业工人合作社的要求只有社会民主

党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应当是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

的必经阶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劝倍倍尔同李卜克

内西一起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赴美宣传旅行；

恩格斯把这次旅行看做是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

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手段之一。

１月底 恩格斯收到穆尔和艾威林寄来的由他们两人翻译的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全部手稿。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刚刚出版的“资本论”

第二卷俄文版。

２月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斐 多 纽文胡斯，对他

的“我国是如何管理的”一书给以好评；与此同时，他

指出，荷兰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它没有发达的官僚

主义管理机器；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向纽文胡斯做了

某些解释，以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译成荷兰文之用。

２月８日和１５日之间 由于２月８日伦敦失业工人在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下举

行群众大会时有一批游民进行挑衅活动，恩格斯写信

给左尔格、倍倍尔等人，尖锐批评了该联盟的领导，特

别是海德门的行动，海德门实际上鼓励了这些游民。

２月中 恩格斯指出，以德卡兹维耳矿工的罢工为标志的法国

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具有巨大意义，同时他对三个法国

工人议员，即艾 巴斯利、泽 卡梅利纳和昂 布瓦埃的

行动表示敬意，他们坚决捍卫罢工者，同资产阶级激进

派议会党团决裂，并且实际上为独立的工人党团在议

会中的存在奠定了基础；恩格斯认为这个事件是革命

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胜利，它意味着法国工人开始摆脱

激进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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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５日—８月５日 恩格斯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手稿，他在审订

时特别利用了马克思在１８７７年当美国最初有人试图从

事这部著作的翻译时所做的书面指示。

３月中 恩格斯多次写信给拉法格，劝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继

续争取团结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孤立可能派机

会主义集团并揭露他们妨碍工人阶级团结的行动；他

赞许工人议员们严辞捍卫德卡兹维耳罢工矿工而迫使

议会通过了一个敦促政府考虑劳动利益的决议的行

为；他认为这一事实是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恩格斯把

议员们演说的全文寄给了倍倍尔。

３月１５日 恩格斯写信给法国社会主义者，就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纪念之际表示与他们团结一致。恩格斯的信发表在３月

２７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３月底 恩格斯感谢查苏利奇给他寄来了由她本人译成俄文出

版的卡 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

４—７月 恩格斯患病。

４—５月 “新时代”杂志发表了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

它的哲学先驱的关系，并考察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４月上半月 由于俾斯麦在３月３１日的帝国国会演说中企图把１８６６

年对他行刺的弗 布林德说成是马克思的门徒，恩格斯

坚持要劳 拉法格、爱 马克思 艾威林予以驳斥；马克

思两个女儿的声明发表在４月１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和４月２４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４月初 恩格斯研究了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

常法问题的讨论情形，他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

政府和反动议员进行尖锐驳斥的言论；他指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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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尤其是法国德卡兹维耳矿工的

罢工和法国工人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对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活动正在产生革命化的影响。

４月中 恩格斯接见圣路易斯（美国）民主党报纸记者麦肯尼

斯，并就劳动立法问题同他进行了谈话；由于７月初在

“密苏里共和党人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这次谈话的简

讯歪曲地报道了恩格斯所说的话，恩格斯写了一封信

表示抗议，这封信发表在７月８日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

民报”上。

４月底—９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斗争

的扩展，芝加哥、费拉得尔菲亚、波士顿、纽约和其他

城市工人的五一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他写信给

左尔格、倍倍尔和其他著名社会主义者，强调指出美国

无产阶级的这些行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恩格斯指

出，美国工人运动的缺点和弱点——无政府主义者的

巨大影响、缺乏明确的纲领和鲜明的目的、科学社会主

义思想的传播很少——在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不可避免

的，在今后的斗争过程中将被克服。

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１２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和李卜克内西，描述英国社会主

义运动的状况时指出，从社会民主联盟中脱离出去的

社会主义同盟未能成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它的领导

人莫利斯和巴克斯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政府主义者的

影响之下。

５月初 由于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５月２日巴黎市镇选举中获得

了大量选票，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认为

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证明工人正日益摆脱资产阶

级激进主义影响。恩格斯把载有他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新时代”杂志和

附有他的导言的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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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寄给马尔提涅蒂。

５月１５日 恩格斯关于枪杀里昂玻璃厂罢工工人事件的一篇短评

在“公益”杂志上发表。

５月２２日 恩格斯同伦敦斯万 容涅先—劳里出版公司商谈关于

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问题。

５月底—６月３日 恩格斯审阅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

校样。

６月２５日左右

—７月７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疗养，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

家、社会民主党人卡 肖莱马在这里拜访了他。

８—１１月 恩格斯审阅“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校样。

８月７日—９月４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在这里李卜克内西曾在他

家作客数日。

８月下半月—１０月 由于沙皇俄国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竞争的加强、

法国复仇主义情绪和德国统治集团侵略意图的增长、

以及英国对近东和中东所实行的掠夺政策，欧洲列强

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因此恩格斯仔细研究欧洲的国

际形势。他在指出全欧战争有爆发的现实危险时，得出

结论说，这个战争将滋长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会

使国际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但同时也必然会加速

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俄国革命危机的成熟。

８月１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

诉他，指出社会民主联盟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仍然脱

离群众，而社会主义同盟由于它的部分领导人受了无

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正经受着内部危机。恩格斯还强调

指出，美国和法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证实了马克思的

下述论点，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其

范围内进行决战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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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其他积极活动家

因参加哥本哈根党代表大会和散发为德国当局禁止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被夫赖堡萨京森法庭判处监狱监

禁，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认为，这个判决以及其他警察恐

怖行为是德国政府无力对付工人运动的高涨的证明。

８月２０日 恩格斯通知施留特尔表示同意重新出版他的“论住宅

问题”这一组文章，同时还建议再版１８８５年１２月去世的

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

极端爱国主义者”，并答应写一篇波克罕的传记作为这

本小册子的引言。

８月２９日 恩格斯离开伊斯特勃恩到伦敦去了一天，以便会见从

德国前往美国的李卜克内西。

恩格斯在伦敦会晤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乔 哈尼。

９月５日和１３日之间 社会主义同盟领导人巴克斯和莫利斯不止一次地拜访

了恩格斯，恩格斯同他们交谈了同盟内部的状况。

约９月５日和１１日之

间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卡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手

稿，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９月１７日—９月２７日

左右

约 菲 贝克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１０月２日 由于巴黎陪审法庭宣判因公开揭露政府和大银行有联

系而受法院审讯的拉法格和盖得无罪，恩格斯在给劳

拉 拉法格的信中指出，这个事实证明，组织起来的无

产阶级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同时

恩格斯警告法国社会主义者要防止过高估计这些矛盾

的危险，并强调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政治上的

不稳定性是必然的。

１０月８日和９日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活动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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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由党来保证约 菲 贝克尔的生活需要，以便使他能

够写完对德国革命运动史有很大意义的回忆录。

１０月２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

关于在警察统治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将不再称

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决定是适宜的；恩格斯指出，这一

步骤不但将使国会党团进行公开活动更方便，而且也

将为该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１０月２５日 恩格斯写欧洲国际形势简评，分析了各大强国之间，特

别是俄国同奥匈帝国之间以及德国同法国之间矛盾尖

锐化的情形，并指明了全欧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恩

格斯指出，这些大国的统治阶级都把战争看做是一种

镇压革命运动和保持反动统治的手段，因此他向社会

主义者提出了一项坚决反对战争危险的任务。恩格斯

把这篇简评寄给了拉法格，在略加删节和做了一些文

字上的修改以后以“欧洲政局”为题发表在１１月６日

“社会主义者报”上。

１１月—１２月初 恩格斯写“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批判奥地利资产

阶级法学家安 门格尔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

讨”一书，该书充满了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攻击。由

于健康状况不好，恩格斯不得不停止这一工作，由考茨

基把该文写完。文章发表在１８８７年２月“新时代”杂志

上，没有署名。

１１月５日 恩格斯写完“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

１１月下半月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他多次写

信给其他国家著名社会主义者，指出工人群众，尤其是

失业工人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他认为，社会民主联盟

内存在健康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尽管它的领导是

机会主义的，它仍有可能提高自己在工人中的威信，而

社会主义同盟却越来越变成脱离实际斗争的宗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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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恩格斯强调指出，必须把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同它

的普通拥护者区别开来。

１１月底—１２月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分析了美国

工人运动发展中的新因素——“劳动骑士团”团员的剧

增、纽约统一工人党的成立、在某些州的选举中工人候

选人所获得的胜利；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蓬勃高

涨和最广泛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缺乏有理论

根据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条件下，在美国传播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恩格斯严厉地批

评了基本上是由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和美国工人阶级

的实际斗争没有联系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条主

义和宗派主义；他强调指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

是：在不脱离现有各种群众运动形式的情况下，努力争

取建立一个美国无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

约１８８６年１２月

—１８８７年３月

恩格斯阅读早先寄给他的施留特尔的小册子“英国宪

章运动”的手稿，编写宪章运动的年表，对小册子的正

文做某些修改和补充。小册子于１８８７年１０月初在苏黎

世出版，没有指明作者是谁。

１２月５—１０日 李卜克内西夫妇访美归来，顺道至恩格斯家中作客。

１２月６日 辛格尔拜访恩格斯。

１２月９日 由于贝克尔去世，恩格斯撰文纪念这位著名的德国无

产阶级革命家。文章以“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为题发

表在１２月１７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５１号上，略加删节

后转载在１８８７年１月１日和８日１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中央机关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

约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２３日

—１８８７月１月中

保尔 拉法格和劳拉 拉法格在伦敦恩格斯家里作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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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７

１—７月 恩格斯因患眼疾不得不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对自己加以

限制。

１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出版。

１月１０日 恩格斯写完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二版的序言。

他在序言里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理

论；他在分析德国农村家庭工业的状况时证明，资本主

义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阶级革命化而且也使小农革命

化，因此小农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

天然同盟军。这篇序言发表在１月１５日和２２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上，并载于１８８７年３月上半月出版的“论住

宅问题”一书上。

１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的序

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研究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批判

了美国经济学家亨 乔治的理论，揭露了他提出的土地

国有化的要求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美国工人阶级和

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全国规模的无产阶

级政党。该书于５月初在纽约出版；这篇序言经恩格斯

译成德文后又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６月１０日

和１７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于７月在纽约以同一

标题用英文和德文印成单行本。

２—６月 鉴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掀起了

一个诽谤运动：诬蔑他在旅美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期间在财务方面有舞弊行为，恩格斯同左尔格以及其

他社会主义活动家进行了频繁的通信，以便驳斥这种

诽谤和为艾威林恢复名誉。

２月上半月 恩格斯阅读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观察”上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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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欧洲政局”的罗马尼亚译文，并借此学习了罗马

尼亚文。

２月１２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米 叶 萨尔梯柯夫 谢德

林的“童话”。

２月１２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寄给丹尼尔逊。

２月１３日 鉴于２月１９日将在巴黎举行由俄国、德国、波兰和其他

国家的流亡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组

织的、旨在反对欧洲扩军备战的国际联谊节，恩格斯给

组织委员会写了一封贺信。贺信曾在联谊节上宣读，并

发表在２月２６日“社会主义者报”上，后又译成德文发

表在３月１１日“社会民由党人报”以及３月１９日纽约“社

会主义者报”上。

２月２４日和３月１９日

之闻

恩格斯写信给劳 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

活动家，分析了２月２１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

结果，在选举过程中尽管警察当局逞凶肆虐，社会民主

党的选票仍得到了巨大的增长，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

民主党的巨大胜利，它证明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正不

断增长。

１８８７年３月—

１８８８年１月 

恩格斯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阅读穆尔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的英译文，对译文进行修改并为英文版写注释。

３月４日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片断以“平等的观念是怎样

产生的”为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３月１０和１２日 恩格斯告诉劳 拉法格和倍倍尔说“资本论”第一卷英

文第一版已经售完，第二版正开始印刷。

３月下半月—５月 恩格斯指导英国社会主义者艾威林和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在伦敦工人街区，尤其是在受自由党人影响的

东头区工人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活动；他认为这种宣

传是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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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步骤。

３月１８日 由于巴黎公社纪念日来临，恩格斯打电报给法国工人

党巴黎组织，电文如下：“３月１８日于伦敦。公民们！我和

你们一起衷心地纪念三月十八日。”电文发表在３月２６

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约３月底 恩格斯阅读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

丹麦文译文。

４月２３日左右 由于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编辑部事先没有

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擅自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

美国版序言译成了德文，而且对原文做了歪曲，并于４

月１０日加以发表，为此，恩格斯向该报提出抗议。

４月２４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马克思写给丹尼尔逊的书

信。

４月底—５月初 恩格斯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霍 梅萨通信：梅萨告诉他

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衰落和社会主义运动

高涨的情形，同时还寄给他几份１８８６年的马德里“社会

主义者报”，这些报纸上刊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个西班牙译文。

５月初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个英译本在

纽约出版。

６月４日和７日 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和劳 拉法格说，５月２９日在伦敦举

行的社会主义同盟代表会议上无政府主义分子获得了

胜利，他们投票通过了旨在反对一切议会活动的决议。

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德华 艾威林和爱琳

娜 马克思 艾威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不得不退出

同盟，因为同盟现在只能是开展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绊

脚石了。

６月１４日和２３日之间 恩格斯研究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并对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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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恩格斯把纲领的原文和他的修

改意见寄给联盟的组织者之一马洪，并在给马洪的信

中强调指出，只有真正的工人群众运动才能使独立的

工人政党在英国建立起来。

６月２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乔 哈尼，表示打算篇写马克思传。

７月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为“１８８８年奥地利工人历书”编写的

恩格斯传记的手稿，并对原稿做了一些更正和补充。

恩格斯阅读施留特尔的小册子“英国宪章运动”的

校样。

７月２３日—９月２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８月初 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在伊斯特勃恩恩格斯家里作

客。

８月下半月 恩格斯应考茨基的请求阅读他的“托马斯 莫尔及其乌

托邦”一书的校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９月３日 恩格斯得到洛帕廷去世的消息（后来弄清，这是误传）

以后，告诉拉甫罗夫说，他打算为“社会民主党人报”

写一篇悼念洛帕廷的文章。

９月中 恩格斯获悉根据亨 乔治的倡议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被开除出纽约州统一工人党以后，在给左尔格以及凯

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预料说，乔治同社会主义

者的决裂并组织资产阶级改良派类型的政党将对美国

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会向工

人们暴露出乔治的真面目，阻止他去领导运动。

１０月下半月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１１月底—１２月初 恩格斯同伦敦出版者里夫斯商谈在英国发行自己的著

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和该书序言的单行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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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７年１２月—

１８８８年１月 

恩格斯学习罗马尼亚文。

１２月初 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的手稿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者约 狄

茨，以便出版单行本，同时还把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写的、

应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寄给他。

１２月７日 恩格斯复信给施留特尔，表示同意施留特尔里“弗 恩

格斯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短文集”为题出版他的文集的建议。

文集未能出版。

１２月１５日 恩格斯写完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六至一八○

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第二版的引言，这一版是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准备付印的。在引言中，他对日益迫

近的全欧战争的规模和可能的结局做了深刻的预测，

并表示深信，这场战争一旦爆发，迟早必然会导致无产

阶级的胜利。引言载于１８８８年６月在苏黎世出版的上述

小册子中。

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底—

１８８８年３月 

恩格斯写他计划写的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

第四章，该书的前三章本为“反杜林论”第二篇中的几

章，这几章总称“暴力论”。在这一章中，恩格斯打算对

俾斯麦的全部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并以德国１８４８年

以后的历史为例说明在“反杜林论”中所做的关于经济

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结论是正确的。因忙于其他

工作，特别是忙于准备“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付印工

作，恩格斯没有写完这一章。

１２月２９日 恩格斯把被揭露是俾斯麦的雇佣间牒的奥地利拉萨尔

派社会党人亨 奥伯温德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现的一些

材料告诉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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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８

１—３月 恩格斯由于又患眼疾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工作和通信。

在写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同时，恩格

斯还阅读刚刚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Ｃ．布勒的“现代

史”一书的第四卷，并详细摘录了１８７１年以后的德国历

史。

１—２月 由于战争的危险性不断增加，恩格斯仔细研究欧洲的

国际形势。

１月２日和４日之间 恩格斯定购在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俄国经济学家伊

奥 凯斯列尔的四卷本著作“关于俄国农民的村社土地

占有制的历史和评论”。

１月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若 纳杰日杰，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中的传播表示

满意；他强调指出欧洲各社会党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

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深信用革命方法推翻俄国

沙皇制度，将会推动革命事件在德国、奥地利和全世界

的开展。这封信的片断曾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在“现代

人”（《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ｕｌ》）杂志第８期上。

１月３０日 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序言载于１８８８年

在伦敦出版的该书中。

２月１３日和２５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校样。

２月２１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写序言。该书于５月上半月在斯

图加特出版。

２月底 恩格斯为已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卡 普芬德的妻子和女儿组织物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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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明了威廉一世死后德国形势

的特点；拉法格在他发表在３月２６日法国激进派报纸

“不妥协派报”（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ｇｅａｎｔ》）上的短评中利用了这

封信。

４月—５月９日 恩格斯审阅和修改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为在美国

出版单行本而翻译的马克思的演说“关于自由贸易”的

英译文，并为这篇演说写了序言，其中利用了从纽约给

他寄来的有关美国关税政策的材料；序言以“保护关税

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发表在７月份的“新时代”上和

８月份的“劳动旗帜”周刊上，并载于９月间在美国出版

的马克思这篇演说的单行本中。

４月初 恩格斯写信给英国女作家玛 哈克奈斯，对她的小说

“城市姑娘”给予好评，并发挥了他自己对艺术中的现

实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表现活动

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巴尔扎克评为现实主义

大师。

４月１６日 恩格斯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代表大会决定按照

党的倡议于１８８８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消

息后，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反对在非常法的条件下进行

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倡议

者；他还指出，由于在英国没有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

工人政党，不宜在伦敦举行这种代表大会；他建议代表

大会由法国社会党人安排在纪念法国１７８９年革命一百

周年的时候召开，大会应该具有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

５月—７月中 由于聚集在与保皇派集团有联系的前陆军部长若 布

朗热将军周围的一批复仇主义分子在法国人肆活动，

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夫妇，强调指出布朗热主义的危

险性；他认为这种运动是沙文主义运动，是波拿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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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种，同时也批评了拉法格和法国工人党其他领袖

对布朗热主义的错误评价，他们把布朗热的某些成功

错误地说成是人民群众支持他的结果。恩格斯要求法

国社会党人同布朗热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揭穿布

朗热及其拥护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

７月６日和８月初之间 恩格斯把英国诗人派 雪莱的诗译成德文，供艾威林和

爱 马克思 艾威林写“社会主义者雪莱”一文之用，该

文于１２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８月８—１７日 恩格斯同爱 马克思 艾威林、艾威林和肖莱马一起动

身去美国旅行，从伦敦乘“柏林号”轮船到纽约。

８月１７日—９月１９日 恩格斯同肖莱马、爱 马克思 艾威林和艾威林一起在

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在纽约住了几天，在左尔格处作

客，然后乘火车前往波士顿；在那里住了一星期左右，

顺便参观了附近几个城市，其中包括剑桥和康克德；从

波士顿乘火车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在那里休息了五

天；从那里乘轮船沿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到蒙雷阿

勒，顺便参观了加拿大的多伦多、侯普港和金兹顿等城

市；从蒙雷阿勒乘火车回到美国的普拉茨堡，又从那里

去阿德朗达克山脉游览，然后乘轮船经香普冷湖和乔

治湖到沃耳巴尼，再乘轮船沿哈德逊河回到纽约。

９月１９日 恩格斯对“纽约人民报”的代表、前第一国际活动家泰

库诺发表谈话，回答了库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强调

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正在提高，认为爱尔兰

的土地运动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并表示深

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对整个欧洲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

响。谈话发表在９月２０日该报上，并转载在１０月１３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上。

９月１９—２９日 恩格斯结束在美国的旅行，乘“纽约号”轮船回伦敦，

同时开始为“新时代”写他这次旅行的观感，文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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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

１８８９年１月初

恩格斯进行“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付印前的准备工

作；确定这一篇的结构和各章的标题，根据马克思的个

别提示编写第一、二、三章和只有一个标题的整个第四

章。

１０—１２月 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夫妇，尖锐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党

人打算同布朗热分子结成竞选联盟的意图，继续坚持

要法国工人党的领袖们正式地和公开地声明毫无保留

地谴责布朗热主义是极端敌视无产阶级的派别。

１１月１７日 恩格斯会晤英国社会主义者马 巴里，后者把在伦敦举

行的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告诉了他，这次

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于１８８９年夏天在巴黎召开国际

工人代表大会，并委托法国可能派这个机会主义派负

责组织这次代表大会。

１１月底—１２月 受法国工人党领导的法国工团全国联合会波尔多代表

大会决议，于１８８９年７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以对抗由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恩格斯从

拉法格夫妇那里得到关于这两个代表大会筹备经过，

特别是关于可能派力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他们

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

１８８９

１月５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明由于两个国际代表大会同

时召开而形成的局势；他认为可能派是同政府当局有

联系的、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代理人，并且坚

决地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可能派断绝关系，参加

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建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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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在南锡召开的、邀请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可能

派）参加的、旨在为召开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创造条件的预备会议；恩格斯把这个会议看做是

揭露和孤立可能派的一种手段。

２月１０日 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付印前的准备工

作，从而使全卷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已脱稿。

２月１１日 恩格斯告诉劳 拉法格说，可能派由于受到海德门的支

持，阴谋通过他来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使之参加可

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

２月１４日和２０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考茨基“１７８９年的阶级对立”一文的校样并

提出自己的意见；该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２月下半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原定在南锡召开后来改在海牙召开的

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３月—７月１４日 恩格斯认为，不让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

领导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占据国际工人运动的领

导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他积极参加由法

国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此同

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进行广泛的通信：揭露可

能派及其同盟者的机会主义实质，批评德国、荷兰、比

利时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可能派所抱的调

和主义情绪，也批评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了解

在这个问题上必需采取灵活的策略而犯的宗派主义错

误。

３月１７日和２２日之间 恩格斯审订伯恩施坦根据地的倡议为答复社会民主联

盟机关报“正义报”３月１６日编辑部文章而写的抨击性

文章“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正义报”编辑部文

章歪曲了与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有关的事实，并攻击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抨击性文章于３月２３日左

３６７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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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右出版了英文的单行本，并用德文发表在３月３０日和４

月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４月底 由于４月２７日“正义报”上转载的巴黎劳动总会的通告

断言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得到了法国大多数有组织

工人的支持，恩格斯写了一篇短评加以驳斥；短评由法

国社会主义者沙 博尼埃署名以给编辑部的信的形式

发表在５月４日伦敦报纸“工人选民”上。

５月７—１０日 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夫妇寄来的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和

工人组织代表邀请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参加巴黎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把它译成德文并

安排译成英文的事情。呼吁书发表在德国和英国的许

多社会主义报纸上。

５月下半月—６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将以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印发

的关于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

书的起草和审订工作，安排把这个文件译成各种文字，

印刷和散发等事，并争取各国社会主义者在通知书上

签名。

５月底 恩格斯审订伯恩施坦根据他的倡议为答复“社会民主

联盟宣言”而写的第二篇抨击性文章“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

代表大会”，“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粗暴地歪曲了法国马

克思主义者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这篇抨

击性文章于６月８日左右用英文印成单行本出版。

不迟于５月２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苏格兰工党杂志“工人领袖”编辑詹 凯

哈第，信中描述了５月４日开始的鲁尔区矿工罢工，他

认为这次罢工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极其重大的事

件；该信作为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载于该杂志６月号

“矿工简讯”。

７月１７日 由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它为第二国际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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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于７月１４日在巴黎开幕，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

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各国社会主义

者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团结事业中的一次重

大胜利；他指出，可能派妄想夺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

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约８月８日—９月６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８月１０日 恩格斯在“工人选民”报上发表“可能派的代表资格

证”一文，揭穿了可能派妄想破坏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声誉的企图，同时证明出席可能派代表大

会的许多代表实际上并不代表任何组织。

８月底—１０月初 由于法国众议院选举即将来临，恩格斯继续注视法国

政治局势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活动，并从拉法格夫妇处

收到详细报道；写信给他们，表示深信布朗热主义的拥

护者在选举中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他建议法国社会

党人执行独立的路线，并为他们组织金钱上的帮助。

８月底—９月初 恩格斯密切注意在伦敦发生的码头工人罢工；在给各

国社会主义者的许多信中，他认为这次罢工是英国工

人运动中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尚

未组织起来的阶层已经积极地参加了斗争；他给爱 马

克思 艾威林的信的片断发表在８月３１日“工人选民”报

上，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的一部分被该报

８月３１日社论所引用。

９月６日左右 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伦敦拜访了恩格斯。

９月下半月—１０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重新核

对引文，改正错误和刊误，补写了一些注释。

９月底—１０月初 恩格斯写“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以伦敦码头工人罢

工的经验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其他一些事实为依据，说

明英国资产阶级开始失去国家领导阶级的作用；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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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１０月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１０—１２月 恩格斯对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爱 艾威林和其他英

国社会主义者在伦敦非熟练工人中的活动给予帮助；

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这些阶层走上了罢工斗争的道路，

他们加入了同主要是联合工人贵族的老工联相对抗的

新工联，这是英国工人运动发展中新阶段的开端。

１０月８日和２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劳 拉法格，对９月２２日和１０月６日举行的

法国众议院选举做了评价；他指出，尽管社会党人失掉

一些当选证，但是选举的结果对他们说来还是一个相

对的胜利，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得到的选票比可能派多

一倍；恩格斯指出，布朗热分子遭到彻底失败这个事实

是选举的主要结果。

１１月 恩格斯为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又重新开始了紧张

的工作，同时就有关问题浏览和阅读各种经济文献。

１２月４日 恩格斯就如何翻译和加工法国激进派历史学家若 阿

韦奈耳的书“阿那卡雪斯 克罗茨，人类的演说家”一

事对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 阿德勒做了指示。

１２月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指出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马克

思主义者获得了成就，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在急剧

下降。

１２月１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麦社会主义者格 特利尔，阐述了自己

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的观点；他一方面强调指出，无

产阶级只有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才能实现自己的解

放，另方面又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只要不做原则性的

让步，可以同其他政党结成暂时的联盟，以便共同为实

现某些对无产阶级有利害关系的进步措施而斗争；同

时恩格斯批评了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因

为他们把反对无原则地同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的

特利尔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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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大胆查理（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ｅＴéｍéｒａｉｒｅ１４３３—

１４７７）——勃艮第公爵（１４６７—１４１７）。

第４５３员。

万贝韦伦，艾德蒙（ＶａｎＢｅｖｅｒｅｎ，Ｅｄ

ｍｏｎｄ）—— 比利时社会党人。—— 第

６１４页。

万德比尔特（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美国最大的

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第２９４、４８６

页。

小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四  画

巴贝，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真名弗朗斯瓦 诺埃尔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Ｎｏｌ）——法国革命家，杰出的空

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平均派”

密谋的组织者。——第５５３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Ａ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 俄国革命家和政论

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

第一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１８７２年的海牙代

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３１３、３３５、３６９、３７４、３９９、４０７页。

巴霍芬，约翰 雅科布（Ｂａｃｈｏｆ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１８１５—１８８７）——杰出的瑞士历

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的作

者。——第４２、５１、５３、６０、６２、６４、６８、９５

页。

巴 尔 贝 斯，阿 尔 芒（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七月王朝时期秘密团体和

密谋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

参加者，因参加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被

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４年遇赦；被赦后流

亡国外，不久即脱离政活活动。——第

２４２页。

巴斯利，艾米尔 约瑟夫（Ｂａｓｌｙ，Ｅｍｉｌ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５４—１９２８）——法国工会活动

家，矿工，众议院议员，德卡兹维耳煤矿

工人罢工（１８８６）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６１６页。

巴滕贝克，亚历山大（Ｂ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５７—１８９３）——黑森亲王的儿

子，１８７９—１８８６年为保加利亚王，称亚

历山大一世，实行亲奥地利的政

策。——第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１页。

巴提斯（Ｂａｔｉｓｓｅ，Ｇ．）——法国社会党人，

工人，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代表。——第５８９、６１５页。

巴伊，让 西尔万（Ｂａｉｌｌｙ，ＪｅａｎＳｙｌｖａｉｎ

１７３６—１９９３法国天文学家，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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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领导者之一，他任巴黎市长时

（１７８９—１７９１）曾下令向马尔斯广场上

的要求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

击（１７９１），因此在１７９３年被革命法庭判

处死刑。——第２３页。

比万（Ｂｅｖａｎ）——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

席，１８８７年为在该市举行的工联代表大

会主席。——第４０４页。

丹尼尔森，阿克塞耳 斐迪南（Ｄａｎｉｅｌｓ

ｓｏｎ，Ａｘｅｌ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６３—

１８９９）—— 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政论

家。——第６１５页。

丹 尼 尔 斯，罗 兰 特（Ｄａｎｉｅｌｓ，Ｒｏｌａｎｄ

１８１９—１８５５）——德国医生，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

法庭宣告无罪；做了一次把辩证唯物主

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初尝试；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２５９页。

戈 克，阿曼特（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

府成员；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七十年

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２５８

页。

毛勒，格奥尔格 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 著

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

和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研究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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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１５８、

１６０页。

切希，亨利希 路德维希（Ｔｓｃｈｅ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９—１８４４）——普鲁士官员，

１８３２—１８４１年是施托尔科夫（普鲁士）市

长，民主主义者；因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被处死刑。——第１８２页。

韦尔凯尔，卡尔 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９）—— 德国法学

家，自由派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４８２页。

韦斯特马尔克，爱德华 亚历山大（Ｗｅｓ

ｔｅｒｍａｒｃｋ，Ｅｄｖａｒ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６２—

１９３９）——芬兰资产阶级民族学家和社

会学家。——第４４、４５、４７、６２页。

文齐希（Ｗｉｎｚｉｇ）——奥地利工人，社会民

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尤利（Ｊｕｌｉｉ）——罗马贵族氏族。——第１５４

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 尤尼乌斯 尤维纳

利 斯）（Ｄｅｃｉｍ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约

６０—１４０）—— 著 名 的 罗 马 讽 刺 诗

人。——第９页。

扎博尔，阿道夫（Ｓａｂｏ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１—

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

教师，１８８４年起是国会议员。——第６１４

页。

扎哈耳卡（Ｚａｈáｌｋａ，Ｒ．）——捷克工人，社

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扎 克 斯，艾 米 尔（Ｓａｘ，Ｅｍｉｌ１８４５—

１９２７）—— 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３７３页。

扎姆斯（Ｓａｍｓ，Ｋ．）——奥地利社会民主

党人。——第６１４页。

五  画

白 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工

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１８６９）和领导人之

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

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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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分子，但还不够彻底。——第２３８页。

布尔巴基，沙尔（Ｂｏｕｒｂａｋｉ，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６—

１８９７）——法国将军，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

里木战争和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

者，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时曾先后任

近卫军指挥官、第十八军军长和东方面

团司令。——第５０４页。

布格，埃耳泽乌斯 索富斯（Ｂｕｇｇｅ，Ｅｌｓｅｕｓ

Ｓｏｐｈｕｓ１８３３—１９０７）—— 挪威语文学

家，克利斯提阿纳（奥斯陆）的教授，写

有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和神话方面的

著作。——第１５７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

盟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

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大

臣。——第２２４页。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Ｂｌｅｉ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ｅｒｓｏｎ

１８２２—１８９３）——德国金融家，柏林大

银行经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财务

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

活动的经纪人。——第１９７、４８８、４９３页。

布兰特，保尔（Ｂｒａｎｄｔ，Ｐａｕｌ１８５２—１９１０）

瑞士政论家，１８８９年为改良派格留特利

工人联合会副主席。——第６１５页。

布 兰亭，卡尔 亚尔马（Ｂｒａｎｔｉｎｇ，Ｋａｒｌ

Ｈｊａｌｍａｒ１８６０—１９２５）——瑞典社会民

主工党首领，改良主义者，第二国际机

会主义派的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年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６１５页。

布朗基，路易 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１８８１）—— 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

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

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

导人，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起义的组织者，法

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曾多

次被判处徒刑。——第２４２页。

布朗热，若尔日 厄内斯特 让 玛丽

（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ｒｎｅｓｔ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１８３７—１８９１）——法国将军，政

治冒险家，陆军部长（１８８６—１８８７）；企

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

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

第３６３、５８４、５９６页。

布雷，约翰 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

工人。——第２０７，２１３页。

布累（Ｂｏｕｌé）——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

动家，职业是石匠；１８８９年１月为社会党

的众议院议员候选人，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５８４、

５９０、５９６、６１５页。

布 鲁 斯，保 尔（Ｂｒ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

主义者；１８７９年加入法国工人党，是法

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

派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５４１页。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第２２８、５６４页。

布伦 坦诺，罗 仑 兹（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ｏｒｅｎｚ

１８１３—１８９１）——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领

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第

９６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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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３９７页。

布 罗 德 豪 斯，约 翰（Ｂｒｏａｄｈｏｕｓｅ，

Ｊｏｈｎ）——见海德门，亨利 迈尔斯。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Ｂｒｏａｄｈｕｒｓｔ，Ｈｅｎｒｙ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英国政治活动家，工

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

工，后为工会官僚，工联代表大会议会

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５—１８９０），自由党议会

议员，内政副大臣（１８８６）。—— 第５９２

页。

布日尔，阿尔弗勒德（Ｂｏｕｇｅａｒｔ，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法国左派政论家，写

有许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史著作。——第２３页。

布瓦埃：昂提德（Ｂｏｙｅｒ，Ａｎｔｉｄ１８５０—

１９１８）——法国社会党人，１８８５年起为

众议院议员。——第６１６页。

弗格森，亚当（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ｄａｍ１７２３—

１８１６）——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２７４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初期

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

命斗争。——第８、９、２５９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

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匈牙利全国工人党（１８８０）的创

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副主席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战友。——第６１５页。

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４７８页。

弗兰茨一世（Ｆｒａｎｚ １７６８—１８３５）——

奥地利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３５），所谓神圣罗

马帝国的皇帝（１７９２—１８０６），称弗兰茨

二世。——第４７７页。

弗勒金格尔（Ｆｌｏｃｋｉｎｇｅｒ，Ｈ．）——奥地利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４８９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１７８６）——普鲁士

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第２３８、２８３、２８４、

４６８、４７９、４８７页。

弗 里 德 里 希 威 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２０—１６８８）—— 勃兰登堡选帝侯

（１６４０—１６８８）。——第２３７、４８７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１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 第２８３、２８４、３０６、

３１０、４７９、４８４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１２、５０５页。

弗里曼，爱德华 奥加斯特斯（Ｆｒｅｅｍ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１８２３—１８９２）——英

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牛津

大学教授。——第３１页。

弗里梅耳（Ｆｒｉｅｍｅｌ，Ａ．）——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５５７页。

弗罗梅，卡尔 弗兰茨 埃贡（Ｆｒｏｈｍｅ，Ｋａｒｌ

ＦｒａｎｚＥｇｏｎ１８５０—１９３３）——德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政论家，七十年代是拉萨

尔分子，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

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１年起是国会议员，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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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洛 孔，斐 迪 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

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２５４页。

古耳德，杰伊（Ｇｏｕｌｄ，Ｊａｙ１８３６—１８９２）美

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和金融

家。——第４８６页。

古斯达夫一世 瓦萨（Ｇｕｓｔａｖ Ｗａｓａ

１４９６左右——１５６０）—— 瑞典国 王

（１５２３—１５６０）。——第４５９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

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

普鲁士财政大臣，实行同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４８２页。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 苏耳皮齐乌斯 加尔

巴）（ＳｅｒｖｉｕｓＳｕｌｐｉｃｉｕｓＧａｌｂａ公元前５—

公元６９）——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

代为西班牙塔腊果纳省总督（执政者）；

尼禄死后，在６８年６月被推为皇帝；６９年

１月奥托趁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

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兵把他杀

死。——第１５页。

加尔文，让（Ｃａｌｖｉｎ，Ｊｅａ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宗教

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

——加尔文教创始人，这一宗派反映了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

益。——第３５０页。

加勒，约翰 哥特弗利德（Ｇａｌｌｂ，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８１２—１９１０）——德国天文学

家，１８４６年根据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

王星。——第３１８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Ｃ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五十年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

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１８６０年领

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反对奥地利

战 争的参加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第２３６、３６９、４７３、５０９页。

加赛德（Ｇａｒｓｉｄｅ）—— 美国教授。—— 第

５７４页。

加特曼，列甫 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５０—１９０８）——俄国卓命

家，民粹主义者，１８７９年参加“民意党”

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动，事

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１８８１年又迁美

国。——第２２１页。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

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

行记”一书的作者。——第４０８、５５３页。

卡耳诺基，古斯达夫（Ｋáｌｎｏｋｙ，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３２—１８９８）——奥匈帝国国家活动

家，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帝国

内 阁 首 相 兼 外 交 大 臣（１８８１—

１８９５）。——第３６０页。

卡尔 路德维希 约翰（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Ｊｏ

ｈａｎｎ１７７１—１８４７）——奥地利大公，元

帅，在历次对法战争（１７９６、１７９９、１８０５

和１８０９）中任总司令；曾任陆军大臣

（１８０５—１８０９）。——第５０７页。

卡尔大公——见卡尔 路德维希 约翰。

卡尔瓦约，沙维埃（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Ｃｈａｖｉｅｒ

１８６２—１９１９）——葡萄牙作家和记者，

社会主义者。——第６１５页。

卡富尔，卡米洛 本佐（Ｃａｖｏｕｒ，Ｃａｍｉｌｌｏ

Ｂｅｎｓｏ１８１０—１８６１）—— 伯爵，意大利

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

丁政府 首脑（１８５２—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

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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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第三的支持，１８６１年领导第一届意大

利政府。——第４７４页。

卡利古拉（Ｃａｌｉｇｕｌａ１２—４１）——罗马皇帝

（３７—４１）。——第１５页。

卡梅利纳，泽菲兰（Ｃａｍéｌｉｎａｔ，Ｚéｐｈｉｒｉｎ

１８４０—１９３２）——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职业是青铜匠，第一国际巴黎

支部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补镇压后流亡英国，大赦后回到法

国，１８８５年起是众议院议员；１９２０年起

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第６１６页。

卡缅斯 基，加甫 利尔 巴甫洛维奇

（Ｋａ ， １８２４—

１８９８）——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沙

皇政府的国外问牒，１８７２年由于制造假

的阿西格那齐纸币而受到瑞士法庭缺

席审判，并被判处徒刑。——第２２２页。

兰克，阿尔图尔，（Ｒａｎｃ，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３１—

１９０８）——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八十至九十

年代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刊物上起显

著作用；曾一度是众议院议员，后为参

议员。——第５９６页。

龙 格 沙 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９—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

东主义者，后为可能派分子，职业是新

闻记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

公社委员；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

黎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

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女儿

燕妮的丈夫。——第５９０、６１６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

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

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第２５８页。

卢森堡王朝（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捷克王朝

（１３１０—１４３７），匈牙利王朝（１３８７—

１４３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朝（１３０８—

１４３７断续地）。——第４９８页。

卢梭，让 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自然神论哲学家。——第３２４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 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６—１８３１）——著名

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

代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１６、１１８、１４４、

１９３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俄

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４６４、４６９、

４７０、４８９页。

尼禄（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１４—１６页。

尼约基 维亚尼，奥斯瓦多（ＣｎｏｃｃｈｉＶｉａｎｉ，

Ｏｓｗａｌｄｏ１８３７—１９１７）——意大利民主

主义者，加里波第派，七十年代起是工

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

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活动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意大利工人党（１８８２）创

建人之一。——第６１５页。

皮尔，罗伯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１８５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

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首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４２年实

行税率改革，降低了许多商品的进口税，

根据新的调节制调整了谷物的进口税；

１８４６年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

物法。——第４２１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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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５４７、５５５、５５６页。

司各脱，瓦尔特（Ｓｃｏｔｔ，Ｗａｌｔｅｒ１７７１—

１８３２）——杰出的英国作家，西欧文学

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苏格兰人。——

第１５３页。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Ｓｔｒｕｖｅ，Ｃｕｓｔａｖ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职业是记者；１８４８年４月和９月

巴登起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离德

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

领袖之一；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

方面。——第３９６页。

瓦 德 西，弗 里 德 里 希 古 斯 达 夫

（Ｗａｌｄｅｒ ｓｅ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ｕｓｔａｖ

１７９５—１８６４）—— 伯爵，普鲁士 将

军和军事著作家，陆军大臣（１８５４—

１８５８）。——第４８４页。

瓦格纳，阿道夫（Ｗａｇｎｅｒ，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

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２１２

页。

瓦格纳，理查（Ｗａｇｎ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１３—

１８８３）——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４８页。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 威廉 哥特利勃

（Ｗａｃｈｓｍｕｔｈ，Ｅｒｎ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７８４—１８６６）——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莱比锡的教授，写有许多关于古希

腊罗马的著作和欧洲史著作。——第７６

页。

瓦鲁斯（普卜利乌斯 昆提利乌斯 瓦鲁

斯）（Ｐｕｂｌ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ｌｉｕｓＶａｒｕｓ公元前

５３左右—公元９）——罗马政治活动家

和统帅，日耳曼行省总督（７—９），日耳

曼部落起义时在条多堡森林会战中阵

亡。——第１３８页。

瓦场，爱德华 玛丽（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ｒｉｃ１８４０—１９１５）—— 法国社会党

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８４

年起是巴黎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之一；法国

社会党（１９０１）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５９０、６１５页。

瓦茨，格奥尔格（Ｗａｉｔｚ，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３—

１８８６）——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古史学

家，写有许多中古德国史著作，哥丁根

的教授。——第１６０页。

六  画

艾德门兹，托马斯 娄（Ｅｄｍｏｎｄｓ，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ｗｅ１８０３—１８８９）——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利用李嘉图的理论

来论证社会主义。——第２０７页。

艾威林，爱德华（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５１—

１８９８）——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

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

１８８４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

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至

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

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女

儿爱琳娜的丈夫。——第３８３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 海尔曼（Ｅｗｅｒｂｅｃｋ，

Ａｕｇ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１６—１８６０）—— 德

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５０年脱盟。——第２４９、２５９页。

艾曾巴尔特，约翰 安得列阿斯（Ｅｉ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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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ｔ， Ｊｏｈａｎｎ Ａｕｄｒｅａｓ １６６１—

１７２７）——德国医生，眼科医师和外科

医师，在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知识，

同时兼用江湖治疗方法；是德国民间创

作“艾曾巴尔特医生”中的江湖医生的

典型。——第２１６页。

安塞尔，爱德华（Ａｎｓｅｅｌｅ，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５６—

１９３８）——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改良主

义者，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和领袖之

一，比利时合作运动活动家，政论家；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

主席之一；后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积

极活动家。——第５８０—５８２、５９４、５９５、

６１４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ü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

是共产主义者司盟科伦支部委员，“新

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判处六年徒刑，六十

至七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第２０、

２５９、２６０页。

毕克列尔，约翰（Ｂüｃｋ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８０左

右—１８０３）——德国强盗，莱茵区匪帮

的魁首，绰号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

斯），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侠

盗”，抱打不平的斗士，穷人的保护者的

形象久享盛名。——第２２３页。

毕希纳，格奥尔格（Ｂü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３—

１８３７）——德国剧作家和作家，革命民

主主义者，１８３４年吉森秘密的革命组织

人权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告黑森农民

书”的作者，提出了“给茅屋和平，对宫

廷宣战”的口号。——第２４２页。

毕 希纳，路 德维 希（Ｂüｃｈｎ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４—１８９９）——德国资产阶级生理

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

人物。——第３２０页。

达尔文，查理（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

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３、

３２２、３３９、４０８页。

达尼路克（Ｄａｎｉｌｕｋ）——奥地利社会民主

党人，作家。——第６１４页。

多博希（Ｄｏｂｏｓｙ）——匈牙利面包师。——

第４３６页。

多马，奥古斯丹 奥诺莱（Ｄａｕｍａｓ，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Ｈｏｎｏｒé生于１８２６年）—— 法国

政治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七十至

八十年代被选入众议院，八十年代末被

选入参议院，１８８９年巴黎市参议会议

员，加入社会主义小组；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５９０、

６１５页。

多舍克（ＤｏＳｅｋ，Ｆ．）——捷克工人，社会

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伏尔泰，弗 朗 斯 瓦 玛 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

为阿鲁埃Ａｒｏｕｅｔ）—— 法国自然神

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

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３２４、

３５１页。

吉尔斯，尼古拉 卡尔洛维奇（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 俄国外交

家，驻德黑兰（１８６３年起）、伯尔尼（１８６９

年起）、斯德哥尔摩（１８７２年起）公使；外

交副大臣（１８７５—１８８２），外交大臣

（１８８２—１８９５）。——第３６０页。

吉 芬，罗 伯 特（Ｇｉｆｆ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３７—

１９１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

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贸易部统计

局局长（１８７６—１８９７）。——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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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罗 特龙，阿列克西斯（ＧｉｒａｕｄＴｅｕｌｏｎ，

Ａｌｅｘｉｓ生于１８３９年）——日内瓦的历史

教授。——第４３、４５、７３页。

考耳巴尔斯，尼古拉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８４２—

１９０５）——俄国将军，１８８６年是沙皇政

府驻保加利亚军事专员。——第３６１页。

考 茨 基，卡 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

１９３８）——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

家，“新时代”杂志编辑（１８８３—１９１７），

八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完全

转到机会主义立场，并成为德国社会

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派的思 想

家。——第４１３页。

列奥波特（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７９０—１８５２）——巴登

大公（１８３０—１８５２）。——第５４２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告之

一，被判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

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

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

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２５０、２６９、２６０

页。

米尔巴赫，奥托（Ｍｉｒｂａｃｈ，Ｏｔｔｏ）——退伍

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

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５４３

页。

米尔柏格，阿尔都尔（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第

３７３页。

米尔德，卡尔 奥古斯特《Ｍｉｌｄｅ，ＫａｒｌＡｕ

ｇｕｓｔ１８０５—１８６１）——西里西亚大工厂

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５—６

月），属于右派，普鲁士贸易大臣（６—９

月）。——第４８２页。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 康斯坦丁诺维奇

（

１８４２—１９０４）——俄国社会学家、政论

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

名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

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

“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

辑之一。——第２４０页。

米涅，弗朗斯瓦 奥古斯特 玛丽（Ｍｉｇ

ｎｅ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Ｍａｒｉｅ １７９６—

１８８４）——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曾着手解释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

社会创建史中的作用。——第３４４页。

乔 治，亨 利（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９—

１８９７）——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宣传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国有

化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

盾的手段的思想；企图领导美国工人

运动，并把它导向资产阶级改良的道

路。——第３８６—３８８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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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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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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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第３１７页。

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Ａｐｐｉｕｓ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约死于公元前４４８年）——罗马国家活

动家，执政官（４７１、４５１），公布在十二铜

表法的十人委员会（４５１、４５０）成员之

一，力图实行独裁。——第１３９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

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１２３页。

亚里斯泰迪兹（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ｓ公元前５４０左右

—４６７）——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和统帅，

雅典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第１３２页。

亚历山大 一世（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４６３、５０４页。

亚历山大 二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３６１、４８９、４９２页。

亚历山大 三世（ １８４５—

１８９４）——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８１—

１８９４）。——第２９９、３５７—３６２、５１０、５４１

页。

伊尔米农（Ｉｒｍｉｎｏｎ约死于８２６年）——圣

热尔门 德 普雷修道院院长（８１２—

８１７）。——第１７４页。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Ｐａｂｌｏ

１８５０—１９２５）——西班牙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政论家，国

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

西班牙社会主主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建人

之一，后为该党改良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９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６１４页。

伊里奈乌斯（Ｉｒｅｎａｅｕｓ约１３０—２０２）——基

督教神学家，小亚细亚希腊人，１７７年起

为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和阐明基

督教教义。——第１４页。

伊姆 特恩，埃弗腊德 斐迪南（ｉｍＴｈｕｒｎ，

Ｅｖｅｒａｒｄ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５２—１９３２）——英

国殖民官吏，旅行家和人类学家。——

第３１５页。

伊万三世（ １４４０—１５０５）——莫斯

科大公（１４６２—１５０５）。——第４５８页。

七  画

贝达大师（ＢｅｄａＶｅ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ｓ６７３左右—

７３５）——盎格鲁撒克逊僧侣学者，神学

家和历史学家。——第１５３页。

贝克，亚历山大（Ｂｅｃ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德

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６年底因

同盟案件被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证人。——第２４５页。

贝克尔，奥古斯特（Ｂｅｃｋ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４—

１８７１）——德国政论家，瑞士正义者同

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初流亡

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２４４

页。

贝克尔，海尔曼 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８５）—— 德国

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

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

会委员，“西德意志报”发行人（１８４９年５

月—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８５０年起为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

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十年代

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贝克尔，威廉 阿道夫（Ｂｅｃｋ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６—１８４６）—— 德国历史学

６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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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莱比锡大学教授，写有古代史著

作。——第１１６页。

贝克尔，约翰 菲力满（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 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

是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

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

官身分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转到无产阶级社

会主义立场，六十年代为第一国际著名

活动家之一，参加了国际各次代表大

会，“先驱”杂志的编辑（１８６６—１８７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３６５—３７１、３９６、３９７页。

贝伦兹，尤利乌斯（Ｂｅｒｅｎｄｓ，Ｊｕｌｉｕｓ生于

１８１７年）——柏林印刷厂主，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左翼。——第２２页。

贝纳里，弗兰茨 斐迪南（Ｂｅｎａｒｙ，Ｆｒａｎｚ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８５—１８８０）——德国东方

学家、语文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在柏林

任教授。——第１３、１５页。

贝 内 代 提，文 桑（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ｉ，Ｖｉｎｃｅｎｔ

１８１７—１９００）——法国外交家，１８６４—

１８７０年驻柏林大使。—— 第５００、５０１

页。

贝塞（Ｂｅｓｅｅｔ）——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

活动家，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代表。——第６９０、６１５页。

贝特曼，乔治（Ｂａｔｅｍａｎ，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第

６１４页。

贝 赞 特，安 娜（Ｂｅｓａｎｔ，Ａｎｎｉｅ１８４７—

１９３３）——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

活动家，她曾一度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八十年代是费边社社员和社会民主联

盟盟员，曾参加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

联运动。——第４３５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罗马

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３６６页。

庇西特拉图（Ｐｅ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ｏｓ公元前６００左右

—５２７）——雅典僭主（公元前５６０—５２７

断续地）。——第１３６页。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Ｂｏｒｎｓｔｅｄｔ，

Ａ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８—１８５１）—— 德国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

年３月被开除出同盟；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

一，１８４８年是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

（以后参加了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组织

者之一，后来知道他与警察机关有联

系。——第２５４页。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 伯恩哈特 卡尔

（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Ａｒｎｏｌｄ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８—１８４９）——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侨居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志愿军

团（以后参加了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的

领导人之一。——第２５４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５０—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１８８１—１８３０）；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代表；恩格斯逝世后，在九

十年代后半期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

正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

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４１３、

５７７、６０５、６０６、６０９、６１０页。

伯罗斯，赫伯特（Ｂｕｒｒｏｗｓ，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８４５—

１９２２）——英国官员，资产阶级激进派，

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联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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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之一；曾参加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

联运动。——第４３５、４３７页。

伯宁，格奥尔格（Ｂｏ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１７８８左右

—１８４９）——德国军官，反对拿破仑统

治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二十年代曾参

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后居住在德

国，１８４８年７月起居住在瑞士；１８４９

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时为起义者—志

愿军团指挥；起义被镇压后根据普鲁士

军事法庭的判决被枪杀。——第３６６页。

但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１２６５—

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４３８页。

狄奥多里希（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ｃｈ）——三个哥特国

王的名字：两个是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

希一世（４１８左右—４５１年执政）和狄奥

多里希二世（４５３左右—４６６年执政），一

个是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希（４７４—５２６

年执政）。——第１４５页。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Ｓｉｃｕ

ｌｕｓｏｆＳｉｃｉｌｙ公元前８０左右—２９）——古

希腊历史学家，世界史“史学丛书”的作

者。——第１５６、１６６页。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的）（Ｄｉｏｎｙｓｉｏｓ

ｈｏＨａｌｉｋａｒｎａｓｓｅｕｓ公元前一世纪至公

元一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和雄辩

家，“古代罗马史”一书的作者。——第

１２０页。

狄德 罗，德 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

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１７４９年因自己的

著作遭要塞监禁。——第３２４页。

狄凯阿尔科斯（Ｄｉｋａｉａｒｃｈｏｓ公元前四世

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写有许多历史、政治、哲学、地理和其他

方面的著作。——第１１５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杰出的古希腊演说家和政治

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

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１１５页。

狄茨，约翰 亨利希 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３—１９２２）——德

国书籍出版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

主党出版社创办人，１８８１年起为国会议

员。——第６１４页。

狄慈根，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８—

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

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

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第

３３７页。

杜罗 德 拉 马尔，阿道夫 茹尔 塞扎尔

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ｄｏｌｐｈｅ

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７７—１８５７）——

法国诗人和历史学家。——第１４７页。

杜林，欧根 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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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

起：是个形而上学者，１８６３—１８７７年为

柏林大学副教授。——第５２８页。

甫斯特耳 德 库郎歇，努马 德尼（Ｆｕｓｔｅｌ

ｄｅ Ｃｏｕｌａｎｇｅｓ，Ｎｕｍａ Ｄｅｎｉｓ １８３０—

１８８９）——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

有许多古代世界史和中古法国史著

作。——第１１９页。

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法

国国王（１５８９—１６１０）。——第５０６页。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８９５）（笔 名斯 捷普 尼亚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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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作家和政论家，七十

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１８７８年

在彼得堡对宪兵长官进行了一次恐怖

行动，事后流亡国外；１８８４年起住在英

国。——第２２１、６１５页。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格奥尔格）（Ｋｌａｐｋａ，

Ｇｙｏｒｇｙ１８２０—１８９２）——匈牙利将军，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

一支革命军队；１８４９年流亡国外；五十

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１８６６年奥普

战争时指挥普鲁士政府在西里西亚组

织的、派遣参加这次战争的匈牙利军

团；１８６７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２３８、４９３页。

克腊利克，艾米尔（Ｋｒａｌｉｋ，Ｅｍｉｌ）——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６１４页。

克莱因，约翰 雅科布（Ｋｌｅｉｎ，ＪｏｈａｎｎＪａｃｏｂ

约生于１８１８年）——科伦医生，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

罪，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

动。——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克劳狄（Ｃｌａｕｄｉｉ）——罗马贵族氏族。——

第１３８页。

克劳狄乌斯（Ｃｌａｕｄｉｕｓ公元前１０—公元

５４）——罗马皇帝（４１—５４）。——第１５

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Ｋａｒｌ１７８０—

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杰出

的军事理论家；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在俄国军队

中服务。——第４００页。

克雷潘，若尔日（Ｃｒéｐｉｎ，Ｇｅｏｒｇｅｓ）——法

国社会党人，１８８９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全

国委员会委员。——第５９０、６１６页。

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ｒｚｏｇ ｖｏｎ Ｇｌüｃｋｓｂｕｒｇ １８１８—

１９０６）——１８５２年起为丹麦王位继承

人，１８６３—１９０６年为丹麦国王，称克里

斯提安九世。——第４６４页。

克利盖，海尔曼（Ｋｒｉｅｇｅ，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０—

１８５０）——德国记者，“真正的社会主

义”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纽

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

团。——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克利斯提尼（Ｋｌｅｉｓｔｈｅｎｅｓ）——雅典政治

活动家，在公元前５１０—５０７年实行改

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在雅典建

立了奴隶主民主制。——第１３３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 本扎曼（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ａｕ，

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４１—１９２９）——法

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十

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理

（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和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奉行帝国

主义政策。——第２６３、２６４、５９６页。

克鲁泡特金，彼得 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１８４２—

１９２１）——俄国革命家，地理学家和旅

行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之

一，马克思主义的敌人；１８７６—１９１７年

侨居国外。——第２２１页。

克吕泽烈，古斯达夫 保尔（Ｃｌｕｓｅｒｅｔ，Ｇｕｓ

ｔａｖｅＰａｕｌ１８２３—１９００）——法国政治活

动家，第一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

昂和马赛革命起义（１８７０）的参加者，巴

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

大赦后回到法国，１８８８年起是众议院议

员，后为社会党人，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

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６１６页。

克罗耳，科尔奈利斯（Ｃｒｏｌｌ，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１８５７—１８９５）——荷兰社会民主党人，

政论家。——第５８０—５８２、５９４、５９５、６１５

９７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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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克 罗 弗 德，艾 米 莉（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Ｅｍｉｌｙ

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女记者，巴黎好

几家英国报纸的通讯员。—— 第４９７

页。

克罗伊策，安东（Ｋｒｅｕｔｚｅｒ，Ａｎｔｏｎ１８５１—

１９２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职业

是面包工人。——第６１４页。

克洛法奇（Ｋｌｏｆáｃ，Ａ．）——捷克社会民

主党人，职业是纺织工人。——第６１４

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

２０６—２１０、２１９、４１５、５６３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

会员，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萨尔主

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积极战士，１８６７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

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

（１８６９—１８７６）；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在某些问题上对待

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１８８９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之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

３９９、４９６、５８０、５８１、５９４、６０３、６０９、６１４

页。

李维，梯特（Ｌｉｖｉｕｓ，Ｔｉｔｕｓ公元前５９—公元

１７）——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

的历史”的作者。——第１４１、１４３页。

里格尔，爱德华（Ｒｉｅｇｅｒ，Ｅｄｕａｒｄ生于１８６９

年）—— 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政论

家。——第６１４页。

里维，莱昂（Ｌｅｖｉ，Ｌｅｏｎｅ１８２１—１８８８）——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

学家。——第２２８页。

利特内尔（Ｌｉｔｎｅｒ）——普鲁士工人，无政

府主义者：侨居法国。——第３５５页。

利 乌 特 普 朗 德（Ｌｉｕｔｐｒａｎｄ 约９２２—

９７２）——中世纪教会政治活动家和历

史学家，伦巴德人；９６１年起是克雷莫

纳（北意大利）主教，“奖赏”一书的作

者。——第１７０页。

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Ｌｉｃｈｎｏｗｓｋｉ，Ｆｅ

ｌｉｘ１８１４—１８４８）—— 公爵，普鲁士军

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翼；在１８４８年９月法兰克福起义

时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 特

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

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

物的典型。——第７、２３８页。

麦岑，奥古斯特（Ｍｅｉｔｚ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２２—

１９１０）——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

济史学家；写有许多德国土地关系史方

面的著作，１８６７—１８８２年在普鲁士和德

意志帝国统计管理局工作。——第２８６、

２８８页。

麦克法林，艾琳（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Ｈｅｌｅｎ）——

革命宪章派领袖乔 哈尼出版的“民主

评论”（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和“红色共和党人”

（１８５０）的积极撰稿人，她曾把“共产党

宣言”译成英文。——第４０３页。

麦克伦南，约翰 弗格森（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Ｊｏｈｎ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８２７—１８８１）——苏格兰资产

阶级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婚姻和家

庭史方面的著作。—— 第４０、５９、７３、

１００、１４９页。

麦肯尼斯（ＭｃＥｎｎｉｓ）——圣路易斯城（美

国）的“密苏里共和党人报”通讯

员。——第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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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特，亨利希 恩斯特 奥古斯特（Ｍｅｉｓ

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Ｅｒｎ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２—

１９０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烟厂厂

主，１８８４年起是国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

６１４页。

沙 佩 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民主

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２

月８日该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１８４９

年２—５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重

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 第２３３、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９、２５４、

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０页。

苏里塔，阿隆索（Ｚｕｒｉｔａ，Ａｌｏｎｓｏ）——十六

世纪中叶的中美的西班牙殖民官。——

第７２页。

苏路克，法斯廷（Ｓｏｕｌｏｕｑｕｅ，Ｆａｕｓｔｉｎ１７８２

左右—１８６７）——海地黑人共和国总统

（１８４７—１８４９），海地皇帝。称法斯廷一

世（１８４９—１８５９）。——第７页。

忒俄克里托斯（Ｔｈｅｏｋｒｉｔｏｓ）——公元前三

世纪古希腊诗人。——第９０页。

沃 耳 德 斯，让（Ｖｏｌｄｅｒｓ，Ｊｅａｎ１８５５—

１８９６）——比利时社会党人，政论家，

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５８０、５８１、６０５、６０６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

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

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

年被囚于普鲁士监狱；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从

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内委

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报”

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７、

２４、２６、２５１、２５４、２５５、２７７、２８５、２８７页。

沃尔弗拉姆 冯 埃申巴赫（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约１１７０—１２２０）——中世纪

德国诗人。——第８３页。

沃 伦，查 理（Ｗａｒｒ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４０—

１９２７）——英国军事工程师和殖民官，

１８８６—１８８８年是伦敦警察局长，血腥

镇压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伦敦工人示威游

行的策划者之一。——第５８５页。

沃森，约翰 福布斯（Ｗａｔｓｏｎ，ＪｏｈｎＦｏｒｂｅｓ

１８２７—１８９２）—— 英国医生，殖民官，

１８５８—１８７９年是伦敦印度博物馆馆长，

写有许多关于印度的著作。——第５２

页。

希贝什，约瑟夫（Ｈｙｂｅｓ，Ｊｏｓｅｆ１８５０—

１９２１）——著名的捷克和奥地利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织工，后为政论家；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１７年是下院议员；后来

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建工

作。——第６１４页。

希尔什菲尔德，卡尔 乌尔利希 弗里德里

希 威廉 摩里茨（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ＫａｒｌＵｌ

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９１—

１８５９）——普鲁士将军，１８４９年指挥一

个军参加镇压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第３６７页。

希罗德（Ｈｅｒｏｄｅｓ公元前７３—４）——犹太

国王（公元前４０—４）。——第１４５页。

希 罗 多 德（Ｈｅｒｏｄｏｔ约 公 元 前４８４—

４２５）——古希腊历史学家。——第５２、

１８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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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页。

希普顿，乔治（Ｓｈｉｐ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彩

画匠工联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９６年为工联伦

敦理事会书记。——第５９９、６００页。

肖维埃尔，艾曼纽尔 让 茹尔（Ｃｈａｕ

ｖｉèｒ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ＪｅａｎＪｕｌｅｓ １８５０—

１９１０）——法国社会党人，布朗基主义

者，政论家，巴黎公社参加者，１８８８年起

是巴黎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５９０、

６１６页。

辛 格 尔，保 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１）——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１８８７年起为德国社会党执行委员

会委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１８８４年起为国会议员，１８８５年起为社

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

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６１４页。

八  画

阿庇安（Ａｐｐｉａｎ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

代）—— 古罗马历史学家。—— 第３４７

页。

阿德勒，维克多（Ａｄｌｅｒ，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５２—

１９１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

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５年曾与恩格斯

通信，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代表，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

国际的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

４３５、４３６、６１４页。

阿德瑙，斐迪南（Ａｄｅｎａｕ，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第

６１４页。

阿耳贝迪耳，艾米尔（Ａｌｂｅｄｙｌｌ，Ｅｍｉｌ

１８２４—１８９７）—— 德国将军，１８８８—

１８９３年为闵斯德（威斯特伐里亚）第七

军军长。——第４３３页。

阿 尔勃莱希特，卡尔（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Ｋａｒｌ

１７８８—１８４４）——德国商人，曾因参加

“蛊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

刑。１８４１年移居瑞士，在那里以宗教神

秘主义形式鼓吹近似魏特林的空想共

产主义思想。——第２５０页。

阿尔勃莱希特一世（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２５０左右

—１３０８）——奥地利大公；１２９８年起为

日耳曼皇帝。——第４５６页。

阿尔塔薛西斯（Ａｒｔａｘｅｒｘｅｓ）——阿契美尼

德王朝三个古波斯国王的名字：阿尔塔

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４６５—４２５年执

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约公元前

４０５—３５９年执政）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

（约公元前３５９—３３８年执政）。—— 第

１４５页。

阿加西斯，路易 让 鲁道夫（Ａｇａｓｓｉｚ，

ＬｏｕｉｓＪｅａｎＲｕ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７—１８７３）——

瑞士自然科学家，旅行家，１８４６年起住

在美国；在他的自然科学见解中含有极

端反动的观点，达尔文主义的敌

人。——第６３页。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 波利索维奇

（ ，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解

放社”的参加者之一，后为孟什维克，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是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６１５页。

阿里斯东（Ａｒｉｓｔｏｎ公元前六世纪）——斯

巴达国王（公元前５７４—５２０），阿拿克散

德里德的共同执政者。——第７５页。

阿里斯托芬（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ｎｅｓ约公元前４４６—

３８５）——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写有政

治喜剧。——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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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也夫，尼古拉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５２—１８９３）—— 莫斯科市杜马首脑

（１８８６—１８９３）。——第３５９页。

阿 列 曼，让（Ａｌｌｅｍａｎｅ，Ｊｅａｎ １８４３—

１９３５）——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印刷工人；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被流放服苦役，１８８０年遇赦；八

十年代为可能派分子；１８９０年领导同

可能派断绝关系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工

团主义派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第一

次世界大战年代脱离积极的政治活

动。——第５９６页。

阿伦特，恩斯特 摩里茨（Ａｒｎｄｔ，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德国作家，历

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积极参加德国人

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仍未摆

脱民族主义的束缚。——第４６８页。

阿米亚努斯 马尔塞利努斯（Ａｍｍｉａｎ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ｕｓ约３３２—４００）—— 罗马历

史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该书包括

公元９６至３７８年的罗马历史。——第８２、

１０７页。

阿拿克散德里德（Ａｎａｘａｎｄｒｉｄａｓ公元前六

世纪）——斯巴达国王，公元前５６０年起

执政，阿里斯东的共同执政者。——第

７５页。

阿那克里翁（Ａｎａｋｒｅｏｎ）——公元前六世

纪下半叶的古希腊抒情诗人。——第９０

页。

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

ｏｆＭｉｌｅｔｕｓ公元前６１０左右—５４６）——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５６３页。

阿涅累夫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Ａｎｉｅｌｅｗ

ｓｋｉ，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１８６４—１８９９）—— 波兰

社会党人，职业是泥瓦工；１８８８年为“无

产阶级”党华沙工人委员会委员，１８９０

年因革命活动被捕，１８９２年被判处徒

刑，１８９５年流放西伯利亚，死于该

地。——第６１５页。

波尔恩，斯蒂凡（Ｂｏｒ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８２４—

１８９８）（真名西蒙 布特尔米尔希Ｓｉｍｏｎ

Ｂｕｔｔｅｒｍｉｌｃｈ）——德国排字工人，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

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革命后脱离了

工人运动。——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 路德维希（Ｂｏｒｋ

ｈｅｉｍ，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５—

１８８５）——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逃离德国；１８５１年起是伦敦商人；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谊关系。——第

３９６—４００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 旁 王 朝（Ｂｏｕｒｂｏｎ）—— 法 国 王 朝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３４４页。

波佩尔（Ｐｏｐｐｅｒ，Ｇ．）——奥地利工人，社

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波普，尤利乌 斯（Ｐｏｐｐ，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４９—

１９０２）——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皮鞋工人；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６１４页。

波 伊 克 尔，爱 德 华（Ｐｅｕｃｋｅｒ，Ｅｄｕａｒｄ

１７９１—１８７６）——普鲁士将军，曾任法

兰克福的所谓帝国政府陆军大臣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曾指挥反革命军队镇

压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第３６７、３６８页。

法比（Ｆａｂｉｅｒ）——罗马贵族氏族。——第

３８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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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页。

法尔雅，加布里埃尔（Ｆａｒｊａｔ，Ｃａｂｒｉｅｌ）——

法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纺织工，法国

工人党（１８７９）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８６年是

法国工会全国联合会总书记，１８８９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５９４、５９５、６０２页。

法 森，劳里默（Ｆｉｓｏｎ，Ｌｏｒｉｍｅｒ１８３２—

１９０７）——英国的澳大利亚民族学家，

菲吉群岛（１８６３—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１８８４）

和澳大利亚（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和１８８４—

１８８８）的传教士；写有许多关于澳大利

亚和菲吉群岛各部落的著作，１８７１年

起同阿 威 豪伊特合作，著有“卡米拉

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和“库尔纳依部

落及其平时和战时的习俗”。—— 第

５４、５６页。

果沃内，朱泽培（Ｇｏｖｏｎｅ，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２５—

１８７２）——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反对奥地利战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和

１８６６）的参加者，１８６６年４月同俾斯麦进

行谈判，陆军大臣（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第４９２、４９４页。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ａｂｒｉｅｌ）生

于１８５４年）——法国社会党人，法国工

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资本

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济学

和历史著作，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世纪初脱离了工人

运动。——第５９０、６０５、６１５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

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０年越狱逃跑，流亡

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

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２５８页。

居维叶，若尔日（Ｃｕｖｉ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７６９—

１８３２）——法国大自然科学家，以比较

解剖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分类学方面的

著作而闻名，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

灾变论。——第４１页。

肯宁安 格莱安，罗伯特 邦廷（Ｃｕｎｎｉｎｇ

ｈａｍｅＧｒａｈａｍ，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ｎｔｉｎｅ１８５２—

１９３６）——英国作家，贵族出身，八十至

九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

动，议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苏格兰民族运动

活动家。——第６１４页。

昆 提利（Ｑｕｉｎｔｉｌｉｅｒ）—— 罗马 贵 族氏

族。——第１３８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国际和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

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

人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７９）；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和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

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

５８０、５８１、５９０、６０３—６０５、６０９、６１５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

思的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保 拉法格的妻

子；曾积极参加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第６１０页。

拉斐德，玛丽 约瑟夫 保尔（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ｕｌ １７５７—１８３４）——

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当国民自

卫军长官时（１７８９—１７９１）曾指挥士兵向马

尔斯广场上的共和派游行示威（１７９１）群

众开枪射击；１７９２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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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１７９２年８

月１０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１８３０年资

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第２３

页。

拉甫罗夫，彼得 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国社会学

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１８７０

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

社参加者；许多民粹派定期刊物的编

者；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副主席之一；七十年代初曾同马克思和

恩格斯通信。——第６１５页。

拉克斯（Ｌａｘ）——奥地利工人，社会民主

党人。——第６１４页。

拉科夫，亨利希（Ｒａｃｋｏ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９年起侨居伦

敦，烟店老板；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

义教育协会会员。——第５７６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

和派；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

的实际上的首脑。——第２５４页。

拉马克，让 巴蒂斯特 比埃尔 安都昂

（Ｌａｍａｒｃｋ，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ＰｉｅｒｒｅＡｎ

ｔｏｉｎｅ１７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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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页。

拉 萨 尔，斐 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

论家，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莱茵

省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

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１８６３）创建

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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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０４页。

拉维涅，雷蒙 费里克斯（Ｌａｖｉｇｎｅ，Ｒａｙ

ｍｏｎｄＦéｌｉｘ１８５１—１９３０）——法国社会

党人，政论家，法国工人党党员，１８８８年

起是法国工会全国联合会书记，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５８９、６１４页。

拉辛，让（Ｒａｃｉｎｅ，Ｊｅａｎ１６３９—１６９９）——

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著名代

表。——第５１１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

ｒｅ，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他企图用“最高存在物”

的崇拜来代替基督教，没有成功。——

第３２８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２５０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４８９页。

罗 泰 克，卡 尔（Ｒｏｔｔｅｃｋ，Ｋａｒｌ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４８２页。

门德尔森，斯塔尼斯拉夫（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１８５８—１９１３）—— 波兰社会

党人，政论家，波兰社会党（１８９２）创建

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代表；九十年代中脱离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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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６１５页。

门格尔，安东（Ｍｅｎｇｅｒ，Ａｎｔｏｎ１８４１—

１９０６）——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维

也纳大学教授。——第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９、

５６１—５６８页。

门克，亨利希 泰奥多尔（Ｍｅｎｋ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１９—１８９２）——德国地理学

家，曾改编施普鲁奈尔的“中古史和近

代史常用地图集”。——第４５１页。

门特尔，克利斯提安 弗里德里希（Ｍｅｎ

ｔｅ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生 于 １８１２

年）——德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因同盟案件被关在普鲁

士监狱中。——第２４５页。

奈阿尔科斯（Ｈｅａｒｃｈｏｓ约公元前３６０—

３１２）——马其顿海军统帅，马其顿王亚

历山大的战友和他的各次征战的参加

者，曾写书记叙马其顿舰队从印度远征

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公元前３２６—

３２４）。——第７２页。

帕尔姆，奥古斯特（Ｐａｌｍ，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９—

１９２２）——瑞典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裁缝，后为政论家，社会民主工党

（１８８９）创建人之一。——第６１５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６）——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

４７０、４８９页。

帕涅尔，威廉（Ｐａｒｎ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

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伦敦工联

工人选举协会名誉书记。——第６１４页。

佩 尔，威 廉（Ｐ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３）——英国经济学家和合作社活

动家，欧文的追随者，职业是细木工，

写有许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

作。——第５５９页。

佩雷，亚历山大（Ｐｅｙｒｅ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阿根廷社会主义者。——第６１４页。

青腊姆，阿道夫（Ｚｉｎｎｒａｍ，Ａｄｏｌｆ）——奥

地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 第６１４

页。

屈恩，海尔曼 奥古斯特（Ｋüｈ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６—１９１６）——德国社会民

主党人，职业是裁缝；１８８９年起多次当

选为国会议员。——第６１４页。

舍 雷 尔，亨 利 希（Ｓｃｈｅｒｒ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４７—１９１９）——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律师。——第５８０、５８１页。

舍曼，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ｏ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３—１８７９）——德国

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希腊

史著作。——第７６、１２０页。

叔 尔 茨，卡 尔（Ｓｃｈｕｒｚ，Ｋａｒｌ１８２９—

１９０６）——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政论家，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的参加者；曾流亡瑞士，后迁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美国共

和党领袖之一，后为国家活动家和内

政部长（１８７７—１８８１）。——第２５７页。

欣 克 耳，卡 尔（Ｈｉｎｋｅｌ，Ｋａｒｌ１７９４—

１８１７）——德国大学生，争取德国统一

的反政府的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第４６７页。

泽德尼切克（Ｚｅｄｎíｃｅｋ，Ｔ．）——捷克工

人，社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 阿道夫（Ｓｏｅｔｂｅ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４—１８９２）——德国资

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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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５２２页。

九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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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页。

柏西阿斯（奥鲁斯 柏西阿斯 弗拉克斯）

（Ａｕ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３４—６２）——罗

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会的堕

落风气，斯多葛派哲学的追随者。——

第１２页。

柏修斯（Ｐｅｒｓｅｕｓ公元前２１２—１６６）——最

后一个马其顿国王（公元前１７９—

１６８）。——第１６７页。

拜特洛，比埃尔 欧仁 马尔塞伦（Ｂｅｒｔｈ

ｅｌｏｔ，ＰｉｅｒｒｅＥｕｇèｎｅＭａｒｃｅｌｉｎ １８２７—

１９０７）——著名的法国化学家，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曾研究有机化学和热化

学以及农业化学和化学史。——第３２７

页。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 威廉（Ｂｒ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０）——伯爵，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

动家，反革命内阁的首脑（１８４８年１１月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 第２３２、２８６、２８７

页。

勃 朗，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

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

妥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在

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

一。——第２５５、２５８、３２７页。

查理八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４７０—１４９８）——法

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９８）。——第４５７页。

查 理 大 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左 右—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第１７３—１７５、２８３、

４６０页。

查苏利奇，维拉 伊万诺夫娜（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俄国民

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

家，“劳动解放社”创始人之一；后来转

到到孟什维克立场。——第４０７、６１５页。

迪 埃 哥，弗 朗 西 斯 科 （Ｄｉｅｇ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西班牙社会党人，西班

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

员。——第６１４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

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首相（１８６８和

１８７４—１８８０）。——第３５６页。

哈布斯堡王朝（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ｅｒ）——自１２７３

年起至１８０６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

帝国王朝、奥地利帝国王朝（１８０４年起）

和奥匈帝国的王朝（１８６７—１９１８）。——

第２４页。

哈第，詹姆斯 凯尔（Ｈａｒｄｉｅ，ＪａｍｅｓＫｅｉｒ

１８５６—１９１５）——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论

家，苏格兰工党（１８８８年起）和独立工党

（１８９３年起）的创始人和领袖，工党的积

极活动家。——第６１４页。

哈尔德，弗里德里希（Ｈａｒ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４４—１９０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商

人，１８８４年起是国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６１４页。

哈 林，哈 罗（Ｈａｒｒｉｎｇ，Ｈａｒｒｏ １７９８—

１８７０）——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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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从１８２８年起曾断续地流亡各

国。——第２４９页。

哈尼，乔治 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ｌｉａ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

报”、“红色共和党人”和其他宪章派刊

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

往。——第２４８、４０３页。

哈 斯 基 森，威 廉（Ｈｕｓｋｉｓ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１０—１８３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２３—１８２７），

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

曾制定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的税

率。——第４２１页。

胡施克，格奥尔格 菲力浦 爱德华

（Ｈｕｓｃｈｋｅ，Ｇｅｏｒｇ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０１—１８８６）—— 德国资产阶级法学

家，写有许多罗马法方面的著作。——

第１４３页。

济贝耳，亨利希 冯（Ｓｙｂ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６７年起是民族自由

党人；主张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

德国的思想家之一；普鲁士国家档案馆

馆长。——第４９０页。

济格耳（Ｓｉｅｇｌ）——奥地利工人，社会民主

党人。——第６１４页。

柯普，海尔曼 弗兰茨 摩里茨（Ｋｏｐｐ，Ｈｅｒ

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ｚ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德

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家。——第３２７页。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 马克西莫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６）——俄国社会学家、历史

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资产阶级自

由派政治活动家；写有许多原始社会制

度史方面的著作。—— 第６８、７０、７２、

１４９、１５４、１６０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４２７页。

科采布，奥古斯特（Ｋｏｔｚｅｂｕ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１—１８１９）——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

家。——第３７０页。

科尔布，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Ｋｏｌｂ，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８４）——德国

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４２４页。

科尔夫，海尔曼（Ｋ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普

鲁士军官，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于

１８４７年被革除军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

“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后流亡美

国。——第２３４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民

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

政府的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２５８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 卡尔（Ｒｏｄ

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 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

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

者。—— 第２０５—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９、５５８、

５６２页。

洛帕廷，格尔曼 亚历山大 罗维奇

（ ，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８）——俄国革命家，民粹派，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资本论”第一

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５３９—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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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８０—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写有多

部古典悲剧。——第７６页。

欧 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５４７页。

契普里昂尼，阿 米 耳 卡雷（Ｃｉｐｒｉａｎｉ，

Ａｍｉｌｃａｒｅ１８４５—１９１８）—— 意大利

社会主义者，六十年代为加里波第派，

巴黎公社参加者，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第６１５

页。

施达克，卡尔 尼古拉（Ｓｔａｒｃｋｅ，ＣａｒｌＮｉｃｏ

ｌａｉ１８５８—１９２６）——丹麦资产阶级哲学

家和社会学家。——第３０５、３１８、３２３—

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１、４１２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卡斯巴尔 施米特ＣａｓｐａｒＳｃｈ

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

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３１３、３３５页。

施略费尔，古斯达夫 阿道夫（Ｓｃｈｌｏｆｆｅｌ，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左右—１８４９）——德

国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革命者，德国

和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极参

加者，在战斗中牺牲。——第２０页。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 克里斯托夫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７６—

１８６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

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得尔堡学

派领袖。——第４８０页。

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见利

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

施 奈德尔策 二，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Ｋａｒｌ）——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

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民

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

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

人。——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施内魏斯（Ｓｃｈｎｅｅｗｅｉβ，Ｋ．）——奥地利工

人，社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施普鲁奈尔 冯 麦茨，卡尔（Ｓｐｒｕｎｅｒｖｏｎ

Ｍｅｒｚ，Ｋａｒｌ１８０３—１８９２）——德国历史

学家和制图家，曾编过许多历史地图

集。——第４５１页。

施泰因，尤利乌斯（Ｓｔｅｉ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９）——西里西亚教师，政论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２２页。

施特克（Ｓｔｅｃｋ，Ａ．）——瑞士社会民主党

人，职业是律师。——第６１５页。

施特克尔，阿道夫（Ｓｔｏｅｃｋ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３５—

１９０９）—— 德国教士和反动政治活动

家，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建人（１８７８）和领

袖，接近保守党的极右派，社会主义工

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和反犹太主义的鼓

吹者；１８８１年起是国会议员。——第５２４

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哲学家和政

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

传”一书的作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１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３５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者

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第２４１、２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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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土尔茨，瓦茨拉夫（Ｓｔｕｒｃ，Ｖáｃｌａｖ

１８５８—１９３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铸工，后为新闻记者。——第６１４页。

施韦泽，约翰 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１８７５）—— 德国

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

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俾

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

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

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

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

除出联合会。——第２０５页。

施因德汉斯——见毕克列尔，约翰。

威尔逊，丹尼尔（Ｗｉｌｓｏｎ，Ｄａｎｉｅｌ生于１８４０

年）——法国政治活动家，１８７１年起是

国民议会议员，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共和国总统茹 格雷维的女婿，参加

过许多次金融舞弊；１８８７—１８８８年被控

出卖勋章而受到司法追究。——第２６３

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和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 第３６４、４７８、４８３、

５０５、５３２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普 鲁 士国 王和 德国 皇帝（１８８８—

１９１８）。——第４３３、４３４、５７２页。

威廉三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７—１８９０）——

尼德兰国王（１８４９—１８９０）。——第４９９

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ｏｆ１７６９—

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在反对拿

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

总 长（１８１８—１８２７），英 军 总 司 令

（１８２７—１８２８、１８４２—１８５２），首 相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 交 大 臣（１８３４—

１８３５）。——第４５６、５０４页。

耶佩森，卡尔 克利斯提安（Ｊｅｐｐｅｓｅｎ，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８５８—１９３０）——挪威社会党

人，政论家，挪威工人党创建人之一；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６１５页。

约瑟夫二世（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４１—１７９０）——

奥地利女皇玛丽 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

（１７６５—１７８０），奥地利君主国执政

（１７８０—１７９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７６５—１７９０）。——第４７７页。

祖根海姆，赛米尔（Ｓｕｇｅｎｈｅｉｍ，Ｓａｍｕｅｌ

１８１１—１８７７）——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第６４页。

十  画

埃尔哈特，约翰 路德维希 阿尔伯特（Ｅｒ

ｈａｒｄｔ，Ｊｏｈ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Ａｌｂｅｒｔ约生于

１８２０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

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２５９、２６０页。

埃尔斯纳，卡尔 弗里德里希 摩里茨（Ｅｌ

ｓｎ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

报”编辑之一。——第２２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著名的国

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工

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

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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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

表；１８７２年以前支持马克思，１８７２年春

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第

２５０页。

埃斯库罗斯（Ａｉｓｃｈｙｌｏｓ公元前５２５—

４５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作家。——第７５、１２０页。

埃斯潘纳斯，阿尔弗勒德 维克多（Ｅｓ

ｐｉｎａｓ，Ａｌｆｒｅｄ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４—１９２２）——

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化

论的拥护者。——第４４、４５页。

班格，安东 克利斯提安（Ｂａｎｇ，Ａｎｔ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８４０—１９１３）—— 挪威神学

家，写有斯堪的那维亚神话和挪威基督

教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５７页。

班克罗夫特，休伯特 豪（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Ｈｕｂｅｒｔ

Ｈｏｗｅ１８３２—１９１８）——美国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北美和中美的历史

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第４６、６１、

６４、１８０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１８６７年

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

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

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

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

社；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

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

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

在他活动的后期。——第４９６、５７７、５８０、

５８１、５９４、６０９、６１４页。

俾 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

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

称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１８７２和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邦首

相（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

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１８７８

年他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第７５、１９７、２２１、２２７、２３５、２３８、２３９、

２６０、２９９、３００、３５６、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４、

４３４、４７４、４８５—４９５、４９７、５０１—５０６、

５０９—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２、５２５、５２６、

５２９—５３２、５７４、５８３页。

恩贝尔，阿尔丰斯（Ｈｕｍｂｅｒｔ，Ａｌｐｈｏｎｓｅ生

于１８４４年）——法国社会党人，政论家；

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放到

新喀里多尼亚岛，大赦后回到法国，

１８８６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９３年

起是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６１５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第３、４、

６—９、１３、１７、１９—２６、２９—３１、７８、８３、

１２５、１５０、１５２、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７、２２０、２３４、

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５—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９、

２６１—２６６、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８、

３３５—３３７、３５４、３７０、３７３、３７５、３８２—

３８４、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７、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７—

４１３、４１８、４１９、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８、４７４、４８１、

５２８、５３４—５３６、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４、

５６４、５６５、５７１、５７２、６０９页。

哥 白 尼，尼 古 拉（Ｋｏｐｅｒｎｉｋ，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１４７３—１５４３）—— 伟大的玻兰天文学

家，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

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格夫勒雷尔，奥古斯特 弗里德里希

１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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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ｆｒｏｒ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３—

１８６１）——德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写

有许多基督教史和教会史方面的著作，

曾一度追随杜宾根学派；１８４６年起是夫

赖堡大学教授。——第１０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

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首相

（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１２１、２２１、３５７、５７１

页。

格 勒 本，卡 尔（Ｇｒｏｂｅｎ，Ｋａｒｌ１７８８—

１８７６）——伯爵，普鲁士将军，曾指挥

一个军参加镇压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１８５４年起是普鲁士贵族院议

员。——第３６７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人之

一。——第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７、２２０页。

格雷哥里（图尔的）（格雷哥里 弗洛伦修

斯）（ＧｒéｇｏｉｒｅｄｅＴｏｕｒｓ（ＧｒｅｇｏｒｉｕｓＦｌｏ

ｒｅｎｔｉｕｓ）约５４０—５９４）——基督教教士，

神学家和历史学家，５７３年起是图尔的

主教；“法兰克人史”和“奇迹七卷”等书

的作者。——第１５９页。

格 里 姆 佩， 海 尔 曼 （Ｇｒｉｍｐｅ，

Ｈｅｒｍａｎ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

业是细木工，七十年代末起侨居法

国，１８８６年巴黎国际工会代表会议代

表。——第５７６、５９４页。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Ｇｒｉ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４８—１８９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工人，后为政论家，１８８１年起为国会议

员；九十年代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

会主义派。——第６１４页。

格 林，雅 科 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和文

化史家，写有许多德国语言史、法学

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第１５５页。

格 律 恩，卡 尔（Ｇｒü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中为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以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身分出现，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１８７４年出版了路 费尔巴

哈的书信集和遗著。——第３１４页。

格 罗 特，乔 治（Ｇｒｏｔｅ，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４—

１８７１）——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

有多卷著作“希腊史”。——第１１４—１１８

页。

海德门，亨利 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八十年代化名为

约 翰 布 罗 德 豪 斯 ＪｏｈｎＢｒｏｕｄ

ｈｏｕｓｅ）——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

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１８８１）和领袖，

该联盟于１８８４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

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

主义路线，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

１９１６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

宣传被开除出党。—— 第２６６、２６７、

２６９—２７５、５８４、５９１、６０７、６１０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人，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

１８４８年是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以

后参加了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组织者

之一。——第２５４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７—９、３０６、５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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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Ｈｅｉｎｚ，Ｔ．）——奥地利工人，社会

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库尔曼，格奥尔格（Ｋｕｈｌｍａｎｎ，Ｇｅｏｒｇ）——奥

地利政府的密探；自命是“预言者”的骗子；

四十年代用宗教的词句对瑞士的德国魏特

林派手工业者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

想。——第２５０页。

库郎歇 德（Ｃｏｕｌａｎｇｅｓｄｅ）——见甫斯特

耳 德 库郎歇，努马 德尼。

库诺，弗里德里希 泰奥多尔（Ｃｕｎ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４６—１９３４）——德

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

者，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以后侨居美国，后为美国

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

“纽约人民报”撰稿人。——第５７２页。

库诺夫，亨利希 威廉 卡尔（Ｃｕｎｏｗ，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Ｋａｒｌ１８６２—１９３６）——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和民族学家；八十至九十年代追随马克

思主义者；后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世

界大战年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７２页。

郎格（Ｌｏｎｇｏｓ）——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

的古希腊作家。——第９０页。

马卡尔特（Ｍａｃｋａｒｔ）——奥地利工人，社

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马 考 莱，托 马 斯（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０—１８５９）——英国资产阶级历史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

员。——第２３７页。

马克思 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

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八十至九十

年代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政论家，马克思的女儿，１８８４年起为

爱 艾威林的妻子；曾在恩格斯直接领

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

动的组织工作，１８８９年伦敦码头工人罢

工的组织者之一；曾参加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第

３８３、６０９、６１０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３、４、６—８、１７、１９—

２６、２９、４８、７８、８１、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９、

２２０、２２７、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７—２５２、

２５４、２５７—２６１、２６６、２６７、２９０、２９１、３１３、

３３４—３３７、３７０、３７５、３９２、３９９、４０３、４０４、

４０７—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６、４３０、４３８、４７４、５１０、

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５、５５６、５６３—５６５、

５７２、６０９、６１０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为冯 威斯特华伦ｇｅｂ．ｖｏ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卡尔 马克思的妻子，他的

忠实朋友和助手。——第２５０页。

马拉，让 保尔（Ｍａｒａ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１７４３—

１７９３）——法国政论家，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

党人的领袖之一。——第２３页。

马隆（Ｍａｌｏｎ）——法国社会党人。——第

６１５页。

马 隆，贝 努 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ｌｔ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

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

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法国社

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

能派领袖和思想家之一。——第５４１页。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代著名的统帅

和国家活动家。——第７２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主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

３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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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

时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

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１８６４

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

影响之下，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

委员会，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

发展。——第２４２、２４６、２５８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ｔｏｎ 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２０、７４、

８０、１００、２３８、２８３、２８４、３２６、３６２、４６３、

４６８、４７３、４７７、４７９、５１０、５２３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Ｎａ

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７、２２７、２３５、２９０、

３５７、３５８、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７、

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３、

５０９、５１３、５２９、５３２页。

涅梅切克（Ｎěｍｅěｅｋ，Ｔ．）——捷克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纽文胡斯，斐迪南 多梅拉（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ｏｍｅｌａ１８４６—１９１９）——荷

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创

始人之一，１８８８年起为议会议员；１８８９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

之一；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

场。——第５８０、５８１、６０４、６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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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页。

秦平，亨利 海德（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ＨｅｎｒｙＨｙｄｅ

１８５９—１９２８）——英国社会主义者，出

版者和政论家；１８８７年前社会民主联盟

盟员，后为伦敦工联工人选举协会领导

人之一，“工人选民”的编辑兼出版者；

曾一度同保守党人有暗中联系；九十年

代流亡澳大利亚，在该处积极参加工人

运动。——第６１４页。

茹柯夫斯基，尤利 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 ，

１８２２—１９０７）——俄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他

在“卡尔 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

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

击。——第２４０页。

桑得，卡尔 路德维希（Ｓａｎｄ，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５—１８２０）——德国大学生，德国知

识界自由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因杀死反

动作家科采布被处死刑。——第３７０页。

索 博 特 卡，阿 路 易 斯（Ｓｏｂｏｔｋａ，

Ａｌｏｙｓ）——捷克社会民主党人，职业

是纺织工，后为政论家。——第６１４页。

索绪尔，昂利（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Ｈｅｎｒｉ１８２９—

１９０５）——瑞士动物学家。——第４３页。

泰勒，塞德莱（Ｔａｙｌｏｒ，Ｓｅｄｌｅｙ十九世纪下

半叶——二十世纪初）——英国合作运

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家分红的

制度。——第５６４页。

乌策卡尔（Ｕｃｅｋａｒ，Ｋ．）——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乌尔菲拉（或武尔菲拉）（Ｕｌｆｉｌａｓ（Ｗｕｌ

ｆｉｌａ）３１１左右—３８３）——西哥特教会政

治活动家，主教，使哥特人信基督教，创

造了哥特文字，把圣经译成哥特

文。——第１４５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３２３、５５５页。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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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的作者。——第１２３页。

十 一 画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博物学家。——第３１８、３２０页。

第欧根尼（西诺普的）（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ｏｆＳｉ

ｎｏｐｅ约公元前４０４—３２３）——古希腊

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创始人之一，该学

派反映了人民中贫困阶层对有产者统

治的消极抗议。——第５９３页。

都铎王朝（Ｔｕｄｏｒ）——英国王朝（１４８５—

１６０３）。——第４５８页。

盖得，茹尔（巴集耳，马蒂约）（Ｇｕｅｓｄｅ，

Ｊｕｌｅｓ （Ｂａｓｉｌｅ， Ｍａｔｈｉｅｕ） １８４５—

１９２２）——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

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

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始人之一和马克

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好些年是

法国社会主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曾同

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５９０、６０３、

６０５、６０９、６１５页。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 哥特弗利德

（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Ｇｅｏｒｇ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海得尔堡的教

授。——第４８０、４８１页。

盖林（Ｇｅｒｉｎ，Ａ．）——奥地利工人，社会民

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盖尤斯（Ｇａｉｕｓ二世纪）——罗马法学家，

著名的罗马法系统化者。——第６９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中的古希腊叙

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９、３７、３８、７４、７５、１１９、１２０页。

基茨，弗兰克（Ｋｉｔｚ，Ｆｒａｎｋ）——英国社会

党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６１４页。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期

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

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３４４

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

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３０７、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３、３３３页。

康 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

ｄｏｌｆ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

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

３—６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

协的叛卖政策。——第４８２页。

朗格，克利斯提安 康拉德 路德维希

（Ｌａｎｇ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ｏｎｒａｄ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５—１８８５）——德国语文学家，写有

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第１４３页。

勒南，厄内斯特（Ｒｅｎａｎ，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２３—

１８９２）——法国语文学家和基督教史学

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１０、２５６、

３３５页。

勒土尔诺，沙尔 让 玛丽（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ａｕ，

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１８３１—１９０２）——

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民族学

家。——第４３、４４、４６页。

勒维烈，乌尔本 让 约瑟夫（ＬｅＶｅｒｒｉｅｒ，

Ｕｒｂ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１—１８７７）——

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１８４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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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轨道，

并确定这一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

第３１８页。

勒泽尔，彼得 格尔哈特（Ｒｏｓｅｒ，Ｐｅｔ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１８１４—１８６５）——德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

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伦中

央委员会主席，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来成为拉萨尔派。——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琉善（Ｌｕｃｉａｎｕｓ约１２０—１８０）——杰出的

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第４８

页。

曼，汤姆（Ｍａｎｎ，Ｔｏｍ１８５６—１９４１）——英

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

人，加入社会民主联盟（１８８５年起）和独

立工党（１８９３年起）的左翼；八十年代末

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和把非

熟练工人统一成工联的组织工作；许多

次大罢工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站

在国际主义立场；英国工人反对反苏维

埃武装干涉斗争的组织者之一，英国共

产党成立（１９２０）时起就是该党党员：为

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帝国主

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而积极斗

争。——第６１４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

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５０

年１１月）和首相（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

２３２、２８６、２８７、４８３、５２１页。

梅恩，亨利 詹姆斯 萨姆纳（Ｍａｉｎｅ，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Ｓａｍｎｅｒ１８２２—１８８８）——英国法

学家和法学史家。——第９３页。

梅尔克（Ｍｅｒｋ，Ａ．）——瑞士工会活动家，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６１５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 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治

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４６年波兹南起义的

准备工作；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监狱

释放出来；曾领导１８４８年波兹南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

军；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

援；１８６３年波兰起议初期指挥起义军，

后流亡法国。——第３６７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１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神

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７７、４９９

页。

莫 尔，约 瑟 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２—

１８４９）——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

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７—９月是科伦工人

联合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

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科伦九月事件后

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

进行宣传鼓动；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河战役中

牺牲。——第２４３、２５１、２５４、２５６。

莫尔尼伯爵，沙尔 奥右斯特 路易 约瑟

夫 （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１１—１８６６）—— 法

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

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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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１８５２年１月），立 法 团 议 长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１８５７—１８６５。—— 第４８７

页。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为波克兰Ｐｏ

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１９１页。

莫利斯，威廉（Ｍｏｒｒｉ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３４—

１８９６）——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八

十年代参加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９年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人

之一，八十年代末起处于无政府主义者

影响之下；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代表。——第６０４、６１４页。

莫斯赫（Ｍｏｓｃｈｏｓ）——公元前二世纪中叶

古希腊诗人。——第９０页。

培 尔，比 埃 尔（Ｂａｙｌ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７—

１７０６）——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宗教独

断论的批评者。——第３５１页。

戚美尔曼（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奥地利工

人，社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戚维利斯，尤利乌斯（Ｃｉｖｉｌｉｓ，Ｊｕｌｉｕｓ一世

纪）——日耳曼族巴达维亚人的领袖，

曾领导日耳曼和高卢部落起义反对罗

马的统治（６９—７０或６９—７１）。—— 第

１５８页。

棱伦（Ｓｏｌｏｎ约公元前６３８—５５８）——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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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１２７、１３１、１４６、２００页。

梯勒，卡尔 海尔曼 冯（Ｔｈｉｌｅ，ＫａｒｌＨｅｒ

ｍａｎｎｖｏｎ１８１２—１８８９）—— 普鲁士外

交 家，普鲁士外交副大臣（１８６２—

１８７１），德意志帝国外交副大臣（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第５００页。

梯也尔，路易 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Ｌｏｕｉｓ

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首相（１８３６、

１８４０）；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

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政府首脑

（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和 国总统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３４４、５０５、５１３页。

梯叶里，雅克 尼古拉 奥古斯丹（Ｔｈｉｅｒｒｙ，

Ｊａｃｑｕｅｓ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９５—

１８５６）——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大致理解了物

质因素和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

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的作

用。——第３４４页。

屠拉梯，菲力浦（Ｔｕｒａｔｉ，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１８５７—

１９３２）——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政

论家，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１８９２）和

领导人之一，后为社会党改良主义右派

首领之一。——第６１５页。

雪莱，派尔希 毕希（Ｓｈｅｌｌｅｙ，ＰｅｒｃｙＢｙｓｓｈｅ

１７９２—１８２２）——杰出的英国诗人，革

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５６５页。

十 二 画

博切克（Ｂｏｃｅｋ，Ａ．）——奥地利工人，社

会民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斐迪南五世（天主教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ｌｅ

ｃａｔóｌｉｃｏ１４５２—１５１６）——加斯梯里亚

国王（１４７４—１５０４）和执政者（１５０７—

１５１６），阿腊贡国王，称斐迪南二世

（１４７９—１５１６）。——第６４页。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ＰｈｉｌｏｏｆＡｌｅ

ｘａｎｄｒｉａ约公元前２０—公元５４）——亚

历山大里亚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

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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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第１２页。

费 策 妮 娅 希 斯 帕 拉（Ｆｅｃｅｎｉａ

Ｈｉｓｐａｌｌａ）—— 被释放的罗马女奴

隶。——第１４１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学家。——第３０１、

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５—

３３５、４１１、４１２页。

费尔柴耳德，查理 斯特宾斯（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ｔｅｂｂｉｎ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４）—— 美

国法学家和金融家，财政部长（１８８７—

１８８９）。——第４２１页。

费兰，若尔日（Ｆéｌｉｎｅ，Ｇｅｏｒｇｅｓ）——法国

工会和合作社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布

朗基主义者，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第５９０、６１５页。

费里，茹尔 弗能斯瓦 卡米尔（Ｆｅｒｒｙ，

Ｊｕｌｅ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

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积极镇压革命运动；内阁总理

（１８８０—１８８１、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奉行殖民

掠夺政策。——第２６３、５９６页。

费鲁耳，约瑟夫 安都昂 让 弗雷德里克

厄内斯特（Ｆｅｒｒｏｕｌ，ＪｏｓｅｐｈＡｎｔｏｉｎｅ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法国医生，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社会

党人，１８８８年起是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５９０、６１６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政论家，三十年代

是巴黎流亡者联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

派。——第２４２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多次任财政大臣，后任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６０）。——第４８８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８４、１７７、２０２、５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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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３０

页。

黑尔富特，恩斯特 路德维希（Ｈｅｒｒｆｕｒｔｈ，

Ｅｒｎｓｔ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３０—１９００）——普鲁士

国 家 活 动 家，内 务 大 臣（１８８８—

１８９２）。——第４３３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 第１９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４、

３１６—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５—

３３８、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５、４１１、４１２页。

黑 克尔，弗里德里希 卡尔（Ｈｅｃｋ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１８１１—１８８１）—— 巴登

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

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北美

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

３６６。

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Ｋｅｌ

ｌｅｙ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１８５９—

１９３２）——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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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流亡国

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威士涅威茨基的

妻子。——第３８３、４０９页。

凯撒（凯尤斯 尤利乌斯 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 ｓａｒ公元前１００左右—４４）——

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著有“高卢战记”一书。——第３７、５２、

１０５、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６页。

凯，约 翰 威 廉（Ｋａｙｅ，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英国殖民官和历史学

家，写有印度的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著

作以及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的殖

民战争史方面的著作。——第５２页。

莱 特，阿 瑟（Ｗｒｉｇｈｔ，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０３—

１８７５）——美国传教士，１８３１—１８７５年

和印第安族塞纳卡人生活在一起，编

过一部该部落的语言辞典。——第６０

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８左右—

１８７６）——德国工人，细密画家，正义者

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

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委赏；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２５０页。

普郎托，弗朗斯瓦 爱德华（Ｐｌａｎｔｅａｕ，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Ｅｄｏｕａｒｄ生于１８３８年）——法

国政治活动家，激进党人，１８８５年起是

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７—１８８９年为社会主义

者，１８８９年起是布朗热主义者。——第

５９０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 瓦连廷诺维奇

（ ，

１８５６—１９１８）——杰出的俄国和国际工

人运动活动家，哲学家和俄国马克思主

义宣传家，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

——“劳动解放社”创建人；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八十至

九十年代曾与民粹派进行斗争，反对国

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后为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

会沙文主义者。——第６１５页。

普林尼（凯尤斯 普林尼 塞孔德（Ｇａｉｕｓ

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２３—７９）——罗马博

物学家，“博物志”（三十七卷）的作

者。——第１６２、１６７页。

普卢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约４６—１２５）——古

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

家。——第７６页。

普罗科皮阿斯（凯撒里亚的）（Ｐｒｏｃｏｐｉｕｓｏｆ

Ｃ ｓａｒｅａ五世纪末—约５６２）——拜占庭

历史学家，许多军事远征的参加者，他

在“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

特人的战争史”（八卷）中描写了这些远

征。——第８２页。

普特卡默，罗伯特 维克多（Ｐｕｔｔｋａｒｎ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２８—１９００）——普鲁士

反动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１８８１—

１８８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

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第

４８３页。

舒尔采 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

ｌｉｔｚ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８３）—— 德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

间派左翼；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党

的首领之一；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

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２２

页。

舒马赫，格奥尔格（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Ｇｅｏｒｇ生

于１８４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

业是制革工人，后为商人，１８８４年起是

国会议员，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

９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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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派，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代表；１８９８年国会选举时转向自由党

人方面，因此被开除出社会民主

党。——第６１４页。

斯捷普尼亚克——见克拉夫钦斯基，谢尔

盖 米哈伊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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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之一。——

第４１５、５４７、５５８、６６２、５６３页。

斯密斯，阿道夫（斯密斯 赫丁利）（Ｓｍｉｔｈ，

Ａｄｏｌｐｈ（ＳｍｉｔｈＨｅａｄｉｎｇｌｅｙ））—— 英国

社会党人，记者，１８７１年加入敌视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的伦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

部；八十年代起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

接近法国可能派，曾发表反对马克思和

他的拥护者的污蔑性文章。——第４３５

页。

斯廷斯特兰德（Ｓｔｅｅｎｓｔｒａｎｄ）——荷兰商

业家，在英国的商人。——第４４２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５左

右—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利用

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欧文的

信徒。——第２０７、５５７—５６５页。

提比利乌斯（Ｔｉｂｅｒｉｕｓ公元前４２—公元

３７）——罗马皇帝（１４—３７）。——第１５、

１４５页。

雅克，爱德华 路易 奥古斯特（Ｊａｃｑｕｅｓ，Ｅ

ｄｏｕａｒｄ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生 于 １８２８

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企

业主，温和的共和党人；１８７１年起是巴

黎市参议会议员，１８８７年起是塞纳省总

委员会主席，１８８９年１月是联合起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众议院议员候选

人。——第５８４、５９６页。

雅克拉尔，沙尔 维克多（Ｊａｃｌ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３）—— 法国社会党

人，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第一国际会

员，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１８８０年大

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

动。——第５９０、６１４、６１５页。

雅科 比，阿 伯 拉 罕（Ｊａｃｏｂｉ，Ａｂｒａｈａｍ

１８３０—１９１９）——德国医生，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

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

１８５３年流亡英国，后又迁居美国，在美

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

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

科学院院长（１８８５—１８８９）；许多医学院

的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

作。——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雅 罗斯拉夫（智者）（

９７８—１０５４）—— 基 辅 大 公（１０１９—

１０５４）。——第７１页。

十 三 画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Ｏｂｏｒ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ｋ

１７８７—１８７３）—— 波兰上校，革命家，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流亡

伦敦，国际性民主团体“民主派兄弟协

会”的活动家，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时为革命军师长。——第３９７页。

奥多亚克（Ｏｄｏｖａｋａｒ（Ｏｄｏａｋｅｒ）４３４左右—

４９３）——西罗马皇帝的日耳曼雇佣兵

首领之一；４７６年推翻了皇帝罗慕洛 奥

古斯图路，成为意大利境内第一个“蛮

族”王国的国王。——第１６４页。

奥尔良的路易 菲力浦 阿尔伯，巴黎伯爵

（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ｌｂｅｒｔ，ｃｏｍｔｅｄ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８—１８９４）——国王路易 菲力浦的

孙子，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力浦七

世。——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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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６２页。

奥尔斯瓦特，汉斯 阿道夫 埃尔德曼

（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Ｈａｎｓ ＡｄｏｌｆＥｒｄｍａｎｎ

１７９２—１８４８）——普鲁士将军，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１８４８年９月

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第７

页。

奥尔西尼，费利切（Ｏｒｓｉｎｉ，Ｆｅｌｉｃｅ１８１９—

１８５８）——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

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４７２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

１４）—— 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

１４）。——第１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６７页。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弗雷德里克）

（Ａｕｇｕｓｔｅｎｂｕ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９—

１８８０）——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宗

德堡—奥古斯滕堡亲王，１８５２年起为什

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王位追求者；１８６３

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称

弗里德里希八世。——第４９０页。

奥里珈（ 死于９６９年）——基辅女大

公，９４５年起（她的丈夫伊哥尔死后，儿

子斯维亚托斯拉夫 伊哥列维奇年幼

时）执掌古代俄罗斯国家。——第１５３

页。

奥托（马可 萨耳维 奥托）（Ｍａｒｃｕｓ

ＳａｌｖｉｕｓＯｔｈｏ３２—６９）——罗马国家活

动家，卢济塔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岛西

南部）总督（执政者）；６９年１月他趁军队

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

机策动禁卫兵推翻加尔巴，加尔巴被杀

后被推为皇帝；６９年４月在绵延不绝的

内战中战败后自杀。——第１５页。

奥托，卡尔 乌尼巴特（Ｏｔｔｏ，ＫａｒｌＷｕｎｉ

ｂａｌｄ约生于１８０９年）——德国化学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

刑。——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９１２—９７３）——日耳曼

王（９３６—９７３）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９６２—９７３）。——第４６０页。

奥沙尼娜，玛丽亚 尼古拉 也夫娜

（ ， １８５３—

１８９８）（父 姓 为 奥 洛 维 尼 科 娃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８２年起侨

居巴黎，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国外代

表。——第５３９—５４１页。

福 格 特，卡 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

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五十

至六十年代是路易 波拿巴雇佣的密

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

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

性著作“福格特先生”（１８６０）中作了揭

露。——第３２０、３９７、３９９页。

葛德文，威廉（Ｇｏｄｗ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６—

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

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５５７、５６５页。

雷尼奥，埃利阿斯（Ｒｅｇｎａｕｌｔ，Ｅｌｉａｓ１８０１—

１８６８）——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第２２２页。

雷提（Ｒｅｔｉｅｓ）—— 法国社会党人，可能

派。——第５９６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１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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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

市民阶级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

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

城市贫民。——第３５０页。

路易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４２、２６３、２６４页。

路易 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 １４２３—１４８３）—— 法

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４５７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 第３５１、

５０６、５１３页。

蒙 森，泰奥 多 尔（Ｍｏｍｍｓｅ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７—１９０３）——著名的德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

作。——第１１６、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５页。

蒙索（Ｍｏｎｃｅａｕ）—— 法国工会活动家，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５９０页。

塞尔维乌斯 土利乌斯（Ｓｅｒｖｉ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公

元前５７８—５３４）——半传说中的古罗马

第六个国王。——第１４６页。

塞涅卡（鲁齐乌斯 安涅乌斯 塞涅卡）

（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左右

—公元６５）——罗马哲学家，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所谓新斯多葛学派的最杰出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

伦理学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

影响。——第１２页。

塞萨纳，恩利科（Ｓｅｓａｎａ，Ｅｎｒｉｃｏ）——意大

利社会党人。——第６１５页。

塔克文（高傲的）（ＴａｒｑｕｉｎｉｕｓＳｕｐｅｒｂｕｓ公

元前５３４—约５０９）——半传说中的古罗

马最后一个（第七个）王，据传说人民起

义把他驱逐出罗马，废除了王政，建立

起共和制度。——第１４５、１４８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 科尔奈利乌斯 塔西

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５５—

１２０）——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日

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

者。—— 第１４、３１、３７、８１、１０７、１５６—

１６４、１６６页。

十 四 画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同时，因写自然科学

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９、４８、３０７、

３１０、３２１、５１１页。

豪普特，海尔曼 威廉（Ｈａｕｐ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约生于１８３１年）—— 德国店

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侦查期间变节

招供，在审判前由警察局释放，逃往巴

西。——第２５９页。

豪伊特，阿尔弗勒德 威廉（Ｈｏｗｉｔｔ，Ａｌｆｒｅ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３０—１９０８）——英国的澳大

利亚民族学家，驻澳大利亚的殖民官

（１８６２—１９０１）；写有许多关于澳大利亚

各部落的著作，１８７１年起同劳 法森合

作，著有“卡米拉罗依人和摩尔纳依人”

和“库尔纳依部落及其平时和战时的习

俗”。——第５６页。

赫夫内尔，弗里德里希 爱德华 亚历山大

（Ｈｏｐｆ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ｄｕａｒ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９７—１８５８）——普鲁士将军，军事著

作家。——第４００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 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４７年侨居国

外，在国外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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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

第３９９、４０７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

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 第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７、

２６５、３３５、３７３—３７６、４０４、５５３—５５６页。

维尔穆特（Ｗｅｒｍｕｔｈ）——汉诺威警察厅

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证人；

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一书。——第２４１、２５２页。

维 尔 特，斐 迪 南（Ｗｅｅｒｔｈ，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７４—１８３６）——德国牧师，利珀河公

国教会管理委员会教区监督；格奥尔

格 维尔特之父。——第６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第５—９、４６６页。

维 利 希，奥 古 斯 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

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

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

内战。—— 第２６、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０、

３６６、５４４页。

维内尔（Ｗｉｅｎｅｒ）——奥地利工人，社会民

主党人。——第６１４页。

十 五 画

德夫朗切斯基，朱泽培（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ｃｈｉ，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意 大 利 社 会 主 义

者。——第６１５页。

德 拉 库 利 斯，普 拉 东（Ｄｒａｋｕｌｉｓ，

Ｐｌａｔｏｎ）—— 希腊社会主义者，政论

家。——第６１５页。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 让 杜 普勒西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ＡｒｍａｎｄＪ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ｓｓｉｓ，

ｄｕｃｄｅ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专制政体

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

教。——第５０６页。

鲁赛耳，斐迪南（Ｒｏｕｓｓｅｌ，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生于

１８３９年）——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动

家，职业是裁缝，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５３６、６１５页。

摩尔根，路易斯 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民

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２７、２９—３２、

３４、３８、３９、４１、４２、４７、４９、５０、５４、５８、７８、

９７—１００、１０３、１１０、１１７、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５、

１３４、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３、１５９、１７９、２０２、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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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３２０页。

十 六 画

鲍尔，斐迪南 克利斯提安（Ｂａｕｒ，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９２—１８６０）—— 德国

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杜宾根学派的

领袖，杜宾根的教授。——第１０页。

鲍格雷夫，罗伯特 哈利 英格利斯（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ｒｙＩｎｇｌｉｓ １８２７—

１９１９）——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经

济 学 家”杂 志 的 出 版 者（１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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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３）。——第２３０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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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１２、

３１４、３３５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

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澳

大利亚。——第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９

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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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３１８

页。

霍 尔，查 理（Ｈａ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约１７４５—

１８２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

义者，“文明对欧洲各国居民的影响”

一书的作者。——第５５７、５６５页。

霍夫曼 冯 法勒斯累本，奥古斯特 亨利

希（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ｖｏｎＦａｌｌｅｒｓｌｅｂｅｎ，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８—１８７４）——德国资产阶

级诗人和语文学家。——第４６８页。

霍夫曼，诺伯特（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Ｎｏｒｂｅｒｔ）——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琥珀

匠。——第６１４页。

霍亨施陶芬王朝（Ｈｏｈｅｎｓｔａｕｆｅｎ）——所谓

的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皇 朝（１１３８—

１２５４）。——第４６０、４６７页。

霍亨 索 伦，列 奥 波 特（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

Ｌｅｏｐｏｌｄ）——亲王，１８８５年起为公爵，

霍亨索伦王室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７０年是

西班牙王位追求者。—— 第５００—５０１

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

朝（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２４、４７４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

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

嘉图的理论来验证社会主义。——第

２０７、５６４页。

霍伊塞尔，路德维希（Ｈａｕｓｓ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８—１８６７）——德国无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海得尔堡

的教授。——第４８０页。

霍伊斯勒，安得列阿斯（Ｈｅｕｓｌｅｒ，Ａｎｄｒｅａｓ

１８３４—１９２１）—— 瑞士资产阶级法学

家，巴塞尔的教授，写有许多瑞士和德

国法律方面的著作。——第７１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Ｌｅｄ

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

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

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

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后流

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导人之一。——第２５８页。

赖夫，威廉 约瑟夫（Ｒｅｉ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Ｊｏｓｅｐｈ

约生于１８２２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

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被开

除出同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被

告人之一，被判处五年徒刑。—— 第

２５９、２６０页。

赖歇耳，亚历山大（Ｒｅｉｃｈｅ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５３—１９２１）——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律师。——第５８０、５８１、６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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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艾威林一起）

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４１０页。

诺特荣克，彼得（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Ｐｅｔｅｒ１８２３左

右—１８６６）——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

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

六年徒刑。——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诺维柯娃，奥里珈 阿列克谢也夫娜

（ ， １８４０—

１９２５）——俄国女政论家，长时期住在

英国，七十年代在格莱斯顿内阁时期实

际上充当俄国政府的外交代表。——第

２２１页。

十 七 画

谢尔诺 索洛维也维奇，亚历山大 亚历山

大罗维奇（ＣｅｐＨｏ ，

１８３８—１８６９）——俄国民

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

者，曾参加六十年代初俄国的革命运

动，后侨居日内瓦，第一国际会员，瑞士

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第３９９页。

十 八 画

萨耳维安（Ｓａｌｖｉａｎｕｓ约３９０—４８４）——基

督教传教士和著作家，马赛的教士，“论

上帝的治理”一书的作者。——第１７１、

１７４页。

萨米托，阿耳迪西奥（Ｓａｍｍｉｔｏ，Ａｌｄｉｓ

ｓｉｏ）——意大利社会党人。——第６１５

页。

萨瓦王朝——意大利王朝之一，１７２０年至

１８６１年统治撒丁王国，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６年

统治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第４７４页。

魏古尼，安东（Ｗｅｉｇｕｎｙ，Ａｎｔｏｎ１８５１—

１９１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职业

是裁缝，后为政论家，１９０７年起为下院

议员。——第６１４页。

魏勒妲（Ｖｅｌｅｄａ一世纪）——日耳曼族布

鲁克泰人的女祭司和女预言家，曾积极

参加戚维利斯酋长领导的日耳曼和高

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６９—７０或

６９—７１）。——第１５８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

业是裁缝。——第２０６、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９、

２５０、２５７、２５９、４０８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木利奥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

 物之一，使者。——第１２２页。

以诺——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

的作者。——第１３页。

五  画

布龙希耳德（布林希耳德）——古日耳曼

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

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冰岛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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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为勃艮第人国王贡特尔的妻

子。——第９１页。

弗莱雅——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农

神和爱神，古斯堪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

“老艾达”中的人物，为自己的兄弟弗莱

尔神的妻子。——第４８页。

古德龙——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计中的主

要人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国长诗

“古德龙”中的主要人物，黑盖林格人国

王黑特耳和爱尔兰的希尔达的女儿；西

兰岛黑尔维希的未婚妻；被诺曼人哈尔

特木特抢走，因不从他的婚事而被囚十

三年；最后得到黑尔维希的解救，成为

他的妻子。——第９１页。

加尼米德——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被

诸神窃至奥林帕斯山，成为宙斯锺爱的

人和司酒童。——第７７页。

尼奥德尔——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

农神，古斯堪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老

艾达”中的人物。——第４８页。

六  画

达夫尼斯——郎格（二至三世纪）的古希

腊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恪亚”中的人物，

热恋中的牧人的典型。——第９０页。

灰姑娘——在许多民族中流传大家喜爱

的童话中的女主人公，一个受虐待的温

柔而勤劳的姑娘。——第２４４页。

米莉塔——伊施塔尔的古希腊名字，巴比

伦神话中的爱神和农神。——第６２页。

齐格班特（爱尔兰的）——古日耳曼民间

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

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爱尔兰人国

王。——第９１页。

齐格弗里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

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

“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

一。——第９１页。

齐格弗里特（莫尔兰的）——古日耳曼民

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

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为古德龙

所拒绝的求婚者之一。——第９１页。

乔治 唐丹——莫里高的喜剧“乔治 唐

丹，或被欺骗的男子”中的主角，憨头憨

脑的富裕农民的典型，同一个巧妙地欺

骗他的破产的贵族女人结了婚。——第

１９１页。

西芙——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雷神托

尔的妻子，古斯堪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

“老艾达”中的人物之一。——第１５５页。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

族长。——第６５页。

亚尔古船英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

乘“亚尔古”船前往科耳希达寻求由旦

龙看守的金羊毛。——第１５６页。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尔

哥斯国王，“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之一，

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埃斯库

罗斯同名悲剧中的人物。——第７４、７５、

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２页。

伊托克利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

奥狄浦斯的儿子，他同他的弟弟波吕涅

克斯争夺底比斯王位，在对阵中两人互

伤身死；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

写成悲剧“七雄攻打忒拜”。——第１２０

页。

优玛士——荷马长诗“奥德赛”中的人物

之一，伊大卡岛国王奥德赛的放猪人，

在奥德赛多年流浪在外期间始终忠实

于自己的主人。——第１２２页。

七  画

但以理——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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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以理书的作者。——第１３页。

克里姆希耳德——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

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

根之歌”中的人物，勃艮第人国王贡特

尔的妹妹，齐格弗里特的未婚妻，后为

其妻子，齐格弗里特死后为匈奴人国王

埃特策耳的妻子。——第９１页。

克利奥帕特腊——古希腊神话中北风神

博雷阿的女儿。——第１５６页。

希尔达——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

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

龙”中的人物，爱尔兰国王的女儿，黑盖

林格人国王黑特耳的妻子。—— 第９１

页。

希尔德布兰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诗“希

尔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主要人物。——

第１５５页。

八  画

阿耳泰娅——古希腊神话中国王铁斯特

士的女儿，梅里格尔的母亲。——第１５６

页。

阿芙罗狄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

美神。——第７９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

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

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７４、１２２、

２３０页。

阿娜伊蒂斯——古希腊神话中水神和农

神阿娜希塔的古希腊名字，对阿娜希塔

的崇奉盛行在阿尔明尼亚，在那里人们

把她的形象和小亚细业的女农神的形

象合而为一。——第６２、７９页。

阿斯塔尔塔——腓尼基神话中的农神和

爱神阿施托蕾丝的古希腊名字。——第

６１页。

阿塔 特洛尔——熊，海涅同名讽刺诗中

的主要人物。——第７页。

波吕涅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

奥狄浦斯的儿子，他同他的哥哥伊托克

利斯争夺忒拜王位，在对阵中两人互伤

身死；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写

成悲剧“七雄攻打忒拜”。——第１２０页。

拉达曼——古希腊神话中的贤明公正的

法官。——第３３３页。

罗慕洛——传说中的古罗马的奠基人和

第一个国王。——第１３９、１４４页。

奈斯托尔——希腊神话中参加特洛伊战

争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贤明的英

雄。——第１１８页。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第

１２２、３１０页。

九  画

哈杜布兰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诗“希尔

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人物之一，是这一

史诗中的主人公希尔德布兰德的儿

子。——第１５５页。

哈尔特木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

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国长诗

“古德龙”中的人物，诺曼人国王的儿

子，古德龙所拒绝的求婚者之一。——

第９１页。

珈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

柏里亚的女儿，女预言家；特洛伊攻陷

后被亚加米农当做奴隶带走；埃斯库罗

斯的悲剧“亚加米农”中的人物之

一。——第７５页。

洛基——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恶魔，

火神，古斯堪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老

艾达”中的人物。——第４８页。

施纳普汉斯基——海涅的“阿塔 特洛尔”

和维尔特的“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

７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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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平事迹”中的讽刺人物；普汉士反

动分子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是这一人物

的典型。——第７、２３８页。

耶洗别——据旧约传说，是暴虐残忍的以

色列王后，废古犹太教，改奉阿斯塔尔

塔女神；耶洗别这个名字在新约启示录

中作为淫乱和渎神的化身。—— 第１１

页。

约翰——据传说是四福音之一约翰福音

的作者。——第１３页。

约翰——据传说是圣经中启示录（默示

录）的作者。——第１３—１６页。

约翰——据传说是收入新约的约翰三书

的作者。——第１３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阿

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

问世后，这个代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４１５页。

十  画

埃策耳——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

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

中的人物，匈奴人国王。——第９１页。

埃吉丽亚——按罗马神话是一位聪慧的

有预知能力的女神，常暗中向罗马王努

玛 庞皮利乌斯出谋献策。——第５６４

页。

贡特尔——古日耳曼叙事诗中的人物，也

是中古德国的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

的人物，勃艮第人国王。——第９１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大家喜

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

著称。——第１５６页。

唐 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

要人物。——第５１８页。

特夫克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

人物，曾参加特洛伊城的战斗。——第

７５页。

特里曼珠——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

物，伊大卡岛国王奥德赛的儿子。——

第７４页。

铁斯特士——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

中的埃托利亚地方的普洛伊朗的国

王。——第１５６页。

铁拉孟——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之一，远

征特洛伊的参加者。——第７５页。

乌黛（挪威的）——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

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国长诗

“古德龙”中的人物。——第９１页。

十 一 画

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的创

始人。——第１２、１４页。

梅里格尔——古希腊神话中亚尼雅士（传

说中的卡利登城国王）和阿耳泰娅的儿

子，杀死了自己的舅舅们。——第１５６

页。

十 二 画

博雷阿德——古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博

雷阿和雅典公主奥莱蒂娅的儿子。——

第１５６页。

菲尼士——古希腊神话中的盲预言家；由

于听从了第二个妻子的怂恿，他残酷地

折磨第一次同博雷阿的女儿克利奥帕

特腊结婚所生的孩子，因此受到诸神的

惩罚。——第１５６页。

黑尔维希——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

人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

德龙”中的人物，西兰岛国王，古德龙的

求婚者，后为她的丈夫。——第９１页。

黑特耳——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

物，也是十三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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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中的人物，黑盖林格人国王。——第

９１页。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

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把旅客诱来后强

使躺卧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

长。——第５５５、５５８页。

提修斯——古希腊神话中最主要人物之

一，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人们认为雅典

国家是他奠基的。——第１２６页。

十 三 画

奥德赛——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

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

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之一，

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１２１、

１２２页。

福耳克尔——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

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

根之歌”中的人物之一，骑士和音乐

家。——第３７０页。

十四画

赫洛娅——郎格（二至三世纪）的古希腊

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娅”中的人物，热

恋中的牧女的典型。——第９０页。

十 五 画

德罗斯特 菲舍林——德国民间讽刺歌曲

中的人物。——第４８２页。

德莫多克——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

物之一，传说中的法雅西亚人国王阿尔

基诺斯宫廷中的盲歌手。——第１２２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是先知和立法者，

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

给他们立下了约法。——第１２、６５页。

十 九 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

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４８、３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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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莱

 比锡出版。——第３７２、３７３、３９９页。

“人民论坛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ｕｎ》）——

纽约出版。——第２４９页。

“人民之友”（《ＬＡｍｉｄｕＰｅｕｐｌｅ》）——巴

黎出版。——第２３页。

“人人权利报”（《Ｒｅｃｈｔｖｏｏｒ＆Ａｌｌｅｎ》）——

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５７５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普

鲁士报”。

三  画
“工 人 辩 护 士 报”（《Ｗｏｒｋｍｅｎ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纽约出版。—— 第５７４

页。

“工人党报”（《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巴黎出

版。——第５８４页。

“工人领袖”（《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

卡姆诺克、伦敦出版。——第４３４页。

“工人选民”（《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ｌｅｃｔｏｒ》）——

伦敦出版。—— 第４３７、４３８、５８６、５８７、

５９０、５９３页。

四  画
“公益”（《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伦敦出

版。——第２３１、２７６、２９８、３５５、５９０页。

“今日”（《Ｔｏｄａｙ》）——伦敦出版。——第

２６６页。

五  画
“北方通报”（《Ｃｅｅｅｐｈｂｌǚｅｅｃｍｕｋ》）——

圣彼得堡出版。——第２４０页。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

里子、伦敦出版。——第２４８页。

“外国”（《ＤａｓＡｕｓｌａｎｄ》）——斯图加特出

版。——第７２页。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科尼斯堡、

柏林出版。——第３９９页。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伦敦出版。——

第５７３—５７５、５７９、５８２—５８４、５８６、５９１、

５９２、６０７—６１０页。

六  画
“地 球 报”（《ＬｅＧｌｏｂｅ》）—— 巴 黎 出

版。——第５５６页。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

ａｎｄＣｌａｆｌｉｎｓＷｅｅｋｌｙ》）—— 纽 约 出

版。——第４０７页。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 日内瓦出

版。——第３６９页。

七  画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 巴黎出

版。——第２４８页。

“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伦敦出版。——

第１６页。

“劳动旗帜”（《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纽约出版。——第４３１页。

“社 会 民 主 党 人 报”（《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柏林出版。—— 第２０５

页。

“社 会 民 主 党 人 报”（《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苏黎世、伦敦出

版。—— 第９、２６、２２３、２６１、３７１、３８２、

３９２、３９９、４４４、４８３、５７３—５７５、５８３、５８５、

５９０、６０９页。

“社会主义者”（《Ｃｏｕｕａｌｕｃｍ》）——巴黎出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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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６１５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巴

黎出版。—— 第２６３—２６５、３００、３６４、

３９５、４０７、５４４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纽

约出版。——第４０７页。

“社会主义者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纽

约出版。——第５７４、５７６页。

“社会主义者报”（《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马

德里出版。——第４３７页。

“时代”（《Ｔｉｍｅ》）—— 伦敦出版。——第

３８３页。

八  画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第２３５页。

九  画
“ 柏 林 人 民 报 ”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第５９０页。

“红 色 共 和 党 人”（《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伦敦出版。——第４０３

页。

“前 进 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 巴 黎 出

版。——第２４４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２６、２６６、５０４页。

“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美国出版。——第

３５２页。

“派尔 麦尔新闻”（《ＴｈｅＰａｌｌＭａｌｌＧａ

ｚｅｔｔｅ》）——伦敦出版。——第２２１页。

“星报”（《ＴｈｅＳｔａｒ》）——伦敦出版。——

第４３５页。

“钟声”（《 》）——伦敦、日内瓦出

版。——第４０７页。

十  画
“伦 敦 自 由 新 闻”（《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Ｆｒｅ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第５７４页。

“纽 约 人 民 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

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５４、５７１、５７２页。

十 一 画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

ｄｉａｎ》）——第４９７页。

“密苏里共和党人报”（《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ａｎ》）——圣路易斯出版。—— 第３５４

页。

十 二 画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３１２、４８１

页。

十 三 画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科伦出版。—— 第

６—９、１７、１９—２１、２４—２６、２０４、２３４、

２５５、２８７、５４３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 伦敦、汉堡出版。—— 第

２５８页。

“新 普 鲁 士 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Ｂ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２２、２３５

页。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斯图加特

出版。—— 第２２０、２３１、３０１、４１２、４３１、

４６１、５２８、５３３、５４８、５６８页。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巴黎出版。——第２４７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 莱比锡出版。—— 第３１２

页。

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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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二  画

七日规——见伦敦。

三  画

大湖——第１６６页。

大西洋——第２９６、４４９、４５０页。

凡尔登——第１７０、４５２页。

凡尔赛——第５１３页。

士瓦本——历史区。——第２７８页。

土耳其——第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２、３９８、４６９、

 ４７０页。

小爱尔兰——曼彻斯特的街区。—— 第

２９４页。

四  画

巴登，巴登公国——第２５、２０４、２３８、３６５、

３７０、３９６、３９７、４９４、５４２、５４３页。

巴登魏勒尔——德国的居民点。——第

３９９页。

巴尔干半岛——第２２２页。

巴伐利亚——第２３８、４９４、５２２页。

巴伐利亚普法尔茨——见普法尔茨。

巴拉圭——第６３页。

巴拉克拉瓦——第３９８页。

巴勒斯坦——历史区。——第１１页。

巴黎——第１８、２４、２６、４１、１７４、２０５、２４２、

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７、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６、

２９９、３５５、３７０、３７２、３８１、３８６、３９７、４０３、

４３６、４３７、４７２、４８３、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４、５０５、

５１３、５２９、５４３、５７５、５７６、５７８—５８３、

５８５—５９８、６００、６０１、６０５—６０７、６０９、

６１０、６１３、６１５、６１６页。

巴利阿里群岛——第６３页。

巴门（乌培河谷）—— 第３７２页。巴塞尔

——第１５８、４７３、４７９页。

比利牛斯半岛——第４５７页。

比利时—— 第２２９、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５、３９２、

４０４、４３４、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６、４９８、５０６、５０９、

５８１、５８８、６１４页。

不列颠——第１６７页。

丹麦——第３９２、４００、４５９、４８４、４８５、４８９、

４９０、５０２页。

厄尔河岸阿姆布兰库尔（阿姆布兰库

尔）——第４５２页。

厄尔士山脉——第２７７、３７７页。

日德兰半岛——第４８９页。

日内瓦—— 第３５０、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０、３９７—

３９９、４０７页。

什列斯维希——第１６２、１６７、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０

页。

五河——见旁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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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画

白令海峡——第４６页。

北海——第１６７、４４９页。

北明翰——第２３０页。

布尔日——第５９７页。

布拉格——第６１４页。

布莱得弗德——第６、７、３７２页。

布兰肯洛赫——第３９７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２５５、２５９、

 ３９６页。

布列顿——第３６７页。

布列塔尼——第５０８页。

布隆（布尔诺）——第６１４页。

布鲁塞尔——第４、６、２０４、２４７—２５２、２５５、

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５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６１４页。

东普鲁士——第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４页。

东头——见伦敦。

弗兰德——历史区。——第４４９页。

汉堡——第８、２５５、２５８、２９２、４４１页。

汉诺威——第２３６、４７９页。

加来——第３９７、５９７页。

加利福尼亚——第６１、２６１、２９３、３００、４０７、

４１７、４６４、５１５页。

加利西亚——历史区。——第４５７页。

加斯梯里亚——历史区。——第６４页。

卡尔斯卢厄—— 第３６６—３６８、３９６、３９７、

３９９页。

卡诺萨——第５３２页。

兰道——第４９４页。

立陶宛——第４５８页。

卢昂——索恩—卢瓦尔省的区。——第７１

页。

卢森堡——第２３３、４９４、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９页。

尼喀河——第３６６、３９７页。

尼斯——第４７２、４９２、５０９页。

尼韦尔内——历史区。——第７１、１５３页。

尼西亚（伊兹尼克）—— 小亚细亚的城

市。——第３４９页。

皮蒙特——第４７０、４７２、４８１、４９２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１８、５４０、６１５

页。

圣加伦——第５７７页。

圣路易斯——第３５４页。

圣斯蒂凡诺（耶希耳克伊）——第３５６、３５８

页。

圣亚田——第５７６页。

田纳西——美国的州。——第２５９页。

瓦格霍伊泽尔——德国的居民点。——第

３６７页。

幼发拉底河——第３６、６５页。

六  画

艾宾根——第３６７页。

艾费耳——第３７７页。

艾契（阿迪杰）河——第４６８页。

安斯巴赫——德意志的侯国。——第５０６

页。

安特卫普——第４４１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３６２页。

达尔马戚亚——历史区。——第３５７、４３７

页。

达令河——第５５页。

地中海——第６２、１６８、１７０、３６２、４４９页。

多瑙河——第１５３、１６２、１６７、３６１页。

多瑙河各公国——第４６９页。

多维尔海峡（加来海峡）——第２６６页。

伏尔姆斯——第３７０页。

刚果——第２３０页。

圭亚那——第３１５页。

华沙——第４００、４６４、４９０、６１５页。

吉森——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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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第２４、１６８、６１５页。

牟尔克河——第２５６、３６８、３９７、５４４页。

汝拉地区——第３６９页。

色当——第２８３、５０２页。

色雷斯——历史区。——第１５６页。

西伯利亚——第２６１、３００、４０７页。

西班牙—— 第７、８、１６８、１７０、２３６、３５０、

３７４、３７５、３９２、４０４、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０、５００、

５０１、６０４、６１４页。

西里西亚——第２５５、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６、

３７７、４３４、４３６、４６５、４６８、４９３、５１３、５２７

页。

西西里岛——第３６９、６１５页。

西印度——第７页。

西藏——第７３页。

匈牙利——第２４、２５、２０４、２２７、２３５、３５６、

４６３、４６４、４７２、４７８、５２９、６１５页。

亚得利亚海——第４７２页。

亚尔萨斯省—— 第３５７、３６３、４９８、５０５—

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２、５２９、５３０、６１４页。

亚该亚——古罗马行省。——第１４页。

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第３６、６５页。

亚细亚——罗马行省，在小亚细亚西部。

——第１１、１４页。

伊佩库尔——法国的居民点。——第４５２

页。

伊塞隆——第２５、２０４、５４２页。

伊斯的利亚——第３５７页。

印度——第３６、４０、６２、６３、７２、７３、７９、９４、

１８３、２７５、２９３、３５８、４１４、４５０页。

印度支那半岛——第４６页。

印度斯坦半岛——第４０页。

七  画

伯尔尼——第６１３页。

伯尔尼——瑞士的州。——第３６５页。

伯桑松——第３６６页。

贝耳特海峡——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

特海峡。——第４６８页。

杜尔拉赫——第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１页。

佛日山脉——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第１６８、

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２、４０７、５１１页。

克拉根富特——第６１４页。

克腊曹（赫腊斯塔瓦）——第６１４页。

克雷弗尔德——第４２６页。

克雷西——法国的居民点。——第４５７页。

克里木——第３５９、４６９、４７０页。

克罗地亚——第４３７页。

克尼林根——德国的居民点。——第３９７

页。

里昂——第３５５、４２６、５７９、５９７页。

里沃夫——第６１４页。

里约热内卢——第２５９页。

里子——第３７２页。

利珀河——第１５８页。

利尔——第５７９、５９７页。

利物浦——第３９８、４４１页。

吕恩比——丹麦的居民点。——第４８９页。

麦士河——第４５２、４６８页。

麦茨——第５０５、５０９页。

芒特 甘比尔——第５４、５５页。

那不勒斯王国——第４７３页。

沙罗特皇后群岛——第１８０页。

苏格兰——第１５０、１５２、１６２、３５０、４５９页。

苏黎世——第６１５页。

忒拜——第１２０页。

条多堡森林——山脉。——第１３８页。

希腊——第３０、４９、７６、１６３、１９１、３４３页。

希沃斯岛——第７６页。

辛斯海姆——第３６７页。

芝加哥——第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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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画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第６３页。

阿德朗达克山脉——第５３６页。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１６７页。

阿尔登——山脉和省。——第５０４、５９７页。

阿尔及利亚——第７２页。

阿尔芒提埃尔——第５９７页。

阿尔明尼亚——第７９页。

阿非利加，阿非利加行省——古罗马行

省。——第１６８、５５０页。

阿拉斯加——第４６、６３页。

阿腊贡——历史区。——第６４、４５７页。

阿累斯——第５９７页。

阿姆斯特丹——第４４１页。

阿速夫海——第１６２页。

阿提卡—— 古希腊的地区。—— 第１１９、

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３页。

阿韦龙省——第３００页。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波恩——第２５７页。

波尔顿——第５９３页。

波尔多—— 第３９８、５７８、５７９、５８５、５８８、

５８９、５９４、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０、６０６、６１０、６１１、

６１３页。

波洪——第４３３页。

波兰—— 第２１、２３７、２７８、３５６、４５８、４６３、

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９、４９１、５２９、５４０、６１５页。

波罗的海——第１６２、１６７、４４９页。

波美拉尼亚——第２１６、２１８、２７８、２８４页。

波士顿——第５３６页。

波斯尼亚——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波托马克河——在美国。——第１６６页。

波托西——玻利维亚的省和城市。——第

９４页。

波希米亚（捷克）—— 第３５９、４３４、４３６、

４９３—４９５页。

底格里斯河——第３６、６５页。

的里雅斯特——第３５７、４３７、６１４页。

的黎波里——第３５７页。

法兰克尼亚——历史区。——第２４３、２７８、

５０６、５０７页。

法兰克王国——第１７２、４５２页。

法兰斯孔太——历史区。——第７１、１５３、

５０６页。

阜姆（里耶卡）——第４３７页。

昆士兰——澳大利亚的州。——第５５页。

拉 缪拉提埃尔——里昂郊区。——第３５５

页。

拉施塔特——第３６７、３６８页。

林茨——第６１４页。

罗昂——第５９７页。

罗马——第１５、３０、３７、４９、９０、１０９、１３７—

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８、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５、

１６１—１７８、１９０—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０、３０６、

３２８、３４７、３４９、３６６、３８７、５０２、５２６、５５０—

５５２页。

罗马尼亚——第１６２页。

罗腾菲尔斯——德国的居民点。—— 第

２５６页。

明乔河——第４７２页。

帕德波恩——第５２７页。

帖欣（策欣）——第４６８页。

图兰平原——第１８４页。

易北河——第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１、５１３页。

九  画

柏林——第２０、２２—２４、８４、２０７、２３２、２３３、

２４５、２５４、２５５、２８３、２９２、３５６、３５８、３７２、

３８１、３９６、４６５、４８０、４８２、５００、５０５、５１２、

５４２页。

拜罗伊特——德意志的侯国。——第５０６

５１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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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保加利亚——第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１页。

波利尼西亚——第４９、５１页。

勃艮第——历史区。——第１６２、４９８页。

勃兰登堡—— 第１０５、２３２、２７８、２８４、２８５

页。

迪特马尔申——德国的地区。——第１９３

页。

俄亥俄河——第１６６页。

革利夫斯瓦特——第３９６页。

哈佛尔——第４４１页。

哈瓦那——第７页。

恒河——第５２、６２、６５页。

科布伦茨——第５０９页。

科迪亚克岛——第４６页。

科林斯——第７９、１９１页。

科伦—— 第６、８、２０、２６、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１、

２４３、２５９、２６０、４０３、５４３页。

科芒特里——第５９７页。

科西嘉岛——第５０８页。

洛林省—— 第３５７、３６３、４５１、４５２、４９８、

５０５—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２、５２９、６１４页。

美因河——第４９２、４９７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第５—７、２２、２３、

２６、２３３、２３８、２５５、４７８、４９３、５４２、５４３页。

美因兹——第２３３、４９４、５０９页。

南港——第２３０页。

南锡——第６０３页。

施皮歇恩——第５０２页。

施梯里亚——国家。——第４６７、６１４页。

威尔士——第１５０页。

威尼斯——第４７３页。

威斯特伐里亚—— 第２５、２３３、３７７、４１１、

４２５、４３２、４３３、４６８、４７９、５２７、５４２页。

耶拿——第２８１、２８３、４００、４７９页。

音斯布鲁克——第６１４页。

十  画

埃尔郡（埃尔）——城市和郡。——第６１４

页。

埃格恩多夫（克尔诺夫）——第６１４页。

埃及——第３５７页。

埃吉纳——城市。——第１９１页。

爱北斐特（乌培河谷）——第２５、２０４、３７２、

５４２、５４３页。

爱尔兰—— 第７１、１４９—１５２、１６２、２２４、

２２５、３７７、３８０、５７１、５７４页。

爱琴海——第１２５页。

俾尔——第３６５页。

宾夕法尼亚—— 美国的州。—— 第２９５、

３８３、４２７页。

高加索——第７２页。

高卢—— 历史区。—— 第１５、１５８、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１、５０６页。

哥本哈根——第４０７页。

哥伦比亚河——第３５页。

格拉斯哥——第４１８、４４１页。

格洛高（格沃古夫）—— 西里西亚的城

市。——第３９６页。

根特——第５８２、６１４页。

海得尔堡——第３６７、３７１、４８０页。

海地岛——第７页。

海尔布朗——第２５０页。

海斯丁斯——第１８６、３９９页。

海牙——第５７９—５８２、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１、５９４、

５９５、６０３、６０４、６０６、６０７、６０９、６１１、６１２

页。

库本海姆——德国的居民点。——第３９７

页。

库尔黑森——见黑森—加塞尔。

郎卡郡——在英国。——第４４２页。

伦巴第——意大利的省。——第５０９页。

伦敦—— 第８、２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９、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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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７、３６０、

３７０、３７２、３９８、４０３、４１８、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３、

４９０、５００、５３５、５７２、５７５、５７７—５８３、５８７、

５９２、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８—６０２、６０４—６０６、

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２页。

马德里——第１８、４０７页。

马格德堡——第２４５页。

马其顿——历史区。——第３５６页。

马赛——第３６６、５７６、５７９、５９７页。

秘鲁——第７２页。

拿骚——德意志的公国。——第２３６、２４２、

２５５页。

纳尔榜——第５９７页。

纽伦堡——第５０６、５０７页。

纽约—— 第２５９、３８４、３８６、４０７、４１３、５３５

页。

纽约—— 美国的州。—— 第３９、４０、１０２、

１０８页。

挪威——第６１５页。

旁遮普——第７２页。

热那亚——第３６９页。

索恩—卢瓦尔省。——第７１页。

索非亚——第３６２页。

特拉斯卡拉——墨西哥的城市。——第

１０４页。

特利尔——第１６８页。

特鲁瓦—— 第５７８、５８５、５８６、５８８、５８９、

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０、６０２、６０６、６１０、６１１页。

特洛伊——第１２２页。

乌布施塔特——第３９７页。

夏威夷群岛——第４０、４９、５２页。

十 一 画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３６７页。

荷兰（尼德兰）—— 第１０、３０５、３５０、４５０、

４５９、４９８、５８１、５８８、６１５页。

教皇国——第５２６页。

康乃尔斯威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区。——第２９５页。

勒恩山脉——在德国。——第３７７页。

勒吉利——古代意大利的居民点。——第

１３８页。

累根斯堡——第４６８页。

理森山（克尔科诺舍山）——第２７７页。

琉森——第３６５页。

曼彻斯特—— 第６、２０７、２３０、２４７、３７２、

４２８、５１２页。

曼海姆——第５４３页。

密尔窝基——第３８４页。

密苏里河——第６８页。

密西西比河——第３５、１０８页。

莫耳维茨（马鲁尧维策）——西里西亚的

居民点。——第２８３页。

莫拉维亚——第４３６页。

莫纳根——爱尔兰的郡。——第１５２页。

讷卡格芒德——第３６７页。

绍林吉亚——第２５０页。

绍林吉亚山——第３７７页。

十 二 画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３５６、３９８页。

敦克尔克——第５０８页。

黑海——第１６７、１８４、３６２页。

黑林山脉——第３９６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黑森）——国家。——

第４８０、４９４页。

黑森—加塞尔——第２３６页。

喀尔巴阡山脉——第１６７页。

凯克罗普斯——历史区。——第１２５页。

凯尼格列茨（赫腊德茨 克腊洛佛）——第

４９５页。

凯则尔斯劳顿——第１５８页。

莱茵巴伐利亚——见普法尔茨。

莱茵河—— 第６、２０、１０７、１５３、１６２、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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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２３３、２３５、２５５、２７８、２８７、３４３、３５７、

３６７、３７７、４４８、４５０、４６５、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４、

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２、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４、５００、５０１、

５０６、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５、５４４页。

莱茵河各省——见莱茵区。

莱茵黑森——第２５５、４９２、４９４页。

莱茵普鲁士——见莱茵省。

莱茵区——第２５、２８７页。

莱茵省—— 第２０、２５、２３５、２５６、４７９、５４２

页。

闵斯德——第５２７页。

普法尔茨—— 第２５、２６、２０４、３６５、３７０、

３７１、３９７、５４２、５４３页。

普鲁士—— 第２１、２０６、２０７、２３６—２３８、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３５７、３６０、４００、４０１、４２７、

４６４、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８—４８５、４８８—

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４—５２７、

５２９、５４２页。

普鲁特河——第４７２页。

普罗斯尼茨（普罗斯帖约夫）——第６１４

页。

散得维齿群岛——见夏威夷群岛。

斯巴达——第７５页。

斯拉窝尼亚——历史区。——第４３７页。

斯泰福郡——在英国。——第２３０页。

斯特拉斯堡——第３９７、５０５、５０６、５０８、５０９

页。

斯温西——第４０４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２３６页。

提罗耳——国家。——第４６８、４９９页。

雅典—— 第７６、７７、９０、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

１３２—１３６、１４７、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６、

２００、６１５页。

智利——第４６页。

十 三 画

奥埃尔施太特——第２８３页。

奥德——印度北部的省。——第５２页。

奥登林山——第３６６页。

奥格斯堡——第１５８页。

奥克苏斯河（阿姆河）——第３６、６５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４００页。

奥斯坦德——第４８１页。

顿河——第３６页。

福兰肯塔尔——第３６５页。

滑铁卢——第２８４、４５７页。

雷库尔 勒 克勒——法国的居民点。——

第４５２页。

蒙吕松——第５９７页。

葡萄牙，葡萄牙王国—— 第８、３９２、４５７、

６１５页。

瑞典——第３９２、４５９、６１５页。

瑞士—— 第１０、２１、１３５、１９７、２３６、２４４、

２４５、２５０、３６５、３６８、３６９、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７、

４０７、４１４、４１７、４５６、４５９、４７１、５０９、５４４、

５７４—５７７、５８１、５８８、６１５页。

瑞士罗曼语区——见瑞士。

塞尔维亚——第３５６、３５８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４７０页。

新墨西哥——历史区。——第３５、３６页。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州。——第５５

页。

意大利——第２５、１４８、１６４、１６８、１６９、２２７、

２３５、２３６、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９、３７４、４０４、４４８、

４５２、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３、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８、４９１、

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９、５０２、５２９、６０４、６１５页。

十 四 画

赫尔——第４４１、５７７、５９８页。

维埃尔宗——第５９７页。

维尔特——德国的居民点。——第５０２

页。

维尔腾堡——地区。——第２３８、３６８、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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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４、５２２、５４３页。

维尔茨堡——第５０７页。

维斯巴登——第２５６页。

维斯拉河——第１５３、１６６页。

维也纳——第２４、２３２、２３８、２５４、３６０、３６３、

３７３、４３５、４６３、４６８、４８２、５０６、６１４页。

十 五 画

德干高原——第４０页。

德卡兹维耳——第３５５页。

德勒斯顿——第２５、２０４、２５６、５４２页。

德隆赫姆（特隆海姆）——第２４５页。

德涅泊河——第３６页。

德特莫耳特——第６页。

剑桥——第５６４页。

鲁贝——第５７９、５９７页。

鲁美利亚——历史区。——第３５６、３５８页。

摩塞尔河——第１５２页。

墨西哥——第６４、７２、９４、４９１页。

撒丁——见皮蒙特。

十 六 画

澳洲——第４０页。

澳大利亚—— 第５４—５７、６２、２５９、２９３、

４１７、４６４、５１５页。

霍尔施坦——第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０、５０７页。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１５２页。

默尔弗里斯博罗——第２５９页。

默麦尔河（尼门河）——第４６８页。

默兹河岸提埃尔维耳——法国的居民点。

——第４５２页。

诺森伯兰——英国的郡。——第５６９页。

十 八 画

萨多瓦—— 捷克的居民点。—— 第３３２、

４９８、５００、５２１页。

萨尔布吕肯——第４９４页。

萨尔茨堡——第４３６页。

萨尔鲁伊——第４９４页。

萨克森——第２３６、２７８、４６５、４８０、４９４页。

萨克森——普鲁士的省。——第２８５、４３３

页。

萨克森森林——第１０５页。

萨罗尼加——第３５６页。

萨瓦——第２４２、４７２、４９２页。

魏耳堡——第２４２页。

魏伊—— 古代伊特剌斯坎城市。—— 第

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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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族名索引

Ａ

阿勒曼尼人——日耳曼人部落群体，三世

 纪至四世纪从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地

区迁至莱茵河上游地区，并逐渐分布居

住在今亚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

部地区。——第１０７页。

Ａｏ

澳大利亚黑人，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

的土著。——第３３、５２、５４、５６、５７页。

奥及娄人（奥季拉人）——奥季拉绿洲（利

比亚东北部）的柏柏尔族居民。——第

６３页。

奥季布瓦人（契普瓦人）——北美的一个

印第安人部落，生活在大湖北部和西北

部。——第１０３页。

奥马哈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居住在密苏里河中游流或（今内布拉斯

加州）。——第１０３页。

奥嫩多加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

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居住在今纽约

州境内。——第１０８页。

Ｂａ

巴达维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公元

初居住在麦士河、莱茵河和伐耳河之间

地区（今荷兰）。——第１５８页。

巴里人——居住在与东苏丹接壤的今西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地区的部

落。——第６３页。

巴斯塔尔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属

于哥特族；公元初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和

多瑙河地区。——第１６７页。

Ｂｅｉ

北美印第安人——见印第安人。

北萧胡人——格鲁吉亚民族的一个族支，

主要居住在阿腊格维河中游沿岸山区

和约里河上游。——第１４９页。

Ｂｉ

比利时人——高卢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

群体，居住在塞纳河和莱茵河间的北高

卢，以及不列颠西岸地区。——第１５８

页。

Ｂｏ

波利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

西亚东部一些小岛的土著。——第３３

页。

勃艮第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属于

哥特族；公元初从斯堪的那维亚迁至维

斯拉河和奥得河之间地区；逐渐向西南

方向迁移，五世纪中叶定居在罗尼河流

域。——第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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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

布列吞人——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

组成不列颠最古的居民；因盎格鲁撒克

逊人的入侵，一部分被同化，一部分被

排挤到威尔士、苏格兰和布里塔尼半

岛。——第５２页。

布鲁克泰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公

元初居住在利珀河和埃姆斯河之间地

区。——第１５８页。

Ｃｈｅ

彻罗基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阿帕拉契亚山

脉南部地区。——第１０６页。

Ｃｈｉ

赤北韦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原住落基山脉和哈德逊湾之间地

区。——第４６页。

Ｄａ

达科塔人——北美若干属于西乌—霍卡

语族的印第安人部落群体（易洛魁人、

达科塔人等等）曾经使用过的一个通

称。——第１０８页。

达科塔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群体，居住在密苏里河流域和东起密西

西比河西至落基山脉、北从加拿大南迄

阿肯色河的大草原地区。——第１０３页。

达罗毗荼人——印度的一些土著民族，今

住印度南部；古时是印度斯坦半岛的基

本居民。——第４０页。

Ｄｅ

德拉韦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十七世纪初居住在德拉韦河和哈德逊

河下游流域（今新泽西、德拉韦、纽约和

宾夕法尼亚等州）；十八世纪中叶被欧

洲人和易洛魁各部落所排挤，迁至俄亥

俄河谷，十九世纪初被美洲殖民者赶到

密西西比河以西。——第６８页。

Ｄｅｎｇ

邓克泰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原住

莱茵河下游右岸；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迁

至左岸，但被罗马人击败，又返回原

地。——第１６６页。

Ｄｉ

蒂库尔人——印度的一个部落，原住奥德

（今北方邦的一部分）。——第５２页。

Ｄｕｏ

多立斯人——古希腊人的基本部落群体

之一，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从北部迁

至伯罗弄尼撒半岛和爱琴海南部岛

屿。——第７５、１１４页。

Ｆａ

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

三世纪前称易斯卡伏南人或易斯泰伏

南人；原住莱茵河中下游地区，三世纪

起开始侵占高卢，至六世纪初才完

成。——第１６４、１６７、１７３—１７５页。

Ｆｅｉ

腓尼基人——古代腓尼基的居民。——第

６１、１２５页。

Ｇａｏ

高卢克尔特人，高卢人——克尔特人的一

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古高卢（今法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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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和瑞

士 的一部分）；公元初被罗马人征

服。——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３、１７４页。

Ｇｅ

戈拉（戈达）——西孟加拉的一个印度人

部落。——第４０页。

哥特部落——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体

之一；公元初从斯堪的那维亚迁至维斯

拉河和奥得河流域。—— 第１５４、１５５、

１６７页。

哥特人——哥特族的主要日耳曼人部落，

公元初从斯堪的那维亚迁至下维斯拉

河地区，三世纪迁至黑海北岸地区，四

世纪被匈奴人赶走；哥特人分为东哥特

人和西哥特人，东哥特人于五世纪末在

亚平宁半岛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西哥特

人于五世纪初先后在高卢和比利牛斯

半岛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第１４５页。

Ｇｕ

古波斯人——第４６页。

古丹麦人——第１０５页。

古德意志人（古日耳曼人）——第３１、３７、

７１、８１、８２、９１、１０５、１０７、１２０、１４８、１４９、

１５３—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５—

１７７、１７９、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０、２０１页。

古罗马人——第４６、６９、８１、９８、１１１、１４３—

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３、１７６、１７９、２０１页。

古斯巴达人——第７５—７７、８１、１０９页。

古斯拉夫人——第１０５页。

古希腊人——第３７、３８、４２、４６、６９、７４—７７、

８１、９８、１０５、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２、

１２９、１４５、１５６、１６３、１６５、１７９页。

古雅典人—— 第７６、１２５—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６

页。

Ｈａｉ

海达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居

住在沙罗特皇后群岛和威尔士太子岛

南部。——第１８０页。

海鲁莱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公元

初居住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三世纪一

部分海鲁莱人迁至黑海北岸，后被匈奴

人赶走。——第８２页。

Ｈｅ

赫米奥南人——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

体之一，公元初居住在易北河和美因河

之间地区；苏维汇人、伦巴德人、马克曼

尼人、卡滕人等等均属赫米奥南

人。——第１５４、１６７页。

Ｈｕａ

华拉耳人——印度的一个部族，居住在今

孟买邦，部分居住在今中央邦北部地

区。——第１４９页。

Ｈｕｏ

霍人——印度的一个部落，居住在今比哈

尔邦南部。——第６２页。

Ｊｉ

基姆布利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

体，原住日德兰半岛；公元前二世纪末

和条顿人部落同时迁移欧洲南部；被罗

马人击败；残余的人分布居住在麦士

河、美因河和尼喀河流域地区。——第

１５３页。

Ｊｉａ

加勒比人（加里比人）——南美的一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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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安人部落群体；原住巴西北部和中

部，以及同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哥伦比

亚相邻的地区。——第４６页。

加惟提人（加惟基人）——北美的一个印

第安人部落，原住白令海峡沿岸。——

第４６页。

Ｋａ

卡比尔人——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柏柏尔

人部落群体，居住在朱尔朱腊山脉，君

士坦丁省山区和奥雷斯高原。——第７２

页。

卡尔梅克人——蒙古族源的一个部族；十

六世纪末以前居住在中央亚细亚准噶

尔草原，十七世纪后半期向俄国的东南

地区迁牧，并分布居住于伏尔加下

游。——第１４９页。

卡弗尔人 祖鲁人（正确的称呼是祖鲁

人）——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部族。——

第１１１页。

卡米拉罗依人——澳大利亚人的一个部

落，原住达令河流域（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第５５页。

卡尤加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纽约州地

区。——第１０８页。

Ｋｅ

科塔尔人——印度的一个部落，居住在尼

尔基里丘陵地带（今马德拉斯邦和迈索

尔邦西部）。——第６２页。

克尔特人——古时居住在欧洲中部和西

部的血缘部落群体。——第３１、６２—６４、

７１、１０５、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８页。

克伦人——部落群体，现今是部族；居住

在缅甸东南部。——第４６页。

Ｋｕ

库库人——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

住今智利境内。——第４６页。

Ｌａ

拉丁部落——古意大利人的两个主要部

落群体之一；古罗马人属于这一群

体。——第６９、１３９、１４４页。

Ｌｉ

利古里亚人——远古时居住在亚平宁半

岛大部分地区的部落群体；公元前六世

纪被意大利部落排挤到亚平宁半岛西

北部和高卢东南部沿海地区；公元初被

罗马人征服并逐渐被罗马化。——第

１６８页。

Ｌｕｎ

伦巴德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五世

纪初以前居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后迁

至多瑙河中游流域，最后迁至意大利北

部和中部。——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Ｍａ

马加尔人——部落，现今是部族，居住在

尼泊尔西部地区。——第１４９页。

Ｍａｉ

迈阿米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十七世纪居住在密歇根湖西岸；十八世

纪初迁至今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

俄亥俄州境内，后被美洲殖民者排挤到

密西西比河以西。——第６８页。

Ｍａｎ

曼尼普尔人——印度的一个部族，居住在

今曼尼普尔邦。——第１４９页。

Ｍｅｉ

美洲印第安人，美洲人——见印第安人。

Ｍｉ

秘鲁人—— 秘鲁人的土著居民。—— 第

３５、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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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

摩霍克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属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纽约州境

内。——第１０８页。

墨西哥人——墨西哥的基本居民。——第

３５、１０８、１２３、１５６页。

Ｎａ

纳伊尔人（纳耶尔人）——印度马拉雅拉

族的高等武士种姓，原住马拉巴尔海岸

地区。——第７３页。

Ｎｉｅ

涅涅茨人——部族，居住在苏联白海东岸

到叶尼塞河下游的北部地区和科耳古

耶夫岛、瓦加奇岛以及新地岛部分地

区。——第１４９页。

Ｎｕ

努比亚人——非洲的一个部族，居住在东

苏丹北部和埃及南部。——第１１１页。

努特卡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小部

落群体，居住在温哥华岛西南部和弗拉

特里角沿岸地区。——第１８０页。

Ｎｕｏ

诺里克人——伊利里亚—克尔特人的一

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古罗马诺里克省

（今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部分地

区）。——第１６８页。

诺曼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居住在

日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中世纪初期对

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的统称。——

第３７、１７４页。

Ｏｕ

欧奈达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居住在今纽约州境

内。——第１０８页。

Ｐａ

帕提亚人——古伊朗人的一个部落群体，

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居住在伊朗高原

东北部；公元六至七世纪被邻近各族同

化。——第４６页。

Ｐａｎ

潘札人—— 印度的一个部落。—— 第６２

页。

Ｐｅｉ

佩夫金人——日耳曼族巴斯泰尔人一个

部落分支的名称；许多古希腊罗马著作

家常把它和其他部落混同起来。——第

１６７页。

Ｐｉ

皮克特人——古时居住在今苏格兰境内

的部落群体；九世纪中叶被苏格兰人征

服。——第１５３页。

皮拉斯基人——远古时居住在巴尔干半

岛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沿岸的部落群

体。——第１１４页。

Ｐｕ

普韦布洛人——北美一个印第安人部

落群体的名称，居住在今新墨西哥

州、阿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和墨西哥西北部等地。——第３５、３６、

１０８、１２３页。

Ｑｉｅ

切尔克斯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前对高加索西北部一些阿迪盖山地部

族（阿迪盖人、切尔克斯人和卡巴尔达

人）的通称。——第１４９页。

Ｓａ

撒利法兰克人——日耳曼族法兰克部落

群体的两个主要分支之一，四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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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北海沿岸自莱茵河口至些耳德

河这一段地区；后来定居在北高

卢。——第１７２页。

萨伯力安人（萨伯力安部落）——古代意

大利人的两个主要部落群体之一。——

第１３７页。

萨莫耶特人——见涅涅茨人。

Ｓａｉ

塞讷卡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纽约州境

内。——第３９、４０、６０、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４

页。

Ｓａｎｇ

桑塔尔人——印度的一个部落，现在是部

族，居住在比哈尔邦桑塔尔 帕尔加纳

斯区境内。——第６２页。

Ｓｅ

色雷斯人——古时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东

部的部落群体。——第６３页。

Ｓｈａｎ

闪米特人——十九世纪对闪含语族闪语

支各族的通称。—— 第３６、６５、７０、１８３

页。

Ｓｉ

斯基台人——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初几

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北部地区的部落

群体。——第４６页。

斯万人——格鲁吉亚民族的一个族支，居

住在斯瓦涅提亚，大高加索山脉西南山

坡。——第１４９页。

Ｓｕ

苏格兰人——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

居住在古爱尔兰；公元５００年左右部分

苏格兰人迁至今苏格兰境内；九世纪中

叶征服了皮克特人。——第１５３页。

苏维汇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

公元初居住在易北河流域。——第１０５、

１５３、１５９、１６０页。

Ｔａ

塔胡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

住今墨西哥北部地区。——第６４页。

Ｔａｉ

泰发耳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同哥

特人有血缘关系，三世纪前迁至黑海北

岸地区，四世纪后半期被匈奴人赶

走。——第８２页。

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斯坦半岛最东

南部的部落群体，现在是部族。——第

４０页。

Ｔｉａｏ

条顿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原

住日德兰半岛和易北河下游地区；公元

前二世纪末和基姆布利人同时开始迁

至欧洲南部；被罗马人击败；残余的人

分布居住在麦士河、美因河和尼喀河地

区。——第１５３页。

Ｔｉ

提纳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群

体，原住加拿大西部森林和阿拉斯加腹

地和基奈半岛（阿拉斯加南部）临太平

洋沿岸地区。——第４６页。

Ｔｕ

图兰人—— 过去对图兰平原居民的称

呼。——第１８３页。

吐斯卡罗腊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

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弗吉

尼亚州和大西洋沿岸北卡罗来纳州境

内。——第１０２页。

Ｗｅｉ

威尔士人——克尔特族源的一个部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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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威尔士半岛和安格尔西岛。——第

１５３页。

Ｗｕ

乌济佩特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原

住莱茵河下游右岸；公元前一世纪中叶

迁至左岸，但被罗马人击败，又返回原

地。——第１６６页。

Ｘｉａｎ

显胡苏人——格鲁吉亚民族的一个族支，

居住在格鲁吉亚东部山区。——第１４９

页。

Ｘｉａｏ

肖尼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

住萨凡那河流域（今乔治亚州和南卡罗

来纳州境内）。——第６８页。

Ｘｉｎ

新墨西哥人——见普韦布洛人。

Ｘｉｏｎｇ

匈奴人——中央亚细亚的游牧民族，公元

初居住在黄河西北部；一世纪起一部分

匈奴人开始西移，五世纪中叶到达高

卢，在高卢被罗马人和欧洲其他民族击

败。——第４６页。

Ｙａ

雅利安人——十九世纪对印欧语系各民

族的通称。—— 第３６、６５、７０、１７６、１８３

页。

Ｙｉ

伊奥尼亚人——古希腊人的基本部落群

体之一，自古居住在阿提卡和伯罗奔尼

撒半岛的东北部，后来也居住在爱琴海

部分岛屿上和小亚细亚半岛沿岸。——

第７５、７６页。

伊比利亚人——部落群体，古时居住在比

利牛斯半岛部分地区、邻近的地中海岛

屿和今法国东南部；公元初被罗马人征

服，并逐渐被罗马化。——第１６８页。

伊利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

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伊利湖地

区。——第１１１页。

意大利各部落，古意大利人——古时居住

在亚平宁半岛的部落；拉丁人和萨伯力

安人是这些部落的两个主要群体。——

第３７、６９页。

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群体；居住在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及以南

地区，圣劳伦斯河流域以及阿帕拉契亚

山脉南部。——第３９、４０、５８—６０、９９—

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０、

１２１、１２８、１４０、１４８、１６３、１６６页。

易斯卡伏南人（易斯泰伏南人）——日耳

曼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公元初居住

在莱茵河中下游地区；三世纪起称为法

兰克人。——第１６７页。

Ｙｉｎ

印第安人—— 美洲的土著。—— 第３０、

３４—３６、４０、５４、５８、５９、６３、６６、６８、８１、

９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４、

１１８、１２１、１３７、１３９、１５９、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９、

１８０页。

印度 人，印度 人部落—— 印 度的 土

著。——第４０、１４９页。

印格伏南人——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

体之一，公元初居住在须德海海湾至丹

麦的北海沿岸；五至六世纪该部落群体

中的盎格鲁人、撒格逊人等侵占不列

颠。——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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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１８８３年５月到１８８９年１２月这

一时期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

（１９６１年出版）译校的。“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及

其“序言”，是在张仲实同志的译本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德文版第二十一卷校订的，校订时参考了俄、英等译文和其他

有关的中译文。其他有些著作，在校订或翻译时也根据恩格斯原著

所使用的文字作了核对，并参考了有关的中译本和其他文字译本。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在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单行本

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并由原译者张仲实同志审阅一遍。“‘共产党

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与新莱茵报”、“关于共产主义

同盟的历史”、“‘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第三版序言”等五篇文章，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

集）莫斯科中文版基础上校订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

贫困”一书序言）”一文，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单行

本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在译校时参

考了曹汀、何思敬同志的译文。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徐若木、高叔眉、张奇方、刘晫星、李俊

聪、朱中龙、籍维立、韩文臣、刘功勋、孔令钊等同志。参加“费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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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及其“序言”译文校订工作的有谢

宁、顾锦屏、王治平、洪佩郁等同志。参加本卷资料工作的有刘功

勋、孔令钊、籍维立、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等同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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