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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１８４４年

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０月初） ５……………………………………………

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月１９日） ９………………………………………

１８４５年

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月２０日） １６………………………………………

４．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 ２２………………………

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３月１７日） ２７………………………………………

１８４６年

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７月２７日）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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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８月１９日） ４０………

９．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９月１６日） ４４………

１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１８日） ５３………………………………………

１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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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０月１８日）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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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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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３月９日）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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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２８—３０日） ９８…………………………………

２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１０８………………………………

２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１１６………………………………

２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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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月２１日）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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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１２日左右） １３５…………………………………

２８．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１６日） １３６………………………………………

２９．恩格斯致马克思（３月１８日） １３７………………………………………

３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４月２５日以前） １４１…………………………………

３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４月２５日） １４１………………………………………

３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９日）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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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０月２６日） １４５……………………………………

３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１月中） １４６…………………………………………

３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１月２９日） １４８……………………………………

３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２月２８日） １４９……………………………………

１８４９年

３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１月７—８日） １５０……………………………………

３８．马克思致恩格斯（４月２３日） １５２………………………………………

３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４月下半月—５月初） １５３…………………………

４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６月７日） １５４

４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１日左右） １５６…………………………………

４２．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１７日） １５７………………………………………

４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２３日） １６０………………………………………

１８５０年

４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１月１９日） １６２……………………………………

４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１月２３日） １６３……………………………………

４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月２５日） １６４……………………………………

４７．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２月２日） １６５………………………………………

４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２月１７日） １７１……………………………………

１８５１年

４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１月６日） １７４………………………………………

５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１月７日） １７５………………………………………

５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１月８日）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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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马克思致恩格斯（１月２２日） １８３………………………………………

５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月２５日） １８４………………………………………

５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月２７日） １８７………………………………………

５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月２９日） １８９………………………………………

５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２月３日） １９２………………………………………

５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５日） １９８………………………………………

５８．马克思致恩格斯（２月１０日） ２０２………………………………………

５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２月１１日） ２０４………………………………………

６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１２日） ２０６………………………………………

６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１３日） ２０９………………………………………

６２．马克思致恩格斯（２月２３日） ２１１………………………………………

６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２月２４日） ２１８………………………………………

６４．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２５日） ２１９………………………………………

６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２６日） ２２２………………………………………

６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２月２６日） ２２５………………………………………

６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２６日） ２２７………………………………………

６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２７日） ２２８………………………………………

６９．恩格斯致马克思（２月２８日） ２２９………………………………………

７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１日） ２３０………………………………………

７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８日） ２３２………………………………………

７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３月１０日） ２３４………………………………………

７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３月１７日） ２３５………………………………………

７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１７日） ２３６………………………………………

７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３月１９日） ２３９………………………………………

７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２２日）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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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马克思致恩格斯（３月３１日） ２４３……………………………………

７８．马克思致恩格斯（４月２日） ２４５……………………………………

７９．恩格斯致马克思（４月３日） ２４７……………………………………

８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４月１１日） ２５２……………………………………

８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４月１５日） ２５４……………………………………

８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４月１５日） ２５６……………………………………

８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１日） ２５７……………………………………

８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５月３日） ２６０……………………………………

８５．马克思致恩格斯（５月５日） ２６３……………………………………

８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６日或７日） ２６６……………………………

８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８日） ２６８……………………………………

８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９日） ２７０……………………………………

８９．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１５日） ２７４……………………………………

９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５月１６日） ２７５……………………………………

９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１９日） ２７７……………………………………

９２．马克思致恩格斯（５月２１日） ２８０……………………………………

９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５月２３日） ２８３……………………………………

９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５月２８日） ２８７……………………………………

９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６月３日） ２９０……………………………………

９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６月１６日） ２９１……………………………………

９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６月２７日） ２９２……………………………………

９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７月６日左右） ２９３………………………………

９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７月１３日） ２９５……………………………………

１０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７月１７日左右） ３００………………………………

１０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７月１７日）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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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７月２０日左右） ３０５………………………………

１０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７月３０日） ３０８……………………………………

１０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７月３１日） ３０９……………………………………

１０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８月１日左右） ３１３………………………………

１０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８日） ３１５……………………………………

１０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８月１０日左右） ３２２………………………………

１０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８月１１日左右） ３２５………………………………

１０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１４日） ３２９……………………………………

１１０．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２０日左右） ３３３………………………………

１１１．恩格斯致马克思（８月２１日） ３３３……………………………………

１１２．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２５日） ３３６……………………………………

１１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８月２７日左右） ３４５………………………………

１１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８月３１日） ３４７……………………………………

１１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１日） ３５２……………………………………

１１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８日） ３５４……………………………………

１１７．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１１日） ３５６……………………………………

１１８．马克思致恩格斯（９月１３日） ３５７……………………………………

１１９．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１９日） ３５９……………………………………

１２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２３日） ３６０……………………………………

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９月２３日） ３６５……………………………………

１２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２５日） ３７１……………………………………

１２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９月２６日） ３７２……………………………………

１２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０月１３日） ３７６…………………………………

１２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０月１５日） ３８０…………………………………

１２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０月１９日）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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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０月２５日） ３８８…………………………………

１２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０月２７日左右） ３８９……………………………

１２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１月２４日） ３９２…………………………………

１３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月２７日） ３９５…………………………………

１３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２月１日） ３９８……………………………………

１３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２月３日） ４０１……………………………………

１３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２月９日） ４０５……………………………………

１３４．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２月１０日） ４０７…………………………………

１３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２月１１日） ４０９…………………………………

１３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２月１６日） ４１３…………………………………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１８４２年

１．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２月１０日） ４１９……………………………

２．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３月５日） ４２０……………………………

３．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３月２０日） ４２２……………………………

４．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４月２７日） ４２５……………………………

５．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６月１５日） ４２７……………………………

６．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７月９日） ４２８……………………………

７．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７月２６日） ４３１……………………………

８．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８月２５日左右） ４３２……………

９．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１１月３０日）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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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年

１０．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１月２５日） ４３８…………………………

１１．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３月１３日） ４４０…………………………

１２．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１０月３日） ４４３……………………

１３．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弗吕贝尔（１１月２１日） ４４６…………………

１８４４年

１４．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４月１４日） ４４９…………………………

１５．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８月１１日） ４４９……………………

１６．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１０月７日） ４５３…………………………

１７．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秋） ４５４……………………………

１８．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秋） ４５５……………………………

１９．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１２月） ４５５…………………………

１８４５年

２０．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１月） ４５６………………………………

２１．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１月１２日） ４５６……………………………

２２．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３月２４日） ４５７……………………………

２３．马克思致勒文塔尔（５月９日） ４５８……………………………………

２４．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５月３１日） ４５９…………………………

２５．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１０月１４日） ４６１………………………

１８４６年

２６．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４月３日）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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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４月５日左右） ４６３…………………………

２８．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５月５日） ４６４………………

２９．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５月１４日） ４６６…………………………

３０．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７月２７日

 和２８日左右） 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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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４年

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

巴  黎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些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大概感到奇怪，你这样想是

有道理的。但是，我何时回去，现在还是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我住

在巴门已经三个星期了，跟少数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

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亲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

尤其是，我的妹妹①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艾米尔·布兰克（艾韦贝

克认识他）订婚，因此，现在我们家中忙乱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

楚地知道，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

晃荡半年或一整年。当然，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是你想

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

的担心。

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

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

５

① 玛丽亚·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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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

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

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

夫，在那里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

是我的那些爱北斐特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

认真地着手搞自己家庭秩序的革命化，只要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

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

我们宗法的爱北斐特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一批人之外，在爱北斐特

还有一批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

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①来访，尽管他从来没有跟共

产主义者接触过，但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

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

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沉静，以免被捕。不过，这里倒十分安全，

只要我们沉静，就很少有人注意。我觉得，赫斯由于害怕，有点疑神

疑鬼。我在这里至今没有受到丝毫惊扰，只是有一次检察长热心地

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打听过我。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一

切。

这里报载，普鲁士政府在巴黎控告了贝尔奈斯，他已经受到了

审讯。２这件事是否属实，请来信告诉我；还有，那本小册子②的情

况如何，该完成了吧。关于鲍威尔弟兄，这里一无所闻，也没有任何

人知道他们。相反地，对《年鉴》３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我的评

卡莱尔的文章③，在“群众”中获得很大的成功—— 真是可

６ 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初）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符尔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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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①，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

自然的。

爱北斐特的牧师老爷们，特别是克鲁马赫尔，也在传教时反对

我们；眼下他们还只是反对青年人的无神论。不过我确信，在此之

后很快就要痛骂共产主义了。今年夏天，整个爱北斐特所议论的就

只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一般来说，这里的变动是显著的。自从我离

开以后，４乌培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五十年都要大。社会风

气文明些了，参预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也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

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伐

光，现在这里的一切可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中等水平，

而在四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

造成良好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

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我们的乌培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近

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

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

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

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

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

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但是这

办不到。

我的弟弟②正在科伦当兵。只要他不受怀疑，他那里倒是给赫

斯等人写信的好地址。不过我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通讯处，因此

也就无法告诉你了。

７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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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下爱北斐特，又遇到几个素不相

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

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并开始创作历史画的

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耳，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

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热情的人，爱好音乐和绘画，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可

能到那时我自己也到你们那里去了，不过这一点还难以肯定。

《前进报》５在这里只有几份；我已经设法让别人也订阅。让发

行所把样张寄给爱北斐特的理查·罗特，小威廉·布兰克上尉，弗

·维·施特吕克尔，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

小酒铺）老板迈耶尔——全都包装好，通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书商

贝德克尔寄往各处。当这些人看见报纸到达，他们是会成为经常订

户的。杜塞尔多夫方面可寄给医学博士威·弥勒；科伦方面，我看

可寄给医学博士德斯特尔，啤酒店老板勒耳兴，你的内弟①等人。

当然，全都要通过书商并包装好。

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６早就是这样做

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今天就要重新开始写作。关

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所有德国人都还不清楚。为了

消除这种陈腐之见，我将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

做了什么，并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７这

将占用我三天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向我们的人说明问题有很

大帮助。这一点我在和本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总之，应该加紧工作，赶快出版！替我问候艾韦贝克、巴枯宁、

８ 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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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埃等人，还有你的夫人，并快点来信告知一切。此信到时如未

被拆开，那就请按“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一地址

寄信，信封上尽可能用商人的字体书写；否则，就按我留给艾韦贝

克的地址之一寄信。我很想知道，我这封具有纯粹女士外表的信能

否骗得过把守邮局的狗东西。

好吧！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望马上回信。我还从来没有一

次象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至于拟创办的事业，我还没有机会采取任何步骤。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于巴门

第 二 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贝尔奈斯的简短来信，署的日期

是１０月８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１０月２７日。大致在你给我写

信的同时，我寄了封信给你，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想必你已经收

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我们可把来往信件都编

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

已经收到第几号，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伦和波恩去了。科伦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

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得

９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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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足够的钱，他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

里，这样一来，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就更用不着我，因此就

更需要我在这儿了。我现在还不能去，这是很明显的；否则就会同

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首先必须作个解决。而且，

现在我们当中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人都还

需要引导，使他们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入

邪道。例如，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

着原则分歧８，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

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会认

为，轻率地抛开象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

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应该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天大蠢

事来，让这些人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荣克是靠不住的，

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生活

改善协会９；这使德国人大大活跃起来，并促使庸人们去注意社会

问题。这些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伦，章程

起草委员会的半数委员是我们的人，在爱北斐特，委员会里至少有

一个是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唯理论者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会

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赞同下，章

程中排斥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１０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

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

得非常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完全正确，而在实

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尽管按照他们自己

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

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是那样顽强地坚持这种

０１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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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立场，以至我完全用不着出来说什么话了，这样我们就得到

了目前情况下所能希望得到的章程。下星期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

出席，因为我明天就要到威斯特伐里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

无产者状况的书①搜集材料。我想，到１月中或１月底就可脱稿，

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

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

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我要写

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

作家和议员们。②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可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

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

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

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

人的社会发展史１１。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

料准备好，材料的整理也心中有数，同时我对这问题是完全清楚

的。在这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

特的小册子１２。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３一书，即

使你还没有，大概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

我，我把它带到科伦，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记得

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１４的柏林的施米特）的

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

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

１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①

② 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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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

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

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

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

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

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

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

还重要。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

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

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

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

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施蒂

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

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应当给他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

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

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

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

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

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

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

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

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

“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

２１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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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

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

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

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

“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

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

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

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

虚无中去引伸。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费尔巴哈已经

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

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

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话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

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

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

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

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

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

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

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

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现在赫斯就要到

你那儿去了，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不过，所有这些理论

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谈到“人”的问题而不得不

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

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非常恼火。如果人们不去研

３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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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没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

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

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

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

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的思想界是

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１５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

立见解和最勤奋的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

念跳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在德国各地都

听到关于社会主义进展的消息，但是唯独从柏林什么也没有听到。

到整个德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

森海德创办一个《和平民主日报》１６，——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

再也搞不出别的什么来。瞧吧，不久就要在乌凯马尔克出现一个新

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从永恒的范畴中

去设计法伦斯泰尔，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

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思想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

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法律将成为“基督教的

监视者”，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

置）就成为“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

自天而降，打扮得象新娘子一样，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

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

出来说，它才是一切中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结合在自

己的头脑中，凡是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它完成的，而不是那些

无力的群众完成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

４１ 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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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格尔派的［《和平］①民主日报》的结局。

如果《批判的批判》②印好了，就通过书商给我寄几册来，加封

并盖上印章，否则，可［能］①被没收。如果你［没有收］
①
到我写的上

一封信，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给我的信或者寄到巴门小弗

·恩·处，或者封好寄到爱北斐特弗·维·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

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

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

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５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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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５年

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点给你回信，主要是因为我在等候你答应寄来的《前

进报》。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我就不再等了；还有《批判的批

判》①也不再等了，这本书我也没听到更多的情况。说到施蒂纳的

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

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

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

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

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

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１７，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

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

你写回信。

６１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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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什么时候去，那毫无疑问，大约两年内一定去那里。我

已经想妥当了，无论如何，今年秋天要去住四至六个星期。如果警

察要给我制造什么麻烦，我甚至去得更早一些；而从我们这儿的实

际情况来看，那帮恶棍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来麻烦我们的人的。我

们将从皮特曼的《公民手册》１８方面看到，可以活动到什么程度而

不至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我的恋爱可悲地结束了。别让我作无聊的解释了吧，反正已经

无法挽回了，而这样的事也够我受了。我感到高兴，我至少又能重

新工作了。要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都告诉你，那就要浪费掉

一个晚上。

最新的消息是，赫斯和我从４月１日起将在哈根的提梅和布

茨那里出版《社会明镜》月刊１９，在这个刊物上描述社会苦难和资

产阶级制度。广告等等最近就要登出来了。目前，如果那个写诗的

“手工业者”２０肯出力气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

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

的庸人。编辑这刊物并不太费劲，因为要供给每月出版四个印张的

材料，写稿人是足够的。这样一来，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很多，而所能

起的作用却很大。另外皮特曼将通过列斯凯出版一种因篇幅大而

不用经过检查的季刊《莱茵年鉴》２１，只刊登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

你也可以给这个刊物写些文章。如果把我们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两

次，首先是在刊物上，然后编成集子单独出版，那也不坏；因为，被

禁止的书现在比较难于传播，而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有双倍的机会

去起作用。你看，我们在德国的事情可够多了，要给所有这些刊物

提供材料，还要写比较大的著作。不过，如果我们要想做出点什么

成绩，那就得苦干一番；吃一些苦，那也很好。我的关于英国工人的

７１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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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①过两三个星期就能脱稿，然后就用四个星期的时间写些小

文章。以后就去搞英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２２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

是既成事实。一年前，这种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

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现在它已成为德国佬的一种负担了。

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炮预备队，统统都

安排停当了。事情发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秘密的宣传也并不是

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伦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

铺的时候，都看到新的成就、新的拥护者。科伦的集会②已经创造

了这样的奇迹：共产主义小组一个个地逐渐出现，这些小组是未经

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地发展起来的。

过去跟《莱茵报》２３一道出版的《公益周刊》，现在也已经掌握

在我们手里。德斯特尔已经把它接收过来，想看看能做些什么事

情。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

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

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６，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

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

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

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是太明显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

腾出手来写一些对目前更有用，更能打击德国资产阶级的东西。我

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不能发挥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

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

８１ 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０—１１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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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而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

要在４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象我那样做：给自己规定一个期限，

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

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

快出版。

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二十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

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都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

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但是，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写在书

名下面，这就未免显得奇怪，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我已

经说过，关于勒文塔尔，关于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这本

书我当然是非常渴望看到的。

昨天我收到了《前进报》，自从我离开后就再也没看到过它。贝

尔奈斯写的一些幽默话，使我十分开心，这家伙很善于使人哈哈大

笑，这是我通常在阅读时很少发生的。不过，这报纸确实很差劲，很

无趣，使人得不到什么益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未必会长期订阅。

现在这报纸情况如何？在科伦我听说它要改成月刊，是真的吗？我

们这儿的工作多极了，从我们这儿只能偶尔寄去些稿子。你们那儿

也必须努力。所以你每隔四到六个星期就得为它写一篇文章，而且

不能让自己受自己的情绪“支配”！为什么巴枯宁什么也不写，为什

么不能叫艾韦贝克去写，至少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呢？可怜的贝尔

奈斯现在大概要去坐牢吧，代我向他问好，劝他别老把烦恼放在心

上，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尽管这是十分讨厌的事。我们的人现在

究竟在干什么？这些情况你一个字也没有写。盖里埃又来了吗？巴

枯宁会用法文写作吗？在８月里每一个晚上都去伏尔泰码头的那

帮人现在在干什么？你自己现在准备干什么？你在那儿的处境怎

９１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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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黄鼠狼①还住在你的脚下吧？他不久前又在《电讯》
２４
上大发议

论，不言而喻，讲的是爱国主义。真可笑，他总是离不开这个题目，

只要能消灭爱国主义，他可以不顾一切。看来，这就是他不愿意把

文章交给弗吕贝尔的主要原因。德国的报纸最近报道，黄鼠狼要回

德国来了。如果属实，那我要祝贺他，但是这件事完全不可靠，否

则，他就得第二次给自己搞一辆带厕所的马车，而这是办不到的。

不久前我和柏林来的一个人交谈过。“自由人”１５的残余看来

已经彻底瓦解。除鲍威尔弟兄外，施蒂纳好象也同他们断绝关系

了。剩下的一小撮人，梅因、鲁滕堡之流，仍然不顾一切，象六年前

那样，每天下午两点钟去施特赫利那里对报纸胡乱评论。现在他们

已经走到了“组织劳动”的地步，并且将这样走下去。看来，瑙威尔

克先生也大胆走出了这一步，因为他在大众的集会上确实十分卖

劲。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些人全都将变成《和平民主日报》１６分子②。

与此同时，这些人又“承认”我们在《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明确等等。

以后，如果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我就要同小梅因通通信。即使

这些家伙本身没有趣味，但也许能从他们那里逗出趣味来。不然的

话，在这里即使要偶尔寻点开心也完全没有可能了。

因为我在这里过的生活是只有最体面的庸人才能要求的生

活，即恬静而舒适的、虔敬而庄重的生活，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

乎不出门一步，就象一个德国人那样规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

担心上帝会宽恕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

我在这里，在巴门正开始博得好评。但是我也感到厌烦，我想在复

０２ 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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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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节离开这里，也许到波恩去。由于我妹夫①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

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②来在办

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

——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

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

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

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③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

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

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

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如

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

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

状态。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

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

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够了。复活

节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

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

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

主义运动中去。

不要叫我老等你的信，象你这次等我的信那样。向你的夫人

（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

１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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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暂时还是寄到这里来，如果我已经离开这里，会有人把你

的信转寄给我。

你的 弗·恩·

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长时间到处发信询问你的地址，刚才终于从科伦打听到了，

于是马上提笔给你写信。我一听到你被驱逐２５的消息，就认为有必

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

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

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

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里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

要的宣传。这里的募款还没有结束，被画家克特根耽误了，因此现

在我还没有得到全部应收的款子。但我想，过不几天就能全部收

齐，然后把汇票给你寄到布鲁塞尔去。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

一本关于英国的书①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

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

２２ 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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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头①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

入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也确是可恶之极。但是

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

英国可去了。

这种种卑鄙的事情，就不再说了吧。这封信寄到时，克利盖恐

怕已经到你那里了。这家伙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他将告诉你许多

关于费尔巴哈的事。就在他离开这里的第二天，我收到费尔巴哈的

一封信（我们给他写过信）。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算宗教的

脏东西，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从而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

义；他还说，他在巴伐利亚与全部生活完全隔绝，所以难于做到这

一点。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实

现共产主义而已。今年夏天他可能到莱茵去，那时他就会去布鲁塞

尔，我们也要设法劝他去。

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

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

有四十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

二百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

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赫斯做了报告。会上朗诵了弥勒和皮

特曼写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断，也宣读了登在《公民手册》

上的关于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②。然后一直讨论到

一点钟。收效极大。共产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我们每天都得

到新的支持者。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也几乎成为一

种力量了。这里有多么有利的土壤啊，这点你是无法想象的。最迟

３２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

①

②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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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

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这种状况能被容许多久，我不知

道，但是警察当局确实已经陷入困境，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

好，而那个头号大混蛋县长现在恰好又正在柏林。如果要禁止我们

开会，我们就迂回一下；要是迂回不过去，那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大

大地搅动了一阵，使符合我们利益而出版的所有书刊都在这里惊

人地流传了。复活节我将离开这里，因此，赫斯搬到这里来，同时在

爱北斐特的贝德克尔那里出版一种月刊①，就再好没有了。月刊的

出版广告，我想克利盖已经有了。我无论如何是要去波恩的，这点

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②我到巴黎去的计划已付诸流水，在那里我

已没有什么事可干；不过我却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加之，我的母

亲和两个妹妹在夏天也将去奥斯坦德。另外我还要去一趟比雷菲

尔德，看看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费尔巴哈不来，我就去他那里，

然后，如果有钱和时间，还想再去一趟英国。你看，我的计划多庞

大。贝尔根罗特也对我说，他过几个星期可能要到布鲁塞尔去。他

曾经同几个杜塞尔多夫的人一道出席过我们的第二次大会，并在

会上发过言。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

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

“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再次以赫斯的名义——也以我的名义请求你，给皮特曼的

季刊③寄点稿子去。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期中发表文章，使这个刊物

４２ 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

①

②

③ 《莱茵年鉴》２１。——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１页。——编者注

《社会明镜》１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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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的性质。不用说，没有我们，刊物是无法问世的。

２月２５日

昨天晚上有消息说，宪兵将驱散我们下次的大会，演讲者将被

逮捕。

２月２６日

昨天早上，市长①禁止奥伯迈耶尔太太让我们在她的住所开

这样的会。我也得到通知说，大会如果照样举行，违反禁令，就要实

行逮捕和提出控告。我们现在当然放弃开会了，并且等着看是否会

控告我们，其实，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很机灵，没有给他们留下什

么把柄，而整个这种丑事只能以当局遭到极大的耻笑而告终。何况

这几次会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和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而且检察长本

人还参加了讨论。

３月７日

我写了上面几段以后，去波恩和科伦呆了一个星期。由于协

会２６的关系，科伦人现在被允许举行集会。关于我们爱北斐特事

件，杜塞尔多夫当局传下了命令，禁止再开会。赫斯和克特根提出

了抗议，这当然无济于事，但是公众会从提抗议的态度中看出，当

局对我们无可奈何。赫斯又大大乐观起来，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我

们的进展也确实巨大；这个老好人总是富于幻想。

我们的《社会明镜》很不坏，第一个印张已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５２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

① 卡尔纳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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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很多。赫斯住在巴门的“伦敦”旅馆里。贝尔根罗特看来不会

马上去布鲁塞尔，但是有另一个人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说，因为

这封信也许会被拆。如有可能，我也要设法在４月份就去布鲁塞

尔。现在我的问题主要是钱，因为我为参加大会的事又同家里吵了

架，结果我的老头①决定，只给钱供我“求学”，但决不把钱给我用

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

如果我知道在布鲁塞尔有可靠通讯处，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

你。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一个可靠的通讯处。这里发生的许多事，如

果被“暗检室”２７看到了，会使许多人受害。我在这里还要呆四个星

期，４月初去波恩。不管怎样，你还是再写一封信到这里来，让我知

道你的情况。钱已大致募齐，但我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笔钱当

立即寄出。我的手稿②日内即将寄出。

《批判的批判》还没有收到！新的书名《神圣家族》将更加会使

我和我的虔诚的、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

然不会知道。从广告上看到，你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了，为什么这

样？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③风格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看

出来的。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钱。维干德大约在两星期内能

给我寄点钱来，那时你就可以使用。我很担心，还能收到的募款不

会超过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法郎。

顺便再说一件事。我们在这里打算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如有可

能，干脆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最好是从傅立叶

６２ 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

①

②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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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开始。翻译的人也找到了。赫斯刚才告诉我，法国出版了一

本傅立叶词典，是傅立叶的某个门徒编的。这本书你大概是知道

的。请你马上告诉我关于词典的情况，如有可能，请给我寄一本来。

同时，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

请你推荐一些来；不过要快，这件事很紧迫，因为我们已经同一个

出版商①谈判了。你的书
６
写得怎样了？现在我要整理我的手稿了，

就此结束。祝你健康，请立即写信回答上述各点。

你的 弗·恩·

向克利盖和毕尔格尔斯问好。贝尔奈斯在布鲁塞尔吗？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赫斯把你的信转交给我了。关于翻译的事，现在还完全没

有安排妥当。在波恩，我本想找一个那里的人在我的督促和指导下

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当然不译他的关于天体演化的谬论２８），如果

出版商同意，就把它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出版。有一次我同《社

会明镜》１９的出版商贝德克尔谈到这件事，他好象对此事颇有兴

趣，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出版大部头的丛书。如果我们用这种

７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① 贝德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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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版，那末恐怕最好还是交给列斯凯或者其他有力量出版的

人。今年整个夏天我是没有时间亲自搞翻译的，因为我必须写完我

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我的第一本书①本星期已寄给维干德；我已同

他谈妥，他收到稿子后就付给我一百塔勒，所以大概在八至十二天

内就可以收到这笔钱，然后就给你寄去。眼前只有一百二十二法郎

二十二生丁，３月２６日就汇往布鲁塞尔②。

所募款项的余额随此信寄去。要不是爱北斐特人把事情耽误

得这样厉害——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至少

再募到二十塔勒的——你就可以早些收到汇款，而数目也会多些。

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

否最理想。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要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

贯性就要经常被打断。此外，我又想，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

而牺牲理论的兴趣，从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

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开始；就是说，从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

人的优秀著作开始。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放在前面。历史的发展

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这样做，即使材料那

样排列，读者也容易摸着门路。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你可以

写法国的，我写英国的。我想，如果我能按我的计划三个星期后到

布鲁塞尔去，那末这件事是不难做到的——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

下这件工作。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马上就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

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

８２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①

② “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３月２６日就汇往布鲁塞尔，这些话是斯·阿

·瑙特写上去的。——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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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

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

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

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葛德文的《政治上的公正》２９，

作为从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对政治的批判，尽管有许多出色

的地方（葛德文在这些地方接近共产主义），但还是不能入选，因为

你得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尤其是，葛德文在他的著作的最后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应当尽可能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人只能把社会

作为一种奢侈品来使用（《政治上的公正》第二卷第八册第八章附

录）；而且一般来说葛德文的结论都是坚决地反社会的。不过我是

在很久以前，许多问题都还弄不清楚的时候，作过该书的摘要，现

在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再读一遍，可能书中提供的东西比我那时找

到的要多。如果我们选了葛德文的著作，那我们也不能不选他的补

充者边沁的著作，尽管这家伙极为枯燥，净谈理论。

请回信谈谈你的意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既然

我们两人都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末无论如何必须使它实现，——我

指的是丛书。赫斯显然会乐意参加这项工作，我当然也一样，只要

我有时间。赫斯是有时间的，因为他除了《社会明镜》的编辑工作以

外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我们在基本点上意见一致，那末，在我去布鲁塞尔时（由

于这一切我要设法赶快去），我们就能够把一切都商量妥当，并且

马上做起来。

《批判的批判》①——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我已收到这本书

９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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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①的论

述是精辟的，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篇

幅还是太大了。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

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另外，对思辨的

空论和抽象的普遍本质所做的批判，其中大部分将仍然为大多数

读者所不能理解，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除此之外，这本书的

确写得非常精彩，能使人捧腹大笑。鲍威尔弟兄将无词以对。毕尔

格尔斯如果要在皮特曼的刊物②的第一册上介绍这部书，可顺便

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刻研

究的问题，——我只在巴黎呆了短短的十天。否则就显得很可笑：

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印张多。“卖淫”这一段最好

删去。这一段太少，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思的是，除了丛书以外，我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有了另一

个计划。我也想给皮特曼写文章批判李斯特③，——很幸运，我从

皮特曼那里及时地知道了你也有这种想法。这里可以提一下，我是

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

我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关于大会的报道将在皮

特曼的刊物上发表），在这篇演说中我是简要地顺便这样做的。３０

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同时我也知道你个人的爱好，

我估计，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

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

０３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１页。——编者注

《莱茵年鉴》２１。——编者注

欧·苏《巴黎的秘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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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又使我的老头①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

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

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

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

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

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

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

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

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

——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

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

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

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

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

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

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二人②接受

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

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

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

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

是去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

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

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

１３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①

② 鲁道夫·恩格斯和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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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

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

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同时，使人

经常生气的是，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

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

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我很爱

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就根本不

会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虑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

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

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忍受过去。然而不

管怎样还得忍受过去。

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资产阶级侈谈政治，到教堂去

做礼拜；无产阶级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几乎无法知道。你们最

近一封来信寄的地址，目前还可靠。今天晚上我可能收到钱——克

特根刚才向我保证，只要他有时间，过两天他还能再筹到一些钱。

但是我并不相信这家伙，他只是在能够出风头的时候才露一手，除

此而外，他没有什么用，什么也干不了。再见。

你的 恩·

２３ 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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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６年

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７日于奥斯坦德

圣托马街第１１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四处跑了几天替你寻找住所，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不

是太大，就是太小，很少有两间在一起的，卧室多半小得可怜。昨天

我终于找到了两处住所供你选择：（１）有两个大房间，一间在二楼，

一间在三楼；每间都有一张床，每月九十五法郎；再安一张床就得

再付三十法郎；早餐平均每人每顿半法郎；（２）一所不大的房屋，也

属于那个房主所有，一个房间在楼下，楼上有两间相通的卧室，其

中一间相当大，另一间小，每月一百五十法郎，早餐价钱与上同。谁

租这所房屋，还可以用一个女仆。上述那两个房间在奶油街的“布

拉班特”饭店里，那儿也可以随意搭伙。但是在这方面你们在那里

是完全可以自主的。不管怎样，如果你想在这两处挑一处，那你住

到“布拉班特”那所房屋要好些，比住在旅馆便宜；这两个房间你如

果不满意，可以请女主人给你看看那一所房屋，地点在白衣修女街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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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号，如果这一所也不合适，那你可以再另找房屋。不过，与去年相

比，住房也象其他一切东西一样，确切些说“一切都是这样”，价钱

贵得可怕。你全家午餐就要花五法郎，煎牛排一法郎，肉饼也是一

法郎，酒是二至三法郎。这里的啤酒很差，雪茄烟既不好而且贵，你

最好能从布鲁塞尔带几百支来；如果这样做了，你的开支将大致如

下：

每月

住所…………………………１２５—１５０法郎

早餐………………………… ４５— ４５法郎

午餐…………………………１５０—１７５法郎 （如果你有时在

海滨用餐）

晚餐，煎牛排２—３份……… ６０— ９０法郎 （这里的人都很

能吃）

午餐后在海滨喝咖啡

２杯（非常必需）…………… １８— １８法郎

洗衣很贵，至少…………… ２０— ３０法郎 还有洗澡，每次

１．３—１．５法郎，

共约４０法郎

４１８—５０８法郎         

  除此以外，最好还有一百法郎作为额外开支，否则这里住着很

枯燥。你在这里用不着住一个月以上。只有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

的人才住下去。但是你租房子时必须言明超过一个月就按日计算，

否则，多住两天，就要给你算半个月的房钱。

一般来说，在这里住是很无聊的。最初几天，除了家里人以外，

只有一个枯燥无味的巴门庸人，一个蠢人中的蠢人同我交往，这个

人是我的环境迫使我结识的。昨天布兰克（你是认识他的）从伦敦

来了，我终于通过他结识了一个很机灵也颇为能干的法国人，不过

他在爱北斐特住了十五年，因此说的是德国话。

４３ 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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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要提及”赫斯夫人的事。这使人很不愉快，但是决不

能让她对那个赫斯的愚蠢行为负责。如果我从我的老头①那里得

到足够去巴黎的钱（这钱还靠不住），我将设法把她带过国境。附上

一张便条，请转寄给科伦那个亲爱的可怜人②，好让他放心。他的

夫人现在已到了布鲁塞尔了吧？

这里没有一个大人物。他们８月份才会来。现在还不知道哪

些德国名人将到这里来。因而目前我必须满足于普鲁士银行计

划３２。真可笑，这些老爷们竟然认为，用这种办法就能得到许多钱。

看来，或许能使几个大银行家愿意干这件事，这些人想要成为“大

股东”，想同官僚缔结密约，例如，规定他们的股票不得赎买，以及

要让他们混到中央理事会中去，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就没

有人愿意干了。最妙的是，“认购者姓名以及认购数目都不予公

开”。这就是说，也估计到钱将少得要命，想多少遮一遮丑。这是地

道的官僚伎俩。

马上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来，什么时候来。

你的 恩·

［原信有恩格斯的一幅漫画和说明：］

这种画面昨天在海上不论男女都能看到。

５３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７日）

①

② 赫斯（见本卷第４７０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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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于［巴黎］

罗亚尔宫瓦鲁瓦环行路

亲爱的马克思：

经过疲劳而乏味的旅途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傍晚到达这

里。３３马上我就见到了艾韦贝克。这个小伙子很活泼愉快，十分随

和，接受能力比从前强，总之，我希望同他在各方面——要有一

些耐心——都能很好相处。他已不再为党内纠纷而伤感，原因很

简单：他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把这里的几个魏特林分子赶走①。他和

格律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他们关系破裂，至今还不大

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格律恩用他那种时而低声下气，时

而高傲自大的态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艾韦贝克对他倾心和尊

敬。艾韦贝克十分了解赫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这个人没有丝

毫的好感。自从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他对赫斯就有一种私恨。为

了威斯特伐里亚人的事３４，我狠狠地责备了他。魏德迈这个无赖给

贝尔奈斯写了一封威斯特伐里亚式的诉苦信，把高尚的迈耶尔和

雷姆佩尔描绘成正义事业的蒙难者，说他们曾经甘愿为这一事业

而牺牲一切，而我们却似乎以蔑视的态度把他们推开了，等等。艾

韦贝克和贝尔奈斯这两个轻信的德国人，也就异口同声地抱怨我

６３ 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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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太无情，爱争吵，而对那个尉官却把他的假话当真。这样的盲

从实在少见。

格律恩借口要在瑞士出版篇幅为一印张半的一本小册子，从

工人那里骗去了大约三百法郎①。现在这本小册子卖得的钱已收

回来了，但工人却一个钱也没拿到。因此他们现在正向他逼债。现

在艾韦贝克已经看出，他把这个格律恩带到手工业工人中来，是干

了一桩多么愚蠢的事。他现在害怕在这些工人面前公开谴责格律

恩，因为他认为格律恩会把一切都向警察局告密。但艾韦贝克这家

伙也真是太轻信了！狡猾的格律恩曾经亲自向艾韦贝克讲述过他

所干的一切卑鄙勾当——自然把这些说成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纯英

雄行为，而艾韦贝克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罪犯本人认为

可以告诉他的以外，他对这个家伙以前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无所

知。不过，艾韦贝克曾经提醒蒲鲁东要当心格律恩。格律恩又到这

里来了，他住在麦尼尔蒙坦郊区，正在给《特利尔日报》写一些恶心

之极的文章。莫伊勒把格律恩的书３５中的有关部分给卡贝翻译出

来了，你可以想象，卡贝是多么恼怒。格律恩在《国民报》也得不到

任何信任。

我到卡贝那里去过了。这个老头非常热情，我听了他的高谈阔

论，也对他山南海北地讲了一番。我将经常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

还是别让他参加通讯活动３６。第一，他已经够忙了，第二，他太多

疑。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要滥用他的名义。

我在《爱比格尼》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

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

７３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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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

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

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

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３７。现在只

摘引两处。整个著作（大约六十页）是从如下一段关于和人的本质

不同的自然界的定义开始的：

“与《基督教的本质》所论述的人的本质或神〈！！〉①不同、并且不依赖它

而存在的实体〈１〉，亦即没有人的本质〈２〉、人的特性〈３〉、人的个性〈４〉的实

体，
·
实
·
际
·
上
·
不
·
是
·
别
·
的
·
什
·
么，——就是自然界”。

这真是用雷一般的声音发出的同义字反复的杰作。而且，费

尔巴哈在这个论点中还把宗教的、想象的自然界幻影同现实的

自然界完全等同起来了。同过去一样。——接着，稍后一点，他

说：

“宗教就是对我之为我的崇拜和信奉〈！〉……进而意识到对自然界的依

赖性，想象、崇拜、信奉这种依赖性，这就是上升到了宗教”。

杜蒙大臣几天前在某个校长的夫人那里穿着贴身衬衣被人抓

住了。《海盗－恶魔》报道：一个向基佐请愿的太太说：“真遗憾，象

基佐这样一位出色的人物，总是那么严肃，所有的钮扣全都扣得紧

紧的。”公共工程部的一个官员的夫人说：“杜蒙先生可不是这样。

大家认为，作为大臣，他的钮扣可能解开得太多了。”

为了让小魏尔高兴，我刚才白白地去了一趟“红衣主教”咖啡

馆，花了几个小时，现在继续给你写信。小魏尔有些怨气，因为《和

平民主日报》欠了他大约一千法郎的稿酬未付，这家报纸看来是发

８３ 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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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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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某种严重的危机，到了无法用现金支付的地步，而小魏尔是个

道地的犹太人，不会因得到由未来的第一个法伦斯泰尔承兑的期

票而罢手的。此外，傅立叶主义者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无聊。《法

郎吉》除了荒谬以外毫无内容。已经发表的傅立叶遗著全部只限于

芳香运动以及或多或少似乎是从后面进行的行星交配。土星和天

王星交配就产生了蜣螂，傅立叶主义者自己无疑都是这种蜣

螂，——但是蜣螂的头头则是爱尔兰人休·多赫尔蒂先生，他其实

连蜣螂都不是，而只是蜣螂的幼虫，是它的蛹，这个可怜的动物已

经是第十次（写了第十篇文章）在《宗教问题》３８中滚动了，但是仍

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体面地滚出去。

我还没有见到贝尔奈斯。但是，据艾韦贝克说，他过得还不坏，

他最苦恼的是百无聊赖。听说他长得身强力壮。他现在主要是干

些园艺活，这在他那愁闷的生活中似乎有助于驱散他的忧伤。听

说，当他的——？妻子？（只有前后打上两个问号才能想象这是他

的妻子）挤羊奶的时候，他就抓住山羊的双角。这个可怜鬼对自己

的处境当然感到难受。除了艾韦贝克每个星期到他那里去以外，他

见不到别的人，他整天穿着一件农民的短上衣闲逛，但从来没有出

过萨塞尔，这是世界上最穷的一个小村庄，连个小酒铺也没有，总

之，他苦闷得要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再回到巴黎来，那末他过上

一个月又会变得和以前一样。由于伯恩施太因实际上是个密探，不

能让他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写信给贝尔奈斯先到蒙莫兰锡

或附近某个地方会见，然后就把他弄到巴黎来，花几个法郎让他痛

快一番。这样一来他就会完全变样。不过，你别让他知道我曾把他

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你；这个好小伙子在极为激动的、浪漫主义

的情绪下会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害。

９３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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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妙的是，萨塞尔的这个人家，有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几个孩

子，其中一个孩子还不知道究竟是谁生的，尽管如此，却没有发生

过什么事。甚至爱好男色的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德意志式的爱

情。

赫斯太太正在另找丈夫。她对赫斯已感到厌倦了。如果有合

适的，请与圣安东郊区的格泽耳太太接洽。不必着忙，因为没有什

么竞争。

请速回信。

你的 恩·

我的地址：枯树街１１号。

不言而喻，我在这里和以后写信给你谈到有关艾韦贝克、贝尔

奈斯或其他熟人的情况，都是绝对秘密的。

我没有贴邮票，因为我手头拮据，在１０月１日以前不可能收

到钱。但是，到１０月１日那天，我将寄去一张汇票，以偿还我应当

负担的邮费。

８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３９

［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于巴黎枯树街１１号］

致 委 员 会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将是大有可为的。艾韦贝克为此而欢欣鼓

０４ ８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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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急于正式成立委员会，因为不久即将发生

分裂。魏特林分子的残余，一个裁缝小集团４０，可能很快就从这里

的组织中被清除出去；所以艾韦贝克认为，在此之前最好等一等。

同时艾韦贝克觉得，可以吸收来参加通讯委员会的，未必能超过四

五个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能向你们报告关于

委员会的成立情况。

这些裁缝真是些可笑的家伙。不久以前，他们一本正经地讨论

了这样一个问题：用链子把刀子和叉子系在一起是否要好一些。确

实有这样的人，但不多。

魏特林本人没有回答我们最近转给他的那封巴黎人的非常粗

暴的信。他要求给他寄三百法郎，以供实验他的发明之用，可是同

时又写信告诉他们，这笔钱大概会白白花掉。你们可以想象出，他

们是怎样回答他的。

而木工和制革工人却相反，据说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我

还没有见到他们，艾韦贝克正在用他那一向谨慎的态度办理这

一切。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法国各家杂志的一些情况，当然是在布鲁

塞尔见不到的一些杂志的情况。

比·勒鲁办的月刊几乎全是登载他自己写的关于圣西门和傅

立叶的文章。４１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圣西门捧上了天，极力贬低傅

立叶，把傅立叶说成是圣西门的冒牌的变坏了的追随者。因此他就

苦心孤诣地证明，《四种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的

唯物主义化的抄袭品。４２这家伙简直是发了疯。由于圣西门这本书

曾说过，一种百科全书式地包罗了所有科学的体系，其基础最好是

把一切现象等等归结为万有引力，因此他们就说傅立叶的关于吸

１４８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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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的全部学说是从这里汲取的。当然，所有的例证、引文等等，连

傅立叶写《四种运动》时读过《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这一点都不足

以证明。相反地，安凡丹的全部学说却被说成是偷运到他们那个学

派里的傅立叶主义。这家杂志的名字叫《社会主义评论，或无产阶

级的问题和平解决》。

《工场》杂志事后叙述报界的改革大会说：它没有派代表出席

大会，因此对该刊竟列名于派了代表的报刊名单中十分惊讶。在改

革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前，人民报刊的代表始终被拒于门外；后来当

人们向工人报刊打开大门让它们进去说一声“同意”时，它们认为

参加进去是有损自己尊严的。《工场》接着说，有一百五十个工人，

好象是毕舍的追随者（法国人说这个党大概有一千人左右），未经

警察允许于７月２９日举行宴会纪念七月事件４３。警察进行了干涉；

因为他们不愿意担保不作政治演说，不唱贝朗热的歌，所以集会被

解散了。

这里可以看到维干德先生的《爱比格尼》杂志。维干德先生在

杂志上大叫大嚷，不可一世。《致阿尔诺德·卢格》。４４他提醒卢格

记取他们两人四年来所遭到的不幸。卢格（在巴黎）不会“同狂热的

共产主义携手”。共产主义是一种“在自身无知的头脑中硬想出来

的”状态，“一种人们要用暴力强加给人类的狭隘而无知的野蛮状

态”。最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世界上还有铅用来铸字”，他就

要干出什么什么来。你们看，这个绞刑架上的候补者还没有放弃当

路灯柱上的候补者的希望哩。

请你们注意今天《国民报》（１９日，星期三）上的一篇文章，说

１８４４年以来巴黎的选民已由两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七千人了。

你们的 恩·

２４ ８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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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大地堕落了。丹东在布尔顿林荫道上卖木柴。巴巴鲁

在圣奥诺莱街开布店。《改革报》已无力再提出对莱茵地区的要求。

反对派正在寻求天才人物，但是找不到。资产阶级先生们很早就上

床睡觉，到十二点就全得关门闭户，而年青的法国对此则安然忍

受。如果不是按照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ｕｎｄ……①这个谚语生活的店主先生

们规定一早要开门营业，警察大概是做不到这点的。

格律恩先生用工人的钱印的小册子，就是我当初在载勒尔那

里看见过的那本：《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匿名

出版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论文（《德法年鉴》上的）的剽窃和

一些荒谬透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关于君主专制的阐述如下：

“君主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领地，而这种精神的领地就叫做国

家。国家成了领地的领地；国家作为领地的典范，取消单个领地，正如它

保存单个领地一样。只要单个领地想成为绝对的，独立的，国家就要取消

它”，等等。

接着，这种“精神的”领地“普鲁士”，马上又一变而成为一种

“人们在其中祈祷”的领地，“成为宗教的领地”！！总后果就是：自由

主义在普鲁士已经在理论上被战胜，因此议员们将不再去研究资

产阶级问题，而直接去研究社会问题了。

“屠宰税和磨粉税真正揭示出了赋税的本质，它揭示出，每一种赋税都是

人头税。而谁征收人头税，谁就说：你们的头和身体都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

的农奴…… 屠宰税和磨粉税完全适合专制主义”，等等。

这头蠢驴交了两年的日用品入市税，而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

３４８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

① 指德国谚语：《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ｕｎｄｅ ｈａｔ Ｇｏｌｄ ｉｍ Ｍｕｎｄｅ》（“一日之计在于

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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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存在于普鲁士。总的说来，这本小册子除了

一些剽窃和空话外，是彻头彻尾浸透了自由主义，而且还是德意

志的自由主义。

这里的工人全都深信，魏特林的《保证》４５不是他一个人写成

的。除了西·施米特、贝克尔①外，好象还有几个法国人给他提供

过材料；特别是，他还从里加的一个名叫阿伦斯的人那儿得到一

份手稿，这个人过去是巴黎的工人，现在在美国，《现实的人类和

理想的人类》的主要章节就是这个人写的。此地人有一次曾写信

到伦敦向魏特林问起过这件事，他大为恼怒，只回答说，这是诽

谤。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１９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星期三 ［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勒斯劳②的报告使我很感兴趣。我

已经把报告中能使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感兴趣的东西转告了他

４４ 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①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奥古斯特·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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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你们尽可能地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

极参加工作的情况介绍给我，以便我能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

一些介绍。科伦人现在干些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１）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木工的头头们，

已经会面好几次了。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

他们的与同盟４６有关的事情之外（这些事情由于同魏特林派裁缝

的严重分歧①而弄得十分混乱），这些人，确切些说，是其中的十

二至二十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没有什

么材料可供讨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时候，艾韦贝克就不得不

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

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

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在两次谈

话中，从经济关系出发，给他们讲述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

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所听到的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

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

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了一切政治而讨论某种“社会问题”。这

样的会对于吸引外人参加很合适，因为它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大

约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

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二百人以上。

象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人中间，已

出现某种淡漠情绪，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

裁缝共产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

５４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４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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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４７
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

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傲慢的老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而

一部分也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给他们

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老是那么一

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已经在会上可怕

地传染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

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

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格的纯粹胡说八道

中学来的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一度

住在布鲁塞尔的云格。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

的，也能作许多事情，因为他能掌握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清

楚十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三个星

期以来都没有能够见到他——他总不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

就是工作做得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

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

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一

旦他们抛掉了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

他们全都热烈渴望研究经济学问题。我现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

然他的头脑你们知道是十分混乱的，但是还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

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能做到。关于

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六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极大

的支持，尤其是云格的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

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使他们抛弃他的空谈，他们就

不会恢复先前的劲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

６４ 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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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什么事都不能办。我已经向他

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把格律恩所干的坏事都给他当面揭出来；贝

尔奈斯也想参加，就是艾韦贝克也想同他算账。等到他们同格律

恩了结一些私事，也就是有保证拿到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

的破烂货而垫给格律恩的钱，就会这样办。可是，由于云格没有

来，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又或多或少象个孩子，因此，尽管这

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五分钟内就能解决，但还是没有头绪。糟糕

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士瓦本人。

（２）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

（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

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４８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

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知道了一块新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

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了木工中间，这时我也

在座，渐渐地，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全盘

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

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这是不折不扣的在英国

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ｌａｂｏｕｒ－ｂａｚａｒｓ，或者是

ｌａｂｏｕｒ－ｍａｒｋｅｔｓ
４９
，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

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料费用加上

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协作社的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他产品来支

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收入

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发议论说，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

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废除中间商人所得的利润了。可是这位大聪明

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

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

７４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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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他也完

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

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

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

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

劳宾人５０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

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亏

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

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

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

己领导着有两万个工人的协作社了（他们想马上就大规模地干），

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蒲鲁东如果

把这一套办法公开出来，他就一定会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

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地丢尽脸皮。

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５１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

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

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

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

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

样。而且这一套又是那样陈旧！

（３）现在再说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奥格斯堡《总汇报》于

７月２１日刊登了一篇７月１６日的巴黎通讯，讲到俄国大使馆：

“……这是个正式的大使馆；但是在它之外，或者毋宁说在它之上，却有

一位名叫
·
托
·
尔
·
斯
·
泰的先生；他没有官衔，但被称为‘宫廷的亲信’。过去他在国

民教育部任职，后来带着写作任务来到巴黎，在这里给教育部写过几篇报告，

８４ 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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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过一些法国报界的概况，以后就不再写作，但是行动却更多了。他过着

富裕舒适的生活，进行广泛的社交，接待一切人，从事一切活动，无所不知，办

事很多。我认为他才是驻巴黎的真正的俄国大使…… 他的说情能造成奇迹

〈所有请求赦免的波兰人都去找他〉，使馆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在彼得堡

他也有很高的威望”。

这个托尔斯泰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骗我们说要在俄国卖掉他

的庄园的贵族托尔斯泰。５２这个人除了他领我们去过的那个寓所

外，在马秋林大街还有一座豪华的房屋，他就在那里接待外交人

员。波兰人和许多法国人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有德国的激进派还

一无所知，因为他在德国激进派中间认为自己最好也扮作一个激

进派。我所引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波兰人写的，贝尔奈斯认识他，这

篇文章马上就转载在《海盗－恶魔》和《国民报》上了。当托尔斯泰

读到这篇文章时，没有再表示什么，高声一笑，开玩笑地说他终于

被揭穿了。现在他在伦敦，由于他在这里的戏已经演完，所以要到

那里去碰一碰运气。可惜他不再回来了，要不我还打算同他开几个

玩笑，最后在马秋林大街留下我的名片。从这一切看来，十分明显，

他所推荐的安年柯夫同样是一个俄国密探。甚至巴枯宁也很可疑，

他必然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其他俄国人全都知道。我对他当然不会

露出什么，但是我要设法报复一下俄国人。尽管这些密探对我们并

不危险，但决不应当放过他们。要是利用废物搞些阴谋试验，他们

倒是合适的对象。看来，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些用处的。

（４）赫斯老爷子。我在这里已经很满意地忘记了他的那位不断

诅咒他的夫人，也就是说，把她送到那个可以听到不停的哀号和切

齿声（格律恩和格泽耳）的遥远的圣安东郊区去了，可是前不久我

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老爷子叫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

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

９４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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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没有发生，完全显得平静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老赫

斯。他肯定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

经破产），说他“重新产生了工作的愿望”（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

钟来宣传宣传），接着他就写了下面的一段历史性的备忘录（日期

为８月１９日）：

“几星期前，科伦这里几乎发生了一次流血的暴动，
·
很
·
多
·
人都武装起来了

〈莫泽斯想必不在其中〉。冲突没有发生，因为士兵没有出场〈科伦的酒铺庸

人的巨大胜利〉”，如此等等……

接着就谈到市民集会，在会上，“我们”，也就是“党”和莫

泽斯先生，即共产主义者，“取得了如此完全的胜利，以致我们”

如何如何。

“我们首先把金融贵族……然后把小资产阶级击溃了〈因为他们中间没

有天才人物〉。最后，我们
·
本
·
可
·
以〈！〉在会上通过一切〈例如让莫泽斯当市

长〉；通过了一个纲领，会议责成它的候选人对纲领承担义务，这个纲领〈请

听，请听！〉即使让英国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起草也不会更激烈一些〈！！！

也没有人比莫泽斯理解得更荒谬〉……请不时
·
打
·
听
·
一
·
下〈原文如此！〉我的

［妻子］①。〈双方都希望我不怕风险地监护女方，这一点我有证据〉……并请

把这封信给艾韦贝克看看，让他也受到鼓舞。”

这种“鼓舞”，这种恩赐，愿上帝保佑吧。我自然完全不理睬

这个笨蛋——现在他也给艾韦贝克写了信（只是为了让艾韦贝克

付邮资给他的老婆转去一封信罢了），还扬言两月后就要到这里

来。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想我也能告诉他点什么，让他也受到

“鼓舞”。

话既然已经说开，那我最后还要报告你们一件事，就是海涅

０５ 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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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这里来了，前天我和艾韦贝克去拜访了他。这个可怜的人憔

悴已极。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脑软化在继续发展，颜面麻痹

也在发展。艾韦贝克说，他可能突然死于肺水肿或脑溢血，但也

可能时好时坏地拖上三四年。自然他有些消沉和忧郁，而最显著

的一点则是；他在议论时极为和善（而且认真）——只是在谈到

莫伊勒时不断地说些俏皮话。他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可

是他的容貌由于留起了花白胡须（他已不能再刮胡须）而更加奇

特，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悲哀。眼看着这样一个杰

出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真使人十分难受。

我也看见了伟大的莫伊勒。“小人儿，小人儿，您的分量这样

轻！”这个人的确值得一看；我对他的态度极为粗

暴，这个蠢驴对我却报以特别的热忱，并且对别

人说我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他的模样就象死了六

星期的卡尔·穆尔。请马上回信。

你们的 恩·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开开心：今年８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

有一篇关于比德曼的［关于］①共产主义一书的书评
５３
，内容如下。

首先用很可笑的法国人叙述方式把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描述了一

番，然后说，现在来谈谈马克思先生。

“马克思先生是一个鞋匠，正如德国的另一个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是一个

裁缝一样。前者〈马克思〉不大看得起他曾有幸在当地研究过的法国的共产

主义〈！〉，不过马克思同样也完全走不出〈从这种亚尔萨斯人的用语中你还

１５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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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出是菲克斯先生吗？〉抽象的公式，并且避免涉及任何真正实际的问

题。按他的看法（注意这些胡说八道〉，德国人民的解放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信

号。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当一切都准备好时，高

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

马克思说，在德国需要创立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便去实现共产

主义的哲学思想。”

署名是德·菲·（已经死了）。这是他的最后作品。这家杂志

上一期也对我写的书作了同样可笑的评论。５４九月这一期里有对

尤利乌斯的评论５５，我还没有见到。

在《博爱》编辑部中发生了唯物论者和唯灵论者的冲突。唯

物论者以二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失败，退出了编辑部。但是这并没

有妨碍《博爱》拿出一篇漂亮文章论述不同的文明阶段，并论述

这一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

请马上回信，因为我两星期后从这里 ［迁走］①，因此来信很

容易 ［会］①被压下或在旧寓被拒绝接收。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野林”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２５ ９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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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于 ［巴黎枯树］街１１号

亲爱的马克思：

有许许多多我本来想写信告诉你本人的事情，都写到我的报

告工作的信里了，因为报告工作的信我写得早一些。这次让别人

也看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下决心去摘录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巴黎

这里，这种东西显得十分枯燥。不过现在我家里有这本书５６，我很

快就要动手去做。魏德迈甜蜜的胡说真是动人。这家伙先是宣称

他要写一个宣言，在宣言中将把我们称为无赖，接着又表示希望

这不致引起私人之间的不和。这样的事，甚至在德国也只是在汉

诺威—普鲁士边境才可能发生。你的经济状况依然很困难，真是

糟糕。我不知道除了列斯凯外，还有哪个出版商愿意接受我们的

手稿①，而在与列斯凯商谈时，还得不让他知道对他的出版社的批

评。勒文塔尔显然是不会接受的，他曾经用种种可耻的借口拒绝

了贝尔奈斯的一笔很有利的买卖（给本地一个老头子写的传记，共

两卷，第一卷应立即付印，老头子死后马上发行，之后接着就印

第二卷）。而且他还胆小怕事，说什么他可能被驱逐出法兰克福。

贝尔奈斯希望能把这本书交给布罗克豪斯，后者自然以为这本书

３５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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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资产阶级口味写的。

威斯特伐里亚人是否已把手稿寄给了丹尼尔斯？５７——关于

科伦方面的计划５８你听到过什么比较详细的消息吗？赫斯写信提

到了这事，这你是知道的。

吕宁的胡说八道尤其出色。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家

伙在怎样大出其丑。如果我们批判他们的种种卑劣行为，那末这

位高贵的人又会声明，说这是“自我批评”。５８但是这些先生们很快

就会象下面这句话所说的那样：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①

威斯特伐里亚似乎也慢慢觉察到，它的共产主义没有屁股，或

者用莫泽斯②的话来说，没有“物质基础”。

皮特曼所说的布鲁塞尔人为《普罗米修斯》撰稿，就我来说，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听一听这个恶棍干的事是何等巧妙。由于

我也需要用钱，所以就写信给他，叫他把欠的稿酬给我寄来。这

个家伙却回信说，他刊登在《公民手册》上的我那篇文章③的稿酬，

他已委托列斯凯付给我（自然还没有收到）。至于发表在《莱茵年

鉴》第二期的我那篇文章④的稿酬，他固然已从出版商那儿取得

了，但是由于德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者极可耻地使他这个伟大的Ｐ⑤

和他的另一个伟大的Ｐ即《普罗米修斯》陷入了绝境，所以他，第

４５ 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皮特曼（Ｐüｔｔｍａｎｎ）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

弗·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编者注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摘自歌德《完整无缺》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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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Ｐ，不得不把全部稿酬（其中也有艾韦贝克等人的稿酬）用来

印第二号Ｐ，因此付给我们稿酬要等到Ｘ星期以后！！多狡猾的家

伙；如果你不给他们写稿，他们就控制稿酬。这样一来，你就成

了《普罗米修斯》的撰稿人和股东了。

昨天晚上我已经在这里的工人那里看过了已印好的伦敦的呼

吁书６０。胡说八道。向“人民”呼吁，就是说，向什列斯维希—霍

尔施坦的臆想的无产者呼吁，而在那里，除了低地德意志的村夫

和充满行会习气的施特劳宾人５０以外，再也见不到别人。他们从英

国人那里学到的，正好是这种荒谬的东西，即完全漠视实际存在

的关系，无力把握历史的发展。他们不是去正面回答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问题，而是想叫他们所说的、那里根本不存在的“人

民”不理会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采取平静而消极的态度；他们

不去想一想，资产者仍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撇开那显然

是多余的、同他们的结论根本没有关联的对资产者的谩骂（这种

谩骂完全可以用自由贸易的空话来代替），那末，那些不赞成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加入关税同盟的伦敦自由贸易派报纸会毫无顾

虑地发表这篇东西。

德国报纸已有暗示，说尤利乌斯为普鲁士服务，写文章为罗

特尔说话。这对于资产者①将是一个喜讯，据德斯特尔说，尤利乌

斯的高尚的作品曾经使他大为赞赏！

顺便谈一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吧。马车夫②前天写了三

行字给艾韦贝克寄去，说现在通信应当十分小心，因为丹麦人在

拆阅所有的信件。他认为，最后可能会发生战争。我是表示怀疑

５５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维贝尔。——编者注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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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过，丹麦老头子这样粗暴地逼迫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

也很好。６１还有，你读过《莱茵观察家》上的一首著名的诗《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吗？我无法记住所有的词句了，大

致的印象是这样的：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海之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同族血亲，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语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德国海滨！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豪情似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热血沸腾，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努力奋战，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站稳脚跟！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哀歌不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丹麦物品！”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声声呼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全国同声！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喊声一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力不从心，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愚蠢青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耻大辱深。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同族血亲；永远忠于你，我的祖国

——这首臭诗就这样结束。这是一首恶劣的、应当由迪特马尔申

人来唱完的歌，而迪特马尔申人又应当由皮特曼来歌颂。

科伦的资产者动起来了。他们向大臣先生们提出了抗议，这

是德国市民所能做到的极限。可怜的柏林说教者①啊！他同本国的

６５ 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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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市政委员会都发生了争吵：先是柏林的神学争论，后来在布

勒斯劳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现在又是科伦事件。不过这个笨蛋同

英国的詹姆斯一世一模一样，他好象也真把詹姆斯一世作为自己

的榜样。看来他不久也同这个家伙一样，要烧死巫婆了。

对蒲鲁东，我在那封报告工作的信①中讲得确实极不公平。因

为上次那封信的篇幅不够，所以我必须在这封信里加以纠正。我原

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

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

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你想想看：要无产者积储小额的股

份。用这些小额股份（在少于一万到两万工人的情况下，自然是绝

不可能着手办的）首先在一种或几种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

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１）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

给股东（这样他们就不要支付利润了），而（２）可能剩余的部分则按

照市场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公司的资本一旦因新股东的加入

或老股东的新储金而增加起来，这笔资本就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

工厂，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国内所有的

生产力都被收买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其支配劳动

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因为“找到了一种

制度，使资本即利息的来源可以说是消失了”（这是古老的归公

法６２的翻新，不过阐述得稍为详细一些罢了）。在艾泽曼老爷子重

复过无数次、显然是由格律恩灌输给他的这些词句里，你会看出蒲

鲁东原来的花言巧语在里面清晰地闪现出来。这些人所想的不多

不少地正是：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让他们放弃他们的资本所

７５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７—４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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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

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

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

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

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

时喝酒用的六个苏①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

美丽的法国！路特希尔德一伙和这些大买主比起来，竟是真正的蠢

材了。真是令人生气。格律恩把这些家伙弄得这样糊涂，甚至最无

聊的空话对他们来说也比用来论证经济学说的最简单的事实更有

意义。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真是可耻。但

是要有耐心，我决不会把这些人丢开不管，直到我把格律恩逐出战

场并使他们发昏的头脑清醒起来为止。

唯一能看出这全部荒唐事的头脑正常的人，是我们的云格，他

也在布鲁塞尔呆过。艾韦贝克也用一些最无聊的东西塞满了这些

人的脑袋。这个家伙的头脑现在完全是一蹋糊涂，有时简直快要发

疯了；他昨天亲眼看见的东西，今天都已经不能重述出来，更不用

提他所听到的东西了。而这个家伙是怎样受格律恩指挥的，从下面

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当特利尔的瓦耳特尔去年冬天到处发牢骚

抱怨书报检查的时候，格律恩就把他描绘成一个书报检查的受害

者，说他进行了一场最崇高最勇敢的斗争等等，并且利用艾韦贝克

和工人们，给瓦耳特尔这头蠢驴撰写了一篇十分堂皇的贺词，签上

名，对他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英勇精神表示感谢！！！！艾韦

贝克羞愧得要死，万分恼恨自己。但是蠢事已经做出来了。所以现

８５ 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① 法国旧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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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不得不把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

灌输给工人们的一些空话，又从自己和工人头脑中再清除出来。要

知道，一样东西，他不把它背熟，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就是背熟了的

东西，他多半也理解得不对。如果他没有那样的诚意，如果他根本

不是一个那么可爱的人，特别是现在，那跟他就不能相处了。我很

奇怪，我居然还能同他和睦相处；他有时也说一些相当切实的意

见，但是，接着就又大发谬论，例如，他的令人难忘的关于德国史的

演讲稿就是这样，其中每句话都有谬误，使人忍不住发笑。不过，正

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满怀热情，十分乐意接受一切意见，而且

有始终不变的好脾气，爱自我讽刺。尽管他干了许多荒唐事，我却

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他。

关于贝尔奈斯没有多少可讲。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他来过

这里一次。今年冬天也许会来；所缺的只是钱。威斯特伐里亚人

给他寄去了二百法郎，想要收买他；他把钱收下了，别的自然就

不去理会了。魏德迈更早的时候曾经说要给他钱，他写信说要二

千法郎，否则他什么也干不成；我告诉他，威斯特伐里亚人一定

会答复说，他们拿不出现金，等等。——果然丝毫不差。作为报

答，他就把二百法郎留下来了。他过得很快活，对谁也不避讳他

的全部不幸遭遇，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过着农民的生活，在菜

园里劳动，能吃能喝；我怀疑，他同一个农村姑娘发生了关系，所

以他也不再到处讲他的悲哀了。尽管一有机会他就爱扮演卡米尔

·德穆兰的角色，而且根本不适合做一个党的活动家，但现在他

对党内分歧终于有了比较明白和清醒的看法了。关于他的法权观

点，现在还无法跟他达成一致，因为每一次他总是说，政治经济

学、工业等等不是他的专业，因而极力不再谈下去，同时见面机

９５１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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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又少，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不过我认为，我已经打开了一个

不大的缺口，如果他到这里来，我想必能够纠正他的这些错

误。——你们那里的人在做些什么？

你的 恩·

一个问题：托尔斯泰事件①完全确实，难道不应该把它告诉伦

敦人②吗？如果这个人仍继续在德国人中间扮演那种角色，德国人

就可能大大破坏一些波兰人的声誉。如果这个家伙借用你的名义，

又将会怎样呢？

贝尔奈斯在反路特希尔德的运动中写了一本小册子６３；这本

小册子将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过几天在这里用法文发表。

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６４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９月于巴黎］

……（７）他们应该把分配股息的条款改成分担亏损的条款，因为

即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末光凭全部承担亏损、而利润则加以

分配这一条出色的原则，他们也会破产。因此，他们要能站住脚，

就必须比其他任何出版商加倍地搞好营业；而事实是，迄今为止，

所有专门或主要经营禁书的出版商——弗吕贝尔、维干德、列斯

凯——到最后都由于以下原因而破产：（１）由于没收；（２）由于

０６ 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于巴黎）

①

② 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４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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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上受到排挤，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总是要发生的；（３）由于

经销商人和零售商人的欺骗；（４）由于警察的威胁、被控告等等；

（５）由于另外一些出版商的竞争，这些出版商只是偶尔印些违禁

的东西，这样警察就不大注意他们，因此，他们得到畅销的稿子

的机会就多些，而死板一些的出版商则只好捡拾各种废物和不好

销售的书籍。书商同警察作斗争，只有在许多出版商都来参加这

一斗争时才能收到效果。这实质上是一种游击战，能够取得利润

的只是那些仅仅偶尔去作这种冒险的人。不能专门经营这种商品，

因为市场不够大。

此外，公司是否会破产的问题是根本无关紧要的，不管它采

取什么办法都非破产不可；但是在实行保证制度的情况下，它会

破产得十分迅速；这类似有三个转变期的热病，一到第三个转变

期，就只能等死了。既然期待中的来稿量不会太大，那么也可以

比做一场轻度的肺痨。糟糕的只是，公司如果自己印书，它的资

本就要花费得更多。它所拥有的资本必须够一年半印书之用；因

为，假定公司在第一年当中所花的资本是三千塔勒，复活节集市

后结账，如果营业还过得去，收入三分之二左右，即至少是二千

塔勒。那末，除了那三千塔勒外，公司还应当起码再准备一千塔

勒供第二年之用。因此，总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不生息资

本作为存书、债款等等占用。这笔款数也许能以逐步支付的预借

款的形式从股东那里增收。不过，必须先同某个书商商量妥当，以

便清楚地知道第一年年终时所投入的资本有多少是不生息资本，

或者要多长时间全部资本才能周转一次。我对这一点也不太清楚，

可是我有理由相信，我在上面的计算里，对经常不生息的资本恐

怕是估计过少，而不是估计过多。

１６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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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负责人先生将由于获得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而发财致富。

如果在准备金里再算进去百分之十可能的亏损，那就要出现可观

的赤字了。

至于这种保证会对作者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用不着说了。

我认为，如果是比较大的著作，就必须取消这种保证。公司一旦

按这种原则开设起来，我们就不能再给其他出版商什么东西了，因

为他会认为这是公司拒绝出版的东西。我们曾经据以拒绝给威斯

特伐里亚人以保证的那些理由，在这里还都有效，我就不再说

了。６５不管从我们的名誉来说或者从我们的利益来说，都不允许我

们这样做。

在个别细节方面：方针委员会七个人太多了。三人足够，最

多五人。否则，会混入一些蠢驴甚至阴谋家进去。这个委员会基

本上应设在布鲁塞尔，如果需要七个委员，难道还能进行选择吗？

要这么多的人也毫无用处。要知道，做工作的是我们，而我也乐

意承担我的一份工作，那么所有这些陪审官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再说，如果委员会的意见就象省议会的意见一样得不到重视又会

怎样呢？书面征求所有这些意见将是一项繁重得要命的工作，但

我们对这个工作也根本别想回避。再重复一句：我乐意承担我的

一部分工作。

一个问题：如果资产者任命一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组

成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不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怎么办？

２６ 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９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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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于巴黎］

圣日耳曼郊区百合花路２３号

亲爱的马克思：

在长时间的内心抗拒之后，我终于强迫自己把费尔巴哈的破

烂货读了一遍，我发觉，在我们的批判①中无法涉及这篇东西。等

我把主要内容告诉你以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宗教的本质》，《爱比格尼》第一卷第１１７—１７８页。——

“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第１１７页）。因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

所以“自然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第１１８页）。

（“自然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表示人认为与他自己以及与他的产品不同的

那些实体、物体等等的一般用语。”）

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

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

进了它的宗教里。

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

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

了动物崇拜（接着是多神教徒为反驳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攻击而

作的辩解，都是老生常谈）。

３６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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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在基督教徒那里同样也始终是宗教的隐蔽的背景。那些

表明神与人不同的特性，就是自然的特性（最初的，就基础而

言）。这就是万能性、永恒性、普遍性等等。神的真实内容只是自

然，不过是在这个意义上，即神只是被想象成自然的创造者，而

不是被想象成政治的和道德的立法者。

对理性实体创造自然、从虚无中创造等等论点所进行的反驳，

大多是一种“人格化”的，就是说，一种翻译成温和的、感动市

民心灵的德语的庸俗唯物主义。自然在自然宗教中之成为对象，并

不是被当作自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人格的，活生生的，有感

觉的实体…… 一种有情感的实体，亦即一种主观的、人的实

体”（第１３８页）。因此人就崇拜它，并且极力用人的动机等等去

规定它。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自然界的多变。

“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把自然想象为一个任意行动的有人格的实体，

这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最本质行动的基础。”（第１４０页）

但由于献祭的目的是利己的，所以人仍然是宗教的最终目标，

人的神化是宗教的最终目的。

接着就是陈旧的解说和夸张的论述，说那些还信奉自然宗教

的原始民族，把他们讨厌的东西如瘟疫、热病等等也都变成了神。

  “如同人从一个仅仅是肉体的实体变成一个政治的、完全不同于自然并

集中于自身〈！！！〉的实体一样，人的神也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不同于自然的

实体”。“
·
因
·
此人”就达到了“把他自身同自然分开，从而达到了一个不同于

自然的神，这首先只通过他同其他人组成为团体来实现，在这种团体里，那

些不同于自然的、
·
仅
·
仅
·
存
·
在
·
于
·
思
·
想
·
或
·
想
·
象
·
中
·
的
·
力
·
量〈！！！〉即法律、舆论、名

誉、道德的力量，就成了人的依赖感的对象……”。

（这个文风怪诞的句子在第１４９页上。）自然的力量，支配生

４６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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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的力量，被贬低为政治的和道德的力量的附属品和工具。在

第１５１页上有一段是讲东方保守派和西方进步派的。

“在东方，人并不由于人而忘记自然…… 君主本身对人来说不是作为

一个尘世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天上的、神的实体而成为跪拜的对象。但是

在神的身旁人就消失了，只有在尘世不再有神的时候……人们才能给自己找

到空间和地盘。”

（漂亮的解释：为什么东方人停滞不前，——由于那里偶像占

满了空间。）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关系，正象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关系

一样，前者依赖自然，而后者依赖人，等等，“因此，只有城里人

创造历史”（只是在这个地方才带有微弱的，但又有些难闻的唯物

主义气味）。

“只有能够把自然的力量牺牲给舆论的力量，把自己的生命牺牲给自己

的名誉，把自己的肉体存在牺牲给自己在后代口中和思想中的存在的人，才

有资格从事历史的事业。”

原来如此！一切不是自然的东西，便是观念，舆论，空谈。正

因为如此，所以“只有人的‘
·
虚
·
荣
·
心’，才是历史的原则”！

第１５２页：“只要人意识到……恶习和愚昧带来不幸等等，而美德和智慧

与此相反……则带来幸福，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是理智和意志……那

时，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就成为一个依赖理智和意志的实体。”

（话题转到了一神论上面——费尔巴哈把上述的虚无缥渺的

“意识”同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分了家。）随着理智和意志对世界的统

治，就出现了超自然主义、从虚无中进行创造以及一神论，还特别

用“人的意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一神论。至于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

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

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

５６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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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

此敌对的人——关于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认为没有谈论的必要。

反对目的论的长篇空谈；旧唯物主义的翻版。在这里，费尔

巴哈责备神学家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错误，可是他在对待现实世

界方面却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学家们认为，没有神，自然就一定

会变成一片混乱（就是说，没有对神的信仰，自然就会分崩离

析），神的意志，神的理智、舆论，把世界联合在一起。对此费尔

巴哈笨拙地加以嘲笑；可是他自己也认为：舆论，对公众的舆论、

法律及其他思想的恐惧心现在把世界联合在一起。

费尔巴哈在反对神学时用的一个论据，表现出他是一个

１ａｕｄａｔ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ｉｓ 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ｉｓ〔现时代的颂扬者〕①：儿童在幼小

时期的死亡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

“自然由于十分富有，可以不加思索地牺牲成千上万的单个的成员……

例如一岁的婴儿三四个里面死去一个，五岁的二十五个里面死去一个，这都

是自然原因的结果”。

除了在这里摘下的不多的几个论点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摘

录的东西了。关于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一点也看不出

来。至多是从宗教史上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上述的陈腐的论

点。文章内容的大部分是对神和基督教的论战，观点同他以往的

论战完全一样；只不过现在，当他智穷力竭的时候，尽管一再重

复过去的空话，对唯物主义者的依赖性仍然明显得多地暴露了出

来。如果要想就自然宗教、多神教、一神教的陈旧论调说些什么，

那就必须用这些宗教形式的现实发展来对比，为此首先必须研究

６６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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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宗教形式。但这一切，同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一样，对我们的

著作没有多大关系。这篇论文，对于了解费尔巴哈的实证哲学观

点，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我上面摘录来以供批判的几个论点，只

不过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你对这个家伙还有

兴趣，可以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从基斯林格那里搞到他的全集的第

一卷，在这一卷里费尔巴哈还写了一篇序言之类的东西，那里面

或许会有点什么。我见过一些片断，在那里费尔巴哈谈到“头脑

里的恶”和“胃里的恶”，仿佛是要为自己不研究现实作无力的辩

解。这一切正是他一年半以前就写信告诉我的东西。

刚才收到你的信。由于我搬了家，这封信在旧寓中放了几天。

我想同瑞士的书商接洽一下，不过能否给手稿①找到地方，我没有

把握。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钱来印五十个印张。我的意见是，

我们可以把手稿分开，设法分册出版，先出版哲学部分，这是应

当首先发表的，然后再出版其余的部分，否则我们会什么也印不

成。一下子印五十个印张，分量很大，许多书商正是因为无力负

担才不愿接受。——此外还有一个不来梅的屈特曼（不记得当地

是怎么叫的了），就是莫泽斯②和魏特林从我们这里拉走的那个

人；这个人同意印刷可能遭到查禁的书，但是不肯多付钱；我们

可以拿手稿去找他，完全可以。如果把手稿分开，把第一卷交给

一个人，把第二卷交给另外一个人，你认为如何？福格勒知道屈

特曼在不来梅的地址。关于李斯特的文章③即将完成。

《人民论坛报》上的东西６６，我是大约三星期以前见到的。这

７６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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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魏特林兄弟的无耻行径

在给克利盖的信中已登峰造极。至于细节，我已记不得，也就不

能说什么了。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

５０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

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

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

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由于这几期报纸正在这里的施特劳

宾人中间流传，所以要等四五天我才能拿到手。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对我掀起了可怕的叫嚣。特别是三四个

“受过教育的”、曾经被艾韦贝克和格律恩传授了“真正人性”的

奥秘的工人。但是我还是取得了胜利：由于耐心对待，再加上一

点威胁，大多数人都跟我走了。格律恩已经拒绝了共产主义，而

这些“受过教育的”家伙也非常想追随他。但是我直接投入战斗，

把艾泽曼老家伙吓得再也没有露面，并且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赞

成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今天晚上就要

表决：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呢，还是象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所说，

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的。我有把握获得多数。我已宣布，如果

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那我同他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也不再来了。

今天晚上格律恩的门徒们要被彻底击败，然后我将完全从头开始。

这些“受过教育的”施特劳宾人向我提出的要求，你根本无法

想象。“温和”，“宽厚”，“热烈的博爱”。不过我给了他们相当厉害

的抨击，每一个晚上我总要使五、六、七个家伙组成的整个反对派

（因为最初是整整一伙都反对我）哑口无言。下次写信时，我将把这

一切经过写得更详细些，因为它清楚地暴露了格律恩先生的面目。

据说，蒲鲁东两星期后要来。那就开心了。

８６ １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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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正在筹备一个杂志①一类的东西。雪茄侏儒莫伊勒断言，

他能够为杂志弄到钱。不过我不相信这个家伙，除非他把钱摆到

了面前。这件事如有结果，那末一切都已经安排得使这个刊物能

完全由我们掌握。莫伊勒这个表面上的编辑，我已允许他在杂志

上刊登自己的谬论，不这样也不行。其余一切都要经过我的手，我

有绝对的否决权。我写的东西自然用笔名或匿名发表。不管怎样，

如果杂志办成功了，既不会落到赫斯手里，也不会落到格律恩手

里，也不会落到其他方向不明的人手里。多少进行一些扫除也很

好。不过，在它办成功以前，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事情还得在这

个星期才作出决定。

祝你健康，请马上回信。

恩·

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于巴黎

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５０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

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

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

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

了一致的通过。

９６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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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

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

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

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

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

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

人，这引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借此迫使这位高

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了

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

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

期天都邀请人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

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

宾人的面攻击了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

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

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象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

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

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

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

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

等，象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

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

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

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放弃了这种称

０７ 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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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我自然没有因为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

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弄得措手不及。我当时给他们下

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

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

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

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

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

的宗旨规定如下：（１）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２）

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３）除了进

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

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

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

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

样做过。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

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

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

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

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清扫干净，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使这些小伙子做

些工作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

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

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

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

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要是我不

１７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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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服服贴贴地让自己陷进

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自己那伙人的思考能力，

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会为止。每次

会议以后——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

事——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讲述我说

过的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当他

们在此之后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刚说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猜

出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由于这种教唆，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凡是

有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

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坏蛋不久前还

是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了我给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

命６７问题所讲的话，另方面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

东西。他现在正在搞政治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①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

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

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

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这部分地是正义

者同盟４６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

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关

于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在整个巴黎都无法了解，没有人知

道他们。

２７ 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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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

提出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

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不要写信

告诉任何人。这封信同他对我们的抨击①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

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

叙述了他们所遭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

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显然以克利盖为首，并且他以无比

宽广的胸怀经管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

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

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

繁荣时期，克利盖这时成了一个普通“记录员”，财务的管理看来是

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已不是靠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靠舞迷的双

腿，一般地还靠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的来源；而且使他们感到惊

奇的是，现在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

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现在他们在金钱方面完

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

敢的特克伦堡人②还历数了他们忍受过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

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

又对移民区发泄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

移民区（也就是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一般说来他主要

谈论的是尘世中的事，尽管也有点甜蜜蜜的东西，尽管只是不时地

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能收到《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请回信告诉

３７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①

② 克利盖。——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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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上面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四天以来，

《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

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

于对梯也尔的效忠。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谣传，说巴斯蒂德

和托马退出了《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

了联盟。《国民报》加以否认。它的编辑部发生变动是确实无疑的，

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

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同情是怎样

使自己大丢其脸。——此外，最近《国民报》完全是出于反对《改革

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初出现在《改革

报》上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６８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

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十分吃力地要象《国民报》那样进行

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这一点它是办不到的。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到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

的情况：格律恩由于本事不大，伤害不了我什么，于是就让人在城

门口告我的密。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

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

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

云格。于是艾泽曼就把云格称作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

筒，说这个第三者突然象一颗炸弹似的出现在这些人里面，说这个

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

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也就是他向警察所作的不折不扣的告密。而

发生这种事情的那家店主，在一个月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都

有密探，同时警官有一次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

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极力教唆艾泽曼该怎样

４７ １３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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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所知，格律恩应该对艾泽

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

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攻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又等

于把每星期的集会告了密，格律恩非常胆怯，不敢亲自以自己的名

义干点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

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使警察把整个集会看得很危险。

务请回信。

你们的 恩·

１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反对克利盖的文件６９收到了。好得很。你既然单独签名，克利

盖现在自然会把第一个文件①中的尖锐的语调算到我个人的账

上，并对第二个文件表示心悦诚服；但是我对此毫不在乎。如果他

高兴的话，他满可以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当中尽情地发泄他的愤

怒，给我抹黑。

你从我给委员会的信②里可以看出，我在这里的施特劳宾人
５０

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对他们简直毫不留情。我抨击他们的

５７１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左右）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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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偏见，说他们根本不是无产者。不过格律恩也给我帮了大

忙。

给我的信千万别预付邮资。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列斯凯对那篇

寄给皮特曼的陈旧的破烂货①付给我一张不能用的支票，使我不

得不又把支票退了回去，——要不是这条狗使我陷入窘境，那我立

即就给你们寄去二十五法郎作为委员会的基金了。不过现在我至

少要担负通讯委员会同我通信的费用。我前一封信没有付邮资，那

是因为时间太晚，只有赶快把信投入邮箱才来得及发出去。列斯凯

一把钱寄来，我就寄给你们一部分。

给克利盖的答复不会给施特劳宾人当中的任何人看。不然的

话，对格律恩就保不了密。我们必须特别使这个家伙什么都不知

道，直到他完成卡·格律恩注释的蒲鲁东著作４８为止。那时他将落

到我们的手里。他在书中完全放弃了自己过去讲过的许多看法，五

体投地拜倒在蒲鲁东的救世体系面前。这样一来，如果他不再回

头，他就不能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投机了。

魏特林还在布鲁塞尔吗？

这里的施特劳宾人我想我是能够对付的。这些家伙真是无知

得可怕，他们的生活状况使得他们毫无觉悟，他们当中根本没有竞

争，工资老是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对师傅的斗争完全不是为了工

资，而是为了“帮工自尊心”等等。目前服装店正对裁缝起着革命化

的影响。假如它不是这样一种没有希望的行业就好了。

格律恩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他把这些人脑子里的一切明

确的东西都变成朦胧的幻梦，全人类的意向等等。他以反对魏特林

的和其他空谈的共产主义为幌子，给这些人的脑袋塞满了意义含

６７ １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左右）

①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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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的美文学上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辞句，而把其余的一切都指责为

空谈学理。甚至那些从来就不是或者只有个别人是魏特林信徒的

木工，也怀着对“粗鄙的共产主义”①的迷信般的恐惧，并且至少在

通过决议之前宁肯相信极其荒唐的梦呓、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

等等，而不相信这种“粗鄙的共产主义”。这里的情况是无限地混

乱。

几天以前，我把我对“民主派兄弟协会”７０的和平倾向提出的

温和的抨击性意见寄给了哈尼，并且在信里告诉他，让他和你继续

保持通讯联系。

你的 恩·

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７１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２日于［巴黎］

百合花路第２３号

那封早就答应要详细写的信怎么还不见呢？你还是把手稿给贝尔

柰斯吧，他只是要在你那里的东西，印成的东西他那里还有。他往

美国什么都没有寄，那里所刊印的东西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也不

知道。但是已经印好了许多本，所以列斯凯能够到处赠送了。我们

要追究这件事。也许是通过格律恩或者伯恩施太因干的。关于手

７７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２日）

① 原文是：《Ｌｏｆｆｅｌ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

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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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①的事我往瑞士写了信，但是这条狗好象不打算回答我。除了这

个家伙以外，就只剩下耶尼了，不过我取笑过他，不愿意给他写信，

请你下次来信时给这家伙写上几行，我给他寄去，但这只不过是走

一下形式，他一定不会接受。我写信的第一个人是贝尔奈斯的一个

小册子的出版商，但是，即使他接受了，从皮特曼的信上看来，他仍

然是一个破了产的人。情况就是这样。我对瑞士已经失望。要赶

快想个好办法。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显然已不能把两卷一起

出版，最多也只能把两卷分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版商。回信时请你

也谈谈这个问题。

你的 恩·

我刚刚读完这个小家伙②所写的关于他逃出穷居独处境地的

情况。我们能把他拉到这里来，是值得高兴的；他会逐渐再度活泼

起来。向大伙问好。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１２月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久前写了一封短信给日果７２，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在审讯

８７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①

② 贝尔柰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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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郊区十月风潮
７３
参加者的过程中，也审问了许多被捕的德

国人，第二批受审的全都是施特劳宾人５０。在这些现在就要被驱逐

出境的糊涂虫当中，有几个大概给艾韦贝克和我捏造了很多东西。

的确，这些卑鄙的施特劳宾人出于极端的恐惧，会真真假假供出许

多事情，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除此以外，我所认识的施特

劳宾人虽然对他们自己的勾当严加保密，但是对我同他们的聚会

却无耻地作了宣扬。这些家伙就是这样。

我大概已写信告诉过你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高尚的艾泽曼

向密探报告了我的全部情况。云格也干了几件蠢事，这个家伙有点

夸大狂，他想叫法国政府出钱把他送到加来和伦敦去。总之，德累

赛尔先生向我和艾韦贝克派来了一批又一批密探（艾韦贝克早就

受到注意，对他已经有了一个暂时停发的驱逐出境的命令），这些

密探成功地盯我们的梢，一直盯到小酒铺里，那是我们有时同郊区

的蠢家伙聚会的地方。这也就证明，我们是一伙危险分子的首领，

而此后不久我就得知：德累赛尔先生向汤讷吉·杜沙特尔先生请

求发出命令驱逐我和艾韦贝克出境，同时在警察局里，在紧靠着对

妓女进行体格检查的地方，放着一大堆有关这个案子的公文。

我当然是根本不想为了施特劳宾人而被驱逐的。当我觉察到，

这些施特劳宾人是怎样毫不在意地到处吵吵嚷嚷，争论格律恩和

我谁是谁非的时候，我就预见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这种

种坏事感到遗憾，而且这些人又难以纠正，他们完全不象伦敦人那

样，在讨论中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的主要目

的达到了，即战胜了格律恩。出了这件事虽然令人很不愉快，但倒

是光明正大地摆脱施特劳宾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因此，我向他们表

示，现在我再也不能教他们了，他们一切应当小心谨慎。艾韦贝克

９７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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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决定远行，他好象立刻就动身了，至少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

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警察也在搜寻小家伙（贝尔奈斯），但是，他由于经历了种种风

波，又回到他先前的住处去了（真没想到，他一进入文明世界就碰

到那样一些不可思议的烦恼）。他什么时候再回巴黎来，我不知道，

不过他绝不会搬进他想搬进的寓所，因此，告诉你的地址已不适用

了。他已经顺利地收到了他的手稿。

同时，我要感谢高贵的警察，他们把我从施特劳宾人中拉了出

来，并且使我记起了生活中的欢乐。如果说两星期来一直跟踪我的

那些可疑的家伙果真是密探（其中有几个我确切地知道就是密

探），那就是说警察局在最近发出了许多参加孟德斯鸠、瓦伦提诺、

普腊多等地舞会的入场券。我得感谢德累赛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

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把我呆在巴黎的最后

几个白天和夜晚充分加以利用。最后，既然直到现在还让我安然无

恙，那末看来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但是今后你们写信请都寄到画

家阿·弗·克尔纳先生那里，巴黎新布勒达街２９号。在里面装一

个写着我的缩写姓名的信封，这样透着光也看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完全放弃搞威廉·魏特林了，这一点你

是理解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也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到过这

里或者还在这里。这也无关紧要。魏特林分子我根本不认识，而在

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不会受到殷勤的接待。他们由于同他的裁缝

朋友们长期干仗，正对他怀着很大的敌意。

伦敦人的问题７４之所以令人烦恼，正是由于哈尼，同时也由于

他们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是唯一能够与之干脆地、直接地建立联系

的人。但是，如果这些家伙不愿意，那就随他们去！说不定什么时

０８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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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们又会发出象给隆格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呼吁书
７５

那种可怜的呼吁书。何况还始终猜忌我们这些“学者们”。不过，如

果他们要反叛，我们有两种办法摆脱他们：或者是公开决裂，或者

是逐步停止通信。我赞成后一种办法，如果他们最近的一封信允许

回答的话——这种回答最好不太刺激他们，十分冷淡，叫他们没有

兴趣急于回信。然后，就长时间不给他们回信，由于他们通常懒于

写信，这样过两三封信后，一切都会见鬼去了。老实说，如果要嘲笑

这些家伙，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又没有刊物，

即使有刊物，他们也不是著作家，只不过有时发出一些任何人都看

不到、也与任何人无关的宣言。如果我们是一般地嘲笑施特劳宾

人，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针对他们的那些绝妙的文件；如果停止

通信，那就十分方便；决裂是逐步发生的，不会引起喧嚷。在此期

间，我们将同哈尼沉着地协商一切必要的事情，并且设法使他们对

我们最后的一封信不作回答（他们会这样做的，如果让他们等待回

信六至十星期的话），让他们在这以后叫嚷去吧！

直接同这些家伙决裂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或光荣。同这些家

伙在理论上的分歧很少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理论，而且他们还想

向我们学习，尽管内心有所怀疑。他们连表述自己的这点怀疑都不

会，因此同他们不可能发生什么论战，要有也只是口头上的。如果

公开分裂了，他们会利用渴求共产主义知识这种空泛言词来攻击

我们，说他们原来是愿意向这些博学的先生学习的，如果说这些先

生们还有点什么高明东西的话，如此等等。实践中的党内分歧，由

于在委员会里他们的人也不多，我们的人也没几个，很快就会降低

为纯粹的私人事件和争吵，或者让人看起来是这样。反对著作家我

们可以以党的身分出面，但是反对施特劳宾人却不行。这些家伙最

１８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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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是有那么二百来人，他们通过哈尼在英国人那里被看作代表，

《莱茵观察家》等等报刊在德国各地把他们鼓吹成十分激烈的、绝

非软弱无力的共产主义团体。另外他们总还是施特劳宾人中间比

较最象个样子的人，只要在德国没有发生变动，显然这是能从施特

劳宾人当中造就出来的佼佼者。我们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是，只要在

德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对施特劳宾人就无法做出什么事来，甚至

对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随他们怎样干去，只

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加以批判，而不要引起争吵，发生争

吵我们只会陷到污泥中去。这些人对我们自称是“人民”，“无产

者”，而我们只能诉诸将在德国形成的共产主义无产者。另外，在普

鲁士很快就要立宪，也许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签签名什么的。

不过，也许我的主意出得太晚，大概你们对这件事已经作出了

决定，并且已经实行了。我本来是要早点写信的，但我一直在等待

警察局的事情有个结局。

刚才收到瑞士出版商①的回信。随此信附去的信又一次证明，

这个家伙确是个坏蛋。通常一个出版商，是不会让别人等了几星

期以后又这么友好地接受下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不来梅

人②会怎样回信，然后再看怎样做合适。在康斯坦茨的别列坞还有

一个出版商，也许能够同他达成协议。如果那个不来梅人不愿意，

我可以去试试同这一个接洽。同时我还要打听一下黑里骚的出版

商。要是我们能在瑞士有一个正派的人，把手稿③寄给他，让他去

２８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屈特曼。——编者注

施累费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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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现钱就好了。然而，我们在那里只有一个贪心的家长皮特曼！

在最近一段倒霉的日子里，我除了同姑娘们玩玩，还研究了一

下丹麦以及北方其他各国，作为正当的附带消遣。你想象不到，这

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作一个最渺小的德国人也比作一个最伟

大的丹麦人强！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程度的道德贫乏以及行会的

和等级的狭隘性。丹麦人认为德国是人们去“轧轧姘头，同姘头一

起挥霍金钱”的地方（在丹麦的一本教科书里写着：当一个丹麦人

在德国旅行时，他有一个姘头，她使他花掉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丹

麦人把德国人叫做“德国轻浮汉”，认为自己是日耳曼精神的真正

代表。瑞典人却又鄙视丹麦人，说他们是“德意志化的”，变了种的，

饶舌的和娇惯了的。挪威人则又看不起法国化的瑞典人及其贵族，

并且为挪威还盛行高贵的卡纽特时代那样的蒙昧的农民经济而感

到欣喜；挪威人却又因此而遭到冰岛人盲目的鄙视，而冰岛人还说

着与九百年前的贪婪的海盗一样的语言，喝鱼油，住小土房，只要

闻不见烂鱼的腥味就活不下去。我有好几次产生了骄傲的念头：我

至少不是丹麦人，更不是冰岛人，而只不过是一个德国人。

最进步的瑞典报纸《晚报》的编辑曾两次来巴黎了解组织劳动

问题，他多年来订阅《理智报》和《和平民主日报》１６，还同路·勃朗

和孔西得朗进行过严肃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一点也没有弄明白，

回国的时候并不比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现在他所鼓吹的仍然是

竞争自由，或者用瑞士人的话说，生计自由，也叫ｓｊａｌｆｆｏｒｓｏｒｊｎｉｎｇｓ

－ｆｒｉｈｅｔ，即自立的自由（这看来比行业自由还好听一点）。当然，那

些深深地陷在行会泥坑里并坐在瑞典议会中的资产者，也正是最

激烈的保守主义者。在全国只有两个象样的城市，分别有大约八万

和四万居民，第三个城市诺尔彻平只有一万二千居民，其余城市的

３８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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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大约是一千，二千，三千。所有的邮政驿站每站只有一个人。丹

麦的情况看来也并不更好些，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十

分可笑的行会诉讼，比巴塞尔或不来梅的还要无聊，同时一个人没

有入场券就不允许到散步场所去散步。

这些国家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们表明了如果德国人有了出

版自由会干些什么，也就是象丹麦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会立即成

立一个“正确行使出版自由协会”，开始出版基督教劝善历书。瑞典

的《晚报》象《科伦日报》那样温和，但却认为自己是“真正民主”的

报纸。因此，瑞典人有布莱梅小姐的小说，而丹麦人则有枢密顾问、

丹麦国旗骑士团首领厄伦施莱格先生的小说。此外，那里黑格尔分

子也多得令人吃惊，而每三个字就借用一个德文字的语言，对思辨

思维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报告早就动笔，日内即将寄出。请回信告诉我，你们是否有蒲

鲁东的书①。

如果你在写书时想要用蒲鲁东的那本书（这本书很坏），我可

以把我的十分详细的摘要寄给你。这本书不值书价所要的十五法

郎。

４８ 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６年１２月）

①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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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

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星期五［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是贝尔奈斯让我等到现在，我早就给你写信了。关于你

来此地一事，我曾经顺便在伯恩施太因那里查问过，而这个该死的

家伙却怎么也见不到面了，因此我把这件事委托给日尔奈斯，他在

星期一就想把给你的一封信带到城里交给我。昨天深夜，我收到的

不是这封信，而是这个懒蛋前天晚上在萨塞尔随便涂写的一张便

条，条子里的一些说明，根本不是需要花费五、六天去考虑的事情。

但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得亲自和伯恩施太因谈谈，因为

这些说明完全不能使我满意，坦白地说，我对贝尔奈斯的话要比对

任何人相信得更少一些。最近半年来，这个人一直在我耳旁嘀咕，

说你可以随时带着行李前来，而当事情即将告成的时候，他却编造

出一大篇护照的故事，似乎你竟需要一张护照！在国境线上是没有

人查问护照的；和我一样，莫泽斯①来这里时也没有人向他查过护

５８

①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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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而且，如果你住到我家里，那我倒想知道，谁会来查问。为了有

时能够证明身分，最多需要一张比利时的国内护照，或是列奥波特

先生的由Ｃａｂｉｎｅｔｄｕｒｏｉ〔国王办公厅〕签发的人所共知的公函

——这就足以应付一切情况。海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意见，一旦我

能够捉住伯恩施太因，我就可以向他打听清楚。

贝尔奈斯还曾经捏造过一个托尔斯泰事件①，或者更确切些

说，这是伯恩施太因欺骗了他，因为伯恩施太因是可以任意欺骗

他的。贝尔奈斯以前写给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都出自同

一来源。我屡次亲眼看到，伯恩施太因摆出怎样一副绝对正确的

样子向贝尔奈斯灌输他的猜测、谣言和自己的臆造，而贝尔奈斯

又怎样信以为真，所以在这以后，对于他以前写来的一切“出于

最可靠来源的”重要消息，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亲自看到，伯恩施太因怎样装作无所不知的样子来使贝尔

奈斯相信（你知道，如果贝尔奈斯一旦相信某事，他会怎样狂热

地去相信它），《国民报》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了梯也

尔，在一定程度上是现金交易。这个小家伙已经用杀头来担保这

件事属实。他在这方面是改变不了的，就象他的欣喜若狂、悲痛

欲绝的情绪一样，在最近两个星期里，他已经有十六次处于绝望

的边缘。

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谈谈。关于你到这里来一事，我还要再问

一下伯恩施太因。象我所说过的那样，海涅认为你会大胆到这里

来的。也许你要去法国大使馆，根据你的普鲁士侨居证书申请一

张护照吧？

６８ 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８—４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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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你告诉我莫泽斯的事，这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到我这里来过，

但没有碰上我，我写信给他，让他约定见面时间，昨天见了面。这

个人大大变样了。青年人的鬈发盖满他的头，一撮漂亮的小胡子

给他的尖下巴增添了某些文雅，两颊是少女般的绯红，但是从他

那漂亮的双眼中流露出威严已经丧失，所以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

谦虚。在巴黎这里，我已经习惯于一种十分粗豪的语调，因为只

有吵闹才能办事，用这种办法可以在女人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

是，一度震撼世界的、举世无双的赫斯的衰败的神情，几乎使我

解除了武装。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门徒的英雄行为

（这一点后面再说）和他自己的没有改变的内心世界又重新给了我

勇气。总之，我对他如此冷淡和讥讽，使他已没有兴趣再来这里

了。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于他由德国带来的淋病提了

几点善意的劝告。他在他以前认识的几个德国画家那里也一败涂

地，只有古斯达夫·阿道夫·克特根仍旧忠实于他。

无论如何，宁可要不来梅人①，也不要瑞士人②。我不能给瑞

士人写信，（１）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地址，（２）因为我不愿意

向这个人［建议］③把每印张的报酬规定得比你向不来梅人建议的

还要低。所以请把你对不来梅人的建议和这个人的地址一并写信

［告诉我］③。他对贝尔奈斯那本关于路特希尔德的写得很糟的小

册子已经付了很高的报酬，但是却哄骗皮特曼说：给他排印了，而

以资金被占用为借口把支付报酬一事无限期地拖了下去。

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

７８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施累费尔。——编者注

屈特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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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①想必已经完成。不言而喻，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

书②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也认为蒲鲁东的协作社可以归结

为布雷的计划７６。我已经把这个善良的布雷完全忘掉了。

也许你已经在《特利尔日报》上看到了新的莱比锡社会主义

杂志出版的消息，名为《紫罗兰》，无害的现代评论小报！！泽米

希先生在那里象查拉斯特罗一样叫嚷∶

“在这些神圣的厅堂里，

谁也不知道复仇；

在这个神圣的围墙里，

没有任何潜伏的叛徒。

于是他挽着友谊的手，

欢乐地漫步进入美好的乐土。”③

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象昔日的赖歇耳那样的低音。查拉

斯特罗—泽米希在这里同时给三个神献祭，他们是：（１）赫斯，

（２）施蒂纳，（３）卢格。前两个人已经 ［洞察了］④科学的奥秘。

这个小报或者《紫罗兰》，是我阅读过的报纸中最胡说八道的

报纸。这样一种静悄悄的、同时又恬不知耻的疯狂性，只有在萨

克森才可能出现。

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

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分出了威斯特伐里亚学派、萨克森学派、

柏林学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

８８ 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④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第二幕查拉斯特罗咏叹调。——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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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再写一下，那该多好啊
７７
！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

特曼是大熊座，而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

团是他的八个孩子。不管怎样他应该有角，如果他没有的话。格

律恩是宝瓶座等等。

顺便说说格律恩——我将要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

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

的书中，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请你立刻写信告诉我７８。这

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

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

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

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

者。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这篇

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你以为怎样？

你的 恩格斯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１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尔

［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星期二 ［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

９８１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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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云格。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

斯①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

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切实地加以批判以后，才

发现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他自己，即艾韦

贝克。他说，这是他在我住在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

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

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配不上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

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５０把我对他们作报告的内容传达给格律恩，

使格律恩不能够剽窃，可是同时他却埋头干起来，——象往常那

样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

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

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

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上星期，我一方面由于闹着玩，另一方

面也因为我绝对需要钱用，就坐下来用假名写了一篇充满轻薄词

句的致洛拉·孟戴斯的感谢词７９。星期六我从中挑了几段念给他

听，今天晚上他怀着通常的善意告诉我，这件事鼓舞了他，他在

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并且立刻把所写的东西交给了莫

伊勒主办的化名杂志②（这个杂志确实是完全秘密地、并且仅仅是

为莫伊勒夫人检查下的编辑部出版的，这种检查已经删去了海涅

的诗）。他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我，据说是表明自己诚实，没有抄

袭！这位贪心不足到处抄袭的作家所写的这部新杰作，当然只不

过是用庄重的夸张的形式把我的游戏言词改写一下而已。此外，这

个力不从心的粗劣作品虽然使我不屑一顾，但它却表明，不管是

０９ １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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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书①还是我们的手稿②都多么迫切需要尽快问世。这些家伙们

总是哀叹如此卓越的思想却这样长久地被埋没，最后愁得没有办

法了，只好从自己身上把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消化了的东西全部排

泄出来。所以不能放过不来梅人③。如果他不回答，就再给他写封

信，万不得已时，最低的条件也得同意。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

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五至十法郎的交换价值。再过几个月，普

鲁士邦议会就要开始辩论，在柏林就要展开冲突，鲍威尔和施蒂

纳每印张就卖不到十个法郎了。处理这类具有现实性的作品，搞

来搞去到最后都只得放弃高稿酬而照顾不了作者的自尊。

我在萨塞尔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

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象个孩子，因为那

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

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了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了那

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

级的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

ｐｏｕｒｌｅｒｏｉｄｅＰｒｕｓｓｅ④，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

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

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

尔的敏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

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愿意

１９１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

者注

屈特曼。——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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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怎么会是这样的政策，竟要宽恕那些他至今还恨得要死的人。

“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

少篇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

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要在相当程度上放弃贝

尔奈斯，并且不想再干预那个自命豁达而令人恶心的家庭悲剧，他

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着忠贞不二和无限自我牺牲的英雄角色。这种

事只好看在眼里。这件事所发出的气味，就象五千条没有晾过的鸭

绒褥子再加上吃了奥地利素菜所放出的无数臭屁。就算这个家伙

再有十次从那个下流圈子中脱身到巴黎来，他还是要跑回去十次

的。你可以想象，这件事使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制造了多少道德方面

的胡说。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家庭，正在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

的庸人。他再也不能引诱我到他的铺子里去，而且不要很久他就不

会怀念我这个冷酷无情的人了。

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８０你很快就会收到。我将把它写在单

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节。如果福格勒有希望付一些钱的

话，请你再问问他是否愿意要关于洛拉·孟戴斯的游戏文章，大约

一个半印张到两印张，但不必告诉他是我写的。请你立即回答我这

个问题，因为如不成功，我就去别列坞试探一下。大概你在《辩论日

报》或《立宪主义者报》上已经看到，大市政会接受了维尔腾堡的申

诉，禁止施累费尔这个无赖在黑里骚出版革命的书刊。他自己写到

这里来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不许人家再给他寄任何东西。这

是又一条必须抓住不来梅人的理由，如果同不来梅人完全没有了

关系，那末只剩下康斯坦茨附近别列坞的那个“书局”了。此外，如

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

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我们两人并不能从我们的著作中得

２９ １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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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别多的好处。

你大概已经读到了昨天《科伦日报》（星期一的）上有关马丁·

杜·诺尔的丑事的那篇庸俗的文章了吧。这篇文章是贝尔奈斯写

的，他常常代替伯恩施太因写通讯。

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猖獗。看来他们是竭尽一切力量利用饥

荒来挑起一场暴动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他们先是散

发各种印刷品，到处张贴煽动性的告白，现在甚至制造了燃烧装

置到处扔（不过这些装置并没有烧起来），想让店主们感到这种恶

毒的密谋真狠。而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绝妙的唯物主义共产主

义者事件８１，逮捕了一大批人，在这些人当中，甲认识乙，乙认识

丙，丙认识丁，如此等等，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关系和一些证词把

整个这一大批大多数都素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帮”。对这个

“帮”的审判不久就要进行，如果在这种新的办法上再加上旧日的

精神同谋，那就能够十分容易地宣判任何一个人有罪。这完全象

阿贝尔。因此，没有比一句话不说就宣判卡贝老爹有罪更容易的

事情了。

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请你４月来这儿吧。我要到４月７日才

搬家（搬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会有点钱。那时我们可

以在一起极其愉快地痛饮一番。由于目前警察的举动十分可恶（除

了我在信中写过的那个萨克森人以外，连我的老对手艾泽曼也被

驱逐，这两个人还都留在这里没有走，请看《科伦日报》上卡·格律

恩的文章），所以最好还是听从伯恩施太因的建议。你可以设法根

据你的侨居证书到法国大使馆搞一张护照；如果不行，我们就在这

里想一些办法——大概能找到一个保守派议员，通过第六个人的

手去拉上关系。你完全有必要离开那个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

３９１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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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来，而且我也强烈地希望同你在一起痛饮一番。在这里，不是做

放荡的人，就是做老学究；不是在放荡的无赖汉中间做一个放荡的

人——而这样做在两手空空时全无好处——，就是做教训艾韦贝

克、贝尔奈斯及其一伙的老学究。再不然，就得接受法国激进派领

袖们的聪明的忠告，这些人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护而反对其他一些

蠢驴，叫它们不致由于自身的虚浮的德国精神而高傲得太厉害。如

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

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

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并不妨碍有时谈一些正当的事情

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两点对我所认识的这一帮家

伙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你必须到这里来。

你看见了路·勃朗的《革命史》８２吗？这是正确的猜想和绝顶

的谬论的杂乱混合物。我只在萨塞尔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

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有趣的看法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最

不可思议的荒唐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好，不

管他怎样胡说，却完全不是走在坏的道路上。但是他不能再前进一

步，他已经被“一种妖术束缚住”，——即意识形态。

你知道去年出版的阿希尔·德·沃拉贝耳所著《帝国的没落，

两次复辟的历史》这本书吗？作者是《国民报》的共和派，并且具有

旧学派（梯叶里、米涅等人以前的）编年史的风格。他完全不了解最

通常的关系——甚至卡普菲格的《一百天》这本书在这方面也要比

他好得多。但是，由于书中列举了波旁王朝和同盟者的一切卑鄙行

为，对事实作了准确的叙述和批评（在其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

碍他这样做的范围内），这本书是有意义的。然而，一般说来，正是

由于对事件的总的进程缺乏了解，所以这本书写得枯燥无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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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是很坏的历史学者，而沃拉贝耳据说是马拉斯特的朋友。

莫泽斯已完全消失了。在我不“交往”的“工人们”那里，他答应

作报告，把自己冒充为格律恩的敌人和我的知己！上帝知道，莫泽

斯本人也知道，在我们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在维芬商场会见时，我曾

和画家克尔纳以及克尔纳所找到的两个姑娘走开，而把他撇在那

儿，目瞪口呆。从那时以后，我还在谢肉节时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

冒着倾盆大雨垂头丧气地拖着他那厌世的“我”到交易所去。我们

彼此根本没有打招呼。

给巴枯宁的信我一旦知道他的准确地址就一定送去，——这

件事至今还没有把握。

顺便说一下：你可写信给艾韦贝克谈谈他的小册子，并且要嘲

笑他一下；他卑贱地露出屁股来希望人揍他——这已经是司空见

惯的事情。

希望赶快回信，并且设法安排到这里来。

你的 弗·恩·

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巴  黎

［１８４７年］５月１５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已在５月初于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已没

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①。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

５９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７年５月１５日）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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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另外两部分一定要作一些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

详谈。

附上你的讽刺画８３的样张。我已把讽刺画送交《布鲁塞尔

报》８４。

至于格律恩或他那一伙登在《特尔利日报》上的那篇真正令人

作呕的文章，现在确实已经太迟；而你如果是一开始就在那个混账

报纸上写两行驳斥的话就好了。

我不能去伦敦了。８５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

尔弗①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关于钱的问题：

你记得，从《社会明镜》的时候起，赫斯就欠着我和我的内弟埃

德加尔②的钱。因此，我从这里开一张他名下的期票，期限三十天。

贝尔柰斯从去年５月也欠我一百五十法郎，同样也要让他承

兑一张期票。

因此，我请你办以下几件事：

（１）首先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地址；

（２）把这件事分别通知他们两个人，并且告诉这些蠢驴们：

（３）如果他们认为到６月１５日以前不能付清各自的欠款，那

末他们总应该承兑期票。这样一来，我将考虑让期票在巴黎得到保

证。当然，你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能告诉这些蠢驴们这最后一

着。

在钱的方面，我现在非常窘迫，所以不得不求救于这种期票，

６９ １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７年５月１５日）

①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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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没有理由把钱白白送给这两头蠢驴。当然，如果这些蠢驴

只是表面上愿意承兑期票，那末我必须立即知道这种情况。

因为事情十分紧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误，把一切事情

办妥，并来信告诉我。

在布鲁塞尔这里，已经找到一个贴现商人。

我不能再给你多写了。大约十二天以前，布赖埃尔给我放了

血，但不是左手，而是右手，由于我继续工作根本不在乎，所以伤口

化脓，未能封口。当时病情如果恶化，我会失掉一只手。现在几乎

已经痊愈了。但是手还软弱无力，不宜多动。

你的 马克思

［菲·日果的附笔］

亲爱的小弗里茨：

我现在正阅读你的小册子，——到现在为止，它使我得到很大满足——

我十分幸运地感觉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德国人。

愿上帝、或者理性、或者种族使我们免除市侩习气！

因此，我有幸作为

忠实于您的 菲力浦

又及：一定要给我写信，哪怕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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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８６

荷  兰

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星期二—

９月３０日星期四［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近几天这里出了一件很怪的事。此地德国人中间所有对我们

和我们的言论怀有不满的分子组成了一个联盟，为的是推倒你、我

和一切共产主义者，并与工人协会８７作竞争。伯恩施太德万分不

满。奥特堡说我们利用了伯恩施太德，赞德库耳也说是这么回事，

克吕格尔和莫腊斯又利用了这种说法，这一切使伯恩施太德对我

们大家充满了狂怒。莫腊斯和克吕格尔，到处抱怨我们态度傲慢，

在火上加油。载勒尔发火是因为，在成立工人协会时他无可宽恕地

遭到了轻视，同时也因为协会违反他的全部预言而获得了顺利的

发展。海尔堡渴望为自己每天都遭到不客气的对待而进行一次虽

不流血然而是有力的报复。伯恩施太德大为恼火还由于，他用赠送

书籍和地图的办法竟没有能为自己买到一个有权威的民主派的地

位，也没有搞到一个荣誉会员资格，使协会陈列他的半身雕像；相

反地，他的排字工人明天晚上将要把他当做一个完全平常的人来

投票表决。另外使他发火的是，他，一个贵族的聪明才智之士，找到

嘲弄工人的机会要比他原来期望的少得多。至于莫腊斯，则是因为

他没有能够把《布鲁塞尔报》争取到海因岑那边去而感到恼火。最

后，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分子联合起来是为了进行一次打击，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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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安贝尔和比利时民主派心目中贬低到次要地位，并且建立

一个比我们小小的工人协会更雄伟和广大的团体。所有这些先生

们都热切地想找机会表现自己的首倡精神，即使一次也好，而且这

些胆怯的坏蛋们认为，干这件事最恰当的时机是你不在这里的时

候。但他们可耻地打错了算盘。

因此，他们决定偷偷摸摸地举行一次世界主义民主派的晚宴，

并且在那里完全出人意外地建议组织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７０之

类的团体，要举行工人大会，如此等等。他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委员

会，为了装饰门面还把对他们完全无害的安贝尔拉入了委员会。在

听到各种不确定的谣传之后，我只是在星期日晚上才在协会里从

伯恩施太德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一些消息，而晚宴已经决定在星

期一举行。详细的情况从伯恩施太德那里打听不出来，只听说要来

参加晚宴的有若特兰、梅利奈将军、阿道夫·巴泰尔斯和卡茨等

人，以及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虽然关于整个这个联盟我一点也

没有猜想到（星期一早晨我才知道，伯恩施太德感到有些委屈，莫

腊斯和克吕格尔发牢骚，搞阴谋；而载勒尔和海尔堡怎么样我一点

都不知道），但我对这件事总是怀疑的。但是，为了比利时人，为了

在小小的布鲁塞尔不致采取任何没有我们参加的民主主义的举

动，还是应当去。不过，应当设法去一大群。因此，瓦劳和我把情况

作了叙述，努力捍卫了自己的观点，结果马上找到了三十个愿意去

的人。星期一早晨鲁普斯①告诉我，除名誉主席梅利奈老头和执行

主席若特兰以外，他们还要选两个副主席，其中一个是安贝尔，另

一个应当是德国人，最好是工人。可惜瓦劳不合适，因为他不能讲

９９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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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这是伯恩施太德对他说的。他（鲁普斯）回答说，那末，应当

由我做副主席。于是我就说，鲁普斯应当做这个副主席；但是他绝

对不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但是最后我想，

如果我同意当副主席，那末对于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来

说，会更好一些。

晚上我们到了那里。８８伯恩施太德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

还没有筹备好似的，仅仅有一些候选的领导人（依然是把德国人除

外），和几个已经登记了的演讲者，其中除了克吕格尔和莫腊斯以

外，其他人的名字我都无法知道。他由于布置会场而不停地奔忙

着，跑到这个人这里，又跑到那个人那里，竭尽全力进行欺骗、搞阴

谋诡计和阿谀奉承。不过我当时还没有看见特殊阴谋的任何迹象，

这种阴谋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到了法院广场的“列日瓦”酒馆。到

选举领导人时，伯恩施太德违反一切约言，建议选瓦劳。沃尔弗（鲁

普斯）根据瓦劳的请求撤销了这个建议；并建议选我，这件事顺利

通过。这样一来，整个阴谋就被打乱和破坏了。这时他们多少有些

张皇失措，露出了马脚。在安贝尔举杯纪念为自由而死的殉难者以

后，我用法语提出为纪念１７９２年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共和元年葡

月１日８９这个纪念日而干杯。继我之后克吕格尔作了一个令人发

笑的演说，演说时弄得语无伦次，并且不得不把自己的稿子掏出

来。接着莫腊斯慷慨陈词，说的仅仅是他个人的琐事。这两个人都

用德语讲。他们的演说词是如此紊乱，以致我完全记不得了。然后

是佩列林用佛来米语，根特的律师斯皮特霍恩用法语建议为英国

人民而干杯，接着，使我大为惊讶的是，驼背蜘蛛海尔堡用法语作

了一个冗长的、说教式的、荒谬的演说，在演说中，第一，他骄傲地

称呼自己是《民主工场报》的编辑；第二，他说，他，伟大的海尔堡，

００１ 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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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多个月中一直追求着——不过这段话应当用法语转述：Ｌ’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ｂｅｌｇｅｓ，ｖｏｉｌàｌｅｂｕｔｑｕｅＪｅｐｏｕｒｓｕｉｓｄｅｐｕｉｓ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ｍｏｉｓ（ｃ．à．ｄ．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ｍｏｍｅｎｔｏùＪ’ａｉｄａｉｇｎéｐｒｅｎｄｒｅ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ｕ ｄｅｒｎｉｅｒ ｃｈａｐｉｔｒｅ ｄｅ ｌａ《Ｍｉｓè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①因此，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他，而不是卡茨和其他的

比利时人。“我们要前仆后继，踏上父兄的道路”②以及其他等等。

他要完成卡茨和若特兰没有能做到的事情。第三，他建议成立一个

“民主派兄弟协会”之类的团体，并重新组织大会；第四，把建立这

两个组织的工作委托给选出来的常务局。

这是多么混乱啊！第一，把世界主义的事情同讨论比利时事务

的比利时大会混为一谈，第二，虽然他们一切都成了泡影，但却不

是完全抛弃这个建议，反而把这个建议委托给现有的常务局去办！

而如果他认为我就要离开了，那他难道就不知道，除了你以外，根

本就别想让另外哪一个人进常务局？但是，这个蠢汉已经把他的演

讲稿准备好，写出来了，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放弃任何他足以表现

自己首倡精神的事情。这件事当然是通过了，而这个混乱不清的建

议，在那种虽然十分做作、但是仍吵吵嚷嚷的热烈气氛中，也就根

本别再想叙述得更好一些了。接着是阿·巴泰尔斯发言（茹尔③不

在这里），其后瓦劳要求发言。但是我惊讶地看到伯恩施太德突然

跳起来，十分坚决地要求让载勒尔发言，说他是早就登记过的演讲

者。载勒尔获得了机会，作了一个冗长、空洞、愚蠢、荒唐得可笑而

１０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茹尔·巴泰尔斯。——编者注

《马赛曲》（第七段首句歌词）。——编者注

比利时工人协会，这就是我几个月以来（就是说从我有幸读了《哲学的贫困》的

最后一章的时候起）所追求的目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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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简直是出丑的演说（用法语讲的），对立法权、行政权和执行权发

表了惊人的胡说，向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聪明的忠告（海尔堡也

是这样，他对教育和训练问题大大胡扯了一阵）；然后，载勒尔就摆

出大人物的姿态，谈到各个民主主义团体，说自己加入了这些团

体，也许还领导了这些团体（原话就是这样）；最后，他叙述了他那

个高贵的常务局９０以及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等等。总之，令人恶

心。以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一个瑞士的蠢驴、佩列林、卡茨（很

好）等等；到十点钟若特兰（他为德国人感到十分惭愧）结束了会

议。突然间，海尔堡要求肃静，并宣布，维尔特在自由贸易问题大会

上的演讲９１明天将载于《工场报》的附页上，附页将单独出售！！！扎

累夫斯基也抽抽噎噎地讲了些不幸的波兰同伟大的、高尚的和富

有诗意的德国的联合——最后，大家都十分安静地，但是十分不满

地回家去了。

９月３０日星期四

写完上面的话以来，又发生了各种新的事情，并且多已解决。

星期二早晨我弄明白了这整个阴谋，于是我就到处奔走，设法对

抗；深夜两点钟我就跑到常务局找鲁普斯，想打听一下：能否在工

人协会中对伯恩施太德投反对票？星期三我又到处走了一趟，但

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搞不成这件事情。星期三晚上，我来到协

会开会，伯恩施太德已经在那里了，态度很暧昧；最后，托米斯带来

了新的一期报纸①，我星期一给他送去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②没有

登出来，我送去的时候（中午两点）他没有在那里，所以就送到印刷

２０１ 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编者注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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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去了。我问他这件事，他说没地方登。我提醒他注意你曾和他说

定的事。９２他否认这件事；我一直等到瓦劳来到，瓦劳告诉我：版面

有足够的地方，但是，星期二伯恩施太德派人从印刷所拿走这篇文

章，没有把它送回来。我走过去找伯恩施太德，很不客气地告诉他

这桩事情。他力图为自己开脱。我重新提起他注意那桩说定的事，

他一再否认，用各种空话来搪塞。我向他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这

时克吕格尔、日果、安贝尔等等都在场），并且问他：“这篇文章星期

日你是否能登出来，究竟能不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商

谈一下。”——“我不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了。”说到这里，我就不再理

他了。

会议开始了。伯恩施太德用手支着脑袋，并且带着一种特殊的

得意神情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待事态的发展。托米斯先生发言

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曾经要求过发言。他从口袋中取出一篇写

好的演讲稿，照稿朗读了其中一系列对我们的佯动战斗所作的最

荒唐的攻击。这样继续了很久，可是，由于老是没有个完，所以就引

起了普遍的不满，许多人要求发言，瓦劳就制止托米斯。于是，这个

托米斯对这个问题照稿念了六句没有意义的话，就回到座位上去

了。接着是赫斯讲话，他很好地替我们进行了辩护。接着他的是云

格。再后是巴黎的沃尔弗①，他的讲话虽然有三次卡住了，但是博

得了热烈掌声。接着还有很多人发言。沃尔弗透露，我们表示反对

仅仅是表面文章。因此我不得不发言。我谈到，——我的讲话使伯

恩施太德大为狼狈，因为他想象我尽搞私人纠纷——我谈到保护

关税制度的革命方面，把上述的托米斯完全撇开不管，并提出了一

３０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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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问题。被采纳了。——休息。——伯恩施太德由于我对他的

厉害态度，由于托米斯的完全失败（从托米斯的演说中人们可以感

觉到一个伯恩施太德）以及由于我结束讲话时的厉害口气而大受

震动，他跑来对我说：“亲爱的年青人，你动火动得太厉害了”，等

等。总之，我应该在文章上署名。——“不。”——“那末我们至少应

该商谈一下简短的编者按语。”——“好，明天十一点在‘瑞士’咖啡

馆。”

后来，就开始讨论接收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和沃尔弗入会的

问题。赫斯首先站起来，就星期一的会议向伯恩施太德提了两个问

题。伯恩施太德用谎话来搪塞，而赫斯十分软弱，竟然表示满意。云

格责难伯恩施太德个人在协会中的活动，还责备他冒名引进了赞

德库耳。费舍非常有力地反对了伯恩施太德，尽管事先和我们没有

商量，却讲得很好。这样发言的人还有很多。总之，陶醉于胜利的

伯恩施太德先生不得不正式地过一过工人鞭打这道关。他受到了

丢脸的打击，所以他——这个人本来认为自己赠书以后已完全取

得了信任——被弄得惊惶万状，只能躲躲闪闪地、软弱无力地、吞

吞吐吐地作出回答，尽管瓦劳狂热地袒护他，会议主持得不好，并

且时时让他打断发言人的话。当瓦劳让被推荐者退席，并且提议付

表决的时候，一切还是难以确定的。被我推荐为对协会不会有所损

害的十分好心的人克吕格尔，受到了沃尔弗无条件的支持，被通过

了。讨论到伯恩施太德的时候，瓦劳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为他辩

护。这时我就起来发言，揭露了涉及到协会的全部阴谋，逐条驳斥

了伯恩施太德的遁词，最后，我声明：“伯恩施太德搞阴谋反对我

们，并要和我们竞争，但是，我们胜利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允许

他会”。在讲话时——这是我所作的最好的一次讲话——我的话常

４０１ 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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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被掌声打断；特别当我说到，“这些先生们以为已经赢得一切，因

为我，你们的副主席，要离开这里了，但是他们没有去想一下，在我

们之中有一个人，他有充分理由占据这个位置，只有这个人才能够

在布鲁塞尔这里代表德国民主主义者，这就是马克思”——这时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总之，在我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发言，这样一来，伯

恩施太德甚至没有得到被驱逐的光荣。他站在门外，听到了一切。

我本想当他还在会场的时候讲这些话，然而当时不能这样做，因为

我应当省下自己的气力来作最后的打击，而瓦劳也打断了讨论。但

是，他象沃尔弗和克吕格尔一样，听到了每一句话。与他相反，沃尔

弗几乎是光荣地被通过了。

总而言之，在昨天的会上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等人被弄得十

分丢脸，所以他们为了面子不会在协会里露面，而且也够他们一个

长时期受的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来的。这个无耻的伯恩施太德，由

于我们比他更不讲礼貌，由于他的一切计划遭到彻底失败，并由于

我们坚决反对，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只能

在布鲁塞尔奔跑，去到处诉说自己受到的耻辱——这是他垮台的

最后一个梯级。他在愤怒中回到会场，但是无精打采，当我向协会

告别，并且带着一切应有的荣誉而被放走的时候，他生气地溜走

了。在讨论他的时候，毕尔格尔斯在场，他是前天晚上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工人们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做得十分出色；没有

一句话提到赠送的二十六本书和二十七幅地图，他们以最大的冷

淡和最无情的态度对待了伯恩施太德，所以当我结束我的发言的

时候，在我手中掌握着足以使他落选的绝大多数票。瓦劳本人也承

认这一点。但是，我们把他处理得更坏一些，我们在使他受到耻辱

的情况下吸收了他。这事给协会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工人们第

５０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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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起到了作用，击破种种阴谋而掌握了大会，从而使那个想在他

们中间扮演头面角色的人老实起来。只有几个办事员之类的人仍

然不满，群众是热情拥护我们的。他们感觉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

他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力量。

今天上午我到“瑞士”咖啡馆去了，伯恩施太德当然没有露

面。——但是，迎接我的是维尔特和载勒尔，他们刚才和伯恩施太

德谈过话，而载勒尔一贯是俯首听命和阿谀奉承的，我当然没有理

睬他。还有，昨天的会议是这样富有戏剧性，会议的进行和展开是

这样成功，以致巴黎的沃尔弗单纯出于对这件事的美学感觉马上

就站到了我们方面。今天我还去找过阿·巴泰尔斯，并且向他声

明：德意志协会对星期一所发生的事情不负丝毫责任；克吕格尔、

伯恩施太德、莫腊斯、载勒尔和海尔堡等人连会员都不是；在德意

志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这件事，其目的显然是要同

协会竞争。明天，还要发出一封这样内容的信给若特兰，由委员会

全体委员署名。安贝尔那里，我明天同鲁普斯一起去。此外，关于

我离开此地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委员会里的空缺

问题，我写了一封信给若特兰，内容如下：

“阁下：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认为我无法完

成荣幸地受９月２７日会议委托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当中找一个

人，参加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

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由于他没有

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

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

６０１ 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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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请您

接受……”

因为我事先已经和若特兰约定：我将用书面通知他我要离开

此地的事，并且建议让你参加委员会。若特兰也到外地去了，两星

期后才回来。如果这整个事情没有什么结果（我想可能如此），那末

海尔堡的建议就是落空了；而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末显然正是

我们予以实现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使你，和继你之后的我，被公

认为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且，全部阴谋也都一败

涂地了。

今天晚上举行了支部会议。９３由我主持。除瓦劳以外（这个人

已悔悟，他昨天的行动是可以找出各种理由的，我也承认这些理

由有根据），大家对于处置伯恩施太德事件的喜悦心情是一致的。

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组织，作

为一种力量来对付别人，而且他们感到极为骄傲的是，一切都进

行得如此顺利，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云格快乐到了极点，

里德尔高兴得都不知道做什么好，甚至年轻的奥内曼斯也洋洋得

意，象一只神气的斗鸡。我还要再次重复地说，这个事件使协会

内部和协会对外影响都获得了一个惊人的进展，而且今后还会起

这样的作用。那些从来不发言的人也攻击了伯恩施太德。甚至阴

谋也帮助了我们：一方面，伯恩施太德到处散布说，是德意志民

主主义工人协会举行了大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否认了这一切；

由于这两种情况，使得协会在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那里到处被谈

论着，而且被看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力量。“德国

民主派在布鲁塞尔正在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巴泰尔斯今

天早晨这样说。

７０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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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在委员会给若特兰的信上也有你的名字。日果将

以代理马克思的书记身分来签字。

请你尽速处理你的钱的问题，回到这里来。我迫不及待地要离

开这儿，但是，我却不得不在这里耐心等待这些阴谋的结束。我现

在无论如何也走不开了。因此，你来得越快越好。不过首先要把钱

的问题安排好。无论如何，我尽一切可能坚守我的岗位；只要有可

能，就一直等到你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希望你快些来。

你的 恩格斯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于巴黎

亲爱的巴托罗缪：

我今天才能够写信给你，因为我今天才有机会看到小个子路

易·勃朗（经过同看门的女人的剧烈斗争之后）。我同他进行了长

时间的交谈，结果是小个子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他十分客气，十分

亲切，而且看起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同我们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以保护人自居的法国人派头他也是完全没有的。我曾经写信告诉

他，我是正式受伦敦、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民主派的全权委托，同

时也是以宪章派代表的身分要去拜访他。他详细地打听了各种情

况；我对他描述了我们党的极其良好的情况，谈到瑞士、雅科比和

我们同盟者巴登人等等。

我说你是领袖：“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

８０１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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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

袖，并且把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①看作我们的纲

领”。他对此十分注意。最后他答应在《改革报》上就你的这本著作

发表意见。他告诉我很多目前工人中的地下运动的事情；说工人们

已经把他的《劳动组织》这本书廉价印了三千册，而且两星期以后

不得不再版了三千册；他说，工人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革命，不过，

他们已经学会了等待适当的时机，不搞暴动，只进行有把握获得成

功的决定性打击等等。此外，他对于工人显然也不再抱保护人的态

度。

“当我看到拉马丁先生的新纲领这种东西时，我不禁感到好

笑！为了正确地判断法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处于能够了解一切事物

的地位，能够早晨拜访一个部长，午后拜访一个商人，晚上拜访一

个工人。行将到来的革命完全不同于一切过去的革命，它要彻底得

多，所以老是只反对君主简直是愚蠢”，等等。

归根到底他是十分殷勤而热心的。你看，跟这个人一切都搞得

很好，他抱有最良好的愿望。他带着很大的同情心谈到你；他为你

们彼此有些冷淡地分手而感到十分遗憾，如此等等。他仍然十分乐

意在巴黎出版德文和法文的评论杂志。这一点以后也许可以利

用。——他问到卢格的情况，我对他说了些不愉快的事：“他已经

成为普鲁士议会的颂扬者，而且还是在议会无结果地解散以

后”。９４—— “这就是说，他倒退了一步？”—— “当然。”

我同弗洛孔老爹的关系也十分好。我先是以英国人代表的身

分同他谈话，并且以哈尼的名义问他，为什么他对《星报》那样

９０１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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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淡。他说，是的，他很遗憾，他原是很想写一写该报的事情的，

只是编辑部里没有人懂得英文！我提议每星期替他写一篇文章，他

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当我告诉他，我是《星报》的通讯员时，他

大为感动。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末一个月之后我们就

能够赢得整个这一派了。弗洛孔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篇关于宪章运

动的简述自己使用，他对于宪章运动丝毫不了解。我现在马上就

要到他那里去，设法把他进一步网罗过来。我要告诉他，《工场》

要求我合作（这是真的，我今晚还要去），如果他，弗洛孔，能够

妥当行事，我将加以拒绝。这会打动他那正直的心。——如果我

在这里再呆一些时候，并且能更好地用法文写作，那末我就要对

《独立评论》下手。

我完全忘记问路·勃朗，为什么他没有采用你的关于大会的

文章９５。如果下次他到我这里来的话，我一定责备他。此外，我怀

疑他究竟是否收到了你的书①。他今天完全不能想起这件事。在我

快离开他那里时，关于这件事他也说得很含糊。过几天我要弄清

这件事。他如果没有书的话，我把我的一本给他。

瞧吧，小贝尔奈斯在这里四处奔跑，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被所

有的人遗弃的“受难者”，而他则“用金钱或者善意的劝告帮助了

所有的人”（原话如此），但这个畜生却有ａ ｈｏｒｓｅ ａｎｄ ｇｉｇ——

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当然，这是属于伯恩施太因的，但这无

关紧要。正是这个今天自称为不幸的、无钱的受难者，明天却吹

嘘自己是唯一会赚钱的人。他对于普拉兰案件９６已经写了二十一

个印张（！）；这本书将要在瑞士出版。这本书的主旨是，受难者

０１１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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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对于他的吹嘘受难这一套，我的回答

是：要求他把过去欠我的六十法郎还我。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

实业家了，并且以此自夸。此外，他还是一个疯子。——甚至艾

韦贝克对他也很恼火。

我还没有见到卡贝。他似乎为自己能离开这儿而高兴。他觉

察到，这里的局面已开始变得动摇不定。弗洛孔愿意开始行动，而

路·勃朗不愿意，这是完全对的，虽然路·勃朗也参加了各式各

样的事件，并且事先就高兴地想到，资产阶级会在突然爆发的革

命面前突然失去自己的安全。

我到弗洛孔老爹那里去了一次。这个好人对我极为诚恳，我

用真诚的直率态度向他叙述了我同《工场》的来往经过，几乎使

他感动得流泪。我从《工场》谈到《国民报》：“当我们在布鲁塞

尔讨论我们应该去找法国民主派中哪一派的时候，我们一致的意

见是，必须首先同《改革报》建立联系，因为在外国对《国民

报》存在着强烈的和完全有根据的成见。首先，这个报纸的各种

民族偏见妨害着它同别人接近”。——“是的，是的，一点不错”，

弗洛孔说，“这甚至就是《改革报》创办的原因；我们从第一天起

就宣布：我们不希望侵略别人。”——“而且”，我继续说道，“如

果说我可以相信我的先行者（因为我从未到《国民报》去过）的

话，那些先生们老是装出一种愿意保护外国人的样子，而这也是

完全同他们的民族偏见一致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保护，我

们不要任何一个保护者，我们要的是同盟者”。——“对呀，但是

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上面去”。——“这是确实的，

因此我对《改革报》的先生们的这种态度只能表示赞扬。”

１１１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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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我向小个子勃朗提了一下我们的事情。看来他已把你的

大会演讲稿不知扔到那里了；今天他立即把它找了出来，寄给了

弗洛孔，并附去一封要求立即付印的紧急信。我向弗洛孔解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对于何故、如何、何时一概不了解，因

为勃朗没有作任何说明就把演讲稿寄给了他。弗洛孔十分惋惜这

篇演说已经过时；他完全赞同这篇演说，不过现在是太晚了。然

而他要看一看，可否安插在文章中。他说，他要尽最大可能去做。

《改革报》上那篇评论拉马丁善良愿望的文章是路·勃朗写

的，这你一定会看出来。文章写得不坏，在各方面都要比老一套

的弗洛孔好上一千倍。如果不是恰在此时他是拉马丁的竞争者，那

他攻击拉马丁一定更厉害一些。

你看，这些人对我们是再好不过了。我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

已比艾韦贝克同他们历来的关系要好上十倍。现在我要完全禁止

艾韦贝克为《改革报》写稿。他可以滚到《国民报》去，在那里

同费奈迭之流竞争去；他在那里是没有害处的，同时什么东西也

不会给他发表。

接着我还到《工场》去了一趟。我把纠正上一期刊登的关于

英国工人情况的一篇文章的稿子带去了，这篇纠正稿也将被发

表①。这些先生们十分殷勤；我向他们讲了一大堆有关英国工人等

等的趣闻。他们迫切要求我同他们合作，不过我只是在迫不得已

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你想想看，总编辑认为，最好是由英国工人

致函法国工人，建议他们反对自由贸易运动和要求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劳动。多么英勇的自我牺牲啊！但他这么一来甚至在自己人

２１１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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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也把自己弄垮台了。

此外，对这些人，我已经用不着作任何让步。我对路·勃朗

说，我们同他们在一切实际问题和时局问题上是一致的；在纯理

论问题上我们也正朝一个目标走；他的著作①第一卷中所阐述的

那些原则，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至于其他的问题，

他可以在你的著作中找到比较详细的叙述。关于宗教问题，我们

认为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同一

党派内的人们互相争执的理由。尽管如此，对于理论问题进行友

好的讨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对此他表示完全同

意。

鲁普斯②曾估计我很快就会遇到常务局
９７
的成员，完全叫他说

对了。我到这里还没有三天，就在意大利林荫道上跟载勒尔碰了

个满怀。你们想必早就知道，他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不想回去。

他奔跑于各个法国的通讯常务局之间，企图找个饭碗。自此以后

我就没有再遇见过他，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关于《改革报》的

事情他如果插手，那就必须拒绝承认他。

请你问一下该死的伯恩施太德，他不把他的报纸③奇给我是

什么意思。我不能够老是到施特劳宾人５０那里去找报纸。如果他推

说不知道我的地址，就把地址告诉他：新圣马丁街５号。一旦有

可能，我就寄给他几篇文章。

在施特劳宾人中间情况是极度的混乱。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

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个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

３１１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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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总共只有三十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

宣传支部，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

务是搞通讯。有二十到三十个人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

加壮大起来了。对莫泽斯①，我开了一个很厉害的玩笑（此事请保

密）。他的确写成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９８而我就在上星

期五的区部会议上对这篇稿子按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我还没有

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

委托我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②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

论，并且要背着各支部直接寄往伦敦。当然，这件事要严守秘密，

否则我们全都要被免职，并且会造成一场大闹。

波尔恩将要到布鲁塞尔你们那里去，他是去伦敦的。９９也许在

这封信到达以前他就到了。他是这样冒失，竟要经过普鲁士，沿

莱茵河顺流而下，冒着被捕的危险。在他到达时，请给他指点指

点，这个小伙子最能掌握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给他点训练，他

在伦敦也非常有用。

唉，我的天，我差点儿忘记了伟大的海因岑从阿尔卑斯山顶

上向我浇下的脏水１００。真幸运，这些东西密密麻麻地刊登在一期

上，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底，连我自己也有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换

一口气。这样的蠢材！如果说，我先前曾经说他不会写，那末，现

在必须再添一个他也不会读，而且看来他连加减乘除也学得不很

好。这个蠢驴应该读一读菲·奥康瑙尔在最近一期《星报》上发

表的给几家激进派报纸的信１０１，这封信用“你们这些坏蛋”开头和

结尾；这样他就会看到，自己在骂人方面是太无能了。你狠狠地

４１１ 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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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一下这个愚蠢粗笨的家伙吧。你最好是作一个十分简短的回

答。我不能亲自答复这种攻击，这绝对不可能——除非打他几个

耳光。

星期二

我的文章①已登在《改革报》上。奇怪的是弗洛孔没有改动一

个字，这件事使我十分惊奇。

我还没有到海涅老爹那里去过。你可以想象，我是如何要命

地忙于所有这些事情，必须拚命奔跑和写文章。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我已经往爱北斐特写过信，并

且每天都期待接到回信。请你马上回信。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恩格斯

请你一定阅读一下最近一期《星报》上登载的奥康瑙尔的反

对六个激进派报纸的文章，这是一篇有天才的骂人杰作，好多地

方超过科贝特，同莎士比亚相似。

可怜的莫泽斯是怎么搞的，不断地在报上发表关于无产阶级

革命的后果的幻想？１０２

５１１２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① 弗·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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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 ［１４—］１５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为了你的书①的问题曾多次派那个莱茵哈特去弗兰克那

里，直到昨天我才终于出乎意外地知道，弗兰克这条狗起初把很

多册免费书寄给了法国人，到处每册索取十五苏的费用，又从各

处把这些书收了回来。在这以后，那些被要回来的书就和其他那

些根本还没有发出去的书一起，搁置在他那里；直到现在，即几

天前，他才把这些书寄给有关的人，不再要十五苏了。所以，沉

默的阴谋是弗兰克先生搞的！我立即跑到路·勃朗那里，前几天

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守卫去了（这个小个子戴着熊皮帽！）；

这一次我见到了他，然而那本书他还没有收到！我终于把自己的

一本书要回来了，必要时可能用得着。今天星期天什么事也不能

做。我已经和莱茵哈特约好明天见面，他应该立即陪我到弗兰克

那里去，本来早就应该去了，只是由于这个莱茵哈特粗心大意而

没有去成。他应该把我介绍给弗兰克，因为我没有任何介绍信交

给这个家伙。我将为路·勃朗弄到一本，并且要立即带给他。而

弗洛孔是怎样的一匹蠢驴啊！昨天路·勃朗对我说，弗洛孔认为

你的论自由贸易的文章１０３，有些混乱！！！！这个头脑混乱的畜生！我

６１１ ２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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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表了反对意见。这个小个子说，“噢，我不是这样看的，相

反，我很喜欢那篇文章，老实说，我不知道弗洛孔先生究竟……

 总之（他谈到弗洛孔时做了一个带有几分含蓄意味的鬼脸）这

是他告诉我的”。总之，《改革报》编辑部的组成极其糟糕。论英

国危机的文章和一切经济方面的文章通常是由一个毫无用处而妄

自尊大的廉价文人制造出来的，他大概是根据某一个通讯社的交

易所文章来研究这些问题，他用一种巴黎四等银行家手下的三等

办事员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用一种被英国人叫做“实际主义者”的

稳妥态度来判断一切。弗洛孔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并且越来越使

我觉得他眼光短浅。最多可以说，他是一个抱有善良愿望的人。路

·勃朗也不掩饰他对弗洛孔的藐视。

星期一

我没有见到该死的莱茵哈特。今晚我再去一趟。不管怎么样

到明天我一定要把整个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我不马上再写信给

你，那就是说一切都办妥了。

昨晚进行了代表选举。１０４经过一个极其混乱的会议以后，我以

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暗中进行活动，而且也没

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反对纯粹是做做样子；一位工人被提了名也是

做做样子，而提议他的那些人都投票选了我。

钱都来了。请你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

不能上那儿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

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去，那末事情就完蛋了，就要拖

迟几个月。如果是这样，请你给伦敦写信，好及时把这件事通知各

处。

７１１２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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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孔还对路·勃朗说，你的文章，为了能够采用，必须作些

修改，使它更“明确”些。路·勃朗请求我以他的名义向弗洛孔再次

提一提这篇文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去这样做要好得

多。弗洛孔竟能使这篇文章更明确些，真是荒诞之极！我简直不能

理解这种愚蠢的短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路·勃朗在我面前

多少有些为他的这位同事先生感到惭愧。但这有什么办法！我将

让弗洛孔去干他愿意干的事，不愿去同他多扯了，主要是尽量同路

·勃朗打交道，他总算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有头脑的。对《国民

报》完全无能为力，这家报纸越来越目光短浅，并且越来越同巴罗

和梯也尔联合起来，利尔的宴会就证明了这一点。１０５

载勒尔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你的书在这里销路很坏。这是不

真实的。弗兰克对莱茵哈特说过，他对于销售情况总的说来是满意

的。不管弗兰克怎样行为荒唐，看来他已经销售了四十本左右了。

下封信中我再详细谈这个问题吧。载勒尔（他不久以前到过我这

里，由于受到十分冷淡的接待而没有再来）言之凿凿地说，他把铺

盖、家俱和纸等等都留在布鲁塞尔了，数量很多，足够用来救济沃

尔弗和海尔堡。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要注意，至少不要让鲁普

斯①在这件事上受海尔堡的骗。但看来这不过是吹牛。

路特希尔德从新公债中赚得一千万法郎——纯利四厘。

我在去伦敦途中不能到布鲁塞尔去了，因为手头的钱太紧。我

们只好约定在奥斯坦德见面——２７号（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渡

过拉芒什海峡，以便星期一我们就能够开始工作。可能在２９日，

星期一，波兰纪念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会进行某些活动，而我

８１１ ２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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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则必须出席。
１０６
这将是很好的事情。你在伦敦要作一次法语演

说，然后我们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为了能够在法国人中间发

表意见，德国人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一次演说将胜过十篇文章

和一百次访问。

你在１０月２日的《北极星报》上大概已经看到哈尼和“民主派

兄弟协会”关于召开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要求。支持这个要求

吧。我在法国人中间也一定加以支持。可以争取明年在伦敦召开

这个代表大会，也许同我们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如果这个代表大

会能够举行，那末这对法国人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并且使他们谦虚

一些。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开不成，那末就是由于法国人的缘故而失

败的，法国人至少会被迫作一个表白。如果能在布鲁塞尔召开就更

好了，在伦敦，菲格斯①可能干些蠢事。

别的新闻没有了。请你把附信交给伯恩施太德，并且立即写信

告诉我你是否去伦敦。

你的 恩·

如果你还有画家②的地址，请给他写封信。这会更好一些。

海涅让我向你问好。他非常虚弱，看来有些颓唐。到底是谁把

你的文章寄给路·勃朗的？他说，信是由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署名

的。他把文章压得很久，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信的背面写着］

布鲁塞尔伊克塞尔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９１１２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①

② 阿·弗·克尔纳。——编者注

菲格斯·奥康瑙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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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星期二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①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

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

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

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

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

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

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

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

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

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

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１０７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②发表

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

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

０２１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①

② 赫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８—１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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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星期二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①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

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

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

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

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

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

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

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

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

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

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１０７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②发表

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

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

０２１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①

② 赫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８—１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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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部中根本不可能对这种“走了味的”的胡言乱语严厉处置，特

别是在选举之前，根本不能设想这样做。

明天我还想见一下路·勃朗。如果办不到，我后天无论如何要

见他。如果说，我在这里还不可能顺便告诉你什么事情，那末星期

六你就可以知道一些了。

此外，莱茵哈特对我说的书籍销售数量是胡说的——不是三

十七本，而是在一星期前已经出售了九十六本。就在那一天，我已

经将你的书①亲自带给了路·勃朗。所有的存书都已经照数发出

去了，没有发给的只有拉马丁（不在这里）、路·勃朗和维达尔（此

人地址找不到），我已经吩咐给《新闻报》送去了一本。——不过，

话又说回来，在弗兰克那里，工作确实是糟得可怕。

至少要设法使莫泽斯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不做蠢事！再见。

你的 恩·

请看背面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

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

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

的东西②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

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

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

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

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这里的这个东

３２１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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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星期二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①定下来。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

德，在正对火车站的喷泉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拉

芒什海峡。你们如果乘四点到五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

时到达。

如果发生意外，星期日没有开往多维尔的邮船，请立即回信告

我。就是说，既然这封信你将在星期四早晨接到，那就务必马上去

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五点钟

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

动，那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

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

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

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１０７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禁止莫泽斯②发表

他的那些流言。这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混乱，使我不得不在工人

中间发表长而又长的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

０２１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①

② 赫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８—１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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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还根本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而又小的地方，要

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

星期三早晨

刚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说的事情我上面所写的已经回答了。

我到路·勃朗那里去过了。但很不走运——他到外地去了，也许今

天会回来。明天，必要时后天，我再去一趟。——星期五晚上我还

不能够到达奥斯坦德，因为钱要到星期五才能凑齐。

你的表兄弟菲力浦斯今天早晨上我这儿来过。

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

有一个工人做德国人的代表，这很好。但是，必须使鲁普斯①抛弃

过分的谦逊。这个出色的人是必须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千万不要派维尔特去当代表！他总是十分懒惰，只是那次会议上的

一时的成功１０８才使他上了点劲！而且他还想继续做一个独立的盟

员。就让他继续自行其是吧。

４２１ 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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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

２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０９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４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找见该死的路

易·勃朗。这无疑是他故意安排的。但我仍然要找见他——我将

每天都去一趟，或者在咖啡馆里守候他。与此相反，对弗洛孔老爹

还能做些工作。《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袒护《改革报》，反对

《国民报》，使他异常高兴。①甚至对路·勃朗和赖德律－洛兰的批

评，以及我声明我们现已决定在伦敦公开以共产主义者身分进行

活动的话，都没有使他不安。当然，他提了些很妙的道理来辩驳：

“你们会导致专制，你们会扼杀法国的革命；我国有一千一百万小

农，他们同时又是最狂热的私有者，”如此等等，虽然他也骂过这些

５２１

① 弗·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

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

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

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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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原则彼此太接近了，我们应该

携起手来；至于我们，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支持你们”，等等。

莫泽斯①事件非常好笑，虽然这事被公开作了宣扬也使我感

到不快。在布鲁塞尔，除你以外只有日果和鲁普斯②知道这件

事，——还有波尔恩，那是我在巴黎有一次酩酊之中向他讲的。好

啦，反正都是一样。莫泽斯威胁说要动手枪，在布鲁塞尔到处显示

他的绿帽子，而且还在伯恩施太德那里显示了一下，必定是令人高

兴之极！斐迪南·沃尔弗臆造的关于文件的谎言使我笑得要死，而

莫泽斯却相信了它！但是，如果这头蠢驴要坚持他那无聊的关于强

奸的谎言，那末我会把以前的，现在的和今后的那些叫他气得发昏

的细节都提供给他。要知道，这头巴兰的母驴早在去年７月，在巴

黎这里，就曾经十分正式地向我吐露过委身之爱，并且把她的家庭

生活的最隐秘的秘密都透露给我！她对我的发怒是纯粹的失恋。但

是，我在瓦朗西恩对莫泽斯方面所考虑的，只是次要的；而首先我

想要报复他们对玛丽③所作的那种卑鄙行为。

“浓烈的葡萄酒”缩成了三分之一瓶的波尔多酒。遗憾的只是，

头戴绿帽子的齐格弗里特没有在工人协会中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写

成一个正式的文件。但是，他可以随便对我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

和将来的情人实行报复，并且我给他介绍两位：（１）一个大个儿的

佛来米女人，她现在住在我过去的寓所里，伊克塞尔路８７号一楼，

名叫约瑟芬纳小姐；（２）一个法国人费里西德小姐，她将于本月２３

６２１ ２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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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日从科伦乘第一次火车到布鲁塞尔，以便前往巴黎。如果在

这两人之中他一个也没有取得成功，那就十分不幸了。请把这些消

息告诉他，让他能够认识到我的真心诚意。我一定要公平地对待

他。

海涅濒于死亡。两个星期以前我看过他，他卧床不起，神经痛

发作。昨天他曾经起床，但是极为痛苦。他只能扶着墙勉强走三步，

从安乐椅移到床边，再移回来。而且，住所里的杂音——木工的敲

打声，锤子的打击声等等，闹得使他发狂。他智力上也有些衰退。海

因岑曾经要去看他，但没有得到允许。

昨天我也看了海尔维格。他和他的家里人都患了流行性感冒，

有些老太太正在那里看望他。他对我说，米希勒的第二卷１１０非常成

功，路·勃朗的第二卷①黯然失色了。这两本书哪一本我都还没有

看过，因为我缺钱而没有能在图书馆订购。一般说来，米希勒的成

功可以说只是由于他遭到免职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性质。

这里同盟②的情况很令人难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松

懈和互相之间的无谓嫉妒。魏特林主义４０和蒲鲁东主义确实是这

些蠢驴的生活条件的最完整的反映，所以对此毫无办法。他们之中

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劳宾人５０，衰老下去的粗人，而另一些人是

新兴的小资产者。一个象爱尔兰人那样靠着压低法国人工资来生

活的阶级，是毫不中用的。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这次

不成功，我就放弃这种宣传。希望伦敦的文件③快点来，使这项工

７２１２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８５。——编者注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８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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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新活跃一些；那时我将利用时机。这些人由于到现在还没有看

到代表大会①的任何结果，当然会十分松劲。我现在正同施土姆普

弗和诺伊贝克介绍给我的一些新工人来往，但还不能说会有什么

结果。

请告诉伯恩施太德：（１）对这里的工人，他不应当在订阅方

面采取那种商业上的严格态度，否则他会失去他们所有的人；

（２）莫泽斯给他介绍的那个代理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废物，并

且十分虚荣，但只有他还愿意而且能够做这件事，所以不宜推开

他；这个人很努力，但他不能自己掏钱补上，虽然他已经这样做

了。他不得不用自己收入的钱来弥补通讯等等的开支……②；（３）

如果他要向这里寄零份的报纸③，最多每一号不要超过十到十五

份，而且要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大包邮件通常是送到杜沙特尔的

部里，在那里取邮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为了进行破坏，那里还

加收很多的信件补加费。象这样的邮包要付六到八法郎，但如果

一定要付，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埃塞伦曾经想要在列日找一个铁

路列车员来办这件事情；请你写信到列日去，把这件事办妥；

（４）那些还留在这里的报纸，已经利用机会寄往南德意志了。以

后如有机会，让伯恩施太德再寄一些新报纸来，以便在咖啡馆等

处进行宣传；（５）这几天内伯恩施太德将收到一篇文章④和有关普

鲁士财政的历史概论。但你必须把有关１８４３年委员会１１１的那部分

再看一遍并加以必要的修改，因为这个概论是以非常模糊的回忆

８２１ ２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④ 弗·恩格斯《１８４７年的运动》。——编者注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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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为根据写成的。

如果莫泽斯事件会使你在《布鲁塞尔报》上攻击他，我将非常

高兴。真不明白怎么这个人到现在还留在布鲁塞尔。这又是一个

把他赶到佛尔维耶去的理由。关于同《改革报》的事，我即将想办

法。①

你的 恩·

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１日］星期五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找到路·勃朗了，并且了解到为什么我总不能找到他

的原因。你看，这个矮小的著作界大老爷仅仅在星期四而且只是午

后才接见客人！关于这点他既没有直接地对我说过，也没有让他的

看门人告诉过我。在他那里，当然有许多蠢驴，拉蒙·德·拉·萨

格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１１２，我现在随信一起

寄给你。这本小册子我还没有看过。后来，我终于能够同路易·勃

朗谈了几分钟我们的事情。他吞吞吐吐地承认，说还没有时间读完

你的书②……“我浏览了一下，发现蒲鲁东先生在这本书里受到相

当厉害的攻击……”——“好啦”，我问道，“您现在能不能把您曾经

答应为《改革报》写的那篇文章写一下呢？”——“文章？哎呀，我的

９２１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１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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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行，我的出版者都正在围着我要稿子！这样办吧：文章您自己

写，我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事情就这样商定了。其实，这样做于

你无损。至少是，由我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要比他叙述得正确。我将

直接拿我们的观点去对照他的观点——这就是能够做到的一切，

在《改革报》上是不能做反对《改革报》的结论的。文章我马上就动

手写。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伯恩施太德，叫他不要给《改革报》写文章

谈你的事情呢？当伯恩施太德的文章和论宪章派的几篇文章同时

在《改革报》上登出时，我的文章已经写好，１１３我是等待论宪章派的

文章登出后再把我的文章寄去的。我的文章比那篇短短的报道要

长得多，而且在那篇报道里把你的名字还弄错了。我已告诉弗洛孔

要他改正这个刊误；这事他昨天没有办，而今天我没有看到《改革

报》。但这并不重要。

你的演说①出版时，请立即给我寄来四、五份，我要分送给《改

革报》、路·勃朗和德·拉·萨格拉（给《和平民主日报》）等。我现

在可以由此发挥成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写报道是太短了。

至于路·勃朗，他应该受到惩罚。你要对他的《革命》写一篇批

评性文章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切实向他表明我们比他高得

多——在形式上要友好，但是在内容上要坚决地肯定我们高明。这

一点将会有人告诉他的。应该让这个小苏丹稍稍知道一点厉害。遗

憾的是，目前我们唯一的长处还是理论方面，但是，这些社会科学

的捍卫者们，“充足生产律”等等的捍卫者们，对这一点却是非常看

重的。这些人追求这个无人知晓的定律真是太妙了。他们想要找

０３１ 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１日）

①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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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定律，用这个定律使生产增加到十倍。他们象寓言里的马车

夫一样，到处寻找一个能替他们把社会马车从泥泞中拉出来的海

格立斯。而海格立斯就在他们掌握之中。“充足生产律”就在于使

人们“充足地”生产。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点，那末任何符咒都帮助

不了他们。取得特许证的发明家们对充足生产所作的贡献，比绞尽

脑汁追求科学的整个路·勃朗要多得多。

我对贝尔奈斯的上次来信回了一封语调非常讽刺的信，我表

示遗憾，说他的公平态度夺去我最后的安慰——做一个象普拉兰

那样的、不被承认的高尚的人。他仰天悲叹地把这封信退给了我，

并且表示我们的通信关系就此结束。阿们。

没有什么新闻了。请快点回信。

你的 恩·

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１４

巴  黎

［１８４８年］３月［８—］９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新马路１３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希望明天能接到你的信。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星期日晚上，若特兰在民主协会叙述了

关于你和你夫人的事件。１１５我去迟了没有听到他的话，仅仅听到佩

列林的几句愤怒的佛来米语。日果也发了言，谈到这个问题。卢

１３１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８—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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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纳为此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里的律师们都非

常激愤，迈因茨希望起诉，并且希望你以民事原告的身分对侵入

住宅等罪行提出控告。日果也应该提出控告。如果能这样做，那

太好了，尽管政府声称将把肇事者撤职。昨天迈因茨已将必要的

文件提供给卡斯提奥，以便就此事提出质问；我想明天或者后天

就会提出。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非常有助于缓和对

德国人的憎恶。

鲁普斯①在上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钟被带到火车站，送往瓦朗

西恩去了；他从那里有信来，看来他还在那里。没有对他进行审

讯。甚至没有允许他回家取自己的东西！

没有来碰我。从这些家伙流露的一些言谈来看，他们害怕驱

逐我，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曾给过我身分证，这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科伦发生的事件是令人不愉快的。三个杰出的人坐了牢。１１６我

同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谈过。他们曾经打算行动起来，但是，他

们不去收集本来很容易弄到的武器，而是手无寸铁地前往市政厅，

让人包围了自己。据称，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赞成他们的。事情一

开始就非常蠢笨；如果这个人的消息可靠，那末，他们本来可以

平安行事，并且在两小时内解决问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惊人

地蠢笨。

我们的科伦的老朋友们１１７看来是全然袖手旁观的，虽然曾经

共同决定采取行动。小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在那里

呆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尽管那时在市政府正需要小博士②在场。

德国别处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

２３１ 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８—９日）

①

② 德斯特尔。——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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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真正的起义；在加塞尔，革

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

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

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

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科伦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主张加入法兰西共和国；目前那里

正盛行回忆１７９７年１１８。

特德斯科仍然在坐牢。１１９我不知道他何时受审。

关于你的事件，已经给《北极星报》寄去了一篇万分激愤的

文章①。

星期日晚上，民主协会的会议开得异常平静。会上决定了向两

院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两院立即解散，并根据新的选举条件进行

新的选举。政府是不愿意解散两院的，但是它将不得不这样做。请

愿书明天晚上将被通过，并且当场签名。若特兰向市长和市政府的

请愿得到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否定的答复。

你想象不到这里是多么平静。昨天晚上举行的狂欢节，和往常

完全一样；关于法兰西共和国，几乎不再谈论了。在咖啡馆里几乎

不用费力、不用等候就可以得到法国报纸。如果不知道他们不管愿

意不愿意都不能不这样，那末就会以为，这里一切都完了。

因你所受的迫害而愤怒的若特兰，在星期日作了一个很好的

演说；罗日埃的暴力促使他承认了阶级对立。他大骂大资产阶级，

并且谈到诚然是非常平凡的、幻想的、但总算是经济学的细节，希

３３１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８—９日）

① 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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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小资产阶级证明，在共和国制度下收入良好、消费很多的工人

阶级对它来说会是一个比宫廷和为数很少的贵族更好的主顾。和

奥康瑙尔完全一样。

我已经来不及将这封信送到邮局了，——明天再写。

星期四

没有什么新闻；你的文章①我在《改革报》上已经看到了。在英

国也闹起来了，更好。

如果你在接到这封信之前还没有写信给我的话，请马上就写。

我的行李刚刚从巴黎运来，连纳税等等在内，让我花了五十法

郎，真开玩笑！

再见。

你的 恩格斯

去过你那里的那个警官助手据说已经免职了。这个事件在这

里的小资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信的背面写着］

巴黎博马舍林荫路７５号格泽耳太太转交卡尔·马克思先生

４３１ ２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８—９日）

① 卡·马克思《给〈改革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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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２日左右］

于巴黎新麦尼尔蒙坦路

（博马舍林荫路）１０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向布赖埃尔取一百法郎（这是他发誓答应要在一星期之后

还我的），向日果取三十法郎，向赫斯取十法郎。我希望布赖埃尔这

时会履行自己的诺言。

迈因茨将在卡斯耳那里贴现一张一百十四法郎的期票，并将

此款付给你。你把所有这些钱收起来用吧。《改革报》在谈到你时

语调很友好。弗洛孔病了，我还没有看到他。载勒尔散布的谣言在

德国人中间流传很广。阿拉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革命抛弃到一边

去。我劝你到这里来。

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这里成立１２０，因为琼斯、哈尼、沙佩尔、鲍威

尔①、莫尔都在这里。我被选为主席，而沙佩尔被选为书记。委员

是：瓦劳、鲁普斯②、莫尔、鲍威尔和恩格斯。

琼斯昨天去英国；哈尼病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５３１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２日左右）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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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６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这几天我没有一点时间来写一封比较详细的信。我只能写一

下最必要的事情。

弗洛孔对你很好。

这里所有的施特劳宾人５０对你都多少有些愤恨（与谢①打架事

件，等等）。

至于我的东西，请你随身带到瓦朗西恩去，让人把这些东西

在那里用铅印封上吧。以后我再付款取回。至于银器，关税已在

巴黎这里付了。但是在瓦朗西恩你一定要按照信中所附地址去找

一下住在该处的那个人。我的妻子根据福格勒的建议把几个皮箱

（存放在布鲁塞尔的）的钥匙寄给他了，但没有附函。你必须到他

那里把这些钥匙拿来，否则我们的所有东西在这里的海关上都要

被拆坏。

关于钱的事情，你要向卡斯耳说明，如果他不乐意付期票上的

钱，那就应该把期票还给你。那时贝雨也许会付期票上的钱。

让日果结算一下账目，至少得把余数交出。

至于布赖埃尔，你必须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告诉他，如果他利

６３１ ２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６日）

① 大概指谢尔策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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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的困境而不付钱，他就是卑鄙。至少他应当给你张罗一部分。

革命并没有花掉他一文钱。

这里资产阶级又极端无耻和反动起来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

受的。

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象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

个黑红黄三色协会１２１反对我们。前者今天将被开除出盟
①。

你的 马·

通行证我此时找不到，而这封信必须发出去。

如果日果不能更积极一些，就别让他干了。目前他本应该干得

更坚决一些。代我向迈因茨和若特兰致衷心的问候。最近一号的

《社会辩论报》我已收到。

并向福格勒问好。

我将详细地写信给迈因茨和若特兰。祝你健康。

２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星期六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将照管你的东西。

７３１２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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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给律师维克多·费德尔先生写几句，或者直接寄给他，

或者附在给布洛斯的信里：借此表示感谢他为了声援你和你夫人

所采取的步骤，并且授权给他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情况是这样：突

然宣布自己是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费德尔，承担了为你辩护的任

务，他将以辩护人的身分答复《比利时通报》１２２，并且处理这一案

件。他希望你不要否认他；如果他能得到你的信，使他能够以坚决

态度办事，那就好了。这个案件由一个比利时人去办，要比叫迈因

茨去办更好，而他既然自愿效劳，想必会很好地处理这一案件。

你一定要把通行证寄来。这个东西很需要；迈因茨每天都向我

问起它。

特德斯科已被释放，他没有同任何人照面就立即到列日去了。

埃塞伦在这里呆了几天，但是他没有看见特德斯科。

这里正处于空前的财政、交易所、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之中。商

人闲着没有事干，只在“瑞士”咖啡馆里叫苦；考韦茨、劳夫一带先

生们象淋湿了的狮子狗一样东游西荡；工人们举行集会和递交请

愿书；到处都非常穷。谁也没有现金，就这样还要搞六千万的强制

公债！在这里，交易所硬要给他们制造一个共和国。

吕宁返回这里之后得到消息说，在普鲁士他受到了司法追究；

他想让他的夫人来这里，再去巴黎。

德朗克在逃走之前被维利希一伙接收入盟①。我在这里对他

重新考察了一下，把我们的观点讲给他，由于他表示同意，所以

我就批准了。即使有一些疑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时，这

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

８３１ ２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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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他向我表示，

他已否定了他过去的一切作品。可惜他是住在莫泽斯①那里，这个

时候莫泽斯是会去影响他的，不过谁都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

果他是同他曾经十分佩服的吕宁在一起，那末吕宁两句话就会把

他征服的。

此外，莫泽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友好——这家伙真莫名其妙！

对卡斯耳我毫无办法，因为票据是在迈因茨手里而不是在我

手里。布赖埃尔借口说财政危机，说他的旧的期票债务现在不可能

延期，说他的所有主顾都拒绝付款。他甚至表示要卖他那匹唯一的

马。但是我要尽力弄一些到手，因为迈因茨的钱我不大够用，而最

先付款的赫斯所付的钱已经用光了。日果也极为困难。我今天还

要到布赖埃尔那里去一次。

明天《社会辩论报》上将刊登一篇逐字逐句详细反驳《比利时

通报》的文章。

你给费德尔写信时要添上这样的话：如果他需要特别的委托

书，你将给他寄去。

你也要给众议院议员布里库尔先生写几句，他在议院里为你

说话说得很好，他应迈因茨的请求向大臣提出了严厉的质问，并且

促成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是沙勒罗瓦的代表，卡斯提奥走

后，他是最好的。卡斯提奥那时在巴黎。

随信附上一篇小玩意儿②，请你看一下，送到《改革报》去。对

这里的公众必须不断地给以刺激。

９３１２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

①

② 弗·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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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星期一我就出发。
１２３
但是钱方面的困难总是阻碍着

我。

英国方面，我从信件中或者《星报》上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德国的情况确实大好；到处起义，而普鲁士人并不让步。这就

更好。希望我们在巴黎居留不久。

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①。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

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他和维尔特现在全……②，而维尔特

在这里到处装出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的姿态。

拉马丁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这个人在他的所有的演说中只

是面向资产者，并且竭力安慰他们。临时政府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

给资产者准备的，以便使他们安心。这些家伙厚颜无耻是毫不奇怪

的。

再见，再见。

弗·恩·

寄往这里的所有信件，请你按指定的地址发出；我不在时布洛

斯会把信件转给日果。

０４１ ２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

①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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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２４

巴  门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以前］

于科伦使徒街７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认股了，我们很快就能够开始了。１２５但

是现在你必须向你的老头①提出要求，必须大致明确地弄清在巴

门和爱北斐特能做些什么。

计划书（毕尔格尔斯写的）１２６等等已从这里给爱北斐特的黑克

尔寄去。

你没有德朗克的通信处吗？必须立即写信给他。

请立即答复。如果你们那里的人不是那样害怕，我本来是要去

的。

你的 马·

３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接到计划书，连同你的信。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

１４１３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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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很少希望。布兰克是我曾经就此事写过信去的人，并且还是最

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

们建立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

人都象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

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

答复。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末一切都完了。

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

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

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

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伦日报》已

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

我们一千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伦日报》来代表他们的

党。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

莫泽斯①的代理人施纳克上星期到这里来过，似乎对我们也

进行了诽谤。

至于德朗克，我只有这样一个通讯处：科布伦茨的商人阿道夫

·多米尼库斯（这是他的叔叔）。他的老头②住在富耳达，好象是个

中学校长。这个城镇很小。写信寄：富耳达小恩·德朗克博士收，

想必能寄到他手里，如果他在那里的话。不过他也真蠢，连起码的

住在哪里都不写明。

我接到艾韦贝克一封信，他问我们，他寄往美因兹某个地址的

２４１ ３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

①

② 德朗克的父亲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约翰·德朗克。——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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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据说是重要的信，我们是否已收到？如果你没有收到，就把这

个情况写信寄往美因兹（美因兹伦滕巷（圣灵）实习教员菲力浦·

诺伊贝克收）。

艾韦贝克请人在巴黎将《宣言》①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请求给他寄去为此目的而必须付出的六十法郎。这又是他搞的一

个名堂。这些译文一定是妙得很。

现在我正在搞英译文，这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困难。但是大半已

经弄好了，不久即将全部完成。

如果我们的十七条②哪怕有一份在这里被传播出去，我们在

这里就会失去一切。资产者的态度确实卑劣。工人们正开始有些

动；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是群众性的。他们立即组成了团体。但是

这恰好对我们有妨碍。爱北斐特的政治俱乐部发表告意大利人书，

主张直接选举，但是却坚决地拒绝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虽然

这些先生们私下都承认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

却又宣称，我们不应该过早地提出这种问题！

再见。快来信，写详细点。是否已经写信去巴黎，有什么结果

吗？

你的 恩·

３４１３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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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１８４８年５月９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寄上：

（１）截至目前为止的认股单，共十四张；

（２）给你的委托书１２７；

（３）给德斯特尔的委托书（博恩施太德是他的熟人）；

（４）给毕尔格尔斯的委托书。

博恩施太德和黑克尔把委托书给了自己的熟人，这是无法阻

止的。

许纳拜恩将代表自己和两名当地人亲自去那里出席。

认股单还没有完。我没有遇见拉维尔埃尔和布兰克，尽管已访

问多次。楚劳夫负责去说服前者。

另外两个我没有取得一点结果的人，将由黑克尔去说服。

楚劳夫今天去龙茨多弗，在那里他有成功的希望。

最难办的是这两种人：第一种，是年轻的戴羔羊皮手套的共和

主义者，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担心，害怕共产主义；第二种人，是当地

的名流，他们认为我们是竞争者。无论诺耳或是布腊赫特都无法说

服。博恩施太德是法学家当中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总之，我们做了

不少徒劳无益的事情。

明天我将去恩格耳斯基尔亨呆两天。请把股东会议的结果立

４４１ 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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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告诉我。

也已采取步骤组织同盟①支部。

你的 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

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２８

日 内 瓦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你的信今晚才到，我已没有时间去张罗期票。甚至没有时

间自己回家一趟。现在我尽我手头所有给你寄去，此外还有一张舒

耳茨寄给日内瓦一个公民的五十塔勒汇票，从这个公民那里你还

能够得到另一些资助。

我早就已经向巴黎寄五十塔勒给你和德朗克，并且同时把你

的护照寄给了布鲁塞尔的日果。

报纸从１０月１１日起已照原样复刊。１２９现在比较详细地说这

件事不是时候，因为必须抓紧时间。你一有可能，就写些通讯和较

长的文章来吧。现在除维尔特以外全都走了，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

几天以前才参加编辑部，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作更重要

的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

还有，你的老头②写信给日果，打听你在哪里。他说要给你寄

５４１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

①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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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把你的通讯处寄给他了。

你的 卡·马克思

立即回信。要不要把你的衬衣等物寄去？这件事普拉斯曼准

备立即去办。而且你的父亲已经付钱给他了。

［路易·舒耳茨的附笔］

附笔：请把附寄的信拆开，把它交给伊·克勒尔（住日内瓦的湖滨，或罗

讷路），他见信后将付给您二百五十法郎，此款转到我的账上。

致友好的问候。

路易·舒耳茨

３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  桑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中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还没有收到我寄去的钱，的确使我惊讶。我（不是发行部）很

早以前就已经按照指定的日内瓦地址给你寄去了六十一塔勒——

十一塔勒纸币和五十塔勒期票。因此，你查问一下并立即来信。我

有邮局收条，可以把钱要回来。

此外，我曾给日果寄去二十塔勒给你们用，稍后又给德朗克寄

去五十塔勒，都是我自己的钱，共约一百三十塔勒。

明天我再寄一些给你。但是你要查问一下那笔钱。同时在期

票里附有一封给你用的介绍信，去见一个有钱的洛桑庸人。

６４１ ３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１１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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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我的钱勉强够用。我这次旅行中弄来一千八百五十塔勒：从波

兰人那里得到一千九百五十１３０，旅途中用了一百。预支给报纸①一

千塔勒（包括我付给你和其他流亡者的预支金）；这个星期还要付

机器费五百。剩余三百五十。同时，我还没有从报纸得到一文钱。

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１）在第１号报上就立即

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②；（２）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

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的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

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

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１３１，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

会象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

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你在洛桑办好钱的事情之后，最好去伯尔尼，完成你预定的计

划。此外，你可以写些你愿意写的东西。你的信一直都到得相当准

时。

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

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卡·马克思

你的老头是一个混蛋，我们将写一封最不客气的信给他。

７４１３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１１月中）

①

② 卡·马克思《〈新莱茵报〉复刊》。——编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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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伯 尔 尼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于科伦

亲爱的恩格斯：

报纸给你寄去了。如果说这件事没有早点办好，那完全是科尔

夫这个蠢驴的过失，因为我非常忙，还有不断的法院传讯，这就更

是忙上加忙了，而他至今没有完成我的委托。你暂时留在伯尔尼

吧。一旦有可能让你来，我就写信给你。

你的来信要封得更好些。有一封被拆开了，我在报纸①上指出

了这一点（当然没有说出你的名字）。１３２

要详细地写文章谈蒲鲁东，同时，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学

家，还要详细地写文章谈匈牙利粪堆（这个多民族的蜂群）。谈蒲鲁

东时不要忘了我１３３，因为我们的文章现在都转载到很多的法文报

纸上。

也要写文章抨击联邦共和国，瑞士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机

会。１３４

卡·海因岑把他那篇反对我们的陈旧的臭文章
１３５
发表出来

了。

我们的报纸一直处在“叛乱的”地位，但是却能够不管多次法

院传讯都绕过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

８４１ ３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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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１３６
革命在前进。你努力写文章吧。

我想出了一个如何从你的老头那里弄到钱的可靠计划，因为

我们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你给我写一封要钱的信（尽可能说得厉

害些），讲述自己的一切灾难，但是要注意写得使我能够把信给你

母亲看。老头现在开始害怕起来了。

我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

你的 马克思

３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怎么一回事？现在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宣判无罪１３７，我还不

能在最近回去吗？普鲁士的恶狗现在必定很快就不再愿意同陪审

员打交道了。我已经说过，如果有充足的根据表明没有审前羁押的

危险，那我就会马上动身。他们以后可以把我交付陪审法庭一万

次，但是在审前羁押中禁止吸烟，我不能接受这个。

不管怎样，整个九月事件１３８毫无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又回去

了。因此，请你写信来吧。

顺便提一下，到１月中我非常需要几个钱。反正你们到那个时

候是会收到一大笔款子的。

你的 恩·

９４１３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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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

３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伦

１８４９年１月７［—８］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现在，在我过了几个星期造孽的生活，从我的灾难和流浪中恢

复过来之后，我感到，第一，需要把工作重新干起来（附上的论马扎

尔和斯拉夫人问题的文章①就是一个确证）；第二，需要钱。后者是

最迫切的，如果你们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还什么也没有给我寄，

那就请立即办好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好几天一文不名了，而在这个

糟糕的城市里，借是借不到的。

在这个讨厌的瑞士，哪怕发生一点什么可以写的事情也好！然

而没有，全是些无聊透顶的地方上的争吵。我有几篇关于瑞士的一

般性文章②，很快就给你寄去。如果我还不得不长期留在国外，我

就去罗迦诺，特别是在意大利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而这完全是

可能的。

０５１

①

② 弗·恩格斯《瑞士报刊》。——编者注

弗·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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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总觉得，我很快就能回去了。象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国

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是令人十分难

以忍受的。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伦遭到审前羁押

也比呆在自由的瑞士好。请来信告诉我，我是否完全没有希望受到

与毕尔格尔斯、贝克尔①等人同等的厚遇。

拉沃说得对：即使在钦定的普鲁士１３９也比在自由的瑞士自由。

这里每个庸人既是密探又是凶手。我在新年之夜就看到这样一个

例子。

是哪个魔鬼新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寄自海得尔堡的关于三

月同盟１４０的无聊的道德宗教文章？亨利库斯②不时挤出一些文章

来，这一点我也满意地从那些连续两期登完的对拉登堡通令的申

诉１４１中看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③现在在瑞士常常被大量引用；引用很多的是《伯

尔尼报》，还有《国民报》，而所有各报又都从那两家报纸加以转载。

在瑞士法语区的各报上，我们的报纸也常常被引用，比《国民报》等

报少一些，但多于《科伦日报》。

广告你们一定已经登了。１４２现附上一份《伯尔尼报》上转载的

我们的广告。向大家问好。

你的 恩·

昨晚没有来得及发信。今天再说一件事：自元旦起《新莱茵

报》再没有来过。你可查问一下，《新莱茵报》是否照常寄出。我已

１５１（３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４９年１月７—８日）

①

②

③ 《新莱茵报》。——编者注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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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去打听了；预订是没有办法的。要订我就得预订半年；而我在这

里不会呆这么久，况且也没有钱。我已经说过，十分重要的，是报纸

能够来到这里，这不单单是为了我，主要是因为对我们抱同情的、

由一个共产主义者①编辑的《伯尔尼报》正尽一切力量使我们的报

纸在这里受人欢迎。

３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４３

科  伦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３日于汉堡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我今天才接到，因为我在星期三早晨就已经离开了不

来梅。在不来梅什么都没有办成。勒津在一年以前破产了，现在只

靠他妻子的幸存下来的资本的利息生活。所以毫无成果。

相反，在这里我肯定会弄到钱。

至于认股，韦雷斯不能认股吗？

至于在我离职期间所需的资金，我可以告诉你以下的情况：普

拉斯曼在我动身之前曾肯定地答应给以任何必要的贷款。可能斯

蒂凡·瑙特出于严谨而不去求助于这个财源。如有此必要，你就自

己去把这件事办一办。

这星期的报纸②非常枯燥，这对我当前的使命是不利的。

２５１ ３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３日）

①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施坦普弗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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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向我的妻子和其他人衷心问好。

不管怎样，立即来信，而且不要灰心。事业会好起来的。

你的 卡·马克思

［在信封内部写着］

通讯处：白桥罗德（商人）收

３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科  伦

［１８４９年４月下半月—５月初］

亲爱的恩格斯：

在事实未查明之前，你把那篇关于伯·迪茨的文章放一下。关

于此事我们要自己写信给布鲁塞尔。

顺便提一下，你设法查出那个未受任何人委托就把这件事告

诉迪茨的排字徒工的名字。

你的 马克思

３５１３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４月下半月—５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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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４４

凯则尔斯劳顿

［１８４９年］６月７日于巴黎

百合花路４５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这封信中不准备和你详谈。首先你应该回信告诉我，这封信

到达时是否完好无损。我想，人们又要兴高采烈地拆阅信件了。

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统治着，比在基佐时代更无耻，只有

１８１５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

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象现在的巴黎

这样逼近。这一点以后再详谈。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

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至于这里的普法尔茨—巴登的使节们，布林德由于被真的或

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村庄上去

了。１４５

关于许茨，这里要指出以下情况：

（１）临时政府把他置于虚假的地位，不给他寄任何情报。法国

人要求提供实情，而谁也不写东西给他，他从哪里取得实情呢？他

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得到文件。显然，目前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

一能达到的是迷惑普鲁士政府，因为许茨能时常同山岳党１４６的领

袖们会晤。

（２）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的第二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有人背

４５１ 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６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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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官方的使节授予一伙卑鄙的德国人以这样或那样的使命。必须

坚决制止，以便使许茨起码能够在山岳党人面前保持自己的体面，

而这正是目前他的使命的全部涵义（对普鲁士来说）。

许茨一般来说消息相当闭塞，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只是同

某些官方的山岳党人来往。但我将经常使他熟悉情况。

我也要求你经常写信给我，每星期至少两次；遇重要事情发

生，则立即告我。

《科伦日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哈尔特山下的杜尔克海姆”的

关于普法尔茨运动的小品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不满意《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先生。似乎他曾向临时政

府声明，他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将暂时退居一旁。”

这怎能连得上呢？这里的可怜的德国人（我尽量避免同他们见

面）将努力把这事传遍整个巴黎。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你们在给

《卡尔斯卢厄日报》或《曼海姆晚报》的通讯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

是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１４７的代表去巴黎的。我认为这样做

有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在这里还不能直接取得任何成果，需

要使普鲁士人相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极其可怕的阴谋。需要使贵

族感到恐怖。

卢格在这里等于零。

德朗克在干什么？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

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

闭门不出，更不能陷于经济困难之中。

你如有可能，可给我寄来一篇法文的文章，把整个匈牙利问题

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５５１４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６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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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给德斯特尔。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候。如

果我必须用新地址写信，请把新地址告诉我。

马·

按下面的地址给我来信：百合花路４５号腊姆博先生收

［信的背面写着］

德斯特尔博士转交弗里·恩格斯先生

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４８

斐  维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一直为你感到十分的不安，昨天接到你的亲笔信①，异常高

兴。我曾委托德朗克（他在这里）写信给你的妹夫②，希望能得到关

于你的消息。当然，这个人什么也不知道。

我全家都在这里。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摩尔比安，这个布列

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但如果你想要我把

我在这里的情况和总的形势较详细地写信告诉你，你就必须告诉

我一个更可靠的通讯处，因为这里很紧张。

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

６５１ ４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８月１日左右）

①

②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２５—５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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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抨击性文章
１４９
。如果没有你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

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

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有价值，并且会给

你弄来些钱。

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

刊），写稿的主要应该是我们两人。１５０

鲁普斯①也在瑞士，我想是在伯尔尼。维尔特昨天来过这里，

他正在利物浦建立一个经理处。红色沃尔弗②现在住在我这里。财

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

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祝你健康。请代我向维利希衷心问候，立即回信，通讯处是：百

合花路４５号腊姆博先生收。

你的 卡·马·

４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斐  维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７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到了我的第一封信——你给我妻子的第

一封信的回信，——因为你的地址很不准确。你的第二封信，要不

７５１４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７日）

①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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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里的我的全家都生了病，妨碍了我，我也已经写了回信。我

愿意再向你说一遍，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多么不安地为你担忧，而我

们突然得到关于你的确切消息，又是多么高兴。

你从信上的日期可以看出，对于我的声明，内政部的答复是暂

时让我留在巴黎不问了。指定我去的摩尔比安省，这是布列塔尼的

朋齐维沼地，在这个季节是要命的地方。写信谈六月十三日事

件１５１，在目前来说是不谨慎的。我不相信，至少我不知道，通信秘密

是否受到尊重。

这里的总的形势，我可以用两句话给你描绘一下：多数派分裂

成原来的、互相敌对的分子，波拿巴主义永远声名扫地，农民因保

存四十五生丁税而怨恨，葡萄酒酿造者因受到保存酒税的威胁而

狂怒，舆论中重新出现反对反动的气流，在延期召开的议会中和在

内阁中正在形成反动派的清一色统治，他们正忙于把巴罗—杜弗

尔集团赶出内阁。１５２这事一旦发生，你就可以期望革命即将复兴

了。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是否有可能观察英国的运动。英国人正是

从运动被二月革命所中断的那个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正

象你知道的那样，和平派无非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新打扮。不过，

工业资产阶级这一次比在反谷物法同盟１５３的运动时期还要革命

些。这有两个方面：（１）由于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法１５４而在对内政策

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贵族，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即在它同欧洲的

关系方面，也将被摧毁。这与皮特的政策完全相反。反对俄国、奥

地利、普鲁士，一句话，支持意大利和匈牙利。科布顿认真地以发动

抵制来威胁那些要给俄国贷款的银行家，从而对俄国的财政展开

了真正的征讨。（２）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便在政治上使佃农

８５１ ４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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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脱离土地贵族，让城市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使上院不起任何

作用；搞财政改革，以便限制教会和减少贵族的政治收益。

在这两方面的运动中，宪章派和自由贸易派都是联合在一起

的。哈尼和帕麦斯顿看起来相安无事。在伦敦的最近一次群众大

会上，奥康瑙尔和汤普逊上校完全一致。

这次对封建制度和神圣同盟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

不到的后果。

匈牙利好极了。但是，这个卑鄙的普鲁士呢？你对它有什么可

说的呢？这些“苍白的恶棍”①现在正在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养

肥自己。如果他们派军队去援助奥地利人，他们的做法也将是使自

己停留在波希米亚②，在那里让人家养着。而这个可怜的普鲁士

——我只怕它太胆小——只要一参预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场

普遍战争的匈牙利事件，就会灭亡。

亲爱的，现在我们从自己这方面该干什么呢？我们应该努力来

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我等待着你的建议。

红色鲁普斯③在这里同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德朗克也在巴黎，

但这是一个爱·梅因派的小人物。鲁普斯④在苏黎世，通讯处是：

吕宁医生收。你不必另外给朗波先生写信。这是我的假名。

总之，就用这个通讯处：百合花路４５号朗波先生收。

祝好。

卡·马·

９５１４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捷克。——编者注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８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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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  桑

［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３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要被驱逐到摩尔比安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你

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瑞士本来会很快被严密地关闭起来，老鼠会一下子全被捉住的。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①有
·
肯
·
定
·
的希望。一部分钱已有

保证。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

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１）由于巴登；（２）由于爱北斐特。１５５你在瑞

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在那里呢？

没有什么妨碍你去伦敦的，不管是用恩格斯这个名字或者用

迈尔这个名字。只要你一声明愿意去英国，你就能在法国大使馆得

到去伦敦的通行证。

我对此事的估计是肯定的。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

有事情干。

我的妻子暂时留在这里。你给她写信可仍用这个通讯处：百合

花路４５号朗波先生收。

０６１ ４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３日）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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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我估计你是一定不会辜负我的。

你的 卡·马·

鲁普斯①在苏黎世吕宁医生那里。请你把我的计划也写信告

诉他。

１６１４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３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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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

４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５６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只能给你写几句。今天早晨十点钟，我们的小火药阴谋家小

福克斯１５７死了，——很突然，是在他经常发作的痉挛症又一次发作

的时候。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意

料。你可以想象这里出现了何种景象。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旁

边，我们感到非常孤独。

下封信里我将告诉你一些关于哈尼的事情，你会看到他的处

境是何等不幸。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话给我的妻子。她已经完全失常

了。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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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对我的妻子起了很好的作用。她处于极端受刺激和疲

惫的状态。她亲自哺乳了这个孩子，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用极大

的牺牲挽救过他的生命。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

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

施拉姆①先生已经完全载勒尔化，他正处于一个最可厌恶的

时期。整整两天——１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我们完全没有见到

他，后来他来了一会儿，在发表了一些糊涂的意见以后立即又不见

了。他要求在安葬那天带他一起去，但他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刻来了

之后，对安葬的事一句话没有说，却告诉我的妻子他必须马上赶回

去，以免耽误到他哥哥②那里吃饭。你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正

受着刺激的情况下，这个在我们家里享有如此深厚友谊的人的这

种做法必然是伤害了我的妻子。

琼斯给我介绍了哈尼的真实情况。哈尼正处于司法追究之下。

他的刊物从整个内容来看都必须交印花税。１５８政府只不过是等待

着它的销路更广一些，以便对哈尼下手。对狄更斯的诉讼仅仅是为

了对付哈尼而制造一个先例。如果他被逮捕，除了有关的惩罚以

３６１４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①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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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还要因无法弄到保证金而坐大约二十年的牢。

鲍威尔和普芬德已获胜诉。１５９罗伯茨是他们的律师。

你的 卡·马克思

４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今天给你写信只是为了告诉你，我很遗憾，今天还不能把上

封信中答应给你的两英镑寄去。欧门出门了，好几天才能回来；而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银行家的受托人，所以我们不能签发收款

的支票，只好限于收取偶然到手的小额收入。在出纳处总共只有四

英镑左右；因此你可以理解，我必须稍等一下。欧门一回来，我马上

就把钱寄给你。希望第一次汇款已按时寄到。

施拉姆的行为真是卑鄙之极。

哈尼的事的确是十分不幸。如果他们想逮捕他，那末杂志①的

名称怎么改变也无济于事。这个杂志他也不能完全停刊；要是这个

刊物被列入应交纳印花税１５８的范围，那我就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

出版一种不交纳印花税的政治周刊了。当然，他最好是从第八页起

把工人运动大事记扔掉，这属于新闻，一定要交纳印花税。但是，从

你信中所说可以看出，按照琼斯的看法，连他的评论文章按其内容

４６１ ４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① 《红色共和党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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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也要交纳印花税。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

从载勒尔先生的要钱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愤怒的施拉姆似乎

同他的哥哥①的关系又到了最好的程度，甚至开始对他表示尊敬！

希望你的夫人日益康复。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的全家。

你的 弗·恩·

本星期内我将给你的夫人寄去一包棉线，我想这东西她一定

喜欢。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６４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有几天病得厉害，所以你接到这封信，以及关于收到两张邮

局汇票的通知，要比我原来所想的晚一些。我已给载勒尔寄去七个

半先令。至于《独立报》，目前我们两人一个钱也不欠载勒尔了，因

为他找了个适当的时候让他的房东把自己赶了出来，只留下了未

付款的《独立报》、十八便士的动产、向我和别人借来的两三本书，

作为他欠房东的十英镑债务的抵偿。他确实有很高的天才用纯粹

美国的方式来消除自己入不敷出的差额。

５６１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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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海尔堡带着他的所谓的年轻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还没

有荣幸见到神话般的塔克，这个人从大洋彼岸来到这里当然是神

气十足——这对载勒尔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他已经完全控

制了班贝尔格尔，称他为“小兄弟”，称安舍尔老太太为“伯母”。

关于我们的《评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现在我

正同科尔恩谈判关于出版一个季刊的事。

一方面由于身体不好，一方面也是故意，我只在正式开会的日

子里在帕尔特奈栈房同别人见面。由于这些先生们对于这种聚会

是否令人生厌的问题辩论不休，所以我自然就让他们自己去彼此

达成如何消度时光才算快乐的协议。而我自己则很少到那里去。我

们两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你在这些人身上花的时间越多，在他

们眼中你就越是不值钱。此处，我对他们已经厌倦了，我要尽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朋友施拉姆扮演了几个星期的不满意者

的角色，最后看到根本没有人想阻挠他情绪的自然变化，于是就逐

渐有了与模范公寓谐调一致的脾气。

在大磨坊１６０，经过法庭判决而损失十六英镑的事引起了强烈

的愤怒。特别恼火的是列曼。除非鲍威尔①和普芬德在欧洲所有报

纸上被公开痛斥为窃贼和罪犯，他的愤怒是不会平息的。小鲍威尔

现在当然义愤填膺地断言，不论是给大磨坊还是给社会福利事业，

哪怕付一分钱，都是对英国法庭的一种不可饶恕的侮辱和“对资产

阶级的承认”。

同时，大磨坊街的大人物们又取得了一次如下所述的巨大胜

利：

６６１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

①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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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

“公民们：我们，侨居英国的流亡者们，而单单是由于这一点就处于更有

利的条件以便判断大陆的政治运动①〈注意！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

系词和宾词的句子里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

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②〉，曾经有可能注意并积极地注视列强的同盟

的一切阴谋，它们正准备对法国进行新的入侵，在那里〈真妙！〉走狗们正在期

待着北方的哥萨克，以便〈又一个“以便”〉在发源地〈在巴特尔米和鲍狄埃的

故乡〉扑灭世界革命的火山。

欧洲的国王们和贵族懂得，现在已是建立堤坝去挡住那势将吞没他们摇

摇欲坠的宝座的人民浪潮〈不如说是人民的颓废③〉的时候了。

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维尔腾堡、萨克森，总之，在

德国的各邦中已经集合了许许多多的军队。〈军队……已经集合起来了！〉在

意大利有十三万人威胁着瑞士的边界。弗拉尔堡已被八万人的军队占领。上

莱茵地区已被八万维尔腾堡人、巴登人和普鲁士人占领。八万巴登人和奥地

利人防守着美因河。在这三十七万人占领着我们上面指出的地点的时候，普

鲁士动员了二十万士兵，这些士兵普鲁士已经准备好〈原文如此！〉，以便把他

们投向比利时和法兰西的边界；各同盟国将迫使荷兰和比利时派出一支十五

万多人的军队去支持入侵。在波希米亚④，十五万人正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

态，只待一声令下，就同美因河军队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会有二十三万人。

在维也纳附近集结了八万人。三十万俄国人驻扎在波兰，八万人驻扎在彼得

堡的四周。这些军队合起来大约有一百三十万人的兵力，他们只等着进攻的

信号。在这些军队后面还有准备好的〈！〉十八万奥地利人，二十万普鲁士人，

十万由德意志各小邦提供的士兵和二十二万俄国人。所有这些军队在一起就

７６１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

①

②

③

④ 捷克。——编者注

双关语：《Ｍａｒéｅ》“浪潮”；《Ｍａｒａｓｍｅ》“颓废”，两个词发音有相似之处。——编

者注

法文原文是：ｅｔａｉｎａｉｍｉｅｕｘｐｌａｃéｓｑｕｅｖｏｕｓａｕｔｒｅｓｐｏｕｒ。——译者注

法文原文是：Ｃｉｔｏｙｅｎｓ！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ｓＲｅｆｕｇｉéｓｅｎ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ｅｔｍｉｅｕｘＰｌａｃéｓｐａｒ

ｃｅｌａｍêｍｅｐｏｕｒｊｕｇｅｒｄｅｓ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ｄｕ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ｎｏｕｓ。——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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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了七十万人的后备军，还不算莫斯科的阿梯拉准备从亚细亚内地召来的

无数的〈原文如此！〉野蛮军，象以前〈！〉一样，用他们来摧毁欧洲的文明。

德国各报（注一）〈在这个注释中特地从《新德意志报》中引证一句很坏的

话来讨好吕宁〉和我们的专门调查使我们有可能揭露列强的秘密计划，他们

的全权代表已于１０月２５日在华沙集会。在这次〈！〉会上决定，普鲁士和奥地

利之间的假装的战争〈见鬼，这样的外交官们！〉应该作为开动士兵的借口，沙

皇的意志已使这些士兵成为反对自由捍卫者的盲目工具和野蛮的雇佣凶手。

〈妙！〉面对这种事实，不能再有丝毫怀疑：目前正在组织一场已经开始的〈！！〉

对一切共和主义者的血腥镇压。１８４８年的六月事件，当时的血腥迫害和随之

而来的放逐，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破坏和奴役，法国政府的士兵大肆屠戮罗马

共和国以后让意大利受教皇和耶稣会教徒宰割——这些事情都没有能平息

我们敌人的狂怒。他们梦想奴役一切为普遍自由的胜利而斗争的民族。如果

民主派不充分提高警惕，那末，波兰、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马上又会沦

亡在尼古拉野蛮军队的铁蹄之下，尼古拉为了鼓励野蛮人去作战，答应把欧

洲给他们去任意洗劫。

面对这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前进吧，前进！……法国、德国、意大利、波

兰和匈牙利的共和主义者们，让我们克服这种麻木状态〈沙佩尔和维利希的

酒醉状态！〉，这种麻木状态削弱着我们的力量，并且为我们的压迫者准备着

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前进！……让目前的无所作为和耻辱的日子过去，让争

取自由的神圣战争带给我们的辛劳和光荣的日子随之而来吧！当你们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指出的危险的时候，你们就会同我们一样懂得，再坐待共同敌人

的进攻是愚蠢的；我们必须把一切准备好，并且预防包围着我们的危险！〈去

想法预防包围着你们的危险吧！〉 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们，我们的救星只能

是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指望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据过去学会的经验，我们

必须武装起来反对当前的背叛行为。我们要摆脱，尤其要摆脱外交界的毒蛇

〈！〉为我们布下的陷阱。梅特涅和达来朗的门徒们这时候正在设法扑灭革命

的火焰，他们想借助于他们准备好的入侵，在法国挑起一场民族战争，指望在

这场战争中各民族将会自相残杀，以利于各民族解放事业的敌人。不，公民

们！再不要任何的民族战争！暴君们在他们分割的民族之间建立起来的障碍

应当推倒，混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确：混合了〉在将来也只有一面旗帜，在这

面旗帜上我们曾经用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写上了：民主的和社会的世界共和

国！

８６１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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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体的代表：伦敦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亚当（康

布雷）、巴特尔米（艾曼纽尔）、卡佩隆（波伦）、法农、古泰、梯叶里、维迪尔（茹

尔）；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代表：扎瓦什凯维奇、瓦尔斯基罗斯基；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１６１委员和德国工人协会会员：迪茨（奥斯渥

特）、格贝尔特（奥·）、迈尔（阿道夫）、谢特奈尔（奥·）、沙佩尔（卡尔）、维利

希（奥古斯特）。伦敦匈牙利民主主义协会代表：莫利纳里、西蒙尼。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

我看过洛兰、马志尼、卢格等人告德国人的宣言
１６２
，宣言号召他们

唱日耳曼人的战歌，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祖先叫做“法兰克人”，并

且说，普鲁士国王已经决意让奥地利来打他。当我看到这篇宣言的

时候，我就想，比这更愚蠢的说法大概是没有了。孰知不然！现在

出现了被《祖国报》称之为ｄｉｉ ｍｉｎｏｒｕｍｇｅｎｔｉｕｍ②的法农—卡佩

隆—古泰的宣言，具有同样的内容，正如《祖国报》正确指出的那

样，但是，没有神气，没有风格，只有象“毒蛇”、“雇佣凶手”、“大肆

屠戮”这一类最可怜的词令！《独立报》从这一杰作中引证了几句

话，并且说明：这宣言是民主派中最不知名的小卒草拟的，这些可

怜虫把宣言寄给了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虽然这家报纸是保守的。

这些人就是这样渴望宣言能刊登出来。作为惩罚，这家报纸没有提

任何一个名字，而《祖国报》只提了上述的三个名字。这还不算倒

霉，他们又把五十份宣言交给一个施特劳宾人５０（这一段可悲的经

历就是这个人昨天告诉普芬德的），由他转送到法国去。他在离布

伦不远的地方把四十九份宣言扔到了海里，而在布伦，他由于没有

９６１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

①

② 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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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又被打回伦敦来；这个施特劳宾人还说，“他现在要去波士

顿”。

祝好，请立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顺便提一下，请你务必给可尊敬的德朗克写封信，让他回信答

复同盟的事务，不要只是在催钱的时候才回信。科伦的先生们１６３一

点消息都还没有。魏德迈提到了“豪德”，后者在德国弄得体无完

肤，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他认为这个人“总算是个勇敢的青年”。

你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你愿意写些什么。英国问题不合适，因为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两篇文章，连埃卡留斯的文章在内看来已经

有三篇了。关于法国也没有多少可说。你是否可以联系马志尼的

最近著作抓住可怜的意大利人及其革命写一下？（他的《共和国和

君主国》等等，和他的《宗教、教皇》等等。）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对于命运给我们的沉重打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小宝宝、让我受到

这么多痛苦的可怜的孩子①——所表示的友谊的同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

慰，尤其是当我在最近这些沉重的日子里十分难过地抱怨我们的朋友施拉姆

先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的丈夫和我们大家因见不到您而十分怅惘，我们时

常想念您。然而您离开这里，走上能使您成为一个棉纺大王的极好道路，又使

我高兴。希望您更切实地楔到两个敌对的兄弟之间去；这场斗争将会使您成

为令尊离不了的人，所以我已经暗自把您看作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作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同事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难得的还是您尽管

经营着纺织品等等生意，将仍然是先前的弗里茨，并且，用三个头等民主主义

者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金克尔和马志尼的话来说，“决不离开神圣的

０７１ ４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日）

①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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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事业。”关于此地的肮脏事情，卡尔已经告诉了您一些；我还想补充几件

新闻。肥胖的大老粗豪德去德国作造谣表演，掉了一身肉，现在遇见别人时感

到很难为情。在独裁者河马①那里，据说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河马，而大

磨坊的骑士霍亨索伦·维利希又招来了几个流氓和土匪来壮大他那高尚的

侍从队。我们自己的人每天靠借几个便士度日。林格斯今天给不伦瑞克公爵

做喝采人，为他在法庭上所作的又一次演讲喝采而挣了几个钱。

在法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和波兰的庸人们（维利希、菲埃斯基、亚当等

等）在不久以前联合举行的波兰宴会上，闹到了动拳头的地步。此外我们就没

有再听到关于这帮人的什么消息。

昨晚我们参加了厄内斯特·琼斯所作的关于罗马教廷史的第一次演讲

会。他的演讲是非常好的，对英国人来说是高级的，而对我们受过黑格尔、费

尔巴哈等人严格训练的德国人来说，就不是怎样了不起了。可怜的哈尼因气

管溃疡病得要死。他还不能说话，一个英国医生给他动过两次手术，却都没有

碰到病症的要害处。他的《红色共和党人》已经改名为《人民之友》。今天就谈

到这里吧。孩子们常常说起恩格斯叔叔，小提尔②遵照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

的可尊敬的教导，把“旧皮袄和快乐的笤帚”那支歌唱得好极了。

希望圣诞节时能见到你。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近来我例外地十分忙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干扰，打乱了我的

１７１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②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沙佩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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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规，使我无法动笔。因此，耽误了我的回信。

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从内容和形式来说确实是篇杰

作。吹牛吹到了家，而巴特尔米先生终于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究竟

什么叫做直言不讳的实例。这个硬汉的军事计算也是十分幼稚的：

甚至稍微浏览一下各家报纸就很容易发现，这个粗心的家伙把奥

地利军队的大多数的军作了两倍计算。此外，从１８４８年以来的各

次可耻的失败以后，在各民族，特别是在法国庸人们当前的安乐情

绪下，大谈什么有吞没帝王宝座之势的人民浪潮，这实在是无耻透

顶。宣言后面的那一大串名字也许是这篇作品最精到之处。这样

的欧洲代表大会是前所未有的。赖德律－洛兰、马志尼之流由于这

种幼稚的举动而获得了某些声誉。不过，我想知道，在宣言上署名

的那个懦夫扎瓦什凯维奇同赖德律－洛兰的波兰人达拉什有什么

区别，在上面署名的那两个匈牙利人究竟能比马志尼高明多少。沙

佩尔和卢格当然是不相上下，而如果蟑螂迪茨不以自己的重量使

天平倒向新的欧洲委员会一边的话，那末这些先生们未必能竞争

得过他们的原型。

最近我去过约翰·瓦茨那里；看来这个家伙很会做生意；他

在第恩斯孟特街的那家地基比较高的商店，现在已经大大扩充了。

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激进的庸人，除了教育运动①以外对什么都不

感兴趣，醉心于“道德的力量”１６４，并且选中蒲鲁东先生作为自己

崇拜的对象。他翻译了《经济矛盾》②和其他著作，为此还亏了许

多钱，因为英国的工人还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看不懂这些好

书。他对我讲过许多各种各样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他很善于

２７１ 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②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４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０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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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宣扬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来发展他的缝纫业。在各个教育

委员会中，他能够亲密地同自己原来势不两立的敌人、非国教派

的牧师们在一起开会，有时还“由于他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

报告”而得到他们的感谢。我认为，这个家伙由于这样反复无常，

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到他那里去过。对于那

些完成了这种转变而成了殷实的资产者的人来说，蒲鲁东在这里

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物：他似乎比欧文还走得远，但仍然是

十分受人尊敬的。

我绝不反对写关于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只是马

志尼的一切著作，除了《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我都没有。

但是，在圣诞节以前我什么也做不成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

到伦敦去。那时我将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带去。也许在那以前

我们还能想出个主意来。

衷心感谢你夫人的友好的短信①。当棉纺大王的问题并不那

样可怕；看来我的老头②根本不愿意让我在这里呆得比绝对必需

的时间更长些。不过我们将来会清楚的。彼得·欧门好象被铁钳

夹住了尾巴的狐狸一样，老是在这里窜来窜去，并且想方设法用阴

谋诡计要把我撵走。这个笨蛋以为，他能够把我激怒。

我已给德朗克写信去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３７１４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７０—１７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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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

４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月６日［于伦敦］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的女房东非常

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

紧。

昨天沃尔弗①出席了区部会议，但是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没

有到会。新章程通过后１６５，我就把这个玩意儿不定期地搁下了。

你的 卡·马·

我们的《评论》可能很快在瑞士复刊。所以，你得写点东西，以

便需要时我手头有现成的稿件。

４７１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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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和你研究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自然是政

治经济学性质的。

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

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

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

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

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１．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

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

求愈多，土质就变得愈坏。土地变得相对地愈来愈贫瘠了。这恰恰

为马尔萨斯提供了他的人口论的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

在这里寻求得救的一线希望。

２．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

规律地）提高；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３．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相对地

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５７１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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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

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

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２．自１８１５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

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

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

的变化。

３．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

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

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

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

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

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１英亩的

收益＝２０×７即１４０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

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

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

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

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

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

在得到的就不是２０×７即１４０先令，而是３０×５即１５０先令。这

６７１ 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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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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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

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

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２．自１８１５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

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

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

的变化。

３．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

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

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

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

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

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１英亩的

收益＝２０×７即１４０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

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

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

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

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

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

在得到的就不是２０×７即１４０先令，而是３０×５即１５０先令。这

６７１ 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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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就是说，地租现在是二十先令，而不是从前的十先令了。不负担地

租的最坏的土地必须生产二十六蒲式耳，因为按照我们上面的假

定，它的必需的价格为一百三十先令，而２６×５＝１３０先令。如果耕

作的改良，即和整个的社会进步、人口增长等等步调一致的科学的

普遍进步，还没有达到使必须耕种的最坏的土地能够生产二十六

蒲式耳，那末谷物价格就不可能跌到每夸特五先令。

和以前一样，二十先令的地租表现着最好的土地上的生产费

用和谷物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最坏的土地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

用之间的差额。相对地说，一种土地和另一种土地比起来，仍然象

以前那样贫瘠。但是肥力却普遍地提高了。

这里只是假定：如果谷物价格从七先令跌到五先令，消费、需

求也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说，生产率没有超过价格为五先令时所

能期望的需求。如果说，在价格由于年景异常好而从七先令跌到五

先令时，这个假定是完全错误的；那末，在肥力由于生产者自己的

努力而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假定则是完全必要的。无论如何，

这里所涉及的只是这种假设的经济学上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结论：

１．虽然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下跌，地租却能提高，而李嘉图的规

律仍然是正确的。

２．李嘉图用一个最简单的命题提出来的地租规律（撇开从它

引伸出来的结论不谈），不是以土壤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

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壤肥力普遍地日益提高）土壤肥力各不

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

提。

３．土地的改良进行得愈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愈多，虽

９７１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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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

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

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２．自１８１５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

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

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

的变化。

３．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

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

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

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

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七先令，而一

英亩地租为十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二十蒲式耳。那末，１英亩的

收益＝２０×７即１４０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一百三十先

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

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

获得的土壤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

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七先令跌到五先令；从前生产二十

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三十蒲式耳。那末，现

在得到的就不是２０×７即１４０先令，而是３０×５即１５０先令。这

６７１ 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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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能够增加。拿上面的例子

为例，这里的关键只是在于：生产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五先令）

以上但不一定是恰好生产三十蒲式耳的土地数目有多少，也就是

说，介于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土地的质量有多少种。这和最好的土地

的地租率没有关系。这和地租率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

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

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

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愈来愈

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愈来愈少，虽然那时和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

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可是依照上面所说，这种顾虑就

消除了。

请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

因为我用这堆臭东西使你感到枯燥无聊，所以我随信给你寄

去一束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双料伟大的格罗斯！最伟大的格罗

斯！①）从辛辛那提寄来的信件，让你开开心
１６６
。你会发现，如果说

格罗斯先生不是 ｇｒａｎｄ〔伟大的〕，那末他无论如何是 ｇｒｏｓ〔肥

大的〕。这是萌芽时期的捷列林格第二。所有的科布伦茨人毕竟都

是相似的。１６７请把这些东西寄还给我；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

请写几句话给德朗克。

你的 卡·马·

０８１ ５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

① 俏皮话：ＭａｇｎｕｓＧｒｏβ（马格努斯·格罗斯）——名字和姓；《ｍａｇｎｕｓ》（按拉丁

文）和《ｇｒｏβ》（按德文），同样都有“大的”和“伟大的”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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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月８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英镑邮局汇票，手续和以前一样。我的顾客——我们的

伙计——近来似乎支出很大，而且不愿意一下子从公司取出过多

的钱。他显然不愿意这样做，而我当然不能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

我自己由于去伦敦旅行１６８花了许多钱，否则我会十分高兴地如数

给你寄去；所以今天我只能履行一个普通代销人的义务，预支给你

一半价值。另外的一半最迟在２月的头几天寄去，如果公司给我的

老头①发出给我支款的通知信，可能提前寄出。

琼斯来过这里，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会场举行的公众集会

上驳斥了他的对手。１６９反对他的是李奇和多讷文。辩论并不

完全象我所期望的那样。双方都有些小的计谋；有许多丑事，这

在缺乏某些伦敦生活乐趣的情况下是一种安慰。琼斯在演讲才能

上占上风。相反，李奇非常沉着，但有时极端荒谬。多讷文是一

个卑鄙的搞阴谋的地方大人物。此外，由于《新莱茵报》②和我的

出席，琼斯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红色的共和主义者和地产国有化的

拥护者。相反，李奇以合作团体的坚决拥护者的身分发言，这同

时也是因为这些团体反对政治鼓动。而这种团体在郎卡郡现在似

１８１５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８日）

①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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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非常多，琼斯和他的朋友们都担心，它们同宪章派结成任何同

盟都能控制宪章派运动。这种情况就是哈尼认为有必要对它们做

某些让步的原因。

琼斯在这里的出场取得了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大效果；他把承

认伦敦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来，作为他和曼彻斯特宪章派委员

会之间争论的关键。尽管李奇及其同伙花费约三个小时的工夫把

自己的人弄来参加会议，而且的确来了相当多的人，但是票数却各

占一半。起初，当会场听众完全是偶然聚集起来的时候（李奇估计

琼斯在九点钟以前不会来，而琼斯八点钟就到了，这使李奇很不高

兴），琼斯受到热情的欢迎。

琼斯在他想要争取或进一步掌握的那些宪章主义者中间，绝

不象在我们中间那样天真。他很机灵。也许有点过分，至少我们

“能看出这种意图”①。

哈尼在这里的朋友，一个是无聊的苏格兰人，非常富于感情，

所以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另一个是个矮小的、果敢而性急的小伙

子，他的智力我还不清楚；第三个是罗伯逊，哈尼没有对我谈过，我

认为他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我将设法和这些人组成一个小俱乐

部，或者安排经常的聚会，并同他们讨论《宣言》②。哈尼和琼斯在

这里有许多朋友，而奥康瑙尔则有许多暗敌，但是在他没有干出公

开地严重损害自己名誉的行为之前，他在这里是不会被正式打倒

的。不过，琼斯在集会上谈到他和雷诺时，是尽可能不予尊重的。

前几天我妹夫③通知我一个和我有关的好消息：我的那位拟

２８１ ５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８日）

①

②

③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这里套用歌德的悲剧《塔古阿朵·塔索》第二幕第一场的一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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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的美国股东到了伦敦，而经过他们二人商谈之后，已经肯定，

我不是他的业务所需要的那个人。因此，关于美国的问题就要不定

期地搁下，因为现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新的计划也订不出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５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象死一样的沉默。随信寄给你（１）巴塞尔《国民报》发表的奥

斯渥特·迪茨反对普芬德和鲍威尔①的声明
１７０
；（２）阿·卢格先生

同司徒卢威和维利希一起炮制的反对我们的诽谤性文章１７１。你最

迟在两天以内要把这些臭东西寄还给我，并谈谈我们应当怎样对

付第二个东西。如果你要写一种类似声明的东西，也请把它寄给

我。

康·施拉姆自己将发表他的声明。

你对阿塔·特洛尔②和隐藏在他背后的“杰出的坚定的人司

徒卢威”以及“勇敢的维利希”的这一杰作有什么看法？这太过分

３８１５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２日）

①

② 阿尔诺德·卢格的绰号（绰号是根据海涅的一篇同名的讽刺诗里主角的名字

起的）。——编者注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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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纸是我偶然从班贝尔格尔那里看到的。不然，谁会看和谁会

知道这家《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呢？

鲍威尔和普芬德当然不会回答。目前对他们来说沉默无论如

何是最合适的。

我既没有得到愿意负责继续出版我们的《评论》的沙贝利茨的

消息，也没有得到愿意着手出版我的著作的贝克尔的任何消息１７２。

我对舒贝特先生采取的一切措施至今毫无结果。如果豪普特能找

到一个承担这件事的律师，他就要对舒贝特提出诉讼。１７３

玛丽和莉希在做什么？而首先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一天晚上，

哈尼同皮佩尔、埃卡留斯等人到我这里来，他非常快活，一直到他

“亲爱的夫人”半强制地从这里把他带走。“一半是她拖着他，一半

是他偎着她。”①

你的 卡·马·

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５日］星期六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说我象死一样的沉默，十分领情，不过我不想回敬你了。

４８１ 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５日）

① 歌德《渔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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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笨拙的阴险行为实在太过分了。如果你

写一个声明，由我们二人签名，这是最简便的。有关个人的某些意

见，如果非常必要的话，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上，由我们分别签名。

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我个人再添加些什么，要说的只有这些：我在自

己的商人地位上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性，我的“老板们”不能命令我

签署动人的告上帝书１７４，象卢格先生的上司马志尼命令他那样，尽

管他以前吹过许多无神论的牛皮；还有，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

了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合乎被卢格先

生唆使来反对我们的各种庸人们的口味；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请告

诉我，你是否认为这是必要的。

但是，这篇充满道义上的愤怒和弥天大谎的文章提供了绝妙

的笑料。同时它使卢格的阴谋露出了马脚。至于说，卢格先生和马

志尼的欧洲委员会１７５必定使高尚的牧师杜朗大为惊奇，同时，在这

些爱哭泣的、感染了不来梅的乏味美文学气味的北德意志和下萨

克森民主主义者中间，可以为崇高的马志尼宣言在德国找到唯一

适宜的土壤——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先生们站在“光明之

友”１７６的立场，必定把隆格—马志尼和回到上帝那里的卢格看成是

理想的同盟者；而同欧洲正直的民主派的最伟大人物“德国委员

会”正式通信的这种荣誉，自然会使软骨头牧师杜朗宽容起来，容

许对《新莱茵报》的“不规矩”不信神的人的行为进行最下流的诽

谤。卢格也只是在他以为《评论》已经死去以后才有这个胆量的。但

我认为，他打错了算盘，真正的霹雳之灾不久将降临到他的畸形的

头上。

由于我们不能为了这篇文章而掀起轩然大波，而只能在《每日

纪事报》上对它作出答复，所以悄悄地通过杜朗的朋友红色贝克

５８１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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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①对他作些工作好不好呢？在这种下流诽谤之后，我们甚至不能

肯定我们的答复是否会被接受。

然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施拉姆的愚蠢举动和从这篇文章来

看他是在他哥哥②那里说了轻率的大话，才使这些蠢驴敢于如此

放肆地对我们这些“孤独的和被大家遗弃的人”进行粗野的辱骂。

这个人现在自己会看到，他成了什么样的卑鄙勾当的工具，他也必

定会看到，他的愚蠢行为对他自己比对别人危害更大。伟大的卢格

对他的关怀，甚至还不及对捷列林格的关怀的一半。“康·施拉姆，

不要……混为一谈！”１７７这个家伙现在做什么？这件事并不重要。无

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劣的晦涩难懂的讽刺和高傲的训斥

——谢天谢地，我们领教过的攻击又何止于此！令人不快的，只是

这个事件将使你的夫人非常难过，而在她目前的状况下碰上这种

事情是很不好的。

下星期我将在《人民之友》上痛斥欧洲委员会１７８；我已经把这

个事情通知了哈尼。现在必须结束这封信，办事处就要关门，接着

邮局也要关门。下次详谈。

你的 弗·恩·

６８１ ５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５日）

①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海尔曼·贝克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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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你将收到声明，请签名。此声明绝不能寄给杜朗，因为卢

格成了《不来梅纪事报》的所有者之一。应该把它寄给保守的报纸，

寄给不来梅的《威塞尔报》。１７９你寄声明的时候，要给这家编辑部写

封信。告诉他们，向我在伦敦的住处第恩街２８号给我们寄两份，并

且说明一下刊登这个声明要多少钱，怎样付款。同时，信别忘记付

邮费。

因为急于付邮，再作如下的补充：

１．我那封由我妻子寄去的给维尔特的信（信中附有她给你的

几行字①），你是否已经寄出？

２．我寄给你的、附有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的拙劣作品等等

并希望得到你的答复的那封信，你收到没有？②如果你没有收到，

请你立即到邮局索取。这封信是我在收到你的来信的第二天即大

约两个星期以前寄给你的。

望立即回信，并谈谈你认为这个声明是否合适。

你的 卡·马·

７８１５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７５—１８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３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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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给声明再加特别的注解是多余的。

又及：你也不要忘记写信给不来梅的编辑部即《威塞尔报》编

辑部，要它注意排好次序，把施拉姆的声明登在我们声明的后面，

而不要登在我们声明的前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真的没有收到那

两封信，那末，你在曼彻斯特亲自查问之后，用英文写一封信给我，

我可以写信把情况告诉邮政总局局长。我在两个星期前寄给你的

那封信中叙述了关于地租的新观点①，我必须知道你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

你的 卡·马·

［皮佩尔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

我必须急忙告诉你，你对马克思最近写信向你谈过的新的地租理论完全

沉默，使他非常生气。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

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谁要是到他那里去，那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

是跟你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归根到底，不能离开你而生活，谁要是象我一样不想埋头于经济学，那末

由于现在在这里同谁也不再来往，就应该钻研清静的玄妙的东西。而我正设

法翻译点东西，这部分地是因为，我自己想练习一下修辞，但是我还很怀疑，

我能否搞出什么名堂来。听说你精神很好，我很高兴，下一次我将抽空写信和

你更好地谈一谈。

衷心问候你。

威·皮佩尔

８８１ 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７５—１８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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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９日星期三晚上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对我的老妖婆女房东经过很仔细地盘问以后，从我的房

间的书堆中找出了你本月７日的来信①，这封信从１月８日以来就

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你的沉默和你对我

的沉默表示惊愕的原因。那个晚上我不在家，而这个女人把这封信

随手放在书上，后来收拾房间时，她匆忙地把另一本书放在信上

面，因为这堆书一直未动过，所以，如果不是你提醒，这封信可能睡

到世界末日。如果这个月我不是研究生理学而是学俄语，这件事就

不会发生了。

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

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

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但是，由

于我在理论方面一贯迟钝，只满足于我的较好的“我”在内心提出

异议，从来不去深究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

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

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末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

９８１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７５—１８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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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

我怎么也不理解李嘉图的那个简单的命题，他把地租说成是

各类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额，但他在论证这个命题时，（１）除了

说人们要去耕种愈来愈坏的土地以外，没有举出任何别的理由；

（２）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３）最后几乎完全抛开了人们要去耕

种愈来愈坏的土地的说法，而始终强调这样一种论点：连续投入一

定的土地上的资本，使收益增加得越来越少。需要论证的命题本身

是很清楚的，而在论证中举出的理由对这个命题却是毫不相干的。

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驳

过肥力递减论１８０，——当然那是很粗浅的，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你

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

版经济学著作的一种理由。如果能够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

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请你考虑一下。文章

的翻译由我负责。

随信寄还伟大的格罗斯先生的信。不久我把写给可爱的德朗

克的几行字寄给你，今天晚上我很困，不能再干什么了。格罗斯、威

尔海米和辛辛那提的“进步的”论战文集的出版者①，真是一帮出

色的无赖！这些家伙必定真的以为我们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智力上

都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不然不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１６６这

毕竟是可笑的。对于这些未开化的社会教主们和他们提出的要给

德朗克报酬的建议，我感到实在好笑。齐格弗里特·魏斯博士的

“尖锐和辛辣”１８１已被“早已被遗忘了的美人的阿多尼斯”的“红色、

有趣、嘲讽和多样”所超过。愿上帝保佑他！

０９１ 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９日）

① 希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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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连同必要的说明明天将寄往不来梅。施拉姆先生最好把

他的声明重抄一遍，因为字迹潦草，可能会造成麻烦。

这里的奥康瑙尔派代表会议纯粹是一场欺骗。１８２这个号称代

表整个英国宪章运动的代表会议只有八个人参加，他们代表四个

城市：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瓦灵顿和苏厄比。其中瓦灵顿和布莱

得弗德持反对立场，赞同执行委员会。代表瓦灵顿的曼特耳最有力

地嘲讽了多数派；会议一开始，他就提议说，代表会议由于它毫无

意义和毫无威信，应当做出决定，立即解散回家；明天他将设法使

他们投执行委员会，也就是投哈尼和琼斯的信任票，而奥康瑙尔也

必须投信任票。在是否参加财政改革派１８３的问题上，三个人赞成，

两个人反对，三个人弃权，其中包括奥康瑙尔，可惜曼特耳用毫不

客气的发言把奥康瑙尔吓坏了，否则他会投票赞成，从而使自己彻

底、永远声誉扫地。代表会议的多数派是奥康瑙尔、李奇、麦克格雷

斯和一个叫赫斯特的。托马斯·克拉克先生星期一在招待奥康瑙

尔的午宴上举杯祝酒说：为女王，但她的权利不能再多；为人民，但

他们的权利不能再少。曼特耳是个暴躁的、不懂外交的急性人，这

次他也阻止了奥康瑙尔站起来干杯。

给维尔特的信已经发出，他如果不是深入摩洛哥腹地，几天后

便可收到。

“今天不多谈了。”

你的 弗·恩·

１９１５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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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玛丽旁边还是以其他方式研究生理学？在第一种情况

下，我认为，那就不是学希伯来文的问题，更不是学俄文的问题。

我的新地租理论目前只是使我获得了任何一个老实人所必然

追求的自信心。不过，无论如何，你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我是高

兴的。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象我这样多子女

的父亲非常狼狈。尤其是，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

现在，我只是向你说明一下货币流通理论。黑格尔派会把我对

这个理论的研究说成是对“异在”，“异物”，一句话，对“圣物”的研

究。

从李嘉图开始，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

假定实行纯金属货币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

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

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

就要输出硬币，货币流通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

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进，总之，重新恢复原来

的平衡。

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同样的，不过有相应的变化。

２９１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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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因为纸币必然重复金属货币的运动，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调节必将取代在另一种情况下起作用的

自然规律，所以每当贵金属流进时英格兰银行就要增加银行券的

发行（例如，通过收购国家有价证券、国库期票等手段），而金属储

备减少时，它就要通过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或抛售国家证券的办

法来减少银行券的发行。而我却认为，银行应当做的恰好相反，也

就是说，当金属储备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金属

储备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

来的商业危机。不过，这个问题下次再谈。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

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

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

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

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

１８４３—１８４７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

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

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

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象

１８４７年的情况那样。

应当指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出发点是：贵金属的流进是

同物价还不高但正在上涨，资本有剩余，出口超过进口等兴旺景象

相联系的。而黄金的流出则同相反的条件，相应的变化相联系。那

些同我论战的对手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

一点。其实，可以举出一千零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输出黄金的国家，

３９１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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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那些输入黄金的国家，但是其黄金

仍然外流。例如，在１８０９—１８１１年和１８１２年英国就是这种情况，

等等。不过，总的前提，第一，抽象说来是正确的，第二，货币流通学

派的好汉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这里暂时不必争论。

现在我们假定在英国纯金属流通占统治地位。但并不由此假

定信用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假定英格兰银行成为既是存款

又是借贷银行，不过它的贷款完全用现款发放。如果不作这样的

假定，这里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就会成为私人的积蓄，而银行的贷

款就会成为私人的贷款。因此，为了不使过程分散，而集中到焦

点上，在这里关于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将要谈的，只是一个轮廓。

第一种情况。贵金属的流进。在这里问题很简单。游资多，因

而存款增加。为了使存款投入周转，银行就要降低它的利率。这就

造成国内业务扩大。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

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否则，流通中的过剩

的货币就会以支付期票等形式作为存款等流回银行。因此，货币流

通在这里不是原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

而不是相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直接结果的是存款，即游

资的增加，而不是货币流通的增加。）

第二种情况。在这里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开始。假定：输出贵金

属；萧条期开始；汇率不利；同时由于收成不好等等（或者工业原料

涨价），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口商品。假定在萧条期开始时英格兰银

行的平衡表是下面的情形：

４９１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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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资本 １４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准备金 ３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存款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期票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金条或铸币 ８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假定没有银行券，银行的债务只有一千二百万存款。按照这个

银行的原则（存款银行和发行银行的共同原则是，只用三分之一的

现款偿付自己的债务），八百万金属储备比需要的多一倍。为了增

加利润，银行就要降低利率和扩大比方说四百万的贴现业务，这四

百万要输出国外支付粮食等用款。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

情形：

ｂ

资本 １４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准备金 ３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存款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国家有价征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期票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金条或铸币 ４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５９１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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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既然商人要输出黄金，他们首先就要影响银行的金属储备。输

出这些黄金会使（银行的）储备减少，但是丝毫不影响货币流通。这

四百万无论放在银行的地下室内或放在开往汉堡的轮船上，对货

币流通反正一样。最终表明，金属储备可能大大减少，在这里是减

少四百万英镑，但对货币流通和国内的营业毫无影响。这种情况正

是发生在整个这样一个时期：与债务相比大得多的金属储备将同

债务形成适当的比例。

ｃ

但是假定：使银行金属现金必须减少四百万的情况继续

存在，缺乏粮食，籽棉价格上涨等。银行就会担心自己的保

证金。它就提高利率和限制自己的贴现业务。因此，贸易界就出

现萧条。这种萧条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存户要求从银行提取存款，

银行的金属现金便相应减少。如果存款下降到九百万，即如果存

款减少三百万，银行的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三百万。这样一来，金

属储备就降到一百万（四百万减三百万），而存款是九百万，这个

比例对银行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如果银行想要把它的现金保持

在存款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上，它就必须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二百

万。

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１４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准备金 ３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存款 ９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６９１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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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价证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期票贴现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金条或铸币 ３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金属现金减少过多，使金属储备低于其同

存款的适当比例，银行就要提高汇率和缩减贴现业务。可是这样一

来就会影响存款，而由于存款减少，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不过期票

贴现也要以更大的比例缩减。但是货币流通却丝毫不受影响。失

去的金属现金和存款有一部分会填补由于银行贷款减少而在国内

流通中造成的真空，另一部分则流到国外。

ｄ

假定：继续进口粮食等等，存款减少到四百五十万；那末银行

为了保持金属储备和它的债务的适当比例，还要把它的贴现业务

缩减三百万，这样，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１４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准备金 ３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存款 ４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国家有价证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期票贴现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金条或铸币 １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在作这种假定的情况下，银行就要把期票贴现从一千六百万

降低到一千一百万，即降低五百万。货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由

取出的存款加以保证。但是同时缺乏资本，原料价格高涨，需求缩

７９１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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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因而营业缩减，最后，货币流通，即必要的流通手段缩减。流通

手段的多余部分以金条的形式流出国外以支付进口。货币流通量

最后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有在金属储备下降到其对存款的适当

比例以下的时候，才会下降到必需的数量以下。

就以上所述，还必须指出：

１．银行可以不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而抛售它所掌握的国家

有价证券。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利的，但结果是一样的。银行不

缩减它本身的准备金和贴现业务，就会缩减把货币换成国家有价

证券的私人的准备金和业务。

２．我在这里假定银行的金属现金减少六百五十万英镑。１８３９

年曾经减少九百万到一千万。

３．以纯金属流通为条件所假定的过程，和以纸币流通为条件

一样，可能造成支付的停止。在十八世纪汉堡曾经两度发生过这种

情况。

请早日回信。

你的 卡·马·

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５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卖地图集的最后一个英镑，可惜我没有能更早地把

这笔钱寄给你。

８９１ 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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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到哈尼时，请告诉他，他于周末至少可以从我这里收到关

于大陆民主派一组文章的前一半１７８；这些文章的分篇情况是这样

的：其中每一篇的篇幅都不超过他的《人民之友》的两栏或两栏半。

在上述借口之下，我将痛斥整个官方民主派；我将把包括马志尼、

赖德律－洛兰等人在内的官方民主派同财政改革派１８３看成一丘之

貉，使他们在英国无产阶级面前威信扫地。欧洲委员会将会遭到严

厉痛骂。我要对这些先生逐个地加以痛斥，什么马志尼的著作，什

么赖德律－洛兰在１８４８年２至６月的卓越的英雄行为，自然卢格

先生也不会漏掉。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诉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

人，在一切现代问题上他们必须住口。哈尼给马志尼及其同伙的哀

求信这一不光彩的行径太不象话了，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

他改正过来，所以我只好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这些家伙的卑鄙

和无耻，并在英国宪章主义者面前揭穿大陆民主派的底细。一篇有

分量的论战文章对哈尼的帮助总是要比任何辩论大些。可惜我这

里材料极少。

我这里现在有一本小萨朗的书《拉斐德和七月革命》。如果我

能再搞到一些其他资料，就可以给我们的《评论》写一篇关于七月

革命和以后直到二月革命一段时期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对《十年历

史》１８４予以友好的批判。《十年》这部书迄今还未受到更激进的观点

的批判，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是一切革命政党公认的必读材

料。我认为，把这本书的影响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坏处；

直到目前为止，它的权威性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罗素先生这只卑怯的狗又大出其丑。起初，他为反对教皇侵

略１８５而大发雷霆；后来他看到曼彻斯特人根本不想参预这种肮脏

的勾当，于是他终于抛出了一个英勇的措施，禁止授予天主教主教

９９１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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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封号。最后，他通过佩托先生明确地暗示，虽然最好在这一

届会议期间就能扩大选举权，但是因为现在正在实行司法改革，所

以有关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搁到明年。这真是典型的辉格党人的逻

辑！不过，议员们是很喜欢挑剔和不大牢靠的，选举临近了，他们必

须说些自由派或者保护关税派的花言巧语，要不是博览会１８６正赶

上议会中热烈讨论高级政治的时候，我们的小个子①免不了要倒

霉！即使如此，谁知道将来怎样！

日常的政治食粮总的说来变得越来越干巴。美丽的法国目前

感到满意的美妙处境也颇有教益。可是，不能否认，城官１８７先生们

越来越不成其为资产阶级议会党团的代表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资

产者越来越离开他们从前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首领们。首先，在

联合派推翻巴罗什的那次会议上，人数不少的少数派拥护巴罗什；

其中还有许多非波拿巴主义者、原来的奥尔良派等等；其次，保守

派资产阶级的情绪整个说来对拿破仑显然比过去有利得多。这些

人大多数现在肯定既不同情奥尔良派的复辟阴谋，也不同情正统

派的复辟阴谋。他们不喜欢这种解决办法，而只想继续维持总统制

的现状。这些家伙既不倾向于保皇派，也不倾向于共和派，也不主

张帝制，而是主张总统制；而在这里最妙的是：这种可爱的骑墙态

度只有对群众才是可能的；谁要想充当这一派的正式代表，他过不

了半年就要放弃中立立场，而归附于一定的保皇派集团或者帝制

派集团。其次，法国报纸我这里只有《辩论日报》和《喧声报》，可惜

由于本地居民有很精致的幽默感，后者在这里某些人眼里又重新

开始显得诙谐起来了。

前几天我在这里碰见一个愚蠢的匈牙利流亡者，从他那里知

００２ 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５日）

① 罗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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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一类高贵的人利用大型博览会的机会又喋喋不休地宣扬搞

暗杀和暴动的密谋计划。我觉得好象从这种喊叫中听到了伦敦暴

徒——维利希和巴特尔米的英雄声音。不过，总是躲不开这帮无

赖：不久前有个家伙在街上跟我打招呼，一看原来是大磨坊街１８０的

一个流亡者，现在在利物浦供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

居住”①，但是就是在那里我也躲避不了这帮家伙。

此地的自由贸易论者正在利用繁荣或半繁荣，来收买无产阶

级，而在其中充当经纪人的是约翰·瓦茨。你知道，科布顿的新计

划就是：通过全国免费学校协会，来实施一项法案，规定城市当局

有权向居民征收地方税，用于创办学校。这件事正在努力进行。此

外，在索尔福已经建立了一所免费图书馆和一所博物馆——出借

图书和在阅览室阅读都是免费。在曼彻斯特，一个委员会用公开募

捐所得的款项（总计大约七千英镑）买下科学宫，也将用作免费图

书馆；正如曼彻斯特市长先生本人仁慈地承认的，瓦茨实际上是其

中的经纪人。图书馆将在７月底开幕——先开放一万四千册图书。

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所有大会和会议上都是一片对工人的赞扬

声，特别是赞扬现在同曼彻斯特主教有最良好关系的正直、谦逊而

有用的瓦茨。我早已高兴地期待着，那种对于工人不知感恩的愤怒

情绪将在第一次震动下全面爆发出来。

我的老头②前几天给我寄来一封令人满意的信，他在信中希

望我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

能要到１８５４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

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

１０２５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５日）

①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圣经《诗篇》第１３９篇第９节（这里是套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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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今年夏天他要到

这里来，那时我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他少不了的人，从而使他必须同

意一切。

衷心问候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领取邮局汇款的手续和从前一样。

５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来信说反对路易·勃朗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的时候，你

至少是一个有眼力的人。请你听一听下面的故事：

几天前，大约一星期以前，朗道夫遇见我，从他问候我和我的

妻子时的那付尴尬相，我就看出，我们这位骑士朋友，我们这位山

岳党的巴亚尔“有点不妙”①。果然！朗道夫和路易·勃朗同亚当先

生已经退出的维利希—沙佩尔委员会联合起来了！可是两个星期

以前朗道夫还大骂巴特尔米，而且我还把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

生干的坏事告诉了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庸人事先没有向

我吐露过一句话。

２０２ ５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０日）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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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教堂街１８８正安排２月２４日宴会，邀请了勃朗、赖德律－洛兰，

其中还有朗道夫。路易·勃朗为了向赖德律－洛兰显示他还得到

一个世界主义的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惩罚教堂街把他和赖德律“同

等”看待，正在从大磨坊街协会１６０和堕落的波兰人光顾的小酒馆招

募自己的队伍。

又是一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几天以前，教堂街接到一份参加２月２４日盛大宴会的铅印的

请客通知（同时也是宣言），第一个署名的是朗道夫，紧接着沙佩尔

的是路·勃朗。教堂街大为恼怒！大磨坊街欣喜若狂！

路易·勃朗在通知的宣言中不是以某个民族的名义讲话，而

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永恒公式的名义和精神讲话。使我不快

的只是我欠朗道夫一英镑半，现在必须马上通过沃尔弗送还。

不难想象，维利希和沙佩尔是怎样妄自尊大，并且认为已经把

我们打败了！

但是我们将用别的办法击败他们。我们有最灵的一招，可以使

军士和木匠维利希１８９发疯，真的发疯。

你会记得，施拉姆以贝克尔①的名义给维利希写过一封信，在

信中施拉姆向维利希提出要搞军事专制，取消报刊并给沙佩尔的

品德投下了淡淡的阴影。

果然！没有教养的、戴过四次绿帽子的蠢驴维利希上了圈套。

他向贝克尔回了一连串的信，已经准备好要派遣特使，对沙佩尔采

取了鄙视态度，对这个庸人施展阴谋，表示轻蔑并百般地加以侮

３０２５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０日）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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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他已经具有了克伦威尔第二的专横派头，动辄暴跳如雷，不再

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他委托了贝克尔在科伦制造革命，表示愿意担

任最高领导。

不久前他在一次会上突然跳了起来，叫喊说巴黎和科伦给他

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这和最近的法国内阁危机有关），一个劲地嚷

嚷他的（蠢驴的）头脑混乱，混乱，混乱，于是冲到崩得街，用水桶往

自己头上浇水。我现在已经为他准备好一场淋浴，朝相反的方面发

生作用。过几天我将从贝克尔那里收到维利希的信，那时就会使地

雷爆炸。

这里来了一群新的民主主义无赖：从布鲁塞尔被驱逐出来的

法国人，从加塞尔来的海泽，从布鲁塞尔来的奥本海姆，从法兰克

福来的君特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我幸好一个也没有见到。

我的上一封信你一定收到了吧？

你的 卡·马·

５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Ｉｔｅｒｕｍ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①。

我刚才听说，今天下午在托登楠大院路举行了追悼贝姆的集

４０２ ５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１日）

① Ｅｃｃｅｉｔｅｒｕｍ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４篇的开

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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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坐在讲台上的有主席沙佩尔等，路易·勃朗和新的各国人民同

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哈尼及其夫人坐在大厅的前排。追悼会的

基本群众是大磨坊街１６０那帮人。沙佩尔在掌声中用英语发表了他

那永远不变的讲话：决一死战！路易·勃朗讲的也不比他好。战争

万岁！陶森瑙也出席了，讲了些贝姆的事情。哈尼发表了长篇的，

据说是成功的说教，在结尾时把布朗基、巴尔贝斯，最后还有路易

·勃朗吹捧为社会主义救世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假如你参加托·克拉克阁下主持的会议，并且只是由于你的

出席和讲话才真正使这个会议具有重要意义，难道朋友哈尼会认

为这是忠诚吗？

就是这样，他不仅在他的《人民之友》上袒护卢格，而且他还认

为必须间接地袒护沙佩尔—维利希。

上星期日，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去。目的是要劝说琼斯同意《人

民之友》这个名称。我没有去。让他去找路·勃朗、朗道夫、沙佩尔

或维利希办这件事吧。对于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

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我感到厌恶。

尽管有这个插曲，尽管可以说，布鲁土斯（哈尼），你也在内①，

如果你不反对我们的话，你至少可以当一个无党派人士，同时恩格

斯正在曼彻斯特为你出力，埃卡留斯②正在为你的报纸撰稿，而我

有时也替你劝说琼斯——尽管如此，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

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

５０２５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１日）

①

②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编者注

凯撒被刺时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土斯也是谋刺者之一，对布鲁土斯说的

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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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

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

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对这封信我也请你立刻给我回信。我在这里几乎只和皮佩尔

一个人见面，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你可以想到，我在

这里特别想念你，需要和你商量。

明天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津贴被一百零二票的多数否

决１９０。

你的 卡·马·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２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在家里看到你的来信并立刻利用今天的邮班通知你，

这个周末，最迟下周初，我将尽可能把欠朗道夫的一英镑十先令寄

给你，以尽快了结此事，不再拖下去。我们的朋友朗道夫再一次表

现为一个老太婆，而聪明过度的路·勃朗的愚蠢的小人的虚荣心

的发展方式，则表明这个高尚的矮子是个十足的蠢材。这是好事

情。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

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不同所谓“革命党”发生任何关系的独立

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这是

６０２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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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真正的诽谤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会成为祖国的

头号救主。一旦我们再次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个沽名钓誉的矮子无

论如何将因此而受到惩罚。你知道，我这里手头上没有任何文字材

料，因此请你再告诉我几本你知道的有关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法国史的

资料，而我至少力求通过写作使这位野心勃勃的先生处于狼狈境

地。此外，我想在我为《人民之友》撰写的文章中要求——如果你不

反对的话，因为勃朗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你了——他发表从马志尼

先生那里收到的关于欧洲中央委员会的性质和它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所持的立场的报告，同时我将作必要的暗示，使人能够明了

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客气呢？

哈尼今天会收到三篇文章，是序言性的，有点冗长，在某些地

方作了温和的暗示。伤脑筋的是，在英国无产者和哈尼的读者面前

攻击赖德律之流，而又决不同维利希—巴特尔米集团混淆起来，是

困难的。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针对这个集团写几篇专题文章。

这前三篇文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如说是为哈尼写的，是为

了使他走上正路，没有别的目的。可是，从第四篇到第九篇，就要对

赖德律、马志尼、卢格等人发起连续进攻，并且要尽可能直接和针

对本人。

关于维利希的事情是很滑稽的。你要注意的只是，设法拿到这

些信①。当这个炸弹爆炸时，我希望看到他们的道义上的愤怒。从

若干时候以来，似乎在大磨坊街１６０你们又耳目灵通了，这没有任何

坏处，至少可以令人开开心。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这个家伙会如此

愚蠢。不过，自从普鲁士政府报纸披露了可能同瑞士作战的消息，

７０２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２日）

① 见本卷２０３—２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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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正如在阅兵式上宣布的，后备近卫军将因此保持战斗状态以

来，他现在情绪一定特别激昂。神圣同盟１９１的各国政府实际上以不

负责任的方式给这些富于幻想的蠢驴帮了忙，如果没有帕麦斯顿，

那末迫在眉睫的“普遍愚蠢的解放”实际上就会早半年出现。

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最认真地反复思考。今

天我没有功夫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

路易－拿破仑真是个蠢材！为了一百八十万法郎，他把自己对

“选举法”的疑问出卖给了立法议会，而把自己出卖给了蒙塔郎贝

尔，最后钱也没有拿到手。１９２这样一个冒险家的确成不了什么事

业。如果他在四个星期内让狡猾的阴谋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那末

第五个星期他必定让人家用最愚蠢的方式把他完成的一切破坏无

遗。要么做凯撒，要么克里希①！

不久前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宪章派组织。这些英

国人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比起我们这些率直而胆怯的德国人来要

不老实得多。我们一共十三个人，但马上决定选举一个由十三个

人，即全体出席者组成的委员会。接着每个人提名一个出席者，我

自然谢绝了，因此有人提了一个缺席者代替我。不到五分钟，这些

没有官衔的先生们便构成了委员会。而且每个人都当选了，这种滑

稽的表演进行得十分认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件事的结

果如何，不久的将来可见分晓。祝你今天一切如意。

你的 弗·恩·

８０２ ６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２日）

① 克里希是巴黎的债务监狱。这里是套用了一句名言：《Ａｕｔ Ｃａｅｓａｒ．ａｕｔ 

ｎｉｈｉｌ》——“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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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３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几乎料定哈尼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我在《人民之友》上看

到贝姆追悼会的启事；启事说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

还有“民主派兄弟协会”７０将参加追悼会，显然，这是磨坊街
１６０
及其

同伙搞的。我忘记了早一点提醒你注意这个启事。今天我已经不

可能对这件事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明天我要给哈尼写信，告诉他不

要付排我寄给他的稿件，因为我不再继续写下去了；１７８同时我在信

中还要详细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那就不应

当再搞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等哈尼先生自己回来再说，他很快

就要回来了。我敢肯定，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那时我要好好教训

他一番。让他毕竟知道，我们并不打算跟他开玩笑。无论如何，为

了不浪费时间和不再重写，我将把这封信寄给你，你看过之后尽快

地寄给他。

就个人来说，哈尼这种愚蠢而轻率的举动比任何别的事情都

更加使我生气。不过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

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

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

责，而当这些先生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

９０２６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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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我们的条件。在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将不免

有些孤独，但是，我的天，我在曼彻斯特三个月来已经尝过了这个

滋味，而且已经习惯了；同时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独身者，在这里无

论如何也是十分无聊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过于埋怨这些渺小

的大人物惧怕我们；难道我们多年来不是假装样子，似乎任何一群

坏蛋都是我们的党吗？其实，我们不曾有过任何的党，那些我们认

为——至少在正式场合——是属于我们党而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

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

懂。难道象我们这种逃避官职象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

“党”吗？对于厌弃名望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名望时就对自

己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

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再认为我们是那些最近

几年来跟我们混在一起的笨狗的“真正的和恰当的表现”，实际上

这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

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

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

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

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只有采取自主态度，实质上比

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对这个漩涡保持独立，当然最

后还是要被卷到漩涡里去。

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

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各委员会的职务等

等，不替蠢驴们担负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

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欢快。我们可以做到这些。

０１２ ６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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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总是要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些，因为我们学到了一点

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而他们

却不知道，因为在经历了最近三年来的所见所闻以后，我们对待一

切会比任何同这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冷静得多。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

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

我们在几厚本书中做同样的事情，而根本不需要提及这些坏蛋中

的任何一个。依我看，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从长远考虑，在反动势力

嚣张的情况下，我看，前一种办法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后一种

办法看来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要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果你用政治经

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蜚语还能起

什么作用呢？

明天寄出给哈尼的信。顺致敬礼。

你的 弗·恩·

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个星期来，你没有接到我的任何消息，一则因为我等待科伦

的文件，以便向你介绍，二则我必须等待关于我们那位“旧友”的较

确切的详情。前者尚未寄到，而后者，我已得到较确切的报告。

哈尼及时收到了你的信。

１１２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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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这里的泰西埃·杜·莫太告诉我，路易·勃朗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教堂街协会１８８假称自己是一个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的慈善团

体。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亚当，总之，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借

口之下参加了这个团体。章程规定不过问政治。２月２４日马上就

要到了。你知道，对于这种出风头的机会，法国人很早就很隆重地

进行了准备，就象孕妇对待即将来临的分娩一样。他们说，即使协

会只具有慈善的性质，但是它的成员作为法国人也应该庆祝２月

２４日。于是便确定某个晚上讨论这件大事。赖德律和勃朗两人当

天晚上都出席了。后者发表了一篇早已准备好的、精心炮制的、伪

善的演说，他力图证明，政治性的宴会违背这个团体的章程，这种

宴会只能向法国表明这个团体内部存在的分歧等等。科西嘉的这

位侏儒在关于博爱的悲鸣中，对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参加临时

政府１９３大发牢骚。他得到了回答。尽管他发表了自己觉得十分得意

的演说，还是决定举行宴会。

白色的路易莎①怎么办呢？他写道，协会由于这项决议而解散

了，它恢复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他利用这次恢复其“自由意志”

的机会，举行一次宴会，没有派别精神，是纯粹的博爱和诸如此类

的美好的玩意儿。

当然，他把目光转向巴特尔米，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和德国人、

波兰人等等结成紧密的一伙。另一方面，美男子朗道夫奉命去拉拢

“亲爱的”哈尼。路·勃朗竟如此宽宏大量，邀请他和朗道夫半年以

来根本不理睬的哈尼吃饭。何等的慷慨！

２１２ 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① 马克思对路易·勃朗的讽称（双关语：Ｂｌａｎｃ〔勃朗〕——姓，《ｂｌａｎｃ》——“白色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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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路·勃朗起草了一篇宣言，我们的“亲爱的”必定会

说，好极了。你大概在《人民之友》上看到了。宣言甚至摒弃“精神

贵族”，这一点，一方面可以证明他已经降为ｄｉｉｍｉｎｏｒｕｍｇｅｎ

ｔｉｕｍ①；另一方面，使沙佩尔之流对即将确立“愚蠢贵族”抱有愉快

的希望。但是这篇宣言——当然是蠢话连篇——却被路·勃朗看

作是人的天赋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宣言

不仅应该使全欧洲感到震惊，而且应该特别给赖德律－洛兰当头

一棒，而对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则造成一种印象：这个无法收买的

小个子完全出于坚持原则的无畏精神而和教堂街分手了。

这样，堂堂的哈尼便成了普通的阴谋的工具，而且正是反对赖

德律－洛兰的阴谋的工具。而哈尼是同他经常来往的，明天赖德律

－洛兰举行宴会哈尼还要亲自光临。为了更进一步刺激这个虽然

具有开朗的和可敬的品质但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对待名人特

别容易受感动，在名人的影子面前匍匐跪拜，——同时为了向赖德

律—马志尼表示，谁要是对抗社会主义的拿破仑就不能不受到惩

罚，矮子又接受巴黎工人的祝贺。这些“巴黎工人”——我们的“亲

爱的”一想到他们不久将要出现就十分激动——当然无非就是臭

名昭著的卢森堡委员会的二十五名代表；他们从来不代表任何人，

在全巴黎是其他工人所憎恨或讥笑的对象，这些家伙同德国预备

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１９４的成员不相上下。他们需要随便一个小的

上帝，即偶像，而这个矮子外表长得有些畸形，永远可以成为崇拜

的对象。而他也让他们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彻底

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他不是已经把他们晋升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

３１２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①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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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了吗？只要他用手指一示意，他们就祝贺，只要他们一祝贺，他

就公开向他们表达动人的谢忱。这一次他用手指示意了一下，而哈

尼自然就认为，巴黎，整个巴黎的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祝贺。

在抛开这个侏儒不谈之前，再谈两个情况，是我从泰西埃那里

听到的，很能说明这个虚伪的爱哭泣的女人。

路易莎从来不作即席演说。他要把演说一字不差地写好，对着

镜子背熟。而赖德律总是发表即席演说，在重要的场合，也只是把

要谈的事实写个提纲。即使完全撇开他们外貌上的差别不谈，就单

凭这一点，路易莎在赖德律旁边连最小的影响也发挥不了。自然，

他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借口，使自己避免同这个劲敌较量！

至于他的历史著作，他写这些东西，就象亚·大仲马写他的小

品文一样。他总是只研究下一章的材料。就这样出版了《十年历

史》之类的书。一方面，这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新鲜感，因为，他所

讲的东西无论对他自己和读者都是新鲜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

全都是软弱无力的。

路·勃朗的事就谈到这里。现在讲一讲我们的“亲爱的”！

他决不满足于参加这些人举行的会议。不。他把他们２月２４

日的宴会——要不是他，这个宴会就会彻底垮台——变成了伦敦

的事件。在西蒂区举行的这次宴会，已经出售了上千张入场券。据

琼斯前天告诉我，大部分入场券是哈尼推销的。奥康瑙尔、雷诺，数

百名宪章派都要出席。他们是哈尼召集的。哈尼整天为完成路·

勃朗的委托而奔走。这也是琼斯告诉我的。

哈尼甚至对琼斯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哈尼让他翻译路·勃

朗之流的宣言，然后问他，如果作为译者署上他的名字，是否有什

么不同意见。这是星期三的事情。而当时他已经收到你的信，但这

４１２ 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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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却对琼斯守口如瓶。因此琼斯只认为哈尼提的问题符合他自

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自然就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琼斯对我说，经我解释以后，他可能——他不能说得很肯定

——不去参加宴会。使他犹豫不决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他如果

不去，名声就会有所损失，因为由于“亲爱的”的努力，这次宴会变

成了宪章派的事情。他还担心雷诺可能在他背后捣鬼。

对于“亲爱的”（我“没有再见到过”他）的所作所为，琼斯是不

赞成的。他竭力要原谅“亲爱的”，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宪章派一次也

不参加这种宴会，人们就会指责他们对外国革命者采取政治上冷

淡或厌恶的态度。我回答他说，哈尼等人应该举行宪章派集会，来

庆祝可怜的２月２４日，而不应该使自己成为矮子或半打蠢人的垫

脚石。这个矮子最多只能封哈尼一个“好小伙子”的头衔。如果明

天伦敦爆发运动，这个矮子或者在一年以后或者在二十年以后就

会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是他把贫困的英国人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这

件事是发生在１６８８年和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之间，那一天路易·勃

朗听到全伦敦都在向他热烈欢呼，就象当年有五万工人涌进了容

纳不下五十人的《改革报》院子里一样。为了这个迄今尚未实现的

事件，他在纸上流下了多少虚伪的眼泪！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

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

戏剧性的场面。他肯定是喜欢取宠于人的，但我不愿说他是爱虚

荣的。他自己无疑处于空话主宰之下并且大放其慷慨激昂的臭气。

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

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

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不过还要加

５１２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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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三重：家神，这是他的可尊敬的夫人。她非常喜欢朗道夫和

路易·勃朗之类的戴软羊皮手套的人。她憎恨譬如象我这样的人，

认为我是一个对她“要看守的财产”具有危险性的冒失鬼。我有

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把两只卑贱的长手伸进了这个事

件。哈尼受这个家神束缚到什么程度，这个女人在她的阴谋中又

是怎样玩弄无聊的狡猾手段的，你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你

还记得，她在除夕晚上当着我妻子的面侮辱麦克法林。后来，她

笑嘻嘻地对我妻子说，哈尼那个晚上一直没有看到麦克法林。然

后她又对哈尼说，她不想和麦克法林认识，因为大家，特别是我

妻子，都害怕和嘲笑这个魁梧的女人。而哈尼竟是如此愚蠢和胆

小，他不让麦克法林雪耻，并且以最不体面的方式同他的吹牛小

报的这个唯一真正有思想的撰稿人决裂了。他的小报的一个难得

的人才。

由于小琼尼①辞职和斯坦利—迪斯累里上台
１９５
，伦敦群情激

昂，这又使这个会议具有了特别的分量。

法国人最害怕的莫过于大赦。它可以使这里所有的舞台英雄

们失去头上的光轮。

阿·卢格本来打算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

合伙出版《人民之友》，或者出版我们的古斯达夫②所建议的《德

国旁观者》。这个事情没有搞成，一则因为其余的人不喜欢文克里

特③的保护，二则因为有人，例如“天真的”金克尔，要求大家出

６１２ 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卢格（文克里特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这里讽刺性地把卢格称作文克里特，

因为他们是同名，两人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

司徒卢威。——编者注

约翰·罗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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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钱，而这不符合卢格先生的打算。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你所知道

的读书会出钱。尤利乌斯阻碍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想在这里办

一家报纸。

卡·海因岑当了破产了的纽约《快邮报》的主编，他同魏特林

展开了一场可怕的论战。

如果你能马上给纽约的红色贝克尔①写一封信，把目前的情

况告诉他，那是很好的。

附上德朗克的来信。请立即寄还给我；如果你自己愿意顺便写

信来，那就更好。

你的汇款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不能再欠这个美男子②的钱

了，那怕是一个法寻。

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法国文献的一些问题，下封信再谈。

我的计算是否正确，也请来信告知。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因为“亲爱的”③一演完这出戏就会设法回来，现在必须

对他采取十分轻蔑的态度，使他感到自己已经“失身”。

顺便说一下：哈尼已让人家把他选进派往教堂街的宪章派代

表团；一开始他将在那里登场，然后将到西蒂区去，在西蒂区安家。

他同“美男子”一起背着我干了这一切，而对你也只字不提，只

此一点，足见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天真。

７１２６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哈尼。——编者注

朗道夫。——编者注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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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在是午夜一点钟。大约一小时前，皮佩尔闯到这里来，没戴

帽子，头发凌乱，衣服撕破了。事情是这样的。

今晚在西蒂区举行会议或宴会。主席是维利希。琼斯守约，没

有到场。我们的“亲爱的”佩戴着红布条。大约有七百人出席，将近

一百五十个法国人，二百五十个德国人，二百个宪章派，其余的是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勃朗宣读了他的同志们从巴黎寄来的贺词，维

利希则宣读了拉绍德封寄来的贺词。他们没有从德国收到一份贺

词。另外，还宣读了波兰人从巴黎寄来的一份贺词。

听说发言都拙劣可笑。尽管充满一片博爱的气氛，但是人人脸

上都流露出百无聊赖的神情，无聊得令人无话可说。

施拉姆和皮佩尔买了入场券进去看看笑话。一开始就有人故

意找他们的岔子。施拉姆找到主持人之一威武的骑士般的朗道夫，

提出要求说，由于他们出了钱，至少应当保证不对他们进行干扰。

那个人回答说，这里不是进行解释的地方。

不一会儿，磨坊街１６０的先生们忍耐不住了。他们叫喊：“有奸

细！有奸细！海瑙来啦！海瑙来啦！”接着，就把施拉姆和皮佩尔扭

出大厅，揪下帽子，在大厅前的院子里用脚踢他们，打他们耳光，总

８１２ ６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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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一点没有把他们撕成碎片，还揪掉他们一缕缕头发等等。巴

特尔米跑过来，冲着施拉姆说：“这是个坏蛋！应当揍死他”。施拉

姆回答说：“您是被释放的苦役犯”。

参与这次殴打的达二百人，有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兄弟协

会”７０的先生们，这些先生们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也相当“勇

敢”。

事后，“亲爱的”出面了。他没有象本来应当做的那样断然做出

处理，而是嘟嘟囔囔地说，他认识这两个人，并且试图做冗长的解

释。在这样的场合，这当然是高明的手段。

我们的两个人象狮子一样地进行了自卫。

磨坊街的先生们叫喊：他从我们的钱柜里偷了十九先令。

今天就写到这里。我的亲爱的，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如果明

天伦敦爆发革命，维利希—巴特尔米肯定就掌权。

你的 卡·马·

６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５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你，一直没有接到你的回信，到昨天已经

整整一个星期了；哈尼的来信每天都可能寄到，如果他要求迅速答

复，或者这里新的宪章派集团关于哈尼到这里来的谈判成功，而哈

９１２６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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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一天早上突然来到我的住处的话，那就会使我有点为难了。我希

望，一切你都收到了，并且希望不是你的健康状况妨碍了你写回

信。也许是那封信不能使你满意，或者是我不同你商量，马上就独

自负责处理的作法使你不以为然。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把信寄

给你，如果你对那封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末最简单不过的是直

接告诉哈尼暂时不要付印我的文章①，同时把信连同批语一起来

还给我。你知道，这些批语会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的确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②。依我的看法，这个

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

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关于你的信中的阐述，我认为只有下列

几点是要指出的：

１．假定萧条时期初期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象你所说的，存款

为一千二百万英镑，金条或铸币为八百万。为了抛出过剩的四百万

英镑金条，你迫使银行降低贴现率。我想银行完全用不着这样做。

根据我的记忆，萧条初期降低贴现率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

认为，萧条会立刻影响到存款，并且很快地不仅将恢复金条和存款

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将迫使银行提高贴现率，使金条不致降低到存

款的三分之一以下。随着萧条的日益加剧，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也

就日益停滞。但是曾经开出的期票陆续到期，是必须支付的。因此

必须动用准备资本，即存款——你知道，这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

是作为资本；因而金条的单纯流出本身，与萧条一起，就足以使银

行摆脱金条过剩的现象。并且，银行处于促使全国利率同时普遍提

高的那些条件之下，也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利率。

０２２ ６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９２—１９８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８６、１９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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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萧条正在发展的时期，我认为，银行一定要根据萧条增长

的程度提高金条对存款的比例（以免陷入困难的境地）。剩余的四

百万对银行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东西，它必定尽可能慢慢地消耗。在

萧条加剧的情况下，按照你的假定来说，金条对存款以２ ５∶１，
１
２

∶１，甚至
３
５∶１为比例决不会是夸大的，而且这个比例实现起来

也更容易，因为随着存款的减少，金条也会绝对地减少，哪怕它相

对地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象在使用纸币的情况下一样，向银

行挤兑同样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由最通常的商业关系造

成，所以动摇不了银行的信用。

３．你说，“通货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你自己的假定——通货

量由于营业的停滞将受到影响，这时自然需要较少的通货——就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量随着商业活动量的减少而同时减少；

随着萧条加剧，通货的一部分将成为过剩。当然，这种减少只有到

最后，在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才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是整个说来，这

个过程从萧条一开始就发生了，虽然在事实上不能把它详细指明。

由于一部分通货的这种被闲置不用是其余一切商业关系的结果，

是与通货无关的萧条的结果，而其余一切商品的和商业的关系受

到萧条的影响比通货早，同时，由于通货的这种减少在任何情况下

只是在最后才实际上显著地表现出来，所以，通货量自然是在最后

才受到危机的影响。

你会看到，这些意见只涉及你的说明的方式。问题本身则是完

全正确的。

你的 弗·恩·

１２２６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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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盖着２５日邮戳的２３日来信，今天早上已收到。今后你给

我来信，始终应当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这样寄信比

较可靠而又迅速，因为我经常不在家，而邮务员本来有时就把寄往

我的住处的信送到我每天无论如何要去一次的办事处。请你尽可

能利用第一次伦敦晚邮班——切林－克罗斯车站是六点以前，一

些小邮局是五点半以前，这样，信一定能在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寄到

办事处。

你忘记把德朗克的信附来。请你尽快把它寄给我，我打算给

他写信，唯一目的是为了和鲁普斯①重新取得通信联系——我甚

至不知道鲁普斯现在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寄去的所有信件，都没

有接到回信。如果你不想为国外信件支付邮资和预付邮费，那就

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或者叫别人把信往我这里寄，我可以让公司去

负担。

《立宪主义者报》报道说，德斯特尔被瑞士驱逐出境，并且已经

离开瑞士——有关这个情况，你是否知道一些？

２２２ 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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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地图集得救了。我终于拒绝把它卖掉，暂时留在这里，因

为我很需要它，我现在正在阅读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写的执政时

代和帝国的历史，特别是从军事角度去阅读。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

我发现最好的一本书是威·帕·纳皮尔（现在是将军）的《比利牛

斯半岛战争史》。这个家伙和所有纳皮尔家族的人一样，有他自己

的古怪想法，但同时也有极其丰富的常识，更重要的是，在评价拿

破仑的军事和行政天才方面，看法非常正确。法国人根本写不出这

样一本书。就历史的可靠性甚至评价的正确性来说，梯也尔丝毫不

比已故的桂冠诗人可怜的托利党人沙赛高明，后者也写过一部谩

骂的和吹牛的西班牙战争史１９６。纳皮尔只是过于推崇他的总司令

威灵顿，但是他的书我阅读得远远不够，对这个问题还不能作出最

后的判断。

你讲的关于公民勃朗和公民哈尼的情况，我要记在心上。我还

没有从哈尼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的家神①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

我是想到过的。她对大人物无限钦佩，并且变得越来越讨厌。只要

他再来到我们这里，必定要让他感觉到这一点。至于小个子勃朗，

不妨一有机会就把他的全部著作作个批判，你批判《劳动组织》和

《革命史》，而我批判《十年》，除此之外，我们一起批判２月以后付

诸实现的他的劳动联合以及《历史的几页》。复活节我将去伦敦，到

那时已经可以搞出一些东西了。在这里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比利时

翻印的这些书。因为我对付我的老头②的计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

完全成功的，所以我在这里将好好地安顿下来，另外，我还要从布

鲁塞尔把我的一批书籍弄来。也许你打算从科伦弄些什么东西，不

３２２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①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指哈尼的妻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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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告诉我；我最近几天要写信给丹尼尔斯弄我的东西，这样我们可

以让他把所有东西打在一个包里。注意：一切都要，只是不要大陆

上翻印的英文书籍。

关于和我的老头的事情的发展，关于我所想出的新的计

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我不可缺少为借口而继续留在这

里，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致在办事处交给我过多的工作——这些等

我当面告诉你。反正再过一个半月就要到复活节，而事情也需要详

细说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老头今后必须为这一切

用现金向我重酬，特别是当他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还要使他更深

地陷到整个这件事情中去。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

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

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

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

这里看作是重大的牺牲。这就是说，现在给我或不久给我每月加五

英镑，最近加的还不算在内。

你的 弗·恩·

别忘了，你一收到和看完科伦的趣闻，就请你把它们寄来让我

在寂寞中开开心①。

４２２ ６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３一２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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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在皮佩尔和施拉姆的信中，我让参加者亲自把事实讲述给你

听了。这样，你最好自己作出判断。二百名“兄弟协会”７０暴徒把他

们建立革命功勋的欲望发泄在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身上的这种无耻

行径是不可思议的；“亲爱的”①、朗道夫、路易·勃朗等人对此袖

手旁观，嘴上背诵着关于博爱的空话，这种无耻行径是不可思议

的。

旋拉姆同哈尼谈话中有一个情节：哈尼强调说，沙佩尔是他的

“老相识”，在我们居住布鲁塞尔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

密切的。

附带提一下：路易·勃朗先生及其同伙在开会的前一天就把

关于会议的整个报道寄给了一家巴黎报纸。

诉讼会毁掉路·勃朗。你可以想象，对《泰晤士报》来说是多么

合胃口，特别是因为巴特尔米这个“苦役犯”、“杀人犯”等等以被告

和教唆谋杀者的身分出现。正是巴特尔米在这场殴打中指着施拉

姆说：“这是个坏蛋，应当揍死他”。

诉讼只会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哈尼和琼斯筹划的报纸会垮

５２２６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① 哈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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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完蛋，《泰晤士报》会兴高采烈，皮

佩尔会丧失他的职位（他是高尚的，根本不会在乎这件事），而所有

的宪章派最终还是会把施拉姆等人搞掉。怎么办？明天我要和琼

斯谈谈这个问题。朋友哈尼和沙佩尔似乎觉得，事情会平静地过

去。哈尼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采取必要的步骤并作适当的让

步。这样，这只蠢驴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反正对这种恶劣行为决不

能置之不理。

当哈尼给你来信时，你只要注意一点。你在信中对赖德律和勃

朗的理论上的批判写得过于详细。哈尼现在硬说我们要求他作我

们的尾巴。首先应当向他指出：

１．问题完全仅仅在于他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关系，他已经站

在我们的直接的个人的卑鄙无耻的敌人一边，他在德国面前把他

的全部威望用来支持他们并反对我们。难道他不是已经同我们一

起以书面的形式表示同维迪尔、巴特尔米和维利希断绝关系了

吗？１９７他怎么能够不关照我们、背着我们和违反我们的意志去恢复

这种关系！如果这是正派的话，那我就糊涂了。

２．他背弃了我们，因为在施拉姆和皮佩尔的事件发生之后，他

没有马上在会上予以反击和立刻退出。他不这样做，反而竭力向他

的朋友们说明整个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附上德朗克的信。你给他写信时，要详细地谈一谈这种下流勾

当，包括最近的事情。我要往科伦、汉堡等地写大批信件。

请原谅，今天的信没有付邮资。已经很晚了，来不及去买邮票，

而这封信今天晚上必须投邮。

你的 卡·马克思

６２２ ６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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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刚刚看到了你的第二封信。我立刻给哈尼写了第二封信，如果

你同意，请你马上把信寄给他。这种卑劣行径太可恶了，必须让他

感觉到这一点。如果他和别人结成联盟，那他就更糟糕，让他滚蛋

吧。

附上一封我以为很奇怪的信１９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

白，红色沃尔弗①的主动性表现到什么程度。这封信如此胡言乱

语，所以我在得到详细的消息以前不能答复他。因此，请你告诉我，

这是搞的什么名堂，请把这胡说八道的东西寄还给我。夜里一点

了。

你的 弗·恩·

我没有邮票，因为我要马上投邮，所以不能付邮资。

７２２６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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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７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晚十二点钟，我回到家里，见到你叙述对于施拉姆和皮佩尔

所干的卑鄙勾当的来信，就立刻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了你。从这封

信，从潦草的字迹，从满腔的愤怒，从混乱的断断续续的思路和通

篇不很连贯，你一定会看出，这封信是带着醉意写的，那天晚上我

例外地喝了几杯烈性的潘趣酒。你也许因此没有把它寄出去。的

确，我当时怒不可遏，不把信寄出就不能入睡，于是我在深夜一点

钟跑到邮局，与其说为了立刻把我的意见通知哈尼，不如说为了使

自己平静下来。那封信你大概在今天下午接到；第二封信因为今晚

以前没有邮班，所以我不可能更早一些发出去。现附上给哈尼的修

改过的信，如果象我所希望的，你还没有把第一封信寄给他，就请

你把这封信给他寄去。

今后给我寄信，请采用下述的办法：

１．你在晚六时前投到切林－克罗斯车站邮局或五时半前投到

小邮局的所有信件，请寄办事处（欧门—恩格斯公司）。这样，我上

午十时就可以收到。

２．你在晚六时以后发出的所有信件，请寄大杜西街。我在第二

天晚六时就可以收到，可是在办事处我就要到第三天早上才能收

到。

８２２ ６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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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许纳拜恩给我来了信。米尔巴赫顺利地逃跑了，现在

随他的妻子之后从巴黎去雅典。

你的 弗·恩·

６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８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上我才收到你前天的来信。如果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所有这些详情，我给亲爱的哈尼写信时口气就会完全不同了。不过

他还会碰到我，那时我再训斥他一顿。

我想，为了这件事情，郑重其事地提出诉讼，未必有什么好处。

不管哈尼、琼斯和宪章派如何，这件事总会造成双方的反诉和控

告。在随便哪一个律师的帮助下，对方会向施拉姆和皮佩尔提出最

无耻的问题，例如施拉姆是否偷过大磨坊街１６０的现金等等；这类问

题，不管予以多么有力的驳斥，都足以破坏任何效果。对方的证人

们会作证说施拉姆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他们将会回忆起施拉姆

在大磨坊街闹的几次纠纷并极力夸大，把施拉姆说成是公众集会

秩序的破坏者等等，而法官看到这些煽惑分子以恶棍互相对骂会

感到惬意，会使一切有损于双方名誉的事情发生。不过，施拉姆应

当利用这件事情进行威胁。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卤莽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会把事

９２２６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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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弄到这种地步。他本来应当打朗道夫耳光并进行射击练习。这

个人老是陷进这类事件中去，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学会射击。

诉讼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们粗暴地拒绝对双方起诉，不会有

别的任何结果，特别是因为诉讼要在伊斯林顿举行，而那里的法官

天晓得是一些什么样的老蠢驴。如果人民代表朗道夫声称，施拉姆

只有在想闹一场纠纷时才会出场，那末你不认为公众最终也会相

信这一点，胜过相信施拉姆和皮佩尔的说明吗？从这件事可以造成

一场大的纠纷，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纠纷——由于诽谤——就会给

施拉姆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

接着，这一纠纷的肯定的结果就是实施一项新的外侨管理

法１９９，以保护从大陆来参观博览会
１８６
的循规蹈矩的反动分子。

而施拉姆真是活见鬼，在朗道夫表示拒绝支持他的时候，他为

什么不立即去找哈尼，把哈尼拖到这一事件里来呢？

正好到了投邮的时间。再见吧！

你的 弗·恩·

７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那里必定是完全特殊的劣马传递邮件，因为我的一切信件

都到达得太迟。

如果你好好看一看收到的信，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建议的

０３２ ７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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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已经做了，只有打朗道夫耳光一事例外，我不同意这种作

法。如果要侮辱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小个子“嘿普嘿普乌拉”——苏

格兰人乔治·朱利安·哈尼，而不是别人。这样一来，哈尼就必须

练习射击了。

你给哈尼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发出的是第一封信，因为

我认为它比修改的第二封信写得更好些和更合适些。

对哈尼和朗道夫都已经以诉讼进行了足够的威胁。你担心朗

道夫会对施拉姆作不利的证词，这是没有理由的。他宁愿发誓说，

施拉姆在纠纷发生之前曾要求他这个委员会委员在人群中维持秩

序。

既然以诉讼相“威胁”不起作用，而如果又不愿安然忍受被殴

打、被诬为奸细，以及忍受沙佩尔—维利希的胜利，那该怎么办好

呢？

你对纠纷的一切担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方面也会弄到一

个很好的律师。名誉受到的损害是多一些或少一些，施拉姆是无所

谓的。如果现在，当教堂街１８８的法国人插手这件事之后，他让这件

事不了了之，那他就完蛋了；他要么得到宪章派的公开赔罪，要么

到法院打官司，两者必居其一。

正如我写信告诉你的，琼斯星期一没有参加会议。我曾经约他

到我家来会面，而星期二我就跑到他那里，没有碰见他，给他留下

一张条子，让他星期三来。他没有来。星期四我又去找他，说他不

在。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请他找我。又没有来。星期四晚上我给他

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中心平气和地、简单明确地从头讲述了整个

这件无耻勾当，向他指出了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要求公开赔罪，

最后还提出希望他到我这里来讨论这一切。尽管他住在市内，他还

１３２７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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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来，而且也不写回信。显然，琼斯是被小个子苏格兰阴谋

家①说服了，这个人是害怕他同我们见面的。所以你看，宪章派公

开赔罪的可能性是没有了。现在只有起诉了。要怎样就怎样吧！令

人不快的只是，皮佩尔将因此丧失他的职位，而我们可能多少会招

致宪章派一伙人的反对。

实施外侨管理法对我们来说是最惬意的事情。这些蠢驴如不

每天出场表演，会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还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又不致于酿成极大的

纠纷，就是你立刻、毫不迟延地来这里２００。你可以住在我家，因为我

现在又租了两个房间。我可以断然地对你讲，其他办法是没有的。

写信讲不清楚，耽误事情，弄不出什么结果。

你的 卡·马·

７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３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只写几行，谈谈事实问题。

你已看到，《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玩意儿。２０１但是这同我们再

也没有关系了。

哈尼前天早上就给施拉姆写了信。这个吊儿郎当的蠢驴早上

２３２ ７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８日）

① 哈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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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出外，夜里一点左右回家。因此他昨天才见到信。

哈尼刊登了他的声明２０２。哈尼为这个声明写了一篇赔罪的导

言。他称施拉姆为“亲爱的施拉姆”，并提醒施拉姆也要履行自己的

义务，不要向违警法庭控告，——这个文件是针对法国人的。

昨天《祖国报》（今天《立宪主义者报》）刊登了勃朗、巴特尔米、

沙佩尔、维利希和所有其余的委员会委员先生们的声明。这些先生

在声明中硬说布朗基没有把献词寄给任何一个委员会委员。《祖国

报》为此注明，它不经过事先的调查，本来是不愿意刊登这篇东西

的。可是，安都昂先生——布朗基的妹夫给它寄去了一项如下的说

明：献词曾经寄给了声明的署名者之一巴特尔米，并且有他写的收

条。你可以想象，这个阵营内现在是怎样的一片悲鸣！

但这还不是全部。

沃尔弗昨天早上打发伍德洛夫同一个纯粹的英国人到朗道夫

那里。这个小子的举止象一个发狂的骗子：最初大喊大叫，大吹大

擂，夸夸其谈，装腔作势，挥手顿足，后来又重新被一种不可克服的

卑怯感所控制了。今晚将当着教堂街１８８的这些可怜的庸人面做成

纪录。

最后：从我的老太太①那里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她让一切都由

博默耳２０３方面决定。我或许将不得不冒险采取绝望的步骤。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已从贝克尔②那里得到维利希的信件。你星期二可以得到

这些信件。

３３２７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８日）

①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马克思·罕丽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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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早收到附来的维尔特的信，现在马上寄给你。施拉姆和哈尼

之间的纠纷现在就这样解决了。如果你能够说服这个吊儿郎当的

人，可以叫他把布朗基献词的译文寄一份给哈尼，这是会产生影响

的。他现在又同哈尼建立了最好的关系，如果他能保持这种联系，

那就算很好了。哈尼毕竟有一个刊物①。寄给《泰晤士报》的文章，

还可以寄一份给在贝耳岛的布朗基。２０１施拉姆在这方面不应当太

大意，——这样他就从各方面掩护好自己的后方了。钱明天寄去。

你的 弗·恩·

巴特尔米大出其丑——这是一件快事。可以叫施拉姆把整个

这一事件用书面告诉哈尼。这样我们就是作了通知，而这总是一件

今后可能会起作用的事。

４３２ ７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０日）

① 《人民之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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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患着一种非常讨厌的流行性感冒，使我对一切理性的和非

理性的事情都无力去做。因此我没有写信。上星期我只能把邮局

汇票寄给你，想必你已经收到。五先令是给琳蘅的，因为我从你那

里离开时，她恰好不在家。只要一有可能，本星期或最迟下星期，我

将把给“嘿普嘿普乌拉”①的两英镑寄给你，施拉姆可以把这钱带

给他。自从我把维尔特的信寄给你以后，至今没有收到你的片纸只

字，所以我自然再也不知道任何事情了，并且一直在等待维利希的

高尚的信件。刊登施拉姆的声明的《人民之友》，我没有看到；这个

刊物这里不能经常收到；请你叫施拉姆邮寄给我一本。如果他手头

没有，他也一定能够容易弄到一本。我很高兴地得知，朗道夫终于

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一直在等待他那封著名的信。

这里的种种愚蠢的规定实际上使我无法正常地、不间断地进

行工作，我感到非常恼火。有一个图书馆，我不能进去，在另一个公

共的图书馆里，也只是有时才可以找到我目前最感兴趣的东西，而

且时间对我也不方便，所以我能够使用的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图书

馆，那里永远也弄不到东西，图书杂乱无章到了顶点。例如，我又在

５３２７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

① 哈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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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地寻找纳皮尔的书①，而且，总是要经过两三个星期，才能拿

到下一卷。失望之余，我只好去看西塞罗的书信，并且从那里去研

究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和督政府的腐败。这是一部极为有趣的丑

闻录。西塞罗真正是无价宝——集克鲁格教授和塞巴斯提安·载

勒尔于一身。自从世界开创以来，在庸人中间找不出比这家伙更下

贱的无赖。我要把这本可爱的小书好好地摘录下来。今天我们就

谈到这里。

你的 弗·恩格斯

７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写信。首先是我自己跟你同病相怜，也害

了一场流行性感冒，其次是种种琐碎的麻烦事在这个多难的一星

期里一起爆发，使我忙于应付。

随信附上骑士冯·维利希的有趣的信件。

海因岑的臭小报②上刊登了一篇在伦敦这里炮制的所谓巴黎

通讯。这篇通讯不言而喻首先是攻击我们两人，其次是议员鲁道夫

·施拉姆，“因为他不知羞耻地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再其次是“半

人半兽的陶森瑙、尤利乌斯和布赫尔”，最后，非常厉害地攻击了伟

６３２ ７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

①

②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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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金克尔。海因岑绝对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原谅他在乞求方面所

作的竞争。受到称赞的只有伟大的卢格和司徒卢威。关于卢格，这

封巴黎的来信中说，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作了一天的旅行。这篇诽谤

性文章是这样搞出来的：海因岑把卢格的一封私人信和班贝尔格

尔的一封私人信中的诽谤拼凑起来加以发表，而这两人的责难是

完全互相矛盾的。

在卢格作为“头号蠢人”出席讲话的盛大宴会上——沃尔弗和

李卜克内西亲眼目睹——没有一个柏林或法兰克福的议员２０４。他

们不愿意卢格—司徒卢威领导。鲁·施拉姆、赖辛巴赫伯爵①（法

兰克福的，不是“党内的大胡子”②）和奥本海姆、布赫尔，最后是自

行其事的尤利乌斯，这一帮人又在阴谋反对这些愚蠢之神。当然也

是出于崇高的动机。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无赖都是败类，十足的败

类。

在报刊上对我们作种种诽谤的金克尔，在宴会上用他自己的

“红色摩洛哥皮的”方式发表了关于“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

色共和党人”的一切人都来和解的悲伤的讲话。

所有这些蠢驴，当他们为共和制而叹息，而金克尔甚至乘机为

红色共和制而叹息的时候，却卑躬屈节地舔英国宪法的屁股。这是

一个矛盾；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单纯的《纪事晨报》的先生们都提醒

他们注意逻辑上的缺点。

关于朗道夫，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具有被揭露的骗子的称

号，却泰然自得地装成“正直的人”。

布朗基问题的喜剧还没有终结。前上尉维迪尔寄给《祖国报》

７３２７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

①

② 爱德华·赖辛巴赫。——编者注

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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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宣布，

路·勃朗、所有其他人以及他本人都在最初的声明中撒了谎。委员

会是由十三人，而不是六人组成的。布朗基的献词他们所有的人都

看过，他们所有的人都讨论过。他是六人中的一个。２０５高贵的巴特

尔米没有看过这封信，过了几天也给《祖国报》寄去一份声明，说收

到献词的是他，但他没有把献词告诉别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三

重说谎者。《祖国报》刊登了他的信并在最后宣称，它将不再从这些

蠢驴那里接受任何东西，同时附上如下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煽

惑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

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

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

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

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

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由于对写作

的同情心，我们因此刊载了‘公民’巴特尔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

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著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

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证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

辱骂以至撕打起来了。”

难道这不是太妙了吗？

我已收到你的邮局汇票。如果你在你的营业中支付这样的利

息，那末或者是你的盈利，或者是你的亏损，必定非常可观。

别忘记给德朗克写信。加累尔死了。所以，你就把信寄给法兰

克福的泰·舒斯泰尔吧。

你的 卡·马克思

８３２ ７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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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９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布朗基的献词２０１一事正在发展到的确绝妙的程度。维迪尔针

对路易·勃朗发出的声明是极其宝贵的；这个家伙在法国和英国

面前表现为一个卑鄙的撒谎者。巴特尔米陷入了惊人的困

境。——你的信中有一处我不明白。维迪尔说：“委员会是由十三

人，而不是六人组成的…… 他是六人中的一个”。这六人是谁？是

在第一个声明上签名的人，还是投票赞成宣读布朗基的献词的一

伙人？

德国人中间议论纷纷，这也不坏。我在《每日新闻》上看到关于

宴会的报道。因为宴会是有体面的，所以马志尼先生这一次也毫无

顾虑地参加了。“豪格将军当主席！”这个家伙将来有希望成为

１８３０年杜布尔将军的讽刺画。如果根据《泰晤士报》的广告来判

断，哥林盖尔的“金星”酒馆现在就是很有体面的了。不过，由于我

还是必须收集关于这些议论的一切材料，所以如果能派一名哨兵

去侦察一下倒也不坏——总能找到一个人愿意过问这种臭事，甚

至冒被赶出门去的危险。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维利希的东西①很有助于我今天

９３２７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３—２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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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的愉快。这个蠢货！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把施拉姆的

信看成对他的第一封信的复信。但是，在莱茵省可能实行军事专

制，不存在使他伤脑筋的报刊，这必定很自然地使这个蠢笨的畜生

冲昏了头脑。一个十足的军需官和司务长！社会革命靠给后备兵

家庭发“施给乞丐的稀汤”，统计只是登记“粮食、牲畜、运输工具和

兵员”！这个革命计划完全超过了以前的用五千人夺取德国的计

划。如果后备兵不理解这一点，那末必定要对人类绝望。“我要带

几个人在身边，而号召另一些人”。你懂得这个家伙指什么而言吗？

“命令卡尔·马克思公民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科伦，在格贝尔特公

民的监督和支配之下领导财政事务和社会改革。如不服从此项命

令，如有任何的违抗或非议，以及无礼的嘲笑，当处以死刑。对马克

思公民将派一名军士和六名士兵予以监视”。而这个人又是怎么说

沙佩尔的！“我们不希望再有追求享乐的人”。因此，甚至斯巴达式

的一壶二合酒和这头肥猪在女人面前低声下气的举动，对这个不

花钱喝得烂醉和纵欲于自身的司务长来说，都已经是骄奢淫佚了。

的确，谁知道这头肥猪一旦在科伦被围攻时不会象高贵的帕拉福

克斯在萨拉哥沙那样干呢；在萨拉哥沙整个第二次（真正的）被围

攻２０６期间，帕拉福克斯一直没有露面，因为他跟三四个浪子和一群

妓女在修道院的防弹地下室里饮酒作乐，直到他必须签订投降条

件时才出现。

但是，维利希在趾高气扬的、充满胜利信心的、仅仅诉说金钱

上有困难的第三封信中是答复谁的信？是施拉姆给他寄去了第二

封信，还是贝克尔①答复了维利希的第二封信？这一点，请你解释

０４２ ７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９日）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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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并请告知你是否需要马上归还这些信件；我很想在我这里再

保留一些时候，有空时作一些摘录。

铁路的投机又活跃了——从１月１日起，多数股票上涨百分

之四十，同时，最坏的股票上涨的最多。这大有希望！

你的 弗·恩格斯

７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２０７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让皮佩尔在上面把这个绝妙的文件抄给你。卢格借口他为

马志尼的公债作担保，要求金钱，以便把金钱变为“舆论”。在这里

的“普鲁士人”——布赫尔、埃尔斯纳、戚美尔曼等——中间，普遍

地对这个“强大的临时政府”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至于使你感到如此迷惑不解的“六个人”，就是朗道夫和勃朗、

维利希和沙佩尔、巴特尔米和维迪尔，一句话，六个斗牛士；匈牙利

人、波兰人和诸如此类的未被吸收参加的小人物没有露面。

维利希在第三封信中只是答复他自己的思路。他没有从贝克

尔和施拉姆那里收到任何信件，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今天

将是这个家伙的快活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以前，沃尔弗①夜里两

点钟在娼妓咖啡馆遇见他并高喊了一声：“啊！有道德的维利希在

１４２７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２２日）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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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于是，这位“有道德的人”就溜走了。

德国中央行骗局２０８的真正的创立者是不知疲倦的韧如兽皮的

修脚师和食草动物司徒卢威。这个家伙现在仅仅是重操旧业，这

就是，用骨相学、道德和诸如此类的瞎话来引人注意。这是一个

市场上的叫卖者，而且还带有一种嘶哑的喉音。在最近的二十五

年中，这头蠢驴编写了《民主主义政治科学辞典》和《民主主义

世界通史》２０９，这两个东西什么也不是，一个不过是用司徒卢威的

语言翻译的韦尔凯尔—罗泰克的著作２１０，另一个不过是用民主主

义词句把罗泰克的著作２１１改头换面。卢格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只

有悲天悯人的警察当局才阻止他在德国印刷这些胡说八道的东

西。

愚蠢的金克尔十分善于驱散庸人的幻想。他陷入了司徒卢威

和卢格这样的有经验的小丑手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刻地揭

露这头蠢驴。他在这一伙人中不管怎样都要失去自己的狮子皮。

你的 卡·马克思

琼斯前几天来我这里，特别是在最近揭发出来的事情之后，他

很庆幸我挽救了他，使他免于参加宴会。

２４２ ７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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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３月３１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在研究战争史的时候，我正在进行一场小型战争，而我不

久就有战败的危险，拿破仑，甚至共产主义的克伦威尔—维利希本

人，都不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你知道，３月２３日，我必须付给老班贝尔格尔三十一英镑十

先令，而１６日必须付给犹太人施提贝耳十英镑，这一切要用流通

中的期票来支付。我首先直接通过燕妮向我的岳母①要钱。答复

说，埃德加尔②先生带着燕妮的钱的余数又到墨西哥去了，我一文

钱也没有能挤出来。

于是我写信给我的母亲，威胁说要以她的名义开期票，如不支

付就去普鲁士让人家逮捕。我的确准备在有机会时采取这后一着，

但是，自从这些驴子在报纸上叫嚷说，我已被工人所抛弃，我已声

名扫地等等之后，我当然已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否则，这件事看来

好象是一种政治上的舞台噱头，是一种多多少少经过考虑的对耶

稣基督—金克尔的模仿。我告诉我的老太太，最后的期限是３月

３４２７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３１日）

①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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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３月１０日，她给我来信说，他们想写信给亲戚们；３月１８日，

她来信说，亲戚们没有回信。这就是说，事情吹了。我马上给她回

信说，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依然有效。

３月１６日，我在皮佩尔的帮助之下付了施提贝耳十英镑。３月

２３日，在我采取的种种无结果的步骤之后，老班贝尔格尔的期票

自然被拒绝支付。我同老头子弄得很不愉快，另外他还在可敬的载

勒尔那里把我痛骂了一通。这个蠢驴通过他在特利尔的银行家向

银行家劳茨调查我的情况。这个家伙——我的老太太的银行家和

我的私人的仇敌——自然往这里写了一些关于我的完全胡说八道

的东西，此外还唆使我的老太太反对我。

对于老班贝尔格尔，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给他开两张新的

期票——以他的名义在伦敦开一张，从３月２４日算起，为期一个

月；以我的老太太的名义在特利尔另开一张，为期三周，以偿付第

一张期票。我立刻就通知了老太太。今天，当接到你的来信时，我

还接到我的老太太写来的一封非常粗暴和义愤填膺的信，她在信

中断然宣称，她将拒绝支付我以她的名义开的任何一张期票。

这样，到４月２２１日，我只能等待盛怒的老西蒙·班贝尔格尔

采取的极端的措施了。

同时，我的妻子于３月２８日分娩。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

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再者，

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

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

苏格兰方面的遗嘱抄件要过七八天才能到我这里。如果这有

什么用处的话，那末小班贝尔格尔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加以利用。

４４２ ７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３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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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能指望这一点。

你会承认，整个这种琐事都是不很愉快的，我已经深深陷进了

这小资产阶级的泥坑。不仅如此，我还剥削了工人！我还追求独裁！

多么可怕！

但是还不止这一点。曾经从特利尔给我往布鲁塞尔寄过借款

的一个工厂主，由于他的铁工厂生意不好，现在纠缠我要求还钱。

他更倒霉。我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最后，为了使这些事有一个悲喜剧式的结尾，又出现了一件

事，这是一个秘密，我现在只向你透露几句。而刚才有事打断了，我

应当去照看我的妻子。因此，关于你也在其中起作用的另一件事，

下次再谈。

你的 卡·马·

又及：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

润？这些钱是否也是从银行家那里取，还是怎样取？请对此给予答

复。

７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１８５１年４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今天收到的你的来信的信封（上有姓名地址）。是皮特·

欧门拆了你的信吗？你应当把这件事了解一下。

５４２７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４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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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邮局汇票寄来得正是时候。在这里速度也把资本增加了

十倍，和蒲鲁东先生的铁路利润一样。２１２

你可以想象，我并没有闲着不干事，除了你预付的钱之外，我

希望能从不同方面把不足之数凑齐。

关于“秘密”，我不在信中告诉你了，因为４月底我无论如何一

定要到你那里去一趟。我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星期。２１３

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了。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

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

馆①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

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

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我在上封信中提出的问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既然你现在正在研究军事学，那末你不能利用《新莱茵报》、帕

麦斯顿的蓝皮书２１４等等把匈牙利战争史重新加以叙述吗？这是很

有用处的。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六十印张的书，那时这就非常适

用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各种阴谋、战役和人物的细节，就写信

给我——不用封口——寄到冯·倍克男爵夫人处就行了。我同她

有联系。她是科苏特的密探，也是一部匈牙利的龌龊勾当的真正的

编年史。应当利用她一下。她很愚蠢，不会隐瞒真情。我在这方面

已经做过试验。

我的妻子可惜生的是女孩②而不是男孩。但更糟的是，她很

弱。

６４２ ７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４月２日）

①

②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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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丹尼尔斯的信。我曾经给他写信，详细地谈过他的《生

理学》２１５。他的信中半合理的东西是我信中意见的回声。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把这张废纸寄还给我，并把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卡·马·

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如能更经常地给我来信，我将对你感谢

不尽。你知道，我在这里的社交几乎只限于几个蠢家伙。

７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信被拆开一事是十分奇怪的。在办事处里，有可能拆信的

只有我们的一个听差，而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另外，他只有

当老希尔不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拆信，但我不相信后者会离开办事

处片刻。欧门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城里。这件事自然无法弄清楚，

因为，考虑到议会里关于流亡者问题的质询，完全可以设想，这件

事是发生在邮局本身。在此以前我已经意识到，我近来已引起那个

与其说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服务，不如说为“欧门兄弟”公司服

务的听差的怀疑；不过从怀疑到拆信，尚有很远的距离。无论如何，

我今后能够防止这种事情。即使这个傻瓜看过信，也没有什么关

７４２７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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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为如果他打算在什么时候，譬如当我的老头①来这里的时

候，利用这个消息，那末他就会完全暴露自己，以致马上被驱逐出

去。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

你在前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还不大清楚。不过，我觉

得，下面的说明可以使你满足。

商人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

消费者——这在商业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互相敌对的人。商人作

为公司，可以叫做资本账目或相应地叫做盈亏账目。商人作为吃、

喝、住和生产子女的人，可以叫做家庭费用账目。资本账目把从商

业领域转移到私人腰包的每一分钱记入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因

为家庭费用账目只有“借方”，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

债者，所以到年终时，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总额就将构成纯亏损并

从利润中扣除。但是，在进行决算和计算利润率时，用于家庭费用

的款项通常被视为仍然存在的，并被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例如，十

万塔勒的资本获得一万塔勒的利润，而五千塔勒花费掉了，那末，

算起来利润是百分之十；而在把一切都正确地过了账之后，下一年

的资本账目中的借方就是十万零五千塔勒。这种手续本身比我在

这里叙述的要复杂一些，因为资本账目和家庭费用账目是很少接

触的，或者只有在年终结算才接触，同时家庭费用账目通常成为起

着“经纪人”作用的“现金账目”的债务人；不过最终的结局正是那

样。

在存在若干股东的情况下，事情是很简单的。例如，甲出资五

万塔勒，乙也出资五万塔勒，他们获得利润一万塔勒，各自花费掉

二千五百塔勒。这样，年终的平衡表如下（在没有虚账和在单式簿

８４２ ７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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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情况下）：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投资 ５００００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应分得的利润 ５０００塔勒…

５５０００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借方——现金 ２５００塔勒………………

下年度甲贷方 ５２５００塔勒…………………………

乙的方面也是这样。而同时公司在计算时总是把利润算作百

分之十。总之，商人在计算利润率时是忽视股东的生活费用的，相

反，他们在计算因利润而增加资本时却把这项费用计算进去。

关于匈牙利战争，只要能找到资料，我是很愿意写的（如果办

得到，写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全部战争更好）。《新莱茵报》只能用来和

奥地利的公报对照，而你也知道，这些公报是多么不完备。单是关

于这一次战争的书，我就必须有十至十二种；而且即使如此，我也

还缺少一件主要的东西：科苏特的《通报》。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

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

最容易出笑话的。这一切对于报纸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报纸都是

同样地对情况了解很差，它们只需要根据现有的少数材料作出正

确的结论就行了。但为了在事后能对各种决定性的场合评论说，在

这里应当怎样怎样做，而在那里又如何做得对，尽管结果似乎适得

其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关于匈牙利战争的材料发表得

还不充分。例如，关于奥地利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以及它们的各个军

在每次会战和每次重要运动前的兵力的材料，谁会给我弄来呢？因

此，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备忘录必须先出版，必须有邓宾斯基所提出

的作战平面图的真本。然而，即使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是可以阐明

一些问题，并且也许可以写成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现在有一点

９４２７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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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已经非常清楚：匈牙利的起义，和１８３０年波兰的起义以

及１８１２年的俄罗斯帝国一样，在１８４９年初只是由于冬天才得救

的。匈牙利，波兰和俄国是欧洲仅有的在冬季不能入侵的国家。但

是，举行起义总是只能靠周围的深不可测的烂泥而得救，这真是大

大的不幸。奥匈之间的事件如果不是在１２月而是在５月爆发，那

末就不可能组成一支匈牙利的军队，而这整个无谓举动的结果就

会不多不少完全象巴登事件一样。我愈是深入地研究战争，就愈是

鄙视那种英雄气概；英雄气概只是一句无聊的空话，一个普通士兵

是根本不放在嘴上的。拿破仑只要不是发表宣言和长篇演说，而是

冷静地说话，他就从来不说什么“光荣的”、“不屈不挠的勇气”等

等，至多不过说：“他打得好”。

然而，如果明年在法国爆发革命，神圣同盟１９１至少要进到巴黎

城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法国革命家虽然具有渊博的知识

和罕见的精力，但甚至巴黎的堡垒和要塞围墙能否得到所需要的

武器和粮食，也还是个大问题。而只要有两个堡垒，例如圣丹尼

及其东邻最近的堡垒，被敌人夺去，那末巴黎和革命就会在新的

事件爆发之前垮台。关于这一点，我最近要从军事观点对你作详

细一点的说明，同时将阐述一下能用来至少削弱敌人入侵的唯一

的手段，就是法国人去占领比利时的要塞，并采取一种很可疑的

暴动式的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占领莱茵河上的要塞。下面这个形容

普鲁士墨守成规的军事教条和说明后来的耶拿之败等等事件的笑

话可能使你感到兴趣。拿破仑在马连峨会战中表面上冒险但实际

上却十分有把握的突击，竟使老弗里茨①学派的毕洛夫将军（他是

０５２ ７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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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１８１３年的那个毕洛夫的父亲或叔父）产生了下列的见解：

（１）确立一种建立在谬论基础上的作战体系，即不断以新的疯狂

性举动使敌人“陷入困惑”；（２）和三十年战争时一样，步兵不用

刺刀，而用长矛！为了打败拿破仑，就应当抛弃火药，你说这是

什么道理呢？

你不顾一切要在月底来这里，我非常高兴。但你应当趁此机会

把全份《新莱茵报》带来——我将根据这个报纸搞一个所有德国民

主派蠢驴以及法国人的案卷；这项工作必须在我们再次陷入任何

麻烦事情之前完成。如果可尊敬的李卜克内西为了这个目的（他能

够胜任）到博物馆①去，查阅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会议的表决

结果——那里一定有（在速记记录稿中），并从中把有关一切左派

的地方摘录下来，那就好了。

你知道，我没有看过丹尼尔斯手稿２１５的最后部分
②。这个家伙

坚持“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无法阻

止一个写生理学的人不这样看。他最终总是用下面的论据当救命

草：凡是对人发生影响的现实事实都使人发生概念，因此对这些事

实的反应在第二回才是这些事实的结果，而在第一回则是概念的

结果。对这种形式逻辑，当然没有什么好批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

他的手稿中的叙述方法——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以为最好写信告

诉他说，他现在知道他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会造成怎样的误解，希望

他加以修改，使他的“真正的”观点明确起来。这是你能够做的一

切，否则你必须亲自把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写，这也是不合适的。

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夫人身体怎样，请代我致以衷心的问候。

１５２７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４７页。——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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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终于把政治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

久，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

笔去写的。

你打算出版的两卷六十印张的书同出版商交涉得怎样？如果

这事已办妥，那就可以让出版商设法搞到写匈牙利论文必需的东

西，——我可以列举是哪些；必要时，最后可以用稿酬抵偿。还必须

有一张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非常好的专门地图，如果可能的

话，搞些作战图，据我所知，在以前出版的书中没有这样的图，——

一张地图大概要值十五至二十塔勒。我想设法通过魏德迈搞到这

样的地图。顺便问一下，你是否有他的通讯处？我很想从他那里打

听关于军队的编制和战术的军事参考书，我在这里恰恰弄不到这

种低劣的东西。还请你打听一下，从倍克女士那里或通过她至少可

以弄到关于匈牙利的什么样的书。还在你那里的德克尔的著作２１６，

我也需要。

你的 弗·恩·

８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以为今天终将写完我的长篇战略论文①。但是，一方面

２５２ ８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１日）

① 弗·恩格斯《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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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拖延，一方面由于必须查考一些细节，同时又由于这篇文章比

原来预计的要长，所以今天到深夜也未必能写完。另外，此文完全

不适于出版，它只能作为私人通讯，作为我自己的一种练习。

关于威灵顿，我也开始逐渐有所了解。这个固执、倔强和顽固

的英国人，有着足够的理智和他的民族所具有的利用资源的一切

才能；他思考徐缓，行动谨慎，不论有多大幸运都从来不指望侥幸

的偶然事件。如果这种“理智”能达到天才的程度，他就会是一个

天才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

的①。象他这样一个将军，似乎是专为英国军队而生的，这个军队

的每个兵士，每个少尉，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小威灵顿。

他也了解他的军队，了解他们在防御中的顽强坚持精神，这种精神

是每个英国人从拳击场带来的，它使英国军队在八小时紧张的防

御后（任何其他的军队在这种场合都会垮掉的），还能发起有力的

攻击，而在这些攻击中，灵活性的不足可以由动作的一致性和持久

性来弥补。在滑铁卢防御战２１７中，如果没有三万五千名英国军队作

核心，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支持到普军到达的时候。

此外，在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对拿破仑的军事学术，比其

他那些被拿破仑用这种军事学术的优越性狠狠教训过的民族都领

会得更多。当奥军茫然不知所措，当普军十分惊慌，竟至宣布白

痴和天才等同的时候，威灵顿却能灵活地采取行动，并使自己避

免了奥军和普军所犯的错误。他并不模仿拿破仑的战法，但是他

能够使法军极难于对他采用这一套战法。除了政治原因迫使他犯

的错误外，他没有犯任何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没有发现他在任

３５２８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１日）

① 俏皮话：《ｍｕｓｔｅｒｈａｆｔ》，—— “标准”《ｍｅｉｓｔｅｒｈａｆｔ》—— “卓越的”。——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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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问题上表现过一点天才。纳皮尔①自己就指出，威灵顿曾有一些

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天才的突击，可是他对此连想都没有想

到过。据我所知，他从没有利用过这样的机会。他有他自己的伟

大，也就是说，可以算作伟大，而仍然不失其为平庸。他具有军

人的一切素质，这些素质都得到了很均衡而十分协调的发展，但

正是这种协调状态才使这种种素质没有一种能发展到真正天才的

程度。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就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政治上的密

友皮尔就是他的某种翻版。他们两人都是代表托利党的，这个党

有着足够的理智，因而能够很有礼貌地把一个一个的阵地放弃，并

溶化于资产阶级之中。这是向托列斯 维德拉斯的退却。２１８威灵顿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的 弗·恩·

８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这里没有收到过一封信，现在你也只是收到这几行字，

因为我天天在等待你答应要写的信。附上鲁普斯威②的信。四天前

我已经给他回了信，但没有答复他向你提出的问题。

附上我不认识的费舍从美国寄来的信，我暂时委托李卜克内

４５２ ８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５日）

①

② 廉·沃尔弗。——编者注

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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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写信给他。

罗特哈克尔的信，我下次寄给你。这个蠢驴在美国也是一个编

辑。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一点：从大西部到东部，到处都朝我们狂

吠，漫骂我们，发表文章反对我们。魏特林在他的小报①上刊登一

篇寄自巴黎的文章（据说，实际上是出自维利希的手笔），反对我和

你。２１９另一方面，施瑙费尔攻击了伟大的维利希。

司徒卢威在他为一千万公债作担保之后，立即在西蒂区发了

一张认捐单，以便乞求到同阿马利亚②移居美国的费用。他获得了

成功。上星期五他溜走了，仍旧同阿马利亚一起。

维利希在哥林盖尔的协助之下干了种种欺骗勾当。不过，他在

接到假贝克尔最近的复信和所附的献词之后，害了两个星期的肝

火病。他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小教堂，即营房，而当他重返磨坊街

１６０时，就把献词和献词的前言③提出来讨论，大概是为了领取一

张赤贫证明书。

沙佩尔为英国编出了一部宪法，因为在这个磨坊街，经过深思

熟虑和详尽讨论之后决定，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并应当得到一

部宪法。而沙佩尔—格贝尔特将给它这样一部宪法。于是宪法也

就草拟成功。

席梅尔普芬尼希游遍了全德国，并为了维利希—沙佩尔、卢格

—金克尔、贝克尔④—济格尔的共同利益到处很起劲地搞阴谋反

对我们。主要是在那些推崇金克尔的地方，尤其是在人们从来都不

喜欢我们的威斯特伐里亚、鄂斯纳布鲁克、比雷菲尔德等地，流言

５５２８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④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奥·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编者注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编者注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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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语无穷无尽。

你的 卡·马·

８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５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邮局汇票五英镑。

如果你夫人的健康状况和其他情况允许，请你在后天星期四

来曼彻斯特２１３。有三趟火车可供你选择：（１）早上六时半；二时到达

这里（二等车）。（２）早上七时开的议会火车２２０（二等和三等车），

傍晚六时半到达。（３）中午十二时，晚九时到达（二等车）。这样，我

们可以从星期五到星期一到郊区走一走。

无论如何请你马上来信告诉我，你是否来，搭哪一趟火车；届

时我去车站。如果你不能星期四来（虽然星期四从许多方面来说

都比较理想），那就星期五来吧。总之，你要马上告诉我你打算怎

样。

其他一切见面再谈，现在我最好还是立即去邮局汇钱。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邮局又挤满了人。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半截；另半截下一个

邮班就寄去。

６５２ ８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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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过几天，至多一个星期，你将收到另外的五英镑；倘若不是刚

才我一次要付出十英镑，这五英镑今天就寄给你了。

几天来我一直在找鲁普斯①和德朗克的信，但没有找到。必定

是你把这两封信带走了。如果在你那里找到了，请你给我寄回来，

我马上写回信。费舍从新奥尔良的来信，我也没有找到。

我们不必特别抱怨坏的追随者。我家里正好有一部萨瓦里回

忆录２２１。拿破仑也有他的追随者，——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

个萨瓦里就是这一类追随者的出色的样板。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

个家伙更平庸。如果说有些人以为自己水平很高而又根本不懂《共

产主义宣言》，那末这个萨瓦里以为，他对拿破仑是掌握的，他是能

够估价拿破仑全部伟大之处的少数佼佼者之中的一个，而同时他

却又对任何一次远征或作战的计划都一窍不通。当他在写自己的

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一本对这些战役作过象样的叙述的书，

因此在这部为拿破仑、也为他自己作辩护的回忆录中，他自然想在

这方面拿出最大的本领；但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空泛的

词句和一个二流见证人所提供的一大堆互不连贯、含含糊糊的细

７５２８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恩格斯致马克思）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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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譬如，关于奥斯特尔利茨会战
２２２
，这个家伙只知道，敌人遭到侧

敌行军的突然袭击，被举行进攻的法军各个纵队相应地分割成各

个部分——这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拿破仑公报。但这是怎么发生的，

他一无所知。此外，就是帝国时代和执政时代的种种流言蜚语，多

得惊人；这是一个真正典型的庸人。他吹牛，扯谎，奴颜婢膝，淫欲

十足地委身于警察的高尚事业——在逮捕和密探活动中欣赏自己

的权力；同时，又非常擅长搞各种无聊琐事和阴谋倾轧，可是却处

处表现出如此平庸无能、热心过分和目光短浅，以致必须随时加以

控制，给他下达详细确切的指令。总之，他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推荐

的人物，实际上，比起某些“朋友”来，不见得好，也不见得坏，不见

得更有本事，也不见得更能弄坏事情。所以拿破仑就逐渐地使他成

为一个凑合用的机器，罗维戈公爵，一个不会使拿破仑在俄国皇

帝①面前丢丑的侍臣。当然，对这样的家伙必须能够收买，而为此

首先就要有金钱和权力。

可是，高尚的梯也尔的著作１９６是从萨瓦里——他的回忆录在

法国是享有盛名的——那里抄袭的，他的剽窃术决不亚于英国的

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不仅在流言蜚语方面，而且在治理问题等等

方面，他都把萨瓦里先生当作主要的来源。

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

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

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

６月来看大博览会１８６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

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要注意，人家会派人带介绍

８５２ ８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恩格斯致马克思）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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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不带介绍信去找你，这些人将要求你把赖德律、马志尼、路·

勃朗和科西迪耶尔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将在德国大发怨言，说

你没有给他弄到一张请帖去参加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午宴。会有

人来找，说：是马克思先生吗？——很荣幸，——请您认识我，我就

是诺伊豪斯，是绍林吉亚运动的首领！

科伦副市长申克欢迎普鲁士亲王的演说在科伦市政府里引起

的吵闹，以及普鲁士亲王的无耻的讲话，想必你已经从报上看到

了。“报刊办坏了，科伦的报刊必须改邪归正！”２２３可怜的勃律盖曼

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人们不揣冒昧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十分

小心和十分温顺地所发表的那些废话说上一通。然而，偏偏现在

“我们的施图普”是市长和科伦的最大的人物，而你的内兄①也以

值得赞许的劲头正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

僚国家的布鲁土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可

能很讨厌地产生停止支付稿费的后果。而这位大人的另一位姻兄

弟弗洛伦库尔，据德国报纸报道，已经大摇大摆地投入了天主教会

的怀抱。你的家庭至少是有趣的，而在我的家庭里，我自己必须要

一些冒险家的把戏。

附带说一件事：请你给我帮一个大忙，就是尽可能快地让丹尼

尔斯或者你认为合适的在科伦的某个人给我写一封信（这封信要

直接寄到这里，即盖有科伦的邮戳），在信中通知我，他已收到两张

石英镑的银行券，连同以前收到的一共十五英镑；同时还要补充

说，这些钱都已根据我的指示支付给科伦的一些人，因此我欠科伦

某些人的账已经完全还清。信上还可以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说

９５２８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恩格斯致马克思）

①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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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候话等等，以免使人看出信是伪造的。我需要一种文件，以便

在必要时能够证明，我向科伦方面还了债，因为我预见到别人将要

谈起我提取的款项。这个信让我收到得越快越好。这件事如何办，

完全由你来考虑，我就是想让你能给我弄到这样的文件，因为我们

两人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写我是因女人而负

债，或者我从前为同盟的事业担保过这笔钱，而现在必须支付，或

者你爱怎么说都行。另外，该信于６月一定立刻归还原主。最重要

的是信上要有科伦的邮戳和５月上半月的日期。

你家中情况怎样？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请马上回信。

你的 弗·恩·

刚才找到了鲁普斯①和费舍的信，而德朗克的信却找不到。今

天我就给鲁普斯写信②。当你往科伦写信时，你最好为鲁普斯的路

费事情骂他们几句——你对科伦人③毕竟是了解的。

８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据鲁普斯给我来信说，他已从科伦得到一张英国护照和他自

０６２ ８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３日）

①

②

③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２７—５７５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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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德朗克的路费。德朗克还给科伦人寄了一篇关于意大利革命

的文章。

但是使人感到最可笑的是，在当时筹备庆祝二月革命的委员

会的贺词上赫然有德朗克的署名——这个贺词发表在路易·勃朗

那里。我们将要求他对这种奇怪的情况作出解释。这件事，从最好

的方面说也是这个侏儒的一个不太聪明的做法。

贝克尔①把他的排字房和印刷所迁到了佛尔维耶；看来，政府

的迫害没有损害到他。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２２４已寄来，但是只

有一本。

这里的德国中央民主委员会２２５恰好在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宣

布对它要“军事服从”的时候解体了。甜蜜的金克尔由于他对西蒂

区的上流人士所作的戏剧性的演讲，自然不愿意自己出丑，因此溜

走了——一个基尼讲十二次：这个甜蜜的人通过委员会（其成员有

柏林的奥本海姆）到处散发这种入场券，听众大约有三百人。豪格

也跟别人闹翻了。卢格的财政状况看来弄得很坏，他打算买银版照

像设备，当一个银版照像师游历全国。

维尔特今天给我来信表示极为不满：凄风苦雨和熏肉使他厌

烦了。另外，他说，“一个光辉的局面”威胁着他。——结婚？可是

他恐怕年纪已老，做不成庸人了。你是了解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

他总是很快就感到厌烦，尤其是当他处于庸俗而舒适的环境的时

候。他的朋友康培曾经苦恼地指着杂七杂八的书对他说：“都有吸

引力，但都不解决任何问题！”而这恐怕就是德国的普遍情况。

这里麕集了各色各样的人。我不认为这使我有任何负担。因

１６２８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３日）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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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家中间的一切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或甚至只是新奇的东

西，都被哥林盖尔或金克尔一伙人以极大的注意……①抓了过去，

然后立刻填上对我们两人诽谤的内容了。这对我们更好！

整个这一星期图书馆关门。从红色的蠢材②那里没有听到任

何消息。

丹尼尔斯给我来信说，他们在柏林的代表胜过任何地方；他们

在那里掌握了两个很活跃的“天才人物”和“绅士”。

塔普曼③得了很厉害的淋病。在同男爵夫人④的一次剧烈的争

吵之后，问题又解决了一半，但由于他的轻率，他更加要依附于

人。

富科的摆钟试验正在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里表演。

你所说的给丹尼尔斯的信，我明天就办。施拉姆以不可思议的

方式弄到了一张季票。

可鄙的海因岑又在他的臭小报⑤上向我投掷他“固有的”臭东

西。这个家伙真是蠢透了，以致使施拉姆为了钱用“弥勒”的名字给

他写东西，把布朗基的献词２０１之类的对他完全不合适的东西悄悄

地塞进了他的小报。

维利希前几天遇见他从前见过一次面的班贝尔格尔。他走近

班贝尔格尔，握了握手说：“我得了三个星期的大病，不能出门。革

命正在大大地向前进展。特别是在伦敦这里，我们很活跃。成立了

２６２ ８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３日）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路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编者注

皮佩尔。——编者注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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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新的分支。沙佩尔非常积极。”

下次再多谈一些吧。下星期我将到图书馆里认真寻找你批判

路·勃朗所需要的材料。

你的 卡·马·

我的妻子［要我代她向你衷心问好］①。她对皮佩尔一下子那

样死乞白赖地纠缠我们很生气。

此外，你总是奉送邮局一张多余的邮票，贴一张就行了。

８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５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份关于在农业中应用电的文章的抄件，是逐字逐句用

英文抄下来的。请你立即答复我：

（１）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２）请你用普通的德语给我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完全明

了。２２６

３６２８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５日）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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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块土地分成各长七十六码和宽四十码的长方形；所以每一块地恰

好是一英亩。上图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图。

在Ａ、Ｂ、Ｃ、Ｄ各点上打上木桩。外沿线代表系在各个木桩上的粗铁线，

互相联结，围成一个四边形，埋入地下三英寸。在Ｅ和Ｆ两点上竖起十五英

尺高的杆子。在Ｅ点上用一根铁线同地下横线相联结，沿着杆子拉到上端，

然后再经过四边形的中间拉到竖在Ｆ点杆子的上端，从杆子上端垂下与地

下横线联结，固定在Ｆ点。同时应当指出，四边形必须由北往南构成，从Ｆ点

拉到Ｆ点的铁线要与赤道成直角。大家知道，大气中产生着大量的电，电随

着地球的运行而不断地由东往西移动。电被从Ｅ点拉到Ｆ点的导线所吸收，

并传到在地下由Ａ、Ｂ、ｃ、Ｄ围成四边形的铁线上来…… 所需要的电量可以

用下述方法取得：在Ｇ点地下放一袋木炭，在Ｈ点安些锌片，把两者用一条

导线联结起来，使这条导线经过两根杆子，与经过Ｅ和Ｆ两点的杆子的导线

相同，并且同经过Ｅ和Ｆ两点的纵线交叉。这样装置所需的费用每英亩合一

英镑，只要每年注意保护铁线并重新安装，可用十至十五年。”

“杆子要用干木材做。随着面积的扩大，费用将逐步降低…… 划定地块

的方法如下。用罗盘和一定长度的绳子测定木桩的位置，地下导线通过一个

小的Ｕ字钉固定在木桩上。一定要注意使地下导线的纵的方向按照罗盘由

正北往正南，而横的方向由正东往正西。这条导线必须埋入地下二至三英寸

深。这样，地下线路就完成了。架空线的两端必须与地下线相联结。因此带有

Ｕ字钉的木桩必须打进地下，而两根杆子（一根十四英尺，另一根十五英尺）

必须根据罗盘按由正北往正南的方向安装；铁线经过这两根杆子，将其两端

４６２ ８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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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木桩上，同时必须在这些地方与地下线相联结。架空线不要拉得太紧，

以免被风刮断。”

事情就是这样。

德国的“中央人物”不知是第多少次又联合了起来，于是就出

现了豪格将军关于从５月１０日起出版他的杂志《宇宙》的通告，参

加者有卢格先生、金克尔先生，隆格先生等人。这将是很妙的。

刚才塔普曼①带来米凯尔的信，从信中看出，德国民主派——

以及某些共产主义者——由卢格的不来梅的臭小报②带头，正在

不知疲倦地对我进行诽谤，而德国庸人和施特劳宾人５０对这类东

西自然是狼吞虎咽的。这些家伙显然是对我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现

在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想使我在德国居住不成。

你的 卡·马·

琼斯昨天作了一次反对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出色的演讲，他在

演讲中公开攻击了他自己的听众。他对我说，同哈尼合伙出版报纸

的打算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无法同他的妻子打交道。他暂时

将以自己的力量出版一个杂志２２７。

５６２８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５日）

①

②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皮佩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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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６日或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或后天，你将收到邮局汇票。今天我们的会计那里又一次

没有现钱。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在自己的信上盖了随信附上的这种漂亮

的印章，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看来，《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今年夏天将聚集在伦敦，弗

莱里格拉特和可尊敬的毕尔格尔斯也许不来。鲁普斯①肯定来，这

使我很高兴。另外，我知道得很确实，外事局在这里边境上卡得比

从前松多了，因此，关于禁止往这里送流亡者的全部叫嚷都是纯粹

的骗局。

侏儒②竟然在日内瓦贺词上签名③，真是十分奇怪，这是一种

不可理解的过失，这再一次证明对这些小伙子要好好注意，对他们

应当严加管束。这可能只是一次失误，这个小伙子写的信过于热

情，可能他想用这种办法玩一个不平常的巧妙的把戏。必须对他进

行严厉的诘问和训斥，并劝告他：“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热情！”④。

６６２ ８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６日或７日）

①

②

③

④ 这是达来朗的一句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６１页。——编者注

德朗克。——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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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我将把威灵顿在１８１１年写的关于殖民地商业中的自由

贸易和垄断方面问题的经济学著作向你介绍一下。这本东西很有

趣，而由于讲的是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可以

扮演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的角色，尽管他在一开始就以军事官僚的

狂热把商人骂了一通。他那时没有想到后来他必须帮助把这些原

则应用于英国殖民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老爱尔兰人

不公平地战胜了拿破仑，所以他以后就被科布顿所击败并不得不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通过”自由贸易的“卡夫丁的轭形门”２２８。世界

历史的确经常提供使人作愉快的思考的事情！

为德国成立的伦敦民主临时政府的瓦解使我懊恼透了。对这

些蠢驴来说，这种遭到公众耻笑的大好机会是不会马上就出现第

二次的。所以，伟大的弗兰茨·拉沃又一次在《科伦日报》上同保尔

·弗兰克和其他一些蠢驴展开宗派性的论战。他又一次成熟到可

以选入某个混蛋的国民议会并在议会中说：“先生们，今天科伦市

正在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日子！”这头畜生现在呆在布鲁塞尔。我们

的朋友，恩格斯司令官，已经成为将军和第一任司令官，庸人们为

他举行午宴，在午宴上“我们的施图普”为他祝酒。你看，那怕是叫

恩格斯，还可以取得某些成就。而从前在拿破仑部下当尉官的老肥

猪，在自己的答谢词中也一再对节日和科伦市充满特有的普鲁士

精神表示欣慰。

另外，我从内心深信，维利希之流现在正在酝酿一项在博览

会１８６期间使英国革命化的伟大计划，不过他们连指头也不会动一

下，这也是无疑的。这种事情还会再有的！

我的信上贴第二张邮票是由于信投晚了。贴第二张邮票，在通

常的邮班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投递仍能保证赶上同一趟火车。此项

７６２８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６日或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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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是由公司支付的。

你的 弗·恩·

８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８日星期四晚上十时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趁今天第一次邮班把五英镑的汇票寄给了你，希望你已经

收到。

英国的邮政肯定有点问题。先是你收到的信曾被打开，接着，

前天寄到我手里的你的信发现印章破损，这个印章我已给你寄回。

今天８日星期四晚七时，我收到你５日、即星期一写的谈电的信。

在这封信上有三个６日（星期二）的伦敦邮戳，其中两个证明，这封

信在星期二上午十时以前已经发出。其次，这封信上还有一个７日

（昨天）的曼彻斯特 的邮戳，最后还有两个今天的同样的邮戳。此

外，还有一个破损的、被改得不象样子的我没有见过的印章，现在

随信附去供你查看。我今天就要把信封寄给此间的邮政局长，要求

他说明，为什么这封信不在昨天早上送到，而在今天晚上才送到。

请你马上来信确切地告诉我，信是几时发出的，所盖的印章是否正

常。我们将给这些狗来一个难堪，让他们长久记住这件事。关于这

些家伙正在搞些卑鄙勾当的问题，从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就可以

８６２ ８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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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报纸肯定地说，帕麦斯顿在维也纳和柏林已要求密探监

视流亡者，该报还把柏林的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两位先生向英国公

众作了恰当的介绍。如果我们能够象马志尼当年死死揪住格莱安

那样揪住格雷２２９，那就好了。

关于信件出了点事的问题，还有他们在信上作的一个记号可

以证明。在通信处上“曼彻斯特”这个地名两边都划上了如下的两

个十字：

×曼彻斯特×

并且比我描划的更粗一些。

请你把我寄还给你的印章保存起来，也许我们还用得着。

明天我将写信谈一谈其他提到的问题。现在我就去发这封信，

以及给邮政局长的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信拆得如此不高明，以致原来的更大一些的印章的边还清楚

可见。只要信封四边的封口边没有圆形胶水纸，任何的火漆也没有

用处。我现在正好没有圆形胶水纸，同时，因为我希望你收到这封

信是不被拆开的，所以只好把它寄给施拉姆，他的住处比皮佩尔靠

近你，通过他，你至少可以很快收到信。

考虑到以上种种，通过皮佩尔转寄可能更好些，我现在就这样

办。

９６２８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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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９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寄给你两封信；一封信只是寄邮局汇票，没有别的，另

一封信我是通过塔普曼①转寄的。希望两封信你都已收到。

关于电的事情，按结构来说，是简单的。在Ａ、Ｂ、Ｃ、Ｄ四个

角，——我想，你手中有图纸，——打四根木桩，在地下三英寸深的

地方用粗铁线把这些木桩联结起来，从而把整块地围起来。在一南

一北的Ｅ点和Ｆ点上竖起两根杆子，在杆子十五英尺高处也用导

线联结起来。导线的两端沿着杆子往下和ＡＢＣＤ地下导线联结起

来。同样从Ｇ到Ｈ两根杆子之间拉上一条横线，和ＥＦ线在中央

相交。我不太了解，要一袋木炭和锌片作什么用，因为我忘记了木

炭在电学上有什么属性；不过我想，这个人是打算利用埋在地下并

同粗地下线相联结的Ｇ点上的木炭和Ｈ点上的锌片，使电分极，

即造成阳极（锌片）和阴极（木炭）。

其他则都是技术问题，即导线的绝缘等等。

因为你没有再给我来信，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和某个实验有关

系；好象你告诉过我这件事曾刊登在《经济学家》或其他刊物上。我

０７２ ８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９日）

① 皮佩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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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玩意儿的成功颇有怀疑，如果加以扩大和改进，或许能够获

得某种结果。现在的问题只是：（１）用这种方法能从大气中得到多

少电，（２）这种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会起什么作用。无论如何请

告诉我，这个试验是否已经做过，有什么结果，以及有关它的报告

刊登在那里。

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困难。

（１）这个人要求吸收电的导线正好从北往南拉，并让农民根据

罗盘来拉线。关于罗盘在英国这里有二十到二十三度的偏差数，他

却根本没有说，他应该说明，这种偏差是否考虑到了。农民无论如

何是不知道有偏差的，所以如果他们按照磁针拉线，那末导线就不

是从北往南走，而是从北偏西北往南偏东南走了。

（２）如果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那末它就会

使植物春天发芽过早，并使植物受到夜间霜冻等等的威胁。这种情

况无论如何是必定会发生的，只有在冬天把架空的导线和地下的

导线都截断才能补救。关于这一点，这个人也只字不提。用这种方

法取得的电要么没有积极的作用，要么会造成过早的发芽。这一点

也是应该说明的。

总之，这种事情不经过试验和取得结果，是无法加以判断的；

所以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有关这方面的比较详细的材

料。

谢谢上帝，“中央的蠢驴们”２３０又凑到一起了，我甚至并不羡慕

他们的《宇宙》杂志。要知道，我们很快又要有刊物了（根据我们的

需要），我们可以在这个刊物上反击一切进攻，而不直接以我们的

名义出面。拟议中的科伦月刊比我们的《评论》优越的地方就在这

里。２３１我们将把这一切都推到好心的毕尔格尔斯身上，他的深谋远

１７２８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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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也应当得到一点报偿。

不能希望对我们的谩骂在德国比在美国和伦敦少一些。你现

在处于足以自豪的地位，即同时受到两大洲的攻击，这是连拿破仑

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是，我们在德国的朋友却是些蠢驴。他们

不注意单纯的谩骂，对这种卑鄙勾当的情况三个月才说几句话，这

一点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事情达到诽谤的程度，当民主派庸人不

再满足于单纯地相信我们是最可怕的怪物，并开始散布关于我们

的捏造的和歪曲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先生们把这些文

件给我们之中某个人送来，以便我们能采取自己的措施，这的确不

是多余的。可是德国人以为，只要他不相信这类胡诌，他就是已经

尽到了责任了。请你叫塔普曼写信把这一点告诉米凯尔。根本不

需要立刻答复；等这种丑事积累几打时，再突然狠狠地干一下，一

脚踩死这些臭虫。至于他们想使我们不能在德国居留，就让他们去

得到这种满足吧！他们不可能把《新莱茵报》，《宣言》①以及类似的

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在德国能够

对我们发生威胁的人只有暗杀者，可是自从哥特沙克死后，在德国

没有哪个人有派遣这种人来对付我们的勇气。其次，我们１８４８年

在科伦最初不是也不得不争取自己的地位吗？要知道，民主的、红

色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暴徒是永远不会喜欢我们的。

来参观博览会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来打扰你，我很高兴。他们已

经把我包围起来了。昨天两个莱科商人来这里，一个是１８４１年的

老相识。奥地利人在伦巴第管理得很出色。在各种捐款、多次的强

制公债，一年三次的课税之后，终于实行了某种制度。莱科的中等

２７２ ８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９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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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每年必须缴纳一万至二万四千个二十分尼辅币的正规直接税

（合三百五十至七百英镑），都要现金。因为明年奥地利钞票也要在

那里流通，所以政府想在这以前收回所有的金属货币。同时，对于

高等贵族，大富翁以及在相应程度上对农民，都很宽大；捐税的全

部重担都落到城市的自由中等阶级身上。你看这些家伙实行的政

策。为什么莱科的居民签署了一个声明并把它送交政府，在这样的

压迫下是不言自明的。声明中说，他们不再纳税，宁愿财产被查抄，

如果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他们都将移居国外；许多人的财产已经被

查抄。这些人期待着马志尼，并且公开说，必须干一场，因为他们不

能再忍受了，“因为我们已经破产或者必将破产”，这种情况也是可

以理解的。这多少说明了意大利人要干上一场的愤懑情绪。到这

儿来的人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都是有名望的资产者；其中一个是

莱科的头号商人，每月缴纳二千个二十分尼辅币的税款。他无论如

何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干；在莱科（这是我出名的唯一地方），

他们私下断定，我对此事一定了解得很确切。

明天再谈威灵顿的事，这两个人在打扰我。

你的 弗·恩·

这封信是用火漆封的，并盖了我们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印章。

这样，你就会看到信是否被拆。

３７２８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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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５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上星期我给你寄去大批信件，其中一封是寄钱的，一封是通过

皮佩尔转的。接着在本星期二我又给你寄了一封信，我今天无论如

何要等这封信的回信。一个字也没有收到。我不得不猜想，这些信

件全部丢失了，因为那封通过皮佩尔转寄的信我是一定要等回信

的，而没有这个回信，我在这里的邮政局长面前就会处于狼狈的境

地。也许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也希望能

收到几个字。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到不安，如果明天，最迟后天，我从

你那里得不到任何回音，那我真不知道应怎么办和怎样寄信给你

才不会丢失了。

这里的邮政局长希望你以后寄信不要象以往那样写，而应当

这样写：上面写姓名，下面写街道和门牌号码，最下面写曼彻斯特。

他推托说，不久前你的信从这里发回了伦敦，后来又返回到这里。

总之，我等待你立刻回信。

你的 弗·恩·

４７２ ８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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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２３２是前天到的，我收到太晚，当天来不及回信。在邮

差来之前，我已去博物馆①，晚七时我才回到家里。昨天很想回信，

却不能动笔，因为肚子痛得很厉害，把脑袋弄得象弗莱里格拉特黑

人的鼓②一样要爆裂似的。

最近发生的混乱，完全是因为我为了马上寄出给你的第一封

信的回信，托两个游荡汉中间的一个（施拉姆）去付邮。他忘了把它

寄了，所以这封短信直到昨天还在他的纸夹子里。

至于电的问题，那篇报道载于１８４５年《经济学家》。在那里，除

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及提到这个试验在苏格兰获得很大成就之

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杂志甚至举出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弗莱里格拉特这几天就要来这里。

现在谈谈邮寄的事情。我想邮局没有过失。我自己至少要为

印章的难看形式负责。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曼彻斯特×③。

你在《科伦日报》上是否已经看到，这个恬不知耻的金克尔如

何通过他的妻子矢口否认他参与过草拟强大的“临时政府”的宣

５７２９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２６９页。——编者注

暗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黑人首领》。——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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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２０７
？同时，他如何无耻地瞎说自己患“重病”，借以提高德国庸人

的兴趣？

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大臣①的干涉，我的东西象《评论》的

遭遇一样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１７２。看来，贝克尔②在佛尔维耶遇到

了困难。

卡芬雅克在法国似乎正在加速得势。他的当选可能是合理的

解决办法，但会把革命推迟若干年。尼古拉、弗里德里希 威廉和哈

布斯堡的会议２３３几乎和豪格将军、卢格和隆格的会议具有同样的

意义。另外，所得税是当前普鲁士人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一招。

现在略谈几句这里的流亡者。

不朽的孚赫和不可缺少的爱·梅因（他现在也在这里）等人

在我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家伙（德国人）的领导下，或者不如说跟

这个家伙一起，在伦敦建立了《伦敦新闻画报》（日报）德文版的

编辑部。因为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懂得英文，所以他们请求再建

立一个最高编辑部，由一个德籍英国人主持。有人给他们物色了

一个老太婆当头目。她二十年前曾经在德国住过，会讲几句半通

不通的德语。她象老多里沙尔一样，一笔勾掉了爱·梅因的意义

深刻的文章《雕刻术》。这个白痴在伦敦这里把他十年前为庸俗的

柏林文学报纸胡乱写的关于艺术的瞎说八道加以复制。孚赫也受

到了毫不留情的检查。前几天，编辑把这些傻瓜找了去，他们虽

然不情愿，但仍然顺从地服从了老太婆的权力；编辑对这些先生

说，他不需要他们自己写的拙劣的东西，他们应当只限于翻译英

文文章。可是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不懂英文，所以这是一种委婉方

６７２ ９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６日）

①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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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解雇。他们接受了解雇。而梅因必须再次忍耐十年，等待自己

的《雕刻术》问世。

不仅如此，《科伦日报》在几星期前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孚赫

先生扔掉了，理由是他的文章使读者厌倦。

你对葡萄牙革命２３４有什么看法？

阿·戈克先生在这里；维利希之流马上把他拉拢过去，他正在

磨坊街１６０演讲。祝他成功！

好吧，我的亲爱的，再见！从现在起通信又走上正轨。

你的 卡·马·

９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９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信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很高兴，这样总是比较好的。这

里的邮政局长对于信送得太迟也向我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以后写

地址时，请把街名和门牌号码写在城市名上面，使“曼彻斯特”的

字样在最下面；邮务员习惯于这种写法，所以，有一次因为街名

写在下面，他们忽略了“曼彻斯特”几个字，并把它当作伦敦市

内信件寄回了伦敦。

最新的消息是你完全被消灭了。你以为你发现了正确的地租

理论吗？你以为你是推翻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人吗？你这个不幸

的人！你被打败了，被消灭了，被击溃了，被压倒了，你的“比

７７２９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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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还经久的纪念碑”①的全部基础崩溃了。请你听着，洛贝尔图斯

先生刚刚发表了他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的第三

卷，共十八印张。这一卷是“对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的全面驳斥和

对一种新的地租理论的阐述”。去看上星期的莱比锡《画报》吧。

现在你完了。

伟大的金克尔竭力要从名叫欧洲委员会的不体面团体中脱

身，以免留下臭名声，他的这种努力可笑得很。你大概在星期六的

《太阳报》上已经看到，几个大喊大叫的民主主义者在爱北斐特举

行了会议，造成了小小的乱子，同时散发了这些宣言。这是通过隆

格在德意志天主教方面的关系才搞起来的。不管是金克尔，或者是

这个合唱团中的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做不成什么事情。

卡芬雅克的事情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日拉丹

说到他，说他有最多的机会，那末这应该是真实的。另外，这些家伙

愈来愈清楚地看到，通过合法途径修改宪法２３５是不可能的。而不合

法的途径就是政变，但《辩论日报》说，谁首先发动政变，谁就会被

打倒。拿破仑已经开始被用得破旧不堪了。尚加尔涅已被消灭，完

全被免职了，融合虽好，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实际效果；剩下来

的只有卡芬雅克了。如果这个家伙将革命推迟，那末归根结底也并

不那么危险；几年坚决的工业发展，同时经受危机和新的繁荣期，

这次不会有什么害处，特别是如果同时在法国实行一些资产阶级

改革等等，那就更是如此。但是，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改革在法国

意味着关税改革和同英国结盟，意味着一有适当时机就借助于英

国的援助对神圣同盟１９１开战，花必要的时间进行装备并在经过精

８７２ ９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９日）

① 贺雷西《颂歌》第３册第３０首颂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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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准备后入侵德国，——这可能使我们丧失莱茵边界。而且，这

也是一种用荣誉堵住法国庸人社会主义的嘴巴使之听话的最好方

法。

此外，《辩论日报》已经堕落不堪，它仅仅认为维护新选举法是

拯救社会的办法。

孚赫和梅因的事情很妙。因为我只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中看到

《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第一期的第一页，所以我当时很想知道谁

是写这种华而不实的无聊东西的“第一流德国作家”。

《法兰克福报》在一篇科伦通讯中报道，伦敦的流亡者，除了在

兵营的（据说，维利希也是其中之一）以外，现在还过得不错。奥格

斯堡《总汇报》确实相信外侨管理法１９９仍在生效，以为流亡者（这些

十九世纪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正被这个法令吓得脸色苍白，浑身

颤抖地在伦敦东躲西藏哩。

关于葡萄牙的革命２３４，我没有什么可说。值得指出的只是：萨

耳达尼亚作为纯粹的个人起来谋叛，根据考斯塔·卡布腊耳的原

则：“滚开，让我来代替你的位置”①办事，绝对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但是，自从他被迫同波尔图的自由派资产者结合，并把这个资产阶

级力量的一个全权代表曼努埃尔·帕索斯拉拢过来，整个军队就

归附于他了。帕索斯所得到的地位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表明，萨

耳达尼亚和女皇②是否企图马上再一次欺骗资产阶级。里斯本不

算什么，波尔图是葡萄牙的立宪派资产阶级、曼彻斯特学派２３６的中

心。

戈克先生没有到你那里去，这是你值得高兴的事。让所有这些

９７２９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９日）

①

②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编者注

圣西门《实业家问答》第１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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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自尊大的庸人见鬼去吧。

你的 弗·恩·

９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弗莱里格拉特已来这里并向你问候。他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

职位。如果找不到，他就到美国去。

他从德国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科伦人①很活跃。从９月以

来，他们的使者就到各地去。他们在柏林有两个很好的代表；而由

于民主派不断到科伦去请教，所以他们经常阻碍其他一些先生的

活动。例如，不伦瑞克人打算给席梅尔普芬尼希二千塔勒，转交伦

敦委员会（社会的）。但是他们先派遣鲁齐乌斯博士到科伦，于是这

件事就吹了。

金克尔在莱茵省，特别是在波恩，很丢脸。那里的委员会曾寄

给约翰娜②二百英镑，但是两星期后她又要钱。这使庸人们很不满

意。

科伦人过几星期将召开一个共产主义会议。

大将军济格尔在这里，并加入了磨坊街协会１６０。

豪格将军的《宇宙》杂志也出版了一期。把维利希，金克尔和哥

０８２ ９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１日）

①

② 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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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盖尔吹嘘了一阵。形形色色的行帮愈来愈凑到一起了。我从来

没有看到过和听到过更夸张、更自负的无聊东西。除了其余的一切

之外，还刊载了阿尔诺德·文克里特 卢格的一出滑稽剧。这个畜

生给自己炮制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一个“好客者”的信，那个人在信

中对自己在报上看到的有关“英国好客精神”的一切表示惊奇，对

卢格因“国事繁忙”可能妨碍他适当地参加这种“好客的享乐”表示

担心，并且问他：

“被邀请到温莎的，大概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 洛兰、

维利希公民、金克尔和您自己吧？”

于是卢格开导他的朋友，并安慰他说：英国的好客精神不会妨

碍他们挥舞着火炬返回德国。笨蛋！

整个这件东西是用小品文的、小学生的、白痴的方式写成的，

带着一种在世界史年鉴上无与伦比的愚蠢的自负，而且又空前地

缺乏任何天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个破烂货弄到一份给你。

臭虫梅因在这里跑来跑去十分忙碌，谁要是愿意听，他就告诉

谁一件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失去了一切拥护者和一切影

响。可怕的梅因！

此外，我给你举一个这些流氓无耻钻营和卑鄙乞求的例子：

上星期日我去约翰街，老欧文在那里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时

发表了演说。这位老人虽然思想固执，但却幽默并且很和气。在老

先生讲完以后，《宇宙》的一个信徒挤上去，把《宇宙》塞到他的手

里，对他说，这个刊物讲的是他的原则。而这位老人果真就把它推

荐给了听众。这简直太滑稽了！

此外，那天晚上我没有能避免再和哈尼谈话，他略带醉意地和

非常殷勤地来到我跟前，并打听你的情况。

１８２９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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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希的行乞很成功。当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流亡者来

到这里时，他“为这些人”（！）向西蒂区商人乞求到二百多英镑。

虽然日拉丹也说，卡芬雅克现在是资产阶级群众即秩序党２３７

的唯一真正的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猛烈地攻击卡芬雅克和尚加

尔涅，他的论战令人重新想起他同《国民报》作斗争的极盛时期。这

个家伙正在法国进行广泛的鼓动，比整个山岳党人和红色分子一

帮合起来所进行的鼓动还要广泛。波拿巴好象已不在话下了。不

过，如果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再度违反宪法，以简单的多数决

定修改宪法，那末他们最终仍然会被迫——因为他们会丧失一切

合法的支柱——同体现行政权的波拿巴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弄到发生严重冲突的地步，因为卡芬雅克很难再度让人把

到了他嘴边的东西夺去。

《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不久将到这里来。我对鲁普斯①没有

来感到惊异。但愿他没有发生什么不幸。

我现在每天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七点钟总是在图书馆里；我

把参观工业博览会１８６一事延迟到你来的时候再说。

你看了《辩论日报》上刊登的马志尼的假信和真信了吗？

你的 卡·马·

穆希②问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顺便说一下。维利希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向“普鲁士军队中

他们的兄弟们”发出例行的呼吁。

２８２ ９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１日）

①

②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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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２３８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满意地从报纸上看到，你作为《新莱茵报》的代表也出席了

在梭耶那里举行的全世界新闻界宴会。我想华盛顿的龙虾和冰镇

香槟酒可能很合你的胃口吧。但是梭耶先生是怎样找到你的地址

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

你知道大磨坊街１６０的酒鬼拉罗什怎么样了吗？据德国报纸报

道，他已被捕并在柏林被判绞刑。原来，这个所谓的前普鲁士骠骑

兵的尉官不是别人，而是上西里西亚波兰的索劳附近的特里贝

尔①的鞋匠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列曼。他是第一

届应征的后备兵，因为在和平时期开小差、伪造行为和非法的借

债，于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３日被判处剥夺军人荣誉和编入惩戒营十六

个月。这是说明我们德国革命英雄的新的事实。

伟大的战士们，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和济格尔，正愈来愈

凑在一起，这很好。这些兵痞有一种卑鄙得难以置信的公会精神。

他们相互之间恨得要死，象小学生一样对于一点点成绩也要相互

妒忌，但他们对于“平民”却完全一致。和１７９２年到１７９３年最初的

法国军队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可笑而已。他们都把磨坊

３８２９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３日）

① 波兰称作：日阿里和特舍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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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协会看作是一个作好充分战斗准备、即将以密集的队形进军的

大队；这就是自从流亡者在瑞士被击溃并被赶出那里以来所剩下

来的一切。他们全都归附这个高尚的队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

在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旧兵营和军官会的这种军官公会精神，人们

现在都已经看到，这种小集团意识在流亡的军官们当中和在“英勇

的军队”２３９中一样非常盛行，这种情况是很好的。到时候我们将让

这些先生们看看“这些平民”有些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向我

表明，我所能做的事情，最好莫过于继续研究军事问题，以便在“平

民”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在理论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我无论如何要

使这些蠢驴们无法用空话压倒我。令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终究还

是被搞掉了二千塔勒。科伦的消息令人非常愉快。只是在那里人

们要当心一些。

高尚的约翰娜①在行乞方面确实压倒了在她以前的一切人。

海因岑现在只好上吊，他从来还没有达到象这个本身就丑陋不堪

的女人那样无耻的地步。

从英国报纸上已经可以看出，日拉丹不支持卡芬雅克。但如果

他证实卡芬雅克有相当机会这一事实，那末这是足以说明局势的。

如果你所说的可能性实现了，即多数派和波拿巴缔结了协定并力

图非法地修改宪法，那末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要梯也尔、尚

加尔涅、《辩论日报》及其走狗们反对，他们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卡芬雅克的把握就很大了；我想他可以指望军队的

支持。

如果明年发生大动乱，德国将陷入十分绝望的境地。法国，意

４８２ ９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３日）

① 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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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和波兰是希望它处于分割状态的。正如你所看到的，马志尼甚

至已经答应让捷克人复国。除了匈牙利外，德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盟

友，即俄国，——前提条件是俄国发生农民革命。否则我们将要和

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进行殊死的战争，而结局如

何，是很成问题的。

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

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

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

不休的蠢事外，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所以很难

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

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和

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

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

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

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

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帝①和迭米多夫公爵，下至第十四等

仅仅是出身高贵的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

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的和犹太人的营生，单是这一些，就是俄国

的优点。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

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

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

拉夫型的颧骨来。

１８０７年和１８１２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波兰的“不朽”提供了显

５８２９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３日）

① 指尼古拉一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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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例证。波兰人的不朽的地方只是他们那种毫无目的的争吵。而

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所谓俄罗斯西部即别洛斯托克、格罗德诺、维

尔诺、斯摩棱斯克、明斯克、莫吉廖夫、沃伦和波多利亚，自１７７２年

以来，除少数例外，都平静地受着俄罗斯人的统治，除了个别地方

的少数市民和贵族之外，他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波兰四分之一的

人讲立陶宛语，四分之一的人讲小俄罗斯语，一小部分讲半俄罗斯

语，而波兰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已日耳曼化。

幸而，我们在《新莱茵报》上，除了在相应的边界内恢复波兰这

种不可避免的义务——而且这也要以土地革命为条件——之外，

没有对波兰人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我确信，这种革命在俄国完全

实现要比波兰早，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族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因

素在俄国有更大的发展。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

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结论：尽可能地夺取波兰人的西部，以保护为借口用德国人占

领他们的要塞，特别是波兹南，让他们去搞得乱七八糟，把他们投

入战火，吃光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里加和敖德萨抱有希望，如果

能够把俄国人卷入运动，就和俄国人联合，并逼迫波兰人让步。从

默麦尔①到克拉科夫边界，我们让给波兰人的每一英寸土地，在军

事上都完全破坏了这条本来已经极为薄弱的边界线，并且暴露了

直到施特廷②的整个波罗的海海岸。

此外，我确信在下次大动乱中，整个波兰的起义只会局限于波

兹南和加里西亚的贵族以及一些来自波兰王国的倒戈分子，因为

这个王国极端虚弱，再也干不了什么了，而这些骑士们的要求，如

６８２ ９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３日）

①

②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立陶宛称作：克莱彼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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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不到法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的支持，得不到捷

克斯洛伐克暴动为助力，就会破灭，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很可怜的。

一个最多只能提供两三万人的民族不可能有发言权。而波兰肯定

不会提供更多的人。

你看到弗莱里格拉特时，请问候他，并请你代我问候你的全

家，包括穆希公民①。我去伦敦大约要比原来计划推迟一星期；这

一点取决于许多琐事。

顺便说说，科伦还没有只字寄来。你写过信了吗？如果我不能

在最近收到信，那末信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了②。我不知道为

什么丹尼尔斯不愿意帮我这个忙。能不能再给他写封信？丹尼尔

斯可以立即随便写几行字寄给我。否则，我将会陷入极不愉快的境

地了。

你的 弗·恩·

９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斯没有回信（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今天还收不到信，明

天我再给他写封信），是有非常令人烦恼的原因的。诺特荣克在莱

比锡火车站被捕。被查出些什么文件，我当然不知道。后来（也许

７８２９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８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５９—２６０页。——编者注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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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我不知道）贝克尔和勒泽尔在科伦被捕，家被搜查，毕尔格

尔斯的家也同样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现在在柏林，对他已发出逮捕

令，他大概不久就会来这里。

警察对特使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完全是由于伦敦的

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这些风箱们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

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

们只愿作出危险的样子，给报纸的磨车供料。因此，这些无赖是在

阻碍和危害现实的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

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

为了避免被捕，弗莱里格拉特本能地及时离开了。他刚到这

里，所有的流亡者集团，如博爱主义的金克尔党羽，唯美主义的豪

伊特之流，以及其他等等，都对他设下了罗网，拉他去入伙。他对所

有这些企图非常不客气地回答说：他属于《莱茵报》①，他和世界主

义的一伙人没有任何关系，只和“马克思博士及其最亲密的朋友”

来往。

现在同你谈一谈《宇宙》的事。在谈以前，对法国的状况还要说

几句。

我愈来愈确信，不管怎样，目前在所有候选人中，拿破仑的机

会是最多的。人们在原则上将决定修改宪法，但是实际上只是修改

有关总统的条款２３５。如果少数派吵闹得太厉害，就会通过一项简单

的多数派［决议］②，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召开新的议会；而新的选

举将在福适、电报和５月３１日的法律的监护下进行。２４０资产者是

会看中卡芬雅克的；但是用一种激进的新选举来打破现状的作法

８８２ ９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８日）

①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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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又过于冒险。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主强迫他们的工人

在修改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问题很快

就要解决了，我们是会看到的！

《宇宙》已经彻底失败了。

在《金克尔的讲演》标题下，用“一个工人”的署名，发表了下面

的东西：

“有一次当我看德布勒的幻灯画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

‘语言’来创作这样朦胧迷茫的作品，能否把幻灯画讲述出来？当批判者一开

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由就象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

渐停息的音符的逐渐消逝的声音那样，在激起同感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

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宁愿放弃对博学的无感觉作枯燥的学究

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的思想闪光中产

生的共鸣。金克尔描绘中的这一基调，他的和音的这种共鸣，就是那种响亮

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以无所不能的力量形成的‘语言’——现代思想。人

类对这一思想的‘判断’力从一堆混沌的虚伪传统中引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

不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天生聪明的、有逻辑性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是他

们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无知而走向无信仰的知。无信仰的知的责任，就是

要亵渎由虔诚的欺骗而产生的神秘主义，铲除使人愚昧的习惯所产生的专制

主义，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地工作着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权威的头，并且通过

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原野〈废话〉。顽

强地、热心地研究人类的历史，并说明人们本身，这是一切参加变革的人的极

伟大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的诗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的，他在前

三个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就讲述出

来了自己的‘幻灯画’。”

“一个工人”２４１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

９８２９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８日）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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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尔·马克思

９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６月３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于星期六来伦敦２４２。

我为科伦人担心的事情，看来实现得太快了；红色贝克尔①和

勒泽尔以叛国和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捕这件事，以及逮捕

温和的亨利希②的企图，显然都和同盟③的事情有些关系。幸而，据

《法兰克福报》报道，在两个被捕者那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

——在毕尔格尔斯那里是否发现了文件，没有提到。亨利希现在大

概也会到伦敦来，给《新莱茵报》的班子再补上一个人。如果这些家

伙做了蠢笨的事，事情可能有不愉快的变化。

你的 弗·恩·

０９２ ９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６月３日）

①

②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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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６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斯的家被搜查，他也被捕了。我不相信在他那里会查到

什么东西。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显然是丹尼尔斯的手笔，但没有签

名，信中告诉我上述的事实，同时叫我把所有的信都收藏起来，因

为从“
·
可
·
靠
·
方
·
面”（这是原话）知道，英国这里也要搜查住宅。

我不知道，这在法律上是否可能。不管怎样，我将把一切都收

藏起来。你也最好能够把不大重要的信烧掉，把余下的记述某些材

料之类的信包在一起封上，放在玛丽①或你们的听差那里。

在雅科比那里大概查到了丹尼尔斯开的介绍信。

我今天还收到由一个商人转来的魏德迈的一封信。他躲在法

兰克福郊区。我把这封信附给你。魏德迈想知道英国国内外贸易

比例的确切数字，你是否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最近有重大的变化。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１９２９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６日）

①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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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善良的萨克森警察真是大发善心，它开恩把我们一直不知道

或者没有能够打听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毕尔格尔斯的那个高傲

训人的通告，以及他那著名的含糊不清的议论２４３，必定使他们大大

地绞尽了脑汁而一无所得；他们用黑体字印出来的，也恰好只是一

些不对的地方。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磨坊街的

大人物１６０已经被抛出自己的党外；伟大的维利希同豪德、格贝尔

特以及另外一个不知名的流氓，即某个《Ｓｃｈｏｐｐｅｒ》①（从《Ｓｃｈｏｐ

ｐｅｎ》一词变来的），结合在一起，后者的罕见的成就默默无闻，甚至

在科伦人们也不能正确地印出他的名字！截至目前，一切都好。但

是，章程的第一条：“革命活动的一切手段”，或者象章程上的字句

写的那样２４４，对被捕的人是不利的，这就使案情从普通的秘密结社

的范围转到叛国的范围。此外，根据《科伦日报》的暗示来判断，我

的推测似乎是正确的：他们要把所有这些人都交给为这个重大案

件特别建立的柏林国家法庭审判。

２９２ ９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

① 恩格斯在这里是故意利用《科伦日报》的一个印错的地方，该报把《Ｓｃｈａｐｐｅｒ》

（“沙佩尔”）印成了《Ｓｃｈｏｐｐｅｒ》。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俏皮话，因为在德语中

《Ｓｃｈｏｐｐｅｎ》一词的意思是“一升酒”，或“酒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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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利用德勒斯顿的大发现作为威胁手段的企图完全失败

了，这一点是资产者情绪的很好的标志。资产者已经不那么害怕红

色幽灵了，他们简直听都不愿意听什么共产主义者大阴谋，并且开

始担心搜家的办法不久的将来会扩大到自己头上。

没有一家报纸愿意上这个钩；政府企图在体操联合会、“自由

公理会”２４５和以民主派自命的裁缝师傅那里破获新的密谋的绝望

举动，一方面证明，它对资产者的冷淡态度是多么恼怒和多么想激

起资产者的好奇心，而另一方面也证明，章程和通告使它进一步发

现的东西是多么微小。对米凯尔的搜查好象也没有什么结果。

伦敦有什么新闻？

你的 弗·恩·

９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７月６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同我的老头①周旋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已经顺利地把他

弄走，今天终于能够给你附上五英镑的汇票。总的说来，我对这次

同老头会面的结果可以说是满意的。他至少还需要我在这里呆上

三年，即使在这三年中我也不承担任何义务；无论是从写作活动来

说，或者从发生革命时必须留在这里来说，我都不承担任何义务。

３９２９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６日左右）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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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革命，这种人现在竟然这样自信！而在我

这方面，从一开始我就提出了每年要二百英镑左右的交际费用和

生活费用；这一点没有费多少事就取得了同意。有这么多的薪水，

已经过得去了，如果在下一次决算之前一切平安无事，并且这里的

营业进行得不错，那末他必须掏出的钱还不止此数——今年我就

要叫它远远超过二百英镑。同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此处和别处的

所有的生意情况；因为他的各处生意很好，从１８３７年以来他的财

产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我自然用不着受不必要的约束。

另外，老头也是十分狡猾的。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实

际上只能慢慢来，同时困难重重，而在与欧门发生磨擦之后，这个

计划未必能够实现——是让彼得·欧门到利物浦去（本人也愿意

去），而把这里办事处的领导权交给我，而哥·欧门那时将管理工

厂。这样就会束缚住我。我当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装成谦逊的样

子。如果我的老头在这里多呆几天，我们一定会发生争吵。这个人

完全经不起成功，高傲自大，又象过去那样动辄训人，挑衅寻事；同

时他又十分愚蠢和不得体，例如，他竟然打算甚至在他逗留这里的

最后一天，利用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在场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制度的

狂热歌颂来刺激我而求得自己的满足，以为欧门在场可以迫使我

讲究礼貌，堵住我的嘴巴。当然，用几句话和愤怒的目光就制止了

他，但是这样一来恰恰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冷淡了下来，而且正

是在分别的时候，所以我自然等待着他用某种形式来报复这一次

的失败。我们就等着瞧吧。如果这件事将来不产生任何实际的恶

果，即不影响我的金钱收入，那末对我来说，冷淡的营业关系自然

比任何的虚伪感情要惬意得多。

这是只能在我们之间讲的话。

４９２ ９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６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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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７月初起，这里再也没有看到《科伦日报》，也许是因为忘记

重订了。因此我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什么

新消息，请告诉我。我终于又能够开始正常地工作了，因为，由于博

览会１８６造成的障碍现在几乎完全消失，图书馆①的目录也已经

编好了。我还打算马上到乡下去，在那里没有人来打扰我。因为我

的老头今后一年不会来这里，所以我可以完全随意安排，并且可以

把我得到的交际费用的大部分用于其他方面。

问候你的夫人并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９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把后面提到的一切文件寄给你，我的信一天天地耽搁下

来了。但因为还要过几天才能全部备齐，所以我今天给你写这封

信，免得你久等我的回信。

首先，从你的几次来信中可以断定，在你的老头②逗留曼彻斯

特期间，你没有看到《科伦日报》发表的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标

５９２９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３５—２３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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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第二个文件。这是我们两人草拟的告同盟书①——实际上不

是别的，而是对民主派的作战计划。一方面，发表这个文件是好的，

可以与毕尔格尔斯的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和内容上不大令人愉快

的文件２４３相抗衡。另一方面，这个文件的某些地方会使被捕者的处

境更为困难。

据我从科伦的路易·舒耳茨那里得知，毕尔格尔斯从德勒斯

顿写了一些很伤感的信。相反，在科伦，大家都认为丹尼尔斯将被

释放，因为没有任何罪证，而在这个神圣的城市里“抱怨派”２４９又到

处为他号泣。他们认为他自然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米凯尔已从哥丁根来信。他家被搜过多次，什么也没有搜到。

他没有被捕。有五个新的特使大人从哥丁根到了柏林等地。对犹

太人的迫害自然会提高热情和兴趣。

最可笑的是，胡说八道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把我们草拟的文

件变成了马志尼先生—卢格先生的产儿，再一次为此捶胸顿足，并

且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表达这种可怕的文件所造成的自己的精神错

乱，只有用各种腔调大喊大叫：发疯！发疯！发疯！

《特利尔日报》——即卡尔·格律恩——自然趾高气扬了，根

据第一个文件证明党在物质上的无能，又根据第二个文件证明党

在“精神上的”无能。“光明之友”１７６式的词句和走得极远的“无政

府主义的”词句当然用得不少。什么一切都是从上面做的啦！什么

警察国家啦！什么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加以驱逐和开除啦！我

的天啊！归根到底，是太过分了。

现在来谈谈这里常常由点滴之雨而引起的风暴。

６９２ ９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

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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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维利希老爷子逃出了兵营——兵营的解散似乎已经是

作了决议的——并跟他的大部分禁卫军大吵大闹了一番。

第二，伟大的菲克勒尔来到了这里。鲁普斯①在来英国之前的

几天曾经同他一起在斯特拉斯堡呆过。李卜克内西很早以前就跟

他有密切的交往。所以７月５日两个人一起去看他。菲克勒尔很

亲热地说长道短，说到党派和解的必要性等等。这时伟大的阿·戈

克也来了。他说维利希是“纯粹的空谈家”，说沙佩尔是“可恶的家

伙”；说什么他自从在磨坊街１６０听过这个家伙几次大吹大擂的讲

话之后，就同他们分开了，再也不去这个歇脚之地了。菲克勒尔和

戈克都特别痛骂伟大的金克尔。金克尔现在在这里成了一个幸运

的暴发户，因而惹起了其他大人物的愤怒。相反地，卢格却被看做

一颗明星。

菲克勒尔询问了我的住址，而鲁普斯和李卜克内西就告辞了，

受了这些追求“统一”的庸人的愚弄。

过了几天，弗莱里格拉特把他收到的下面这封信寄给了我：

“１８５１年７月４日于北布莱顿市

布伦斯威克街４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们计划建立一个俱乐部或者协会，它应当消除小圈子习气，同时，除了

不愿参加和因其品德和经历而不够格的人之外，不排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

的任何人。

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隆格、卢格已经着手筹办此事，而我负责通知

你，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此感到兴趣，请于７月１４日（下星期一）上午

十一时在约克大厦（大厦在贝克街下端构成新马路一部分）２６号菲克勒尔住

所参加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我们邀请了大约二十四位我们认为是忠实可

７９２９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３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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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人。更多的人我们暂时尚无所知。

我很想同你谈谈。如果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无论如何可以

马上进行谈话。你即使不在伦敦呆下去，也请你务必与会。

祝好。握手。

你的 阿·卢洛”

你对此有何看法？

弗莱里格拉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于昨天７月１２日才发出回

信，这样，卢格在他从布莱顿到伦敦之前就不会收到这封回信了。

总之，弗莱里格拉特对待这件事情太漫不经心了。但是毕竟各人有

各人的作法。我已经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鲁普斯，他立刻给菲克

勒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０日

菲克勒尔公民：

本月５日，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拜访了您。根据当时您对我们讲的话，我

无论如何不能断定，下面这封信是在我们拜访您的前一天寄给弗莱里格拉特

的。（接着是上面的那封信）

如果本月５日我能够稍微有一点觉察到您同阿·卢格这个混账无耻的

坏蛋有这样的关系，我绝不会跨进您家的门坎。

但因为您，正如我从上面的信中所确知的，同一个‘因其品德和经历’（例

如，因其从柏林逃跑等等行为）对任何真正革命的政党都‘不够格’并受到整

个德国的共产党的抵制的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愿意用这封信申明：我不愿意

也不能同那些如此亲密地在卢格这种人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的人打任何交道。

威·沃尔弗

于黄金广场宽街３号

又及：您可以把我这封信做任何的处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把这封信

通知给我党的同志们。

还是我”

鲁普斯收到了如下的回信：

８９２ ９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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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沃尔弗公民：

我的预见能力确实很差，竟然丝毫没有提防由于跟卢格这个‘坏蛋’来往

而有可能失去您的好感和访问。我也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这一方面已经处

于某一个党的派别的监护之下和未来世界的英雄们的警察权力之下。由于这

种自身的迟钝以及我在二十年的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信念：没有一个政党能

够不同坏蛋在一起活动，我才决定向一切愿意同我一起走革命道路的有能力

的人伸出手来，至于他只向我所确定的目标走一半路，或者他陪着我走到底

和越过这个目标，那是无所谓的。

政治的和宗教的驱逐令，即使是皇帝和教皇颁发的，也是一种时代的错

误。如果一个党，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正处于象你们的党那样的四分五裂的状

态，并且现在在自己的队伍中间把昨天它还奉若神明的人变成‘坏蛋’，而这

样的党的小小的君主和教皇却宣布驱逐令，那末这种驱逐令岂不是十分可

笑！

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坏蛋’比好人多得多，但我受前者的欺骗

却比受后者的欺骗少得多。因此我不花费时间去区别这两类人，而把主要的

着眼点放在各种场合所需要的人才上面。

如果在这之后，您愿意同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我请您向他们转达这

一点——参加上述的‘会议’，那就敬请光临，不过要声明一句，这里说的只是

一次预备会议，对您也同对半数与会者一样，最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将缺乏

座位放置人体的最不高尚的部分，但这对加速会议的进程大有帮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菲克勒尔等”

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最滑稽的是，而且将来也是，卢格及其党羽

无休止地拚命使用一切新的计谋要把自己强加给公众。如果按

ＡＢＣＤＥＦ的办法行不通，那末必定按ＦＥＤＣＢＡ的办法干。你可以

算一下，这一类变异和排列还能有多少。谁见过有更虚弱、更可笑

不自量的一帮蠢驴吗？

你的 卡·马·

９９２９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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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提一下，五英镑已收到。这五英镑象ｄｅｕｓｅｘｍａｃｈｉ

ｎａ①一样，因为情况是“极为难堪的”，很难说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情

况。

请直接给克洛泽写信（上鲁佩尔街６号，在索荷区公主街附

近），不然这个蠢材会以为他的信——你记得十英镑吗？——没有

到你的手里。

１０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左右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将附上的给舒耳茨的信马上在曼彻斯特投邮。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给卢格的信——请你寄还给我——和贝尔

姆巴赫给我的信，还有米凯尔的一封信。

一个叫“乌尔麦尔”的鞋匠，在最近一次搜查中从科伦逃

走。他在“谢特奈尔”酒馆托一个施特劳宾人５０带一封信给他

的亲戚。这个施特劳宾人带着信，在荷兰国境立即被拘留。因此

被牵连的只是那些放走他的人。谢特奈尔酒馆里的警察就是组织

得这样好。

００３ １０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左右）

①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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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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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已经越过国境。我们正在这里等待他。

卑鄙的海因岑一卢格硬说，关于科伦事件的大量荒诞的流言

蜚语，他们似乎是从德国的来信中知道的。但整个虚伪的内容表

明，这些来信的作者就是他们自己。

希望你马上回信。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刚刚想到，最好是你自己给贝尔姆巴赫写一封信。信

封写上：科伦施尔德尔巷２号路易·舒耳茨收。里面装上封好的给

贝尔姆巴赫的信。当然，你要把它封好，使人看不见里面的地址，表

面看来好象是一封商业信件。

１０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还要给克洛泽写信——幸好你把他的通讯处寄来了，我

正缺少他的通讯处。我完全相信，你的处境很困难，而更糟糕的，在

下月初以前我一文钱也搞不到。如果你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能不能

设法让维尔特给你弄点钱维持到那时？我可以在８月１日拿出五

英镑，９月１日再拿出五英镑，这笔钱是完全靠得住的。

预订报纸的事这里终于又弄妥了，而且我终于在《科伦日报》

１０３１０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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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到了我们的旧文件①。此外，《奥格斯堡报》②在一篇看来消息

相当灵通的德勒斯顿通讯中报道说，通过折磨式的审讯，终于迫使

诺特荣克屈服，他几乎什么都供出来了。２４７不管怎样，我认为老练

的检察官是完全可能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并且使他陷入最狂乱的

矛盾中。据说派去了一位普鲁士官吏，以便从他那里挤出更多的东

西。又传汉诺威国王③已经拒绝在他的领土内进行迫害，至少是拒

绝用普鲁士、汉堡等处那样残酷的方法进行迫害。米凯尔的信似乎

证实了这一点。马尔滕斯在汉堡被捕一事，你是知道的。可是再没

有什么比搜查“莱茵的卡尔”这件事更能说明普鲁士人的愚蠢了。

这个人也被怀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在他那里却只找出了

拉沃的信件！

旧文件只有关于“过火行为”２４８的一段可能对被捕者不利，其

余的一切地方都是反对民主派的，只有当他们站在半民主的陪审

官的面前时，才会使他们的处境发生困难；但是他们如果受审的

话，似乎要在挑选出来的特别陪审官或联邦陪审官之前受审。即使

这些东西，在一开头就被搜去的毕尔格尔斯的文件２４３中就已经有

了，大部分是重新改作过的。另一方面，这一文件公布出来并转载

于一切报纸，这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完全不为人所

知、但是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必定散布于德国各地的、由新进的共产

主义者组成的单个的秘密小组，将由此获得一个很好的支柱，就是

从《奥格斯堡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文件，同最初的发现比

２０３ １０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恩斯特 奥古斯特。——编者注

《总汇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

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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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对它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从这家报纸对内容的综合看来，

它对“发狂”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实际上本来也没有使人误解

的地方。

此外，封建反动势力是那样疯狂、那样盲目地乱闯，结果全部

威吓性的进攻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发生任何作用。看到《科伦日报》

现在每天宣传“必须渡过红海”并承认１８４８年立宪主义者的一切

错误，真令人感到好笑。的确，当克莱斯特 雷措夫被任命为科布伦

茨的省长，而无耻的《十字报》在它的庸俗的笑话和歪诗中表现得

愈来愈无礼的时候，有教养的和沉着的立宪反对派还能做些什么

呢！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十字报》。我只看到它的各种各样的摘录。

这家小报现在竟以这种象狗一样地卑鄙、象流氓一样地恶劣而且

蠢得发臭的普鲁士方式来攻击温文尔雅的、富有的、体面的立宪派

“巨头”，这是不能想象的。如果贝凯拉特这一帮人还有一点点自尊

心和反抗力的话，那他们与其现在每天受容克和《十字报》的那种

待遇，一定宁愿忍受莱茵平民的《度申老头》的虐待和辱骂以及全

部赤色恐怖。

接着蠢驴发了言：

这就是威塞尔的市镇参事员。

我若不是一头蠢驴，

我也想当威塞尔的市镇参事员。

《十字报》现在用这种讽刺诗挨个嘲笑全体立宪派名流，而这

些家伙却心平气和地忍受着。不过，这群狗罪有应得，他们过去把

《新莱茵报》上的最好的文章诬蔑为“卑鄙的谩骂”；现在就让这些

胆小鬼去切身体验对待他们的差别吧。对《新莱茵报》上与此相反

的非常文雅的嘲笑，他们是会发生思慕深情的。

３０３１０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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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希的事情①是忧郁时刻的一种安慰。这个“最出名”的人

出名已经出到头了，他这个未获承认的人类救星，对世界的忘恩负

义感到绝望，只能在啤酒和沙佩尔的友谊中寻找安慰。我可以想象

得出他的苦闷，因为未来的军队，即整个欧洲赖以聚集的“核心”现

在已经毁灭了。这位高尚的人到哪里去找新的“坚持原则的人”呢！

菲克勒尔的事情②，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鲁普斯③马上跑到

菲克勒尔那里去，而不让李卜克内西先去试探一下（因为后者只会

牵连到他一个人）？这看起来是要争取菲克勒尔。其次，既然鲁普

斯已经去了，他写的信就太粗暴了。要么根本不值得在菲克勒尔身

上花工夫，要么——既然在谈话中，菲克勒尔和戈克把卢格看成某

种先知——同他绝交好了，用不着这样粗暴地同他闹破裂。显然，

这是菲克勒尔的卑鄙行径。但是难道不应该预料到南德意志庸人

会干出这类事来吗？要知道他是没有掩饰过他对卢格的尊敬的。卢

格的纠缠当然是无止境的。但是正是这种手法的不断翻新可以充

分证明，任何一种手法都没有获得丝毫的成绩，而马志尼为之写他

的《罗马书》的“德国委员会”还只是存在于卢格的脑子里２４９。

请设法让维尔特到这里来一趟，望马上回信。

你的 弗·恩·

４０３ １０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９７—２９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９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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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０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件随信寄还。我喜欢米凯尔的信。这个人至少会考虑问题，

如果到外国来住些时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担心现

在公布的我们的文件①对民主派的影响不好，这种担心就他那个

地区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这个下萨克森的自成一派的中农民主

派（《科伦日报》新近在拍他们的马屁并提议和他们结成同盟）就正

是这样，而且远在较大城市中的小市民民主派之下，受着他们的支

配。这种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显然会因这一文件感到非

常恼怒，但是自身极受限制和压抑，以致它不得不和大资产阶级一

起承认“渡过红海”的必要性。这些家伙将愈来愈屈服于无产阶级

暂时的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但是深信这种统治不能长久继续下去，

因为文件的实在内容是这样地荒谬，根本谈不到这些人的永久统

治和这些原则的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汉诺威的大农和中农除了土

地一无所有，他们的房屋、农场和谷仓等等由于一切保险公司的可

以预见到的垮台而陷入极端的危险之中，而且自恩斯特 奥古斯特

那时以来，他们已经深深尝到了合法抵抗的一切甜头——这些富

裕的德国自耕农在被迫投红海之前是会加倍当心的。

５０３１０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０日左右）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

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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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尔姆巴赫的信看来，豪普特是叛徒，但是我不能相信。无

论如何，这件事情必须彻底弄清。就我所知，豪普特还是自由的，这

的确有些可疑。从哥丁根或科伦到汉堡的旅行是不能想象的。能

否从诉讼记录或审理材料中得到关于这件事的什么线索，什么时

候能得到，也很难说。如果这个人是叛徒，那末这件事是不应当忘

记的，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下有一个实例，那是很好的。

我希望丹尼尔斯会立刻被释放，他毕竟是科伦唯一有政治头

脑的人，而且不管警察怎样监视，他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地进行工

作。

再回过来说说我们的文件对民主派的影响的问题：米凯尔似

乎应当考虑到，我们曾在多少等于党的宣言的著作中连续不断地

斥责这些先生们。对一个只是以非常平和的而且特别是绝不牵涉

个人的方式概述一些早已发表的东西的纲领，现在为什么竟这样

大喊大叫起来？是我们的大陆上的青年们背弃了我们吗？是他们

同民主派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了吗？

如果民主派正好是由于没有反对意见而这样叫嚷革命，那末究竟

是谁使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呢？决不是我们，至多只是在德国的德国

共产党人。这似乎确实就是症结之所在。任何一个懂得些事情的

民主主义者必定一开始就知道他期望于我们党的是什么——文件

不能给他们很多新东西。他们如果暂时和共产党人联合的话，那他

们对于联合的条件和期限是完全清楚的，只有汉诺威的中农和律

师才会相信，共产党人自１８５０年以来已经抛弃了《新莱茵报》的原

则和政策。瓦尔德克和雅科比肯定是决不会梦想这样的事情的。无

论如何，所有这类出版物，用施蒂纳的话来说２５０，对“事物的本质”

或“关系的概念”在长时期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而民主派的叫

６０３ １０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０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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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和煽动会马上再次兴盛起来，而且他们会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

至于这些家伙在运动过后的第二天就会卑鄙地愚弄我们，这我们

老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也不是任何外交手腕所能阻止的。

另一方面，如我所预见的，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宣

言》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使我非常高兴的。这正是我们在迄

今的总参谋部软弱的情况下所缺乏的东西。士兵自然可以找到，只

要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行，但是，展望总参谋部将不是由施特

劳宾人５０所组成，而且可以比现在只有受过某种教育的二十五人

作更大的选择，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最好是建议在办事员中到

处开展宣传。一旦要组织管理机构，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他

们习惯于埋头的工作和清晰的簿记，而商业就是这些有用的办事

员唯一的实习学校。我们的法学家等等不适于做这种工作。我们

需要的是管理簿记和会计的办事员，编辑电报、书信、文件的有

才能、有教养的人。我用六个办事员组织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

用六十个高级官吏和官房学家所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后者

甚至写不出通顺可读的文字，只会把一切簿记都弄得一塌糊涂，连

鬼都不晓得里面记的是什么。由于我们愈来愈不得不对这种可能

性作准备，所以这件事并不是不重要的。此外，这些办事员习惯

于连续不断的机械的工作，要求不高，不大会偷懒，当不适用的

时候，也容易更换。

寄科伦的信已经发出——弄得很好；如果寄不到，那我就不知

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不然的话，便是舒耳茨的通讯处不大合适，

他是我们从前的共同发行人！

７０３１０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０日左右）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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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０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很奇怪，两星期以来没有得到你一点消息。

我们在最近一篇《述评》上曾经预言，海洋轮船航运业将大大

发展，现在已经被证实了。２５１除去若干小航线外，现在已经有了极

重要的两条新的大航线：（１）从利物浦到费拉得尔菲亚的螺旋推进

式轮船：每两个星期开四艘；（２）往来于利物浦、里约热内卢和法尔

巴来索等地的轮船：每七个星期开四艘。过一两个月，将有穿过陆

地通往加利福尼亚的定期线路与此衔接：纽约到圣胡安，由圣胡安

乘船到尼加拉瓜湖，再经过陆地到累翁，由累翁直达旧金山——这

就将把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至少缩短一个星期。

下个月，伦敦和阿贝丁之间有火车通行，一天走五百五十英里

或八个纬度。

现在乘火车往返里子和伦敦之间，一趟火车是五先令，另一趟

火车是四先令六便士。这个星期六这里的车费也要减价，如果很便

宜，我至少可以每两个星期去伦敦一趟。

在今后六个星期内，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今年棉花的收获量

将达到三百万包，即十二亿至十三亿五千万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好的收成。同时出现了营业萎缩的征兆：东印度商品充斥，叫喊要

停止输入棉织品。这里的棉纱和棉织品市场由于棉花价格不稳定

８０３ １０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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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市场的崩溃和这样大的丰收碰到一起，那

就热闹了。彼得·欧门现在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屁滚尿流，而这只

小青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晴雨表。

今天就告诉你这些工业上的琐碎消息。

你的 弗·恩·

１０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１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信中展示了商业危机的很可喜的前景。

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

时候，我就象狗一样被人追逐，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

动笔。

自从班贝尔格尔父子一周一周地（最初一月一月地）迟迟不履

行给我贴现期票的诺言之后，在我终于在这个星期一为此目的应

约到这个犹太人小店铺去并带去了有印花的票据之后，小班贝尔

格尔才向我声明，他老子（当时也在场）不能怎样怎样。

这两个犹太人这样无耻地拖延，浪费时间，使我失信于人，而

我不能给他们几记耳光，实在遗憾。

不过，最初在几个月中，后来又在最近六个星期中，我受到这

种实际上是桑科式的欺骗，如果不在事实上，那末在原则上我也应

９０３１０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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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功于康拉德·施拉姆先生。

你知道，这个人四、五个星期以前到巴黎去了。和往常同我们

的高尚的朋友们打交道时一样，我现在才从他们——例如蠢材海

恩——那里了解到他们早已知道的有关这个无赖的情况。但是我

现在禁止他们“大喊大叫”，因为这只会有害处而不会有好处。有一

天晚上——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从施拉姆先生那

里得知，他过两天就要外出旅行。由于同盟①的和别的一些文件还

在康拉德先生手里，我决定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天晚上，我从

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康拉德先生不愿意交出这些文件，而且已经

把文件封好交给路易·班贝尔格尔先生。这就更有必要迅速采取

行动：当我第二天从博物馆②回来的时候，知道这个无赖不是过两

天，而是过一天即当天夜里两点钟动身。这位高贵的康拉德请求我

当晚和他进行私人会晤，但是我（与鲁普斯③、李卜克内西、皮佩尔

一起去）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们在一家偏僻的啤酒店里刚刚坐定，

我就要求康拉德先生说明他在文件方面耍的花招等等。象往常一

样，这个家伙干了坏事，就变得非常暴躁，他说，他不想交出这些文

件，因为他需要这些文件为自己作辩护，此外还说了一些别的蠢

话。说什么他和你我一样代表同盟，他也能够拯救同盟。他甚至不

知道我是否是伦敦区部的领导人。然后，用一种施蒂纳式的口吻说

他是党内的唯一者。２５２其他的人，特别是鲁普斯，都气极了；他威胁

说要离开，大喊大叫，大吵大闹——一切可以想象的举动都作出来

了。我把这一场吵闹制止了，因为我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家伙，因为

０１３ １０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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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吵大嚷无济于事，应当就在此刻拿到文件，于是我经过威胁和请

求迫使康拉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张给班贝尔格尔的条子，让他把封

好的那包文件交给我。

第二天，我得到了这包文件。东西全部在里面，其中甚至还有

你我驳斥阿·卢格的声明①，可见高贵的康拉德没有把这篇声明

寄给《国家报》，这大概是因为他向自己的哥哥②撒过许多谎，因而

害怕任何的公开声明。

这个无赖同时还叫班贝尔格尔父子提防我——他以为这样可

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告诉他们说，我为了付清最近的期票，已经

使自己最后的信用丧失殆尽，等等。总之，他以各种最卑鄙的手段

对我们搞阴谋和进行欺骗等等。

现在，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所以用不着按照这里的蠢材们

的想法和行动去做，大喊大叫，象庸人那样发一顿脾气，而应当让

这个无赖能够继续相信他和我们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直到我们

有力量和适当的机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这个家伙踢开。目前如

果扬言要把他的可耻的无赖行径揭穿，那末这个家伙对我们德国

同志说来可能成为极大的危险。

另外，用不着多说你也会相信，我已被我的处境弄得精疲力

尽。我给美国写了信，看看能否同鲁普斯一起从这里给美国的几十

家杂志写通讯稿，因为是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至于同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谈判的事，他来信说，科塔可能接

受我的政治经济学——我已将该书的计划寄去，——如果不成，他

会找到另外的出版商。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

１１３１０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１日）

①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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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

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

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

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

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尤利乌斯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已经安葬。我去送葬了。高贵的

金克尔在墓前胡诌了一通。在流亡者中，尤利乌斯是唯一喜欢学习

并从唯心主义越来越转向我们方面的人。

高贵的杜朗在这里。

海因岑和卢格继续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共产主

义者，特别是反对我们。但是，这种行为实在太愚蠢了，唯一的对付

办法，就是在适当时机把卢格的拙劣作品中最滑稽可笑的东西汇

集起来，给德国人看看，目前是谁在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任意摆布他

们。

蒲鲁东的最新著作２５３，你也许已经看过了吧？

魏德迈从苏黎世给我来信了。卡斯滕斯①正在美因兹坐牢，他

企图逃跑未成。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另外，如果你能为琼斯写一篇文章（最好署你的名字），那就太

好了。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干得不错，他好学。他不是哈尼那样的人。

《寄语人民》蒸蒸日上，而《人民之友》日暮途穷。

２１３ １０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７月３１日）

① 列斯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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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后半截。

我不知道施拉姆到巴黎去了。你在信中没有告诉过我。因此，

我在《科伦日报》上看到他淹死的消息时大为惊奇——可惜这个消

息是不真实的。这个狗东西是很会捣乱的——过去让他太接近我

们了，他是一个非常卑鄙无耻的家伙。不过你做得对，叫喊和吵闹

都无济于事，应当让这个家伙爱怎样干就怎样干，直到我们有办法

对付他为止。如果他真的淹死在拉芒什海峡中，那末，正如我所讲

的，太好了；不过，这大概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这也是一种引

人注意的手法。

魏德迈想到美国去，看看是否能够把现在为芬奈尔·冯·芬

奈堡所掌握的纽约《工人报》弄到自己手里。如果他在纽约能站住

脚，那末，他在那里无论如何比在伦敦对我们有用得多，在伦敦只

会使麻烦更多。我们在纽约正缺少一个象他这样可靠的人，而且纽

约也终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对魏德迈，可以相信一旦有必要他马

上就能回来。

石印通讯的计划①很好。不过你们对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这

３１３１０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日左右）

① 参看本卷第５７８—５７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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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想法一旦泄露，小班贝尔格尔和其他人就会设法很快赶在你们

前头。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上，筹备工作一经就绪，我就立即在美

国的德文报刊上登出广告，甚至亲自以经理的名义署名，以便这件

事能够办得成功。如果这个事情由你负责，而你又认为把我列为编

辑有好处，那末自然可以随你的便。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出

面，——不过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因为究竟为什么你就没有权

利筹办一个工业企业，把《新莱茵报》改成石印继续出版呢，——那

末这个企业应当由鲁普斯①来办。魏德迈如果在纽约，他在这件事

情上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特别在筹募资金方面，而这是主要的事

情。我确信，此事一定会获得很大成功，在伦敦等地的许多美国通

讯员很快就会感到这一点。２５４

如果你自己担任经理，毫无疑问，事情会办得好些，就是说马

上会获得成功；如果你把这个担子交给鲁普斯，那末你不必承担道

义上的责任，而他那种西里西亚的路德式的严厉揭露２５５就可以充

分发挥作用，这比你的风格更适合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因

为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

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

你信中说的蒲鲁东的新著作②是什么？

我将给琼斯写一篇由我署名的文章，我只希望琼斯把他的一

份尽可能完整的《寄语》③寄给我，因为这里弄不到。他的通讯处是

什么地方？我忘记了。

从美国还传来关于棉织品交易情况的坏消息。市场充斥，美国

４１３ １０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日左右）

①

②

③ 《寄语人民》。——编者注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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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自己生产的产品从市场现状来说太多了。

请尽快回信，我在这里无聊极了。

你的 弗·恩·

注意：你要把你的文件妥善地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不要放在家

里。一些时候以来，我在这里被人严密监视着，每次出外，总有两三

个密探盯在后面。本生先生不会放过机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新的重

要的情报，说我们住在这里如何危险。

１０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８月８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没有早日写信给你，也没有告诉你五英镑已经收到，请你原

谅。这个星期外来的压力很大，使我根本无法动笔。给房东开了一

张期票，才暂时摆脱了被赶出住房的危险。

随信附上一份《快邮报》，从中你可以看到专门诽谤人的家伙

卢格之流的无耻的愚蠢的阴谋和中伤。读完后请把这个肮脏玩意

儿寄还给我。关于粗汉海因岑做了摘录的那一封信（一定是出自菲

克勒尔的手笔），我要向你简单地说几句：两三个星期以来，这些蠢

驴——流亡者——一直在召开会议、群众大会，以便“达成协议”，

凑成整整“一打”，并且彼此作为未来的大人物而“组织起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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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我听到结果，便告诉你。但是分裂的种

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济格尔先生已经托到这里来参观博览

会的沙贝利茨转告我说，他要来拜访我。

《纽约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作撰稿

人。２５６这是北美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

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８月１５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

关于施拉姆，我们知道，他不断地同他的哥哥①继续通信。他

曾写信叫班贝尔格尔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

关于他在这里的可耻行径的新消息。

红色沃尔弗②又变成“爱尔兰人”了。

现在谈一谈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当

我第一次在信中对你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只看过该书的摘要，而

且还有很多被歪曲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把要点寄给你。先说一句：

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好。用不朽

的卢格的话来说，真实过程的力量是这样来的：

第一篇：只有反动才导致革命的发展。

第二篇：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１７８９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

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

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

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

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ｌ’éｔａｔ）日益发展；它具有

６１３ １０６ 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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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

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

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

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

第三篇：论联合的原则。

联合是一种信条，但不是一种经济力量。同分工、贸易和交换

等等不同，联合不是一种有机的、生产性的东西。不能把联合同集

体力量混为一谈。集体力量是一种无个性的行动，而联合是一种自

愿的义务。联合在本质上是不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

束缚工人的自由。人们使社会契约具有一种仅仅为分工、交换和集

体力量所固有的效力。如果人们为了完成大事业而进行联合，那末

这不应归功于联合的原则，而应归功于它的手段。只有当联合能带

来足够的补偿的时候，人们才会服从它。生产的联合只对能力弱的

或懒惰的成员有好处。联合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第三者负责。一

般说来，联合只有在以它的手段为转移的特殊条件下才是可行的。

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专门为了家族联系按照自我牺牲法则

建立的联合，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

种毫无积极意义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种神话。不能把联合同必须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性基础上发展的新的关系混为一

谈。联合使缔约者处于同等地位，使他们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

使他们丧失个性。

第四篇：论权力的原则。

政府的观念起源于家庭的习俗和治家的经验。民主是政府进

化的最后表现。政府的观念是同契约的观念相对立的。真正革命

的口号是：不要任何政府！绝对权力很快就被迫否定它自己，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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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法律作为利益的外部表现，象利益本身一

样，是数不清的。法律消失在恶无限性当中。法律是从外部强加于

我们的桎梏。君主立宪制。非驴非马的无聊东西。普选权。多数

人先知般的直觉是荒唐的东西。我既不需要代表，也不需要全权代

表！选举、投票，即使全体一致，什么也解决不了。如果从普选这一

点来看，波拿巴倒是一个最适当的人物，等等。纯粹的民主或者直

接的民权——这是里廷豪森、孔西得朗和赖德律 洛兰的臆想——

几乎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这种达到了顶点的国家观念充分表现

了它的荒谬性。

第五篇：社会清算。

（１）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按照法令进行清算。宣布法兰西银

行不是国家银行，而是“公益机构”。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

二五厘。

（２）国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私人资本被剥夺了进行贴现

业务的可能性；私人资本涌向交易所，国家只付给零点五厘或零

点二五厘的利息，从而对利息的兴趣①也就没有了。国家用付给年

金的办法代替利息，即分年偿还它所借的资本。换句话说，法令

规定，国家对于债务所付的利息，算作对本金的扣除，即算作年

金。

（３）抵押债务。普通债务。“一切债务契约、抵押债券、普通借

据、公司股票的利息一律规定为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只能要求

以年金的形式支付利息。总额在二千法郎以下者，年金应付给百分

之十；总额在二千法郎以上者，年金应付给百分之五。为了便于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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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款，为了履行原来的债权人的职能，国家贴现银行的一个分行

变为土地银行；它每年发放的贷款最高额为五亿。”

（４）不动产：建筑物。法令规定：“凡作为房租交纳的款项，一律

算作对财产的赎金，该财产的价格定为房租的二十倍。每次定期交

纳的款项都使承租人对他所住的房屋以及供出租和市民居住用的

全部建筑物，享有一定比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权。用这种

方式赎来的财产，将逐步地转交给公社管理机关管理；通过赎买的

事实本身，公社管理机关便以全体承租人的名义取得了抵押权和

优先权，同时公社管理机关也保证所有承租人能够永远以建筑物

的成本价格获得住宅。公社可以就立即清算和赎买出租房屋的所

有权问题同财产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现在这一

代人就能享受降低房租的好处，上述公社可以立即把已经签订了

合同的房屋的租金降低，以便只要三十年就能偿清。至于建筑物的

修缮、管理和维护以及建造新的建筑物，公社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契

约的原则和规则，同泥瓦工协会或建筑工人协会签订协议。单独居

住自己房屋的所有者，保留他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直到他认为不

需要的时候为止。”

（５）地产。“为租用不动产而交纳的每一次地租，都使租佃人获

得该不动产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且对他说来就是抵押。已经完全偿

清的地产立即归公社管理，公社将取代原所有者的地位，并且同租

佃人分享正式的所有权和纯产品。公社可以就赎买地租和为让出

所有权而立即支付报酬的问题，同愿意这样做的所有者达成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社的努力，农民的移居和他们的地界的划定

将得到保证，同时将尽可能使土地面积的差别通过土地的质量加

以补偿，并且按照收益确定地租。一旦全部地产完全赎回，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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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公社必须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

加以均衡。各公社有权动用的公社管辖区域内土地的那一部分地

租，用于这项补偿和公共保险。从此以后，那些亲自经营自己的土

地因而仍然保有产权的旧的所有者，将转化为新的占有者，交纳同

样的地租，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任何在地区和继承问题上产生的

偶然情况都不会使任何人获得特权，土地耕作条件对所有的人也

是一样的。土地税将废除。乡村警务归市镇参议会。”

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

（１）信贷。上述国家银行及其分行。金银逐渐停止流通，用纸

币代替。至于个人信贷，它应该在工人协会、农业协会和各行业协

会中采用。

（２）财产。见前面有关“地产”的摘录。在上述条件下，可以毫

无顾虑地允许所有者任意出卖、赠送、转让和流通他的财产…… 

由于用年金支付的便利，不动产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分割、交换，并

作一切可能的变动，而不触动不动产本身。农业劳动排斥集体的形

式。

（３）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

凡是按其性质要求联合使用大量不同专业的工人的一切工

业、企业、行业，应该成为工人团体或工人协会产生的场所。但是，

在不用不同专业的人员的共同劳动，而只要单个人或一个家庭就

可以生产产品的地方，没有成立联合会的可能。因此，小作坊、手工

业、制鞋业、缝纫业等等以及商业等等，没有联合会。在大工业中有

联合会。所以，这里有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于协会

的财产享有共有的权利；他们有权连续担任协会内的任何职务。对

他们的教育、培养和学习，必须加以安排，使他们在完成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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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的义务的时候，能够学会许多活计和专业，保证他们在成年时

获得多方面的技能和足够的收入；担任职务是通过选举确定的。章

程条例由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批准，报酬根据职务的性质、能力的大

小、责任的轻重来确定。协会的每个会员根据其贡献按比例分配协

会的赢利并承担协会的义务；每个人如果愿意都有权退出联合会，

进行结算和拒绝履行他的权利；而协会也有权随时接受新的成员

…… 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在过

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

（４）价值的构成：廉价市场的组织。设法防止商品价格昂贵和

擅自确定价格。公平的价格精确地代表：（ａ）按照官方调查的自由

生产者的平均水平的生产费用的数额；（ｂ）商人的报酬或对卖主

卖出货物时丧失的利益的补偿。为了鼓励商人做生意，应该给他一

种保证。这种保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或者是愿意享受公平

价格而本身又是生产者的消费者也有义务以同样条件向商人提供

他自己的产品，就象巴黎的各种工人联合会现在已经做的一样；或

者，上述的消费者只是保证卖主能获得一种补偿费，或者使他能有

相当好的销路，确保他能获得收入。例如，国家以它暂时所代表的

利益的名义，各省、各公社各自以它的居民的名义，为了给一切人

保证公平价格，提供优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保证愿意提供最

优惠条件的企业主获得他的资本和他的企业所耗费的原料的利

息，或者给他以固定的报酬，或者在一定情况下给他以相当数量的

定货。而承办人也有义务供应产品并履行自己在为消费者服务方

面所承担的责任，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此外，保留有竞争的充

分的余地。承办人必须报告其价格的构成因素、供应办法、合同的

期限和为履行合同而握有的资料。在指定期限内将承办条件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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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然后根据合同的重要程度分别在交付承办以前一个星期、两

个星期、一个月或三个月启封公布。每项合同期满后又重新公开招

标。

（５）对外贸易。一旦利率降低了，就必须降低税率，当利息被废

除或者降低到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的时候，就要取消关税。

第七篇：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

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

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

请来信详细地告诉我，你对这个药方有什么想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１０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０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快邮报》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象《阿·

卢格致卡·海因岑》①这样十足的庸俗议论了。我没有想到，即使

是卢格和海因岑这样的两个蠢驴，也能钻出三年的革命漩涡而依

然故我，依然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可笑的风格和文体等等。他们象

马戏团的小丑，在做完了最惊险的跳跃动作以后，向观众鞠躬说：

２２３ １０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０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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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来了！”接着又老调重弹，毫无感情地罗嗦地向大家讲他那一

整套令人听腻了的笑话。泻肚子的德国文人卢格活生生地出现在

我的眼前，一本正经地宣布：“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叛国行为的基

本答复……就是目前所必需采取的激进措施”，然后他就亲自实行

这种激进措施，发现当代的阶级斗争就是平民上山，由此便自然地

联系到那个罗马的迂夫子（名字我忘了），联系到他的关于胃和手

的寓言，以及三年级学生和教师们的诸如此类的可爱而深刻的道

理。２５７但是这个家伙是不可小看的，有一次他突然谈到“环境”，接

着就立即宽慰人心，补充说：“你知道……我所谓的环境无非就是

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罢了。”他笨拙地想作俏皮而

刻毒的暗示，根本没有成功。这个家伙是如此滑头，每个人都可以

觉察到，他对某人怀恨在心，但究竟对谁，为什么，却象其他的“怎

么样”和“为什么”一样，谁也弄不明白。伟大的卢格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小丑，而伟大的海因岑在表现他的被称为永恒不变的蛮横性

格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个家伙在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３日的一篇短文

中，又企图用１８４７年夏天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用过的同样

的字眼２５８，把他那老一套关于共产主义的胡说八道硬塞给读者，其

做法的卑鄙无耻实在难以形容。

但是，这些家伙不得不承认我们作品的高明，因为他们仍然在

不断地钻研我们的作品，尤其是因为不管他们怎样顽固和疯狂，还

是不知不觉地受着这些作品的影响。在他们的全部粗制滥造的作

品中，有哪一句话不包含着对我们作品的剽窃和由于不懂而造成

的歪曲，有哪一句话不是受到我们作品的启发！

关于伦敦的企图和解的问题，梅因或孚赫先生给柏林半官方

的曼托伊费尔的《石印通讯》投了一篇荒唐的文章，说什么只有我

３２３１０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０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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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个人仍然在一起行动等等，而其他的人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我

们。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是一字不提。伟大的维利希，自从

未来的军队解散以后，看来又想在一切党派的大人物中间获得一

个“倒有性格”①的名声——据说他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这一切由

绝望所引起的尝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伟大的济格尔到你那里去

过吗？

德骚的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蠢驴经过尤利乌斯介绍来找我，他

刚才告诉我，这些先生们在那里散布流言，说什么你自己承认在为

《新普鲁士报》写稿；说什么你曾亲自把这件事情告诉过路易·德

鲁克尔先生（！）。编得多象啊！

至于蒲鲁东②，看来这个人有所进步。不管怎样，他的荒谬东

西在发展中经过了的阶段，具有了比较不错的形式，而路易·勃朗

先生对于这种“邪说”是啃不动的。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

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

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因为“通

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的共和国

的所有公社”及其不可避免的特征和后果，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如果我明天有时间，还要谈谈这个怪家伙。星期五要用的文

章，我这个星期无论如何交不出来。不过要赶快写信告诉我，文章

应该写成什么样子——是随便写一篇单篇的文章，还是你想要写

一组文章，其次是如何写，因为关于《纽约论坛报》的政治面目，我

４２３ １０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０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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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２４章中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

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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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道它代表美国辉格党人的观点。请把你所能知道的情况全部

告诉我，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你的 弗·恩·

１０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１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对蒲鲁东的看法昨天没有谈完，今天继续谈。我暂时撇开他

的药方中的许多缺陷，例如，看不出，工厂将通过什么方法从工厂

主的手中转入工人协会的手中，因为废除的是利息和地租，而不是

利润（要知道竞争仍然在起作用）；其次，没有谈到对于利用雇佣工

人经营土地的大地产应该怎么办，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缺点。我要

对这一切作为一个理论的整体作出判断，手里就必须有这本书２５３。

因此，我现在只能就我对各个措施在实行时是否行得通所做的分

析，以及我就这些措施对集中全部生产力是否适宜所做的研究，谈

谈自己的意见。其实，就是为了这一点，也必须有这本书，以便看到

他发挥自己论点的全部情况。

蒲鲁东先生终于认识到，实行或多或少是隐蔽的没收是必要

的，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要问，他所提出的实行没收的

理由在实际上是否合适；因为对于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他们

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类强制的措施并不是没收）说来，理由正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如何

５２３１０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１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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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关于这一点，你的摘要只是谈到，国家，或者是秘密地以其他

名义同国家融合在一起的银行，必须按这种利息每年发放五亿法

郎的抵押贷款。我补充一句，这种降低应当逐渐实行。既然利率这

样低，以每年支付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办法来逐年偿还全部债

务等等，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蒲鲁东先生并没有指出，通过

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里就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我们关于根

据你的计划降低利率的讨论，你的计划是成立一个能够垄断纸币

流通和停止金银流通的唯一享有特权的国家银行。我认为，任何想

迅速地、恒久地降低利率的企图，都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在每一

次革命爆发和营业停滞的时期，那些暂时手头拮据，处境困难，因

而一时不宽裕的人对于高利贷和信贷的需求不断增加。即使算作

借款的实际报酬的那一部分利率可能因大量资本而减少，但是作

为偿还贷款的保证品的那一部分利率仍然存在，而且恰恰在危机

时期大大地增长起来。在任何革命时期，即使政府不以零点二五或

零点五厘而以五厘的利率贷款给商人，商人们也会对政府感激不

尽。请看一下１８４８年的情况、信贷银行等等。但是，国家以及每个

大的集中的国家银行，在它没有在一切地方直到最偏僻的角落都

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它的职员又没有获得丰富的商业经验以

前，只能贷款给大商业，否则它贷款出去就会白白落空。而小商业

又不能同大商业一样，把自己的商品抵押给银行。这样一来，任何

降低政府贷款利息的最直接的结果，都是增加大商人的利润和这

个阶级的普遍上升。

小商业被迫和过去一样只好求助于中间人，中间人从政府手

里以半厘的利息借到贷款，再以五至十厘的利息贷出去。这是不可

避免的，因为小商业拿不出保证品，拿不出抵押品。因此，从这方面

６２３ １０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１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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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结果也是提高大资产阶级——间接造成一个大高利贷者即次

一级的银行家阶级。

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

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美好愿望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利息

和利润成反比例的时候，这个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只要有不宽

裕的，没有保证品的，从而恰好非常需要钱用的人存在，国家贷款

就无法消灭私人贷款，因此也不能降低任何交易的利率。如果国家

以半厘的利息贷出款项，那末对于接受贷款的高利贷者，它所处的

地位就会象１７９５年的法国政府一样，当时法国政府征收了五亿阿

西涅币的税款，而后来又当作三百万发放出去了；它纯粹为了维持

自己已经一钱不值的“信用”，在交纳税款时是按票面额，即高于实

际价值二百倍的价额收回阿西涅币的——总之，国家所处的地位

就会象法国政府对当时的土地投机者和金融投机者所处的地位一

样。

蒲鲁东是太天真了。“个人信贷是在或者应该在工人协会中采

用。”这就是说，两者必须择一：或者是由国家对这种协会进行监

督、管理并做出详细规定，而蒲鲁东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或者是玩

弄一场组织协会的绝妙的骗局，在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的基础上重演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４５年的骗局。

用商业措施和强制手段来逐渐降低利率，以便使利息的支付

变成债务的清偿，从而消灭一切债务等等，并把一切现有的财产都

集中在国家或者公社的手中——想把这当做主要的事情，我认为

是完全行不通的，第一，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理由；第二，因为时间拖

得太长；第三，因为在以国家证券形式保留信贷的情况下，唯一的

结果就是国家欠外国人的债，因为所有付还的钱都会流出国外；第

７２３１０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１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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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为即使在原则上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法国即共

和国能够面对着英国和美国而实现这一点，那是荒谬的；第五，因

为国外的战争和当前时局的压力总的说来正在使这一类有系统

的、缓慢的、打算在二、三十年内实现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支付失去

任何意义。

我认为，这种事情实际上只有一种意义，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某

一个时刻，确实可以利用垄断的国家银行颁布如下的法令：第一

条：取消利息，或者利率限制为零点二五厘；第二条：利息照旧继续

支付，并且具有清偿债务的作用；第三条：国家有权按照定价收买

全部不动产等等，以每年支付百分之五的办法在二十年内偿清。到

某个时候也许可能需要类似的法令，作为在实行公开的没收以前

的最后措施，但是不切实际地考虑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和在什么地

方实行这种措施，那是纯粹的思辨。

无论如何，蒲鲁东的这本书，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

得多了；——价值构成也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肉的形式：“小商贩

的公平价格”的形式。“先生，四个法郎，这是最公平的价格！”至于

废除关税和废除利息彼此有什么关系，讲得不清楚。蒲鲁东从

１８４７年以来，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

是一种进步。他在他自己的尸体上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最

后腐烂阶段，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

请立即回信，并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弗·恩·

８２３ １０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１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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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一两天内就把蒲鲁东的书①寄给你，不过你看完后要马

上寄回来。我想——由于需要钱用——就这本书写两三印张的评

论去发表。因此希望把你对此书的意见更详细地告诉我，而不要象

你通常的习惯那样匆忙地写出来。２５９

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

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

贝—勃朗的歪曲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

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表现是利息。所

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

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

——应读作产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

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因此，

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

良倾向。

９２３１０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于）

①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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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

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

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么看法。但是这种重新建立

的社会的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

种不是当作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作它的经济

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１．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２．使大资本家阶级

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产业

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不然的话，普莱斯博

士所计算的复利２６０就成为现实了，而整个地球上的财富也不够用

来支付从基督诞生以来就开始流通的最小的资本的利息。事实上，

以英国即最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例，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五

十年或一百年中，投入土地或其他方面的资本，从来没有产生过利

息，至少按照价格说来是如此，而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譬如

说，英国的国家财富估计最多约五十亿。就算英国每年生产五亿，

那末它的全部财富仅仅等于年劳动产品的十倍。因此，资本不仅没

有产生利息，而且按价值来说，甚至没有把它自身再生产出来。而

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规律的缘故。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

即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

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来决定了。而

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下降，而且在产业方面，时代愈发展，这种

下降就愈迅速。因此，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

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

西。你提出过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

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

０３３ １０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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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

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１．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

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

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２．以

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数量而定。在这种

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

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

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

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利息降低多少，

资本的价格就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多少。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

失去信用。

至于关税同利息的联系，我想让你通过原文去玩味。这么美妙

的东西是不应该用删节去损害它的。蒲鲁东先生既没有确切地说

明，公社参加房屋和土地的管理是怎么回事——而他为了反对共

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必然要这样做的；又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

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

怕这种产业“行会”，以致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

它们的权利。作为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是把联合会局限于工

厂，因为他既不知道“莫泽斯父子公司”，也不知道中洛迪安的农场

主。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

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确信：

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

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

同路易·勃朗等人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

１３３１０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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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伯斯比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

击。

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

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１８４８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２６１，要

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

过几天我将寄给你两卷关于罗马的著作，就是杜罗·德·拉

·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这部书（内容很丰富）是我从巴

黎函购到的。从中你也可以了解有关罗马作战方式的经济基础的

许多材料，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土地清册。我怎样才能用

最便宜的办法将这两卷书寄给你呢？两卷书都很厚。《石印通讯》

的那篇文章①，你一定要设法弄到手，或者想办法抄一份下来。只

要魏德迈一来，就要把这些纽约的蠢驴狠揍一顿。为此必须掌握全

部文件。孚赫现在是《新普鲁士报》的通讯员。济格尔还没有露面。

维利希当然是流亡者兄弟会中扮演着联合人角色的成员。他们在

星期五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我们有一个密探参加了。会议一开

始就宣读（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反对我们的文章。要知

道，他们的全部生存和活动都是为了反对我们。接着他们还决定就

形形色色的纠纷做一系列的蹩脚报告。梅因先生愿谈普鲁士，奥本

海姆愿谈英国，卢格愿谈法国，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我倒很

愿听听你对这一切的看法。

２３３ １０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于）

① 见本卷第３２３—３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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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０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最好先把蒲鲁东的书①读完，因为我很快就要用它。杜罗的

书②，我已经把我要用的东西都摘录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请你还是给新奥尔良的费舍写封信吧。（李卜克

内西现在同他经常通信。）因为金克尔，卢格之流正好想要从新奥

尔良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这样做就更加重要。因此你可别忘了给他

写封信，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埋怨你不写信给他。

你的 卡·马·

１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要我写的那篇文章③随信寄去。由于各种情况的同时影响，

３３３１１０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０日左右）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

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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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东西写得不好。首先，从星期六以来，为了来个多样化，我

闹了点病。其次，我没有任何材料，只好完全凭记忆信笔写了一

通。还有，时间短促，工作又是约定 了的，而对于这家报纸①及

其读者的状况又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合适的

计划。最后，这一组文章的原稿不能全部留在手边以照顾一下前

后的行文，因此为了避免后面几篇文章中出现重复，就必然使文

章的开头写得多少有些拘泥于条理。由于这一切，再加上我很久

不写文章了，所以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枯燥，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取

之处的话，那就是英文还比较流畅，这是由于我八个月以来已经

养成了几乎完全用英文讲话和阅读的习惯。总之，这篇东西由你

随便处理吧。

蒲鲁东的书②我已经读完了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

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回到圣西门那里去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

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产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

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

对抗。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产业阶级处于自

在的状态，从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４８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

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

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

阶级斗争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

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

阶级反过来纳入到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合题的部分我还没有读

到。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

４３３ １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１日）

①

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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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说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

更高傲而平淡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在他完全同《新普

鲁士报》和整个旧历史学派２６２一样在人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以及

在他恬不知耻地想根据小学生的琐屑的实际考虑来建立一整套体

系的时候，就是如此。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

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

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呀，那末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

此外，我相信艾韦贝克先生已经把他翻译的《宣言》①，可能还

把你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②的译文也交给蒲鲁东了。有许

多重要的思想无疑是从那里偷来的，例如，政府不过是一个阶级镇

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它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其次是关

于１８４８年以来的法国运动的许多重要思想。我不认为，这一切都

是他在你反对他的那本书③里找到的。

过几天，等我把这个东西读完后，再来详谈。另外，维尔特最近

几天要到这里来，他象往常一样突然跑到布莱得弗德去了。因此，

蒲鲁东的书可能要在我这里多放两三天。

请告诉鲁普斯④，我已经和瓦茨谈过，他将尽量帮忙替鲁普斯

在这里找个事干，而且看来很有希望。瓦茨认为，凭鲁普斯曾经担

任帝国议会议员的资格２６３，在这里找事毫无问题。他认识各种各样

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师和牧师，既然他愿意出力，那一定能够

有点结果。我将在这方面为他鼓一鼓劲；再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

５３３１１１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１日）

①

②

③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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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普斯。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瓦茨决不比其他类型的庸人差。由于

他是一个英国人、社会主义者、医生和家长，所以，人们觉得，他七

年以来一直不喝酒，而且甚至想要成为一个司徒卢威式的吃青草

的东西，这毕竟是个长处。可是，他的妻子却大吃大喝两个人的东

西。在曼彻斯特这个地方，通常最能交际的人，是平庸的小市民，这

是可悲的，但是这是事实。他们喝酒，谈淫猥的事，都是共和主义者

（象马尔滕斯那样），他们会使人觉得可笑。

你从德国听到什么新闻没有？在汉堡有三个人获释，有一个人

再次被捕。因此，裁缝帮工诺特荣克的供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

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团体的特使——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你的 弗·恩·

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感谢你写的文章①。它不象你说的那样一塌糊涂，而是

写得很出色，我毫无改动地寄到纽约去了。你写得非常适合《论坛

报》的口味。我一收到该报的头几份，马上就寄给你，以后便按时寄

去。

６３３ 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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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有一大堆流亡者的粪便，可以运往你处，如果你附近有

认识的农民，需要用这些可爱的鸟类的粪做肥料，你倒可以做一笔

好生意。

你已经知道，在８月８日星期五那天，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召开

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所谓的“达姆”做主

席，叔尔茨做秘书，此外是戈克、济格尔兄弟俩①、菲克勒尔、陶森

瑙、弗兰克（奥地利的庸人）、维利希、波克罕、席梅尔普芬尼希、约

翰·隆格、梅因、赖辛巴赫伯爵、奥本海姆、施托尔佩的鲍威尔②、

蛮不讲理的吕德尔斯、豪格、阿·卢格、泰霍夫、施莫耳策（巴伐利

亚的中尉）、佩茨累尔、伯勒尔、格尔克、谢特奈尔、哥林盖尔，等等；

金克尔和施特罗特曼当然也在座。总之，主要的集团是：１．卢格—

菲克勒尔，２．金克尔，３．陶森瑙。在这些集团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独

立的文坛无赖和协商派２６４。这一关系重大的伟大壮举的基本内容

是：卢格—菲克勒尔—陶森瑙—戈克—济格尔—豪格等人提议要

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揭发反动派的罪行，部

分是为了代表流亡者，部分也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德国进行

宣传。白痴卢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承认

他享有全权同赖德律—马志尼保持联系，从而使他除了他自己的

名义以外，还可以把全体德国流亡者作为一支军队交给他们支配。

相反地，金克尔先生（站在他这一边的，除了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

和他那臭气熏天的传记作者③以外，特别还有维利希、泰霍夫、施

莫耳策、席梅尔普芬尼希）却反对成立这一类正式的机构，一方面

７３３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施特罗特曼。——编者注

路易·鲍威尔。——编者注

阿尔伯特·济格尔和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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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不损害他对此地的伦敦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古尔登币具

有决定意义），另方面是为了不致被迫或多或少地在马志尼一赖德

律面前承认卢格的地位。从一开始，卢格一菲克勒尔集团看到会场

十分拥挤，就很恼火。在秘密会议上他们达成协议，只邀请“名人”

参加。但是，金克尔集团为了保证获得多数选票，把小百姓也带来

了。

会议开始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的那篇不象样子的文

章。同时他还宣布，会上一定有密探，文件可能被滥用，等等。维利

希满怀当时尚未减退的激情附和这个意见，并且要求罪犯最好自

动坦白。施托尔佩的鲍威尔（不过，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密探）站起来

说，他不理解维利希这种道义上的愤怒，因为他曾经带《石印通讯》

的编辑沙伊德勒先生参加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并没有人提出反对。

在这个事件调停好之后，陶森瑙带着许多悲怆的、富于感情的呻吟

和叹息（他自以为是对维也纳听众讲话），提议选举一个委员会。梅

因先生表示反对，说他不想采取任何行动，只想听自愿的报告。于

是，事先商量好的人，就立即自愿承担做报告的任务：金克尔愿谈

美国及其未来，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叔尔茨愿谈法国，梅因愿谈普

鲁士。陶森瑙的提议彻底破了产，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尽管他遭

到失败，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继续留在情

同兄弟者的怀抱里。但是，菲克勒尔—卢格集团立刻摆出一副受了

骗的高尚人物的威胁而愤怒的姿态。

会议结束时，金克尔走到沙贝利茨面前（沙贝利茨在这里完全

是作为我们的暗探进行活动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暗探，因

为他受到所有这些庸人的信任），称他为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称巴

塞尔的《国民报》为出色的民主派报纸，并且询问该报的经济状况。

８３３ 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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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贝利茨：不好。金克尔：难道工人们什么也不干吗？沙贝利茨：凡

是我们要求他们干的，他们全都干了，他们是看我们的报纸的。金

克尔：工人们本来应该干得更多，他们对我们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支

持。您知道，我们为工人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尽一切力量使他们成

为“体面的人”——您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使他们成为“可尊敬

的公民”。这个表演真妙极了！

在１５日召开的协商派会议，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正如英国人

说的，冷冷清清。

而在１７日发生了重大事件，用我们那个伟大的阿尔诺德·卢

格的话说，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金克尔先生邀请维利希、泰霍夫、戈克、济格尔以及另外几个

人到他家里去，向他们宣称，他通过费舍从新奥尔良得到一百六十

英镑，并受委托同上述那些人以及“弗·恩格斯”先生一起负责支

配这笔钱。他没有邀请后者，而邀请了菲克勒尔，但是菲克勒尔声

称，他不愿意同这些“无赖”打任何交道。金克尔先生被迫把信拿了

出来，于是发现，这笔钱已经匿名地、秘密地在他的家里呆了三个

星期，因为决定不下来是否应该向尘世敞开它的伟大的心灵。尽管

金克尔先生用天使般的语言讲话，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菲克勒尔

集团看出，金克尔集团已经顺利地暗暗放下了钓钩，为的是利用流

亡者中的普遍混乱局面，趁机把金鱼钓到手。因此，伟大的海因岑

对于在新奥尔良募集的这笔钱馋涎欲滴，频送秋波，完全是白费心

思！戈克和济格尔退出了这个教皇选举会。菲克勒尔—卢格—陶

森瑙集团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南德意志人还发现，阿·卢格是个

蠢材。他们需要他，是因为他是同赖德律—马志尼进行联系的纽

带，而这个靠山对于南德意志人是十分重要的。显然，陶森瑙擦亮

９３３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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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眼睛，他现在同菲克勒尔一起，是他们真正的首领。陶森

瑙具有小犹太人的精打细算的才能，是一个会耍手腕的、精明强干

的阴谋家，他相信革命即将来临。因此他现在加入这个联盟。

卢格由于失去一百六十英镑，十分恼怒，于是向朋友们透露

说，在一年多以前，维利希—金克尔派席梅尔普芬尼希作为特使去

见马志尼，向他要钱到德国去作一次宣传旅行。马志尼给了席梅尔

普芬尼希一千法郎的现金和他的五千法郎意大利债券，并且提出

以一年后归还一千法郎和三分之二的他所推销的意大利债券为条

件。席梅尔普芬尼希用这笔钱到法国和德国去作了一次旅行。一

年过去了，但是关于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关于一千法郎，关

于意大利债券的事，却杳无音信。现在，新奥尔良的钱来了，金克尔

又派他的使者去见马志尼，不是去还债，而是去吹牛，去同他结盟。

马志尼非常客气，没有提到他们欠的债，但是对他们声称，他已经

同德国建立了联系，因此不能再建立新的联系。卢格接着说，这些

先生又去找赖德律 洛兰。但是卢格在这里已经捷足先登了，因为

赖德律 洛兰已经把自己看作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并且决定立即进

行对外战争，所以卢格就把济格尔作为德国革命军总司令介绍给

赖德律 洛兰，赖德律 洛兰也就同济格尔进行了战略性会谈。于

是，金克尔—维利希在这里又碰了壁。经过卢格的这一番揭露以

后，金克尔—维利希集团的丑恶面目在这些受了愚弄的高尚人物

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必须采取措施，但是除了重新改组和更

换已经发了霉的旧中央委员会以外，卢格还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

呢？于是决定建立鼓动者俱乐部，它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

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言，而是致力于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

道合的人提供现金。成员有：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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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黑尔特勒、约·隆格、豪格、卢格。你当然立即就会看出卢格—

隆格—豪格这个改组了的集团。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俱乐部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１）德国西南部的庸人们菲克勒尔、戈克、济格

尔、黑尔特勒，（２）德国东南部的陶森瑙、豪格和弗兰克；可见，俱乐

部实质上是南德意志人为对抗“普鲁士人”而成立的，卢格只不过

是同欧洲中央委员会１６２保持联系的脐带罢了。他们现在也干脆把

另一个团体称为“普鲁士人”。这个鼓动者俱乐部把执行权托付给

陶森瑙，并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自然就意味着彻底罢免核心人物

卢格，但是，为了把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安慰他说，大家承认

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

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你一定已经从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刊

登了的简讯中看到了这份赤贫证明书，在这篇简讯中，鼓动者协会

向欧洲公众深感荣幸地宣布了该协会的诞生，并且敬请公众光顾。

就连这种安慰也使不幸的卢格感到难受，因为鲍威尔—菲克勒尔

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必须遵守的条件，要求卢格不再“写作和在

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我要说一件事。有一个我们同盟①的盟

员，从科伦逃来的工人，名叫乌尔麦尔的人，在这个总的民主协会

中代表了我们，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在我们这里表现得非

常安静，沉默寡言，我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竟然能够把全体民

主派弄得惶惶不安。但是愤怒出诗人②，这个沉静的乌尔麦尔，正

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天赋”，即很容易变得狂暴起来，

他全身震颤，象一个醉酒的勇士一样向前扑去。虽然他长着裁缝的

１４３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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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瘦弱的身材，但却是美因兹的优秀体操运动员，所以很懂得运

用体力和技巧。此外，他还具有相信自己正确的共产主义者的自豪

感。

８月２２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到会的人很多，因为人们预计

谋叛的“鼓动者协会”会引起一场大的纠纷。梅因担任主席。鲁·

施拉姆和布赫尔也出席了。金克尔集团提议成立流亡者委员会。问

题在于金克尔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不愿意退出舞台。同时他也不

愿意在英国的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者面前，损害自己的信誉。流亡

者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的慈善机构，此外，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让

人支配，因此它本身集中了一切理想的条件。有个叫霍林格尔的人

和乌尔麦尔两人反对这个意见，提议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选举流

亡者委员会，因此，金克尔集团不断指出，存在着有人在会下（当然

是影射我们）暗中制造纠纷的危险。但是他们在自己内部也有敌

人。鼓动者俱乐部只有戈克、济格尔和他的兄弟出席。戈克被选入

流亡者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下面几件事的口实：（１）宣布陶森瑙退

出，（２）拒绝鼓动者协会的宣言，（３）最后，经过辩论以后，宣布鼓动

者协会全体成员统统退出。这是一场大风暴。泰霍夫和施拉姆把

阿·卢格痛骂了一顿。骂得实在非常厉害。戈克带着一种优越感

回答了他的对手，他激烈地攻击了两面派金克尔，而金克尔则象大

莫卧儿一样捋着胡子，光叫他的忠实的仆从们出来答话，写些纸

条，由围着他转的叔尔茨象柏林的协商派所做的那样，拿去在他的

亲信中间传看，传看以后他再写出最后裁决。只是在戈克说鼓动者

协会将要在英国的各家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宣言以后，金克尔才庄

重地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

施，要在最短时期内使法国新闻界也置于他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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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孕育着纠纷的题目以外，还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这些

问题甚至在极端亲如兄弟的民主派中间也引起了一场最猛烈的风波，

直弄得彼此要动拳头，拚命地大吵大闹，直到深夜两点钟，房主人

灭了灯，使这些醉心于联合的分子陷于一片漆黑之中，才算作罢。

这场纠纷的两个轴心是施拉姆和乌尔麦尔。尤其是，施拉姆在攻击

卢格的同时，也发泄了他对共产主义者的愤怒（这受到许多人的喝

采），他以最大的敌意攻击了维利希，并且说工人都是胆小鬼。乌尔

麦尔回答了这一点，但是他又同济格尔的朋友霍林格尔一起要求

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选举救济委员会。他直接指责维利希等人挥

霍浪费流亡者的资金。吵闹真是难以形容。蟑螂迪茨跳出来说，他

是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１６１的司库，要求撤销这些话。乌尔麦

尔说，如果这些先生们需要的话，他准备提出证据。他不收回自己

的话。维利希使出了惯常的手法，企图让乌尔麦尔和缓下来，他请

乌尔麦尔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做私下的解释。但是卡托 乌尔麦尔

毫不动摇，不愿意在没有旁人在场时和他谈话。顺便提一下，席梅

尔普芬尼希坐在乌尔麦尔后面，戈克发言时，他一直在嘟囔、起哄，

于是乌尔麦尔突然为自己的“天赋”所驱使，转过身来挥起拳头，对

着席梅尔普芬尼希吼道：“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可怜虫，再不住嘴，我

就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席梅尔普芬尼希吓得脸色刷白，不过他

鼓起了自己的普鲁士军官的勇气，躲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维利希几次受到戈克、施拉姆、霍

林格尔、乌尔麦尔等人从各方面的粗暴的攻击，以致他六次声称，

如果大家不尊重他的人格，他就要退出会场。

现在产生了纠纷的新因素，这完全是由我们所造成的。因为那

些自称为“流亡者上层”的先生们根本不把“流亡者下层”放在眼

３４３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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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通过乌尔麦尔、卢普夫和李卜克内西做了一些鼓动性的准

备工作以后，让这些处境很恶劣的“流亡者下层”了解一个事实，就

是大磨坊街１６０的流亡者委员会从维尔腾堡得到了八百古尔登，人

们很巧妙地把他们欺骗了。于是昨天，在沙佩尔当主席的大磨坊街

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场纷争。流亡者们要求查看信件、账目等

等。曾经对我们提出过类似这些蠢驴的要求的维利希粗暴地向他

们声称，他和他的同伙只对工人协会６０负责。有一个流亡者同他挨

得很近，他就叫这个人走开点，别把虱子弄到他的身上。这个人骂

他是“没有头脑的蠢货”。大家要求沙佩尔对他的河马般的肚子作

出解释，并且称他为施纳佩尔①。维利希喊来房主人，想把一个流

亡者赶出门去。这个人说，如果把警察叫来，他愿意走。他说，这些

先生们统统都是恶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声称，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退出委员会。

卢普夫和乌尔麦尔对这些“流亡者下层”宣布，下星期五将在

流亡者全体大会上讨论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带着棍棒一起到那里

去，以便实现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已经让乌尔麦尔告诉他们，金克

尔代他们收到了一百六十英镑，他把这些钱隐瞒了几个星期，现在

想同维利希一起瓜分。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当作商号——的确如此

——来改善这些国家要人的财政状况。乌尔麦尔将要讲话，由于施

拉姆等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礼物，所以这场纠纷

从各方面来说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等我把星期五的会议情况一告诉你，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以后

是必需的）给金克尔。但是你立即要做的是写信给新奥尔良的费

４４３ １１２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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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把这件丑事原原本本给他讲清楚，并且让他知道，他只能用非

常出名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商号出面去募集款项。我们的党十分

需要钱用。它是唯一直接同联邦议会，同神和鬼进行斗争的积极的

政党，但我们缺乏进行鼓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必须为了我们那些

被捕入狱的同志们筹集一些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任何资金。我认

为，这两点很容易向他解释清楚。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秘密

地进行这种募款的工作，因为万一在报纸上声张出去，我们的活动

就可能遭受损害。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克思

我还要说一句，信正教的公牛沙佩尔根本不同“不信教的人”

来往；而且他对维利希说，宁肯让他们扭下他的脑袋，他也不去找

“这些狗东西”。如果现在我有时几天不写信，那就是为了把消息报

道得更充分一些。

１１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７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追求统一的大人物们的荷马式的会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简

直是一部《伊利亚特》！

给费舍的信已经写了。但是，在给金克尔的信中真的提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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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吗？否则，我在费舍面前就要丢脸了。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

那个主意很妙，这一定是你的夫人想出来的。要求费舍纯粹为了我

们的党的目的去募集款项，那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如果还能有所

收获的话（不过，鉴于美国人已经做过这种尝试，我对此感到怀

疑），那末我想，有我这封信，钱完全可以寄到弗莱里格拉特手里，

这也就不错了。

马上写信告诉我，星期五那出戏是怎么收场的，使我能够对金

克尔采取必要的措施。起初，我只能要求他把详细情况告诉我并把

文件寄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得到，再进行下一步。你知道金克尔的

通讯处吗？

最好你也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通讯处寄给我，以便我能够马

上告诉费舍。现在要赶这一班轮船已经来不及了，而要等到他的回

信，还得过一个月，在这期间又不能老给他去信。

我寄给美国的信，是对金克尔和维利希使了一个绊子，这一点

他们是忘不了的。

关于蒲鲁东的书①，明天或后天再谈吧。由于维尔特来了，其

次是写这件脏东西，再加上办事处里的琐碎事情，使我没有能够踏

实地研究。不管怎样，书中招摇撞骗的货色是很妙的。第二部分，

从《清算》开始，把日拉丹式的宣传和施蒂纳式的吹牛熔于一炉，实

在无人能比。此外有些地方从语法上和逻辑上看都纯粹是一派无

谓的空谈，连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第二部分确实

不值得认真去探讨，就是愿意这样做也办不到。

当然为《论坛报》我也是什么也没写成。续篇②下个星期再说

６４３ １１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７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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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

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要指望在民主派的英雄们中间发生决定性的大转折，那总是

要犯大错误的。在发生了两个星期以前那样的一场大纠纷以后，这

些演员们需要休息好多个星期。因此前天，即２９日，星期五，没有

什么大事。

首先，我已经告诉过你，星期一，即８月２５日，维利希和沙佩

尔曾经威胁说要退出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１６１。星期二，他们在

正式会议上真的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便平平安安地完全解散了。

发生这种事，不免要说几句伤心话。维利希教训起别人来了，大做

其关于道德的说教，对此，大家历数了他的罪过。但是他受到责难

的主要问题是，在应当对投入制刷作坊的二十英镑提出报告的时

候，又象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的那样，设法使该作坊的担保人吕塞

耳先生逃跑了。

济格尔①将军在星期五也出席了渴望妥协者的全体会议。他

７４３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

① 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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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指望“流亡者下层”参加会议，为了这些人他曾经同维利希做

过几次激烈的搏斗，因为维利希向这一帮他自己先前反对我们时

曾经称颂备至的败类尽情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但是恰好是这一

帮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到会。聚集在阿雷奥帕格①门前的人为数太

少，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指望，因此都走了。你知道，这是一群怯懦

的乌合之众，这些恶棍每个人都有亏心事，不敢单独作为公开的原

告在较大的会议上说话。

已被选入“全体民主派”流亡者委员会的卢格的一些拥护者如

隆格，共有四个人。他们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就解散了。另选了

新的临时委员会，由金克尔、赖辛巴赫②伯爵、布赫尔和萨克森人

泽姆佩尔先生组成。

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

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因为原来的“领袖们”已经成为

民事案件中的骗子手而威信扫地了。这些“国家要人”——他们的

基本核心——是“英勇的、民众爱戴的人们”布赫尔（柏林的协商

派２６４）、赖辛巴赫伯爵（精神的骑士和在帝国范围内名声扫地的法

兰克福活动家，不是那个柏林的党内大胡子③）和妄自尊大的口吃

的“鲁道夫·施拉姆”（人所共知的）。

鲁普斯④由于同赖辛巴赫伯爵夫人和她的现在正住在这里的

兄弟有些老交情，有时候到赖辛巴赫家去，昨天他在那里遇见了以

前在瑞士就认识的泰霍夫先生。过了一会，维利希本人在思想深刻

８４３ 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爱德华·赖辛巴赫。——编者注

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

“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这里意思是最高级的审判机关。——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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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德华·梅因陪同下也驾到了。这些大人物一到，鲁普斯就离开

了。

我现在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金克尔由于持有美国寄来的

一百六十英镑，显然一方面是直接地，另方面是通过他的拥护者，

已经使那些“可尊敬的人”和“国家要人”觉得他的势力和联系是了

不起的。但是，高尚的维利希由于磨坊街委员会的解散，却使他同

那帮“乌合之众”的最牢固的联系破裂了。

现在，说到你，费舍肯定明确地提到你是应该负责支配一百六

十英镑的人之一。济格尔将军和戈克假装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

他们的朋友沙贝利茨，但是，实际上我想是要传到你耳朵里。我认

为，你只要写封信给金克尔先生，说你接到了新奥尔良方面关于寄

钱的消息和要你参加讨论钱如何使用的通知。你可以干脆问他，这

笔款子怎么样了，或者打算怎么办。金克尔的通讯处是：圣约翰伍

德区亨斯特里奇别墅１号哲学博士（他自己在名片上就这样写的）

金克尔。我将设法把这种名片寄一张给你，让你开开心，从内容到

形式同伦敦的医治鸡眼等等的广告完全一样。

对，别把一件大事忘记了。在８月１３日的报①上，倒霉的海因

岑宣称，奥托已经将自己的资本抽回，剩下的只是他自己及其精神

资本，而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于是他

写了一首关于赫克脱夭亡的哀诗。在同一天的报纸上，霍夫和卡普

发起集股创办新报，来代替《快邮报》。真是命运不济！——正在这

个时候，《国家报》对高尚的海因岑提起诉讼，控告他进行诽谤，顺

便还揭露了他在金钱上的许多卑鄙勾当，这个案件，正如他所预料

９４３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

①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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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把他送进“感化院”。可怜的海因岑！这个大人物现在对美国，

对“感情贫乏的美国佬”，以及对仿效美国佬，而不去致力于“社会

的人道主义化”、不为阿·卢格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伟大发现而感

到欢欣鼓舞的“美籍德国人”，也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怒。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号《快邮报》上写道：

“那应该遍布世界的自由的德意志精神…… 那近两千年来越来越充裕

地滋润着各大洲的源泉。”

“德国人在世界上生存为的是什么？德国人的心灵为的是什么，德国的语

言为的是什么？例如，德国人古滕堡所发明的可以培养和增进智力的手段为

的是什么？所有这一切这里都有，甚至这块土地本身——在这块土地上这些

正在发生或者应该发生，——这个美洲也是
·
一
·
个
·
德
·
国
·
人
·
发
·
现
·
的。”

“自由的公社、健康而有力的德国哲学、被移植到这里的光彩夺目的德国

文学，同这个国家及其居民所具有的一切卓越的和坚强的东西相结合，在精

神上相互作用，——这一切因素必然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美国精神，产

生全能的人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大人物，这种人的心是不断扩大自己影响

的条顿精神，这种人的头是变得高尚了的美国佬精神，而这两者的一致努力

就使手不断动作起来。”

“事实上，我可以断言，对于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德国人民比美国人民

更成熟…… 实际上，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吸血鬼和枷锁，那末它可能比美

国佬更早地象美国人所说的‘建立’一个纯粹民主的共和国，并且可能比他们

更有成效地实现它，因为就连政治上最有教养的那一部分美国人也还囿于种

种成见，在智力方面还很不自由，距离任何人道主义的教育还很远，怎么可能

在政治、社会、道德或精神方面实现民主的最终目的，真正的人道，人类的和

谐发展呢？”

条顿族的蠢材①恰好是在美国人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地峡的时

候写出这种东西，或者有脸写出这种东西。这个粗汉竟敢在同一号

０５３ 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

① 海因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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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纸上写道：

“您痛斥美国的状况，尤其是美籍德国人，十分中肯，一切有判断能力的

公正的人都应该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您通过您的报纸能够有助于使在美国的

德国人高尚起来并受到教育，那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如果您能使个别德

国人摆脱那种效法美国人的猴子般的极其有害的痼疾，那末即使您的声音在

愚昧的群众中没有引起反响，您所做的也已经足够了。”

接着，这个粗汉就号哭着唱起他那不象样子的、悲叹自己手头

拮据的耶利米哀歌来了。

你从报刊上一定早就已经觉察到，日拉丹同赖德律 洛兰联合

起来了。后者已经以未来的法国的大莫卧儿自命了。但是，现在在

巴黎已经成立了同它争雄的拉梅耐—米歇尔（资产者）—舍耳歇委

员会，这个委员会想依靠罗曼语系各民族——法国人、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建立“欧洲联邦”，然后德国人等等也要参加进去。因

此，西班牙人（！）应该来开化我们！天呀！这甚至超过了卡·海因

岑，海因岑只不过想在美国佬当中传播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

格的学说，以便使他们“人道主义化”而已。赖德律的《流亡者》杂志

激烈地攻击这个同它争雄的委员会。他们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

击。但是使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①〔非现实的〕大莫卧儿更加恼火的是：在巴

黎举行了整个新闻界的教皇选举会。《流亡者》杂志也有一个代表

出席。目的是为产生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进行协商。《流亡者》杂志

的所有提议全都破了产，并且说得很清楚：让伦敦的先生们去胡说

八道吧，法国所需要的东西只能从法国本身产生；还说，如果赖德

律认为他是马志尼把他当成的那种“重要人物”，那真是大错特错。

１５３１１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

①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

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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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选举会就在一片争吵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散会了。渴望统一

的民主派到处都是一路货色。

再见。

你的 卡·马·

１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必须再次原谅我。

第一，蒲鲁东的书我还没有着手研究下去，因为一连四天，非

常厉害的牙痛折磨着我，弄得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加之今天晚上

我的弟弟①（你认识他）要从伦敦到这里来，更不知道要对我的工

作妨碍多久。该死的博览会！

第二，讲好今天给你的五英镑，要到明天才能寄出，因为办事

处的出纳处根本没有一个钱，我要到明天才能把钱弄到。

《石印通讯》为庆祝高尚的流亡者终于达到了统一而写的那篇

文章，已经被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普鲁士人”对“南德意志人”和

对“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新的怨言和攻击所驳倒。Ｓ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ｇｌｏ

ｒｉａ②〔荣耀就这样消失着〕——好景不长。我们在这两个新的团

２５３ １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１日）

①

② Ｓ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ｇｌｏｒｉａｍｕｎｄｉ——“世界的荣耀就这样消失着”（选举教皇仪式上的

用语）。——编者注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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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２６５
中都有许多朋友，其中哪一个团体都不会惹我们厌烦，这是好

事。

你读了今天《每日新闻》上的一篇关于真娼妓假男爵夫人的倍

克在进行欺骗时死在英国北明翰警察手上的大有教益的文章吗？

这件事情是很妙的，而更妙的是，它同时揭发出那个缠人的乞丐海

奈曼“博士”正是一个拿“英国警察当局新近成立的外事科”的津贴

的密探。你会记得，我们很早以来就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十分可

疑。关于“设于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那批文件的交出，也说

明了去年夏天警察当局挑毛病的原因；我很想知道，克利斯提安·

约瑟夫·埃塞尔先生为参与这件事究竟得了多少钱。你认识那个

证实这些事情并自愿提供证据的“索登男爵”吗？最好能够悄悄地

从这个人身上打听出点情况来。要这样做找个机会是很容易的，这

样就可能得到关于流亡者中的恶棍们的材料，这种材料以后可能

有用处。我要弄到一份这一号的《每日新闻》，把它保存起来，将来

需要时可以利用这个文件。

破产的现象在利物浦和伦敦已经开始出现了，尽管《经济学

家》竭力证明，本国的经济非常健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过剩资本

投入了殷实的企业，但是这家杂志还是只好承认，东印度再度商品

充斥，在东印度的贸易中，代销和借贷的老问题又以一成不变的规

律性重新出现。下个星期这家杂志打算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在坚实

的基础上办理代销业务——我很想知道这一点。目前，纺纱业和织

布业的业主们在这里大发其财——他们大多数在新年以前都有定

货，在农村普遍至少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即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二个

半小时，甚至更长些。每磅３３４至４
１
２便士的棉花，他们纺成纱每

磅值七至八便士；而这种粗纱的生产费用每磅不过一个半至二便

３５３１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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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因此，如以粗纱为准，一星期产纱一千二百万磅（在输入籽棉六

亿磅的情况下），全体纺纱业主在英国每星期一共就能赚七万五千

英镑，每年就净赚三百七十五万英镑。如果不按照六至十二支的棉

纱，而以中支纱即十八至二十四支的棉纱计算，也是一样，而那些

由于机器好可以使用次棉花的人，每磅纱就不是赚一个半便士，而

是赚两个半便士。这一切从４月和５月，即从棉花跌价的时候就开

始了，同其他人相比棉纱买得最多的是德国人。要是这场乱子一爆

发——而目前的状况看来最晚也不会持续到３月，如果这个时候

法国也闹起事来的话，那德国人就倒霉了，因为他们将背着这一批

棉纱，找不到销路，而这个国家也就准备妥当了。

让我们悄悄地洒下同情的眼泪，以悼念勃律盖曼的亡魂吧！２６６

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庸人的遭遇比这更加冤枉不幸了——愿他入

土为安。

你的 弗·恩·

１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８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的弟弟①要走了，我终于又可以安静下来。这一段时间

我没有一分钟是一人独处的，在星期六以前根本无法把银行券寄

４５３ １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８日）

①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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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并且两个半截只好在同一次邮班寄出，因为星期日邮局只送

不收。因为这样寄有危险，所以我把银行券的情况告诉你：号码是

ＥＸ０１７８０，注有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５日于里子的字样。这样，万一你收

不到，就马上到银行去要求停止兑现，这还来得及。这是一张五英

镑的银行券。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我的老头①的来信，说我花钱太多，应该

只用一百五十英镑。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

他同时还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

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

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

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

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

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②能够解决这问题，不过最

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

英镑，在１１月即我到这里期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

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

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

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

是管不着的。

巴黎的新事件是怎么回事？２６７这一次“河马”
③集团看来处境

不妙；被捕的德国人名单中，凡是我认识的，全是１８４７年时期和更

早的老魏特林主义４０者。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欺诈的手法。士瓦本

５５３１１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８日）

①

②

③ 沙佩尔。——编者注

恩格斯的母亲爱莉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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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救世主看来也属于这种幸运者之列。这对他就更好了。你

听到什么情况，请告诉我。

据德国各家报纸报道，科伦人１６３不会在最近，即１０月开庭的

陪审法庭上受审。

明天或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１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１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希望今天能替你写好一篇寄给美国的文章①，但是还

差三四页。因此，我决定不赶明天的邮班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

的话，星期三有柯林斯公司的一艘轮船开出，文章可以随那艘船寄

去，然后在星期五随就把第三篇寄去。这事我要去打听一下。我认

为，在目前这桩可以稳拿到钱的美国生意比蒲鲁东的书２５３更紧迫

些，因为我不知道那种东西是否能象这些给美国写的文章一样可

靠而迅速地拿到钱，因此我先写了这个。如有不同意见，来信告知。

我星期一发出的信你一定已经收到了。

盼望得到你的消息。

你的 弗·恩·

６５３ １１７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１日）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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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３日星期六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弟弟①在你那里的时候，你想必收到过我的信吧？我之所以

问你，是因为你既没有提到过这封信，也没有提到信的内容。信中

全是闲话，尽管也应该保存入档。但是我不愿意让它落到别人手

里。

你的几封信，包括寄来五英镑的那一封，我全都按时收到了。

金克尔现在正在周游北英格兰。他还没有到曼彻斯特去吗？

自从我在最近一封信里谈了那些情况以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即上星期五），赖辛巴赫伯爵②宣布退出流亡

者协会总会。布鲁土斯，你也在内？原来还没有最后退出该协会的

济格尔③等人，现在也退出了。而维利希则正对流亡者中间的“流

氓无产阶级”进行征讨。关于昨天晚上召开的会议，我还没有得到

消息。

意大利委员会２６８也分裂了。为数不小的少数派退出了该委员

７５３１１８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奥斯卡尔·赖辛巴赫。——编者注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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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马志尼在《人民之声报》①上伤心地谈到这件事。主要的原因似

乎有这么几点。首先是上帝，他们不要上帝。其次，更重要的是，他

们指责主子马志尼鼓动起义，就是说，过早地发动起义，从而是为

奥地利效劳。最后，他们坚决主张直接维护意大利农民的物质利

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就不能不触犯资产者和自由派

贵族的物质利益，而马志尼的伟大队伍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最后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如果马志尼，或者将要领导意大利宣传活动的

别的什么人，这一次不是大胆地立即使农民从对分制佃农变为自

由的土地所有者（意大利农民的状况是很悲惨的，对这种丑恶现象

我现在已经作了认真的研究），那末，一旦爆发革命，奥地利政府就

会采取加里西亚的办法２６９。它已经在《劳埃德氏杂志》扬言要“彻底

变革占有形式”并“消灭不安分的贵族”。如果马志尼到现在还不睁

开眼睛，那他就是一个糊涂虫。的确，这里涉及宣传活动的利益。如

果他冒犯了资产者，那他从哪里能得到一千万法郎呢？如果他向贵

族宣布，首先要剥夺贵族，那他怎么能继续得到贵族的支持呢？这

一切对这类阳学派的蛊惑家们来说都是困难。

在巴黎被捕的人中不幸也有无赖汉施拉姆。前天接到这个浪

子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现在我们面临着在我们中间再见到这

个放荡家伙的愉快前景。但是将有出其不意的事情等着他。这位

先生！如果你能在星期二早上以前把那篇给德纳的文章寄来，我

将十分感谢你。附上德朗克的来信一封２７０。顺便告诉你，给他写信

必须直接用他自己的通讯处。舒斯泰尔的通讯处根本靠不住。过

几天我把给他的一封短信寄给你，你再附上几句话，寄给这个矮

子。

８５３ １１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９日）

① 可能是笔误。看来指的是《流亡者之声》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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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９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就十分匆忙地勉强写完了给美国的那篇文章①，三个

星期以来，写作时断时续，最后仓卒地把结尾部分胡乱写出来了。

请你随便处理吧。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能随第一次邮班收到它。

在我弟弟②来这里的一段时间，我收到的唯一的一封信是你８

月３１日的来信，９月２日才寄到，信中你引了海因岑的几段话（引

自《快邮报》，关于美国佬变得高尚的问题）。

我懒于动笔的原因是：

（１）因营业问题曾到布莱得弗德去了一趟；

（２）我们的办事员到伦敦去了，要到星期一才回来；

（３）突然把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和他的助手都辞退了，因此我现

在忙得不可开交。

明天或者星期一，我就着手写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在下一班

轮船启航以前，文章就可以到你的手里，如果星期三开船，就是在

星期二以前，否则就是在星期五以前。明天再详谈吧，办事处要关

门了，我们没有煤气灯，所以这封信我几乎是摸黑写的。

你的 弗·恩·

９５３１１９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９日）

①

② 大概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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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在《辩论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真是妙极了！
２７１

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经历了种种倒霉的纷扰以后，我终于又有可能正常地进行

工作了。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今晚就写好①，马上给你寄去，然后

立即着手研究蒲鲁东的书２５３。

关于金克尔的周游，我没有听到什么更多的消息。意大利人中

间发生分裂是太好了。狡猾的幻想家马志尼终于碰到了物质利益

这个障碍，而且是在他自己国内，真是妙极了。意大利革命的成绩

就在于，它甚至把意大利最落后的那些阶级也都卷入了运动；而

且，现在同老马志尼派的流亡者相对立，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更加激

进的党派，逐渐地排挤着马志尼先生。据报纸报道的消息来看，甚

至在既不是立宪派也不是反动派的人们中间，“马志尼主义”也开

始名声不好了，这些人利用皮蒙特还剩下的一点点出版自由去攻

击马志尼，而政府并不懂得这种攻击的意义。总之，意大利革命在

思想贫乏和空话丰富方面远远超过德国革命。幸运的是，在这个没

有无产者，而有的几乎全是拉察罗尼②的国家里，至少总还有对分

制佃农。意大利的分裂派所提出的其他理由也是很好的，最后，至

０６３ 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①

②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译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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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分裂的唯一的一批流亡者现在也厮打起

来了，这是很妙的。

矮子①的报告，我觉得十分有趣。自吹自擂、决斗、要在汉堡得

到一笔钱、到皮蒙特去的打算，全是胡说、胡说加胡说！２７０这个人有

两件事是人们永远弄不清楚的，一是他在干什么，二是他靠什么生

活。现在把他的信还给你，你把你给他的回信寄给我，我将不付邮

资给他寄去，他本人的直接通讯处我已抄下来了——舒斯泰尔的

家被搜查以后，这个通讯处已完全无用了！

高尚的施拉姆将是首先落入巴黎警察当局的魔爪的人之一，

这已在意料之中了。他一定是在各个咖啡馆大肆喧嚣，因而被拘

留，但是因为他同维利希—沙佩尔的阴谋根本没有联系，所以你们

很快又可以在伦敦见到他。登在《科伦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摘

要，比登在那些法文报纸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这家报纸是转载

德文的原文，这个伟大的、万能的人物的强有力的用词在这里表达

得最明显。２７１例如，那里面说，“同盟”和第四“等级”（不能把它同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厂贴上“无产阶级”商标抛到市场上去的假货混

为一谈）在下一次革命中“应该使经济问题的历史发展达到最后的

结局”！！法国警察当局的拙劣的译文把这个无比珍贵的文件完全

糟蹋了。这个发疯的大兵的固执的旧念头，关于经过公社实现社会

革命的老掉了牙的蠢话，打算在去年１１月用莱茵后备军把世界翻

转过来的妙计——这一切都模模糊糊。但是最可恼的是，由于蹩脚

的译文，使人几乎无法欣赏：我们所灌输的那些思想，在那个混乱

的脑袋里是怎样逐渐地经过十二个月的独立加工以后最终变成了

１６３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① 德朗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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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的胡说。在译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依赖性，但是恰好是那

些被塞进去的独特的疯话，那些歪曲，全都表达得不清楚。这岂不

是使我们无法用作者起初使用的文字去欣赏一定是经过这个高尚

的骑士长期思考苦心写作出来的真正维利希的文件吗？这里只能

看到极度的思想贫乏，看到维利希先生和巴特尔米先生在昏暗的

夜晚坐在壁炉旁边冥思苦想出大量美好的革命建议来掩盖这种贫

乏的企图。财政措施也是无与伦比的：第一发行纸币，发多少都没

关系，第二实行没收，第三实行征用。其次是社会措施，也很简单：

第一好歹组织一下，第二大吃一番，吃得很多很多，直到第三，达到

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地步，而这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时我们就走到

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们，第四，又要从头开始，因为最彻底的白板无

论如何就在于把所有的食桌都吃得精光；于是，实现先知维利希的

话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要进入德国，就象进入我们要去殖民和开

发的荒地一样。”这个家伙除了想率领从“上帝的选民”中精选出来

的“五千人”去征服共产主义的迦南，从外面剿灭那里原来的居民

以外，永远没有别的想法。真是把摩西和约书亚二者合于一身，可

惜以色列的子孙早在埃及当俘虏期间就逃散了。

肮脏的澳洲黄金恐怕阻止不了商业危机。无论如何在目前正

由此造成一个新的、多半是虚假的市场，并且使羊毛价格上涨，因

为羊群仍然无人照管。大体说来，这件事是很好的。环行世界的航

运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

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要快。２７２在这种情况下英国

人将要破产，而被流放的杀人犯、强盗、强奸犯和扒手的合众国２７３

将向全世界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由公开的坏人聚居的

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他们将大大超过加利福尼亚。在加

２６３ 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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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尼亚现在仍然对坏人使用私刑，而澳大利亚将对体面人使用

私刑，于是卡莱尔将看到他的“骗子的贵族政治”显出了全部光辉。

由于最近企业破产，尤其是利物浦一片萧条，各报纷纷断言，

尽管出现这些情况，但国内的经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处于健全

的状况，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东印度肯定是商品充斥，几

个月来那里一直是赔本出售货物。现在曼彻斯特市内和郊区生产

的大量商品出路在哪里，我还不清楚；恐怕免不了要出现大规模

的、很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因为棉花价格在７月份刚刚降到最低

水平，纺纱业主们已开始囤积原料，当地的承销商行立即开始同

所有纺纱业主和织布业主们签订长期合同，尽管很久以来对这些

商行的定货都没有象它们向工厂主们定购的那样多了。在东印度

的商行中，旧的预付制度显然又盛行起来了，在一些商行中这一

点已经显露出来，而在另一些商行中这迟早会造成严重的破产。因

为这里的工厂主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从１８４７年以来，这里，

特别是曼彻斯特周围五至二十英里的地方，生产能力至少提高了

百分之三十（１８４２年郎卡郡的生产能力为三万马力，１８４５年为四

万马力；现在大概为五万五千至六万马力），如此兴旺的生产只要

持续到３月或４月，我们这里就会发生严重得一定使你感到高兴

的生产过剩。

利物浦棉花经纪人联合会公布了下面的材料，这样精确的材

料，你大概还没有看到。我先要指出，每年收获的棉花在第二年９

月１日以前全部运到码头，所以棉花生产的年度是以从９月１日

到次年９月１日计算的。因此就可以了解，例如这里所说的１８５１

年的收成，是１８５０年夏季生长，秋季收获并于１８５０年９月到

１８５１年９月这段期间运到码头去的棉花。因此，现在正在成熟的

３６３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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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由于干旱和台风，收成将要减少，大约可以达到二百五十万

包）要算做１８５２年的收成。

棉花收获量 美国本身的消费量

１８４６年 ２１１０５３７包 未公布 

１８４７年 １７７８６５１包 ４２７９６７包

１８４８年 ２３４７６３４包 ５３１７７２包

１８４９年 ２７２８５９６包 ５１８０３９包

１８５０年 ２０９６７０６包 ４８７７６９包

１８５１年 ２３５５２５７包 ４０４１０８包

  可见，美国人自己消费了大约其全部收获量的五分之一到四

分之一。关于除美国以外输入和输出的其他品种的棉花，我这里没

有材料。美国向英国的出口额约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

向法国的出口额约占八分之一。但是这两个国家又输出相当大的

数量，英国向法国、德国和俄国输出，法国向瑞士输出。

俄国人目前几乎再也得不到英国的一磅棉纱了，他们从这里

进口的棉制品很少，进口的籽棉却很多——每星期二千至三千包。

尽管棉纱的关税由每磅七便士降到五便士，每天还在出现新的纺

纱厂。看来尼古拉终于怕起这种工业来了，还想进一步降低关税。

但是，因为他的整个富裕的贵族和整个资产阶级都同这种事业有

了利害关系，所以，如果他坚持这样做的话，那末这件事就可能产

生严重的后果。

你的 弗·恩·

４６３ １２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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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巴黎文件２７１的事弄得十分愚蠢。德国报纸如科伦和奥格斯堡

的报纸①都硬说文件是我们搞的，这群没有任何批判嗅觉的狗这

样做是意料中的事。另一方面，可怜的维利希及其同伙又放出空

气，说什么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熟人在巴黎把这个肮脏东西泄露给

了警察当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康·施拉姆也被捕了。真是活该。下一次——等再得到一些

消息以后——我再写信和你谈这里的丑事。今天我送给你的东西，

是在下面摘录的公民泰霍夫登在《纽约国家报》上的一篇冗长的宣

言，题目叫做：《未来战争概论。８月７日于伦敦》。２７４（文章写得很

糟，充满了学理主义的味道，从我们的《评论》中引了种种旧的论

据；表面看来似乎阐述得很内行，但是内容肤浅，行文很不生动，没

有任何精辟的地方。）泰霍夫一开头慷慨激昂叙述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那些地方，我就不摘给你看了。他从这里首先做出了如下的实际结

论：

１．对付暴力，除了用暴力以外，没有其他对抗的办法。

５６３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① 《科伦日报》和《总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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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革命，只有当它成为普遍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在运

动的各大中心（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巴登）爆发，其次，当它并不

是某一个反对派的表现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例如：１８４８年的

六月起义。）

３．民族斗争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起分散的作用。

４．街垒战只是居民反抗的信号，并使政府的力量受到考验，即

考验军队对于这种反抗的情绪，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不管这

种考验的结果如何，组织作战，建立有纪律的军队，永远是革命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只有依靠这个才有可能发动进攻，而只

有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

５．国民制宪议会无法组织作战。这些议会把全部时间都花费

在内部政治问题上。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时机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

到来。

６．要组织作战，革命必须赢得空间和时间。因此它必须在政治

上采取攻势，也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地盘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

内，因为在军事上它起初总是局限于防御。

７．组织作战，无论在共和派营垒还是在保皇派营垒中都只能

以强制为基础。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同有纪律和指挥良好的士兵

作战时，能依靠政治热情，依靠想象的神奇的起义部队而取得一次

开阔地的战役的胜利。军事上的热情只有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以

后才会出现。为了取得这些胜利，最初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外，

没有更好的基础。民主原则比在国家的内部组织中更加充分地运

用于军队之中，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８．未来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歼灭战——不是歼灭各国人

民，就是歼灭各国君主。由此便要承认各国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６６３ 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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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即干涉。

９．未来革命的地域，在空间上仍是已失败的革命的地区，即法

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

由于这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未来的革命的问题同未来欧

洲战争的问题含义是一样的。战争的基本问题是，欧洲究竟成为哥

萨克的欧洲，还是成为共和派的欧洲。战争的场所还是原来的，即

上意大利和德国。

接着，泰霍夫先生就统计了：（１）反革命的兵力；（２）革命的兵

力。

一、反革命的兵力

１．俄国。假定它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增加到三十万人。这就

很多了。那末，它经过多少时间、有多少兵力能够到达莱茵河和意

大利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得经过两个月。由于生病和占据军用

公路，它的兵力至少要减去三分之一。只有二十万人，在运动爆发

以后经过两个月能够到达战场的决定性地点。

２．奥地利。它的军队编制为六十万人。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它

驻意大利的兵力就需要十五万人。现在和平时期拉德茨基也需要

这样多的人。在匈牙利现在在和平时期它需要驻九万人。在最近

这次战争中，二十万人显得不够用了。这支军队有三分之一是匈牙

利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会投向敌人方面。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起

义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不是同时爆发，奥地利由于受到各种街垒战

的阻碍，经过六个星期有五万人可能开到莱茵河。

３．普鲁士。包括不上前线的各预备营和第一类后备军，共计五

十万人。可用于作战的有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常备军，一半是后

７６３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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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军。动员时间需要二至三个星期。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全是贵族

的，军士是官僚主义的，而广大士兵是“完全民主的”。由于动员后

备军，革命有了成功的进一步的希望。普鲁士军队会由于革命而瓦

解，国王只有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下才能控制住革命，以便和俄国人

一起率领他的残余部队去打起义者。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和萨克

森对他说来已经失陷，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要塞线和至少三分之一

的军队都已丧失。三分之一的军队他要用来对付柏林、布勒斯

劳①、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的起义。最多还剩下十万人，开上战场

不会比俄国人早。

４．德意志联邦军队。巴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库尔黑森

和普法尔茨的各团属于革命方面。只有德意志联邦军队的残部，遵

循各邦君主的哀求，来加强反动派的军队。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５．意大利。意大利唯一的军事力量——撒丁军队属于革命方

面。

总计：

德国战区

１５００００ 俄军

１０００００ 普军

５００００ 奥军   计３０００００人

意大利战区

１５００００ 奥军

５００００ 俄军   计２０００００人

 共计５０００００人 

８６３ 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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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的兵力

１．法国。革命刚一开始就有五十万人待命。其中二十万人在

莱茵河畔，十万人在意大利（上意大利），保证意大利革命和德国革

命有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

２．普鲁士。五万人

３．奥地利。十万人

也就是把脱离敌方的军队的一半组织

起来。

４．一些德国小军队：十万人

于是，他作了如下的计算：

法国作战部队 ３０００００人………………………

德国革命军 １５００００人…………………………

意大利和匈牙利 ２０００００人……………………

 ６５００００人

可见，革命将率领六十五万人去反抗专制主义的五十万人。

最后，他写道：

“不管有什么样的民族的差别，不管有什么样的原则的差别经常分裂着

伟大的革命政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进行斗争的

时间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等等，等等。

对于这种计算，你有什么看法？泰霍夫是从正规军的瓦解和革

命的兵力有组织这个假定出发的。这是他的计算的基础。但是，你

对这种统计的评论一定比我高明。

但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政治倾向（这一点在原文中可以看得更

清楚），可以归结如下：在战争结束和俄国失败以前，绝不会爆发革

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党派斗争，没有任何国内战争，没有任何阶

级纷争。但是，为了组织这些军队去进行这场战争，需要暴力。这

９６３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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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暴力从谁那里来呢？来自卡芬雅克将军或者象他那样的在德国

和上意大利有自己的将军们的法国军事独裁者。这就是解决问题

的办法，它同维利希的思想相差无几。世界战争，根据这个革命的

普鲁士中尉的理论，就是军人对非军人的统治，至少是暂时的统

治。但是，在没有先前的和同时进行的内部斗争，没有该死的“内部

政治”的情况下，某一个将军——即使老拿破仑本人复生——用什

么办法能够不仅得到这种手段，而且也得到这种影响，对此预言家

只字不提。这里至少清楚地说出了这个未来的世界战争能手的“美

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恰好在那些非阶级的政治家和民主派身上找

到了相应的政治表现。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在这里写一句告诉你。

注意：你知道，有个叫施泰翰或施泰克翰的在汉诺威被捕，他

在同我们建立联系以前，还和沙佩尔等人的委员会通信。现在发

现，他写给该委员会秘书迪茨，并且已经由这个蟑螂收到的两封

信，目前都进了汉诺威警局督察员的办公处。乌尔麦尔本来受我们

委托，将在本星期五在“流放者协会”或“流亡者协会”的公开会议

上就这个问题向迪茨先生及其同伙提出质问。但是，我们后来撤销

了我们的指示。施泰翰逃了出来，也就是说，他大概正在来伦敦的

途中，或已经到达这里。谁能向我们担保，施泰翰一定会来找我们，

而不会去找我们的敌人呢？

这些施特劳宾人５０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新的证据是：保

尔·施土姆普弗先生在伦敦作短期逗留时既没有来看我，也没有

０７３ １２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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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鲁普斯①，唯独同这些恶棍们往来。

你关于商业的报道使我非常感兴趣。

至于谈到康·施拉姆，他曾从我这里得到过一封简单的证明

信，他把它放在自己的皮夹子里了。这封短信对他可能成为象乌利

亚的信２７５那样的东西。那时交给他这封信，为的是给他一种表面的

信任，给他一种保证，因为这个家伙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害。同

时已经写信告诉莱茵哈特，如果施拉姆带着那封普通的证明信去

找他，他要多加小心。最糟糕的是信中有我的签字。施拉姆因此可

能被关六个月。

再见。

１２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５日］②［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来信收到了。关于泰霍夫的渊博的学问明天再谈。金克

尔寄往新奥尔良的那封乞讨信十分动人，可惜我只拜读了该信的

法译文。施泰翰先生现在恐怕也已经在伦敦了，这个家伙自己不

来，你先不去管他，在叫某人去保护他以前，你先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样做是正确的。今天各报都报道了在巴黎有一批人被释出狱的

１７３１２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５日）

①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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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其中就有康拉德①先生。德国各报硬说维利希的荒唐的文

件２７１是我们搞的，这种愚蠢行为也使我非常生气。不过，很快就会

弄清楚，我们和这个可怜的肮脏玩意儿没有丝毫关系。上帝可以作

证，硬把别人写的、按文体和内容说来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文件强加

到我们头上，我们已经受够了。随信寄去给纽约写的第三篇文

章②，无论如何写得不象第二篇那样糟糕。第四篇很快就着手写。

你最好能不时地把美国报纸作为印刷品邮寄给我，有时我想

看看这些肮脏玩意儿的原形。为此我不久要再寄些邮票给你。

再见。

你的 弗·恩·

１２３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６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至于泰霍夫的战争史③，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极其肤浅的，而

且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错误的。撇开暴力只有用暴力才能对付这样

一个深刻的真理，撇开革命只有成为普遍的革命的时候（按字面理

解，就是当革命不遇到任何反抗的时候，而按意义理解，就是当革

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这样一种荒谬的发

２７３ １２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６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３６５—３７０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编者注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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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撇开由某一个至今尚未被发现的（连卡芬雅克和维利希也不算

数的）军事独裁者来压制注定要发生的“内部政治”即真正的革命

这样一种善良的意图，撇开这些先生们对革命的看法的这种意味

深长的政治表达方式，从军事观点看来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唯一能够保证胜利的铁的纪律，恰好就是“内部政治延期”和

军事独裁二者的反面。这样的纪律从哪里来呢？这些先生的确应

当从巴登和普法尔茨取得一些教训了。２７６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

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

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法国花了从１７８９到１７９２年这几年时间

才重新组织起一支约有六至八万人的军队——杜木里埃的军队，

但这支军队又垮掉了，而在１７９３年年底以前法国可以说没有什么

有组织的军队。匈牙利花了从１８４８年３月到１８４９年年中这一年

多时间才有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而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是

谁在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并不是那些只是在革命的几次胜利以

后才在临时组成的军队中具有影响和赢得权威的将军们，而是民

政当局在内部政治方面所采取的恐怖手段。

联军的兵力：

１．俄国。假定它有三十万可以作战的部队，其中二十万已经在

战场上处于战斗状态，这种假定是夸大了。不过，这尤可说。但是，

经过两个月他们是既不能到达莱茵河（无论如何前卫部队不可能

到达科伦附近的下莱茵），也不能到达上意大利。为了有可能同时

采取行动，并且同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一道很好地部署军队，需要

三个月的时间——俄国军队行军每天超不过二至二点五德里，每

隔两天还要休息一天。等俄国军队开到匈牙利战场，就已经过去几

乎两个月了。

３７３１２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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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普鲁士。动员至少需要四至六个星期。指望士兵们倒戈、起

义等等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普鲁士可能有十五万

人，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大概连五万人也到不了。关于三分之一和四

分之一的算法，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都是靠偶然性。

３．奥地利。同样很成问题，很没有把握。象泰霍夫那样的任何

对或然性的估计在这里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奥地

利也许可能象泰霍夫所讲的那样，拿出二十万军队来对抗法国，而

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甚至连一个人也派不出来，也许至多只能用

十万人在的里雅斯特附近抵挡一下法国人。

４．联邦军队——巴伐利亚军队有三分之二肯定要反对革命，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人。用三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可以

组成一个三至五万人的军团，而且他们在一开始时与革命的士兵

相比将是相当精良的。

５．丹麦立即可以派四至五万精锐部队到战场上去，瑞典人和

挪威人象在１８１３年一样，也必然会参加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泰霍

夫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和荷兰。

革命的兵力：

１．法国。有四十三万军队处于战斗状态。其中有十万人驻扎

在阿尔及利亚。有九万人，即余数的四分之一，并不处于战斗状态。

还剩下二十四万人，尽管现在铁路已有很大改进，经过四至六个星

期至多只能把十万人运到比利时和德国边境，把八万人运到萨瓦

和皮蒙特边境。象１８４８年的比利时一样，撒丁这一次企图成为海

洋中的山岩；皮蒙特军队本来就有大量撒丁的笃信宗教的农民子

弟——至少就其目前的情况来看，军官都是贵族，这样一来，它是

否会象泰霍夫所想象的那样，将继续忠于革命，这还是很大的问

４７３ １２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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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维克多 艾曼努尔把列奥波特当做自己的榜样，这是危险的。

２．普鲁士——？３．奥地利——？这是指正规的、有组织的士兵

而言。至于义勇队，人数会是很多的，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用。如果

在最初几个月中就能从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中弄到五至六万有

战斗力的士兵，那就算很多了。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从哪里能弄

到军官呢？

根据上述一切情况，更大的可能易，如果明年爆发革命，那末

这场革命——由于没有那种曾经使拿破仑有可能迅速组成一支庞

大军队的条件，即在任何一次革命（甚至在法国）中都必然缺乏的

优秀干部——最初必然不是处于守势，就是只限于从巴黎发出一

些空洞的声明并进行一些很不令人满意的、应受谴责的、有害的、

规模更大的里斯康土远征２７７。除非莱茵省的各要塞在第一次强攻

中就被攻克，并且皮蒙特军队都按照公民泰霍夫的号召行事；或者

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瓦解，有可能立即占领柏林和维也纳

这两个中心，从而迫使俄国转入守势；或者将要发生一些事先无法

预料的事件。否则，象泰霍夫那样根据这些去进行推断并对或然性

作出估计，正如我根据自身经历所早已证实的那样，是徒劳的和武

断的事情。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取决于莱

茵省。

５７３１２３．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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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想必已经从《科伦日报》上看到我为驳斥奥格斯堡《总汇报》

的诽谤而写的一篇声明。２７８那种胡说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清楚地

知道，那些蠢材近来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连续不断地进行攻击，目

的是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或者是公开谴责这种密谋，这样也

就是谴责我们党内的朋友，或者是公开承认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

犯了“法律上的”叛逆罪。然而这些先生太愚蠢了，他们不能使我们

上当。

魏德迈９月２９日由哈佛尔乘船到了纽约。他在那里遇见了也

是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的赖希。赖希曾经和施拉姆一同被捕，他说

警察在施拉姆那里搜出了一个记录的抄本，其中记载着引起他和

维利希决斗的那场争论，也就是他痛斥维利希并退出会议的那天

晚上会议的记录。２７９这个文件是他亲笔写的，但没有署名。这样一

来，警察发现他是施拉姆，而不是他住在巴黎时所用的护照上写的

那个“班贝尔格尔”。另一方面，这个记录使警察局长魏斯先生及其

同僚更加茫然，因为我们的名字也被牵涉到这个臭事里面。既然施

拉姆干了这种蠢事，那么这个“正直的人”将自食其果，至少是件乐

事。

６７３ １２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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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尔利用从美国寄来的一百六十英镑作为他本人和他的教

主叔尔茨一起到美国募款的费用①。正在美国金融市场萧条的时

候，他此行是否合乎时宜，很值得怀疑。他选择这个时机，是要赶在

科苏特之前，他幻想有那么一天在未来的国土上当众拥抱科苏特

并看到一切报刊上刊登着：科苏特和金克尔！

海因岑先生靠他关于奴隶解放的呼号，在纽约组成了一个新

的股份公司并将他的报纸名称稍加修改继续出版。

施泰翰（哪一个施特劳宾人５０都不可信赖！）几个星期以来一

直在这里当维利希—沙佩尔的侍从。当他写给蟑螂迪茨的信落入

汉诺威警察当局手里的事实被发觉时，他就在《北德报》上发表了

一篇通讯，说是迪茨先生的书桌被撬开（多么荒唐！），信被偷走。据

说，目前查明，密探就是很久以来就在警方供职的汉堡的豪普特。

我幸好在几个星期以前就阻止公开干预迪茨—施泰翰事件。关于

豪普特，我没有再听到什么消息，徒劳无功地想尽办法转交给他一

封信，因为他应该把事情说清楚。我已经通过维尔特试探过一次，

但是豪普特家的人借口他不在而拒绝接待。你对豪普特怎么看？我

相信，他不是密探，而且从来没有当过密探。

埃德加尔·鲍威尔似乎也在这里。我还没有见着他。一星期

以前，布林德偕夫人（科亨女士）来这里参观博览会１８６，星期天又离

开了。上个星期一以后我没有再看到他，这完全是由于一件无聊的

意外事情，这件事情会使你了解到，这个可怜人怕老婆到了何等地

步。今天收到了本市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辞行。他夫妇是上个

星期一到我家来的。来的还有弗莱里格拉特、红色沃尔弗②（附带

７７３１２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①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８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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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下，他悄悄地回到了这里，还在不久前和一个英国的女学究结

了婚）、李卜克内西和不幸的皮佩尔。布林德夫人是一位活泼的犹

太女人，我们有说有笑地闲谈着，后来，“一切谎言之父”①使我们

把话题转到宗教问题上来了。她用无神论和费尔巴哈等来吹嘘自

己。于是我攻击了费尔巴哈，当然是非常礼貌而友好的。开始时我

觉得，讨论问题使这个犹太女人很喜欢，这当然是我参加议论这样

一个使我厌烦的题目的唯一理由。但这时我的爱夸夸其谈的应声

虫皮佩尔先生以预言家的姿态插话，而讲得实在太不得体。我突然

看到这位夫人眼泪汪汪。布林德向我投来忧郁而带有责备的目光，

她起身告辞了——“从此看不到她的踪影”②，布林德也一样。这种

不寻常的事在我长期的实际生活当中还没有遇见过。

皮佩尔已经和路特希尔德一家一起动身去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他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在我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总是

要用一种极其愚蠢的教训人的腔调插进来。

昨天学，今天教，

这些先生的消化力真不小。③

可尊敬的哥林盖尔为一笔旧债给我寄来一张本月２２日出庭

的法院传票。同时，这位大人物已经到南安普顿去迎接科苏特了。

看来，这笔隆重接待的费用落到了我身上。

我收到巴黎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艾韦贝克的，另一封是萨宗

诺夫的。艾韦贝克先生将出版一本不朽的著作《德国和德国人》。包

括的时期是从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他在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开

８７３ １２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席勒《天之骄子》。——编者注

歌德《渔夫》。——编者注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２３首歌（诗中的这几个字是用来刻画恶魔的）。——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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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到公元１８５０年。他要求我供给他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

尔·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三个人的传记性的历史文献材料。

这个臭东西已经开印了。怎么办？我担心，如果我们根本不理这个

家伙，他会写一些关于我们的最荒谬的东西抛到世界上去的。来信

告诉我，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萨宗诺夫信上注明“巴黎”两字，无论如何是最使人感兴趣的。

萨宗诺夫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是怎样跑到巴黎去的？我要请他说明

这个秘密。他这一方面对德朗克意见很大，说他游手好闲，让一些

资产者迷惑住了。他已经译完《宣言》①的一半。另一半的翻译是由

德朗克负责的。由于德朗克的一贯懈怠和懒惰，这一工作没有完

成。这说得确实象是我们的德朗克。

虽然康培先生拒绝我关于出版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的提议，

科塔先生以及后来的勒文塔尔先生（由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介绍

的）拒绝我关于出版经济学的提议，但是看来对于后者终于有了一

线希望。在一星期之内我就会知道，这是否能实现。这是一个德骚

的出版商，也是艾布纳尔介绍商谈的。艾布纳尔是弗莱里格拉特的

朋友。

我还没有接到《论坛报》的信，也没有见着报，但我深信事情正

在进展。２８０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见分晓。

最后，你必须把对蒲鲁东②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

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近来我继续上

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个臭

东西有个概念。

９７３１２４．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①

②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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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危机的情况怎样？《经济学家》刊登了通常在危机之前出

现的那种宽慰、郑重的保证和号召。当他们喃喃地劝别人不要恐慌

的时候，自己却感到恐慌。你如果弄到约翰斯顿的《北美札记》１８５１

年版的两卷集，就会从中找到各色各样有趣的记载。这个约翰斯顿

就是英国的李比希。“约翰斯顿”的自然地图集（不要同上述的约翰

斯顿混同起来），也许在曼彻斯特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书里包括

了这一方面的全部最新的和比较旧的探索。定价十个基尼。显然

不是供个人购买的。关于亲爱的哈尼，没有什么消息。他大概还是

住在苏格兰。

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

战胜了他们。１．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２．武器。有

左轮手枪。３．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４．第一次广泛采

用银版照像术。５．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

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

制成的一套餐具。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１２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两镑的邮局汇票，手续和以前一样。哥林盖尔的事很糟

０８３ １２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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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你必须还钱；郡法庭的先生们办案很快，而且掌握着凭据。如

果我是你，就尽快筹款还债和付法院传票的费用，并把这些钱寄给

那个家伙，这是无可奈何的，不然到法院去挨罚，花钱更多，而且很

不愉快。需要多少钱，你能筹多少钱？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我，不管

我现在多窘迫，也要尽我所能，不致让法院执行官找上你的门来。

施拉姆的事令人不很痛快①。如果我们同这种龌龊的事情毫

无关系，那就好了。有关鲍威尔②和普芬德经管款项问题的动人的

争吵１５９的记录，现在落在这些先生们的手中，绝不是一件好事。施

拉姆随身携带这种东西，真该狠打屁股。他将因此受到短期监禁，

并且将由于用假护照而被判六个月徒刑，这怎么说都是自作自受。

至于豪普特，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以前，我是不会把他当成密

探的。这家伙可能在监狱里干了蠢事，而且，据说是由于他告密

而被捕的丹尼尔斯事件，也使人对他产生怀疑。可是磨坊街１６０庸人

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议论他，是同迪茨的书桌被撬开的消息发生在

同一个时候，所以这种议论就更加荒唐了。豪普特居然有本领从

汉堡撬开蟑螂的书桌。这个高贵的迪茨为什么不向英国警察局控

告呢？总之，如果能使豪普特说明真相，那自然很好。如果你把

一封给他的信寄给维尔特转交，那么我想，有两个星期维尔特就

可以找到机会把信当面交给他，甚至可以到营业所去找他。商人

总是找得着的。

布林德和他夫人的事情的确闻所未闻。由于皮佩尔先生对费

尔巴哈不表好感就眼泪汪汪地离去，确实太不象话了。

１８３１２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７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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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红色沃尔弗①“结了婚”，是不是在英国正派资产阶级含

义上用这个词的？我几乎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你着重强调了这

个词。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沃尔弗先生是一位好丈夫，甚至

可能是一位好家长！

我认为你最好还是给艾韦贝克稍微写点东西应付一下，让他

心里过得去些。犯不上让这个家伙把对我们的胡说八道在法国到

处散布。这个人为了追求当大人物，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

精神令人不能理解，因为它甚至超过了他的贪欲；要知道，出版这

本新的“不朽的杰作”②无疑是要他掏腰包的，估计只能卖出五十

本。

你如果还听到关于萨宗诺夫的消息，就告诉我。这种意外事件

是有意思的，而萨宗诺夫先生也十分可疑。

我正在从蒲鲁东的书中摘录一些必要的东西③。等到本周末，

你就能收回这本书以及我的简评。这个家伙的计算又是很高明的，

凡有数字的地方必有错误。

这里的危机到底怎样发展，还很难说。上个星期，因为女王的

缘故２８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星期事情也不多。但是市场上原

料价格暂时稳定而工业品价格看跌。在几个星期内工业品和原料

的价格都将大跌，而就目前估计，工业品价格要比原料价格跌得更

多，所以纺纱厂、织布厂、印花布厂都赚不了多少钱。这已经很成问

题了。但是美国市场有不再进货的危险。德国来的消息也很不妙。

２８３ １２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弗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

析》２５９。——编者注

海·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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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萎缩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末我们在几星期以内就可以看

到末日的开始。美国的萧条和破产（负债总额为一千六百万美元）

是真正已经开始，或者只不过是暴风雨的信号，还很难说。至少在

这里已经出现暴风雨的十分明显的征候。制铁业完全陷于瘫痪，纽

波特的两家专门给制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倒掉了；除了在伦敦和

利物浦新近的企业倒闭之外，格拉斯哥的一个油脂投机商现在破

了产，奥康瑙尔和哈尼的朋友、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托马斯·奥尔索

普先生也破了产。我今天没有看到关于毛纺织业、丝纺织业和金属

加工业的报道，这些部门的情况显然也不很妙。无论如何，目前存

在着种种征兆，这是再也无可怀疑的了；已经可以预见到，甚至可

以有把握地说，大陆上明年春季的动荡将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同时

到来。甚至澳大利亚看来也帮不了什么忙，开采金矿从加利福尼亚

开发以来，已经不是新行业了，世界对它已经吃腻了；它开始变成

一种普通的行业，而周围的市场本身商品充斥，以致如不大大地减

少它们本身的剩余商品，就会加重十五万人口的新南威尔士市场

的商品过剩。

路易 拿破仑先生终于决定将福适先生免职了。他这次一定会

利用自己的特权，重演去年的尚加尔涅事件，这是意料之中的，但

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就，还要等着瞧。用猎人的话来说，他终于被

保皇党追赶得转过身来要用角抵人了。他是否很快就再夹起尾巴，

我们会看到的。无论如何，这个倒霉的冒险家已经如此衰落，以致

他想怎样干就会怎样干；他是完蛋了；但是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变得

有趣起来。对福适—卡尔利埃的出了名的镇压、日益扩大的戒严、

宪兵的专横等等，有过早中止之虞，这在某种方面来说是令人遗憾

的，如果胆小的拿破仑真有勇气对选举法实行猛烈的进攻，他就可

３８３１２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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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废除选举法；这样又会给６月１３日的蠢驴
２８２
、合法进步的拥护

者提供法律基础，这同样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知道在这些法

国人那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对于这种臭事有什么看法？

你那里是能看到更多报纸的。

你的 弗·恩·

琼斯给我寄来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再有六百个订户，否则就要

垮台２８３，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１２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９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几天我收到德朗克的来信，告诉我他将（显然是由于被驱

逐）于本月２３日或２４日到达伦敦。在这里他的生活问题将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尖锐。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我最近是这样同科伦通信的：来信由

铁路列车员施米特负责送往列日；而我则把信加上一个信封由第

三者带往列日转交给他。这个施米特被捕了，随后就放了出来，但

是侦讯仍在进行。看来在这件事上我们碰上了一件直接的叛卖的

勾当。此外，按照约定，皮佩尔早就应该从科伦和法兰克福给我消

息了，路特希尔德一家在科伦呆了一天。可是我还是从艾布纳尔

４８３ １２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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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兰克福）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里得知，皮佩尔虽然在法兰克

福呆了一星期，但是还没有到艾布纳尔那里去过，没有把我的信转

交给他。为我们办事的人总是极端漫不经心，常常把事情看得无足

轻重，我们真倒霉。为别的人服务无疑做得好些。

金克尔在纽约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没有推销为未来的德意

志共和国而发行的“有息债券”２８４，因为在他看来，他遭到了粗汉海

因岑的暗中破坏，总之他只能在大家无疑问地把他当作救世主的

地方出头露面。在费拉得尔菲亚，恰好相反，正如他给流亡者俱乐

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推销了四千美元的债券。在宾夕法尼亚，

他大概将遇到大批德国天主教徒的“光明之友”２８５成员。金克尔除

了继承了约翰奈斯·隆格的遗产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后者是

约翰。而他则是基督。

今天晚上我要和哥林盖尔见面。整个这件事情是维利希那一

伙直接谋划的。看来哥林盖尔在这些无赖的纠缠下把我欠他的钱

送给他们了。我将给他开一张一个月的期票。我相信他会同意的。

如果不同意，就让他到法院起诉好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很有可能

同一个德骚人订好合同，他当然要预支一定数目的钱给我①。

维尔特又到了布莱得弗德。你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是不是能亲

自把信交给豪普特，这件事很重要。我看这全部诽谤有两个来源，

一方面是施泰翰—迪茨，另一方面是恶棍的保护人维利希，是他在

这里谢特奈尔酒馆的顾客当中首先使他们怀疑豪普特是密探。维

利希还和前普鲁士的军士倍尔托特保持经常联系。豪普特曾经给

这个畜生在汉堡的一个商人那里找到职务，而倍尔托特偷了这个

５８３１２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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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东西并受到警察的追究。豪普特作证时自然说他是小偷，而

这个家伙也许同他的朋友维利希分了赃。所以维利希大喊大叫什

么“一个可怜的逃亡的爱国者”被出卖了。如果这件事公布于世，这

个“高贵的”维利希会大吃一惊。重要的是，不仅要让豪普特解释对

他的明的和暗的怀疑；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必须发表公开声

明，说明这整个事情是由于维利希的诽谤，同时还要指出维利希同

小偷倍尔托特有联系，也许还是同谋。豪普特还不知道维利希的无

耻行径，还不知道对他的怀疑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维尔特同

意，你可以根据这个意思写封信，由他转交豪普特。事情要快点办。

豪普特在他的说明当中应当提到迪茨和他的书桌被撬开一事的可

疑性质。

至于艾韦贝克，你必须把你的至少是１８４５年以前的经历，简

要地写信告诉我①。

路易·波拿巴先生的突然转变——无论它的结局怎样——是

日拉丹的妙计促成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曾在伦敦和赖德律 洛兰

有来往，他的报纸②有一个时期办得真是愚蠢到只有赖德律 洛兰

和马志尼的同伙才能达到的地步。突然，他采取普选权的步骤，他

通过写文章，通过维隆博士和个人的会晤，促使波拿巴也这样干。

保皇党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向来很有外交风度的《辩论日报》变

得暴跳如雷，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福适、卡尔利埃、尚加尔

涅，甚至高贵的贝利耶和布洛利（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和波拿巴相勾

结）全是一伙。无论如何，“革命”，在爆发的意义上讲，现在被用这

种狡猾的手段消灭了。有了普选权，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

６８３ １２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①

② 《新闻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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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拉丹先生是不喜欢伪装革命的。他一视同仁地既欺骗了保

皇党，也欺骗了职业革命家，是否他也在有意地欺骗路易·波拿

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来恢复了普选权，谁能保证波拿巴

有权修改宪法呢？即使可以修改，谁又能保证按他的心意修改呢？

况且估计到法国农民的天生的愚蠢，根据普选权当选的这个人，即

使由于人们感谢他恢复普选权，甚至他逐渐任命自由派的部长，并

通过巧妙的抨击文把一切责任推到据说是拘禁了他三年的保皇派

阴谋家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人是否能再度当选，还是一个问题。

这就要看他的手腕了。波拿巴现在至少知道，他对秩序党是毫无指

望的。

在这场阴谋中的一个喜剧性的插曲，就是《国民报》和《世纪

报》的伤感的表现，谁都知道，这两家报纸曾在长时期中起劲鼓吹

普选权。现在，当法国正面临着再度领受普选权幸福的危险时刻，

它们却无法再掩藏自己的愤懑。正象保皇派希望靠有限选举权选

出尚加尔涅一样，它们也希望用同样的选举权选出卡芬雅克。日拉

丹直截了当地对它们说，他知道，它们对修改宪法——这给波拿巴

带来再度当选希望——采取的共和主义的厌恶态度，只是用来掩

盖他们对普选权的仇恨，因为普选权不能给卡芬雅克和他的全体

党羽带来胜利。可怜的《国民报》已经用丧失普选权来自慰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打击将使１８５２年５月的暴动①化为泡

影。如果当政的集团中的某一个企图发动政变，那末暴动至少会早

一些爆发。

你的 卡·马·

７８３１２６．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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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上星期一给你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你写信是非常准时的，因

此你不回信使我不安。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皮佩尔那里得到消息。如果没有发生什

么意外，那末他的轻率是不可原谅的。德朗克还没有来。科伦没有

什么消息。

附上费舍作为真正的民主派庸人写的一封信。暂时只好听他

自便，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办法。但愿他不要对金克尔干出什么蠢事

来。他的信似乎有此苗头。

据我们现在了解，金克尔采取的是如下做法。从这一百六十英

镑中出钱作经费派叔尔茨带着一项秘密的使命前往比利时、法国

和瑞士。叔尔茨在那里必须使所有的大人物，一直到帝国议会①的

议员（包括已故的拉沃），能够授予金克尔以全权，同时要求他们对

以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名义发行的公债作担保。“大批人”从此

就联合起来了，所以爱·梅因能够在《纽约国家报》公布一个大秘

密：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这

个人甚至在他的极盛时期也没有写过象他现在写的这样愚蠢的东

８８３ １２７．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指的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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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这些家伙在精神上彻底破产了。再见。

你的 卡·马·

哥林盖尔的事情我已经暂时应付过去了。很遗憾，这头蠢驴要

在１１月１日前往西班牙，而且已经卖掉了这里的家当。但这样一

来，我就不必再怕他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了。

１２８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马上答复你本月１９日的来信，是因为我在这里等维尔

特等了好几天，打算同他商定豪普特的事情；同时还因为我打算把

关于蒲鲁东的胡诌①搞完。这个在今天和明天晚上就能搞完，维尔

特星期六和星期日曾经在这里，他还要在布莱得弗德逗留一个时

期，因此他不能带什么信，并且表示即使比较方便也不带信，因为

德国的情况现在是这样美妙，只要稍有一点口实就立即逮捕，他不

愿以任何方式被牵涉到同盟②事件中去。这其实也怪不了他。不过

他还是愿意负责为我把信交给豪普特，只是希望自己和这整个事

情完全无关。此外他还告诉我，他最近有好几次遇见过豪普特并且

９８３１２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左右）

①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弗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

析》２５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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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上去同他说话，但是这个人每次都是非常狼狈地突然躲开并溜

走了。据他说，豪普特可能在监狱里听从了他的家属以及其他人的

某些劝诱，供出了一些东西，因而现在觉得心情很沉重。不过维尔

特也认为，维利希—施泰翰的任何其他说法是纯粹的诽谤，因为豪

普特没有任何理由出卖自己。

我现在要写信给豪普特，不署名，因为他认识我的笔迹，并让

维尔特设法把信送到。我将要求他公开把事情讲清楚，并向他指出

倍尔托特的事件是这一切谣言的可能的根源。但是我不准备多说

维利希可能同倍尔托特分过赃的话，因为第一，豪普特有戒心，不

会在这样的暗示性的东西上署名，第二，这件事太不可靠，因为倍

尔托特先生不是一个会同泛泛之交的朋友尤其是同他实际上痛恨

的维利希分赃的人，第三，过一个星期，别人就会在各家报纸上把

这件事作为马克思先生散布的新的诽谤宣扬出去，他们会在庸人

们对被侮辱的老实人维利希的同情中捞到好处。这家伙已经是十

足的无赖，所以用不着把他说得更卑鄙，或者给他散布一些他能够

批驳掉的传闻。

费舍的信的确是我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的最愚蠢的东西。但我

已经意料到会有这类东西，并且也认为，他金钱上的许诺也不会有

什么结果。我们不能要求民主派的蠢驴们能给我们寄钱，因为他们

自己的人正亲自向他们求乞；他们能够同意的，充其量只能象费舍

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同这一伙无赖呆在一个教皇选举

会里，并且还是处于少数地位，那他们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发言权。要帝国保证①（德意志帝国保证共和

０９３ １２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左右）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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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马志尼式的借债计划可真不坏，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典型的

乞丐的一致活动是设立这种公债所必需的。这种发明实现以后，我

们的党除完全退出民主派的金融市场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无耻行

径把我们完全打垮了。我们通常从民主派那里得到的用于政治目

的的钱，到我们手里本来就很勉强，自从这些大人物作为联合股份

公司出现在市场上以后，这种幻想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们的所有请

求只会遭到拒绝和侮辱，也许只有魏德迈在纽约能办好点事情，那

也只能是在工人当中。

维尔特这几天要写信给你。他还拿不定主意干什么好。一些

很好的事要他做，但这些对他都不合适。

科苏特先生活象使徒保罗一样：一切为了大家。他在马赛高

喊：“共和国万岁”。而在南安普顿高喊：“天佑女王”。这家伙在

用多么出色的超立宪主义的中庸之道来炫耀自己啊！但是，他拒

绝参加佩蒂先生和哈尼集团的宴会，这正合他们的意。甚至对待

马志尼先生也会非常冷淡，至少当着公众的面是如此。这又是一

个我们没有看错的人。如果明年不发生什么动荡，那么科苏特先

生用不了多久也会堕落到象马志尼那样的卑鄙的哗众取宠的地

步。

我明天或后天把蒲鲁东的东西寄给你。我尽可能地把《评论》

寄给费舍，但我只有几份最后一期的。你能给我弄到第一至四期的

吗？

你的 弗·恩·

１９３１２８．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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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几行字，这你是

可以理解的。

你记得，皮佩尔在上一封信中说，我的反蒲鲁东的书①不久就

可以订合同。而从这次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稿件连

提都不提了。这正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半年来使我领教过的那种办

法。另一方面，艾布纳尔写信告诉我，勒文塔尔打算出版一卷试一

试，但是他没有提到我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这样就会把我

的整个计划推翻。艾布纳尔还说，勒文塔尔只能出“很少”的价钱。

如果他出版我想首先出版的东西，我就同意。但是，如果他要迫使

我毁掉整个计划，那他一定要象我直接根据他的约稿而写作那样

付给我稿酬。不过我还是暂时让艾布纳尔随意处理。他告诉我，得

不到我的同意，他就不订合同。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在科伦的人终于要到陪审法庭受审了，这是个好消息２８６；

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许列尔昨天有把握地告诉我，要到１２月陪审

法庭的特别法庭开庭时才进行审讯。

２９３ １２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指的是打算要出版的德译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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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不要忘记立刻把纽约《快邮报》给我寄回来。班贝

尔格尔正在催促，而这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以后各期的唯一办法，以

后各期必定载有各种有趣的东西。

我知道，你自己现在也很拮据，我突然到曼彻斯特并对你进行

掠夺２８７，就更加重了你的困难，至少这个月是这样。但是我仍不得

不请求你，是否最少还能弄到两英镑。我在离开伦敦时借了两英镑

并写了１２月以前归还的字据。无论如何，我请你马上写信告诉我

能不能办到。

埃卡留斯的兄弟①到这里来了。他和所有其余在汉堡被捕的

施特劳宾人５０一起被释放，还领到了释放证。豪普特本来并没有打

算叛变，可以从下面事实看出来：毕尔格尔斯给他的信落到他父亲

的手里，他父亲追问他这件事，并且要把信交给警察局。他阻止这

样做，把信撕了，事后他又把信的碎片拿到埃卡留斯等人那里去，

当着他们的面把碎片拼起来，读完以后就烧了。这件事实很重要。

家庭的压力毁了这个不幸的家伙。

几天以前，我在图书馆看到蒲鲁东先生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

夏的作文练习２８８。就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来说，这东西超过了这

个人以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法国人以为他们平均支

付五至六厘的利息。事实上他们支付十六分的利息。这是怎么一

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抵押债务、期票债务和国债等等的利息达

十六亿。但法国只有十亿黄金和白银的资本。这就是要证明的。再

举一个例子：当法兰西银行建立时，它有九千万资本。当时法律允

许它收五厘的利息。现在它经营的资本（包括存款等等在内）是四

３９３１２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① 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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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五千万至四亿六千万，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它的，而是属于公众

的。所以，这个银行不必收五厘，而收一厘的利息（９０∶４５０＝１∶

５），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利润。因为法兰西银行（即股东）在必要情况

下（２）可以满足于一厘的利息，所以对法国来说利率可以降低到一

厘。而一厘几乎是无息信贷了。

在这里你必须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

夏面前炫耀自己的。

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①。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

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

商号造成任何不便。

科苏特２０日已经走了，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同

洛拉·孟戴斯和骑士哥林盖尔结伴走的。

施拉姆极其执拗地硬要再接近我。他是办不到的。卡·施纳

佩尔②的“卑鄙勾当”
２８９
情况如何？

你的 卡·马·

４９３ １２９．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①

② 文字游戏：施纳佩尔（Ｓｃｈｎａｐｐｅｒ）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

沙佩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弗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

析》２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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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０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前天写的短信想必你已经收到。如果维尔特不能马上弄到

钱的话，我一定设法在后天，至迟星期一，把这件事情办妥。你在必

要时无论如何可以拖到星期二。

皮佩尔大师的信附还。看来海涅很合他的胃口，使他有可能写

满应酬性的四张纸。２９０我希望你为反蒲鲁东的书①写一封信给他，

促使他加紧活动，因为当他再来这里以后，最初一段时间你对稿件

的事情将一无所知。皮佩尔和艾布纳尔关于勒文塔尔的说法彼此

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后者的说法至少是比较合情理的。至于皮佩尔

谈到的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勒文塔尔真是这

个意思，那末最好让艾布纳尔给他出点难题，说不必推翻你的整个

计划，因为你已经开始研究批判了，等等。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

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必须写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

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使你多得一些收入，因为稿酬算到头

也没有伦敦那样高。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

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

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

５９３１３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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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只

是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人们我们不是要

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

示，反蒲鲁东①和《宣言》②，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

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

就不会再感兴趣；正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２９１中所说的那样，他

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

你最好做得客气一点，但一有可以接受的条件，无论如何要和

勒文塔尔签订合同：要趁热打铁。同时你最好采取同西维拉相反的

办法。他从一印张上扣掉你的每一个金路易，你应当让他得到更多

的印张，使你的收入总数不变，而且加上去的印张，你可以用引证

等来填满，这在你并不费事。二十印张，每印张三英镑，或三十印

张，每印张二英镑，反正都是六十英镑。用配第、斯图亚特、卡耳佩

珀以及其他人的话去填满十印张，既不用花钱，又不费时间，而实

际上是轻而易举的，同时你的书将更“富有教育意义”……

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登台，最好是

丝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德国的平庸的卑鄙的著作家们都很清

楚地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年之内有两三次把臭东西拿出来给

公众看，他们就完蛋了。他们的坚韧精神拯救了他们；他们的书销

路很差，或者只有一般的销路，但是出版商们却以为，他们总还是

些大人物，因为每份出版商图书目录上他们总要出现几次。况且一

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不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出版商们后来

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只要出版了你一两本富有教育意义的、

６９３ １３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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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如果出版商们想付很低的稿酬，你就可以不理睬他们。

再补充一点，那个《历史》你只能在伦敦写，而《社会主义者》和

《批判》可以在任何地方写。如果在法国庸人们胡搞出什么事情并

把我们再次引上世界舞台之前，你能利用这个机会，那就好了。

纽约《快邮报》你明天将收到。

我已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牢牢地抓住勒文塔尔。如果

在他那里落了空，那末，正如皮佩尔来信所说的那样，艾布纳尔这

条出路也就不通了。此外，以后从勒文塔尔那里，总可以比从别人

那里得到更大的结果，因为有个艾布纳尔在法兰克福正紧钉着勒

文塔尔。如果他从每天都可以催促的勒文塔尔那里得不到什么结

果，那么同那些不在法兰克福的人接洽就更成问题了。你应该写信

告诉艾布纳尔，你给他更大的代表权，让他可以马上签订合同；事

情拖延得越久，勒文塔尔越会动摇，并且这里面还夹杂着对１８５２

年的政治上的担心。如果在巴黎爆发那怕是小小的序幕，那么对出

版商的一切希望都要落空，而如果在白纸黑字地签订合同之前，联

邦议会制定了出版法，那你的事也就吹了。你可能会因小失大，不

然就要对不大顺心的事忍耐一点。

我越考虑这件事情，越觉得从历史方面写起更实际一些。这一

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

至于我所写的对蒲鲁东的评注①，是很不足道的，也没有什么

用处。这又象《批判的批判》②的情况一样，那本书我本来打算写成

７９３１３０．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弗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

析》２５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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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两三印张的小册子，而你把它搞成了一部二十印张的巨著，而

鄙人在其中显得非常可笑。你若是再写这样大部头的东西，我那原

来就不值一提的一部分就会在你的重炮之下化为乌有。要不是你

同勒文塔尔的交涉更重要更迫切，我是根本不会反对的。

你的 弗·恩·

１３１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附上：（１）克路斯给沃尔弗的信（寄自华盛顿）的摘要；（２）皮

佩尔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

关于第一封信，鲁普斯①还忘记谈两件你感兴趣的事实。第一

件：《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已经用德文在《纽约晚报》上登出

来，并且经其他许多报纸转载，获得了好评。克路斯在信上没有说

明这是不是从《论坛报》上翻译的，我为此事已直接写信给德纳。第

二件：金克尔的主要工具维斯先生公开宣称，他同意我们在“经济

学方面”的见解。你看看这些狗在搞什么名堂。

至于塔普曼②先生，他既没有提到我们从曼彻斯特寄的信，也

没有提到后来我让我妻子从这里写的一封信。

８９３ １３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

①

② 皮佩尔。——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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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科伦人①，那些把猪嘴伸进整个报纸污水坑里的卑鄙的

流亡猪猡们一贯采取这种做法：用保持沉默的阴谋来对待这个案

件，但求他们自身不受损害。现在必须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我今

天已经把反对普鲁士司法的信寄往巴黎，以便把这个问题在那里

的报纸上披露出来。鲁普斯已经答应给美国和瑞士写文章。现在

你必须给我写出一篇给英国的文章，还要写一封给《泰晤士报》编

辑的私人信，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寄给这家报纸。２９２《泰晤士报》

现在正力图提高自己声望，如果有人把它看作是在大陆上唯一有

影响的报纸，那它准会洋洋得意，何况它本来就是反对普鲁士的。

如果《泰晤士报》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它对德国发

生影响。主要应当揭露普鲁士的司法状况。

这个做法绝对不会有什么害处，如果不成功，你就直接从曼彻

斯特写文章给《太阳报》。如果它在《泰晤士报》之前收到这东西，那

《泰晤士报》就绝对不会发表２９３。

你未必知道，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向奥康瑙尔发了支持信，

并且发表在《北极星报》和《雷诺新闻》上面，这些信宣布托恩顿·

汉特是“不名誉的”，并且强烈地谴责哥本哈根广场事件２９４。除此以

外，在伦敦召开了一个全体宪章派支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托·汉

特遭到了一顿臭骂。执行委员会快要改选了，他一定会被丢掉。这

个伟大卢格的同盟者在绝望中公然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厄

·琼斯利用我的信对科苏特进行无情的攻击。

“我向他说明，欧洲革命就是劳动对资本进行十字军征讨，我还说明，不

能把欧洲革命降低到马扎尔人那样的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

９９３１３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

① 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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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还停留在十六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却认真地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启蒙运动的伟大发源地德国和法国，并从轻信的英国那里骗得虚假的喝

采。”２９５

你看，金克尔干脆打算在这里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样子搞起

来了。我们一知道魏德迈当了《晚报》编辑，我认为你就必须把卡·

施纳佩尔①的言行片断（我正急切地期待着他的最初的自白）用小

品文的形式寄到那里去。（下接皮佩尔信的后面２９６。）

附带说一下！我差一点把丑闻集锦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忘掉

了。施泰翰、希尔施、居姆佩尔等人，一句话，从德国来的工人已表

示要来访问我。我今天要接待他们。他们已经同沙佩尔和维利希

大吵过一场。施泰翰在工人协会６０上已公开宣布迪茨是间谍，尽管

有一些人叫嚷，说他是马克思的代理人，他仍然设法成立了一个委

员会，但是在委员会里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迪茨—沙佩尔和维利希

的朋友和庇护者。我靠这些施特劳宾人５０，至少可以在裁缝和流浪

汉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引起新的危机。

同时告诉你，三英镑已经收到。

祝好。

你的 卡·马·

００４ １３１．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

① 文字游戏：施纳佩尔（《Ｓｃｈｎａｐｐｅｒ》）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

指沙佩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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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２９７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 ［于曼彻斯特］

“法国的代表们，安心地讨论吧！”２９８的确，这些先生们要能安心地

进行讨论，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文森猎兵营保护下的奥尔塞兵营里

更好呢！

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

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

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

的可笑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所有老驴都被抓

住了，这多妙啊！全法国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尔、律师界最奸诈

的老手杜班先生都落入了由本世纪最著名的蠢材给他们设下的陷

阱，他们就象具有固执的共和主义美德的卡芬雅克先生一样，象

吹牛大王尚加尔涅一样容易地落入了陷阱！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搞

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扮演“卡耳贝的勒韦”的残阙议会，而同

一个奥迪隆鉴于这类破坏宪法的行为要求把他逮捕起来，但没有

能够把他送进文森监狱！整个事件都似乎是特别为红色沃尔弗①

制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世界上有

哪一次政变曾发表过比这一次更荒谬的宣言呢？拿破仑的可笑的

仪式、加冕纪念日、奥斯特尔利茨２２２纪念日，以及就执政时代的宪

１０４１３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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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的煽动，等等——这类事情即使能够成功一天，也会使法

国老爷们真的降到幼稚得举世无双的水平。

伟大的秩序党饶舌家们，特别是矮小的梯也尔和勇敢的尚加

尔涅的被捕简直妙不可言。在第十区召开的有贝利耶先生参加的

残阙议会的会议也是妙不可言，当时贝利耶先生向窗外大声喊叫：

“共和国万岁”，一直叫喊到全体都被逮捕起来并被拘禁在有士兵

看守的一个兵营的院子里为止。而这时，愚蠢的拿破仑马上就收

拾行李，以便搬到土伊勒里宫去。人们即使绞了整整一年脑汁，也

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妙的滑稽剧来。

晚上，当愚蠢的拿破仑终于倒在早就梦寐以求的土伊勒里宫

的床上的时候，这个笨伯想必还没有想清楚，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没有第一执政的执政时代！没有比大约三年来所遇到的困难更大

的内部困难，没有特殊的财政困难，甚至他自己的私囊也是如此，

没有来自同盟国方面的边境威胁，没有必要越过圣伯纳德山２９９，没

有必要在马连峨获得胜利！这的确使人失望。现在甚至不再有什

么国民议会可以破坏这个不被承认的英雄的伟大计划了；不会有

了，至少在今天这头驴子象雾月十八日晚上的老拿破仑一样自由

自在，一样无拘无束，一样绝对专制，他感到那样不受羁绊，以

致不由得在各方面显出了驴子的本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对立

面的前景呵！

但是，人民呵，人民！——人民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毫

不在乎，人民对赋予他们的选举权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他们可

能也要象小孩子那样去使用它。即使下星期天举行这种可笑的选

举，那么从这种选举中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报刊，没有集会，有

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以及在两个星期内选出议员的命令。

２０４ １３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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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能得出什么来呢？“如果

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３００，那末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堂皇的

演说题目。例如，现在必须弄清楚：以完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

的辽阔的国家、人口稀少的意大利和缺乏现代无产阶级为前提的

罗马帝国时期的禁卫军制度，是否可能在法国这样一个地理上集

中、人口稠密、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存在。或

者例如：路易－拿破仑没有自己的政党；他曾经践踏奥尔良派和

正统派，现在他必须向左转了。向左转就包含着大赦，大赦就包

含着冲突，如此等等。又例如：普选权是路易－拿破仑的政权的

基础。他不能攻击普选权，但现在普选权已同路易－拿破仑不相

容了。还有其他一些很容易发挥的类似的抽象题目。但是，就我

们昨天所看到的而言，对人民是不能抱任何希望了，真好象是老

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

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另一次是作

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勃朗代替罗伯斯

比尔，巴特尔米代替圣茹斯特，弗洛孔代替卡诺，一个畸形儿①和

十来个随便碰到的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一个矮小的伍长②和他的

坐满圆桌的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

巴黎人民的举动就象小孩子一样愚蠢：“这同我们没有关系；

总统和议会互相厮杀，这碍我们什么事！”但是，军队竟敢强迫法

国接受一个政府，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政府，这确实是同人民有关

系的。这些无知的人们将会感到奇怪：“从１８０４年以来第一次”要

实行的选举权，竟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自由的”选举权！

３０４１３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

①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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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非常讨厌人类的世界精神还会使这出笑剧演多久，我们

在一年之内是否将经历执政时代、帝国、复辟等等，拿破仑王朝

是否会在它不可能在法国维持下去以前也必然会在巴黎的街上被

打垮，这一切都只有鬼才知道。但是，据我看来，似乎事情正在

发生一个极其疯狂的转变，法国庸人们要遭到惊人的屈辱。

就算路易－拿破仑的政权能够暂时稳定下来，那末，即使法

国人下沉到无法再深的地步，这类愚蠢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保持

下去。但是以后会怎样呢？看来变红的希望非常小，这是相当清

楚的，而如果勃朗先生和赖德律先生在昨天中午已收拾好他们的

行李，那末他们今天又可能把行李打开。人民的霹雳般的声音还

没有把他们召回。

这一事件使这里的和利物浦的商业突然陷于停顿，但是利物

浦的投机活动今天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而法国的证券仅仅下降了

百分之二。

在这种情况下，试探在英国的报刊上为科伦人①辩护，当然需

要等一等了。

关于为《论坛报》写的论文②（这些论文显然已在该报上发表

了），请你用英文写封信给《论坛报》的编辑，德纳也许不在，但一封

业务性的信件是一定会得到答复的。告诉他，必须随下一班回航的

邮船来信确切地说明，这批稿子现在怎样了；如果这批稿子已经被

采用，那就请他利用同一机会把载有这些稿子的几份《论坛报》寄

来，因为这里没有留下底稿，而我们要是不再看一下已经寄出的文

章，在隔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是不可能继续写连载的论文的。

４０４ １３２．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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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消息对欧洲的无知的流亡者所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很有

趣的，但愿能看到这一点。

我在等待你的消息。

你的 费·恩·

１３３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９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被巴黎的这些悲喜剧事件弄得十分忙乱，因而让你老等回

信。我不能象维利希那样说：“真奇怪，巴黎方面竟什么也没有告

诉我们！”我也不能象沙佩尔那样，老是拿着一杯啤酒在谢特奈尔

酒馆里高谈阔论。为了拯救祖国，沙佩尔带了几个侍从，以守护

为名，在谢特奈尔酒馆里睡了两夜。这些先生们，和卡耳贝的勒

韦之流一样，已经收拾好他们的行装，但因为智虑是勇敢的最大

要素①，所以他们决定等到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再大踏步前进。

你看过路易·勃朗的悲叹吗？第二天，俱乐部分子贝尔纳就

提出了抗议，否认他也参加了这一哀诉。

附上莱茵哈特从巴黎来的信和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时对你说过

的“乌七八糟的事情”。

皮佩尔又到这里来了，对自己非常满意。他要离开路特希尔

５０４１３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９日）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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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家，但是继续在那家教授德文。女主人已经辞去了他的长期家

庭教师的职位。他对我的关于蒲鲁东的事情，从他的最近一封信

起，就没有再做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①。我觉得他把

翻译当成他的创作，这样的事是不存在的。

现在，关于局势我应该给你写些什么呢？有一点是非常明显

的：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波拿巴已经暂时取得了胜利，因

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公开投票变成了秘密投票。不管阿尔古事后

怎样声明，波拿巴的确是利用从银行里窃取的一百万英镑收买了

军队。如果选举的结果对他不利，他还能再一次实行政变吗？大

多数人都会参加选举吗？奥尔良王朝的人已经动身到法国去了。要

想预料以克拉普林斯基３０１为主角的一出戏的结局，那是困难的，甚

至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看政变是使局势好转了，而不是恶

化了。波拿巴要比国民议会和它的将军们更容易对付。而国民议

会的专政“已站在门外了”②。

泰霍夫之流直截了当地把法国军队看成民主的三位一体——

自由、平等、博爱——的使徒，他们的失望是很妙的。这些可怜

虫啊！马志尼先生和赖德律先生现在也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这

场大灾难是流亡者的彻底破产。事实表明，他们在革命中是丝毫

不起作用的。这些先生们已经决定在科苏特回来以前使世界历史

暂时停顿下来。顺便提一下：为科苏特进行的便士募捐活动，在

伦敦恰好搞到了１００ｄ，请注意：是一百便士。

祝好。

你的 卡·马·

６０４ １３３．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９日）

①

② 这里套用海涅《骑士奥拉夫》中的诗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９２—３９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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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提一下！我是不是把皮佩尔写给我的一封法文信寄给你

了。如果在你那里，就马上寄还给我。

１３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这多事的危机中大人物们在干些什么？据说，路·勃朗在

法国被逮捕了，但可惜未见得确实，我们是了解我们的小个子的。

不过，自从巴黎起义一无成就以来，我很高兴第一次风暴已经过

去。无论我们已经变得多么迟钝，在这样的时刻，总还是多少被

旧日的政治狂热所控制，总要对这类事件的结局发生一定的兴趣。

当这次大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研究人种问题，现在至少又可

以继续研究了。

尽管如此，这里或者利物浦都没有恢复信任。现在只有彼·

欧门的乐观和信仰拿破仑的程度，同他在四天以前悲观和消沉的

程度一样。一般说来，这里的资产阶级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对

这出很快就会结束的拿破仑笑剧，是不抱信心的。但是整个这种

臭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拿破仑当选，这是没有问题的；资产阶级

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谁去检查选票呢？给这个冒险家多加票数

的办法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法国有产阶级的卑鄙无耻，他们对

最微小的成就的奴性崇拜，对任何权力的阿谀奉承，这一次暴露

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但是这头蠢驴将怎样统治呢？他得到

７０４１３４．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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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票将比１８４８年少，这是很明显的，也许总数只有三百到三百

五十万张选票；这在信誉上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失败。任何财政上

和捐税上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缺少金钱，二是因为一

个军事独裁者只有在胜利的对外战争中，在以战养战的情况下才

能实行这种改革，而在和平时期，不仅没有任何富余的钱，而且

还要把更多的钱花在军队上，三是因为拿破仑太愚蠢。他还有什

么办法吗？打仗？打谁，打英国吗？或者，搞通常的军事专制？这

种专制在和平时期必然会引起新的军事政变并会促使在军队中出

现国民议会的各个党派。没有任何出路，这个笑剧必然自行垮台。

如果再出现商业危机，那就不堪设想了！

路易－ 拿破仑胸怀某种“大志”，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

疑过。但是我很想知道，这将是怎样一种荒谬的东西。拿破仑观

念３０２的发展将达到很高的程度，但一遇到最普通的障碍，就将一蹶

不振。

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暴露得相当明显的是，红色党人躲开了，

完全躲开了。现在要找理由去原谅他们没有群起而反抗，那是没

有意义的。今后的几个月可以看得出，在法国是否出现了懈怠现

象，以至非得有多年的安定才能给红色党人造成一个新的１８４８

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安定从何而来呢？

我看这个肮脏事情只有两个出路：

或者是，在军队中有代表的“秩序党”各派现在取代“无政府主

义者”的地位，也就是说，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其结果终将使红色

党人和赖德律－洛兰能以教主的姿态出现，象现在的路易－拿破

仑一样；或者是路易－拿破仑废除酒税，并被说服进行一些资产阶

级的改革；不过从哪里得到金钱和权力来进行这些改革，就很难说

８０４ １３４．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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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后一种、极少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他可能站得住脚。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的 弗·恩·

１３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还莱茵哈特的信以及我为科伦事件而暂时留了一留的皮佩

尔的信。

报纸上竭力宣扬的七百个流浪者向巴黎的大规模远征似乎毫

无结果；同时，根据小个子路·勃朗今天在《每日新闻》上新发

出的痛苦呻吟来判断，他目前即使不在伦敦，也还是在一个安全

的地方。他最初的悲叹同今天的悲叹比起来就十分高超了。“法国

人民……高尚的自豪心……不屈的勇气……对自由的无限热爱

……光荣属于不幸的勇士……”——接着，这个小个子就来了一

个半面向右转，宣扬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信任和团结。看看蒲

鲁东的《向资产阶级的呼吁》第二页①。看这些论证吧！如果起义

者被打垮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

民”是打不垮的；而如果“真正的人民”不战斗，那是因为他们

不愿意为国民议会战斗。当然，对此可以反驳说：“真正的人民”

一旦获得了胜利，他们本身就会成为独裁者，但是在惊慌失措的

９０４１３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①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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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何况他们是经常受骗的！

这是民主派的老一套的庸俗逻辑，每逢革命政党遭到失败，这

种逻辑就被广泛地应用。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这一次无

产阶级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

无力，并将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

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比较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

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时为止。我并不是说，情况将

来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星期二①、星期三以及在举行秘密

投票和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在星期五实行退却以后，这是在巴黎

人民中占上风的一种本能的基本看法。说这不是人民的时机，那

是荒谬的。如果无产阶级愿意等待，一直等到政府向他们提出他

们本身的问题，一直等到比１８４８年６月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明确

的冲突出现，那末他们就得长期等待下去。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问题，最近一次是由于１８５０年的选举法而相当明确地提出

的，但是当时人民宁愿避开战斗。这种情况以及老是把事情推到

１８５２年去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懈怠的证明，并使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对１８５２年也作出相当坏的预测，除非是发生了商业危机。自

从普选权被取消以后，自从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官方的讲坛以后，期

望官方政党按无产阶级口味提出问题，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而

二月事件②又是怎样呢？当时人民也和现在一样，也是什么事情都

不过问。不能否认，如果革命政党开始把革命发展中的决定性的

转折关头一言不发地放过去，或者革命政党进行干预，但是没有

获得胜利，那末，确实可以认为它在一段时候是死去了。热月以

０１４ １３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①

② １８４８年２月。——编者注

即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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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和１８３０年以后发生的历次起义
３０３
就是明证。而目前正在大声叫

喊什么“真正的人民”在等待时机的先生们，竟冒着危险一步一

步地陷入１７９５—１７９９年的软弱无力的雅各宾派和１８３１—１８３９年

的共和派所曾经陷入的境地，并且大出其丑。

同样不能否认：恢复秘密投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最

后对许多无产者（一切报道都说明这一点）的影响，使巴黎人的勇

敢和洞察力显得非常奇异。显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路易－拿

破仑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荒唐，正确地统计票数的保证在哪里；但是

大多数人想必都已经看穿了这种骗局，然而还是竭力使自己相信

现在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但求能找到一个逃避战斗的借口。

根据莱茵哈特的信来判断，根据每天新揭露出来的关于士兵

们的胡作非为，以及关于他们在大街上对任何一个普通人——不

管是工人或是资产者、是红色党人或是波拿巴分子所施加的特别

暴行的材料来判断，根据愈来愈多的关于甚至在极偏僻地区（没

有人料想这里会发生反抗）的地方性起义的消息来判断，根据昨

天的《每日新闻》上登载的前法国议员和商人的那封信来判断，向

人民呼吁看来确实要发生一种使波拿巴不愉快的转变。这套新制

度及其恩赐的流放法似乎并不那么合巴黎资产阶级群众的口味。

军事恐怖手段发展得太快，太无耻了。三分之二的法国都实行戒

严。我认为：在这一切之后，资产阶级群众是根本不会参加投票

的；整个投票笑剧将毫无结果，因为宪兵们在路易－拿破仑的反

对者大批参加投票的一切没有把握的地方将开始同选举人发生冲

突，从而使这些地方的全部选举破产。到那时，路易－拿破仑就

会说法国处于精神混乱状态，宣布军队是社会的唯一教主。到那

时，这种肮脏的事情将会真相大白，而路易－拿破仑也将暴露无

１１４１３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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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可是正好在这种选举中，如果那时还有希望发生严重反抗已

经成立的政府的行动，那末事情是可能会变得很不愉快的。

这个家伙在官吏和士兵中间保证能得到一百万张选票。在国

内的波拿巴分子中间能得到五十万张选票，也许还要多一些。投

票赞成他的，还会有五十万胆小的市民，也许还要多一些。再加

上五十万愚蠢的农民和一百万张统计时加上的票，已经有三百五

十万张票了，而老拿破仑在一个包括整个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即

至少有三千二百万居民的帝国里所得到的票数也没有这么多。他

起初对此怎么还会感到不满足呢？如果他得到了这么多的票，那

末即使有一百万张票反对他，资产者也立刻就会倒向他那一边。但

是也可能他得不到二百五十万张票，可能（虽然这是对法国官吏

的诚实要求过高）他无法通过加票的办法给自己增加一百万张票。

无论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被迫在这个时候所采取的那些

措施来决定的。可是，在投票开始以前，谁能阻止官吏们把几百

张赞成票投入选举箱呢？报刊已不再存在——没有人能检查。

股票又开始下跌，无论如何这对克拉普林斯基３０１是很不利的，

而路易·勃朗现在必须承认英国是自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对他

也是很不利的。

过几个月，红色党人必然又会得到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也

许就是在投票的时候；但是，如果到那时他们又是等待，那我对

他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在最严重的商

业危机中也会一无所得，而只能遭到一顿把他们赶出舞台好几年

的痛打。如果这些败类竟忘记了战斗，那末他们还有什么作用呢？

皮佩尔又到伦敦去了吗？我想委托他到法兰克福去办理书籍

的事，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布莱顿。

２１４ １３５．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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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是现在你同勒文塔尔打交道发生了困难。如果合同已

签订，那就再好不过了。

利物浦市场平稳，还是昨天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市场很稳定。

一部分多余的货物正运往近东。市场上仍然没有德国的顾客。

你的 弗·恩·

１３６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今天中午收到的魏德迈的来信。消息目前很不错。海因

岑的报纸①已经奄奄一息。魏德迈现在就能够出版周刊了。
３０４
不过

他要求在星期五晚上以前寄一篇文章给他，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

况下，这未免有点苛求。然而，恰好在目前，那里正渴望看到对

法国事件的评论和阐述，如果能够对局势作一个出色的阐述，那

就能保证该刊从创刊号开始就获得成功。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而

我又不得不象往常一样把重担压在你身上；至于我，也打算随便

写点东西，只是不写克拉普林斯基３０１的无耻行径。无论如何，在这

方面你可以为他写一篇外交式的、有回旋余地的、划时代的文章。

我要做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总想做点事情。施纳佩尔我不

能寄去②，首先，第一章没有力量，其次，自从历史开始写喜剧性

３１４１３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② 这里指的是关于沙佩尔（见本卷第３９４页）的文章２８９。——编者注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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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来，我完全把这个东西丢在一边了，——这是过分危险的

竞争。暂时我把几幕喜剧列入我的计划，以后再来写这篇东西——

但这对魏德迈完全不适用，况且他还要求文章由我们署名。时间

紧迫，请赶快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星期六的轮船在新年前不

能到达纽约，真糟糕，尤其糟糕的是，给我们的期限如此短促。

魏德迈在正确书写名词之前最好不过问美国的事情。可惜他

现在没有时间熟悉情况和学习英文。《Ａｂ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ｅｎ》①是海因岑

求之不得的笑柄。至于维尔特，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在这里同他见

面，看看他能够做些什么。下星期，或许星期六晚上，我到伦敦去，

那时我们可以讨论下一步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只是为创刊号写点

什么东西；这事等不及了，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打算做些什么。

从这封信看，魏德迈在生意经方面，似乎还有些“嫩”，在这

方面我将给他一些必要的指点。他对他的读者还毫无所知。

鲁普斯②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看他能为创刊号做些什么；在

魏德迈那里稿件将是很大的问题。

你对于昨天价值一百零一法郎五十生丁——超出票面额百分

之一点五——的法国有价证券是怎样看的。这会比被收买的报纸

的一切谎言给路易－拿破仑带来更多的选票。南部和中部农民的

过火行动也会对他有帮助。有些报道无疑是确实的，对于这个野

蛮种族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期望。这些人对政府等等丝毫不感兴

趣，但是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破坏税吏和公证人的房子，强奸他们

的妻子，逮住他们本人就打死。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没有多大意

４１４ １３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指魏 德 迈 的 笔 误：《Ａｂ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ｅｎ》应 写 成《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ｅｎ》，（“废 奴

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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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那班老爷们也活该如此，但是这样做却把那些可能受到点损

失的人都赶到拿破仑那边去了。事实上，土著野蛮人的侵袭一旦

发生，就会变成一幅欢乐的情景，特别是对那些在自己统治下会

发生同类愉快事件的人，就更是这样。提高有价证券行情现在无

疑不再是政府的手段，而是金融贵族通过信任路易－拿破仑表现

出来的、对于被活活撕得粉碎的前景所感到的恐惧的一种体现，这

种前景，诚实的《立宪主义者报》已经渲染得很厉害了。

关于魏德迈的事望立即回信。

你的 弗·恩·

５１４１３６．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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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２年

１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３０５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０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我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德国年鉴》写的小文章，即随函

附上的对书报检查令的批评①。

如果这篇文章对您的杂志适用，我请您除维干德外暂时不要

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一个人，同时请您马上把登载我的文章的

《德国年鉴》给我寄来，因为在特利尔，目前我完全同文坛隔绝了。

不言而喻，如果书报检查机关不查禁我的评判文章，那末赶

快把它刊印出来是有利于事业的。

如果您还没有人来评论法特克的绝顶聪明的书《论罪恶》３０６

（要不是这本书如此绝顶聪明，倒可能会把它叫做愚蠢的书），那

么我的批判的热情就可以为您效劳。

同样，对拜尔的著作《道德精神》３０７，也许可以再来一次评论。

９１４

①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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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评论
３０８
是一种友好的帮助。拜尔的道德信念之可敬，正

如他的著作很差，甚至很不道德一样。

如果您能通知维干德，说我的手稿几天之后就能寄到，那我

就太高兴了。鲍威尔①来信要我最后把手稿寄出，但正赶上我病重

卧床，因此在几天前信才交到我手里。我忙于写附去的这篇文章，

因此没有能做必要的修改。

现在我已结束了几件浩繁的工作，因此不言而喻，我力所能

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

致真挚的敬意。

马克思

我的地址是：特利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转卡尔·

马克思博士。

２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顿

［１８４２年］３月５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我完全同意《哲学轶文集》３０９的计划，并且认为最好把我的名

字也署上。象这样的一种示威行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许用任何

匿名的做法的。这些先生们应当看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０２４ ２．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３月５日）

①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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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我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

告》３１０的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显然是完全不

可能刊印了。如果把它修订一下收入《轶文集》里，您认为怎样？

反对书报检查的思想现已广泛深入人心，这或许有可能使《轶文

集》随着材料的积累用许多分册的形式出版。我为《德国年鉴》写

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

判。３１１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

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①一词根本

无法译成德文。这两篇文章要不是需要誊写清楚和部分地进行修

改，那我马上就把它们寄出去试一试了。问题在于，我未来的岳

父，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卧病三月之久，在前天去世。因此在这

期间不可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了。

其他一切下次再谈。

致真挚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又及：评书报检查②的手稿中有一处由于疏忽写成：“倾向的

书报检查和有倾向的书报检查”。应改成“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

检查的倾向”。

回信请直接寄到特利尔。

鲍威尔刚来信说，根据由国王主持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他被

撤职了３１２。

１２４２．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３月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

国家，共和国（原来的意思是：公共事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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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０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新皈依者最虔诚，萨克森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鲍威尔有一次在柏林同艾希霍恩也发生了争吵，就和您同内

务大臣的争吵一样。这些先生们的雄辩方式彼此酷似，象鸡蛋同鸡

蛋一样。但是，哲学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

治国才略争辩，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里甚至带有几分狂热也

无碍于事。要使这些世俗的神相信，对真理的信仰和精神的信念都

是存在的，那真是再难不过的事了。这是一些持怀疑论的执政的纨

 子弟，是一些冥顽不化的花花公子，他们已经不相信有什么真正

的、无私的爱。除了用上层人物叫做狂热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可

以用来对待这些公子的呢？一个近卫军少尉把一个有真心诚意的

恋人视为狂热病者。难道因此人们就不再结婚了吗？把人兽化，已

经成了政府的信仰和政府的原则，这真是太奇怪了。诚然，这与信

教并不矛盾，因为把动物神化也许是宗教最彻底的形式，或许不久

就应当不谈宗教的人类学，而谈宗教的动物学了。

当我还在幼年天真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

的蛋，而是鹅蛋。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是鳄鱼蛋，例如，最新的一个鳄

鱼蛋，就是根据莱茵等级会议的建议，虚假地废除了有关叛国罪等

等以及有关官吏犯罪的法国法律所受到的非法限制。３１３不过这一

２２４ ３．马克思致阿·卢格（德 勒 斯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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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于涉及客观的法律规定，这个骗局又显得太愚蠢了，甚至连

莱茵最笨的法学家也一眼就把它看穿了。而且普鲁士又十分幼稚

地声明，如果把诉讼公开，就是把普鲁士官员的声望和威信置于危

险地位。这确是又一次坦率的自白。我们莱茵省所有论述公布和

公开的文章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弊病。那些老实人正在继续不厌其

烦地证明，这不是政治制度，而纯粹是法律制度，它们是法，而不是

非法。似乎问题就在这里！似乎这些制度的全部祸根并不在于它

们是法！我倒很想证明其反面，就是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

开，因为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同样，对于普

鲁士的虔诚也必须给以应有的评价，因为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

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

您可以从中国报纸上看到，毕洛夫－库梅洛夫正在强迫他的

笔向他的犁卖俏。３１４啊，这种用假花装饰起来的乡村卖俏！我想，出

现这种有世俗地位——在耕地上有地位自然也就是有世俗地位

——的作家，特别是，如果将来犁能够代替笔来思想和写作，而

笔又能以服劳役作为报答，那是应当感到高兴的。也许，在目前

德国各邦政府单一化的情况下，会弄到这种地步；不过，各邦政

府愈是单一化，现今的哲学却愈是多样化，同时也可以指望，多

样化的军队定能战胜单一化的军队。

来谈本题吧，因为在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道德高尚的德国

人这里，政治的东西属于形式的东西，伏尔泰就曾据此得出结论

说，我们有最丰富的公法教科书。

总之，说到本题，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

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

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

３２４３．马克思致阿·卢格（德 勒 斯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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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话，是照亮我脚步的明灯，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亮光。你用你的戒律

使我变得比我的敌人更聪明，因为你被我的言论所证实，而他，上帝，将要

在锡安用雷声宣教”。３１５

——这种《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

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再过几

天我要去科伦，我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新住地３１８，因为同波恩

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谁愿意总跟那些精神的臭鼬，那

些只是为了到处寻找新的死胡同而学习的家伙打交道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为最近这一期《轶文集》寄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的宣告》写

的），如果您愿意久等，我保证在４月中把我那篇论述宗教艺术的

文章寄出。我将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并写出一个

论浪漫主义者的结尾作为附录。目前我要按歌德的说法，积极有

效地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等待您的决定。请您回信到科伦，下

月初我就在那里了。因为我在科伦还没有固定的住址，请您把给

我的信寄到荣克那里。

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

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

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

我很久就没有听到过关于科本的消息了。您没有同基尔的克

利斯提安森联系过吧？我只是从他的罗马法史３１７才知道他的，不过

这本书一般也谈到了一些关于宗教和哲学的问题。他看来是一个

卓越的人材，虽然他一进入真正的抽象推论就写得完全无法理解，

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他也许已经用人话来写作了。一般说来

他好象是处于原则高度的。

４２４ ３．马克思致阿·卢格（德 勒 斯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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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很高兴能在莱茵省这里看到您。

您的 马克思

鲍威尔刚写信给我说，他又想回到北方去，他愚蠢地认为，在

那里他能更好地同普鲁士政府打官司。柏林离施潘道①太近了。不

管怎样，鲍威尔没有把这件事放过去，还是好的。据我从这里我

的未来的内兄②，一个真正的贵族那里得知，在柏林，人们特别对

鲍威尔的诚实不满。

４

马克思致阿尔·卢格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４２年］４月２７日于波恩

机械工克列美尔处

亲爱的……③：

如果我的文章还要延迟几天，但只是很少的几天，您可不要

不耐烦。鲍威尔也许会当面转告您，这个月里由于各种各样繁杂

的外务我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工作。

好在我这里一切已大致准备就绪。我将给您寄去四篇文章：

（１）《论宗教的艺术》，（２）《论浪漫主义者》，（３）《法的历史

学派的哲学宣言》，（４）《实证哲学家》３１８（我对这些哲学家稍微恭

维了一下）。这些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５２４４．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４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潘道是柏林西部的一个城堡，其中设有拘留政治犯的监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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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的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

西几乎信手写成为一本书了，同时我又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研究

中去，而这些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移居科伦的计划业已放弃，因为我感到那里的生活太喧闹；

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

我给《莱茵报》寄去了一篇关于我们最近莱茵省议会的长文

章①，文章有一个对《普鲁士国家报》的讽刺性引言。由于出版问

题的辩论，我又重新回到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来了，从

另一观点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波恩暂时就作为我的住地了，而且，如果这里没

有人留下来让圣徒们对之泄愤，那也是很可惜的。

昨天，哈赛从革利夫斯瓦特来到这里，他使我感到惊奇的地

方，只不过是他那双乡村牧师穿的大靴子罢了。他连说话也完全

象乡村牧师的一只靴子。他毫无知识，却要准备出版一套多卷本

的关于无聊的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文集，这套文集他已死啃了整

整十年了。３１９他认为，现今的批判派是一种势必要被克服的暂时现

象，他把信教解释为生活经验的产物，而他所谓生活经验的产物，

大概就是指他自己成功地繁殖了后代以及自己的大肚子，因为大

肚子可以证明各种属性，正如康德所说，如果往下去，就会是那

个东西，如果往上去，就会是宗教的灵感。哈哈，这就是虔诚的

哈赛和他的宗教便秘病！

我们在这里看到您在信中谈到法特克缺乏“心灵的完整”，感

到十分有趣。这个聪明绝顶善于交际的法特克十分乐意做一个最

６２４ ４．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４月２７日）

① 卡·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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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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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教徒，他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

就是这个法特克现在对一派没有心灵，对另一派又没有头脑。法

特克长眠于此，——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对纸牌

和宗教音乐的嗜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里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的费希特，散布了一半是模

棱两可的谣言，说什么别人聘请他到杜宾根去。系里没有迎合他

的愿望，即没有用增加薪水的办法来挽留他。

极其虔诚的扎克到柏林去了，目的是投他兄弟发疯的机，想

取代他的地位。

瑟息替斯说，到处只是战争和放荡行为；即使不能责怪本地

大学是在进行战争，那末至少它的放荡行为是够多的。

您是否打算实现您的莱茵之行？

您的 马克思

５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顿

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５日于柏林

多罗西娅大街５６号

尊敬的博士先生：

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３２０。但丁问题我暂时搁置

一边了。要是我多少有些时间，寄去会更早一些。

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

启示》寄给《年鉴》？（１）因为我打算写成一本五、六印张的书，

７２４５．恩格斯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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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同出版商谈判时，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

（２）因为《年鉴》直到那时对谢林还总是有些客气；（３）因为这

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攻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

来反驳他。《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也是我写的。

此外，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

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３２１；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

的头衔。

我想不久再给您一篇稿子。谨致敬意。

弗·恩格斯（奥斯渥特）

６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４２年］７月９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朋友：

如果环境不能为我辩护，我也就不打算辩解什么了。我认为

参加《轶文集》的工作是我的光荣，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因为

一些不愉快的身外琐事，才使我未能把文章寄出。

从４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

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

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

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

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我决不是要用谈论这些私人

生活中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

８２４ ６．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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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莱茵

报》写稿，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文章等等寄给它了。这些插曲，要

不是我打算在最近一两天把我的文章写完，本来会早就告诉您的。

再过几天我要去波恩，在给《轶文集》写的文章结束以前，我什

么也不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已不能象题材所要求

的那样，特别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

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

拉多①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

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检

查官抽掉了。３２２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

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

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维护大主教的言论又能招引订户，因

此发生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为不利。同时您也难以想象，这

些暴虐的家伙是何等的卑劣，他们在对付正统的糊涂虫时又是何

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顺利地这样结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

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执政的奴才们则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

下。《莱茵报》现已就这篇文章提起诉讼。总之，对报纸来说，斗争

现在开始了。《科伦日报》社论的作者，即从前的政治性报纸《汉诺

威日报》的前任编辑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一边，反对科尼斯堡和

科伦的哲学报纸。如果书报检查官不再捣鬼的话，那末在下期的附

刊里就会登载我的一篇答复②。莱茵的宗教党派是最危险的党派。

反对派近来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里进行反对活动了。

您是否知道有关所谓“自由人”１５的任何详细情况？《科尼斯堡

９２４６．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７月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第１７９号〈科伦日报〉社论》。——编者注

西班牙的南美殖民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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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上的那篇文章
３２３
至少是不策略的。宣布自己忠于解放事业是

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

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今后，请您关

照一下这些“自由人”，其中的一个梅因，以及其他等等人吧。不

过，如果说哪个城市适合于作出这类举动的话，那当然就是柏林

了。

我大概还得同科伦的海尔梅斯继续论战一个长时期；尽管这

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

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还是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平

庸不能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海尔梅斯也会在“自由人”的问

题上同我纠缠，遗憾的是，我对这些人的确实情况毫无所知。幸

而鲍威尔在柏林，他至少不会容许做“蠢事”，而在这一事件中

（如果这一事件属实，而不是报纸蓄意捏造），唯一使我担心的，就

是柏林的庸俗气氛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做的好事变成笑

料，他们要是认真干起来，就可能免不了做出种种“蠢事”。谁要

是象我这样长久地同这些人相处过，他将会发现，这种担心并不

是没有根据的。

您的《年鉴》搞得怎样？

因为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

到一些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

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

看来，老马尔海奈凯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用书面证明老

黑格尔学说的虚弱。３２４他的这种判决是无耻的判决。

难道萨克森人不会在本届省议会上提出书报检查的问题吗？

多好的立宪制度！

０３４ ６．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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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很快从您那里得到消息。

您的 马克思

鲁腾堡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把他引进《莱茵报》编辑部，

而他根本不能胜任。早晚他会被赶走的。

假如负责书报检查的高级警察机关不允许把关于大主教的文

章付印，您有什么办法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要印出来，是由于：

（１）我们的议会，（２）政府，（３）基督教的国家。我是否应把这

篇文章寄给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我觉得把它收在《轶文集》里

是不合适的。

７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４２年７月２６日于柏林

阁下：

我这次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我什么也不给您寄了。

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

原因十分明显。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

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

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

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

学的权利。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

候３２５，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太分散精力，因为不久

１３４７．恩格斯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７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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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商业上。迄今为止，我的写作

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

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

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

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

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我将在１０月份回到我的故乡莱茵３２６，我想在德勒斯顿同您见

面，和您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祝您一切顺利，也请您不

时想起我。

您的 弗·恩格斯

您看到了荣克的答复３２７吗？我敢肯定，这是他迄今所写的全部

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此外，另一位从科伦来的《莱茵报》的

荣克①现在也在这里，过几个星期，他在归途中将拜访您。

８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

科  伦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左右于波恩］

亲爱的奥本海姆：

随信附上卢格的稿件。 １不适用了； ２是关于萨克森问题

的，您也许可以采用。３２８

２３４ ８．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５日）

① 格奥尔格·荣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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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把迈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市政体制的文章寄给

我，如有可能，也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

来。３２９然后，我尽可能快地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

关于汉诺威的那篇文章３３０能通过吗？请您试一下吧，至少要赶

快作出哪怕是小小的开端来。问题主要不在于这篇文章本身，而

在于汉诺威人所写的一大批很不错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

保证您能拿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昨天写信给我说：

“我并不认为，我同反对派的斗争会影响报纸在汉诺威的销路，相反，在

那里，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我所表明的看法应当承认是正确的。”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

文３３１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

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

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

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必须注意两件事。只要我们

同其他报纸发生论战，人们或早或迟都可能提起这件事来责难我

们。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

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南德意志的《论坛报》就

是这样垮台的。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

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

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

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

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

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本来也不会去问他是否允许进行批判），是

３３４８．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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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

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

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

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

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象报

纸那样掌握全盘的。

如果我的看法同您不一致，那末我打算（只要你认为合适）把

我的批判作为我的那篇反对黑格尔君主立宪制学说的文章①的附

录收在《轶文集》里。不过我认为最好还是报纸本身就是它自己

的医生。

等候您迅速回信。

您的 马克思

９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３３２

德 勒 斯顿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１５有关的“纠纷”。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

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

４３４ ９．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２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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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

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

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

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

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

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

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

“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

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鲁滕堡已经被解除了德国栏的主管职务（他在那里做的事情

主要是改改标点符号），而且只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暂时把法国栏

交付给他。正是这位鲁滕堡，由于我们的国君的极度昏庸，竟有

幸被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尽管除了《莱茵报》和他本人以外，他

对谁都不危险。当局向我们提出了解除鲁滕堡职务的断然要求。普

鲁士的国君——这个最伪善、最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使出

版负责人省去了一个不愉快的步骤，而已经学会了用相应的表情、

举止和语气相当巧妙地表现殉道者意识的新殉道者鲁滕堡，则利

用了这个碰巧的机会。他写信到各地，写信到柏林，说他是《莱

茵报》的被放逐的原则，而《莱茵报》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已开

始采取另一种立场。这一切都是不用解释就明白不过的。可是就

连这种情况也招致了斯普累河畔的自由英雄们的抗议，竟用“肮

脏的河水来冲洗灵魂，来冲淡茶水”①。

最后，这方面还加上了您和海尔维格对“自由人”的态度，这

５３４９．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① 这里套用海涅《和平》（《北海集》第一集）中的诗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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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态度使这些发怒的奥林帕斯神再也忍耐不住。
３３３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

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１）对您和海尔

维格，（２）对“自由人”，（３）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

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

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

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

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

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

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

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

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

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

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

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

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它的根

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

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

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

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

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我给梅因的信还未寄到，昨天我接到他一封蛮横无理的信，他

向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１）我应当表明，在您同鲍威尔的

争论上，我到底站在哪一边。其实关于你们的争论，我根本一无

所知；（２）为什么我不刊登这个那个；而且他还威胁要给我加上

６３４ ９．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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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罪名；（３）报纸不应当稳重，而应当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

活动，这就是说，应当安心地把地盘让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

而不是在公众不易察觉的、然而是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

中坚守自己的阵地。最启，他用侮辱性的词句告诉我说海尔维格

订婚了，等等。

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人的难以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

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的，而他所

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而且，这个渺小的人物象孔

雀一样炫耀自己，郑重其事地拍着胸脯，拍着佩剑，瞎说一阵

“自己的”党如何如何，扬言我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并且仿照波扎

侯爵的腔调（只不过比他更坏一些）高谈阔论等等。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

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３３４、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

等等，而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

有点被激怒了，于是就给梅因回了一封措词相当尖锐的信。这样

一来，“自由人”有可能暂时走开。因此我恳求您写些文章支援我

们，并且让您的朋友们也来写。

您的 马克思

７３４９．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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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年

１０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５日于科伦

亲爱的……①

您大概已经知道，《莱茵报》已经被查封，被宣告有罪而判处

死刑。它的生命期限是３月底。在处决前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

双重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②是一个正派人，他还要受本地行政

区长官——一个唯命是从的傻瓜冯·格尔拉赫先生的检查。我们

的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

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

能出版。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

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３２５的人

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

８３４

①

② 维特豪斯。——编者注

手稿上名字被抹掉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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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①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

将在日内见报的内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差劲多了。所提出的

理由如下：

（１）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好象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

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未经官方许可却

得以出版哪怕是一天似的。

（２）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

所谓倾向，被理解为想象，被理解为浪漫主义地相信享有了自由，

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让自己享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以前的

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

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受检查的出版物

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

高贵人物②的幻想之中。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要的是倾向的

书报检查，那末现在内阁训令则解释说，查禁、封闭也就是为了

对付极坏的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据说检查制度的存在

只是为了检查离开好倾向的偏向，尽管检查令所肯定的恰好相反，

即好倾向允许有偏向。

（３）什么思想恶劣、空谈理论等老一套的胡言乱语和其他鬼

话。

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

令就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

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

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

９３４１０．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５日）

①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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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

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

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

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我有一次曾写信告诉过您，我和家庭之间发生了纠纷①；而只

要我母亲还活着，我就无权得到自己的财产。此外，我已经订婚，

我不能、不应当也不想同未婚妻②分手而离开德国。因此，要是我

有机会，比如在苏黎世同海尔维格一起编辑《德意志通报》３２６，那

就再好不过了。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

自己作贱自己。因此，如果您能就这个问题给我提出建议，谈谈

您的看法，我将十分感激。

我正在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将找不到书报检

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立

等您的回音。

您的 马克思

１１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德 勒 斯顿

［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于科伦

亲爱的朋友：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直接到莱比锡去。我刚同施土克谈过

０４４ １１．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

①

②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２８—４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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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看来，柏林的政治家们大多数都使他很敬佩。施土克博士是

一位好心肠的人。

谈到我们的计划３３７，那末我先把我的信念告诉您。当巴黎被占

领时，有些人主张拥立拿破仑的儿子①为国王，同时任命一个摄政

政府，另一些人则主张拥立贝尔纳多特，还有一些人主张拥立路

易－菲力浦。可是达来朗回答说：“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仑。

这是原则，其他一切都是阴谋。”

同样，我也想说，除了斯特拉斯堡（或者万不得已时瑞士）以

外，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篇幅超过二十印张的书，就

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在这里能够做的最多是一个月刊。

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

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相反，

《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

热情的事业。当然，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一个非决定性的意见，在

其他方面是靠着命运的永恒威力的。

最后，（报纸问题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我还想和您谈谈

我个人的计划。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在

我未婚妻的母亲②那里呆一个月或更多些时候，因为在着手工作

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有几个现成的作品。而且，如果有必要

的话，我还可以在德勒斯顿逗留几个星期，因为一切婚前手续、结

婚启事等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

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

１４４１１．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

①

②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雷希施塔特公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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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

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

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

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

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

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①爱用的字眼）的

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顺便说一下，我们收到了对普鲁茨反对新的杜宾根年鉴的文

章３３８的匿名回答。根据笔迹我知道是施维格勒。您被描述成一个狂

妄的挑拨离间者，费尔巴哈被描述成一个轻佻的冷嘲者，鲍威尔

被描述成一个完全没有批判头脑的人！啊！士瓦本人，士瓦本人！

就要制造出十分美妙的东西来了！

关于您的那份出色的、写的十分通俗的控诉，由于缺乏一篇

好的评论文章，我们自己又没有时间，所以发表了普菲茨纳的一

篇很肤浅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还删掉了一半。３３９某某人并没有很好

地深入钻研问题，而他的拿腔作势的小小蹦跳，只能使他自己而

不是使他的敌人受人耻笑。

您的 马克思

给弗莱舍的书我已经关照过了。文集开头发表的你们的通信

是很有意思的。３４０鲍威尔评阿蒙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
３４１
我认为

《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３４２一文是《现象学》中的一篇《不幸的意

识》的很不成功的改编。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

２４４ １１．马克思致阿·卢格（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

①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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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

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纪

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我最喜

欢的是那篇批判善良的《文学周报》的文章３４３。

您想必已经看过鲍威尔的自卫书了３４４。依我看，他从来还没有

写得这样好过。

至于《莱茵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

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

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

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

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

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

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１２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３４５

布鲁克贝尔格

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３日于克罗茨纳赫

阁下：

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

诉了您，同时征得了您的同意参加撰稿工作。现在事情已安排妥

当，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第一期月刊应在１１月底以前出版。

在去巴黎以前（再过几天就动身），我不能不用书信方式到您

３４４１２．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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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去作一次短游，因为我没有机会亲自去拜访您了。

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

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

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

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也有一些现

成的东西。

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

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

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３４６可以想见，这会成为很好的第一炮。

您知道，谢林是德意志联邦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

归他统辖；我作为《莱茵报》编辑一度有机会亲自领教过这一点。就

是说，书报检查令不会放过任何旨在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因此

在德国，只是在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中才能批判谢林，而篇幅

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卡普的书很值得称赞，

但它过于冗长，笨拙地使结论脱离了事实。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找到

了使这类作品不起作用的方法。这类作品是不许评论的。对它们

或者闭口不谈，或者用少数特许出版的评论性出版物中的几句鄙

薄话来对付一下。大人物谢林自己装出根本不知道这种批判的样

子，却就老保路斯的坏作品３４７搞了一场财政上的喧闹，成功地转移

了对卡普的书的注意力。这是巧妙的外交手腕！

而现在您瞧吧，谢林将在巴黎的法国著作界面前大丢其脸！他

的虚荣心将遭到触犯，普鲁士政府将感到极大的痛心；这将是对

谢林的对外主权的一个打击，而虚荣的君主珍视自己的对外主权

更甚于对内主权。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

４４４ １２．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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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

比埃尔·勒鲁之流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

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

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

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者说：我把

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

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能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

而且能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

成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

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

——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

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

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谢林

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的一切长处，不

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

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

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

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

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

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

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

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

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的文章３４８。我的

地址是：“巴黎田凫路２３号莫伊勒先生转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

５４４１２．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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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同您见过面，但向您问好。您想象不到，您在妇女中有

多少信徒。

您的博士 马克思

１３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弗吕贝尔３４９

苏 黎 世

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于巴黎

圣日耳曼郊区田凫路３１号

亲爱的朋友：

刚刚接到您的信，但这封信看来很怪。

１．您所说的附来的东西，除恩格斯的文章外，全都没有。而

且恩格斯的文章也不全，因而也不能用。这篇文章是从第五开始

的。

２．给莫伊勒和给我的信是装在我附去的信封里，盖的是“圣

路易”的邮戳，就在这个信封里装了几页恩格斯的文章。

３．给莫伊勒的信同我的信一样，在所附信封中也未封口，上

面也有别人的字迹。现在附上写有这种字迹的一页。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可能法国政府截住并拆开了您的信件和您的邮包。在这种情

况下，就请把所附的地址寄回。我们就要不仅对法国邮局起诉，同

时还要在所有反对派报纸上报道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您如果以

后能把所有邮包寄给一个法国出版社，恐怕要更好些。不过，我

们并不认为，法国政府会做出这种迄今为止只有奥地利政府做得

６４４ １３．马克思致尤·弗吕贝尔（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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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卑鄙无耻的事情。

因此，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们的布伦奇里和他的娄罗

们干出了这种密探勾当。如果是这样，那末，１．您应当对瑞士人

起诉，２．作为法国公民的莫伊勒，应当向内阁提出抗议。

至于问题本身，那末现在必须：

（１）暂时不让许列尔出版所说的材料，因为这个材料要作为

我们创刊号①的主要稿件；

（２）请把所有这些资料寄给路易·勃朗：泰博路２号或３号。

（３）卢格还没有到达这里。当然，在他来此之前，我不能开

始印刷。本地一些人（赫斯、魏尔等）迄今为止给我寄来的文章，

我不得不——经过长期争吵之后——拒绝了。不过卢格大概在本

月底能到达。如果我们在本月底以前也能收到您答应寄来的材料，

那末可以开印。我已写信给费尔巴哈②、卡普和哈根。费尔巴哈已

有回信。

（４）只要你们的密探现在还没有向政府告密，那我认为荷兰

是最合适的地点。

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了这种卑鄙的事情，那末我就不仅要

在《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

报》、《新闻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且

要在《泰晤士报》上反对他们，而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还可以用

法文写成小册子来反对他们。

这些假共和派应当看到，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放牛娃和裁

缝帮工。

７４４１３．马克思致尤·弗吕贝尔（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４３—４４６页。——编者注

《德法年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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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至于编辑部用的房子，因为我准备搬家，我尽力寻找能包括

编辑部用房在内的住宅。从业务上和经济上来讲，这样都是最恰

当的。

写得很杂乱，请原谅。由于心情激愤，我不能再写了。

您的 马克思

不管怎样，不管这勾当是谁干的，是巴黎的空论派干的还是

瑞士的乡下佬干的，我们都要说服阿拉戈①和拉马丁在议会中提

出质问。如果这些先生们想演一出丑剧，那就让他们演丑剧吧。请

您快复信，因为事情等不及了。由于莫伊勒是法国公民，因此从

苏黎世人方面来说，这个勾当就是破坏国际法，不能就此白白地

放过这些放牛娃。

８４４ １３．马克思致尤·弗吕贝尔（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①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阿拉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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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４年

１４

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

奥 格 斯 堡

１８４４年４月１４日于巴黎

声  明

在德国各报上出现的关于《德法年鉴》停刊的种种谣言，使

我不得不声明：瑞士的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拒绝这项工作，因

而使杂志在最近期间不能继续出版。３５０

卡尔·马克思

１５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布 鲁 克 贝 尔格

［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于巴黎田凫路３８号

阁下：

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在文章中可以看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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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的法哲学批判①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

重新作了修改，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

的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

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

《信仰的本质》３５１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

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

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

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

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正在译为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

二者都即将完成付印。前者将在曼彻斯特出版（译文由恩格斯审

阅），后者将在巴黎出版３５２（它是由法国人盖里埃博士和德国共产

主义者艾韦贝克在一个法国修辞家帮助之下翻译的）②。

现在法国人会立即对这本书进行攻击，因为两派人——一派

是僧侣，另一派是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都渴望着外援。值

得注意的是，与十八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等阶层和上

层阶级的队伍中传播着，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

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

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

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英国的无产者也做出了巨大的成

绩，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及法国人。我也不能不指出瑞士、伦敦

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不过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

０５４ １５．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

①

② 手稿中这一段是放在方括号里面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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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象手工业者。

但无论怎样，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

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

法国人的特性和我们德国人的特性之间的对立，在我面前从

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明显，就象在一本傅立叶主义者的

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

“人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为了

思维而思维，为了回忆而回忆，为了想象而想象，为了愿望而愿望？你自身

有过这类似的情况吗？……没有，当然没有！”３５３

因此，自然界和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魔术般的、多情的、不反

射的引力，并且

“一切存在物——人、植物、动物或整个天体——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力的

总和，这个力的总和同它在世界秩序中的使命是相适应的”。

由此可见：“引力和命运成正比例”。

难道这些论述不是表明，法国人似乎是在故意把自己的情欲

和德国人的纯思维活动对立起来吗？人不是为了思维而思维，等

等。

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的多

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鲁偌·鲍威尔在他的柏

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

过这个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隐讳的论战是反对您的。

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

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

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

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象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遭到非难，被指

１５４１５．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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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是从某种“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

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

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

“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

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

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

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

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

因此鲍威尔用下面的话宣称：

“批判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共欢乐；他不知道友谊和爱情，也

不知道憎恨和厌恶；他独自高踞于宝座之上，只是偶尔从他的口中发出奥林

帕斯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３５４

因此鲍威尔的《文学报》的整个语调是没有热情的轻蔑的语

调，鲍威尔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用您以及我们整个时代

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鲍威尔只是揭露矛盾，他满足于这

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

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不仅如此，他还直接说出了这样的希望：

“为时不久，整个日益堕落的人类就要联合起来反对批判”，而批判，这

就是他及其伙伴；“那时他们将把这些群众分为各种集团并发给他们全体赤

贫证明书”。

看来，鲍威尔在为了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我将出版一本

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在这

以前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总之，如能迅速得到您的回音，我将感

到荣幸。

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即他们的共产主义部分，为数有几百

２５４ １５．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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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今年整个夏天，他们每周听两次他们的秘密团体①的领导者

讲述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而且听众也表现出极有接受能力。

《前进报》第６４号杂文栏内刊登的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一小

段摘录，是从我妻子的来信中摘下来的，她现在在特利尔探望母

亲②，所以事先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３５５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６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３５６

汉  堡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于巴黎］

……如果海涅还在汉堡，就请您对他寄来的诗转致谢意。到目前

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第一

部分——叙事诗……

３５４１６．马克思致尤·康培（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①

②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正义者同盟。——编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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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１８４４年秋于巴黎］

阁下：

如果您能于星期二以前了解到，弗兰克是否同意承担出版反

对鲍威尔的小册子①，我将十分感激。

他怎样决定，对我都无所谓。我随时可以在国外找到出版商。

但恰好我很想把这本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小册子就近出版，亲自

校对。

无论如何请您立即回信。

我也准备为您效劳。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又及：因为这本小册子是反对鲍威尔的，一般来说，其中为

书报检查机关所不容许的东西是不多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本小

册子在德国推销会有很大困难。

４５４ １７．马克思致亨·伯恩施太因（１８４４年秋）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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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１８４４年秋于巴黎］

阁下：

费尔巴哈的篇章３５７一印好，就请您把它立即寄还给我。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１９

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

巴  黎

［副本］

［１８４４年１２月于巴黎］

阁下：

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因此您可

以不用等我的稿子而拿样本去付排；不过毕尔格尔斯会给您寄一

篇文章。

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

５５４１８．马克思致亨·伯恩施太因（１８４４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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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５年

２０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  黎

１８４５年 ［１月于巴黎］

致卢格博士先生

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警察局有命令，责令您、我和其他一些

人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巴黎，并且在最短期限以内离开法国。２５

进一步的细节伯恩施太因会告诉您。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

您，怕万一您还不知道。

卡·马克思

２１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１８４５年１月１２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明天还有时间同您见面。星期一①我就要离开了。

６５４

① １月１５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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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列斯凯刚才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

不受书报检查的季刊①。我、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②等

人都为它写稿。他要我和您商量，请您写稿——写些诗歌或散文。

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

国站稳脚跟。

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

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２２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４日］于布鲁塞尔

圣约翰医院对面的帕歇科街３５号

亲爱的海涅：

今天只能给您写一封短信，请你原谅，因为我在关税方面有

一大堆令人头痛的事。

科伦的皮特曼托我请您一定给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不受书

报检查的年鉴③寄几首诗去（也许包括您的《德国的舰队》
３５８
）。您

可以把这些诗寄到我这里来。最晚不要超过三个星期，不过您现

在当然已有现成的作品了。

７５４２２．马克思致亨·海涅（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４日）

①

②

③ 《莱茵年鉴》。——译者注

格奥尔格·荣克。——编者注

《莱茵年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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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向您和您的夫人衷心问好。前天我到这里的警察局

去了一趟，我必须在那里交出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

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书面保证。

雷努阿尔和伯恩施太因在巴黎出版了您的《一个冬天的童

话》，标明出版地点是纽约，运到布鲁塞尔这里来出售。据说这个

翻印的版本印刷错误很多。

下次我再给你多写点。

您的 马克思

２３

马克思致勒文塔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５年］５月９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５号

回信请寄：莱因哈德先生收

阁下：

请您立即以我的名义并由我出钱（连这封信的邮资，您可以

再在我的账下开一张期票）寄三本《神圣家族》到巴黎去，分别

寄给：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包松涅尔郊区街４６

号海涅先生和纳瓦林路１２号贝尔奈斯先生。各方面都写信来埋

怨，说在巴黎一本都弄不到。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您可以马上在我的账下开期票，但我再一次请您立即把这几

８５４ ２３．马克思致勒文塔尔（１８４５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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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寄出。

［恩格斯注］

圣日耳曼郊区巴贝茹街海尔维格先生，

包松涅尔郊区街４６号海涅先生；两人都在巴黎；

以及巴黎纳瓦林路１２号贝尔奈斯先生。

２４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４５年５月３１日星期六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玛丽亚：

很遗憾，今天我必须告诉你，因为弄护照很困难，我不能去

参加你的婚礼了。上星期三我到警察局去要求发给我去普鲁士的

护照。我先等了一会，接着就跟他们交涉，说我侨居国外，不能

从普鲁士公使那里领到护照，谈了很久，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说，我

是刚到这里，因此不能领取护照。如果我在这里住的时间再长一

点，那末他——治安警察局局长奥迪先生就有权发给我护照，而

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这样做，况且迁居此地的外国人一般都带有

有效期限至少还有一年或半年的护照。按规定他的确可以签发护

照，但是不能给刚来的外国人发护照。不过，如果我有某种关系

的话，那毫无疑问我可以在外交部取得护照。当然，这样的关系

我是有的：这里有一位德国医生，他答应我如果有什么困难，他

可以给我弄到护照。但是这位医生两星期前刚刚结婚，到瓦伦的

疗养地作蜜月旅行去了。他是星期四回来的，我昨天晚上才见到

９５４２４．恩格斯致玛·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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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表示十分愿意帮我的忙，但同时马上又说，他只有到今天

早晨才能到部里去，因此在后天即星期一以前我无法取得护照，这

样一来，我就要推迟到星期一晚间或星期二早晨才能动身。我对

他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但他再一次重复说，再早他就无法给我

办这件事了；不过他答应再试试看。今天早晨他给我送来一张便

条，说他亲自去打听了，最早在星期一，也许到星期一晚间他才

能弄到护照。我马上就回答他说，如果这样，他就别再费心了，因

为我将不得不根本放弃我的这次旅行。

你和其他人都清楚地懂得，由于其他种种情况，如果我试图

不带护照越过边境，那只会招来麻烦。奥迪先生也劝我不要这样

做，因为我的侨居证书只适用于离开普鲁士，而不适用于返回普

鲁士。因此，不管我多么遗憾，我也只好被迫留在这里，独自在

内心里祝贺你的婚礼。但你可以相信，我将整天想念着你和艾米

尔①，在你们举行婚礼和旅行的时候，我的最良好的祝愿都将和你

们在一起，尽管我不能当面表示这种祝愿。我最大的心愿是，既

然爱情使你们结合在一起，使你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美满、如此富

有人情和十分高尚，我祝愿爱情伴随你们终身，帮助你们顺利地

经受住命运的一切波折，增进你们的幸福。你们结婚，我从内心

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共同生活将是幸福的，你们结合

在一起之后，不会彼此感到失望。你可以相信，在向你们表示的

许许多多的祝愿中，再没有比我的祝愿更真挚、更衷心和更热烈

的了！你知道，在咱们兄弟姊妹中，我最喜欢、最信任的一直就

是你——所以用不着我做冠冕堂皇的保证，用不着我说许多话，你

就会相信我的。再一次祝愿你们恩爱不渝，还有许多的祝愿；究

０６４ ２４．恩格斯致玛·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５月３１日）

①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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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祝愿什么？——你自己会猜得着的。愿你们幸福！

我希望不久能收到布兰克夫人的来信，因为我料定布兰克夫

人将同恩格斯小姐一样对我很关心。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年夏天，

即在你们幸福的婚礼和幸福的旅行之后，能在奥斯坦德或英国见

到你俩。而现在——再一次再见吧！

代我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忠实的 弗里德里希

２５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

汉  堡

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于布鲁塞尔同盟路７号

阁下：

从您的来信中看到，您对我们建议由您出版的那部著作的方

向有所误解。无论是保护关税，还是贸易自由，我们都决不打算

维护，我们是想用我们的观点去批判这两种制度。我们的观点是

共产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德法年鉴》、《神圣家族》、《莱茵年

鉴》等书刊上都坚持这种观点；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也是用这种观点写的。您自己明白，这种观点不容许书报检查的

任何干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干预。如果您不坚持把这本书

送交出版检查机关，并且愿意承担出版任务，那末在我们没有承

担别的义务之前，就请您把有关的通知书寄给我们。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６４２５．恩格斯致尤·康培（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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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６年

２６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４８年４月３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同盟路７号

亲爱的艾米尔：

请立即寄给我六英镑或一百五十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

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等着老头①４月１日寄钱给我，但是没有寄

来，看样子，他是想在来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来。但是我

现在有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要

去赎回来，因此现在我必须有这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

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

子②不得不几乎完全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太多。

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一半，这

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

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

２６４

①

②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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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去了。最后我再

一次请求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守秘密。祝好。

你的 弗·

２７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巴  黎

［１８４６年４月５日左右］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５号

我亲爱的海涅：

借安年柯夫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教养的俄国

人）途经巴黎的机会，带去几句话，向您衷心问好。

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渺小作品——白尔尼遗留

下来的书信集３５９。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

到白尔尼会这样愚蠢，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夫的后记等等更是

贫乏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介

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３６０。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

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在德国

的任何历史时期粗暴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的。

关于您的这本著作，也许您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告诉

我，如果是这样，就请快一些。

您的 卡·马克思

３６４２７．马克思致亨·海涅（１８４６年４月５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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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巴  黎

１８４６年５月５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

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

有写信的唯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

烦等等。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

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

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

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３６１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

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

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

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

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

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

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

对外国情况了解得象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住在巴黎和伦敦的德国社

会主义者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

４６４ ２８．马克思致比·约瑟夫·蒲鲁东（１８４６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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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

通信人了。３６２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

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

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

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

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

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８号菲力浦·日果先生。从布鲁

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们

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非常真诚的友谊。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

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

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

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

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

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使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的眼中丧失威信。他

在他的一本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①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

５６４２８．马克思致比·约瑟夫·蒲鲁东（１８４６年５月５日）

①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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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

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且对蒲鲁东的著作加以讥讽。您

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判这个家伙。

［菲·日果的附笔］

我愉快地借这一封信向您保证，同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建立联系，我

是非常高兴的。等待回音。

仍然忠实于您的 菲力浦·日果

［恩格斯的附笔］

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

们向您提出的建议，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２９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比雷菲尔德附近的希耳德舍

［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４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魏维：

给你的信写晚了。在这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我本来想

按照约定在柳提赫就给你写信。但是，钱的事使我很不愉快。这

类事情我宁愿拖一天算一天。然而最后也只好忍受下来。

你很快就会从这里收到一封正式的信件。手稿你即将收到。第

６６４ ２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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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①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的手稿一到（最好用两个邮包寄这

些东西），殷切希望马上开始付印３４。

至于你的有关灵堡的想法，对于出版小册子来说，这倒是很

好的。二十个印张以上的书籍最好在德国本土印刷。３６３我认为，已

经为此找到了一条门路，这条路第一可以在名义上完全把迈耶

尔②置于局外，第二可以使各邦政府对这件事感到棘手，第三，这

条路本身很可取，因为发行工作会委托给非常熟练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住在这里的福格勒可以承担全部的书籍

销售业务，他在莱比锡有个经理人，这个人主要是推销禁书。书

本身要在德国印刷。编辑人每次都作为出版人，就是说，“作者自

费出版”。福格勒应允了一些条件，我从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照抄如

下：

“我愿按集市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寄送、转运、交货、兑现、经理等等

费用，承担全部委托业务，条件是，把书给我寄到莱比锡，邮资付讫。”

就是说，福格勒在这里开一张发货票，书从印刷地点直接寄

到莱比锡他的经理人那里。印刷地点当然不能在普鲁士。在每年

复活节集市时，和福格勒清一次账。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出版二十个印张以上的书籍的最好的办

法。至于说小册子，你的建议肯定是不错的。鉴于股份出版社的

事，我想瞧一瞧。不管怎样，困难是会有的。

如果迈耶尔同意福格勒的建议，那就可以马上开印——只要

在普鲁士以外随便找到个印刷地点。

７６４２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４日）

①

② 尤利乌斯·迈耶尔。——译者注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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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①

你最近给菲·日果和给我本人的那封信到达时，我已写到这

个地方。恩格斯刚才坐在我旁边，就共同的部分答复你。坦白地

说，你信中通知的消息使我相当不快。３６４

你知道，我手头很紧。为了使自己在最近期间在这里暂时还

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都当掉

了。为了节约起见，我还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家，而迁到“野林”这

里。此外，我本应该再新雇一个女佣人，因为我最小的孩子②现在

断奶了。

我曾向特利尔（我母亲处）和科伦她的一位同行求助，想借

到一千二百法郎，但都落空了。为了能恢复正常状态，我必须有

这样一笔钱。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书的发行方面的消息就更加使

我不快，因为我本指望从经济学６一书中预支到那笔钱。

固然，在科伦还有些资产者可能在一定期限内给我预支一笔

钱。但是，这些人很久以来已转到和我们在原则上完全相反的方

向，所以我决不想去求助他们。

至于出版物的稿费，如你所知，我只拿到第一卷的一半。

我自己的倒霉事不算，还从四面八方向我，作为出版物的编

辑人，涌来火急的信件等等。特别是这里有一件与贝尔奈斯有关

的不愉快的事。你知道，他通过你已经分期预支了一百零四法郎。

贝尔奈斯开出一张５月１２日到期的期票（给他的面包铺老板），但

付不出款，期票必然是被拒绝受理，这又造成了新的费用，等等，

等等。面包铺老板现在想叫他坐牢。他写信给我，我当然不可能

８６４ ２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４日）

①

② 劳拉。——译者注

手稿此处中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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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他什么忙，但是，为了暂时把事情拖延一下，我已做了可能做

到的一切：

１．给巴黎的海尔维格写了一封徒劳无益的信，请求他预支一

笔钱给贝尔奈斯，直到贝尔奈斯的文章发表；

２．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法文信，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一下他的

债权人，我在信中通知他，出版之后他还将得到总数多少多少的

稿酬。这样一来，那个市民把期限宽延到６月２日。贝尔奈斯的

欠款加上不予受理费用等等共一百二十法郎（我已经不再知道确

切数字了）。

你看，全面的灾难！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下一次我给你写一封实质性的信。除了许多的工作、家务事

等等，又加上这一切金钱的压力，你应该因此而谅解我为什么没

有给你写信。

祝好。

你的 马·

我的妻子和我衷心地问候你的未婚妻①。

附带说一句并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赫斯从我现在出版的两

卷当中，不应再得到什么了，相反地，他还应该交回给我们一些。

我的私人通信处：圣居杜尔平原路１９号“野林”郎努瓦先生宅。

你给我写的私人信件，信封上应写：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

路郎努瓦先生收。

９６４２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４日）

① 路易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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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科  伦

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７日于奥斯坦德圣托马街１１号

亲爱的赫斯：

你瞧，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布鲁塞尔给你写信了。我在这里要

呆到８月１０日，大概１１日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马克思把你的

信寄到我这里来了。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夫人①越过

边界，但是她没有护照，毕竟是麻烦事。因为在她到达布鲁塞尔

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两三天了，关于整个这件事情，我仅仅知

道你信上所谈的情况。再说一遍：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

你的 恩格斯

［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８日左右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现在把恩格斯的这封短信转寄给你，我只是再补充一句，你

的夫人快活康健。载勒尔对她照顾得很好，并且介绍她认识了福

格勒和福格勒太太，她几乎天天同他们在一起。

我的妻子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她病魔缠身，多半时间都卧于

床榻。

你的 马·

０７４ ３０．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赫斯（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７日）

① 西比拉·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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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把信发出，恰好看到《科伦日报》登了你评卢格的文章

的预告。因为我们的著作①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很长时间，所以我

劝你把你评卢格的那一部分抽回去３６５。这一部分你几乎全部都可

以用上。

我已经写信去威斯特伐里亚３４让他们把手稿寄给丹尼尔斯。

如果手稿还没有寄给丹尼尔斯，那就让他们把关于卢格的那一部

分直接寄给你。

海因岑的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３６６？格拉齐安诺博士在文章中

是怎样评论你的３６７？请告。

３１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

达 姆 斯 塔 德

［草稿］

［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 ［于布鲁塞尔］

尊敬的先生：

您曾经写过一封信，向我说明了您对出版问题的想法３６８，我立

即就给您写了回信。您提到“学术性”问题，我在回信中曾经对

您说过：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不是普鲁士政府所理解的那种意

义上的学术，等等。您还会记得，您在第一封信中，对于普鲁士

政府发出的警告和警察当局刚刚对您进行的审讯，感到十分紧张。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写信告诉您，我将另找一家出版社。

１７４３１．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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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收到了您的第二封信，信中您一方面声明拒绝出版，另

一方面同意以新出版商的名义开期票来偿还预支稿费。

这次您没有接到我的回信，因为我原来以为很快就可以给您

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说，可以把我找到的另外一个出版商告诉

您。这件事为什么拖延了，下面就要告诉您。您所提出的偿还预

支稿费的建议，我是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的，您从下面

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出版问题我只交涉过一个地方，在

那里我当时就说明，如果接受我的稿子，就必须还给您一千五百

法郎。这一点，我随时都可以提出证据来。此外，恩格斯和赫斯

也可以作证。

另一方面，您会记得，在巴黎洽商时以及在书面合同３６９中，对

于我的著作形式的革命性程度，根本没有做任何规定，相反地，我

当时甚至认为两卷必须同时出版，因为第一卷一出版，第二卷必

然会遭到禁止或者被没收。科伦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在场，

可以证明这件事。因此，从法律上说来，您没有权利提出新的条

件或者拒绝出版，而我从法律观点看来，既没有义务要偿还预支

稿费，也没有义务接受您的新建议和修改我的著作。不用说，我

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要把我同您的关系看作一种法律上的关系，特

别是合同上同样也没有规定您有付给我预支稿费的义务，而您付

给了我，我应该而且已经把这件事看作纯粹友谊的行动。在此以

前，我总是经常根本不顾金钱上的巨大损失，不要出版商（例如

出版《德法年鉴》的维干德和弗吕贝尔，以及您马上就会知道的

其他出版人）履行他们在合同上商定的和法律上规定的义务，而

现在，我也任何时候都根本没想到要叫任何一个出版商损失哪怕

一文钱，即使从法律上说来我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恰恰对您就

２７４ ３１．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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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例外呢，而且您对我还作了特别关照，这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至于回信为什么耽搁的问题，那是由于下述的原因：

德国的几个资本家接受了我、恩格斯和赫斯的一些著作的出

版任务。３７０当时甚至有希望建立一个不受任何警察检查制度约束

的，象样子的大出版社。此外，通过这些先生的一个朋友①的帮忙，

还答应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为了把我编辑的和恩格

斯等人合写的著作②的第一卷手稿安全地带过边界，这个朋友在

布鲁塞尔一直呆到５月份。本来他随后应该从德国来信确切地告

诉我，同意或不同意出版《政治经济学》。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消

息，或者说得到了一些含糊其词的消息，只是在那部著作的第二

卷手稿绝大部分已经寄往德国以后，前不久那些先生才最后来信

说，由于他们的资金已经另有所用，这件事一无所成。对您的肯

定的答复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在一切事情都已决定以后，我和正

在这里的从达姆斯塔德来的皮尔舍尔先生约定，让他把我的一封

信带给您。

由于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我就把《政治经济

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

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

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

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顺便说

一句，这就是我在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在《政治经济学》出版以

前必须完成的那部论战性著作。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３７４３１．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魏德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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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您的最近这封信，我的答复如下：

一、如果您不出版这部著作，我一定按照您所说的办法把预

支稿费还给您，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我从另一个出版商那里得到的稿费如果比同您商定的少，那

末您就应该分担同我一样多的损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另找出

版商是由于您的缘故，不是由于我的缘故而引起的。

二、我的书要出版是有希望的。前天我收到了一封德国来信，

信中告诉我，有人想建立一个出版共产主义著作的股份出版社，这

个出版社将乐于一开张就出版我的著作。但是我还把这事看作是

非常不肯定的，必要时我将另找出版商。

三、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

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

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

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顺便告诉你：对开本两卷的《重农学派》３７１，在７月底才出版，

最近几天才能运到这里，虽然我在巴黎的时候该书的出版广告就

登出来了。这两卷书现在必须充分注意。

我这部书现在将作较大的修改，它甚至可以以您的商号的名

义出版。不过，在看了手稿以后，您也完全可以以别的商号的名

义出版这部书。

四、至于期限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我的身体很不好，我

不得不在８月到奥斯坦德去作海水浴，此外，我正忙于出版上面

所说的两卷著作①。因此，在８月我做不了很多的事。第一卷将在

４７４ ３１．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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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

能付印。

五、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在英国

收集到了一些新资料３７２，另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

充，所以手稿将比约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印张。

因为合同已经签订，所以，您会记得，我在前一封信里说过，我

已经决定，尽管篇幅几乎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我愿意仍然拿原定

的稿费。如果我把新收集的资料单独出版，那就会损害这部书。为

了著作本身，我任何时候都毫不犹豫地情愿承担经济上的损失。我

既没有想要撕毁合同，也没有想要削弱这部书本身的影响。

但是，如果按照您过去那封信的意见，我可以重新签订合同的

话，那我就要增加一个新的条件，即超出原定篇幅以外的印张，您

应以同样的标准付给我稿费。我认为，由于我为写这部著作到英国

去了一趟，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我还买了大批价格昂贵的

参考书，我从这部著作所得的收入显然是所剩无几了，因此，我提

出这个要求就更加合理了。

最后，如果能够有某些合理的条件，我希望这部著作能在您

的出版社出版，因为您对我是十分亲切和友好的。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拿出德国和法国寄给我的许多来信向您

证明，读者正在迫不及待地期望看到这部著作。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请您立即写信给我３７３，来信寄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１２号

“野林”郎努瓦先生。

５７４３１．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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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巴  黎

［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于布鲁塞尔

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

亲爱的安年柯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

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１１月１日来信的回信了。

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

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卒，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

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

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

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说到了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

乱无章而妄自薄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３７４，

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研究。我也丝毫不把

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

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

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

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ｅｎｇｒèｎｅｍｅｎｔ〕——如果用

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

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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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

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

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

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

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

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

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

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

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

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

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

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

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和消

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

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

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

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

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

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

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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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

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

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

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

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

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

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

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

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

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

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

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

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

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ｃｏｍｍｅｒｃｅ》一词是就

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Ｖｅｒｋｅｈｒ》一词那样。

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

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

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

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

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

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１６４０年和１６８８年的革命。一切旧

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

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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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

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

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

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

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

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

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

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

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

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

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

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

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

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

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

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

十七世纪中叶而结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

不是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地遥远，甚至普通经济学家都

不会忘记的东西他都忽略了。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

谈世界市场。好啊！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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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

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

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

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

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

国于九到十二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所以，在蒲鲁东先

生看来，这种分离是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

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

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

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许多

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

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

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

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

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

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荒谬不

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

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１８２５年——第一次总危

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

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１８２５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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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

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

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既由

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

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

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做第三个进化，当做机器的反题，是表

现得多么明达啊！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

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

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

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

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

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

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一切信贷机关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

十八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

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

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

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

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

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

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

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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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

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

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

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

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

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

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

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

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

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

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

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

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

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

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

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

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

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

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

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

痉挛。既然这些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

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末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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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

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

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

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

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

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

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结果，是仅仅使它们的好的

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

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

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就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

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

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

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

方程式远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

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

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

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

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

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末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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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

隶制，不是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

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

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

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

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

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

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

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

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

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

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

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

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

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

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

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

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

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

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

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

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

４８４ ３２．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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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

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

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

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

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

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

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

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

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

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

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

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

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

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

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

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

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

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

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

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

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

５８４３２．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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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

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

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

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

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

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

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

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

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

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

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

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

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

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

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

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

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

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

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

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

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

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

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

６８４ ３２．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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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

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

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

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

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

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

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

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

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

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

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

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

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

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

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

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

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

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

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

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

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

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

７８４３２．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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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

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

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

心灵深处引以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

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

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怀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

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

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

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６寄给您，但

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

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①。您很难

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

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

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

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您或许会问我，我写信给您为什么不用流利的德文，而

用蹩脚的法文？这是因为我所涉及的是一个法国作者。

如果您的回信不拖得太久，我将非常感激您，因为我想知道

您是否懂得了我这粗陋的法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８８４ ３２．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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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

３３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

科  伦

［１８４７年］３月７日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丹尼尔斯：

你或者你们科伦的某一个人可能会收到赫斯关于共产主义事

务的一封信。我迫切地请求你，在我通过维·①把文件和书信交给

你们以前，不要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回信。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

迫切地请求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这

些事情是不能通过书信告诉的。如果你不能来，那末亨·毕尔格

尔斯在一两天内必须来。你或者你的代表就住在我家里……②

总之，你或者亨·毕尔格尔斯必须尽快到梅克林来。

请立即把所附的信交给爱北斐特格律恩街的楚劳夫。

别到布鲁塞尔来，要到梅克林；你或者毕尔格尔斯何时到达，

请提前一天来信告知。

９８４

①

② 信的下文缺了。后面几句话是写在信的前头空白处的。在“在我家里”这几

个字后面，马克思注了“见上面”的字样。——编者注

大概是维尔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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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把你的日常事务搁几天吗？①

你的 马克思

３４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  黎

［１８４７年］７月２７日于布鲁塞尔伊克塞尔

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恩格斯刚刚从巴黎来到这里，将在这里呆几个星期。他谈到

了下面的一则奇闻，对此我请你尽快地澄清一下。

贝尔奈斯告诉艾韦贝克说，海尔维格曾到我这里来过并且宣

称，马克思对他是那么友好，看来马克思是有求于他。接着贝尔

奈斯还完全允许艾韦贝克继续传播这个笑话。

要不是这种流言在我们巴黎的熟人们中相当广泛地散布，我

自然不会为此去动笔墨。

因此，我请你立即确切地向我说明，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 马克思

０９４ ３４．马克思致格·海尔维格（１８４７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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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３７５

巴 黎

［１８４７年］８月８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要赶紧告诉你，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从信中知道的完全是

我事先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一切是可鄙的流言。我就是希

望从你那里得到这几句话，以便能够用文字证据向恩格斯说明，在

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瞎扯是什么性质。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

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尽管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躲避和疏远

这些人，这些老太婆总是用这类无聊琐事来打扰我。只有用极为

粗暴的做法才能摆脱这些蠢人。

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用这种事扰乱了你的安宁。这些老太

婆的特点就是，他们企图抹杀和掩饰一切真正的党派斗争，而把

播弄是非和挑拨离间那一套德国人的惯技拿来冒充革命活动。这

些可怜虫！

在这里，在布鲁塞尔，我们至少没有这种讨厌的事情。

这里的普鲁士大使馆曾经密切注意和监视伯恩施太德，想抓

他的错。使馆终于达到了目的。使馆告发了他，并且把三个案件

强加到他的头上：（１）财政案，说他违犯了印花税法，（２）政治

案，说他在他的报纸①上曾经宣称，路易－菲力浦该杀，（３）一个

１９４３５．马克思致格·海尔维格（１８４７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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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贵族奥济先生提出的诽谤案，因为伯恩施太德曾经正确地

指责过这个人利用谷物牟取暴利。

所有这三个案件都是毫无根据的，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本来

就很少被人看得起的普鲁士大使馆成为笑柄。路易－菲力浦、奥

济和比利时印花税法同大使馆有什么关系？

法院侦查官自己也说，所有这些案件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

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着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

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

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

些。那些高贵的条顿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各位出

版商诓骗伯恩施太德，因为他无法在法律上追究他们的责任。形

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在经济上给予哪怕极其微小的

帮助，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宣称伯恩施太德的名字对他们是一

个障碍。这些人任何时候都会找到借口而什么也不干的！他们要

末就是说本人不行，要末就是说那人的妻子不行，要末就是立意

欠妥，要末就是文风不佳，要末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

多少有一些危险性，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

不受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百般刁难的反对派的报纸，而报

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

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

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但不是这样，我们

的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

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

感到进退两难。

我的手稿的情况也和《布鲁塞尔报》差不多，而蠢驴们天天

２９４ ３５．马克思致格·海尔维格（１８４７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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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问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让付印，甚至指责我宁肯写些法文的东

西而不愿写别的任何东西。生为条顿人，就还得长期地为此而吃

尽苦头。

再见。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在巴黎还将得到一份我的法文著作①的勘误表。个别地方

没有这种勘误表是看不懂的。

只要你有空闲，又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就请来信。

马克思

３６

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９月２日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请你今天到埃特尔贝克大街的大沙龙（也叫罗亚尔宫）去一

趟。

马克思

３９４３６．马克思致莫·赫斯（１８４７年９月２日）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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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恩格斯致律西安·若特兰
①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７年９月３０日于布鲁塞尔］

阁下：

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认为我无法完成荣幸

地受９月２７日会议８８委托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当中找一个

人，参加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

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的，由于他

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

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

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

先生。

请您接受我对您的特别崇高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会议期间不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先生住在纳缪尔郊区奥尔良

路４２号。

４９４ ３７．恩格斯致律·若特兰（１８４７年９月３０日）

① 参看本卷第１０６—１０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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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  黎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于布鲁塞尔

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本来想让恩格斯带给你一封信，但是在他走的那天事情特

别多，所以就把这件事忽略和忘记了。

其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请求我写几句话，把她向你介绍

一下。我想，你现在已经认识她了。这个女人在同她丈夫的决斗

中表现了对于一个德国女人来说是很大的毅力。

在布鲁塞尔这里我们已建立了两个公开的民主团体。

（１）一个德国工人团体８７，已有成员一百人。这里进行的讨论

完全是议会式的，此外也组织社交性的娱乐活动，如唱歌、朗诵、

演剧等。

（２）一个比较小的国际性的民主团体，参加的有比利时人、法

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８８

如果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来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在小小的

比利时甚至在进行直接的宣传方面，也可以比在很大的法国做更

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尽管公开活动还很有限，但它对每个

人都起着非常振奋的作用。

我们可能要遭到警察当局的陷害，因为现在掌权的是自由派

内阁，而自由派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但是我们能够对付他

５９４３８．马克思致格·海尔维格（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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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这里的情况不象巴黎那样，在那里外国人是孤立地同政府对

抗。

由于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利用出版社，我同德国国

内的德国人达成协议，已经着手合股创办一家月刊性的评论杂志。

在莱茵省和巴登已经征集了一定数目的股份。只要筹款够杂志办

三个月之用，我们就立即动手干。

如果筹集的经费还能允许的话，我们打算在这里建一个自己

的印刷厂，也可以用它来印刷一些单行的著作。

我现在想从你那里知道：

（１）你是否也愿意认购一些股份（每股二十五塔勒）。

（２）你是否愿意撰稿，就是说也列入扉页的撰稿人名单。

因为你本来早就欠我一封信了，我请你这一次克服不愿写信

的毛病，赶快给我回信。此外，我想请你问一下巴枯宁，通过什

么途径，按照什么地址，用什么方式我能够把一封信寄到托尔斯

泰手里？

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那桩怪事，确实是我们的“国父”的

无可奈何的愤怒在日益加深的标志。

再见。

你的 马克思①

６９４ ３８．马克思致格·海尔维格（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① 在信上燕妮·马克思写了地址：“寄科伦实习医生哥特沙克博士先生”。在这

下面马克思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海尔维格：由于疏忽，我们差一点把上面这

个错误的地址写在这封信上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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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安年柯夫

巴  黎

［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安年柯夫：

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３７６。同时我

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

间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３７７。您也许

已经看到英文和法文报纸上对此所作的一些报道。

不过，我踏上旅途后（我还得在这里呆几天），却把我的家庭

撇在极其艰难和无望的困境之中。问题还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

们都在生病。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

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遇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

怎么会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我的德文手稿①

没有全部印出来。已印出来的那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我答

应不拿报酬。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小册子②销路很好。但是要到复

活节我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收入。

光是我妻子的收入是不够用的，很早以来我就和我自己的母

亲商量，想至少得到我的财产的一部分。现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希

望。但是这一切在目前并没有什么帮助。

我毫不客气地、坦率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您，如果您能给我

７９４３９．马克思致巴·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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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寄去一百至二百法郎的话，那您真的是把我从极大的苦恼

中救了出来。自然，要等我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以后，

我才能还您这笔钱。

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我请您把钱寄往我原来的地址：布

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但是，您在信中不能让我妻子

看出，我从伦敦给您写了信。原因我以后再告诉您。

我希望，下一次写信能告诉您一些比较令人愉快的消息。

您的 卡·马克思

８９４ ３９．马克思致巴·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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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

４０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６日于巴黎

亲爱的艾米尔：

在光荣的二月革命和没有爆发的比利时三月革命之后，我于

上星期又来到了这里。我给母亲写信要钱，准备再过几天离开这

里回德国去，我们打算在德国重新出版《莱茵报》①。现在母亲极

力催我赶快回德国，一方面是因为她以为这里又可能要动起枪来，

怕我会遭到什么不幸，另一方面是她本来就希望我回去。但她同

时写信告诉我：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因为几天以前富尔德通知父亲，

说他不再营业了，而父亲寄给他的几张数目很可观的期票也被退了回来，并

且被拒绝支付。所以望你来信告诉我，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

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你用银行券寄二十英镑给我（英镑在这

９９４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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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比价很高），再让我的老头①立即把这笔款子归还给你。这样，钱

就能很快到我的手，我就可以动身了，否则，我还得在这里呆一

个星期，才能收到从巴门或从恩格耳斯基尔亨寄来的钱。因此，我

今天就立即写信到巴门去，让他们把二十英镑归还给你，并请你

照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办理，因为期票不能用了。

你可以把银行券都剪成两半，当天就把前半截寄来，信寄巴

黎胜利路１９号我收，第二天再寄后半截，寄到同一条街道同一个

门牌费里西德·安得列小姐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邮件失窃。

这里的情况很好：２月２４日和３月１７日被击败了的资产者

又重新抬头，疯狂地咒骂共和国。但是结果只会是，在他们头上

不久就会爆发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风暴。如果这些家伙这样无

耻地搞下去，人民不久就会把其中的某些人处以绞刑。在临时政

府中有一帮人，特别是有吹牛家拉马丁给他们撑腰，拉马丁这个

人不久也会受到惩罚的。这里的工人（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除

赖德律－洛兰外不承认任何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赖德律－洛

兰比任何人都更坚决、更激进。弗洛孔也很好，我到他那里去过

几次，现在马上又要到他那里去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征服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

征讨３７８毫无关系。

向玛丽亚②和孩子们衷心问好，请立即回信。

匆匆草此。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００５ ４０．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６日）

①

② 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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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８日于巴黎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今天收到了四张五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请你立即把后半

截寄来，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动身。我非常感谢你在这危急时刻欣

然答应立即给予我帮助。《莱茵报》①已经给你订了。

至于这里的党派，如果不算比较小的（正统派和波拿巴派，这

些人只会搞阴谋，纯粹是一些宗派，在人民中间没有影响，其中

一部分很有钱，但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实际上是三个大党派。

这三个党派，第一是２月２４日的战败者，即大资产者、交易所的

投机者、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商人、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第

二是小资产者、中等阶层、在２月２３日和２４日站到人民一边的

国民自卫军的基本群众、跟着拉马丁和《国民报》跑的“明智的

激进派”。第三是人民，是现在以武力控制着巴黎的巴黎工人。

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

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但是他们在临时政府中占居多数（拉

马丁、马拉斯特、杜邦·德·累尔、马利、加尔涅－帕热斯，有

时还加上克莱米约）。他们，还有和他们一起的临时政府，都动摇

得很厉害。局势愈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愈倾向于大资

１０５４１．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８日）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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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局势愈动荡，他们就愈是重新和工人们联合起来。譬如，

最近，当资产者又变得极端厚颜无耻，甚至发动八千名国民自卫

军到市政厅去抗议临时政府的法令，特别是抗议赖德律－洛兰的

果断措施的时候，他们竟真的吓坏了政府的多数成员，特别是软

弱无能的拉马丁，致使他公开地抛弃了赖德律。但是在第二天，即

３月１７日，就有二十万工人涌向市政厅，宣布他们无条件地信任

赖德律－洛兰，并迫使政府的多数成员和拉马丁撤销了原来的决

定。因此，在这时，《改革报》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路·

勃朗、阿尔伯、阿拉戈）又占了上风。在整个政府中，他们还是

最能代表工人的，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

点。可惜矮小的路易·勃朗由于他的虚荣心和他的那些狂妄的计

划而大出其丑。他很快就会弄得声名狼藉。但是赖德律－洛兰表

现得很好。

最糟糕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而另

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

种革命措施——实行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的

财产，禁止现金输出，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使自己获得为此所必

需的资金。有人让《改革报》派许下诺言，然后又用极端荒谬的

保守的决议来使他们无法履行诺言。

现在在国民议会中又增加了一种新因素：占法兰西民族人口

七分之五并拥护小资产阶级政党、即《国民报》的农民。很可能

这个政党会取得胜利，《改革报》派要遭到失败，那时又会发生一

次革命。也可能议员们到了巴黎，会看到这里是怎样一种情况，就

会认为只有《改革报》派才能够长期掌握政权。然而这是不可能

的。

２０５ ４１．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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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延期两周举行，这也是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

胜利。

《国民报》派，即马拉斯特及其同伙，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很坏。

他们生活优裕，并为自己的朋友搞宫殿、弄肥缺。《改革报》派则

完全不同。我到过老弗洛孔家里一两次。这个人和过去一样住在

一所低劣的住宅的五楼，用一个旧的陶制烟斗吸一般的次烟，只

是买了一件新睡衣。他的生活方式仍然象他担任《改革报》编辑

时那样，是共和派式的；他还是那样亲切、诚恳和坦率。他是我

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的一个。

最近我在土伊勒里宫茹安维尔亲王的房间里和老安贝尔一起

吃了一顿午饭，他曾经流亡布鲁塞尔，现在是土伊勒里宫的警卫

队长。现在伤病员躺在路易－菲力浦卧室里的地毯上，用烟斗吸

着烟。御殿上苏尔特和毕若的像被扯下来撕碎了，格鲁希的像被

剪碎了。

刚才，为一个因伤死亡的工人送葬的队伍，在《马赛曲》的

乐曲声中经过这里。至少有一万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武装起来的

公民为他送葬，从堂甸大道来的浮华青年也不得不作为国民自卫

军马队跟随着送葬队伍。资产者都因为人们这样隆重地为一个工

人送葬而大为发怒。

你的 弗·恩·

３０５４１．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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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达尔贝特·

伯恩施太德等人

巴  黎

致伯恩施太德等先生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日于巴黎

新圣奥古斯丁路２２号

副本

为答复伯恩施太德等先生今天早晨留交马克思的便条３７９，特

声明如下：

（１）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就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向任何

人作解释。

（２）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向同他毫无关系的德意志民主协会

１２１的委员会或代表团作解释。

（３）如果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先生个人，而不是作为

某个委员会或某个协会的成员要求作解释，那末已经在一次私人

谈话中和另一次公开场合对伯恩施太德先生说过，他们应该去找

谁。

４０５ ４２．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伯恩施太德等人（１８４８年４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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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

巴  黎

１８４８年４月５日于巴黎

尊敬的公民：

我们在逗留巴黎的最后两天内，曾经拜访过您几次；但是我

们看到您那里总是挤满了来访者，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依

次等候。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未能和您最后见一次面的情况下离

开这里，我们对此感到惋惜。

这封信将由艾韦贝克先生转交给您，他答应把地址交给我们，

我们将按照他给的地址给您写信。

我们毫不怀疑，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进

展的好消息告诉您。

同时请您接受我们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５０５４３．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卡贝（１８４８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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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于巴门

亲爱的艾米尔：

我平安地到达了这里１２４。整个巴门都在等待着，看我怎么干。

人们以为，我会马上宣告共和国成立。庸人们因为莫名其妙的恐

惧而发抖，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总之，人们以为我一

到来，许多事情就将迅速得到解决。今天当我到克·欧门和安·

欧门的办事处去时，他们就明显地在发抖。我自然不会去干涉任

何事情，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这里的恐慌情况难以形容。资产者要求信任，但是已经不再

有什么信任了。大多数人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为生存而

斗争。但是因此工人们连肚子也吃不饱，有时就作一些反抗。到

处都是瓦解、破产、无政府状态、悲观失望、恐惧、愤恨、对立

宪政体的热情、对共和国的仇恨等等，而目前最有钱的人的确是

最苦恼和最着慌的人。同时，一个个却都吹牛、撒谎、咒骂、发

怒，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最安静的市民都真正地狂怒起来了。

但是一旦宪章派开始行动，他们才会真正感到惊奇。示威游

行３８０还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的朋友乔·朱利安·哈尼（请把所

附的信转寄给他，信寄布朗普顿女王街９号）两个月以后将取代

帕麦斯顿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同你打赌，赌两个便士或者

随便多少钱都可以。

６０５ ４４．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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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那里一切都好。他们正在等待你的兄弟

海尔曼，安娜现在在哈姆。向玛丽亚①和孩子们问好。再见。

你的 弗·

４５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４日于科伦市赫勒街１４号

亲爱的艾米尔：

上星期六我来到了科伦这里。《莱茵报》②将在６月１日出版。

但是为了不致立即遇到阻碍，我们必须预先在伦敦做一些准备工

作，因为那里没有别人，所以冒昧地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你。

（１）请你在一个报刊经销人那里为我们订阅（从接信之日起，

到７月１日止）《电讯》（报）和周刊《经济学家》各一份。由报

刊经销人（你可以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以免我们以后再来打扰

你）每天把这两份报刊用邮包或者象通常邮寄报纸那样按印刷品

寄给我们，邮件经奥斯坦德寄科伦圣阿加塔街１２号威·克劳特先

生收。

（２）请把附去的信发出。

（３）请垫付这两份报刊的订费、这封信的邮资等等，这些费

用的账单立即寄到科伦圣阿加塔街１２号《新莱茵报》发行科，并

说明钱应该交付给谁。这样，这笔钱就会立即付清。

７０５４５．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４日）

①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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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出版所需的资金已经筹足。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所缺的

就是这些报刊，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版了。《泰晤士报》我们已

经收到，头一个月我们只需要上述两种英国报刊。如果你在其他

报纸上碰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并且把它寄给我们，那我们是

很高兴的。一切费用当然都将立即归还。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些能

提供有关贸易、经济状况等详细消息的报纸。请来信告诉我，现

在伦敦有哪些报纸，好让我们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我自然没有见到玛丽亚，因为她还没有到达，我就走了。但是

在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立即回去一趟。不过，目前在巴门比任何

时候都感到无聊，人们都对在那里所获得的一点点自由表示愤恨。

这群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

而由于在这方面现在遇到阻碍，于是他们就拚命地叫喊起来。如果

他们想要取得自由，他们就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法国人和英国人

也曾经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在巴门，蠢驴们却以为他们应当无偿地

得到一切东西。这里的情形看起来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普

鲁士人还是那样，在波兰人身上用硝酸银打烙印，而在我写这封信

的时刻，美因兹正遭到普鲁士人的炮轰，因为市民自卫军逮捕了几

个喝得醉熏熏的胡作非为的士兵；独立自主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虽然听到了炮声，但看样子根本无动于衷。在柏林，康普豪森无所

事事地消磨时日，而反动派、官僚和贵族集团却愈来愈猖狂，因而

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

直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再见。

你的 弗·恩·

８０５ ４５．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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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柏  林

１８４８年９月１日于科伦

亲爱的科本：

您的文章现随函奉还。本来我早就可以把它寄出，但是因为

搬家３８２时的忙乱和与此有关的许多事务把您的地址遗失了。

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

常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您是我们所愉快地怀念的唯一

的一个柏林人。不过，那种“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毕竟是美丽的，

面对着人们称之为德国革命的这种庸人的无聊的滑稽剧，我十分

留恋那种夜晚！但是必须懂得为亲爱的祖国作出牺牲，而最大的牺

牲，就是要回到这个祖国去，为这些笨头笨脑的公众写社论。

祝您健康！

您的 弗·恩格斯

４７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３日于科伦］

亲爱的拉萨尔：

请在你们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３８３里通过如下决议：

９０５４６．恩格斯致卡·弗·科本（１８４８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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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普遍拒绝纳税——特别要在农村宣传；

（２）派遣志愿军去柏林；

（３）捐款给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３８４

受莱茵省民主委员会
３８５
的委托

卡·马克思

（私事）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你能给我寄钱来，无论是二百塔勒，或者借贷单据，那

我将非常感激你。请把它们寄到塞西利安街７号我妻子处。我今

天接到了传票３８６，人们都认为，我明天将被逮捕。

你的 马克思

４８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维 也 纳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于科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您可能已经收到您所缺少的那几号报纸①了，但其中大多数

我们这里没有。因此，我还在尽力为您弄到所缺的那几份。

至于您的小品文，请您原谅，我因为实在太忙，直到目前还没有把它

读完。如果它不适用于我们的报纸，我们就把它寄还给您。

至于地址，您所有的来信都寄到了。为谨慎起见，您可以寄：

０１５ ４８．马克思致爱·弥勒－捷列林格（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

① 《新莱茵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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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帽人街１７号韦雷斯先生收。这个地址不会受到任何怀疑。

我们的报纸目前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订户……①。这些蠢驴

终于明白，我们的预言总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下令叫我们停刊，

那我们在１月初就会摆脱困境了，那时我将尽一切可能给您支付

报酬。您的通讯无可争辩地是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写得最好的，完

全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刊已经从我们

的报纸转载了这些通讯，所以您为教育欧洲读者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根本无法向您描述，为了使报纸能办下去，我不得不在金

钱方面做出多大的牺牲并做出多大的忍耐。德国人是一些没有头

脑的蠢驴。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衷心问好。请接受我对您的永恒的友谊。

您的

４９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

委员会名义致斐维联合会３８７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２５日左右］于伯尔尼

致斐维联合会

朋友们，兄弟们：

我们以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回答你们１２月７

日的来信。３８８因为代表大会已经拟定各个联合会联合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不打算谈你们对苏黎世联合会３８９的指责，而直接回答你

１１５４９．恩格斯致斐维联合会（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左右）

① 原文有一个字看不清。 《人民呼声报》在这里在括号内加了一个字

《ｔｒａｕｍｅｎ》（梦想），并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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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信中涉及已形成的集中统一的各个问题。

你们首先要求，代表大会也要考虑个别联合会仅仅用书信方

式所进行的投票，而且还引用了民主原则。代表大会讨论了这个

问题，考虑了你们所提出的理由，但是认为，不能同意这种做法。

大会认为，如果这样，就根本用不着召开任何代表大会，只要各

联合会向中央委员会写信，然后中央委员会计算票数，宣布结果

就行了。这大概也就是各联合会迄今为止进行联系而又一无成效

的方式方法，而代表大会却在几天之内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办

妥。这正是因为，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多年的通信获

得更大的效果，更容易达成协议。没有派代表的联合会不能参加

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不能听到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而正因为这

些理由最后要决定投票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投票。

否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尽管你们认为这是不民主

的，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

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都是行不通的，而行得通的始终是我们的意见：

在美国、瑞士、法国以及其他一切比较早的民主国家里，始终奉

行这样的原则：没有派代表，就不能投票。况且代表大会考虑到

让每个联合会将来都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已经决定承担代表们的

全部费用。就连这一次代表大会你们也许是能够派代表参加的；洛

桑联合会也缺少派代表的费用，就让一个在伯尔尼的公民作为代

表，并且给他发出了指示３９０。

到目前为止，瑞士各联合会之间还没有怎么统一起来，这确

实是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央联合会居然提出

了那样多的相互矛盾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苏黎世联合会建议召

开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苏黎世联合会所起草的临

２１５ ４９．恩格斯致斐维联合会（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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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章程，自然只是一个建议，它必须经代表大会通过，而且你们

从随函附去的记录抄本中可以看出，已作了重大修改。但是现在，

当由于十个不同联合会的代表的协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端的

时候，非常希望没有派遣代表的联合会参加已经开始的集中统一

行动，并象派出代表的联合会几乎都在这点或那点上放弃了自己

的意见而服从多数的决议那样做出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

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你们关于把军人联合会“自助者”３９１宣布为中央联合会的建

议，大会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但是被否定了。军人联合会

“自助者”按照这里的法律（志愿兵法）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因

此，其他联合会本身加入这个组织就同样有被解散和没收财产的

危险。其次，军人联合会只愿作一个军事性的组织，而不把代表

各联合会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并与德国进行通讯联系看做是自

己的职责。柏林中央委员会和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３９２即使在无可

非难的问题上也不会贸然同军人联合会进行通讯联系，因为这样

做本身会有被解散和逮捕的危险；同样，军人联合会也不会同这

些委员会进行经常的通讯联系，因为这样会招致瑞士当局对自己

的最残酷的迫害。我们首先要力求达到的集中统一，应该不给政

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这

种集中统一因此也就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甚至连俾尔的代

表①也有这种看法，他反对把中央联合会的职权转交给军人联合

会理事会。不过，对于任何人来说，加入军人联合会，当然都是

自由的。只是希望各联合会本身不要加入，这样在发生新的迫害

３１５４９．恩格斯致斐维联合会（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左右）

① 施坦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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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不会连累到联合会，而只涉及个人。

我们依次回答了你们信中所提的各个问题，现随信附上大会

的记录，让你们了解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

义，并受大会的委托，要求你们加入德国各联合会已经形成的联

合行动，并尽快地把你们是否愿意参加的决定通知我们。

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你们应该象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

了而且将来也会这样做的那样，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

问题上作出让步；你们应该参加到许多联合会花了不少经费和时

间才建立起来的联合核心中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

去发生的事情，不容许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那

这种联合核心才会带来好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中央委员会

来信请寄：伯尔尼克菲希巷１０９号恩·贝格尔先生收。

５０

马克思致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

柏  林

［草稿］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左右于科伦］

  编辑部收到了您的来信
３９３
，现在正要发表从法兰克福寄来的

更正。至于您威胁说要对诽谤进行起诉，那这只能证明您对刑法

４１５ ５０．马克思致威·施梯伯（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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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３９４
的无知，因为刑法典上关于诽谤的条文是不适用于本报第

１７７号上的那篇通讯的。为了使您安心，我们现在告诉您，这篇通

讯是在《新普鲁士报》发表类似报道以前，由一位法兰克福的议

员①寄给我们的。我们认为，您以前在西里西亚的活动不能驳倒上

述那篇通讯的内容，虽然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您放弃在

柏林的比较有利可图和比较有名望的地位，而换取一个尽管是合

法的但是不可靠和不光明正大的地位。

至于您对您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的保证，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

资料，是公开提供还是私下提供，随您的便。

我们原谅您信中对于民主派和民主派刊物的指责，因为对您

来说这还是新东西。

５１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３９５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于伯尔尼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

公民们：

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于本月９日、１０日和１１日在伯尔尼这

里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建立彼此间的永久的联合，并确定

伯尔尼联合会３９６为区部联合会。

本中央委员会现在通知你们，联合已经建成。

５１５５１恩格斯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① 大概是施略费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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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央委员会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决定同三月同盟进行

通讯联系。由于我们共同章程第一条的规定，不能同三月同盟建

立更密切的联系，因为瑞士各联合会在这一条中明确表示赞成民

主社会共和国３９７。

再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德国

帝国中央政权对瑞士所采取的措施３９８。这些既不公正又令人可笑

的措施不仅在整个欧洲面前败坏了德国的声誉，而且对我们，在

瑞士的德国工人来说特别有害，因为它危害到我们的物质生活状

况，使我们德国民主派在我们的朋友，瑞士民主派面前处于被人

误解的地位。

我们希望，三月同盟的任何一个议员能利用最近的合适时机，

把瑞士德国工人的这种正式观点通知所谓国民议会３９９。

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材料和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信的背面写着］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员特留茨什列尔先生收

６１５ ５１恩格斯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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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

５２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拉 提 博 尔

［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５日于科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您对邮件到达的日期算得总是不对，因为您以为奥地利和柏

林来的邮件会准时到达这里，但它总是迟到一两天，到得极不准

时。您从维也纳来的第一封信我是１０日晚上收到的。１１日我就立

即寄了一封信到奥得堡，并附有五十塔勒的银行券，存邮局待领。

因此，无论如何您必须回到奥得堡去领取这笔钱。

只要您从奥得堡回来立即来信，告诉我您找好的临时住址在

什么地方，您就可以收到报纸。

尽管盖格尔不怀好意，我希望您的护照问题能在两三天内最

终顺利解决。但是您也要写信告诉我，柏林的朋友应该把护照给

您寄到什么地方。

如果您一定不去维也纳（这会给报纸①带来无法补偿的损失，

７１５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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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您得找一个人代替您写每日通讯），那末，我看布

勒斯劳①对您倒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我经常忧虑地惦念您那理

应有比较安乐的命运的夫人。

附上一份《新莱茵报》，因为上面有关于马扎尔人的社论②，希

望您对它感到兴趣。

请尽快给我写信。在法国，春季又将开始新的吵闹。可耻的

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过于迅速地达到了“罪孽深重”的地步。

您的 卡·马克思

５３

马克思致恩斯特·德朗克

巴  黎

［１８４９年］２月３日于科伦

亲爱的德朗克：

对你的信（其内容恩格斯已告诉我了），我简要答复如下：

（１）关于你到这里来的问题。我曾经写信告诉你：“在我给你

写信以前不要到德国来”，因为克腊茨对我说过，你的事情还没有

搞清楚。

（２）后来我写信给卡普而没有给你，是因为卡普一再用恫吓

信纠缠我。我给卡普的期票，科尔夫没有承兑。在这期间我已向

股东会议声明，不是科尔夫就是我应当脱离该报③③。此外，普拉

８１５ ５３．马克思致恩·德朗克（１８４９年２月３日）

①

②

③ 《新莱茵报》。——编者注

弗·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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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恰恰在这期间又扣押了邮局的汇款，而报纸也正如恩格斯本

人到达这里时４００所承认的那样，每天都有破产的危险。

（３）至于迈耶比尔的事，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处

于我们这样每天都有排印工人因为一两个塔勒闹事的情况下，我

就不能忽视一百五十塔勒。

（４）至于我谈到卡普的那封信，我是对的。卡普在最艰难的

时刻以公开攻击进行威胁。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你

就会理解我的气愤。至于维尔特的评注（不过这涉及的不是你，而

是不断写信到这里来的伊曼特），我现在才听说。

（５）至于１月１４日寄出的二十五塔勒，那是在有人亲眼看到

的情况下寄到艾韦贝克那里给你的。这里的邮局明天将对此事作

出说明。请注意：卡普就在这时候收到了我十五塔勒。

（６）至于没有收到我的回信的问题，鲁普斯①可以证明，我经

常给你写信。

（７）我有一次曾以非常激动的语气给你写信，那是因为：（ａ）

我这里报纸的处境极为困难，报纸的所有通讯员和债权人都找到

我的头上。（ｂ）因为伊曼特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肯定地说，你

和卡普等人把我骂得十分厉害，而高贵的博伊斯特（如果我没有

搞错是博伊斯特的话，因为我不确切知道）也寄来了类似的信。

过几天，报纸不是垮台就是得到巩固，那时我们立即再给你

寄些钱。现在我们根本没有钱。二十五塔勒的事必须弄清。

我总是把你看作报纸的编辑，这一点无论从各种报纸上刊登

的新广告，还是从我发表你的关于驱逐法兰克福的流亡者的文章

９１５５３．马克思致恩·德朗克（１８４９年２月３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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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注明“寄自科伦”这样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出来。
４０１

你的 马克思

［威·沃尔弗的附笔］

完全同意上述内容。

你的 鲁普斯

５４

恩格斯致丹尼尔·芬奈尔·冯·芬奈堡

１８４９年３月１日于科伦

阁下：

要不是我事先得向别人询问关于您的事，我早就给您答复了。

我认为您在这里公开进行活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里的警察厅长

邀功心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一位波兰流亡

者没有任何理由就从这里被驱逐了。其次，我向您建议，因为您

的护照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所以最好选择其他任何途径前往巴

黎，只是别走经过科伦和布鲁塞尔的这条路。经过科伦还可以，但

是在比利时边境您肯定要被捕，也许拘禁许多天之后才用囚车把

您送往法国边境。我自己在五个月以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４０２，而

且我们每天都听到比利时人对待流亡者的这种可耻行为。您甚至

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些流氓们会象抢流亡者冯·霍赫施泰特尔的

钱一样，把您的钱全部抢去，而您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如果我能在其他方面为您效劳的话，我一定乐意去做。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０２５ ５４．恩格斯致丹·芬奈尔·冯·芬奈堡（１８４９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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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  伦

［草稿］

［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于科伦

致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阁下：

前天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有两位军士到我家来找我个人谈

话。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因此他们没有被接待。昨天下午这两

位先生又到我这里来，要求同我面谈。

我请他们进了房间，随后也跟了进去。我请这两位先生坐下

并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他们希望知道２月２８日《新莱茵

报》第２３３号发表的那篇反对冯·乌滕霍芬上尉先生的文章的作

者的名字４０３。我回答这些先生说：（１）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没有关

系，因为它登在横线以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广告；（２）他们可以

免费登反驳意见；（３）他们可以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些先生说，由

于这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受了侮辱。我回答说，只有第八

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

过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

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

“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

１２５４５．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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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东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囔着走了。

如果连队象一帮土匪一样派代表到个别市民那里去，想用威

胁手段来迫使他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供认，那末纪律一定松弛到了

严重程度，法制观念大概完全没有了！我特别不明白“我们再也

不能约束我们的人”这句话的意思。难道这些“人”有自己的司

法权？难道这些“人”除了法律上的起诉手段以外还有其他手段？

上校先生，我请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把这种奇特的蛮

横要求给我解释清楚。如果迫使我诉诸舆论，那是令人遗憾的。

５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  伦

［草稿］

［１８４９年３月５日左右于科伦］

致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阁下：

我确信普鲁士皇家的军士不会否认他们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

所说的话，所以我不必对现在成了问题的谈话找任何证人①。至于

所谓我曾声明，什么“正如人们不久以前所看到的，法庭不能把

我怎么样”，那末甚至我政治上的敌人也会同意，即使我有这样愚

蠢的想法，我也不会对第三者说的。而且，军士先生们自己也不

会不承认，我曾经向他们说明，刊登在横线以下的东西和我完全

２２５ ５６．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１８４９年３月５日）

① 手稿删去了下面的一句话：“虽然当时碰巧有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在我

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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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系，我一般只是对报上我签字的那部分文章负责。可见，甚

至根本扯不到我对法庭的态度问题。

我宁愿放弃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的要求，因为我不是为了处

罚这些军士先生，而只是要通过他们长官之口来使他们注意自己

的职权范围。

至于您最后的热情的意见，那末《新莱茵报》对最近在军队

内部发生的磨擦表示沉默这一点就已表明，它是完全能考虑到目

前人心激动的情况的。

５７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４０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日于宾根］

亲爱的魏德迈：

我请你以我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名义控告翻印弗莱里格拉特诗

作的出版商，并且要求他赔偿损失。

我的全权代表是科伦的斯·阿·瑙特，请你把这件事写信告

诉他。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３２５５７．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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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３日于巴黎百合花路４５号

回信请寄：腊姆博先生收

亲爱的魏德迈：

德朗克可能已经写信告诉你，你应该把红字报４０５推销出去，随

便卖多少钱。

我全家在这里已无分文。而现在毕竟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在

几个星期之内挣到三千至四千法郎。我的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①

（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压制它）在这里开始受到欢迎；能否做

到必须出第二版，要看我是否在几家最重要的报纸上都登出几篇

评论它的文章。但是要使这一点对我有利，就必须把布鲁塞尔和

巴黎现有存书如数买过来，以便成为此书的唯一占有者。

如果有三百至四百塔勒，我就可以做这件事，同时可以在这里

维持最初一个时期。在这方面你也许可以帮助我，办法就是这样：

里达有一位女士（吕宁和她也有联系），曾经为了《新莱茵

报》寄给卡尔·波斯特一千塔勒，但是当这报纸停刊时，她又把

钱收回去了。能否通过你动员她把这笔预付款拿出来？我曾经给

《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七千塔勒以上，因此，我

认为我更加有权要求得到这种支援。

４２５ ５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３日）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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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办这件事，但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

你，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因为我全家都在

这里，而且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盼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５９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巴  黎

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５日于窝州斐维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竟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

音信。原因是这样：就在我从凯则尔斯劳顿写信给马克思的那一

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之间的

交通已被切断。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

则尔斯劳顿，我本来打算不过问一切所谓革命活动的４０６；但是当普

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维利希是唯一有些

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参谋。我参加了四

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４０７，是相当重要的；我

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

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

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

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总而言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

危险，而《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

５２５５９．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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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

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

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

先生们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金克尔报名

参加我们的军团当射手，他干得很出色；就在他参加的第一次战

斗中头部被枪弹擦伤，而且成了俘虏。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一切部

队都晚二十四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了斐维这里。４０８在战役中

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即使只写一行也

不行。但是现在，我要赶快报告一下情况，赶紧写信给您，尤其

是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

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

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为此焦急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

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

被捕的这个传闻还没有证实，所以我仍然希望它不是真的。不过，

德朗克和沙佩尔都在监狱里，这一点我几乎是深信无疑的。总之，

如果马克思还是自由的，那就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请他马

上给我写信。如果他感到在巴黎不安全的话，那他在窝州这里将

会是十分安全的。政府本身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

日内瓦的情形也是一样。曾在美因兹军团里担任过指挥官的那个

特利尔人席利，目前正在日内瓦。

我如果能从家里搞到一些钱，那我很可能到洛桑或日内瓦去，

到那里再决定以后怎么办。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

在使我感到腻烦，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

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

６２５ ５９．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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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
４０９
，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军

团里能够谈得来的多数人都已经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我在普

鲁士的枪林弹雨中所处的地位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

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是少得多了。因此，请您立即使我摆

脱这种不明真相的处境。

您的 恩格斯

来信寄瑞士斐维德国流亡者弗·恩格斯收

（如有可能，就用寄到提翁维耳或麦茨的信封。）

６０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伦

［１８４９年］７月３１日 ［于巴黎］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向你承认，拉萨尔的行为使我非常吃惊。我个人曾向他求

援，因为我自己也曾把钱借给伯爵夫人①，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拉

萨尔对我是不错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会这样使我难堪。相反

地，我曾经请他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我宁愿过最贫困的生活，也

不愿公开求乞。为此我给他写过信。

这件事真叫我说不出的生气。

７２５６０．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４９年７月３１日）

①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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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政治吧，因为这可以摆脱一切个人不愉快的

事。瑞士的情况愈来愈复杂，而现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了一个萨瓦

问题。看来奥地利打算在不得已时，用牺牲意大利来弥补它在匈

牙利的失利。但是，如果现在的法国政府容许萨瓦并入奥地利，它

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法国议会的多数派正处于明显的瓦解中。右

派分裂为纯菲力浦派①、与菲力浦派一起投票的正统派，以及最近

和左翼一起投票的纯正统派。梯也尔之流的计划就是要使路易－

拿破仑执政十年，直到巴黎的伯爵成年，然后再代替他。如果国

民议会——几乎是肯定了——再征收酒税，那就会使所有的葡萄

酒酿造者起来反对它。它的每一个反动措施都会使一部分居民脱

离它。

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英国。不要对以科布顿为公认首领的

所谓和平派空抱希望。也不要对英国人在全国举行集会时对匈牙

利人所表示的“无私的热情”空抱希望。

和平派不过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打扮。二者内容相同，目的

相同，首领相同。就象自由贸易派在国内攻击贵族，以废除谷物

法和航海法来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一样，现在，他们又攻击贵族

的对外政策，攻击它在欧洲的联系，企图破坏神圣同盟。英国的

自由贸易派是激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毫无限制地进行统治，想

同贵族彻底决裂。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自己的

意志，把人民引上了舞台，使人民获得政权。不用中世纪的战争，

而只用贸易战争来剥削各国人民——这就是和平派的口号。科布

顿在匈牙利问题上的行动是直接由一些实际理由引起的。现在俄

８２５ ６０．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４９年７月３１日）

① 路易－菲力浦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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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想签订一个借款协定。科布顿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禁止

金融资产阶级签订这种协定，在英国是工业统治银行，而在法国

却是银行统治工业。

科布顿对俄国人进行了比邓宾斯基和戈尔盖所进行的更可怕

的战斗。他揭露了俄国人财政方面的穷困状况。他说，俄国人是

最贫穷的民族。西伯利亚矿山每年只给国家七十万英镑，而国家

所收的酒税却比这大十倍多。诚然，彼得堡银行地下室里的金银

储藏量达一千四百万英镑，但它却是八千万英镑纸币流通的金属

储备。因此，如果沙皇动用银行地下室的储备，那他就会使纸币

贬值，而在俄国国内引起革命。傲慢的英国资产者叫喊道：可见

没有我们的贷款，这个专制主义的庞然大物是动弹不了的，而我

们什么也不给它。我们用纯粹资产阶级的办法再进行一次资产阶

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争。金牛犊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

切蠢牛都有力量。当然，在匈牙利问题上，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也

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是采取迄今实行的奥地利的封锁政策

的做法，而是同匈牙利签订贸易条约和进行某种自由贸易。他们

深信，他们现在悄悄地积极提供给匈牙利人的钱，将会通过贸易

的途径带着利润和利息回到他们手里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大陆专制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与它从

１７９３年到１８１５年所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斗争完全相反的。这一发

展过程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９２５６０．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４９年７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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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从德朗克那里知道，从威斯特伐里亚女士①那里什么也没

有弄到。那也不要紧。

现在请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小册子发行出去？

我想从论工资的小册子着手——《新莱茵报》上只刊登了它

的开头一部分②。我要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关于目前情况的政治

性短序。你认为，譬如说，列斯凯会同意这样做吗？不过，在这

种情况下，他必须在接到稿子后立即付钱，而且要多付钱，因为

我知道，这个小册子销路一定好，现在就已经有许多人准备预订

了。我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去偿还列斯凯的旧账。

如果列斯凯以后看到，这件事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将来也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进行。

昨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一封信③；他在瑞士，并且作为维利希

的参谋参加了四次战斗。

达摩克利斯的剑还悬挂在我的头上。驱逐我出境的命令④既

０３５ ６１．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８月１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２５—５２７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２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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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取消，目前也没有执行。

不管目前的情况对我们个人如何不利，我还算是心满意

足的。事情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应该看作是

一个胜利。托上帝的福，政府承担了为我们向资产阶级报仇和惩

罚它的任务。

这几天，我也许给你的报纸①寄一篇关于英国状况的短文。现

在我对这个题目腻烦透了，因为我在好些私人信件中已经就这个

题目发挥过了。

请直接写信给我，我的地址是：百合花路４５号腊姆博先生。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的妻子感到很不

舒服，这是她怀孕的自然的影响。再见，亲爱的，立即给我回信。

你的 卡·马·

６２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９年８月中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吕耳愿意承担我所无能为力的全部事务工作而他将因此

得到佣金，我是乐意接受他的建议的４１０。

１．不过我这里还没有一个能垫付必要经费的印刷业主。

２．我认为预订名单是多余的。在《西德意志报》和莱茵的其

１３５６２．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８月中）

①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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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报纸以及另外一些报纸上刊登广告会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件事

特别需要在柏林、汉堡、莱比锡和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广告。

关于你的报纸①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快。为此我最近要给《新莱

茵报》的正直的老经理瑙特写信，然后把结果告诉你。

我的文章②本来你早就应该收到，可是由于我妻子和我所有

的孩子全都生病，我当了一个星期的护士。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卡·马·

盼尽快回信。

６３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巴 塞 尔

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４日于洛桑市

拉帕吕德广场８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我非常感谢你迅速地把信转给了我。因为信不能直接寄给我，

而我又没有别的地址，所以我不得不麻烦你。也许你还会收到一

两封给我的信，仍望费神给我转来。

我现在呆在洛桑，写关于普法尔茨—巴登革命闹剧的回忆

录③。你很了解我，不会以为我在政治上参与了这个一开始就注定

２３５ ６３．恩格斯致雅·沙贝利茨（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４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３０页。——编者注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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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事件。我在卡尔斯卢厄和凯则尔斯劳顿十分痛快地取笑了

临时政府的错误和犹豫不决，拒绝了一切委任的职务，而且普鲁

士军队一来，我就到欧芬巴赫的维利希那里去，作为他的参谋参

加了整个战役。我有时在司令部，有时在前线，但始终同最高指

挥官保持通讯，经常同德斯特尔（他作为“红色佞臣”推动了政

府前进）联系，我参加了各次战斗，最后在拉施塔特会战中，有

机会看到了许多事情，懂得了许多事情。你知道，我有足够的批

判能力，不会赞成平庸的极端共和主义者的幻想，能够看透领袖

们用大话掩盖起来的怯懦。

我的这一著作按照《新莱茵报》的精神，对这一段历史提出

了与其他可以预期将会出现的说法不同的解释。它将揭露某些肮

脏勾当，特别是将包含关于迄今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普法尔茨事件

的许多新材料。它的篇幅不大，大概有四到六印张。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不停地物色一个出版商。我不想把稿

子寄往德国，因为在邮递中有失窃的危险。我对瑞士的出版情况

知道得很少，我想问问你，你的老头①是否属于适合出版这类著作

并（请注意）能够付款的出版商之列。我必须立刻拿到钱，因为

需要过日子。这部著作是容易读的，这一点恐怕无需向你多说，它

在德国可以出售（它不会被没收，因为它的题目没有提供可被没

收的借口），这我可以用我的名字作担保。因此，如果能同你父亲

订一个合同，那我就信托你了，如果不能，那也不要紧。在这种

情况下，务请你给我想些其他办法，包括告诉我德国可能找的出

版商，因为我对德国的出版情况也一无所知。

３３５６３．恩格斯致雅·沙贝利茨（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４日）

① 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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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尽快地给我回信。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６４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５日于洛桑市

拉帕吕德广场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经过种种波折①，经过了在黑森和普法尔茨的多次被捕
４１１
，经

过了在凯则尔斯劳顿三个星期的悠闲生活，经过了一个月的光荣

战役（在这期间，为了换换花样，我也曾身佩战刀，做了维利希

的参谋），经过了同流亡者队伍一起在窝州度过的一个月枯燥的宿

营生活，我终于来到洛桑这里，开始了独立生活。我首先坐下来，

写一篇关于整个普法尔茨—巴登滑稽剧的可笑历史②。但是因为

我和德国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哪些城市戒严，哪些不戒

严，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找哪个出版商。我现在一个出版商也不认

识。你在当地，应该比较清楚哪一个出版商愿意商谈出版这样的

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是完全保险的，不会有被没收或吃官司的危

险。也许在法兰克福能找到这样的出版商。但是他必须有钱。请

你费心把这方面的情况尽快地写信告诉我，我好立即采取措施。

４３５ ６４．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５日）

①

②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首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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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日内瓦看到了你们的红色贝克尔①，他非常愉快，在

乡下同德孚众望的埃塞伦和其他和蔼可亲的 ｄｉｉｓ ｍｉｎｏｒｕｍ 

ｇｅｎ－ｔｉｕｍ②一起喝酒。

向你的夫人和其他熟人衷心问好。

你的 恩格斯

６５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伦

［１８４９年］９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来信请寄：格罗夫纳广场罗伯茨街１８号彼得逊咖啡馆卡尔·

布林德收；给我的信要另放在一个信封里③。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

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一百法郎。

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要去打扰；她好

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９月１５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１５日她又必须离

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

里安顿下来。

５３５６５．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４９年９月５日）

①

②

③ 手稿中这句话的两边都划了一道。——编者注

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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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创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

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拉萨尔显然是因我给你的信①和我给他的信而在抱怨。我无

论如何没有这种意图，本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给他写信，但是我

目前的健康状况使我很难动笔。

等我身体稍微好一点，我就把政治状况更详细地写信告

诉你。希望你立即给我写封短信。向你的夫人、丹尼尔斯等衷心

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６６

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

伦  敦

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５日于热那亚

亲爱的哈尼：

你大概已经收到我托维利希上校寄给你的那封短信了。我现

在告诉你并请你转告马克思，今天早晨我到了热那亚，如果风向

和气候好的话，我明天就乘斯蒂文斯船长的英国纵帆船“康沃耳

钻石号”前往伦敦。我在途中大约要走四五个星期，因此将于１１

月中到达伦敦。

能够这样快地找到好机会，摆脱这种可诅咒的警察气氛，我

６３５ ６６．恩格斯致乔·朱利安·哈尼（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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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非常庆幸。我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皮蒙特这里组织得这样

好的警察。

永远忠实于 你的 弗·恩格斯

６７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  敦

［草稿］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医生先生：

鉴于我们所属的两个团体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您直接攻击

了这里的流亡者委员会４１２（至少是攻击了这个委员会中的我的同

事和朋友），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行动被双方解释为暧昧不明

的话，我们就必须断绝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昨天晚上我妻子在

场，我认为不便说出我对这种冲突的意见。

对于您的诊治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请您把账单寄给我。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７３５６７．马克思致路·鲍威尔（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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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切尔西区国王路安德森街４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了。日常生活的种种

烦恼，各种各样的事务以及我写信时动作困难，这就是我长期

沉默的原因。经过种种波折①，现在我终于把我的杂志②安排妥了，

我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厂主③和发行人。一般说来，整个事情都要用

私人的经费进行。糟糕的是，在德国在能够开印以前，总是要费

许多时间。我几乎不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出三期或许两期月刊，世

界大火就燃烧起来，而《政治经济学》连写完草稿的机会也没有

了。

因为你就住在德国，详细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清楚，所以你也

许可以抽出时间，简短扼要地把南德意志的情况以及那里所发生

的一切给我们的杂志写一写。

其次，我请你把附上的广告④登在你们的报纸⑤上，但是只能

８３５ ６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④

⑤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编

者注

克勒尔。——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首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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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伦日报》登出了汉堡书业经理人的广告以后再登。你可以

把抄件寄往威斯特伐里亚。你从广告中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希望

通过书商推销外，还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推销，就是我们党内

的同志组织订阅，并把订户名单寄给我们。目前我们还不得不把

价格定得相当高而每期的篇幅并不多。如果我们的资金因杂志销

路甚广而增加的话，那末，这些缺点就会得到克服。

你对蒲鲁东、勃朗和比埃尔·勒鲁之间的争论是怎样看的呢？

维利希向你问好，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①、维尔特也向你问好。

目前在英国这里，正在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一方面是

保护关税派进行宣传，这种宣传受到狂热的农村居民的支持（谷

物自由贸易的后果开始象我在几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表现出来

了②）。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派从自己体系中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和

经济结论，他们在对内政策方面是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１８３，而在

对外政策方面，又是和平派。而最后是宪章派，他们同资产阶级

一起反对贵族，同时又更加起劲地开展了他们这一派反对资产者

的斗争。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靠根据

的），托利党在内阁中代替了辉格党，那末，这些党派之间就会发

生大规模的冲突。宣传的外部形式就会更有革命性，更加激烈。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

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

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

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

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

９３５６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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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

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你想必已经知道，我的妻子给世界增添了一个公民①。她要我

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请速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你能否给我弄到公民亨策的地址？②

你从报上可以看到臭名远扬的海因岑愚蠢的大话。德国的革

命把这个家伙毁灭了。要知道，在革命以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吸

引力，因为小资产者和商品推销员喜欢看这些白纸黑字印出来的

蠢事和大话，他们自己就是坐在小酒馆里吃着乳酪和饼干，十分

神秘地干这种蠢事，说这种大话的。现在他想在政府面前损害其

他居住在瑞士和英国并积极参加革命的流亡者的声誉，来挽回他

自己的面子。他大吵大闹，并且威胁说，不久以后要在进早点的

一刻功夫吞掉千百万人，力图以此获得一种有利可图的殉道者的

光荣。

０４５ ６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保存下来的是一个抄件，不知道是谁抄的。——编者

注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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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巴 塞 尔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索荷区

第恩街麦克尔斯菲尔德街６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来信收到了，我没有在洛桑给你回信，是有种种原因的，而

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次从热那亚到伦敦的环球航行，使我在海上

呆了五个星期。我当时没有把我的手稿①交给班贝尔格尔，是因为

我想把它作为单行本出版，或者（如果出不了单行本）把它登在

当时我们已经计划出版的杂志②上。现在这个杂志已经创办起来

了，一月份将在德国出版第一期——这一点你从前些时候《伯尔

尼报》登的广告上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或者你的老头③愿意

承担在瑞士推销杂志的任务，并与我们直接建立账目联系，我们

是非常乐意的。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可以把杂志寄给你们，你们

也可以设立一个全瑞士的总代理机构。不管怎样，我们宁愿只同

殷实可靠的商号打交道，而在伯尔尼登广告的那个人我不了解。有

机会请告诉我，此人能否信得过。请考虑一下，整个这件事该怎

么办才好，并请告诉我条件如何。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每三个月

结算并付款一次，至少长期订户应如此。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也

１４５６９．恩格斯致雅·沙贝利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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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做的。

请把附上的广告①登在《国民报》上，如果你有时需要广告来

填补空白，就请你首先用这个广告。

第一期除了一般性的前言（马克思写的）以外，包括了我写

的关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一篇文章、小沃尔弗②写的关于

法兰克福议会和斯图加特议会近况的文章、马克思和我写的时事

述评，如有可能，还包括马克思在这里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政治

经济学讲演的第一讲。４１３此外还有一些小文章，也许还有红色沃尔

弗③写的一些东西。沃尔弗、马克思、维尔特和我现在都在这里，

如果可能的话，鲁普斯不久也将到这里来。

一般说来，这里一切都很好。司徒卢威和海因岑随时随地都

在阴谋反对工人协会和反对我们，但是没有得逞。他们同几个从

我们协会清洗出去的温和的抱怨派２４６办了一个单独的俱乐部
４１２
，

海因岑就在这个俱乐部里发泄他对共产主义者的害死人的学说的

愤恨。

请立即就事务问题给我来信。

你的 弗·恩格斯

预祝你新年健康。

劳驾立即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道耳

的《日记》、贝克尔和埃塞伦的著作，４１４以及其他在巴登出版的对巴

２４５ ６９．恩格斯致雅·沙贝利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鲁普斯）。——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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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战役史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有事实而不是空喊的东西邮寄给

我。所花费用，你可以记到我的名下，或者算到将来同《新莱茵

报》①订的合同中去。

３４５６９．恩格斯致雅·沙贝利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２日）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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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

７０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４１５

伦  敦

［副本］

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恩格斯、载勒尔、维尔特、维利希和我将不出席１月３日举

行的集会，原因如下：

１．被邀请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是任意确定的。例如，其中就

没有康·施拉姆和斐·沃尔弗。

２．数年来一直领导伦敦德国民主派的工人一个也没有被邀请。

你的 卡·马克思

７１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伦

［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今天只就一件紧急的事情给你写几句。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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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评论》，为了把它逐渐改变为双周刊和周刊，然

后根据情况重新把它变为日报——也为了我们其他的宣传目的

——我们需要钱。钱只有在美国才能弄到，现在所有的半革命者

（例如，有个叫安内克的，他在普法尔茨可耻地逃跑了，还申明自

己连士兵也不是）都在那里摘金苹果。

因此，我们决定，立即把康·施拉姆作为特使派往美国。我

们所设想的这样长时间的旅行，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塔勒。我们请

你尽快地为此筹集款项，同时请你立即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

责人康·施拉姆（他勇敢地从威塞尔要塞逃跑出来，回到了我们

党）寄来介绍信。

为钱的事，我也给格·荣克写了信。

盼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我们的特使同样也接受了这里的宪章派和法国流亡者的委

托。

这是涉及整个同盟①的事情。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你必须在你的介绍信中讲清楚《新莱茵

报》在德国的地位以及它的革命作用。

５４５４７．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０日）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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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迟迟才回你的信，因为两星期来我病得很厉害。

杂志①将在下星期出版。其中登有你的文章。我们希望你继续

写。杂志因我生病而推迟出版。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打算两

期合在一起出，但是出版商从营业方面提出了完全合理的理由反

对这样做。于是需要重新变更，这时恰好碰上我生病。

将从科伦给你寄二百份去。其中两份请寄给法兰克福附近赫

希斯特的克·比林格尔。他是在这里订阅的。也别忘了收费。

你托我去找捷列林格，我已照办。他根本不适合做英国的通

讯员。在维也纳，瞎扯一顿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在这里就需要研

究问题。下次再详谈。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和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在汉堡，已经订购了一千五

百份左右。

６４５ ７２．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２月４日）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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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恩格斯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伦  敦

［副本］

［１８５０年２月７日］星期四晨 ［于伦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我很晚才收到您的便条４１６，所以我虽然非常乐意，但是很难为

您弄到一张今天舞会的入场券。此外，您虽然已被吸收为协会会

员，但是您还没有会员证，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而且就

在前天，一个和你类似情况的人还被赶出协会。根据这些理由，我

完全无法满足您的愿望。

准备为您效劳的 恩格斯

７４

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２月底于伦敦］

致伦敦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公民基林斯基和里什卡要求德国流亡者委员会１６１给予补助。

当向他们要证件时，他们拿出两份由弗·普尔斯基先生签发的证

明书（随信附上证明书的副本）４１７。根据这两份证明书看来，他们

７４５７３．恩格斯致爱·弥勒－捷列林格（１８５０年２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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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德国流亡者，而是匈牙利流亡者，因为他们曾被主管机关征

募去匈军服役；所以他们不属于德国委员会而属于匈牙利委员会

的管辖范围。同时，他们肯定说，从匈牙利委员会得到过十先令

的补助，而且预先告诉他们，今后不再给他们补助了。让这些人

得不到任何救济而流落街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因此请问你们，他

们所说的是否属实，匈牙利委员会拒绝给这两个公民补助是否有

特殊原因。

（附证明书的副本两件）

７５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

泰奥多尔·哈根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４１８

汉 堡 和 科 伦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３月４日 ［于伦敦］

１．舒贝特。信已答复。第二期①应该象已许诺的那样不贵于

第一期。至于四百五十份的问题，现在第一季度不再变动。至于

第二季度，则由他提出建议。关于克勒尔的报酬的协议与此毫无

关系。

舒贝特关于成果的报道同他以前的报道和我们收到的报告不

符。

以后在没有问我们以前，任何东西不要删掉。第三期仍然可

８４５ ７５．恩格斯致尤·舒贝特、泰·哈根和斯·阿·瑙特（１８５０年３月４日）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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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留：《为共和国捐躯》①。

寄五十份到这里来。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登了。

２．哈根。内容同给舒贝特的信。让他对印刷厂主②进行经常

性监督，由印刷厂主给他开出有关印数的证明。南德意志的通讯

不再登了。

他应该坚决地反对书报检查的要求，并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发

行负责人登在扉页上。如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

篇遇到什么困难，应当立即通知。

３．瑙特。印刷费用与汉堡同；对艾森：百分之二十五用于科

伦，百分之五十用于其他份数，除了从伦敦发出的邮费和我们所

订的广告费外，其他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

印刷厂主必须在十天内送出五个印张，并规定违约罚款办法。

７６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２日于伦敦

如果在您无耻地诽谤了恩格斯，而工人协会理事会已经作出

把你开除的合理的决定之后，您还配决斗的话，我就会因您昨天

给工人协会的信而向您提出决斗了。４１９为了揭穿您那革命狂热的

虚伪面具，现在我在另外一个阵地上等着您；到目前为止，您还

９４５７６．马克思致爱·弥勒－捷列林格（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２日）

①

② 克勒尔。——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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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假面具巧妙地掩盖着自己渺小的利益、妒嫉心、受过损

害的自尊心以及对您的伟大天才得不到世界承认（得不到承认是

从您考试落第时就开始了）而忿忿不平的怨恨情绪。

只要您稍微认真地思考一下，您就会懂得，如果说我不得不

作为证人去宣布加重您的罪过的事实，那末从我这方面来说，已

经尽了一切可能去避免发生丑事。须知这种丑事会使我的声誉受

到双重的损害：一个是在由我介绍您进去的工人协会面前，一个

是在您仅仅由于给我的报纸①撰稿才发生关系的读者面前。

您给我的信（这些信随时可以发表）证明，您千方百计地想

把“民主派的达赖喇嘛和未来的君主”的角色强加于我。可是，您

用什么来证明，我曾经同意充当这种荒谬的角色？

您唯一能够指责我的，就是我没有在克拉普卡事件后立即同

您绝交，没有在其他人面前揭发您；关于这个事件的损害名誉的

性质，我曾经当着目睹者的面立即直截了当地对您说过。我承认

我当时有缺点。只是贝克尔②根据弗莱里格拉特和哈根的证明，说

您在您已写好的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小册子４２０出版前一个月，又

提出为这家报纸撰稿，特别是您毫无根据地对恩格斯进行诽谤，才

使我确信，我过去以为是个别的轻率行为的事实，原来是整个体

系中的一个部分。不管怎样，您昨天没有按照维利希最近的一次

要求（虽然他叫您来是根据您的愿望）到这里来，算是您聪明。您

知道，同我对质，您会得到什么。

卡·马克思

０５５ ７６．马克思致爱·弥勒－捷列林格（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２日）

①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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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４月９日于伦敦

切尔西区国王路安德森街４号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你立即写信告诉我，《新莱茵报》①的销路如何以及我们

能否很快就收到钱，我将非常感谢你。你们住在德国偏僻地方，对

这里的生活条件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第三期在本月１０日出版。我们还不确切知道，汉堡那个家

伙②是出于什么动机，把事情拖得这样久。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种

状况了。

流亡者委员会１６１也委托我向你们的委员会呼吁。现在我们要

养活六十名流亡者；预计还有几百个从瑞士被驱逐出境的人。因

此，流亡者基金我们快要用到最后一分钱了，那时人们又将流落

街头。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１５５７７．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４月９日）

①

② 大概是指哈根。——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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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

汉  堡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１日左右于伦敦］

致舒贝特：

１．现在，在发行第三期①以后，我们盼望最近就三期销出份

数进行最后结算并清理余额，如果这一工作到４月１５日还不能完

成，就让他写信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应立即告知，第三期印了多

少，其中有多少能保证销完。比有把握的数字只能多印几百份。

２．既然舒贝特认为不需要由哈根先生担任发行负责人，那末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改动原稿上任何一个字。现在我们通

知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往来。哈根

就是受委托来监督不许有任何改动的。

３．因为舒贝特违背我们的指示，不给瑙特寄四百五十份，而

只寄三百份，所以瑙特应去取他所不足的、舒贝特寄给艾森的一

百五十份。其次，我们希望，以后寄给瑙特时，应同时寄给艾森。

如果我们再听到申诉，我们就要采取其他措施。我们也希望今后

在一期印完后，立即随首班轮船发往伦敦五十份。

（写一封信给哈根，附在给舒贝特的信里。）

２５５ ７８．恩格斯致尤·舒贝特（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１日）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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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２日于伦敦索荷区

麦克尔斯菲尔德街６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把附上的声明①登在《新德意志报》。这里的“大人物”企

图利用流亡者为自己重新取得地位，并且他们为此在各报上要了

一些手法，这样就使寄钱到这里来受到阻碍。我们已经收到救济

流亡者的款子约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英镑并且把它分配了。其他

一些人筹集了总共不过两英镑十五先令，而现在他们却想扮演

“无援的”流亡者的维护者的角色。如果我们现在收不到钱，那末

过一个星期我们的五、六十名流亡者就会身无分文而流落街头。

今天晚上这些大人物想举行一次流亡者的集会，谈一谈能做

些什么。我们完全听其自由。当然，他们在会上又会讲些漂亮话，

订些庞大计划，但是救济流亡者的钱却没有。不过，即使我们谁

也不去参加，他们肯定也会失败的。

马克思最近大约两星期以前给你寄了一封信②，他焦急地盼

望着你的回信。

向你的夫人和吕宁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３５５７９．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２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５１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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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你给马克思的信，还有流亡者基金五英镑和给我的短信，今

天都收到了。与此同时，你大概也收到了附有流亡者委员会声明、

告同盟书和报告的两封信。４２１请你尽快地把它们印出来，并在自己

周围尽一切可能为流亡者筹募款项。其他情况你可以从附给德朗

克的信中知道。在法兰克尼亚、纽伦堡、拜罗伊特等地也许可以

筹募一点。《新莱茵报》在那里的销路是很好的。如果你在慕尼黑

有什么人，你可以写封信到那里去。你知道，现在，当司徒卢威

这个蠢驴及其同伙竭力在革命前夕利用流亡者使自己重新在报纸

上出现的时候，至少是继续救济我们的流亡者，不让新来的优秀

分子落到这些蠢驴的手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有关声誉的事情。

我们以为随后出的两期《评论》已经到你手了：第二期有五

个星期了，第三期至少也有好几天了。结果发现瑙特这个蠢驴根

本没有寄给你！今天我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他，要他立即把它

们寄给你。第三期在他那里已经有一星期了。第三期上已全部登

完第一组文章①，在你收到第三期以前，不要对它进行评论。

４５５ ８０．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５日）

①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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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你的 弗·恩·

我们刚刚知道，司徒卢威、捷列林格、施拉姆①、鲍威尔②

（施托尔佩人）等坏蛋在德国各报上造谣，说我们的委员会③吞占

了流亡者的钱。在书信中也传播着这种诽谤。想必你没有在哪儿

看到过，否则你早就为我们辩护了。你知道，我们大家都为革命

出了钱，我们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甚至连《新普鲁士报》等也从

来不敢在这样的事情上非难我们。只有卑鄙的民主派、小市民中

无能的“大人物”才会极端无耻地干出这种卑鄙事情。我们的委

员会已经三次提出报告，每一次我们都要求捐款人指派代表来检

查账目和收据。还有哪一个委员会是这样做的？每一分钱，我们

都有收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捐款中的一分钱，

而且不管处境怎样艰难，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我们亲近的朋

友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别的流亡者多得；凡是稍有经济来源的人，没

有一人得到过一分钱。

如果德朗克已经不在法兰克福，那你就把信拆开看看，再转

寄给他。

５５５８０．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编者注

路易·鲍威尔。——编者注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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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帕迪贡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５月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帕迪贡：

我们刚刚知道，您的协会４２２打算向希腊街的德国协会提出自

己的纲领，并问他们赞成不赞成这个纲领。

从我们星期六谈话以后，我们是不相信这件事的；因为如果

您或者您的协会向我们指出，说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是最下等的废

物，那我们会干脆把他们赶出门外，而不去问他们是否赞成我们

的纲领。

我们已经向您指出，这个协会的领导人是吹牛家或骗子手。骗

子手和吹牛家什么都能签字。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一再提出的联

合和协调一致的建议，他们甚至会在我们的宣言上签字。

您知道，如果您的协会接受了这样的建议，那末为了我们的

名誉，我们就必须立即和拉脱本广场协会的成员断绝一切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６５５ ８１．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帕迪贡（１８５０年５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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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泰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３日于伦敦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泰·舒斯泰尔先生

通过法兰克福的魏德迈先生，我们收到了以法兰克福流亡者

委员会名义寄给居住在这里的施提贝耳先生的十英镑，我们向您

表示感谢，并通知您：这笔款子已经收到，并已入账。

如果您能继续设法在法兰克福或其近郊为这里的流亡者筹寄

款项，我们将非常感激。流亡者的人数天天还在增加，这十英镑

很难满足一周内最迫切的需要。收入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需要救

济的流亡者，按其职业来说在那里几乎全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希

望就业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国外分部

书记 弗·恩格斯

一切款项请通过魏德迈先生寄给马克思先生，或者寄给伦敦

索荷广场国王街２１号卡·普芬德先生。

７５５８２．恩格斯致泰·舒斯泰尔（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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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

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本生男爵

伦  敦

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０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

致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爵士阁下

阁下：

我们从公开的报纸上获悉，《新普鲁士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

涉及目前旅居伦敦的那一部分德国流亡者特别是普鲁士流亡者的

揭露材料；上述的报纸谈到伦敦和柏林之间的某些关系，并且该

报把我们之中的一个人的名字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我们所在的团体１６１没有《新普鲁士报》。因此我们冒昧地请求

您并期望阁下您，作为我们国家驻英国的官方代表，出于您的公

正，费心把有关的几号《新普鲁士报》提供给我们使用。

谨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８５５ ８３．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克·卡·约·本生（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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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６月８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６４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的《评论》情况怎样？特别是钱的问题怎样？这个问题

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现在普鲁士当局在伦敦英国政府那里采取

种种措施，要把我也从英国驱逐出去。如果我在这里不是身无分

文的话，我已经搬到英国内地，政府也就找不到我了。

“红字报”４０５情况怎样？已经收到美国来的订购单了。销出

去多少份了？你那里还剩下多少份？

你们的报纸①好象和其他报纸合谋对我们的《评论》采取沉默

抵制态度。当然我了解，《新德意志报》的读者对拉沃更感兴趣些。

问候德朗克和你的夫人。

你的 卡·马·

９５５８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６月８日）

① 《新德意志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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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７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６４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寄钱给瑙特。这家伙是个诚实的笨驴。下一次我将向你说

明情况。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①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

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情有可原的。

吕宁的批评（我看到了第一篇和第二篇４２３）证明，他不懂得他

要批评的东西。我也许要在我们的《评论》上给他作一些说明。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内阁可能今天倒台。这样一来，一个

真正的革命运动将在这里开始。我们个人很可能是托利党的第一

批牺牲品。早已决定的驱逐出境，那时也许就会执行。

你的 卡·马克思

０６５ ８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７日）

① 参看本卷第６２９—６３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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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马克思致流亡者会议主席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６月３０日 ［于伦敦］

主席公民：

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４２４时，我公开地捍卫了

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

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

我今天没有出席流亡者的这个庆祝集会，是因为我身体不适，

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８７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巴  黎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７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６４号

亲爱的布林德：

我们长时间没有写信是出于误会。这是因为我们以为，中央

１６５８７．马克思致卡·布林德（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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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第二个通告①，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前［已由］②我们的

特使克莱因转给你了，我们在等着你答复。［现在］②发现，克莱因

在布鲁塞尔根本没有 ［留下］②这样的东西。

请你尽快给我写信，单独放一个信封，名字写……②
我们打算

过几个（８）星期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４２５。你对霍尔施坦事件是

怎样 ［想的］②？我们先派一个特 ［使］②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对

所有的人和环境都了解得 ［很充分］②。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以及我……
②
许许多多的意外事故，下次

再谈。

这一次我是找你谈一件私事……②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不要

拒绝帮助我。我和我的亲属商量好了，……②
星期在荷兰同我的表

舅菲力浦斯要商谈解决我的钱的问题。［为此］②我要亲自到荷兰

去。我妻子的病一直 ［妨碍］②我动身。现在只有过几个星期我

才可以去，因为我表舅的两个女儿要接连在他那里举行婚礼，而

事务问题只有过几个星期才能商量。

在这期间，鉴于有这笔交易，我就拿它作担保，给伦敦这里

一家商号开了一张二十英镑（五百法郎）的期票。期票于星期一

或星期三到期。如果我不能兑现，我将会遭到公开的……②
，而这

在这里党的现有关系的情况下，而且由于我同普鲁士使馆和英国

内阁的关系，［可能］②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

我已经听说，戈克在巴黎现在有一笔相当大的资本。请你立

即写信给他，而且不用细说，就问他能否凭债券或期票借些钱给

２６５ ８７．马克思致卡·布林德（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７日）

①

② 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６

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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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勿拖延。

在我未去荷兰把事情办妥以前，确实是身无分文了。

我相信你会尽一切可能去做的。

你的 卡·马克思

８８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６４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你给我做下面一件事：

请你向舒斯泰尔或其他人借些钱，赎回我在法兰克福当铺的

银器，然后把银器卖给法兰克福的珠宝商或其他任何人，再把你

从那个人那里借来赎当的钱还清，把剩余的钱寄到这里给我。

在这种场合你和那个人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如果这东西你

卖不出较高的价钱，那你可以把它送回当铺。

另一方面，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为了能继续工作，我无论

如何也要弄到钱。

我请你重新送到当铺里去的东西（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出卖价

值）只是：１．一个小银杯；２．一个银盘；３．用盒子装着的小刀

叉；这些都是小燕妮①的东西。

３６５８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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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算写一部通俗政治经济学，我非常赞同，只是希望你赶

快付诸实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８９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

科  伦

［１８５０年］２月２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６４号

亲爱的贝克尔：

我知道，因为我给毕尔格尔斯写的一封信，你感到很委屈。然

而，这封信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写的，在这封信里，我既不想

责怪我在科伦的其他朋友，也不想责怪你。我想，这样的解释会

使你满意的，我就可以不再提过去的事而直接谈谈我想向你提出

的建议了。

１．你知道，舒贝特先生把我们的《评论》办得多么糟糕。我

想，最近几天，他那里就要出版最近两期。我希望这个刊物（从

二月份起）作为季刊继续办下去，每个季度二十印张。更大的篇

幅就有可能容纳更加丰富多采的材料。你能否承担出版的责任？需

要什么条件？

２．我的一位朋友①把我一本反对蒲鲁东的书②从法文译成了

德文，并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为此我向你提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４６５ ８９．马克思致海·贝克尔（１８５０年２月２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皮佩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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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拟了一个计划，准备给读者提供一套由若干篇幅不大的

小册子组成的现代社会主义文献。在三月份以前，还不能开始这

样做。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件事，那末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工作。我

以为，德国的读者在最近从高级政治中获得令人快慰的经验以后，

将逐渐地不得不转而关注现代斗争的真正内容。

请你立即答复。

你的 卡·马克思

９０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巴  门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包裹已收到，谢谢你很快地弄来了雪茄烟，它得到了大家的

赞赏。衬裤也很好。

几天前父亲写了封信给我。他对哥特弗利德·欧门更加佩服

了，即使散伙他也打算同他继续合作；同彼得则除非不得已，他

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继续共事了。关于欧门兄弟公司，我将收集一

切能够收集的资料。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哥特弗利

德·欧门说，他们平均每年盈利六百英镑，最近几年则更多。做

这种生意，在一般的年头是不容易亏本的。他们需要的是不大一

笔资本，这笔资本他们是有的；他们的商品（次等的缝纫和针织

用线）比起销路大大减少的高质量的商品来，要畅销得多。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度的收支平衡表还没有做好；借方和贷方还是

５６５９０．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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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不堪。看来父亲又坚持要把平衡表整理好，听说明天就要着

手去做。

彼得先生是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晚上到这里的。他把老希尔叫

去了（他住在离我们办事处两幢房子远的一家旅馆里），他很有礼

貌，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至少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办事

处露面。如果他想找我的碴儿，那是不会成功的。父亲不愿卷入

两兄弟的争吵，我也不会干预这事。但是哥特弗利德现在是左右

为难，所以不得不同我保持关系，我用不着问他，他自己就会把

一切都告诉我。

如果彼得·欧门自己来管理办事处（大概终究会这样做），那

末我查账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妨碍。到目前为止，我一个星期只

有四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做这个工作；但

他恰好习惯于吃午饭的时候到办事处来转转。不过，账本中所有

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搞到了，剩下的只是把欧门兄弟公司卖给我们

商品的价格同相应的市场价格进行十分复杂的比较，以及检查旧

的账目等，看看是不是能在其中发现什么问题。过两天我将把欧

门兄弟公司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的全部清理好了的账目以及欧门漂白

工厂的账目寄给父亲，让他看看，这些绅士们是怎样用他的资本

去做生意的。

雪茄烟的钱请记到父亲的账上，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向玛丽亚、海尔曼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６６５ ９０．恩格斯致艾·布兰克（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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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１年

９１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４２６

科  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日左右于伦敦］

……如果你把维利希的信件寄给我，我将万分感激。①一方

面，让我们在这里，在巴比伦的河边②也能参加你们的哈哈狂笑。

另一方面，这个人利用同你的“表面上的”联系，在外国人面前

自我吹嘘，同时责难我们。最后，我认为你必须或者通过我，或

者你自己直接给他去封短信，婉言谢绝同他继续通信，因为考虑

到，在伦敦搞幽默对他来说是毫无危险的，然而你们在科伦会因

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不仅你们，就连我们在德国的党的同

志们，也会因此而受害。这可能比由于“木匠”１８９偶然想出来的

玩笑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更为不幸，同时也更为可笑……

７６５

①

② 圣经《诗篇》第１３７篇第１节。——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０３—２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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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４２７

科  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８日 ［于伦敦］

……又及：维利希和沙佩尔同巴特尔米等人一起，由于大肆

吹嘘他们在德国的影响和对我们大肆诽谤，终于把路易·勃朗愚

弄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同这些“败类”联合起来举办庆祝二月革

命的宴会，还同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类似宣言的庆祝会节目单。矮

子由于自己的虚荣心而上了当，他是想让赖德律－洛兰看看，他

也有一批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的追随者。现在，事情又完

全弄糟了。矮子担心他白白地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毫无必要地失

信于我们，而他同我们本来从１８４３年起就有了某种联盟，尽管这

种联盟并不十分密切。

然而，你知不知道维利希首先以什么博得朋友们的钦佩？以

自己在科伦的巨大影响。因此，你更有必要把信件寄给我；应该

阻止“木匠”１８９的活动。再见。

８６５ ９２．马克思致海·贝克尔（１８５１年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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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４２８

科  伦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希望你收到了《莱茵报》。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写信。如果你

把我向你要的维利希的信件寄给我，那我就用不着把下面的卑鄙

事情告诉你了。我仍然不得不请你立刻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我

把下面的消息寄给你，好让你把它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再

让他们把关于此事的消息传遍整个德国。

事情就是在２月２４日１８８伦敦的宴会上，我们的两个朋友、党

的同志①在“海瑙！”的叫喊声中，在英勇的骑士维利希主持宴会

的情况下当众遭到毒打②。为了了解后面所叙述的事实，必须先作

如下说明：

法国流亡者也象所有其他流亡者一样，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派

别。后来，他们在教堂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协会。这个协会本应

是慈善性质的，即对流亡者进行救济。政治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因

此为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建立了一个中立地带。这里，同时出

现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山岳党人１４６和卡贝分子，布朗基

分子等等。

２月２４日快到了。你们知道，法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出出

９６５９３．马克思致海·贝克尔（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８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１８—２１９页。——译者注

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皮佩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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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头的机会，就象女人将要分娩那样，长久地准备着，讨论它，并

从各方面研究它。因此教堂街协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以便筹备庆

祝这个“光荣的”日子。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出席了会议。

小个子勃朗——注意，他不能即席讲话，他写了演讲稿，对着镜

子记住和背熟——站起来，发表了精心炮制和仔细修饰的狡诈的

演说，他在演说中千方百计地说明，这个慈善性的协会不能举办

政治性的宴会，因此，也不能庆祝二月革命。赖德律－洛兰反驳

了他。在激烈的争论中小个子勃朗脱口而出说，由于赖德律和马

志尼不让他加入欧洲中央委员会１６２，所以他也不会同他们一起参

加任何宴会。别人回答他说，宴会不是欧洲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而

是有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的代表参加的教堂街协会举行的。

第二天，这个协会收到了路·勃朗的来信，说他打算举行盛

大的反宴会……４２９

这样一来，路易·勃朗就把哈尼及其一部分拥护者吸引来参

加了自己的宴会。英国的基础打好了。但是，要象欧洲中央委员

会那样，能变出彩虹的全部颜色的大陆底色还嫌不足。为此目的，

路易·勃朗把他的行家眼光投向了马志尼委员会的滑稽的模拟

画，即维利希—沙佩尔—巴特尔米—维迪尔之流的委员会。

现在来谈谈这个委员会的产生和性质，以及它在各有关团体

中的追随者。

当维利希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被开除出同盟①的时候，他们

便同维迪尔、巴特尔米以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流亡者中的渣

滓联合起来，并迫使这群败类承认他们是欧洲中央委员会。沙佩

０７５ ９３．马克思致海·贝克尔（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８日）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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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和维利希（他们当然希望这个肮脏的、不象样子的和可怜的杂

色画从远处看好象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想

向德国共产党人表明，欧洲流亡者是跟他们走，而不是跟我们走

的，他们——不管德国愿意不愿意——完全有决心一遇机会就在

那里夺取政权……

路·勃朗为了实现他反对教堂街的阴谋，并不厌弃同他所看

不起的这帮人进行联系。他们当然兴高采烈。好不容易他们才获

得了地位。这些先生们虽然竭力要把所有的作家开除出他们的协

会，但是只要某个著名作家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他们就双手抓

住他不放。沙佩尔和维利希已经预感到自己胜利在望了……到那

时，德国共产党人就可能顶不住而怀着懊悔的心情回到他们的庇

护之下……

宴会于２月２４日在伊斯林顿举行。我们的两位朋友，施拉姆

和皮佩尔，出席了宴会…… 宣读了贺词。路·勃朗宣读了他的

代表们的贺词。朗道夫宣读了议员格雷波的贺词（在巴黎再也没

有能搞到第二份贺词），一个波兰人宣读了他的一些巴黎同伙的贺

词，而主持宴会的伟大的维利希宣读了来自拉绍德封的贺词。他

们从德国什么东西也没有弄到……４３０

现在你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痛斥这些胆

小的诽谤者和卑鄙的匪徒，只要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去做。

为此，你们必须马上把维利希的信件寄来。

１７５９３．马克思致海·贝克尔（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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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４３１

科  伦

１８５１年４月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为同盟①筹集了

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

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

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

９５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苏 黎 世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从马克思（他在几天以前曾到曼彻斯特我这里来过２１３）带给我

的你的来信日期上，我惊讶地看出，它几乎是在一个月以前就寄

出的。不过马克思对我说，他立即就给你写了信。

至于你的美国计划，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里没有什么可去

的，因为你既然懂英文，在伦敦也能马上找到工作。那里需要大

２７５ ９４．马克思致海·贝克尔（１８５１年４月９日）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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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象你这样精通古代语的人，特别是如果你有文凭的话。要知道

甚至连根本不怎么样的人也能弄到很好的职务。美国报纸上的事

是骗人的鬼话。如果这是件要紧事情，那末你真的认为，这个家

伙会从欧洲为自己写信招聘一个编辑，并且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吗？

谁知道那里的情形怎样，从那时起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等到

预支的旅费，除非世界末日。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值得为

这个事情到芝加哥去；最普通的樵夫每星期的收入是四美元，而

且如要解雇，一星期前就得通知——这是那里普遍流行的规矩。

……①希望你已经收到它了；你一收到，就收拾行装，带着到

伦敦旅行的护照，乘船前来。大陆的报纸报道，说什么英国政府

不再让流亡者到这里来了。胡说！别把自己搞糊涂了，即使警察

局说你必须得到英国驻伯尔尼公使的签证，你也别相信。任何这

一类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只需要路过法国的签证，因此要法国

公使的签证，这种签证瑞士人会给你弄到。你将平安地经过法国

来到这里。万一法国人把你送到哈佛尔，想再从那里把你送往美

国——可以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那你就干脆在哈佛尔搭乘开往

南安普顿或者伦敦的轮船。你知道，在这里边境上谁也不会受到

阻拦；尽管有反动报刊的这一套胡言乱语，我期望在博览会１８６期间

能在伦敦见到你。我再说一遍：别把自己搞糊涂了，在任何情况

下，你要坚持想到伦敦去这一点。如果法国政府要在过境方面阻

挠你，而且你的经费又许可的话，那最好是按我选定的路线前来

……②请给罗伦佐·希奥察……
②
写封特别恭敬的信，说明你是从

他的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他的地址的，请他帮帮你的忙，告诉你现

３７５９５．恩格斯致威·沃尔弗（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

①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这一段的开头残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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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没有开往英国的船，是什么样的船（帆船还是轮船），大

约在什么时候开航。同时请他告诉你船长的姓名。到时候你可以

同这些船长或者书面联系（信寄到船上），或者直接前去。我的旅

费（包括伙食）花了六英镑（一百五十法国法郎）。你的旅费可能

更便宜些。旅行到热那亚，如果到都灵以前的大部分路程（这一

带沿途景色异常优美）你是步行经日内瓦和蒙塞尼山隘，或者更

短些，经大圣伯纳德山口（马提尼—伊符雷）的话，那花钱并不

多。从都灵几乎到亚平宁山山麓都有铁路为你效劳。再就是还有

更近的步行的道路：经莱斯河谷地、富尔卡、辛普朗，从那里直

达亚历山大里亚。所有这几条路都非常好。从海路来说，气候现

在是最好的了（多半是刮东风），而且在地中海航行将是非常有趣

的。尽可能乘英国船。我看，所有这些，二百五十法郎就对付着

够用了，要有三百法郎则肯定足够。问题是科伦人①能不能给你弄

到这笔钱。但是你无论如何应到英国来。我现在就给马克思写信，

要他就钱的问题再次给科伦写信。如果钱还是没有，那你也不妨

再次写封信给丹尼尔斯或者毕尔格尔斯。

至于从英国去纽约的船票，那是贵得厉害；三等舱的旅客们

经常受到很坏的待遇；这种情况现在正好在议会里讨论着。头等

舱通常是十五至二十英镑。过去，当我们自己打算继续往前走的

时候，把这些都打听好了。南安普顿的轮船，二等舱不错，也便

宜。也有个别的螺旋推进式轮船在行驶；如果碰巧能乘上其中的

一艘，那末乘二等舱可以既便宜又走得快。不管怎样，我坚决地

希望，你将到这里来并在这里住下去。你在这里的机会比在美国

４７５ ９５．恩格斯致威·沃尔弗（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

① 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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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而且除此之外，一旦到了那里，就不那么容易回来了。在

美国使人厌恶的是：海因岑在那里算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而厚

颜无耻的司徒卢威现在要周游全国，去到处散发臭气。那里的人

们真见鬼了！在土耳其大桡船上当奴隶，胜于在美国当报纸编辑。

尽快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快点来吧。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９６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４３２

科  伦

［１８５１年５月于伦敦］

……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

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９７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９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

地址。我很早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的问题。

５７５９７．马克思致罗·丹尼尔斯（１８５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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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
１５６
，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

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

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①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②，以

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４３３——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

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

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

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

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

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

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

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关于我在巴登部队中晋级

的事当然就不用提了——我没有得到过比普鲁士皇家后备军炮兵

伍长更高的职位３２１，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

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

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对我毫

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

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我所需要的，是了解

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

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

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

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

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

６７５ ９７．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９日）

①

② 弗·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和《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６２—３６８页和第６０４—６１５页）。——译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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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许多是我根本不知道的；还需要其他一

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是知道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弄到它

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

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

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

不同编制。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

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

些什么书。我认为，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恰恰比法国或

英国的军事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

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

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４３４也许是最好的。

在现代战争史方面（我对较古代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而且这

方面我还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

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这些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

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方

面最好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

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

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

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

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

进展，我就要认真研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历次战役的历史，特别是意

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知不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

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

７７５９７．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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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

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１７９２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１８０１—

１８０９年的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和

１８１３年的萨克森、绍林吉亚、普鲁士战役，１８１４年的法国东北部

战役，伦巴第、匈牙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比利时战役）。

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１７９２至１８１４年期

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

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

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这样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地图集？

你是不是知道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我只是从梯

也尔先生的讲话里知道他的，大家知道，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

的东西。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

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

了俄国人，所以他当然有理由不会象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

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

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

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

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

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

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①，马克思显然会写信

告诉你的。象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

８７５ ９７．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９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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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①和弗

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末最好你

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

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

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

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相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９８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 ［于伦敦］

亲爱的汉斯：

我通过法布里齐乌斯寄给你信，这样做不知是否妥当。谁能

担保这个人不会在边境被捕？因为他在这里装了整整一箱信。

虽然你设想的美国计划没有什么结果（想必恩格斯已写信给

你谈到这点②），但你毕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这里来帮我们的

９７５９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７８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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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也许会找到某种同别人合作的工作——当然，纯粹是为了挣

钱，因为需要生活。

我现在从可靠方面获悉，我们的朋友们被捕是因为出现了叛

变和告密。我从心眼里确信，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以及他们那

帮下贱的坏蛋直接参与了这一卑鄙勾当。你知道，在德国排除那些

在他们看来是阻碍他们通往宝座之路的人，对于这些ｉｎ ｐａｒｔ

ｉｂｕｓ①〔非现实的〕“大人物”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些蠢驴不懂得，别

人把他们看作是蠢驴，而且充其量也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

维利希尽管有他市侩般诚实的、斯巴达式斋戒的、军士的伪善

的道德，却是个十足平庸的——请注意，十足平庸的——骗子手，

一个整天在酒馆鬼混的人，此外——虽然有一位可敬的庸人告诉

过我，但我对此不敢担保，——他是个行骗的赌棍。这家伙整天呆

在酒馆里，不过当然是在民主派的酒馆里，他在那里吃白食，他给

酒馆招揽客人以代替付款，他用连这位骑士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关

于未来革命的一成不变的空话为这些客人解闷，而且在各种不同

场合经常重复这些空话，却总是收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家伙是最下

贱的帮闲。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干的。

这个家伙的全部共产主义归结为，他决定和其他游荡的骑士

们一起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酒

馆里造谣中伤和诬蔑我们，吹嘘他在德国的联系，他虽然没有这

些联系，但他的同伙：“中央的小丑”４３５阿·卢格，傻瓜海因岑和撒

谎成性的丑角、装腔作势的神学美文学家金克尔，却都相信。他

０８５ ９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

①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ｂｕｓ 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

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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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面前也吹嘘这些联系。

顺便说说，上面提到的教士阿多尼斯在资产阶级人士中跑来

跑去，被他们豢养，受他们宠爱等等，而同时继续偷偷地保持同

沙佩尔和维利希的被禁止的联系，希望同“工人党”也保持接触。

这个家伙是想左右逢源。他在各方面都酷似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无非就是宝座上的金克尔，其特点

也是那种平淡无奇的夸夸其谈。

如果你要问我，你在这里何以为生。那末我就回答：请效法

勇敢的维利希吧。他不播种，不收割，而天父还是在养他。

不过，说真的，如果你留在德国有危险，那末你就应该到这

里来。如果你能平安地在德国住着，那当然留在那里更好。因为

那里比这里更需要人。

你的 卡·马·

又及：英国的对外贸易至少占它整个贸易的１ ３，而在谷物税

废除以后就更多了。可是，克里斯特先生的全部论据毫无价值。品

托已经阐明４３６，如果对某种东西来说需要
１０
１０，那末最后的

１
１０和

前面的９ １０同等重要。即使假定英国对外贸易只占
１
４（这不准确），

那末毫无疑问没有这个１ ４，其余的
３
４也不能存在，何况构成整数

１的４ ４呢。

民主派为了不使自己丢丑，不使自己成为笑柄和不拿生命冒

险，早就习惯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了。但是，这些“无限小”的

软弱无能，却从来还没有象在这里“中央的”民主派卢格、豪普

特、隆格等人所出版的机关报上那样，如此惊人地表现出来过。这

里出版了一个很糟糕的周刊，用了大吹大擂的名称《Ｄｅｒ 

１８５９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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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ｓｍｏｓ》（弗莱里格拉特正确地把它叫做《Ｄａｓ Ｋｏｓｍｏｓ》）①，大

概在德文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厚颜无耻和空洞无物的东西

——这说明了某些问题。甚至在偏僻的德国教区出版的任何一家

民主派小报都没有放出过这种臭气。

看来，让平静的时期再延续几年就好了，应该让１８４８年的所

有这些民主派有个腐烂的时间。我们的政府不管多么无能，它们

同这些妄自尊大的、平庸的蠢驴相比，毕竟是真正的天才。

再见！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②里。我正在

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

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

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③，

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

“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

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

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

简单。一切都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

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２８５ ９８．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Ｋｏｓｍｏｓ》是德文的阳性名词，前面应加阳性冠词《ｄｅｒ》，现在用中性冠词

《ｄａｓ》，是嘲讽蔑视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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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恩格斯致恩·德朗克

日 内 瓦

１８５１年７月９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德朗克：

你很长时间得不到我们任何消息了，因为加累尔去世后我们

没有你的通讯处，而后来，当你把舒斯泰尔的地址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听说，你自己很快就要来英国。可是，由于鲁普斯①在伦敦已

经整整一个月了，而一点也没听到你的消息，所以我们只好猜测，

你还要在那里呆些时候。

关于去年秋天的伦敦事件你知道了。４３７关于那些这里没有向

你报道的事情，你可以从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文件中获悉。因此，为

了使你了解情况，我只要告诉你后来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起就一直呆在曼彻斯特，而马克思说

英语有困难，所以同哈尼和宪章派的联系就有些削弱了。沙佩尔、

维利希、路·勃朗、巴特尔米等人——总之，是一群一方面不满

我们，另一方面不满赖德律—马志尼委员会１６２的乌七八糟的德国

人和法国人——利用了这一点，以便把哈尼拉来参加庆祝２月２４

日的宴会。结果他们成功了。在这次宴会上发生了以下怪事：

（１）我们两位出席宴会的朋友②（其中有施拉姆），被德国流

亡者那伙败类赶了出来。事情搞得很严重，几乎闹到法院，但是

３８５９９．恩格斯致恩·德朗克（１８５１年７月９日）

①

② 威廉·皮佩尔和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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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欺负的一方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以后，被我们调解下来了。这

一事件使得同哈尼的关系有些紧张，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大

好。但是，同哈尼相比，琼斯却根本不同，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

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①。

（２）因为没有来自德国的贺词，维利希先生就宣读了一份来

自瑞士的贺词。上面也有你的签名。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知道，

是用什么样的欺骗或者伪造手段把你的名字弄到这种文件上去

的；在你亲自把这件事情作了应有的调查以后，你无论如何要把

一切必要的情况告诉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关于宴会的报道里也

刊载了这份有你签名的贺词。你可以想象，当签名者中出现了一

位《新莱茵报》的编辑的时候，人们是多么兴高采烈。

（３）布朗基献词事件。巴特尔米装扮成布朗基主义者，劝布朗

基给宴会寄一篇献词来，而布朗基寄来了一篇对包括勃朗之流在

内的整个临时政府的出色的抨击文章。好象遇到晴天霹雳而大吃

一惊的巴特尔米就这个文件的事作了汇报，决定不宣读它。但是布

朗基知道，他在同谁打交道，于是在举行宴会的同时，在巴黎各报

出现了献词的全文，从而破坏了整个效果。多愁善感的撒谎家小矮

个路·勃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而整个委员会——维利希、

沙佩尔、路·勃朗、巴特尔米、维迪尔等人——则在《祖国报》上发

表声明，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献词的事。但是，《祖国报》对这一报道

补充说，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该报向他打听过）把献词寄给了签

署声明的巴特尔米先生，而且在手头还有他的收据。在这以后，巴

特尔米声明说，这一切都是事实，全部过错由他自己承担，是他撒

４８５ ９９．恩格斯致恩·德朗克（１８５１年７月９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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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谎——他收到了献词，但没有宣读，是为了不破坏协调一致。但

是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前龙骑兵上尉维迪尔声明说，他要供认一

切：巴特尔米向委员会汇报过献词全文，而委员会决定不宣读它。

可以想象，这对这群匪帮是多么丢脸的事！我们把献词译成了德

文，并在德国和英国散发了三万份。２０１

十一月动员时期
４３８
的伪造信件使维利希欣喜若狂，以致使他

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使世界发生革命。在我们手里掌握有异常可

笑的文件和有关这方面的革命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将用得着它们。

首先是打算把“写作分子”斩尽杀绝，并且要宣布实行被动员起来

的艾费耳高原农民的专政。不幸，结果是一无所得。

从那时起，这些彼此结盟、相互确保对方获得统治权和永垂不

朽名声的大人物，力图为自己弄到个哪怕是最不足道的地位，可是

白费了力气。全部落了空。他们只好满足于，德国所发生的所有搜

查和逮捕，没有一次是因同他们有联系而引起的。

然而，我们满意的是，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信口开河、头脑不

清和软弱无能的伦敦流亡者，而且终于能重新不受干扰地进行工

作。对于这帮坏蛋个人所干的无数的下流勾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

等闲视之。我们总是比这伙败类站得高，并且在每次重大运动中能

控制他们。１８４８年以后的实际教训从那时起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东

西，而１８５０年以后的平静时期我们则适当地用来进一步钻研。如

果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有比他们多得多的优点，而且在他们想

不到的领域也是如此。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

是他们全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而我们不是。不可理解的是，在经

受了这一切以后，竟然还有这样一些蠢驴，他们的最高意愿不过

是：在起义——他们称之为革命——刚取得第一个胜利的第二天，

５８５９９．恩格斯致恩·德朗克（１８５１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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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加一个什么政府，然后过那么个把月，就被推翻或者身败名

裂，被人抛弃，同１８４８年勃朗和弗洛孔的遭遇一样。试想一想吧：

一个沙佩尔—格贝尔特—梅因—豪德—维利希政府！遗憾的是，这

些可怜虫永远也不会如愿以偿；他们会重新落到充当尾巴的地步，

所以他们也只能在小城市里和农民中间制造某种混乱。

你在日内瓦到底干些什么？有人说，你已经结婚，当了爸爸，同

时你同莫泽斯①的关系很好——由于照顾他的妻子。而另一些人

说，所有这些纯粹是诽谤，可是，与你相隔十纬度，对此很难判断。

弗莱里格拉特也在伦敦，正在出版一卷新的诗集。维尔特住在汉

堡，同我一样，在最近吵架以前一直在写商业通讯。他在西班牙旅

行中什么也没有带来，甚至连淋病也没有带来。不过，这个月他要

去伦敦。红色沃尔弗②经过了亲爱尔兰、资产阶级的……③、精神失

常和其他有趣状态等各种不同阶段，他完全不喝烧酒而喝二合酒

了。马克思老爹天天去图书馆，以惊人的方式扩大着他的知识和他

的家庭。而我在喝罗木酒和水，啃书本，同棉纱打交道，十分无聊。

这就是要告诉你的关于我们私人方面的一些概况。

由于在德国发生逮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想方设法建立联系

并再次着手去做本已委托给别人的某些工作，因此你一定要尽快

地把瑞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总之，请立即回信。如果你还要

求做什么解释的话，请指出是哪点。来信请寄：经加来转曼彻斯

特欧门—恩格斯公司我收。

你的 弗·恩格斯

６８５ ９９．恩格斯致恩·德朗克（１８５１年７月９日）

①

②

③ 原稿此处不清。——编者注

费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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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 黎 世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刚从恩格斯那里收到你的信，现在赶忙给你写回信。如果

已经不可能把你留在这里，那末，我当然非常希望，至少在你离

开以前同你见见面，和你谈一谈。

但是，你既然决定去美国，那末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刻，既可

以在那里谋生，又能给我们党带来好处。

你大概肯定会得到《纽约国家报》编辑的职位。原先这个职

位是推荐给鲁普斯①的。他随信附来一封给该报的所有人之一赖

希黑尔姆的信。实业问题就是这样。可不要失去时机。

现在谈谈别的事情。海因岑先生和尊敬的卢格一起，每个星

期都在纽约《快邮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尤其是攻击我、恩格

斯等人。这里所有的民主派坏蛋都利用这家报纸当作他们倒垃圾

的臭坑，这里当然长不了谷物，也结不了果实，然而却是莠草丛

生。最后，海因岑还恶毒攻击《国家报》，而《国家报》却连这个

对手也不能对付。

不管《国家报》执行什么样的美国政策，在欧洲政策方面，你

７８５１００．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８月２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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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受约束。海因岑在那里完全是以大作家自命。如果有人去那

里，给这个爱吹牛的空谈家一个厉害看看，那美国报界将会感到

高兴。

如果你当了编辑，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可惜，《国家

报》驻伦敦记者是无赖汉和蠢驴载勒尔。同时也必须堵住欧洲政

府的成员卢格的嘴。

你的那篇反对克里斯特的文章很好。我没有什么可改的，只

是提一下，在各工厂区，工人确实是为了从自己的孩子身上榨取

金钱才结婚的。这是悲惨的，但却是事实。

你当然知道，我正处在非常可悲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

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操心，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

竭。此外，再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不打算

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破

坏我的声誉，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

和其他许多民主派的坏蛋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只要有人从大陆来

到这里，他们就立即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

几天以前，“著名的”见习法官施拉姆①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

马上就悄悄地对他说：“不管革命的结局如何，大家一致认为，马

克思是完啦。最有成功希望的洛贝尔图斯马上会下令把他枪毙

的”。全是这个态度。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置之一笑，它

一分钟也不会使我离开我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的妻子正在生

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

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

８８５ １００．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８月２日）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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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里还谈不上党派的问题。大人物们尽管有表面上的

意见分歧，但是在这里却只忙于相互保证他们彼此的重要性。无

论在哪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浮现出来过这种没有头脑的败类。

如果你到纽约去，就顺便拜访一下《纽约论坛报》的安·德纳，

代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他问好。他也许能对你有用。你一到那里，

就立刻给我来信，但仍象往常一样寄给恩格斯，因为他付邮费比较

容易。无论如何我希望在你动身到海外去以前，你再给我写一封短

信。在你的夫人到达的时候，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她衷心问好。

如果你能留在纽约，那你离欧洲也不太远，而且既然在德国

报刊完全受到压制，那末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在报刊上进行斗争。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刚获悉，大人物们，卢格及其集团，金克尔及其

集团，沙佩尔和维利希及其集团，还有这些大人物之间的调停人

菲克勒尔、戈克及其集团，建立了一种海绵式的联合。你知道，有

一个关于农民的故事，一个农民把每十二舍费耳的谷物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出售了。然而他说，数量必定起作用。这些懦夫也这样

说：“数量将起作用”。其实，把这个生面团粘在一起的粘合剂是

对“《新莱茵报》集团”，特别是对我的仇恨。当他们凑成一打的

时候，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力量。

如果你在纽约不能掌握《工人报》——如能掌握，当然是最好

不过了——因而将不得不同《国家报》进行谈判，那末你要提防自

己的朋友卡普，他正在那里活动。我们手头有材料证明，这个家伙

９８５１００．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８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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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是反对我们的主要阴谋家。

再见，我亲爱的。

１０１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８月６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今天我在这里打听有关肯达耳先生的事，明天把我所了解到

的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你。如果在他给你回信并暗示他对你抱有希

望之前，我马上就去他那里，这只会使他非常冷淡地接待我，而

且也不会把一切所需要的情况告诉我。这些正人君子是非常讲究

形式的。不久以前，海恩向这位肯达耳谋求职位，并且提到了我，

但是肯达耳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从我这里打听他。在发生这件事之

后，如果我过分地强求于肯达耳，那末对你只会有害处。你一收

到肯达耳的回信，就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就马上去他那里，为

你打听一切，并尽量设法使这个人对你有好感。当然，如果哈森

普弗鲁克对你的逮捕令已经失效，那末可能立即就会给你安排工

作。不过即使没有失效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是我能在这里给你弄

到一个什么职位，那就太好了，可惜我在这方面的熟人太少了，此

外，这里只是为了学现代语才聘请家庭教师，而熟悉现代语的人

又绰绰有余。不过，我看是否能让瓦茨去活动一下——他正在参

加教育运动，而且他现在有很多熟人。

你的 弗·恩·

０９５ １０１．恩格斯致威·沃尔弗（１８５１年８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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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请把信封粘得好一点——你的信寄到我这里多少是开着

口的。

１０２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 黎 世

１８５１年８月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非常感谢你报道的情况。如果你从霍夫施泰特尔４３９那里进一

步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感激。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记得某

些教科书和各种军事参考书的书名；我特别需要最普通和最常见

的材料，即在步兵见习军官和中尉的考试中都会问到的、因此在

所有书籍中被认为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德克尔的那本著作２１６我还

是在瑞士弄到的，是一本译得很糟的法译本，也没有地形图，可

是马克思把这本书弄丢了，而且未必还能找到。我自己要弄一本

地图集，不过我还需要一幅匈牙利地图。据我所知，奥地利总参

谋部印过几种这样的地图。请告诉我，你的地图是否这种地图，它

的价格多少。在万不得已时它毕竟要比施梯勒的大地图集更适用

些。至于巴登，尤其是沿莱茵河的巴登—瑞士边界，从运动４４０时起

我就保存了这方面一些相当好的地图。我要通过维尔特（他现在

又住在汉堡了）打听价钱，那时再决定买什么。不过我再重复一

遍，如果你再给我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高兴。

你要去美国，这非常遗憾。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在瑞士没

有任何合适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能给你想些什么其他办法了。在

１９５１０２．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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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不容易安插，连鲁普斯①也还没有找到事。他自己正在找工

作，我也在尽力给他在这里找个什么事做，但暂时还没有结果。在

音乐方面这里的竞争很激烈。纽约距离英国，尤其是距离曼彻斯

特毕竟不是那么远了：因为有轮船定期航行，旅程是从头一个星

期三到下星期六，很少需要十整天。在纽约你将会遇见小个子红

色贝克尔②。他最近担任过《工人报》的发行人，但我不知道他现

在是否还在那里，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最近的通讯

处是：北威廉街２４号楼上；如果你不知道他现在的通讯处，那末

在利埃夫尔那里（“莎士比亚”饭店）或者在《国家报》社大概

能打听到它。总之，在纽约有很多工作，而且那里非常缺乏一位

有理论造诣的我们党的常驻代表。你在那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你将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可以使用的和顶一点用的德国人很容易

美国化，并失去回国的一切愿望。此外，还得考虑美国情况的特

点——过剩的人口很容易流入农业地区，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迅

速而且日益加快地繁荣，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制度是美好的理

想等等。那些想回来的当地的德国人，多半是象梅特涅和海因岑

那种在革命中捞到好处的堕落的人。在他们当中，越是次要的人

就越是可悲。此外，你将在纽约看到祖国所有的帝国贱民４４１。我不

怀疑，你能够在那里住下来。除了纽约以外，只有圣路易斯是个

还不坏的地方；费拉得尔菲亚和波士顿是很糟糕的城市。如果你

能掌握一家报纸，那就太好了；否则就设法在《纽约国家报》找

个工作；这家报纸和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它的欧洲通讯一直受

到我们的控制。

２９５ １０２．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８月７日）

①

②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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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那里来的信最好是经过我转发。这样邮资可以由公司支

付。

关于兵营的消息，除了维利希和这帮匪徒吵了一架并离开了

兵营以外，我没有听到什么情况。马克思写信告诉我，未来的军

队的骨干被毁灭了①，维利希落到了没有伯桑松的地步。多惨！可

是，这个维利希不仅是个笨蛋，而且是个下贱的、背信弃义、凶

狠的人；他用来为他极大的和完全无法置信的虚荣心和自我崇拜

服务的凶狠是根本没有止境的。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撒谎成

性的家伙。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确实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

一句老实话。他总是认为，他就是一个凭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社

会组织方面的天才应当导致革命取得胜利和彻底完成的人物。你

想象不到，这种固定观念把这个家伙变成了什么样子。当然，这

种自大狂在他身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我认为，他完全能干得出

各种卑鄙勾当，可是我还不认为这一次他会干出直接的背叛勾当。

汉堡事件有别的原因；叛徒不是维利希和沙佩尔在那里的唯一代

理人布龙；据说是豪普特泄了密，但我不能相信这一点。

当然，我们让这帮匪徒去干他们所乐意干的事，他们的整个

活动，当然不过是吹牛、臆造狂妄的计划以及对我们叫骂而已。这

一切对我们说来完全无关紧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这群人，因

为普鲁士警察当局正在替我们这样做了。在他们盘踞的谢特奈尔

的酒馆里，没有一句话不是被人向警察局作了报告的。

你走以前无论如何再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你搭乘的轮船的

船名，这样我可以从本地报纸上知道它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到纽

３９５１０２．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８月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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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后马上把你的通讯处告诉我。马克思的通讯处是：伦敦索荷广

场第恩街２８号。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你听到过关于德朗克的什么消息吗？他仍然住在日内瓦，你

可以从舒斯泰尔那里打听到他的通讯处。

１０３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４４２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副本］

［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于伦敦］

……您大概在各种德文报纸上读到了半政府的《石印通讯》上

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伦敦的官方德国流亡者向公众宣布

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宣布他们已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渴望

达成协议的民主派分成三个集团：卢格集团，金克尔集团和难于

描述的维利希集团。在这三者之间，还飘荡着持中间立场的众神：

小文学家，如梅因、孚赫、奥本海姆等，前柏林协商派２６４，最后还

有陶森瑞和一些奥地利人。

我们应当从欧洲民主派中央１６２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阿·卢

格谈起。阿·卢格确实不是作为一个戴着桂冠的人物来到伦敦的。

大家只知道他在紧急关头从柏林溜走了，后来向布伦坦诺谋求驻

４９５ 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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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使的职位也没有成功；在整个革命时期，每当幻想散布开

来的时候，他总是用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这种幻想，有一次灵机

一动甚至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他正是

这样称呼那个小小的典型的保皇立宪民主国家的滑稽戏的。但他

坚决地决定要在伦敦成为一个大人物。象往常一样，他采取同德

国的一家民主派的地方报纸建立联系的办法，以便有可能用关于

他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无稽之谈来肆无忌惮地引起德国公众的注

意。这一次好运气落到了《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身上。现在卢

格可以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他讲的完全是半通不通的法

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德国最出色人物的姿态自荐于外国人，

但是马志尼立刻就完全准确地看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可以不

客气地委托此人以德国人的名义在他的宣言上签名。于是，阿·

卢格便成了欧洲临时政府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正如赖德律－

洛兰有一次所说，是马志尼的人。阿·卢格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

己的理想。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也要在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

的心目中使自己显得象个政权的样子，并证明他除了不清白的名

字外还将有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去。因此阿·卢格决定完成三

大壮举。他同豪格、隆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一起组成

了所谓的德国中央委员会２０７。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名称很谦逊：

《宇宙》，最后还发行了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在德国人民中间推销，他

向德国人民保证以争取自由作为报答。一千万没有收到，然而

《宇宙》却完蛋了，中央委员会也分裂成为它最初的几个组成部分。

《宇宙》只出了三期。卢格的典型风格把世俗的读者们都吓跑了。

但是，却利用《宇宙》杂志做了很多事，阿·卢格得以在纸上表

达自己对于女王邀请冯·拉多维茨先生，而不邀请他到温莎城堡

５９５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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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所感到的惊讶，另外他本人编造了一些信件，在这些信里，他

“以临时政府的身分”从德国向自己致敬，并以自己的轻信的朋友

们的名义，对他回国以后“国家事务”将不允许他保持各种更亲

密的私人关系而事先表示遗憾。

由卢格、隆格、豪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签名的关

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４４３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

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赴美募款，而另一方面，

《科伦日报》登载了约翰娜·金克尔太太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

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

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在三月革命前后的全部政治上的英

明，不过是鼓吹“憎恨君主”而已。然而在伦敦，他为了得到现

款，不得不给卡尔·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文报纸①撰稿，甚至还得受

公爵先生阁下的亲手检查。这件事报告给了马志尼，当司徒卢威

先生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炫耀在欧洲通告上的时候，马志尼却加以

禁止了。司徒卢威就一去不复返，他怀着对中央委员会的极度愤

恨到了纽约，以便把自己的固定观念，把自己少不得的《德国旁

观者》移植到那里的土壤上去。

至于说到金克尔，正如阿·卢格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

休地所说的那样，他的确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呼

吁书的；呼吁书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亲自转寄了

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因为委员会选出的主

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卢格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

他称之为民主派的贝凯拉特的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

６９５ 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① 《德意志伦敦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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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

被禁止的报纸。

因此，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

先生；甚至阿·卢格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

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但是，不倦的卢格还不愿认输。对这

位大人物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能象个忙

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

一切作出判断，东奔西跑，进行谈判，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和

在报纸上播弄是非。他真走运，菲克勒尔刚刚到了伦敦。金克尔

先生的妄自尊大态度对他和其他两个南德人即戈克和济格尔产生

了恶劣的影响；同时济格尔决不会愿意受维利希的指挥，戈克也

决不会接受维利希改善世界的计划。而且这三个人对于德国哲学

史知道得太少了，以致把卢格当成了大思想家；他们太天真了，以

致受了他的伪装纯朴的欺骗；他们太富于庸人般的美德了，以致

把这位所谓的流亡者所有的奔忙都信以为真。正如他们当中的一

个人①在给纽约《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所说，他们决定试图同其

余的集团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声。但

是，就是这位记者却又抱怨说，实现这个虔诚而善良的意图的希

望很小；金克尔还在搞阴谋；他同他的救命恩人②③和几个普鲁士

中尉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暗地里活动，秘密地逐渐

扩大，尽可能地掌握民主派的资金，然后作为强大的金克尔的党

突然地公开出现；但是据说，这既不诚实，又不合理，也不明智。

７９５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①

②

③ 施特罗特曼。——编者注

叔尔茨（１８５０年曾帮助金克尔越狱逃跑）。——编者注

戈克。——编者注、他的传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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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也就在同一号报纸上对“绝对的受难者”作了几个侧击。就

在纽约《快邮报》把这种流言蜚语传到伦敦来的同一天，举行了

敌对集团的第一次正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但这还没有完！阿·

卢格通过纽约《快邮报》在美国征求倒霉的欧洲公债的认购者。曾

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的金克尔，现在却在大

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该把钱寄

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不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要求先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

《快邮报》上宣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

他那里可以得到已经准备好的债券。因此，对于势必丧失五百英

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债券总比去买还不存在的要聪明得多。而

《快邮报》编辑部相当露骨地声称，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

计谋，那就要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最后，当卢格在《快邮报》上

搬出他那每星期一次的谰言，在报纸的各栏里装模作样，把自己

打扮成未来的人物，并庆贺自己占有了所有与这辆马车的第五个

轮子相称的要职的时候，金克尔却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

约国家报》上写道：

“你们看，在大西洋彼岸正在十分内行地进行战争，而在此岸却在交换着

犹大的亲吻。”

如果您问我，象阿·卢格这样一个实际上从来毫不中用，理

论上早就完蛋，只具有典型的混乱文体的特点的人，他怎么还能

起某种作用，那末我首先指出，他的作用只是在报纸上撒谎，他

靠他所特有的极大的热心和用各种最卑贱的手段竭力传播这些谎

言，企图使他自己和别人都相信谎言的真实性。至于他在这里的

所谓流亡者中的地位，那么正好同他相称，虽然他只是一条汇流

８９５ 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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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整个这个民主派的所有矛盾性、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的阴沟。作

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

们的孔夫子①，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

您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金克尔怎样随着他所认为的人民感

情的风向，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某项事业，

忽而又把它抛弃。在为短命的《宇宙》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特别

赞赏挂在水晶宫４４４里的一面大镜子。这里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个

人的全貌：镜子是他的生命的要素。首先，按其实质来看，他是

个演员。他主要扮演德国革命的受难者的角色，所以他在伦敦这

里获得了本来是对其余的斗争牺牲者所表示的那种尊敬。但是，他

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开地酬谢他并祝贺他，同时却

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渴望达成协议的流亡者的

极端派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证自己博得现

在的资产阶级的欢心，又能保证自己对革命的未来的权利。他在

这里的生活同他过去在波恩时的俭朴生活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

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得象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

那样。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

地奉承无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智之声的人，

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

道德高尚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据说，他现在打算周游英

国，以便在各个城市向德国商人发表演说，接受别人的敬意以及

把通常只是在南方土地上才有的收获双季庄稼的特权移植到英国

的北方土地上来。金克尔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雄心的人，那

９９５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① 俏皮话：“孔夫子”在德文中是《Ｋｏｎｆｕｚｉｕｓ》，同“糊涂虫”（《Ｋｏｎｆｕｓｉｕｓ》）

一词发音相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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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错了。他是一个充满贪欲的人，而且命运除了把他引向他的

愿望的目的，并把他安置到重要的地位上去以外，是再也不能跟

这个滥用漂亮词句的无害的人开更恶劣的玩笑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遭到无法挽救的彻底惨败的下场。

最后，关于维利希，我只把他的熟人的看法告诉您。他们全

都认为他是个目光短浅的空想家。他们对他的“天才”表示异议，

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宣布他“倒有性格”①。他自己对这种地位

暗自高兴，并且用比预料的要多的普鲁士式的狡猾利用这个地位。

现在您了解到未来的大人物了。

官方流亡者的总数，除了极少数例外，是由零构成的，其中

每一个零都认为，如果它同别的零一起构成一打的话，它就成为

一。由此产生了他们经常的想统一和合并的企图，这些企图总是

由于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之间的小小的无谓争吵、倾轧、卑鄙行为

和竞争而失败，但是又经常地这样干。他们一方面在北美报纸上

彼此相互攻击，一方面又想面对着德国结成一条战线；他们聚集

成一大堆散播流言蜚语的乌合之众，同时认为，这样才造成有力

量和牢固的组织的效果。他们经常要自己相信，为了使公众敬仰，

他们始终还缺少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也就有组织地把每一个新

来的流亡者招募到自己一边去。他们为了使弗莱里格拉特脱离马

克思和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所做的努力既是死乞白赖的，当然也是

徒劳无益的；为此他们现在用沉默来惩罚他。为了使他加入他们

的正义者同盟，金克尔试用过一切手段，而阿·卢格甚至用书面

形式向他呼吁。现在，他当然也和威·沃尔弗和其他与这种麻烦

００６ 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① 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２４章里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

性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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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得远远的流亡者一样，不属于“这一类流亡者”。又多一个人！

如果要这些革命的卡普勤教士，这些革命的行乞的教士献出什么

东西的话，那末为了多一个人，特别是多一个象弗莱里格拉特这

样的如此有声望的人，他们会献出一个王国。追名逐利之徒和沽

名钓誉者——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亡者的总和。这些先生们认为，

革命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为革命做好准备。于是，帝国议会

的成员们便在瑞士成立了类似的同盟，同盟中未来的职位已经根

据教阶制原则按次序分配好了。在这当中，在谁应该当第十七号

或者第十八号代表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您对这些先生们把半政府的《石印通讯》变成自己的《通

报》①感到奇怪。如果我对你说，他们这些下流作家中有一个人经

常为《新普鲁士报》胡乱写稿，另外有一个人正在做亲俄的《纪

事晨报》的助手工作等等，那么您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不过，这

绝不是背着官方流亡者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的第一次全体会

议是以宣读《石印通讯》的文章开始的。他们大约有五十人，而

且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个数字就减少了一半以上。不和的种子已经

在这些渴望达成协议的人们中间开出了灿烂的花朵，不过，正如

其中有一个人秘密地表示的那样，这些人仅仅是些“流亡者上

层”。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一个也看不到。

如果说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末这一

点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普遍的疯狂的仇恨，出于这种仇恨，他们

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干任何卑鄙勾当，去搞任何阴谋，只是为

了发泄自己对这个ｂｅｔｅｎｏｉｒｅ〔骇人的怪物〕②的恼怒和愤恨的感

１０６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①

② 直译是：黑兽。——编者注

官方通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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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要知道这些先生们甚至不厌弃同古比茨的《伴侣报》的前撰

稿人贝塔（也叫贝特齐希）建立联系，并以这位大作家和爱国者

为媒介，在快活的酒馆老板路易·德鲁克尔的机关报上怀疑马克

思搞间谍活动，理由是，他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夫。

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

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伦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

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

集》的出版，并且阻挠出版已在印刷中的杂志。由于萨克森政府

公布了共产主义的告同盟书，对马克思的仇恨就更加增加了，因

为他被认为是这份告同盟书的作者。４４５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

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他正如弗莱里格拉特以

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样，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亲如

兄弟的流亡者的流言蜚语。

可是，越是不理睬他们，这些未来的哈巴狗就越是狂吠不已。

过早去世的古斯达夫·尤利乌斯，这个有充分的批判能力和学术

上有造诣的人，现在也被流亡者宣布为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无

聊而荒唐的勾当使他十分厌烦，所以他在去世前几个星期给一家

北德意志的报纸寄去一篇详尽地描述流亡者的文章，但是，这家

报纸拒不发表……

２０６ １０３．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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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 黎 世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１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鲁普斯①已把你的事写信告诉他在《国家报》的他的一个熟

人。糟糕的只是金克尔先生不久以前在那里安了窝。另一方面也

发生令人高兴的事情：海因岑先生的报纸，即纽约《快邮报》被

迫宣告破产。现在霍夫先生和卡普先生正试图集股创办新报。总

之，现在正是进行报纸投机的有利时刻。

这里的大人物们彻底分裂了。这些家伙的行为就好象他们是

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并且要瓜分马其顿—亚细亚帝国那样。真是

些怪人！

如果我在这里有更多的熟人，我就为你在这里找一个象铁路

工程师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惜我没有任何人情关系。然而我

确信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工作的。糟糕的是我们大家都手

头拮据，而你又没有钱在这里等些时候，看一看。但是，如果你

真的能实现你到纽约的计划，那末一旦爆发革命，你在那里弄到

返回欧洲的路费比我们弄到离开这里的路费，当然要容易。

但我还是尽一切力量在这里为你找工作，因为你一旦到了那

３０６１０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１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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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谁又能担保你不会消失在西部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力量

太小，所以我们应当非常珍惜我们现有的人才。

而且，你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不适宜的时间去旅行。不过，既

然必需如此，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我至少相信，你到了那里，不

会过象我们大家在这里所过的这种穷困生活。这一点起码也是要

估计到的。

马志尼先生也不得不看到，现在是“民主”临时政府瓦解的

时代。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少数派已经退出意大利委员

会①。这些人也许是比较先进的。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

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

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

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

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

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

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

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

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

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

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

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一千万法郎要比争取一千万人更革

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紧要关头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

大利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会按照“加里西亚的方式”２６９去进行改革。

４０６ １０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１日）

① 参看本卷第３５７—３５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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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告诉德朗克，过几天我就会给他去信。我的妻子和我向你

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你是否想在这里找工作，请再考虑一下。

你的 卡·马克思

１０５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４４６

科  伦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４日和８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我对您丈夫的被捕和您同他的分离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一点

我显然没有必要向您说了。使我放心的是，我深信，案子没有转

到陪审法庭，司法机关是不能长期进行拘留的，而您和您的丈夫

具有非常坚强的意志，足以对付命运的波折。如果您让送这封短

信的人把下列书籍带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

１０６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６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亲自给《纽约论坛报》的一个编辑安·查理·德纳写了信，

而且寄去了弗莱里格拉特为你写的介绍信。因此，你只要到他那

５０６１０５．马克思致阿·丹尼尔斯（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４日和８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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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提到我们就行了。

你要我介绍统计学的参考书。我向你推荐１８４５年出版的麦克

库洛赫的《商业辞典》，因为这本辞典里也有关于经济学的解释。

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著作，例如麦克格莱哥尔的著作，他关于统计

学的著作４４７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价格很贵。你在纽约的图书

馆里肯定可以找到这些书。麦克库洛赫的辞典则是每个给报纸写

文章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手册。

专门关于英国的书，还可以向你推荐１８５１年新版的波特的

《国家的进步》。

关于商业史一般有：

图克的《价格史》，三卷，到１８４８年为止。关于北美的，我

特别推荐麦克格莱哥尔所著的专门关于美国的统计学。

关于德国的有：冯·雷登男爵的《文化的比较统计学》。关于

法国的有莫罗的著作４４８。

我还有一件事要委托你。我应前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你可

以向《国家报》打听到这个人，因为他有时给该报写文章）的要

求，寄给他二十份《宣言》①（德文的）和一份英译本，并且委托

他把英译本连同哈尼的序言４４９印成小册子。此后我再没有得到科

赫先生的一点消息。请你第一，让他说明一下，在他给我写了十

分恳切的信以后，为什么采取这种极可疑的沉默态度；第二，让

他把英译本交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印成小册子出售，也就是

说能不能付印、发行和出售。不言而喻，如果可能，你可以得到

一些收入，而我们则要求得到二十到五十份小册子。

德朗克将于本月２３日到达这里。

６０６ １０６．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６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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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速来信。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所有朋友向你和你的夫人问好。

祝你海上旅途平安，在美国一切顺利。

你的 卡·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惦念她，并向她表示热烈的

关切。在这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她和两个孩子想来是真够受的！希望这封短

信不要过早地先于您们到达纽约，当然，您们在纽约肯定是会找到临时家乡

的。

埃德加尔①从４月离开以后一直没有音讯。他从不来梅乘“改革号”帆

船（船长是阿梅尔曼）出发，打算在加尔维斯敦上岸，先在新布劳恩费尔斯

住下。亲爱的魏德迈先生，说不定您能从纽约打听到他的下落。他不来信是

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可怜的孤零零的妈妈②由于右手瘫

痪，现在丧失了命运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安慰——不能和她心爱的人通信了。

祝您好。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１０７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在我再往美国给你寄出第二封信。在同鲁普斯③考虑成熟

７０６１０７．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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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件事情。

第一，以前的《新莱茵报》没有在美国普遍发行。如果你能

找到某个资产者，或者哪怕是从某个印刷业主和纸商那里得到必

要的贷款，那末我认为，把《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编成一种袖珍

小丛书出版，就象贝克尔①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的那种形式，是有

好处的。例如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恩格斯关于匈牙

利的文章４５０，我的关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文章②，维尔特的某些小

品文等等。如果你在那里找不到这些文章，我可以从这里给你寄

去，同时告诉你，哪些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你要为《新莱茵报》这

套小丛书写一个简短的一般性的序言，在你认为必要时，也要为

每一册写注释或后记。

第二，你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出版恩格斯和我在《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反对卡·海因岑的文章③，并加上说明。我

相信，这些文章一定很畅销。

我们可以一起分得扣除生产费用以外的利润。

第三，我从美国收到了有关我的已出版的六期《评论》的许

多要求和委托，不过我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因为我不能信任那里

的无赖。你可以登一个广告，说这几期《评论》可以从你那里得

到，不过，当然要等到有相当多的订货之后，我才从这里寄去。

第四，你可以（我们也是如此）在适当时候把我们目前所写

的抨击性文章编入上面所说的小丛书里。从商业观点来看，先印

８０６ １０７．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

判化的道德》。——编者注

卡·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编者注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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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的、手头已有的材料，当然比较可靠，比较方便。在简短的

序言和后记中，你可以同来自右的和左的对手进行必要的论战。

因此，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出版商。这比办报所需要的钱少，而

在政治上你却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你可以避免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的长期的办报筹备工作。我想，如果你把这件事向赖希（他有

钱）作适当的说明，他会同意和你一起干的。

我全家、弗莱里格拉特和鲁普斯等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１０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４５１

华 盛 顿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初于伦敦］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现已到达纽约。请你

马上同他联系；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是你如果把信寄给《国

家报》或者《晚报》，他肯定会收到。他会把党内所有情况告诉你。

在纽约的一伙人中间４５２，他对你会有帮助，你可以帮助他在美国找

个工作。请你写信告诉他，说是我建议你同他联系的……

９０６１０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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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４４２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于伦敦

  ……关于金克尔先生，您知道，他正在继续周游美国２８４。他

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募集了一万二千美元，但是非常明智地避而

不谈流亡者各派对这件事的真正态度，这一点从下面的事情中可

以看出：他甚至向我的私人朋友求援，并且确实骗取了他们的援

助。他把下面的愚蠢的纲领寄给了报界：

“告人民的朋友。

德国暴君的无耻暴政和不义达到了极点。１８４８年革命斗争中赢得的一

切自由制度都被君主的暴力所破坏。被压迫的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拔出剑

来，为上帝同等地赋予一切人的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来到了。暴君怯

懦地屠杀或监禁每一个为共和主义改革和被压迫者的自由而奋斗或呐喊的

人，对这些暴君的仇恨马上就要大爆发了，很可能明年春天就要升起太阳，照

耀着人们对他们的压迫者所进行的空前激烈的斗争。意大利将奋起斗争，直

到暴政被彻底推翻，直到旧世界的一切地方都宣告自由。美国于１７７６年做出

了卓越的榜样；欧洲决心仿效她的哥伦布之国海岸上的年轻的和卓越的姐

妹。为了实现这个如此渴望的目的（特别是在德国），现在流亡在伦敦的德国

著名的共和主义者〈？〉，为了创办国民公债，聚集在一起了。他们保证尽一

切努力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偿还公债并付清全部利息和复利。现在这个国家的

一切自由的朋友正在响应号召，热心支持这件事。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这

个计划是否能实现，取决于共和制的拥护者。

受伦敦委员会的委托

哥·金克尔博士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于巴尔的摩”

０１６ １０９．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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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弗利德先生在美国只遇到一个热心的对手，即代表卢格

—菲克勒尔集团的卡·海因岑。但是，象海因岑这样平庸的空谈

家的敌视，对被敌视者来说只有益处。在金克尔公债的保证人中，

公开出面的是：三个普鲁士的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维利

希、泰霍夫——，大学生叔尔茨、奥·赖辛巴赫伯爵、平庸的柏

林文学家梅因。但是金克尔暗地里还得到斯图加特残阙帝国议

会４５３的前议长卡耳贝的勒韦（叫ＫａｌｂｖｏｎＬｏｗｅ①——“伟人中的

蠢材”更恰当）的签名。这个勒韦掌握着一份斯图加特通过的文

件，该文件授予他随便何时何地召开帝国议会的全权。因此，对

想以临时政府的身分进入德国的金克尔来说，为了把他的“统

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物色到这个人是重要的。

第二个秘密的保证人是德斯特尔博士。他在德国的许多债权

人肯定会满意地得知，他保证支付二百万金克尔公债的利息，并

作为财政部长来掌管刚刚收入的两万美元。德斯特尔先生想在瑞

士作为农村医生不受阻碍地搜刮农民（据说他在那里的处境比在

科伦好，在科伦纠缠他的是债权人，而不是病人），同时又想使进

入革命统治的天堂的大门为自己敞开。因此，他只是在严守秘密

的情况下提供了保证。如果他将被迫公开地为他按照老办法“悄

悄地编织”②的东西作辩护，那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您从弗莱里格拉特给您的二封信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哥特弗

利德·金克尔先生的性格。因此，当您知道，“说谎”是他在美国

的“伟大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一的手段时，您就不会感到惊奇

１１６１０９．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①

② 引自歌德的叙事诗《纺织女工》。——编者注

双关语：《Ｌｏｗｅ》发音“勒韦”，意思是“伟人”；《Ｋａｌｂ》发音与“卡耳贝”

（Ｃａｌｂｅ）相似，意思是“蠢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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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金克尔竭力向赖德律－洛兰献媚，因为赖德律－洛兰向德国有名望的

朋友们保证，一旦金克尔以及勒韦取得政权，他就派遣进行宣传战的军队越

过国境。金克尔一旦手里有满把的钱并因此〈！〉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

〈！〉的人，正象他所说的，他就会同马志尼建立联系。”

但是您知道，赖德律同敌视金克尔的委员会有联系并向金克

尔的特使下了逐客令。至于马志尼，下面的事情就足以说明问题：

大概十四、五个月以前，伟大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派遣了次要

人物普鲁士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去马志尼那里，说他席梅尔普

芬尼希受金克尔的委托带着使命将去德国。为此他最缺少的就是

金钱。马志尼给了他一千法郎现款，四千法郎的马志尼公债券，并

提出条件：在一年内还清一千法郎和偿还已推销的公债券的半数。

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德国回来了，在那里他消灭了许许多多酒瓶，但

是连一个“暴君”也没有消灭。一年过去了。但金克尔也好，金

克尔的特使也好，都没有到马志尼那里去。又过了几个星期，这

个席梅尔普芬尼希又到了马志尼那里，但不是去还债，而是重新

要求马志尼和哥特弗利德建立联盟。原来，哥特弗利德刚从新奥

尔良收到一百六十英镑，因为在他看来，他只差几个英镑就可以

成为“大人物”，他认为自己现在是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了。

而马志尼则另有想法，并表示他在德国有自己的人（卢格之流），

他拒绝同哥特弗利德先生建立联盟。但是金克尔毫不着急，他深

信，如果一百六十英镑还不能使他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

的”人，那末有两万美元就肯定会实现这个奇迹。抱有信念的人

是有福的。

金克尔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和当地

２１６ １０９．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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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一样，对事态的发展缺乏清楚的了解，当地群众同他气味相

投，另一方面因为他对他实际上主张的东西扯谎和隐瞒。金克尔先

生及其同伙想选出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其中每个人掌

管一个专门的部，例如德斯特尔掌管财政部，金克尔掌管雄辩和高

级政治部，泰霍夫掌管军事部，维利希掌管征用（他对这方面是内

行）部，梅因掌管教育部等等。这七个人中每个人参加这些委员会

中的一个委员会，以便经常向最高委员会，即七执政报告情况。您

看，这完全是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计划搞的，只是七执政官邸设在

德国境外，而它的人民由一个五十至一百人的俱乐部所构成。

金克尔先生断然宣称，他在美国募集的钱不是用来援助流亡

者的。他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义务。您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不让

流亡者下层分享英镑，而让他一个人独吞的诡计。这个诡计现在

已经实行了，而且随着财物的增加，必将以下面的方式在更大的

规模上实行：

（１）七个执政和他们的七个部应当领取薪水，就是说金克尔

和维利希等人的所有亲信和这些先生本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口进

行革命活动而拿到这些钱的大部分。例如维利希先生在这里靠公

开行乞已经生活了两年。

（２）这些先生在出版石印的通讯，他们把它免费分发给各家

报纸。可怜的文学家梅因、奥本海姆和大学生叔尔茨等人捞取用

来支付稿酬的另一部分钱。

（３）大人物中的另一些人，如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等人，

又作为“特使”再领取薪水。

由此您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不许非常贫困

的流亡者群众（工人等）使用这些钱，而另一方面，金克尔先生

３１６１０９．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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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亲信却可以得到可靠的、同时政治上有利的高俸的闲差，这

一切都是在钱只能用于革命目的的借口下进行的。如果让广大公

众知道大学生叔尔茨所策划的这些财政上的投机勾当，肯定是非

常适合的。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必须简单地谈谈科苏特。科苏特在

他的活动中显示了很大的才能，一般说来，对待英国公众的态度

是有分寸的。但是情况不象这个东方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

面，他极力向资产阶级献媚，并且以东方的方式赞美象伦敦的西

蒂区和它的市政体制那样的制度，而这些制度每天都被《泰晤士

报》攻击为社会的弊病。另一方面，他激起宪章派对他的敌视，宪

章派通过它的最有才能的代表厄内斯特·琼斯激烈地攻击他，就

象它攻击海瑙那样。而科苏特无论如何是不策略的，他原来不让

自己对任何一个党表示任何的支持，现在却站在一个党一边。最

后，科苏特亲自看到了，热情和现金是彼此成反比的。直到目前

为止，对他的公债的全部热情还没有使他获得八百英镑。

我们民主派流亡者这次又丢丑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

的了。他们的祝贺科苏特根本不屑答复。爱虚荣的花花公子和死

乞白赖的矮子路·勃朗莱幸地接到了对他的祝贺的答复，但是科

苏特在答复中直截了当地否认社会主义。

仍然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４１６ １０９．马克思致海·艾布纳尔（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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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在星期六收到了你的信，一星期中唯有这一天我根本不能

写私人信件，因为这一天我们办事处中午就关门，不然你早就收

到我的回信了。

最近你家里有很多人生病，我很不安，但是听到现在情况好

转，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在我到达时，海尔曼和小提提能完全恢

复健康。你是可以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我的，因为如果我收不到

信，我就总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此外，你也欠了我一封回信，今年夏

天我把你家的钥匙寄了给你，你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我的身体和往常一样，一直很好，只是在天气变坏后感到有些

烦闷，我又不能更多地到郊外去，在曼彻斯特这里，到郊外去是极

其必要的。几天来我有些预感，去年冬天使我受到折磨的牙痛又要

复发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它妨碍我照常

沐浴，等等。但愿这一切不使我很烦恼地就过去了，总之，我不想事

先为我现在还没有的未来的病痛而过分忧愁。

我想在本周末把我现在的事情安排就绪，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本来是一个平静的时间，我争取在星期六晚上从这里动身。但

是各次列车到达伦敦的时间不是在深夜，就是在凌晨，所以我不能

立即去坎柏威尔，只能在“尤斯顿”旅馆休息一下以后，在星期日上

５１６１１０．恩格斯致玛·布兰克（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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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到你们那里去。总之，如果你在星期日早晨还没有收到我不去伦

敦的信，那末你们可以在星期日中午到格罗夫等我。

至于法国人，这些蠢驴们要怎么干都可以，对我来说是无关紧

要的。

衷心问候艾米尔、海尔曼和你的孩子们。根据你的描写，我觉

得你的新来的女仆们倒是很有趣的。

注意：如果你在星期日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不希望我去拜访

和打扰，你就写信来，下个命令，应当在什么时候到你那里去，我一

定准确无误地做到。

永远是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１１１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日］星期四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的两封信①都已收到，我立即赶忙回信告诉您，他的每篇文

章自然都要单独寄出，否则完全有可能一篇也赶不上轮船。４５４信必

须在星期五晚上五、六点钟以前送到伦敦的邮局。我将看看，我还

能来得及做些什么，——近来，祖国使我感到非常厌倦，我对它没

有什么更多的了解。无论如何我要寄一些东西。我将随身带来英

６１６ １１１．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６３７页（第二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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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宣言》①以及在这里存有的纽约《快邮报》。请您提醒马克思，

叫他写信请魏德迈立即到德纳那里去取有关的几号《论坛报》，并

且寄到这里来，以便我能继续工作②。

我什么时候能动身，还说不定，也许要到星期六早上。但是我

希望最迟在星期六晚上六点钟，也许在上午十一点钟就能到达。再

见，衷心问候您和您全家。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１２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前天，我收到了恩格斯转来的你的一封信。

首先祝贺你和你的夫人新年好。我的妻子也祝贺你们新年

好。

现在我正坐下为你写一篇文章。你的约稿信来得太迟了，所以

我今天不能完成。星期二（１２月２３日）将从这里给你寄去：（１）卡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２）斐·沃尔弗的《法

国政变》；（３）威廉·沃尔弗的《复仇女神》。恩格斯也许会随今天的

邮班把他的文章（我想是关于普鲁士的）寄给你。弗莱里格拉特那

７１６１１２．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指恩格斯正在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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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但是他答应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列为你的

撰稿人之一。同维尔特正在商谈。同埃卡留斯也是如此。

你现在至少可以在美国定居一年。“它”不会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第

二个星期日４５５发生。

我认为你应当等上述几篇文章寄到后出版第一期①。相差不

过五天。你可以预告以后几期将连载我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的

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

马克思评》。４５６

你马上给华盛顿市海军造船厂阿道夫·克路斯写一封信去。

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和最富有

才能的人之一，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你创办和推销你的杂志方

面，他能帮你的大忙。

请别忘了下面的事情：

到德纳那里去一趟；让他把登载有我的文章的那几号《论坛

报》②给你，并且立即把这几号寄给我。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消

息，所以就不再写了。这一工作已经中断了很久，所以我必须看了

报纸以后，才能继续写下去，即使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也得写下

去。

你的杂志一出版，你不仅要按时寄给我们，而且要寄来足够的

份数，以便作为试刊分寄各处。

完全是你的 卡·马克思

８１６ １１２．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

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革命》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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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有受什么合同限制的话，就不要去买倒霉的魏特林

的《工人共和国报》。否则，你也许能赢得二百个施特劳宾人５０，但

是将失去广大的读者。而且只能以原来的名称进行活动。这是常

规。

１１３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摩尔公爵：①

附上艾布纳尔的一封信。

今天我又接到魏德迈的信。其中写道：

“最近，伦敦‘鼓动者协会’的一位使者到这里来阻挠金克尔公债的发行。

这些先生们根据一小撮流亡者无中生有的许多叫嚣，大概以为在美国这里都

分成金克尔派和反金克尔派了。科苏特的轰动一时的消息早已使人们忘记了

金克尔，他能募集到几千美元这件事，实在不值得这样大做文章。

不管怎样，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销售《评论》。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些新诗，这

里也可以发表。”

魏德迈再一次催促我们之后，写道：

“但最好先寄一首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来，他的诗是最吸引人的。”

请你把这放在心上，写一首献给新世界的新年之歌吧！在目前

９１６１１３．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

① 隐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摩尔公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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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我认为不管是悲壮的还是幽默的，写诗确实比写散文容

易些。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

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末我相信，你采用这种体裁也会获得

成功的。你的夫人就曾经正确地指出，在你身上有许多潜在的机

智。

我本想把魏德迈的信转给你，但是我必须先让恩格斯看看这

封信，他大概要在这里呆到星期四，本星期二他曾希望在“犹太教

堂”里会到你。

协会现已搬到西蒂区法林登街商场内威·约·马斯特尔斯酒

商那里。今后会议每星期四在九点举行。协会有理由认为，它的新

会址就在你的区内４５７。

罗素接受了帕麦斯顿的辞职４５８，（１）为了在波拿巴面前装扮成

立宪的英雄，（２）为了向俄国和奥地利让步。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即这个事实首先会一般地影响到流亡者的命运，特别是影响到我

们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英国说来，是一种政治上极不安定

的一年的预兆。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

看法：由于各种事件（例如也包括由于政治上的担忧，去年棉花的

高价等等）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根据最近

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

的革命事件。

我全家向你全家问好。

极恭敬的 摩尔

０２６ １１３．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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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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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

布 鲁 塞 尔

１８４５年２月７日于布鲁塞尔

小萨布龙广场２４号

兹有卡尔·马克思，系哲学博士，现年二十六岁，原籍普鲁士王国

特利尔，愿偕其妻及一个孩子移居于陛下的领土，恳请陛下准予在

比利时居住。４５９

深怀敬意地有幸成为陛下最忠实的仆人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２

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

［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于布鲁塞尔

卢万门外同盟路５号

阁下：

恳请极可尊敬的王国特利尔行政区政府发给我一份迁居北美

合众国的许可证。我的免服普鲁士王国兵役的证明４６０，应该是在特

利尔市长公署或者王国特利尔行政区政府。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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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

１８４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于布鲁塞尔

普鲁士王国地方行政长官兼市长格尔茨先生阁下

阁下：

本月８日尊函收悉，谨答复如下：上月１７日我的关于因迁居

北美合众国而申请退出普鲁士王国国籍的呈文只涉及我个人，但

是如果对于获得批准是必要的话，我请求这一申请也能包括我的

家属。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４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哈  姆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７日］星期四①于巴黎

格腊蒙街１号“曼彻斯特”旅馆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

请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刊登一则通讯：在这里成立了好几

个德国团体，其详细情况吕宁先生知道；但是旅居伦敦的德国人沙

４２６ ４．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７日）

① 可能是手稿笔误，根据信的内容看来，信是写于３月１７日星期五。——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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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马克思、沃尔弗、恩格

斯、瓦劳、波尔恩（他们通过哈尼和琼斯同英国的宪章派也有直接

联系）所领导的德国工人俱乐部同伯恩施太因、伯恩施太德、海尔

维格、福尔克、德克尔等人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

处，４６１，后者是一个打着黑红黄三色旗
１２１
（在这方面联邦议会现在

已经赶在它前面了）的团体，正在大谈长老布吕歇尔，并且在普鲁

士退伍军官指挥下进行分组训练。非常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示

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界限，因为它将使德国人丢脸。如果《汽船》出

得太晚，那就请您根据上述事实写一篇短文，交给您现在在南方联

系较多的那些德国报纸发表。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

上报道这件事。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

多情况（今天傍晚有四十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

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①，十分忙碌，只好

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５２６４．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７日）

① 指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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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马克思致科伦警察局

科  伦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于科伦使徒街７号

致可敬的警察局

我恳请贵局向有关机关为我申请科伦市的公民权①。我于

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生于特利尔，在该城读中学，后在波恩和柏林读

大学，１８４２年和１８４３年住在科伦，任前《莱茵报》编辑。因该报停

刊，我去国外并放弃了普鲁士公民权。事变发生以后，我回到祖国，

现拟同我全家住入科伦。

谨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６

马克思致警察局长盖格尔

科  伦

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于科伦

警察局长盖格尔阁下：

兹通知阁下，我对您所发出的公函②已立即向内务部提出申

６２６ ５．马克思致科伦警察局（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

①

② 指警察局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致马克思的复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５卷第４５２页）。——译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５１—４５４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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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认为自己象过去一样仍是德国公民。

《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

７

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１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为了使《评论》第一期能顺利出版，我受马克思（他工作非常繁

忙）的委托写信给您。《评论》将由书商负责销售，而在比较大的城

市还另设经销人。印刷等工作在汉堡进行，从那里把杂志寄给各地

的经销人。第一期出得稍微晚些，随后各期很快就会出来，三月号

大概月初就能出来。一旦《评论》的出版工作稍微安排就绪，每月将

出两期。请您把广告马上登出来，即使《科伦日报》还没有得到它。

至于您的关于南德的文章，马克思希望尽快地收到这些文章，以便

登在二月号上；刊登最新事实，并不那么重要，这反正是做不到的；

我认为，最好能做到通讯在当月１５日脱稿，稿子要及时寄出，使它

能在当月１９日或２０日到达这里。还有一件事，请您在广告上把价

格由二十四银格罗申改成二十五银格罗申或二十足格罗申，后一

个价格比较合适，所以书商也建议定这个价格。在法兰克福，《评

论》的销售工作希望由您来主持，因此请您把助理经销人、跑腿等

的费用给我们计算出来。我应该给您寄多少份？

目前这里没有多少新鲜事。司徒卢威和海因岑拚命做丑事，为

了使他们自己和所有德国流亡者声誉扫地，他们把自己所能做的

７２６７．康·施拉姆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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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做尽了。而且，这两个独裁者彼此也干起架来了，据说司徒卢威

剽窃了海因岑的什么思想（？）！请代我向布龙问好，我最近将给他

写信，那时再详细地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您是否需要在这里有个通讯员？我可以立即把有关议会中最

重要的消息的报道寄给您，这些消息一定是令人感到兴趣的。我在

经常注意英国的财政改革运动４６２，随时可以向您提供这方面的情

况。过几天我将给您奇一篇通讯稿去作为试笔，这样您就可以有机

会告诉我，您是否愿意用我的文章和将付多少稿酬。在英国要想吃

点牛排、喝口啤酒，就得有钱。

马克思家里刚出世的小共产主义者叫做亨利希·爱德华·盖

伊·福克斯。他是火药阴谋１５７周年纪念日生的，所以叫盖伊·福

克斯。目前这个小家伙总是啼哭，使得所有的人都讨厌他，不过他

会慢慢懂事的。

所有的熟人都向您问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康·施拉姆

［卡尔·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①的魏德迈：

［寄去］①当票一张。
４６３
请你办理一下续当手续，所花费用请

［从］①杂志预订金中扣除。我和我［的］
①
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问

好。

卡·马克思

８２６ ７．康·施拉姆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１月８日）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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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去年我在您家里受到您和您亲爱的夫人亲切而殷勤的招待，

使我感到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在这么

长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给你们任何音信；您的夫人给我写了非

常亲切的来信，我也没有回复。甚至接到您的孩子诞生的消息时，

我也没有给你们写信。这种久不通信的状况常常使我深感不安，但

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无法写信，就连今天提笔我也感到非常困

难。

但情况迫使我拿起笔来写这封信，请您把读者已经和将要收

到的《评论》的钱尽快寄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笔钱。当然，

谁也不能责备我们，说我们曾经计较过我们这些年来作了多少牺

牲，经历了多少困难。公众很少知道，更确切些说，几乎完全不知道

我们个人的事情，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

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

生活。而他所能够期望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科伦朋友的，就是对

他的《评论》的积极热情的支持。在那知道他为《新莱茵报》做过多

大牺牲的地方，他本来首先能够期望得到这种支持。然而由于经营

上的疏忽和混乱，事情完全弄糟了，不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书商或者

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

９２６８．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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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

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

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

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①曾经作了多大的牺

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

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

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

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

收入，临行前还借了三百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

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

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

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

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②也去

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

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

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③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

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该多么不容易。单

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四十二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

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

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

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０３６ ８．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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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

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

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都经常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

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

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

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

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拚命

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

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

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

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

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

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

——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

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

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

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

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

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

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

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

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

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

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

１３６８．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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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

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

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

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

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

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

１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

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在这里的仅仅

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

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之一倾吐一

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

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

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

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十分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

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

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

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

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

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

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

的《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地肯

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

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个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

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

２３６ ８．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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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

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

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你别

提起这封信里的事。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

来。我相信您只会作为我们细心体贴的朋友来利用这封信。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

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如果

您的夫人自己给孩子喂奶，请您不要把信中说的事情告诉她。我知

道，任何的激动都有碍健康，对小家伙是有害的。尽管有这一切的

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

活泼、可爱，我们的胖小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

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尽气力高唱弗莱里格拉

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世界历史使

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又将重新

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３３６８．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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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０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您把钱寄给了瑙特，而卖红字报①的钱您又不寄给他，而寄给

别人，对此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奇怪。

当然，《评论》的整个销售办法必须改变。现在我的丈夫让我写

信通知您，请您再也别给瑙特先生寄钱了，把钱全部，甚至极微小

的数目（按普鲁士塔勒计算）都寄到这里来。这里的情况和德国不

同，我们全家六口住在一个房间和一个很小的套间里，而租金却比

德国一所宽敞的房子还贵，并且每个星期都要付房租。因此，您可

以想象，哪怕只是一个帝国塔勒晚一天到手，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在这里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设法糊口度日的问题。因此，诸您不

要等瑙特先生等人的吩咐了。此外，我的丈夫让我告诉您，他认为

最好别让吕宁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②，宁可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决

不要赞扬。我的丈夫从来不期望有人作深刻的批判，而只是期望有

象各报介绍杂志和小册子的那种一般评介文章。您的报纸想向读

者介绍和宣传什么著作，也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刊登的是

一些有关著作的短篇摘要，这并不要费很大功夫。

４３６ ９．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０日左右）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６０页。——编者注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出版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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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和您。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１０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卡尔的委托在这里给您寄去六份《新莱茵报》①。哈尼好

些了，他希望您寄一份给艾琳·麦克法林。您想一想，无赖舒贝特

只有拿到现金才肯交给艾森三百份，而蠢驴瑙特现在完全失去了

常态。因此，卡尔要写许多信，而您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把维利希及其同伙革出教门的科伦训谕连同新的章程４６４、通告

等一起昨天都收到了。这一次科伦人表现得特别果断而积极，对这

帮下流家伙非常坚决。您想一想，维利希还嫌第一个法农－卡佩隆

宣言②丢脸丢得不够，这些大人物又发表了第二个文告，维利希甚

至寄给红色贝克尔③三道命令，让他转交给科伦后备军，他在这些

命令中从这里指示他们举行起义，在每个连队都宣布成立临时政

府，撤销一切民事和军事机构，必要时就枪毙这些机构的成员。而

科伦的后备军现在又十分舒适地盘踞在父辈的城堡里，在凉爽的

莱茵河畔饮酒作乐、高谈阔论了。如果维利希不进疯人院，那我就

５３６１０．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６７—１６９页。——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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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谁该进疯人院了。沙佩尔从汉堡弄到一张护照，以便亲自担

任豪德的特使职务。祝这匹河马万事如意吧！

德朗克也来信了。莫泽斯①的妻子又使她的丈夫相信自己是

共产党人的首领。反正您不久就要到这里来了，您将亲自听到和看

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卡佩隆分子夜里袭击了红色沃尔弗②，把他

打了一顿。红色沃尔弗向法庭控告了文累尔。在第二天判决以后，

维利希用二十先令把他赎回。

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很快就要在这里见到您了。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信的背面写着］

大杜西街７０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１１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特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我丈夫的委托把给维尔特的信寄给您。请您把它同您的

信一起发出去。红色沃尔弗用机器做了几双新鞋，公民李卜克内西

一天天变得严肃和有道德了，施拉姆由于穷困而闷闷不乐，并且再

也看不到他了。孩子们问候恩格斯，我的丈夫在图书馆里消磨时

６３６ １１．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

①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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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１２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收到了你转来的魏德迈的来信①，摩尔委托我赶紧给您

回几句话。他本人想在星期五前给您寄去一篇关于法国灾祸的文

章②，问您是否能寄一篇关于德国的丑事，特别是关于被奥地利愚

弄的普鲁士等等的幽默文章到美国去。根据上司的命令，我也要向

弗莱里格拉特提出坚决要求。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快就要在我们

家里见到您了。穆希上校和姐姐们③以及我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７３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埃德加尔·马克思、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１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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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封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是恩格斯从英国

返回德国之后不久写的。在返回德国的途中，恩格斯于１８４４年８月底

去巴黎，在那里住了十天。他和马克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也就是在

这个时候，从这次会见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共同的学术工作和为无产阶

级事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当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了解到他们在一

切理论领域内观点完全相同之后，就着手写他们的第一部共同的著作，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部著作最初预定叫做《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

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该书标题

上加了《神圣家族》几个字。——第５页。

２ 贝尔奈斯是巴黎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４年秋季法国当

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将他交付法庭审判，以批判普鲁士反动制度的

罪名判处徒刑和罚款。——第６页。

３ 指《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

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

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

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

６２６—６５５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

义和共产主义。《德法年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

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６页。

４ 恩格斯是１８４２年１１月离开德国的。他在英国住了将近两年，在曼彻斯

特一家纺纱厂工作，他父亲是这家工厂的股东之一。在这同时，恩格斯

１４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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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考察了宪章运动。１８４４年９月初，恩格斯返回德国。——第７页。

５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１８４４年１至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

纸。该报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１８４４年夏天起直接

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对普

鲁士的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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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页。

６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１８４３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

１８４４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

保存下来一部分，即《１８４４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

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１８４４年１２

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研究英国、法国

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

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

１８４５年２月１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

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３６９），在１８４７年２月被出版商取消。——第８、

１８、２７、４６８、４８８页。

７ １８４４年１２月，恩格斯在年鉴《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了《现代兴起的

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１

部分第４卷第３５１—３６６页）。这篇关于欧文及其门徒根据空想共产主

义思想在美国建立的移民区情况的通讯，是翻译成德文的一些材料，这

些材料发表在英国报刊《新道德世界》（《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和《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第８页。

８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阿·卢格之间的分歧，始于出版

《德法年鉴》杂志（由马克思和卢格编辑出版）的时期。发生这些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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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卢格否定共产主义是革命的世界观，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分

子、哲学唯心主义拥护者卢格在观点上完全背道而驰。马克思同卢格的

彻底决裂是在１８４４年３月。卢格对群众革命斗争的敌视态度，在１８４４

年夏季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马克思在《前进报》上

写文章痛斥了卢格的资产阶级庸人立场，这篇文章叫做《评“普鲁士

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卷第４６８—４８９页）。——第１０页。

９ 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间在普鲁士一些城市中建立

的，发起者是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被１８４４年的西里西亚织工起

义吓破了胆，建立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工人不去为自己的阶级

利益而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

善性质，但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推动了城市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

高，促使德国广大的各社会阶层注意社会问题。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

协会的运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具有特别大的规模，因为在那

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反对

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广泛利用了筹备建立这些协会和

讨论会章的集会，来宣传和传播先进思想，抵制宗教界和自由资产阶级

的影响。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也就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

益和阶级利益互相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

德国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十分害怕协会在活动中所采取的使

它不安的方向，于是便急忙在１８４５年春天制止了协会的活动，不批准

协会的章程并禁止再举行集会。协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协会的活

动还是促进了德国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野，提高了人民群众的

政治认识。——第１０页。

１０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在科伦，积极参加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的有：《莱

茵报》的前出版人和撰稿人荣克、德斯特尔、康佩斯以及知识界的激进

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其他代表。在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科伦的集会

上，建立了救助和教育总会，其宗旨是“组织劳动，保护劳动利益，反

对资本权力”等等。不管资产阶级自由派怎样反对，还是通过了一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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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民主主义章程。在此之后，激进民主派

分子和自由资产者完全决裂，后者以康普豪森为首退出了总会，并竭尽

一切力量促使当局禁止总会活动。

  在爱北斐特，在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７日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建立了人民

教育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者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坚持斗争，反对当

地的宗教界把协会置于自己影响之下、使协会活动带有宗教色彩的企

图。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努力利用协会的集会和协会的委员会来宣传

共产主义观点；他们在发言中揭露牧师们的阴谋和资产阶级哲学的虚

伪性（见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卷第６０２—６２６页）。协会的章程没有被政府当局批准，而协会本身

也在１８４５年春季不再存在。——第１０页。

１１ 恩格斯指的是他打算要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他在英国居住期

间（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８４４年８月）曾为此书搜集了材料。起初，恩格斯

想在这本著作中专辟一章来写英国工人状况；但是，恩格斯在彻底弄清

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之后，便决定专写一本书来

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在回

到德国以后，也就在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３月期间写成了这本书。从

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６—８月的摘录中，以及从出版商列斯凯１８４５年５月

１４日和７月７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恩格斯在１８４５年春季

和夏季仍继续致力于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写作。到１８４７年底，恩格斯还

没有放弃这个计划，这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９１号上的简讯中报道过。但是，由于许多原因，恩格斯终于没有能够

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第１１页。

１２ 评李斯特的小册子，恩格斯没有写，但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２月１５日在《在

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观点，首先是对李斯特进行了

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１７—６２６页）。——第

１１页。

１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这本书

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施蒂纳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反动实质

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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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１１页。

１４ 指的是路德维希·布尔１８４４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期《柏林月刊》，该刊发

表了卡·施米特（真名是麦·施蒂纳）评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

《巴黎的秘密》的文章，这本小说于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在巴黎出版，具有感

伤庸俗的社会幻想的情调。——第１１页。

１５“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

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

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１８４２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

第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５—４３６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

学争论，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

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

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

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

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卷第３—２６８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

“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１４、２０、４２９、４３４页。

１６ 恩格斯谈到《和平民主日报》时，指的是出版《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

叶派的模仿者的观点，这些人使傅立叶的学说带上了十分突出的宗派

主义教条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批判过该报所宣扬的“掺

了水的傅立叶主义”，这种主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思

想。——第１４、２０、８３页。

１７ 指的是赫斯针对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写的小册子《晚

近的哲学家》，小册子于１８４５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在这个小册子

中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见注４７）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

的。——第１６页。

１８ 指《１８４５年德国公民手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Ｂｕｒｇｅｒｂｕｃｈｆｕｒ１８４５》）年鉴，

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的总

的方向为其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但是年鉴

上也发表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威·沃尔弗和诗人格·维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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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作品，也发表了恩格斯撰写的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

区情况的报道（见注７）。——第１７页。

１９ 《社会明镜》（《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ｓｐｉｅｇｅｌ》）是于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在爱北斐特

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

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１７、２４、２７页。

２０ １８４４年下半年在《前进报》上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组诗歌《生活之

歌》和短文《关于手工业者的训练》。——第１７页。

２１《莱茵社会改革年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ｚｕ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ｆｏｒｍ》）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

第１卷于１８４５年８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２卷于１８４６年年底在德

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在该杂志第１卷中载有恩格

斯于１８４５年２月８日和１５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２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

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０２—６２６

页和６６２—６７６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３卷第５３９—６４０页）。

  当时德国的一些邦的出版法规定，只有篇幅超过二十个印张的刊物

才可免于先经过书报检查。按《莱茵年鉴》的篇幅来说，是免于书报检

查的，但黑森大公国的警察局仍然挑剔杂志有“谋逆的”内容，没收了

第一卷，并禁止继续出版。——第１７、２４、３０页。

２２ 关于恩格斯想写一部英国社会史的事，见注１１。——第１８页。

２３《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是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的

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

表创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马克思开

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

６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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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确

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

后来把它封闭了。——第１８页。

２４ 指《德意志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ｆｕ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是文学杂志，恩格

斯从１８３９年３月到１８４１年期间曾为该杂志撰稿。该杂志１８４４年１２

月第２０３和２０４期上曾刊登了卢格的文章《致爱国者》（《ＡｎｅｉｎｅｎＰａ

ｔｒｉｏｔｅｎ》）。——第２０页。

２５ 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

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１８４５年１月发布的。１８４５年２月３日马克思

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２２、４５６页。

２６ 指１８４４年１１月在科伦建立的救助和教育总会（详见注１０）。——第

２５页。

２７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

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

存在。——第２６页。

２８ 恩格斯指的是翻译沙·傅立叶未写完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事，

这一著作在傅立叶逝世后１８４５年发表于傅立叶主义者的杂志《法郎

吉》上。该杂志还发表了傅立叶关于天体学的手稿。——第２７页。

２９ 威·葛德文《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一般美德和幸福的影响》１７９３年

伦敦版第１—２卷（Ｗ．Ｇｏｄｗｉｎ．《ＡｎＥ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ｓ

ｔｉ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Ｖｏｌ． —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３）。——第２９页。

３０ 关于１８４５年２月８日和１５日的爱北斐特大会（恩格斯在这两次大会

上曾作演说）的报告，发表于皮特曼出版的杂志《莱茵年鉴》第一卷

（１８４５年）。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第二篇（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１７—６２６页）中有对李斯特观点的批

判。——第３０页。

３１ 恩格斯所作的这幅讽刺画自左至右画的是：卢格、布尔、瑙威尔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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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诺·鲍威尔、维干德、埃德加尔·鲍威尔、施蒂纳、梅因、两个不知

名的人和科本（穿尉官制服）。布鲁诺·鲍威尔把《莱茵报》踩在脚下。

墙上画的是个断头台，左墙角是个松鼠（暗指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

卫生大臣艾希霍恩），因为艾希霍恩这个名字在德文上是Ｅｉｃｈｈｏｒｎ，松

鼠一词在德文上是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ｃｈｅｎ，两个德文字相近。——第３２—３３页

之间。

３２ 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于１８４６年改组普鲁士银行一事。

普鲁士银行改为股份公司，但管理权却仍然保留在政府手中。１８４６年

１０月５日法令所规定的这个改革的意图是造成有利条件吸收私人资

本，以便弥补普鲁士的国债（见恩格斯《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６页）。——第３５页。

３３ 恩格斯于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５日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来到

巴黎，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首先是向正义者同盟（见注３６和４６）巴

黎各支部的盟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向魏特林主义、蒲鲁

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在旅居巴黎的一部分德

国手工业工人中，流行着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学说。卡·格律恩在

他们中间也有很大影响，格律恩利用工人集会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

义”的思想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恩格斯的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

帮助了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盟员脱离魏特林主义、“真正的

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第３６页。

３４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在当地实业家—— “真正的社

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帮助下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

意识形态》一事。由约·魏德迈进行的谈判于１８４６年５月开始。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年７月２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

来）中，严厉谴责了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

接着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

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但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

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

物。——第３６、４６７、４７１页。

３５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１８４５年达姆

８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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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德版（Ｋ．Ｇｒｕｎ．《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Ｂｅｌｇｉｅｎ．

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ｎ》．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５）。——第３７页。

３６ 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６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在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应当以此为榜样成立社会主义

小组。通讯委员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通讯委员会应为建立

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同工人运动中非无产阶级的流派

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

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

会。从哈尼１８４６年３月３０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沙佩尔１８４６年６月６

日、７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在伦敦曾经成立了通讯委员

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以沙佩尔为首的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打算动员卡贝、蒲鲁

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见本卷第４６４—４６６页），

但结果没有成功，这一点从蒲鲁东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信中

可以得到证明。在德国，是威廉·沃尔弗同西里西亚工人保持联系；格

奥尔格·维贝尔由基尔向布鲁塞尔通讯；从威斯特伐里亚通讯的是约

瑟夫·魏德迈；在莱茵省形式上没有建立通讯委员会，但是通过瑙特和

克特根与爱北斐特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通讯；而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

尔斯、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经常的通

讯。——第３７页。

３７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

一章，这一章是批判费尔巴哈观点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３卷第１９—８７页）。看来这一章直到１８４６年下半年还在继续写，但

是仍然没有写完。——第３８页。

３８ 指休·多赫尔蒂《宗教问题》一文——该作者一组文章的第十篇文章，

发表在１８４６年《法郎吉》杂志第４卷第１３６—１６３页。——第３９页。

３９ 参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于１８４６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见注３６）的，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还有威·沃尔弗和比利

９４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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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社会主义者菲·日果。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于１８４６年８月中去

巴黎以后，经常写信向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这些信都是寄给马克思

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这些信中的第一封。——第４０页。

４０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见注４６）的巴黎各支部，当时是由海·艾韦贝克

领导的。参加这些支部的是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主要是裁

缝（单独一个支部），以及制革工人和木工。

  魏特林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

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

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

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的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糙

的平均共产主义，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

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

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自己日益脱离工人运

动。１８４６年５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

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

裂。——第４１、１２７、３５５页。

４１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刊登了比·勒鲁的一组论文

《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恩格斯指的是这组论文中的第三篇和第四

篇——《圣西门和傅立叶》、《抄袭者傅立叶》，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该杂

志１８４６年８月和９月两期上。——第４１页。

４２ 指沙·傅立叶下面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见《傅

立叶全集》１８４１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ｄｅｓ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２éｄ．，ｔ．１，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１）。该书第一版１８０８年在里昂匿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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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èｖｅàｓ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是圣西门的著作，１８０２年写成，１８０３年

在巴黎匿名出版。——第４１页。

４３ 指的是法国的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第４２页。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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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恩格斯指的是奥·维干德的《致阿尔诺德·卢格》的呼吁书，发

表在《爱比格尼》杂志的第一卷卷首。——第４２页。

４５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年斐维版（Ｗ．Ｗｅｉｔｌｉｎｇ．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 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Ｖｉｖｉｓ，１８４２）。——

第４４页。

４６ 指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共和主义的流亡

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

具有了国际性。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

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

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１８３８年

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

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是人民议事

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在德国、法国、瑞士

和英国都有同盟的支部。申请成为正义者同盟成员时，要求宣誓保守同

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给予严惩。正义者同盟在１８３９到１８４６年间的历

史充满了内部的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四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

学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同盟的领导人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接

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举行

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同盟实行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

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还可看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

和恩格斯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４６３—４６６页；第２１卷第２４１—２６１页）。——第

４５、７２页。

４７ 恩格斯谈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见注４０）。

  卡·格律恩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在巴黎在德国工人中鼓吹“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从１８４４年起在德国传播，它反映了德国小资

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

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

１５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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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主义、庸人习气和政治上的懦怯结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的德国造成特别的危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

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

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对“真正的社

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第４６页。

４８ 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１—２卷，１８４６年

巴黎版（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格律

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１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

贫困的必然性》（《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ｏｄｅｒ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ｓＥｌｅｎｄｓ》）。——第４７、７６、１７２页。

４９ 恩格斯说的劳动市场（ｌａｂｏｕｒ－ｂａｚａｒｓ或ｌａｂｏｕｒ－ｍａｒｋｅｔｓ），是指英国

各城市中由工人的合作团体建立起来的劳动产品交换市场（Ｌａ－ｂｏｕ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ｒｓ）；１８３２年，这一运动由罗·欧文所领导，他在伦敦

建立了这样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通过“劳动货币”（纸币）进行

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货币以一工时为单位。这些办法，是企图在商品

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组织无货币交换的空想，因而很快就破产

了。——第４７页。

５０ 施特劳宾人（Ｓｔｒａｕｂｉｎｇｅｒ）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

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

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

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４８、５５、６８、６９、７５、７９、９０、１１３、

１２７、１３６、１６９、２６５、３００、３０７、３７０、３７７、３９３、４００、６１９页。

５１ 恩格斯指的是蒲鲁东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信，这是回答关于

要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的回信。见《蒲鲁东书信集》１８７５年

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９８—２０２页（《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５，ｐ．１９８—２０２）。——第４８页。

５２ 恩格斯得到的是卡·贝尔奈斯和亨·伯恩施太因的谎报，关于这一点，

后来恩格斯自己在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指明了（见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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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第８６页）。《总汇报》上刊登的短讯中，说的是沙皇密探雅·尼·

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认识的那个自由派俄国地主

格·米·托尔斯泰。——第４９页。

５３ １８４６年８月《经济学家杂志》第５７期刊登了德·菲克斯写的书评，评

论卡·比德曼的《我们的现在和未来》（《Ｕｎｓｒｅ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ｕｎｄＺｕ－

ｋｕｎｆｔ》）一书第１卷和第２卷。——第５１页。

５４ １８４６年７月《经济学家杂志》第５６期刊登了一篇匿名的对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评论。——第５２页。

５５ 指的是德·菲克斯对古·尤利乌斯于１８４６年莱比锡出版的小册子《银

行事业。德国的新幽灵》（《Ｂａｎｋｗｅｓｅｎ．ＥｉｎｎｅｕｅｓＧｅｓｐｅｎｓ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６）的评论。这篇书评发表在１８４６年９月《经济学

家杂志》第５８期。——第５２页。

５６ 恩格斯指的是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宗教的本质》（《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ｒＲｅ

ｌｉｇｉｏｎ》），这篇著作刊登在１８４６年《爱比格尼》杂志第一卷。——第５３

页。

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试图在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的帮助下在

威斯特伐里亚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见注３４）失败以后，马

克思通过魏德迈要求把手稿从威斯特伐里亚转寄到科伦给丹尼尔

斯。——第５４页。

５８ 指科伦一群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赫斯）所提

出的为出版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而创办出版社的计划。这

个计划产生于１８４６年７—８月，即试图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遭

受失败以后。这个出版社应是按集股办法成立的，曾打算吸收同情社会

主义思想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来入股。这个计划同样也没

有实现，关于这个计划，并见本卷第６０—６２页。——第５４页。

５９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２０页）于１８４６年７月在《威斯特伐里亚汽

船》杂志上发表。然而该杂志的主编——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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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奥托·吕宁别有用心地加以改动，他擅自增加了一些东西并修改

了很多地方。吕宁千方百计地力求用温情主义言词来缓和党内原则斗

争的尖锐性，同时又不得不在注释中承认发表《反克利盖的通告》也是

该杂志的自我批评。——第５４页。

６０ 恩格斯指的是伦敦教育协会于１８４６年９月所发表的告德国无产者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１８４０年２月由正义者同盟（见注４６）

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成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

教育，在他们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公开的协会中起领导作用

的是秘密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之后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教育协会具有了国际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许多成员在协会里受了政治教育的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运

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

—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１８５０年９

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

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

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５５、３４４、４００页。

６１ 指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八世的政府千方百计地镇压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的民族运动。１８４８年革命前，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德

国居民中的民族运动并没有越出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从它的

性质说，它是分离主义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是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小

德意志邦。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件

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解放性质。争取什

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

范围内民族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坚决的支持。——第５６页。

６２ 归公法（Ｄｒｏｉｔｄ’ａｕｂａｉｎｅ）是流行于中世纪的法国及其他国家的一种

封建习俗，依照此法，国王在外国人死后而无继承人时得占有其财

产。——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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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指法国出现许多攻击路特希尔德的匿名小册子一事（其中一种小册子

的作者是工人若·德恩威尔）。反对法国一个最大的金融巨头的这一行

动说明了反对七月王朝的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的增长。至于恩格斯所说

的于１８４６年用德文写的、在瑞士出版的贝尔奈斯反对路特希尔德的小

册子没有找到。——第６０页。

６４ 恩格斯的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个片段。恩格斯在这里批评了为了出版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而创办出版社的计划（见注５８）。——第６０页。

６５ 恩格斯指的是关于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谈判（见注

３４）。——第６２页。

６６ 在１８４６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４日和１８日纽约《人民论坛报》第２６、２７、

２９号上刊登了魏特林致克利盖的信的片断以及克利盖派的许多声明：

《谦虚的答复》（《ＢｅｓｃｈｅｉｄｅｎｅＥｒｗｉｅｄｅｒｕｎｇ》）、《致我们的朋友们》

（《ＡｎｕｎｓｅｒｅＦｒｅｕｎｄｅ》）、《德国民族改良派的呼吁书》（《Ａｄｒｅｓｓｅ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ｅｒ》）；这些文件的内容都是恶毒攻击马克思、恩

格斯及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第６７页。

６７ 指的是日内瓦起义，这次起义开始于１８４６年１０月，结果是激进资产阶

级的代表人物掌握了政权，这促使瑞士先进各州团结起来去反对天主

教反动各州的联合——宗得崩德。——第７２页。

６８ 指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葡萄牙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国内的反

动政体。统治葡萄牙的科堡王朝的旁系在英国和西班牙干涉者的支持

下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第７４页。

６９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写的反克利盖的第二个通告，这个文件没有找

到。——第７５页。

７０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

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而于１８４５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

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２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

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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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特别是１８４７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

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

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１８４８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

削弱，于１８５３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７７、９９、２０９、２１９、

２２５页。

７１ 恩格斯的这封信和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２日贝尔奈斯的信是一起寄给马克思

的。——第７７页。

７２ 恩格斯提到的给日果的信没有找到。——第７８页。

７３ １８４６年９月３０日到１０月２日巴黎圣安东郊区因面包行将涨价，发生

工潮。工人们袭击了面包铺，构筑了街垒。发生了工人与军队的冲

突。——第７９页。

７４ 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

尔、亨·鲍威尔）的相互关系，这些人于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发表了告全体盟

员书。在这个文件里，除了许多正确的论点以外，也反映出了正义者同

盟领导人的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在魏特林的影响下而

沾染上的对“学者”——理论家、革命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这个文

件的起草者认为他们提出在１８４７年５月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

大会是停止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斗争和分歧的唯一手段。正义者同盟

的伦敦活动家们事前未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提出这样的计划，是和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当时科学共产主义拥护者都团结在这

个组织的周围）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

之前，应先把现有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团结在一起，加强它们的

国际联系，首先是加强和英国宪章派及其以哈尼（他组织了英国的通讯

委员会）为首的左翼的国际联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阐说了

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原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各种不同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相信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１８４７年１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

它的改组，并制定以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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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表示同意。——第８０页。

７５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１８４５年３月致资产阶级“德国天主教”派头

目约·隆格的呼吁书，证明了当时处在魏特林思想和“基督教社会主

义”影响下的协会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在这个文件

里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净化”的、改良了的基督教是能够为共产主

义事业服务的。

  伦敦教育协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宣言，见本卷第

５５页。——第８１页。

７６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关于劳动产品不经货币交换的

理论。对布雷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１０—１１７页）。——第８８页。

７７ 指的是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５３３—６４０页）。后来恩格斯继写

此卷各篇，直到１８４７年４月止，保存下来的成果就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者”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６４１—６９２页）。

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可以推测，这部著作没有写完。——第８９

页。

７８ 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初写的评卡·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

文章，是恩格斯的一组批判论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第

二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４４—２７５页）。

恩格斯最初打算将此文加以改写，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作

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各章的补充。——第８９页。

７９ 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找到。——第９０页。

８０ 指的是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３—４月写的论德国制宪问题一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６５页）。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

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没有印成（见本卷

第９５—９７页）。——第９２页。

８１ 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

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是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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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命的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思想的影响。１８４７年７月对

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进行了审判，结果被判处长期监

禁。——第９３页。

８２ 指１８４６年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第１卷。——第９４、１１３、１２７页。

８３ 指恩格斯对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时普鲁士国王弗里

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７页）。这幅讽刺画１８４７年５月６日作为《德意

志—布鲁塞尔报》的特别附刊发表。——第９６页。

８４ 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侨

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所创办的，该报１８４７年１月创刊，１８４８

年２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激进民主主义营垒的各种派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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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６页。

８５ 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

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

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４６）的影响，曾

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１８４７年１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

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

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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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

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

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

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

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

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

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

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５７７

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１８５２年１１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

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

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９６、１２７、３４１页。

８６ １８４７年７月底，恩格斯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一直住到这年的

１０月中，他和马克思一起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和区部以及在

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在马克思为了解决自己的钱款问题而前往荷兰亲戚

那里的时候写的。——第９８页。

８７ 指德意志工人协会，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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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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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

面（见注８８）起了重要的作用。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

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德意志工人协会在布鲁塞

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９８、４９５页。

８８ 在恩格斯的信中所讲的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７日民主派的国际宴会上，通过

成立民主协会的决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员会。

  民主协会于１８４７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

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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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

作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

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

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但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初马

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

后，协会的活动就变得比较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１８４９年活动实际

上已告停止。——第１００、４９４、４９５页。

８９ 共和元年葡月１日纪念日，即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２日，这是新的共和历在法

国实施的日子。——第１００页。

９０ 指塞·载勒尔在布鲁塞尔办的通讯常务局。威·沃尔弗也在这个局里

工作。——第１０２页。

９１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格·维尔特在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６—１８日

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演讲。格·维尔

特的讲演是在９月１８日作的。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

会议》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２８５—２９６页）中

关于会议的开会情况有详细的报道。——第１０２页。

９２ 指１８４７年９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经常撰稿

问题跟伯恩施太德达成的协议。１８４７年最后几个月，该报实际上成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１０３页。

９３ 恩格斯讲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开会情况，该支部是

１８４７年８月５日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马克思被选

为支部的主席。——第１０７页。

９４ 是指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在柏林开幕的普鲁士联合议会。议会因拒绝普

鲁士政府借款，于同年６月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

第１０９页。

９５ 恩格斯指的是把马克思打算在１８４７年９月１６—１８日讨论自由贸易问

题的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要作的讲演整理成的一篇文章。马

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会议的各次会议。马克思准备发言，但是会议的举

办人，害怕马克思讲话的革命内容，赶快结束了讨论。根据马克思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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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的讲演整理成的一篇文章，９月２９日刊载在布鲁塞尔《民主工场

报》上。马克思的讲演全文，由约·魏德迈于１８４８年部分地译成德文

发表，题名为《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８２—２８４页）。——第１１０页。

９６ 恩格斯指的是轰动一时的法国元帅普拉兰公爵于１８４７年８月杀死他

妻子的事件。大官僚的这种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各界广泛的愤

慨。——第１１０页。

９７ 指通讯常务局（见注９０）。——第１１３页。

９８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８５）上曾经讨论了通过同盟

纲领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

（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以问答方式）草案分发

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也

象“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定的“修正”草案一样，不

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恩格斯起草了与这个草案相对立的自己的

纲领草稿——《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３５７—３７４页和本卷第１２３—１２４页）。——第１１４页。

９９ 恩格斯是指波尔恩前往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事（并

见本卷第１２４页）。——第１１４页。

１００指卡·海因岑的《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Ｅｉｎ《Ｒｅｐｒａｓｅｎｔａｎｔ》ｄｅｓ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一文，此文刊载在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１日《德意志—布

鲁塞尔报》第８４号。这篇文章是对恩格斯的论战性著作《共产主

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也刊登在该报上）的答复。１８４７年

１０月底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答复

了海因岑。—— 第１１４页。

１０１ 恩格斯是指宪章派领袖奥康瑙尔对英国六家激进派报纸的答复，

因为它们对他进行了诬蔑宣传。这个答复刊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

２３日《北极星报》。关于此事的详情，见恩格斯《宪章派土地纲

领》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７５—３７７

页）。——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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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在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１１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连续刊载了莫·

赫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组文章。——第１１５页。

１０３指恩格斯试图在《改革报》上发表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

会议上的发言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８２—２８４

页和第２９２—２９６页）一事。——第１１６页。

１０４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选举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

事。——第１１７页。

１０５关于利尔宴会和关于自由派代表《国民报》在这次宴会上的反民主立

场，见恩格斯的《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

义的胜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０５—４０８

页）。——第１１８页。

１０６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伦敦举行了国际大会，大会是由“民主派兄弟协

会”（见注７０）为了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马克思转

达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两组织之间建立更密

切联系的呼吁书。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表了关于波兰的

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０９—４１５页）。——第

１１９页。

１０７指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８日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

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多日的讨论中

他们坚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些原则。根据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了纲领性文件——《共产

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５—５０４页），这

个文件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第１２０页。

１０８恩格斯是指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格·维尔特曾在会上发言（见注

９１）。——第１２４页。

１０９恩格斯此信的前一部分的讽刺的口吻是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的

卑劣行为引起的。赫斯为了报复恩格斯抵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巴

黎的德国工人的影响所进行的斗争，开始进行对恩格斯的诽谤运动，以

期把布鲁塞尔的各小资产阶级团体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不惜诬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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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破坏了他的家庭生活。——第１２５页。

１１０恩格斯指茹·米希勒著作《法国革命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２７页。

１１１指普鲁士的联合委员会——一个等级谘议机关，由各省议会从自己的

议员中选出。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文章没有找到。——第１２８页。

１１２拉·萨格拉，拉蒙·德《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１８４８年巴

黎版（ＬａＳａｇｒａ，Ｒａｍｏｎ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ｐｒéｌｉｍｉｎａｉｒｅｓàｌ’ｅｘａｍｅｎｄｅｃｅ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第１２９

页。

１１３指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９日《改革报》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

报道了马克思在１月９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会议上发表关于自由贸

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

  关于宪章派的问题，恩格斯指的是他在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０日和１９日

《改革报》上发表的、标题为《宪章运动》的两篇通讯（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６卷第５７６—５８２页）。他在通讯中转述了

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请愿书和关于宪章派群

众大会的报告。——第１３０页。

１１４１８４８年１月底，恩格斯由于在巴黎的工人中间进行革命活动而被驱逐

出法国，迁居布鲁塞尔。——第１３１页。

１１５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马克思接到国王命令，限定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比

利时。３月３日夜里，在马克思准备动身的时候，警察闯进他在布鲁塞

尔的住宅，并且逮捕了他。３月４日，马克思的妻子也遭到逮捕。经十

八小时的监禁以后，马克思和他一家人不得不立即离开比利时；马克思

应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弗洛孔的邀请前往法国。——第１３１

页。

１１６ 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在科伦发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见注

１１７）所预定的群众示威。哥特沙克代表示威参加者向市政府递交一个

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民主自由和保障工人权利。示威被军队驱散。示

威的领导者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并被交付审判；由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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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赦免，三人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被释放。科伦的３月３日事件是普

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各邦的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第

１３２页。

１１７科伦早在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

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安内克、

哥特沙克、维利希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员。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受“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的。——第１３２页。

１１８１７９７年，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发生了争取建

立莱茵共和国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许多莱茵城市（其中包括科

伦）的共和主义者，力图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从德意志帝国那里彻底地

分离出去，在那里消灭封建等级关系并在这个地区实行资产阶级的民

主改革。１７９７年９月在法国军队总司令奥舍将军的赞同下，按照巴达

维亚共和国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的榜样，拟定了建立左岸的莱茵共和

国（Ｃｉｓｒｈｅｎａｎｉｓｃ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ｋ）的草案。但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

——督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了侵略方针，妨碍了这些计划的实现。

１７９７年１０月，根据法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签订的康波福米奥和约，莱

茵河左岸的地区规定归属法国。——第１３３页。

１１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特德斯科，以及其他许多比利时民主主义者，作

为受法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而展开的比利时共和运动的参

加者，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被捕。——第１３３页。

１２０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成立。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在

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１８４８年２月底将同盟的领导交给以马克思

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在３月

初巴黎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居到那里。在１８４８年

３月下半月至４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大多数是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返回祖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３月底写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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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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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指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

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

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

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１８４８年４月，

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

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

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

１３７、５０４、６２５页。

１２２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２日布鲁塞尔的官方报纸《比利时通报》上，发表了一

篇报道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见注１１５）的别有用心的简讯，它恶意

地歪曲了事实，并且为比利时当局的非法行为辩护。驳斥这篇简讯的文

章发表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９日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比

利时报纸《社会辩论报》上。——第１３８页。

１２３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左右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第１４０

页。

１２４１８４８年４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从国外流亡

回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了解了德国的情况之后，

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

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

动的极左翼，即实际上无产阶级的一翼。他们建议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

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

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

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４月１１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

到科伦，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种大的政治性的日报——《新莱茵报》，它

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恩格斯为了扩大报纸的股份和

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于４月１５日左右去莱茵省的巴门、爱北

斐特和其他城市。——第１４１、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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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马克思指《新莱茵报》的征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于

１８４８年４—５月在德国各城市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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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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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

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

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

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

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

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

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报纸

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

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在科伦在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１８４８

年９月２６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

莱茵报》。１８４８年９月，编辑部成员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

有被捕的危险，被迫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不得不躲避警察局的

迫害。在科伦解除戒严后，《新莱茵报》从１０月１２日起重新开始出版。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了编辑部。

  尽管当局百般迫害（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

特别厉害了），《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

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

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

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是报纸停刊的原因。１８４９年

５月１９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３０１号《新莱茵报》。报纸

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

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１４１页。

１２６指《新莱茵报》的计划书，该计划书未能找到。——第１４１页。

１２７指《新莱茵报》的股东会议，该会议应在报纸开始出版以前，在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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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于科伦举行。不能亲自出席这个会议的别的城市的股东们，则向

报纸编辑或科伦其他人寄去委托书。——第１４４页。

１２８在１８４８年９月底，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因为在那里由于他的革命活

动，而受到普鲁士当局的逮捕和司法追究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６００页）。他在比利时逗留一个短时期之后，就被

警察局驱逐到法国，恩格斯作了一次由巴黎至法国西南部的徒步旅行

之后，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底来到瑞士。他在日内瓦住了几天，于１１月初

前往洛桑，后又迁居伯尔尼，他在那里一直住到１８４９年１月中返回德

国为止。——第１４５页。

１２９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报纸停刊，那时地方

当局慑于科伦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由于马克

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参加了科伦的民众大会，提出对

他们进行法庭侦讯。马克思在解除戒严后，克服了财政上的和组织上的

巨大困难，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才使报纸复刊。他为了偿清报纸的欠债和抵

补报纸的费用把自己的全部现金都投了进去（见本卷第６２９—６３０

页）。——第１４５页。

１３０１８４８年８—９月，马克思为了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资金，到柏

林和维也纳旅行了一次。马克思在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洽谈后，从弗·

科斯策尔斯基那里得到二千塔勒。——第１４７页。

１３１１８４８年７月初，马克思由于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普鲁士

当局对民主活动家进行迫害的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５卷第１９０—１９３页）而受到司法追究。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初，科伦

的检察机关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格·维尔特写的匿名的小品文

《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而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

其他编辑进行法庭侦讯。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底，科伦检察机关又因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的呼吁书的发表而对作为报纸总编辑的马克

思提出起诉。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发

行负责人科尔夫进行的审判，以宣告他们无罪而告终。——第１４７页。

１３２马克思指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新莱茵报》第１５５号的号外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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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编辑部短评。——第１４８页。

１３３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写的、但当时未被发表的《蒲鲁东》一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６８—６７２页）中提到马克思的著

作《哲学的贫困》。——第１４８页。

１３４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初，恩格斯写了《国民院》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９８—１１６页），文章着重指出当时以模范的资本主

义联邦共和国闻名的瑞士的政治生活所具有的地方主义性和局限

性。——第１４８页。

１３５卡·海因岑《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１８４８年伯尔尼版（Ｋ．Ｈｅｉｎｚｅｎ．

《ＤｉｅＨｅｌｄｅｎ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Ｂｅｒｎ，１８４８）。——第１４８

页。

１３６《新莱茵报》编辑部力求立即让自己的读者们知道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时常采取出版报纸的附刊或增刊的办法，而在收

到新的重要消息的时候，则以附页的形式出版特别附刊和号外。——

第１４９页。

１３７１８４８年３月底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安·哥特沙克和弗·安内克（见注

１１６）由于６月２５日在科伦的工人联合会（他们是该联合会的领导者）

会议上的发言而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又被逮捕；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科伦

的陪审法庭宣判他们无罪。——第１４９页。

１３８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５日，科伦检察机关以阴谋反对现行制度的罪名对作为

《新莱茵报》编辑的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出控诉，因为

他们在科伦的民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科伦实行戒严（见注１２９）以

后，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１０月３日，尽管科伦的戒严已经解除，但

政府检察官仍下令采取措施侦查和逮捕恩格斯。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月

中才返回科伦。——第１４９页。

１３９恩格斯把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反革命政变以后的普鲁士讽刺地称为“钦

定的普鲁士”，那时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而且颁布了所谓的钦定（国

王“御赐的”）宪法。——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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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指刊登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新莱茵报》第１８１号上，标题为《三月

同盟的文件》的一篇通讯。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代表于１８４８年

１１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为纪念德

国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而命名的三月同盟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

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斗争时的无能为力。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批评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

领导者的活动。——第１５１页。

１４１指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新莱茵报》第１８２号的《冯·拉登堡先

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一文。编辑部答应刊登的那部分续文并没有在报

上发表。——第１５１页。

１４２看来恩格斯是指《〈新莱茵报〉１８４９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８３—６８４页）。——第１５１页。

１４３从１８４９年４月中起至５月初，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各城市和威斯特伐

里亚旅行。他会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和民主主义者，了解了当地

的革命形势，并为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资金采取了措施。马克

思外出期间，报纸由恩格斯领导。——第１５２页。

１４４《新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５月下半月前往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在那里唤起全德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采取坚决行动维护革命成果，从那里他们又前往当时发生维护帝国宪

法起义的德国西南部。然后，马克思于６月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

会的代表资格证赴巴黎，而恩格斯在当时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

凯则尔斯劳顿逗留不久，又从那里前往欧芬巴赫，加入巴登—普法尔茨

的革命军（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７１—１８９页恩

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１５４页。

１４５马克思指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临时政府的外交代表；临时政府是１８４９年

春在德国西南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的时候成立的。法兰克福的

国民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通过的宪法被德国的许多邦（包括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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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内）拒绝。１８４９年５月，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

茨，在维护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起义。但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没有

给起义者任何支援。１８４９年７月，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在恩格斯的

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对维护

帝国宪法的运动都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１２７—２３５页和第８卷第９１—１１５页）。关于布林德在巴黎的外交使命

及其失败，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关于卡尔·布林德》（《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７９—２８１页）。——第１５４页。

１４６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这个党的代表于１８４９年在立法议会中组成一个

很大的派别。——第１５４、５６９页。

１４７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底在柏林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德国的民主

主义者中央委员会。１８４９年６月初，马克思期待着法国的决定性的革

命事件的到来，带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

便在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面前代表德国的革命政

党。——第１５５页。

１４８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和他参加与普鲁士军作战时

所在的志愿部队一起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２日越过瑞士国境，７月２４日来

到斐维（窝州），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参见本卷第５２５—５２６页）。——

第１５６页。

１４９１８４９年８月底，恩格斯着手写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见本卷第５３２—５３３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

２３５页）。——第１５７页。

１５０信中提到的商谈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杂志的建立而结

束，该杂志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为止。它是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到１１月总

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５、６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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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

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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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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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这些著作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

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１５７页。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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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总统和立法议会的多数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这次示威

被军队几乎不费力地就驱散了，并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破产，详见马克思的文章《六月十三日》和《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２７—６２９页和第

７卷第７１—８１页）。６月１３日的示威被驱散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

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１５８页。

１５２马克思指分成相互竞争的保皇派别的法国立法议会的多数派即秩序党

的分裂。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６日，法国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

四十五生丁，这引起了农民即纳税者的基本群众的特别的不满。资产阶

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很大一部分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

  １８４９年８月中，在保皇派议员的压力下，宣布法国立法议会休会两

个月。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１０月中复会。——第１５８页。

１５３反谷物法同盟是自由贸易派团体，它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

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

为大地主的利益从１８１５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

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

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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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工人运动

（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这场斗争，于１８４６年以

１７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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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此后同盟也就解散了。——第

１５８页。

１５４航海法——指克伦威尔于１６５１年颁布、后来经过多次修改或补充的航

海条例，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条

例规定，从欧洲运入的重要货物以及从俄国和土耳其运入的一切货物

只能用英国船只或原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只限于英国

船只。这些条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大大受到限制，于１８４９年剩下

极少部分，于１８５４年全部取消。——第１５８页。

１５５１８４９年６—７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战斗（参

看本卷第５２５—５２６页）。关于这些战斗的详情，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

  １８４９年５月，恩格斯领导了爱北斐特起义的准备工作（见恩格斯

《爱北斐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５９６—５９９

页）。——第１６０页。

１５６马克思于１８４９年８月底来到伦敦，在这里居住直到逝世。１８４９年秋，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者聚会伦敦，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

改组。１８４９年１１月，恩格斯来到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主

要是致力于恢复同盟的以前的组织，和活跃它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

于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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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

的任务。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

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

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有了经

常性，天天进行。——第１６２、５７６页。

１５７小福克斯是马克思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５日生。他

的这个名字是从１６０５年１１月５日“火药阴谋”的英雄盖伊·福克斯的

名字而来的；阴谋家——英国天主教徒——打算炸毁议会大厦，连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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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议员和国王詹姆斯一世一起炸死。——第１６２、６２８页。

１５８指哈尼所办的宪章派周刊《红色共和党人》，该刊发表了《共产党宣

言》第一个英译文。

  印花税是１７１２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

收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

传播，使广大群众买不起报纸。１８３６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１８５５年

废除了印花税。——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１５９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多数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了反对

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而策划的一场诉讼案。

此案情况见下述由普芬德执笔向报界发表的声明：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９月１７日，我们（亨·鲍威尔和我作为管理协会一部分钱款的两个

受托人）把一封信，连同我们关于退出协会的声明，寄给了大磨坊街协

会。我们在信中要求，次日派弗兰茨·鲍威尔——第三受托人，到我们

这里来，解决财务事项。几天过去了，未见答复。后来亨·鲍威尔收到

一封信，要我们到大磨坊街协会。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个无礼的要求。

过了两周，协会又一次提出它的要求，同时威胁说，这可能引起不良后

果等等。为了答复这个新的无礼要求，亨·鲍威尔和我决定，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将分期付款。我们的政治朋友都赞成这个决定，何况大家已经

知道，这些钱本来都是要用于派遣特使前去德国散布那些退出协会的

人的流言蜚语，也就是说破坏章程，而只有利于个别的阴谋家的。最后，

那位曾为第三受托人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同他一起，共同作出了决定：

付款将分期进行，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将是第一个付款日期。但是，虽然

这个日期是商议好的，我们却接到传票说，１１月２０日必须到法院出

庭。我们出庭了，不用说，协会对汇款的要求被拒绝了。１２月１日没

有一个人代表协会来领取以私人方式约好的到期款子。反之，瑞士、德

国、美国的报纸上都登出了协会的声明，妄图控告我们盗用款项。几个

星期以前，协会的一个主席来到我这里说，他听到我同意付款。我

回答说，我随时准备这样办，错误在他自己，因为他们不遵守领

款的合法日期而是告到法院，并在报刊上进行诽谤，但是这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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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和亨·鲍威尔商量。后者向我声明，既然协会败诉了，他依照法

律不应当再付款给这个组织了；同时，由于协会对我们进行挑衅性诽

谤，他打算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至于我，那协会可以在任何时刻向

我领取五英镑，同时交来由主席、财务员及出纳员签字的收据；至于十

八先令四便士诉讼费用，以及我为协会所制的莫尔画像的稿费，这些我

都放弃。

卡·普芬德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次日上述磨坊街协会的三个代表来我这里，领了钱，交了收据，但

是他们认为，一点不提我信中所指出的事实，特别是协会对不起我的地

方，是有好处的。

  卡·普芬德”

  从沙贝利茨１８５２年３月６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个

文件曾经刊登在《瑞士国民报》上。——第１６４、３８１页。

１６０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６０）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

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１８５０年夏季，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

１８５０年８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

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

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

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

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

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

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８月和９月上半月就已

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

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

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

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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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１８５０年９月

１７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

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

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６２６—６２９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

国的活动实际上在１８５１年５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１６６、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８、２２９、２５５、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３、２９２、２９７、

３４４、３８１页。

１６１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

个委员会最初于１８４９年９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

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

领导人的提议，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３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

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者方面，以及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

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

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１８５０年９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

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

卷第４８４页）。——第１６９、３４３、３４７、５４７、５５１、５５８页。

１６２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

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ＬａＶｏｉｘｄｕ

Ｐｒｏｓｃｒｉｔ》）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１８５０年６月在伦敦

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

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

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

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２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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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１６９、３４１、５７０、５８３、５９４页。

１６３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成立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第１７０、３５６页。

１６４恩格斯是指主张用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法达到民主目的和社会主义目

的的人。三十到五十年代的英国，把力求跟资产阶级妥协的拥护宪章运

动右翼的人也叫做“道德的力量”的拥护者。——第１７２页。

１６５１８５１年１月５日，马克思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会议，会

上批准了新章程。这个章程是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１８５０年９月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章程的全

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第１７４

页。

１６６德国民主派流亡者格罗斯、希奈和威尔海米曾于１８５０年底从辛辛那提

写信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报酬地给所谓“进步的论战文集”和这些民

主派所筹划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主义者》（《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和

《农民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ｅｒＢａｕｅｒｎ》）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

某些流亡者企图利用他们的困境来达到自己发财的目的，所以拒绝了

这个建议。——第１８０、１９０页。

１６７马克思显然是暗示弥勒－捷列林格是科布伦茨人。——第１８０页。

１６８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住了几天，他在那里同马克

思和马克思夫人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７０）举办的新年晚会。

恩格斯在这次晚会的讲话中详尽地说明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

因。——第１８１页。

１６９１８５１年１月５日，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举行由宪章派曼彻斯特委员会

组织的公开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改良派（詹·李奇，丹·多讷文），即

从１８４８年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的奥康瑙尔的拥护者在会上占

优势。集会的发起者极力抵制在宪章派全国协会伦敦执行委员会中起

着领导作用的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厄·琼斯和乔治·哈尼的影响。得

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的琼斯和哈尼在这一时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争取在承认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地位和公开宣布运动的社会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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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改组宪章派。厄·琼斯知道开会的消息之后，到了曼彻斯特。

同时，哈尼把琼斯打算在会上同自己的对手（拥护妥协策略和用合作社

活动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进行辩论的想法告诉了恩格斯，并

且请求恩格斯出席大会支持琼斯。从这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实现

了哈尼的这个请求。

  厄·琼斯在１８５１年１月５日的集会上尖锐地批评曼彻斯特委员会

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的路线的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曼彻斯特的宪

章派组织在这之后不久发生分裂，使宪章派很大一部分普通成员公开

转向宪章派的革命派方面。

  会上，曼彻斯特委员会和伦敦执行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非常

尖锐。奥康瑙尔早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就通过曼彻斯特委员会进行活动，建

议在曼彻斯特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以便用自己的观点同执行委员会

的路线相对抗。执行委员会反对单独召开代表会议，并且为了弄清宪章

派普通成员对执行委员会的立场的态度，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举行了执行

委员会的改选。这次改选表明，大多数宪章派组织（曼彻斯特委员会除

外）支持重新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哈尼和琼斯。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５日曼

彻斯特集会上，半数参加者不顾改良派首领们的反对，主张承认新的执

行委员会。——第１８１页。

１７０马克思指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在《瑞士国民报》上发表的属于维利希—沙

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奥斯渥特·迪茨的诽谤性的声明，迪茨在这

个声明中指责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把持属于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钱款（详情见注１５９）。——第１８３页。

１７１指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７日在《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发表的阿·卢格的一篇

诽谤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新莱茵报》，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

行了恶毒的攻击（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４１—５４２

页）。——第１８３页。

１７２指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就已经开始的同海·贝克尔商谈出版马克

思的著作一事。经过商谈之后，于１８５１年４月底出版了第１分册——

《马克思文集》１８５１年科伦版第１分册（《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Ａｕｆｓａｔｚｅｖｏｎ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Ｉ．Ｈｅｆｔ，Ｋｏｌｎ，１８５１）。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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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

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１分册出版后没有

继续出版。——第１８４、２７６页。

１７３指马克思打算对汉堡出版者尤利乌斯·舒贝特提出诉讼，以迫使他继

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１８４页。

１７４指于１８５０年８月发表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１６２）的宣言

《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马志尼、赖德律

－洛兰、达拉什和卢格。尽管宣言中有宗教口号，但是以前自命为无神

论者的卢格却在宣言上签了名。对宣言的批判，见卡·马克思和弗·恩

格斯的文章《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５３４—５４０页。——第１８５页。

１７５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１６２）。——第１８５页。

１７６ “光明之友”是１８４１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

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

式。１８４６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

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１８５、２９６页。

１７７前面提到的卢格在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７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发表的一

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康拉德·施拉姆（不要同柏林的议员鲁

道夫·施拉姆混为一谈）……”。——第１８６页。

１７８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

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

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民主派，恩格

斯在１８５１年２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想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

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１８５２年他和马克思

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中。——第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９页。

１７９马克思和恩格斯答复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声明《威塞尔报》没有发表。

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４１—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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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１８７页。

１８０见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卷第６１５—６２２页）。——第１９０页。

１８１恩格斯以讽刺口吻暗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齐格弗里特·魏斯在１８５０

年４月２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的一句话。魏斯在向马克思提出要

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稿时写道：“我的笔是尖锐和辛

辣的”。——第１９０页。

１８２指奥康瑙尔派不顾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对而在曼彻斯特召

开的宪章派代表会议（见注１６９）。代表会议从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６日开始，

到１月３０日结束。会议主要是讨论了宪章派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和

组织合作团体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人对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适应

了会议组织者的改良主义路线。弗·恩格斯应哈尼的请求出席了这次

代表会议，以便把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通知给宪章派中革命派的代表。

  代表会议还决定了关于派代表出席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宪章派代表

大会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改良派领导人（李奇、麦克格雷斯、克拉

克等）反对派代表，但是奥康瑙尔希望他的原则在代表大会上也能取得

胜利，在他的影响之下，代表会议决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但是，１８５１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１０日在伦敦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

会，并没有象奥康瑙尔所期望的那样受改良派的支配。哈尼和琼

斯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占了优势。代

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宪章派全国协会的纲领。这个纲领尽

管有某些弱点和不成熟的提法，但纲领反映了宪章派在科学共产主义

理论的影响下思想上的提高。纲领公开宣布了宪章运动的社会主义目

的。——第１９１页。

１８３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资产阶

级激进派。他们在１８４９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

革而成立了这个协会。资产阶级激进派用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要

求，指望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

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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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派支持的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

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１８５５年解

体。——第１９１、１９９、５３９页。

１８４指路·勃朗著的《１８３０—１８４０年的十年历史》（Ｌ．Ｂｌａｎｃ．《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

ｄｉｘａｎｓ．１８３０—１８４０》）一书。第一版共五卷，１８４１—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出

版。——第１９９页。

１８５ 在英国把教皇庇护九世积极干涉英国天主教徒的事务叫做“教皇侵

略”。１８５０年９月３０日，教皇颁布关于在英国设立若干天主教主教管

区和任命英国天主教神父魏兹曼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训

谕。辉格党寡头政治的首脑罗素别有用心地把自己装扮成保卫英国民

族利益不受教皇侵犯的人，于１８５１年在议会中通过一项禁止不属于英

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获得主教封号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没有兑

现。——第１９９页。

１８６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１８５１年５—１０

月展出。——第２００、２３０、２５８、２６７、２８２、２９５、３７７、５７３页。

１８７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

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借用

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在德国，

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２００页。

１８８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

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

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１８５０年秋天，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

其宗旨（见本卷第５６９页）。

  ２月２４日是法国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２０３、２１２、

２３１、２３３、５６９页。

１８９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夕，维利希辞去普鲁士军官职务，在科伦当木匠。——

第２０３、５６７、５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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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１８５１年２月，秩序党（保皇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盟）联

合山岳党在立法议会里以一百零二票的多数否决了关于给予总统路易

－拿破仑一百八十万法郎的代表资格津贴的提案。——第２０６页。

１９１神圣同盟——是镇压欧洲一切进步运动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它是拿

破仑失败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于１８１５年９月２６日建立

的。参加同盟的，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

这些君主负有在镇压革命（不论在那里爆发）时互相支援的义务。——

第２０８、２５０、２７８页。

１９２恩格斯指的是秩序党代表蒙塔郎贝尔于１８５１年２月在立法议会里主

张给予总统路易－拿破仑一百八十万法郎的津贴（见注１９０）。——第

２０８页。

１９３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１６２）。——第２１２页。

１９４卢森堡委员会是由路易·勃朗主持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８日—１８４８年５月

１６日在巴黎卢森堡宫开会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工人和企

业主的代表组成，它的活动是调解劳动纠纷，由于路易·勃朗的妥协策

略，这些活动常常对企业主有利。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人民群众发动后，

政府撤销了卢森堡委员会。

  预备议会是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４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

宪派。他们拒绝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和把预备

议会转为制宪机构的提案。根据预备议会的提案，组成五十人委员会。

该委员会必须在联邦议会（旧德意志联邦的反革命机构）的同意之下保

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预备议会还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

求》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

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２１３页。

１９５马克思指英国政府危机。１８５１年２月，辉格党内阁首脑约翰·罗素反

对议员洛克·金关于把各郡选举权扩大到拥有年收入十英镑的土地所

有者的提案遭到失败，因而辞职。因为托利党首领斯坦利没有能组成内

阁，罗素于３月又担任内阁首相。——第２１６页。

１８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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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恩格斯指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Ａ．Ｔｈｉｅｒ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ｔｄｅｌ’Ｅｍｐｉｒｅ》）；第一卷１８４５年在巴黎出版，这一部多

卷著作于１８６２年出齐；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

１８２３—１８３２年伦敦版（Ｒ．Ｓｏｕｔｈｅ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Ｗａｒ》．

３ｖｏ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１８３２）。——第２２３、２５８页。

１９７１８５０年４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法

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

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当时达成了共有六项条款（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０５—６０６页）的协定（奥·维利希起草，

马克思、恩格斯、哈尼、维利希、维迪尔、亚当签署）。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以维利希和沙佩尔

为首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少数派一边，并跟他们一起走上了跟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结成亲密同盟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

和恩格斯同哈尼在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初认为撕毁同布朗基派的协议是适宜

的（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

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８５页）。——第２２６页。

１９８指斐迪南·沃尔弗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５日从伦敦寄给恩格斯的信。沃尔弗

在这封信中把他为了弄钱而想用俄文出版世界博览会参观者指南的显

然不现实的计划告诉了恩格斯，并征求他的意见。——第２２７页。

１９９外侨管理法是１８４８年英国议会由于大陆的革命事件和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

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２３０、２７９页。

２００１８５１年３月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马克思处住了几天，为了同

马克思共同采取措施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２月２４日会议的组织

者。——第２３２页。

２０１马克思指恩格斯于１８５１年３月５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

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

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４３—

５４５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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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

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

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１８４８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

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

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

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

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６３０—６３２页）。——第

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９、２６２、５８５页。

２０２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５日《人民之友》第１４号发表了施拉姆的声明。他在声

明中对他和皮佩尔在２月２４日会议上所受的侮辱提出了抗议。——

第２３３页。

２０３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博默耳（希望从那里得到金钱上的帮助）是指他的表

舅菲力浦斯居住的荷兰博默耳城。——第２３３页。

２０４指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和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议员。——第２３７页。

２０５维迪尔是筹备２月２４日会议的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宣布布朗基献词的

六个委员之一。其余的七名委员投票反对宣布。——第２３８页。

２０６指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１８０８年１２月—１８０９

年２月）法军对萨拉哥沙的围攻。经过两个月的英勇的保卫战，萨拉哥

沙终于失陷。——第２４０页。

２０７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１８５１年３月２２日给

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

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

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１８５１年３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

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

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４４—３４５页）上

面。——第２４１、２７６、５９５页。

２０８指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２０７）。——第２４２页。

３８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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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指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１—４卷（Ｇ．Ｓｔｒｕｖｅ《Ｇｒｕｎｄｚｕｇｅ

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ｄ．１—４）。头两卷于１８４７年在曼海姆出版，

第３—４卷于１８４８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另外，马克思还知道，

司徒卢威正在写《世界通史》，后来这本书他在纽约用《世界通史（九

卷本）》（《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ｎｎｅｕｎＢｕｃｈｅｒｎ》）的书名出版。——第２４２

页。

２１０指卡·罗泰克和卡·韦尔凯尔《政治辞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

全书》１８４５—１８４８年阿尔托纳版第１—１２卷（Ｋ．ＲｏｔｔｅｃｋｕｎｄＫ．Ｗｅｌｃｋ

ｅｒ．《Ｄａｓ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ｘｉｋｏ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ｄｅｒ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ｆｕｒａｌｌｅＳｔａｎｄｅ》．Ｂｄ．１—１２，Ａｌｔｏｎａ，１８４５—１８４８）。——

第２４２页。

２１１卡·罗泰克《从古代到１８３１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斯图

加特版第１—４卷（Ｋ．Ｒｏｔｔｅｃ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ｆｕｒａｌｌｅ

Ｓｔａｎｄｅ，ｖｏｎｄｅｎｆｒｕｈ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ｅｎｂｉｓｚｕ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３１》．Ｂｄ１—４，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３１—１８３３）。——第２４２页。

２１２马克思在这里嘲笑蒲鲁东的说法：“时间就是价值”。马克思在他的《哲

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了蒲鲁东的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２８—１３２页）。——第２４６页。

２１３ 大约从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７日起，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住了几

天。——第２４６、２５６、５７２页。

２１４蓝皮书（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ｓ）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

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

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的是蓝

皮书《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关于匈牙利事件的通信。１８５０年８月１５日按女王

陛下的手谕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Ａｆ

ｆａｉｒｓｏｆＨｕｎｇａｒｙ．１８４７—１８４９．Ｐｒｅｓ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Ａｕｇｕｓｔ１５，１８５０》．Ｌｏｎｄｏｎ）。——第２４６

页。

２１５指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丹尼尔斯当时在

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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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他把他的手稿寄给马克思审阅。——第２４７、２５１页。

２１６指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

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一书的法译文，１８２２年柏林和波兹南版

（Ｃ．ｖ．Ｄｅｃｋｅｒ．《ＤｅｒｋｌｅｉｎｅＫｒｉｅｇ，ｉｍＧｅｉｓ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Ｋｒｉｅｇｆｕｈｒｕｎｇ．

Ｏｄｅｒ：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ｗｅｎｄ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ａｌｌｅｒｄｒｅｉ

ＷａｆｆｅｎｉｍｋｌｅｉｎｅｎＫｒｉｅ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Ｐｏｓｅｎ，１８２２）。——第２５２、５９１

页。

２１７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的滑铁卢（培拉尔云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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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５３页。

２１８恩格斯把保守的贵族政党托利党的某些首领的政治策略同威灵顿在

１８０８—１８１０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的军事战术作类比，前者在顽强的

对抗之后向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后者于１８１０年指挥英军撤退到托

列斯－维德拉斯（里斯本附近的城市）的筑垒阵地。——第２５４页。

２１９马克思指魏特林的刊物《工人共和国报》１８５１年２月刊载的一篇短评。这篇

短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下流的诬蔑性攻击。——第２５５页。

２２０议会火车是在十九世纪英国对１８４４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

的讽刺；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每一个铁路公司都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

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

得高于一便士。——第２５６页。

２２１指《罗维戈公爵阐述拿破仑皇帝统治的回忆录》１８２８年巴黎版第１—８

卷（《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ｕｄｕｃｄｅＲｏｖｉｇｏ，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à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Ｔ．１—８，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８）。罗维戈公爵是萨瓦里在１８０７年

获得的封号。——第２５７页。

２２２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俄奥联军和法军在奥斯特尔利茨进行了会战。这次

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终。——第２５８、４０１页。

２２３科伦副市长申克１８５１年４月２５日在欢迎到达科伦的普鲁士亲王时，

代表市政府成员对他镇压革命表示感谢。普鲁士亲王在答词中声称，一

５８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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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革命行动都将遭到军队的镇压，并要求科伦报刊“改邪归正”，即完

全转到反动立场上去。申克的讲话使市政府的许多成员大为不

满。——第２５９页。

２２４关于《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见注１７２。——第２６１页。

２２５大概是指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２０７）。——第２６１页。

２２６下面的文章是马克思从１８４５年４月２６日和５月３日《经济学家》杂志

第１７期和第１８期发表的《电和农业》一文中摘录的。——第２６３页。

２２７指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机关刊物《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

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周刊，它的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入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阵营，这个刊物——宪章派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派的喉舌的

出版，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

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１８５１年６月到１８５２年４月在这个

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２６５页。

２２８恩格斯是指：威灵顿作为原则上反对废除谷物法的人，在充任皮尔内阁

的不管部大臣时，不得不在１８４６年协助废除谷物法。恩格斯讽刺地把

威灵顿的这一失败同公元前３２１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罗马人在

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的失败相比拟。萨姆尼特人击败了罗马军

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

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的轭形门”的说法，即遭受莫大的侮辱。——第

２６７页。

２２９恩格斯指旅居英国的马志尼对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的揭露，

因为后者在１８４４年曾经命令邮政当局将意大利的革命的流亡者的信

件交给警察当局检查。格莱安的这种作法，使马志尼在意大利的拥护者

邦迪埃拉兄弟的计划败露，并使这些革命者被处决。——第２６９页。

２３０大概指“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２０７）的成员。——第２７１页。

２３１这个出版计划没有实现。——第２７１页。

２３２这封信没有找到。——第２７５页。

２３３指尼古拉一世同普鲁士亲王威廉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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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大臣们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在华沙的会晤。尼古拉一世在这次会晤中充

当了调解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关系的中间人。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

权的斗争，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之后，尤其在由于库尔黑森以及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发生冲突之后，更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和丹麦之间在

１８５０年７月签定了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状态的柏林

和约，但是普鲁士继续援助各公国同丹麦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

要求让奥军开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其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公国完

全镇压下去，但是普鲁士政府反对这一点。皇帝尼古拉一世不愿意使普

鲁士得到加强，力图保持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所以在华沙曾经暗

示，他坚决支持奥地利。——第２７６页。

２３４指１８５１年４月开始的为反对极端保皇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代表考

斯塔·卡布腊耳政府在葡萄牙建立的反动的专制制度而举行的起义。

这次起义于１８５１年５月以考斯塔·卡布腊耳的逃走和大资产阶级的

自由立宪集团的傀儡萨耳达尼亚元帅的执政而告终。——第２７７、２７９

页。

２３５１８５１年，法国波拿巴集团加紧提出关于修改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特别是规定总统四年选举一次和总统任期满后

经过四年才能重新当选的条款——的问题。波拿巴分子主张废除宪法

的这些条款，指望用这种办法来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执政时间并保证

将来恢复帝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

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５８９—５９２页）。——第２７８、２８８页。

２３６曼彻斯特学派是主要由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代表的

经济学说。自由贸易派的代表，即这个学说的拥护者组成曼彻斯特学

派，即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坚持贸易自由，国家不得干涉经济

生活和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制的剥削。曼彻斯特是这个运动的中

心。——第２７９页。

２３７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

（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这个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

１８４８年，从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

７８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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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议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

集团利用来达到波拿巴主义的目的。——第２８２页。

２３８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不是抽象地研究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而是分析如果

当时革命的民主运动在德国爆发并取得胜利时可能出现的一种严格确

定的历史情况。同时，恩格斯还估计到同时在俄国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

人民革命的可能性。从这封信中还可看出，恩格斯在德国和俄国革命胜

利的情况下，给这些国家的未来的革命政府提出的这条政治路线，只有

在波兰本国的民族运动没有超越波兰贵族阶级的要求的狭窄的框框，

并且象以往常常发生的那样忽视把波兰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

任务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弗·伊·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提到

恩格斯的这封信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

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列宁全集》中

文版第２０卷第４３６页）。

  过了一些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欧和东欧的形势没有变化，

德国和俄国继续在推行反革命制度，同时，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的解放起

义中起了显著作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的影响在波兰民族运动中日

益加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又

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

第４３７页）。——第２８３页。

２３９讽刺地暗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４９年向普鲁士军队发表的

新年文告。——第２８４页。

２４０马克思指的是，在１８４９年５月立法议会选举时，内务部长莱昂·福适

给各省省长发了一封弄虚作假的电报。他在这个电报中用六月事件的

重演吓唬选民，以便给他们施加压力，使他们投右翼候选人的票。

  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法国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除普选权的反动的选举

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实行了三年居住期的资格限制和许多其他限制。

由于５月３１日的选举法，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第

２８８页。

２４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这一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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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了《宇宙》杂志的这篇文章——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金克尔的

妻子约翰娜·莫克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９９

页）。——第２８９页。

２４２从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９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５７９页）中可以看

出，恩格斯于１８５１年６月上半月在伦敦住了大约两星期。——第２９０

页。

２４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

告的作者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发展

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整个来说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告宣布，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建议，科伦中

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分立同盟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共

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

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身上。公告的个别

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确的。恩格斯所说的毕尔格尔斯的“含糊不清的议

论”，正是指公告的某些论点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

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１８５１年６月被刊登在《德勒斯

顿新闻通报》（《Ｄｒｅｓｄｎ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ｎｄＡｎｚｅｉｇｅｒ》）和《科伦日报》上

面。——第２９２、２９６、３０２页。

２４４指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章程

（见注１６５）。——第２９２页。

２４５ “自由公理会”是１８４６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的新教

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团体（见注１７６）。——第２９３页。

２４６指资产阶级人士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反应。马克思仿照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

讽刺地把这些人士的代表叫做“抱怨派”（《Ｈｅｕｌｅｒ》）。——第２９６、５４２

页。

２４７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５１年７月８日《总汇报》第１８９号上发表的７月６日

的莱比锡通讯。这篇通讯引用了《德勒斯顿新闻通报》上的话。——第

９８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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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页。

２４８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

年３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９４页）。——第３０２

页。

２４９恩格斯讥讽地把马志尼致“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呼吁书比喻为福音书上

的圣徒保罗的《罗马书》。——第３０４页。

２５０ 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第１２６页（Ｍ．

Ｓｔｉｒｎｅｒ． 《ＤｅｒＥｉｎｚｉｇ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Ｓ．

１２６）。——第３０６页。

２５１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２—５４０页）。——第３０８页。

２５２暗指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１０页。

２５３ 指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１８５１年巴黎版（Ｐ．Ｊ．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ｌｄé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ｕ 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１）。——第３１２、３２５、３５６、３６０页。

２５４出版石印通讯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实现。——第３１４页。

２５５恩格斯指的是威·沃尔弗抨击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敌人的卓越

的文章和演说以及他揭露西里西亚农民极端困苦的处境和西里西亚容

克地主对农民的掠夺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沃尔弗出生于西

里西亚，曾由西里西亚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３１４

页。

２５６在１８５１年８月８日左右，马克思接到了一家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理·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

思回信表示接受德纳的建议。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

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

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

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

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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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

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

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

许多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

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１８５７

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

不得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

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

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

开了进步立场。——第３１６页。

２５７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４９４年举行起义而上

了圣山以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

部反抗胃部的寓言。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

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

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

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第３２３页。

２５８指卡·海因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６日第７７期）

上反对科学共产主义代表的论战性言论，这种言论促使恩格斯发表了

他的文章《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卷第２９７—３１５页），作为回答。——第３２３页。

２５９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俄

文版第１０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

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３２９、３８２、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７页。

２６０理·普莱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１７７２年伦敦版（Ｒ．Ｐｒｉｃｅ．《Ａｎ

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７２）；理·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

法以及国债》１７７２年伦敦版（Ｒ．Ｐｒｉ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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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Ｗｉｄ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Ｏｌｄ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

ａ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２）。——第

３３０页。

２６１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从１８５１年８月到１８５２年９月，写了一组文

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３—１１５页）。因此，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命》一著的想法是马克思给恩格斯提出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组文章，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起到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止刊登在《纽约

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只是到１９１３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通

信的发表，才知道这部著作是由恩格斯写的。——第３３２页。

２６２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

动流派。——第３３５页。

２６３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廉·沃尔弗是这个议会的议

员。——第３３５页。

２６４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１８４８年５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

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３３７、３４８、５９４

页。

２６５指两个互相角逐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以卢格为首的鼓动者协会

和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第３５３页。

２６６１８５１年８月底报纸上根据传说出现了《科伦日报》编辑勃律盖曼因该

报的反对派言论而被驱逐出科伦的消息。传说是不确实的。——第

３５４页。

２６７１８５１年９月法国逮捕了在１８５０年９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

单独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马克思和恩格

斯把它与瑞士的“宗得崩德”——１８４７年被解散的天主教各州的单独

同盟——加以类比，讽刺地称之为“宗得崩德”）。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

阶级密谋性策略，不顾实际情况，打算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

士警察当局能够借助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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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克列美）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１８５２年２月，被捕者以图谋政变

的罪名被判了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

破产。１８５１年９月也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

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了。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和《福格

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４３７—４４７页）。——

第３５５页。

２６８１８４９年７月罗马共和国陷落后，制宪议会大批议员流亡到英国，在他

们中间成立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也都加入

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选举它的人授权给它为民族事业筹办借款和处

理有关意大利公民的一切问题。——第３５７页。

２６９马克思是指奥地利政府的如下政策：利用加里西亚乌克兰族农民和波

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矛盾，以便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１８４６年冬季，波兰国内曾举行起义，争取波兰的民族解放，同时，在

加里西亚也爆发了起义，那时，奥地利当局往往能够引导起义的农民去

反对波兰的起义队伍。在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以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

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奥地利政府在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时期，也曾企

图在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预先取得加里西亚农民的支持，

所以在这一年的春季宣布了废除加里西亚的劳役制和农民的一些其他

封建义务。然而，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它使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是

不可侵犯的，而且使农民担负巨额赎金，要几十年才能付清。——第

３５８、６０４页。

２７０恩格斯是指德朗克从日内瓦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１８５１年

８月。在这封信里，德朗克给马克思讲了他自己跟俄国流亡新闻记者尼

·伊·萨宗诺夫的决斗，他自己因瑞士当局图谋把他驱逐出境而移居

皮蒙特的计划，还讲了他打算在住在汉堡的维尔特的帮助下得到该地

债户欠款。——第３５８、３６１页。

２７１恩格斯是指１８５１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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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

书。这个文件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计划和他们不考虑

客观条件而人为地搞革命的宗派主义唯意志论思想。１８５１年９月由于

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

的手中，并且以《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ｐｏｕｒｌａＬｉｇｕｅ，ａｖａｎｔ，ｐｅｎｄａｎｔｅｔａｐｒèｓ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为题，发表在法国报刊上。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９日《科伦日报》第２２５号也

引用了这个告盟员书的摘要。——第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２页。

２７２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６２—２６４页）。——第３６２页。

２７３暗示澳洲成了放逐罪犯的地方。——第３６２页。

２７４泰霍夫《未来战争概论》一文刊登在１８５１年９月６日《纽约国家报》

上。——第３６５页。

２７５据圣经上的传说，大卫王派赫梯人乌利亚送一封信给他的统帅约押，要

他在作战时把乌利亚安置在最危险的地方。大卫王想使乌利亚阵亡，以

便占有他的妻子拔示巴。——第３７１页。

２７６指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在１８４９年５—７月发生的巴登—普法

尔茨起义。——第３７３页。

２７７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９日，在比利时里斯康土村（靠近法国边境），从法国开

往祖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和一支比利时军队发生冲突。后者获胜。比利

时的共和派想用打回比利时的办法实现共和政变的企图的失败，其原

因首先在于他们的这个行动的基础是恶劣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关

于此事详情，见恩格斯的《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４７—４５０页。）——第３７５页。

２７８马克思是指他发表在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科伦日报》第２４２号上的１８５１

年１０月４日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６

页）。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散布了诽谤性谣言，胡说什么马克思

把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消息告诉了倍克男爵夫人，这些消

息传到了政府那里，以致成为逮捕同盟盟员的根据。马克思在这个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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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驳斥了这种谣言。——第３７６页。

２７９在１８５０年８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一方和维利希为另一方进行激烈辩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

护者康拉德·施拉姆要求维利希进行决斗，决斗于９月在奥斯坦德附

近举行，结果施拉姆受了轻伤。——第３７６页。

２８０指《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一

事。——第３７９页。

２８１恩格斯是指维多利亚女王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中访问曼彻斯特一事。——

第３８２页。

２８２这是恩格斯对法国立法议会中属于山岳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讽刺

性的称呼，暗指山岳党领导人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在巴黎组织群众示

威游行而未成功的尝试。这次游行被政府军队驱散。在６月１３日事件

期间，山岳党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

运动。——第３８４页。

２８３指《寄语人民》杂志。——第３８４页。

２８４这里指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

领导人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的

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公债，金

克尔于１８５１年９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

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

果的一种尝试。——第３８５、６１０页。

２８５“光明之友”（见注１７６）与另一个反对派的宗教流派“德国天主教”的

合并发生于１８５０年。——第３８５页。

２８６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力求延长１８５１年５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的审前羁押时间。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案件尽快地转为公开审理。——第３９２页。

２８７ 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５—１５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

５９６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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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３页。

２８８指《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Ｇｒａｔｕｉｔé 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３９３页。

２８９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９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１２月１６日给

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个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

流亡者风气的抨击性著作。本来，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应当是宗派

冒险主义集团的当时的头目之一和１８５０年９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

（见注１６０）的带头人之一的卡·沙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匿名发

表这一著作。那时，魏德迈迁居美国；由于魏德迈的出版计划，马克思

产生了把恩格斯的这个著作登在魏德迈当时准备出版的《革命》杂志上

的想法。然而这个打算由于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首先是因为，从１８５２

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写作大的著作——《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此外，到１８５２年春季，沙

佩尔和维利希之间的分歧以及沙佩尔想同马克思和解的意图越来越显

示出来。因此，在１８５２年５—６月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

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中，沙佩

尔已经不是登场人物，尖锐讽刺的利箭指向了卢格、金克尔、维利希等

人。——第３９４、４１３页。

２９０恩格斯暗指皮佩尔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用亨利希

·海涅的诗。——第３９５页。

２９１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１年柏林第２版

第２卷第５４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

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１，Ｓ．５４）。——第３９６页。

２９２马克思为了努力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遭到逮捕和普鲁士警

察局准备在科伦对他们进行审判一事组织一次抗议运动，同时也为了

迫使报刊不再闭口不提科伦案件，写了许多声明来揭露普鲁士当局的

暗害勾当和被囚禁者受到的野蛮待遇，并将这些声明寄到巴黎，以便在

法国报刊上发表。同时，他还请威·沃尔弗给美国和瑞士、请恩格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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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写这样内容的信。然而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报纸拒绝

刊载为科伦被囚禁的人辩护的声明，所以在报刊组织广泛的抗议运动

一事未能成功。——第３９９页。

２９３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报纸编辑部的揭露普鲁士

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行为的声明，都没有被刊登。卡·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寄给《泰晤士报》的声明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第２４１—２４３页。——第３９９页。

２９４由于科苏特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来到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哥本哈根广

场哥本哈根大厦举行隆重大会欢迎他。宪章派的筹备欢迎科苏特委员

会的主席、改良主义者托恩顿·汉特，借口在奥康瑞尔身上出现的精神

病征候，企图不许他参加这次大会。汉特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对前宪章

派领袖抱同情态度的宪章派成员的强烈抗议。奥康瑙尔被允许参加

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日举行的欢迎科苏特大会。汉特为了在宪章派群众面

前为自己辩护，于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个蛊

惑人心的声明，把自己描写成人民利益的热忱拥护者，称自己为共产主

义者。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一样，汉特未被选入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新执

行委员会。——第３９９页。

２９５ 《寄语人民》１８５１年第２卷第６０６页。——第４００页。

２９６马克思致恩格斯的这封信的结尾写在皮佩尔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从布

鲁塞尔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上，紧接在皮佩尔的信文下面。——第

４００页。

２９７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就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波拿巴政变而写的，这次政

变结果，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帝国的反革命政体。马

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这一著作中发挥了这封信中的某些思想，

例如，把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讽刺地比作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共和

历的雾月１８日）的政变，因为１７９９年的政变的结果曾经建立了拿破仑

·波拿巴的军事独裁。——第４０１页。

２９８这是尚加尔涅１８５１年６月３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为了回答路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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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１８５１年６月１日在第戎的讲话而发表的讲演中的一句话。路易·

波拿巴的讲话含有暗中威胁国民议会的意思。——第４０１页。

２９９１８００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１日，装备着一百五十门火炮的四万法军通过了

阿尔卑斯山隘口大圣伯纳德。

  １８００年６月１４日，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在马连峨（上意大利）会

战中战胜了奥军。马连峨会战的胜利以及另一部分法军在西南德意志

对奥军的胜利的作战导致了第二次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西

班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反法联盟的瓦解。在波拿巴的共和历８年雾

月１８日（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政变后，他的这一次大胜利，巩固了他

作为法国第一执政的权力。——第４０２页。

３００恩格斯引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威廉·约丹在１８４８年８

月 国 民议 会的一 次会 议上的 发言 中的话，带有 讽刺 的意

思。—— 第４０３页。

３０１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

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ｃｒａｐｕｌｅ（贪食、饕餮、酗酒

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第

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３页。

３０２拿破仑观念是暗示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仑观念》。该书１８３９年在

巴黎出版。——第４０８页。

３０３指１７９５年４月１日（共和历的芽月１２日）和这年５月２０—２３日（共

和历的牧月１—４日）巴黎工人群众反对１７９４年所建立的热月派反动

势力的统治的起义，另外还指法国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后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

年里昂两次的无产阶级起义。——第４１１页。

３０４指魏德迈想在纽约出版共产主义周刊《革命》的打算。马克思和恩格斯

表示同意给这个杂志定期撰稿。魏德迈在１８５２年１月只出了两期周

刊，之后，由于物质困难不得不停刊。１８５２年５月和６月，魏德迈因

得到阿·克路斯的援助，又出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其中第一

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期刊登了

８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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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弗莱里格拉特反对金克尔的诗。——第４１３页。

３０５１８４１年７月，马克思在取得哲学博士证书后来到波恩，起初打算在波

恩大学担任副教授。但由于普鲁士政府实行反动政策，在各大学解聘许

多进步学者，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在大学执教的想法，而去从事政论工

作，把在报刊上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作为自己的目的。

  从１８４２年１到３月，马克思住在特利尔他的未婚妻燕妮·冯·威

斯特华伦家里。

  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同阿·卢格之间的通信是同马克思打算为当时的

反对派出版物—— 《德国年鉴》杂志、《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

集》以及后来的《莱茵报》撰稿有关的。——第４１９页。

３０６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４１年在柏林出版的威·法特克的著作《在同罪恶和神

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ｉｎｉｈｒｅｍＶｅｒ

ｈａｌｔｎｉｓｚｕｒＳｕｎｄｅｕｎｄｇｏｔ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ｎａｄｅ》）。——第４１９页。

３０７指１８３９年在厄兰根出版的卡·拜尔的著作《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

质》（《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ｓ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ｓｕｎｄｕｂｅｒ

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ｒＴｕｇｅｎｄ》）。——第４１９页。

３０８指路·费尔巴哈在１８４０年《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ｅｒ》）杂

志上发表的对卡·拜尔《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一书的评

论。——第４２０页。

３０９这是马克思对阿·卢格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

政论界轶文集》（《Ａｎｅｋｄｏｔａｚｕｒ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ｓｔｉｋ》）的简称。编入这个文集的，有卡·马克思的文

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

的仲裁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３—３１、３２—３４

页），以及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阿·卢格和其他人

的文章。——第４２０页。

３１０指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

日的宣告。最后通牒》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ＤｉｅＰｏｓａｕｎｅｄｅｓｊｕｎｇｓｔｅｎ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ｕｂｅｒＨｅｇｅｌｄｅｎＡｔｈｅｉｓｔｅｎｕｎｄ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ＥｉｎＵｌ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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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ｕ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第４２１页。

３１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此作了批判（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页），文章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３

年夏写的。——第４２１页。

３１２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副教授，由于他的无神论的观点

和自由主义的反对派言论，于１８４２年３月被普鲁士政府从波恩大学赶

走。马克思所提到的布·鲍威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４２１页。

３１３指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８日关于修改普鲁士政府以前某些法令（１８２１年３月

６日和１８３４年８月２日的内阁法令）的内阁法令。以前的这些法令，在

审理一定范围的诉讼案件方面，用普鲁士法和秘密诉讼程序代替当时

在莱茵省实行的法国刑法典和陪审法庭。普鲁士政府是在莱茵省资产

阶级的影响下修改这些法令的。但是，在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８日内阁法令中

有一系列但书，实际上保存了普鲁士法在叛国罪、官吏渎职案等等方面

的效力。——第４２２页。

３１４毕洛夫－库梅洛夫《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

关系》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１部分（Ｂｕｌｏｗ－Ｃｕｍｍｅｒｏｗ．《Ｐｒｅｕβｅｎ，ｓｅｉｎ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ｅｉｎ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ｅｉｎ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ｚｕ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

Ｔｈｅｉ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

  马克思在这里把当时德国的官方报纸譬喻为中国报纸。——第

４２３页。

３１５引自圣经《诗篇》第１１９篇第１０５行和第９８行以及《阿摩司书》第１

章第２行。——第４２４页。

３１６马克思未能实现他去科伦的意愿（见本卷第４２８页）。１８４２年４月他从

特利尔返回波恩，断断续续地在那里住到那年的１０月中。——第４２４

页。

３１７指约·克利斯提安森的书《罗马法史概论》，１８３８年阿尔托纳版第１卷

（Ｊ．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ｒｏｍ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Ｔ． ．Ａｌｔｏｎａ，１８３８）。——第４２４页。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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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文章，刊登出来的只有一篇，即发表在《莱茵

报》上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卷第９７—１０６页）。《实证哲学家》一文，看来是对十九世纪三十

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德国哲学中一个以“实证哲学”而著称的流派（克

·海·魏斯、约·哥·小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晚期的谢

林）的分析和批判。这个按其性质来说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对黑格

尔的哲学从右的方面提出批判。《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

反对理性的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来源。他们

把一切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学说的来源的哲学，都叫做“否定”的哲

学。——第４２５页。

３１９弗·鲁·哈赛《坎特伯雷的安瑟伦》（《Ａｎｓｅｌｍｖｏｎ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一

书的第１部分于１８４３年出版，第２部分于１８５２年出版。——第４２６

页。

３２０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是他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

文学讲义〉》，发表在黑格尔左派的杂志《德国年鉴》上（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１９—５３４页）。——第４２７页。

３２１１８４１年９月到１８４２年１０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

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第４２８、５７６页。

３２２信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

  所谓“教会纠纷”或“科伦纠纷”，在德国是指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

教会之间由于不同宗教间通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所生子女的

信教问题而发生的冲突。１８３７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这个冲突就此开始。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投降梵蒂冈，这一冲突才告

结束。——第４２９页。

３２３马克思指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７日《科尼斯堡日报》第１３８号上的一篇文章，文

章中报道了“自由人”小组的目的和任务。这篇文章曾转载于１８４２年６月

２５日《莱茵报》第１７６号，注明“寄自柏林”。——第４３０页。

３２４指菲·康·马尔海奈凯的书《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

１０７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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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演讲绪论》１８４２年柏林版（Ｐｈ．Ｋ．Ｍａｒｈｅｉｎｅｋ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ｄｉｅ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 Ｈｅｇｅｌ－ 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ｄ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第４３０

页。

３２５在这以前，恩格斯写文章用的是笔名“奥斯渥特”（参看本卷第４２８

页）。——第４３１页。

３２６１８４２年１０月，恩格斯服满兵役以后，从柏林回到巴门，于同年１１月

从巴门去英国，在那里住到１８４４年８月。——第４３２页。

３２７指刊登在１８４２年７月２０日《科尼斯堡文学报》第４２号的亚·荣克对

弗·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的答

复。——第４３２页。

３２８信中提到的卢格的文章曾刊载在１８４２年９月２５日《莱茵报》附刊上，

标题为《萨克森状况》。——第４３２页。

３２９指匿名刊登在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４日《莱茵报》第２２６号附刊上的一篇文章

《研究问题的几句开场白：莱茵市政体制是否适应现时代的要求？》。

  指刊登在１８４２年《科伦日报》（第１８７、２１１号和第２３５号附刊）上

的卡·亨·海尔梅斯的几篇文章。——第４３３页。

３３０看来是指匿名刊登在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莱茵报》第２４１号上的一篇文

章《汉诺威生活片断》。——第４３３页。

３３１指标题为《论中庸》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没有署名，刊登在１８４２年

６月５日和８月１６、１８、２１、２３日的《莱茵报》第１５６、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３

和２３５号的附刊上。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鲍

威尔。——第４３３页。

３３２１８４２年１０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伦，并从１０月１５日起担任《莱茵

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

的方向。——第４３４页。

３３３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莱茵报》第３３３号刊登了一篇注明“寄自柏林”的

报道，报道中说：“海尔维格和卢格声称，‘自由人’以其政治上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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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自命天才和自吹自夸，损害着自由事业及其党派的名誉”。——

第４３６页。

３３４１８４２年１１月中，普鲁士当局和《莱茵报》编辑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

突。马克思作为该报的编辑，为了避免该报所遭到的被查封的危险，作

了不少的努力。１１月１２日，普鲁士当局向该报的责任编辑伦纳德提出

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要该报采取比较合乎政府心意的方针。１１月

１７日，马克思以伦纳德的名义写信给莱茵省的总督冯·沙培尔，抗议

最近新闻检查的刁难和查封报纸的企图。马克思坚持《莱茵报》的反政

府方针，他写道，这个报纸“不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学术文章和奴颜婢膝

行为的毫无原则的混合物，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目的的批判精神来

阐明国家大事和祖国设施的”，创办这家报纸，就是创办了一个“将要

以尊严的和大无畏的精神，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讲话的机关报”。马

克思指出，“这家报纸无比迅速的畅销，就表明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

民的愿望”。１月１９日，普鲁士政府作出决定，从４月１日起查封《莱

茵报》；在查封之前的日子里，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新闻检查（并

见本卷第４３８页）。——第４３７页。

３３５马克思指１８４２年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执行当局准备和讨论这个法律草

案是进行得极端秘密的。尽管如此，《莱茵报》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公

布了这一草案，因而引起了各家反对派报纸对这一草案的广泛公开的

讨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批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８２—１８５页）。——第４３８

页。

３３６指海尔维格于１８４２年计划在苏黎世出版的激进月刊《来自瑞士的德意

志通报》（《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ｏｔｅａｕｓ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海尔维格曾建议马

克思参加这个月刊的工作。但是这个杂志的出版计划没有实现；各个作

者为这刊物写的文章，于１８４３年夏以文集的形式出版，题名《来自瑞

士的二十一印张》（《ＥｉｎｕｎｄｚｗａｎｚｉｇＢｏｇｅａｕｓ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第

４４０页。

３３７指预定的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计划。——第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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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罗·普鲁茨的《〈现代年鉴〉和〈德国年鉴〉杂志》一文，刊登于１８４３

年２月１２日《莱茵报》第４３号附刊。文章的作者证明，《现代年鉴》杂

志（各报上都报道了该杂志即将出版的消息）从它的思想方针来说，绝

不能被看作是《德国年鉴》杂志的继续。——第４４２页。

３３９马克思指卢格所发表的一本小册子（１８４３年初在不伦瑞克出版），其内

容是对萨克森政府查封《德国年鉴》杂志一事进行控诉。控诉是针对着

萨克森议会的。小册子上的署名，除了卢格之外，还有出版激进作家作

品的莱比锡书商奥·维干德的名字。

  普菲茨纳对卢格和维干德的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刊登在１８４３年３月

１２和１４日《莱茵报》第７１号和第７３号的附刊上。——第４４２页。

３４０指发表在《轶文集》第１卷上的卢格同德国书报检查官的来往信

件。——第４４２页。

３４１指布·鲍威尔对阿蒙的《耶稣生平》（《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Ｌｅｂｅｎｓ

Ｊｅｓｕ》）一书的评论，这个评论载于《轶文集》第２卷。——第４４２页。

３４２布·鲍威尔的《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一文发表在《轶文集》第２卷

上。——第４４２页。

３４３马克思指发表在《轶文集》第２卷的卢格的一篇批判文章《“基督教德

意志的”中庸。柏林的〈文学周报〉；１８４２年１月和２月》。——第４４３

页。

３４４指布·鲍威尔的著作《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１８４２年苏黎

世和温特图尔版（Ｂ．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ｇｕｔｅＳａｃｈ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ｉｎｅ

ｅｉｇｎｅＡｎ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Ｚｕ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２）。——第４４３页。

３４５１８４３年复季，马克思从科伦去克罗茨纳赫，６月１９日在那里同燕妮·

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从１８４３年３到９月，马克思同卢格商谈在国外

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问题。给费尔巴哈的这封信，就是与马克思打

算吸收德国和法国知识界的先进代表人物为杂志撰稿有关的。１８４３年

１０月底马克思移居巴黎，因为这个杂志应在那里出版。——第４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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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马克思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１８４３年

莱比锡第２版（增订版）第２３页（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

ｓ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ｓ》．Ｚｗｅｉ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３，Ｓ．

）。但是从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２５日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以看出，

他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批判谢林的书，不是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指他

的朋友和拥护者卡普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

１８４３年莱比锡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３）。——第４４４页。

３４７指亨·艾·哥·保路斯的书《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１８４３年达

姆斯塔德版（Ｈ．Ｅ．Ｇ．Ｐａｕｌｕｓ．《Ｄｉｅ ｅｎｄｌｉｃｈ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 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１８４３）。——第４４４页。

３４８费尔巴哈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２５日的复信中完全同意马克思信中对谢林

哲学的政治评价，但是他借口忙于其他的创作计划，拒绝给《德法年

鉴》寄有关谢林的文章。——第４４５页。

３４９这封信谈的是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情况。——第４４６页。

３５０《德法年鉴》杂志是在苏黎世弗吕贝尔出版社的印刷所里排印的（见本

卷第４４６—４４７页）。除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指出的原因外，马克思和

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对杂志的停刊起了很大的作用（见注８）。——第

４４９页。

３５１马克思指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１８４３年苏黎世

和温特图尔版（《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Ｚｕｄｕｎｆｔ》．Ｚｕｒｉｃｈｕ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３）和《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

的补充》１８４４年莱比锡版（《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ｉｍＳｉｎｎｅ

Ｌｕｔｈｅｒｓ．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ｍ《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ｈｕｍｓ》》．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４）。——第４５０页。

３５２看来英译本的出版没有实现。法译本是：海·艾韦贝克《从最新的德国

哲学看什么是宗教》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Ｈ．Ｅｗｅｒｂｅｃｋ．《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

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ｄ’ａｐｒèｓｌａ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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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第４５０页。

３５３指爱·德·蓬佩里的著作《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介绍》１８４０

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３、２９页（Ｅ．ｄｅＰｏｍｐｅｒｙ．《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éｅｐａｒＣ．Ｆｏｕｒｉｅｒ》．２ｍｅéｄ．，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ｐｐ．１３，

２９）。——第４５１页。

３５４马克思所引的言论是摘自１８４４年《文学总汇报》第５、６期上发表的一

些文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七章和第九章中对这些言论作了批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１８３—２０６、２６７—２６８

页）。——第４５２页。

３５５马克思指刊登在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０日《前进报》第６４号上的一篇没有署

名的简讯，标题是《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这篇简讯是燕妮·马

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的一段。——第４５３页。

３５６马克思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所引的这一段是弗·希尔特在《亨利希

·海涅和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发表的（《金门》（《ＤａｓＧｏｌｄｅｎｅ

Ｔｏｒ》）杂志１９４７年第２年卷第１１１２期）。——第４５３页。

３５７指刊载于１８４４年８—１０月《前进报》的费尔巴哈的《路德所说的信仰

的本质》一书的摘录。——第４５５页。

３５８看来，马克思是指海涅的诗《我们的舰队》。——第４５７页。

３５９指《白尔尼全集》１８４０年汉堡第２版第１８卷（Ｌ．Ｂｏｒｎｅ．《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４０）。——第４６３

页。

３６０指《亨利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一书，１８４０年汉堡版（《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ｅｕｂｅｒＬｕｄｗｉｇＢｏｒｎ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４０）。——第４６３页。

３６１指建立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注３６）。——第４６４页。

３６２蒲鲁东在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同

时他声明，他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见《蒲鲁东书信集》１８７５

年 巴 黎 版 第 ２卷 第 １９８—２０２页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Ｐ．Ｊ．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５，Ｐ．１９８—２０２）。——第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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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约瑟夫·魏德迈在他１８４６年４月３０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通知说，他

打算建议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灵堡成立一个出版社”，因为在德国二

十印张以下的著作要受检查。对二十印张以上的著作来说，这一点在形

式上是不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著作不会被查禁。魏德迈希

望，能够争取到几个资本家干这件事；在获得荷兰公民权之后，他本人

也能够得到许可。他请马克思询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出版《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计划，也象同卡·格·福格勒达成的协定以及其他的努

力一样，没有取得结果。——第４６７页。

３６４马克思从约瑟夫·魏德迈１８４６年５月１４日的信中得知，鲁道夫·雷

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第４６８页。

３６５指的是莫·赫斯在１８４６年上半年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写的论

卢格的一章，题为《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由于《德

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工作在１８４６年遇到困难，赫斯在１８４６年７月下

半月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打算把这一章作为单行本出版，如果马克思

同意，他请马克思叫人把手稿寄给他。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对这一要求

的答复。赫斯的这一章以《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为题，发表在１８４７

年８月５日和８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６２号和第６３号

上。——第４７１页。

３６６指卡·海因岑于１８４６年在曼海姆出版的文集《反对派》（《ＤｉｅＯｐ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第４７１页。

３６７指卢格和他的著作《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１８４６年莱比锡版第１部

分和第２部分（《ＺｗｅｉＪａｈｒｅｉｎＰａｒ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ｕｎｄ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

Ｅｒｓｔｅｒｕｎｄ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６）。——第４７１页。

３６８指出版商卡·威·列斯凯于１８４６年３月３１日给马克思的信，谈的是

马克思打算写的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见注６）的出版问题。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列斯凯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９日来信的回信。——第

４７１页。

３６９指马克思同列斯凯签订的下列合同：

  “以现在旅居巴黎的马克思博士先生为一方，以达姆斯塔德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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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列斯凯出版社为另一方，今日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 马克思博士先生授予卡·威·列斯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

《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专有权，该书共计对开本两卷，每卷篇幅

均在二十印张以上。

  第二条 作者马克思先生不得在其它出版社出版可能与上述著作

相竞争的作品。

  第三条 列斯凯出版社必须付给马克思博士先生全部著作的稿费，

计３０００（叁千）法郎，其中半数必须在交出全部手稿时支付，另外一

半在印刷完毕时支付。此外，出版社必须赠予作者先生该书十二部。

  第四条 出版社在该著作交稿后应立即付印，并力求使该著作出版

时装订合乎要求。

  第五条 《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印数定为二千部。

  第六条 本合同只适用于该著作的第一版。如果需要印第二版，应

该签订新的合同。不言自明，列斯凯出版社保留有印刷第二版的优先

权。

  本合同一式两份，由双方签字。

  卡尔·马克思博士

  卡·列斯凯

  １８４５年２月１日于巴黎”。

  ——第４７２页。

３７０马克思指的是同威斯特伐里亚的实业家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商谈关于出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事，以及拟建合股的共产主义者出版社的

事。关于这两件事，见注３４和５８。——第４７３页。

３７１ 《重农学派》（《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是魁奈、杜邦·德·奈穆尔和其他重

农学派的著作集，１８４６年由欧·德尔出版。——第４７４页。

３７２１８４５年７—８月马克思在同恩格斯一道去英国的期间在曼彻斯特公共

图书馆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第４７５页。

３７３列斯凯在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９日的回信中通知马克思说，由于普鲁士政府

的书报检查严格和警察迫害，他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第４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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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１日安年柯夫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时这样写

道：“老实说，我认为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

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

然的结论。”——第４７６页。

３７５这封信中有燕妮·马克思给海尔维格夫人的附笔。——第４９１页。

３７６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来到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

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１０７）。——第４９７页。

３７７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１８３０

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举行的伦敦国际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见注

１０６）。——第４９７页。

３７８ 恩格斯指共和主义志愿军团从法国侵入德国的冒险计划（见注

１２１）。——第５００页。

３７９写４月１日的便条的人——伯恩施太德、洛温费尔斯、伯恩施太因、福

尔克和迈尔——要求马克思把在《特利尔日报》上写文章评论德意志民

主协会（见注１２１）的作者姓名告诉他们。——第５０４页。

３８０指宪章派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在伦敦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目

的是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游行示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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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劝说示威群众解散。——

第５０６页。

３８１漫画是在政府下令查封《莱茵报》之后画的。前列画的三个掘墓人是主

管书报检查的三个大臣：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艾希霍恩被画为穿

着僧侣法衣的松鼠（见注３１），司法大臣米勒带有司法的象征——天

平、剑和蒙在眼睛上的布带，还有内务大臣冯·阿尔宁。放在棺材上的

是《莱茵报》，周围是戴着嘴套和镣铐的比喻性的人物，象征着反对派

报刊。——第５０８—５０９页之间。

３８２《新莱茵报》从１８４８年６月开始出版的时候起是在圣阿加塔街１２号威

·克劳特印刷所印刷的，从第８８号和第８９号起（１８４８年８月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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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在制帽人街１７号迪茨的印刷所印刷。——第５０９页。

３８３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初在杜塞尔多夫，同在莱茵省的其他各城市一样，各民主

派准备反抗以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９日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从柏林迁往偏

僻小城市勃兰登堡为开端而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抗议运动

是在联合一切与反动派相敌对的力量的口号下进行的。马克思所说杜

塞尔多夫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大概是指订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举

行的人民俱乐部、争取建立民主君主政体同盟、市民联合总会和市民自

卫团的联合会议。在这次会上拉萨尔提出了马克思所建议的行动计

划。——第５０９页。

３８４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１８４８年６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

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会是为了联合全部德国民主主义同盟

而召开的。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委员。——第５１０页。

３８５指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

亚的民主主义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

第５１０页。

３８６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４日马克思被传到法院侦查员那里就《国家检察官“黑

克尔”和〈新莱茵报〉》一文中“侮辱”检察官黑克尔一事进行侦讯。这

篇文章刊载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９日《新莱茵报》第１２９号上。在法院前

面聚集着侦讯结束后向马克思致敬的人民群众。——第５１０页。

３８７由于警察的迫害不得不暂时离开德国的恩格斯，在瑞士各城市、特别是

在洛桑和伯尔尼居留期间，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

密切的联系。他以洛桑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在伯尔

尼举行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３９０）。——第５１１

页。

３８８指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９—１１日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瑞士许多城市的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

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通过了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根据章

程，领导总会的应该是中央联合会（伯尔尼的工人联合会被选举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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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而行使日常领导的则是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１２月１４日

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弗·恩格斯参加，他担任了书记的职务。

  斐维联合会在其１２月７日的信中表示反对苏黎世的德意志民主民

族联合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在信中建议，俾尔的军人联合会

（见注３９１）行使对新总会的领导。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代表大会会议

上讨论了斐维联合会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央委员会被委托写复信，说服

斐维联合会放弃自己的要求，参加新建立的总会。——第５１１页。

３８９指１８４８年４月成立的民主派组织，苏黎世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该组织的成

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旅居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是受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弗吕贝尔、卢格）影响的。１８４８年夏季，民族联合会加入

了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建立的德意

志民主联合会的组织。１８４８年８月，民族联合会向瑞士所有的德国人

联合会号召建立联合组织和召开代表大会。——第５１１页。

３９０指１８４８年１１月起旅居伯尔尼的恩格斯。洛桑工人联合会于１８４８年１２

月８日把恩格斯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和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８１—６８２页）寄给恩格斯。洛桑联合会的领导

人格·施奈贝尔格、克·哈夫和邦格特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８日就这一点

写信给伯尔尼工人联合会说：“由于斐维联合会（它只承认俾尔联合会

为中央机关）的冷淡态度，我们不能派遣代表。所以我们决定给我们的

朋友恩格斯以全权。如果他不出席，则其全权转交给朋友弗罗斯

特。”——第５１２页。

３９１军人联合会（Ｗｅｈｒｂｕｎｄ）“自助者”是由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

动家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于１８４８年秋季创立的。联合会的中央委

员会设在俾尔（伯尔尼州）；归附它的是瑞士各城市主要由手工

业者组成的各个联合会。军人联合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的方针，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联合瑞士所有的德国人志愿队，以期

在德国建立共和国。它的组织正象他本身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在

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团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

当局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

者进行了司法追究。结果，贝克尔被判决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为期一

１１７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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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５１３页。

３９２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３０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所

选出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德斯特尔、赖辛巴

赫、赫克扎梅尔。

  指设在莱比锡的由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它

是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３日—９月３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选出

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纲领，向工人提出的任务

是力求实现一系列狭隘的职业上的要求，因而使工人离开革命斗

争。——第５１３页。

３９３指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警务顾问施梯伯因１２月２４日《新莱茵报》第１７７

号刊登一篇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题名《施梯伯博士》的通讯，而写

给《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一封信。简讯报道了施梯伯因１８４８年９月法

兰克福的人民起义而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调查。编辑部在１８４８年

１２月３０日报纸第１８２号的附刊上刊登了一则对这篇简讯的更正，说：

施梯伯去法兰克福旅行是为了安排他的私事。——第５１４页。

３９４刑法典（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是１８１０年法国通过的，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

国西部和西南部；１８１５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

莱茵省。——第５１５页。

３９５恩格斯的这封致三月同盟的信是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受瑞士德国

人联合会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委托写的（见注３８８）。在１８４８年１２

月１０日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讨论到与小资产阶级的三月同盟

（见注１４０）建立联系问题时，斗争激烈起来。尽管伯尔尼工人联

合会的代表根据三月同盟这个组织不是站在共和派立场这个理

由，发言反对同三月同盟通讯，但仍然通过了给三月同盟写信的决定。

这个文件的全文在１２月１１日的会议上被批准。恩格斯在起草这信时，

不得不考虑到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他终于使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莱

茵报》对待三月同盟的立场在这个正式文件中得到了反映。例如，他在

报道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决议时强调指出，新建立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

总会的共和主义纲领，使这个组织不可能与三月同盟进行密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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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５１５页。

３９６到１８４８年时，伯尔尼工人联合会成了瑞士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工人

联合会之一，对伯尔尼州许多较小的工人联合会起着领导作用。它遵循

共和民主纲领，但在很大程度上受着魏特林和波尔恩的影响。工人联合

会于１８４９年春季瓦解。——第５１５页。

３９７根据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第一

条，新组织的宗旨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会员，

并且以一切合法手段，力求做到使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和

设施得到德国人的承认，并得以实现”。——第５１６页。

３９８临时中央政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帝国内阁组成，它是

按照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８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定建立的。临时中央政

权虽然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但仍然帮助了德意志各

邦君主实行反革命政策。关于中央政权因在瑞士的德国共和主义流亡

者的活动而对瑞士政府提出的要求，见弗·恩格斯《德意志中央政权和

瑞士》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５２—６２页）。——

第５１６页。

３９９指德国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国民议会，议会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在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始开会。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的政治上

的四分五裂和制定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人的懦怯和动摇，由

于小资产阶级左翼的不坚决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

权，并且在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上不能采取坚决的态

度。议会不敢动员人民的力量去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和捍卫它所制定的

帝国宪法；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８日国民议会就不再存在了。——第５１６页。

４００１８４８年９月底离开科伦的恩格斯（见注１２８）于１８４９年１月中返回该

地。——第５１９页。

４０１ 《〈新莱茵报〉１８４９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８３—６８４页）。

  马克思指发表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１日《新莱茵报》第１９２号的一篇关

于法兰克福流亡者维德克尔从伦敦被驱逐的通讯《欧洲警察同盟》，注

３１７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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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１月８日寄自科伦”，用德朗克的通讯员名字署名。——第５２０页。

４０２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初恩格斯同在九月事件（见注１２８和１３８）之后从科伦逃

走的德朗克一起，来到了布鲁塞尔；１０月４日他们两人被比利时警察

局逮捕，送入监狱，后来押解到法国边界，他们从那里前往巴黎。——

第５２０页。

４０３指刊登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新莱茵报》第２３３号附刊上一篇没有署名

的简讯，简讯指责了以反动观点著称的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上尉冯·

乌滕霍芬滥用公家燃料和用公家燃料作投机买卖。——第５２１页。

４０４１８４９年５月底，《新莱茵报》停刊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德国西南部

作了一次旅行，他们是从普法尔茨去宾根的。马克思于６月初从宾根去

巴黎（见注１４４）。——第５２３页。

４０５指用红色油墨刊印的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３０１

号。——第５２４、５５９页。

４０６恩格斯指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１４５）。——第５２５页。

４０７指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９—３０日巴登革命军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附近最

后一次会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的残部直到７月２３日

才投降。——第５２５页。

４０８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作战所在部队于１８４９年７月

１２日越过了瑞士边界。——第５２６页。

４０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

不懂思维、意识对物质实际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叫

做思想家。——第５２７页。

４１０指给马克思的一套小册子寻找出版商的事情（见本卷第５３０页）。——

第５３１页。

４１１１８４９年５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森士兵逮捕（他们怀疑他俩参加维

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后被送往达姆斯塔德，从那里又被送往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释放。

  １８４９年６月初普法尔茨临时政府以进行反政府宣传的罪名在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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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海姆博兰登将恩格斯逮捕。由于临时政府成员德斯特尔的坚决要求，

恩格斯于次日被释放。——第５３４页。

４１２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６０）和１８５０年４月底在伦敦建立的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合会。民主联合会的组织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司徒卢威、博布钦、鲍威尔（施托尔佩人）等——极力阻挠无产阶级

的独立组织，阴谋反对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马克思把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叫做“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１６１）。——第５３７、５４２页。

４１３恩格斯信中所提到的威·沃尔弗的文章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杂志的第一期中没有刊登。编辑部的通知中说，威·沃尔弗的著作《德

国议会的最后几天》将在杂志的第二期发表。但只是在第四期上，才刊

登了威·沃尔弗评论斯图加特“残阙”的国民议会和帝国摄政的文章

《〈全国各地〉特写补充》。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国际述评（一）》，刊登于杂志第二期（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５４—２６８页）。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做的政治经济学讲演没有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刊登过。——第５４２页。

４１４《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１８４９年伯尔尼版（《Ｒａｐ

ｐｏｒｔｓｄｕＧéｎéｒａｌ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ｓｋｉｓｕｒｌａｃａｍｐａｇｎｅｄｅＢａｄｅ》．Ｂｅｒｎｅ，

１８４９）；阿·道耳《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解放斗争时

期的日记》１８４９年圣加伦版（Ａ．Ｄａｕｌ．《Ｔａｇｅｂｕｃｈｅｉｎ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ＦｌｕｃｈｔｌｉｎｇｓＷａｈｒｅｎｄｄｅ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ｋａｍｐｆｅｓｉｎ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ｐｆａｌｚｕｎｄ

Ｂａｄｅｎ》．Ｓｔ．Ｇａｌｌｅｎ，１８４９）；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１８４９年

南德五月革命史》１８４９年日内瓦版（Ｊｏｈ．Ｐｈｉｌ．ＢｅｃｋｅｒｕｎｄＣｈｒ．Ｅｓ

ｓｅｌＩ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ｕ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ａｉ－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Ｊａｈｒｅｓ

１８４９》．Ｇｅｎｆ，１８４９）。——第５４２页。

４１５马克思的这封信是为了答复班贝尔格尔、弥勒－捷列林格和鲁道夫·

施拉姆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写信邀请他参加德国流亡者的集会而写

的。——第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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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弥勒－捷列林格１８５０年２月５日的便条的答复，便条内

容是请求给自己弄一张伦敦教育协会举办的舞会的票。恩格斯拒绝满足这个

请求，这成了捷列林格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支持他们的伦敦教育协会无理

取闹的原因。参见本卷第５４９—５５０页。——第５４７页。

４１７在恩格斯的这封信内附了以下两个文件的副本：

  “兹证明卡尔·基林斯基先生于１８４９年７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

骠骑兵一起，被送至君士坦丁堡，因他不再有参军的机会，于１８５０年

２月从该地返回伦敦。

  弗兰齐舍克·普尔斯基

  １８５０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兹证明马丁·里什卡先生于１８４９年７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

兵一起被送至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参加匈牙利军队。但因军事行动结束

而未能如愿，于１８５０年２月返回伦敦。

  弗兰齐舍克·普尔斯基

１８５０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第５４７页。

４１８写在一小张纸上的这个文件是恩格斯给三个收信人——汉堡的舒贝特

和哈根以及科伦的瑙特——的信的初稿。——第５４８页。

４１９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爱·弥勒－捷列林格进行

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阴谋活动而写的（见注４１６）。

  ３月３日，公意法庭把捷列林格开除出协会，捷列林格又写了一封

对恩格斯充满卑劣诽谤和诬蔑性攻击的信，对此提出抗议。马克思的这

封信就是为了回答弥勒－捷列林格的所有这些阴谋勾当而写的。——

第５４９页。

４２０指捷列林格的一本小册子《下流的小报〈西德意志报〉》１８５０年杜塞尔

多夫版（《Ｗｅｓｔｄｅｕｓｃｈ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ｓｊａｍｍｅｒ》．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１８５０）。——

第５５０页。

４２１看来，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以下的文件：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

亡者委员会的声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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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月》以及《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

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５—３５７、２８８—２９９、

６０７—６０９页）。——第５５４页。

４２２前一个协会是指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１８５０年４月中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一起，同他们达成了一

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见注１９７）。

  希腊街的协会是指民主联合会（见注４１２）。——第５５６页。

４２３马克思是指吕宁对已出的四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评论

文章，文章刊登在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２、２３、２５、２６日《新德意志报》第１４８—

１５１号上。这篇文章对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和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两部著作给了特别的注

意，同时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差别的观点。

马克思在《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７卷３７８—３７９页）中回答了这种批评。——第５６０页。

４２４指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２６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根据列宁的定义，这次

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第

５６１页。

４２５指预定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７卷３６４—３６５页）。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１８５０年９月发生分裂，

后来又由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破坏活动（见注１６０），代表大

会的召开未能实现。——第５６２页。

４２６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

中所引用的一段。——第５６７页。

４２７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

中所引用的一段。——第５６８页。

４２８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

中所引用的一段。——第５６９页。

４２９关于这里被略掉的地方，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叙述路·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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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能够把他们的朋友哈尼和宪章派的最激进派一起吸引来参加他的

宴会”。——第５７０页。

４３０关于这里被略掉的地方，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详尽地叙述他

们的两个朋友（根据以上所述他们属于同盟）在这种情况下所受到的侮

辱”。——第５７１页。

４３１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

中所引用的一段。——第５７２页。

４３２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摘自丹尼尔斯１８５１年６月１日

致马克思的复信。——第５７５页。

４３３关于恩格斯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情况，见注１５５。——

第５７６页。

４３４约·贝姆《１８１９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烧火箭的经验》

１８２０年魏玛版（Ｊ．Ｂｅｍ．《Ｅｒｆａｈｕｎ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ｉｅＣｏｎｇｒｅｖｓｃｈｅｎＢｒａｎｄ－

Ｒａｋｅｔｅｎ，ｂｉｓｚｕ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１９ｉｎ ｄｅｒ Ｋｏｎｉｇｌ．ｐｏｌｎ．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Ｗｅｉｍａｒ，１８２０）。——第５７７页。

４３５马克思指的是卢格参加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１６２）。——第

５８０页。

４３６指下述书籍：阿·克里斯特《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１８５１年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版（Ａ．Ｃｈｒｉｓｔ．《Ｕｅｂｅｒｄｅｎ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ｉ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ｄｅｒ

ＦｒａｇｅｄｅｒＳｃｈｕｔｚｚｏｌｌ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８５１）；伊·品托《关于

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１７７１年阿姆斯特丹版（［Ｉ．Ｐｉｎｔｏ］．《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７１）。——第５８１页。

４３７恩格斯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

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一事（见注１６０）。——第５８３页。

４３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被摧毁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

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

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

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１８５０年秋，奥普之间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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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发动使奥普

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每一方都希望充当运动镇压者的

角色。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于１８５０年

１１月宣布动员，并且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

普鲁士没有经过严重的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第５８５页。

４３９魏德迈这个时期在苏黎世同瑞士军官、军事书籍《１８４９年意大利日

记》（《ＴａｇｅｂｕｃｈａｕｓＩｔａｌｉｅｎ１８４９》）的作者古斯达夫·霍夫施泰特尔

有来往。——第５９１页。

４４０指德国西南部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见注１４５）。——第５９１页。

４４１这是恩格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的讽刺性称呼，来源于他们曾

经从事制定帝国宪法一事。——第５９２页。

４４２马克思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这封信，以及本卷

发表的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给艾布纳尔的信（见本卷第６１０—６１４

页）于１９５６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９卷（《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

－ｇｅｎｄｅｓ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ａｒｃｈｉｖｓ》．Ｂｄ．９）上。从《公报》所

发表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在艾布纳尔收到以后立即就被

他转交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手里去了，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艾布纳尔在

这个时期是它的秘密情报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没有能了解到艾布

纳尔同警察局的联系。艾布纳尔送给警察局的文件，后来转到了奥地利

内务部，然后又转到外交部，从那里才转到了奥地利国家档案机关。在

奥地利档案机关里保存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不知什么人转抄的抄本；第

二封信是马克思亲笔写的。第一封信里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第二封

里没有开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艾布纳尔在送给警察局时抹去的。

  马克思把揭露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吵闹的这些信寄

给艾布纳尔，目的是让这些信的内容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因为艾布纳尔

同许多报纸和杂志有联系。马克思同时也力图公开驳斥形形色色的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所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１８５２年他们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

９１７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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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材料。——第５９４、６１０页。

４４３ 指的是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宣言《告德国人》（见注

２０７）。——第５９６页。

４４４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１８５１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

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５９９页。

４４５看来，是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

２９９页）。——第６０２页。

４４６马克思的这封信是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给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的信中的附笔。信是按《科伦日报》译的，信的末尾——马克思在这里

列举了他所需要的书籍——《科伦日报》上没有刊登。——第６０５页。

４４７指下述书籍：麦克格莱哥尔《各国资源和统计》１８３５年伦敦版（ＭａｃＧｒｅ

－ｇ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１８４１—１８５０年伦敦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１８５０）。——

第６０６页。

４４８ 看来，是指莫罗出版的官方出版物《法国统计总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第６０６页。

４４９哈尼的序言是为《共产党宣言》英译文写的，这个译文发表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

９、１６、２３、３０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２１—２４期。——第６０６页。

４５０马克思是指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９３—２０７、２３２—２３３、３６２—３６８、６０４—６１５页）。——

第６０８页。

４５１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个片断是根据克路斯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给魏德迈的信发表的。——第６０９页。

４５２克路斯在他给魏德迈的信中对这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是指金克尔

公债，我由于不大了解情况，竟使自己卷了进去。马克思认为我暂时不

０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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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退出”。关于金克尔公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２８４。——第６０９

页。

４５３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初把它的所在地迁到斯图加特以

后，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议会叫做残阙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自从保守派

议员和很多自由派议员脱离它以后，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便迁到了斯

图加特。６月１８日残阙议会被维尔腾堡的部队所解散。——第６１１

页。

４５４指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杂志撰稿的打算（见注３０４）。——第６１６页。

４５５１８５２年５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期满。依照１８４８年的法国宪法，新总

统的选举应每隔四年在５月份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６１８页。

４５６《革命》杂志刊载了一则行将发表马克思论蒲鲁东的著作的广告。但由

于该杂志停止出版和没有其他发表的机会，这部著作马克思没有写

成。——第６１８页。

４５７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开会地点的改变。１８５２年初开会地点

再一次迁到另一个地方——王冠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４９６页）。——第６２０页。

４５８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

斯顿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的篡位。帕

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辞职，虽然在原则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分歧的，

并且是在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第６２０页。

４５９马克思的呈文没有得到答复。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２日，马克思不得不签署一

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保证（见本卷第

４５７—４５８页）。——第６２３页。

４６０１８３８年马克思因肺病免于在柏林服兵役，１８４１年马克思被认为不适

于服兵役。——第６２３页。

４６１指１８４８年３月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倡议下在巴黎成立的德

国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章程是马克思草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通

１２７１２．燕·马克思致弗·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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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个组织去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志愿兵团打回德国

去的冒险主义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

面，进行了很多工作。

  关于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１２１。——第６２５页。

４６２关于财政改革运动，见注１８３。——第６２８页。

４６３指１８４９年夏天向法兰克福当铺典当马克思家中银器的当票，当时马克

思夫人带着孩子追踪马克思到国外流亡（见本卷第６３０页）。——第

６２８页。

４６４指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向同盟发出的通

告（见注２４３）。这个文件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中

央委员会将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

６２９页）同这个通告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伦敦区部。——第６３５页。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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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贝尔，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

（Ｈé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ｅｘｉｓ

１７９９—１８８７）—— 法国的法学家和

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

议员（１８３４—１８４８）；１８４１年起是皇家法

庭 的首席检察官，曾任司法大臣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２月）。——第９３页。

阿德隆格，约翰·克利斯托夫（Ａｄｅｌｕｎｇ，

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３２—１８０６）——

德国语言家，写有词源学和德语语法等

许多著作。——第４６页。

阿尔伯（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５—１８９５）（真名亚历山

大·马丁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Ｍａｒｔｉｎ）——法国

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

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

时政府委员。——第５０２页。

阿尔古伯爵，安都昂·莫里斯·阿波利

奈尔 （Ａｒｇｏｕｔ，Ａｎｔｏｉｎ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ｃｏｍｔｅ ｄ’ １７８２—

１８５８）——法国国家活动家，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年历任内阁大臣，曾任法兰西银行

董事长（１８３４—１８５７）。——第４０６页。

阿尔米纽斯或阿尔明（Ａｒｍｉｎｉｕｓ或Ａｒ—

ｍｉｎ公元前１７—公元２１）——日耳曼族

凯鲁斯奇人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部落

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于公元９年在条

多堡森林中击败了罗马人。——第４６、

３７８页。

阿拉尔 （Ａｌｌａｒｄ）—— 法国民主主义

者。——第１３５页。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斯瓦（Ａｒａｇｏ，Ｄｏ

ｍｉｎ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

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

期为众议院议员，是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积极支持镇压巴黎

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第４４８、５０２

页。

阿伦斯，亨利希（Ａｈｒｅｎ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工人，魏特林主义者，巴黎正义者同盟

的积极活动家之一。——第４４页。

阿蒙，克利斯托夫·弗里德里希（Ａｍ—

ｍ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１７６６—１８５０）——德国神学家，新教

徒。——第４４２页。

阿梯拉（Ａｔｔｉｌａ死于４５３年）——匈奴帝国

国王（４３３—４５３）。——第１６８页。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Ｅｌｓｎｅｒ，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０９—１８９４）——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

政治活动家，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五十年代是《新奥得

３２７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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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编辑之一。——第２４１页。

埃卡留斯，约翰·弗里德里希（Ｅｃｃａｒｉｕｓ，

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德国裁缝，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１年起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

恩格斯；是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的兄弟。——第３９３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德国裁

缝，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

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英国

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１７０、

１８４、２０５、３９３、６１８页。

埃塞尔，克利斯提安·约瑟夫（Ｅｓｓ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约 生 于 １８０９

年）——德国工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

员，１８４９年为《自由、博爱、劳动》报

的编辑。——第３５３页。

埃塞伦，克利斯提安（Ｅｓｓｅｌｌ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

８２３—１８９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和政论家，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工

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报》

的编辑；后侨居美国。——第１３８、５３５、

５４２页。 艾布纳尔，海尔曼（Ｅｂｎｅｒ，

Ｈｅｒｍａｎｎ）——德国新闻工作者，十九

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奥地利警察局

的密探。——第３１１、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５、

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７、５９４—６０２、６１０—６１４、

６１９页。

艾 利 生， 阿 契 波 德 （Ａｌｉｓｏｎ，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１７９２—１８６７）——英国历史学

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第５７８页。

艾森（Ｅｉｓｅ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科伦

的书商，曾发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５４９、５５２、６３５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Ｅｗｅｒｂｅｃｋ，

Ａｕｇ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１６—１８６０）——

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

部的领导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５０年脱盟。——第５、８、９、１９、

３６、３７、３９—４１、４４—４７、５０、５１、５５、

５８、６８、７２、７９、８０、８９、９０、９４、９５、

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１４３、３３５、３７８、３８２、

３８６、４５０、４９０、５０５、５１９页。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

里希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

和卫生大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第４２２

页。

艾泽曼（Ｅｉｓｅｒｍａｎｎ）——德国细木工，十

九世纪四十年代卡尔·格律恩的拥护

者。——第４６、４７、５７、６８—７０、７４、７５、

７９、９３页。

安贝尔，雅克（Ｉｍ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９３—

１８５１）——法国社会主义者，１８３４年里

昂起义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流亡比利

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１８４８

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

长。——第９９、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６、５０３页。

安得列，费里西德（Ａｎｄｒé，Ｆéｌｉｃｉｔé）——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巴黎的熟

人。——第１２６、５００页。

安都昂，古斯达夫（Ａｎｔｏｉｎｅ，Ｇｕｓｔａｖ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

亡者；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妹夫。——

第２３３、５８４页。

安凡丹，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Ｅｎ

ｆａｎｔｉｎ，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１７９６—

１８６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

门最亲信的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

导圣西门学派。——第４２页。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Ａｎｎｅ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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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８—１８７２）—— 普鲁士炮兵军官，

１８４６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主

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１８４８年是科伦

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新科伦报》

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９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

校；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１３２、１４９、５４５页。 安年

柯 夫，巴 维 尔 · 瓦 西 里 也 维 奇

（ ， １８１２—

１８８７）—— 俄国自由派地主，著作

家。——第４９、４６３、４７６—４８８、４９７—

４９８页。

奥伯迈耶尔（Ｏｂｅｒｍｅｙｅｒ）——爱北斐特的

房主人，１８４５年共产主义者经常在她家

里开会。——第２５页。 奥本海姆，达

哥 贝 尔 特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Ｄａｇ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８９）——德国政论家，青年黑

格尔分子，《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后脱离政治活动。—— 第４３２—４３４

页。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Ｏｐｐｅｎ－

ｈｅｉｍ，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１９—

１８８０）——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

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

一，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６１年侨居瑞士、法国和

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２０４、

２３７、２６１、３３２、３３７、３３８、５９４、６１３页。

奥迪（Ｈｏｄ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布

鲁塞尔治安警察局局长。——第４５９、

４６０页。

奥耳索普，托马斯（Ａｌｌｓｏｐ，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０）——英国交易所经纪人，

政论家，接近宪章派；１８５８年资助奥尔

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第３８３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４０６页。

奥济（Ｏｓｙ）——比利时贵族，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从事粮食投机。——第４９２页。

奥康瑞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宪章运动的左翼领

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１８４８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 第

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９、１３４、１５９、１８２、１９１、

２１４、２５９、３８３、３９９页。

奥内曼斯，恩格耳伯特（Ｏｈｎｅｍａｎｓ，Ｅｎ－

ｇｅｌｂｅｒｔ生于１８１７年）——德国手工

业者，四十年代侨居布鲁塞尔，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第１０７页。

奥特堡（Ｏｔｔｅｒｂｅｒｇ，Ｗ．）——德国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德

意志工人协会会员。——第９８、２５８

页。

奥托（Ｏｔｔｏ）——在纽约的德国侨民，十

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为《德意志快邮报》

编辑之一。——第３４９页。

Ｂ

巴巴鲁，沙尔·让（Ｂａｒｂａｒｏｕ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ｅａｎ１７６７—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吉伦特分

子。——第４３页。

巴 尔 贝 斯，阿 尔 芒 （Ｂａｒｂèｓ，Ａｒ

ｍａｎｄ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

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

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

参加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被判处无期

徒刑，１８５４年被赦；被赦后侨居国外，不

久就脱离政治活动。——第２０５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５２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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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

阴 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８、１９、

４９、９５、４９６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罗，奥迪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

派首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０月

领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

盟所支持的内阁。——第１１８、１５８、４０１

页。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Ｂａｒｏｃｈｅ，Ｐｉｅｒｒｅ

－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２—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

动家，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

十二 月 二日 政 变 前 后 曾 数 度 入

阁。——第２００页。

巴 师 夏， 弗 雷 德 里 克 （Ｂａｓｔｉａｔ，

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

济学家，资本主义的狂热辩护士。——

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巴斯蒂德，茹尔（Ｂａｓｔｉ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０—

１８７９）——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

之一（１８３６—１８４６）；曾任外交部长

（１８４８年５—１２月）。——第７４页。

巴 泰 尔 斯， 阿 道 夫 （Ｂａｒｔｅｌｓ，

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１—１８６２）——比利时小资

产阶级政论家，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６年为《社

会辩论报》的编辑。——第９９、１０１、

１０６、１０７页。

巴泰尔斯，茹尔（Ｂａｒｔｅｌｓ，Ｊｕｌｅｓ）——比

利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

道夫·巴泰尔斯的兄弟。——第１０１

页。

巴特尔米，艾曼纽尔（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１８２０左右—１８５５）——法国

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

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

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

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

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１８５５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

第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２、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７、２１２、

２１９、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１、３６２、４０３、５６８、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５页。

巴亚尔，比埃尔（Ｂａｙ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１４７５左右

—１５２４）——法国骑士，同代人称颂他

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大无畏而又

无可责难的骑士”。——第２０２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Ｂｕｒｎｓ，Ｌｖｄｉａ

（Ｌｉｚｚｙ）１８２７—１８７８）——爱尔兰女工，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

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白恩士的妹

妹。——第１８４页。

白恩士，玛丽（Ｂｕｒｎｓ、Ｍａｒｙ死于１８６３

年）——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

妻子。——第１２６、１８４、１９２、２９１、４６２

页。

白尔 尼，路 德 维 希 （Ｂｏｒｎｅ，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６—１８３７）——德国政论家和批评

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

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第４６３页。

拜 尔， 卡 尔 （Ｂａｙ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０６—

１８８３）——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４１９页。

班 贝 尔 格 尔， 路 易 （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

Ｌｏｕｉ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

的德国侨民，《德意志伦敦报》的编

辑。——第１６６、１８４、２３７、２４４、２６２、

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６、３７６、３９３、５４１页。

班 贝 尔 格 尔， 西 蒙 （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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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ｏｎ）——伦敦银行家，路易·班贝尔

格尔的父亲。——第２４３、２４４、３０９、３１１

页。

保路斯，亨利希·艾伯哈特·哥特洛普

（Ｐａｕｌｕ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Ｇｏｔｔ－

ｌｏｂ１７６１—１８５１）——德国新教神学

家，唯理论者。——第４４４页。

鲍狄埃，欧仁（Ｐｏｔｔｉｅｒ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６—

ｌ８８７）——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四十年

代因写过许多革命歌曲而著名；１８７１年

巴黎公社委员；无产阶级的《国际歌》的

作者（１８７１年６月）。——第１６７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１８６１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

鲍威尔的弟弟。——第６、２０、３０、３７７、

４３３、４４２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６、２０、３０、９１、３７９、４２０—

４２２、４２５、４３０、４３６、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１、

４５２、４５４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

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

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流亡

澳大利亚。——第１３５、１６４、１６６、１８３、

１８４、３８１、６２５页。 鲍威尔，路易

（Ｂａｕｅｒ，Ｌｏｕｉｓ）——德国医生，１８４８年

是施托尔佩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１８４９年迁居伦敦，在那里加

入德 国 流亡 者 中 的 资 产 阶 级 集

团。——第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１、５３７、５５５页。

贝德克尔，尤利乌斯·泰奥多尔（Ｂａｅｄｅ－

ｋｅｒ， Ｊｕｌｉｕｓ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０）——德国进步的出版商和书商，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出版《社会明镜》杂

志。——第８、２４、２７页。

贝尔根罗特，古斯达夫·阿道夫（Ｂｅｒｇｅｎ

－ ｒｏｔｈ，Ｇｕｓｔａｖ 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３—

１８６９）——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流亡国外。——第

２４、２６页。

贝 尔 姆 巴 赫，阿 道 夫 （Ｂｅｒｍｂａｃｈ，

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２—１８７５）——科伦的法学

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

证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

自由派。——第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６页。

贝尔纳，西蒙·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８１７—１８６２）——法

国政治活动家，共和派；１８４８年革命失

败后流亡英国；１８５８年被法国政府控为

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但

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４０５页。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Ｂｅｒ－

ｎａｄｏｔｔ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Ｊｕｌｅｓ１７６３—

１８４４）——法国元帅；后为瑞典和挪威

的国王（１８１８—１８４４），称查理十四·约

翰。——第４４１页。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Ｂｅｒｎａｙｓ，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５—１８７９）——德国激进

派政论家，１８４４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

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

克思直接参加下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后侨居美国。——第６、９、１９、２７、３６、

３９、４０、４４、４７、４９、５３、５９—６０。７７、

７８、８０、８５—８７、９１—９４、９６、１１０—１１１、

１３１、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８、４６９、４９０页。

贝凯拉特，海尔曼（Ｂｅｃｋｅｒａｔｈ，Ｈｅｒｍａｎ

７２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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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ｖｏｎ１８０１—１８７０）——德国银行家，

莱茵省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

国民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１８４８年

８—９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

第３０３、５９６页。

贝克尔，奥古斯特 （Ｂｅｃｋ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４—１８７１）——德国政论家，瑞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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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页。 贝克尔，海尔曼·

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８５）（“红色贝克尔”ｄｅｒ《ｒｏｔｅ

Ｂｅｃｋｅｒ》）——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科伦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西

德意志报》的发行人（１８４９年５月—

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被 告之一；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１５１、１８４—１８６、２０３、２０４、

２３３、２４０、２４１、２６１、２６２、２７６、２８８、

２９０、５３５、５５０、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７—５７２、

６０２、６０８、６３５页。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 （Ｂｅｃｋｅｒ，

ＭａｘＪｏｓｅｐｈ死于１８９６年）——莱茵省

的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

国。——第２１７、５９２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

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制刷工，三

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

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官的身分参加了

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积极活动家，在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时曾指挥巴登民团；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六十

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国际各

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和战友。——第２５５、５４２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

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

诗。——第４２页。

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Ｂｅｒｒｙ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９０—１８６８）——法国律师

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

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

者。——第３８６、４０２页。

贝姆，约瑟 夫 （Ｂｅｍ，Ｊòｚｅｆ１７９５—

１８５０）——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

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４８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

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中供

职。——第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９、５７７页。

贝塔，亨利希（Ｂｅｔ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贝特齐希

Ｂｅｔｔｚｉｅｃｈ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金

克尔的拥护者。——第６０２页。

贝雨（Ｂａｉｌｌｕｔ）——比利时民主主义者，１８

４８年是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司库。——第

１３６页。

倍尔托特，奥托（Ｂｅｒｔｈｏｌｄ，Ｏｔｔｏ）——原

普鲁士军士，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同维

利希和沙佩尔有联系。—— 第３８５、

３８６、３９０页。

倍克，威尔海明娜（Ｂｅｃ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ｎｅ死

于１８５１年）——奥地利女冒险家，曾假

充男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员；奥

地利和英国警察局的密探。—— 第

２４６、２５２、３５３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

（Ｂｕｎｓ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ｒｌ Ｊｏｓｉａｓ，

８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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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１７９１—１８６０）—— 男

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接

近 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敦大使

（１８４２—１８５４）。——第３１５、５５８页。

比德曼，卡尔（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９０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成

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５１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ｕ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判处六年徒刑；后

成为进步党人。——第１０、２７、３０、５５、

１０５、１３２、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１、２６６、２７１、

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６、３０２、３９３、４５５、

４７２、４８９、５６４、５７４页。

毕洛夫，迪特里希·亨利希 （Ｂｕｌｏｗ，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５７—

１８０８）——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

家。——第２５０页。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内维茨伯

爵（Ｂｕｌｏｗ，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ａｆ

ｖｏｎＤｅｎｎｅｗｉｔｚ１７５５—１８１６）——普

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

者。——第２５１页。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利德

·格奥尔格（Ｂｕｌｏｗ－Ｃｕｍｍｅｒｏｗ，Ｅｍｓｔ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５—１８５１）——

德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

容克的代言人。——第４２３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

（ＢｕｇｅａｎｄｄｅｌａＰｉｃｏｎｎｅｒｉｅ，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４—１８４９）——法国元

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

院议员，指挥军队镇压１８３４年巴黎

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

摩洛哥的战争组织者之一，１８４１—

１８４７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阿尔卑斯军团总司令，立

法议会议员。—— 第５０３页。

毕 舍， 菲 力 浦 （Ｂｕｃｈｅｚ，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基督教

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４２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１１、１２、２９页。

波 尔 恩，斯 蒂凡 （Ｂｏｒｎ，Ｓｔｅｐｈａｎ

１８２４—１８９８）（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

希Ｓｉ－ ｍ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ｍｉｌｃｈ）——德国

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德国工人运

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革

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 第１１４、

１２４、１２６、６２５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Ｂｏｒｋ－

ｈｅｉｍ，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５—

１８８５）——德国新闻工作者，１８４９年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

后流亡国外；１８５１年起是伦敦商人；五

十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１８６０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

关系。——第３３７页。

波旁王朝 （Ｂｏｕｒｂｏｎ）—— 法国王朝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 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９４页。

波斯特，卡尔（Ｐｏｓｔ，Ｃａｒｌ）——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马克思的熟人。——第５２４页。

波特，乔治（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２—

１８５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９２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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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家。——第６０６页。勃朗，路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１８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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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９４、１０８—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３—１２５、

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１、１９９、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５—

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

２３３、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１、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３、

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４、４０３—４０５、４０７、

４０９、４１２、４４７、５０２、５３９、５６８—５７１、

５８３、５８４、５８６、６１４页。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Ｂｒｕｇｇｅ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０—１８８７）——德

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１８４５—

１８５５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

２５９、３５４页。

博恩施太德（Ｂｏｈｎｓｔｅｄｔ）——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新

莱茵报》股东之一。——第１４４页。

博 伊 斯 特，弗 里 德 里 希 （Ｂｅｕ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９）——普鲁

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１８４８年是科

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

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８４９年２

月），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代表科伦工人联合会

出席柏林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

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和《共产党在德

国的要求》完全一致的纲领；１８４９年参

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革命后流亡瑞

士。——第５１９页。 伯恩施太德，阿

达尔贝特（Ｂｏｒｎｓｔｅｄｔ，Ａ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８—

１８５１）——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

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７—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二月

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

之一；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

年３月被开除出同盟；巴黎德国流亡者

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后来知道他与警

察局有联系。—— 第９８—１０７、１１３、

１１９、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７、１４０、４９１、

４９２、５０４、６２５页。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伯恩哈特·卡尔

（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Ａｒｎｏｌｄ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

１８０８—１８４９）——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领

导人之一。——第６２５页。 伯恩施太

因，亨利希（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９２）——德国政论家，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２年起住在巴黎，

１８４４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

一，１８４９年流亡美国；阿尔诺德·伯恩

哈特·卡尔·伯恩施太因之兄。——

第３９、７７、８５、８６、９３、１１０、４５４—４５６、

４５８页。

伯勒尔（Ｂｏｈｌｅｒ）——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３３７页。

布茨，古斯达夫（Ｂｕｔｚ，Ｇｕｓｔａｖ）——十

九世纪四十年代哈根的德国出版

商。——第１７页。

布尔，路德维希（Ｂｕｈ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

约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

分子。——第１１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吏，政论家；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

左翼；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

敦；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

者。——第２１６、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１、３４２、

３４８页。

布莱梅，弗雷德里卡（Ｂｒｅｍｅｒ，Ｆｒｅｄｒｉｋａ

１８０１—１８６５）——瑞典资产阶级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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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谓瑞典家庭小说派的创始

人。——第８４页。

布赖埃尔，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Ｂｒｅｙ

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６）——德国自由派，四十年代布鲁

塞尔的医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

员。——第９７、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９页。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Ｂｌａｎｋ，Ｋａｒｌ

Ｅｍｉｌ１８１７—１８９３）——德国商人，四

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

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５、２１、

３４、１４２、１４４、１５６、１８２、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２—

４６３、４９９—５０３、５０６—５０８、５６５—５６６、

６１６页。

布兰克，玛丽亚（Ｂｌａｎｋ，Ｍａｒｉｅ１８２４—

１９０１）——恩格斯的妹妹，１８４５年起为

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

第５、４５９—４６１、５００、５０７、５０８、５６６、

６１５—６１６页。

布兰克，威廉（Ｂｌａｎ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１—

１８９２）—— 恩格斯的同学，后为商

人。——第８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

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

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无产阶级运

动最著名的领导者，曾多次被判徒

刑。——第２０５、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７—２３９、

２６２、５８４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职业是

印刷工人。——第８８页。

布里库尔，让·约瑟夫（Ｂｒｉｃｏｕｒｔ，Ｊｅ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５—１８５７）——比利时司法

官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年是众议院议员。——第１３９页。

布林德，卡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１８２６—

１９０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

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

自由党人。——第１５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１、

５３５、５６１—５６３页。

布龙，卡尔（Ｂｒｕｈｎ，Ｋａｒｌ生 于 １８０３

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被开除出同盟；维利

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

者；后为拉萨尔的拥护者。——第５９３、

６２８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公元 前 ８５

左右—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

共和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

划者之一。——第２０５、２５９、３５７页。

布伦奇里，约翰·卡斯巴尔（Ｂｌｕｎｔｓｃｈｌｉ，

ＪｏｈａｎｎＣａｓｐａｒ１８０８—１８８１）——瑞

士法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对革命

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

一；瑞士政府于１８４３年设立的瑞士境

内德国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和

该委员会于１８４３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

起草人。——第４４７页。

布伦坦诺，罗仑兹（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ｏｒｅｎｚ

１８１３—１８９１）——巴登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

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 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

国。——第５９４页。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Ｂｒｏｃｋｈａｕ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０４—１８７４）——德国出版商，莱比锡

的出版和图书发行公司老板。——第

１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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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页。

布洛利，阿希尔·沙尔·莱昂·维克多

（Ｂｒｏｇｌｉ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ｃｅ－

Ｖｉｃｔｏｒ１７８５—１８７０）——公爵，法国国

家活动家，内阁首相（１８３５—１８３６），立

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奥尔良党

人。——第３８６页。

布洛斯，鲁道夫·库诺（Ｂｌｏβ，Ｒｕｄｏｌｐｈ

Ｃｕｎｏ）——德国雕刻匠，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１３８、１４０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 Ｂｌｕｃｈｅｒ， Ｇｅｂｈａｒｄ 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

１７４２—１８１９）—— 普 鲁 士 元 帅，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

国的战争，１８０６、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

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

官。——第６２５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

斯 特－ 威 廉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ｅｒｚｏｇ

Ｖｏｎ１８０４—１８７３）——１８２３年起为不

伦瑞克公爵，１８３０年９月初被推翻，流

亡国外；曾企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帮助

下复辟；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

间的民主派分子保持联系，曾出版《德

意志伦敦报》。——第１７１、５９６页。

Ｃ

楚劳夫（Ｚｕｌａｕｆ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德国共产主义者。——第１４４、４８９页。

Ｄ

达拉什，阿尔伯特 （Ｄａｒａｓｚ，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０８—１８５２）——波兰民族解放运

动的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

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

活动家，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

员。——第１７２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外交部长和大臣（１７９７—１７９９、

１７９９—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

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代表；以政

治上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

１６８、２６６、４４１页。

达姆（Ｄａｍｍ）——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制宪议会议长；后

来流亡英国。——第３３７页。

大仲马，亚历山大（Ｄｕｍａｓｐèｒｅ，Ａｌｅｘ－

ａｎｄｒｅ１８０３—１８７０）——著名的法国

作家。——第２１４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４３、４０３

页。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Ｄａｎｉｅｌｓ，Ａｍａｌｉｅ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罗兰特·丹尼尔斯

的妻子。——第６０５页。

丹尼尔斯，罗兰特（Ｄａｎｉｅｌｓ，Ｒｏｌａｎｄ

１８１９—１８５５）——德国医生，从１８５０

年起是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委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第５４、１３２、２２４、２４７、２５１、２５９、２６２、

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６、３０６、３８１、４７１、４８９—

４９０、５３６、５７４、５７５、５７８、６０５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大的意大利诗

人。——第３７８、４２７页。

道耳，阿·（Ｄａｕｌ，Ａ．）——德国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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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起义的参加者。——第５４２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

斯·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Ｓｍｉｔｈ 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ｏｆ

１７９９—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

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５２、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第２１６页。

德布勒，路德维希 （Ｄｏｂｌｅｒ，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１—１８６４）——奥地利幻术演员，表

演过“幻灯画”。——第２８９页。

德克尔（Ｄｅｃｋｅｒ）——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

国民主协会会员。——第６２５页。

德 克 尔， 卡 尔 （Ｄｅｃｋｅｎ Ｃａｒｌｖｏｎ

１７８４—１８４４）——德国将军和军事

著作家。——第２５２、５９１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

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

离政治活动。——第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

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９、１７０、

１７３、１８０、１９０、２１７、２２２、２２６、２３８、

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６、３５８、３６１、３７９、

３８４、３８８、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４、５２６、５３０、

５５４、５５５、５５９、５８３—５８６、５９４、６０５、

６０６、６３６页。

德朗克，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约翰

（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Ｊｏｈａｎｎ

１７９７—１８４９）——德国教师，１８４１年

起是富耳达中学校长，写有许多语文学

和 历史著作；恩斯特·德朗克之

父。——第１４２页。

德累赛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ｌｅｓｓｅｒｔ，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８６—１８５８）—— 巴 黎 警 察 局 长

（１８３６—１８４８）。——第７９、８０页。

德鲁克尔，路易（Ｄｒｕｃｋｅｒ，Ｌｏｕｉｓ）——德

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

者。——第３２４、６０２页。

德穆兰，卡米尔（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７６０—１７９４）——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

宾党人。——第５９页。

德穆特，海伦（Ｄｅｍｕｔｈ，Ｈｅｌｅｎｅ１８２３—

１８９０）——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

友。——第２３５页。

德纳，查理·安德森（Ｄａｎａ，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１８１９—１８９７）——美国进步新

闻工作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

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３５８、

３９８、４０４、５８９、６０５、６１７、６１８页。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Ｄ’Ｅｓ

ｔｅｒ，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 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５９）——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

支部的成员，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

议员，属于左翼；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起为德国

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为

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在１８４９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显著的作

用；后来流亡瑞士。——第８、１８、５５、

１３２、１４４、１５６、２２２、５３３、６１１、６１３页。

邓宾斯基，亨利克（Ｄｅｍｂｉｎｓｋｉ，Ｈｅｎｒｙｋ

１７９１—１８６４）——波兰将军，民族解放

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

加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

革命军的领袖之一。——第２４９、５２９

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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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第１６３、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０、３９８页。

迪茨，奥斯渥特（Ｄｉｅｔｚ，Ｏｓｗａｌｄ１８２４左

右—１８６４）——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

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

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

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参加美国

内战。——第１６９、１７２、１８３、３４３、３７０、

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４００页。

迪茨，伯恩哈特（Ｄｉｅｔｚ，Ｂｅｒｎｈａｒｄ死于

１８５０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１５３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

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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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财政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内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第２１６页。

迭米多夫，安那托里·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８１３—

１８７０）——俄国贵族，采矿和冶金企业

业主，文艺的保护者，慈善家。——第

２８５页。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Ｍａｒｉ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８３—

１８６５）——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和立法议会议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４０１页。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Ｄｕｐｏｎｔｄｅ

ｌ’Ｅｕｒ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６７—

１８５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十

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革命

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

级共和派；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主

席。——第５０１页。

杜布尔－毕特累伯爵，弗雷德里克（Ｄｕ－

ｂｏｕｒｇ－Ｂｕｔｌｅｒ，Ｆｒéｄéｒｉｃ，ｃｏｍｔ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法国将军，积极参加１８３０年

革 命的街垒战，后来脱离政治生

活。——第２３９页。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Ｄｕ

ｆａｕｒｅ，Ｊｕｌｅｓ－ Ａｒｍａｎｄ－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法国律师和国家活

动家，奥尔良派，社会公共工程大臣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内务部长 （１８４８和

１８４９）；后为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内

阁总理。——第１５８页。

杜朗，鲁道夫（Ｄｕｌｏｎ，Ｒｕ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７—

１８７０）——德国牧师，官方教会反对派

“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１８５３年流亡

美国。——第１８５、１８７、３１２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

尔·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５７）——法国学者，语文学家

和考古学家。——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杜蒙，比埃尔·西尔万（Ｄｕｍ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Ｓｙｌｖａｉｎ１７９７—１８７０）——法国自由派

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公共工程大臣

（１８４３—１８４７）和财政大臣（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

动。——第３８页。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斯瓦（Ｄｕｍｏｕｒｉｅｚ，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７３９—１８２３）——

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

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

１７９３年３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

第３７３页。

杜沙特尔，汤讷吉·沙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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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ｇｕ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３—１８６７）——法

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

大臣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２

月）。——第７９、１２８页。

多赫尔蒂，休（Ｄｏｈｅｒｔｙ，Ｈｕｇｈ）——爱尔

兰政论家，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年出版的傅立叶

主义者的报纸《伦敦法郎吉》的发行人，

写有哲学和语文学著作。—— 第３９

页。

多里沙尔，罗仑兹（Ｄｏｌｌｅｓｃｈａｌｌ，Ｌａｕｒｅｎｚ

生于１７９０年）——科伦警官（１８１９—

１８４７）；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

官。——第２７６页。

多 米 尼 库 斯，阿 道 夫 （Ｄｏｍｉｎｉｃｕｓ，

Ａｄｏｌｆ）——德国商人，恩斯特·德朗克

的舅舅。——第１４２页。

多讷文，丹尼尔（Ｄｏｎｏｖａｎ，Ｄａｎｉｅｌ）——

英国宪章派，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

是郎卡郡宪章派组织的领导人之

一。——第１８１页。

Ｅ

厄伦施莱格，亚当·哥特洛普（Ｏｅｈｌｅｎ

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Ａｄａｍ Ｇｏｔｔｌｏｂ １７７９—

１８５０）——杰出的丹麦作家，丹麦民主

浪漫主义的代表。——第８４页。

恩格斯（Ｅｎｇｅｌｓ）——普鲁士上校，１８５１

年起为将军，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

任科伦卫戍司令。——第２６７、５２１—

５２３页。

恩格斯，爱利莎·弗兰契斯卡（Ｅｎｇｅｌｓ，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Ｆｒａｎｃｉｓｋａ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３）——恩格斯的母亲。——第２４、

３２、１４９、３５５、４９９、５０７页。

恩格斯，安娜（Ｅｎｇｅｌｓ，Ａｎｎａ１８２５—

１８５３）——恩格斯的妹妹。——第５０７

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０）—— 恩 格 斯 的 父

亲。——第２１、２３、２６、３１、３２、３５、１４１、

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７、１４９、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１、

２０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４８、２９３—２９５、３５５、

４６２、４９９、５６５、５６６页。

恩格斯，海德维希 （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ｄ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４）—— 恩 格 斯 的 妹

妹。——第３１页。

恩格斯，海尔曼（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２—

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第７、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７、３５９页。

恩格斯，鲁道夫（Ｅｎｇｅｌｓ，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３１—１

９０３）——恩格斯的弟弟。——第３１页。

恩格斯，玛丽亚——见布兰克·玛丽亚。

恩斯特－ 奥古斯特（Ｅｒｎｓｔ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７１—１８５１）——汉诺威国王（１８３７—

１８５１）。——第３０２、３０５页。

Ｆ

法布里 齐乌斯，弗兰茨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Ｆｒａｎｚ）——法兰克福商人，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第５７９页。

法农（Ｆａｎｏｎ）——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

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 第

１６９、１９２、６３５页。

法特克，威廉（Ｖａｔ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６—

１８８２）——德国新教神学家，黑格尔派，

柏林大学教授。——第４１９、４２６、４２７

页。

菲埃斯基（Ｆｉｅｓｃｈ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

伦敦的流亡者。——第１７１页。

菲 克勒尔，约瑟夫 （Ｆｉｃｋ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８—１８６５）——德国新闻工作者，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巴登民主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

５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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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４、３１５、３３７—３４１、５８９、

５９７、６１１页。

菲克斯，德奥多（Ｆｉｘ，Ｔｈéｏｄｏｒｅ１８００—

１８４６）——法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曾为《经济学家杂志》及

许多定期刊物撰稿。——第５２页。

菲力浦斯，莱昂（Ｐｈｉｌｉｐｓ，Ｌｉｏｎ死于１８６６

年）—— 荷 兰 商 人，马 克 思 的 表

舅。——第５６２页。

菲力浦斯，雅克（Ｐｈｉｌｉｐｓ，Ｊａｃｑｕｅｓ）——

马克思的表弟。——第１２４页。

费德尔，维克多（Ｆａｉｄｅｒ，Ｖｉｃｔｏｒ）——比

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

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１２、１３、２３、２４、３７、３８、５３、６３—６７、

１７１、３５１、３７８、３８１、４２０、４２４、４４２—

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５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派政论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左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

人。——第１１２页。

费舍（Ｆｉｓｃｈｅｒ）——德国新闻工作者，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

美国。——第２５４、２５７、２６０、３３３、３３９、

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９、３８８、３９０、３９１页。

费舍，弗·（Ｆｉｓｃｈｅｒ，Ｆ．）——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第１０４页。

费希特，伊曼努尔·海尔曼（Ｆｉｃｈｔｅ，Ｉｍ

ｍａｎｕｅｌ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７９６—１８７９）——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

哥特利勃·费希特的儿子。——第４２７

页。

芬奈尔·冯·芬奈堡，丹尼尔（Ｆｅｎｎｅｒ

ｖｏｎ Ｆｅｎｎｅｂｅｒｇ，Ｄａｎｉｅｌ １８２０—

１８６３）——奥地利军官，１８４８年维也纳

国民自卫军司令，后为普法尔茨革命军

司令和参谋长，占领兰都要塞的行动失

败 后被撤职；起义失败后流亡国

外。——第３１３、５２０页。

符尔 姆，古 斯 达夫 （Ｗｕｒｍ，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９—１８８８）——恩格斯的同学，后为

语文学家。——第６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 Ｍａｒｉｅ Ａｒｏｕｅｔ ｄｅ １６９４—

１７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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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运动的卓越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

主教。——第４２３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ｅｓ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五十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观点，１８５０—１８６１年侨居英

国；后为进步党人。——第２７６、２７７、

２７９、３２３、３３２、５９４页。

福尔克（Ｖｏｌｋ）——德国流亡者，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巴黎的德意

志民主协会会员。——第６２５页。

福格勒，卡·格·（Ｖｏｇｌｅｒ，Ｃ．Ｇ．）——

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第６７、９２、９５、１３６、４６７、

４７０页。

福 适，莱 昂 （Ｆａｕｃｈｅｒ，Ｌéｏｎ１８０３—

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奥尔良派，马尔萨斯派经济学

家，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４９

年 ５月、１８５１），后为波拿巴主义

者。——第２８８、３８３、３８６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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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初

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１８４

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

争。——第１４５、１５７、２６６、２７５、２８０、

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６、３２４、

３４５、３４６、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５、５１９、５２３、

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０、

５７９、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６、５８９、６００、６０２、

６０５、６０９、６１１、６１７—６２０、６３３、６３７页。

弗 莱 里 格 拉 特，伊 达 （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

Ｉｄａ）——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

子。——第５２９、５３６、６２０页。

弗莱舍，卡尔·摩里茨（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Ｋａｒｌ

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９—１８７６）—— 德国政论

家，《莱茵报》的撰稿人。——４４２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２７６页。

弗兰克，阿·（Ｆｒａｎｋ，Ａ．）——十九世纪

四十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巴黎的出版

商。——第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３、４５４页。

弗兰克，保尔（Ｆｒａｎｃｋ，Ｐａｕｌ）——德国

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站在北

部方面参加内战。——第２６７页。

弗兰克，古斯达夫（Ｆｒａｎｃｋ，Ｇｕｓｔａｖ死于

１８６０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

敦。——第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１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２５０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

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５６、１３３、１６９、

２７６、４３９、４９６、５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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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５—１１８、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５、

１３６、４０３、５００、５０２、５０３、５８６页。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冯（Ｆｌｏｒｅｎｃｏｕｒｔ，

Ｆｒａｎｚｖ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６）——德国政

论家，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在他

活动的初期是自由党人，后为保守党

人。——第２５９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Ｆｒｏｂｅｌ，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５—１８９３）——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

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１８

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左派；自由党人。——第２

０、６０、４４６—４４８、４７２页。

富尔德（Ｆｏｕｌｄ）——巴黎一家银行的股东

之一。——第４９９页。

富科，莱昂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éｏｎ１８１９—

１８６８）——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

第２６２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４、２６、２７、２８、３９、４１、４２、

４５１、４７６、４８７页。

Ｇ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Ｇｅｉｇ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Ａｍｏｌｄ）——普鲁士警官，１８４８

年任法院侦查员，后为科伦警察局

长。——第５１７、６２６—６２７页。

盖里埃（Ｇｕｅｒｒｉｅｒ）——法国社会主义者，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的朋友，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

斯。——第９、１９、４５０页。

戈德海姆（Ｇｏｌｄｈｅｉｍ）——普鲁士警官，十

７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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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警察

局密探之一。——第２６９页。

戈尔盖，阿尔都尔 （Ｇｏｒｇｅｙ，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１８—１９１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

利革命的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

令（１８４９年４—６月）；曾依靠反动军官

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

实行怠工。——第２４９、５２９页。

戈克，阿曼特（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

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２７７、

２７９、２９７、３０４、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１—３４３、

３４９、５６２、５８９、５９７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于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

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５４、８９、

１８２、１８４、３７８、４２４页。

哥林盖尔，卡尔（Ｇｏｒｉｎｇｅｒ，Ｋａｒｌ约生于

１８０８年）——巴登小酒店老板，曾参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革命失败

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

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

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

地。——第２３９、２５５、２６２、２８１、３３７、

３７８、３８０、３８５、３８９、３９４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ｆｏｒｏ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

的杰出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

亚人。——第６１０页。

哥特沙克，安得列阿斯（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１５—１８４９）——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１８４８年

４—６月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

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

略。——第１３２、１４９、２７２、４９６页。

葛德文，威廉（Ｇｏｄｗ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６—

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

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２９页。

格 贝 尔 特， 奥 古 斯 特 （Ｇｅｂｅｒｔ，

Ａｕｇｕｓｔ）——梅克伦堡的木匠，在瑞士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迁往伦敦，

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

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１６９、２４０、

２５５、２９２、５８６页。

格尔茨（Ｇｏｒｔｚ）——普鲁士官吏，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是特利尔市市长。——

第６２３、６２４页。

格尔克（Ｇｅｈｒｋ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３３７页。

格尔拉赫，冯（Ｇｅｒｌａｃｈ，ｖｏｎ）——普鲁士

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伦的行政

区长官（１８３９—１８４４）。——第４３８页。

格莱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Ｇｒａ－

ｈａｍ，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２—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年为皮尔内阁的内务大

臣。——第２６９页。

格 雷，乔 治 （Ｇｒ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９—

１８８２）——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和 殖 民 大 臣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第２６９页。

格雷波，让·路易（Ｇｒｅｐｐｏ，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０—１８８８）——法国政治活动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

５７１页。

８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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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希侯爵，艾曼纽尔（Ｇｒｏｕｃｈｙ，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７６６—１８４７）——

法国元帅和贵族，拿破仑战争的参加

者。——第５０３页。

格罗斯，马格努斯（Ｇｒｏｓｓ，Ｍａｇｎｕｓ）——

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第

１８０、１８７、１９０页。

格 律 恩，卡 尔 （Ｇｒｕ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

议会议员。——第９、３６、３７、４３—４４、

４６—４９、５７、５８、６８—７２、７４—７７、７９、

８９、９０、９３、９５、９６、２９６、４６５、４６６页。

古比茨，弗里德里希·威廉（Ｇｕｂｉｔｚ，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６—１８７０）——德

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木刻师，１８１７年起是

《伴侣报》的出版者。——第６０２页。

古泰（Ｇｏｕｔé）——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

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 第

１６９、１７２页。

古膝堡，约翰（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Ｊｏｈａｎｎ１４００

左右—１４６８）——杰出的德国发明家，

欧洲印刷术的创造者。——第３５０页。

谷兹科夫，卡尔（Ｇｕｔｚｋｏｗ，Ｋａｒｌ１８１１—

１８７８）——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

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

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第４６３

页。

Ｈ

哈布斯堡——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Ｈａｔｚｆｅｌｄｔ，

Ｓｏｐｈｉｅ，Ｇｒａｆｉｎｖｏｎ１８０５—１８８１）——

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４９５、５２７

页。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艾德蒙（Ｈａｔｚ－

ｆｅｌｄｔ－ Ｗｉ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ｄｍｕｎｄ 生 于

１７９８年）——伯爵，索菲娅·哈茨费尔

特的丈夫。——第４９５页。

哈 根，卡 尔 （Ｈａｇ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８）——德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

１８３６年起在海得尔堡任大学副教授，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极左派，１８５５年起在伯尔尼任

教授。——第４４７页。

哈根，泰奥多尔 （Ｈａｇｅ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２３—１８７１）——汉堡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

出版者。——第５４８—５５２页。

哈尼，玛丽（Ｈａｒｎｅｙ，Ｍａｒｙ死于１８５３

年）—— 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妻

子。——第１８４、２０５、２１６、２２３、２６５页。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Ｊｕ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

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

刊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

系。——第７７、８０、８１、８２、１０９、１１９、

１３５、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４、１７１、１８２、１８４、

１８６、１９１、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１—

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５、２６５、

２８１、３１２、３８０、３８３、３９１、５０６、５３６—

５３７、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４、６０６、６２５、６３５页。

哈赛，弗里德里希·鲁道夫（Ｈａｓｓ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０８—１８６２）——

德国神学家，波恩大学的教授。——第

４２６页。

哈森普弗鲁克，汉斯·丹尼尔（Ｈａｓｓｅｎ－

ｐｆｌｕｇ，ＨａｎｓＤａｎｉｅｌ１７９４—１８６２）——

９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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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１８３２年任库尔

黑森的司法大臣和内政大臣，１８５０年为

内阁首脑。——第５９０页。

海恩，奥古斯特（Ｈ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在

伦敦的德国侨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拥护者。——第３１０、５９０页。

海尔堡，路易（Ｈｅｉｌｂｅｒｇ，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１８

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尔

的政治流亡者，１８４６年为布鲁塞尔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第９８—

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８、１６６页。

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Ｈｅｒｍｅｓ，Ｃ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５６）——德国的反

动政论家，１８４２年为《科伦日报》的编

辑之一；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第

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３页。

海尔维格，恩玛（Ｈｅｒｗｅｇｈ，Ｅｍｍａ１８１７—

１９０４）——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妻

子。——第４９３、４９６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人，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

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后支持拉萨尔。——第１２７、１３７、４３５—

４３７、４４０、４５７、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９、４９１—

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６、５０４、６２５页。

海瑞，尤利乌斯·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ｕ，Ｊｕｌｉｕｓ

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奥地利元帅，

曾残酷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

牙利的革命运动。——第２１８、５６９、６１４

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５０、５１、８６、９０、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７、１５９、

１８３、３２４、３９５、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５、

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３、６００页。

海涅，玛蒂尔达（Ｈｅｉｎｅ，Ｍａｔｈｉｌｄｅ１８１５—

１８８３）——亨利希·海涅的妻子。——

第４５８页。

海因岑，卡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０年

秋定居美国。——第９８、１０２、１１４、１２７、

１４８、２１７、２３６、２３７、２６１、２６２、２８４、

３０１、３１２、３１５、３２２、３２３、３３９、３４９—

３５１、３５９、３７７、３８５、４１３、４１４、４７１、

５４０、５４２、５７５、５８０、５８７、５８８、５９２、

６０３、６０８、６１１、６２７、６２８页。

海泽，亨利希（Ｈｅｉｓ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死于１８６０

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

胡蜂》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

国。——第２０４页。

汉特，托恩顿·李（Ｈｕｎｔ，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Ｌｅｉｇｈ

１８１０—１８７３）——英国新闻工作者，资

产阶级激进派，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

宪章运动。——第３９９页。

豪德（Ｈａｕｄ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

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时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１８５０年是

该集团驻德国的特派员。——第１７０、

１７１、２９２、５８６、６３６页。

豪格，恩斯特（Ｈａｕｇ，Ｅｒｎｓｔ）——奥地利

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英国，《宇宙》周报的编辑之

一。——第２３９、２６１、２６５、２７６、２８０、

３３２、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１、５９５—５９７页。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Ｈａｕｐｔ，Ｈｅｒ－

０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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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约生于１８３１年）——

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

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

放，逃往巴西。——第１８４、３０６、３７７、

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３、

５９３页。

豪伊特，威廉（Ｈｏｗ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２—

１８７９）——英国著作家，写有基督教的

历史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著作。——第

２８８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的古希腊诗

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３４５、４２７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６６、２７８页。

赫斯，莫泽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

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

萨尔分子。——第６、７、９—１３、１６、１７、

２２—２７、２９—３１、３５、３６、４０、４９—５１、

５４、６７、６９、８５—８８、９０、９５、９６、１０３、

１０４、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

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２、４４７、４５７、４６９—

４７３、４８９、４９３、５８６、６３６页。

赫斯，西比拉 （Ｈｅβ，Ｓｙｂｉｌｌｅ１８２０—

１９０３）（父姓佩什Ｐｅｓｃｈ）——莫泽斯·

赫斯的妻子。——第３５、４０、４９、４７０、

５８６、６３６页。

赫斯特，安布罗斯（Ｈｕｒｓｔ，Ａｍｂｒｏｓｅ）——

英国宪章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后为改良主义

者。——第１９１页。

黑尔特勒，丹尼尔（Ｈｅｒｔｌｅ，Ｄａｎｉｅｌ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流亡美

国。——第３４１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

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

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

想家。——第１３、１４、１７１、３２８、３９４、

３９６、４０３、４２１、４２４、４３４、４７９页。

黑克尔（Ｈｅｃｋｅｒ）——１８４８年爱北斐特的

德国民主主义者。——第１４１、１４４页。

亨策，阿·（Ｈｅｎｔｚｅ，Ａ．）——德国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

后，参加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原

告证人。——第５４０页。

霍夫，亨利希（Ｈｏｆｆ，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国

出版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３４９、６０３页。

霍夫施泰特尔，古斯达夫（Ｈｏｆｆｓｔｅｔｔｅｒ，

Ｇｕｓｔａｖｖｏｎ１８１８—１８７４）——瑞士军

官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宗得崩德

的战争，１８４９年参加加里波第部队作

战。——第５９１页。

霍林格尔（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在伦敦的德国

流亡者。——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Ｊ

基林斯基，卡尔（Ｋｉｌｉｎｓｋｙ，Ｋａｒｌ）——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匈牙利侨

民。——第５４７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Ｇｕｉｚ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

１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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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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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５４页。

济格尔，阿尔伯特（Ｓｉｇｅｌ，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２７—

１８８４）——巴登军官，新闻工作者，小

资产 阶级 民主 主义 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１８５３年侨

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３３７、３４２页。

济格尔，弗兰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４—

１９０２）——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

参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

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后为副总司

令：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２年迁居

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阿尔伯特·济格尔之兄。——第２５５、

２８０、２８３、２９７、３１６、３２４、３３２、３３７、

３３９—３４３、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７、５９７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Ｇａｒｎｉｅｒ

－ Ｐａｇèｓ，Ｌｏｕｉ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和巴黎市长。——第５０１页。

加累尔，阿伯特（Ｇａｌｅｅｒ，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６—

１８５１）——瑞士教师和文学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１８４７年反对

瑞士宗得崩德的战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的起义。——第２３８、５８３页。

捷列林格——见弥勒－ 捷列林格，爱德

华。金克尔，哥特弗利德 （Ｋｉｎｋｅｌ，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８１５—１８８２）—— 德国

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

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１８５０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

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第１７０、２１６、２３７、

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５、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５、

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７、

３１２、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４—

３４６、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７、３６０、３７１、３７７、

３８５、３８８、３９８、４００、５２６、５７２、５８０、

５８１、５８９、５９４—６００、６０３、６１０—６１３、

６１９页。

金克尔，约翰娜（Ｋｉｎｋ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ａ１８１０—

１８５８）（父姓莫克尔Ｍｏｃｋｅｌ）——德国

女 作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

妻。——第２７５、２８０、２８４、５９６、５９７页。

居姆佩尔，约翰·亨利希（Ｇｕｍｐｅｌ，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国工人，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初侨居伦敦。——第４００页。

君特，格奥尔格（Ｇｕｎｔｈｅｒ，Ｇｅｏｒｇ）——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是《新德意志报》编

辑之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

敦。——第２０４页。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

记》一书的作者，１８４１—１８４９年是《人

民报》编辑。——第３７、９３、１１１、３２９、

５０５页。

卡茨，雅科布 （Ｋａｔｓ，Ｊａｃｏｂ１８０４—

１８８６）——比利时工人，文学家，工人

运动活动家，曾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

响。——第９９、１０１、１０２页。

卡尔利埃，比埃尔（Ｃａｒｌ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９—

１８５８）—— 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波拿巴主义者。——第３８３、３８６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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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卡尔纳普，约翰·阿道夫（Ｃａｒｎａｐ，Ｊｏ－

ｈａｎｎＡｄｏｌｐｈ）—— 普 鲁 士 官 吏，

１８３７—１８５１年任爱北斐特市长。——

第２５页。

卡耳佩珀，托马斯（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８—１６６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第３９６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三十亚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１８４８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３月

起），后为法国陆军部长（５月起），极端

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

府首脑（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 第

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８、３７０、３７３、

３８７、４０１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

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反映接近

四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

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

追随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

露骨的敌人。——第６、３６３页。

卡纽特大帝（Ｋｎｕｔｅ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９９５左右

—１０３５）——丹麦国王（１０１４—１０３５），

同时也是英国国王（１０１７年起）和挪威

国王（１０２８年起）。——第８３页。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５３—１８２３）——法国数学家

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

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

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

１７９４年 参 加 热 月 九 日 反 革 命 政

变。——第４０３页。

卡佩隆（Ｃａｐｅｒｏｎ）——法国流亡者，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

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

第１６９、１７２、６３５页。

卡普，弗里德里希（Ｋａｐｐ，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２４—

１８８４）——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流亡美国。——第３４

９、５１８、５１９、５８９、６０３页。

卡普，克利斯提安 （Ｋａｐｐ，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９０—１８７４）——德国哲学家，青年黑

格尔分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朋

友。——第４４４、４４７页。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莱·雷蒙

（Ｃａｐｅｆｉｇｕ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Ｈｏｎｏｒé

Ｒａｙｍｏｎｄ１８０２—１８７２）——法国政论

家和历史学家；君主主义者。——第９４

页。

卡斯提奥，阿德耳松（Ｃａｓｔｉａｕ，Ａｄｅｌｓｏ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比利时律师和政治

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３—

１８４８年为众议院议员。—— 第１３２、

１３９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

元前２３４—１４９）——罗马政治活动家

和作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１８４

年被选为监察官，相传他监察极为严

格。——第３４３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公 元前 １００左 右—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２０８页。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ＡｎｓｅｌｍｏｆＣａｎ－

ｔｅｒｂｕｒｙ１０３３—１１０９）——中世纪神

学家，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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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１）——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

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４２６页。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Ｃａｍｐｅ，

Ｊｏｈａｎｎ Ｊｕｌｉｕｓ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６７）——德国书商和出版商，１８２３年

起是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老

板之一；三十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

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第２６１、

３７９、４３１、４５３、４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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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０８页。

考斯塔·卡布腊耳，安东尼·贝尔纳杜

（ＣｏｓｔａＣａｂｒａｌ，ＡｎｔóｎｉｏＢｅｒｎａｒｄｏｄａ

１８０３—１８８９）——葡萄牙反动国家活

动家，资产阶级保皇党首领，政府首脑

（１８４２—１８４６、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第

２７９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１１５页。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激进

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第４２４、５０９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

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

１５８、２０１、２６７、５２８、５２９页。

科尔夫，海尔曼（Ｋ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

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于１８４７年被革除

军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

４９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后流亡

美国。——第１４８、５１８页。

科赫，爱德华·伊格纳茨（Ｋｏｃｈ，Ｅｄｕａｒｄ

Ｉｇｎａｚ）—— 德国天主教神父，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

流亡美国，为《纽约国家报》撰稿。——

第６０６页。

科亨（Ｃｏｈｅｎ）—— 卡尔·布林德的妻

子。——第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１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

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

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第２４６、２４９、３７７、３７８、３９１、３９４、３９９、

４０６、６１４、６１９页。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Ｃｏｔｔａ，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１７９６—１８６３）—— 德国出版

商，１８３２—１８６３年是一家大出版公司的

老板。——第３１１、３７９页。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éｒｅ，Ｍａｒｃ

１８０８—１８６１）——法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３４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

之一；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

长，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６月流亡英

国。——第２５９、４０３页。

克尔纳，阿·弗·（Ｋｏｒｎｅｒ，Ａ．Ｆ．）——

德国画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

巴黎的熟人。——第８０、９５、１１９页。

克拉克，托马斯（Ｃｌａｒｋ，Ｔｈｏｍａｓ）——宪

章运动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后是改良主

义者，宪章派全国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第１９１、２０５页。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格奥尔格）（Ｋｌａｐ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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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ｏｒｇｙ（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０—１８９２）——匈牙

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曾指挥

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１８４９年流亡国

外；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１８６７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 第

５５０页。

克莱米约，阿道夫（Ｃｒéｍｉｅｕｘ，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自由党人；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成员，第二

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第５０１页。

克莱斯特－雷措夫，汉斯·胡果（Ｋｌｅｉｓｔ－

Ｒｅｔｚｏｗ， Ｈａｎｓ Ｈｕｇｏ １８１４—

１８９２）——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保守党

极右翼的首领，《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

之一。——第３０３页。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Ｋｌｅｉｎ，ＪｏｈａｎｎＪａ

ｃｏｂ约生于１８１８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

告无罪。——第５６２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和资产

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

在俄军中供职。——第５７７页。

克劳特，威廉（Ｃｌｏｕｔｈ，Ｗｉｌｈｅｌｍ）——科

伦印刷厂主，《新莱茵报》从１８４８年６

月１日至８月２７日在该厂印刷。——

第５０７页。

克勒尔，约·（Ｋｏｈｌｅｒ，Ｊ．）——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日内瓦的银行家。——第

１４５、１４６页。

克勒尔，约·艾·姆·（Ｋｏｈｌｅｒ，Ｊ．Ｅ．

Ｍ．）——汉堡印刷厂主，１８５０年该厂印

刷了头几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杂志。——第５３８、５４９页。

克里斯特，阿·（Ｃｈｒｉｓｔ，Ａ．）——德国

政论家，写有保护关税的小册子。——

第５８１、５８８页。

克里斯提安八世（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７８６—

１８４８）——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３９—

１８４８）。——第５６页。

克 利 盖，海 尔 曼 （Ｋｒｉｅｇｅ，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０—１８５０）——德国新闻工作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四十年

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集团。——第２３、２４、２７、６８、

７３、７５、７６页。

克利斯提安森，约翰奈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５３）——德国法学

家，罗马法史学家，基尔大学的教

授。——第４２４页。

克列美尔（Ｋｒａｍｅｒ）——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初波恩的机械工人。——第４２５页。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Ｋｒｕｇ，Ｗｉｌ－

ｈｅｌｍ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１７７０—１８４２）——德

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２３６页。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Ｋｒｕｍ－

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８）——德国传教士，加尔文教派牧

师，乌培河谷虔诚派的首领。——第７

页。

克路斯，阿道夫（Ｃｌｕβ，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０左

右—１８８９以后）——德国工程师，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年是美因兹工

人教育协会的书记，１８４９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军部职员；五十年代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

美 国许 多 工 人 和 民主 派 报 纸 撰

稿。——第３９８、６０９、６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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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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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２０４、２４３

页。

克洛泽，格·（Ｋｌｏｓｅ，Ｇ．）——伦敦的德

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

分裂时（１８５０）拥护马克思。——第

３００、３０１页。

克吕格尔，海尔曼（Ｃｒｕｇ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０—１８５０）——德国侨民，１８４７年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９８—

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６页。

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Ｋｏｔｔｇｅｎ，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５—１８８２）——德

国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

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

义”。——第２２、２５、３２、８７页。

肯达耳（Ｋｅｎｄａｌｌ）——曼彻斯特的学校校

长。——第５９０页。

孔西得朗，维克多（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８

０８—１８９３）——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

主义者，学者和傅立叶的信徒。——第

８３、３１８页。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４７９）——第５９９页。

库辛，维克多（Ｃｏｕｓｉｎ，Ｖｉｃｔｏｒ１７９２—

１８６７）——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

主义者。——第４４５页。

Ｌ

拉·萨格拉，拉蒙·德（ＬａＳａｇｒａ，Ｒａ－

ｍｏｎｄｅ１７９８—１８７１）——西班牙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

家，自由党人。——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

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１８５７

年２月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

督。——第３６７页。

拉登堡，阿达尔贝特（Ｌａｄ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ａｌ－

ｂｅｒｔ１７９８—１８５５）——普鲁士反动官

僚的代表之一；曾任宗教事务、教育和

卫生大臣（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５０年１２

月）。——第１５１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Ｒａｄｏｗ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普鲁士将军和国家

活动家，宫廷佞臣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

之一。——第２８１、５９５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

和党人；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

府的实际首脑。——第１０９、１１２、１２３、

１４０、４４８、５００—５０２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父，政论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３５１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

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

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

人 运动 中 创 立 了 机会 主 义 的 派

别。——第５０９、５１０、５２７、５３６页。

拉沃，弗兰茨（Ｒａｖ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０—

１８５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

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员，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

专员，１８４９年６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１５１、２６７、

３０２、３８８、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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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哈特，理查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２９—１８９８）——德国诗人，曾侨居巴

黎，亨利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

的朋友；后来经商。——第４９、１１６—

１１８、１２３、３７１、４０５、４０９、４１１页。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Ｌｅｄ

－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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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小资产阶级流

亡者领导人之一。—— 第１２５、１６９、

１７２、１９９、２０３、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４、２２６、

２５９、２８１、３１８、３３７—３４０、３５１、３８６、

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５００、５０２、５６８、５６９、

５７０、５８３、５９５、６１２页。

赖希，弗兰茨·约瑟夫（Ｒｅｉｃｈ，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约生于１８１２年）——德国法

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

法国，１８５１年流亡美国。——第３７６、

６０９页。

赖希黑尔姆（Ｒｅｉｃｈｈｅｌｍ）——在纽约的德

国流亡者，《纽约国家报》所有人之

一。——第５８７页。

赖辛巴赫，爱德华（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ｄｕ－

ａｒｄ１８１２—１８６９）——伯爵，卓越的西

里西亚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翼；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为进步党人。——第２３７、３４８页。

赖辛巴赫，奥斯卡尔（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Ｏｓ－

ｋａｒ生于１８１５年）——伯爵，西里西亚

的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１８５０年起侨居 英国，后迁美

国。——第２３７、３３７、３４８、３５７、６１１页。

朗道夫（Ｌａｎｄｏｌｐｈｅ）——法国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流亡伦敦；１８５０年共产主

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２０２、２０３、

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１、５７１页。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维尔斯顿男爵

（Ｌｏｙｄ，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ｎｅ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１７９６—１８８３）——英国银

行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

学派的拥护者。——第１８８、１９２页。

劳茨（Ｌａｕｔｚ）——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特利

尔的银行家。——第２４４页。

勒耳兴（Ｌｏｌｌｃｈｅ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科伦一家啤酒店老板。——第８页。

勒津，约翰奈斯（Ｒｏｓｉｎｇ，Ｊｏｈａｎｎｅｓ生于

１７９１年）——不来梅商人，十九世纪三

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积

极参加者，１８４８年起领导不来梅的民主

联合会。——第１５２页。

勒鲁，比埃尔（Ｌｅｒｏｕｘ，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１）——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之一。——第４１、４４５、５３９页。

勒韦，威廉 （Ｌｏｗ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号称卡耳贝的勒韦Ｌｏｗｅｖｏｎ

Ｃａｌｂｅ，因为他是由普鲁士卡耳贝

专 区 选 入 法 兰 克 福 国 民 议 会

的）——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

长，属于左派，在“残阙”议会迁移到

斯图加特后为议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１８６１年大赦后回到德国，追随进步

党人。——第４０１、４０５、６１１、６１２页。

勒文塔尔（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十九世纪四

７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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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至五十年代的德国出版商。——第

１９、５３、３７９、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８、４１３、４５８—

４５９。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Ｒｏｓｅｒ，Ｐｅｔ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１８１４—１８６５）——德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卷烟工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追随拉

萨尔派。——第２８８、２９０页。

雷登，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托·路德维

希（Ｒｅｄ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Ｏｔ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４—１８５７）——男爵，德国

统计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第６０６页。

雷姆佩尔，鲁道夫（Ｒｅｍｐｅｌ，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５—１８６８）——德国企业主，四十年

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

３６页。

雷努阿尔，茹尔（Ｒｅｎｏｕａｒｄ，Ｊｕｌｅｓ）——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法国出版

商。——第４５８页。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

者。——第１８２、２１４、２１５页。

雷希施塔特公爵，约瑟夫·弗朗斯瓦·沙

尔·波拿巴（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ｄ，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ｄｕｃｄｅ１８１１—

１８３２）——拿破仑第一和玛丽亚－路易

莎之子；曾被波拿巴派提为法国王位的

追求者。——第４４１页。

里德尔，理查（Ｒｉｅｄ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德

国裱糊工，侨居布鲁塞尔，１８４７年起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１０７页。

里什卡，马丁（Ｒｙｓｃｈｋａ，Ｍａｒｔｉｎ）——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匈牙利流

亡者。——第５４７页。

里廷豪森，摩里茨（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Ｍｏ－

ｒｉｔｚ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政论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

为《新莱茵报》撰稿，第一国际会员，

１８８４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

员。——第３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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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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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

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１７４、

２３７、２５１、２５４、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４、３１０、

３３３、３４４、３５８、３７８、６３６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

第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２、２４６、２７７、

２７８页。

李奇，詹姆斯（Ｌｅａｃｈ，Ｊａｍｅｓ）——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织布工人，郎卡郡宪

章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后为改

良主义者。——第１８１、１８２、１９１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第１１、３０、６７页。

利埃夫尔，欧仁（Ｌｉèｖｒｅ，Ｅｕｇèｎｅ）——法

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海尔曼·克利盖

的拥护者。——第５９２页。

８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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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波特一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５）—— 比 利 时 国 王 （１８３１—

１８６５）。——第８６、３７５、６２３页。

列曼，阿尔伯特（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ｌｂｅｒｔ）——

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后

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

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是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

１６６页。

列曼，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

（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ｕｇ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

ｌｉｅｂ生于１８１９年）——德国鞋匠，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维利希有联

系，因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被控为

叛国，１８５１年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

刑。——第３８３页。

列斯凯，卡尔·威廉（Ｌｅｓｋｅ，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德

国书商和出版商。——第１７、２８、５３、６０

、７６、７７、４５７、４７１—４７５、５３０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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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３１２页。

林格斯（Ｒｉｎｇｓ，Ｌ．Ｗ．）——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伦

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１７１页。

琳蘅（Ｌｅｎｃｈｅｎ）——见德穆特，海伦。

隆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

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为德国

资产阶级服务；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

败后流亡英国。——第８１、１８５、２６５、

２７６、２７８、２９７、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８、３８５、

５８１、５９５—５９７页。

卢 布 林 纳，路 德 维 克 （Ｌｕｂｌｉｎｅｒ，

Ｌｕｄｗｉｋ）——波兰革命者，律师，１８４８

年侨居布鲁塞尔。——第１３１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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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１０、２０、４２、８８、１０９、１５５、

１６９、１７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９、２０５、

２０７、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５、

２６１、２６５、２７６、２８１、２９６—３０１、３０４、

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５、３２２、３２３、３３２、３３３、

３３７—３４３、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２、３９９、４１９—

４３２、４３４—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６、４７１、５８０、

５８１、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４—６００、６１１、６１２页。

卢普夫，埃·（Ｒｕｍｐｆ，Ｅ．）——德国裁

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１年起流

亡伦敦，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３４４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

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３１６、３３１、３３４页。

鲁齐乌斯（Ｌｕｃｉｕｓ）——德国律师和政论

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证

人。——第２８０页。

鲁 滕 堡，阿 道 夫 （Ｒ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ｏｌｆ

１８０８—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青年黑

格尔分子；１８４２年为《莱茵报》编辑部

成员；１８６６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９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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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０、４３１、４３５页。

路德，马丁 （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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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４页。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Ｊａｍｅｓ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巴黎路特希尔德银

行行长。——第５８、６０、８７、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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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８、３８４、４０５页。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３６、４４１、４９１、

５０３页。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

黎伯爵（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ｌｂｅｒｔ，ｄｕｃ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ｃｏｍｔｅ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８—

１８９４）——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

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第５２８页。

路易－拿破仑（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见

拿破仑第三。路易十八（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５—１８２４）—— 法国国王（１８１４—

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２４）。——第４４１页。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Ｒｏｂｅｒｔ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ｒｏｗｔｉｎｇ１８０６—１８７１）——英国法

学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

系。——第１６４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第３１６、３３２、３３４、

４０３页。

罗伯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英国宪章主义

者，乔治·朱利安·哈尼的朋友。——

第１８２页。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Ｒｏｇ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ｔｏｕｒ１８００—１８８５）——比利时资

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任内务大臣。—— 第

１３３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ＨＴ６ＳＳ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１８

６５）。——第１９９、２１６、６２０页。

罗泰克，卡尔（Ｒｏｔｔｅｃｋ，Ｋａｒｌ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２４２页。

罗特，理查（Ｒｏｔｈ，Ｒｉｃｈａｒｄ）——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熟

人。——第８页。

罗特尔，克利斯提安（Ｒｏｔｈ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ｏｎ１７７８—１８４９）——普鲁士国家活

动家，财政大臣（１８３６—１８４８）。——第

５５页。

罗特哈克尔，威廉（Ｒｏｔｈａｃｋ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８—１８５９）——德国新闻工作者，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体操报》

编辑之一。——第２５５页。

洛贝尔图斯，约翰 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

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

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

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

２７８、５８８页。

洛兰（Ｒｏｌｌｉｎ）——见赖德律－洛兰，亚历

山大 奥古斯特。

吕德尔斯，威廉（Ｌｕｄｅｒ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许多民主派报刊

撰稿，后侨居伦敦。——第３３７页。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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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耳，约 （Ｒｕｈｌ，Ｊ．）——德国工人，伦

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第５３１页。

吕 宁，奥 托 （Ｌｕｎｉｎｇ，Ｏｔｔｏ １８１８—

１８６８）——德国医生和政论家，四十年

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１８６６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５４、１３８、

１３９、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８、５２４、５５３、５６０、

６２４、６３４页。

Ｍ

马丁 杜 诺尔，尼古拉 斐迪南（Ｍａｒｔｉｎ

ｄｕ Ｎｏｒｄ，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９０—１８４７）——法国律师和政治活

动家；１８４０年起是司法和宗教大臣，金

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９３页。

马尔海奈凯，菲力浦 康拉德（Ｍａｒｈｅｉ－

ｎｅ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Ｋｏｎｒａｄ １７８０—

１８４６）——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

学家，黑格尔派右翼。——第４３０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Ｋ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

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

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 第

１７５、１７６、３３１页。

马尔滕斯，约阿希姆 弗里德里希（Ｍａｒ－

ｔｅ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约１８０４—

１８７７）——德国细木工，正义者同盟盟

员，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和汉堡共产主义

者同盟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第３０２、

３３６页。

马克思，埃德加尔（Ｍａｒｘ，Ｅｄｇａｒ１８４７—

１８５５）（“穆希”Ｍｕｓｃｈ）——马克思的

儿子。——第１７１、２８２、２８７、６２５、６３０、

６３３、６３７页。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Ｍａｒｘ，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马克思的女儿。——

第２４６页。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１７８７—

１８６３）——马克思的母亲。——第２３３、

２４３—２４４、４４０、４６８、４９７页。

马克思，亨利希 格维多（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ｕｉｄｏ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小福克斯”Ｆｏｘ

ｃｈｅｎ）——马克思的儿子。——第１６２、

１６３、１７０、５４０、６２８、６３０、６３１页。

马克思，劳拉（Ｍａｒｘ，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马克思的二女儿，１８６８年起为保

尔拉法格的妻子；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第４６８、６２５、６３０—６３３、６３７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

１８８１）（父姓冯 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

友和助手。——第９、２１、１１５、１３１、１３６、１３８、

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５、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３、１８３、１８６、２１６、２４３—２４６、２５１、

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９、２９５、３１２、３４６、

３９８、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５、４５３、４５７、４７０、

４９３、４９６—４９８、５１０、５２５—５２７、５２９、

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５、５３７、５４０、５４６、５６０、

５６２、５６４、５８８、５８９、６０５、６０７、６１７、

６２３—６２６、６２８—６３７页。

马克思，燕妮 （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大女儿，后为新闻

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爱尔

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

用；１８７２年起为沙尔 龙格的妻子。——

第５６３、６２５、６３０—６３３、６３７页。

马拉斯特，阿尔芒（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法国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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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９５、５０１、５０３

１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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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马 利，亚 历 山 大 （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４８

年是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

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 第

５０１页。

马其顿王 亚 历 山 大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公元 前３５６—３２３）—— 古

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６０３页。

马斯特尔斯，约 威（Ｍａｓｔｅｒｓ，Ｊ．Ｗ．）——

伦敦一家酒店老板。——第６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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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

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

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对波

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

斗争。——第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３、１８５、

１９９、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３、２３９、２４１、２５９、

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５、２９６、３０４、

３３７—３４０、３５１、３５８、３６０、３８６、３９１、

４０６、５７０、５８３、５９５、５９６、６０４、６１２页。

玛丽亚二世 达 格洛丽亚（Ｍａｒｉａ ｄａ

Ｇｌ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８５３）——葡萄牙女王

（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和１８３４—１８５３）。—— 第

２７９页。

麦克法林，艾琳（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Ｈｅｌｅｎ）——

革命宪章派领袖乔治 朱利安 哈尼出

版的《民主评论》（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和《红

色共和党人》（１８５０）的积极撰稿人，她

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第

２１６、６３５页。

麦克格莱哥尔，约翰（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Ｊｏｈｎ

１７９７—１８５７）——英国统计学家，自由

贸易派，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

该行董事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６），在统计学

方面著作甚多。——第６０６页。

麦克格雷斯，菲力浦（ＭａｃＧｒａｔｈ，Ｐｈｉ－

ｌｉｐｐ）——宪章运动的活动家，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年后为改良主义者。——

第１９１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 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

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士。——第６０６页。

迈尔，阿道夫（Ｍａｙｅｒ，Ａｄｏｌｐｈ）——在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初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成员。——

第１６９页。

迈尔，爱德华（Ｍａｙｅｒ，Ｅｄｕａｒｄ）——科伦

的律师，《莱茵报》监事会监事。——第

４３３页。

迈耶尔（Ｍｅｙｅｒ）——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

北斐特一家酒店老板。——第８页。

迈耶尔，尤利乌斯（Ｍｅｙｅｒ，Ｊｕｌｉｕｓ死于

１８６７年）——威斯特伐里亚的企业主

和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第３６、４６７页。

迈因茨，卡尔 古斯达夫（Ｍａｙｎｚ，ＫａｒｌＧｕｓ

ｔａｖ１８１２—１８８２）——德国法学家，布

鲁塞尔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第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９页。

曼特耳，乔治 约瑟夫（Ｍａｎｔｌｅ，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ｓｅｐｈ）——宪章运动活动家，１８５１年

为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和伦敦宪

章派代表大会的代表。——第１９１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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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

代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

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第

３２３页。

梅利奈，弗朗斯瓦（Ｍｅｌｌｉｎｅｔ，Ｆｒａｃｏｉｓ

１７６８—１８５２）——比利时将军，法国

人，１８３０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

时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鲁塞

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里斯康土案件的

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

徒刑；１８４９年９月被赦免。——第９９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ｋ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

治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的参加者；曾领导１８４８年波兹南起

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

革命军；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

援；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初期指挥起义军，

后流亡法国。——第５４２页。

梅涅尼 阿格利巴（Ｍｅｎｅ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死

于公元前４９３年）—— 古罗马的贵

族。——第３２３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

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 首 相 （１８２１—

１８４８），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１６８、５９２页。

梅因，爱德华（Ｍｅｙｅ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为民族

自由党人。——第２０、１５９、２７６、２７７、

２７９、２８１、３２３、３３２、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２、

３４９、３８８、４３０、４３５—４３７、５８６、５９４、

６１１、６１３页。

蒙塔郎贝尔，沙尔（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

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

的首领；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

路易 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

者。——第２０８页。

蒙特库库利，雷蒙德（Ｍｏｎｔｅｃｕｃｃｕｌｉ，Ｒａｉ

ｍｏｎｄ１６０９—１６８１）——奥地利统帅和

军事著作家，写有许多军事著作。——

第５７７页。

孟戴斯，洛拉 （ＭｏｎｔｅｚＬｏｌａ１８１８—

１８６１）——著名的冒险家，芭蕾舞女演

员，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

维希一世的宠姬；国王退位以后侨居伦

敦，１８５１年侨居美国。——第９０、９２、３９４

页。

弥勒－捷列林格，阿马利亚（Ｍｕｌｌｅｒ－Ｔｅｌ

－ｌｅｒｉｎｇ，Ａｍａｌｉｅ）——德国演员，爱德

华 弥勒－ 捷列林格的妻子。—— 第

５１１、５１８页。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Ｍｕｌｌｅｒ－Ｔｅｌ－

ｌ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ａｒｄＨＴ６，５”ＳＳ ｖｏｎ约生于

１８０８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

报》撰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

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２年侨居美

国。——第１８０、１８６、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７—

５１８、５４４、５４６、５４７、５４９—５５０、５５５页。

弥勒，威廉（Ｍｕｌｌ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６—

１８７３）（笔名科尼斯文特尔的沃尔弗干

格 弥 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ｕｌｌｅｒｖｏｎ

Ｋｏｎｉｇｓｗｉｎｔｅｒ）——德国诗人，四十年

代是杜塞尔多夫的医生。——第８、２３

页。

米尔巴赫，奥托（Ｍｉｒｂａｃｈ，Ｏｔｔｏ）——退

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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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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

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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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５、２７２、２９３、２９６、３００、

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页。

米涅，弗朗斯瓦 奥古斯特 玛丽（Ｍｉｇｎｅｔ，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Ｍａｒｉｅ１７９６—

１８８４）——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第９４页。

米希勒，茹尔（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Ｊｕｌｅｓ１７９８—

１８７４）——著名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历史

学家，写有许多法国历史著作；１８４８年

因民主主义和反教权主义观点而被剥

夺任教权利。——第１２７页。

米歇尔，路易 克里佐斯通（Ｍｉｃｈｅｌ，Ｌｏｕｉｓ

－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ｅ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法

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属于山岳党。——第３５１页。

摩莱里（Ｍｏｒｅｌｌｙ）——十八世纪法国空想

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第

２８页。

莫尔，约瑟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３—

１８４９）——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

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１８４８年７—９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

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８年科伦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

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

动；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在牟尔克城战役中牺牲。—— 第

１３５、６２５页。

莫腊斯（Ｍｏｒａｓ）——德国流亡者，１８４７年

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９８—

１００、１０６页。

莫利科伊，普 （Ｍｏｌｉｋｏｙ，Ｐ．）（正文中为：

莫利纳里）——匈牙利侨民，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为伦敦匈牙利民主协会会

员。——第１６９、１７２页。

莫利纳里——见莫利科伊。

莫罗 德 若奈，亚历山大（Ｍｏｒｅａｕｄｅ

Ｊｏｎｎè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７７８—

１８７０）——法国经济学家，写有许多统

计学方面的著作。——第６０６页。

莫伊勒，海尔曼（Ｍａｕｒ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１８１３—

约１８８２）——德国民主派作家，流亡者

联盟盟员，后为正义者同盟盟员。——

第３７、５１、６９、９０、４４５—４４８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 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Ａｍａｄｅｕｓ １７５６—

１７９１）——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

第８８页。

穆勒，约翰 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

ａｒ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

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１８８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２２３、２４３、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３、

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７、２７２、３７０、３７５、４０１—

４０４、４１２、４４１、５７６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

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２００、２０８、２１３、

４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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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８、３１８、３８３、３８４、

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４１１、

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５、５２８、６２０页。

纳皮尔，威廉 弗兰西斯 帕特里克（Ｎａｐｉ

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ａｎｃｉｓ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７８５—

１８６０）——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比

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的参加

者。——第２２３、２３６、２５４、５７７页。

瑙特，斯蒂凡 阿道夫（Ｎａｕｔ，Ｓｔｅｐｈａｎ

Ａｄｏｌｆ）——科伦商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

《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２８、

１５２、５２３、５３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４、

５６０、６３１、６３４、６３５页。

瑙威尔克，卡尔（Ｎａｕｗｅｒｃｋ，Ｋａｒｌ１８１０—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曾参加柏林青

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组。——第２０

页。

尼 古 拉 一 世 （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第１６７、１６８、２７６、３６４页。

诺特荣克，彼得（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Ｐｅｔｅｒ１８２３

左右—１８６６）——德国裁缝，科伦工人

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

判六年徒刑。——第２８７、３０２、３３６页。

诺伊贝克，菲力浦（Ｎｅｕｂｅｃｋ，Ｐｈｉｌｉｐ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因兹的德国教

员。——第１２８、１４３页。

诺伊豪斯（Ｎｅｕｈａｕｓ）——绍林吉亚的医

生，１８４９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

指挥官。——第２５９页。

Ｏ

欧门，安东（Ｅｒｍｅｎ，Ａｎｔｏｎ）——曼彻斯

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

一。——第５０６页。

欧门，彼得（皮特） （Ｅｒｍｅｎ，Ｐｅｔｅｒ

（Ｐｉｔｔ））——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

公司的股东之一。——第１７３、２４５、２９４、

３０９、４０７、５６５、５６６页。

欧门，哥特弗利德（Ｅｒｍｅ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之一。——第２９４、５６５、５６６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８、１７３、２８１页。

Ｐ

帕迪贡，弗 （Ｐａｒｄｉｇｏｎ，Ｆ．）——法国

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后侨居英国，五十年代初为在伦敦

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

人之一。——第５５６页。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霍赛（Ｐａｌａｆｏｘ

ｙＭｅｌｃｉ，Ｊｏｓé１７７６—１８４７）——西班

牙将军，独立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０８—

１８１４），领导过萨拉哥沙保卫战（１８０８—

１８０９）。——第２４０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Ｐａｌ－

ｍｅｒｓｔｏ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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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务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１５９、２０８、２４６、

２６９、５０６、６２０页。

帕索斯，曼努埃尔（Ｐａｓｓｏｓ，Ｍａｎｕｅｌｄａ

Ｓｉｌｖａ１８０１—１８６２）——葡萄牙政治活

动 家，自由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

一。——第２７９页。

佩茨累尔，约翰（Ｐｅｔｚ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音乐教

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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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７页。

佩蒂，约翰（Ｐｅｔｔｉｅ，Ｊｏｈｎ）——英国宪章

主义者，“民主派兄弟协会”成员。——

第３９１页。

佩列林，让 （Ｐｅｌｌｅｒｉｎｇ，Ｊｅａｎ１８１７—

１８７７）——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

者之一，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鞋

匠。——第１００、１０２、１３１页。

佩托，赛米尔 摩尔顿（Ｐｅｔｏ，ＳａｍｕｅｌＭｏｒ

ｔｏ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９）——英国企业主，从

事铁路建筑；议会议员，自由党人；１８６６

年公司破产后脱离社会活动。—— 第

２００页。

配 第，威廉 （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始祖。——第１７６、３９６页。

蓬佩里，爱德华 德（Ｐｏｍｐｅｒｙ，Ｅｄｏｕａｒｄｄｅ

１８１２—１８９５）——法国作家和政论家，

三十至四十年代为傅立叶主义的拥护

者和宣传者。——第４５１页。

皮尔，罗伯特 （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

派（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

—１８２７和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

谷物法（１８４６）。——第２５４页。

皮佩尔，威廉（Ｐｉｅｐ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约生于

１８２６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１８５０—１８

５３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１８４、１８８、２

０６、２１８、２２５—２３０、２３２、２４１、２４４、２６２、

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３１０、

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８、３９２、３９５、

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２、５６４、

５６９、５７１、５８３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 第

１５８页。

皮特曼，海尔曼（Ｐｕｔｔ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１—１８９４）——德国激进派诗人和

新闻工作者，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

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７、

２３、２４、３０、５４、５６、７６、７８、８３、８７—

８９、４５７页。

品托，伊萨克 （Ｐｉｎｔｏ，Ｉｓａａｃ１７１５—

１７８７）——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经济

学家。——第５８１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３７、

４６—４８、５７、６８、７０—７２、７６、８４、８７、

８８、１０９、１２９、１４８、１７２、１７３、２４６、３１２、

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２、３２４—３３５、３４６、３５２、

３５６、３６０、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７、

４０６、４０９、４５１、４６４—４６６、４７６—４８８、

４９７、５２４、５３９、５６４、６１８页。

普尔斯基，费伦茨（弗兰齐舍克）（Ｐｕｌ

ｓｚｋｙ，Ｆｅｒｅｎｓｚ１８１４—１８９７）——匈牙

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

人，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１８６７年大赦后

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６和

１８８４—１８９７）。——第５４７页。

普菲茨纳（Ｐｆｕｔｚｎｅｒ）——德国律师，《莱

茵报》的德勒斯顿通讯员。——第４４２

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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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画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２），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１６４、

１６６、１６９、１８３、１８４、３８１、５５７页。

普拉兰，舒瓦泽尔公爵夫人（Ｐｒａｓｌｉｎ，

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ｄｅ Ｃｈｏｉｓｅｕｌ １８０７—

１８４７）——舒瓦泽尔公爵沙尔 普拉兰

的妻子。——第１１１页。

普拉兰，沙尔，舒瓦泽尔公爵（Ｐｒａｓｌ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ｃｄｅ Ｃｈｏｉｓｅｕｌ１８０５—

１８４７）——法国贵族；关于他谋杀妻子

事件的审判于１８４７年举行。——第１１０、

１１１、１３１页。

普拉斯曼（Ｐｌａｓｍａｎ）——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科伦一家公司的老板。—— 第１４６、

１５２、５１８页。

普莱斯，理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

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３３０页。

普鲁茨，罗伯特（Ｐｒｕｔｚ，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６—

１８７２）——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

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与青年黑格尔

派有联系。——第４４２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Ｑ

琼斯，厄内斯特 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

论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

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

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１３５、１６３、１６４、１７１、１８１、１８２、１９１、

２０５、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９、

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２、２６５、３１２、３１４、３８４、

３９９、５８４、６１４、６２５页。

屈特曼（Ｋｕｔｔｍａｎｎ）——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的德国出版商。——第６７、８２、８７、９１、

９２页。

Ｒ

日果，菲力浦（Ｇｉｇｏ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８２０—

１８６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

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四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７８、９７、１０３、１０８、１２６、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５—

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５、１４６、４６４—４６６、

４６８页。

日拉丹，艾米尔 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

家和政治活动家，三十至六十年代（断

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

毫无原则著称；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反对基佐

政府，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后为

波拿巴主义者。——第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４、

３４６、３５１、３８６、３８７页。

荣克，格奥尔格（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第１０、２２、

４２４、４３２、４５７、５４５页。

荣克，亚历山大（Ｊｕｎ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７９９—

１８８４）——德国作家，文学史家，政论

家，接近“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

第４３２页。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斯瓦 斐迪南 菲力浦

路易 玛丽，奥尔良公爵（Ｊｏｉｎ－ｖｉｌｌ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ｉｅ，ｄｕｃ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ｄｅ

１８１８—１９００）——路易－菲力浦之子，

７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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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

第５０３页。

若米尼，昂利（Ｊｏｍｉｎｉ，Ｈｅｎｒｉ１７７９—

１８６９）——将军，初在法军中供职，后

在俄军中供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写有许多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瑞

士人。——第５７８页。

若特兰，律西安 列奥波特（Ｊｏｔｔｒａｎｄ，Ｌｕ

ｃｉｅｎ－Ｌéｏｐｏ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比利

时法学家和政论家，四十年代是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

席。——第９９、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８、１３１、

１３３、１３７、４９４页。

Ｓ

萨耳达尼亚公爵，茹安 卡卢什（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Ｊｏａｏ Ｃａｒｌｏｓ，Ｄｕｑｕｅｓ ｄｅ １７９１—

１８７６）——葡萄牙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和国家活动家，元帅，五十年代起是大

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首相（１８４７—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１８５６和１８７０）。——第２７９

页。

萨朗，贝尔纳（Ｓａｒｒａｎｓ，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７９５—

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

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第

１９９页。

萨瓦里，安 让 玛丽 勒奈，罗维戈公爵

（Ｓａｖａｒｙ，Ａｎｎｅ－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Ｒｅｎé，

ｄｕｃｄｅＲｏｖｉｇｏ１７７４—１８３３）——法

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拿破仑

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警务大臣

（１８１０—１８１４），阿 尔 及 利 亚 总 督

（１８３１—１８３３）。——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萨宗诺夫，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５—１８６２）——俄

国新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四十年代

初流亡国外，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

稿。——第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２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３０９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１１５、２０２、４０５页。

沙贝利茨（Ｓｃｈａｂｅｌｉｔｚ）——瑞士出版商和

书商，雅科布 沙贝利茨的父亲。——第

５３２—５３４、５４１页。

沙贝利茨，雅科布（Ｓｃｈａｂｅｌｉｔｚ，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７—１８９９）——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

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

１８４、３１６、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９、５３２—５３４、

５４１—５４３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

２—５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５０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起重新同马

克 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第１３５、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１、２０２—

２０６、２１３、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１、２３３、２４０、

２４１、２５５、２６３、２９２、２９７、３０４、３４４、

３４５、３４７、３５５、３６１、３７０、３７７、３９４、

４００、４０５、４１３、５２６、５６８—５７１、５８０—

５８６、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３、６２４、６３６页。

沙赛，罗伯特（Ｓｏｕｔｈｅｙ，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４—

１８４３）——英国诗人和作家，托利党

人。——第２２３页。

沙伊德勒（Ｓｃｈｅｉｄｌｅｒ）——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普鲁士石印通讯》的编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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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 安 德奥杜尔（Ｃｈａ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ｎｅ－Ｔｈéｏｄｕｌｅ

１７９３—１８７７）——法国将军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

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年

６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

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

的示威游行，１８５１年被逐出法国。——

第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４、３８３、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１、

４０２页。

舍耳歇，维克多 （Ｓｃｈｏｅｌｃｈｅｒ，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４—１８９３）——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左派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

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

３５１页。

申克（Ｓｃｈｅｎｋ）——普鲁士官吏，五十年

代初为科伦市副市长。——第２５９页。

圣茹斯特，路易 安都昂（Ｓａｉｎｔ－Ｊｕｓｔ，

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６７—１７９４）——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

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

４０３页。

圣西门，昂利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４１、２７９、３３４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 （卡斯巴尔 施米特Ｃ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

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想家之一。——第１１—１４、１６、

２０、８８、９１、３０６、３１０、３２８、３４６、４５５

页。

施拉姆，康拉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ｏｎｒａｄ１８２２

左右—１８５８）——德国工人运动的著

名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的发行负责人，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

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１６３—１６６、

１７０、１７４、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２０３、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５、

２４０、２４１、２６２、２６９、２７５、３１０、３１１、

３１３、３１６、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１、３７２、

３７６、３８１、３９４、５４４、５４５、５６９、５７１、

５８３、６２７、６２８、６３１、６３６页。

施 拉 姆，鲁 道 夫 （Ｓｃｈｒａｍｍ，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１３—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普鲁士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左翼，革命后流亡英国；反

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康

拉德 施拉姆的哥哥。——第１６３、１６５、

１８６、２１６、２３６、２３７、３１１、３１６、３４２—

３４４、３４８、５５５、５８８页。

施累费尔，约翰 米哈埃尔（Ｓｃｈｌａｅｐｆ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８２２—１８８５）——瑞士

出版商。——第８２、８７、９２页。

施略费尔，古斯达夫 阿道夫（Ｓｃｈｌｏｆｆｅｌ，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８４９）——德国

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革命者，德国和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极参加

者；在战斗中阵亡。——第５１５页。

施米特（Ｓｃｈｍｉｄｔ）——铁路列车员。——

第３８４页。

施米特，西蒙（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ｉｍｏｎ）——德

国制革工人，正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之

一，魏特林的拥护者。——第４４页。

施莫耳策，卡尔 亨利希（Ｓｃｈｍｏｌｚｅ，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３—１８５９）——德国漫画

家和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后流亡国外。——第３３７页。

施纳克，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ｎａｋｅ，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德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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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２页。

施瑙费尔，卡尔 亨利希（Ｓｃｈｎａｕｆｆｅｒ，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２３—１８５４）——德国诗人

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

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

流亡国外。——第２５５页。

施泰翰，哥特利勃 路德维希（Ｓｔｅｃｈａ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ｈ Ｌｕｄｗｉｇ 约 生 于 １８１４

年）——汉诺威的细木工，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

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

１８５２年１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

第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７、３８５、３９０、４００页。

施坦道，尤利乌斯（Ｓｔａｎｄａｕ，Ｊｕｌｉｕｓ）——

德国教师，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

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俾尔（瑞

士）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革命失

败后流亡美国。——第５１３页。

施坦普弗利，雅科布（Ｓｔａｍｐｆｌｉ，Ｊａｋｏｂ

１８２０—１８７９）——瑞士资产阶级国家

活动家，激进派；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

是《伯尔尼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瑞士

联邦总统（１８５６、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２）。——第

１５２页。

施特赫利（Ｓｔｅｈｅｌｙ）——柏林一家糖果点

心店老板。这家店铺是“自由人”小组的

成员聚会的地方。——第２０页。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Ｓｔｒｏｄｔｍａｎｎ，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９—１８７９）——德国作家，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侨居国

外，金克尔传记作者。——第３３７、５９７

页。

施特吕克尔，弗 维 （Ｓｔｒｕｃｋｅｒ，Ｆ．

Ｗ．）——恩格斯青年时期在爱北斐特

的朋友。——第８、９、１５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

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

人。——第２６９、５１４、５１５页。

施梯勒，阿道夫（Ｓｔｉｅｌ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７７５—

１８３６）——著名的德国地图学家。——

第５７８、５９１页。

施提贝耳（Ｓｔｉｅｂｅｌ）——马克思在伦敦的

债主。——第２４３、５５７页。

施图普，亨利希 约瑟夫（Ｓｔｕｐｐ，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Ｊｏｓｅｐｈ）——普鲁士官吏，教权派；

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

翼；五十年代初为科伦市长。—— 第

２５９、２６７页。

施土克，卡尔 弗里德里希（Ｓｔｕｃｋｅ，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７１）——德国医

生，《莱茵报》监事会监事。——第４４０、

４４１页。

施土姆普弗，保尔（Ｓｔｕｍｐｆ，Ｐａｕｌ１８２７左

右—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德

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

员。——第１２８、３７０页。

施维格勒，阿尔伯特（Ｓｃｈｗｅｇｌｅｒ，Ａｌｂｅｒｔ１８

１９—１８５７）——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语

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第４４２页。

叔尔茨，卡尔 （Ｓｃｈｕｒｚ，Ｋａｒｌ１８２９—

１９０６）——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

家。——第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２、３７７、３８８、５９７、

０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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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６１３、６１４页。

舒贝特，尤利乌斯（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ｈ，Ｊｕｌｉｕｓ）—

—德国出版商，１８５０年在汉堡出版《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１８４、５４８、５

４９、５５２、５６４、６３５页。

舒耳茨，路易（Ｓｃｈｕｌｚ，Ｌｏｕｉｓ）——科伦

商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茵报》

的发行负责人。——第１４５、１４６、２９６、

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７页。

舒斯泰尔，泰奥多尔（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Ｔｈｅｏ－

ｄｏｒ）——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三十年代是流亡者

联盟的领导者之一；四十年代脱离社会

主义并成为德国“和平进步”的拥护者；

五十年代曾给德国流亡者物质帮

助。——第２３８、３５８、３６１、５５７、５６３、５８３、

５９４页。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Ｓｔｒｕｖｅ，Ａｍａｌｉｅ死

于１８６２年）——１８１８—１８４９年德国民主

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古斯达夫 司徒

卢威的妻子。——第２５５页。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 （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

ｔａｖ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１８４８年４月和９

月巴登起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

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１８３、２１６、２３７、２４２、２５５、３３６、

５４２、５５４、５５５、５７５、５９５、５９６、６２７、

６２８页。

斯蒂文斯（Ｓｔｅｖｅｎｓ）——英国纵帆船“康

沃耳钻石号”船长，１８４９年恩格斯曾乘

该船由热那亚到伦敦。——第５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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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６、４８０页。

斯皮特霍恩，沙尔 路易（Ｓｐｉｌｔｈｏｏｍ，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４—１８７２）——比

利时律师，民主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

家，１８３０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

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根特民主

协会主席。——第１００页。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

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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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６页。

苏尔特，尼古拉 让（Ｓｏｕｌ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Ｊｅａｎ

１７６９—１８５１）——法国元帅和国家活

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曾任首

相（１８３２—１８３４、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１８４０—

１８４７）。——第５０３页。

Ｔ

泰霍夫，古斯达夫 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Ｇｕｓ

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３—１８９３）——普鲁士军

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

谋长；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

后流亡瑞士，１８５２年迁居澳大利

亚。——第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２、３４８、３６５—

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５、４０６、６１１、６１３页。

泰西埃 杜 莫太（ＴｅｓｓｉｅｒｄｕＭｏ－

ｔｈａｙ）——法国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

敦，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

会会员。——第２１２、２１４页。

汤普逊，托马斯 培伦涅特（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ｒｒｏｎｅｔ１７８３—１８６９）——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经济学

家，自由贸易派。——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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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森瑙，卡尔（Ｔａｕｓｅｎａｕ，Ｋａｒｌ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著名代表，１８４８年

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

员会首脑；１８４９年起流亡伦敦。——第

２０５、２３６、３３７—３４２、５９４页。

特德斯科，维克多（Ｔｅｄｅｓｃ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２１—

１８９７）——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

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参加者，布

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里斯

康土案件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后改为

三十年徒刑，１８５４年被释放。—— 第

１１７、１２０、１３３、１３８页。

特 留 茨 什 列 尔，威 廉 阿 道 夫

（Ｔｒｕｔｚｓｃｈｌｅｒ，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１８—１８４９）——德国政治活动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

中央三月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因参加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普军枪

杀。——第５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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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

为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为立法

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７４、８６、１１８、２２３、２５８、２８４、

４０１、４０２、５２８、５７８页。

梯叶里（Ｔｈｉｅｒｒｙ）——法国流亡者，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为在伦敦的法国

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会员。——第

１６９页。

梯 叶 里，奥 古 斯 丹 （Ｔｈｉｅｒｒｙ，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９５—１８５６）——复辟时期法国

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９４页。

提梅（Ｔｈｉｅｍ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哈

根的出版者。——第１７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抨击了李嘉图

的货币论。——第１９３、６０６页。

托尔斯泰，格里哥里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俄国地主，自由主义者，四

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熟

人。——第４９、６０、８６、４９６页。

托尔斯泰，雅科布 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７）——在巴黎的俄国侨民，１８３７年

起为沙皇政府的密探。——第４８、４９、６０

页。

托马，克列芒（Ｔｈｏｍａｓ，Ｃｌéｍｅｎｔ１８０９—

１８７１）——法国政治活动家，将军，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出版

者之一，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为《国民报》的

临时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

议员，镇压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

者，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１８７０年１１月

—１８７１年２月），背叛地破坏城防；１８７１

年３月１８日被起义士兵枪决。——第７４

页。

托米斯（Ｔｈｏｍｉｓ）——１８４７年布鲁塞尔德

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第１０２—１０４

页。

Ｗ

瓦 茨，约 翰 （Ｗａｔｔｓ，Ｊｏｈｎ 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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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１７２—

１７３、２０１、３３５、３３６、５９０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 弗兰茨 利奥

２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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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Ｆｒａｎｚ Ｌｅｏ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

之一；后为进步党人。——第３０６页。

瓦尔斯基罗斯基，孔斯特（Ｗａｒｓｋｉｒｏｓｋｉ，

Ｋｏｎｓｔ）——波兰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初是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

员会委员。——第１６９页。

瓦耳特尔，弗里德里希（Ｗａｌｔｈｒ，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生于１８１０年）——德国新闻工作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四十年代

中追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利尔

日报》的编辑（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和发行

人。——第５８页。

瓦 劳，卡 尔 （Ｗａｌｌａｕ，Ｋａｒｌ１８２３—

１８７７）——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

１８４８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

是美因兹市长。——第９９—１０１、１０３—

１０５、１０７、１３５、６２５页。

威尔海米，弗兰茨（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Ｆｒａｎｚ）——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１９０页。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普鲁士亲王，摄政王

（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ｌ—

１８８８），德国皇帝（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

２５９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７６９—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

军；首相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交大臣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第２２３、２５３、２５４、

２６７、２７３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Ｅｄｇａｒｖｏｎ１８１９—约１８９０）——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１８４６年参加布

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第８、

９６、２４３、６０７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普鲁士

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

母哥哥。——第２５９、２７６、４２５、６０２页。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Ｋａｒｏｌｉｎｅｖｏｎ死于１８５６年）——马克

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２４３、４４１、

４５３、６０７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特利尔

的枢密顾问，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

亲。——第４２０、４２１页。

韦尔凯尔，卡尔 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９）——德国法学

家，自由派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２４２页。

维贝尔，格奥尔格（Ｗｅｂｅｒ，Ｇｅｏｒｇ）——

德国医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民主主义

运动活动家；《前进报》的撰稿人；基尔

通讯委员会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

斯四十年代的朋友；五十年代侨居美

国，后回到德国。——第５５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 （Ｖｉｄａ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８１４—１８７２）——法国经济学家，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卢森堡委员

会 书记，立 法 议 会 议 员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第１２３页。

维迪尔，茹尔（Ｖｉｄｉｌ，Ｊｕｌｅｓ）——法国军

官，社会主义者，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

３６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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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５０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

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第

１６９、２２６、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５７０、５８４、

５８５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

国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３８２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

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１０２、１０６、１２４、１４０、１４５、１５７、

１８７、１９１、２３４、２３５、２６１、３０１、３０４、

３３５、３４６、３７７、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

３９１、３９５、４１４、４８９、５１９、５３９、５４２、

５４４、５８６、５９１、６０８、６１８页。

维干德，舆托（Ｗｉｇａｎｄ，Ｏｔｔｏ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

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

著作。——第１１、２６、２８、４２、６０、４１９、

４２０、４７２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ｋｔｏｒＥ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 撒 丁 国 王

（１８４９—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１８６１—

１８７８）。——第３７５页。

维利森，威廉（Ｗｉｌｌｉｓ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０—

１８７９）——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１８４８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１８５０年统

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

作战。——第５７７页。

维利 希，奥 古斯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年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１８５０年从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

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

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１３２、１３８、１５７、１６８

、１６９、１７１、１８３、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８、

２１９、２２６、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９—２４１、

２５５、２６２、２６７、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３、２９２、

２９７、３０４、３２４、３３２、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３—

３４９、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０、３７２、

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０、４００、

４０５、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０、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６、

５３９、５４４、５５０、５５８、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９—

５８６、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７、５９９、

６００、６１１、６１３、６３５页。

维隆，路易 德吉烈（Ｖéｒｏｎ，ＬｏｕｉｓＤéｓｉｒé

１７９８—１８６７）——法国新闻工作者和

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前为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

所有人。——第３８６页。

维斯（Ｗｉβ，Ｃ．）——德国医生和新闻记

者，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

国；金克尔的拥护者。——第３９８页。

维特豪斯（Ｗｉｅｔｈａｕｓ）——普鲁士官吏，

１８４２年底至１８４３年初是检查《莱茵报》

的书报检查官。——第４３８页。

魏 德 迈， 路 易 莎 （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

Ｌｏｕｉｓｅ）—— 约瑟夫 魏德迈的妻

子。——第４６９、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５、５４０、５４６、

５５１、５５３、５５９、５６４、５８９、６０５、６０７、

６１７、６２５、６２８、６２９、６３３、６３５页。

魏德迈，约瑟夫（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

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０）；革命失败后，流亡

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为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４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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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３６、５３、５９、１７０、２５２、２９１、３０１、

３１２—３１４、３３２、３７６、３９１、４００、４１３—

４１５、４６６—４６９、４７３、５２３—５２５、５３０—

５３２、５３４—５３５、５３８—５４０、５４６、５５１、

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３—５６４、

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７—５９４、６０３—６０９、６１７—

６２０、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７—６３５、６３７页。

魏尔，亚历山大（Ｗｅｉｌ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８１１—

１８９９）——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四十年代侨居法国。——第

３８、３９、４４７页。

魏斯，齐格弗里特（Ｗｅｉｓｓ，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生于

１８２２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第１９０页。

魏斯，泰奥多尔（Ｗｅｉβ，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１３—

１８９０）——奥地利官吏，五十年代是维

也纳警察局长。——第３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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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４、５１、６７、６８、

７３、７６、７７、８０、２１７、２５５、６１９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 勒 普雷特尔（Ｖａｕｂａｎ，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ｌｅＰｅｔｒｅ１６３３—１７０７）——

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著有许多筑城

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第５７６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２—

１８９５） （“红色沃尔弗”ｄｅｒｒｏｔｅ

Ｗｏｌｆ）——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

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后流亡国外；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

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

动。——第１０３—１０６、１２６、１５７、１５９、

１７４、２０３、２２７、２３３、２３７、２４１、３１６、

３７７、３８２、４０１、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４、５８６、

６１７、６３６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９６、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

１１３、１１８、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２、１３５、１５７、

１５９、１６１、２２２、２５４、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６、

２８２、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４、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４、

３２４、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８、３７１、３９８、３９９、

４１４、５１９、５２０、５４２、５７２—５７５、５７９、

５８３、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１、６００、６０３、６０７—

６０９、６１７、６２５页。

沃拉贝耳，阿希尔 德（Ｖａｕｌａｂｅｌｌｅ，Ａｃｈｉｌｌｅ

ｄｅ１７９９—１８７９）——法国历史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卡

芬雅克内阁的教育部长。——第９４、９５

页。

乌尔麦尔，约翰（Ｕｌｍｅｒ，Ｊｏｈａｎｎ）——德

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

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３００、３４１—３４４、３７０页。乌滕霍芬（Ｕｔ

ｔｅｎｈｏｖｅｎ死于１８４９年）——普鲁士军

官，以自己的反动观点而出名；１８４９年

５月爱北斐特起义时被杀死。——第５２１

页。

Ｘ

西蒙尼，艾尔纽（Ｓｉｍｏｎｙｉ，Ｅｒｎｏ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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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匈牙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革命失败后

流亡国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伦敦

匈牙利民主协会委员。——第１６９、１７２

页。

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 西塞罗）（Ｍａｒ－

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 公 元 前１０６—

４３）——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

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２３６页。

希尔（Ｈｉｌｌ）——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

职员。——第２４７、２４８、５６６页。

希尔施，威廉（Ｈｉｒ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汉

堡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

士在伦敦的警探。——第４００页。

希奈，利 阿 （Ｈｉｎｅ，Ｌ．Ａ．）——德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侨居美国。——第１９０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５１、３７８、４３７页。

席利，维克多（Ｓｃｈｉｌｙ，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１０—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一国

际会员。——第５２６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Ｓｃｈｉｍｍｅｌ－

Ｐｆｅｎｎｉ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２４—１８６５）——

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

国内战。——第２５５、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３、３３７、

３４０、３４３、６１１—６１３页。

谢尔策尔，安得列阿斯（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０７—１８７９）——德国裁缝，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

支部的成员，所谓１８５２年２月巴黎德法

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

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

人。——第１３６页。

谢 林，弗里德 里希 威 廉（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７５—１８５４）——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

；后来成为科学的凶恶敌人，宗教的拥护者

。——第４２７、４２８、４４４—４４５页。

谢 特 奈 尔，奥 古 斯 特 （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海瑙的制桶匠，曾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

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

央委员会委员。——第１６９、３００、３３７、

３８５、４０５、５９３页。

许茨（Ｓｃｈｕｔ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

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

流亡英国。——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许列尔（Ｓｃｈｕｌｌｅｒ）——杜塞尔多夫的德国

出版商。——第３９２页。

许纳 拜 恩，弗 符 （Ｈｕｈｎｅｒｂｅｉｎ，Ｆ．

Ｗ．）——德国共产主义者，职业是裁

缝；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

全委员会委员。——第１４４、２２９页。

雪莱，派尔希 毕希 （Ｓｈｅｌｌｅｙ，Ｐｅｒｃｙ

Ｂｙｓｓｈｅ１７９２—１８２２）——杰出的英国

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

论者。——第２３页。

Ｙ

雅 科 比，阿 伯 拉 罕 （Ｊａｃｏｂｉ，Ａｂ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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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ｍ１８３０—１９１９）——德国医生，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

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

被监禁；１８５３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

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在美国

好几家医学院任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

医学著作。——第２９１页。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

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第二议院议

员，属于极左翼；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

人。——第１０８、３０６页。

亚当（Ａｄａｍ）——法国制革工人，布朗基

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团体

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

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１６９、１７１、２０２、２１２页。

亚历山大一世（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２５８页。

耶尼（Ｊｅｎｎｉ）——瑞士政论家，激进主义

者，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

辑。——第７８页。

伊曼特，彼得（Ｉｍａｎｄｔ，Ｐｅｔｅｒ）——德国

教员，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

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５１９页。

尤利乌斯，古斯达夫 （Ｊｕｌｉｕｓ，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０—１８５１）——律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代表人物。——第５２、５５、２１７、２３６、２３７、

３１２、３２４、６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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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页。

约翰斯顿，亚历山大 基特（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Ｋｅｉｔｈ１８０４—１８７１）——英

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制图家。——第

３８０页。

约翰斯顿，詹姆斯 芬莱 威尔（Ｊｏｈｎ－

ｓｔｏｎ，ＪａｍｅｓＦｉｎｌｅｙ Ｗｅｉｒ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英国化学家，写有许多农业

化学方面的著作。——第３８０页。

云格，阿道夫 弗里德里希（Ｊｕｎｇｅ，Ａｄｏｌｐ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

的著名活动家之一，１８４７年是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第４６、４７、５８、７１、７４、

７９、８９、９０、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７页。

Ｚ

载 勒 尔， 塞 巴 斯 提 安 （Ｓｅｉｌｅｒ，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年为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 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

敦。——第４３、９８、９９、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６、

１１３、１１８、１３５、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６、２３６、

２４４、４７０、５４４、５８８页。

赞德库耳（Ｓａｎｄｋｕｈｌ）——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侨民。——第

９８、１０４页。

泽耳（Ｓｅｅｌ）——德国讽刺画家，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恩格斯的熟人。——第８页。

泽米希，弗里德里希 海尔曼（Ｓｅｍｍｉ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作家，四十年代中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８８、８９页。

泽姆佩尔，哥特弗利德（Ｓｅｍｐｅｒ，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１８０３—１８７９）——德国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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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顿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起

义失败后流亡巴黎，１８５１—１８５５年侨居

伦敦。——第３４８页。

扎克，卡尔 亨利希（Ｓａｃｋ，Ｋａｒｌ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８９—１８７５）——德国新教神学

家，波恩的教授。——第４２７页。

扎累夫斯基，康斯坦丁（Ｚａｌｅｗｓｋｉ，Ｋｏｎ－

ｓｔａｎｔｉｎ）——波兰流亡者，１８４７年布鲁

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１０２页。

扎瓦什凯维奇，列奥波特（Ｓａｗａｓｚｋｉｅ－

ｗｉｃｚ，Ｌｅｏｐｏｌｄ）——波兰流亡者，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住在巴黎，五十年代是伦

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委

员。——第１６９、１７２页。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第５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多尼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生

死的神，为一美少年，是掌管生长繁殖

的女神的情人。——第１９０、５８１页。

阿塔 特洛尔——熊，海涅同名讽刺诗中

的主角。——第１８３页。

Ｂ

保罗—— 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第３９１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 卡洛斯》中

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

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

第４３７页。

Ｃ

查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

的角色。——第８８页。

Ｈ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１３１页。

赫克脱——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奋不

顾身的保卫者；同替亡友报仇的阿基里

斯决斗时战死。——第３４９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２４３、３３０、３８５、４５２页。

加略人犹大——据圣经说，是十二使徒之

一，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老师

耶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为叛卖与

变节的象征。——第５９８页。

Ｋ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两个骑士》一

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

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ｃｒａｐｕｌｅ（贪

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

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

暗指路易 波拿巴。——第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３

页。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

人物。——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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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勒达——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王后，为宙

斯所爱，宙斯化形为天鹅与勒达接近，

后来勒达生下两蛋，即英雄卡斯托尔和

波鲁克斯。——第４２２页。

Ｍ

摩西——据圣经说，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

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埃

及记》）。——第３６２页。

穆尔，卡尔——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

主人公。——第５１页。

Ｑ

齐格弗里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

的主人公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

贝龙根之歌》中的主人公之一。——第

１２６、１２７页。

Ｓ

撒非喇——据圣经说，是亚拿尼亚的妻

子，她也知道亚拿尼亚私自留下一部分

钱不交给使徒。——第７３页。

桑科 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

德》中的人物，唐 吉诃德的侍从。——

第３０９页。

瑟息替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

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

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叙事诗第

二章中说到他诋毁了希腊军队的首领

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第４２７页。

施洗约翰——传说中的人物，据《新约全

书》记载，是耶稣的先驱，在耶稣传教

以前，即劝人悔改，在约旦河中为人施

洗。——第３８５页。

Ｔ

塔克——僧侣，英国民间叙事诗《罗宾

汉》中的主人公。——第１６６页。

塔普曼——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

传》中的人物。——第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０、３９８

页。

Ｗ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

军人，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

加者；相传在１３８６年６月９日，当瑞士人

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

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

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第２１６、２８１

页。

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勇

士，大卫王派乌利亚随统帅约押出战，

要约押在作战时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

方，以便除去他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

巴。——第３７１页。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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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页。

Ｙ

亚拿尼亚——据圣经说，他卖了田产，把

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不交给使徒，因此

而死。——第７３页。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

人物，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

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使耶利哥城墙塌

陷。——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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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

卡 马克思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２８２—２８４页）。

 —ＤｉｅＳｃｈｕｔｚｚｏｌｌｎｅｒ， ｄｉｅ Ｆｒｅｉｈａｎ

ｄｅｌｓｍａｎｎｅｒ ｕｎｄ 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

Ｋｌａｓｓｅ．

载于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

两篇演说》１８４８年哈姆版。——第１１０、

１１２、１１６—１１８、１１９页。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

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 海因

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３２２—３５６页）。

 —Ｄｉｅｍｏｒａｌｉｓｉｒｅｎｄｅ Ｋｒ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ｄｉｅ

ｋｒｉｔｉｓｉｒｅｎｄｅＭｏｒａｌ．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Ｋｕｌ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ＧｅｇｅｎＣ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ｅｎ．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８、３１日和１１月１１、１

８、２５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８６

、８７、９０、９２、９４号。—— 第１１５、６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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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卷第３５—９６页）。

 —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６．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ｎ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ＥｒｓｔｅｒＡｒｔｉｋｅｌ．

Ｄｅｂａｔｔｅｎｕ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５、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９日

《莱茵报》第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５、１３

９号附刊。——第４２６页。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９７—１０６

页）。

 —Ｄａ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ｃｈｕｌｅ．

载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９日《莱茵报》第

２２１号附刊。—— 第４２５页。

《给〈改革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５５—５５７页）。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８日《改革报》。——第

１３４页。

０７７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

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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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

 —Ｌｏｈｎ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Ｋａｐｉｔａｌ．

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５—８日和１１日

《新莱茵报》第２６４—２６７和２６９

号。—— 第５３０页。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发

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

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ｌｉｂｒｅ

é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ｎｏｎｃé à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ｄａｎｓｌａｓé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ｄｕ９Ｊａｎ

ｖｉｅｒ１８４８．［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８］．——

第１３０、５３９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 集》中 文 版 第１卷 第２４５—４０４

页）。——第４２１、４２４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５２—４６７

页）。

 —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分

卷和第２分卷。——第４５０页。

《第１７９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０７—

１２９页）。

 —Ｄｅｒｌｅｉｔｅｎｄ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ｉｎ １７９ｄｅｒ

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７月１０、１２、１４日《莱

茵报》第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５各号附

刊。—— 第４２９页。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１８６—２０９页）。

 —ＤａｓＶｅｒｂｏｔｄｅｒ 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 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ｕｒｄｅｎｐｒｅｕｓｓｉｓ

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

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４、６、８、１０、１３、１６日《莱

茵报》第１、４、６、８、１０、１３、１６号。—— 第

４３８—４３９页。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

２２７页）。

 —Ｄｅｒ１８ｔｅ Ｂｒｕｍ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载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

第１期。——第６１７、６３７页。

《马克 思文集》（Ｍａｒｘ，Ｋ．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Ａｕｆｓａｔｚｅ）１８５１年科伦版第１分册。——

第１８４、２６１、２７６、６０２页。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２１０—２４３页）。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ｓ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ｔｅｎｖｏｎｄｅｒＭｏｓｅｌ．

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日《莱茵报》第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号。—— 第４３８页。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３—３１

页）。

 —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 ｕ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ｅｓｔ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Ｃｅｎｓｕｒ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

文集》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

版第１卷。—— 第４１９、４２１页。

《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第１１６页）。

 —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科伦日报》第

２４２号。——第３７６页。

《〈新莱茵报〉复刊》（《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９３页）。

１７７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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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新莱茵报》第

１１４号。——第１４７页。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９—１２５页）。

 —１８４８ｂｉｓ１８５０．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

济评论》第１、２、３和５—６期。——

第３３５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

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

ｐｏｎｓｅ à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７．

—— 第８８、９１、９２、１０１、１０９、１１０、

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３、１２９、１４８、３３５、３９２、

３９６、４９３、４９７、５２４、５６４页。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８０页）。

 —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ＡｎｄｅｎＲｅｄａｋｔｅｕｒｄｅｒ

《Ｎｅｕ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载 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４日《新德意志

报》第１５８号。—— 第５６０页。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１８—１４６页）。

 —Ｄｉ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ｕｎｄ ｄｉｅ Ｃｏｎｔ－

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１５、１６和３１日

《新莱茵报》第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０和１８３

号。—— 第６０８页。

弗 恩格斯

《比利时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６１—５６２页）。—— 第

１３９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１１５页）。

 —Ｇｅｒｍａｎ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

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２８日，１１月６、７、１２、

２８日，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５、１５、１８、１９

日，４月９、１７、２４日，７月２７日，８月１９日，

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２、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６、３４６、３５６、

３５８—３６０、３７２、３９８、４０４、６１７、６１８

页。

《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６５页）。——第

９２、９５、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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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ｉｃｈ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

Ｃａｍｐａｇｎｅ．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１、２、３期。——第１５７、５３２、５３４、５４１、

５４２、５４９、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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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页）。—— 第３８２、

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４、３９７页。

《〈改革报〉和〈国民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ＤｉｅＲéｆｏｒｍｅｕｎｄ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德意志—

布 鲁 塞 尔 报》第１０４号。—— 第

１２５页。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４９—５５４页）。

 —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ｔａｒ》．

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５日《北极星报》

２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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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４４号。—— 第１３３页。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４３—５４５页）。

 —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第

２３２、２３４页。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卷第３５７—３７４页）。

 —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ｅｄｅｓ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第１１４、１２３页。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 海因岑》（《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９７—３１５

页）。

 —Ｄｉ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ｚｅｎ．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７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９、８０号。—— 第

１０２、６０８页。

《国民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９８—１１６页）。

 —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ｔ．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新莱茵报》第

１６５号增刊。——第１４８页。

《〈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６２—

３６８页）。

 —Ｄｉｅ《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ｂｅｒｄｅｎ

ｍａｇｙ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Ｋａｍｐｆ．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２５号。—— 第６０８页。

《“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

革”方案。加尔涅－ 帕热斯先生的

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

会。赖德律－ 洛 兰先 生的演说。民

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

革报〉和〈国民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３０—４３７页）。

 —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Ｃｕｉｚｏｔ’ｓ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Ｑｕｅｅｒｎｏ

ｔｉｏｎｓｏｆＭ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Ｐａｇè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ＢａｎｑｕｅｔａｔＣｈａｌ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ｏｆＭｒ．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ｅｅｃｈ ｏｆ

Ｍ ．Ｆｌｏｃｏｎ．Ｔｈｅ《Ｒéｆｏｒｍ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８日《北极星报》

第５３３号。—— 第１２５页。

《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

第６６８—６７２页）。——第１４８页。

《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３２—２３３

页）。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ｅｃｋｂｒｉｅｆｇｅｇｅｎＫｏｓ

ｓｕｔｈ．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８日《新莱茵报》

第２０７号。—— 第６０８页。

《瑞士报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６卷第２０８—２１３页）。

 —Ｄｉｅ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Ｐｒｅｓｓｅ．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７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７号。—— 第１５０页。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二、卡尔

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１８４６年达姆斯

塔德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４卷第２４４—２７５页）。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ｅｎ

ｕｎｄｉｎＰｒｏｓａ．２．ＫａｒｌＧｒｕｎ．Ｕｅ

ｂｅｒ Ｇｏｅｔｈｅｖｏｍ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ｅ．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６．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１、２５、２８日，１２

月２、５和９日《德意志—布鲁塞尔

报》第７３、７４、９３、９４、９５、９６、９７、９８

各号。—— 第８９页。

《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

民区述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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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第３卷第２５１—２６７页）。

 —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ｄｅｒｉｎｎｅｕｅｒｅｒＺｅｉｔ

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ｅｎｅｎｕｎｄｎｏｃｈｂｅｓｔｅｈｅｎ

－ ｄｅ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ｎｓｉｅｄ

－ｌｕｎｇｅｎ．

载于《１８４５年的德国公民手册》

１８４５年达姆斯塔德版。—— 第８、

２３、５４、７６页。

《宪章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

版第６卷第５７６—５８２页）。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ｔｉｓｔｅ．

载 于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０、１９日《改 革

报》。——第１３０页。

《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间智慧

为神的智慧》（《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

选集》１９５６年俄文版第４４６—４６５页）。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ｏ，

ｏｄ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ｅｌｔｗｅｉｓｈｅｉｔ ｚｕｒ Ｇｏｔｔｅｓｗｅｉｓｈｅｉ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第４２８页。

《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

选集》１９５６年俄文版第３９４—４４５页）。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ｄｉｅ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

第４２７页。

《匈牙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６卷第６０４—６１５页）。

载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第３０１

号。——第６０８页。

《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６卷第１９３—２０７页）。

 —ＤｅｒｍａｇｙａｒｉｓｃｈｅＫａｍｐｆ．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３日《新莱茵报》

第１９４号。—— 第１４８、１５０、５１８、

６０８页。

《１８４７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０５—５１５页）。

 —Ｄｉ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ｅｎｖｏｎ１８４７．载于１８４８

年１月２３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７

号。——第１２８页。

《１８５２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

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７卷第５４６—５７７页）。

 —ＤｉｅＭｏ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Ｖｏｒａｕｓ－

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ｅｉｎｅｓＫｒｉｅｇｅｓｄｅｒＨｅｉ

－ｌｉｇｅｎＡｌｌｉａｎｚｇｅ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ｉ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５２．—— 第２５２页。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１９—３２１页）。

 —Ｌｅｓｍａｌｔｒｅｓｅｔｌ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ｅｎＡｎ

ｇｌｅｔｅｒｒｅ．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工场》杂志第２

期。—— 第１１２页。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

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

第３１６—３１８页）。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改革报》。——

第１１５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

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

 —ＤｉｅＬａｇ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Ｋｌａｓｓｅ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ａｃｈ ｅｉｇｎｅｒ Ａｎ－

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Ｑｕｅｌ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 第

１１、１８、２２、２６、２８、４６１页。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 卡莱尔的〈过去和

现在〉１８４３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２６—６５５页）。

 —ＤｉｅＬａｇ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

ｓｅｎｔ》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３．

载于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

年鉴》第１分卷和第２分卷。——

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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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０２—６２６页）。

  载于１８４５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莱

茵社会改革年鉴》第１卷第４５—６２、

７１—８１页。——第３０页。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６６２—

６７６页）。

 —ＤａｓＦｅｓｔ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载于１８４６年在别列坞出版的《莱

茵社会改革年鉴》第２卷。—— 第

５４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９６—６２５页）。

 —Ｕｍｒｉｓｓｅｚｕ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

载于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

年鉴》第１分卷和第２分卷。——

第７、１９０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７３—２７７页）。

 —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载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

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１８４５年莱

比锡版。—— 第１１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奥 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３０—

６３２页）。

 —Ｔｒｉｎｋｓｐｒｕｃｈ ｇｅｓａｎｄｔｄｕｒｃｈ ｄｅｎ

Ｂüｒｇｅｒ Ｌ．Ａ．Ｂｌａｎｑｕｉａｎ ｄｉ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ｒ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ｚｕ

ＬｏｎｄｏｎｆüｒｄｉｅＪａｈｒｅｓｆｅｉｅｒｄｅｓ

２４．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８５１．—— 第２３４、

２５５、５８５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 鲍威尔

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

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

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１—

６４０页）。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ｉｎ ｉｈｒｅｎ Ｒｅｐｒａｓｅｎｔａｎｔｅ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Ｓｔｉｒｎ

ｅｒ，ｕｎｄ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

ｍｕｓ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Ｐｒｏｐｈｅ－ ｔｅｎ．—— 第 ３８、５３、

６２、６３、６７、７８、８２、８８、９１、

９２、４６７、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４、４８８、

４９２、４９７页。

《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２０页）。—— 第

５４、７３、７５页。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４１—２４３

页）。——第３９９页。

《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４８５页）。——第２２６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 第

１２３、１２７、１４３、１８２、２５７、２７２、３０７、

３３５、３７９、３９６、５８４、６０６页。

载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９、１６、２３、３０日

《红色共和党人》第２１、２２、２３、２４

号。—— 第６０６、６１７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５页）。

 —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

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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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３页。

《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５４—２６８页）。

 —Ｒｅｖｕｅ．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２期。——第３６２、５４２页。

《国际述评（三）。从５月到１０月》（《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２—５４０

页）。

 —Ｒｅｖｕｅ．ＭａｉｂｉｓＯｋｔｏｂｅｒ．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５—６期。——第３０８页。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５—３５７页）。

 —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载于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８日《新德意志报》第

１０２号。——第５５３、５５４页。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

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

第６０７—６０９页）。

  载于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０日《北德意志自由

报》第３４９号。——第５５４页。

《论波兰。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

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４０９—４１２页）。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９日《德意志—布鲁

塞尔报》第９８号。——第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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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

页）。

 —Ｄｉｅｈｅｉｌｉｇ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ｏ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ｔｉｋ．Ｇｅｇｅｎ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Ｃｏｎｓｏｒｔ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Ｍａｉｎ，１８４５．—— 第６、１５、１６、

１９、２６、２９—３０、３２、３９７、４５４、４５８、

４６１页。

《为驳斥阿 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４１—

５４２页）。

 —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第１８５、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１、３１１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３—４页）。

  载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８日《西德意志报》第６

号。——第５３８、５４２、６２７页。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

年３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

 —Ｄｉ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ｈｏｒｄｅａｎｄｅｎＢｕｎｄ

．—— 第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５５４、６０２、

６３５页。

载于１８５１年７月１日《科伦日报》第１５６

号。——第２９６、３０２页。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１８５０年６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９—３６６页）。

 一Ｄｉｅ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ｈｏｒｄｅａｎｄｅｎＢｕｎｄ．

—— 第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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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者的著作

Ａ

埃卡留斯，约 格 《伦敦裁缝业，或大小

资本的斗争》 （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Ｇ．Ｄｉ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ｅｉ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ｄｅｒ 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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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ｍｃ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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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０９页。

勃朗，路 《致〈泰晤士报〉编辑》（Ｂｌａ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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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Ｃ．，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ｅｔ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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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１８４２年８

月２９日第２４１号。（《汉诺威生活片断，８

月２５》） （Ａｕｓｄｅｍ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ｓｃｈｅｎ，２５．Ａｕｇｕｓｔ）。——第４３３页。ò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

敦出版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５日。《平等者宴会》

（Ｂａｎｑｕｅｔｄｅｓ Ｅｇａｕｓ）。—— 第

２３９页。

 —１８５１年５月８日。—— 第２６８—２６９

页。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日。《一个奥地利密

探 进 行 欺 骗时 发 生 的 有 趣 事

情。——欺骗者的突然死去》（Ｒｅ

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ｃａｓｅｏｆｆｒａｕｄ ｂｙ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ｓｐｙ．—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ｓ－ｔｏｒ）。——第３５３页。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４１１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

Ｋｒｉｅｇｓ－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ｅｎ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科尼斯堡出版，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７日第１３８

号。——第４３０页。

《人民论坛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ｕｎ》），纽

约出版，１８４６年７月４日第２７号。《致我

们的朋友们》 （ＡｎｕｎｓｅｒｅＦｒｅｕｎ－

ｄｅ）。——第６７页。

《人民之友》（《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伦敦出版，１８５１年２月８日第９号。

《追悼爱国者和英雄贝姆将军》（Ｈｏｎｏｕｒ

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ｅｍ，ｔｈ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ａｎｄ

ｈｅｒｏ）。——第２０９页。

《社会辩论报》（《ＬｅＤéｂａｔＳｏｃｉａｌ》），布鲁

塞尔出版，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９日。《一次再一

次驱逐马克思先生》（Ｅｎｃｏｒｅｅｔｔｏｕ

ｊｏｕｒｓ ｌ’ 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 ｄｅ Ｍ ．

Ｍａｒｘ）。——第１３９页。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伦敦出版，１８５１

年５月１７日。——第２７８页。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第３５４号 第３—４

版。——第８８页。

 —１８５１年７月６日第１５８号。《警察的造

谣？》（ＥｉｎｅＰｏｌｉｚｅｉ－Ｅｎｔｅ？）。——第

２９６页。

《文学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沙洛顿堡出版

 —１８４４年４月第５期。通讯。—— 第４５２

页。

 —１８４４年５月第６期。地方通讯。——第

４５２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科伦出版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１５５号号外第１

版。——第１４８页。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１８４９年１月１４日第

１７２—１９５号。《〈新莱茵报〉１８４９年第

一季度预订通知》 （Ｂｅ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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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ｕｆｄｉｅ《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üｒｄａｓｎａｃｈｓｔｅＱｕａｒ－ｔａｌ，Ｊａｎ

ｕａｒｂｉｓＭａｒｚ１８４９）（《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８３—６８４

页）。——第１５１、５１９页。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第１７７号。《施梯伯

博士》（Ｄｒ．Ｓｔｉｅｂｅｒ）。——第５１４—５１５

页。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第１８１号。《三

月同盟的文件》１２月２６日海得尔

堡版（ＥｉｎＡｋｔｅｎｓｔüｃｋｄｅｓＭａｒｚｖｅｒ

－ ｅｉｎｓ．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６．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第１５１页。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８２号附刊。

《施梯伯》（Ｓｔｉｅｂｅｒ）。——第５１４—

５１５页。

 —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８日第２３３号附刊。２

月２４日科伦通讯。——第５２１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柏林出版，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７日

第１３７号。《区域会议之歌。第２首》

（Ｋｒｅｉｓｔａｇｓ－Ｌｉｅｄｅｒ． ）。——第３０３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

巴黎出版，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５日。《马志尼致

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 （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ｅ

ＭａｚｚｉｎｉａｕＣｏｍｉｔ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Ｌｏｎ

ｄｒｅｓ）。——第２８２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格斯堡出版

 —１８４６年７月２１日第２０２号。《同俄国的同盟和

俄国大使馆》（Ｄｉｅ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Ａｌ

ｌｉａｎｚｕｎｄｄｉｅ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ａｎｄ

ｓｃｈａｆｔ）。——第４８—４９页。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７日第１３７号。５月１３日巴

黎通讯。——第２７９页。

 —１８５１年７月５日第１８６号附刊。《共产

主义者同盟》 （Ｄ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ｅｎｂｕｎｄ）。——第２９６页。

 —１８５１年７月８日第１８９号。《新的搜查。

裁缝诺特荣克详细的口供》（Ｎｏｃｈ

ｕｍｆａｓｓｅｎｄｅｒｅＨａｕｓ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ｉｎＡｕｓｓｉｃｈｔ．ＵｍｆａｓｓｅｎｄｅＧｅｓｔａ

ｎｄｎｉｓｓｅ ｄｅ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Ｎｏｔｈｊｕｎｇ）。——第３０２页。

 —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１日第２６４号。《人民同盟

的革命文件》（Ｄａ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ｅ

Ａｃｔｅｎｓｔüｃｋ ｄｅｓ Ｖｏｌｋｅｒ －

ｂｕｎｄｅｓ）。——第３６５页。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巴黎出版，１８５０

年１１月２８日（见本卷索引《其他作者的

著作》“莫利纳里，古”这一条）。——

第１６９页。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２日第７１号第１版。——第

２３８页。

文 学 著 作

Ｄ

但丁《神曲》。——第３７８页。

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２６２、２６５、

２７０、３９８页。

Ｆ

弗莱里格拉特《黑人首领》。——第２７５页。

弗莱里格拉特《摩尔公爵》。——第６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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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歌德《塔古阿朵 塔索》。——第１８２页。

歌德《完整无缺》。——第５４页。

歌德《渔夫》。——第１８４、３７８页。

Ｈ

海涅《阿塔 特洛尔》。——第１８３、３２４、６００

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

１５９、４５８页。

海涅《和平》。——第４３５页。

海涅《两个骑士》。——第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３页。

海涅《骑士奥拉夫》。——第４０６页。

海涅《我们的舰队》。——第４５７页。

荷马《伊利亚特》。——第３４５页。

贺雷西《诗论》。——第６６页。

贺雷西《颂歌》。第３册。——第２７８页。

Ｍ

《马赛曲》。——第１０１、５０３页。

Ｓ

塞万提斯《唐 吉诃德》。——第３０９页。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２０２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４０５页。

苏《巴黎的秘密》。——第１１、３０页。

Ｗ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５３４、５３８

页。

Ｘ

席勒《强盗》。——第５１页。

席勒《唐 卡洛斯》。——第４３７页。

席勒《天之骄子》。——第３７８页。

Ｙ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２０４、３４１

页。

        

圣经。——第２０１、５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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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Ａ

《爱比格尼》（《ＤｉｅＥｐｉｇｏｎｅｎ》）——青年

 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在

莱比锡由奥 维干德出版。——第３７、

４２、６３—６６页。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Ｏ

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Ｌｌｏｙｄ》）——奥地利

的官方日报，１８３６—１８５４年在维也纳出

版。——第３５８页。

Ｂ

《巴黎时钟》（《ＤｉｅＰａｒｉｓｅｒＨｏｒｅｎ》）——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１８４７年在

巴黎由海 莫伊勒编辑出版。——第６９、

９０页。

《柏林月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

ｒｉｆｔ》）——德国杂志，１８４４年在曼

海姆由青年黑格尔分子路 布尔出版；

只出了一期，后被书报检查机关查

禁。——第１１页。

《柏林阅览室》（《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ｓ－

Ｈａｌｌｅ》）—— 德国的一家日报，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之一；１８４６

年 起 在 柏 林 由 古 尤 利 乌 斯出

版。——第９１页。

《伴侣，或思想和感情之友报》（《ＤｅｒＧｅ

－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ｒ ｏｄｅｒ Ｂｌａｔｔｅｒ ｆüｒ

ＧｅｉｓｔｕｎｄＨｅｒｚ》）——德国自由派的

报纸，１８１７—１８４８年在柏林出版。——

第６０２页。

《北德报》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Ｎｏｒ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德国自由派的报

纸，１８４８—１８７２年在汉诺威出版。——

第３７７页。《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ｔａｒ》）——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

派的中央机关报，１８３７年创刊，

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１８４４

年１１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

编辑是菲 奥康瑙尔，参加编辑部的还

有乔 哈尼。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该报登载

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５、１３３、１４０、

３９９页。

《比利时独立报》 （《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ｅｌｇｅ》）——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３１年在

布 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

报。——第１６５、１６９页。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ｂｅｌ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仿照法

国政府机关报而取名的一家比利时官

方日报，１８３１年在布鲁塞尔创办。——

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辩论日报》（《Ｄéｂａｔｓ》）——见《政治和

文学辩论日报》。

《伯尔尼报》（《Ｂｅｒ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瑞

士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５—１８９４年在伯尔尼

用德文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激进

党的机关报。——第１５１、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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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报》（《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

（《ＢｒｅｍｅｒＴａｇｅｓ－Ｃｈｒｏｎｉｋ．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德国民主派的

报纸，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出版；１８５０年３月

起，该报主编是鲁 杜朗；１８５１年阿 卢

格曾为该报撰稿。——第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７、

２６５、５９５页。

Ｄ

《德法年鉴》 （《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在巴黎出版的德

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 卢格。仅仅

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

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

作。——第６、２０、４３、４５、１９０、４４１、４４３、

４４７、４４９、４６１、４７２页。

《德 国公 民手 册》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ｂｕｃｈ》）——海 皮特曼于１８４４

年１２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１８４５年年

鉴和１８４６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１８４６

年年鉴。年鉴中刊载有恩格斯的两篇文

章。——第１７、２３、５４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ｃｈｅＪａｈｒ

－ 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

学杂志；１８４１年７月起用这个名称在莱

比锡由阿 卢格主编出版。１８４３年１月该

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

决定在全国查禁。—— 第４１９—４２１、

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９、４４１页。

《德 国 旁 观 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Ｚｕｓｃｈａｕｅｒ》）——德国激进派的周报，

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

１８４６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８年４月在曼海姆、

１８４８年７月至９月在巴塞尔出版。——第

２１６、５９６页。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Ａｎｅｋ

－ ｄｏｔａ ｚｕ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ｓｔｉｋ》）——

阿 卢格于１８４３年在瑞士出版的两卷

集；刊载有马克思的两篇文章。——第

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４、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４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

－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由侨居布鲁塞

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１８４７年１月

至１８４８年２月出版。１８４７年９月起，马克

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

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

９６、９８、１０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２５、１２８—１３０、

３２３、４９１、４９２、６０８页。

《德意志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文学杂志；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８年在

汉堡出版。１８３９年３月至１８４１年恩格斯曾为该

杂志撰稿。——第２０页。

《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伦敦德国流亡者办

的周报，１８４５年４月至１８５１年２月该报在

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

支持下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路易 班贝尔格尔。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

该报主要刊登卡 海因岑、古 司徒卢威

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

章。——第５９６页。

《德意志论坛报》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Ｔｒｉｂ

üｎｅ》）——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开

始在慕尼黑出版，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年在霍姆

堡出版；被政府查封。——第４３３页。

《电讯》（《Ｔｈｅ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伦敦

电讯》。

《独立评论》 （《ＬａＲｅｖｕｅ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

ｔｅ》）——一种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

法国社会政治月刊；１８４１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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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在巴黎出版，由比 勒鲁、乔治 桑

和路 维阿多负责编辑。——第１１０、４４７

页。

《度申老头》（《ＬｅＰèｒｅ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法国的一家报纸，１７９０—１７９４年由雅

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

绪。——第３０３页。

Ｆ

《法 兰 克 福 报》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从十七世纪起到１９０３年在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出版。——第２７９、２９０页。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ＬｅＰｈａｌａｎｇｅ．

Ｒｅｖｕ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ｅ》）——傅

立叶派的刊物，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４９年在巴黎

出版；曾屡次改变刊物的名称、出版期

数、篇幅和开本。——第３９页。

Ｇ

《改革报》（《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法国的一

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

到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到

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

章。——第４３、７３—７４、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

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４、

１３５、１３９、２１５、４４７、５０２、５０３页。《革

命》（《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约 魏德迈

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

周刊。在１８５２年１月只出版了两期，此

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而不得不停刊。

１８５２年５月和６月，魏德迈在阿 克路斯

的支援下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

《革命》。——第６１８页。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

（《Ｌ’Ａｔｅｌｉｅｒ，ｏｒｇａｎｅｓｐéｃｉａｌｌａｃｌａｓｓｅ

ｌａｂｏｒｉｅｕｓｅ，ｒéｄｉｇéｐａｒｄ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ｍｅｎｔ》）——法国的一家

月刊，它是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

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１８４０年至

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

组成，每三个月改选一次。——第４２、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页。《工人报）（《Ｄｉｅ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德国

流亡者在纽约出版的报纸。——第３１３、

５８９、５９２页。

《工人共和国报》（《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

ｅｒ》）——１８５０—１８５５年威 魏特林在纽

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

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

观点。——第２５５、６１９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

活的德意志快邮报》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ｃｈｎｅｌｌ－ ｐｏｓｔ ｆüｒ 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

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ｕｎｄｓｏ

ｃｉａｌｅｓＬｅｂ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

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１８５１年在纽约出

版，半周刊。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５１年该报的主

编是卡 海因岑，１８５１年阿 卢格也参加

了编辑部。——第２１７、２３６、２６２、３１２、

３１５、３２２、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９、３９３、３９７、

４１３、５８７、５９６—５９８、６０３、６１７页。

《国家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

约国家报》。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瑞 士 国 民 报》。《国 民 报》

（《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法国的一家日报，

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３７、４２、

４９、７４、８６、９４、９５、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８、

１２５、１５１、２８２、３８７、４４７、５０１—５０３页。

６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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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报》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

报，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７年在巴黎出版。

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派

——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合并的

人的观点。——第２３８页。

Ｈ

《海盗－ 恶魔》 （《ＬｅＣｏｒｓａｉｒｅ－Ｓａ

ｔａｎ》）—— 法国的一家讽刺性报纸，

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

版。——第３８、４９页。

《汉诺威日报》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

ｕｎｇ》）——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１８３２

年创刊。——第４２９页。

《和平民主日报》（《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ｐａｃｉ

ｆｉｑｕｅ》）——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

１８４３—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

孔西得朗。——第１４—１５、３８、８３、１３０、

４４７页。

《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１８５０年６—１１月由乔 朱 哈

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第１６３、１６４、

１７１、１７３页。

《画报》（《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的一家周报，１８４３—１９４４年在莱比锡出

版。十九世纪中叶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

倾向。——第２７８页。

Ｊ

《纪事报》（《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见《纪事晨

报》。《纪事晨报》 （《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英国资产阶级的日

报，１７７０年至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辉格

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

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 第

２３７、６０１页。

《寄语人民》 （《Ｎｏ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

机关刊物，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伦敦由厄

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

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

工作，并且从１８５１年６月至１８５２年４月在

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２６５、３１２、３１４、４００页。

《解放报》（《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比

利时的一家日报，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

机关报；１８３０年在布鲁塞尔创刊。——

第 １３２ 页。 《 经 济 学 家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英国的经济、政

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年在伦敦创刊；大工

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２６３—２６５、

２７０、２７５、３５３、３８０、５０７、５０８页。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

商业每月评论》（《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Ｅｃｏｎｏ

－ ｍｉｓｔｅｓ．Ｒｅｖｕｅ ｍｅｎｓｕｅｌｌｅ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ｓ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èｒｅｓ

ｅ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法国资产阶级

的月刊，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在巴黎出

版。——第５１、５２页。

Ｋ

《卡尔斯卢厄日报》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５７

年起出版，１８４９年为巴登政府的官方报

纸。——第１５５页。

《科伦工商联合会公益周刊》（《Ｇｅｍｅｉｎｎüｔ

－ｚｉｇ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ｅｓＧｅｗｅｒｂ－

ＶｅｒｅｉｎｓｚｕＫｏｌｎ》）——德国的一家周

刊，１８３６—１８５５年在科伦出版，１８４２—

１８４３年是《莱茵报》的附刊。德斯特尔在

１８４５年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第

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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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２年起用这个名称

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自由

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采取敌对态度；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

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

的政策。——第７２、８４、９３、１４２、１５１、

１５５、２６７、２７５、２７７、２９２、２９５、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５、３１３、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６、４２９、

４７１、５９６—５９８、６２７页。

《科尼斯堡日报》 （《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普鲁士王国国家、军

事和和平日报》。

《快邮报》（《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见《关于

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德意志快邮报》。

Ｌ

《莱比锡总汇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７

年开始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是资

产阶级的进步报纸。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内

阁下令在普鲁士境内查禁该报，而在萨

克森该报一直出版到１８４３年４月１

日。——第４３９页。

《莱茵观察家》（《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

ｔｅｒ》）——一家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４４年

起到１８４８年初在科伦出版。——第５６、

８２页。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 ｂüｃｈｅｒ ｚｕ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ｆｏｒｍ》）——德国的一家杂志，由海

皮特曼出版；共出版过两卷，第一卷于

１８４５年８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二卷

于１８４６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

小地方别列坞出版。——第１７、２４、３０、

５４、４５７、４６１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 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

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

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

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１８、

４２６、４２９—４４０、４４３、４４４、５６９页。

《劳埃德氏杂志》（《ＤｅｒＬｌｏｙｄ》）——见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雷诺新闻》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

ｐｅｒ》）——英国激进派的周报；１８５０年

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初支持

宪章派。——第３９９页。

《理智报》（《ＬｅＢｏｎＳｅｎｓ》）——法国的一

家日报，立宪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３２—１８３９年

在巴黎出版。——第８３页。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ｅｌ》）——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１５

年至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

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

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

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１８５１年十二月

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９２、２２２、２３３、４１５页。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ＬｅＰｒｏ

ｓｃｒｉ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ｌｌｅ》）——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

的机关刊物（月刊），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

版。共出两期。参加杂志编辑部的有赖

德律－洛兰、马志尼、豪格、埃 阿拉戈、

达拉什、德勒克吕兹、沃尔策耳。从１８５０

年１０月底起，改组成周刊《流亡者之

声》（《ＬａＶｏｉｘｄｕＰｒｏｓｃｒｉｔ》），在圣

阿芒（法国）出版到１８５１年９月。——第

３５１页。

《伦敦电讯》 （《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Ｔｅｌ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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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ｈ》）——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１

８４８年在伦敦出版。——第５０７、５０８页。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Ｎｅｗｓ》）—— 英国的一家画报，

１８４２年起在伦敦出版；曾用其他文字出

版。——第２７６、２７９页。

《论坛报》（《Ｔｒｉｂüｎｅ》）——见《德意志

论坛报》。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

日论坛报》。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见《人民论坛

报》。

Ｍ

《曼海姆晚报》（《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激进派的一家每日

出版的晚报，由卡 格律恩创办，于

１８４２—１８４９年出版。——第１５５页。

《每日纪事》（《Ｔａｇｅｓ－Ｃｈｒｏｎｉｋ》）——见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

舌；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

出版。——第２３９、２６８、３５３、４０９、４１１

页。

《民主工场报》（《Ｌ’Ａｔｅｌｉｅｒ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

ｑｕｅ》）——比利时的一家工人周报，从

１８４６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１８４７年起路

海尔堡为该报的编辑。——第１００、１０２

页。

Ｎ

《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见《德法年

鉴》。

《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见《德国科

学和艺术年鉴》。

《纽约国家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３４年

开始出版；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

第３１１、３４９、３６５—３７０、３８８、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２、５９

８、６０３、６０６、６０９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美国的一家报纸，

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

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 格

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

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

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

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１８５１年８

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

报撰稿。——第３１６、３２４、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６、

３４６、３７９、３９８、４０４、５８９、６０５、６１７、

６１８页。

《纽约晚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

ｔｕｎ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流亡者

出版的报纸。——第３９８、４００、６０９页。

Ｐ

《评论》（《Ｒｅｖｕｅ》）——见《新莱茵报。政

治经济评论》。

《普鲁士国家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

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１９年在

柏林创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普鲁士政府

的半官方报纸。——第４２６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ｈｏ－

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普鲁士

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在柏林出版。——第３

２３、３３２、３３８、３５２、５９４、６０１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

Ｋｒｉｅｇｓ － ｕｎｄ Ｆｒｉｅｄｅｎｓ －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５２

９９７期 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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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至１８５０年在科尼斯堡用这个名称

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进步的资产

阶级报纸。——第４２９页。

《普罗米修斯》（《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德国

的社会主义杂志，１８４６年秋在黑里骚

（瑞士）由海 皮特曼出版。看来只出了

一期，大部分杂志在运入德国时被没

收，而杂志本身也遭德国各邦当局查

禁。——第５４、５５页。

Ｑ

《汽船》（《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见《威斯特

伐里亚汽船》。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德国报纸，

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

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

稿。——第８、１５、１６、１９、４５３页。

Ｒ

《人 民 论 坛 报》 （《ＤｅｒＶｏｌｋｓ－

Ｔｒｉｂｕ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１８４６年１月５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出版；该报编辑是海 克利

盖。——第６７—６８、７３页。

《人民之友》 （《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宪章派的周刊，１８５０年１２

月至１８５１年７月在伦敦由乔 哈尼出

版。——第１７１、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９、

２１３、２３５、３１２页。

《瑞士国民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资产阶级的日报，

１８４２年起在巴塞尔出版。—— 第１５１、

１８３、３３８、５４２页。

《瑞士信使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Ｓｕｉｓｓｅ》）——

反动报纸，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５３年在洛桑出

版。——第４４７页。

Ｓ

《商业报》（《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法国自

由派的报纸，１８３７—１８４８年用这个名称

在巴黎出版。——第４４７页。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报》（《ＬｅＤéｂ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ｅ ｄｅ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比利时的一家周报，

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

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９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第１３７、１３９页。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

前社会关系的刊物》（《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

ｓｐｉｅｇｅｌ．Ｏｒｇａｎｚｕｒ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ｄｅｒ

ｂｅｓｉｔｚ－ ｌｏｓｅｎ Ｖｏｌｋｓｋｌａｓｓｅｎ ｕｎｄ

ｚｕｒ Ｂｅｌｅｕｃｈ － 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ｓｔａｎｄｅ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的月刊；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在爱北斐特

出版；主编是莫 赫斯，共出版了十二

期。——第１７、２４、２５、２７、２９、９６页。

《社会主义评论，或无产阶级的问题和平解决》

（《Ｒｅｖ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ｏｕ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ｃｉ－

ｆｉｑｕｅ ｄｕ ｐｒｏｂｌèｍｅ ｄｕ

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法国的一家月刊，基督

教社会主义者的喉舌；１８４５—１８５０年在布萨

克和巴黎由比 勒鲁出版，１８５０年在巴黎由他

的拥护者出版。——第４２页。

《石印通讯》（《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新 普 鲁 士 报》。《世 纪 报》

（《ＬｅＳｉèｃｌｅ》）——法国的一家日报，

１８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

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

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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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报。——第３８７、４４７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

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

出版。——第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９、

２５８、３９９、４４７、５０８、５８４、６１４页。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英国资产阶

级自由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

敦出版。——第２７８、３９９页。

《特 利 尔日 报》 （《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７５７年在特利尔创刊，

１８１５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初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四

十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的影响。——第３７、８８、９６、２９６页。

《通报，官方报纸》（《Ｋｏｚｌｏｎｙ，ｈｉｖａｔａｌｏｓ

ｌａｐ》）——一家日报，科苏特的机关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布达佩斯、德布纳森、

塞格得出版。——第２４９页。

Ｗ

《晚报》（《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约

晚报》。

《晚报》（《Ａｆｔｏｎｂｌａｄｅｔ》）——瑞典的一家

日报，１８３０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十

九世纪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

第８４页。

《威塞尔报》（《Ｗ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４４年至

１９３０年在不来梅出版。——第１８７、１８８

页。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Ｄａｓ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

Ｄａｍｐｆｂｏｏｔ》）—— “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的月刊；由奥 吕宁负责编辑出版，１８４５年

１月至１８４６年１２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１８４７年１

月至１８４８年３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６２４、

６２５页。

《文学报》（《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文学总汇报》。

《文学周报》（《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一家文学周报；１８３４年至１８４９年用政府

的钱在柏林出版。——第４４３页。

《文学总汇报》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ｇ》）——青年黑格尔分子

布 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１８４３年１２

月至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在沙洛顿堡出版。——

第３０、４５１、４５２页。

Ｘ

《西德意志报》 （《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民主派报纸，１８４９年５月

２５日到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在科伦由海 贝克尔

出版。——第５３１、５５０页。

《现代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ｄｅｒ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１８４３年７月至１８４８年在斯图

加特和杜宾根出版，主编是神学家阿

施维格勒。——第４４２页。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一家民主派的日

报，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出版，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

以前在达姆斯塔德出版，４月１日起在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１日

以前该报由奥 吕宁负责编辑，１０月１日

起编辑为奥 吕宁、格 君特和约 魏德

迈。——第１６８、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８、５５３、５５９、

６３４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

是 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

斯。——第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７、

１０８期 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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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１、２６６、２７２、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０、３０３、３０６、３１４、４９９、

５０１、５０７—５１１、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３—５２６、

５３０—５３３、５４５、５５０、５５４、５５７、５７６、

５８４、５８９、６０８、６２９—６３０、６３４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

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

志由他们一直出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第

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６、１７４、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５、

１９９、２７１、２７６、３３５、３６５、３９１、５３６、

５３８、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８、５５１、

５５４、５５９、５６４、６０８、６１９、６２７、６２９、

６３０、６３２、６３５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年６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

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

报》而闻名。——第３０３、３２４、３３２、３３５、

５１５、５５５、６０１ 页。 《新 闻 报》

（《ＬａＰｒｅｓｓｅ》）——１８３６年起在巴黎出版

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

政府的性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资产阶级共和

派的机关报，后来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的编辑是艾 日

拉丹。——第１２３、３８６、４４７页。

《星报》（《Ｓｔａｒ》）——见《北极星报》。

《喧声报》（《Ｌｅ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法国资

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１８３２年起

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

进行过辛辣的抨击；１８４８年转入反革命

阵营。——第２００、４４７页。

Ｙ

《１８４５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Ｌａ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 ｄｅ １８４５．Ｏｒｇａｎｅ ｄ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ｅ》）——巴贝夫派的一

工人月刊；１８４５年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在巴

黎 出 版。—— 第 ５２页。《宇 宙》

（《ＤｅｒＫｏｓｍｏｓ》）——在英国的德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周

刊）；１８５１年在伦敦由恩斯特 豪格出

版；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  、卢格、隆

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   六

期。——第２６５、２７１、２８０、２８１、２ 、２８９、

５８２、５９５、５９９页。

Ｚ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法国资产阶级的日

报，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

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

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

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９２、２００、

２３８、２７８、２８２、２８４、３６０、３８６页。

《紫罗兰。无辜的现代评论小报》（《Ｖｅｉｌ－

ｃｈｅｎ．ＨａｒｍｌｏｓｅＢｌａｔｔｅｒｆａｒｄｉｅｍｏｄ

ｅｒｎｅＫｒｉｔｉｋ》）—— “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的周刊；由格 施吕塞尔担任编辑，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在包岑 （萨克森）出

版。——第８８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１８１０

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第

４８、２７９、２９６、３０２—３０３、３６５、３７６、４４９

页。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法国的一家

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办；１８５０年该报代表了

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

利益；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

拿巴派的报纸。——第１６９、２３３、２３７、

２３８、５８４页。

２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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