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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２年

１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维：

恭贺新年！并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①祝贺。

我现在才把文章②寄给你，是因为工作不但受到当前急剧发

展的事态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到私事的干扰。从现在起

开始正常了。

鲁普斯③病得很厉害，因此直到现在还不能给你寄任何东西。

红色沃尔弗④的文章我认为不能用，所以没有寄给你。

如果你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把自己的事业⑤推迟一个较长的

９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革命》杂志的出版。——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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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请你把文章交给德

纳，以便他把文章译成英文供他的报纸①刊用。不过我希望这没有

必要。

请代我问候德纳。告诉他，他的信和报纸我都收到了，下星期

将给他寄去一篇新写的文章②。

至于《评论》③，因为我这里手头没有，而要重新从汉堡索取，

单从钱方面来说就有困难，所以请你来信说明，你认为在美国大致

能指望有多大销路。

我将把我们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

所办的《寄语人民》从这里寄给你。对你来说，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宝

库，因为它能帮助你弥补你的刊物的材料不足。

请立即（以及今后）给我寄来几份你的周刊。

敬礼和兄弟情谊。

你的 卡·马克思

昨天我百般敦促弗莱里格拉特，他终于答应我以最近事件为

题写一首诗给你。

０７４ １．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１日）

①

②

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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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４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要不是有好多事情妨碍了我——特别是我的妹夫①在这里，

整整一个星期我得陪他玩，在曼彻斯特这里，这的确不是一件平常

的事，——我早就答复您的亲切的来信了②。当然，在这段时间里

丝毫没有想工作，而只是现在才开始考虑在最近星期五这班轮船

开出之前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今天或明天晚上要为《论坛报》写

点东西，而老爷子魏德迈也不能一无所得。４５８现在他毫无音

信，——我希望你们今天接到他的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新的一年

的前景，因为昨天轮船带来的信正好是元旦以前写的。

我希望家长③已经从他的遭难受罚的床上起来了，而且但愿

他不要由于图书馆而完全忘记了《论坛报》。关于尊敬的吕德尔斯

的材料，就象关于高尚的金克尔的必要材料一样，我已立即转给维

尔特了。

伟大的维利希挨打，我们很痛快；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还要不

断挨打的美景。既然这个伟大的勇士借以护身的那种不可侵犯和

不可战胜的魔术被一顿臭打所破，那末现在，每一个流亡者恶棍，

１７４２．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指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３７—６４０页。——编者注

布兰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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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一个康拉德①，在重复这种试验并向这位高尚人物大报

私仇之前，是不会甘心的。而这位大人物的不幸的英勇精神之所以

能够得到安慰，是因为打他的那些人全是“有原则的”人。虽然他挨

了打，但毕竟是“有原则的打”。

克路斯的信退还给您。这家伙是个不可多得的代理人。当维

利希受骗的事４５９一传开，将会大大喧闹一番。这些庸人害怕信落到

我们手里，不敢再写信了。金克尔硬说他给伦敦写信谈过关于必

须同我们建立联系的事，这是多么卑鄙的伪善行为！这个事实只

是证明，在美国有人常常问他，而且很不客气地问他关于我们的

情况，在那里的民主主义蠢才中间也有一批我们的拥护者，不知

什么原因，他们发誓效忠于我们，就象另一些人发誓效忠于金克

尔、海因岑或黑克尔一样；这可能是马格努斯·格罗斯、威尔海

米等等一类的拥护者，他们只要求同我们短期在一起，为的是更

好地了解我们和他们自己，然后再回到适于他们住的那个公共牲

畜栏里去。

路易－拿破仑越来越滑稽可笑。当他那些消灭贫困等现象的

伟大措施还一项也没有能够实行的时候，这个人却因采取那些仅

仅为了暂时巩固他的威望的办法而触怒了全世界的庸人。任何一

家非法国的报纸都不敢再出来为他辩护，甚至《太阳报》和《科

伦》②也一声不吭，只有《地球》报的这个下流通讯员，每天还往拨

给他的那个角落里堆他的肮脏东西。此外，路易－拿破仑已经激起

全世界对他的怀疑，整个欧洲流传着战争的谣传，响起了战争的叫

嚣，连爱好和平的《每日新闻》也有意无意地不得不附和关于“国

２７４ ２．恩格斯致燕·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４日）

①

② 《科伦日报》。——编者注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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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口号。这个家伙除了他那种狂热赌棍所特有的、特别是自１２

月２日①以来表现出的特性以外，终于开始表现出另一种特性，即

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并盲目相信自己命运的、疯狂的

王位追求者的天性。时候到了，上帝派出了侄儿，要他把整个世界

从魔鬼的奴役中和社会主义的地狱里拯救出来。幸而议会即将召

开，而这总会使政治欺骗变换一些花样。

问候马克思和孩子们。

您的 弗·恩格斯

３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今天是我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起床。你可以看出，我的病是

严重的，直到目前还没有痊愈。因此这星期我不能如愿把我论波

拿巴的文章的第三篇②寄给你。附在这封信中的是弗莱里格拉特

的诗③和他的私人信。请你：（１）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

３７４３．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编者注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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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

就要受很大影响。（２）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舍不

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

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

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

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

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

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

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

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

里格拉特通信时不应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而

他把自己的诗直接寄给你，这是他的好意。我认为这对在纽约的

你来说将是一个支持。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给你寄一篇文章。皮佩尔曾经答应给

你写一篇文章，但至今他还没有露面，而当他出现时，文章首先得

经受检验，其结果或者是付之一炬，或者是被认为值得作一次跨越

大洋的旅行。我现在还非常虚弱，不能继续写了。一星期后再给你

详细写。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鲁普斯①也还没有痊愈，因此什么也没有干成。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再附上我们同盟的一个盟员的《声明》４６０，要用小号字把

它登在你的报纸②的广告中间或是报纸的末尾。

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的案件在陪审法庭一月份开庭期间又

４７４ ３．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

①

② 《革命》。——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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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审理，借口是侦查非常困难，必须重新进行侦查。他们坐牢已

经九个月了。

４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遗憾得很，我的病还不允许我在这个星期给你，也就是给你的

报纸①写点东西。我好不容易才给德纳弄成一篇文章②，他已有六

个多星期没有收到我任何东西了。多少年来还没有一件事，甚至最

近的法国丑事③也没有象这该死的痔疮那样打破我的生活常规。

但是现在我感到就会好起来，一个月内不得不离开图书馆，曾使我

非常苦恼。

关于雾月十八日，现在你还会收到两篇文章④；其中第一篇无

论如何将在这个星期五寄出，第二篇如果不能同时寄出，也将紧随

第一篇之后寄上。

附上皮佩尔的一篇文章。

５７４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和第四章。——编者注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编者注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七篇。——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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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鲁普斯①，我曾再三催促他，看来他决定为你的报纸写一

篇关于回顾科苏特在匈牙利的事业的文章。你犯了两个错误：第

一，你在你的启事中没有在提到我们的同时提到鲁普斯４６１；第二，

你没有专门邀请他撰稿。你应该写信请求他给你写文章，以此来弥

补后一个错误——你可以把这封信装在给我的信的信封里。我们

之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写得十分通俗。他是非常谦逊的。尤其应

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他的撰稿被认为是多余的。

由于我的住处离弗莱里格拉特很远，又因为我在邮件寄走之

前的最后一分钟才接到皮佩尔的文章，所以今天不得不给你寄去

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今后我们将避免这种情况。

还附上我的朋友普芬德的声明（鲍威尔已经不再是我们同盟

的人了）。你必须刊登这个文件，因为磨坊街协会诬告普芬德的声

明，不但在欧洲的报纸上而且在美国的报纸上也登载了。４６２最好你

能在声明后面加个补充，说它仅仅提到在目前警察条件下所能公

布的情况（鲍威尔和普芬德同旧同盟之间的账目，我们占有多数的

那个中央委员会后来对这笔钱的使用的监督——所有这些当然现

在还不能写上去）。还要写上：老长舌妇和欧洲民主主义的“糊涂

虫”——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４６３，利用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

虑而必须在德国特别慎重行事这一情况，同时还暗示一些与普芬

德和鲍威尔有关的事件（他本人只是从第三者或第四者传来的谣

言中听来的），来竭力引起公众对我和恩格斯的怀疑，虽然我们与

此毫无关系。这头蠢驴还以同样的方式声称，似乎我们是从磨坊街

协会中被赶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声明退出这个协会的４６４；普芬

６７４ 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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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信也能说明这一点。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

协会４６５，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
３１
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

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

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

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施泰翰有些行会市民的妄自尊大和小手工业者的动摇性，但

是他是可以教育的，并且他在德国北部的声望很高。因此，我也

建议他给你写文章。我们逐渐把他推到他竭力想回避的前列，使

他面对他原想掩饰的矛盾。维利希曾要他当金克尔公债４９的保证

人，但他拒绝了。起初，沙佩尔—维利希欣喜若狂地接待他，企

图唆使他反对我们，但是由于他健全的本性，很快就认清这些恶

棍及其信徒们的卑鄙和无聊。这样，他就公然同这些恶棍绝交了

（这部分是由于我们悄悄派去帮助他的罗赫纳和其他的助手促

成的）。

阿·亨策是不是我们的哈姆的亨策？如果这人是他，我就写

信给他，因为维利希为了在他面前诽谤我，无疑什么都干了。无

赖！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小册子等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将同琼斯的《寄语》①一次寄出。

７７４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寄语人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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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单独寄，花钱太多。《北极星报》已经不在奥康瑙尔手

里，而是在那个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暗中有联系的宪章派集

团手里。４６６

５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希望你此时已经收到我在１２月１８日或１９日“阿非利加

号”轮船启航之前付邮的第一封信。那里有仓卒写成的一篇文章

和同样仓卒写的一封信。４６７你最迟５日应当收到它，但它也可能只

是随后来的一班轮船寄走的。后来，我在上星期交“尼亚加拉

号”给你寄去一篇没有附信的文章；但是我怀疑我把它送到邮局

是否及时。如果这篇文章送晚了，那末它将同今天的信一起随

“欧罗巴号”寄走，这样，你也将有供以后用的材料了。大概你已

经收到了马克思的许多东西，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所写的

诗①，也许还有鲁普斯②和皮佩尔的一些东西。维尔特现在恰巧很

忙，而且在布莱得弗德（约克郡）坐不牢；但他仍然答应我随最

近一班轮船寄点东西。也许我明天能在这里看到他，我再催他一

次，让他履行自己的诺言。遗憾的是，马克思由于我新年在伦敦

逗留期间狂饮了一顿，生了两个星期的重病，而我也在上星期以

８７４ ５．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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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能工作，一则是因为我在伦敦住了两个星期，一则是因为后

来出现了种种障碍。现在我希望每星期能定期给你寄点东西。为

了换换体裁，下次甚至还可能寄一篇小品文给你。

眼下我在曼彻斯特这里还呆得住，——很幸运，我占据的职位

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许多优越的地方；马克思和其他朋友有时从

伦敦到我这里来，目前维尔特还住在布莱得弗德，我们经常彼此来

往，因为乘火车走一趟只要两个半小时。但是他很可能离开那里，

他在偏僻的布莱得弗德呆不下去，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不能安安稳

稳地蹲上一年。我打算今年夏天或者明年夏天——如果那时不发

生什么政治上的变动的话——到美国去旅行，我想去纽约，特别是

新奥尔良。但这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我的老头①，还取决于棉花

市场的行情。

五十本《革命》太多了，可能要付很大一笔钱，即每次要付四先

令甚至更多的钱。由于到处进行逮捕，人们各奔东西等等，以及由

于德国的出版法，在这里只能指望有少数的订户，而在德国——也

许只有在汉堡才能指望有几个订户。因此分发试刊没有什么用处。

报纸按印刷品寄，不论单份或者几份一起寄，一印张需邮费一便士

（二分）。所以，请给我寄来四份，给伦敦直接寄去六至八份，不然我

还得花钱把它们从这里转寄到伦敦，而且这种私人的邮资不能算

在公司的账上。我们有十至十二份就够了，如果在这里有了订户，

那末将来可以在伦敦成立一个常设代办处，并用一个包裹把所有

已出的报纸一次寄给它，以便补上所缺的。我将同伦敦人商谈一下

这件事，看看可以采取什么办法。

９７４５．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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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情况非常好。昨天晚上《祖国报》报道，今天《通报》将公

布德·莫帕的警务部设立的消息。４６８同富尔德及其他人一道在内

阁代表资产阶级（它不参加政权）物质利益的莫尔尼将要飞翔，纯

粹的冒险家莫帕、培尔西尼及其同伙的统治将要开始。于是，皇帝

的真正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第一个社会主义措施将是没收路易－

菲力浦的财产，因为他不按旧习惯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国家，却于

１８３０年８月６日把他的财产交给了自己的子女，而他干这些所依

据的法令是无效的。奥马尔公爵继承孔代的那部分财产也必定会

被没收。如果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那末这个星期六的轮船会带来

这方面的消息。在南部各省现在仍然象追捕野兽一样，在追捕武装

起义者。４６９

现在在报道法国消息方面，唯一可取的是英国报刊，有时奥格

斯堡《总汇报》也有可取之处。伦敦的《每日新闻》能够给你提供关

于法国事态的最好的报道，因此我特意把它介绍给你。《论坛报》有

这个报纸，而且你在其他地方也能弄到它；自己买是太贵了。你在

城里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咖啡馆里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它。

德朗克可能不久就要去你那里；我听说，所有必须离开瑞士的

人取道法国只会被送往美国，而不会被送往英国。德朗克现今不得

不离开；他也许藏起来了，因为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跟海因岑同船前往美国的那个前巴登炮兵和啤酒工人格纳姆

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巴登南方高原地区的大

学生罗特哈克尔；这家伙过去是好的，但可能有变化，此外，他因为

爱写蹩脚诗而十分危险。美因兹的小席克耳将热心地为《革命》工

作，他的地址（在阿勒格尼山脉一带）克路斯会告诉你。请代我向他

致衷心的问候。这通过克路斯可以办到。

０８４ ５．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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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入侵英国的可能性的评论
４７０
，还有几点补充意见向你

说明：

（１）在朴次茅斯以西登陆有被赶到康瓦尔角落里去的危

险，——因此是不可行的。

（２）在多维尔以北或者在紧靠多维尔的地方登陆，也有被赶到

太晤士河与大海之间的角落里去的危险。

（３）伦敦和乌里治是第一个作战目标，必须派出一支分遣队攻

取朴次茅斯和席尔涅斯（或者查塔姆）。要在伦敦留守一支强大的

卫戍部队并在海岸与伦敦之间配置坚强的部队。如果登陆部队有

十五万人，为此至少要抽出六万人（甚至还不够）。因此向前推进的

只能有九万人。

（４）北明翰是第二个作战目标（因为那里有兵工厂）。必须确保

布里斯托尔湾和沃希湾以南的地区，即从格罗斯特至林恩－里济

斯①一线，同时要向北明翰发起强大的攻击。我认为，无论对方军

队怎样薄弱和遭到怎样的失败，用九万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

能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不可能有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特别

是当英国海军开始行动的时候。这条战线太长太薄弱。因此不得

不重新进攻。

（５）曼彻斯特是第三个作战目标。必须确保梅塞河（或者里布

尔河）和艾尔河（或者哈姆贝尔）以南的整个地区，守住这一线。这

条线比较短，也比较容易固守；但是兵力由于分散成一些独立部队

而又将变得很薄弱。因为防御者拥有足够的地盘和器材，所以必须

重新部署，或者向前推进，或者马上退却。

１８４５．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看来是指金兹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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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在极其狭窄的英国北部可以固守的第一条线，或者是提斯

河一线，或者更好是从卡赖尔至新堡的太恩河一线（防御皮克特人

的罗马围墙线４７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手里仍然拥有苏格

兰平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资源。

（７）占领英国本土，即使是暂时的，也只有在占领格拉斯哥和

爱丁堡，把防御者压迫到苏格兰高地，占领克莱德湾与福思湾之间

的一条非常良好、短而坚固、后方有着足够的铁路的那条线以后，

才算实现。

但是占领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困难——必须在同法国的交通

线被切断（这是肯定的）的情况下给养军队。

在这种条件下，要占领从多维尔海峡到克莱德湾这一整个地

区，把它守住，并在克莱德确立一道坚固的战线，需要多少兵力呢？

我认为四十万这个数字不算太大。

这些看法对报纸①来说是太详细了，而我是把你作为专家来

谈这些看法的。请你看看英国地图并把你的看法告诉我。这是英

国人完全忽略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信即将付邮。就此搁笔。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②。

你的 弗·恩·

２８４ ５．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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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

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４７２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

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

“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

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

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

“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

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

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

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

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

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

因为恩格斯和维尔特没有把我给他们寄去的你的第一首诗①

的抄件寄回来，所以我昨天只能给红色沃尔弗②朗诵我记忆中的

几个片断。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他达到他所特有的那种狂喜的状

３８４６．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６日）

①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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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至于我们的朋友艾布纳尔４７３，他肯定收到了皮佩尔的信。最好

的证据是：皮佩尔有他的复信。并且皮佩尔最近又给他寄去一封长

信，向他说明我不写信是由于身体不适。

我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一封约有三十行字的信。他问为什么这

样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回答很简单。我往科伦寄了几乎半印张的

信，结果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廖廖数行，而且根本不答复我

的问题；例如，关于丹尼尔斯的健康状况等等只字未提。贝尔姆巴

赫的这封信从曼彻斯特一寄回来，你就可以收到它。恩格斯为英国

报纸写文章必须利用它。这张废纸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检

察院鉴于——要特别注意！——“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没有

起诉的根据”，决定重新开始侦查。４７４这样，根据荒谬的臆断，你首

先得坐九个月牢；然后发现，你坐牢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最后：

你必须坐到侦查员能够为诉讼提出“客观的犯罪构成”为止，如果

“客观的犯罪构成”找不到，你就得在监牢里吃苦头。

这种无耻的胆怯是难以想象的。主要的罪责落到一言不发的

可怜的“报刊”头上。《科伦日报》、《国民报》和《布勒斯劳报》

还登了几篇文章——而科伦检察院未必敢冒这样的危险。但是这

些民主派和自由派畜生们正在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次被清

除而欢呼。当泰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恶棍同警察当局和法庭发

生冲突时，难道我们没有出来为他们讲话吗？４７５曾经受到贝克尔的

提挈和毕尔格尔斯的庇护①的金克尔，在他的用美国钱喂养起来

４８４ ６．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６日）

① 文字游戏：《Ｂｅｃｋｅｒ》（贝克尔）是姓，和《ｈａｔｇｅｂａｃｋｅｎ》（“烘烤”，转义是

“提挈”）的词根相近；《Ｂüｒｇｅｒｓ》（毕尔格尔斯）是姓，和《ｈａｔｇｅｂｏｒｇｅｎ》

（“庇护”）的词根相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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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印通讯》上从来没有为了报答这一点而提到他们。真是流

氓！

如果我知道科伦某个可靠的资产者的地址，我就写信给丹尼

尔斯夫人，使她对政局多少放心一些。从皮佩尔告诉我的情况可以

看出，反革命的每个胜利都被“勇敢的市民们”用来使她担惊受怕

和忧虑烦恼。

附上燕妮小姐给沃尔弗干格先生的便条①。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７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寄上：

（１）我的文章的续篇②。

（２）埃卡留斯的文章。４７６你得自己修改文章中的语法错误，

整理标点符号等等，因为这篇文章他送来得太晚了，我来不

及修改。

５８４７．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３０日）

①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编者注

马克思的女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的便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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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鲁普斯①翻译的《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但他不

愿意提到他的姓名，因为这只是译文。

在美国，德文书出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政治

经济学》找到出版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８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３０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随上星期六启航的轮船（好象是“欧罗巴号”）给你寄去了一

篇文章和一封信②。现在再附上几行③。你答应寄来的几本《革命》，

这里还没有收到，虽然你１月５日最近的一次来信使人完全有理

由期望下一班轮船能把它们带来。从那时起，有三艘利物浦轮船和

一艘南安普顿轮船到达这里，带来了１月１７日以前纽约的邮件。

希望你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妨碍出版的困难。我期待至少最近的一

班轮船“康布利亚号”（１月２１日从波士顿启航）能带来你的消息，

该船将于２月２日星期一到达这里。

６８４ ８．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英国—— 》。——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 》，并见本卷第４７８—４８２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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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于没收路易－菲力浦财产和培尔西尼组阁的预言①，证

实得比设想的还快；如果递送工作做得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应当

通过利物浦的报纸与我的信同时到达纽约；我的信刚送去付邮，关

于这方面的电讯就到了这里。好极了，——情况很好，以后将会更

好。

维尔特又去旅行了。他要去荷兰、法国、瑞士等地，现在可能已

经到了伦敦。我曾给马克思写信，要马克思也逼迫他，使他能给你

寄点东西②。但维尔特未必能静下来干这个事。如果整天在荷兰的

犹太人中间跑来跑去，向他们推销毛纱和亚麻纱，那末晚间在旅馆

里是很难从事这种写作的。但是，只要能从他身上挤东西，马克思

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法国事态的新的转变使流亡者中间的喧嚷突然寂静下来，这

确实是很可笑的。关于整个这一骗局，我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科伦的被监禁者③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因为根本拿不出他

们的任何罪证，所以检察院决定既不释放他们，也不交付陪审法

庭，而把案件又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重新侦查！换句话说，他们将

继续受审前羁押，不能看书，不能通信，无权彼此来往和同外界来

往，直到新的高级法庭开审。我们现在正想在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

上揭露这种卑鄙行径④。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７８４８．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１１—１４、１６、１７页。——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８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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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背面写着］

交利物浦轮船寄

纽约（市）钱伯斯街７号约·魏德迈先生收

９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我的文章的续篇①。这个问题我越写越多——你还将收

到两篇。此外，下次邮班我将给你寄点关于马志尼先生的东西。你

的报纸②老早就该到了。你知道，为了给一家报纸写文章，必须看

到它；如果我的同事们看到他们的东西刊登了，他们的劲头就会更

大。

这里谈几句在科伦监狱里的我们的朋友的状况。希望你用这

个材料写一篇文章。４７７

他们已经坐了将近十个月的牢房。

案件在１１月已通过了侦讯室，侦讯室决定将该案提交陪审法

庭。此后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在圣诞节前作出一项决定，在这

个决定的陈述理由部分中写道：“由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而

８８４ 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３日）

①

② 《革命》。——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四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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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缺乏起诉的根据”（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如果不

对被告进行司法追究，我们担心丢掉我们的职位），“因此我们将案

件重新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逐项进行调查”。拖延的主要原因是，

政府确信它在陪审法庭上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希望在这期间成

立审讯叛国案的高级法庭，或者至少使陪审法庭无权审理一切政

治罪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向普鲁士第一议院提出一个提案。

我们的朋友们被关在彼此隔离和同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里，他们

被剥夺了通信和会客的权利，甚至得不到书籍，而在普鲁士，这些

事情对一般犯人从来没有拒绝过。

如果报界对这个案件哪怕稍微加以干预，检察院也就无法作

出这项无耻的决定。但是，象《科伦》①一类的自由派报纸由于胆怯

而沉默，“民主派”报纸（其中也包括金克尔靠美国钱出版的《石印

通讯》）由于对共产党人的仇恨、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威信以及对

“新的”蒙难者的敌对而沉默。这些坏蛋就是这样来酬谢《新莱茵

报》，而该报在这帮民主派恶棍（例如泰梅等人）同政府发生冲突时

曾一贯维护过他们４７５。金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来酬谢《西德意志报》，

而在这个报纸上贝克尔曾提挈过他，毕尔格尔斯曾庇护过他②。真

是流氓！必须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

我们全家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９８４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３日）

①

② 文字游戏：《Ｂｅｃｋｅｒ》（贝克尔）是姓，和《ｈａｔｇｅｂａｃｋｅｎ》（“烘烤”，转义是“提挈”）

的词根相近；《Ｂüｒｇｅｒｓ》（毕尔格尔斯）是姓，和《ｈａｔｇｅｂｏｒｇｅｎ》（“庇护”）的词根

相近。——编者注

《科伦日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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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们大家都迫切地等待着您的消息，但遗憾的是，轮

船一艘一艘地开来，却没有带来关于您，关于您可爱的夫人①，关于您的孩子

们，关于您的报纸等等的消息。希望您已顺利地得到了伦敦的一切支援。我的

丈夫为您几乎向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他还向德国征

过稿）；某些作品，例如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②，无疑有助于扩大您的报纸的销

路。如果您能够设法出版小册子的话，我很希望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

这里已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对欧洲我们是毫无指望的。我的丈夫认为，

他的关于法国的一组文章③（还有两篇要加进去），是最应时的东西，因此作

为他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④的续篇，也是最适于印小册子的材料。如果纽

约某个出版商同德国有联系，那末可以指望在德国有相当大的销路。这部著

作与其说是为美国倒不如说是为欧洲而写的，当然我们把这一点提出来是供

您自己考虑的。我的丈夫还让我转告您，要您催促德纳尽快在伦敦这里给我

们指定一家银行，使我们能够通过银行更快地取得稿费。卡尔未能从这里向

德纳讲明这件事的迫切性和我们的处境，因为德纳是在科伦认识我们的，那

时我们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况且一个生活优裕的美国人无法想象这种情

景：这里一切系于一发，当需要的时候，往往获得半英镑就能够摆脱可怕的处

境。您有机会也许可以亲自把这种情况告诉他。致衷心的问候。向您的夫人

致良好的祝愿。

燕妮·马克思

０９４ 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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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９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从你交“北极号”寄来的２月６日的信中，看出我的全部信件

你都没有收到，这使我很惊讶。关于英国的文章８，我给你寄去不是

五篇就是四篇，我只是在两星期以前，因为根本得不到你的任何消

息才停笔的。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交１月３１日星期六从利物浦开

出的轮船寄去的；其中谈的是小罗素将会提出的改革法案。①头两

封信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

迈先生收；最后几封信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市）钱伯斯街７号

约·魏德迈先生收。因为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所以我这一次的信通

过马克思转寄（他给你写的信大概会寄到），并请你：（１）到上述地

点去一趟，打听一下信是否寄到了那里；（２）如果那里没有信，就到

纽约市邮政局去询问一下。要是找不到信，那就请你赶最早的一班

利物浦轮船通知我，我再考虑一下在这里还能采取什么措施。如果

这里的邮政局长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我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件事

登在报纸上。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我亲自送到邮局的，其余的是跟营

业信件一起发出的，既然我们所有营业方面的信都寄到了，那就证

明信是寄得合乎手续的。请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否则当《革命》复刊

１９４１０．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９日）

① 弗·恩格斯《英国——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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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给你继续寄文章是无益的。

请把《论坛报》上发表的路·西蒙的文章①寄给我们，——或

者寄剪报（注明这一号报纸的日期），或者把这一号报纸按印刷品

整个寄来。这种东西总是应该看一看的。

我的地址不变。

你的 弗·恩·

１１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这个星期不能寄任何东西给你，原因很简单，一个多星期以

来，我陷入可恶的经济困境之中，以致我无法继续在图书馆从事研

究，更不用说写文章了。

但是我希望能在星期二（２４日）和星期五（２７日）把我的著

作②的结尾部分，即第五篇和第六篇寄给你。

２月１８日，我收到了你的那封带有克路斯附笔的信。你碰上

了两件特殊的讨厌事情：（１）在纽约失业；（２）猛烈的西风使由伦敦

驶往美国的船只迷了航。除了最初几天以外，从英国（即从我、恩格

斯、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等人）给你寄文章是非常准时的，任何

报纸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这里人们有点懈怠了，因为，

２９４ １１．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０日）

①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４—２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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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了好多艘轮船，却没有从美国收到任何消息。我认为没有必

要把你的刊物①暂时停刊一事告诉任何人，除了恩格斯和鲁普斯②

以外。不然这会使人更加懈怠。

此外，如果你希望得到这里的经常支持，你必须履行下列条

件：

（１）每星期写信，并注明寄到你那里的所有我们的信的日期。

（２）使我们了解你那里发生的事情并经常往这里寄有关的材

料和剪报等。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

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但只要你能履行上述条件，我

保证你会有必要的文章。我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能够迫使

他们写东西。德国方面也答应给你寄文章并为你的刊物撰稿。只

要我得知报纸还继续存在，我在巴黎就会有现成的不取报酬的撰

稿人，他每星期都可以写通讯。我将写信给这个人③——这是我最

优秀和最有才智的朋友之一。糟糕的只是，谁也不愿意ｐｏｕｒｌｅｒｏｉ

ｄｅＰｒｕｓｓｅ④工作，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

失去任何价值。再者，因为你无法付酬，那就更必须使人们

确信，他们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他们的信不会被放进书桌里

不管。

我认为，你坐在家里等信件，是你的失策。你应当象所有的报

３９４１１．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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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指泽尔菲。——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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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那样，通知邮局，在轮船到达后你将按时亲自去取信。这样就不

难避免误投和延宕。

顺便提一下。如果希尔施的声明４６０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

现在有许多坏蛋（其中包括裁缝列曼和裁缝约瑟夫·迈耶尔）

从这里前往纽约。其中某些人将会用我的名义去找你。如果谁拿

不出我的几行亲笔信，你就不要相信他。向这些家伙询问一下维利

希等人的情况倒是可以的。列曼和迈耶尔是耶稣－维利希的狂热

信徒。

至于德纳，我认为，他刊登西蒙的文章①是愚蠢的。如果我的

经济状况允许，我会立即拒绝再撰写任何东西。他可以允许对我和

恩格斯的攻击，但是不应当允许这种无知的小学生的攻击。德纳十

分庸俗，竟让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个家伙曾经把普鲁士皇

帝、三月同盟和帝国摄政福格特钦赐给德国３２，现在又想把他自

己，连同他的失败了的同事、议会和经过某些修改的帝国宪法钦赐

给人民——把“鼓动者”和“流亡者”３１这两个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虚

构东西作为历史的现实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没有比这个从阿尔

卑斯山高峰操着大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说教的恶棍更为可笑的了。

我原以为德纳会有分寸一些。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这个家

伙什么时候才会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

你可以想象，这些家伙在伦敦这里完全是一伙乌合之众。使他

们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对哥特弗利德·

基督－金克尔的救命钱的垂涎。另一方面，白痴卢格连同隆格和其

４９４ １１．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０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４—２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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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三头蠢驴在“鼓动者”名义下过着空虚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正

象死水潭给自己命名为“汪洋大海”一样。

当然，欧洲现在不是忙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忙于其他

事情。自从１２月２日①和新的革命分子从法国来到这里以后，赖

德律－洛兰本人象空心球一样瘪了。马志尼发表极端反动的演说。

不久我将把其中的一次给你作一分析。

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

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只要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马上就

寄给你。往美国寄一个邮包，我得花八先令。

请代我衷心问候克路斯。我们非常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信。为

什么你不把他的声明６３寄给我们呢？我和我的妻子、弗莱里格拉特

和他的夫人②，以及鲁普斯，我们大家都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③；让她

相信我们的最真切的关心。我们希望世界的新公民能够顺利地在

新大陆出世。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的报纸不能出版，那末你是否能把我的小册子④分印

张出版或者象我给你寄去的那样分篇出版？否则时间会拖

得太长。

５９４１１．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法国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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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仍然想知道，我的第二封信４７８是不是又没有寄到。我知道，

你回信是准时的，因此我认为你迟迟没有音信是由于某种偶然事

故造成的。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

我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出版商断

然拒绝印刷我的《政治经济学》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

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４７９；最后，财政危机达

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

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象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

能性都没有。波拿巴先生在冒险举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

讲到这位波拿巴先生，我认为最好是把巴黎一位朋友①寄给

我的一封信摘要告诉你；他是个大怀疑论者，对于人民不大看得

起。现在请你听听吧：

“总的说来，巴黎公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这种情绪还没有

６９４ １２．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３日）

① 莱茵哈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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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绝望的程度，那末这种绝望的确已经感觉出来了，而且具有更阴暗更普

遍的性质。中下等阶级当中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为了希望商

业好转而牺牲了其他一切想法的时候，商业尽管有初步良好的征兆，但还根

本活跃不起来，因而工作也没有保障。此外，多数不大成熟的、难以看清问题

的工人，由于拿破仑的命令，开始逐渐地懂得，总统绝不会去维护共和国，而

这些工人对共和国比对他们有着长期痛苦体验的君主政体抱有更大的希望。

在有产者看来，总统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对他很不利，因为这毕竟是官方

行为的一个严酷的例证。甚至象富尔德、莫尔尼、杜班这类人都不愿支持这一

措施，这自然是出于他们的私利；这一点尤其惹人注意，因为他们的丑恶的往

事或多或少为人所知。关于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在这期间人们自

然已经获悉他最近的出色的行为：１２月２日早晨，他同波拿巴商定，扣压下

巴黎大主教的一封信，这个大主教在信中建议议员们在巴黎圣母院集会，声

称他愿意站在教堂大门口，把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的代表加以保护，使之不受

篡政者士兵的侵犯。这就可能使整个事态发生另一种转变，况且，与此同时最

高法院也已经开庭，已经准备对政变提出抗议。

至于和杜班一起辞职的部长莫尔尼，众所周知，他对他的情妇——莱昂

伯爵夫人的丈夫来说是个骗子。这种情况使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夫人有理

由说，诚然有过由夫人操纵的人组成的政府，但是从来还不曾见过由面首组

成的政府。现在莱昂伯爵夫人是那些在自己客厅里反对波拿巴大喊大叫最厉

害的人当中的一个，在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时她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

《Ｃｅｓｔｌ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ｖｏ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①。艾米尔·德·日拉丹由于他夫人的这句话

而被驱逐。人们认为雷缪扎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被驱逐的。听说有一天雷

缪扎到内务部去（莫尔尼委派年青的莱昂在该部担任办公厅主任）；莱昂看到

雷缪扎时傲慢地问他的名字，雷缪扎回答说：‘先生，我家的人都从父亲姓，

所以叫我雷缪扎。’这个年青的莱昂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阿姆发生过另一场

争吵，这件事情是：当他在那里把放逐的正式通知书交给勒夫洛将军时，勒

７９４１２．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３日）

① 双关语：这句话同时有两个意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和“这是鹰的最初

的盗窃”（这句俏皮话和上面提到的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

第２２６—２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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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洛将军把他赶出门外，并喊道：‘你这个坏蛋，竟敢把关于放逐我的事情通

知我？’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政府即使在最狭隘的‘规矩人’的

心目中能受到多少尊敬。我个人认识的一位夫人是受拿破仑的监护的，她从

儿童时代起就同他非常接近，１２月２日以后同他断绝了一切交往，并且说，

他和他的一伙是盗贼和杀人犯的政府。——真正的金融巨头固然还在支持

拿破仑，认为他是现时政权的唯一可能的体现者和现存社会的最后堡垒，但

是他的措施大大地损害了他们对他的政体能够继续存在的信念，以致很快他

们又把自己的钱存放起来，交易所的不景气和商业的非常有限的上升都证明

了这一点。因此，拥护总统的，除了受他特别庇护的坏蛋和军队之外，实际

上只是那些跟他最有利害关系的人。但是，由于多次撤换奥尔良派军官，在

军队中也产生了某种不满和动荡的情绪，而这一点严重地损害着军队的力

量。听说总统本人内心也极为不安和郁郁不欢。事实上，在这种极不稳定的

形势下，只要除掉他的可怜的躯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切重新陷于混乱。

未必会有人试图反抗。在这一方面，富有经验的基佐讲的一句话很值得注意，

基佐一听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波拿巴在政变前和政变后毫无例外地搞坏了他和一切政党的关系以后，

正从所推行的这种或那种笼络人心的措施（如扩大社会性工作，许诺对十二

月二日的参加者实行大赦等等）中寻求平衡。但是，只要他试图干点什么事以

有利于某一个阶级，所有这一切就都成为不稳定的和无目的的了。这首先在

于他已经不能再赢得群众了，因为他不能给他们面包，也就是不能给他们提

供活命的劳动源泉，他甚至还剥夺了他们心爱的玩意儿，即自由之树和公共

建筑物上的共和主义题词所带来的天真的慰藉。此外，他还不允许在酒吧间

和咖啡馆消磨闲暇时间，因为在这些地方严禁谈论任何政治。爱好和平的资

产者因失去他们心爱的东西，即国民自卫军而发怒…… 贵族的欢宴和官方

的舞会也不大合他们的口味，他们都不去参加，以致在土伊勒里宫的最近一

次盛大舞会上，除了外国人以及两三个作为例外的巴黎人以外，只有一些声

誉可疑的太太们。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花费使忧虑的资产者对未来感到不安：

担心奥尔良王室的储备将被耗尽。——特别是消灭报刊使所有稍具头脑的

人受到伤害。——重新复活的警务部这个机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务制度，

也引起各省的愤怒。巴黎的沙龙又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高等密探，同帝国时

８９４ １２．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２年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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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完全一模一样。——同时，任意处理铁路的出租或修建等等问题的人，在

交易所里正大搞欺诈活动；只有他们才知道在这方面决定了什么，并且预先

就进行这方面的投机。人们断言，以蒙塔郎贝尔为首的秘密的耶稣会对总统

有着直接的而且简直是决定性的影响，蒙塔郎贝尔一直和总统有着极密切的

关系；但是后来不久大家知道，波拿巴利用了蒙塔郎贝尔的建议，突然使他跟

自己疏远起来，并停止了接见，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

人，在私人关系上同样卑鄙的蒙塔郎贝尔，则利用关于奥尔良王室的财产的

命令作为借口，正式提出光荣的辞职。现时人们谈的还只是波拿巴的征服欲。

这种征服欲将把他彻底毁灭。”

这就是我的朋友所写的。

这里的一件最重要事情是，以得比伯爵（斯坦利勋爵）为首的

托利党人取代辉格党人组阁了。这个事件好极了。英国只有托利

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对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并使一切

死气沉沉。此外，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

经到处可见。事情正在发展。如能勉强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算不

错了。邮件发送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祝好。

卡·马克思

１３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知道我的一些信终于寄到，从而通信再没有什么障碍，我很高

９９４１３．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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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４８０
头两封信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

·魏德迈收。《革命》和《民主主义者报》已顺利寄到，今天就寄往伦

敦。你的答复４２将使海因岑先生感到高兴，你把他狠狠地痛斥了一

顿。今后寄印刷品，请你还是用以前的方式，两头不封口，这样邮费

很便宜。

我的文章中充其量只有关于入侵的可能性这一篇①可以收入

集子，其他文章不合适，并且已经过时了。８

至于讲到同事施坦道，这个家伙是个老密谋家，完全属于我

们在《评论》上对谢努的批判②中所描述的那类人；他在一定的场

合很有用，喜欢晃晃荡荡过日子，不总是可靠，并且有些爱吹牛。

不过，还是请你代我问候他。——列温堡的施米特对圣路易斯郊

区的耶稣会教徒进行了十字军征讨，同时他的主要同盟者是原来

的骗子和杜沙特尔的前代理人、留在巴黎记忆中的伯恩施太因先

生。他还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至于说马斯医生是“马克思集

团”的信徒，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闻。我只知道他曾经是普法尔茨

的空谈家。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费舍是我的熟人，并且

在凯则尔斯劳顿曾加入我的近卫军，但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委

靡不振的家伙堕落得很厉害，还学会了金克尔的一套，既然金克

尔本人曾经在新奥尔良呆过，那末他在那里必定带来许多危害，因

为没有人出来反对他。

００５ １３．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４期上发表的书

评：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

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１８５０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

〈１８４８年２月共和国的诞生〉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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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对英战争问题①，目前我对它感兴趣，首先是由于它是一

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并且要象做几何题那样去解

答。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盟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现在在得比当

政的情况下无疑会推迟。神圣同盟的先生们现在也象在１７９２到

１８０７年各种同盟时期那样，不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讲到俄国

对英国的依赖性，那末，第一，不能认为沙皇②感觉到这种依赖性；

第二，贸易的停止会引起严重的停滞、贫困和产品的损坏，但两三

年还是能忍受的，正象忍受一次时间同样长的商业危机一样。你要

考虑到，在俄国的农村地区，在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当中，几乎

完全没有货币流通，这些野蛮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在每个村庄里

都可以制造出来。城市和贵族自然会吃苦头，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基

础是农民和过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小地产贵族。英国在大陆上煽动

谋反是很困难的；在西班牙，由于地形的特点、幅员的宽广和人口

的稀少、食物的缺乏以及国土几乎四面被大海包围，这是容易

的。４８１但是匈牙利和波兰位于大陆内部；英国人和谋反者未必能掌

握住意大利（一些岛屿除外）以抗击同盟的优势兵力。此外，英国现

在不能、而且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也不能派出一支曾经派给威灵顿

征讨西班牙的那样的军队。没有登陆部队，仅仅靠船只，在任何地

方都不能立足。

真正幸运的是，托利党人上了台。由于在贸易政策上的不断的

胜利和长时期的繁荣，厂主们完全软化了。没有一个人对议会改革

感兴趣，即使它比可恶的罗素法案４８２走得更远。他们现在伤透了脑

筋，并且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尤其是因为每个新上任的大臣都极

１０５１３．思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

①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１—４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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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地代表着保护关税的一部分。在这里反谷物法同盟
４０
又在

恢复。议会改革、选举权的扩大、选区的平等以及无记名投票，现在

已经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前只是

小资产者才直接感兴趣的。得比将不得不解散议会，只要军事拨款

和来年的税收一付诸表决，大概他就会这样干。５月份我们这里大

概要举行新的选举。保护关税派将获得若干选票，并将把若干个皮

尔分子８８从议会里赶出去。但是他们仍然是少数，如果得比敢于直

接提议恢复保护关税，那末他毫无疑义要摔跟头。但是也许他很狡

猾，会把这个问题搁下来。无论如何，现在英国的事态正在急剧发

展。随着帕麦斯顿的辞职４８３，一个突变已经开始，这个突变在上届

会议期间内阁不断失利之后无疑是已经到来。得比是第二幕，解散

议会将是第三幕。至于在得比当政下英国的对外政策，那它当然也

将是反动的；然而不大可能发生有决定性的事情；可能会对流亡者

提起一些诉讼，但这方面政府将遭到失败，或者可能会试图提出外

侨管理法案４２９，这同样会遭到失败；可能会支持成立反对路易－拿

破仑的同盟的企图，但这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英国的托利党人完全

被捆住了手脚，如果他们不想恢复１８１５—１８２１年西德默思—卡斯

尔里的暴政——一旦恢复这种暴政，他们就会弄得焦头烂额，因为

英国资产者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和为贸易的自由而疯狂地进行战

斗，——那末保守派先生们将会可悲地大出其丑。但得比（早在他

父亲在世时就被称为斯坦利勋爵）是个急性的人，很容易采取极端

的甚至违法的措施。

现在还欠缺的只是商业危机，但从得比上台以来，我就预感到

这种危机很快就会来临。一个接一个迅速实行的英国人的自由贸

易措施，接踵而来的对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开放，西班牙、撒丁等地

２０５ １３．思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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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降低，棉花价格的下降（从１８５０年９月起，棉花价格下降到

以前价格的一半）——所有这些都保证了繁荣的持续时间要比早

先预期的长一些。但是印度市场和部分美国市场的状况（输往美国

的工业品上个月比去年同期少得多）使人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

延续下去。如果危机在５月发生，——未必会这样，——那末一场

喧嚣就会开始。但是危机在９月或１０月以前未必会来临。

代我向你的夫人①问好。

你的 弗·恩·

最近我将寄出一篇关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状况和商业发展的

文章４８４——我现在大约还要大忙两个星期。

１４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维：

我担心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误解了你的上一次来信，把最近

两封信都按下列地址寄出去了：“钱伯斯街７号《革命》办事处

１８１７号信箱”。这个该死的“１８１７号信箱”引起了混乱，因为你来信

３０５１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① 路易莎·魏德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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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在“旧地址”上加这么几个字，但没有说明是指第一个地址还

是指第二个地址。可是我希望，在这封信寄到以前事情已经弄清

楚，特别是因为上星期五寄出的那封信①里附有我的文章的很长

的第五篇②。第六篇，也就是最后一篇，这个星期我未能写完。
４８５
但

是，即使你的报纸③重新出版了，这次延宕也不会碍事，因为你手

上掌握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它

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巧妙的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我

已经把这篇文章给厄·琼斯看了，这里附上他给你的一封信，这封

信准备发表。４２琼斯写得很潦草，又有一些缩写，而我想你还不是

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所以我把我妻子誊写的抄件和德译文连同原

稿一起奇给你，以便你把原稿和译文两者同时发表。你还可以在琼

斯的信后面附上这样几句话：至于说到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对

海因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权威），那末他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

上发表了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且还加了一个边注，

说：这是《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ｖｅｒｇｉｖｅｎｔｏ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而他在他的《民主评

论》上译载了被海因岑“驳倒了的”智慧，即《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

的我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④；而且哈尼还在一篇论路易·勃朗

的文章中把这些文章当作对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判”介绍给他的

读者。４８６不过，在英国只是不需要引证“极端分子”的话。如果英国

４０５ １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五章。——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４３—６４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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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给魏德迈的信的第三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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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议员要当大臣，他就得重新经过选举。例如新任财政大臣，

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迪斯累里就是这样的，他在３月１日对他

的选民写道：

《Ｗｅｓｈａｌｌｅｎｄｅａｖｏｕｒｔｏ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ａｔｓｔｒｉｆ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ｏｆｌａｔｅ

ｙｅａｒｓｈａ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ｓｏ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ｕｓ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ｇ

ｄｏｍ》（“我们将尽力结束阶级斗争，它在最近几年中已对这个王国的幸福产

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３月２日的《泰晤士报》指出：

《Ｉｆ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ｗｏｕｌｄｅｖ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ｅｙｏｎｄ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ｎｏ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ａｊｕｓｔａｎｄ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ｐｅａｃｅ，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ａｔａｘ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ｎ》（“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分裂到不可能再

调和，而且使人对公正的和光荣的和平不再存有希望，那就是谷物进口税”）。

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①不致认

为，贵族拥护谷物法，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

后者要“自由”（一个笨伯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那

只应当指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

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

“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新普鲁士报》是贸易自由的最狂热的

拥护者。

最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

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

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譬如说

７０５１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① 显然是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２４章中的一句诗：“没有天才，

可是倒有性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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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

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譬如，

只要一打开李嘉图的那本巨著，在第一页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序言

的开头几句话：

《Ｔｈｅｐｅｏｄｕ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ｌｌｔｈａｔ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ｔｈｅｕ

ｎｉｔ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ｏｆ

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ｉｔ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ｂｙｗｈｏ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ｉ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

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

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基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

之间进行分配”）。４８７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

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

济学家查·亨·凯里①（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

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②和无产阶级

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

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

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

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

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

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拚命驳斥他

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

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

８０５ １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①

② 在手稿上，马克思在“代表者”一词上面写了“表达者”一词。——编者注

亨·查·凯里《论工资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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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

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

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

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

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

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

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

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

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

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

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

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

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

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４８８此外，海因岑已

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４８９当我

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变得不怎么新奇，而且为

“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

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

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

的时候，他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而现在，他

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

面包屑来糊口。

９０５１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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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信附上匈牙利通讯①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你的报纸还存在，

你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些东西试试看，何况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已

经从巴黎答应我给你写一篇亲笔签名的详细文章。

如果你的报纸已经出版，就请多寄几份来，以便把它们更广泛

地传播出去。

你的 卡·马克思

这里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②。

顺便提一下。我托前山岳党人霍赫施土耳（亚尔萨斯人）给你

带去《寄语》③和几份我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后者是我答应给克

路斯的）４９０。这个家伙不是什么人物。

附上章程４９１。建议你把它整理得更条理些。伦敦定为美国的总

区部。在这以前我们只能有名无实地实行我们的统治。

如果“希尔施”的声明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④。这是一个卑

鄙的人，虽然他对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态度是正确的。

０１５ １４．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４７４页。——编者注

《寄语人民》。——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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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５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祝世界的新公民幸福！没有比出世在当代更为美好的了。当

人们只用七天就从伦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早就毁灭

了，或者老态龙锺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世界

的新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

如果你在一星期以前没有收到这里所附的结尾部分①，那是

你完全沉默的过错。

我请你在小册子４９２中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我的文章

分开，就象给你寄去的那样。这些数目字对读者来说将成为支点。

它们代替标题。在第五篇末尾还要加上如下的话：“然而波拿巴象

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

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４９３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必定

会完整地出现。

在我的妻子用空格标段落标得不够清楚的地方，我加了

符号 。

克路斯的声明６３非常好。

１１５１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５日）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七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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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看这很好——你把厄内斯特·琼斯的信
４２
就刊登

在第一期上？只要写上两句前言就足以把它说清楚。

再就是：克路斯可能已经把关于瑟美列的事情告诉你了。４９４首

先你必须利用同某个出版商的关系，设法把他的关于科苏特、路·

鲍蒂扬尼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约十印张——用德文然后用英文

出版。如果这能做到，你可以把德文本作为你的第二期出版，——

当然不必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出版这部著作，那末

出版商就必须为它出钱。

这件事办妥以后——也许还可以早一些，在接受班迪亚当编

辑同仁的条件下，将从这个来源获得五百美元以供《革命》之用；这

个条件只是表明，报纸的一部分篇幅将让给匈牙利，由瑟美列的代

理人班迪亚主管。而他很容易同你达成协议——他是一个好心肠

的人。

你得到了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差事，这很好。现在你可以更安心

和更有信心地行动了。

最近我将着手批驳马志尼。金克尔先生，他自己承认是从“奶

妈的童话”中吸取自己的智慧的，现在到处看到“大人物”之间的团

结，不过等他一回来就会发现突然爆发的最好形式的斗争。事情就

是，赖德律和马志尼曾用意大利公债的一万法郎买下了布鲁塞尔

的日报《民族报》。现在马志尼先生却居然抛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用尽他的下流的蠢话攻击法国，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法国失去了

革命的首倡作用。①他的攻击如此疯狂，以致赖德律现在不得不

（据说已经决定）亲自出面反对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路·勃

２１５ １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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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比埃尔·勒鲁、卡贝以及马拉尔梅等已经联合起来，并发表了

一篇由癞蛤蟆路·勃朗撰写的恶毒的答复。同时，多数法国流亡者

对赖德律异常愤怒，并公正地认为他应对马志尼的愚蠢负责。大火

已在他们自己营垒中燃烧起来了。

如果卑鄙的牧师杜朗的书《天亮了》到了你的手里，你要狠狠

地痛斥这个想把自己打扮成拉梅耐的恶棍。

德朗克在巴黎被捕了。他从瑞士来这里路过那里时耽搁得太

久，没有很快通过那里。

你的选材我很满意。皮佩尔的文章登报纸还可以，用作小册子

未免写得太匆忙和太肤浅。

你能不能从布劳恩费耳斯得到埃德加尔①的消息？这个懒汉

不给人任何消息，使他的母亲②非常挂念。乖僻的家伙！

克路斯的抗议书６３在这里的同盟③会议上得到普遍的喝采，而

你的《革命》在施泰翰协会１６６那里象在我们这里一样都受到了好

评。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哪一家报纸（例如魏特林的④）发表维利希协会
４９５
对普芬

德声明４６２的卑鄙的答复，我就把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寄给你。

红色贝克尔⑤究竟在干什么？

３１５１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看来是指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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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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是也成了金克尔分子？

顺便提一下。一部分机器制造工人醒悟了，并给琼斯寄了一份

悔过书。现在英国工人已经募集到了钱，使得琼斯除了自己的《寄

语》①，还能出版一种大型的周报。
４９６
要给你带②到现在还没有动

身。

１６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６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昨天接到你３月３０日（？）的来信以及关于“革命会议”４９７的

报告。我注意到你开始自己支付邮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公

司即欧门—恩格斯公司是会支付邮资的。这些东西已经转寄给马

克思了。

我前天从伦敦回到这里，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马克思最小的

一个孩子③曾病得很重，马克思现在来信④，说她死了；这在伦敦已

经是第二个了。你可以想象，他的夫人非常痛苦。弗莱里格拉特家

里也有病人，但那里的情况正在好转。

你可能知道，德朗克在他路过法国时在巴黎被捕了，这在某种

４１５ １６．恩格斯致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４７页。——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霍赫施土耳。——编者注

《寄语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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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这个矮子不顾以前被驱逐过，竟在那

里逗留了三个星期。现在他来信说，已经把他从马扎斯监狱带回警

察局，而在耶稣受难节晚上要把他送往布伦和英国。但到现在再也

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矮子有一种屡遭不幸的惊人的才干；但不

久他大概就会出现。那时《新莱茵报》的人就全部聚集在英国了。虽

然维尔特目前又到了汉堡，但是他仍然跟布莱得弗德保持着联系，

并且不管他多么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再返回那里。

我们的科伦朋友①在５月想必会被交付陪审法庭，因为检察

院在４月５日星期一就应该审理他们的案件，他们肯定没有被释

放。这倒更好些；不然，国家检察官会立即对无罪的判决进行上诉。

要是有个叫汉曾的科伦工人到纽约来，你可以按他的功劳处置他。

这个家伙从１８４８年起曾是同盟②盟员，曾任意支配为被监禁者募

集的捐款，把这笔钱喝酒喝掉了，然后溜到美国去了。

在国家公债４９组织者的营垒里，普遍对出纳员赖辛巴赫大为

不满，他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因为本来钱已经花得很多，不能很

大方地让人报销开支，并且现在向他这样殷实而又可尊敬的人提

出支出报告，可能发生非常不愉快的事。因此金克尔和维利希非

常生气，但毫无办法；金克尔不得不再去教书，而维利希仍旧象

过去只有波兰爱国者才会干的那样厚颜无耻地去借钱和乞讨。这

样，整个高贵的流亡者联合又在各方面都处于极度的混乱，如果

保证人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或者已经召开，那末事情很快就会变得

很妙。卡耳贝的勒韦以及其他法兰克福人③现在也已经同金克尔，

５１５１６．恩格斯致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即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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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同一个“谁与之打交道就会丢脸”的家伙，完全处于敌对

状态了。

捷列林格是否在某家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４９８这是我

们需要知道的，因为马克思到时候要驳斥他。很希望德纳能把马

克思的文章①的印样寄来几份。我们只收到了前面六篇文章的印

样，希望以后几篇文章的也能收到。如果德纳以工作忙相推托，那

末最好你设法把它们弄到手并寄到这里来。马克思很早就想为此

写信给你，但很可能他现在不能考虑这一点。请考虑一下，你在

这方面能采取什么措施，要知道这里毕竟应该有全部文章，——

这在将来会象文件一样重要。

我的战略性文章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并且根本不适

用于出集子，尤其是因为重要的东西的确不在文章中，而在我给

你的信里③。不声不响地把它放进档案吧。一当我有空闲时间并有

了某种发表的希望，我就给你寄去一篇关于贸易发展以及英国工

业资产阶级的现状的文章。４８４目前我必须拿出两个或三个星期的

时间用在我现在正在学习的俄语和梵语上面，以后，当我收到从

德国寄来的我的材料时，我将研究军事问题。但这不着急，而且

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

该是投邮的时候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④和克路斯。

你的 弗·恩·

６１５ １６．恩格斯致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１—４８２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Ｉ》。——编者注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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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４９９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２日于伦敦

  ……主要工业部门即棉纺织工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繁荣。尽

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增加了三十万包，而这里和美

国的棉价仍在上涨，致使美国的工厂主已经比去年多购了二十五

万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三百万包棉花也满

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９月１日

到来年４月７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十七万四千包，向法国

多输出五万六千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两万七千包。这种繁

荣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能够如此安心地筹备他的没

落帝国５６。到目前为止，１８５２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１８５０年增

加十一万包——三十万二千包比十九万二千包，——即增加百分

之三十三。另一方面，这也是这里的政治生活消沉的原因。一方

面，托利党人虽然是执政的，但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却不能反对

“自由贸易的福利”；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派不开展政治鼓动，因

为工厂主们当生意兴旺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政治风潮和骚动。印

度市场在棉纺织工业的这种繁荣中起着主要作用，虽然英国货不

断地大量输入印度市场，但前些时候以来仍然从那里传来好消息。

这是因为，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信德、旁遮普等地区，以前几乎

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１８４７

年印度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

７１５１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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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助长了这种情况。印度市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容量，加利福

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以及在没有大规模投机活动的情况下大

部分原料的价格低廉，都使人们有根据推断：繁荣将罕有地持续

下去。可能一直持续到春季，等等……

１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００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你可以想象，魏德迈的信在这里留下了多么不愉快的印

象①，特别是对我的妻子，因为信是在埋葬我的最小一个孩子②那

天寄到的。她看到两年来我的整个事业如何不断遭到挫折。因此，

你那封令人感到《波拿巴》③有出版希望的信（４月１９日接到的），

使我特别高兴，因为对于我的妻子的非常柔软的性格来说，这件

事一定又会使她振奋起来……

８１５ １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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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听到出版的消息，我非常满意。５０１你对鲁普斯
①的信务必不要

太认真。你知道，在我们处境非常窘迫的情况下，某种过分的激

动是不可避免的，应当把它“从账上勾掉”，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你发表在《体操报》上反驳金克尔的文章，无论我还是恩格

斯都还没有收到。我十分迫切地等着它，因为你驳斥海因岑的论

战性文章４２太出色了。

我感到非常不愉快的是，普芬德的声明将以小册子发表。５０２声

明完全造合于周刊，因为周刊今天登的东西，明天就会随着时间

的急流而消逝。可是登在小册子上却会引起过分的注意，太象党

的宣言了，此外，如果我们想进攻这些坏蛋，那当然可以采取另

外的比普芬德的声明更好的做法。遗憾的是，这封信到你手里太

晚了。我在这里正同一个书商交沙，他会把你的《革命》弄到德

国去。此事下星期再写信详谈。

至于我和班迪亚写信给你１１６谈到的那种漆的发明，你不应忽

略了。你可以马上发财。请写信告诉我，纽约的博览会５０３什么时候

９１５１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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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以及你关于博览会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你还可以利用这个

机会结识一些熟人，并同外国商人建立发行业务上所必要的联系。

请立即来信详尽地告诉我，这样做要多大开支。当然应当预先把

钱给你。第一，你需要有一个人经常在博览会照管东西，——你

自然不能为这种废物整天呆在那幢房子里。第二，你需要花钱在

报纸上登广告作宣传。因此请把详细的支出预算寄来。

至于瑟美列，他的小册子①即将完成。但是，因为我不能满足

他的要求，给他寄去“一捆”《革命》，而我们的敌人又可能已经

悄悄告诉他，你的报只出了两期，后来就停刊了，所以，我暂且

不能从那里得到钱，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大相信了。但他会亲自到

这里来，那时我再重新安排一切。

如果第一期不登你的反驳金克尔的论战性文章，那是遗憾的。

他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姓戈德施米特的丹麦人，在《科

伦日报》的小品文栏里狠狠地把他嘲笑了一番，描述了同他和叔

尔茨在伦敦的一次会见。德朗克终于在巴黎被释放，已经到了这

里，说朋友叔尔茨私下称金克尔为蠢驴，而他叔尔茨只不过想利

用他而已。金克尔的这个谦逊的“解放者”把一篇文章塞进了奥

格斯堡《总汇报》，宣称自己是“伦敦流亡者中唯一重要的人物”，

说金克尔和卢格都“老朽了”，并且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举出了

这样一件事：他打算同一个“有钱的”姑娘即隆格的姨子结婚，而

且结婚后将去美国。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至于捷列林格，请

告诉我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在造当时机，我不但能把他从我

们党的心目中，而且能把他从所有政党的心目中清除掉。

０２５ １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

苏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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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金克尔先生召开了自己的保证人代表大会①。维利希先

生由于我们间接转给他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是从克路斯那里弄

到的）而对金克尔非常痛恨，没有出席会议。卢格先生来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称金克尔为“普鲁士国王”的代理人，并把自己打扮成一

个受侮辱的高尚人物。赖辛巴赫先生宣称，他不想再同这种丑事有

任何纠葛。最后，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所谓的共产

主义者之中选进委员会的只有维利希一人，而他未必会接受选举。

此外，选进去的有卡耳贝的勒韦，他已经拒绝了。其次就是金克尔、

美因兹的许茨和菲克勒尔。其他两人我不知道。据说，这些狗东西

不是有三千美元，就是有九千美元现款。他们立即通过决议：临时

政府的七名委员必须领取
·
薪
·
水。关于此事，你一定要在《体操报》上

报道。不过这全部丑闻正在传开。在接到我的指示之前，你无论如

何要给德国准备好一部分《革命》。——你给琼斯的信我已经转给

他了。他没有能力付钱。他同我们一样穷，我们大家给他写东西都

是无代价的。克路斯大概已经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斗争告诉你了。

我曾把此事的详细情况告诉过他５０４，但是要尽可能推迟在美国报

刊透露这件事。——英国以至大陆的巨大的商业和工业的状况比

任何时候都好。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

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

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１８５３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

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科伦

人②案件又拖延到七月份陪审法庭开庭期。到那时，普鲁士这样的

法庭即陪审法庭很可能已经取消了。——我从德朗克那里得知，

１２５１９．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

①

②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７—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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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人吕宁偕其夫人到这里来了，目的是为了使“鼓动者”和“流亡

者”３１联合起来，不过这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祝你一切顺利。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没有见过比布·鲍威尔论“英国的没落”这篇文章②更愚蠢的

了。这个家伙怎么到德纳那里去了呢？

２０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０５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左右于伦敦］

  ……你在信里会发现一个信封——其中装有恶棍、胆小鬼和

半疯子捷列林格的臭东西，这是他寄给我的。（地址：）德国未来的

独裁者卡尔·马克思。试问，我现在该怎样对付这个坏蛋呢？同这

样一个疯子公开争吵，等于给他过高的荣誉——而这正是他玩弄

伎俩的全部目的。你能不能用我的名义把这个狂徒的信送到纽约

邮政局？或者干脆把他痛斥一顿？我把这件事全部委托给你去处

理。当然下一次寄来这样的信一定把它退回去。这个坏蛋使出这

种狡黠的毒辣手段同时也使英国警察局注意我，这在托利党当政

的条件下是极不愉快的……

关于瑟美列。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１８４８—

２２５ ２０．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５０、５２页。——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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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公认的名人。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概

述》①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

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把

民主派的狂怒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反映出

匈牙利的观点，并且按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提到首位，但在

他的作品中却非常强烈地使人感到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思考和

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至于“敬爱的韦伯上

校”，瑟美列同他进行谈判时并不了解他，但一收到关于他的材料，

就马上停止了谈判。获得财产的经过很简单。瑟美列自己连一生

丁也没有。他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的

“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的女儿

结了婚。在整个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

她的母亲那里。在老太婆没有死和她没有得到老太婆的财产之前，

瑟美列不仅禁止她写信给他，而且甚至要她同他断绝一切关系。

１８４９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产业

卖光，把它们变成了现款，这当然没有遭到任何指责。她父亲的

律师巴赫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帮她的忙，暗中捞了不少油水。瑟美

列夫人把自己的财产变成现款汇到伦敦兑换成英国的有价证券，

然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到普鲁士庸医普里斯尼茨那里去的护照，

但是，她没有去普鲁士，而是赴伦敦转巴黎到她的丈夫那里去了。

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什么可以使他们的国库得到充实的东

西。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瑟美列并不那样简单，会

把百万财产送给他的敌人。我曾亲自写信给瑟美列，要他不用提

３２５２０．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

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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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科苏特，而只对自己的私事做个说明，我则为他安排把说明登在

《纽约论坛报》上。

在科苏特最接近的人们中间，有奥地利的密探，普尔斯基夫

人就是。这个普尔斯基伯爵按血统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普尔斯

基夫人是维也纳一个极端反动的犹太银行家的女儿，每星期都写

信给老母亲，奥地利政府从这个来源了解它所要知道的一切。普

尔斯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里《泰晤士报》经常嘲笑这两个人窃

取伯爵头衔）是否答应过把科苏特先生诱入陷阱，以此来换回自

己被没收的土地，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普尔斯基在当大学生时

曾经把自己的伙伴参加“蛊惑者的阴谋”１６８一事报告给奥地利政

府，这是事实。

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你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连他也开始

反叛科苏特了。这个文件的结尾只能表明，克拉普卡将参加马志尼

预谋的叛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给你写信谈过关于马志

尼、科苏特等先生图谋叛乱的计划。这对列强特别是对波拿巴来

说，将是非常称心的，而对我们来说则将是非常有害的。

刚刚接到５月３日科伦的一封信。要二百到二百五十本《雾

月》①。因此，请你让魏德迈立即通过恩格斯给我寄来三百本。同

时让他把售价也告诉我。我想他已经把所答应的五十本寄出

了……

再回头来谈克拉普卡，请你暂且对此保密。这是有人秘密

告诉我的，不过允许在报刊上发表。我将把它寄给《纽约论坛报》，

但不希望在发表之前宣扬出去……

４２５ ２０．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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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的交印花税的报纸①已经出版，而且第一号以惊人的速

度销售一空。附上一张他的简评的剪报，从中你可以看出，他完全

击败了哈尼。哈尼先生沿着斜坡迅速滑下去。在他的报②上发表的

一篇署名为斯巴达克的文章中，竟攻击起宪章派来了，说这只是阶

级的运动，似乎应该代之以普遍的民族的运动。５０６纯粹是马志尼的

语言，等等，等等……

现在引一段科伦来信中的话③：

“不久前，丹尼尔斯夫人又蒙受搜查的荣幸，搜查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搜

出您的什么信件。看来，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准备充当每头蠢驴手中的玩具。被

捕者案件似乎接近尾声。侦查已经完毕，材料又已经有两个多月转入这里的

上诉法院的国家检察官手里，但是看来那里不能为检察院拟订一个审理意

见。据广泛流传的消息说，案件将在６月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

顺便说说。请问一下魏德迈是否到过德纳那里，因为德纳正等

着魏德迈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科伦被监禁者的情况和普鲁士政

府的行径的说明转交给他，以便以此写成社论。看在上帝的面上，

如果可能的话，请叫他不要忘记办这件事。

如果你们能够把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诗④印

成传单，那末你们可以确信，仅仅在莱茵就能够推销五百份。但是

应该赶快行动。否则就太迟了。

要尽量使你们手里的文章等等东西不至于过时，以免失去其

尖锐性。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它们（埃卡留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

５２５２０．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１８５２年５月３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自由之星报》。——编者注

《人民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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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例如《体操报》也行。无论

如何要让人们读到它们，这样总比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要强。

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那就酌情把它交给某

家报纸。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

后炮……

除你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凡人能够自豪：他们在邮件到达的四

天内总会接到我的信；但是我还是想让鲁普斯①老爷子看看，我们

两人中谁更准时……

２１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５月２８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维：

我要在恩格斯这里住几天，在这里接到了你的信。８０今天你应

该对这几行感到满意了。

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预先提醒你注意三个即将到美国去的

家伙。

（１）海泽（加塞尔的《大胡蜂》的人），维利希的密探（他在与他

关系很不好的金克尔背后竭力传播维利希的名声）。顺便提一下。

维利希先生是属于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御用骑士一伙的，他、泰霍

夫、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每星期在她那里白吃一顿饭。布吕宁克是

６２５ ２１．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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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流少妇，她喜欢戏弄这头把自己打扮成禁欲者的老山羊。有

一天他向她进行了直接的肉体进攻，此后他可耻地被推出门外。要

注意海泽，丝毫不要相信他。

（２）美因兹的许茨。金克尔分子。欧美国家公债４９管理委员会

的委员。

（３）康拉德·施拉姆。我们给了他一张非常谨慎地写成的委托

书，使他离了你就寸步难行。康·施拉姆同他的哥哥①及其哥哥的

朋友们有时表现得不很正派。对他的信任不应当是无条件的，而应

当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他堕落得很厉害。在

钱财方面，他完全不可靠，也不很细心，喜欢推销员式的蛮干和吹

牛，因此很容易败坏自己熟人的声誉。另一方面，他也有优点。我

认为有责任把所有这一切预先告诉你们。请把这些意见也告诉克

路斯。

至于鲁普斯的信，你不必过于细心地去琢磨。沃尔弗是在激动

的时刻写的；他完全想象到你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请不要忘记下次把关于纽约的“维利希军团”５０７的详细报告给

我寄来。

代我向你的夫人②衷心问好。我希望，“不管这一切”③，仍然很

顺利。

德纳给我来信说，你一给他材料，他就写关于科伦人④的文

７２５２１．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５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④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这是１８４８年６月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同名诗里的一

句话。——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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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你要找他去。６月间，科伦人将被提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

理。据说，丹尼尔斯患了肺病，贝克尔半失明。德纳的事情要赶快

办，并把文章给我寄来。它对丹尼尔斯夫人将是一个安慰。

你的 卡·马克思

亲爱的魏德迈：

至于海泽，我是在普法尔茨同他认识的。这是一个民主派浪荡

汉、世界上一切下流趣闻的爱好者，对任何一伙人，只要他们有一

个关于夺取和解放世界的空洞而又浮夸的民主主义计划，他就准

备同他们混在一起。最近一个时期，即从他在伦敦以来，他只同别

人来往，从未来过我们这里。他现在当然完全被这些人掌握了。别

的事情没有时间再写了。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２２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７０号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

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

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

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我相信

８２５ ２２．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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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快邮报》我当然随身带来了。可是，缺少登有卢格主要臭东西

的那几号旧报。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①。

用奥斯渥特那一包东西作不出很多文章，但还是可以作一点。

我们的亲爱的阿·卢格写不上三行，就露出了马脚。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Ｍｏｎｔｅ》我已经改过了。

西蒂区的印刷厂主显然不是个很利落的人，——印一印张他

一定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他帮手不够。他的纸张比美国的差多

了，铅字也是这样，显然已经磨坏了。但是你却很出色地完成了自

己的事情。

哈罗②的小册子５０８，就其幼稚和愚蠢来说，确实动人。麻烦你

把恩格斯论海因岑的文章从《布鲁塞尔报》上剪下来③寄给我们，

要快些。《宇宙》如果不寄来，那也没有什么。主要的东西我们这里

有了，在我的一封信里。５０９

代我吻一吻我的小胖子们并祝他们好。

你的 卡·马·

恩格斯也发现：我在整本小册子里都有意地写“路易·波拿

巴”，而魏德迈先生却在自己的标题上写成“路易－拿破仑”。５１０

又及。亲爱的燕妮，费神告诉埃卡留斯，要他给他的《机器制造

９２５２２．马克思致燕·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发表于《德意志—布鲁塞尔

报》）。——编者注

哈罗·哈林。——编者注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双关语：“蠢才”的原

文是《Ｓｔｏｃｋｆｉｓｃｈ》，也有“鳕鱼”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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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罢工》
４７６
写个简短的后记，因为魏德迈还是“有意”要登它。

即使为了克路斯，也应该同意这一点。

我亲爱的，附上两篇短评《哈耳斯曼骑士的告别书》和《约翰·

巴尔尼和法兰西大使》连同关于“凯恩”的一张短的剪报，这些都是

给琼斯的，如果他不上你那里去，你最好寄给他。请你不要以这类

的委托去麻烦皮佩尔先生。什么东西到他那里都是吹牛的题材，而

我不希望琼斯（其实是琼斯本人使他弄得这样骄傲自大）认为他是

我的第二个“我”。因为皮佩尔认为信是为“党”写的，所以不应该再

让他看到。

［恩格斯的附笔］

请穆希①上校先生接受我的最良好的和最衷心的祝贺。

弗·恩格斯

２３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收到了《革命》的第一期②，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你能设法

把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③也在那里刊登出来，——要知

０３５ ２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这一期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穆希”——“小麻雀”，是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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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不会增加很多费用。很可惜铅字太小，开本太大，这给阅读增

添很大困难，特别是在碰到歪曲意思的刊误的时候，当然，由于经

费不足，要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不过，使我们非常惊奇的是，

你竟认为不通过邮局，就难以将订购的三百本寄给我们。你那里的

熟人海尔米希和科尔夫，必定是十足的蠢驴，难道他们没有对你说

过，邮船也接收包裹，甚至接收很重的货件，而且在这些邮船的营

业所里——当然不是在邮局——可以打听到关于运费等详细情

况。至于这些邮船的营业所的地址，从任何报纸的广告中都可以看

到，每条广告都有当地营业所的落款。而且，还有许多转运这类包

裹的转运公司，例如，利物浦和伦敦的爱德华兹—散福德公司。这

家公司在纽约也有分公司。包裹上只需简单地写上：

先写：某某邮船

利物浦爱德华兹—散福德公司转交

这下面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

      弗·恩·

非精装印刷品

这样就行了。这样寄运总共只花几先令，可以由欧门—恩格斯

公司支付。非常糟糕的是，象海尔米希和科尔夫这些在纽约住得很

久而又是经商的人，竟不知道这种连这里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事

情。——《体操报》无论这里还是伦敦，至今都没有收到；请向那里

的邮政营业所查询一下。

印刷费太大了。如果我们在伦敦印杂志，每印张花五英镑就

行了，就是说未必比你应付的钱更多。但是你们那里的纸张应该

便宜些，因为这里的纸张每磅要课一个半便士（三分）的国内税。

关于价格问题，你向你们那里的纸张批发商打听一下，并告

１３５２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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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

所有准备给欧洲的东西，请都寄到这里。马克思在伦敦找到了

一个殷实的德国书商，马克思还可以监督他，他愿意只抽不大的提

成在这里和德国、瑞士等国推销。因此，如果在你收到这封信时，寄

往伦敦的五十本和寄往科伦的二百五十本的邮包还没有寄出，那

就趁此机会再往邮包里装一些，你认为适于和可能在德国推销多

少本，就寄多少本。如果邮包已经寄出，那其他部分就先不要寄了，

等我们写信告诉你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们把开支和书商的佣金考

虑在内，当然要定一个高些的价格；十五银格罗申德国庸人还是出

得起的。

因为第二期的内容只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所以大概已经印

好了。这些东西，特别是关于金克尔的诗，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

多耽搁。其实，这些诗在金克尔返回纽约时，就应当以某种形式发

表；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

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

时限的。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我所关心的是直接

的当前现实，所以我论英国资产阶级的文章４８４可以暂缓一下，特别

是考虑到这类文章对在美国的德国读者来说，不很迫切又不大引

得起兴趣，它很适于在报纸或者在周刊上同其他资料一起分期发

表，如果把它刊登在杂志上，就其篇幅来说，会占去主要地位。此

外，完全有可能，得比先生到８月就滚蛋了，但这仍然是一个难以

预言的问题。

德朗克当然会非常感谢科尔夫的好意，但是他不打算去美国，

因为他刚当上巴黎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做批发烟盒等等的生意。此

外，无论德朗克或我们之中的某个人，都没有因为过去那种在出

２３５ ２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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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新莱茵报》的最初几个月时的友好关系，而同科尔夫有联系；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不得不让科尔夫离开报纸，以及后来他在纽约

又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我论匈牙利的文章８３，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可

能在一些小事情上他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过于信

任他，马克思特别坚持不要让科尔夫过间他同德纳之间的关

系，——看来他已经在这方面竭力制造某种纠纷。你的信中有个

地方说，马克思大概根据德纳本人的一封信，已经深信我们的事

业靠《论坛报》是做不了什么的，这我们完全不理解，因为德纳

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不但继续写论德国的文

章①，而且还要求给他寄别的文章。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让科尔夫

作为我们中随便哪一个人的代表或者拥护者而以某种方式在

那里干涉我们的私事。

美国的博览会５０３还要延期，所以关于皮的事情②，在我们没有

就此事再写信给你以前，你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马

克思现在在这里，因此他目前不能同匈牙利人③交涉。我们现在在

这里恰好忙于一篇非常有趣的著作④，它马上就要印好了。只要我

们收到第一批书，就立即给你寄去一本，那时再商量，你可以如

何利用这篇东西，说不定能由此而得到今后出版小册子的钱，因

为这一次一定是赚钱的。——关于文章的结尾，我已经给埃卡留

斯写过信了⑤；文章可以稍加补充，因为工人当然遭到了失

３３５２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④

⑤ 见本卷第５２９—５３０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班迪亚。——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１９页。——编者注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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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

我们亲爱的、英勇的维利希遭到很大的不幸。布吕宁克男爵

夫人每星期邀请在伦敦的普鲁士尉官们，以及诸如此类的大人物

到她家里吃一顿饭，并惯于向这些风流的骑士们卖弄点风情。我们

品德高尚的维利希，看来因此而头脑发热，有一次同这个年青的夫

人单独在一起时，他疯狂的情欲骤然发作，完全出其不意地突然向

她发动了相当粗暴的进攻。但是，这完全不合这位夫人的心意，于

是她毫不客气地下令把我们的纯洁骑士赶出门外。

“谁有德行，其乐无限；

糟蹋德行，实在丢脸！

…………

哎，我这个可怜的青年，

竟被赶到门外边。”①

那位平常喜欢年青的金发裁缝帮工比喜欢漂亮少妇要强烈得

多的道德高尚的禁欲主义者，可以庆幸的是，没有因为自己长期受

束缚的肉体的“我”产生了本能的、自然的冲动而终于进入“加塞尔

的看守所”①。这件事传了出来，现在伦敦到处都在非常起劲地谈

论。但是，这个高尚的人有可能很快就在你们纽约出现。这个“受

到所有政党、甚至自己敌人尊敬”的人，在这里一天天越来越呆不

住了。他只是出于无奈才继续同自己的左右两个支柱金克尔和沙

佩尔搞在一起（同金克尔搞在一起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因为他

仇视他们两个人，就象他们仇视他一样；他不止一次遭到流亡者下

层的打击，于是脱离了他们。最近这件事使他不能再到有妇女的屋

４３５ ２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①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见《罗曼采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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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去了，而且他的美德的光辉现在已经完全黯然失色。然而他听

到，“维利希军团”５０７的人们集聚在纽约，加之高贵的魏特林也在那

里；因此，一旦公债４９钱柜中的钱不再大量流到他手里，他当然会

从这里悄悄溜走。他已经先把加塞尔的海泽作为自己的门徒派了

出去，这个家伙是他私人圈子里的人。然后他把可怜的老米尔巴赫

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先驱者派到那里去；米尔巴赫是由于非常贫困

而落在他手里的，又由于对过去的流亡生活一无所知以及在理论

方面一窍不通，自然就被高尚的风格所感动。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

家伙；在政治上他等于零，但在其他方面是值得尊敬的，我认为他

作为军人来说，要比伦敦所有的大人物有用十倍。他常到马克思那

里，但每次都是同蠢才伊曼特和蠢驴席利一起去的，因此一次也没

有能同他坦率地交谈。

维利希在美国自然会得其所哉。集聚在纽约的那一帮老人，现

在大概完全变野了，变成一群放荡无羁游手好闲的人。因而很快就

会讨厌他，而且会很好教训他一顿。甚至他最近同此地恶棍的关

系，也已经在这里使人感到很象因分赃不均而准备相互揪住头发

厮打的一伙卑鄙粗野的骗子。他的朋友，阅历颇多的滑头魏特林，

同样会给他准备好光辉的未来。

现在该结束这封信了。马克思向你问好。我们两人向你的夫

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５３５２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１日）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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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１１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６月２６日以前］于曼彻斯特

  ……第二个拿破仑越来越陷入困境。除其他一些新税以外，这

头蠢驴陷入了临时政府所陷入的那条死路，即向农民征收新税，把

原有的地产继承和转让税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他快步前进。实

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竟然采取最荒谬的方式仿效法国老一套财政

陈规，甚至把它弄到极端的地步……

２５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１２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０日于伦敦

  ……这里选举的结果，议会依然如故，差别仅仅是，辉格党

或者托利党，最多多得十来张选票。恶性循环两头连接上了。旧

选民选举了旧议会。在旧议会里，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政党正从

内部解体，相互势力不相上下，都使对方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

重新诉诸选民，并如此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这种循环在群众

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为止，这种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发生了。到目

前为止，不论在哪次选举中，实际多数同由于选民的特权而造成

的官方的多数之间，矛盾都没有表现得这样尖锐过。你知道英国

６３５ ２４．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６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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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选举时的表决方法是：（１）全体人民表决时，人。在举手选

出的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人）中间，议会议员一个也没有；而

在议会议员中间，即票选选出的人（实际当选的）中间，没有一

个是举手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例如，哈里法克斯的选举就是这样，

在那里辉格党的（财政）大臣伍德在选举中是厄·琼斯的对手。在

举手表决时伍德被喝了倒采。琼斯得了一万四千票，而且被人抬

着凯旋地走过了全市；在用票选的办法时，却选出了伍德，琼斯

只得了三十六票。

关于流亡者的情况，新闻很少。维利希除去几个混蛋以外，越

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拥护者，谁也不再相信他的正直了。我告诉过

你，虽然赖辛巴赫早已退出了委员会，但是在常设委员会成立之

前，他不愿交出公债基金的一文钱。他不能承认维利希和金克尔，

同样也不能承认他们所选出的某些恶棍。赖辛巴赫是个认真负责

的正直的资产者。

法国流亡者分裂成三个营垒：（１）“革命派”（赖德律）；（２）“代

表团派”（走得更远）；（３）前两者的一千五百名反对派，即平民，或

象贵族所称呼的那样，《ｐｏｐｕｌｅａｎ》①。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人（其实

是个非常热烈的共和主义者）②出版了反对马志尼—赖德律和卡

贝—勃朗的小册子③，不久还要发表一点东西。出版时都给你寄

去。

７３５２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厄·克尔德罗瓦《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埃蒂耶纳·卡贝

等之间流行的搏斗》。——编者注

文字游戏：“克尔德罗瓦”的原文是《Ｃｏｅｕｒｄｅｒｏｙ》，同“国王的心”的原文《ｃｕｒ

ｄｅｒｏｉ》发音相近。——编者注

从《ｐｏｐｕｌｕｓ》（“人民”）一词变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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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科伦的来信，信中说①：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好象莱茵省民主派就是

通过这些人收到您的信的。您的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

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已经提出来了，此案定于本月２８日公开审理，而通常

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案件从法律方

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人们知道，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是占上风的，从这

方面来说，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主要的被告：勒泽尔、毕尔格尔

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

在一些时候的团体；他们说了接受新成员有一定手续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

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

从农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发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当对上帝和地产表现出相

当不尊重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先生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

通，其中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十天开庭便

害怕。不应该忘记，目前在伦敦的斐·弗莱里格拉特，将受陪审法庭缺席审

判。这样他很快就要作为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德国诗人而在伦敦逍遥。

又及。我刚刚读了不下六十五至七十页的起诉书。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

末这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的供词。当然找不到比这些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

的供词带有直接告密的性质；其他人的表现也是笨拙的。这些人被折磨这样

久，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

何事实根据。”

我们的施特劳宾人
３０
就是这样；要同这样一些人一起创造世

界历史，真糟糕……

８３５ ２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０日）

①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１８５２年７月９日给马克思的信（并见本卷第８８—８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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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马克思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①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２日于 ［伦敦］索荷区

萨顿街５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哥·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

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

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博士

２７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１３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于伦敦］

  ……胡策耳的信５１４引起了哈哈大笑。它成为下面这个插曲的

导火线：

９３５２６．马克思致哥·金克尔（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２日）

① 见本卷第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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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荷区萨顿街５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博士先生①：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似乎竟敢

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云云’（接着是罪证的部分）。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尔·马克思博士”

这个便条故意用了：“似乎”、“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等等这

些含糊的词句，为的是让金克尔先生有可能作出表里不一的声明。

立即 收到了下面的答复：

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４日于圣约翰伍德路

亨斯特里奇别墅１号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１０６，此后我和

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

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

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

何人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

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我无法把最后签字的花笔描得象原稿那样。非常狡猾，是吧？

关于在辛辛那提对我的侮辱，我应该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对一

０４５ ２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

①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

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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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可能近似决斗和诸如此类的作法是多么冷淡地拒绝了啊！

我料想，在公众面前省略约翰这个名字的勇敢的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不会再拆阅打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就采取了下面

的妙计。我让厄内斯特·琼斯写地址，让鲁普斯①在去温莎办事时

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

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情书的内容如

下：

“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４日于索荷区

萨顿街５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

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

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

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

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

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②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而信现在正

１４５２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９５—９７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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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

册出版时才会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利德作这次毁

灭性攻击之前不久，我为了开开心，还把他个人直接羞辱了一番，

并同时在其他愚蠢的流亡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为

此我需要从约翰……那里得到“白纸黑字”写成的某种东西。

现在谈谈重要的事情：马志尼为了把这里资产阶级流亡者的

所有正式存在的各部分联合起来，已经好几天象疯子一样地到处

奔走。他也访问了约翰……。结果是：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

－洛兰和金克尔组成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每个成员，

都有权在这里引进两名本民族的人。但是关于这项吸收新成员的

问题要由四名主要代表中的多数来决定，而这就是马志尼。于是

从德国人中遴选出阿·卢格和阿·戈克。别的民族中是谁，我还

不知道。金克尔这方面似乎提出了两个条件：（１）为他的公债要

求两万美元。我认为这是一种诈骗。（２）金克尔—维利希财政委

员会继续独立存在，等等。这仅仅是对维利希的一种表面上的尊

重，因为事实上已经商定，把所有公债的钱都移交给阿·戈克了。

最后，金克尔及其一伙将会老老实实地承认美国革命联盟１１０。这就

是近来的转变。签订这项重要条约的事情是有所进展，还是尚处

于预备谈判阶段，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应该在美国传播这一

事件，并且特别要着重指出下面的情况。１８５２年５月，在最后选

出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的上一次伦敦保证人会议上，金克尔非

常庄严地发誓说，如果把阿·卢格选入委员会，他就退出，因为

他决不同公然声称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的人呆在一个委

员会里。其次，如果财政部长阿·戈克把金克尔在美国张罗到的

美元都花完了，魏特林及其一伙将说些什么呢？而这一点正好有

２４５ ２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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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算这样做，为的是支持卡·海因岑的《雅努斯》，以及推销卢

格、海因岑等人的不朽文章。

至于马志尼，这个不可救药的狂热者，日益堕落到意大利的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等人的地步了。他已经叫嚷了四年：“行动，

行动！”最后，奥地利警察局在意大利逮捕了六百名马志尼分子，他

们都是用密写墨水在手帕上写东西来通信的。这些人不愿坐牢，又

有广泛的亲属关系，所以马志尼先生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说，

现在应当认真地采取“行动”，举行起义。这个唱高调的实干家事后

突然产生了“健康的思想”，于是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的面上，不

要发动，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外国兵，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并重

复１８４９年以来恰好已经不正确的那类老生常谈。行动，行动！意

大利自己能够胜任！——前几天，鲁普斯见到马志尼委员会中的

一个意大利人，就向他指出所有这一切的荒唐无稽。罗马人反驳

说，怎么一次战斗中竟要死六百多人！但是，意大利人都害怕他们

会很快被逮捕、枪毙，或者关进监狱，马志尼演说的一些受害者把

自己的亲属送到伦敦去，所以这个实干家怕某个受迷惑而激动的

同胞出于误解而刺杀他，于是借口必须躲避奥地利人而每天晚上

改变自己的住处。但他胆怯地躲避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受迷

惑”的意大利人。难道这个反教皇者不该上绞架吗？损害这样的一

个民族，愚弄它，弄得它精疲力尽！特别是象意大利这样的民族，其

必然的结果是：象酒醉以后那样可怕的软弱无力，完完全全的意志

消沉。

昨天我们的人本来应该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但是突然又

宣布审判延期，因为原告证人之一，柏林的警务顾问舒耳茨生病

了。因此，如果舒耳茨先生死了，那被告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得受审

３４５２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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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羁押。同时贝克尔要失明，丹尼尔斯已经患肺结核。这真太卑鄙

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里也扮演了极不体面的角色。

关于审判延期一事，我是从《科伦日报》上知道的。在这前几

天，我收到以下从科伦来的消息①：

“逮捕贝克尔时，搜去了您的几封信：１８５１年２月８日、２月２１日和４月

９日的信。起诉书指出最后那封信中的以下几处，作为特别加重罪行的证据：

‘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Ｆ．ｄ．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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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认为Ｆ．ｄ．Ｂ．三个字母是：‘为同盟’［《Ｆüｒｄｅｎ

Ｂüｎｄ》］，而贝克尔把这解释为他和您之间关于为您购买廉价书并寄往伦敦

一事而商定的缩写符号②。这几行构成了起诉书的重点，因为除此以外对贝

克尔差不多提不出任何罪证，即使提出罪证，那也仅仅是故意捏造的。然后，

起诉书从１８５１年讲起，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巴黎的德国人的团体组成

的，这种团体经过多次变动，用各种名称—— ‘德国人同盟’、‘正义者同

盟’——出面，并以被控告的这一团体的形式一直继续存在到现在。资料看

来是从汉诺威政府的说明中抄来的。对于１８５０年在伦敦发生的分裂５１５，起诉

书并没有予以重视。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纠纷，所有的参加者都追求

同一个罪恶目的，有着同一个倾向，在紧要关头就会携手并进。除去以前曾

经刊登在报上的那两个呼吁书以外，起诉书还拉扯上了第三个呼吁书（１８５０

年６月或者７月发表，似乎在莱比锡被截走的）。５１６——唯一有意义的供词是

证人豪普特的供词和证人前尉官亨策的供词，前者详细地把全部情况都讲

了，后者供出某些涉及贝克尔的东西。星期六银行家施泰因的出纳员埃尔哈

特也因这一案件被捕。大概他是由于给诺特荣克写的介绍信和在诺特荣克那

里发现的几封信而轻易地受害了，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 然而，挑选了这样一些可爱的陪审员，从当局的观点来看，想象不出

更好的了。”

４４５ ２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

①

② 即：《ＦüｒｄｉｅＢüｃｈｅｒ》，意思是“为书籍”。——编者注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１８５２年７月中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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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沙皇①逗留维

也纳期间所签订的条约。《纪事晨报》前天头一个把这项条约刊登

出来。昨天《泰晤士报》转载了，因此你自己可以读到。这里的

选举情况是这样：托利党在谷物法问题上将不得不作出让步，而

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将得到相当大的反革命的多数，因而我认为，

这个内阁只有在某种多少有些声势的革命的示威游行面前才会退

却。资产者老爷们现在看到，从１８４６年以来他们没有同时利用自

己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的政治后果，是犯了怎样的错误。

他们对此还要感到后悔的。我关于《雾月》②的勘误表快要发霉了；

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用已经花掉的钱来付你的寄费。但是，正

如斯宾诺莎所说：放心罢，要从永恒的观点来观察事物③……

２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１７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８月初于伦敦］

  ……为什么对科伦人④的审判又没有举行，这个秘密现在被

发现了。主要证人、叛徒、汉堡的豪普特逃到巴西去了。第二个

重要证人裁缝帮工也溜走了。这样，在政府那里连一点证据的影

５４５２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８月８日）

①

②

③

④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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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没有了。这个卑鄙的政府以拖延审前羁押来为自己的失败进

行报复……

２９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

莱 比 锡

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９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阁下：

请问，您的《现代》是否需要题为《１８３０至１８５２年的英国现

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文章。据我所知，这类文章无论是英

文还是德文均未发表过。文章将包括：（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

般著作，（２）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论著，其取舍按涉及最重要

问题——如人口问题、殖民地问题、银行作用问题、保护关税和

贸易自由问题等——的论战程度而定。

如果您愿接受这一建议，我想知道一下，这篇文章按您的出

版总计划，篇幅应有多大，因为材料的分配应以此而定。

还有一篇文章在目前也许是很合时宜的，这就是《各党派的

现状》，介绍在下届议会中将互相对立的各党派的现状。盼复。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６４５ ２９．马克思致亨·布罗克豪斯（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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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５１８

伦  敦

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７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伊曼特：

首先谈谈两个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①，以

及象这个谚语后面所说的。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作如下的声明来回答这些好汉们：

保证人会议已指定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叔尔茨组成的委

员会（临时的）来整顿事务。你们本应该等待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金克尔和维利希根本无权提出任何问题和要求答复。他们

威胁要宣布，在欧洲的人凡是９月１日以前（很短的期限）不作

答复就是同意他们，——这只是他们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企图

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篡夺货币基金的管理权。你对这些行动提出

抗议，必要时发表一个详细说明理由的抗议书。

同时要给赖辛巴赫写这样一封信：

向他复述以上的内容，并宣布他在你们指定的委员会提出

自己的报告以前不得花一生丁钱。让他注意文件中的一些要点，

即：

“为了使我们能在必要时使用货币基金，我们请求美国的保证人火速赋

７４５３０．马克思致彼·伊曼特（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７日）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的前半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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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我们以遴选第三个委员的权利。那时我们将推选戈克或革命联盟在此地的

另一成员云云。”

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认为就是要把货币基金“火速”从赖辛

巴赫的手中夺走，因为维利希及其同伙恰好现在有了“使用货币基

金”的“必要”。

在两封信中你都可以对“同盟条约”说一些俏皮话。

把文件尽可能快地退给我，以便我能把报道“火速”寄往德国

和美国（去那里的下一次邮班星期二走）。

祝好。

你的 卡·马·

３１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１９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９月３日［于伦敦］

  ……附上巴黎的海弗纳尔（曾当过维也纳一家唯一过得去的

报纸《宪法报》的编辑）的一份手稿１２７的抄件。这个人有一次被人

利用来反对我，他受唆使在《汉堡消息报》上发表有利于金克尔

的言论。５２０手稿不是寄给我，而是寄给我在巴黎的一个熟人
①的，

由于他“不谨慎”而到了我手中，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

本人预先考虑到的。因此，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文件，但

是要把一切可能使人猜出来源或甚至直接指出文件的地方删掉。

８４５ ３１．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９月３日）

① 泽尔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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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小的海弗纳尔虽然鸡胸驼背，但写东西和考虑问题却比许

多体态匀称和高大的革命庸人要好些，并且是一个比他们硬一些

的小伙子……

这里谣传，酒鬼裁缝帮工、维利希的仆从之一格贝尔特已到美

国去了。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和维和希在８月初把他作为特使

派到德国去了。

因为这些家伙在他们最近给保证人的通告中胡诌了各种关于

“组织”的谎话，而总的说来在德国没有联系，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

在这个国家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与科伦不发生关系）

就必须用来作为这种“组织”的假象和相应的借口①。问题是这些

先生必须对数达二百多英镑的花费作出交代。因此就需要拿出一

定数目的钱用在某一方面，以便仍然能体面地说是把钱“用于革

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对花掉的另一部分钱也将比较容易搪塞

过去了。最后，应该专门在德国工人心目中消灭（按这个词的直接

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党。金克尔指望，在他的资产阶级保证

人面前能把欺骗和央求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残余部分冒充为一个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联合会。那位由自己本人和金克尔委派为德国

工人代表的维利希，真的希望最终从在德国的工人中给自己网罗

一批随从。

现在接着谈。在马格德堡，格贝尔特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

义者支部；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主席是

一个叫哈梅耳的（有特殊含义的姓②）。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

言非常激烈，宣布主要任务是消灭他们本人、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

９４５３１．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９月３日）

①

② 哈梅耳的原文是《Ｈａｍｍｅｌ》，也有“阉羊”的意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１７—１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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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哈梅耳兄弟要做到后面这点不那么容易）。除了很多行

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

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

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

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并开了一张为

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可见，革命的钱必须用来宣扬金克尔和维利希个人，并用来施

展各种阴谋以分裂德国的“组织”。

但是最精彩的还在后头。从天真的格贝尔特离开伦敦而这里

都以为他是在赴美途中的时候起，普鲁士警察当局就了解全部情

况。在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上，政府的情报员也出席了，他给政府

把全部辩论都速记下来了。格贝尔特在这之后去柏林，就有一名普

鲁士警察随行。没有一分钟不注视着他。政府想让他先完成自己

的使命，那时将有数十人跟他一起倒霉。

这些消息我是从一个普鲁士警察局得到的，那里有一个忠实

于我的人，——要知道，维利希也夸耀过他在德国的“情报机关”。

你对此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一来，这些流氓就使普鲁士政府能

够把科伦案件再搅乱，等等。——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

遮盖他们的空头开支报告，为了掩饰他们至今从事的关于革命委

员会的毫无效果的阴谋活动，为了满足他们对自己敌人的卑劣的

报复心理，等等。这目前还必须保密。但是，你只要一得悉格贝尔

特被关起来或者开始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就要毫不迟疑地开

始行动……

０５５ ３１．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９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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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５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９月１６日的信是今天很晚的时候收到的。所以，既然你要

求立即回信，我就只写几行。星期五将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①。布

吕宁克夫人的事（她不是密探，而是同她的住在巴黎的姨母利文公

爵夫人有书信来往，那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密探），我是从班迪亚那

里知道的。但是由于很重要的原因，不应该提到他的名字。不然的

话，他就会失去不少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的、必须保持的“情报来

源”。

你可以写信给施瑙费尔，让他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必要进

一步援引权威的证人，因为他（布吕宁克）殷勤款待的诸如金克尔

和维利希之类的人自己在伦敦散布谣言，说布吕宁克夫人是个有

可疑的政治联系的女人。

维利希这样声言过，那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曾

经要求他就此作出解释。这在必要时可以援引证人的话来证实。

金克尔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种怀疑，譬如，当他的朋友制刷

１５５３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日）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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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康姆（波恩人）去美国路过这里时，他就对他这样说过。康姆后来

把它传开了。

（自然，维利希发现这个女人值得怀疑，只是在她把他赶出去

以后。）

你的 卡·马·

３３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每周的来信，对我已成为极其必需的东西，以致对你的新的

做法我无论如何容忍不了，你不来信使我生气，我自己也不写信

了。

你大概已接到了我关于布吕宁克的信①。我们对无耻的哥特

弗利德②应该一报还一报，这从我们方面说来将是公正的。伊曼特

关于伦敦保证人会议的最近的报告，《警钟报》上已经摘要发表，从

报告中可以看出，泰霍夫（他现在到澳大利亚去了）站起来说道：

“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盛情招待的人散布对布吕宁克夫人的诬蔑，

特别可耻。”金克尔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光着前额，要人们相信他的

无辜，虽然伊曼特可以揭露他是说谎。维利希一动不动，好象长在

２５５ ３３．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

①

②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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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上一样。

至于第二件事——关于支付薪水①，——我在这里无法进一

步弄清情况，因为告诉我这件事的比斯康普（不过我请你不要提到

他的名字）已经迁居法国，而我同他又没有通信联系。但是不管薪

水的事怎么样，可以肯定：

（１）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没有给伦敦保证人代表

大会作出关于这笔花费的任何满意的交代；

（２）维利希以开销通讯费用为名，自己给自己发了薪水，直到

不能这样做为止；

（３）金克尔（这就是他在财务方面清白的证据）在逃５２１到巴黎

以后，立即秘密告知该地斯拉夫－ 德意志……革命委员会的

一个领导人，说住在巴黎的德国民主派最好能设晚宴对他表示

欢迎，然后他将通过报纸大肆吹嘘。（后来真的这样做了。）问他

所需的钱从哪里出，哥特弗利德回答说，可以从革命委员会的基

金中出。当对他指出钱柜不但没有钱，而且有很大的亏空时，哥

特弗利德说，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班迪亚）可以借钱出来，他已

跟这人谈过。要知道，他金克尔在德国名气很大，钱一定会源源

而来。后来就是这个金克尔为了他个人的需要用革命委员会的名

义，向班迪亚拿了五百法郎。他写的收据还保存着。这笔钱他到

今天还没有还。

这个收据我看到过，但是班迪亚坚持不要提他的名字，当时在

场的海弗纳尔也是如此。他们是有道理的。金克尔的策略是要用

无耻的谎言（这个人一贯说谎，他跟我和维斯博士的事可以证明，

３５５３３．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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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博士曾经不得不发表公开的驳斥，因为金克尔硬说他同“以他

的名义发行的公债”没有任何关系。见《纽约德意志报》，维斯的声

明也登在那里５２２；这件事实你可以利用）迫使我摊牌，使他有可能

逐步探出我借以揭发他的阴谋的一切来源。这样一来，我就会失去

战斗力。这办不到。

你可以根据《科伦日报》留心陪审法庭对我们朋友们的案件的

审理情况，审理已经从本月４日开始。陪审员的成分糟透了。都是

大地主大资本家，即：参政官明希－贝林豪森、海布林·冯·兰岑

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冯·比安卡、冯·特塞勒、冯·拉特、约斯

特（科伦最大的糖厂主）、黑尔什塔德（科伦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达

·来丁（大资本家），最后还有列文（酒商）和克罗伊斯勒尔教授。

我的最近两篇关于大选的文章①《论坛报》刊登出来了吗？头

两篇文章在英国引起了注意。琼斯转载了它们②。

随信给你寄上：

（１）伊曼特的一封信。

（２）１０月６日《晨报》一篇文章的抄件，在这篇文章中倒霉的

卢格—隆格企图吹嘘自己的作用。这里的同盟③请你立即写一封

信给《晨报》（用“斯密斯博士”或类似的署名）；你在信中应该嘲笑

德国“指路星”这个既无路又无星的社团，并要《晨报》不必担心这

个早已在美国破灭了的肥皂泡会给美国造成危险。（抄件请寄给我

们。）５２３

４５５ ３３．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

①

②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除了《纽约每日

论坛报》，《人民报》也发表了）。——编者注

卡·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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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马索耳从巴黎来的一封信，请退还给我。马索耳是老一辈

（四十年代的）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早先是圣西门主义者、蒲

鲁东主义者等等。他所说的人和书，就是蒲鲁东及其论波拿

巴的书①。

我认为，你们现在应该用下述方式收拾一下海因岑：必须刺痛

他，着重指出，这头蠢驴从１８４７年以来，每逢对他进行原则性批驳

的时候（例如目前魏德迈对他的批驳４２，以及后来你对他的批

驳５２４），总是避不作答，而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以他惯

用的大喊大叫、招摇撞骗的姿态出来说话。

你的 卡·马·

注意：由于大家知道海因岑以无知著称，因此对他在论述婚姻

的历史发展时表现出的一点浅薄的知识，感到非常惊奇，这点知识

是这个不幸的人从格·荣克《妇女史》（１８５０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版第一部）一书中抄袭来的。而荣克本人又取材于下述著作：

克·迈纳斯《妇女史》，四卷，１７８８—１８００年汉诺威版，以及

约·亚·德·赛居尔《妇女》，三卷，１８０３年巴黎版，这一切他

都是用黑格尔青年德意志派的调味汁加过工的。

而迈纳斯和赛居尔又利用了：

亚历山大（威·）《妇女史》，两卷，１７８２年伦敦第３版，以及

托马（法国科学院）《论妇女的性格》１７７３年巴黎版。

最后，关于黑格尔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老丑角卢格看来又

变成了儿童，他太愚蠢了，对他不能认真看待），请看：

５５５３３．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

①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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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格尔（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１８５０年维也纳版。

你靠这个“书目”，可以打消不幸的海因岑想用从社会主义者

那里抓来的词句冒充新发现的兴致，并给在美国的德国读者指出

资料的来源，如果他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就可以从中找到资料。

３４

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８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阿·布吕宁克男爵先生：

我从今天的邮件中收到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７日的《巴尔的摩警钟

报》，那里刊载了您的一个声明。我是华盛顿阿·克路斯的通讯员

之一，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因此请您给我指定一个我们在星期四

或星期五（本星期）会面的地点。我这一方面将带来一个证人，并请

您也同样做，但我预先声明，这个证人不能是卢格、隆格、金克尔或

维利希，因为这些先生与所说的事情有牵连；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

也不能作这种证人。这位先生曾经在巴黎公开声明，说他有责任

“用任何可能的诽谤来消灭我”。虽然我并不相信他有消灭我的本

领，但在这类声明之后，我认为不能与他见面了。

届时我将向您解释我与巴尔的摩的文章５２５有什么关系，如果

我的解释您还认为不够，我将准备使您得到合乎绅士身分的满足。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６５５ ３４．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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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实在非常抱歉，直到现在还没有复你的前一封来信。我以

前经常在办事处写私人信，可是，现在工作多得不得了，写信的

事连想也不用想了。而家里呢，我的上帝！我的文具总是糟得不

象样子（这封信开头的字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弄得我简直没有勇

气用它们去进行一场战斗。但毕竟我今天晚上干起来了，——你

应该为我的责任感而惊讶，应该把我的拙劣笔迹看作我手足之情

的新证明。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妨碍给你写信的原因。这就是：当你在德

国的时候，我想起有件事要问问你；可是你一回来，我再也想不起

来是什么事情了。你知道，这样没有脑力，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记

性，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来说是会深感良心有愧的。老实说，在没

有弄清如此重要的问题之前，我不能强迫自己给你写信。可是由于

你这封信，以及我吃了夹干酪的烤面包和喝了几杯赫雷斯酒而加

强了脑力活动，终于又使我恢复了元气，现在我又想起要问你什么

事了。说的是下面的事：我是不是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把我的两件棉

布衬衫忘在你那儿啦？其实，它们早就不在我的衣柜里了，如果能

在你那里找到它们的话，我就太高兴了，因为这就是说，我绝不是

个粗枝大叶的人。

７５５３５．恩格斯致玛·布兰克（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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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可爱的妹妹，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愿望

了，这反正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况且我实在也没有这方面所必需的

才干，因为即使我有时也例外地发觉自己有一个希望做点事情的

弱点，那也向来是些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宁可完全不要任何的愿

望。你看得出来，在讨论这一题目的时候我陷入了传道书的布道的

腔调，因此，这个问题我们谈得越少越好。总之，如果你打算在圣诞

节前再次向我证明你的手足之情，那末我表达愿望的无能而又笨

拙的才干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可是，若按过去来看，你也不需

要这种帮助，这样一想，我也就安心了。

你们都健康，我很高兴。如果不算几次感冒，我大体上也十分

健康，而且主要是在换季节的时候我的牙再没有痛过。但愿牙痛永

远不再犯了。我仍然住在斯特兰奇韦斯路，不过朝前搬了几幢房

子。可是我想下个月离开这个市区，搬到小德意志附近去，这里太

偏僻了，而到冬天我想让生活多样化一点，准备在这个闭塞的地方

尽可能使自己得到些消遣。半年来我都没有机会施展一下我做龙

虾沙拉的有名的本领了——多么可怕啊，这会使人一点没有乐趣

的！此外，明年春天我势必又要写书了，可能用英文写，谈匈牙利战

争或已故的巴尔扎克先生的小说，或者还有旁的什么东西。但这可

是个大秘密，不然的话我就不告诉你了。

爱利莎①现在做些什么事？如果她很会做饭和补袜子，大约在

圣诞节以后可以到这儿来给我料理家务。既然连弹诗琴的哥特弗

利德②（或者这是弗兰茨③）也管起自己的家务来了，那我更觉得自

８５５ ３５．恩格斯致玛·布兰克（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弗兰茨·欧门。——编者注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爱利莎·恩格斯是恩格斯的妹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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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一定做得到并且做得比他好，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爱利莎

无疑会把家务安排得十分体面，而在这位戴着假发的老单身汉那

里，女管家的职务是由身高六英尺、身材瘦削、相貌丑陋、唠唠叨

叨、两眼流泪、邋里邋遢、披头散发的退休老女厨师担任的，而他，

尽管在音乐会、舞会等等场合上献尽了自己的殷勤，也还是找不上

一个老婆——可怜虫，愿上帝保佑他！

不过，我该住笔了，不然我就是开始对自己左近的人，甚至公

司的同事之一说坏话了，而这种事除了象战栗教徒说的，可以拿它

来赚钱的时候以外，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做的。

代我向艾米尔①、爱利莎和孩子们问好，代我问候海耳格尔斯

夫妇。天气太坏，无法去参加老公爵②的葬仪，而且办事处的工作

非常紧急，我们因为致哀只停止了半天工作。再过四个星期我要去

那里。

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９５５３５．恩格斯致玛·布兰克（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①

② 威灵顿公爵。——编者注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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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

德 勒 斯 顿

［草稿］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底于伦敦］

费泽先生

阁下：

上次我象一个老朋友一样给您，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写了

信１１６，您当然感到很意外。这要怪维尔特和莱茵哈特。不过我知道

我是完全错了。您既然熟悉康培这个老高利贷者、这个不讲信用和

与女仆通奸的人，您就应该知道这个家伙属于我的死敌之列，因此

也就不应该把我的小册子①提供给他。您这样就给了他一个求之

不得的机会，可以不冒任何风险而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对我进行无

耻的侮辱。我个人并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东

西。我与冒牌的自由派的无情斗争，就足以使我成为他的阴谋的对

象，对他的阴谋——他可以相信这一点——我在一定的时候是要

给予回答的。

第二，您没有任何权利为了回答我的质询写信给班迪亚先生。

据我所知，是我介绍您与班迪亚先生认识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您

介绍说他是了解我的私事的人。很奇怪，您把康培的无耻行径通过

第三者告诉我，而这个第三者，据维尔特肯定说，康培先生称他是

０６５ ３６．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３日）

① 看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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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此事我要告诉班迪亚。

如果您对这封信不高兴，那就请您到伦敦来，我住在什么地方

您是知道的。您可以相信，我随时准备满足您合乎常情的要求。

卡·马克思博士

３７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班迪亚：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①

恩格斯没有照您写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一封信不是寄到

直接的地址，而是经过第二个收信人留局待领，对这样的信的回信

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业务上与他有来往的人进

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１）不存在任何一个柯尔曼公司；

（２）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５８号或５９号，没有柯尔曼这个

人；

（３）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柯尔曼。

１６５３７．马克思致亚·班迪亚（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３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０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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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

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出自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

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

以出版商的身分出现的是艾泽曼，在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

等；最后，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我要问问

您本人，既然柯尔曼象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

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①

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以及似是而非和莫名

其妙的情况呢？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

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

面作更多的分析，我毕竟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

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末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在

他的信中作出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卡·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几天之内又在

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原封未动，

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２６５ ３７．马克思致亚·班迪亚（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３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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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２６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你们将随此信收到：１．我的手稿《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这部手稿昨天寄到瑞士去了；在那里排印，并且将发送到德

国，作为给普鲁士先生们的新年礼物。如果你认为在美国市场上能

收回生产费用，那你就在美国出版吧。收回得多些，就更好了。在

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如果小册子在美国印，就应象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

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

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

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

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

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

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最后，贝尔姆巴赫的被

捕，使我失去了出售你寄来的那些《雾月》①的希望，这本东西早在

５月就通过他订购了三百本。总而言之，情况很糟。

在伦敦这里，我广泛地放出风声，说小册子将在北美印刷，以

便从瑞士对普鲁士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佯动。他们怀疑正在准备

什么东西，于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海关警卫和警探都要戒备

３６５３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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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２．寄上关于给科伦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

书１９９。请你们把它登在各种报纸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建立起委员

会，那是很好的。这关系到党的示威。你看，厄内斯特·琼斯干脆

以党员身分讲话。也许你们应该在你们署名的前言里专门强调一

下，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

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

关于政府在科伦案件中无耻行径的一篇较长的声明（由我、鲁

普斯①、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署名）②已经发表在伦敦各报上。普

鲁士大使馆特别恼火的是，这个对普鲁士政府的公开揭露，在最高

尚的、最有名望的伦敦周刊——《旁观者》和《观察家》——上登了

出来。

你的信③《晨报》没有登，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上了当？

你们今天寄给我的《晚报》上的那篇责难我同警方有联系等等

的短评，是马·格罗斯先生的卑劣把戏；他干出这种事来，是受一

个住在纽约的维利希的拥护者的怂恿。这个“诚实的”维利希在科

伦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从我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很

多东西我还没有说，一则是为了不损坏整本书的文体结构，再则是

为了如果这个家伙敢于——不过我几乎不相信他敢——回答我，

就让他尝新的滋味。

菲克勒尔的信，使我很开心。布林德现在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

４６５ ３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５５４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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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告诉我，菲克勒尔，这个行善的菲克勒尔，在工业博览会
１６

期间租了一大所房子，并且置办了富丽堂皇的家具，为的是以后转

租出去。投机没有成功。菲克勒尔赶紧溜到美国，不仅是为了躲债。

他溜走时关于自己的意图没有向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女儿说过一

个字，也没有给她留一个钱。当然人家把她赶出了房子。后来她情

况如何，不得而知。行善的菲克勒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５２７。马索耳所以有此错觉，是因

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

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

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

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①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

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②。他说，法

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１）资产阶级；（２）中等阶级（小资产者）；

（３）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

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

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

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

费特尔将军想在纽约找到魏德迈，在华盛顿找到你。

关于科苏特。我从你们寄来的材料中得知，美国的德文报纸上

所发生的第一次争吵是由于我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特约通

讯”③。我曾用“您的特约通讯员”的署名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声

５６５３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

麦斯顿》。——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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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内容简单归纳如下……①后来，我接到你寄来的一篇文章的剪

报，其中科苏特的某个秘书说我是卑鄙的造谣者，并且进行了有利

于比埃尔②的活动等等，这时，我就把我给《论坛报》的第一篇声明

的内容通知科苏特先生，并要这位先生作出明确的回答。科苏特让

人转告我：（１）他以名誉担保，他没有任何秘书——也许这个职务

名称是住在美国的卞尼格先自己给自己安上的，此人以前曾经在

他的办公室干过事；（２）关于所谓的声明，他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

的（我把你信里附来的便条作为物证转寄给他了）；（３）他感谢我的

“警告”，并再次请求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见面。——对第一点

及第二点，我将在下星期五再给《论坛报》写个东西。③关于这件事

情请随时告诉我。

关于金克尔。金克尔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作现代诗等等

的讲学，在讲学中他象一个僧侣的、唯美的、自由主义的帮闲，同德

国犹太人调情。关于他在美学方面的功绩，听过他讲学的人对我这

样说：他在布莱得弗德宣布，他将作论歌德《浮士德》的讲学，规定

入场费为三先令。讲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对他的讲学抱很大希望。

而哥特弗利德做了什么呢？他从头至尾大声朗读了《浮士德》，把这

叫作论《浮士德》的讲学。当然，哥特弗利德很精明，他把这种骗人

的勾当留到最后一次讲学时抛出来。——在曼彻斯特哥特弗利德

宣称：

“歌德根本不是一个诗人，因为他把《ｅｒｂｏｔｉｇ》一词同《Ｖｅｎｅｄｉｇ》④一词当

６６５ ３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③

④ 《ｅｒｂｏｔｉｇ》的意思是“准备效劳”；《Ｖｅｎｅｄｉｇ》的意思是“威尼斯”。——编者注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

比埃尔·波拿巴。——编者注

卡·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在克路斯的手稿中，关于这个

声明的叙述略去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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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作同韵的；而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则是伊默曼。”

还说：

“我敢说，现代德国诗人中最博得公众好评的有三个人：海尔维格、弗莱

里格拉特以及——我有权这样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不过性格柔和的哥特弗利德也作关于政治的讲学，比如说关

于北美各政党的讲学。例如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

宣称：

“虽然我向你们说过，我要讲美国各政党，例如民主党、辉格党、自由土

地党等等，但其实，美国政党之少，正象欧洲一样。那里只有一个较大的党

——自由党；如果让战败的党可以处于以前的地位，那末在德国也是如此。”

在结束讲学时，哥特弗利德讲到了摩门教徒。顺便说说，关于

他们他是这样讲的：

“谁想摆脱一切尘世的忧患，就让他找摩门教徒去”云云。

讲了这话以后，在布莱得弗德，人们甚至认定他是摩门教徒的

代理人。总而言之，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离开这两个工业城市时深

信，他永远不应再在这里露面了。

贝克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审讯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事先

同他说定了，他不要以同盟①盟员的身分出现，以免他的民主主义

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他。但是他突然惊慌失措——他的理论

水平非常低，但他卑劣的虚荣心却很强——，决定靠牺牲共产主

义者而扮演民主派的伟人。他不仅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而

且想利用受审判的荣誉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的行为不仅无耻，而

７６５３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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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卑鄙。

最后，再谈谈法国。一直靠借债过活的波拿巴认为，保证法国

黄金时代到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处建立信贷机构而且尽可能

使一切阶级都能享用。他的活动有两个好的方面：酝酿一次可怕的

财政危机，并表明蒲鲁东的信贷诡计一旦从理论幻想的领域转入

实际运用的范围，会导致什么后果，也就是导致从罗的时代以来没

有听说过的投机风潮。

奥尔良派——我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在开展不寻

常的活动。梯也尔目前正在这里。他们在军队里和在波拿巴的身

边都有许多同盟者。他们想在床上杀掉他（在１月）。等着瞧罢。不

论怎样，我将在他们下手前两个星期得到消息，并通过我所属的秘

密的“兄弟和朋友”协会警告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如果奥尔良

派要火中取栗，他们无论如何是吃不到的。

如果海因岑和其他人利用贝克尔在科伦的发言来自我吹嘘，

从而损害我们大家的声誉，你就应该自己署名发表一个声明，指

出，贝克尔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被捕前不久曾请求我

写一部著作来反对民主派，关于海因岑和卢格的攻击，他曾写信给

我说，对于弥勒－捷列林格的这些小伙伴，连回答也不值得。当然，

非绝对必要，你不要使用这个武器。那时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贝

克尔是按预先商量好的条件行事的，但是演得太过火了，而且演技

也不够高明，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指责他。

卡·马克思

８６５ ３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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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２８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今天只写几行。布吕宁克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书面答复

他说：这个谣言是金克尔和维利希放出来的，我在给你的信中正是

暗指他们而没有点名。１１６

如果金克尔在美国报纸上公开否认这一点，那末，我就把全部

通信，以及有关他、我和雅·胡策耳之间的关系的记录①发表出

来，以证明他是多么热爱真理，也将表明，他坚持他所提出的控告

是多么勇敢。

如果布吕宁克要求你收回你说的话，或者公开攻击你，说“你

随意歪曲了我告诉你的消息”，那末，你要坚持下列几点：（１）你有

一切理由作出结论：布吕宁克夫人是密探，甚至连她的朋友们也这

样怀疑她，何况她是赫赫有名的俄国密探利文公爵夫人的密探。

（２）你不必讲客气，因为布吕宁克夫人的密友席梅尔普芬尼希宣称

自己的原则就是应该诽谤马克思和他的战友。（３）假如布吕宁克直

接找《警钟报》和你，而不把可怜的卢格—隆格牵涉到这个事件中

去，也许你自己就要发表一个声明。这就够了。

关于厄·琼斯。琼斯的影响现在增长很快。和他竞争的哈尼

９６５３９．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见本卷第９６—９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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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纸《自由之星报》已经约有三个星期成了无光之星了。

关于金克尔—维利希。这两个家伙反对赖辛巴赫的声明无耻

到了极点。

（１）赖辛巴赫对这些好汉太厚道了，隐瞒了首先促使他采取

这个步骤１９３的真实原因。问题在于，直到现在，赖辛巴赫签字的债

券还在美国流通。金克尔和维利希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用贴现的

办法，把这些债券在美国换成了硬币，并且要求把收进的款子直

接送给他们，虽然伦敦的保证人早就拒绝承认他们是财政委

员会的成员。他们也在伦敦推销这些债券。关于他们用这种

办法弄到的款子，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报告。这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骗局，赖辛巴赫为了避免对此负责，认为有必要作出自己

的声明。

（２）德文报纸赞扬把钱寄回美国的决定，并且为此特别把金克

尔夸耀了一番。这个混蛋默认了资产阶级的这些吹捧，根本不想承

认他不论在布莱得弗德，还是在曼彻斯特，都是反对这个决定的。

金克尔想在德国资产者的心目中保持令人尊重的假象，以便有可

能捞到钱。在美国的革命庸人们面前，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对革命

充满信心的人，好把他从他们那里骗得的钱，从塞卜洛士－赖辛巴

赫的利爪中夺过来。

（３）维利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上。这里所有

的流亡者都认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现了原形的密探和被揭露了的坏

蛋。在美国，他仍旧希望担任革命的出纳员的角色。——希尔施在

布拉米奇街①的一个工人团体里宣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他本人

０７５ ３９．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手稿中在街名上面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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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希尔施（！！！）说——是为民主派效劳的密探，而维利希

已经是为警方效劳的密探了。维利希的团体知道了这一点。质问

等等就接踵而来了５２９（可能你已经从我的《揭露》①中知道这一点

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自己团体的一个不大的核心一起搬

到另一个为访问者去不了的地方，而把自己的住处搬到伦敦的一

个偏僻的角落。在美国也必须撕掉这两个坏蛋的假面具。在这里，

他们已经完全吃不开了。

关于戈克。戈克几个月来到处散布谣言，说他参加惠林代表大

会１４９去了，实际上他这段时间是在斯特拉斯堡，并且在那里收集了

他剩下的财产三百英镑。现在，他同隆格一起在办幼儿园和诸如此

类的由“德国天主教徒”１３６组织的教育机构。

你的 卡·马·

４０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泽尔菲

巴  黎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

由于有两个情况，班迪亚才有可能欺骗我这样久。第一，他同

１７５４０．马克思致古·泽尔菲（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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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美列认识，瑟美列关于戈尔盖、科苏特等人的手稿①，一下子就

使我相信，这是匈牙利的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还有他同您的友

谊，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个人结识期间，您使我产生了无条件的信

任。第二，我总是尽可能设想，这些矛盾、谎言等等是因为班迪亚根

据非常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表现出的一种狂热，想要使自己的所作

所为神秘化，并且不仅同别人，而且同自己本人捉迷藏。

就是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暗探，而是象您

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走上了一条可疑的道路，扮演了不同党派之

间“谣言传播者”和政治撮合人的角色。

但是我们先谈谈您特别感兴趣的事吧。

西尔莫伊无疑是科苏特的密探。根据他的几次不经心的声明，

我认为他负有通过德·莫帕先生与波拿巴建立联系的使命。在此

以前不久，科苏特通过班迪亚和自己的巴黎通讯员马林格尔，企图

从奥尔良派那里得到一百五十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现在回过来谈班迪亚。

我亲眼看到过一个由科苏特起草并经西尔莫伊签字的文件，

科苏特在这个文件中任命班迪亚为所谓流亡国外的警察局长——

好象是与各国政府作斗争的反抗警察当局的长官。一方面，这个文

件使我不再担心班迪亚的某些可疑的关系和熟人；我们认为，这些

关系是属于他的职务范围之内的事，而且，如果利用得当，是可以

给我们党带来好处的。我本人就通过这条途径从他那里获悉某些

有关普鲁士政府的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怎

么把他和科苏特的关系同他和瑟美列的关系调和起来？他毫不为

２７５ ４０．马克思致古·泽尔菲（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

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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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地回答我说，他是为着瑟美列的利益才这样做的，后者授权他和

科苏特保持关系。因此，后来我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班迪亚不止一次地以科苏特的名义请求我访问科苏特。我回

答说，我住在某某地方，如果科苏特先生想同我谈谈，那就劳驾他

本人到我这里来吧。于是科苏特托人转告我，提议在一个中立的地

点同他会面。我把这个问题搁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论坛报》

（纽约的）上发表了一篇我写的匿名通讯，在这篇通讯中，我进攻了

科苏特、马志尼以及其他人，特别是提到了基什等人在巴黎的密

谋。①美国报刊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苏特同暴君有联系！不

可能！班迪亚回答西尔莫伊的质问说，作者就是我；后来我本人向

西尔莫伊先生证实说，作者的确是我，而且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写

我喜欢写的一切来谈论和反对科苏特先生。之后不久，我从美国收

到一些报纸，在这些报纸上科苏特借执政者先生的所谓“私人秘

书”之口宣称我是“诽谤者”。于是我通过班迪亚要求科苏特先生说

明，这个反驳是不是真的出于他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末，我就要

用蝎子鞭去责打他，其实直到现在，我只是用鞭子责打他②。科苏

特通过西尔莫伊回答我说：（１）这个声明他不知道，（２）他没有任何

私人秘书，并且重申了他愿意在中立地点同我会面，对此我没有答

复。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在《论坛报》上公布了科苏特给我的说

明③，事情到此就暂告结束了。可是，这件事直到现在还继续占满

了所有卑鄙庸俗的美国的德文报刊的篇幅。然而，我的通讯所引起

３７５４０．马克思致古·泽尔菲（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

这里套用了圣经《列王纪》（上）第１２章第１１节的一句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

麦斯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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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我的愤怒风暴表明，一旦搞清楚科苏特同波拿巴结成联盟，科

苏特就完蛋了。

我认为，我们两人应该极其慎重，因为，如果班迪亚猜测到他

已被看透了，那他大概就会对您和瑟美列大为不利，特别是因为您

呆在巴黎。此外，在手稿①发表以前，对班迪亚的任何公开揭露，至

少会使我变成一个可笑的人。最后，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情况不允

许公开揭露班迪亚先生以前，对他要更仔细观察。在他呆在巴黎

时，这一点将特别重要。他是非常守不住秘密的人，哪怕是为了保

持您的信任，他将告诉您和瑟美列关于他为之效劳的不同政党的

每一步骤。

因此，我对待他的态度将是谨慎而冷静的，——要知道在事情

发生之后，他不能期望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既不会流

露出对他的一切怀疑，也不会透露我同您的“秘密”通讯。

班迪亚在他的一封匿名信里附了一张纸条，他自己写道：

“我认为，您现在完全有权在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刊印您的著作。”

我想，这个建议只不过是由于我有一次对他进行威胁而作出

的反应，他是想用这个建议作退兵之计。

同时，我完全同意您和瑟美列的意见，即这的确是必须做的。

困难仅仅在于怎样去完成。现在，一家瑞士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册

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５３０（我将设法尽快寄给您和瑟美列两

本。）这一家出版社准备为德国出版我的《雾月十八日》。５３１但是，指

望它出版我的第三部著作是不行的。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

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所以只有自己花钱来印，而

４７５ ４０．马克思致古·泽尔菲（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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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必要的。我将考虑

可以干些什么。

您从《揭露》中可以看出，格莱夫是个十足的坏蛋。他在１８５１

年１２月因德法密谋案件７７去巴黎，目的是要搞到我的科伦朋友们

和巴黎笨蛋们之间的莫须有的联系的证据。５３２

然而经查明，当格莱夫还在伦敦这里的时候，班迪亚就定期地

于每月３日或４日从柏林收到钱。您是否知道他收到的这些钱的

来源？

整个这件事情的主要之点，就是遵循“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

海盗”①的惯例。如果班迪亚想成为一个“危险人物”，那就只需向

他提醒一下，他在我们掌握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同马林格尔和奥

尔良派的联系。

请快来信，并请转告瑟美列，我是他的真诚的崇拜者。

您的 查·威廉斯②

５７５４０．马克思致古·泽尔菲（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法国谚语：《àｃｏｒｓａｉｒｅｃｏｒｓａｉｒｅｅｔｄｅｍｉ》，意 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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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３年

４１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３３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昨天我读了海因岑给班贝尔格尔的信。他抱怨没有钱花，

说他被迫退出了《雅努斯》。至于克耳纳博士，他当过一阵《新莱茵

报》的通讯员。你们试试用某种方式跟他建立联系。也许，第一步

应该是，在魏德迈试探之后，你给他寄一篇“象样的”文章去……既

然在这里再也吃不开的恶棍维利希，在上星期已经作为金克尔的

代理人乘船去美国了，那末至少使小册子①中涉及到他的那一部

分在报刊上登出来，就十分重要了。如果你能促使小册子在杂志上

刊登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小册子现在已经在瑞士出版，因此下

一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伯恩施太因想引诱我们“上钩”，在这件事

上不能也利用他一下吗？据我所知，他和他的伙伴贝尔奈斯对关于

警察欺诈伎俩的描写会很感兴趣。我认为跟这些人建立联系是很

策略的。我向你保证，如果贝尔奈斯找到机会（而这个机会应该给

６７５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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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和我们建立联系，那末我是能够随意支配这两个家伙的。关

于施拉姆，还有捷列林格，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４２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①３月２５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埋怨我们（至少是我）懒于写信，不怎么有道理。我除了生

病，总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的。你先改变了这种做法，往往只寄报纸

不写信。对你的来信总共也只有三封没有回答。其中两封是在同

一天寄到的——一封是作为给弗莱里格拉特汇款的附言寄来的，

另一封是直接寄给我的。所以只有两封信没有回。５３４但是如果你又

开始每个星期写信，——不论长短，——我也将重新遵守这一惯

例。而且我自己将重新开始不等你的来信就按期写信。但是我希

望你也这样做。

沙贝利茨给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小册子《揭露》②他在两个

月前就印好了，但在国境那边巴登的一个小村子威尔搁了五个星

期。这头蠢驴不是在那里找个可靠的人，而是把这事全部交给了一

个走私贩，这个家伙从他那里一步一步榨取了相当多的钱之后，最

后自己向巴登政府投了案。其余的你大概已经从最近一号《论坛

７７５４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原稿为：“１８５２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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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①上知道了。普鲁士政府对这本小册子多么有兴趣，而这本小

册子因此对“祖国”又多么重要，你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施梯伯

这个英雄不仅被任命为柏林的警察局长，而且政府每次讨论对付

革命者和革命活动的预防措施时都邀请他出席会议。小册子还压

着出不去，使我非常气愤。你这方面，在我看来，这件事办得不象平

常那么好。照这样安排，《新英格兰报》将整年一小段一小段地刊登

它，同时会把整栏篇幅给予可鄙的卢格的ｆｉｇｕｒｅｄｅｆｏｕｉｎｅ②，他的

“轮廓鲜明的”尾巴在这里始终不超过五个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东

西刊登在你参加撰稿的那个发行量大得多的机关报《民主主义者

报》上呢？你下次来信时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不可以在美

国把这个东西印成小册子。这应该为欧洲而印，并且经过汉堡运入

普鲁士；要是我稍微有点钱，我马上会在阿尔托纳把它印出来。我

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把这个揭露性东西估计过高，而是因为我确切

知道普鲁士的形势，确信这在目前能给我们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以

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

切记不要忽视流氓维利希。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个

白痴。

普尔斯基呆在你们那里，不仅是为了从事高级政治。派他到大

洋那边去，也是为了制服在美国对“伟大的科苏特”表示不满并阴

谋反对他的费特尔将军。从你今天寄来的《每日论坛报》上，我很吃

惊地看到，它登了我反对科苏特—马志尼的言论③。我对此曾极为

８７５ ４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弗兰茨－ 约瑟夫遇刺。—— 米兰起义。—— 不列颠的政

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编者注

直译是：“貂的小脸”《ｆｏｕｉｎｅ》也有“老奸巨猾”的意思。——编者注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

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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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尤其是因为格里利的白色、红色、黑色的朋友——犹太人普

尔斯基现在正在美国５３５。

瑟美列从巴黎给我寄来一篇报道，我把它转寄给了《论坛报》，

报道说科苏特和他在巴黎的信徒们为了他最近“表示否认的宣言”

开了一次很长的会①；他们迫使这个可怜虫收回宣言。

维利希的朋友巴特尔米，提起施拉姆的决斗事件５３６（顺便说，

施拉姆现住在辛辛那提，曾经从那里来过一次信），你大概记得起

这个人，他在英国境内因决斗被判了两个月监禁，在这次决斗中打

死了库尔奈。尽管在审判过程中有那些肮脏的揭发，他还是这样轻

易地脱了身，因为按照英国法律，决斗的监场人与决斗者要受到同

样严厉的惩罚，同时还因为没有让这个可怜虫在法庭上把自己的

全部卑劣行为都说出来。这个无耻的家伙坐在监狱里，叫人转告赖

德律，说他只要一出狱，就要把他象狗一样用枪打死。赖德律让别

人回答他，说他不会去同这样的坏蛋用枪决斗。巴特尔米说：我能

用当众飨以耳光或其他同样灵验的办法迫使他与我用枪决斗。赖

德律（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赏他一顿棍子。

迷人的军事英雄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布吕宁克夫人那里得到一

笔一千英镑的遗产。这位尉官先生在她那里什么差事都干过：食

客、奴颜婢膝的仆人、保姆、护理员、政治预言者、向导、崇拜者、奴

才及其他一系列同样愉快的差事的执行人。

赖辛巴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勒韦的卡耳贝②，想到美国去，

９７５４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５日）

①

② 这里开玩笑地把“卡耳贝的勒韦”叫作“勒韦的卡耳贝”（《ＫａｌｂｖｏｎＬｏｗｅ》），意

思是“狮子的小羊羔”。——编者注

卡·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

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并见本卷第２１６—２１７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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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想当农场主，后者想当医生。

巴黎拉斯拜尔夫人的葬礼①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却

是欧洲最重要的事件。两万名穿着礼服的无产者的突然出现，对波

拿巴分子有如晴天霹雳。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这件事

也使赖德律极不愉快；拉斯拜尔是他的最厉害的敌人。

还有一件事。如果不雅致的话，不要怪我。“金发皇后”洛拉·

蒙蒂霍②患了一种很不愉快的器官毛病——抑制不住地放屁。这

叫做胀肚。

以前她使劲骑马来对付这种“不幸”，但是现在波拿巴禁止她

这样做，说这与她的身分不相称，因此在许多“招待会”上，她的“有

力的爆炸声”甚至使带金丝绦饰物的十二月政变的英雄们（Ｄｅ

ｃｅｍｂｒａｉｌｌａｒｄｓ）也红了脸。而这是颇有意味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小

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几乎虚无的东西；但是，大家知

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我想，至迟一年之后你将到我们这里来。诸事顺利。

你的 卡·马·

０８５ ４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５日）

①

② 这里讽刺地用著名的女舞蹈家和冒险家洛拉·孟戴斯的名字称呼法国皇后欧

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３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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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你将随信收到马克思关于希尔施“自供”的声明①，你应该马

上把它登在可能登载的一切报纸上。你要是即刻抄寄一份给克路

斯，他无疑能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我想，你不妨在声明的末尾写

上：下列署名者完全同意上述声明——恩·德朗克，弗·恩格斯。

关于手稿②的事以及一般与班迪亚的关系，我们负有跟马克思一

样的责任，要是我们迫使他一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交出去的抄

件一部分是德朗克抄的，而原本完全是由我抄的。我们现在指望这

个东西能在瑞士刊印出来。

当然，这个声明只是根据你摘抄的由克路斯转寄给我们的材

料③写成的。在看到其余的材料之后，是否需要另写一个声明，自

然还不能说。但是所有涉及我们的地方，你大概都已经摘抄出来

了。我们希望两三天之后你能把印好的全文寄给我们。

至于班迪亚，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家伙陷得太深，已

彻底完蛋了。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怀疑，他不得不逐渐向马克思展

１８５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指从准备付印的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作的摘要。——编者注

指班迪亚交给警察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

物》。——编者注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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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所有的全部科苏特、瑟美列等人的文件。例如，瑟美列关于科

苏特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的原稿①现在就在我这里。这样，班迪亚先

生就使科苏特先生大出其丑。这个马扎尔化的斯拉夫人的小聪明，

碰上马克思的沉着和使他迷惑的灵活性，就破产了。现在除了我

们，再没有任何别人（除了瑟美列有一部分）掌握揭露班迪亚的详

尽证据。但是现在来宣扬这一点是否值得呢？据说５月间这个家

伙又要来伦敦，那时可以压他一下，也许从他那里还能探出点有用

的东西。在维利希和希尔施之间有许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如果

象你说的那样，希尔施的手稿是通过金克尔送到美国的，那末其中

会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需要设法把这一切弄清楚，而班迪亚对此可

能有用。所以关于这点你暂且什么也不要说。让那些匈牙利人先

生们先说，把他们的看法谈出来，特别是科苏特。我们何必为他们

指点出路呢？要是他们用公开声明来出丑，那就更好，那时就轮到

我们出来说话了。

流亡者中还继续进行着原来那些无谓的争吵，但是已不象先

前那样公开大吵大闹了。我在圣诞节去过伦敦，我们毫不客气地走

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

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较小一点的人物往

往很友好地对待我们，耐心地忍受嘲笑，特别是高尚的尤利乌斯·

文德克斯－梅因②。我们的圈子里一切照旧。鲁普斯③好象很孤单。

德朗克谋求一个店员的位置已经有半年了，为了在离这里两个半

２８５ 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梅因被讽刺地比喻为罗马统帅尤利乌斯·文德克斯。——编者注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

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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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火车路程的布莱得弗德找到这么一个位置，现在正在施用一

些巧计。关于维尔特，我从西印度的圣托马斯得到了他的最近消

息，他在那里正碰上黄热病季节。红色沃尔弗①，你知道，他已经做

了丈夫和父亲，成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露面。弗莱里格拉特

照常住在哈克尼，在牛津先生的庇护下从事商业。我自己这个冬天

在斯拉夫语言知识和军事知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年底就能多

少懂得一些俄语和南斯拉夫语②。我在科伦廉价购得了一个普鲁

士退职炮兵军官的藏书，在一个时期内，我又感到自己象个真正的

炮兵，置身于老普吕米克５３７、炮兵学校教本及其他你熟悉的旧书当

中了。普鲁士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所有军事著作中最糟糕的；唯一过

得去的只是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历次战役的直接的新鲜印象下写出

的东西，但是从１８２２年开始了极其讨厌的拘泥细节和卖弄聪明的

写法。最近几年在普鲁士又出版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东西，但为数不

多。可惜，由于我不熟悉专门文献，法国人的著作我完全不懂。

老的战役（即从１７９２年以来的战役）我多少下过一番工夫；拿

破仑的几次进军都很简单，不大会搞错。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历

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

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５３８对于不久的将来，即对于

我们，１８１２年的俄国战役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还有一些重大战

略问题有待解决的一次战役。在德国和意大利，除了拿破仑所制定

的作战线路，就没有别的作战线路；相反，在俄国一切都还是混混

沌沌。当我们考虑一支革命军队在对俄国发动成功的进攻的情况

３８５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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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当怎么办时，在我们面前就重新出现了这个问题：１８１２年拿

破仑的作战计划是一开始就立即进军莫斯科呢，还是第一次战役

只推进到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我现在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取道水

路才能解决：取道松德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向彼得堡、里加和敖

德萨进攻——当然，这没有把偶然发生的情况估计在内，而只以双

方实力大致相等为出发点。自然，我们也没有把俄国内部的运动考

虑进去，然而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

发生内战，是完全可能的。赫尔岑先生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他竟

按黑格尔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以巴枯宁—赫尔岑—戈洛文三执政为

首的蒲鲁东主义的民主社会共产主义俄罗斯共和国，来保证自己

万无一失（《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可是巴枯宁是否还活着，却

完全不知道。无论如何，要征服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的俄国，是极

其困难的。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这边的各个省份，

那末，我是再也不愿听这些事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

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

民来说，就象１８４６年在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情形一样５３９，恢复波

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在所有这些地区，不算波

兰王国本土，波兰人最多只有五十万！

不过，这一次革命遇到了俄国这样的劲敌，而不是１８４８年所

遇到的那样软弱的稻草人般的对手，倒是好事情。

同时正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这里棉纺织业生产的繁荣简

直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个别的棉纺织工业部门（粗棉布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却处于完全衰落的状态。投机商指望仅仅在美国

和法国搞大规模的投机交易（用英国的钱筑铁路），而在这里只用

零售的方式搞小规模的投机，以便使投机热渐渐蔓延到一切商品

４８５ 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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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摆脱投机热。这里冬季和春季极不正常的气

候大概已经损害了谷物，要是还和往常一样，接着再来一个气候不

正常的夏天，那收成就完了。我认为，目前的繁荣是维持不到秋后

的。同时，一年之内已经是第三个英国内阁出尽了丑，而且这第三

个内阁是最后一个能够没有激进资产阶级直接参与的内阁。辉格

党、托利党、联合内阁派——他们依次倒台都不是由于税收赤字，

而是由于有税收剩余。５４０这就说明了旧政党的全部政策和它们的

极端无力。要是现在的内阁大臣们垮了台，那末要是不大大扩大选

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这种事情很可能和危机的爆发正

好碰在一起。

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

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遗憾的是，

他不能够每月重新结一次婚。这个骗子、酒鬼和赌棍会身败名裂，

因为他不得不实行恩格尔的《王公明镜》，哪怕是为了装装样子。这

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真的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甚至不

能发动一次战争：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就会遇到密集的队伍、林立

的刀枪。此外，和平使农民有很必要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曾经答应

为农民的利益而捣毁巴黎的人，现在却用农民的钱在怎样装饰巴

黎，而抵押和赋税又怎样不顾一切地日益增加而不是减少。总之，

这一次，事情很有节奏地发展着，而且大有希望。

在普鲁士，政府由于征收所得税而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

官僚们厚颜无耻地提高税额，你可以想象，这些舞文弄墨的贵人正

在多么兴高采烈地到处打听一切商人的商业秘密和底账。甚至我

的老头①，一个顽固的普鲁士人，也感到异常愤怒。这些先生们现

５８５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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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尝够了这个立宪宗法式的普鲁士“廉价”政府的种种好处。

普鲁士的国债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大约是六千七百万塔勒，从那以后已

经增加了三倍，而现在还要借款！应当认为，如果这笔款子保证在

这个肥胖的国王①归天以前能搞到，他是一定愿意象在三月的日

子里②那样再流一次汗的。而且路易－拿破仑帮助他重新建立了

关税同盟，奥地利由于害怕战争而作了小小的让步５４１，“现在，主

啊，让你的仆人平安地走进坟墓吧！”

奥地利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米兰暴动２１３前完全热中于贸易和

繁荣（因为这与税收是一致的）的意大利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这

一切再继续一两个月，欧洲就会准备得很好，只等着危机来推动

了。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１８４９年初开始的非常持久而普

遍的繁荣，使得各党派把疲乏不堪的力量（只要它们还不象法国

保皇党那样完全精疲力尽）恢复过来要比１８３０年以后快得多，那

时，商业情况是长期动荡的，而且整个说来很不景气。加之，在

１８４８年，只有巴黎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由

于进行顽强的斗争而弄得疲惫不堪；１８４８年６月以来法国的几次

起义都几乎不值一提，它们最后只是摧毁了旧的保皇党。此外，在

一切国家中，运动的结果都是很可笑的；除了巨大的历史讽刺和

俄国军事力量的集中，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或重大的事情了。根据

这一切，即使作最冷静的估计，我也认为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

拖过１８５４年春季。

我们的党这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出场，这太好了。１８４８年

为了反对纯粹的民主派和南德共和派而不得不加以捍卫的一切社

６８５ 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１８４８年（普鲁士革命开始）。——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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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蠢事，路易·勃朗的荒谬观念等等，以至我们为了在混乱的

德国局势中为我们的观点寻求支点而不得不提出的种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现在我们的反对者，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等先生们都

要出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基地和扫清

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５４２等等，我

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这些人天然的正

常的使命本来应该做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这一切现在都

已经得到了承认，而那些先生们也已经把这一切都学会了。这一次

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①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

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的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

试。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

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

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

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

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

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

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

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

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

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

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

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

７８５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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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

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

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

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

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

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

史的辩护。

此外，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说来，现在将比上次有威力

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所有旧日的废物

——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

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青一代

（仅仅科伦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全都

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

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

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

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

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

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

还在前头。

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至少把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局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虽然缺

少令人满意的地图等等，但是整个说来，这全部历史我是十分清

楚的，不过要作出论述，就必须更明确地说明细节，这需要花许

多劳动和费用。意大利人在这两方面的做法都象蠢驴一样；维利

森的描述和评论，一般说来，大多是正确的，不过有时候也很笨

８８５ 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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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
５４３
维利森在１８４８年战局中就强调指出的奥地利战略的无比优

越性，只是在诺瓦拉战役５４４中才表现出来，这的确是在拿破仑之后

在欧洲进行的一次最出色的战役（在欧洲之外，查理·纳皮尔老

将军１８４２年在东印度建立了的确可以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的战

绩；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目前还活着的将军中首屈一指的）。可

笑的是，在意大利，正象１８４８年在巴登那样，对十八世纪九十年

代各次战役中所使用的阵地有一种传统的迷信，认为它们是毫无

缺陷的。济格尔先生除了在那种因莫罗而成为典范的阵地上作战

之外，绝不会在任何别的阵地上作战，而查理－阿尔伯特相信里

沃利高原的神奇力量，就跟迷信童贞马利亚的贞洁一样。在意大

利，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奥地利人每一次大的机动都

是以对里沃利的佯攻开始，而皮蒙特人每一次都落入了圈套。当

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人的相应的阵地和交通线已经完全

不同了。

在匈牙利，戈尔盖先生不管怎么样比所有其他人都高明，其

他人都因为忌妒而对他抱敌意；假如甚至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的

戈尔盖不是那么爱慕小小的虚荣，那末我觉得这些多半笨拙的恶

意攻击最终会使他成为一个叛徒。在那次从军事（但不是从革

命）观点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维拉戈什事件之后，这些先生们对

戈尔盖提出了如此笨拙和荒唐的指责，不由得使人对这个家伙发

生兴趣。真正的“叛变行为”是在科莫恩①解围之后，俄国人还没

有来到之前发生的，但是这件事，科苏特跟戈尔盖同样应当负

责。５４５现在在伦敦的、戈尔盖的总参谋长拜尔的作用，还完全不清

９８５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科马罗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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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根据戈尔盖的回忆录①及其他资料来判断，戈尔盖的战略计划

的灵魂正是他。据普莱耶耳告诉我，拜尔是奥地利官方论述这次

战局的著作３７５的主要作者。（拜尔在佩斯被俘，但是逃跑了。）据说

这本书很好，但是我还没有能弄到手。戈尔盖很佩服克拉普卡，可

是谁都说这个人软弱无能。佩尔采尔这个匈牙利“民主”将军，是

公认的蠢驴。老贝姆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好游击战士和一个担

负有限任务的分遣队的好指挥员。据我判断，他只当过这种角色，

不过干得很出色。他干过两件蠢事：一件是向巴纳特进行了毫无

目的和毫无结果的进军，另一件是在俄国人大举入侵的时候，他

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他在向海尔曼施塔特②进攻时曾经取得战果的

巧妙的机动，结果被打败了。５４６而邓宾斯基老爷子不过是个幻想

家、吹牛家和游击战士，他自以为有指挥大战的天赋，因而做出

了各种各样极其狂妄的事。斯米特论述１８３１年波兰战役的书③

中，讲到他的许多有趣的事。

顺便提一下，你能不能给我简略地描述一下科伦的工事，并

且凭记忆画几张平面图，大致的草图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要塞

主墙设有棱堡，堡垒是按蒙塔郎贝尔体系建筑的；是否真是这样？

堡垒有多少个？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筑城学术语，我这里有好

的参考书和平面图。关于普鲁士的要塞你还知道什么细节？我知

道一些科布伦茨（至少是埃伦布莱施坦），并且看到过美因兹的平

面图。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最新的蒙塔郎贝尔式建筑物在德国是

怎么建成的。由于普鲁士保守秘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０９５ ４３．恩格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费·斯米特《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编者注

锡比乌。——编者注

阿·戈尔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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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快来信，并代我向你夫人①和克路斯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４４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４７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７日于伦敦］

  ……今天收到从纽约寄来的最前面的五号②，不知道是魏德

迈还是克耳纳寄的。由于你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了。这

至少是一家正派的报纸，在美国很少有，况且还是工人的报纸。但

是另一方面，主编装模作样地强调他不愿降格谈“个人问题”（同

时也是党的问题），他那假装的天真无邪，他那圣经般的严肃，不

能说都很合我的口味。不过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家报纸。我最

喜欢的是魏德迈给他的《经济学概论》写的引言５４８。这很好。我已

向这里的朋友们打过招呼；德朗克和皮佩尔好象已经寄去一些东

西了。琼斯我正要找他谈。但是总的说来，约人撰稿不那么简单。

我自己工作太忙，而别人，可惜由于过去的经验而心有余悸。鲁

普斯③的情况很糟糕。埃卡留斯不得不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八点当

裁缝，并且肺结核已经很危险。恩格斯把他不在办事处的全部时

间完全用于搞研究，看来他由于在美国报刊上所发现的对他的挑

剔还在生气。我们的党可惜很穷。我还要向过去在科伦案件中作

１９５４４．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指《改革报》。——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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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被告证人、现在在伦敦郊区当教员的前尉官施特芬提出要求。他

的空闲时间最多，而且他很能干。——你要皮佩尔写的那些文章，

他还一直没有写完，所以你至今还没有收到５４９……

至于希尔施事件①，我当即通过恩格斯寄出了一个声明②，该

声明……恩格斯……。关于班迪亚不清白这一点，我在半年多以

前就知道了，但只是在这头蠢驴让我了解了他的一切联系，把那

些证明我无辜而他有罪的文件交到我手中，并完全受我控制之后，

我才跟这个家伙决裂了。我已在几个月以前就把他赶出了瑟美列

的大门。

维利希的最后一着只是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首先，我知道，

他和金克尔曾用革命的钱给希尔施付报酬，并且还继续这样做！其

次，维利希在科伦案件期间，在开始后不久，曾向弗略里夸耀过

（弗略里把这又告诉了伊曼特），他有我的一封信，即从曼彻斯特

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当时我要求班迪亚答复。他说准备同弗略

里当面对质。当伊曼特受我委托把这告知弗略里的时候，弗略里

否认了。可见，维利希当时与希尔施保持着不体面的联系。他知

道，希尔施与格莱夫有不体面的联系，他的朋友弗略里是暗探。通

过这些家伙他得到了我的一封信。这个“勇敢而正直的人”（顺便

说一下，不花钱的吃喝是他的最高目标）想给我设个圈套，并且

为了这个目的与警探一起搞了卑鄙的阴谋。

他确实派了希尔施到科伦去。我后来得知希尔施确实到过科

伦。但是为什么他派希尔施到那里去？他是什么时候派的？第一，

当时已经很晚了。（２）警察局自己已经在科伦揭露了他的朋友弗

２９５ ４４．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７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３５—２３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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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里。（３）在他自己已经开始被人怀疑，并想用这一戏剧性的姿

态来恢复他的“高尚而正直的人”的声誉之后。希尔施自己回来

之后就是把这件事说成这个样子的……

赖辛巴赫和他全家人，“聪明的”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妻子

（带着布吕宁克给他的一千英镑遗产），还有画家施莫耳策，今天

乘船到美国去了。祝他们一路平安！只是可怜的鲁普斯由于赖辛

巴赫的出走而丢掉了最后的几课。这对他很不好。他决不是金克

尔。他不是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及其“夫人”①那种职业

的谄媚者、寄生虫和骗子，不会象他们那样向资产者摇尾乞怜。讨

好谄媚的哥特弗利德爬得这么高，居然获许在伦敦大学的一个课

堂里对伦敦公众重复他关于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的老一套讲学。他

的讲学是免费的、无报酬的，只希望能混到伦敦大学当美学教授。

他用令人讨厌的英语，按写好的讲稿念。他在讲学开始时受到鼓

掌欢迎，但在讲的过程中完全失败了，甚至从讲究体面的犹太商

贩中专门邀请来捧场的人也无法给他打气。当时在场的埃德加尔

·鲍威尔——金克尔是在上星期二作第一讲的，——给我详细谈

了这个情况。据他说，金克尔尽管非常厚颜无耻，当时的确显得

十分可怜……

３９５４４．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７日）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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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

你应该已经收到我三封信了。５５０附上一号琼斯的《人民报》，载

有“英国人”①反对《泰晤士报》的文章。
５５１

如果《科伦的揭露》
②还没有印成小册子，或者《新英格兰

报》没有把它“免费”印成小册子，那就把这事搁下吧，因为现

在已经太晚了。

维利希给赫尔岑（俄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极了”，他取

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并且很快就会回来。

在柏林事件③中，亨策一定又牵连进去了。他作为维利希—金

克尔的代理人，自然有旧的传单和革命的处方。此外，这些大人

物曾预定他为柏林的军事司令官。

此地的赖德律－洛兰的支持者对我们告知他们的卢格的号召

书感到难为情。不可能是赖德律允许卢格发表这封可耻的信，卢

格是通过前普法尔茨律师、赖德律过去的仆从、法国前议员、贩

卖过德语形容词的萨瓦骗取了赖德律的这封信。不管怎么样，赖

４９５ ４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２４０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理查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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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律的威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你的 卡·马·

４６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魏德迈：

４月２１日我收到了附在下面的匿名便条。民主酒吧间的老板

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收到了同样的匿名信。信中所说的事实我核

对过了。我想（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的名字你可以提到），你应该

把它刊登出来，前面加几句按语，指出消息是你从伦敦得到的。施

梯伯先生和戈德海姆先生来到这里，是为了把科苏特的可疑的火

药密谋同柏林案件２４７“联系起来”。从下面的东西你可以看出，“伤

心的”希尔施是如何继续成为“间谍活动的受害者”①。但愿这个

流氓不要在柏林造成新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件事在美国将使他

彻底完蛋。附在下面的东西我同时寄给你和克路斯。你发表在

《改革报》上的两篇文章②，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要设法办到的只

是不要让克耳纳剥削你，使你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影响。现在，寄

给谢特奈尔等人的信逐字照抄如下：

５９５４６．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

①

② 约·魏德迈《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篇和第二篇）。——编者注

讽刺地暗指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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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１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形 貌 特 征

      施梯伯：        犹太人戈德海姆：

中等身材（约５英尺） （约６英尺）

头发：黑、短 黑、短

胡须：同上 同上

脸色：萎黄 黄、浮肿

身穿深色紧身裤，兰色肥大 身穿黑裤，淡黄色肥大常

常礼服，戴软帽和眼镜 礼服，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

过去的邮差黑林。

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或戈德海姆每天按时在

十一点和三点之间去普鲁士大使馆。”

《泰晤士报》今天报道了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抵达此地的消息。

向你和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既然小丑海因岑在他的《人民报》上又厚颜无耻地谈到“宪

章派”，说他们仿佛只是争取普选权，而对共产党人和可恨的阶级

差别全无兴趣，那末依我看来，在《改革报》上发表厄内斯特·

琼斯给你的那封信５５２还不算晚。

６９５ ４６．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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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５３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左右于伦敦］

  ……另一方面，应该给予回答
５５４
，最好能够由第三者来做。在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毫不客气地去涉及一点个人关系，并给粗暴

的民主“人物”奉送几段尖刻的“笑话”５５５……

对于《改革报》，我劝你们，除了理智，还要特别克制。我对

这个自作聪明的庸人①不感兴趣，他过去在黑森——而黑森是他

的世界——只不过代表他自己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即黑森庸人，而

现在他装作是一向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个

得意扬扬的小人，用所罗门格言来“强调”他比越轨的政党明智

并具有独特的审慎，他是“海泽通讯”的活的注解，——这个家

伙自然使我不感兴趣，并且使我厌恶。但是你们帮助创办了报纸。

报纸在纽约出版。半个德国到纽约看博览会。５０３你们在纽约并没有

别的报纸。因此，抛开克耳纳和他的报纸岂不是失策？这样做你

们就反而给这些家伙帮了忙。你们要装成天真的样子，继续给他

写东西。对他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要让他摆脱你们

的影响，就一切情形来看，这已经使他非常难以忍受了。你们要

象普鲁士的资产者那样干：政府和曼托伊费尔想方设法要摆脱这

些资产者的友谊。可是他们却装作似乎相信自己的政府是真正立

宪的，于是政府也只好成为立宪的了。这就是处世哲学。

７９５４７．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左右）

① 克耳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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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报》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很不可靠的。施累格先生

这个大学生，是个非常肤浅的家伙，自以为精通世间的一切（正

象克耳纳一样，“弄巧成拙”），其实是个狂妄自大的庸人。他写信

给皮佩尔，说我应该给《新英格兰报》写文章论述从资产阶级生

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必要性。马克思公民以其“善

于概括和整理”的头脑很适合施累格公民向他提出的这个任务。但

是马克思公民应该“不用他那些抽象的词句”，而象所有其他人那

样写作，云云。好样的施累格公民，他同时也给皮佩尔写信，说

皮佩尔只是不应该攻击（他经常删去皮佩尔的这种话）卢格和海

因岑公民，因为他的报纸的“一部分优秀读者”（其余的是什么人，

可想而知）是海因岑派，而《新英格兰报》注定要由《雅努斯》的

广大读者来继承（一字不差这样写的）。好个伟大的施累格公民！

好个最伟大的庞培！尽管如此，我仍劝皮佩尔继续给施累格写东

西。原因很简单。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

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

４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５６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 ［于伦敦］

  ……今天我收到了刊登在《改革报》最近一号上的你的魁北

克通讯以及克耳纳为佩舍辩护的文章，就是这个佩舍，在我同时

收到的９月３日的《新英格兰报》上对可笑的“怪人”、“阶级斗

士”庸俗地进行挖苦，而自以为机智。５５７从你专门为我寄《改革

８９５ ４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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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时候起，我恰好开始又经常收到该报，但是《论坛报》却

不经常收到，而这对我却很重要。例如，我就没有那篇我引用了

列强就丹麦问题交换的照会的文章①，也没有那篇我说明土地所

有制关系的文章②……

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你们应该重新开始论战，把这些发

明唯物观点的庸俗的格普—佩舍好好挖苦一顿；他们的唯物主义

实际上是庸人的唯物主义。对手变得厚颜无耻，这是事实，这种

事实至少在《新莱茵报》时期是不可能有的。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

实际上开了小差、然后跑到美国去零售自己天才的大学生施累格，

还老是不断地把他的《新英格兰报》寄给我，大概是为了让我亲

眼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东西。恐怕从来没有一家报纸，其愚蠢和虚

荣是如此矫柔造作地结合在一起的。

克耳纳太软弱；看来他不懂得，每一家报纸要进行斗争，都

必须论战。他还有一种不幸的本能，即在他的敌人给他一顿拳打

脚踢之前两天还经常夸奖他们。对海因岑是这样，对佩舍也是这

样，顺便说一下，佩舍在一篇关于货币流通的可怜文章中显示了

他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无论如何，运动比我期待和希望的来得早（我认为，商业萧

条将在春季开始，象１８４７年那样）。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

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

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

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

９９５４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编者注

卡·马克思《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

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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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

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某个Ａ．Ｐ．Ｃ．①、

某个女通讯员和某个“大主教”并驾齐驱的荣誉，实在不值得羡

慕。

卡尔·威廉·克莱因（佐林根人，工人）请求我替他同你们

取得联系。他的地址是……他是个能干的家伙。创建了工人同盟，

据他写信给我说，《坦率报》受到这个同盟的影响。２９５皮佩尔从这里

和他通信；如果你有可能为此花点时间，你应该从华盛顿支持他

们。

布林德老爹继续②……以极大的热情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

他的文章，对于那些必将使《科伦日报》的勃律盖曼肃然起敬的

前所未闻的成就，同自己的编辑互相祝贺。

今天我只写几行。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只是霍乱进入了伦敦。

你的 卡·马·

４９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６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布林德：

关于巴登的卑鄙作法的消息③，使我妻子和我感到很突然，虽

００６ ４８．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２９５、６０２页。——编者注

此处克路斯写了一个字：“字迹不清”。——编者注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２２５—２２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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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来就没有指望那里会干什么好事。对涉及你和你全家的一切，

我们非常同情。

至于琼斯，我担心他到外地去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

看到他了。不过我今天还是要去打听一下，看他是否同意，同时

了解他有没有收到你的信。详细情况，你明天就能知道。我全家

向你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早就想抽空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总是有许多不愉快的琐事

缠身。

５０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５５８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初于伦敦］

  ……布林德突然发现，吃饭问题与南德意志人所说的土耳其

问题一样重要。你知道，这位先生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完

全以国家要人自居，象是上层流亡人士的代表；你也知道，由于

皮佩尔轻率地写了一篇嘲笑俄国的文章（不过这种文章对《新英

格兰报》是完全适用的，而且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下子不可能写

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布林德两个月中在《新英格兰报》上就抛出

了不下三篇文章，对海因岑多少表示了兄弟般的支持（旧情不

灭），等等。因而他同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当我说到“我们”的时

１０６５０．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１０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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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我是除开鲁普斯先生①的，他由于同情《晨报》，自然而然地

倾向布林德，并且早就显出一种特点：爱同自己的所谓党内朋友

争吵，同情政治庸人。几天前，布林德又出现了，他给我的妻子

带来一封写着克路斯地址的信，也就是给沃尔弗的信，因为沃尔

弗曾给他写了一封温情的告别信，表示愿意通信，并留下了克路

斯的地址。我妻子自然把英国目前还是伟大的亲土耳其分子的避

难所一事告诉了他。５５９自然，这决不是这个福斯泰夫式地自我吹嘘

的以前的朋友来访的原因。巴登法庭扣押了他前妻（第二次结婚

是在第十三区②）生的孩子们的全部财产，直到孩子们被送回德

国，交给想使他们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这样一来，布林德先生的

财产就减少到他或他妻子的原来财产的四分之一，现在他认为，研

究“吃饭问题”，还是应该先于土耳其战争的结束和彼得堡的被攻

占。情况起了这样的变化，他需要律师琼斯（厄内斯特）帮忙，于

是又想起了我的存在，对我自然特别殷勤。

５１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布林德：

你从我这里走后，我就立即去找弗莱里格拉特，想让他当中间

２０６ ５１．．马克思致卡·布林德（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①

② 巴黎。——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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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我的期票贴现。弗莱里格拉特已着手办这件事，但至今没有办

成，因为他的东家①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这件事必须有东家在，

他们等他回来已经有八到十天了。所以，我现在一文不名，虽然按

期票应付给我三十英镑。过两天这件讨厌的事总会解决的。

因为我还不能凭期票得到这些钱，所以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

以便立即寄给你一英镑，可是到处遭到拒绝。

因此你只得象我自己一样，再忍耐几天。请你相信，我因不能

立即办好这件事，感到非常不愉快。

至于琼斯，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自从你来访以后，他已经

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肯定地对我说，已经给你写了信。他不会在

这种事情上说谎。也许他的信被截走了？明天他还要来，我就请他

当我的面给你写信。然后我亲自去投邮。他星期一动身。

向你和你的夫人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 卡·马克思

５２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６０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于伦敦］

  ……从阿里欧斯托到克莱因是个很大的距离，或者更确切地

说，是个长时间的堕落，而且这是ｃａｓｕｓｏｂｌｉｑｕｕｓ②。克莱因老爷子

给我来了信，但是，自然只字不提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争吵，仅仅请

３０６５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

①

② 直译是：“间接格”，转义是：“歪了方向”。——编者注

牛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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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把他介绍给魏德迈和你。我在回信中（关于你们的情况，皮佩尔

没有给他写过一句话），自然没有一句话能使人认为魏德迈不是我

们的朋友，或者至少认为是一个可疑的朋友。难道我能干出这种卑

鄙行为吗？——不管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同样没

有说过，工人只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逐渐堕落

到这些家伙的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对小克莱因要留神；他在

莱茵省最优秀的佐林根工人中的确享有威望，因而一旦行动的时

刻到来是会有用处的。《坦率报》完蛋了，因为该报不付报酬，而皮

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他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关于《改革报》，我考虑一下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

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①结婚了，他正在零售

从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

一文不值。鲁普斯②不愿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魏德迈

的《革命》造成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当店员，懒得象巴黎浪漫女郎。

维尔特为了经商，在北美和南美旅行已经几乎有一整年了。恩格斯

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

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

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

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５６１如果你们需要再次教训

这个家伙，你们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可恶的东西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把自己对手的话学了来，但这些话已经成为淡而无味

的老生常谈了。妙的是，这个家伙为了追求威望常挨拳头。这对这

４０６ ５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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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青年人倒不会有什么坏处！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但对我

们德国人却很伤脑筋。我们在癞蛤蟆和卡尔梅克人之间处于困

境５６２……

卢格继《西方先驱报》之后把一篇针对一切共产党人的臭东

西寄给了《新英格兰报》，该报没有发表。施累格公民，施累格公

民！雅科比在那里还是有好处的。不要仅仅因为杜朗、“来自律内

堡荒地的新教徒拉梅耐”而使自己丢脸。很想知道，卢格的这个

臭名远扬的第二个“我”是否把海因岑需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寄

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轻率地处理问题，《改革报》又会

蒙受耻辱……

５３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６３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中于伦敦］

  ……至于《改革报》，我将设法在德国和巴黎搞点东西。皮佩

尔现在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八点在西蒂区上班。这样，如果再考虑

到给《同盟报》写通讯，他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他只能搞一点。

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否则他只能整天干裁缝

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如果有可能，

请设法让他得一点钱。至于他关于法国的文章５６４，琼斯已停止发表

了，而手稿没有退还给我，现在也没法拿到手，因为琼斯现在正

在进行宣传旅行。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我也已经约

５０６５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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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泽写稿。多样化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海泽由于同我们交往，将

会变好。我已通过恩格斯向鲁普斯①和德朗克约稿。不过这不会有

多大效果。在这个悲惨的不幸时刻，鲁普斯的年岁加上单身汉的

习惯造成了不良后果。

维利希的臭东西②我还没有看到。差不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

到来自战场的消息上去了，甚至没有一分钟去考虑伟大的维利希。

虽有电讯，但消息来得很乱，断断续续，而且很晚，况且这些东西无

例外地都要通过维也纳警察局之手，也就是说，都经过检查。君士

坦丁堡的消息当然来得太晚。民主派的英雄们蠢蠢欲动。这对土

军是个不祥之兆。至于维利希，我想尽可能避免发表个人声明，我

最后只能在《改革报》小品文一栏里给这个卑鄙庸人的“意识形态”

描绘一幅心理学的，或更确切些说是现象学的风俗画。

上星期二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收到了克莱因的信，应该说，

信写得很出色，很机智，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写道，他将从他那方

面搞一个反对维利希的声明，因为他可以揭穿这个家伙在伦敦的

整个时期的谎言。克莱因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仿佛你对他很傲慢。

我将设法调解一下。

对于《论坛报》，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假装你们似乎“认出了我的

文风”。５６５论帕麦斯顿的文章③在乌尔卡尔特的心目中提高了我的

声望。为了帮助我写作，他给我寄来一些书，不过这些书我都已经

知道５６６……

６０６ ５２．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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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４年

５４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０日于曼彻斯特

圣玛丽街南门街７号

阁下：

我不揣冒昧，现在自荐为贵报军事专栏撰稿。我想，这一建议

一定会得到赞同，即使自愿效劳的人目前并不担任军职，而且还是

一个外国人。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内行。至于这一点，最

好的证明是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题目的论文。这些论文，您如果愿

意，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越权威越好。我非常

愿意把我的论文交给威廉·纳皮尔爵士去评论，而不愿意交给任

何迂腐的第二流的专家。

但是，我甚至不能期望，在您不知道我的某些详情时，会愿意

对我进行考查。因此，请让我告诉您，我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

事教育。普鲁士炮兵虽然不象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好，但却培养

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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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批人，他们，正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所说的，使“土耳其炮兵

成为欧洲最好的炮兵之一”。后来，我又亲自参加了１８４９年南德意

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活动。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一切部门进行

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我当时发表在德文报刊上的论

述匈牙利战局的一些论文８３所取得的成功，使我相信我的工作没

有白费气力。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

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可能利用一些最好的报

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

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关于我的其他一切

情况，我也乐于奉告，您也可以从您的国民教育问题的撰稿人瓦茨

博士那里得知，我同他相识已经有十年以上了。

我早就有意向您提出这一建议，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未必会使

您感到兴趣，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宣战，而对多瑙河战略的一切批

评还只限于一些深思熟虑的探讨性意见，即对于在保加利亚不可

思议的行动，阿伯丁勋爵应负多少责任，奥美尔－帕沙应负多少责

任。现在情况不同了。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而欧洲战争必

然成为现实。此外，我承认还有其他的考虑也阻止了我。那时我还

不象现在这样，拥有必要的关于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计划和专

门资料，而如果不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报道作根据，我连一行

字都不愿意寄给您。

我不仅不在战场，而且（至少目前如此）离贵报编辑部也很远，

这一情况非常实际地规定了我向您提供的材料的性质。我的文章

将限于描写现在正进行军事行动的那部分战场的情况；评述交战

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兵力，它们取胜的可能性及可能进行的战役；对

正在进行的战斗发表批评意见；有时也综述（用法国术语来说）一

８０６ ５４．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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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作战情况，这要依情况而定。因为要正确判

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报道，所以我写作将很少只

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我的文章能写得好一

些，就是迟一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因此，至少最近我不一定要去

伦敦。如果您希望我的文章选题更广泛一些，我也不反对，并且准

备等待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表示欢迎，我过几个月大概可以完全迁到

伦敦去。在此以前，如果合适的话，我可以去同您洽谈。

至于政治，我将尽量少把它同军事批评牵连在一起。在战争

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进行战

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如果同盟国政府这样行

动，我将承认他们的功绩。如果它们进行阻挠，束缚自己指挥官的

手脚，我就反对这种行动。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揍一顿，但是如

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会给这些魔鬼作

出应有的评价。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象数学和

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

现在来谈谈实际问题。我并不认为，随信附上的描述喀琅施塔

得的文章①会给您提供一个确实的概念，使您了解我能够为您做

些什么。但如果您认为我有助于贵报，那末我们可以订一个暂时的

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您有全权拒绝我继续撰稿，如果您认为我撰

稿不合宜的话，而我则将为我的劳动和开支保证有一个公正的报

酬。您自然很了解，要撰写军事活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

地图和书籍，这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都包括在生产费用里

９０６５４．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０日）

①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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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总之，我愿给您寄去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全面论述俄国的陆

军和海军力量，论述它们的组织，目前的人数和战斗力（在可以弄

清楚的范围内），并对波罗的海、黑海、多瑙河和波兰疆界的战场、

军事行动线及防线，包括要塞体系在内，作出军事述评。这次所附

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文章，是这组文章中的一篇，可以按次序推迟

发表。我担保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都是第一流的，完全是以报刊

上发表的（而不是某种秘密的）资料为依据的。我可以每周寄去一

篇文章，占一两栏篇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长些。

您如果认为这样的次序太系统化，那末可以在论述喀琅施塔

得的文章之后登载一篇类似的文章，论述一下塞瓦斯托波尔的永

备工事和俄国其他的设防港口（根据所能获得的资料），最后根据

历史事实和最好的理论资料，如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书５６７，就

从海上攻击岸防炮台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发表一些意见。

您如果需要军事著作的书评，我也可以承担。例如，现在我就

可以写文章谈谈切斯尼上校《俄土战争》５６８一书。关于这本书，我敢

说，我已经收集了绝好的材料。

在结束这封长信时，我建议，还可以寄给您一些短评，谈谈俄

军渡过多瑙河这件事有多么大的意义，更正确些说，是多么没有意

义。这类东西，您一提出要求，就可以寄去。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有兴趣，我将十分高兴地等候您尽快给一

个简短的通知，以便立即着手工作。

撰安。

０１６ ５４．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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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５４年４月６日于伦敦

（地址你知道）

亲爱的拉萨尔：

３月７日的来信，按时收到了。第一，对你的军事观点，第二，

对你的外交观点，我都应当提出一些意见。

关于第一点。①对于我的有关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的意见，你回

答说——在这一点上同英国政府报纸完全一致——，君士坦丁堡

需要加以掩护。但如果黑海的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君

士坦丁堡，那末十万名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把他们从罗多斯托

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要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这

我当然不否认。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

方”，这种看法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

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是沿左岸通过麦哈提

亚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

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土军就不得不放弃对卡拉

法特和维丁的保卫，而只留下卫戍部队，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

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苏姆拉一

线。相反，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而

１１６５５．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４月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２９—３３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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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

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

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

如果奥军采取错误决定进军维丁，那末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

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决不意味着分散

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

—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军事行动还是照你设想的那样发展，那

末无论怎样把军队拉到苏姆拉一线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从贝

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要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反正已被迂

回过了，相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防线需要急速放弃，以便在

阿德里安堡集中全部后备力量，去抗击越过巴尔干的敌人。

关于第二点。关于帕麦斯顿。你对帕麦斯顿所持的意见，就是

在大陆上和在大多数英国自由派中间占上风的那种意见。但是在

我看来，毫无疑问，帕麦斯顿是俄国的代理人，顺便提一句，他的债

务，在１８２７年是由利文公爵夫人代为偿还的，他１８３０年进入外交

部靠的是利文公爵，而对他的警告是坎宁在临死时提出的。我得出

这一结论之前，曾经根据蓝皮书、《议会辩论录》及他自己的外交代

理人提供的证据，非常认真和详尽地研究了他的全部升迁史。作这

件工作远不是愉快的，况且占去了我很多时间，但是这是值得的，

因为它给了我一把打开近三十年来秘密外交史大门的钥匙。（顺便

说一说，我发表在《论坛报》上的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伦敦

以单行本形式翻印了五万份。①）——帕麦斯顿不是天才。天才不

２１６ ５５．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４月６日）

① 卡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

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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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和成功的策略家。他

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为俄国效劳，而在于他为俄国效劳时善于

扮演“真正英国大臣”的角色。他同阿伯丁不同的仅仅是，阿伯丁为

俄国效劳是因为他不理解俄国，而帕麦斯顿尽管理解俄国，还是为

俄国效劳。因此，前者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后者是它的秘密代理

人，前者是白白地效劳，后者是有报酬地效劳。即使他现在居然想

反对俄国，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在它的掌握之中，他不得不时

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彼得堡把他当作牺牲品。就是这个人，在

１８２９年责难阿伯丁的政策不够亲俄，就是这个人，罗伯特·皮尔

在下院针对他说，不清楚他是谁的代表。这个人在１８３１年牺牲了

波兰，在１８３３年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政府，

在１８３６年把高加索和多瑙河口送给了俄国，促成了１８４０年和

１８４１年条约的签定以及新的反法神圣同盟的建立。这个人为俄国

人的利益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６和１８４０年曾经准备把

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以便在１８４６年再来加以反对，等等。５６９凡是

他插手的地方，他都借口保护英国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它。他在那不

勒斯硫磺问题上就是这样办的。５７０他破坏了只等批准的有利于英

国的同法国的贸易条约。就是这个人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去任

人宰割。假如他只是反对革命的民族，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在

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问题上，他也总是用最精巧的方法把英国的

利益出卖给俄国。不过，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

人。

盼速回信。

你的 卡·马·

３１６５５．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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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拉萨尔：

近两三个星期我病得很重，而且三个孩子①都出麻疹，现在才

好，弄得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我开始出去走动才两天，因为头痛

特别厉害，任何谈话都使我感到难受，所以这段时间我没有接待任

何客人。因此对流亡者的活动和意图，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大概已

经知道，马志尼现在化名呆在瑞士。我从华盛顿来信中得知，流亡

者象以往一样抱着很大的幻想。这些先生们从这里寄往美国的秘

密消息，又从华盛顿的一条渠道流回到我这里。在下封信里我也许

能把你感兴趣的有关流亡者活动的详情告诉你。

维尔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传闻他准备同汉堡一个姓沃尔布

斯或沃尔姆斯的姑娘结婚，她是他以前一个上司的女儿。

甚至《泰晤士报》也在一定程度上讽刺在伦敦的“科伦骗子”，

这些骗子用千百种调子号叫，他们的哭诉使英国人厌烦：

“一阵甜蜜的钟声，

轻轻掠过我的心房。”②

或者是

４１６ ５６．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

①

② 海涅《新春集》第６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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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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单，但不是一人”①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帕麦斯顿》，——他现在正用一切力量要把全部军事管

理权抓到手，但是碰上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这个对手，——我

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只有前几篇在这里翻印成了小册子。②我自

己曾经阻止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因为就在同一套《政治评论集》３８１

中，除了我的文章外，还有乌尔卡尔特的抨击文，而我不愿意被列

为这位先生的战友，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

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

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③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

想用土耳其的方式和照土耳其的制度来改造整个西方。我决定不

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因为寄小件邮包的费用贵得不成比例。至

于问题的本质，那你有充分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它被完全不

可辩驳的事实改变为止。我的观点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事

实，——须知每一个个别的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是根

据这个人的全部行为，根据他１８２９年以来的总的活动情况。在他

的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

多种多样的和往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式，但永远是引向同一个

目标，而且总是以同样高度的技巧来实现的。

对于你特别提到的几点，我作如下的说明：

５１６５６．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３２４—３２５页。——编者注

卡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

册）。——编者注

庇·亚·沃尔弗的剧本《普莱齐奥莎》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行（韦伯的同名歌

剧，根据该剧内容改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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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
２２５
在帕麦斯顿过去派驻雅典大使馆

的一个秘书（１８３６）的一本书里，即在帕里什先生的著作《希腊外交

史》里，你首先会看到一个证据，证明１８３０年以后，帕麦斯顿千方

百计要把希腊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最终把希

腊完全抛入了俄国的怀抱。这次远征提高了帕麦斯顿在英国的声

望，同时使他有可能在这一年同布隆诺夫签定了根据俄国利益草

拟的关于丹麦继承程序的条约，这个条约直到１８５２年才最后定下

来。５７１如果说在希腊这件事上，帕麦斯顿使法国遭到了很大的损

失，而没有向法国猛扑过去，那他的这种让步只是对英国人民耍的

一种“外交手腕”。与他敌对的报纸已经开始强调，在１８４０年他就

把英国变成了俄国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

（２）承认政变①。这是为笼络波拿巴所必需的。以前，由于西班

牙发生内讧，他曾同样地搞过四国同盟５７２，使路易－菲力浦遭

殃。４８３

（３）１８３９年６月１９日的训令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主张在任

何情况下不许俄国实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顺便提一句，这

个条约是帕麦斯顿搞出来的）的提议，并不出自伦敦，而是出自巴

黎。苏尔特１８３９年５月３０日给布尔克奈男爵的急电证明了这一

点，１８３９年６月１７日的急电等等也可证明。帕麦斯顿装出一副样

子，似乎他认为苏丹希望履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使俄军

进抵君士坦丁堡，他在６月１９日给巴黎的格兰维耳伯爵发去一份

急电，并附去他同一天的“给海军上将罗伯特·斯托普福德爵士的

训令初稿”，他在其中除提出一系列模棱两可和荒唐的提议以外，

６１６ ５６．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

① 指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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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命令海军上将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苏尔特的

判断很正确（见格兰维耳伯爵１８３９年６月２８日从巴黎给帕麦斯

顿子爵的急电），他要帕麦斯顿注意，他们的敌人不是苏丹而是俄

国，因此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是荒谬的，只要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

的大使要求苏丹——这正是苏丹所希望的——允许联军舰队通过

达达尼尔，就已经完全够了。帕麦斯顿对此不能作任何反对，但提

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建议，对此，苏尔特向他写道：

“看来，高贵的勋爵过于轻易地容忍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前景了。”

事态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发展，而且帕麦斯顿一直阻挠法国

反对俄国，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只要布隆诺夫还不到伦敦来，他

还没有同他签订１８４０年的条约，他的全部怒火就要发泄在穆罕默

德－阿利身上。后来，这个条约在１８４１年关于达达尼尔的条约中

找到了归宿，１８４１年条约只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一个欧

洲批准书。３２３

如果你能经常和详细地把德国的情况，特别是普鲁士的情况

写信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

你的 卡·马·

７１６５６．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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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 勒 斯 劳①

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星期三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信是星期一寄到这里的。我本人今天才来到这里，因为我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和鲁普斯②那里作了几天客。

我的通讯③将在星期六着手写。恰好在议会的“预备”会议结

束的时候开始写通讯，本来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对这次短促的会议

做一个概括，也许是最好的开端。两年来我只是用英文写作，我指

的是为报刊写稿。用德文写作，开始会有些困难。

您知道，我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编辑一家受检查的普鲁士

报纸④。因此，我能充分设想《新奥得报》在新的书报检查形式下要

遭到怎样的磨难；这些困难以及要同当局进行的隐蔽的斗争，促使

我协助这家报纸。

据我所知，——而我对伦敦几乎所有稍微大一点的阅览室都

是熟知的——在这里，哪里也没有《新奥得报》。目前，您只好先把

它直接寄给我。也许我能设法使某个阅览室或咖啡馆订阅。

８１６ ５７．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④ 《莱茵报》。——编者注

指为《新奥得报》写通讯。——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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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特别费心，破例寄一号《布勒斯劳报》给我。虽然埃德加尔

·鲍威尔每周都来看我，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谈过他的通讯，而我

很想了解他的观点，哪怕以一“号”为依据也行。

由于议会的会议将要结束，而除了对议会会议写一篇概述和

可能对财政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外，写其他报道我很少有重要材

料，所以我打算——如果这个想法可行——写一组文章来评述直

到现在还在克里木进行的战争。５７３关于这个问题，不论在这里还是

在德国，都没有看到一篇象样的，即批评性的文章。此外，我认为，

这个题目会使人最感兴趣，同时也最少可能引起同间接的普鲁士

王室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致友好的问候，虽然我同她并不相识。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９１６５７．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４年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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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５年

５８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生了一个世界的新女公民①，这封信早在

一星期前就写好了。你也可以理解，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空闲时

间。母女身体都很好。

我亲爱的，要写……②这样不很多的……
②
归根到底只能论述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好吧……②
就

……②
考察，然而并不表示任何作者的要求，但同时希望，这些东

西也不要提出来。

至于你向我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关于

这些问题既没有官方的资料，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综合资料。从

贸易部的统计表中，当然可以借用谷物进口的官方数字。但是再也

０２６

①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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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的了。现在一定会很快涌现一大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在

英国，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时期。我在笔记本中利用各

种来源收集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根据我的这些笔记本，

一有可能，就为你搞个综合材料。现在只把下面这些最一般的资料

告诉你。

小麦和面粉的输入

小麦 面粉

（单位：夸特） （折合为夸特）

１８４７ ２６５００００…………………… １８０８０００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５０００…………………… ３５１０００

１８４９ ４５６９０００…………………… １１２９０００

１８５０ ３７７８０００…………………… １１０２０００

  可见，在自由贸易的头两年，输入的小麦是八百二十八万五千

［夸特］①，而面粉是二百二十二万六千，共计一千零五十一万一

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平均每年输入五百多万夸特。按每人一年一

夸特计算，这占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强。

能不能说，每年的消费量都增加了这么多呢？显然，这取决于

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英国，小麦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同以前

一样？对这一点，只有在我们有了农业统计资料的时候才能回答，

而这种统计正好现在才开始进行。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我们知

道，在废除谷物税４７以后，大量的土地变成了牧场等等。［至于英格

兰］①，我们暂时只能用归纳的办法得出某种结论。如果在英格兰

没有荒芜大量耕地，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一年，虽然

收成非常好，但是粮价却比采用保护关税的１８３９年还高，而国外

１２６５８．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３日）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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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缩减额，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收成好坏之间，即１８５４年收成

和１８５３年收成之间的差额。下面这张官方统计表（爱尔兰的）表

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停止耕种土地的趋势——在大多数情况

下，大概是由于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是多么普遍。

１８５４年（到１１月为止）        英亩

［减少］①谷类作物面积 ９１２３３…………………………………………

［蔬菜作物］①（马铃薯、块根作物等）  ７１０……………………………

亚麻 ２３６０７………………………………………………………………

三叶草 １３０２５……………………………………………………………

耕地面积减少总数 １２８５７５………………………………………

相反，上一年（１８５３）减少的总数只不过是四万三千八百六十

七英亩。两年共计十七万二千四百四十二英亩。由于近两年来对

一切农产品的需求都增加了，这个数字更显得惊人。至于从事农业

的“人手”，我们知道，从１８５２年起每年从大不列颠移居国外的三

十万人中，大部分是农业工人。我们知道，在１８５３年，人口第一次

减少了，而不是增加。最后，农业工人大量减少的最好证明，就是

１８５３年农业地区的工资提高了，这是１８１５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为

了重新降低工资，几乎到处都采用了收割机。（顺便指出，外国粮食

的自由输入大大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

有什么［影响］①，根据现有资料还完全不能断定。例如，毛纺织业

和麻纺织业中价格的波动同原料有关，未必是由于废除谷物法而

引起的。总的说来，我认为，从１８４９—１８５４年期间的价格历史中可

以看出，一切工业产品价格和粮食价格之间的比例，各个工业部门

２２６ ５８．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３日）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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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原料价格之间的比例，仍然同废除谷物法以前

一样（这些部门内部价格的变动也如此）。

至于工厂中的工资（数字下次再讲），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谷物

法的废除，（１）对绝对工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２）促使了相对工资

的降低。在发生危机的一年①，工资降低了。在比较好的１８４９—

１８５２年（包括１８５２年，至少包括前八个月），工资并没有提高。为

什么没有提高呢？因为生活资料的价格下跌了。在１８５２年期间，

开始大量移居国外，而另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东印度等地的需

求大大增加。当时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十，而且在很短的时

间内，即在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大体上是在１８５３年８月以前），

几乎在大多数部门达到了这个要求。你知道，——譬如你回忆一下

普雷斯顿的罢工３０２，——这个百分之十的提高很快又从他们那里

夺走了，虽然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粮价平均高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年份，

如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３０—１８３７年。可见，工资的提高，而且是短

时间的提高，—— 因为现在又已经开工不足，开始发生危机

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贸易自由；这种提高是完全符合一

切繁荣年代工资的提高的。贸易自由实际上促成的只是１８４９—

１８５２年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工资所以没有提高，是因为同样的工

资可以买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则是利润的相对提高。这样

一来，相对工资，即和利润比较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就

是结果，关于这一结果的必然性，我已在１８４７年的一本小册子（用

法文写的）②里作了说明。

当然，不能否认，谷物法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与调整食糖税、

３２６５８．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３日）

①

②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１８４７年（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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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外国轮船自由驶入，对英属北美进口木材取消保护关税等问

题配合起来）大概使得英国人扩大和获得了新的国外市场，以销售

他们的工业品。例如，美国颁布带有较大自由贸易性质的立法，无

疑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所造成的。但是不能对此赋予太

大的意义；例如英国对俄国的输出减少了，而英国从俄国的输入由

于谷物法的废除却大大增加了。整个看来，欧洲作为英国的市场的

意义是相对地越来越降低，因为１８５４年的输出总额中（我在这里

指的是英国产品的输出总数，而没有包括再出口数字），仅仅美国、

澳大利亚和东印度就占百分之六十，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英属殖

民地了（除东印度）。

我粗略地谈了这些，以便最概括地回答你的问题。我还要查一

查，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什么确切的数字材料。再说一遍，书只是现

在才要开始出版……①

５９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 勒 斯 劳②

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７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我要同妻子一起离开伦敦数日。③德朗克非常热心，他同意在

４２６ ５９．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４１、４４２页。——编者注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信的结尾部分没有找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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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替我写通讯。①他今天要寄给您的是一篇描写波拿巴

来此地的文章。如果我见不着他，这封信我就单独寄给您。

附上两篇文章②，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我认为，

德国早就应当严肃地研究关于威胁着它的危险的问题了。这些东

西，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登，因为它们同通讯没有直

接的联系。然而我深感必须不失时机地在德国敲起警钟。况且，柏

林的“批判的批判”③也会由于自己高傲的愚蠢而得到应有的报

偿。

您的 卡·马·

６０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巴  黎

１８５５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④

亲爱的拉萨尔：

我在乡间已经住了几个星期了，一位到苏格兰去的朋友⑤让

给了我一所房子。所以，你的信我昨天才收到。不过，现在我已经

采取措施，使来信能立即从城里送到我这里。

５２６６０．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５年７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④

⑤ 伊曼特。——编者注

信写自伦敦近郊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暗指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指为《新奥得报》写通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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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伦敦这样近，却不想哪怕是花几天时间到这里来看看，我

自然觉得奇怪。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你要想到，巴黎到伦敦路是

多么近，花费是多么少。假如法国不是对我紧紧地关上了大门，我

是会到巴黎去看你的。

我在巴黎有几个朋友，但是（现在我不是在城里写信）只有我

回到索荷才能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你，地址都在那里。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

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

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①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

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

是万分悲痛。

如果看见海涅，请代我向他致意。

你的 卡·马·

６１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伦

１８５５年９月６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②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惊悉亲爱的、永不能忘却的罗兰特③逝世的噩耗，简直无法向

６２６ ６１．马克思致阿·丹尼尔斯（１８５５年９月６日）

①

②

③ 罗兰特·丹尼尔斯。——编者注

信写自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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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描述我的悲痛。虽然施特芬告诉我的最后消息是不能令人放心

的，但我对您出色的丈夫恢复健康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过希望。他是

一个温和、精细、高尚的人，坚定、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

身上融为一体。当我在科伦人中间看见丹尼尔斯的时候，他总是使

我感到他是一尊被任意丢在一群霍屯督人中间的希腊神像。他的

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

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

学界，人们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

靠的先进战士。

我深知您的英雄性格，因而我确信，无法安慰的悲伤不会妨碍

您忠诚地关注罗兰特遗留给您的珍贵保证。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们

加倍地补偿世界因失去他们的父亲而遭到的损失。

关于这个新的损失的消息，使我的妻子痛切地回忆起我们唯

一的一个小儿子①的死，她的心情使她现在不能写信给您。她象孩

子一样地哭泣、伤心。

我不想安慰您，因为我自己也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我喜爱他，甚于喜爱其他任何人。这样的悲痛是无法减轻的，只能

分担。我只要稍微忍住了初时的痛苦，就为死者在美国的许多朋友

在《纽约论坛报》上登一则讣告。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

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人受到比这个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重的

惩罚。

无须向您保证，我永远是您的可靠而忠诚的朋友。

向您表示真挚的同情。

您的 卡·马克思

７２６６１．马克思致阿·丹尼尔斯（１８５５年９月６日）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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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 勒 斯 劳①

１８５５年９月１１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②

亲爱的埃尔斯纳：

上星期我没有可能写东西给您，因为可敬的弗罗恩德医生对

我提出了司法追究。由于他，我甚至被迫离开伦敦几乎一个星期。

但是议会既然没有开会，这种情况自然也不会影响我这个通讯员

的效率。好吧，这个月就请您从９月１１日起为我开账户吧。

不用说，如果您的报纸没有能力付款，但仍能继续存在下去，

那您依然可以得到我的文章。

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

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

说您从“立宪派”那里拿钱，这种指责是再荒谬不过了。某些十

足的“立宪”资产者，曾购买过《新莱茵报》的股票。纵然这些

先生们后来对此感到后悔，但是编辑部无论如何从来也没

有禁止他们继续出钱。

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任何一个熟人仅仅因为和我通信而会使

他声誉受到影响，我早就为了您的报纸而往莱茵省写信了。拉萨尔

在科伦等地没有引起人们对《新奥得报》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不对

８２６ ６２．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５年９月１１日）

①

② 信写自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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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本来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如果《新奥得报》不再存在下去，那我们要引以自慰的是，我们

现在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和创举，都纯粹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在伦敦这里开始出版一种德文周报，是由前法国警探、维也纳

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创办的。撰稿人有：俄国人赫尔

岑、约翰奈斯·隆格和一个冒称上尉的姓科尔恩的酒鬼。

６３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 勒 斯 劳①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３４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第一封稍微迟到了一些，因为我妻子

把它寄往曼彻斯特时偶然有所耽搁。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我肯定

您已经退出了《新奥得报》，因此我立即停止了寄通讯。而您第二封

信到来的时候，我的牙痛正好发作，——这几天才好，——弄得我

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就不能写。

您１０月７日来信的内容，我不仅告诉了朋友们，而且也告诉

９２６６３．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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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敌人；看来使他们大吃一惊。不用说您也会相信，布勒斯劳的泰

梅先生和西蒙先生的教义丝毫没有感动我和我的朋友们。

我没有看到霍约耳，但鲁普斯①偶尔和他见面。霍约耳出于爱

国主义，把《布勒斯劳报》带进了这里的雅典神殿１４８；这个情况使我

们的小沃尔弗有从这个曼彻斯特几乎唯一的诗神避难所中被赶出

来的危险。

博尔夏特我很熟，我已向他转致您的问候。博尔夏特同布勒

斯劳的西蒙公民有经常的亲密的通信联系。他第一次问我知道不

知道《新奥得报》同立宪派处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时，我回答他说：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您不知道，在我看来，立宪派和民主

派，——至少是普鲁士的，——都是一路货？接受一部钦赐宪

法而拒绝另一部钦赐宪法的民主派，同接受了第一部，而后来

又同意第二部的那些人，这两者有必要加以区分吗？５７４《新奥得

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您还

希望什么呢？”

我接到巴黎特别熟悉情况的一些人的来信。据他们说，帝国的

声望越来越低。郊外到处在说，“它快要完蛋了”。情况确实很严重，

这从社会生活中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总检察官卢兰的演

说和《立宪主义者报》刊登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论未来

革命的恐怖”的文章。未来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格朗尼埃先生也认

为是无疑的了。

这里关于“侨民问题”（泽稷岛等等）的丑剧是雷声大雨点

小。５７５舆论坚决地转而反对政府，我甚至想，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一

０３６ ６３．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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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波拿巴的第一批要求

让步，正是为了用实际向他表明，对英国政府说来，作进一步的

让步是不可能了。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

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当然，帕

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以用来吓

唬人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威胁大陆说：“看我来教训你！”不过，

内阁的交椅他坐得很不稳，然而把老狐狸拉下马来也决不是

容易的事。

您如果还有事相告，来信请写我原来的地址（伦敦索荷区第恩

街２８号），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住多久，把信寄到上述地

址，我妻子总会收到的。隆格和夫人在伦敦开办幼儿园；金克尔和

约翰娜①希望革命还不致很快就到来。卢格有时在布莱顿讲学，他

硬要使英国人相信德语是最可憎的语言；陶森瑙、梅因之流在痛骂

“法国的流亡败类”（包括维克多·雨果），由于他们，这些“当局许

可的阴谋分子”有被剥夺“避难权”的危险。

恩格斯和鲁普斯要我向您转致衷心的问候。我已经有两星期

没有见到博尔夏特了。

您的 卡·马·

１３６６３．马克思致摩·埃尔斯纳（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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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 塞 尔 多 夫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３４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接到回信会很晚了。第一，我迟迟才收到你的信，因为我呆

在曼彻斯特，信则是寄到伦敦，而我的妻子又不确切知道，我是不

是已经离开曼彻斯特。第二，该死的牙痛把我折磨得好苦，使我处

于这样一种状态，即黑格尔在感性意识应转变为自我意识的阶段

上对它所要求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我被弄得不能听，不能看，自

然也不能写了。

你问到科菲尼埃尔的题为《交易所的秘密》这本书，我想这本

胡说八道的东西直到现在好象还在我留在国内的那些书籍里。我

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时候５７６，由于受书名的诱惑，我先是买了这本

书，后来又看完了它。科菲尼埃尔先生是个律师，实际上他丝毫不

懂交易所，只说要提防“交易所经纪人”的“司法上的”欺诈。因此，

这本书是空无一物，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理论，甚至连一个引人入

胜的笑话都没有；何况现在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饶了他吧，”——

即饶了科菲尼埃尔，——“亲爱的夫人，他不值得使你生气。”①

２３６ ６４．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

① 莫扎特歌剧《唐璜》（达·朋特作词）第一场列保莱罗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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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特在大陆长期旅行后（他于７月底由西印度归来），现在

又来到曼彻斯特。过一个星期他又要乘船离开这里到热带去。听

他谈话是很有趣的。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走遍了南美、

西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他骑马越过了帕姆帕斯草原，登上了秦

布拉索峰。他在加利福尼亚也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现在虽然没有

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

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表情，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维尔特总是幻

想着西印度的生活，非常蔑视人类的糟粕，也不喜欢此地的天气及

其北方气候。的确，这里是很糟的，糟透了。

关于泽稷岛事件和关于流亡英国的侨民问题的其他丑事，你

从报上可以看到。①我并不认为事态会有重大变化。我甚至不认为

这里的政府想取得什么重大的结果。否则他们会把这件丑事留到

议会开会前夕去干。现在留出了时间让舆论来个转变，这种转变在

许多方面已经开始了。

下一封信请寄往我伦敦的原来地址，因为我不知道我在朋友

恩格斯这里还要逗留多久。恩格斯和鲁普斯②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３３６６４．马克思致斐·拉萨尔（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３０—６３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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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２年１月７日于伦敦］①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我非常

遗憾的是，在您离开②之前没有再看到您，否则您自己就会确信，

我只是对我的太上皇有些不满。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

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

主教的侄子”③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因为他病得很厉

害，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或许他今天能够起来一会儿并为美国

写文章④。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复元到他自己想象的那种程度。他接

连三夜说梦话，情况很不好。他请您代为问候维尔特并请转告他，

马克思对他很生气，因为维尔特在转寄莱茵哈特发自巴黎的信时

仅仅附了两句话；请转告他，他首先应该尽到自己作为前《新莱

７３６

①

②

③

④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大概是为了开玩笑而这样称呼恩格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页。——编者注

在手稿上后来恩格斯写了：“１８５２年１月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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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①编辑的职责，并把随便一种货物送往美国的仓库。
５７７
至于那

个怪人②，马克思老爹现在讲了如下一段话：

“经常酗酒，夸耀他巴结女人的本领，就是说让酒馆女招待踢

了几脚；从一开始他就在大街小巷、客厅、公共马车和票价半便士

的轮船上，大吵大嚷地煽动英国公众参加金克尔和卢格之间的大

辩论；揪住每个德国人的耳朵往克朗邦饭店里拖；他是流亡者俱乐

部３１最傲慢的呐喊者之一，因而也是猖狂反对《新莱茵报》‘小宗

派’的人之一。如果他向维尔特求助，就让维尔特告诉他，到金克尔

建立的七个部中的一个部里去给自己找个位置，既然他对伟大的

唯一革命的政党立下这样大的功劳，并且对金克尔的两个御用文

人梅因和奥本海姆都有影响，那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总之，

如果这帮无赖之中的哪一个去找维尔特的话，就让维尔特告诉他

们，他也属于梅因在寄往美国的信件中所称的那个《新莱茵报》‘怙

恶不悛的小宗派’。”

这就是我的高贵的病号的严厉判词。

昨天收到克路斯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

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可惜，我现在不能附上这封信，因为弗

莱里格拉特昨天把它带走了。我们明天将把它寄给您。您可以把

信上的一些话告诉维尔特。

关于金克尔向这里的民主主义杂货铺老板谄媚，弗莱里格拉

特讲了一则新的趣闻，我也把它告诉您。弗莱里格拉特向这里一个

倾向于民主主义的瞎眼德国商人找工作。弗莱里格拉特把自己的

商人证明书交给他，当时瞎眼的干酪商就对他讲：“我荣幸地结识

８３６ １．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２年１月７日）

①

② 吕德尔斯。——编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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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克尔教授先生；我听过他的一次讲学，后来教授先生来拜访

我，并提出要在晚间免费教我最优秀的德国诗篇；我当然谢绝了这

项异乎寻常的建议，因为象金克尔教授先生这样的人甘愿这样服

务，我无法作相应的酬谢。另外，教授先生因为住得远，还要花公共

马车费。尽管如此，教授先生还是来了，并给我朗诵德国诗人的作

品——其中还有您的几篇小东西，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同时

他对我说，您本来是商人，并且已经供职，等等，等等。教授夫人①

也来拜访我，并答应为我唱歌、演奏。”——如果不是同一个瞎眼的

艺术鉴赏家来往，教授夫人无疑还会同意跳舞和塑造优美形态。

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追求这里的小店主，给他们朗诵自

己的神圣的诗篇，并趁机白吃一顿晚餐，这几乎比法国的克拉普林

斯基②还要伟大。

您听到下面的事情，也会感到有趣：您从前的长官维利希将

军，被流亡者下层好好教训了一顿，因为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

自己同流亡者上层人士之间的差别，并且不赞同那种有利于大人

物的对巨额革命基金的管理方法。从克路斯的信中还可以看出，金

克尔已经利用维利希的受骗和施拉姆的信４５９，以便在美国证明他

们同科伦有联系。现在是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金克尔似乎也

在美国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派为了不当“道德的英雄”，竟悬赏奖励

罪恶。穆希③衷心问候弗雷德里克。女孩子们④已经上学。您可能

９３６１．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２年１月７日）

①

②

③

④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指路易·波拿巴（用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他）。——编者

注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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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皮佩尔曾经把他的漂亮的旅行包送给了男孩子。昨天他吓唬

他说，要把它收回，另买一件别的东西给他。今天早晨男孩子把包

藏起来了，说：“摩尔①，我现在把它藏好了，如果皮佩尔来取，我就

说，把它送给乞丐了！”真是个滑头！

祝您健康。

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２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一周来病得很重，几乎一直躺在床上。尽管如此，他

仍然能够完成附上的他的文章的续篇②，为的是不致使出版间断，

如果确实已经开始出版了的话。我们几天前收到克路斯——希望

您同他已经建立了联系，因为您通过他将会在各方面得到宝贵的

支持——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

鄙。这个伪君子厚颜无耻地讨好卡尔的朋友们，并写信给他们，似

乎“他主张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派的最积极的成员们建立联系”

（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而同时却竭力以最阴险的手法败坏我丈

夫的个人声誉，并根据维利希捏造的谎言来尽情述说关于他和他

０４６ ２．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９日）

①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章。——编者注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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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们的丑事。卡尔现在很虚弱，今天不能亲自给您写信，因此

要我转告您，您应该在您的报纸①上报道关于我们可怜的科伦朋

友②的消息，这特别是因为金克尔派伙同《石印通讯》的御用文人

和忠实鹰犬，故意以缄默来回避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一切苦楚。这

种行径之所以更加卑鄙，是因为金克尔之出名主要正是受恩于贝

克尔、毕尔格尔斯以及他们当时的机关报③。而这些人在狱中痛苦

已极，受到极坏的待遇，现在还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房，可是“未

来的大人物”却以革命的名义把一大笔钱搂进腰包，并且已经在他

们之间分配未来的政府职位了。

您的亲爱的夫人④在可怕的旅行之后身体怎样？您的孩子们

怎样？你们是否都已经多少有些适应新的环境了？

时间紧迫。必须马上将这封信送往邮局。希望我亲爱的卡尔

能较轻松地写完文章的结尾部分。

致衷心的祝愿。

您的 燕妮·马克思

鲁普斯⑤现在病情稍有好转。他象恩格斯一样，不久也会寄点

东西。向维尔特也提出了坚决的要求。红色沃尔弗⑥已经结婚，因

为他正在度蜜月，所以暂且还不能干什么。

１４６２．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１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西德意志报》。——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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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看，我现在还在履行秘书的职务。我的丈夫还没有完全复

元。他的确病得很重。他打算明天稍微走动走动看。由于患病，他

无法为美国写任何东西；可是他把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动员起

来了。给您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一首非常成功的诗①。也让朋友维

尔特看一看。或许也能使他跨上佩格斯。如果您不再需要《论坛

报》，请把它寄来。下周您会收到克路斯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

封信现在不在鲁普斯②手上。我们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现在请

随便喝啤酒吧。

病人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２４６ ３．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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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一周来，我的丈夫由于紧张的夜间工作——因为白天他必须

为家务事奔走——，眼睛痛得很厉害，所以他今天不能写信给您，

我不得不担负起一切秘书职务。他要我转告您，他未能将埃卡留斯

的文章①全部看完，您必须自己修改文章中缀字法上的错误；这个

出色的人物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是在这里才学会字母，还不会用

句号和逗号。此外，我的丈夫给您寄去一篇一个匈牙利人②写的文

章，这个人深知匈牙利流亡者内部深处的秘密。目前能否采用和刊

登这篇文章，由您自己决定。无论如何，应当保持这个人的热情，因

为他答应今后供给由佩尔采尔、瑟美列等人自己写的通讯，他是这

些人的知交。我的丈夫认为，文章里的重大语法错误您必须修改，

但是，某些使文章具有真正匈牙利独特风格的文体特点，对文章是

丝毫无损的。其次，他请您马上把他的论拿破仑的文章的五篇③寄

回，如果您不能刊登的话。也许，我们能把它们译成法文出版，虽然

放弃德文的确很可惜。我的丈夫认为，最好您能在美国出版这东

西，因为它肯定能收回成本；并且最好还能在德国推销，因为它对

３４６４．燕·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至第五章。——编者注

班迪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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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最重大的事件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希望

我们能很快收到您的好消息，也就是您亲爱的夫人①顺利地经受

了一件大事和您家里添了两个新生儿——儿子和杂志。衷心问候

您亲爱的夫人。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为了不致拖延过久，您可以将每一篇单独刊登，因为这些东西

非常引人注意。然后可以把所有这些并在一起。今天寄上第五篇，

下星期五他将寄上第六篇——结尾部分４８５。我再说一遍，请您尽力

将这部著作印成小册子。如果办不到，请您把它寄回，——无论如

何必须把它出版。

请多多问候克路斯，并尽快详细告知您的近况。

鲁普斯②刚才又拿来一篇关于最近伦敦事态的小文章。

５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我丈夫今天任命我做他的代理人，于是我匆匆忙忙上任履行

私人秘书的职责。我丈夫处于里里外外的压迫之下，不得不为家务

事整天奔走，现在已经五点钟了，还没有回家，因此，他未能首先把

４４６ ５．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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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克反对克路斯的事件①处理完。您在这件事上暂时不要采

取什么行动，在下一班轮船到达之前，一点事也不要做。伊曼特打

算今天就发出声明，证明维利希和金克尔曾不正当地议论过布吕

宁克夫人。同时他把这一切诽谤言论归咎于现今的骑士和夫人殿

下的贞操的拯救者老丑角卢格。这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在流

言出笼和传播的同时，恰好这头老蠢驴根据他的挚友格罗斯的陈

述，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而且还声称，由于亲王

的帮助，金克尔才得以获释，而布吕宁克夫人在这当中起了主要

作用，并为此花了钱。在德国，这两则流言是一起流传的，而就

在那篇文章里，卢格（根据德朗克的回忆，但不能对此下任何肯

定的断语）仿佛说到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同一伙可疑的人接近。整

个这件蠢事只不过是对马克思—克路斯进行报复的阴谋，他们现

在想把散布匿名的卑鄙谣言和诽谤的罪名加到他们头上，其实这

帮坏蛋自己早就非常精通这种勾当了。老波美拉尼亚人②为夫人

殿下拔出佩剑之后，亲自拜访了这位地位显赫的夫人。看来，海

因岑希望在这里除了辉格党的财源③之外，还为自己的《雅努斯》

找到王公的摇钱树并加以利用。这伙下流坯如此长久地干出一件

又一件卑鄙勾当，制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散布一阵又一阵诽谤之

后，现在突然在两个半球发出愤怒的号叫，这种行为不是很可笑

吗？况且，这篇文章５２５中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充其量不过是小心

谨慎地、甚至只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到被殷勤款待的这些人曾直接

和公开说出的东西。这件事使人很讨厌，因为本想离开这群坏家

５４６５．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９２页。——编者注

卢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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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远一些，而由于这种荒唐事情却不得不同他们打架。我的丈夫

本来想今天亲自寄给您一篇用他自己的名义写的文章，说明您的

文章是怎么刊登在《警钟报》上的。但是伊曼特认为，不应该使

我的丈夫牵连到这件事里面，因为这一切恰恰都是针对他的。因

此他打算自己写个声明。可惜还没有写好。在您接到进一步的指

示以前，您在这件事上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今天梅因告诉德朗克

说，维利希和金克尔发誓说他们没有说过任何有损这个女人名誉

的话。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已经被质问过了。您看，事情在这

里也闹大了。此外，施瑙费尔的答复５７８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好的，机

智而又中肯，而两位哲学家实在是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位显贵的夫

人受到一次触犯就这样嚣张。卢格对我的丈夫散布了一些最卑劣、

最恶毒的流言来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在我的丈夫由于从党的立

场考虑到他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处境而不便讲话的时刻散布的，这

一点有谁过问过呢？

我的孩子①，他连同我的奶汁一起吸尽了这一切痛苦、悲伤和

忧虑，如今他死了，我几乎由于悲痛而死去，这一点有谁关心过

呢？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痛苦！而我在生下来时并没有被称为殿

下！可是说这些废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想法摆脱这桩事件，并

迫使别人对此负责。但是您无论如何要等待下一次邮班。

《雾月》②还没有寄来。我的丈夫将交下一次邮班寄给您载有

您的文章的两号《人民报》５７９。

我的弟弟埃德加尔终于给母亲③写了信。由于您的友好帮助，

６４６ ５．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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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才顺利地到了他手里。为此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您。

还有一点。请您稍微劝劝雅科布·胡策耳，以免他搞得太过

分。必须避免同这帮坏蛋作无意义的纠缠，因为目前他们正力图把

我们拖进这一类事件中去，以便用这种方式使人们忘记他们过去

的劣迹。现在应当对这些“纯客观的、具有原则性的、公正而正直

的”饶舌家讲一点策略。

您自然已经从《科伦》①上注意到了科伦案件？今天收到贝克

尔的供词。因为对他没有提出罪证，所以他们已经商量好，要把贝

克尔从这一案件中完全解救出来。这就是他的辩护方式的由来，民

主派积极地利用这种辩护方式，是为了把贝克尔算作他们营垒中

的人，并宣称他是一位自由的、独立的、不盲从某个秘密团体的某

种教条的人民活动家，真正的英雄；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是全

体中最软弱的一个，并且在他身上比其余的人有着更多的民主派

的气质。如果大喊大叫的海因岑想利用这一点来抬高贝克尔，您可

以马上说明，这种辩护是事先商量好的，贝克尔在他被捕前不久还

恳切地请求我丈夫同他一起在他的杂志５８０上抨击所有的官方民主

派并嘲笑他们所有的人：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维利希，等等。他还

曾经打算刊登维利希的疯狂的信件②。民主派先生们从他的获释

中也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等等。我写得非常仓卒。

该去投邮了。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７４６５．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７０、４７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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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尽快再来信。您的信总是使人非常愉快。我的丈夫总是说：

我们要是有更多的象克路斯那样的小伙子，那就可以做出些事情

了。请您暂时不要过多活动。让这些狗重新互相咬起来，不然，他

们就可能为了跟“共同的敌人”——这个“凶恶的、无耻的、毒辣的”

马克思及其“党羽”作斗争而彼此拥抱。

６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想必您会注意《科伦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

１０月２３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

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５８１您可以想象到，“马克

思派”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这样的

高度繁忙，也是我今天再一次以代理通讯员的身分给您写信的原

因。维利希先生的密友迪茨先生（现在也在美国）让人偷走了维

利希集团的全部文件——信件和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被原告一方

提出来作为党的危险活动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与此事有关，捏

造谎言，说我的丈夫同尽人皆知的密探舍尔瓦尔有联系。这样一

来，我的丈夫就被说成是科伦的理论家同伦敦的“实干家”、放火

者和抢劫者之间的桥梁、中间环节。施梯伯和原告方面期望这一

行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种谎言却象烟雾一样消散了。需

要有新的效果，于是出现了１０月２３日法庭上的一派谎言。警察

８４６ ６．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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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它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

作伪证，此外，它竟然认为它对处于社会之外的共产党人具有特

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形式取代检察机关的

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纸条、不

折不扣的谎言、密告和传说当作真正经过法律手续证实的事实，当

作证据。所有这一切简直令人毛发悚然。必须从这里提供揭穿这

种伪造的全部证据。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

揭穿警察当局的伪造，必须提出官方确认的小酒店主的证词和经

官方验证的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然后必须将

全部文件转抄六至八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巴黎等

地寄往科伦，因为所有写给我丈夫的信和所有从这里寄往科伦的

信总是被拆开和被截走。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

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

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不仅如此，施梯

伯现在又宣布我丈夫是奥地利的奸细。为此我丈夫找出了《新莱

茵报》时期施梯伯写给他的一封绝妙的信，这封信的确会使施梯

伯大出其丑①。我们还找出了一封贝克尔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嘲笑

维利希的愚蠢和他的“军事密谋”②。维利希出于对贝克尔的仇恨，

在伦敦这里给证人亨策尉官下了指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亨策

那里得到施舍。总而言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身临其境，

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有这些警察行径，都使公众以及陪审员的

注意力离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控诉本身，连资产者对这些可怕的杀

人放火者的憎恨，也被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冲淡了，因

９４６６．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７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７２—１７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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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宣告无罪。同这种以金

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

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

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一

张写信的纸，等等。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今天发表的声

明①。我们今天要把它寄给《论坛报》。您也可以发表它。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而我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且

抄写东西把手指头都抄痛了，所以写得很乱。您在《体操报》上发表

的那篇文章５８２，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丈夫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出

色，文笔也特别优美。其余的人宁肯您少谈些理论，而希望您永远

是以前的那个幽默而愉快的克路斯。

刚才从维尔特和恩格斯那里寄来一批商业地址和假商业信

件，以便转寄文件和信件等。

［下面接着是威廉·沃尔弗手抄的上述声明的原文。］

刚才收到《科伦》②，满篇又都是极其恶劣的丑行。马上又要按

照商业地址发出两封信件。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

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

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

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③又唱又叫，他们常常

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０５６ ６．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①

②

③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科伦日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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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克路斯先生，祝一切都好，请尽快再给您的朋友们写

信。

请鉴谅。

燕妮·马克思

７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５８３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０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卡尔几个星期以来感到身体不舒服，而最近几天他

的严重到几乎发炎的老肝病又发作了，这个病在他家是遗传性的，

他父亲①就死于这个病，这使我尤其害怕。今天他又好些，他在给

《论坛报》写文章，委托我写信。我不得不一开始就罗罗嗦嗦地谈

谈遭受的挫折，这次挫折几乎跟魏德迈和克路斯遭受的那次挫

折５８４同样大。如果我扯得太远，请不要生气。１２月６日，我丈夫

把《揭露》②的手稿同时寄给您和巴塞尔的小沙贝利茨。沙贝利茨

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它，来信说，这是一部杰作，两个星期之后，它

一定被运到边界那边去；又说，他想印二千册，每册卖十五个银

格罗申，卖得的钱除去印刷费（在瑞士是微不足道的）之后与我

丈夫平分。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毫无差错地指望至少得到三十英

镑。此外，他想立即寄四十册到伦敦。过了一个月，我们没有得到

任何消息。我丈夫写信去问。回答是：印刷延期了，因为排字工人

１５６７．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０日）

①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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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诞节不干活。至迟过两个星期，小册子就可运出，并且将给我

们寄四十册。我们只是通过第三者得知，私运遇到了意外的障碍，

出版商不得不把一千八百册分成小包在两个星期之内秘密运过边

界，但是大致在２月初将全部运完，小册子的进一步运输和分寄给

书商的事务，他将委托给自己的商业代办，但是样书他会立刻寄给

我们。好极了。我们等了一个月。最后我丈夫写信去打听情况，以

为小册子老早就已经送到德国最遥远的角落，他现在只要开出一

张期票就行了。可是昨天我们收到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得悉，为数两千册的一批《揭露》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

半月，昨天在试图进一步转运时被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首先巴

登政府要呈报联邦委员会，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或者至少会对我起诉，等

等。无论如何将大大出丑！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如

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请用下列地

址：巴塞尔的时装女工等。”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他把二千册，也就是

全部印数，放在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然后给我们写信说，它

们被没收了。只字不提给伦敦的书，只字不提预定给瑞士的书等

等。这些东西是否印刷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否出巨款把它们收购

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事情，这只有天知道！够了，这已经是人家试图

束之高阁的第二个小册子。５８５当了柏林警察局长并宣告一部关于

阴谋的绝妙作品问世等等的施梯伯先生，以及充当美国款项的所

有者和管理者的维利希先生５８６，都没有因这事损伤一根毫毛，科伦

案件完全被打败了，党还完全没有洗刷掉对它的各种污蔑，政府在

扬扬得意！在这个时刻，这个小册子的影响会是很大的。它会象晴

天霹雳一样击中德国警察的战栗发抖的灵魂。如果我们有经费，我

２５６ ７．燕·马克思致阿·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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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马上把它在阿尔托纳重新印刷出来，以便把政府刺激一下，

但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您那里的任何一家报

纸的小品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不知那时能否利用排好的版印成

小册子，然后把它转寄给我们？由于在欧洲把它印出来几乎是不可

能了，而办这件事现在又成了党的荣誉问题，您应该无论如何把它

印出来，至少在小品文栏里刊载出来。为了对付一切敌人，现在必

须出小册子，这将有利于科伦人，这比其他任何办法都将对舆论产

生更大的影响。必须重新激起对他们的关心。贝克尔逃跑的企图

遭到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外界的同情和援助。首先必须提出证

据，证明这本小册子存在，而这只有在大洋彼岸哪怕是在小品文栏

里把它刊载出来才能办到。

您可以想象到，这个消息对我丈夫的健康状况会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等等。

燕妮·马克思

８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为钱的事给您写信，使我极不愉快。您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已

经太多了。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办法，别的出路。我

已给波恩的哈根，给格奥尔格·荣克，给克路斯，给婆婆①，给柏

３５６８．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７日）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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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妹妹都写了信。骇人听闻的信！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

何一个人回信。这就是说，再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不能给您描写

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丈夫到西蒂区找格尔斯滕堡去

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拜访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利用这个时间

给你写这几行字。您能给我们寄点什么来吗？面包铺老板已声明

从星期五起不再赊售面包了。昨天他的进攻被穆希①打退了。当面

包铺老板问他：“马克思先生在家吗？”，他回答说：“不，他不在

楼上”，然后就把我们的三个面包夹在腋下象箭一样飞跑开，并把

这一切告诉了自己的摩尔。

祝您健康。

燕妮·马克思

９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５８７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５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给我写了一封很愉快的信，他说，我对维利希这

个“贫穷会教友”的行为的描绘，使大家都乐得不可开交。他写

道，他们大伙在哄堂大笑中决定祝愿他过一种尽可能平静的“生

活”。他认为，“要是这个狡诈的家伙身上的愚蠢没有同一个清醒

的念头——怎样取得他的肚皮所必需的东西，——混杂交织在一

起，那末他早就进入疯人院了”。马克思想在最近一封信中把他

４５６ ９．摘自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５日）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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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有关维利希的地方抄给我，作为对我

的报道的奖赏。

《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说，他没有时间翻译；如果我或者你，

或者别的什么人从他结束的地方着手翻译，并且告诉他翻译到什

么地方，那他一定把结尾写完５８８。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个东西出小

册子不行，无论如何不合算；如能把它在小品文栏里刊载出来，他

就十分满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可以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

施。）

拉沃以前的追随者们——都是一些庸人，他们早就需要有一

个圣徒了，——已使红色贝克尔①处于拉沃的地位。按其德才，予

之荣誉……

１０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５８９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于华盛顿

  ……今天收到了马克思夫人的一封信，可惜，我想是在公共

马车上把它往口袋里塞的时候丢了。马克思恰好（５月２０日）从

曼彻斯特回去②。他对你在《改革报》上发表的文章很满意，就象

对你给希尔施的声明写的前言那样５９０。马克思生气的，只是这

一切不能由你负责发表，在前面要安上《大胡蜂》两个废物的

５５６１０．摘自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４５页。——编者注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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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①。他对《改革报》在一定程度上是满意的。德朗克终于在布莱

得弗德得到了一个月薪十英镑的店员位置。——看来皮佩尔早已

被路特希尔德赶出门外了；他被牵连在共产党人案件中，这使他难

于弄到任何别的位置。——路特希尔德是他大学同学，至今没有

付给他一文钱，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他是会付的；５９１皮佩尔目前

不得不关心这事，因为不然他就什么也没有。——埃卡留斯还没

有恢复健康。——鲁普斯②由于外界的压力，情绪非常不好……

《论坛报》上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都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写

这些文章，没有添加通常的时事新闻，以致德纳插手，把某些比较

详尽的历史回顾等等改写成《论坛报》常用的词句，并把它们作为

社论发表。５９２马克思不能失去《论坛报》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所以他

对此装作没有看见，并且要我们也不要直接指出这一点，虽然他对

于他的比较有份量的著作不用他的名字发表，而用他的名字发表

的文章又只剩下一些废物，也感到不愉快……

１１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５９３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

你的信刚刚收到。说到皮佩尔的文章，马克思在前些时候有一

回，大概是在四个月以前，当我因为利用了他的一封信向他道歉的

６５６ １１．摘自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

①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克耳纳和海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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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曾给我来信说，我应该丢掉这类天真的奇怪想法；虽然阿谀

奉承的确不是他的弱点，但是他认为，我很少利用他的信，而且根

本不是为了个人目的；此外，他写这些信正是为了让我利用，所以

我不应该把他看作贩卖思想的小商人，要知道，譬如皮佩尔和红色

沃尔弗①，把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写出来了……

１２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３年９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伊曼特刚才在我们这里，他告诉我们，德朗克曾学习西班牙

语，他好象在他那里看见过那本薄薄的“卖掉了的”语法书②。卡尔

很希望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向德朗克打听

一下这本微不足道的小书的事；这样就能在伊瑟格林③动身之前

把一切都弄清楚，使他自己丢脸。我们重视这件蠢事一定会使您感

到好笑，但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理解我们；那种粗鲁的语调，那种

挑衅性的举动，那种粗野的叫喊，当着我和孩子们的面那样放肆，

那样狂暴！要是这本“卖掉了的”书在老朋友那里发现，那就好极

了。只是不要提伊曼特的名字。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为了使这

几行字明天能到您手里，我把信寄到您家里。还有一件意外的妙

７５６１２．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９月９日）

①

②

③ 威廉·沃尔弗（这里是文字游戏：伊瑟格林是狼，歌德的长诗《狐狸－莱涅克》

中的角色；沃尔弗在德文中也有“狼”的意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８８—２８９页。——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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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班贝尔格尔为了瑞士的事情①竟以向法院控诉相威胁。由于卡

尔在一封信中答应，如果事情圆满结束，他愿意承担一半费用，沙

贝利茨就抓住信中的这段话，委托他向法院控诉我丈夫。请把您那

里的那封信５９４寄来。卡尔再一次恳求您谈一点关于俄军和土军部

署的意见。因为这事还没有结束，他要时常写到它，——要知道，美

国人在东方问题上入了迷。

卡尔今天又逼出了一篇经济方面的长文章②，他很疲倦了，所

以委托我今晚写信给您。

祝您健康，我们大家向您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我们听说，鲁普斯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甚至没有向我和孩子

们告别。

１３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５９５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写道，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诗，促使他写这首诗

（题目是：《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的是印度问题的文章③。诗

８５６ １３．摘自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不列颠

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编者注

卡·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

银行法令》。——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５１—６５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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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写作中。我希望他能把诗寄给我们。但是，这只有在有关印度

的一些东西发表以后才应当办到。否则它是达不到目的的，而在这

种情况下，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对我们将会非常不满意。因此我

们必须着手搞印度……

１４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填了一张给威廉·沃尔弗的汇票，汇款人是查理·马克

思。①

关于维利希的胡说八道②的声明，明天未必能寄出，因为“消

失得无影无踪的俄国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至今没有找到。他住在怀

特柴泊一个什么地方，他的地址被弄丢了。转弯抹角地找了科苏

特，他也没有他的地址。一个勤务员刚刚被派到怀特柴泊去。对勇

敢的维利希不幸的是，这个人在这里又有几个月了，并持有一份由

科苏特本人签署的、证明他确是匈牙利起义参加者的证件，而他可

以亲自讲讲决斗的经过５９６。

老爹正忙着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的续篇③，他希望今天早

９５６１４．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４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七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

标题是：《英国与俄国》）。——编者注

维利希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０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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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能得到一小笔支援。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１５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５９７

纽  约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一篇通讯《威斯康星州的消息》；我认为你们最好分两部

分付印，在前半部末尾注明“待续”字样。

刚才收到马克思１１月２８日的来信。看来，德朗克把声明寄给

你了，如果还来得及，你应该把声明压一下。①德朗克本应把这份

声明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而不是寄给在纽约的你。

马克思给维利希写了详细的答复②，完全采用深奥的“黑格尔

的”手法。据我判断，他用大量文件非常巧妙地构筑了自卫街垒；

我大概明天把这份手稿寄出；我还没有时间看完它，因此还不知

道如何处理。它的篇幅很大，大开信纸有二十页。当收到我的信

（我说，我们要给予答复５９８）时，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完成了。据他

的意见，现在如果把他的手稿搁置一边，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不

是每天都遇到象维利希那样的陷入迷途的傻瓜。马克思委托我，如

果在他的作品中有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或者发现我们之间

０６６ １５．阿·克路斯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①

②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０９、３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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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节上有矛盾之处，就把相应的地方删去。在我寄出这份手稿

时，我将写上这一切。

信末附笔写得很仓卒，一半是马克思先生加的，一半是马克思

夫人加的，是这样结束的：

“昨天晚上（１１月２７日）瓦西拉普斯基们和谢尔穆夫斯基们①

举行了大会。哈尼应当是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差点没有把他撕成

几块。‘打倒，打倒，卑鄙家伙、叛徒、变节分子’，以致弄得他不能就

主席位。公众中有人爬到讲台上；大厅里开始打架，谢尔穆夫斯基

们把哈尼保护起来。”

接着是：“卡尔为《改革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穷困迫使皮

佩尔到一家法国商店去工作，在那里出售新发明的反射灯‘日光’。

现在他不能写作。所以，卡尔强使海泽挑上了重担，并给他弄到一

张阅览证，因为他一个便士也没有。他也写信到德国去，请求帮

助。”——关于海泽的消息，请看作是秘密。

你的 阿·克路斯

１６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４年３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请您立即把拉萨尔的地址寄来。您没有把拉萨尔的第一

１６６１６．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３月底）

① 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这里是讽刺地暗指参加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波兰革命纪念日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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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退回来，那上面有他的地址。

全家向您致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１７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４年］５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今天把一包旧的骂街的作品转寄给您；还附有维斯、杜朗等

人的最新的谬论。其中有些东西会使您开心。卡尔五天来受着急

性神经痛的折磨，牙齿、耳朵和整个面部都痛，弄得他没有一个夜

里能入睡，今天还痛得很厉害。什么药都没有用。从普芬德到拉斯

拜尔，我们跑遍了一切药房。可是依然痛得厉害。只是今天夜里用

了斑蝥硬膏和鸦片等等，他稍稍出了些汗，才显然有一些好转。他

根本不能写东西，他迫切地请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星期二以

前仍给他寄一篇文章来，以便这个星期不象上星期那样，又完全落

空。不然，亏空就太大了。我们全家和我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海泽和矮子①给伊曼特写了一封极其狂妄的信。这封信散发

出一股白兰地酒味。

２６６ １７．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５月１３日）

① 德朗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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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３日］下午三时［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接到了您的文章①。已写上地址，我将把它同这封信一并

付邮。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

“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

可惜他的病还非常厉害，要我告诉您，他同时既是贫困的拉撒路，

又是独眼的鬼。至于写东西，现在连想都不用想。他以格莱斯顿的

一些冗长的演说折磨自己，非常生气地说，正当现在，他握有关于

格莱斯顿先生及其草案的充足的材料，却不能写作。假如您有一点

可能，就请在星期五以前再搞点什么出来。卡尔说，随便什么都行。

我被迫这样一再打扰您，心里非常不安，但是如果有可能，还是请

寄点什么来。

附上克路斯最近的一个包裹，请把他的信退还，并且不要把他

的任何情况告诉海泽。这个家伙什么都会讲出去的，如果小梅因和

其他杰出的大人物过早地知道了什么，克路斯所掌握的情报就会

立即中断。这一切很有趣，所以不如让这些先生们安心去做自己的

事情吧。

３６６１８．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３日）

① 弗·恩格斯《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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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泽在他最近给伊曼特的一封完全由一些碎片粘贴起来的信

中，说他现在又不搞战争计谋了，因为俄国人反正不是照《论坛报》

上写的那样进行战争的；从今以后他要去经营平静的商业了。

卡尔和我衷心感谢您寄来文章，三个小家伙①向您致友好的

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据说，我们的埃德加尔②又在纽约的一个什么地方游荡，并且

准备回到这里来，然后再去德国。唉，这些浪荡汉！

４６６ １８．燕·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３日）

①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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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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恩格斯暗指他大约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１８５２年１月３日在伦敦马

克思那里居住的一段时间。此事可参看燕妮·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１月７日

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６３７页）。——第５页。

２ 恩格斯是说他想为约瑟夫·魏德迈当时在纽约筹备出版的《革命》杂志

写文章。由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被镇压下去后德国加强了警察迫害，

魏德迈于１８５１年１１月流亡美国，在那里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身分

继续党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美国筹备出版刊物作为宣传科

学共产主义的讲坛，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为魏德迈的杂志提供材料作了

不少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寄给他，还组织自己的许多战友寄文章。魏德

迈于１８５２年１月只出了两期《革命》杂志，此后由于资金困难而不得不

停刊。杂志的第一期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０年在《新莱茵报。政

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７卷第４９２—５４０页）的一部分，并预告杂志即将发表马克思的

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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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马克思由于杂志停

刊和缺乏发表它的一些其他条件而没有写）。第二期刊登了《国际述评

（三）》结尾部分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

第４６１—５０４页）第二章的一部分。１８５２年５月和６月，魏德迈在阿·克

路斯的协助下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发表了马克思的著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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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斐·弗莱里格拉特嘲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

克尔的讽刺诗（见注８１）。——第５页。

３ １８５１年８月，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

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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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回信接受德纳的约请。马克

思为《论坛报》撰稿继续了十年以上，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月；为这家报

纸写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欧洲各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工

人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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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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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资产阶

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随意处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某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改

动文章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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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财政状况也受到影响，马克

思不得不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

马克思完全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

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

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５页。

４ 恩格斯指他着手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１１５页）。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纽约每

日论坛报》撰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

工作，于是他请恩格斯写一些关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文章。恩

格斯从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５２年９月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

章。恩格斯在写这组文章时利用《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资料，此

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转交给他的一些补充材料。恩格斯经常同马

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

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到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１９１３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第５

页。

５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发生了政变，为第二帝国（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正

８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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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宣布）波拿巴制度的存在打下了基础。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和反动势力加

强的情况下，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奥地利政府颁布的宪法被废除了。——

第６页。

６ 这里是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普鲁士同奥地利为争夺德国的

霸权进行了斗争，斗争的结果对普鲁士不利，这对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

邦的内部反动势力的加强有一定影响。在当时这场极其尖锐的斗争的

进程中，普鲁士的执政集团担心，同奥地利发生军事冲突会引起革命民

主运动的新高潮，会受到沙皇俄国以及支持奥地利的英国和法国在外

交上的压力，于是不得不作了让步，并放弃在自己庇护下统一德国的计

划。１８５１年，德意志联邦按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那种形式重新

恢复了。在普鲁士本土，牢固地确立了以霍亨索伦王朝为首的容克地主

统治的反动的半专制政体。——第６页。

７ 指１８５１年５月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的、被控为“进行叛国性密谋”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普鲁士警察当局最终写成“起诉书”之前，被捕

者受了大约一年半的审前羁押。审讯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月１２

日在科伦进行的。受审的有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毕尔格尔

斯、彼·诺特荣克、彼·勒泽尔、海·贝克尔、卡·奥托、威·赖夫、弗·

列斯纳、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弗莱里格拉特流亡伦敦，避免了逮捕和审判。

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

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

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被分别判处三

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在伦敦和德国的朋友和拥

护者大力协助被告的辩护人，供给他们以反驳警察当局伪造罪状的文

件和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

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

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页和第４５７—

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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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者同盟 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改组正义者同盟（产

生于三十年代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正义者同盟的

领导人于１８４７年１月底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参加以他们所

发挥的观点为根据的同盟改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表示同意。

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同盟

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和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８

日）上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

一个纲领性文件，即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

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

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到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数百名德国工

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３月底写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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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这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

进行了改组并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

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

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

派主义的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

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１８５０年９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

分裂活动导致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

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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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

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不久，同盟根根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８页。

８ 恩格斯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至１８５２年１月为魏德迈的《革命》杂志写了四

篇关于英国的文章。魏德迈只收到其中的两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２８—２４０页），另外两篇遗失了。但是，魏德迈收到的

那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其中第一篇包含了恩格斯研究大陆

军队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可能性问题而得出的成果，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发

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报》上，当时魏德迈是该报的编辑之一。——第

８、２３、４９１、５００页。

９ 暗指威·沃尔弗在《新莱茵报》上开辟过“国内新闻”（《Ａｕｓ ｄｅｍ Ｒｅ

ｉｃｈ》）专栏一事，他在该栏中用讽刺而幽默的文体报道了德国各小邦的

政治事件。——第８页。

１０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宪章派的机关周刊《寄语人民》撰稿，该刊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年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向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营垒（见注１１），出版这一机关刊物（宪章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

喉舌）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个杂志，参加了该杂志

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杂志发表了马克思写的《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７８—

５９２页）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２年２月至４月初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

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４４—

２５６页）。——第９页。

１１ 恩格斯指琼斯和哈尼之间早在１８５０年底就开始的冲突中的一个情节。

冲突的原因是哈尼同支持宪章派右翼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以及

哈尼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见注１８）的拥护者有联系。代表

宪章派革命一翼的琼斯，为争取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进

行斗争，竭力联合所有的革命无产阶级分子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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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派。他在１８５１年曾试图吸引哈尼为自己的杂志《寄语人民》撰稿，

但哈尼拒绝了。哈尼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赞成在各种各样的“全民族”

联合（包括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的政党”。马克思和恩

格斯看到哈尼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手

中的工具，批评他不坚定，想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２１４—２１６页）。但是，哈尼从１８５１年２月起却

公然同敌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团联系。哈尼要建立“群众性改良政

党”和出版独立的机关报的企图，到１８５２年秋遭到彻底失败。——第

９页。

１２ 恩格斯在这里就波拿巴法国国内生活中已经成熟的某些事件所作的预

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关于内务部长莫尔尼辞职和任命培尔西尼就任

此职，以及关于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是路易－拿破仑于１８５２

年１月２２日签署的，发表于１月２３日《总汇通报》上。——第１１页。

１３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章，这部著作本

来准备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发表在《革命》杂志上。马克思及时地将１８５１

年１２月到１８５２年３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这部书。在写《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就法国的事件同恩格斯交换意

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私人通

讯作为资料。

    马克思的著作未能在《革命》杂志上发表，因该杂志于１８５２年１月

已经停刊。魏德迈于１８５２年５月把这部著作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作为

“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第１２页。

１４ 这里提到的路易·波拿巴政府的行动——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任

命培尔西尼接替莫尔尼就任内务部长职务（见注１２）、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５

日接着发生的财政部长富尔德的辞职——证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

后建立的波拿巴制度是不稳固的，并证明政变后波拿巴统治集团内部

瓜分国家职位和追求暴利的内讧已经开始。——第１２页。

１５ １６８８年英国发生一次政变，政变后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

协的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得到确立。——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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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指英国热烈欢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到达那里的科苏特。英国资产阶级的自

由派，以及政府官员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利用

科苏特到英国这件事，进行蛊惑性的宣传，吹嘘英国的立宪自由。这就

虚伪地掩盖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在镇压欧洲革命（包括匈牙利革命在

内）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给反革命势力以外交上的支持，并促

使在欧洲建立专制制度。科苏特于１８５１年１１月去美国。

    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在伦敦开幕，１０月１５

日闭幕。许多国家参加了博览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把博览会的开幕

描绘成一件标志着“普遍和平”纪元的开始的大事。—— 第１２、５６５

页。

１７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报编辑部，揭露普鲁

士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恣肆，由于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对革命运动

的活动家极其仇视，信没有发表。——第１３页。

１８ 恩格斯所说的维利希集团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它在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一个有它自己

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集团比作瑞士的宗

得崩德，即１８４７年被解散了的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讽刺地称它为

“宗得崩德”。）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行动使普鲁士警察当局易于破获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秘密支部，并制造对付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

动家的１８５２年的科伦案件（见注７）。维利希—沙佩尔组织存在到１８５３

年初。——第１６页。

１９ 哈尼的杂志《人民之友》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于１８５１年７月底

中断；杂志于１８５２年２月复刊后，出版了两个多月，到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７

日为止。

    看来哈尼是把１８５２年２月７日出版的他的杂志第一期的校样寄

给了马克思。——第１７页。

２０ 马克思引用刊载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７日《人民之友》杂志第１期上的社论

《发刊词》。文章作者是哈尼。——第１７页。

２１ 指１８５１年建立的机械工人联合会，它是典型的英国工联组织。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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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熟练的机械工人，并把工人的斗争引向行业的和经济要求的轨道，

极力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

    马克思提到的杰·马西的那篇文章刊登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７日《人民

之友》杂志第１期上，标题是《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这篇文章充

满了当时工联运动参加者中流行的关于和平的合作社活动是摆脱社会

贫困的唯一途径的改良主义论调。——第１８页。

２２ 以此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４日《人民之友》杂志第２期

上；文章作者是亚·贝尔。——第１８页。

２３ 指哈尼１８５２年２月３日，即英国议会会议开幕那天，在伦敦宪章派举

行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第１８页。

２４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实际已经成了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力求

脱离奥斯曼帝国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受自己的控制，在十九世纪二十

至三十年代按欧洲的方式改革了陆海军，并建立了为此所必需的工业

企业。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在近东的地位而支持穆罕默德－阿

利对苏丹的斗争，在国内改革方面给了埃及的统治者以某些帮助。大量

的法国军官、军事教官、工程师等特别受到穆罕默德－阿利的邀请，到

了埃及。但是，埃及同土耳其的斗争，由于后者受法国在近东的欧洲竞

争者首先是英国的支持，结果是埃及帕沙被迫承认附属于土耳

其。——第１９页。

２５ １８５２年２月恩格斯为琼斯出版的杂志《寄语人民》写了《去年十二月法

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的第一章。——第２２页。

２６ 暗指塞·载勒尔的著作《卡斯巴尔·豪泽尔—— 巴登王位继承人》

（《Ｋａｓｐａｒ Ｈａｕｓｅｒ，ｄｅｒ Ｔｈｒｏｎｅｒｂｅ Ｂａｄｅｎｓ》），１８４０年出版。——第

２２页。

２７ 法兰克福左派 是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国民议会是在德国三月

革命之后召集的，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始举行

会议。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和制定

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议会的自由派多数的怯懦和动摇，左翼的不坚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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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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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存在到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８

日。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 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代表在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所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是为纪念德国

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而得名的，它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

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等，用空话代替革命的行动，表现出畏首畏尾、

犹豫不决、没有能力同反革命进行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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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页。

２８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１８４９年柏林版（Ｂ．Ｂａｕｅｒ．《Ｄｅｒ 

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９）。—— 第

２３页。

２９ 魏德迈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６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德纳打算在《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发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

西蒙的文章，其内容是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据１８５２年３月１０日

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判断，《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这篇文章。——

第２４页。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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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

参加当时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出有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倾向的

人。——第２５、３２１、５３８页。

３１ 马克思把１８５１年在伦敦出现的两个互相竞争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

者组织称作“鼓动者”和“流亡者”，即以金克尔、维利希为首的德国流亡

者俱乐部和以卢格、戈克为首的鼓动者协会。两个组织的人数不多，其

目的主要是募捐以组织德国的“立即革命”。——第２６、９８、４７７、４９４、

５２２、６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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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马克思所说的把普鲁士国王钦赐给德国人民一事，是指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规定，建立以世袭皇帝和全帝国的议会即帝国国

会为首的全德中央政权。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决议，

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但他却不愿意从“人民代

议制”手中接受它。

    关于三月同盟，见注２７。

    卡·福格特是 帝国摄政政府 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１８４８年６月以来在德国存在

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并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的所谓中央政权。

在保守派议员和相当多自由派议员退出议会之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鉴于它有被解散的危险，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初把自己的会址迁往斯图加

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而为德

意志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第２６、４９４页。

３３ 罗素的辉格党政府由于议会讨论民军法案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０日辞职。

当时在英国流传着有关路易·波拿巴打算入侵不列颠群岛的种种谣

言，２月１６日，罗素把改组英格兰和威尔士民军的法案（Ｌｏ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Ｂｉｌｌ——地方民军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法案授权政府在外敌进攻的

情况下得以增加民军队伍（以前只限于在有关各郡境内使用）的人数，

并使其受正规军指挥。在下院讨论法案时，帕麦斯顿提出把法案的适用

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修正案，并提出删去法案名称中《Ｌｏｃａｌ》

（“地方”）一词。前不久被解除政府职务的帕麦斯顿（见注４８３）的修正

案被通过，罗素认为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表现，成为他辞职的理由。采纳

了帕麦斯顿修正案的法案于１８５２年６月成为法律。

    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３日得比的托利党内阁组成。——第２６页。

３４ 在英国人们称自由贸易派即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人

为曼彻斯特派。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曼彻斯特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

集团，于六十年代加入自由党，作为其左翼。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

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

待。——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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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指麦·施蒂纳《反动的历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一书，１８５２

年在柏林出版。关于这本书的批判性短评刊登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５日《总

汇报》第５６号附刊。——第２９页。

３６ 癞蛤蟆（Ｃｒａｐａｕｄｓ，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

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

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

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以及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和法国

１８５１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稷岛和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

者。——第３０、１４６、３０５、３６７、４０６、４３０、４３３页。

３７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

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最后阶段。帝国宪法遭到德意志各邦政府多数的否决。１８４９年５月，在

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１８４９年７月，这个运动遭到

彻底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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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页）两本著作中评述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关于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普奥纠纷，见注６。恩格斯曾打算在他的《德国

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用一篇文章阐述这个问题，但这个想法没有实

现。——第３２、５５、６５页。

３８ １８４４年，英国内务大臣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命令邮政主管部

门把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秘密检查。在这些信件中

发现了秘密阴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

他们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远征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

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在进行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

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英国首相得比在上院发

表演说时声称，政府打算监督在英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活动，并将他们的

情况通知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得比的这个演说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８

日《泰晤士报》上。——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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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转述得比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在上院的声明的意

思。——第３２页。

４０ 反谷物法同盟 是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同盟为了捍

卫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废除为土地贵族利益而限制和禁止从国

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同盟的目的在于降低国内的谷物价格并从

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同盟在蛊惑宣传工人和企业主的利益一致的

时候，广泛地运用了贸易自由的口号。１８４６年谷物法废除后，同盟宣布

解散，但实际上它的一些分支继续存在。１８５２年２月，由于得比政府的

保护关税倾向，同盟曾试图恢复活动。——第３３、５０２页。

４１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

造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见注２１）组织的，目的是取

消加班加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企业主们为了对付罢工，宣布全国范围的

同盟歇业。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而结束，这在很大

程度上说明了领导罢工的工联领导人的软弱和动摇。工人们不得不在

原有的条件下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遭到巨大的

物质损失。——第３４页。

４２ 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载于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９日《纽约民主主义者

报》。在马克思提到的那封预定在《革命》上发表的琼斯１８５２年３月３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评述了英国阶级

斗争的发展。根据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４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琼斯

的信于１８５２年底或１８５３年初发表在美国民主派报刊上。——第３５、

５００、５０４、５１２、５１９、５５５页。

４３ 全国改革同盟 是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和雷诺等人

于１８４９年在伦敦建立的。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

１８６６年它加入第一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第３５页。

４４ 恩格斯从１８５１年开始比较经常地研究斯拉夫语。他研究了俄语、塞尔

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斯拉

夫语的比较语法。关于恩格斯研究俄语的情况，现在保存有极详细的资

料。到１８５２年春，他自修了俄语，后来用一部分时间向俄国的流亡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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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品得学习会话。恩格斯在研究语法的同时，还阅读了一些原文的

俄罗斯文学作品，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利

波也多夫的《聪明误》和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现在保存有恩格斯抄

自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词汇摘录，以及某些诗句的散文

式的德译文。五十年代初，恩格斯研究了包令的著作《俄罗斯诗文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Ｐｏｅｔｓ》），恩格斯从该书中汲取了有关十八

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即关于罗蒙诺索夫、捷尔沙

文、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其他人的参考材料。恩格斯在

学习斯拉夫语的同时，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阅读了捷

克和塞尔维亚著作家写的有关文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著作，如沙法里

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武克的《塞尔维亚民歌集》，等

等。——第３７页。

４５ 财政改革派 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英国资产阶级激

进派。这个协会是在１８４９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

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拿自己的纲领来与宪章派的要求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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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

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

改良派的支持，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

于人民宪章。１８５５年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瓦解了。——第

３８、５４页。

４６ １８５２年３月１４日，根据路易－拿破仑的命令，实施五厘国债利息变更

条款。规定五厘证券的持有者须按证券票面价值兑现，或者换成票面价

格相同、但利息为四厘五的证券。这项措施是通过银行实施的。下面恩

格斯谈到的是１８５２年３月１３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阿·贝坦评

论这一措施的文章。——第３８页。

４７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在

英国实行的。１８４６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表明在自由贸

易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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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２年２月得比的托利党政府执政，出现了以某种形式恢复谷物的保

护关税的倾向。但是，在资产阶级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得比政府实际上

不得不放弃保护关税的政策。——第３９、６２１页。

４８ 指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从１８４３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

学，在１８４４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在报刊上从唯物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写的手

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１８４４年的经济哲学手稿》（见卡·马克思和

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选》１９５６年莫斯科版第５１７—６４２页）。由于要写

《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１８４４年１２月

才重新从事这项工作。马克思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研究英、法和其他国家

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所作的大量的提纲、摘要和札记都保存下来了。但

是这一次马克思没有实现他的计划。１８４５年２月１日马克思同出版商

列斯凯签订的分两卷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的合同，

在１８４７年２月被出版商解除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打断了马克思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革命后他在伦敦又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刻地

和全面地研究了各个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国民经济的历史和与他同时

代的经济，摘录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在五十年代研

究了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和理论，经

济危机，技术和工艺的历史以及农业和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１８５１年

和１８５２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试图为他写的经济著作找出版商，但是

无论在德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找到，所以著作在当时没有能够出版。只

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马克思写了大量的经济学手稿以后，１８５９年他才

得以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分册的形式部分地发表了自己劳动

的成果。又过了很久，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的经济学著作

即《资本论》的第一卷。——第３９、６２、２３０页。

４９ 指所谓“德美革命公债”。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试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推销这项

公债，目的是为了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推销公债，

金克尔于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８５２年３月到美国旅行。推销“革命公债”的尝

试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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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这一举动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

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４０、４７７、５１５、５２７、５３５页。

５０ 指瑟美列反对科苏特的信，这封信１８５２年初发表于美国《信使晨报和

纽约问询报》。

    马克思说的伦敦委员会是指由马志尼发起于１８５０年６月在伦敦

成立的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也加入

了该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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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论在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没有存在多久；

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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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４１、１２０页。

５１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是路易·波拿巴和他的拥护者在法国举行反革命政

变的日子。

    法军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１日占领罗马，是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

勒斯对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宣布成立的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的结果。共和

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期间，

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它的土地政策表现出共和国

的阶级局限性，即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因而共和国在反对

反革命的斗争中失掉了同盟者。法军占领罗马后，罗马共和国不再存

在。——第４１页。

５２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

·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ＧｒａｆＬｕｄｗｉｇ

Ｂａｔｔｈｙáｎｙ，ＡｒｔｈｕｒＧｏｒｇｅｉ，ＬｕｄｗｉｇＫｏｓｓｕｔｈ．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Ｃｈａｒａｋｅｒ－

ｓｋｉｚｚ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Ｕｎ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ｋｒｉｅｇｅ》）一书，１８５３年在汉堡出

版。魏德迈在美国把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即关于戈尔盖的那一部分刊载

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６日《改革报》第１８—２８号上。——第４６

页。

５３ 指金克尔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３日在辛辛那提（美国）召开的所谓“德美革命

公债”的保证人代表大会。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２月底

的那封信里，谈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马克思将这封信转给了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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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第４７、５８页。

５４ １８５２年４月中（复活节期间），恩格斯在伦敦住了一些日子。——第４８

页。

５５ 见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

述》第３卷；又名《最近十二年世界最主要国家的工业概况》，１８４２年耶

拿版第１卷第２６３—２６４页（Ｇ．Ｇüｌ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ｒＧｅｗｅｒ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ｄｅｒｂｅｂｅｕｔｅｎｄ－ｓｔｅｎ

ｈａｎ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ｕｎｓｒｅｒＺｅｉｔ》，Ｂｄ． ．Ａ．ｕ．ｄ．Ｔ．《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ｎｇｅｗｅｒｂ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ｉｎｄｅｎ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ｓｔｅｎＬａｎｄｅｒｎｄｅｒ

Ｅｒｄｅｗａｈｒｅｎｄ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ｎｚｗｏｌｆＪａｈｒ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Ｊｅｎａ．１８４２，Ｓ．

２６３—２６４）。——第４９页。

５６ “没落帝国”（《Ｂａｓ ｅｍｐｉｒｅ》）——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

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

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波拿巴集团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第４９、３６１、

５１７页。

５７ 布·鲍威尔的文章《英国的没落》载于１８５２年３月３１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魏德迈将这篇文章附在１８５２年４月６日的信里寄给马克思，克

路斯也将该文随１８５２年４月４—６日发出的信寄给沃尔弗。——第５０

页。

５８ 十二月十日会 是１８４９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

是游民、政治冒险分子、军阀的代表等；他们帮助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４８

年１２月１０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个团体由此而得名）。后来，

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是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的参加者和组

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

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７３—１７６

页）。——第５２页。

５９ 大概是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五章。马克思

于１８５２年１月至３月把这五章寄给纽约的魏德迈，在誊抄之后，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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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又通过恩格斯还给马克思。——第５３页。

６０ 指在下院二读民军法案（见注３３）时的表决。——第５４页。

６１ 琼斯在为创办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宪章派报纸而进行的斗争

中，必须同哈尼竞争，哈尼拒绝琼斯关于共同出版宪章派机关报的建

议，阻碍琼斯购买原来的宪章派中央报纸《北极星报》，而自己获得了该

报，并继续出版，最初用《星报》这个名称，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４日以后改为

《自由之星报》。这一事件表现出琼斯和哈尼在立场上的原则性分歧，哈

尼打算把报纸变成宪章派右翼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喉舌。尽管哈尼进

行了这种种活动，琼斯还是在１８５２年５月开始出版宪章派周刊《人民

报》。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同时

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该报除了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

它撰写的文章以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最重要的

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

想。后来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

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１８５８年６月该报转到了资

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５４页。

６２ 恩格斯这封信是写在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２日给他的那封信上

面。——第５５页。

６３ 马克思摘引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５日给他的信。在这段引文中提到的

克路斯的上一封信（１８５２年４月４—６日）是写给威·沃尔弗的；克路

斯在该信中谈到，在菲克勒尔主持下，美国革命联盟（见注１１０）的代表

们１８５２年４月３日在纽约召开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会议。在美国推

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而同金克尔竞争的戈克和菲克勒尔，

企图迫使金克尔及其拥护者同意两个竞争的流亡者组织合并。

    体操协会 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城市，是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

败后，德国民主派（其中包括工人）流亡者的一种组织。这些协会于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５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合并成社会主义体操联

合会，在其存在初期同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保持联系。

    克路斯的抗议书是指他针对金克尔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３日在辛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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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召开的“德美革命公债”的旅美保证人代表大会而发表的声明。在这

个声明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揭露了“革命公债”是冒险的举

动，并抗议金克尔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推销公债所募集到的款

项。克路斯于１８５２年２月底将这个文件的原件寄给马克思。声明发表

在《体操报》上。

    魏德迈为答复金克尔的告辛辛那提代表大会参加者书（备忘录）而

写的文章，大概也发表在《体操报》上。——第５８、２１８、４９５、５１１、５１３页。

６４ 指维利希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注３７）。——第５８页。

６５ 亨·查·凯里《利益一致：工业和商业》（《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一书，１８５１年在费拉得尔菲

亚出版，作者在该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以前出版的《论工资率：世界

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１８３５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第５９页。

６６ 马克思指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７日《星报》第７５３号上发表的哈尼的文章《致

〈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４

日《寄语人民》第５２号发表的琼斯的答复文章《诉诸人民审判》。——

第５９页。

６７ 金克尔从美国回来之后，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６日在伦敦召开了“德美革命公

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

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的命令。——第６４、６６页。

６８ 马克思暗指下面的事实：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马志尼在报刊上抗议警察当局

秘密检查意大利的革命流亡者的信件。１８４５年５月，他在报刊上和以

单行本形式发表了标题为《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的文章，抨击英国内

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为讨好奥地利政府而下令把革命流亡者的信件

交给警察当局（关于这一点，见注３８）。抨击性文章是以给格莱安的信

的形式写成的。——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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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匈牙利国民议会根据科苏特的倡议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宣布匈牙利独

立，并宣告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５月２日，以瑟美列为首的部长会议

代替了保卫祖国委员会。科苏特当选为匈牙利的执政者。匈牙利军队在

戈尔盖的指挥下对欧芬（布达）的围攻从１８４９年５月３日延续到２１

日，最后攻克了城堡。这一战役是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６日奥地利军队在科

马罗姆要塞附近被击溃之后进行的，而奥军被击溃给革命的匈牙利军

队进军维也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革命政府

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而集中自己的力量去解放奥地利卫戍部队占领

的匈牙利首都。围攻布达所耗费的时间，使奥军主力得以重整旗鼓，在

派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沙皇军队的支持下重新转入进攻。恩格斯在他

的《布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２７０—２７３页）一文

中，对围攻布达期间的军事行动作了评述。——第６５页。

７０ 切林－克罗斯路 是伦敦豪华的街道之一，这里住着大资产阶级，有大

的出版社、学校和百货商店。——第６６页。

７１ 指古·霍夫施泰特尔《１８４９年意大利日记》１８５１年苏黎世—斯图加特

版（Ｇ．Ｈｏｆｆｓｔｅｔｔｅｒ．《ＴａｇｅｂｕｃｈａｕｓＩｔａｌｉｅｎ１８４９》．Ｚüｒｉ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５１）。——第６７页。

７２ 赫·金策耳《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１８５１年波茨坦版（Ｈ．Ｋüｎｔｚｅｌ．《Ｄｉｅ

ｔ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Ｐｏｔｓｄａｍ，１８５１）。——

第６７页。

７３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同丹麦军队的伊德施太特（什列斯维希北

部的一个村庄）会战发生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４日至２５日。１８４８年革命期

间，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争取与德国合并，举行了反对丹

麦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普鲁士统治集团在德国舆论的压力下，同德意

志联邦的其他邦一起表面上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但是却处处出卖革

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并于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签订了一项

七个月的停战协定，而签订协定的条件是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

一切民主成果化为乌有。１８４９年３月底战争重新开始。互有胜负的军

事行动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而告终，普鲁士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２日同丹麦

５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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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签订了和约，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继续作战。

在伊德施太特会战中，普鲁士将军维利森指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部队遭到失败，并很快就被迫停止了抵抗。结果两个公国依然是丹麦

王国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会战的详细评论，见本卷第３５９—

３６０页。——第６７页。

７４ 威·维利森《关于１８３１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１８４０

年柏林版第１—２册（Ｗ．Ｗｉｌｌｉｓ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ｇｒｏβ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ｓ 

ａｎｇｅｗｅｎｄｅｔ ａｕｆ ｄｅｎ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 Ｆｅｌｄｚｕｇ ｖｏｎ 

１８３１》．Ｉｎｚｗｅｉ Ｔｈｅｉｌ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第６７页。

７５ 阿·戈尔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１８５２年莱比锡

版第１—２卷（Ａ．Ｇｏｒｇｅｉ．《Ｍｅｉｎ 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Ｗｉｒｋｅｎｉｎ Ｕｎｇａｒｎ 

ｉｎ ｄｅｎ Ｊａｈｒｅｎ１８４８ ｕｎｄ １８４９》．Ｂｄ．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２）。——

第６８页。

７６ 从１８５２年开始，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军事学术史，想写一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的战争，特别是匈牙利和意大利战局的历史。他为此

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维利森、霍夫施泰特尔、金策耳、戈尔盖以

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但是恩格斯的这一意图未能实现。——第６８、

８１页。

７７ １８５１年９月法国逮捕了１８５０年９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

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７和１８）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

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

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

姓是克列美尔）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１８５２年２月，被捕者以策划政

变的罪名被判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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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了。——第７３、８３、１９１、５７５页。

７８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的会员。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

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工人中间

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于１８４０年２月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

６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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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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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

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了协会。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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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尔瓦尔于１８５２年春假装越狱逃跑后，来到伦敦，参加了教育协

会的活动，但是他很快就被揭露出是警探，并被开除出协会。——第

７３、１６３、１７４页。

７９ 议会火车是十九世纪英国对１８４４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

讽刺性叫法；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每一家铁路公司都必须在其所辖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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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２４７、４４２页。

８０ １８５２年５月底，马克思到了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并在那里住到６月

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段时间合写了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

人物》。——第７４、１２７、１９０、５２６页。

８１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笺《致约瑟夫·魏德迈》。这两首驳斥金克尔

的讽刺诗是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６日和２３日给约瑟夫·魏德迈在纽约出版

的《革命》杂志写作的。由于这两首诗在美国不能及时发表，弗莱里格拉

特将其中的第一首用德文发表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文学报《知

识界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Ｌｅｓｅｒ》）１８５２年３月７日第１０

号上，并用英文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０日《寄语人民》杂志第５０期上。

在 美国，这首诗１８５２年５月用英文发表在《国民时代》（《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ｒａ》）杂志上，并在１８５２年６月同弗莱里格拉特致魏德迈的第二首诗

一起用德文发表在不定期刊物《革命》第２期上。——第７８页。

８２ １８５２年７月初，许多法国和德国的报纸报道了在巴黎逮捕秘密组织的

成员的消息，这个组织准备谋杀路易·波拿巴并企图推翻波拿巴政府

和恢复共和制度。该组织的参加者准备了自造的火炮和火药等。据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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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多数被捕者是工人，其中有些人是过去１８４８年无产阶级六月起

义的参加者。报纸断言，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流亡者领导了这一密谋的

准备工作。——第７８、８１页。

８３ 指恩格斯的文章《〈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

的战争》、《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６２—

３６８、４５３—４５７、６０４—６１５页），以及发表在１８４９年２月至５月《新莱茵

报》上的关于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述评。——第８１、５３３、６０８页。

８４ 恩格斯暗指阿·谢努的书《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

察 局。义勇军》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Ｌｅｓ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Ｌ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ｓｅｃｒèｔｅｓ；ｌａ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ｐｏｌｉｃｅｓｏｕｓ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èｒｅ；ｌｅｓｃｏｒｐｓ－ｆｒａｎｃ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该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３１３—３２９页。恩格斯谈的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大概是指这个作者的

双重身分。他在自己的书中以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团体的组织者身分

讲话，同时他的书又反映出他是警察当局的情报员。——第８１页。

８５ 伐茨布告 是１８４９年１月５日，即在匈牙利首都布达被奥地利元帅文

迪施格雷茨的反革命军队占领的那天，由当时指挥匈牙利军团的戈尔

盖在伐茨城发布的宣言。宣言别有用心地反对科苏特及其领导的保卫

祖国委员会。戈尔盖诬蔑性地指责他们从首都逃跑。但是，实际上正是

这个后来公开背叛革命并叛卖性地在匈牙利军队投降书上签字的戈尔

盖，没有执行科苏特关于保卫布达的命令，然后在科苏特不在的情况下

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行作出不战而把该城交给文迪施格雷茨的决

议。——第８１页。

８６ 昂吉安公爵以参加反拿破仑的密谋的罪名被判处死刑。１８０４年３月２１

日被枪决。——第８２页。

８７ １８５２年８月，马克思实现了这里所说的想法，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

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英国各政党作了评述，并揭露了英国选

举制度反人民的实质。这些文章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

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８１—４１１页。——第８２页。

８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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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皮尔派 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

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

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１８４６年，皮尔为了工业

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保护关税派的强

烈不满。１８５０年皮尔死后，皮尔派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８２、５０２页。

８９ 指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０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８２页。

９０ 马扎斯 是巴黎的监狱，所谓德法密谋案的被捕者关押在这里。——第

８３页。

９１ 克勒蒙特 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１８４８年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

的住地；奥尔良派为恢复奥尔良王朝在法国的王位而进行的阴谋活动

的中心之一。——第８３页。

９２ 指对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７）盟员的起诉

书。——第８４页。

９３ 《恋爱中的罗兰》（《ＬＯｒｌａｎｄｏｉｎｎａｍｏｒａｔｏ》）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

人博雅多的骑士史诗；１４９５年在意大利发表。十六世纪洛·多米尼基

和弗·贝尔尼改写了这部著作。贝尔尼的《恋爱中的罗兰》改写本最为

著名，于１５４１年出版，多次再版。博雅多的史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伦

敦再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引用了史诗

《恋爱中的罗兰》的一些个别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３６０、３６６、３８０页）。——第８４页。

９４ 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３日《总汇报》发表了一项通告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

起诉书已经写好并交给被告的辩护人进行研究。——第８５页。

９５ 指德·狄德罗的著作：《拉摩的侄子。对话》１８２１年巴黎版（《ＬｅＮｅｖｅｕ

ｄｅＲａｍｅａｕ，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和《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１７９７年

巴黎版第１—３卷（《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ｅ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ｅｅｔｓｏｎｍａｌｔｒｅ》．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７９７）。——第８８页。

９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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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指１８５１年４月生效的普鲁士刑法典。原先，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实施的

是１８１１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

刑法典（Ｃｏｄｅ Ｐéｎａｌ），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直到１８５１年春天，这

个刑法典在莱茵省同民法典一起仍然有效。——第８８页。

９７ 指厄·克尔德罗瓦１８５２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下列著作：《战斗的舞台，

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比埃尔·

勒鲁、马丁·纳多、马拉尔梅、阿·比昂基（利尔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

之间前不久进行的一场最后的大搏斗》（《ＬａＢａｒｒｉèｒｅｄｕｃｏｍｂａｔｏｕ

ｄｅｒｎｉｅｒｇｒａｎｄａｓｓａｕｔｑｕｉｖｉｅｎｔｄｅｓｅｌｉｖｒ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ｅｓｃｉｔｏｙｅｎｓＭａｚｚｉｎｉ，

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ＬｏｕｉｓＢｌａｎｃ，ＥｔｉｅｎｎｅＣａｂ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Ｌｅｒｏｕｘ，Ｍａｒｔｉｎ

Ｎａｄａｕｄ，Ｍａｌｌａｒｍｅｔ，Ａ．Ｂｉａｎｃｈｉ（ｄｅＬｉｌｌｅ）ｅｔａｕｔｒｅｓ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ｄｕＮｏｒｄ》）

和《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ａｎｓＩｈｏｍｍｅｅｔｄａｎｓ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第８９页。

９８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１８５２年巴黎版（Ｐ．Ｊ．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ｄéｍｏｎｔｒéｅ ｐａｒ ｌｅ ｃｏｕｐ 

ｄＥｔａｔ ｄｕ ２ Ｄéｃｅｍｂ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２）。——第８９页。

９９ 恩格斯暗指下面的事实：充当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人的科伦检察

官泽特，在１８４９年２月审理金克尔侮辱驻美因兹的普鲁士卫戍部队的

案件时，发表了一篇不成功的起诉词。这篇起诉词在《新莱茵报》上遭到

嘲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５９—３６１页）。——第

９０页。

１００ 费·斯米特《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

柏林版第１—３部（Ｆ．Ｓｍｉｔ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ｕｆ－ｓｔａｎｄｅｓ

ｕｎｄＫｒｉｅｇｅｓｉｎ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８３０ｕｎｄ１８１３》．Ｔｈｅｉｌｅ —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３９—１８４８）。——第９０页。

１０１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１８３１年战局述评》１８４７年柏林版第１卷（Ｌ．

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ｓｋｉ．《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Ｆｅｌｄｚｕｇｅｓｖｏ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３１》．

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第９０页。

１０２ 马克思随此信将一篇论述英国各政党的文章寄给恩格斯译成英文。马

０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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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本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实际上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在这

以前，他寄给美国的文章只是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

命》。最初马克思用德文为《论坛报》写文章，然后将它们寄给恩格斯翻

译成英文。在翻译中，恩格斯有时把长篇文章分为两篇，然后马克思把

它们作为独立的文章寄给报纸。这一次恩格斯也把寄给他翻译的材料

分成两部分，马克思于８月６日和１０日把它们分别以《英国的选

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为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８１—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７页）寄往纽约。从１８５３年１月底

起，马克思已经精通英文，开始自己用英文写通讯。

    下面是指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卢格的文

章《欧洲的公法》一文。——第９１页。

１０３ 马克思担心德纳在美国竞选运动的情况下会拒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

上刊登评述英国辉格党的文章，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支持美国

辉格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司各脱。

    辉格党 是美国的一个政党，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

级的利益，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辉格党存在于１８３４年至

１８５２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尖锐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

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地党人一起，于

１８５４年组成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加入维护种

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第９１页。

１０４ 指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德国

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该文作者大概是格里利。——第９２页。

１０５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

是马克思（见注４），因为马克思已被正式列为该报的通讯员。——第

９５页。

１０６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此文写于１８５０年４

月，发表在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第４期上，没有署

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１—３５４页）。文中揭露了

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塔特法庭上受审的金克尔的卑鄙

１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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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克尔在他的１８４９年８月４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

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９６、５４０页。

１０７ 指金克尔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１４日给克路斯的信。——第９７页。

１０８ 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４日写给金克尔的这封信保存下来的是现在这种

异文，以及克路斯在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马克

思１８５２年７月３０日给他的信的片断的抄件（见本卷第５４１页）。寄给

金克尔的原件没有找到。——第９７页。

１０９ 指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２日随信寄给马克思一份秘密通告，这份通告

是科苏特在纽约期间于１８５２年６月２８日写给在美国的德国人的。科

苏特在这个通告中敦促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在行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提出冒险主义的选举纲领，这个纲领宣布美国对欧洲事务进行武装干

涉以期在欧洲各国实现革命变革的原则。为了揭穿科苏特（他曾正式宣

布主张不干涉客居国家的内政）这个号召的冒险主义性质，克路斯筹划

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这个通告。这是科苏特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４日离开

美国的直接原因。１８５２年８月７日这个通告连同批判科苏特立场的评

论一起发表在《人民报》第１４号上。——第９７页。

１１０ 美国革命联盟 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推销所谓

“德美革命公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戈克和菲克勒尔于１８５２年１月

建立。——第９８、１０４、５４２页。

１１１ １８５２年５月，法国根据宪法应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在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中间，特别是在流亡者中间，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波拿巴政变以前

曾把民主政党上台执政的希望寄托在１８５２年５月上。——第１０２页。

１１２ 指金克尔企图为他颂扬卡芬雅克一事进行辨解，说这是在１８４８年巴黎

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前；卡芬雅克在六月起义期间被委任为行政权首脑，

指挥了对这次起义的镇压。但是在１８４８年６月以前，这个法国军阀的

代表人物就是扼杀人民运动的凶手，他参加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由

于在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肮脏的殖民战争中“有功”，卡芬雅克在

１８４８年２月被法国资产阶级集团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第１０６页。

１１３ 关于此事见注１０９。这里所提到的关于科苏特活动的一些事实，马克思

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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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恩格斯是从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４—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才获悉

的。——第１０７页。

１１４ 马克思引用的是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８月５日给他的信。——第１１０页。

１１５ 指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４０页）一事的失败。魏德迈根据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委托，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主要部分从布鲁塞尔转

寄到威斯特伐里亚，因为当地企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尤

·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原定在这里出版这本书；然而，在最后时刻，出版

商却以缺乏资金为借口，拒绝出版这本书。拒绝的真正原因是出版商自

己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所反对的那个流派的有关代表人

物。——第１１０页。

１１６ 信没有找到。——第１１１、１２８、１３２、１６４、２３９．３２０、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３、

３４８、３５６、３７０、３７２、４１２、４２１、５１９、５６０、５６９页。

１１７ 指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所成

立的单独联盟（见注１８）。——第１１２页。

１１８ 指为《人民报》提供资金的该报伦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十三人，其中

除宪章派外，还有站在资产阶级激进反对派立场并力图利用该报为资

产阶级激进派谋利益的人。——第１１２、１２３页。

１１９ 指萨伊在《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０年布鲁塞尔版第３９４页（《Ｃｏｕ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０，ｐ．３９４）中

所讲的情况。——第１１２页。

１２０ 恩格斯是指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左右并寄来让他译成英文的

一篇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本质。恩

格斯在翻译时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马克思于８月２０日

寄往纽约，题为《选举中的舞弊》；第二部分由马克思于８月２７日寄往

纽约，题为《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３９８—４０４页和第４０５—４１１页）。——第１１３页。

１２１ “圣杯”——据中世纪德国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

１１６页。

３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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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光明之友”是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

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１８４６年，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从官

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所谓的“自由公理会”。这个“自由公理会”以宗教

的形式表现出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激进分子的反对派情

绪。——第１１７页。

１２３ 集中 是波兰民主协会于１８３６年成立的领导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

１８３２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

的纲领规定恢复波兰的独立，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把份地无偿

地交给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

１８４６年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在１８４９年夏季波兰民主协会在

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

员仍旧留在法国。五十年代是民主协会内部思想混乱时期。１８６２年，由

于在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

散。——第１２１页。

１２４ 信中所引关于费特尔去意大利以及关于基什和其他人行动的材料，马

克思在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

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８卷第４１２—４１５页）一文中利用了这个材料。——第１２１页。

１２５ 在德国和英国（用英文）再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当时没有成功。该书的第二版直到１８６９年才在汉堡出版。——第

１２２页。

１２６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篇，《纽约每

日论坛报》没有发表。在１８９６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

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４４９—４５６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于《德国的

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第１２７页。

１２７ 指住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列·海弗纳尔的回忆录《在巴黎

三年》，其中对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的德国流亡者作了评述。

    马克思所说的 曼彻斯特的档案 是指存放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以及其他与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关的材

４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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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第１２９、１４８、５４８页。

１２８ 指一期情报通报《石印通讯》（《Ｌｉ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ｒｔｅ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这个

通报由魏德迈于１８５２年８月至１０月在纽约出版。——第１３１页。

１２９ 恩格斯是指海因岑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雅努斯》报的状况，

海因岑在该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进行

了诽谤。——第１３１页。

１３０ 这里说的是普鲁士为了恢复关税同盟而采取的行动。德意志各邦的关

税同盟是１８３４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它是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

而产生的，该同盟进一步促进了德国的政治上的统一。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在普、奥（未加入关税同盟）之间为了争夺在

德国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尖锐斗争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之后，关税同

盟事实上已不再存在。然而普鲁士在１８５３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这个同

盟一直存在到１８７１年，即存在到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了全国的政治

上的统一。

    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见注

１２６。——第１３２、１４４页。

１３１ 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贫困和贸易

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一文中利用了工厂视察员霍纳的统

计报告中的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９—

４２０页）。——第１３６页。

１３２ 伦敦小市民 是对伦敦东头居民的一种轻蔑嘲笑的叫法；在更广泛的意

义上是指伦敦人、伦敦庸人。——第１３７页。

１３３ １８５２年９月３日至２２日《卡尔斯卢厄日报》第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２、２１４、

２１７—２２０和２２４号上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

和革命公债》。１８５２年９月１１日至１３日《总汇报》第２５５—２５７号上转

载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第１４３页。

１３４ 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８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马志尼和科

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中利

用了上述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３—４１４

５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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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１４４页。

１３５ 人民同盟 是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１日在伦敦建立的一个组织，是德国流亡者

各个集团一再试图联合的结果。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的代表签订了《关

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这个协议由戈克代表美国革命联盟以及由金

克尔、维利希作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和１１０）管理委员会的

委员签字。人民同盟除了吸收留居英国的德国人以外，还吸收英国人参

加自己的队伍。然而，由于自己的冒险主义纲领毫无根据和小资产阶级

流亡者中间持续不断发生内部争吵，人民同盟就象早先成立的流亡者

组织一样，存在时间不长。——第１４４页。

１３６ 指德国的两个宗教反对派——所谓的“德国天主教”和试图成立全德国

教会的新教“自由公理会”（见注１２２）。“德国天主教”是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旨在反对天主教会里各种极端的神秘

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这个教

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象“自由公理会”一样，“德国天主教”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

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以及想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意图。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合并。——第１４４、５７１页。

１３７ 大磨坊街协会，见注７８。——第１４４页。

１３８ 马克思就泽尔菲给他的信（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２日）中所叙述的各省、特别

是里昂对路易－拿破仑的接待一事同恩格斯交换意见。——第１４４

页。

１３９ 关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月１２日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进行

的审判，见注７。——第１４５页。

１４０ “恶意揣度者可耻”（《Ｈｏｎｎｉｓｏｉｔｑｕｉｍａｌｙｐｅｎｓｅ》）是英王爱德华三世

在１３５０年所设置的“袜带勋章”上的一句箴言；这句箴言用金丝绣在深

蓝色的天鹅绒带子上，勋章获得者把它带在左膝下面。——第１４５页。

１４１ 马克思讽刺地暗示在印加（十五世纪秘鲁地区内形成的早期奴隶占有

制国家的所谓统治上层）国和古代斯巴达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若干

特征；古代斯巴达（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社会制度是同传说中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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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莱喀古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第１４５页。

１４２ 马克思指１８５２年９月发生的琼斯同宪章运动革命派的敌人进行斗争

的如下一些细节。琼斯所编辑的《人民报》由于马克思的积极帮助而采

取了越来越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性质，这引起了《人民报》伦敦委

员会（见注１１８）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抗。１８５２年８—９月间，该报的

财经状况极为困难。琼斯的敌人借口他似乎滥用贷给该报的资金，对他

进行种种阻挠。１８５２年９月１５日，在“伦敦南大厅”召开了人数众多的

宪章派大会，会上该委员会的委员们试图论证他们责难琼斯的理由。然

而，琼斯在发言中证明这些责难是虚伪的，之后，大会表示信任琼斯和

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过了几天，《人民报》的债权人发表了一个告

全国全体宪章主义者书，要求９月２１日再次召开宪章派大会来讨论这

个问题。但是这次大会以琼斯的敌人完全失败而告终；琼斯在发言中说

明，伦敦委员会资产阶级成员的用心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报纸。——第

１４５页。

１４３ 指哈尼１８５２年秋季试图跟合作社运动和工联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

和小资产阶级活动者侯里欧克、汉特、库伯、牛顿等一起成立英国“统一

的民族党”来争取普选权。哈尼同激进派缔结联盟的代价是放弃为人民

宪章其余五条和宪章派的社会要求而奋斗。然而这些在被阉割得适应

激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宪章派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新党的这种尝试并没有

成功。——第１４６页。

１４４ 关于赫尔岑和海尔维格的相互关系，见亚·伊·赫尔岑《往事与回忆》，

第五部分（《家庭的戏剧》）。——第１４９页。

１４５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

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中利用了这些事实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４—４１５页）。——第１５１

页。

１４６ 这里和上面提到的书是：尔·阿·弗辽利希《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

明图解指南》（Ｒ．Ａ．Ｆｒｏｌｉｃｈ．《Ｋｕｒｚｇｅｆａβｔｅ ｔａｂｅｌｌａｒｉｓｃｈ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 

Ａ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ｚｕｒ ｓｃｈｎｅｌｌｅｎ Ｅｒｌｅｒｎｕｎｇ ｄｅｒ ４ ｓｌａｖｉｓｃｈｅｎ Ｈａｕ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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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ａｃｈｅｎ》）。该书第一版１８４７年在维也纳出版。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

德朗克的信没有找到。——第１５４页。

１４７ 塔谢罗的文件 是法国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败坏布朗基的声誉而由

警察当局伪造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编成似乎是１８３９年布朗基因秘密革

命团体“四季社”案件被捕以后向侦查机关提供的供词，由资产阶级杂

志《往事述评》（《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ｒé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的编辑塔谢罗于１８４８年

３月３１日发表。这个诽谤性的文件的流传，使革命民主阵营受到严重

损失，散布了对布朗基的不信任，加深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之

间的矛盾，这一点被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利用。——第１５６页。

１４８ 雅典神殿 ——在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有过一些以

这个名称命名的文人学者聚集的俱乐部。——第１５６、１８２、１９０、２２９、

６３０页。

１４９ 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６日的《晨报》上刊载了一篇以《德国“孤星”》（《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Ｌｏｎｅ Ｓｔａｒ》》）为题的文章，谈到戈克和菲克勒尔在美国建立

流亡者组织——美国革命联盟（见注１１０）的活动。马克思讽刺地利用

文章的标题，把这个组织叫做“德国债星协会”，并暗指美国革命联盟推

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的活动。１８５２年９月，在惠林（美国）

举行了马克思在下面提到的美国革命联盟代表大会。——第１５６、５７１

页。

１５０ 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由恩格斯译

成英文，并由马克思于１０月１５日和１９日分成下述两篇文章寄往纽

约：《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业繁荣的政治

后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６—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８

页）。——第１５７页。

１５１ 指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１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根据１０月７日《新普

鲁士报》的材料写成的通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

日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４２９—４３０页）中，提请英国舆论界注意《泰晤士报》和《每日新

闻》编辑部对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７）所持的支持普鲁士反动派

的立场。——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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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指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和１０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中审问被告毕尔格尔斯时的行径。——第１５８页。

１５３ 指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６日写的关于英国各个政党的状况的文章。文

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于１１月２日和９日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寄

往纽约，其中第一篇发表于１１月２９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是《各

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第二篇发表于１１月２５日，没有标题（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３３—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２页；第二篇文章的标

题：《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是编者加的）。——第１５８、１６１页。

１５４ 很可能指的是皮佩尔译成英文的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

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第１５９页。

１５５ 恩格斯指作为科伦案件原告证人的警务顾问施梯伯企图在１８５２年１０

月１８日法庭开庭时的证词中硬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所谓德法密

谋（关于这一点，详见注党人案件被捕，他在侦讯中作了叛卖性的供词。

豪普特在审判前就被警察当局释放，逃到了巴西。他的供词使被告的处

境恶化，该供词由泽肯多尔夫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３日法庭开庭时在起诉

词中宣读。——第１６１页。

１５７ 评价员是英国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

第１６２页。

１５８ 关于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事情，详见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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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０—４９４页）。——第

１６２页。

１５９ 马克思想靠维尔特通过出版商敦克尔在柏林打听出版商艾森曼（或艾

泽曼）的情况，班迪亚说，他同这个出版商商谈了关于发表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事宜。——第１６２页。

１６０ “库伯密探”是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

奇，他出于思想上的爱国主义的冲动而执行了密探的任务。—— 第

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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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施梯伯提出了似乎在科伦

的被告们被捕以后由马克思在伦敦建立的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的

所谓“原本记录”，作为起诉材料。按施梯伯的假证词说，记录人是林格

斯和李卜克内西。实际上，“原本记录”是警察当局伪造的，伪造者是密

探希尔施，此人钻进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被同盟盟员揭发，并于１８５２

年２月１９日前后被开除出同盟。由于希尔施已被开除，决定改变共产

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成员们每周集会的地点和日期。希尔施不知道这

个决定，在他捏造的记录上都标明为星期四，其实会议已改在每星期三

举行了。把希尔施的笔迹取样寄到科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被告们的辩

护人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后来为了同一个目的，还把林格斯和李

卜克内西的笔迹也取样送到科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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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４９８页）。由于马克

思把必要的材料和指示寄给了辩护人，警察当局的伪造被揭穿了，作为

起诉材料的“原本记录”实际上也被推翻了。——第１６４页。

１６２ 在施梯伯提交陪审法庭的“原本记录”中，伪造了被告之一的丹尼尔斯

博士的妻子给马克思的信，在这些信中伪造她谈到了在科伦受侦讯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情况。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科伦日报》第２７４

号上，刊载了丹尼尔斯夫人的父亲、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声明驳斥了

丹尼尔斯夫人同马克思通过信的事实，并宣告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

“欺骗”。这个事实给予企图把“原本记录”用作起诉材料的重要部分的

原告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中引用了这个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９７—

４９８页）。——第１６６、２３６页。

１６３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４５７—５３６页）是一部战斗性的抨击性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痛斥

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１８５２年１０

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

经着手写这一著作；１２月初写完这一著作。１２月６日，手稿寄给了瑞士

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克路斯。

１８５３年１月，抨击性著作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３月间在巴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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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两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

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１８５３

年４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１６７页。

１６４ 揭露舍尔瓦尔是一个密探和奸细的这个材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庭开庭时的辩护词中利用过，稍后，马克思在抨击

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曾经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４—４８７页）。由于揭露了舍尔瓦尔

及其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注７７）案件中当奸细一事，马克思给科伦案件

的辩护人提供了材料去驳斥原告提出的诽谤，即似乎科伦共产党人参

与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冒险密谋活动。马克思寄

来和辩护人在案件中加以利用的材料表明，反动派企图把共产主义者

同盟说成是国际密谋的中心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揭穿了警察当局为此

而使用的种种手段的拙劣无耻。——第１６８页。

１６５ 指马克思同海·贝克尔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集而进行的通讯。就这个

问题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开始商谈，商谈的结果，于１８５１年４月底在科伦

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第１分册（《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Ａｕｆｓａｔｚｅｖｏｎ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Ｈｅｆｔ，Ｋｏｌｎ，１８５１）。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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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曾于１８５１年２

月中由他从科伦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３月２０日给丹尼尔斯的信

（这封信没有找到）中谈了自己对手稿的意见。丹尼尔斯也就这部手稿

给马克思写过几封信。由于１８５１年６月接着而来的丹尼尔斯的被捕，

并被交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手稿一直没有发表。——第１６９

页。

１６６ 马克思指希尔施在工人协会所作的记录。这个协会是在马克思的支持

下于１８５２年１月在伦敦成立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

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１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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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们（见注７８和１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

员，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并归附

于原先的组织了。——第１６９、１８１、５１３页。

１６７ 采取这些办法为的是要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以及希尔施参与伪

造了这个记录；也是要揭穿施梯伯的证词的虚伪性。这些办法马克思在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第４９６—５０６页）。——第１７０页。

１６８ 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

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学生会的许多成员，在１８１５年维也

纳会议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

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１８１９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

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

在１８１９年８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各

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１７０、

５２４页。

１６９ 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援引了贝克尔

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７日给他的信的这段摘录，用来证明原告企图把维利希

—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举动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是毫无根据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９页）。——第１７０页。

１７０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除发表于《晨报》

外，还发表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的《旁观者》，１０月３０日的《人民报》、

《先驱》和《观察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２９—４３０

页）。——第１７１页。

１７１ 指巴特尔米和法国流亡者库尔奈之间的决斗，结果库尔奈被打死。巴特

尔米由于参加决斗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凡迪门 岛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１８５３年以

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１７１、２３２页。

１７２ 马克思转往科伦的这封信，施奈德尔第二在１１月４日法庭开庭时的辩

２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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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词中曾用来揭露施梯伯过去的密探活动；马克思认为这封信作为揭

发性文件具有很大的作用，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全文加以

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０７—５０８页）。——第

１７３页。

１７３ 指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１８５０年９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建立

的单独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见注１８）。——第１７４页。

１７４ 指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１８４９年９月，马克思被选入该委员会。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流亡者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活动，委

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者的建议改组成了有马

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１８５０年９月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

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１７４页。

１７５ 关于罗伊特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文件，以及警察当局利用这些

文件炮制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罪状，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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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４７０页）。——第１７４

页。

１７６ 马克思指的是施梯伯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的证词中企图把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归结为私人

纠纷，硬说马克思期望由于未来革命的结果而当上德国的独裁者并任

命自己的战友和朋友们为大臣。——第１７５页。

１７７ 指阿·茹·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

版（Ａ．Ｊ．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共两卷。——第１７５页。

１７８ 关于这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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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０—４９２页）。施奈德尔第二在１１月４日的辩

护词中揭露了施梯伯捏造的与警察当局没收马克思给科特斯的信有关

的事实。——第１７６页。

１７９ 刑法典（Ｃｏｄｅ ｐéｎａｌ）（见注９６）对伪证、诽谤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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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刑事处分。——第１７８页。

１８０ 指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９日《晨报》上刊载的一篇科伦通讯员的报道，这篇报

道相当客观地说明了科伦案件的进程。——第１７９页。

１８１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就上述各点写成的、经英国法庭证明后寄到

科伦的证词，由施奈德尔第二在案件中用来驳斥施梯伯的控告和证词

中的说法，并用来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

    《红色问答书》的作者是依附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莫泽斯·赫

斯，它的附函是又一个警察伪造的文件，它仿照马克思的笔迹，目的在

于证明科伦的被告们和马克思同该集团普鲁士莱茵省成员的冒险活动

有关。马克思揭发这个伪造文件的声明，曾寄给科伦被告的律师们，并

寄给《晨报》编辑部，该报于１１月２日发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３１—４３２页）；１１月６日，《人民报》也刊登了

这个声明。施奈德尔第二打算在１１月４日的法庭上宣读马克思的声

明，但遭到了检察当局的反对，检察当局拒绝审理出自马克思的文件

（关于这一点并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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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５２０页）。但是，原告被迫不再利用“附函”来反对科伦

的被告们。——第１８０页。

１８２ 敦克尔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写信给维尔特，答复他打听的关于出版商艾

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见注１５９）。敦克尔在信中说，没有这样一个姓氏

的《立宪主义者报》出版商。

    科特斯被捕的原因是，警察扣下了一封马克思寄给他转交贝尔姆

巴 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９０—４９１

页）。——第１８１页。

１８３ 欧德曼 是英国市参议会或郡参议会的一部分议员，他们从市参议会或

郡参议会的全体议员中定期选举出来去执行直接的行政职能。——第

１８４页。

１８４ 指《红色问答书》的附函（见注１８１）。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严厉地斥责了赫斯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其他成

员的立场，他们默许警察当局，把属于这个集团的反映其冒险活动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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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爆发革命的错误主张的文件，用来作为反对科伦被告们的起诉材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５—５２６页）。——第１８４

页。

１８５ 恩格斯指对毕尔格尔斯提出的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他参加了１８５０年

１２月１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起草和１８５１年

５月他按照科伦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任务从科伦前往汉诺威、汉堡、柏

林、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等地。起诉书企图把毕尔格尔斯的文件和宣传

旅行，以及下面提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特使诺特荣克１８５１年５月到莱

比锡的旅行（他在这次旅行期间被捕），当作被告们参加广泛的共产主

义密谋的证据。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们、主要是毕尔格尔斯，鉴于同盟的分裂而起

草的。告同盟书的起草者们，整个说来，是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

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指出了理论对于发展共产主

义运动的意义。告同盟书中说，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所建

立的单独联盟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然而这个文件没有

揭示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过错部分地也归咎

于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告同盟书的个别论点带有含混的、不明确的

性质。告同盟书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们被捕而落入警察之手以后，

曾被刊登在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１７１号和１８５１

年６月２４日《科伦日报》第１５０号。——第１８７、１９９页。

１８６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筑成，是为１８５１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

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１８７页。

１８７ 恩格斯指警监戈德海姆在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３日庭审时的证词的意思。关

于这个证词的报道刊载在１１月４日的《科伦日报》上。

    “原本记录”的伪造性质在案件的进程中被揭穿以后，施梯伯为了

挽回起诉书的名誉和掩饰他的失败，要了新的花招，其目的是要消灭这

一警察诡计的罪证，并把事情说成好象这种诡计的确有某些可靠的事

实为依据。为此目的，他派了警监戈德海姆到伦敦作“补充调查”，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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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科伦以后，在法庭上声明，他如何在警监格莱夫的帮助下查明，虽

然所谈的本子不是“记录”，而是“笔记”，但的确是由Ｈ．李卜克内西（这

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记录人；由于辩护一方提出了有Ｗ．李卜克内西

真正笔迹的文件，而这个笔迹又和“记录”的笔迹不符，于是施梯伯就造

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出卖给普鲁士密探弗略里的，其中有共产党人在马

克思那里召开的秘密会议的札记。戈德海姆担保说，看到过李卜克内西

的亲笔收款条。他还声称，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７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

密会议”上，讨论过对付这个罪证的措施。提出这些证词旨在扰乱辩护

一方（这些证词是在辩护人发言的前夕蓄意编造出来的）并且把陪审员

弄糊涂，然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庭上的发言中

证明了这些证词的伪造性质。关于这一点并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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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９—５０６、５１０—５１２

页）。——第１９０、１９２页。

１８８ 摘自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陪审法庭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３日庭审时的起诉

词。——第１９０页。

１８９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９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是由阿

·卢格及其拥护者组织的。卢格、陶森瑙、隆格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

和民主派都在大会上发了言。所有发言都是关于自由的华丽而抽象的

空话。

    燕妮·马克思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由马克思寄往美国，据克路斯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９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篇报道发表在《费拉得尔菲亚

民主主义者报》（《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上。——第１９１、１９７页。

１９０ 弗略里被迫作出的揭露戈德海姆供词的声明，没有在《科伦日报》上发

表。它到达科伦辩护人手中时已经在案件结束以后。马克思在《揭露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第１９３页。

１９１ 马克思揭露施梯伯的声明，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１日，曾经寄给《科伦日

报》、《法兰克福报》和柏林《国民报》，但这些报纸编辑部没有发表。声明

的原件没有找到。后来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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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件事，并提到了德国报纸编辑部拒绝发表这个声明的原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０８页）。——第１９３页。

１９２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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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５１６、５２７—５２９页）。——

第１９５页。

１９３ 指１８５２年１０月间以石印通告形式发表的赖辛巴赫的财务报告和声

明。他负责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的钱柜。赖辛巴赫在声明

中说，他拒绝掌管公债的钱柜是鉴于革命公债的思想没有得到实现。后

来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赖辛巴赫声明的摘

要，来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的冒险主义的“玩弄革命”，以及

他们中间经常发生的内部纠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

第７３７—７３８页）。

    关于曼彻斯特的档案，见注１２７。——第１９５、５７０页。

１９４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信给法兰克福新闻记者艾布纳尔（后来弄

清楚，艾布纳尔是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请他了解在该地能否出版

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第

１９６页。

１９５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９日写了《最近的科伦案

件》一文，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页）。后来，这篇文

章被编入经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整理于１８９６年出版的恩格斯《德

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结束这组文章、

而《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登载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篇，以后该书的许

多版里也载有这篇文章。——第１９６页。

１９６ 指《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声明送交《晨报》编辑，署名的是

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和威·沃尔弗（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５—４４８页）。——第１９６页。

１９７ “意大利之友”是由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

１８５１年５月在伦敦成立的组织。目的是影响英国舆论以支持意大利的

７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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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第１９７页。

１９８ 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后来发现马克思１８６０年笔记本内有关写作《福格

特先生》这本抨击性著作的资料中有作者自己抄写的此信全文。——

第１９７页。

１９９ 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

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马克思把呼吁书转寄给克路斯在美国的德文报

纸上发表（见本卷第５６４页）。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１月份《加利福尼

亚州报》（《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

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４２—６４６页）。——第

１９７、２１８、５６４页。

２００ 指魏德迈在纽约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

遇到的资金上的困难。——第１９８页。

２０１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的反动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是在受法国１８３０年七

月革命影响而力图恢复民主运动的活动被镇压以后出现的。

    关于蛊惑者，见注１６８。——第１９９页。

２０２ 指科布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６日在下院讨论贸易自由对英国经济发展的

意义的决议时的发言。表决结果通过了由保护关税派修正的，贬低了

１８４６年取消谷物法的意义的决议。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的《议

会。——１１月２６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一文（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３７—５４４页）。——第２０１页。

２０３ 指所谓的德法密谋（见注７７），普鲁士和法国警察的代理人舍尔瓦尔对

捏造这次密谋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写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跟舍尔瓦尔的阴谋活动有关的重要情节。马克思

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使用了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第２０２页。

２０４ 恩格斯在１８５２年１２月下半月来到伦敦，一直住到１８５３年１月１０

日。——第２０４、２０７页。

２０５ 大概是指赫尔岑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Ｄｕ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ｄｅｓ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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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é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ｅｎＲｕｓｓｉｅ》），１８５１年第一次在尼斯以单行本形式

出版；增订第二版也用法文于１８５３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０９页。

２０６ 指的是靠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而募集的钱。——第

２１０页。

２０７ 指发表在威·魏特林于纽约出版的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工人共和国

报》第５２号上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一文，这篇文章有诬

蔑攻击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容。

    “康姆尼”是魏特林的拥护者们为了实践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的

原则，于１８４９年在艾奥华州（美国）建立的移民区。很快就暴露出这个

企图是站不住脚的。移民区由于内部矛盾和财务困难，在１８５３年就不

再存在。——第２１１、３５８页。

２０８ 马克思指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日《经济学家》杂志第４９１期上的《英

格兰银行和贴现率》一文。——第２１１页。

２０９ 指各报上刊载的拿破仑第三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日同欧仁妮·蒙蒂霍结婚

时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演说完全是对各旧统治王朝的挑战。——第

２１２页。

２１０ １８５３年初，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教授，由于出版了自己的

著作《十九世纪史序言》（《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１９．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被控教唆叛国和危害社会治安而受到司法追究，反动派

认为该书维护民主制度和攻击君主政体。——第２１２页。

２１１ 指理·科布顿的小册子《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５３年，三封信》１８５３年曼彻斯特

版（Ｒ．Ｃｏｂｄｅｎ．《１７９３ａｎｄ１８５３．Ｉｎｔｈｒｅ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３）。

    马克思说的“和平会议”是指１８５３年１月底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

织——和平协会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英国自由贸易派在

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

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大会的活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

措施》一文中对科布顿的小册子以及对曼彻斯特和平大会作了评述（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８０—５８３页）。这篇文章里也利

９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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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这封信下面所引的英国保守党报纸上的材料。——第２１２页。

２１２ 指土耳其和门的内哥罗之间的武装冲突，门的内哥罗原是苏丹的藩属，

它脱离苏丹而获得了完全的独立。１８５３年初，土耳其军队侵入门的内

哥罗境内，但是俄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迫使苏丹

很快就召回了自己的军队。——第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６页。

２１３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在米兰发动的、受

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

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

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９３—５９４、６００—６０２、６２１、６２４—６２５页）。——第

２１４、５８６页。

２１４ 瑞士的德森（提契诺）州在十九世纪是意大利流亡者的中心之一。该州

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印刷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就在这些印

刷所里印刷他们的书籍和文件。——第２１４页。

２１５ 科苏特在匈牙利革命军失败以后，转移到土耳其管辖的领土上去，被扣

留在维丁要塞（保加利亚）。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２日他向仍驻扎在科马罗姆

要塞的起义部队呼吁继续斗争，答应很快将从英国方面给予支持，但

是，这支部队鉴于继续抵抗已没有意义，便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投降条

件。——第２１５页。

２１６ 洪韦德（匈牙利文是《ｈｏｎｖéｄ》——“祖国保卫者”）是匈牙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对１８４８年夏季匈牙利政

府建立的匈牙利国民军士兵的称呼。这里是指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

士兵。——第２１５页。

２１７ 马克思指１８５３年２月英国报纸上刊载的梅恩·里德的一封信。梅恩·

里德在这封信里代表科苏特声明他与米兰起义（见注２１３）无关，并宣

布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科苏特签字的呼吁书《以匈牙利人民的名

义致在意大利的士兵们》是伪造的。——第２１６页。

２１８ 马克思引用了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９日《先驱》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科苏特

０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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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米兰起义》。——第２１６页。

２１９ 马克思的《弗兰茨－ 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

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一文里引用了信里提

到的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的声明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８卷第６０１页）。——第２１７页。

２２０ 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一次运动，目的是争取工厂主遵守１８４７年议会通过

的童工和未成年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争取在所有的工人中推行此项

法案，并争取废除违反１８４７年法案把工作日定为十小时半的１８５０年

法律。反动的托利党集团和英国教会的代表人物企图利用这次运动，来

达到蛊惑性的目的，使工人阶级仇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从而巩

固土地贵族的地位。马克思在他的《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

工作日的斗争。——饿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６０９—６１５页）一文中对争取遵守十小时工作日法的运动作了评

述。——第２１９页。

２２１ 指辉格党首领、阿伯丁联合政府内阁成员约翰·罗素在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０

日议会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罗素所阐述的政府措施纲领是从原先的

诺言后退了。马克思所引的关于这个演说的意见，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２

日《泰晤士报》。马克思在《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９３—５９８页）一文里对罗素的演说作

了评述。——第２１９页。

２２２ 指科苏特就他与米兰起义（见注２１３）有关一事辟谣。最初他试图借助

梅恩·里德给英国各报纸编辑部的信来达到这一目的（见注２１７）。后

来，马志尼在１８５３年３月２日《每日新闻》上发表了答复文章，科苏特

又在英国报刊上表示拒绝承认自己是号召起义的传单的起草者，其理

由是，同他还在１８５１年签署的传单手写文本相比，传单的印刷文本中

有未与科苏特商量就按新出现的形势所作的某些必要的修改。——第

２２０页。

２２３ “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８５５年１月）的讽刺

性称呼，内阁由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组成；许多重要职位都让给了议会里

１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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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自由派集团的代表。马克思在《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

途及其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５３—５５８页）一文

中对这个政府作了评述。——第２２０页。

２２４ 指英国议会里的质询，起因是传闻大陆列强反动政府，首先是奥地利反

动政府，企图要求英国政府把政治流亡者（特别是马志尼和科苏特）逐

出英国。１８５３年３月１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否认有这类要求，并蛊感性

地宣称，如果提出这些要求，英国政府决心断然予以拒绝。可是，３月４

日，内阁首领阿伯丁在上院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准备对流亡者提出司

法追究。——第２２０页。

２２５ 希腊辩论 是指１８５０年６月英国议会关于英国希腊冲突问题的讨论，

这次冲突是由所谓英国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引起的。帕西菲科

在雅典的房屋于１８４７年被焚，这就成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

派英国舰队到希腊沿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在下院讨

论冲突问题时，帕麦斯顿发表了侵略性的演说，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民军法案 ——见注３３。

    关于答辞的辩论 是在１８５０年议会冬季会议上发生的。起草国王

演辞答辞的通常程序，成了广泛批评帕麦斯顿所参加的罗素的辉格党

政府的导火线。——第２２１、６１６页。

２２６ 指１８５３年３月３日激进派休谟在下院提出的关于废除多少带有保护

关税性质的一切关税的提案。提案遭到内阁和议会多数的反对。对休谟

提案和格莱斯顿及其内阁同事对建议的态度的评价，见马克思《内阁的

成就》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６—６４页）。——第

２２１页。

２２７ 指戴·乌尔卡尔特的书《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市政组织和自由贸易；

英国在东方贸易的现状和前途；新的希腊政府，它的收入和国有财产》

１８３３年伦敦版（Ｄ．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ｔｓ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ｔｈｅｎｅｗ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ｃｅ，ｉｔ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第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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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 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一文里揭露了《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之间在

东方问题上的论战的实质；他在这篇文章中也评述了乌尔卡尔特的观

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２４—３０页）。——第２２２

页。

２２９ 指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９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通商条约。马克思在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

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中对这个条约作了评述（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２６—６２７页）。——第２２３页。

２３０ 联邦委员会 是瑞士政府的名称。——第２２４页。

２３１ 《纽约每日论坛报》自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８日到４月１６日这个时期刊登了

马克思从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８日到３月４日写的六篇文章：《死刑。——科

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国防。—— 财

政。——贵族的死绝。—— 政局》；《意大利起义。—— 不列颠的政

策》；《弗兰茨－ 约瑟夫遇刺。—— 米兰起义。—— 不列颠的政

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议会辩论。——僧

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强迫移民。——科苏特

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

顿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７７—６２３页）。马克

思在这个时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写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日）没有在该报

发表。马克思提到的一篇新写的文章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１日是否寄到纽约

去了，不得而知。《论坛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中最接近的一篇《科

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

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６２４—６３１页），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第２２５页。

２３２ 指匈牙利的政论家，科苏特的拥护者奥略里·费伦茨·普尔斯基的几

篇文章。他流亡伦敦时，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０年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

稿。他的通讯发表时或者不署名，或者署名Ａ．Ｐ．ｃ．（看来是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Ｐｕｌｓｚｋｙ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的缩写）。关于普尔斯基为《纽约每日

论坛报》撰稿这件事，马克思只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马克思是否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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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也知道署名Ａ．Ｐ．ｃ．的通讯就是普尔斯基写的，这一点始终不清

楚。——第２２６页。

２３３ “诚意协商”（《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是表示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英

国接近的一个用语。尽管“诚意协商”，但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

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锐化。

    “神圣同盟”——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

国可能结成的联盟。为了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维护这些国家的封建君

主制度而在１８１５年建立的名为神圣同盟的欧洲专制君主的反革命联

盟，就以俄、奥、普三国为核心。１８１５年的神圣同盟还在二十年代末就

瓦解了，但在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曾试图加以恢复。——

第２２６页。

２３４ 指约·哥·弗吕格耳《英德和德英大词典》（Ｊ．Ｇ．Ｆｌüｇｅｌ．《ＶｏｌｌｓｔＡｎ－

ｄｉｇ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ｕ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ｒｔｅｔｂｕｃｈ》）；第

１版１８３０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２２７页。

２３５ 暗指拉萨尔在１８４６—１８５４年办理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

离婚案。１８５１年７月法院判决离婚以后，拉萨尔把伯爵夫人的一份财

产从过去夫妇共同的财产中分了出来。拉萨尔过分夸大了这件为一个

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

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相提并论。拉萨尔为这一案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

力，而损害了实际的政治活动。——第２３０、３８６页。

２３６ 马克思所引用的文章《土耳其及其作用》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２日《经

济学家》第４９８期上。恩格斯在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在土耳其

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使用了这段引文援引的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６页）。——第２３２页。

２３７ 加拿大教会预备基金 是１７９１—１８４０年用出卖加拿大土地所得进款的

七分之一建立起来的，它主要用来津贴特权教会：英国国教教会和长老

会教会。其他教会代表对基金的这种分配办法十分不满，因而促使英国

议会在１８５３年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加拿大立法机关将基金按各教教徒

人数比例分配给各个教会。下院根据罗素的提议在通过他提出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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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删去了有关废除对加拿大各教会发放津贴的一条（这些津贴是在从

出卖土地中给这些教会的捐款不够规定数目的年份发放给它们的）。马

克思在自己的《内阁的成就》一文中对这个法案和下院通过这一法案的

情况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６—５７页和第

６３—６４页）。——第２３２页。

２３８ 马克思讽刺地引用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关于阿伯丁的一句话。——

第２３２页。

２３９ 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引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有

关他在策划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作用的自供（见注７和１６１）。克路

斯是从魏德迈那里得到这些摘录的，魏德迈早在美国报纸发表希尔施

声明的全文之前就知道了这个声明。不久，希尔施的自供在１８５３年４

月１、８、１５和２２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３、４、５和６号上公布

了，标题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经维利希同

意而发表的希尔施的自供，旨在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

并为了在舆论方面替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

间的活动进行辩护。

    由于希尔施自供的发表，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各报上发表了专

门声明，揭穿希尔施歪曲事实。他们还发表了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２年１月

就寄给魏德迈的希尔施的第一个声明（见注４６０），在这个声明中维利

希和沙佩尔的恶劣作用已经暴露出来。１８５３年５月５日《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发表了马克思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揭露了希尔施

所散布的欺骗性的说法，即科伦案件控告所用的资料好象是密探班迪

亚从马克思那里骗来的，并说明了与此有关的阻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出

版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一些情况，该书的手稿落到了班迪

亚的手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４—４８页）。马克

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希尔施的自供也作了评述（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７２６—７３４页）。——第２３５、２３９

页。

２４０ 指没有找到的马克思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看来，这封信是马克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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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２年５月底到６月下半月同恩格斯一起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

人物》期间，从曼彻斯特发出的。——第２３５页。

２４１ 讽刺地暗指所提到的这些警探企图以高尚的动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

护。关于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见注１６０。——第

２３６页。

２４２ 希尔施在自己的自供中肯定说，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文件的不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罗伊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４５２、４６９—４７０页以及本卷第１７４页），而是弗略里。——第２３７

页。

２４３ 关于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一事，见注１６３。——第２３７页。

２４４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没有找到。看来这封信是１８５３年

４月８日写的。——第２３７页。

２４５ 指皮佩尔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他由于担任私人教师没有得到应该付

给他的钱，写信给恩格斯求助。——第２３８页。

２４６ 马克思引的是１８５３年４月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第２３９

页。

２４７ 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１８５３年４月控

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

讽刺地把这个控告叫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

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１６０５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

一世的密谋）。

    １８５３年３月柏林普鲁士警察局逮捕了许多左派自由主义者和激

进派的资产阶级人士，企图制造一个新的密谋案件。同时，匈牙利人李

伯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也成为借口之一。马克思的文章

《柏林密谋》、《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马志尼。——拉德茨

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１—３４、４１—４３、９６—１００页）

揭露了警察局的这些挑衅。——第２４０、４２５、５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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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 指恩格斯关于瑞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同马克思的一篇定期通讯合

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编辑部把这个材料分成

了两部分：把马克思的通讯和恩格斯文章的开头部分，用《火箭案

件。——瑞士的暴动》为标题发表，而恩格斯的文章的基本部分，用《瑞

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作标题单独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９卷第９６—１０８页）。——第２４１页。

２４９ 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４月３０日到５月１９日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

里。——第２４５、２４７、２７４页。

２５０ 指１８５３年４月底刊载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魏德迈的声

明《“民主的”奸细》，声明驳斥希尔施在《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对

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散布的诽谤性谣言（见注２３９）。——第２４５页。

２５１ 指应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的呼吁，为资助在科伦被判罪的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及其家属在美国募集的款项。——第２４５页。

２５２ 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１日厄·琼斯在他编辑的《人民报》上号召工人参加宪章

派定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９日举行的群众大会。宪章运动的革命派的代表，

把这些群众大会看作是他们从１８５３年２月在英国罢工斗争高涨的情

况下开始的，恢复争取通过人民宪章（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纲领，主要

要求是实行普选权）的运动中的一项重要措施。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

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１５１—１５５、１９０—１９６页）都讲到了这一时期宪章运动的活跃情

况。——第２４７页。

２５３ 由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了魏德迈驳斥希尔施的声明

（见注２３９和２５０），《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见注１６３），维利希于１８５３年５月初在这两家报上刊登了

一个声明。维利希在声明（恩格斯连同魏德迈１８５３年５月９日的信一

起收到了《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声明的校样）中威胁说，要在最近发表

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维利希只是在半年以后，才在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４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

了《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这篇诽谤性文章。马克思用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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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５３７—５７１页）回答了维利希。——第２４８、２５３页。

２５４ １８５０年９月，维利希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同施拉

姆发生争吵，而同他进行决斗。但维利希到处造谣诽谤，把这次决斗说

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用暗杀的办法来摆脱他。对这种诽谤的驳斥，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５５２—５５６页）。——第２４８页。

２５５ 《改革报》（《Ｄｉｅ Ｒｅｆｏｒｍ》）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

员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该报从１８５３年３月５日至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６日在

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是周刊，后来每周出两次，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起改为每日出版。该报的编辑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克耳纳，副编辑

是魏德迈，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性

质。该报时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马

克思曾促使自己的拥护者（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该报撰稿。该

报也经常发表克路斯的文章和通讯，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据马克思来信

中的材料写成的。但到该报的末期，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占了上风，这种

影响的代表者是该报的总编辑克耳纳。——第２４９页。

２５６ 指查·福斯特《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１８４４年

伦敦版第１—２卷（Ｃｈ．Ｆｏｒｓｔｅｒ．《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ａ；ｏｒ，Ｔｈｅ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２４９页。

２５７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英雄传说和歌曲的集子；保

存下来的是十三世纪的两种版本。《艾达》的歌曲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

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古代

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题材。——第２５１页。

２５８ 维利希在自己的声明中宣布他打算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恩格斯

和他们的战友。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未来的著作叫做对捷列林格的小

册子的补充，小册子是指捷列林格所写的诽谤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１８５０年科伦版（《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ｉｎｄｉｅ

８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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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ＤｉｋｔａｔｕｒｖｏｎＭａｒｘｕ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Ｋｏｌｎ，１８５０）。——

第２５４页。

２５９ 这里引用了１８５３年５月６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按语（全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６３９页注７４）。马克思的通讯（这

个按语就是加在这篇通讯之前的）是马克思在该报上发表的论述格莱

斯顿的预算的第二篇文章（除《论坛报》外，马克思还就这个题目在《人

民报》上发表过一组文章）。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是《菲格斯·奥康瑙

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

卷第６５—７１页）。此外，对格莱斯顿的初步预算提案，马克思早在《内阁

的成就》（同上，第５６—６４页）一文中就作了分析。——第２５４页。

２６０ 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发表这里所提到的通讯一

事，见注２４８。第二篇文章——《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不是以社论

的形式，而是作为署名马克思的文章发表的（见本卷第２７４页）。——

第２５５页。

２６１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只有马克思就这个题

目写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０９—１１６页）。——第２５５页。

２６２ 弗·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１８３０年

巴黎版第１—２卷（Ｆ．Ｂｅｒｎｉｅｒ．《Ｖｏｙａｇ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ａｎｔｌ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

éｔａｔｓ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ｄｅｌＩｎｄｏｕｓｔａｎ，ｄｕＲｏｙａｕｍｅｄｅＣａｃｈｅｍｉｒｅ，

ｅｔｃ，》．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０）。——第２５５页。

２６３ 马克思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在这个时期的财政草案的评价，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０—５５、５９—６３、１１８—１１９、１３５—１３７

页。在这里把格莱斯顿比作拉尔夫（意大利文为鲁道福）；这是英国诗人

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此诗写于１６６３—１６７８

年，旨在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假道德和伪善行为。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

为固执己见和爱吹牛的不大聪明的人的典型。他是休迪布腊斯法官的

秘书，反对休迪布腊斯的一切新设施。——第２５７页。

２６４ 指魏德迈和克路斯驳斥１８５３年５月初《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

９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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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报》所载维利希诽谤性言论（见注２５３）的声明；魏德迈和克

路斯的声明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０日左右发表在这两家报纸上。——第

２５８页。

２６５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７８）设在大磨坊街。——第２５９页。

２６６ 恩格斯讽刺地把加入维利希部队的劳，比作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科

里登。——第２５９页。

２６７ 维利希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了一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

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后来，志愿部队编入了军队，由维利希指挥，

在所谓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３７）期间，于１８４９年５—７月参加了巴

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行动。

    这个志愿部队的秩序和风气残留着游击兵营生活中某些消极方面

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文《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这一点作了

讽刺性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６２—３６６页）。

同时他们用很大的篇幅勾划了这个部队的长官——维利希的面貌，包

括他表面上是禁欲主义，被夸奖具有美德，而背后却不时隐藏着卑鄙的

放荡行为。——第２５９页。

２６８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所表述的思想，马克思在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

治》一文中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４３—

１５０页）。——第２６０页。

２６９ 鞑靼 是十九世纪对中亚细亚和土尔克斯坦的一部分地区的叫

法。——第２６０页。

２７０ 恩格斯指的是没有找到的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写的《普

遍的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Ｄｅｎｋ－

ｕｎｄ Ｓｐｒａｃｈｌｅｈｒｅ ｎｅｂｓｔ Ｇｕｎｄｚüｇ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ｐｒａｃｈｅ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一书。看来，这本书除了某些合理的成分以外，还包

含一些幼稚的空想的和蒙昧的思想，例如说语法中的与格是什么贵族

式的，从而提出取消这个格的主张。——第２６５页。

２７１ 马克思指伦敦的报纸《先驱》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１日刊载的两篇短文：《阿尔

诺德·卢格》和《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

０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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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俄国印刷所”是亚·伊·赫尔岑在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积

极协助下于１８５３年在伦敦创建的。从此俄国才有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检

查的印刷品。弗·伊·列宁在谈到赫尔岑这方面的活动时曾说，他是

“通过向群众发表 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的第

一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６页）。参加领导这个印刷所的，

还有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另一杰出代表人物尼·普·奥格辽夫。“自由俄

国印刷所”除了印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以外，还印过《北极星》和

《钟声》这一类在俄国发展革命民主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期刊。该印

刷所存在到１８６７年８月，从１８６５年４月起设在日内瓦。——第２６９

页。

２７２ 流亡者委员会——见注１７４。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事实，在他１８５３年６

月１４日这同一天写给克路斯的信中说得更详细（见注５５５）。——第

２６９页。

２７３ 指亨·查·凯里的著作《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

消灭的办法》１８５３年费拉得尔菲亚版（Ｈ．Ｃ．Ｃａｒｅｙ，《ＴｈｅＳｌａｖｅＴｒａｄ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ｗｈｙｉｔｅｘｉｓｔｓ，ａｎｄｈｏｗｉｔｍａｙｂｅ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５３）。该书第２０３—２０４页引用了马克思的文章《选

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中的话。马克思

在他的一系列书信中（例如本卷第５０８—５０９页），以及《资本论》和《剩

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了凯里的观点。——第２６９页。

２７４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１８１２年发表的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有些地方是

用自己的话转述的）。看来马克思同时还使用了乔·坎伯尔的著作《现

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

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ａ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Ｃｉｖｉ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ｒｅｆｉｘｅｄ，ｓｏｍ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

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４７—１４８页）以及后来

在《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９６页）中使用

了这些资料。——第２７２页。

１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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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２７５ “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占有制国家的

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习惯法法典的早期尝试之一。据传这部法

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

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新纪元开始时初具规模。

“摩拏法典”反映了保存有原始公社制许多残余的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

发展的特点。——第２７２页。

２７６ １８５３年６月，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为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

通讯努力收集材料；同时特别注意研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英国的

工人运动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在１８５３年６月下半月，马克思给

《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了四篇文章：《英国的繁荣。——罢工。——土

耳其问题。——印度》，《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

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东印度公司，它

的历史与结果》，《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５１—１８３页）。——第２７３页。

２７７ 指宪章派的领袖们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６日为安葬老宪章派工人本杰明·腊

斯顿而在哈里法克斯组织的二万五千人政治游行示威和集会。关于这

次游行示威，马克思在他的《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

动》一文中曾报道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９５—

１９６页）。——第２７３页。

２７８ 指海因岑的小册子《杀人和自由》（《Ｍｏｒｄ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１８５３年在

纽约出版。——第２７４页。

２７９ 马克思引用的是约·布莱特在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英国下院讨论政府关

于使广告税适用于所有出版物的提案（这些提案没有被议院通过）时的

演说。布莱特的演说全文于同年７月２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马克思

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９７—２０９页）一文中对这次

辩论，包括布莱特的演说，作了分析。——第２７９页。

２８０ 阿·雅科比１８５１年４月在波恩大学作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

《关于自然界生命的探索》（《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ｖｉｔａ ｒｅ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

ｌｉｕｍ》）。——第２７９页。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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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 以琼斯为首的宪章运动革命派领袖们为了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在

１８５３年６—７月间在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其中最大的是６月

１９日在黑石山脊的集会，６月２６日在哈里法克斯的集会和游行示威

（见注２７７），６月２７日在奥尔丹的集会，７月３日在新堡的集会，７月１０

日在蒙特索雷耳的集会。——第２７９页。

２８２ 恩格斯在１８５３年７月底至８月初为了接他母亲来英国，在伦敦住了几

天（见本卷第２７３页）。——第２８０页。

２８３ 指乌尔卡尔特的文章：《何谓“保护”希腊正教？》，《外交中的时间因

素。——“欧洲的承认”》，《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英法战争》。

这几篇文章以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１、１２、１５和１６

日的《晨报》上。——第２８１页。

２８４ 从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３—２４日给马克思的信和皮佩尔１８５３年９月

３日给雅科比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为想去美国的阿·雅科比写的介

绍信是在１８５３年９月初寄往美国的。然而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给克路

斯和魏德迈的信件和信件片断中，没有反映出这个情况。——第２８３

页。

２８５ 马克思指１８５３年８月在《晨报》上展开的关于巴枯宁的论战。这场论

战是由８月１９日刊登的一篇匿名文章《欧洲。——一个人》（文章的副

标题是《伦敦的一个俄国侨民作》，它的作者是戈洛文）挑起的。８月

２３日刊登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署名弗·马·（乌尔卡尔特的信徒弗

兰西斯·马克思的简写），标题是《俄国间谍巴枯宁》。８月２４日用同

一个标题刊登了一篇由戈洛文、赫尔岑和波兰民主主义者沃尔策耳署

名的反驳弗·马·短文的文章，其中有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对“一

家德国报纸”的攻击。弗·马·在８月２７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作答，在

声明中他把欧洲发生革命与沙皇间谍的活动联系起来。８月２９日戈洛

文和赫尔岑刊登了另一封信，标题是《弗·马·是什么人？》（这两个文

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但他在下面抄引的他的声明稿中提到了）。

在这以后，戈洛文继续进行论战，赫尔岑不再参加。８月３１日该报刊

登了卢格的一封信，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这封信对马克思和

３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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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公开进行诽谤，指责他们曾蓄意传播损坏巴枯宁名誉的谣

言。——第２８３页。

２８６ 马克思在下面抄引的是他致《晨报》编辑的信的一些段落，这封信发表

在１８５３年９月２日的《晨报》上，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第２８３页。

２８７ 这里所说的乔治·桑的信，刊登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新莱茵报》第６４

号上；编辑部在信前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３２２页。——第２８４页。

２８８ 马克思所引的是恩格斯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２３页），文章批判了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

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

著》１８４８年克顿版（《ＡｕｆｒｕｆａｎｄｉｅＳｌａｖｅｎ．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ｔｒｉ

ｏｔｅ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ｋｕｎｉｎ．ＭｉｔｇｌｉｅｄｄｅｓＳｌａｖｅｎｋ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Ｐｒａｇ》．

Ｋｏｅｔｈｅｎ，１８４８）。——第２８４页。

２８９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十八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０７—１０８页），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

写的，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

思。——第２８４页。

２９０ 马克思的声明（信中下面引用的是声明的草稿）《晨报》编辑部未予刊

登。因此马克思把声明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０日《人民报》第７１号上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２７—３２９页）。——第２８５

页。

２９１ 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９月５日左右写给马克思的信，大概是他对马克思给

《晨报》的声明草稿的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第２８７页。

２９２ 指乌尔卡尔特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真的吗？》，副标题是《“本国通讯员”

作》，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９月５日的《晨报》上。关于马克思的声明，见注

２９０。——第２８８、２９５页。

２９３ 指威·沃尔弗要离开伦敦去曼彻斯特，原来打算再从那里迁居美国。

４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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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９月上半月威·沃尔弗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一直住到１８６４

年去世。——第２８８页。

２９４ 指弗兰塞宗《西班牙语语法》（Ｃ．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ｄｅｒｓｐａｎｉ－

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该书第一版１８２２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２８８页。

２９５ 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威·克莱因的回信，没有找到。克莱

因在１８５３年７月３１日写了一封信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由后者在８

月１８日转交给了马克思，克莱因在信中报道了他当时流亡所在地费拉

得尔菲亚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支部的情况。他请求伦敦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帮助他与德国的各支部建立联系，并请他们给当时接近

费拉得尔菲亚工人同盟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坦率报》寄文章。当时马

克思写信给克路斯和魏德迈询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克莱因本人在费

拉得尔菲亚行为不良。考虑到克莱因在佐林根工人中的影响，马克思劝

克路斯仍然与他保持联系（见本卷第６００、６０３—６０４、６０６页）。——第

２９０、６００页。

２９６ 看来是指１８５３年９月３日《新英格兰报》上刊载的泰奥多尔·佩舍写

的《论“阶级斗士”》一文的剪报，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企图反驳资本主义

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且否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存在。

这张剪报显然是马克思从在美国的克路斯那里得到的。——第２９２页。

２９７ 指１８５３年９月初发表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声

明。维利希在这个声明中再次宣布，由于马克思发表《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见注１６３）一书，他打算很快就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及其

拥护者。——第２９３页。

２９８ 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和《伦敦交易所的恐

慌。——罢工》这两篇文章，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写进了恩格斯寄给

他的关于郎卡郡及英国其他工业地区经济情况的材料（这两篇文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６０—３７８页）。——第２９４页。

２９９ 这是恩格斯这个时期在曼彻斯特的住址，威·沃尔弗暂时寄居在他那

里。——第２９４页。

３００ 指雅科比的论文《论地球的毁灭》，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１日和９月３、

５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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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和１４日的《改革报》第４４—４８号上。——第２９４页。

３０１ 关于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意图，大概在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７和

２８日之间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过，这封信没有找到。——第２９６

页。

３０２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１８５３年８月，

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

资百分之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们。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

１８５３年９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三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二万五

千人停止工作。１８５４年２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

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进普雷

斯顿。１８５４年３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

工。到５月间罢工结束了。——第２９７、６２３页。

３０３ 恩格斯信中所写的这些材料，马克思在《战争问题。—— 金融状

况。—— 罢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６２—

４７１页）中使用了。可能这篇文章中还收入了后来应马克思的要求寄去

的材料（见本卷第２９８—２９９页）。——第２９７页。

３０４ 关于英国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６月至９月写的下述

几篇文章中都曾谈到：《英国的繁荣。—— 罢工。—— 土耳其问

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政府

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伦敦交易所

的恐慌。——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５１—

１５９、１８４—１９６、２５３—２６３、３２４—３２６、３７２—３７８页）。——第２９８页。

３０５ 关于 普雷斯顿事件，见注３０２。马克思所说的在威根发生的事件，是指

这个地方爆发的纺织企业工人的罢工，首先是指威根煤矿工人的大罢

工。后者约有五千人参加。威根工厂主和矿主们对工人要求的回答是，

宣布同盟歇业，大批解雇工人，并且企图从威尔士和其他地方运煤矿工

人来破坏罢工。煤矿巨头们的挑衅行动，后来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引起了威

根及其郊区的工潮，煤矿工人袭击了矿主的锯木厂并同军队发生了冲

突。——第２９８页。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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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６ 马克思的这些意图，看来实现得较晚，并且没有完全实现。关于所谓“圣

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基督圣地，受拿破仑第三支持的天主教会同

受俄国沙皇庇护的“东方的”希腊正教教会曾争夺这种基督圣地的支配

权）的问题，马克思在１８５４年２—３月写的以下两篇文章中作了详尽的

论述：《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６９—７６、１７８—１８７页）。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写的《德勒

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

前景》和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写的《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

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这

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丹麦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９卷第４７７—４７８、５０１—５０２页）。——第２９９页。

３０７ 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７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

有下列几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

度的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伦敦交

易所的恐慌。——罢工》、《俄军在土耳其》（全部由恩格斯写成），抨击

文《帕麦斯顿勋爵》的开头部分，《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

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５０—４０４、４６２—４７１页）。

    《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

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

上连续发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

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

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

并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

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却把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论刊登

出来，未署作者姓名。这样一来，接着刊登的文章在表面上看来就成为

互不关联的东西了。《人民报》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２４日这段

时间内共刊登八篇。最后一篇，也和以前的几篇一样，结尾都注有“待

续”字样。从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

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论述帕麦斯顿在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伦敦公约签订

７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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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是这种

意图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拖延到

１８５４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６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

了。该报共发表了四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论坛报》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

一、二两篇：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

第三篇；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

五两篇；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

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第３００页。

３０８ 蓝皮书（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ｓ）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

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就发表蓝皮书，它

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汉萨德》——即《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Ｈａｎｓａｒｄｓ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以１８０３—１８８８年出版这些记录的公司经理的姓

而得名。——第３００页。

３０９ 指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４、１７、２１和２４日发表在《改革报》第４８—５１号上的克

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

家》。文章旨在反对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所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的

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说，把这些学说当作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

新成就。在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７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节中，克路斯根据马克

思就这个问题给他本人以及看来还有给魏德迈的许多信件的内容，对

巴师夏和凯里的庸俗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克路斯文章中论述凯

里的那部分，同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５０８—

５０９页）中的有关片断几乎一字不差。文章谈到巴师夏时，看来是以没

有找到的马克思的信为依据的，文章中说：“一切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

都正在反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即美国人 凯里和法国人巴师

夏 的理论，这种理论被轻信的公众想象为德国和美国的最新发现，被

当作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综合’…… 上面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

本人，在１８４９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Ｖｏｉｘ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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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告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得这

种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美国今天

的社会矛盾的发展远远不如欧洲，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在美国，这个理论找到了经济学家凯里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第

３０２页。

３１０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８日《经济学家》杂志第５２８期“外国通讯”栏刊登了来自

巴黎的一篇关于经济状况问题以及法国内外政策的报道。——第３０４

页。

３１１ 指发表在１８３６年７月２０日《公文集》第２６期上的《关于１８２８年和

１８２９年俄国战局报告摘要，切斯尼中校编写，供威灵顿公爵参考》。

    《公文集》（《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

和材料汇编的简称。《公文集，或公文汇编》（《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ｏｒ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丛刊在１８３５—１８３７年出版；新的丛刊

以《公文集。外交评论》（《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的名称

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出版。——第３０４页。

３１２ １８２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纳瓦林（希腊）会战中土埃舰队被俄、英、法联合舰

队所歼灭。——第３０４页。

３１３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魏德迈成为《改革报》的责任编辑，因此，马克思的护拥者

在这个时期对该报立场的影响加强了。魏德迈工作负担过重，据克路斯

说，他不得不“几乎全部稿件都由自己写”，所以克路斯再次请求马克思

为该报寄材料，予以帮助。——第３０８页。

３１４ １８５３年１０—１２月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没有找到。——第３０９页。

３１５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底恩格斯住在伦敦。——第３１１、３１７页。

３１６ 指１８５０年７月底或８月初德朗克从瑞士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的摘录；

德朗克把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泰霍夫关于维利

希的军事才能的批判性意见告诉了恩格斯。马克思在针对维利希而写

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这段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４４—５４５页）。——第３１１页。

３１７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就维利希的《卡尔·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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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写的声明信发表在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

士》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４８—５５３页）。这封信

的其他形式没有找到。——第３１２页。

３１８ 马克思是指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６日《经济学家》杂志第５３５期上的

《工人议会》一文。——第３１２页。

３１９ 这里和下面指的是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和２９日波兰流亡者的代表在伦

敦为庆祝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大会。——第３１２页。

３２０ 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３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美国的拥护马克思的

人已经给报刊写好了文章驳斥维利希诽谤性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

他的〈揭露〉》一文。反驳的文章以致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１８５３年

１１月２５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签名的是约·魏德迈、阿·

克路斯和阿·雅科比。——第３１２页。

３２１ 看来马克思引用的是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左右写的一封信，这封

信没有找到。——第３１４页。

３２２ 指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和早些时候魏德迈、克路斯和雅

科比发表的给维利希的答复（见注３２０）。——第３１４页。

３２３ 指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英、俄、奥、普就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埃及的穆

罕默德－阿利帕沙所签订的伦敦公约（法国因支持穆罕默德－阿利，未

参加），以及１８４１年７月１３日以俄、英、法（它参加会议就证实自己已

放弃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奥、普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

敦签订的有关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

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列强的军舰通过。

    马克思关于写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最后几篇的没有实现的计

划，见注３０７。——第３１５、６１７页。

３２４ 马克思回答同意约·卡·尤塔关于为《南非人报》撰稿的建议（该报同

时用英文和荷兰文发行）。但是马克思寄给该报的三篇文章中，刊登的

只有一篇——《东方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２０—３１页）。——第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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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巴黎版第１—３卷（《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

ｄｕｒｏｉＪｏｓｅｐｈ》．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３—１８５４）。——第３１７页。

３２６ 指伦敦出版商塔克尔把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

《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翻印成单行本一事，这是马克思在《人民报》上

发表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第三篇。单行本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出

版。１８５４年初出了第二版，出第二版时马克思根据《人民报》的文本作

了修改和补充。——第３１９页。

３２７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多瑙河战争》和《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８０—５８７页和第１０卷第３９—４２

页）里分析了俄国和土耳其军队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在 沃耳特尼察 以及

１８５４年１月６日在 切塔特 的会战。——第３１９页。

３２８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俄国黑海分舰队在海军中将巴·斯·纳希莫夫的

指挥下在 西诺普 几乎全歼了土耳其区舰队，并俘虏了它的指挥官奥

斯曼－帕沙。

    西诺普会战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

克利夫爵士向苏丹转交了英国政府关于同俄国缔结停战三个月协定的

建议；与此同时，雷德克利夫竭力争取使英国分舰队立即进入黑海。

    维也纳议定书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５日由英、法、普、奥等国代表签字，

代表们根据此项协定向土耳其和俄国发出照会，说上述列强愿充当俄

土冲突的调停人。提出下列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国撤出莫尔达维亚

和瓦拉几亚；使以前的俄土条约重新生效；保障基督徒的权利和实行土

耳其行政制度的改革。土耳其政府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照会中宣称

同意由列强居间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１）保持它领土的完整；

（２）俄国撤出多瑙河各公国；（３）遵守１８４１年伦敦公约（见注３２３）；

（４）尊重苏丹的主权。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３日召开的新的维也纳大使会议同

意了这些条件，并转交了沙皇政府。但是沙皇俄国拒绝了列强的调停，

愿同土耳其直接举行谈判。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拒绝了俄国的提议。于

是双方积极备战：１月初，英法分舰队已进入黑海，俄国的外交则竭力

使奥地利倾向中立；１８５４年３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第３２０、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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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３２９ 指帕麦斯顿短期地离开内务大臣职务（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２４日）。帕麦

斯顿采取这一蛊惑性的步骤，期望推翻阿伯丁联合内阁，而作为内阁首

脑重掌政权（见马克思的《帕麦斯顿辞职》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６０９—６１２页）。——第３２０页。

３３０ 规定议会在１８５４年１月３１日开会。——第３２０页。

３３１ 恩格斯就这个题目给英国报刊写文章的意图没有实现。——第３２０页。

３３２ 马克思给威廉·沃尔弗的便条没有找到。——第３２１页。

３３３ 指土耳其政府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照会，这个照会是对欧洲列强代表

维也纳会议参加者的建议（见注３２８）的回答。——第３２１页。

３３４ 马克思把俄国和土耳其的妥协草案称作“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该草案

是由奥地利大臣布奥尔拟就的，并由１８５３年６月底他同法、英、普各国

驻维也纳大使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

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

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然后

在沙皇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

保留自己解释照会的权利，而阿卜杜－麦吉德提出再做一系列修改和

写上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件，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

条件。俄土之间的谈判于是中断，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４日土耳其向俄国宣

战。——第３２１、４２７页。

３３５ 指刊登在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维也纳报纸《漫游者》上的来自小瓦拉几亚

的消息。１８５４年１月２５日《泰晤士报》在“奥地利”栏转载了这篇通

讯。——第３２２页。

３３６ 显然是指《祖国报》上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３７—３８、４８—４９页）。——第３２２页。

３３７ 指科布顿和布莱特在１８５４年１月２４日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这些

演说主要是讲对外政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设

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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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这些发言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４９—５１页）。——第３２３页。

３３８ 指塔克尔准备根据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一组文章出版第二种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用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

上是另一个标题：《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它稍加更改翻印了

《人民报》发表的马克思抨击文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和第五篇。——第

３２３页。

３３９ 指《帕麦斯顿与俄国》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这本小册子翻印了马克思

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三篇。文章内容是帕麦斯顿１８３０—１８４０

年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第３２４页。

３４０ 指拿破仑第三１８５４年１月２９日给尼古拉一世的信，法皇在信中要俄

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军、承认欧洲列强是它同土耳其将来签订和约的

保证人，以此作为保持和平的条件。拿破仑第三明知沙皇无法接受这些

条件，他是想显示自己“爱好和平”，并把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俄

国。加上这封信立即在法国各家报纸上登出，而１８５４年２月１４日的

《总汇通报》竟发表了正式文本，这就使它的挑衅性质更加严重了。尼古

拉一世的回信在１８５４年２月９日发出，信里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和

平”建议。尼古拉一世在信中，象他过去同拿破仑第三交换信件时一样，

未用君主之间通用的称呼“亲爱的兄弟”，而又用了“善良的朋友”，以暗

示法国皇帝政权的非王朝正统性质。——第３２５页。

３４１ 指伊皮罗斯、特萨利亚山区以及其他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领土

上的希腊人的起义，起义者争取摆脱土耳其的压迫，争取同希腊国家的

重新统一。１８５４年１月希腊军队占领了伊皮罗斯，然后进入特萨利亚；

同年３月希土战争开始。但由于英法进行干涉，１８５４年５月英法占领

了部分希腊领土，并强迫希腊政府放弃恢复希腊国土统一的打算，于是

希土战争很快就停止了。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４０—１４２页）一文中对希腊的事件作了评

价。——第３２６、３５２页。

３４２ 由于１８５３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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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派提出了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

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

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

参加“群众运动”的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工联的会议选出

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６日在曼彻斯特开幕，１８５４年３

月１８日闭幕。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五人

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的名誉代表的马克思给议会写了一封

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３３—１３４页），这封信在３

月１０日的会上宣读了。马克思在信里提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

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

具有重大意义，把它看做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狭小框子

的一种尝试，是走向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对

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

同时，１８５４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起了不

利的影响。１８５４年３月以后，工人议会没有再召开会议。——第３２７

页。

３４３ 恩格斯分析了拉萨尔１８５４年３月７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谈到的有

关俄土战争前景的观点。

    埃内兹 和 罗多斯托是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上的据点，

是英法联军预定登陆的地点（英军在埃内兹，法军在罗多斯托），照英、

法指挥部的意图，英、法联军应当掩护君士坦丁堡不受俄军侵犯。马克

思在《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

中国》一文中对这一计划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０卷第１１８—１２０页）。——第３２９页。

３４４ 恩格斯所列举的关于奥军和土军在奥地利加入反土耳其战争时的行动

方式的一些见解，马克思在《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一文

中曾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０２

页）。——第３３０页。

３４５ 恩格斯的文章《喀琅施塔得要塞》没有在《每日新闻》上发表（见本卷第

４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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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３４１页）。——第３３０页。

３４６ 指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汉密尔顿·西摩尔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之间的

秘密往来的公文，内容是西摩尔于１８５３年初就土耳其问题同尼古拉一

世所进行的谈判。这些文件用蓝皮书（见注３０８）发表，标题是《关于

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

之命提交议会两院。１８５４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ｉｎａｎｄＧｒｅｅｋ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对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

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

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１４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７页）两 篇 文 章 中 作 了 详 细 的 分 析。——第

３３２、４２８页。

３４７ 这里所提到的报道发表在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８日《泰晤士报》的“金融市场与西

蒂区消息”栏里。——第３３３页。

３４８ 这里所谈到的一些军事见解，恩格斯在《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０７—２１１页）一文中作了更为详

细的阐述。——第３３５页。

３４９ 水上波兰人（Ｗａｓｓｅｒｐｏｌａｃｋｅｎ）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

以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

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

民。—— 第３３５页。

３５０ 戴 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Ｄ．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３）。——第３３８页。

３５１ 暗指帕麦斯顿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所做的几件事，马克思认为这是英国

外交政策背信弃义的很典型的例证。１８４０年，当克拉科夫居民就奥地利

军队自１８３６年以来非法继续占领克拉科夫一事（１８１５年维也纳条约规

定，克拉科夫为自由市），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抗议时，帕麦斯顿一

５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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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议会提出假保证，似乎已经采取了措施，奥地利军队撤出克拉科夫

只是时间问题，一面却在俄国和普鲁士的参加下与同一个奥地利签订

了一个旨在对付法国的协定，从而在事实上姑息了奥地利及其同

盟者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行动。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在克拉科夫的民

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

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帕麦斯顿在议会和报刊上把自

己装扮成“波兰的朋友”，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

在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

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

夫的意图。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这篇抨击文里揭露了帕麦斯顿的

这些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０９—４１７页）。——

第３３８页。

３５２ 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９日《泰晤士报》从１８５４年４月６日《圣彼得堡报》的专刊上转

载了俄国多瑙河军团司令官哥尔查科夫给尼古拉一世的报告，标题是

《俄军渡过多瑙河》。同一号《泰晤士报》还从《俄国残废者》报（不是从

《北方蜜蜂》）转载了关于高加索沿海一带战役的消息，标题是《黑海的

俄国舰队》。——第３３９页。

３５３ 看来恩格斯是指毛奇的著作《１８２８年和１８２９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

土战争》１８４５年柏林版（Ｍｏｌｔｋｅ．《Ｄｅｒ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ｔüｒｋｉｓｃｈｅＦｅｌｄｚｕｇ

  ｉｎ 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ｎＴüｒｋｅｉ１８２８ｕｎｄ１８２９》．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５）。—— 第

３４１页。

３５４ 看来是指哥尔查科夫的报告（见注３５２）。—— 第３４１页。

３５５ 亚 席梅尔普芬尼希《土俄之战。军事述评》１８５４年费拉得尔菲亚一

伦 敦 版 （ Ａ．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ｐｆｅｎｎｉｇ． 《 Ｔｈｅ

Ｗａｒ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ｕｒｋｅｙ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ｋｅｔｃｈ》．Ｐｈｉｌａｄｅｌ

ｐｈ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第３４２页。

３５６ 指科苏特（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一起）公开批评美国参议院拒绝延

长美国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乔治 桑德斯担任驻伦敦领事的职务

一事。桑德斯同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有联系。科苏特因此受到美国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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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严厉攻击；《纽约时报》斥责他干涉美国内

政。——第３４８页。

３５７ “乌利亚的信”是一封对递信人作出判决的信。据圣经传说，大卫王爱上

了勇士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想除掉乌利亚，于是派乌利亚给他的统

帅约押送一封信去，信中秘密命令在打仗时把乌利亚放到最危险的地

方。——第３４９页。

３５８ 可能刊登这篇文章的那个时期的《改革报》没有找到。——第３５０页。

３５９ 指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２—２４日英法联合舰队炮击敖德萨一事（详见马克思《炮

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

伊费尔的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２８—２３１

页）。——第３５２页。

３６０ 马克思指尼古拉一世的宣言，该宣言是对１８５４年３月底英、法向俄国宣

战的答复；宣言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３日公布。关于此事的消息发表在１８５４年５

月３日《泰晤士报》上。——第３５４页。

３６１ 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列强就调停荷兰同比利时（１８３０年革命后脱离荷兰王

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谈判。英国本来在前一个时期同

法国一起支持比利时，这一次却同俄、奥、普站到一起，竭力把列强制定

的和约草案的条件强加于比利时。由于英国改变立场，继续支持比利时

的法国陷于孤立，而不得不同意其余列强的提案。路易－菲力浦的这次

外交失败在法国被看作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严重屈辱。

    １８３９年当土、埃两国冲突由于叙利亚（１８３３年被埃及军队占领）而

重新爆发时，法国支持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英国极力阻止法国

在这一地区加强影响，于是组织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

英、俄、普、奥、土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公约（见注３２３）。路易

－菲力浦面临同这一联盟冲突的威胁，再次让步，并放弃对埃及的进一

步支持。——第３５４页。

３６２ 怀特柴泊 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流亡者居住在这里。

    上面是指路 米斯科夫斯基就施拉姆和维利希两人决斗（见注２５４）

的声明，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７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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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３７—５７１页）里引用了这个声明。—— 第３５６

页。

３６３ 指维斯的文章《当代的基本趋向》，发表在１８５４年３—６月《工人共和国

报》上。看来马克思是指发表在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５日该报第１６号上的那一部

分。——第３５７页。

３６４ 马克思指１８４１年９月下半月到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５日恩格斯在柏林当志愿兵一

事。——第３５７页。

３６５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柏林施特赫利糖果点心店是思想激进的著作家聚会

的地方。——第３５７页。

３６６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著作家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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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并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１８４３—

１８４４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传一

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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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写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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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３５７页。

３６７ 维利希在诽谤性的文章《卡尔 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硬说，施拉

姆的助手米斯科夫斯基在施拉姆同维利希决斗（见注２５４）之后消失得

无影无踪。——第３５９页。

３６８ 指德朗克的文章《民主制的自然史》，发表在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２日《改革报》

上。——第３５９页。

３６９ 信中接着分析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４—２５日丹麦军队和维利森统帅的什列斯维

希—霍尔施坦军队在伊德施太特作战的进程（见注７３）。——第３５９页。

３７０ 指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第３６３页。

８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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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 “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

１８３１—１８４８年，创始人是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

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３６４页。

３７２ 恩格斯很可能是指１８５４年５月英国舰队在纳皮尔海军上将指挥下炮击

和占领波罗的海芬兰海岸上的俄国要塞古斯塔夫斯维恩一事。恩格斯

在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２日所写的《战争》一文中谈到这一事件，他写道，古斯

塔夫斯维恩堡垒的军事意义并不大，占领它不能抵偿为此而消耗的

费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５５—２５６

页）。——第３６５页。

３７３ 关于恩格斯写有关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战局的书的意图，见１８５３年４月

１２日他给魏德迈的信和注７６。——第３６５页。

３７４ 指受文迪施格雷茨委托写成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冬季战役》（《Ｄｅｒ

Ｗｉｎｔｅｒ－Ｆｅｌｄｚｕ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ｉｎＵｎｇａｒｎ》）一书，１８５１年维也纳版；该书

作者是弗里德里希 赫勒尔 冯 赫耳沃德。——第３６６页。

３７５ 大概是指《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各帝国—王

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欧芬版第１册和

第２册（《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ｒｆüｒＵｎｇａｒｎ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ｅｎａｌｌｅｒｈｏｃｈｓｔｅｎ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

ｕｎｄＰｒｏｋ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ａｎｎｄｅｒＫｕｎｄｅｍａｃｈ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Ｏｂｅｒｂｅｆｅｈｌｓｈａｂｅｒ

ｄｅｒｋ．ｋ．ＡｒｍｅｅｎｉｎＵｎｇａｒｎ》．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１．ｕｎｄ２．Ｈｅｆｔ．

Ｏｆｅ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第３６６、５９０页。

３７６ 恩格斯指格 克拉普卡的《回忆录。１８４９年４—１０月》１８５０年莱比锡版

（Ｇ．Ｋｌａｐｋａ．《Ｍｅｍｏｉｒｅｎ，Ａｐｒｉｌｂｉｓ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９》．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０）。——

第３６６页。

３７７ 由于恩格斯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９６—２９８页）中提到格拉赫上校的名字，所以马克思谈

到他的情况，这篇文章当时寄给马克思是为了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

格拉赫参加过锡利斯特里亚的工事的改建工程。——第３６７页。

３７８ 指黑格尔的著作《哲学全书缩写本》（《Ｅｎｃｙｋｌｏｐｏ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９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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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该书第一版１８１７年在海得尔

堡出版。

    马克思谈到埃尔希和格鲁伯是指《科艺全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Ｅｎ－

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ｕｎｄ Ｋüｎｓｔｅ》），这部全书开始是

由德国学者约 赛 埃尔希和约 哥 格鲁伯于１８１８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全书》在１８９０年出全，共一百六十七卷。——第３６８页。

３７９ 从１８５４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激起

了人民的不满；１８５４年６月２８日在马德里开始了军事暴动（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以

达到个人的目的，但不得不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

他们还答应肃清权奸，召开议会，组织国民军和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

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

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资产阶级自由党在１８５４年７月底取得了

政权。但是，被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吓破胆的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

方面，１８５６年，极端反动集团又重新执政。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分

析这一时期在西班牙发生的革命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０卷）。——第３７６页。

３８０ 在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４日下院的下午的会议（会议拖到大半夜以后）上，下院领

袖罗素在长篇演说中宣称塞瓦斯托波尔被英法舰队攻占。《泰晤士报》

当天也传播了这种说法。但是罗素在回答托利党反对派领袖迪斯累里

的质询时，不得不在演说结束时把他说过的话收回。在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５日

的会议上军务大臣悉尼 赫伯特对于埋怨英国的远征军和海军的供应

状况不佳而作解释时，千方百计地为内阁和军事管理机关进行辩护。马

克思在《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一文中对这些插曲作了

详细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３８６—３９０

页）。——第３８０页。

３８１ 指通称为《塔克尔政治评论集》（《Ｔｕｃｋ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ｙ－Ｓｈｅｅｔｓ》）

的一套小册子，由乌尔卡尔特分子塔克尔于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在伦敦出版。

共出版了十二册，均为揭露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丛书的头两册转载了

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某些部分（见注３２６、３３８）。其他各册

０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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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基本上出自戴 乌尔卡尔特之手的有关帕麦斯顿的文章。不过，

马克思拒绝在这套小册子上继续刊登他的抨击文和其他文章，主要原

因看来是他前些时候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给拉萨尔的信里所谈到的（见本

卷第６１５页）。１８５５年塔克尔把这套小册子重印出来，合为一卷。——第

３８０、６１５页。

３８２ 联邦议会 是１８１５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设于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是执行德意志各邦政府的反动

政策的工具，一直存在到１８６６年。——第３８３页。

３８３ 看来是指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它是根据１８１９年德意志各邦卡尔斯

巴德代表会议的决定成立的，目的是调查“蛊惑者的阴谋”，即为了同德

意志各邦的反对派运动作斗争。——第３８３页。

３８４ 教皇党人 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斗争期

间的意大利教皇拥护者的政党。教皇党人同保皇党人相反，前者是意大

利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后者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

代表人物。——第３８４页。

３８５ 虽然马克思把恩格斯的军事评论并到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

里，但是该报编辑部把这篇评论作为１８５４年８月２１日社论发表了，题为

《对俄国要塞的攻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０９—

４１１页），文章的其余部分也登在这期报纸上，署名马克思（见《撤出多瑙

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一文，《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１２—４１９页）。——第３８５页。

３８６ 柏林案件，见注２４７。

    关于 蛊惑者 ，见注１６８。——第３８６页。

３８７ 指马克思由于１８５４年８月开始为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组连载

文章《革命的西班牙》而对西班牙历史所作的研究。保存下来的有马克

思的五本笔记，其中都是从英、法、西等著作中作的摘录。这些摘录证

明，马克思为了更好地理解西班牙新的革命（见注３７９）的独特的性质和

特点，多么深刻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从马克思

的札记中可以看出，１８５４年１２月以前，他从该组文章中寄给《纽约每日

１４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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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报》十一篇，然而，该报只发表了前面的八篇（都是阐述１８２０年以前

的事件的）。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的只有论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革命失败原

因的手稿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５３—５１１、

６６９—６７２页）。——第３８８页。

３８８ 显然，马克思是指燕妮 马克思在她逗留特利尔期间跟他母亲罕丽达

马克思见面一事。——第３８９页。

３８９ 朱阿夫兵 是法国轻步兵的一个兵种。朱阿夫部队最初是在阿尔及利亚

形成的。关于１８５４年夏季驻扎瓦尔那的法军中的朱阿夫兵的风潮，详见

恩格斯的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５４０—５４１页）。——第３９０页。

３９０ 指英、法、土联军１８５４年９月２８日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这次围攻

延续到１８５５年９月８日。——第３９２页。

３９１ 指题为《欧洲状况》的伦敦通讯，这篇通讯发表在１８５４年９月２２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上，署名Ａ．Ｐ．Ｃ．。——第３９４页。

３９２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给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

篇（１８５４年９月９日发表）增加了这样的辞句：“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载

入史册的新的篇章，将无愧于西班牙人民，而将会给西班牙人民，以至

于给全世界带来良好的结果”。——第３９４页。

３９３ 马克思所说的“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是指一个独特的俱乐部——“法

官和陪审员协会”，这是娱乐场老板尼科尔森１８４１年在伦敦建立的。到

俱乐部来玩的人举行诙谐的法庭审判，尼科尔森本人主持审判，他的称

号是高等控诉院院长（Ｌｏｒｄ Ｃｈｉｅｆ Ｂａｒｏｎ）——英国一种高等法院首

席法官的称号。——第３９５页。

３９４ 显然，指布 鲍威尔的著作《论西方的专政》１８５４年沙洛顿堡版（Ｂ．

Ｂａｕｅｒ．《ＤｅｌａＤｉｃｔａｔｕｒｅ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ｏｕｒｇ，１８５４）。——第

３９５页。

３９６ 在七年战争中（１７５６—１７６３）英国曾同普鲁士联合，反对奥地利、法国、

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而

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把自己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东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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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等）让给英国，这就巩固了英国的殖民的和

海上的霸权。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的战前疆

界。——第３９７页。

３９６ １７６３年英国政论家约翰 威尔克斯在他所出版的《北不列颠人报》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Ｂｒｉｔｏｎ》）上批评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为此，被

革除出下院；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以后，不得不逃往法国。１７６８年回国

后，威尔克斯曾四次选入议会，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为无效。只是在第

五次当选后，威尔克斯才被允许进入议会。“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

危机增长的标志。

    自１７６８年底至１７７２年在《大众报》（《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上

披露的署名尤尼乌斯的信件，由于“威尔克斯事件”而流传很广。信的作

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和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了斗争。１７７２

年，尤尼乌斯的信出了单行本。信的作者，后来弄清楚了，是英国的政论

家菲 弗兰西斯。——第３９８页。

３９７ 指１７９２年２月开始的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资

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

１７９３年１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１７９３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

战。——第３９８页。

３９８ 唐宁街 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机关所在地。——第３９９页。

３９９ 海军上将约翰 宾，在七年战争开始时奉命统率分舰队驶往地中海。虽

然英国政府知道，法军准备用强大的海军进攻当时英属米诺尔卡岛，但

是在给宾的训令中只是提到他有参加保卫这个岛屿的可能，而他的主

要目的则被说成是监视直布罗陀海峡。１７５６年５月２０日米诺尔卡战役

中，宾的分舰队遭到失败，政府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这个海军上将身

上。解往英国后，他被判死刑，于１７５７年３月枪决。——第３９９页。

４００ 指威 弗 帕 纳皮尔《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１４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

史》１８２８—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１—６卷（Ｗ ．Ｆ．Ｐ．Ｎａｐｉ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０７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１４》．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８—１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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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西法战争 是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

放战争。在反击拿破仑军队（１８０８年１１月到１２月由拿破仑自己指挥，以

后由他的元帅们指挥）时，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运用了游击战的方法。

与西班牙军队和游击队同时在比利牛斯半岛行动的，还有威灵顿所指

挥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军队。——第３９９页。

４０１ 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在西班牙发生了所谓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战争是在以

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 卡洛斯为首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势力和支持玛

丽亚－克里斯亭娜摄政女王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战争

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３９９页。

４０２ 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１８３８年

布鲁塞尔版第１—２卷（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Ｖéｒｏｎｅ．Ｇｕｅｒｒｅ

 ｄＥｓｐａｇｎｅ．Ｎéｇ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ｅｓｐａｇｎｏｌｅｓ》．Ｔ． — ，Ｂｒｕｘ

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８）。

    神圣同盟（见注２３３）维罗那会议是由于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西班牙第二

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件而召开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１８２２年７

月７日占领革命的马德里的试图失败以后，暗中吁请神圣同盟帮助他镇

压革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法国于１８２３年派出远征军团进入西班牙，恢

复了那里的专制政体。法军在西班牙一直呆到１８２８年。—— 第

４０１页。

４０３ １８２１年５月神圣同盟在莱巴赫（柳布梁纳）举行会议，公开宣布神圣同

盟列强有权干涉别国内政以支持封建君主制的原则。与此相适应，会议

通过决议，派奥地利军队开往意大利，以镇压那里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

放运动。——第４０２页。

４０４ 指粉碎拿破仑的法国以后于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全部

条约；这些条约对法国作了一系列的限制。——第４０４页。

４０５ 指罗 萨 里普利《同墨西哥交战》１８４９年纽约版第１—２卷（Ｒ．Ｓ．

Ｒｉｐｌｅｒｙ．《ＴｈｅｗａｒｗｉｔｈＭｅｘｉｃｏ》．Ｖｏｌ．－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４９）。书中

叙述了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的历史，这次战争是由

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野心而引起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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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结果，几乎一半墨西哥领土被美国强占，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萨斯，

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一些地区。——第４０８页。

４０６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 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德文

日报，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以此名称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在五十年

代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并遭到政府机关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报纸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尔斯纳、泰梅

和施泰因；从１８５５年９月起，摩里茨 埃尔斯纳成了《新奥得报》的主编；

报纸的出版者是德国的政论家拉萨尔的表弟麦克斯 弗里德兰德。从

１８５４年１２月底起，马克思作为该报驻伦敦通讯员开始为该报撰稿，每周

发二、三篇通讯。在反动年代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

和恩格斯认为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是重要

的。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马克思除寄出其他内容的通讯以外，还系统地

为《新奥得报》寄去有关战争进程的文章，有时经过某些修改后全文或

部分利用了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军事评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和第

１１卷）。——第４１３页。

４０７ 这里指的是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为了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阿 巴尔

贝斯在大赦后将到英国旅行一事和拿破仑第三将访问英国一事而成立

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的活动。

    马克思给恩格斯寄去了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日的《人民报》，上面载有巴尔

贝斯给该委员会的信，他在信中通知委员会，因病不到英国旅行

了。

    这里所提到的《先驱》责难琼斯在对同英国结盟的君主采取“不爱

国”态度一事，见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１８日该报简讯《不列颠民主主义者致路易

－拿破仑》。——第４１３页。

４０８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写了《奥地利的兵力》一

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１５—６１９页）。——第４１６

页。

４０９ 讲的是恩格斯想写一本批判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小册子的意图。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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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１８５５年５月１６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１８５５年春，马克思曾在

德国接洽出版这本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计划没有实

现。——第４１６、４４３页。

４１０ 看来是指古 迪策尔的一本书《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１８５３年斯图加特

版（Ｇ．Ｄｉｅｚｅｌ．《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ｉｅ ｏｓｔｌｉｃｈｅ Ｆｒａ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５３）。——第４１６页。

４１１ 看来马克思是指《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Ｎｏｔｉｚｅ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

 ａｕｆ ｅｉｎｅｒ Ｆｏｒｓｔｒｅｉｓｅ ｄｕｒｃｈ ｅｉｎｅｎ Ｔｈｅｉｌ ｄｅｓ 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ｎ

 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ｓ》），发表于１８５４年在圣彼得堡发行的《俄罗斯帝国之科

学贡献》杂志第１９卷（《Ｂｅｉｔｒａｇｅ ｚｕｒ 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 ｄｅｓ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ｅｓ》，Ｂｄ．１９）。这篇著作的作者是阿 弗 博德（手稿为：罗德）。——

第４１６页。

４１２ 恩格斯大约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２日至月底住在伦敦。——第４１７页。

４１３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流亡者艾曼纽尔 巴特尔米被控杀死两个英国人的

审判案。审判期间杀人的动机始终没有查明，以致引起英国报界纷纷议

论。巴特尔米被判死刑，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２日被绞死。——第４１７、４２１页。

４１４ 指英国政府为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打算建立的外籍军团。马克思称它

为伪经书式外籍军团，看来，因为建立军团的法案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在议会

通过时遇到激烈的反对，反对法案的人认为雇佣外籍士兵到自己的军

队里来，对英国民族来说是一种侮辱。虽然如此，法案还是通过了，而且

若干新编外籍部队后来被派到作战地区。——第４１９、４２９页。

４１５ 大概是指１８５５年１月９日《总汇报》第９号所载的一篇通讯《评英国

人》。——第４２０页。

４１６ 指亨 海涅的《各种作品集》１８５４年汉堡版第１—３卷（Ｈ．Ｈｅｉｎｅ．《Ｖｅｒｍｉｓ

ｃｈ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 —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５４）；后两卷是题名为《吕太

斯》的论文和特写文集。

    下面，马克思是指海涅在他的《回顾说明》一文中不完全准确地转

述的一件事；德国反动报刊利用１８４８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公布从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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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浦政府领取津贴的人名单一事，作为对海涅进行新的攻击的口

实。特别是奥格斯堡《总汇报》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８日指控海涅“卖身投靠”。

海涅在这家报纸发表的答复中解释说，他是在如何艰难的物质状况下

（由于在德国查禁他的书）才迫不得已接受了法国朋友们（特别是历史

学家米涅）为他奔走的这笔补助金的。

    马克思是１８４３年１２月底在巴黎认识海涅的。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

这种友谊对革命诗人的创作起了最有成效的影响。在海涅同激进小资

产阶级反对派的争论中马克思是支持海涅的，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攻击海涅是因为他批判了他们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 白尔

尼。——第４２０页。

４１７ 指１８５２年１２月至１８５５年２月１日执政的阿伯丁联合政府。当写这封信的

时候，已预料到这个政府将要倒台，并将重新组阁；最有可能继任首

相的人是帕麦斯顿。马克思把这封信里谈到的一些材料连同下

一封１８５５年１月３１日的信一起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这

封信和上述材料为基础，于１８５５年２月１日写成《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

作为社论刊载在１８５５年２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同一

问题为《新奥得报》写了《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两篇文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２５—３２、４６—４９、５３—５６

页）。——第４２３页。

４１８ １８５３年４月和１８５４年５月，马克思写了许多有关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的

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和《人民报》上。

在《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

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和《不列颠的财政》等文章中

对格莱斯顿的预算所作的分析最为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７２—８６页和第１０卷第２３６—２４３页）。马克思指的想必就是上

述这些文章。——第４２４页。

４１９ 爱尔兰旅 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

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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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

利党和辉格党处于均势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一起，能够

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

命运。爱尔兰派的某些领袖在阿伯丁联合内阁中得到了政府职位。——

第４２４页。

４２０ 指的是选举改革法案，罗素在１８５２年２月就曾预先声明要提出这个法

案；可是法案后来并没有提交议会讨论。——第４２４页。

４２１ 指罗素向下院提出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

提案，提案的目的是准许犹太人进入下院。罗素的法案被下院通过，但

未能在上院通过。马克思在《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

的斗争。——饿死》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０９—６１０页）。——第４２５页。

４２２ １８５３年５月３１日罗素在下院会议的演说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

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僧侣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

忠诚。——第４２５页。

４２３ 指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法

案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１８５３年，在联合

政府的虚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通过了，因为联合政府希望爱尔兰议员

支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在

两院之间转来转去，并被一再修改；１８５５年７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

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了分析

和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７７—１８３页；第１１卷第

４０３—４０４、５３９—５４０页）。——第４２６页。

４２４ 流放法案 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通过，它要求废除用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

的办法来惩罚犯罪行为。被判罪的人在审前羁押期满后，得到一张假释

证，证明他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并且在公共工程中充当廉

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

会动态》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９卷第２８７页）。——第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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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 指１８５４年２月１０日提交下院的一个被否决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英

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禁止象过去根据以前的法律那样强制贫民返回原来

的居住地。——第４２９页。

４２６ 议会所通过的 民军法案，允许政府使用在英国境外编制的民军。——

第４２９页。

４２７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７８）。——第４３０页。

４２８ 指由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从１８５５年２月起开始称为“欢迎和抗议委

员会”，见注４０７）的代表以及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琼斯。１８５５年底这个委员会

成为独立的组织；１８５６年改名为国际协会；这个组织一直存在到１８５９

年。——第４３０页。

４２８ 外侨管理法案 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

对行动的危害而数度采用的法律；实际上，该法案是针对作为政治流亡

者侨居英国的国际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的。——

第４３３、５０２页。

４３０ 指１８５５年３月３日的《人民报》，报上登载了国际群众大会上一些人的演

说，也登载了琼斯和赫尔岑的演说。这次群众大会是宪章派首领们为纪

念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于１８５５年２月２７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的。赫尔岑用法文

作的演说，报上刊登的是英译文。——第４３５页。

４３１ 指１８５５年３月３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４３５页。

４３２ 马克思指的是塔韦尔尼埃写的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论东方战争的进行。

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报告》１８５５年布鲁

塞尔版（《Ｄｅｌａｃｏｎｄｕｉｔｅｄ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ｘｐ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ｉｍéｅ．

Ｍéｍｏｉｒｅａｄｒｅｓｓéａ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Ｍ．Ｉ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ｐａｒ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ｇéｎéｒａｌ》．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５５）。这本小册子被认为出自拿破

仑亲王（小日罗姆 波拿巴）之手。马克思在《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和

《布鲁塞尔回忆录》两文中，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中，都对这

个文件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１２４—１２７、

１３２—１３３、１４２—１４５页）。——第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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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马克思显然是指１８５５年３月４日《总汇报》上登载的通讯《俄国人赫尔

岑》，通讯中指出赫尔岑在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注２７１）方面的作

用。

    赫尔岑在１８５５年２月２７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见注４３０），用英文除

发表在《人民报》外，还摘要发表于１８５５年３月３日《先驱》报，用法文

发表于１８５５年３月７日第１４号《人》报，此外，还在泽稷岛出了小册子；

同年由“自由俄国印刷所”印成俄文收入文集《１８５５年２月２７日在伦敦

朗－ 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纪念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大

会》。—— 第４３８页。

４３４ 指拿破仑第三于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６日到达英国访问。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１８４６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

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４４２页。

４３５ 马克思和夫人于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８日至５月６日左右在曼彻斯特。——第４４３

页。

４３６ 看来是指布鲁诺 鲍威尔一些反映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书（《俄国和

德国人》、《俄国和英国》等等），以及下列的书：

    《尤斯图斯 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

１８５５年哥达版（《Ｍｉｔ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ｅｎａｕｓＪｕｓｔｕｓＰｅｒｔｈ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ｓｔａｌｔüｂｅｒｗｉｃｈｔｉｇｅｎｅｕｅ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ａｕｆｄｅｍＧｅｓａｍｍｔ－ｇｅｂｉｅｔｅ

ｄｅ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Ｇｏｔｈａ，１８５５），由奥 彼得曼编辑出版；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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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２年柏林和波兹南版（Ｃ．Ｄｅｃｋｅｒ．《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ｅＫｒｉｅｇ，ｉｍＧｅｉｓ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Ｋｒｉｅｇｆüｈｒｕｎｇ．Ｏｄｅｒ：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ｗｅｎｄ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ａｌｌｅｒｄｒｅｉＷａｆｆｅｎｉｍｋｌｅｉｎ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Ｐｏｓｅｎ，１８２２）。——第４４３页。

４３７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５５年５月１２日《人民报》第１５８号的社论；在社论中琼斯

谈到所谓行政改革协会的代表同宪章派首领的谈判以及这些代表的阴

谋。这个协会由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领袖（西蒂区“实业界”）发

起，于１８５５年５月成立，它指望依靠群众大会对议会施加压力，使自己有

０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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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可能获得英国贵族所把持的那些国家职位。协会的代表企图在

同贵族寡头的斗争中利用宪章派，并且通过宪章派利用广大工人群众，

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协会宣传只要求在国家管理方面作一些温和的

改革，这种宣传失败后，协会就不再存在了。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里，特

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１卷第２５２—２５５页）一文中，揭露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第

４４４页。

４３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为沙皇俄国侵略性对外政策辩护的泛斯拉

夫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就

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俄国流亡者、泛斯拉夫主义的

鼓吹者古罗夫斯基的思想，对美国舆论有一定的影响，此人于１８５４年在

美国出版了一本叫做《俄国真相》（《Ｒｕｓｓｉａ ａｓ ｉｔ ｉｓ》）的书。恩格斯

应马克思的请求在４月中写了两篇文章，标题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２１８—２２５页），发表在《新奥得

报》上，同时也准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者在１８５５年５月５日和７日

以《欧洲的斗争》和《奥地利的弱点》为题歪曲地登载了这两篇文章：在

第二篇文章中加进了一整段话，吹捧古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

恩格斯在１８５６年１月至４月写了一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共十五

篇），由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是该报编辑部没有登载这些

文章，并于１８５６年９月退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手稿没有找到。——

第４４４页。

４３９ 指《北极星》文集，由赫尔岑自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２年和１８６９年在“自由俄国印

刷所”（见注２７１）出版，共八册。文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向读者介

绍俄国作家和诗人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作品，包括普希金和莱

蒙托夫的作品，文集收入了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有名的信，也发表了赫

尔岑本人的著作，特别是《往事与回忆》。——第４４５页。

４４０ 指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８日（滑铁卢会战四十周年纪念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不

成功的强攻。法军主攻马拉霍夫冈，英军主攻凸角堡（第三棱堡）。恩格

斯在《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

１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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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３９７页）一文中对这次战役作了分析。——第４４７页。

４４１ 指宪章派于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７日组织的在海德公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群众示威，这次示威表示伦敦人民群众抗议议会通过一系列损害劳动

者利益的措施（取消星期日交易，将公共娱乐场所星期日营业时间限制

在晚上几小时，等等）。马克思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示威》（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３６３—３６９页）一文中描写了这次

示威。——第４４７页。

４４２ 指参加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海德公园第二次示威的人遭到警察

猖狂镇压一事（第一次示威见注４４１），示威是在１８５５年７月１日星期日不

顾警方的禁止而举行的。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

法案所引起的风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３８５—３８９

页）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描述。——第４５０页。

４４３ 讲的是罗素因议会批评内阁而辞职。马克思在自己一系列文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３９８—４１１页）里对事件的内幕作了揭

露。——第４５０页。

４４４ 从１８５１年起，缅因州实施了禁售酒类的法律。

    “什么都不知道”（《Ｋｎｏｗ－ｎｏｔｈｉｎｇｓ》）是美国一个秘密的反动政

治组织的名称，产生于１８５４年，专门对付流亡者；该组织的成员宣誓，对

涉及该组织活动及目的的一切问题，都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ｈｉｎｇ》）。——第４５１页。

４４５ 赛雷迪请求马克思帮助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和推销他的长篇小说《亚细

亚的领袖们》。——第４５１页。

４４６ 马克思的抨击文《约翰 罗素勋爵》于１８５５年８月２８日发表在《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原文被删节、合并成了一篇文章。抨击文全文于１８５５年７月

２８日至８月１５日以一组六篇文章的形式用德文发表于《新奥得报》。——

第４５３页。

４４７ 关于第一个《报告》，见注４３２；第二个匿名《报告》的作者，被认为是拿破

仑亲王身边的一个叫科夫利埃茨基的人，其实这也是塔韦尔尼埃写的，

２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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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说明法军指挥部及拿破仑第三本人在克里木战役中的行动是

正确的。——第４５３页。

４４８ 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５日起查理 纳皮尔公布一批信件，他在信中谴责１８５４年至

１８５５年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不列颠舰队

管理制度的严重缺点，指挥无能，特别是海军首席大臣詹姆斯 格莱安

玩忽职守。在信的下文中提到的纳皮尔文章的第一篇，载于１８５５年８月

２４日的《泰晤士报》，以后，纳皮尔为了否认格莱安在下院和报刊上加在

他身上的诽谤性的罪名，于１８５５年９月３、４、６和８日把自己和他在１８５４年

２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６日之间的通信公布在《泰晤士报》上。马克思在一系列

文章中对纳皮尔的信件以及他同格莱安之间的通信作了剖析（见《马克

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３３３—３３６、５６４—５６５和５８２—５８８

页）。——第４５５页。

４４９ 马克思讽刺地把自己被迫前往曼彻斯特比作俄军１８５５年９月８—９日放

弃塞瓦斯托波尔南部。马克思在曼彻斯特从１８５５年９月１２日呆到１２月

初。马克思离开伦敦以及在曼彻斯特长时间逗留（原来打算在那里住不

到一星期），是因为弗罗恩德医生进行了司法追究，同时也因为分给燕

妮 马克思的遗产迟迟不能得到，以致马克思不能在短期内偿清债

务。——第４５８页。

４５０ 马克思提到的赫尔岑同匿名批评者之间的论战，发生在两卷英文版的

《往事与回忆》（内容是该书的第二和第四部分）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以《我在

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Ｍｙ Ｅｘｉｌｅ ｉｎ Ｓｉｂｅｒｉａ》）为题出版以后。书

的标题是出版者自拟的，没有告诉作者，作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根据作

者的要求，标题作了更改。赫尔岑为此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地球和旅

行家》报编辑部，登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５日该报上。这封信中提到的反对赫

尔岑的短文，第一篇登在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２９日的《晨报》上，赫尔岑对此作

的回答于１８５５年１２月１日登载在同一家报纸上，标题是《我在西伯利亚

的流放生活》；１２月６日《晨报》同时刊登了赫尔岑的匿名反对者对他的

新的攻击，以及一个不知名人物为他作的辩护和编辑部关于停止争论

的声明。

３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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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这封信证明，不论是马克思或拥护马克思的人同这场争

论都毫无关系，而不是象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回忆》的《流亡中的德国

人》一章中对此事毫无根据的记述那样。

    伦敦小市民，见注１３２。——第４６０页。

４５１ 德纳在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写信给马克思，这封信显然是对马克思一封没

有找到的信的回信，在信中，德纳告诉他《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同意

每周刊登马克思两篇通讯，每篇给十美元报酬。——第４６１页。

４５２ 根据德纳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马克思除了其他建议

以外，还谈到了直接从战场上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通讯的问题。写这

些通讯的材料显然准备从德国流亡者、前普鲁士炮兵军官奥 米尔巴赫

那里获得，看来此人在恩格斯协助下正准备动身前往克里木。——第

４６２页。

４５３ 讽刺地暗指青年黑格尔派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即把历史

的创造者说成是一些杰出的个人，“纯批判”的代表者等等（青年黑格尔

派把自己的流派称为“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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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明布鲁诺 鲍威尔及其拥护者的这种观点是

毫无根据的。——第４６５页。

４５４ 指雅 格林《德意志语言史》（Ｊ．Ｇｒｉｍｍ．《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一书。第一版共两卷，１８４８年在莱比锡出版。—— 第４６５

页。

４５５ 指最初由雅科布 格林和威廉 格林负责出版的多卷德语历史词典。

１８５２年第一分册出版，在写这封信时出版了由雅科布 格林负责编印的

该词典的第一卷：《德语词典》１８５４年莱比锡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Ｗｏｒｔｅｒ

－ｂｕｃｈ》．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４）。格林兄弟死后，词典继续出版。—— 第４６５

页。

４５６ １８５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到１８５６年１月初，恩格斯住在伦敦。—— 第４６５

页。

４５７ 马克思指１８５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社论反对维多利亚女王

４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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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担任英军总司令。社论又引起了英国议会和舆论

界一场反对阿尔伯特亲王这个外国人的运动，他们力图把英国军事系

统的缺点说成是他的责任。——第４６６页。

４５８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组文章，并为魏德迈的杂志《革命》写论英国的文章（见注４和８）。——

第４７１页。

４５９ １８５１年初，康 施拉姆为了同维利希开玩笑，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活

动家海 贝克尔的名义，照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观点给他写了一封

信。随后维利希给贝克尔寄去许多封复信，阐述使莱茵省“革命化”的

冒险主义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２０３—２０４、５６８

页）。在科伦案件审讯期间，马克思利用了这些信件揭露维利希—沙佩

尔集团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第４７２、６３９页。

４６０ 指希尔施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２日的声明，该声明对维利希和沙佩尔提出了批评

意见。但是１８５２年２月间已查明，希尔施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奸细，因此他

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马克思在２月２０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

卷第４９４页）中，请他不要发表希尔施的声明。１８５３年春，希尔施在美国

发表了《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该文矛头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目

的是为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分裂活动作辩护。这时克路斯和魏德迈为了

揭露希尔施，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声明（关于此事见注２３９）。——第４７４、

４９４页。

４６１ 在１８５２年１月出版的两期《革命》杂志中，刊登了由约 魏德迈签署的如

下启事：“《革命》从１月起每星期六出版，由签署人担任编辑，并有前

《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协助。

他们的责任是提供一幅尽可能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图景，这种阶级斗争

在旧大陆将日益尖锐，而最终必将导致所有的阶级差别的消灭，同时经

常使读者了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间的工商业关系及其政治状况的一

切变化，由于这些变化正酝酿着革命的爆发。”——第４７６页。

４６２ 在准备刊登的普芬德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１日的声明中，说明了支持维利希—沙

佩尔集团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位于大磨坊街）的多数派同马克

５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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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 普芬德和亨 鲍威尔之

间的冲突的实质，普芬德和鲍威尔被诬告侵占该协会的钱款（普芬德的

声明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６７３—６７４页注

１５９）。这个声明在美国没有发表，而刊载于《瑞士国民报》，关于此事雅

沙贝利茨在１８５２年３月６日的信中曾告诉马克思。

    信中提到的由奥斯渥特 迪茨以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的诬告鲍威

尔、普芬德侵占钱款的声明，发表于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瑞士国民报》

上。——第４７６、５１３页。

４６３ 马克思讽刺地把阿尔诺德 卢格比作十四世纪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压迫

的解放战争中半传奇式的英雄阿尔诺德 文克里特。——第４７６页。

４６４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情况，见注

７８。——第４７７页。

４６５ 关于施泰翰领导的工人协会，见注１６６。——第４７７页。

４６６ 马克思指的是魏德迈打算在美国，不仅以定期刊物而且还以小册子形

式出版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文献（并见注４９２）。

    马克思所说的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有联系的宪章派集团，是

指哈尼集团（并见注１１和４５）。——第４７８页。

４６７ 恩格斯这封给魏德迈的信和一篇文章——恩格斯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至１８５２

年１月为《革命》杂志而写的论英国的四篇文章中的一篇，——在途中

遗失，魏德迈没有收到。下面提到的恩格斯随“尼亚加拉号”轮船给魏

德迈寄去的另一篇文章也没有寄到。——第４７８页。

４６８ 关于设立警务部和任命德 莫帕为警务部长的命令，是路易 波拿巴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２日签发的，并于１月２３日在《总汇通报》上公布。——第４８０

页。

４６９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在许多省的城市和农村中，特别是在

法国的南部（例如在瓦尔和惹尔各省），遭到了严重的抵抗。某些地方成

立了游击队，它们主要是由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具有民主思想的

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带有分散性质而没有总的领导的共和派

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警察恐怖。——第４８０页。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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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０ 关于欧洲大陆各国军队首先是法国军队武装入侵英国的可能性问题，

恩格斯在《英国——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２８—

２３６页）一文中作了评述，该文是他为了在《革命》杂志上发表而与这

封信一同寄给魏德迈的。该文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

报》上。——第４８１页。

４７１ 罗马围墙线（所谓阿德里安围墙）——二世纪时在英国北部为保卫不列

颠的罗马地区不受皮克特人（古时居住在现代苏格兰地区的部落）侵犯

而建筑的一条筑垒线。这条筑垒线从现在的诺森伯兰的新堡通到西海

岸的卡赖尔；五世纪，由于罗马统治的衰败，被征服的克尔特部落的起

义以及皮克特人的侵犯，阿德里安围墙被毁坏。——第４８２页。

４７２ 指弗莱里格拉特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致魏德迈的诗笺二。下面谈到的那部分

诗，是献给丹麦作家汉斯 克里斯提安 安徒生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

弗莱里格拉特不再打算把诗中附加的这一节寄给魏德迈。——第４８３

页。

４７３ 弗莱里格拉特在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了一段他前一天收

到的艾布纳尔（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这是在后来很久才弄清楚的，

马克思及其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的信。艾布纳尔在他的信中表示对马

克思和皮佩尔不写信感到惊奇，并答应同出版商勒文塔尔商讨关于出

版马克思著作的条件问题。——第４８４页。

４７４ 指检察院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案件的决定

（关于科伦案件的详细情况见注７）。——第４８４页。

４７５ 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６２—１６９页），该文发表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新莱茵

报》。——第４８４、４８９页。

４７６ 指埃卡留斯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见注４１）的文章，该文是为

魏德迈出版的杂志《革命》而写的。由于杂志停刊，文章没有发表。——

第４８５、５３０页。

４７７ 马克思寄给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的状况的材料，克路斯曾加以利用。从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２日给

７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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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克路斯曾把关于在科伦的被监禁者的一篇长

文章寄往在辛辛那提出版的民主派报纸《高地哨兵》（《Ｄｅｒ Ｈｏｃｈ－

ｗａｃｈｔｅｒ》）。——第４８８页。

４７８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以及上一封信都没有找到。——第

４９６页。

４７９ 关于马克思想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意图，见注４８。

    马克思想在德国出版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德译本的意图，也未能实现。马克思

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用德文出版过。德文第一版是在１８８５年出版

的。——第４９６页。

４８０ 这封信是对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２月９日给恩格斯的信的复信，魏德迈在信中

特别提到他收到了恩格斯１月２３日的信（见本卷第４７８—４８２页）。——第

５００页。

４８１ 指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拿破仑统治的反抗，并指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由威灵顿

指挥的英、葡、西军队对法军的军事行动。——第５０１页。

４８２ 对这个法案的评述，见恩格斯的文章《英国——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３７—２４０页）。——第５０１页。

４８３ 在罗素政府里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辞职，这是由于如

下情况引起的，即在法国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波拿巴政变后，他与法国驻伦

敦大使会谈时赞成路易 波拿巴在法国的篡位行动，而没有取得辉格党

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但是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没

有分歧，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第５０２、６１６页。

４８４ 恩格斯的意图未能实现，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发表他所考虑的文章。——

第５０３、５１６、５３２页。

４８５ 显然马克思在写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结尾部分的过程中，他

的计划稍有变动，因为这部著作不是由六章而是由七章组成，其中最后

一章是马克思于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５日寄往纽约的（见本卷第５１１页）。——第

５０４、６４４页。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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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６ 《共产党宣言》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在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

这是《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在该杂志编辑乔 哈尼写的序言中，第一

次指出《宣言》的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４月至６月，在哈尼出

版的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

兰西阶级斗争》的摘要。这里提到的哈尼对这部著作的意见，发表在他

关于路 勃朗的著作《法国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史的几页》的书评中，书评

于１８５０年５月发表在《民主评论》上。——第５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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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ｒｄｏ．《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Ｔａｘａ－

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Ｖ）。——第５０８页。

４８８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谈到的对凯里的意见，后来克路斯在他驳斥海因岑

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

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见注３０９）中曾加以利用。——第５０９页。

４８９ 马克思指他和恩格斯同海因岑的论战，海因岑于１８４７年在《德意志—布

鲁塞尔报》上，发表了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

他们的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 海因

岑》和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９７—３１５、３２２—３５６页）中，揭露了德国小资产

阶级激进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特别是揭露了他们不理解

德国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必要性。——第５０９页。

４９０ 马克思把１８４９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连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对《新莱茵报》和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对民主主义者

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案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

卷第２６２—２８５、２８６—３０６页），带给在纽约的克路斯。

    由于霍赫施土耳去美国迟误，克路斯直到１８５２年７月才通过到美国

的康 施拉姆得到了七本《两个政治审判案》。——第５１０页。

４９１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该章程是在１８５０年９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

后，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制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

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第５１０

９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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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４９２ 魏德迈在１８５２年３月１０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革命》周刊停刊之后，

他计划利用他手头的材料，以小册子的形式不定期发行杂志。魏德迈打

算在第一期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第二期刊登马克思的《路易 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期刊登埃卡留斯一篇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

罢工的文章，第四期刊登克路斯一篇关于戒酒运动的文章，第五期刊登

他自己一篇驳金克尔的备忘录的文章，第六期刊登恩格斯关于英国的

一篇文章，等等。马克思在下面表示赞同小册子的选材。但是魏德迈未

能完全实现考虑好的计划。不定期刊物《革命》总共只出版了两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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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莱里格拉特的两首诗，即《致约瑟夫 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第

５１１页。

４９３ 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二至三世纪）的著作《学者

们之宴会》（《Ｄｅｉｐｎｏｓｏｐｈｉｓｔａｅ》）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隐

喻的方式讥笑带兵前来帮助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的矮小身材

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

“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的。”—— 第

５１１页。

４９４ 根据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４月８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３月２３

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曾请他和魏德迈设法在美国

出版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 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 戈尔盖、路

德维希 科苏特》。克路斯和魏德迈未能为这本小册子找到出版者。但是

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６的《改革报》第１８至２８号上曾经刊载这本书中谈

到戈尔盖的一部分。——第５１２页。

４９５ 马克思在这里把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７８）称作维利希协会，当时

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在该协会占优势。——第５１３页。

４９６ 指的是琼斯打算出版《人民报》一事（见注６１）。关于领导机器制造工

人罢工的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工联领导人的立场，见注４１。—— 第

５１４页。

０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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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７ 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１８５２年４月３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见注

６３）。——第５１４页。

４９８ 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１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弥勒－捷列林格诽谤攻击马

克思的声明，美国报纸没有刊登。——第５１６页。

４９９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６月６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５１７页。

５００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小段。——第５１８页。

５０１ 在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４月９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由于一个德侨工人拿出

自己积蓄的四十美元，马克思的著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才有可

能出版。——第５１９页。

５０２ 指魏德迈打算把普芬德的声明（见注４６２及本卷第５１３页）发表在他准备

以丛书形式不定期出版的杂志《革命》上。——第５１９页。

５０３ 国际工业博览会１８５３年在纽约举办。——第５１９、５３３、５９７页。

５０４ 看来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把琼斯和哈

尼之间的冲突的实质（关于这件事见注１１）告诉了克路斯，克路斯在

１８５２年５月２２日至２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第

５２１页。

５０５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５月３１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５２２页。

５０６ 一度参加宪章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威 詹 林顿，用“斯巴达克”的

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一篇标题为《国家的理性》的文章刊登在１８５２年５

月８日《自由之星报》第１号上，文中对宪章运动的革命派进行了攻

击。——第５２５页。

５０７ 指维利希的拥护者们（他们曾是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

法尔茨起义的起义军队伍的成员）试图在美国再建一支专门的部队以

便参加欧洲仿佛已经临近的革命。“维利希军团”的组织者们要求独立

于国家政权之外。魏德迈在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维利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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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者的行动作了评价，认为这是企图建立一种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

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类似的组织。——第５２７、５３５页。

５０８ 指哈 哈林的小册子《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

业的历史片断》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Ｈ．Ｈａｒ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üｂｅｒｄｉｅ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ｕｎｄｉｈｒｅｎＶｅｒｆａｌｌｉｎ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５２９页。

５０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曾利用马克思在他

１８５１年５月２１日和２８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里对《宇宙》报及其撰稿人卢

格和金克尔所作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９页）。——第５２９页。

５１０ 在由魏德迈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版

扉页上书名是《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第５２９页。

５１１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３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小段。克路斯把马克思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向魏德迈转述

如下：

    “几天前，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还匆忙地写了几句话，答应下星期写

得详细一些。他手头总共还剩下三本《雾月》。

    《老鼠与青蛙之战的历史》（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

中的大人物》。——编者注）（第一本写到金克尔去美国）将 匿名 出版。

马克思惋惜的是，必须中断手头的工作，以便把‘厕所的清洁工’的工作

完成。然而 我 想，这非常好，因为多少可以使下一次革命防备这些结

成一伙的骗子。马克思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很生动，只要一出版，我们就

可以拿到。他委托我们，如果我们认为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利，就在

美国出版它。请你对这件事好好考虑一下。”——第５３６页。

５１２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８月６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

段。——第５３６页。

５１３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摘引的大量摘录。——第５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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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指胡策耳在１８５２年６月底给克路斯的信，胡策耳在信中说到金克尔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诽谤。克路斯在１８５２年７月４—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

录了胡策耳这封信的一段话。——第５３９页。

５１５ 指１８５０年９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这次分裂是由维利希—沙佩尔冒

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活动引起的（见注７）。——第５４４页。

５１６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０年３月底和６月写的两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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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和第

３５９—３６６页）以及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注１８５）。

１８５０年３月发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科伦中央委

员会告同盟书于１８５１年６月和７月先后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

日报》和《德勒斯顿新闻通报》（《Ｄｒｅｓｄｎ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上。——第５４４页。

５１７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

段。——第５４５页。

５１８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伊曼特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７日来信的复信，伊曼特随信

给马克思寄去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两个文件：一个是金克

尔、维利希和戈克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１日签署的、作为建立新的流亡者组织

——人民同盟（见注１３５）——的基础的《关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另

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致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的美国

保证人的通告。关于信中提到的金克尔—维利希想用建立新组织的办

法把公债所筹集到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企图，关于他们因此与公

债出纳员赖辛巴赫的冲突，以及关于公债保证人代表大会参加者伊曼

特为揭露金克尔—维利希冒险计划而采取的行动，并见本卷第９７—９９、

１０２—１０６页。——第５４７页。

５１９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８日和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６日给魏德迈的信中

所引用的两个片段。——第５４８页。

５２０ １８５１年初，《汉堡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马克思的文章，文章是由列

海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对马克思极其敌视的说法而

写出来的（关于此事见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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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４８６—４８７页）。——第５４８页。

５２１ 指金克尔１８５０年１１月从旅潘道越狱一事，他由于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

动曾被囚禁在那里。——第５５３页。

５２２ 指与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代表人物金克尔、卢格、海因岑之间的

斗争有关的一个插曲，他们竭力互相争夺在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

债”的冒险计划的发起权。金克尔想把公债筹集的资金集中到自己手

中，这激起了各竞争集团对他的攻击，于是他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声明，

否认他有独自推销公债的意图，似乎这是强加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维斯在美国许多德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揭露金克尔歪

曲事实真相，指出寄往美国的关于公债的宣言是金克尔一人签名的。关

于这段插曲，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５０—３５１页）。——第５５４页。

５２３ 关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６日《晨报》的文章，见注１４９。

    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日写了一篇对这篇文章

的答复寄给《晨报》，对卢格的拥护者戈克所领导的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１１０）的活动作了批评。但是该报没有发表克路斯的这封信。——第５５４

页。

５２４ 克路斯的文章《卡尔 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

马影子的漫游骑士》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６月底或７月初的《纽约民主主义者

报》上。——第５５５页。

５２５ 大概是指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克路斯的一篇文章，克路斯在

这篇文章中，根据马克思告诉他的一些情况，谈到了布吕宁克夫人和维

利希之间发生的事件（见本卷第７３、７７页）以及金克尔和维利希关于她

从事间谍活动的指责。——第５５６、６４５页。

５２６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以及后面一封１２月１４日的信，克路斯在他

１８５３年１月６日和７日给魏德迈的两封信中都引用了。马克思的手稿没有

找到。——第５６３页。

５２７ 克路斯在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马索耳（马克思曾把马索

耳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５日的信寄给克路斯看）的看法是否正确表示怀疑，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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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认为蒲鲁东在其新作中似乎采取了与他四十年代的著作相反

的革命立场。克路斯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

者的观点，是跟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的。魏德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

第５６５页。

５２８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在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月７日给

魏德迈的信中转抄了这封信。——第５６９页。

５２９ 指１８５２年底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７８）内向维利希提出的质

问，这是因为被揭穿的密探希尔施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希尔施的

声明被看作是诽谤，然而协会会员对维利希的怀疑态度却证明，他们中

间曾经受维利希—沙佩尔影响的人，对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首领们的行为和策略的不满正在增长。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事实，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和他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都已经讲到了（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７—５２８页和第９卷第４４页）。—— 第

５７１页。

５３０ 马克思根据他从沙贝利茨那里得到的消息（见本卷第２０５页），认为他的

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已经在巴塞尔出版了。关于这个版本

的命运，见注１６３。——第５７４页。

５３１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没有能在瑞士出版。——第

５７４页。

５３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８５—４８６页。——第５７５页。

５３３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７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引用的一个片段。——第５７６页。

５３４ 这封信是对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３月６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克路斯在寄给

马克思信的同时还把华盛顿体操协会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党人及其

家属的第一次汇款（为了响应马克思向美国发出的关于救济的呼吁书；

关于这个呼吁书，见注１９９）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５日

和３月２日的两封信，看来没有得到答复。——第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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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５ 暗指费 奥 普尔斯基和他妻子泰 普尔斯基合写的美国游记一书《白、

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１—３卷（《Ｗｈｉｔｅ，Ｒｅｄ，ｂｌａｃｋ．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ｇｕｅｓｔ》．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书名反映了美国居

民的种族成分。——第５７９页。

５３６ 指施拉姆与维利希的决斗。这次决斗是由维利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挑衅行为引起的，决斗于１８５０年９月在奥斯坦德举

行，巴特尔米在这次决斗中是维利希的监场人（见注２５４）。——第５７９

页。

５３７ 指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１８２０年柏林版（Ｊ．Ｃ．Ｐｌü－

ｍｉｃｋｅ．《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ｆüｒ ｄｉｅ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

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０）。——第５８３页。

５３８ 若米尼论述拿破仑战争的下述著作最闻名：《１７９２年至１８０１年革命各次

战争的军事批判史》１８１９—１８２４年巴黎版第１—１５卷（《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ｇｕｅｒｒｅｎ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１７９２

 à １８０１》．Ｔ．１—１５，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１８２４）；《拿破仑在凯撒、亚历山大

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自述的政治和军事生涯》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１—４卷

（《Ｖ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ｒａｃｏｎｔéｅ ｐａｒ ｌｕｉ

－ｍｅｍｅ ａｕ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 Ｃéｓａｒ，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ｅｔ ｄｅ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Ｔ．１—４，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

    恩格斯看到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看来是１８３２—１８３７年在柏林出

版的他的第一版全集《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ｅ 

Ｗｅｒｋｅ üｂｅｒ Ｋｒｉｅｇ ｕｎｄ Ｋｒｉｅｇｆüｈｒｕｎｇ》），共十卷。论述拿破仑战

争的著作收在该版全集第五至第八卷中。——第５８３页。

５３９ １８４６年２月，当波兰国土上为争取波兰民族解放而举行起义以及起义者

在克拉科夫暂时获得胜利的时候，加里西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各

级政府利用受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的仇恨，多次使起义农民

把矛头指向了波兰起义者的队伍。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

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镇压。——第５８４页。

５４０ 指１８４６年７月至１８５２年２月执政的罗素的辉格党内阁，接替这个内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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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它维持到１８５２年１２月）以及阿伯丁的联合内

阁（由辉格党人和皮尔派组成）。——第５８５页。

５４１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又趋于

尖锐化；譬如，奥地利利用沙皇俄国的支持，阻挠普鲁士恢复 关税同盟

（见注１３０）。在法国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波拿巴政变以后，由于波拿巴集团妄图

恢复第一帝国的边界，在欧洲产生了新的战争危险。正是由于这个情

况，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通商问题的谈判中表现了某些让步（见注

２２９）。——第５８６页。

５４２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３月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

３—５页）。——第５８７页。

５４３ 指威 维利森写的《１８４８年意大利战局》１８４９年柏林版（Ｗ ．Ｗｉｌｌｉｓｅｎ．

《Ｄｅｒ 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 Ｆｅｌｄｚｕｇ ｄｅｓ Ｊａｈｒｅｓ １８４８》．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９）。——

第５８８页。

５４４ 指北意大利１８４９年春季战役，战役是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１８４９年３月

１２日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开始的。在这次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１８４９年３

月２３日的 诺瓦拉 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由

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恢复了。在这次战役的进程中，

奥军司令巧妙地利用了拉莫里诺将军造成的皮蒙特兵力分散的弱

点。——第５８９页。

５４５ 恩格斯指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决定的一项军事行动：

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日在纳迪－夏尔洛歼灭奥军和奥军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６日撤

出科莫恩（科马罗姆）之后，它们决定不去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

撤退的被击溃的奥军，而是去解放布达（见注６９）。恩格斯认为，这个决

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得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

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以致最终导致了匈牙利军队１８４９

年８月１３日在维拉戈什的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

匈牙利人民中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

卖行动所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贵族中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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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部分。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反对戈

尔盖的叛卖行动的斗争中表现得很不坚决，很不彻底。—— 第

５８９页。

５４６ 指贝姆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于１８４９年春天在特兰西瓦尼亚击败反

革命的奥军、沙皇军队以及当地敌视革命匈牙利的武装力量以后向巴

纳特的进军，巴纳特是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

牙利的版图。尽管贝姆取得了个别胜利，但战争的整个进程在这里对匈

牙利人是不利的，因为巴纳特的情况极其复杂，它是民族杂居的地区，

而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使奥地利君主国得以利用

塞尔维亚人争取自治运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

    恩格斯所说的在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近郊的机动，是指贝姆的

部队１８４９年２月到３月间在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中的下述行动：贝姆用强

行军向海尔曼施塔特推进，沿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部队，把一支软弱的

俄国部队赶出了城，并且最后迫使奥军和沙皇军队全部撤出特兰西瓦

尼亚。接着贝姆和佩尔采尔的部队完成了向巴纳特的进军。１８４９年夏

天，由于沙皇军队举行全面进攻，贝姆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他

又向海尔曼施塔特进军，把俄国的城防部队赶出了城，但是由于这次遇

到沙皇军队和奥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撤退。——第５９０页。

５４７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５月３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５９１页。

５４８ 指１８５３年４月至８月在《改革报》上发表的魏德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

一组文章的头几篇。——第５９１页。

５４９ 指皮佩尔发表在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４、１１和１８日《人民报》第３１至３３号上的总

标题是《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的一组文章。魏德迈和克路斯本来想在

《改革报》上转载这一组文章，但是皮佩尔没有把它写完。—— 第

５９２页。

５５０ 指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５日和４月１７日写给克路斯的信（见本卷第５７７—

５８０、５９１—５９３页），以及看来还有一封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０日左右写

的、没有找到的信。从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８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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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后一封信中谈到了在美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他的著作《揭露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问题。——第５９４页。

５５１ 指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报》第５１号上从《晨报》上转载的一篇署名“英国

人”（理查兹的笔名）的文章。——第５９４页。

５５２ 指琼斯１８５２年３月３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注４２）。——第５９６页。

５５３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８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５９７页。

５５４ 指对预期要发表的维利希的声明的答复，维利希于１８５３年５月初在《美

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上宣称他打算在报刊上“揭

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见注２５３和２５８）。——第５９７页。

５５５ 克路斯没有继续引用马克思的原信，在自己写了几行以后向魏德迈转

述了该信的部分内容，他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谈到关于钱的事。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救济他的钱；至于维

利希大肆散布的那件事，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在切尔西（伦敦）向

一个承租人租了一套住宅，尽管经常感到很拮据，但他每月都按期缴付

房租。忽然来了真正的房主，他要求马克思付房租，因为 居间的承租人

整年没有给他付过分文。英国法律是许可这样做的。马克思无力支付，

人家就派了评价员到他家里，等等。他的处境糟糕透了。他是流亡者救

济委员会的成员。每个星期付钱给个别的流亡者。但是主要的款子——

其中大部分是 我们的 欧洲朋友寄去的——却闲置着没有用，马克思

从中得到他必要的数额而‘得救’，条件是：他将根据其他流亡者（大概

是享有领取救济金特权的那些人）所需要的数额分批偿还这笔钱。他老

老实实这样做了，一部分用他自己赚的钱，一部分用他家里给他的钱，

偿清了全部债务。情况就是如此。

    要谈谈这件事，我不感到缺乏材料，相反，材料是绰绰有余的。例

如，他为《新莱茵报》做出的牺牲，在六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离开了《新

莱茵报》，而在科伦实行戒严以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它，这好

极了！马克思说，他为《新莱茵报》花费了约七千塔勒…… 他还说，我

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寄给我的一切简讯而不要作为文献资料去引用。

    关于《改革报》，马克思认为 我 是对的。他说，半个德国将要到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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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去看工业博览会，既然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别的机关报，所以我们对

《大胡蜂》的先生们的愚蠢行为就应该 装聋作哑，并且巧妙地贯彻自己

的路线。众所周知，达来朗总是号召他的国家要人：‘首先，不需要过分

热心，过分热心！’”。——第５９７页。

５５６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３日给魏德迈的

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５９８页。

５５７ 指刊登在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１日《改革报》第４４号上的克路斯的魁北克通讯以

及发表在这同一号报上的题为《新世界》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克耳纳写

的，论述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佩舍和格普的一本书《新罗马。世界合众

国》。１８５３年９月３日的《新英格兰报》刊载了佩舍的一篇文章《论“阶级斗

士”》。——第５９８页。

５５８ 马克思给魏德迈的这封信的全文没有找到。——第６０１页。

５５９ 一度打算迁往美国的威 沃尔弗曾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６０２

页。

５６０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第６０３页。

５６１ 看来是暗指海因岑的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发表在《新英格兰报》，后来又

发表在当时由海因岑任编辑的《西方先驱报》上。克路斯和魏德迈在《改

革报》上对海因岑的行动和刊物上发表的东西进行了尖刻的嘲笑。——

第６０４页。

５６２ 马克思暗指追求王朝冒险主义目的的波拿巴法国执政集团在东方问题

上采取的立场，及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动，沙皇俄国为了实行掠夺性的反

革命政策，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于１８５３年６月把

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多瑙河两公国。敌对双方兵

力的加强使得新的欧洲战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土俄之间的战争已经

在进行）不可避免，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欧洲（包括德国在内）民主政治的

一种威胁。——第６０５页。

５６３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７日给魏德迈的信

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第６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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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 指从１８５２年９月至１８５３年５月《人民报》刊登的埃卡留斯关于法国经

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通讯。这些通讯中有一组文章的标题是《政

变文献评述》，其中特别阐述了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著的内容（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８日《人民报》第３２号和第３３号）。——

第６０５页。

５６５ 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是答复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３—２４日的来信，来信中

谈到，克路斯已经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抨击文

《帕麦斯顿勋爵》的一部分译成了德文，并把译文寄给了《改革报》。译

文发表时难以指出作者，因为《论坛报》是以社论的形式刊载这篇著

作的，没有署马克思的名字 （见注３０７）。因此，《改革报》在开

始发表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极大

的兴趣，它促使我们采用了《论坛报》这篇东西。这篇短文显示了作者

对英国的问题异常熟悉，尽管没有署名，但不难猜出它是谁写的。”克

路斯的译文刊载在该报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４、８和９日第７２、７３、７４、７７

和７８号上。——第６０６页。

５６６ 克路斯隔了几行写道：“由于琼斯在一份我将要收到的报纸上很不妥当

地把乌尔卡尔特说成是俄国的同盟者，马克思又附来了对乌尔卡尔特

的一些评语。马克思说，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

到。——编者注）中，他曾为这件事训斥了琼斯一顿。我将根据‘乌尔卡

尔特的东西’写一篇不长的文章。”这篇题名《戴维 乌尔卡尔特》的文章

确实由克路斯不署名地刊登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９日《改革报》第１１２号上。这

篇根据没有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评语写成的文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是逐字逐句转抄的，原文如下：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乌

尔卡尔特这个近来由于鼓动在英国召开反俄大会而不止一次被提到的

人，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我们只能设想这种谬论是‘自由斯拉

夫民族’搞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个态度鲜明的

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

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

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着，但是他实际上是什么人，几乎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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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 某种 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 没有

成效 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个着了

某种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失掉了一

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

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是对的，但自然只是对了一部分。目前英

国议会不是依据人们的功绩，而是按照唯一的标志——这个人是不是

担任某种职务——来对待人的，他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

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 地方 自治。为了

反对俄国，他总想使西欧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

以，他不愿听到谈政党，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１８４８年

以来到现在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起了推动俄国前进的有

利作用，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划好的目

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

旧的保守体系的范围内 奥地利 是和俄国直接对抗的，所以他特别倾

心于奥地利，而对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一

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方面，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地维护

个人主义和各民族的特殊的独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

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

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

一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把历史当作外交的最终结果。至于客观的唯

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院审判，或者相反，

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家对他所作的评论，‘他是一

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疯颠颠的老

先生。’

    既然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生活任务，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

光和丰富知识所进行的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一个

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再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出现，而且无论在

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 判扎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

就体现在人Ａ．Ｐ．Ｃ．这个《论坛报》在伦敦的主要台柱身上。”—— 第

６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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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 恩格斯显然是指霍 道格拉斯的《海军炮兵论》（Ｈ．Ｄｏｕｇｌａｓ．《Ａ Ｔｒｅａ

ｔｉｓｅ ｏｎ ｎａｖａｌ ｇｕｎｎｅｒｙ》）一书；第一版１８２０年在伦敦出版。——第

６１０页。

５６８ 弗 罗 切斯尼《从东方现状看１８２８年和１８２９年的俄土战争》１８５４年伦敦

版（Ｆ．Ｒ．Ｃｈｅｓｎｅｙ．《Ｔｈｅ Ｒｕｓｓｏ－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ｏｆ １８２８ 

ａｎｄ １８２９，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第６１０页。

５６９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１８３３年签订的，条约规

定，一旦同第三国发生战争，双方互相给予援助。根据这一条约，土耳其

特别承担了一项义务：按照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舰只进入黑海。

    关于１８４０年和１８４１年条约，见注３２３。

    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英国和阿富汗的战争 是英国为了对阿富汗实行殖

民奴役而发动的。战争以英国殖民者计划的破产而告终。

    关于帕麦斯顿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立场，见注３５１。——第６１３页。

５７０ １８３８年那不勒斯王国把开采西西里岛硫磺的权利租让给了法国公司。

英国政府借口１８４６年条约规定那不勒斯不得把有碍英国利益的商业优

惠权给予别国，命令自己的地中海舰队采取军事行动，并迫使那不勒斯

解除了同法国公司所订的合同。——第６１３页。

５７１ 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等国代表一起，

同丹麦代表签定了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规

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领地不可分割的

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作为

以彼得三世为号统治过俄国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卡尔－彼得－

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王位追求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它让给克里

斯提安 格吕克斯堡大公，他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

这就为俄国沙皇将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止时要求丹麦王位开了先

例。——第６１６页。

５７２ 四国同盟——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在１８３４年４月签订的条约。

这个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专制政体的强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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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使英国借口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以反对葡萄牙

王位追求者唐 米格尔和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 卡洛斯，从而巩固它

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就成为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第６１６

页。

５７３ 拟议中的这组文章中，马克思在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和１８５５年１月１日写了

两篇，刊登在１８５５年１月２日和４日的《新奥得报》上。在本版中文章标题

是《克里木战局的回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２０—

６２５页）。从这篇述评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见注４０６）。——第６１９

页。

５７４ “钦赐宪法”——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

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钦赐的”一些宪法。其中头一部是１８４９年

１２月５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公布的。在普鲁士实行了两院

制，国王不仅保留着撤销两院决议的权利，而且还保留修订宪法个别条

文的权利。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导致了下述的这些结果：１８４９年４月

解散了根据钦赐宪法选出的第二议院；以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的三

级选举制代替了普选权，实施了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１日生效的新的更加反动

的宪法。在此以前新选出的下院代表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是资产阶级的

自由派——立宪派，他们拥护国王所提出的新宪法，而资产阶级民主派

则主张保持原来的１８４８年宪法。——第６３０页。

５７５ 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法国流亡者在泽稷岛出版的机关报《人》报，发表了一

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公开信，信是由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

者的首领之一费里克斯 皮阿就１８５５年女王访法一事而写的。由于公布

这封冒险性的煽动性的信，结果只是使英国政府为讨好拿破仑第三而

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克多 雨果）驱逐出泽稷岛；当时还传

闻，要恢复所谓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４２９）。——第６３０页。

５７６ 马克思自１８４３年１０月底到１８４５年２月３日住在巴黎，其后根据普鲁士政

府的要求，被驱逐出法国，因而被迫迁往布鲁塞尔。——第６３２页。

５７７ 指马克思打算让自己的战友，包括维尔特在内的前《新莱茵报》编辑，为

魏德迈的杂志《革命》撰稿。——第６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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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８ 指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７日《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该报编辑施瑙费尔对在

该报同一号上发表的布吕宁克来信的答复。在这个刊物上登载的上面

提到的克路斯的那篇文章中，曾讲到一些有关布吕宁克夫人的消息，布

吕宁克向编辑部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第６４６页。

５７９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和１６日《人民报》上登载了克路斯的两篇论述美国总统

选举酝酿过程的文章。——第６４６页。

５８０ 指贝克尔、魏德迈、毕尔格尔斯打算在１８５年春季创办的杂志；但是这个

刊物未能出版。——第６４７页。

５８１ 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科伦陪审法庭上，施梯伯向法庭递交了一本伪造的

“原本记录”（见注１６１）。跟这次审讯的组织者的用意相反，把分明是伪

造的文件作为罪证提出来，只不过加强了辩护方面的地位，给辩护方面

提供了揭露起诉材料的伪造性质的更充分的理由。——第６４８页。

５８２ 大概是指克路斯为驳斥卢格而写的一篇文章《物质的批判和道德化的

观点》。——第６５０页。

５８３ 克路斯在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８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全文；信的原

件没有找到。——第６５１页。

５８４ 暗指魏德迈和克路斯由于物质困难，未能向印刷厂主买回在纽约出版

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大部分书。——第

６５１页。

５８６ 看来，燕妮 马克思是指，除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

数被没收外，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

物》一事也未能成功。——第６５２页。

５８６ 这里说的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５４年柏林

版，上下两册（《Ｄｉ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ｎｅｕｎ－

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 １８５３，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 

１８５４）。此书是由警察官吏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的。对该书的评价见恩

格斯的著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１卷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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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把靠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４９）募集的款项称做

“美国款项”。——第６５２页。

５８７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

信没有找到）中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在１８５３年５月１

日左右，即马克思逗留曼彻斯特期间写的。——第６５４页。

５８８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所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部著作的最

后一篇即第二十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而且显然是没有写成

（见注１２６）。因此，克路斯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写个结尾，以便按计划

在《改革报》上发表该著作的德译文时应用。——第６５５页。

５８９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燕妮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

的内容，这封信大概是根据马克思的委托，在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０日左右写的。

燕妮 马克思这封信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６５５页。

５９０ 指魏德迈的一组文章《政治经济学概论》（见注５４８）和魏德迈对希尔施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２日声明（见注４６０）所写的前言，题为《“民主的” 奸

细》，这篇前言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４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

报》上。——第６５５页。

５９１ 看来，这句话是指路特希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旁系的代表之一——威

廉 卡尔 路特希尔德（１８２８—１９０１），显然，他象皮佩尔一样，在哥丁根

大学上过学。——第６５６页。

５９２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中，１８５３年４月间

作为社论在该报上发表的共有三篇：《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

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

卷第１４—１９、２４—３０、３５—４０页）。所有这些文章都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

的请求而写的。——第６５６页。

５９３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

信没有找到）中的一部分内容，这封信看来是１８５３年２月写的。——第

６５６页。

５９４ 大概是指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底写给雅 沙贝利茨的一封信（这封信没

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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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找到）。沙贝利茨在同年１２月１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接受马

克思为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所提出的条件。——第

６５８页。

５９５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叙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

封信没有找到）的一部分内容，这封信看来是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写的。——

第６５８页。

５９６ 指维利希和施拉姆之间的决斗。维利希在他的诽谤性文章《卡尔 马克

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歪曲了决斗的情况。在马克思的反驳的抨击文

《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施拉姆的监场人米斯科夫斯基驳斥维利希

的论点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５３—５５５页，并

见本卷注３６２）。——第６５９页。

５９７ 克路斯给魏德迈的这封信，叙述了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８日给克路斯的

一封信的内容（马克思把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手稿同这封信一

起寄给了克路斯），并引用了看来是马克思和燕妮 马克思在这封信的

附笔中的两段话。这些文件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６６０页。

５９８ 指克路斯、魏德迈和雅科比为驳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而发表的声明

（见注３２０）。——第６６０页。

７７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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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丁伯爵，乔治 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８４—１８６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５０

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和联合内阁

首相（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第２２０、２３２、

３５２、３５４、３６１、４２５、４２７、６０８、６１３页。

阿卜杜－麦吉德（Ａｂｄｕｌ－Ｍｅｊｉｔ １８２３—

１８６１）—— 土 耳 其 苏 丹（１８３９—

１８６１）。——第２１３、２２６页。

阿尔伯茨（Ａｌｂｅｒｔｓ）——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第

１９３页。

阿尔伯特（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９—１８６１）——萨克

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维多利

亚的丈夫。——第３３３、４６６页。

阿尔康纳蒂 维斯康蒂，康斯坦扎（Ａｒ－

ｃｏｎａｔｉ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ａ约１８０１—

１８７０）——侯爵夫人，意大利民族解放

运动的女活动家。——第１５０页。

阿尔宁，路德维希 阿希姆（Ａｒｎｉｍ，Ｌｕｄ

ｗｉｇＡｃｈｉｍ １７８１—１８３１）——德国诗

人，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３４７

页。

阿尔诺德，弗兰茨（Ａｒｎｏｌｄ，Ｆｒａｎｚ）——德

国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初同阿 克路斯关系密切，曾在

美国参加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第

２７４页。

阿尔坦施泰因，卡尔（Ａｌ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宗教事务、教

育和卫生大臣（１８１７—１８３８）。—— 第

３６８页。

阿哥斯提尼，切扎列（Ａｇｏｓｔｉｎｉ，Ｃｅｓａｒ 

１８０３—１８５５）——意大利革命家，马志

尼的信徒；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来脱

离马志尼。——第２１７页。

阿革西拉乌斯（Ａｇｅｓｉｌａｎｓ约公元前４４２—

３５８）—— 斯巴达王（约公元前３９９—

３５８）。——第５１１页。

阿雷蒂诺，彼得罗（Ａｒｅｔｉｎｏ，Ｐｉｅｔｒｏ 

１４９２—１５５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讽刺作家，写有反对教廷和欧洲各国君

主的讽刺著作。——第７９、８０页。

阿雷纳，安都昂（Ａｒｅｎａ，Ａｎｔｏｉｎｅ死于

 １５４４年）——法国讽刺诗人。——第２８０

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 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最大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

的作者。——第１８、６０３页。

８７７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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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纳奥斯（Ａｔｈｅｎａｉｏｓ二世纪末至三世

纪初）——古希腊演说术教师和语法学

家。——第５１１页。

埃尔哈特，约翰 路德维希 阿尔伯特（Ｅｒ

ｈａｒｄｔ，Ｊｏｈａｎｎ Ｌｕｄｗｉｇ Ａｌｂｅｒｔ约生

于１８２０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第５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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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

《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

撰稿。——第４１３、４４７、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４—

６２５、６２８—６３１页。

埃尔希，约翰 赛米尔（Ｅｒｓ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６６—１８２８）——德国图书学

家，哈雷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

第３６８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

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

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

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

代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

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

运动的活动家。——第３４８、３５３、４８５、

４９２、５２５、５２９、５３３、５９１、６０５、６４３、６５６

页。

埃塞尔第一，约翰 亨利希 泰奥多尔

（ＥｓｓｅｒＩ，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

 ——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１８４８年

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

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

人。——第１７５页。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Ｅｓｐａｒｔｅｒｏ，Ｂａｌ

ｄｏｍｅｒｏ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 西班牙将

军和国家活动家，进步党领袖，西班牙

摄政（１８４１—１８４３），政府首脑（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第３９４页。

埃斯潘纳斯，沙尔 玛丽 埃斯普里（Ｅｓ

ｐｉｎａｓｓ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ｉｅ－Ｅｓｐｒｉｔ 

１８１５—１８５９）——法国将军，波拿巴主

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

及利亚，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

参加者之一，克里木战争的参加

者。——第３９０页。

埃特雷伯爵，路易 沙尔 塞扎尔 累特耳

埃（Ｅｓｔｒéｅｓ，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Ｃéｓａｒ 

Ｌｅｔｅｌｌｉｅｒ，ｃｏｍｔｅ ｄ １６９５—１７７１）—

法国元帅，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的参

加者；１７６２年指挥莱茵河的法国军

队。——第３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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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１６９、１８８．２１２、３９１、４８４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 海尔曼（Ｅｗｅｒ－

ｂｅｃｋ，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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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３４、３６、５０、５２、２８３、４５１页。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Ａｎｎｅ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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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任巴登

—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后站在北部方

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５８、９６、２７４、

９７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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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５３９、５４０页。

安内克，玛蒂尔达 弗兰契斯卡（Ａｎｎｅｋｅ，

Ｍａｔｈｉｌｄｅ 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 １８１７—１８８４）

 ——德国女作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为民

主报刊撰稿；弗里德里希 安内克之

妻。——第２５４页。

安斯提，托马斯 契泽姆（Ａｎｓｔｅｙ，Ｔｈｏ－

ｍａｓ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１８１６—１８７３）——英

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曾

任香港首席检察官（１８５４—１８５９）。——

第３４６页。

安徒生，汉斯 克里斯提安（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Ｈ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丹

麦作家和诗人，以童话闻名。——第４８３

页。

安许茨（Ａｎｓｃｈüｔｚ）——德国音乐家，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流亡伦敦；恩 德朗克的朋

友。——第５６、５７、６０页。

昂吉安公爵，路易 安都昂 昂利 德 波旁

－ 孔代（Ｅｎｇｈｉｅｎ，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

Ｈｅｎｒｉ 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ｎ－Ｃｏｎｄé，ｄｕｃ ｄ

 １７７２—１８０４）——法国亲王，波旁王

朝的代表，曾参加反革命流亡者军队反

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被拿破仑第一

下令枪决。——第８２页。

奥艾尔巴赫，倍尔托特（Ａ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ｅｒｔ－

ｈｏｌｄ １８１２—１８８２）——德国自由派作

家；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第４６５

页。

奥本海姆（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伦敦的银行

家。——第２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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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６３８页。

奥比茨，马丁（Ｏｐｉｔｚ，Ｍａｒｔｉｎ １５９７—

１６３９）——德国诗人，德国文学中古

典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 第

３７９页。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

奥尔良亲王——见茹安维尔，弗朗斯瓦

斐迪南 菲力浦 路易 玛丽。

奥尔 良 王 朝—— 法 国 王 朝（１８３０—

１８４８）。——第１１、１２、７８—７９、８２、１５０、

４９７—４９９页。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Ｒｕｄｏｌｆ

 １７９５—１８６６）——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主义贵族的

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６—

９月）。——第１７２页。

奥弗拉赫蒂，艾德蒙（ＯＦｌａｈｅｒｔｙ，Ｅｄ－

ｍｏｎｄ）——英国官员，１８５４年任财政

部在爱尔兰征税的特派员。—— 第

４２８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

１４）——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

１４）。——第４３８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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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３７、４５６、４７８页。

奥朗则布（Ａｕｒａｎｇｚｉｂ，Ａｌａｍｇｉｒ １６１８—

１７０７）——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谛沙

赫（１６５８—１７０７）。——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 欧仁 菲力浦

路易（Ａｕｍａｌｅ，Ｈｅｎｒｉ－Ｅｕｇèｎ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ｏｕｉｓ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ｕｃ 

０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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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８２２—１８９７）——法国国王路易－菲

力浦之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

国。——第１５０、４８０页。

奥美尔－帕沙（米哈伊尔 拉塔斯）（Ｏｍｅｒ

Ｐａｓｈａ（ＭｉｃｈａｉｌＬａｔａｓ）１８０６—１８７１）

 ——土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克里木

战争中任土军总司令。——第２９１、３３０、

３３８、３４４、３６３、３９３、４６３、６０８、６１２页。

奥斯坦－萨肯，德米特利 叶罗费也维奇

， １７８９—

１８８１）——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

在俄国南部任军长（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塞瓦

斯托波尔城防司令（１８５４年底—１８５５

年）。——第３７８页。

奥斯渥特，欧根（Ｏｓｗａｌｄ，Ｅｕｇｅｎ１８２６—

１９１２）——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

国。——第９８、１０３、５２９页。

奥滕伯格，约瑟夫（Ｏ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生于１７６８年）——奥地利官员和布拉

格历史教员；写有论述古罗马人军事的

教材。——第１０９页。

奥托，卡尔 克利斯提安（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８１７—１８７３）——丹麦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和绍林吉亚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侨居美国。——第３６４、

３６６页。

奥托，卡尔 乌尼巴特（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Ｗｕｎｉ

ｂａｌｄ约生于１８０９年）——德国化学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

刑。——第１１、１５９页。

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Ｉ １８１５—１８６７）——巴

伐利亚 王子，希 腊国 王 （１８３２—

１８６２）。——第３５５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 奥维狄乌斯 纳

佐）（Ｐｕｂｌｉｕｓ Ｏｖｉｄｉｕｓ Ｎａｓｏ公元前

４３—约公元１７）——古罗马诗人，公元

前８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

驱逐出罗马。——第１４９页。

Ｂ

巴贝夫，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 

１７６０—１７９７）（真名弗朗斯瓦 诺埃尔

Ｆｒａｎ－ｏｉｓ－Ｎｏｅｌ）——法国革命家，空

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

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１４５页。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贝斯，阿尔芒（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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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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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３、４３０

页。

巴尔托耳德，弗里德里希 威廉（Ｂａｒｔｈｏｌ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ｈｅ１ｍ１７９９—１８５８）——德

国历史学家。——第１０９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 德（Ｂａｌｚａｃ，Ｈｏｎｏｒé 

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

主义作家。——第１５３、１５４、５５８页。

巴赫，亚历山大（Ｂａｃ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１３—１８９３）——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律师，１８４８年任司法大臣，１８４９—１８５９

年任内务大臣。——第５２３页。

巴卡普（Ｂｕｃｋｕｐ）——布莱得弗德的商

人。——第２４９、２５１、３５９、３７４、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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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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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２８３—２８８、２９５、５８４页。

巴纳姆，芬涅阿斯 泰勒（Ｂａｒｎｕｍ，Ｐｈｉｎｅａｓ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８１０—１８９１）——美国剧院

老板，专演各种稀奇古怪的戏剧。——

第５、６６、４３７页。

巴特尔米，艾曼纽尔（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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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４９、１７１、２３２、２３３、４１７、４２１、

４２３、５７９页。

巴特勒，赛米尔（Ｂｕｔｌ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１６１２—

１６８０）——英国讽刺诗人，《休迪布腊

斯》一诗的作者。——第２５７页。

巴特勒，詹姆斯 阿默尔（Ｂｕｔｌｅｒ，Ｊａｍｅｓ 

Ａｒｍａｒ １８２７—１８５４）——英国军官，

１８５４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组织者之

一。——第３８０页。

巴亚尔，比埃尔（Ｂａｙ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 １４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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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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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页。

拜尔，约瑟夫 奥古斯特（Ｂａ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２１—１８６４）——奥地利军

官和著作家，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时任戈尔盖军队的参谋长；１８４９年该军

投降后被俘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要塞

监禁，１８５０年遇赦。——第５８９、５９０页。

拜伦，乔治（Ｂｙｒ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８８—１８２４

）——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

的代表人物。——第３４７页。

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路易）（Ｂａｍｂｅｒ－

ｇｅｒ，Ｌｕｄｗｉｇ（Ｌｏｕｉｓ）１８２３—１８９９）——

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瑞士、英国和法国，六十年代

回到德国，后为自由主义者，国会议

员。——第２２５、２４３、５７６页。

班 贝 尔 格 尔， 西 蒙 （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伦敦银行家，路德维希 班

贝尔格尔的父亲。——第２０９、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５、２７４、６５８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áｎｏｓ １８１７—

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

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

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

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

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

进行活动（１８５５—１８５８）。——第１８、１９、

２７、５８、６４、６５、７６、７９、８３、８４、８６、

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０、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５、

１８８—１９１、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０、２１７、

２３４—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７、３０１、３０７、３４０、

３４３、３８５、５１２、５１９、５３３、５５１、５５３、

５６０—５６２、５７１—５７５、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２、

５９６、６４３页。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１８１０—１８４４）和

埃米利奥（１８１９—１８４４）（Ｂａｎｄｉｅｒａ，Ａｔ

ｔｉｌｉｏ ｅｄ Ｅｍｉｌｉｏ）——意大利民族解

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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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

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１８４４）。——第

３２页。

鲍蒂扬尼，卡兹美尔（卡季米尔）（Ｂａｔ－

ｔｈｙáｎｙ，Ｋａｓｍｅｒ（Ｋａｓｉｍｉｒ）１８０７—

１８５４）——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

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９年任

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镇压

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 第

１８—１９、２７页。

鲍蒂扬尼，拉约什（路德维希）（Ｂａｔ－

ｔｈｙáｎｙ，Ｌａｊóｓ（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９—

１８４９）——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

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领导匈

牙利政府（１８４８年３—９月），执行与奥地

利君主制妥协的政策；革命被镇压后遭

枪杀。——第５１２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 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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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３５７、３５８、

４６４、５９３、６１９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２３、２４、４４、５０、５２、５９、６６、

９２、９３、３５７、３６８、３９５、３９９、４１６、４１７、

４４３、４４６、４６４、４６５、５２２、６２５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

盟的领导者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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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６页。

贝多，玛丽 阿尔丰斯（Ｂｅｄｅａｕ，Ｍａｒｉ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８０４—１８６３）——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

法议会副议长，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逃亡国外。——第１５０页。

贝尔根罗特，古斯达夫 阿道夫（Ｂｅｒｇｅｎ－

ｒｏｔｈ，Ｇｕｓｔ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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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５页。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Ｂｅｒｍｂａｃｈ，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２—１８７５）——科伦的法学家，民

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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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３、８６、

８８—９０、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８、４８４、

５２５、５３８、５４４、５６３页。

贝尔纳，马丁（Ｂｅｒｎａｒｄ，Ｍａｒｔｉｎ １８０８—

１８８３）——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命团

体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积极活动家，由于参加１８４９年六月十三

日事件而被流放，五十年代初从流放地

逃往英国；１８５９年大赦后返回祖

国。——第２９页。

贝尔纳丹 德 圣比埃尔，雅克 昂利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ｄｅ Ｓａｉｔ－Ｐｉｅｒｒ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Ｈｅｎｒｉ １７３７—１８１４）——法国作家，

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和旅

行家。——第３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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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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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侨居美国。——第５７６页。

贝尔尼，弗兰契斯科（Ｂｅｒｎｉ，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１４９８左右—１５３５）——意大利诗人，以

改写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闻

名。——第８４页。

贝尔尼埃，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６２５—１６８８）——法国医生，旅行家和

作家。——第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４页。

贝耳菲德，詹姆斯（Ｂｅｌｆｉｅｌｄ，Ｊａｍｅ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朋友之

一。——第１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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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

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

１０３页。

贝克尔，海尔曼 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８５）（“红色

贝克尔”ｄｅｒ 《ｒｏｔｅ Ｂｅｃｋｅｒ》）——德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业主联合

会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

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发行人（１８４９

年５月—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８５０年起为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

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

党人。——第１１、１５９、１６９、１７０、１９２、

１９６、３７４、４０９、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４、４８５、

４８９、５２８、５４４、５６７、５６８、６４１、６４７、

６４９、６５３页。

贝克尔，麦克斯 约瑟夫（Ｂｅｃｋｅｒ，Ｍａｘ 

Ｊｏｓｅｐ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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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３、６５５页。

贝克尔，约翰 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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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页。

贝克曼（Ｂｅｃｋｍａｎｎ）——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伦日

报》驻巴黎记者。——第１４４页。

贝克曼（Ｂｅｃｋｍａｎｎ）——前者之妻。——

第１４４页。

贝朗热，比埃尔 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

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

诗。——第４０６页。

贝冷——见维克多，克劳德 维克多 佩

兰，贝冷公爵。

贝里公爵，沙尔 斐迪南（Ｂｅｒ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Ｂｏｕｒｂｏｎ，ｄｕｃ ｄｅ

１７７８—１８２０）——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

侄儿。——第４０５页。

贝姆，约瑟夫 （Ｂｅｍ，Ｊòｚｅｆ １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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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页。

贝坦，路易 玛丽 阿尔芒（Ｂｅｒｔｉｎ，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ｉｅ－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４）——

法国新闻记者，奥尔良党人，１８４１—

１８５４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第

３８、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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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安卡（Ｂｉａｎｃａ）——城市贵族代表，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第

１８７、５５４页。

比昂基，阿 （Ｂｉａｎｃｈｉ，Ａ．）——法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侨居伦敦。——第１９、４１页。

比布腊，耳 （Ｂｉｂｒａ，Ｌ．）——伦敦德国

旅馆老板。——第４６１页。

比朔夫斯海姆，路易（Ｂｉｓｃｈｏｆｆｓｈｅｉｍ，Ｌｏｕｉｓ

 １８００—１８７３）——法国银行家，股份

银行的经理，在伦敦设有分行。——第

３００、３２３、３８９页。

比 斯 康 普，埃 拉 尔 特 （Ｂｉａｓｋａｍｐ，

Ｅｌａｒｄ）——德国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

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的德

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

１８５９年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

版。——第５５３页。

彼得曼，奥古斯特（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ｎ，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２２—１８７８）——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

家，１８５５年起为哥达的定期刊物《尤斯

图斯 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研究通报》

的编辑。——第４４３、４４６页。

彼拉多，本丢（Ｐｉｌａｔｕｓ，Ｐｏｎｔｉｕｓ约死于３７

年）—— 犹太 的 罗马 总督 （２６—

３６）。——第１２３页。

庇护九世（Ｐｉｕｓ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罗马教皇（１８４６—１８７８）。——第３５５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ü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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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８、

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３、１８７、１９０、

１９２、１９７、１９９、３７４、４５２、４５６、４６０、

４６１、４８４、４８５、４８９、５３８、６４１页。

毕尔格尔斯，勒娜（Ｂüｒｇｅｒｓ，Ｌｅｎｅ）——

亨利希 毕尔格尔斯的姊妹。——第４００

页。

毕洛夫，迪特里希 亨利希（Ｂüｌｏｗ，Ｄｉｅｔ

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５７—１８０８）—— 普

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第３３５

页。

卞尼格先，列文 奥古斯特 泰奥菲尔

（列昂节 列昂节也维奇）（Ｂｅｎｎｉｇｓｅｎ，

Ｌｅｖ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 

）１７４５——１８２６）——在俄

国当将军，原籍汉诺威，谋杀保罗一

世的参加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

的战争，１８０７年为总司令，在１８１２年卫

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第

５６６页。

宾，约翰（Ｂｙｎｇ，Ｊｏｈｎ １７０４—１７５７）——

英国海军上将，１７５６年指挥远征米诺尔

卡岛的分舰队；被控未尽其军人天职而

被处死刑。——第３９９页。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 奥西波维奇

，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２）——伯爵，俄国外交家，科西嘉

人，１８１４—１８２１年 任 驻 巴 黎 公 使，

１８２１—１８３５年为大使，后任驻伦敦大使

（１８３５—１３３９）。——第４０４页。

波林尼雅克，奥古斯特 茹尔 阿尔芒 玛

丽（Ｐｏｌｉｇｎａｃ，Ａｕｇｕｓｔｅ－Ｊｕｌｅｓ－Ａｒ－

ｍａｎｄ－Ｍａｒｉｅ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 公

爵，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

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

首相（１８２９—１８３０）。——第４０６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 拿 巴，比埃 尔（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Ｐｉｅｒ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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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５—１８８１）——拿破仑第三之堂弟；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议员，属共和派。——第１２１、５６６页。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 拿巴，日 罗姆（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ｏｍ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０）——拿破仑第一之弟；威

斯特伐里亚国王（１８０７—１８１３），１８５０年

起为元帅。——第１２１页。

波拿巴，约瑟夫（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８—１８４４）——拿破仑第一之长兄，

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０６—１８０８）和西班牙

国王（１８０８—１８１３）。——第３１７页。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

１８１５和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３０３页。

波旁王朝—— 法国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第８１、

４０５、４０６页。

波特，奥古斯特 弗里德里希（Ｐｏｔｔ，Ａｕ

ｇｕ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２—１８８７）——德

国语言学家，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的创

始人之一。——第３６８页。

伯恩哈特（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德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在纽约出版

的《新时代》周报编辑之一。——第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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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００、５７６

页。

博德，阿道夫 弗里德里希（Ｂｏｄｅ，Ａｄｏｌｆ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７—１８６５）—— 男爵，林

学家，１８４０—１８５５年是彼得堡林学院教

员，写有许多森林学著作。——第４１６

页。

博尔夏特，路易（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Ｌｏｕｉｓ）——德

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

一。——第２５６、２５９、２７７、２８１、２８２、２９２、

２９３、２９７、３３１、６３０、６３１页。

博雅多，马提奥 马利阿（Ｂｏｉａｒｄｏ，Ｍａｔ－

ｔｅｏ Ｍａｒｉａ １４３４—１４９４）——文艺复

兴时期意大利诗人，《恋爱中的罗兰》一

诗的作者。——第８４页。

勃朗，路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１８８２）

 ——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

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

妥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在伦

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

一。—— 第２９、３０、３８、４１、４２、４５、８９、

３０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９、４１２、５０４、５１２—５１３、

５３７、５８７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维也纳保

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

害。——第１９１页。

勃律盖曼，卡尔 亨利希（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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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页。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 阿道夫（Ｂｏｕｒｑｕｅ－

ｎｅ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９—１８６９）

 ——男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

丁堡公使（１８４１—１８４４），大使（１８４４—

１８４８），驻维也纳公使（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大

使（１８５６—１８５９）。——第６１６页。

布赫海姆（Ｂｕｃｈｈｅｉｍ）——德国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

伦敦。——第４０９页。

布莱桑，路德维希（Ｂｌｅｓｓｏ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０—１８６１）——德国军事著作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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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子，１８４８年６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

司令。——第１０９页。

布 莱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

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

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

由党内阁的大臣。——第３３、７２、８２、８５、

２７８—２７９、３２３、４２９页。

布兰克，卡尔 艾米尔（Ｂｌａｎｋ，Ｋａｒｌ Ｅｍｉｌ

 １８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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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４、６３、

１３１、２２３、３３６、４６２、４７１、５５９页。

布兰克，玛丽亚（Ｂｌａｎｋ，Ｍａｒｉｅ １８２４—

１９０１）——恩格斯的妹妹，１８４５年起为

卡尔 艾米尔 布兰克的妻子。——第

２０８、５５７—５５９页。

布朗纳－盖尼阿尔（Ｂｒｅｎｎｅｒ－Ｇｕéｎｉａｒｄ）

 —— 巴塞尔时装店老板。—— 第２２４

页。

布朗基，路易 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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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多次被判处徒

刑。—— 第１１、１４９、１５６、２４６、２８８、４１３

页。

布利丹，让（Ｂｕｒｉｄａｎ，Ｊｅａｎ １３００左右—

１３５８以后）——法国唯名主义哲学家；

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

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因而误传下面

这个驴子的故事是他讲的：一头驴子在

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

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

成了一句俗语。——第１１９页。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Ｂｌｉｎｄ，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ｋｅ）

 ——卡尔 布林德的妻子。——第２９５、

４１８、６０２、６０３页。

布林德，卡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 １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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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

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

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２０９、２１１、

２１８、２４７、２９５、３３９、３４２—３４４、４０８、４０９、

４１８、４５７、５６４—５６５、６００—６０３页。

布隆诺夫，菲力浦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９７—１８７５）——

 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

（１８４０—１８５４、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后为驻伦

敦大使（１８６０—１８７４）。——第６１６、６１７

页。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路易）（Ｂｌｅｎｋｅｒ，

Ｌｕｄｗｉｇ（Ｌｏｕｉｓ）１８１２—１８６３）——退伍

的德国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

内战。——第４５１、４５３页。

布伦坦诺，克雷门斯（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８—１８４２）——德国诗人，浪漫主

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３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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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１２７、５４６页。

布吕宁克，阿 （Ｂｒüｎｉｎｇｋ，Ａ．）—— 男

爵，德国贵族，１８５１年起住在伦敦，通过

妻子玛 布吕宁克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

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 第７７、

２１９、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６、５６９、６４５页。

布吕宁克，玛丽亚（Ｂｒüｎｉｎｇｋ，Ｍａｒｉａ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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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８５３年）——男爵夫人，阿 布吕宁克

的妻子，伦敦和巴黎政治沙龙的女主人

——俄国达 赫 利文公爵夫人的侄女，

１８５０年曾协助哥 金克尔逃出监狱；

１８５１年起住在伦敦，同德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

第７３、７７、８９、９９、２１０、２１９、２３５、５２６、

５２７、５３４、５５１、５５２、５６９、５７９、５９３、

６４５页。

布律阿，阿尔芒 约瑟夫（Ｂｒｕａｔ，Ａｒ—ｍ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法国海

军上将，１８５４年为黑海分舰队司

令，１８５５年为黑海舰队总司令。——

第４５５页。

布特伯爵，约翰 斯图亚特（Ｂｕｔｅ，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１３—１７９２）——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

（１７６１—１７６３）。——第３９７、３９８页。

布瓦肖，让 巴蒂斯特（Ｂｏｉｃｈｏ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生于１８２０年）——法国政治活

动家，共和党人，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１８４９年六月十三日起义的参加者，后流

亡国外。——第３６４、３６７页。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Ｈｅｒｚｏｇ  ｖｏｎ  １７２１—

１７９２）——在普鲁士供职时是将军；七

年战争时期（１７５７年１１月起）任同法奥

军队作战的普军和联军司令。——第

４３６页。

Ｃ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 埃日伊（Ｃｚａｒｔｏｒｙ－

ｓｋｉ，Ａｄａｍ Ｊｅｒｚｙ １７７０—１８６１）——

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初是亚历

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流亡

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

亡集团。——第２７页。

查理－ 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 

１７９８—１８４９）—— 撒丁国王（１８３１—

１８４９），——第５８９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法

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被１８３０年的七月

革命赶下王位。——第４０６页。

查普曼（Ｃｈａｐｍａｎ）——马克思在伦敦的

债主之一。——第７页。

查塔姆——见皮特（老皮特），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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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３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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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０３—１０５、２０２

页。

达 朋特，洛兰佐（Ｄａ Ｐｏｎｔｅ，Ｌｏｒｅｎｚｏ 

１７４９—１８３８）——莫扎特许多歌剧的歌

词作者。——第６３２页。

戴森特，乔治，韦伯（Ｄａｓｅｎｔ，Ｇｅｏｒｇｅ 

Ｗｅｂｂｅ １８１７—１８９６）——英国语文学

家和新闻记者，１８４５—１８７０年是《泰晤

士报》的助理编辑；同外交界有联

系。——第２１３页。

丹东，若尔日 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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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

４３１页。

丹 尼尔 斯，阿 马 利 亚（Ｄａｎｉｅｌｓ，Ａ

８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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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ｌｉｅ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罗兰特 丹尼尔

斯的妻子。—— 第３５、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８、

１８０、２３６、４５６、４６０、４８５、５２５、５２８、６２６—

６２７页。

丹尼尔斯，弗兰茨 约瑟夫（Ｄａｎｉｅｌｓ，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后者的兄弟，科伦大酒

商。——第３００—３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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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４５、１５９、１６９、１８７、２１１、３０１、３７４、３８６、

４３０、４５２、４５６、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４、５２８、５４４、

６２６—６２７页。

丹年别 尔格，彼 得 安得列也维奇

， １ ７９２—

１８７２）——俄国将军，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在

多瑙河和克里木任军长。—— 第

３７８页。

但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 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大的意大利诗

人。——第２５２页。

道格拉斯，霍华德 （Ｄｏｕｇｌａｓ，Ｈｏｗａｒｄ

 １７７６—１８６１）——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

家，写有炮兵，筑城学和军用桥方面的

著作。——第６１０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

ｏｆｆｒ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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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６）。—— 第２６、３２—

３４、３９、９４、１４７、１６１、４２６、４２７、４９９、５０１、

５０２、５３２页。

得比家族——英国伯爵世家，其代表人物

系棉纺织业巨头。——第３２３页。

德克尔，卡尔（Ｄｅｃｋｅｒ，Ｃａｒｌ ｖｏｎ １７８４—

１８４４）——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反

对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的参加

者。——第４４３页。

德拉 罗科（Ｄｅｌｌａ Ｒｏｃｃｏ）——意大利流

亡者，马志尼的战友。——第２１７页。

德腊勒——特腊勒的外号。

德兰恩，威廉 弗雷德里克 奥古斯塔斯

（Ｄｅｌａ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ｕｇｕｓ

－ｔｕｓ 死于１８５８年）——英国法学家，

《泰晤士报》财务经理之一，后者的父

亲。——第２１３页。

德兰恩，约翰 塔杰乌斯（Ｄｅｌａｎｅ，Ｊｏｈｎ 

Ｔｈａｄｅｕｓ １８１７—１８７９）——英国新闻

记 者，《泰 晤 士 报》编 辑（１８４１—

１８７７）。——第２１３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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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３７、

３９、４３、４５、５１、５３—５６、６０、６５、７０、７４、

７６、８７、８８、９０—９１、９３—９５、１００、１０８、

１２７、１３６、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５、

１６９、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３、

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７、２３３、２３６、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１、２７９—２８２、２８５、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４、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３、３２４、

３４２、３５２、３５９、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４、

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０、４０７、４１０、４３９、

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１、４５３、４６２、４６３、４８０、

５１３、５１５、５２０、５２２、５３２、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１、

６０４、６０６、６２４、６２５、６４６、６５６、６５７、６６０、

６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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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穆兰，卡米尔（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７６０—１７９４）——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右翼雅各宾

党人。——第２８７页。

德穆特，海伦（琳蘅）（Ｄｅｍｕｔｈ，Ｈｅｌｅｎｅ

（Ｌｅｎｃｈｅｎ）１８２３—１８９０）——马克思家

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１２６、２８８、

３７１、４４５页。

德纳，查理 安德森（Ｄａｎ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 １８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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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４、

２３、２４、２６、２８、３１、３５、４４、４６、５０、５５、５６、

６２、６６、７９、８０、８４、８７、９０—９２、９４、１０８、

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６、１４５、１５７—１６２、

１６５、１７６、１８４、１８６、２０２、２０６、２０９、２１１、

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２４０、２５１、２５５、２７４、

２７５、２７８、３１１、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３、３４６、３９２、

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４、４４５、４５４、４５５、４６１、

４６２、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５、４９０、４９４、５１６、５２２、

５２５、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３、６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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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页。

邓达斯，亨利（Ｄｕｎｄａｓ，Ｈｅｎｒｙ １７４２—

１８１１）——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苏格

兰检察长（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内务大臣

（１７９１—１７９４），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

席（１７９３—１８０１），陆军大臣（１７９４—

１８０１），海 军 首 席 大 臣（１８０４—

１８０５）。——第３９９页。

狄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 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

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１７４９年因自己的

著作遭要塞监禁。——第８８页。

迪策尔，古斯达夫（Ｄｉｅｔｚｅｌ，Ｇｕｓｔａｙ 

１８２７—１８６４）—— 德 国 学 者，法 学

家。——第４１６页。

迪茨，奥斯渥特（Ｄｉｅｔｚ，Ｏｓｗａｌｄ １８２４左右

—１８６４）——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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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北部方面。——第９８、１７４、１７７、

２４０，４７６、６４８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 ｏｆ Ｂｅａ－

ｃｏｎｓｆｉｅｌ １８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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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１４７、２０１、２０６、２１３、２３２．３８０、３９１、

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８、５０７页。

迭米多夫家族——俄国贵族世家，拥有许

多采矿和冶金企业。——第３２３页。

杜班，安得列 玛丽 让 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 Ｍａｒｉｅ－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８３—１８６５）——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奥尔良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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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７

页。

杜朗（Ｄｕｒａｎ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第１４９页。

杜朗，鲁道夫（Ｄｕｌｏｎ，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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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３６４、３６８、５１３、６０５、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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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页。

杜罗 德 拉 马尔，阿道夫 茹尔 塞扎尔

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Ｌａ Ｍａｌｌ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５７）——法国学者，语文学家

和考古学家。——第１７５页。

杜沙特尔，汤讷吉 沙尔（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Ｔａｎ

ｎｅｇｕ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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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页。

杜扎尔，彼得罗（Ｄüｓａｒ，Ｐｅｄｒｏ）——德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古斯达夫 司徒

卢威的内兄弟。——第２７页。

敦克尔，弗兰茨（Ｄｕｎｃｋｅｒ，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２—

１８８８）——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

出版商。——第１６２、１８１页。

敦克尔 亚历山大（Ｄｕｎｃｋｅ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１３—１８９７）——德国出版商。——

第４４７页。

多勃罗夫斯基，约瑟夫（Ｄｏｂｒｏｗｓｋｉ，Ｊｏ－

ｓｅｐｈ １７５３—１８２９）——杰出的捷克学

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

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十九世纪

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

作用。——第４６５页。

多米尼基，洛多维科（Ｄｏｍｅｎｉｃｈｉ，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 死于１５６４年）——意大利诗人，

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的改写

者。——第８４页。

多伊奇，西蒙（Ｄｅｕｔｓｃｈ，Ｓｉｍｏｎ １８２２—

１８７７）——奥地利的犹太文献图书学

家，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曾为维也

纳《激进报》撰稿，后侨居巴黎，成为商

人。——第７８页。

Ｅ

恩格尔，约翰 雅科布（Ｅｎｇｅｌ，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 １７４１—１８０２）——德国作家，批

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

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的老师。——第５８５页。

恩格兰德尔，济格蒙德（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Ｓｉｇ－

ｍｕｎｄ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奥地利记者，

１８４８年流亡英国，密探。——第４５７、６２９

页。

恩格斯，爱利莎（Ｅｎｇｅｌｓ，Ｅｌｉｓｅ １８３４—

１９１２）（丈 夫 姓 格 里 斯 海 姆

Ｇｒｉｅｓｈｅｉｍ）——恩格斯的妹妹。——第

５５８、５５９页。

恩格斯，爱利莎 弗兰契斯卡（Ｅｎｇｅｌｓ，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Ｆｒａｎｃｉｓｋａ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３）——恩格斯的母亲。——第２７３

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０）——恩格斯的父亲。——

第２１、２４、３４、３７、３９、６０、６２、６７、６９—７１、

８６、９４、１８０、２２０、２４０、２４６、２６０、２７６、

２７７、３３５、３４３、３８７、４００、４３５、４７９、５８５

页。

Ｆ

菲尔施坦堡（Ｆｕ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男爵，普鲁

士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

审员。——第５５４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Ｆｉｃｋ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８—１８６５）——德国记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民主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巴登临时

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

流亡英国。——第５７、９８、１０５、４５１、５２１、

５６４、５６５页。

菲廷霍夫（Ｖｉｔｔｉｎｇｈｏｆ）—— 伦敦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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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阿 卢格的拥护者。—— 第

４０９页。

斐 迪 南 一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Ｉ １７９３—

１８７５）—— 奥 地 利 皇 帝（１８３５—

１８４８）。——第４４９页。

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 不勒 斯国 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因１８４８年炮击墨西拿得绰号“炮

弹国王”。——第４４９页。

斐迪南七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８４—

１８３３）——西班牙国王（１８０８和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４０６页。

费德尔森（Ｆｅｄｄｅｒｓｏｎ）——恩 德朗克在

瑞士的熟人。——第２３３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

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

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７、１１１

页。

费伦齐（Ｆｅｒｅｎｃｚｉ）—— 匈牙利女歌唱

家。——第１２０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政

治活动家，三十年代是巴黎流亡者

联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

第４１５、４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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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

第５００页。

费特尔 冯 多根菲尔德，安东（Ｖｅｔｔｅｒ 

ｖｏｎ Ｄｏｇｇｅｎｆｅｌｄ，Ａｎｔｏｎ  １８０３—

１８８２）——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是科苏特的战友，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１２０、１２６、１８６、５６５、５７８页。

费泽，卡尔 爱德华（Ｖｅｈｓｅ，Ｋａｒｌ Ｅｄ

ｕａｒｄ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 德国历史学

家，格 维尔特的熟人。——第１８６、１９６、

５６０、５６１页。

符尔布纳——见乌尔班，卡尔。

符尔皮乌斯，克利斯提安 奥古斯特

（Ｖｕｌｐｉｕ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２—

１８２７）——德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黎

纳尔多 黎纳尔丁尼》最为著名。——第

２３３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 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阿鲁

埃Ａｒｏｕｅｔ）——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

和天主教。——第３５７页。

福 格 特，卡 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

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６月是帝国五摄政

之一；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

代是路易 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

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

与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

特先生》（１８６０）中揭露了他。——第２６、

６１、７８、３８６、４９４页。

福克斯，查理 詹姆斯（Ｆｏ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 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７８２、１７８３、１８０６）。——第３９８页。

福斯特（Ｆｏｓｔｅｒ）——英国法学家。——第

３９５页。

福斯特，查理（Ｆｏｓｔ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

神学家和旅行家，写有许多所谓的圣经

历史著作。——第２４９—２５０、４３８页。

弗莱雷，曼努埃尔（Ｆｒｅｉｒｅ，Ｍａｎｕｅｌ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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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５—１８３４）——西班牙将军，反对拿

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的

参加者。——第４０２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

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

人，１８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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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０、２７、４５、５４、

６３、６５、７６、７８、８９、１００、１１０、１５８、１６８、

１７１、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２、２３３、２３５、

２４３—２４６、２６８、２９０、３００、３０２、３２３、３３１、

３８０、３８９、４０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３９、４５６、４６２、

４７０、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３—４８５、４９０、

４９２、４９５、５１４、５２５—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８、

５６４、５６７、５７７、５８３、６０３、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２、

６５０、６５９页。

弗莱里格拉特，沃尔弗干格（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斐迪南 弗莱里格拉特

的儿子。——第４８５页。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Ｉｄａ）——

斐迪南 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

４９５页。

弗兰克，古斯达夫（Ｆｒａｎｃｋ，Ｇｕｓｔａ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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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６页。

弗兰契斯科一世（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Ｉ １７７７—

１８３０）—— 那不 勒 斯国 王（１８２５—

１８３０）。——第４４９页。

弗兰塞宗，克 弗（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ｎ，Ｃ．Ｆ．）——

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西班牙语教

材。——第２８８页。

弗兰西斯，菲力浦（Ｆｒａｎｃ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１７４０

 —１８１８）（笔名尤尼乌斯Ｊｕｎｉｕｓ）——英

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写过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

抨击性文章。——第３９８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３６０页。

弗里德兰德（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ｅｒ）—— 第２３９

页。

弗里德兰德（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ｅｒ）——伦敦一所

学校的所有者。——第２１８、３９０页。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ｘ 

１８２９—１８７２）——德国政论家，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

《新闻报》编辑部工作（五十至六十年代

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斐迪南

拉萨尔的表弟。——第４１３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 巴巴罗萨（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Ｉ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 １１２３左右—１１９０）—

１１５２年起为德国国王，后为所谓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皇 帝 （１１５５—

１１９０）。——第３８３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２９、２８９、３８３、３９７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

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４３７、５８６页。

弗辽利希，尔 阿 （Ｆｒｏｈｌｉｃｈ，Ｒ．Ａ．）——

奥地利语文学家，写有斯拉夫语教

材。——第１５２、１５４页。

弗罗恩德（Ｆｒｅｕｎｄ）——博士，在伦敦的德

国医生，五十年代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

病。—— 第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２、

３７６、３８９、４００、４０７、４１０、４１２、４６１、６２８

页。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弗里德里希） 冯

（Ｆｌｏｒｅｎｃｏｕｒｔ， Ｆｒａｎｚ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德国

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在他活动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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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党人，后为保守党人；燕妮 马克

思的哥哥斐迪南 冯 威斯特华伦的内

兄。——第４５２页。

弗洛伦库尔（Ｆｌｏｒｅｎｃｏｕｒｔ）——燕妮 马克

思的亲戚，前者的兄弟。——第４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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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

后流亡美国，１８５７年回到欧洲；后为自

由党人。——第２６页。

弗吕格耳，约翰 哥特弗利德（Ｆｌüｇｅｌ，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８８—１８５５）——德

国辞典编纂家。——第２２７页。

弗略里，查理（Ｆｌｅｕ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２４

年）（真名卡尔 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

克劳泽 Ｃａｒｌ 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Ｋｒａｕｓｅ）——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

和警探。—— 第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２—

１９５、２３７、２４３、５９２、５９３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屡任财政部长和财政

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６０）。—— 第１２、１５０、３０３、

４８０、４９７页。

富勒尔，约纳斯（Ｆｕｒｒｅｒ，Ｊｏｎａｓ １８０５—

１８６１）——瑞士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联

邦代表会议议长，后来任瑞士联邦主

席，苏黎世市长。——第４３９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Ｇ

盖昂，理查 德博弗尔（Ｇｕｙ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ｅｂａｕｆｒｅ １８０３—１８５６）—— 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军队，

１８５４年为高加索土耳其军队参谋

长。——第３４０页。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 哥特弗利德

（Ｇｅｒｖｉｎｕｓ，Ｇｅｏｒｇ Ｇｏｔｔｆｒｉｄｅ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

由派；１８４４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

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４８年１０月是《德意志报》的

编辑，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第２１２页。

哥贝尔（Ｇｏｂｅｌ）——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陪审法庭庭长。——第１５８、

１８７、１９４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 德米特利也维奇

， １７９３—

１８６１）——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

俄军司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南部军队总司

令（１８５４年９月—１８５５年２月），后为克里

木驻军总司令（１８５５年２—１２月）；波兰

王国总督（１８５６—１８６１）。—— 第３３９、

３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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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２４０、４０７、５９５页。

哥若夫斯基，塔杰乌什（Ｇｏｒｚｏｗｓｋｉ，Ｔｈａｄ

ｄａｕｓ）——波兰流亡者，波兰民主协会

会员。——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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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也以自然科

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３５５、５６６、

６５７页。

戈德海姆（Ｇｏｌｄｈｅｉｍ）——普鲁士警官，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

警察局密探之一。—— 第１８９、１９２—

１９４、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３、４３０、５９５、５９６页。

戈德施米特（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８５２年初

载于《科伦日报》的一篇反对金克尔的

文章的作者。——第５２０页。

戈尔盖，阿尔都尔（Ｇｏｒｇｅｙ，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１８

 —１９１６）——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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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８、８０、８１、８４、８８、

１５９、３６５、３６６、５１２、５７２、５８２、５８９、

５９０页。

戈克，阿曼特（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 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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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９８—

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１１１、１１６、１２８、３３９、

４０９、５４２、５４８、５７１页。

戈洛文，伊万 加甫利洛维奇 ，

１８１６—１８８６）——俄国

自由派地主，侨居英国，政论家，四十

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很接

近。——第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５、３４４、４３４、

５８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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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１１８、

５４９、５５０页。

格茨，泰奥多尔（Ｇｏｔｚ，Ｔｈｅｏｄｏｒ）——德

国民主主义者，侨居英国，马克思的朋

友之一。——第４１９、４３０、４３１页。

格尔斯滕堡，伊西多尔（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

Ｉｓｉｄｏｒ）——伦敦银行家，哥 金克尔的

政治信徒之一。——第９７、２４３—２４５、

４１２、６５４页。

格尔斯滕茨魏克（Ｇｅｒｓｔｅｎｚｗｅｉｇ）——伦敦

的德国商人。——第４０９页。

格拉赫 （Ｇｒａｃｈ）—— 特利尔的银行

家。——第４３７页。

格拉赫（Ｇｒａｃｈ）——前者的妻子。——第

４３７页。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Ｇｒａ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２—约１８５６）——普鲁士军官，１８４１

年起在土耳其供职，１８５４年锡利斯

特里亚保卫战的领导者之一。——

第３６７页。

格莱安，詹姆斯 罗伯特 乔治（Ｇｒａ－

ｈａｍ，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２—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

期为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内

务大臣（１８４１—１８４６），海军首席大臣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３２、

６４、８２、８５、２０１、４５５页。

格莱夫（Ｇｒｅｉｆ）——普鲁士警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

机关领导人之一。—— 第１９２—１９５、

２１８、２３５、５７５、５９２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ｗａ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

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

一；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

５９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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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和内阁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和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２２０、２２１、２５４、２５７、２７８、４２４—４２８、

６６３页。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 鲁森－高尔（Ｇｒａｎ－

ｖｉｌｌｅ，Ｇｅｏｒｇｅ Ｌｅｖｅｓｏｎ－Ｇｏｗｅｒ，Ｅａｒｌ

 １８１５—１８９１）——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

外交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７０—１８７４和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殖民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１８８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４年任枢密院院

长。——第６１６、６１７页。

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ｄｅ 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新闻工作者，无

原则的政客，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

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持

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

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

７９、６３０页。

格雷，亨利 乔治（Ｇ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２—１８９４）——伯爵，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陆军和殖民大臣 （１８４６—

１８５２）。——第４２９页。

格里利，霍拉斯（Ｇｒｅｅｌｅｙ，Ｈｏｒａｃ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７２）——美国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活

动家，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

创办人和编辑之一；后来放弃了激进主

义。——第９２、２０９、３０２、４１４、５７９页。

格林，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 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

民间创作搜集家，柏林大学教授。——

第４６５页。

格鲁伯，约翰 哥特弗利德（Ｇｒｕｂ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７４—１８５１）——德

国学者，文学史家。——第３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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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２、５６４、６４５页。

格纳姆（Ｇｎａｍ）——德国民主主义者，德

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

流亡美国。——第４８０页。

格普，卡尔（Ｇｏｅｐｐ，Ｋａｒｌ）——美国政论

家，原系德国人；五十年代同在美国的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接近；

１８５２年同泰 佩舍合写了一本书，宣传

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

想。——第５９９页。

谷兹科夫，卡尔（Ｇｕｔｚｋｏｗ，Ｋａｒｌ １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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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

页。

Ｈ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Ｈａｔｚｆｅｌｄｔ，

Ｓｏｐｈｉｅ，Ｇｒａｆｉｎ  ｖｏｎ  １８０５—

１８８１）——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

第２６０、３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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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页。

哈菲兹，沙姆谢丁 穆罕默德（Ｈａｆｉｚ，

Ｓｃｈｅｍｓ－ｅｄ－Ｄｉｎ－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约

１３００—１３８９）——波斯大诗人，原籍是

塔吉克，塔吉克文学的古典作家。——

第２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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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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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耳－帕沙（Ｈａｌｉｌ Ｐａｓｈａ 死于１８５６

年）——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

家，多次任大臣职务；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为

海军大臣。——第３２０页。

哈林，哈罗（Ｈａｒｒｉｎｇ，Ｈａｒｒｏ １７９８—

１８７０）——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

派。——第５２９页。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约瑟夫（Ｈａｍｍｅｒ－

Ｐｕｒｇｓｔａ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４—１８５６）——

奥地利资产阶级的东方学史学家，写有

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１７９６年至

１８３５年担任近东方面的外交职务。——

第３３３、３３６页。

哈梅耳（Ｈａｍｍｅｌ）——马格德堡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第１１８、５４９页。

哈尼，玛丽（Ｈａｒｎｅｙ，Ｍａｒｙ 死于１８５３

年）—— 乔治 朱利安 哈尼的妻

子。——第２１９页。

哈尼，乔治 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Ｊｕｌｉｎ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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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人士接

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

远。——第９、１７、１８、２５、３８、５４、５９、

６２、１１２、１１４、１４６、２１９、３１２、５０４、５２１、

５２５、５６９、６６１页。

海布林 冯 兰岑瑙尔（Ｈａｂｌｉｎｇ ｖｏｎ 

Ｌａｎｚｅｎａｕｅｒ）——德国地主，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第５５４

页。

海恩，奥古斯特（Ｈ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在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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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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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页。

海 尔 米 希，尤 利 乌 斯 （Ｈｅｌｍｉｃｈ，

Ｊｕｌｉｕｓ）——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家和

书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侨居美国。——第１１０、５３１页。

海尔韦格（Ｈｅｒｗｅｇ）——德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敦。——第

１０３、１０５、１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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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是巴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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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５６７页。

海耳格尔斯（Ｈｅｉｌｇｅｒｓ）——恩格斯的熟

人。——第５５９页。

海耳格尔斯 （Ｈｅｉｌｇｅｒｓ）—— 前者之

妻。——第５５９页。

海弗纳尔，列奥波特（Ｈａｆｎｅｒ，Ｌｅｏｐｏｌｄ 

生于１８２０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

外。——第１３１、１４４、５４８、５５３页。

海华德，阿伯拉罕（Ｈａｙｗａｒｄ，Ａｂｒａｂａｍ 

１８０１—１８８４）——英国法学家和政论

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１８５４年被委任为济贫委员会秘书

长。——第４２８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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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２、３１２、３４４、３７６、４１５、４２０、５０７、

５３４、６１４、６２６、６３９、６６１页。

海斯，亨利希（Ｈｅβ，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０）——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

帅，曾积极参加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

利革命，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任匈牙利、加里

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奥军总司令，在

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中马振塔会战失败

后，统率奥军（１８５９年６—７月）。——第

４５５页。

海因岑，卡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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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２、９３、１１１、

１３１、２７４、３０５、３０７、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３、

３６８、４５１、４７２、４８０、５００、５０４—５０７、

５０９、５１９、５２９、５４３、５５５、５６８、５７６、

５８７、５９６、５９８、６０１、６０４、６４５、６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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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１２、１３３、２８１、３２９、

３３１、３３２、３４８—３５３、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９、

３７５、３７９、３８６、３８７、４５１、５２６—５２８、

５３５、５９７、６０５—６０６、６５５—６５６、６６１—

６６４页。

海泽斯，阿道夫（Ｃｈａｉｓｅｓ，Ａｄｏｌｐｈ）——

奥地利医生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是维也纳民主

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五十年代初流亡

巴黎。——第１４４页。

汉特，托恩顿 李（Ｈｕｎｔ，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Ｌｅ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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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页。

汉曾（Ｈａｎｓｅｎ）——科伦的工人，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初流亡美

国。——第５１５页。

豪普特，海尔曼 威廉（Ｈａｕｐ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约生于１８３１年）——德国

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

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逃

往巴西。——第９１、１４７、１６１、５４４、５４５

页。

豪泽尔，卡斯巴尔（Ｈａｕｓｅｒ，Ｋａｓｐａｒ 

１８１２—１８３３）——１８２８年在纽伦堡发现

的弃儿，曾由巴伐利亚当局救济；他的

身世和悲惨的死曾成为许多文学作品

的题材。——第２２页。

贺雷西（昆图斯 贺雷西 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 Ｈｏｒａｔｉｕｓ 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元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２１７、

３７１页。

赫伯特，悉尼（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ｉｄｎｅｙ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

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

书长（１８４１—１８４５），军务大臣（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 陆 军 大 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２２０、３７９—３８０、

４１９页。

赫德逊，季 伍 （Ｈｕｄｓｏｎ，Ｊ．Ｗ．）——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曼彻斯特“雅典神

殿”俱乐部的秘书。——第１５６、１８２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 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５２年起住在

英国，在那里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

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

声》报。——第１４９、１８４、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８、

８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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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２４７、２６９、２８３、２８６、２９５、３４３、

３４４、４３１—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５、４５７、４５９—

４６０、５８４、５９４、６２９页。

赫鲁廖夫，斯切潘 亚历山大罗维奇

（Ｘ ｅ，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０）——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期间

曾指挥多瑙河和克里木的部队，是塞瓦

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之一。——第

３７６页。

赫斯，莫泽斯 （Ｈｅβ，Ｍｏｓｅｓ 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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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５４、５５、１８０、１８４页。

黑贝勒，伯恩哈特（Ｈｅｂｅｌｅ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为普鲁

士驻伦敦总领事。——第６４、１８０页。

黑尔什塔德（Ｈｅｒｓｔａｄｔ）——科伦银行家，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１８７、５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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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２、６７、６８、３６８、５０９、

５８４、６３２页。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 卡尔（Ｈｅｃｋ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ａｒｌ １８１１—１８８１）——巴

登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北

美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

第６１、４７２页。

黑克舍尔，马丁（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曾给恩格斯治过

病。——第２７７页。

黑林（Ｈｅｒｉｎｇ）——普鲁士邮局职工。——

第２４０、５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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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团，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原告证人。——第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１、１６９、

１７７、２５８、３８６、４７７、５４４、５９４、６４９页。

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

法国国王（１５８９—１６１０）。—— 第６１、

３８３、４０６页。

洪特海姆，理查（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Ｒｉｃｈａｒｄ 死

于１８５７年）——科伦律师，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人。——第１６９、

１７５、１７９页。

侯里欧克，乔治 杰科布（Ｈｏｌｙｏａｋ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ｃｏｂ １８１７—１９０６）——英

国政论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

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作

运动的活动家。——第１４６页。

胡策耳，雅科布（Ｈｕｚｅｌ，Ｊａｋｏｂ）——在

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五十年代初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阿 克路斯的朋

友。——第５８、９６—９８、１００、１１６、２５９、

５３９、５４１、５６９、６４７页。

胡策耳维特（Ｈｕｚｚｅｌｗｉｔｔ）——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第５８

页。

华姆斯莱，乔舒阿（Ｗａｌｍｓｌｅｙ，Ｊｏｓｈｕａ 

１７９４—１８７１）——英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３５页。

华盛顿，乔治（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２—１７９９）——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

家，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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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任总司令；美国第

一任总统（１７８９—１７９７）。——第３９４页。

惠特利，理查（Ｗｈａｔｅｌｙ，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３）——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５０８

页。

霍夫施泰特尔，古斯达夫（Ｈｏｆｆｓｔｅｔｔｅｒ，

Ｇｕｓｔａｖ ｖｏｎ １８１８—１８７４）——瑞士

军官和军事著作家，１８４７年参加反对宗

得崩德的战争，１８４９年参加加里波第部

队作战。——第６７页。

霍赫施土耳（Ｈｏｃｈｓｔｕｂｌ）——德国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５２年流亡美

国。——第５１０、５１４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朝（１７０１—

１９１８） 和 德 意 志 皇 朝 （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８１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 

１７８５—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

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

１８５６），维护工人利益。——第１３６页。

霍伊尔，约翰 哥特弗利德（Ｈｏｙ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７６７—１８４８）——普

鲁士将军和军事史学家，写有许多

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

１０９页。

霍约耳（Ｈｏｙｏｌｌ）——德国画家，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侨居曼彻斯特。——第６３０

页。

Ｊ

基卜生，托马斯 米尔纳（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 Ｍｉｌｎｅｒ 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

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

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

３３、７２页。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２—１８８４）——德国法学家和哲学

家，激进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７８

页。

基什，米克洛什（Ｋｉｓｓ，Ｍｉｋｌóｓ 生于１８２０

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

亡巴黎，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

第１２１、１４４、５７３页。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

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

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４９８、５０７页。

吉埃米诺，阿尔芒 沙尔（Ｇｕｉｌｌｅｍｉｎｏｔ，Ａｒ

ｍ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４—１８４０）——法

国将军和外交家，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

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２３年是在西班

牙的法国武装干涉者军队的参谋长；

１８２４—１８３１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

使。——第４０４、４０６页。

吉本，爱德华（Ｇｉｂｂ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３７—

１７９４）——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

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的《罗马帝国的

衰亡史》。——第２４９页。

吉比奇，伊万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５—１８３１）——伯爵，俄国

元帅，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时为俄军

总司令；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

俄军总司令。——第３０４页。

吉伯特——见诺让的吉伯特。

吉 佩 里 希， 约 瑟 夫 （Ｇｉｐｐｅｒｉｃｈ，

Ｊｏｓｅｐｈ）——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

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０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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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宗派集团的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

１８５２年２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

告之一；后来流亡英国。——第１６８页。

济格尔，弗兰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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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８、１０３、１０７、１４８、３２７、５８９

页。

加尔特（Ｇａｒｔｈｅ）——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

敦。——第１０３页。

加莱尔，阿尔芒（Ｃａｒｒｅｌ，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

派；《国民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

第４０６页。

加兰加，安东尼奥 （Ｇａｌｌｅｎｇａ，Ａｎｔｏ

ｎｉｏ１８１２—１８９５）（笔名马里奥蒂Ｍａｒｉ

ｏｔｔｉ）——意大利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意

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从三十年

代起主要居住在英国，给英国报刊撰

稿，写有许多意大利历史方面的著

作。——第４４９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

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

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１８４８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站在

皮蒙特军队方面奋不顾身地作战；１８４９

年４—７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

织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

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

第１４８页。

加内特，耶利米（Ｇａｒｎｅｔｔ，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１７９３—

１８７０）——英国记者，《曼彻斯特卫报》

创办人之一，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６１年任该报编

辑。——第４６３页。

捷列林格——见弥勒 捷列林格，爱德华。

金策耳，赫 （Ｋüｎｔｚｅｌ，Ｈ．）——普鲁士

军官，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教

材。——第６７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

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

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０年越狱逃

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

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第１９、４０、４２、４３、４６—４７、５７、

５８、６１、６４、７８、９５—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７、

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５、１２６、

１４３、１４６、１５６、１７１、１７２、１８１、１８２、

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５、２１０、２１９、２４１、

２４５、２５３、２５９、２７７、３４１、３７９、３８６、

４１２、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３、４８４、

４８９、４９４、５００、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９、

５２１、５２５—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４、５３７、

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４、５４７—５５４、５５６、５６４、

５６６、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６、５８２、５８７、

５９２—５９４、６３１、６３８—６４１、６４５—６４７页。

金克尔，约翰娜（Ｋｉｎｋ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ａ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８）（父姓莫克尔Ｍｏｃｋｅｌ）——德国

女作家，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之妻。——

第９５—９７、１１４、１１９、５３９—５４２、５９３、

６３１、６３９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ü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 

１７９１—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国民经济

史方面的著作。——第４８页。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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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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８９、４５１、５１３、

５３７页。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Ｋａｐｏ ｄＩｓｔｒｉａｓ，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７７６—１８３１）——伯爵，希

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０９—１８２２年

在俄国供职，曾任俄国外交副大臣

（１８１５—１８２２）；希腊总统 （１８２７—

１８３１）；奉行亲俄政策，为外国间谍刺

杀。——第３５５页。

卡德龙 德 拉 巴卡，彼得罗（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ｄｅ ｌａ Ｂａｒｃａ，Ｐｅｄｒｏ １６００—

１６８１）——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

第３５５页。

卡尔格（Ｋａｒｇｅｒ）——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

国，《先驱者》报的撰稿人。——第３３９

页。

卡芬雅克，路易 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

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

及利亚；１８４８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１８４８年５—６月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

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

首脑（１８４８年８—１２月）；在第二共和国

时期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

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１０５、１０６、

１５０页。

卡里翁－尼萨男爵，玛丽 昂利 弗朗斯瓦

伊丽莎白（Ｃａｒｒｉｏｎ－Ｎｉｓａｓ，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ｒｉ－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ｂａｒｏｎ 

ｄｅ１７６７—１８４２）——法国军官，政治活

动家和文学家，曾参加十八世纪末资产

阶级革命；拿破仑执政时期和帝国时期

是波拿巴分子，参加了拿破仑法国的各

次战争；写有许多军事著作。——第１０９

页。

卡姆马腊诺，萨耳瓦托雷（Ｃａｍｍａｒａｎｏ，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意大利演

员，艺术家和剧作家，唐尼采蒂和凡尔

迪的许多歌剧的歌词作者。——第１４９

页。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

亚克，阿道夫。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 斯图亚特（Ｃａｓ－

ｔ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ｗａ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１７９８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

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７９９—

１８０１），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 交 大 臣 （１８１２—

１８２２）。——第５０２页。

卡图鲁斯（凯尤斯 瓦列里乌斯 卡图鲁

斯）（Ｇａｉｕｓ Ｖａｌｅｒｉｕｓ Ｃａｔｕｌｌｕｓ约公

元前８７—５４）——罗马诗人。——第３６８

页。

凯里，亨利 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

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 第５９、

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１、３０２、５０８页。

坎伯尔，乔治（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２４—

１８９２）——１８４３—１８７４年屡任英国驻印

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

种；后为议会议员（１８７５—１８９２），自由

党人。——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坎宁，乔治（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７），首 相

（１８２７）。——第４０４、６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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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

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３２３页。

康姆，弗里德里希（Ｋａｍ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死

于１８６７年）——德国手工业者，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

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１８５２

年流亡美洲。——第９９、５５２页。

康培，约翰 尤利乌斯 威廉（Ｃａｍｐｅ，Ｊｏ

ｈ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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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６３、

５６０页。

考斯勒，弗兰茨（Ｋａｕｓｌｅｒ，Ｆｒａｎｚ １７９４—

１８４８）——德国军事史学家。——第１０９

页。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Ｋｏｓｃｉｕｓｚｋｏ，

Ｔａｄｅｕｓｚ １７４６—１８１７）——杰出的十

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１７７６—１７８３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

斗争的参加者；１７９４年波兰起义的领导

人。——第３８页。

科本，卡尔 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激进

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第４６５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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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８２、８５、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３、３２２、３２３

页。

科尔恩，菲力浦（Ｋｏｒｎ，Ｐｈｉｌｉｐｐ）——匈

牙利书商和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时期曾指挥匈牙利革命军德意志军团；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流亡英国；

１８６０年回到匈牙利。——第４５７、６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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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

责人；后流亡美国。——第１０９、５３１—

５３３页。

科尔特斯，艾尔南（费南多）（Ｃｏｒｔｅｓ，Ｈｅｒ

ｎａ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１４８５—１５４７）——西班

牙殖民者，阿西德克人（墨西哥人）国

家的征服者。——第４１１页。

科菲尼埃尔，安都昂 西梅翁 加布里埃尔

幻（Ｃｏｆｆｉｎｉèｒｅ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Ｓｉｍéｏ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８６—约１８６５）——法国律

师，写有许多民法著作。——第６３２页。

科 内 利 乌 斯， 威 廉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Ｗｉｌｈｅｌｍ）——德国激进派政论家，马

克思的朋友之一；五十年代流亡伦敦，

从事企业活动。——第３４０、４１２页。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Ｋｏｓｃｉｅｌ－

ｓｋｉ，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生于１８２０年）——波兰

民主主义者，流亡者，五十年代为土耳

其军队的将军。——第２８４、４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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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８—２０、４１、６４、８１、８４、９７、９８、

１０２、１０７、１２０、１２１、１４４、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９、１８６、１９７、２１４—２１８、２２０、２３０、

２３６、２４０、２８１、３１２、３４８、３５６、４１５、

４７６、５１２、５２３、５２４、５４２、５６５、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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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５７４、５７８、５８２、５８９、５９５、６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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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约翰 格契尔格（Ｃｏｔｔａ，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１７９６—１８６３）——德国出版商，

１８３２—１８６３年是一家大出版公司的老

板。——第６０４页。

科特斯，德 （Ｋｏｔｈｅｓ，Ｄ．）——科伦商人，

民 主主义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证人。——第１６１、１６２、

１７６、１８１、１８８、１９１、２３７页。

克尔德罗瓦，让 沙尔 （厄内斯特）

（Ｃ ｕｒｄｅｒｏｙ，Ｊｅａｎ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２５—１８６２）——法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革命家，接近无政

府主义，法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８９、

９０、５３７页。

克耳纳，哥特利勃 泰奥多尔（Ｋｅｌｌｎｅｒ，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９—１８９８）——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参加了

加塞尔民主主义运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出

版了《大胡蜂》报；１８５１年流亡美国，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为《改革报》编辑，１８５６

年起出版《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

报》。——第２４９、３３６、５７６、５９１、５９５、

５９７—５９９、６５５—６５６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韦利尔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００—

１８７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后 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酷地镇压１８４８年爱尔

兰起义；外交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８、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０）。——第４２５页。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格奥尔格）（Ｋｌａｐ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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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月

任科马罗姆要塞司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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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１４８、３６６、５２４、５９０页。

克莱因，卡尔 威廉（Ｋｌｅｉｎ，Ｃａｒｌ Ｗｉｌ－

ｈｅｌｍ）——德国工人，１８４９年爱北斐特

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５２年流亡美国，曾参加组织各

种工人联合会；六十至七十年代积极参加

德国工人运动，第一国际会员。——第

２９０、６００、６０３—６０４、６０６页。

克莱因，约翰 雅科布（Ｋｌｅｉｎ，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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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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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页。

克路斯，阿道夫（Ｃｌｕβ，Ａｄｏｌｆ １８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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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魏德

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第

１２、１３、４５、５０、５６—５８、６１、６２、６５、

６６、９３、９５、９７、１００、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６、１４３、１４６、１６２、

１８４、２０２、２０７、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７、２２９、

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９、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９、２７３、

２７４、２９３、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２—

３１４、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３、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３、

３４５、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７、

３６９、３７６、３８６、３８７、４００、４３６、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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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９、４７２、４８０、４９２、４９５、５１０—５１３、

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１—５２６、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６—

５４６、５４８—５５６、５６３—５７１、５７６—５８０、

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７—６００、６０２—６０６、

６３８—６４０、６４２、６４４—６５３、６５４—６５９、

６６０—６６１、６６３页。

克罗茨，阿那卡雪斯（Ｃｌｏｏｔｓ，Ａｎａｃｈａｒｓｉｓ

１７５５—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左派雅各宾党

人接近；革命前是普鲁士男爵。——第

２８７页。

克罗格，格尔哈特 克里斯多弗（Ｋｒｏｇｈ，

Ｇｅｒｈａｒ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８５—１８６０）——丹

麦将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时

期任丹麦军队总司令（１８４８年７月—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８５０年）。——第３６０页。

克罗伊斯勒尔（Ｋｒａｕｓｌｅｒ）——普鲁士教

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５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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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页。

克奈泽贝克，卡尔 弗里德里希（Ｋｎｅｓｅ－

ｂｅｃｋ，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６８—１８４８）

 ——男爵，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

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曾出席１８１４—

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１８３１年任普鲁士

驻波兹南监视军总司令。——第４４６

页。

孔代 亲王，路易 约瑟夫 德 波旁

（Ｃｏｎｄé，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１７３６—１８１８）——法国将军和政治

活动家，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的参

加者，１７６２年指挥法国下莱茵区军队；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反

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指挥反革命

流亡者军队。——第３９８、４８０页。

库伯，菲尼莫尔（Ｃｏｏｐｅｒ，Ｆｅｎｉｍｏｒｅ 

１７８９—１８５１）——美国著名的长篇小说

作家。——第１６３、２３６页。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Ｃｏｕｒｎｅ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８—１８５２）——法国海军军官，共和

主义者，１８４７年因抱有共和主义观点被

革除军职，法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伦

敦；同巴特尔米决斗时被打死。——第

１７１、５７９页。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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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２１７页。

拉斐德，玛丽 约瑟夫 保尔（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ｕｌ １７５７—１８３４）

 ——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在当国民自卫军长官时（１７８９—１７９１）

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的共和派

游行示威（１７９１）群众开枪射击；１７９２

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

反革命工具，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人民起义

后逃往国外；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

的领袖之一。——第３９４页。

拉费隆奈伯爵，奥古斯特 比埃尔 玛丽

费隆 （Ｌａ Ｆｅｒｒｏｎｎａｙ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Ｆｅｒｒｏｎ，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７７７—１８４２）——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

交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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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反革命流亡者，复辟王朝初期回到

法国；驻哥本哈根大使（１８１７）和驻彼

得堡大使（１８１９—１８２７），神圣同盟特劳

波会议（１８２０）、莱巴赫会议（１８２１）和

维罗那会议（１８２２）的参加者，外交大

臣（１８２８—１８２９）。——第４０４页。

拉加尔德伯爵，奥古斯丹 玛丽 巴尔塔

扎尔 沙尔 佩勒蒂埃（Ｌａｇａｒｄｅ，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Ｍａｒｉｅ－Ｂａｌｔｈａｚａ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ｃｏｍｔｅ ｄｅ 生 于１７８０

年）——法国将军和外交家，以反革命

流亡者身分参加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

的战争；１８０６—１８１４年在俄军中供职

并参加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任驻马德里大使。——第

４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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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４０６、５１３、６０５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 路易 莱昂

（Ｌａｍｏｒｉｅｉé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Ｌｏｕｉｓ

－Ｌéｏｎ １８０６—１８６５）——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

及利亚，１８４８年积极参与镇压巴黎工人

的六月起义，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

部长（６—１２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对路易 波拿

巴政府采取反对立场，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

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境。——第１５０、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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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５３、２２７、２２９、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０、２７３、

２７８、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２、３８６、３８９、４００、４０１、

４１３、４３０、４５１、４９６—４９９、６１１—６１７、

６２０—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６、６２８、６３２—６３３、

６６１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Ｒａｓｐａｉ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９４—１８７８）—— 著名的法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

靠近革命无产阶级；曾参加１８３０年

和１８４８年革命，制宪议会议员。——

第５８０、６６２页。

拉斯拜尔（Ｒａｓｐａｉｌ死于１８５３年）——

弗朗斯瓦 拉斯拜尔的妻子。——第

５８０页。

拉 斯佩，昂利 德（ＬＡｓｐéｅ，Ｈｅｎｒｙ 

ｄｅ）——维斯巴登的警察，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初侨居伦敦，曾帮助揭露普鲁士

当局制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挑衅手法。——第２４０页。

拉特（Ｒａｔｈ）——科伦工厂主，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 第１８７、

５５４页。

拉沃，弗兰茨（Ｒａｖ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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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５页。

腊希顿，威廉 路易斯（Ｒｕｓｈｔｏ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Ｌｅｗｉｓ）——英国法学家和语文学

家。——第１０８页。

莱昂伯爵，路易 克萨维埃 列奥波特

（Ｌｅｈｏｎ，Ｌｏｕ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 Ｌéｏｐｏｌｄ，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８３１—１８７０）——法国政

治活动家，波拿巴分子，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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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为内务部长莫尔尼的办公厅主任，

１８５６年起为立法团议员，沙尔 莱昂的

儿子。——第４９７—４９８页。

莱昂伯爵，沙尔 艾梅 约瑟夫（Ｌｅｈ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ｉｍé－ 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ｅｔ 

ｄｅ１７９２—１８６８）——比利时政治活动家

和外交家，１８３１—１８４２年任驻巴黎公

使；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

系。——第４９７页。

莱昂伯爵夫人（Ｌｅｈｏｎ，ｃｏｍｔｅｓｓｅ）——前

者的妻子，三十至五十年代住在巴黎，

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第

４９７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 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４６—

１７１６）——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

义哲学家。——第３４７页。

莱佛尔斯，托马斯 斯坦弗德（Ｒａｆｆｌ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１７８１—１８２６）——

英国殖民地官员，１８１１—１８１６年任爪哇

的总督，《爪哇史》一书的作者。——第

２７２页。

莱喀古士（Ｌｙｃｕｒｇｕｓ）——传说中的公元

前九至八世纪时古斯巴达立法者。——

第１４５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 埃夫拉伊姆（Ｌｅｓ－

ｓｉｎｇ，Ｇｏｔｔｈｏｌｄ  Ｅｐｈｒａｉｍ  １７２９—

１７８１）——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

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

一。——第２６９页。

莱 茵 哈 特， 理 查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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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８、

２２７、４９６—４９９、５６０、６３７页。

来丁，科斯莫斯 达米安（Ｌｅｉｄｅｎ，Ｋｏｓ－

ｍｏｓ Ｄａｍｉａｎ）——科伦商人，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 第

１８７、５５４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 Ｒｕ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Ａｕ

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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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４１、８９、

１９７、２１８、２３２—２３３、３０３、３１２、３３９、３６４、

４９５、５１２、５１３、５３７、５４２、５７９、５８０、５９４、

５９５页。

赖夫，威廉 约瑟夫（Ｒｅｉ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Ｊｏｓｅｐｈ 约生于１８２２年）——科伦工人

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启蒙联合会书

记，１８５０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第８８、８９、５３８页。

赖辛巴赫，奥斯卡尔（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Ｏｓｋ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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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９７、９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１、１１６、１７１、１７２、

１８２、１９５、１９６、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３、２３６、

５１５、５２１、５３７、５４７、５４８、５７０、５８０、５９３

页。

兰邦（Ｌａｍｐｏｎ）——英国新闻记者，《泰晤

士报》的撰稿人。——第２１３页。

兰茨科隆斯基（Ｌａｎｃｋｏｒｏｎｓｋｉ）——伯爵，

波兰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第

１２１、２３６页。

朗多耳特，厄内斯蒂纳——见李卜克内

西，厄内斯蒂纳。

劳（Ｒａｕ）——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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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志愿部队的军官之一。—— 第

２５９页。

劳勒，弗兰西斯 查理（Ｌａｗｌｅｙ，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２５—１９０１）——英国记者，

格莱斯顿的私人秘书（１８５２—１８５４）；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为《泰晤士报》驻美国记

者。——第４２８页。

勒尔，卡尔 阿德 （Ｌｏｈｒ，Ｋａｒｌ Ａｄ．）

 ——巴伐利亚军官，写有关于古希腊

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著作。——第１０９

页。

勒夫洛，阿道夫 艾曼纽尔 沙尔（ＬｅＦｌｏ，

Ａｄｏｌｐｈ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４—

１８８７）——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

交家；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

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国

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和１８７１—

１８７９）。——第４９７—４９８页。

勒卢阿——见圣阿尔诺，阿尔芒 雅克 勒

卢阿 德。

勒鲁，比埃尔（Ｌｅｒｏｕｘ，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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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１３页。

勒麦（Ｒｏｍｅｒ）—— 在伦敦的德国流亡

者。——第４０９页。

勒让德尔，路易（Ｌｅｇｅｎｄｒｅ，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２—

１７９７）——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右翼的领导人

之一；丹东的朋友。——第４３１页。

勒韦，威 廉（Ｌｏｗｅ，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号称卡耳贝的勒韦Ｌｏｗｅ ｖ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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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９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７２、２１０、２９２、４５６、５１６、

５２１、５４７、５８０页。

勒文塔尔（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十九世纪四十

至五十年代的德国出版商。——第６２—

６３、１８８页。

勒泽尔，彼得 格尔哈特（Ｒｏｓｅｒ，Ｐｅｔｅ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 １８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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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８、１５９、１８７、１９７、

５３８、５８７页。

勒兹根，查理（Ｒｏｅｓｇ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曼彻

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

第２１、３２、３７、１１３、１３４、１５５、１５６、２５１、

２５２、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７页。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 德 雷

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 坎

宁。

雷缪扎伯爵，弗朗斯瓦 玛丽 沙尔

（Ｒéｍｕｓａ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７９７—１８７５）——法国政

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曾任

内务大臣（１８４０）；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二帝国时期

采取反对拿破仑第三政体的立场；曾任

外交部长（１８７１—１８７３）。——第８３、８５、

１６８、４９７页。

李 宾 特 罗 普，阿 道 夫（Ｒｉｂｂｅｎｔｒｏｐ，

Ａｄｏｌｐｈ）——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费

尔巴哈分子，艾韦贝克的朋友。——第

５２页。

９０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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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Ｅｒｎｅｓｔｉｎｅ 死于１８６７年）——威廉 李

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３９５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者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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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１６９、１８０、１９４、２１０、２２７、３００、３９４、４６１、

６４９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

２７０、２９４、５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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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４页。

李希特尔（Ｒｉｃｈｔｅｒ）——德国手工业者，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英国；维利希的拥

护者。——第１５、２１、２５页。

里埃哥－伊－努涅斯，拉斐尔 德（Ｒｉｅｇｏｙ

 Ｎｕｎｅｚ，Ｒａｆａｅｌ  ｄｅ  １７８５—

１８２３）——西班牙军官，曾参加独立战

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资产阶

级革命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第

４０２页。

里贝罗耳，沙尔（Ｒｉｂｅｙｒｏｌｌ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

１２—１８６１）——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６—

１８４９年为《改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１８５３—

１８５５年为《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主编；

１８５８年流亡巴西。——第４３８页。

里德，托马斯 梅恩（Ｒｅｉｄ，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ｙｎｅ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著名的英国

作家，惊险小说作者。——第２１６页。

里 夫，亨 利（Ｒｅｅｖｅ，Ｈｅｎｒｙ １８１３—

１８９５）——英国新闻记者和国家官员，

１８５３年为枢密院秘书。——第２１３页。

里普利，罗斯韦耳 萨宾（Ｒｉｐｌｅｙ，Ｒｏｓｗｅｌｌ

 Ｓａｂｉｎｅ １８２３—１８８７）——美国军官

和军事著作家，１８６１年起为将军，侵略

墨西哥战争（１８４６—１８４８）的参加者，写

有关于这次战争史的著作。——第４０８、

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４、４１８页。

里 恰 迪，朱 泽 培（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８—１８８２）—— 意大利作家和政论

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写

有许多意大利史著作。——第４４９页。

里 扎－ 帕沙（Ｒｉｚａ Ｐａｓｈａ １８０９—

１８５９）——土耳其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多次担任陆军大臣

职务。——第３２０页。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 倍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ｌ

ｆｒａｄ Ｂａｔｅ １８２０—１８７６）——英国剧

作家和新闻记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

特派的和平主义；五十年代曾同乌

尔卡尔特分子进行论战。——第２９５、

５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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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２４６、４５１页。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 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４）——俄国将军；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任

多瑙河俄军军长，１８５５年任南方军司

令，１８５６年 初为克里 木驻 军 总司

令。——第３７８页。

利文，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

夫 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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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５—１８５７）——公爵夫

人，俄国外交家赫 安 利文之妻；她在

欧洲外交生活中，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

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

第５５１、５６９、６１２页。

利文，赫里斯托弗尔 安得列也维奇

（ ，Ｘ １７７４－

１８３９）——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

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驻伦敦大使（１８１２—

１８３４）。——第６１２页。

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Ｌｉｃｈｎｏｗｓｋｉ，Ｆｅ

ｌｉｘ １８１４—１８４８）——公爵，普鲁士军

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翼；在１８４８年９月法兰克福起义

时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 特

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

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

物的典型。——第１７２页。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Ｌｅｌｅｗｅｌ，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

和革命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民主

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为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１２１、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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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４

页。

列施德－帕沙（Ｒｅｓｈｉｄ Ｐａｓｈａ １８０２—

１８５８）——土耳其国家活动家；曾多次

担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

３２１页。

列文（Ｌｅｖｅｎ）——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员。—— 第１８７、

５５４页。

林德瑙，伯恩哈特 奥古斯特（Ｌｉｎｄｅｎａｕ，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７９—１８５４）——

天文学家和萨克森国家活动家，温和的

自由主义者；内务大臣（１８３１—１８３４）和

内阁首相（１８３１—１８４３）。——第３６８页。

林顿，威廉 詹姆斯（Ｌｉｎ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１８１２—１８９７）——英国雕刻家、

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参加宪章运动，化名“斯巴达克”为

宪章派 刊物撰稿；１８６６年 迁居 美

国。——第５２５页。

林格斯，耳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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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６９、２９４、３０５、６４９页。

林肯，赫 季 （Ｌｉｎｃｏｌｎ，Ｈ．Ｊ．）——《每

日新闻》的编辑。——第３３５、６０７—６１０

页。

隆格，约 翰 奈 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８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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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１０３、

１４４、１５６、４０９、４５７、４９４、５２０、５５４、５５６、

５６９、５７１、６２９、６３１页。

隆格（Ｒｏｎｇｅ）——前者的妻子。——第４３、

６３１页。

娄，罗 伯 特（Ｌｏｗ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贸易副大臣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财 政 大 臣（１８６８—

１８７３），内务大臣（１８７３—１８７４）。——第

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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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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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７、４２、５７、５９、７８、８１、９１—

９３、９８、１０４、１０５、１４４、１５６、１９７、２６９、２８３、

２８６、２９５、３１２、３２７、３３９、３５８、３６４、３６８、

４０９、４７７、４９４、５０９、５２０、５２９、５４２、５４３、

５５４—５５６、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８、５８２、５８７、５９４、

５９８、６０５、６３１、６３８、６４５—６４７页。

卢兰，古斯达夫（Ｒｏｕｌａｎｄ，Ｇｕｓｔａｖｅ１８０６—

１８７８）——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

（１８５６—１８６３），国务会议议长（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法兰西银行董事长（１８６４—

１８７８）。——第６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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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９

页。

鲁道夫一世（Ｆｕｄｏｌｆ １２１８—１２９１）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２７３—

１２９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

者。——第３８４页。

鲁日茨基，卡罗耳（Ｒóｚｙｃｋｉ，Ｋａｒｏｌ 

１７８９—１８７０）——波兰军官，拿破仑法

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

国。——第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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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６５页。

路特希尔德，莱昂涅尔（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Ｌｉｏｎｅｌ

 １８０８—１８７９）——男爵，伦敦路特希

尔德银行的经理，辉格党人，１８５８年起

为议会议员。——第２６７、６５６页。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 尔良 公爵，法 国国 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７、３０３、３３３、３５４、

４０５、４２０、４８０、４８７、６１６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Ｌｏｕｉｓ ，或

Ｓａｉｎｔ Ｌｏｕｉｓ １２１５—１２７０）—— 法国

国王（１２２６—１２７０）。——第４０６页。

路 易 十 五（Ｌｏｕｉｓ  １７１０—

１７７４）—— 法 国 国 王 （１７１５—

１７７４）。——第３９７页。

路 易 十 八（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５—

１８２４）—— 法国国王（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

１８１５—１８２４）。——第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６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 １６７１—１７２９）——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

国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币

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

第５６８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 约生

于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

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

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１８７１）代表，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２９４、４７７

页。

罗慕洛 奥古斯图路（Ｒｏｍｕｌｕｓ Ａｕｇｕｓ－

ｔｕｌｕｓ 约生于４６０年）——西罗马帝国

的最后一个皇帝（４７５—４７６）。——第２８

页。

罗 素，约 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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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 第２６、２９、２０１、２１９、２２０、

２３２、３３２、３３７、３８０、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８、

４３０、４５２、４５３、４９１、５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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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０页。

罗伊特，麦克斯（Ｒｅｕｔｅｒ，Ｍａ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

探。——第１７４页。

洛贝尔图斯，约翰 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

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

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

翼的领袖；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

思想的鼓吹者。——第７８页。

吕德尔斯，威廉（Ｌüｄｅｒ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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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７１、６３８

页。

吕 宁，奥 托（Ｌüｎｉ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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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页。

吕特根，阿（Ｌüｔｇｅｎ，Ａ．）——关于１８５０年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对丹麦战争一

书的作者。——第３５９页。

Ｍ

马迪耶（Ｍａｄｉｅｒ）——法国机械工程师，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侨居英国。——第８、１４、２０７—２０８

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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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０、５０８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 意大利政治活动

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

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１９、７７页。

马克思，埃德加尔（Ｍａｒｘ，Ｅｄｇａｒ １８４７—

１８５５）（“穆希”Ｍｕｓｃｈ）——马克思的儿

子。—— 第３１７、３３２、３６２、４３４、４３６、

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９、５３０、６１４、６２６、６２７、６３９、

６５０、６５４、６６４页。

马克思，爱琳娜（Ｍａｒｘ，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

１８９８）（杜西Ｔｕｓｓｙ）——马克思的小女

儿，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８４

年起为爱 艾威林的妻子。——第４２０、

４２３、４３０、４３５、６２０页。

马克思，弗兰西斯 约瑟夫 彼得（Ｍａｒｘ，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ｅｔｅｒ １８１６—

１８７６）——英国保守派政论家，地主；戴

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支持者。——第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３４７页。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Ｍａｒｘ，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１

８５１—１８５２）——马克思的女儿。——第

４７、５０、５１４、５１８页。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３）—— 马克思的母亲。—— 第２８、

１２８、３８９、６５３页。

马克思，亨利希（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８２—

１８３８）——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为特

利尔司法参事。——第２２４、６５１页。

马克思，亨利希 格维多（Ｍａｒｘ，Ｈ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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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 Ｇｕｉｄｏ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小福克

斯”Ｆｏｘｃｈｅｎ）——马克思的儿子。——

第６４６页。

马 克思，劳拉（Ｍａｒｘ，Ｌａｕｒａ １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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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１３２、３３２、３６２、４４９、

６１４、６３９、６５０、６６４页。

马克思，路易莎——见尤塔，路易莎。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１）（父姓冯 威斯特华伦 ｖｏ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

忠实朋友和助手。—— 第５、７、２８、３４、

４９、５４、６３、７６、８４、８７、９１、９５、１０８、１２６、

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６、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２、１８６、１９１、２００、２０８、２２３、２２７、

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５、２７３、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８、

２９４、２９７、３００、３１２、３１８、３６３、３６６、３６８—

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６、３８５、３８７、３８９、４００、４０７、

４０９、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３、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５、

４３６、４３９—４４４、４４９、４５４、４６１、４６４、４６６、

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３、４９０、４９５、５０４、５１０、５１１、

５１４、５１８、５２２、５２８—５３０、６００、６０２、６２０、

６２４、６２６、６２７、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７—６５５、

６５７—６６４页。

马克 思，燕 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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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３３２、３４７、３６２、４４９、４８５、６１４、

６３９、６５０、６６４页。

马拉尔梅（Ｍａｌｌａｒｍｅｔ）——法国工人，社

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巴黎共产主义“博

爱”俱乐部主任，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

败后流亡英国。——第５１３页。

马里奥蒂——见加兰加，安东尼奥。

马林格尔（Ｍａｌｉｎｇｒｅ）——科苏特的巴黎通

讯员。——第５７２、５７５页。

马茂德二世（Ｍａｈｍｏｕｄ １７８５—１８３９）

 ——土耳其苏丹（１８０８—１８３９）。——第

３０４页。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 霍华德 哈里斯

（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Ｊａｍｅｓ Ｈｏｗａｒｄ Ｈａｒ

ｒｉｓ，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８０７—１８８９）——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

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

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掌玺

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７６）。——

第３５４页。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代著

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２６５、

５８９页。

马斯，本杰明（Ｍａａ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医生，空想社会主义者，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

失败后流亡美国。——第５００页。

马索耳，玛丽 亚历山大（Ｍａｓｓｏｌ，Ｍａ－ｒｉ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 法国

新闻工作者，空想社会主义者，１８３３—

１８３４年曾访问埃及和叙利亚；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

稿；蒲鲁东的朋友。—— 第１９、３０、３７、

４１、４２、１１６、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６、１４６、

５５５、５６５页。

马西，杰腊德（Ｍａｓｓｅｙ，Ｇｅｒａｌｄ １８２８—

１９０７）——英国诗人，曾参加宪章运动；

１８４９年是《自由精神》报编辑；化名“邦

迪埃拉”和“自由精神”为哈尼出版的宪

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和《人民之

友》撰稿；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和改

良主义的合作运动的影响；五十年代中

脱离工人运动。——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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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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３２、３５、３６、４１、４２、

４５、６４、８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９７、２１４—２１８、

２２０、２３２、２３９、２４３、２９３、３１２、３６４、４８８、

４９５、５１２、５１３、５２４、５２５、５３７、５４２—５４３、

５７３、５７８、５７９、６１４页。

迈尔，阿道夫（Ｍａｊｅｒ，Ａｄｏｌｐｈ约生于１８１９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

底至１８５１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驻法国的特派员；１８５２年２

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

一。——第１４９页。

迈纳斯，克利斯托夫（Ｍｅｉｎｅｒ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１７４７—１８１０）——德国历史学家，写有

许多文化史著作。——第５５５页。

迈耶尔（Ｍｅｙｅｒ）——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熟人。—— 第３２３、３３１、３５０、３８６、

４６２页。

迈耶尔，约瑟夫（Ｍｅ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英国，维利

希的拥护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第

４９４页。

麦克耳腊思，托马斯（ＭｃＥｌｒａｔｈ，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７—１８８８）——美国法学家，出版者

和政治活动家，废奴派的拥护者；《纽约

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营业部经理

（１８４１—１８５７）。——第３０２页。

麦克戈温（ＭａｃＧｏｗａｎ）——英国印刷厂

主，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支持宪章

派，出版宪章派的刊物；厄 琼斯的债权

人。——第１１２、３９０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 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 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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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５０８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５—１８８２）——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

代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

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第

８６、２３３、５９７页。

毛 奇，赫 尔 穆 特 卡 尔 伯恩哈特

（Ｍｏｌｔｋｅ，Ｈｅｌｍｕｔｈ Ｋａｒｌ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０—１８９１）——普鲁士军官，后为元

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

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

任普鲁士总参谋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帝

国总参谋长（１８７１—１８８８），普法战争时

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３４１页。

梅恩 里德——见里德，托马斯 梅恩。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ｌ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ｋ １８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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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波兰起义时被宣布为

波兰民族政府执政，后流亡法国。——

第９０页。

梅塔克萨斯，安得列依（Ｍｅｔａｘａｓ，Ａｎｄ－

ｒｅａｓ １７８８左右—１８６０）——伯爵，希腊

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首相

（１８４３—１８４４），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４）。——第３５５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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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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页。

梅维 森，古斯 达夫（Ｍｅｖｉｓｓｅｎ，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５—１８９９）——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

动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

份公司。——第２２０页。

梅因，爱德华（Ｍｅｙｅ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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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９９、１０２、１０３、

１７２、３５７、４０９、５８２、６３１、６３８、６４６、６６３

页。

蒙 蒂霍，欧 仁妮（Ｍｏｎｔｉｊｏ，Ｅｕｇèｎｉｅ 

１８２６—１９２０）——法国皇后，拿破仑第

三的妻子。——第２３４、５８０页。

蒙 克，乔 治（Ｍｏｎｋ，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０８—

１６７０）——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１６６０年曾积极促

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３９４页。

蒙莫朗西，马蒂约 让 费里西德（Ｍｏｎｔ－

Ｍｏｒｅｎｃｙ，Ｍａｔｈｉｅｕ－ Ｊｅａｎ－ 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６７—１８２６）——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１—

１８２２），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１８２２）的

参加者。——第４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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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９、５９０页。

蒙提思，威廉（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英国将军，外交家和军事史

学家，曾站在波斯方面参加俄波战争

（１８０４—１８１３），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年俄波战争

时任波斯政府军事和外交顾问；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曾批评帕麦斯顿政府的对

外政策。——第３４６页。

孟戴斯，洛拉（Ｍｏｎｔｅｚ，Ｌｏｌａ １８１８—

１８６１）—— 著名的冒险家，女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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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０页。

弥勒，弗兰茨 约瑟夫（Ｍüｌｌｅｒ，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科伦法律顾问，保守党人，

是阿马利亚 丹尼尔斯的父亲。——第

１６６页。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Ｍüｌｌｅｒ－Ｔｅｌ－

Ｌ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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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２、５８、２５４、

２５９、５１６、５２０、５２２、５６８、５７７页。

米尔巴赫，奥托（Ｍｉｒｂａｃｈ，Ｏｔｔｏ）——退伍

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

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

４６１、４６２、５３５页。

米尔洪德，穆罕默德 伊本 霍万德－沙赫

伊 本 哈 穆 德（Ｍｉｒｃｈｏｎｄ，Ｍｏ－

ｈａｍｍｅｄ １４３３—１４９８）——波斯历史

学家。——第２６５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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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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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第３８６、３８８页。

米纳（埃斯波斯－伊－米纳），弗朗西斯科

（Ｍｉｎａ （Ｅｓｐｏｚ ｙ Ｍｉｎ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７８１—１８３６）——西班牙将军，独立战

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时期为游击队领袖之

一，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

参加者，１８３３—１８３６年曾参加反对卡洛

斯派的战争。——第３９９页。

米涅，克劳德 埃蒂耶纳（ＭｉｎｉＥ，Ｃｌａｎｄ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法国军官，

米涅式步枪发明者。——第１０页。

米 努 托 利，尤 利 乌 斯（Ｍｉｎｕｔｏｌｉ，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５—１８６０）——男爵，普鲁士官

吏和外交官；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是柏林警察

总监；１８５３—１８５９年任驻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总领事。——第４４８页。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 路德维克（Ｍｉｓ－

ｋｏｗｓｋｙ，Ｈｅｎｒｉｋ Ｌｕｄｖｉｃ死 于１８５４

年）——波兰军官，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

耳其，后迁居伦敦。—— 第３１２、３５６、

３５９、６５９页。

米特巴赫尔，奥古斯特 约瑟夫（Ｍｉｔ－ｔｅｒ

ｂａｃｈｅｒ，Ａｕｔｕ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奥地利邮

政部门官员，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的股

东。——第１０９页。

密勒，约翰 马丁（Ｍｉｌ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Ｍａｒｔｉｎ１

７５０—１８１４）—— 德国诗人和作家，德

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代表。—— 第

４３页。

明希－ 贝林豪森，弗兰茨 泰奥多尔

（Ｍｕｎｃｈ－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Ｆｒａｎｚ Ｔｅｏ－

ｄｏｒ生于１７８７年）——男爵，普鲁士官

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５５４页。

莫尔尼伯爵，沙尔 奥古斯特 路易 约瑟

夫（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Ｌｏｕｉｓ

－ 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ｅｔ  ｄ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５２年１

月），立法团议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６、１８５７—

１８６５），驻俄国大使（１８５６—１８５７）；拿破

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 第１１、

４８０、４９７页。

莫利斯，莫布雷（Ｍｏｒｒｉｓ，Ｍｏｗｂｒａｙ）——

英国出版商，从四十年代末起是《泰晤

士报》的财务和政务经理。——第２１３

页。

莫罗，让 维克多（Ｍｏｒｅａｕ，Ｊｅ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６３—１８１３）——法国将军，曾多次参

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

战争。——第５８９页。

莫帕，沙尔勒曼 艾米尔（Ｍａｕｐａｓ，Ｃｈａｒｌｅ

ｍａｇｎｅ－Ｅｍｉｌｅ １８１８—１８８８）——法国

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

者之一，警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第４８０、５７２页。

莫特，露克丽霞（Ｍｏｔｔ，Ｌｕｃｒｅｚｉａ １７９３—

１８８０）——美国女社会活动家，美国废

除黑奴制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第

２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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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页。

穆罕 默 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５７０左 右—

６３２）——阿拉伯传教士，被认为是伊斯

兰教的创始人，按伊斯兰教的说法是先

知，即“安拉的使者”。——第２５０、２５５、

２６３、２６４页。

穆罕默德－阿利（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ｉ１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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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埃及执政者（１８０５—１８４９），

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

和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

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

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

１９、６１７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 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

上是边沁的追随者。——第５０８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 波拿巴）（Ｎａｐｏ－

ｌéｏｎ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 皇 帝（１８０４—

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７、２９、６７、６８、８２、

１０７、１４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２、３９９、４０５、４４６、

５８３、５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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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０、１１、

１７、２２、２６、３０、３８、３９、４６、４９、７８、７９、８２、

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２、１３１、１３５、１４４、１４６—

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７、１６８、１８６、２０４、２１２、

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８、２３４、２３６、３０３、３１５、３２０、

３２５、３５２、３５４、３６１、３９６、４１３、４３４、４３７、

４４２、４５３、４６６、４７２—４７３、４８０、４９５—

４９９、５０２、５１１、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４、５３６、５５５、

５６５、５６８、５７２、５７４、５８０、５８５、５８６、６１６、

６２５、６３１、６３９、６４３页。

纳 多，马丁（Ｎａｄａｕｄ，Ｍａｒｔｉｎ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法国泥水匠，政论家，蒲鲁东

的追随者，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为立法议会议

员，属山岳派，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被逐出法国，１８５９年以前侨居英

国。——第４１、３２７页。

纳皮尔，查理（Ｎａｐ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８６—

１８６０）——英国海军上将，１８５４年任波

罗的海舰队司令。——第３６４、３６５、４５５

页。

纳皮尔，查理 詹姆斯（Ｎａｐ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 １７８２—１８５３）——英国将军，曾

在比利牛斯半岛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

的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率

领军队攻占信德，１８４３—１８４７年为信德

执政者。——第５８９页。

纳皮尔，威廉 弗兰西斯 帕特里克（Ｎａｐｉ

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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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４１１、４１８、６０７页。

纳皮尔，约瑟夫（Ｎａｐｉ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４—

１８８２）——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１８５２年以爱尔兰总检察长身

分进入得比内阁；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任爱尔

兰事务大臣。——第４２６页。

奈穆尔公爵，奥尔良的路易 沙尔 菲力浦

拉法埃尔（Ｎｅｍｏｕｒｓ，Ｌｏｕ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Ｒａｐｈａｅｌ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ｕｃ 

ｄｅ１８１４—１８９６）——法国国王路易－菲

力浦的第二个儿子，将军，三十至四十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后流亡英国。——第７９页。

奈斯密斯，查理（Ｎａｓｍｙｔ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２６—１８６１）—— 英国军官，《泰晤士

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

事通讯员。——第３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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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３７４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８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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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

 ２７、２２２、２５７、２８６、３２２、３２５、３３３、３５４、

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４、４３５、５０１、５４５、６０８页。

尼科尔森，伦顿（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Ｒｅｎｔｏｎ１８０９—

１８６１）——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伦敦几家

小酒店老板，多次变换职业，曾不止一

次地因破产遭监禁，是所谓“法官和陪

审员协会”的创始人（１８４１）和主席，该

协会模仿英国的诉讼程序进行自己的

审讯。——第３９５页。

涅谢尔 罗迭，卡 尔 瓦西里也维 奇

（ ，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外交大臣（１８１６—１８５６）。——第

２９２页。

牛顿，威廉（Ｎｅｗ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工

联主义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参

加宪章运动；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

和领导人之一。——第１４６页。

牛津（Ｏｘｆｏｒｄ）——斐 弗莱里格拉特工作

过的伦敦一家商行的老板。——第３０２、

４３９、５８３、６０３页。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 佩勒姆 费恩斯 佩

勒姆 克林顿（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Ｈｅｎｒｙ Ｐｅｌ

ｈａｍ  Ｆｉｅｎｎｅｓ Ｐｅｌ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８１１—１８６４）——英国国家

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

臣（１８４６），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５４），陆军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５），殖民大

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４）。——第４３０、６１５页。

诺让的吉伯特（Ｇｕｉｂｅｒｔ ｄｅ Ｎｏｇｅｎｔ１

０５３—１１２４）——法国中世纪的历史学

家和神学家，封建贵族观点的表达

者。——第３８４页。

诺特荣克，彼得（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Ｐｅｔｅｒ １８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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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８、１５９、１７８、１８７、

５３８、５４４页。

诺瓦伊里（Ｎｏｖａｌｒｉ约１２８０—１３３２）——

阿拉伯历史学家。——第２６３页。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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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２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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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５２、２６０、５５８

页。

欧门，弗兰茨（Ｅｒｍｅｎ，Ｆｒａｎｚ）——曼彻斯

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

一。——第５５８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４０页。

Ｐ

帕金顿，约翰 索美塞特（Ｐａｋｉｎｇｔｏｎ，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 １７９９—１８８０）——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

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１８５２），海军首席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陆 军 大 臣（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第２３２页。

帕里什，亨利 黑德利（Ｐａｒｉｓｈ，Ｈｅｎｒｙ 

Ｈｅａｄｌｅｙ）——希腊外交史一书（１８３８）

的作者。——第６１６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８４—１８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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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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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

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和 首 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和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第１５０、２１２、２２０—２２２、２３２、

２９５、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５、３２０、３２１、

３２４、３３２、３４７、３５５、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８、３８０、

３９４、３９９、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３、４３５、

４６６、５０２、６０６、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５—６１７、

６３１、６５９页。

帕姆——见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

普尔。

帕斯凯维奇，伊万 费多罗维奇（ －

， １７８２—１８５６）——

公爵，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３１年夏天起为镇压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俄军 总司令，

１８３２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１８４９年

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

令。——第３６７页。

帕西菲科，大卫（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８４—

１８５４）——英国的臣民，雅典商人；葡萄

牙人。——第６１６页。

庞培（格奈尤斯 庞培 马格努斯）（Ｇｎａｅｕｓ

 Ｐｏｍｐｅｉｕｓ Ｍａｇｎｕｓ公元前１０６—

４８）——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５９８页。

培尔西尼，让 日尔贝尔 维克多（Ｐｅｒ－

ｓｉｇｎｙ，Ｊｅａｎ－Ｇｉｌ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

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

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

１８６０—１８６３），驻 伦 敦 大 使（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１２、４８０、４８７

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６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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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２９页。

佩尔采尔，摩里茨（Ｐｅｒｃｚｅｌ，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１—１８９９）——匈牙利将军，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土耳其，１８５１年流亡英国。——

第１９、５９０、６４３页。

佩克耳，古斯达夫（Ｐｏｃｋｅｌ，Ｇｕｓｔａｖ）——在

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埃德加尔 冯 威斯

特华伦的熟人。——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佩利科，西耳维奥（Ｐｅｌｌｉｃｏ，Ｓｉｌｖｉｏ １７８９—

１８５４）——意大利爱国主义作家，反对

奥地利的统治；１８２０年因同烧炭党有联

系而被逮捕并判处二十年徒刑；１８３０年

被释放，１８３２年发表了一本描写囚犯在

奥地利监狱遭受折磨的书；后来脱离政

治斗争。——第４６０页。

佩 利西埃，让 雅克（Ｐéｌｉｓｓｉｅｒ，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９４—１８６４）——法国将军，

１８５５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参

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１８５５年５月—

１８５６年７月），驻伦敦大使（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０年任阿尔

及利亚总督。——第４５５页。

佩尼希（Ｐｏｅｎｉｓｃｈ）——马克思在伦敦的熟

人。——第１２７、１３２页。

佩舍，泰奥多尔（Ｐｏｅｓｃｈｅ，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２６—１８９９）——德国统计学家，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迁居美国；１８５２年出版了同卡 格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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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写的一本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

“世界合众国”的思想。——第５９９页。

皮阿，费里克斯（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 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

谤马克思和国际；巴黎公社委员。——

第２９、４２、１１９、３６７页。

皮阿利——见泽尔菲，古斯达夫。

皮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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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２２０、２９１、６１３页。

皮尔斯，富兰克林（Ｐｉｅｒｃ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８０４—

１８６９）——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美国总统（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实行有利

于奴隶主的政策。——第３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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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７、

９、１６、２１、２３、３７、９３、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９—

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２、

１５９、１７９、１８４、２０６、２１１、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８、

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２、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４、

２７６、２８０、２８２、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５、３１７、３２３、３３１、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１、

３４４、３４７、３６３、３７３、３８０、３８５、３９０、３９９、

４０７、４５２、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４、４８５、５１３、

５３０、５９１、５９２、５９８、６００、６０１、６０４、６０５、

６４０、６４２、６５６、６５７、６６１页。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Ｐｉｔ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Ｅａｒｌ ｏｆ Ｃｈａｔ－

ｈａｍ １７０８—１７７８）——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和陆军

大 臣（１７５６—１７６１）；首 相（１７６６—

１７６８）。——第３９７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欧洲反革命

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战争的主要策

划者之一；曾任首相（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３９７、３９８页。

皮 特 曼，海 尔 曼（Ｐüｔｔ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

ｎ１８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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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

页。

品得，爱德华（ ， ）——俄国

流亡者，十九世纪中叶住在英国，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熟人。——第４８、６３、９４、

１０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０、１４５、１５２—１５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４２、４５、

８９、１１６、１２８、２０４、３５７、３５８、４９６、５５５、

５６５、５６８、５８４页。

普尔斯基，奥略里 费伦茨（弗兰齐舍克）

（Ｐｕｌｓｚｋｙ，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Ｆｅｒｅｎｓｚ １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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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９、２３２、２９２、３１６、３２８、３９４、

５２４、５７８、６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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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斯基，泰莉莎（Ｐｕｌｓｚｋｙ，Ｔｈｅｒｅｓｅ

 １８１９—１８６６）——匈牙利女作家，维也

纳大银行家的女儿，１８４８年起为奥 费

普尔斯基的妻子。——第５２４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画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

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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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５、７９、３６９、４４６、４７６、

５１３、５１９、６６２页。

普莱耶耳（Ｐｌｅｙｅｌ）——匈牙利军官，匈牙

利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

国。——第１６０、５９０页。

普里斯尼茨，文岑兹（Ｐｒｉｅβｎｉｔｚ，Ｖｉｎｃｅｎ

ｚ１７９９—１８５１）——奥地利西里西亚的

农民，发明和使用了水疗法；积累了水

疗医生的大量经验。某些官方医学界人

士诬蔑他是招摇撞骗。——第５２３页。

普鲁茨，罗伯特（Ｐｒｕｔｚ，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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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德国博物馆》杂

志（１８５１—１８６７）的出版者。——第６０４

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昌米克，约 克 （Ｐｌüｍｉｃｋｅ，Ｊ．Ｃ．）——

德国军官，《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

一书的作者。——第５８３页。

普特南，乔治 帕麦尔（Ｐｕｔｎａｍ，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ｌｍｅｒ １８１４—１８７２）——美国出版者

和政论家，１８５３年起出版《普特南氏月

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刊撰

稿。——第４５４页。

Ｑ

齐施克（Ｚｉｓｃｈｋｅ）——马克思在伦敦的债

权人之一。——第４６１页。

契尔奈尔，赛米尔 埃尔德曼（Ｔｚｓｃｈｉｒ－

ｎ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Ｅｒｄｍａｎｎ １８１２左右—

１８７０）——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

为萨克森议会中极左派领袖，德勒

斯顿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的领导者之

一，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革命集中”

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迁居英国。——

第３２７页。

戚美尔曼，恩斯特 威廉 爱德华（Ｚｉｍ－

ｍｅｒｍａｎｎ，Ｅｒｎ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ｄｕａｒｄ）

 ——施潘道市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

后流亡英国。——第２０７页。

乔里奇，安东（ＣＶｏｒｉｃＶ，Ａｎｔｕｎ １７９５—

１８６４）——奥地利将军，原籍克罗地亚；

曾参加镇压维也纳１８４８年十月起义和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３６６

页。

乔治 桑（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ｎｄ １８０４—１８７６）

（真 名 奥 罗 拉 杜 班  Ａｕｒｏｒｅ 

Ｄｕｐｉｎ）——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著有长

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

表人物。——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英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

３９７、３９８页。

切奥达也夫，米哈伊尔 伊万诺维奇

（ ， ）—— 俄国

将军，曾参加１８１２年战争，克里木战争

时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官。——第

３３４页。

２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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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尼，弗兰西斯 罗当（Ｃｈｅｓｎｅｙ，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ｏｄｏｎ １７８９—１８７２）——英国

上校，１８５５年起为将军。——第３０４、６１０

页。

琼斯，厄内斯特 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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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７、１８、２２—２５、３２、３５、３７、３８、４４、４６、

５４、５９、６２、９７、１１２、１２２、１２３、１４５、１４６、

２１２、２４７、２７３、２７９、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５、３１０、

３１２、３２７、３９０、３９１、４１３、４３０—４３３、４３５、

４３８、４４４、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４、４７０、４７７、

４９５、５０４、５１２、５１４、５２１、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７、

５４１、５５４、５６４、５６９、５９１、５９４、６９６、６０１—

６０３、６０５页。

琼斯，杰恩（Ｊｏｎｅｓ，Ｊａｎｅ死于１８５７年）

 ——厄内斯特 琼斯的妻子。——第

４５６页。

琼 斯，理 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５）——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

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

衰落和瓦解，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

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第５０８页。

琼 斯，威 廉（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４６—

１７９４）——英国东方学家，写有许多东

方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第

２６５页。

Ｒ

热 拉 尔（格 拉 尔），约 翰（Ｇｕｅｒａｒｄ，

Ｊｏｈａｎｎ）——奥地利军官，著有军事百

科指南。——第１０９页。

日拉丹，艾米尔 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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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４９７页。

日拉丹，德尔芬娜 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Ｄｅｌ－

ｐｈｉｎｅ ｄｅ １８０４—１８５５）——法国女作

家，艾米尔 德 日拉丹的妻子。——第

４９７页。

荣克，格奥尔格（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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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５５５、

６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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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１８１８—１９００）——路易－菲力浦之子，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

第８２、１５０、１６８页。

若米尼，昂利（Ｊｏｍｉｎｉ，Ｈｅｎｒｉ １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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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页。

Ｓ

萨巴蒂埃（Ｓａｂａｔｉｅｒ）——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布朗基主义

者。——第１９页。

萨 德勒，约翰（Ｓａｄｌｅｉｒ，Ｊｏｈｎ １８１４—

１８５６）—— 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领袖之一，

梯培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１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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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财政副大臣，因梯培雷里银行在

１８５６年破产自杀。——第４２８页。

萨珊王朝——波斯王朝（２２６—６５１）。——

第２６３页。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哈里埃特 伊丽莎白

乔治娜 鲁森－高尔（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Ｈａｒｒｉ

ｅｔ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Ｇｅｏｒｇｉｎａ 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Ｄｕｃｈｅｓｓ １８０６—１８６８）—— 苏

格兰大地主，辉格党活动家。—— 第

２０９、２２７页。

萨瓦，昂利 沙尔 约瑟夫（Ｓａｖｏｙｅ，Ｈｅｎｒ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２—１８６９）——普

法尔茨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３２年侨居法国，从事德语教学；赖德

律－洛兰的追随者，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是立

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

被驱逐出国。——第５９４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

ｔｅ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

的“生产三要素”论。——第１１２、５０８页。

萨宗诺夫，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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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页。

塞里姆－帕沙（Ｓｅｌｉｍ Ｐａｓｈａ）（捷德林斯

基Ｚｅｄｌｉｎｓｋｙ）——土耳其将军，波兰人；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任多 瑙河 土 军 指 挥

官。——第３７７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 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１１９、２８６、３５５、３８８、４０２页。

赛居尔子爵，亚历山大 约瑟夫 比埃尔

（Ｓéｇｅ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ｉｅｒｒｅ，ｖｉ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７５６—１８０５）—— 法国作

家，写有论述妇女在各民族社会制度中

的作用一书。——第５５５页。

赛雷迪（Ｓｚｅｒｅｄｙ）——在伦敦的匈牙利流

亡者，《亚细亚的领袖们》一书的作

者。——第４５１页。

赛雷耳梅伊，恩（Ｓｚｅｒｅｌｍｅｙ，Ｎ．生于１８０７

年）——匈牙利军官，军事工程师和政

论家，法国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和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

年起流亡英国。—— 第４６、５８、６１、

６３、６９页。

瑟 美 列，贝 尔 塔 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

ｌａｎ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和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

（１８４８）和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

匈牙利。—— 第１８、１９、２７、４１、４６、５８、

６２、６４、８４、８７、８８、１５９、１８６、２１６、２３６、

５１０、５１２、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３、５７２—５７５、５７９、

５８２、５９２、６４３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８）——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１２、１１２、３４７、４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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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页。

沙 贝 利 茨，雅 科 布 （Ｓｃｈａｂｅｌｉｔｚ，

Ｊａｋｏｂ１８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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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８、

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３、２４７、５７７、６５１、

６５２、６５８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 勒奈（Ｃｈａ－

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Ｒｅｎé，ｖｉ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７６８—１８４８）—— 著名的法国作

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

外交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４），法国出席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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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议（１８２２）的代表。—— 第３５５、

４０１—４０６页。

沙尔腊斯，让 巴蒂斯特 阿道夫（Ｃｈａｒ－

ｒａｓ，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５）——法国军；第二共和国时期是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

波拿巴；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

逐出法国。——第１５０页。

沙米尔（ １７９８左右－１８７１）——十

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领导达格斯坦

和彻岑的山民反对当地的封建主和沙

皇殖民主义者，穆里德派思想家之

一。——第３０６、３２８、３７０、３８５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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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７８、１０７、１４９、１６８、１７４、

１９４、２０６、４３０、４３１、４７７、５１０、５３４、５８８

页。

尚布雷侯爵，若尔日（Ｃｈａｍｂｒ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１７８３—１８４８）——法国将

军和军事著作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

的参加者。——第１０９页。

舍尔瓦尔，茹利安（Ｃｈｅｒｖａｌ，Ｊｕｌｉｅｎ）（真名

约 瑟 夫 克 列 美 尔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ｒａｍｅｒ）——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

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

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１８５２年２月所

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

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

第７３、７４、７９、８３—８６、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８、

１６９、１７７、１９３、２０２、２３６、３８６、６４８页。

舍勒尔，丽娜（Ｓｃｈｏｌｅｒ，Ｌｉｎａ）——马克思

一家的朋友。——第４６０页。

圣阿尔诺，阿尔芒 雅克 阿希尔 勒卢阿

德（Ｓａｉｎｔ－Ａｒｎａｕｄ，Ａｒｍａｎｄ－Ｊａｃｑｕｅｓ

－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Ｌｅｒｏｙ  ｄｅ １８０１—

１８５４）——法国将军，１８５２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３６—１８５１年曾参加侵

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

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４），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法军

总司令。——第３６１、３７８、３９３、４３７页。

圣安纳，安东尼奥 洛佩斯 德（Ｓａｎｔａ 

Ａｎｎａ，Ａｎｔｏｎｉｏ Ｌｏｐｅｚ ｄｅ １７９７左右

—１８７６）—— 墨西哥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独立战争（１８２１）的参加者，墨

西哥的独裁者（１８３３—１８３６、１８４１—

１８４４、１８４６—１８４８、１８５３—１８５５），美墨

战争时任总司令（１８４６—１８４８）。——第

４１５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 １８０６—

１８５８）（卡斯巴尔 施米特Ｃ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

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第２９、３１、

８９、１１１、３５７页。

施蒂纳－施米特，玛丽 威尔海明娜（Ｓｔｉｒ

－ ｎｅ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ａｒｉｅ  Ｗｉｌ

ｈｅｌｍｉｎｅ１８１８—１９０２）（父姓登哈尔特

Ｄａｈｎ－ｈａｒｄｔ）——麦克斯 施蒂纳的妻

子。——第８３、１１９页。

施拉姆，康拉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ｏｎｒａｄ１８２２左

右—１８５８）——第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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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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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１０７、２４８、２５９、４５１—４５３、４７２、５２７、５７７、

５７９、６３９页。

施拉姆，鲁道夫（Ｓｃｈｒａｍｍ，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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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左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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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页。

施累格，爱德华（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Ｅｄｕａｒｄ）——德

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流亡美

国，五十年代初为《新英格兰报》编辑；

１８８０年回到德国。——第２７４、５９８、５９９、

６０５页。

施米特，恩斯特 弗里德里希 弗兰茨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ｒｎ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Ｆｒａｎｚ）——德国牧师，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美国，拥护科苏

特。——第５００页。

施莫耳策，卡尔 亨利希（Ｓｃｈｍｏｌｚｅ，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３—１８５９）——德国漫画

家和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后流亡国外。——第１１２、５９３页。

施奈德，弗兰茨（Ｓｚｎａｙｄｅ，Ｆｒａｎｚ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０）——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参

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

将军。——第９０页。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Ｋａｒｌ）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８

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

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

《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辩护人；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民主主义者莱茵

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人。——第１４５、

１６４、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９、

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４页。

施瑙费尔，卡尔 亨利希（Ｓｃｈｎａｕｆｆｅｒ，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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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起流亡美国，为《巴尔

的摩警钟报》编辑。—— 第１０６、４００、

５５１、６４６页。

施皮耳曼（Ｓｐｉｅｌｍａｎｎ）——伦敦银行家。

 ——第２４５、２７５、２８０、２８２、２９０、３００页。

施泰翰，哥特利勃 路德维希（Ｓｔｅｃｈａ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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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１８１、４３１、４７７、５１３页。

施泰因，卡尔（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科伦银行

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证

人。——第５４４页。

施泰因，尤利乌斯（Ｓｔｅｉｎ，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１３—

１８８９）——西里西亚的教师，政论家，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是第二

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五十年代是《新

奥得报》编辑之一，１８６２年起是《布勒斯

劳报》的编辑。——第４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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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塔耳（Ｓｔｅｉｎｔｈａｌ）——曼彻斯特一贸

易公司老板；格奥尔格 维尔特曾在该

公司做过事。——第１６３—１６５、２５７、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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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页。

施特芬，威廉（Ｓｔｅｆｆ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前普

鲁士军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被告证人，１８５３年流亡英国，后迁美国；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

近。——第２１８、２２７、３１２、３１３、３２０、３４２、

３８８、３９０、４３０、４５２、５９２、６２７页。

施特赫利（Ｓｔｅｈｅｌｙ）——柏林一家糖果点

心店老板。四十年代这家店铺是“自由

人”小组的成员聚会的地方。——第３５７

页。

施特劳斯（Ｓｔｒａｕβ）——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

敦。——第１０３页。

施特劳斯，大卫 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

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

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１８６６年后

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３６８页。

施特列特，费奥多尔（Ｓｔｒｅｉｔ，Ｆｅｏｄｏｒ 

１８２０—１９０４）——德国律师，新闻工作

者和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曾参加民

主运动。——第１１０—１１１、１２２、１２７页。

施特龙，威廉（Ｓｔｒｏｈｎ，Ｗｉｌｈｅｌｍ）——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之一，侨居布莱得弗德。—— 第５３、

７６、８６、１６７、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５、１９９、

２０２、２０３、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１、２７９、３０１、

３１１、４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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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亡

国外，金克尔传记的作者。——第７８页。

施滕策尔，古斯达夫 阿道夫（Ｓｔｅｎｚｅ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Ａｄｏｌｆ １７９２—１８５４）—— 德

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第１０９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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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

的阴谋》一书。—— 第１６０、１６４、１６６、

１６９、１７１—１８２、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４、

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３、３０７、５７８、５９５、５９６、６４８、

６４９、６５２页。

施韦茨勒 冯 累克顿（Ｓｃｈｗｅｚｌｅｒ ｖｏｎ

Ｌｅｃｔｏ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官

员的寡妇。——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叔 尔 茨，卡尔（Ｓｃｈｕｒｚ，Ｋａｒｌ １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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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３、７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７、

１４３、１４７、１８５、５２０、５４７页。

舒耳茨（Ｓｃｈｕｌｔｚ死于１８５２年）——科伦警

察厅长，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

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者之一。—— 第

１４７、１７４、２００、５４３页。

舒瓦泽尔公爵，埃蒂耶纳 弗朗斯瓦

（Ｃｈｏｉｓｅｕｌ，Ｅｔｉｅｎｎ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ｄｕｃ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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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１９—１７８５）——法国外交官和国家

活动家，曾任驻罗马大使（１７５３—１７５７）

和驻维也纳大使（１７５７—１７５８）；１７５８—

１７７０年任法国第一大臣，同时兼外交大

臣（１７５８—１７６１和１７６６—１７７０）和陆军

与海军大臣（１７６１—１７６６）。——第３９７

页。

顺克（Ｓｃｈｕｎｃｋ）——曼彻斯特一家贸易公

司的老板。——第２７７页。

顺克（Ｓｃｈｕｎｃｋ）——前者的妻子。——第

２７７页。

斯巴达克——见林顿，威廉 詹姆斯。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ｚａ，

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ｄｅ）１６３２—

１６７７）——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５４５页。

斯蒂凡尼－路易莎－阿德里安娜（Ｓｔéｐｈａ

－ｎ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１７８９—

１８６０）（父姓博阿尔奈Ｂｅａｕｈａｒｎａｉｓ）——

１８１１年起为巴登大公夫人，拿破仑第三

的亲戚。——第２２页。

斯米特，费多尔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７左右—１８６５）——俄国历

史学家。——第９０、３０４、５９０页。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

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

斯特拉索尔多－ 格拉芬堡，米哈埃尔

（ Ｓｔｒａｓｓｏｌｄｏ － Ｇｒａｆｅｎｂｅｒ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８００—１８７３）——伯爵，奥地利

政府官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３年米兰城的总

督。——第２１７页。

斯特腊特弗德 德 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

腊特弗德 坎宁（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ｄｅ Ｒｅｄ

ｃｌｉｆｆｅ，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８６—１８８０）——英国外交家，曾任

驻 君 士 坦 丁堡 公 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

１８２５—１８２８），后 为 大 使（１８４１—

１８５８）。——第３１９页。

斯 托 普 福 德，罗 伯 特（Ｓｔｏｐｆｏ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８—１８４７）—— 英国海军上

将，１８３７—１８４１年是英国地中海舰队总

司令。——第６１６页。

司各脱，温菲尔德（Ｓｃｏｔｔ，Ｗｉｎｆｉｅｌｄ 

１７８６—１８６６）—— 美国将军，曾参加

１８１２—１８１５年英美战争；美国陆军总司

令（１８４１—１８６１年１１月）；在侵略墨西哥

战争时期（１８４６—１８４８），曾指挥占领委

拉克路斯和墨西哥城的部队。——第

３１８、４１１、４１４页。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Ｓｔｒｕｖｅ，Ａｍａｌｉｅ死于

１８６２年）——１８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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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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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１、５４３页。

苏比兹亲王，沙尔 德 罗昂（Ｓｏｕｂｉｓ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Ｒｏｈａｎ，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１７１５—１７８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

宠臣，元帅，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的

参加者，１７６１—１７６２年指挥莱茵河的法

国军队。——第３９７、３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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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法

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在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为法军指挥官，

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１８３０—

８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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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４、１８４０—１８４５）， 外 交大臣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首相（１８３２—１８３４、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 １８４０—１８４７）。——第

６１６、６１７页。

索利斯－伊－里瓦德内腊，安东尼奥 德

（Ｓｏｌｉｓｙ ｙ Ｒｉｖａｄｅｎｅｉｒａ，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ｅ１６１０—１６８６）——西班牙历史学家，

诗人和剧作家，征服墨西哥一书的作

者。——第４１１、４１４页。

索伊蒙 诺夫，费 多尔 伊万诺维 奇

（ ，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４）——俄国将军，在克里木战争时

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在因

克尔芒战斗中阵亡。——第３７６页。

所罗门—— 圣经传说中的古以色列王

国国王（公元前９６０左右—９３５），大

卫王之子，以智慧著称。相传圣经中的

《箴言》、《雅歌》等是他所写。——第５９７

页。

Ｔ

塔克尔（Ｔｕｃｋｅｒ）——伦敦出版商。——第

３１８、３２３、３８０、３８１、４１０、４４４页。

塔利，西吉兹蒙特（济格蒙德）（Ｔｈａｌｙ，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 Ｚｓｉｇｍｏｎｄ ）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匈牙利工程师，科苏特的亲

戚和朋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１８４９年为科马罗姆要塞司令，要塞

投降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大赦后回

国。——第１０８页。

塔韦尔尼埃（Ｔａｖｅｒｎｉｅｒ）——１８５５年匿名

出版的批评法军司令部在克里木战争

中军事行动的一些小册子的作者。——

第４３７、４５３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 科尔奈利乌斯 塔西

佗）（Ｐｕｂｌ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

《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

作者。——第１２６页。

塔谢罗，茹尔 安都昂 （Ｔａｓｃｈｅｒｅａｕ，

Ｊｕｌｅｓ－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０１—１８７４）——法

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国

民报》编委；１８３３—１８３８年和１８４８年曾

发行《往事述评》，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诽

谤性的文件反对布朗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属于右

派，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５６

页。

泰霍夫，古斯达夫 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Ｇｕｓ

ｔａｖ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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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８３、９７、９９、１０２、１１９、

１９４、５２６、５５２页。

泰勒，贝阿德（Ｔａｙｌｏｒ，Ｂａｙａｒｄ １８２５—

１８７８）——美国旅行家，作家和新闻工

作者，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

员。——第３４６页。

泰 勒，汤 姆 （Ｔａｙｌｏｒ，Ｔｏｍ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０）——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五

十年代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撰稿人，

１８７４—１８８０年为该杂志编辑；１８５４年被

任命为保健委员会秘书。——第１２４页。

泰勒，扎卡里（Ｔａｙｌｏｒ，Ｚａｃｈａｒｙ １７８４—

１８５０）——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大

种植场奴隶主，在侵略墨西哥战争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中曾指挥在格兰德河作

战的美国军队；１８４９年起为美国总

统。——第４１１、４１４页。

泰梅，约多库斯 多纳图斯 胡贝尔图斯

（Ｔｅｍｍｅ，Ｊｏｄｏｋｕｓ Ｄｏｎａｔｕｓ Ｈｕｂｅｒ－

ｔｕ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德国法学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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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为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４８４、４８９、

６３０页。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Ｄｏｎｉｚｅｔｔｉ，Ｇａｅｔａｎｏ

１７９７—１８４８）——著名的意大利作曲

家。——第１４９页。

陶森瑙，卡尔（Ｔａｕｓｅｎａｕ，Ｋａｒｌ １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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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１４４、６３１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 忒伦底乌斯 阿

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 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 Ａｆｅｒ 公

元前１８５左右—１５９）——著名的罗马喜

剧作家。——第３１４页。

特腊勒（Ｔｒａｌｌｅ）——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

敦。——第９８、１０３、１４４页。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Ｔｒüｂｎｅｒ，Ｎｉｋｏ

ｌａｕｓ１８１７—１８８４）——伦敦的德国书商

和出版商。——第６５、３２６、３８０页。

特塞勒（Ｔｅｓｓｅｌｅｒ）——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陪审员。——第５５４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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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５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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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

３８４、５０７页。

托雷，埃蒂耶纳 约瑟夫 泰奥菲尔

（Ｔｈｏｒé， Ｅｔｉｅｎｎｅ － Ｊｏｓｅｐｈ －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ｅ１８０７—１８６９）——法国政治活

动家，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活动

家，１８４８年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英国；１８６０年回到法国，脱离

政治活动。——第２９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

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

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第５０８页。

托马，安都昂 列奥纳尔（Ｔｈｏｍａｓ，Ａｎｔｏｉｎｅ

－Ｌéｏｎａｒｄ １７３２—１７８５）——法国文

学家，接近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

１７６７年起是法国科学院院士。—— 第

５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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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３４１、６０８页。

瓦尔特，约翰（Ｗａｌｔｅｒ，Ｊｏｈｎ １８１８—

１８９４）——英国出版者，《泰晤士报》的

主要所有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议会

议员。——第２１３页。

瓦耳埃尔（Ｖａｌｌｉèｒｅｓ）——法国革命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尔贝斯的拥护

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

 ——第１９页。

瓦伦提尼，格奥尔格 威廉（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５—１８３４）——普

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反对法兰

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

参加者；１８１０—１８１１年在俄军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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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并参加了１８０６—１８１２年俄土战

争。——第３２７页。

瓦斯邦太，路易（Ｖａｓｂｅｎｔｅｒ，Ｌｏｕｉｓ）——

法国民主主义者，１８５０年是蒲鲁东派的

《人民之声报》、《人民报》等报纸的编辑

之一，侨居伦敦，六十年代中侨居美

国。——第４１页。

威 德，约 翰 （Ｗａｄｅ，Ｊｏｈｎ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５）——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

学家和历史学家。——第５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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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页。

威尔克斯，华盛顿（Ｗｉｌｋｓ，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１８２６左右—１８６４）——英国激进主

义政论家，《晨星报》编辑之一。——第

３３８页。

威尔克斯，约翰（Ｗｉｌｋｅｓ，Ｊｏｈｎ １７２７—

１７９７）——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写了许多

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

章。——第３９８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 Ｇｉｂｂｏｎ 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制定资产阶

级的殖民理论。——第５０８页。

威 廉 一 世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

１８８８）——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

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

国皇帝（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５７、９８、

１０４、５２１、５４２、６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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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任军械总长（１８１８—１８２７），英军总司

令（１８２７—１８２８、１８４２—１８５２），首相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 交 大 臣 （１８３４—

１８３５）。——第１４５、１４７、３０４、３９７、５０１、

５５９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Ｅｄｇａｒ ｖｏｎ １８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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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至六十年

代侨居美国。——第３４０、４５１、５１３、６４６、

６６４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 １７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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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３２２、４３７页。

威斯特华伦，亨利希 格奥尔格 冯（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１７６８—

１８５５）—— 马克 思夫 人燕 妮的 伯

父。——第２８、３１、４３６页。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Ｋ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ｏｎ死于１８５６年）——马克

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３２０、３２２、

３６９、４３６、５１３、６４６页。

威斯特华伦，路易莎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Ｌｏｕｉｓｅ ｖｏｎ １８０５—１８６１）——斐迪

南 冯 威斯特华伦的妻子。—— 第

２８页。

维 多 利 亚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１）—— 英 国 女 王 （１８７３—

１９０１）。——第２１３、２２２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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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６、５３、

１３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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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４３、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

１６３、１６７、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６、

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３、２３４、３０８、４４７、４６１、

４７１、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３、４８７、５１５、５６０、

５８３、６０４、６１４、６３３、６２７、６３８、６４１、

６４２、６５０页。

维克多，克劳德 维克多 佩兰，贝冷公爵

（Ｖｉｃｔｏｒ，Ｃｌａｕｄｅ－Ｖｉｃｔｏｒ Ｐｅｒｒｉｎ，ｄｕｃ

 ｄｅ Ｂｅｌｌｕｎｅ １７６４—１８４１）——法国

将军，１８０７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法国历

次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２１—１８２３年是陆军

大臣，１８２３年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策

划者之一。——第４０４页。

维莱尔，让 巴蒂斯特 赛拉芬 约瑟夫

（Ｖｉｌｌèｌｅ，Ｊｅａｎ－Ｂｅｐｔｉｓｔｅ－Ｓéｒａｐｈ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３—１８４１）——伯爵，法国

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

曾任首相（１８２２—１８２８）。——第４０２—

４０４、４０６页。

维利森，威廉（Ｗｉｌｌｓ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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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６８、３５９、３６０、５８８、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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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５、２６、４２、５０、５７、５８、

６１、６４、６５、６７、７３、７５、７７、７８、８１、８３、

８９、９７—９９、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１、１１２、

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９、１４４、１４９、１５４、１６８—

１７２、１７４、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６、２１０、

２１９、２３３、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３、２５４、

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４、２９３、３０８—

３１４、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９、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７、４９４、

５１０、５１３、５１５、５２１、５２６、５２７、５３４、５３５、

５３７、５４２、５４７—５５３、５５６、５６４、５６９—

５７１、５７６、５７８、５７９、５８２、５８８、５９２、５９４、

５９６、６０６、６３９、６４０、６４５—６４９、６５２、６５４、

６５５、６５９、６６０页。

维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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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

３５９、５５３、５５４、６６２页。

维斯康蒂——见阿尔康纳蒂 维斯康蒂，

康斯坦扎。

韦伯，卡尔 马利阿（Ｗｅｂｅｒ，Ｋａｒｌ Ｍａｒｉ

ａ１７８６—１８２６）—— 杰出的德国作曲

家。——第６１５页。

韦伯，詹姆斯 沃森（Ｗｅｂｂ，ＪａｍｅｓＷａｔｓｏｎ

１８０２—１８８４）——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

交官；１８２９—１８６１年为《信使晨报和纽

约问讯报》的出版者和所有人；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年任美国驻维也纳驻办公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９年任 驻里 约热 内 卢 公

使。——第３０７、５２３页。

魏德迈，路易莎（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Ｌｏｕｉｓｅ）

 —— 约瑟夫 魏德迈的妻子。—— 第

４６９、４８２、４９０、４９５、５０３、５１０、５１６、５２２、

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５、５９１、５９６、６４１、６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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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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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５、８、９、１２、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０、

２２—２５、２９、３１、３５、３７、４６、５０、５３、

５５、５６、５８、６３、６５、６６、７５、７９、８２、

８５、８９、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４、１２２、１２６、

１２７、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７、１７５、１９８、２３５、

２３７、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

２８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２１、３２４、３３６、３３７、

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３—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５、４９９—

５０５、５０７—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８、５３０—５３５、

５５５、５６５、５７６、５８１—５９１、５９５—５９９、

６０１—６０２、６０３—６０５、６４０—６４４、６５４—

６６１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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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２３３、２６５、２７４、

３５７、５１３、５３５、５４２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公元前７０—１９）——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３０５、４３４页。

温甘 （Ｗｉｎｇｈａｍ）—— 伦敦的治安法

官。——第１６９、１７９、１８０页。

文德克斯（凯尤斯 尤利乌斯 文德克斯）

（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 Ｖｉｎｄｅｘ 死于６８

年）——鲁格敦高卢省的罗马总督；高

卢人；６７年发动高卢部落起义反对尼

禄，提出给予西班牙的罗马执政者加尔

巴以皇权；同罗马军队交战失败后自杀

身死。——第５８２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Ｗｉｎｄｉｓｃｈ－

ｇｒ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 １７８７—１８６２）——公爵，

奥地利元帅；１８４８年镇压布拉格和维也

纳的起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率领奥地利军

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３６６页。

文克施特恩，奥托（Ｗｅｎｃｋｓｔｅｒｎ，Ｏｔｔｏ）

 ——德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是《泰晤士报》的撰稿人，是普鲁士

派遣到伦敦的间谍。——第３４４页。

翁格尔，约瑟夫（Ｕｎｇｅｒ，Ｊｏｓｅｐｈ生于１８２８

年）——奥地利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许多民法方面的著作。——第５５６

页。

沃尔策耳，斯塔尼斯拉夫（Ｗｏｒｃｅｌｌ，Ｓｔａｎｉｓ

ｌａｗ １７９９—１８５７）——波兰革命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

的参加者，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国外；波

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集中”的成

员；同国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

首领有联系，参加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

会。——第９０、３１２、３４４页。

沃尔弗，庇护 亚历山大（Ｗｏｌｆｆ，Ｐｉｕ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８２—１８２８）—— 德国演

员和剧作家。——第６１５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２—

１８９５（红 色 沃 尔 弗 ｄｅｒ ｒ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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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３００、４２０、４６９、４８３、５８３、

６０４、６４１、６５７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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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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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

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８、１８、２０、３１、３４、３５、７１、８７、

９６、１０９、１３６、１４９、１５８、１６５、１７１、１７９、

２２８、２４６、２５７、２５９、２７９—２８２、２８８—

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５、

３０８—３１０、３１３、３２１、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５、

３３６、３５２、３６２、３６４、３７９、３８８、４０７、４１８、

４３９、４４４—４４６、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９、４７４、

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６、４９３、４９５、５１９、５２６、５２７、

５４１、５４３、５６４、５８２、５９１、５９３、６０２、６０４、

６０６、６１８、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３、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４、

６５０、６５６—６５９页。

沃龙佐 夫，米哈 伊尔 谢明诺维奇

（ ，  １７８２—

１８５６）——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将

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

者；１８４４—１８５４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

和高加索总督。——第３０６、３８０页。

沃思，威廉 詹金斯（Ｗｏｒ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１７９４—１８４９）——美国将军，

在侵略墨西哥战争（１８４６—１８４８）中指

挥美国军队。——第４１４页。

乌尔 班，卡 尔（Ｕｒｂａ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２—

１８７７）——奥地利军官，１８５０年起为将

军，原系罗马尼亚人，１８４８年曾领导奥

地利奸细挑起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

亚人反对匈牙利政府的分立暴动；曾参

加 镇 压匈 牙利 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第３６６页。

乌 尔 卡 尔 特，蒙 维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Ｄａｖｉｄ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

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

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

策，议会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２）；《自由新

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第２２１、

２２２、２２８、２８１、２８８、２９５、３０６、３１８、３２４、

３２５、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４、３４６、

３４７、３５６、３５９、３８１、３９５、４３３、６０６、６１５页。

伍德（Ｗｏｏｄ）——伦敦小酒店老板。——

第２０７页。

伍 德，查 理（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印度事务

督察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２—１８５５），海军首

席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６），掌 玺 大 臣（１８７０—

１８７４）。——第４２５、５３７页。

Ｘ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 阿丁顿（Ｓｉｄｍｏｕｔｈ，

Ｈｅｎｔｙ 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１７５７—１８４４）——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

兼财政大臣（１８０１—１８０４），任内务大臣

时（１８１２—１８２１）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

措施。——第５０２页。

西尔莫伊（Ｓｚｉｒｍａｙ）——伯爵，匈牙利侨

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科苏特驻巴黎

的特使。——第５７２、５７３页。

西蒙，奥古斯特 亨利希（Ｓｉｍｏｎ，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６０）——德国法学

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

亡瑞士，从事工商业活动。——第６３０

页。

西蒙，路德维希（Ｓｉｍｏｎ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２）——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

士。——第２５、２６、３１、６６、４９２、４９４页。

西摩尔，乔治 汉密尔顿（Ｓｅｙｍｏｕｒ，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７９７—１８８０）——英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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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家，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任驻彼得堡公

使。——第３３２页。

西尼耳，纳骚 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５０８页。

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 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 公 元 前１０６—

４３）——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

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５４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ｍ－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

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第２７０页。

希波克拉底（Ｈｉｐｐｏｋｒａｔ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７７）——杰出的古希腊医生，古代医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２６８页。

希尔盖特纳尔，格奥尔格（Ｈｉｌｌｇａｒｔｎｅｒ，

Ｇｅｏｒｇ）——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第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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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６４、１６９—

１７１、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５、

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３、

２５８、４７４、４９４、５１０、５７０、５７１、５８１、５８２、

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５、５９６、６５５页。

席克耳，约翰（Ｓｃｈｉｃｋｅｌ，Ｊｏｈａｎｎ）——美因

兹一家商号的职员，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５０年起侨居美国。—— 第

４８０页。

席 勒，弗 里 德 里 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ｎ

ｒｉｃｈ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作

家。——第７６、３６１页。

席利，维克多（Ｓｃｈｉｌｙ，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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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９９、１０３、１１２、１１４、

１３３、１３４、１４５、３３９、３５３、５３５页。

席利（Ｓｃｈｉｌｙ）——前者的兄弟。——第１３３

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Ｓｃｈｉｍｍｅｌ－

ｐｆｅｎｎｉ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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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有联系；曾站在北部方面参

加美国内战。——第４０、５７、７７、７８、８９、

９９、１０２、１０３、１７２、２３５、３３５、３３９、３４１、

３４２、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１、４５９、５２６、５５１、

５５６、５６９、５７９、５９３页。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特（Ｓｃｈａｒｎｈｏｒｓｔ，Ｇｅｒ

ｈａｒｄ １７５５—１８１８——普鲁士将军和

军事政治活动家，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被

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

员会主席；陆军大臣（１８０７—１８１０）和总

参谋长（１８０７—１８１３）；在德国人民反对

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

作用。——第４３６页。

夏米索，阿德尔贝特 冯（Ｃｈａｍｉｓｓｏ，Ａｄｅｌ

ｂｅｒｔ ｖｏｎ １７８１—１８３８）——德国浪漫

主义诗人，反对封建的反动势力。——

第３６３页。

谢努，阿道夫（Ｃｈｅｎｕ，Ａｄｏｌｐｈｅ约生于

１８１７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

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密

探。——第８１、２３６、５００页。

谢特奈尔（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奥古斯特 谢

特奈尔的妻子。——第１１２页。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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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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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９９、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９、１９４、２４０、５９５

页。

休谟，约瑟夫（Ｈｕｍ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７—

１８５５）——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首领之一，议会议员。——第３５、

２２１页。

许茨，雅科布 弗里德里希（Ｓｃｈüｔｚ，Ｊａｋｏｂ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３—１８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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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

国。——第５７、５２１、５２７页。

许尔曼（Ｓｃｈüｒｍａｎｎ）——德国律师，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人。——第

１８２页。

许纳 拜 恩，弗 符 （Ｈüｈｎｅｒｂｅｉｎ，Ｆ．

Ｗ．）——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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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页。

Ｙ

雅 科 比，阿 伯 拉 罕（Ｊａｃｏｂｉ，Ａｂ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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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５９、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２、２８３、２９４、２９７、４５１、６０５页。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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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６页。

亚历山大，威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十八世纪的英国医生，《古今妇女史》一

书的作者。——第５５５页。

亚历山大一世（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４０１、４０４—４０６页。

亚奇斯（Ａｇｉｓ约死于公元前３９９年）——斯

巴达王（约公元前４２６—３９９）。—— 第

５１１页。

耶拉契奇，约西普（Ｊｅｌｌａｃｉｃ，Ｊｏｓｉｐ 

１８０１—１８５９）——伯爵，奥地利将军，克

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

（１８４８—１８５９），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

奥地利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

３６６页。

耶尼，弗里德里希（Ｊｅｎｎ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死于

１８４９年）——瑞士出版商，激进主义者，

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第

２２８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３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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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７８、９９、

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１、１７２、１８２、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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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９３、２１０、２２７、２７３、２７９、２９４、３０２、

３１１、３２７、３４９、３５３、３７５、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０、

４０７、４５１、４５４、５３５、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２、５５４、

５９２、６２５、６４５、６４６、６５７、６６２、６６４页。

伊默曼，卡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１７９６—

１８４０）——德国作家，政论家，评论家和

戏剧活动家。——第５６７页。

伊斯甘德－贝伊（亚历山大 伊林斯基）

（Ｉｓｋｅｎｄｅｒ Ｂｅ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Ｉｌｉｎｓｋｉ）

１８１０—１８６１）——土耳其将军，波兰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后在西班牙、葡萄

牙、波斯和法国的军队中供职，曾参加

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革命失败后

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多

瑙河土军指挥官（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克里木

土军指挥官（１８５５）和高加索土军指挥

官（１８５５—１８５６）。——第３７７页。

伊文思，乔治 德 雷希（Ｅｖ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ｅｄｅ

Ｌａｃｙ１７８７—１８７０）——英国将军，自由

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英军师

长。——第４３７页。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Ｐｅｔｅｒ ｌｅｒ－

ｍｉｔｅ（Ｐｅｔｅｒ ｄＡｍｉｅｎｓ）１０５０左右—

１１１５）——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

十字军远征时（１０９６—１０９９）为农民自

卫军的领袖之一。——第３６页。

尤利乌斯，古斯达夫（Ｊｕｌｉｕｓ，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０—１８５１）——德国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代表人物。——第１８５页。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菲力浦。

尤塔，路易莎（Ｊｕｔａ，Ｌｏｕｉｓｅ １８２１—约

１８６５）——马克思的妹妹，约翰 卡尔

尤塔的妻子。——第２７３、２７４页。

尤塔，约翰 卡尔（Ｊｕｔａ，Ｊｏｈａｎ Ｃａｒｅｌ生于

１８２４年）—— 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

妹路易莎的丈夫。—— 第２７３、２７４、

３１６页。

雨果，维克 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

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

１８５５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

４３４、６３１页。

约丹，威廉（Ｊｏｒｄａ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４）——德国资产阶级作家，１８４８年

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

派，在波兰问题辩论后转到中间派方

面。——第１４９页。

约翰逊，阿 （Ｊｏｈｎｓｏｎ，Ａ．）—— 英格兰

银行职员，斐 弗莱里格拉特的熟

人。—— 第２０、２３、２５、８４、９２、９４、

１００、１７５页。

约斯特，卡尔（Ｊｏｅｓｔ，Ｋａｒｌ）——科伦工厂

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４６０、４６３、５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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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６、

２７、２９、２１４、３７１、３７２页。

泽尔菲，古斯达夫（Ｚｅｒｆｆｉ，Ｇｕｓｔａｖ生于

１８２０年左右）（真姓希尔施Ｈｉｒｓｃｈ）——

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起侨居巴黎，

１８５３年初侨居伦敦；五十年代初同马克

思保持联系；后为金克尔的拥护

者。——第１２９、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０、２１３、２３４、

２３５、４９３、５４８、５７１—５７５页。

泽肯多尔夫，奥古斯特 亨利希 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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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Ｓｅｃｋｅｎｄｏｒｆ，Ａｕｇｕｓｔ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Ｅｄｕａｒ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７—

１８８５）——男爵，普鲁士法学家，大法

官；１８４９年是第二议院的议员，属于中

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起诉

人。——第１８７页。

泽特，奥托 约瑟夫 阿尔诺德（Ｓａｅｄｔ，Ｏｔｔｏ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１６—１８８６）——

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起任科伦检察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起诉

人。—— 第８５、９０、１６２、１６６、１７７、４６０、

６４９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弗腊夏布——古伊朗传说中的人物，传

说中的图兰国王，在同伊朗的多次战争

中屡被打败。——第２６５页。

阿哈特——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

主人公，亚尼雅士的忠诚友伴；他的名

字成了忠实朋友的同义语。——第４３４

页。

Ｆ

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

路》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善良而谦虚的

多情少年的典型。——第３６１页。

浮士德—— 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

物。——第３５５、５６６页。

Ｇ

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非利士人的勇

士，据说身材特别高大，头戴铜盔，身穿

重甲，背负铜戟，手持铁枪，同以色列人

作战时所向无敌。后被大卫击杀。——

第３４６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４０、２３３、４９４页。

济格瓦特——约 马 密勒的小说《济格瓦

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第

４３页。

Ｋ

科贝斯第一——亨 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

的主人公；雅科布 费奈迭的绰号。——

第４１５、４２０页。

科里登——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

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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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３４４、６３９页。

Ｌ

拉尔夫——赛 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

腊斯》中的人物。——第２５７页。

拉撒路——圣经《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

的名字。——第６６３页。

黎纳尔多 黎纳尔丁尼——强盗，德国作

家克 奥 符尔皮乌斯同名小说中的主

人公。——第２３３页。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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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悲剧《李尔

王》的题材。——第１１２页。

利古里奥——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

华》中的人物。——第７７页。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

人物，唐璜的仆人。——第６３２页。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

罗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特点是善

于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１８页。

Ｍ

马伏里奥——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

夜》中的人物。——第３４７页。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

亲。——第５８９页。

摩拏——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

法典》是婆罗门在一至五世纪这一时期

内编纂的。——第２７２页。

Ｎ

尼恰——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

中的人物。——第７７页。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共三人，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

德。——第３１２页。

挪亚——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

殖的人类的始祖。——第２４９页。

Ｐ

潘格洛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

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

第３５７页。

佩格斯——古希腊神话中有翅膀的马，根

据后来关于这匹马的神话，十五世纪时

在欧洲有“跨上佩格斯”这种说法，意即

充满诗人的灵感。——第６４２页。

Ｓ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

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

征。——第９７、５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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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２８６页。

施莱米尔，彼得——夏米索的中篇小说

《彼得 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角，他

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

袋。——第３６３页。

Ｔ

唐 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

要人物。——第４０２页。

Ｗ

瓦西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

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

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 第３１２、

６６１页。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

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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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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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３５３页。

Ｘ

谢尔穆夫斯基——德国讽刺作家克 罗伊

特（１６６５—１７１２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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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喜欢吹嘘自己虚构的旅行奇遇

的吹牛大王的典型；海涅的《两个骑士》

一诗中曾采用过这个典型。——第６６１

页。

Ｙ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

族长。——第２４９页。

伊瑟格林——歌德的《狐狸－莱涅克》中

的角色，是一只狼。——第６５７页。

约翰——使徒之一；据圣经传说，是耶稣

基督最喜爱的门徒。——第２２０页。

约逊——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率领亚

尔古船英雄们远航，去寻求由巨龙看守

的金羊毛。——第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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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斯帕特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４０１—４０８页）。

 —Ｅｓｐａｒｔｅｒｏ．

  载于１８５４年８月１９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６１号。——第３９４页。

《奥地利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１０—１１６页）。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载于１８５４年３

月２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０３３

号。——第３４６页。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

麦。—— 多 瑙河 和 亚 洲 的 军 事 行

动。——威根的矿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０１—５０６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２８号。——第２９９页。

《不列颠的财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３６—２４３页）。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载于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８６号。——第４２４页。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４３—１５０页）。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ｕｌｅｉｎ Ｉｎｄｉａ．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０４号。—— 第２７１、

６５８页。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２４６—

２５２页）。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ｕｌｅｉｎ Ｉｎｄｉａ．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４０号。——第６５８页。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 西班牙事

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４１２—４１９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８月２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４１６２号。——第３８５页。

《答科苏特的“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４５—５４６页）。

 —Ａ ＲｅｐｌｙｔｏＫｏｓｓｕｔｈ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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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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第３６５６号。——第５６６、５７３页。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２２—

３５６页）。

 —Ｄｉｅ ｍｏ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ｅｎｄｅ Ｋｒ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ｄｉｅ ｋｒｉｔｉｓｉｅｒｅｎｄｅ Ｍｏｒａｌ．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８、３１日和１１月

１１、１８、２５日《德意志—布鲁塞尔

报》第８６、８７、９０、９２和９４号。——第

５０９页。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

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

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

第４７７—４７９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１７号。——第２９９页。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６７—１７６

页）。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１６号。——第６５８页。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

书。——门的内哥罗》（《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９—７６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２月２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１３号。——第２９９页。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英国的工人

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

卷第１８４—１９６页）。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１９号。——第２９８页。

《弗兰茨－ 约瑟夫遇刺。—— 米兰起

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

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９９—６０８

页）。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Ｔｈｅ  Ｍｉｌａｎ  ｒｉｏ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ｓ 

ｓｐｅｅｃｈ．—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ｓ ｗｉｌｌ．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１０号。—— 第２２５、２２８、５７８

页。

《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３７—５７１页）。

 —Ｄｅｒ Ｒｉｔｔｅｒ ｖｏｍ ｅｄｅｌｍüｔｈｉｇｅｎ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５４］．

 —— 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４、３４９、

３５６、６６０页。

《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５３—５１１页）。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ａｉｎ．

  载于１８５４年９月９日和２５日，１０月２０、

２７和３０日，１１月２４日，１２月１日和２日

《纽 约 每 日 论 坛 报》第４１７９、

４１９２、４２１４、４２２０、４２２２、４２４４、

４２５０和４２５１号。——第３８８、３９２、３９４、

４０８页。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３３—４３７页）。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９日《纽约每日论

坛 报》第３６２５号。—— 第１５８、

１６１、１７６页。

《给工人议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８日《人民报》第９８

号。——第３２７页。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４８—

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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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４５号。——第３８１页。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

及其家属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４４—６４６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月《加利福尼亚州报》和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１９７、２１８、２３４、５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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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ｌｉｂｒ－

ｅé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ｎｏｎｃé à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ｄａｎ－

ｓｌａ ｓé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ｕ９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８４８．［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８］．—— 第

６２３页。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

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５８５—５９２页）。

 —Ｄｅｆｅｎｓ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９９号。—— 第２２５、

２２８页。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３８—４４２页）。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２２号。——第１５８、１６１、１７６、

１８４、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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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５３６页）。

 —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Ｋ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ｅｎ－Ｐｒｏｚｅβ Ｚｕ Ｋｏｌｎ．Ｂａｓｅｌ，

１８５３．—— 第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８、

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０、

２１８、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７、

３０１、３０８、４６０、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１、５７４、５７５、

５７６—５７８、６５１—６５３、６５８页。

 —［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５３］——第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７、

２６０、２７３、２７８、３０１、３０８、４６０、５６３—

５６４、５７１、５７６、５７８、５９４页。

 —１８５３年３—４月《新英格兰报》。——第

２３７、５７６—５７８、５９４、６５１—６５３页。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 德国的招魂

术。——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７７—８６页）。

 —Ｒｉｏｔ ａ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Ｇｅｒｍａｎ

ｔａｂｌｅ 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６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６１号。—— 第２５４、２７８、４２４

页。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３—

４４４页）。

 —Ｋｏｓｓｕｔｈ，Ｍａｚｚｉｎｉ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２７号。——第５６６页。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

计。——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

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２４—

６３１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３３号。——第２２５、２２８、２５２、

５７８页。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２０—６２５页）。

 —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ｅ．

  载于１８５５年１月２日和４日《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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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报》第１号和第５号。—— 第６１９

页。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

员中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２４—３２６页）。

 —Ｒｉ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ｎ．—Ｃｈｏｌｅｒ

ａ．—Ｓｔｒｉｋｅｓ．—Ｓａｉｌｏｒ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７３号。——第２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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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ｒ １８ｔｅ Ｂｒｕｍ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载于１８５２年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

第１期。——第１２、２９、５３、５６、６５、７９、

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９—１４３、

１６２、１９９、２２４、４５３、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５、

４８５、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５、５０４、５１１、

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４、５３０—５３２、５４５、

５６３、５７４、６３７、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３—６４４、

６４６页。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７２—

３７８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００号。—— 第２９４、２９８、３００

页。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

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

瓦拉几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３４０—３４８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３６号。——第３７３页。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

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２—

４１５页）。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ｚｚｉｎｉ ａｎｄ

  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５９０号。——第１８６、２３６、５６５、

５７３页。

《米哈伊尔 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ｋｕ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日《晨报》。——第

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５页。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６０—

１７７页）。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５０号。——第３８１页。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８７—４６１页）。

 —Ｌｏ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２日和２９日，１１月５、

１２和１９日，１２月１０、１７和２４日《人民

报》第７７、７８、７９、８０、８１、８４、８５和８６

号。—— 第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５、

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６、６５９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ａｎｄＲｕｓｓｉ

ａ；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１１月４和２１日

及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３９０２、３９１６、３９３０和３９７３号。——第

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５、３３８、３８１、

６０６、６１２、６１５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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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４、８和９日《改革

报》。——第６０６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１ 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４．——第３１８、３２４、３２６、３６８、

３８０、６１２、６１５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ＵｎｋｉａｒＳｋｅｌｅｓｓ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

——第３２３、３６８、３８０、６１２、６１５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Ｐａｌｍｅｒ－

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Ｕｎｋｉａｒ

Ｓｋｅｌｅｓｓ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 第４４４

页。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

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４１６—４２３页）。

 —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０１号。——第１５７页。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６２—

１６９页）。

 —Ｄｉ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Ｃｏｎｔ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ｄｅｒ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ｔｅｒｓｔａｎｄ．

  载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新莱茵报》第

１７７号。——第４８４、４８９页。

《奇怪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１卷第３４３—３４７页）。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载于１８５５年７月１０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４３７号。——第４４６页。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

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１６—６２３

页）。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ｏｓｓ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ｚｚｉｎｉ．—Ｔｈ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ｂｅｒｙ 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Ｍｒ．

Ｃｏｂｄｅ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２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２２号。—— 第２２５、２２８、５７９

页。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２４—４２８页）。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６０２号。—— 第１５７、

１５８页。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

格兰银行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７７—５８４页）。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Ｍｒ．Ｃｏｂ－

ｄｅｎｓ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９５号。—— 第２１１、２２５、２２８

页。

《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

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３０—

３４０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８１号。——第２９１、６５８

页。

《希尔施的自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４４—４８页）。

 —Ｈｉｒｓｃｈｓ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５日《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 第２４５、２４７、

５８１、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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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１４０—１４２页）。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０３９号。—— 第３４６、

３５４页。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

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

第３６０—３７１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９２号。—— 第２９４、

３００页。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

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５０—

３５９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８９号。——第３００页。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９—１９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１月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８８号。——第３１８页。

《宪章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８卷第３８８—３９７页）。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ｉｓｔ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５４３号。—— 第９１—９３、１０１、

５５４页。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人 民报》第２３

号。——第５５４页。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１７８—１８７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０５４号。—— 第２９９、

３５５页。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

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６９—５７６页）。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ｓ．—

Ｔｈｅ Ｄｕｃｈｅｓｓ ｏｆ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９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８７号。——第２０８、２１０、２２７、

２６９页。

《选举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８卷第４０５—４１１页）。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５５８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人

民报》第２５号。—— 第１１３、１４５、５５４

页。

《选举中的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８卷第３９８—４０４页）。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４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５５２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６

日《人民报》第２４号。—— 第１１３、

５５４页。

《约翰 罗素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４２９—４５５页）。

 —Ｌｏｒｄ Ｊｏｈ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

  载于１８５５年８月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４７９号及１８５５年７月２８日、８月

４、７、８、１０和１５日《新奥得报》第３４７、

３５９、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９和３７７号。—— 第

４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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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８ ｂｉｓ 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

济评论》第１、２、３和５—６期。——

第４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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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８４８ａｎｄ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５０年４—６月《民主评论》。——

第５０４页。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９３—

５９８页）。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ｔ－

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０１号。——第２２５、２２８

页。

《议会。——１１月２６日的表决。——迪斯累

里的预算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８卷第５３７—５４４页）。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Ｖｏｔｅ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ｓ ｂｕｄｇｅｔ．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５０号。——第２０６页。

《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

日的斗争。——饿死》（《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０９—６１５页）。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ｏｃｉｌａｉｓｍ．—Ｓｔａｒｖ

－ａ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１６号。——第２２５、２２８

页。

《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

预算对谁有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９卷第７２—７６页）。

 —Ｌ． Ｓ． Ｄ．，ｏｒ ｃｌａｓｓ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ｗｈｏｓ ｒｅｌ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ｍ．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报》第５１

号。——第４２４页。

《英国的繁荣。—— 罢工。—— 土耳其问

题。——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１５１—１５９页）。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Ｓｔｒ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０９号。——第２９８页。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８１—

３８７页）。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ｇ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５４０号。——第９１、９２、９３—９４、

５５４页。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日《人民报》第２２

号。——第５５４页。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５２—６５７页）。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Ｂｒｉｔ

－ａｉｎ．

  载于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６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９７号。——第４１９页。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

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

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

卷第２８２—２８８页）。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Ｋｏｓｓｕｔｈ ａｎｄ Ｕｒ－

ｑｕｈａｒ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ｒｔｒａｄｅ．—Ｃｏｒｎ．—Ｓｔ． Ａｒｎａｕｄ．

  载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１４号。——第３９３页。

《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

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７５—

２８１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０５号。——第３６３页。

《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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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宣言。——丹麦》（《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２６４—２７０页）。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６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４７号。——第５９９页。

《战争。—— 罢工。—— 生活费用上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４９１—５００页）。

 —Ｗａｒ．—Ｓｔｒｉｋｅｓ． —Ｄｅａｒｔｈ．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２５号。——第３０６页。

《战争。——议会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３１５—３２３页）。

 —Ｔｈｅ ｗａｒ．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

  载于１８５４年７月１０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２６号。——第３７２页。

《战争问题。—— 金融状况。—— 罢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４６２—４７１页）。

 —Ｔｈｅ Ｗａ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Ｓｔｒｉｋｅｓ．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０４号。——第３００页。

《战争问题。—— 议会动态。—— 印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２３７—２４５页）。

 —Ｔｈｅ Ｗａ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Ｄｏ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３８号。——第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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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

à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７．——第４９６、５６５页。

《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 马车

夫。——爱尔兰。——俄国问题》《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２５３—

２６３页）。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

  —Ｃａｂｓ． —Ｉｒｅｌａｎｄ．—Ｔｈｅ Ｒｕｓ

ｓ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４４号。——第２９８页。

《政治动态。—— 欧洲缺粮》（《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４１—

３４９页）。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３０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８６号。——第２９１页。

《致〈晨报〉编辑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３１—４３２页）。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

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日《晨报》和１８５２年

１１月６日《人民报》第２７号。——第１８３

页。

《致〈人民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２７—３２９页）。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０日《人民报》第７１

号。——第２８５—２８８页。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０９—１１６页）。

 —Ｒｅｖｏｉｕｔｌ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９４号。——第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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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恩格斯

《阿尔马河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６０—５６５页）。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ｍａ．

  载于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６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１９号。——第３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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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

－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２５和２８日，１１月６、７、

１２和２８日，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５、１５、

１８和１９日，４月９、１７和２４日，７月２７日，

８月１９日，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２日和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８、１２、

１４、２０、２２—２５、２８、３２、３５、３７、４０、４４、

４６、５０、５５、５７、６２、６６、７９、８０、８４、８７、

９０、９５、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７、１３２、１３６、

１４９、２８４、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５、５１６、５３３、６５５

页。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２１８—２２５页）。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ｅｒ Ｐａｎｓｌａｗｉｓ

－ｍｕｓ．

  载于１８５５年４月２１日和２４日《新

奥得报》第１８５和１８９号。——第６２５

页。

 —第 一 篇 文 章：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ｕｎｇ－ｇｌｅ．

  —第二篇文章：Ａｕｓｔｒｉａ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载于１８５５年５月５日和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３８２和４８８３号。——第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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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３５

页）。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Ｒｅｉｃｈ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

Ｃａｍｐａｇｎｅ． ．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３期。——第１８８页。

《对俄国要塞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０９—４１１页）。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ｒｔｓ．

  载于１８５４年８月２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６２号。——第３８５页。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 文 版 第１０卷 第２８９—

３０２页）。

 —Ｔｈｅ Ｓｉｅｇｅ ｏｆ Ｓｉｌｉｓｔｒｉａ．

  载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２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１１５号。—— 第３６５、

３６７页。

《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５８０—５８７页）。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ｕｂ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５２号。——第３１１页。

《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３３４—３３９页）。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ｕｂｅ．

  载于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３９号。——第３７３页。

《俄国的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５６６—５７１页）。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载于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２３号。——第３９６页。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４３—１４７页）。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ｌａｆａｔ．

  载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８日《人民报》第９８

９４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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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ｔｒｅａｔ．

  载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０４０号。—— 第３３２、

３５３页。

《俄军在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７９—３８５页）。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００号。——第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６、３０７页。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 海因岑》（《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２９７—３１５页）。

 —Ｄｉ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ｚｅｎ．

  载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日和７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７９和８０号。—— 第

５０９、５２９页。

《黑河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１卷第５７５—５８１页）。

 —Ｄｉｅ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 ａｎ ｄｅｒ Ｔｓｃｈｏｒｎａ

ｊａ．载于１８５５年９月３日和４日《新奥得

报》第４０９和４１１号。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ｅｒｎａｙａ．

  载于１８５５年９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４９４号。——第４５４页。

《喀琅施塔得要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７３—６７９页）。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

第３３０、３３３、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５、６０９—６１０

页。

《克里木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１卷第５７—６１页）。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

  载于１８５５年２月２６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３２３号。——第４３２页。

《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５７７—５８５页）。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

  载于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２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４６号。——第４０７页。

《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６００—６０６页）。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载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７２号。——第４１６页。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２２—３４２页）。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Ｐａｎｓｌａｗｉｓ－

ｍｕｓ．

  载于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５日和１６日《新

莱 茵报》第２２２和２２３号。—— 第

２８４页。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３２６—３３２页）。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ｓ ｗａｒ ｐｌａｎｓ．

载于１８５５年７月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４４３１号。——第４４５页。

《欧洲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１卷第４６３—５３８页）。

 —Ｔｈｅ Ａｒｍｉ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载于１８５５年８、９和１２月《普特南氏月

刊》第３２、３３和３６期。——第４４８、４５２、

４５４、４５７页。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３５—４０页）。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４８号。—— 第３５１、６５６

页。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２４４—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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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ｌａｓｔ．

  载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２７日和４月

１０日《寄语 人民》第４３、４８和５０

号。——第２２、２４、２５、４４页。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０１—１０８

页）。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７０号。——第２４１、２４５、２５５、

２７１、２７４页。

《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５８９—５９３页）。

 —Ｚｕｒ Ｅｉｎｎａｈｍｅ ｖｏｎ Ｓｅｗａｓｔｏｐｏｌ．

  载于１８５５年９月１４日《新奥得报》第

４２９号。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ｅｖａｓｔｏｐｏｌ．

  载于１８５５年９月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５０６号。——第４５８页。

《神圣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４８６—４９０页）。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ｗａｒ．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２５号。——第３０４页。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８０—４８５

页）。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ｒｍｉｅｓ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１９号。——第３０４页。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０７—２１１

页）。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ｍｉｅｓｉｎ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６５号。——第３５３页。

《土耳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２４—３０页）。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４６号。—— 第３５１、

６５６页。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０７—５１４页）。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ａｒ．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９３４号。——第３０９页。

《因克尔芒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９４—５９９页）。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Ｉｎｋｅｒｍａｎｎ．

  载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６１号。——第４１０页。

《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２２８—２４０页）。

 —Ｅｎｇｌａｎｄ．—— 第５、８、１４、２３、４７１、

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６、４９１、５００、５１６、５２５页。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４—１９页）。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４０号。—— 第３５１、

６５６页。

《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

卷第２５５—２６１页）。

 —Ｔｈｅ Ｗａｒ．

  载于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７日《人民报》第１０８

号。

—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ｓ ｉｎｔｈｅＢａｌｔｉｃ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ｓ．Ａｎｇｌｏ－Ｆｒｅｎｃｈ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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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载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９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０１号。——第６６３页。

《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页）。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ｌ ａｔ Ｃｏｌｏｇｎｅ．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６４５号。——第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０、

２０２页。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 流亡

者。—— 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３—１３页）。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ｈ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ＭａｚｚｉｎｉｉｎＬｏｄ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７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３６号。—— 第２３１、２３９、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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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ｅｉｎ ｉｈｒｅｎ Ｒｅｐｒａｓｅｎｔａｎｔｅ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Ｂ．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Ｓｔｉｒｎｅｒ，ｕｎｄ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Ｐｒｏ－

  ｐｈｅｔｅｎ．——第１１０页。

《俄军的撤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３１０—３１４页）。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ｔｒｅａｔ．

  载于１８５４年７月１０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１２６号。——第３７０页。

《哥特弗利德 金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１—３５４页）。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Ｋｉｎｋｅｌ．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４期。——第９６、５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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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７、３５、４８７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 第１１５、

１５４、５８７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载于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９、１６、２３和３０日《红

色 共和 党 人》第２１、２２、２３和２４

期。——第５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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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

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传

单）。——第５８７页。

《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５—

４４８页）。

 —Ａ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ｏｌｏｇｎｅ ｔｒｉａｌｓ．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晨报》第１９１６８

号。——第１９７页。

《火箭案件。—— 瑞士的暴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９６—

１００页）。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ｔ ａｆｆａｉｒ．—ＴｈｅＳｗｉｓｓ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

２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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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３７６８号。——第２４１、２４５、２５４、

２７４页。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

 —ＤｉｅｇｒｏβｅｎＭａｎｎｅｒｄｅｓＥｘｉｌｓ．——第

５８、６０、６２、６５、６７、７０、７５、７６、８０、１５５、

１５６、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３、

２１８、２３５、２３６、５２９、５３３、５４２、５６０、

５６２、５７４、５８１、６５２、６５４—６５５页。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

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

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１８５０年巴黎

版。评律西安 德拉奥德的〈１８４８年２月

共和国的诞生〉１８５０年巴黎版》（《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１３—

３２９页）。

 —Ｌｅｓ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ｐａｒＡ．Ｃｈｅｎｕ，ｅｘ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ｄｅｓｇａｒｄｅｓｄｕｃｉ－ｔｏｙｅｎ

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èｒｅ．—Ｌ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ｓｅｃｒèｔｅｓ；

ｌａ 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ｏｕｓ

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èｒｅ；ｌｅｓｃｏｒｐｓｆｒａｎｃ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０．Ｌａ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ｎｆèｖｒｉｅｒ１８４８．ＰａｒＬｕｃｉｅｎｄｅｌａ

Ｈｏｄ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４期。——第５００页。

《上一届英国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２５—３２页）。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载于１８５５年２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３２１号。—— 第４２３、

４３０页。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４８４页）。——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新莱茵报〉审判案》；《对民主主义者莱

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２６２—３０６页）。

 —Ｚｗｅｉ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Ｐｒｏｚｅｓｓｅ．Ｖｅｒ－

ｈａｎｄｅｌｔ ｖｏｒ ｄｅ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Ａｓ

ｓｉｓｅｎ ｉｎ Ｋｏｌｎ．Ｋｏｌｎ，１８４９．——第

５１０页。

《战况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６０７—６１４页）。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载于１８５５年１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２７６号。——第４１７页。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２９—４３０

页）。

  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旁观者》

第１２７０号，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人

民报》第２６号，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晨报》，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先驱》和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观察家》第２３３５

号。—— 第１７１、１７９、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７、

５６４、６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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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ｈｏｒｄｅ ａｎ ｄｅｎ 

Ｂｕｎｄ．

载于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８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

第１７７号和１８５１年７月１日《科伦日报》

第１５６号。——第５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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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ｅ 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ｅｈｏｒｄｅ ａｎ ｄｅｎ 

Ｂｕｎｄ．——第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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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者的著作

Ａ

［埃卡留斯，约 格 ］（［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Ｇ．］）文

章，注明：我们的巴黎通讯员。载于１８５２

年９月２５日，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５日和

１２日、３月５日和１２日、４月９日和１６日、５

月７日《人民报》第２１、３９、４０、４１、４４、４５、

４９、５０和５３号。——第６０５页。

［埃卡留斯，约 格 ］《政变文献评述》

（［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载

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９、１６和２３日，１１月６日

和１３日，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８日《人民报》第

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７、２８、３２和３３号。——第

６０５页。

［艾韦贝克，海 ］《巴枯宁》（［Ｅｗｅｒｂｅｃｋ，

Ｈ．］Ｂａｋｕｎｉｎ），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６日《新莱

茵报》第３６号。——第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６页。

艾韦贝克，海《德国和德国人》１８５１年巴

黎版（Ｅｗｅｒｂｅｃｋ，Ｈ．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ｅｔｌｅｓ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１）。——第２７、３４、

５２页。

奥滕伯格，约《罗马人的军事学，主要根

据古代文献编写》１８２４年由奥 约 米

［特巴赫］尔在布拉格出版（Ｏ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ｅｒ，Ｊ．Ｄａｓ Ｋｒｉｅｇｓｗｅｓｅｎ ｄｅｒ Ｒｏｍｅｒ

 ｇｒｏβｔｅｎｔｈｅｉｌｓ  ｎａｃｈ  ａｎｔｉｋｅｎ  

Ｄｅｎｋｍａｌｅｎ．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Ａ．Ｊ．Ｍ［ｉｔｔｅｒｂａｃｈｅ］ｒ．Ｐｒａｇ，１８２４）。——

第１０９页。

Ｂ

巴尔托耳德，弗 威《格奥尔格 冯 弗龙

兹堡，或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武器制造

业》１８３３年汉堡版（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Ｆ．Ｗ．

Ｇｅｏｒｇｅ ｖｏｎ Ｆｒｕｎｄｓｂｅｒｇ ｏｄｅｒ 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ｒｉｅｇｓｈａｎｄｗｅｒｋ ｚｕｒ 

Ｚｅｉｔ ｄ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３３）。——第１０９页。

鲍威尔，布《德国和俄国人》１８５４年沙洛

顿堡版（Ｂａｕｅｒ，Ｂ．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ａｓ Ｒｕｓｓｅｎｔｈｕｍ．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

１８５４）。——第４４３页。

鲍威尔，布《俄国当前的立场》１８５４年沙

洛顿堡版（Ｂａｕｅｒ，Ｂ．Ｄｉｅ ｊｅｔｚｉｇｅ Ｓｔｅｌ

ｌｕｎｇ  Ｒｕβｌａｎｄｓ．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

１８５４）。——第４４３页。

鲍威尔，布《俄国和德国人》１８５３年沙洛

顿堡叛（Ｂａｕｅｒ，Ｂ．Ｒｕβｌａｎｄ ｕｎｄｄａｓ 

Ｇ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ｈｕｍ．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 ｂｕｒｇ，

１８５３）。——第４４３页。

鲍威尔，布《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

问题和东方问题》１８５３年沙洛顿堡版

（Ｂａｕｅｒ，Ｂ．Ｒｕβ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ａｓ

４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

日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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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ｈｕｍ．Ｚｗｅｉｔｅ Ａｂｔｈｅｉｌｕｎｇ．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ｃｈｅ  Ｆｒａｇｅ．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

１８５３）。——第４４３页。

鲍威尔，布 《俄国和英国》，译自德文，

１８５４年沙洛顿堡版（Ｂａｕｅｒ，Ｂ．Ｌａ 

Ｒｕｓｓｉｅ ｅｔ ｌ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Ｔｒａｄｕｉｔ

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ｏｔｅｎｂｏｕｒｇ，１８５４）。

 ——第４１６、４１７、４４３页。

鲍威尔，布《俄国教会》１８５５年沙洛顿堡

版（Ｂａｕｅｒ，Ｂ． Ｄｉｅ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Ｋｉｒ－

ｃｈｅ．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１８５５）。——第４４６

页。

鲍威尔，布《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１８４９

年柏林版（Ｂａｕｅｒ，Ｂ．Ｄｅｒ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ｄｅ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９）。——第２３、２４、４４页。

鲍威尔，布《论西方的专政》１８５４年沙洛

顿堡版（Ｂａｕｅｒ，Ｂ．Ｄｅ ｌａ ｄｉｃｔａｔｕｒｅ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ｎｂｏｕｒｇ，

１８５４）。——第３９５、３９９页。

贝尔，亚《科苏特在美国受到的接待和旅

行》（Ｂｅｌｌ，Ａ．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ｏｓｓ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载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４日《人民之

友》杂志第２期。——第１８页。

贝尔尼埃，弗《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

米尔王国等国游记》１８３０年巴黎版第

１—２卷（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Ｖｏｙａｇ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ａｎｔ

 ｌ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ｅｓ éｔａｔｓ ｄｕ 

Ｇｒａｎｄ Ｍｏｇｏｌ，ｄｅ ｌＩｎｄｏｕｓｔａｎ，ｄｕ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ｄｅ Ｃａｃｈｅｍｉｒｅ，ｅｔｃ．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０）。—— 第２５５—

２５６、２６４页。

贝坦，阿 （Ｂｅｒｔｉｎ，Ａ．）文章，注明：３月１２

日于巴黎。载于１８５２年３月１３日《政治和

文学辩论日报》。——第３８页。

彼得曼，奥《尤斯图斯 佩尔特斯地理研

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

１８５５年哥达版（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ｎ，Ａ．Ｍｉｔ－

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ｅｎ ａｕｓ Ｊｕｓｔｕｓ Ｐｅｒｔｈ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ｓｔａｌｔ üｂｅｒ 

ｗｉｃｈ－ｔｉｇｅ ｎｅｕｅ 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 

ａｕｆ ｄｅｍ Ｇｅｓａｍｍｔｇｅｂｉｅｔｅ ｄ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Ｇｏｔｈａ，１８５５）。——第４４３、

４４６页。

波拿巴，约《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

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巴 黎 版 第１—３卷（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ｅ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 ｄｕ ｒｏｉ 

Ｊｏｓｅｐｈ．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全书共十卷于１８５４年出齐。——

第３１７页。

博德，阿《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

（Ｂｏｄｅ，Ａ．Ｎｏｔｉｚｅ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 ａｕｆ 

ｅｉｎｅｒ Ｆｏｒｓｔｒｅｉｓｅ ｄｕｒｃｈｅｉｎｅｎＴｈｅｉｌ

ｄｅｓ 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ｎ 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ｓ），载于

《俄罗斯帝国及其亚洲邻国之科学贡

献》杂志１８５４年圣彼得堡 版第１９

卷。——第４１６页。

布莱桑，路《围攻战或围攻工事的历史》

１８３５年柏林版（Ｂｌｅｓｓｏｎ，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Ｂｅｌａｇｅｒｕｎｇｓｋｒｉｅｇｅｓ ｏｄｅｒ ｄｅｒ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ｎ  Ｂｅｆｅｓｔｉｇｕｎｇ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３５）。——第１０９页。

布莱特，约（Ｂｒｉｇｈｔ，Ｊ．）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在

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日《泰晤

士报》第２１４７０号。——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布莱特，约（Ｂｒｉｇｈｔ，Ｊ．）１８５４年１月２４日在

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４年１

月２５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６４７号。——第

３２３页。

布莱特，约（Ｂｒｉｇｈｔ，Ｊ．）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９日在

５５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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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４年５月３０日

《泰晤士报》第２１７５４号。—— 第４２９

页。

Ｄ

道格拉斯，霍《海军炮兵论》（Ｄｏｕｇｌａｓ，Ｈ．

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ｎａｖａｌ ｇｕｎｎｅｒｙ）。

第１版１８２０年在伦敦出版。—— 第６１０

页。

得比，爱（Ｄｅｒｂｙ，Ｅ．）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７日在上

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８日《泰晤士

报》第２１０５０号。——第３２页。

德克尔，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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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２年柏林和波兹南版

（Ｄｅｃｋｅｒ，Ｃ．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ｅ Ｋｒｉｅｇ，ｉｍ 

Ｇｅｉｓｔｅ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ｒｅｎ Ｋｒｉｅｇｆüｈｒｕｎｇ．

Ｏｄｅｒ：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

ｗｅｎ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ｅｎ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 ａｌｌｅｒ

 ｄｒｅｉ Ｗａｆｆｅｎ ｉｍ ｋｌｅｉｎ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 Ｐｏｓｅｎ，１８２２）。

 ——第４４３页。

德朗克，恩《民主制的自然史》（Ｄｒｏｎｋｅ，

Ｅ．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ｉｅ），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２日《改革

报》。——第３５９页。

狄德罗《拉摩的侄子。对话》１８２１年巴黎版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Ｌｅ Ｎｅｖｅｕ ｄｅ Ｒａｍｅａｕ，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８８页。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１７９７年

巴黎版第１—３卷（Ｄｉｄｅｒ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ｅ

 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ｅ ｅｔ ｓｏｎ ｍａｌｔｒ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７９７）。——第８８页。

迪策尔，古《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

１８５３年斯图加特版（Ｄｉｅｚｅｌ，Ｇ．Ｒｕβ－ｌａ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ｉｅ ｏｓｔｌｉｃｈｅ 

Ｆｒ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５３）。——第４１６

页。

迪茨，奥《致德意志工人协会》（Ｄｉｅｔｚ，Ｏ．

Ａｎ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

ｅｉｎｅ），载于１８５１年１月７日《瑞士国民报》

第５号。——第４７６页。

迪斯累里，本（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８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

１９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３５６号。——第

４２５页。

迪斯累里，本（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４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５

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８０２号。—— 第

３８０页。

杜朗，鲁《天亮了》１８５２年不来梅第２版

（Ｄｕｌｏｎ，Ｒ．Ｄｅｒ Ｔａｇ ｉｓｔ ａｎｇｅｂｒｏ－

ｃｈｅｎ！ Ｚｗｅｉ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ｒｅｍｅｎ，

１８５２）。——第５１３页。

杜罗 德 拉 马尔，阿 茹《罗马人的政治

经 济 学》１８４０年 巴 黎 版第１—２卷

（Ｄ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Ｌａ Ｍａｌｌｅ，Ａ．Ｊ．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Ｒｏｍａｉｎｓ．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该著作

以两卷集出版。——第１７５页。

Ｅ

恩格尔，约 雅《王公明镜》（Ｅｎｇｅｌ，Ｊ．Ｊ．

Ｆüｒｓｔｅｎｓｐｉｅｇｅｌ）。第１版１７９８年在柏林出

版。——第５８５页。

Ｆ

福斯特，查《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或主

教对天启教的证实》，两卷集，１８４４年伦

敦版（Ｆｏｒｓｔｅｒ，Ｃｈ．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ａ；ｏｒ，Ｔｈｅ ｐａ

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４）。——第２４９页。

６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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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塞宗，克 弗 《西班牙语语法》

（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ｎ，Ｃ．Ｆ．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 ｄｅｒ 

ｓｐ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第１版１８２２年在

莱比锡出版。——第２８８、２９４、３０１、６５７

页。

弗辽利希，尔 阿《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

成简明图解指南》（Ｆｒｏｌｉｃｈ，Ｒ．Ａ．

Ｋｕｒｚｇｅｆａβｔｅ ｔａｂｅｌｌａｒｉｓｃｈ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

 Ａ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ｚｕｒ ｓｃｈｎｅｌｌｅｎ Ｅｒｌｅｒ

ｎｕｎｇ ｄｅｒ ４ ｓｌａｗｉｓｃｈｅｎ Ｈａｕｐｔ

ｓｐｒａｃｈｅｎ）。第１版１８４７年在维也纳出

版。——第１５２、１５４页。

弗吕格耳，约 哥《英德和德英大词典》

（Ｆｌüｇｅｌ，Ｊ．Ｇ．Ｖｏｌｌｓｔａｎｄｉｇ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ｃｈ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ｕ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ｌｉｓ

ｃｈｅｓ 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第１版１８３０年在莱

比锡出版。——第２２７页。

Ｇ

戈尔盖，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我在匈牙利的

生活和活动》１８５２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

（Ｇｏｒｇｅｉ，Ａ．Ｍｅｉｎ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Ｗｉｒｋｅｎｉｎ

Ｕｎｇａｒｎｉｎ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８４８ｕｎｄ１８４９．

Ｂａｎｄｅ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２）。—— 第

６８、８０、３６５、５９０页。

［戈洛文，伊 ］《欧 洲。—— 一 个 人》

（［Ｇｏｌｏｖ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ｎ），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９日《晨报》。——

第２８３、２９５页。

［戈洛文，伊 ］《怎样写历史》（［Ｇｏｌｏｖ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载于

１８５３年９月３日《晨报》。——第２８５、２９５

页。

戈洛文，伊《致〈晨报〉编辑》（Ｇｏｌｏｖｉｎ， ．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载于１８５５年２月１３日《晨

报》。——第４３４页。

戈洛文，伊 、赫尔岑，亚 、沃尔策耳，斯

《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报〉编辑》

（Ｇｏｌｏｖｉｎ， ．，Ｈｅｒｚｅｎ，Ａ．，Ｗｏｒｃ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ｋｕｎ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

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４日《晨

报》。——第２８３、２９５页。

格莱安，詹《查理 纳皮尔爵士和詹姆斯

格莱安爵士》、《纳皮尔和格莱安的争

论》、《詹姆斯 格莱安爵士和查理 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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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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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版第１卷（Ｇｒｉｍｍ，Ｊ．ｕｎｄ Ｇｒ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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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ｏｒｋ，１８５３）。——第２７４页。

赫伯特，悉（Ｈｅｒｂｅｒｌ，Ｓ．）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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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ｌｌ， à Ｌｏｎｄｒｅｓ）。——第４３５、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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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沃德，弗 赫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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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乔 威 弗 《哲学全书缩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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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１８４２）。——第４８—４９页。

《军官手册，或通俗军事学，供专业和非专

业人员用》，普鲁士军官协会编纂出版

（Ｈ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ｆüｒ 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ｏ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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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ｍａｎ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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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亨 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

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１８３５年费拉得尔

菲亚—伦敦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ｈ．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

ｐｈ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第５９、２７０、

５０８页。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

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

料》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Ｇ．Ｍｏｄ

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ｅｆｉｘｅｄ，ｓ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２７１—

２７２页。

考斯勒，弗《各民族战役、围攻和会战词

典》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年乌尔姆版第１—２卷

（Ｋａｕｓｌｅｒ，Ｆ．Ｗｉ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ｅｎ，Ｂｅｌａｇｅｒ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Ｔｒｅｆ

ｆｅｎ ａｌｌｅｒ Ｖｏｌｋｅｒ．Ｂａｎｄｅ — ．

Ｕｌｍ，１８２５—１８２６）。——第１０９页。

考斯勒，弗《古代、中古和近代重要战役、

会战和围攻地图集》１８３１年卡尔斯卢厄

和夫赖堡版（Ｋａｕｓｌｅｒ，Ｆ．Ａｔｌａｓ ｄｅｒ 

Ｗｉｃｈｔｉｇｓｔｅｎ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ｅｎ，Ｔｒｅｆ－ｆｅｎ 

ｕｎｄ Ｂｅｌａｇｅｒ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ｍｉｔ

ｔｌｅｒｅｎ ｕｎｄ ｎｅｕｅｒｎ Ｚｅｉｔ．Ｃａｒｉｓ－

ｒｕｈｅ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８３１）。—— 第

１０９页。

考斯勒，弗 《论各民族战争史》１８２５—

１８２８年乌尔姆版第１—３卷（Ｋａｕｓｌｅｒ，Ｆ．

Ｖｅｒｓｕｃｈ ｅｉｎｅｒ Ｋｒｉｅ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ａｌｌｅｒ Ｖｏｌｋｅｒ．Ｂａｎｄｅ — ．Ｕｌｍ，

１８２５—１８２８）。——第１０９页。

科布顿，理 《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５３年，三封信》

１８５３年曼彻斯特版（Ｃｏｂｄｅｎ，Ｒ．１７９３ 

ａｎｄ １８５３．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ａｎｃｈ

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３）。——第２１２页。

科布顿，理（Ｃｏｂｄｅｎ，Ｒ．）１８５４年１月２４日

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４年

１月２５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６４７号。——第

３２２—３２３页。

科菲尼埃尔，安 西 加《关于交易所和国

家 证 券 投 机》１８２４年 巴 黎 版

（Ｃｏｆｆｉｎｉèｒｅｓ，Ａ．－Ｓ．－Ｇ．Ｄｅ ｌａ 

Ｂｏｕｒｓｅ ｅｔ ｄｅｓ ｓｐé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ｅｆｆ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４）。——

第６３２页。

科苏特，拉 （Ｋｏｓｓｕｔｈ，Ｌ．）秘密通告，注

明：１８５２年６月２８日于纽约。载于１８５２年

８月７日《人民报》第１４号。——第９７、１０２

０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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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科艺全书》，约 赛 埃尔希和约 哥 格鲁

伯合编，共１６７卷，１８１８—１８９０年莱比锡

版（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ｕｎｄ Ｋüｎｓｔｅ．Ｈｅｒ

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Ｊ．Ｓ．Ｅｒｓｃｈ ｕｎｄ 

Ｊ．Ｇ．Ｇｒｕｂｅｒ．Ｉｎ １６７ Ｂａｎｄｅ．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１８—１８９０）。——第３６８页。

克尔德罗瓦，厄《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

１８５２年布鲁塞尔版（Ｃ ｕｒｄｅｒｏｙ，Ｅ．Ｄｅ

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ｈｉｍｍｅ ｅｔ 

ｄａｎｓ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５２）。——第８９、９０、５３７页。

克尔德罗瓦，厄 、沃提埃，奥《战斗的舞

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

勃朗、埃蒂耶纳 卡贝、比埃尔 勒鲁、

马丁 纳多、马拉尔梅、阿 比昂基（利尔

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之间前不久进行

的一场最后的大搏斗》１８５２年布鲁塞尔

版（Ｃ ｕｒｄｅｒｏｙ，Ｅ．，Ｖａｕｔｈｉｅｒ，Ｏ．Ｌａ 

Ｂａｒｒｉèｒｅ ｄｕ ｃｏｍｂａｔ ｏｕ ｄｅｒｎｉｅｒ 

ｇｒａｎｄ ａｓｓａｕｔ ｑｕｉ ｖｉｅｎｔ ｄｅ ｓｅ 

ｌｉｖｒｅｒ ｅｎｔｒｅ ｌｅｓ ｃｉｔｏｙｅｎｓ Ｍａｚ－

ｚｉｎｉ，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Ｌｏｕｉｓ Ｂｌａｎｃ，Ｅ

ｔｉｅｎｅ Ｃａｂｅｔ， 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ｒｏｕｘ，Ｍａｒ

ｔｉｎ Ｎａｄａｕｄ，Ｍａｌｌａｒｍｅｔ，Ａ．Ｂｉａｎｃｈｉ（ｄｅ

 Ｌｉｌｌｅ）ｅｔ ａｕｔｒｅｓ ｈｅｒ－ｃｕｌｅｓ ｄｕ 

Ｎｏｒｄ．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５２）。—— 第８９、９０、

５３７页。

［克耳纳，哥 ］《新世界》（［Ｋｅｌｌｎｅｒ，Ｇ．］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Ｗｅｌｔ），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１日

《改革报》第４４号。——第５９８页。

克拉普卡，格《回忆录。１８４９年４—１０月》

１８５０年莱比锡版（Ｋｌａｐｋａ，Ｇ．Ｍｅ－

ｍｏｉｒｅｎ．Ａｐｒｉｌ ｂｉｓ Ｏｋ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９．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０）。——第３６６页。

克路斯，阿《“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

“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Ｃｌｕβ，

Ａ．Ｄａｓ 《ｂｅｓｔｅ Ｂｌａｔｔ ｄｅｒ Ｕｎｉｏｎ》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ｂｅｓｔｅｎ Ｍａｎｎｅｒ》ｕ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ｅｎ），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

１４、１７、２１和２４日《改革报》第４８、４９、５０

和５１号。——第３０２页。

克路斯，阿《卡尔 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

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

游骑士》（Ｃｌｕβ，Ａ．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ｚｅｎ ｕｎｄ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ｏｄｅｒ ｄｅｒ 

ｆａｈｒｅｎｄｅ Ｒｉｔｔｅｒ ａｕｆ ｄｅｒ ｗｉｌｄｅｎ，

ｖｅｒｗｅｇｅｎｄｅｎ Ｊａｇｄ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Ｓｃｈａｔｔｅｎ  ｓｅｉｎｅｓ  ｌａｈｍｅｎ  

Ｋｌｅｐｐｅｒｓ），载于１８５２年６月底或７月初的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５５５页。

［克路斯，阿 ］（［Ｃｌｕβ，Ａ．］）通讯，注明：我

们的美国通讯员，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０日于华

盛顿，１８５２年９月３０日于华盛顿。载于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９日和１６日《人民报》第

２３和２４号。——第６４６页。

克路斯，阿 （［Ｃｌｕβ，Ａ．］）通讯，注明：

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１日于白色山脉顶峰旅馆。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１日《改革报》第４４

号。——第５９８页。

克路斯，阿（Ｃｌｕβ，Ａ．）为驳斥维利希而发

表的声明，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０日左右的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

兰报》。——第２５８页。

Ｌ

莱佛尔斯，托 斯《爪哇史》，两卷集，１８１７

年伦敦版（Ｒａｆｆｌｅｓ，Ｔｈ．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ａｖａ．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１７）。——第２７２页。

勒尔，卡 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

第１卷，１８３０年维尔茨堡增订第２版

１６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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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ｈｒ，Ｋ．Ａ．Ｄａｓ Ｋｒｉｅｇｓｗｅｓｅｎ ｄｅｒ 

Ｇｒｉｅ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Ｒｏｍｅｒ．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

ｄ．Ｚｗｅｉｔｅ ｕｍｇ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ｅ ｕｎｄ ｓｔａｒｋ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Ｗüｒｚｂｕｒｇ，

１８３０）。——第１０９页。

李嘉图，大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５０８页。

里普利，罗 萨《同墨西哥交战》，两卷集，

１８４９年纽约版（Ｒｉｐｌｅｙ，Ｒ．Ｓ．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Ｍｅｘｉｃｏ．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４９）。——第４０８、４１０—

４１１、４１４、４１８页。

［理查兹，阿 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Ｂ．］）短

评，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报》第５１

号，笔名：英国人（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ｎ）。——第

５９４页。

［林顿，威 詹 ］《国家的理性》［Ｌｉｎｔｏｎ，Ｗ．

Ｇ．］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载于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自由之星报》第１

号。——第５２５页。

卢格，阿《米哈伊尔 巴枯宁。致〈晨报〉编

辑》（Ｒｕｇｅ，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ｋｕｎ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１日《晨

报》。——第２８３、２９５页。

卢格，阿《欧洲的公法》（Ｒｕｇｅ，Ａ．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载于１８５２

年７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５０６

号。——第９１页。

罗素，约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１８５３年５月３１日在

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日

《泰晤士报》第２１４４３号。—— 第４２５

页。

罗素，约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４日

在下院的演说，载于１８５４年７月２５

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８０２号。——第３８０

页。

吕特根，阿《１８５０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陆海军的进军》１８５２年 基尔版

（Ｌüｔｇｅｎ，Ａ．Ｆｅｌｄｚｕｇ ｄｅｒ 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

－ｈｏｌｌｓｔ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Ａｒｍｅｅ ｕｎｄ Ｍａ

ｒｉｎｅ  ｉ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５０．Ｋｉｅｌ，

１８５２）。——第３５９页。

Ｍ

［马克思，弗 ］《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

报〉编辑》（［Ｍａｒｘ，Ｆ．］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ｋｕｎ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载于１８５３

年８月２３日《晨报》。——第２８３、２８７、２９５

页。

马克思，燕（Ｍａｒｘ，Ｊ．）关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９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伯特 勃鲁姆的

大会的报道，载于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底或１２月

初《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

第１９１页。

马西，杰 《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

（Ｍａｓｓｅｙ，Ｇ．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载于１８５２年

２月７日《人民之友》杂志第１期。——第

１８页。

马志尼，朱《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给詹

姆斯 格莱安从男爵先生的信》１８４５年

伦敦版（Ｍａｚｚｉｎｉ，Ｊ．Ｉｔａｌｙ，Ａｕｓｔｒ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ｅ．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

 Ｇｒａｈａｍ，Ｂａｒ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第

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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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９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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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８）。——第６１６页。

帕麦斯顿，约（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Ｊ．）１８５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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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载于１８５３

年８月１５日《晨报》。——第２８１页。

乌尔卡尔特，戴《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

方的进展》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３）。——第３３８页。

乌尔卡尔特，戴《何谓“保护”希腊正教？

致〈晨报〉编辑》（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Ｗ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Ｃｈｕｒｃｈ？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

１１日《晨报》。——第２８１页。

［乌尔卡尔特，戴 ］《土耳其及其资源：它

的市政组织和自由贸易；英国在东方贸

易的现状和前途；新的希腊政府，它的

收入和国有财产》１８３３年伦敦版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ｔｓ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ｉｔ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３）。——第２２１页。

乌 尔卡尔特，戴 《外交中的时间因

素。——“欧洲的承认”。致〈晨报〉编辑》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Ｔｉｍｅ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

ｅｒ），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晨报》。——第

２８１页。

乌尔卡尔特，戴《英法战争。致〈晨报〉编

辑》（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Ｗ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

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６日《晨报》。——第２８１

页。

［乌 尔 卡 尔 特，戴 ］《真 的 吗？》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Ｉｎｄｅｅｄ？），载于１８５３年

９月５日《晨报》。——第２８８、２９５页。

Ｘ

希尔施，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Ｈｉｒｓｃｈ，

Ｗ．Ｄｉｅ Ｏｐｆｅｒ ｄｅｒ 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ｅｒｉ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８、１５和２２日《美文学

杂 志和纽约刑法报》第３、４、５和６

号。—— 第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７、

２５３、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２、５９５、６５５页。

希尔施，威（Ｈｉｒｓｃｈ，Ｗ．）１８５２年１月１２日

声明，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底《美文学杂志和

纽约刑法报》。——第４７４、４９４、５１０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土俄之战。军事述

评》１８５４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ｐｆｅｎｎｉｇ，Ａ．Ｔｈｅ Ｗａｒ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ｋｅｔｃｈ．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４）。——第３４２、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０—

３５１页。

谢努，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

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１８５０年巴黎

版（Ｃｈｅｎｕ，Ａ．Ｌｅ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Ｌ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ｓｅｃｒèｔｅｓ；ｌａ 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ｏｕｓ Ｃａｕｓｓｉｄｉｅèｒｅ；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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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ｓ－ｆｒａｎｃ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８１、

５００页。

Ｙ

雅科比，阿《论地球的毁灭》（Ｊａｋｏｂｉ，Ａ．

Ｕｅｂｅｒ ｄｅｎ 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 ｄｅｒ 

Ｅｒｄｅ），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１日和９月３、７、

１０和１４日《改革报》第４４、４５、４６、４７和４８

号。——第２９４、２９７页。

亚历山大，威 《古今妇女史》，两卷集，

１７８２年伦敦第３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２）。——第５５５

页。

约丹，威（Ｊｏｒｄａｎ，Ｗ．）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４日在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

的会议速记记录》１８４８年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版第２卷第４７号（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

ｅｒ Ｂｅｒｉｃｈｔ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ｈａｎｄ

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ｉｒｅｎｄ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ｚｕ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Ｂａｎｄ ，

４７．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１８４８）。——第１４９页。

Ｚ

载勒尔，塞《卡斯巴尔 豪泽尔——巴登

王位继承人》（Ｓｅｉｌｅｒ， Ｓ．Ｋａｓｐａｒ 

Ｈａｕｓｅｒ，ｄｅｒ Ｔｈｒｏｎｅｒｂｅ Ｂａｄｅｎｓ）。第

１版１８４０年在苏黎世出版。—— 第

２２页。

文   件

Ｃ

《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

间意大利问题文献》１８５０年卡波拉哥版

第１卷（Ａｒｃｈｉｖｉｏ ｔｒｉｅｎｎａｌｌｅ ｄｅｌｌｅ 

ｃｏｓｅ ｄＩｔａｌｉａ ｄａｌｌａｖｖｅｎｉｍｅｎｔｏ ｄｉ 

Ｐｉｏ  ａｌｌａｂｂａｎｄｏｎｏ ｄｉ Ｖｅｎｅｚｉ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ａｐｏｌａｇｏ，１８５０）。—— 第

３５５、３６４页。

Ｄ

《对（１）彼得 格尔哈特 勒泽尔、（２）约翰

亨利希 格奥尔格 毕尔格尔斯、（３）彼

得 诺特荣克、（４）威廉 约瑟夫 赖夫、

（５）海尔曼 亨利希 贝克尔、（６）罗兰特

丹尼尔斯、（７）卡尔 乌尼巴特 奥托、

（８）阿伯拉罕 雅科比、（９）约翰 雅科布

克莱因、（１０）斐迪南 弗莱里格拉特的

起 诉 书》［１８５２年 科 伦 版］（Ａｎ

ｋｌａｇ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ｇｅｇｅｎ１）ＰｅｔｅｒＧｅｒｈａｒｄ 

Ｒｏｅｓｅｒ，２）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ｅｏｒｇ 

Ｂüｒｇｅｒｓ，３）Ｐｅｔｅｒ 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４）ｗｉｌｈｅｌ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ｅｉｆｆ，５）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ｅｒ，６）Ｒｏｌ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ｓ，７）

Ｃａｒｌ Ｗｕｎｉｂａｌｄ Ｏｔｔｏ，８）Ａｂｒａｈａｍ 

Ｊａｃｏ－ｂｉ，９）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ｃｏｂ Ｋｌｅｉｎ，１０）

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  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Ｋｏｌｎ，

１８５２］）。——第８４、８５、８８—８９、９０、１６２、

５３８、５４４页。

Ｇ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Ｓｔａｔｕｔｅｎ 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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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

页）。载于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勒斯顿新

闻通报》第１７１号。——第５１０页。

《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

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

命提交议会两院。１８５４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ｋ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ｂｏｔｈ Ｈｏ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ｒ

ｌｉａ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Ｈｅ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 第３３２、

３５４、４２８页。

Ｎ

《拿破仑皇帝给尼古拉皇帝的信》（Ｌ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 Ｎａｐｏｌéｏｎàｌ’Ｅｍ

ｐｅｒｅｕｒＮｉｃｏａｓ）。正式发表于１８５４年２月

１４日《总汇通报》第４５号。——第３２５页。

Ｐ

《普鲁士国家的刑法典》（Ｓｔｒａｆｇｅｓｅｔｚ－

ｂｕｃｈ  ｆüｒ  ｄｉ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Ｖｏｍ １４．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１），载于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１８５１年柏林版

第１０１—１７８页（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ｆüｒ ｄｉｅ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１８５１， Ｂｅｒｌｉｎ．Ｓ．１０１—

１７８）。——第８８页。

Ｗ

《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

匈牙利各帝国—王国军队总司令的报

告汇编》，官方出版物，１８４９年、１８５０年

欧芬版第１册和第２册（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ｄｅｒｆüｒ Ｕｎｇａｒｎ 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ｅｎ ａｌｌｅｒ

ｈｏｃｈ－ｓｔｅ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 ｕｎｄ Ｐｒｏｋｌａ

ｍａｔｉｏ－ ｎｅｎ，ｄａｎｎ  ｄｅｒ  Ｋｕｎ

ｄｅｍａｃｈ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Ｏｂｅｒｂｅｆｅｈｌｓｈａｂｅｒ

 ｄｅｒ ｋ．ｋ．Ａｒｍｅｅｎ ｉｎ Ｕｎｇａｒｎ．

Ａｍｔｌｉｃｈｅ Ａｕｓ－ｇａｂｅ．１．ｕｎｄ ２．

Ｈｅｆｔ．Ｏｆｅ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第３６６、

５９０页。

Ｘ

《刑法典》（Ｃｏｄｅ ｐéｎａｌ），１８１０年 通

过。——第８８、１７８页。

Ｙ

《１８４９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

记述》１８５０年圣彼得堡版（

１８４９ 

． ，１８５０）。—— 第

３４４、３４５页。

Ｚ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Ｄ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ｅｈｏｒｄｅ ａｎ ｄｅｎ Ｂｕｎｄ）。［１８５０年１２

月１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

公告］。载于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勒斯顿

新闻通报》第１７１号和１８５１年６月２４日

《科伦日报》第１５０号。——第１８７、１９９，

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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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Ｂ

《巴尔的摩警钟报》（《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Ｗｅｃｋｅｒ》），

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７日。——第５５６、６４６页。

Ｃ

《晨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６日第１９１２２号。《德国“孤

星”》（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ｏｎｅ 

Ｓｔａｒ）。——第１５６、５５４页。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１９１４２号。通讯，注

明：德国。本报通讯员。１０月２７日于科

伦（Ｇｅｒｍａｎｙ．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ｏｇｎｅ，Ｏｃｔ．

２７）——第１７９页。

 —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７日。——第３９５页。

 —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９日。——第４２３页。

 —１８５５年９月１日。——第４５５页。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４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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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８４页。

Ｄ

达 朋特《莫扎特歌剧〈唐璜〉的歌

词》。——第６３２页。

但丁《神曲》。——第２５２页。

Ｆ

伏尔泰《老实人》。——第３５７页。

符尔皮乌斯《黎纳尔多 黎纳尔丁尼》。

——第２３３页。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５２７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 魏德迈（诗笺

一）》。—— 第７８、１１０、１９０、１９５、４７３—

４７４、４７８、４８３、４９０、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２、６４２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 魏德迈（诗笺

二）》。—— 第７８、１１０、１９０、１９５、４８３、

４９０、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２页。

Ｇ

歌德《浮士德》。——第３５５、５６６页。

歌德《狐狸—莱涅克》。——第６５７页。

Ｈ

海涅《阿塔 特洛尔》。——第５０７页。

海涅《科贝斯第一》。——第４１５、４２０页。

海涅《两个骑士》。——第６３９、６６１页。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３９首。——第３７６页。

海涅《新春集》第６首。——第６１４页。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第

５３４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２１７页。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３７１页。

Ｋ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家》。——第３５５页。

卡姆马腊诺《唐尼采蒂歌剧〈维利萨里〉的

歌词》。——第１４９页。

库伯《密探》。——第１６３、２３６页。

Ｍ

《马尔波罗之歌》。——第１５５页。

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第７７页。

密勒《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第

４３页。

Ｐ

普卜利乌斯 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

者》。——第３１４页。

Ｓ

塞万提斯《唐 吉诃德》。——第１１９、３５５、

３８８页。

赛雷迪《亚细亚的领袖们》。——第４５１页。

沙多勃利昂《阿塔拉》。——第３５５页。

沙多勃利昂《勒奈》。——第３５５页。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３４７页。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１２、４１３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６０２页。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１１２页。

Ｗ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３０５、４３４

页。

沃尔弗《普莱齐奥莎》。——第６１５页。

Ｘ

西 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

词》。——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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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７６页。

席勒《去炼铁厂之路》。——第３６１页。

夏米索《彼得 施莱米尔奇遇记》。——第

３６３页。

    

《传道书》。——第４０１页。

《可兰经》。——第２６３页。

圣经。——第２４９、２５０、３４９、３５３、４５９、４７３、

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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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Ａ

《奥地利军事杂志》（《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１８０８—

１８７０年用这个名称在维也纳每月出版

１—２次。——第１１３页。

Ｂ

《巴 尔 的 摩 警 钟 报》（《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Ｗｅｃｋｅｒ》）——一家德文日报，美国社会

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之一；１８５１—

１８６７年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卡

施瑙费尔。——第１０６、４５９、５５２、５５６、

５６９、６４６页。

《北方蜜蜂》（《 ｎ α》）——俄国

的一家政治和文艺报纸，１８２５年至１８６４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是沙皇政府的半官

方机关报。——第３３９页。

《北极星》（ α）——革命民主

派的文学和社会政治年鉴，１８５５—１８６２

年和１８６９年由亚 伊 赫尔岑在伦敦出

版。——第４４５页。

《北 极 星 报》（《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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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１２、４７８页。

《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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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页。

《辩论日报》（《Ｄéｂａｔｓ）——见《政治和文

学辩论日报》。

《波恩报》（《Ｂｏｎ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一家

日报，１８４８年８月至１８４９年４月由哥 金

克尔编辑出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

关报。从１８４９年１月起用《新波恩报》

（《Ｎｅｕｅ Ｂｏｎ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名称出

版。——第１０６页。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２０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办

的一家德文日报，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具有保 守的倾向。—— 第４８４、

６１９、６３０页。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

论》（《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宪章

派月刊，１８４９年６月至１８５０年９月由乔

哈尼在伦敦出版。——第５０４页。

《布鲁塞尔报》（《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Ｃ

《晨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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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至１９３４年

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

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４１、７３、１５６、

１７１、１７９、１８３、１９３、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９、２９５、

３２７、３４４、３４６、３６７、３８１、３９５、４０９、４２３、

４３４、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０、５５４、５６４、６０２页。

《晨邮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７２—１９３７年在伦

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

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

第２１２、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２、４６５页。

Ｄ

《大胡蜂》（《Ｄｉｅ Ｈｏｒｎｉｓｓｅ》）——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海泽和克耳纳办的德文报

纸，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加塞尔出版。——

第５０、５２６、６５５页。

《德国国防报。德国军官和陆军文官协会

出版的军事周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ｅｈ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Ｗｏｃｈ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ｅｉｎ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 

ｕ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Ｂｅａｍ－ｔｅｎ》）——保守

派的军事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柏林用

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

在波茨坦用《普鲁士国防报。军事杂志》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Ｗｅｈ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Ｍｉｌｉ

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名 称 出

版。——第１１３页。

《德国国民议院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

ｈａｌｌｅ》）——教权派的日报，对普鲁士政

府持反对立场；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在科伦出

版。——第２１９页。

《德意志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一家日报，后改为周报，１８４７年至１９０７

年在新奥尔良出版；四十至五十年代是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

报。——第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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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９页。

《德意志伦敦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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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路德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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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３月）、马克思写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１８５０年

４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

（三）》的一部分（１８５１年２月）以及许多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

２９２页。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 英国的一家日报，

１８０３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

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１８６６

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３４６、

３４７、４６０、４７２页。

《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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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１２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Ｏｂｅｒ

－ｐｏｓｔａｍ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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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报纸，１６１９—１８６６年在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中

央政权——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

的机关报。——第１７２页。

Ｇ

《改革报》（《Ｌａ Ｒéｆｏｒｍｅ》）——法国的一

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

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到

１８４８年１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

章。——第１９页。

《改革报》（《Ｄｉｅ Ｒｅｆｏｒｍ》）——美国工人

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侨

居美国的德国工人。该报从１８５３年３月５

日至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６日在纽约用德文出

版，起初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

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起改为日刊。该报的

副编辑是约 魏德迈。该报转载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

文章。—— 第２４９、２９３、２９４、３０８、３１３、

３１４、３３１、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３、３５８、３６２、

３６８、５９１、５９５—５９８、６０４—６０６、６５５—

６５６、６６１页。

《革命》（《Ｄｉ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约 魏德

迈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

义杂志。１月６日和１３日出版了两期周

刊，而５月和６月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

刊物。——第９、１４、１６、３５、４６、６５、１０６、

１１０、４６９、４７４—４７９、４８２、４８６、４８８、４９０、

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５、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４、５１０、５１２、

５１３、５１９—５２１、５３０—５３３、６０４、６４１、６４４

页。

《工人共和国报》（《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

－ｔｅ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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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３５７、５１３页。

《公文集》（《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戴 乌尔卡尔

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

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ｏｒ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丛刊在１８３５—１８３７年出版；

新的丛刊用《公文集。外交评论》（《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的

名称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出版。——第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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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ｃｈｅｓ ｕ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ｅｓ Ｌｅｂ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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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页。

《观察家》（《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英国自

由资产阶级的周刊，１８０８—１８８１年在伦

敦出版。——第１７１、１９３、３１５、５６４页。

《观察家报》（《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英国

保守派的周报，１７９１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３９０页。

《观 察 家 时 报》（《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英国自由派的报纸；该报

是 在１８４８年 由《曼 彻 斯 特 时 报》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Ｔｉｍｅｓ》）和《曼彻斯特

观察家》（《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合并而成的。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

自由贸易派，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

１８９４年。——第１８２、４６３页。

《国防报》（《Ｗｅｈ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德

９７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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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防报》。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见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

《瑞士国民报》。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年在柏林

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自由主义的倾

向。——第１７２、１９３、４８４页。

《国民报》（《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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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页。

《国民议院报》（《Ｖｏｌｋｓｈａｌｌｅ》）——见《德

国国民议院报》。

Ｈ

《海陆军报》（《Ｎａｖ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的军事和殖民政策

问题周报，１８３３—１８８６年在伦敦出

版。——第３３３、３３６页。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Ｓｔａａｔｓ

 ｕｎｄ Ｇｅｌｅｈｒｔ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ｐａｒｔｅｉ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ｅｎ》）——德国反动保皇

派的日报。——第３３３页。

《汉堡记者》（《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ｔ》）——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

术日报》。

《汉堡消息报》（《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

ｅｎ》）——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２年在汉

堡创办。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它反

映了争取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

者，在十九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

报。——第５４８页。

《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１８５０年６—１１月由乔 朱 哈

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第５０４页。

《华 盛 顿 同 盟 报》（《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ｏｎ》）——美国的一家报纸，民主党

机关报，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５９年出版，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年威 皮佩尔曾为该报撰稿。——

第３０５、３３１、３９０、４００、６０５页。

Ｊ

《纪 事 晨 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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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１１４、２１３、３７７、３９０、４３４、５４５页。

《寄 语 人 民》（《Ｎｏ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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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４４、４７０、４７７、４９５、５１０、５１４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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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２３１、２３２、３０４、３１２页。

《警钟报》（《Ｗｅｃｋｅｒ》）——见《巴尔的摩警

钟报》。

《军事评论》（《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葡萄

牙军事杂志，１８４９—１９１６年在里斯本出

版。——第４４８页。

《军事杂志》（《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见《奥地利军事杂志》。

《军事周刊》（《Ｍｉｌｉｔａｒ－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１８１６—１９４３年在柏林出版。——第

０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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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页。

Ｋ

《卡 尔 斯 卢 厄 日 报》（《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是巴登

政府的机关报，从１７５７年起在卡尔斯卢

厄出版。——第１４３、１４６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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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４、５５、１６１、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５、２３４、４１５、４５６、４７２、４８４、

４８９、５２０、５４４、５５４、６００、６４７、６４８、６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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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

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ü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

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

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

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

６１８页。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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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页。

《立宪主义者报》（《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

纸，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在柏林每日出版的晨

报和晚报。——第１５５、２０３、５６２页。

《 立 宪 主 义 者 报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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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３０页。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

论坛报》。

Ｍ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英国资产阶级的报

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

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１８２１

年在曼彻斯特创刊。—— 第１８２、２６６、

２６７、２９６、４６３页。

《曼彻斯特信使报》（《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Ｃｏｕｒ

－ｉｅｒ》）——英国保守派的报纸，１８２５年

至１９１６年每日出版。——第１８２页。

《漫游者》（《Ｄｅｒ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奥地利

的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０９年至１８６６年在维

也纳出版。——第３２２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英

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起是保守派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用这

个名称在伦敦出版；１９３７年同《晨邮报》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合并以后改名为

《每日电讯和晨邮报》（《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

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第

４６１页。

《每日论坛报》（《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见

《纽约每日论坛报》。

《每日新闻》（《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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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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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第１１、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２２、３８、

３９、１０１、１３６、１７１、２０１、２１７、２２２、３１５、

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５、３５１、

３７０、４７２、４８０、６０７—６１０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

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

创办的周报。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至１８５４年３

月１０日用这 个名称出版。该 报 于

１８５３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诬蔑马克思

以及同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革

命者。—— 第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５、２４８、

２５８、３０８、３１１、３１３页。

《民主主义者报》（《Ｄｅｍｏｃｒａｔ》）——见《纽

约民主主义者报》。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 Ｎ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 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比利时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在布鲁塞

尔出版。——第４１、４２、２３４、５１２页。

Ｎ

《南非人报》（《Ｄｅ Ｚｕｉｄ－Ａｆｒｉｋａａｎ》）

（《Ｔｈｅ Ｚｕｉｄ Ａｆｒｉｋａａｎ》）——一家报

纸，１８３０—１９３０年在卡普施塔德（开普

敦）出版；１８５４年马克思曾为该报撰

稿。——第３１６、３２５、３２６页。

《纽约德意志报，进步之友出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ｈｅｒａｕｓ

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Ｆｒｅｕｎｄｅｎ ｄｅｓ 

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ｓ》）——一家日报，１８５１年由

卡 海因岑出版，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５５４页。

《纽 约 论 坛 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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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２０、２２、２３、２５、

２６、３１、３５、３７、４０、４６、５０、５９、６６、９１—

９５、１１１、１３６、１５８、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９、

２２５、２３０、２３９、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０、

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８、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２、

３０２、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５、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６、

３３３、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５、３５４、３５５、

３５８、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２—３９４、４１０、

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３、４２４、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０、４５６、

４５７、４６１、４６２、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５、４８０、４９２、

４９４、５２１、５２４、５３３、５５４、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３、

５７７—５７８、５７９、５９９、６０６、６１２、６１５、６２７、

６４２、６５０、６５１、６５６、６５９、６６４页。

《纽约每日时报》（《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见《纽约时报》。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民主派的日报（后为周

报）；１８４８年起由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创办。——第２３７、５００、５７８

页。

《纽约时报》（《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

的机关报；创办于１８５１年。——第２８１、

４５４、４５７页。

《纽 约 晚 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

德国流亡者出版的报纸。——第５６４页。

《纽约问询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ｎｑｕｉｒｅｒ》）

２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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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ｅｒ

ａｌｄ》）——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

关 报；１８３５年 至１９２４年 在 纽 约 出

版。——第１１３、３３８页。

《纽约刑法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

刑法报》。

《纽约州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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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４５页。

《农业报》（《Ｌ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

１８４２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１１２

页。

Ｐ

《旁观者》（《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英

国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２８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１７、１７１、１９３、５６４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 － βｉｓｃｈ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 －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

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

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版。—— 第

４６５页。

《普特南氏月刊》（《Ｐｕｔｎａｍ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美国的一家杂志，１８５３

年至１８５７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

刊物；１８５５年该杂志曾刊载恩格斯的一

组文章《欧洲军队》。—— 第４４５、４５４、

４５７页。

Ｒ

《人。世界民主主义报》（《ＬＨｏｍｍ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一家周报，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的机关报；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５６年在泽稷岛和

伦敦出版。——第４３８页。

《人民报》（《Ｄａｓ Ｖｏｌｋ》）——一家德文报

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卡 海因岑在美国出版。——第５９６

页。

《人民报》（《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

一家周报，１８５２—１８５８年由厄 琼斯在

伦敦出版，是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月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

作给以帮助。——第５４、６２、９６、９７、１１２、

１２２、１４６、１６９、１７１、１９３、２１２、２４７、２８８、

２９１、３１０、３９０、３９１、４１３、４３２、４３５、４３８、

４４４、５１４、５２５、５３９、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４、５６９、

５９４、６４６页。

《人民之友》（《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宪章派的周刊，１８５０年

１２月至１８５１年７月和１８５２年２月至４

月在伦敦由乔 哈尼出版。—— 第

１７、１８、２５页。

《瑞士国民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资产阶级的日报，

１８４２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１１６页。

Ｓ

《圣彼得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Ｓａｉｎ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俄国外交部的机关

报；１８２５年至１９１４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

每周出版三次。——第３５４页。

《石印通讯》（《Ｌｉ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

由哥 金克尔出版的刊物。—— 第

４８５、４８９、６４１页。

《石印通讯》（《Ｌｉ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ｒｔｅ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ｚ》）——新闻通报，１８５２年由魏德

迈在美国出版，供欧美报纸采用。——

３８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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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１、１５７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英国最

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

出版。——第１１、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３５、８２、

９２、１３６、１５７、１７１、２０１、２１３、２１９、２２２、

２３２、２５２、２７９、２９５、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８、

３３３、３３９、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８、３６３、３６６、

３８０、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６、４３３、４３５、４５５、４６５、

４６６、４８６、５０７、５２４、５４５、５９４、５９６、６１４

页。

《太阳报》（《Ｔｈｅ ｓｕｎ》）——英国资产阶

级自由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

敦出版。——第１４、４７２页。

《坦率报》（《Ｇｒａｄａｕｓ》）—— 一家德文报

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费拉得尔菲亚

出版；费拉得尔菲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

报。——第６００、６０４页。

《体操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

（《Ｄｉｅ Ｔｕｒ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Ｔｕｒｎｅｒｂｕｎｄｅｓ》）

 ——由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流亡者于

１８５１年在纽约创办的报纸，一直出版到

１８６１年。

 —— 第６３、６５、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６、５３１、６５０

页。

《同盟报》（《Ｕｎｉｏｎ》）——见《华盛顿同盟

报》。

Ｗ

《晚报》（《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约晚

报》。

《韦斯明斯特评论》（《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Ｒｅ－

ｖｉｅｗ》）—— 英国资产阶级的杂志；

１８２４—１９１４年 在伦 敦每 年出 版四

次。——第３１５页。

《卫报》（《Ｇｕａｒｄｉａｎ》）——见《曼彻斯特卫

报》。

Ｘ

《西 德 意 志 报》（《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民主派报纸，１８４９年

５月２５日至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在科伦由海

贝克尔出版。——第４８９、６４１页。

《西方先驱报》（《ＨｅｒｏｌｄｄｅｓＷｅｓｔｅｎｓ》）

 ——一家德文周报，１８５３年在路易斯维

耳（美国）出版；编辑是卡 海因岑。——

第３０７、６０５页。

《先驱》（《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英国资产阶

级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５０年在伦敦创刊。

 ——第１４６、１７１、１９３、２１６、２６９、４１３页。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见《先驱晨报》。

《先 驱 晨 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 英国保守派的日报，

１７８０—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８５、

２１２、２１３、３１７、３４５、４５５、４６６页。

《先驱者》（《Ｄｅｒ Ｐｉｏｎｉｅｒ》）—— 一家周

报，先在纽约（１８５４—１８５８），后在波士

顿（１８５９—１８７９）出版；德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该报的主编是

卡 海因岑。——第３３９、３６８、４５１页。

《现代。各阶层适用的现代史大全》（《Ｄｉｅ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Ｅｉｎ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 Ｚｅｉｔ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ｆüｒ ａｌｌｅ Ｓｔａｎｄｅ》）——

社会历史各种问题专刊；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

由布罗克豪斯在莱比锡出版。——第

１０７、１２７、５４６页。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

（《Ｄｉ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ａｇｂｌａｔｔ ｆü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ｓ Ｖｏｌｋｓ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Ｂｅｌｅｈ－ｒｕｎｇ》）——民主派的报纸，

１８４８年３—１０月在维也纳出版；编辑是

列 海弗纳尔。——第５４８页。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 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４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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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

夫）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８５５年马克思是

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２８４、４１３、

４１７、４２３、４４５、６１８、６２５、６２８—６３０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

的战斗机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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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４４、６２、６７、８１、９１、１３４、１６１、１６９、１７２、

１７８、１９０、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１、３３３、３５９、４５１、

４８９、５１５、５３３、５７６、５９９、６２８、６３８、６４９

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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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４７０、４９０、

５００、５０４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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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而闻名。——

第１５７、１６２、１７３、４１３、５０７页。

《新时代》（《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一家周报，

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机关报，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５８年在纽约出

版。——第４５６页。

《新闻报》（《Ｌａ Ｐｒｅｓｓｅ》）——１８３６年起

在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

关报，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反波

拿巴派的报纸。——第３５５、４３７页。

《新闻周报》（《Ｔｈｅ Ｗｅｅｋｌｙ Ｐｒｅｓｓ》）。

 ——第１４页。

《新 英 格 兰 报》（《Ｎｅｕ－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Ｚｅｉｌｔｕｎｇ》）—— 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

（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

办于１８５２年。约 魏德迈曾为该报撰

稿。——第２３７、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３、２９２、３０２、

５７８、５９４、５９８—６０１、６０５页。

《信使报》（《Ｃｏｕｒｉｅｒ》）——见《曼彻斯特信

使报》。

《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ｎｑｕｉｒｅｒ》）——美国的一家报纸，辉格

党的机关报，１８２９—１８６１年每周出版两

次，１８３２年每周出版一次，该报出版人

和所有人是詹 韦伯。——第３０７页。

《晨报》（《Ｓｔａｒ》）——见《北极星报》。

《星 期 日 时 报》（《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 英国资产阶级的周报，

１８２２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４４３页。

《刑法报》（《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Ｙ

《雅努斯》（《Ｊａｎｕｓ》）——一家德文报纸，

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

报，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由卡 海因岑在纽约

出版。——第５９、１３１、５４３、５７６、５９８、６４５

页。

《宇宙》（《Ｄｅｒ Ｋｏｓｍｏ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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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卢

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出了六

期。——第５２９页。

Ｚ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５８８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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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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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

反对派的机关报。——第３８、２５７、２９１、

３０４、３８６页。

《州报》（《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约州

报》。

《自由精神》（《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ｎ》）

 ——英国的一 家报纸，接近 宪 章

派，１８４９年由杰 马西出版。——第１７

页。

《自由之星报》（《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ｏｆ Ｆｒｅｅ

ｄｏｍ》）——宪章派的周报，１８５２年５—１１

月由哈尼在伦敦编辑出版。——第１１４、

５２５、５７０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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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３１、８５、１１４、１４３、１４６、１４９、４２０、４２１、

４３８、４４５、４８０、５２０页。

《总 汇 通 报》（《Ｌｅ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９

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７９９年至

１８６９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３１５、

３６３、４８０页。

《祖国报》（《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法国的一家

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办；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

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４１、４５、４８０页。

６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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