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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１８９０年的选举
１
 

凡是注意观察近十年来德国政治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德国

社会民主党在１８９０年的普选中将获得巨大的胜利。１８７８年德国

社会党人受到了严酷的非常法２的迫害，根据非常法，他们的一切

报刊被查封，会议被禁止或被解散，组织被破坏，而任何想恢复这

些组织的企图都在这些组织是什么“秘密团体”的借口下遭到迫

害；法庭判决的结果，党员总共被判处了一千多年的徒刑。尽管如

此，社会党人仍然秘密地每周定期地把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大约一

万份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３运进了德国，并分发出去，数千本小

册子也是这样传播的；他们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德意志帝国国会

（九个议员）和许多市政管理机关，其中包括柏林的市政管理机关。党

的力量的增长，甚至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社会党人在２月２０日获得的胜利，甚至连他们中间最乐

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已经获得了二十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二

十个选区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还

要进行五十八次重新投票，这意味着，在五十八个选区里，社会

党人在那些提出候选人的党派中不是力量最强大的，便是居第二

位的党，而重新进行的选举将在两个得票最多但是都没有得到绝

对多数的候选人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至于社会党人总共得到的

票数，我们只能做大概的计算。１８７１年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不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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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０２０００张；１８７７年——４９３０００张；１８８４年——５５００００张；

１８８７年年——７６３０００张；１８９０年他们可能得到不少于１２５００００

张选票，也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党的力量三年来至少增长了百

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１８８７年只有三个党的选民超过了１００００００人：民族自由

党——１６７８０００人，中央党即天主教党——１５１６０００人，保守党

——１１４７０００人。４在这一次，中央党将保持住自己的阵地，保守

党失掉了相当多选民，而民族自由党则失掉了非常多的选民。这

样，社会党人在选民的人数上同中央党比起来仍然处于劣势，但是

却完全比得上民族亩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甚至会超过它们两者了。

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它真正

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当

前的局势就是这样。

年轻的威廉由于自己颁布了关于劳工保护法和关于国际劳工

保护会议的诏令，摆脱了他的老师俾斯麦的监护。５俾斯麦认为，

最明智的作法是给自己年轻的主子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并且安静

地等待威廉二世连同他的拿手好戏——扮演工人之友——陷入窘

境；那时候俾斯麦就会得到以ｄｅｕｓ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①的资格出面干预

的良机。这一次俾斯麦没有对选举的进程表现出焦虑不安。一个

当年轻的皇帝一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就要予以解散的不顺从的帝国

国会，甚至会对俾斯麦有利，而社会党人的巨大成功可能帮助他在

帝国国会解散的时刻到来时献给国家一个适当的选举口号。狡猾

的首相现在也真的得到了一个谁都不能驾御的帝国国会。威廉二

４ 德国１８９０年的选举

①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

装置送出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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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很快就会认识到，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

目前的情绪，他在诏令中所提到的那些意图甚至一点也不可能付

诸实现。同时选举已经使他相信，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

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它的原则和要

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奴役人民中的

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

这样，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角逐着的政党

就会把发生的事情完全归咎于社会党人，一个新的选举口号就会

应运而生，那时俾斯麦在给他的主子和元首一顿必要的教训之后，

就会采取行动，解散帝国国会。

但是俾斯麦以后会发现，情况已经变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变得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果断了。俾斯麦从来都不能信赖贵

族阶级；贵族一向把他当做真正保守主义的叛徒，并且准备一旦皇

帝想摆开他，就把他甩掉。资产阶级是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但是它

不再信任他。俾斯麦和皇帝之间的不大的家庭争吵成了众所周知

的事。这次争吵说明俾斯麦已经不再是全能者，而皇帝也不保险不

产生危险的怪念头。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人究竟会信赖他们之中的

哪一个呢？明智的人不再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却不明智。的确，

对１８７１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稳固性的信念，这个在老威廉作皇

帝、俾斯麦执掌政权、毛奇统帅军队的时候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是

不可动摇的信念，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赋税负担

的加重，由于对所有进口物资、不论是食品还是工业品都课以不合

理的关税而引起的生活费用的高涨，难以忍受的兵役重担，对于战

争、而且是全欧洲规模的、将会有四五百万德国人被征入伍的战争

所始终抱有的和不断加深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作用，

５德国１８９０年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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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农民、小商人、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只有从政府所建立的

垄断组织中获得利润的那一小部分人除外）愈来愈离开政府了。当

老威廉、毛奇和俾斯麦构成一个似乎不可战胜的政府三执政的时

候，人们曾像忍受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那样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现

在，老威廉死了，毛奇已退休，俾斯麦必须和年轻的皇帝打交道；俾

斯麦曾亲自挑起了皇帝的漫无止境的虚荣心，因而使这个年轻的

皇帝自认为是第二个弗里德里希大帝，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自负

的、渴望摆脱自己首相的控制的纨袴子弟，而且还是宫廷阴谋家手

中的一个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能再毫无怨言地忍受这种

过度的压迫了。过去对于局势巩固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以前看来

是没有希望的反抗，现在成为必要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帝国国会

不是那样顺从，那末下一个帝国国会在这方面也许还要大大地超

过它。

因此，俾斯麦显然是打错了主意。如果他要解散帝国国会，那

末甚至ｓｐｅｃｔｒｅｒｏｕｇｅ〔赤色幽灵〕——反社会党人的口号——也帮

不了他的忙。然而他具有一种毋庸怀疑的特性——不顾一切的蛮

干。如果他要这样，他可能挑起暴动，尝试少量“放血”的作用。但

是他这时不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在军队里呆过。他

们在那里学会了遵守纪律，这一点至今帮助他们抵制了任何挑起

他们暴动的做法。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一点别的什么。

写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１日和３月１日

之间

载于１８９０年３月３日“新堡每日

纪事报”，并稍加修改后载于１８９０

年４月６日“柏林人民报”第８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新堡每日纪事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６０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６期

６ 德国１８９０年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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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后 怎 样 呢？
６

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日是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容克地主和金

融巨头为了剥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结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卡特尔７

正是这样的联盟而不是别的）正在收获自己的果实。烧酒税、食糖

出口奖励金、谷物和肉类的关税使千百万的钱财从人民的口袋流

进容克地主的口袋；正当德国工业用自己的力量和在自由贸易的

条件下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地位的时候，实行了工业品的保护关

税，实行这种关税很明显只是为了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

在国外以倾销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整个一套间接税的重担压在

最贫困的人民群众身上，差不多不触动富人；为了抵补不断扩大的

军备开支，过分地加重赋税的负担；随着军备的不断扩大，世界战

争的危险也日益增大了，这次战争可能使四五百万的德国人“倒下

去”，因为对亚尔萨斯—洛林的侵占已把法国抛到俄国的怀抱里，

从而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仲裁法官；在出版界盛行前所未闻的贿赂

行为，每当重新进行帝国国会选举时，政府就通过出版物系统地向

人民群众倾泻大量令人惊慌的谎言；贪赃受贿的警察当局利用收

买或暴力迫使妻子背弃自己的丈夫，儿女背弃自己的父亲；出现了

在德国几乎前所未闻的暗探诱捕手法；警察的专横远远超过了

１８４８年以前的专横；一切权利都遭到德国的法院，首先是高贵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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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法院的无耻蹂躏；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整个工人阶级变成了无

权阶级——所有这一切在相当时期里存在过，而且这样的时期由

于德国庸人的怯懦延长了很久，但是现在就要结束了。构成卡特尔

的多数已被粉碎，而且是彻底地和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因此只有

一个办法能够重新把它拼凑起来，而且只是在某个时机，那就是政

变。

今后怎样呢？为支持旧制度而拼凑一个什么新的多数吗？啊，

这不仅仅是政府当局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在自由思想派８中将有

不少胆小鬼，他们宁愿自己投奔卡特尔，也不愿让阴险的社会民主

党人提高地位；同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被埋葬了的那些关于政府

作用的幻想，又从棺材里钻出来了。但是政府不能利用自由思想

派，因为自由思想派目前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

容克地主结成联盟，而后者却是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阶级！

那末中央党呢？中央党里也有不少容克地主，威斯特伐里亚

的、巴伐利亚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等等，他们都渴望投入易北河以东

地区自己同胞兄弟的怀抱，并且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对容克地主

有利的税收。在中央党的队伍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是够多的，他

们力求比政府所应当做的倒退得更远，一旦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

就会重新把整个中世纪行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要知道，道地的天主

教政党，也像任何一个道地的基督教政党那样，不可能不是反动

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能有同中央党组成的新卡特尔呢？

这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党的统一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对

普鲁士人的仇恨来维持的。中央党完全是由敌视普鲁士的人组成

的，他们是：莱茵河流域的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人，南部的德国人，

汉诺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天主教徒，不言而喻，他们在天主教地区

８ 今后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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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势力。所有其他的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反普鲁士分子：例如

韦耳夫派和其他分立主义者、波兰派、亚尔萨斯派，都聚集在中央

党的周围。９一旦中央党成为政府的党，它就会分裂成容克地主行

会反动派和农民民主派；属于前一派的老爷们知道，那时候他们将

不会再在自己的选民面前露面了。尽管如此，还是会作这样的尝

试，而且中央党的大多数都会赞同这种尝试。而这样做对我们只会

有利。道地的反普鲁士的天主教党本身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是道

地的普鲁士主义统治的产物。随着后者的垮台，前者也必定要垮

台。

因此，中央党和政府结成暂时的联盟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党

不是民族自由党，相反，它是第一个在同俾斯麦的斗争中成为胜利

者而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１０的政党。可见，旧的卡特尔在这里是完

全不可能的，俾斯麦只能利用新的卡特尔。

今后怎样呢？解散帝国国会，举行新选举，利用对社会民主党

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吗？这样做的时机也已经放过了。如果俾斯

麦想这样做，他甚至不应当同他的新皇帝发生任何的争吵，尤其不

应当到处散布关于这种不和的谰言。

当老威廉在世的时候，三执政——俾斯麦、毛奇、威廉——

在德国庸人的眼里是稳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在，威廉

不在世了，毛奇已被迫退休，而俾斯麦正在犹豫不定，是等别人

叫他退休呢，还是自动退休。而继承了老威廉地位的年轻的威廉

则以他的短时期内的全部政绩，特别是以他的著名的诏令表明，殷

实的资产阶级庸人无论如何不能信赖他，他也不希望受任何人的

控制。庸人所信赖的人已经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庸人不能信

赖。相信１８７１年建立的帝国内部秩序永恒不变的那种旧信念已经

９今后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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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复活。以前政策的最后

一根支柱——庸人——动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散帝国国会能

有用吗？

实行政变？但是这不仅将解除对人民的束缚，而且也会使隶属

于帝国的各邦君主不再有义务遵守被这次政变推翻的帝国宪法。

改变将意味帝国的崩溃。

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旦把战争发动

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的。如果克雷兹渡过加利斯河，

或者威廉渡过莱茵河，就会毁灭一个大国。但是，是谁的国家呢？是

自己的国家还是敌方的国家？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

平，只是由于军事技术发生不断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

认为自己已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

全无法估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

争。

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政府用残酷的手段挑起暴动，然后用加

倍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各地实行戒严，在普遍恐怖的情况下举

行新的选举。然而，即使这样做也只能使毁灭延缓几年。可是这是

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知道，俾斯麦是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威

廉不是也说过吗：一遇到极轻微的反抗，我就要下令把所有的人当

场杀光？所以这个办法一定会被采用。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刚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他们正是由于

自己的坚毅和沉着、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

懈的毅力，才获得这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大概

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它也使得全世界感到惊讶。社会民主党的选

票在每次新的选举中都像不可改变的自然进程那样不断增加；暴

０１ 今后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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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警察的专横、法官的卑鄙勾当——一切都白费力气；一支人数

不断增长的突击队一直在向前挺进，愈来愈快地向前挺进，现在它

已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最强大的党。难道德国工人会仅仅为了把俾

斯麦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而使自己卷入无望的骚动，从而把

自己的事情弄糟吗？当他们自身的无比的勇气受到外部情况的鼓

舞，当一切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他们

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像得到报酬那样地为社会民主党效劳的时

刻，——在这样的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丢掉纪律和镇静，而自己冲

向那对着我们的刀剑吗？不，决不能这样。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了

我们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

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

时刻到来。

写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１日和３月１日

之间

载于１８９０年３月８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１０号和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４日

“工人报”第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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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１１今后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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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１１

写于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８９０年２月

（英译文完成于１８９０年３月）

译成俄文载于１８９０年２月和８月“社

会民主党人”杂志第１册和第２册，德

文原文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新时代”杂

志第５期，由作者译成英文载于１８９０

年４月和５月“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并根据英译文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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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①，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

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到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

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

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

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

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

点。②

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１８４８年指出，

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

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

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

业。③

５１

①

②

③ 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

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绍他所

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

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

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

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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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

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

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

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

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

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

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

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

６１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

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

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

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

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

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

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

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

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

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

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已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

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

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

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卖，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

的、神秘性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

的喑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误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

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

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

外交家完全可以说：《ＳｉＭ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ｎ’ｅｘｉｓｔａｉｔｐａｓ，ｉｌｆａｕｄｒａｉｔｌ’ｉｎ－

ｖｅｎｔｅｒ》［“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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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任

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

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

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

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

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

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甫

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

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

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

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

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

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

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

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

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

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

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

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

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

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

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

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

７１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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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

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群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

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

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

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

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

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了如此

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

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

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

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

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

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

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诚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

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兵源。这个

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

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

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

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

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

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

应地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

８１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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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

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

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

役制１２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与

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

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

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

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

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

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

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

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

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的战争１３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

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

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

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

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

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

利品。

然而再回过来看看１７６０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

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

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ｍａｔｉèｒｅàｃｏｎ－

ｑｕêｔｅｓ〔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

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

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

９１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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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

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

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

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

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

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

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

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

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

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

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

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

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

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它的统治者在东

方基督教徒中间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

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普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

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

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

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

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

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通过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进行偷袭，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

海峡和两个贝耳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海上也

就无法攻破它了。

０２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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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

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

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

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

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

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

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Ｐｏｌｓｋａ ｎｉｅｒ－

ｚａｄｅｍ ｓｔｏｉ）；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

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ｋａｒｃｚｍａ ｚａｊｅｚｄｎａ），

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

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１４这

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

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

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

并１５。此后，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

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迫

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

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

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

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现代斯拉夫学家来克洛希奇的

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

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

东方礼天主教徒１６，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

的现状。

１２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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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

——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

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

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ｌｉｂｅｒｕｍｖｅｔｏ

〔自由否决权〕）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

明确保障１７；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

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

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

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

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

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

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贿买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

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①。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

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

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

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

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

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

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

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１９中所写的要

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

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

２２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见Ｇüｌ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ｅｔｃ．》Ｊｅｎａ１８３０，２．Ｂａｎｄ，

Ｓ．２０１—２０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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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

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

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

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

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

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

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

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

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

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

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

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

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

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

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

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

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

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

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

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

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

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

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

３２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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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

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

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

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

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

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

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

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

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

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

材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２０中说明了，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

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

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

八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

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

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

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

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

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４２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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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７６２年，当大淫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

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

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２１。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

在美运去摆布。这后者，在１７６２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停

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濒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

者英国所遗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闹翻、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

中弄得筋疲力竭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

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

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帝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

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１７６４

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１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

彼得堡同盟条约２２，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

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

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

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

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来详细谈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２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

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

治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

拥有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而加以践踏的开明的治国才智

５２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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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负，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

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的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

明”①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十九世纪的

“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

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

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②，就像同样幼稚的

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２４，

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

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它，也只

有它，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

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

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１７７８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巴伐

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打了起来２５，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

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想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

利了③；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

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

面的保证人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１７７９年的帖

欣和约，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

各项和约，其中包括１６４８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执行。这样，德

６２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②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

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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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软弱就被固定下来，它本身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

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

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

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２６。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得到了阿

速夫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

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尔河。在

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

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而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特林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

义首先提出了“武装中立”的原则（１７８０年），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

党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

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按照１８５６年巴黎和约的条款已基本上为

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２７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

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特林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

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

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

“开明的”朋友和邻居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列奥

波特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

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

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时候，在波兰进行

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陷入了罗网。虽然普鲁士（它从１７８７

年到１７９１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及时地

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虽

７２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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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不得不分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

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２８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

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分散

了１７９２—１７９４年同盟２９的力量，使得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

了，法国在这时就得以巩固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

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

连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

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

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

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

邻居；把德国变成未来的瓜分对象；把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

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

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特林娜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就

是这样向国王古斯达夫三世提出的３０；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

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中煽动起义；最

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俄国按照需

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

舆论。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

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

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

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

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

８２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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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

陶宪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

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

去问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的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

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

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日益

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保罗是

个固执、任性、不可忖度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计划；他

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

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

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

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外交家的耶稣会

匪帮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让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

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

尔和约（１８０１年）３１，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

时约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

僧侣（主教、神甫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

１７７９年帖欣条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

候，决定性的话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来

讲。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贪婪，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

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讲的话成为真正决定性的话。结果是俄国

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

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成了德意志帝

９２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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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法律（１８０３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
３２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

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

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

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僭望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

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也希望得到德意志帝国

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

茵河与德国毗邻的关系对各小邦直接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

队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

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世代追求的目的几乎要达到的时

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弄得筋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

路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从

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

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

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

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

在各个宫廷充满了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的同时，给公

众散发了神秘的小册子，其中把俄国捧为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

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１７７９年的帖欣条约，保护德国是它的

权利和义务。当１８０５年战争爆发时，只要稍微懂一点事的人都会

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

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尔利茨城下被

打败了，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３３而法国的

０３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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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

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战

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和１８０７年的提尔西特和约。３４这里

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

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

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

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

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卖

身投靠以及彼此意见分歧，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

队大胆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德哥尔摩的暴力

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３５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

备同拿破仑破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

亚波，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

给他。３６这样就在１８１４年实现了叶卡特林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

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的，像往常

一样，仍然是沙皇格勒。在提尔西特和爱尔福特３７，拿破仑曾坚定

地答应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给了他以瓜分土耳其

的希望，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１８０６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

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３８

但是，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性的话，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

况：它靠混乱维持着。钢铁般坚强的士兵，钢铁般坚强的土耳其农

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被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

１３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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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要把他们粉碎是不可能

的，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

系３９，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

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

金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①。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

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

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

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

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１８１２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在

这方面是够格的评断人，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

２３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１章第７节。（在原文中恩格斯的散文体的德文

译文是：《ｗｉｅｅｉｎＳｔａａｔｒｅｉｃｈｗｉｒｄｕｎｄｗｉｅｅｒｋｅｉｎＧｅｌｄｂｒａｕｃｈｔ，ｗｅｎｎ

ｅｒｎｕｒＵｅｂｅｒｆｌｕβａｎＰｒｏｄｕｋｔｅｎｈａｔ… ｓｅｉｎＶａｔｅｒ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ｂｅ－

ｇｒｅｉｆｅｎｋｏｎｎｔｅｕｎｄｅｉｎＬａｎｄｇｕｔｎａｃｈｄｅｍａｎｄｅｒｎｖｏ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ｋｉｒｅｎ

ｍｕβｔ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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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改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

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

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经无法下决心进行旷日持久

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

订和约；他忽视了波兰人的忠告，直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

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

起义反对法国统治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

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

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４０以后，莱茵联邦脱离了

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过了大约十八个月，亚历山大

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所出卖的土耳其，于１８１２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

约，把贝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

国４１，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

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

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

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

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保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

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

尽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能消灭法兰西

帝国。

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也在自己的

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

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

３３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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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贝

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４２是波兰人的。在这里

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

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

夺，是明白的抢劫。

４３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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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

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

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

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更加成功得多地借助这同一

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

盟”４３，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

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

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

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

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

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

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

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

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

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

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

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

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

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

５３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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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

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

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

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

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没有资产阶级从

事经营活动①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

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１７７４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

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４４。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

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要

设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

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

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情；在

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

义４５。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并不是说这些阴

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

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

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②。它完

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

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

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６３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

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

在 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

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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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

莱巴赫、维罗那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

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１８２１年派遣

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１８２３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４６；这并

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

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

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

义①，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②；而前者

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那，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

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

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

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

且直到１８３０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

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

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

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③。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

写的（１８２５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０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

发，就会向它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

７３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②

③ 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

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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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的敌人”４７。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俄国想得到欧洲的崇高的许可，

即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的全部企图都

没有成功。而在此同时，土耳其于１８２５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

人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

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

茨措－迪－博尔哥（１８２５年１０月４日（１６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

文（１８２５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０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

不理会欧洲，甚至不理会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各公

国。显然，整个俄国外交界的主张都是这样。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

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

仅由于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由于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活像

《ｇｒｅｃｄｕ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

人〕（拿破仑这样叫他）。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来，他已经讨厌

希腊的起义者了。他无所事事，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

地在南方塔干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

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

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

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①；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

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

８３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

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

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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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土战争，而同时却避开了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

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两者都出舰队与俄国舰

队联合起来，于１８２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林袭击

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４８诚然，英国不久就退

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

宣战，他的军队于１８２８年５月６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１５０００

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同年８月和９月间在希

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警告，使它不敢在

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

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

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

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左右，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

干山脉退却。他只有两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

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

（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

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

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３９０页）４９。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

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各公国事务的新口实。５０多瑞河各公

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ｋａｒｃｚｍａｚａｊｅ

ｚｄｎａ》①；在这整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９３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在英译文中，《ｋａｒｃｚｍａｚａｊｅｚｄｎａ》的后面是：“（小饭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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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优势达到下一步的目的以前，七月

革命５１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自由主

义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

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个起义把俄国牵制

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５２。

我不来详细谈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

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

庸穆罕默德－阿利的侵袭，派遣三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

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许多年内把土耳

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５３；其次，它后来在１８４０年，由于帕麦

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

盟，５４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
①以及用

《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
５５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８章）②将

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兼并。

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只是

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个惨重的失败：当康斯坦丁大公

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

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③的指示原本和使节们的一切重要报

０４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②

③ 涅谢尔罗迭。——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在英译文中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

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

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１０章第２１８—２２２页。”５６——编者

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

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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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１８２５—１８３０年间俄国外交的

全部手腕被揭露了①。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

转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指示，戴维·乌尔卡

尔特于１８３５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５７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

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

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

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

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

外交竟能够把这个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扩

展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

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

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

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动也不能动

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５８，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

望的东西，——重新侵入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

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的口实。

不仅如此。奥地利，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

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经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

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

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

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

１４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１８２５—１８３０年间所搞的

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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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军队，从而肯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

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

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受他的裁判，

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５９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

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

的侮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

式解决了，他并且预先看到了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符合于沙

皇政府的目的而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６０不仅匈牙利，整个

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所以，俄国外

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

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份；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

进军；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中于

ｄ’éｔｏｎｎｅｒｌｅｍｏｎｄｅｐａｒｌａｇｒａｎｄｅｕｒｄｅｓｏｎｉｎ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以其极端

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①。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

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报答，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

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

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沃尔肯伐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而

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它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

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

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

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头批队伍一在保加利

２４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

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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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各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

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

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

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忘

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

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个战争

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①，因为俄国是通过它的领土获得自

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以肯定能

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

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

险。正是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

里，——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

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那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

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假象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

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

土地上稳稳地住下来；假象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

争。但是这个地方对假象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

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边疆的一点，集中于塞瓦斯托

波尔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

稀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便反转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

成为入侵的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

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

３４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这个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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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和粮草给养都

很差的军队在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

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

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只好服毒自杀，以逃

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①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
６１
比较起来，战

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

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

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

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

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

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

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太激动了，沙皇

太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要立即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

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逐渐

发展；除贵族阶级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

总之，新登极的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

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

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

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

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

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所追

逐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

４４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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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

争，那末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

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

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

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

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在进攻方面和过去一样相对地软弱无

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

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ｎｅｂｏｕｄｅｐａｓ，ｅｌｌｅｓｅｒｅｃｕｅｉｌｌｅ〔俄国不生气，它在积

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６２他自己

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

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在作这种积聚（ｒｅｃｕｅｉｌｌｅｍｅｎｔ）时，政府

本身帮助了它。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

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

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

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

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

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①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

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

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

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

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

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的

５４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

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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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ｕｅｉｌｌｅｍｅｎｔ》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

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１８５６年的巴

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①；他不但

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

俄国从叶卡特林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

消了，并且缔结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６３而在１８５９年，当路易

－拿破仑决定向奥地利为俄国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

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

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

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

１８４８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反沙皇

的意志，也违反路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６４

１８５９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

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

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期间，

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法、英三国，

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６５他以此使沙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问题上放弃了他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

１８６４年脱离了丹麦。６６然后是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

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二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

６４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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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１８６６年的战争导致了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

普鲁士“好样的舅舅”①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

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

１８６６年一样，亚历山大在１８７０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

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筋疲力竭的持久战，

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

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开进了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所造成的局势：这就是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９月９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６７，

其中把１８６６年战争跟１８７０年战争作了类比②。宣言中说，１８６６年

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

力量增强，法国立刻就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１８７０年的

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

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给过德国以外交上的

支持。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他那现时被破坏了

的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

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国外威势的丧失的。假

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

那末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

７４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由此到本段末尾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

话，从“正如在１８６５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起到“即反对斯

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２９０页）。——编者注

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

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Ｕｎｃｌｅ’ｓａｂｒｉｃｋ］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

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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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喘息之后开始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个战争很容易

变成一场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给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亚尔萨斯—洛

林６８，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

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

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来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

在１８７７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

１８７８年１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

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蒂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

查。６９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

门的内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

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

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７０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

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

是土耳其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

庸；收复了１８５６年失去的那部分贝萨拉比亚领土；在阿尔明尼亚

占据了新的重要的阵地；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

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

一切意图；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筋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

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

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①——暂时地为俄国守护

８４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

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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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

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ｌａｃｌｅｆｄｅｎｏｔｒｅｍａｉ

ｓｏｎ》〔“我们房屋的钥匙”〕①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亚尔萨斯－洛林

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末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

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

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

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

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

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

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

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

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

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

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围困法来攻占

这一或那一国家（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②。但是，要知道，

９４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② 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

有的、而按照１８５６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二个大陆

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

情况下，在我们的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

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给

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

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

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

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

中充分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编者注

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１８０８年和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的用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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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

正是俄国外交一百五十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

的失败。①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

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宿愿。只有君主制复

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现在唯一可能发生

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

于自己的十分特殊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通过和丹麦王

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的代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

０５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

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

特别是１８５７年的印发起义７１以后，早在１８４０年就已开始的对土尔克斯坦的

征服７２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１８６５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亚克萨尔

特河上建立了据点；１８６８年合并了撒马尔汗，１８７５年合并了浩罕，布哈拉汗国

和希瓦汗国被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麦尔夫的缓慢

的进军；１８８１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帖彼；１８８４年麦

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海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

河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地位

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

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还没有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１８５７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

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土尔克斯坦出现

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

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索利曼

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

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

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

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

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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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

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

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

１５００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７３。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

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了与法国

工人的革命精神相对抗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正是在１８７８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愈来愈

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

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在俄国ｅｘｐｒｏｆｅｓｓｏ〔专门〕以各

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毫无收获。是罗马尼亚人使

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７４，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

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现在他们未必还会相

信关于将来合并塞米格腊迪埃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

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

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

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

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

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本身已

经占据了统治地位。７５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①的空话已经

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阿尔明尼亚，但是在欧洲，

甚至对虔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

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７６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

１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

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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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①，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

崇拜者也已经不会为了克里特岛或阿尔明尼亚而冒欧洲战争的危

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１８５６

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

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

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

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

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

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

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

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

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１８４８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

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

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

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

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

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

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

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

２５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英译文中在“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

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的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

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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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话，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

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

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

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

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①而

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乌有７７，这个经验可以作

为这样一点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

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１）德国吞并亚尔

萨斯—洛林；（２）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３）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

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

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

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

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

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

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

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

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只有当在

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

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

３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

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参议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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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①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

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

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②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

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

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７８，这是它

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

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

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

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

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

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

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

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

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

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

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

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

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

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

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

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

４５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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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

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

阿尔纳乌特人①、希腊人②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

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

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

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

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

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

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

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

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

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１７９３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

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

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１８４８年起时代已经

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过什么

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

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

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

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

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

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

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５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①

②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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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

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

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

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

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

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①。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

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

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②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

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

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

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

个主要堡垒③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

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

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

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④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

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

６５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②

③

④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

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

们”。——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

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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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

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

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愿这种

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７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三

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

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

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７００万张

选票中，它拥有１４３７０００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

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

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

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１８４８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

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

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

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

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

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

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

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

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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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反 犹 太 主 义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７９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给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吗？这

就是我要请您认真考虑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

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

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

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

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

耸动了一下听闻。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分出现的

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资本那样地反对

基督徒的资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

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马克、支出

两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地主；在普鲁士

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

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

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末它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

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

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

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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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

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

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

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

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

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

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

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

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

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

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

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

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

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

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

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

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

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

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

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

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

９５论反犹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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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

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

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

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

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８０，——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

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

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

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为

了效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

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

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

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８１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

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无论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

一个“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工人报”

第１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０６ 论反犹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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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８２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８３以来，已经又有必要刊印“宣言”

的新的德文版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

提。

１８８２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

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

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

不会使原稿增色。８４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

‘钟声’８５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

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

最初发表时期（１８４８年１月①）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

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②

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

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

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

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

１６

①

② 在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在“各种”之前还有“各国”两字。——编者注

在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１８４８年１月”，而是“１８４７年１２

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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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

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

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

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

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

农场主（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①）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

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神话

般的资本积聚一起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

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

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

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

禁锢在加特契纳８６，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

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

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农民公社②，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

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

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解

体过程呢？

２６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①

② 在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农民公社”（Ｂａｕｅｒｎｇｅｍｅｉｎｄｅ），而是用拉

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公社”（Ｏｂｓｃｈｔｓｃｈｉｎａ）一词。——编者注

“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德文版上增加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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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

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

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

义宣言”８７。

随后又于１８８５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Ｓｏ

－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ｋ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
８８

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

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

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较为细心一点，他是

能够把它译得很好的。

１８８６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

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８９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

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

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艾尔南·科

尔特斯街８号９０。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在１８８７年，君士坦丁堡的一

位出版商收到了阿尔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

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

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１８８８

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

３６“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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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

封面印的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上注

释，１８８８年伦敦，威廉·里夫斯出版社，东中央区弗利特街１８５

号９１。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把它们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

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９２里提到的那

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１８４８年

６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面去，而在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刑９３之后，它更被“依法”宣布为非

法了。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

退到后面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

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

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

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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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摈诸门外的纲领。这

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９４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

妙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

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

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

４６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①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

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

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

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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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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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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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

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

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

是正确的。１８７４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

１８６４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

国的道地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

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１８８７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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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而在１８８７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

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由此可见，“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１８４８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

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

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

言。在１８４７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

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

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

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

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

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

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

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

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

７６“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① 比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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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

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１８４７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

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

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

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

情”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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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

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

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大

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

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

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

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

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

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１８６６年日内瓦

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１８８９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

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９７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

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

多好啊！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５月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年在伦敦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版

８６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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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５月４日
９８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

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

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

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

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

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因此，

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

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省和各

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

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定说，１８９０年５

月１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

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

家，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

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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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５月４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

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１８９０年５月４

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

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熟悉一下５月４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

逐渐行动起来。１８８９年４月１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Ｇａ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Ｕｎｉｏｎ），目前会员总数达

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

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在它的积

极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

状态。９９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会一个

接一个地成立了，而他们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

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

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

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

们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

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

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

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为了

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

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

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

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

０７ 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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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
１００
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

的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

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

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１０１——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

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每人三英镑。去

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银镇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

人领导的１０２；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

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

南部，却因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１０３，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

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

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在伦敦为争取在法律上

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议，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

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为此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

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５月１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

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５月４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

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

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

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

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

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

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

照此折算，——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

１７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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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费，譬如说，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

或两小时工资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

个方向，即争取可以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

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

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

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仍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

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逻辑地同法国的可能派１０４永

远结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

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

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说来，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

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

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

动不在５月１日而在５月４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

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

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

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

员会耍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

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

在欧美工人们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

人民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Ｗｏｒｋｓ）提

出申请，并报告具体细节，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在

草地上通过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

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

提出这种申请。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

２７ 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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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请５月４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

立七个讲坛，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５月４日那一

天公园由他们租定了，胜利毫无问题。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

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

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

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

的旗帜，也就是说，不许社会主义的组织、政治俱乐部这样做；既然

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谜。理事会

向会议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

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

没有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

以代表的身分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

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十五年的时间，连想

也没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们对于他们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

示威似乎已最终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

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别的办法，只好去

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

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

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靠欺骗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

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

同中央委员会就组织示威一事进行商议。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

估计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

３７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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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

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

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

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

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

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

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５月

４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

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

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

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１０５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

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

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

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

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

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的运动。即使眼力

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

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

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

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

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

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

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

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

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

４７ 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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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

的一般成员在内，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

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

员会这边。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

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

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

１８９０年５月４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

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

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

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１８３６—１８５０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

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１８４８—１８８０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

——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

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

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

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

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１８４９年巴登运动１０６

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

兵各一名。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

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

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

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

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谁不喜欢

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没有摩擦，然而事情终能做成。不久以

后，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

５７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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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

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５日和２１日之间

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３日“工人报”

第２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６７ 伦敦的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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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

答复的草稿１０７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该报１０５号（１８９０年８月

３１日）上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

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

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

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的性质

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末这些大学生的主要机关报之一的

前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应该擦亮我的眼睛。前编辑部

同我“一起希望”——结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奥艾尔、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拥

有德国工人的少数，而以前编辑部为代表的“有原则的一派”则将

拥有多数。这就是说，把前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

身上，因而我得为此向它追究个人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愿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文学家老爷们挑起的无

谓纠纷。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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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如果爱闹纠纷的老爷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

这样办吧。

当这些老爷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反对党

团的时候，我曾惊奇地问自己：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这一切是

为的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

有关庆祝五一节的争论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

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包括五个人，他们居住在四

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

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意见却是

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

性。１０８

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无疑是犯了错

误。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要归罪于个

人，而不能归罪于整个机构。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

违反了民主准则。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

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１８７１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１０９

也同样违反过某些手续，巴枯宁主义者老爷们立即抓住这点，当作

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

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那里，

这些人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阴谋机

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党团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

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１１０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

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

８７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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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①

写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６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７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

① 手稿在这里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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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签署人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

勒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的现任编辑部。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１８９０年８

月３１日第１０５号）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

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

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

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刚卸任的编辑部的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事。

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

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今

后愿意“希望”什么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随它的便，只是我并不打

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

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末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

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刚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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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

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

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

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

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

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

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

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

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ｔｏｕｔｃｅｑｕｅｊｅｓａｉｓ，

ｃ’ｅｓｔｑｕｅｍｏｉ，ｊｅｎｅｓｕｉｓｐａ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ｅ》—— “我只知道我自己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

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

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

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

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

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关于这一

点，从那时以来这些老爷们已经亲身体验到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

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老爷

乐意去滤出蠓虫，那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为了感激

这一点就应当吞下骆驼。１１１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

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

１８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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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的状况和党内存在的一些观

点，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老爷们坚

决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

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

不是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应该

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

“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

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

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

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

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

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

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

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９月７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３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３７号和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４

日“柏林人民报”第２１４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柏林人民报”校对过

２８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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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１１２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１３，比利

时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了工联出席将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

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

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

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点当时并没有确定。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末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

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他们有单独邀请权的唯一的代表大

会。而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将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信任受

骗了，１８９１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

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

１８８９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

动１１４，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

会，那末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

择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

他们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代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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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

可思议的蠢事而把他们碰回去的话；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

可能派是不会做的。

既成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

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

糟糕的是使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

大会的事委托给了两个全国委员会——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

全国委员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这是使什

么都做不成的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１１５

以后那样，不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范围，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

益行事。他们想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

大会，而置与他们同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

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

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

认我们只是得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严地责备比

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托，几乎是责成他们不要太就字面

来了解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使自己陷于寸步难行，而我们的竞

争者却能继续活动的境地。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毫无疑问，将要作出种种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

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也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

生这种“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

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被公

认为制造分裂的人始终是工人心目中的罪人。因此，如果在１８９１

４８ １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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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

我们身上。

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尝试是要做的，而且这一点是没有疑问

的，那末我们是否应当消极等待呢？那时我们就要冒这样的危险，

即在最后关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们提出布满明显圈套（我

们很清楚知道这些圈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

掩盖起来的，广大群众不能看穿其中的毒计，然而这又是我们所完

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们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

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们因过于固执而

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

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已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们要

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①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们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们来

研究一下这个问想。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靠：（１）法国集体主义派１１６和布朗基主义

者（而且后者的人数由于大批转入布朗热主义者阵营而减少了），

（２）德国人，（３）奥地利人，（４）西班牙社会主义者，（５）占丹麦社会

主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１１７，（６）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

威人，（７）瑞士人，（８）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１）法国的可能派；（２）

代表人数可能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利用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

高涨为自己服务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３）比利时人；（４）荷兰人；

５８１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① 以下到“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前的六段在手稿中用垂直线划

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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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巴塞罗纳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６）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

代表；（７）意大利人；（８）占丹麦所有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

“改良派”，他们大概还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

这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几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１８８９年更庞大得多的

队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末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

这些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毫无作为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

我们拥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

于他们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

远地落在后面。加之，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至今还在使用的毫无作为

的办法，那末，分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

大会的人数再一次受到损失。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

分裂“丑事”而不得不至今抱中立态度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

意大利人而壮大起来；联合有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易于接

受知识的优秀分子的英国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

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

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独裁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

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能够

在其中起显著作用的代表大会（可能派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

会），而首先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

帮助他们做到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末，作为他们队伍中优秀

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

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他们决不是可能派。

６８ １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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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１）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１８８９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

召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

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们的委托；到底采取哪

种方式，必须确定。

（２）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过去几次代表大

会的规章、议程和决议对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

例的限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

议程。任何一个委员会，不论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

关于合并问题的谈判期间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约

束。

（３）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的条件和名额都要事先规定好（最好

提出一定的建议，但提出建议不是我的事情）。

（４）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应予规定）拟出关于规章、代表资

格审查方式和议程的建议，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７８１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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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读者的告别信１１８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时常向

其他政党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

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肯定会变，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

会变。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篇幅、而且只有

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

报纸，——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的面貌的。它

应当像它原来的那样，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

法是一致的。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必然会造成一个缺

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

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

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

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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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

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

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１１９撰稿。这是革命

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

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

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

期，在维登代表大会上重新恢复了党，此后党又重新“用一切手

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了斗争。１２０“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

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既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也不

存在帝国刑法典和普鲁士邦法。“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

各邦的法律，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

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

“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期票一样准；任

何一个斯蒂凡也不能阻止德意志帝国邮局把它分送到收件人手

里。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１８４８

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

那末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

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

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ｉｋｅ，也就是组

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地一刻不停

地进行，我这个年老的革命者的心里常常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报纸也是值得为推销它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的。这无

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

９８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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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

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

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笼罩着一片死寂的时候，在“社会民

主党人报”上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

时的那种生动幽默。

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１８８５

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

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

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

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

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４月２日宣布禁令，而在４月２３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

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１２１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

扬的瑞士避难权。１２２正如１８３０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

在这里也暴露出了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

却总是失灵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自从１８３０年瑞士

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在这样的条件

下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即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

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做出让步。这不

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

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

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权的时候

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党获

０９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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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

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

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

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

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

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

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说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

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

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

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

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利决和帝国法

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

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

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

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

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

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街垒，诉诸武

力吗？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满足。党对历届帝国国

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力量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

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

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党在

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

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

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

１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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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

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受住了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

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现。

为这种情况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

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

的：下一次德意志帝国一定撑不住十二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２日和１８日之间

载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３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２９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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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我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９月１６日的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

报”１２３。这份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这

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把我们反对派叫做‘大学生骚动’，那末我就要请他指

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同他自己的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如

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

恩格斯只要看一看他本人１８８７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中写的

什么好了。”

我同德国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不断使我得到许多极其离奇的

经验。但是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须向

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不同的观点云

云。至于说“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垂头

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叫做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反对派”，那

末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几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认为没有必要还要就这个问题同

他谈什么。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

意与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ｅｒｎｓｔ》①的通信来打扰议者。

３９

① 双关语：Ｅｒｎｓｔ［恩斯特］是姓，《ｅｒｎｓｔ》是“郑重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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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５月３１日，恩斯特先生从格尔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

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研究

方法运用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１２４，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三两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

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６月５日回答他说，我不能参与他同巴尔先生的争

论，而且我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

样写道：

“至于说您试图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问题，那我首先必须

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

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

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

定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这一个

范畴里，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

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

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

利的时候，当革命仅仅在自己的祖国法兰西才激起了这样大的恐

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

时候，挪威却制定了一部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

宪法。

第二，最近二十年来，挪威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

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的文学繁荣。不管他们是不是小市民，但是

这些人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创作的多得多，而且还给其他国家

４９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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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对德国文学也毫不例外。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必须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点

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

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

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

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

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

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

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它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

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

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最终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框框。德国工人是最坏

的‘没有祖国’的人，恰好是从他们已经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

层的狭隘性这个意义上说的。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发展阶段，而

是夸张到了极点的可笑的模仿，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

对犹太人的可笑的模仿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资

产者绝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相反，在挪威，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

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

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这里，谈不上由于巨大运动的失败和

某个延续三十年的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

由于它的隔绝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总的状况是完全

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

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但是对于资本积聚的最强有

５９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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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杠杆——交易所来说，这里还没有它的地位。而且海上贸易的

猛力扩展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当其他各地都是轮船在排

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

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占世界上第二位的，而这些船

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１７２０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

这样一来，在这种停滞状况下也开始了运动，而且这种运动也表现

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正像加斯梯

里亚的情形一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

由农民之子，因而比起蜕化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例

如，易卜生的戏剧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它们还是反映出一个即使是

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

世界里，人们还有性格和首创精神，并且是行动独立的，虽然有时

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奇怪。这类东西，在我对它们作出判断以前，我

是宁愿先彻底研究一下的。”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

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

坛”上的那篇文章里。如果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

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

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①。接着我通过他自

己引用的一个例子，即通过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按照德国的样

子来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这个国家来，这

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在事先而且也是针对他本人说明了

６９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① 见本卷第８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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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责备这些老爷“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

事实一无所知”①。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

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

的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带着

美德被侮辱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说什么我必须向他指出——

“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

初他勇敢而自信地冲过来，似乎在这里除了空洞的喧嚷真的还藏

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急忙声明说，

他什么也没有说，并且抱怨别人轻蔑地和侮辱地对待他的纯洁的

感情。被侮辱的美德是在他给我的信中，在那里他抱怨巴尔先生

“极端蛮横地对待了他”！被侮辱的纯朴是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在

那里他最天真地质问：“在什么地方？”然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

当知道这一点了。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是在马格德堡的“人民呼

声报”上，在那里他也质问曾经理所当然地训斥过他的老布雷梅

尔：“在什么地方？”

    我叹息着问：在什么地方？

    我总是要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希望知道还“在什么地方？”——那末，譬如

说，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文

章中，１２５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

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

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

７９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① 见本卷第８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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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这个人竟

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

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被许可不再回答以后提出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

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

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它们终于有了个尽头的时候，他

却宣布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这时我们这些人就

再也忍不住了，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哪怕能有片刻筋疲力竭的

时候也好。

其次，恩斯特先生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

的，那就请恩格斯”云云。

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

报”上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①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

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

斯特先生想只提出这样的论断：党团似乎只有“一部分”是非常

小资产阶级的。又是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

耻行为强加在这个善良的心灵上。但是什么时候曾有人不同意不

仅在党团的成员中而且在整个党内也有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

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至于说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按其性质

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却是事物的本性。如果全部问题仅在于

此，那末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注意这

个老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党团里、尤其在

８９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① 见本卷第８０—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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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里占多数还是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

去等待这些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但是到今天为止，无产

阶级反对非常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１２６以及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在愈

来愈使这个小资产阶级因素失掉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

因素则在日益强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

党团并不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当做破烂废物扔掉，而

更危险得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这特别是因为他们

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

偏见地衡量现实事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因

此他们想强迫党接受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

生和太斯特勒尔先生公开表示，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

表示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

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

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十二年

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场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

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了。但

愿这一点也能帮助保尔·恩斯特先生了解，为什么我竭力反对把

我同属于这类集团的分子混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５日

“柏林人民报”第２３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９９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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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当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有这样多真挚的关怀，这样多意想不

到的荣誉落到我的身上，我很遗憾不可能对这些祝贺一一亲自作

答。电报、信件、礼物、党的报刊上专门为我写的文章真是如雪片飞

来——所有这些祝贺来自各个国家，尤其是来自德国各地。为此请

允许我在这里对１１月２８日如此关怀地想念到我的老朋友们和新

朋友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

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

·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

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

荣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

“柏林人民报”第２８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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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１２７

公民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对我的祝贺。

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始为无产阶级事

业而进行的斗争。让我在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再死去吧。

但是，你们，以及我们在德国、英国、奥匈帝国、俄国——总之，

在一切地方的弟兄们所打的胜仗，构成一系列如此辉煌的胜利，这

些胜利足以使比我更老朽衰弱的人也变得年轻起来。而最使我高

兴的是法国无产者和德国无产者不顾我们的腐化的资产者的沙文

主义嚎叫而建立起来的（我希望是永久地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兄弟

般的团结。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

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

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１２８我希望还能看到，这一同盟——将永远

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未来欧洲同盟的核心——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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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国家的无产者所实现。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４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２０１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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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人纪事周报”和

“人民言论”编辑部１２９

（布 达 佩 斯）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１１月２６

日的来信里对我七十岁生日的祝贺。

我深知：你们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一天给予我的荣誉的绝大部

分，只是由于我是马克思的代表，比马克思活得更久，才落到我的

身上，因此，请允许我把它作为荣誉的花环奉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我为了今后无愧于他而能做的一切，我都将做到——这点你们可

以相信。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地邀请我参加匈牙利党代表大会１３０。我不

可能亲身赴邀，但在１２月７日和８日我的心将同你们在一起。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

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

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它们之间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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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在匈

牙利，如我从你们盛情寄给我的“工人纪事周报”上看到的，这个工

人政党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从一开始

它就是国际主义的政党，在它的队伍里联合着马扎尔人、德意志

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我请你们向这个年轻

的党转达我对它的代表大会的最良好的祝愿。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工人纪事周

报”第５０号，并用匈牙利文载于１８９０年

１２月１４日“人民言论”第５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纪事周报”

４０１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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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１３１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

——曾于１８７５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１３２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

请他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

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１３３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上了党的

议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

——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

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

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

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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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

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

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

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

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

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

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

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

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

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

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３４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

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

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

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

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

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１年１月６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

杂志第１卷第１８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６０１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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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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写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８９１年２月

载于１８９１年在汉堡出版的小册子：

弗·恩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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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９１年版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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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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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１３６里，我曾经认为

有必要回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一个匿名作者

于１８７２年在柏林“协和”杂志１３７上首先发动的，后来剑桥的塞德莱

·泰勒先生又于１８８３年在“泰晤士报”上将它重新挑起。这位匿名

作者——泰勒先生已经揭露，这位匿名作者就是路约·布伦坦诺

先生——当时控告马克思捏造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书所

附的文件中，编号第１２号①）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简短说明，根本

不打算取悦布伦坦诺先生；他要答复我是十分自然的。他果然在一

本小册子——路约·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

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１８９０

年１３８——中这样做了。

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说它提供得太

多，是因为它“兼”而详细地叙述了布伦坦诺先生对“工人阶级的进

步及其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和争论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我只

须指出一点：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

以及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

发明。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

９０１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７—２０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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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贫困”起，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对此曾谈过几百遍，

不过，我们在谈到这一点时作了很多的保留。１３９第一，工会的抵抗

只有在市场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

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

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使人好笑的夸张。第二，——其他次要

的限制更不必说了——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

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

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

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

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

来越宽。但是，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

佣奴隶，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

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斥这

些夸大，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说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在这次论战的文件中

它只提到了那些直接来源于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的文件，而根

本没有谈到后来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为了使读者自己能

对这一切作出总的判断，我在附录中收入了：（１）国际总委员会成

立宣言中和“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２）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

之间的论战；（３）塞德莱·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

战；（４）我为“资本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先生对此所作的

反驳；（５）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先生的信有关的材料。自然，我同

时也从布伦坦诺的议论中删去了那些与捏造引文问题无关，而只

是“论进步问题”等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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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柏林“协和”杂志第１０期上，出现了一篇

匿名文章，对１８６４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１４０的作者马克思进行

了激烈的攻击。据说，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

大臣格莱斯顿的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地方载于附录，文件第１号①。“协和”杂志

的文章也载于附录，文件第３号②。在后面这个文件中，控告是这

样提出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

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１５０

英镑和１５０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

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

限定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这样一句话强加给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这就是匿名作者（现在已经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约·布伦坦

诺）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应该说是唯一的控告。

马克思于１８７２年５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１０

期。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几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

１１１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６０—１６１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５５—１５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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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刊物”。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

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辩１４１（文件第４号
①）中指

出，这句话不仅在１８７０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引用１４２，

而且还在成立宣言出现之前就被引用在１８６４年伦敦出版的“兑换

论”１４３一书中，最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在形

式上和实质上像他所引用的那样包含着这句话：“我刚刚描述的增

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②，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１４４如果说“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
１４５
（此话出自英国财政大臣

之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是因为格莱斯顿非常明智地按照英

国议会的传统惯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报”关于

格莱斯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说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这句

所谓增添的话。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

像紫罗兰那样在背荫处开花的布伦坦诺先生又怎样回答呢？

（１８７２年７月４日“协和”杂志，文件第５号③）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发言时永远不会有的勇气，重复他的控

告，说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说，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是真

正毁灭性的”。

这个确凿的证据无非就是“汉萨德”中那个没有这句话的地

２１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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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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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此，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萨德”上没

有的倒霉的话本身说来可能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要掩盖这样一个极不

愉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话，如“泰晤士报”的报道所表明的，是符

合真实情况的。而我们的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

对控告说来，这一确凿的证据已经几乎是“无法驳倒的”，而且日后

可能成为“真正毁灭性的”，所以他拚命地向比斯利和“兑换论”所

引的引文进攻，千方百计地把问题弄模糊，断言似乎比斯利引用时

所根据的是成立宣言，而马克思所根据的是“兑换论”，等等。但是

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说

明这句话是格莱斯顿讲的还是马克思臆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这

些问题，就它们的性质而论，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论，我现

在也不能下定论。这些东西不过是要用来转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

“泰晤士报”那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谈论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一些骂人的字眼来支

持自己，什么“近乎犯罪的轻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声

色俱厉、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

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１８６３年４月

１７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泰晤

士报’从第７版第５版〈应为栏〉第１７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说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

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无耻地撒谎”真要感到惊奇了，他竟然还

３１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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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财富等这样令人陶

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财富和实

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我刚

刚描述的增长〕〈关于这一点，甚至布伦坦诺先生到现在也没有匿

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就是上文所说的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

长〕〉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Ｉｔｈｉｎｋｕｐ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ｓａ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亦即以我

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

长。〕”

于是，布伦坦诺先生在他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那句所谓马

克思增添的话（因为“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从而证明了他自己

正是像他给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以后，得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萨德”的〉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

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

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同成立宣言中

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的东西，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

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

颜无耻地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

关报“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

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

于有产阶级’”。

Ｓｉｄｕｏｆａｃｉｕｎｔｉｄｅｍ，ｎｏｎｅｓｔｉｄｅｍ．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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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是“增添”，这是“完全是捏造的”“声名

狼藉的地方”。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莱斯顿的话：我刚刚描

述的这种增长，即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这就不过是比没有这句话的“汉萨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比

较扼要”，并且“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也就是同一个〉声名狼藉的

地方正好相反”。而当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

作证明时，布伦坦诺先生说：

“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颜无耻”。而马克思的额头

无论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别的地方①。

匿名作者，即路约·布伦坦诺，以一种确实与马克思的迥然不

同的“厚颜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

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而事实上，无论根据“泰晤士

报”或“汉萨德”，格莱斯顿都说，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

待这种“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

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说，这种增

长确实“只限于有产阶级”。

最后，高尚的匿名作者愤怒地指出：“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

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２５７页）：简直‘无耻’。”

谁的行为，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５１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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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在他的答辩（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文件第６

号①）中过于忠厚了，他认真地仔细分析了布伦坦诺先生关于比斯

利教授、“兑换论”等等的一大堆废话；我们撇开这些次要问题不

谈。但是在结尾的地方，马克思还引用了两件对主要问题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事实。除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外，另外两家伦敦的晨报在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报道中也有这个“增添”的地方。根据“晨星

报”１４６，格莱斯顿说：

“这种增长”，——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

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根据“晨报”
１４７
：

“上面所说的”——刚刚被说成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对手说来，这个证据都会是“真正毁灭性

的”。但是对于匿名的布伦坦诺说来却不然。表明了同样程度的厚

颜无耻的布伦坦诺的答复（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２日“协和”杂志，文件第

７号②），马克思从未见过，因为在７月１１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收到

“协和”杂志。我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诺的翻印本（“我和……的论

战”１８９０年版）中才读到这一答复１４８，因此在这里不能不谈谈它。

６１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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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克思〉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

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

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诺

先生下此断语时的武断，较之他突然向我们讲下面一段话时的“厚

颜无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的德译文中干脆删

掉了这一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

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

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

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说，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

那也和包含同样内容的那句“增添”的话相反。至于“干脆删掉了的

附句”，只要布伦坦诺先生肯稍微表现一点耐心，它一定会让他得

到报答的。在他顺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较

容易地颠倒黑白了。既然他已经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用

太担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马克思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

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诺这样断言〉财

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

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

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

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

说法〈原话如此！〉。”

发明ｓｉｄｕｏｆａｃｉｕｎｔｉｄｅｍ，ｎｏｎｅｓｔｉｄｅｍ〔既然两人做同一件

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这一规则的耶稣会教徒，与匿名的布伦坦

７１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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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相比不过是小学生。当“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晨报”一致声

明，布伦坦诺断言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实际上格莱斯顿说过的

时候，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当马克思，一字

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话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

全是捏造的”，“谎言”，等等。而当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这位名叫路约·布伦坦诺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

“简直无耻”。

但是，只要把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个地方的

报道都列举出来，就可以彻底驳倒“增添”的说法。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们已经援引过了。

“每日电讯”１４９：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

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财富问

题的这一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的增长。”

“先驱晨报”
１５０
：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这样令

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

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

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晨邮报”
１５１
：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

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

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

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每日新闻”１５２：

８１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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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

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

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

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旗帜报”
１５３
：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

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

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

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

所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无法驳倒的”。其中四家报纸——“泰晤

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转述的这句话和马克思

所“增添”的这句话完全相同。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

醉的增长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另外四家报纸——

“先驱晨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只是以在形式

上比较扼要”的说法转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语气更强了：这种增

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驻议会的记者。因

此，它们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说，它们是

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句根本无法隐瞒

的话的两种说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人，也有辉格党人和激进派。

根据四家报纸，格莱斯顿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根据另外四家

报纸，他说：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可见，八个难以驳倒的证人

都证明，格莱斯顿确实讲过这句话。问题只是，他讲这句话时用

的是马克思所援引的较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

９１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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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语气的说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萨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

但是“汉萨德”是不像这些晨报那样难以驳倒的。“汉萨德”的报道

要受检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一般惯例是根据

“汉萨德”进行引证。

八个受到信任的证人对一个受到怀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们

这位对胜利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

晨报的报道都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强加在格莱斯顿身上，正

因为如此，它们是在“为”匿名作者说话，它们恰恰正是以此证明马

克思“增添”了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诺的“厚颜无耻”了。

０２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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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诺先生那种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厚

颜无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增添”的话进

行的攻击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阵地。他已

经找到了这样的阵地；现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阵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５号①）

中，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

样做的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一

个“声名狼藉的”、“增添”的地方，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的问题。

因为方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地方。因此，重

要的已经不是“声名狼藉的地方”的本文，而是它的意思。现在

要做的已经不在于否定这个地方本身，而在于肯定它的意思和它

所说的正好相反。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

此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②，此后，这位匿名对手

就更加武断地在这个不太纯洁的题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

第二篇反驳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７号③转载在这里。

１２１布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三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８１—１８５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８１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６６—１７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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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断言，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萨德”在实质

上完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

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富裕阶级〕①一语的不正确的译文。这一点，作

为十分次要的东西，我撇开不谈，——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语

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诺先生完全不同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当时

用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真的想到什

么，——这一点，在已经过了二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大概连他自

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一个

“附句”。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援引在前面第２章第７页上②。马克思

删掉附句，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事实：从所得税的材

料可以看到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是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

得税；从这些材料中丝毫不能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由

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

长之外。

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翻译的“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句话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

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附句，是由以下这些词构成的：

“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

马克思两次——因而也就是顽固地——删掉这些非常重要的

词，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隐瞒：这种增长仅仅是应该课所得税的

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

２２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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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坦诺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责别人“撒谎”而义愤填

膺，从而弄得双目失明了？或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因

为反正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无论

在成立宣言或“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是以这些话开始的：“从１８４２

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ｔｈｅ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增加了

６％…… 在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则增加了

……”①

除了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诺先生是否知道在英

国还有别的什么“应该课税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附

句”给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谈的正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增

添了什么东西？也许（看来的确是这样）布伦坦诺持这样一种看法：

如果引证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人不像布伦坦诺那样大作一通关于

英国所得税的讲演，并在所得税方面进行“捏造”，就像马克思所指

出的那样（文件第６号）②，也就像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

认的那样（文件第７号）③，那末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就是“被捏造

了”，就是给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它里面“删掉”了某种东

西？如果在“增添”的话中只是说，格莱斯顿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于

有产阶级，那末，难道那里在实质上不是谈的同样的东西？——要

知道只有有产阶级才缴所得税。可是，布伦坦诺先生当然是一面在

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大吵大闹，说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捏造，是无

耻地撒谎，而同时他自己却从后门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布伦坦诺十分清楚，马克思援引的格莱斯顿的话，所谈的是

３２１布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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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课税的收入”，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篇控

告（文件第３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ｔａｘ

ａｂｌｅ一词译为“应该课税的”①。如果布伦坦诺现在在自己的第二

篇反驳中“删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天起直到他１８９０年出版

小册子，一直反复地断言，马克思故意地别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

实，即格莱斯顿在这里谈的只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那末，我们

岂不是应该把“撒谎”、“捏造”、“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这

些他自己的用语奉还给他吗？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

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

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在他给匿名的布伦坦诺的第二篇答辩②中证明，他没

有“增添”“声名狼藉的”话，接着他驳斥了匿名者的这样一个蛮横

的论断，即在作为唯一的争论目标的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

和“汉萨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

含着这一有争论的句子，而后者则将它完全删掉了。格莱斯顿对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这和这个唯一的争论点是

毫不相干的。

相反，在成立宣言中，——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诺据以提出捏

造引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在第４页上③，就在“声名狼藉的”

话上面几行，直接谈到，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

４２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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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在下院宣称：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

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诺说马克思别有用心地掩盖起来的话。

在整个论战中，从１８７２年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５

号①）起，至１８９０年“我和……的论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

止，布伦坦诺先生——以一种我们当然绝对不敢称之为“无耻地撒

谎”的巧妙手法——闭口不谈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

切地引用了格莱斯顿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没有先例的改善的郑重

声明。而在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反驳中，——如上所述，这篇反驳，马

克思直到去世时还不知道，而我也是直到１８９０年“我和……的论

战”小册子出版之后才知道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只是作为

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实际上已被挝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

认，增添的句子确实属于格莱斯顿，而且断言，它是“为我们说话

的”，即为布伦坦诺说话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驳中，布伦坦诺向

新的防线退却了，说什么马克思阉割了和歪曲了格莱斯顿的演说；

说什么马克思强迫格莱斯顿说，富人的财富大大地增长了，而穷

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穷了，而格莱斯顿却明确地

说道，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

中，恰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莱斯顿的这些话，这第二道防线又被

突破了。而布伦坦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

读者〈“协和”杂志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５２１布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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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格莱斯顿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们还要多少谈

一谈。

最后，觉得自己很安全的布伦坦诺——第一，因为他是匿名

的，第二，因为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小小

的愉快：

“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

这种包含着承认自己软弱无能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

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

口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那末我们已经展览过他那文雅之

词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

谎”、“假引文”、“简直无耻”等等，无论如何是一种有教益的“承认

软弱无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正

确无误的标志。

６２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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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的堂皇演出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神秘的（如果说还不

是枢密官的）布伦坦诺，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希望做到的事。诚然，他

在所谓“增添”的话上面没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

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防御阵地，并且在这个阵地上

保有最后一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教授们总是爱说，阵地还

在他手里。于是，他就可以吹嘘，——至少在同他一类的人的面

前，——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字方面将马

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他已在“协和”杂志上

被打死的事，却一个字也不知道；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

了十一年，而且这十一年是他的成就愈来愈大的十一年，他在各国

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十一年，他的功绩愈来愈得到普遍承

认的十一年。

布伦坦诺及其同伙，聪明地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看到这一自

欺欺人的行为，或者向他说明他早已死去。但是当１８８３年他真的

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不耐烦了。于是，

塞德莱·泰勒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８号①）登场

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并没有和艾米尔·德

７２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四

① 见本卷第１８６—１８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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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弗勒商量好（看来的确如此），那末泰勒的登场实在太冒失了。

他用一种说明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事情毫无希望的装腔作势的语

调说，使他“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

〈马克思的〉这种 ｍａｌａ ｆｉｄｅｓ 〔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

一般的布伦坦诺的巧妙攻击，吹嘘有渎神之罪的马克思接着所作

的垂死挣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于

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诺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语。

最后，我们再引用下面一段话：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

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

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

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

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争论

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

并且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

德”的报道完全一致，证明似乎马克思所“增添”的话在“泰晤士报”

的报道中没有登载，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句话；或者，

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句话，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说的

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

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避免继续进

行争论，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知道这一点，或者

应当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

诺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也确确实实同样地载有那

８２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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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增添”的话。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

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９、１０和１１

号①）首先证明，塞德莱·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坚持过原来的、关

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说，这“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这又是对

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得悉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

此我们对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道防线上提

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思，——这是

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

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题是关于

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句话？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控告

已为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

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Ｄｅｇｕｓｔｉｂｕｓｎｏｎｅｓｔｄｉｓｐｕｔａｎｄｕｍ〔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

的，——就其本身说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说来，——别人可能

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满

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则永远

既不会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满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满意。任何一

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

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

方。这是很常见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谁也不会认为

９２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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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

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告，那末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

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莱·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

的转折，他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背弃布

伦坦诺的第一点是，他抛弃了他的原来的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

告，甚至否认这一原来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背弃布伦坦诺的

其次一点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弃置一旁，——

引证时以“汉萨德”作为唯一的根据，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

例”，——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那种用同一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

是“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

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信的是，他不是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

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

见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

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立即到英国博物馆①去寻找这篇

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

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

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

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１１

号②）哪怕添一个字，都是完全多余的。

０３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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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三幕。文件第１２号①，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说明为什么我在那里必

须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莱·泰勒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

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

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１８９０年。他在这本小册

子中转载了“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

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的马克思的答辩，同

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们不能不谈谈。

首先我们查明，这里也不再谈“增添”句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

上援引了成立宣言上的句子，接着声明，格莱斯顿“和卡尔·马克

思的断言正好相反，他说”，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

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

为应该课税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没有先例的

改善（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所争论的引文上面

九行）。我建议读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１号）和布伦坦诺先生

的论断（文件第１３号）②做一比较，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

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

是，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布伦坦诺先生不得不

１３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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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事实，力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马克思想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格莱斯顿在这里只是谈的“应该课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

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

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与第一

个控告直接相反。

在他顺利地安排好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

志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

文章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句地转抄如

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

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

论战之后，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人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

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希望布伦坦诺先生“为了它的报纸的声

誉”而隐瞒自己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

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

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这位先生真正伟大的地方。不过，这是他

的事情和“协和”编辑部的事情。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

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

道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

一个秘密。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

是为了报纸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

麻烦。他自己动手放肆地“攻击”起来，开始是用黑体字刊登关于

“增添”的控告，后来是控告“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布伦

２３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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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诺先生——没有匿名的——看来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误。不

是要让众所周知的马克思能够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

人身攻击”，而是要让隐藏起来的布伦坦诺能够对众所周知的马克

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

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并不

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

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

牲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

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

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

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现在事后想回避这些

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

话”。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

曾被他们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

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这并没有能够阻止

这些“粗鲁话”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们从“丑角插

科打诨式的论战”的这些样品和其他样品中得到了这样多的享受，

以致整整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吸引到那种充满由虚弱的

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怨恨和极端绝望的苦闷的德国大学式的论

战中去。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重新说服了自己的读者，以致

现在可以放肆地请他们大吸鼻烟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

３３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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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的〉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马克思〉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

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

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

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句话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如

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末这除了说明关于

“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

——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

二道防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在第

三章和第四章中，连这第二道防线，我们也已经从中央把它突破，

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在这里，真正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

利感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

手就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把水弄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

章，从而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耶稣会教徒常说：Ｓｉ ｆｅｃｉｓｔｉ，ｎｅｇａ．如果你做了某件事，你就

否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

了一件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

论”和比斯利教授的话，——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

争论的地方，——墨鱼布伦坦诺就以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

们“吸住”，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致必须聚精会神

地细看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目标”，即所谓的

增添的句子，不致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

方法。首先就《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ｙ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富裕阶级”〕一

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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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迫切希望的“模糊起来”告终，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随后

他又就出名的附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附句据说是马克思有意

地删掉的，而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

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莱斯顿演说的话中

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

以便用下面这样的论断再次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说什么马克

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

时的唯一的争论点，和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句

子。

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见同样地喷射出一

股墨水。自然，首先出现的又是“兑换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

的“铁的工资规律”喷射出来，虽然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它的关系就

像布伦坦诺先生和发明火药的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

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坚决地拒绝了对拉萨尔的任

何推论担负任何责任１５４，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

写为各种可变量的函数，描写为具有极大弹性的规律，因而远不是

铁的。既然放出了这样的墨水，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什么全

都抓来了：哈雷代表大会１５５，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格莱斯顿１８４３

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会，——把这一切都抓来，为的是依靠布伦

坦诺先生的自我辩护和他的那些受到凶恶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

的人道原则来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可以认为，有整整一大批墨鱼

在帮助把问题“模糊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

句子的论断是一种绝望的胡言乱语，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

地放弃这一论断。布伦坦诺“如果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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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即“汉萨德”〉引入了歧途…… 那

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把它们当做

了绝对可信的东西，“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

声不响”。相反，为了把问题模糊起来，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

说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

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使事情模糊起来的墨水，好让真正

的争论目标显露出来。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

快”的通知。事实上，人们和他开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以致

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还没有使他的心灵从各种悲伤

中得到解脱。起初“协和”杂志为了自己报纸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

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

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对他进行了

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

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

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

这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们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们的善

良愿望常常由于人们的堕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这位未

获公认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

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

法”的编辑部，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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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

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

这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

准备谈论这一新的喷射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

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没有能够迎合布伦

坦诺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

思怀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

这就等于是为了满足布伦坦诺先生的要求而做无聊的事。

在那里，在引文的末尾，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

那只能说是太天真了。而布伦坦诺先生正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

确的引证。自然，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末

引证任何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进攻。据说我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中给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

引文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他又用喷射墨水的

办法把原来的争论目标，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模糊起来；

他改用了塞·泰勒先生所援引的“资本论”的一个地方作为目标以

代替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

思只可能从“兑换论”中借用“假引文”，布伦坦诺先生以几栏并列

的形式刊载了“泰晤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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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在本书中，——文件第１４号
ｂ①。

布伦坦诺先生用“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Ｉｍｕｓｔｓａｙｆｏｒ

ｏｎｅｅｔｃ．）这句话来开始“晨星报”的报道。这就是说，他是以此断

言，前面关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和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应该课税的

收入的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

论说，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兑换论”。

“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但别人是有办法监督他的，这样，他们会看到，在“晨星报”上还是

有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转载在这里，而把“资本论”中的那个地方

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译文都写出来，以便对布伦坦诺和他

的读者有所教益：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晨星

报”

 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１８４２ｔｏ

１８５２ｔｈｅ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６ｐｅｒ

ｃｅｎｔ，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ａｓＩｃａｎｍａｋｅ

ｏｕｔ—ａｖｅｒ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Ｂｕｔｉｎ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１８５３ｔｏ１８６１

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

ｇａ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ｓｉｓ

ｔａｋｅｎｉｎ１８５３ｂｙ２０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ｈｅｆａｃｔｉｓｓｏ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ａｓ

ｔｏｂｅａｌｍｏｓｔ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版第

６３９页；第２版第６７８页；第３

版第６７１页；第４版第６１７页

注１０３１５６

Ｆｒｏｍ１８４２ｔｏ１８５２ｔｈｅ

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ｒ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６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８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１８５３ｔｏ

１８６１…

 …ｉｔｈａ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ｔａｋｅｎｉｎ１８５３，２０ｐｅｒ

ｃ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ｉｓｓｏａｓｔｏｎｉｓｈ

ｉｎｇａｓｔｏｂｅａｌｍｏｓｔ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８３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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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出来就是：

在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的十年

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所能

查明的，增加了６％，——这在十年

内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

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

又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得几

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

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

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

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

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

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

换论”，而不是“晨星报”。他以并列的各栏中这一揭露性的空白来

反驳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

正和马克思引的词句完全一样，而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

坦诺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歪曲”，那末这

些词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在引文的开头布伦坦诺先生作了“歪曲”，如果说

现在他已经避免断言在这同一引文的中间马克思“增添”了一句

话，那末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隐藏了

它的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结

束。在点了一个逗点之后，接着还有一句话：

“可是我们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是异乎寻常的〈“泰晤

士报”登载的是：“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

９３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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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它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

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从中间截断了这句话，“迫使格莱斯

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因此这句话失去了任何意义”。布伦坦诺

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７号①）中已经把它称为“毫无意义的

话”。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

话，是一句完全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

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可是”给

它添上无论多么长的结尾，这一结尾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

句话在马克思的引文中没有“任何意义”，那末这不应该怪引用这

句话的马克思，而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

布伦坦诺先生的“惯例”一般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

无谬误的“汉萨德”。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那里说：

“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

了。”

句点。而正是在这个句点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可是如

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

在这里也点了一个句点，那末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

样，而如果布伦坦诺先生根据这个句点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

名，硬说什么马克思是从句子中间截断了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正

好是相信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

０４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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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这个句点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

论断；句点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的，让布伦坦诺去和格莱斯顿

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诚然，我

们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

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

中的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文件第１６号①），关于这两句

话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１７号②）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

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

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

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只能作

最有利于布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前大臣的话，据说——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

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

添”了那句话呢？当然不等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伦敦的八家晨报

会一致揭发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

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

改，——我虽然比他年轻十二岁，对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

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那末，“汉萨德”

中没有这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

１４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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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汉萨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唯一的一点放在一边，那末格莱斯顿先

生的意见在这里就根本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

放在一边，我们就将陷入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在

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

十分清楚，当自己的话被人们引证时，格莱斯顿先生宁愿赞同自己

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

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而这的确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

至于对我们说来，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恶意地还是非恶意地进行

引证这个问题说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随便碰到的

任何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

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当事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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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１８６３年预

算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

说了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

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

瑕疵的“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１８５２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

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６％；但是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

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２０％。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

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句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

西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

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

原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去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

的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去

的引文是：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

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

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

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

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

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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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４

月１７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话：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

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它完

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

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

说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

限于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富裕阶级〕，这对演讲人说来

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很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

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资

本的简单增长”！

在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

中读到了一句话，在那里发现了不幸的自白，他拿来“汉萨德”的文

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句倒霉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马

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拿出“泰晤士

报”、“晨星报”、“晨报”上的这句话给他看。这时，布伦坦诺先生终

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

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

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

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

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而整个这场争论，正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

４４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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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莱·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

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

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

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

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

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

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

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

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

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末由此产生的

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

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报纸，例如“晨星

报”，在自己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中，用格莱斯顿先生大概想

讲的东西暗中代替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认为他想讲的是：资

本的增长对工人有利，因为主要消费品会减价；这些报纸这样做实

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

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确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

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

外的另一种增长，即他所谓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立刻

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何

别的增长，——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

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于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

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

莱斯顿先生本人，过了二十七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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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不管怎样，这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该课税的收入令人陶醉

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

常遗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该课税的

收入；所以，这是资本的简单增长！但是它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

现在我们引证马克思的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

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

经不再提成立宣言，而把全部攻击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

引证了。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

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

物”“实质上”“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

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讲过的话。唯一可以指责马克思的

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顿

先生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而格莱斯顿先生原来讲的是没有意

义的。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

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

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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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

度已经缩小。”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句干瘪的正面的论断，这两句话

在“汉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令人肉麻的辞藻中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句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相

反，它们显得更好了。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

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

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

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句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

话前面几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１８６４年间，即

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

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

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

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

个地方，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向他的读者每人赠送

一册，就像赠送给塞德莱·泰勒先生那样。

Ｎｏｔａｂｅｎｅ〔注意二：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６号①）

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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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这个地方列入他的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

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件第７号①）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

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同时，

这个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

到这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

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

顿先生的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

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

要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

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

先生所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没有先例的幸

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

来的这些关于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

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

任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

个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良好的、甚至中常的时期加以重复

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顿一年

之后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１８６４年

４月７日发表的下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和

“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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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为生存而挣扎又是什么呢？”（１）

但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预算演说，马克思紧接在１８６３年演

说之后就引证了它，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１８６４年４月

７日宣布，他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

明其存在的那种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已经不存在了，那末马克思

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对格莱斯顿先

生说来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马克思可以以演讲人下面这样的自

白为满足：虽然１５０英镑和１５０英镑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

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

话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

大喊大嚷，那末他的反驳就会永远不能完结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

有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没

有先例的增长吧。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

在１８６１年共有农民１０９８２６１人，其中作为奴仆生活在农场的有

  （１） 在这里，让我们根据“汉萨德”再从这篇演说中引证一些话。——赤贫者的

人数下降到了８４万人。“其中不包括获得慈善机关救济和私人慈善事业帮

助的人…… 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

及有许许多多工人在勇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维持高于赤贫状况的水平而

挣扎。”在伦敦东部的一个教区里，在１３０００人中有１２０００人经常处于赤贫

的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说，在伦敦东部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看

不到公共马车和单马车，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丐…… 自

然，为生存而挣扎的手段较前略有改善（！）…… 在许多地方工资提高了，

但是在别的许多地方工资没有提高……——而这首哀歌是出现在夸张地宣

称状况获得“没有先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的时候！

９４１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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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４９６２人（２）。从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９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

一先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

是名义上的。１８６３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

其实的狗窝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１８６４年度“第七号公共卫

生报告书”１５８）：

“农业工人的生活费用被固定在他仅能活命的最低水平上。”

根据同一个报告，供给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品（尤其是在八个

列举出郡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

数额。而格莱斯顿先生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撒罗耳德·罗杰斯教授，

在１８６６年曾说（“农业史和价格史”１５９），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

而且，如他详尽地证明的，他们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生活得比他们

在阿瑟·杨格时代（１７７０—１７８０年）的先辈差得多，比十四至十五

世纪的短工也差很多。——因此，在“农民”方面格莱斯顿是一点

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１８６６年的议会报

告１６０。１８６１年联合王国有５６５８７５名矿工，其中在煤矿中的有

２４６６１３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

是八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十四至十五小时。矿山视察制

度纯粹是开玩笑：３２１７个矿井共有十二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

死于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件。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

然后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己得到补偿。

根据１８６４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

  （２） 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１８６１年的调查统计，部分根据１８６３—１８６７年的童工调

查委员会报告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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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３９６９９８人。其中机械钳工有７万到８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

的老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

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

从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０年重新开始的工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

反，从事这同一种生产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北明翰及其郊区就有

１万名女工和３万名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

而制造钉子的铁匠（２６１３０）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４５６６４６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奇缺、美国内战正

酣的时候，在（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百分之六十的纱锭和百分之五十八

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２—３天，５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

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领取补助，而

（１８６３年３月）１３６６２５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

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１８６６年

版第２１１页１６１），如果他们竟听说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

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

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增多了。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系列较小的行业的情况给我们做

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１２万工人，其中只有４０００人得到工厂

法的保护，其余的（内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无限度地工作；

在大部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１５万工人

中只有１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有大量的童工和青年女工从事

过重的劳动；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４万人，几乎全是被工厂主

们无耻地用过重的劳动折磨得虚弱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

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３７０２１８个缝外衣的女技师和女时装工，

３８０７１６个缝内衣的女裁缝——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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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０个男工，其中有２７３２２３个鞋匠和１４６０４２个裁缝，五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在这１２５万人中充其量有百

分之三十为私人订货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

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

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ｓｗｅａｔｅｒｓ〔吸血鬼〕的人的剥

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

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至于谈到造纸业（１０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

（２９０００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１５０００工人）、玻璃制

造业（１５０００工人）、印刷业（３５０００工人）、假花制造业（１１０００工

人）等等行业中的工人的“没有先例的”幸福，情况也并不更好一

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要让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

数不下１４０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使

他们免于过度的劳动对他们大多数人的致命的危害。

最后，依靠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度日的赤贫者的数目在１８６３

年为１０７９３８２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１８６３年无疑生活很坏的工人的大略数

字上：农业短工按整数计为１１０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４６９０００

人，女裁缝和女时装工为７５１０００人，裁缝和鞋匠——除去百分之

三十——为４０１０００人，花边业工人为１５万人，造纸业工人为１０

万人，织袜业工人为１２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小行业的工

人为１８９０００人，最后，赤贫者为１０７９０００人。总共有工人４５４

９０００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１８６３年还是工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工业已经完全从

１８５７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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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

善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

但是在１８６３年，它只涉及毛纺织、亚麻纺织、丝纺织工业中的工

人，按整数计，他们共有２７万人，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

白和染色业中，对劳动的法律上的保护仅仅是一纸空文。此外，在

需要整个的男劳力，而且往往还需要技能的工业部门，由于组织在

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业情况良好的时期获得了自己的

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繁重的男

工劳动的工业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平均说来确实有所提高，虽然

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提高说成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可笑的。但是，

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

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愿意只把强壮的从事重劳动的男

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状况。

同上述４５０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赤贫者相对的，是２７

万报酬高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以假定，在

３７６０００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

得去，余下只有三分之一，即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钉工人、制

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５６６０００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多少

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

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榨取血汗的小

业主（ｓｗｅａｔｅｒｓ）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的过度

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

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也难以凑满１００万工人，对于这些

工人我们能够说他们的状况随着工业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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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善；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他们从工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

个说来只获得很少的利益，或者说，这类工人在性别和年龄上这样

参差不一，以致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过度劳

动所抵销。

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那末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

书”，而“公共卫生报告书”之所以需要，正是因为在到１８６３年为止

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

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

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

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

“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

地，饮食则只能勉勉强强达到，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

水平。

总之，１８６３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

顿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

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莱斯顿

先生上述那段吹嘘的话，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结论：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

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

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

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

引证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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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一

被指控的引文

第１号 成立宣言１６２

第一版用的标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

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

程。定价一辨士。“蜂房”报社，弗利特街波耳特巷１０号，１８６４年。

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４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

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

史无前例的。”下面从“公共卫生报告书”中引用了城乡各类工人食

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继续写道：

《Ｓｕｃｈａｒｅ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ｏｒｄｅｒ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ｉｎ１８６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ｏｆ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ｔａ

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ｔｏｌｄ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ｈａｓｉｍｐｏｖｅｄｉｎａｄｅ
ｇｒｅｅｗｅｋｎｏｗｔｏｂｅ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ｕ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ａｎｙａｇｅ》

Ｕｐｏ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ｒｓｔｈｅｄ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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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ｉｔｓ

ｍ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ｅｓｗｉｌｌｓｃａｒｃｅｌｙｂ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ｕｎｌ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ｉｒ

ｖｅｒｙｂａｓｅ，ｔｈｅｙｂ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Ｄａｚｚ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ｎｃ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ｈｉｓｅｙ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ｅｘｃｌａｉｍｓｉｎ

ｗｉｌｄｅｃｓｔａｓｙ：

《Ｆｒｏｍ１８４２ｔｏ１８５２ｔｈｅ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

６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１８５３ｔｏ１８６１，ｉｔｂ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ｔａｋｅｎｉｎ１８５３２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ｉｓｓｏ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ｔｏｂｅａｌｍｏｓｔ

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ａｄｄｓ

Ｍｒ．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ｉｓ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翻译出来就是：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１８６４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

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

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

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

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

形地喊道：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在从１８５３年到

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

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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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号“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版第６７０—６７２页１６３

根据这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

中央注册局局长１６４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１０１）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

产者，即工人阶级。

格莱斯顿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

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

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１０２）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

过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

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

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

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

  （１０１）“１８６１年……人口调查”第３卷第１１页１６５。

  （１０２） 格莱斯顿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的演说：《Ｉｔ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ｍｅ－ｌａｎ

ｃｈｏｌ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ｉ

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７５１文件。——一、被指控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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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１０３）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

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

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

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

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

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三年

间的生活资料价格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三年间上涨了２０％。在随后

的三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

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１０４）格莱斯顿在

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于敛钱事业的

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

“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

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

  （１０３） 《Ｆｒｏｍ１８４２ｔｏ１８５２ｔｈｅ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８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１８５３ｔｏ１８６１，ｉｔ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ｔａｋｅｎｉｎ１８５３，２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ｉｓｓｏ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ｔｏｂｅ

ａｌｍｏｓｔ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

ｅｒ…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ｕｓｔｂｅ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ｅｎ

ｅｆｉｔｔｏ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ｃｈｅａｐｅｎ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ｉｃｈｅｒ，ｔｈｅ

ｐｏｏｒ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ｌｅｓｓｐｏｏｒ！ａｔａｎｙｒ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ｒｅｌｅｓｓ，Ｉｄｏｎｏｔｐｒｅｓｕｍｅｔｏｓａｙ》．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

在下院的演说。

  （１０４）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Ｋｉｎｇ－

ｄｏｍ》，Ｐ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６，ｐ．２６０—２７３，ｐａｓｓｉｍ．１６６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

女婚嫁用度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

料昂贵的情形。

８５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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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而挣扎”（１０５）。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

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

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

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

了（ｔｈｅｒｉｃｈｇｒｏｗｒａｐｉｄｌｙｒｉｃｈｅｒ》，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

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

（１０６）

  （１０５） 《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ａｒｅｏ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ａｔｒｅｇｉｏｎ（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

《ｗａｇｅ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ｓ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ｉｓｂｕｔ，ｉｎｎｉｎｅｃａｓｅｓｏｕｔｏｆ

ｔｅｎ，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格莱斯顿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在下院的演

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１６７：

  《Ｖｏｉｌàｌ’ｈｏｍｍｅｅｎｅｆｆｅｔ．Ｉｌｖａｄｕｂｌａｎｃａｕｎｏｉｒ．

  Ｉｌｃｏｎｄａｍｎｅａｕｍａｔｉｎ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ｄｕｓｏ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ｕｎàｔｏｕｔａｕｔｒｅ，àｓｏｉｍｅｍｅｉｎｃｏｍｍｏｄｅ，

  Ｉｌｃｈａｎｇｅàｔｏｕｓｍｏｍｅｎｔｓｄ’ｅｓｐｒｉｔｃｏｍｍｅｄｅｍｏｄｅ》．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ｔ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ｐ．１３５１６８）．

（１０６） Ｈ．Ｆａｗｃｅｔｔ，ｌ．ｃ．，ｐ．６７，８２１６９．至于说工人愈来愈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

就业方面愈来愈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９５１文件。——一、被指控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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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第３号 控  告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协和”杂志第１０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①中有下面一段话：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在从１８５３年至

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

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
格
·
莱
·
斯
·
顿
·
先
·
生
·
补
·
充
·
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

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

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实

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议会议事录”

第３辑第１７０卷第２４３页及以下各页）：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的每英镑七辨士的所得税（只是在大不列颠实行，并且

在那里只是从１５０英镑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由总数为１５

６００万英镑的收入征收的。在同样的基础上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计算的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的收入为２２１００万英镑。而我并没有听说，税务方面有什么改

变或者在征税的方式上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

常常做出让步或减轻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

毋宁说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６５００万英镑，也就

０６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转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５号。（布伦坦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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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上述条件课税的国内总收入的２ ７。这是非常好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的

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是后一段时间内

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比较了两

个时期，一个时期是１８５３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１８５３年开始（这时作为起

点的数字发生了变化）。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１８５２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

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６％；但是从１８５３年

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２０％。这

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

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

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

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

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

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

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

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

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

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贫极和富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

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

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
·
那
·
末
·
我
·
们
·
从
·
大
·
量
·
的
·
显

·
著
·
的
·
证
·
据
·
看
·
到，
·
最
·
近
·
二
·
十
·
年
·
来
·
他
·
们
·
的
·
生
·
活
·
资
·
料
·
有
·
了
·
很
·
大
·
的
·
增
·
长，
·
这
·
种
·
增
·
长
·
我

·
们
·
有
·
理
·
由
·
认
·
为
·
是
·
历
·
史
·
上
·
一
·
切
·
国
·
家
·
和
·
一
·
切
·
时
·
代
·
中
·
都
·
几
·
乎
·
没
·
有
·
先
·
例
·
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

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１５０

英镑和１５０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

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

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１６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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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号 马克思的答辩
１７０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４４号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３月７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

志”“协和”第１０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

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

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

年４月１６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

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

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

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

的德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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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

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

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

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ｅｎ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６，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ｔｃ．）．（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

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１８７０年１１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

２６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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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

先生在第５１８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Ａｎ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ａｓＭｒ．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译成德文是：“财富

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

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

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

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１８４４年银行法”，１８６４年伦敦，Ｔ．考

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３０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

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１３４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

的一句话：

《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ｓ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

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

“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

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

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

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

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

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ａｐｐａ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

３６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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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ｓ》）——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的

对比（１）。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

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４月１７日发表了４月１６日

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１８６３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

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

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

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

翻开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

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

到了下面这段话：

《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ｕｓｔｓａｙｆｏｒｏｎｅ，Ｉｓｈ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ａｌｍｏｓｔ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ａｉｎｕｐｏｎ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ｆｉｔｗｅｒｅｍｙ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ｄ
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ｔａｋｅｓｎｏ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ａｔａｌｌ

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
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Ｉｔｈｉｎｋ，ｕｐ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

ｔｕｒｎｓ，ｉｓａ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ｄ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译成德文是：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

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

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２）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

  （１） 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謅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６３８—６３９页）１７１中

曾予以批驳。

（２） 《ｅａｓｙｃｌａｓ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一语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

表示有产阶级中的确实有钱的部分的１７２。

４６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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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

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

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

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Ｉｔａｌｉａｍ，Ｉｔａｌｉａｍ！》〔“意大利！意大利！〕①最后，我们来谈谈

“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

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

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ｃｏｎｔｒａ〔反

对〕倍倍尔的新发明。１７３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

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

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

畏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ｍｉｎｄ》〔“情

绪”〕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

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

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

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②

５６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①

② 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３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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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

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

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

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

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

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

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

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

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

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窃不通，

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于伦敦

第５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

１８７２年７月４日“协和”杂志第２７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一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３月７日本刊第１０期登载的“卡尔·马克

思是怎样引证的”—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

一句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它经常被用来，特别是被社会

民主党用来作为明显的证据，证明在保持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条件

６６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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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年４

月１６日发表的预算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

了 “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他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

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 “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

人的状况”；它们 “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

题是，收入在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

个事实，即格莱斯顿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 “财富和实

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格莱斯顿说的刚好相反：他不

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马克

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明：“马克思在

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

据对于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伦敦先知的无人能

够超过的渊博学识、诚实和绝对正确来说，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于

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驳，或至少采取类似反驳的行动。在６月１日 “人民国

家报”第４４号上①马 克 思 曾 试 图 反 驳。但 是 我 们 的 对 手 根 本 没 有 能 够 驳 倒

关 于：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恶 意〕引 证 的 指 责。他 的 辩 解 方 式 如 果 说 能 证 明 什 么 的

话，毋 宁 说 是 正 好 证 明 了 这 种 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他 又 利 用 了 “人 民 国 家 报” 的 读

者 无 法 核 对 他 的 材 料 的 准 确 性 这 一 情 况。这 种 做 法 的 无 耻，更 超 过 了 他 的

引 证 方 式 的 卑 鄙。

自然，马克思没有走得这样远，以致对我们从议会速记记录中摘录的引

７６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① 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

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

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

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

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

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

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

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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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确切性提出异议。对他说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

〔善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以别人的引证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

道：

“在‘双周评论’（１８７０年１１月号）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

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５１８页

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

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

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记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

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

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引证格莱斯顿

的话，而只是指出，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句引文。比斯利写道，“宣言从这

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而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

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２０％；‘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

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

证明方式！人们把一些捏造的材料悄悄地塞给没有听说我们不诚实的人，后

者轻信地进一步加以传播，然后人们就利用这种情况，并且利用转述者的诚

实，来证明这些材料是确实的，而且自己本人是诚实的！——马克思继续辩

护说：

“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

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１８４４年

银行法’，１８６４年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３０号。格莱

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１３４页上引用了预

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这样令人陶醉的……’，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

差。——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

‘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谎’！……”马克思继续说道，“‘兑换

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

话的。这家报纸在４月１７日发表了４月１６日的预算演说。”

确实，这本书（顺便说一下，它是一本常见的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和

马克思一样，也不是根据“汉萨德”摘录的。不过，如我们下面就要指出的，

马克思甚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报纸摘录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

８６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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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

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这只有在马克思本人是这

本迄今还非常神秘的书的作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而根据该书的那种可怕

的风格来判断，看来倒是可以这样设想的。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的出处正是

这本书，正因为如此，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从自己１８６３年的笔

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把马克思“资本

论”一书中提到格莱斯顿演说的那个地方和“兑换论”加以比较，就能清楚

地看出马克思的引文的来源了。在“资本论”第６３９页，尤其是在注１０３中，

这一演说被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１３４页上一字不差地引用

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而且“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０５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同样，在这本

书的第１３５页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

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

书，而是指出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１０４）。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

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我们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

次，马克思重述包含在“兑换论”中的谎言，他这样做时难道不是明明知道

真相，或者说他至少不是应该知道真相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很简单

的。马克思先生无疑十分了解的、作任何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要把那些初

看起来含有矛盾因而没有意义的地方解释得没有矛盾，如果对一段话这样做

办不到，那最好是批评这段话，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对于一篇特别是由

于熟悉对象和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赏的演

说，尤其需要这样做。最后，如果作者想断章取义地抽出构成这段话中的矛

盾之半的一个地方，把它抛给全世界的无产者作为对有产者的告密，那末离

开这种确切性就是一种近乎犯罪的轻率。所以，如果说根据普通教育、科学

性和责任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应该放弃采用上述的手段，那末他

竟然引用这个假引文这一犯罪的轻率行为，就他来说就更加不能宽恕，因为

他是完全可以知道格莱斯顿演说的原文的。第一，英国的报纸在演说发表后

的第二天就援引了这篇演说，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援引，至少也是忠实于原

意的。其次，在演说发表之后，格莱斯顿立即一字不差地将它载入了他的一

本受到很大注意的著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１８６３年伦敦版，在该书第

９６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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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页上，演说正是像我们援引的那样叙述的。最后，马克思可以在“汉萨

德议会记事录”中找到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而且按照惯例，应该根据速记

记录引证议会演说，即使这些演说在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中并不包含矛

盾。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

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１８６３年４月

１７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

“泰晤士报”从第７版第５版第１７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
·
我
·
从
·
自
·
己
·
方
·
面
·
说，
·
我
·
会

·
怀
·
着
·
忧
·
虑
·
和
·
悲
·
痛
·
的
·
心
·
情
·
来
·
看
·
待
·
财
·
富
·
和
·
实
·
力
·
这
·
样
·
令
·
人
·
陶
·
醉
·
的
·
增
·
长，

·
如
·
果
·
我
·
想，

·
这
·
种
·
增
·
长
·
局
·
限
·
于
·
处
·
于
·
优
·
良
·
条
·
件
·
下
·
的
·
阶
·
级
·
的
·
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

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①，完

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

往下引证。〉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

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听啊！听啊！）然而，使我

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

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获

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

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

的。（听众表示赞同）”

将“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和３月７日“协和”杂志刊载的“汉萨德”的

报道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两个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

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

０７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

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

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

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

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

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

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

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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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话。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

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

６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

“可见，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已经根据“汉萨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说的确切

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话来

消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说“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萨

德’中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

扫地的一句话”。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莱斯顿先生或许是有鉴于１８６４年才

问世的诽谤性小册子“兑换论”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说呢！首先是根据无知的诽谤性小册子向我

们提出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容的自相矛盾就证

明了这种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马克思声明说，别人也是像他那样引

证的，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输以这种谎言的人的话作为证明。接着，他

企图利用这本小册子的不清楚的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辩护和证

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论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无可非议的第三个来

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

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

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２５７页）：简直“无耻”。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辩护时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

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

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我们请读者冷静地判断一下，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结局的究竟是

哪一方。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马克思先生说明，我们认为格莱斯顿的话

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１日“协和”杂志第２８期上，

它与本题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１７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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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
１７４

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３号

在７月４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

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

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

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１０期）声

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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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

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

……，以便把……强加于格莱斯顿。”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

“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

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

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

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

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

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

一批绦带，声称每盘绦带有三十埃勒①，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

２７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埃勒（Ｅｌｌｅ）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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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

了它”。增添的绦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

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

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１７５，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

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

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

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

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

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

辑的新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１３４页上引证的话和我

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

１３４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６３９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

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

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

‘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

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

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

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１７６……这些“评论”在“兑

３７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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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１０５中援

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

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

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

１０５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

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１３５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

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

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本论”第６４０页注１０４）”。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

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

袭了格莱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

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

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１８７０年１１月）上发表的

那篇文章中搞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

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

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

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ｌａｒｇｅｌｙ）要归功于他的帮

４７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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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１７７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

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

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

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１７８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

言的作者（１）。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

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

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

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十二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

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

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

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２０％；‘财富和实力

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

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

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

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

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

   （１） 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偷梁换柱的手

法］。

５７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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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１０和２７期）一样。但是英国税务

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１００英镑的人才免征

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１８６３年４月

１７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

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

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

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

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

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

ｃｅｓ》——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

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

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ｔｈｅｕｎｅａｓｙｃｌａｓｓ》，德文与此近似的说

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ｄｉｅｕｎｇｅｍ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Ｋｌａｓｓｅ］”（２）。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

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

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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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还使它

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有

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

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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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８５页１７９）。

６７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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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

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

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可

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

报”报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

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

着自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要厚颜无耻地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报

道，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

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

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

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

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

关刊物在其７月４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它说道：“马克

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为了反驳

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

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

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

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

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

７７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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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

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

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

——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

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

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

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

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

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

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

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

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

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

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

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

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

了‘汉萨德’速记纪录中确切引用的话”。（３）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

照一下吧：

  （３） 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

有利用速记材料。

８７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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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自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泰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

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

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

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

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

限于富裕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

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这里完全

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

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

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

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二

摘自“汉萨德”１８６３年３

月２７日至５月２８日议会议事

录第１７０卷所载的格莱斯顿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的演说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

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

应当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

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

的和
·
几
·
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

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

是富裕的人（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ｈｏｍａｙｂ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ｓｉｎｅａｓｙ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

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

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

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

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

（！）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

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

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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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９７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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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完

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

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

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晨星报”（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的预

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

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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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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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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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但是这种增长（Ｂｕｔｔｈａｔ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晨报”（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的预算

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ａｌａｒｍ）的心情来看

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

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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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ａｔｅｄ）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

增长。这种增长（Ｔｈ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

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中隐瞒了

他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０８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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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

话，于是就嚷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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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

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

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

“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由

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

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

人在什么文章中向敌人——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等——

说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话：《Ａｓｉｎｕｓｍａｎｅｂｉｓｉｎｓｅｃｕｌａｓｅｃｕｌｏｒｕｍ》

（４）？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第７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

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２日“协和”杂志第３４期

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

马克思先生在８月７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２７期上登载的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一文作了答辩。他坚持从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

月１６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

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实际上这种顽固的撒谎

  （４） 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１８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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癖性只能说明，作者害怕如果承认这个引文，即成立宣言中这个曾经获得轰

动一时的效果的地方是假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会给它的作者带

来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辩护文章中同意：在载于“汉萨德”的格

莱斯顿演说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个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莱斯顿先生删掉了

这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地方！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的文

章中引证这篇演说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论

述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演说。所以我们指出，

首先，这篇文章谈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作者的材

料写成的。对此，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没

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

我们也并没有这样说，甚至也没有暗示这一点。我们也完全相信马克思先生

的话。如果他向比斯利教授提出“兑换论”作为自己引文的证据，那末比斯利

大概就不会转载它了。其次，我们回答说（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没有

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证那个地方，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

们从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句地引述了那句话，这从“协和”第２７期上可以

看到。马克思现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

的”这句话放在引号外面①这一情况来使读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

自己的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说了这句话！！

马克思想在下面这一事实中寻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从自己的演说中删

掉了那句话的第二个证据：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兑换论”一书引证的格莱

斯顿的演说，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们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

的，并且一切都说明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借用他的引文的。首先这

由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６３９页，尤其是在注１０３中，演

说被一字不差地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１３４页上引用的那样。

马克思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兑换论”第

２８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引自成立宣言的话，就像它

在成立宣言中所刊载的那样。而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句自然也没有加引

号。（布伦坦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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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页上那样引证格莱斯顿演说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的另

一段引文，并给它们附上了同样的评论，这也证明“兑换论”是马克思引文的

来源的论断。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驳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兑换论”中所

没有的评论。但我们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已经明确指出“兑换论”的

作者就是引用莫里哀的文句的作者。但我们并没有说与此相反的话。最后，至

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６４０页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兑换论”第

１３５页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末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字不

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们的确切性。因而马克思自己

证明了：他给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评论，是取自“兑换论”。这样

他自己证明：我们用来支持我们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书中

借用来的这一主要论据的各点是正确的。可是对于这一主要论据，也就是对

于认为他像“兑换论”一样把格莱斯顿演说引述得同样毫无意义这一点，他没

有进行任何反驳。

最后，第三，马克思力图根据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关于

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

的速记记录中对他自己的演说做了捏造。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

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读者看不清这一

点，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题外话，这个手段同时

也会使“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为他们的先知的渊博学识而受到新的鼓舞。即使

根据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是肯定地说，他认为他所

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于《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

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马克思援引“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

的阶级”一书的作者威克菲尔德的话，断言根据格莱斯顿的话来看，他不认为

这种增长只限于“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而因为我

们没有注意所有这些议论，所以他现在指责我们隐瞒。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这

一新的编造谎言的企图保持缄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

因为不管威克菲尔德把中等阶级叫做ｔｈｅｕｎｅａｓｙｃｌａｓｓ是什么用意，格莱斯

顿演说的总的意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莱斯顿所谓

的《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于工

人居民的阶级，因为他是拿它们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这个报道的德

３８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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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译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

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

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

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马克

思，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曾经毫无道理地指责“协和”隐瞒，而他现在却又心安

理得地删掉了上述的附句，虽然我们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

为我们根据真实情况，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

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确切引证的话，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

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这一附

句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是无

法监督他的！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

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

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我们指

出了这一点，并且全部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争论的地方。虽然如此，马

克思仍然欺骗自己的读者，断言似乎我们想让人们了解，我们引的“泰晤士

报”的话是他的译文！！另一方面，他自然把我们指出（在第２８期）的这样一点

掩盖起来，即马克思所谓的、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获得改善的论

断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

了这一指责。

此外，马克思在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

据，证明他对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的“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检查，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

时是否做了新的歪曲①。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

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

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

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

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

４８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再版时补加的注：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删掉了他在转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

删掉的那些话。请看两个报道的开头。（布伦坦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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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根椐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但是引证这两个所谓的证据不过是要炫耀自己的博学，依靠它来维持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信仰。马克思发表在８月７日“人民国

家报”上的文章，就是这种自我吹嘘的标本，值得我们的读者亲自见识一下。

我们还应当举一个这类自我吹嘘的例子，以免马克思先生责备我们，说我们

想向我们的读者隐瞒他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修正了我们的话。我们说年收入

在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先生嘲笑我们无知，说只有

当收入在１００英镑以下时才不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根据１８４２年的法律，所有

１５０英镑以下的收入都不课税，而在１８５３年所有１００英镑以上的收入才都

课了税，但是新课税的收入得到了优待，税率较１５０英镑以上的税率为低。后

来在１８６３年享受优待的人扩大到了收入为２００英镑的人，并且以下面这样

的方式保持减税，即所有在这个数字以下直到１００英镑为止（包括１００英镑

在内）的收入，始终应扣除６０英镑作为不纳税的收入。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

止同我们的愉快来往。我们懂得，马克思先生是很愿意利用机会尽可能地远

离那些会指出他的捏造的人的。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

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他被揭露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

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５８１文件。——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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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第８号 塞·泰勒的攻击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编

请允许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格莱斯顿先生预

算演说的一段使人发生误解的引文，即甚至像艾米尔·德·拉弗勒教授这样

卓越的政论家，也根据德文加以重复引用并且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对它作

解释的那段引文，早在１８６４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

教）终于在八年之后，在一个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

演说时所怀的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恶意〕。

卡尔·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

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

莱斯顿先生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

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

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

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

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

论战！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

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在写作方

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

６８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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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塞德莱·泰勒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这篇文章刊登在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泰晤士报”上。１１月

３０日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给“泰晤士报”寄去了她的答辩。答辩没

有被刊登。写给主编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爱·马

克思又写信给“每日新闻”，结果仍然是徒劳。于是她把塞德莱·泰

勒的控告以及自己的答辩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今日”１８８４

年２月号上。我们把她的答辩收录在这里。１８０

第９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

１８８４年２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报”主编

塞德莱·泰勒在１１月２９日的“泰晤士报”上提起了一段引自

格莱斯顿演说的话，说这段话

“早在１８６４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

表的宣言中”。

往下他继续说道（这里我摘引了泰勒的信，从“使人特别惊异

的是”起，到“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止）。

事情的实际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

是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中的几句话。在格莱

斯顿先生描述了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６１年之间国内财富的异乎导常的增

７８１文件。——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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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诺教授）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

的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内中说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

了这句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

马克思在他刊登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１日和８月７日莱比锡“人民

国家报”上的答辩中，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报道。

４月１７日“泰晤士报”：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

限于有产阶级。”

４月１７日“晨星报”：

“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４月１７日“晨报”：

“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他的“巧妙的攻击”“很快地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诺，在“垂

死的挣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说法来辩护，说即使引

文不是捏造的，它也是“使人发生误解的”，是“怀着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恶

意〕”，是“狡猾的断章取义”，等等。我担心，您不会给我篇幅来对布

伦坦诺先生的这一过了十一年，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

告作答辨。而且，这或许也不需要了，因为泰勒先生说：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

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很欢迎这样做。这对于纪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

８８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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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于这个演说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有出入的问题，我让最

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千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它的确

切性引起了争辩。经济学教授们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不怎么恰

当的例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说明问题的。用泰勒先生的话

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马克思〉在写作方面的正

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

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爱琳娜·马克思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第１０号 塞·泰勒的反驳

１８８４年３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马克思女士被拒绝发表她的答辩，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

了，她显然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她认为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诺教授之间的

“唯一的争论点”，就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对于这个

看法，我却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

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讨论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这场牵涉很广的辩论的

内容，而不占用贵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女士在贵

报上公开说我的看法是“诽谤”和“诬蔑”（１），所以我不能不请求贵报用两栏

并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贵报读者自己就能判断，马

克思博士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引证１８６３年预算演说时是诚实的还是不诚

  （１） 在未刊登在这里的致“今日”月刊编辑部的附函中。（恩格斯注）

９８１文件。——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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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实的。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先生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

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泰晤士报”

“在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１８５２

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

税的收入，就我们所能确切查明的，

增加了６％；但是在从１８５３年到

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

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２０％。这个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

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

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

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

长，如果我认为，这种增长仅限于富

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

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

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

为根据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

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

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

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然而，使我

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

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

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

断走穷的极端程度已经比过去缩

小，但是我们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

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

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

“资本论”第２版

第６７８页注１０３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

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

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

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得

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

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

……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

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

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

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

程度已经缩小。”——格莱斯顿１８６３

年４月１６日在下院的演说。

０９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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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

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

几乎没有先例的。”

我请您特别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的意

思。“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阶级的话”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这样一

种看法，即刚刚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的确，和

“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

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

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税的材

料为根据的数字，只包括要缴纳所得税的收入①。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说

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额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

“但是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到结束，十分明确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根

据和所得税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为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无疑

是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这样一种奇怪

的样子，就像在马克思博士的书中那样，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

然是：使以格莱斯顿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辞句任意拚凑起来的话

可以理解为，似乎他断言，工人居民的工资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阶级的收入

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驳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

不同的论断。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资本论”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

译文后面，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莱斯顿语句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于

有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诡辩”的轻蔑的

惊叹。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塞德莱·泰勒

１８８４年２月８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１９１文件。——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① 在１８４２—１８５３年１５０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缴所得税，而１８５３年以后是１００英

镑以下免缴所得税。（“今日”月刊编辑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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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
１８１

１８８４年３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我断言当匿名的诽谤者攻击马克思博士的时候，唯一的

争论点在于，格莱斯顿先生是否曾经使用某些词，塞德莱·泰勒先

生对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问题实际上在于，

“引用所提到的引文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

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第１０期）登载的“卡尔·马克

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现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匿名

作者先引证了国际的成立宣言，接着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演说中

的一个地方，即“汉萨德”所刊载的有关的全文；然后他根据自己的

看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些话做了归纳；最后，他在结尾说：

“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

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

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

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
·
马
·
克
·
思
·
在
·
形
·
式
·
上
·
和
·
实
·
质
·
上
·
增
·
添
·
了
·
这
·
句
·
话。”

这就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

是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话而歪曲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意

思。在控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误解”或“狡猾的

断章取义”。问题仅仅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

句话”。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布伦坦诺先生的攻击文章

２９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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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父亲的答辩，如果是这样，他的说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

的实际情况。要么他没有读过。如果是这样，那将如何呢？如果是

这样，投寄注明寄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信的这个人，就没有任何

理由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用这样一种办法来非难我已故的父亲在

写作方面的正直，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责，这种办法就不能

不成为“诽谤”。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说就是布伦坦诺教授）和

我父亲在１８７２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词描

写圣乔治——布伦坦诺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

龙马克思陷于“垂死的挣扎”；他能十分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这位圣

乔治“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绩，——

这一切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致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

不作这样的推测：对于他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没有读过。

泰勒先生如果读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

这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话：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

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诺在他反驳我

父亲的第一篇答辩时说的话（１８７２年７月４日“协和”第２７期第

２１０页）。在同一页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

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

所以，如果说连布伦坦诺好像都根本不知道争论的真正目标

在哪里，那末难道塞德莱·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吗？在他

给“泰晤士报”的信上谈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给

“今日”月刊的信上谈的是“资本论”中的引文。在这里，问题转移到

３９１文件。——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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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外一个方面，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现在引证格莱斯

顿演说中的地方，是照“资本论”第６７８和６７９页上那样引证的，和

“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萨德”的报道中的同一个地方并列。

“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

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读者”之列。如果相

信他自己的论据，那末，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别人能够理解，但

是他本人却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从绝对正确的“汉萨德”转向这样一

个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诺（就在“协和”同

一页即第２１０页上）曾指责我父亲，说他采用了“必然不怀好意的

报纸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

坦诺一定是“理解”的。

对我说来，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

增添的那句话（“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上

有，其他日报上也都有，而在“汉萨德”中这句话不仅被“匆忙地修

改”了，而且根本被“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马克思所查明。泰勒先

生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大发

雷霆，可是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谬误的“汉萨德”，而到布伦

坦诺所谓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辩护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加

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他承认：

“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

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

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４９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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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神学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统的解

释圣经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但是，如果根据基督

徒的真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末就可能相信它的意思和真正的信

仰不矛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莱斯顿解释圣经那样来解释格莱斯

顿的话，那末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统派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要么是讲英

语，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末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也帮助不了我

们。如果是，那末他在这个场合是这样说的：如果实力和财富这样

令人陶醉的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他会非常惋惜；而增长确实是完

全限于有产阶级。这也正是马克思引证的话。

第二个地方是一句惯用语，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

英国预算演说中都要重复这句话，尽管每次词句略有不同。下面摘

自马克思给匿名诽谤者的第二篇答辩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这

句话以及整篇演说的看法：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

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

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

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

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

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

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

——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

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

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５９１文件。——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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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

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

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

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

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

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

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

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

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

发财。”（１８７２年８月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３号）

为了使泰勒先生满意，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

顿演说中的这个地方，在成立宣言第５页上是完全引证了的，——

就在有争论的引文前面。可是泰勒先生最初指责的不就是这个宣

言吗？难道从他那里也得不到关于真正来源的提示，就像从道勃雷

那里听不到任何合理的话一样吗？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

叫我们参看的“资本论”那一页（第６７９页）上注１０５的对象。的确，

看来很像是马克思由于他的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

这样的矛盾似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

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

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

重新恢复，他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爱琳娜·马克思

６９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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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第１２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１８２

最近出版英文本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

要的。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不辞劳苦，把所有引文的原文都找出来

了，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

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

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

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

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

笔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还有

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

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

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

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

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的小错误和

小疏忽也都这样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

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

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

（第４版第５６２页注４７）；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１８３所有其余

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

７９１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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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个人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

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

一讲。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柏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

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

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

证了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

１８６４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版

第６１７页即第３版第６７１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

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

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

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

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

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５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６月１日的“人

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位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

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

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

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

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

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

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

８９１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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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

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

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

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

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ｃｏｎｔｒａ〔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

这个匿名作者愈来愈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７月４日“协

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纯贞地坚持说，按“惯例”

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

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

“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

“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

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

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

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

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ｍａｌａ

 ｆｉｄｅｓ》〔“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这个假引文”，“无耻

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引文”，“这种捏造”，“简直无耻”，等等。同

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

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真诚的”匿名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

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很大意义似的！这

另一篇文章在７月１１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８月７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

还引用了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

９９１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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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

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

级（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

有财产的阶级（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ｏｆｐｒｏ－ｐｅｒ

ｔｙ）；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

“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

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

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

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经过演说人审查过的“汉萨德”

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

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者争辩。而匿名者好像也觉得够

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些同剑

桥大学有关的人曾传来一些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

了著作上的大错，但在这方面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

实的结果。可是，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

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塞德莱

·泰勒。这个研究最温和的合作制度的人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

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

上的那个匿名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

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

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

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

（ｄｅａｄｌｙｓｈｉｆｔｓ）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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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

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

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

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

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原来如此！”①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

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

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②，进行“巧妙的

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

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

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的谎言”，什么“伪

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ｃｒａｆｔｉｌｙ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了。

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

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１８８４年２月）上对泰勒做了

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

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

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

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

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

１０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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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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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

（１８８４年３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

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

然不怀好意”，但我们这位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

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不然怎么办呢？“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

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

倒了这个论据。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１８７２年的论战

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

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

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

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

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

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５页上，只在这句所谓

“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

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６１８页注１０５，即第３版第６７２页）

“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

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

义的温情之中。爱琳娜·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

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

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

‘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

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

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

２０２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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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像得到，正如

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像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

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笔战获胜的战报

了。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５日于伦敦

第１３号 布伦坦诺的答复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１８９０年柏林版，第３—５页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

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马克思向大会提出了

即将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

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１８６３年

４月１６日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

引起人们的注意：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在从１８５３年到

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

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１８７１年冬天，我在写作“现代工人公会”１８４第２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

（参看该书第２卷第２４１页）一下，增加工资就要进一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

个经常不断地被重复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每当英国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人们总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它

们。那时我想起了引自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别的许

多人那样引用国际宣言上的话和１８６７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１卷第

３０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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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９页上的相应的地方。我找来了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发现它虽

然也指出，１８４２—１８６１年期间工资的增长丝毫没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

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可是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相反，

格莱斯顿说：“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

的状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但是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

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在最近二十

年中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

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那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在现存的国家

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者必然愈富，贫者必然愈贫——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

我请在柏林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的编辑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

“协和”编辑部建议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７

日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

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

思先前挑起的笔战之后，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

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辩。从论战后来的情况看

出，不是马克思本人捏造了谎言，而是他从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借用了一句

捏造的引文；这本书是在１８６４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兑换论。１８４４年银行

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Ｊ．贝尔纳

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

街３０号，１８６４年。这本顽固的瑟息替斯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政治

经济学著作及各种演说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

诗歌以及嘲讽的评论。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如果现在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引入了歧途，并且在此之后开始

引用正确的引文，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不过

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经广泛

传播的情况下，由于订正引文而取消这个卓越的论点，可能会给宣传鼓动带

来巨大的损失。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

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们宁愿责

４０２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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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自己明知铁的工资规律是错误的，却还是利用它作为唯一的宣传手段，而

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不放弃他的引文，力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

删改了自己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他现在用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

粗鲁话来攻击那位在英国同行的协助下想抓住他的话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

中的工厂主，而当证明了在格莱斯顿发表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

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就如

“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

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

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而最后，他就逃之夭夭，声言由于‘没有时间’他不

能继续进行这一论战”。当时他没有对我刊登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２日“协和”杂

志上的反驳他第二篇答辩的文章再作答辩。

我是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７月４日和１１日以及８月２２日“协和”上

的文章的作者，这一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出版的梅林

的社会民主党史１８５第二版中也公开指明了我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注意到这

个问题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塞德莱·泰勒，研究了这一争论，并就这件事

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由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这就迫使马克思的女

儿爱琳娜·马克思出面作答，爱琳娜在社会主义的“今日”月刊１８８４年３月

号上不仅为她的父亲的忠实辩护，而且最后指出，她的父亲把据说格莱斯顿

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抹掉的一句话

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当时我已考虑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这种顽固地坚持

错误引文的做法。但是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

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恩格

斯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

回顾了这一论战，但是他在叙述这一论战时，自然没有揭露马克思在论战中

所表现的不诚实。此外，他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第

４版第６１７页）中强加给格莱斯顿的一句和他实际讲的相反的话；不仅如此，

马克思在第一版中给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处只是：“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格莱

斯顿在下院的演说”，而第四版在这个出处之外又加上了“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晨星报’”，好像这个报纸的报道中包含着和马克思所转述的一样的引文似

的！可是就是在“晨星报”的报道中，也包含着所有被“兑换论”这本小册子删

５０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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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且后来也被马克思删去的话；这些话表明，格莱斯顿在他预算演说中谈

到所得税材料的地方，谈的只是缴纳所得税的人的收入，他是拿这些人和收

入较少的、免缴所得税的人相对而言的；这些话也表明，他根据所得税的表册

肯定财富和实力有了令人陶醉的增长，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表册肯定的

收入的增长只涉及富裕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其余的人的收入没有

载入这些表册中；可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这些阶级，因为从其他材

料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状况也同时获得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得到

过的改善……

（以下的话和控告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问题的附录”等

等。——弗·恩格斯）

第１４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ａ）摘自“兑换论”，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１３４页。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在从１８５３

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我的一位

可尊敬的朋友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黄金造成的。我很遗憾，他深深地受了

黄金问题的无稽之谈的蒙蔽。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

阶级，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

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

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Ｖｏｉｌàｌ’ｈｏｍｍｅｅｎｅｆｆｅｔ．Ｉｌｖａｄｕｂｌａｎｃａｕｎｏｉｒ．

  Ｉｌｃｏｎｄａｍｎｅａｕｍａｔｉｎ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ｄｕｓｏ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ｕｎàｔｏｕｔａｕｔｒｅ，àｌｕｉｍêｍｅｉｎｃｏｍｍｏｄｅ，

  Ｉｌｃｈａｎｇｅàｔｏｕｓｍｏｍｅｎｔｓｄ’ｅｓｐｒｉｔｃｏｍｍｅｄｅｍｏｄｅ》．①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我们认为是异乎寻常

的、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没有先例的改善，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满

意的事情，因为……工资几乎不能使人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６０２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诗的译文，见注１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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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确定“兑换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版第６３９页）所作

的结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下面的一点。马克思把这里引自“兑换论”的伦

敦孤儿院的材料和格莱斯顿说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这句话对立起来，借以反驳格莱斯顿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的预算演说；“兑换论”

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评论了１８６４年的预算，作为对刚才转载的几页的补

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题外话中我们发现了下面

的话（第２３４页）：

“可是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 ‘请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

的人…… 工资……在其他部门确实没有提高……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

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现在我们把马克思的话（第１卷第１版第６４０页；第４版第６１８页）和这

句话比较一下。这里仍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而是同“兑换

论”的完全一样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拚凑起来的混合物。在这里他也仍

然没有注明它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格莱斯顿在下

院的演说。下面更进一步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

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以下是

前面引用过的莫里哀的四行诗）

显然，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莫里哀的文句，而且还借用了“兑换

论”的作者所臆想出来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ｂ）如在说明这次转载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１卷第４版第６１７页上，又给照旧错误地引用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

引文加上了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篇演说的有争

论的地方已经根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转载在前面第８—９页上。虽然在第

１３页上已经同意思完全一致的“汉萨德”和只是为了便于报纸刊载而变得比

较扼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了对比，我们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报”的报

道、恩格斯提到的“晨星报”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

一次对比：①

７０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① ‘泰晤士报”和“资本论”的引文的译文，见本卷第１９０—１９１页和第１５７—１５８

页。“晨星报”的引文和“泰晤士报”引文大致相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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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泰晤士报”

 《Ｉｎ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１８４２ｔｏ１８５２ｉｎ

ｃｌｕｓｉｖｅ，ｔｈｅ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

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ｓ

ｎｅａｒｌｙａｓｗｅｃａｎｍａｋｅ

ｏｕ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６ｐｅｒ

ｃｅｎｔ；ｂｕｔｉｎ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ｓ，ｆｒｏｍ１８５３ｔｏ１８６１，

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ｒｙａｇａ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ｔａｋｅｎｂｙ２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ａｆａｃｔ

ｓｏｓｔｒａｎｇｅａｓｔｏｂｅａｌ

ｍｏｓｔ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

 

 ，

．Ｔｈｉｓｔａｋｅｓｎｏ

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ａ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晨星报”

《Ｉｍｕｓｔｓａｙ，ｆｏｒｏｎｅ，Ｉ

ｓｈ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ｗｉｔｈｐａｉｎ

ｕｐｏｎ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ｆｉｔｗｅｒｅ

ｍｙ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

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ａｋｅｓ

ｎｏ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ａｔａｌｌｏｆ

“资本论”第１版

第６３９页注１０３

 《Ｆｒｏｍ１８４２ｔｏ１８５２

ｔｈｅｔａｘ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６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ｆｒｏｍ

１８５３ｔｏ１８６１，ｉｔｈａ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ｓｉｓ

ｔａｋｅｎｉｎ１８５３，２０ｐｅｒ

ｃ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ｉｓｓｏａｓ

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ｔｏｂｅａｌ

ｍｏｓｔ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８０２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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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Ｉ

ｔｈｉｎｋｕｐ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

ｔｕｒｎｓ，ｉｓａｎａｕ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Ｎｏｗ，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

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ｅｎｅ

ｆｉｔｔｏ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ｃｈｅａ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ｏ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ｕｒ．

（Ｈｅａｒ，ｈｅａｒ．）Ｂｕｔ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ｎｄ，Ｉｍｕｓｔｓａｙ，ｉｎｅｓｔｉ

ｍ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ｉｃｈｅｒｔｈｅ

ｐｏｏｒ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ｐｏｏｒ．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ｒｅ

ｌｅｓ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Ｉｄｏｎｏｔｐｒｅｓｕｍｅ

ｔｏｓａｙ，ｂｕ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ａｂｏｕｒ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ｏｋｎｏｗ，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ｔｔｈａｔａｕ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ｂｅ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ｃｈｅａｐ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ｎｄＩａｌｍｏｓｔｓａｙ，ｉｎｅｓ

ｔｉｍ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ｉ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ｐｏｏｒ．

（Ｈｅａｒ，ｈｅａｒ．）Ａｔａｎｙ

ｒ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ｅｘ

ｔｒｅｍｅｓ ａ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ｄｏｎｏｔｐｒｅ

ｓｕｍｅ ｔｏ ｓａｙ，ｂｕｔ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ｗ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ｏｋｎｏｗｔｏ

ｂｅ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ａｔ

ｗｅｍａｙａｌｍｏｓｔ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ｉｔｔｏｂｅｕ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ｉｎｔｈｅ

ｉｓ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

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ｔ

ｍｕｓｔｂｅ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ｅｎ

ｅｆｉｔｔｏ 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

ｃｈｅａｐｅｎ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

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ｉｃｈｅｒ，ｔｈｅｐｏｏ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ｌｅｓｓｐｏｏｒ！

Ａｔａｎｙｒ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ｏｆｐｏｖｅｒ

ｔｙ ａｒｅｌｅｓｓ，Ｉ ｄｏ

ｎｏｔ ｐｒｅｓｕｍｅ ｔｏ

ｓａｙ》．

如上面那段转载的

话所表明的，“兑换论”

在这里，从句子的中间

把引文截断，而加入了

莫里哀的文句；马克思，

如前面的对比所表明

的，无论如何不可能是

从“晨星报”引的引文，

而是用一些圆点表明了

９０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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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删去的一个地方之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

ａ ｄｅｇｒｅ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ｋｎｏｗｔｏｂｅ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

ｎａｒｙ，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ｗｅｍａｙ

ａｌｍｏｓｔ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ｔｏｂｅ

ｕ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

ｏｆａｎｙａｇｅ．（Ｃｈｅｅｒ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ａｎｙａｇｅ．（Ｃｈｅｅｒｓ．）》

后，一字不差地从“兑换

论”引来了这句引文，迫

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

间结束……

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

来作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混合物，无论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

“汉萨德”中都没有，而只有在“兑换论”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加了着

重号的句子，正是亨利 罗伊，特别是卡尔 马克思——请比较最后一句话

——删去的句子，其目的是把同格莱斯顿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反的东西强加给

他。

第１５号 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伦敦报纸上的

议会报道摘录①

“先驱晨报”。ＩｍａｙｓａｙｔｈａｔＩｆｏｒｏｎｅｗ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ｗｉｔｈｆｅａｒａｎｄａｐ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ｉｆＩｗｅｒｅ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ｔｉ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ｗｈｉｃｈＩ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ｔｏ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ｎ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晨邮报”。Ｉｍａｙｓａｙ，Ｉｆｏｒｏｎｅ，ｗ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ｗｉｔｈｆｅａｒａｎｄ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ｗｈｅｎＩ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ｉｆ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０１２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① 这里摘引的各报的引文译文，见本卷第１１８—１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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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ｗｈｉｃｈＩ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ｔｏ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ｎ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

“每日电讯”。Ｉｍａｙｓａｙｆｏｒｏｎｅ，ｔｈａｔＩｓｈ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ａｌｍｏｓｔ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ａｒｍｏｎ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ｆｉｔ

ｗｅｒｅｍｙ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ａｓｓ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ｏｗｅａｌｔｈｔａｋｅｓｎｏ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ａ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ｄｉｓａｎ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

ｔｉｒ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每日新闻”。ＩｍａｙｓａｙｔｈａｔＩｆｏｒｏｎｅｗ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ｗｉｔｈｆｅａｒａｎｄａｐ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ｏｎｗｈｅｎＩ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ｉｆ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ｗｈｉｃｈＩ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ｕｐ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

ｔｕｒｎｓ，ｉ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ｔｏ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ｎｏａｃ

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

“旗帜报”。ＩｍａｙｓａｙｔｈａｔＩｆｏｒｏｎｅｗｏｕｌｄｌｏｏｋｗｉｔｈｆｅａｒａｎｄａｐ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ｉｆＩｗｅ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ａｓ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ｗｈｉｃｈＩｈａ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ｓｃｏｎ

ｆｉｎｅ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ｔｏｔｈ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ｎ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

第１６号格莱斯顿——布伦坦诺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德国周报”１８６第４９期

简  讯

路约 布伦坦诺在“德国周报”第４５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 马克思的论

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转载这次论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这次

论战的主要题目是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年发表的一篇议会演说，这篇演说被马克

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组织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１１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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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

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

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１１月２２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

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１１月２８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

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论证方法的特点的问题，

可以认为已经最终解决了，而这个解决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不利的。

揭露骗局是布伦坦诺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争论是特别合乎时宜

的。

Ｏ．Ａ．

第１７号恩格斯对第１６号的答复

１８９１年“新时代”第１３期第４２５页

关于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问题
１８７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

谈到路约 布伦坦诺先生曾经对马克思发动的一场匿名的攻击

——他控告马克思似乎从格莱斯顿的一篇演说中捏造了引文。

对此，布伦坦诺在他的小册子——“我和卡尔 马克思的论

战”。路约 布伦坦诺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１８９０年——

中作了答复。我即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答复。

可是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４９期上又刊登了

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评，其中说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

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

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１１月２２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

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１１月２８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

做过任何修改’。”

２１２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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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马克

思绝对错误”？对什么东西“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

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说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指。为什

么布伦坦诺先生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呢？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不准他把整封信刊登出来。那末这就充

分证明，这两句话什么也没有证明。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

允许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末只发表这两句什

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摘出来的话就恰巧证明，格莱斯顿的话整个

说来对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好处，因而他把它“炮制”成了上面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格

莱斯顿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应该看到布伦坦诺先生的相应的信。

在用原文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

于解决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们的纸张。

弗 恩格斯

３１２文件。——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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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

３月１７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正好二十年以前，巴黎工人像一个人一样起来反击受梯也尔

领导的资产者和地主们的罪恶侵犯。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看到巴

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

梯也尔企图夺取巴黎工人曾经如此光荣地用来抵御了外敌侵犯，

后来还要更加光荣地用来迎击凡尔赛雇佣军进攻的武器。为了摧

毁起义的巴黎，地主和资产者们向普鲁士人乞求援助，并且得到了

这种援助。巴黎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被敌人的优势压垮和解除了

武装。

巴黎工人已经二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到处的情况都是如此；

在一切文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都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工人阶

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到处都握有全部武装力量。

但是，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在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

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

具的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

预见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当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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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佬①敢于觊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时候，我们在巴黎看

到了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俾斯麦的

继承人②要求帝国国会拨发经费，以便借助用金钱收买了的军士

来巩固军队中的服从精神，而且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在军士中出现

的社会主义者太多了！１８８

既然发生了这类情况，既然军队中也出现了曙光，那就意味着

旧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让必不可免的事情发生吧！让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离开政权

或者死亡吧！无产阶级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１年３月２５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２７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５１２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①

② 卡普里维。——编者注

茹尔 费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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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一书导言１８９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

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

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

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

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

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

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１９０。里初

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

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

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

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 波拿巴的防御战争

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１９１之后所

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

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

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１９２，而且照

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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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

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

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

新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

力的战争”１９３，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

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

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

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

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

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

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

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

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１５００万或２０００万武装士兵去任意

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

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

地证明了１８７０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

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

适用的。５月２８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

众寡不敌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５月３０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

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

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

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

尘莫及。

７１２“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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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从１７８９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

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

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

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

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

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

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

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

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

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

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１８４８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

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

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

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

人，他们从１８３０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者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

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

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 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

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

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

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

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

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

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违背诺

８１２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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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公开嘲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

行了１８４８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

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

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

和国复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

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

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

产阶级在１８７１年的狂暴比较起来，１８４８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

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

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

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

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 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

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把资

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

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

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 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

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

可能的。路易 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

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

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

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

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

红利。

９１２“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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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兰西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１８１４

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

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１８１５年更被削小

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

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

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

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

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

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

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

“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

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

１８７０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

堡。１９４

必然的后果就是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房子一

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

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

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

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了

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

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

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

１０月３１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

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

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

０２２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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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敌军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

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投降了，但它是

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

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

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

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

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

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１３１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

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

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

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

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

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

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

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１９５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

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

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３月１８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

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

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

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３月２６日，巴黎公社

被选出，３月２８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

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

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３月３０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

１２２“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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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

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１年４月的一切房

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

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

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１９６。４月１日规

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

过６０００法郎（４８００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

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

为国家财产；４月８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

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１９７，这

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４月５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

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

贯彻执行。４月６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

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４月１２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

由拿破仑在１８０９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

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５月１６日，这项决议执行了。４月

１６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

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

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４月２０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

取消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绍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

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剥削者们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绍所都交由巴

黎二十个区的区政府接管。４月３０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

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

款的权利相抵触的。５月５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

而建筑的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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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３月１８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

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

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

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

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

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

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

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

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５月初起，全

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

了。

４月７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

口；但是，４月１１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埃德将军所击退，并且

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亵渎神圣的人

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

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

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５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

种情况在４月２３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

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

人质巴黎大主教①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

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口气

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

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５月３日

３２２“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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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木兰 萨克多面堡，９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

平，１４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伸延到城墙跟

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５月２１日，

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

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

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

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

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

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

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

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

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

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 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

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

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

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

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

牲 品 来 枪 毙， 其 余 的 人 则 赶 到 大 营 房 里 去，

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

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感

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

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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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

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

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

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

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

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

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

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

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

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

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

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追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

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

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

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

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

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

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

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

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

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

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

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

５２２“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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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

济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鲁东说，这种特殊

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参看“革命的总观念”第３

篇１９８）。

但是，在１８７１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

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

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

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

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

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

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

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像在“马克

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激进

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

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

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

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

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

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

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

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

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

立的全国性组织。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

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１７９８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

６２２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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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

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

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

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

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

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

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

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

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

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

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

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

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

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

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

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

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

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

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

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

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

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

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

７２２“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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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

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

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

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

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６０００法郎。这样，即使公社

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

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

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

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

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

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

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

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

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

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

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

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

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

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

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

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

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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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

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

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

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１年３月１８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杂志第

２卷第２８期和１８９１年在柏林出版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西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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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给霍赛 梅萨的信）１９９

１８９１年３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梅萨：

从您３月２日的来信中得知您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的西班牙文译本即将出版，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用说，我们

是热烈赞同这一版本出版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

无疑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被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鲁东理论，毫无疑问从巴黎公

社失败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

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取得麻痹工人的空洞词句的一个巨大

武库。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

套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那末，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

套娓娓动听的空话就还能引起反响。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那里残

存的唯一的蒲鲁东派，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或

共和派。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议会里和你

们的报刊上也有这类共和派，他们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只是因为他

们看到蒲鲁东的思想是一种十分合适的手段，以便用资产阶级的

冒牌社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意志的正确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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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扼要的表现。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 恩格斯

译成西班牙文载于１８９１年在

马德里出版的卡 马克思“哲

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

版，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１３２关于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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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

劳动权利国际群众

大会的委员会２００

亲爱的公民们：

万分遗憾，我不能够应你们这样盛情的、对我说来这样荣幸的

邀请来参加你们在４月１２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二十年以前，我曾经

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的职务２０１，我觉得同你

们的国家有特别亲切的关系，因此，我就更感到遗憾。这个国际从

那时以来在正式的形式上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团

结一致的感情上，它是始终存在着的；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

有生命力，更加强大了；它现在是这样强大，以致１８６４—１８７５年的

旧的正式形式，对于团结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红旗下的千百万欧美

工人说来，已显得太狭窄了。我同你们一道，希望你们４月１２日的群

众大会将把新的战士队伍引导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来；希望

群众大会将对巩固意大利工人同他们的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兄

弟们——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团结关系作强有力的推动；

最后，希望群众大会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开创一个

新的阶段。

二十年来，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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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能指望取得迅速的和牢靠的胜利。Ｄｕｎｑｕｅ，ａｖａｎｔｉ，ｓｅｍｐｒｅａ

ｖａｎｔｉ！〔因此，要前进，永远前进！〕

弗 恩

１８９１年４月９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３３２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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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１８９１年单行本导言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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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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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使报纸本身

被查封了（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

始终没有发现。２０５

“雇佣劳动与资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

１８８４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

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

传性质的小册子，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

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

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

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出版（１８５９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

在１８５９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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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

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

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

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

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

一个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

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

发表于１８４９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

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一

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

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１８４９年写成的那个

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１８９１年写成的那样。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

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再版以前，这已经够

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

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

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

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

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

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

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结论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

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

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

５３２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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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

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显的

谬误和混乱。

政治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

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们由于

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

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

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

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

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

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

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

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

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

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

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

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

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

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

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

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

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

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

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１８５９年发表的

６３２ 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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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
２０６
。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

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

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

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

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

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

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

末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

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

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

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

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

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

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

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

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

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

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

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

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

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

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

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

７３２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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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三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三马克的

工资。资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譬如说——十二小时。在

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钳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

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

铁和铜——值二十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

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

一个工人计算，值一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三马克。总

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二十四马克。但是资本

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二十七马克的价格，即要比

他所消耗的生产费用多三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三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

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

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二十七马克——就一定

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二

十七马克当中，有二十一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

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二十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马克包含在工

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

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六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

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六马克只能是从

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

来，他十二小时的劳动创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十二小

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六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

８３２ 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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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六马克吗？但是

我只拿到三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

价值只等于三马克，假使我向他要六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

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

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

的。对于工人说来，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三马克；对于资本家说

来却是六马克，资本家从这六马克中拿出三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

人，而其余三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

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末这个矛

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十二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六马克的新

价值。这就是说，在六小时内创造的是三马克，即工人劳动十二小

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十二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

的却是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

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十二等于六！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

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

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

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

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 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

９３２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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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

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它

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２０７因此，他最多

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

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

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

（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

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

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

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

就是工人的生产赞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

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

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１卷第４

章第３节）２０８。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

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或计件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

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工人带到自己的

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

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

工作起来。假定他的日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三马克，——至

于他是计日还是计件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

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

原料上增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

的时候实现的。从这六马克中，他付给工人三马克，剩下的三马克

０４２ 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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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里生产六马克的价值，那

末在六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三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

家工作了六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三马克等量价值

偿还给资本家了。在六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

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

的一整天，是十二小时。六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六小时做

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

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六小时的劳

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十二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十二

小时内制成了十二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

共计二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两个半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

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二十五分尼。十二件就是

三马克；要得到这三马克，工人必须工作十二小时。资本家从十二

件商品上得到三十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二十四马克外，还

剩下六马克，从这六马克中，他拿出三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

把其余三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

工人为自己工作六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六小时（在

十二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六小时。

那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

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现代

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

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问题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

的特性：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

１４２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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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

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

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

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

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

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

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

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

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

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

劳动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

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

只须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

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

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

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

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现代资本主义

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

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

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

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

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

２４２ 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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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

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

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

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

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

后，——通过有许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

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

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

支配。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

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５月１日和５月３日的星期日２０９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１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１年５月１３日“前进报”第１０９

号附刊和１８９１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

子：卡尔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雇佣劳动与资本”

３４２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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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四版序言２１０

我曾经预料，这一著作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

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１８８３年３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

行了三版，总数达一万册，而且这是在已经升天的反社会党人法

的统治下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证明警察

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

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 马尔

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１８８３

年贝内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①１８８４年日内瓦

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

书”第一卷，１８８５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

学社会主义”１８８６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６年海牙版。２１１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

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

４４２

① 在原文中这一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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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太少；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的地方关于当时已经变得很

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２１２。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１年５月１２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１年在柏林出版的弗 恩格斯“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

５４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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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

（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２１３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

版者①早就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作

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

始家庭形式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在这里必须用

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增订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

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②

因此，我仔细地把全文重新校阅了一遍，并作了许多补充，我

希望在这些补充中充分地估计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

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

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

英国原始历史学派，仍然竭力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

观中所引起的革命，但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

６４２

①

②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这一句的末尾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

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社来说仍然

还是极其罕见的”。——编者注

约 狄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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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仿效英国的这一

榜样。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 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

１８８５年贝内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若昂 纳杰日杰译，载于１８８５年９月至１８８６年５月在雅西出版

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由格尔桑 特利尔１８８８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 腊韦从德文

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２１４

        

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

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

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这种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

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

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似乎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

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

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

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

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的个

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父亲而

是依母亲来算，因此，女系被认为唯一有效；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

间，在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的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

而且这种习俗，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

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更多。但是没有人

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 伯 泰罗所著的“人类原始历

７４２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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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研究”（１８６５年）一书
２１５
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

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

宗教上的可笑琐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１８６１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２１６出版的那

一年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１）最初在人们

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

的名词“杂婚”来表示；（２）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任何可

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女系——母权制——来算，古代的一切民

族，起初都是如此；（３）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

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这种

尊敬和威望竟达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Ｇｙｎａｉｋｏｋｒａｔｉｅ）的程度；

（４）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

教戒律的侵犯（实际上就是侵犯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

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

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认为他非常认真地从古代经典著作中搜集来的许多段

落。可以作为这些论点的证据。由“杂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以

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

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

侵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

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

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

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

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

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

８４２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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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

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

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

逆司神的追究，因为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

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

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

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

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

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

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令人吃

惊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２１７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杀死他的那个

女人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此事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

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杀害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

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但是，阿波罗却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

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

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的票数相等；

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

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

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

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

芬全书中最精彩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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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

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奇迹：推翻了母

权制，代之以父权制。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

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结蒂会成为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

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远非始

终有益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

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

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

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

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

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

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

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

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

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

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

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

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

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

在１８６１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本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

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

湮没无闻。１８６５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

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 弗 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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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在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

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

士的字斟句酌的辩词。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

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

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

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

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末

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足够地

找到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

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１８６５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

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

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

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

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

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

落”的尖锐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

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

那末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像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

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

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期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

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血缘

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

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

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有关系。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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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

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

的父亲，因此，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来算，这就

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

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

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末我

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 因此，我们

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

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１８８６年版。“原始婚

姻”，第１２４页）２１８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

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不

了解这种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他们都是麦克伦南材料的来

源）的更早的个别记载，累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嘉

人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１８５９年版）２１９，并指出，这种制度

曾普遍流行，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

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１８４７年在他的关于易洛魁人

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１８５１年在“易洛

魁联盟”一书中２２０也证明了在这个部落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

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

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

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

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像他本人

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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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女系算的亲属关系”（ｋｉｎ

ｓｈｉｐ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ｅｍａｌｅｓｏｎｌｙ），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

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

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按女系来算，但亲属关系也从男子方面

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一种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

定的法律术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

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合理，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

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这样一件显著的事实，即〈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

系〈即依男系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明显”（见“古代史研

究”，第１４０页）。

而且，他又说：

“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地方，

从来没有杀婴的习俗。”（同上第１４６页）

这两件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

加混乱的假说来对抗它们。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响应：

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

权威。他那把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对立起来的理论，虽然

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

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不抱成见的

观察、从而任何坚决的前进步骤都成为不可能了。鉴于在英国，而

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

重指出，他那纯粹出于误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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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理论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愈来愈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纤巧框

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

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一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

了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几个男子

共同占有几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并且拉伯克（“文明的起源”１８７０年

版２２１）认定这种群婚（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ｍａｒｒｉａｇｅ）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１８７１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说来

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特殊的亲属制度，

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

陆，虽然它是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直接

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

搜集了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材料，他从答案中发现：

（１）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

以略加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２）这种制

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

到了完全的说明。（３）但是，除了这种婚姻形式，在这些岛屿上

还存在一种只有用更古老而如今业已消灭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

亲属制度。他把所搜得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

的“血亲和姻亲制度”（１８７１年版）一书２２２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

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它相应的

家庭形式，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

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得到胜利，麦克伦南的精心设计的理论就

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１８７６年版）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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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来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

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

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

辩的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一个人

的舅父和他的外甥之间有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２０

章），根据凯撒关于不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

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

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

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却要求辩护

人每句话都要有最严格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虚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

根据他的意见，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

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

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

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

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

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

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遭到反驳。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

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

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做

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是相矛盾

的。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

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

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吉罗 特龙的“家庭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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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１８７４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１８８２年第４版）
２２３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
２２４
（本书即以这部著

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康尔根在１８７１年仅仅模糊地猜测

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

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

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

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

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

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簇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

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

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

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

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

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

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

初形式。希腊的及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

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

了一个新的基础。

这个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

前的阶段的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

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

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给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

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

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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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

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

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

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所承

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剽窃了。但是我们在他们之中几乎找不出

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正应归功于康尔根。在英国，

人们尽可能地对他的这一著作完全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

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著作来敷衍了事；对于他的记述中的个别

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于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闭口不提。“古

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

国，这本书显然受到千方百计的抵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

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

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原始历史学家的著作

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

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

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对于英国的原始社会历史学

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

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

们的思想方面，却不得不求助于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

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知，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

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

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２２５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

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在原始历史学

７５２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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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经

过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

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

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

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用以打破这些教条的，

又是这样一些一经说出来便立即为人人所明白的论据；因此，一直

无法摆脱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矛盾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

简直要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为什么竟这样愚蠢，自己没

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即使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冷淡地把摩尔根撇

在一边，那末他还有一个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像傅立叶那样

地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

评，而且还用了只有卡尔 马克思才能用的字眼来谈论这一社会的

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得到了应得的惩罚，麦克伦南忿然地责

难他“根本仇视历史方法”２２６，而且日内瓦的教授吉罗 特龙先生在

１８８４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吉罗 特龙先生在１８７４

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

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救了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

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

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

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

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

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

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

８５２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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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

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

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

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①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６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杂志第

２卷第４１期和１８９１年在斯图加特出

版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并根据“新

时代”杂志校对过

９５２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① 我于１８８８年９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前罗彻斯特选区的国会议员，他认

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

分住在罗彻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在华盛

顿陆军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帮助，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感到兴趣，

并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的期

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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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的贺信２２７

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６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的最真诚的感谢；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

我谨在此表示我最好的祝愿，祝代表大会工作顺利。

自从奥地利的工人政党在加因斐２２８重新站稳脚跟以来，你们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你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取得新的更大

胜利的起点的最好保证。

我们党具有多么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它用来证明这点的，不

仅是它迅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不仅是它今年在奥地利就像

去年在德国那样彻底结束了非常状态２２９。它用来证明它的这种力

量的，尤其还有这样一点，即它在所有国家内都在克服所有从有产

阶级中补充自己队伍的其他政党所无法应付的困难，完成它们所

无能为力的事业。当法国和德国的有产阶级彼此怀恨在心，相互间

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意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一致

行动。而在你们奥地利，当各个省的有产阶级由于盲目的民族仇恨

而丧失最后一点点统治能力时，你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将向它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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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显示出一个没有任何民族纠纷的奥地利的面貌，一个工人的奥

地利的面貌。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１年７月３日“工人报”第２７号和

１８９１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１８９１年６

月２８、２９和３０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

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

据小册子校对过

１６２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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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
草案批判２３０

写于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８日和２９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新时代”杂

志第１卷第１期（没有附件）；并用俄文全

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６年第

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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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部分（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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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草案２３１大大优于以前的纲领
２３２
。陈腐传统（无论是道

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被清

除；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

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

权利的要求。

一 绪论部分（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

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

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

拖泥带水。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

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

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

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

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做太多的牺牲，不要把

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

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说非常法时期使得给新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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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进来的群众以充分的教育这一工作难于进行，而且在有些地

方甚至不可能进行，那末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

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

预备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

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这里的三

个词都是说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

［Ｂｅｒｇｗｅｒｋｅ］，用这个最惯用的词来表达一切，因为在我国，即使

它们是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我认为还要加

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第二段。我认为在这里要插进：“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

（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要插进：“……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

（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关于这些老爷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

一点，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

用进来，才在这里又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

任何增加。而在纲领中是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

没有蒸汽机也行，但现在没有它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

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

——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目前存在的

东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６６２ 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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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的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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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段末尾是仿照国际章程的结论部分写的，那我认为不

如完全照着它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

附”。２３３体质衰退已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

治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演说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

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所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就应当从经济上去加

以说明。但“个人所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所

说的情况是由这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第二，属于这种个人

所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

“资产者”是指什么呢？它是第三类个人所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

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

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

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所有者”，至少今天还

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

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者的范畴之内。

“劳动资料
·
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１）劳动资料、（２）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

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

“
·
和”字把两者连结起来，这是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的。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这里只要举出资本家就够了，那末上面也只要提到资本家就

９６２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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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如果要详细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完全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

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

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

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

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

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

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

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

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

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

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

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

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

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

个修改方案①。

０７２ 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① 见本卷第２７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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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粹是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井、矿场”，见上面关于第一段所谈的。“私人

生产”，见上面所谈的。我认为应当这样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

谋利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

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创造出来，并且唯

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

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认为要像第一部分附件中所建识的①那样写。

第八段。“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

略说法，但是我认为，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

不如用“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

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

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

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

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

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

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能够”，我看不如删去。“能够

改善一般人民（究竟是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可以

包括一切：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

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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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我

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是指它的各个部分；我认为这样会把印象

冲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来转到个别的要求上面去，那末大致可

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力争一切足以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

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更好是直截

了当地谈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

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①。我认

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

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二 政 治 要 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

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

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

德意志帝国宪法，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不过是

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而１８５０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

动的东西，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

权利也没有，正如在宪制冲突时期所证明的，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

为。２３４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

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

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 格莱茨 施莱

茨 罗宾斯坦２３５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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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

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

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

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

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

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

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

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

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

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

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

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

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

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

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

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

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

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

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

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

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

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

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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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

能有什么结果呢？难道应该重演曾经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

情吗？当时有人把保护关税宣布为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

不相干的问题，因此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投票，而现在有许多人

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

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

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２３６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

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

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

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

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

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

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

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

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

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 菲力

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

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

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

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

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

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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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结

束。——只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保留权利２３７依然存在，而例如

绍林吉亚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你就试试看

去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分

解为几个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

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德国现在正受其钳制的两个对

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

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

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

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

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

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

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

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

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

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

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

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

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

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

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

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０年所实行的自上

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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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

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１７９８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

国２３８没有什么不同。从１７９２年到１７９８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

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

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

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

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

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

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

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

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

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只有不多的东西是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

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

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

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

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

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

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

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

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并且至少间接地可

以作为对不能正面说出的事情的暗示的：

“省、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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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

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

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１）“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

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那末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

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２）“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

呢？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代议机关的决议呢？这是应当

加以补充的。

（５）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

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

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

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６）关于“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就失去意义了，它是属于前

一段的。

（８）和（９）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１．律

师，２．医师，３．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后面还

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付托

给卡普里维先生呢？而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

会主义一点相一致呢？

（１０）这里，我认为要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

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

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使印象冲淡的解释或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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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 济 要 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还需要防范国家的侵犯而予以保护，这在

德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厉害。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

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

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了大骗。这样，在许多年里，多数总是

会在企业主方面，为此只要工人中有一个是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

没有谈妥在争论的时候两半分开来表示意见，那末，有一个企业主

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要好得多。

最后，我请你们再用法国的纲领２３９来对照一下。在那个纲领

里，正好是在第三部分，有些东西似乎谈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

领２４０可惜因时间仓卒没有找到，它也有许多方面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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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附 件

（１）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２）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

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

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

附的基础。

（３）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在剥削者——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

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

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等等。

（４）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

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

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

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

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５）“其”原因。

（６）……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

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

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

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

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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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

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扔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

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

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

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①。

（８）……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９）……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

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１０）……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②、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

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

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

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

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过于怯懦而

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

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０８２ 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①

② “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掉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是

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附属品”。后来被划掉，用

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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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摘自给保 拉法格的信）２４１

１８９１年９月２日于伦敦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满意。

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是很好的：旧的国际以

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代表大会２４２的决议在

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向英国工联敞开大门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步骤证明：

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

劳动”约束的表决结果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多梅拉 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

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

组成为“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说明，形

势越来越革命了。

欧 洲 局 势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其他国家的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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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１８９１年小麦歉收估计为１１５０万百升，

黑麦歉收为８７００万或１亿百升，而这后一种歉收主要涉及两个消费

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１８９２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

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

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

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利用这些有

利因素来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至少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

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被迫采取主动来召集

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

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

夫的文章２４３）。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

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

依赖于外国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

机而加深的农业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照例将下得太

迟）。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的分裂。大土

地占有者、《ｒｕｒａｕｘ》〔“地主议员”、“乡下佬”〕①将不愿意再支持征

收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

表决反社会党人法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

关税政策的多数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

２８２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① 对１８７１年法国反动的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轻蔑叫法，恩格斯用来称呼德国容

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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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

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

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失去

自己的阵地而形成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这

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

——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各种握有统治权的党；土地贵

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工业资

产阶级和商人以及一部分主张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

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

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

的话，那末，在１８９８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

们的影响没有这样厉害。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引起了我们已期待

二十五年之久的英国的工业危机……那末等着瞧吧！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１年９月１２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５１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３８２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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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主义２４４

主要部分写于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德译文的

前言和结束语写于１８９２年１月

载于１８９２年在利尔出版的“１８９２年工

人党年鉴”（没有前言和结束语），并载

于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新时代”杂志第１卷

第１９期

署名：弗 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译文的主要部分译自“１８９２

年工人党年鉴”，并根据“新时

代”杂志上的德译文校对过；俄

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译自“新

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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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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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１８９２年工人党

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

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

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

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

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

是多么没有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

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

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

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

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

且我由于自己五十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

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

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

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

豪。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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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

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

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

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

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１８４８年１月出现的“共

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

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

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

险①。

１８４９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

是在１８６２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

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

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

１８４８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②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

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 勃朗的“劳动组织”２４５

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

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

８８２ 德国的社会主义

①

②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纯粹的共和派的机关报”。——编者注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德译文中不是“同样地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是

“都光荣地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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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

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

的一切东西①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

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

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１８４８

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２４６。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１８６７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

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愈来愈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

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②被称为爱森

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

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

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

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

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

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议员③面前，这种

沿袭下来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

于是在１８７５年进行了合并２４７。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

９８２德国的社会主义——一

①

②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而是“十年来

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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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

点儿可能，那末承蒙俾斯麦在１８７８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

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使得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

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

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

尔全集的正式版本２４８，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

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变故、

厮杀、失败和胜利呢？当１８６６年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

时，党有两个议员①和数十万选民；现在它有３５个议员和１５０万选

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１８９０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十一年

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而变成了德国最强

大的党。１８６７年时，资产阶级议员②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

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也

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那代表未来的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

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十一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

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

最反动的万第③，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

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０９２ 德国的社会主义

①

②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万第”，而是“农村地区”。——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的议员”。——编者注

奥 倍倍尔和威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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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１年………１０１９２７  １８８４年………５４９９９０

 １８７４年………３５１６７０  １８８７年………７６３１２８

 １８７７年………４９３４４７  １８９０年………１４２７２９８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

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

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

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１８９５年选举中至少得到

２５０万张选票；而到１９００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

１０００万选民①中的３５０万至４００万。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

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

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１８９０年保守党人（两派合

在一起）得了１３７７４１７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１７７８０７张选票；进

步党人（激进派）②得了１１５９９１５张选票；天主教徒③得了１３４２１１３张

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２５０万张选

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

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

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

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

１９２德国的社会主义——一

①

②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央党”。——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进步党人（激进派）”，而是“德国自由思想派”。——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选民册上登记的１０００万选民中”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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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１９００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

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

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

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

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

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

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

在“合法性害死我们”２４９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

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

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

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哪？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

你们先开枪吧！”２５０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

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

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

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

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２００万①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②也许能

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

更巩固。

２９２ 德国的社会主义

①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２００万”，而是“２００万至３００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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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

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

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

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

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

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①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

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

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

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

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

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

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２５１后

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９月

９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

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

３９２德国的社会主义——二

①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其结果会怎样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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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

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

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

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

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

争。”２５２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

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

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

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

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

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

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

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①，而允许俾斯

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

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

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

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

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

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

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

４９２ 德国的社会主义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

作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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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

国之间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

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

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

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

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

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

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

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

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

分肯定地说，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

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

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

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

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

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

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

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

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得把

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

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

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

５９２德国的社会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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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敌视的根源①。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

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②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

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

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

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

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

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

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

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

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维（或

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③，以

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

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

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

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④不受任何侵

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

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

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

６９２ 德国的社会主义

①

②

③

④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直到最后一个人”。——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努力”，而是“战斗”。——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

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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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

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

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

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

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

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

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

孔斯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

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

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

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

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

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

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１７９３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２５３。

１７９３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

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

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

１８９３年能够同１７９３年媲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

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７９２德国的社会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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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

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

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

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

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

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

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

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

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１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武

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

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

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

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

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这篇文章

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

得晕头转向２５４，而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１８１４年战场上的大

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

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

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

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

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

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

８９２ 德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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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

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

公债２５５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

据报道，４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

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

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

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

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

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１６０００万马克

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２４０００万马克，而不是４亿马克。其

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

图，——这次计达８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

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

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

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

见；就连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

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

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

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

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

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

９９２德国的社会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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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

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

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

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

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

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

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

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

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

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

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

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

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

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

这种关系在１８６１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

榜样的是普鲁士从１８１０年到１８５１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

役制的方法２５６；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

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

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

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①来只是

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

００３ 德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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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是农民世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

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

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

就活不了，——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

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

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

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

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

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

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

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

交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

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

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

市场，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

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手

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Ｖｅｒｌｅｇｅｒ或英国式的

Ｓｗｅａｔｅｒ摆布，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

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

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２４

章，第５节）２５７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

１０３德国的社会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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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

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２５８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

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

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

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

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

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

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１８９１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

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

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

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

能为力，更不用说使自己的官吏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

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１８６１年后

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

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

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

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

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饲料不够吃，后来则由于同

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

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

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

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

２０３ 德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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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

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

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ｋｕｌａｋｉ）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

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

若干年。我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

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

等着瞧吧。

３０３德国的社会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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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
２５９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人民之友报”十周年庆祝大

会的最真诚的感谢。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因为马克

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这一卷终究要出版才行。

因此让这封信来代替我吧。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衷心地向你们光荣的纪念日表示祝贺。我

知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其他治安法的限制下，使“人民之友报”

这样的战斗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维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

代价，而且我至少大体上也能够想像出在这十年当中为此而不得

不做出的牺牲。你们能够不顾一切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更加增添你

们的光彩；要知道，奥地利的出版法以有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说来

没有危险性作为出发点，它的目的看来正是想通过对工人报纸的

经费施加压力，来使它们不是沦于破产，就是变得驯服听话。如果

说布隆的工人不顾这种财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十年内一

直出版自己的报纸，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末，这就是现在

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又一

证明。

当我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对这样的现象再一次表示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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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喜悦：正当青年捷克的
２６０
和古老德国的资产者到处相互仇

视的时候，捷克工人和德国工人却团结一致肩并肩地为整个无产

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和祝贺你们。

你们的老头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人民之友报”第２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之友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５０３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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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

声明的附函

阁下：

兹对一项前所未有的无耻谰言２６１做一答复，随信寄上①，请予

刊登，以明历史真相。

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纪事报”，竟允许

其外国通讯员对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散布诽谤谰言，对此

我感到遗憾。

谨致崇高的敬意

写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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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６０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０７—３０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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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阁下：

贵报巴黎通讯员在本日贵报晨刊上，除对我的亡友卡尔 马克

思的家庭做了其他一些事属捏造的报道外，还讲到，在公社失败以

后，法国司法部长曾下令逮捕刚刚在利尔当选为议员的保尔 拉法

格先生。这位通讯员接着继续写道：

“据说当时马克思夫人，以不抓走其女婿为条件，对当局讲出了一个武器

库的所在地点。在此以后，拉法格先生就越过国境逃往西班牙。”

由于马克思夫人的女儿艾威林夫人此刻不在伦敦，我就有义

务来驳斥上述加于她母亲的诬蔑性的指责。事实是这样的：当拉法

格先生同他的妻子①以及他妻子的两个姐妹②在巴涅尔 德 吕雄

的时候，一位同情他的共和国警察官员曾事先向他透露即将逮捕

他的消息。当日，拉法格就骑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入西班牙。２６２那

时马克思夫人在伦敦，因此，她即使有援救拉法格的意图，当时也

不可能插手并为此向法国政府透露任何事情。这虚构出来的所谓

武器库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其用意是要在这位品德高尚、不畏牺

７０３

①

② 燕妮 马克思和爱琳娜 马克思。——编者注

劳拉 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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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因而根本做不出卑鄙之事的妇女去世之后破坏她的声誉。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１月１７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载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６日

“母日纪事报”第９２６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８０３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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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２５３歌詠团

（托 登 楠 街）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８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同志们：

考茨基夫人刚刚告诉我，我的朋友列斯纳通知她，说你们打算

在今天晚上为我七十一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但我已先同一位

朋友约好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而且因为他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人，

现在要取消这个约会已经绝对不可能。因此，非常遗憾，今天晚上

我不可能在家。

亲爱的同志们，这样我只好书面地为你们的深情厚谊向你们

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同时也对于我未能及早得悉你们的意图表示

遗憾。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

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

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

会的事稍有所闻，我就会赶快预先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

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

事；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阻止你们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

意愿，我只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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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

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忠实于你们的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１９４０年第１版第２８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１３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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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１８９２年英国版序言２６４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１８４５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

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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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都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羞愧。这本书于１８８６年由美国弗 凯利 威

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

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

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２６５和一篇附录。那

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

在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原来的序言——

则大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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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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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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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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廉价购人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

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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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主对待工人

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

１８４７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

法２６６的废除及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

发展所必需的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

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

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

日益被打开。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从商业观点看来当时只是

一个殖民地市场，虽然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的最大的

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

空前的。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

——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

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最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

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

——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

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

发展，以致１８４４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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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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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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地方只要能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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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ｕｃｋｓｙｓｔｅｍ］被取消了，通过

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２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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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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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压

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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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压现象中去寻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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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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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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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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

象而是制度本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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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也将被清除。２６８但是

这有什么意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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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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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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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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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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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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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１８８６年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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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１８４４年英格兰北部

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２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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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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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地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

尔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英译本２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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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工人阶级的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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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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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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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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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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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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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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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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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发表在１８８５年３月１日伦敦“公益”杂志２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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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照录如下：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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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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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

力量来实现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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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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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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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时候，却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外部崩溃
２７５
到来以前，就从内部

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

胜利。

１８３１年的议会改革２７６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谷物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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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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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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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伟大的自由

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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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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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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

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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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

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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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被认为是穷凶极恶的罢

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很有用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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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秘密投票’我在已

经成为本国的法律。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８４年的议会改革２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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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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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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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使人民宪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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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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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

和１８５０—１８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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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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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保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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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给了他们一种

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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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１８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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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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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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享

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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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的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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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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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来的时候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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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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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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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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主手中的那个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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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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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３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英国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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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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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

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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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

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

的’的区区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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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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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

在工人中国分配得极不均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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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权和占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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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在１８８５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的

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

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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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

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

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

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表明“好

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

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

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

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

的实际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

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

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谓“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

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

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

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

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

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

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

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

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

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

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

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

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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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

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

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

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

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

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世纪末〕的最伟大最

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

和骄傲。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１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的弗

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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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尊敬的卓万尼 博维奥
２８０

不无名气的卓万尼 博维奥在今年２月２日“论坛报”刊载的一

篇文章里指责最近一个时期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党

议员，说他们太轻视政体问题。这点我倒不怎么在意；然而使我耿

耿于怀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载于

１８９２年１月１６日的“社会评论”）①，把同样的指责加在全体德国社

会党人和我个人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一起说社会党人将在最近

将来取得政权，但不明确说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错的和为

什么错的。恩格斯竟然用数字（而我总是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很好的证明）来

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不远的年份。好极了；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

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１８４８年１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

去呢？

① 见本卷第２８７—２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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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真是这样吗？…… 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可

能谈论它。可以认为，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

形式，但是不能撇开形式。”

为了答复这点，我声明，我完全否认可尊敬的博维奥的解释。

首先，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

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

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

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

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１８４８年１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

林的定想去呢？”

这里我要用可尊敬的博维奥本人的一个说法。的确只有成为

“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丝毫怀疑。

整个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国

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

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

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

决定性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维奥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

国皇帝会从社会党的圈子里任命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

退位为前提的条件（因为没有这种条件，这些大臣就别想得到自己

政党的支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老实说，博维奥担心我们

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去”，这却使我认为，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

是天真到极点了。

７２３答可尊敬的卓万尼 博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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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尊敬的博维奥提到魏特林是想说，照他看来，德国社会

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没有他们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这一

次他又错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道德

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要求。这一经济

革命将怎样实现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

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维奥自

己说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

式”。譬如说，如果明天由于某种料想不到的事变，我们党担负起执

掌政权的职责，那末我非常清楚应该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纲

领。

“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

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只是可尊

敬的博维奥说的。我想要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诸如此类的《ｓｃｉｏｃ

ｃｈｅｚｚａ》〔“蠢话”〕记在我们账上。

不过，如果可尊敬的博维奥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载于２

月１日的“社会评论”）①出来，并且读完它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费神

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为一谈

了。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２月６日

载于１８９２年２月１６日

“社会评论”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社会评论”杂志校对过

８２３ 答可尊敬的卓万尼 博维奥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３—２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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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２年

波兰文版序言２８１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

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

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

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

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

求也就愈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可

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

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刊行，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

展。而且从十年前刊印上一版以来确实已有这种进步，这是丝毫不

容置疑的。波兰王国，即会议桌上的波兰２８２，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

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

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阿速夫海

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

的地区，由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

处是从事竞争的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因为他们虽然拚命想把波

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抵制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

种害处，即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都感受到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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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

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

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

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

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

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

能实现。１８４８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

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

执行人路易 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

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１７９２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

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１８６３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

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

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

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

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①。这种独立只有年

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

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

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２年２月２７日“黎明”杂志第３５
期和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马
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共产党
宣言”１８９２年波兰文版校对过

０３３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２年波兰文版序言

① 在波兰文版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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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

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７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红旗，同时向飘扬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

旗和飘扬在普鲁士人占领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

到今天已经过去２１年了。

这面红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阶级已站得这样高，在它眼里，战胜

者与战败者都同样消失了。

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

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了

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７月１４日或９月２２日吧２８３。无产阶

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３月１８日。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才给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

无耻的诬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才敢于从公社存在的

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把

自己看做是战败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败时，国际也无法再

继续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社员！”的叫嚣下，在欧洲各地被摧

毁了。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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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①，到今

天已经过去２１年了。１８７１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达到成年，由于

统治阶级的愚蠢，他们当了士兵，他们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学

习组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

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１８７１

年要更加强大２０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响应我们号召的，现在

已不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第一国际只能预见并为之做准备

的国际无产阶级联盟，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１８７１年在公社

的巴黎近郊占领过炮台的那些普鲁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目前正

同巴黎公社社员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为争取完全和彻底

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２年３月２６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７９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２３３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① 见本卷第２２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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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２８４

对于这第二版，我只想说几句话：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这个

名字误作霍普金斯（第４５页），现已改正；又威廉 汤普逊的著作的

出版年份也已改为１８２４年２８５。希望安东 门格尔教授先生的图书学

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３月２９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哲学的贫困”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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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２８６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大约在１８７５年，

柏林大学副教授欧 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

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

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

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

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２８７，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

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

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

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

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

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

到底。

可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显然也是够麻烦的。大

家知道，我们德国人具有一种极其笨拙的Ｇｒü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即彻底

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我们中的任

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便首先一定

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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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９２年英文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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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从来都只是为了最后导致

这个新发现的卓绝的理论。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

民族标准了。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

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

“政治经济学批判史”２８８——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

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员起来向一切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攻、

特别是向马克思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

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

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

制２８９，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

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

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

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

把这个从其他方面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

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

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

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ａｌｚ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

学中实行的变革”）２９０，这本书的第二版于１８８６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现在法国众议院中利尔市的议员保尔 拉法格

的请求，我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了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并于

１８８０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２９１。波兰文版

和西班牙文版２９２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１８８３年，我们的德国

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

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２９３。这样，连同

７３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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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册子已经用十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

所知，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１８４８年出版的“共产主

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

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

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

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

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个附录之所以收入英译本中，是

因为考虑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

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更不为人所知。这篇附录仍旧保持了原

状，我没有涉及马克西姆 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

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经有包括几代人

的庞大的宗法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

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后来，当公社范围扩大，太不

便于共同经营的时候，便出现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现象。２９４柯瓦列夫

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ｓｕｂｊｕｄｉｃｅ〔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

英文版２９５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经济发展中

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

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

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

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即在占有生产资

料的资本家出资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的工作者并把产品的卖价超出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

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

８３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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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时期：（１）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

作者都生产整件物品；（２）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

个大企业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

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３）

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发动的机器来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

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动作①。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

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到英国“体面人物”②的偏

见，那末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坏。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

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

耳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

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

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２９６。唯名论，唯物主义

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

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

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２９７，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

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

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

９３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这篇导言从开头到“调整机器的动作”

为止的几段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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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

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

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

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 伯

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Ｑｕａｌ》①〔“痛苦”〕②。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

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

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

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

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

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③；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

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

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

克服，它就只好禁锢自己的肉体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

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智所特有

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０４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③ 在德译文中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

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

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

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Ｑｕａｌ》是哲学上的双关语。《Ｑｕａｌ》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

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ｑｕａｌｉｔａｓ［质］的某些意义加进

这个德国字；他的《Ｑｕａｌ》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

《Ｑｕａｌ》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

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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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

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

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

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

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

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

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

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

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

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

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

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

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

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

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

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

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

论’２９８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

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

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

自然神论２９９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１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１８４５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２０１—２０４页。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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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 马克思就是这样写

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

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

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

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

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

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

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

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

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在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

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

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像巴克兰德和

曼特耳那样的地质学家也歪曲自己科学中的事实，以避免同创世

纪的神话有太多的冲突；而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

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肮

脏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１８５１年的博览会３０１给英

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

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

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

传播。总之，随着橄榄油（１８５１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和传

播，大陆在宗教问题上的怀疑论也致命地传播开了，而且事情达到

这样的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没有像英国国教教会那样被当做“头

等货色”，但是在体面这一点上，却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

２４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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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比“救世军”
３０２
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对

不信教思想的进展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诅咒的人，如果知道这些

“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ｍａｄｅ

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德国造〕的商标，而肯定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质，如果知

道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两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孙所敢于走

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

来说）①“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

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

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

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也许在拿破仑

那个时代有点价值，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问题——为什么在

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３０３一书中对造物主连提也没有

提到，——曾经骄傲地这样回答：《Ｊｅｎ’ａｖａｉｓｐａｓｂｅｓｏｉｎｄｅｃｅｔｔｅ

ｈｙｐｏｔｈèｓｅ》〔“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在今天，在我们关于宇宙

发展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立足的余地；如果人们说，

有一个被排斥于整个现存世界之外的最高存在物，那末这样说本

身就有矛盾，而且在我看来，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

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

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

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

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

３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在德译文中“（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一语被删掉。——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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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

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

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

先有了行动。《ＩｎＡｎｆａｎｇｗａｒｄｉｅＴａｔ》〔“起初是行动”〕。①在人类

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

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

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

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

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

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

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

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

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

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

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

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②。只要

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

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

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

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

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

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

４４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一语被删掉。——编者注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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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

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

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

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其一事物

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只是

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而当你的感官使你知道

了这一事实的时候，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

可认识的《Ｄｉｇｎａｎｓｉｃｈ》〔“自在之物”〕。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在康

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

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

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

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

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

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学会了不依靠有机

过程的帮助，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近

代化学家声称：无论什么物体，只要知道它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

它的成分把它构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远地不知道最高有机物即

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在几个世纪以后还不能达到

这种认识，并以这种认识制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点，

我们同时就制造出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

高形式，都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在做了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后，

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说话和行动，实际上他也是唯物

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用现在的说

５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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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来证

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如果你试图在某个

特定的场合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那末他立刻就会要你闭口。如

果说他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抽象地〕承认唯灵论的可能性，那末他ｉｎｃｏｎ

ｃｒｅｔｏ〔具体地〕一点也不愿意知道这种可能性。他会对你说：就我

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来说，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是不存在的；

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在我们看

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职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

是：物质世界是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如此等等。所以，就他是一个

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

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

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册子中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

论”。信教的人将会取笑我，不可知论者将会气愤地质问我是否在

嘲弄他们？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

“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

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

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

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

物①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如果我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②也是有利

的，那末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谅解一些。我提到过这样的事实：约

６４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用德文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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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国的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都为他当时

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而感到

惊奇。现在我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

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

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①是欧洲的

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

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

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

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

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

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

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

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

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

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

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

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

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

７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出发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

段（本卷第３５０页），恩格斯的用语《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中等阶级”〕、《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资产阶级”〕，都译为“市民阶级”（《Ｂüｒｇｅｒｔｈｕｍ》；以后，这些用语又被恩格

斯译为“资产阶级”（《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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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

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

这一反叛。

上面所说的，虽然只就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

发生冲突这方面提到了两点，但已经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

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

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

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大学和城市商人领先发出了呼

声，那末一定会在而且确实已经在农村人民群众即农民中得到强

有力的响应，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

尘世的封建主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①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

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

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 冯 济金根领导下

的下层贵族的起义（１５２３），然后是１５２５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３０４两

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

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

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②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

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

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

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变成了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

８４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室中央政权”。——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长期”，而是“伟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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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

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

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

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

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

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

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

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

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①手中的驯

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

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

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

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②。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

起义③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

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

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

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

理一世送上断头台。④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

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

９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③

④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ｙｅｏｍａｎｒｙ和城市平民的

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而查理一世才被推上断头台”。——译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自耕农”，而是“中农（ｙｅｏｍａｎｒｙ）”。——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德国小诸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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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如１７９３年在法国和１８４８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

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

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①。经过多次动

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英国历史上

被体面人物②称为“大叛乱”的辉煌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是

以自由党历史家称为“光荣革命”３０５的一件比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

结束的。

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③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

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族（就像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

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

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３０６中自相残杀殆

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

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

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

值，而且立即着手增加地租，办法是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

以绵羊。亨利八世慷慨地胡乱处理教会土地，造成了大批新的资产

阶级地主；在整个十七世纪继续不断地发生的大量没收大采邑分

赠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情形，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

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

接地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

０５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③ 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个地方，《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中等阶级”〕这个用语，

也同《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一样，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而是“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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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

作。这样，１６８９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①这些政

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

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

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

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

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从这个时候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微末的但却

是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

阶级的其他部分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人或工厂主本人，对自己的伙

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直到不久以前还

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

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

服顺从。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

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

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简

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参加镇压“下层等级”、从事生产的广

大人民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

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②学说，不仅震动了中等阶级的宗

教情感，而且还宣布自己是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的

人们的哲学，而跟适合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

１５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补充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俸禄和官职”，而是：“官职、闲差、厚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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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宗教大大不同。它同霍布斯一起，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

者登上了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ｐｕ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ｓｅｄｍａｌｉｔｉｏｓｕｓ〔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３０７。同样地，在

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

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可见，唯物主义

之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

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于是，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

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

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直到今天还

是“伟大的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这时候，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了法国，它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

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３０８的一个支脉，并且和这个学派

汇合了。在法国，咐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

的革命性就呈现出来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

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

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

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

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

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

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

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

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３０９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

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

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

２５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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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

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

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

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Ｃｏｄｅ

ｃｉｖｉｌ
３１０
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

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

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

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

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英国的法律仍然用野

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

之符合于它所表达的事物，正像英文的拼法符合于英文的读音一

样（一个法国人说过：ｖｏｕｓéｃｒｉｖｅｚＬｏｎｄｒｅｓｅｔｖｏｕｓｐｒｏｎｏｎｃｅｚ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ｏｎｏｐｏｌｅ〔你们写下伦敦，而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

但是也只有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丧失

而到现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

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

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纪，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

地。

还是回过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了他一个极

好的机会，使他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

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

他向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

法很不合他的胃口。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可恶的”恐怖政

策，而且还由于这次革命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走向极端。英国资

产者如果没有本国的贵族教他像贵族一样待人接物，替他开创新

３５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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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给他提供陆军军官去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去夺取殖

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那他怎么能行呢？诚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

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从妥协中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

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３１１，但是在议会中没有

势力。

这样，如果说唯物主义成了法国革命的信条，那末敬畏上帝的

英国资产者就更加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宗教。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

没有证明，群众的宗教本能一旦失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

义愈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的国家，愈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

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陆上普遍

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

就愈是固执地坚守它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尽可以彼

此不同，但是它们全都是明显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

特、阿克莱、卡特赖特以及其他等人，开始了产业革命，这一革命把

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

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

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１６８９年的妥协，甚至在经过一些逐步的对资

产阶级有利的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个妥协的参与者的力量对

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改变了；１８３０年的资产阶级，同前一世

纪的资产阶级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

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

能相容了。于是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只

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１８３０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

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３１２。这使资产阶级在议会里获得了

４５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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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是谷物法的废除，这永远确定了资产阶

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

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这也是它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获

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后来取得的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

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

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

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

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

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这一力量早在１８２４年就表现了出

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３１３。在改革

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１８３２年的法案剥夺了他们

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并且为了同

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３１４相对抗，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

即宪章派。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１８４８年２月和３月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

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

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

是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６月巴黎工人起义的

被镇压；再其次是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

最后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路易 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要

求的吓人声势，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制下去了，可是用了多少代价

啊！如果说，英国资产者先前已经确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

情绪，那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一定会如何更加强烈地感觉

到这种必要性呢？他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

５５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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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把成千上万的金钱花在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方面；他不满足于

他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琼生大

哥”，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３１５，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还接受

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宣传，把

穷人当做上帝的选民看待，用宗教方式反对资本主义，从而使早期

基督教的阶级对抗的因素得到滋长，这对于目前在这上面花现钱

的富翁来说，总有一天会带来麻烦的。

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

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

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资产阶级

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路易

菲力浦统治时期，即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是极小一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着

王国，而大得多的一部分，则被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剥夺了选举

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国

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资产阶级的无能，带来了第二帝国。只是在现

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政权达二

十年以上；而它已经显露出衰落的鲜明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

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

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法国

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１８３２年的胜利，

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富裕的中等

阶级对此表示的温顺态度，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 爱 福斯特先

生发表那次公开演说以前，我是一直不能理解的。福斯特先生在那

次演说中劝告布莱得弗德的青年学习法语，以此作为出人头地的

６５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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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并且援引自己的经验说，当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而必须出入

于那种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他是感到多

么难堪！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

暴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

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而不是加上了商业干练气味的岛国

狭隘性和岛国自大心。①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

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

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

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取得了胜利的人物，科布顿们、布莱特们、福

斯特们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二十年之后，新的改

革法案３１６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直到今天，英国的资产阶级

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钱去

篆养一个供装饰用的有闲等级，要它在一切庄严的场合体面地代

表民族；而且当他们自己中间有人被认为有资格进入这个归根到

７５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即使在商业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自大态度也是足以坏事的。直到最近，普

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体面的，而且

当他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到英国，使他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便

颇为自傲了。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这样一来就控

制了英国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英国人的直接对

外贸易则变得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也没有觉察到，

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

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四十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

的时候，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

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十年前，英国的工厂

主才大吃一惊，去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顾

客。一致的答复是：（１）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

言；（２）你们不但不设法去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与爱好，反而要他们迁

就你们的英国式的需要、习惯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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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他们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权集团里去的时候，他们便认为是无

上的光荣。

这样，工商业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从政权中完

全赶走，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便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

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１８４８—１８６６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

常以为这只是由于自由贸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

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重新迫使工人阶级

处于依附自由党的地位，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一

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成为不

可遏制的了；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

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的时机，在

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①，并且重新划分了选区。随着实

行了秘密投票；１８８４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并且又重新

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３１７这一切措施大大

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至少在１５０个到２００

个选区中现在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

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

约翰 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末，工人群众则以

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去看待当时所谓的“优越者”即中等阶级。的确，

大约在十五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的恭敬，以

及他们在为自己要求权利时所表现的克己的谦逊，大可排解我们

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３１８的经济学家们由于他们本国工人的不

可救药的共产主义倾向和革命倾向而产生的烦恼。

８５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在德国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补充有：“（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

房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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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

教授们看得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了政权。他们

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领教过人民这个ｐｕ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ｓｅｄｍａｌｉｔｉｏ

ｓｕｓ〔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的作为。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

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现在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

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

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

各种基督复活派①，从崇礼派
３１９
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②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

待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

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根据相当充分的理由，他们在选择取得统

治的手段时，丝毫不在乎这种手段是否合法。这个ｐｕ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ｍａｌｉｔｉｏｓｕｓ〔心怀恶意〕。法国和德

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们的自

由思想，就像一个年轻人感到晕船晕得厉害的时候把他在船上装

模作样抽着玩的雪茄烟悄悄地丢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

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

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

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进ｍａｉｇｒｅ〔素食〕，德国资产者每逢星

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听完新教的冗长的布道。他们已

经吃了唯物主义的苦头。《Ｄｉ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ｍｕｓｓｄｅｍＶｏｌｋｅｒｈａｌｔｅｎ

９５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①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的体面庸人”。——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而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宗教蛊惑

方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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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ｄｅｎ》——“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拯救社会于完全毁灭

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

点的时候，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

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两百年前就可以告诉

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愚钝，或是大陆资产者的ｐｏｓｔ

ｆｅｓｔｕｍ〔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

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ｖｉｓｉｎｅｒｔｉａｅ〔惰性力〕，但

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

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

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

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

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

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开始重新动起来了。毫无疑义，他们还

被各种传统束缚着。有资产阶级的传统，例如一种很普遍的看法，

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

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

们最初摸索着从事独立行动的努力中继承下来的传统，例如，把一

切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排斥于许多旧工联之外；这就等

于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在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

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

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３２０。如同英国的一切事情

一样，工人阶级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

定，有时做一些没有效果的尝试；它在前进中有时对“社会主义”这

０６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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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称表示过分的不信任，同时却逐渐地吸收着社会主义的实质；

运动在扩展着，并且一批接着一批地把工人吸引进来。现在它已经

把伦敦东头的没有技术的工人从沉睡中唤醒了，我们全都看到这

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了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

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末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英

国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一个进

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

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末，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

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在法国和德国，工

人运动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

了。那里的工人运动在最近二十五年所获得的进展是空前的。它正

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进着。如果说，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

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坚韧和毅力，那末，德国工人阶级

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

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

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４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的弗里德里

希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的发展”，并由作者译成德文摘要发

表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第

１卷第１期和第２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

选（两卷集）”英文本１９５８年

版译出，并参考了德译文和

俄译文

１６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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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１８９２年５月３１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曾两度被禁止的党代表大会，我希

望代表大会这次能够开成３２１。我虽然不可能作为客人去参加你们

的会议，但是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参加大会的奥地利同志们表示

敬意和我的最恳切的关心。我们在这里享有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没

有的进行运动的自由，我们对于奥地利工人尽管遇到给他们的运

动造成困难的无数障碍，还是争取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荣地位，

自然能够给以应有的评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这里、在大工业

的故乡，工人的事业也正在向前推进；而且总的说来，当前最美好

和最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无论我们往哪里看，工人运动到处都在

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你们的老头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２年６月１０日

“工人报”第２４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

根据手稿校对过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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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尔 肖 莱 马
３２２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的一座新坟前哀悼的，不

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学

家，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个共产主义者了；

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

的一员，并且按时缴纳党费。

卡尔 肖莱马于１８３４年９月３０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

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１８５８年

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广开

着飞黄腾达之门。但是，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中于搞工

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 斯密斯当

助手，后来给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

欧文斯学院３２３的化学教授。１８６１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

马，得到了欧文斯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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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

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

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

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

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

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

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

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

现在关于脂防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

已知的属于脂防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

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

为人所知的脂防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

代的科学的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

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

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

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

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

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

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

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

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

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

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

４６３ 卡 尔 肖 莱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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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

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

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

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

注视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

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１８７０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

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

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１８７１年他被提名为

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

马上就当选了；１８７４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

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

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

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

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接受下来，

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

家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３２４然而

那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１８９０年我们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

１８９１年，我们一起旅行刚刚开始３２５，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

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１８９２年２月起，他几乎已经不能迈

出家门，从５月起便卧病在床；６月２７日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六七年前，他由

瑞士去达姆斯塔德。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出版

５６３卡 尔 肖 莱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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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

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谁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

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一句话，在他母亲和

他兄弟家里进行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

在那里也进行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

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

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发软了：同英国发生外交纠

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斯塔德闹了一场大丑剧

而告终，这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５００票。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坟前献了

花圈，花圈上系着红带，写着《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

挽”〕。

１８９２年７月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２年７月３日“前进报”

第１５３号附刊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６６３ 卡 尔 肖 莱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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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１８９２年德文第二版序言３２６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１８４５年夏天出

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

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

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

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

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

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

注都标明了今年（１８９２）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１８８７年在纽

约出版（弗洛伦斯 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１８９２年由斯万 容

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①是根据美国版序言
３２７
写成的，

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

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

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

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

７６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１—３２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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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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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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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会发现

（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

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

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

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

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３２８以后，

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

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

称心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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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

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１８４７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

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

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

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

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

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

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

８６３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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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

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

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

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

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

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

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

和空前的发展，以致１８４４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

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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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资百

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

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

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

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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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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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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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

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

９６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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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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

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

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

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

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

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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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

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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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合同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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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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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某些

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从英国资本主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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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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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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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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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破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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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怕的敌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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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

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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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资

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１８８６年当

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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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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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继续

到目前，即详细地一一列举１８４４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

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

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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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这

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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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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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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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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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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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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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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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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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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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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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１８４２年以后日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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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

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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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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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

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１８８５年３

月１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６月的“新时代”

第６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

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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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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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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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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暴力还是用合

法手段来实现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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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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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

力量的时候，却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

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

的胜利。

１８３１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

物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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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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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的阶级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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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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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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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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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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染

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１８４７年

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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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

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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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

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

的工联，现在被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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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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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

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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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议会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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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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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奇特的命

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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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

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

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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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

成果，和１８５０—１８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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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的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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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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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

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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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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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敬

的路约 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

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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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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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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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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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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来的时候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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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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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爱尔

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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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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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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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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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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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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

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

的’区区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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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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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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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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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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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

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１８８５年是这样写的。在１８９２年１月１１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

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１８８５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

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

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

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

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

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

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

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

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

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

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

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

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

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

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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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

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

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

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

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

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

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

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

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

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

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

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

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

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

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

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

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

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

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

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

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

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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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的、

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

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

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①提出

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

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

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②出来同一

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

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

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

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

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

代表亨利 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

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

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

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

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

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

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

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

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

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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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

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１８９２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

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

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大大鼓舞英国人

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顿先生执政，新议会

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顿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

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

２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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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 

发展的若干特点３２９

像英国的这种渐进的、和平的政治发展，由于无尽无休的妥

协，建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形势。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形势由于有

相当多的好处，实际上为人所容忍，可是它的逻辑上的荒谬现象

却使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受到真正的折磨。所以一切“掌握国政的”

政党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伪装，甚至辩解；当然，办法只能是诡

辩，歪曲，以至纯粹用空话来支吾搪塞。于是，在政治领域里就大

量出现重复神学护教论的所有拙劣的伪善辞句和欺人之谈、把神

学的精神毒素也移植到世俗的土壤上去的书刊。于是，保守党就自

己给道道地地的自由党伪善园地施肥，播种，松土。于是，神学护

教论也就得到这样一种它在别国所没有的、从普通人的意识中汲

取的论据：福音书里讲的事情同新约里宣扬的教义正相矛盾，那

有什么不得了？难道这就意味着那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吗？英国宪法

里的矛盾还要更多，它到处自相矛盾，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因此

就是真实的！

１８６８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

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

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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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方面，在纯属美国的投资场所，在印度

贸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

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３３０。但是，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

写于１８９２年９月１２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８３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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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３３１

亲爱的同志们：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在９月８日的会议上通过

了一项决议，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这项决议是难以保持沉默

的。

根据１８９１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受托筹备在１８９３年召开

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的苏黎世委员会，向工联代表大会发出了邀

请信。尽管煤气工人工会书记威廉 梭恩同志一再要求，这封信在

代表大会的三天会期内仍未被宣读，因此，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对苏

黎世委员会的邀请表示意见。

最后，马特金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委托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

会３３２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

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帕涅尔同志（１８８９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奎尔奇同志回

答说：已经准备在１８９３年召开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个在苏黎

世召开，另一个在芝加哥召开３３３。苏黎世临时委员会邀请工联代表

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应当接受邀请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而

不是召开第三个代表大会。

保守的旧工联的代表表示反对，其借口是苏黎世和芝加哥代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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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都不是英国工联召开的；同英国工人比起来，大陆上的工人

组织得差，软弱无力；英国人不应当对大陆社会主义的任何荒谬理

论（ｗ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承担责任，等等。只是在这一切之后，才宣读了

我们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信。

最后，以１８９票对９７票拒绝了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并且通过

了一项提案：“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

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对全欧洲大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

侮辱。我们希望，英国无产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这些人在感情

上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但目前对这个字眼还感到恐惧，因而让老的

保守主义者牵着自己走），这些比较觉悟和比较坚定的分子能在下

一届代表大会上改正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有必要使大陆上的工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上述

决议的侮辱。我已经把格拉斯哥事件告诉了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

友，希望他们对应当遵循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因为法国的同志们

过几天就要在马赛举行代表大会３３４，他们可以在那里对工联进行

第一次反击。

作为光荣的国际总委员会的前西班牙书记，我认为自己有责

任把这个涉及西班牙同志不亚于其他国家同志的事件告诉西班牙

全国委员会。

敬礼和社会革命！

写于１８９２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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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７８３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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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总统选举
３３５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ｈｅｉｍａｒｍｅｎｅ，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

运。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他们指的是使人的意志和愿望终

成泡影，使人的一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

是从那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

力量。这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可以理解的形式，而这一点我

们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样

一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

为认识自己本身的必将灭亡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

运、天意，这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

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

美国总统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世界市场说来是一个头等

重要的事件。

四年以前，在波士顿用英文，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发表了我的一

篇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文章①。我在那里曾经指出：英

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美国

在内战后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证明美国人力图摆脱这种垄断的束

８８３

① 弗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１８８８年７月“新时代”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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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缚；依靠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和精神，这

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因而在美国，保护关税已成了工业的桎

梏，其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接着我又说，如果美国实行了贸易自由，

那末再过十年它就会在世界市场上击败英国。

果然，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８日的总统选举为贸易自由开辟了道路。麦

金利的那种保护关税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胡乱抬高一切进

口原料和进口粮食的价格反过来也影响了许多本地商品的价格，

这样也就堵塞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部分销路，而另一方

面国内市场则已经苦于美国工业产品过剩。事实上，近年来，保护

关税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小生产者被结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的

大生产者所挤垮，让后者，即有组织的垄断势力支配市场，从而剥

削国内的消费者。美国要克服这个由保护关税制产生的经常的内

在工业危机，只有为自己打开世界市场之门，为此它就必须摆脱保

护关税，至少要摆脱像现在这样荒唐的保护关税。在选举中表现出

来的舆论上的大转变，证明美国已决定这样做。一旦美国在世界市

场上站稳脚跟，它就会——和英国一样，而且是借助于英国——在

自由贸易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斗争。在所

有的市场上，英国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产

品，将被迫投入一场同美国工业产品的斗争，而且最终要遭到失

败。美国的棉麻织品现在就已经在排挤英国货。读者想知道，什么

样的奇迹使得郎卡郡的棉纺织厂工人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

日一事，经过一年光景就从激烈的反对者转变为热烈的拥护者吗？

那就请翻开今年１０月的“新时代”第２期第５６页，从那篇文章里你们

会看出，美国的棉麻织品正一步一步地把英国货挤出中国市场；英

９８３美国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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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的进口在１８８１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赶上美国货，而在１８９１年只

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３３７而中国，和印度一样，是棉麻织品的

主要销售市场。

这再一次证明，随着新的世纪的临近，一切条件都在变化。如

果把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重心从英国移到美国的话，英国要么

就得变成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日强盛的残

余过日子，而无产阶级则饿肚皮的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

则重新改组。前一条出路不可想像，因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所不能

容许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发展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与此相容

的水平。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出路。保护关税制在美国的结束归根

到底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英国的胜利。

而德国呢？１８７８年已经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自己的地位

的德国，现在正由于它胡乱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逐渐丧失

这种地位，它现在是否会仍旧顽固地通过对原料和粮食征收关

税来给自己关上——而且是在面临着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的

美国竞争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之门呢？德国资产阶级是有足够

的理智和勇气步美国的后尘，还是仍旧消极地等着，让已经强大

起来的美国工业把容克和大工厂主结成的保护关税主义的卡特

尔３３８压垮呢？最后，目前情况正需要投入一场工业斗争，对手是这

样一个世界上最年轻最强盛的国家，它在几年的时间内毫不费力

地偿还了巨额战争债务，它的政府正不知如何支配收来的税款；而

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给德国的经济力量以新的

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它们会不会懂得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做法

呢？

德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干成一

０９３ 美国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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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事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由于它太狭隘，太怯懦，它

只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明：它的戏已经演完了。

写于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５日之间

载于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前进报”

第２６９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１９３美国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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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３３９

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生于特利尔的一个律师（后为司法参事）亨利希 马

克思的家里。根据亨利希 马克思的儿子的洗礼证书可以看出，亨

利希 马克思于１８２４年同全家一道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教。卡尔

马克思在特利尔的中学毕业后，从１８３５年起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

究法学，以后又研究哲学；１８４１年，他在柏林提出一篇论伊壁鸠鲁

哲学的学位论文３４０，结果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迁居波恩，打

算在大学里任教；但是，政府对他的在波恩的大学里讲授神学的友

人布鲁诺 鲍威尔百般刁难，最后鲍威尔终于被大学解聘，这个事

实使马克思很快就清楚地看出：在普鲁士的高等学校里是没有他

的立足之地的。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莱茵激进资产阶级年轻一代

的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代表，在同自由派领袖康普豪森和

汉泽曼商妥之后，决定在科伦创办一家大型的反对派报纸；马克思

和鲍威尔也被聘为该报的主要的经常撰稿人。当时办报所必不可

少的许可证，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悄悄地领到了，于是，“莱茵报”

就从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起开始出版。马克思写了一些长篇文章，从波恩

寄给这家新创办的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有：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

批评，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的文章，以及另一篇关于盗

窃林木和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文章。３４１１８１２年１０月，马克思担任该报

的领导，并移居科伦。从这时起，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质。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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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对报纸的领导又是如此巧妙，尽管该报先后受到双重的、

以至三重的检查（先由普通检查官检查，然后呈交行政区长官复

查，最后还要由ａｄｈｏｃ〔专门〕从柏林派来的冯 圣保罗先生检查

一次），政府对这样一种报纸还是无可奈何，所以它决定从１８４３年１

月１日起禁止该报纸继续出版。在这一天马克思退出了编辑部，报

纸以此为代价获准缓期三个月，但是后来报纸终于还是被完全查

禁了。

于是马克思决定到巴黎去，这时阿尔诺德 卢格在“德国年

鉴”３４２大约与此同时被查禁之后，也准备到巴黎去。动身以前，马克

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燕妮 冯 威斯特华伦结婚。燕妮是马克思童年

时代的女友，马克思早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同她订了婚。１８４３年

秋，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

版“德法年鉴”３４３，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

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

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保持黑格尔哲学

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路线，马克思则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

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结果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１８４４年９

月，弗 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停留了几天；他们是从在“德法

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

克思逝世。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 鲍威尔的

论战性著作（他们在黑格尔学派分裂的过程中同布鲁诺 鲍威尔之

间也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即“神圣家族。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

伙伴”３４４（１８４５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马克思参加了在巴黎以“前进报”这个名称出版的一份篇幅不

大的德国周报３４５的编辑工作，该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

３９３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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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空虚拙劣。普鲁士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基

佐内阁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这个要求被满足了；１８４５年初，马克

思迁居布鲁塞尔，恩格斯随他之后也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

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在

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在布

鲁塞尔出版）３４６。此外，马克思有时还给“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３４７
写

些文章。１８４８年１月，他同恩格斯一起受秘密的宣传团体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１８４７年春加入了这个团体）。３４８从那时起，“宣言”出版了许许多

多经作者同意的和未经作者同意的德文版本，并被译成几乎所有

的欧洲文字。

当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爆发并且在布鲁塞尔也激起了人民的风潮

时，马克思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比利时；这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

府邀请马克思重新到巴黎去，于是马克思又迁居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首先反对了组织军团的儿

戏，因为这给新政府的多数派提供了一个摆脱“已经成为累赘”的

外国工人的方便手段。很清楚，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组织起来的比

利时军团、德国军团等等，只能在一出国境之后就堕入预先设置好

的陷阱，而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其他领导人，为四百名失业的德国人争取到了和发给参加军团

的人同样的路费，使他们也得以返回德国。

４月间，马克思迁往科伦；在他的领导下，从６月１日起在

科伦开始出版“新莱茵报”，该报在次年５月１９日出版了最后一号；

威胁着编辑们的是：或者根据法庭命令被逮捕，或者作为非普鲁士

国民被驱逐出境。马克思遭到的是后一种命运，因为他在居留布

４９３ 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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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开列的卡 马克思著作的书单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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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尔期间脱离了普鲁士国籍。在该报存在期间，马克思曾经两次

被陪审法庭传讯：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被控违反出版法，２月８日又被控煽

动对政府的武装反抗（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拒绝纳税期间）；两次他都被

宣判无罪。３５０

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是在６月１３

日示威３５１以后他被迫作以下的选择：或者是留在布列塔尼被拘禁

起来，或者是再次离开法国。不言而喻，马克思选择了后者，于是他

移居伦敦，并且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３５２（１８５０年

在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

“从１８４８到１８４９年”阐明了这几年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发生的

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写了许多书

评和政治述评。在前一著作发表后不久，作为该著作的继续，出版

了“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３５３（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１８６９年和

１８８５年在汉堡重版）。由于发生了科伦共产党人的大案件，他出版

了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３５４（１８５３年在波士顿出版，最近

一版于１８８５年在苏黎世出版）。从１８５２年起马克思担任“纽约论坛

报”３５５的驻伦敦通讯员，并且在许多年当中可以说是该报欧洲栏的

编辑。他的文章一部分署了他的名字，一部分则以社论的形式发

表；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它们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而且

往往是包含一系列对于欧洲某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详尽评

论的文章。其中军事性质的文章——论克里木战争、印度起义等

——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的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３５６有几篇

曾经在伦敦以单行本重印出版。直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他才停止

为“论坛报”撰稿。

７９３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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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９年，马克思一方面同卡尔 福格特展开了由于意大利战争

而引起的论战，这场论战是以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３５７（１８６０

年在伦敦出版）作为结束的。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年，出版了他在英

国博物馆进行了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

学批判”第一分册３５８（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可是，第一分册刚出版，

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后几个分册的基本思想发展

中的一切细节；迄今保存下来的手稿３５９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于是

他立刻重新开始工作，这样，他没有继续出版那几个分册，而是直

到１８６７年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３６０（１８６７年

在汉堡出版）。

马克思在写作全部三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至少是

初稿——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到机会同时在工人当中进行实际工

作。１８６４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

命为该协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

创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

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１８４８年

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在建立国际时，朱泽培 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

的人，使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以《Ｄｉｏｅ

ｐｏｐｏｌｏ》〔“上帝和人民”〕作为口号的民主，让他们为这种民主效

劳。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相反，

得到通过的是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３６１；从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

取得了对国际的领导。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其中包括

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翻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内

战”３６２。

８９３ 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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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可能叙述国际的历史。这里只须指出一点：马克思这

样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性的绪论部分，以致法国的蒲鲁东主

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能在这个范围内一

致地合作共事；这种联合的内部一致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

主义者——他们从出现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现以

前，从未受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

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

道义手段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

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债务。用这

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如

果继续用旧的形式同政府以及在所有国家都同样狂怒的资

产阶级进行斗争，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还要在协会内部进

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同他们同流合污的蒲鲁东分子的斗争。

Ｌｅｊｅｕｎｅｖａｌａｉｔｐａｓｌａｃｈａｎｄｅｌｌｅ〔得不偿失〕。因此，当在海牙代表

大会３６３上在形式上也取得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之后，马克思

提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这样就保证了协会继续存在下

去，准备迎接由于局势的变化而必须在欧洲恢复协会的时刻到来。

但是当这样的局势实际到来时，旧的形式已经过时了；运动大大超

过了旧的国际。

从那时起马克思不再进行公开的鼓动，但同时他仍然和过去

一样积极地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他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

的所有领导人通信，他们在紧要关头，只要有可能，总是亲自向马

克思本人请教。他愈来愈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和有求必

应的顾问。但是，除此之外，这时马克思却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

９９３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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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研究工作上来，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已经大大扩大了。马克

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

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

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

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

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马克思除了能以

所有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自由阅读以外，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

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很可惜，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去利用

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日他的夫人①去世，１８８３年１月

１１日他的大女儿②去世，就在同一年的３月１４日，他坐在自己的安

乐椅中静静地与世长辞了。

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

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１８７８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

传记（作者恩格斯）。３６４

现在把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尽可能详尽地开列如下：

１８４２年在科伦“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于莱茵省议会的

辩论、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关于盗窃林木的文

章；该报１８４２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的社论。在“德法年鉴”（阿 卢

格和卡 马克思合编，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出版）上发表的有：“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合写的“神圣家族。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１８４５年在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４４年在巴黎报纸“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未署名）。——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在布鲁塞

００４ 马克思，亨利希 卡尔

①

② 燕妮 龙格。——编者注

燕妮 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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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３６５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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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的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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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出版）上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 “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德文版：１８９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的第二版。西班牙文版：１８９１年在马

德里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英文版：１８８８年在波士顿出版。德文版：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

版。——同弗 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在伦敦出版。

最新德文版：１８９０年在伦敦出版；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都已有译

本。——在“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科伦出版）上发表的文

章及社论等。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曾多次出版单行本，最新版：

１８９１年在柏林出版；已有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译本。——

“两个政治审判案”，１８４９年在科伦出版（包括马克思的两篇辩护

词）。—— “新莱茵报。评论”，１８５０年在汉堡出版，共出６期。其中

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从１８４８到１８４９年”。同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和

每月述评。——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５２在纽约出版。

第三版：１８８５年在汉堡出版。已有法文译本。—— “揭露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１８５３年在巴塞尔出版（全部被没收）；１８５３年在波士

顿出版。最新版：１８８５年在苏黎世出版。——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６１年在

“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于

１８５６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增订本）。１８５６年６月至１８５７年４月以

前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的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辉格党大臣们对俄国的经常的自

私自利的依赖）３６６。——在“人民报”（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

的关于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文章３６７。——“政治经济学批

判”第一分册，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１８９０年出波兰文译本。——

“福格特先生”，１８６０年在伦敦出版。——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

３０４马克思，享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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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１８６４年在伦敦出版；其次还有总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其中包

括１８７１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最新德文版：１８９１年在柏

林出版；已有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资本论。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１８６７年在汉堡出版；最新第四版１８９０年

出版。已有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译本。—— “资本

论”第二卷，１８８５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在印刷中。已有俄文译本。

第三卷将在１８９３年问世。

写于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９日和２５日之间

载于１８９２年“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第４卷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４０４ 马克思，享利希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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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３６８

“人民论坛”发表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 巴枯

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写一个简短的驳斥。

虽然作者①似乎尽力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地阐述自己的主

题，但实际上，他却把它叙述得像无政府主义者老爷们自己叙述

的和他们所希望叙述的那样。譬如说，他对巴枯宁派的材料旁征博

引，对巴枯宁派的日内瓦对手们所公布的材料则引用得很不够，至

于伦敦总委员会的材料，那就根本不提了。

我只从一篇文章（１１月１２日第十篇）中举出一些最引人注目

的杜撰。

说总委员会１８７１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３６９，

“只有瑞士无政府主义各支部没有接到通知；但是，它们得悉这一意图”

云云，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代表会议的公开和秘密的程度，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任

何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样；不在报纸上宣扬，也不邀请记者到

会场。

汝拉各支部当时公开与总委员会对抗，同总委员会没有保持

５０４

① 路 艾里提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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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正式联系。相反，在总委员会里却有两个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罗班和巴斯特利卡，他们是根据

“独裁者”马克思的建议选进来的。恰好是罗班保持了同汝拉各支

部的联系；他早在１８７１年３月就以它们的名义建议召开那次后来又

被它们否认的代表会议，而且还把召开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了它们。

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鬼话。

代表会议

“本来准备在马克思家里召开……在马克思的住宅里举行了……”。

愚蠢的谎言；代表会议是在所谓的法兰西区的托登楠大院路

附近一家“蓝柱”小酒馆里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成员也说得不对；有争论的地方也不是章程中的

一段，而是章程的绪论部分中的一段。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工人

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

目标。”第一个地方性的巴黎（蒲鲁东主义者的）委员会，在自己

的法文译本里把它歪曲成这样：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让位于它的伟大目标”。３７０

日内瓦代表大会
３７１
的文件在通过法国国境时被波拿巴的警察

没收了，只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这些文件最后才物归原

主，就在文件被没收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旧译文又在日内瓦被

匆忙地重新印了出来，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能够据此断言，仿

佛日内瓦代表大会就是那样决定的。总委员会受同一次日内瓦代

表大会的委托于１８７１年出版了英文、法文和德文标准本章程３７２，这

样就最后戳穿了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当然，这是使无政府主义

者大大扫兴的）。现在在我面前就放着马克思把日内瓦代表大会通

６０４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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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改动记在上面的那份章程，这些改动只限于章程的条文本身，

完全没有涉及绪论部分。

其次，说伦敦代表会议决定把

“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置于日内瓦委员会的号令之下”，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就在这里，我对作者的意图的正直性产生了一些怀疑。他究竟

是会认字还是不会认字。如果说他会认字，那末他在代表会议的决

议里只能够读到：（１）撤销汝拉委员会（擅自使用）的罗曼语区

委员会这一名称，并把这一名称授给原先的日内瓦委员会；（２）号

召汝拉方面妥善解决他们同日内瓦方面的争端；（３）如果这点不

能做到，那末他们应当建立他们自己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

合会”。３７３因此，代表会议所作的，只不过是完全让日内瓦方面和汝

拉方面都在他们自己自治范围内行事。

总而言之，这位作者不论真正是或者假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他在一切方面都听信可怜的被诽谤的无政府主义者羔羊的话。对

于这些老爷们认为不必要谈的事情，我们这位如此权威的作者根

本一无所知，所以他对构成整个争端的内幕方面的东西也一无所

知。在巴枯宁创建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背后，隐藏着一

个秘密的同盟，它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际的领导权弄到无政府主

义者手里。３７４这个秘密的同盟广泛地分布在汝拉，分布在意大利和

西班牙。总委员会最先是从西班牙获得这件事的证据，后来又从日

内瓦得到了与这一反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无辜的阴谋有关的章程和

大批其他文件。就是根据这些文件，海牙代表大会在１８７２年才做出

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３７５为了驳斥目前又在冒头

７０４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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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的始末的捏造，可

以读一读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７３年伦敦、汉堡版；科柯斯基的德文译

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１８７４年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３７６。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９日“柏林

人民论坛”报第４７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论坛”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８０４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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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３７７

最近有些唯理论的民族学家以否认群婚为时髦；因此，下面

这篇我从１８９２年旧历１０月１４日的莫斯科“俄罗斯新闻”上译出的

报道是值得一读的。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了存在着极其盛行的群婚，

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相互间性交的权利，而且肯定了这种群婚

具有跟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婚姻，即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

非常接近的形式。典型的普那路亚家庭是由一群兄弟（同胞的或较

远的）跟一群同胞的或较远的姊妹结婚而组成的，而在库页岛上，

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是跟自己兄弟的所有妻子和自己妻子的所有

姊妹结成婚姻的，如果从女子方面来看，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有

权跟她的丈夫的兄弟和她的姊妹的丈夫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它跟

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形式的区别，只在于丈夫的兄弟和姊妹的丈

夫不一定是同一些人。

其次应该看到，我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４版第２８—２９页所

讲的，在这里也被证实了。那里讲到，群婚绝不像我们的庸人的惯

于妓院的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实行群婚的人们，并不是公开过着

庸人暗中所过的那种淫荡生活；这种婚姻形式，至少就现在还可

以遇见的例子来看，与不牢固的对偶婚制或跟一夫多妻制不同的

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是许多在其他条件下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性交

情事，在这里却为习俗所许可而已。３７８至于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正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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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消灭，那只不过证明这种婚姻形式本身正在消亡，它的极

少流行，也可证实这一点。

此外，整个这篇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再一次表明：

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其基本特征

上，是多么相似，甚至相同。关于库页岛上这些蒙古种人的记载，

大部分都适用于印度的德拉维达部落、太平洋各岛屿发现时的岛

上的土人，以及美洲的红种人。这篇报道写道：

“尼 安 杨楚克１０月１０日〈旧历；新历为１０月２２日〉在莫斯科①自然科学

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上提出了施特恩堡先生的关于库页岛吉里亚克

人３７９的有趣的报告，吉里亚克人是一个很少被人研究并处在蒙昧人的文化阶

段②上的部落。吉里亚克人不知有农田耕作和陶器术，主要靠渔猎为生，用投

入炽热的石头将木槽里的水温热，等等。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的家庭和氏族制

度。吉里亚克人不仅把自己的生父叫做父亲，而且把自己生父的一切兄弟也

叫做父亲，把生父的兄弟的妻子和自己母亲的姊妹全都叫做母亲，把所有这

些‘父亲’和‘母亲’③的子女统通叫做自己的兄弟和姊妹。如众所周知的，北

美的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的一些部落，都有这样的称呼

法④，不过在他们中间，这种称呼法早已跟现实不相符合了，而在吉里亚克

人中间，这种称呼法却表明迄今仍然存在着的秩序。直到现在每一个吉里亚

克男人对自己兄弟的妻子以及对自己妻子的姊妹都有丈夫的权利⑤，至少行

０１４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①

②

③

④

⑤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

亲属”。——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编者注

“莫斯科”这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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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权利并不认为是被禁止的事情①。这些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②的

残余，颇似本世纪上半叶还在散得维齿群岛存在着的有名的普那路亚家庭。

家庭和氏族③关系的这种形式是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他们的氏

族制度的基础。

吉里亚克人的氏族，是由他的父亲的一切兄弟（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

和名义的）④、由这些兄弟的父亲和母亲、由他的兄弟的子女及他自己的子女

组成的。显然，这样构成的氏族，可能有大量的成员。氏族的生活是按下面的

原则来进行的。氏族内部是绝对禁止通婚的。死者的妻子，根据氏族的决定，

转嫁给死者的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⑤当中的一个。氏族养活自己的一切没有

劳动能力的成员。‘我们没有乞丐——一个吉里亚克人对报告人说，——谁

穷，哈里〈氏族〉就来养活他。’氏族成员由共同的祭祀和节日、共同的坟地

等联系起来。

氏族保障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安全，防止不属于本氏族的人对他的

侵害⑥。惩罚的手段是血族复仇⑦，但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下，这一制度的作

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氏族复仇的行动以外。在有些场合

（不过这种场合是极少见的），一氏族收养他氏族的人。通例是财产不得拿出

死者的氏族以外。在这一方面，吉里亚克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十二铜表法的

一项有名的条文：《ｓｉｓｕｏｓｈｅｒｅｄｅｓｎｏｎｈａｂｅｔ，ｇｅｎｔｉｌ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ａｍｈａｂｅｎｔｏ》

〈“如无继承人，应由同氏族人继承”〉。３８０吉里亚克人生活中任何一件非常的

１１４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惩罚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

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不属于本氏族的

人”，而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兄

弟”。——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而是

“（所有亲等的）”。——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而是“家庭和亲属”。——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

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不许可的”，而是“罪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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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都非有氏族的参与不可。氏族长者，在不久以前，大约一两代以前，还

是社会的首领，即一族之‘长’。不过，现在，氏族长者的作用只是领导宗教

仪式了。氏族往往散居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过，同氏族人在分散以后，

仍继续互相惦记着，互相来往作客，互相帮助和庇护等等。而且，吉里亚克人

如无特别的需要，绝不舍弃自己的同族人和自己氏族的坟墓。氏族生活习惯，

给吉里亚克人的全部精神，给他们的性格、习俗和制度，都打上了显著的烙

印。共同讨论一切事情的习惯，经常维护同氏族人利益的必要性，血族复仇①

方面的连环关系，和几十个同伴一起住在一个大帐篷里的必要性和习俗，总

之，经常生活在人群当中，使吉里亚克人养成了一种非常合群非常健谈的性

格。吉里亚克人是非常好客的，他们爱招待客人，自己也爱作客。好客的高尚

习俗，在不幸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困难的年月中，当吉里亚克人自己

和狗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并不伸手去乞求施舍，他可以有把握地去作客，

而且在那里有时可以被养活很长一个时期。

在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中间，几乎完全遇不到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吉

里亚克人把自己的贵重东西存放在仓库里，从不锁门。吉里亚克人极富于羞

耻心，如果他被揭露干了什么不名誉的事，他便会到大树林里去上吊。在吉里

亚克人中间，谋杀事件是十分罕见的，大都是只有在激怒中才杀人；不管怎

样，他们都没有贪图私利的目的。在和其他人的关系②上，吉里亚克人表现得

真诚、守信用和忠厚。

吉里亚克人虽然长期隶属于中国化的满族人，虽然受了阿穆尔边区移

民③的极端有害的影响，但是在道德方面仍保存着原始部落所固有的许多美

德。不过他们的生活制度的命运已经不可扭转地被决定了。再过一两代，大陆

上的吉里亚克人将完全俄罗斯化，他们在接受文化上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将

承受文化上坏的东西。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距俄国人定居地的中心多少远

一些，因此有可能保持纯洁稍微久一些。不过邻近的俄国居民对他们也已经

开始有所影响了。各村的人都纷纷到尼古拉也夫斯克去购买东西和谋生，而

２１４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①

②

③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赖居民”。——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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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挣了工钱返回故乡的吉里亚克人，便带回了像工人从城市带到俄罗斯乡

村的那种气氛。此外，在城市里谋生及其变化不定的运气，愈来愈破坏那种原

始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吉里亚克人这样的民族的简单经济生活的主要特

征。

施特恩堡先生的论文还搜集了有关吉里亚克人的宗教观点、宗教仪式、

法律制度①等方面的材料。该文将刊载在‘民族学评论’
３８１
上面。”

写于１８９２年１１月底—１２月４日

载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时代”杂志

第１卷第１２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３１４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律习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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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３８２

敬爱的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遗憾的是，我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同时，我不能不对你们队伍中发生的纠

纷表示深深的遗憾。我决不是要进行干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不仅没有负有使命，而且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也没有这种可能。

我只能表示愿望，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上能顺利解决分歧和①消除

分裂的危险。

祝党代表大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你们的 弗 恩

写于１８９３年１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４１４

① 手稿中在这后面有一句话被划掉：“为匈牙利党保存保 恩格耳曼同志这样一

个无疑是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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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黎警察当局

不久前的行径３８３

巴黎的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说什么警察当局破获了一个

极其卑鄙的阴谋。据说有几个“俄国虚无主义者”阴谋要把那个温

和的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干掉；但是警察当局有所戒备，“谋杀案

的主犯”被抓住了，俄罗斯祖国的慈父得救了。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弄明白，“俄国虚无主义者”之所以

荣膺这样一个称号，只是因为他们同俄国的虚无主义［ｎｉｈｉｌ］毫无

共同之处。这仅仅是一些不幸在彼得堡的慈父沙皇统治下出生的

波兰人；他们非常规矩而谦逊地居住在巴黎，决没有幼稚到要去

搞谋杀阴谋，——有理智的人现在把这种事让给警察当局去干

了。单是不得不宣布这些“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波兰姓氏这一点，

就使警察当局也觉得谋杀和阴谋的说法很不妥当了。警察当局不

得不通知它的哈瓦斯通讯社和路透通讯社说，这些人仅仅被驱逐

出法国国境。

到处都掀起这种叫嚣，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简单。

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者——部长、

参议员、众议员——都一无例外地同巴拿马丑闻３８４有关：有的是受

贿人，有的是同谋犯和包庇者。然而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社会舆

论注意他们的卑鄙龌龊活动的这一方面已经太久了。他们想：全世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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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说我们以骗人勾当破坏了共和国信誉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

们现在让他们看看，我们在政治方面也能使这个共和国威信扫地，

我们让他们看看，在对沙皇卑躬屈节方面，我们能够大大地超过

已故的俾斯麦。俄国大使馆希望了解波兰流亡者的档案，那我们就

来证明我们强烈希望把它所想要的一切都敬献给它，不仅把档案，

而且连波兰人也一道，要是有必要，则把整个法国都敬献给它！

如果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而自趋灭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它

的继承者已经等在门外——这决不是保皇派，保皇派虽然又十分

积极地开始搞阴谋活动，但是他们并不危险；这些继承者将是社

会主义者。然而这些法国现今的统治者的愚蠢也可能使我们受到

损害。他们讨好官方的俄国，央求它的恩宠，他们舐它的长靴，他

们在这帮俄国痞棍面前低三下四，他们把沙皇捧为法国的真正主

宰和法国政治的领导者，而实际上沙皇自己却处于完全不能给法

国以任何实际帮助的困难境地。今年冬季证明，俄国的饥荒将持续

若干年；国内的资源已枯竭，并且长时期不能恢复，财政状况简

直是糟透了。不是法国需要俄国，恰恰相反，正是俄国没有法国的

道义支持就会完全失掉活动的能力。只要这些法国资产者稍微有

点常识，他们无需用金钱和战争就能够迫使他们的俄国同盟者去

做一切。他们不是这样，而是跪着向它哀求，并且让自己被利用来

满足俄国的国家目的，这一点就连普鲁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

也是没有做过的。可是他们还以为他们做得很巧妙；他们想都没有

想到，彼得堡正在嘲笑他们这些蠢人！

Ｐａｒｉｓｖａｕｔｂｉｅｎｕｎｅｍｅｓｓｅ——很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这

是亨利四世在以改信天主教换得巴黎投降时说过的话。ＬａＦｒａｎｃｅ

ｖａｕｔｂｉｅｎｕｎｅ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很值得为法国奏一次“马赛曲”，这

６１４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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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亚历山大三世在他政治上无能为力，毫无出路的最紧张时刻而

海军上将热尔韦却把法国奉献给他３８５时说过的话。

写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３日

“前进报”第１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１４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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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３８６

一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德

国的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蚤这样唱道。可是，

那里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ｌａｂｅｌｌａＩｔａｌｉａ

〔美丽的意大利〕千方百计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

巴拿马案件的国度——ｌａｂｅｌｌｅＦｒａｎｃｅ〔美丽的法国〕，也不亚于有

信教习谷和韦耳夫基金３８７的国度——纯洁和畏神的德国。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托斯卡纳的，一家

那不勒斯的，一家西西里的和两家罗马的，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

行。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足值的支

付手段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但是

后来一年又一年地延长，一直延到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最后，又延

长了三个月——到１８９３年３月３１日。

还在克里斯比内阁时期，即在１８８９年，由于必须对这种银行

特权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当时传播着令人不安的流言，曾经下

令调查这些银行的业务。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议员孔西利奥

进行的，对罗马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议员阿耳维西进行的，这是

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帮助他，还派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员比亚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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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尼去给他当鉴定家。孔西利奥发现了什么，至今一无所闻；而阿

耳维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明文件，在阿耳维西死后，人们

得到了一份通常认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副本，由此也就产生了意

大利人所谓的《ｐａｎａｍｉｎｏ》，即小巴拿马。

当时克里斯比内阁一声不响地把阿耳维西的报告压下不管。

阿耳维西在参议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事情闹出来，但

是每一次都让别人堵住了嘴。当原来下令进行调查的大臣米切利

由于又要使银行法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而在议会委员会中做了一个

替罗马银行大肆吹嘘的报告，并且坚决请求他的朋友阿耳维西不

要以揭露来损害他和国内信贷机关的声誉时，阿耳维西也保持了

沉默。不久，克里斯比垮台，鲁迪尼上台；后来鲁迪尼垮台，成立

了现在执政的焦利蒂内阁。规定要改组银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年

的确定的银行法，仍然没有着落。谁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诱饵。

就像在儿童游戏“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辗转

相传，最后到１２月２１日，最后一点火星才用最违法的方式无情地

踩灭掉。

还在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６日，根据焦利蒂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关于把

银行特权延长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暗中有关于在银行管理中有

严重舞弊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流言在传播，焦利蒂在１２月２１日就要

求把该法律的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３月３１日。在进行辩

论的时候，议员科拉扬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宣读

了阿耳维西关于罗马银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季尼关于他对账本和原

有现金进行审核的结果的专门报告中的个别段落。于是就暴露出

来了惊人的事情！非法超额发行的银行券达９００万法郎；银行的现

金同黄金储备混在一起（这对银行行长和出纳员来说极其便利，但

９１４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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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章程是禁止这样做的）；总存量全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票

据；曾经从银行基金中拨出了７３００万贷款发放给１７９个特权人物，

其中３３５０万仅仅发给了１９个人。在银行的债务人中间，有借款超过

１００万的银行行长汤隆古和借款４００万的银行监事长朱利奥 托洛

尼亚公爵，等等。此外，科拉扬尼一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但他暗示

他知道的比说的还要多，并且要求议会对银行的业务进行调查。

接着另一位议员加瓦齐宣读了阿耳维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

其中谈到罗马银行给律师、新闻记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额贷款，

这些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钱将近１２００万，而在已经公布的资产负债

表内却没有列入。

在克里斯比内阁期间下过调查命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

位上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内阁首相焦利蒂、克里斯比和

鲁迪尼也相继跳了起来，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们在发言时是多么义愤填膺啊！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销员在

被人揭露他拿好样品给人订货，却用最次品交货的时候，也不可

能燃起如此高尚的怒火的。

同一天，议员们在议会出纳处换掉了５万法郎以上的罗马银行

的银行券，而银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１０００法郎）下跌了１００法郎。

然而在大臣们的豪言壮语之后，到傍晚时，证券交易商们又重新

振作起来了。人们以为这桩丑闻已经了结，事情已成过去。

二

可是科拉扬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情况，而且他所谈的

恐怕还不及调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银行行长汤隆古、总出纳员拉

０２４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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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完全是按家庭式地发放了近９００万的贷

款。而且，按照汤隆古的说法，这个银行的管理一般都是“按家庭

式的”——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ａｌｍｅｎｔｅ；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把作工商

业优惠贷款用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担保的抵押发放出去

或者发放给那些把工业仅仅理解为从事各种各样投机勾当的人，

凭不断延期的票据或者甚至按公开的往来户进行发放。按家庭式

到如此程度，竟然渐渐使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不少于一百五十

位本届众议院议员，即大部分明明是没有支付能力或甚至仅仅靠

借债度日的人，成了银行账本上的债务人。阿耳维西的报告还附有

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议员阿尔

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议员，而且每人的借款数

为５０—６０万法郎。在这些人中间，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界尊敬

的人①和本届政府的两位大臣——格里马耳迪和马尔提尼；格里

马耳迪甚至还是银行的法律顾问之一，年薪２５０００法郎。这已经非

常可观了，但这些都是１８８９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甚至还不

是小巴拿马，而只不过是ｐａｎａｍｉｎｅｔｔｏ，即很小很小的巴拿马。

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勾当的传说（其中当然也有夸大的），

在科拉扬尼的发言推动下，就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在人们中流传开

来。人们开始从罗马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内就从存款总

数１４００万中提取了９００万以上），并且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受它

的银行券。政府感到，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来一届

政府推给另一届政府去办的事情（妥善地解决关于银行和纸币的

问题），现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在１月的头几天内，关于把两家罗

１２４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① 梅诺蒂 加里波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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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银行和两家托斯卡纳银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贷机关的谈判就开

始了，同时内阁发布了关于重新检查银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构

核心的国民银行自然拒绝无条件地承担罗马银行的一切过失；因

此它进行阻挠，顽固地讨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

信任变成了张惶失措。罗马全市从罗马银行中提取了１００万以上的

存款，储蓄银行也从那里取出了５０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罗马银行的

股票在科拉扬尼的发言后跌到６７０法郎，１月１５日的牌价只有５０４法

郎，尽管票面价值是１０００法郎。在意大利北部，已经开始拒绝接受

这家银行的银行券了。

但是这时传出了关于对罗马银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

结果。诚然，朱利奥 托洛尼亚公爵偿还了债务：１月１３日他还了４００

万法郎，１月１４日又还了６０万，１５日还了余下的２００万。诚然，行长

汤隆古和出纳员拉扎罗尼为了偿债而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

了银行。诚然，“一位显贵”（“那不勒斯信使报”３８８以此明显地暗指

国王①）偿还了大臣格里马耳迪及其家属的银行债款。诚然，激进

立宪派议员福提斯声称，他是作为银行的法律顾问取得贷款的。但

是，这些怎么能同下面这个消息相比，这个消息说，根据重新检

查的材料，只有权发行７０００万银行券的罗马银行，共发行了银行

券１３３００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银行账本上开列了一些虚构的

债权人，在他们名下记了总数达４９００万的账；行长汤隆古凭一张

注明１８９３年１月３日这样近的日期的普通收据领取了２５００万（１月

２１—２２日的“世纪报”３８９）。有人还说，黄金储备虽然没有发生问题，

但只是因为：总出纳员的侄子米凯莱 拉扎罗尼男爵曾经专门为此

２２４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① 翁伯托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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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现款，挪用几天，答应在

检查后立即ｉｎｎａｔｕｒａ〔用原物〕归还这笔钱；不过，这需要作一番

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当时把罗马银行的全部基金查封了。事情的

揭露已经到处引起了满城风雨，１５０个议员的名字被人们多少准确

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三届内阁是知道这

件事的，它们为了进行选举活动，经常把大笔银行现金交给自己

的拥护者使用，它们常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些盗用的公款，它

们完全了解自己对盗用公款所应负的责任，而有意识地加以隐瞒，

因而就助长了继续盗用公款。

在这一切之后，终于在１月１９—２０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

发表的比亚季尼的报告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马确有其事。

三

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银行一道干过欺骗勾当、挥霍

浪费过银行基金（不言而喻是用诚实贷款的方法）的人中间，一

部分人握有政权，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掌握政权。很自然，把刀子一

按到他们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一个共犯者

采取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刽子手的崇高决定。同法国的情况完

全一样。那里就是鲁维埃、弗洛凯和弗雷西讷之流把累塞普斯和丰

唐这些人牺牲了，而累塞普斯和丰唐正是经常被他们及其共谋者

“把刀子按到脖子上”（照沙尔 累塞普斯的说法），来从巴拿马骗

局中榨取政治活动的经费的。同样焦利蒂和格里马耳迪也把自己

的挚友汤隆古牺牲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前任先前曾向这个人勒索

银行的钱财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

３２４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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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条出路——破产。而当格里马耳迪的债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

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捕汤隆古了。

但是汤隆古是一个老江湖，一个饱经世故的老意大利人，在

骗人行当中决不是年轻没有经验的新手，不像曾不得不为赖纳克

之流安排巴拿马骗局的沙尔 累塞普斯及其他傀儡那样。汤隆古是

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４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

和中间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小乖乖，

你不要使我难为情，”①，——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打交

道。汤隆古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好，他就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

利警察当局所望尘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

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这种文件

他是不愿过于仓卒地托付给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出现了小

巴拿马案件时的情形也同法国出现了巴拿马案件时一样，人们非

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某些证明文

件，而是为了使这些证明文件完全消失。于是汤隆古决定，这种能

对他起保护作用和揭露事实真相的文据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预审

推事手里，而只能够保存在梵蒂冈。

再接着上面的说吧。当内阁一同国民银行达成了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后者承担罗马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且负责

按每股４５０法郎（股票价值是１０００法郎）付款给股东；当内阁一觉

得可用这个协议保证不公布那些欠银行钱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勇

敢的汤隆古就不能不立即看到，在资产阶级政治里，对效劳所给

予的报酬是忘恩负义。从１月１６日傍晚起，他的家门口就布置了岗

４２４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① 引自海涅：“归乡集”补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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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１月１９日，他和总出纳员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来说，这决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

“议会报”３９０的一个编辑说过：

“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但是希望他们明白，这是自找麻烦……如果想要

我为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那末我就要把事情闹出来…… 他们不是想要使

我破产吗？那时我要公开宣布那些曾经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

字。我曾屡次说这些钱不能给，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钱是必需的（ｏｃｃｏｒ

－ｒｏｎｏ）。而且我有证据……经常都是这样；我越是为他们效劳，他们越是往

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我现在垮台，那末跟我作伴的就大有人在。”

而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于

１月２５日被带往雷季纳 切利监狱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员说道：

“我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权利。”他对他的家属说道：“他们希望

我死在监狱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讯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马案件中的经理

们那样百依百顺的，不会像他们那样不以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

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用沉默来为自己哀求宽大判决的。虽然汤

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报纸说他是一个高大而结实的人，是一个

“真正七十高龄的胸甲骑兵”；他过去的一切说明，他懂得：只有

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顽强的反抗才能救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

名的ｃａｓｓｅｔｔａｄｏｒｏ〔金匣子〕会从梵蒂冈搬到法庭，它里面的东

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愿他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１月２５日那一天，议会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

也闹开了。焦利蒂能够对他的１５０名议员高声叫喊的，只是鲁维埃

对自己的１０４名议员高声叫喊过的东西：要是我们不拿这些钱，你

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这也确实如此。克里斯比和鲁迪尼所能说

５２４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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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只是这些话。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

揭露——不论是在议会中，还是在法庭上。小巴拿马案件也同巴拿

马案件一样，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整个这一事件的寓意是什么呢？——不论是巴拿马案件，小巴

拿马案件，还是韦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治

——不论是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愉快争吵，还是它们对工人阶

级的冲击的联合反抗——不花费大笔金钱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

钱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说明的目的；由于资产者先生们的吝啬，政

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隐讳的目的而用隐蔽的方式去谋取资

金。这方面的行家俾斯麦曾经说过：“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就从那

里取用。”至于“我们在哪里找到钱”，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写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６日和２９日之间

载于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２和３日

前进报”第２７、２８和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６２４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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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意 大 利 读 者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３年

意大利文版序言３９１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这

个日子，在这一天米兰和柏林发生了革命，即发生了两个民族——

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中心——举行的

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并因

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曾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

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１８４８年３月

１８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

大民族在１８４３—１８７１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

得独立，那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１８４８年革

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３９２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

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

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

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智慧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

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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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

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

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１８４８年革命也就不能不使直到当时还

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获得

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１８４８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毕竟为

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四十五年

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

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

——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

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

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

看，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存在的政治条件下，能有什么意大利工人、匈

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的国际行

动！

可见，１８４８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

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

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

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良好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

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

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

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

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

一位诗人。现在也如１３００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

０３４ 致 意 大 利 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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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

呢？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２月１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３年在米兰出版的

意大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１３４致 意 大 利 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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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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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否裁军？３９３

写于１８９３年２月

以一组文章的形式（没有序言）载

于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５、７、９和１０日“前

进报”德５１—５６、５８和５９号，并于

１８９３年３月底出版附有序言（３月２８

日写）的单行本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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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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这里重印的几篇文章曾于１８９３年３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

案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

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

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

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

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

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

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

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

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

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

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

（这是我的论断的基本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

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办法。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

随签订协定的政府的性质相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不过，现在的

情况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最多两年的服现役

期限作为起点，那末再过几年也许就可以规定短得多的期限了。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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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

过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说明了：绝对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议

的民兵制度和现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

一谈。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３月２８日于伦敦

６３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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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

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

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恰好在现在，德国政府又

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特别努

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

分赋税的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而各个地方的努力

都已经达到了力量（有的地方是新兵，有的地方是金钱，也有的

地方二者都是）开始耗竭的程度。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

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没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

我肯定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

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战争之后，最终证明了包括预备队和后备

军３９４在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就是在当时的畸形的普鲁士

形式下——优越于可以找人代役的征兵制。大陆各国都作了或多

或少的修改而采取了这种制度。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巨大的不幸。

主要预备队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其性质来说，比起根

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易—拿破仑的军

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又加上了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兼

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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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那样。
３９５
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

军备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军的服役期限。在法国，地方部队获得了由年

龄较大的人组成的预备队；在德国，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甚至

恢复了民军。３９６这样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直到自然的年龄极限为

止，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应征人员的名额，并相应地造就了一批新的干部

来训练新兵；但是就在这方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

而在法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极限。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军队中应征入

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负起兵役重担的

青年。曾经观看过１８９１年在香槟举行的大演习并完全承认、有时甚

至是带着赞叹的口吻承认当前法国军队的战斗素质很高的英国军

官，在这方面是公正的，他们一致指出，在行军和战术演习中掉

队的青年士兵多得不相称。在德国，诚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

备人员完全用光，但新的军事法草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

一句话，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达到可能的极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现代化的、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

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男子在他年龄适于服兵役的整个时期内都要

为国防事业出力。而在１８７０年以来各国军队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

出的唯一的革命的特征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

像中实现的这个要求，各国政府已不得不（常常是违反意愿地）愈

来愈多地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人们服预备役的长的年限，还是

要所有适于服兵役的青年都服兵役，现在都已经是某种不可动摇

的东西，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

方面的反对，相反，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也在

８３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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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完全实现。

因此，可以借以满足裁军需要的就只剩下一点了，这就是现

役期。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得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

切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

是要预先说明，这个期限在将来一旦认为可能缩短时就立刻缩短，

并宣布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的。我肯定说，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

出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

即使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９３４欧洲能否裁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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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

国的军队。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军

队来说，现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内是战局初期衡量它们在各种

战争环境中的活动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别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

的情况下是如此。１８７０年，我们的战士们充分领教了曾经长期服役

的帝国步兵的刺刀冲锋的ｆｕｒｉａｆｒａｎｃｅｓｅ〔法兰西狂暴〕，以及在维

尔特和色当城下的骑兵冲锋的威力；但同时在施皮歇恩城下，他

们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们甚至用较少的兵力就能把那同样

的步兵赶出设防坚固的阵地。３９７所以一般来说应当承认：在随着民

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限度内，现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

的军队的一般战斗训练水平，特别是他们的进攻能力的水平。

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最长现役期，那末各国军队的战斗

能力的对比关系将大致和现在一样。一国军队在它的直接作战能

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军队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现在不

可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

能的。现役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现在为止是这

样微不足道，以致于没有什么意义；而在服役期缩短的情况下，正

如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支军队中的每一支如何利用

协议所规定的服役期。而且，两支军队的人数之比将与两个国家的

０４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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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最终真正实现的

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人的百分

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军队人数的标尺。那时

就不会有像１８１３年普鲁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这种便宜事已经

没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规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

所有的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话可说的，

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因为经常缺钱这一情况到处都使得对

一部分应征人员只“匆忙地”训练几个月。这样就不得不限于最主

要的东西，而把整堆的传统的废话抛在一边，那时人们就会惊奇

地发觉，对于把一个体格发达的青年人变成一个士兵来说，所需

要的时间是多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谈到，训练德国补充

兵的军官们对此多么惊异。３９８在奥地利军队中，许多军官直截了当

地说，服役期几乎和德国的补充兵相同的后备军，在质量上优于

常备军。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后备军中恰好没有常备军中浪费

在传统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时间，正因为如此，那

里也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１８８８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斗的战术布势仅仅局限于最必要

的方面。里面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奥地利人从１８５９年起就很善于在

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黑森—达姆斯塔德人几乎同

时成立了由四个连纵队简单地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营纵队，而

在１８６６年后，他们在普鲁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合理的编

制。３９９在其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为习惯所神圣化、

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仪式；而我对此是绝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

在１８７０年的战争以后，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于现代作

１４４欧洲能否裁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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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方法的连和营的密集队形和运动的要图，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

个“未来国家”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

盛行于普鲁士军队中的只重视步法的军事操练精神，使得已经明

令废除了的无益的时间浪费又通过大检阅的后门恢复了。忽然发

现，校场操练作为对抗削弱团结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

真正的纪律的唯一手段等等，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似乎秩序和纪

律只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

废除“阅兵步法”这一项就可以腾出许多个星期来作合理的操练，

更不用说外国军官到那时再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阅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士

兵——只要他们在这以前还不会——整整站两个小时的岗而决不

想任何事情的技能，似乎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别是他们的

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野外警戒勤务训练条例

之下，在有各种各样执行保安勤务的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经

失去了任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就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二十的服

役期来作军事训练，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

这就是连队中非战斗的事务工作人员、军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

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那末，骑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骑兵不是需要较长的服役期

吗？——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骑马、又不会照料马匹的应征人员，

长些的确最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事可做。假如马匹饲料标

准不是定得这样少——要知道，现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专门把

马匹喂肥，以使它们达到标准！——假如在每一个骑兵连中都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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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数量的定额以外的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马上

操练，一句话，假如认真地设法用比较紧张地练习重要东西和去

掉多余东西的办法来弥补服役期的缩短，那末很快就会发现，在

这方面事情也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至于说到预备军马的训练（现在

人们经常以此作为借口，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绝对必要性），那末

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

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骑兵中志愿入伍者以及超期服役军人服役三年

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们在预备队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

补偿，否则这是不能实现的。

如果去听军事权威的意见，那末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

们看来，这一切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

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我已经看了五十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宣

布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

而且是被原来那些权威扔掉的；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军队里被

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

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赞扬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

前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最后，我还经常看到，在每一支军队中

都有其特殊的因袭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供下级官员、士兵和群

众遵守的，是由高级官员培养起来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

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在第一次行军时就会完全化为乌

有，——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我要奉劝

大家正是对军事“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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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领

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

这样革命的领域。在我当年在库弗尔格拉班４００使用过的六磅或七

磅的滑膛榴弹炮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大口径滑膛

枪和现在的后装五毫米速发枪之间似乎相隔有整整几百年之久；

而这还远没有到头，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

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

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

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

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

四十年前步兵的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３００步；在这个距离

上一个战士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经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

有的射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步的距离上就已经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６００—

１０００步，火炮的最大射程是３０００—４０００步。而新的、暂且还没有经

过战斗考验的小口径步枪在作用半径方面却接近于火炮的作用半

径，这种步枪射出的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三到五倍；因此，一个

装备连发枪的排在火力方面等于以前的一个连；诚然，火炮的有

效射程不能说有同样的提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现在却装有威力

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的确，暂时还不能肯定地说，谁应当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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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这种威力，是射击手还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军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

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强行给自己的

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①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

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们虔诚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

导说：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

失败！这些权威直到现在还不敢侵犯士兵制服上的发光的钮扣和

金属的镶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

前挂着宽宽的红带子的枪骑兵和虽然没有胸甲——总算没有

了！——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骑兵送到炮火下面去，他们好不

容易才作出决定：拿虽然极其无聊、但却受到虔诚的尊崇的带穗

肩章去为祖国牺牲，毕竟比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牺牲要好

些。

我认为，无论是对德国人民来说，或者甚至是对德国军队来

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

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

的头脑，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缺乏有这种头脑

的人，断言极力想摆脱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又极为盛行的墨守陈规

和只重视步法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

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前，

我们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

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上面我是想证明，如果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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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那末，现在就可

以为一切兵种规定两年的现役服役期。但是我立刻事先做了附带

的说明：不应当安于两年。而且问题在于，关于在国际范围内规定

两年服役期的提议只是进一步逐渐缩短服役期的第一步——比如

说，最初是缩短到十八个月（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然后缩短到

一年，然后……？从这里开始未来的国家，真正的民兵制度，但是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事情真正开始的时候再来详细论述。

主要的问题在于开始这件事。只要睁眼看看事实，看到缩短服

役期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欧洲和平的保持都是必要的，那末由

此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会是确信军事训练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对

青年的教育上来。

当我被放逐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莱茵的时候４０１，我感到惊异而

高兴的是，在各地农村学校的操场上都看到了双杠和单杠。这好极

了，但遗憾的是，仅止于此。体操器械是按照规定以真正的普鲁士

精神添置起来的，但是这些器械的利用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好的。这

些器械没有派上应有的用场，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根本没有加以利用。要在这方面终于认真做起来，难道就那么困难

吗？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富于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而

认真地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比起现在这样在二十岁的小

伙子身上下功夫（他们出一头汗，自己也出一头汗），白费气力地企

图使他们因工作而变硬了的骨胳、肌肉和韧带恢复以前的灵活性

和柔韧性来，不是更好一些吗？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分工

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残废，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

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种劳

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残废。先使人们变成残废，然后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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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时又竭力使他们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这难道不是发疯吗？只

要在中小学中及时预防这种残废现象的发生，士兵的质量就会提

高两倍，难道这个真理是军官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吗？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军事密集队形

的构成和运动的规则。中小学生天生就站得挺，走得直，特别是如

果他们做体操的话；而我们的新兵在队伍里站成什么样子，教会

他们在站和走时姿势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兵

役时都看到了的。以排和连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

教会，而且容易得很，在军队中连想像都想像不到。有些事情在新

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对中小学

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转弯时保持

间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中小学生只要有系统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会。如果把

夏季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和地形练习，那末这无论对中小学生

的身心发展，或是对军事财政（它将因此省下几个月服役时间的

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远足可以极好地利用来教会中小学

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这种远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

小学生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受到专门

的军事训练，——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鲁

士军官）在他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现代军

事很复杂的情况下，不预先对青年人进行军事训练，就根本不要

想向民兵制度过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

的意义。

现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鲁士的琴弦。对普鲁士国家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服役期满的军士放到哪里去。到现在为止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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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当宪兵、边防军、看门人、抄写员、各种文官；在普鲁士

的官僚系统中没有哪个角落可怜得可以不安插那些有权任文职的

军士。总之，你们曾千方百计地给军士们安插职位；你们曾固执地

把他们放在他们不适合的岗位上，委托他们去做他们一窍不通的

工作；难道还不该把他们用在那个他们多少通点窍并且能做出一

些有益工作的领域吗？让他们去做教员，但是，不是让他们去教读、

写、算，而是去教体操和队列训练，这对他们和学生都是有益的。

而且，一旦把脱离了兵营的小圈子生活的军士放到众目睽睽的学

校操场上，并且不是受军事法庭的管辖，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的

管辖，那时，我敢打赌，我们那些富于反抗性的青年学生就会把

过去最恶毒地折磨士兵的军士也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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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面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谈能否指望用国际协议的办法使类似

的关于普遍地、均衡地和逐步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建议被接受的问

题。我们暂且假定这个建议已经被接受了。那末，这个建议能否由

一纸空文变成现实呢？各方面是否会诚实地执行这个建议呢？

总的说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规避协议的作法都需

要费不小力气，因此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

民自己也会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如果想要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

限继续服役，那末谁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至于谈到个别的国家，那末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

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个协议，把它当作

一种解救的措施，而乐于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个协议。关于俄国，我

们将在下一节里谈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

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

如果法国在协议上签字并且批准它，那末总的说来，它无疑

是会遵守这个协议的。但是这里假定，存在于有产阶级和还没有社

会主义化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复仇意图暂时占了上风，并且可

能直接地或以诡辩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协议的条款。这样的破坏

永远不会是巨大的，否则巴黎就宁可拒绝接受协议了。而德国处于

这样一种幸运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诡计宽宏大量，装

作没看见。尽管法国曾千方百计力求使１８７０年的失败不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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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要更多得多的优越性。

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有逐年增多的优势，现在已经有１２００多万。

第二，在普鲁士，现在的军事制度已经存在七十多年，居民已经

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在许多次动员中经过仔细的检验，

在这方面产生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经受到实践

的考验并且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德意志其余各邦的军队也都

具有这种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试行第一次总动员，而且是

由一个要混乱得多的组织来试行。第三，在法国，实行像志愿入伍

者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服

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的服役一年的人从军队中不客气地赶

了出来。这说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许的政治制度的

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是缺点的东

西，现在军事方面却成了优点。毫无疑问，同人口对比，没有一个

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样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

育，而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的制度，无论它多么不民主，从政治

观点看来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给了军事指挥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

以用来对大量的、已经受过充分的普通训练的青年人进行准备担

任军官的军事训练。１８６６年的战局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

那时起，特别是从１８７１年起，德国军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

殊的、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注意。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军官中有

不少人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拿

这些军官同他们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较，那末，在大多数情况

下，这些军官在军事方面还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预

备队和后备军的全体人员中，受过军官训练的人的百分比，在德

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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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官特别多，所以德国在动员时期就能比任何其他国家

都多得多地编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训练的军队。根据李希特尔

的说法（见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２６日“自由思想报”）４０２，——据我所知，

无论是帝国国会或是军事委员会都没有否定这种说法，——每１

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１个机动的预备团、２个后备营和２个

补充营。这样一来，每３个营就可以提供１０个营，换句话说，和平

时期组成１７３个团的５１９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１７３０个营，猎兵和

射击手还不算在内。而且这一切可以在这样短的期限内完成，是任

何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的，甚至在接近这样短的期限内也是办不到

的。

一位法国的后备军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军官的数量要少得

多；可是对于根据正式声明建立的新部队的干部配备来说，他们应

当是够了。这位军官还承认，这些军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

编成的部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说的德国所能提供的军队。而且，

法国所能提供的军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在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感到缺少

军官。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现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一个德国拥有无

穷无尽的军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协议规

定的期限而把士兵的训练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装

作看不见吗？

１５４欧洲能否裁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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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在我们来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

国将来是否遵守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

关紧要，就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

心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根本不注意俄国，其理由如

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１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

但是在军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

大致地相比。德国的５０００万人口集中在５４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而

从军事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俄国的９０００万或者最多１亿人口，则散居

（根据保守的统计）在３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德国人因为人口

非常稠密而取得的这种优势，还由于他们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

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１亿人能比５０００万人提供更多

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

要很多时间；但是归根到底他们终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应征人员，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

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军官只能从贵族和城市等级中间征集；但

是贵族比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

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

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好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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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这种水平的地

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一，要把一个中等才能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

兵，一般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任务

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的进攻来解决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

的。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

村还是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在城市是劳动组合中的合作劳动，到

处都是ｋｒｕｇｏｖａｊａｐｏｒｕｋａ，即伙伴们彼此互相负责；一句话，社会

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只有团结才能得救，另一方面，单

独的只靠自己的主动精神的个人注定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俄国人

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不

可能拆散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但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足以补偿俄国士

兵的许多欠缺方面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直接的危险。现在密

集的人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

线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时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

挥又常常并且是迅速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

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地采取在当时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

动，同时不失掉同整个分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

始的群居本能来建立，而只有在每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

建立；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比较高的“个人主

义的”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小口径后装

连发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伟大力量的这种长处变

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

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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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

伍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末俄国又如何能

作到呢？在俄国，有文化的居民（中用的军官只能从这部分居民中

培养）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在这里，士兵，甚至

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比在任何别国的军队中都需要更多的军官。

最后，第三，大家知道，普遍盗用公款和盗窃现象在俄国官

吏中间、而且往往在军官中间也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

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立刻暴露出，甚至

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纸空文。当号

召转入预备役的退伍军人和民团①（后备军）拿起武器以及需要保

证供给他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

在动员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

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而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惯于盗窃和

贪污的俄国官吏之手，一切事情怎么能够顺利地进行呢？在俄国进

行动员，这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

换句话说：甚至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

人随便征集多少士兵和让他们随便服多长时间的现役，只要沙皇

认为需要的话。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

且也未必能及时作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

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柯夫诺到卡麦涅茨的全

部边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在自己的国境内处于敌人的领土上，陷

４５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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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

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了一两次胜仗，战场就会从维斯拉河转向德

维纳河和德涅泊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

一支德军的波兰盟军；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

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问题的纯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在

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俄国的

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５５４欧洲能否裁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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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１８６１年的农民解放以及

与之有关的——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

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

向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

这个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的过程。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有价证券提供的补偿，这些

有价证券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这个结束以后，新

的铁路为他们自己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从

事砍伐和出卖林木，在卖得的钱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享乐的生

活来。在已经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地主

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坏；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

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庄园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

的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

们失去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

要用货币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也是用货币——支付利息

和偿还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ｗｙｋｕｐ）；总而言之，除了

农民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外，又突然加上了强制的从自然经济向

货币经济的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

果，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ｍｉｒｏｊｅｄｙ（按字面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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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吃公社的人）和ｋｕｌａｋｉ（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大为加强。

而且所有这些好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

破产的新的大工业。大工业以自己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

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还要么夺去他们的手

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业依附于

资本家“包买主”，或者更坏，依附于他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

原始的农业和旧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忽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

己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

种情况下，他必然注定要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

民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

产。①

在这种社会变革延续了二十年之后，也出现了它的其他一些

结果。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

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

到夏天则河里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

下水位降低了，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禾谷的根就由于接触

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

地也变贫瘠了；这种土地贫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整整一代之久。

１８９１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

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１８９１年起俄国始终

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大量地毁掉了农民最后的和最重

要的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牲畜，并使他们负债累累，以致必然要摧

７５４欧洲能否裁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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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他们最后的生命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于绝望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

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

借债度日，但是，首先靠借债维持的是国家本身。俄国在国外借了

多少钱是众所周知的：超过４０亿马克。它的国内债务有多少谁也不

知道；第一，因为既不知道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

纸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

点是无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４０亿马克的俄国国家

债券已把西欧的金融市场塞得过于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

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

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

公债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总数５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３亿，其余

两亿，俄国财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

收回。４０３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内，任何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

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似乎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

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绝望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们

自己不这么愚蠢，而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

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相反地，倒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

法国，沙皇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

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更聪明一点，它就

能从俄国弄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

在沙皇面前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输出已经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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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主要的输出项目只剩下黑麦了，而它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

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现在官方的沙皇和大

资产阶级的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９５４欧洲能否裁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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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们对我们的邻邦、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敌人已经批评得够多

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永远结束对士兵的虐待，逐步缩

短服役期对于军队才是有益的，而近年来这种虐待现象在军队中

已经根深蒂固，习以为常，远远超过了人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这种虐待士兵的现象是步法操练和校场操练的永恒伴侣；只

要普鲁士军队在某个时期成为和平时期的军队，这两者就在普鲁

士军队里广为流传起来，然后它又从普鲁士人那里传给萨克森人、

巴伐利亚人等等。对士兵的这种态度是真正的“旧普鲁士”时代的

遗产，那时士兵不是招募来的流浪汉，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他应

当毫无怨言地忍受俨若容克地主的军官们的一切嘲弄和侮辱。正

是那些破产了的、变穷了的和寄生的贵族（他们在易北河以东地区

为数不少）现在还在提供对士兵的凶恶折磨者，在这方面只有喜欢

硬充容克地主的傲慢的资产阶级子弟才能比得上他们。

这种对士兵吹毛求疵的态度在普鲁士军队中从来也没有消

除。但是以前它比较少见，而且带有较温和的、有时是幽默的性质。

但是，自从一方面需要教士兵愈来愈多的科目，同时另一方面又不

考虑把过时了的、失去任何意义的战术练习这全部无用的废物抛

弃的时候起，军士就逐渐取得了愈来愈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采用

只要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训练方法；同时，规定军士要在短期内给自

０６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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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班有效地灌输这种或那种军事规则，也间接地迫使他采取强

制手段。加之士兵提出申诉的权利纯粹是一种嘲弄，中意的旧普鲁

士方法在士兵顺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奇怪了。

因为我确信，在德国西部建立的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量城市居民

的团队中，对士兵的侮辱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组成

的团队中要少得多。

对此从前有过一种（至少是实际上的）解毒药。在使用从枪口

装弹药的滑膛枪的时候，在演习时很容易把一块打火石放入枪管，

使它落到空弹筒里，因此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常常由于疏忽大意

而被击毙。有时也出错；我知道有一个科伦青年，在１８４９年就是这

样死于别人向他的长官射出的子弹。而现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

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觉察不到了；然而军队中自杀

事件的统计数字是虐待士兵现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当“严

重的时刻”到来并使用实弹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即是否又会有人要采用旧的做法，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有的地

方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要知道，这是会大大促进胜利的。４０４英国军

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赞扬１８９１年在香槟演习时法国军队中官兵

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军队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像报刊上

所经常披露的我们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现象。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

想在法国军队中效法普鲁士用鞭笞来惩罚的企图就遭到了彻底失

败。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的最糟糕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

长官敢把我们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种作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

法国士兵。而现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

哪一个法国军士敢命令士兵们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

沫。如果法国士兵听到或读到有关自己未来的敌人毫无怨言地让

１６４欧洲能否裁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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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侮辱的种种情况，他们一定会多么鄙视这些敌人。而设法使每个

法国兵营中的士兵都能读到和听到这种情况，——这是一定有人

去干的。

现在在法国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

之间的关系，正是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在普鲁士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并

且曾经两度使我们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俩

现在却反而日益接近１８０６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

当时士兵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条不

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切把普鲁士军队引到了耶拿４０５，后来就当

了法国的俘虏。

人们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谈得多么多啊！可是在

和平时期，他们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统地消灭这些

因素！

２６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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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关于逐步地均衡

地缩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兵制度的建议已为各方所接受。

但是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接受。

我们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提出了这个建

议。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己

也许还要缩减得更短。奥地利军队中似乎比德国军队中更坦率得

多地谈论正在一部分军队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果。许多奥

地利军官直率地肯定说，服役只有两三个月的后备军部队的战斗

素质比常备军高；不管怎样，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像人

们所说的，一个后备军的营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

而一个常备军的营则需要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军中人们

害怕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规旧套，而在后备军中一切

组织都是重新建立的，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规旧套。无论如何，在

奥地利，无论人民或政府都热切地盼望减轻军事负担，他们本身

的经验向他们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缩短服役

期限。

意大利也会双手接受这个建议。它正被军事预算的重担拖得

筋疲力竭，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缩短最长服役期

在这里也是最简捷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同盟４０６要么将瓦

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们建议的措施。

３６４欧洲能否裁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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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

提出这个建议，那末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

议，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丝毫不会使自己的军事状况恶化。相反，它

将有可能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普遍义务兵役制仅仅在二十年前

才在法国实行这一情况，对法国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缺点。

但是，在这个缺点中包含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一切还都是新的，只

是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度，可以很

容易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见的顽强反抗。所有

的军队在打了几场大败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所以，在法

国，最好地利用协议中所规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地方都要来得

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军队一样处于革命改革状态，所以那里

也能比任何地方都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年的一般体育训

练和专门军事训练。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力量比起德国来

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义的潮

流，——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蠢，——

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议的政府，尤其是当这种建

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假定，法国将拒绝这个建议。那

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

们不应忘记，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统治使德国受到——不是没有根

据的——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维希，不遵守以及最

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４０７，吞并亚尔

萨斯—洛林，卑鄙地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所有这些和恢复“国

家统一”毫无共同之处。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

坏名声；那个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撵走，可是仍然把兄弟般地统一

４６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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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契河到默麦尔河”①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

很乐意把荷兰、弗兰德、瑞士和所谓“德国人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

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德国沙文主义资产者，诚心诚意地帮助

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

直的德国人”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

对德国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现在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

国敢于提出我们的建议，那末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会作为和平

的捍卫者而出现，而且这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它会表明自己决心成

为裁军的首创者，正如这理应由发出了进行武装的信号的国家来

作的那样。不信任一定要变为信任，厌恶一定要变为同情。不只是

三国同盟是和平的同盟这个套语终将成为现实，而且现在仅仅虚

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

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

压倒在我们的建议中还可能会发现（如果对它各方面进行挑剔的

话）的军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它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

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而他们是一个最大的

强国）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在这以

后，如果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它就会遇到一种使它认

为（只要它有一点聪明）进行战争绝对不可能的形势。不管法国装

成什么样子，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

的一方。这样它就不仅会挑起各个小国家，挑起英国来反对自己，

而且它甚至不能满有把握地取得俄国方面的援助，取得俄国方面

５６４欧洲能否裁军？——八

① 这是套用霍夫曼 冯 法勒斯累本的‘德国人之歌”中的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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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传统的援助，即俄国先教唆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

让它们去听天由命。

我们不会忘记，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

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同被敌国领土跟俄国隔开的法国一

样，它们都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可

是在海上，英国是绝对称霸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

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绝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败；这将

是规模大大扩大了的巴黎饥馑４０８，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这像

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自由党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

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莱斯顿又是俄国的朋友。如果爆

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由于上述各种情况，甚

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

果德国提出我们的建议，并遭到法国的拒绝，那末德国就不仅会克

服英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绪，保证自己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

还几乎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靠拢德国的敌人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议。那时由于军备的经常增长而引起的战

争危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

建议的倡议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议。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大为

恶化，而使德国的处境大为好转，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

争，而且它可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们才会成为

它的真正的盟国）一起自己对自己负责地开始逐步缩短服役期限

和准备实施民兵制度。

６６４ 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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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个能够求得解脱的一步呢？还是等法

国最终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取得全

部荣誉呢？

７６４欧洲能否裁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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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今天如果我不对德国工人谈谈在英国这里即将举行的、正是

在今年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一节活动，那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东

西可谈呢①？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是亨利希 海涅笔下的那个

“虔诚的育儿所”②，那末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是柔顺的德国讲坛

社会主义者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是勇敢的工联和合法改良派

不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

这一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时代

以失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

现在无疑地已经行动起来了。谈到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

它们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

支巨大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相信，英国工人所竭力

８６４

①

②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手稿中此句之前原有下面一段，报上没有登出（可能是在誊抄时略去，也可能

是在发表时由于情况改变而删掉）：“当我要给德国的五一节报纸寄出这样一

篇东西的时候，在柏林将发生讨论军事法草案的危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

果草案被否决，接着帝国国会就会被解散，那时选举运动将会压倒和盖过五一

节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固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断定，人们所

渴望的妥协还是会取得，帝国国会的寿命可以再延长两年。但是另一方面，一

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足以改变这一切。既然德国工人的五一节将在什么情况

下来庆祝还不得而知，那末，关于他们的五一节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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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不是把雇佣劳动制度消灭，而只是加以“改良”。而现在的情

况怎样呢？工人群众越来越认清，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

别企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

是在于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①。

这在１８９２年大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们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

中把自己的三名候选人②送进了议会，而且还在二十多个选区里

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了他们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力量。４０９这就

使工人们的自信心空前地加强了。

在英国，即使在现行的有限制的选举制度下，工人也至少在一

百五十个选区里占了选民的绝对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

草案４１０被通过，他们就将在二百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

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票现在就已经能决定选举的结果了。工人的

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

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识的这种觉醒也表现于今年五一节的准备活动。预备

性商谈第一次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吵和无谓的竞争，参加者齐

心一致，积极热情。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于社会主义者，这个节日

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９３年５月１日“前进报”社

出版的专刊“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９６４１８９３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①

② 詹 凯 哈第、约 白恩士和约 哈 威尔逊。——编者注

在手稿中不是“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而是“争得议会，争得政权”。——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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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１８９３年五一节给

奥地利工人的贺信４１１

伦敦。奥地利的同志要我为他们的五一节报纸写几句话。我能

向你们说些什么呢？应当怎样庆祝五一节，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

楚。你们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１８９０年起，奥地利工人每年

都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兄弟们表明：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真正的

五一节是意味着什么。任何地方都不能同你们相比，或者哪怕只是

重复你们的例子。

的确，奥地利的五一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重大得多的意

义。在德国，１８９０年可以举出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这是一次

对德国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大检阅，在它面前，任何五一庆祝活动

都要显得逊色。在法国，在普选权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给工人带

来巨大胜利的市镇选举４１２恰好发生在１８９２年５月１日；在５月１日这

一天，人们当时得为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工作，而不是进行庆祝活

动。可是在你们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至于你们那里的出版

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利等情况，则从政府参事查普卡男爵先生在帝

国议会回答质询时所做的说明４１３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当奥地利

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不渝地坚持进行五一庆祝活动时，他们

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是正确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这一节

日主要是国际的问题；因此也可能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节日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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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退居次要地位。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是国际的问题，而且

也是，也许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因此在他们那里，它无疑始终是

居于首要地位。

但愿今年的五一节也像以往那样过得有声有色。

写于１８９３年３月—４月初

载于“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

“庆祝１８９３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

１７４为庆祝１８９３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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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
４１４

１８４８年回忆片断

当时卡尔 马克思在维也纳４１５会晤了布拉格书商鲍洛施，他是

奥地利国民议会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的领袖。鲍洛施痛心地诉

说了波希米亚的民族纠纷以及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

的强烈仇恨。马克思问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

样。鲍洛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

现象就告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

两个民族的波希米亚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现在他

们理解到了；他们理解到：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主和大

资本家统治时期才有的，民族纠纷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统治服务

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当工人阶级一取

得政治统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阶

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

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４月８日于伦敦

载于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

“１８９３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

据捷克文的专刊校对过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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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如 此
为庆祝１８９３年五一节

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

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欧洲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奥地利想使五一示威游行

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

了。

同普选比较起来，今年五一节的意义，在法国无疑是、在德国

很可能是、在英国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选中，无产阶级将

获得新的阵地，而且必然会获得新的阵地。①

因此，如果五一节由于普选的临近而在某一方面受到一些影

响，我们也不应为此感到不安。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更弱了，而是恰

恰相反。

示威游行是一桩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斗

争手段时才是这样。

请资产阶级不要得意的过早吧。

３７４

① 手稿中接着有如下一段被删掉：“在比利时，就在五一节的前夕，无能的政府和

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正在玩火，他们似乎想引起一场能燃遍整个欧洲的大

火。”４１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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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同他们在票箱旁见面，以后还要在波旁王宫
４１７

见面！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４月１４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３年４月２３日“社会主义者

报”第１３４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４７４ 尽 管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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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４１８

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要推翻时间的顺序。至

少在西班牙，同任何历法相反，５月１日是跟在５月２日后面４１９。过去

西班牙工人纪念５月２日，而现在他们庆祝这个月的１号。

从５月２日到５月１日，——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实际

上，１８０８年５月２日发生过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另一方

面是马德里的人民。①从表面上看这很简单。实际上情况十分错综

复杂。为了反对外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暴政，西班牙人民必须同时

反对法国的革命，②为了重新争得本国的独立，同一个西班牙人民

不得不恢复贵族和僧侣所支持的狂热的白痴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独

裁。

意大利、德国、甚至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意大利和德国

只有把自己交给君主的、封建的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才能摆脱拿

破仑的压迫。

就是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初看起来极其简单明了的局

势变得错综复杂了。

５７４

①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而法国革命的产物就是拿破仑”。——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在外国军队后面的是拿破仑，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

代表、实际上他在本国是暴君、对邻国是侵略者。在马德里人民后面的是愚痴

的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僧侣。这是一种惊人的混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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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５月２日到５月１日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５月１日标志着

一个清楚而明显的形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和彼此对立的阵

营：一边是在普遍解放的红旗下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而另一

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特权而联合起来的各国有产阶级和反动

阶级。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有保障。前进！

写于１８９３年４月

手稿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６７４ １８９３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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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编辑部４２０

１８９３年６月９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２期；

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

语言。①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１８４８年以前，人们可

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

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

和东南方的进展，我甚至在晚年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

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在亚洲边境

上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

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

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

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并且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

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加利亚文，我非常高兴。４２１

７７４

① 在恩格斯的信中，对编辑部的称呼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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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主义万岁！①

你们的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３年“社会民主党人”杂

志第３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校对过

８７４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① 这句口号恩格斯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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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８月１２日在苏黎世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４２２

记  录

男女公民们！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

成我祖国的语言——德语。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

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

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自从马克

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

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

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

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末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

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还有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１８７２年举行了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４２３。在这

次大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

限。这个决定是否多余呢？巴黎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这

次代表大会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４２４第二，国际停止以旧形式进

行活动。当时是喝饱了光荣的公社鲜血的反动势力猖獗到了极点

的时候。旧的国际如果继续进行活动；就只会造成得不偿失的牺

牲；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也就是退出了舞台。每一个国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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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

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

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

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

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

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

这里有这样多的英国代表出席，这一点使我特别感到高兴，要

知道英国人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尽管我们从他们

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也毕竟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新的、他们可

以学习的东西。

我路过德国时，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

表示惋惜。据说，同警察作斗争要更有意思得多。像这样的战士，全

世界任何警察、任何政府都是制服不了的。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全场暴风雨般的祝贺声、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齐

唱“马赛曲”）

以报道或记录的形式载于１８９３年８—９月

的一些社会主义报纸和工人报纸上，并

载于１８９４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

“１８９３年８月６日至１２日在苏黎世音乐厅

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

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０８４ 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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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４日在维也纳的

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４２５

报纸上的报道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晚上我受到了当之有愧的接待，在我离开这个会场以前

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我必须说，可惜现在只能由

我来享受我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你们

的热烈欢迎的。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五十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

一些事情，那末，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

你们！到处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

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

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

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

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白

活，我们能够自豪地、满意地回顾自己的事业。①在德国，有人曾想

用暴力来镇压运动，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资产阶级完全意料

１８４

① 这句话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是：“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

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

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的德国历史教导我们认识这一点。”——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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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

是不可遏止地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

有的执政者战栗（暴风雨般的掌声）。刚才一位讲演人①提到，在国

外，社会民主运动总是被人估计不足。亲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

纳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

常漂亮的大厦（会场大为活跃），我还请人指给我看了你们曾经正

大光明地占领过的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

厦的那一天起，谁也不会再对你们估计不足了（掌声雷鸣）。这是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

那种惶恐的样子，当时他们报道说，７月９日无产阶级占领了维也

纳４２６，而且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地占领了它。（暴风雨般的

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

载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５日“新自由报”第

１０４４０号和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２日“工人

报”第３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据

“新自由报”校对过

２８４ 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① 洛伊特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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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２日在柏林的

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４２７

报纸上的报道

同志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出色接待，这种接待我是当之有愧的。

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在苏黎世和维也纳已经说过的话。①我不把

它看做是对我个人的接待，而看做是对一个伟人的同事和战友，对

卡尔 马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的接待，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感激

的心情接受给予我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是

一个议会活动家，我是在另一个方面工作的，我主要是在自己的

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不过，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上一次

看到柏林，已经是将近五十一年前的事了。４２８同那时比起来，柏林

完全变了样。那时候它是个小小的所谓“王都”，居民几乎不满三

十五万人，靠为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服务来维持。现在它已是

拥有差不多两百万居民的、靠工业来维持的巨大的首都；今天即

使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柏林也还是柏林。

而且柏林的工业发展还引起了另一个变化。在那个时候，柏林还没

３８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７９—４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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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

党；现在呢，几个月以前这里举行了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的检阅，党

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将近十六万张选票４２９；柏林选出的

六个议员中有五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柏林走在欧洲所有

大城市的前头，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

而且不仅是柏林，德国所有其他地方也都完成了同样的工业

革命。我有十六年不在德国了。４３０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亲身

体验过——从１８７８年起，这里由反社会党人法统治着，现在你们

已幸运地把它废除了。当这项法律还生效的时候，我一直避免到德

国来；我想使当局免除把我驱逐出境的麻烦，要知道，我一到德

国来就得立刻把我驱逐出境。（全场欢动，有人喊道：“确实是这

样！”）现在，在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已经看到，德国的经济状况

有了多大的转变。在上一代，德国是个农业国，三分之二的居民是

农村居民；现在它已是个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莱茵河两岸，从荷

兰边境到瑞士边境，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

烟囱。初看起来，仿佛这只是和资本家有关系的事。但是资本家在

发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

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

间的阶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谁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

党人。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在每一次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

的票数不可遏止地增长感到吃惊，他们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

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于

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

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

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我确信今后

４８４ 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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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最后让我高呼：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６日“前进报”第

２２６号附刊和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６日“工

人报”第４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并

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５８４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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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最真

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七十三岁生日的盛情祝贺。祝协会永久繁

荣，愿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第一次举起的老的红旗！

致真挚的敬礼

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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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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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社会主义者

大学生代表大会４３１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

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因为我有一些重要的和刻不容

缓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

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

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

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

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

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

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

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

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５日—４月１０日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８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大学

生”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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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序４３２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以外，它

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专门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

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

制造商同马克思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就意大利战争问题所进行的那场

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上述的福格特先生是被收买的波拿巴

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１８６０年他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

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４３３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描述西班牙１８７３年七

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已经出过单行本。４３４无政

府主义，这种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的顶峰早

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并花费

这样多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

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宣言”４３５涉及了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人们常常忽视的

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的判断，这个方

面却是不能忽视的。

对１８７４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４３６，正是在目前重又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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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

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

义者。４３７从１８８０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以来
４３８
，他们有一次曾对

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在１８８７年，在格雷维退休

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 费

里，这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

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

阶级４３９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

派议员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是掌

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召募来的，而他们的

军事领导人公社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大厦附近的

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面临着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

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

后来，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

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４４０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

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动方式给我们一个保证：

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

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动作，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

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

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

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

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

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

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１８４８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

９８４“‘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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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８７４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

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

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

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

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

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

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

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

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

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４４１，在１８７５年也出过单行

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①。关于俄国农

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

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我所引的马克思的一封信②被俄国社

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住在俄国

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长时

间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了

解得很不够；难道我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

三卷，又钻研旧俄国正在用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

思喜用的说法）的真正卷帙浩繁的文献吗？但是人们坚持要我重印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试图从对俄

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

０９４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序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０４—５０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９４—５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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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没有无条件地给俄国公社许诺伟大的

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

它现在已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月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４年在柏林出版的弗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

际 问 题 论 文 集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

际 问 题 论 文 集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

１９４“‘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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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一文前言４４２

为了便于了解下面这篇札记，这里提供几段历史资料。

１８７３年２月９日，国王亚马多对他的西班牙王冠厌倦了；他——

第一个罢工的国王——退位了。１２日宣布共和；接着在巴斯克地区

爆发又一次的卡洛斯派起义。

４月１０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它在６月初开会并在６月８日宣布成

立联邦共和国。１１日组成以皮－伊－马尔加耳为首的新内阁。同时

选出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委员会，但是极端的共和主义者即所谓的

不妥协派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就这样，当７月３日新宪法颁布的时

候，不妥协派发现，新宪法在把西班牙分裂为“若干独立的自治

州”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因此，不妥协派马上在各省举行起义，从

７月５日至１１日他们在塞维尔、哥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加迪

斯、亚尔科、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等地都取得了胜利，

并且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成立了独立的自治州政府。７月１８日，皮－

伊－马尔加耳辞职，萨耳梅朗上台，他立即派军队对付武装起义

者。武装起义者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抵抗，几天功夫就被打败了；７

月２６日，由于加迪斯的陷落，整个安达鲁西亚又恢复了政府的统

治权；差不多同时，木尔西亚和瓦伦西亚也被制服了；只有瓦伦

西亚在斗争中表现出一点坚毅精神。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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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只有卡塔黑纳坚持住了。这个连同舰队一起落入起义者手里

的西班牙最大的军港，从陆路方面也设了防，除了要塞围墙以外，

还有十三座独立的炮台，因此要攻下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政府避免

破坏自己舰队的停泊处，所以“拥有主权的卡塔黑纳自治州”一

直继续存在到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１日，最后，由于丝毫没有任何其他的出

路而投降了。

在整个这次可耻的起义中，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更为可

耻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是把这些所作所

为比较详细地描绘出来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训。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月初

载于１８９４年在柏林出版的弗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

际 问 题 论 文 集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

际 问 题 论 文 集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

３９４“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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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４４３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如果准确地说，彼 特卡乔夫先生不是

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为“布朗基

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特卡乔夫先生，按

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宣称自己在西欧面前同全体俄国流亡

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也为受到我的批评的巴

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辩护得如此激烈，仿佛我的批评是针对

他本人似的。４４４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

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

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４４５中得知，他

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

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

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

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

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

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

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

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

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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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俄国”

（载有弗 恩格斯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的跋）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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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

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

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

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

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

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

信）４４６

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

来说则已经解决。

盲目模仿赫尔岑的特卡乔夫，也把事情看得像赫尔岑那样简

单。虽然在１８７５年他已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

决，但是他说，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

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

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

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天之骄

子，那末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宣扬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

天之骄子；据说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

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我的批

评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

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 车尔

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

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

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７９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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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

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

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

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

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

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

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

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

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

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

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

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而在西方，个人已经习

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

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

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

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

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

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 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

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

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 我们看见，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带来

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

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５卷第

１６—１９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①１８８５年日内瓦版）
４４７

８９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① 在原文中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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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谈到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并在各户之间进行产品分配的

乌拉尔哥萨克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使用机器耕田的时候，

那末乌拉尔人到那时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

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１３１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

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

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塞尔

的农户公社［Ｇｅｈｏｆ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

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

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

它本身发展中的无法消除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

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

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

必要条件，那末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

的公社所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

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

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

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

的起点吗？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①里表述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那样：“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

９９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① 见本卷第５０４—５０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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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

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

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

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

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马

尔克、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

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

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

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

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说可以提出俄

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末原因不在

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

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

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

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

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

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

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

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

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

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

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

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１８６１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

００５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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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

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

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

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

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

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终止，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

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

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

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

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

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

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

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

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

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

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

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５０００

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

和不可理解，就像１８００—１８４０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 欧文为了

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

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

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

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

１０５“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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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

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

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

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

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

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

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

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

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

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

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

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

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

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

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

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

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

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

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

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

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

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

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

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

２０５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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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

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

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１日给普列汉诺夫译的

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

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

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

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

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

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

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４４８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

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

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

扩展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

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

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给农民的份地比以

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负支付赎金和更高捐税的负

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

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门，使

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销售市场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

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

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经济

３０５“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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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

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

沦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

典氏族解体的货币经济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

体了。①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

干预，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债务人，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

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

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

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

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

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１８７７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

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

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纸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

（ＶｅｓｔｎｉｋＪｅｖｒｏｐｙ）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

家②在“祖国纪事”（ＯｔｅｔｓｃｈｅｓｔｖｅｎｙｊａＺａｐｉｓｋｉ）上出来反对他。
４５０

马对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

编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

俄文于１８８６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ＶěｓｔｎｉｋＮａｒｏｄｎｏｊ

Ｖｏｌｉ）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
４５１
这封信同所有出

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

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

４０５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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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

急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第一

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评语

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损害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

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规模的黩武竞赛、国债竞赛、赋

税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

话，——那末，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

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

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预言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这

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

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资本论”德文第１版第１卷第７６３

页）４５２马克思接着说
４５３
过：“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

‘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

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

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

度尊敬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

基〉。４５４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

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

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

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

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

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

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

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

５０５“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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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

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

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①

接着马克思还揭穿他的批评者所犯的一些错误；涉及我们这

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

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

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

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

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

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

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１８７７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

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ｉｓｐｏｌｎｉｔｅｌｎｙｊ

ｋｏｍｉｔｅｔ）的政府
４５５
。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

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

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

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

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

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

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

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

６０５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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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１８９４年，情况怎样

呢？

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

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

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

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借助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

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

业革命化。一方面，甚至国内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

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

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

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

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

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

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

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

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

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比同

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

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末这一过程也许要慢

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末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

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是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

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

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

验。必然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而且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

７０５“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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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东西；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情况

那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

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

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

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

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

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

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们已看到，

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

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

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弄得沙

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

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

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

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

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维

持官僚，首先是维持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

是为了维持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

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国库的

全部赤字了；于是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

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

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

８０５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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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

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

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

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来设法人

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

国流通的不是黄金，而只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几种只征收黄金

的关税，顺便指出，这种征收办法使这几种关税的税额提高百分

之五十。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

口的顺差中得来；外国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期票，俄国政府

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用去换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

支付外债的利息而去借新的外债，那末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

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样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

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这样就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

内把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到最高点。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

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

基金或者下决心宣布国家破产。而这两种做法都将意味着俄国对

外政策的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

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

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吏们的专制

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不但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

为温和，而且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式的改变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

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

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

９０５“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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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

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１８８２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

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

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

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

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①、他们的宇宙的农村

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

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

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

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

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９４年在柏林出版的弗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

际 问 题 论 文 集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

际 问 题 论 文 集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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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
４５６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现在正在排印中，可望不迟于今

年９月问世。盼望已久的第三卷将完成整个著作的理论部分，到那

时，就只剩下最后一卷即第四卷了，第四卷将对剩余价值理论作

历史的批判性的概述。４５７第一卷表明，资本家怎样从工人那里榨取

剩余价值，第二卷则表明，这个最初包含在商品里的剩余价值怎

样实现为货币。可见前两卷所谈到的剩余价值，只是它在第一个占

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情形；然而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留在这

个第一个占有者的手里；随后它就以商业利润、企业主收入、利

息、地租等形式在各个有关方面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卷所阐

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而讲完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

分配，也就结束了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此外对它就没有更多的

东西好谈了。除了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第三卷还研究了商

业资本、生息资本、信贷和银行、地租和地产等问题，这些问题

连同前两卷研究过的题目，已把标题中所答应要做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概括无遗了。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９日左右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２日“前进报”

第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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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马克思的“
·
资
·
本
·
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正

如“前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①，将在今年秋天问世。大家知道，第

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

程”。第三卷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生产和流通

的单独过程在这里将不是各别地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们联系起来、

作为资本运动的统一的总过程的前提和普通环节来加以研究。既

然前两卷的每一卷都只是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个

方面，所以从内容来说，它们还需要补充，从形式来说，它们是

片面的和抽象的。下述情况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两卷对剩

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

本家手里的时间为限；只能一般地指出，这个第一个占有者根本

不一定是，或者哪怕在通常看来也不是它的最终的所有者。然而最

明显的是，而且甚至从社会的表面就可以看到，资本的一般运动

正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各有关方面之间，在商人、货币债权人、土

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分配。这样，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卷所揭示的

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卷。

对这一分配的各个规律分别进行了研究：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

关系；同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一平均利润率在经济发展过

２１５

① 见本卷第５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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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下降趋势；商业利润的划出；借贷资本的干预以及利润之

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在借贷资本基础上产生的信用系统及其

主要体现者银行和像交易所这样的投机中心，超额利润的产生以

及这一超额利润在一定场合下转化为地租；带来这种地租的地产；

作为结果——新创造出的价值在三种所得形态即工资、利润（包

括利息）和地租之间的总分配；最后，这三种所得形态的所得者：

工人、资本家、地主——现代社会的阶级。可惜，这最后一部分——

阶级，马克思没有完成。

这个对全部内容的简要概述足以说明，同研究对象有关而在

前两卷中必然得不到解决的全部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９日左右

载于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新时代”杂志

第１卷第１６期和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６日“工

人报”第８号

署名：弗 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３１５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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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４５８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

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他们既没有消

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子改组国民生

产。他们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

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

够，他们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

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

——就处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古老的压迫形式，它们不

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代遗留下来的（ｍｅｚｚａｄｒｉａ

〔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口所排挤）；另一方面

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

引用马克思的话：“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各国一样，不仅苦于资

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展。除了各种

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

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

种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

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４５９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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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

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去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

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

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真正

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

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

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多半是未来的无产者，

然而目前还不是无产者。只有这个天天面临着经济破产的威胁并

且现在已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

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

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

者。

如果胜利是通过或多或少的和平方式取得的，那就只能是内

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改宗的”共和主义者４６０将会掌握政权；

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１８４８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

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

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①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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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

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

５１５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①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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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

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

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

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因此

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

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

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

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

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

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

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改

宗的”共和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利显著扩

大的活动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ａｍｍｏｎｉｚｉｏｎｅ〔警

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予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

尼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自由和活动场所

更加扩大，至少在其一时期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

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

治形式。４６２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

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ａｍｂｉｅｎｔｅ〔环境〕。假如我们站在

一旁，假如我们对各《ａｆｆｉｎｉ》〔“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

评，那末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

６１５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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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可能会到来，而谁知道，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不言而喻，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

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认为出动的

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

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

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声明，还是他们的阴谋，都不应该打动我们。

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任何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那末，我们同

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

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而

且连一声号令也用不着，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

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

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联合，但是和他们截

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

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达到的阶

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

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

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

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突进的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置

——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
·
这
·
是
·
最
·
大
·
的
·
危
·
险。在１８４８年二月革

命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

易 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位置的错误４６３。作为政府中的

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多数派对

工人阶级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同时，这些

７１５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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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加入政府就完全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

革命活动。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

来，而且是颇为踌躇的。至于一般的策略，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确信

到它的正确性；它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

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是另一回事；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

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６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９４年２月１日

“社会评论”杂志第３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意大利文译本校对过

８１５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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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１８９４年３月１８日于伦敦

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３月１８日的既将来临而干杯，这个日子

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

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５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８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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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４６４

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党代表大会，可惜，我

不能应邀参加。我谨向到会的代表们表示我最真挚和最热烈的祝

愿，祝你们工作顺利。

今年，党代表大会要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奥地利，问

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

过机械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连发枪射得更远、打得更准的

武器。统治阶级——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千方

百计地反对把这种武器交给工人。斗争将是长期的和激烈的。但

是，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

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

成就的品质，那末，最后胜利保证是属于他们的。历史的必然性，

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全在他们一边起作用。虽然普遍和

平等的选举权不可能一下子就争到手，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

为奥地利帝国议会中未来的无产阶级代表高呼“万岁！”了。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４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

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

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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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４６５

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５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要我参加党代表大会的盛情邀请，我是在５月８日接到的。

很抱歉，由于临时有点不舒服，使我不能立即作复，因此只能在

今天事后向你们表示感谢并祝你们的工作取得最好的成功。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匈牙利最近一个时期的运动①。

在匈牙利，也像在其他各地一样，资本日益控制整个国民生产。它

不仅创建新的工业，而且使农业也屈服于它，它推翻农业的古老

方法，使独立的农民沦于破产，把农村居民分裂成为一方面是大

土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掮客，另一方面是大批贫苦的农村无产者。

资本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革命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

久前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看到了。４６６这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不

定什么时候也得要经受的。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痛

苦，但是也只有它才能产生使新社会制度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

１２５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个运动证明了，资本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到处控制国

民生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而在东欧，农业是无比重要的

部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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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建设这种新的更好的社会的男女。

致真挚的敬礼

弗 恩格斯

载于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８日“工人新闻”第２０

号，并译成匈牙利文载于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８

日“人民言论”第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新闻”，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２２５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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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４６７

写于１８９４年６月１９和７月１６日

之间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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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

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

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教罗马征服或驱散

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

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

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

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

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

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

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

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

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

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 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

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

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

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４６８，那是

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

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

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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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

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

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

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

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①；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

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 瑞日卡所领导的捷

克塔博尔派４７０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

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斯消失，到１８３０年后又再现于

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

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 勒南说：“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

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

６２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①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

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

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

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

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

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

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

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

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

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

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４６９止，情况一

直都是这样。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都是这样或差不多这

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

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

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

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

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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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

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４７１的法国文学

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倒是想看看有

没有一位过去国际的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

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

不绽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

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ｌｅｓｃｏｔ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ｒｅｎｔｒｅｎｔｐａｓ——捐

款不来！好多六十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

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可讲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

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

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特的

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

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

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持另外的看法。相反，对他们的迷信，

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

笑得少一些，从他那平易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

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一个生于

赫勒斯滂的帕里城、自称为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一生的历

史。这位佩雷格林年轻的时候是在阿尔明尼亚以通奸开始其冒险

活动的，他在犯罪地点当场被拿获，将按当地习俗被处私刑。侥幸

逃脱之后，又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而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４７２：“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

７２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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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奇妙的教义。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以

致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

——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

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

（主教）…… 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捉

了起来，投进监狱…… 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

禁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

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顾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

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一些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

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

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甚至有基督教

会的使者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

些人，只要事情关系到他们的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

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在

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以致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

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自以为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

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牺牲自己。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

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位被钉十字架的

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

轻视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

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手来到他们当中，很

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

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

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给他以保护，保证

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

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

出了他们的教会。”４７３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

８２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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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大约从１８４０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

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４７４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一个魁梧健

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

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他就死了。接着来

的是他的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 库

尔曼“博士”，他赴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

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

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 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

尔曼给他们做过讲演，这些讲演于１８４５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

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

古斯特 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曾表达出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

使我们的时代深切感到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

现了。这就是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 康尔曼博士。他发表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

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４７５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

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

的故做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亚

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

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

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

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

装腔做势能手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

圣贤，ｉｄｅｓｔ〔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现在

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

９２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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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

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

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

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

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

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

能的了，但在运动正在争夺新地盘的边远地方，像这样的小号的

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如果说，各国工人政党

里都要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

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

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４７６的传教士、

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

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

诚实的骗子——，那末，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

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

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

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没

有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会不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会找不到热

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

无论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或是最初的基督徒，对于一

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

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

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０３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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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

的唯一科学基础——曾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杜宾根学派４７７，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 弗 施特劳

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

能做的最高限度。它承认，所有四篇福音书都不是目击者的传述，

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

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

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

“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

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

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

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

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杜宾根学派从新

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摈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

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 鲍威尔４７８。他的巨

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

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

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

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谓基督教

１３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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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

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

鲁诺 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

“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

斯多葛派４７９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

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

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 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

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

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

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

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

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

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

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

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

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 奥里略的时代

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

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

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

人物。在鲍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

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如果说杜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

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

的问题的最高极限，那末，布鲁诺 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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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

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

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

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时间的判定可以精确到

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６７年６月和６８年１月或４月之间写出的；所

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

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徒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

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

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谓的约翰启示录；而且

因为本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这一篇，现在已由

于德国的批判而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

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

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激动不安。我们这篇

“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１６４年

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

莫迪安写“护教歌”４８０时的纪元２５０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

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十五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

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即使在专家圈子之外也是最

为大家所熟悉的，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而

尤甚得多的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一堆由各种不同民

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

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明白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

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４８１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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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占居着首要地位。早期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

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

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来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

基督教诺斯替教派４８２曾在基督纪元二世纪时热心地从事于炼金

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

乌斯时伙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

马４８３——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

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一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读者是应

该的。它们（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

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４８４）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大都比这

些作品的假想作者晚得多——写的，而且它们所预言的也主要都

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

者，在１６４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

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

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预言的

效验的办法，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

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假如约翰启示录果真是它那假想的作者所

作，那它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的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极其尊重

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

这就是那位历史存在虽不完全可信但或然性仍很大的使徒约翰。

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那末这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将最

有力地证实，此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早期基督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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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

或三篇使徒书绝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

祭司长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

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

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４８５所

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不知道有而

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

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

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

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

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

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

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

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

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

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

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

前赎了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

宗敢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

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

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

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

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这样一

来，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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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

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

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恢复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

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

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这一篇里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篇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

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把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称做别的什么，

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

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谈到别迦摩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

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

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

的人；固然他们的犹太教对先前的犹太教而言是发展的新阶段，但

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

前出现的时候，先是１４４０００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１２０００人，随

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

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６９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

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这一点，

还很少意识到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

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

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

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

６３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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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

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

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们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

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做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

己之间做斗争，这既是最早的基督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

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

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

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

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

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

斗争。在早期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

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

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

有谨守１８４８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

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

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

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

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

划清界限，并且起码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

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

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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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

最初的基督徒也是分裂成无数的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

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

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

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

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别迦摩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每拿和

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

会的人，别迦摩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

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不是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

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

无所知，只是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说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和行

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

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

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１８６９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４８６一书中

（第３０３—３０５、３６７—３７０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

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使徒书出发

来解释这些书信；而使徒行传和使徒书至少就其今本来说是比启

示录起码要迟六十年才写成的著作，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

事实资料不仅是极可怀疑的，而且是彼此完全互相矛盾的。而有决

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点：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

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

派），对别迦摩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

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

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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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

——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

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

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

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

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

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

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

四节里谈到天上的１４４０００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

属于早期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

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

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

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

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

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

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

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

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多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

也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

动中情况也是这样。三十年代圣西门派的《ｒé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

ｃｈａｉｒ》〔“肉体复权”〕——德文译作《ＷｉｅｄｅｒｅｉｎｓｅｔｚｕｎｇｄｅｓＦｌｅｉｓ

９３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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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ｓ》——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①曾引起何等令人

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不论在柏林或

在自己的庄园里，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

人君子再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还不止这样的话，不知道

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

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从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

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

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置之一笑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

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

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做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

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把它们写得同样好。

０４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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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

给６９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

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

我们才进入早期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

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之中

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

像美国南部蓄奴各州的ｍｅａｎ 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

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

和特别是未被释放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

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

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

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

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

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被

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

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

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

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亲属部落的城

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

１４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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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

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

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

除失去独立和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

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货给他们，为的

是让他们能够缴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以自然

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

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

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

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

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

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

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

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

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同样，死后的灵

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

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

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则宁可把

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可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

彼岸世界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

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而事实上只是

靠着对彼岸世界里的报偿的希望，斯多葛—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

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

德原则之一。

２４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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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天堂乐园绝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

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残酷斗

争才获得与打开的。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是很

快就要到来的。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

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

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

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

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

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

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

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出，至少是部分写出的以诺

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

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

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

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那种虚假的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像中

也没有像他描写的那样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

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

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

３４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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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

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

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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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

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

宗教”，什么“要爱你的仇敌，要给恨你们的人祝福”等等；这里宣讲

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

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

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

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

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 ，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

仍将顽固不化。这是这样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正

在进行斗争，而 à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ｃｏｍｍｅàｌａｇｕｅｒｒｅ〔打仗就应当像个打

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的天使，每

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

使吹号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

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

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

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

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

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

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

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

４４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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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

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

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

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关闭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之中，基督和死去

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一千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

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

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

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

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

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

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

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

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教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

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

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可怕的审

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

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

殉道者——是幸福快乐的。

就这一预言对当时事件的关系而给它做出解释，要归功于德

国的批判，特别是艾瓦德、吕克和斐迪南 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

也为斐神学界所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座落在七

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

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５４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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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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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的时候不会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

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作王，但已经医好了，而且将要回来，以作为

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

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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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章第７—１８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

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

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

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那末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第三

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

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

还在。加尔巴作王是从６８年６月９日至６９年１月１５日。但紧随他登极

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暴动起来，而在其他

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

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

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６９年

６４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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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５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

呢？６６６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

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三百年开始，希伯来

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ａ＝１；ｂ＝２；ｇ＝３；ｄ＝４等等。喀巴拉占卜

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说法从这个总和

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

此名字的人做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来表示密

语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ｇｅｍａｔｒｉａｈ——几何学；专

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

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

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６６６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

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岛斯在二世纪末在６６６这个数字之

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６１６，它至少出现在许多人还知道这个数字

之谜的时候。４８７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

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 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

字的根据是       （尼禄凯撒），即有犹太圣法经传和巴

尔米拉铭文为证的希腊字ＮêｒｏｎＫａｉｓａｒ（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

写法，——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ｎ

（ｎｕｍ）＝５０；ｒ（ｒｅｓｃｈ）＝２００；ｗ（ｗａｗ）代替ｏ＝６；ｎ（ｎｕｎ）

＝５０；ｋ（ｋｏｐｈ）＝１００；ｓ（ｓａｍｅｃｈ）＝６０；ｒ（ｒｅｓｃｈ）＝２００；合

计＝６６６。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ＮｅｒｏＣａｅｓａｒ做根据，那末去

掉第二个ｎｕｎ＝５０，我们就得出６６６－５０＝６１６，即伊里奈岛斯的那

７４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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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都为突然的动乱所笼

罩。加尔巴自己就曾带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到罗马来打倒尼

禄。尼禄逃跑了，并叫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

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

新的王位僭望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

之祸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

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

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转来，好进行新的、

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尤其被这些消息所吓倒。而

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

的归附者盘踞在佩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特诺斯（现

在的特尔米亚）岛上，直到他——还在奥托时代——被杀死。这样，

在尼禄对之进行了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开一种看

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再来，认为他的回转以及必然

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

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

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信其来临可使殉道者欣然就死的千年王

国“很快”就要到来，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

表明，６６６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岛斯固

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做很多其他活到三世纪末的人一

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要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

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做荒诞的解释；

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 阿尔勃莱希

８４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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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１８３６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可怕的审

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可怕的审判没有

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虔诚的启示录解释者自己的头

上。因为正是在１８３６年，斐 贝纳里给６６６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

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ｇｅｍａｔｒｉａｈ〔几何

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做最表面的描写。

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

的，每边长１２０００斯达第＝２２２７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５００

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

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

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水的河从城中穿过，河

两岸长着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

万民”（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

者”４８８第５４２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６８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

亚细亚就是这样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

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

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

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

规矩：ｐａｒｃｅ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ａｃｄｅｂｅｌｌａｒｅｓｕｐｅｒｂｏｓ〔宽恕降服者，制服

傲慢者〕。因此，在可怕的审判日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

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

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

由于误解以赛亚书中的富有诗意的一处（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

９４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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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神的七灵”也同样是从神产生出来的——虽然地位较低。他

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

做了赎罪的牺牲，为此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他这种自

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他的特殊功勋，而不是被当作其内

在本质必然产生出的一种东西。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

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

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做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４８９便已开其

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有

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流放４９０以后——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

人们的想像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它用自身有异的、神秘

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

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

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

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九世纪时才完全消失

（“摩里亚半岛史”４９１第１册第２２７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和

它的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

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

些最初的战斗的教会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

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临近的基督再临

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

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

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还完全不知道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

人。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

０５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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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１４４０００个犹太信

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

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并且用羔羊的血把它

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

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

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

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

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

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

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不知道。如

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

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

ｄｅｉｐｎêｓｏ——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Ｉ

ｓｈａｌｌｓｕｐｗｉｔｈｈｉｍ。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

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６８年或６９年

——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

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

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

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

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

１５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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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 鲍

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①，或者最多也只是旧有无名作家的

著述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

他立场偏颇的历史学者才加以否认。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

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

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

教对于四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

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代因

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４９２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

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

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

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

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

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

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

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

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

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

界宗教。

２５５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①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

连杜宾根学派还承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鲁诺 鲍威尔通过

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以下与德文版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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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

工人组织４９３

亲爱的同志们：①

我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通知英国的工

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

将于８月２９日和随后的几天在马德里举行，英国的朋友们如能按信

末所附地址寄来几句贺词（用西班牙文或法文），则不胜感谢。

因为１８９３年在拜尔法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４９４通过了要求

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的决议，从而加入了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们的机关——议会委员会——也

列入寄发本邀请信的名单之中②。

本邀请信寄给：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

费边社，

３５５

①

② 在手稿中，这一段放在方括弧内；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这一段被删掉

了。——编者注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不是“亲爱的同志们：”，而是“亲爱的先生”。——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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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４９５。

尊敬你们的 弗 恩格斯

贺词请寄：马德里，艾尔南 科尔特斯街８号，帕布洛 伊格列西

亚斯

写于１８９４年８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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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

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校对过

４５５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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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
（给卡 德拉瓦勒的信）４９６

９月６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公民：①

……但是，既然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我就在

此一并向你们致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而进行的

工作取得成就。

意大利社会党人正在遭到前所未闻的非常法４９７的迫害，毫无

疑问，非常法还将使他们受好几年的奇灾大难。这有什么！别人也

曾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曾饱喝无产者

的鲜血，可是结果是：在法国议会中有了五十名社会党议员。

在德国，俾斯麦曾在整整十二年中把社会党人置于法律之外，

但是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他们把俾斯麦赶下了台，现在他们是

帝国中最强大的政党。

５５５

① 手稿中在称呼语之后有一段话在发表时略去了：“您８月３０日的来信寄到伦敦

时恰好我不在那里，信是给我转到这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迟迟未复的原因，

我为此深感遗憾。我感谢您个人和您所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对我的盛情邀

请。可是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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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德国工人所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工人也同样能做到。梯

也尔、麦克马洪和俾斯麦所未能得到的东西，姓克里斯比的也是得

不到的。胜利属于你们！①

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２—２３

日“阶级斗争”周报第３８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阶级斗争”周报，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６５５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① 在手稿中不是“属于你们！”，而是“属于我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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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
４９８

向你们的报纸——西西里岛工人的机关报致敬，祝它长寿，向

你们正在改组的党致敬。①。

大自然把西西里岛创造成为人间天堂。而这就足以使分为对

立阶级的人类社会把它变成了地狱。

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了经营大地产和大矿场而赏给了西西里岛

一个奴隶制。

中世纪以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

现在的时代宣称它已消灭这些桎梏，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这

些桎梏的形式。它不仅保存了旧的赋役，而且还加上一种新的剥削

形式，所有剥削形式中最残酷、最无情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的

剥削。

西西里岛的古代②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曾经歌颂了他

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

的、富有诗意的幻想。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现代诗人，敢于歌颂今

天西西里岛“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岛的农

民能够在哪怕是罗马对分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

７５５

①

② 在手稿中不是“古代”，而是“古希腊”。——编者注

在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向刚刚重新出版的西西里岛工人机关报致敬并

祝它长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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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难道他们不会感到幸福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

果：自由人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

但愿他们不要丧失勇气。一个更好的新社会的曙光正在开始

照亮各国被压迫阶级。而各地的被压迫群众都在团结自己的队伍，

他们不顾边界的限制，不顾语言的差别，到处在相互达成协议。国

际无产阶级大军正在形成，——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将使它获得胜

利！

弗 恩格斯

（伦敦）

写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６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９５年６月３０日

“解放”周报和１８９５年８月１６日“社会

评论”杂志第１６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８５５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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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４９９

当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

时，我们的责任，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的责任，就是要

设法给它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临

着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广为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

们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责备意大利社会党人说，他们故意装成一副好像

在①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具来掩盖完

全是另一种的政策，一种宣传“阶级斗争”（它“会使我们回到中世

纪”）和旨在建立其目的是“夺取政权”的政党的政策；而其他国家

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则不过问政治，不攻击现存的

政体”；总之，他们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完全没有恶意的、善良

的小伙子！

如果说这里是在嘲弄谁的话，那末正是嘲弄意大利的公众。要

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于

向它奉献这样的蠢话。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

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

９５５

① 在手稿中此处补充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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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那末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

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和我在１８４８年发表

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

瑞士①、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在这些党中，没有一

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这正像其他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

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

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

实。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

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

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而在那时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

族②，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

而且，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③在十二年非常法期间所

经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

斯比。④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于伦敦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

日“社会评论”杂志第２１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０６５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①

②

③

④ 在手稿中，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

比。”——编者注

在手稿中不是“德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编者注

在手稿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没有。——编者注

在手稿中“瑞士”一词没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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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马尔同志１０月２５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

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

会党人代表大会５００的决议，说它们“得到了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

直接赞同”。据“前进报”１１月１０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

这种说法。５０１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

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

根据我的记忆，关于南特纲领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封

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①的询问而写的，它的

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

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

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

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

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

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

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

即在社会党人范围内，我们的法国朋友在想要不仅永远保存小农

１６５

① 大概是保 拉法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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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者，而且永远保存剥削别人劳动的小佃农方面将是孤立的。

因此，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

好是同福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

但是，既然我已被牵连进来，那末，看来除了把我的观点说得

更明确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载一

篇不长的文章，说明和论证我的观点①。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２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前进报”第

２６８号和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社会民主

党人”第４３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２６５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① 见本卷第５６３—５８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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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农民问题
５０２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和２２日之间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杂志

第１卷第１０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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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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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

出了农民问题，感到非常惊奇。其实，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

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

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

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

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

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

“驱逐”①，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

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

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

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

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

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

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

成ｐａｒｔａｇｅｕｘ，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

而贪婪的市民。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

５６５

① 德文原文是ｗｉｒｄ《ｇｅｌｅｇｔ》。Ｂａｕｅｒｎｌｅｇｅｎ〔驱逐农民〕是德国历史上放逐、剥夺

农民的叫法。（弗 伊 列宁在他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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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

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

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

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东西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

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

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场，

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

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

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

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们是为自己利益奋斗

的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已成长起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

政党。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更加广阔而

深刻了，它们已变成了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

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议会里

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

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

村中的力量。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

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

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

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们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

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

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６６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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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

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着统治地位的是

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

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占优势

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

的。在巴伐利亚的某些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

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

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

式的混合，其比例按地区而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

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

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

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像的低微工资，以

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

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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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

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

的，并且一般说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

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

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

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

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

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

也如小手工业者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

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所以，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

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罕

有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属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

祖先是有三方面不同的。第一，法国革命已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

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

岸，给他保证了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

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

用古老公社土地的权利。公社的土地一部分被他过去的封建主，一

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用欺诈手段从他

手中掠夺去了，从而现代的小农便丧失了不购买饲料而喂养耕畜

的可能。而在经济方面，丧失公社土地使用权的意义，要比废除封

建地租重大得多；无法喂养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起来。第

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

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他们所获得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

８６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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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他的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

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作

为交换物的生产品或作为互助的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

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

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

种情况结束了。而如果说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那末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

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

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愈来愈沉重，——一句话，我们

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

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

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

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

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

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

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与这种

成见作斗争呢？在不改变自己原来立场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

的小农提出些什么建议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

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予以重视，因为它

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１８９２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５０３

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

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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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

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

——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

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其款项用对大地

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佃农也在内）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

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

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５０００法郎的土地，废

除在土地转手时征的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

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ｍéｔａｙｅｒｓ）补偿他们所

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Ｃｏｄｅ

ｃｏｖｉｌ〔民法典〕第二一○二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

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

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时了的总

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

免费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

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

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正在明显地按照爱尔

兰的样式建立起来。农民合作社在莱茵河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

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

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

可实现的。我们说这一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决不是要责

难它，——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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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越吃胃口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

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觉到这

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怎么可以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

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

的基本原则呢？为了预防这种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

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

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

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

以及今年９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是这样开始的：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

由；

鉴于如果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

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末，——至少

在现代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

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

（ｅｓｔｆａｔａｌ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ｅｌé àｄｉｓｐａｒａ ｔｒｅ），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

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

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

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游

手好闲的私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大地

产，那末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

的小济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

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ｍéｔａｙｅｒｓ）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

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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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

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

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土地纲

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

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绪论”。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

提这一论点之后，应该添上一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

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

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

排除着；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

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所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

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

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

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

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

存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个人占有本来就被工业的进步

所排除着，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

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

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末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

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

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

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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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

的大城市中甚至已全然绝迹，起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

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

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

院子、他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

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获得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

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二一○二条

删掉，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

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

他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

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

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

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

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现代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

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

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

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说得如此笼统的后面这

点，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

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

点立刻就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误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

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

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满身债务的私有者变成没有

债务的私有者。自然，社会主义是要设法使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

消失的，但不是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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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事情已弄到在纲领的绪论部分竟率直地宣称，仿

佛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

的大土地占有者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宣布社会主义的职责是在于实现一件在前一段

中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绪论委托社会主义“保护”农民的小

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断言这一所有制“不可避免地注定

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这不是资本

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简单工具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者的侵害，我

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所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小农的所有权。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ｍéｔａｙｅｒｓ）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

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

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站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去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

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保护那些有时“剥削短工”——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呀！——的法国

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

被迫出此一途！

既已踏上了斜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如果德

国的大农和中农来见法国社会党人，请求他们在德国党的执行委

员会面前张罗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方面

加以保护，借口是说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收税吏、粮食投机商和

牲口贩子方面的“剥削”，——那末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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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

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输入事项转交国家管理的建议）也派到他们那

里去，借口说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

“剥削”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并不像别人可能觉得的那

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

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的甜菜产区一

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甜

菜：他们得向一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得

购买一定的种子，使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他们在

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是很熟悉的。

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

直率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一段以它现在这种极为笼统的提法，不仅

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

这一草率的措词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被用来做出不合它的起草者们

本意的解释，那末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歪曲的解释。按照这一结束

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

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

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

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

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

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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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

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

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同样没

有人们可能想像的那种坏意思；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只是

没有考虑到罢了；但是可惜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上了当；要是

有人在字眼上挑他们的毛病，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的补充。它们也像绪

论一样措词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取得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

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

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给小农支配。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

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

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３０００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

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许多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这一类的

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

而且只是证明，它的真正意义被理解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

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９０００万英镑。其中有１３５０万至１４００

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７６００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

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

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

量克扣——毫不显眼，但总合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

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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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假定说，所有这９０００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１２０英镑（３０００法

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

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１８６５—１８７６年是２４０００万英

镑。假定现在每年是３亿英镑；９０００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

便会吞没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

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作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

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

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

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大概自己也意识到，农民必得长久地等待这

种税收改革，因此“暂且”（ｅｎ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向他们提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

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

大的农田；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有利的。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做的限制除

外。”

这听起来是颇得人心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

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

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给每个农民一年之内用一天以上的时间去

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

７７５法德农民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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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

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末高

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

的法律制裁的。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

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在特别需要贷款时难于获得贷款。

“公费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还

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应召预备役士兵在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

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减低肥料、农业机器和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

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

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绪论的后面，新土地纲领

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希望怎

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

的说法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的。

８７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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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

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接近

农民时，杠杆没有使对。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

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只有凭借

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

诺寻找根据，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诊断。如

果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

的（许诺维护一种自己宣布为注定要灭亡的事物）；个别的措施或

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共同要

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最后，或者对于小农只有很小

的意义；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本身便改正了错误的引言，并

把绪论中那些表面上令人生畏的响亮词句化为事实上极其无伤大

体的措施。

老实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的教育和隔绝的生

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支持的偏见

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诺言，才能

立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

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

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

９７５法德农民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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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变成自由的私有者，而对于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私有者

即解除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不可避免地

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就没有解放农民，而只是

把他们灭亡的时间延缓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要求我

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

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

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他们

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经济

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

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会

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

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

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末他们未必会犯南

特的错误。

那末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

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

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

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

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

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

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

０８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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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

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他们的国家里实际上只

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得几乎完

全是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就已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一个村庄或教

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

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

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

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

现：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

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

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

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

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可能性去从

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在这两种情况

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

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

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

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实

现这一点，那将决定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

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

银行接受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

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

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

１８５法德农民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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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

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

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

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

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

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

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

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

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

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

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

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

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谁也搞不清楚到何处为止算是诚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

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

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

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

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

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

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

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

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

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

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

２８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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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

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

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

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

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

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

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

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

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

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

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

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

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

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

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

然而，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

起草者们在实质上是跟我抱有同样观点的。他们甚有见识，决不会

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是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的。他们自

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法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

理事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个报

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１０月１８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５０４

南特纲领在措词上的矛盾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

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了解，他们的言论被

３８５法德农民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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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

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

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继承人分

家，同时还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

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一系列过渡阶

段。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在利益和观点上是

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他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

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但是，在中农和大农占优

势而农业经营又到处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

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

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

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

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

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

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

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希望把自己的

地位永久保存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他们会看到就在那

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生产方式必然灭亡

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要准备在将来分享其他一切工

人将有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更关心得多

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

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是决不能给的。要是这样，

４８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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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只有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

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下

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海外廉价的粮

食生产，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

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

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

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

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

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

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要不

然的话，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去听天由命，而去同那些一定会对我

们表示同情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

绝实行强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

脑袋也学到乖的。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

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阶级，因而我们的任

务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

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

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

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

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

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

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

５８５法德农民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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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

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在什么条

件下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

何，资本主义农场之转变为公有农场在这里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并且可以马上实行，比方说，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施杜姆先生的

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

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许会

使某些大农看到这些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

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

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是时间问

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

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

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

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

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愈来愈欠债，愈来愈贫穷，靠国家

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愈来愈拚命抓紧自己的统

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

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

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

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

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

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

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握有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

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握有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酿酒

６８５ 法 德 农 民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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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握有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

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

后者都未握有整个的王国。他们都是散布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在

争取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斗争中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

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优越地位正日益丧失其

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

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

是不可抑止地日益扩大；只是法律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

奴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制地剥削农业工人的可能性，才把正要

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

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

争，——那末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

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

像个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

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

底革命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

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

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

战的场所，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

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

的扩展，那末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

级接近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

来。

７８５法德农民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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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
５０５

“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

报道，其中写道，看来，第四卷即讲述理论历史的那一卷的出版

工作将不得不放弃，因为

“除了一些简短的札记，找不到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最后一卷的任何草

稿”。

我们希望，“前进报”在这方面是犯了某种程度的错误。至少，

弗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有点希望

的消息。根据这个消息可以知道，有一部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写的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计有四开本１４７２页；这部手稿的第２２０—９７２

页就是“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部分写道：“这一

部分手稿，包含政治经济学核心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性

的历史…… 我为自己保留了下述权利：把这部手稿的批判部分

当作‘资本论’第四卷来发表，而且将在这一卷里略去第二卷和

第三卷已经交代清楚的许多东西。”５０６

写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

代”杂志第１卷第９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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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６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协会的真诚的谢意，感谢它对我的生日的友好

祝贺。我希望，四年前已经纪念过成立五十周年的协会能像我这样

活到七十四岁，并且到那时候它仍旧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能

够再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

致真挚的敬礼

您的 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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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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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

奥地利工人的贺信５０７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

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①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

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

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

会。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

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

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

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

“工人报”第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０９５

① 在给维 阿德勒的信中，这句话前面还有以下一句话：“请你向奥地利工人转

达我对他们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贺。”在报上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

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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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５０８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

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

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

“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

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

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

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

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

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

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

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

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

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

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

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

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

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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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

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

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

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

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

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

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

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

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

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

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

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的秋

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

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

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

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

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

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１８５０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

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

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

出的结论，即：正是１８４７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

革命；从１８４８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３５０年达

２９５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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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

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１８５０年汉堡出版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１月号、２月号和３月号），还存有期待不

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１８５０

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５—１０月），就

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

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

可避免的。”５０９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

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

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

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

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 波拿巴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举

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１８４８年２月起直至这次暂

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１８８５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３版５１０）。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

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

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

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

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

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

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

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

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

３９５“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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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

间的关系。“５１１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

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

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

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

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

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

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

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

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

克森森林５１２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

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

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

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

在１７８９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

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在巴黎所宣

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

１７８９—１８３０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

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

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６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

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

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

４９５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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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

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

最终胜利。

在１８４９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国

外〕①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

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

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

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１８５０

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

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

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

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

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

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

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

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

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

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

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

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

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

５９５“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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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

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

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

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

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

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

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

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

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

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

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

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

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

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

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

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

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

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１８４８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

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

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

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

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

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

６９５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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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

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

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

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

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

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

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

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

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

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

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在第

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１８４８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发展，到１８５０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

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

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

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

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

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

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

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

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１８４８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

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

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

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１８４８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

７９５“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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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

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

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

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

在１８４８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

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１８４８年还难以

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

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

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

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

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

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

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

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

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

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

１８４８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

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５１３，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

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

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

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

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

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 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

日，路易 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的内部安

８９５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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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

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１８５１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

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

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

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

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５１４，千

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

样的政策；在１８６６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

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

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

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

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

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

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

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掘墓人，

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继承

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

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

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

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

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

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

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

９９５“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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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

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

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

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

使公社精力疲惫。１８７１年的轻易胜利，也和１８４８年的突然袭击一

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

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

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人数达数百万之

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

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

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

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

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

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

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

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

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

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１８７１年５

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

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５１５，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

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

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１８６６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

００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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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

选票在１８７１年为１０２０００，１８７４年为３５２０００，１８７７年为４９３０００。接

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

击败了，所得选票在１８８１年降到了３１２０００。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

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

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１８８４年为

５５００００票，１８８７年为７６３０００票，１８９０年为１４２７０００票。这时，国

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

的选票增到了１７８７０００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

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

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

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

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

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

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

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

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

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

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

的５１６，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

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

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

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

１０６“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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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

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

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

件事情，把奥古斯特 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

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

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

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éｄｅｍｏｙｅｎｄｅ

ｄｕｐｅｒｉｅｑｕｉｌａéｔéｊｕｓｑｕｉｃｉｅ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ｄé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由

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５１７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

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

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

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

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

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

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

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

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

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

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

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

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

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

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

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

２０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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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

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

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

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

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

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

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

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

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

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

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

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

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

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

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

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

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

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

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

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

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

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

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

３０６“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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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

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

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

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

的街垒战，——如１８４８年６月在巴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在维也纳，１８４９

年５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

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

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１８４８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１８３０

年７月和１８４８年２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

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

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

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

反对起义的地方，如１８４８年６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

的。１８４８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３月１８日夜

间和１９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

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

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

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

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

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

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

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

４０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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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①

在１８４９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

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

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

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

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

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

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

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

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１８４８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

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

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

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

在１８４８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

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

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

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

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

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

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

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

５０６“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

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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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１８４８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

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

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

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１８４８年以前，

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

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

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

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１８４８年以后新建的街区

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

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

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

这只是说，自从１８４８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

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

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

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

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

革命期间以及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和１０月３１日在巴黎５１８那样，自然是会

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①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

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

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

６０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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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

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

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①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

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５１９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

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

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

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

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

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②。最

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

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

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

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

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

去了③。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

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

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

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

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

７０６“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②

③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

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

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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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

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

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

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

争得了选举权５２０，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

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

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

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

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①，即年轻的尼

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

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

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

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

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１７５５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

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５２１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

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

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

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

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２００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

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

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

８０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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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

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

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

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

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

在就已能指望拥有２２５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

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

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

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

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

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只有

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

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

模冲突，像１８７１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

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

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

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②就

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

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

９０６“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

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

决”。——编者注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

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

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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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

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 巴罗一起绝望地

高叫：ｌａｌéｇａｌｉｔéｎｏｕｓｔｕｅ——合法性害死我们５２２，可是我们在这种

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

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

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

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

们引起了１８６６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

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

土吗？５２３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

在那里埋怨变革！ＱｕｉｓｔｕｌｅｒｉｔＧｒａｃｃｈｏｓｄ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ｑｕｅｒｅｎｔｅｓ？

〔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①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

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

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

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

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

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

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

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

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

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ｒｅｇｉ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ｓ

０１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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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ｒｅｍａｌｅｘ！〔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

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

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

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

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１８６６

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

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

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

们。①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

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

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

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

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

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

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

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

——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

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

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

１１６“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

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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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

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

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

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

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

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

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

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

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

在公元３０３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

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

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

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 恩格斯

１８９５年３月６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杂志第

２卷第２７和２８期，并载于１８９５年在柏林出

版的卡尔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

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１８９５年版条

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２１６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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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１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这次我不能参加你们的三月节日活动了。由于疾病又

一次发作，虽说不严重，可是治疗要求绝对安静，所以我又要被困

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了。我希望，你们的节日活动不至于因我缺席而

减色。

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 弗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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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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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
５２４

我衷心感谢执行委员会的盛情邀请，然而我无法赴邀，因为给

我治病的医生坚决反对我此刻接受任何邀请。鉴于入场券可能对

别人还有用，因此我不揣冒昧，将它随信奉还。

写于１８９５年４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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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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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２年４月１日弗 恩格斯对

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５２５

……最反对接见记者的恩格斯先生同意为我们破一次例，同我们谈一谈

他的感想。

我们问恩格斯：“您对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前在巴黎的暴行有何看法？”

“我看这只是一些被收买的奸细干的事，这些奸细企图败坏他

们在其中占有某种地位的那些政党的信誉。政府无疑愿意这些爆

炸事件发生，因为这些事件既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同时又特

别为某些政治集团的阴谋效劳。的确，它们的目的是要使居民惶恐

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

不久前在德国‘柏林风潮’５２６期间，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那

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警察局一手干的。的确，在这些所谓的社

会主义示威游行的头一天，我们有些被引入迷途的朋友参加了运

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示威游行的真正性质，并且马上退了出

来。

几家属于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小铺被抢劫，就可以证明这一

点。对被捕的暴徒的审讯表明，主谋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们竭力利

用某些贫民的饥饿来迫使他们大叫：‘打倒犹太人！’

在意大利，对契普里昂尼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也是使

用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奸细们的行为也在陪审法庭面前被揭露出

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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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巴黎有两三个坏蛋愿意为警察

局效力，可是，除了警察局本身，谁也不敢肯定说，他们是社会党里

的人。”

俄 国 的 外 交

“您不担心，所有这些内部震荡将使各国政府到欧洲战争中去寻求出路

吗？譬如说，你们的威廉皇帝……”

“不担心。我希望威廉皇帝为德国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多活

一些时候，”恩格斯笑着说。“但是，我并不相信马上就会发生

战争。”

“难道俄法同盟丝毫没有引起您对这点的担心吗？”

“丝毫没有。去年，可能俄国有过侵略意图。喀琅施塔得的场

面５２７（帝制俄国对共和制法国过分明显的献殷勤）可以说是形迹可

疑的。军队在边境集结，看来也应当引起某种担忧。但是，今天的一

切却完全是另一个样。

事实上，即使俄国想打仗，它也打不起来。目前，它不得不同较

之其他一切敌人都更为危险的敌人，即同饥荒作斗争。

这个祸患并不是某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偶然性歉收的结果。这

是俄国新的社会制度的后果。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的状况已大大改变，在克里木战争期

间，整团整团的人马在雪地里覆没。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

转折的开始。在把俄国的孱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的彻底失败之后，

因自己帝国的可怜状态而陷于绝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尽，

８１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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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出路。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

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俄国饥荒的各种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期，沙皇实行了农奴解放，这一解放成了在贵

族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借口。好地，以及林地和水塘都给了

贵族。农民得到的则是坏地，而且数量非常不足；同时，农民还必须

在四十九年之内为自己的份地逐年交付一定数额的款项。这引起

了什么后果呢？

农民无力向国家交纳地租，不得不欠下许多债；他们的死路太

多而活路太少。一帮ｋｕｌａｋｉ（高利贷者）扑向这些土地劳动者，于

是，他们欠下的债就愈来愈多，以致使他们对有朝一日能够还清债

款失去了任何希望。当高利贷者不愿意放债时，农民为了弄到钱就

只好出卖自己的收成，他们不仅卖了自己的口粮，而且连播种必需

的种籽也卖了，这样一来，下一年的收成也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头一个坏收成就必然引起真正的饥荒。而这一

饥荒反过来又给俄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实际上

没有什么东西喂牲口，于是只好把它宰了或者卖了。然而，没有耕

畜，既不能耕地，又不能往地里施肥。这样，农业生产就长年受到破

坏。

农民解放只是在俄国发生的经济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

面是人为地创造作为中间阶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更快地达到

这点，制定了一个真正的禁止性关税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俄国工

业并促使它异常迅速地发展；然而，因为这个工业不能生产出口商

９１６弗 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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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以它需要有国内市场。而俄国的农民却差不多什么都不买，

习惯于自己制造一切：房子、工具、衣服等等；就在不久前，他还生

产许多木制品、铁制品和皮革制品，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

当林地转归地主，因而把森林从农民手里夺走的时候，农村家庭手

工业就趋于衰落。工厂生产的发展最后结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于

是农民一定得买工厂制品。可是，正当工厂工业准备庆祝胜利的时

候，饥荒降临了，它给工厂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农民不能再

买任何的工厂制品；一些人的破产招致另一些人的破产。”

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

“这么说，在您看来，俄国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它想到打仗，是不是？”

“是的。如果我说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所描绘的十七世纪法国

农民的生活情景５２８，也可以用在今天不得不用草充饥的俄国农民

身上，这并不是过甚其辞。就是在法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

级制度也不是没有经过震荡的；而在俄国，这一过渡刚刚引起了危

机，这一危机势将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根据这一切原因，俄国人

当前考虑得多得多的，是吃饭问题，而不是打仗。”

“最近一次的俄国公债……”

“我正好想谈这批公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非常爱谈报复

的法国资产阶级，它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强烈到解囊相助的地步，沙

皇政府要的是２０００万金镑，但它得到的只有１２００万……”

“据说，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给他们的受到俄国政府排挤的同道者报仇，

曾经促成这批公债失败，是吗？”

０２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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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表反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言论够多了，现在我不会替他

们辩护，说他们这样愚蠢。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们作为银行家

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尽

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

“这么说，您不相信俄国的强大？”

“俄国在防御方面是强的，但作为进攻的一方，无论是在陆地

还是在海上，它都不强。我已向您说过，经济状况不容许它作这种

危险而又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们看看俄国军队的组织，那我们

会看到，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不可怕的。

一旦发生战争，它派不出比现役军数量更多的士兵。它的预备

兵只是一纸空文；诚然，它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是，它没有

后备军官来补充军官。的确，它能从哪里得到军官呢？从哪个方面

得到呢？”

我们的交谈人说：“在我们德国，后备军官比我们所需要的多

５０％。难道法国在这方面不是处于相对的劣势吗？”

强 有 力 的 法 国

我们回答：“绝不。我们法国虽然没有富余的军官，但干部是配备齐全

的。”

恩格斯先生回答：“这绝不会使我不愉快。我并不想看到德国

军队强大到能征服全欧洲。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欧洲工人阶

级的解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国，同样也需要

一个具有相同优点的德国。你们的伟大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宣

１２６弗 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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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必须有法、英、德的同盟作为欧洲安宁的首要条件。那是真正的

‘三国同盟’５２９。”

“在结束谈话时，请允许我们说，您把俄国的状况描绘得有些阴暗了。”

“完全不是那样。您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吗？您知道，为了帮

助挨饿的俄罗斯农民，曾经决定从有余粮的高加索运来粮食。接着

下了一道道有关的命令，把许多许多粮食运到一起，派车皮去装

运。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派去的空车皮集中得太多，造成

了堵塞。粮食放在车皮旁边，而车皮却一动也不能动。沙皇①得知

这一消息，大发雷霆，派了一个将军到出事地点；这个军人大吹

大擂，宣称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他能够弄走的只是几个列

车；大部分粮食都在原地烂掉了！下了动员令又会怎样呢？俄国的

铁路本来就不那么多，而俄国的军官就连这么点铁路也不会利

用。”

关于亚尔萨斯—洛林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亚尔萨斯—洛林这个一切纠纷的根源会怎么样？您相信

能同时使法国和德国都满意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吗？”

“我希望，经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党将取得政权。它首先要办

的事，就是让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决

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这一问题将在没有任何法国士兵的参预

下得到解决。相反，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是妨碍社会党人取得政

２２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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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唯一手段，如果法国同俄国结成同盟进攻德国，德国将为保卫

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而对于民族的生存，德国社会党人

远较资产者更为关心。因此社会党人将战到最后一人，并且将毫不

犹豫地采取１７９３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

载于１８９２年４月６日“闪电报”，并

摘要载于１８９２年４月１６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８２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闪电报”，并根据

“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３２６弗 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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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弗 恩格斯对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５３０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但我应当马上补

充一句，我们社会党人，对业已造成的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

我们正在为自己的利益顺利地利用这一局势。军事拨款没有被批

准，主要是由于我们宣传鼓动的结果。５３１各议会党派都不能无视我

们，政府更是这样，它十分清楚，对它来说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当

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都非常愤慨，

中央党和激进派５３２在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无疑是受到了舆论压

力的影响。”

恩格斯想要强调一下他的话，补充说：“要知道，德国人民说：

‘我们出的兵已经够多了！应当到此为止了！’”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恩格斯先生？”

“现在，当我同您谈话的时候，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上届

更不乐意投票赞成拨款。不过，我也不是闭眼不看这样的可能性：

今后将有五年立法活动的下届帝国国会议员们可能同政府相勾

结，因为政府将借助于‘缓和的暴力’来力争妥协的解决。但是，非

常可能，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来个第二次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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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

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将最终使冲突尖锐化，那时候还很难说谁

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１８６４年在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之

间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就会重演。５３３”

恩格斯的回答使我想起一个新的问题——他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

经展开讨论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

外战争。

我的交谈人作了生动的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

容易。在１８６４年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鲁士是个

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

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

它必须得到联邦内所有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

同意搞政变，它就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

制国家的解体。但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保障各小邦免受普鲁

士统治的唯一的东西，它们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

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摆布。难道可以设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

弃自己的权利吗？不会的，为了把我的意思说得更确切，我要对您

说：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联邦的所有

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支持他，而所有的邦政府也永

远不会一致赞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说法没有说服我，我继续坚持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驳说：“我并没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

种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们的别的朋友们已经说

过，他们预见会有人对普选权心怀叵测。”

５２６弗 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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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

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

目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

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说，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

吗？我不认为会这样。顶多，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龄资格限制，送给我

们一种修改和订正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说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

种普选权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５３４”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议员当中进行大规模逮捕吗？”

恩格斯提高声音说：“不，在德国谁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联

邦的某些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肯认可这种明目张胆

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别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是各小邦能够借

以防止被普鲁士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们转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悲

观的。

他对我说：“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谁会

去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呢？也许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

征服？…… 即使这样，也有问题！…… 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

它从国外拿不到钱，连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说到这里，我的交谈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继续说：

“实在说，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

是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贫瘠了。如果法国政府了

解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

６２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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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了钱和有效的军事援助。没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

孤立…… 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军事威力吧！请回想一下土

耳其战争。要是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勒夫那是无能

为力的……５３５ 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

在我们的时代，战争的结局是那样难于预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

估计的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

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闻的击穿力。出现

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

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在战争过程中试用过。因此，我们完全

无法想像，武器上的这一变革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

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就会遭

到反抗；人们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仑第

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我们的时代，战争就会是全面的，

而且欧洲就会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

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

数量的粮食，它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正是

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

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

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

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英国政府根据那些经营各种横渡

大西洋业务的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可以支配在它监督下建造的这

些公司的船只；因此，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

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商船开往它

所反对的那一个或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成为局

７２６弗 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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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主宰。当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时候，它会在适当

的时刻出来迫使接受它的媾和条件。话又说回来，别以为威廉二世

可能发动战争。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

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１８９０年多获得７０万

张选票，也可能多１００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

不是２５０万张，也将是２２５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

这个数字相适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

１５０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８０名议员，而不是３６

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

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１０万居民产生１名议员。

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６名议员到帝国国会去，虽然现在柏林

的居民已经超过１５０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１６名议员。另一个

例子是：科伦现在已有２５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１名议员。”

“在所有的选区都将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４００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看了

一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

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

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

８２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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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

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

还非常遥远。

恩格斯先生反驳说：“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

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 可能到本世

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

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

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１８９５年才举行，

那末我们将会得到３５０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１０００万，其中参

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７００万。如果在总数７００万选民当中有３５０万选

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

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

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１０００万选民当中我们已

经有１５０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

可以认为，每６个士兵里就有１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３５０万张选票

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对于受社会党人影响的军队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于自己的原则表

示怀疑时，恩格斯先生一字不差地对我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

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是的，无论吓坏了的资产者怎

样说，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

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法学家和其他人当中到处

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

９２６弗 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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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

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材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

数量。”

听了这些充满乐观精神的话以后，我就向弗 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载于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３日“费加罗报”和

１８９３年５月２０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１４０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费加罗报”，并根据

“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３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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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６月底弗 恩格斯对英国

“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５３６

……我在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先生的寓所访问了他，自然碰上他由于德

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而喜气洋洋。

他回答我的问题说：“我们争得了１０个席位。第一次投票给了

我们２４席，在第二次投票时，我们的８５位候选人有２０位当选。我们

得到了１６个新的席位，失去了６个席位，这样，我们净得１０个席位。

柏林选出的６个人中有５个是我们的。”

“你们一共得到了多少选票？”

“这我们只有到帝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才能知道；那时候会知道

准确的数字，不过现在也可以说，我们得到的选票在２００万张以上。

１８９０年，我们得到了１４２７０００票。请不要忘记，这些选票纯粹是给

社会党人的。除了人民党５３７——这是激进共和主义的政党——中

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同我们竞选。我们提出

了３９１个候选人，并且拒绝同任何别的政党取得协议。如果我们愿

意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再得二三十个席位，但是我们坚决拒绝无

论什么样的妥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立场才这样有力。我们的

任何一个议员，除了我们党的纲领以外，都没有义务要支持任何

政党或任何措施。”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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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的这２００万张选票不是本来应当给你们更多的席位吗？”

“是的，这里一切都归罪于不良的议席分配办法。在刚成立帝

国国会的时候，原定各选区一样大小，每１０万居民将选出议员１名；

但是，划定选区时的缺点，以及居民的增长和迁徙，使得现在各

选区的选民人数很不相同。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就以柏林的候选人

李卜克内西为例吧。他在选区里得到５１０００票，而这选区的居民却

有５０万左右。”

“为什么你们失掉了６个席位呢？”

“失掉这些席位，各有各的特殊情况。不来梅，我们在１８９０年

就认为不过是侥幸。在卢卑克，我刚从倍倍尔那里知道，是因为许

多工人离开了，如果选举是在冬天举行，我们会保住这个席位的。

其次，不应忘记，商业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要比对你们的影响更厉

害，我们不得不同企业主的激烈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虽然投票是秘

密的，但有人将这种秘密化为乌有了。我们这里投票不像你们英国

那样要在选票上划记号；而是每一个选民把他带来的选票投进票

箱。此外，商业危机和１８９２年的霍乱流行，迫使许多工人接受了国

家津贴，而这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整整一年。”

恩格斯先生接着说：“但是，我对我们的失败比对我们的胜利

更引为骄傲。在德勒斯顿（农村选区），我们得到的票数比所有其

他党派都投票赞成的那个候选人一共只少１００票，而参加投票的人

数总共是３２０００人。在奥滕曾，我们的候选人在总共２７０００票中所

得的票数只比他的对手少５００票，而他的对手也是得到所有其他的

党派支持的。在斯图加特，我们的候选人得到１３３１５票，比那个当

选的候选人一共只少１２８票。在卢卑克，投票人数是１９０００人，我们

２３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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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的只有１５４票。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选票都是

拥护社会党人而反对所有其他党派的同盟的。”

“请您谈谈，你们的政治纲领是怎样的？”

“我们的纲领差不多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
５３８
的纲领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们的政策近似费边社的政策？”

“绝对不是，”恩格斯先生激烈地回答，“我认为费边社
５３９
不过

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它希望只用这个党所提出的那些手段来达

到社会的革新。我们与所有现存的政党相对立并准备同它们作斗

争。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只是一个小宗派，而且作为一个小宗派在行

动着。这是一个闭塞的组织。它不懂应该怎样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

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例如，它固

执地要求约翰 白恩士在各码头罢工时举起红旗，然而，这一行动

会毁掉整个运动，不但不会把码头工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反而

会把他们重新推到资本家怀抱里去。我们不做这种事。但是，我们

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

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诚然，我们接受任何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一

切，但只是把它作为分期偿付的债款，我们对此并不感谢。我们永

远投票反对预算、反对任何军事拨款或扩充兵员。在那些第二次投

票时没有我们候选人的选区，我们的选民得到了指示，只支持那

些答应一定投票反对关于军队的法案、反对任何增加捐税和任何

限制人民权利的法案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关于军队的法案将被通过。５４０反对派已彻底瓦解。事实上，目

３３６弗 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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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唯一实在的和团结的反对派就是我们了。民族自由党归附了保

守派。自由思想党分裂成两部分，而在选举之后，它差不多什么也

没有剩下了。天主教党和一些小党派害怕再一次解散帝国国会，为

了避免解散帝国国会，它们准备作任何让步。”

“照您看来，这次选举将怎样影响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呢？”

“如果关于军队的法案通过了，那末法国和俄国显然也将在这

方面采取步骤。法国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男性国民，甚至生理上不宜

服役的人，都赶到军队里去了，不过它无疑将着手改善它那作为

作战机器的军队。俄国将会碰到补充军官的困难。当然，奥地利和

德国将一致行动。”

“那末，您认为欧洲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小吗？”

“任何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都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不过，

我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战争。新式速射武器的准确性

和远射程以及无烟火药的运用，标志着军事上发生了这样的变革，

以致谁也不能说，在这些新条件下，正确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将冒灭顶的危险。而行将在战场上相遇的军队，也将是如此庞

大，以致同未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过去的一切战争都形同儿戏。”

“照您看来，社会民主党将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始终抗议兼并亚尔萨

斯—洛林，在色当战役之后，马克思和我写了‘国际’的宣言，我

们在宣言中指出，德国人民没有理由同法兰西共和国发生争端，我

们要求光荣条件下的和平，并且预言了后来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就

是：这一兼并会把法国抛进俄国的怀抱并对欧洲的和平造成经常

的威胁。５４１我们的党在帝国国会里向来要求，让亚尔萨斯—洛林的

４３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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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居民有可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重新并入法国，或者留

在德国，或者并入瑞士，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

“那末，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

“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

洲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

志①。在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②。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

地学习联合的艺术。”

“您可以给我一些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增长的数字吗？”

恩格斯先生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图表，上面标示出自从目前这样的帝国

国会成立以后，在每次选举中每个党派所得的票数。

他说：“１８７７年，我们得到５０万票；１８８１年，由于残酷的反社

会党人法，我们只得到３０万票；１８８４年，我们得到５５万票；１８９０

年，我们得到１４２７０００票。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得到２００万票以

上。”

“您怎样解释这一异常迅速的增长呢？”

“主要是经济原因。１８６０年以后，在我们德国，正如１７６０年和

１８１０年之间在你们英国一样，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工业革命及与之

俱来的一切不良现象。你们的工业家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其

次，目前的商业危机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比对你

们那个年老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更糟。因此，在我们这里，对工人的

压制也就更厉害。当我说‘工人’的时候，我是指所有各阶级的劳

动者。受大商行排挤的小商人、营业所职员、手工业者、城市工人

５３６弗 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

①

② “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现代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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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工人都开始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我们

向他们提供同这种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方法，既然他们大家都会

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就非常迅速地作出必要的结论并加入我们

的队伍。我们的组织是完美无瑕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钦佩而又

绝望。它之所以成为完美无瑕的，那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

法，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很像你们的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此外，我

们的军事素养和纪律也有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们的竞选宣言和

文件在一刻钟内就送到所有２４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

局甚至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

“那末，您希望很快看到您那么想看见的执政的社会党政府吗？”

“为什么不想呢？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

们在１９００年和１９１０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

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材方面，都不

会有所欠缺。而你们到那个时候，恐怕将有那么一个政府，在那里

悉尼 维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打算感染自由党。我们不相信能

感染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在感染人民。”

载于１８９３年７月１日

“每日纪事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６３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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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日帝国国会普选

第一次投票中取得巨大胜利的直接影响下写的。第一次投票的结果，党

得到了１４２７３２３张选票并在帝国国会里得到２０个（根据最初的报道是

２１个）席位。３月１日举行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也是成功的第二次投票

（在那些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得到绝对多数的选区进行重

新投票），恩格斯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才知道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两次

投票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总共得到１４２７２９８张选票，并且在帝国国会

中得到３５个席位。

这篇文章不署名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３月３日“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栏，同时加有这样的编者按语：“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是

德国社会党一位最有威望的成员寄来的。作者由于自己同该党有多年

的联系，由于同卡尔 马克思和所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有亲密的个人关

系，因而他有充分的权利来解释他们的观点，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

有权利来解释。”

这篇文章在“新堡每日纪事报”上发表后，又以“弗里德里希 恩格

斯的文章”为题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６日的“柏林人民报”上。在发表这篇文

章的德译文时，编辑部把恩格斯的个别词句改得温和一些，并且在编者

按语中指出，这样做是考虑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所造成的条件。

“新堡每日纪事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Ｄａｉ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一家英国日

报，从１８５８年（从１８６２年起用这个名称）至１９２２年出版。

“柏林人民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是于１８８４年创刊的德国社

会民主党日报。根据在哈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１８９１年起

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Ｖｏｒ

ｗａ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的名称出版。威 李卜克内西被任为主编。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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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

义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

部落入党的右翼手中。——第３页。

２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在德国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２１日颁布，直到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

日，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压力之下被废除。——第３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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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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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并纠正它

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３页。

４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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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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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

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

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

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

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

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

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

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

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４７８—

０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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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９页）和“今后怎样呢？”（见本卷第７—１１页）两原文章中对中央党做

了详细的评价。

保守党 是普鲁士容克地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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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

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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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

它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１８６６

年起就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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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页。

５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二世在１８９０年２月４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颁布

的两道诏令，它们被作为政府的竞选纲领。

在第一道给帝国首相的诏令中，皇帝命令他向欧洲许多国家的政

府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制定统一的劳工保护法的问题。１８９０年

３月在柏林的确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

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关于

禁止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劳动的决议，关于缩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作日

的决议等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于参加会议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在第二道给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诏令中，皇帝提出要修

改现行的劳工保护法，说什么修改的目的是要改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

业中的工人的状况。

这两道诏令的颁布证明俾斯麦主要靠惩罚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的

办法遭到了失败，并且说明德国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加强社会蛊惑宣传

和更灵活地运用传统的“鞭子和糖饼“政策来阻止工人运动的发

展。——第４页。

６ “今后怎样呢？”一文和“德国１８９０年的选举”一文一样，都是恩格斯就

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写的，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是在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日举行

的（见注１）。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紧接着又转载在

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４日“工人报”第１１号上。文章的最后一段以短评的形式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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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目前形势”的标题转载在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３日“柏林

人民报”第６１号上。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从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３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１８９４年每周出版两次，从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每天出版。该报的编辑是维 阿德勒。在九十年代弗 恩

格斯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这家报纸上。为该报撰稿的有奥 倍倍尔、爱琳

娜 马克思 艾威林和工人运动的其他活动家。——第７页。

７ 卡特尔 是两个保守政党（“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

１８８７年１月俾斯麦解散帝国国会以后结成的联盟，它支持俾斯麦政府。

卡特尔在１８８７年２月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帝国国会中占了优势（２２０

个席位）。俾斯麦倚仗这个联盟，施行了一系列对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

级有利的反动法律（制定了保护关税税率，增加了许多种税收等等）。但

是他没有能够在１８９０年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生效期限。加入卡特

尔的各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在１８９０年选举中的失败（一共得到１３２

个席位）导致了卡特尔的瓦解。——第７页。

８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１８８４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

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

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８页。

９ 韦耳夫派 是１８６６年汉诺威并入普鲁士以后形成的一个汉诺威派（其名

称来自古代汉诺威大公韦耳夫家族）。这一派的目的是恢复汉诺威王室

的权力和汉诺威在德意志帝国中的自治权。它追随中央党主要是出于

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动机。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不大的民族党团，其中包括亚尔萨斯派

和波兰派，代表德意志帝国中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不满意政府所实行的

民族压迫政策，在帝国国会中它们支持大的反对党，有时同中央党结成

联盟。——第９页。

１０ 恩格斯讽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俾斯麦政府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因此

资产阶级自由派称之为“文化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最终

结果，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分立主义倾向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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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同天主教会冲突开始时，俾斯麦于１８７２年５月在帝

国国会上宣称：“我们决不去卡诺萨”，然而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

同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扩大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

中央党的支持，因此几乎废除了在冲突时所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

令，并且迫使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俾斯麦在１８７８年到１８８７

年间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是毫无

结果。

“去卡诺萨”一词的来源是：１０７７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

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

做了一次不体面的朝圣。——第９页。

１１“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

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形势尖锐化和世界战争的危险增长的情况下写成

的；这种局面是由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

意大利）和法俄同盟——的形成引起的；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法俄

同盟已处于最后形成的阶段。这是文章尖锐地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首

要原因。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他在报刊上和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书

信中揭露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的言论的继续。写

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维 查苏利奇（通过谢 克拉夫钦斯基（斯捷

普尼亚克））以当时准备在伦敦出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民主

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为该杂志撰稿。恩格斯为回答这一请

求，给编辑部寄去了自己的文章，以便用俄文发表（由德文译成俄文），

同时决定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其他社会主义报刊上。

本文的第一章最初刊登在１８９０年２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

第１册上（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的标题发表）。本文的其余两章载于

１８９０年８月才出版的该杂志的第２册。在这一时期，前两章用原文发表在

“新时代”杂志４月号上，但是在发表时杂志编辑部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对

文章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缓和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

团、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等所作的评论。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第１册（大约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并将译文和德文本作了比较之后才

得知“新时代”编辑部所作的这种修改。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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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考茨基和出版人狄茨的信中，表示坚决抗议对他的文章所采取

的这种态度，并且要求根据原稿再次刊登前两章。这两章不加修改地和

第三章一起发表在杂志的５月号上，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一个脚

注：“‘新时代’４月号在刊载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由于理解不正确有

一些脱离原文、严重影响文章性质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原样再次发表

全文，而不是列出修改的个别地方，想必我们的读者将会感谢我们。现

在将它完整地发表在这一期上。”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著作完成的日期

——“１８９０年２月底于伦敦”。

文章用英文载于“时代”杂志１８９０年４月号和５月号。恩格斯在给这

家英文杂志准备文章的译文的时候，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给

“时代”杂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译文，从其中所作的某些修改的内容

来判断，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２月以后，可能是在当年３月翻译的。

在恩格斯生前，他的这一著作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１８９３年用波

兰文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它还发表于１８９０年的罗马尼亚杂志“现代人”

第７期、１８９０年的法国杂志“新思想”（《Ｉｄé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前两章）以及

１８９１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３日的保加利亚杂志“巴尔干曙光”（《

》）。

文章最后阐述欧洲形势的部分，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下面

两家报纸上：１８９０年７月１３日“北方守卫者”（《ＮｏｒｄＷａｃｈｔ》）第２８号和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日“选民报”（《Ｗａｈｌｅｒ》）第１１３号。

“社会民主党人”（《 ｕｕａｂ ｅｍｏｋｐａｍ》）是“劳动解放社”１８９０年

在伦敦和１８９２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

出版，总共出过４期。维 伊 查苏利奇，格 瓦 普列汉诺夫，巴 波 阿克

雪里罗得参加了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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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常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常对杂

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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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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Ｔｉｍｅ》）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１８７９—１８９１年在伦

敦出版。——第１３页。

１２ 恩格斯指俄国１８７４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一事。根据自

１８７４年１月１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所有从二十一岁起至四

十三岁止的男性居民，除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

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民族地区的人以外，都必须在正规军、后备部队

或民团中服兵役。征召服役采用抽签的办法进行。这种制度旨在把俄国

的军队变为一支资产阶级类型的居民普遍服役的军队。但是在沙皇俄

国的专制贵族制度的条件下，等级特权、仅仅给予有产阶级的许多优

待、各居民阶层的服役条件不平等以及其他等等，都妨碍了普遍义务兵

役制原则的实现。——第１９页。

１３ 指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第六次（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和第七次（１８１５）同盟

所进行的战争。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的战争中俄国军队在联军（俄国、奥地

利、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中占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从拿破仑的统治

下解放德国，以及在歼灭法国领土上的拿破仑军队从而导致第一帝国

的崩溃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第１９页。

１４ 弗 恩格斯借用这个反映波拿巴第二帝国（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统治集团对外

政策的一个原则的名词来说明十八世纪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各大

国的统治阶级普遍地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族原则”来从思想上掩盖它们

的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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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

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４卷第３９７—７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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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页。

１５ 指十三世纪初建立的封建国家立陶宛大公国。从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

世纪初，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领土沦于立陶宛诸王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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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立陶宛的封建主利用它们由于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由于封建割据和

内讧而被削弱的机会，利用人民想联合起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愿望，占

领了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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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条约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并入波兰，并在立陶宛强制推

行天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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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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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页。

１６ 东方礼天主教徒 是对属于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成的所谓

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徒的称呼。合并是按照波兰封建主和天主教

僧侣（首先是耶稣会教徒）在１５９６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

宣告的。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约，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正教居民应承认罗

马教皇为自己的首领和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条，虽然还保持正教教会

的表面仪式。合并是波兰的大地主和贵族巩固他们对乌克兰和白俄罗

斯人民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它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高级僧侣和封

建上层人物的支持，却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为反对合并而斗争成了人

民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第２１页。

１７ Ｌｉｂｅｒｕｍｖｅｔｏ（字面意思是：“禁止的自由”）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封

建贵族的波兰所实行的国会决定任何问题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根据

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尽管所有其

他的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

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

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结束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的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指的

是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

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

都在威斯特伐里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和德意志诸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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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勾结，根据和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一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

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

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亚尔萨斯的过去的领地，以及

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

的领地。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加强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德意

志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

同盟的权利。——第２２页。

１８ 古 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

１８３０年耶拿版第２卷第２０１—２０６页 （Ｇ．Ｇüｌ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ｒＧｅｗｅｒ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

ｄ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ｓｔ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ｕｎｓｅｒｅｒＺｅｉｔ》．

Ｂｄ．２，Ｓ．２０１—２０６，Ｊｅｎａ，１８３０）。——第２２页。

１９ 指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早在

１７９７年，在西方就出现了有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传说；１８１２年，累居

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Ｌéｓｕｒ．

《Ｄｅｓｐｒｏｇｒèｓｄｅｌａ 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ｒｕｓｓｅ，ｄｅｐｕｉｓｓ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ｅ

Ｊｕｓｑｕａｕ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ｕＸＩＸ 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２）一书叙

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１８３６，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德奥的回忆录”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ｅｔ．《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ｕｃｈｅｖａｌｉèｒｄ▍Ｅｏｎ》）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

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十九世纪西欧普遍都相信，这份“遗嘱”或者真正

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者是根据他的后裔的委托编写的。——第２２页。

２０ 卡 考茨基“托马斯 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１８８８年斯图加特

版（Ｋ． Ｋａｕｔｓｋｙ．《ＴｈｏｍａｓＭｏｒ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Ｕｔｏｐｉｅ．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８）——

第２４页。

２１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

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

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除海战而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

事行动在欧洲以及它们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１７５６—１７５７年普

７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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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

队于１７５７—１７６０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

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１７６２年１月５日（１７６１年１２月

２５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

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了战争。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

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告终。根据巴黎条约，法国被迫将自己最大的殖

民地（加拿大、在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割让给英国，从而加强

了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威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和奥地

利的战前疆界。——第２５页。

２２１７６４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１日）的彼得堡条约 是俄国和普鲁士签订的防御

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代表俄国签字的是尼 伊 帕宁和副总理大臣

亚 米 哥利岑，代表普鲁士签字的是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索尔姆斯。缔

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进攻时他方给予军事和财政

援助，以及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俄国和普鲁士承

担了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的义务。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

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

士企图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在波兰的势力的增长。——第２５页。

２３ 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１７７２年进行的。

根据１７７２年８月５日（７月２５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和普鲁

士攫取了一部分乌克兰西部的和波兰本土的领土：奥地利分得了加里

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

分。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第２５页。

２４ 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ｌｅｇｉｔｉｍｕｓ》，即“合法的”）是法国

代表达来朗在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

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

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第２６页。

２５ 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７８—１７７９）；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德意志各

邦由于马克西米利安 约瑟夫选帝侯逝世后无直接继承人，都企图得到

巴伐利亚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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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９年５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森缔结帖欣和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

约，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得到了赔

款。巴伐利亚王位给与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帖欣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

各邦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从１６４８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起，至１７６３年

的胡贝尔茨堡条约止）。俄国最初是以交战双方的调停人的姿态出现，

后来在条约的一项专门的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

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预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第２６页。

２６ 恩格斯指１７６８—１７７４年和１７８７—１７９２年俄国对土耳其进行的获得胜利

的战争。——第２７页。

２７ 在叶卡特林娜二世１７８０年３月１１日（２月２８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宣

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利

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

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篇宣言的矛

头针对英国，当时英国正在进行镇压北美洲的起义的殖民地的战争

（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宣言成了俄国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一项协定的基础。在

１７８０—１７８３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

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

武装中立的这些原则后来成了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６日奥地利、法国、英国、

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所签订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

基础。宣言附于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的参加国在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所

签订的巴黎和约上。——第２７页。

２８ 指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５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两次瓜分是奥地利、普

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它们成了镇

压波兰民族运动的手段。第二次瓜分波兰时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方和

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划归了俄国；普鲁士攫取了格但斯克、托伦和

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

第三次瓜分波兰时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和沃伦的

一部分划归了俄国。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

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的本土的大部分为普鲁士所攫取。

９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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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

第２８页。

２９ 指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同盟。贵族资产阶级的英国

也积极参加了反革命同盟的建立。１７９２年２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

持下，开始对法国进行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了军事同盟。在１７９２

年８月１０日法国宣布共和和１７９３年１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

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于１７９３年公开地

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这一次（第一次）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一直进

行到１７９７年。——第２８页。

３０ １７８３年夏天根据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的提议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

（芬兰）举行了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会见。古斯达夫到弗里德里希斯

哈姆去的目的，是要探明叶卡特林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以

及她对瑞典兼并挪威的计划的态度。叶卡特林娜二世由于俄国准备对

土耳其作战，当时从自己方面也力图密切和瑞典的关系。——第２８页。

３１ 吕内维尔和约 是在欧洲各国第二次反法同盟失败之后奥地利与法国

于１８０１年２月９日签订的。和约规定奥地利把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大部

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并且承认在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依附于

法国的共和国。——第２９页。

３２ 根据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５日的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帝国代表会议是１８０１年１０月

经帝国议会选出的、由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德国西部

的许多小邦被取消。这些邦的领土合并于德国的较大的邦，作为对于根

据吕内维尔条约割让给法国的莱茵河左岸领土的赔偿。结果有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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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只不过是正式确认了１８０１

年１０月法国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根据拿破仑法国的利益解决

德国莱茵河沿岸的领土问题）的条款。——第３０页。

３３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１１月２０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尔利茨（莫拉

维亚）战役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告终。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了第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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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同盟，和拿破仑签订了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进行斗争，

在１８０６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新的第四次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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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的中世纪神圣

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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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包括

１８１２年的入侵俄国。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１８１３年瓦

解。——第３１页。

３４ 这里列举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于１８０６年７月

同俄国签订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的普鲁士、以及瑞典）战争中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的一系列战役：

耶拿（绍林吉亚）战役是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在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进行的，结果普军被击溃。

在１８０７年２月７—８日（１月２６—２７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普

略西什 埃劳（东普鲁士）战役中，拿破仑尽管牺牲大量的法军也未能

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１８０７年６月１４日（２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弗里德兰德（东

普鲁士）战役，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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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没有丧失任何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的别洛斯托克

地区（后来，在１８０９年战争中拿破仑战胜奥地利以后，加里西亚东部的

塔尔诺波尔地区也并入了俄国）。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

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

（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

谓大陆封锁）。俄国和拿破仑法国缔结了针对英国的攻守同盟。作为报

答，拿破仑答应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有行动自由。——第３１页。

１５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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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指１８０８—１８０９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 德 托利率领俄军于１８０９

年冬横越波的尼亚湾的进军。俄军踏上瑞典领土加速了瑞典贵族反对

国王古斯达夫四世阴谋的实现，这次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

族寡头的利益。１８０９年３月古斯达夫四世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

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９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签

订了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将芬兰让给俄国。——第３１页。

３６１８１２年８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卡尔 约翰（贝尔纳多特）在亚波

（土尔库）举行了会见。会见的结果是，俄国和瑞典于１８１２年８月３０日

（１８日）签署了一项协定，两国实际上结成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

盟。协定还规定在丹麦拒绝将挪威让与瑞典国王时，俄国有给予瑞典军

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的义务。瑞典方面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

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第３１页。

３７ 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于１８０８年９月２７日（１５日）—１０月１４日

（２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拿破仑对他的各个属国的，特别是西班牙的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同时，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

希望在同奥地利交战时取得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同时他也向亚历山

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虽然谈

判结果签署了秘密协定，形式上规定了恢复１８０７年在提尔西特缔结的

法俄同盟，但是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和奥地利作战时并未积极支持拿破

仑。在１８０９年法奥战争期间俄国只限于占领了加里西亚，而没有对奥地

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第３１页。

３８ 俄土战争从１８０６年开始，一直进行到１８１２年（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年曾中断）。这

次战争是由于拿破仑外交的阴谋诡计促使俄土关系尖锐化的结果。在

战争中俄军在欧洲战场和高加索战场曾多次给土军以重创。战争以

１８１２年５月２８日（１６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终。根据条约，俄国获

得了直到普鲁特河的贝萨拉比亚和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以及南

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条约肯定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

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列自治权的协议。

俄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客观上帮助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民族摆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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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的统治。俄军在巴尔干的著有成效的行动是对１８０４—１８１３年塞尔

维亚人民起义的重大支援，这次起义是许多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民反

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塞尔维亚

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在１８０５—１８１１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组织。根据１８１２年布加勒斯特条约，土耳其应允许塞尔维亚内政自治。

但是，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的机会，破坏条约，于１８１３

年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自己的统治。由于塞尔维亚

人于１８１５年又胜利地举行了起义，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的

枷锁被粉碎了，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１８３０

年的苏丹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实际上的独立）。——第３１页。

３９ 大陆体系 即１８０６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

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１８０７年的提尔西特条约决定了俄国加入大陆

体系。——第３２页。

４０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４—７日）的莱比锡会战是参加欧洲各国（俄国、

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的决

战。联军在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

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和德国摆脱拿破仑的统治。——

第３３页。

４１１８１２年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３８。

根据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所举行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在拿

破仑法国被击败后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决定，为了复辟

各正统王朝，欧洲地图被违反着各国人民的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加

以重划。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瓜分。在瓜分时，拿破仑第

一在１８０７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一大部分划归俄

国，称作波兰王国。——第３３页。

４２ 会议桌上的波兰 是对根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

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３４页。

４３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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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１８１５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

盟。——第３５页。

４４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２１年春天发生的、并且很快具有群众性的希腊起义。

１８２２年１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通过了

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用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于是呼吁

他的附庸、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 阿利给予援助；１８２５年穆罕默德 阿

利的军队侵入了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野蛮地迫害希腊居民。在起

义的初期，参加神圣同盟的几个大国，包括沙皇俄国在内，对起义都抱

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鉴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更

主要的是考虑到利用这一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的

可能性，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军事

援助。俄国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

决定性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按

照欧洲几个大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希腊人民在１８３２年被强加以反动

的君主专制制度。——第３６页。

４５ 指在西班牙（１８２０—１８２３）、那不勒斯王国（１８２０—１８２１）和皮蒙特

（１８２１）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由于神圣同盟的干

涉（它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都被镇压下

去。——第３６页。

４６ 这里列举的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系１８１８年在亚琛、１８２０年在特劳波（奥

帕瓦）、１８２１年在莱巴赫（柳布梁纳）和１８２２年在维罗那召开。所有这些

会议的决定都是旨在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

动。——第３７页。

４７ 这段话看来恩格斯是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

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１８５４年巴黎版第

５２—５３页（《Ｒｅｃｕｅｉｌｄ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ｆｓà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ｐｏｕｒＬａｐｌｕｐａｒｔ

ｓｅｃｒｅｔ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ｓｕｔｉｌｅｓàｃｏｎｓｕｌｔｅｒｄａｎｓｌａｃｒｉｓｅａｃｔｕｅｌ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４，

ｐ．５２—５３）。——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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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１８２７年１０月

２０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 科德林顿指挥下

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

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

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并加速

了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第３９页。

４９ 毛奇“１８２８年和１８２９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１８４５年柏林版第

３９０页（Ｍｏｌｔｋｅ．《Ｄｅｒ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ｔüｒｋｉｓｃｈｅＦｅｌｄｚｕｇｉｎ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ｎ

Ｔüｒｋｅｉ１８２８ｕｎｄ１８２９》．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５，Ｓ．３９０）。——第３９页。

５０ 指阿德里安堡和约；这个和约是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

两国于１８２９年９月缔结的。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

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

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

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

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

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

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３９页。

５１１８３０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第４０页。

５２ 指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警

察压迫引起的。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７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

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

队中的贵族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

运动，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

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

１８３１年２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于１８３１年９月８日（８月２６

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

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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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１８３３年７月８日（６月２６日）缔

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

阿尔 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

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 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

者穆罕默德 阿利的儿子）的军队。１８３３年５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

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 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

穆罕默德 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外交利用紧张

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

并且在使这个同盟固定下来的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

秘密条款：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另一项

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定为八

年。——第４０页。

５４ 指由于新的土埃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和英法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统

治者穆罕默德 阿利）的加剧而引起的东方问题的尖锐化。英国唯恐站

在苏丹方面的俄国片面地干预冲突，坚持西欧列强集体向土耳其政府

提供军事援助。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背

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协定。当时出现了法国和欧洲

几个大国同盟之间的战争的危险，但是法国没有下决心进行这场战争，

停止了对穆罕默德 阿利的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

德 阿利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领地，并且服从苏丹的最高权

力。——第４０页。

５５《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

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

战争结束后为俄军占领）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 德 基谢廖夫于１８３１

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

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

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

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

织规程还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

司法和行政分立等（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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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俄文集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９—２５０页）。——第４０页。

５６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１８８７年伦敦版），

这个版本的章节的分法和德文版不同。——第４０页。

５７“公文集”（《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是戴 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

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Ｔｈ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ｏｒ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Ｓｔ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丛刊在１８３５—１８３７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

外交评论”（《Ｔｈ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的名称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

年出版的。——第４１页。

５８ 指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公国的人民

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掀起了争取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

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的广大运动。革命遭到了国

内反动势力、苏丹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联合镇压。——第４１

页。

５９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为了调整两国的关系，曾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

下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

争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后尖锐化了。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

建立的、在革命中已实际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

鲁士希望建立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

位。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企图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

状态，他在华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吵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并表

示坚决支持奥地利。——第４２页。

６０ 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

一起在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条约。这

个文件的基础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４日在伦敦签订的议

定书。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

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国居民想脱离丹麦，与德

国合并的企图制造了障碍。１８５２年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

是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

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后为国王克里斯

提安九世）。——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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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指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

方的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在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签订的巴黎

和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贝萨拉比亚南部

的一部分地方，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基督教的臣民的保

护，同意意味着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和禁止俄国、土耳其在黑海设置

海军军需库和驻扎舰队的黑海中立化；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

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英国和奥地利在巴

黎会议谈判期间未能完全实现它们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塞瓦斯托波尔

的英勇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区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

利，以及俄国外交对英法矛盾的巧妙利用都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影

响。——第４４页。

６２ 这是亚 米 哥尔查科夫１８５６年８月２１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

告中的一句话。他在１８５６年就任外交大臣时在这个通告中规定了俄国

外交政策的方针。——第４５页。

６３ 恩格斯指附于巴黎和约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２７）。

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接近，两国在拿破仑

第三的倡议下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３日缔结了法俄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

世答应拿破仑第三在他准备从军事上粉碎奥地利方面给予外交上的援

助，而一旦战争发生即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

的一部分军队。同时拿破仑根据协定的精神，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

岛的政策。——第４６页。

６４１８５９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

国和皮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他企图在

“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

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朱 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

第三的真正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０６—４１２页）一文中详细地摘引了这篇宣言。

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

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以

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

８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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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意大利的统一，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１日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

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蒙特。

但是违反着皮蒙特执政的上层人物的王朝政策和法国波拿巴分子

的阴谋诡计，１８６０年在意大利掀起了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的民族解

放斗争。由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的英勇战斗，在西

西里和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南意大利和皮蒙特合组为统一的

意大利王国。威尼斯省则直到１８６６年仍然处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下。意大

利的最后统一到１８７０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和教皇国后才告完

成。——第４６页。

６５ 俾斯麦的普鲁士政府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期间，企图

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事先得到俄国的

支持以便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

助以镇压起义。１８６３年２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关

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４６页。

６６１８６４年由于奥普同丹麦之间的战争（最后丹麦战败）的结果，什列斯维

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

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第４６页。

６７ 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５—２９４页）。——第４７页。

６８ 由于法国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根据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在凡

尔赛缔结的初步和约，法国将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

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

和约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约的条款。——第４８页。

６９ 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结束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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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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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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民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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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页。

７０ 恩格斯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的四边形要塞区：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苏

姆拉和瓦尔那。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

在这个地区。——第４８页。

７１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起义在

１８５７年春天在所谓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组成）中爆

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最大的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

和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的贫民。由当地封建主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

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者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

而遭到了失败。——第５０页。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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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奥连堡军事总督瓦 阿 彼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

开始侵略希瓦汗国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辎重的５０００人的

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没有准备。由于士兵大量患病，人员

折损一半，彼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１８４０年返回奥连堡。——

第５０页。

７３ 恩格斯指和布朗热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１８８６—１８８９年的法国沙文

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

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实行君主

复辟。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

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支持者的蛊惑性的复

仇主义的口号。——第５１页。

７４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１８７７年１２

月１０日（１１月２８日）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后攻占了 普勒夫那（现

名普累文，保加利亚北部一城市）。——第５１页。

７５１８６７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莱达河被确定为该国两

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息斯莱达尼亚，包括奥地利、捷克、莫拉维亚、

西里西亚、施梯里亚、克伦地亚、提罗尔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

斯莱达尼亚，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其

他一些地方。——第５１页。

７６ 指美国记者乔治 谦楠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文章是

他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的，发表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年在纽

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Ｔｈｅ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上。——第５１页。

７７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６４年俄国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自治机关一

事。而从１８６６年起，沙皇政府已经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

这种排挤在八十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特别加强起

来。——第５３页。

７８ 毛奇在１８７４年２月１６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这里指的就是这

篇演说）中，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到处都获得了尊敬，

可是爱戴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第５４页。

１６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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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

在１８９０年３月２１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在他所在的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

关官员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维也纳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

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资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给埃伦弗罗伊恩德

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９

日“工人报”第１９号上。发表时附有编辑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

们刊载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

时没有指出。

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３日“柏林人民报”第

１０９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Ａｒｂｅｉｔ》）１８９０

年５月２８日第３１５号。——第５８页。

８０ 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１８８９年８—９月裁缝和毛

皮制品工人的罢工，１８８９年１１月面包师的罢工和１８９０年３—４月鞋匠的

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业主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裁缝、毛皮制品工

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规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

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业主同意

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６０页。

８１“凉亭”（《Ｄｉｅ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是德国一家小资产阶级文学插图周刊，

１８５３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６０页。

８２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的

（“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德

文第四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于１８９０年５月在伦敦出版，

这一版中也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写的序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以及恩格斯为

“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

第２１卷第１—２页）。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３号，在题为

“‘共产主义宣言’的新版”的社论中摘载了恩格斯的这篇新的序言，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工人报”第４８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

也摘载了这篇序言。“共产党宣言”第四版是最后一个经作者同意的

版本。“宣言”的以后各版通常是翻印这一版本。——第６１页。

２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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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恩格斯指他写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１—２页）。——第６１页。

８４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跋里（见本卷第５０３页）曾说这个

译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１９００年版本上

也指明这个译本是他译出的。

恩格斯说已遗失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宣言”俄文版序言的

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里。本版发

表的这篇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就是以原稿为基础的。本卷中恩格斯以从俄文反译回德文的方式引用

这篇序言的地方，都根据上述德文原稿校对过；恩格斯在根据俄文版翻

译时所作的一些细小的改动，都在正文和脚注中反映出来；由于俄文版

不确切而造成的异文，已根据手稿改正。——第６１页。

８５“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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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译本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１８６９

年在日内瓦出版。——第６１页。

８６ 指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登上

王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害怕“民意党”的执行委员

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第６２页。

８７ Ｋ．ＭａｒｘｉＦｒ．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Ｋｏｍｕｎｉｓｔｙｃｚｎｙ１８４７ｒ．》．Ｇｅｎｅｗａ，

１８８３．——第６３页。

８８Ｋ．ＭａｒｘｏｇＦ．Ｅｎｇｅｌｓ．《Ｄｅｔ．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ｋ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Ｋ 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８５．——第６３页。

８９ 劳拉 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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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

义法国”（Ｍｅｒｍｅｉｘ．《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６）把它作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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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予以转载。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 盖得

于１８８５年在巴黎创办的。１９０２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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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到九

十年代弗 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６３页。

９０“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１８８６年７月至８月的“社会主义者

报”上，并出版了单行本：《Ｍａｎｉｆｉｅｓｔｏｄｅｌｐａｒｔｉｄｏ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ｐｏｒＣ．

ＭａｒｘｙＦ．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ｄｒｉ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ｃｉｏｎｄｅ《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Ｈｅｒｎáｎ

Ｃｏｒｔéｓ８。

“社会主义者报”（《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是一家周报，是西班牙社会主

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１８８５年起在马德里出版。——第６３页。

９１《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Ｂｙ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１８８８，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ｖｅｓ，１８５ＦｌｅｅｔＳｔ．Ｅ．Ｃ．

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

第２１卷第３６２—３６９页）在内容上有很多地方和“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

文版序言相同。——第６４页。

９２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第６４页。

９３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月１２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

一次挑衅性的案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宣言”作为

纲领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 共产主义者同盟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的十一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

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

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

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

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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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

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

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７—５３６页）。——第６４页。

９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１８页。——第６４页。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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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于１８８７年９月１７

日“公益”报。——第６７页。

９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提

出了这个原理；它以这种表述方式包含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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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页。

９７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在１８６６年９月３—８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六

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

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 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

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２１３—２２３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三分之

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

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

“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

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

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

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２０日在巴黎

举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

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

能派）以及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追随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

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

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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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占

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即攻克巴士底狱一百

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

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

义派代表大会相对抗，他们也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

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

数人的代表资格都纯粹是假造的。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

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工人立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在法

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代

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政

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

重要的决议是规定５月１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讨论的

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那些企图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６８页。

９８“伦敦的５月４日”一文，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５日和２１日之间，为第一

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根据

１８８９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９７）

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

利最有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

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组织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们是

在５月的第一个星期日——１８９０年５月４日—— 举行的，他们的行

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们和英国

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门，企图对示威进行领导，把示威活动置于妥

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

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谓工

人贵族的工人。绝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约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码头

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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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

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 马克思 艾威林、爱 艾威

林、保 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 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

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５月４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选民报”第８５号刊登过。１８９０年５月３１日“柏林人民报”第１２３号也发表

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那部

分。——第６９页。

９９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

联，是１８８９年３月底至４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

条件下产生的。爱 马克思 艾威林和爱 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

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

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

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１８８９年伦

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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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其他

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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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团

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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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

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７０页。

１００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

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

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

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

到了广泛的传播。——第７１页。

１０１ 指海德门在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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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的行径。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有几百人受

伤（３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

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 第

７１页。

１０２ 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１８８９年９—１２月，制造水底电缆

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

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娜 马

克思 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青

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没

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７１页。

１０３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８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９０年２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

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

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

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

援，此外还由于１８９０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

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７１页。

１０４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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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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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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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

的策略，他们宣布的原则是争取“可能”（Ｐｏｓｓｉｂｌｅ）争得的东西，因此有

“可能派”之称。——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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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

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

者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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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

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

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

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

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

平。——第７４页。

１０６ 指恩格斯参加过的１８４９年５月至７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 普法尔茨

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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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页。

１０７ 恩格斯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因为由反对派

“青年派”的代表组成的该报编辑部企图宣布恩格斯支持它反对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领导路线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使该报编辑部在１８９０年８月底

被撤换，编辑部在告别文章中试图蛊惑地说明它的下台似乎是由于党

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

的而放肆地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被激怒了的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青年

派”。

这一篇答复“萨克森工人报”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写完，它以草稿的

形式保留下来。恩格斯写完的那篇答复文章（见本卷第８０—８２页）曾发

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上；它在揭露“青年派”的立场

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篇答复文章还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９日

“工人报”第３８号上。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

派，于１８９０年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和领导者自

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

派”的主要领导者是保 恩斯特、保 康普夫麦尔、汉 弥勒、布 维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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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

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

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

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萨克森工人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社会

民主主义日报，九十年代初是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从１８９０年至

１９０８年在德勒斯顿出版。——第７７页。

１０８ 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庆祝１８９０年五一节而写给德国工人的

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５日“柏林人民报”上。在呼吁书中党

的领导答复了反对派“青年派”提出的关于在５月１日举行总罢工的要

求。呼吁书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的条件下，以及在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

日选举后形成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选举中

遭到失败的统治集团已经准备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它们

很可能进行挑衅。呼吁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并且

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５月１日。

１８９０年５—７月在汉堡发生了建筑工人的罢工，他们要求规定

九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工人在不利的时机发动的罢工失败

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自己关于工人不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

求。——第７８页。

１０９ 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是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举行的。这次代表会

议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

的，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２２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１０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

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

九次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

布，代表会议的决议于１８７１年１１—１２月公布。

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的重要阶段。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

论述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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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

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

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

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

宁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

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７８页。

１１０ １８８４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

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

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 倍

倍尔和威 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

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

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

力下，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

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表决；决议还指

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

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

力支持和指导。在辩论的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只一次企图把辩

论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企图迫使该报停止对他们的立

场进行批评。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１８８５年３月帝国国会

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

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

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

项提案。——第７８页。

１１１ 滤出蠓虫，吞下骆驼，是从圣经中借用来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注意

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第８１页。

１１２ “１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文是恩格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沙 博尼

埃１８９０年９月９日来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该文中制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在

筹备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方面的策略路线。沙 博尼埃告诉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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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有一些事实证明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具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动

摇，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势有可能转到法国可能派和其他机会

主义分子方面的危险。还在筹备１８８９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巴黎代表大

会，见注９７）期间立场就不坚定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既接受马克思主

义派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委托他们与瑞士社会主

义者共同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又接受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

（关于可能派代表大会，见注９７）的委托来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可能派

利用了这种情况，就通过比利时人进行活动，再一次企图攫取召开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动权。

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５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和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给左尔

格的信中也都阐述了给博尼埃复信中的基本思想。从这两封信中可以

看出，这个复信是给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不准备公开发表

的。恩格斯的指示帮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机会主

义分子的阴谋，争取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布鲁塞尔举行了１８９１

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８３页。

１１３ 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日至６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约

４６０人，代表着１４０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

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

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

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

定。——第８３页。

１１４ 指两篇抨击性文章：“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１８８９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前者于１８８９年３月

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单行本，同时用德文载于１８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６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号和第１４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５２１—５３２页）；后者于１８８９年６月在伦敦用英文

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

５３８—５５５页），其摘录载于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４号。

在这两篇根据恩格斯的授意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执笔并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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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领袖

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

动。——第８３页。

１１５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

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８日在海牙举行。这次会

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

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

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决

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议

的决议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５２７—５２９

页）。——第８４页。

１１６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

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

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 盖得和保 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

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１８７９年工人党成立

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１８８２年党分裂

成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见注１０４）。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

工人党的名称。——第８５页。

１１７ 丹麦“革命派”是团结在“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ｄｅｒｅｎ》）周围的以特利尔

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

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进行

斗争。他们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１８８９年建立了自己的

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

的无产阶级政党。——第８５页。

１１８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该报停刊而写的。恩

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３０

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ｄ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第９期上。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这封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刊登在

“正义报”（《Ｇｉｕｓｔｉｚｉａ》）上。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３日该信刊登在“柏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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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２３０号上，信的头两段被删掉。

恩格斯的这封信于１９１３年９月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

志“启蒙”第９期上。——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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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

辑是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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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尔格尔也参加了编辑部。作为民主派中无

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的“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

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决定该报对德国革命和欧洲

革命重要问题所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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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

民主派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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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迫害，使该报停刊。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

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３０１号。该报编辑们在致工

人的告别书中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将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解

放！”——第８９页。

１２０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０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在维登（瑞士）

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５６名代表。这是在１８７８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

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

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

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

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

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

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

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

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

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

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１８７５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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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领袖

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

动。——第８３页。

１１５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

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８日在海牙举行。这次会

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

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

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决

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议

的决议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５２７—５２９

页）。——第８４页。

１１６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

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

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 盖得和保 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

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１８７９年工人党成立

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１８８２年党分裂

成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见注１０４）。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

工人党的名称。——第８５页。

１１７ 丹麦“革命派”是团结在“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ｄｅｒｅｎ》）周围的以特利尔

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

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进行

斗争。他们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１８８９年建立了自己的

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

的无产阶级政党。——第８５页。

１１８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该报停刊而写的。恩

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３０

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ｄ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第９期上。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这封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刊登在

“正义报”（《Ｇｉｕｓｔｉｚｉａ》）上。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３日该信刊登在“柏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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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用的

“合法”这个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

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

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

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

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８９页。

１２１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党团的多数和“社会民主

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１１０）的态

度上持有不同意见而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１８８５年４月２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１４号上。在这个声明中党团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

批评它的活动，认为对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机会

主义立场所做的原则性批评是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以

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

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做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

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讦。党团的多数被迫让

了步。１８８５年４月２３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

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

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就放弃了自己原先

的声明。——第９０页。

１２２ １８８８年９月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

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驱逐出瑞

士，于是报纸迁到伦敦，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第９０

页。

１２３ “人民呼声报”（《Ｖｏｌｋｓｓｔｉｍｍｅ》）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９０年

至１９３３年在马格德堡出版。——第９３页。

１２４ 指海 巴尔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该文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８日

“自由论坛”杂志第１７期上，旨在反对该杂志（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４日第１５期）

发表的保 恩斯特的文章“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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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ＦｒｅｉｅＢüｈｎｅ》）是一家文学杂志，从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３

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从１８９２年起每月出版一

次。从１８９４年１月起该杂志用“新德意志评论”（《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ｕｎｄ

ｓｃｈａｕ》）的名称出版。——第９４页。

１２５ 恩格斯所批评的保 恩斯特的文章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柏林人民论

坛”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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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页。

１２６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套用“活泼快乐的战争”（《ｅｉｎｆｒｉｓｃｈｅｒｆｒéｈｌｉｃｈｅｒ

Ｋｒｉｅｇ》）一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利奥首先

使用这个词，后来在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第９９

页。

１２７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为祝贺他七十寿辰而寄给他

的贺信的复信。该贺信由保 拉法格署名，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社会

主义者报”第１４号上，其中说：

“亲爱的公民：

我们祝您——同马克思一起作为很快就要达到目的的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的理论家的人，保持着火热的心和年轻人的热情的人健康长寿，

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样，能够看到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

恩格斯的信除载于“社会主义者报”外，还用德文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

３０日“柏林人民报”第３０３号。——第１０１页。

１２８ 恩格斯指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 梯叶里合写的两部著作：“关于欧洲社

会的改组，或关于欧洲各民族联合成一个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的政治

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 （《Ｄｅｌａｒé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ｏｕ Ｄｅ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 ｅｔｄｅｓ ｍｏｙｅｎｓｄｅ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ｌ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ｄｅＩ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ｕｎｓｅｕｌｃｏｒｐｓ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ｅｎｃｏｎｃｅｒｖａｎｔàｃｈａｃｕｎｓｏｎ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和“关于反对１８１５年同盟所应采取的措施的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ｕｒ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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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ｕｒｅｓàｐｒｅｎｄｒｅｃｏｎｔｒｅｌａ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ｄｅ１８１５》）；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

出版，头一本在１８１４年１０月问世，后一本在１８１５年问世。——第１０１页。

１２９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１８９０年１１月

２６日寄给他的贺信的复信，编辑部的贺信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同时邀

请他参加定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和８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

会。恩格斯的贺信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过，除载于上述两家报纸

外，还载于小册子“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和８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匈牙利社会

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纪录”１８９１年布达佩斯版（《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ｄ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

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Ｕｎｇａｒｎｓｉｎ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ｖｏｍ７．ｕｎｄ８．Ｄｅｚｅｍｂｅｒ》．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４日“柏林人民报”第２９２号。

“工人纪事周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ＷｏｃｈｅｎＣｈｒｏｎｉｋ》）是一家社会主义

周报；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９０年以此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人的机关报；从１８９１年１月起至１８９４年以前改名为“工人新闻”（《Ａｒｂｅｉｔ

ｅｒｐｒｅｓｓｅ》）。

“人民言论”（《Ｎéｐｓｚａｖａ）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１８７３年在布达佩

斯创刊，１８９０年起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第１０３页。

１３０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和８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

它构成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出席

代表大会的代表共１２１人（布达佩斯８７人，外省组织３４人）。代表大会讨

论了匈牙利工人运动情况、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社会改革的

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奥地利社会民

主党加因斐纲领（见注２２８）的主要论点为基础的原则宣言（党纲）。根

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匈牙利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社会民

主党。——第１０３页。

１３１ 恩格斯为发表卡 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１—３５页）写了这篇序言。“哥达纲领批判”是科

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同时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

的典范，恩格斯发表它，是为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里活跃起来的机会主

义分子以打击，这在党即将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新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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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来代替哥达纲领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

判”时，不得不克服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方面的某种反对。他

在发表时所做的一些小删节以及将某些尖锐的词句改成别的说法，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编辑卡 考茨基的立场

所引起的。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

辑部对它不表欢迎。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

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了欢迎，其

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做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

文献。

“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根据路

易莎 考茨基的手抄副本译出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于１９３２年在

苏联第一次发表。第１９卷所载这篇著作，是第一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搜集到的马克思亲笔手稿译出发表的。——第１０５页。

１３２ 在１８７５年５月２２—２７日哥达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由奥 倍倍尔和威 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在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叫做德国社

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是克服了。但是，向哥

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主要起草人是威 李卜克

内西，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

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

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

批评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

通过了。——第１０５页。

１３３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２—１８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在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废除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威 李卜克内西的提议，

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

代表大会，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内把新纲领草案公布，以便

在各地方党组织里和在报刊上讨论。——第１０５页。

１３４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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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

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１５个全国性组织的６５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

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

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

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被开

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奠定了基础。——第１０６页。

１３５ 恩格斯的“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这一著作是直接针对讲坛社会主

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路 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 马克思的论战”的

出版而写的。布伦坦诺在出版小册子的同时，还在一家资产阶级杂志

“德国周报”上发表了它的序言部分，接着该杂志又发表了一篇短评，企

图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的关于所谓马克思捏造他的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

演说的引文的信中摘录一些话来证明布伦坦诺“正确”。

布伦坦诺发表这些东西，目的在于继续他早在１８７２年就以匿名的

方式开始、后来又得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 泰勒支持的诽谤马克

思的运动。恩格斯为了彻底揭露这些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声誉和破

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诽谤，决定再一次在

报刊上驳斥布伦坦诺及其同伙，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以打击。

在“德国周报”发表了包含摘自格莱斯顿致布伦坦诺的信里的话的

短评（见本卷第２１１—２１２页）以后，恩格斯立即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在“新时

代”杂志上刊登了答复的文章（收入恩格斯的小册子的附录中，载于本

卷第２１２—２１３页），后来在１８９１年４月发表了整个著作。

在“文件”部分，恩格斯发表了有关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论战，爱

琳娜 马克思和泰勒的论战的全部材料，以及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言

论。载于这一部分的一些文件，已经收入本版的有关各卷。本卷根据恩

格斯的小册子的材料的编排重新发表了这些文件。

讲坛社会主义 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

流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坛

（德文为Ｋａｔｈｅｄｅｒ）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

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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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

新的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 瓦格纳、古 施穆勒、路 布伦坦诺、

威 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

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

限于组织疾病和不幸事故的工人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

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

想来源之一。——第１０７页。

１３６ 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于１８９０年问世，

恩格斯为这一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

第３５—４０页。——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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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ｅｒｆｒａｇｅ》）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１８７１

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１８７６年。——第１０９页。

１３８ Ｌ．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ＭｅｉｎｅＰｏｌｅｍｉｋｍｉｔ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Ｚｕｇｌｅｉｃｈ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

Ｆｒａｇｅｄｅｓ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ｓ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ｌａｓｓ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ｒＵｒｓａｃｈｅｎ》．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０．——第１０９页。

１３９ 见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

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在

１８８１年５月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的周刊“劳动旗帜报”（《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写的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

佣劳动制度”、“工联”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７３—

２８６页）。——第１１０页。

１４０ 成立宣言的本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１４

页。——第１１１页。

１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页，以及本卷第１６２—

１６６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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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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改为第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

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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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

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

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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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２页。

１４２ 指爱 斯 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这篇文章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日

“双周评论”第４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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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和文学问题杂志，１８６５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此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１９３４年。——第

１２２页。

１４３ 书的全名是：“兑换论。１８４４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

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Ｊ．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

附录”１８６４年伦敦版（《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Ｂａｎｋ

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ｃｔｏｆ１８４４．ＴｈｅＡｂ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ｏ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ｅｄｉｎＤｅｂａｔｅ，ｓｕｐｐｉｅ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ｐｅａｌｏｆｓｉｒＪ．Ｂａｒｎａｒｄｓ

Ａｃ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书是匿名出版的，作者为亨利 罗伊。——

第１１２页。

１４４ 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在下院发表的预算演说载于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

“泰晤士报”第２４５３５号。——第１１２页。

１４５ 见“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３辑第１７０卷第２４４页（《Ｈａｎｓａｒｄ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

ｔ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ｓ》．ＴｈｉｒｄＳｅｒｉｅｓ．ＣＬＸＸ，ｐ．２４４）。——第１１２页。

１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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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

机关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１６页。

１４７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在伦

敦创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１１６

页。

１４８ 见布伦坦诺的这本书第２１—２３页。——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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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１９３７

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第１１８页。

１５０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０

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１８页。

１５１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７２年

至１９３７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聚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

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１１８页。

１５２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工业资

产阶级的机关报；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１１８页。

１５３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８２７年在伦

敦创刊。——第１１９页。

１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５—６页。——第１３５页。

１５５ 见注１３３。——第１３５页。

１５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６页。——第１３８页。

１５７ “童 工 调 查 委 员 会 （１８６２）。委 员 会 报 告 书 （ —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８６２）．Ｒｅｐｏｒｔ（ —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第１５０页。

１５８ 指“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１８６４年度第七号报告书。附附录”１８６５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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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ｖｅｎ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

ｔｈｅＰｒｉｖ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ｉｔｈ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第１５０

页。

１５９ 詹 爱 撒 罗杰斯“从牛津议会的召集（１２５９）起至大陆战争开始

（１７９３）止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１８６６年牛津版第１卷（Ｊ．Ｅ．Ｔｈ．

Ｒｏｇ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１２５９）ｔｏ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Ｗａｒ（１７９３）》．Ｖｏｌ．Ｉ．Ｏｘ

ｆｏｒｄ，１８６６）。——第１５０页。

１６０ 指“矿山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议事录，证据记录和附录。根据１８６６

年７月２３日下院的命令出版”（《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Ｍｉｎｅ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３Ｊｕｌｙ１８６６》）。——第１５０页。

１６１ Ｊ．Ｗａｔｔｓ．《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Ｆａｍｉｎｅ》．Ｌｏｄｏｎ１８６６，ｐ．２１１．——

第１５１页。

１６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１４页；恩格斯下面引用的

引文见第５页和第７页。成立宣言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蜂房”报

第１６０号，后来在同月和章程一起载入小册子：《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８，１８６４，ａｔａＰｕｂｌｉｃ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ｄａｔ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Ｈａｌｌ，ＬｏｎｇＡｃ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ｃｅｏｎｅ

ｐｅｎｎｙ．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ＢｅｅＨｉｖ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Ｏｆｆｉｃｅ，１０，Ｂｏｌｔ

Ｃｏｕｒｔ，ＦｌｅｅｔＳｔｒｅｅｔ，１８６４。——第１５５页。

１６３ 这个片断的文字和“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文字是一致的（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６—６６７页），只有几个注释恩格斯

在第四版中作了一些不同于第三版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

１８８３年在汉堡出版的。——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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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

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１５７页。

１６５ 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１１页（《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６１》，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 ． ，ｐ．

１１）。——第１５７页。

１６６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６部分第２６０—２７３页。——

第１５８页。

１６７ 这里引用的和后面提到的引文（见本卷第１６９、１７４、１８３、２０６、２０９

页）不是莫里哀的文句，而是他的同时代人尼 布瓦洛的文句（“讽刺

诗集”第八首讽刺诗）。这段话的译文是：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第１５９页。

１６８ 见注１４３。——第１５９页。

１６９ 亨 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１８６５年剑桥和伦敦版第６７、８２页

（Ｈ．Ｆａｗｃｅｔｔ．《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ｐ．６７，８２）。——第１５９页。

１７０ 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

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９７—１０１

页）。——第１６２页。

１７１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１８６７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页码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６—６６７页）。——第１６４

页。

１７２ “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２

卷（《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ｏｆｂｏ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威克菲尔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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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第１６４页。

１７３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帝国国会会

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

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

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们”。但是

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来打死

他们”已被改为“使他们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

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

讽刺性的译名“小拉斯克尔”。——第１６５页。

１７４ 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

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１８—１２７

页）。——第１７２页。

１７５ 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柏林版第３卷第１３６页

（Ａ．Ｓｍｉ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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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７３页。

１７６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６页和第６６７页）。——第１７３页。

１７７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比斯利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日“双周评

论”第４７期上的文章。——第１７５页。

１７８ 指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六评论”第７８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

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

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的简称，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８年在伦敦出版。——

第１７５页。

１７９ 见注１７２。——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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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与爱琳娜 马克思的答辩（刊登在“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内，标题是：

“英国”）同时发表的还有下面的短文，其中她指出塞 泰勒重新挑起了

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和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拒绝发

表她给塞 泰勒的答辩：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这样多，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

否要用这些篇幅来讨论私人的问题。但是，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来驳斥

对我父亲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读者原谅我这

样做。去年１１月２９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塞德莱 泰勒先生的信，信中

重复了过去的诽谤，说什么我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意地歪曲了他

所摘引的格莱斯顿一篇演说中的话。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诽谤，但是这些诽

谤者通常都是十分卑鄙，不值得给以答复。可是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给

匿名控告者以答复，因为硬加在他身上的所谓歪曲是出现在国际工人

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读了泰勒先生的只不过是烫剩饭的那封信之后，立刻写了一封

信给‘泰晤士报’。我在英国报纸上经常读到关于英国报刊如何‘公正’

的说法，所以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辩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

表。可是过了一些时间，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

即使是‘泰晤士报’也好，在私人问题上可能还是正直的，所以我又写

了一封信给编者。但还是没有结果。接着我又写信给我一直认为是非常

公正的报纸‘每日新闻’。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惩罚地去踢死

的狮子，而自由主义的‘每日新闻’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

表我的信的程度。因此我在这里公布了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

辩：——”（见１８８４年“今日”月刊第１卷第２期第１５０—１５３页）。

“今日”（《ＴｏＤａｙ》）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１８８３年４月至

１８８９年６月在伦敦出版；在１８８４年７月以前，在海德门任杂志编辑期间，

爱琳娜 马克思主持该杂志的“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第１８７页。

１８１ 爱琳娜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和“塞 泰勒的反驳”，都刊载于“今日”杂

志“通讯”栏内，标题是：“马克思博士和格莱斯顿先生的１８６３年预算演

说”（见１８８４年“今日”月刊第１卷第３期第２２８—２３５页）。——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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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３５—４０页。——第１９７页。

１８３ 指理 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Ｒ．Ｊｏｎｅｓ．《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ｔｆｏｒｄ，

１８５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引证了这本书（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６１１—６１２页）。引文和注明的引文出处

都是确切的。——第１９７页。

１８４ 路 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公会”。第２卷。“英国工会批判”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

（Ｌ．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ｇｉｌｄｅｎ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ｗｅｒｋｖｅｒｅｉｎ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２）。——第２０３页。

１８５ 指弗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１８７８年不来梅版

（Ｆ．Ｍｅｈｒｉｎｇ．《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Ｉｈｒ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

ｉｈｒｅＬｅｈｒｅ》．Ｂｒｅｍｅｎ，１８７８）。——第２０５页。

１８６ “德国周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１８８８年３月至１９００年９月在柏

林出版的资产阶级杂志。——第２１１页。

１８７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收到威 李卜克内西寄来的这一期“德国周报”后不

久，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和１３日之间写的。１２月１３日恩格斯把这篇短评寄

给考茨基，请他把它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杂志上。——第２１２页。

１８８ 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初工人和民主力量在巴黎举行了多

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反对前总理茹尔 费里（绰号“东京佬费

里”，因为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部署目的在于对突尼斯、马达加斯加

和东京即越南北部实行殖民地侵占的远征）做候选人，费里是被温和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抬出来争总统职位的，并且得到

保皇派的支持。在第一次投票中，费里得到的票数寥寥无几，他在人民

群众的压力下，在第二次投票前迫不得已放弃候选资格。恩格斯在１８８７

年１２月５日给拉法格的信里，把候选人费里的失败评价为人民对联合起

来的保皇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胜利。

１８９１年２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德国帝国国会讨论关于所谓军士奖金的军

事预算条款。首相卡普里维说明要求拨款的用途，他说必须巩固军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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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士这一部分人，因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

军队中加强了。帝国国会根据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票数，批

准按政府申请总额的８０％拨给此款。——第２１５页。

１８９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社在１８９１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出

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

卷第３３１—３８９页）德文第三版（纪念版）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

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

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

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在纪念版

中还收入了由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

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９和２８５—

２９４页）。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有

恩格斯的导言。

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

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杂志第２卷第２８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

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在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被

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１８９１年３月１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

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

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保留了

改换的字眼。本版恢复了原稿的文字。

恩格斯的导言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起用俄文发表，第一次

是１８９３年在日内瓦。１９０５年“海燕”出版社（敖德萨）出版了按１８９１年德

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 伊 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

列宁在校订译文时，消除了１９０５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前一版中的许

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把“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中先前被沙

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文句恢复了。后来弗 伊 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

命”等著作中引证导言时，又对其中的许多段落重新进行了翻译。列宁

校订和翻译过的地方，在准备本版时得到了考虑。——第２１６页。

１９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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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 指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２１６

页。

１９２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

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

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体操团体中得到了推广。

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

害。——第２１６页。

１９３ 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９０页）。——第２１７页。

１９４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

结果是法军完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签字的投降书，

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８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

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至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９日被监禁于威廉堡（在加塞尔附近，是

普鲁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结果是１８７０年９

月４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２２０页。

１９５ 指以梯也尔和茹 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在

凡尔赛签订的法德初步和约。按照这个条约的条件，法国把亚尔萨斯和

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５０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

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和约是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在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签订的。——第２２１页。

１９６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

和国公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１８７１年３月３１

日第９０号上。——第２２２页。

１９７ 恩格斯说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 瓦扬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１日命令的内

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２日第１３２号

上。——第２２２页。

１９８ 指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１８５１年巴黎版

（《Ｉｄé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ｕＸＩＸ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ｕｉｓ，１８５１）。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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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８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

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１０卷

第１３—１７页），对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２２６

页。

１９９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答复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霍赛 梅

萨在１８９１年３月２日的信里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梅萨请恩格斯答应让该

党全国委员会出版由他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

页）的西班牙文译本。早在１８７２年梅萨就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它的一些

片断曾第一次用西班牙文发表在第一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解

放报”（《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第４４号、１０月５日和１３日第６８号

和第６９号上。以后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梅萨继续翻译，但直到九十年代

初才有实际可能在西班牙出版这本书。

梅萨在１８９１年４月８日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已收到恩格斯关于“哲学

的贫困”西班牙文版的信，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对反对蒲鲁东

思想的斗争，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各个资产阶级政

党利用蒲鲁东的思想，其目的在于用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洞词句来欺骗

工人。恩格斯的信被作为１８９１年夏天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贫

困”一书西班牙文版序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１８８８年巴塞罗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的纲领，作为附录载于该书。——第２３０页。

２００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负责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它拟于１８９１

年４月１２日在米兰召开）的委员会的来信的答复。委员会是由米兰的各

民主组织成立的，其成员包括意大利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

家。委员会极力使计划中的群众大会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因而向各国

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等）以及

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或以

书面表示自己对它的支持。委员会在给恩格斯发出这一正式邀请的同

时，还于１８９１年４月２日给他寄去了一封专函，其中写道：“您是这场自由

和压迫的搏战中的最著名的战士之一。您是德国和英国——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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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领域内——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因此您的表示支持我们的群众大

会的来信，将会对全体劳动人民发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您能参加４

月１２日的群众大会，并且能像我们所希望的为保卫工人的自由和独立

而发表意见，那末，对您的同胞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同志就会起

更大的影响。”——第２３２页。

２０１ 恩格斯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间担任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意大利通讯书记，

１８７３年担任过总委员会意大利全权代表。——第２３２页。

２０２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１８９１年在柏林出版的卡 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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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把他为这一著作的１８８４年版本所

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１７９页）全部复述

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

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

导言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布，它以独立的论文

形式登载出来。在单行本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１８９１年５月１３日“前进

报”第１０９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

１８９１年５月３０日“自由”报第２２号，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１８９１年７月１０

日第１０期，１８９１年７月２２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４４号，１８９２年法国社会主

义杂志“社会问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的文集，以及其他机关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１８９１年版本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

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１８９４年日内

瓦出版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上。——第２３４页。

２０３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

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

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

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

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

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

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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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 指１８４９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

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以及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阶段）。德意志多数邦政府都拒绝

承认宪法。——第２３４页。

２０５ 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后来发现一份手稿，它是为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

题的讲演的晨后一讲或最后几讲所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手稿封

面上有“１８４７年１２月于布鲁塞尔”字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６３５—６６０页）。从内容看来，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的

未完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手稿于１９２４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在“社会主义经济”（《 》）杂志上，１９２５年用原

文发 表 在“在 马 克 思 主 义 旗 帜 下”（《Ｕｎｔｅｒｄｅｍ Ｂａｎｎｅｒｄ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ｓ》）杂志上。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没有发现“雇佣劳动与资

本”一著已定稿的完成部分。——第２３４页。

２０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４１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４３—８０页。——第２３７页。

２０７ 恩格斯引“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

５４７页）。——第２４０页。

２０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１７７—１８７页。——第２４０页。

２０９ 恩格斯指１８９１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里，是在５月１

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的，１８９１年，５月１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

是在５月３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

工人，在１８９１年五一经念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在俄国，尽管沙皇当

局对五一运动的参加者进行疯狂的迫害，１８９１年，人们还是第一次庆祝

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第２４３页。

２１０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１—２４７页）德文第四版写的，该版

于１８９１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这部著作在１８８０年首先用法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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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社会主义评论”（《Ｒｅｖ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杂志上，德文第一版是由“社

会民主党人报”社于１８８３年３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扉页上标的

日期是：１８８２年）。恩格斯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表示相信这部著作的内

容对德国工人读者来说困难是不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９卷第３４６页）。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该报社

于１８８３年出版。第四版是在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所有这

四个德文版本，都以附录形式刊载了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５１—３６９页）。——第２４４页。

２１１ 所列举的各种版本为：《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ｕｔｏｐｉｃｏｅｉ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Ｂｅｎｅｖｅｎｔｏ，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ｎｓＵｄｖｉｋｌｉｎｇｆｒａＵｔｏｐｉｔｉｌＶｉｄｅｎ

ｓｋａｂ》，Ｋ ｂｅｎｈａｖｍ，１８８５；《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ｕｔóｐｉｃｏ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ｏ》，Ｍａｄｒｉｄ，１８８６；《ＤｅｏｎｔｗｉｋｋｅｌｉｎｇＶａｎｈｅｔ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ｅＶａｎｕｔｏｐｉｅｔｏｔｗｅｔｅｎｓｃｈａｐ》，Ｇｒａｖｅｎｈａｇｅ，１８８６。—— 第

２４４页。

２１２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它以“反杜

林论”中相应各章的文字为基础）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０卷“‘反杜林论’的资料”部分。关于圣西门的补充见

第２０卷第６６９—６７０页；关于托拉斯的补充见第２０卷第６７２—６７３页。——

第２４５页。

２１３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为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２３—１７８页）一书第四版写的序言；在该

版问世以前，经作者同意，这篇序言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

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１８９１年“新时代”杂志第４１期。

恩格斯的这本书的经过修订补充的第四版于１８９１年底在斯图加特

出版，此后再没有改动过。恩格斯这本书后来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

各种版本，都收有这篇序言。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１８９４年在彼

得堡出版的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俄文第一版里。——第２４６页。

２１４ 指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以下各种版本：《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ｌａｆａｍｉｇｌｉａ，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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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 ｐｒｉｖａｔａ ｅ ｄｅｌｌｏ Ｓｔａｔｏ 》． Ｖｅｒｓｉｏｎｅ

ｒｉｖｅｄｕｔａ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ｒｅ，ｄｉ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Ｍａｒｔｉｇｎｅｔｔｉ．Ｂｅｎｅｖｅｎｔｏ，

１８８５；《Ｏｒｉｇ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ｉｅｉ，ｐｒｏｐｒｉｅｔǎｔ，ｅｉ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ｉａｓｔａｔｕｌｕ

ｉ》，ｔｒａｄｕｓǎｄｅＪｏａｎＮǎｄｅｊｄ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ｕｌ》 １７，

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１８８５， ２２，２３—２４，１８８６；《Ｆａｍｉｌｊｅｎｓ，Ｐｒｉ

ｖａｔｅｊｅｎｄｏｍｍｅｎｓｏｇＳｔａｔｅｎｓＯｐｒｉｎｄｅｌｓｅ》．Ｄａｎｓｋ，ａｆＦｏｒｆａｔ

ｔｅｒｅｎｇｅｎｎｅｍｇａａｅｔＵｄｇａｖｅ，ｂｅｓｏｅｒｇｅｔａｆＧｅｒｓｏｎＴｒｉｅｒ．Ｋ

ｂｅｎｈａｖｎ，１８８８，《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ｄ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ｐｒｉｖéｅｅｔｄｅｌ▍Ｅｔａ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３。——第２４７页。

２１５ 爱 伯 泰罗“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１８６５年伦敦版（Ｅ．

Ｂ．Ｔｙｌ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第

２４８页。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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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ｈｏｆｅｎ．《ＤａｓＭｕｔｔｅｒ

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üｂｅｒｄｉｅＧｙｎａｉｋｏｋｒａｔｉｅｄｅｒａｌｔｅｎＷｅｌｔｎａｃｈ

ｉｈｒ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ｅｎ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Ｎａｔｕ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６１）。—— 第２４８

页。

２１７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第２４９页。

２１８ 恩格斯引麦克伦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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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年伦敦和纽约版第１２４—１２５页（《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ａＲｅｐｒｉ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ｒ

ｒｉａｇｅ．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Ｃａｐｔｕｒｅｉ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８６，ｐ．

１２４—１２５）。麦克伦南“原始婚姻”一著最先于１８６５年在爱丁堡出版单

行本，而“古代史研究”第一版（该版收有“原始婚姻”一著）于１８７６

年在伦敦问世。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这一版本。——第２５２页。

２１９ Ｒ．Ｇ．Ｌａｔｈａｍ．《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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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人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

族。——第２５２页。

２２０ 指路 亨 摩尔根的十四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

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ｉｅｗ》）杂志１８４７年２—１２月第２—１２期），以及他的

“Ｈｏｄéｎｏｓａｕｎｅｅ或易洛魁联盟”一书１８５１年罗彻斯特版（《Ｌｅａｇｕｅｏｆ

ｔｈｅＨｏｄéｎｏｓａｕｎｅｅｏｒ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１）。——第２５２页。

２２１ 约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

状态”１８７０年伦敦版（Ｊ．Ｌｕｂｂｏｃ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ｖａｇ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０）。——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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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ｏｎｓａｎｇｕ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Ｆａｍｉｌ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７１）。——第２５４页。

２２３ 阿 吉罗 特龙“家庭的起源”１８７４年日内瓦、巴黎版（Ａ．ＧｉｒａｕｄＴｅｕ

ｌｏｎ．《Ｌ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Ｇｅｎèｖ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４）。

Ｊ．Ｌｕｂｂｏｃ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ｖａｇｅｓ》．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８２）。——第２５６页。

２２４ 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

程的研究”１８７７年伦敦版（Ｌ．Ｈ．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ａｖａｇ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ｔ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７）。——第２５６

页。

２２５ 恩格斯曾经同爱德华 艾威林、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和卡 肖莱马在

１８８８年８—９月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这次旅行的途中观感，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４８４—４８６页。——第２５７页。

２２６ 约 弗 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１８７６年伦敦版第３３３页（Ｊ．Ｆ．ＭｃＬｅｎ

ｎ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６，ｐ．３３３）。—— 第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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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２２７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回答由维克多 阿德勒在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２日来信中

向他转达的请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而写

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在

维也纳举行。出席大会的有１９３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党的状况

和活动、关于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运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

于党参加１８９１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

工会、关于奥地利的社会改革等问题。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１８９１年

７月３日的社论“在维也纳举行的我党代表大会”中总结代表大会工作时

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它的代表大会是会满意的，因为在代表大会

上明显地表现出了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在策略问题上的明确性和一致

性。代表大会上的辩论是按照１８８８年在因斐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纲领中的主要原则进行的。——第２６０页。

２２８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３０日至１８８９年１月１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了统一代表

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奥地利几乎所有各省的社会主义者的７３名代

表。代表大会在发展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成

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并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为依

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

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

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

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党的

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宣

言中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

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发展奥

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２６０页。

２２９ 恩格斯指废除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反动政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而施行的非常法。

关于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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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于１８８４年在“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名称下通过了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根据这些法令，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工人组织及其机关报刊

遭到警察当局的迫害和查封，它们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但是，在罢工

运动增长和１８９０年５月１日奥地利工人群众性行动的影响下，塔菲政府

于１８９１年６月被迫废除这些法令。——第２６０页。

２３０ “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

一，是恩格斯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的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这篇著作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６

月１８日和２９日之间写的。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８日，理 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

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直接促使

他写了这一著作。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

草的草案，曾经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讨论过，其中的一次会议

决定把草案寄给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从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９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

草案后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他打算对绪论部分提出自己的更

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提意见的日期的限制，只对有些条款写

了草稿（见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２７９—２８０页）。恩格斯对草案中专门谈

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一

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驯、愉快而自由地

‘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恩格斯的批判意

见，以及在这以前由于他的坚持才发表的卡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见注１３１），对进一步讨论并制定纲领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意见被考虑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意

见后不久在１８９１年７月４日“前进报”上公布的纲领草案来判断。草案的

文字表明，考虑到恩格斯的批评而对草案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在绪论部

分及经济要求那一部分。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尽管恩格

斯作了批判，但并没有作什么有意义的修改。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关于民主共和国、关于改造德国国家制度和为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

的残余而斗争的必要性等原理，都没有写进这一部分去。

正式的纲领草案发表后，在各级党组织里和在“前进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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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上开始对它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提出了个别的建议和修

改，而且提出了新的纲领草案。“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就提出了它自己的

由考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从恩格斯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８日给考茨基的信和９

月２９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的草案提

出一系列批判性意见，但整个说来，他认为它比正式的草案较令人满

意，并且对倍倍尔打算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个草案表示赞同。

为了审查提出来的各种草案和建议，成立了以威 李卜克内西为首

的纲领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草案制定出最后的

纲领草案；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最初的纲领草案所提的一些意

见也得到考虑。

委员会草拟的纲领草案被提交到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１日举行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威 李卜克内西就这个问题作

了报告。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４日给左尔格的信里，谈到通过了基本上

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成果时写道：

“使我们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党的纲领清除了改良主

义的拉萨尔派教条，更明确地表述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纲领科学地

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明确指出，

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

到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理。纲

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

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对最初的草案的批判意见可以认为是对爱尔福特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批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长期不发表恩格斯的“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

纲领草案批判”；直到１９０１年它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发

表这篇著作时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手稿是在威 李卜克内西遗

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

弗 伊 列宁第一个把“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中的

若干地方译成俄文，并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加以引用。在准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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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收进本版时，考虑了列宁翻译的这些地方。这篇著作

用俄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３０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和恩

格斯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第２６３页。

２３１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给恩格斯的并受到恩格斯的分析批判的

纲领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下面引的是由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已

经考虑过恩格斯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的文本（１８９１年７月４日“前进报”第

１５３号）。为了便于同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相对照，把绪论部分各段的号数

用方括号标了出来。

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

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

手段——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会

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和有产者。

［第二段］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

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

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第三段］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

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

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

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过剩的工人的大军越来

越具有群众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军

事阵营并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产生了那些使工

人状况更加恶化的越来越拖长的危机和生产的间歇，由于城乡中等阶

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

加扩大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

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相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

力。

［第五段］对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通过消除其原因而予以结

束，并力争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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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资料——土地、矿

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转变成公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生产

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资

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并且还将由它继续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

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

实现。

［第七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

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同那种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并从而把对工

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的专为国库着想的国

有化制度，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第八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七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

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

义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但却有它们的共同目的

——保持和巩固现社会的基础。

［第九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八段］工人阶级在一切具

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有着相同的利益；随着国际联系和为世

界市场的生产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同其他各国的工

人的状况相依存，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

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一致参加解决的社会问题。基于这个认识，德国

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称自己同所有其余的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

是一体的。

［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

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

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在这个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雇

佣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它坚持能够改

善一般人民的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办法和设施。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提出如下要求：

１．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选举和投票的所有阶

段，均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

票权。

实行比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举行。对选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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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支给薪金。

２．人民根据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直接参加立法。在帝国、各

邦、各省和各市镇实行人民自治。税收每年提付表决，有拒绝纳税的权

利。

３．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问题。成立国际仲裁法庭。

４．废除一切限制或取消自由发表意见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５．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

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的团体。

６．学校的世俗性。公立国民学校实行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

构中实行经费教育和经费供应教材教具。

７．用时刻准备保卫国防的精神教育全体公民。用民兵代替常备军。

８．免费的诉讼程序和免费给以司法上的帮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

进行审判。

９．医疗和医药免费。

１０．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国家开支，征收级差累进的所得

税、资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使社会整体利益服从

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的其他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１．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保护法：

 （ａ）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八小时。

 （ｂ）禁止使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业劳动。

 （ｃ）禁止夜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等特点而需要

夜工的工业部门不在此例。

 （ｄ）向每个工人提供每周一次其长度最少为三十六小时的不间

断的休息。

 （ｅ）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

２．由帝国劳动部门、各专区劳动局和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业企业

进行监督，并调整城乡劳动关系。

３．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同工业工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废除奴仆规约。

４．［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似乎是第二点］确保结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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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工人参加保险机关的管理并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情况下，把整

个工人保险系统转归帝国经营。——第２６５页。

２３２ 指１８７５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马克

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著中，恩格斯在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给倍倍尔的

信里，对这一纲领的草案（该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

过了）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１０页和第

１１—３５页）。——第２６５页。

２３３ 恩格斯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４７５页）。——第２６９页。

２３４ 由于修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在完成反革命政变和驱散

普鲁士国民议会后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钦定（恩赐）的宪法，在普鲁士通过

了１８５０年宪法。因为一心要消灭这部整个说来十分反民主的宪法中残

存的民主成果，国王在１８４９年４月解散了众议院，而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颁

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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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新议院的奴颜婢膝的

多数，按照国王的提议通过了使１８４８年钦定宪法的反动原则加强了的

新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

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且

只对国王负责。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１８５０

年宪法在１８７１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鲁士仍然有效。

所谓的宪制冲突，是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

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１８６０年２月，这个多数拒绝批

准陆军大臣冯 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

级首肯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

组。当１８６２年３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

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１８６２年９月底，组成了反革

命的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１０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

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１８６６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

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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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６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是１８６７年４月１７日

批准的而后在１８７０年１１月根据德国南部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

维尔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１８７１年宪

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

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

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

和帝国首相所拥有的不依赖于帝国国会的特权非常广。该宪法保存了

分立主义的残余，德国一些小邦的特权。——第２７２页。

２３５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用一个名称联起来，这

两个在１８７１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国是：属于长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

斯 格莱茨和属于幼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 盖拉 施莱茨 罗宾斯坦 艾

贝斯道弗。——第２７２页。

２３６ 恩格斯指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所作的、得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

会党团的同意的演说，凯泽尔在那次演说中为政府的１８７９年度保护关

税率草案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斥责了在帝国国会里替为大

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凯泽尔

的行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姑息放纵。

曼彻斯特主义，见注１０５。——第２７４页。

２３７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在

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１８７０年１１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

法（１８７１年４月）中被确定下来了。其中，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保留了特

有的烧酒和啤酒税、独立管理邮电。此外，巴伐利亚还保留了管理它的

军队和铁路方面的独立性。巴伐利亚、维尔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

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特别的委员

会。——第２７５页。

２３８ 指由于完成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１７９９年雾月１８日（１１月９

日）政变而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 波拿巴的专政。这一制度取

代了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国制度。１８０４年，在法国正式建

立了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尽管制度交替更换，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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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连在１８７０年９月建立的

第三共和国时也是如此。——第２７６页。

２３９ 恩格斯指在１８８０年１１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的纲领。

１８８０年５月，法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之一茹 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

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在１８８１年１０月

２５日给伯恩施坦的信里指出，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给盖得

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

些增减。”

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２６４页，纲领的实践部分（最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３５—６３６页。——第２７８页。

２４０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是在１８８８年巴塞罗纳代

表大会上通过的。——第２７８页。

２４１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一文是１８９１年９月２日恩格斯写给

拉法格的一封信，该信发表在１８９１年９月１２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５１号

上，发表时略有删节，文字上也作了些修改。这篇文章被译成德文刊载

在１８９１年９月１６日“前进报”第２１６号“政治评论”栏里。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

１０月１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曾对德译文的质量表示不满意。

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１年８月１６—２２日在布鲁

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

大会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见注１１２）。由于

领导马克思主义派进行斗争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

次也未能分裂工人的国际联合。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有欧洲许多国家和

美国的３３７名代表参加，就其组成来说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派的代

表大会。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时，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

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

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以及关于军

国主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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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恩格斯在他的信里对关于劳工保

护法的决议（他引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决议的引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

及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作了评价。前一项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

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地方，应

该利用这些权利来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代表大会在关于罢工

和抵制的决议中，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其中特别强调了工会组

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

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

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

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

和平，真正的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党。可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

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决议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糊的号

召结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军事同盟，通过使无产阶

级国际组织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 纽文胡斯反对李

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一旦发

生战争，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

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的代表投票赞

成威 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

把代表大会的结果评价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

利”。——第２８１页。

２４２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１３４。——第２８１页。

２４３ 恩格斯指１８９１年“新时代”杂志第４７—５２期发表的格 瓦 普列汉诺夫的

文章“一八九○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有一

部分还刊登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３册上。——第２８２页。

２４４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３日和２２日之间写的，

它的初稿是为“１８９２年工人党年鉴”写的。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６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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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登了有关该年鉴出版的广告，广告说，年鉴打算概要地评论１８９１

年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运

动的情况，并说明恩格斯将写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１８９１年９

月２３日劳拉 拉法格受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请恩格斯为年鉴写一篇文章，

并且告诉他说，文章的题目已由茹 盖得和保 拉法格提出来。正如恩格

斯自己所说，这项请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爆发战

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久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把文章寄给劳拉 拉

法格，同时在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２日的信中要求把文章转交给党的领导，并把

党的领导对文章的意见告诉他。从保 拉法格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４日给恩格斯

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受到称赞并且收入１８９１年１２月初出版的年鉴。

文章在年鉴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把它译成了德

文，并且为它写了简短的前言，还写了结束语。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刊物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

１８９２年１月１６日和２月１日的“社会评论”第２期和第３期上发表了从法文

翻译的头两部分，编辑部给第一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必

然胜利”，给第二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和平”。１８９２

年４月１日该杂志第７期转载了文章的结束语（译自德文，并稍加删节），

标题是：“俄国的饥荒及其原因和意义”。同年出版了马尔提涅蒂译的该

著作的意大利文单行本。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从德文译成波兰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波

兰文杂志“黎明”１８９２年２月１３日和２０日第３３和３４期上；又用罗马尼亚文

发表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１８９２年１月和２月第２和３期上（删去

前言）。同年，该著作还用英文在美国发表。

恩格斯这一著作的第一批俄译文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用胶版印刷出

版；１９０６年该著作从德文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和基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

版。

“工人党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ｄｕ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是法国社会主义年

鉴，于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４年和１８９６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 盖得和保 拉法

格。——第２８５页。

２４５ 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的）共和派就是依靠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

６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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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联系的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

报”是它的机关报，该报从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阿尔芒

马拉斯特。

“劳动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是路易 勃朗的一本著作

的名称，他在这本著作中叙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该书

第一版于１８４０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８８页。

２４６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该党是１８６９年８月７—９日在爱森纳

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

的，后来就以“爱森纳赫派”这一名称闻名。代表大会见通过的纲领尽管

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

发点的。——第２８９页。

２４７ 关于哥达的合并，见注１３２。——第２８９页。

２４８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９１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菲

拉萨尔全集的决议。——第２９０页。

２４９ 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 巴罗的话：

“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１８４８年底至１８４９年初法国反动势力

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

第２９２页。

２５０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１７４５年５

月１１日）说的话，这个军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６年）时期

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赞。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走近法

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呼：“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第２９２页。

２５１ 关于色当战役，见注１９４。——第２９３页。

２５２ 恩格斯引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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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页）。——第２９４页。

２５３ 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１７９３年击退

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联军的入侵。——第２９７页。

７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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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 指１８９１年７月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公

开表示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靠拢的场面。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

判，１８９２年８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

必须就国际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

的行动。这个协定是１８９３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第２９８页。

２５５ 指１８９１年９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１２５００万金卢布（５亿法郎）的利率三厘

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１２５００万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

是，由于１８９１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

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

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９６００

万卢布的公债。——第２９９页。

２５６ 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

除农奴制（伴随着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掠夺），见弗 恩格

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

第２１卷第２４６—２５７页）。——第３００页。

２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７５５—７５９页。——第３０１页。

２５８ 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 沃邦的著作

“王国什一税草案”（《ＰｒｏｊｅｔｄｕｎｅＤｉｘｍｅＲｏｙａｌｅ》）（１７０７年出版）和比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ＬｅＤéｔａｉｌ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６９５—

１７０７年多次出版）。——第３０２页。

２５９ “人民之友报”编辑部在１８９１年１１月初给恩格斯的信中，邀请他参加拟

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在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诺）举行的该报十周年庆祝大

会。这次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原打算使它成为一次反对反动的奥地利出

版法的政治示威，但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禁止，未能举行。

“人民之友报”（《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是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奥地利社

会民主党机关报，１８８１年在布隆创刊。——第３０４页。

２６０ 青年捷克派是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党；起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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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它加入民族党，成为民族党内的自由派；１８７４年，青年捷克派分裂出

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党”，这个党在九十年代成为捷克主要的资产

阶级政党。青年捷克派提出了把奥匈帝国改为奥匈捷三位一体的君主

国的要求，力图使捷克资产阶级在这个君主国中居统治地位，用削弱德

意志资产阶级阵地的办法来巩固捷克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

地。青年捷克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抱敌视态度，力图破坏它在劳动群

众中的影响。——第３０５页。

２６１ 指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每日纪事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拉法格先生事件”的

通讯。

“每日纪事报”（《Ｄａｉ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

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０年（１８７７年起用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

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第３０６页。

２６２ 关于１８７１年８月法国当局在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几个女儿住在比利牛斯

山区疗养地巴涅尔 德 吕雄市时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事，见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

日马克思给“太阳报”（《Ｓｕｎ》）编辑德纳和１８７１年９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

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ｌａｆｌｉｎｓＷｅｅｋｌｙ》）

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３０—４３３页和第

７０４—７１５页）。——第３０７页。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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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的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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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中央委员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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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许多俄国

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３０９页。

９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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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英国版而写的。这

个版本是１８８７年在纽约第一次出版的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的第二版。

序言基本上由恩格斯１８８６年写的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２６０—２６６页）和该附录所包括的他所著“一八四五

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同上，第２１卷第１９８—２０５页）构成，只是

文字上略有修改，个别地方有删节。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１８９２年

英国版写的。——第３１１页。

２６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３４５—３５３页。——第３１１页。

２６６ 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

外输入粮食。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

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１８４６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

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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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

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更迅

速的发展。——第３１２页。

２６７ 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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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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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页。

２６８ “小爱尔兰”（《ＬｉｔｔｌｅＩｒｅｌａｎｄ》）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

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

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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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３１４

页。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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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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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ｅｓ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１８８５）。——第３１４页。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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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页。

２７１ 指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２日至２月２６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工的罢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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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页。

２７２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 穆尔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

１８８７年出版。——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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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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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３１７页。

２７４ 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

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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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三

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第３１７页。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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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页。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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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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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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页。

２７７ １８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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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改革的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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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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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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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投票是在１８７２年实行的。——第３１９页。

２７８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如“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６２—４６５页）中，有过这样的思想：反动

派在１８４８年以后反而做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而

实现了革命所提出的要求，虽然是以面目全非、滑稽可笑的形式实现

的。——第３１９页。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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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ｙＴｈｉｒ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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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页。

２８０ 这篇文章是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卓 博维奥批评恩

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前一部分的答复。恩格斯的文章的前一部分

按照“１８９２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文本译成了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９２年１

月１６日“社会评论”杂志第２期。１８９２年２月２日，“社会评论”编辑菲 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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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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把载于“论坛报”的博维奥的文章寄给恩格斯，并请恩格斯对它作答

复。恩格斯用法文撰文作答，于１８９２年２月６日随函寄给屠拉梯。屠拉梯

把这篇文章译成意大利文，并经恩格斯同意，发表于１８９２年２月１６日“社

会评论”第４期，标题是：“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答卓万尼 博维奥”，许多

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社会评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Ｓｏｃｉａｌｅ》）是一家意大利双周杂志，是社会党

的理论性机关报，从１８９１年至１９２４年以此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

是菲 屠拉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著作，在意大利传布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ａ》）是一家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

１８８３年起在罗马出版。——第３２６页。

２８１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用德文为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波兰文

版写的（“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

页）。这个版本由波兰流亡者翻译定稿并由“黎明”杂志社出版。这个版

本被标为第二版，因为前一版（波兰社会主义者彼卡尔斯基译）由该报

社于１８８３年在日内瓦刊行。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

年德文版序言中亲自指出过，最初的波兰文译本早在１８４８年就在伦敦

发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０４页）。恩格斯在把序

言寄给“黎明”社后，在１８９２年２月１１日写给斯塔尼斯拉夫 门德尔森的

信中说，他希望将来能掌握波兰文，以便能深刻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

展；到那时他就可以为下一版的波兰文“共产党宣言”写一篇更加充实

的序言了。

“黎明”（《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是一家波兰社会主义的杂志，从１８８０年至

１９１４年出版。从１８９１年起在伦敦发行，每周出一期。——第３２９页。

２８２ 会议桌上的波兰——见注４２。——第３２９页。

２８３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是巴黎的人民群众攻下巴士底狱的日子，这一天是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２日 是国民公会在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１日宣布的法兰西共和

国成立的第一天。这一天被认为是国民公会在１７９３年批准的革命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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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旦。——第３３１页。

２８４ １８９２年出版的马克思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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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第二版，是

１８８５年德文第一版的翻版，只作了恩格斯在这篇按语中所说明的修改。

１８９２年版收有恩格斯为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１８０—１９４页），以及（在附录里）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４４４—４５９页）和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６卷第２８—３６页）。

按语中提到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１０页。

在１８４７年法文版中出现，后来又被１８８５年德文版重复的这两处无关紧

要的疏忽，曾被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 门格尔在他的

“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１８８６年版）中利用来作为诋毁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口实。在矛头指向门格尔的论战性著作“法学我的社会主

义”中，也揭露了这些诋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

５１３页）。——第３３３页。

２８５ 威 汤普逊“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１８２４年伦敦版（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第

３３３页。

２８６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１—２４７页）的英文版写的。英文版

于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 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

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他在１８８２年写的“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５１—３６９页）一文作为附录收在这一版中。

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６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在７月间寄给“新时代”

杂志，发表于１８９２年第１期和第２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

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并在脚注中说，这几段文

字的内容在德国是尽人智知的，不会引起德国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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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

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４、１１和２５日，１８９３年１月１和９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８、１１９和１２０号。导言还曾用保加利亚

文发表于１８９２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３期（删去前面八段）。

这篇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于１９２６年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

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３３４页。

２８７ 关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见注１３２。——第３３４页。

２８８ 指以下这几部著作：欧 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

形成”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版（Ｅ．Ｄüｈｒｉｎｇ．《Ｃｕｒｓｕｓ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ｓ

ｓｔｒｅ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Ｌｅｂｅｎｓ

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欧 杜林“国门—社会经济学教程，兼

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１８７６年莱比锡第２版（Ｅ．Ｄüｈｒｉｎｇ．《Ｃｕｒｓｕｓ

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ｉｎｓｃｈｌｉｅｓｓｌｉｃｈｄｅｒＨａｕｐｔ

ｐｕｎｋｔｅｄｅｒＦｉｎａｎｚｐｏｌｉｔｉｋ》．２．Ａｕｆｌ．，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６），欧 杜林

“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１８７５年柏林第２版（Ｅ．Ｄüｈｒｉｎｇ．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ｄｅｓ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５）。——第３３７页。

２８９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３３７页。

２９０ 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０卷第

１—３３８页）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１８７７年１—５月的“前进报”，

以及１８７７年７—１２月和１８７８年５—７月的该报附刊。第一版单行本于１８７８

年在莱比锡出版。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

据１８７６年党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该报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１日起在莱比锡

出版，用以代替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拉萨尔派的机关

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颁布后，该报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停刊。——第３３７页。

２９１ Ｆ．Ｅｎｇｅｌ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ｕｔｏｐ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０．

这本小册子是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导言”的第一章和第三篇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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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两章，并对它们做了一系列增补和一些修改而编成的。“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１８８３年德文第一版所用的书名。——第３３７页。

２９２ Ｆ．Ｅｎｇｅｌｓ．《Ｓｏｃｙｊａｌｉｚｍ ｕｔｏｐｉｊｎｙａｎａｕｋｏｗｙ》．Ｇｅｎèｖｅ，Ｒｅ

ｄａｋｃｙｉ《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ｕ》，１８８２．关于西班牙文版，见注２１１。—— 第

３３７页。

２９３ Ｆ．Ｅｎｇｅｌ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ｔｏｐｉｃｓ，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ｓ，ｔｉｉｎｔ，ｉｆｉｃ》．Ｂｕｃｕｒｅｓ，ｔｉ．１８９１．

关于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德文版、意大利文版、俄文版、丹麦文版和荷兰

文版，见注２１０和注２１１。——第３３７页。

２９４ 恩格斯指的是马 马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

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摩版（《Ｔａｂｌｅａｕｄ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ｌ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ｅｔｄ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é》．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８９０）和“原始法权，第一分

册：氏族”１８８６年莫斯科版（《 ， Ｉ， 》．Ｍ．，

１８８６）。——第３３８页。

２９５ 关于“资本论”英文版，见注２７２。——第３３８页。

２９６ 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

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

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

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

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第３３９页。

２９７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

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

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第３３９页。

２９８ 约 洛克“人类悟性论”（Ｊ．Ｌｏｃｋ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第一版于１６９０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４１页。

２９９ 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

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

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评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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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第３４１页。

３００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

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

１６３—１６５页）。——第３４１页。

３０１ 指１８５１年５—１０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第３４２

页。

３０２ “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１８６５年由传教士威 布斯在英国创

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１８８０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用

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

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救

世军的某些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

义。——第３４３页。

３０３ 指比 西 拉普拉斯的著作“论天体力学”（《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ｍéｃａｎｉｑｕｅ

ｃéｌｅｓｔｅ》），第一版于１７９９—１８２５年在巴黎出版，共五卷。——第３４３页。

３０４ 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

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作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

第３８３—４８３页）。——第３４８页。

３０５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１６８８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

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

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１６８９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

制。——第３５０页。

３０６ 红白蔷薇战争（１４５５—１４８５年）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

之间即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间的战争。约克族的纹章上饰有白色蔷

薇，郎卡斯特族的纹章上饰有鲜红色蔷薇。站在约克族方面的有经济比

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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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专制政体。——第３５０页。

３０７ 语出霍布斯“论公民”（《ＤｅＣｉｖｅ》）一书序言，该书于１６４２年在巴黎写

７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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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１６４７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第３５２页。

３０８ 笛卡儿学派的哲学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拉丁文为Ｃａｒｔｅｓｉ

ｕｓ）的继承者的学说，他们从他的哲学中做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

第３５２页。

３０９ 恩格斯指的是１７８９年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

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１７９１年的法国宪法中包括了这篇宣言；根

据它起草的１７９３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置于１７９３年国民

公会通过的法国的第一个共和宪法的前面。——第３５２页。

３１０ 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民法典）是１８０４—１８１０年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制订的（因

此民法典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系统地阐明资产阶级法权的五部法典

之一。恩格斯把１８０４年通过的民法典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３１１页）。——第３５３页。

３１１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中的、

主要是联合在伦敦通讯协会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

命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宣传革命思

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受到英国寡

头政治的执政者的迫害。——第３５４页。

３１２ 见注２７６。——第３５５页。

３１３ １８２４年英国议会在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废除禁止

工人结社（工联）的法令。１８２５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

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联的决定，但是严格限制工联的活动。例如仅

仅宣传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就被看做“强制”和“暴力”，而受到刑事处

分。——第３５５页。

３１４ 人民宪章——见注２７４。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１８３８年由曼彻斯特

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

物法（见注２６６），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

８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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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第３５５

页。

３１５ 琼生大哥（ＢｒｏｔｈｅｒＪｏｎａｔｈａｎ）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１７７５—

１７８３年）英国人给北美人起的绰号。

基督复活派是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十八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

国，流行于北美。它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的团体

来巩固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第３５６页。

３１６ 指１８６７年得比—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见注

２７７）。——第３５７页。

３１７ 关于英国实行秘密投票和１８８４年议会改革，见法２７７。——第３５８页。

３１８ 见注１３５。——第３５９页。

３１９ 崇礼派（更流行的名称是皮由兹教派）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

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它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

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第３５９页。

３２０ 恩格斯指的是路 布伦坦诺论述英国工联的著作和言论（见注１８４）。在

这些著作和言论中，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主义，说它是工人阶

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

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说

法，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党成为多余的。

恩格斯在“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这部著作（本卷第１０７—２１３页）中

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虚伪性质和阶级内容。——第３６０页。

３２１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原拟于１８９２年４月１７日在林茨开

幕。但在４月２日，当局禁止代表大会在这个城市举行。因此，代表大会改

于１８９２年６月５日在维也纳召开。虽然奥地利政府于５月底取消了它的禁

令，可是代表大会还是于１８９２年６月５日至９日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

研究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通过了章程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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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纲作了补充。——第３６２页。

３２２ 恩格斯为“前进报”写的悼文“卡尔 肖莱马”于１８９２年７月３日发表在该

报上，它还载于１８９２年７月１５日“工人报”第２９号和保加利亚杂志“日子”

（《 》）１８９２年第７册。——第３６３页。

３２３ 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它是１８５１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

翰 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资金创办的。——第３６３页。

３２４ 关于恩格斯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事，见注２２５。——第３６５页。

３２５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日至２６日恩格斯同肖莱马到挪威和北角旅行。１８９１年７月底

至８月恩格斯同肖莱马游威特岛，他们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

但肖莱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这次旅行；恩格斯同内侄女玛 艾

罗舍、秘书路 考茨基夫人于１８９１年９月作了这次旅行。——第３６５页。

３２６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１８９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德文第二版而

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该书１８９２年英国版序言（见本卷第３１１—３２５

页）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译成的德译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１８８５年“新时代”杂志第６

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

的。——第３６７页。

３２７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２６０—２６６页）。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序言

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同

上，第３４５—３５３页）做序言。——第３６７页。

３２８ １８７６年５月１０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

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

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 勒洛教

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

“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７月至９月也专门就

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

０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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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１８０６年１０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

一事来作比喻。——第３６８页。

３２９ 这两个片断大概是恩格斯在准备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

德文第二版时写的。——第３８４页。

３３０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在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造成

了金融市场的恐慌、剧烈的通货膨胀、大规模的破产，国债亦因之停止

偿付。这次危机是１８９０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之一，它促进了世界经济

危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发展，因为英国在阿根廷是有巨额投

资的。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的危机加紧了欧洲金融资本对阿根廷的经济奴

役。——第３８５页。

３３１ 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针对１８９２年９月５日

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下列两个决议写的：一个决议

是拒绝接受由负责筹备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

织委员会发出的要求参加该代表大会的邀请，另一个决议是召开讨论

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来代替上述代表大会。这两个决议

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所筹备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国

际工人运动中造成分裂的又一次尝试（这一次是由保守的英国工联的

改良主义领导出面）。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为；他

给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寄去了内容相同的信件，建议各个社会主义政党

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手法。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在１８９２年１０月２日给恩格斯的

复信中说，它将抗议英国工联的行为，并确认自己赞同第二国际巴黎代

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第３８６页。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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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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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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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第３８６页。

３３３ 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它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在芝加哥

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是：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

性和通过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在内的纲领。这一决议

的通过证明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进步力量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增

长了。——第３８６页。

３３４ １８９２年９月１９—２３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

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

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

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同年９月２４—２８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

表大会，见注５０３），大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第３８７页。

３３５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５日之间，就美国

民主党上台一事而写的。民主党代表人物克利夫兰于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８日当

选为总统，代替了共和党人哈里逊。恩格斯认为美国政府的这次更选同

要求废除１８９０年采取的麦金利保护关税率的愿望有关。这套为保证资

本家首先是垄断组织获得高额利润而实行的关税率，大大提高了进入

美国的工业品的进口税，结果促进了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和工人阶级状

况的恶化。在竞选期间攻击麦金利关税率的民主党人于１８９４年实行了

新的关税率，新税率比１８９０年规定的虽然是降低了，但仍然带有明显的

保护关税性质。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除在“前进报”上发表外，还转载于１８９２年

１１月２１日“选民报”第２７０号和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工人报”第４８号。——第

３８８页。

３３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３７２—３８９页。——第３８８页。

３３７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９２年“新时代”杂志第２期发表的一篇短文：“美国纺织

工业在中国市场”。——第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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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 关于卡特尔，见注７。——第３９０页。

３３９ 这篇卡尔 马克思的传记，恩格斯是应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

册”出版人之一路 埃耳斯特尔的请求而写的。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十

周年，这篇传记还发表于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７日“工人报”第１１号（标题是：“卡

尔 马克思生平”），以及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９３年第３

期。——第３９２页。

３４０ 卡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见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早期著作选”１９５６年莫斯科俄文版第１７—９８

页）。——第３９２页。

３４１ 指卡 马克思的以下几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

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

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３５—９６、１３５—１８１和２１０—２４３

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

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

科伦出版。１８４２年４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

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

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普鲁士政府对“莱茵

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３９２页。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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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简称；自１８４１年７月由阿 卢格主编，以

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在此以前（１８３８—１８４１年）该杂志是以“德国

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名称在哈雷（普鲁士）出版的。１８４３

年１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并决定在全德境内予以

查禁。——第３９３页。

３４３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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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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６２６—６３５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

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３９３页。

３４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页。——第３９３页。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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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１８４４年夏天

起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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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页。

３４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和４４４—４５９页。——第

３９４页。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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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创刊，１８４８年２月停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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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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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该报发表过以下的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

义”、“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 海

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０７—２２２和３２２—３５６页）

等。“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还发表过恩格斯的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德

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卡尔 海因岑”、“１８４７年的运动”、“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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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开端”（同上，第２２３—２７５、２９７—３１５、５０５—５１５和５１６—５２３页）

等。——第３９４页。

３４８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领导下把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

——改组之后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成立的。１８４７年１月底，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人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宣布的原则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并在同盟的第一次

和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和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８日）上得到

批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了于１８４８年２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

５０４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同

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

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

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到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

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３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５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

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

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进

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

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

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

产阶级政党的任务。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

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

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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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立即发动革命。１８５０年９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

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１８５１年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

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３９４页。

３４９ 下面是恩格斯为写“卡尔 马克思”一文而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单的译

文（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马 克 思 著 作

（１）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

（２）关于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进行的辩论的文章和关于摩塞

尔流域农民的文章，１８４２年在“莱茵报”上发表。

（３）１８４４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

“论犹太人问题”。

（４）同弗 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１８４５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出版。

（５）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６）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误，应为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

报”上发表的文章。

（７）“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在布鲁

塞尔和巴黎出版。

（８）“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９）同弗 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

字都有译本。

（１０）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等等以及“雇佣劳动与资

本”。

（１１）１８４９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中的辩护词。

（１２）１８５０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从１８４８到１８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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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的二月革命）以及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文章、每月述语。

（１３）“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１８［８５］年

在汉堡出第三版）。１８９１年出法文译本。

（１４）“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３年在波士顿（１８８５年在霍廷根

—苏黎世）出版。

（１５）１８５２—１８６１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关于帕麦

斯顿的若干篇（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在伦敦作为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和传播）。

（１６）“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１８５６年６月２８日—１８５７年４月１日先后

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

（１７）关于１８５９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的外交谈判的文章，１８５９年在

伦敦“人民报”上发表。

（１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

（１９）“福格特先生”，１８６０年在伦敦出版。

（２０）１８６４年的国际成立宣言以及总委员会的所有公告，包括１８７１

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几乎所有欧洲各国文字都有译本。

（２１）“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１８６７年在汉堡出版，１８９０

年出第四版。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

（２２）（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１８８５年由弗 恩格斯在汉

堡出版，１８９３年第二版在排印中。

（２３）（逝世后）“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同前，将于１８９３年出

版。——第３９５页。

３５０ 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的审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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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报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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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侮辱和诽谤了普鲁士当局和宪兵。马克思在恩格斯在这

次审判中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６２—２７８和

２７９—２８５页。

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的审判中，马克思被控的罪名是，他作为民主主义

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曾经煽动叛乱，因为他曾同卡 沙佩尔和律

师施奈德尔第二一起签署了这个委员会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发表的号召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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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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在这次审判中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８６—

３０６页。——第３９７页。

３５１ １８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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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６月１３日以后，当局

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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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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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到１１月底总共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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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的绝大

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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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由于德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

金缺乏而停办。——第３９７页。

３５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３９７页。

３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第３９７页。

３５５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纸，

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

报，后来则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

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

１８６２年３月，继续了１０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

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为该

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主要的原因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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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

场。——第３９７页。

３５６ 卡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３８７—４６１页）。——第３９７页。

３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７—７５４页。——第３９８页。

３５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第３９８页。

３５９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一著作即后来出

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３９８页。

３６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３９８页。

３６１ 恩格斯指的是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时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

发生在成立大会（大会是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的）所选出的

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所任命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里。１８６４年

１０月８日马志尼企图通过他的追随者、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强迫起

草委员会接受充满资产阶级民主和密谋原则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作

为纲领性文件。１０月１８日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看到了

马志尼的文件并批评了它；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这个文件以必须交给起

草委员会做最后的审订为理由，实际上被拒绝了。１０月２０日起草委员会

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在１０月２７日通过了他起草的两个全新的

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１４和１５—１８页）。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日宣言和章程

在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后来叫做总委员会）上一致通

过。——第３９８页。

３６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３１—３８９页。——第３９８页。

３６３ 见注１３４。——第３９９页。

３６４ 弗 恩格斯“卡尔 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

１１５—１２５页）。

“人民历书”（《Ｖｏｌｋｓｋａｌｅｎｄｅｒ》）是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７９年在不伦瑞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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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 白拉克。——第４００页。

３６５ 下面是恩格斯著作书单的译文。恩格斯最初写这个书单看来是在１８８９

年，后来他大概在１８９２年底又加以补充（所以书单开始部分列有的某些

著作的１８８９—１８９２年版本没有标出。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１）（同卡 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驳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伙伴”，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卡尔 马克思合写，１８４５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出版。

（２）“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１８４５年在莱

比锡出版。英译本１８８７年在纽约出版。

（３）（同卡 马克思合写，无署名）。“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在伦敦出

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作为编辑代总编辑执笔（代马克

思）在科伦“新莱茵报”上写的文章。

同前，１８５０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写的文章。

（６）“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１８６５年在汉堡出版。

（７）“德国农民战争”，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５—６期重印出版，［１８５０年］出第一版，［１８７０年］出第二版，１８７５

年出第三版。

（８）“论住宅问题”，三个分册。１８７２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

国家报”重印，出第一版，１８８７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１８７５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

家报”重印出版。

（１０）“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１８７６年由莱比锡印刷公

司出版。

（１１）“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１８７４年］

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１２）“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１８７８年由莱比锡印刷

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重印，出第一版，１８８６年由苏黎世瑞

士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１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三版均于１８８３年

０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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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法文、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

罗马尼亚文、丹麦文、荷兰文译本）。

（１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 亨 摩尔根的见解而

作”，１８８４年由苏黎世沙贝利茨出版社出版，［１８８６年］由斯图加特狄茨

出版社出第二版，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

丹麦文和法文译本在翻译中）。

（１５）“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８年由斯图

加特狄茨出版社根据“新时代”重印出版。

（４）“波河与莱茵河”，１８５９年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

（５）“萨瓦、尼斯与莱茵”，１８６０年由柏林贝伦兹出版社出版。

（１６）“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１８９１年在

汉堡出版。

下列著作的序言和导言：

（３）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爱 伯恩

施坦和卡 考茨基的德译本，１８８５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序言，

驳洛贝尔图斯）。

（１）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８３年第三版和１８９０年第四版（驳

路 布伦坦诺）。

（１）卡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驳洛贝尔图斯），１８８５年。

（４）１８４９年发表的“卡 马克思在科伦的陪审法庭上”，１８４９年根据

“新莱茵报”重印出版，１８８５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

（５）卡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重印本，１８８５年由苏黎世

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６）威 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１８４９年根据“新莱茵报”重印出

版，［１８８６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威 沃尔弗的传记和“关

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７）西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

义者”，１８８８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西 波克罕的传记）。

（１）卡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赛 穆尔和爱 艾威林根

据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 恩格斯负责出版的译本，１８８７年伦敦容涅先

出版公司出版（校订译文并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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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４６年［误，应为１８４８年］卡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关于自

由贸易的演说”，弗 凯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译本，１８８８年在波士顿和

伦敦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言，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

（３）弗 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 凯 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的译本，１８８７年由纽约拉弗耳出版社出版（附录和序言）（序

言还曾以“美国工人运动”为标题于１８８７年在纽约用英文和德文出版单

行本。１８８７年由伦敦里夫斯出版社重印。并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

１８９２年由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第二版（序言有一部分是新的）。

１８９０年５月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

策”（用俄文载于１８９０年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１册和第２册，用英

文载于１８９０年４月和５月“时代”杂志，用法文载于“新思想”杂志，用罗马

尼亚文载于１８９０年５—７月“现代人”杂志）。

（４）弗 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第４０１和４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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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 卡 马克思曾计划写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史的著作。这

里指的是他为此著作而写但没写完的导言。这篇导言最初于１８５６年６月

至１８５７年４月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标

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１８９９年又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

艾威林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幕后史”（《Ｓｅ

ｃｒｅ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５年在伦敦出版）和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Ｔｈｅ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５７年

在设菲尔德出版）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支持者出版的英国资产阶级报

纸。——第４０３页。

３６７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５９年６—８月“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下列几篇文

章：“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Ｑｕｉｄｐｒｏ

ｑｕ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３５—４３８、４６２—４６５和

５０３—５２３页）。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是一家周报，从１８５９年５月７日至８月２０日在

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

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１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

尔特 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２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

版工作。从７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

级革命者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的研究

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

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对波拿

巴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号就因缺乏资金

而停办了。——第４０３页。

３６８ 恩格斯写这篇给“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该报发表了

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 巴枯宁”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

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第一国际组织的历史，为巴

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

汝拉联合会是１８７０年４月４—６日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在瑞士罗

３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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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语区国际各支部中引起分裂以后组成的。这组文章采用了对总委员

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的许多诽谤

性的杜撰。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２日发表的第十篇文章对历史事实歪曲得特别

厉害。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

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５

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

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再瞎扯下去”。

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的“柏林人民论坛”报上，而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４日，该报除了刊载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这组文章的

作者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 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他对声明的答

复里，以及在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５日专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

倒对他歪曲第一国际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０日写复信

给艾里提埃，揭穿他支吾其词、企图推卸歪曲事实和偏袒巴枯宁派地阐

述事实的责任，使对方知道，第一国际的历史是不容许捏造的。——第

４０５页。

３６９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见注１０９。——第４０５页。

３７０ 恩格斯把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１８６４年）和共同章程（１８７１年）的绪论

部分对这一重要原理的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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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１８６６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章程

法文译本对这一原理的歪曲的表述加以对比。——第４０６页。

３７１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９７。——第４０６页。

３７２ 指１８７１年公布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７５—４９２页）。——第４０６页。

３７３ 恩格斯叙述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６２—４６５页）的大意。——第４０７页。

３７４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在１８６８年在日内瓦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

员宣布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

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

４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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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瑞士、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的支持。１８６９

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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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

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

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

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

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１８７２年９月第一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

出国际的决定。——第４０７页。

３７５ 见注１３４。——第４０７页。

３７６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６５—５１５页）原是用法文出版

的；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ｏｔ

ｇｅｇｅｎｄ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校订工作。—— 第

４０８页。

３７７ 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的资料来源，是１８９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俄罗斯新闻”第２８４号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民族学家列 雅 施特恩

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果的

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全部引用了这篇报道，亲自把它译成

德文，为了想把若干地方搞得更准确、更清楚，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俄罗斯新闻”（《ＰｙｃｃｋｕｅＢｅｏｏｃｍｕ》）是一家社会政治性的报纸，

是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６３年至１９１８年在莫斯科出版，

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６７年每周出刊三次，１８６８年起改为日报。——第４０９页。

３７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４９—５０页。——第４０９页。

３７９ 吉里亚克人是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北

部在中部的民族。——第４１０页。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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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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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铜表）

上。——第４１１页。

３８１ “民族学评论”（《 ｍｏι  ｕｅｃｋｏｅ ｕｅ）是一家俄国杂志，１８８９年至

１９１６年由莫斯科大学附属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

学部出版，每年出刊四期。

施特恩堡“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一文载于该杂志１８９３年第２

期。——第４１３页。

３８２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于１８９２年１２月底通过

“工人新闻”编辑部向他发出的请他参加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而

写的。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３年１月６—８日在布达佩

斯举行。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上，以全国工人患病残废保险基金

会的领导为首的党的机会主义派和以保 恩格耳曼为首的革命派之间

展开了斗争。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对占党员多数的手工业者和熟练工

人的影响，使代表大会批准了他们事先（１８９２年１２月）就通过的关于开

除恩格耳曼及其拥护者出党的决议，他们虚伪地指责恩格耳曼滥用党

的经费和破坏民主。为了掩盖自己对党内革命派的迫害，机会主义者故

意把全部斗争说成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在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党向１８９３

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代表大会还通

过了党的组织章程。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代表大会隐瞒了恩格斯主张

平心静气地解决意见分歧的贺信，也没有把它在党的报刊上发表。——

第４１４页。

３８３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由于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以策划谋杀亚历山大三世

的罪名遭到逮捕而写的。恩格斯从波兰社会主义者玛丽亚 门德尔森那

里得到这次逮捕的消息后，立刻起来维护波兰革命者，揭露法国警察当

局和沙皇政府警察当局的合伙阴谋。文章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３日“前进

报”第１１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

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

６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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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４１５页。

３８４ 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

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

斐 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１８７９年成立

的。１８８８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

倒闭。后来，到１８９２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

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

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

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

些次要人物，其中包括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

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

恩格斯把法兰西共和国称做“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是指法国

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执政党而言，一个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谓

“机会主义派”），它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个是激进派，它是从

“机会主义派”当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仍继续坚持一些实际上已被

资产阶级共和派抛弃了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１９０１年，激进派组成为主

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４１５页。

３８５ 恩格斯指１８９１年７月在海军上将热尔韦指挥下的法国分舰队对喀琅施

塔得的访问（见注２５４）。——第４１７页。

３８６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是恩格斯为了评论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８９３年１

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的辩论而写的；辩论的起

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

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ｐａｎａｍｉｎｏ

（小巴拿马）。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当时与他通信的意大利学

者、社会党哲学家安东尼奥 拉布里奥拉寄来的材料（议会报告、报纸）。

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们的书信往来，于是匿名发表了

这篇文章；因为正如他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９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指出

的，署名可能“使罗马的坏蛋们找到我的意大利报告人的踪迹”。——第

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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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 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

第４１８页。

３８８ “那不勒斯信使报”（《ＣｏｒｒｉｅｒｅｄｉＮａｐｏｌｉ》）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

１８８８年创刊。——第４２２页。

３８９ “世纪报”（《ＩｌＳｅｃｏｌｏ》）是意大利激进派的日报；从１８６６年起在米兰出

版。——第４２３页。

３９０ “议会报”（《Ｉｌ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ｏ》）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１８５３年起

在都灵出版。——第４２５页。

３９１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

版单行本写的，这个版本由“社会评论”杂志社于１８９３年在米兰出版，译

者是庞 贝蒂尼（序言是屠拉梯翻译的）。该书还收有恩格斯为“宣言”

１８９０年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在

１８９３年１月寄给他的。——第４２９页。

３９２ 见注２７８。——第４２９页。

３９３ “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是恩格斯于１８９３年２月间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

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问题而写的。草案规定大大增加军队和追加军

事开支的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一点甚

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因此在１８９３年５月，它

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但是在１８９３年７月，在解散帝国国会和进行

了新的选举之后，帝国国会批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法草案。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倍倍尔请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

国会党团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表示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把手

稿寄往柏林准备在“前进报”上发表时，在１８９３年２月２４日给倍倍尔的信

中建议以一组文章（分为八篇）的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它，这个建议被采

纳了。１８９３年３月底，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恩格斯为这本小册

子写了专门的序言。

恩格斯的这组文章还转载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选民报”１８９３年３

月２０、２１、２３、２４、２５、２７、２８和３０日的第６５、６６和６８号以及第６９、７０、７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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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７４号的附刊上。在前面加的编者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具有

普遍的意义。——第４３３页。

３９４ 后备军是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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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军用来补充作战部队，以及（年龄较大的后备军兵士）用来担

任警备勤务。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奥匈帝国，都仿效普鲁士

后备军的样子建立了预备队组织。——第４３７页。

３９５ 法兰克福和约——见注１９５。

提尔西特和约——见注３４。——第４３８页。

３９６ 地方部队从１８７２年起是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战时，建立这种部队

是为了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

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参加地方部队服役６年并参加其预备队服役６年。

民军是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１８６７年的法

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

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４３８

页。

３９７ 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１８７０

年８月６日，以麦克马洪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失败而告终。

色当会战——见注１９４。

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６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

罗萨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军第二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

做福尔巴赫会战。——第４４０页。

３９８ 指１８９３年２月３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关于未来国家的原则的演

说。

在普鲁士军队、后来在德国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缓期服现

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的服役期

在１８７４年规定为１２年，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充军队。——第４４１页。

９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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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 指在１８６７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斯塔德

（这个公国的一部分领土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采用了普鲁士的军事制

度。——第４４１页。

４００ １８４１年９月至１８４２年１０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普鲁士近卫炮兵旅中服

兵役。

库弗尔格拉班 是柏林的一条运河，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

近。——第４４４页。

４０１ 恩格斯指他在１８６０年３月底至４月初因父亲逝世而到巴门去了一

趟。——第４４６页。

４０２ 恩格斯举的是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２６日“自由思想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老一

套的诡计”，内容是批评新的军事法草案。

“自由思想报”（《Ｆｒｅｉｓｉｎｎｉｇ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德国日报，德国自由

思想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８年在柏林出版；报纸的领导人是李希特

尔。——第４５１页。

４０３ 巴黎公债——见注２５５。——第４５８页。

４０４ 恩格斯的著作在“前进报”（１８９３年３月９日第５８号）发表时，这一段被删

掉了。编辑部代之以用括号括起来的下列按语：“恩格斯这里指出了从

前因士兵受到痛苦不堪的虐待而经常引起的那些后果。不论这些材料

是多么客观，我们都没有加以登载，因为我们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

它常常把为了提出警告而对事实作客观的叙述看成是故意要引起这种

事实的再度发生。”

“前进报”编辑部对文章所做的删节以及促使它这样做的情由都证

明：报纸编辑部被恩格斯著作的革命调子吓倒了，因为这个地方直接号

召起来反抗对士兵所施加的暴力和专横。在单行本中，恢了被删去的这

一段，而删掉了编辑部的按语。——第４６１页。

４０５ 关于在耶拿的溃败，见注３４。——第４６２页。

４０６ 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

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１８８２年因意大利加入１８７９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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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１８８７和１８９１年这

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１９０２和１９１２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

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敌对阵营，这样终于导致了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１９１５年归

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国家。——第４６３页。

４０７ 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结束了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和约把在

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奥地利不得不放弃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

争并同意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固定下来。根据和

约第五条，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切权利让给了普

鲁士（从奥、普在１８６４年战争中战胜了丹麦以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一直处于奥普共同占领之下），同时北什列斯维希必须重新同丹麦合

并，如果当地居民通过全民投票同意这一点的话。但是普鲁士没有履行

和约的这一条款，而把北什列斯维希据为己有。１８７８年，布拉格和约第

五条被宣告废除。——第４６４页。

４０８ 指普法战争时期在１８７０年９月至１８７１年１月巴黎被德军围困期间巴黎居

民粮食紧张的情况。——第４６６页。

４０９ １８９２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

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

人，其中三人——詹 凯 哈第，约 白恩士，约 哈 威尔逊——当选为议

员。——第４６９页。

４１０ 恩格斯指的是关于议会议员支薪的法律草案和关于规定平等投票权的

法律草案。平等投票权就是每个选民只能投一次票，而不是照当时实行

的选举资格限制制度那样，一个选民能投几次票（按其住宅所在地、财

产所在地等等）。靠１８９２年选举上台的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在人民

群众要求废除资产阶级和贵族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特权的压力下，曾提

出上述两个法律草案，但都被上院所否决。——第４６９页。

４１１ 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奥地利５月１日的专刊“庆祝五一节”编

辑米 沙赫尔的请求写的；米 沙赫尔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４日就这个问题给恩

格斯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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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信是以“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信”为题发表的。这个专刊还刊载

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 拉法格和爱琳娜 马克思 艾威林以及保 拉

法格、奥 倍倍尔、威 李卜克内西、格 瓦 普列汉诺夫和工人和社会主

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为庆祝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和关于无产阶

级节日的文章。——第４７０页。

４１２ 在１８９２年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取得了巨大胜利，获得了１０万张以

上的选票。——第４７０页。

４１３ 恩格斯指政府参事查普卡在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７日奥地利帝国议会会议上承

认（在他回答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质询时）地方当局在奥地利的一些地区

破坏结社和集会权利的行为是非法的。——第４７０页。

４１４ 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应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

ｃｉáｌｎíＤｅｍｏｋｒａｔ》）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该报编辑部曾于１８９３年３月写

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筹办的五一专刊写一篇短文。

这个专刊还刊登了保 拉法格、奥 倍倍尔和其他活动家给捷克工人的

贺信。——第４７２页。

４１５ 马克思曾于１８４８年８月底至９月初到维也纳去了一趟，目的是加强同奥

地利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促使它们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

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指望得到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经费。——

第４７２页。

４１６ 恩格斯指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年在比利时开展的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

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８日

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４月２９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

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十五岁，

居住期限满１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

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

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４７３页。

４１７ 法国的众议院设在巴黎的波旁王宫。——第４７４页。

４１８ 给西班牙工人的五一贺信是恩格斯应西班牙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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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活动家帕 伊林列西亚斯的请求写的。伊格列西亚斯曾在１８９３年４月

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社会主义者报”五一号写一篇文章。——第４７５

页。

４１９ １８０８年５月２日，马德里爆发人民起义，反对占领西班牙的拿破仑军队。

起义遭到法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是起义为西班牙人民争取独立的民

族解放斗争奥定了基础。西班牙人民怀念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每

年都要纪念５月２日这一天。——第４７５页。

４２０ 居住在日内瓦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斯托扬 诺科夫把１８９２年“社会

民主党人”杂志第２期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写了这封复信。恩格斯通过诺

科夫把信寄给编辑部，编辑部把信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１８９３年“社会

民主党人”杂志第３期上，标题是：“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信”。编辑部在

恩格斯的信后边写了一篇不长的后记，简要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

们、首先是恩格斯的活动，举出对保加利亚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的几篇

著作。

“社会民主党人”（《Ｃｏｕｕａ ｅｏｋｐａｍ）》是一家保加利亚的社会、

文学季刊，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３年在塞夫利厄伏市出版。该刊编辑是日内瓦大

学学生斯 巴拉巴诺夫（赫利斯托夫）和克 拉柯夫斯基，他们在瑞士准

备好材料，再寄给保加利亚的出版者去发排。该杂志刊载过几篇译成保

加利亚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第３期上，除了上述恩格斯的信

以外，还刊载了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传记，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的一部分，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四章第三节。该杂志还发表过格 瓦 普列汉诺夫、保 拉法格以及工人

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文章。

“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试图把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方法传入保

加利亚。但是，杂志的出版者们的理论观点不明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

的许多理论问题上带来了混乱。编辑部的缺陷是脱离保加利亚的社会

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人”曾反对为在保加利亚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而斗争的季 尼 布拉哥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第４７７页。

４２１ １８９２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２期刊载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格 瓦 普

３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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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

斗争中的任务”。——第４７８页。

４２２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在１８９３

年８月１２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演说。恩格斯在欧洲旅行并预先访问

了德国之后，来到苏黎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恩

格斯以名誉主席的身分宣布代表大会闭幕。

恩格斯的演说当时被广泛地发表在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报刊上。它

的记录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８月１５日“前进报”第１９０号附刊和１８９３年９月１日

“工人报”第３５号上（略有删节），同时还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９月２日“社会主义

者报”第１５５号和其他机关报刊上。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３年８月

６—１２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１８个国家的４１１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

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

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

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

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

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

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

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

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

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

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

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

一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

的立场。

在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时，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５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通

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来。但

４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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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分地强调争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对议会活动的作用的

估计是过高了，改良主义情绪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

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格 瓦 普列汉诺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

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并且确认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但作了一点补充：号召工人

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

拨款。——第４７９页。

４２３ 恩格斯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１３４）。——第４７９页。

４２４ 见法９７和注２４１。——第４７９页。

４２５ 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维

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１日组织了欢

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５日“工人报”的报道，大约有

六百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

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４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大约有二

千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 阿德勒、奥 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上

讲了话，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

恩格斯的演说的报道，除载于“工人报”和“新自由报”外，还载于

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７日“前进报”第２１９号。——第４８１页。

４２６恩格斯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于１８９３年７月９日组织的维也纳

工人争取普选权大示威。共有四万多人参加了示威。在示威的时候举行

了许多工人大会，在维也纳市政厅大厦里也举行了工人大会。——第

４８２页。

４２７ 恩格斯从瑞士回去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６日至

２８日他都在柏林。他在这里，也同在维也纳一样，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恩

格斯自己在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７日给左尔格的信里曾经提到这件事。在此期间

警察当局也密切注视着恩格斯的行踪，保存下来的维也纳警察局和柏

林警察局的密探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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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演说是在柏林为欢迎他而在１８９３年９月２２日举行的大会

上作的。参加大会的达四千人。９月２６日恩格斯出席了同志宴会，威 李

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

用。——第４８３页。

４２８ 恩格斯指自己于１８４１年９月至１８４２年１０月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兵

役。——第４８３页。

４２９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很大胜利的１８９３年６月的帝国国会选举。恩格斯

在同英国报纸“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见本卷第６３１—６３６页）中对这

次选举的结果作了评价。——第４８４页。

４３０ 恩格斯在１８９３年到德国去之前，曾经在１８７６年８月初到德国去过，当时

他是去海得尔堡处理家庭事务。——第４８４页。

４３１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答谢邀请他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国际代表大会

而写的，发表在“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一同发表的还有格 瓦 普列

汉诺夫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贺信）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

志“日子”（《 》）１８９４年第４—５册上。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

大学生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５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的

有阿尔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

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２６人。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脑力劳

动工作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反犹太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关于

“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了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

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旨在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

义者大学生的联系的国际书记处。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Ｌ’▍Ｅｔｕｄｉａ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一家社会主义的

双周报，从１８９１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起初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大学生

联合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９３年年底起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书记处的

机关报。——第４８７页。

４３２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了重印他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写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

６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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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写的，这些著作和文章集成单行本文集于１８９４年在柏林出版，书名

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ａｕｓｄｅｍ《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１８７１—７５）》）。这篇序言的俄译文最先发表于

“知识”丛书：弗 恩格斯“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论文集”１９０６年圣彼得堡版第

３—５页。——第４８８页。

４３３ 卡 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７—７５４页；弗 恩格斯的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发表在

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０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８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３２２—３３０页。——第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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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５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０５、１０６和１０７号上，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

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１８７４年］莱比锡版

（《ＤｉｅＢａｋｕｎｉｓｔｅｎａｎ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ＤｅｎｋｓｃｈｒｉｆｔüｂｅｒｄｅｎｌｅｔｚｔｅｎＡｕｆｓｔａｎｄ

ｉｎＳｐａｎｉ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５２１—５４０页）。——第４８８页。

４３５ 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１８７４年６月

至１８７５年４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１８７４年６月１７日“人民国

家报”第６９号。文章的标题“波兰宣言”是作者在１８９４年把这篇文章收进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时加上的（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７１—５７８页）。——第４８８页。

４３６ 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于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６日“人民国家

报”第７３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７９—５８７页）。文章

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把这篇文章

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时加上的。——第

４８８页。

４３７ 在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０日和９月３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选出了５名布朗基主义

者：瓦扬、博丹、肖维埃尔、马 桑巴、瓦尔特。——第４８９页。

４３８ 法国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在１８８０年通过了一项赦免公社社

７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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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法律（７月１１日颁布）；这使公社的许多被流放的人和流亡者得以返

回祖国。——第４８９页。

４３９ 恩格斯说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

谓的“机会主义派”（见注３８４）。——第４８９页。

４４０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ＬｅＰａｒｔ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Ｏｒｇａｎｄｕ

Ｃｏｍｉｔé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是布朗基派的一家周刊；１８９０年至

１８９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４８９页。

４４１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

后一篇，这篇文章刊载在１８７５年４月１６、１８和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３、４４

和４５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６１０—６２３页），接着

便印成单行本：《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ａｕｓＲｕβｌａ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恩格斯还为单行

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导言（同上，第６４１—６４４页）。恩格斯把这篇文章连同

导言一并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

４９０页。

４４２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见注４３４）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１月初

把“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见注４３２）时写的。恩格斯在准备重印“行动中的巴枯宁

主义者”一文时，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并删掉旧的副标题：“关于西

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换上新的副标题：“关于１８７３年夏季西班牙

起义的札记”。

在“前言”中，事件的日期有个别小小的疏忽。西班牙宣布共和的日

期是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１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日期是１８７３年５月１０日。——

第４９２页。

４４３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注４４１）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１８７１—１８７５）”时写的。恩格

斯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４９０—４９１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

为它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

这篇跋的俄译文（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译文）第一

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１８９４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论俄

８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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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

文是维拉 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 瓦 普列汉诺夫为小册

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各种名称在俄国一再

出版。——第４９４页。

４４４ 恩格斯指彼 尼 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１８７４年‘人民国家报’第１１７和

１１８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先生的公开

信”１８７４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ＯｆｆｅｎｅｒＢｒｉｅｆａｎＨｅｒｒ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ｒｄ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ｓ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ｉｎＮｒ．１１７ｕｎｄ１１８ｄｅｓ《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１８７４．

Ｚüｒｉｃｈ，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ｄｅｒＴａｇｗａｃｈｔ．１８７４）。这封信的俄译文载

于彼 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１９３３年版第３卷第８８—９８页。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

乔夫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９９—６０９页和第６１０—

６２３页）。——第４９４页。

４４５ 指奥 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

考察”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汉诺威—柏林版第１—３册（Ａ．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ｕｄｉ

ｅｎ üｂｅｒｉｎｎｅｒ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ｄａｓＶｏｌｋｓ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ｉｎ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ｄｉｅ

ｌａ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Ｒｕβｌａｎｄｓ》．Ｔｈ． —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第４９４页。

４４６ 亚 伊 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杂志编辑

威 林顿的信是他在１８５４年１—２月写的，并且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

顿的杂志１８５４年第３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

一段是从１８８５年日内瓦出版的格 瓦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

一书第９页转引来的，因此在本版中赫尔岑这封信的文字是照普列汉

诺夫书中的那个样子。

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 伊 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

国”。——第４９７页。

４４７ 这里所引的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

表在１８５７年“同时代人”杂志第５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奥 啥

９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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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

察”，第一次发表在１８５７年“同时代人”杂志第７期。两篇文章都收在１８７９

年日内瓦出版的“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５卷，以“论公社的土

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 瓦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１８８５年

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１６—１７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

第１５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因

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第４９８页。

４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６页。恩格斯在这里引“共产

党宣言”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时是从格 瓦 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

的，因此原文中的引文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的德文稍有出入。——第

５０３页。

４４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１１３—１１６页。——第５０４页。

４５０ 指载于１８７７年“欧洲通报”杂志第９册的尤 加 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

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 康

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１８７７年“祖国纪事”杂志第１０期上发

表的“卡尔 马克思在尤 加 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ｕｋＥβｏ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家历史

政治和文学月刊；从１８６６年至１９１８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

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１９０８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 马

斯塔修列维奇。

“祖国纪事”（《Ｏｍｅｅｃｍβｅｂｌｅ ａｎｕｃｋｕ》）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

１８２０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１８３９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

格 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 伊 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从１８４６年

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祖国纪事”的作用开始下降。从１８６８年杂志转

到尼 阿 涅克拉索夫和米 叶 萨尔梯柯夫 谢德林手里以后，“祖国纪

事”又走上新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间，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１８７７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

占优势的影响。

“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１８８４年４月被沙皇政府

０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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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第５０４页。

４５１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

第１２６—１３１页），是马克思在该杂志登载了尼 康 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

后不久写的。这封信没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

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１８８４年３月６日的信一起寄

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 伊 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

瓦１８８６年“民意导报”杂志第５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５０４页。

４５２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Ｂｄ． ，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Ｓ．７６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及其

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附注。——第５０５页。

４５３ 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２６、１２９和１３０页）。——第５０５页。

４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１７—１８页。——第５０５页。

４５５ 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党”（１８７６年秋至１８７９年秋）和“民意

党”（１８７９年８月至１８８１年３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

治斗争的主要手段。——第５０６页。

４５６ 这篇短文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一文一样，是恩格斯为即将

出版的由他整理付印的“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目的是在工人中宣传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三卷于１８９４年秋出版；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４日恩格斯为

它写了序言。看校样花的时间比恩格斯预料的稍微多些。恩格斯在看校

样的过程中把副本寄给“资本论”俄译者尼 弗 丹尼尔逊，以便尽快出

版第三卷的俄文版，该版于１８９６年在彼得堡出版。

随着“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５卷第

１、２分册）的问世，出版马克思这部天才著作的所有理论性各卷的工作

宣告完成，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所有部分也宣告完成，同时，整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获得坚实的科学基础。

短文除载于“前进报”外，还载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４日“社会政治中央

１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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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第１６期上。——第５１１页。

４５７ 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作为“资

本论”第四卷加以出版，但这种意图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实现。１９０５—

１９１０年卡 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对作者的手稿作了许多

随意的改动、挪动和删节。直到１９５４—１９６１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

主义研究院完成了符合于马克思的计划和作者手稿的材料排列次序

的新版“剩余价值理论”。见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４

卷）第１分册（１９５４年莫斯科版）、第２分册（１９５７年莫斯科版）、第３分册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６卷。——

第５１１页。

４５８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

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９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

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

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１８９４年２

月１日“社会评论”杂志第３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

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

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２日第２４号，

标题是：“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

收在本版的恩格斯这封信，是根据用法文写的并发表在由费耳特

里内利学院在米兰出版的１９５８年“年鉴”上的手稿译的。除了誊清稿以

外，草稿也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第１６卷第２部，在它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草稿。

“社会民主党人”（《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一家德国周报，德国社

会民主党机关报；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在柏林出版。——第５１４页。

４５９ 恩格斯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９页）。——第５１４页。

４６０ “改宗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 卡瓦洛蒂。他们代

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

主义者趋于一致。——第５１５页。

２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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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９页和第５０２页。——第５１５页。

４６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２９—１３０页。——第５１６页。

４６３ 在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

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赖德律 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 勃朗）和秘密革命

团体的参加者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

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

装饰品而已。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是一家法国的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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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５１７页。

４６４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于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在维也

纳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

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可能的

手段来争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定继续每年以争

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行

来庆祝五一节。——第５２０页。

４６５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邀请他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

会而写的。这一邀请是“工人新闻”编辑赖施在１８９４年４月３０日的信中向

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的复信来晚了，因此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信才在报

纸上发表。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

下于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３—１５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工

党在代表大会上实行了统一；社会民主工党是由１８９３年在第二次代表

大会（见注３８２）上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该党革命派于１８９４年１月成

立的。统一是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机会主义者（以前在社会民

主党执行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的全国工人患病和残废保险基金会的官

吏）被排除出领导地位。但是在统一起来的党的执行委员会里，旧社会

３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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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民主党的代表占了一半，这些人虽然不是保险基金会的官吏，但仍然持

温和的立场。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提出把争取普选权作为

最近的政治任务，并强调了工会在工人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党在工会中

进行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但是

没有注意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第５２１页。

４６６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９４年４月２２日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事件。在这个城市和

临近地区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处于极其艰难条件下并长期遭受

失业痛苦的农业工人和贫农中间进行了争取保护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

权利的积极宣传。在这个城市里组织了一个计有两千会员的农业工人

和贫农联合会。１８９４年４月２１日，警察当局没收了联合会的宣传品，４月

２２日又逮捕了工人领导人亚 散托 科瓦奇。同一天，警察和军队在侯德

梅泽伐夏尔黑伊开枪射击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散托 科瓦奇的工人。

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被解散，散托 科瓦奇及其许多拥护者被判处徒

刑。——第５２１页。

４６７ 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

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

说，从１８４１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鲁诺 鲍威尔

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２７—３３６页）

和“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７—１３页）两篇

文章里，已经部分地论述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

本文是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１８９４年第１期和第２期

上。这一著作当恩格斯在世时还用法文在１８９５年４月和５月“社会发展”

杂志第１期和第２期上刊登过，是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 拉法格翻译的。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是在１９０６年。

“社会发展”（《ＬｅＤｅｖｅｎｉｒｓｏｃｉａｌ》）是一家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

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５２３页。

４６８ 安 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１８８６年斯图加特版第１０８页

（Ａ．Ｍｅｎｇｅｒ．《Ｄａｓ Ｒｅｃｈｔ ａｕｆ ｄｅｎ ｖｏｌｌ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ｅｒｔｒａｇ ｉｎ

４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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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６，Ｓ．１０８）。对该书的批判，

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

４９５—５１６页）。——第５２５页。

４６９ 恩格斯指的是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

义。起义的领袖是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 阿罕默德，他自称为“马赫

迪”，即“救世主”。起义于１８８１年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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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了１８９９

年，英国殖民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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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页。

４７０ 塔博尔派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克

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

之名得自１４２０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们的要

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博尔

派中间，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他们并曾试图在消费

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是

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军征讨的胡斯派军队的核

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反对塔

博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们，塔博尔派于１４３７

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第５２６页。

４７１ 厄 勒南“基督教起源史”１８６３—１８８３年巴黎版第１—８卷（Ｅ．Ｒｅｎａ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ｄｕ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ｍｅ》．Ｖｏｌ．１—８，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３—

１８８３）。——第５２７页。

４７２ 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话，并不符合于肖

特的译文，而是符合于奥 鲍利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

１８３１年斯图加特版第１３卷第１６１８—１６２０和１６２２页（《ＬｕｃｉａｎｓＷｅｒｋｅ》．

Ｂｄ．１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３１，Ｓ．１６１８—１６２０ｕｎｄ１６２２）］。——第５２７页。

４７３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１１—１４和１６章。——第５２８页。

５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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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４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 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

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历史”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第２１４—２３２页）。——第５２９页。

４７５ 格 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１８４５年日内瓦版第 、

页（Ｇ．Ｋｕｈｌｍａｎ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Ｗｅｌｔｏｄｅｒ ｄａｓＲｅｉｃｈ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ａｕｆＥｒｄｅｎ．Ｖｅｒｋüｎｄｉｇｕｎｇ》．Ｇｅｎｆ，１８４５，Ｓ． ｕｎｄ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

的“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６２９—６４０页）。——第

５２９页。

４７６ “自由公理会”是１８４６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

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

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在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这个宗教派别是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

现形式。——第５３０页。

４７７ 杜宾根神学学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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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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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第５３１页。

４７８对新约的批判，见布 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０年不

来梅版（《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ｒｅｍｅｎ，

１８４０），“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Ｋｒｉ

ｔｉｋ ｄｅ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Ｂｄ． —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此书第３卷用“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ｕｎｄｄｅｓ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的名称于１８４２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

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复类福音

作者。——第５３１页。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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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９ 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

世纪。这个哲学派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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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页。

４８０ 指康莫迪安的著作“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Ｃａｒｍｅｎａｐｏｌｏ

ｇｅｔｉｃｕｍ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Ｊｕｄａｅｏｓｅｔｇｅｎｔｅｓ》）——第５３３页。

４８１ 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

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

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第５３３页。

４８２ 诺斯替教派——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一至二世纪时产生

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

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

“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

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

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

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

残酷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第５３４页。

４８３ 塔西佗“编年史”第１２篇第５２章和“历史”第２篇第６２章。——第５３４页。

４８４ 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女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

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第５３４页。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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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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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可

７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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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教会和国家紧密联合了起来，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

教。——第５３５页。

４８６ Ｅ．Ｒｅｎａｎ．《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９。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

作（见注４７１）的第四卷。——第５３８页。

４８７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５卷第２８—３０章。——第５４７页。

４８８ Ｅ．Ｒｅｎａｎ．《ＬＡｎｔｅｃｈｒｉｓ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３。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

著作（见注４７１）的第四卷。——第５４９页。

４８９ 曾德—阿维斯陀 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

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捷尔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

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

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直到公元三至四

世纪。——第５５０页。

４９０ 指公元前六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做“巴比伦

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５９７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

５８６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

移居巴比伦。公元前六世纪三十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

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第５５０页。

４９１ 雅 菲 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１

册出版于１８３０年，第２册出版于１８３６年（Ｊ．Ｐｈ．Ｆａｌｌｍｅｒａｙ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ＨａｌｂｉｎｓｅｌＭｏｒｅａＷａｈｒｅｎｄｄ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３０，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３６）。——第５５０页。

４９２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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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多神教诸神和英雄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

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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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５２页。

８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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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 给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的信是恩格斯根据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

党领导人之一帕布洛 伊格列西亚斯在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所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恩格斯还把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奥地利和德国

的社会民主党人。

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１日在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

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

义工人代表大会（１８９３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和

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

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５５３页。

４９４ １８９３年９月４—９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了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

大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绪

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

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５５３页。

４９５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是由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１８９０年在恩格斯

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１８９０年在英国组织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见本

卷第６９—７６页）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建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

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等。１８９３年，同盟的代表

参加了独立工党。

社会民主联盟——见注１０４。

独立工党 是１８９３年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

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

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

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 哈第。党把争取集体

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

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

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

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

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

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

９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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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

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４５０页，第１８卷第

３５４页）。１９００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费边社 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１８８４年建

立；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 维伯和比阿特里萨 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

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 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

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

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

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

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

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

中的传导者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的作

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３７页）。１９００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

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见注３３２。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见注９９。——第５５４页。

４９６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活动家之一卡浴 德拉

瓦勒于１８９４年８月３０日写信邀请他参加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写的。第

三次代表大会原定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７—９日在伊莫拉举行，由于警察当局的

禁止而未开成。

恩格斯的贺信以及代表大会收到的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保

拉法格、帕 伊格列西亚斯等）的贺信，曾经在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０日党中央委

员会会议上宣读过，后来又载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２—２３日“阶级斗争”周报第

３８号。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是１８９２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的（１８９３年

采用这个名称，１８９５年起称做“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坚

决地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线，而在九十年代，虽然犯了一些改良主

义性质的错误，还是积极地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Ｌｏｔｔａｄｉｃｌａｓｓｅ》）是一家意大利周报，意大利劳动社

０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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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的中央机关报；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８年在米兰出版。——第５５５页。

４９７ 恩格斯指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４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

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

的，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

长的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

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被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

但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

们于１８９５年１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

会。——第５５５页。

４９８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西西里岛社会党活动家之一科耳纳哥在

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８日的信中向他提出的请求而写的。科耳纳哥在信里告诉恩

格斯说，西西里岛社会党将不顾残酷迫害而进行改组，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初将

恢复出版它的报纸“社会正义”（《Ｇｉｕｓｔｉｚ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ｅ》），他写道：“您，我们

著名的导师，能不能给我们寄来几句表示赞同和同情的话。您能不能给

西西里岛社会党寄来一封贺信，供我们在我们报纸的第１号上发表。您

的支持将使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具有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的贺信看来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只是到１８９５年６月３０日才

在作为“社会正义”报后继者的“解放”周报上发表。这封贺信还从“解

放”周报被译成德文（略有删节）发表在１８９５年８月１日“工人报”第２０８号

上。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这封信被再次用意大利文载于１８９５年８月１６日

“社会评论”杂志第１６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对意大利的最后的话”，

同时（略有删节）用德文以“恩格斯对工人的最后一封贺信”为题载于

１８９５年８月１３日“萨克森人民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第９５号。

“解放”（《ＬａＲｉｓｃｏｓｓａ》）是一家周报，西西里岛社会党的机关报；

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在巴勒摩出版。——第５５７页。

４９９ 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的请求（由屠拉梯在１８９４年

１０月２４日的信中提出）写的。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请求恩格斯在“社

会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为了替政府镇压意

１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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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社会党人辩护而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活动散播的造谣中伤。

恩格斯的信载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日“社会评论”杂志第２１期，编辑部加

的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

的按语：“我们把全世界所有社会党的元老寄给我们的这封信奉献给已

经卖身投靠或者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的鄙陋诡计。”恩格斯的信

在“社会评论”发表之后，还从意大利文译成德文以“可怜的诡计和谎

言”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６日“工人报”第８９号，以“意大利”

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前进报”第２６３号。——第５５９页。

５００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１—２７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

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

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

来说，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

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

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

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１８９５年五一

节等问题。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４—１６日在南特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

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

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党人的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的所谓“恶毒法”的斗争正在

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

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

的绪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

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

领的批判见本卷刊载的“法德农民问题”。——第５６１页。

５０１ 恩格斯指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前进报”第２６３号发表的“再论党代表大会”

一文。这篇文章对利用福尔马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

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言论来诬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伦人民报”

２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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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进行了回击。——第５６１页。

５０２ “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

格斯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和２２日之间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

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

论，首先是他在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

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见注５００）。福尔马尔在说明他所建

议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仿佛那个纲领真是得到

恩格斯赞同的。恩格斯对这种说法先已驳斥（见本卷第５６１—５６２页），但

他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

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马赛代表大会

（１８９２年９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１８９４年９月）上作了补充的法

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

恩格斯的文章不仅是对德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的打击，而且是对

国际机会主义的打击。在恩格斯的批评的影响下，在１８９５年举行的布勒

斯劳代表大会之前的辩论中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的立场，其中

包括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受到了谴责。但是，后

来由于第二国际各党机会主义倾向增长，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

的态度问题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土地问题上的各种庸俗

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念所偷换。弗 伊 列宁坚决反对了这些观

念，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

说。

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曾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

１８９４年第１２期，标题是：“农民问题”。

１９０３年２月，弗 伊 列宁为了准备在巴黎社会科学俄文高等学校作

土地问题的讲演，曾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５６５—５６９

页）译成俄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手稿已

公布，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１９册第２９５—３００页）。恩格斯这篇文章的

开头部分和某些个别的段落，本版基本上采用了列宁的译文。恩格斯这

部著作的第一个俄文单行版本由格 瓦 普列汉诺夫校订并写序言，于

１９０４年在日内瓦出版。——第５６３页。

３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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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 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

研究了关于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参加１８９３年苏

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

题。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

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

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

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

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

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

对纲领的补充里，更加深了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的错

误。——第５６９页。

５０４ 恩格斯提到的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发表在１８９４年

１０月１８日“社会民主党人”第３８号附刊上。——第５８３页。

５０５ 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答复“前进

报”编辑部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该报第２６６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

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

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

关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著手稿的命运，

见注４５７。——第５８８页。

５０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４卷第４页和第７页。——第５８８页。

５０７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祝贺“工人报”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改为日报（在这

以前它每星期出两次）而写的。恩格斯寄给阿德勒的这封贺信载于１８９５

年１月１日“工人报”第１号的“每日出版的‘工人报’”这篇通讯里。同时在

贺信前面加有一段编辑部的如下按语：“我们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在伦敦要求我们向奥地利工人转达他对奥地利工人每日出版的

报纸表示的祝贺，接着他说”（接下去就是贺信原文）。——第５９０页。

５０８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７卷第９—１２５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４日和３月６日

４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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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１８９５年３月６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

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

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

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

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１８９４年１２月间向

帝国国会提出的，１８９５年１月至４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５月该草案被否

决）。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４日

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

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

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

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

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

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

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１８９５年３

月３０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

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

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

的保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

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４月１日给考茨

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

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４月３日给保 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

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

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１８９５年的

“新时代”杂志第２７期和第２８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

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

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

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

５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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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

点，就像爱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

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

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

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

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

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

“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

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

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

１８９５年“社会评论”杂志第９期和１８９５年保加利亚“事业”（《 》）杂志

第１册上。

１９３０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

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５９１页。

５０９ 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１、２和３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１８４８到

１８４９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

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５、６两

期合刊编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４９２—５４０页）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

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述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

章的那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１４页）。——第５９３

页。

５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５９３页。

５１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７页。——第５９４页。

５１２ 指１８７１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

林。——第５９４页。

５１３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６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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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派 是法国于１７９２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

朝长系的拥护者。在１８３０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

了政党。

奥尔良派 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

到１８４８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

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５９８页。

５１４ 关于“民族原则”，见注１４。——第５９９页。

５１５ 指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１８７１年法兰克福和约（见注

１９５）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５０亿法郎赔款。——第６００页。

５１６ 普选权在西班牙从１８６８年（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

始实施，并经１８６９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１８７３年宣布成立，到

１８７４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６０１页。

５１７ 恩格斯援引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

１８８０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９卷第２６４页）。——第６０２页。

５１８ 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１９４）的消息后，巴黎

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

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 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

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

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

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

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１１月１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

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

营，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卷第２２０页。——第６０６页。

７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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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９ １８０９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１８０９年７月５—６

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 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

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

战在１８１５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

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６０７页。

５２０ 见注４１６。——第６０８页。

５２１ 恩格斯指梅克伦堡 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 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

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１７５５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

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对自

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

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

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６０８页。

５２２ 见注２４９。——第６１０页。

５２３ 暗指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

诺威王国、黑森 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１８６６年归并于普鲁

士。——第６１０页。

５２４ 独立工党（见注４９５）执行委员会曾于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６日发信邀请恩格斯参

加社会主义者五一联欢会。——第６１４页。

５２５ 恩格斯于１８９２年４月１日对法国“闪电报”记者艾 马萨尔发表了谈话。４

月３日，恩格斯审阅记者的记录，差不多完全把它改写了。１８９２年４月４

日，恩格斯在给劳拉 拉法格的信里提到这次谈话，他说，如果该报任意

改动经他审阅后的文字，他将反对记者的做法。谈话在４月１６日转载于

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由此可见，恩格斯显然认为发表出来的

文字是符合他答记者问的内容的。谈话发表在“闪电报”上的标题是：

“无政府主义。同德国社会党人恩格斯的谈话”；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

上的标题是：“饥荒造成的和平”（最后两段被删掉）。

本版所载的谈话，删去了记者加在前边的按语和后边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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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报”（《Ｌ’▍Ｅｃｌａｉｒ》）是一家法国资产阶级日报，从１８８８年至１９３９

年在巴黎出版。——第６１７页。

５２６ 指１８９２年２月２５—２７日柏林失业工人的发动。——第６１７页。

５２７ 见注２５４。——第６１８页。

５２８ 见注２５８。——第６２０页。

５２９ 恩格斯用圣西门关于英、法、德三国人民合作的思想（见注１２８）来对比

作为军事政治集团的三国同盟（见注４０６）。——第６２２页。

５３０ 恩格斯于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５月１７日恩

格斯告诉左尔格可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谈话里看到他对德国局势的

看法，恩格斯把剪报随函邮去，但附带说明，他答记者问的这份记录，

“像任何的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的叙述有缺陷，

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

访问记以“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谈话”为题发表在“费加罗报”。

它还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５月２０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４０号。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是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１８５４年起

在巴黎出版。——第６２４页。

５３１ 指１８９３年５月６日帝国国会对军事法草案（并见注３９３）的否决，该草案规

定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９年期间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兵员人数扩充８万人以上并

追加军费拨款。当天政府解散了国会，随后决定在１８９３年６月举行改

选。——第６２４页。

５３２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８）中反对军事法的一部分人。——第６２４页。

５３３ 意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所谓宪制冲突（见注２３４）。——第６２５

页。

５３４ 见注４１６。——第６２６页。

５３５ 见注７４。——第６２７页。

５３６ 恩格斯就６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

举中的成功，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话除发表在上述

９６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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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纸外，还以删节的形式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５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１４８号，全文发表在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６日“社会评论”杂志第１４期。载于“每日

纪事报”的谈话，标题是：“德国选举。恩格斯先生的谈话”；“社会主义者

报”的标题是：“弗 恩格斯和德国选举”；“社会评论”的标题是：“同弗

恩格斯交谈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第６３１页。

５３７ 指自由思想人民党，该党于１８９３年５月由于德国自由思想党分裂而组

成。后者由于党内在对军事法草案的评价上有分歧，于１８９３年５月６日帝

国国会被解散的当日发生分裂。该党议会党团中，以李凯尔特和巴尔特

为首的一部分支持政府，组成一个叫自由思想同盟的党；议会党团中以

李希特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并反映了该党激进分子

的情绪，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第６３１页。

５３８ 关于社会民主联盟，见注１０４。——第６３３页。

５３９ 关于费边社，见注４９５。——第６３３页。

５４０ １８９３年５月被否决的军事法草案，稍经修改后，又由政府提交帝国国会

批准，并于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５日为新的帝国国会所通过。

新的军事法使政府能够增加军事拨款并且使政府不再是要隔七年

（如１８７４年、１８８０年、１８８７年的七年期限法），而是只要隔五年就可以增

加军事预算；因此世称“五年期限法”。——第６３３页。

５４１ 恩格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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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是马克思写的，但

是其中包括有恩格斯的材料，这些材料驳斥了普鲁士容克和德国资产

阶级对亚尔萨斯—洛林的贪求，以及为此提出的军事战略上的论

据。——第６３４页。

０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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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８９５年８月）

１８９０

１—１２月 恩格斯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继续从事整理出版马

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这项工作他早在

１８８５年就已开始，一直继续到１８９４年春天。在这段时间

内，他对某些篇章进行了修改加工，把个别的章节重新

写过，还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做了许多补充，对文字作了

总的校订。

１—３月 由于法德之间矛盾尖锐化，法俄有相互接近的迹象，以

及爆发全欧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恩格斯从事研究欧

洲的国际局势。他结束了在１８８９年１２月开始撰写的“俄

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该文是为起初在伦敦出

版而后在日内瓦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机关刊物“社会

民主党人”杂志写的。该文的俄译文于１８９０年发表在这

家杂志的第１册（２月）和第２册（８月）上；德文发表在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作者还把它译

成英文，于４月和５月发表在社会主义者贝 巴克斯主编

的伦敦“时代”杂志上。

１月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非熟练工人的政治积极性的

高涨，以及那些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新工联的活动；他

直接帮助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马克思的女儿爱 马克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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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艾威林、爱 艾威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

给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海 施留特尔和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奥 倍倍尔的信中指

出，这些工联同那些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旧工联完全

不同，它们是按无产阶级团结精神进行活动的，它们的

进一步发展能够使工联代表大会摆脱改良主义者的领

导。

１月１１日—２月８日 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给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弗 阿 左尔格，以及给倍倍尔的信中，

赞同１８８９年秋天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开除它原先

的一批领导人——那些执行宗派主义政策的德国流亡

拉萨尔主义者。他把这件事看做是美国无产阶级建立

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条件之一。

１月２８日左右—５月
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资本论”的俄译者之一、民粹派经济学家

尼 弗 丹尼尔逊的好几封信，信中报道了俄国的经济

情况。

１月底—２月８日 恩格斯阅读英国费边社的创建人之一悉 维伯寄给他

的一本书“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研究”，认为这本书企图

根据庸俗的经济学理论推翻马克思的学说，并且企图

证明能够通过改良主义道路、通过同资产阶级妥协来

实现社会主义思想。

１月底—２月中 恩格斯根据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信件研

究德国在２月２０日举行国会选举前夕的国内局势。

２月１７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分析２月１７日在巴黎举行的

法国众议院复选的结果；他指出，同保皇党和军界相勾

结的布朗热主义者的当选，是沙文主义思想在巴黎工

人中传播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同这种沙文主义情绪进

行斗争，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２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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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１日—４月１２日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重

大胜利，恩格斯在为报纸写的两篇文章中，以及在给左

尔格的信中，给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保 拉法格的

信中，给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儿劳

拉 拉法格的信中，和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威 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选举标志着俾斯麦统治完

结的开端，并将加强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恩格斯特别

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区所取得

的某些成就的意义。

恩格斯关于选举结果的文章，一篇于３月３日不署

名发表在英国“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栏，另一篇于３月８日用“今后怎样呢？”的标题发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３月２０日和３１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载于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第十三版第六卷

上的一篇他的传记，并为该辞典的第十四版补充和修

改了这篇传记。

３月底—４月初 恩格斯阅读小册子“论社会主义”和“论历史哲学”，这

是小册子的作者意大利社会主义哲学家安 拉布里奥

拉寄给他的；他在给拉布里奥拉的信中给予第一本小

册子以好评，对第二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恩格斯也

把自己的著作“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寄给

了他。

３月３０日 由于在意大利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上就政府关于

在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建立巨型的资本主义庄园

的提案展开了辩论，恩格斯写信给翻译过他的许多著

作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 马尔提涅蒂。他强调指

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金融巨头和大股份公司

对殖民地的奴役。这封信的一段于４月１６日发表在

社会主义杂志“激情和批评”（《Ｃｕｏｒｅｅｃｒｉｔｉｃａ》）上。

３７７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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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日 恩格斯得悉“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约 狄茨和该杂志的一个编辑、机会主义者威 布洛斯

在４月份的“新时代”上发表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

对外政策”的第一章时作了很大的歪曲，他向狄茨提出

坚决的抗议；恩格斯的文章按手稿重新发表在该杂志

的下一期即５月号上。

４月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成

员维 伊 查苏利奇，感谢她寄来载有他的文章“俄国沙

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他

就此强调说，揭露沙皇政府的外交，对俄国革命运动具

有重大的意义。

４月９日 恩格斯在收到荷兰社会主义者斐 多 纽文胡斯关于荷

兰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之后，写信给他，对荷兰社会主

义者的成就表示满意，并且告诉他关于整理出版“资本

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的进展情况。

４月１７日 恩格斯曾收到查苏利奇的信，信中对于“社会民主党人

报”４月５日发表的俄国民粹主义者 ．别克的一篇攻击

格 瓦 普列汉诺夫和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表

示不满，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议查苏利奇和她的同道者

在该报驳斥别克。恩格斯建议查苏利奇和其他俄国社

会民主主义者积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

稿，以便加强俄国社会主义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

者的联系。查苏利奇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的一篇答别

克的文章，发表在４月２６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４月１９日 奥地利的一个职员伊 埃伦夫罗伊恩德要求恩格斯表

示他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写信给他，揭露了反

犹太主义的反动本质。这封信于５月９日发表在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上。

４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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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底—５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根据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的决议在伦敦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准

备工作，游行和大会的口号是争取在国际范围内以在

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他把准备工作的情况告诉

左尔格，同时还向他报道了在工人群众当中进行社会

主义鼓动的成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伦敦示威游行准

备工作的那部分，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派机关报“纽约

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和“工人辩护士

报”（《Ｗｏｒｋｍｅｎ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上。

５月１日 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序

言，序言简单地回顾了１８４８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

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序言刊载在５月于伦敦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

５月４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

会；他后来在给倍倍尔和劳 拉法格的信中，以及在“伦

敦的５月４日”一文中叙述了自己的感想。恩格斯把首次

举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看做是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检

阅；他指出奥地利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成功；他认为伦

敦的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是英国工人运

动的重大胜利。文章发表在５月２３日的“工人报”上。

１８９０年５月底—
１８９１年６月上半月

恩格斯从事（断续地）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第四版的准备工作；为此他阅读了新的书籍，

其中有俄国社会学家马 马 柯瓦列夫斯基的“家庭及

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法文本）和“俄国现今的风

俗和古代的法律”（英文本）；他对自己的著作，特别是

对家庭那一章，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改正了一些

不确切的地方；第四版于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底—１１月初

出版。

５７７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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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５日 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派”的领导者之一保 恩斯特的复信中，坚决反对他把

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６月１０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对于伟大的俄国学者、革命民

主主义者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

悼和吊唁。

６月２５日 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写序言。

７月１—２６日 恩格斯同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

卡 肖莱马一起在挪威旅行。

约７月９日—９月２２日 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波兰革命者、

巴黎公社的将领瓦 符卢勃列夫斯基通信，并给予他物

质帮助。

８月—１０月初 恩格斯十分重视预定于１０月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应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给李卜克内西和

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必须同“青年派”作斗争，

因为它对党的领导进行了蛊惑性的批评。恩格斯还阅

读了党的章程草案，批评了它的个别论点，强调指出，

国会党团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执行委员会之上，是不能

容许的。

８月５日、９月２１—
２２日和１０月２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康 施米特和德国大学生约 布洛赫，他们二人曾请

求他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原理；恩格斯在信中批

评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的人，这些人硬说马

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唯一动力；

恩格斯解释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但是上层建筑也影响历史的进程和经济本身

的发展。

８月１４日左右—９月
１２日

恩格斯在福克斯顿（英格兰的南海岸）休养。

６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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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初 恩格斯注意９月１日到６日在利物浦召开的英国工联的

应届代表大会的进程。大会违反工联领导者们的心愿，

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恩

格斯认为这是新工联的影响显著增长的一个证明。

９月７日 恩格斯答复“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上的一篇

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说什么“青年派”对党的领导路

线的评价是同恩格斯的观点相符合的。恩格斯坚决驳

斥这种说法，认为“青年派”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粗暴歪曲。答复发表在９月１３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

９月９日左右—１０
月中

恩格斯积极参加定于１８９１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各国社会

主义政党的活动家广泛地通信。恩格斯认为有可能召

开一次有可能派参加的统一的代表大会，他表示深信，

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

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恩格斯的提议被各国社会主义者

会议全部接受，这个会议是根据他的建议在德国社会

民主党１０月中在哈雷举行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

９月１２日和１８日之间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

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机关报）停刊，恩格斯给该报

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提到该报在无产阶级革命

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这封信发表在９月２７日的“社会民

主党人报”上。

１０月１日 恩格斯写“答保尔 恩斯特先生”一文，文章严厉斥责

“青年派”又企图假借恩格斯的威望来反对党的领导。

文章于１０月５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

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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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１—１９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１０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在利尔举行的法国工

人党代表大会的进程，以及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８日在加来举

行的法国工团（工会）代表大会的进程。这两个代表大

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恩格斯认

为这两个代表大会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

影响日益扩大的标志。恩格斯把两个代表大会的情况

通知左尔格，并且告诉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

集团——可能派——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由让 阿列

曼领导，一派由保 布鲁斯领导。恩格斯指出，这两派都

处于瓦解状态。

１０月１２日和１９日
之间

恩格斯整理１８３６年至１８６４年马克思的通信。

１０月中 恩格斯根据报纸的报道和李卜克内西、爱 马克思 艾

威林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理 费舍等

人的来信，密切注意从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哈雷举行的

这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恩格斯在给左尔格和

劳 拉法格的信中对代表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这次代

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并且通过决议，要在１８９１年党

的下届代表大会以前拟定新的党纲。

１０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波兰社会主义者路 克尔日维茨基寄来的

“资本论”第一卷的波兰文译本。

１１月５日 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关于自己的朋友和马克思家的亲密

朋友海伦 德穆特逝世的消息。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初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保 辛

格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

到伦敦去祝贺他的七十寿辰的。根据恩格斯的倡议，他

们会见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爱 马克思 艾威林、

约 白恩士、威 梭恩和罗 肯宁安 格莱安。

１１月２８日 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政党和组织庆祝恩格斯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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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寿辰。他收到这些党和组织以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

动的某些活动家寄来的大量贺信。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８９１
年２月

由于出版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

路 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 马克思的论战”，恩

格斯从事撰写“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这部著作，在

其中彻底揭穿了布伦坦诺诽谤马克思对科学采取不诚

实态度的谎言，这本小册子于１８９１年４月出版。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８９１
年１月６日

由于拟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以及就这个问题

在党的刊物上展开了辩论，恩格斯整理发表马克思于

１８７５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马克思在这本著

作中给拉萨尔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最完备地阐

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

点；恩格斯认为发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是自己的义务，

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制定一个真正革命的、有科学根

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帮助党同党内猖狂的机会主义

分子作斗争。这一著作连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１８９１

年１月底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１２月上半月 恩格斯回答法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的译者福尔坦的请求，同意在法国报纸

“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著作；该报从１８９１年１月至

１１月发表了这一著作。与此同时，恩格斯坚决反对想在

可能派贝 马隆主编的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转

载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企图。

１２月２—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柏林人民报”、匈牙利社会主义报纸“工

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的编辑部以及法国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和个别的人，信中对他们在他七十岁诞辰

时的祝贺表示感谢，同时指出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

的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些信发表在１２月５日的“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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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人民报”、１２月１４日的“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

论”、１２月２５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１２月２５日 恩格斯写信给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列 弗兰克尔，说明法国工人党和可能派之间斗

争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只有使可能派的领导者们孤

立，才能消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同时告诉弗

兰克尔，正在准备召开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

１８９１

１月 恩格斯从左尔格那里和其他方面得悉，北美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领导者们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之间发生

了冲突，后者宣称，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得加入劳

联，并建议党员以个人资格通过工会参加劳联；恩格斯

收到劳联的领导者、改良主义者赛 龚帕斯一封关于这

个问题的信。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批评社会主

义工人党领导者们的态度，他们拒绝劳联的建议并且

企图把党同美国工人的这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对立

起来，恩格斯认为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它将在客观上

加强改良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１月１０日左右—２月
１日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会见被逐出巴黎的波兰流亡社会主

义者斯塔尼斯拉夫 门德尔森和他的妻子玛丽亚。根据

恩格斯的建议，门德尔森写信给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

机关报“正义报”，提请英国社会主义者警惕沙皇暗探

局在伦敦的两个暗探可能进行挑拨离间。这封信经恩

格斯校阅过，发表在１月２４日的“正义报”上。

１月底—４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法

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地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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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３１日和４月２２日
之间

恩格斯不断收到拉法格夫妇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情

况的详细报告。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赞成工人党

对可能派所采取的策略：不为表面上的统一作任何原

则性的让步，但是也不拒绝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实际的

合作。

２—１０月 恩格斯系统地阅读“前进报”，该报从１月１日起成为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给倍倍尔和党的其他

活动家的信中，他批评编辑部的动摇和机会主义性质

的错误。

２—４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经常不断

地帮助爱 马克思 艾威林、爱 艾威林等英国社会主义

者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而斗争。

２月５日—４月８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几个领导者、特别是该党国

会党团的大多数不赞成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的著

作“哥达纲领批判”，而在该党内引起了辩论，恩格斯就

这一辩论同“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同左尔格、施

留特尔、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恩格斯在

信中说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２月２０—２７日 恩格斯和费舍通信，因为后者建议再版他的著作“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的著作“雇佣

劳动与资本”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认为这些著作的

传播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同意

把这些著作再版。

２月２０日和３月６日
之间

恩格斯阅读拉法格关于在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剩余

价值理论的文章手稿，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３—１１月 恩格斯很想帮助在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意大

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和马尔提涅蒂通信，商谈有

关在意大利出版自己的著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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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４日—１０月２日 恩格斯校订由法国社会主义者昂 腊韦译的他的著作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译本的一部分译稿，恩

格斯还审阅由劳 拉法格校订过的那部分译稿。

３月７日 恩格斯写信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菲

屠拉梯，同意把自己的某些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并且编

入计划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该信于３月１０日发表

地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上。

３月１７日 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贺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他表

示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贺信发表

在３月２５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３月１８日 恩格斯完成了为他所准备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法兰西

内战”德文第三版写导言的工作，预定用这篇导言来纪

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在这篇旨在反对德国社会民主

党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导言中，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

国家的阶级本质，把资产阶级国家与作为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的巴黎公社相对比。导言发表在３

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和５月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中。

３月２１日 恩格斯写信给施留特尔，感谢他报告关于北美社会主

义工人党的情况；恩格斯批评该党的领导继续对“劳动

骑士团”和美国的其他的群众性工人组织采取宗派主

义路线。

恩格斯把２月底至３月初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意大

利文版寄给左尔格。

３月２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领导人

霍 梅萨，回答他关于用西班牙文出版马克思“哲学的

贫困”的请求；恩格斯在信中表示同意，而且指出同西

班牙的也是以蒲鲁东主义形式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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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年夏天出版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以这封信作为序言。

３月２５日和５月１５日
之间

恩格斯和拉布里奥拉通信，拉布里奥拉告诉他一些关

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其中

包括在罗马庆祝五一节时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事

件。

４月初 肖莱马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４月９日 恩格斯在回答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邀请他出席定于４

月１２日在米兰举行的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信

时，写了一封贺信，信中指出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４月１０日和１５日之间 恩格斯把自己的小册子“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寄

给左尔格、费舍、纽文胡斯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

家。

４月３０日 恩格斯为由他准备付印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单

行本写导言。导言发表在５月１３日的“前进报”附刊上和

６月底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

５月１—２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发表马克思的著作

“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同时指出倍

倍尔本人也很不了解发表这一著作的重要性。恩格斯

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于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

水平的意义；他建议更多地注意掌握革命理论，注意革

命理论的发展，开展科学讨论，等等。

５月３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游行和集会。

５月６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费舍关于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成功地举

行五一节群众游行的详细报告。

５月１２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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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第四版，即由他修改和补充的版本写简短的序言。

序言刊印在该书中，该书于当年下半年出版。

５月下半月 根据比利时工人党的一位领导者爱 安塞尔的请求，恩

格斯组织英国新工联对正在罢工的比利时码头工人进

行援助，为此他同这些工联的领导者约 白恩士和 ．

克累姆通信。

５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从施留特尔那里得知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矿

工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美国出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发行情况。

５月２１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经济学教授路 埃耳斯特尔的请求，把自

己的履历和自己的著作目录告诉他，以供在德国出版

“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之用；恩格斯寄去的材料刊印在

１８９２年在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的第三卷中。

６月 恩格斯阅读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 巴尔特“黑格尔

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

一书，并且在给康 施米特的信中严厉批评这本书企图

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批评它

错误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本质。

６月１６日 恩格斯结束了为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第四版写序言的工作，他在序言中从历史编纂学的

角度评论家庭史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重要派

别，特别强调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路 亨

摩尔根所进行的研究的意义。序言于６月发表在“新时

代”杂志上，标题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

克伦南、摩尔根）”，并刊印在年底出版的“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６月１８日和２９日之间 恩格斯研究主要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受执行委员会

委托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恩格斯指出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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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大体上消除了哥达纲领的最严重的错误，同时也

批评草案的许多论点。他指出草案中没有提出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国家制度民主化的要求和建立单

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并且强调说，这些缺点带有向

机会主义让步的性质。恩格斯把自己的意见寄给党的

执行委员会；草案接受了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意见，发表

在７月４日的“前进报”上，后来又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

上，供预先讨论用。

６月２６日 恩格斯写信祝贺６月２８—３０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赞扬奥地利社会主

义运动的巨大成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增长。贺信

发表在７月３日的“工人报”上。

６月２６日—８月２４日
左右

恩格斯（断续地）在赖德（威特岛）休养，肖莱马和宪章

运动的老战士乔 哈尼到他那里作客。

６月２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尖锐批评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

党领导者、机会主义者格 福尔马尔６月１日在慕尼黑的

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的沙文主义演说。恩格斯

要求党取消福尔马尔用党的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

８月初 恩格斯收到屠拉梯寄来的在意大利出版的宣传小册

子，小册子是根据恩格斯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新版所写的导言编写的。

８月３日和１８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关于意大利的局势、工人和社

会主义运动情况的详细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对五一节

游行参加者的审判和其他政治审判案的情况，以及８月

２—５日在米兰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情况。

８月下半月—９月初 恩格斯通过报刊上的报道和爱 马克思 艾威林的信、德

国和英国工人运动老战士弗 列斯纳和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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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２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其他参加者的信，密切注意这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

他在给左尔格、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

对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做了良好的评价。给拉法格的

信摘要发表在９月１２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约８月２５—２７日 倍倍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者维 阿德勒

在恩格斯家里作客；恩格斯同他们谈论布鲁塞尔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结果。

９月３日左右 恩格斯接见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美国代表、社会

主义者马克 维伊和阿 卡甘，后者是一家纽约犹太工

人报纸的编辑。

９月８日—２３日左右 恩格斯同他的内侄女玛 艾 罗舍和秘书路 考茨基一

起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

９月１４日和３０日 恩格斯把９月初在新堡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情

况通知左尔格，他认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新工联”的

重大胜利，因为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者想取消上次代

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的企图在代表大会上

遭到了失败。

９月２４日和２８日之间 恩格斯阅读由“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并于９月１４日刊

登在该杂志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他把自己

的意见告诉了考茨基。恩格斯指出，这个草案比党的执

行委员会所拟定的那个草案更可取。

９月２９日左右 恩格斯在一个时期的间断之后，又开始整理出版“资本

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１０月—１１月１４日 恩格斯密切注视与众议院议员的补充选举相联系的法

国政治事件，在这次补充选举中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

院的候选人；在给拉法格夫妇、倍倍尔和左尔格的信

中，恩格斯对于拉法格当选表示满意，认为这是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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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胜利，这证明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是

正确的。

１０月３日左右—１２月
１日

恩格斯同伦敦的斯万 容涅先出版社商谈关于出版他

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的事，为此他同译

者、美国社会主义者弗 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通信。

１０月１３日和２２日
之间

恩格斯写“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在其中就全欧战争

的威胁拟定了社会主义者的策略；他强调指出，各国的

社会主义者应当坚决拥护和平。该文于１２月初用法文

发表在“１８９２年工人党年鉴”上。

１０月１４日 由于在“前进报”上转载“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德国社

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坚决抗议把

这个草案原先没有的一个拉萨尔论点加进去，这个论

点认为，其他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都是反动的一

帮。

１０月中—１１月初 恩格斯密切注意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１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写贺信给代表大会；

在给左尔格、倍倍尔等德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

活动家的信中，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

包括把“青年派”的领导者开除出党的决议以及代表大

会的代表们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言论的

谴责；恩格斯由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大体上是马克

思主义的党纲而表示满意。

１０月２４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恩格斯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关于美

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的信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之

所以有些落在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后面，原因之一是

美国土生土长的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１１—１２月 恩格斯紧张地从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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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恩格斯阅读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普列汉诺夫的几

篇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文章，认为这几篇文

章写得很好。

１１月１日 恩格斯应施米特的请求，帮助他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在

这个问题上向他提出许多建议；恩格斯一方面强调正

确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

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

法之间的原则区别。

１１月１２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原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

编辑恩 德朗克去世的消息。

１１月１３日 恩格斯写给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诺）一家奥地利社会

主义报纸“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一封贺信，以回答该编

辑部邀请他参加该报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信。贺信于１１

月２５日发表在该报上。

１１月１７日 恩格斯寄给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纪事报”编辑部一篇

声明，揭露该报刊登的关于马克思家庭的诽谤性报道。

声明于１１月２６日发表在该报上，标题是：“关于已故的

马克思夫人”。

１１月２８日 恩格斯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歌

詠团，回答它关于在他生日那天举行庆祝会的建议，信

中强调说，他和马克思一样，原则上反对为个别人举行

公开的庆祝活动；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活动有重大的社

会意义时，才容许这样做。

１２月３日 恩格斯告诉考茨基，他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

的工作已进行到最后几篇。

１２月中 恩格斯到赖德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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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２

１—３月 恩格斯几次拜访住在里士满的哈尼，和他通信，并且给

他物质上的帮助。

１月 恩格斯阅读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 沃尔弗的

文章“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该文发表在１８９１年

德国杂志“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恩格斯在稍后为“资

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篇文章。

恩格斯把自己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翻译成德

文，并为它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在结束语中分析了俄国

在１８９１年饥荒时的国内情况。文章于２月发表在“新时

代”杂志上。

１月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信中分析了在美国由于试图建

立一个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政党而引起的政治局势，同

时指出，在美国资产阶级两党制的情况下，要在最近期

间建立起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巩固的第三党，是行不通

的。

１月１１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国版写

序言；序言刊印在３月底伦敦出版的该书英国版上。

２月６日 在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纸“论坛报”上刊登了资

产阶级政论家和哲学家卓 博维奥的文章，文章的作者

硬说德国的社会党人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形

式。为此恩格斯写文章答复博维奥，指出他的说法是毫

无根据的。该文发表在２月１６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

２月１０日 恩格斯应在伦敦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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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序言；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能

够争得波兰的真正独立。序言刊印在伦敦出版的该书

波兰文版上，并于２月２７日发表在波兰社会主义杂志

“黎明”上。

２月中 恩格斯校订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的英文译本；译者是艾威林。

２月１９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阿德勒，他决定把狄茨出版社给他的

全部稿费交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党的经费。

２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请求，为倍倍尔

从事议会活动二十五年写祝词。

３—４月 由于临近庆祝五一节，恩格斯帮助艾威林和爱 马克思

艾威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制

定策略路线，以期同英国的其他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

采取一致的行动；恩格斯把在伦敦进行五一节准备工

作的情况通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

３月初 恩格斯接见一个由于政府迫害而从德国流亡出来的德

国矿工、民主主义者奥 济格尔；恩格斯帮他找到工作，

并且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手稿

的开头部分，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寄给作者。

３月５日和１６日之间 恩格斯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弗

梅林的许多著作；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给予这些著作

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梅林的“莱辛传奇”一书，它以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普鲁士的历史。

３月５日—４月１９日 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几封信中，对法国马克思主

义者在众议院中同一批以厄 格朗热为首的带沙文主

义情绪的布朗基主义者（原先是布朗热主义者）结成同

盟的行动，进行了批评；恩格斯表示反对这样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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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采取同以爱 瓦扬为首的所谓老派布朗基主义

者接近的策略。

３月１０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根据米兰代表大会的决

议制定的意大利劳动党纲领和关于罗马失业工人运动

的材料；恩格斯以后还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意

大利的政治情况和工人阶级斗争的详细报道。

３月１５日—９月２５日
左右

恩格斯和丹尼尔逊通信，从他那里得到关于俄国经济

情况的材料以及俄国的经济学杂志和书籍，其中有“地

方自治机关统计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恩格斯在给他

的信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农

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因此，必然引起农民公社

的解体和大批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３月１７日 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贺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贺

信发表在３月２６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３月２０日左右—２６日 恩格斯在赖德休养。

３月２９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写一个按

语；该版于１８９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３月３０日 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揭示了阻碍美国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的原因，他指出，美国资产阶级分化工人阶

级，收买美国本地工人，唆使他们去反对各国侨民工

人，同时挑拨后者自相倾轧。

４月１日 恩格斯同法国资产阶级报纸“闪电报”的记者艾 马萨

尔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者对欧洲一系列

国家的内外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的态度；在谈到无政府

主义者在巴黎制造的爆炸事件时，恩格斯认为这是巴

黎警察当局的挑衅行动。谈话的全文经恩格斯审阅和

修改后发表在４月６日的“闪电报”上。

１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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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中 恩格斯接见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 谢 鲁萨诺夫，和他

谈论俄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问题；恩

格斯指出，民粹派的幻想必定要破产，因为他们否认俄

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４月２０日 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

写完了导言，他在导言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

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几个最重要的阶段，为此分析了

几个历史问题和唯物主义哲学问题，并且说明了不可

知论和在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特点。该版于１８９２年在伦敦出版。

５月 恩格斯从门德尔森那里得到在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印的

波兰文五一节传单。

５月１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

会；在以后几天，他写信给劳 拉法格和倍倍尔，认为五

一节的庆祝活动是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

５月２日和１０日之间 恩格斯非常注意从５月１日至８日举行的法国市镇选举

的进展情况，赞扬社会主义者在选举运动中的成就。

５月５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知在意大利各城市举行五

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

５月１４日左右—６月
１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两人一起多次同当时

也在伦敦的辛格尔会面；他们讨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问题。

５月１７日—６月 由于肖莱马患重病，恩格斯同肖莱马的兄弟以及给他

治病的医生通信，并且到曼彻斯特去看望他。

５月３１日 恩格斯写信祝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

会；贺信发表在６月１０日的“工人报”上。

约６月初 恩格斯把自己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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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写的导言翻译成德文。译文于９月发表在“新时

代”杂志上，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

６月９日和１７日之间 恩格斯多次接见到伦敦来参加国际矿工代表大会的德

国矿工代表团；恩格斯同代表团的成员交谈德国矿工

的情况和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

６月中—７月２５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选举运动和从７月７日至２４日举行的英

国下院选举的进展情况；在给倍倍尔、劳 拉法格等社

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赞扬哈第、白恩士等独立

的工人候选人的巨大成就，并且指出，这将促进建立独

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

６月２９日—７月２日 由于肖莱马逝世，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在那里

参加他的葬礼；恩格斯写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学者的

悼文。悼文用“卡尔 肖莱马”为标题发表在７月３日的

“前进报”上。

７月２１日 恩格斯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该

版于８月中出版。

７月２３日 由于福尔马尔又发表了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辩护和

为社会民主党同德意志帝国合作辩护的言论，恩格斯

写信给倍倍尔，信中强调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且

拟定同他们斗争的策略。

７月２７日—９月６日 恩格斯在赖德休养。

８月 恩格斯继续进行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早期基督教

历史的研究，阅读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厄 勒南的著

作。

８月２日左右 恩格斯从丹麦社会民主主义者格 特利尔那里收到关

于丹麦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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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４日和９月３日
之间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收到关于８月１４—１５日在热

那亚举行的意大利劳动党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

进程的报道。

８月１２日和９月４日 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两封信中，对于在“新时代”杂志

上刊登艾威林夫妇关于英国选举结果的文章时删掉其

中批评社会民主联盟领导和费边社的段落表示不满

意；恩格斯认为费边社是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感到恐

惧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集团，他们企图使工人

阶级从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而不容许在英国建立一个

独立的工人政党。

８月１９—２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左尔格和阿德勒，告诉他们英国

社会主义者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

的成绩；他指出朗卡郡的纺织工人的情绪有了转变，他

们绝大多数都赞成参加斗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

时工作日。

９—１０月 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会员、德国医生路 库格曼通

信，从他那里得到马克思的几本久未再版的著作。

９月５—２６日 恩格斯注意９月５日至９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

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做了

评价。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拒绝参加将于１８９３

年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另

外召开一个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

议，恩格斯认为这个决议的目的是企图阻碍新工联同

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此，恩格斯

劝告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要接受这

个计划，并且建议某些工联派自己的代表到苏黎世去；

恩格斯还审阅倍倍尔根据他的建议就这个问题为“新

时代”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恩格

斯还就这个问题写信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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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恩格斯号召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给工联分子的企

图以反击。

９月１２日 恩格斯从施米特那里得悉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

的“青年派”领导者又在进行新的分裂活动之后，在给

施米特的信中谴责他们的行动，并且指出，既然他们是

脱离工人群众的，他们在德国就找不到任何的支持。

９月下半月 恩格斯注意分别于９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和２４日至２８日在马

赛举行的法国工团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

进展情况；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两个代表大会都通过决

议不参加英国工联将要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再

次邀请它们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恩格斯赞同李卜克内西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

的演说，这篇演说强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

恩格斯多次接见柯瓦列夫斯基。

９月２２日和１１月１７日 恩格斯接见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 米 克拉夫钦斯基

（斯捷普尼亚克）。

１０—１２月 恩格斯在半年多的间断之后，又开始进行整理出版“资

本论”第三卷的工作，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这项工

作上。

１０月上半月 恩格斯阅读“青年派”的领导者之一汉 弥勒的小册子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在给倍倍尔

的信中建议他揭露这个小册子对党的恶毒的蛊惑性攻

击，并且建议他同时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活动家

的机会主义错误。

１０月６日和１５日之间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帮助他准备在众议院的演说，

演说的目的是揭露法国沙文主义者和阐明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国际主义立场；恩格斯把从倍倍尔那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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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法战争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统治阶级的

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材料寄给拉法格。

１０月中 恩格斯阅读法国律师、布朗基主义者和布朗热主义者

欧 普罗托的小册子“沙文主义者和反动派”，这本小册

子也是反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在给法国社会

主义者沙 博尼埃的信中，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本欺骗性

的和诽谤性的小册子，是按照热中于使资产阶级法国

和沙皇俄国结成侵略同盟的警察机关和沙文主义集团

指派的任务写成的。

１１月６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目前在德国社会民主

党刊物上就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言论而展开的讨论，

显得空洞、抽象；恩格斯建议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

上追究福尔马尔向威廉二世和德国政府献媚的责任。

１１月９日和１５日之间 恩格斯写“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文章发表在１１月１６

日的“前进报”上。

１１月９日和２５日之间 恩格斯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写马克思的传略，传略

发表在１８９２年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第四卷上。

１１月１４—２１日 恩格斯注意１１月１４日至２１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

这次代表大会的水平比以往各次低。代表大会违反它

在１８９１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承

担的义务，拒绝在５月１日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而把它

移到星期日举行，恩格斯指出，代表大会的这种做法将

被其他党看做是不遵守共同通过的决议。同时，恩格斯

称赞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决议

和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决议。

１１月１５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给同“青年派”接近的一家德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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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报纸“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揭露在该报上不

署名发表的瑞士社会主义者艾里提埃的一组文章以无

政府主义精神伪造第一国际的历史；恩格斯的这封信

发表在１１月１９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

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
２２日

恩格斯在同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中，讨论

１８９３年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他说明，只有在特殊的情况

下，才允许不遵守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关于所有国家同时举行庆祝活动的决议。

１１月底—１２月４日 恩格斯利用俄国民族学家列 雅 施特恩堡关于他对库

页岛的吉里亚克人的社会制度和家庭风俗的研究报

告，写“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文章发表在１２月

的“新时代”杂志上。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８９３
年７月

恩格斯在从事其他工作的同时，准备出版“资本论”第

二卷的德文第二版。

１２月 恩格斯注意由于揭发和公布了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与

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有牵连的舞弊行为而尖锐化

的法国政治局势；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他建议法国

社会主义者利用当前出现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鼓动。

１２月３—４日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计划把“新时代”变

成通俗的政治和文艺杂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考茨

基的信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样的杂志以外，

必须创办一种理论刊物，以便在那里深入研究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问题。

１２月２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请他归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

论”——“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恩格斯曾委托他辨认

其中笔迹不清楚的地方。１８９３年１月初，恩格斯通过倍

倍尔收到了这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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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

１—５月 恩格斯继续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

作。

１月初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邀请恩格斯出席它的第二次代表大

会，恩格斯复信该党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表示祝

贺。

１月３日左右—１０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１月１０日 恩格斯从玛 门德尔森那里得知巴黎警察当局逮捕了

五位波兰革命流亡者的消息后，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关

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的文章，发表在１月１３

日“前进报”上。

１月中 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小组于１月１３—１４日在

布莱得弗德举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独立工党的决

议，恩格斯密切注视会议进行情况；在给左尔格的信

里，他把这一事件当作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

实来评价，并且表示赞同艾威林参加新党的执行委员

会。

１月２３日 恩格斯出席纪念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欺育协会成

立五十三周年的晚会。

１月２６日和２９日之间 恩格斯根据拉布里奥拉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写了一篇文

章“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揭露意大利几家同许多著

名政治活动家有密切联系的大银行在金融上的鬼蜮伎

俩。文章发表在２月１、２和３日的“前进报”上。

２—３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独立工党的发展并把这种情况告

知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恩

格斯在给他们的信里指出该党领导者哈第的一系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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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保守党人的政治错误；同时，恩格斯注意到新党成

员中有健康的无产阶级成分，指示他们必须奉行真正

的独立政策，这样做既能使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又能

迫使自由党政府让步。

２月 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军事法草案，恩格斯应

倍倍尔的请求写了一组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文章。

恩格斯指出，军备竞赛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而

且孕育着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他提出在国际协议的基

础上裁军和逐步地以民兵制度代替常备军的建议。这

组文章发表在３月１日至１０日的“前进报”上，并于３月底

出版单行本。

２月１日 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该版于１８９３

年在米兰出版。

２月２日左右 恩格斯应伦敦俄国犹太人流亡者社会主义小组“进步

社”的请求，寄给它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的书

籍。

２月４日 恩格斯认为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研究工人

运动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他劝哈尼撰写宪章运动史。

２月６日左右 恩格斯读到倍倍尔２月３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提出对社

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的演说，以及社会民主党

其他议员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他把帝国国会被迫

花五天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

人胜利；恩格斯对倍倍尔的演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赞

同为广泛传播这一演说而采取的措施。

２月７日 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Ｂ．施穆伊洛夫请恩格斯帮助他

写马克思传略，以便在俄国出版；恩格斯应此请求给他

提了许多意见和指示，并把第一国际活动时期马克思

和恩格斯合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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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寄给他。

２月２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说明后者试图证明俄国在沿着非

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俄国的农

民公社只有在较发达的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才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基层单位；在

现存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对俄国是不可避免的。

２月底—３月 由于法国已经开始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密切

注意工人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他在给拉法

格夫妇的几封信里，建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其他

社会主义小组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行动

的自由和执行独立的政策。

３月１日左右—１７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格兰南海岸）休养。

３月１３日 恩格斯为德国工人写一篇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文

章；在文章中简略地评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文章

于５月１日刊登在“前进报”出版的专刊“五一节”（《Ｍａｉ

Ｆｅｉｅｒ》）上。

３月１４日 恩格斯回答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Ｆ．维森提出

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者能不能对由

选举产生的职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恩格斯指出，这在

原则上是许可的；并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必

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

马克思逝世十周年的会议拍来的电报，上有普列汉诺

夫等人的签名。

３月１５日 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为纪念马克思逝

世十周年拍来的电报。

３月中 恩格斯读发表在３月１日“新时代”上的列斯纳回忆马克

思的文章：并给予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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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复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秘书亨 德

劳埃德，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启程赴会。这次国际工

人代表大会定于９月，趁举行世界博览会之便在芝加哥

召开，组织会邀请恩格斯参加代表大会。恩格斯随函寄

给劳埃德“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两书英文版。

３月２１日 恩格斯在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奥 拉迪

姆斯基的信里，对后者告诉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译成

捷克文一事表示欣慰。

３月２８日左右—４月
４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除了其他一些问题之外，他

们讨论了辛格尔提出的以单行本分册出版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的建议。出版文集一事并未实现。

拉法格夫妇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同他讨论了

法国工人运动问题。

３月３１日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议员——倍倍尔、拉

法格和白恩士在恩格斯家里会晤；恩格斯把这次会晤

本身看做国际工人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

４月—７月初 恩格斯数度接见持普列汉诺夫的介绍信来访的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阿 米 沃登；恩格斯同他交谈了俄国的经

济状况，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以及许多哲

学和经济学问题。谈话当中，恩格斯指出俄国马克思主

义者研究土地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他还表示，相信在最

近时期俄国国内将出现一批新的坚强的工人运动领

袖。

４月 恩格斯给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写五一节贺信；他

强调指出庆祝这一节日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

这些信刊载在：４月２３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报”上，标

题是：“尽管如此”；奥地利“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

“庆祝１８９３年五一节”（《Ｚｕｍ１．Ｍａｉ１８９３》）上和５

１０８弗 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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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日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报”上。

４月初 恩格斯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 伊格

列西亚斯那里收到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情况以及关于

社会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的斗争情况的报道；以后，恩格斯继续从他那里收到这

种报道。

４月８日 恩格斯应捷克社会主义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约

克拉普卡的请求写一篇短文“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

１８４８年回忆片断”，文中强调不同民族的工人、其中包

括德国和捷克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性，短文刊载在布

拉格出版的专刊“１８９３年五一节”（《ＰｒｖｎíＭａｊ１８９３》）

上。

４月２４日 恩格斯动身到曼彻斯特去参加他的朋友Ｅ．龚佩尔特

医生的葬礼。

５月５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伊格列西亚斯的信，伊格列西亚斯在信中

报道了西班牙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并且以西班牙

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请恩格斯在５月７日

伦敦举行示威游行时代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５月６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为即将举行的五一

节集会写给英国工人的贺信；同时，普列汉诺夫还告诉

他日内瓦五一节示威游行情况。

５月７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

５月１１日 恩格斯同法国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对

国际形势和德国状况作了评述；谈话于５月１３日刊登在

该报上。

５月１７日 恩格斯把他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最后几节的工作情况

和关于写作国际工人协会史的意图告诉左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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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从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彼 拉 拉甫罗夫那里

收到一本在日内瓦出版的书“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

其在俄国的应用”，其中载有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

格 亚 洛帕廷的一封关于他在１８８３年９月同恩格斯谈

话的信。

５月２７日 侨居美国的俄国经济学家伊 阿 古尔维奇曾把自己的

著作“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一书寄给恩格斯，恩格斯

在读完之后给作者回信，对这部著作给予好评。

６月９日 恩格斯写信给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

对寄给他一册杂志表示感谢，并对东南欧各国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成长表示欣慰。这封信刊登

在杂志第３期上。

６月１２日左右 恩格斯从屠拉梯那里收到“资本论”第一卷意大利文译

本。

６月１３日 恩格斯打电报给拉甫罗夫，祝贺他七十岁生日。

６月中 恩格斯注意德国选举的进行情况；他在给拉法格夫妇

的信中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并强调指出党的

影响，尤其是在农业区的影响不断增长。

６月２０日左右—２７日 恩格斯读６月１７日“社会主义者报”以“社会主义和爱国

主义”为题发表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国内沙

文主义情绪增长而写给法国劳动群众的呼吁书；恩格

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整个说来赞同这份呼吁书，但是

指出，其中不合法地提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际革

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主张，这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

之间的国际相互关系的原则受到破坏；他还指出，呼吁

书中把法兰西共和国同其他国家的君主政体无条件对

立起来的提法将会掩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级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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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底 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问题对英国自由派报纸

“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刊载在７月１日的报

上。

７月５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尼 彼得逊关于丹麦经

济状况的报道。

７月１４日 恩格斯写信给梅林，对寄给他“莱辛传奇”一书单行本

表示感谢，说他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并举出德国和法

国历史上的例子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他

告诉梅林，他打算为“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版做些修

改。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一意图。

７月１５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写简短的序言。

７月１９日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鲁 迈耶尔来信对倍倍尔“妇女

和社会主义”一书中的某些原理提出批评，恩格斯在复

信中指出，迈耶尔关于不可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强调，消灭城乡对立的

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

使农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７月２１—２８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７月２９日 恩格斯立遗嘱；他把一部分财产和藏书遗赠给德国社

会民主党，把大部分财产留给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和外

孙。

８月１日—９月２９日 恩格斯去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造访科伦，后偕

倍倍尔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到苏黎世，离开那里几

天去格劳宾登会他的弟弟海尔曼，后回苏黎世并在瑞

士逗留了两星期，然后经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

离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

林，再取道鹿特丹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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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中 恩格斯在苏黎世时几次拜访“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

奇和巴 波 阿克雪里罗得。

８月１２日 恩格斯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的闭幕会议，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并受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会议闭幕；恩格斯在

演说中指出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功绩，说明了国际

工人运动的成就。

８月３１日—１０月１３日 鉴于８月２０日法国众议院选举，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

的信里对以盖得为首的工人党议员能否把其他社会主

义组织的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表示担心；他建议执行

有助于这一团结的策略。

９月１１日 恩格斯出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而在维也纳

举行的晚会。

９月１４日 恩格斯出席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为庆祝苏黎世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而举行的大会，他在会

上讲了话，指出社会主义者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

其他国家的影响显著增长；讲话刊载在９月２２日的“工

人报”上。

９月２２日 恩格斯出席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到德国而组织

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指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

的发展的巨大作用，并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讲

话刊载在９月２６日“前进报”附刊上。

１０月１１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寄来的关于１０月７日至９日在巴黎举

行的法国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道。

１０月１１—２１日 鉴于爱 塔菲保守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提出奥地

利选举改革草案，规定扩大选举权，恩格斯在给阿德

勒、倍倍尔和劳 拉法格的信里分析了奥地利的政治形

势，并建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利用由于多数资产

５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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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政党反对改革草案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危机，加强

社会主义鼓动。

１０月中 恩格斯密切注意从７月底开始并持续下来的英国中部

矿工反对矿主们宣布同盟歇业的斗争；他在给倍倍尔

的几封信里谈到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还谈到一部分

矿主被迫拒绝同盟歇业。

１０月１４—２７日 恩格斯获悉福尔坦打算把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和“反杜林论”里的“暴力论”三章译成法文

在社会主义杂志“新纪元”（《ＬＥｒ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上

发表，他为这事同福尔坦和劳 拉法格通信；他指出，马

克思的著作只能由哲学专家来翻译，他只同意翻译“暴

力论”。

１０月１７日 恩格斯在读了作者丹尼尔逊本人寄给他的“我国改革

后的社会经济概论”一书以及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彼 别 司徒卢威就这本书写的批评文章之后，写信

给丹尼尔逊。他指出，丹尼尔逊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

展的进步性的民粹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恩格

斯批评司徙卢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想化，他证明

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同广大群众的贫困化联系在

一起，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更是如

此。

１０月２２日和３１日
之间

恩格斯几次接见持拉甫罗夫的介绍信前来拜访他的俄

国民粹主义者Ｘ．拉波波特；恩格斯同他谈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若干问题、俄国革命运动情况和其他问题。

约１０月２４日—１２月
２３日

恩格斯继续从拉布里奥拉那里经常收到关于意大利政

治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其中包括

关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所支持的西西里劳动群众运动

（“同盟”运动）情况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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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６日和１２日之间 恩格斯读迈耶尔的“世纪末的资本主义”一书。

１１月２８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

党国会党团以及其他的组织和个人给他祝寿的贺信、

贺电。

１２月 恩格斯审阅由劳 拉法格翻译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上半部的法译文，并把他的意见寄给她。

１２月上半月 恩格斯得到斐 沃尔弗病重的消息，到牛津去看望他。

１２月１日 恩格斯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对

祝贺他的寿辰表示感谢。

１２月２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分析了在美国阻碍建立群众

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因，他提到的原因有：两党制使

握有统治权的政党能广泛欺骗群众，由本地美国人和

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成分驳杂，而且他们又分散成各

个民族小集团，存在对黑人居民的种族歧视，以及无产

阶级上层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恩格斯在那封信里还告

诉左尔格，他已经把“资本论”第三卷的颇大部分准备

好付印。

１２月１９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邀请

恩格斯莅临指导，恩格斯复信祝贺大会；恩格斯强调，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管理

的各部门都将起重要作用。这封信刊载在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５

日—４月１０日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

１８９４

１月—５月１１日 恩格斯继续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

作。

１—３月 恩格斯注意在奥地利展开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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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德勒、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强调指出，

扩大选举权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的意义。

１—２月 恩格斯同哈尼通信并给他以物质帮助。

１月上半月 恩格斯为他发表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人民国家报”上的关

于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写序。在专门为这本论文集写的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恩格斯阐述他对资本主义

在俄国的发展和俄国农民公社的命运的观点。论文集

于１月底出版。

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已完成很

大一部分，他给汉堡奥 迈斯纳出版社寄去头四篇，共

２０章（手稿的三分之一）。

１月３日 恩格斯读载于法国布朗基社会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

义党”上的裁军方案，这个方案是瓦扬为提交众议院而

提出的。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里，在赞同方案的基本

思想的同时，提了许多实践上的意见，并建议以他在

“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所述的建议作为方案的基础。

恩格斯劝法国社会主义者就他们建议召开国际裁军会

议的问题事先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商量一

下。

１月６日和１０日之间 恩格斯读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罗 伯顿“忧郁症的解

剖”一书，这本书是他的朋友、著名的英国地质学家Ｇ．

Ｗ．兰普鲁寄给他的。

１月９日左右 恩格斯分别为“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写短文，简略

地评介“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两篇短文分别发表在１

月１２日的“前进报”上和１月的“新时代”上。

１月２５日 恩格斯应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德国大学生Ｗ．博

尔吉乌斯的请求给他写复信，信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若干原理，其中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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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反作用问题，历史

上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的问题等等。这封

信 由“社 会 主 义 大 学 生”（《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ｅｒ》）杂志撰稿人海 施塔尔根堡于１８９５年１０

月发表在该杂志上。

１月２６日 屠拉梯和他的妻子、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安 库

利绍娃曾请求恩格斯就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正在展开

的劳动人民群众性运动的条件下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

题谈谈他的意见，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回答，他在

文章中强调指出酝酿中的意大利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执行的策略是，保证无产

阶级积极参加这一革命并保持它的阶级独立性。文章

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表在２月１日的“社会评

论”杂志上，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１月底 保 拉法格在恩格斯家里作客，并在那里会见白恩士。

２月９日左右—３月
１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２月２３日—５月２１日 由于英国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恩格斯在给左尔格、阿德

勒、普列汉诺夫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分析了自由

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斗争；他指出，自由党力图保持执政

地位，因此将被迫对工人阶级做些让步。在谈到英国没

有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这

是工人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性质所引起

的；恩格斯提出制定自己独立的政策作为英国无产阶

级的主要任务。

２月底—５月 恩格斯读丹尼尔逊寄给他的两卷关于俄国的工业发展

和农业发展的统计资料。

３月６日 恩格斯读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改良派首领之一让 饶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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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众议院所作的建议规定谷物进口由国家垄断的发

言之后，写信给拉法格，批评这一建议。恩格斯指出，在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条件下，任何国家垄断将只对资本

家阶级有利；他还指出，只要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实

行任何社会主义措施都不可能。

３月１８日 恩格斯为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纪念给法国工人党全国

委员会写贺信。贺信刊载在３月２５日的“社会主义者报”

上。

３月２０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一批校样寄给丹尼尔

逊，以便译成俄文；以后，他陆续把从印刷所收到的校

样寄一份给后者。

恩格斯在给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Ｐ．穆索伊的信

里，感谢他寄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

产党宣言”的罗马尼亚文版。

３月２１日 恩格斯告诉左尔格，他已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基

本部分（约三分之二）的工作。

３月２２日 恩格斯接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邀请他参加第四次代

表大会的请帖后，给代表大会写贺信；他指出，党的迫

切任务之一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贺信载于４月出版

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ｖｉｅｒｔｅｎ 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

３月２６日 恩格斯在给伊格列西亚斯的复信里对社会主义运动在

西班牙的发展表示欣慰。

３月２７日 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发来

的贺信。

４月２４日 恩格斯给巴门社会民主联合会主席艾伯勒写信，感谢

这个组织寄给他一本贴有他的故乡巴门城的风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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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念册。

５月６日和７日 恩格斯接见法国工人党活动家阿 德尔克律兹。

５月１１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给出版

社。

５月１５日 恩格斯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写信

给该党执行委员会，这封信载于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新

闻”和用匈牙利文载于５月１８日的“人民言论”上。

５月２３日 恩格斯为“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写序，该书于７月出

版。

６月１日 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里感谢他寄来“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的俄文第一版，认为译文质量总的来说

是好的。

６月中 恩格斯收到左尔格寄来的关于美国矿工罢工运动的报

道。

６月１８日左右 恩格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者Ｍ．德亚克那里获知准备

把“共产党宣言”译成匈牙利文的消息。

６月１９日左右—７月
２日

恩格斯多次接见到英国来的李卜克内西。

６月１９日和７月１６日
之间

恩格斯写“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这是他先前就

这个题目所做的研究的总结；文章刊载在９月底—１０月

初的“新时代”杂志上。

６月２７日 恩格斯认为广泛宣传“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有很大意

义，他把这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寄给“新时代”

杂志编者发表；这两章载于７月的杂志上。

７月１９日—８月２日 由于苏格兰发生矿工罢工以及罢工委员会向恩格斯呼

吁，恩格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伦敦德意

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通信，谈到给罢工者以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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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本人也对罢工者提供帮助。

７月２６日左右 恩格斯把“反杜林论”第三版寄给拉布里奥拉。

７月３０日和８月６日
之间

恩格斯应伊格列西亚斯的请求，通知德国和奥地利的

社会民主党领导以及英国的许多社会主义和工人组

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在８月底

召开。恩格斯建议它们向代表大会致函祝贺。

８月７日左右—２２日 恩格斯了解了８月５—６日举行的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大

会的结果后，批评联盟领导者的宗派主义政策，其中包

括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决定：一个是决定在将于１８９６

年在伦敦举行的有工联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前夕另行召开特殊的“纯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另

一个是决定把独立工党当作“非社会主义”组织而拒绝

同它合作。恩格斯在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

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建议他们在报刊上反对这一意图

的实现。

８月１４日—９月１８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８月１５日和３０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寄来的关于意大利状况的报

道，以及关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 洛里亚及其

追随者企图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的资料；在以后数月中恩格斯继续收到类似的报道。

９—１１月 恩格斯注视中日战争的战况发展；他在给劳 拉法格、

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指出，不管战争结局

如何，这场战争将推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９月６日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邀请恩格斯参加它的第三次代表大

会，恩格斯致函该党一位活动家卡 德拉瓦勒祝贺代表

大会；贺信于９月２２—２３日刊载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

“阶级斗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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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９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马尔提涅蒂的信，说他已将“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和恩格斯的其他作品译成意大利文，并

谈到发表这些译文的困难。

９月２６日 恩格斯应西西里岛社会党人打算在巴勒摩出版的报纸

“社会正义”（《Ｇｉｕｓｔｉｚ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ｅ》）编辑部的请求，给西

西里岛的社会党人写贺信；由于该报被禁止出版，贺信

于１８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刊载在西西里岛社会主义报纸“解

放”上。

１０—１１月 恩格斯多次接见从瑞士被驱逐出境后暂住伦敦的普列

汉诺夫。

１０月 恩格斯根据报纸和伊格列西亚斯的来信注意马拉加的

西班牙纺织工人罢工的进行情况；他赞赏他们英勇顽

强。

１０月４日 恩格斯写成“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１０月下半月 恩格斯注意１０月１４日和２１日比利时下院选举情况，选

举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三十二席；恩格斯在给比利时

工人党的领导者之一艾 王德威尔得的信里指出，这一

事件对比利时无产阶级、对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都有

很大意义。

１０月２７日 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写

信，驳斥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企图把意大利社会主义

者的革命斗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对立起

来，并以此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这封信于１１月１日刊

载在该杂志上。

１０月底—１１月 鉴于福尔马尔在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７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

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的机

会主义的发言，恩格斯在给左尔格、考茨基、倍倍尔、李

卜克内西等人的信里对这个发言作了最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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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他把福尔马尔提出的维护农民、包括大农的私有

利益的要求评定为背弃社会主义原则。

１１月初 恩格斯读刊载在“新纪元”杂志上的“共产党宣言”法译

文，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１１月１０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评述英国工人运动情况；他

指出建立同自由党、保守党相对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

党的必要性；他提到，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者们仍然站

在宗派主义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僵死的教

条，而独立工党的领导则摇摆不定，并且放弃独立的无

产阶级的策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勾结。

１１月１２日 恩格斯写信给“前进报”编辑部，严厉驳斥福尔马尔企

图歪曲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这封信于１１月１６日刊

载在该报上。

１１月１５日和２２日
之间

为了答复福尔马尔的发言，并且鉴于法国工人党于９月

在南特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和

补充中包含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恩格斯撰写“法德

农民问题”。恩格斯批评这些发言和错误，并制定马克

思主义的土地纲领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于１１月底刊

载在“新时代”杂志上。

１１月下半月—１２月
上半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土地问题的辩

论。在反对福尔马尔的斗争中，他给倍倍尔出了许多主

意，并批评李卜克内西的调和立场；恩格斯证明，为了

党的真正统一，必须坚决反击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分

子；他认为这次辩论的结果是对机会主义的胜利。

１１月２２日 由于“前进报”刊登消息说“资本论”第四卷将不出版，

恩格斯写了一篇短文驳斥这种说法。短文未署名于１１

月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

１１月２３日 恩格斯写信给阿尔明尼亚社会主义者 ．阿塔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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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感谢他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

党宣言”译成阿尔明尼亚文，还感谢他告知阿尔明尼亚

的状况；恩格斯指出，只有在俄国开展革命运动，推翻

俄国沙皇制度，阿尔明尼亚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１２月１１日 恩格斯把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友好地题赠给普列

汉诺夫。

１２月１２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左尔格和施留特

尔。

１２月２７日 由于“工人报”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改为每日出版，恩格

斯给奥地利工人写贺信。贺信刊载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的

“工人报”上。

１８９５

１—３月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洛里亚及其追随者

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报道，这些人企图推翻马克思

的经济学说并反驳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提

出的原理；恩格斯还从他那里收到刊载在意大利社会

主义杂志“评论”（《ＬａＲａｓｓｅｇｎａ》）上的这一序言的译

文。

１月 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他

着手搜集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五十年代刊载在“纽约

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并为此同库格曼通信。

１月上半月 恩格斯获悉符卢勃列夫斯基生活异常困难，在分别写

给瓦扬和拉法格的信里，他坚持要法国社会主义者向

符卢勃列夫斯基提供经常的物质帮助。

１月１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拉甫罗夫和阿德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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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３日 恩格斯继续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内的反对机会主

义分子的斗争；他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 施土姆普

弗的信里指出，党内机会主义倾向趋于活跃的原因之

一是，补充党的队伍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小资产阶级

分子；恩格斯强调同这些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并表示

相信革命派必将胜利。

１月９—２８日 恩格斯在同阿德勒的通信中，讨论“工人报”改为日报

后的领导问题；他为编辑部筹划物质援助和组织稿源

等。

１月底—２月初 恩格斯认为恢复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的真面貌有很

大意义，他准备出版马克思同拉萨尔的通信。这一出版

计划在恩格斯生前未实现。

２月 恩格斯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

这书是作者寄给他的。

２月１日和２６日之间 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为查苏利奇延医治病。

２月上半月 鉴于“前进报”社拟将马克思于１８５０年在“新莱茵报。政

治经济评论”上专门为法国１８４８年革命及其后一些事

件写的文章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为此同费舍通信；他建

议把小册子的书名定为“１８４８年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他还确定了书的内容、各章标题以及印数。

２月２日 英国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定于１８９６年在伦敦召开的

应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定名问题征询恩格

斯的意见，恩格斯复信作答；他在给波兰流亡社会主义

者维 约德科的信里，表示同意把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例

外，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他解

释必须这样定名的理由是，英国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

都拥护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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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４日—３月６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详细分

析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策略基础，他指出从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已经变

化，其中包括由于军事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领导人担心这篇导言会给恢复反社会党人法提

供不必要的借口，由于他们的坚持，恩格斯在校样中删

去了几个地方，但这篇著作的革命实质还是完整地保

存下来了。导言于３月底—４月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

上，并收在４月中出版的书里。

２月下半月 恩格斯读劳 拉法格译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法译

文手稿，并在译稿上做了一些修改。

２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从他亡妻的一个居住在美国的侄儿威 白恩士

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消

息，其中包括勃鲁克林电车工人罢工的消息。

恩格斯收到倍倍尔的报道，说德国政府打算要帝

国国会通过矛头针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防止政变法及其

他反动法案。

３月５日 恩格斯读了瓦扬寄给他的几件法国社会主义者打算提

到众议院去的法案（关于农业公有地产、关于国营企业

工人的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关于成立劳动部等

等），写信给瓦扬，对这些法案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

３月１１日和４月６日 由于施米特和德国资产阶级经级学家威 桑巴特发表

的“资本论”第三卷书评里，对价值规律、利润率和生产

价格作了错误的解释，恩格斯写信给他们，批判这些错

误观点，并阐明对这些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实质。

３月１２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劳 拉法格关于法国准备庆祝五一节的情

况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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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６日 恩格斯写信给阿德勒，对他提了些关于研读“资本论”

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见和指示。

３月１８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 希尔施的请求，读他发

表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的、论证由于劳动强化而

必须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的几篇文章，并把自己的

意见告诉希尔施。

３月底—４月初 恩格斯读拉法格“财产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并写信给

他，对该书总的给以好评，同时也对作者的个别见解提

出批评。

４—５月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共两篇文章：“价值规

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恩格斯在第一篇文章里剖析

了许多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书评；在第二篇以草稿形

式保存下来的文章里，恩格斯分析交易所已经变化了

的作用和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展，他把这点看做资本主

义社会发展中新的特征。这两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未

刊印。

４月 恩格斯继续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为

此同倍倍尔、费舍、梅林通信。

４月１日 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坚决抗议事先未经他同意

而在３月３０日“前进报”上以任意挑选的摘录形式发表

他为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写的导言，因为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是无

论如何要采取和平策略的拥护者。

４月初 恩格斯由于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阅读瑞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 鲍威尔寄给他的专题著作“论重

农学派学说的发生。根据魁奈的未发表著作”。

４月１５日左右 恩格斯把刚出版的由他校订并写导言的马克思的小册

子“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寄给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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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查苏利奇、拉布里奥拉、瓦扬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其他活动家。

４月１５日—５月２９日 恩格斯就出版在１８４２年“莱茵报”上发表的马克思早期

论文集子的问题同费舍和梅林通信。出版计划未实现。

４月１９日左右 恩格斯从马尔提涅蒂那里得知，他为马克思的著作

“１８４８年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已译成意

大利文。译文以节译的形式发表在５月１日的“社会评

论”杂志上。

５月 恩格斯读考茨基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他在

给考茨基的信里指出该书的缺点，其中包括对构成无

产阶级先驱的中世纪城市的最无权分子的作用以及对

十五、十六世纪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的问

题研究得不够。

恩格斯身上出现后来使他死亡的病症食道癌的初

步可觉征候。

５月１８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捷克社会主义者格累尔寄给他的、维也纳

出版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捷克文译本。

５月２１日 恩格斯得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瞒着他准备出版一套关

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书，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对这事表

示愤慨；他说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行为是力图在实际

上不让他参预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工

作。

６月—７月２４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治病，爱 马克思 艾威林、劳 拉

法格、爱 艾威林和阿德勒等人去那里看望他。

６月１７日左右 恩格斯从阿德勒那里收到关于奥地利政治状况的报

道。

７月２４日 身患重病的恩格斯从伊斯特勃恩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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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８日 恩格斯不顾病情严重，仍同爱 马克思 艾威林谈论英

国独立工党内的状况。

８月５日（晚１０点３０
分）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逝世

８月６日和１０日之间 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

活动家在唁电和唁信里对恩格斯逝世深表哀痛。

８月１０日 恩格斯的遗体在伦敦附近的沃金火葬场火葬。追悼大

会在滑铁卢车站大楼举行，恩格斯的亲友以及欧洲大

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团体的代表参加了

追悼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挚友赛 穆尔、保 拉法

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艾威林、安塞尔及其他国际社

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在会上讲话。查苏利奇代表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向恩格斯的灵柩献花圈。

８月２７日 遵照恩格斯的遗嘱，骨灰罐由他最亲近的朋友——爱

马克思 艾威林、列斯纳等人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岩壁

附近投入海中。

约９—１１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弗 伊 列宁写悼

念文章，全面评述恩格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革命活

动。文章发表在１８９６年“工人”文集第１—２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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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德比尔特（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美国最大的

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第３１４、３７０

页。

四  画

邓斯 司 各 脱，约 翰（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

Ｊｏｈｎ１２６５左右—１３０８）——中世纪经院

哲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

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牛津文集”这

一巨著的作者。——第３３９页。

丰唐，马利乌斯（Ｆｏｎｔａｎｅ，Ｍａｒｉｕｓ１８３８—

１９１４）——法国作家，巴拿马运河公司

负责人之一，在巴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

以后，于１８９３年被判处二年徒刑，但后

来被宣告无罪。——第４２３页。

毛奇，赫尔穆特 卡尔 伯恩哈特（Ｍｏｌｔ—

ｋｅ，Ｈｅｌｍｕｔｈ Ｋａｒ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将军，１８７１年起为元

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

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曾

任普鲁士总参谋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帝

国总参谋长（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５、６、

９、３９、５４页。

太斯 特 勒 尔，海 尔 曼（Ｔｅｉｓｔｌ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青年

派”领袖之一，１８９０年为“萨克森工人

报”编辑。——第９９页。

韦斯明斯特公爵——见格娄弗诺。

扎莫伊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Ｚａｍｏｊｓｋｉ，

Ｗｌａｄｙｓｌａｗ）——伯爵，波兰大地主，曾

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

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

集团的领导人之一。——第４１页。

巴 尔，海尔曼（Ｂａｈ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６３—

１９３４）——奥地利资产阶级批评家，小

说家和剧作家。——第９４、９７页。

巴 罗，奥 迪 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

对派的首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０月领

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

问题。——第２９２、６１０页。

巴霍芬，约翰 雅科布（Ｂａｃｈｏｆ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１８１５—１８８７）——杰出的瑞士历

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作

者。—— 第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５、

２５７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 俄国革命家和政论

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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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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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４、７８、１０６、３９９、４０５—４０７、４９２、

４９３、４９４、５３７页。

巴 克 兰 德，威 廉（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４—１８５６）——英国地质学家和教

士，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地质学材

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 第３４２

页。

巴斯特利卡，安得列（Ｂａｓｔｅｌｉｃａ，Ａｎｄｒé

１８４５—１８８４）——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

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第４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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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主席。——第６７页。

比斯利，爱德华 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ｗａｒｄ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

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

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辩护。—— 第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６、１６３、１６４、

１６８、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２页。

比亚季尼（Ｂｉａｇｉｎｉ）——意大利财政部官

员，１８８９年曾检查罗马银行。—— 第

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３页。

孔斯旦，让 安都昂 厄内斯特（Ｃｏｎｓｔａｎｓ，

Ｊｅａｎ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３３—１９１３）——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内政部长（１８８０—１８８１、１８８９—

１８９２），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

策。——第２９６、２９７页。

孔西利奥（Ｃｏｎｓｉｇｌｉｏ）——那不勒斯银行

总经理，参议员。——第４１８页。

尤 尔，安 得 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

的著作。——第１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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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页。

五  画

本格尔，约翰 阿尔勃莱希特（Ｂｅｎｇｅｌ，Ｊｏ

ｈａｎ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１６８７—１７５２）—— 德国

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经文的注释者和出

版者。——第５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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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４００页。

皮 伊 马尔加耳，弗朗西斯科（ＰｉｙＭａｒ

ｇａｌｌ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８２４—１９０１）——西班牙

政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的领袖；职业是

律师和文学家；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４）的参加者，曾任内

务部长（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３日—６月１１日），共

和国政府的临时总统（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１日

—７月１８日）。——第４９２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９２—

１７９６）——俄国女皇（１７６２—１７９６）。

——第１７、２２、２４—２９、３１、３３、４６、页。

白尔尼，路德维希（Ｂｏｒｎｅ，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６—

１８３７）——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

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

者。——第６０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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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社会主义书籍出版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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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够彻底。——

第１０５、４００、４０８页。

白 恩 士，约 翰（ＢｕｒｎｓＪｏｈｎ １８５８—

１９４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

年代为新工联的首领之一，伦敦码头

工人黑工（１８８９）的领导者；九十年代

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反对社会

主义运动；议会议员（１８９２年起），曾任

自由党政府中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

（１９０５—１９１４） 和 贸 易 大 臣

（１９１４）。——第３８２、４６９、６３３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第３０１、６２０

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工厂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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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３１７、３５７、３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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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秘密团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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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出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多次被判

处徒刑。——第８５、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４８９、

４９４、５３７、６００页。

布朗热，若尔日 厄内斯特 让 玛丽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１８３７—１８９１）—— 法国将军，陆

军部长（１８８６—１８８７）；企图通过反德的

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

自己的军事专政。——第５１、８５页。

布雷梅尔，尤利乌斯（Ｂｒｅｍｅｒ，Ｊｕｌｉｕｓ）——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雪茄烟工

人，马格德堡工人运动领导人之

一。——第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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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８、１２０—１４９、

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６—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１—

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７—２１３、

３６０、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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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

页。

弗拉维王朝（Ｆｌａｖｉａｎ）——罗马皇朝（６９—

９６）。——第５３２页。

弗雷西讷，沙尔 路易 德 索耳斯 德（Ｆｒ

ｅｙｃｉｎ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ｄｅＳａｕｌｓｅｓｄｅ

１８２８—１９２３）——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历

任各部部长，内阁总理（１８７９—１８８０、

１８８２、１８８６、１８９０—１８９２）；１８９２年由于

巴拿马舞弊案件的揭发名誉扫地而被

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

动。——第４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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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２５、２７、４４５、５８７、６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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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１—

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１８８８年３月９日—６月１５日）。——第８

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王

（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２７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３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４１页。

弗洛凯，沙尔 托马（Ｆｌｏｑ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２８—１８９６）——法国国家活

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众议院议员

（１８７６—１８９３），曾多次当选为众议院议

长，内阁总理（１８８８—１８８９）；１８９２年作

为巴拿马舞弊案件的参加者被揭发后

被迫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４２３

页。

弗 洛 孔，斐 迪 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

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５１７页。

古利耶，保尔 路易（Ｃｏｕｒｉｅｒ，ＰａｕｌＬｏｕｉｓ

１７７２—１８２５）——法国语文学家和政论

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反对法国

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第１３３

页。

古 斯 达 夫 三 世（Ｇｕｓｔａｖ １７４６—

１７９２）—— 瑞 典 国 王 （１７７１—

１７９２）。——第２８页。

汉 特，亨 利 朱 利 安（Ｈｕｎｔｅｒ，Ｈｅｎｒｙ

Ｊｕｌｉａｎ）——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

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

第１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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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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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５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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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页。

加里波第，梅诺蒂（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Ｍｅｎｏｔｔｉ

１８４０—１９０３）——朱泽培 加里波第之

子，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曾站

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七十年代初

为企业家，意大利议会议员（１８７６—

１９００）。——第４２１页。

加瓦齐（Ｇａｖａｚｚｉ）——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九十年代初为议会议员。——第４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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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页。

卡利古拉（Ｃａｌｉｇｕｌａ１２—４１）——罗马皇帝

（３７—４１）。——第５４６页。

卡尼茨，汉斯 威廉 亚力山大（Ｋａｎｉｔｚ，

Ｈａｎｓ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４１—

１９１３）——伯爵，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

党领袖之一：普鲁士议会议员和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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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国会议员，维护大地主的利

益。——第５７５页。

卡诺，萨迪（Ｃａｒｎｏｔ，Ｓａｄｉ １８３７—１８９４）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部长；共和国总

统（１８８７—１８９４）。——第４８９页。

卡普里维，列奥（Ｃａｐｒｉｖｉ，Ｌｅｏ１８３１—

１８９９）——伯爵，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

事活动家，将军，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９０—１８９４）。—— 第２１５、２７７、２９６、

４８２页。

卡特赖特，艾德蒙（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Ｅｄｍｕｎｄ

１７４３—１８２３）—— 著名的英国发明

家。——第３５４页。

卡 瓦 洛 蒂，费 利 切（Ｃａｖａｌｌｏｔｔｉ，Ｆｅｌｉｃｅ

１８４２—１８９８）——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

者，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１８７３年起为

议会议员。——第５１５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

３８、４２—４４、２９９、４２９、５０７、６１８页。

尼 古 拉 二 世（ １８６８—

１９１８）——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９４—

１９１７）。——第６０８页。

尼布甲尼撒（Ｎｅｂｕｃｈａｄｎｅｚｚａｒ公元前６２５

左右—５６２）—— 巴比伦王（公元前

６０４—５６２）。——第５３４页。

尼禄（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５４６—５４８页。

圣保罗，威廉（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５左

右—１８５２）—— 普鲁士内务部官员，

１８４３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

查官。——第３９３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０１、２４４、５３９、６２１页。

瓦茨，约翰（Ｗａｔｔｓ，Ｊｏｈｎ１８１８—１８８７）——

英国政论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

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１５１页。

瓦特，詹姆斯（Ｗａｔ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６—１８１９）——

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汽机的设计

者。——第３５４页。

瓦扬，爱德华 玛丽（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ｒｉｅ１８４０—１９１５）——法国社会主义

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８９

年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始人（１９０１）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

义立场。——第２２５、４８９页。

六  画

多德威尔，亨利（Ｄｏｄｗｅｌｌ，Ｈｅｎｒｙ死于

１７８４年）—— 英国唯物主 义哲学

家。———第３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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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５２７

页。

迈斯纳，奥托 卡尔（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汉堡出版商，曾出版

“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

他著作。——第５９３页。

托 洛 尼 亚，朱 利 奥（Ｔｏｒｌｏｎｉａ，Ｇｉｕｌｉｏ

１８４７—１９１４）——公爵，意大利贵族，罗马

银行监事长。——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西吉达（马拉克西安诺），娜捷施达 康斯

坦丁 诺 夫 那（ （ ），

１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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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党

员，因不能忍受监牢里的体刑而自

杀。——第５２页。

艾里提埃，路易（Ｈéｒｉｔｉｅｒ，Ｌｏｕｉｓ（１８６３—

１８９８）——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许多

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著作。——

第４０５—４０７页。

艾瓦德，格奥尔格 亨利希（Ｅｖａｌｄ，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３—１８７５）——德国东方学

家，圣经的研究家和批判家。——第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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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

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

思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７０、７３页。

安敦 尼 庇 护（ＡｎｔｏｎｉｎｕｓＰｉｕｓ８６—

１６１）——罗马皇帝（１３８—１６１）。——第

５３２页。

安条克四世（名王）（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Ｅｐｉ

ｐｈａｎｅｓ）—— 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

（公元前１７５—１６４）。——第５３４页。

达尔 布 瓦，若 尔 日（Ｄａｒｂｏｙ，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８１３—１８７１）——法国神学家，１８６３年

起为巴黎大主教，１８７１年５月作为人质

被公社枪毙。——第２２３页。

达尔文，查理 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

人。——第２５６页。

达来朗 贝里戈尔，沙尔 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外交大臣（１７９７—１７９９、１７９９—

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也纳会

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代表，驻伦敦大使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第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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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３７７、５７７页。

吉比奇，伊万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５—１８３１）——伯爵，俄国

元帅，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的俄军

总司令；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

俄军总司令。——第３９页。

吉霍米罗夫，列甫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５２—

１９２３）——俄国政论家，著名的“民意

党”党员；八十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

叛徒，保皇派。——第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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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页。

吉罗 特龙，阿列克西斯（ＧｉｒａｕｄＴｅｕｌｏｎ，

Ａｌｅｘｉｓ生于１８３９年）——在日内瓦任历

史教授，写有许多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

作。——第２５５、２５８页。

吉约姆，詹姆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

枯宁的拥护者，第一国际会员，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

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是社会沙文主

义者。——第４０７页。

考尔德，威廉（Ｃ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５６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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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５）——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

家。——第３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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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有许多

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著作，虽然著

作中有错误，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

面起了有益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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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后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和苏维埃政权。——第２４页。

考 茨 基 夫 人，路 易 莎（Ｋａｕｔｓｋｙ，

Ｌｏｕｉｓｅ）——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

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１８９０年起为恩

格斯的秘书。——第３０９页。

列 奥 波 特 二 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４７—

１７９２）——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７９０—１７９２）。——第２７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中被判

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敦，伦敦

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第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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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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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４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２８—

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

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

党人；九十年代为普鲁士财政大

臣。——第２７４页。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Ｍｉｋｌｏｓｉｓｈ，

Ｆｒａｎｔｉｓ，ｅｋ１８１３—１８９１）——著名的学

者，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拉夫

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斯洛文尼亚

人。——第２１页。

米切利，鲁伊治（Ｍｉｃｅｌｉ，Ｌｕｉｇｉ１８２４—

１９０６）——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意大利民族解放

运动；１８６１年起为议会议员，属于所谓

资产阶级“左翼”；农业大臣（１８７９—

１８８１、１８８８—１８９１）。——第４１９、４２０页。

亚历山 大一 世（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２９、３１—３５、３７、３８、４９页。

亚历山 大二 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４４、４６、４７、４９７、６１９页。

亚历山 大三 世（ １８４５—

１８９４）——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８１—

１８９４）。—— 第５５、５６、６２、２８２、２９４—

２９８、４１５—４１７、４５８、６２２页。

亚马多（Ａｍａｄｅｏ１８４５—１８９０）——意大利

国王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之子，西班

牙国王（１８７０—１８７３）。——第４９２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３９２页。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Ｐａｂｌｏ

１８５０—１９２５）——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

工人，无产阶级政论家，第一国际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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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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建人之一，后来成

为该党改良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

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

表。——第５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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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５４８页。

七  画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 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

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

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５、５０８页。

但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１２６５—

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４３０、４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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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９８、３３４、

３３７页。

君 士 坦 丁（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２７４左 右—

３３７）——罗马皇帝（３０６—３３７）。——

第５３２、５３５、６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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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３７７页。

利文，赫里斯托弗尔 安得列也维奇

（ ， １７７４—

１８３９）——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

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驻伦敦大使（１８１２—

１８３４）。——第１７、３７、３８页。

吕克，哥特弗利德 克利斯提安 弗里德里

希（Ｌüｃｋｅ，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１—１８５５）——德国新教神学家，曾

先后在波恩和哥丁根任教授，福音书注

释者。——第５４５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 勒奈（Ｃｈａ

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Ｒｅｎé，ｖｉｃｏｍｔｅｄｅ

１７６８—１８４８）——著名的法国作家，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４），法国出席维罗那会议

（１８２２）的代表。——第３７页。

苏 格拉底（Ｓｏｋｒａｔ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９—

３９９）——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

主贵族思想家。——第５２８页。

忒俄克里托斯（Ｔｈｅｏｋｒｉｔｏｓ）——公元前三

世纪古希腊诗人。——第５５７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 勒普雷特尔（Ｖａｕ

ｂ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ｌｅＰｒêｔｒｅ１６３３—１７０７）

——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曾批评过

法国的税收制度。——第３０１、６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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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德国大有机化学家，辩证唯

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

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３６３—３６６页。

辛格尔，保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１９１１）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８７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

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１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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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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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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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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页。

伯 麦，雅 科 布（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１５７５—

１６２４）——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

学家。——第３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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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

页。

贝纳里，弗兰茨 斐迪南（Ｂｅｎａｒｙ，Ｆｒａｎｚ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０５—１８８０）——德国东方

学家、语文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在柏林

任教授。——第５４５、５４７、５４９页。

贝尔纳多特，让 巴蒂斯特 茹尔（Ｂｅｒ

ｎａｄｏｔｔ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Ｊｕｌｅｓ １７６３—

１８４４）——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１０年

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王

位继承人和瑞典摄政王；１８１３年参加了

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

国 王，称 查理 十 四 约 翰（１８１８—

１８４４）。——第３１页。

狄茨，约翰 亨利希 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３—１９２２）——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出版社

创办人，１８８１年起为国会议员。——第

２４６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第１７９页。

亨 利 四 世 （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３—

１６１０）—— 法 国 国 王 （１５８９—

１６１０）。—— 第４１６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

英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 第３５０

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

英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 第３５０

页。

克勒尔，恩斯特 马提阿斯（Ｋｏｌｌｅｒ，Ｅｒｎｓｔ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１８４１—１９２８）——德国反动的

国家活动家，属保守党，国会议员

（１８８１—１８８８），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为普鲁士

内务大臣，奉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

策。——第６１２页。

克雷兹（Ｋｒｏｉｓｏｓ）——吕底亚王（公元前

５６０—５４６）。——第１０页。

克里斯比，弗兰契斯科（Ｃｒｉｓｐｉ，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１８１８—１９０１）——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六十年代末起拥

护君主立宪，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

之一，曾任首相（１８８７—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

１８９６）；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农运动

的政策。——第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６、５５６、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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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 本扎曼（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ａｕ，

９２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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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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页。

克虏伯，弗里德里希 阿尔弗勒德（Ｋｒｕｐｐ，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ｌｆｒｅｄ１８５４—１９０２）——德国

最大的钢铁和军事工业巨头。—— 第

５８６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

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３４９页。

克劳狄乌斯（Ｃｌａｕｄｉｕｓ公元前１０—公元

５４）—— 罗马皇帝（４１—５４）。—— 第

５３４、５４６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３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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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

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

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

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

（１８６９—１８７６）和“前进报”编辑（１８９０—

１９００）；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在某些问

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

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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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１０５、１３５、２７２、２８９、

２９０、６３２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第２３６、２３９页。

李希特尔，欧根（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ｕｇｅ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６）——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思想

党领袖，国会议员。——第４５１页。

麦金利，威廉（ＭｃＫｉｎ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４３—

１９０１）——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领

袖之一，１８７７年起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

员，１８９０年提出有利于垄断资本家的提

高关税的法案；曾任美国总统（１８９７—

１９０１），对外实行侵略政策。——第３８９

页。

麦克马洪，玛丽 埃德姆 巴特里斯 莫里

斯（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Ｐａｔｒｉｃｅ

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反动的

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巴主义

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法战

争的参加者；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

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

统（１８７３—１８７９）。——第５５６、６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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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２５１—２５８

页。

八  画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 菲力浦（Ｆａｌｌｍｅｒ

ａｙｅｒ，Ｊａｋｏｂ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７９０—１８６１）——德

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５５０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ü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１—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国民经济史方面

的著作。——第２２页。

林 顿，威廉 詹姆斯（Ｌｉｎ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１８１２—１８９７）——英国雕刻家、

０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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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政论家，共和主义者，“英格兰共

和国”杂志出版者，该杂志刊登过赫尔

岑的文章；１８６６年侨居美国。——第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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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５２５页。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６７１—１７１３）—— 英

国道德论哲学家，自然神论的卓越的代

表人物；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

３５２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 公 元 前 ７０—

１９）—— 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１６５

页。

易卜生，亨利克（Ｉｂｓｅｎ，Ｈｅｎｒｉｋ１８２８—

１９０６）——卓越的挪威剧作家。——第

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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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

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工人报”编辑，

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

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６０、５９０页。

阿德里安（普卜利乌斯 艾利乌斯 阿德里

安）（Ｐｕｂｌｉｕｓ ｌｉｕｓＨａｄｒｉａｎｕｓ７６—

１３８）——罗马皇帝（１１７—１３８）。——第

５３２页。

阿尔比布，爱德华多（Ａｒｂｉｂ，Ｅｄｏａｒｄｏ

１８４０—１９０６）——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

新闻工作者，属资产阶级右翼，议会议

员（１８７９—１８９５）。——第４２１页。

阿尔勃希特，卡尔（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Ｋａｒｌ１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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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页。

阿尔摩哈德王朝（Ａｌｍｏｈａｄｅｓ）——十二至

十三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

柏尔人的封建王朝。——第５２６页。

阿尔摩拉维德王朝（Ａｌｍｏｒａｖｉｄｅｓ）——十

一至十二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

的柏柏尔人的封建王朝。——第５２６页。

阿耳维西（Ａｌｖｉｓｉ）——意大利政治活动

家，参议员，１８８９年曾检查罗马银

行。——第４１８—４２１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２８７左右—

２１２）——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

学家。——第４３９页。

阿克莱，理查（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３２

—１７９２）——英国企业家；占有他人在

英国的许多发明专利权。——第３５４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ｖｉ

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

利最杰出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

作者。——第２０１页。

阿那克萨哥拉（小亚细亚克拉左门的）

（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ｏｆＫｌａｚｏｍｅｎａｅ公元前

５００左右—４２８）——古希腊唯物主义哲

学家。——第３３９页。

彼得一世（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１６８２

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皇

帝。——第２１、２２、２６页。

彼得三世（ １７２８—１７６２）——俄国

皇帝（１７６１—１７６２）。——第２５页。

波茨措 油 博尔哥，卡尔 奥西波维奇

（ ，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２）——伯爵，俄国外交家，原系科西

嘉人，１８１４—１８２１年是驻巴黎公使，

１８２１—１８３５年为大使，后来是驻伦敦大

使（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第１７、３８页。

１３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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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旁 王 朝（Ｂｏｕｒｂｏｎ）—— 法 国 王 朝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和西班牙王朝（１７００—１８６８和

１８７４—１９３１）。——第３３、３９、４７５页。

拉伯 克，约 翰（Ｌｕｂｂｏｃｋ，Ｊｏｈｎ１８３４—

１９１３）——英国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

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金融和政治活动

家，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关于原始社会

史方面的著作。——第２５４、２５６页。

拉法 格，保 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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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８９１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卡尔 马

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第２８１、３０７、

３３７、５６１、５８３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保 拉法格

的妻子。——第３０７页。

拉弗勒，艾米尔 路易 维克多 德（Ｌａｖｅｌ

ｅｙｅ，▍Ｅｍｉｌｅ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 ｄｅ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２）——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第１２８、１８６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甫，政论家，基

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５２９

页。

拉普拉斯，比埃尔 西蒙（Ｌａｐｌａｃｅ，Ｐｉｅｒｒｅ

Ｓｉｍｏｎ１７４９—１８２７）——杰出的法国天

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太阳

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有力地动摇了宗

教上的创世说。——第３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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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４、６７、７７、８０、１０５、１０６、

１３５、２６５、２８８—２９０、３３４、３６３、４９０、６０２

页。

拉斯克尔，爱德华（Ｌａｓｋｅｒ，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２９—

１８８４）——德国政治活动家，支持俾斯

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

一，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第１６５、

１９９页。

拉 扎 罗 尼，米 凯 莱 （Ｌａｚｚａｒｏｎｉ，

Ｍｉｃｈｅｌｅ）——男爵，意大利贵族，切扎

雷 拉扎罗尼的侄子。——第４２３页。

拉扎罗尼，切扎雷（Ｌａｚｚａｒｏｎｉ，Ｃｅｓａｒｅ生于

１８２５年）—— 男爵，罗马银行总出纳

员。——第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５页。

罗班，保尔（Ｒｏｂｉｎ，Ｐａｕｌ生于１８３７年）——

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领导人之一，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代

表。——第４０６页。

罗杰斯，詹姆斯 爱得文 撒罗耳德

（Ｒｏｇｅｒｓ，ＪａｍｅｓＥｄｗｉｎＴｈｏｒｏｌｄ１８２３—

１８９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许多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

作。——第１５０页。

罗斯科，亨利 恩菲耳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ｎｒ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 １８３３—１９１５）—— 英国化学

家，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 第３６３

页。

罗伊，亨利（Ｒｏｙ，Ｈｅｎｒｙ）——英国医生和

经济学家。—— 第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６、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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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３、１５９、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８、１６９、

１７１—１７４、１８２、１８３、２０４—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０

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

４０、４３、３９７、４０３页。

帕涅尔，威廉（Ｐａｒｎ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

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红木工工

会领袖；八十至九十年代赞成英国工联

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１８９１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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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页。

保罗一世（ １７５４—１８０１）—— 俄

国皇帝（１７９６—１８０１）。——第１７、２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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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页。

济金根，弗兰茨 冯（Ｓｉｃｋｉｎｇｅｎ，Ｆｒａｎｚｖｏｎ

１４８１—１５２３）——德国骑士，曾参加宗

教改革运动；为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骑士起义

的领袖。——第３４８页。

奎尔 奇，哈 利（Ｑｕｅｌｃｈ，Ｈａｒｒｙ１８５８—

１９１３）——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

之一，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

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进行过斗争，支持第

二国际各党的左派；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３８６页。

律斯勒，康斯坦丁（Ｒｏβ１ｅｒ，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１８２０—１８９６）——德国政论家和官员；

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

（１８７７—１８９２）的身分替俾斯麦政策作

辩护。——第６１０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ｏｓ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

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瑰丽的颂

诗。——第１５８页。

契普里昂尼，阿米耳卡雷（Ｃｉｐｒｉａｎｉ，Ａｍｉｌ

ｃａｒｅ１８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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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７页。

约瑟夫二世（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４１—１７９０）——

玛 丽 泰 莉莎 女 皇的 共 同 执 政 者

（１７６５—１７８０），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１７８０—１７９０）。——第２３、２５、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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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８、５１７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维也纳保

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枪

杀。——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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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

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３４９

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Ｘ１７５７—１８３６）——

法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第３７页。

查理十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２—１７１８）——瑞

典国王（１６９７—１７１８）。——第１９页。

查普卡男爵（Ｃｚａｐｋａ）——奥地利政府参

事。——第４７０页。

查苏利奇，维拉 伊万诺夫那（ ，

Ｂｅ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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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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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４６９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

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

主。——第４９４、５０５页。

哈 特 莱，大 卫（Ｈａｒｔ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１７０５—

１７５７）—— 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

家。——第３４１页。

柯林斯，安东尼（Ｃｏｌｌｉｎｓ，Ａｎｔｈｏｎｙ１６７６—

１７２９）——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３４１页。

柯瓦列斯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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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写有许多原始公

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３８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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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

３５７页。

科 柯 斯基，赛 米尔（Ｋｏｋｏｓｋｙ，Ｓａｍｕｅｌ

１８３８—１８９９）——德国政论家，１８７２年

加入社会民主党，好几家社会民主党

报纸的编辑，——第４０８页。

科拉扬尼，拿破仑涅（Ｃｏｌａｊａｎｎｉ，Ｎａｐｏ

ｌｅｏｎｅ１８４７—１９２１）——意大利政治活

动家和政论家，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

利民族解放运动；八十至九十年代接近

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起为 议会议

员。——第４１９—４２２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４１页。

洛伊特纳，卡尔（Ｌｅｕｔｈｎｅｒ，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６９

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

报”编委；１９１１年起为议会议员。——第

４８２页。

欧 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６７、２４４、３４２、３８０、５０１页。

欧 文 斯，约 翰（Ｏｗｅｎｓ，Ｊｏｈｎ１７９０—

１８４６）——英国商人，曼彻斯特欧文斯

学院创建人。——第３６３、３６５页。

施 杜 姆，卡 尔（Ｓｔｕｍｍ，Ｋａｒｌ１８３６—

１９０１）——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

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５８６页。

施特恩堡，列甫 雅柯夫列维奇（

， １８６１—１９２７）——

俄国民族学家，由于参加民意党组织而

被流放到库页岛（１８８９—１８９７），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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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居民进行民族学的研究；１９１８年

起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１９２４年起为苏

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第４１０、４１１、

４１３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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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页。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

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０—１８５２）——公爵，奥地利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

臣。——第４２页。

威尔逊，约瑟夫 哈弗洛克（Ｗｉｌｓｏｎ，Ｊｏｓｅｐｈ

Ｈａｖｅｌｏｃｋ１８５８—１９２９）——英国工联运

动活动家，海员和司炉工全国工会的组

织者和主席（１８８７年起）；１８９２年起曾多

次当选为议会议员，主张和资产阶级合

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３８２、４６９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国

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制定资产阶级

的殖民理论。——第１６４、１７６、１８３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和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５、９、４７、５９９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１８８８一

１９１９）。——第４—６、９、１０、５４、６０８、６１８、

６２５—６２８页。

威廉四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６５—１８３７）——

英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７）。——第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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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８３４—

１８３５）。——第３３页。

威 斯 特 华 伦，燕 妮（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Ｊｅｎｎｙ）——见马克思，燕妮。

十  画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镟工；１８６７年

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

际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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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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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１０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９９、２８９、２９０、４４１、

６０２、６２５、６３２页。

俾 斯 麦，奥 托（Ｂｉｓｍａｒ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

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

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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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９—１１、４６、４７、４９、５４、５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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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０、２８３、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６、３１９、

３３０、３７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６４、４６５、５５５、５６０、

５９５、５９９、６０２、６１０、６１１、６２５、６３６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８３）——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６—

１８８２）。——第１７、４５页。

库尔曼，格奥尔格（Ｋｕｈｌｍａｎｎ，Ｇｅｏｒｇ生于

１８１２年）——奥地利政府的密探，自命

是“预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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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５３０

页。

纳杰日杰，若昂（Ｎǎｄｅｊｄｅ，Ｊｏａｎ１８５４—

１９２８）——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

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

亚文；九十年代转到机会主义立场，

１８９９年加入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反对

工人运动。——第２４７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 瓦西里也维奇（Ｈｅｃ

，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曾任总理大臣，外交大臣（１８１６—

１８５６）。——第１７、３８、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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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代表；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

场。——第２８１页。

热尔韦，阿尔弗勒德 阿尔伯（Ｇｅｒｖａｉｓ，Ａｌ

ｆｒｅ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７—１９２１）——法国海军

上将，曾参加克里木战争、普法战争和

侵华远征（１８６０）；１８９１年率法国分舰队

访问喀琅施塔得。——第４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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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４、５０６页。

桑 基，艾拉 戴维（Ｓａｎｋｅｙ，ＩｒａＤａｖｉｄ

１８４０—１９０８）—— 美 国 新 教 传 教

士。——第３５６页。

翁 伯 托 一 世（Ｕｍｂｅｒｔｏ １８４４—

１９００）—— 意 大 利 国 王（１８７８—

１９００）。——第４２２页。

乌尔 卡 尔 特，戴 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政

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

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

１５、１６、４１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１６５页。

埃德，艾米尔 德吉烈 弗朗斯瓦（Ｅｕｄｅｓ，

▍ＥｍｉｌＤéｓｉｒé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４３—１８８８）——

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

军的将军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

后流亡瑞士，后迁英国；回法国（１８８０年

大赦）后为布朗基主义者中央革命委员

会组织者之一。——第２２３、４８９页。

埃伦弗罗伊恩德，伊西多尔（Ｅｈｒｅｎｆｒｅ

ｕｎｄ，Ｉｓｉｄｏｒ）——奥地利银行职员，维也

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会

员。——第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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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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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耳曼，保尔（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Ｐａｕｌ１８５４—

１９１６）——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白铁工人；“工人纪事周报”编辑；

以左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创始人

（１８９０）和领导成员之一，１８９２年被机会

主义分子开除出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工

党组织者和领导人（１８９２—１８９４），１８９４

年起为“工人报”通讯员。——第４１４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第１５、

２５、３４、４０、５８—６１、６３、６４、６８、７０、７７、

７８、８０、８１、８３、８４、８８、８９、９２—１０６、

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２、１３０、１３１、

１３３、１３７、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２、

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３—

２４７、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２、

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７、２９８、３０４—

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７、３２２—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２、

３３３、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６、３４７、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４—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３、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３、

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５—

４０９、４１４、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９、

４４１—４４８、４６１、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４、

４７７—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４、５０３、５０４、

５１０、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８—５２２、５２７—５２９、

５３３、５４８、５５３—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２、

５７５、５７９、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８—５９１、５９３、

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７、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３、６２４

６２６、６２８—６３５页。

恩 斯 特，保 尔（Ｅｒｎｓｔ，Ｐａｕｌ１８６６—

１９３３）——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

家；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

年派”领袖之一；１８９１年被开除出社会

民主党；后来为法西斯主义者。——第

９３—９９页。

格拉古（凯尤斯 赛姆普罗尼乌斯 格拉

古）（ＣａｉｕｓＳｅｍｐｒｏｎｉｕｓＧｒａｃｃｈｕｓ公元

前１５３—１２１）——古罗马的护民官（公

元前１２３—１２２），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

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利乌斯

赛姆普罗尼乌斯 格拉古之弟。——第

６１０页。

格拉古（提比利乌斯 赛姆普罗尼乌斯 格

拉古）（ＴｉｂｅｒｉｕｓＳｅｍｐｒｏｎｉｕｓＧｒａｃｃｈｕｓ

公元前１６３—１３３）——古罗马的护民官

（公元前１３３），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

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６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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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财政

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和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２６、５２、１１０—１２０、

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

１３８—１５０、１５４、１５６—１６５、１６７—１８４、

１８６—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３、３８３、

４６６页。

格 雷 维，茹 尔（Ｇｒéｖｙ，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７—

１８９１）——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９—１８８７）。——第４８９页。

格里马耳迪，贝尔纳丁诺（Ｇｒｉｍａｌｄｉ，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１８４１—１８９７）——意大利国

家活动家，１８７６年起为议会议员，属于

所谓资产阶级“左翼”，财政大臣（１８７９、

１８８８—１８８９、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国库大臣

（１８９２—１８９３）。——第４２１—４２４页。

格娄弗诺，休 鲁普斯，韦斯明斯特公爵

（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Ｈｕｇｈ Ｌｕｐｕｓ，Ｄｕｋｅｏｆ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１８２５—１８９９）——英国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大地主。——第５９

页。

海德门，亨利 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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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英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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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主义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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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第７１、７２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６０、４２４、４６８、５４０页。

马尔提尼，斐迪南多（Ｍａｒｔｉ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ｏ

１８４１—１９２８）——意大利剧作家，新闻

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所谓资产阶

级“左翼”，曾任教育大臣（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第４２１页。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Ｍａｒｔｉｇｎｅｔｔｉ，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

文。——第２４４、２４７页。

马赫迪——见穆罕默德 阿罕默德。

马可 奥里略 安敦尼（Ｍａｒｃ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１２１—１８０）—— 罗 马 皇 帝

（１６１—１８０），斯多葛派哲学家。——第

５３２页。

马克思，亨利希（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２—

１８３８）——卡尔 马克思的父亲；律师，

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３９２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１５、４０、４７、６０、６１、

６３、６４、６７、６８、８１、９０、９４、９６、９７、９８、

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４９、１５４—

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９、

２４０、２５６、２５８、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４、３０１、

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５、３１９、３２７、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７、

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３、３６４、３６５、３７２、３７６、

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７—４０４、４０６、４２９、４７２、

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８、４９９、

５０３—５０６、５１０—５１４、５１６、５６０、５８５、

５８８、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０、６０２、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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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３９３、４００

页。

马 克 思，燕 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尔

马克思的大女儿，１８７２年起为沙 龙

格的妻子。——第３０７、４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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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 马克思的女儿，１８８４

年起为爱 艾威林的妻子；曾在弗 恩格

斯直接领导下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

工作和罢工斗争；曾参加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１８９１

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代

表。—— 第７０、７１、７３、１１０、１２９、１３０、

１３３、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７、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５、３０７页。

马 拉斯特，阿尔芒（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ｍｏ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

一，“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

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２８８页。

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Ｐｈｉｌｉｐ ｏｆＭａｃｅ

ｄｏｎｉａ公元前３８２左右—３３６）——马其

顿王（公元前３５９—３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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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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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金，威廉（Ｍａｔｋ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

工联活动家，木工和细木工工会领导

人；九十年代反对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社

会主义运动。——第３８６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

动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罗马共和国临时

政府首脑；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

干涉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１８６４

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

之下，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

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４６、３９８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２９—３３、

３５、３８、９４、２２２、２２６、２９６、３４３、４５３、４７５、

５６６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ｉｕ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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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６、４７、２１６、

２１９、２２０、３１９、３３０、３５５、３７６、３９７、４０３、

４３７、５９３、５９９、６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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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７—１３１、

１３７、１４５、１４７、１８６—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３、

２０５页。

泰罗，爱德华 伯纳特（Ｔｙｌｏｒ，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１８３２—１９１７）——著名的英国

民族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学进化论学派

的创始人。——第２４８页。

特卡乔夫，彼得 尼基提奇（ ，

１８４４—１８８５）—— 俄国革命

家，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第

４９４、４９７页。

特利尔，格尔桑（Ｔｒｉｅｒ，Ｃｅｒｓｏｎ生于１８５１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丹麦社会

民主党革命少数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教

师；进行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改良主

义政策的斗争；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

丹麦文。——第２４７页。

十 一 画

盖布，奥古斯特（Ｇｅｉｂ，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２—

１８７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

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６９年爱

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

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７４—１８７７）。——第１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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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页。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Ｃ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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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

页。

勒南，厄内斯特 约瑟夫（Ｒｅｎａｎ，Ｅｒｎｅ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３—１８９２）——法国宗教史学

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因写早期基督教

史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５２６、５２７、

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８、５４５、５４９页。

琉善（Ｌｕｃｉａｎｕｓ约１２０—１８０）——杰出的

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 第

５２７，５２８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９３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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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３３９—３４２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１９６、２０１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首相（１８３６、

１８４０），政府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

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

的刽子手。—— 第２１４、２２１、２２３、２９６、

５５６、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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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

写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

３４５页。

康莫 迪 安（Ｃｏｍｍｏｄｉａｎ 三 世 纪 上 半

叶）——拉丁诗人和早期基督教时期的

宗教活动家。——第５３３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ｆ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省

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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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页。

康 斯 坦丁 巴甫 洛维 奇（

１７７９—１８３１）——俄国大公，

１８１４年起任波兰军总司令，实际上是

波兰总督（１８１４—１８３１）。——第４０页。

累瑟姆，罗伯特 戈登（Ｌａｔｈａｍ，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１８１２—１８８８）—— 英国语文学

家和民族学家，伦敦大学教授。——第

２５２页。

累塞普斯子爵，斐迪南 玛丽（Ｌｅｓｓｅｐ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ｅ，ｖｉ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０５—

１８９４）——法国工程师和实业家；开凿

苏伊士运河（１８５９—１８６９）的国际公司

组织者；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在巴

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于１８９３年被

判处五年徒刑。——第４２３页。

累塞普斯，沙尔 艾梅 玛丽（Ｌｅｓｓｅｐ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ｉｍéｅＭａｒｉｅ１８４９—１９２３）

——法国实业家，斐迪南 累塞普斯之

子，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之一；在巴

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于１８９３年被

判处一年徒刑。——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曼纳斯，约翰 詹姆斯 罗伯特（Ｍａｎｎｅｒｓ，

Ｊｏｈｎ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８—１９０６）——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

人，四十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议会

议员，历任保守党政府各部大臣。——

第３５８页。

曼 特耳，吉迪恩 阿尔杰农（Ｍａｎｔｅｌｌ，

ＧｉｄｅｏｎＡｌｇｅｒｎ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５２）—— 英

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自己的著

作中企图把科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

起来。——第３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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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页。

梅林，弗兰茨（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ｒａｎｚ１８４６—

１９１９）——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

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卡 马克思

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

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

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

用。——第２０５页。

０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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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霍赛（ＭｅｓａｙＬｅｏｍ

ｐａｒｔ，Ｊｏｓé１８４０—１９０４）——著 名的西

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

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

极的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

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

始人之一（１８７９），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２３０

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神

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４１页。

莫尔，托马 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

官；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最

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

者。——第２４页。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 姓 为 波 克 兰

Ｐｏ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

——第１５９、１６９、１７４、１８３、２０７、２０９页。

莫斯赫（Ｍｏｓｃｈｏｓ）——公元前二世纪中叶

古希腊诗人。——第５５７页。

梭恩，威廉 詹姆斯（Ｔｈｏｒ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１８５７—１９４６）——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八十年代

末Ｆ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

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煤气工人和杂工工

会书记；１９０６年起为议会议员；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３８６页。

梭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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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４页。

十 二 画

费里，茹尔 弗朗斯瓦 卡米尔（Ｆｅｒｒｙ，Ｊｕｌｅｓ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Ｃａｍｉｌｌｅ１８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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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８８３—

１８８５）；奉行积极的殖民主义政策。——

第２１５、４８９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６７、２４４、２５８、５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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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３６４页。

焦利蒂，卓万尼（Ｇｉｏｌｉｔｔ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８４２—

１９２８）——意大利国家活动家，所谓资

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

为国库大臣，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为首相；由

于罗马银行舞弊行为的揭露被迫辞职，

并暂时脱离政治活动。——第４１９、４２０、

４２３、４２５页。

腊韦，昂利（Ｒａｖé，Ｈｅｎｒｉ）——法国新闻记

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文。——

第２４７页。

琼斯，理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９０—１８５５）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著作

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

瓦解，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

上超过了李嘉图。——第１９７页。

１４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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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利乌斯（Ｔｉｂｅｒｉｕｓ公元前４２—公元

３７）——罗马皇帝（１４—３７）。——第５４６

页。

博林布罗克，亨利（Ｂｏｌ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Ｈｅｎｒｙ

１６７８—１７５１）——英国自然神论哲学

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

之一。——第３５２页。

博马舍，比埃尔 奥古斯丹（Ｂｅａｕｍａｒ

ｃｈａ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３２—

１７９９）——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

１３３页。

博维奥，卓万尼（Ｂｏｖｉｏ，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１８４１—

１９０３）——意大利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和反教权

主义者，１８７６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

斯的大学教授。——第３２６—３２８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Ｂｅ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９）——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伍，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育

学教授。——第４４７页。

斐 迪 南 七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８４—

１８３３）——西班牙国王（ｌ８０８和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４７５页。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ＰｈｉｌｏｏｆＡｌｅ

ｘａｎｄｒｉａ约公元前２０—公元５４）——亚

历山大里亚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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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第５３２、５３５、５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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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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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３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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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页。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３—１８０４）——著名的英国化学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产业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

思想家。——第３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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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３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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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４７７、

４９８、５０３页。

普希金，亚历山大 谢尔盖也维奇（

， １７９９—

１８３７）——伟大的俄国诗人。——第３２

页。

斯蒂凡，亨利希（Ｓｔｅｐｈａ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３１—

１８９７）——德国国家活动家，德意志帝

国邮电部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第

８９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

第３２、１７３页。

斯密斯，罗伯特 安格斯（Ｓｍｉｔｈ，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ｇｕｓ１８１７—１８８４）—— 英 国 化 学

家。——第３６３页。

斯图亚特王朝（Ｓｔｕａｒｔ）——１３７１年起统治

苏格兰和英格兰（１６０３—１６４９、１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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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４）的王朝。——第３５２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第

１９７页。

汤隆古，贝尔纳多（Ｔａｎｌｏｎｇｏ，Ｂｅｒｎａｒｄｏ约

生于１８２０年）—— 意大利大企业家，

１８８２年起为罗马银行经理。—— 第

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５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５左

右—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罗 欧文的信徒，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３３３

页。

十 三 画

蒙德拉，安东尼 约翰（Ｍｕｎｄｅｌｌａ，Ａｎｔｈｏ

ｎｙＪｏｈｎ１８２５—１８９７）——英国国家活

动家和工厂主，１８６８年起为议会议员，

历任各部大臣。——第１６６、１８１页。

瑞日卡，扬（Ｚｉｚｋａ，Ｊａｎ１３６０左右—１４２４）

——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

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军事首领，

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５２６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 科尔奈利乌斯 塔西

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５５—

１２０）——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日耳

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

者。——第２５５、５３４、５４７、５５２页。

奥艾尔，伊格纳茨（Ａｕｅｒ，Ｉｇｎａｚ１８４６—

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

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多次

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转到改良主义立

场。——第７７、１０５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５０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 费多罗维奇（Ｏｐ

， １７８６—

１８６１）——伯爵，１８５６年后为公爵，俄国

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

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１８２９）

和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１８３３），曾

率领俄国 代表 团出 席巴 黎 会议

（１８５６）。——第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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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页。

奥托（马可 萨耳维 奥托）（Ｍａｒｃｕｓ

ＳｅｌｖｉｕｓＯｔｈｏ３２—６９）——罗马国家活

动家，卢济塔尼亚省（比利牛斯牛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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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５４８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 亨利希（Ｖｏｌｌｍａｒ，

Ｇｅｏｒ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０—１９２２）——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

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曾多次当选

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议

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

主义者。——第５６１、５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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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拿巴雇用的密

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

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

性著作“福格特先生”（１８６０）中作了揭

露。——第３９８、４０３、４８８页。

福塞特，亨利（Ｆａｗｃｅｔｔ，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３—

１８８４）——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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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１８６５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

人。——第１５９页。

福斯特，威廉 爱德华（Ｆｏｒｓ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１８８６）——英国工厂主

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

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奉行

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

３５６—３５７页。

福提斯，亚历山大罗（Ｆｏｒｔｉｓ，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１８４２—１９０９）——意大利律师和政治活

动家，１８８０年起为议会议员，所谓资产

阶级“左翼”领袖之一。——第４２２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

市民阶级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

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

城市贫民。——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

５９、３１４、３７０、６２０、６２１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２２、３０１

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

２２２页。

路 易 菲 力 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第２１８、２１９、２７４、

３５０、３５６页。

路易 波拿巴（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见拿

破仑第三。

路易 拿破仑（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 见拿

破仑第三。

塞琉古王朝（Ｓｅｌｅｕｃｕｓ）——统治亚洲最大

的希腊化王国的王朝（公元前３１２—

６４）。——第５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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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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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页。

杨楚克，尼古拉 安得列也维奇（ ，

  １８５９—

１９２１）——俄国民族学家，民歌搜集家；

八十至九十年代为自然科学、人类学和

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学部书记。——

第４１０页。

杨 格，阿 瑟（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十八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旅

行记”一书的作者。——第１５０页。

十 四 画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２０１、３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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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

第４９４、４９７、５０５页。

玛 丽 泰 莉 莎（ＭａｒｉａＴｈｅｒｅｓｉａ１７１７—

１７８０）——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女皇

（１７４５—１７８０）。——第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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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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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６４、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０、３９４、４０３、

４０６、５３７、６００员。

维伯，悉尼 詹姆斯（Ｗｅｂｂ，ＳｉｄｎｅｙＪａｍｅｓ

１８５９—１９４７）——英国政治活动家，费

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自己的妻子比阿

特里萨 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

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这些

著作中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

可能来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 第

６３６页。

维 勒，布 鲁 诺（Ｗｉｌｌｅ，Ｂｒｕｎｏ１８６０—

１９２８）——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八

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

领袖之一。——第９９页。

维特利乌斯（奥鲁斯 维特利乌斯）（Ａｕ

ｌｕｓＶｉｔｅｌｌｉｕｓ１５—６９）——罗马国家活

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执

政者），６９年１月被推为皇帝，但是到年

底在绵延不绝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第５３４，５４６页。

十 五 画

德拉瓦勒，卡洛（ＤｅｌｌＡｖａｌｌｅ，Ｃａｒｌｏ）——

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１８９４年为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成员。—— 第

５５５页。

德留蒙，爱德华 阿道夫（Ｄｒｕｍｏｎｔ，

▍Ｅｄｏｕａｒｄ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１７）——法

国反动政论家，写有许多反犹太人主义

的书籍和文章。——第５８页。

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７０）——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第３３９

页。

鲁迪尼侯爵，安东尼奥 斯塔腊巴（Ｒｕ

ｄｉｎｉ，ＡｎｔｏｎｉｏＳｔａｒｒａｂｂａ，ｍａｒｃｈｅｓｅ

ｄｉ １８３９—１９０８）——意大利国家活动

家，大地主，温和的自由党人；首相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和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实行镇压

工农运动的政策。——第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６

页。

鲁维埃，莫里斯（Ｒｏｕｖｉｅｒ，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长和内阁

总理；１８９２年作为巴拿马舞弊案件的参

加者被揭发后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

极的政治活动。——第２９７、４２３、４２５—

４２６页。

摩尔根（Ｍｏｒｇａｎ）——美国上校，路 亨 摩

尔根的兄弟。——第２５９页。

摩尔根，路易斯 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学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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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９页。

十 六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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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８３）。——第３２２、３７９页。

鲍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Ｂｏｇｕｓｌａｗ

ｓｋｉ，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４—１９０５）——德国将军

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九十年代起积极为德国

民族主义报刊撰稿。——第６０８、６１０—

６１１页。

鲍洛施，阿路易斯（Ｂｏｒｒｏｓｃｈ，Ａｌｏｉｓ１７９７—

１８６９）——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者，布拉格的书商，奥地利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第４７２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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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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

３９３、４００、５３１、５３２、５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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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０—３４２、３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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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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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

３３３页。

霍 普 金 斯， 托 马 斯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第３３３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Ｌｅｄｒｕ

Ｒｏｌｌ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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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８９、５１７页。

赖纳克男爵，雅克（Ｒｅｉｎａｃｈ，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ａｒｏｎｄｅ死于１８９２年）——法国银行

家，经管巴拿马运河公司财务，在巴拿

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自杀。——第

４２４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

曾与爱 艾威林一起将“资本论”第一卷

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６４页。

穆迪，德怀特 莱曼（Ｍｏｏｄｙ， Ｄｗｉｇｈｔ

Ｌｙｍａｎ１８３７—１８９９）——美国新教教会

活动家和传教士。——第３５６页。

穆罕默德 阿罕默德（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ｈｍｅｄ

１８４３—１８８５）—— 伊斯兰教传教士，

１８８１年开始的反对苏丹的英国殖民主

义者的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第

５２６页。

穆罕默德 阿利（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ｉ１７６９—

１８４９）——埃及执政者（１８０５—１８４９），

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

和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

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

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

４０页。

十 七 画

戴 克 里 先（Ｄｉｏｃｌｅｔｉａｎｕｓ２４５左 右—

３１３）——罗马皇帝（２８４—３０５）。——

第６１１页。

谦 楠，乔 治（Ｋｅｎｎ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４５—

１９２４）——美国记者和旅行家；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年游历了西伯利亚，后来他在一

组题名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文

章里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第

５１页。

十 八 画

萨耳梅朗 伊 阿萨索，尼古拉斯（Ｓａｌｍｅ

ｒóｎ ｙ Ａｌｏｎｓｏ， Ｎｉｃｏｌáｓ １８３８—

１９０８）——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资产阶

级共和派领袖之一，马德里大学历史学

和哲学教授；西班牙共和国临时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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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年７月１８日—９月７日）。——第４９２

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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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８８、３２６、３２７、

５２６、５２９、５３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美索不达米亚的

巫师，巴勒召他来咒诅以色列人。——

第５３６、５３８页。

巴勒——据圣经传说，是摩押王。——第

５３６页。

巴录——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巴录书

的作者。——第５３４页。

以诺——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

的作者。——第５３４、５４３页。

以赛亚——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

作者。——第５３５、５４５、５４９页。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中以斯拉记的

作者。——第５３４页。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第５４３页。

五  画

尼哥拉——据圣经传说，是耶路撒冷的祭

司，异教教派之一的创始人。——第５３８

页。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

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５２７、

５５０页。

圣乔治——传说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

者。——第１９３、２０１页。

叶甫盖尼 奥涅金—— 亚 谢 普希金

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３２页。

六  画

米迦勒—— 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

一。——第５４５页。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

一；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

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

活中起重大作用。——第５３４页。

亚格斯都士——古希腊神话中克丽达妮

斯特拉的情夫，他同她一起杀害了亚加

米农；埃斯摩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和

“祭酒的报信人”（“奥列斯特”三部曲第

一和第二部）中的人物。——第２４９页。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

时古希腊军队的领袖，被自己的妻子克

丽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

库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

一部）中的人物。——第２４９页。

七  画

但以理——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

中但以理书的作者。—— 第５３３、５３４、

５４３、５４５页。

克丽达妮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中亚加

米农的妻子，杀害了从特洛伊战争回来

的丈夫；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中的

人物。——第２４９页。

八  画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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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２４９、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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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

里斯是由于箭镞射中了他的脚跟那个

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去的。——第３２３

页。

佩雷格林——琉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

死”中的人物，奸徒和罪犯，在传教士的

外衣下进行活动。——第５２７—５３０页。

使徒犹大——据传说是新约中犹大书的

作者。——第５３４页。

依理逆司神——古希腊神话中的三个复

仇女神，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

信人”和“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

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 第

２４９、２５０页。

九  画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第５２７、５３１、５３８页。

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第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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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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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８页。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

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

品是由好多人写成的。—— 第５３３—

５３５、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９页。

十  画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

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

象。——第９９页。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

悔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

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

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

就消失不见。——第５２７页。

十 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２、５３５、５４３—

５４５、５４８—５５１页。

十 二 画

雅典娜 帕拉斯——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

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

雅典的保护神。——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十 三 画

奥列斯特——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

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

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埃斯库罗

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

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

中的人物。——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

身。——第１９６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温莎

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

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

第２０１页。

塞米拉米达——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

势强盛、宫庭华丽和艳行营称。——第

２４页。

瑟息替斯——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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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第

２０４页。

十 五 画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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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５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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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 民 报”（《ＤａｓＶｏｌｋ》）—— 伦 敦 出

版。——第４０３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莱

比锡出版。—— 第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３１、

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６、１１７、

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６、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４、

４８８页。

“人民呼声报”（《Ｖｏｌｋｓｓｔｉｍｍｅ》——马格

德堡出版。——第９３、９７页。

“人民论坛”（《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见“柏

林人民论坛”。

“人民历书”（《ＶｏｌｋｓＫａｌｅｎｄｅｒ》）——不伦

瑞克出版。——第４００页。

“人民言论”（《Ｎéｐｓｚａｖａ》）——布达佩斯

出版。——第１０３、１０４、５２２页。

“人民之友报”（《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布隆出

版。——第３０４、３０５页。

三  画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维也

纳出版。——第１１、６０、７６、２６１、３６２、４７１、

４８２、４８５、５１３、５９０页。

“工人党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ｄｕＰａｒｔｉＯｕ

ｖｒｉｅｒ》）—— 利尔出版。—— 第２８５、２８７

页。

“工人纪事周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ＷｏｃｈｅｎＣｈｒｏ

ｎｉｋ》）—— 布达佩斯出版。—— 第１０３、

１０４，５２２页。

“工人新闻”（《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ｒｅｓｓｅ）——布达佩

斯出版。——见“工人纪事周报”。

四  画

“公 文 集”（《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伦 敦 出

版。——第４１页。

“公益”（《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伦敦出

版。——第３１７、３７３页。

“今日”（《ＴｏＤａｙ》）——伦敦出版。——

第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３、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５页。

“双 周 评 论”（《Ｔｈｅ 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 第１１２、

１６２、１６８、１７４、１８２页。

五  画

“民意导报”（《ＢｅｃｍｈｕｋＨａｐｏｈｏｕＢｏｕ》）

——日内瓦出版。——第５０４页。

“民族学评论”（《 ｍｈｏιｐａ ｕｅｃｋｏｅｏ

ｕ》）——莫斯科出版。——第４１３页。

“世 纪 报”（《ＩｌＳｅｃｏｌｏ》）—— 米 兰 出

版。——第４２３页。

六  画

“阶级斗争”（《Ｌｏｔｔａｄｉｃｌａｓｓｅ》）——米兰

出版。——第５５６页。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

伦敦出版。——第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４、２１０面。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Ｚｅｉｔ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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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柏林出

版。——第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６、１２５、１２７、

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７、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３、

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１、１８４、

１８８、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８—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５页。

“自由论坛”（《ＦｒｅｉｅＢüｈｎｅ》）——柏林出

版。——第９４、９６页。

“ 自 由 思 想 报” （《Ｆｒｅｉｓｉｎｎｉｇ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４５１页。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伦敦

出版。——第４０３页。

七  画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 巴黎出

版。——第５１７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伦敦

出版。——第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４、２１１页。

“每日纪事报”（《Ｄａｉ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伦

敦出版。——第３０６—３０８、６３１、６３６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

出版。——第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４、１８７、２１１页。

“那 不 勒 斯 信 使 报”（《Ｃｏｒｒｉｅｒｅｄｉ

Ｎａｐｏｌｉ》——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社会发展”（《ＬｅＤｅｖｅｎｉｒｓｏｃｉａｌ》）——巴

黎出版。——第５５２页。

“社会民主党人”（《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柏林出版。——第５６２、５８３页。

“社会民主党人”（《 ｕｕａ ｏｋｐａｍ》）

——伦敦、日内瓦出版。——第１３页。

“社会民主党人”（《 ｕｕａ ｏｋｐａｍ》）

——塞夫利厄伏出版。——第４７７、４７８、

６３５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苏黎世、伦敦出版。——第３、１１、６０、

７８、８０、８２、８３、８８—９０、９２页。

“社会评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Ｓｏｃｉａｌｅ》）——米兰

出版。——第３２６、３２８、５１８、５５８—５６０页。

“社会政治科学手册”（《Ｈａｎｄ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耶拿出

版。——第４０４页。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ＬｅＰａｒｔ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ＯｒｇａｎｄｕＣｏｍｉｔé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巴 黎 出

版。——第４８９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巴

黎出版。—— 第６３、１０２、２１５、２８３、３３２、

４７４、５１９、６２３、６３０页。

“社会主义者报”（《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马

德里出版。——第６３页。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Ｌ▍Ｅｔｕｄｉａｎｔｓｏｃｉａ

ｌｉｓｔｅ》）——布鲁塞尔出版。——第４８７页。

“时代”（《Ｔｉｍｅ》）——伦敦出版。——第１３

页。

八  画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巴黎出

版。——第２８８页。

九  画

“柏林人民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

——见“前进。柏林人民报”。

“柏林人民论坛”（《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

ｎｅ》）——第９７、４０５、４０８页。

“俄罗斯新闻”（《ＰｙｃｃｋｕｅＢｅｏｍｏｃｍｕ》）

——莫斯科出版。——第４０９—４１３页。

“美国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ｉｅｗ》）——纽

约出版。——第２５２页。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ｕｋＥβｐｏｎι》）——彼

得堡出版。——第５０４页。

“前 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 巴 黎 出

版。——第３９３、４００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 莱比锡出

版。——第３３７页。

“前进。柏林人民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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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 柏林出版。—— 第６、

８２、９９、１００、２４３、３６６、３９１、４１７、４２６、

４３３、４３５、４６９、４８５、５１１、５１２、５６１、５６２、

５８８页。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 伦 敦 出

版。——第１７５页。

“钟声”（《Ｋｏιｏｋ》）—— 伦敦、日内瓦出

版。——第６１页。

“祖 国 纪 事”（《 ｅｃｍβｅ ιｅ ｎｕｃ

ｋｕ》）——彼得堡出版。——第５０４页。

十  画

“凉亭”（《Ｄｉｅ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莱比锡

出版。——第６０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第３９７、４０３页。

“闪 电 报”（《Ｌ▍Ｅｃｌａｉｒ》）—— 巴 黎 出

版。——第６１７、６２３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伦敦出

版。——第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

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４、

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０、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６—

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２、２０５、

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０页。

十 一 画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 第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８、１４４、

１８０、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９页。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敦

出版。—— 第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８、１３７—１３９、

１４４—１４６、１８０、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７—

２１０页。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伦敦

出版。——第１１８、１１０、１４４、２１０页。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第４０３页。

“现代人”（《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ｕｌ》）——雅西出

版。——第２４７、６３５页。

十 二 画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 巴黎出

版。——第６２４、６３０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３９２、４００

页。

十 三 画

“蜂房”（《ＢｅｅＨｉｖｅ》——伦敦出版。——第

１５５页。

“解放”（《ＬａＲｉｓｃｏｓｓａ》）—— 巴勒摩出

版。——第５５８页。

“新堡每日纪事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Ｄａｉ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伦敦出版。——第６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科伦出版。——第８９、

２３４、３９４、４０３、５９１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 伦敦、汉堡出版。—— 第

３９７、４０３、５９３页。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斯图加特

出版。——第１３、１０６、２１２、２２９、２５９、２６３、

２８２、２８５、３６１、３７３、３８８、３８９、４１３、４５７、

５１３、５２３、５６２、５６３、５８８、６１２页。

“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维

也纳出版。——第４８１、４８２页。

十 四 画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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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１１９、１４４、２１１页。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 巴黎出 版。—— 第３９３、

４００、４７９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

——莱比锡出版。——第３９３页。

“德国周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柏林出版。——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

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９４、４００页。

“黎 明”（《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 伦 敦 出

版。——第３３０页。

“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ａ》）—— 罗马出

版。——第３２６页。

十 八 画

“萨克森工人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勒斯顿出版。——第７７、

８０、９８页。

二 十 画

“议会报”（《Ｉｌ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 都灵出

版。——第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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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二  画

七日规——伦敦街区。——第３１４、３７１页。

三  画

大西洋——第３１１页。

凡尔赛——第２２１、３３１页。

士每拿（伊斯密尔）——第５３６、５３８页。

士尔克斯坦——第５０页。

下萨克森——第５６７页。

小爱尔兰——第３１４、３７１页。

小俄罗斯——见乌克兰。

小亚细亚——第２０、５３３、５４８、５４９页。

四  画

巴登——第２３４页。

巴尔干半岛——第２０、２１、３９、４１、４８、５１、

３００、４５８页。

巴伐利亚——第２３、２７５、５６７、６２５页。

巴勒斯坦——第５２７、５３２页。

巴黎——第２７、３３、３８、４６、４９、５８、６８、６９、

７１、１９７、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７、

２２９、２８２、３３１、３３２、３５４、３５５、３８６、３９３、

３９４、３９７、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３、４１５、４１６、４５８、

４６２、４７９、４８４、４８９、５３８、５６５、５９４、５９６、

５９８、５９９、６００、６０４—６０６、６０９、６１７、６１８

页。

木兰 萨克多面堡——第２２４页。

旺夫堡垒——第２２４页。

伊西堡垒——第２２４页。

巴纳特——第５１页。

巴涅尔 德 吕雄——第３０７页。

巴塞尔——第４０３页。

巴塞罗纳——第８６页。

比利牛斯山脉——第３０７页。

不来梅——第６３２页。

不伦瑞克——第４００、４０８页。

木尔西亚省——西班牙的一个省。——第

４９２页。

日内瓦—— 第６１、６３、６８、２４４、４０７、４９８、

５０４、５２９页。

什列斯维希——第２９４、２９５、４６４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４２、４６、５６７

页。

太平洋——第４１０页。

以所弗——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城。——第

５３８页。

以色列——第５３４、５３６、５４５页。

中国——第３１２、３５７、３８９、３９０页。

中维柳伊斯克——第４９８页。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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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画

白俄罗斯——第２１、２８页。

北角——第３６５页。

北明翰——第１５１、３２２、３７９页。

布达佩斯——第１０３页。

在加勒斯特——第３３页。

布格河——第２７页。

布哈拉汗国——第５０页。

布拉格——第４６４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１８６页。

布列塔尼省——第３９７页。

布隆（布尔诺）——第３０４页。

布鲁塞尔—— 第８６、２３４、２８１、３８６、３９４、

４００、４０３页。

东普鲁士省——第２５页。

东头—— 伦敦东区。—— 第７０、７１、７３、

３２１、３２４、３２５、３６１、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１页。

东鲁美利亚省——第４８页。

弗拉基米尔——第３２９页。

弗拉基米尔省——第５０７页。

弗兰德——历史区。——第４６５页。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３１页。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第２８页。

汉堡—— 第７８、３１１、３１２、３６８、３９７、３９８、

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５９３、６３６页。

加迪斯——第４９２页。

加拿大——第２７６页。

加利福尼亚——第６７、３１２、３６８、４８１页。

加利利——历史区。——第５３２页。

加利斯河（基齐尔河）——第１０页。

加斯梯里亚——第９６页。

加特契纳——第６２页。

加因斐（海因菲耳德）——第２６０页。

卡诺萨——第９页。

卡麦涅茨（卡麦涅茨—波多尔斯克）——

第４５４页。

卡塔黑纳——第４９２、４９３页。

卢卑克——第６３２页。

尼古拉也夫斯克（阿穆尔河岸尼古拉也夫

斯克）——第４１２页。

尼科美迪亚（伊兹米特）——第６１２页。

圣斯蒂凡诺（耶希耳克伊）——第４８页。

瓦得（窝州）——瑞士的州。——第５３０页。

瓦格拉姆——第６０７页。

瓦拉几亚——第３１、３８—４１、４３页。

瓦伦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 第

４９２页。

印度—— 第５０、５２、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２、３６８、

３９０、３９７、４１０、４９４、５０１、５６６页。

幼发拉底河——第５４８页。

六  画

艾契（阿迪杰）河——第４６５页。

安达鲁西亚——第４９２、５６５页。

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第４０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４９、５６页。

达姆斯塔德——第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６页。

多瑙河——第１７、３９、４２、４３、４８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

维亚。

伏尔加河——第１７页。

刚果——第３２２、３７９页。

华沙——第４０、４２页。

华盛顿——第２５９页。

吉森——第３６３页。

伦敦——第３７、３８、６０、６８—７１、７８、８２、

９９、１０Ｏ、１０２、１０６、１１９、１４９、１５５、１６２、

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６、１８９、２０３、

２０４、２０６、２１４、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３、２４３、

２４５、２５９、２６０、３０４、３Ｏ７、３０９、３２５、

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３、３６２、３６５—３６７、３８３、

３９７、３９８、４０３—４０５、４０８、４３１、４３６、

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７、４８２、４８６、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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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５１９—５２１、５５５、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２、

５７３、５８９、５９０、５９２、６１２、６１３页。

迈纳——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第

５５０页。

米海洛夫斯科耶——里海东海岸的一个

居民点。——第５０页。

米兰——第２３２、４２９、５９４页。

汝拉——地区。——第４０５、４０７页。

色当——第２２０、２２３、２９３、４４０、６３４页。

西伯利亚——第６７、４８１页。

西西里岛——第５４１、５５７、５６５页。

兴都库什山脉——第５０页。

匈牙利—— 第４１、４２、４６、２３４、３１９、３３０、

３５５、３７６、４３０、５２１、５９７页。

亚波（土尔库）——第３１页。

亚得利亚海——第２１页。

亚尔科——第４９２页。

亚尔萨斯省—— 第７、４７—４９、５３、２１７、

２９３—２９５、４３７、４６４、６００、６２２、６３４页。

亚该亚——罗马行省。——第５４８页。

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第１７、５０

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５３２页。

亚琛——第３７页。

亚细亚——罗马行省。——第５４８、６１１页。

伊塞隆——第２３４页。

伊斯特勃恩——第５５５页。

七  画

贝耳特海峡——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

特海峡。——第２０页。

贝内万托——第２４４、２４７页。

贝萨拉比亚——第３３、３４、４８、５１页。

别迦摩——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国。——第

５３８页。

伯利维尔——巴黎的一个区。——第２１７、

２２４页。

伯罗奔尼撒半岛——第５５０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１６、２０、

２８、３１、３５、３９、４０、４２、４８—５４、５６、３００

页。

克拉科夫——第４２页。

克勒伏—— 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２２３页。

克里木—— 第２７、４２、４３、２９９、３９７、５０３、

５０７页。

克里特岛——第５１页。

克罗茨纳赫（克罗茨纳赫浴场）——第３９３

页。

里海——第５０页。

利尔——第３０７、３３７页。

利物浦——第８３页。

吕内维尔——第２９页。

麦尔夫（马里）——第５０页。

麦尼尔蒙坦——巴黎的一个区。—— 第

２２４页。

麦茨——第２２０、２２３页。

沙皇格勒——见君士坦丁堡。苏格兰——

第３４９、４９４页。

苏黎世—— 第２３４、３３７、３６５、３８６、３８７、

３９７、４０３、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３页。

沃尔肖伐——第４２页。

希腊——第５３３页。

希瓦汗国——第５０页。

犹太——第５３２、５４５页。

芝加哥——第３８６页。

八  画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３９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２２０、２３２、５５９页。

阿尔卡迪亚——希腊的一个地区。——第

５５０页。

阿尔明尼亚——第４８、５１、５２７页。

阿富汗——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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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边区——第４１２页。

阿速夫海——第２７、３２９页。

彼得堡（列宁格勒）——第２０、２５、２８、２８２、

４１６页。

波恩——第３９２页。

波兰—— 第２１—２３、２５—２９、３１—３４、４０、

４１、４３、５５、２９４、３２９、３３０、４３０、４５５、５９７、

５９９页。

波罗的海——第２９、３１页。

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第５０７页。

波斯（伊朗）——第２２、５０、５２６、５４９页。

波斯尼亚——第４８页。

波士顿——第３８８、３９７、４０３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非拉铁非——埃及的古城。—— 第５３６、

５３８、５４３页。

芬兰——第２８、２９、３１、３４页。

芬兰湾——第３２９页。

拉芒什海峡——第１６６页。

罗马——第４２２、５２５、５３２—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２、

５４５—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５页。

罗马尼亚——第４８页。

罗彻斯特——第２５９页。

门的内哥罗——第４８页。

帕里—— 小亚细亚的古城。—— 第５２７、

５２８页。

佩特莫斯岛——在爱琴海。——第５４８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２０、５１页。

帖欣（策欣）——第２６、２９、３０页。

易北河——第４６０页。

泽姆林（泽蒙）——南斯拉夫城市。——第

４２页。

九  画

柏林——第４１、４９、５７、９７、１０９、１６２、２０４、

２１２、２１５、２８２、３１２、３３４、３６８、３９２、

３９３、３９８、４０３、４０４、４２９、４８３、４８４、

５４０、５４７、５９４、６０４—６０６、６１７、６２８、

６３１、６３２页。

拜尔法斯特——第５５３页。

保加利亚——第４２—４３、４８、５６５、６０８、６３５

页。

查尔朱伊（查尔朱）——第５０页。

哈雷——第１０５、２０４页。

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 匈牙利城

市。——第５２１页。

科伦—— 第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７、４０３、４６１、６２８

页。

柯夫诺（考纳斯）——第４５４页。

洛林省—— 第７、４７、４９、５３、２１７、２９３—

２９５、４３７、４６４、６００、６２２、６３４页。

洛桑——第５３０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第３４１、３９３、

４００、４３７、５６１页。

南港——第３２２、３７９页。

南特——第５６１、５７１、５８３页。

施皮歇恩——第４４０页。

威尔士——第１５２页。

威廉堡——第２２０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２２页。

香槟省——第４３８、４６１页。

叙利亚——第５２８、５３３页。

耶路撒冷——第５３２、５３５、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９

页。

耶拿——第３１、３６８、４６２页。

十  画

埃及——第５３３页。

埃劳——见普略西什 埃劳。

爱北斐特（马培河谷）——第２３４页。

爱尔福特——第３１页。

爱尔兰—— 第３１７、３１８、３７４、３７５、４９４、

５６５、６３６页。

爱琴海——第５５、４７７、５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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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第１７、２０、４０、６２２页。

高卢——历史区。——第５４８、６１１页。

哥本哈根——第６３、２４４、２４７、５８１页。

哥达——第１０５页。

哥多瓦——第４９２页。

格奥克 帖彼——第５０页。

格尔伯多夫——第９４页。

格拉纳达——第４９２页。

格拉斯哥——第３６５、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页。

海得尔堡——第３６３页。

海牙—— 第８４、１０６、２４４、２８１、３９９、４０７、

４０８页。

浩罕——第５０页。

库弗尔格拉班——第４４４页。

库页岛——第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２页。

郎卡郡—— 英国的郡。—— 第３１２、３６８、

３８９页。

马德里——第６３、２４４、４０３、４７５、５５４页。

马尔纳河——第２９８页。

马拉加——第４９２页。

马赛——第３８７、５６９页。

纳瓦林（皮洛斯）——第３９页。

索尔福—— 曼彻斯特郊区。—— 第３８２

页。

索利曼（苏来曼）山脉——第５０页。

纽约——第２５９、３１１、３６７、３９７、３９９页。

特尔米亚——见基特诺斯。

特劳波（奥帕瓦）——第３７页。

特利尔——第３９２页。

乌克兰——第２１、２８页。

夏威夷群岛——第２５４、４１１页。

十 一 画

曼彻斯特—— 第３２２、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９

页。

梅克伦堡——第５６７、６０８页。

密德尔斯布罗——第３８２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３１、３８—

４１、４３页。

莫斯科——第２０、３３、３２９、４１０页。

莫斯科省——第５０７页。

基特诺斯（特尔米亚）岛—— 在爱琴

海。——第５４８页。

捷克——第４７２页。康乃尔斯威尔——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区。——第３１５、３７１

页。

绍林吉亚——第２７５页。

设菲尔德——第４０３页。

推雅推喇——小亚细亚的古城。—— 第

５３８页。

十 二 画

博斯普鲁斯海峡—— 第２０、４０、４８—５０、

５４、５６页。

费拉得尔菲亚—— 美国的城市。—— 第

３６８页。

黑海——第１７、２０、２９、５０、５５、３２９、４７７页。

喀尔巴阡山脉——第５５页。

喀琅施塔得——第２９８、６１８页。

喀土穆——第５２６页。

莱巴赫（柳布梁纳）——第３７页。

莱比锡——第３３页。

莱茵河——第１０、２９、３７、３９、５９、２２０、２９５、

４００、４４６、４８４、５４６、５６８页。

普法尔茨——第２３４页。

普勒夫那（普累文）——第５１、６２７页。

普略西什 埃劳（巴格腊提奥诺夫斯

克）——第３１页。

普鲁特河——第１７、３９、４３页。

普鲁士——第２２、２３、２５—２７、３０、３３、４２、

４３、４６、４７、４９、５８、２１７、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

２９５、４１６、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１、４５０、４５５、５６５、

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９、６２５、６２６页。

散得维齿群岛——见夏威夷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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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第５６０页。

斯德哥尔摩——第３１页。

斯泰福郡—— 英国的郡。—— 第３２２、

３７９页。

斯特拉斯堡——第１８６页。

斯图加特——第３８８、４０３、５０４、６３２页。

斯温西——第６７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第３１、３２、

２９６、４３７—４３８页。

雅典——第５０４、５６０页。

十 三 画

奥克苏斯河（阿姆河）——第１７、５０页。

奥斯特尔利茨（斯拉夫科夫）——第３０、３１

页。

奥滕曾——阿尔托纳的区（今为汉堡的

区）。——第６３２页。

顿河——第１７页。

滑铁卢——第６０７页。

蒙马特尔——巴黎的区。——第３３２页。

塞尔维亚——第４８页。

塞米格腊迪埃（特兰西瓦尼亚）——罗马

尼亚的历史区。——第５１页。

塞纳河——第２２３、２９８页。

塞纳河岸讷伊（讷伊）——第２２３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４３页。

塞维尔——第４９２页。

塔干罗格——第３８页。

塔什干——第５０页。

新拉纳克——第５０１页。

十 四 画

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第５２７页。

赫希斯特——第３６６页。

维尔特——第４４０页。

维尔腾堡——第２７５页。

维罗那——第３７页。

维斯拉河——第１７、２９５、４５５页。

维也纳——第３３、４１、５６、５８、６９、７０、４７２、

４８１—４８３、５９４、６０４页。

银镇—— 伦敦东头的一个区。—— 第７１

页。

十 五 画

德勒斯顿——第８０、２３４、６０４、６３２页。

德涅泊河——第１７、３３、４５５页。

德涅斯特尔河——第２７页。

德维纳（西德维纳）河——第１７、３３、４５５

页。

剑桥—— 第１０９、１８７、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１、２０５

页。

摩里亚——见伯罗奔尼撒。

摩塞尔河——第３９２、４００、４９９页。

撒马尔汗——第５０页。

十 六 画

澳洲——第２５４页。

澳大利亚——第２７６、３１２、３６８、４８１页。

霍尔施坦——第５２９页。

默麦尔河（尼门河）——第４６５页。

十 八 画

萨克森——第６１２页。

萨莫萨特（萨姆萨特）—— 叙利亚的城

市。——第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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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包括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１月到１８９５年８月，即在他晚年所写

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

（１９６２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有些著作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作者

的原著所用文字和旧有的中译文。其中“卡 马克思‘法兰西内

战’一书导言”、“法德农民问题”、“卡 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文章，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

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订的。“‘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１８９２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是在１９６２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本局译校）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

婚实例”二文，是在１９６１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一书（张仲实译）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１８９１年社

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在译校时参考了麦园的译本。“‘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是根据１９５８年“马克

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版第二卷译校的，同时参考了俄译

文和德译文。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杜章智、张启荣、杨启潾、周裕昶、吴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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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安、杨冠森、冯世熹、齐淑文、宋书声、顾锦屏等同志。参加资

料工作的有冯世熹、冯如馥、王锦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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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８译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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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工作的有冯世熹、冯如馥、王锦文、陈家英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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