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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是依照１９６８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补卷译出的。

补卷共十一卷，卷次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至三十九卷

相衔接，即第四十至五十卷。补卷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早期著作，新发现的著作和书信，没有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一至三十九卷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

        

本卷收入了青年马克思主要在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４３年期间写的著

作。本卷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的哲学和政论性著作。第

二部分是他的文学和诗歌习作。第三部分是附录，主要是马克思父

亲给马克思的书信。这些材料补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的内容，对于研究马克思世界观的最初形成、他的思想发展以及他

批判地掌握前人哲学思想的过程，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卷第一部分开头一篇文章是马克思１８３５年写的中学作文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文章看来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

展的起点，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面貌，表明了他愿意为全人类服务

的决心。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一个重要思想：不应局限在狭隘的利己

主义圈子里，而要寻求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整个社会的道路和手段。

他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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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

属于千百万人……”（见本卷第７页）

马克思１８３７年《给父亲的信》是仅存的一封给父亲的信。这封

信表明他具有广泛的学习兴趣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同时也记载了

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重要因素和他追求科学世界观的热忱。

第一部分的很大篇幅是马克思研究古代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

文。

１８３９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古代哲学，当时马克思具有无神

论思想，因此伊壁鸠鲁这位古代杰出的思想家的哲学，对他有很大

吸引力。马克思对于那些研究伦理学以及人对周围世界的关系问

题的哲学流派深感兴趣。

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就是１８３９年写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

笔记》。《笔记》包括一些古代哲学家有关伊壁鸠鲁的论述的摘要。

马克思还对这些摘要作了评注，对古代和当时的各派哲学家的观

点发表了许多独创的和深刻的见解。

马克思在《笔记》中指出哲学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从而宣布

了自己的无神论原则。他认为哲学是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积极力

量。他写道：“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

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见本

卷第１３６页）

青年马克思特别注意伊壁鸠鲁关于自由问题的观点，高度赞

扬他关于精神的自由和独立的主张。

马克思在《笔记》中还阐述了关于哲学科学具有广泛的认识的

可能性的思想。他嘲笑那些认为人的精神不能认识事物本质、主张

盲目屈从似乎不可知的现象世界的哲学体系的代表是“无知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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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祭司”（见本卷第５９页）。

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也收入本卷。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特别强调杰出的希腊

哲学家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精神发

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了伊壁鸠鲁哲学体系，尤其是伊壁鸠鲁的

原子的自发偏斜学说的辩证因素，他认为伊壁鸠鲁实质上提出了

自我运动的辩证原则。在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两人的自然观点

之间，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因为伊壁鸠鲁哲学给他的

理论观点，特别是他关于自由的学说提供了基础。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马克思总

的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派，但是他公开表明了无神论的观点，宣布

了哲学应该积极地对待现实的原则。马克思还在博士论文中探讨

了一些对他的世界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第一部分还包括一系列反映青年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初从事政论活动的文章，主要的是他从１８４２年５月至１８４３年３

月为进步报刊《莱茵报》撰写的文章，其中包括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５

日起作为该报编辑所起草的编辑部声明和按语。马克思在这些文

章中广泛宣传他当时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激烈反对普鲁士

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封建君主制。他揭露警察官僚专横暴虐、恣意

践踏公民权利和百般压制进步报刊，坚决维护了民主原则。

在《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等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封建君主

制的社会基础——贵族统治和等级特权，批判了等级代表制的原

则。在《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等一组文章中，马克思对当时社会

舆论所争论的最重要问题——市政改革的性质和形式问题发表了

自己的见解。当时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反映了进步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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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反动的封建贵族的利益的冲突。马克思

支持激进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他是从更彻底更坚定的革命民主

主义立场出发的。他维护了“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的基本原

则。

本卷第一部分还收入了马克思为反对反动统治集团对《莱茵

报》的迫害而撰写的文件（《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评内

阁训令的指控》）以及关于《勒·勒瓦瑟尔回忆录》的摘要。

马克思的政论文章，表明他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十分注

意斗争策略，善于利用表面守法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激进的观点，

善于利用敌人的论据来打击敌人。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反映马克思不仅为激进的民主要

求，而且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物质活动和精

神活动的关系、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方面还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但

是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例

如他对法的问题的解释，虽然还带有黑格尔法哲学的印记，但是已

经开始从黑格尔唯心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点向唯物主义的解释

前进。他在《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一文中写道：“法律只能是现

实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

立的表现。”（见本卷第３０８页）马克思经常针对具体的现实，提出

尖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寻求对社会冲突和人民群众被压迫

的原因的解答。在《勒·勒瓦瑟尔回忆录》一书摘要中，可以看出马

克思特别注意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们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并

且逐渐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不同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

本卷第二部分是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３７年写的文学和

诗歌习作。这些作品贯穿着他由革命浪漫主义引起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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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诗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他自己对他的诗也持批评态

度，认为它们唯一可取之处是表达了某些热烈的感情。但是，这些

作品对于研究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思想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三部分是附录，收入了一些传记性的材料，它们反映马克思

在特利尔中学以及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的情况。此外，附录

中还有马克思的两篇中学作文、父亲和燕妮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的父亲给马克思的信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信证明父亲

对青年马克思的各个方面关怀备至和严格要求。燕妮·冯·威斯

特华伦给马克思的信，倾吐了他们之间的爱慕之情。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卷为依据并参

照德文翻译的。

在本卷中，马克思在引文中加的语句或标点，用尖括号〈 〉标

出，编者加的标题、插入的文字、页码等，均用方括号［ ］表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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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１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

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

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

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

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

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

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

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

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

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

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

导的人；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灵感的东西可能须臾

而生，同样可能须臾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油然而生，我们的感情

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

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

恶——于是我们的整个存在也就毁灭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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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

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

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但是，不找出鼓

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

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

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

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

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

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

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厌倦、始终不会松劲、始终不

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

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够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

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

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

份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

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它既不是

依靠经验，也不是依靠深入的观察，而是被感情欺骗，受幻想蒙蔽。

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呢？在我们丧失理智的地方，谁来

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

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份量，了

４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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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它的困难以后，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

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

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

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

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

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

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

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

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

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

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

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

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自己

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

的必然结果就是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

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

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

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

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

５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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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

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

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

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

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

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

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

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

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

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

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

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

救又是多么糟糕！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

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

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

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

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

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

６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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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

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

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

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

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

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

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

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

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

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

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

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

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

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２日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５年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署名：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７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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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父 亲 的 信
２

特 利 尔

［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

于柏林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

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

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

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

是好象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

——精神活动。

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富于抒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

又是新的伟大诗篇——它力图使辉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

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东

西建立起纪念碑，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

上已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来说，哪里有比父母

的心这个最仁慈的法官、这个最体贴的至友、这个爱的太阳——它

以自己的火焰来温暖我们愿望的最隐秘的中心——更为神圣的珍

藏之所！而那些应受责备的坏东西，如果不是作为本质上必然的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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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表现暴露出来，又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矫正和宽恕呢？至少那种

经常倒霉的意外事件和精神迷惘，又如何能够不被责备为心灵的

缺陷呢？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

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

其亲切的信①的时候，请允许我象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

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

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

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

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

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

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

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

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②那

样美。

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

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

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

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

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

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

９给 父 亲 的 信

①

②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见本卷第８６６—８６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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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

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

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

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

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使诗作不够紧凑，显得松散。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

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

以一方面，我读了——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海

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３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罗马法全书
４

头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我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

法的领域。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

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５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

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

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

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

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６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

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

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

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

动的东西。三角形使数学家有可能作图和论证；但它仍然不过是空

间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发展成任何更高的形式；需要把它同其他某

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位

置，就给三角形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和真理。在生动的思想世界

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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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

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

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第二部分是法哲学，按照我当时的观点，就是研究成文罗马法

中的思想发展，好象成文法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中（我说的不是在它

的纯粹有限的规定中）竟会成为某种跟第一部分所应当研究的法

概念的形成不同的东西！

此外，我又把这第二部分分成关于形式法和实体法的学说；其

中关于形式法的学说，应当叙述体系在连贯性和联系方面的纯粹

形式，它的分类和范围；关于实体法的学说，相反地，则应当叙述体

系的内容，说明形式怎样凝缩在自己内容中。这也就是我后来也在

冯·萨维尼先生关于占有权的学术著作７中发现的那种错误，区

别只是萨维尼认为概念的形式规定在于“找到某学说在（制定的）

罗马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实体规定是“罗马人认定与这样规定

的概念相联系的成文内容的学说”８，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表述的

必要结构，而实体是这些表述的必要性质。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

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

在的形式，而是象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

上了沙子。

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从哲学上说明法

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

的发展。因此我把材料作了其作者至多为了进行肤浅的和表面的

分类所能够作出的划分。但这时法的精神和真理消失了。整个法

分成契约法和非契约法。为了醒目起见，我冒昧提出了一份包括公

法——其形式部分也经过整理——的分类的纲目。

１１给 父 亲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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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ｐｒｉｖａｔｕｍ〔私法〕

       

Ｊ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ｕｍ〔公法〕

Ｊｕｓｐｒｉｖａｔｕｍ〔私法〕

（ａ）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ｂ）关于无条件的非契约的私法。

（Ａ）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ａ）人对人的权利；（ｂ）物权；（ｃ）在物上人对人的权利。

（ａ）人对人的权利

有偿契约； 担保性契约； 无偿契约。

有偿契约

２ 组织社团法人契约（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３ 租雇契约（ｌｏｃａｔｉｏ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ｏ）。

３Ｌｏｃａｔ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租雇契约〕

就其与ｏｐｅｒａｅ〔劳务〕的关系来说：

（ａ）原来意义上的租雇契约（既非指罗马的租赁，亦非指罗马

的租佃）；

（ｂ）ｍａｎｄａｔｕｍ〔委任〕。

２ 就其对ｕｓｕｓｒｅｉ〔物的使用〕的关系来说：

（ａ）土地：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用益权〕（也非纯粹罗马含意）；（ｂ）房

屋：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①。

担保性契约

１ 仲裁或和解契约；２ 保险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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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契约

２ 认可契约

１ｆｉｄｅｊｕｓｓｉｏ〔保证书〕；２ｎｅｇｏｔｉｏｒｕｍｇｅｓｔｉｏ〔无因管理〕。

３ 赠与契约

１ｄｏｎａｔｉｏ〔赠与〕；２ｇｒａｔｉａｅｐｒｏｍｉｓｓｕｍ〔示惠许诺〕。

（ｂ）物权

有偿契约

２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ｓｔｒｉｃｔｅｓｉｃｄｉｃｔａ〔严格意义上的互易〕。

１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互易〕本身；２ｍｕｔｕｕｍ（ｕｓｕｒａｅ）〔借贷（利息）〕；

３ｅｍｐｔｉｏｖｅｎｄｉｔｉｏ〔买卖〕。

担保性契约

ｐｉｇｎｕｓ〔典质〕。

无偿契约

２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ｕｍ〔借用〕；３ｄｅｐｏｓｉｔｕｍ〔寄存保管〕。

然而，为什么还要连篇累牍地列满我自己后来加以摒弃的东

西呢？整个体系贯穿着三分法，叙述得令人厌倦的冗长，而对于罗

马概念，为了能把它们塞进我的体系，也随便乱用。但是，另一方

面，我因此喜爱这些材料并获得了综览它们的能力——至少是从

一定角度来说如此。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

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９，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

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

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

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

３１给 父 亲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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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

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

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

登的《德国史》１０——并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

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

即根据文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绩，

我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鉴》１１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

过后者只是顺便浏览而已。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

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①，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

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

（《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

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象魔杖一击——哎呀！这一

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象遥远的仙宫

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

在作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但是这一切都

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

界，跟朋友们也疏远了。这似乎连我的身体也有反映。一位医生劝

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全城到了城门前走向施特拉劳。我

并没有想到，虚弱的我，在那里会变得十分健康和强壮。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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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

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

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

心。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

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

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

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

来。

我写了一篇将近二十四印张的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

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５。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在一

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

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

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

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而

且写得非常［……］（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

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

我的可爱的孩子，象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象狂人一样在

“冲洗灵魂，冲淡茶水”①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

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

见的人。

５１给 父 亲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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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我只从事一些正面的研究。我研究了萨维尼论占有

权的著作、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克拉麦尔的《论词义》、韦

宁－英根海姆关于罗马法全书体系的著作和米伦布鲁赫的《关于

罗马法全书的学说》１２，后者我现在还在研究；最后我还研究了劳

特巴赫文集１３中的某些篇章、民事诉讼法、特别是教会法，后者的

第一部分，即格拉齐安的《矛盾宗规的协调》，几乎全部在《［法典］

大全》中读完了，并且作了摘要；我也研究了附录——朗切洛蒂的

《纲要》１４。后来，我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部分，读完了

著名的维鲁拉姆男爵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１５，对赖马鲁斯的著

作下了很大功夫，我高兴地细读了他的著作《关于动物的复杂本

能》１６。我还研究了德国法，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只是法兰克王的敕

令和教皇给他们的信。

由于燕妮的病和我的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

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

了，这是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的，亲爱的父亲。病好以后，我便把所

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我认为我能把它们丢得一干二净；

直到现在，我丝毫没有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

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

士俱乐部”１７，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

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

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是一切声音都

安静下来，我陷入了真正的讽刺狂，而这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

以后，是很容易发生的。此外又加上燕妮的沉默，而且只要我还没

有通过类似《访问》５等等拙劣作品来掌握现代主义和现代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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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我也安不下心来。

如果我在这里也许没有把上学期的整个情形说清楚，也说得

不详细，把所有的细节抹煞了，那就请原谅我，亲爱的父亲，因为我

急于想谈我目前的情况。

冯·夏米索先生寄来一封毫无意义的短信，告诉我，“他们感

到抱歉，年鉴１８不能采用我写的作品，因为年鉴早已付印了。”我遗

憾地领受了这封信。书商维干德把我的计划寄给销售好乳酪和坏

书刊的温德尔公司的代理人施米特博士。今附上他的来信。施米

特博士还没有回信。但是我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个计划；特别是因为

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①（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

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都

答应撰稿。１９

至于财政学专业问题，亲爱的父亲，不久前我认识了一位陪

审推事施米特汉纳，他劝我第三次法学考试以后，去当一个这方

面的法官，这更合我的兴趣，因为我确实认为法学比所有行政科

学好。这位先生告诉我，他本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闵斯德高等地

方法院的其他许多人三年就获得陪审推事的头衔。他说，这并不

难——当然要努力工作——因为那里所有级别不象柏林和其他

地方那样规定得严格。如果当了陪审推事以后又得了博士学位，

那么就更有可能得到兼职教授职位。波恩的格特纳先生就是一个

例子，他写过一篇平平常常的关于地方立法的文章２０，此外，人

们只知道他属于黑格尔法学派。但是，亲爱的、敬爱的父亲，可

不可以亲自和你谈谈这一切？爱德华②的健康状况，亲爱的妈

７１给 父 亲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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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①的病，你的身体欠安——但愿不很严重——所有这些都使我

希望，甚至必须立即回到你们那里。如果不是我担心你会不同意、

不赞成的话，我已经回去了。

请相信我，我亲爱的父亲，我绝不是出自自私的动机想回去

（虽然再见到燕妮我会感到高兴），而是一个我不能说出的念头在

推动我回去。对我来说，这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艰难的一步，但是，正

如我唯一亲爱的燕妮信中所说，对于完成神圣的天职，所有这些考

虑都应当打消。

我请求你，亲爱的父亲，不管你的决定如何，不要把这封信，至

少不要把这一页给最亲爱的母亲看，也许，我的突然回家将使这位

宽厚的崇高的女性恢复健康。

我寄给妈妈的信，是在接到燕妮的亲切来信以前好久写的；因

此，我也许无意地写了许多不完全适当的或者完全不适当的事

情２１。

希望笼罩着我们家庭的阴云慢慢消散，希望我能够和你们同

受苦同哭泣，并且也许能够在你们身边证明我这一片深切而真诚

的情意和常常表达得不好的无限的爱；希望你，亲爱的、永远敬爱

的父亲，在考虑我的不安心情的各种表现时能原谅我，因为常常在

心情似乎紊乱的地方，实际上是战斗精神在压抑着它；希望你早日

完全康复，以便我能紧紧地拥抱你，向你倾诉我的衷肠。

永远对你敬爱的儿子

卡尔

８１ 给 父 亲 的 信

① 马克思的妈妈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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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父亲，请原谅我写得潦草，文体又不好。已经快四点了，

蜡烛已经燃尽，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一种真正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支

配着我，只有在我敬爱的你们身边，才能使焦虑不安的幽灵安静下

来。

请向我亲爱的好燕妮致意！她的来信我已经看了十二遍，每一

遍我都发现引人入胜的新东西。这是一封在一切方面包括文体在

内我所能想象的出自一位妇女之手的最好的信。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９７年《新时代》杂志

第１６年卷第１卷（斯图加特）

原文是德文

９１给 父 亲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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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歌
２２

一

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淡褐发垂额间，

腰佩长长的宝剑，

身披宽宽的皱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为何你奏得如此急切？

为何你怒目环视？

为何你热血沸腾？

琴手呵，你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问我如此拉琴？请看一看海在咆哮！

它冲向巉岩，声若惊雷，击得粉碎，

我也要拉到双目失明，胸膛迸裂，

让灵魂沉入地狱，带着余音回旋！”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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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明的上帝赐与你的艺术，

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

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

它从冥冥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我从魔鬼那里买来这生机勃勃的艺术，

它使我魂飞心醉。

魔鬼为我击拍还用粉笔谱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进行曲，

我得日日夜夜拉琴，

直至弓弦使我肠断肝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

淡淡褐发垂额间，

腰佩长长的宝剑，

身披宽宽的皱褶衣衫。

二

夜  恋

      他猛然把她紧紧搂抱，

１２狂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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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地凝视着她的双眸：

“亲爱的人啊，你受着痛苦的熬煎，

你在我的唇边颤动。

你饮下我的灵魂！

让它在你的胸中燃烧！

发光吧，我的宝贝，

让你的青春光芒闪耀！”

“心爱的人哟，你面色如此苍白，

你的话儿如此奇妙，

你看，那世间万物

歌声不绝飞向太空。”

“飞吧，亲爱的人儿，飞吧，

燃烧，灿烂的群星，燃烧！

让我们的灵魂逃向苍穹，

一起放射出金光万道！”

他耳语轻轻声低沉，

惊愕地环顾四方，

目光犹如噼啪作响的火苗，

空虚怅惘的眼睛正在烧燃。

“亲爱的人儿，饮下这杯毒酒，

２２ 狂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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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得与我同行一道，

夜幕已然降临，

我再也看不到阳光普照。”

他猛然把她紧紧搂抱，

她已长眠在他的怀抱，

内心的痛苦刺透了她，

她再也不能睁开双眸。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７年２—４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３日

《雅典神殿》

署名：卡·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３２狂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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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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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２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９年

第一次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２７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第１分册；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早期著作选》１９５６年俄文版

署名：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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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壁 鸠 鲁 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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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伊 壁 鸠 鲁 哲 学

笔 记 一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

摘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根据比埃尔·伽桑狄

主编的《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的版本

１６４９年里昂版第１篇２４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

伊壁鸠鲁

［２］“……但是后来，［伊壁鸠鲁］偶然发现了德谟克利特的著作，他便献

身于哲学了。”（第１０页）

［４］（斯多葛派的波西多尼乌斯、尼古拉和索蒂昂在一套书名统称为《第

欧克尔的驳斥》的第１２卷中声称：）

“他把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的学说和亚里士提卜关于快乐的学说当作他

自己的学说加以宣扬。”（第１１页）

［６］［伊壁鸠鲁说］，因为我至少不知道，如果抛开味觉的快乐、［爱情的快

乐］、听音乐的快乐以及看到［美丽的］体态时的快乐心情，我还能把什么称作

善。”（第１２页）

［１２］“他最推崇……古代的阿那克萨哥拉，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与他有分

歧。”（第１６页）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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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因此，它［即伊壁鸠鲁哲学］分成三部分：准则学、物理学和伦理

学。”（第２５页）

（１）准则学

［３１］“因此，伊壁鸠鲁在自己的《准则》中断言，感性知觉，以及预想２５和

感觉都是真理的标准；此外，伊壁鸠鲁派还把理性想象力所构成的表象也列

为真理的标准。”（第２５—２６页）他……在《主要原理》中也谈到这点……”（第

２６页）

（ ）“……感性知觉是真实的。因为……任何感性知觉都不依赖于理性，

而且完全不会回忆；因为感性知觉不是由自身引起的，而当它由别的什么东

西引起时，它也不能增减任何东西，不能对任何事物进行思考或虚构。”

［３２］“并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它们。事实上，同类的感性知觉不能驳

倒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效用，而不同类的感性知觉也不能驳

倒不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判断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一般说来，一种感性

知觉不能作为另一种感性知觉的裁判，因为双方我们都要同等地倾听。概念

也不能驳倒感性知觉；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

“而且感觉所感知的东西确实存在这一状况，保证了感性知觉的真实性。

我们能看得见和听得到，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就象我们感觉到疼痛一

样。因为，‘某物是真实的’和‘某物存在着’这两种判断是没有差别的。”（第

２６页）

“因此，还应该从现象出发来解释未知物。因为一切表象都是借助于偶

合、类比、相似和综合来源于感性知觉，思考对此也起了某种作用。”（第２６—

［２７］页）

“即使是疯子的幻觉，即使是梦景也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引起运动；而

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引起运动的。”（第２７页）

（ ）［３３］“［伊壁鸠鲁派］用预想这个名称来表示的，是知觉，或正确意

见，或表象，或我们心中存在的一般思辨，即对经常重复的外部现象的回忆，

比如说，‘这是人’。因为只要我们一说‘人’这个词，通过预想在我们面前立即

就会出现在感性知觉基础上产生的人的形象。

因此，作为每个名称的原始基础的东西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

我们寻找的东西的名称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去寻找它……如果以前我们不是

８２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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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预想知道了［物体的］形状，我们就说不出任何东西的名称。可见预想

是明显的。而且［每个］意见都是以事物预先就有的明显性为根据的，——我

们也正是把自己的判断归结于这一点……［３４］他们［伊壁鸠鲁派］还称意见

为假设，并断言，它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这取决于在它上面是增添还

是减少些什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明显性而得到证实或者被驳倒。要是假设

得到证实或者没有被驳倒，它就是真的，反之，要是没有得到证实或被驳倒，

那么它就是假的。从这里引进了一个［术语］：‘期待着的东西’，例如，人们等

待着，然后走近塔前去证实，这塔在近处是否还和远处看到的一样。”（第

［２７］—２８页）

“他们区别两种内心感受：快乐和痛苦……前者是合乎［人的本性］的，而

后者是不合的；人们正是依据这些感受来决定取舍的。”（第［２８］—２９页）

“有些研究涉及到事物本身，而有些只是围着空话打转。”（第２９页）

伊壁鸠鲁致梅诺伊凯乌斯

［１２３］“首先，根据神是不灭的和幸福的存在物——这是关于神的一般观

念所要求的，请你不要把任何与不灭相抵触的、与幸福不相容的东西加到神

的头上去……”（第８２页）

“因为存在着众神，因为关于他们的观念是明显的”（参看“关于众神的一

般观念”——“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ｍｎｉｕｍ，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①）。但是众神并不

是众人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因为众人［在他们关于众神的思维中］没有保留关

于众神的原始观念。”

“摈弃众人所信的众神的人，并不是渎神的，而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

的人，才是渎神的。”

［１２４］“因为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不是预想，而是虚妄的假设。所以众人

也就认为，众神对恶人降以大祸，对善人给予大福。因为众人完全习惯于自己

的美德，所以他们赞扬那些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一切不是那样的东西都认为

是与己不相容的。”（第８３页）

“你要习惯于认为，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的善与恶都

存在于感觉之中，而死亡就是感觉的停止。”

９２笔 记 一

① “大家观点一致，各民族的观点一致。”（马克思作的注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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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正确地认识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能把短暂的生命变成

我们快乐的源泉，这靠的不是给［生命］增添无穷的时间，而是消除对不死的

渴望。

［１２５］“因为，如果一个人真正地认识了停止生存一点也不可怕，对他来

说，生活中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说他之所以怕死，并不是

因为将来死亡到来之时将使他痛苦，而是因为未来的死亡现在已经使他痛

苦，说这话的人是荒唐的：当前就去为未来的事情烦恼是愚蠢的。因为这件事

在现存的情况下并不使人忧虑，而当其被作为意料中必将到来的事时，也只

能带来无谓的烦恼。所以在一切恶中最使人害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所谓

的，因为当我们存在之时，死亡不存在，而在死亡来到之时，我们已经不存在

了。因此，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者来说，死还不存在；而

对于死者来说，死已不存在。”（第８３—８４页）

［１２６］“谁要叫青年人好好地活，而叫老年人好好地死，他就是一个傻瓜，

这不仅仅因为活着是美好的，而且还因为关心好好地活也就是关心好好地死

……”（第８４页）

［１２７］“但是应该记住，未来既不属我们的，又不完全不是我们的，我们一

方面不要把它作为某种一定会到来的东西来期待它，另一方面也不要把它作

为某种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而对它失望。”（第８５页）

“在欲望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空虚的。在自然的欲望中有些是必需

的，有些则仅仅是自然的。在必需的欲望中，有些是为幸福所必需的（例如为

身体的康宁所必需的），有些则是生命本身所必需的。”（第８５页）

［１２８］“因为对这些事物的避免错误的直观……能使身体健康，内心平静

（心灵的宁静）２６，因为这正是幸福生活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作出一切

努力以求避免痛苦与恐惧。只要此目的一达到，一切内心的纷扰就会消失，因

为人再也不需要寻找什么必需的东西，也不需要去寻求其他可以使精神和肉

体更安好的东西。因为我们只在由于没有快乐而痛苦时，才需要快乐；当我们

不痛苦时，我们也就不再需要快乐了。”（第８５页）

“所以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第８５—８６页）［１２９］因

为我们把快乐看作第一的和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它出发，我们是

用这种内心的感受作为标准去衡量一切的善，来达到快乐的。”（第［８５］—８６页）

“正因为快乐是第一的和天生的善，所以我们并不选取任何的快乐……”

０３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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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任何快乐就其与我们相适应的本性来说都是一种善，但并不是任

何快乐都应该选取，正如任何痛苦都是一种恶，但也不是对任何痛苦都应该

逃避一样。”

［１３０］“但是这一切都应该通过对有益的和有害的［后果］进行对比和研

究来加以解决，因为对我们来说，有时善证明是恶，相反地，恶却证明是善。”

（第８６页）

“我们认为，能够满足于很少的东西是大善并不是要在一切情况下都满

足于很少的东西，而是要在我们没有很多的东西时，能满足于很少的东西，并

坚信最不需要奢侈品的人最能充分享受奢侈品，一切自然的东西是最容易得

到的，而一切空虚的东西最难获得。”（第８６页）

［１３１］“……我们称……身体的无痛苦和内心的无纷扰……为快乐。”（第

８７页）

［１３２］“明智是开端和最高的善，所以明智甚至比哲学更可贵。一切其他

美德都出自合理性，这些美德表明，如果不是理智地、光明正大地［和正直地］

活着，就不可能愉快地活着；如果不是愉快地活着，也就不可能［理智地、光明

正大地和］正直地活着。因为美德和愉快的生活紧密相联，而愉快的生活和美

德也是不可分的。”（第８８页）

［１３３］“因为你能把谁看得比下面这种人更好呢？他对神有虔诚的看法，

对死亡总是无所畏惧，对自然的最终目的有正确的理解，他懂得最大的善是

容易而且能够达到的，而最大的恶或者是暂时的，或者只能引起短暂的痛苦。

·
至
·
于
·
被
·
某
·
些
·
人
·
作
·
为
·
最
·
高
·
主
·
宰
·
而
·
引
·
进
·
来
·
的
·
那
·
种
·
必
·
然
·
性，他宣称它并不存在。但

［在他看来］一些事物取决于
·
偶
·
然，另一些事物取决于

·
我
·
们
·
自
·
己。

·
由
·
于
·
必
·
然
·
性

·
是
·
无
·
责
·
任
·
的，
·
而
·
偶
·
然
·
看
·
来
·
是
·
不
·
固
·
定
·
的，
·
但
·
我
·
们
·
的
·
意
·
志
·
是
·
自
·
由
·
的，所以随之而来

的是责备及其对立物。”（第８８页）

［１３４］“宁肯听信关于神的神话，也比成为物理学家所主张的那种命运的

奴隶更好些。因为这种神话还留下个希望：我们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

而命运本身却包含着确定不移的必然性。至于说到偶然，他［哲人］认为它

可能存在，而不象众人那样认为神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也不把它当作不

重要的原因……［１３５］［哲人］认为，遵从理性而失败比不遵从理性而成功

更好。但最好的是偶然促使正确地深思熟虑的行动获得成功。”（第［８８］—

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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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宁静将……永远……不受干扰，你将象神一样生活在人们中间：因

为生活在不朽的善中的人，是一点也不象那终有一死的凡人的。”（第８９页）

“他在其他书中完全否定预言术……预言术是不存在的，要是它存在的

话，我们就无力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第８９页）

［１３６］“在关于快乐的问题上他和昔勒尼派也有分歧。昔勒尼派不承认静

止状态的快乐，只承认运动中的快乐，至于他则对两种［快乐］——无论是精

神的或是肉体的——都承认。无论静止状态的快乐或者运动中的快乐都是可

想象的。伊壁鸠鲁……是这么说的：‘内心的宁静和没有痛苦是静止的快乐，

而欢乐和愉快是通过自己在运动中的能动性才显示出来’。”（第９０页）

［１３７］“他和昔勒尼派的另一点［分歧］是：昔勒尼派认为肉体的痛苦比精

神的痛苦更难受……而在他看来，精神的痛苦更难受，因为肉体只为现在的

痛苦所折磨，而精神则为过去、现在、将来的痛苦所折磨；因此，精神的快乐也

是胜于肉体的快乐的。”（第９０页）

“他引用人从一出生就喜爱它［快乐］，厌恶痛苦［这一事实］来证实快乐

是［生活的］目的［这一原理］。［这一切］是自然地，不自觉地［发生的］。实际

上，我们是本能地逃避痛苦的……”（第９０—９１页）

［１３８］“我们不是为美德而选择美德，而是为了快乐……他还说，只有美

德是与快乐分不开的，其他一切都是可分的，如食物……”（第９１页）

［主要原理］

［１３９］“凡是幸福的和不灭的东西，本身既无烦恼，也不使别人烦恼，所以

它不会愤怒，也不会感激，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是软弱所固有的。”

“他
·
在
·
另
·
一
·
些
·
书
·
中说，

·
众
·
神
·
是
·
被
·
智
·
慧
·
认
·
识
·
的，而不是由数目来确定的；并

且由于相似（由于正是为此目的而创造的各个类似形象的融合），他们是象人

的。”

“快乐的最大限度是消除一切痛苦：无论哪里只要一出现快乐，只要快乐

还持续着，那里也就不是没有痛苦就是没有忧伤，或者二者都不存在。”（第

９２页）

［１４０］“如果不是理智地、光明正大地和正直地活着，就不可能愉快地活

着，如果不是愉快地活着，也就不可能理智地、光明正大地和正直地活着。”

（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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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任何快乐本身都不是恶，但是，产生某些快乐的东西会多次破坏

快乐。”（第９３页）

［１４２］“假如所有快乐在时间上和外形上都汇合在一起，那么这种联系就

会象自然界的各个主要部分那样［完备］，从而无法把一种快乐和另一种区别

开来。”（第９３页）

［１４３］“如果不了解一切事物的本性，只［局限于］来自神话的某些猜测，

就不可能消除对最重要的现象的恐惧，——因此，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

不能得到无忧无虑的快乐。”

［１４２］“如果对天象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想法不使我们担忧，——仿佛死亡

无论什么时候总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无关，——我们又能透彻了解痛苦和欲

望的界限，我们就不需要自然科学了。”（第９３页）

［１４３］“如果存在着对天上的事物，对地下的事物，总而言之，对无限中的

事物的恐惧，那么防备别人求得自己的安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防备别人而

得到安全只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第９４页）

“由恬静和脱离人群所产生的安全，是由于能够［通过克制］来排除［对不

需要的东西的欲望］和轻而易举地取得［必需品］而获得的。”（第９４页）

［１４４］“自然的财富是有限的而且容易获得，而空想中［出现］的财富则越

出一切界限之外。”（第９４页）

“由于匮乏而产生的痛苦消失之时，肉体的快乐并没有增加；它只是发生

了变化。”（第９４页）

“［关于快乐的］思维的最高点，就是研究那些使思维产生最大的恐惧的

问题本身（和一切与它们有关的东西）。”（第９４页）

［１４５］“只要正确地理解快乐的限度，那么无限时间包含的快乐和特定时

间包含的快乐相等。”（第９５页）

“［自然］给肉体的快乐加上界限，而对永恒的追求则把这些界限推向无

限。但是思想认清了肉体的目的和界限，停止了对永恒的追求，就使我们的

生命变得完善，这样我们再也不需要无限的时间。但是即使在情况要求脱离

生命，把美好生活的终结作为完满的归宿之时，思想也不排除快乐。”（第９５

页）

［１４６］“我们应该透彻地——我们的判断根源于透彻性——认识既定目

标，否则一切都将无法解决，到处都会动乱不安。”（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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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反对一切感性知觉，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依据，用来判断你认

为是错误的知觉。”（第９５页）

［１４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自己的一切行动和自然的目的相

联系，而是——无论在回避或寻求什么东西时——转向别的什么东西，那么

你的行动同你的原则就会不一致。”（第９６页）

［１４９］“在欲望中，有些是自然的和必需的，另一些是自然的，但不是必需

的，第三种则既非自然又非必需，而是空想出来的。”（第９６页）

［１４８］“使我们确信恶既不是永存的，也不是长久的这种认识，也使我们

相信，在我们有限的［生活道路上］，安全的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友谊。”（第９７

页）

下述段落反映伊壁鸠鲁对精神的本质、对国家的看法。他把契

约，σ ηη，看作基础；从而只把有益的原则，σμφ ρ ，看作目

的。

［１５０］“自然法是一种求得互不伤害和都不受害的［对双方］有利的契

约。”（第９７页）

“对于那些不能互相约定互不伤害和都不受害的人，是不存在正义和非

正义的东西的。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订立不伤害和不受害的契约的民族的

情况也是如此。”（第９８页）

“正义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在互相交往中，在任何地方为了不

伤害和不受害而订立的契约。”（第９８页）

［１５１］“非正义并非本身就是恶，而［恶存在于］因担忧而产生的恐惧之

中，即生怕非正义瞒过那些奉命惩罚这种行为的人……因为他［即违法者］是

否能一直到死都不被察觉是不清楚的。”（第９８页）

“一般说来，法对一切［民族］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它在人们互相交往中

是一种有益的东西），但是由于个别国家的一些特点和种种其他原因，法对一

切［民族］不是一视同仁的”（第９８页）

［１５２］“在公认为正义的东西中，那种在人们交往的相互关系上被证明是

有益的东西，要是它对人们一视同仁的话，就具有法的性质。如果有人颁布一

条［对大家］都一视同仁的法律，可是这法律在人们交往的相互关系中并不带

来好处，那么这条［法规］就没有法的性质。”（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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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中所包含的益处已过时，但它在某一时期内和［法］的观念还是

相符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内它对于那些不拿空话来搞乱自己而是更注重事

实的人就是法。”（第９９页）

［１５３］“在情况未发生变化时，在［人们的］事务中［曾经］被公认为法的东

西，现在和［法］的观念已不相符，那么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法。在情况发生变化

时同一条现行法律就不再带来好处了，不过，当它过去在本国人的互相交往

中带来好处时，它曾是法；后来，当它已不再有好处时，它同样也就不成其为

法了。”（第９９页）

［１５４］“对外界最能保持自己宁静的人，就能把一切可能的东西变成对自

己友好的东西，把一切不可能的东西看作与己无关的东西。”（第９９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完。

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

［３７］“首先，必须准确地规定作为一定词语的基础的概念，以便在把我们

的假设、探索或怀疑归结为概念时，我们能加以解决，免得经过没完没了的论

证，一切依然未获确定，免得我们只是在搬弄一些空洞的词语。”

［３８］“因为对每个词来说都必须注重本义，而不必寻找任何证明，如果我

们想要有一个能把我们的探索、怀疑或假设向其求得解决的东西的话。”

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就语言对哲学思

维的关系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因为包括怀疑派在内的古代哲学

家都是从意识的前提出发的，所以就需要有可靠的依据。存在于一

般知识中的表象就是他们的这种依据。伊壁鸠鲁作为表象哲学家

在这方面最为精细，所以他更详细地规定基础所应符合的条件。他

也是最彻底的，并且——和怀疑派一样，但是从另一方面——完成

古代哲学。

［３８］“其次，我们研究一切，必须是或者借助于感性知觉，或者仅仅借助

于直接的观察或智慧，或某种别的标准，同样也要依据现有的内心感受，以便

我们既能把被期待的东西也能把未知物表述出来。弄清这一切之后，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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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考察未知物。”（第３１页）

“从不存在的东西中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东西来，所有研究自然问题的人

对于这个原理看法一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１卷第４章——科英布拉

学院的评注，第１２３—［１２５］页）

“事物以一种方式直接产生于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却以另一种方式经常

地产生于存在的东西。因为潜在地存在着、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据说，

必定先存在于两种方式之前。”（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１卷第３章

——科英布拉学院的评注，第２６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３９节］“宇宙过去一向和现在一样，将来

也永远如此……”（第３１页）

“宇宙部分是物体，部分是虚空。”［第３２页］

［４０］“物体中有些是化合物，有些是构成化合物的东西……”（第３２页）

［４１］“这些［构成世界的物体］是不可分的和不变的，只要不是一切东西

都化为无的话（第［３２］—３３页）。宇宙是无限的，因为被限定的东西都有极限

（第３３页）。宇宙由于物体之多、虚空之大而是无限的。”（第３３页）

“无限的东西将超过并消灭有限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３卷

第５章——科英布拉学院的评注，第４８７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２节］“它们（即原子）在形状上有无限

的多样性。”（第３３—［３４］页）

［４３］“原子不断地永恒地运动着。”（第３４页）

［４４］“这一［原子的运动］没有开端，因为原子和虚空从开天辟地以来就

存在着。”（第３５页）

“除形状、体积和重量以外，原子没有任何质的特征。”（第３５页）

“它们不可能有任何体积：至少从未有一个原子曾成为我们视觉的对

象。”（第３５页）

［４５］“世界有无数之多。”（第３５页）

［４６］“还存在许多影像，它们在外形上与坚固的物体相似，但就其精微度

而言却超过一切可感觉的东西。”（第３６页）

“我们称这些影像为形象［ιδωα］。”（第３６页）

［４８］“此外［应该设想］，这些形象的产生和思想一样迅速，因为从物体表

面不断地流出是不可觉察的。”（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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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存在一些产生这种自然现象的其他途径，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与

我们的感性知觉相矛盾，如果以某种方式注意一下显现出的感性客体的话。

我们是把外界对象所产生的相同的印象列入这种感性客体的。”（第３８页）

［４９］“还应该这样认为，当某物从外界对象进入我们脑子里时，我们就看

到和想到它的外形。”（第３８页）

［５０］“每一个为思想或感觉所感受、但未经判断的印象都是真实的。假如

［印象］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被驳倒，那么错觉和错误总是存在于我们因内心运

动而另外想出来的东西之中。这种运动虽与要去想象［出现的东西］的某种愿

望有关，但毕竟还是有它自己的目标，由此才产生出错觉。”（第３９页）

［５１］“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没有出现既［与要去想象出现的东西的愿望］有

关，而又有它自己的目标的别的运动的话，那么错误是不会发生的。（第３９

页）

正是由于这种既伴随着要去想象出现的东西的愿望，又有着自己的目标

的内心运动，才产生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如果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被驳倒，它

就是假的；如果它得到证实或者没有被驳倒，它就是真实的。”（第［３９］—４０

页）

［５２］“听觉也是由于发生声音之类的物体放出一股流而产生的。”（第４０

页）

［５３］“关于嗅觉，也必须有（我关于听觉所说的）那种特点……”（第４１

页）

［５４］“一切存在于它们（即原子）内部的以及它们所固有的质，包括上述

那些质（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ｏ，ｆｉｇｕｒａ，ｐｏｎｄｕｓ）①在内都是不变的，正如原子在任何情况

下都是不变的一样。”（第４１页）

［５５］“为了不和所见的现象发生矛盾，我们不要设想原子会具有任何体

积。但应该设想它们在体积上有一些差别，因为在此情况下就能更好地解释

内心感受和感性知觉中发生的东西。”（第［４２］—４３页）

［５６］“此外，不能设想在有限的物体里包含着无数的粒子或任何规模的

体积。”（第４３页）

［６０］“应该设想一种无限向上的运动，和另一种无限向下的［运动］。”（第

７３笔 记 一

① 体积、形状、重量（马克思作的注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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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页）

参看第４４页末尾和第４５页开头，这里实际上违反原子论的

原则，给原子本身加进了内在必然性。既然原子具有某种体积，那

么就应该存在着某种比它们更小的东西。这就是组成原子的各个

部分。但是这些部分又应该作为某种“内部存在的共性”同时并存

着。这样一来，观念性转入原子本身。原子中最小的东西对于表象

并不是最小的，而是某种与表象相类似的东西，——此时不能想象

出任何规定性的东西。原子所固有的必然性和观念性本身仅仅是

某种想象的偶然的东西，对原子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伊壁鸠鲁

的原子学说的原则仅仅表现为：观念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只存在

于这种对于它们本身来说是外在的想象的形式，即原子形式中。伊

壁鸠鲁的彻底性就达到这样的程度。

［６１］“其次，当原子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通过虚空时，它们必然具有相同的

速度。”（第４６页）

我们看到，必然性、联系、差别在自身中转入原子，或者更

确切地说，表现在原子中，所以这里观念性只存在于这种对它来

说是外在的形式中。运动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拿原子的运动和

复杂物体即具体事物的运动进行比较，关于运动是必定要谈到的。

与具体事物的运动相比较，原子运动原则上是绝对的，也就是说，

原子运动中消除了一切经验的条件，运动是观念的。一般为了阐

明伊壁鸠鲁哲学及其内在辩证法的思想进程，重要的是要注意到，

尽管原则是某种想象的、对于具体世界是以存在形式表现出来的

东西，但辩证法，即这些本体论的规定（自身已失去本质性的绝

对事物的一种形式）的内在实质，只能这样地显示出来：由于这

些规定是直接的，一定会同具体世界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它

８３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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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具体世界的特殊关系中揭示出来，它们只是具体世界的观念

性的一种想象的、对于本身来说是外在的形式，并且不是作为前

提，而只是作为具体东西的观念性而存在着。因此，它们的规定

本身是不真实的，是自我扬弃的。能够表述的只是这么一种世界

概念：这世界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前提的东西——无。伊壁鸠鲁哲

学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的朴素性，具有这种朴素性的结论在表

述时没有近代所固有的偏见。

［６２］“关于复杂物体［可以断言］，没有一个物体会运动得比另一个更快

……”（第４６页）

［６２］“只能说它们经常遇到阻力，一直到感性知觉感觉到运动持续不断

之时为止。因为，关于看不见的东西的假设，关于思辨地区分的时间间隔形成

不断的运动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一切可见的东西，

或为思想直觉地感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第４７页）

应当研究一下，为什么感觉的确实性原则被扬弃，而相反的，

抽象化的表象却被提出作为真理的标准。

［６３］“灵魂是由最精细的粒子组成的物体，散布于整个机体中。”（第４７

页）

这里有趣的还是在火、空气同灵魂这两方面之间所确立起来

的特殊差别，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与身体完全相适应，在这里既采

用类比法，同时又扬弃它；这是一种进行虚构的意识的一般方法。

因此，一切具体规定自行崩溃，得到的不是发展，而是一片单调的

回音。

［６３］“还应该承认灵魂是感性知觉的最重要的原因。”

［６４］“可以说，灵魂如果不是被机体的其余部分裹住，它就不会成为这种

原因；而促使灵魂成为这种原因的其余部分，本身又是从灵魂获得这种［感觉

的］能力，然而不是灵魂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因此，随着灵魂的消失，机体也

９３笔 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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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感觉的能力。因为机体不是本身具有这种能力，它的这种特性是有赖于

和它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本质］的；后者由于在自身中产生一种用感觉的现象

对运动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根据接近和共同性，把这种能力提供给身体的

其余部分。”（第４８页）

我们看到，就原子相互关系抽象地考察，原子只不过是一般被

想象的存在着的东西，而只有与具体的东西相冲突时，才显出它们

那种被想象的、因而陷入矛盾的观念性。还可看到，当它们成为关

系的一个方面时，也就是说，当我们转向本身包含着原则及其具体

世界（活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有机的东西）的对象时，表象的领

域有时设想为自由的，有时设想为某种观念东西的表现。因此，这

种表象的自由也只是某种被思考的、直接的、被想象的东西，——

它在自己的真实形式中是原子论的东西。因此，可以把一个规定当

作另一个规定，其中每个规定本身都与另一个相等；但在它们的相

互关系中，还得根据对它们进行考察时所持的观点，给它们加上同

一些规定。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又回复到最简单的原始

的规定，即表象的领域被设想为自由的。由于这种回复发生在总体

方面，在被想象的东西方面（这想象的东西本身确实包含着观念的

东西，它在自己的存在中本身就是这种观念的东西），所以在这里，

原子在其矛盾的总体中被设想为它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同时也显

露出这些矛盾的基础，即企图把表象也看成自由的观念性，但是只

存在于表象的形式之中。因此，这里显示出绝对任意的原则及其一

切后果。这点在低级形式中已显示在原子方面。因为存在着众多

原子，所以单个本身同众多就有差别；因而，它本身就是多。但同

时，单个包含在原子的规定中；所以原子的众多性也必然地、内在

地就是某种单个性；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存在着。然而世界到

０４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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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怎样从一个本原自由地发展为众多的，这正需要作出解释。因

此，假设的东西正是要求证明的东西：因为原子本身就是应加解释

的东西。观念性的差别只是后来通过比较才加进来；两个方面本身

都来自同一个规定中，而观念性本身还是被看作：这众多的原子以

外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些原子又是这种结合的本原。所以这种

结合的本原就是最初无缘无故结合于自身中的东西，也就是说，被

解释的客体本身被拿来充当解释，这客体被推向进行虚构的抽象

的渺茫的远方。正如已经说过的，这一点只有在考察有机物时才充

分显露出来。

必须指出，所有例如关于灵魂这类观念的偶然性，一般都表现

在下列情况之中：灵魂等等会死亡，灵魂只是由于偶然的混合才存

在。这些观念在普通意识形式中没有必然的性质，而在伊壁鸠鲁那

里也体现为偶然的状态，它们被看成是已存在的，而且它们的必然

性，它们存在的必然性，不仅没有得到证实，反而被看作是不可证

实的，仅仅是可能的。相反，观念的自由存在被看作是持续存留的；

这个存在，首先，本身一般是自由的，其次，作为关于被想象的东西

的自由这一思想，它是谬误和虚构的，即一种本身就是不一贯的东

西，是幻影，是错觉。这种存在倒反而是反映灵魂等等这些内在思

想的具体规定的要求。伊壁鸠鲁的不朽功绩和伟大，在于他并不把

状态看得比观念更重要，也不努力维护它们。伊壁鸠鲁哲学的原

则，就是证明世界和思想是某种可想象的，可能的东西；而这种论

据和原则——它是这点得到证明的基础，而且这一切又归结于它

——仍然是［自为存在的可能性］本身，这可能性在自然界的表现

是原子，它在精神上的表现则为偶然和任意。应当更准确地弄清

楚，灵魂和肉体的一切规定常常能互相转化，它们彼此相同是就下

１４笔 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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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样一种贬义而言，即一般地说它们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在概念

上被规定。参看第４８页末尾和第４９页开头［ ，６５—６６］：伊壁鸠

鲁在下述方面比怀疑派站得高：在伊壁鸠鲁那里，不仅状况和观念

被归结为无所谓的东西，并且对它们的感知，对它们的思考，对于

它们的存在是起源于某种坚硬的东西的论断，也只是某种可能的

东西。

［６７］“除虚空之外，不能把任何东西设想为本身就是无形体（观念是不考

虑无形体的：关于这方面的观念是一种虚空，它本身就是空的）①。虚空既不

能起作用，也不能受到影响，它只提供物体运动的场所。”（第４９页）

“因此，那些断言灵魂是无形体的人，是在胡说八道。”（第［４９］—５０页）

应该研究一下第５０页及第５１页［ ，６９］开头所说的东西，伊

壁鸠鲁在那里谈到具体物体的规定，他似乎在否定原子论的原则，

他说：

［６９］“整个物体总的来说是从所有这些［特性］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它所

固有的本质的，然而不是这些特性的结合，就象由一团团粒子组成一大团那

样……而是象我所说的，它仅仅从所有这些［特性］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它所

固有的本质。不过所有这些［特性］是分别地被认识的，［一个同另一个］被区

别开来，但同时又总是伴随着整体的观念，这整体同这些特性永远是分不开

的，并且正是总体的观念给予物体一种特殊的标志。”（第５０—５１页）

［７０］“其次，物体经常具有一些不是固定特质的特征，其中当然有些是不

可见的、无形体的。所以，当我们按最通常的用法使用这个词时，我们清楚地

表明，这些特征从一方面说，没有整体（我们从总体意义上称它为物体）的本

质，而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那些与物体紧连在一起的种种特质的本性，没有

这些特质，物体是不可思议的。”（第５１页）

［７１］“我们应该按照它们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去理解它们，即理解为物

体的偶然特征，而不是理解为特有的、紧连在一起的［特征］，也不是理解为本

身具有安排妥贴的本质的特征，而是理解为象感性知觉本身所揭示出来的它

２４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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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那种特殊性。”（第５２页）

伊壁鸠鲁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排斥是来自原子的规律，来自脱

离直线的偏斜。至少卢克莱修反映了一种思想，认为不应该肤浅地

理解这一点，似乎只有这样原子在运动中才会碰撞。在上述段落中

他说过：没有原子的这种偏斜，“本原就不会有任何碰撞和冲击”

［第２卷，诗第２２３行］，随后他又说：

“如果所有运动形成连接不断的链条，

并且新的运动总是按一定秩序从旧的运动中产生，

而原子也不能由于偏斜而

引起别的打破命运的束缚的运动，

以便使原因不致永远跟着原因而来，

［那么你说说看，大地上的造物是如何

和从何得到那不受命运支配的］自由［意志］。”

（［《物性论》］第２卷，诗第２５１行及以下几行）

这里把原子发生碰撞的运动看成不同于由偏斜引起的运动。

后来它被规定为纯粹决定论的运动，——因而也是一种自我扬弃，

所以一切的规定在它的直接异在中，即在扬弃中获得它的具体存

在，对原子来说直线就是这种异在和扬弃。只是由于偏斜才产生个

体的运动，即这样一种关系，它的规定性是它本身的规定性，而不

是来自别的东西。

卢克莱修的这一观点是否来源于伊壁鸠鲁，其实是无关紧要

的。考察偏斜所得出的结论——原子作为概念的直接形式只体现

在概念的直接不存在之中，也适用于哲学意识，这个原则就是这种

意识的实质。

同时这也证实：我认为确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伊壁鸠鲁所采用

的分类是适当的。

３４笔 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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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壁 鸠 鲁 哲 学

笔 记 二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 

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２７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伽桑狄注释

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续）

［７２］“我们研究时间，不能象我们研究一个对象中所具有的其他特性那

样，即把这些特性和我们心中的预想联系在一起，而应该考察那种使我们有

根据说时间长或时间短的明显性……也不需要采用一些新的好象是更好的

表达方法，而应当使用最普通的表示时间的用语。也不应该给时间加上别的

说法，似乎时间具有这个说法所固有的同样的本质……只是主要必须说明，

我们是怎样把独自性同时间联系起来的，又是怎样衡量时间的。”

［７３］“也无需提供证明，只须思索：我们是把时间同白昼和黑夜以及昼夜

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正如［把它］同我们有内心感受和没有内心感受，同运

动状态和静止状态［联系起来］，从而把我们称为时间的东西作为特殊的标志

重新加以考察。”（第５２—５３页）“……它们［世界］本身也全都再分解。”（第

５３页）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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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他［伊壁鸠鲁］把世界解释成暂时的，因为它们的各部分是变

化的。他在别的地方也谈到这点。”（第５３页）

［７４］“其次，也不应该认为各世界必定具有同一形状，［应设想］它们彼此

是有区别的。”（第５３页）

“生物由于其必然性而不能与无限分开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７５］……必须假设事物本身教会并迫使自然去从事许许多多和各式各样的

［创造］。随后思想就对自然所提供的东西进行研究，还以自己的发现予以充

实，在某些情况下——比较快，在另一些情况下——比较慢，并且获得精确的

认识，在有些领域里用的时间比较长，在有些领域里用的时间比较短。”（第

［５３］—５４页）

参看第５４页（末尾）和第５５页（开头），那里谈到“名称的起

源”。

［７６］“至于说到天象，则必须认为，运动，位置，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

如此类现象的发生，绝不是由于有某一个存在物似乎在支配着它们，正在或

已经使它们井然有序，同时它还享有完满的幸福和不灭。”

（应该把这一点同西姆普利齐乌斯代表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

关于“理性”使宇宙井然有序的说法进行对比。）

［７７］“……（因为行为和忧虑，愤怒和恩惠同幸福不是一致的，它们的发

生是由于同它们多半联系在一起的懦弱、恐惧和需要。）也不要认为享有幸福

的物体能随意进行这些运动，因为这是困难的，又与［幸福］相矛盾。但是在表

达这一类思想的一切用语中，应保持全部虔敬，以免从它们产生出与虔敬相

反的思想。如果不同意这点，这个矛盾本身就会引起内心的最大纷扰。所以必

须假设，在世界产生的时候，既出现了这些凝结的物质的最初结合，也出现了

运动的强制性和周期性。”（第５５和５６页）

这里表现出被思考的东西的原则，以便一方面肯定自我意识

的自由，另一方面承认神具有不受任何决定约束的自由。

［７８］“幸福［在于］认识涉及天象的东西……特别是在于研究从这些天象

５４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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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察到的自然的性质如何，研究其他与之相近的现象的性质如何，这些现

象或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或者依可能性出现，或者按某种别的方式出

现（ｅｓｓｅ…ｉｄ，ｑｕｏｄｐｌｕｒｉｂｕｓｍｏｄｉｓｆｉｅｒｉｄｉｃｉｔｕｒ，ｅｔｎｏｎｕｎｏｍｏｄｏｎｅｃｅｓ－ｓ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ｒｅ；ｅｔｐｏｓｓｅａｌｉｏｑｕｏｑｕｅｍｏｄｏｓｅｈａｂｅｒｅ）①；但是在不灭的和幸福的

自然里不存在任何东西能引起不协调或破坏心灵的宁静，这更是一条绝对的

准则。只要认真想一想，就可以确信这是毫无疑问的。”（第５６页）

接着在第５６页和第５７页，伊壁鸠鲁表示反对毫无意义地惊

愕地直观天体，这种直观束缚人，使人产生恐惧。他主张精神的绝

对自由。

［８０］“其次，应该摆脱那种认为对这些［天］象的研究不会准确和精细的

偏见，原因是这种研究只是为了使我们达到心灵的宁静与幸福。所以在注意

我们地球上是多么经常地发生类似现象的同时，应该以此类推去探求天象的

原因以及［一般地］未被我们认识的东西的原因。”（第５７页）

［８１］“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当注意，人心最大的不安，起源于人们相信

天体是有福祉的是不可毁灭的，同时还认为他们具有与这些天体的特性相违

反的愿望和行为；还起源于通过神话而引起的恐惧（再加上害怕死亡，害怕死

后失去知觉）；［最后］还由于他们依据的是错误的解释……以致在没有确定

实际上什么是可怕的东西之前，他们的内心就产生了这样大的不安，它甚至

超过他们臆造的事情一旦发生时将会引起的不安。［８２］而心灵的宁静是彻底

摆脱这一切的结果……”（第［５７］—５８页）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存在的东西和感性知觉：对于一般的东西注意一般

知觉，对于特殊的东西则注意特殊知觉，对于每一个个别的标准则注意一切

现存的明显性。”（第５８页）

伊壁鸠鲁致皮托克勒斯

伊壁鸠鲁在一开始论述天象时就重复指出这门知识的目的

６４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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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其他各门知识的目的一样，是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念。”［ ，８５］

但是，对于这些天体的研究实质上是不同于其他科学的。

［８６］“不应该对一切事物都采用类似在生活准则问题上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或在制定解决其他物理问题的规则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例如，关于宇宙

是由物体和触摸不到的自然〈即虚空〉组成的，或关于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等

原理，这里只能作一种与可见现象相一致的解释（ｑｕａｅｃｕｍｑｕｅｕｎｏｔａｎｔｕｍ

ｍｏｄｏｒｅｂｕ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ｉｂｕｓｃｏｎｇｒｕｕｎｔ）①。至于说到天体，那么这些都不适用。

相反，这些现象至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与感性知觉相一致的解释——无论

是对它们产生的原因或是对它们的实质的解释。”（第６０和６１页）

对于伊壁鸠鲁的整个思想方法来说，重要的是他认为，天体对

于感觉犹如某种彼岸的东西，是难望达到和其余的道德世界和感

性世界同样程度的明显性的。这里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伊壁鸠鲁关

于选言判断的学说：不存在“或者是或者否”。因此，内在规定性被

否定，而被思考的东西、被想象的东西、偶然、抽象同一性及抽象自

由等等的原则，就显出它的本质，表现为某种失去规定性，从而为

其外在的反思所规定的东西。这里表明，进行虚构和想象的意识的

方法只是在与自己的影像作斗争；影像是什么样子——这取决于

人们怎样看待它，取决于反映者如何把这个影像反映于自己内部。

正如在考察具有实体形式的有机体本身时，暴露出原子论观点的

矛盾，现在，当物体本身以感觉的确实性形式和想象的理性形式出

现时，这个从事哲学思维的意识就揭示出它所作的是什么。这里，

被想象的原则及其运用，就体现为某种单一的东西，并由此引起矛

盾的斗争，即作为各种实体化的表象本身的对抗。这里，当对象可

以说是高悬在人们的头上，并以它的自主性，感觉的独立性及其存

７４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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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神秘的远方向意识挑战时，意识就认识到自己的活动，它观察

到自己所作的是什么，以便弄清先存于意识中的表象的意义，并把

它们当作自己的所有物。须知意识的全部活动仅仅是与远方作斗

争，这远方象一股魔力笼罩着整个古代世界；可能性、偶然性仅仅

是意识的原则；意识力求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和它的客体等同起来，

所以当这远方作为在物质上独立的天体而与意识相对立时，意识

就承认这一点。如何解释天体，对意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它断定

可能不只有一种解释，而是多种解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解释都

能使意识得到满足；因此，意识承认它的活动是有效的虚构。所以，

在古代世界——它的哲学没有前提就不行——天象及关于天象的

学说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图景：在这幅图景里面这个世界，甚至通过

亚里士多德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伊壁鸠鲁说出了这点，这正是

他的功绩，即他的观点和结论的坚定的彻底性。天象向感觉的理性

挑战，但是感觉的理性不断克服天象的顽固性，力求只由它自己的

声音来预言天象。

［８６］“……研究自然不应该根据空洞的公理和规律，任何时候都应该按

自然现象本身的提示来进行研究……［８７］［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毫无用

处的判断和空洞的假设，而是要我们能过平静的生活。”（第６１页）

这里，在先决条件本身使自己和现实意识对立起来，并在意识

中引起恐惧的地方，就再也不需要原则和先决条件。在这种恐惧中

表象渐渐消失。

所以伊壁鸠鲁重复着下述原理，似乎在这原理中发现他自己：

［８７］“如果一切十分可靠地得到证实的关于天体现象的解释，依然有效

的话，那么，在一切天象内一切都在不断发生，尽管是按这样一种方式发生，

即它容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却与所见的种种现象完全一致。如果只保留

８４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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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释，而抛弃另一种和现象同样相符的解释，那么很明显，在此情况下人

们就完全脱离自然科学的范围而陷入神话的领域。”（第６１页）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作出解释。

［８７］“在天体中确实发生着的东西的某些标志，我们可以从我们周围观

察到的或直接存在的这些或那些地球现象中获得，就象从天体现象本身中获

得一样。因为这些现象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产生。［８８］但是我们必须观察每

一［天体］现象，象它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样，并解释一切与它相联系的东西。

［地球上］所发生的现象是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与此并不矛盾。”

（第６１页）

对于伊壁鸠鲁观点的信徒来说，他自己的声音压倒天上的雷

鸣，遮住闪电的光辉。千篇一律的重复业已说明，伊壁鸠鲁把自己

的新的解释方法看得何等重要，他是怎样努力排除奇妙的东西，坚

持采用不是一种，而是多种解释的，他本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为我

们提供了一些极其轻率的例证；伊壁鸠鲁几乎毫不掩饰地说，在宣

称自然是自由的时候，他重视的只是意识的自由。解释时所需的唯

一证明是，应当不为感觉的明显性和经验、现象、假象“所驳倒”，因

为一般涉及到的仅仅是自然的假象。

这些论点一再地被重复着。

关于日月的产生

［９０］“……因为这一点同样也是由感性知觉提示的。”（第６３页）

关于太阳和诸星座的体积

［９１］“……我们［地球上］的东西……也是借助感觉而感知的。”（第６３

页）

关于星座的出没

［９２］“……因为任何东西同这种现象都不矛盾。”（第６４页）

９４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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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月的出没

［９３］“因为这一切和类似的一切同任何一种明显的现象都不会不一致，

只要在研究此类问题的一切细节时，坚持可能的东西，并使每个细节符合于

观察到的现象，同时不害怕星相家的奴役式魔法。”（第［６４］—６５页）

关于月亮的盈亏

［９４］“……也以种种方式，按照这些方式我们［地球上］所存在的现象获

得类似的形态，只要在尚未弄清什么是人所能认识的，什么是不能认识的之

前，在醉心于一种解释时，不轻率地拒绝其他的解释，并因此努力去弄清不可

能的东西。”（第６５页）

关于月亮表面呈现的轮廓

［９５］“……也用一切方式，因为它们和现象是相符的。［９６］因为在研究一

切天象时应该遵循上述方法。因为如果同明显的事实作斗争，那么就永远不

能达到真正的心灵的宁静。”（第６６页）

特别重要的是消除神、目的论对诸现象的周期性的影响；在此

清楚地显示出，解释仅仅是意识的自我阐述，而事情的本质却被神

秘化了。

［９７］“……应当按照也在我们地球上发生的某些现象来认识，但是绝不

应该把神性同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神性应当彻底摆脱一切事务，处于完满

的幸福之中。因为这点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对天象的一切解释将成为空话，有

些人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没有掌握各种可能的解释现象的方法，因而陷入

徒劳无益的解释中去，还以为诸现象似乎只有一种解释，而否定一切其他可

能的解释。因此，他们坠入不理解的境地，暴露出无能力去认识应当看作标记

的具体现象，并且也不想和神一起感受快乐。”（第［６６］—６７页）

在谈到下列问题时，他一再地，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上面那

些论断：

［９８］关于昼夜长短的变化（第６７页）。

０５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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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关于预兆。（第６７页）

［９９］关于云的形成。（第６８页）

［１００—１０１］关于雷和闪电的形成。（第［６８］—６９页）

例如，关于雷鸣，他说道：

［１０４］“……可以用许多其他方法来解释雷鸣现象，只要不
·
求
·
助
·
于
·
神
·
话。

只要我们以适当的方式观察看得见的现象，并从中获得启示来解释看不见的

现象，神话将不复存在。”（第７０页）

在对地震进行了许多解释之后，他照例补充道：

［１０６］“还可以用其他方法”等等。（第７１页）

关于彗星（第７５页）

［１１２］“……这也可以用许多其他方法来解释，只要作出与所观察到的现

象相符的结论。”

关于恒星和行星

［１１３］“……尽管可见的现象要求承认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但却只用

一种原因来解释这些现象，这是一种狂妄的行为，是热中于虚幻的占星术的

人的不适当的行为，他们给这些或那些现象乱加上一些原因，同时却不把神

性从繁重的职责中解脱出来。”（第７６页）

他还斥责那些“简单地”论述这种问题的人。

［１１４［“……ｐｏｒｔｅｎｔｏｓｕｍｑｕｉｄｐｉａｍｃｏｒａｍ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ｅｏｓｔｅｎｔａｒｅｏｆｆｅｃ－

ｔａｒｅ”＝“这适用于那些想给众人留下印象的人。”①（第７６页）

他谈到“预兆”，谈到牲畜对“坏天气”的预感，有些人把这种预

感和神联系在一起。

１５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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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６］“任何一个生物，哪怕只有一点灵性，都不会这么愚蠢，更何况一个

获得完满幸福的存在物。”（第７７页）

根据这点从中也可以看出，比埃尔·伽桑狄——他想拯救神

的干预，维护灵魂不灭等等，同时又想成为一个伊壁鸠鲁派（参看，

例如：《灵魂不灭。反对伊壁鸠鲁》，比埃尔·伽桑狄评第欧根尼·

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４９—６０２页，或《神——世界的创造者。反对

伊壁鸠鲁》，第７０６—７２５页；《神关怀人们。反对伊壁鸠鲁》，第

７３８—７５１页等等。参看：费尔巴哈《近代哲学史》中《比埃尔·伽桑

狄》一章，第１２７—１５０页２８）——完全不理解伊壁鸠鲁，更不能向

我们阐明他。伽桑狄只不过想按照伊壁鸠鲁的学说教导我们，而不

是解释它。在他损坏伊壁鸠鲁的严密的逻辑性的地方，他这样做的

目的是为了不同他自己的宗教前提发生矛盾。在伽桑狄身上，这种

斗争是有代表性的，正象下面这个事实总的说来具有代表性一样，

即近代哲学产生之处，正是古代哲学表现出衰亡之所：一方面是笛

卡儿的怀疑一切，然而怀疑派正在为希腊哲学作送终祈祷；另一方

面是唯理论的自然观，然而古代哲学在伊壁鸠鲁那儿比在怀疑派

那儿被克服得更加彻底。古代世界起源于自然，起源于实体的东

西。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新

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

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古代人那里是亵渎自然的东西，在近代的人

看来是从盲目信仰束缚之下的一种解脱；新的唯理论的自然观还

应上升到承认神性的东西即理念体现于自然中，——古代的伊奥

尼亚哲学至少在原则上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这里谁能不想起古代哲学的顶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

论文《论动物的本性》２９中热情洋溢的论述呢！它与伊壁鸠鲁那种

２５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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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的，单调无味的论述截然不同。

对于伊壁鸠鲁宇宙观的方法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是创造世界

的问题，——这是一个永远可以用来搞清哲学观点的问题，因为它

表明，在这种哲学中精神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这种哲学与世界的关

系是怎样的，哲学的精神即创造潜力是怎样的。

伊壁鸠鲁说（第６１和６２页）：

［８８］“世界是某种天体的总和，它包括诸星球，地球和全部现象，它是无

限性中分出的一部分（一块），并在某种界限——太空式的或坚实的界限——

中结束。（当这种界限崩溃时，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就陷入一片混乱。）世界的界

限可以是固定的，并且具有或者圆的，或者三角形的形状，或任何一种别的外

形。因为所有这些样式都是可能的，因为这些规定没有一个为现象所否定。世

界在哪里结束是不可知的，但是这种世界有无数之多是清楚的。”①

世界这种结构的贫乏立即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单就世界是地

球，星球等等的复合这一点还什么也不能说明，因为月球等等的产

生是后来才加以阐述和解释的。

一般地说，一切具体的物体都是复合，按照伊壁鸠鲁的学说，

就是原子的复合。这个复合的规定性，它的特有的差别在于它有界

限，因此，把世界称作是从无限性中分离出来的一块，然后又补充

指出界限是更准确的规定，这是多余的，因为一块是从另一块中分

离出来的，并且是一种具体的，与它有区别的东西，——因此，也是

一种同另一块已有界限之分的东西。但是，界限也正是需要解释的

东西，因为有限的复合一般地说还不是世界。可是接着又说，界限

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πααω
～
来规定，最后甚至认为，规定界限

３５笔 记 二

① 手稿中摘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４６页）的这一段和下一段引文，用的是德译

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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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有差别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差别显然是存在的。

因此，所说明的仅仅是关于把差别的总和归结为不确定的统

一物的观念，即“世界”这一观念存在于意识中，存在于通常的思维

中。所说明的是界限，特有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个观念的内在性和

必然性，都是不可理解的；这个观念已存在着这一点，从这一观点

看来只能用同义反复去理解，即因为它存在着。所以需要解释的东

西——世界在思维中的创造、产生和内部再现——都被看作是不

可理解的，而且这一观念在意识中的存在被当作是解释。

这和说神的存在是可以证实的，但是神的那个神之所以为神

的特殊差别，即这一规定的内容是不可理解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伊壁鸠鲁进一步说界限是可以任意设想的，也就是说可

以给界限加上我们为空间界限确定的任何规定，那么“世界”这个

观念就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因而也就是可以用任何方式确定的感

性的统一；或者说得更一般化些：因为世界是一种一半为感情的、

一半为思维着的意识的不确定的观念，那么，在这意识中世界就和

一切其他的感性表象同时存在，并为它们所限制。所以世界的规定

性和界限就象这些依附着它的感性表象一样，是多种多样的，而且

每一个感性表象都可看成是它的界限，也就是它的更准确的规定

和解释。这就是伊壁鸠鲁一切解释的实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就

是为前提所束缚的进行想象的意识的一切解释的实质。

近代人在给神加上仁慈、贤明之类东西时，他们对待神的态度

亦是如此。每一个这种规定的表象都可看作存在于这些表象中间

的不确定的观念“神”的界限。

所以这种解释的实质就是从意识中取得需要解释的观念。然

后解释或更准确的规定被归结为：本身同一范围的被当作已知的

４５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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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观念同需要解释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观念一般存在

于意识中，存在于一定范围内。这里伊壁鸠鲁承认他的哲学和整个

古代哲学的缺点在于，只知道观念存在于意识中，却不知道观念的

界限，它们的原则和它们的必然性。

可是伊壁鸠鲁并不满足于自己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创造这一概

念；他亲自上演这出戏，他为自己把刚才所作的一切具体化，说实

在的，只是这时在他那里才开始世界的创造。所以他接着说道：

［８９］“这种世界同样也可以产生在ｉｎｔｅｒｍｕｎｄｉｕｍ（我们这样称呼世界之

间的空间），在完全空虚的空间里，在广袤透明的虚空里：适用于创造世界的

种子，从一个世界，或从一个ｉｎｔｅｒｍｕｎｄｉｕｍ，或从几个世界中流出，视情况不

同而逐渐结合、分离和重新组合，而且只要作为基础的基质能承受多少结合，

它们就从外部吸进多少流出物。［９０］正象一位物理学家所说的那样，在虚空

中只是产生一团聚积物或一股旋风，并一直扩大到碰上另外一团聚积物或旋

风为止，这对于在虚空中形成一个新世界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它和现象相矛

盾。”（第６２页）

所以，这里首先为世界的创造而假设许多世界；这个事件发生

的地点就是虚空。所以在创造这个概念中预示的东西，即应该被创

造的东西，是事先就假设好的，在此具有实体的性质。一个没有更

准确的规定、又不和其他的表象相联系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它预先

被假设的形式中——是空的，或者是不具形体的①，是一种ｉｎｔｅｒ

ｍｕｎｄｉｕｍ，空虚的空间。这个观念的规定因此表现在：适用于创造

世界的种子按创造世界所需要的方式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没有提

出任何规定，任何差别。总之，我们还是只有原子与“虚空”，不管伊

壁鸠鲁本人如何反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已经深思熟虑地指出了

５５笔 记 二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这里显然是笔误，把“ｅｎｔｋｏｒｐｅｒｔ”（不具形体的，没有形体性

的）写成“ｖｅｒｋｏｒｐｅｒｔ”（具有形体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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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以某一抽象原则为出发点的方法的表面性，但他却没有让这

一原则在高级形式中被扬弃。他称赞毕达哥拉斯派，因为他们最早

使范畴脱离其基质，不把范畴看作特殊的本质，如象范畴之于谓语

那样，而是认为，范畴就是内在的实体本身。

“他们［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不是某些不同的

实体，例如，火或土之类的东西那样，而……是被论断的东西的本质……”但

是亚里士多德指责他们说：“他们认为，最早与他们所说的规定相符合的东西

就是事物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５章）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现在让我们转而看看伊壁鸠鲁哲学和怀疑派的关系，因为塞

克斯都·恩披里柯已阐述到这种关系。

但是首先还应该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再引用伊壁鸠

鲁本人在描述哲人时提出的一个基本规定：

［１２１］“他将阐述一种学说，而不单是怀疑。”（第８１页）

在与以前的哲学有着本质联系的伊壁鸠鲁体系的整个论述

中，这个体系的思考原则，伊壁鸠鲁关于语言，关于表象的形成的

论述，都是重要的文献，其中包含着伊壁鸠鲁对怀疑派的未充分表

明的态度。看一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认为弄清促使伊壁鸠鲁从

事哲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是有趣的。３０

［１８］“如果有人要问……混沌是由什么产生的，他将无以回答。据有的人

说，正是这一点促使伊壁鸠鲁献身于哲学的。”［１９］“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他

向为他朗读［赫西俄德诗篇］的教师问道：‘如果混沌是最早出现的东西，那么

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当教师告诉他，教这东西不是他的事情，而是那些所谓

哲学家的事情时，他高声说道：‘那么我必须去向他们求教，如果他们真的知

６５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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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事物的真象’。”（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１６２１年日内瓦版第

３８３页［第９卷］）

［２３］“德谟克利特说，人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东西等等。”［２４］“他［德谟

克利特］还说，真正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照他的说法，它们不仅存在于生

物中，而且存在于一切合成物体中，因此，既然［我们将注意］原子和虚空，我

们就不会注意人的个别特性，因为原子与虚空是大家所共有的。此外，基础中

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将不知道，根据什么特征来区别人和其他动

物，也将不能获得［关于人的］明确观念。

［２５］伊壁鸠鲁又说，人是具有某种外形的、［具有］灵魂的［生物］。照伊壁

鸠鲁的说法，既然人是靠指点才看得见，那么谁若未被指点出来就不是人；假

如任何一个人指出一个女人，那么男人将不是人；假如女人［指出］一个男人，

那么［在此情况下她］将不是人。”（《皮浪的基本原理》第２卷第５６页）

［６４］“因为无论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伊奥尼亚派，还是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可能还有花园派３１，都保留着神，正如伊

壁鸠鲁自己的话所证实的一样。”（第３２０页，《反对数学家》［第８卷］）

［７１］“也不能设想灵魂会下沉……［７２］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它们［灵魂］

脱离肉体之后，不会象烟一样消散；因为原来就不是肉体保护它们的灵魂，相

反，灵魂倒是保存肉体的原因，当然更是保存它们自己的原因。”（第３２１页，

《反对数学家》［第８卷］）

［５８］“关于伊壁鸠鲁有些人［说］，他只为众人保留着神。而在解释事物的

本性时，则一点也不保留。”（第３１９页，《反对数学家》［第８卷］）

［２６７］“伊壁鸠鲁派……不知道，如果被指出的东西是人，那么可见未被

指出的东西就不是人。当然，这样的一种指点，说的是男人……扁鼻子的，或

鹰钩鼻子的，有光亮的长发的，或卷发的，以及具有其他外表特征的人。”（第

１８７页，《反对数学家》［第７卷］）

［４９］“应该把伊壁鸠鲁也算在他们之中，虽然看起来他对科学的代表抱

敌视态度。”（第１１页，《反对数学家》［第１卷］）

［５７］“根据贤明的伊壁鸠鲁的学说，既然无论是进行考察，甚至是怀疑都

离不开预想，那么，最好是首先研究一下什么是语法。”（第１２页，《反对数学

家》［第１卷］）

［２７２］“我们将发现：甚至语法的轻视者皮浪和伊壁鸠鲁都一致地承认语

７５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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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必要性……［２７３］“伊壁鸠鲁被揭露说，他的最主要的原理是从诗人们那

里剽窃来的。要知道，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的关于最彻底地消除痛苦是

快乐力量的界限这一原则，是从［荷马的］一行诗中拾取来的：

‘当他们以饮食来解饿时。’①

他关于死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这一说法，是由厄皮卡尔摩斯提示给他

的：

‘死亡或变成僵死的东西，在我看来是无所谓的……’

同样，他关于身体变成尸体后，就没有感觉了的［说法］，是从荷马那里剽

窃来的：

‘狂暴的男子玷辱了沉默的土地。’”②（第５４页，《反对数学家》［第１

卷］）

［１４］“他们把似乎否定严格的逻辑判断的伊壁鸠鲁也当作他〈即当作雅

典的阿尔谢拉奥斯，他把哲学分为物理学和伦理学〉。［１５］不过也有人说，他

否定的不是一般逻辑学，而只是斯多葛派的逻辑学。”（第１４０页，《反对数学

家》［第７卷］）

［２２］“伊壁鸠鲁派由逻辑学家发展而来：他们首先研究准则学，然后对于

明显的东西，隐藏的东西，以及伴随着它们的其他现象作出结论。”（第１４１

页，《反对数学家》［第７卷］）

［１］“伊壁鸠鲁的门徒和皮浪的信徒在同科学的代表者的论战中显然是

采取同样的立场，但是他们出发的前提是不同的。因为伊壁鸠鲁派认为各门

科学对达到智慧毫无帮助。”（《反对数学家》［第１卷］）

（这一点说明：伊壁鸠鲁派认为对事物的认识如同对精神的异

在的认识一样，是无法使精神变得更实在的；皮浪派认为精神无

法理解事物是精神的本质方面，是它的实际能力。类似的态度也

存在于虔信者与康德派对哲学的看法上，虽然两种学派都已退化，

失去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所特有的新颖性。前者由于信神而拒绝知

识，也就是说，他们和伊壁鸠鲁派一起认为，无知是人身上的神

８５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② 同上书第２４章第５４行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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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种神性（不是别的，正是怠惰）为理解所破坏。相反，康

德派可说是无知的职业祭司，他们每天干的事就是哭诉自己的虚

弱和事物的强大。伊壁鸠鲁派更为彻底：既然无知是精神所固有，

那么知识绝不是精神自然的丰富，而是某种与它无关的东西；对

于无知的人来说神性的东西不是存在于认识过程中，而是存在于

怠惰中。）

［１—２］“或者正如有些人所说，他们［伊壁鸠鲁派］以为这一点可以掩饰

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因为人们指责伊壁鸠鲁，说他在许多方面完全是不学

无术的人，甚至连一般话语的文理都不大通顺。”（第１页，《反对数学家》［第

１卷］）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又转述了一些只能证明伊壁鸠鲁的狼狈

处境的流言蜚语之后，确定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在对待科学上的

差别如下：

［５］“而皮浪的追随者［对科学的代表持否定态度］并不是因为科学似

乎对于智慧毫无裨益：要知道这种说法是武断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似

乎是愚昧无知的……［６］他们对科学所持的态度和一般对哲学所持的态度

一样。”

（这一点说明，应该把“科学”和“哲学”区别开来，伊壁鸠

鲁对科学的轻视涉及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这一论断完全符合

他的整个体系。）

“因为正如为了要认识真理，他们从事哲学研究，但是在遇到事物中类似

矛盾的一种异常之后，他们就放弃［推理］，同样，当他们为了解释矛盾而着手

研究科学，以便弄清其中所包含的真理时，他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对这一点

他们并不隐瞒。”（第６页，《反对数学家》［第１卷］）

在《皮浪的基本原理》第１卷第１７章中，中肯地驳斥了尤其是

９５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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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采用的原因论，不过同时也暴露出怀疑派本身的软弱无

能！

［１８５］“不过，也许五种放弃判断的形式就足以驳斥原因论。因为一个人

可以说出某个根据，这个根据或者与哲学及怀疑论的一切派别和各种现象相

一致，或者不相一致。而要［说出］［和这一切］都相一致的根据也许是不可能

的。”［《皮浪的基本原理》第１卷］

（当然，要指出那种首先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现象的根据是不

可能的，因为现象的观念性，即遭扬弃的现象就是这种根据。同样，

根据也不可能与怀疑论的观点相一致，因为怀疑论同一切思想是

职业上的矛盾，是规定过程本身的扬弃。怀疑论一旦将各种现象拿

来互相对比时，它就变得幼稚了，因为现象是思想的丧失，即思想

的非存在：怀疑论也是反映于它自身的同样的思想的非存在；但是

现象本身消失了，它只是一种假象，怀疑论是一种会说话的现象，

只要现象本身一消失，它也随着消失，——它同样只是一种现象。）

［１８５—１８６］“因为关于所有的现象和一切不明显的东西存在着分歧。如

果暴露出分歧，也就需要探寻这种根据的根据。”

（就是说，怀疑论者要的是那种本身仅仅是一种假象的根据，

因而也就不是根据）：

“如果以现象［论证］现象，以不明显的东西［论证］不明显的东

西，这就意味着陷入永无止境的状态之中。”［《皮浪的基本原理》第

１卷］

（也就是说，因为怀疑论者没有超越假象的界限，而且希望保

持假象本身，他也就不可能超越假象的界限，这种兜圈子会无止境

地重复下去。虽然伊壁鸠鲁想从原子转入进一步的规定，但是由于

他不想使原子本身分解，所以他也就不能超越原子论的，对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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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外在的和任意的规定；相反，怀疑论者采用一切规定，但却

是在一种假象的形式上采用的；因此，他的方法也是同样任意的，

而且到处都暴露出同样的缺陷。他的确沉浸于世界的全部财富之

中，但仍然是同样贫乏，而他本人就是他在事物中看到的那种软弱

无能的化身。伊壁鸠鲁从一开始就掏空世界，因此，他最后得到的

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定的东西，一个独立自在的虚空，一个完全无所

事事的神。）

［１８６］“无论谈到什么，他或者要说，原因是以所说的东西为根据的，所以

他引用和某物有关的东西，而回避和自然有关的东西，”

（对于假象，对于现象来说，和某物有关的东西正好就是和自

然有关的东西。）

“或者如果他从假设出发设想什么东西，他将遭到反驳。”（［《皮浪的基本

原理》第１卷］第３６页）

如果天象——看得见的天空——在古代哲学家看来是它们受

实体约束的象征和直观，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把星辰看作神，或者

至少把它们和最高主宰直接联系起来，——那么被描述的天空，在

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出的神的被禁锢的语言，就是基督教哲

学的战斗口号。对于古代人来说，自然的作用是前提，而对于近代

人来说，精神的作用是前提。只有当看得见的天空，生活的实体联

系，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吸引力都毁灭时，古代人的斗争才能结束，

因为自然应该被劈开以便求得精神自身的统一。希腊人用赫斐斯

塔司的艺术铁锤打碎自然，用以塑造雕像；罗马人把自己的宝剑直

指自然的心脏，人民不断死亡；而近代哲学打开这语言的禁锢，这

语言就消失在精神的神圣火焰之中；哲学象一个和精神斗争的精

神战士，而不象一个摆脱了自然吸引力的个别叛教者，它起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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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作用，使阻碍发现普遍东西的形式消融。

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

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２７

根据古·克西兰德版

  不言而喻，普卢塔克这篇论文很少可取之处。只须读一读那篇

反映他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拙劣吹嘘和荒谬解释的前言，就足以相

信他完全无能力进行哲学批判。

虽然他也同意梅特罗多罗斯的意见：

［ ，２］“他们［伊壁鸠鲁派］认为，幸福集中于腹部和肉体内一切其他渠

道，快乐沿着这些渠道渗透进来，但痛苦却不［能渗透］；他们［认为］一切卓越

的发明，一切智慧的创造，都来源于腹部提供的快乐和对快乐的向往。”（第

１０８７页）

但是这半点也不象伊壁鸠鲁的学说。甚至塞克斯都·恩披里

柯也看出，伊壁鸠鲁和昔勒尼学派的差别在于：他主张的“快乐”是

“精神的快乐”。

［ ，９—１０］“伊壁鸠鲁说，哲人在生病时经常嘲笑疾病带来的肉体痛苦。

在此情况下，对于那些爽快而轻松地忍受肉体折磨的人，快乐还有什么意义

呢？”（第１０８８页）

很清楚，普卢塔克不理解伊壁鸠鲁的连贯性。对于伊壁鸠鲁来

说，最大的快乐是没有痛苦，没有差别，也就是没有前提；在感觉时

不以任何别的身体为前提、不感觉到这种差别的身体是健康的，良

好的。这一论点在伊壁鸠鲁的无所作为的神的身上获得它的最高

形式，它本身象是一种长期疾病，因为由于长期性，这疾病就不再

２６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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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是一种状态，——可以说它是习惯的，特有的。在研究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时，我们已看到，他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实践生活中都力

求达到没有先决条件，力求消灭差别。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最大的

善是心灵的宁静，因为所说的精神是经验论的单一的精神。普卢塔

克是在瞎说，他评论起来象个学徒工。

我们顺便可以提一提哲人的规定，他同样是伊壁鸠鲁派、斯多

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对象。从这一概念的研究中即可看出，它最彻

底地表现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中，从这方面来看，古希腊罗马

哲学的没落也在伊壁鸠鲁那里获得充分的、客观化的表现。

在古代哲学中，哲人， σφ 的特点是具有两种规定，但是

它们具有同一根源。

在研究物质时，理论上显露出来的东西，实践上也显露在哲人

的规定中。希腊哲学从包括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在内的

七贤开始，而以在概念中表达哲人形象的初次尝试结束。这个哲学

的开头和结尾，同样还有它的中心或中间乃是一个哲人，即苏格拉

底。说这个哲学就围绕着这些实体性的个人转，这不是一个公开的

事实，正如说希腊政治上的没落是从亚历山大在巴比伦丧失他的

智慧时开始的不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一样。

因为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这实体最初作为一

种自由的实体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对这种实体的认识就表

现在独立的存在物中，即表现在个人中。他们一方面作为优秀人物

外在地和别的个人相对立，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是实体的内部生

活，所以这一认识对于他们周围的现实的条件来说是内在的。希腊

哲学家是造物主，他的世界和在实体东西的天然阳光下繁荣昌盛

的世界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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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哲人只是容器，只是皮蒂娅们；实体通过他们的口说出

一般的、简单的戒律；他们的语言——这还仅仅是借他们的口说话

的实体的语言；在他们身上展现出道德生活的基本威力，所以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创造者，立法者。

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是一种孤立现象，就跟他们用以认识宇

宙的那些自然原素的形式一样。毕达哥拉斯派在国家中为自己安

排了一种隐秘的生活；他们用以体现他们对实体的认识的形式，是

处于非伊奥尼亚派所固有的完全自觉的孤立（伊奥尼亚派的孤立

——这不如说是基本存在的一种没有反思的，朴素的孤立）与确

信道德现实之间的中间状态。他们的生活形式本身就是实体的，政

治的，但是仅仅是抽象的，它的广延性和自然基础缩减到最低限

度，正如他们的本原，即数，处于色彩鲜明的感性和观念的东西

之间一样。埃利亚派最先发现实体的观念形式，但是他们用抽象

的，强化的方式把实体的内在内容看作完全是一种隐秘的东西；他

们是满腔热情预报朝霞的人，他们沐浴着纯朴之光，忿忿地离开

人民和古代的神。可是在阿那克萨哥拉那里，人民自己又返回到

古代的神，而反对单独的哲人，把他和自己隔绝开来，把他看成

是独立的。在近代，人们斥责阿那克萨哥拉的二元论（参看例如

李特尔《古代哲学史》第１部分）３２。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

１卷中说，阿那克萨哥拉象使用机器那样使用智慧，并且只在他不

能作出自然的解释时才使用它。但是这种明显的二元论，一方面

正是在阿那克萨哥拉时代已经开始使国家内心分裂的二元论的本

原；另一方面应该更深入地去理解它。智慧在没有自然规定性的

地方是发生作用的，是被采用的。它本身就是自然东西的非存在，

即观念性。后来这种观念性的主动性仅仅表现在哲学家失去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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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的地方，也就是说智慧是哲学家自己的智慧，它出现在哲学

家已无法体现自己的活动的地方。所以主观的智慧原来是东游西

访的经院哲学家①的本质，而作为实在规定性的观念性，它所具有

的强大力量，一方面表现在诡辩哲学家身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苏

格拉底身上。

如果早期希腊哲人是实体的真正精神，是对实体的具体化的

认识；如果他们的格言也具有和实体本身一样独特的强度；如果随

着实体越来越观念化，这一运动的承担者在观念生活的个人现实

性中维护观念生活，而不受显现着的实体即现实的人民生活的现

实性的影响，——那么观念性仍然还只出现于实体形式中。活生生

的力量尚未涉及到。这个时期最理想的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派和埃

利亚派颂扬国家生活是现实的理性，他们的原则是客观的，是一种

超越他们本身的力量，他们以神秘的口吻，富于诗意的激情郑重宣

布这种力量，即以这样一种形式宣布，通过这种形式自然的能上升

到观念性，它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加工改造，并且完整的东西保存

着自然的东西的规定性。观念实体的这种具体化正发生在宣扬实

体的哲学家身上；不仅实体的表现形式是可塑的诗歌式的，而且它

的现实性也表现于这个个人中，而这个个人的现实性是实体自己

的表现。哲学家本身是活生生的形象，是活生生的艺术作品，并且

人民看到，他们是如何带有可塑的庄严性从人民之中产生；如同在

初期的哲人那儿一样，在他们的活动形成普遍的东西的地方，他们

的格言实际上是被承认的实体，——即法律。

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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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

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只要希腊精神本身的明显威力还在由皮

蒂娅的三脚祭坛来宣告，德尔斐的阿波罗的神谕对于人民就是一

种隐藏在朦朦胧胧、神秘不解的力量之中的神的真理；只要这些神

谕还是人民自己的具有语言形式的理论，人民就从理论上来对待

它们。只要这些神谕还没有人民性，它们就是人民的。这些哲人也

是这样。但是从诡辩学派和苏格拉底起，潜在地也从阿那克萨哥拉

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观念性本身通过自己的直接形式即主观精

神而成了哲学的原则。如果在早期的希腊哲人身上实体的观念形

式，它的同一性，对于由各种不同民族个性所织成的、掩盖了实体

的明显的现实性的五颜六色的服装来说，已显示出来了；如果这些

哲人因此一方面只在最片面、最一般的本体论规定中表现绝对的

东西，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实体在现实中的

显露；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一方面对“众人”表现出独特性，用语言

体现实体精神的秘密，另一方面，好象广场上那些带着一副他们特

有的怡然自得、自我深化的神态的诸神塑像一样，他们同时又是人

民的真正装饰品，并且单个地回到人民那里，——那么相反地，现

在观念性本身，即纯粹的、成为独立自在的抽象，已使自己和实体

对立起来；主观性冒充为哲学的原则。因为这个主观性不是人民

的，它和人民生活的实体力量相对立，如果说它又是人民的，那是

说在表面上它和现实性是对立的，实际上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且

它的存在就是运动。诡辩学派就是这一发展的活动容器。他们中

间最隐秘的，除净了现象的直接杂质的人物是苏格拉底，德尔斐的

预言家称他为“最明智者”。

由于和实体相对立的是它自己的观念性，所以实体分解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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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偶然的有限的存在和成规。这些存在和成规的合理性，统一性，

同实体的同一性，转化为主观精神。因此，这种主观精神本身就是

实体的保存者，但是这个观念性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所以它在头脑

中客观地表现为应有，主观地表现为意向。这种揭示自己内部的观

念性的主观精神的表现是概念的判断，对于这种判断来说，个别事

物的标准是自身中被规定的东西，目的，善。但是这种判断在这里

还只是现实的应有。现实的这种应有同样也是认识了这个观念性

的主体的应有，因为主体本身处于这个现实的内部，而在主体之外

的现实就是主体的现实。所以这个主体的地位就同主体的命运一

样是被规定了的。

首先，实体的这一观念性转化为主观精神，脱离实体本身而独

立这一事实，是一个飞跃，是一种脱离实体生活的独立，即植根于

这种实体生活本身的独立。所以对于主体本身来说，它的这一规定

是一种既成事实，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承担者就是主体，

即苏格拉底的灵异。在灵异中直接显示出，对于希腊生活来说，哲

学只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同时又只是某种外在的东西。通过灵异的

规定，主体被规定为经验的单一的主体，因为主体在生活的这一体

系中是自然地脱离实体生活，因而也就是脱离受自然制约的生活

的。因为灵异也表现为一种自然的规定。诡辩学派本身就是还不

能把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区别开来的灵异。苏格拉底意识到，他是灵

异的体现者。苏格拉底是实体的模型，借助这个模型实体本身就消

失在主体中。所以他和以前的哲学家一样是实体的个人，只不过是

采取主观性的形式；他并不与世隔绝，他不是神的形象，而是人的

形象的体现者；苏格拉底不是神秘的人，而是明朗和光辉的人，不

是先知，而是一个好交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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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规定是：这个主体说出关于应有，关于目的的判断。实

体丧失了它的观念性，把它变为主观精神，这样一来，主观精神本

身成了实体的规定本身，成了实体的谓语；同时实体本身对于主观

精神来说降为独立存在物的直接的、没有得到证实的、仅仅是独立

存在物的现存组合。所以，谓语的规定在关系到某个存在的东西

时，它本身就是直接的，又因为这个存在的东西是生气勃勃的人民

精神，那么谓语的规定就是个别人物的实际规定，就是教养和训

诫。实体性的应有是表现它的主观精神的真正规定；所以世界的目

的是主观精神自己的目的，传授这一目的是它的使命。所以它无论

在自己的生活中或学说中都体现了目的，善。它是进入了实际运动

的哲人。

最后，由于这个个人说出关于世界的概念的判断，因此，在

他身上就显出内部的不协调，而他也被判为罪人。因为一方面他

本身来源于实体的东西，他存在的权利仅仅建立在他的国家权利、

他的宗教权利之上，一句话，建立在一切实体条件之上，这些条

件在他身上表现为他的本质。另一方面他本身包含着目的，这目

的对该实体性来说就是法官。所以他自己的实体性在他自身中受

到审判，因而，他的灭亡正因为他的诞生地是实体精神，而不是

那种能经受和克服一切矛盾、没有被迫承认任何自然条件本身的

自由精神。

苏格拉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他身上反映了希腊哲学对希

腊精神的关系，因此也反映了希腊哲学的内在限度。不久前人们把

黑格尔哲学对生活的关系同他进行比较，并以此证明斥责黑格尔

哲学是正确的，不言而喻，这是何等荒谬。希腊哲学特有的弊病在

于它只和实体精神相联系；在我们时代两个方面都是精神，并且它

８６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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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方面都要求把它们看作精神。

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

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他把单独的个人从实体性

的规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规定；如果撇开这种实践活动，那么他的哲

学内容就仅仅是善的抽象规定。他的哲学就是，他促使实体上存在

着的表象、差别等转化为自身的规定；但是自身规定的唯一内容就

是成为这种分解的反思的容器。因此，他的哲学实质上是他自己的

智慧，对于世界来说他自己的仁慈是他关于善的学说的独特实现，

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说法中表现出的主观性完全不同的主观

性。对于康德来说，作为经验主体的他自己对这个绝对命令的态度

是无关紧要的。

柏拉图认为，运动是一种观念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是世界的

形象和导师一样，柏拉图的理念、他的哲学抽象也是世界的原型。

在柏拉图那里，善、目的的这一抽象规定转化为囊括世界的、

全面展开的哲学。作为哲学家的自身规定和真实愿望的目的是思

维；这个善的实在规定就是内在思想。哲学家的真实愿望，在他身

上作用着的观念性是现实世界的真正应有。柏拉图用下述观点表

达他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理念的独立王国翱翔于现实之上（这个彼

岸的领域是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并模糊地反映于现实中。如果苏

格拉底仅仅发现从实体转化为主体的观念性的名称，而且本身还

自觉地成为这种运动，那么，现实性的实体世界实际上现在是以观

念化的形式进入柏拉图的意识，但这样一来这个观念世界本身就

跟那个与其相对立的真实的实体世界一样简单地分解于自身之

中。关于这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极为中肯的见解：

“实际上观念和事物差不多一样多，或不少于它们，人们在研究了事物的

９６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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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后就从事物进入观念。”（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９章）

因此，世界的规定性和分解，在这位哲学家看来，好象是某种

彼岸的东西，运动被排除出这个世界。

“然而即使在观念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引起运动的东西，那么，与观

念有关的事物仍然不会产生。”（同上）

因而哲学家本身，——即作为哲人，而不作为一般现实精神的

运动，——就是和他相对立的实体世界的彼岸真理。柏拉图最形象

地表达了这点，他说，或者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者国王应当成

为哲学家，以便国家能完成它的使命。他依靠和一位暴君的关系，

曾亲自做过这种尝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知识界是作为特殊的

和最高的阶层而存在的。①

我再列举亚里士多德的两个论点，因为它们对柏拉图意识的

形式作出最重要的说明，并与我们研究他对哲人的态度方面相联

系。

亚里士多德谈到柏拉图：

“在《斐多》篇中说到一种看法：观念是事物存在和产生的原因；然而即使

在观念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引起运动的东西，那么，与观念有关的事物仍

然不会产生。”（亚里士多德，同上）

柏拉图不仅力图把存在的东西列入观念性的领域，而且力图

把存在的领域也归入其中：这个观念性是进行哲学思维的意识中

的一个封闭的、特殊的王国，——因此其中没有运动。

在进行哲学思维的意识中，这一矛盾本身必需为意识而具体

化，进行哲学思维的意识必需从自身中排除这一矛盾。

０７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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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观念不仅是可感受的事物的原型，而且也是观念本身的原型，例

如，类是种的原型；因此，同一事物既是原型又是复制品。”（亚里士多德，同

上）

关于古代伊奥尼亚哲学家，卢克莱修说：

“……他们充满灵感地发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从他们心中的圣坛作出的神圣和有根据的答复

远胜过皮蒂娅从阿波罗的桂冠和三脚祭坛向我们宣告的神谕。”

（［《物性论》］第１卷第７３６—７３９行）

对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规定来说，重要的是：

１ 物质的永恒性，与此有关的是：时间被看作诸偶性中的一

种偶性，被看作只是化合物及其中所发生的偶然事件所特有的某

种东西，因此，时间被认为是某种存在于物质基原之外，即原子本

身之外的东西。其次，与此有关的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实体所具有

的仅仅是外在的反射，实体本身意味着没有先决条件，意味着任意

和偶然性。相反，时间是自然即有限东西的命运。与自身的否定的

统一，它的内在必然性。

２ 虚空，否定不是物质本身内的否定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没

有物质的地方。所以就这方面而言，它本身也是永恒的。

在希腊哲学意识的作坊里，最终从抽象的朦胧昏暗中和它黑

沉沉的帷幕的覆盖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充满生命力在世界

舞台上行进着的希腊哲学所固有的那个形象；正是那个形象，他甚

至在熊熊燃烧的壁炉中看见了神，正是那个形象，他饮尽一杯毒

酒，并且象亚里士多德的神一样享受着最高的幸福——理论。

１７笔 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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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壁 鸠 鲁 哲 学

笔 记 三
普卢塔克。１《论信从伊壁鸠鲁

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２７

２《科洛特》［《反对科洛特》］

［ ］普卢塔克：（１）《论信从伊壁鸠鲁

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

  ［ ，１０—１１］“伊壁鸠鲁把终止任何痛苦，作为它们（即快乐）的共同目

的，仿佛天性使快乐的东西一直增加到痛苦消除为止，但不能超越这个界限

（不过即使不能做到使痛苦完全不存在，［快乐］终究容许某些无足轻重的微

小差异）。我们追求这一目的时所循的道路，作为快乐的尺度，是短而且窄的。

由于他们［伊壁鸠鲁派］感到了自己论点的软弱，因而把最高的善从肉体移到

精神，象从不结果实的地里移走一样。”（第１０８８页）

［ ，１］“难道你不以为，这些人［伊壁鸠鲁派］从肉体——他们在肉体上

看到［快乐］的发端——开始，向作为更坚固的［本原］灵魂转变并在其中使一

切臻于完善，是做得对的吗？”

对此的回答是：这种转变是正确的，但是——

［ ，３］“当你听到他们论证和叫嚷说，只有具备了肉体快乐或者将要有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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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快乐时，灵魂才能得到快乐和平静，——在他们看来肉体快乐乃是灵魂

的最高幸福，——你不觉得他们是在把灵魂当作肉体的［一种］漏斗来使用，

用它［漏斗］将快乐从肉体倒出来，就象把酒从无用的破容器倒进［新容器］一

样，并让它在那里陈化，以为它会变得更好更珍贵一些吗？”（第１０８８页）

这里普卢塔克也同样暴露出他不理解伊壁鸠鲁的一贯性。他

指出在伊壁鸠鲁那里没有“从肉体的快乐到精神的快乐”的特殊过

渡，指出这一点一般说来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进一步确定，伊壁鸠

鲁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 ，４］“［至于说到感性的快乐，那么］感受到这种快乐的灵魂仅仅保留

着对它们的记忆，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对快乐的］记忆［本身］也只

是微弱的［回光返照］。”（第１０８８页）

［ ，５］“注意，昔勒尼派更是何等谦虚，虽然他们和伊壁鸠鲁同饮一樽

酒；他们认为，不应在光天化日之下享受爱的快乐，但容许［它们只］在黑暗中

进行，以便思想在把眼前发生的情景接收进去时，不至于［太］经常地燃起情

欲。”

［ ，６］“他们［伊壁鸠鲁派］则认为，哲人与众不同之处最主要的是，他心

里清楚地记得和保留着快乐、痛苦和激动的征状，因而不能说，他们在允许哲

人在心里保存着快乐的沉渣，象人们在家里保存死者的遗骸一样时，没有说

出什么与哲理相称的东西来。”（第１０８９页）

［ ，９］“灵魂对于回忆的那种狂热的眷恋……显示出对眼前体验到的和

尚在期望中的快乐的种种表现，具有惊人的和强烈的渴望。”（第１０８９页）

［ ，１０］“我觉得，他们［伊壁鸠鲁派］由此发现［他们的原则所导致的］结

论是荒谬的之后，便指望痛苦的不存在和肉体的健康状况…… 因为，他们

说，肉体的健康状况和保持这种状况的坚定希望，会使那些能够了解这一点

的人得到最大的最持久的愉快。”

［ ，１］“首先你要注意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毫无阻碍地倒过来倒过去，

一会儿把快乐，一会儿把无痛苦或良好的自我感觉从肉体倒进灵魂，然后又

从灵魂倒回肉体…… 由于必然性他们不得不又回到起点：‘他们把肉体的

快乐，伊壁鸠鲁说，变成灵魂快乐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对快乐的期望结束

３７笔 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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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快乐’。”（第１０８９页）

这个意见对伊壁鸠鲁的快乐辩证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普

卢塔克对它也作了错误的批评。在伊壁鸠鲁看来，哲人本身就处

在那种不稳定的状态，即“快乐”的规定之中。只有上帝才是

“幸福”，才是那独立自在的虚无的纯粹平静，才完全没有任何规

定性，——因此与哲人不同，上帝不是居住在世界之内，而是在

世界之外。

［ ，５］“因为常有这种情况：肉体的健康状态在哲人内心里没有同对肉

体的坚定和牢固的信赖结合起来。”（第１０９０页）

普卢塔克反驳伊壁鸠鲁说，由于痛苦的可能性，在现在具备

健康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自由。但是，第一，伊壁鸠鲁所说的

精神根本不关心那样的可能性：因为绝对的相对性、关系的偶然

性本身只是一种无关系性，这样，伊壁鸠鲁说的哲人便把自身的

状况当作是无关系的，所以这一状况对他来说是可靠的。要知道

在伊壁鸠鲁派看来，时间仅仅是诸偶性之偶性，——它的影子怎

能冲破心灵的宁静的坚不可摧的方阵呢？如果他假定肉体——个

人精神最直接的前提——是健康的，那么这样一来，在精神前面

就展现出它的无关系性，它的先天本性，即肉体是健康的，对外

界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在痛苦时他的这一本性对他来说只表现为

特殊状况的幻想和期望，——在这些特殊状况中表现了他的精神

的上述特有状况，——那么这仅仅意味着个人本身用个人的方法

去观察他的观念的主观性；这是完全正确的意见。从伊壁鸠鲁的

观点来看，普卢塔克的反对意见只是说在健康的肉体里不存在精

神的自由，因为精神的自由恰好已存在了；须知把可能性移到外

界去之所以是多余的，正是因为现实性仅仅被规定为可能性，规

４７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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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偶然性。而从总的方面来看问题，就会发现，假如良好的状

况真的被偶然的个别情况弄得黯然失色，那么这恰好等于摒弃普

遍性的东西；这就等于在自由的太空想着各种混合物、有毒植物

发出的瘴气，想着各种小动物的吸气；这就会得出人因为会死，所

以干脆不要活着之类的结论，就会使自己不能享受普遍性的东西

并且陷进个别情况。这样的思想家关心的只是毫不足道的细微末

节，他谨慎到什么也看不见的程度。最后，如果普卢塔克说必须

关心保护肉体健康，那么，对这一毫不新奇的东西伊壁鸠鲁也在

关心着，而且更为深切，因为感觉到普遍状况是真实的人，必定

最关心对它的保护。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理智。他以为他有权把他

的最荒谬的无稽之谈和鄙俗之言冒充为未知领域，来和哲学家相

抗衡。他以为，如果他把鸡蛋竖立起来，他便成为哥伦布了。撇

开伊壁鸠鲁的体系不说（因为这个体系是他的权利，至高的权

利），他认为哲人把疾病看作不存在，而假象消失了，在这一点上

一般说来伊壁鸠鲁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如果他病了，那么在他

看来这是一种不会持久的消失状态；如果他身体健康，处在他的

本质状态之中，那么对他来说就不存在假象，他就有更多的事要

做，而不是去想这种假象可能存在。如果他病了，他不相信病；如

果他身体健康，他便认为，这正是他应有的状态，也就是说，他

象健康的人一样行动。同这个坚定的、健康的个人相比，一个叫

普卢塔克的人显得多么可怜啊，这个人回想起埃斯库罗斯，欧里

庇得斯甚至希波克拉底医生，无非是为了别享受健康的快乐！

健康，作为与自身同一的状态，自然而然被遗忘，在健康的状

态中无需照顾身体；这种差别只有在患病时才开始。

要知道伊壁鸠鲁绝没有想要永恒的生命——所以下一瞬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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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暗藏着不幸这件事，就更不会使他感到不安了。

普卢塔克下述反驳也是同样不正确的：

［ ，１］“因为，他们说，不公正和违法的人活得并不幸福，并且经常担惊

受怕，因为，他们即使能隐瞒［自己的罪行］，但终究不能坚信这些罪行不会被

揭露。因此经常压在他们心头的对于未来的恐惧既不让他们快乐，也不让他

们安于现状。”

［ ，２］“他们［伊壁鸠鲁派］没有发觉，他们所说的也正好与他们自己有

关。因为身体往往能够处于朝气蓬勃和健康的状态，但又不能确信能够保持

这种状态；于是就不得不经常为将来的身体状况焦虑和担忧。”（第１０９０页）

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正好与普卢塔克的假定相反。只有当某一

个人违反了法律和共同习惯，这些东西方成为他的先决条件；他才

和它们发生差异，只有那毫无保障的“信念”才是使他摆脱这种差

异的救星。

一般说来颇有意思的是，伊壁鸠鲁在各个领域里都排除那种

招致先决条件本身显露出来的状态，并且赞扬那种内部仍然隐藏

着先决条件的状态是正常的。总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单单谈

论“肉体的东西”的问题。在进行惩罚的公正性中所显露出来的正

是内在的联系，无声的必然性，于是伊壁鸠鲁既把它的范畴从逻辑

学中排除出去，也把它表面上的现实性从哲人的生活中排除出去。

相反，一个公正的人遇到的偶然性则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这种偶然

性并没有使他失去他的无关系性。

由此可见，普卢塔克的下述反驳是多么缺乏根据：

［ ，３］“你没有做任何坏事这种情况，［在伊壁鸠鲁看来］对保持宁静的

精神状态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可怕的不是你将公正地受到惩罚，可怕的是

一般说来你可能会遭到惩罚。”（第１０９０页）

普卢塔克认为，伊壁鸠鲁就该按照自己的基本论点来论述。他

６７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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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伊壁鸠鲁也许会不以那些他强加给他的基本论点为出

发点。

［ ，４］“肉体的本性——它自身内包含着发病的因素，并象开玩笑的俗

话所说的‘从牛身上［取］皮带’一样，把痛苦从肉体里取出，——这种肉体的

本性是足以使好人和坏人的生活同样变得靠不住和可怖的原因，［这种情形

是有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快乐和信心只建立在肉体和对肉体的希望

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别的东西上面，正如伊壁鸠鲁在许多别的书里，特别是在

那本论述最高的善的书里所写的那样。”（第１０９０—１０９１页）

［ ，１］“如果仅仅按照他们［伊壁鸠鲁派］的意见，快乐和善就在于避开

恶。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除了清除掉恶的地方，就再也想不出任何别的会

有善的地方，而且在自然界也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第１０９１页）

［ ，２］“伊壁鸠鲁本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断言‘善的本质在于避开恶’，

也在于对这个情况的回忆和思考以及对发生过的事情所感到的快乐。因为，

他接着说，那产生出无可比拟的快乐的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大恶业已避免。只

要正确理解并坚持这一点，而不是长篇大论地空谈善的话，这也就是善的本

质。”（第１０９１页）

“呸！”——普卢塔克在这里大声啐道。

［ ，４］“所以他们既不亚于猪，也不比羊差……可是对生来就比较机灵

和优美的动物来说，避开恶并不是最高的目的……它们避开恶以后，便寻求

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把一切使它们痛苦和违反［它们本性］的东西当作

妨碍它们追求更为习惯和更加美好的东西的障碍而予以排除。”（第１０９１页）

（［ ，１］“必需的东西并非就是善①，但是在避开恶的彼岸就是应该追求和必

须选择的东西。”）②

普卢塔克断言，动物除了避开恶的需要外，还竭力追求在避开

恶的彼岸的善；他把这当作莫测高深的道理。动物的特点恰恰是：

７７笔 记 三

①

② 括号里的这句话在马克思的手稿上引的是拉丁文译文。——编者注

关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形而上学》中证明：自由

人受必然性支配的程度比奴隶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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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追求在它身外的善。在伊壁鸠鲁看来，对人来说在他身外没有

任何善；他对世界所具有的唯一的善，就是旨在做一个不受世界制

约的自由人的消极运动。

在伊壁鸠鲁那里，这一切被单独地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根据

他的哲学原则得出来的，而这一哲学又是他根据该哲学的一切结

论来表述的；普卢塔克的含糊不清的、毫无意义的说法并不能推翻

这些论断。

［ ，３］“因为，尽管身上长满疥疮或者眼睛化脓很讨厌，但在身上搔一阵

痒或者把眼睛擦干净却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同样，如果痛苦、对神的恐惧和对

地狱的景象感到惶恐不安就是恶的话，那么摆脱上述恐惧也很难算是一件幸

福和值得惊讶的事。”（第１０９１页）

［ ，４］“但是他们为快乐规定的活动范围过于狭小……因为快乐仅仅在

于克服关于上述恐惧的荒谬观念，并把看来动物都能理解的东西当作智慧的

顶峰。”

［ ，５］“因为，如果说在肉体没有痛苦的情况下，痛苦到底是由于肉体本

身的活动或因自然而得到这种解脱并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对精神的宁

静来说，它［精神］的这种状态究竟应归功于自身还是归功于自然，也就毫无

差别了。”

［ ，６］“……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出，他们［伊壁鸠鲁派］并没有什么比动

物更优越之处，因为动物也不会为有关地狱和神的谈论而感到不安，同样也

不会感到没完没了的悲伤和痛苦。”（第１０９１—１０９２页）

［ ，７］“确实，伊壁鸠鲁自己说过，如果对天象的忧虑和关于死亡与痛苦

的想法一点也不曾使我们感到不安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自然科学了。”（第

１０９２页）

［ ，８］“因为他们［伊壁鸠鲁派］关于神的学说的宗旨在于克服对神的恐

惧，从而摆脱不安的心理，所以我认为，那些根本没有想到神的人，比那些学

会想到一种无害的神的人，更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动物］虽然没有

从迷信中被解救出来，但是它们压根儿就不曾迷信过；它们虽然不能抛弃引

起不安的关于神的想法，但是它们从来就不曾有过这种想法。”

８７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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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涉及地狱的东西，也应该这样说。”（第１０９２页）

［ ，９—１０］“那些对死亡根本没有观念的人，比起那些自觉地得出死亡

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结论的人来，更不会对死后将出现什么情况产生疑虑和恐

惧。对于后者，死亡至少在他们谈到和想到的范围内同他们有关；可是动物则

根本不会想到与它们无关的东西，如果说它们也躲避袭击并且对可能受伤或

被打死感到恐惧，那么它们在死亡当中所害怕的正是他们［伊壁鸠鲁派］也感

到可怕的东西。”（第１０９２页）

关于伊壁鸠鲁派主张避开数学，见普卢塔克，同上书，第１０９４

页。

［ ，１］“他们认为有个叫阿佩莱斯的人值得赞扬和崇敬，因为他，正如

他们所写的那样，一开始就与数学格格不入，使自己保持纯洁［无瑕］。”

对历史等也是一样。参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普卢塔克认

为梅特罗多罗斯犯了大罪，因为后者写道：

［ ，２］“因此，他［梅特罗多罗斯］说，不要为你不知道赫克脱站在

哪一方打仗，或者不知道荷马史诗开头的诗句或中间的诗句而难为情。”（同

上书）

［ ，１］“伊壁鸠鲁说，哲人一方面爱看演出，他在观看狄奥尼斯节的音

乐和戏剧演出时得到的快乐并不比任何人少，但另一方面，甚至在席间谈话

中他也闭口不谈音乐问题和批评家们的语文研究。”（第１０９５页）

［ ，４］“可是，他们自己说，行善比受惠更愉快。”（第１０９７页）

“他们自己”——这是指那些沉溺于伊壁鸠鲁学说的人。

［ ，５］“其次，伊壁鸠鲁承认，有些东西（即快乐）是由于荣誉而产生

的。”（第１０９９页）

比普卢塔克上述肤浅的道德上的责难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伊

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这一论战本身，而是因

为这里可以看出，总的说来持伊壁鸠鲁观点的普通意识如何单单

９７笔 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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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作出公开的哲学结论的。同时应当时刻注意，除了精神的自由

和精神的独立之外，无论是“快乐”，无论是感觉的可靠性，无论什

么东西，伊壁鸠鲁一概都不感兴趣。

那么，我们来看看普卢塔克的某些意见吧。

［ ，３］“至于快乐，他（即伊壁鸠鲁）已经说过，伊壁鸠鲁派的学说，在

它顺利地和成功地实行时，会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是并不会给人以快乐和神

的恩惠，而是使我们和神处于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从神那里既

不会得到恐惧，也不会得到快乐〈也就是说，神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就象我

们从赫尔干尼亚海的鱼３３那里，既得不到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什么害处一

样。”

［ ，４］“如果要对说过的东西作某些补充的话，那么，我觉得这可以从

他们自己那里去借用。首先他们反对那些认为不能因亲近的人死去而悲伤、

流泪和呻吟的人，并且说，对悲伤无动于衷乃至达到麻木不仁的程度，是起因

于另一种更大的恶，即残忍、不可遏制的虚荣或暴怒。因此，最好做一个多愁

善感的人，做一个会悲伤的人，最好不要因为流泪而感到难为情，甚至最好是

号啕痛哭，对举凡能给人造成心软和友好印象的感情的其他种种表现，都不

要节制。”

［ ，５］“这一点伊壁鸠鲁在他的书中多次说到。”（第１１０１页）

普卢塔克全然不理解伊壁鸠鲁关于惧怕神的论断的含义；他

不理解，哲学意识多么希望摆脱这种恐惧。普通人是不理解这一点

的。因此，普卢塔克举出庸俗的经验主义的例子，来证明这一信仰

对群众来说并不很可怕。

同伊壁鸠鲁相反，普卢塔克首先考察“群众”对神的信仰，并且

说，群众的这种意向无疑一方面表现在恐惧中。也就是说，感觉上

的恐惧，是普卢塔克能够理解自由精神对那个人的、全能的、把自

由吸收进体内，因而排外的存在物感到害怕的唯一形式。其次他认

为：

［ ，３］“因为那些害怕他［神］的人，把他当作对好人厚道对坏人严

０８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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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主宰，这些人由于有这种恐惧心理便避免去做不公正的事，也不需要许

多拯救者；他们的恶意逐渐受到抑制，因此他们感受的精神痛苦，比那些染上

恶习和胆大［妄为］而后感到害怕悔恨的人要少。”（第１１０１页）

于是，这种感性的恐惧就预先防止他们作恶，似乎这种内在的

恐惧本身并不是恶。经验的恶的实质究竟何在？就在于个人囿于

他的经验的本性而违背自己永恒的本性，但是，当他抛弃自己永恒

的本性，把它视为存在于孤立状态之中、存在于经验之中，因而也

就是把它当作自身以外的经验的神时，他所做的难道不是同一回

事吗？或者应当把重要的意义赋予关系的形式？这样一来，神就罚

恶赏善，而且在这里恶是对经验的个人来说的恶，善是对经验的个

人来说的善。既然个人也关心：对他来说什么是善和恶，那么除此

而外这种恐惧和这种希望究竟从何产生呢？在这一方面，神不是什

么别的东西，而是集经验恶行的一切后果之大成的共同体。于是，

经验的个人由于害怕因恶行而得到的好处会引起更大的恶并使他

失掉更大的好处，便不去作恶；因此，他这样做不就是为了使他的

安宁的连续性不致由于有失去这种安宁的内在可能性而遭到破坏

吗？

伊壁鸠鲁不正是直截了当地教导同样的东西吗：勿行不义，免

得经常担心受到惩罚。这种个人同不动心的内在关系被当成同存

在于他之外的神的关系；但是，这个神的内容原来不是别的，而正

是那不动心，即这里所说的安宁的连续性。对未来感到恐惧这种缺

乏信心的状态，在这里被置入神的遥远的意识中去，它被看作已经

预先存在于这一意识中的状态，但这种状态仅仅被当作一种威胁，

因而正是被看成它在个人意识中存在的那个样子。

（２）普卢塔克说，这种信仰神的意向也能使人得到“快乐”。

１８笔 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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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相反，只要它（即灵魂）想象到和思考到神的降临时，它就会

轻而易举地驱散各种悲伤、恐惧和忧虑并沉醉于欢乐之中，直到狂喜、戏谑和

欢笑，在爱里面……”（第１１０１页）

然后他说，老人、女人、商人、国王在盛大的宗教节日里都沉醉

在欢乐之中。

［ ，８］“不，在节日里使人兴高采烈的不是丰盛的酒，也不是烤肉，

而是对神的惠予降临并将满意地接受［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而做的这一切

所怀有的虔诚愿望和信念。”（第１１０２页）

应该更确切地弄清楚，普卢塔克是如何描述这种喜悦，这种

“快乐”的。

首先，他说，神一降临，灵魂的悲伤、恐惧和忧虑便一扫而光。

于是神的降临便被规定为灵魂摆脱恐惧、悲伤、忧虑而获得自由。

这种自由表现在抑止不住的欢喜中，因为这种欢喜乃是个人灵魂

关于它这种状况的有力证明。

其次，在这种快乐中个人地位的偶然差别消失了。于是，在

这个节日里个人便脱离他的其他规定，个人被规定为一个个

人，——而这一规定是本质性的。最后，这不是个别的快乐，而

是一种信念：神并非什么孤立的东西，他具有乐个人之所乐、从

高空善意地注视着个人的快乐的本性，因而他自己也就进入了享

受快乐的个人的规定。总之，在这里被奉为神明并备受赞扬的东

西，正是摆脱其日常束缚而被神化了的个体性，即伊壁鸠鲁的

“哲人”及其“心灵的宁静”。崇拜的对象不是作为一个神来看待

的神之降临，而是作为个人的快乐之神的降临。这个神没有任何

别的规定。因为个人的这种自由在这里借以表现的真正形式就是

快乐，而且是个人的、感性的快乐，是不受干扰的快乐。于是，这

２８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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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灵的宁静”就象一种共同的意识在人们头上飞翔；但是正

如在伊壁鸠鲁那里一样，它的表现原来就是感性的快乐，所不同

的只有下面一点：在这里表现为真实的个别状态的东西，在伊壁

鸠鲁那里则成为包罗万象的生活意识，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个

别的表现看起来更无足轻重，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从自己的灵魂

即“心灵的宁静”那里得到生气的，而在普卢塔克那里这种成分

则更多地为个别性所掩没，而且这两者是直接地混在一起的，因

而也是直接地分开的。普卢塔克在和伊壁鸠鲁论战时所坚持的神

性的东西的差别，就是这么可悲。还有一个意见：如果普卢塔克

说国王从他们的公共宴会和免费发肉所得到的快乐不如从祭餐得

到的快乐多，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在那里快乐被看作是一种人的、偶

然的东西，而在这里则被看作是神的东西，意味着个人的快乐被

看作神的东西，而这恰好是伊壁鸠鲁的观点。

普卢塔克把“最好的人和最爱神的人”的态度，同“坏人”和“众

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神的态度区别开来。

我们来看看，他这样做使他在与伊壁鸠鲁的论战中赢得了什

么。

普卢塔克说：

［ ， １—３］“那些对神怀有纯洁观念的人感到多么大的喜悦，他们

把神当作一切善的主宰，当作一切美好事物之父，神既不做坏事，也不会受痛

苦的折磨。因为神是善良的，而善良者既没有忌妒，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没

有仇恨。因为，正象热不会使人发冷而会使人温暖一样，善良者也不会害人。

就本质而论，愤怒离仁慈最远，凶恶离敦厚最远，恶意和敌意离博爱和友善最

远。一个是英勇和力量的结果，一个则是软弱和邪恶的结果。因此神不会集愤

怒与仁慈于一身，而由于神的本性在于仁慈和助人，所以愤怒和害人与它的

本性是不相容的。”（第１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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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一切善的主宰”和“一切美好事物之父”这一论断的哲学

涵义在于：这不是神的谓语，但善的观念就是神性的东西本身。然

而从普卢塔克的规定中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善被理解为与

恶完全相反的东西，因为前者是美德和强大的表示，后者是软弱、

贫乏和堕落的表示。这样一来，判断、差别就从神身上消除了，而这

正是伊壁鸠鲁的主要论点之一；因此，当伊壁鸠鲁在人的身上，在

他的直接的同一性中，在感性中发现了这种无差别性——无论是

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而在神的身上发现了象虚空一样的纯粹

的“宁静”时，他是始终一贯的。通过消除判断而被规定为善的神就

是虚空，因为任何规定性都包含着这样一个方面，它把规定性与别

的东西隔开并将其封闭在自身里，因而也就在对立中和矛盾中显

露出自己的“恼怒”、自己的“仇恨”、自己“惧怕”放弃自己。于是，在

普卢塔克那里就出现了——但只作为形象，作为表象出现——伊

壁鸠鲁作出的那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伊壁鸠鲁用概念来表达的，并

且去掉了人的形象。

因此这样的问题听起来就显得很虚伪：

［ ，５］“或者，你们也许认为对否认天意的人还应当采取一种特殊

的惩罚，而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这种快乐和喜悦就够受的吧？”

（第１１０２—１１０３页）

相反，可以断言，谁如果把神性的东西当作自在的纯粹幸福、

没有任何不能用概念表明的类人关系来直观，他就能比以相反的

方式行事的人从这一直观中得到更大的快乐。幸福就在于想象一

种纯粹的幸福，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抽象，——就象我们在印度和尚

那里看到的一样。此外，普卢塔克取消了“天意”，因为他把恶、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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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神对立起来。他以后的论述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和含混的；此外，

他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个人，而不是神。因此，伊

壁鸠鲁说神并不关心个人，他是相当诚实的。

总之，普卢塔克思想的内在辩证法迫使他不是去谈论神性的

东西，而是去谈论个人的灵魂，并且一切都归结为“关于灵魂的论

述”。关于伊壁鸠鲁，有这么一段话：

［ ，６］“所以它（即灵魂）在掌握了下面这一绝顶聪明的神的说教之

后，便充满了快乐。这个说教认为：对灵魂来说，死亡、毁灭和化为乌有就是痛

苦的终结。”（第１１０３页）

但是普卢塔克的动人言词不应使我们产生误解。我们会看到，

他否定自己的每一个规定。单是“痛苦的终结”，以及作为对立面的

“死亡”、“毁灭”和“化为乌有”这种人为的狡计就已经表明重心何

在，表明一边是多么地轻，另一边则重达三倍。

考察仍然分为“不公正的人和坏人”，其次是“众人和未开化的

人”，最后是“正直的人和明智的人”（第１１０４页）３４同死后灵魂长

存说的关系。这种用固定的质的区别进行分类的做法就已说明，普

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的不理解达到了何等地步，因为伊壁鸠鲁作为

哲学家一般地考察了人类灵魂的本质关系。如果说伊壁鸠鲁认为

灵魂是暂存的因而仍继续相信“快乐”，那么普卢塔克就应当看到，

不管哪一个哲学家都会情不自禁地赞美“快乐”。普卢塔克由于自

身的局限性，与这种快乐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不公正的人还是用恐

惧作为感化的手段。我们已经考察过这种非难了。既然在恐惧中，

而且是在内心的、无法抑制的恐惧中，人被降低为动物，那么把动

物关在笼中，无论怎么关法，对它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

哲学家不认为把人看作动物是最可耻的，那么他就根本什么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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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了。

［ ，１］“众人尽管也对阴间感到恐惧，可是被神话激起的对不死的

希望和对生存的渴望这种一切欲望中最古老和最强烈的欲望，却使他们充满

了这样大的欢乐和兴奋，以致压倒了这种幼稚的恐惧。”（第１１０４页）

［ ，２］“那些失去儿女、妻子和朋友的人宁愿他们存在和居留在某

个地方，哪怕他们过着苦难的日子也好，而不愿他们完全死亡、被消灭和化为

乌有。因此他们总乐意听到人家这样说到死者：他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或

者他改变了自己的住处，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按照这些说法，死亡并不

是消灭，而是灵魂住所的改变。”（第１１０４页）

［ ，５］“当他们听到说死者‘死亡了’‘消灭了’‘不再存在了’时，他

们便恐惧起来。”

［ ，１］“而那些说‘我们，人，只生一次，谁也不会生两次’的人，则给

了他们决定性的打击……”

［ ，２］“于是他们便认为现在的生活和永恒比较起来意义甚微，或

者更正确些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便苟且偷安，虚度年华；他们由于胆小而

轻视美德和活动，并且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朝生夕灭，很不稳定，不能有所

作为。”（第１１０４页）

［ ，３］“须知失去知觉和解体，以及那种认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同我

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理论，都不能排除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好象证实了这种恐

惧。因为这正是本性所害怕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灵魂的毁灭，由于这种

毁灭，灵魂既失掉了思维的能力，也失掉了感觉的能力。伊壁鸠鲁把这说成是

灵魂在虚空中的解体和分解成原子，就更进一步摧毁了对不死的希望，为了

这一希望，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情愿

让自己被塞卜洛士撕烂，情愿往丹纳士诸女的无底桶里倒水，只求延长自己

的生存而不致遭到彻底的消灭。”（第１１０５页）

现在我们再说“众人”的观点，尽管归根到底只有少数人不持

这种观点，真正讲来，所有的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

人”——都发誓忠于这面旗帜。

其实，与前一阶段并没有质的差别，不过以前以动物恐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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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表现为人的恐惧形式，表现为感情的形

式。内容仍然一样。

有人对我们说，生存的愿望是最古老的爱的形式；当然，最

抽象的因而也是最古老的爱的形式是自爱，对自己个人存在的爱。

可是这实在把事情说得太露骨了，口头上又不得不加以否认，于

是就用情感的假象给它罩上一轮华贵的光圈。这样，失去妻子和

儿女的人宁愿他们存在于某个地方，哪怕他们日子过得很坏，也

不愿他们完全不复存在。假如只是谈到爱的话，那么应该说，个

人的妻子和儿女是最纯洁地保留在他的内心里，这是一种比经验

的存在高得多的存在形式。但情况却不是这样。既然个人只具有

经验的存在，那么妻子和儿女也仅仅具有经验的存在。因此，他

宁愿知道他们在感性空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哪怕过着苦难的日

子也好，也不愿他们根本不存在，这只不过表示，个人希望意识

到自己本身的经验存在而已。爱的外衣仅仅是影子，而核心则是

那赤裸裸的经验的“我”，自爱，爱的最古老的形式，它并没有更

新，没有变成更具体、更理想的形式。照普卢塔克的看法，“变

化”一词听起来要比“完全不复存在”更舒服些。但是，按照普

卢塔克的看法，这个变化不应是质的变化，个别的“我”应该常

住在他的个别的存在中；这样一来，这个名词仅仅是它所指的事

物的感性表象，但它应当表示某种相反的东西。因此，这是骗人

的虚构。事情的实质不应改变，而只应使它模糊不清；把它移置

到奇妙的远方，只会掩盖质的飞跃，而质的任何差异都是飞跃，没

有这种飞跃就没有理想性。

其次，普卢塔克认为，这种有限性的意识使人变得无能为力和

无所作为，［引起］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是要知道，表现为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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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单一的存在，而不是生活。如果这一单一的存在认为自己

已从这种因循守旧的一般生活中被取消，那么它还会因为它的苟

且偷生将永远延续下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吗？它的态度因此

而改变了呢，还是相反地仍然处在它的无生命的僵化状态中？它对

今天的生活是持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这个伊壁鸠鲁还要再继

续活上几千年，这是否都一个样呢？

最后，普卢塔克直截了当地说，问题不在于内容，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个人的存在。只要存在，哪怕被塞卜洛士撕成碎块也罢！这

样一来，他的不死学说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从其个体状态在这

里赋与他的质中抽象出来的个人，不是作为某种内容的存在而存

在，而是作为存在的原子论形式而存在；伊壁鸠鲁说个人的灵魂被

破坏并分解成原子，他所说的不也是同一回事吗？赋与这些原子本

身以感觉，但又认为这种感觉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这实在不合逻

辑。这样一来，普卢塔克在对伊壁鸠鲁的论战中所阐述的就是伊壁

鸠鲁的学说。不过他没有忘记处处把“不存在”描绘成最可怕的东

西。这种纯粹的自为存在就是原子。如果一般对个人来说，不死不

是得到它的内容的保障，——因为这一内容是共同的，所以它作为

共同的东西存在于自身中；而因为这一内容就是形式，所以它永远

个体化，——如果不死对于他这个个人的存在具有保障，那么自为

存在的具体差别就消失了，因为这种差别所表示的不是个人继续

存在，而是永恒的东西与暂时的东西相对立而存在。在这种情况

下，一切都归结为这样一个论点：原子本身是永恒的，有生命的东

西又返回自己的这一基本形式。

伊壁鸠鲁就是这样阐述他的关于不死的学说的，但他从哲学

上进行思考，而且十分彻底，因此完全可以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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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完全可以说有生命的东西又回到原子论形式。任何不彻底性

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如果个人的某一具体差别应当消失，正如生活

本身所表明的那样，那么所有那些本身不是共同的和永恒的差别

便都应当消失。但是，如果个人应当对这一“变化”漠不关心，那就

只剩下这种保留原先内容的原子外壳，——这就是关于原子永恒

性的学说。

雅科布·伯麦说：

  “谁把永恒与时间等同，

  而把时间认作永恒，

  他便可以摆脱

  各种各样的争斗。”３５

［ ，１］“这样，他们［伊壁鸠鲁派］就用他们的学说使众人在失去对

不死的［信念］的同时也失去最大的和最甜蜜的希望。”（第１１０５页）

这样一来，如果普卢塔克说伊壁鸠鲁把群众最甜蜜的希望连

同不死一起毁掉，那么要是普卢塔克所说的话象他在另一个地方

说过的话那样，那就会正确得多，在那里他是这样说的：

［ ，３］“他不是在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好象是在说明它。”

伊壁鸠鲁没有消除这一观点，他阐明它，用概念将它表达出

来。

我们现在再说“正直的人”和“明智的人”这一类人。自然，在考

察他们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与前不同的新东西，不过那最初表现

为动物的恐惧、随后又表现为人的恐惧、表现为怯生生的抱怨，表

现为不愿意放弃原子论的存在的东西，现在以傲慢、自负和权利的

形态出现了。于是象普卢塔克所描述的，这类人的代表便完全失去

了理智。最低下的一类人提不出任何要求，第二类人流着眼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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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顺应一切，只求挽救原子论的存在，第三类人则以庸夫俗子为代

表，他感叹道：我的天，真是岂有此理，这么聪明、正直的人还要去

见鬼啊！

［ ，１］“对于那些善良的人的希望，我们将作何设想呢？他们笃信宗

教并且正直地生活着，他们不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碰到什么坏事情，相反，他

们期待着一切最美好和最奇妙的东西。”

［ ，２］“首先，就象竞技者不是在他们开始角斗时，而是在取胜时才

得到花环一样，那些认为善良的人死后将会因［正直的］生活而得到奖赏的

人，奇怪地被上述希望推动着去行善。在这些希望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希

望］：那些在现时生活中因为有钱有势而过于骄傲并且狂妄地嘲笑好人的人，

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 ，３］“其次，那些在这里追求真理和力图认识存在物的人中，还没

有一个能够彻底实现自己的愿望。”

［ ，４］“因此我把死亡看作一种巨大的和极完美的幸福，因为只有

在那里灵魂才开始过着真正的生活，而在这里它不是真正地活着，而是处在

一种梦一般的状态中。”（第１１０５页）

于是，这些好人和聪明人就指望着死后得到对生命的奖赏。但

是，既然对他们来说对生命的奖赏是一种与生命有着质的差别的

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得到延长生命的奖赏是多么不合逻

辑。这种质的差别仍然披着虚构的外形，因为生命并没有上升到更

高的领域，而是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他们只是装作轻视生活

的样子，无论什么更好的东西他们连想都不去想，他们只是以要求

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希望。

他们轻视生活，但是在这种生活中他们的原子存在就是他们

的幸福，而且他们希望这种幸福是永恒的，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原子

存在是永恒的。如果在他们看来整个生活是一种幻影，一种坏的东

西，那么他们认为他们是好人这种想法究竟从何而来呢？就只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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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是原子存在这种知识中来；普卢塔克甚至断言，他们不满

足于这种想法，他断言，——因为经验的个人所以存在，仅仅是由

于他被另一个什么人所直观，——这些好人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死

后，那些迄今为止轻视他们的人现在确实看到他们是好人了，现在

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且必将为他们曾经不承认他们是好人而受

到惩罚了。这是什么要求！坏人必须承认他们生前是好人，而他们

自己却不承认生活的普通力量是幸福！这不是原子的傲慢达到登

峰造极了吗？

这里不是十分突出地表明，永恒的东西是目空一切的和高傲

的，而无情的、毫无内容的自为存在是永远存在的吗？用空洞的词

句来掩盖这一点，说谁也不能满足自己这方面求知的渴望，是徒劳

无益的。

这一要求中所表明的仅仅是，普遍的东西须象意识一样表现

为单一性的形式，而且普遍的东西始终不渝地在实现这一要求。其

次，因为又要求它出现在这经验的唯一的自为存在中，所以这仅仅

意味着问题不在于普遍的东西，而在于原子。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对伊壁鸠鲁的论战中，普卢塔克每

走一步都落到伊壁鸠鲁的怀抱里；但伊壁鸠鲁扼要地、抽象地、真

实地和尖锐地阐述自己的论断，并且了解他讲的究竟是什么，而普

卢塔克所说的都不是他想说的，而他想说的实际上又不是他所说

的。

一般说来日常意识同哲学意识的关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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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普卢塔克。《科洛特》。克西兰德版

［ ，１］“萨图尔宁啊！科洛特，就是伊壁鸠鲁通常亲热地称之为科洛塔尔

和科洛塔里翁的，出版了一本题为《论信从其他哲学家的学说就不能生活》的

书。”（第１１０７页）

如果说在前面的对话中普卢塔克是试图向伊壁鸠鲁证明：信

从他的哲学“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那么现在他是在努力维护其

他哲学家反对来自伊壁鸠鲁派的同一反驳意见的论点了。我们将

看到，这一使命他是否能比前一个使命完成得更好，上一次他的论

战实际上可以称为对伊壁鸠鲁的颂扬。这一对话对说明伊壁鸠鲁

与其他哲学家的关系的特点是重要的。科洛特开过一个机智的玩

笑，他请苏格拉底吃干草，而不是吃面包，并问他为什么不是把食

物放进耳朵，而是放进嘴巴。苏格拉底专门在琐碎的事情上下功

夫，这是他的历史地位的必然结果。

［ ，３］“莱昂泰乌斯……断言，伊壁鸠鲁很尊重德谟克利特，因为德谟克

利特在他之前就宣示了真理的学说……因为德谟克利特早就发现了自然原

理。”（第１１０８页）

［ ，３］“谁要是断言多数人的如下意见是错误的，即：‘热的东西是热的，

冷的东西是冷的’，那么［他自己就错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从他的话得出

的结论是：没有一样东西会比别的东西更象它自己。”（第１１１０页）

每当伊壁鸠鲁哲学的彻底性一显示出来的时候，普卢塔克总

是感到痒痒的。庸人认为，如果谁根据众人凭自己感性知觉能力判

断的情况，对冷的东西不冷、热的东西不热的论点提出异议，而不

肯定不管前一种说法或后一种说法都不存在的话，他便是自己欺

２９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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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自己。此公不知，这样一来差别只是从客体转移到意识。为了解

决感性可靠性自身内的这一辩证法，必须承认，特性寓于共同性，

寓于感性知识同感性存在的关系，而由于这种关系是直接不同的，

所以特性也直接不同。这样，错误既不会归咎于客体，也不会归咎

于认识，但是感性的可靠性整个来说将被看作这种不稳定的过程。

谁的辩证法力量不足以全盘否定这个范围，谁想要承认它，他就必

须满足于在这个范围内揭示的那个样子的真实。对头一件事来说

普卢塔克太软弱，对第二件事他则太诚实，太审慎了。

［ ，４］“……所以对每一种质实际上都可以说，它的存在同它的不存在

是一样的：对于感觉得到它的人来说，它是存在的；对于感觉不到它的人来

说，它是不存在的。”（第１１１０页）

于是，普卢塔克说，无论哪一种特性，都应当说它的存在同它

的不存在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按照感觉到的印象而变化的。但是普

卢塔克对问题的提法就已表明，他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谈论

静止的存在或非存在就象谈论谓语一样。但刚好相反，感性东西的

存在就在于不成为那样的谓语，不成为静止的存在或非存在。如果

我以这种方式来区分它们，那么我所区分的正是在感性中没有被

区分的东西。在通常的思维中，总是存在现成的、被思维从主体分

离出来的谓语。所有哲学家都用谓语做主体。

（ａ）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

［ ，２］“德谟克利特所说的东西，即颜色、甜味、组合——这一切只存在

于公认的意见中……［而实际上这一切只是虚空和］原子，他［即科洛特］说，

这一点和感性知觉［相矛盾］，凡是接受和运用这一论点的人，便不能有把握

地说他自己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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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这种论断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只能说，所引证的这些原理和

伊壁鸠鲁的原理是分不开的，正如，按照他们［伊壁鸠鲁派］自己的说法，形式

和重量与原子是分不开的一样。”

［ ，４—５］“德谟克利特说了些什么？——多到不可胜数的、不可分割的

和很难分辨的，无质的和不受影响的实体，在虚空中分散地奔跑疾驰。当它们

互相靠近或碰撞或交织在一起时，由于它们的聚集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

象：时而成为水，时而成为火，时而成为植物，时而成为人，但这一切实际上就

是德谟克利特称作观念的原子，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据他说，从不存

在的东西中不能产生有，从存在的东西中也不能产生无，这是因为原子由于

不可渗透性既不受外界的影响，也不容许有内部变化，由此可见，色不能由无

色的东西构成，自然或灵魂也不能由无质的东西构成。”

［ ，６］“因此，应当责备德谟克利特的决不是他根据他的始原的［存在］

作出结论，而是他提出了这些结论所据以产生的那些始原。他不应把本原当

作不变的；或者，既然承认［它们的不变性］，他就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任何

质都失去了产生的［可能性］，他就应当把［结果］否定掉，即使他也发现了这

种不可能性。但伊壁鸠鲁完全缺乏理性地说，他［和德谟克利特一样］把同样

的始原作为［一切的基础］，却没有说色……和别的质只存在于意见中。”

［ ，７］“如果没有说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他这不正是承认，他在做一件他

已习以为常的事吗？这样，他就排除天意，用他的话说，不再敬神了；他认为，

他是为了快乐而寻求友谊，他［同时］声称，他为朋友忍受着最大的痛苦；他承

认宇宙是无止境的，但不否认‘上’和‘下’［的概念］……”（第１１１０—１１１１页）

［ ，１—２］“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样呢？莫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

克拉特［没有假定］金并不是采自金……其他的一切均由四种原始的和简单

的元素构成？……但是在他们那里，每当要创造另外一样东西时，始原总是一

开始就组合在一起，并且每一样东西都带来它所固有的种种质，就象加进一

份巨大的贡献似的，当它们混为一体，当湿的和干的东西、冷的和热的东西等

等融含在一起，也就是说，当相互作用和彻底变化着的物体融合在一起时，便

得出另一种产物。”

［ ，３］“而原子自身是独自存在和没有任何生产能力的，甚至当它与另

一个原子冲撞时，也只感到因硬度和反作用力而产生的振动，但它自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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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永远地冲撞和被冲撞，可是它们在

不断的撞击和排斥的过程中不仅不能从自身产生出任何动物、任何灵魂和任

何生物，甚至随便什么相同的质或者哪怕一堆东西也产生不出来。”（第１１１１

页）

（ｂ）伊壁鸠鲁和恩培多克勒

［ ，１］“科洛特……又抨击恩培多克勒，因为恩培多克勒［在他的诗中］

说：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任何一个死亡的东西

  既没有什么生，

  也没有什么残酷死亡的必然性，

  有的只是混合和混合物的解体，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自然。”（第１１１１页）

［ ，２］“至少是我没有看出，持下列意见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生活相

矛盾，即：没有的东西不会生，存在的东西不会死，而是存在物的互相结合就

叫生，存在物的彼此解体就叫死。要知道恩培多克勒把死亡与自然对立起来，

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这里把‘自然’一词理解为生。”

［ ，３］“要是那把混合称为生，把解体称为死的人不是活着也不能活着，

那他们在做什么别的事呢？

但是恩培多克勒用热、软等把元素粘在一起和结合在一起，让它们混合

并变成一种单一的、完全一样的东西。而他们［伊壁鸠鲁派］则把不变的和没

有悟性的原子聚到一块，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可是却使它们经常地和不断

地互相冲撞，因为妨碍分解的复合更加剧了相互的冲撞，所以他们称为生的

东西既不是混合，也不是粘合，而是混乱和斗争……因而，从它们［ ，４］不能

产生出任何东西，即使是没有灵魂的东西。”

［ ，５］“怎么能够在虚空中或者从原子中产生出感觉、灵魂、智慧和理性

呢，这一点不管你有多大的愿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

何的质，当它们聚到一块时，它们既不受影响，也不起变化，这种聚集本身所

造成的不是混合、组合或接合，而是冲撞和互相排斥。”

［ ，６］“所以他们的学说所造成的结果是毁灭生命，否定生物的存在，因

为他们采用的原则是空洞的和没有感觉的，无神的和没有灵魂的，既不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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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不能组合。”

［ ，１—２］“这样一来，他们［伊壁鸠鲁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让自然、灵

魂和生物保留下来呢？那就正象他［伊壁鸠鲁］保留宣誓、祈祷、祭祀和崇拜一

样，也就是说，只是在字面上、口头上、表面上、名称上假装保留它们，实际上

他们却用自己的原则和学说来否定这一切。于是，他们把自然生长的东西叫

做自然，把生出来的东西叫做生，就象人们把木头做的东西称为‘木’，把声音

和谐的东西叫做‘和谐’一样。”（第［１１１１］—１１１２页）

［ ，２］“为什么（科洛特说，——自然是对恩培多克勒说）我们要折磨自

己，为自己操心，取此舍彼呢？须知连我们自己都不存在，也不同别人交往。”

［ ，３］“放心吧，［可以这么说］，亲爱的科洛塔里翁，当他说科洛特的自

然就是科洛特自己，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禁止你为自

己操心；当他证明，不存在烤的、香的、爱的东西的自然［本身］，但却存在着饼

干、香油、女人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你］做事（对你们来说快乐就是事

情）。”

［ ，４］“因为即使一个文法家说‘海格立斯的力气’就是海格立斯自己

时，他［并没有以此否定海格立斯本身的存在］，正如那些主张‘和谐的’和‘木

的’只是派生词的人，也没有以此否定声音和木头的存在一样。”

［ ，５］“在伊壁鸠鲁说‘存在物的自然是由物体和空间构成的’时，我

们是否应该这样来理解他：他似乎想说，自然是存在物以外的另一种东西，或

者他指的就是存在物而别无其他？就象他所用的‘虚空的自然’这些词毫无

疑问是指虚空本身以及他通常用‘宇宙的自然’来表示宇宙一样。”（第１１１２

页）

［ ，６］“恩培多克勒说，自然同生出来的东西没有区别，死亡同正在死亡

的东西没有区别，他这样说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第１１１２页）

引用恩培多克勒的话。

［ ，７］“当世上由于混合出现了人，

或者一种野兽，一种灌木，

或者一种猛禽，这就被［叫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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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分崩离析，

习惯上就称为不幸的命运。”

［ ，８］“我必须补充一下，科洛特援引恩培多克勒这几行诗句时，并未看

出，恩培多克勒没有取消人、野兽等等，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论点，他们是由元

素混合而成的，科洛特揭露了那些把这种混合和解体取名为什么‘生’，‘不幸

的命运’和‘残酷的死亡’的人的错误，可是却没有禁止使用关于这些概念的

习惯上的表述。”（第１１１３页）

［ ，１］“这些傻瓜，他们无所用心也无疑惑可苦恼，

他们以为从未有过的东西能产生，

或者一种东西会死去，

完全化为乌有。”

［ ，２］“他是以这些词句向长有耳朵的人大声地说：他不是否定生而是

否定无中生有，他也不是否定死亡，而是否定彻底的毁灭，即化为乌有。”（第

１１１３页）

［ ，３］“‘哲人永远不会这样预言，

 只要人们还活着［他们把这叫做生］——

 就能真正地活着，体验着善与恶，

 要是他们尚未形成或者一旦解体，

 他们便不是活着。’

否定已经生出来的和活着的人的存在的人，是不会这样讲的，相反，倒是

那些承认未出生者和已故者也存在的人才会这样讲。”（第１１１３页）

［ ，４］“他（即科洛特）又断言，按照恩培多克勒的看法，我们既不会患

病，也不会受伤。但当恩培多克勒说人只在出生之前和死后才会经验善恶时，

他怎能否定活着的人对痛苦的感受呢？”

［ ，５］“到底是谁，科洛特，真的能不患病和不受伤？正是由原子和虚空，

即由没有感觉的东西构成的你们。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没有快乐的来

源，因为原子不会感受任何引起快乐的东西，而虚空对快乐始终是没有感觉

的。”（第１１１３页）

（ｃ）伊壁鸠鲁和巴门尼德

［ ，２］“我始终不理解，他说宇宙是单一的，这怎么会妨碍我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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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３］“要知道当伊壁鸠鲁断言宇宙是无穷尽的，既无始也无终，既不

会增大也不会缩小时，他也是把宇宙当作一个单一体来说的，当他在研究之

初说存在物的自然是由物体和虚空构成的，他仿佛是把单一的本质分为两部

分，其中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无，并且就是被你们称为感触不到的、空虚的和无

形体的东西，所以对你们来说，宇宙也是单一的。”

［ ，５］“我们应该把无限和虚空当作存在物产生的本原；但虚空本身

是不起作用的和不受影响的，它没有形体，而无限是混乱的、没有理性的、不

可把握的，它自行解体并陷入混乱，因为它由于自己的数量无限，既不能被控

制，也不能受限制。”

［ ，６］“相反，巴门尼德〈如科洛特所说〉既没有取消火，也没有取消水

……没有取消欧洲和亚洲人口稠密的城市……”

［ ，８］“因为所有［哲学家］，最早还有苏格拉底都承认，自然中有一种

只有见解才能够懂的东西，但也有另一种唯有智慧才能理解的东西。”（第

１１１３—１１１４页）

“它［即思考的东西］

“是不可动摇的、完整的，并且从未产生过”，诚如他［巴门尼德］所说，它

与自身是同一的并且在它自身里始终是固定的（第１１１４页）。

……科洛特则……直截了当地说，巴门尼德断言‘宇宙是单一的’就是否

定一切存在的东西。”（第１１１４页）

［ ，９］“［巴门尼德承认被思考的东西具有存在物和单一体的形式］，

存在物他指的是永恒和不朽的东西，单一体指的是永远与自身相同的和不可

改变的东西……而感性的东西，他认为是紊乱的，处在［经常］运动中的东

西。”（第１１１４页）

［ ，１０］“‘真理在这里充满了令人信服的力量’，这种力量属于永远与

自身同一的被思考的东西。

‘人们的见解在那里，里面一点真实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人

们］从事着允许各种各样变化的事情并且易受情感和不稳定的影响。”（第

１１１４页）

“因而，他的‘存在的东西是单一的’这个论点，并没有否定多和感性的东

西，而是表明了它们与思维所建立起来的东西之间的差别。”（第１１１４页）

８９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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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伊壁鸠鲁和柏拉图

譬如，下面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普卢塔克的非

哲学的思维方式的证明：

［ ，４］“柏拉图的理念——科洛特①因之而指责他——处处受到亚里

士多德的攻击，亚里士多德在关于伦理学和物理学的论文中，在他的公开对

话中对它们提出各种疑问，所以按照有些人的意见，这些论点中所表现出来

的与其说是他对智慧的向往，不如说是热中辩论的癖好，既然他抱定贬低柏

拉图哲学的宗旨。”（第１１１５页）

［ ，２］“没有一点才智的他［科洛特］认为‘人不存在’和‘人是一种不存在

的东西’的说法是意义完全相同、表示同一意思的。柏拉图却极其精细地把

‘不存在’和‘是不存在的’这两个说法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前者是对任何存

在的否定，后者则是规定‘真正存在着的’和‘与存在有关系的’之间的差别。”

［ ，３］“后来的哲学家看到的只是种类和形式上……的差别，他们再

也没有超过这一点，因为他们遇到过于巨大的逻辑上的困难。”

（这里还有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洋洋得意的普卢塔克的内在

的、怡然自满的愚蠢。）

［ ，４］“参加的事和参加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原因和物质、原作和副本、

力和作用间的关系。”（第１１１５页）

假如普卢塔克谈及理念学说的创立者柏拉图时说，他

［ ，７］“并不轻视感性的东西，但是说［只］存在被思考的东西。”（第

１１１６页）

那么，这个愚蠢的折衷主义者便不懂得，正是在这一点上应

当责备柏拉图。柏拉图没有取消感性的东西，但认为存在是被思

考的东西。这样一来，感性存在就不表现在思维中，而智慧能理

９９笔 记 三

① 手稿中为亚里士多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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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东西也归于存在的范畴，因此有两个存在的世界，一个挨着

另一个。由此可以看到，柏拉图的迂腐在普通人中间特别容易得

到反应，而普卢塔克，我们可以根据其哲学观点将他列入普通人

一类。自然，在柏拉图那里，在哲学发展的某一阶段上看来是新

颖的、必要的、灿烂辉煌的东西，在站在古代世界交界处的个人

那里，则成为对已经去世的人的模糊形象的苍白回忆，成为太古

时代的一盏照明灯，并且使人产生讨厌的印象，就象一个老天真

给人的印象一样。

当普卢塔克赞扬柏拉图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对柏拉图的批

评了：

［ ，７］“他没有否定被我们的感觉感觉到的正在发生和正在出现的东

西，但是他断言有另一种更坚固和更稳定的东西”

（全都是从感性的东西里面抽象出来的、不能用概念表述的观

念），

“一种不生、不灭也不受作用的东西”

（应当注意不—不—不三个否定的规定），

“而且他教导他的追随者更确切地”用文字“将这种差别表述出来”

（不错，这种差别纯系文字上的），

“把一个叫做存在的东西，另外一个叫做生成的东西。”（第１１１６页）

［ ，８］“近代的［哲学家］也有这种情况。他们拒绝把存在的东西这个

名称给予许多极重要的东西：虚空、时间、空间，总之，包括所有真实的东西在

内的一切闻其名而知其物的东西。他们断言，这一切都不是存在的东西，但它

们是某种东西，人们在生活和哲学中经常把它们当作存在着的和现成的量来

使用。”（第１１１６页）

然后普卢塔克向科洛特提出问题说：伊壁鸠鲁派是否自己在

００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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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永久存在和暂时存在之间的差别？等等。

在这里普卢塔克变得好嘲笑人了，他说：

［ＸＶＩ，２］“怎么样，难道伊壁鸠鲁把一切都同样称作存在的东西就比柏

拉图更聪明吗？……他认为，暂时的东西同永久的东西具有同样的存在……

于是那永久不能与自己的存在分离的本质，就同那些只作为附属的和变化不

定的本质而存在并且一刻也没有与自身同一的本质［具有同样的存在］。”

［ＸＶＩ，３］“但如果说柏拉图在这里真正犯了极大的错误，那么他就必须

为概念的混淆，向那些希腊话说得更好的人负责……”（第１１１６页）

听到这种夸大其词、自以为十分聪明的正经话是饶有趣味的。

他，即普卢塔克，自己把柏拉图的存在差别归结为两个名称，可是

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伊壁鸠鲁派把固定存在说成两个方面是不对的

（然而伊壁鸠鲁派却是仔细地把“不朽的东西”和“没有本原的东

西”同因组合而存在的东西区别开来的）。当柏拉图把“存在”摆在

一边，把“生成”摆在另一边时，他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１０１笔 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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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壁 鸠 鲁 哲 学

笔 记 四
．普卢塔克。（２）《科洛特》

．卢克莱修。《物性论》（共三卷。（１），（２），（３））

．普卢塔克。（２）《科洛特》

（ｅ）伊壁鸠鲁和苏格拉底

  ［ ．２］“因为，伊壁鸠鲁有一个原则是：‘除哲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对

某一事物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无法使他改变信念’。”（第１１１７页）

这是了解伊壁鸠鲁对怀疑论态度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 ，５］“但是那种证明我们的感性知觉不准确和不足信的论断没有排

除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是明摆着出现的。但是当我们

在自己的行动中对于出现的东西运用感性知觉时，［这一论断不允许我们把

感性知觉当作］完全正确的和［无误的］。［因为］由于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的

缘故，［这就足以使感性知觉成为必要的和］有用的。”（第１１１８页）［ ，１］

“苏格拉底研究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当科洛特为此而对他过分地加以嘲笑和

轻蔑的非难，并且带着青年人的傲慢声称，——他（即科洛特）说，——他，苏

格拉底，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时，事情就变得清楚了：科洛特自己从来没有想

过这一点。”（第１１１８页）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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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伊壁鸠鲁和斯蒂尔蓬

［ ，１—２］“他〈即科洛特〉说，斯蒂尔蓬使生活变成不可能的了，因

为他说不能把一个［概念］与另一个同它不同的概念联系起来。‘［科洛特说］，

要是我们不讲人是善的，等等，而说人是人，善良的是善的，云云，我们将怎么

生活呀！’”（第１１１９页）

关于科洛特，的确必须承认，他善于摸到对方的弱点，而普卢

塔克却没有一点哲学嗅觉，以致连谈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抽象的

同一性原理也被视为一切生命的死亡并受到指摘时，普卢塔克却

针对这一点提出下面这种愚蠢的、只配由眼光狭小的乡村小学教

师来说的反驳。

［ ，３］“但是哪一个人因此而生活得更坏了？谁听到这一论点〈即斯

蒂尔蓬的论点〉会不懂得这是俏皮的玩笑或者辩证法中的练习题？科洛特！不

说‘人是善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把神叫作神和不把神当作神（象你

们所做的那样），是你们不愿承认人的庇护者宙斯的存在，不愿承认立法者德

美特的存在，生育者波赛东的存在。你们剥夺了赋予神的称号，你们取消了祭

祀、入会仪式、庆祝游行、节庆，这种把概念相互分离的做法是恶劣的，它使生

活充满了对神的蔑视，充满了厚颜无耻。”（第１１１９页）

［ ，１］“斯蒂尔蓬所说的意思是：在讲到马时，我们用‘跑’作谓语，

那么，他说，谓语与它所说的东西并不是同类的，而是不同类的。‘人’是一个

概念，‘善的’又是一个［概念］。［“是马”和“是在跑的”两个说法的区别也是如

此］。因为如果要求我们分别对每个概念作出规定，我们是不会给二者以同样

的［规定］的。因此那些对一个概念使用和它不同的谓语的人是错误的……”

［ ，２］“因为，如果‘人’和‘善’是表示同一个意思……那么，对面包

和药怎么能都说‘善’呢？”（第１１２０页）

这是斯蒂尔蓬很好和很重要的论述。

３０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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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伊壁鸠鲁和昔勒尼派

［ ，４］“他们〈昔勒尼派〉说：‘我们感觉到甜’，感觉到‘暗’，因为其

中的每一个印象都给［我们］以它所固有的特殊的和不断的作用。但是，蜜是

否真是甜的………………………………………………………………………

夜间的天空是否真是暗的，由于有很多证据，还受到动物、物和人的怀疑：有

的否定，反之，有的却接受 ”……………………………………………………

［ ，５］“由此可见，意见只有以感觉为基础，才能避免错误；当它离

开［感觉的土壤］，去注意外部事物并且对它们作出判断时，它常常陷于混乱

并与其他从同一些事物得到相反的印象和获得完全不同的表象的人发生矛

盾。”（第１１２０页）

［ ，２］“因为，如果说一个形象我们觉得是圆的，另一个是折断的，

那么他们尽管也主张感性知觉再现真实的东西，却不许承认塔是圆的或桨折

断了，他们证实自己的感觉是真实的现象，但又不愿承认我们以外的事物实

际上就是［它们向我们显示的］那个样子 ”……………………………………

［ ，４］“视觉得到的形象，向我们显示出是折断的样子。”

［ ，５］“因而，由于在［感觉提供给我们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

的东西之间有着差别，我们就只好要么承认感觉到的表象的真实性，要么就

得再提出证据，假使我们要求把显现出来的东西当成存在物的话。”（第１１２１

页）

（ｈ）伊壁鸠鲁和学院派（阿尔克西拉奥斯）

关于这一点普卢塔克所说的可归结为：学院派承认三种精神

活动：想象、意图、和谐［第１１２２页］；错误的根源也就出在最后一

种。所以感性的东西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上说都不会消失，

消失的只是见解。

他试图向伊壁鸠鲁派证明，他们是在怀疑一种十分明显的东

西。

４０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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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物性论》

艾希施泰特版，１８０１年，一卷本

  不言而喻，卢克莱修的东西只有少量可供利用。

第 一 卷

“当大地上人类的生活有目共睹地

在宗教的重压下悲惨无状，久久煎熬，

而宗教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

板着凶恶的脸孔俯视那被踩在地下的人群的时候，

是一个希腊人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目光，

对着它以眼还睛，敢于挺身出来抗拒。

任是神道，任是闪电，或者天空

吓人的雷霆都不能使他畏惧………

………………………………………

于是，今天轮到宗教被我们踩在脚下，

而胜利则把我们自己凌空举起。”（第６２—７９行）

“任何东西都不能凭神意从无中生出。”（第１５０行）

“假如无中真的可以生出物，

则任何存在物不要种子就能产生……”（第１５９和１６０行）

“为使你终究不致因看不见物的本原

而怀疑我的话……”（第２６７和２６８行）

“自然就是这样通过不可见的物体来显神通。”（第３２８行）

“但一切东西并非都被物质填满堵实，

因为物里面存在着虚空。”（第３２９—３３０行）

５０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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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识了虚空）①就会使你不致于……

永远思索宇宙的本质……

这就是必定存在空虚的空间的缘故：

因为没有虚空，物体根本就不能

向任何地方运动……

………………………………………………

……这样任何东西都不能推向前进，

因为任何东西都不会让路，使运动有个起点。

…………………………………………………

……要是没有虚空……

…………………………………………………

任何东西就永远不会生出来，

因为物质处处都是紧紧夹成一块。”（第３３２—３４５行）

“……［应当承认］，物体中存在着虚空，

物体运动便是由此获得开端的。”（第３８２—３８３行）

“整个……自然由两种东西构成：

第一是物体，第二就是空虚的空间。”（第４１９—４２０行）

“……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

……………………………………………

应该承认，离开了事物的动和静，

人们就不能感觉到时间本身。”（第４５９—４６３行）

“［你现在清楚地看到，每一个行为］

根本不是自己独立存在，

不象物体那样，也不象虚空那样。

倒不如更宜于称之为

物体的偶性，或空间——一切事物

运动于其中的那个空间的偶性。”（第４７９—４８２行）

６０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马克思作的注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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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里已经根据其双重本质

看出两种东西，即物体和［一切事物

在其中活动的］地点之间的主要区别，

那它们必定是完全独立存在的。

因为哪里有［我们称为虚空的］空间，

那里便没有物体，而物体所在之处，

也就无论如何不会有虚空存在。”（第５０３—５０９行）

“……物质是永恒的……”（第５４０行）

“……在［我们的感官已经感觉不到的］

物体上有一个极限点……

……以它的本性来说它是最小的，

因而完全不可分割，而且从来不曾，

将来也永远不会个别地、独立地存在。”（第５９９—６０３行）

“……有这样的物体，［它们的

碰撞、运动、排列、状况和形状

可以产生火，只要改变次序，

本性也就改变］，它们不象火，也不象

任何一种能将物体授给我们的感官

和以自己的接触来刺激触觉的东西。”（第６８４—６８９行）

“最后，如果一切皆由四种元素造成，

如果一切物以后重又分解成这四者，

那为什么要把四种元素看作物的始原，

而不认为那些物是它们的始原？”（第７６３—７６６行）

“［如果你以为火、土、气和水

在相互结合时能够做到

不改变自己的本性］，

７０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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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就不能由它们得到任何东西；

无论是活的东西，还是象树那样死板的东西。

因为在这不同种类的混合中，

一切都会显出自己的本性：你将看到

在那里气和上混在一起，火又留在水里。

然而始原在把物造出来的时候，

必定要加进一种潜藏的不可见的本质，

以免出现任何会妨碍和干扰各种创造物

拥有自己独特性质的东西。”（第７７３—７８１行）

“而据说……

……………………………………………

……这一切不断地互相转化，移动

（即：火升入气，而后形成雨，

而后成土，然后一切又从土还原回去）①

从天上降落到地上，又从地上回到天体。

但始原无论如何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必须随时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存在，

以免所有的东西都完全化为乌有。

因为一样东西如果变化时超出自己的界限，

就等于它原来那种状态的毁灭。”（第７８３—７９３行）

“因为在许多物里面

相同的始原是以多种方式结合的，

不同的物就必须以不同的食物为滋养。”（第８１４—８１６行）

“因为同样的本原构成天空和大地，

太阳、河流、海洋、树木、五谷和生物。

但不论它们的混合还是运动都不相同。”（第８２０—８２２行）

８０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解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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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他〈即阿那克萨哥拉〉看来，始原太不稳定………

………………………………………………………………

其中哪一种能顶住强大的冲击

和逃避毁灭……

是气？是水？或者火？还是什么？是血还是骨？

不，我相信，都不能，因为一切物

同样不免完全死亡，象我们看见的、

那为暴力所摧毁而在我们眼前公然灭亡的东西一样。”

              （第８４７—８５６行）

“如果木中潜藏着火和烟和灰烬，

那木无疑是由不同的物所构成。”（第８７２—８７３行）

“这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诡辩余地，

阿那克萨哥拉就抓住它，认为

一切物都潜混在一切物之中，

但只有那在成分的数量上超过其他物、

老是现成摆在那里首当其冲的东西才会显露。

这样的解释丝毫不近真实。

因为这样一来被磨石辗碎的谷粒

就应该常常在磨石上留下一些血迹

或者一些别的东西……………………………

…………………………………………………

最后，我们劈开木柴也就能发现

灰烬和烟，以及隐藏的小火苗。

但很明显，既然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就应当认为物里面不存在这样的混合，

而是许多物所共有的种子

以多种方式结合而潜藏在物里面。”（第８７５—８９６行）

“你最终见到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了吧？

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是：

９０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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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始原和哪些始原以怎样的位置相结合？

它们彼此之间将如何运动？

它们是怎样只要稍微变动一下结合

便产生木和火的？就象我们以同样的方式

稍稍变动一下这两个词的字母结合，

就会产生意义全然不同的两个词。”（第９０７—９１４行）

“宇宙不管哪一边都没有任何终极，

因为否则它就必定会有边际；

而任何东西显然都不会有边际，只要

它的外面没有什么东西将它隔开………

……………………………………………

如果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外别无他物，

那么它就没有边际，也无终无极。”（第９５８—９６４行）

“此外，如果辽阔宇宙的整个空间

四面都被圈定，并且是有边界，

［有终点的］………

………………………………………

就没有天空本身……………………

………………………………………

确实，本原体无论在哪里都完全

得不到静止，因为并没有一个底部，

可以让它们停止汇流而沉积。

一切物体永远在不断的运动中造就，

本原体到处、从四方八面跑来跑去，

从无底深渊来的和上面的一起疾驰。”（第９８４—９９７行）

“［再者，自然很留神使物的总量

不能为自己设置界限：］它把虚空作为

０１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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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界限，而又强迫物体围住虚空，

如此循环交替使一切皆无终极。

纵使其中一个不成为另一个的边界，

这个或那一个仍然会自己无限地延伸。”（第１００９—１０１３行）

“［………贪婪的大海随时新添进河水；

太阳热晒暖的大地

重又生产果实；生物便得以生育茁壮；

天空滑动的火就不熄灭。］

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要不是

物质从无限中永远源源而来，

使所有的亏损一次又一次得到补充。

因为一切生物如果失去食物，就会

衰萎消瘦，同样一切其他的东西，

一旦物质变得不足，源源不绝的供应之流中断，

就必定会开始消失。”（第１０３５—１０４１行）

就象那大自然一到春天便裸身露体，仿佛意识到它的胜利似

的，将它的全部妩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然而到了冬天就用冰雪遮

羞掩丑——朝气蓬勃的、大胆的、富有诗意的世界主宰者卢克莱修

就是这样不同于用道德的冰雪来掩盖自己小“我”的普卢塔克。当

我们看到畏缩地浑身颤抖的、屈辱地低声下气的个人时，我们会不

由自主地摸摸自己，四下张望，怀疑自己的存在，生怕自己会马上

消失。但看到身穿鲜艳服装、腾空飞舞的人时，我们却又忘乎所以，

觉得我们仿佛高出于自己之上，达到普遍力量的水平，呼吸也就更

自由了。谁觉得自己更道德和更自由些：是那刚走出普卢塔克的教

室，一边思量着善良的人一死也就失去了自己一生的成果实在有

欠公允的人，还是那直观永恒的完满境界、用心倾听着卢克莱修那

勇敢的、雷鸣般的诗歌的人：

１１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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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荣誉的期望

已将尖锐的酒神手杖深深扎入我的心。

同时向我胸中灌进对缪斯的甜蜜的爱，

现在我为这爱鼓舞，怀着兴奋的思想

漫游在皮埃里亚的没有道路的原野，

这里从来没人走过。我乐于把双唇

贴近那里的清泉，也乐于采摘不知名的野花

并把它们编成绚丽的花冠戴上，

这样的桂冠缪斯还从不曾加在谁人的头上。

第一，因为我在教导伟大的知识，

努力把人的精神从迷信的罗网中解放，

第二，我以十分明洁的诗句叙述

隐晦的主题，处处染以缪斯的魅力。”（第９２２行及以下几行）

那一味喜欢为自己操心，而不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整个世界，

做世界的缔造者的人，正受到精神的诅咒，被开除教籍，不过这

是从相反的意义上说的；他被赶出教堂并且失去了永恒的精神快

乐，于是也不得不以想象中的个人幸福来哄骗自己，夜里梦见自

己。

“幸福不是对美德的奖赏，而是美德本身。”①

我们也将看到，比起普卢塔克来，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理解

要明哲无数倍。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

首先值得称许的是用伊壁鸠鲁的观点对从前的自然哲学家所

作的中肯批评。它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巧妙地将伊壁鸠鲁学

说的特点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２１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５部分，命题四十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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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注意有关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的阐述，因为

这些阐述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自然哲学家。

１．任何规定的元素均不能被认作实体。因为假使一切都转化

成这些元素，一切又都由它们产生，那为什么不反过来认为，在这

种可逆的过程中它们是从一切其他物的总和中获得其本原的呢？

因为这些元素本身只不过是与其他物并存的一种被规定的、有限

的存在形式，它们的形成同样是由于发生在其他物中的那个过程。

反之亦然（第７６３—７６６行①）。

２．如果某些被规定的元素被承认为实体，那么，一方面，它们

的天然片面性就表现在：它们是在互相碰撞中保存自己、表现自己

的规定性，并且这样一来就溶化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另一方面，它

们受到自然力学过程或某种其他过程的支配，显示出受其单一性

所限制的形成能力。

如果说伊奥尼亚派自然哲学家的下述观点从历史上看可以原

谅，即对他们来说火、水等不是规定的感性元素，而是一种共同的

东西，那么，他们的对手卢克莱修恰好在这一点上对他们的指责是

完全正确的。既然在阳光下很快就显现的、感官可以感觉到的元素

被当作基本实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感性知觉和元素存在的感性

形式就成为元素的标准了。如果有人说，元素在形成存在物的本原

时，被规定成另一个样子，那么，这一规定就仍然是潜藏的规定并

未在元素的感性单一性中显露出来，这种规定只是内在的规定；因

而，元素在其中作为本原出现的规定，对这些元素来说就是一种外

在的东西，——这就是说：这些元素就不是这个被规定的元素的那

３１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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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子，也就是说它们不在那将它们作为火、水等与其他元素区别

开来的东西里面（第７７３行及以下几行①）。

３．第三，认为规定的特殊元素是本原，这不仅与它们有限的存

在以及它们从中任意划分出来的其他元素相矛盾（因此，与后者相

比，这些元素除了数的规定性外再没有别的差别；但是看来，这样

的规定性作为一种有限的规定性，反而原则上是由其他物的众多、

无限性规定的）。这些元素本身的有限性和可变性不仅表现在以特

殊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既显示出它们的独特性，也显示出囿于天

然界限内的形成能力）发生的相互关系中，而且还表现在过程本身

中，由于有了这一过程，世界才由这些元素所形成——象人们所认

为的那样。

既然这些元素囿于特殊的天然形式内，那么它们的创造活动

便只能是特殊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创造活动只能是它们本身的变

更，这一变更仍然具有特殊性，即天然特殊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创

造活动即是它们变化的自然过程。这些自然哲学家认为，火就是这

样在空气中闪烁的，雨就是这样出现并降落到地面上的，土就是这

样形成的。总之，这里所显示的是元素本身的可变性，而决不是它

们的稳定性，不是它们作为本原所固有的实体存在；因为它们的创

造活动正好反过来意味着它们的特殊存在的死亡，反之，产生的东

西却根源于它们的可变性（第７８３行及以下几行②
）。

在元素存在和天然物存在的必然的相互制约性中表现出来的

仅仅是，它们的条件就是既存在于它们之外，也存在于它们自身内

的它们自身的力量。

４１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② 见本卷第１０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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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卢克莱修转而谈到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素体。他非难同素体

是：

“始原太不稳定”①。

由于同素体同它们对之来说是同素体的东西具有同样的质，

是同样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在它们具体显露时所观察到

的同样的暂时性归于它们。要是木中隐藏着火和烟，那木无疑是由

“不同的物”混合而成的②
。如果任何一个物体都是由全部感性的

种子构成，那么在打碎的物体内必定会发现它包含着感性的种子。

似乎很奇怪，象伊壁鸠鲁哲学这样来自感性物范围并把它

——至少在认识上——上升为最高标准的哲学，会把象原子这样

的抽象的东西，这样一种“盲目力量”认为是始原。关于这一点见第

７７３行及以下几行——第７８３行及以下几行③，这里表明：始原必

须独立地存在，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感性的、物理的性质。它是实

体：

“因为同样的本原构成天空和大地，

太阳、河流、海洋”等等。（第８２０行及以下几行）

这一始原具有普遍性。

这是关于原子对虚空的关系的重要评语。关于这一“双重本

性”。卢克莱修说：

“……它们必定是完全独立存在的。”（第５０３行及以下几行）④

接着，它们又彼此排斥：

５１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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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哪里有［我们称为虚空的］空间，

那里便没有物体”等等。（同上）

它们中的每一个，本身就是始原；这样一来，无论原子还是虚

空，都不是始原，而它们的基础，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作为独立的本

质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是这样的始原。在伊壁鸠鲁体系完成时这一

中间环节被赋予最高的地位。

关于作为运动始原的虚空，见第３６３行及以下几行，关于显然

作为内在始原的虚空，见第３８２行及以下几行。“虚空和原子”是思

维和存在的具体化了的对立面。

卢克莱修·卡鲁斯。《物性论》

第 二 卷

  “但再没有什么比照看明净的寺院更大的乐事，

哲人的学说把它们建立在安全的高处……”（第７行及以下几行）

“啊，可怜的凡人头脑！盲目的感觉！

在无数的危险中，在茫茫的黑暗中

人们度过了一生，这极其短暂的岁月……”（第１４行及以下几行）

“……正如小孩在一团漆黑中发抖和害怕，

我们在大白天也常常害怕［一些东西，

它们其实一点也不比小孩在黑暗中

以为会发生和感到害怕的东西更可怕］。

可见能从心灵消除这恐惧和驱散黑暗的

不是太阳的光芒，也不是白昼的光辉，

而是自然本身的面貌及其内部的结构。”（第５５行及以下几行）

６１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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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始原存在于虚空之中并在其中

流荡，它们必然因本身的重量或别的

始原的碰撞而飞奔疾驰……”（第８３行及以下几行）

“……请记住，宇宙的任何地方

都没有底部，没有原初物体可以停留的

地方，因为空间既无终极也无界限，

它是无限度的，向四方八面伸延的，

正如我已详尽地证明过的……”（第９０行及以下几行）

“……无疑在无限的虚空里面，

原初物体无论在哪里都绝不能有静止。

相反，它们不断为各种运动驱赶，

［有些在互相碰撞之后跑得更远，

有些则在附近散开］。”（第９５行及以下几行）

原子结合的形成、原子的排斥和吸引，是伴随着嘈杂的声响而

发生的。在世界的作坊和铁匠铺里进行着喧嚣的、紧张的斗争。在

世界上——在它的隐秘的中心里面喧腾着这样的风暴——充满了

内部纷争。

连射进荫蔽处的阳光也是这场永恒战争的一种形象。

“许多微小的物体………

在光线照耀下［前后奔突］，

象在一场永恒的斗争中交战厮杀，

一队队投入战斗，永无休止，

时而遇合，时而分散开来。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物的始原

是怎样在无限的虚空里不断地驰驱。”（第１１６行及以下几行）

我们看到，命运的盲目的、可恶的力量是如何变成个人的、个

７１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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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任性并且破坏形式和实体的。

“此外，你应该注意到

在阳光下闪烁的物体里面的纷乱，

因为你也将从中了解物质的运动，

这些运动在物质里隐匿而不可见。

因为在这里你将看见许多微粒因看不见的

撞击而改变它的路线又再退回去……”（第１２５行及以下几行）

“物的始原最初自己运动

接着那些由始原稍为结合而成的，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因而是最靠近的物体

就因始原看不见的碰撞而动起来，

之后它们又促使更大一点的物体运动。

这样，运动由始原开始逐渐地

触及我们的感觉，直至我们能够

在阳光下运动的微粒中看见它，

虽然看不出那推动它的碰撞。”（第１３３行及以下几行）

“但所有那些单纯而坚实的始原，

当它们通过虚空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

外来的阻滞，它们同自身各部分构成一体

并且一往无前地奔向所往的地方，

因此显然必定具有无限大的速度，

比阳光的飞奔的速度不知快了多少，

［同一时间里在空间跑过的距离

也比太阳光辉在天空划过的路程远许多倍］。”（第１５７行及以下几行）

“……即使我对物的始原一无所知，

那么就象根据许多别的现象一样，

我也敢根据天体现象断定：

８１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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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现存世界并非为我们也绝非神力

创造的……”（第１７７行及以下几行）

“……任何物体本身都不可能

靠自身的力量上升或向上运动。”（第１８５行及以下几行）

“原子偏离直线”是最深刻的结论之一，并且是根据伊壁鸠鲁

哲学的本质而来的。西塞罗可以嘲笑说：哲学之于他，就同北美利

坚合众国总统一样陌生。

直线，即简单的方向，是直接的自为存在的扬弃，点的扬弃；它

是被扬弃的点。直线是点的异在。原子——从自身排除了异在的

点的存在，——是绝对的、直接的自为存在，因而它不可能有简单

的方向，不可能有直线，它偏离直线。原子显示，它的本性不在于空

间性，而在于自为存在。它服从的不是空间性的规律，而是别的规

律。

直线不仅表示点的扬弃，它也是点的定在。原子不关心定在的

宽广，它不分离成存在着的差别，但同时它也不单纯是存在，不单

纯是一种仅仅是直接的、似乎对自身的存在感到无所谓的东西，但

它的存在恰恰与定在不同，它与这种定在相反，被隔绝在自身内；

这个意思翻译成感性语言就是：它偏离直线。

正象原子偏离它的前提，摆脱它的质的本性，因而显示出这种

摆脱，这种没有前提的空洞的自我隔绝对它本身是存在的，显示出

它本身的质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整个伊壁鸠鲁哲学也同样

偏离了前提。例如，快乐仅仅是避开痛苦，因而也就是避开这样一

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原子表现为被区分的，表现为具有定在的、

受不存在和前提拖累的东西。但是原子的有限性在于：痛苦等等是

存在着的，导致偏离发生的这些前提对个人来说是存在着的，在这

９１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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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原子是一种偶然的东西。诚然，我们看到，这种前提本身对于

原子已经是存在着的，因为假如它对原子不存在的话，原子就不会

偏离直线。但这是根据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伊壁鸠鲁

哲学在实体前提的世界上寻找着一种没有前提的东西，或者，用逻

辑学术语来表达：由于自为存在是伊壁鸠鲁哲学唯一的、直接的原

则，因而定在同伊壁鸠鲁哲学直接相对立，伊壁鸠鲁哲学在逻辑上

没有能克服这个定在。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偶然上升为必然性、任意性上升为规

律那样的途径来回避决定论。神回避世界，世界对它说来是不存在

的，所以它才是神。

这样就可以说，“原子偏离直线”是原子的规律，是原子的脉

动，是原子的特殊的质，正因为如此，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才具有

完全不同的性质，才不象伊壁鸠鲁哲学那样只是某一个时期的哲

学。

“如果它们［象雨点一样地］继续下落，

经过广阔的虚空时丝毫也不偏斜，

那原子既不会有遇合，也不会有碰撞，

自然界也就永远不会产生出任何东西。”（第２２１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世界在创造中，因为原子同自身，即同另一个原子发生关

系，它的运动就不是那种必须先有异在的运动，——直线运动便是

这种运动，——而是那偏离直线、同自身发生关系的运动。在感性

概念里这一点可以这样表达：原子只能同原子发生关系，并且其中

的每一个都偏离直线。

“我再重复一遍：物体必定要偏斜，

但一点也觉察不出来；绝不会使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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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顾明显性把运动想象成斜的。”（第２４３行及以下几行）

“如果所有运动形成一条连接不断的链条，

新的运动总是按一定秩序从旧的运动中产生，

而原子也不能由于偏斜而

引起打破命运的束缚的别的运动，

以便使原因不致永远跟着原因而来，

那么你说说看，大地上的生物是如何

和从何得到那不受命运支配的、使我们

能向欲望所招引的地方迈进的自由意志……”（第２５１行及以下几行）

“……［在我们胸中仍然有

某种东西］………

由于它的裁决全部物质

包括所有关节，有时包括［四肢］必得向前推去……”

            （第２８１行及以下几行）

“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①，是特殊的实体，原子真正的

质。

“所以在原子中除了撞击和重量之外，

你还必须承认有运动的另一种原因，

是我们身上这种天赋能力的根源，

因为，如我们所见，无中不能生有。

诚然，重量妨碍着一切事物由某种外力

撞击而生；但智慧所做的一切不仅是

由于内在的必然性，它也并非只是被迫

忍受和负担并作为被征服者而听命于必然性，

这情况的发生乃是由于原子的微小偏斜，

不过不是在规定的期限，在一定的地点。”（第２８４行及以下几行）

１２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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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斜不是在空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时间发生的，它不是

感性的质，它是原子的灵魂。

在虚空中重量的差别消失了，这就是说，虚空不是运动的外部

条件，而是自己存在着的、内在的、绝对的运动。

“反之，虚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

作为一种支柱阻挡住任何事物，

而总是凭它的本性向一切让路。

因此一切东西尽管重量不等，

却必定以同等的速度冲下，

通过寂静的虚空在运动。”（第２３５行及以下几行）

卢克莱修提出这一点来反对受感性条件限制的运动。

“因为一切在水中或稀薄空气中下落之物，

之所以因本身的重量而一定下落得更快，

仅仅是由于水或空气的细微本质

不能给所有的物造成同样的阻碍，

而是对较重的东西让开得更快。”（第２３０行及以下几行）

“你终究看到了吧，虽然外力推动许多人

并常常使劲地拉他们，迫使他们违反

自己本意向前进，但在我们胸中仍藏着

某种东西，会抗拒它并能与之斗争。”（第２７７行及以下几行）

见上面援引的诗句。

这种“力量”，这种“偏斜”，就是原子的反抗、顽强，就是它“胸

中的某种东西”；这种力量表明的对世界的态度并不是分裂的、机

械的世界对单个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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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宙斯是在库列特的嘈杂的战争舞蹈声中长大的一样，在

这里，世界就是在原子的斗争声中形成的。

卢克莱修是一位真正的罗马史诗诗人，因为他歌颂罗马精神

的实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荷马笔下的生气勃勃的、强大的、

完整的形象，而是坚强的、武装到不可穿透的、没有任何其他品质

的英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①、僵硬的自为存在形式，失

去神性的自然和与世隔绝的神。

我们来看看原子更具体的质的规定；我们已经弄清了它们内

部的内在特性，这种特性，说得确切一点，就是它们的实体。在卢克

莱修那里，这些规定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一般地说，它们是整个伊

壁鸠鲁哲学最武断的，因而也是最困难的部分之一。

（１）原子的运动

“物质的总库从不曾比现在更

拥挤，也不曾比现在更空疏

………………………………

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物的总量。”（第２９４行及以下几行）

“在这里你不要感到惊奇：

虽然所有原子都在运动着，

其总量对我们来说却处在绝对的静止中，——

…………………………………………………

３２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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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子的整个自然都远在我们的

感觉范围之外。因此既然我们的视觉

看不见它们，我们就见不到它们的运动。

就是我们能看见的东西如果离我们太远，

也常常把它们的运动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第３０８行及以下几行）

（２）［原子的］形状

“现在你来进一步认识一下一切实体的原子的

本质和特性；它们的形式是如何

多样，它们的形状又是如何不同。

………………………………………

……既然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

以致象我已指出的既无止境也无法计数，

那它们自然就不会都具有完全

相同的体形和相象的形状。”（第３３３行及以下几行）

“所以物的原子有不同的形状，

这样才能够引起各种不同的感觉。”（第４４２行及以下几行）

“物的原子的……

但这些形状的种类数目有限，

因为如果这些形状的数目不是有限的，

有些原子就会有无限的体积。

因为在原子所固有的同样微小的体积里，

不容许各种形状有很大的不同，

譬如说，假定一个原子包含

三个或更多一些的最小部分；

然后你把这个原子的这些部分

自下而上或自左而右重新摆放，

当你摆完所有的组合后你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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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子所可能有的全部形状上的变化；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改变它原有的形状，

你就得增加新的部分。

如果你想一再地改变形状的话，

那么每一次组合都要加进新的部分。

可见，随着形状的每一新的变化

必然是它的结构的增大，

因此，你不能相信原子在形状方面有无限多的不同。

否则就应认为有些原子是非常巨大的，

而这一点我已证明过是不能接受的。”（第４７９行及以下几行）

伊壁鸠鲁说，“形状的多样不是无限的”，但是“存在着无限多

同一形状的微粒，由于它们不断的碰撞便创造了——并且在继续

创造着——世界”，这种论点是对原子同它们的质，同作为世界本

原的原子本身的关系的最重要、最内在的考察。

“因为一切会不断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好。”（第５０７行）

“但也可以反过来：一切同样会

退而变得更坏，就象它能臻于尽善尽美一样，

因为一切会不断出现，一个比一个更丑恶……”（第５０８行及以下几行）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而万物又都有两面，

都有一定界限，那你就必须承认，

物质形状的不同也是有限的。”（第５１２行及以下几行）

“给你说明这点之后，我再说下去：

正如你现在不难证实的那样，那些

形状彼此相同的物的原子

是不可胜数的。因为形状的差别虽然是有限的，

５２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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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同的始原却应是无限的，

不然物质的总量会是有限的，

这我已证明是不可能的……”（第５２２行及以下几行）

原子的距离即差别是有限的；假定它是无限的，那原子在自

身里就是居间的，就会包含理想的多样性。原子的无限性作为一

种排斥，作为对自身的否定关系，产生无限多类似，它们的无限

性同它们的质的差别没有任何关系。假定原子形状的多样性是无

限的，那么每一个原子本身便包含着被它否定的另一个原子，在

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代表世界全部无限性的原子，象莱布尼茨的

单子一样。

“因此，无论哪一种物的原子都

不可胜数并显然能使万物得到补充。”（第５６７行及以下几行）

“从亘古开始的本原之间的战争

就这样胜负不定地永远进行着：

时而充满活力的自然的力量获胜，

时而死亡战胜了它们。送葬的哀泣

混和着初见太阳的婴儿的啼叫。

没有一夜，没有一天，没有一个早晨

听不见婴孩的啼哭，夹杂着

那死了人的和黑色葬仪上的号哭。”（第５７３行及以下几行）

“什么东西里面具有更大的力量和效能，

就表明它包含着更多的

种类不同和形状完全不同的原子。”（第５８６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一切神灵必定天生是永远

在绝对的宁静中享受着不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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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我们的那些操心事，逸然超脱，

没有任何痛苦，远离一切危险，

他们拥有一切，不需要我们要的东西，

他们用不着恩赐，也不知愤怒为何物。”（第６４６行及以下几行）

“……物的本原永远不会被照亮。”（第７９６行）

“但是你不要以为原子只是

没有颜色，它们里面没有一点热气，

冷和酷热也同样与它们无缘，

它们跑来跑去，既无声又无味，

它们身上也不发出特殊的气味。”（第８４２行及以下几行）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同原始物体分开，

如果我们想在不朽的基础上建造世界，

使它能够保持完好无损的话，

否则你的一切东西都将化为乌有。”（第８６１行及以下几行）

“显然，任何痛苦都不能触及原子，

它们本身也不会有快乐的感觉，

因为它们没有任何自己的原初物体，

以致会因其运动的变化而感到痛苦

或者尝到任何惬意的快乐之果。

所以原子不具有任何感觉。”（第９６７行及以下几行）

“如果生物之所以能有感觉只是由于

它们的原子本身具有感觉，

［那人类身上的原子又该是什么样子？］”（第９７３行及以下几行）

对此的回答是：

“因为假如它们〈即原子〉各方面完全象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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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们自己就应由其他元素构成，

这些元素又由其他元素构成，如此类推，没完没了……”

              （第９８０行及以下几行）

［第 三 卷］

“首先，我断言，精神是由最精细

最微小的本原构成……”（第１７９行及以下几行）

“但是如此灵活的精神，必定全部

由极圆和极微小的原子所构成。”（第１８６行及以下几行）

“［相反，蜜比水分不知稳定多少倍，

它滴得比较迟缓，也流得慢得多］，

因为在蜜里面全部物质凝聚得更

紧密得多，并且无疑是由较不光滑

和不那么圆不那么细的原子构成。”（第１９３行及以下几行）

“［相反，那些］更大更粗糙的

［物体］总是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第２０１行及以下几行）

取消联结、比重：

“……精神和灵魂按天性说

无疑是由极小的种子所构成，

因为它们飞离时没有把重量带走分毫，

但也不能以为它们的本性是简单的。

人死时离开的是一种混合着热的

稀薄的微风，而热又带着气走；

不混合着气的热是没有的。”（第２２８行及以下几行）

“所以我们已看到精神的性质是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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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产生感觉这一切仍嫌不足，

因为不能设想由此能够产生

我们身上的运动的感觉……

因此我们还应当再增加某种

第四种性质。它还没有任何名称，

自然里面没有比它更细更活动的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的原子比它更小更光滑。”（第２３７行及以下几行）

“但是通常这些运动在身体的表面就

受到限制，我们因此才能保住生命。”（第２５６行及以下几行）

“［显然，死不值得我们感到害怕］，

那不复存在的人是不可能不幸的，

哪怕根本就未曾出世，于他也一样，

既然必有死亡的生命已被不朽的死亡夺走。”（第８６７行及以下几行）

可以说，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死亡是不朽的本原。原子、虚

空、偶然、任意、化合都包含着死亡。

“因为如果死后被野兽的嘴撕碎是

悲惨的，那我真不懂，为什么

躺在火葬的烈火中被燃烧

或者放进冰里因严寒而断气，

或者尸体放在陵墓冰冷的石上

或盖上坟土被沉重地压在土里就不可怕。”（第８８８行及以下几行）

“如果人们也能象他们清楚地感到

沉重地压迫着他们精神的负担那样，

去认识它的原因以及何以会有

这么多悲苦象石头般地压在心上，

他们也许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过日子，

９２１笔 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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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常想变换地方来摆脱重压。”（第１０５３行及以下几行）

第三卷完

众所周知，偶然是伊壁鸠鲁派居支配地位的范畴。这是把观念

只看作状态的必然结果；状态就是偶然的存在本身。因此世界的最

隐秘的范畴——原子，它的联系等等便被推向远方，被看作过去的

状态。在虔诚主义者和超自然主义者那里我们也见到同样的情况。

世界的创造、原罪、赎罪，这一切及其全部虔诚的规定例如天堂等

等，不是永恒的、内在的、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观念规定，而是状

态。正如伊壁鸠鲁把他的世界的观念性——虚空移到世界的创造

中一样，超自然主义者则把脱离前提的自由，即把世界的观念体现

在天堂里。

０３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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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五］
３６

［卢克莱修《物性论》］

第 四 卷

  “［物中存在着我们称之为］映像［的东西］，

象从物体的外表剥离出来的薄膜，

在空中向各方来往飘荡。”（第３０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这种反映出来的映像和把它们投射出来使之到处飞动的物体两者

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同的外貌和形式。”（第５２行及以下几行）

  “可见，形象必定也能同样地在一瞬间穿过不可想象的巨大空间；首先，

因为有一个特别细小的原因，在它们后面推动它们前进并把它们赶向远

方………

…………………………………………………………………………

最后，因为它们具有稀疏的组织，

所以飞动时能无困难地穿过任何障碍，

在太空中随便渗透到任何地方。”（第１９１行及以下几行）

  “……必须承认：

物体飞近我们的眼睛，刺激我们的视觉神经。

气味也总是从某种物体中流出，正象冷从江河，热从太阳，

拍岸之浪来自海洋咸味的波涛，

它冲蚀着四周壁立的海岸，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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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声音不断地在空中到处飞扬；

还有，要是我们沿着海边行走，

带咸味的湿气常常跑进我们口里；

而当我们观看附近的人们泡制苦艾时，我们就会闻到苦味。

所以各种东西象一股不断的流，从各种东西中流出，

它们漫溢各处，流向四方；

这股流无休止地流动，

既然我们的感觉不断地被引起，

我们就能经常看到一切，嗅到气味，听到音响。”

         （第２１６行及以下几行）

“此外，既然我们在黑暗中用手触摸到的形状，

和我们在白天在阳光照耀下看见的同样，

可见，触觉和视觉

都由类似的原因所引起。”（第２３０行及以下几行）

“由此可以看出，视觉的原因是形象，

没有形象我们什么也看不见。”（第２３７行及以下几行）

“因此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出每件东西离

我们有多远；

而被驱赶的空气越多，

擦过我们眼睛的气流越长，

那各类东西离我们就越远。

当然这一切是以极大的速度进行的，

所以我们立刻就能看出它是什么物体，

和离我们有多远。”（第２５１行及以下几行）

“形象也是这样：当它从镜子里反射出来，

立刻投向我们眼睛的时候，

它把它和我们眼睛之间的空气向前推动、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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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在感知镜子之前，

先感知那分空气。但是只要我们一看到镜子，

那从我们飞去的形象也就马上到达镜子，

经过反射又折回我们的眼睛，

它驱赶它前面的新的气流，

使我们先于形象而看见气流；

这就使我们在距镜子适当的地方看到形象。”（第２７９行及以下几行）

第 五 卷

“……那时，这个经历了亿万年的大块世界

必将轰隆一声倒塌，

世界的结构从此毁灭。”（第９５行及以下几行）

“但愿是推理而不是事实使我们相信，

万物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而毁灭……”（第１０８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

某种东西的各个部分或肢体，

它们的体有起源而形会消亡，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就整个来说，

这个东西在生的同时就注定要死。

［如果我看到世界巨大的肢体和部分，

在消失后又再生出来，

那么显然，］不论天或地都曾有某个

起源的时候，

将来也会有毁灭之日。”（第２４０行及以下几行）

“再者，难道你未曾看见………

……………………………………

神殿日趋破旧，神像行将倾颓，

３３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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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并不能延缓劫运的期限，

也无法抗拒自然的不可违反的规律和秩序。”（第３０６行及以下几行）

“此外，凡永恒存在的一切，

或是由于物体坚实而必然能抵抗住打击，

不使任何东西渗入内部，

分解各个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

物体的物质便具有这样的本性，

这是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

或是它能够永存的原因，

在于不受任何冲撞，——

虚空就具有这种性质：

它完全无法触摸到，也不会受到打击。

或是还由于周围再没有什么地方，

使一切向那里消散，——

永恒宇宙整个说来就是如此，

在它之外没有别的地方，

万物能够向那里飞散，

也没有别的物体能够落到宇宙上，

用猛烈的冲击使它毁灭。”（第３５１行及以下几行）

“可见对于天空和太阳，

对于大地和海洋，

死亡之门并非关闭而是敞开着，

向它们张开可怕的巨口。”（第３７３行及以下几行）

“须知问题在于，远古时候

世代的凡人清醒时偶尔看见

神的美妙的容貌；而更经常地是在梦中，

对神的强大的身躯感到惊异。

那时人们赋予神以感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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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好象能够活动肢体

并且说着一些配得上

他们那光辉的容貌和魁梧躯体的豪言壮语。

人们还认为神的生命是永恒的，

因为他们的容貌永不改变，

他们的形象始终如一；

但是主要是人们认为神的威力无边，

看来什么力量都不能制服他们。

而人们以为他们的幸福无与伦比，

因为死的恐惧不会令任何一个神担忧。

在梦景中人们还看见，

神毫不费力地做出许多伟大的奇迹。”（第１１６９行及以下几行）

第 六 卷３７

正如阿那克萨哥拉的智慧出现在诡辩学派那里（在他们那里

智慧实际上变成世界的非存在）和这一直接的灵异活动本身在苏

格拉底的灵异中变成是客观的那样，——苏格拉底的实际活动在

柏拉图那里也重新变为一般的和观念的活动，而智慧则扩展成为

一个理想王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过程又被理解为单一的，但

是这个单一的东西现在实际上是概念的单一性。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使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

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从而打断了直线运动，同

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

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

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

抱。这是哲学的狂欢节；它象犬儒主义者那样装出一副狗相，象亚

５３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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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大里亚派哲学家那样穿起祭司的法衣，或者象伊壁鸠鲁派那

样披上芬芳的春装。对哲学来说现在极其重要的是，它给自己戴上

了各种具有特色的假面具。象传说中的杜卡利昂创造人时把石头

向后扔那样，哲学在决心创造世界后，则把自己的眼睛往后扔（哲

学的母亲的骨骼，就是明亮的眼睛）；然而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

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

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

虽然哲学被封闭在一个完善的、整体的世界里面，但这个整体

的规定性是由哲学的一般发展所制约的；这个发展还决定了哲学

在转变为与现实的实际关系时所采取的形式。因此，世界的整体性

一般地说是内部分离的，并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点，因为精神的存

在是自由的，其丰富达到普遍的程度，心脏的跳动在其内部，也就

是在作为整个机体的具体形态之中形成了差别。只有当世界的各

个方面都是整体的时候，世界的分裂才是完整的。所以，与本身是

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因而这个

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

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

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

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

琴弦时才会响。

不理解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人，一定会坚决否认：一般说来在整

体哲学之后人们还能活下去，要不然的话，他必定会承认度量辩证

法本身是意识到自身的精神的最高范畴，并和没有正确了解黑格

尔这位大师的某些黑格尔分子一起断言，适度是绝对精神的正常

表现；但是冒充为绝对物的经常表现的适度，本身变成一种无度的

６３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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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即无度的要求。撇开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

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芝诺、伊壁鸠鲁甚至塞克斯都·恩披

里柯，为什么在黑格尔之后还能够出现现代哲学家们的大部分毫

无价值的尝试。

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

点是对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

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

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

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的雅典。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

——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

代象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那样，那它是

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

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就象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

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

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

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

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就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

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

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她还没有白昼的色彩。

然而不幸的根源在于，那时的时代精神，即本身是充实的而且

在各方面都形成得十分理想的精神单子，不可能承认那种不是由

精神单子形成的现实。这种不幸的幸运的一面，是作为主观意识的

哲学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所采取的主观形式样态。

例如，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派哲学曾是它那个时代的幸运；

７３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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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大家共有的太阳落山后，夜间的飞蛾就去寻找人们各自为

自己点亮的灯光。

另一方面，也是对哲学史家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哲学的这

个转变过程，它转化为有血有肉的过程，因规定性而异，这种规定

性象胎记一样把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和具体的哲学区别开来。同

时这也是对某些人的反驳，这些人认为并抽象片面地得出结论说：

例如，黑格尔哲学本身宣判自己有罪，因为黑格尔认为对苏格拉底

的判决是公正的，即必要的，还因为乔尔丹诺·布鲁诺应该在火堆

的熊熊烈焰中为自己火焰般的激情赎罪。然而在哲学上指出这个

方面是重要的，因为根据这一转变的一定形式，可以得出关于哲学

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世界历史性质的相反结论。以前作为

成长过程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已成了规定性；而曾经是存在于自

身中的否定性的东西变成了否定。在这里我们仿佛看见哲学的生

活道路之最集中的表现和主观的要点，就象根据英雄的死可以判

断英雄的一生一样。我认为伊壁鸠鲁哲学所占的地位正是希腊哲

学的这种形式，——再者，这点应该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不把以前

的希腊哲学中的这个或那个因素放在首位，并且不把它们说成是

伊壁鸠鲁哲学发展的条件，而是相反，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

学，从而让它本身表现自己的特殊地位。

为了更为准确地确定柏拉图哲学主观形式的某些特点，我将

较详细地分析鲍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柏拉图主义中的基督教成

分》中阐述的某些观点。这样我们可以把矛盾的观点互相对比从而

得出结论。

神学博士斐·克·鲍尔《柏拉图主义中的基督教成分，或苏格

拉底和基督》１８３７年杜宾根版。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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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在第２４页上写道：

“这样一来，假如我们从这个出发点来分析苏格拉底哲学和基督教，那么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象自我认识和承认罪孽之间的关系一样。”

我们觉得，把苏格拉底和基督这样来加以比较所证明的，恰恰

跟要求证明的东西相反，也就是说，在苏格拉底和基督之间没有任

何类似之处。当然，自我认识和承认罪孽的相互关系恰如一般和个

别的关系，就是说，恰如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任何一个古代的或近

代的哲学家都会采取这样的立场。这与其说是它们二者之间的统

一的确立，勿宁说是它们二者之间的永恒的分离，但是这当然也算

是一种相互关系，因为任何分离都是某种统一物的分离。这可能仅

仅意味着，哲学家苏格拉底跟基督的关系如同哲学家跟传道师的

关系一样。如果恩典和苏格拉底的助产术、“讥讽”之间的相同、类

似之处得到确立，那么这样弄清楚的只是极端的矛盾，而不是类

似。正如鲍尔理解的和根据黑格尔所应该理解的那样，苏格拉底的

讥讽，——即一种辩证法圈套，通过这个圈套，普通常识应该摆脱

任何僵化，但不是要弄到自命不凡以为无所不知的地步，而是要达

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真理，——这种“讥讽”不是别的，正是哲学

在其对普通意识的主观关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它在苏格拉底身

上以一个讥讽的人、哲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从希腊哲学的基本

性质和它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的；在我们这里，作为一般内在形式

的讥讽，是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

但是在客观上，就内容而言，不论是轻蔑乃至憎恨普通常识的赫拉

克利特，还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的泰勒斯（尽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都

知道他不能单靠水生存），抑或是费希特及其创造世界的“自我”

（尽管连尼古拉也知道他不能创造世界）——总而言之，凡坚持内

９３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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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讥讽。

相反，在恩典方面，在承认罪孽方面，不仅蒙受恩典、承认罪孽

的主体，而且连赐予别人恩典的主体以及因承认罪孽而振作起来

的人，都是经验的个人。

因而，如果说在这里显示出苏格拉底和基督之间的类似之处，

那么这一类似就在于，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化身，而基督是宗教的化

身。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哲学和宗教的一般关系，相反地，问题

在于拟人化的哲学如何对待拟人化的宗教。说它们之间有关系，那

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或者不如说是提出问题的一般条件，而不是

答案的特定根据。在这种努力去证实苏格拉底身上存在着基督教

成分的企图中，上述两个人即基督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只不过是一

般地被确定为哲学家与传道师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果把苏格拉底

理念的一般道德划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与理念的一般划分联系

在一起，以及把基督作为历史上的个人主要与教会联系在一起，也

会出现这种内容空虚的现象。①

如果说鲍尔赞同的黑格尔的下述观点②是正确的，即柏拉图

在他的理想国中坚持了希腊的实体性，拒绝了那种掺进来的主观

性原则，那么须知，柏拉图恰恰是跟基督直接对立的，因为基督坚

持主观性因素，反对现存的国家，他把国家看成仅仅是世俗的，因

而是渎神的。至于柏拉图的国家依然是一种理想，而基督教会已成

为现实——这也还不是真正的差别。这个差别以颠倒的形式

表明，柏拉图的理念跟在现实之后，而基督教的观念则先于

０４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②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体系》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第５５２节。——编者注

往下手稿中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同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柏拉图的理想

国是他的精神产物，反之，教会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的东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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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本来，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

的成分要正确得多，更何况古代的教父如奥利金和伊里奈乌斯，在

历史上部分地是以柏拉图哲学为根据的。在哲学方面重要的是，在

柏拉图理想国中第一等级是有知识的人或哲人。关于柏拉图的理

念与基督教逻各斯的关系（第３８页）、柏拉图的回忆与基督教关于

回到自身原始样子的人的新生的关系（第４０页）、柏拉图的灵魂堕

落与基督教的原罪的关系（第４３页），以及先有灵魂的神话，情况

也是这样。

神话和柏拉图意识的关系。

柏拉图的灵魂轮回，与星辰的联系。

鲍尔在第８３页上写道：

“没有一种古代世界的哲学体系象柏拉图主义那样带有深刻的宗教性

质。”

这个结论显然也是根据下述情况得出的：柏拉图把“哲学的任

务”（第８６页）规定为从肉体中“解放、拯救和分离”灵魂，规定为

“死和想死的念头”。

“把这种拯救的力量归根到底始终赋与哲学，这无论如何是柏拉图主义

的片面性。”（第８９页）

从一方面看，就算可以同意鲍尔的这种意见，即没有一种古代

世界的哲学体系象柏拉图哲学体系那样具有深刻的宗教性质。但

这不过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曾以这样强烈的宗教激情教导哲学，

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具有这样多可以说是宗教仪式的规定

性和形式。对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这样一些更激烈的

哲学家说来，他们的态度本身具有更普遍的形式，而不那么沉湎于

１４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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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讥讽。

相反，在恩典方面，在承认罪孽方面，不仅蒙受恩典、承认罪孽

的主体，而且连赐予别人恩典的主体以及因承认罪孽而振作起来

的人，都是经验的个人。

因而，如果说在这里显示出苏格拉底和基督之间的类似之处，

那么这一类似就在于，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化身，而基督是宗教的化

身。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哲学和宗教的一般关系，相反地，问题

在于拟人化的哲学如何对待拟人化的宗教。说它们之间有关系，那

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或者不如说是提出问题的一般条件，而不是

答案的特定根据。在这种努力去证实苏格拉底身上存在着基督教

成分的企图中，上述两个人即基督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只不过是一

般地被确定为哲学家与传道师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果把苏格拉底

理念的一般道德划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与理念的一般划分联系

在一起，以及把基督作为历史上的个人主要与教会联系在一起，也

会出现这种内容空虚的现象。①

如果说鲍尔赞同的黑格尔的下述观点②是正确的，即柏拉图

在他的理想国中坚持了希腊的实体性，拒绝了那种掺进来的主观

性原则，那么须知，柏拉图恰恰是跟基督直接对立的，因为基督坚

持主观性因素，反对现存的国家，他把国家看成仅仅是世俗的，因

而是渎神的。至于柏拉图的国家依然是一种理想，而基督教会已成

为现实——这也还不是真正的差别。这个差别以颠倒的形式

表明，柏拉图的理念跟在现实之后，而基督教的观念则先于

０４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②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体系》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第５５２节。——编者注

往下手稿中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同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柏拉图的理想

国是他的精神产物，反之，教会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的东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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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感情之中。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激情就更富有内容，更热

烈，对启蒙教育的社会精神更为有益——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激情

颂扬“理论认识”是最美好的，是“最令人愉快的和最卓越的”，或者

在《论动物的本性》这篇论文中赞美自然的理性；斯宾诺莎以这种

激情论述关于“从永恒的角度”观察世界，关于对神的爱或关于“人

类精神的自由”；黑格尔以这种激情揭示观念的永恒存在，精神世

界的庞大机体。因此，柏拉图的激情在达到登峰造极时就使他变得

如痴如狂，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激情则燃烧成纯洁

的理想的科学之火；因此前者只是个别人的感情的加温器，而后者

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

因此，一方面可以断定，正是在作为宗教发展最高阶段的基

督教里，跟柏拉图哲学的主观形式相同之处，要比跟其他古代世

界哲学学说的主观形式相同之处多。但是与此相反，根据这一点

我们有同样的权利断言，再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哲学体系能够

更明显地表现出宗教成分和哲学成分的对立，因为在哲学成分中

哲学以宗教的规定出现，而在宗教成分中宗教又以哲学的规定出

现。

再者，柏拉图关于拯救灵魂及诸如此类的名言什么也证明不

了，因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希望使灵魂摆脱其经验的局限性；与宗

教进行类比所显示出来的只会是哲学的不足——如果把这视为哲

学的任务的话，——然而这仅仅是解决这一任务的条件，仅仅是起

点的起点。

最后，柏拉图把这种拯救的力量归根到底赋予哲学，这绝不是

他的缺点和片面性，——正是这个片面性使他成为一个哲学家，而

不是一个传教士。这不是柏拉图哲学的片面性，而正是使柏拉图哲

２４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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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为哲学的那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一点，他重新摒弃了刚刚遭到

斥责的、把完全与哲学无关的东西当作哲学的任务的提法。

“这样一来，那种想给哲学所认识的东西找到一个不依个人主观性为转

移的根据的意图，也就成了为什么柏拉图正好在阐述那些具有极大的道德宗

教意义的真理的同时，以神话的形式表达这些真理的理由。”（第９４页）

这样一来可以说明一点什么吗？这一回答，就实质而言，没有

包含关于这一理由的理由是什么的问题吗？这里的问题正是，为什

么柏拉图要竭力给哲学所认识的东西找到一个实证的，首先是神

话的根据呢？这种意图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是最令人惊讶不过的，

如果他不在自己的体系本身中，在思想的永恒威力中寻求客观力

量的话。所以亚里士多德把神话解释称为空话３９。

如果局限于事情的表面，那就可以在柏拉图体系的主观形式，

即它的对话形式和“讥讽”中找到答案。个人的名言，或者认为是名

言，与许多意见或许多人相对立时，就需要取得一种支持，有了这

种支持，主观的信心就成为客观的真理。

但随后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神话解释恰恰是在主要阐

述道德宗教真理的那些对话中遇到，而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对话《巴

门尼德》篇中却没有？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实证的根据

是神话性质的，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的？

这里我们找到了谜底。柏拉图在说明某些道德的、宗教的甚至

自然哲学的问题（例如在《蒂迈欧》篇中）时，他对绝对的东西所作

的否定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在这样作时他把万物都淹没在一个漆

黑的夜里是不够的，因为正象黑格尔所说：夜里母牛一般黑①；于

３４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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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柏拉图对绝对的东西采用了实证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基本的，

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形式则是神话和寓言。凡是在绝对的东西占

据着一方，被分隔开来的实证的现实占据着另一方，而同时实证的

东西又必须保留下来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实证的现实就成为一

种介质，绝对之光透过介质，在神奇的五光十色中折射，有限的实

证的东西表示出一种与本身不同的别的东西；在有限的、实证的东

西本身中有灵魂，对灵魂说来，这种蛹化是神奇的；整个世界变成

神话世界。每个形象都是谜。由于受类似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现象

在近代还一再发生。

这种对绝对的东西作实证的解释和它的神话寓言外衣是超验

东西的哲学的源泉，是它的心跳，——在这种超验的东西里面同时

显示出与内在的东西的本质关系，因为它在本质上突破后者。当

然，这里也显示出柏拉图哲学与一切实证的宗教，特别是与基督教

——超验的东西的完美哲学——的血缘关系。因而在这里也可以

弄清楚若干历史观点之一，根据这些历史观点可以确定历史上的

基督教和古代哲学史之间的更深刻的联系。从对绝对的东西的这

一实证解释中可以看出，对于柏拉图来说，某个个人，亦即苏格拉

底是一面镜子，也可以说是智慧的神话表现；他称苏格拉底为死和

爱的哲学家。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摒弃了历史的苏格拉底；对绝对

的东西的实证解释与希腊哲学的主观性质，与哲人的使命是有联

系的。

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

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

是精神的珍藏之所。于是关于辩证法的神话就是爱；但辩证法又是

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

４４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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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于是关于辩证法的神话就是死。

因此辩证法是死，但同时也是精神花园中欣欣向荣、百花盛开

景象的体现者，是盛着一粒粒种子的酒杯中冒出的泡沫，而统一的

精神火焰之花就是从这些种子中萌发出来的。因此普罗提诺把它

称为使灵魂“简化”，即使灵魂直接与神合一的一种方法４０，——一

种表达死和爱，甚至连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认识”都与柏拉图的

辩证法合为一体的方法。但是因为这些规定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那里可以说是预先决定了的，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性而发展

形成的，这些规定向经验的个体意识的潜入，在普罗提诺那里表现

为一种状态——这就是出神状态。

李特尔（在１８２９年汉堡出版的《古代世界哲学史》第一卷中）

以令人厌恶的道德说教的口吻谈论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谈论一

般原子论学说（以后也谈到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等人）。再没有

什么比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分享受自己的道德完善更容易的事了；

最容易的是对死人这样做。甚至德谟克利特的渊博的学识也使他

在道德方面受到责备（第５６３页）；这方面的言论有：

“把证明为伪善激情的高昂言论同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础的卑劣的思

想意向加以比较，定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对照。”（第５６４页）

这本来就不应认为是历史的评价！为什么一定要把思想意向

当作德谟克利特的世界观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即把一定的世界观

和理解力当作他的思想意向的基础呢？这后一原则不仅具有更大

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是在哲学史上用来恰当地考察一个哲学家思

想意向的唯一原则。——我们认为在精神的个人形象中有一种作

为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仿佛在他的世界中心里看

到一个有生命的创造主。

５４１笔 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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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正是德谟克利特认为应当假设有某种始原的、无起始的东西的根

据的内容，因为时间和无限的东西没有起始；所以如果要问它们有何根据，这

就意味着寻求无限的东西的起源。这只能被看作是诡辩地拒绝提出关于一切

现象的基源的问题。”（第５６７页）

我只能认为李特尔的这个声明，纯粹是从道义上拒绝提出关

于德谟克利特的这个规定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无限的东西在原

子中被设定为一个原则——这包含在他的规定中。如果要问这个

规定的根据是什么，当然会意味着取消他的概念规定。

“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只有一种物理性质——重量……在这里可以再次

断定其具有数学意义，即力图使数学摆脱适用于计算重量的状况。”（第５６８页）

“因此原子论者也从必然性中引伸出运动，因为他们把必然性想象成向

着不定的远方离去的运动的无原因性。”（第５７０页）

［１９］“而德谟克利特认为，某些形象接近（遇到）人们，其中有一些起有益

的作用，而另一些起有害的作用。①因而他［德谟克利特］希望遇到具有理性

的形象，这些形象非常巨大，象巨人一般，虽然它们很难破坏，但并不是不可

破坏的，他们能向人们预告未来，是可见的，并且有发声的能力。就是在关于

这些形象的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人产生了存在神的想法。”（塞克斯都·恩披里

柯《反对数学家》第３１１页及以下几页［第１３卷］）。

［２０—２１］“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关于神的观念产生于两个因素：一是产

生于心灵中的体验，一是产生于天象。产生于心灵中的体验，是由于梦中显示

的心灵上的神的灵感和预言所造成的。因为据他说，处于睡梦状态中的心灵

是独立自在的，那时它领悟了它所固有的本性，因而能够预告和预言未来

……他说，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猜测，神是某种按其本性来说与心灵相似并通

晓一切的东西。但也产生于天象。”（同上，第３１１页及以下几页）

［２５］“而伊壁鸠鲁认为，人们关于神的观念是由于梦中出现的幻觉造成

的。他说，因为在梦中出现了很大的、象人一样的形象，所以人们便以为真的，

存在着某种象人一样的神。”（同上，第３１２页）

６４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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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关于伊壁鸠鲁，有些人［认为］，他的神是为大众而设的，而绝非为

了说明事物的本性。”（同上，第３１９页）

（ａ）［６８］灵魂。（《反对数学家》第３２１页［第８卷］）

［２１８—２１９］“亚里士多德说，神是无形体的，［是］天界；而斯多葛派［说］，

神是连丑陋的东西也能渗透的灵气；照伊壁鸠鲁看来，神象人一样，照色诺芬

尼看来，神是无感觉的圆球……伊壁鸠鲁说：

“［神］是幸福的、不死的，自身无忧无虑，也不给别人添烦恼。”（《皮浪的

基本原理》第３卷第１５５页）

［２１９—２２１］“对于试图把时间规定为偶性之偶性的伊壁鸠鲁，除了许多

别的反对意见外，还可对他提出下述的反驳：作为实体呈现的一切东西都属

于基质，属于作为基础的主体。但是“偶性”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具有任何坚实

的存在，因为偶性不可能与实体分离。此外，因为除了抗体之外，不存在任何

抗力；除了正在离去的东西和虚空之外，不存在任何退让”等等①。（《反对数

学家》第９卷第４１７页）

［２４０］“因此当伊壁鸠鲁说，物体应当设想为体积、形状、抗力和重量的结

合时，他就迫使人们从那不是物体的东西中去设想真实的物体。”

［２４１］“因此要使时间存在，就必定要有偶性存在，而要使偶性存在，就

［必定］要有某种作为它们基础的东西［存在］；但是并没有那样的基础与它们

在一起，所以时间就不可能存在。”

［２４４］“因此，既然这是时间，而伊壁鸠鲁认为时间是所有这些现象的偶

性〈这些现象应理解为日、夜、小时、运动、静止、内心的感受和无感觉状态

等〉，那么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偶性。”（《反对数学家》第

４２０—４２１页［第９卷］）

如果根据黑格尔的意见（见《全集》第１４卷第４９２页）４１，以客

观成就作为评价的标准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值得特别称赞

的话，——那么从另一方面，即从历史现象不需要这种称赞这方面

来看，那种毫不掩盖的、纯哲学的彻底性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随着

７４１笔 记 五

① 手稿中这一段引文是德文译文，括号内附有希腊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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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彻底性，原则本身中所固有的不彻底性却全面发展起来了。由

于这种异常的客观的素朴性，希腊人将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这

种素朴性把每一事物可以说是毫无掩饰地、在其本性的净光中亮

出来——尽管这光还是晦暗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在哲学方面也产生了一些罪恶现

象，暴露出其严重的罪过——反对精神和真理，因为在这里被掩盖

着的意图隐藏在解释后面，而被掩盖着的解释又隐藏在事物后面。

８４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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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六］

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全集》

第［一］至三卷，１６７２年阿姆斯特丹版

  “伊壁鸠鲁在他的一封信中批评那些认为哲人孤芳自赏因而不需朋友的

人；你想知道他的这个批评是否正确。这里伊壁鸠鲁是在指责斯蒂尔蓬和那

些认为不动情的精神是至善的人。”（第２卷，第９封信，第２５页）

“伊壁鸠鲁……本人……说过：‘谁要是不觉得他拥有的东西是最美满

的，他即使当了全世界的统治者，也仍然不会幸福’。”（同上，第３０页）

“他（即伊壁鸠鲁）补充说：‘在这样多的好事中，尽管在著名的希腊不仅

根本无人知道他和梅特罗多罗斯，而且连他们的名字几乎也没听说过，这个

情况对他们［俩人］毫无损害’。”（第７９封信，第３１７页）

“因为伊壁鸠鲁自己说，他有时会拒绝享乐甚至会寻求痛苦，要是享乐有

招致悔恨之虞，或忍小苦而得以避免大苦的话。”（第１卷，《论哲人的宁静》，

第５８２页）

“伊壁鸠鲁说：‘倘若在法拉里斯牛①里煎烤哲人，他一定会大声说：多么

舒服啊！与我毫不相干。’…… 因为伊壁鸠鲁说，忍受痛苦是愉快的。”（［第

２卷］第６６封信，第２３５页；以及第６７封信，第２４８页）

“伊壁鸠鲁认为，构成上述最高幸福的有两种善：即肉体无痛苦和精神得

安宁。”（第６６封信，第２４１页）

“因为伊壁鸠鲁说，害病的膀胱和发炎的肚子给他带来痛苦，痛苦达到无

以复加的地步：但这对他说来仍不失为幸福的一天。”（第６６封信，第２４２页）

“我想起伊壁鸠鲁一段精彩的话：‘这个小花果园……不是引起而是消除

９４１

①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的暴君法拉里斯曾制一铁牛，将死

刑犯置于牛腹中，然后用火将铁牛烧红，使罪犯惨叫而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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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它不是以它的饮料使人更口渴，而是自然而然地、免费地给人解渴。我

是在这种快乐中进入老年的。’我和你谈的是那些不是用安慰的言词所能满

足的欲望，而是必须给点什么才能使其平息下来的欲望。因为关于那些可以

延缓、制止或抑制的特殊［欲望］，我提醒注意的只是：这种快乐是自然的，而

不是必需的。你并不欠它什么。如果你要付给它点什么，那是自愿的。肚子不

听教训，它提出要求、大声疾呼，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债主，无需多

少东西就能使它平息下来，只要你把应给它的东西给它，而不是把可能给它

的东西给它。”（第２１封信，第８０—［８１］页）

“你把伊壁鸠鲁看作是你的怠惰的庇护者，并认为他教导那种使人怠惰

的愉快和导致快乐的东西，但是伊壁鸠鲁说：‘哲人很少得到幸福’。”（第１

卷，《论哲人的坚强》，第４１６页）

“伊壁鸠鲁对那些渴望死的人所作的谴责，并不亚于对那些怕［死］的人

所作的谴责，他说：‘当你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弄到非去寻死不可的地步时，

这种因为厌恶生活而去寻死乃是可笑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由于害

怕死亡你的生活变得惶惶不安之后，有什么东西能象去寻死一样可笑呢？’还

有下面的话：‘人类的不明智，不，人类的疯狂，达到如此地步，以致某些人由

于怕死而自己逼着自己去死’。”（［第２卷］第２４封信，第９５页）

“我至少是持这种意见的（我这样说会使我的同道者们不满），我认为伊

壁鸠鲁的学说是完美而正确的，如果进一步考察的话，也是严肃的：著名的

‘快乐’的作用是渺小的和没有意义的，而我们对美德提出的要求，他对快乐

提出来了。他要求快乐要合乎本性，而满足本性［所需］的东西不多。由此究竟

该得出什么结论呢？那种把无所事事的闲暇和整天价吃喝淫荡称作幸福的

人，想为不道德的事寻找一位体面的辩护士。当他在诱人的称呼的怂恿下朝

这里走来的时候，他追求快乐，但并不是别人告诉他的那种快乐，而是他自己

带来的那种快乐”等等。（第１卷，《论幸福的生活》，第５４２页）

“‘朋友们’……我们的伊壁鸠鲁赋予他们〈即奴隶们〉的名字。”（［第２

卷］，第１０７封信，第５２６页）

“伊壁鸠鲁，斯蒂尔蓬的批评者。”（第９封信，第３０页）

“你应该知道，伊壁鸠鲁也说过同样的话：‘［实际上］只有哲人才知恩’。”

（第８１封信，第３２６页）

“伊壁鸠鲁说，有一些人，他们努力寻求真理而无需别人的帮助；他就是

０５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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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那种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他最称赞这种靠着内在的动力自己独立成名

的人。另一方面，有些人则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没有别人在他们前面开辟道

路，他们自己就不能前进，但是他会热心地跟着别人走。他把梅特罗多罗斯列

入这类人之中。他说，这也是出色的头脑，但是只属于第二流。”（第５２封信，

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此外，你还可以看到另一种人——这些人也不应该被忽视，他们可以被

迫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者，而是帮助者，也可以说是鼓

励者。这是第三流的［人］。”（同上）

“伊壁鸠鲁这个快乐学说的著名导师有一些日子以简陋的食物充饥，目

的是要观察在快乐的尽善尽美和细致入微方面是否会有所减少，减少多少以

及这种减少是否值得每一个人为此而付出沉重的劳动。他至少在写给哈林执

政官波利安的那些信中谈到这件事，甚至还炫耀他自己用在饮食上的钱不到

一阿司①，而梅特罗多罗斯［在限制自己的需求方面］还没有获得这样大的成

绩，他得花上整整一阿司。你想想看这样的饮食可以吃饱吗？可以，甚至还能

得到快乐，——不是那种微小的、转瞬即逝的快乐，亦即经常需要重新开始的

快乐，而是持久的真实的快乐。诚然，水和大麦粒或一块大麦面包不是什么惬

意的东西，但是最大的快乐在于：你甚至从这样的东西中也能得到快乐；在于

意识到你已使自己进入一个任何厄运都不能加以剥夺的境界。”（第１８封信，

第６７—［６８］页）

“［伊壁鸠鲁写给他（即伊多梅奈乌斯）这个有名的教导，在这个教导中他

劝他用非一般所采用的、又非令人怀疑的方法使皮托克勒斯变富。他说，‘假

若你要使皮托克勒斯变富，不应该使他的钱增多，而是应该减少他的欲望’。”

（第２１封信，第７９页）

参看斯托贝谈话录十七。“如果你想使某人变富，请你不要给他钱，而是

打消他的欲望。”

“‘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

性’。而为什么并不是必然性呢？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

多，它们是短而容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里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

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伊壁鸠鲁说。”（第１２封信，第４２页）

１５１笔 记 六

① 阿司——古罗马的铜币，也是重量单位，等于１２盎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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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他的缺点之外，蠢人还有这样一个固有的缺点：他总是在开始生

活……还有什么比才在开始生活的老头子更令人憎恶的呢？如果这个意见不

是那么著名，不是属于流传颇广的伊壁鸠鲁格言的话，我就不会说出它的作

者的名字。”（第１３封信，第４７页）

“‘谁最不需要财富，谁就最能够享受财富的快乐……’［这句格言］是伊

壁鸠鲁说的。”（第１４封信，第５３页）

“伊壁鸠鲁说过：‘你若按照本性生活，你永远不会穷；而［你］若按照人们

的观念［生活］，你永远［不会］富。’本性要求不多，而人们的观念所要求的则

漫无节制。”（第１６封信，第６０页）

“对于许多人说来，获得财富并不是他们不幸的结束，而只是不幸的一种

新形式。”（第１７封信，第６４页）

“我将引用伊壁鸠鲁的话作为对你的训戒…… ‘过度忿怒是疯狂的原

因。’你应该知道，这是何等地正确，因为你既有奴隶又有敌人。所有的人都会

发怒。忿怒的产生，既基于爱也基于恨，既产生在严肃的事情里，也产生在玩

笑之中。重要的不是引起忿怒的原因，而是发怒人的个性。火也是这样：火势

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火在什么环境中燃烧，事实上，非燃物品甚至连强

烈的大火也经得住，相反地，干燥可燃的物品由于一个火星儿就能燃成一场

大火。”（第１８封信，第［６８］—６９页）

“［伊壁鸠鲁］说，应当首先看一看你和谁在一起吃吃喝喝，而不是看你吃

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因为不跟朋友［在一起］而大食其肉，那是狮子和狼的

生活。”（第１９封信，第７２页）

“他（即伊壁鸠鲁）说：‘任何一个人离开人世，都象他当年来到人间一样’

…… 象出生那样无忧无虑而死的人，认识了哲理。”（第２２封信，第８４页）

“我可以……用伊壁鸠鲁的格言告诉你……：‘总是从头开始生活是很艰

难的’。”（第２３封信，第８７页）

“据伊壁鸠鲁说，‘谁将自己的欲望缩小到这种地步〈即面包和水这样一

些本性所需要的东西，参见第１１０封信，第５４５页〉，谁就可以和丘必特争论

什么是幸福。’”（第２５封信，第９７页）

“伊壁鸠鲁说过：‘请你考虑这两种情况那一种更好：是死亡到我们这里

来，还是我们［到］它那里去’。”（第２６封信，第１０１页）

“［伊壁鸠鲁］，符合自然规律的贫穷就是富有。”（第２７封信，第１０５页）

２５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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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罪过是得救的开端。’我觉得伊壁鸠鲁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第

２８封信，第１０７页）

“伊壁鸠鲁在给他的一位学友的信中说过：‘这句话我不是［写］给许多人

的，而［只是］给你的：我们俩人相互构成足够多的听众’。”（第７封信，第２１

页）

“至今我们还在重复伊壁鸠鲁的话说：‘……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必

须为哲学服务。一个献身于哲学的人，不须长久等待，他立即就会变得自由。

因为为哲学服务本身就是自由。’”（第８封信，第２４页）

“不是伊壁鸠鲁的学派，而是与伊壁鸠鲁的交往使［这些］人伟大起来。”

（第６封信，第１６页）

“照我看来，伊壁鸠鲁说得很聪明：‘罪犯可以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是他

不可能确信［它］不会被发现’。”（第９７封信，第４８０页）

“我读了伊壁鸠鲁致伊多梅奈乌斯的一封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他要他在

某个强大的力量出来干涉并剥夺他逃跑的自由之前，尽［快］地逃跑。但他又

补充说，只有［当］这一意图能方便地和及时地实现的时候，才可一试。然而，

他说，一旦这个盼望已久的机会来到，就应该一跃而起。他不准许想逃跑的人

打瞌睡，他希望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幸运脱逃，只要我们事前不慌忙

又不错过良机。”（第２２封信，第８２页）

“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惧怕神。因为惧怕善行是荒诞的；从另一方面

看，谁也不爱他所惧怕的人。最终，你——伊壁鸠鲁解除神的武装：你缴去

了他的一切武器，使他丧失一切威力；而为了使谁都不应该惧怕他，你把他

逐出世界之外。这个神被隔绝在某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之外，与凡人断绝往来，

甚至凡人连看都看不到，没有理由惧怕他：他既无法赏赐人，也无法伤害人。

神孤零零地在我们的天空与别的天空之间那个没有生物、没有人、没有一切

的空间之中，他力求躲避那些从他上面和在他周围崩溃的世界的废墟，对我

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对我们毫不关心。而你却想使我觉得你仿佛象尊敬父亲

一样尊敬这个神，甚至带有感激之情；而如果因为他没有给予你任何恩赐，而

构成你的是这些偶然地和意外地集聚起来的你的原子和粒子，所以你不愿意

表示感谢，——那么，你为什么要尊敬［他］呢？你说，是由于伟大、由于

［他的］唯一独特的本性。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当然，你这样做时未抱任何希

望，不指望得到任何报偿。因而，有一种本身就是值得人们追求的东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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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具有的美质吸引着你：这就是美德。”（第１卷，《论善行》，第４册，第

１９章，第７１９页）

“伊壁鸠鲁说，所有这些原因都可能存在，并且还力图提出一些别的原

因；同时他斥责那些断言在这些原因中只有某一个原因的人：因为在那些按

照必然性不得不确立仅仅一些假设的事物中，是很难保证什么可靠性的。因

而，据他说，地震可能是由水引起的，如果水流冲走了某些部分的土地的话，

因为在没有受损害的情况下，这些部分的土地是支撑着相应的那块土地的，

可是现在支撑部分变弱了，再也支撑不住了。土地还可能在空气压力的作用

下移动。也就是说空气可能因受外部跑进来的空气的影响而失去平衡。可能，

在某一部分土地突然崩塌的影响下，空气发生震动并开始运动。可能，在某个

地方土地是由某种类似柱和杆的东西支撑着，——而当它们遭到毁坏并倒塌

的时候，压在它们上面的重物就会震动。可能，一团灼热的空气变成一团火，

象闪电般喷出，烧毁碰到的一切。可能，沼地的水和静止不动的水被一阵风一

刮，结果土地或因受到冲击而震动，或者运动着的空气团由于增大并加快运

动速度而从最深处向外冲出。但是照他的意见，在［引起地震的］各种原因中

没有一种比空气的运动更为重要的了。”（第２卷，《自然问题》，第６册，第２０

章，第８０２页）

“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主要有两个学派：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并

且他们每一派都指出达到宁静的不同途径。伊壁鸠鲁说：‘哲人不关心国家大

事，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

“芝诺说：‘哲人要关心国家大事，除非有什么情况阻碍他。’一个由于内

在的动机而力求达到宁静，另一个则由于［外在的］原因。”（第１卷，《论哲人

的宁静》，第３０章，第５７４页）

“可是受到重视的不是伊壁鸠鲁［所指的］那种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是清

醒而有节制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一名称来为自己淫佚放荡的生活好歹寻找

一块遮羞布而已。这样一来他们便失去了当他们堕落时还保留着的唯一的好

品质：对犯罪感到羞耻。实际上，他们现在称赞的正是以前使他们脸红的事

情，并夸耀其放荡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连青年人也不可能打起精神，因为

可耻的游手好闲在体面的名称下得以隐蔽。”（第１卷，《论幸福的生活》，第

１２章，第５４１页）

“因为他们所有的人〈即柏拉图、芝诺、伊壁鸠鲁〉讲的都不是他们自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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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活，而是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同上，第１８章，第５５０页）

“可见，神并不滥施恩惠，他无牵无挂，对我们毫不关心，他甚至不理睬这

世界，他对善行和恶行都无动于衷。他做点什么别的事情，或者什么事情也不

做（伊壁鸠鲁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第１卷，《论善行》，第４册，第４章，第

６９９页）

“这里应该肯定伊壁鸠鲁的见解是正确的，他一再抱怨我们对过去忘恩

负义，忘记了我们已得到的幸福，甚至不把它们当作快乐，其实没有哪一种快

乐比这种再不会失去的快乐更可靠。”（［第１卷］，《论善行》，第３册，第４章，

［第６６６页］）

“可以同苏格拉底一起辩论，同卡尔奈阿德斯一起怀疑，同伊壁鸠鲁一起

享受宁静的快乐，同斯多葛派一起征服人的本性，同昔尼克派一起干古怪的

事情，还可以作为每个时代的同时代人自然地跟上每个时代的步伐。”（第１

卷，《论人生短暂》，第５１２页）

“在这方面我们同那些在豪华的筵席桌旁高谈哲理、放纵沉溺、离群索居

的伊壁鸠鲁派是有斗争的；对于他们美德是快乐的婢女：她听从快乐，服务于

快乐，她认为快乐比自己高出一筹。”（第１卷，《论善行》，第４册，第２章，第

６９７页）

“美德怎么能支配快乐呢？因为快乐的婢女是跟在快乐后面的，须知跟随

是服从者的事，但支配则是发号施令者的事。”（第１卷，《论幸福的生活》，第

２章，第５３８页）

“对于你们〈即伊壁鸠鲁派〉，快乐意味着放纵自己的躯体使之懒散悠闲，

象梦幻般无忧无虑地生活，躲蔽在浓密的阴影下，通过你们称之为精神宁静

的多愁善感的思考使萎靡不振的精神得到愉快，在花园的树荫中用美味的食

物和饮料填满我们由于闲散而多病的躯体。对于我们，快乐意味着行善，无论

这善行要化多么大力气，只要它能减轻别人的劳苦就行；无论这善行带有什

么样的危险，只要它能使别人免遭危险就行；无论这善行如何加重我们私人

财产的负担，只要它能减少别人的贫苦和困难就行。”（第１卷，《论善行》，第

４册，第１３章，第７１３页）

“缺少经验和不老练的人会不断地犯错误：他们往往陷入伊壁鸠鲁的这

个无底的、无法填平的混乱深渊之中。”（第２卷，第７２封信，第２７４页）

“伊壁鸠鲁派认为，哲学只包括两部分：物理学和伦理学，他们否定了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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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学。后来当事实本身强迫他们对争论的问题加以分析，揭穿在真理的幌子

下掩盖着的虚伪东西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以另外一个名称提出了逻辑学，称

之为‘关于判断的准则’，但是他们认为它是物理学部分的补充。”（第８９封

信，第３９７页）

“伊壁鸠鲁的神……自己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强迫别人［做］。”（第２卷，

《悼克劳狄乌斯皇帝》，第８５１页）

“‘那么，你是说：塞涅卡，你向我推荐宁静吗？——［这是说］，你转而相

信伊壁鸠鲁的教导。’——是的，我向你推荐宁静，为的是使你在此时能做［某

种］比你过去丢开不做的更重要、更美好的事情。”（第６８封信，第２５１页）

“我并不如此愚蠢，竟然在这个地方重复伊壁鸠鲁的著名寓言，说什么对

彼岸世界的恐惧［是］无谓的［恐惧］，说什么伊克西昂并没有在旋转车轮上旋

转，息息法斯并没有用肩往山上推石头，任何人的肝脏都不会每天被啄食而

又重新长好。谁也不会象小孩子那样无知到害怕塞卜洛士、黑暗和样子象骷

髅的鬼魂。死亡把我们或者变为无，或者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对于那些被

带到另一个地方的人来说，会更好些，因为他们摆脱了重负；而对于那些变为

无的人什么也没有留下，因为善和恶离他们都同样遥远。”（第２４封信，第９３

页）

完

约·斯托贝《箴言和牧歌》

１６０９年日内瓦版

  “安乐的自然太值得赞美了，因为它使必要的东西容易得到，使难以得到

的东西成为不必要的。

如果你想使某人变富，请不要给他钱，而是打消他的欲望。”

“节制是一种美德，借助于它人们以理性节制追求不道德的快乐的意图。

节制的特性就是能够用理智来抑制追求不道德地享受快乐的欲望，顽强

而勇敢地忍受自然的困苦和悲伤。”（《论适度》，谈话录十七，第１５７页）

“我们只生一次，［任何人］也不会生两次，所以应该使生命不要延续太

久。你既然对自己的明天都无权支配，就利用眼前的一瞬。人生皆毁于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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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正当自己活动最旺盛的时候便死去了。”（《论珍

惜》，谈话录十六，第１５５页）

“当我有水和面包时，我充满我可怜的肉体［提供给我的］快乐，同时我对

昂贵的快乐毫不介意，不是由于这种快乐本身，而是由于同它有关的不愉快。

当我们由于没有快乐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才感到对快乐的需要；当

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并不因没有快乐而感到痛苦的时候，则对快乐没有

任何需要，因为引起外在不愉快的原因，并非自然的快乐，而是追求那些与空

洞的表象有关的东西的意图。”（《论适度》，谈话录十七，［第１５９页］）

“对哲人来说，颁布法律不是为了使他们不作不正当之事，而是为了使他

们不受不正当行为之害。”（《论国家》，谈话录四十一，第２７０页）

“死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凡是死了的东西都没有感觉，而没有感

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就算不了什么。”（《论死亡》，谈话录一一七，第６００

页）

“加尔格蒂的伊壁鸠鲁深信不疑地说：‘谁对少量的东西感到不满足，他

就会对什么都感到不满足。’他还宣称，只要有了面包和水，他就准备同任何

人辩论什么是幸福。”（《论适度》，谈话录十七，第１５８页）

“因此伊壁鸠鲁还认为，功名心重和追求荣誉的人不应该沉湎于平静，而

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天性参与国家大事和社会活动，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一

种性格的人，如果他们达不到所追求的目的，就会由于无所事事而更加担忧

和难受。然而，这样的一种人是愚蠢荒诞的，他吸收的不是那些能够为公共谋

福利的人，而是一些不能无所作为的人；须知精神的平静或不安不是以所做

的事情的多寡为转移，而是取决于行为的善恶。

因为，正如常言所说，不行善令人痛苦和不安的程度，不亚于作恶。”（《论

坚定性》，谈话录二十九，第２０６页）

“当有人说：‘哲人不会有爱情，至少［活的］见证人……伊壁鸠鲁……’

［克里齐普斯］说，‘我引用这个证据，因为，如果……不动情的伊壁鸠鲁……

没有过爱情的话（当然哲人不会有爱情）’。”（《论性欲和爱情》，谈话录六十

一，第３９３页）

“但是我们要注意那些枯燥乏味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快乐与本性不

符，而是伴随着符合本性的东西，即正义、自制和自由。那么到底为什么小小

的肉体幸福能使精神快乐和平静（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ａｔｕｒ），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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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论非适度》，谈话录六，第８１—８２页）

“伊壁鸠鲁说，一切神都有人一样的外表，但是只有用智慧透过形象的自

然的细微之处才能认识他们。他还认为不能摧毁的实体有四种：原子、虚空、

无限和同类粒子。这种粒子还称作同素体和元素。”（《自然的牧歌》，第１卷，

第５页）

“伊壁鸠鲁遵循必然性、自由的决定、命运……

关于命运，他们［毕达哥拉斯派］是这样表述的：在命运中确乎有某种神

性的成分，因为某些人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去做好事或者去做坏事。并且显然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人是幸福的，另一些人则是不幸的。大家亲眼看到有

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做事轻率不加考虑，却往往是很有成就；而相反地，另一

些人，尽管他们事先反复商量和考虑，如何正确处理某件事，但结果一无所

获。还有命运的另一种表现，它使一些人有天赋、有才干、什么都能做，而另一

些人则没有才干，因为他们具有相反的禀性；前一种人不管预计达到什么目

的都能达到，而后一种人希望总是落空，因为他们从来不能正确地、而是紊乱

地进行思考。但是这种不幸天生就已存在，而非外界造成的。”（《自然的牧

歌》，第１卷，第１６页）

“伊壁鸠鲁（称时间）为偶性，即伴随运动的东西。”（同上，第１９页）

“伊壁鸠鲁［断言］，一切存在物的始原是那些由智慧所认识的、本身不

包含虚空的、无始无终的物体；它们既不会变小又不会被弄碎。［这种物体］

之所以被称为原子，并非因为它是［存在物中］最小的，而是因为它不能再

被分割，因为它没有感觉，并且本身不包含虚空。”（《自然的牧歌》，第１卷，

第２７页）

“伊壁鸠鲁［认为］，始原的物体就其体积来说是难以觉察的和最简单的，

而由它们（原子）构成的物体则具有重量。原子的运动有时是直线式的下落，

有时是偏斜的，而向上的运动则是撞击和排斥的结果。”（《自然的牧歌》，第１

卷，第３３页）

“伊壁鸠鲁……［说］，有颜色的物体在黑暗中没有颜色。”（《自然的牧

歌》，第１卷，第３５页）

“伊壁鸠鲁［断言］，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而虚空在范围方面是无限

的。”（《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３８页）

“伊壁鸠鲁交替使用各种名称——虚空、空处、空间。”（《自然的牧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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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卷，第３９页）

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假使没有那种我们称之为虚空、空处和不可

捉摸的自然的东西。”（［Ｘ，４０］，致希罗多德的信，第３２页）

“伊壁鸠鲁［把］运动［分为］两种：直线运动和偏斜运动。”（《自然的牧

歌》，第１卷，第４０页）

“伊壁鸠鲁［说过］，世界以多种方式灭亡：一部分以动物的方式，一部分

以植物的方式，还有一部分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灭亡。”（《自然的牧歌》第１卷，

第４４页）

“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们［都认为］，世界是有灵魂的并受天意支配。而留

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则不［承认］上述这种或那种［假设］，他们

［断言］，世界是由原子本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自然的牧歌》，第１卷，

第４７页）

“伊壁鸠鲁［说过］，一些世界的边缘是稀疏的，而另一些世界的边缘是稠

密的，并且它们［边缘］之中有一些是活动的，而另一些是静止的。”（《自然的

牧歌》，第１卷，第５１页）

斯托贝著作中下面一段话不是伊壁鸠鲁的，然而可能是最崇

高的。

“天父，除上述外〈“除上述外”应指：形状、颜色和躯体〉还有什么更美好

的东西吗？”——“我的孩子，只有上帝；而更伟大的勿宁说是上帝的名字。”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５０页）

“伊壁鸠鲁的老师梅特罗多罗斯断言：始原就是原子和元素。”（同上，第

５２页）

“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认为］，无数个世界在无限中沿着各种

圆轨来回［飞驰］。阿那克西曼德［断言］，无数个可见的世界相互间距离相等。

而伊壁鸠鲁［说过］，各个世界之间的距离不相等。”（同上，第５２页）

“伊壁鸠鲁并不排斥其中任何一种意见〈即关于星体的意见〉，他坚持那

可能的东西。”（同上，第５４页）

“伊壁鸠鲁说，太阳是一个多微孔或海绵状结构的密度极大的土团，其周

围笼罩着从微孔中［冒出来的］火焰。”（同上，第５６页）

９５１笔 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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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摘引自《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５页上①的一段话，较

之绍巴赫引用的那一段显然更能证实关于两种原子的观念。在《牧

歌》中的这个地方，作为不灭的本原，除了原子和虚空以外，还列举

了一种“同类的粒子”，这种粒子不是映象（反映），对它们的解释

是：“它们叫做同素体和元素。”无论如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原子

是现象的基础，它在作为元素时是没有同素体的，而具有以它们为

基础的物体的性质，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梅特罗多罗斯也同样把

“原子和元素”作为始因。（第１卷，第５２页）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全集》

１６８８年科伦版

  “但是伊壁鸠鲁也从德谟克利特那里剽窃了他的基本原理。”（《地毯集》，

第６卷，第６２９页）

“似乎荷马也知道神，虽然他描绘的神充满着强烈的人的感情。伊壁鸠鲁

对神就不如此虔敬。”（《地毯集》，第５卷，第６０４页）

“伊壁鸠鲁则认为，消除痛苦就是快乐；他说，这是应该追求的，它首先是

自身向往自身的，显然，它一般处于运动之中……

于是，伊壁鸠鲁和昔勒尼学派说，快乐首先是［和我们的本性］密切相关

的。因为，他们说，美德是为了快乐而树立的，它本身就产生快乐。”（《地毯

集》，第２卷，第４１５页）

“而伊壁鸠鲁认为，一切精神的快乐都产生于首先是具有感觉的肉体。

梅特罗多罗斯在他的题为《论幸福与其说来源于外部环境，不如说来源

于我们自身》的论文中说道：‘精神的幸福，若不是身体的健康，和继续保持健

康的可靠希望，还会是别的什么呢？’（《地毯集》，第２卷，第４１７页）

“至少伊壁鸠鲁设想，按他的规定，凡是明哲的人，都不愿意由于某种利

０６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见本卷第１５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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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干不道德的事，因为他不可能确信其不道德的行为能掩盖得住。因而，如

果他确信不会被察觉，那么照他［伊壁鸠鲁］的意见，他就会干不道德的事。”

（《地毯集》，第４卷，第５３２页）

克雷门斯并非不知道，对阴间生活的希望也摆脱不了功利原

则。

“而如果有谁希望神奖赏善行因而放弃作恶，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是自愿

行善。因为，正如恐惧能使一个人变得善良一样，奖赏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善

良，——更确切地说，使他好象显得善良起来。”（同上及以下几页）

“伊壁鸠鲁把快乐看得远远高于真理之上，他认为［信仰是］思想的预想。

他又把预想规定为对某种明显的东西和对关于事物的清楚概念的暗示。但是

没有预想，任何人就既不能研究，也不能怀疑，甚至不能思考和反驳。”（《地毯

集》，第２卷，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克雷门斯补充说：

“这样一来，如果信仰只不过是思想关于所论述的东西的预示。”

由此可见，应该怎样理解信仰。

“德谟克利特不赞成婚姻和生育子女，因为这会带来无穷的烦恼并使人

把更必要的事丢开（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伊壁鸠鲁和所有那些把快乐以及无骚动和

无痛苦看作幸福的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地毯集》，第２卷，第４２１页）

“而相反，伊壁鸠鲁认为，唯有希腊人能够从事哲学研究。”（《地毯集》，第

２卷，第３０２页）

“可见，伊壁鸠鲁在致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说得好：‘趁着年青，谁也不要

耽搁哲学的研究’。”（《地毯集》，第４卷，第５０１页）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致

梅诺伊凯乌斯的信。

“但是伊壁鸠鲁派说，有某些秘密的学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允许阅读

有关这些学说的著作。”（《地毯集》，第４卷，第５７５页）

根据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的意见，使徒保罗所说的下面

的话指的是伊壁鸠鲁：

１６１笔 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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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人用哲学和空洞的诱惑之言把你们引入邪

道，去顺从人的传说，顺从世界的自然力量，而不顺从基督①。要［提防］的不

是一切哲学，而是象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所提到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他

谴责这种哲学，因为它鄙弃天意和崇奉快乐，他还要人提防一切别的推崇自

然力、不把创造的始因放在自然力之上、并且不理会创造主的哲学。”（《地毯

集》，第１卷，第２９５页）

很好，那些不幻想上帝的哲学家被摈弃了。

现在人们对这一段理解得更清楚，现在知道，保罗是泛指一切

哲学。

２６１ 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

① 圣经《新约·歌罗西书》第２章第８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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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壁 鸠 鲁 哲 学

笔 记 七
西塞罗

．《论神性》

．《土斯库兰的谈话》，五卷本４２

西塞罗《论神性》

第 一 卷

  第８章［１８］“于是韦莱按他们（即伊壁鸠鲁派）的习惯非常自信地谈说，

怕会显出他对什么都有怀疑，仿佛他刚刚与众神聚会后从伊壁鸠鲁的世界之

间的空隙下来似的。”——等等，等等。

第１３章［３２］安提西尼著作中一段很好的话：

“他在名为《物理学家》的那部书里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有许多神，而自

然的神却只有一个……”

第１４章［３６］关于斯多葛派的芝诺是这样写的：

“而当芝诺注释赫西俄德的《神谱》时，他完全抛弃了关于神的习惯和公

认的概念：不论丘必特、朱诺、维斯塔或被这样称呼的任何人，他全不认为是

神，但是他断言，这些名字是根据某种寓意加在没有灵魂和不会讲话的事物

上的。”

第１５章［４１］关于斯多葛派的克里齐普斯是这样写的：

“在第二本书中〈即《论神性》一书中〉他力图使奥菲士、穆赛乌斯、赫西俄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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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荷马的寓言同他本人在第一本书中关于不朽的神所说的东西一致起来，

以便让人看起来好象远古时代的诗人就是斯多葛派，尽管对这一点这些诗人

本身连想都没有想到。”

“而在他之后，巴比伦的第欧根尼在名为《论密纳发》的一本书中，对丘必

特的生孩子和童贞女神的分娩给予自然的解释，从而同神话分离开来。”

第１６章［４３］“总共只有他一个人〈即伊壁鸠鲁〉认为，神的存在首先是因

为自然本身在所有［人们］的心灵里印下了关于神的观念。难道真的会有一种

没有人教而获得关于神的预示观念的民族、部族吗？伊壁鸠鲁称它为预想

２５，即对客体的某种预示的观念，没有它什么都不可能理解、研究和讨论。我

们从伊壁鸠鲁的《论判断的准则》这本无与伦比的著作中懂得了这个学说的

意义和作用。”

第１７章［４４］“……应该明白，存在着神，因为我们有关于神的内在的、或

者不如说是天赋的观念。而与一切人的本性相一致的观念，按必然性来说是

真实的。”

［４５］“……如果是这样，那么伊壁鸠鲁的这句著名的格言就说得对：‘凡

是幸福和永恒的东西，它自身既无所事事，也不麻烦他人；所以不知忿怒为何

物，也不怀感恩之情，因为此类感情……只是软弱的象征’。”

“…… 凡卓越出众的东西都有充分理由受到崇拜。”

第１８章［４６］“我们大家，一切民族，都本能地把神想象成人的样子而不

是别的样子……但是为了不把万物都归结为最初的印象，理性本身也确认同

样的东西……”

［４７］“有什么形象……能比人的形象更美好呢？……”

［４８］“不得不承认，就外貌来看神乃是人。”

［４９］“这个形象仍然不是躯体，而是躯体的类似物；这个躯体没有血液，

而只有血液的类似物。”

第１８章［４９］“伊壁鸠鲁……教导说，神的威力和本质是这样的，首先它

们不是被感觉而是被智慧所认识的，——不是某种坚实的东西、不是按照数

量来认识的，也不同于伊壁鸠鲁因其坚硬而称之为σρμια①的东西，它们

是由于相似和相连续而作为映象被领会到的。”

４６１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① 硬的物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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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章“当由无数的形象产生接连不断的一系列非常相似的映象并上

升到神时，紧张地贯注于这些映象上的我们的思维以极大的快乐获得关于幸

福的和永恒的本质的概念。”

［５０］“而无限性的最高原则很值得进行长期缜密的研究；同时，根据必然

性可以理解，这种本质是：万物皆与万物相应，同等的东西皆与同等的东西相

应。伊壁鸠鲁把这称为同名，即平均分布。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如果有这样大

量的会死的凡人，那么不死者的数量就不会更少；如果毁灭的力量无限大，那

么保存的力量也应该是无穷无尽的。”

［５１］“还有，巴尔布，你们平常还问我们神的生活是怎样的和他们的一生

是怎样度过的。显然［他们的生活］如此美好，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幸福、更充满

应有尽有的富贵的了。实际上他［神］什么也不做，与任何事务无关，不负担任

何工作。他享受自己的明哲和美德的快乐，他真正相信他将永远生活在最大

的不朽的幸福之中。”

第２０章［５２］“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这个神是幸福的，而你们的神真命苦：

事实上，或者神只不过是宇宙本身——那么还有什么可能比一刹那也不停顿

地以惊人的速度沿着天轴转动更不平静的呢？而没有平静则无所谓幸福。或

者在世界本身之中存在着某一个神，他主宰着宇宙，他管理着宇宙，他指引星

球运转，维持四季的变化、万物的更迭和秩序，并且观察着陆地和海洋，保护

人们的美好生活和生命：［你看］他真正担负着繁重和十分困难的事务。［５３］

而我们认为幸福的生活在于精神的安宁，在于摆脱任何职责。因为那个［解

释］其他［一切东西］的人教导我们，世界是自然地产生的：它不是某个巨匠的

艺术作品。而这与你们否定自然无需神的艺术也能创造、正在创造或已经创

造出无数个世界相比，并不更难想象。因为你们不明白：自然是如何无需任何

理性而创造这一切，所以你们就象悲剧诗人那样，在无法想象出戏的结局时，

便求助于神。［５４］假使你们四处看到的都是无边无际的巨大空间，在这个巨

大的空间里，精神急急奔驰，到处漫游，但是它看不到它可以停下来的任何最

后边界，那么当然你不会希望得到神的帮助。总之，在这个宽度、长度和深度

方面都无穷无尽的［空间］里，飞驰着数量上多得无穷的原子；这些原子虽然

被虚空所分开，但是他们互相联结着，彼此连接，连绵不断；由此产生了万物

的各种形态和形状，而你们会认为没有铁砧和风箱它们的形成是不可能的。

可这样一来你们就把一个永恒的统治者强加在我们头上，使我们不分昼夜地

５６１笔 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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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他。的确，谁不有点儿畏惧这么一个神呢？这个神预见一切、想到一切、觉

察一切、认为一切都和他有关，好奇地盯着眼睛包揽一切事务。”

［５５］“由此在你们面前就第一次出现了那个由命运注定的必然性，也即

你们称之为‘天命’的东西；所以你们就断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永恒真

理和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哲学，

在它看来，——就象在一个无知的老妖婆看来一样，——一切都由于命运而

发生。其次是你们的占卜，我们把它翻译成‘预言术’；如果我们真的要听你们

的那一套，那么我们就要在这种占卜的影响下满脑子都是这样一种迷信，即

我们应该崇拜祭司、预言家、算命者、占卦者和释梦者。”

［５６］“伊壁鸠鲁把我们从这些恐惧中拯救了出来，并使我们获得了自由，

我们不怕那些［神］，我们知道，这些神既不会为自己臆造也不会为别人增添

任何烦恼，所以我们恭敬地和虔诚地尊敬这个卓越而高超的自然的存在物。”

接着科塔提出了反对意见。

第２１章［５８］“我承认……你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你的话不仅思想丰富，

而且表达得比你们［即伊壁鸠鲁派］通常所用的词汇更优美。”

第２３章［６２］“因为照你的说法，似乎一切民族和种族都有同样的认识这

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之所以应该承认神的存在的充足理由。这本身不仅是

轻率的，而且是错误的。”

（科塔在叙述了否定神存在的普罗塔哥拉的书在国民会议上被焚毁，而

普罗塔哥拉本人则被驱逐出国之后）［继续说道］：［６３］“因此至少我认为，许

多人对于公开发表这种意见变得更慎重，因为甚至怀疑也不能避免遭到惩

治。”

第２４章［６６］“因为德谟克利特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留基伯的这些使人极

为厌恶的主张，即似乎存在着某些原子，一些是光滑的，另外是一些粗糙的，

一些是圆的，而部分是有棱角的，某些是钩状和仿佛向内弯的；正是由这些原

子在没有任何来自自然的强制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偶然的冲撞而生成天和地

……”

［６７］“那么这就是你的真理吗？因为我丝毫也不反对幸福生活，而按照你

的意见，如果神不处于绝对的平静和悠闲之中，连他也享受不到这种生活

……”

６６１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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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同意假定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但这究竟和问题有什么关系

呢？须知谈的是关于［６８］神的本性的问题。就算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吧。因

而，他们不是永恒的，因为凡由原子构成者，皆应在某一个时候形成。如果他

们［神］是在过去形成的，那么在他们产生之前便没有任何神。而如果神有生，

那么根据必然性［神］必定有死，你本人在此不久之前关于柏拉图的宇宙就是

这样议论的。这样那里还有你们用来表示神的两个著名的词：‘幸福的和不朽

的’。正当你们想证明这一论点的时候，你们便陷入无法通过的密林。例如，你

曾说，神没有躯体，但有类似躯体的东西，神没有血，但有类似血的东西。”

第２５章［６９］“当你们谈论某种不足信的事并希望不受到指责时，你们总

是经常援引某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同意还在进行争论中的问题，要比这

样厚颜无耻地坚持己见更好。例如伊壁鸠鲁就是这样。因为伊壁鸠鲁明白，如

果原子由于本身的重量而往下坠，那么什么都由不得我们的力量作主，因为

原子的运动是规定了的和必然的，——于是他为了避开必然性，就想出了一

个德谟克利特显然没有想到的办法。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量

和重力而从上往下坠，但还是有一点点偏斜。”［７０］“这种说法比起不能够证

明自己想要证明的主张来更为不光彩。”

相当有意义的现象是，构成纯粹希腊哲学的那一套三个希腊

哲学体系，即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都从过去已知的

东西中吸取各自的基本要素。例如斯多葛派的自然哲学大部分是

赫拉克利特的，而它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似，所以西

塞罗已经看出：

“看来，斯多葛派在实质上是同意逍遥派的，只是口头上不同意。”（《论神

性》第１卷第７章［１６］）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基本上是德谟克利特的，而道德规则与

昔勒尼派的道德观相似。最后，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科学家；他

们的工作是进行比较，因而也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先前阐述过

的主张。他们以平均调和的学术观点看待以前的体系，这样来揭

７６１笔 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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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矛盾和对立、他们方法的一般原型包含在埃利亚派、诡辩派

和学院派之前的辩证法中。然而这些体系不失为独创的并构成一

个整体。

但是它们不仅为自己的科学找到了现成的建筑材料；它们的

精神世界的活生生的精神本身可以说作为先知出现在精神世界之

前。那些属于它们体系的个人是历史人物。一个体系可以说包含

在另一个体系之中。亚里斯提卜、安提西尼、诡辩派和其他一些哲

学家就是这样。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关于“植物灵魂”，亚里士多德说道：

“它可以脱离别的而存在，但在凡人那里别的没有它便不能存在。”（亚里

士多德《论灵魂》第２卷第２章）

对待伊壁鸠鲁哲学，不论对于理解其哲学本身，还是对于弄清

楚伊壁鸠鲁本人的一些看来显得荒谬的话，以及后来批评他的人

的愚蠢，都应该注意到上述这一意见。

在伊壁鸠鲁那里，概念的最一般的形态是原子，因为这是它的

最一般的存在形态，可是这一存在本身是具体的并且是一个类概

念，但同时它对其哲学概念的更高的特征和具体化来说，又是个种

概念。

这样一来，原子是一种例如个人、哲人、神的抽象的自在的存

在。这是同一概念的更高的、更进一步的质的规定。因此，在分析

这一哲学的形成过程时，不应该提出象培尔、普卢塔克和其他一些

人所提的那种不适当的问题：个人、哲人、神怎么能由原子产生和

构成呢？另一方面，看来，伊壁鸠鲁本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护，因

为关于更高级的形态，例如关于神，他说，神是由更精微的原子构

８６１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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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对于这点应该指出，伊壁鸠鲁本人的认识同这一认识的进一

步发展的关系，同对他来说不可避免的这一认识的原则的进一步

规定的关系，正象较后各个时代的人们的不科学的①认识同他的

体系的关系一样。

例如，如果对神等等提出关于他的存在的问题、关于他的自在

的存在问题，而把构成这个体系中一个必要环节的神的形态的进

一步规定放在一边，那么存在的一般形态一般说来是原子和原子

群体；但正是在神、哲人的概念中这一存在变成更高级的形态。他

的特殊的自在的存在正是他的概念的进一步规定，是在构成这个

体系的整体中所必需的。如果此外还提出关于某种存在的问题，那

么这是倒退到原则的低级阶段和低级形态。

但是伊壁鸠鲁不得不经常倒退到这个低级阶段，因为他的认

识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原子论的。他所理解的自然的本质就是他的

现实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然而他又把激励他的本能和这个本能的

本质的进一步规定看作是和其他现象相同的现象，并从研究哲学

的较高级的范围重新倒退到最一般的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

般的自为存在的存在被他看成是一般的任何存在的形态。

哲学家的这个本质的意识脱离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知识，但

是这个表现出来的知识本身（在哲学家仿佛同自己进行的关于他

的真正内心动机、关于他所思考的思想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是某

种受制约的东西，——它是受到构成他的认识本质的那个原则所

制约的。

９６１笔 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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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

上的个性理解为好象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

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

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

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

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哲学史应该把那种象田鼠一样不

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

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

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在把这种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的

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性。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

时，为了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

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

在是历史的。但是与此同时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

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来展开。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

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那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尽管这

种威望的体现者是整个民族并且这种信仰已存在了千百年。要提

供证明，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实质；此外，每个写哲学史的

人要辨别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阐述与内容；否则他就只好

去抄袭，甚至都用不着翻译；他更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或进行删改等

等。他只是一个缮写员。

相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关于个人、哲人和神的概念以及这

些概念的特殊规定如何纳入体系之中？它们是怎样从体系中发展

起来的？

０７１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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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

第 一 卷

  第６章［１７］“［西塞罗说］我将一开始就要断言，他（即伊壁鸠鲁）在他所

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首先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那个人（即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这个由于本身的坚实而不可分割的物

体，飞驰在既无上中下也无始无终的茫茫无际的虚空之中。这些原子在冲撞

时相互联结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出那存在着的和为我们视觉所感知的宇宙万

物。原子的这种运动在他看来没有起始，而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着……”

［１８］“可是他（伊壁鸠鲁）断言，这些不可分割的、坚实的物体由于它们的

重量而沿直线下落：照他的意见，这是一切物体的自然运动。”

［１９］“后来这个有敏锐智慧的人又忽然想起，如果一切原子都真的象所

说的那样沿直线从上往下落，那么任何一个原子永远也不能碰到另一个原

子。于是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虚构：他宣称，原子稍微有一点儿——没有什么

东西比这更小了——偏斜。因此在原子之间据说就产生了缠结、结合和联结，

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各个部分和世界所包含的一切…… 的确偏斜本

身就是任意的虚构，——要知道他［伊壁鸠鲁］说原子是没有原因而偏斜的，

而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没有比断言某物是没有原因造成的更不光彩的了

……”

［２０］“太阳在德谟克利特这位有学问的并且精通几何学的人看来很大，

而在他［即伊壁鸠鲁］看来，太阳约莫只有两英尺大；这就是说，他认为太阳实

际上只有它看起来那样大，或者稍大些或稍小些。”

［２１］“这就是说，凡是他［伊壁鸠鲁］修改了的地方，他都损害了原意，而

他所遵循的东西完全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如原子、虚空、被他们称为ｉｄｏｌａ

的形象——由于这种形象流［对眼睛］的作用我们不仅能看见而且还能思维

以及他们用απιρια一词表示的无限本身，——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他［德谟克

利特］那里剽窃来的；其次，还有每日都在产生和消亡的无限数量的世界”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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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２２］“而就是在……被称为逻辑学的哲学的第二部分中，你们这

位哲学家［伊壁鸠鲁］也完全……缺乏论据和束手无策：他取消规定，排除关

于分类和分割的学说，不讲述如何形成和如何作出推理，不说明如何弄清诡

辩和解释模棱两可的话；他以感性知觉作为判断事物的根据；他认为，哪怕只

有一次由于感性知觉的影响而把某件虚假的东西误认为真实的，那么也就失

去了判断真理和谬误的任何可能性。”

［２３］“他特别强调指出——用他的话说，——自然本身所赞成和摒弃的

东西：快乐与痛苦；他把这说成是我们应该摆脱和追求的一切。”

第９章［２９］“……伊壁鸠鲁把这看作快乐。他认为快乐是至善，而痛苦是

极恶，并且他企图这样来证明这一原则：

［３０］凡有生命的东西，生来就追求快乐并把快乐当作至善来享受；而把

痛苦当作极恶加以摒弃，并竭力避开它；在未受坏影响时，它能按照本性自身

的不受诱惑的公正的指使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伊壁鸠鲁］断言，没有必要论

证和议论为什么应该力求得到快乐和避免痛苦…… 应当由本性本身指明，

什么是与本性一致的，什么是违背本性的。”

第１１章［３７］“这样一来在任何情况下消除痛苦的结果是快乐的到来。”

［３８］“因此伊壁鸠鲁不承认存在着一种介于痛苦和快乐之间的中间状态

的东西。”

第１２章［４０］“谁处于这样的心境，他就必然应该具有既不怕死也不怕痛

苦的坚强精神，因为死亡带来感觉的丧失，至于痛苦，如果它是长久的，则通

常是轻微的，而如果它是剧烈的，则通常是短暂的，因此痛苦的剧烈由于瞬息

即逝而减轻，而时间的延长则使［痛苦的程度］减轻。”

［４１］“如果对此再补充一点：神的意志不会引起他的恐惧、过去的快乐不

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而每当回忆起那些快乐就使他高兴，那么还有什么

更美好的东西可以添加到这里来呢？”

［４２］“但是因为这就是至高的，极大的或最终的幸福，希腊人称之为

①——因为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它，而它不能归结为别的——，不得不承认，

至善就是过愉快的生活。”

第１３章［４５］“真的有哪一种［对欲望的］分类比伊壁鸠鲁所作的分类更

２７１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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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和对于美好的生活更适宜的吗？他所规定的一类欲望既是自然的又是必

需的；另一类是自然的但不是必需的；第三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需的；它

们之间的关系是，必需的欲望不要费很大力气和［很多］钱就能得到满足；而

自然的［欲望］要求不多，因为自然本身拥有使其感到满足的财富，这些财富

是容易获得的和有限的；至于那些空洞的欲望则不可能找到任何边际和限

度。”

第１８章［５７］“正如你所断言，那个伊壁鸠鲁太迷恋于快乐，他大声宣称，

如果不理智地、光明正大地和正直地生活，也就不可能生活得愉快，反之，如

果不愉快地［生活］也就不可能生活得理智、光明正大和正直…… ［５８］与自

身不一致不和谐的精神（更不）会尝到什么真正的和心安理得的快乐。”

第１９章［６２］“关于那种永远幸福的哲人，伊壁鸠鲁是这样描写的：他的

欲望是有限度的，对死无动于衷，对不朽的神他毫无畏惧地抱有正确的看法、

他会毫不犹豫地——如果这样更好的话——离开人世。由于有这样的精神状

态，他总是生活在快乐之中，——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快乐多于痛苦：实际

上，他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起过去并把握住现在，意识到现在是多么有意义和

愉快；他不听命于未来，而是［泰然自若地］等待着未来，并享受现在；……当

他把蠢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加以比较时，他心中充满极大的快乐；而如

果遭到痛苦，那么它永远不会达到使哲人感到悲多于欢的这种剧烈程度。”

［６３］“伊壁鸠鲁实在说得好，命运对哲人的支配有限，最重大的事情由哲

人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来解决，在无限的生命期间内不可能比在我们看来是

有限的生命期间内得到更多的快乐。

至于你们的辩证法，他不认为它对更美好的生活和更方便的叙述有什么

意义。

他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关于自然的学说……一旦我们认识了万物的本性

之后，我们就从迷信中得到解放，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和由于不认识存在的东

西而引起的烦恼，可怕的幽灵往往正是由此产生的；最后，如果我们研究自然

的要求，我们的品德将更完善。”

当我们承认自然是有理性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依附关系就不

复存在。自然对我们的意识来说，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正是伊壁

鸠鲁使直接的意识形态、自为存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只有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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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

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

异化。

［第１９章，６４］“如果不理解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护

感官所得到的感觉的正确性。其次，凡是我们用理智认识的一切，都渊源于感

性知觉；不过照伊壁鸠鲁学说的主张，只有在一切感性知觉都是真实的情况

下，才能有所认识和理解。而那些否认感性知觉的真实性并断言一切都不可

知的人，他们在否定感性知觉时，连自己的这个主张都无法阐述清楚……这

样一来，从关于自然的学说中既能获得不怕死的勇气，又能获得不怕宗教所

引起的恐怖的坚定性。”

第１２章［６５］“伊壁鸠鲁……这样说：在智慧提供给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

之中最有意义、最有益处、最愉快的莫过于友谊……”

［６８］“伊壁鸠鲁在大意如下的一句话中说得好：认识到在我们享有的这

段生命之中最可靠的［保障］是友谊的保障这一点，使得我们的精神坚强起

来，不怕一切邪恶——不论是永恒的还是长久的。”

第２１章［７１］“如果我所说的一切都渊源于自然，如果我的一切言论的可

靠性为感性知觉——公正无私的见证人所证实，那么……”

［７２］“因为，不是伊壁鸠鲁没有学问，无知的倒是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

一直到老都应该学习那些连小孩都以不知道它们为羞耻的东西。”

第 二 卷

第２章［４］“因为他否定有必要给事物作出规定……”

第７章［２１］（引自伊壁鸠鲁所著《主要原理》中的一处）“倘若给放荡的人

带来快乐的事情能使他们免除对神、死亡和痛苦的畏惧并给他们指出欲望的

限度，我们决不会踌躇不定；因为他们从任何方面都会得到大量的快乐，无论

从哪里都不会得到痛苦和悲伤，即恶。”

第２６章［８２］“我觉得，在［这些原理］中我熟悉伊壁鸠鲁本人所说的一

条，［即］：友谊是和快乐分不开的，之所以应该尊重友谊，正是因为没有它不

可能安全和无忧无虑地生活，因而——不可能愉快地生活。”

第２９章［１００］“他〈即伊壁鸠鲁〉的确写过：死对我们毫不相干，因为凡是

４７１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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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一般说来与我们毫无相干。”

第 三 卷

第１章［３］“伊壁鸠鲁本人说：关于快乐根本无需证明……”

５７１笔 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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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哲 学 提 纲
４３

［第一方案］

Ａ．总的划分。作为自然的观念是：

（ ）在外在性、抽象分散性的规定中，在这种分散性外部存在

着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只存在于自身中的观念的东

西，——物质及其观念化了的体系——力学。普遍的自然。

（ ）在特殊性的规定中，因此，实在性被设定为具有形式的内

在规定性和存在于其中的差别；这是反思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

内部－自身－存在是自然的个体性。

（ ）单一的自然。主观性的规定是有机化学，在主观性中，形

式的实在差别也同样地归结为观念化了的统一，这统一自己发现

自己并自为地存在着。

力 学

（Ａ）抽象的一般力学。

  （ａ）空间。即时的连续性；作为外在的是：

  （α）线度：高、长和宽。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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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点、线和面：［面］一方面［是］决定于线和点，另一方面

［是］作为空间整体的复原：分隔一个单一的整体空间

的封闭的表面。

（ｂ）时间。即时的不连续性。被直观的生成：现在、将来和过去

（目前等等）。

（ｃ）空间和时间的即时的统一，确定空间——地点，确定时间

——运动，它们的统一——物质。

（Ｂ）特殊力学。物质和运动。

斥力——引力——重力。

    （１）惰性物质，质量……作为与空间和时间形式无关的内

容。外部运动——惰性物质。

（２）碰撞。运动的信号——重量——速度——外部中心、

静止、向心力——压力。

（３）下落。离心力。

（Ｃ）绝对力学或较窄的力学。

引力、作为数个物体的体系的运动。

普迪的中心——没有中心的奇点。特殊的中心。

物 理 学

  （ａ）物理学中普遍性的东西。

（１）普遍物体。同一性。

（α）发光体（太阳、星体）。黑体（平滑的地面），（空间关

７７１自 然 哲 学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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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直接的）。

（β）对立性的物体。黑体。

（１）作为物体的多样性，刚性，物质的自为存在。

（２）对立本身，月球和彗星的分解和中和。

（γ）个体性的物体。地球或一般行星。

（２）特殊的物体。元素。

（１）空气——否定的普遍性。

（２）对立性的元素，火和水。

（３）个体元素，土和土地。

（３）单一性。基本的过程。气象的过程。

（１）个体的同一性分解为独立对立性的因素，分解为刚

性和本身不存在的中性。

（２）通过企图分化实体的自发燃烧而毁灭。因此，土地自己

变成真实的和肥沃的个体性。

  （ｂ）特殊个体性的物理学。

（α）比重。物质的密度，质量的重量对体积之比。

（β）内聚力。在对其他质量的力学关系中表现为一种阻力

的特殊形式。

 附着力——内聚力等等。

 弹力。

（γ）声。

（δ）热（比热）。

  （ｃ）单一个体性物理学。

（ａ）形状。

（α）即时的形状——尖性、脆性的末端、凝固的流动性

８７１ 自 然 哲 学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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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端。

（β）脆的东西暴露在概念的差异之中。磁性。

（γ）具有自己生长的能力，晶体。

  （ｂ）特殊的形状。

（α）和光的关系。

（１）透明度。

（２）折射（晶体内部相等）。

（３）当变黑时的脆性、金属性（颜色）。

（β）与火和水的关系，气味和滋味。

（γ）特殊个体性中的整体性。电。

  （ｃ）化学过程。

（１）化合。

（α）流电。金属、氧气、还原。

（β）火的作用。

（γ）中和，水的作用。

（δ）整体性中的作用。选择性的亲合性。

（２）分离。

［第二方案］

力 学

  （ａ）抽象力学。

（１）空间，高、宽、深。点、线、面。

９７１自 然 哲 学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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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时间。过去、现在、将来。

（３）地点。运动和物质（排斥、吸引、重力）。

  （ｂ）有限力学。

（１）惰性物质。作为内容的质量。作为形式的空间和时间、

外部运动。

（２）碰撞。运动的信号、重量。速度、外部中心、静止、向心

力。压力。

（３）下落。

  （ｃ）绝对力学。引力。各种中心。

物 理 学

  （ａ）普遍个体性物理学。

（α）自由物体。

（１）光（发光体）。

（２）刚性（月球）。分解（彗星）。

（３）地球。

（β）元素。

（１）空气。

（２）火，水。

（３）土。

（γ）气象物理学。

  （ｂ）特殊个体性物理学。

（１）比重。

０８１ 自 然 哲 学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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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内聚力（附着力、内聚力等等。弹力）。

（３）声和热。

  （ｃ）整体的个体性物理学。

（α）形状。

（１）脆的尖点，凝聚的流动性。

（２）磁性。

（３）晶体。

（β）特殊形状。

（１）和光的关系。透明性、折射、金属性、颜色。

（２）和水、火的关系、气味和滋味。

（３）电。

［第三方案］

（ａ）

  （１）空间，（２）时间，（３）地点，（４）运动，（５）物质、斥力、吸力、重

力。

（ｂ）

  （１）惰性物质，（２）碰撞，（３）下落。

（ｃ）

  引力、实在的斥力和吸力。

１８１自 然 哲 学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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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α）（１）发光体。（２）月球和彗星。（３）地球。

（β）空气、火和水。土。

（γ）气象过程。

（ｂ）

（１）比重。（２）内聚力。（３）声和热。

（ｃ）

（１）磁性。（２）电和化学反应过程。

（α）

（ａ）地质自然。

（ｂ）植物自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９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２８１ 自 然 哲 学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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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及附录
４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０年下半

年—１８４１年３月

经过删节第一次发表于《卡尔

·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及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

１９０２年斯图加特版第１卷；全

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７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

卷第１分册

署名：哲学博士卡尔·亨利希

·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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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给

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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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 给

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

政府枢密顾问官

特利尔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

借以表达子弟的敬爱之意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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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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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
敬
·
爱
·
的
·
父
·
亲
·
般
·
的
·
朋
·
友，请

·
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

·
您
·
的名字

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

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象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

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

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

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

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

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

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

·
您，
·
我
·
的
·
父
·
亲
·
般
·
的
·
朋
·
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

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身体的健康，我无需为
·
您祈求。精神，乃是

·
您所信赖的伟大神

医。①

７８１

① 这一段话原来是这样写的：“我希望随着我寄给您的这个表示敬爱之忱的献词

去到您身边，和您一起再度漫游我们风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身体的健康，我

无需为您祈求。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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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篇论文如果当初不是预定作为博士论文，那么它一方面可

能会具有更加严格的科学形式，另一方面在某些叙述上也许会少

一点学究气。但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我只能让它以这种形式付

印。此外，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

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专家们知道，关于这篇论著的对象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前人

的著作。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所说过的废话，直到现在还照样为人们

重复着。伽桑狄虽然把伊壁鸠鲁从教会神父们和整个中世纪——

那体现了非理性的时代——所加给他的禁锢中解救了出来，但在

他的阐述里也只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方面。他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

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知识相协调，使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应，这当然

是白费气力。这等于是想在希腊名妓拉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

披上一件基督教修女的黑衣。伽桑狄不如说是自己在向伊壁鸠鲁

学习哲学，而不是向我们讲授伊壁鸠鲁哲学。

必须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导论，在该著作

里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来详细地分析伊壁鸠鲁、斯多葛和怀疑

论这三派哲学的相互关系。４５这篇论文在形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

缺点在那里将被消除。

虽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地规定了上述诸体系的一般特点，但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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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的令人惊

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另一方面，

黑格尔对于他主要地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伟

大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

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关于它

们同希腊生活的联系，在我的朋友科本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

他的反对者》４６中有较深刻的提示。

如果说这里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一篇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

鲁神学的论战的文章，那么这样做，是因为这个论战不是什么个别

的东西，而是代表着一定的方向，并且很恰当地陈述了神学化的理

智和哲学的关系。

此外，在这篇批判里，对于普卢塔克把哲学带到宗教法庭之前

去的立场是如何地错误，我还没有谈到。关于这点，无需任何论证，

只消从大卫·休谟那里引证一段话就够了：

“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

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

面前替自己申辩。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

王。”４７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

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

的意见的人。”４８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①

９８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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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

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

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

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

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

      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②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１８４１年３月于柏林

０９１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①②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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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一、研究的对象

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

局，即暗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

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甚至勇敢坚强

的斯多葛派也没有取得象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庙宇里所取得的那样

的胜利：他们把雅典娜紧紧捆在海格立斯身旁，使她不能逃走。

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怀疑派几乎被看作一种不合适的附加

品，同他们的巨大的前提没有任何关系。伊壁鸠鲁哲学似乎是德谟

克利特的物理学和昔勒尼派的道德思想的混合物；斯多葛主义好

象是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昔尼克派的伦理的世界观，多少再

加上一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综合产物；最后，怀疑论则仿佛是反

对这两派独断主义的必不可免的祸害。这样，人们在把这些哲学学

说变成片面而有倾向性的折衷主义时，也就不自觉地把它们和亚

历山大里亚哲学联系在一起。最后，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则被看成是

一种完全的幻想和混乱，——一种紊乱，在这种紊乱里据说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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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认意向的普遍性。

的确，有一种老生常谈的真理，说发生、繁荣和衰亡形成一个

铁环，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都包含于其中，并且必定要绕着它走一

圈。所以说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后，接着就衰落

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奇之处。不过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

和青蛙因胀破了肚皮致死不同。

此外，发生、繁荣和衰亡乃是极其一般、极其模糊的观念，要把

一切东西都塞进去固然可以，但要借助这些观念去了解什么东西

却办不到。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因此对死亡的形态也

应象对生命的形态那样在其特殊性中加以考察。

最后，如果回顾一下历史，究竟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

怀疑主义是不是一些特殊现象呢？它们是不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

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呢？它们是不是那样充满了特殊性

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

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呢？

我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

记忆。但是这里不打算研究它们对于整个教育的一般意义；这里要

研究的是它们与古代希腊哲学的联系。

难道这种关系不应促使人们至少去研究一下，希腊哲学是怎

样以两组不同的折衷主义体系为终结的，其中一组构成伊壁鸠鲁

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系统，另一组则统称为亚历山大里亚

的思辨哲学？其次，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哲学体系，它们不以这

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

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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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再者，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体

系，仿佛都可以从过去中找到它们现成的基础，这种说法有何根据

呢？把德谟克利特和昔勒尼派、赫拉克利特和昔尼克派结合在一

起，这又怎样予以说明呢？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

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

一个特殊的存在，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

意识的完备的结构，这也是偶然的吗？最后，希腊哲学借以神话般

地从七贤开始，并且作为哲学的中心点体现在苏格拉底这位哲学

造物主身上的形象，我指的是哲人—σφ —的形象，这种形象被

上述那些体系看成是真正科学的现实，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

在我看来，如果那些较早的体系在希腊哲学的内容方面是较

有意义、较有兴趣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体系，主要是伊壁

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这一系列学派则在其主观形式，在其性

质方面较有意义、较有兴趣。然而正是这个主观形式，即这些哲学

体系的精神承担者，由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特点，直到现在几乎完

全被遗忘了。

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部概况，以及它

们与早期和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整个关系，我打算在一部更为详

尽的著作里加以阐述４５。

在这里，好象通过一个例子，并且也只从一个方面，即从它们

与较早的哲学思想的联系方面，就足以阐述这种关系了。

我选择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

系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适当的出发点。因

为，一方面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旧偏见，即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

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等同起来，并把伊壁鸠鲁所作的改变看作

５９１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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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些随心所欲的臆造；另一方面，就某些细节来说，我又不得

不去作一些看起来好象是咬文嚼字的琐事。但是，正因为这种偏见

是和哲学的历史同样的古老，而二者间的差别又极其隐蔽，好象只

有用显微镜才能发现它们，——所以尽管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之间有着联系，但是指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极

其细微的本质差别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凡是在细节上可以指出的

差别，在这些关系以更大范围表现出来的地方就更容易指出了，反

之，只作极其一般的考察，就会令人怀疑：所得出的一般结论究竟

是否能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得到证实。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

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一般地说，我的见解和前人的见解关系怎样，只要我们略略考

察一下古代人关于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

系的判断，就能看出来。

斯多葛派的波西多尼乌斯、尼古拉和索蒂昂指责伊壁鸠鲁，说

他把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的学说和亚里斯提卜关于快乐的学说当

作他自己的学说加以宣扬。（１）学院派的科塔问西塞罗：“在伊壁鸠

鲁的物理学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呢？伊壁鸠

鲁诚然改变了一些地方，但大部分是重复德谟克利特的话。”（２）西

塞罗自己也说：“伊壁鸠鲁在他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完全是一个

门外汉，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在伊壁鸠鲁离开德谟克

利特的地方，在他想加以改进的地方，恰好就是他损害了和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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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的地方。”
（３）
但是虽然有许多人指责伊壁鸠鲁，说他诽

谤过德谟克利特，然而与此相反，据普卢塔克说，莱昂泰乌斯断言，

伊壁鸠鲁很尊敬德谟克利特，因为德谟克利特在他之前就宣示了

真理的学说，因为他早就发现了自然的原理（４）。在《论诸哲学家的

见解》４９这一著作中，伊壁鸠鲁被称为按照德谟克利特的精神进行

哲学思考的人（５）。普卢塔克在他的著作《科洛特》里走得更远。当他

依次将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柏拉图、苏

格拉底、斯蒂尔蓬、昔勒尼派和学院派加以比较时，他力求得出这

样的结论：“伊壁鸠鲁从整个希腊哲学里吸收的是错误的东西，而

对其中真正的东西他并不理解。”（６）在《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

幸福的生活》中也充满了类似的敌意的暗讽。２７

较古的著作家的这种不利的见解，在教会神父们那儿仍然保

留着。我在附注里只引证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这位教会神

父的一句话（７），他对伊壁鸠鲁的态度之所以特别值得提到，是因为

他把使徒保罗警告一般哲学的话说成是警告伊壁鸠鲁哲学的话，

说这种哲学几乎连天意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幻想过（８）。但是人们一

般都倾向于指责伊壁鸠鲁犯了剽窃罪，在这方面塞克斯都·恩披

里柯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企图把荷马和厄皮卡尔摩斯的一些完全

不相干的语句，硬说成是伊壁鸠鲁哲学的主要来源（９）。

众所周知，近代作家大体上也同样认为伊壁鸠鲁，就作为一个

自然哲学家而论，仅仅是德谟克利特的剽窃者。莱布尼茨有一段话

大致可以代表他们的见解：

“我们关于这个伟大人物〈德谟克利特〉所知道的东西，几乎只是伊壁鸠

鲁从他那里抄袭来的，而伊壁鸠鲁又往往不能从他那里抄袭到最好的东

西。”（１０）

７９１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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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说西塞罗认为，伊壁鸠鲁败坏了德谟克利特的学

说，但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说的愿望，还想

看一看这个学说的缺点；如果说普卢塔克说他的思想不一贯（１１），

并说他对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因而对他的愿望表示怀疑，

那么，莱布尼茨甚至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掉

了。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是从德谟克利特那儿

剽窃来的。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除了历史的证据之外，许多事实都说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

物理学的同一性。原子和虚空这两个原则无可争辩地是相同的。只

有在一些个别的规定里，看来才有任意的，因而是非本质的差别支

配着。

不过，这样就留下一个奇特的、无法解决的谜。两位哲学家教

导的是同一门科学，并且采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方式，但是——多么

说不通啊！——在一切方面，无论涉及这门科学的真理性、可靠性

及其应用，或是涉及思想和现实的一般关系，他们都是截然相反

的。我说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现在我将尽力证明这一点。

（Ａ）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判断看来

很难弄清楚。他有一些互相矛盾的段落，或者不如说，不是这些

段落互相矛盾，而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互相矛盾。特伦德伦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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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作的注释里说，知道这个矛盾的不是亚里士

多德，而是晚近的作家，这个说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在亚里士

多德的心理学中①有这样的话：“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和理性是同

一个东西，因为在他看来，现象是真的。”１）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

在《形而上学》中却说：“德谟克利特断言，或者没有东西是真的，

或者真理对我们是隐蔽的。”（２）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段落难道不是互

相矛盾的吗？如果现象是真的，那么真理怎么会是隐蔽的呢？只

有现象和真理互相分离的地方，才开始有隐蔽的东西②。但是第欧

根尼·拉尔修说，有人曾把德谟克利特算作怀疑论者。他们引证

了他的一句名言：“说实在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

在无底的深渊里。”（３）类似的意见也可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

听到（４）。

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怀疑论的、不确定的和内在矛盾着的观点，

在他规定原子和可感知的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方式中不过是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方面，感性现象不是原子本身所固有的。它不是客观现象，

而是主观的假象。“真实的原则是原子和虚空；其余的一切都是意

见、假象。”（５）“只有按照意见才有冷，只有按照意见才有热，而实

际上却只有原子和虚空。”（６）因此，单一实际上不是由许多原子组

成，而是“任何单一都好象是由原子的结合而形成的”（７）。因此只

有通过理性才能看见原则，由于它们微小到非肉眼所能看见，所

以它们甚至被称为观念。（８）不过另一方面，感性现象是唯一真实的

客体，并且“感性知觉”是“理性思维”，而这个真实的东西是变

９９１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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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着的、不稳定的，它是现象。但是说现象是真实的，这就自相

矛盾了。（９）因此，时而把这一面，时而把另一面当作主观的或客观

的东西。这样矛盾似乎就被消除了，因为两个矛盾面被分配在两

个世界之间了。德谟克利特因而就把感性的实在变成主观的假象；

不过从客体的世界驱逐出去的二律背反，却仍然存在于他自己的

自我意识内，在自我意识里原子的概念和感性直观互相敌对地冲

突着。

可见，德谟克利特并没有能避免这种二律背反。这里还不是阐

明二律背反的地方，只要明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就够了。

让我们反过来听听伊壁鸠鲁是怎么说的。

他说：哲人对待事物取独断的态度，而不取怀疑的态度。（１０）哲

人比别人优越之处，正在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深信不疑。（１１）“一切感

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１２）“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

觉”。“同类的感性知觉不能驳倒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

的效用，而不同类的感性知觉也不能驳倒不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

它们判断的不是同一个东西；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知觉，因为概念

依赖于感性知觉”（１３），这是在《准则》中所说的话。但是当德谟克利

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而

且在这里他是有意识地作出这种区别的，因为他断言，他赞成同样

的原则，但是并不认为感性的质仅仅存在于意见中。（１４）

因此，既然对伊壁鸠鲁来说感性知觉成为标准，客观现象又符

合于感性知觉，那么只好承认那使西塞罗耸耸肩膀的话是正确的

结论：“太阳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是很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

人，并且是对几何学有了完备知识的人；太阳在伊壁鸠鲁看来只有

约莫两尺大，因为据他判断，太阳只有看起来那样大。”（１５）

００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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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

真理性的理论见解上的这种差别，又在这两位思想家的不同的科

学活动和实践上表现出来。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是不进入现象界的，它始终是没有

现实性和处于存在之外的，反之，他却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是真

实的和富于内容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主观的假象，但正因为

如此，它才脱离原则而处于独立现实性的地位；同时作为唯一的

真实的客体，它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德谟克利特被迫改

用经验的观察。他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我们

已听说过，西塞罗称他为博学之人。他精通物理学、伦理学、数

学，百科全书式的各种科目，各种艺术。（１６）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列

举的德谟克利特的著作的目录就足以证明他的博学。（１７）可是，由

于博学的特点是要努力扩大视野，搜集资料，到外部世界去探索，

所以我们就看见德谟克利特走遍半个世界以便积累经验、知识和

观察所得的资料。德谟克利特自夸道：“在我的同辈人中，我漫游

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我看见了最多的地方

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而在构画几何图形

并加以证明方面，没有人超过我，就是埃及的所谓土地测量员也

未能超过我。”（１８）

德米特里在《论同名的作者》中，安提西尼在《论哲学家的继

承》中都叙述到，德谟克利特曾游历到埃及并向埃及祭司学习几何

学，曾游历到波斯向迦勒底人学习，并且说他曾到过红海。有些人

还说他曾在印度会见过裸体智者５０，并且到过埃塞俄比亚。
（１９）
一方

面求知欲使他不能平静，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即哲学的知识的不满

足，迫使他去远行。他认为是真实的那种知识是没有内容的；而那

１０２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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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向他提供内容的认识又没有真实性。古代人述说的关于德谟

克利特的轶事就算是一种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种真实的传闻，因

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自己弄瞎

了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的理智的敏锐。（２０）这

就是那个照西塞罗的说法走遍了半个世界的人。但是他没有获得

他所寻求的东西。

伊壁鸠鲁则以一个相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伊壁鸠鲁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他说：“要得到真正的自

由，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他用不

着久等，他立即会变得自由，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２１）

因此他教导说：“青年人不应该耽误了对哲学的研究，老年人不应

该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因为对于关心灵魂的健康来说，谁也不会是

为时尚早或者为时过晚。谁如果说，研究哲学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

已经过去，那么他就象那个说享受幸福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

过去的人一样。”（２２）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

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

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２３）他被称为科学的敌人，语法的

轻视者。（２４）人们甚至骂他无知。在西塞罗的书中曾提到，有一个伊

壁鸠鲁派的人说：“但是，并非伊壁鸠鲁是没有学识的人，而是那些

以为直到老年还应去背诵那些连少年人都以不知其为耻的东西的

人，才是无知的人。”（２５）

可是，尽管德谟克利特努力从埃及的祭司，波斯的迦勒底人和

印度的裸体智者那里寻求知识，伊壁鸠鲁却以他没有过任何教师，

他是一个自学者而自豪。（２６）他说（据塞涅卡叙述），有些人努力寻

求真理而无须任何人的帮助。他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他自己为

２０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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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开辟了道路。他最称赞那些自学的人。其他的人，他说，乃是

第二流的头脑。（２７）虽然不平静的心情驱使德谟克利特走遍世界各

地，但伊壁鸠鲁却只有二、三次离开他在雅典的花园到伊奥尼亚

去，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访友。（２８）最后，德谟克利特对知

识感到绝望自己弄瞎了自己的眼睛，而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

近之时洗了一个温水澡，讨一杯醇酒，并且勉励他的朋友们忠实于

哲学。（２９）

（Ｃ）不能把刚才所指出的那些差别归因于两位哲学家的偶然的个

性；它们所体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我们看到，上面表现为理论

意识方面的差别的东西，现在表现为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别了。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反思的形式，这形式表现着思想对存在

的关系，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哲学家在世界和思想之间所建立的一

般关系中，他只是为自己而把他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客

观化了。

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３０）关于他，亚

里士多德说过，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３１）第欧根尼·拉尔修

报道说，一切事物所从中产生的那个原子漩涡就是德谟克利特的

必然性。（３２）《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关于这点说得更为详细：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

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个必然性的实体。（３３）类似的

说法也出现在斯托贝的自然的牧歌里（３４）和欧塞比乌斯的《福音之

准备》第六卷里（３５）。在斯托贝的伦理的牧歌里还保存着德谟克利

特的如下一句话（３６），在欧塞比乌斯的第十四卷中这句话几乎被一

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３７），即：人们给自己虚构出偶然这个幻

影，——这正是他们自己束手无策的明证，因为偶然和强有力的思

３０２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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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是敌对的。同样，西姆普利齐乌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一个地方

谈到一种取消偶然的古代学说时，也就是指德谟克利特而言

的。（３８）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说：“被某些人当作万物的主宰的必然性，

是不存在的，宁肯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

的任意性。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反之，偶然性是不稳定的。所以，

宁可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

好些，因为神话还留下个希望，即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而

命运却是铁面无情的必然性。应该承认的是偶然，而不是众人所相

信的神。（３９）“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

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

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

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４０）

在西塞罗的书中曾提到过，伊壁鸠鲁派的韦莱关于斯多葛派

哲学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哲学，在它看

来，——就象在一个无知的老妖婆看来一样，——一切都由于命运

而发生。伊壁鸠鲁把我们……拯救了出来，并使我们获得了自

由。”（４１）

为了避免承认任何一种必然性，伊壁鸠鲁甚至否定了选言判

断。（４２）

不错，也有人断言德谟克利特也使用过偶然，但是在西姆普利

齐乌斯那里（４３）涉及这一点的两个地方中，有一个地方却使另一个

地方成为可疑，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不是德谟克利特使用了偶然这

一范畴，而是西姆普利齐乌斯把偶然这一范畴强加给德谟克利特，

把它看作德谟克利特的学说的必然结论。西姆普利齐乌斯是这样

４０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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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德谟克利特没有指出整个世界创造的原因，看来他是把偶然

当作原因。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内容的规定，而在于德谟克利特

有意识地使用过的那种形式。欧塞比乌斯的报道也与此相同：德谟

克利特把偶然当作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的主宰，并断言这里

一切都由于偶然而发生，同时他又把偶然从人的生活和经验的自

然里排除掉，并斥责它的宣扬者愚蠢无知。（４４）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纯粹是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的

揣测，一方面，我们看到，凡在一般的东西和神性的东西开始的地

方，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概念和偶然便没有差别了。

因此，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事实是确实无疑的：德谟克利特注重

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并且每个人都以激烈的论战方式驳

斥相反的观点。

这种差别的主要后果表现在对个别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

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

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

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

为中介的。实在的可能性是相对必然性的展现。我们看到，德谟克

利特曾使用过它。让我们从西姆普利齐乌斯那里引证一些材料来

作证。

如果一个人感到口渴，喝了水并变得精神舒畅了，那么德谟克

利特不会认为偶然是原因，而会认为渴是原因。因为尽管说他讲到

世界的创造时看来曾使用过偶然这一范畴，但他毕竟断言，在每个

个别现象中偶然不是原因，而只是指出别的原因。例如，挖掘是获

得财宝的原因，或者种植橄榄树是橄榄树生长的原因。（４５）

德谟克利特在采用这种解释方式来研究自然时所表现的热情

５０２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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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严肃性，以及他认为寻找根据的意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在他

下面这句自白里坦率地表达了出来：“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

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４６）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又正相反。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

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

的可能性就象悟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

却象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它的客体的

必然性和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感兴趣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

是作出说明的主体。它只要求这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凡

是抽象地可能的东西，凡是可以想象的东西，它就不会妨碍思维着

的主体，也不会成为这个主体的界限，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个

可能性是否要成现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

本身。

因此，伊壁鸠鲁在解释个别物理现象时表现出一种非常冷淡

的态度。

这一点在他给皮托克勒斯的信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这封信我

们稍后还要加以考察。现在只须注意一下伊壁鸠鲁对早期物理学

家的意见的态度就够了。在《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及斯托贝

引证哲学家们关于星球的实体、太阳的体积和形状以及诸如此类

的东西的不同观点的地方，他们谈到伊壁鸠鲁时总是说：他不反对

这类意见中的任何一种意见；在他看来，所有的意见都可能是对

的，他坚持可能的东西。（４７）的确，伊壁鸠鲁甚至对那种从实在的可

能性出发的、为理智所规定的、因而带有片面性的解释方法，也加

以驳斥。

因此，塞涅卡在他的《自然问题》中说道：伊壁鸠鲁断言，所有

６０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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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因都可能存在，除此之外他还力图提出一些别的解释，并斥

责那些断言在这些原因中只存在某一种原因的人，因为要给只是

从假定中推论出来的东西下一个确切的判断是一种冒险。（４８）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探讨客体的真实根据的兴趣。问题只

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

作是符合于抽象可能性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的偶

然性就仅仅转化为思维的偶然性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唯一的规

则，即“解释不应该和感性知觉相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抽象可

能的东西正在于避免矛盾，因此矛盾是应该防止的。（４９）最后，伊壁

鸠鲁承认，他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宁静，而不在于

自然知识本身。（５０）

这里他的态度又是如何与德谟克利特正好相反，当然不用多

加证明了。

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每一步骤上都是互相对立的。一

个是怀疑论者，另一个是独断论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

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的

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他表现了漫游世界到处去

寻求知识、进行实验和观察的不安心情。另一个把现象世界看作真

实的人，则轻视经验，在他身上体现了自我满足的思维的平静和从

内在原则汲取自己的知识的独立性。但是还有更深的矛盾。把感

性自然看作主观假象的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从必然性的观点来

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真实存在。相反，把现象看作

真实的哲学家和独断论者到处只看见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更倾

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在这些对立面中似乎存在着某

种颠倒的情况。

７０２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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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难设想的是，这两位处处对立的哲学家会主张同一的

学说。而他们毕竟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

说明他们两人间的一般关系，是下一章的课题。５１

８０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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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第 二 部 分

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在细节上的差别

第 一 章

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１）一种运动是直线

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

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

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在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上，伊壁

鸠鲁就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２）

这个偏斜运动的学说，受到过很多人的嘲笑。西塞罗一接触到

这个论题，特别有说不完的意见。例如，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伊

壁鸠鲁断言，原子由于自己的重量而作直线式的下坠；照他的意

见，这是一切物体的自然运动。后来，他又忽然想起，如果一切原子

都是从上往下坠，那么一个原子就始终不会和另一个原子相碰。于

是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臆造：他宣称，原子好象有一点点偏斜，但这

是完全不可能的。据说由此就产生了原子之间的缠结、结合和凝

聚，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和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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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且不说这一切都是幼稚的虚构，伊壁鸠鲁甚至没有达到他所要

达到的目的。”（３）在西塞罗《论神性》一书的第一卷中，我们看到，他

的另一种说法。“因为伊壁鸠鲁懂得，如果原子由于它们本身的重

量而往下坠，那么我们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规

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而

这个办法显然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

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而从上往下坠，但还是有一点点偏斜。这种

说法比起不能替自己所要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还不光彩。”（４）

皮埃尔·培尔也同样地判断说：

“在他〈即伊壁鸠鲁〉之前，人们只承认原子有由重量和由排斥所引起的

运动。伊壁鸠鲁曾假定，原子甚至在虚空中便稍微有点偏离直线，他说，因此

便有了自由……必须附带指出，这并不是使他想出这个偏离运动的唯一动

机；偏离运动还被他用来解释原子的碰撞，因为他当然看到，如果假定一切原

子都以同一速度从上而下作直线运动，那就永远无法解释原子碰撞的可能

性，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原子应该偏离直线。”（５）

关于这些论断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我暂且放下不提。但是任何

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最近的一位伊壁鸠鲁批评者绍巴赫却是错误

地理解了西塞罗，因为他说：

“一切原子由于重量，即基于物理的原理，平行地往下坠，但是由于互相

排斥而获得了另一个运动，技西塞罗的说法《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５页，这就是由一些永远

作用着的偶然原因而产生的一种有点倾斜的运动。”（６）

第一，在上面引证的那一段话里，西塞罗并未把排斥看作是倾

斜方向的根据，相反，却认为倾斜方向是排斥的根据。第二，他并没

有说到偶然原因，相反，他斥责伊壁鸠鲁没有提到任何原因；可见，

同时把排斥和偶然原因都看作是倾斜方向的根据，这本身就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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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矛盾的。所以他至多说的只是排斥的偶然原因，而不是倾斜方向

的偶然原因。

此外，在西塞罗和培尔的论断中，有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必

须立即加以指出。这就是，他们给伊壁鸠鲁加上一些彼此互相排

斥的动机：似乎伊壁鸠鲁承认原子的偏斜有时是为了说明排斥，有

时是为了说明自由。但是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

么用偏斜来说明自由就是多余的，因为正如我们在卢克莱修那里

所看到的那样（７），只有在原子被决定和被迫互相碰撞之时，才开始

有自由的反面。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说

明排斥就是多余的。我认为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象西塞

罗和培尔那样，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

在联系了。一般说来，在所有古代人中卢克莱修是唯一理解了伊

壁鸠鲁的物理学的人，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较为深刻的阐

述。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偏斜本身。

正如点在线中被扬弃一样，每一个下坠的物体也在它所描绘

的直线中被扬弃。在这里与它所特有的质是没有关系的。一个苹

果下坠时所描绘的垂直线和一块铁下坠时所描绘的一样。因此，每

一个物体，如果处在下坠运动中，就不外是一个运动着的点，并且

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点，一个在一定的存在中——即在它自己所

描绘的直线中——丧失了个体性的点。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毕达哥

拉斯派正确地指出：“你们说，线的运动构成面，点的运动构成线，

那么单子的运动也会构成线了。”（８）因此，从这种看法中得出的结

论是，无论就单子或原子来说，由于它们永远在运动（９），所以它们

两者都不存在，而是消失在直线中；因为只要我们把原子仅仅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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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沿直线下坠的东西，那么原子的坚实性就还根本没有出现。首

先，如果把虚空想象为空间的虚空，那么，原子就是抽象空间的直

接否定，因而也就是一个空间的点。那个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

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坚实性即强度性只能通过这样一种原理才

能达到，这原理是否定空间的整个范围的，而这种原理在现实自然

界中就是时间。此外，如果连这一点也不赞同的话，那么原子，既然

它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就纯粹是用空间来规定的了，它就会被赋

与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存在就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但是我们

已经看到，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一个因素便是纯粹的形式，即对

一切相对性的否定，对与另一定在的任何关系的否定。同时我们曾

指出，伊壁鸠鲁把两个环节客观化了，它们虽说是互相矛盾的，但

是两者都包含在原子的概念中。

在这种情况下，伊壁鸠鲁如何能实现原子的纯粹形式规定，即

如何能实现每一个定在总是被另一个定在所否定的纯粹个别性的

概念呢？

由于伊壁鸠鲁是在直接存在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所以一切规

定都是直接的。因此相反的规定就被当作直接实在性而互相对立

起来。

但是和原子相对立的相对的存在，即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

在，就是直线。这一运动的直接否定乃是另外一种运动，因此，这一

运动本身如果被想象为空间性的话，就是偏离直线的运动。

原子是纯粹独立的物体，或者不如说是被设想为象天体那样

的有绝对独立性的物体。所以它们也象天体一样，不是按直线而是

按斜线运动。下坠运动是非独立性的运动。

因此，如果说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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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话，那么他以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而

这些相反的规定又被看成是直接相反的运动。

所以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

缚”（１０），并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意识方面那样
（１１）
，关于

原子也可以这样说，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

种东西。

但当西塞罗指责伊壁鸠鲁说：“他毕竟没有达到他所以编造这

一理论的目的；因为如果一切原子都作偏斜运动，那么就没有什么

原子会结合起来；或者一些原子会作偏斜运动，而另一些原子则作

直线运动。这就等于我们必须事先给原子指出一定的位置，即哪些

原子作直线运动，哪些原子作偏斜运动。”（１２）

这种指责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两个环

节被想象为直接不同的运动，因而也就必须属于不同的个体，——

这是不合逻辑的说法，但也说得通，因为原子的范围是直接性。

伊壁鸠鲁很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所包含的矛盾。因此他竭力

把偏斜尽可能地表述为非感性的。偏斜是“既不在确定的地点，也

不在确定的时间”（１３）发生的，它发生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
（１４）

西塞罗
（１５）
，据普卢塔克说，还有许多古代人

（１６）
，更进一步责难

伊壁鸠鲁，说按照他的学说，原子的偏斜是没有原因而发生的，西

塞罗并且说，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再也不会发生比这更可耻的

事情了。（１７）但是，首先，西塞罗所要求的物理的原因会把原子的偏

斜拖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偏斜正是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的。

其次，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追

问这种规定的原因，也就是追问使原子成为原理的原因，——这一

问题，对于那认为原子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它本身没有原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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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培尔（１８）依据圣奥古斯丁
（１９）
的权威，——不过这个权威

和亚里士多德及别的古代人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按照这个权

威的意见，德谟克利特曾赋予原子以一个精神的原理，因而责备伊

壁鸠鲁，说他想出了一个偏斜来代替这个精神的原理。事实上恰好

相反：原子的灵魂只是一句空话，而偏斜却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

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

在考查原子偏离直线的后果之前，还必须着重指出一个极其

重要、至今完全被忽视的环节。

这就是说，原子偏离直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

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

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

范围。

抽象的个体性只有对那个与其相对立的定在进行抽象，才能

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

定在的独立性、一切相对性的扬弃。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

抽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

因此，正象原子由于从直线中抽象出来，偏离直线，从而从自

己的相对存在，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到处都

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即凡是抽象个别性的概念

（即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独立和否定）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以表述

的地方，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

因此，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慌乱中抽象出来，脱离出来，

即内心的宁静。（２０）所以善就是逃避恶
（２１）
，而快乐就是脱离痛

苦。（２２）最后，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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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完全合乎逻辑地就是

一切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

世界之外。（２３）

人们曾经嘲笑伊壁鸠鲁的这些神，说它们和人相似，居住在现

实世界的世界和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它们没有躯体，但有类似躯体

的东西，没有血，但有类似血的东西（２４）；它们处于幸福的宁静之

中，不听任何祈求，不关心我们，不关心世界，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

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某种私利。

不过这些神并不是伊壁鸠鲁的虚构。它们本来就存在着。这

是希腊艺术塑造的众神。西塞罗，作为一个罗马人，有权嘲笑它

们（２５），但是普卢塔克，作为一个希腊人，当他说：这种关于神的学

说消除了恐惧和迷信，但是并不给人以神的快乐和恩惠，而是使我

们和神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就象我们和赫尔干尼亚海的鱼３３的

关系一样，从这种鱼那里我们既不想得到什么害处，也不想得到什

么好处（２６），——当他说这番话时，他已完全忘记希腊人的世界观

了。理论上的宁静正是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亚里士多德

也说：“最好的东西不需要行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２７）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从原子的偏斜中直接产生出来的结论。

这种偏斜表明，原子否定一切运动和一切关系，而在运动和关系

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定在所规定。这个意思可以这

样来表达：原子从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并且偏离了它。

但是这种偏斜中所包含的东西——即原子对于他物的一切关系的

否定——必须予以实现，必须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只

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与原子有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

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并且由于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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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直接地被规定的，所以就是众多的原子。于是众多原子的

排斥就是卢克莱修称之为偏斜的那个“原子规律”的必然的实现。

但是，由于这里每一个规定都被设定为一个特殊的定在，所以，排

斥就被作为第三种运动而增加到前面的运动中去。卢克莱修说得

对，如果原子不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因而

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２８）因为原子本身就是它们的唯一客

体，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或者用空间的形式来表示，它

们只能自己和自己相撞，因为当它们和他物发生关系时，它们在

这种关系中的每一个相对存在都被否定了；而这种相对的存在，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它们的原始运动，即沿直线下坠的运

动。所以它们只是由于偏离直线才相撞。这与单纯的物质分裂毫

不相干。（２９）

而事实上，直线存在的个体性只有当它同一个他物发生关系，

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它才是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的，即使这

个他物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中是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

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

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

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

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

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

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

所以在排斥里，原子的概念便实现了，按照这个概念，它是抽

象的形式，但反过来说也一样，按照这个概念，原子就是抽象的物

质；因为那同原子有关系的东西虽然是原子，但却是一些别的原

子。但如果我自己对待自己就象对待一个直接的他物一样，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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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关系就是物质的关系。这是可能设想的最高级的存在的外

在状态。因此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坠中的原子的物质性

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

德谟克利特同伊壁鸠鲁相反，他把那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是原

子概念的实现的东西，变成一种强制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

为。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把由原子的互相排斥和冲撞所产生的

旋风看作是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排斥中只注意到物质方

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方面，按照观念方面，在

原子中一切和别的东西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

规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得很清楚：他通过空

虚的空间完全感性地把同一个物体想象成分裂为许多物体的东

西，就象金子被碎成许多小块一样。（３０）这样一来，他几乎没有把单

一理解为原子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正确地反驳他说：“因此对于断言原初物体永远在

虚空中和无限中运动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应该说，是哪一种运

动和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这些物体的本性。因为如果每一个元素都

是被另一个元素强行推动的，那么必然的，每一个元素除了强迫的

运动之外还有一种自然的运动；而这个最初的运动应该不是强迫

的运动，而是自然的运动。否则就会发生无止境的递进。”（３１）

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

结构，因为在偏斜中形式的规定显现出来了，而原子概念中所包含

的矛盾也实现了。所以伊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虽然是在

感性形式中，而德谟克利特则只认识到它的物质存在。

因此，我们还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

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３２），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友谊
（３３）
，友

７１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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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①。

第 二 章

原 子 的 质

说原子有特性，那是和原子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正如伊壁鸠

鲁所说，任何特性都是变化的，而原子却是不变的。（１）但是，虽然如

此，在逻辑上却必须把原子说成是具有特性的。因为那互相排斥的

众多原子，为感性的空间所分离，它们彼此以及它们与自己的纯本

质必定直接地各不相同，这就是说，它们必定具有质的差别。

因此在下面的陈述里，我全然不考虑施奈德和纽伦贝格尔的

说法：“伊壁鸠鲁不主张原子有质，第欧根尼·拉尔修给希罗多德

的信中第４４节和第５４节是以后加进去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

话，那么怎样才能把卢克莱修、普卢塔克以及所有谈到伊壁鸠鲁的

著作家的证据都说成是不可靠的呢？而且，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

原子的质的地方，并不只是两节，而是有十节之多，即第４２、４３、

４４、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５９和６１等节。这些批评家所提出的理由，说

“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原子的质和它的概念结合起来”，是很肤浅的

５２。斯宾诺莎说，无知不是论据②。如果每个人都把古代人著作中

他所不理解的地方删去，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一张白板。

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

为外在化了的、同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就是这个矛盾主要使

８１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①

②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１部分，命题三十六，附录）。——编者注

整段都是马克思亲笔加进去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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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感到兴趣。因此在他确定原子有某种特质并由此得出原

子的物质本性的结论时，他同时也确定了一些相反的规定，这些规

定又在这种特性本身的范围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过来又肯定了

原子的概念。因此他把所有特性都规定成自相矛盾的。反之，德谟

克利特则无论在那里都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特性，也没有把包

含在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相反，德谟克利

特的整个兴趣在于从质对于必然由质构成的具体自然的关系上来

说明质。质，在他看来，仅仅是解释显示出来的多样性的假设。因

此原子的概念与质没有丝毫关系。

为了证明我们的论断，首先必须弄明白在这里显得彼此矛盾

的材料来源。

《论诸哲学家的见解》一书中说：“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具有三种

特性：体积、形状、重量。德谟克利特只承认有两种：体积和形状；伊

壁鸠鲁加上了第三种，即重量。”（２）在欧塞比乌斯的《福音之准备》

里，同样的话逐字重复了一遍。（３）

这一段话可以从西姆普利齐乌斯
（４）
和斐洛波努斯

（５）
那里得到

证实，根据他们的证实，德谟克利特只认为原子有体积和形状的

差别。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正相反，在他的《论产生和消灭》一书

的第一卷里，他赋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不同的重量（６）。在另一个

地方（《天论》的第１卷里），亚里士多德又使德谟克利特是否赋

与原子以重量这一问题成为悬案，因为他说：“如果所有的物体都

有重量，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绝对轻的；但是如果所有物体

都是轻的，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重的。”（７）李特尔在他的《古代

哲学史》里，以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为依据，否定了普卢塔克、欧

塞比乌斯、斯托贝的陈述（８）；他对西姆普利齐乌斯和斐洛波努斯的

９１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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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未予考虑。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地方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的矛盾。在上

面的引文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专门地谈到原子的质。相反地，在

《形而上学》第７卷里说到：“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有三种差别。因

为作为基础的物体按质料来说是同样的东西，但是物体或者因外

形不同而有形状的差别，或者因转向不同而有位置的差别，或者因

相互接触不同而有次序的差别。”（９）从这一段话里，至少可以立刻

得出一个结论。①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特性中没有提到重量。那

分裂了的、彼此在虚空中分散开的物质微粒必定具有特殊的形式，

而这些特殊的形式是根据对空间的考察完全外在地得到的。这一

结论从亚里士多德的如下一段话中看得更明白：“留基伯和他的同

僚德谟克利特把充实和虚空看作元素……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

一切存在物的根据。正如有些人，他们建立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

而把其他一切事物看作是这种实体的变形，同时还把稀薄和稠密

认作一切质的始原，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原子的差

别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原因，因为作为基础的存在只是由于外形、转

向和相互接触不同而有差别……这就是说，Ａ在形状上与Ｎ有差

别，ＡＮ在次序上与ＮＡ有差别，Ｚ在位置上与Ｎ有差别。”
（１０）

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德谟克利特只是从原子特性与

现象世界的差别的形成的关系上来考察原子的特性的，而不是从

原子本身来考察的。此外还可以看出，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把重量当

作原子的一种本质特性提出来。在他看来，重量是不言而喻的东

西，因为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同样，在他看来，甚至体积也不是

０２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① 往下马克思删去了以下这一句话：“德谟克利特没有提出原子的质同它的概念

之间的矛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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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质。它乃是原子在具有外形时即已具备了的一个偶然的规

定。只有外形的差别使德谟克利特感到兴趣，因为除了外形的差别

外，形状、位置、次序之中再也不包含任何东西了。由于体积、形状、

重量在伊壁鸠鲁那里是相提并论的，所以它们的差别就是原子本

身所具有的差别；而形状、位置、次序是原子对于某种别的东西所

具有的差别；这样一来，我们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只看见一些用来解

释现象世界的纯粹假设的规定，而伊壁鸠鲁则向我们说明了从原

理本身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我们要逐个地分别考察他对原子特性

的规定。

第一，原子有体积。（１１）另一方面，体积也被否定了。也就是说，

原子并不具有任何体积（１２），而是原子之间只有一些体积上的改

变（１３）。可以说，只需要否定原子的大，而承认它小
（１４）
，但并不是小

到最小限度，因为最小限度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规定，而是表现矛盾

的无限小（１５）。罗西尼在他为伊壁鸠鲁残篇所作的注释里有一段话

因而就译错了，完全忽视了另外的一面，他说：

“至于原子是怎样的精微，伊壁鸠鲁论证它们是难以置信地微小，他根据

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４节提供的证据说，原子完全没有体积。”（１６）

我现在不愿意去考虑欧塞比乌斯的说法，照他说，伊壁鸠鲁最

先认为原子是无限小的（１７），而德谟克利特却承认有最大的原

子，——按斯托贝的说法，甚至象世界那么大。（１８）

一方面，这种说法和亚里士多德的证据相矛盾
（１９）
，另一方面，

欧塞比乌斯或者不如说他所引证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迪奥尼修

斯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同一书里宣称，德谟克利特承认不可分割

的、通过理性可以直观的物体是万物的始原（２０）。有一点是清楚的：

１２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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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没有注意到它，而这个矛盾

却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第二种特性是形状。（２１）不过这一规定也和

原子的概念相矛盾，因此它的对立面必须建立起来。抽象的个别性

就是抽象的自身等同，因而也就没有形状。因此原子形状的差别固

然是无法确定的（２２），但它们却也不是绝对无限的
（２３）
。反之，使原子

互相区别开来的形状的数量乃是确定的和有限的。（２４）不言而喻，

不同的形状没有原子那么多（２５），然而德谟克利特却假定形状有无

限多（２６）。如果每一原子都有一个特殊的形状，那么，就必定会有无

限大的原子（２７），因为它们会有无限的差别，如象莱布尼茨的单子

那样不同于一切别的原子的差别。因此莱布尼茨关于天地间没有

两个相同的东西的说法，就被完全颠倒过来了：天地间有无限多个

具有同一形状的原子（２８），这样一来，形状的规定又被否定了，因为

一个形状如果不再与其他形状有区别，就不是形状了①。

最后，极其重要的是，伊壁鸠鲁提出重量作为第三种质（２９），因

为在重心里物质具有构成原子主要规定之一的观念上的个别性。

所以如果原子一旦被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那么它们必定也具有

重量。

但是重量也直接同原子的概念相矛盾，因为重量乃是作为居

于物质自身之外的观念上的点的物质个别性。然而原子本身就是

这种个别性，它象重心一样，被想象为个别的存在。因此在伊壁

２２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① 往下马克思删掉了以下这一段话：“伊壁鸠鲁在这里也同样地将矛盾客观化，

而德谟克利特只坚持物质的方面，而不让人在进一步的规定中看到原则的这

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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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鲁看来，重量只是作为不同的重而存在，而原子本身乃是实体

性的重心，就象天体那样。如果把这一点应用到具体东西上面，那

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老布鲁克尔认为是非常惊人的（３０）、卢克莱修要

我们相信的结论（３１）：地球没有一切事物所趋向的中心，也不存在

住在相对的两个半球上的对蹠者。再则，既然只有和其他事物有

区别的、因而外在化了的并且具有特性的原子才有重量，那么不

言而喻，如果不把原子作为互相不同的众多原子来设想，而只就

其对虚空的关系来设想，重的规定就消失了。因此不管原子在质

量和形状上如何不同，它们都以同样的速度在虚空的空间中运

动。（３２）因此伊壁鸠鲁也只在排斥和因排斥而产生的组合上应用重

量，这就使得他有理由①
断言，只是原子的聚集，而不是原子本身

才有重量。（３３）

伽桑狄曾经称赞过伊壁鸠鲁，说他光凭理性就预见到了经验，

按照经验，一切物体尽管重量和质量大不相同，当它们从上往下坠

落的时候，却是以同样的速度运动的。（３４）②

所以对于原子的特性的考察导致了同对于偏斜的考察一样的

结果，即伊壁鸠鲁把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因而

提供了原子论科学，而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则本身却没有得到实

现，只是坚持了物质的一面，并提出了一些经验所需要的假设。

第 三 章

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

绍巴赫在上面已提到过的他关于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的著

３２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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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说：

“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一起划分了本原不可分的本原，第欧根尼·拉

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１节）和元素（不可分的元素，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

第８６节）的区别。前者是通过理智可以认识的原子，它们不占有任何空间。（１）

它们被称为原子，并非因为它们是最小的物体，而是因为它们在空间里不能

被分割。按照这种看法应该认为，伊壁鸠鲁没有赋予原子以任何与空间有关

的特性。（２）但是他在给希罗多德的信中第欧根尼·拉尔修， 第１０卷第４４、

５４节），不仅赋予原子以重量，而且还赋予体积和形状……因此我把这些原

子算作第二类，它们是从前一种原子中产生的，但又被看作物体的原始分

子。”（３）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绍巴赫从第欧根尼·拉尔修书引证

的一段话（第１０卷，第８６节）。这段话说：“这就是认为宇宙是物体和不可捉

摸的自然，或者认为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的学说，以及其他诸如此

类的学说。”这里伊壁鸠鲁是在教导皮托克勒斯，他写信给他说，天

体学说不同于所有其余的物理学说，例如，认为一切都是物体和虚

空，认为存在着不可分的基质的学说。很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

假定所谈到的是一种第二类的原子。③ 也许“宇宙是物体和不可

捉摸的自然”和“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这两个说法的不同，可以造

成“物体”和“不可分的元素”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物体”就

意味着第一类原子而与“不可分的元素”相对立。但这是完全不可

设想的。“物体”是指与虚空相对立的有形体，所以虚空又叫做“无

４２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③ 往下在手稿中马克思删掉了以下这一句话：“从伊壁鸠鲁所说的‘这一切都

没有本原，因为原子就是原因’（４）可以同样正确地或错误地作出这一结论：

伊壁鸠鲁认为有第三类原子——‘作为原因的原子’。”——编者注

② 往下马克思删掉了以下这一句话：“对这一称赞，我们加上了根据伊壁鸠鲁

的原理作出的说明。”——编者注

① 往下马克思删掉了“把它们视为原因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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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
（５）
因此在“物体”这一概念里既包括原子又包括复合的物

体。例如，在给希罗多德的信中说道：“宇宙是物体……如果没有被

我们叫作虚空、地点和不可捉摸的自然这些东西的话……物体当

中，有一些是复合体，另外一些则是构成这些复合体的要素。而这

些要素是不可分的和不可改变的……因此始原必然应该是不可分

的有形体的自然。”（６）所以在上面提到的一段话里，伊壁鸠鲁首先

谈到与虚空不同的一般有形体，然后才说到特殊的有形体，即原

子。①

绍巴赫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话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斯多葛派

所特别坚持的“始原”和“元素”之间的差别（７），诚然在亚里士多德

那里也可以找到（８），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两种说法是等同

的（９）。他甚至明确地说，“元素”主要是指原子
（１０）
。留基伯和德谟克

利特也同样称实和虚为“元素”（１１）。

在卢克莱修那里，在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所载伊壁鸠鲁的

书信里，在普卢塔克的《科罗特》里（１２），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

里（１３），都赋予原子本身以特性，因而这些特性也就被规定为自己

扬弃自己。

但是如果说只靠理性才能了解的物体具有空间的质可以被当

作二律背反的话，那么说空间的质本身只有靠理智才能被知觉，就

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二律背反（１４）。

最后，绍巴赫引用下面这一段斯托贝的话来进一步论证他的

见解：“伊壁鸠鲁认为始原（物体）是简单的；而由它们所组成的复

５２２第 二 部 分

① 往下马克思删掉了以下这一句话：“在这里不可分的元素除了作为不可分的物

体之外别无任何意义，最后一段引文中在谈到这些不可分的物体时说，它们就

是本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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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全都具有重量。”对斯托贝的这段话，其实还可以加上另一段

话，其中“不可分的元素”是作为原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被提到：

（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１卷第２４６和２４９节和斯托贝

《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５页（１５）。此外，在这些话里根本没有肯定

地说原始的原子没有体积、形状和重量，相反，勿宁说只是提到重

量是区别“不可分的本原”与“不可分的元素”的标志。但是我们在

前一章已经说过，重量只是在原子的排斥和由排斥而产生的凝聚

方面才得到应用。

捏造“不可分的元素”也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要从“不可

分的本原”过渡到“不可分的元素”，就跟想直接赋予它们以特性

一样是困难的。但是我并不绝对否认这种区别。我只是否认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不变的原子罢了。不如说，它们是同一种原子的

不同规定。

在弄清这个差别以前，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伊壁鸠鲁的一种

手法，即他喜欢把一个概念的不同的规定看作不同的独立的存在。

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的。在他

那里，发展的每一环节立即就转变成固定的、仿佛被空虚的空间从

与整体的联系中分离开来的现实。每个规定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

性的形式。

这种手法从下面一个例子来看就清楚了。

无限的东西， α
’
πιρ ，或者象西塞罗译作的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ｏ，有时

被伊壁鸠鲁用来当作一种特别的自然。而正是在“元素”被规定为

固定的、作为基础的实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发现，“无限的东西”

也变成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了。（１６）

但是，无限的东西，按照伊壁鸠鲁自己的规定，既不是一种特

６２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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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实体，也不是存在于原子和虚空之外的某种东西，相反地，无

限的东西乃是它们的一个偶然的规定。因此我们发现“无限的东

西”有三种意义。

第一，“无限的东西”，在伊壁鸠鲁看来，表示原子和虚空共同

具有的一种质。在这个意义上它表示宇宙的无限性，宇宙之所以无

限，是由于原子的无限多，由于虚空的无限大。（１７）

其次，无限性是指原子的无限多，所以与虚空相对立的不是一

个原子，而是无限多的原子。（１８）

最后，如果我们可以从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来推断伊壁鸠鲁的

话，则“无限的东西”又恰恰意味着它的反面，即与自身规定和自身

限制的原子相对立的无边无际的虚空。（１９）

在所有这些意义中，——而它们是原子学说中唯一的甚至是

唯一可能有的意义，——无限的东西只不过是原子和虚空的规定。

然而它却被独立化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被作为特殊的自然而

与那些原理并列，它表现着那些原理的规定性①。

因此，——也许是伊壁鸠鲁自己确定了这样一条规定：原子作

为原子的一种独立的、原始的形式变成了“元素”，但是根据历史上

较可靠的材料来推断，情况并不是这样；也许，在我们看来更有可

能的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梅特罗多罗斯５３最先把不同的规定变成

了不同的存在（２０），——我们必须把个别环节的独立化归咎于原子

论意识的主观方法。当人们赋予不同存在的形式以不同的规定时，

人们并不能因此而理解到它们的差别。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仅仅具有一种“元素”，一种物质基质

７２２第 二 部 分

① 往下马克思删掉了一句话：“这个例子是有说服力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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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把作为“始原”的原子和作为原理和基础的“元素”区别开

来，这是伊壁鸠鲁的贡献。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在下面就可以看清

楚。

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了质，由于质，原

子就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

是从具有了质的原子的排斥以及与排斥相联系的凝聚里，就产生

出现象世界。

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

显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

的绝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

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

原子诚然是自然界的实体（２１），一切都从原子产生，一切也分

解为原子（２２），但是现象世界的经常不断的毁灭并没有任何结果。

新的现象又在形成，但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东西的原子本身却始终

是基础。（２３）所以，若就原子的纯粹概念来思维原子，则它的存在就

是空虚的空间，被毁灭了的自然；若就原子的进入现实界而言，它

就下降到物质的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作为充满多种多样关系的世

界的负荷者，永远只以存在于对它漠不相干的和外在的形式中。这

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原子既被假定为抽象的、个别的和完成

的东西，就不能把自己显示为将这种多样性理想化并且贯穿在其

中的力量。

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

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定在乃是使得它失掉自己的性质而成为

物质的一个因素。因此原子不会进入现象的光天里（２４），或者在进

８２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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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现象的光天时不会下降到物质的基础。原子作为原子只存在于

虚空之中。所以自然的死亡就成为原子的不死的实体，卢克莱修也

就有理由高呼：

“有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夺去了。”①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区别在于，伊壁鸠鲁在矛

盾的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住了矛盾并使之客观化，因而把成为

现象基础的、作为“元素”的原子与存在于虚空中的作为“始原”的

原子区别开来；而德谟克利特则仅仅将其中的一个环节客观化。也

正是这个差别，在本质世界中，在原子和虚空的王国中使伊壁鸠鲁

和德谟克利特分手了。但是既然仅仅具有质的原子才是完成的原

子，既然现象世界只有从完成了的并且同自己的概念异化了的原

子中才能产生，所以伊壁鸠鲁这样来表述这一点：只有那具有质的

原子才成为“元素”，或者说，只有“不可分的元素”才具有质。

第 四 章

时  间

既然在原子里面，作为纯粹的自身关系的物质没有任何变易

性和相对性，那么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时间必须从原子的概念

中，从本质的世界中排除掉。因为只有从物质中抽掉时间的成分，

物质才是永恒的和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也

９２２第 二 部 分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３卷第８６９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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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但是在规定脱离了原子世界的时间的方式方法上，在把

时间归入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他们又不同了。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时间对于体系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必

要性。他解释时间，目的是为了取消时间。他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

东西，以便象亚里士多德（１）和西姆普利齐乌斯
（２）
所说的，把发生和

消灭，亦即一切时间性的东西，从原子中排除掉。据他说，时间本身

即是一个证据，证明并非一切事物都必定有起源，有开始这一环节

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这里面有一个较为深刻的思想。那具有想象

力的，不能理解实体的独立性的理智，提出了实体在时间中生成的

问题。但它却没有看到，当它把实体当成有时间的东西时，它同时

也就把时间实体化了，因而也就取消了时间的概念，因为绝对化了

的时间已经不复是时间性的东西了。

但另一方面，这种解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本质世界中排除

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去，而与世

界本身毫不相干了。

伊壁鸠鲁却不是这样。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在他看

来，就成为现象的绝对形式。时间被规定为偶性之偶性。偶性是一

般实体的变化。偶性之偶性是作为自身反映的变化，是作为变换的

变换。现象世界的这种纯粹形式就是时间。（３）

组合仅仅是具体自然界的被动形式，时间则是它的主动形式。

如果我从组合的定在来考察组合，那么原子就存在于这种组合的

背后，存在于虚空中、想象中。而如果我从原子的概念来考察原子，

那么这种组合或者完全不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主观表象之中；因

为它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独立的、自身关闭的、彼此似

０３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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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毫不相干的原子相互之间也同样不发生任何关系。反之，时间，

即作为有限事物的变换，当变换被设定为变换时，同样是现实的形

式，这现实的形式把现象同本质分离开来，并且当现象返回本质

时，把现象设定为现象。组合既表示了原子的物质性，又表示了由

原子产生的自然界的物质性。反之，时间之于现象世界正如原子概

念之于本质世界，也就是说，它是一切确定的定在之抽象、消灭和

向自为存在的回返。

基于这些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伊壁鸠鲁把物质和形

式之间的矛盾看成显现着的自然界的性质，这个自然界于是就成

了本质的自然界即原子的映象。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时间与空间相

对立，现象的主动形式与现象的被动形式相对立；第二，只有在伊

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

本身是在它的现实性里作为异化表现出来的。反之，在把组合看成

显现着的自然界的唯一形式的德谟克利特那里，现象并没有在自

身中表示它是现象，表示它是一种与本质有区别的东西。因此，如

果从现象的存在来考察现象，那么本质和它就完全混淆起来了；如

果从现象的概念来考察现象，则本质和它就完全分开了，因而现象

便降低为主观的假象。组合对于现象的本质基础是漠不关心的和

物质的。反之，时间却是永恒地吞噬着现象并给它打上依赖性和非

本质性烙印的本质之火；最后，由于照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作为

变换的变换，是现象的自身反映，所以显现着的自然界就可以正当

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知觉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真实标

准，虽然原子这个自然的基础只有靠理性才能观察到。

正因为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所以按照伊壁鸠鲁所理

解的原子论的性质，就产生了把时间规定为自然中的一个特殊存

１３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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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的自然之必要。感性世界的变易性作为变易性，感性世界的变

换作为变换，——这种形成时间概念的现象自身的反映，都在被意

识到的感性里有其单独的存在。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

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的存在着的反映。

这可以从伊壁鸠鲁对时间概念的规定里直接得出来的，也可

以十分确定地用个别例证予以证明。在伊壁鸠鲁给希罗多德的信

里（４），时间是这样被规定的：当被感官知觉到的物体的偶性被认为

是偶性时，时间就发生了。因此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在这里就是时

间的源泉和时间本身。所以既不能用类比的方法规定时间，也不能

对它说出任何别的话，而是应该抓住直接的明显性本身；因为既然

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就是时间本身，因此不可能超出时间的界

限。

另一方面，在卢克莱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斯托贝那

里（５），偶性之偶性、自身反映的变化都被规定为时间。偶性在感性

知觉里的反映以及偶性的自身反映因而就被设定为同一种东西。

由于时间和感性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德谟克利特那里也可以

找到的形象，也就获得更加合乎逻辑的地位。

形象是自然物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好象一层表皮，从自然物体

上脱落下来，并把自然物体移到现象中来。（６）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

地从它们里面涌现出来，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

此自然在听觉中听到了它自己，在嗅觉中嗅到了它自己，在视觉中

看见了它自己。（７）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

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照亮了现象

界。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这不是首尾一贯的，因为现象只是主观的

２３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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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在伊壁鸠鲁那

里感性是显现着的世界自身的反映，是它的形体化了的时间。

最后，感性和时间的联系表现在：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

的显现，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因为正是由于物体显现在感官

面前，它们便消失了。（８）由于形象不断从物体分离出来并涌入感

官，由于形象把感性当作在它们自身之外的另一种自然，而不是在

它们自身之内，因此它们便不能从这种分裂状态中回复过来，所以

它们便解体并消失了。

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感

性的自然也只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

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就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

的理性就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那样。

第 五 章

天 体 现 象

德谟克利特的天文学见解，就他的时代来说，可算得很敏锐

了，不过这些见解却不能引起哲学的兴趣。它们既没有跳出经验反

思的圈子，也没有同原子学说发生较为确定的内在联系。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关于天体和与之相联系的过程的学说，或

者关于天体现象的学说（他用天体现象这一名称来总括天体和与

之相联系的过程），不仅与德谟克利特的意见相对立，而且与希腊

哲学的意见相对立。对于天体的崇敬，已经成为所有希腊哲学家遵

从的一种崇拜。天体系统是现实理性的最初的、朴素的和为自然所

３３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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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存在。希腊人的自我意识在精神领域内也占有同样的地位。

它是精神的太阳系。因此希腊哲学家在天体中崇拜的是他们自己

的精神。

阿那克萨哥拉是头一个对天体作物理解释的人，这样他在和

苏格拉底不同的意义上使天接近了地。就是这个阿那克萨哥拉，当

有人问他为何而生时，他回答说：“为了观察日、月和天空”（１）。而色

诺芬尼则望着天空说：单一就是上帝（２）。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对天体所抱的宗教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确实，伊壁鸠鲁反对整个希腊民族的世界观。

亚里士多德说，看来有时概念可以证实现象，有时现象又可以

证实概念。譬如，人人都有一个关于神的观念并把最高的处所划给

神；无论异邦人还是希腊人，总之凡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人莫不如

此，他们显然把不死的东西和不死的东西联系起来了；而不这样也

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神存在——就象它真的存在那样，那么我们

关于天体的实体的论断也是正确的。但就人的信念而言，这种论断

也是和人的感性知觉相符合的。因为从整个过去的时代来看，就人

们相互留传的回忆来说，无论整个天体或天体的任何部分似乎都

没有什么改变。就连名称，看来也是古人留传下来直至今天的，因

为他们所指的东西，同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一回事。因为同样的看法

传到我们现在，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无数次。正因为第一个

物体乃是某种有别于土和火，空气和水的东西，他们就把最高的地

方称为“以太”（由 ι
～
αι

①
一词而来），并且给了它一个别名叫

做“永恒的时间”（３）。但是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划给神，因为唯

４３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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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是不死的。而现在的学说也证明，天是不可毁灭的、没有起始

的、不遭受生灭世界的一切灾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概念就同时

符合关于神的启示（４）。至于说天只有一个，这是显然的。认为天体

即是众神，而神的本原包围着整个自然界的观念，是从祖先和古人

那里留传下来并以后代人的神话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其余的东西

则是为了引起群众的信仰，当作有利于法律和生活的东西而被披

上神话的外衣添加进去的。因为群众把众神说成近似于人，近似于

一些别的生物，并且虚构出许多与此有关和类似的东西。如果有人

抛开所有其余的东西，只坚持最初的东西，即认为最初的实体是神

这一信仰，那么他必定会认为这是神的启示，并且认为在此以后，

各种各样的艺术和哲学都曾被发现过，随后又消失了，而上述这些

意见却象古董一样，流传到现在（５）。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说：

除这一切之外，还应当注意到，人心的最大的迷乱起源于人们

把天体当作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毁灭的，同时认为天体具有与这些

特性相矛盾的愿望和行为；同样还起源于对于神话的恐惧。（６）说到

天体现象，应当认为，运动、位置、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现

象的发生，完全不是因为有一个享有一切福祉和不可毁灭的存在

物在支配它们、安排它们——或已经安排好它们。因为行动是与福

祉不相一致的，而行动的发生却大半与软弱、恐惧和需要有关。同

样也不应认为，有一些享有福祉的类似火的物体，能够任意地作出

这些运动，如果与此不相一致，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就足以引起心灵

的最大迷乱（７）。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因此责备古代人，说他们认为天还需要阿

特拉斯作它的支柱（８），这个阿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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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西天的边界，

用双肩支撑着天和地的柱石”。

（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第３４８行及以下几行）①，——

那么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责备那些认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认

为天所赖以支持的那个阿特拉斯本身是人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

愚昧和迷信也就是狄坦神族。

伊壁鸠鲁给皮托克勒斯的整封信，除了最末一节外，都是在讲

天体的学说。结尾的这一节包含着一些伦理方面的格言。把一些

道德格言附在关于天体现象的学说后面是适当的。这一学说对伊

壁鸠鲁说来是有关良心的事。因此我们的考察将主要依据给皮托

克勒斯的这封信。我们将摘录他给希罗多德的信作为补充，伊壁鸠

鲁本人在给皮托克勒斯的信中也援引过这封信。（９）

第一，不要认为，对天体现象的研究，无论就整个研究而言或

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

的宁静２６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１０）我们的生活

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

活。正如生理学②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这

里幸福也是建立在对天体现象的认识基础上的。关于日月出没的

学说，关于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学说，本身并不包含有关幸福的特

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

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１１）直到今天，关于天体现象的学说据说对

其他科学所拥有的优越地位才被否定了，这一学说才被置于和别

６３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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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同等的地位。

但是关于天体现象的学说同伦理学的方法和其余的物理学问

题——例如不可分的元素等等问题——也有着特殊的区别。这些

问题里面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与现象相符合，而天体现象却不是

这样。（１２）它们的产生不能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有一个以

上的、同现象相符合的本质范畴。因为对生理学的研究不应依据空

洞的公理和规律。（１３）人们常常反复说，对天体现象的解释不应是

简单的、绝对的，而应是多种多样的。这适用于日月的升起和降

落（１４），月亮的盈亏
（１５）
，月中人的假象

（１６）
，昼夜长短的变化

（１７）
，以及

其他天体现象。

这一切到底应如何解释呢？

任何解释都可以接受。只是神话必须加以排斥。但是只有当

人们在追寻现象时，从现象出发进而推论到看不见的东西，神话才

会被排斥。（１８）必须紧紧抓住现象，抓住感性知觉。因此必须应用类

比。这样就可以提出种种说明天体现象以及其他经常发生并使别

的人特别感到惊异的事物的理由，从而把恐惧排除掉，并使自己从

恐惧中解放出来。（１９）

这大量的解释、众多的可能性不惟只是要使意识平静，并消除

引起恐惧的原因，而且同时还要否定天体本身中的统一性，即与自

身同一的和绝对的规律。各个天体可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运行。

这种没有规律的可能性便是它们的现实性的特性。在天体中一切

都不是固定的、不变的。（２０）解释的多样性就会同时取消客体的统

一性。

所以，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也认为天体

是永恒的和不朽的，因为它们是永远按照同一方式运行的；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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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甚至赋予它们以特殊的、最高的、不受重力约束的因素，而伊

壁鸠鲁却与他直接对立，断言情况正好相反。天体现象学说与其他

一切物理学说特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天体现象中一切都是多种

多样地和不规则地发生的；在天体现象中一切都必须用多种多样

的、多到不能确定的理由来解释。伊壁鸠鲁愤然对反面意见进行了

猛烈的驳斥，他认为，那些坚持一种解释方式而排斥所有别的解释

方式的人，那些在天体现象中只承认唯一的、因而也就是永恒的和

神的本原的人，陷入了占星术士的虚妄解说和奴役式戏法；他们超

出了自然科学的界限而投身于神话的怀抱；他们力求完成那不可

能的事情，为毫无意义的东西而枉费精力，他们甚至不知道心灵的

宁静本身正是在这里遭遇到危险。他们的空谈应该受到轻视。（２１）

必须尽量摆脱这样一种成见：似乎对于那些对象的研究，因其目的

仅仅在于使我们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幸福，所以是不够彻底、不够精

细的。（２２）相反地，绝对的准则是：一切破坏心灵的宁静、一切引起

危险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可毁灭的和永恒的自然。意识必须明

白，这是一条绝对的规律。（２３）

于是伊壁鸠鲁得出结论：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

的心灵的宁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并不是永

恒的。

伊壁鸠鲁的这种独特的见解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所有论述伊壁鸠鲁哲学的著作者，都把这一学说说成是与所

有其余的物理学，与原子学说不相容的。反对斯多葛派、反对迷信、

反对占星术的斗争就被当成了充分的根据。

我们也曾看到，伊壁鸠鲁本人也把天体现象学说中运用的方

法与其余的物理学的方法加以区别。但他的原理的哪一条规定中

８３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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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这种区别的必然性呢？他怎样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要知道他不仅与占星术进行斗争，也与天文学本身、与天体系

统中的永恒规律和理性进行斗争。最后，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对

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天体被说成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天体中

发生的过程被说成是这些原子的偶然运动时，斯多葛派的迷信和

他们的整个宇宙观便已经被驳倒了。天体的永恒本性因此就被否

定了——这是德谟克利特满可以从上述前提中得出的结论（２４）。而

且连天体的定在本身也因而取消了（２５）。因此原子论者就用不着什

么新的方法了。

这还不是全部困难所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更费解的矛盾。

原子是具有独立性、个体性形式的物质，好象是可以想象的重

量。但是重量的最高现实性就是天体。在天体中一切促成原子发

展的矛盾——形式和物质之间、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都解决了；

在天体中一切必要的规定都实现了。天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

的重心是在它们自身之内，而不在它们自身之外；它们的唯一行动

就是运动；被虚空的空间分隔开的天体偏离直线，形成一个排斥和

吸引的体系，同时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并且最后从它们自身中产

生出时间，作为它们显现的形式。因此，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

在天体里物质在自身中接受了个体性。因此在这里伊壁鸠鲁必定

会看见他的原理的最高存在，看见他的体系的最高峰和终结点。因

为他断言，他接受原子是为了奠定自然的不朽的基础。他说，对他

来说重要的是物质实体的个体性。但是只要他发现他的这个自然

的实在性（因为他除了机械的自然外不承认任何别的自然），只要

他在天体中发现独立的、不可毁灭的物质，而天体的永恒性和不变

性又为群众的信仰、哲学的判断、感官的见证所证明，那么，他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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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意图，就是要使这种自然降到地上来，成为变化消逝的物，他

就要猛烈地反对那些崇拜自身中包含着个体性因素的独立的自然

的人。这就是他最大的矛盾。

伊壁鸠鲁因此而感觉到，他以前的范畴在这里崩溃了，他的理

论的方法①变得不同了。而他感觉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说出这一

点，乃是他的体系所达到的最深刻的认识，最透彻的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是如何地贯穿着

本质和存在、形式和物质的矛盾。但是在天体中这个矛盾消除了，

这些互相争斗的环节和解了。在天体系统里，物质在自身内接受了

形式，在自身内包括了个体性，因而获得它的独立性。但是在达到

这一点后，它也就不再作为抽象自我意识的肯定。在原子世界里，

也好象在现象世界里一样，形式同物质进行斗争；这一个规定取消

另一个规定，正是在这种矛盾里，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感觉到

它的本性对象化了。那在物质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质作斗争的抽

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识本身。但是现在，物质已经和形式和解并成

为独立的东西，个别的自我意识便脱颖而出，宣称它自己是真实的

原理，并敌视那独立了的自然。

另一方面，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表达：由于物质在自身内吸取了

个别性、形式，如象在天体里的情形那样，物质便不再是抽象的个

别性了。它成为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了。因此，在天体现象中朝

着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闪闪发光的，就是它的具有了物质形式

的否定，就是变成了存在和自然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自我意识在天

体现象中看到了它的死敌。于是自我意识便象伊壁鸠鲁所作的那

０４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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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将人们的一切恐惧和迷乱都归咎于天体现象。因为恐惧，抽象

的个别性的消亡，正是普遍的东西。因此在这里伊壁鸠鲁的真实原

理，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已经不再隐蔽了。它从它的隐蔽处走

出来，从它的物质的伪装中解放出来，它力求通过按照抽象的可能

性所作的解释，来消灭那独立了的自然的现实性，——所谓抽象的

可能性是说，可能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不可能；可能的东西的反面，

也是可能的。因此他反对那些简单地，亦即用一种固定的方式来解

释天体的人；因为单一是必然的和在自身内独立的东西。

所以只要作为原子和现象的自然是在表示着个别的自我意识

和它的矛盾，则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就只能以物质自身的形式出现；

反之，当主观性成为独立的东西时，自我意识便在自身中反映自

身，便以它特有的形态作为独立的形式同物质相对立。

可以把话说在前头，凡是伊壁鸠鲁的原理将得到实现的地方，

这个原理对于他便不再具有实在性了。因为如果个别的自我意识

真的被设定为具有自然的规定性，或者自然真的被设定为具有自

我意识的规定性，那么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即它的存在，便

会停止，因为只有普遍的东西在其与自身的自由区别中才能同时

实现它的肯定。

因此在天体现象学说里表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灵魂。任

何东西，只要它是破坏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的，都不是永

恒的。天体扰乱自我意识的宁静，扰乱它与自身的同一，因为天体

是存在着的普遍性，因为在天体中自然成为独立的了。

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的原理不是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

象克里齐普斯所臆想的那样（２６），而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

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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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一切

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由于个别性在事物本性中不居统治地位，当

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因而也

就是属于想象的理智的东西，也就全部破灭了。反之，如果把那只

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原

理，那么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于这

种情况的历史证明，可以在斯多葛派哲学中找到。抽象的普遍的自

我意识含有一种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倾向，而要在事物中得

到肯定，就非同时否定它们不可。

因此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

莱修的称颂的（２７）：

    当大地满目悲凉，

人类在宗教的重压下备受煎熬，

而宗教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

凶相毕露地威逼着人们的时候，

是一个希腊人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目光

挺身而出，与之抗争。

任是神道，任是闪电，或者天空

吓人的雷霆都不能使他畏惧……

……………………………………

如今轮到宗教被我们踩在脚下，

而我们，我们则被胜利高举入云。

我们在一般性讨论部分的结尾所提出来的关于德谟克利特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自然界所有领域都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和证实。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及其所有矛盾，作为自

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有了最后的结论，而这个在

２４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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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个别性形式下的自我意识对其自身来说是绝对的原则，是

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意识的对立物。反之，对于德谟

克利特，原子只是对整个自然进行经验研究的一般客观的表现。因

此对他说来原子仍然是纯粹的和抽象的范畴，是表示经验的结果

的一种假设，而不是经验的推动原则；这种假设因此也仍然没有

得到实现，正如真正的自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受到它的规

定那样。

３４２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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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的 片 断

［批评普卢塔克对

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５４

［二、个人的不死］

［１．论宗教的封建主义。庸众的地狱］

考察仍然分为“不公正的人和坏人”，其次是“众人和未开化的

人”，最后是“正直的人和明智的人”（同上书，第１１０４页）３４同死后灵魂长

存说的关系。这种用固定的质的区别进行分类的做法就已说明，普

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的不理解达到了何等地步，因为伊壁鸠鲁作为

哲学家一般地考察了人类灵魂的本质关系。

对于不公正的人还是用恐惧作为感化手段，可见阴间的恐怖

对于感性意识还是证明有效的。我们已经考察过这种非难了。既

然在恐惧中，而且是在内心的、无法抑制的恐惧中，人被降低为动

物，那么把动物关在笼中，无论怎样关法，对它来说反正都是一样

的。

现在我们再说“众人”的观点，尽管归根到底只有少数人不持

这种观点，真正讲来，所有的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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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发誓忠于这面旗帜。

“众人尽管也对阴间感到恐惧，可是被神话激起的对于不死的希望和对

于生存的渴望这种一切欲望中最古老和最强烈的欲望，却使他们充满了这样

大的欢乐和兴奋，以致压倒了这种幼稚的恐惧（第１１０４页）。那些失去儿女、

妻子和朋友的人宁愿他们存在和居留在某个地方，哪怕他们过着苦难的日子

也好，而不愿他们完全死亡、被消灭和变为乌有。因此他们总乐意听到人家这

样说到死者：他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或者他改变了自己的住处，以及其他

诸如此类的说法，按照这些说法，死亡并不是消灭，而是灵魂住所的改变（第

１１０４页）。当他们听到说死者‘死亡了’，‘消灭了’，‘不再存在了’时，他们便

恐惧起来。而那些说‘我们，人，只生一次，谁也不会生两次’的人，则给了他们

决定性的打击……于是他们便认为现在的生活和永恒比较起来意义甚微，或

者更正确些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便苟且偷安，虚度年华；他们由于胆小而

轻视美德和活动，并且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朝生夕灭，很不稳定，不能有所

作为［第１１０４页］。须知失去知觉和解体，以及那种认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同我

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理论，都不能排除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好象证实了这种恐

惧。因为这正是本性所害怕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灵魂的毁灭，由于这种

毁灭，灵魂既失掉了思维的能力，也失去了感觉的能力。伊壁鸠鲁把这说成是

灵魂在虚空中的解体并分解成原子，就更进一步摧毁了对不死的希望，为了

这一希望，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情愿

让自己被塞卜洛士撕烂，情愿往丹纳士诸女的无底桶里倒水，只求延长自己

的生存而不遭到彻底的消灭。”同上，第１１０５页

其实，与前一阶段并没有质的差别，不过以前以动物恐惧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表现为人的恐惧形式，表现为感情的形

式。内容仍然一样。

有人对我们说，生存的愿望是最古老的爱的形式；当然，最抽

象的因而也是最古老的爱的形式是自爱，对自己个人存在的爱。可

是这实在把事情说得太露骨了，口头上又不得不加以否认，于是就

用情感的假象给它罩上一轮华贵的光圈。

５４２附 录 的 片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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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失去妻子和儿女的人宁愿他们存在于某个地方，哪怕他

们日子过得很坏，也不愿他们完全不复存在。假如只是谈到爱的

话，那么应该说，个人的妻子和儿女最纯洁地保留在他的内心里，

这是一种比经验的存在高得多的存在形式。但情况却不是这样。既

然个人只具有经验的存在，那么妻子和儿女也仅仅具有经验的存

在。因此，他宁愿知道他们在感性空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哪怕过

着苦难的日子也好，也不愿他们根本不存在；这只不过是表示，个

人希望意识到自己本身的经验存在而已。爱的外衣仅仅是影子，而

核心则是那赤裸裸的经验的“我”，自爱，最古老的爱的形式，它并

没有更新，没有变成更具体、更理想的形式。

照普卢塔克的看法，“变化”一词听起来比“完全不复存在”要

舒服些。但是，按照普鲁塔克的看法，这个变化不应是质的变化，个

别的“我”应该常住在他的个别的存在中；这样一来，这个名词仅仅

是它所指的事物的感性表象，但它应当表示某种相反的东西。事情

的实质不应改变，而只应使它模糊不清；把它移置到奇妙的远方，

只会掩盖质的飞跃，而质的任何差异都是飞跃，没有这种飞跃就没

有理想性。

其次，普卢塔克认为，这种……意识①

６４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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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５５

第 一 部 分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

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１）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节：“同样斯多葛派的波西多尼乌

斯、尼古拉和索蒂昂……也［断言］，他（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的

学说和亚里斯提卜关于快乐的学说当作他自己的学说加以宣扬。”

（２）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６章［第７３节］：“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中

究竟有什么东西不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呢？他［伊壁鸠鲁］诚然改变了一些地

方，但大部分是重复德谟克利特的话。”

（３）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第２１节］：“这就是说，凡是

他［伊壁鸠鲁］修改了的地方，他都损害了原意，而他所遵循的东西完全是属

于德谟克利特的。”

同上：［第１７，１８节］“伊壁鸠鲁在他特别夸耀的物理学中，完全是一个门

外汉，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在伊壁鸠鲁离开德谟克利特的地方，

在他想加以改进的地方，恰好就是他损害了和败坏了德谟克利特的地方……

只有在他遵循德谟克利特的地方，他才照例没有弄错。”

（４）普卢塔克《科洛特》［《反对科洛特》］（克西兰德出版社版）第１１０８页：

“莱昂泰乌斯……断言，伊壁鸠鲁很尊敬德谟克利特，因为德谟克利特在他之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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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宣示了真理的学说…… 因为德谟克利特早就发现了自然的原理。”参

看上书第１１１１页。

（５）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５卷第２３５页，陶赫尼茨出版社版：

“伊壁鸠鲁，奈奥克勒斯的儿子，雅典人，在哲学上追随德谟克利特……”

（６）普卢塔克《科洛特》第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１４、１１１５、１１１７、１１１９、１１２０页及

以下几页。

（７）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地毯集》第６卷第６２９页（科伦版）：“但是

伊壁鸠鲁也从德谟克利特那里剽窃了他的基本原理……”。

（８）同上，第１卷第２９５页：“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人用哲学和空洞的诱惑

之言把你们引入邪道。去顺从人的传说，顺从世界的自然力量，而不顺从基

督①。［要提防的］不是一切哲学，而是象保罗在《使徒行传》②中所提到的伊壁

鸠鲁那样的哲学，他谴责这种哲学，因为它鄙弃天意……以及一切别的推崇

自然力，不把创造的始因放在自然力之上，并且不理会创造主的哲学。”

（９）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日内瓦版）［第５４页］：“伊壁鸠

鲁被揭露说，他的最主要的原理是从诗人们那里剽窃来的。因为，正象我们所

看见的那样，他的关于摆脱一切痛苦是快乐的顶点这一原理，就是从［荷马

的］一行诗中抄来的：

“恰当那时候他们用饮料和食物止住了饥饿。”③

而他关于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的说法，是由厄皮卡尔摩斯提示给他

的，后者曾说：

“死亡或变成僵死的东西，在我看来是无所谓的……”

同样，他关于人体变成尸体后，就没有感觉了的说法，是从荷马那里剽窃

来的，后者曾说：

“狂暴的男子玷辱了沉默的土地。”④

（１０）《莱布尼茨给德梅佐的信，包含着对说明的［一些］注释等等》第２卷

第６６页［１７６８年日内瓦版］，出版人杜唐。［全集］

８４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２４章第５４行诗。——编者注

荷马《伊利亚特》第１章第４６９行诗。——编者注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１７章第１８节。——译者注

圣经《新约·哥罗西书》第２章第８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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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普卢塔克《科洛特》第１１１１页：“因此应当责备德谟克利特的决不是

他根据他的始原的［存在］作出了结论，而是他提出了这些结论所据以产生的

那些始原……如果沉默不言的情况正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伊壁鸠鲁〉是否也

就承认，他所做的就是他已经习惯了的事呢？这样，他在摈弃天意的同时又

说，虔敬仍然有效力；他说他为了快乐而寻求友谊，［同时］又宣称，他愿意为

了朋友而忍受最大的痛苦；他虽然承认世界的无限性，然而却不放弃‘上’和

‘下’的［观念］。”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１）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１卷第８页（根据特伦德伦堡的版本）：“他

〈即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和理性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现象是真的。”

（２）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４卷第５章：“例如，这就是为什么德谟克

利特断言，或者没有东西是真的，或者真理对我们是隐蔽的。一般说来，由于

把理性思维和感性知觉等同起来，而后者被认为是质的变化，人们就得出这

样的论断，凡是在感觉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必然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根据这一

点，于是恩培多克勒说，随着人们身上［以前的］状态的改变，理解的能力也随

之改变，德谟克利特也说过同样的话，可以说，所有其他的哲学家都成了这些

观点的俘虏。”

不过，在《形而上学》中的这个地方又说了与此相矛盾的话。

（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７２节：“然而，根据他们的意见，甚至连

色诺芬尼、埃利亚的芝诺以及德谟克利特，也都是怀疑论者……德谟克利特

［说］：‘说实在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隐藏在无底的深渊里’。”

（４）参看李特尔《古代哲学史》第１部分第５７９页及以下几页。

（５）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４４节：“据他〈即德谟克利特〉看来，真

实的原则是原子和虚空，其余的一切都是意见、假象。”

（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７２节：“……当德谟克利特说：‘只有按

照意见才有冷，只有按照意见才有热；而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时，他否认

了质。”

（７）西姆普利齐乌斯在《亚里士多德注释》（布兰迪斯汇编）第４８８页上

９４２附注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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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然而他〈即德谟克利特〉实际上不认为从它们［即原子］中会产生出单一

的本质。因为他十分天真地［设想］，二或者多任何时候都可以形成一。”

同上，第５１４页：“因此他们〈即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既否认由一形成

多，也否认由多形成真正整体的一。不过这似乎只是说，由于原子的结合而产

生这个或那个单一的整体。”

（８）普卢塔克《科洛特》第１１１１页：“……原子被他〈即德谟克利特〉称为

观念。”

（９）参看亚里士多德，上面所引证的地方。

（１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２１节：［伊壁鸠鲁说］“他〈即哲人〉

将提出肯定的学说，而不会对有争议的问题不知所措。”

（１１）普卢塔克《科洛特》第１１１７页：“因为伊壁鸠鲁有一个原则是：‘除哲

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对某一事物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无法使他改变信念’。”

（１２）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５章：“按照他〈即伊壁鸠鲁〉的说法，一

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

参看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７章。

（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４卷第２８７页：“照伊壁鸠鲁看来，一

切感觉和一切表象都是真实的。”

（１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３１节：“因此，伊壁鸠鲁在自己的《准

则》中断言，感性知觉，以及预想和感觉都是真理的标准……并且没有什么东

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第３２节：“事实上，同类的感性知觉不能驳倒同类的

感性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效用，而不同类的感性知觉也不能驳倒不同类

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判断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一般说来，一种感性知觉不能

作为另一种感性知觉的裁判：因为双方我们都要同等地倾听。概念也不能驳

倒感性知觉，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

（１４）普卢塔克《科洛特》上面所引证的地方：“德谟克利特所说的东西，即

颜色、甜味、组合——这一切只存在于公认的意见中，［而实际上这一切只是

虚空和］原子，他［即科洛特］说，这一点和感性知觉［相矛盾］……这种论断我

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只能说，所引证的这些原理和伊壁鸠鲁的原理是分不

开的，正如，按照他们［伊壁鸠鲁派］自己的说法，形式和重量与原子是分不开

的一样。须知，德谟克利特是怎么说的呢？——实体在数量上是无限的，是不

可分割的和没有差异的，此外也没有质并且不受影响，它们分散地飞驰于虚

０５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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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当它们彼此接近，或者互相冲击，或者互相交错的时候，由它们聚集而

成的东西，有的看来象水，有的看来象火，有的看来象植物，有的看来象人，而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原子，按德谟克利特的说法，称为观念。而不是什么别的东

西。因为，据说不可能从无中生出［任何］有来，而从［存在的东西］中也不能产

生任何东西，这是因为原子由于它们本身的不可渗透性不允许有外界的影响

和内部的变化；这就意味着，颜色不能从无颜色的东西中产生，自然或精神不

能从无质的东西中产生。因此，应该责备德谟克利特，但是绝不是责备他从自

己的始原的［存在］中得出结论，而是要责备他提出了从中得出这种结论的那

种始原。关于伊壁鸠鲁他［科洛特］断言，他［和德谟克利特一样］把同一些始

原［当作万物的基础］，但他没有说，颜色……以及别的质只存在于意见之

中。”

（１５）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太阳在德谟克利特看来

是很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且是对几何学有了完备知识的人；太

阳在伊壁鸠鲁看来只有约莫二尺大，因为据他判断，太阳只有看起来那样

大。”参看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２卷第２６５页。

（１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３７节：“不仅在物理学和伦理学，而且

在数学和普通教育学科方面，甚至同样在一切艺术领域内，他〈即德谟克利

特〉都掌握了极其完备的知识。”

（１７）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４６—［４９］节。

（１８）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０卷第４７２页：“关于这点他〈即德谟

克利特〉在某处自夸地说：‘……在我的同辈人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

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我看见了最多的地方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

的人的讲演；而在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方面，没有人超过我，就是埃及的

所谓土地测量员也未能超过我。在埃及土地测量员那里作客时我已年近八十

了’。事实上他游历了巴比伦、波斯和埃及，并且曾向埃及的祭司学习。”

（１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３５节：“德米特里在他的著作《论同名

的作者》中，安提西尼在他的著作《论哲学家的继承》中都叙述说，他〈即德谟

克利特〉曾漫游各国，他到埃及去向埃及祭司学习几何学，后来到波斯向迦勒

底人学习，并且一直漫游到红海。有些人还断言，他曾在印度见到过裸体智

者，并且说他到过埃塞俄比亚。”

（２０）西塞罗《土斯库兰的谈话》第５卷第３９节：“当德谟克利特丧失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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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时候，……他，这位哲人，还认为视觉甚至也妨碍理智的敏锐，并且当别

人常常看不到他们跟前的东西时，他却在观察无限的东西，不在任何界限面

前停步。”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５卷第２９节：“有人说，德谟克利特弄瞎了

自己的眼睛，目的在于使他的头脑尽可能少地离开思索。”

（２１）鲁·安·塞涅卡，全集第２卷《书信》８、第２４页（１６７２年阿姆斯特

丹版）：“至今我们还跟着伊壁鸠鲁重复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必须为哲

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他用不着久等，他立即会变得自

由，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

（２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２２页：“青年人不应该耽误了对哲

学的研究，老年人不应该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因为对于关心灵魂的健康来说，

谁也不会是为时尚早或为时过晚。谁如果说，研究哲学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

已经过去，那么他就象那个说享受幸福的时间尚未到来或者已经过去的人一

样。让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来研究哲学吧；这样，前者在垂老之年可以从过去美

好生活所给予他的幸福中获得青春，后者虽然年青但亦能和老人一样对未来

无所畏惧。”参看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第４卷第５０１页。

（２３）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第１卷］第１页：“伊壁鸠鲁的

门徒和皮浪的信徒在同科学的代表者的论战中显然是采取同样的立场，但是

他们出发的前提是不同的。因为伊壁鸠鲁派认为各门科学对达到智慧毫无帮

助。”

（２４）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同上，第１１页：“尽管，看来伊壁鸠鲁对科学

的代表人物抱敌对态度，但仍应把他列入科学的代表人物中去。”

同上，第５４页：“……语法的轻视者，皮浪和伊壁鸠鲁。”

参看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第１０９４页。

（２５）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２１页：“但是，并非伊壁鸠鲁是

没有学识的人，而是那些以为直到老年还应去背诵那些连少年人都以不知其

为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

（２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３页：“阿波洛多罗斯在他的《纪事

录》里说，‘他〈即伊壁鸠鲁〉是利西凡和普拉克西凡的学生。但是他本人却否

认这点，并且在给欧里迪库斯的信中说他是自学的’”。

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６页：“他〈即伊壁鸠鲁）自夸地说他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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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即使没有他的自夸，我也很乐于相信这一点。”

（２７）塞涅卡《书信》５２，第［１７６］—１７７页：“伊壁鸠鲁说，有一些人，他们

努力寻求真理而无需别人的帮助；他就是属于那种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他

最称赞这种靠着内在的动力自己独立成名的人。另一方面，有些人则需要别

人的帮助；如果没有别人在他们前面开辟道路，他们自己就不能前进，但是他

会热心地跟着别人走。他把梅特罗多罗斯列入这类人之中，他说，这也是出色

的头脑，但是只属于第二流。”

（２８）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０节：“虽然希腊那时经历着最艰苦

的时期，他［伊壁鸠鲁］却一直住在那里，只有二、三次到伊奥尼亚去访问朋

友。他的朋友也从各地来看他，并且和他一起住在他的花园里，阿波洛多罗斯

也提到过这件事，［据他说］这个花园是伊壁鸠鲁花了八十米那买来的。”

（２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５节：“据赫尔米普斯转述，当时他

［伊壁鸠鲁］坐进注满温水的铜浴盆里，要了一杯醇酒，一饮而尽。”第１６节：

“接着他在嘱咐他的朋友要谨记他的学说之后，就逝世了。”

（３０）西塞罗《论命运》第１０章：“伊壁鸠鲁……［认为］命定的必然性是可

以避免的，……而德谟克利特则宁肯承认，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

西塞罗《论神性》第１章第２５节：“为了避免必然性。他［伊壁鸠鲁］就虚

构出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显然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卷第２３页及以下几页：“阿布德拉的德谟

克利特……［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论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自古以来就

完全是由必然性所预先规定的。”

（３１）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起源》第５章第８节：“德谟克利特……把一

切都归结为必然性。”

（３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４５节：德谟克利特“断言，一切均由必

然性而产生，旋风式的旋转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原因，而他就把这种旋转叫做

必然性。”

（３３）（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１卷第３５２页：“在巴门尼德和

德谟克利特看来，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这必然性就是命运、法律、天意和

世界的创造者。”

（３４）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８章：“巴门尼德和德谟克利特断言，

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必然性就是命运、法律、天意［和世界的创造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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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伯说，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必然性就是命运……。没有一种事物是没有

原因而产生的，一切都是在因果的联系中由于必然性［而产生的］。”

（３５）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６卷第２５７页：“命运，天命……对于他

（即德谟克利特）就是上述微粒向上向下急速运动的结果，这些微粒相互交织

又相互分离，由于必然性时而分散，时而凝聚。”

（３６）斯托贝《伦理的牧歌》第２卷：“人们虚构出偶然的幻影［恰好］证明

自己缺乏理性；实际上只有对于缺乏理智的人，偶然才是一种妨碍。”

（３７）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４卷第７８２页及以下几页：“他（即德

谟克利特）把偶然性置于一切存在物之上，作为高于一切神灵的统治者和支

配者，并证明一切事物的产生都得听任偶然性的摆布，但他同时又把偶然性

从人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并把那些趋向于承认偶然性的人斥责为没有理智的

人。至少在他的《遗训》的开头，他是这样说的：‘人们虚构出偶然的幻影，就证

明自己缺乏理智。因为理智就其本性来说是反对偶然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偶

然——这个理性的最凶恶的敌人比理性更厉害；不但如此，人们完全取消了

理性，避而不谈理性，而以偶然代替理性。要知道他们不是为有益的理性唱颂

歌，而是为最有利的偶然唱颂歌’。”

（３８）西姆普利齐乌斯，上引书第３５１页：“‘在古代，人们说——偶然性是

不存在的’这话似乎是直接指德谟克利特而言的。”

（３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３３节：“……至于说到被某些人当

作万物的主宰的命运，那么他〈即伊壁鸠鲁〉宣称它并不存在。但是［在他看

来］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因为必然性是不

容劝说的，反之，偶然性是不稳定的；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所以紧跟着这种

行为而来的是责备及其反面。”第１３４节：“宁可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

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好些。因为神话还留下个希望，即由于敬神将

会得到神的保佑，而命运却是铁面无情的必然性。应当承认的是偶然，而不是

众人所相信的神……”

（４０）塞涅卡《书信集》第１２卷第４２页：“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

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

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

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伊壁鸠鲁说。”

（４１）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０章：“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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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在它看来，——就象在一个无知的老妖婆看来一

样，——一切都由于命运而发生……伊壁鸠鲁把我们［从这些恐惧中］拯救了

出来，并使我们获得了自由……”

（４２）西塞罗，同上书，第２５章：“他〈即伊壁鸠鲁〉在论战中也使用同样的

方法攻击辩证论者。这些辩证论者教导说，在提出‘或者是或者否’的决择的

一切选言判断中，二者之中有一个是真的。他担心在象‘伊壁鸠鲁明天或者活

着不活着’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下，其中之一会是必然的，因此，他完全拒绝

这种‘或者是或者否’的约束力量。”

（４３）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３５１页：“……但是德谟克利特就是在

他要求按照某种原则来规定万物之间的差别的地方，他也没说要怎样和在什

么基础上来规定这些差别，因此他似乎承认万物有其任意的和偶然的起源。”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３５２页：“连后者〈即德谟克利特〉原来也承

认创造世界时的偶然。”

（４４）参看欧塞比乌斯，同上书，第１４卷第［７８１］—７８２页：“……他〈即德

谟克利特〉是这样空洞地和无根据地卖弄着聪明，从空洞的原则和不稳固的

基础出发，看不到事物性质的根源和普遍必然性，把对盲目偶然性的领悟当

作最伟大的智慧来崇敬。”

（４５）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３５１页：“例如，如果是一个人感到口

渴，喝了凉水之后变得精神舒畅了，那么德谟克利特当然不会说，偶然是此事

的原因，而［会认为］使得他很难受的口渴才是原因。”

同上书，第３５１页：“原来他〈即德谟克利特〉也承认在创造世界时的偶

然。而在此较局部性质的现象中，他却不承认偶然是其中任何一个现象的原

因，而把这些现象归结为由其他原因产生的。例如，挖掘是获得财宝的原因，

或者种植橄榄树是橄榄树生长的原因。”

参看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３５１页：“而在局部性质的现象中他〈即

德谟克利特〉不承认偶然是任何一个现象的原因。”

（４６）欧塞比乌斯，同上书，第１４卷第７８２页：“据说，德谟克利特自己宣

称，他［发现］一个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

（４７）（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２卷第２６１页：“伊壁鸠鲁对于

这些意见〈即哲学家们关于自然界的实体的意见〉一个也不拒绝，因为他［坚

持］可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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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卢塔克），同上书，第２６５页：“伊壁鸠鲁又宣称，所有上述［关于太阳

的体积］的意见都是可能的。”

同上书：“伊壁鸠鲁［认为］所有上述的意见都是可能的。”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５４页：“伊壁鸠鲁不拒绝任何一个这些

［关于星体］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可能的东西。”

（４８）塞涅卡《自然问题》［ ］第２０章，第８０２页，第２卷：“伊壁鸠鲁断

言，所有这些原因都可能存在，并且他还力图提出一些别的原因，同时他斥责

那些断言在这些原因中只有某一种原因的人：因为在那些按照必然性不得不

确立仅仅一些假设的事物中，是很难保证什么可靠性的。”

（４９）参看第２部分，第５章。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８节：“但是对每个［天体］现象都应按照

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进行观察，并且解释一切与它有关的东西。［地球

上］所发生的现象的多样性与此并不矛盾……须知这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发生：因为这些现象中没有一个证实相反的东西……”

（５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０节：“其次，必须避免一种偏见，以

为对这些［天体］现象的研究是不准确和不精细的，因为它只是使我们达到宁

静和幸福的目的。”

四、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的一般主要差别

（１）普卢塔克在他的马利乌斯传记里提出一个令人厌恶的历

史例证，表明这种道德态度如何消灭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无私。在

描写了基姆布利人的可怕的毁灭之后，他叙述到：死尸如此之多，

以致马西里亚人５６能用它们来作葡萄园的肥料。随后下了雨，于是

这一年就成了葡萄和水果收成最好的一年。这个民族的悲惨的毁

灭使这位高贵的历史学家产生什么感想呢？普卢塔克认为，上帝让

整个伟大而高贵的民族死亡和腐烂，以便使马赛的庸人获得水果

丰收——这对上帝说来是道德的。因此，即使把整个民族变成粪堆

６５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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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给人以沉湎于甜蜜的道德狂想的良好机会！

（２）对于黑格尔也是这样，那也只是他的学生们的无知才用适

应或类似的东西，简言之，从道德上来解释他的体系的这一或那一

规定。他们忘记了，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热情地赞同黑格尔的一切片

面的说法，这一点可以用他们自己著作里的例子清楚地证明给他

们看。

如果他们真正为现成的科学所感染，以致怀着天真的、不加批

判的信念献身于科学，那么他们是多么昧着良心去斥责他们的老

师，说他的见解背后隐藏着秘密的意向，也就是说斥责这么一位老

师，在他看来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东

西，因此，他把自己的精神的心血一直浇灌到科学的最遥远的边

缘。相反地，他们这样做只能使人怀疑他们自己，怀疑他们过去并

未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而现在当他们反对自己过去的情况时，却

把它归咎于黑格尔。但是，这样做时他们忘记了，黑格尔对于他的

体系具有直接的，实质的关系，而他们对黑格尔的体系却只有反映

的关系。

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显然缺乏一

贯性的毛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

有一点是他意识不到的，那就是：这种表面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

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

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那么他的

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

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这样一来，凡是表现为良心的进

步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这里不是哲学家个人的良心

受到怀疑了，而是他的本质的意识形式被构成了，后者具有特定的

７５２附注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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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意义，——因而同时也就超出了意识形式的范围。

不过我认为大部分黑格尔学派的这种非哲学的转变，是一种

总是伴随着从纪律过渡到自由这一过程的现象。

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

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

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但在哲学方面重要的

是，应该更突出地勾画出这些方面的特点，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

方式就可回溯到一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这里

我们仿佛看到了这种哲学的生活道路的最集中的表现及其主观尖

锐性。）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

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

现，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

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

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

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

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

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

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

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

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

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

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

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

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

罢了。

８５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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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如果我们把事情纯粹客观地看成哲学的

直接的实现的话。但是这种实现还有主观的一面，不过这只是它的

另一种形式。这就是被实现的哲学体系同体现着它的进展的它的

精神承担者、同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

系与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

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

对着哲学本身。因为在对象里作为一个本身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东

西，在这些自我意识里就表现为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和行为。

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

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即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体系

中解放出来。因为自我意识本身仅仅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为发展

过程的直接力量所掌握，因而在理论方面还未超出这个体系的范

围，它们只感觉到同体系的有伸缩性的自我等同的矛盾，而不知道

当它们转而反对这个体系时，它们只是实现了这个体系的个别环

节。

最后，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流

派：其中的一个流派，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为自由派，它努力保持哲

学的概念和原理；而另一个流派则把哲学的非概念的东西，即实在

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流派就是实证哲学。５７第一个

流派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自身的向外转向；第二个流派的

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的转向自身，同时这第二

个流派认为，缺陷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流派却把它看作

是世界的缺陷，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派所作的正是对

方所要作的事和它自己所不愿作的事。但是第一派在它的内在矛

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第二派里却出现了颠倒，也

９５２附注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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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本身的错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因为它是概念的一

派，才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

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同它们的意义是互相矛盾的。

因此，那个起初是哲学与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

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哲学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

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

派别。

显然除此之外还出现一群次要的、纠缠不休的、没有一点个性

的人物。其中有些人躲在过去的某个哲学巨人的后面，——但是我

们很快就可以看出那头披着狮皮的驴子，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时装

表演者的似哭非哭的声音，对比起来非常滑稽地叫嚷着出现在一

个强大的、震撼千百年的声音（如象亚里士多德的声音）之后，并把

自己变成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声音的不受欢迎的器官；这就象一个

哑巴，他想用一个巨大的传声筒来帮助他说话。或者象一个戴着双

重眼镜的侏儒，站在巨人背后的一个极小的地方，惊奇地向世界宣

告，从他这个立足点看来，呈现着多么令人惊异的新的美景，并且

可笑地力图证明，不是在沸腾的心里，而是在他所站立的坚实的地

基上找到了阿基米得的点，也就是那个作为世界的支柱的点。于是

就出现了头发哲学家，手指哲学家，足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以及

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在斯威敦堡的神秘的世界人物中应该扮演

一个更坏的角色。但按他们的本质来说，所有这些软体动物都属于

上述两个流派，作为它们的成分。至于这些流派本身，我将在另外

的地方充分地加以说明：一方面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说明

它们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并同时说明这个发展获得显现的各个

个别的历史阶段。

０６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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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４４节：“……无不能生有，有不能变

无。”（德谟克利特）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３８节：“首先，无不能生有；因为如果无能

生有，则任何东西都可以从任何东西产生……”第３９节：“如果被消灭的东西

消失了，变为无，那么一切事物都会完全消失，因为它们解体后即变成无。但

是，事实上，宇宙过去始终跟现在一样，而且将来也永远保持现在这样。因为

宇宙不会变成任何别的东西。”（伊壁鸠鲁）

（４）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１卷第４章：“须知如果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

都必然地或者产生于有，或者产生于无；然而产生于无是不可能的；这个意见

大家都一致赞同……”

（５）泰米斯提乌斯《亚里士多德注释》（布兰迪斯汇编）第４２章第２８３页：

“须知，正如‘无’没有任何差别一样，虚空也是如此。他［即德谟克利特］说，因

为‘虚空’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和一切皆无，等等。”

（６）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４章：“留基伯和他的同道德谟克利

特都认为充实和虚空是元素，并称其一为存在，另一为非存在，也就是说，称

充实和坚实为存在，称虚空和稀薄为非存在。因此他们就说，‘存在’决不比非

存在更多地存在着，因为虚空也象物体一样存在着。”

（７）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３２６页：“德谟克利特也认为充实和虚空

是［始原］，前者他称为存在，后者称为非存在。”

泰米斯提乌斯，同上书，第３８３页：“因为‘虚空’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和

一切皆无，德谟克利特说。”

（８）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４８８页：“德谟克利特认为永恒的本原的

自然是由无数多的微小本质形成的；他还赋予这些微小本质以特别的、无限

大的空间，同时还以下列名称称呼这个空间：虚空、无、无限，而称每一个微小

本质为：某物、坚实的东西、存在的东西。”

（９）参看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５１４页：“单一和众多。”

（１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０节：“如果没有我们称为虚空、空

间和不可捉摸的自然……的东西……”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３９页：“伊壁鸠鲁交替使用各种名称——

虚空、空处、空间。”

（１１）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２７页：“［这种物体］之所以被称为

１６２附注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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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并非因为它是最小的。”

（１２）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４０５页：“另一些人否认可分性是无限

的，因为我们不能无限地分割下去，并以此来劝人不要相信无限的可分性；他

们说，物体是由不可分的东西构成，并且可以分解为不可分的东西。不同之处

只在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初物体的不可分性，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们

的不可渗透性，同样它们的微小和没有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分性的原因；而伊

壁鸠鲁生活在较晚的年代，他否定它们没有组成部分的说法，认为它们的不

可分性是以它们的不可渗透性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曾多次对德谟克利特和

留基伯的学说加以分析评论，所以稍后的伊壁鸠鲁大概在亚里士多德反对否

认原始物体有组成部分的批评意见的影响下，同情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关于

原始物体的学说，至少保留它们亦即原始物体的不可渗透的属性。”

（１３）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１卷第２章：“至于说到研究公认的

东西的能力极差，那么这一切应归咎于经验知识的缺乏。因此，在认识自然方

面越是内行的人，就越是能够提出远远地扩展自己的综合能力的那些基本原

理。而那些由于长期思考而对现实的东西未予注意的人，只看到不多的东西，

就轻率地作出判断。由此可以看出，从自然现象出发的思想家和从逻辑推论

出发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巨大。须知关于不可分的量的存在，有些人

断言，连三角形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与此相反，必须承认，德谟克利特是从

自然的资料中得出独立的结论，从而使自己确信不疑的。”

（１４）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９卷［第４０节］：“阿里士多塞诺斯在他的《历

史札记》里转述说，柏拉图曾想焚毁他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德谟克利特的著作；

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米克拉斯和克莱尼亚斯劝阻了他，说这样做没有什么

用处，因为这些著作业已广泛流行。事实上柏拉图几乎提到过所有的古代思

想家，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德谟克利特，甚至当他在某一问题上应当驳斥［德谟

克利特］时，他也不提他。很显然，柏拉图懂得，这势必要和一位最卓越的哲学

家进行辩论。”

２６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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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在细节上的差别

第 一 章

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１）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３３页：“在伊壁鸠鲁看来，原子的运动

有时是直线式的下落，有时起源于偏斜，而向上的运动则是撞击和排斥的结

果。”

参看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

见解》第２４９页。斯托贝，同上书，第４０页。

（２）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６章：“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中有什么东

西不是来自德谟克利特的呢？须知如果他［伊壁鸠鲁］也作了某些修改的话，

那么，举例来说，就只在上述关于原子的偏斜问题上……”

（３）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可是他〈即伊壁鸠鲁〉

断言，这些不可分的、坚实的物体由于它们的重量而沿直线下坠：照他的意

见，这是一切物体的自然运动。后来，他这位头脑敏锐的人又突然想起，如果

一切原子——象我所说的那样——都是从上往下坠，那么一个原子就始终不

会和另一个原子相碰。于是他就提出这样一种臆造：他宣称，原子好象有一点

点（没有比这更小的）偏斜。据说由此就产生了原子之间的缠结、结合和凝聚，

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和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东西……”

（４）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５章：“因为伊壁鸠鲁懂得，如果原子由于

它们本身的重量而往下坠，那么我们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的运动是

被规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个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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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显然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

量和重力而从上往下坠，但还是有一点点偏斜。这种说法比起不能替自己所

要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还不光彩。”

参看西塞罗《论命运》第１０卷。

（５）培尔《历史批评词典》，见《伊壁鸠鲁》条。

（６）绍巴赫《论伊壁鸠鲁的天文学概念》（载于泽博德、雅恩和克洛茨的

《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第５卷第４分册［１８３９年莱比锡版］第５４９页）。

（７）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２５１行及以下几行：

“如果所有运动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链条，

并且新的运动总是按一定秩序从旧的运动中产生，

…………

…………

那么请告诉我，从何得到自由的意志？”

（８）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１卷第４章第１６—１７节：“事实上如何去设

想单子的运动呢？是谁又是如何使这种没有组成部分、没有差别的单子发生

运动呢？因为如果单子能够运动，并且是可移动的，那么，它就应该具有差别。

此外，如果说，线的运动构成面，点的运动构成线，那么单子的运动也会构成

线了。”

（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３节：“原子是永远地在运动着的。”

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４２４页：“伊壁鸠鲁的［门徒们］承认运动的

永恒性。”

（１０）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２５３行及以下几行：

“而原子也不能由于偏斜而

引起打破命运的束缚的别的运动，

以便使原因不致永远跟着原因而来……”

（１１）卢克莱修，同上书，第２卷第２７９行及以下几行：

“……但在我们胸中仍然有某种东西，

足以同它对抗和斗争。”

（１２）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他［伊壁鸠鲁］毕竟没有

达到他编造这一理论的目的；因为如果一切原子都作偏斜运动，那么就没有

什么原子会结合起来；或者有一些原子会作偏斜运动，而另一些则作直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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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动。这就等于我们必须事先给原子指出一定的位置，即哪些作直线运动，哪些

作偏斜运动。”

（１３）卢克莱修，同上书，［第２卷］第２９３页。

（１４）西塞罗《论命运》第１０卷：“原子向最小的距离偏斜，这种距离伊壁

鸠鲁称为最小的。”

（１５）西塞罗，同上书：“他［伊壁鸠鲁］不得不承认这种偏斜是没有原因

的，如果不是直截了当地承认，那么也是实质上不得不承认的。”

（１６）普卢塔克《论灵魂的起源》第６卷（铅印版第６卷第８页）：“他们不

同意伊壁鸠鲁有权让原子有偏斜运动即使是差之毫厘的偏斜，因为他们认为

他是从不存在的出发点而引出这种无原因的运动的。”

（１７）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因为偏斜本身就是一种

任意的虚构，——要知道他说原子是没有原因而偏斜的，而对于一个物理学

家来说，没有比断言某物是没有原因造成的更不光彩的了，——而且他〈伊壁

鸠鲁〉违背自己的原理，没有任何根据地消除了原子的直线下坠运动，而这种

运动对一切有重量的物体来说是很自然的。”

（１８）培尔，同上书。

（１９）奥古斯丁《书信集》第５６封。

（２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２８节：“因为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

都只是避免痛苦和恐惧。”

（２１）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第１０９１页：“伊壁

鸠鲁本人也有类似说法，他断言，‘善的本质在于逃避恶’。”

（２２）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地毯集》第２卷第４１５页：“伊壁鸠鲁则

认为，消除痛苦就是快乐。”

（２３）塞涅卡《论善行》第４卷第６９９页：“可见，神并不滥施恩惠，他无牵

无挂，对我们毫不关心，他甚至不理睬这世界，他对善行和恶行都无动于衷。”

（２４）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２４章：“……例如，你曾说，神没有躯体，

但有类似躯体的东西，神没有血，但有类似血的东西。”

（２５）西塞罗《论神性》第１卷第３８章：“……你将奉献给众神什么样的食

品、什么样的饮料、哪些丰富多采的声音和鲜花、哪些舒适的感觉和香味，以

便使他们快乐呢？……”第３９章：“……你怎能要求人们崇敬众神呢，如果众

神不仅不尊重人们，而且一般地对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做？不过你会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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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众神的本性是那样地高尚和优越，这本性本身必然会吸引哲人对他们的

尊敬。——那么难道真能有什么本性高尚的东西呢？它们封闭在自身的享乐

里，从来不想做什么事情，现在没有做什么，过去也同样没有做什么。”

（２６）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第［１１００］—１１０１

页：“伊壁鸠鲁派的这种学说消除恐惧和迷信，但却不能给人以快乐和众神的

恩惠，而是使我们和神处于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从神那里既不

会得到惊恐，也不会得到快乐，就象我们从赫尔干尼亚海的鱼３３那里既得不

到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什么害处一样。”

（２７）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２卷第１２章：“……最好的东西不需要行动，

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

（２８）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２２１行及以下几行：

“如果它们［象雨点一样地］继续下落，

［经过广阔的虚空时丝毫也不偏斜］

那原子既不会有遇合，也不会有碰撞，

自然界也就永远不会产生出任何东西。”

（２９）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２８４行及以下几行：

所以在原子中除了撞击和重量之外，

你还必须承认有运动的另一种原因，

作为我们身上这种天赋能力的根源。

…………

……重量妨碍着一切事物由某种外力

撞击而生；但智慧所做的一切不仅是

由于内在的必然性，它也并非只是被迫

忍受痛苦并作为被征服者而听命于必然性，

这情况的发生乃是由于本原的微小偏斜。”

（３０）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１卷第７章：“如果宇宙不是充实的，而是象德

谟克利特和留基伯所说的那样，是被虚空分割开来的，那么一切物体的运动

都是单一的，……它们的本性也是单一的，例如，就象黄金的本性在从它分割

出来的每一块中都是一样的。”

（３１）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３卷第２章：“因此对于断言原初物体永远在

虚空中和无限中运动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应该说，是哪一种运动和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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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适合这些物体的本性。因为如果每一个元素都是被另一个元素强行推

动的，那么必然的，每一元素除了强迫的运动之外还有一种自然的运动；而这

个最初的运动应该不是强迫的运动，而是自然的运动。否则，如果没有最初的

自然的运动，就会发生无止境的递进：那些早先被强迫引起的运动，也将永远

引起强迫的运动。”

（３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５０节：“对于那些不能制订这样的

契约，以便相互之间既不施加损害，也不受损害的生物而言，既没有公正，也

没有不公正。对于那些不能或不愿制订这样的契约，以便相互之间既不施加

损害也不受损害的民族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公正不是某个自身存在的东西，

而是存在于人们的互相交往中，它是一种契约，是每一次在一些国家内为了

不损害他人和不受他人损害而制定的契约。”

（３３）①

第 二 章

原 子 的 质

（１）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４节：“因为任何特质都是变化的，而

原子却是不变的。”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８６１行及以下几行：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同原始物体分开，

如果我们想在不朽的基础上建造整个世界，

使它能够保持完好无损的话。”

（２）（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１卷第２３５—２３６页］：“伊壁鸠

鲁……认为……物体具有三种特性：形状、体积和重量。德谟克利特只承认有

两种：体积和形状；伊壁鸠鲁加上了第三种，即重量，因为必须承认，物体运动

是由于重量的作用”。参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第４２０页。

（３）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４卷第７４９页。

（４）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３６２页：“……他〈即德谟克利特〉认为，

它们〈即原子〉有体积和形状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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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斐洛波努斯，同上书：“……他〈即德谟克利特〉为一切形态的存在物

确定地假定了单一的、一般的物体性质，而这个一般物体的各部分就是体积

和形状互相不同的原子；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不同的形状，而且它们之中有

的大些，有的小些。”

（６）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１卷第８章：“……同时，他［德谟克利

特］承认，体积较大的原子，其重量也大。”

（７）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１卷第７章：“按照上面所说，一切物体的运动

必然应该是同样的……如果所有的物体都有重量，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

绝对轻的；但是如果所有的物体都是轻的，那么就没有一个物体会是重的。并

且如果单个的物体具有重量或完全是轻的，那么它就会或者在一切存在的边

缘，或者在一切存在的中央……”

（８）李特尔《古代哲学史》第１部分第５６８页第２条注。

（９）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７（８）卷第２章：“看来德谟克利特认为［原

子］有三种差别。因为作为基础的物体按质料来说是同样的，但是物体或者因

外形不同而有形状的差别，或者因转向不同而有位置的差别，或者因相互接

触不同而有次序的差别。”

（１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４章：“留基伯和他的同僚德谟克

利特把充实和虚空看作元素，并称其一为存在，另一为非存在，也就是说，称

充实和坚实为存在，称虚空和稀薄为非存在。因此他们就说，‘存在’决不比非

存在更多地存在着，因为虚空也象物体一样存在着，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一

切存在物的根据。正如有些人，他们建立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而把其他一切

事物看作是这种实体的变形，同时还把稀薄和稠密认作一切质的始原，留基

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原子的差别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原因。他们指

出这些差别有三：形状、次序和位置。因为作为基础的存在只是由于外形、转

向和相互接触不同而有差别；外形即形状，接触即次序，而转向则指位置；这

就是说，Ａ在形状上与Ｎ有差别，ＡＮ在次序上与ＮＡ有差别，Ｚ在位置上与

Ｎ有差别。”

（１１）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４节：“……原子除了形状、体积和

重量外也没有任何特质……它们也不具有任意大小的体积，至少还没有一个

原子被视觉观察到。”

（１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６节：“原子具有任何体积，这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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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明质的差别的必要条件。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就会有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原子。但这在实际上并未发生过，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原子怎样能够被我们看

见。”

（１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５节：“……不能想象，原子可以有

任何体积……但必须承认它们在体积上有某些差别。”

（１４）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９节：“须知我们曾根据这种类比指

出，原子具有体积，但只是微小的，我们否认原子具有大的体积。”

（１５）参看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８节；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

卷第２７页。

（１６）伊壁鸠鲁《残篇》（《论自然》第２卷和第１１卷），罗西尼汇编的文集，

奥列利版，第２６页。

（１７）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４卷第７７３页（巴黎版）：“他们彼此陷

入这样的分歧，譬如，一个人〈即伊壁鸠鲁〉认为一切原子的体积都是无限小

的，因而是不可能感知的；另一个人，德谟克利特，承认某些原子也可以有很

大的体积。”

（１８）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１７页：“譬如，德谟克利特说……甚

至象世界那么大的原子也可能存在。”参看（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

第１卷第２３５页及以下几页。

（１９）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消灭》第１卷第８章：“它们［原子］由于体积

很小而不可见。”

（２０）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４卷第７４９页：“德谟克利特……认为

……不可分割的、通过理性可以直观的物体是万物的始原。”参看（普卢塔克）

《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１卷第２３５页及以下几页。

（２１）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４节：“关于原子，也必须坚决承认，

它们除了只具有形状、重量、体积和一切与形状的存在必然相联系的东西外，

不具有任何一切现象所固有的质。”参看第４４节。

（２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２节：“……并且原子……在形状的

多样性方面是无法确定的。”

（２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２节：“但是，原子就其多样性而言

不是绝对地无限的多，而只是无法确定的多。”

（２４）卢克莱修，第２卷第５１３行及以下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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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必须承认，

  物质形状的不同也是有限的。”

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４卷第３４９页：“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形状

的数目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参看（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

同上。

（２５）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２节：“……每一类同形状的原子，

确切地讲来，其数目是无限的。”

卢克莱修，《物性论》，同上［第２卷］，第５２５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形状的差别虽说是有限的，

  而相同的始原却应是无限的，

  不然物质的总量就会是有限的，

  这我已证明是不可能的。”

（２６）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３卷第４章：“但须知，有些人，象留基伯和阿

布德拉人德谟克利特所作出的结论，无疑是不可能的……而且此外他们还断

言，由于物体有形状的差别，而这些形状的数量是无限的，于是简单的物体的

数量也是无限的。但是每一元素就个别而论，其特性和形状如何，他们却根本

没有规定，而只是赋予火以球的形状，而空气和水以及其他……”

斐洛波努斯，同上书：“……它们〈即原子〉不仅具有不同的形状……”

  （２７）  卢克莱修《物性论》同上［第２卷］，第４７９行以下几行：

“……物的原子有不同的形状，

但这些形状的种类数目有限。

因为如果这些形状的数目不是有限的，

有些原子就会有无限的体积。

因为在原子所固有的同样微小的体积里，

不容许各种形状有很大的不同。

…………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改变它原有的形状，

你就得增加新的部分……

…………

可见随着形状的每一新的变化

必然是它的结构的增大；因此，你不能相信原子

０７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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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状方面有无限多的不同。”

（２８）参看注（２５）。

（２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４和５４节。

（３０）布鲁克尔《哲学史指南》［１７４７年版］第２２４页。

（３１）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１卷第１０５２行：

“在这些问题中，梅米乌斯，绝不要相信那种说法，

说什么一切东西都趋向于宇宙的中心。”

（３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３节：“……并且它们［原子］以同等

速度运动，因为虚空为一切原子，无论最轻的还是最重的，提供同样的场所作

永恒的运动。”第６１节：“同样很显然，当原子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虚

空中奔驰时，它们必然地应当具有同等的速度。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碍

它们的运动，重的原子奔驰的速度既不会比小而轻的原子快；同样，小的原子

奔驰的速度也不会比大的原子快，只要它们都有一条合适的道路，而又没有

遇到任何阻碍。”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２３５行及以下几行：

  “反之，虚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都不能作为一种支柱阻挡住任何事物，

  而总是凭它的本性向一切让路。

  因此一切东西尽管重量不等，

  却必定以同等的速度冲下，

  通过寂静的虚空在运动。”

（３３）参看第３章。

（３４）费尔巴哈《近代哲学史》第 页第７条附注，引证伽桑狄的

话：“伊壁鸠鲁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实验，但是在谈论原子时，他却得出

了我们不久前通过实验才获得的结论。也就是说，伊壁鸠鲁指出，一切原子，

虽然它们在体积和重量方面有重大的差异，但在运动时，它们之间都具有相

同的速度，这与下述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即当物体从上往下坠落时不论它们

在重量和质量方面有多大差别，它们的运动速度都是相同的。”

１７２附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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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①

（１）μ α
～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３０６页］决

不是指“不充塞任何空间”，而是指“与虚空无关”；这和第欧根尼·

拉尔修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完全相同：“没有各部分之分。”这个用

语同样可以在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１卷第２３６页和西

姆普利齐乌斯第４０５页上得到解释。

（２）这个结论也是不可信的。凡在空间不可分的东西，完全不

会因此而存在于空间之外，并且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

（３）绍巴赫，同上书，第［５４９］—５５０页。

（４）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４节。

（５）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６７节：“除虚空之外，不能设想任何东

西本身是无形体的。”

（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３９、４０和４１节。

（７）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７卷第１［章］［第１３４节］：“他们〈即斯多葛派〉

断言，始原和元素之间存在着差别：前者是没有生灭的，而元素是可以通过燃

烧消灭的。”

（８）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４卷第１章和第３章。

（９）参看上书。

（１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５卷第３章：“人们也在同样的基础上谈

到物体的元素，所谓元素指的是物体最后被分解成的那些部分，这些部分本

身已经不能再分成形状不同的其他东西……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微小的、简

单的和不可分的东西就叫做元素。”

（１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４章。

（１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５４节。

２７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① 标题是马克思用希腊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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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卢塔克）《科洛特》第１１１０页：“上面提到的［德谟克利特的原理］与伊

壁鸠鲁的学说是分不开的，正象—— 用他们［伊壁鸠鲁派］自己的话来

说，——形状和重量与原子是分不开的一样。”

（１３）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第４２０页。

（１４）欧塞比乌斯《福音之准备》第１４卷第７７３页：“伊壁鸠鲁……承认原

子是不能感知的……”第７４９页：“它们〈即原子〉具有理智可以直观的特殊形

状。”

（１５）（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１卷第２４６页：“他本人〈即伊壁

鸠鲁〉还承认下面四种不同的实体是不可毁灭的：原子、虚空、无限和同类粒

子；后者又称为同素体和元素。”第２４９页：

“伊壁鸠鲁还认为，物体是无限的；原初的物体是简单的物体，由它们组

成的复合体全都具有重量。”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５２页：“伊壁鸠鲁的老师梅特罗多罗斯①

断言：始原就是原子和元素。”第５页：“伊壁鸠鲁……认为下面四种实体是不

可毁灭的：原子、虚空、无限和同类粒子，后者又称为同素体和元素。”

（１６）同上书。

（１７）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１卷第６章：“后来就有……原子、虚空

……无限性本身，他们［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把这叫做无限。”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１节：“其实，宇宙也是无限的……的确，

宇宙之无限，既由于其中的物体的数量之多，又由于它的虚空的空间之大。”

（１８）普卢塔克《科洛特》第１１１４页：“所以我们应该把无限和虚空当作存

在物产生的本原；但是虚空本身是不起作用的和不受影响的，它没有形体，而

无限是混乱的、没有理性的、不可把握的，它自行解体并陷入混乱，因为它由

于自己的无限数，既不能被控制，也不能受限制。”

（１９）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４８８页。

（２０）（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２３９页：“梅特罗多罗斯则说：

‘……世界就数目来说是无限的，这一点从始因的数目是无限的就可以看出

……，而始因就是原子或元素’。”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５２页：“伊壁鸠鲁的老师梅特罗多罗斯断

３７２附注 第二部分

① 系德谟克利特的学生梅特罗多罗斯之误，斯托贝错把他当成伊壁鸠鲁的老师。

参看本卷注释５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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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始因就是原子和元素。”

（２１）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１卷第８２０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同样的本原构成天空和大地，

  太阳、河流、海洋、树木、五谷和生物。”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３９节：“确实，宇宙一直是象它现在那个

样子，并且将永远如此。因为它不能转变成任何其他东西。须知除了宇宙之

外，别无其他东西能进入宇宙，使它完成自己的转变……宇宙是物体……”第

４１节：“这些［构成世界的物体］是不可分的和不变的，只要不是一切东西

都化为乌有的话。当复合体解体时，这些物体还有力量支持下去，凭着它们

的本性而保持完整无损，并且排除以任何方式分解成任何东西的一切可能

性。”

（２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３节：“……并且它们［诸世界］全都

又会解体，有些较快，有些较慢；有些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解体，有些是由于

那样的原因而解体。”第７４节：“所以很明显，他［伊壁鸠鲁］也认为，这些世界

是易受破坏的，因为它们的各部分会发生变化。”

卢克莱修，第５卷第１０８行及以下几行：

  “但愿是推理而不是事实本身使我们相信，

  万物将随着一声可怕巨响而毁灭……”

卢克莱修，第５卷第３７３行及以下几行：

  “可见对于天空和太阳，对于大地和海洋，

  死亡之门并非关闭而是敞开着，

  向它们张开可怕的巨口。”

（２３）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４２５页。

（２４）卢克莱修，第２卷第７９６行：

“……物的本原永远不会被照耀……”

第 四 章

时  间

（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８卷第１章：“因此德谟克利特断言，宇宙是

４７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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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有起始的，因为时间是没有起始的。”

（２）西姆普利齐乌斯，同上书，第４２６页：“的确，德谟克利特相信时间的

永恒性竟相信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为了证明宇宙没有起始，他竟把时间没有

起始这一点作为明显的证据。”

（３）卢克莱修，第１卷第４５９行及以下几行：

  “就是时间也还不是自己独立存在的……

  …………

  应该承认，离开了事物的动和静

  人们就不能感觉到时间本身。”

卢克莱修，第１卷第４７９行及以下几行：

  “［你现在清楚地看到，每一个行为］

  根本不是自己独立存在，

  不象物体那样，也不象虚空那样。

  倒不如说更宜于称之为

  物体的偶性，或空间即一切事物运动于其中的那个空间的偶性。”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第４２０页：“伊壁鸠鲁称时间为偶性

之偶性。”

斯托贝《自然的牧歌》第１卷第１１页：“伊壁鸠鲁（称时间）为偶性，即伴

随着运动的东西。”

（４）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２节：“其次必须认真注意下面一点。

问题在于我们研究时间，不能象我们研究其余的事物、研究它们的特性那样，

即把它们和我们心中的预想联系在一起；而应当考察那种我们可据以说明时

间的长或短的明显性，将其理解为一种近似时间的东西。我们既不需要采用

一些新的好象是更好的表达方法，而应当使用现成的用语，也不应该象某些

人所作的那样，对于时间说一些另外的东西，好象这个东西具有时间这一名

称所固有的特殊本质。只是主要必须说明，我们怎样把独特性同时间联系起

来，又是怎样衡量时间的。”第７３节：“这无需提供证明，而只需思索：我们是

把时间同白昼和黑夜以及昼夜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正如［把它］同我们有内

心感受和没有内心感受，同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联系起来］一样，而且设想

把我们称为时间的东西作为特殊的标志同这一切联系起来。同样的意思他在

《论自然》第２卷和《大纲要》里也说到过。”

５７２附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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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卢克莱修《物性论》，同上。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第４２０页及以下几页：“偶性之偶性

……因此当伊壁鸠鲁说，应当认为物体是体积、形状、抗力和重量的结合时，

他不得不从非物体来想象真实的物体……因此要使时间存在，就必定要有偶

性存在，而要使偶性存在，就［必定］要有某种作为它们基础的东西［存在］；但

是并没有那样的基础与它们在一起，所以时间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既然

这一切都是时间，而伊壁鸠鲁又承认时间是这些现象的偶性，那么在伊壁鸠

鲁看来，时间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偶性。参看斯托贝，同上书。

（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６节：“还存在着与坚固的物体的外

形相似，但却比一切可以感知的东西更精微的印记……我们称这些印记为形

象［ιδωα］……”第４８节：“此外，［必须假定，］这些形象的产生和思想一样

快……从物体的表面不断发出一种流，它由于物体不断得到补充而不易为人

觉察。这种流保持着原物体的原子的位置和秩序。”

卢克莱修，第４卷第３０行及以下几行：

  “［物中］存在着我们称之为映象的东西，

  象从物体的外表剥离出来的薄膜，

在空中向各方来往飘荡。”

卢克莱修，第４卷第５２行及以下几行：

“因为这种反映出来的映象和那把它们投射出来使之到处飞动的物

体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同的外貌和形式。”

（７）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４９节：“另一方面，也必须假定，当某

物从外界向我们投射时，我们就看见和领会它的形状。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外

在世界的对象就不可能留下它们的性质的印记……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是

由于物的某些印记侵入我们的缘故，它们具有和原物相同的颜色和形状；这

些印记侵入眼睛……”第５０节：“由于后一种原因［即运动速度］，它们在我们

身上产生一个连续不断的对象的表象，并且同作为它们基础的对象保持着一

致……”第５２节：“听觉的产生同样是由于从对象射出的一股流，对象发出声

音或声响，或碰撞声，抑或产生一种什么别的听的感觉。这股流分散成各部分

相同的小质点，这些小质点之间保持着某种一致……”第５３节：“关于嗅觉，

同样必须承认，它也和听觉一样，如果没有从对象流射出来的能够刺激嗅觉

器官的某些微粒，它就永远不会引起任何感觉。”

６７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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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２卷第１１３９行：

  “因此万物理所当然地都要死亡，

  如果它们变得稀薄透了……

第 五 章

天 体 现 象

（１）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２卷第３章第１０节。

（２）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卷第５章：“［色诺芬尼说］，单一就是上

帝。”

（３）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１卷第３章：“看来有时概念可以证实现象，

有时现象又可以证实概念。譬如，人人都有一个关于神的观念并且把最高的

地方划给神；无论异邦人还是希腊人，总之凡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人莫不如此，

他们显然把不死的东西和不死的东西联系起来了；而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神存在——就象它真的存在那样，那么我们关于天体的实体的论断

也是正确的。但就人的信念而言，这种论断也是和人的感性知觉相符合的。因

为从整个过去的时代来看，就人们相互流传的回忆来说，无论整个天体或天

体的任何部分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就连名称，看来也是古人留传下来直至

今天的，因为他们所指的东西，同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一回事。因为同样的看

法传到我们现在，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无数次。正因为第一个物体

乃是某种有别于土和火，空气和水的东西，他们就把最高的地方称为以太

——由‘永恒地流［ ι
～
αι］’一词而来，并且给了它一个别名叫做‘永

恒的时间’。”

（４）亚里士多德，同上书，第２卷第１章：“但是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

划给神，因为唯有天是不死的。而现代的学说也在证明，天是不可毁灭的、没

有起始的、不遭受生灭世界的一切灾祸的……接受关于它［天］是永恒的这样

一种看法不仅是适宜的，而且只有这样我们的概念才能同时符合关于神的启

示。”

（５）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１（１２）卷第８章：“至于说天只有一个，这

是显然的…… 认为天体即是众神，而神的本原包围着整个自然界的观念，

７７２附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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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祖先和古人那里流传下来并以后代人的神话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其余的

东西则是为了引起群众的信仰，当作有利于法律和生活的东西而被披上神话

的外衣添加进去的。因为群众把众神说成近似于人，近似于一些别的生物，并

且虚构出许多与此有关和类似的东西。如果有人抛开所有的其余的东西，只

坚持最初的东西，即认为最初的实体是神这一信仰，那么他必定会认为这是

神的启示，并且认为在此以后，各种各样的艺术和哲学都曾被发现，随后又消

失了，而上述这些意见却象古董一样，流传到现在。”

（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１节：“除这一切之外，还应当注意

到，人心的最大的迷乱起源于人们把天体当作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毁灭的，同

时认为天体具有与这些特性相矛盾的愿望和行为；同样还起源于对于神话的

恐惧。

（７）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６节：“说到天体现象，应当认为，运

动、位置、亏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完全不是因为有一个享

有一切福祉和不可毁灭的存在物在支配它们、安排它们——或已经安排好它

们。”第７７节：“因为行动……是与福祉不相一致的，而行动的发生却大半与

软弱、恐惧和需要有关。同样也不应认为，有一些享有福祉的类似火的物体，

能够任意地作出这些运动……如果与此不相一致，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就足以

引起心灵的最大迷乱。

（８）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２卷第１章：“因此不应该以为，象古代神话里

所说的那样，天还需要阿特拉斯作它的支柱。”

（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５节：“所以你〈向着皮托克勒斯说〉

要好好想一想我的这些话，努力记住它们，并不时把它们和我在给希罗多德

的信中的《小纲要》里阐述过的其他学说一起认真温习温习。”

（１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５节：“首先不要认为，对天体现象

的研究，无论就整个研究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

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２节：“心灵的宁静则是从这一切里面解

放出来的结果和对整个宇宙和最基本的原理的不断的记忆。”

（１１）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７节：“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卖弄

玄虚和空洞的假设，而是能够过恬静的生活。”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８节：“正如自然科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

８７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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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现象的原因一样，在研究天体现象的过程中的幸福也来源于此。”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９节：“关于日月的降落和升起的学说，

关于星辰的位置和亏蚀以及与此有关的现象的学说，本身丝毫不能增进从认

识得到的幸福。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

其主要原因的人。如果他们事先认识这些现象，他们也许会更加感到恐惧。”

（１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６节：“不要勉强去达到那不可能的

东西，也不要对一切事物都采用同一种学说，如象在伦理学上……或者在阐

明别的物理学问题时所采用的那种学说，这类物理学问题有：例如，宇宙是由

物体和无形体的自然所构成，或者，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等等，这里只有一种

解释是和现象一致的。至于说到天体现象，那么，这些都不适用。”

（１３）第欧根尼·拉尔修，同上，第８６节：“与此相反，这些现象至少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和感性知觉相一致的解释——无论是对其产生的原因还是对

其实质的解释。因为对自然的研究不应依据空洞的公理规律，而应按照自然

现象的要求。”

（１４）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９２节。

（１５）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９４节。

（１６）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９５节和第９６节。

（１７）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９８节。

（１８）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１０４节：“他〈即伊壁鸠鲁〉认为雷鸣

可以用许多其他方法来解释，只是不能用神话。只要我们用适当的方式去观

察可见的现象并从中获得启示来解释不可见的现象，神话就将不存在。”

（１９）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０节：“所以，在注意到在我们地球

上是多么经常地发生类似现象的同时，应该以此类推去探求天体现象的原因

以及一般未被我们认识的事物的原因。”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２节：“……而心灵的宁静是彻底摆脱这

一切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一切存在的东西和感性知觉：对于一般的

东西注意一般知觉，对于特殊的东西则注意特殊知觉，对每一个个别的标准

则注意一切现存的明显性。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切，我们将会正

确地断定产生迷乱和恐惧的根源，并且通过说明天体现象和所有其他不断威

胁着我们的现象，以及一切引起所有其他人恐怖的东西，来使自己摆脱迷乱

和恐惧。”

９７２附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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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７节：“天体现象中发生的过程的某些标

志，可以从我们周围观察到的或直接存在的这些或那些地球现象中获得，就

象是从天体现象本身获得的一样。因为这些现象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产生。”

［第８８节］：“但是对每一种［天体］现象都应按照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

子进行观察，并且解释一切与它有关的东西。［地球上］所发生的现象的多样

性与此并不矛盾。”

（２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８节：“此外，必须承认，这里还有

‘各种方式的存在’，‘根据可能性存在’或‘某种别的方式的存在’。”

同上，第８６节：“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容许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同上，第８７节：“因此在一切天体现象范围内一切都是照样不断地发生

的，尽管发生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关于天体现象的充分可靠的

解释，依然有效的话。”

（２１）同上，第９８节：“而那些只取一种解释的人就与感知的现象发生冲

突，并且暴露出他们在‘人靠智慧所能达到的理解’这一问题上的无能。”

同上，第１１３节：“尽管可见的现象，要求承认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但

解释这些现象时，用的却只是一个原因，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是那些热中于

虚幻的占星术的人的不适当的行为，他们给这些和那些现象胡诌一通原因，

同时也并不把神性从繁重的职责中解脱出来。”

同上，第９７节：“其次，轨道的规律性应当对比我们地球上发生的某些现

象去认识，但是绝不应该把神性和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神性应当彻底摆脱

一切事务，而去享受它最完满的幸福。因为这点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对天体现

象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将成为空话。有些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没有掌握解

释现象的方法的各种可能性，因而陷入徒劳无益的解释中去，认为各种现象

似乎只能有一种解释，而否定一切其他可能有的解释。因此，他们就坠入不可

理解的境地，暴露出没有能力敏锐地把握那些应当看作标志的具体现象。”

同上，第９３节：“……不在占星术士的奴役式的把戏前面陷入恐惧。”

同上，第８７节：“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脱离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而

坠入神话的领域了。”

同上，第８０节：“所以……当我们研究天体现象以及一切未知现象的原

因时，我们应当轻视这样的人，他们声称这一切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或发生，

而不说一切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按照在远处形成的观念发生，此外他们不

０８２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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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不能保持心灵的宁静。”

（２２）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８０节：“必须尽量摆脱这样一种成

见：似乎对于那些对象的研究，因其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们得到心灵的宁静和

幸福，所以是不够彻底，不够精细的。”

（２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第７８节：“……绝对的准则是，一切引

起危险、一切破坏心灵的宁静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可毁灭的和幸福的自然。

意识必须明白这是一条绝对的规律。”

（２４）参看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１卷第１０章。

（２５）亚里士多德《天论》（第１卷第１０章）：“如果世界是由许多部分组成

的，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另外是一种样子，再有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

始终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那么世界就不会产生。”

（２６）阿泰纳奥斯《哲人宴》第３卷第１０４页：“应该称赞光荣的克里齐普

斯，他看透了伊壁鸠鲁本质的最深处，并且很中肯地说，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

美食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之母。”

（２７）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１卷第６２—７９行。

１８２附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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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

（一）人对神的关系

１．恐惧和彼岸人

（１）普卢塔克《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克西兰德版）第２

卷第１１００页：“至于快乐，他〈指伊壁鸠鲁〉已经说过：伊壁鸠鲁派的学说，在

它顺利地和成功地实行时，会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是并不会给人以快乐和神

的恩惠。”

（２）［霍尔巴赫］《自然体系》（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二部分第９页５８：“关于这

些如此强大的力量的观念永远是和恐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强大力量

的名字永远使人们回想起他们自己的灾难或者他们的祖先的灾难。我们现在

还害怕，因为千百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感到害怕。神的观念在我们身上总是

引起悲惨的念头……就是现在，每当我们听到神的名字时，恐惧和忧郁的想

法就涌上心头。”参看第７９页：“如果把道德建筑在那种道德不高、行为变化

不定的神的品格之上，那么人无论在他对于神的义务方面，在他自己对自己

的义务方面，在他对别人的义务方面，都始终不可能知道他该怎么办。因此最

有害的事莫过于劝人相信存在着一种超人的力量，在这个力量面前，理性必

须默不作声，并且，要是你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必须为这个力量牺牲在这

地上的一切。”

（３）普卢塔克，同上书，第１１０１页：“因为那些害怕他［神］的人，把他当作

对好人厚道对坏人严厉的主宰，这些人由于有这种恐惧心理便避免去做不公

正的事，也不需要许多拯救者；他们的恶意逐渐受到抑制，因此他们感受的精

神痛苦，比那些染上恶习和胆大［妄为］而后感到害怕和悔恨的人要少。”

２．崇拜和个人

（４）普卢塔克，同上书，第１１０１页：“相反，只要它〈即灵魂〉想象到和思考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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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的降临时，它就会轻而易举地驱散各种悲伤、恐惧和忧虑并沉醉于快感

之中，直到狂喜、戏谑和欢笑；在爱里面……”

（５）普卢塔克，同上书。

（６）普卢塔克，同上书，第１１０２页：“不，在节日里使人兴高采烈的不是丰

盛的酒，也不是烤肉，而是那对神的惠予降临并将满意地接受［为了表示对他

的尊敬］而做的这一切所怀有的虔诚愿望和信念。”

３．天意和降谪了的神

（７）普卢塔克，同上书，第１１０２页：“那些对神怀有纯洁观念的人感到多

么大的喜悦，他们把神当作一切善的主宰，当作一切美好事物的父亲，神既不

做坏事，也不会受痛苦的折磨。因为神是善良的，而善良者既没有嫉妒，没有

恐惧，也没有愤怒，没有仇恨。因为，正象热不会使人发冷而会使人温暖一样，

善良者也不会害人。就本质而论，愤怒离仁慈最远，凶恶离敦厚最远，恶意和

敌意离博爱和友善最远。一个是英勇和力量的结果，一个则是软弱和邪恶的

结果。因此神不会集愤怒与仁慈于一身，而由于神的本性在于仁慈和助人，所

以愤怒和害人与它的本性是不相容的。”

（８）同上书：“或者，你们也许认为对否定天意的人还应当采取一种特殊

的惩罚，而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这种快乐和喜悦就够受的吧？”

（９）①“但是，软弱的智慧不是那个不认识客观的神的智慧，而是那个想

要认识神的智慧。”谢林《关于教条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见《哲学

著作》第１卷，１８０９年兰德斯胡特版，第１２７页，第２封信。

总之，可以奉劝谢林先生回想一下他早期的著作。例如，在《论

“自我”是哲学的原则》这一著作里，他说道：

“譬如，我们假定说，被规定为客体的神是我们知识的真实基础，那么，这

样一来，既然神是客体，神本身就进入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内，因而对于我们来

说就不可能是这整个范围所赖以建立的最后根据了。”同上书，第５页。

最后，我们提醒谢林先生注意上述他的那封信的结束语：

３８２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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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优秀的人类宣布精神自由并且不再容忍人类为失去身上的枷锁而悲

泣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同上书，第１２９页。

如果早在１７９５年这样的“时候”就已到来，那么到了１８４１年

又该怎样说呢？５９

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声名狼藉的题目，即关于神的存在的证

明，黑格尔曾经把这一神学的证明完全弄颠倒了，也就是说，他推

翻了这一证明，以便替它作辩护。假如有这样一些诉讼委托人，辩

护律师除非亲自把他们杀死，否则便无法使他们免于被判刑，那么

这究竟算什么样的诉讼委托人呢？譬如，黑格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解释由世界的存在推论到神的存在的：“因为偶然的东西不存

在，所以神或绝对者存在”６０。但是神学的证明恰恰相反：“因为偶

然的东西有真实的存在，所以神存在。”神是偶然世界的保证。不言

而喻，反过来说偶然世界是神的保证也包含在这句话里面。

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本体论的证

明无非是：“凡是我真实地（实在地）表象的东西，对于我就是真实

的表象”，也就是说，对我是起作用的，就这种意义讲来，一切神，无

论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神，都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古代的摩洛赫

不是曾经主宰一切吗？德尔斐的阿波罗不是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

的一种真正力量吗？在这里康德的批判６１也无济于事。如果有人想

象他有一百个塔勒①，如果这个表象对他来说不是任意的、主观

的，如果他相信这个表象，那么对他来说这一百个想象出来的塔勒

就与一百个真正的塔勒具有同等价值。譬如，他就会根据他的想象

去借债，这个想象就会起这样的作用，正象整个人类曾经靠他们的

４８２ 附  录

① 德国旧银币，１塔勒等于３马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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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去借过债一样。与此相反，康德所举的例子反而会加强本体论的

证明。真正的塔勒与想象中的众神具有同样的存在。难道一个真

正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们的表象中，哪怕是人们的普遍的或者毋

宁说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还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吗？６２要是你把

纸币带到一个不知道纸币的这种用途的国家里去，那每个人都会

嘲笑你的主观表象。要是你把你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

国家去，人们就会向你证明，你是受到幻想和抽象概念的支配。这

是公正的。如果有人把温德人６３的某个神带给古代希腊人，那他就

会发现这个神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对希腊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

一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

神来说一样，就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

或者，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

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

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

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真正的证明必须倒过来说：

“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

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但这岂不是

说：谁觉得世界是无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无理性的，对他来说

神就存在。换句话说，无理性就是神的存在。

“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

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谢林，同上书，第

１９８页［第１０封信］。

“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谢林，同上书，第１９９页。

５８２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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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文新序言草稿６４

我献给公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旧作，它当初本应包括在一篇

综述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著作里①，鉴于我正在从

事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目前我不能指望完成

这一著作②。

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

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这篇短序将表明，迄今为

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１年底—１８４２

年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６８２

①

② 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句话：“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怀疑派哲学，即自我意识

哲学，既被以前的哲学家当作非思辨哲学加以排斥，也被那些同样在写哲学史

的有学识的教师当作……加以排斥。”——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句话：“但是，由于从事更能引起直接兴趣的政治和哲

学方面的著作，现在还不允许我完成对这些哲学体系的综述，由于我不知道何

时才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我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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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致卡尔·

弗里德里希·巴赫曼６５

耶  拿

１８４１年４月６日于柏林

射手街６８号

阁下：

现将我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写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①寄给阁下，并随信附上申请书、

自传、波恩大学肄业证书和柏林大学毕业证书②，以及法定费用十

二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同时我最诚恳地请求您，如果系方对我的

著作感到满意，请尽快授予博士学位。一来，我在柏林只能逗留几

周，二来，出于不由自主的原因，我希望在我动身之前获得博士学

位。

毕业证书我拟收回，因为这是原件。

谨向阁下致最崇高的敬意。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

文库》１９２６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７８２

①

② 见本卷第８４４—８４５、８９６—８９８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８３—２８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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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

伯恩哈德·沃尔弗

耶  拿

［１８４１年］４月７日于柏林

射手街６８号

尊敬的教授先生！

衷心感谢您在实现我的请求方面的友好情谊，并冒昧通知阁

下，我刚刚将我的博士论文连同一些证件寄给哲学系，敬请阁下允

予尽速将毕业证书寄下。我觉得我已经使您劳神不少，不能再冒昧

地将博士论文直接寄给您，给您添麻烦。

谨向您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并致最崇高的敬意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

文库》１９２６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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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权 问 题

本身以及有关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星期二

《莱茵报》第１３７号附刊６６

以符号 署名的文章《德国和法国在集权问题上的态度》

说：

“国家权力是否应当从一个点出发，或者说每个省、每个乡镇是否应当自

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中央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也只是在涉及对外代

表国家时才应当管辖国家的各部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

分歧。”

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

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

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

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

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

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

题，而且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观点起很大作用，——因

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

代，——那么相反，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

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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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呼声。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时代精神状态的

好晴雨表，正如狗是反映天气的好晴雨表一样。在人们看来这好

象是反动分子想出问题。因此，人们以为，如果这个或那个蒙昧

主义者不同某种现代潮流作斗争，如果他不对某件事情提出问题，

那么问题也就不存在。因此，人们自己把反动分子当作真正的先

进分子。

“国家权力是否应当从一个点出发”，也就是说，一个点是否应

当成为行政管理的中心，或者说每个省等等是否应当自己管理自

己的事务，而中央政府只有在对外政策上才应当作为“对外”的整

体的权力起作用，——集权的问题决不能这样提出来。作者要我们

确信：

“这个问题，如果从比较高深的观点来加以研究，它作为一个不实际的问

题，本身就不成立”，因为“如果一个人确实就是他本质上应当成为的那种人，

那么个人自由和普遍自由就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假定人民全是由正直的

人组成，那么所谈的问题甚至不可能提出来。”“中央的权力就会存在于所有

成员之中，等等，等等”。“但是，正象一般地说任何对外法律、任何成文法规等

等都是多余的一样，任何中央国家权力等等也会是多余的。这样的社会可能

不是国家，而是人类的理想”。“如果从高深的哲学观点来观察我们的社会生

活，可以异常容易地解决最复杂的国家问题。在理论上这样解决问题是十分

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但是，这里谈的不是从理论等等方面来解决集权

问题，而是实际地，——诚然只是经验地和相对地，——来解决集权问题，等

等。”

文章作者是从自己批判自己对问题的提法开始的。如果从比

较高深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据说问题就不存在。但是同时我们

得知，从这个高深观点来看，所有法律、成文法规、中央国家权力，

以至国家本身都消失了。作者赞扬这种观点“异常容易地”审察情

０９２ 集 权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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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对的，但是，他把这样解决问题称作“在理论上是十分正确的，

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就不对了，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哲学观点”也是

不对的。当人们把哲学同想象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

出抗议。关于完全由“正直的人”组成的人民这一虚构，同哲学格格

不入，就象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作者

把“自己的抽象概念”偷偷塞进哲学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５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７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１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２集 权 问 题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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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

《布鲁诺·鲍威尔和学院的教学自由》

１８４２年柏林版６７

如果在德国有谁打算写一本门外汉的喜剧，那么奥·弗·格

鲁培博士先生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命运使他这个人具有大

人物，至少是大门外汉所不可缺少的铁一般的倔强劲。如果格鲁

培先生的奇遇象桑科·判扎的奇遇那样，多半是在受到模棱两可

的赞许的情况下结束的话，那么格鲁培先生赖以获得桂冠的那种

喜剧的朴实和动人的天真，却给他这些成功的单调带来某种多样

化。甚至不能不承认在指导格鲁培先生作出下述论断的彻底性中，

不无伟大的精神。这个论断是：既然我已被开除出语文学班，所

以我的任务就是被开除出美学的舞厅和哲学的殿堂。这样的事情

可多了，然而还不是全部。我的角色只演到我被开除出神学庙宇

时为止，——而格鲁培先生则十分认真，非把他的角色演到底不

可。

可是，格鲁培先生在最近的表演中，已经有点从他所持的立场

的顶峰降下来了。老实说，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怀疑，他撰写最新著

作《布鲁诺·鲍威尔和学院的教学自由》，不是“替某个党派服务，

或者受某个人影响”的。格鲁培先生感到了被开除出神学庙宇的绝

对需要，但是这里处世本领出来帮了他的喜剧天性的忙。格鲁培先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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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象真正的喜剧演员那样，用极其可笑的严肃和极其罕见的夸张

一直表演到现在。一知半解、浮光掠影、歪曲误解是他命中注定的

东西，但不是他的倾向。这位大人物表演了自己的本性，不过他是

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表演。他以演丑角为职业；但是我们毫不怀

疑，他在最近的表演中，扮演的是奉命的和领奖金的丑角。他的邪

恶的意图、昧心的歪曲和卑鄙的背信弃义，对读者也是毋庸置疑

的。

假如我们打算旁征博引地对格鲁培先生进行评论，那么，这会

与我们对喜剧角色的看法相抵触的。谁想要欧伦施皮格尔的批判

史呢？人们需要的是奇闻轶事，而我们就提供格鲁培先生的奇闻轶

事，即他的小册子中的奇闻轶事。它涉及鲍威尔对马太福音第１２

章第３８至４２节的解释。我们请求善良的读者体谅，暂时让神学问

题打搅一下，不过请读者别忘记，我们的目的不是神学，而是格鲁

培先生。既然鲍威尔的品格和学说已成了新闻界的某种神话，那么

把对鲍威尔的反对者的评价公之于众，读者定会认为这是公正的

吧。

为此，我们把马太福音中有关的章节全部摘录如下：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夫子呵！我们愿意你显示个神迹给我们

看。耶稣却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

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肚腹之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

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

拿传的道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

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之言。看

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新教神学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矛盾：耶稣在甲地否定了神迹，而

３９２再谈谈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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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却在乙地创造了神迹。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即在

同一瞬间上帝既拒绝求看神迹，又答应显示神迹，——而且是伟大

的神迹：他自己游地府三昼夜的神迹。

但是，因为新教神学家们太不信神以至不容许圣经和自己的

理性发生矛盾；又因为这些神学家过于虔诚以至不容许自己的理

性和圣经发生矛盾，所以对圣经上的明明白白的话和简单的意思

作了篡改、颠倒和歪曲。他们断言：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把他的教义

和他的精神人格同求看神迹的事情对立起来。他们断言：

“他说的是他的全部神通，他的神通比所罗门和约拿的神通都大，他的奇

迹‘其实’是这种神通之一。”６８

鲍威尔以精细入微地分析圣经的方法，向他们证明这样的解

释是荒诞的。６９鲍威尔给他们引证了路加福音①，在那里根本没有

什么在鲸鱼肚腹中和游地府三昼夜之类的瞎说。路加福音中是这

样说的：

“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

给他看。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也要照样成为这世代的神迹。”

接着，据路加福音记述，上帝说，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传道以

后，就忏悔了；又说南方的女王来自地极，要听所罗门的智慧之言。

鲍威尔指出，马可福音②中关于这一情节说得更简单。

耶稣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看神迹呢？我老实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

代看。他就离开他们。”

鲍威尔亟力反对神学家们对圣经的错误解释和肆意歪曲，他

向他们指出圣经记载的东西，同时再次把耶稣圣谕的意思概述在

４９２ 再谈谈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

①

②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８章第１２—１３节。——编者注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１１章第２９—３０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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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中：

“去你的吧，神学家！圣经记载：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

大，这就是说，尼尼微人听了约拿传道以后就忏悔了，南方的女王来自地极，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之言；你们却不相信我的话，我的圣谕，其实这些话属于一

个精神无限伟大的人的，而约拿和所罗门却是有局限性的人。好吧！只给你们

看看约拿的神迹吧，其他的神迹除了我个人及其在言词中的表现（尽管也是

无限的）以外，就不给你们看了。”

鲍威尔这样解释了耶稣圣谕之后，又补问：

“那么，说实在，奇迹究竟在哪里呢？”

可是格鲁培先生又如何说的呢？格鲁培先生说：

“最令人奇怪的是，鲍威尔用他的离奇的方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先知。

从第２９６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句语气很重的话：‘去你的吧，神学家！’”

（第２０页）

格鲁培先生无耻地妄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鲍威尔在诠释

耶稣圣谕的时候，是在谈他本人，是在把自己冒充为一个无限神通

的人。不管我们多么宽大为怀，我们仍不能因格鲁培先生有名的迟

钝和浅薄无知而原谅他的这种混淆概念，这种欧伦斯皮格尔式的

行径。这纯粹是一种欺骗。问题不单是格鲁培先生向读者隐瞒了

争论的真相！我们还可以想象到，这个门外汉偶然翻开鲍威尔的著

作第２９６页，由于急忙全力炮制他的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去阅读他

所援引的那个地方的上下文。但是，格鲁培先生隐瞒了那段“语气

很重的话”的结尾，一段不会引起任何误解的结尾：

“好吧！只给你们看看约拿的神迹吧，其他的神迹除了我个人及其在言词

中的表现（尽管也是无限的）以外，就不给你们看了。那么，‘说实在’，奇迹究

竟在哪里呢？”

５９２再谈谈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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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培先生认识到，这些话必定会使读者，即使是胆小的、十

分愚蠢（不是在鲍威尔的著作中寻找鲍威尔的观点，而是在格鲁培

先生的著作中寻找鲍威尔的观点）的读者也相信，鲍威尔在这里谈

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圣经记载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荒谬之处就更

不必说了，不然，“那么，说实在，奇迹究竟在哪里呢？”这句话会有

什么意思？

我们怀疑，在德国书刊中能否再找到其他这样无耻的例子。

格鲁培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我在写作期间越来越相信，我们是生活在空谈家和诡辩家的时代。”（第

页）

如果这是一种自我表白，那么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自我表白。格

鲁培先生既不是空谈家，也不是诡辩家。在他撰写论鲍威尔的小册

子以前，他一直是一个喜剧角色，他是一个幼稚的捣乱鬼；从那以

来他只不过失去他的天真和稚气，而变成现在的——究竟变成什

么样子还是让他的良心去告诉他吧！不过，鲍威尔可以把下述情况

看作是对他的精神优势的承认，即能够搬出来反对他的，只是一些

既无精神生活又不出色，因而只有在他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平

的情况下才能对付的人。

卡·马克思约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底—

１１月初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德国科学和

艺术年鉴》杂志第２７３期

署名：卡·马·

原文是德文

６９２ 再谈谈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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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对《共产主义和

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的声明７０

科伦１０月２２日。《莱茵报》第２９２号①转载了《曼海姆晚报》上

一篇注明《普法尔茨通讯，１０月１２日》的文章，该文开头几句话

是：

“昨天，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一篇从一家亚琛小报上转载来的

文章（论共产主义），感到十分惊讶。这篇文章的确不值得在素称消息灵通的

报纸上刊登。”

为此，《亚琛日报》在第２９３号②上发表了答复。根据《亚琛日

报》编辑部的愿望，我们想作若干摘录向读者介绍这篇答复的内

容，尤其是因为这样做使我们有机会作某些更正。《亚琛日报》公正

地相信《莱茵报》，说

“它会知道，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本报论共产主义者的文章（《亚琛日报》第

２７７号）中，只是摘出某些片断，并加上自己的评语，当然这些评语使文章原

意变了样。”

正如曾经指出的那样，《莱茵报》不但知道这些情况，而且还知

道，《亚琛日报》对于奥格斯堡报第２８４号上刊登的，矛头专门指向

《莱茵报》的那些庸俗的、极其巧妙地编造出来的片断，是完全没有

７９２

①

②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亚琛城日报》第２９３号。——编者注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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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因此，《莱茵报》在第２８９号上给予奥格斯堡报反击时，完

全没有——理应如此——把《亚琛日报》卷入这场论争中来。但是，

如果说奥格斯堡报上这篇文章用着重号字体排印的标题“
·
我
·
们
·
在

·
亚
·
琛
·
小
·
报
·
上
·
读
·
到”可能使普法尔茨某个人感到迷惑，那么，这正好

证明，《亚琛日报》本来早就可以消除这一类误解，并挺身出来反对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既然《莱茵报》全部承担了上述奥格斯堡报

上那篇文章的责任，那么，它对从《曼海姆晚报》顺便转载的简讯，

当然可以不作任何解释，因为它的读者本来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亚琛日报》①登载的一篇文章的下述段落是无须作进一步说

明的：

“它［《莱茵报》］知道：我们并不反对任何自由的探讨；我们也不打算

妨碍那些为某个阶级谋利益的人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对待一切都是自由主义

的，这要比许多自由主义者迄今所标榜的要多得多。不过，我们确实说过，共

产主义不能够在我们这里找到土壤，而在法国和英国恰好相反，它是一种自

然现象。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我们不反对德国的共产主义的意向，但是，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一种俱乐部式的据说发源于西里西亚的结盟。自由主义思

想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深深地扎下根来，还没有获得这样大的成就，以致任何

一种努力都不需要人们的小心保护。然而，我们照例发现，同一倾向的报纸

协调一致的行动太少了，它们没有想到，单独一家报纸是永远也不能囊括全

部空间，只有当彼此都互为对方思想的体现者和传播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协

同行动。”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３日《莱茵报》

第２９６号

原文是德文

８９２ 编辑部对《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的声明

①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亚琛城日报》第２９３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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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败》和

《莱茵通讯》两文的编辑部按语７１

  鉴于所讨论的文章的标题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不

是作者而是编辑部加的，为此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称呼稍作

说明。

反对这个称呼的理由有两个。从形式来说，反对派不是自由主

义的，因为它是保守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维护现存的法制。按照

这种辩证法，七月革命是保守的，因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的

目的首先是维护①宪章
７２
。然而，自由主义却宣布七月革命是他们

的事业。自由主义当然是保守了。它竭力维护自由，甚至对自由的

可怜的现状也加以保护，使之不受粗暴的物质力量的侵犯。而且，

如果这种抽象想要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承认，拥护１８３３

年确立的法制的反对派，同那些硬把１８３３年推回到１８１９年去的

反动派相比较，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７３

至于内容本身，则进一步提出这么一种论据，认为反对派的活

动内容，即维护１８３３年宪法，根本不是自由的内容。就算是这样！

如果把１８３３年宪法同自由思想相比较，那么，它当然谈不上是自

由的体现。但是，如果把１８３３年宪法同１８１９年宪法相比较，那么，

９９２

① 原文中此处和下文是文字游戏：“ｋ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保守的”，“Ｋ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维护”，“ｋｏｎｓｅｒｖｉｅｒｅｎ”——“保存”，均同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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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然是自由的体现了。总之，起初涉及的问题并不是这部宪法的

某种特定的内容，而是为了合法的内容而反对非法的篡改。

编辑部之所以有权称汉诺威反对派为自由主义反对派，是因

为几乎所有的德国议会都是把它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作为合法

自由的反对派来欢迎的。现在在批判的法庭面前，这个称呼是否证

明合适的呢？这个反对派是否已经从仅仅发表自由主义的见解和

要求变成真正的自由主义了呢？——研究这个问题也正是该文的

课题。

顺便提一提，根据我们的见解，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

后应该努力做的，不是维护１８３３年的宪法，更不是恢复１８１９年的

宪法。它应该努力争取一种符合更深刻、更发达和更自由的人民意

识的全新的国家形式。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８

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８日《莱茵报》

第３１２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００３ 《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败》和《莱茵通讯》两文的编辑部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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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７４

科伦１１月７日。在探讨市政改革问题时，我们认为不宜考虑

省内各报，特别是《科伦日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如果我们举一个

例子来看看那些希望维护市和乡分开的人的论据大致有多少力

量，我们就不难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

《科伦日报》第３０９号的附刊上，在《概述》７５这个标题下，援

引了“赞成”和“反对”分开的权威性意见。在各种稀奇古怪的

说法中，还有这样一些反对或赞成分开的论据：反对的论据是

“某些报纸的文章”，赞成的论据“同样是某些报纸的文章”，正象

报纸上也出现过一些赞成书报检查的文章一样。无论如何，我们应

该十分赞赏地提到那种诚心诚意地认为凡是报纸上的文章就算是

根据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看作是对报刊的一种承认，虽然这是完

全非批判性的，但毕竟是——尽管形式滑稽可笑——少有的一种

承认。但是，在把其他赞成和反对市和乡分开这两种权威性意见加

以比较的时候，这种十分值得赞赏的公正就不见了。据报道说，反

对这样分开的是１８３３年省议会，它当时还受一个权势很大的人物

左右，因此，反对分开的只是这么一个人物，而赞成分开的却是除

一票之外的整个１８２７年省议会。不过，最尊敬的《概述》，如果整个

１８３３年省议会几乎只等于它所追随的那一个人，那么，难道能排

除，１８２７年省议会也不过等于它所反对的那一票吗？而如此犹豫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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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决、如此任人摆布的议会还够得上什么权威！
７６
如果后来在科

伦、亚琛和科布伦茨市的请愿被当作支持把市和乡分开的请愿，是

因为这些请愿限于科伦、亚琛和科布伦茨等几个城市，那么这最多

不过证明这些请愿是局部的，但绝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然而，

尽管这些城市起初在仓促之际不大理解问题的一般性质，没有充

分考虑全省的利益，它们也没有以它们的特殊改革对抗一般改革。

这些城市请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是反对全省。７７《概述》的

滑稽的公正早在其开头部分就使我们钦佩，如果说它不是在整个

过程中始终忠实于这一点，而是如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不能不偶

尔玩弄小小的蓄意的狡猾伎俩，那么，在结尾部分，这种滑稽和公

正就又洋洋得意地出现。据报道说：赞成城乡分开的还有

“莱茵省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的请愿内容还不清楚，但是它们的要求当

然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因为个别居民点不可能成为代表全省的喉舌”。

这样，不仅某报刊文章一般说来是权威的意见，而且连某些

无疑是平凡的字眼“当然只能”也可以解答其他城市的还不清楚

的请愿内容。特利尔市的请愿７８就证明了那个名叫“当然只能”的

先知原来是个伪先知。在《概述》的结尾泄露了作为要求城乡分

开的真正重要理由的内部理由。它们不仅要把城市同乡村分开，而

且要把各个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同省分开，要把省同它自己的智慧

分开。据说个别居民点不可能成为代表全省的喉舌！不错，个别

居民点不应该成为整个喉舌，但是它应该是这个喉舌的一部分，因

此也应该是代表它自己范围内的全体的和普遍的利益的喉舌。难

道这种意见不是使哪怕个别城市的市政机构的建立都没有任何可

能性了吗？如果个别居民点不能成为全省的喉舌，难道个别市民

就可以成为全市的喉舌吗？根据上述推论，这个市民的要求因此

２０３ 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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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代表他个人，但不能代表全市，而因为整个城市完全是由一

个个市民组成的，所以，决不能有代表整个城市的要求了。《概

述》归根到底所达到的，正是——如果它前后一贯的话——城乡

分开一般所必然达到的结果：它不但使城市，不但使省，而且甚

至使国家本身都变成不可能的了。既然断言个别的东西是同普遍

的东西对抗的，那么势必最终迫使所有政治的社会的形式在最后

不可再分的个别面前，在具有种种物质奢望和目的的个人面前消

失。那些被《概述》强迫出征去保卫它的战士，除少数外，都象

福斯泰夫的新兵一样。他们只配以思想尸体去填战壕而已。①掘墓

人的手艺真到家了！

最后向《科伦日报》提个善意的意见。《科伦日报》的社论第

一次流露出一点谦虚精神和对自己力量缺乏信心的意识，７９虽然

在其他场合该报社论习惯于以权威的姿态，大谈特谈各种杂七杂

八的东西。《科伦日报》不是第一次相信，但这一次也许会永远相

信，它的编辑原则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对所有不要稿酬的作者都

热烈欢迎，那么足足可以找到一些爱写作、靠才智不高的头脑来

开动的人手来伪造舆论了。如果看一下《科伦日报》各栏，那么

可以认为在莱茵省赞成城乡分开的意见占优势。如果看一下莱茵

省，那么就会认为莱茵省在《科伦日报》上并不占优势。

科伦１１月１１日。我们向莱茵各“省报”发出的关于市政改

革问题的呼吁８０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科伦日报》认为自己必须一

反平常的暧昧态度，在它１１月１１日这一号报上作一番假说明，并

且承认城乡权利应该平等，虽然承认时怀着无法掩饰的不满、犹

３０３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① 套用福斯泰夫的用语，见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四幕第二

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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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不定和有所保留，而且疑心重重地瞻前顾后和故意模棱两可。
８１

今天我们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让《科伦日报》意识到它的精神状态，

而且不妨愉快地、虽然是异想天开地希望它一旦认清自己的观点，

就会放弃这种观点。

《科伦日报》在今天文章的结尾中写道：“此外，对于如此吸引公众的普

遍兴趣的市政机构问题，《科伦日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声明，它在这方面也

遵循权利平等的原则，不过它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园地来进

行关于形式的讨论，而这些形式可以使目前完全不自由的、所有派别都认为

再也不能容忍的状况得到改善。”

迄今《科伦日报》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在严格遵循权利平等

的原则下实现市政改革的形式的文章。因此我们不能够同不存在

的敌人进行战斗。也许《科伦日报》认为“城乡分开”——即该报许

多文章中建议通过分开的市政机构依法确定的那种分开——也是

平等权利原则赖以具体化的那些形式之一？《科伦日报》是否认为

这种确定下来的不平等权利就是某种权利平等的形式呢？《科伦日

报》上的战斗不是集中在同一原则的不同形式上，而是主要地集中

在原则本身的不同上。同时，如果按照《科伦日报》自己的建议，我

们把它的文章仅仅看作物品①，也就是说照它的数量来看，在这次

战斗中，多数战士属于反对平等的阵营。我们对《科伦日报》说：诚

实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要执行莱茵报纸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

这种使命，放弃个人的考虑，在省内最关重要的问题上，不让任何

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

纸上！而《科伦日报》是怎样回答的呢？

４０３ 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① 双关语：原文“Ａｒｔｉｋｅｌ”有“文章”和“物品”两个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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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为在市政改革方面对权利平等原则给以应有的评价是

“适当的”。人们将发现，这种“认为是适当的”观点对于莱茵省是非

常明智的，而且根本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科伦日报》富于创造

性思维的证明。除了对该省精神给以适当评价以外，《科伦日报》还

认为它的“职责”就是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园地来进行有关市政改革

的“形式”的讨论，它把“不平等”的形式也理解为上述形式。这种

“忠于职责的热忱”，从个人利益和个人考虑的观点来看，被认为是

适当的，不管这种观点本身是何等不适当。为了堵死躲在形式和内

容的差别后面的《科伦日报》的一切藏身之所，我们提出一个毫不

含糊的问题：它是否认为通过分开的市政机构依法确定的城乡不

平等是权利平等的一种形式？它是否打算今后还让它的篇幅发表

这一类以单纯形式问题为借口的议论呢？明天我们再回头谈《科伦

日报》的上述文章。

科伦１１月１２日。《莱茵报》第３１４号的文章（用优美的、对《科

伦日报》说来典型的词组作开头）①涉及高度吸引人们兴趣的市政

机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报纸附刊上详细地、连续地阐述城乡市政

机构平等问题的序言罢了。８２《科伦日报》以“此外”一词开头，谈到

这个问题，即事情的实质，象手艺工人在手艺工人节发表演说时以

“总之”一词开头一样，不过决不应低估《科伦日报》在创新方面的

功劳，因为我们始终愿意承认该报的一种既独特又值得赞扬的习

惯，即在研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时，“此外”也涉及“事情的实质”。

这种研究方法是有某种预定意图的，它具有惊人的随机应变的能

５０３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① 马克思原文中在句子开头连用三个德语冠词（ｄｅｒ，ｄｉｅ，ｄａｓ）来讥笑《科伦日报》

崇尚词藻的文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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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编造罕见的谎言并使之在第三者心目中甚至具有如实解释事

物本质的假象。

所以，《科伦日报》在我们所探讨的１１月１１日的文章中，一开

始就用嘲讽的口吻说：“友邻报纸”，即《莱茵报》，号召“所有莱茵省

的报纸同心协力反对所谓来自柏林的、对市和乡权利平等的威胁”

并提出一个总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科伦日报》自

称准备赞同这个口号，

“如果不是把平等理解为共产主义者的痴心妄想，而是如我们所设想的

那样，是唯一可能的平等，即权利平等。”

假如《科伦日报》的报道是根据事情的实质，根据事实，即《莱

茵报》要求建立城乡平等的市政机构，并且在所引文章中明确指出

这种平等就是“市和乡的权利平等”，那么上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

狡猾的暗示就会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地对我们的非共产主义倾向

的宽宏大量的假定也会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在《科伦日报》的心目

中，这种平等看起来好象是共产主义的妄想，那么应该干脆让它去

看看它自己的以卡托的名言“Ｃｅｔｅｒｕｍ”①开头的教理。

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令人可笑的暗示还嫌不够，《科伦日

报》认为有必要把其他某种信仰同对平等权利的信仰联系起来。

它说“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绝不能担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英明

政府蓄意破坏莱茵省的平等权利。要我们相信这一点，一定要先给我们摆出

事实，而不是摆出那些我们希望是毫无根据的主张。”

《科伦日报》采用这种拙劣的、卑鄙的影射伎俩，硬说我们担心

６０３ 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① “Ｃｅｔｅｒｕｍ”是罗马政治活动家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

话的开头一个词。这句话是：“ＣｅｔｅｒｕｍｃｅｎｓｅｏＣａｒｔｈａｇｉｎｅｍｅｓｓｅｄｅｌｅｎ－ｄａｍ”

（“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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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英明政府蓄意扼杀莱茵省的平等权利，

还说我们散布这种担心情绪，这样，《科伦日报》就从论证的领域转

向猜疑和告密的领域。它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智力的贫乏最终企图

靠性格的软弱，靠道德败坏的无聊的冒失行为来增强自己。《科伦

日报》的这种影射有什么根据？我们根据柏林消息曾经报道，市政

机构的草案已经提交中央委员会莱茵代表，这个草案不承认城乡

平等８３；于是我们建议莱茵的报界坚决维护真理。

如果政府将主张城乡分开的市政机构草案提交莱茵代表审

议，那么，从这个简单事实就应得出结论，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秘密

的预谋，而宁可说是完全相信这样分开并不破坏莱茵的平等权利。

假使莱茵报界这个莱茵省的喉舌，确信本省的意见是相反的，那么

由此应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报界必须证明，城乡建立同样的

市政机构是莱茵省权利平等的必然结果；报界不仅要撇开个别人

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证明这种信念的实质是合

理的，难道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责任吗？

最后，《科伦日报》十分无耻地把国王陛下拉进了这场论争。要

在一个纯粹君主制国家，用简单又容易的手法——撇开争论的实

际内容，把问题限于个人对君主的态度，从而把任何实际的辩论变

成有关信任的辩论——使任何政治辩论都不能开展，的确只要最

少的智慧和最大的无原则性就行。我们希望，所有莱茵省的报纸都

将代表莱茵省的意见，因为我们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陛下不能不

承认莱茵省舆论的重大意义，即使我们的柏林消息是有根据的（对

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即使莱茵省的代表赞同城乡分开。对

于后者，看来未必有什么可怀疑的，何况《科伦日报》的文章刚才证

明，不是莱茵省全体居民都理解并赞同该省占压倒多数的居民的

７０３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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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

《莱茵报》提出了城乡权利平等的口号，而《科伦日报》接受这

个口号是带有小心谨慎的条件的：我们把“权利平等”理解为各种

权利的平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莱茵报》一得到柏林消息就

向莱茵省各报纸的信念呼吁，而《科伦日报》却密告它怀疑陛下的

意旨。《莱茵报》曾号召我省各报编辑部为了祖国捐弃个人考虑和

成见，而《科伦日报》则作出某种空泛的、不说明任何理由的对城乡

权利平等的承认，而这种承认的表面价值又被该报自己说的城乡

“分开”就是权利平等的一种“形式”这一点所否定。还能比这样写

文章更无逻辑、更无主见、更糟糕的吗？还能比这更响亮地在嘴上

喊自由而心里却反对自由的吗？不过，《科伦日报》知道莎士比亚有

一句名言：

“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①

而《科伦日报》没有受诱惑去做这种一万个人中间的一个。

最后再谈几句关于“城乡分开”的话。甚至撇开一般理由不说，

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

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在莱茵省城市和乡村事实上并没有分开。

由此可见，法律除非宣布它自己无效，否则，它便不能颁布这种分

开的法令。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７—１２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８、１２和

１３日《莱茵报》第３１２、３１６和

３１７号

原文是德文

８０３ 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① 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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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的

编辑部按语８４

这里登载的这篇批判离婚法草案的文章是从莱茵法学的观点

来论述的，而前些时登载的批判文章（见《莱茵报》第３１０号附

刊）８５是从旧普鲁士法学的观点和应用出发的。还有第三种批

判，——主要是从一般法哲学观点出发的批判。按照这种观点，只

探究同意和反对离婚的个别理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阐述婚姻的

概念和由此概念产生的后果。

我们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同样指责宗教干预法的领域。可

是，这些文章都没有研究婚姻本身就其本质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

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因而，也就不能阐明，如果一个彻底的立法者

遵循事物的本质并且决不满足于该本质的纯粹抽象的规定，那他

该怎么办。如果立法者认为，婚姻的本质不是人的道德，而是宗教

的神圣，因而就以上天注定代替自己作主，以超自然的裁决代替内

心的、自然的献身，以消极地顺从那凌驾于这种关系的本性之上的

戒律代替忠诚地服从这种关系的本性，那么，如果这位宗教立法者

也把婚姻从属于教会——它的使命就是实现宗教的要求和教令

——，把世俗婚姻置于教会当局的最高监督之下，我们能指责他

吗？这样做难道不是简单的和必然的结果吗？

人们要是以为，指出宗教立法者的这些或那些规定同婚姻的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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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本质相矛盾就可驳倒他，那就错了。宗教立法者并不反对世俗

婚姻的离异，他反对的倒是婚姻的世俗本质。他一方面竭力使婚姻

失去其世俗性，另一方面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则竭力使婚

姻的世俗性仅仅作为被容忍的一面时时受到限制，竭力去摧毁它

的后果的罪恶反抗。

但是，在刚登载的这篇批判文章中阐述得很巧妙的莱茵法学

观点，是完全不充分的。把婚姻分成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本质，以

致其中一种本质只同教会和个人的良心有关，而另一种本质则同

国家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关，这是不充分的。把婚姻分成两个不同

的领域并不能消除矛盾；相反，这样做倒会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领

域本身之间制造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冲突。谁能迫使立法者必须持

二元论——两重世界观呢？难道任何一个持宗教观点的有良心的

立法者，不应当把在精神世界和宗教形式中他认为是真理本身的

东西，他作为唯一力量来崇拜的东西，看作现实世界及其世俗形式

中的唯一力量吗？

在这一点上，暴露了莱茵法学的根本缺点——它的两面的世

界观。这种世界观由于用肤浅的方式把良心同法律意识分开，不是

解决而是劈开最麻烦的冲突；它把法的世界同精神的世界，从而把

法同精神割裂开来，这样也就把法学同哲学割裂开来了。但是，在

反对所讨论的法律中，旧普鲁士法学的完全站不住脚便更加突出

地暴露出来了。如果任何立法都不能规范道德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话，那么任何立法都不能宣布道德为法就更真实的了。

普鲁士法８６是建立在理性的抽象上的，这种理性的抽象本身

是无内容的，它把自然的、法的和道德的内容看作外在的、没有内

在规律性的实体。它试图按照外部的目的来改造、安排、调节这种

０１３ 《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的编辑部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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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神、没有规律的实体。普鲁士法不是按照客观世界所固有的

规律来对待客观世界，而是按照自己任意的主观臆想和自己的与

事物本质无关的意向来对待客观世界。旧普鲁士法学家表现出他

们对普鲁士法的这种本性了解很差。他们所批判的不是普鲁士法

的本质，而是它个别的外部表现。因此，他们反对的也就不是新离

婚法草案的性质和方式，而是反对它的改革倾向。他们大概想在坏

风气中找到坏法律存在的理由。我们要求批判者的首先是他们要

批判地对待自己，并且不要忽略批判对象的难点。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莱茵报》

第３１９号

原文是德文

１１３《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的编辑部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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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期报刊的内阁法令］
８７

科伦１１月１５日。在今天的《科伦日报》上公布了一项在上月

分发给所有总督的王室内阁法令，全文如下：

“我已经屡次指出，必须制止一部分不良定期报刊通过散布不真实的或

被歪曲的事实把有关公共事务的舆论引入歧途的倾向，其办法就是让那些犯

有散布谎言过失的报纸自己更正事实，使真相立即同每一条此类假消息对

照。——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抵制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

神的不良意图，并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这是不够的。诱惑的毒素在

什么地方放出来，就必须在什么地方进行消毒，——这不仅是当局对受毒害

的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当欺骗和撒谎的倾向出现时，消灭这种倾向的最有

效的手段，一种迫使编辑部自己公布对自己的判决的手段。因此，我感到糟糕

的是，这种制止报刊变质的正当而又必要的手段，至今仍然很少或者根本没

有被采用。如果现在的法律没有充分规定国内报纸有责任不作任何解释和评

论地及时刊登负责当局要它们刊登的一切实事求是的更正，那么我切盼政府

对这些法律立即提出必要的补充。但是，如果这些法律现在已足以达到这一

目的，那么我希望我的政权机关大力利用它们来维护正义和真理，我除将此

事委托给各政府部门外，特别要求各总督予以直接关心，而政府则应向他们

发出相应的指示。

我所关心的是，高尚的、忠诚的、值得尊崇的思想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

都能享受充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为了真理，尽可能缩小对社会舆论的限制。我

越关心这些，就越要毫不容情地把利用撒谎和迷惑作武器的这种风气刹住，

使言论自由不致因这种风气的蔓延而失去其成果和裨益。

弗里德里希 威廉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于桑苏西宫”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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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向本报读者报道这项王室内阁法令，

是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普鲁士报刊的保证。如果那些即使在编

辑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也总是难免会报道的不真实的或被歪曲的

事实可以由官方来源得到更正，那么每一家忠诚的报纸只会把上

述法令看作是政府方面的一个巨大支持。政府通过这些官方说明

不但为定期报刊保证了事实材料的一定历史正确性，而且更重要

的是，它通过同报刊的积极合作承认了报刊的巨大意义，而这种积

极合作则把通过查封、关闭和检查来实现的那种消极合作限制在

越来越小的范围。同时，王室内阁法令是从定期报刊具有一定的独

立性这一前提出发的，因为没有这种独立性，即使欺骗、撒谎和有

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那么高尚的、忠诚的、值得尊

崇的思想就更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并站住脚了。

普鲁士报界应当对王室有关定期报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

前提表示欢迎，并把它看作是这种独立性的最好保证和王室意志

的明确表达。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莱茵报》

第３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３１３关于定期报刊的内阁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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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日报》记者和《莱茵报》的立场

科伦１１月１６日。《科伦日报》上“城乡分开”主张的最热心的

捍卫者，如今又发出了他雷鸣般的声音。今天他选来荣任他个人见

解和个人幻想的牺牲品的已不是莱茵省，而是《莱茵报》了。８８我们

相信，这位好心汉在早餐时读到《莱茵报》上那些关于行政区机构

的文章，必然会感到昏头昏脑，重新陷入“非常紊乱的幻想”中。我

们相信，如果驱使一个熟悉科伦和比肯多夫８９的人通过东方、希

腊、古日耳曼、高卢和法国，甚至通过那些按老一套实际生活习惯

和狭隘的直观看来必然是“诡辩术”和“辩证法的诡计”的思想，那

么他肯定会伤透脑筋。对于被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情绪用来吹捧

自己作品的毫无分寸的赞美话，我们不想作不好的解释，因为把自

己个人的狭隘界限当作全世界固有的界限，当作它的柱石，这是狭

隘性的本性。既然我们这位好心的、不乏幽默感的朋友如今没有提

出任何新的论据，而是坚持认为，刚刚提出即遭拒绝和批驳的论

据，只要顽强地一再予以重复，就会象一个死气白赖的乞丐那样，

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既然我们的朋友期待他的那些经过巧

妙安排和精心推敲的论据取得效果，同时按照对报刊文章提出的

原则，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论据本身，而是寄托在重复这些论据

上，那么除了把他在“梦”中或在“紊乱的幻想”中可能倏忽产生的

几个幻影最终从现实世界中赶跑，从而有助于（这多少得取决于我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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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排除再度出现的信鬼现象（大家知道，这种现象是把自己对事

物的幻觉同事物本身相混淆的结果）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做的

了。我们的未卜先知者在梦中看见了《莱茵报》如何煽起农民的惊

慌情绪，

“促使他们打着铁锹和锄头开进城去，因为这些城市正酝酿着暴虐的阴

谋”。

我们的未卜先知者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将不得不使自己确信：

“这些城市”是座落在《科伦日报》上；我们甚至不接受该报对这些

城市的意图所作的任意解释；还有，那篇“熟悉科伦和比肯多夫的

人”连看都看不上的文章更不能煽动农民“打着铁锹和锄头”去游

行示威，尽管铁锹和锄头对检验那种从“实际生活和生活习惯”中

汲取的“没有偏见的观念”，很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其次，我们的未

卜先知者在他醒来的时候必将发现，纠正《科伦日报》上那位虚构

的“记者”，毫无疑问不是“歪曲真相”，激起对《科伦日报》的“不满”

和反对它的深谋远虑的记者，也绝不是“煽动不满情绪和党派嫉

恨”反对国家；不然，不仅有些“城市”会座落在《科伦日报》上，而且

连国家本身也会由《科伦日报》和它的撰稿者来体现！我们的朋友

那时也会明白，可以容许自己“极端放肆无礼”而煽起对以符号—

·—署名的文章的愤慨，但不“敢”“卑鄙地攻击最高国家机关”，因

为他不仅要最高国家机关为他的意见，甚至也为他的论据负责，而

最高国家机关却会乐于拒绝这位自封的同盟者。

在德国科学的现状下，需要作出比变革更多的事情，以使那

些竭力把自己标榜为全世界历史的成果的空洞理论和那些现代学

说的一般观点，由于把“熟悉科伦和比肯多夫的人”从市民生活

习惯和实际生活中汲取来的、“没有偏见的”观念当作批判的尺

５１３《科伦日报》记者和《莱茵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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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遭到悲惨的命运。但是，我们这位熟悉科伦和比肯多夫的人

将会理解：在这种改革和假想的符号—·—的文学威严确立的时

代来临以前，我们认为，他现在的努力所达到的东拼西凑的成果

太零碎了，并且——如果他允许我们说的话——在各方面都太无

意义了，不值得继续给予评价以支持和增加人们对其重要性的幻

想。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７日《莱茵报》

第３２１号

原文是德文

６１３ 《科伦日报》记者和《莱茵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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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
９０

最尊敬的总督先生阁下！

阁下通过科伦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本月１２日交

给我一份书报检查部的训令，另外还有两项命令，并要求我对此

表明意见以便记录在案。鉴于要求我作出的说明至关重要，我认

为与其按照程式发表由人记录的意见，不如现在直接向阁下书面

提出。

１．至于书报检查部的训令，特别是要求《莱茵报》改变自己的

方针而采取另一种符合政府意图的方针这一点，我认为这个要求

只适用于形式，它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可以作一些改变。象《莱茵

报》这样的报纸，不是由枯燥无味的文摘和卑鄙的阿谀奉承拼凑起

来的毫无原则的东西，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的目标的（虽然是尖

锐的）①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活动的；这种报纸

的方针，根据不久前颁布的书报检查令９１和陛下在别处多次发表

过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只能是符合政府愿望的方针。事实上，至

今从未向责任编辑指出不同意这种方针。此外，《莱茵报》既然是置

于最严格的检查之下的，那么对它的初次警告就是查封，怎能认为

是合理的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莱茵报》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

７１３

① “虽然是尖锐的”这几个字已用铅笔划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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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今后仍将继续协助开辟通往进步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现在

普鲁士正走在德国其他部分的前面。正因如此，我必须拒绝训令中

对我的指责，说什么《莱茵报》竭力在莱茵地区散布法国的思想和

对法国的同情。相反，《莱茵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①，使许多人

还在盯着法国的目光转向德国，并唤起德国的而不是法国的自由

主义，而德国的自由主义当然不会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

府感到不快。同时，《莱茵报》总是指出普鲁士决定德国其他部分的

发展。那些针对奥格斯堡报②反普鲁士意图的关于普鲁士领导权

的论战性文章９２，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所有那些旨在反对汉堡《记

者》③和其他报纸上一些文章的论普鲁士关税同盟的文章是一个

证明；在这些文章中，《莱茵报》都极为详尽地证明，汉诺威·梅克

伦堡和汉萨一些城市加入同盟是极其有利的。再次，首先可以作为

证明的是《莱茵报》不断强调北德意志科学的意义来同法国学说和

南德意志学说的肤浅相对比。《莱茵报》是把北德意志精神——新

教精神④引进莱茵省和南德意志来的第一家莱茵的和整个南德意

志的报纸；如果不依靠精神一致——抵御一切外来风暴的政治一

致的灵魂和唯一保障——还能用什么去把各个分散的民族更紧紧

地联结在一起呢！

至于说《莱茵报》似乎有反宗教倾向，那么最高当局不能不知

道，就某种肯定的教义的内容来说，——本来涉及的只是这个内

８１３ 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

①

②

③

④ “新教精神”这几个字已用铅笔划去。——编者注

即《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编者注

即《总汇报》。——编者注

“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这几个字是马克思修改的，原为“大有助于”。——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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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不是我们过去没有触犯过而且今后也不想触犯的宗教，——

整个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分裂成为两个阵营，而每一阵营在自己的

拥护者中都有在学术上和国家中地位很高的人物。难道报纸在这

场尚未解决的、轰动一时的争论中应当不采取任何立场或者只采

取官方给它规定的立场吗？（如果说路德违反皇帝和帝国的意旨，

用一种甚至毫无节制的、过分激烈的方式攻击了当时基督教的唯

一存在形式，——天主教教会，都没有被认为有罪，难道在新教的

国家中对于不是以轻率的抨击，而是以根据严肃的、主要是德国的

科学所作的合乎逻辑的论述来替反对现代教义的观点申辩却要加

以禁止吗？）①。何况我们从来没有越过报纸选题的范围，而只是由

于②其他报纸试图把宗教变成国法并把它从它自身的领域转到政

治领域，我们才涉及教理、宗教教义和教会制度。对于我们来说，如

果用一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一些相同的而且更厉害的

言论来作为我们每一言论的佐证，那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们认为这

种权威是普鲁士政论家们都有权引用的。

因此，《莱茵报》可以认为，它首先实现了检查令中所表达的陛

下关于独立、自由思考的报刊的愿望，并因此大大增进了现今整个

德国对国王陛下在实现其崇高事业上的良好祝愿。

阁下，《莱茵报》不是出于书商的投机目的以及指望捞到什么

好处而办的。科伦和莱茵省大批最可尊敬的人，理所当然地对德国

新闻界的可怜状况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对国王陛下的意旨的最好

尊重，莫如把《莱茵报》建成一座民族的纪念碑，一家有原则地、大

９１３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

①

② 接着马克思删掉了以下这一句话：“其他报纸想把它们变成政治学说、公理和

律令。”——编者注

括号里的这几句话已用铅笔划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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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地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说话并且——这确是罕见的现象

——让国王能够听到人民真正呼声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畅销，证明

了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愿望。为了上述目的这些人付出了

自己的资本，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面对任何牺牲都没有裹足不前。现

在请阁下自己来断定：我作为这些人的代表能不能、有没有权利声

明《莱茵报》将改变方针？查封《莱茵报》难道只是对个别人的暴力

行为，而不是对莱茵省以及整个德国精神的暴力行为？

不过，为了向政府证明，我是多么愿意实现政府的愿望——只

要这些愿望符合独立的报纸的使命，——我愿意象一些时候以来

所作的那样，尽量撇开一切教会和宗教的问题，除非其他报纸和政

治形势逼人涉及这些问题。

２．其次，关于阁下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博士的职务的问题，我

已于２月１４日向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声明，他根本不是《莱

茵报》的编辑，而只是它的一名译员。冯·格尔拉赫长官先生对我

威胁说，如不尽快解除鲁滕堡职务就立即查封报纸；对此，我迫于

暴力，暂时不让他参加报社的一切工作。但是，因为我全然不知有

哪一条法律条款可以作为训令的这一点的依据，所以我请求阁下

给我指出这样的条款，或者尽快答复，所作决定是否仍然有效，以

便我能通过适当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３．关于第三点，即新①编辑的呈报批准问题，按照１８１９年１０

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只有最高书报检查机关才有权要求将另外任

用的②编辑呈报批准。我不知道有授权总督这样做的法律条款。因

０２３ 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

①

② “另外任用的”这几个字已用铅笔划去。——编者注

“新”这个字已用铅笔划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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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请求给我指出这一条款，否则就请书报检查部作出相应的决

定。那时，——然而只有那时，——我将乐于将编辑呈报批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政治

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１９１９年埃森

版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２３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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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的企业家和保护关税》

一文的编辑部按语９３

我们可以承认作者的历史论据，我们也可以同意，正如事实所

表明的，英国在最近四五百年来特别对保护工业和手工业做了大

量工作，但是，我们还是不赞成保护关税制度。英国的例子本身就

驳倒了自己：恰恰就是在英国表现了这一制度的致命后果。它已不

再是我们时代的制度，虽然它可能完全适合中世纪的分散而不统

一的状况；这种状况使得每一特殊的范围必须受到特殊的保护，因

为当时缺乏共同的保护，缺乏合理的国家，也缺乏各个国家的合理

的制度。商业和工业是应当得到保护的。但是，争论的焦点是：保

护关税真能保护商业和工业吗？相反，我们把这种制度看作是和平

时期保持战时状态的措施，这种战时状态先是针对外国，一旦实

施，必然转而针对本国。但是，个别国家不管它如何承认自由贸易

原则都要依赖于整个世界状况，因此这个问题只能由国际会议来

解决，而不是由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解决。

《莱茵报》编辑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左右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莱茵报》第３２６

号附刊

署名：《莱茵报》编辑部

原文是德文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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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
９４

柏林１１月２５日。《爱北斐特日报》刊登了一则后来由《戏剧节

目》转载的消息说，海尔维格访问“自由人”团体９５，并发现该团体

低于任何批判水平。实际上，海尔维格没有访问过该团体，因此，也

不可能发现它低于或高于任何批判水平。海尔维格和卢格认为，

“自由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自我吹嘘损害着自由的事

业和自由的拥护者。这个意见是完全坦率说出来的，这大概也就是

报刊得以报道的原由。因此，如果说海尔维格根本没有访问“自由

人”团体——它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大多数都是优秀人物——，那么

这不是因为海尔维格拥护别的什么事业，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

也要摆脱法国权威的人，对轻浮作风、柏林派头、呆板的盲目模仿

法国俱乐部的行径感到憎恶和可笑。在我们的时代，荒唐的、下流

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

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莱茵报》

第３３３号

原文是德文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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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①

科伦１１月２９日。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它有机会同《莱茵报》进行论战的时候，

就采用一种既别出心裁又值得称赞的战术。这种战术不断运用下

去，不可能不对肤浅的读者产生影响。每当我们由于这家报纸攻击

了《莱茵报》的原则和方针而出来反驳它的时候，每当遇到重大的

争论问题的时候，每当《莱茵报》方面进行原则性评击的时候，《总

汇报》就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这种沉默所以不显眼地存在，

是因为它意识到有回答不出的弱点呢，还是因为它有不愿回答的

优越感，这是永远无法断定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特别非

难奥格斯堡长舌妇，因为她对待我们同对待德国是一样的，而对德

国，奥格斯堡报显然认为，表示同情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深思熟虑的

沉默——偶尔也发表一些旅行杂记、健康状况公报和改写的婚礼

诗歌来打破一下这种沉默。奥格斯堡长舌妇认为自己的沉默是对

社会的贡献，大概是对的。

但是，奥格斯堡长舌妇除了这种沉默战术外，还有另一种论战

手法，这就是漫无边际的、自鸣得意的、追求词藻的饶舌，仿佛是对

４２３

① 威·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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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消极的、忧郁的沉默的积极补充。奥格斯堡长舌妇当问题涉及

原则性斗争，即有关实质的斗争的时候，就沉默；但她躲在暗处偷

听，远远地窥伺，一旦发现她的对手在装束上有点疏忽，跳舞时跳

错了一步，丢掉了手帕，——她就

“做作得那么端庄贞静，就要摇头”①，

并以不容反驳的自恃态度，把她那压抑已久的善意的懊恼和装扮

出来的一本正经的怒气统统发泄出来。她冲着德国大叫大嚷：“请

看，这就是《莱茵报》的性格。这就是《莱茵报》的思想方式，这就是

《莱茵报》的一贯性！”

“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

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呸！好掌柜，给我称一两麝

香！”②

奥格斯堡长舌妇利用这一类即兴诗，不只是为了使健忘的公

众依稀记起她那早已丧失的端庄、她的正直和她的壮年，也不只是

为了用这些衰竭而苍白的回忆来粉饰她那深陷的面颊。除了这些

卖弄风情的微小而无害的成就以外，她还用巧妙的手腕捞取一些

实际的成就。她好象一切都办妥以后，以精神抖擞的巾帼英雄的姿

态对着《莱茵报》大叫大嚷、大加申斥、进行挑衅，而世人竟由于这

种放肆的挑衅行为而忘记了奥格斯堡长舌妇那种老气横秋的沉默

和刚不久的退却。此外，她还精心制造了一个假象，仿佛她和《莱茵

报》之间的斗争就是围绕这类琐事、丑闻和装束上的差错而进行

的。一群无思想的平庸之辈不理解争端（在这种争端中我们说话，

而奥格斯堡报却沉默不语）的实质，却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吹毛

５２３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①② 威·莎士比亚《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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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疵和舍本逐末的批评看作是他们自己高尚灵魂的反映，——所

有这帮人都向这位可敬的女士鼓掌致敬，因为她以熟练而适当的

方式惩戒她的桀骜不驯的对手，为的是教育他而不是伤害他。在奥

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２９号上，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自作聪明然而

令人厌恶的庸俗的论战样板。

一位记者从美因河发来通讯说，奥格斯堡《总汇报》赞扬尤利

乌斯·莫森的政治小说《维罗纳会议》，是因为这部小说是由科塔

出版社出版的。９６我们应当承认，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学评论栏

我们只是偶尔看一看，——因为它空洞无物，——所以我们不知道

它对莫森的评价，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相信这位记者的良

心。除了事情真相如实报道外，通讯中也不是没有内在的合乎情理

的东西，因为即使现在，根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所作的新辩解（其

中吹毛求疵多于摆论据），至少可以怀疑，这家报纸的评价良心是

否不受斯图加特印刷企业左右。因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不知

道这部政治小说在哪家印刷企业出版，然而，不知道一部小说的出

版地点，到底还不是一个致命的政治过错。

随后，编辑部在人们提醒它指错了出版地点以后，便在一条简

讯中作了说明：

“我们刚才得知，诗人尤利乌斯·莫森的小说《维罗纳会议》完全不是在

科塔出版的，因此，请本报读者阅读第３１７号上登载的《美因河通讯》时注意

此更正。”９７

既然美因河记者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要指责只是基于

《维罗纳会议》由科塔出版这个前提，既然我们曾解释这部小说不

是由科塔出版，既然一当推理的前提被否定，任何推理便自动失

效，——那么我们可以向读者的智力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即在我

６２３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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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出说明以后，对上述通讯予以更正，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我们

对奥格斯堡《总汇报》道过歉了。但是，奥格斯堡报是什么逻辑！奥

格斯堡报的逻辑对我们的更正作了如下的理解：

“如果莫森的这部《维罗纳会议》是由科塔出版的，那么一切维护权利和

自由的朋友应当把它看作是非常糟糕的卖不掉的废物；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得

知，这部书是在柏林出版的，所以我们请我们可敬的读者照诗人自己的说法，

把它当作正沿着光明之路朝我们走来，并以铁蹄践踏一切老朽之物的永恒的

青春之神来欢迎。”９８

“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象一个稻草人。给我射一支一码长的

箭试试看……刚刚中靶心！咻！”①

奥格斯堡长舌妇洋洋得意地高喊：“这，这就是《莱茵报》所谓的它的思想

方式，它的一贯性！”

但是，难道《莱茵报》曾经把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的一贯性当成

自己的一贯性，或者把这种逻辑所根据的思想方式当成自己的思

想方式吗？奥格斯堡长舌妇可以得出的只是这样的结论：“你看，在

奥格斯堡人们对何谓一贯性、何谓思想方式，竟理解得如此糟糕！”

或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真的认为，我们刊登莫森的祝酒词就是想

要搞一条注释来更正对《维罗纳会议》的评价？我们在特辑中对纪

念席勒已经作了详尽说明，我们指出了席勒“是新思潮的预言家”

（见第３２６号，莱比锡通讯②），并指出由此产生的纪念席勒的意

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刊登莫森强调指出这一意义的祝酒词

呢？９９难道因为祝酒词中含有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单单由

于它对海尔维格的评价，它就应该受到攻击）？但是，这一切都与美

７２３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①

②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的通讯。——编者注

威·莎士比亚《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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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为此，我们本应象这个奥格斯堡长舌妇偷偷

塞给我们的那样写上：“请读者根据第３２０号上莫森的诗来判断第

３１７号上的美因河通讯。”奥格斯堡报的逻辑特意想出这种荒谬的

东西来硬塞给我们。登在《莱茵报》第３１７号①小品文栏的一则对

于莫森的《魏玛的伯恩哈德》的评论，证明——虽然并不需要证明

——《莱茵报》对莫森也丝毫没有违背它通常的作法，即根据事情

的实质来评论。

不过，我们乐于同意奥格斯堡长舌妇的这一看法：甚至连《莱

茵报》也无法避开文痞——这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体现的报

纸时代在德国到处迅速孳生的、死气白赖的、令人厌恶透了的败

类。

最后，奥格斯堡报使我们想起一种弹射器，它

“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

奥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会触及随便什么样的现实：墨西哥的

现实，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甚至也不触及巴伐利

亚的现实。如果它偶尔也触及类似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把空想当

作现实，把现实当作空想。如果说的是精神的和真正的现实，那么

《莱茵报》一定会同李尔王一起对奥格斯堡长舌妇喊道：“盲目的邱

比特，随你使出什么手段来……瞧瞧它是怎么写的吧！”而奥格斯

堡长舌妇也会同葛罗斯脱一起回答：“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

阳，我也瞧不见！”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莱茵报》

第３３４号

原文是德文

８２３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①

② 威·莎士比亚《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编者注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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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３５号和第３３６号附刊上

登载的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问题１００

科伦１２月１０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３５号附刊上登载

了一篇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并非无趣的文章。因为我们打算对

它进行批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提出一条简单的、但在一场激烈而

偏颇的论战中却往往被忽略的准则：对任何一种国家制度的论述，

还不等于这一制度本身。因此，针对这种论述的论战，也绝不是针

对这种国家制度的论战。保守派报刊经常提醒说，应当把持批判立

场的报刊的观点当作仅仅是个人的意见和歪曲现实的意见来加以

批驳，可是它经常忘记，它自己并不是对象本身，而只是关于对象

的意见，因此，同保守派报刊斗争不是一定意味着同它的对象斗

争。因此，凡是被报刊涉及的对象，不管是受到称赞还是受到斥责，

都成为书刊对象，也就是说成为书刊上讨论的对象。

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

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

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

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把针对等级委员会制度的批评意见

归结为两个要点：批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和批评等级委员会的宗

旨。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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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把那种先研究等级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而把等

级委员会的宗旨问题搁到下一篇文章去探讨的做法，斥为基本的

逻辑错误。组成不过是一种外部结构；它的起指导和支配作用的灵

魂是宗旨。有谁会在研究和认识某种机器的效用之前就评论它的

构造是否合理呢？可能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正是因为它符合等级委

员会的宗旨而受到批评，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宗旨本身不能认为

是真正的宗旨；也可能，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之所以得到承认，正是

因为它不符合等级委员会的宗旨和越出了宗旨的范围。因此，这种

论述次序是这篇文章的头一个错误，但是这是使整个论述出毛病

的错误。

我们所探讨的这篇文章说，人们几乎到处发出了异常一致的

怨言：

“等级代表制的权利大部分只赋予地产。”

与此相反，一方面，指出了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更着重地”

指出了知识界及“其参加等级代表制的权利。”

文章说，如果按照省等级会议组织法１０１，地产被当作等级代表

制的一个条件（这项规定合乎逻辑地也适用于从省等级会议中产

生出来的等级委员会），那么地产虽然是享有等级代表制权利的一

般条件，但无论如何不是享有等级代表制权利的唯一标准。但是，

“大部分针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而发出的强烈抗议”，

正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原则而产生的。

地产代表着一切等级。这是文章作者承认的事实，但是，他补

充说，不是单纯地产，不是抽象的地产，而是加上某些补充条件的

地产，即一定性质的地产。地产是等级代表制的一般条件，但不是

唯一的条件。

０３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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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论点，即补充条件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地

产为基础的代表制的一般原则。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对那些

认为这个一般原则已经限制过多的反对者来说，即使向他们指出，

有人扬言这个本身已有限制的原则还限制得不够，因而必须给它

加上一些与其本质不相干的限制，那也完全不能驳倒他们。如果我

们撇开完美无瑕的名声和三十岁的年龄资格这两个十分普通的要

求不谈（而且第一个要求，一方面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可以对

它作种种极其含糊的解释），那么下面提出的是专门条件：

“（１）连续十年占有土地；（２）隶属于某个基督教会；（３）占有以往直接附

属于皇帝的土地——属第一等级；（４）占有帝国骑士领地——属第二等级；

（５）在市议会任职或操某种市民职业——属城市等级；（６）以独立经营自有土

地为其主要职业———属第四等级。”１０２

这些条件决不是从地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条件，而是从与

地产无关的考虑出发，给它圈定一些不相干的界线的条件，缩小了

它的本质，而不是使这个本质普遍化。

从这种由地产决定的代表制的一般原则来看，在犹太人的地

产和基督徒的地产之间，在律师的地产和商人的地产之间，在占有

十年的地产和占有一年的地产之间，不可能发现什么差别。根据这

个一般原则，所有上述差别都不存在。因而，如果我们要问，我们的

作者究竟证明了什么，那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回答：他只证明了，地

产这个一般条件是受一些非地产本质所具有的专门条件限制的，

是同关于等级差别的考虑相联系的。

文章的作者承认：

“同上述情况密切联系的是各方面都抱怨，在这些等级委员会中——似

乎同我们当前社会关系的状况和时代精神的要求相矛盾——也有人把完全

１３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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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过去的等级差别重新搬出来并把它们当作等级组织的原则。”

作者没有研究这样的问题：地产这个一般条件同等级代表制

是不是矛盾，它会不会使等级代表制甚至无法实行！否则他就不难

发现，一个构成农民等级的本质的条件，在贯彻执行等级原则的情

况下，不可能成为其他根本不依赖地产而存在的等级的代表制的

一般前提。等级代表制只能由等级之间的本质差别，而不能由任何

与这种本质无关的东西来决定。因而，如果地产代表制的原则，被

特殊的等级考虑取消，那么等级代表制的原则本身，也被地产这个

一般条件取消，而且这些原则将没有一条能够实现。其次，文章的

作者没有研究，上述制度中所设想的等级差别——即使认可了这

种差别——反映的是过去各个等级的特征还是现在各个等级的特

征。他没有这样做，却泛泛地谈论等级差别。照他的看法，这种差

别是不能根除的，

“正如不能消灭自然界中存在的各元素的差别并返回浑沌一体一样”。

可以回答我们的作者：正如谁也不想去消灭自然界中的元素

的差别并返回浑沌一体一样，谁也不想去根除等级的差别；但同时

也可以要求我们的作者，希望他对自然界作更深入的研究，从对各

种元素的初步感性认识提高到对自然界有机生命的理性认识。在

他面前出现的将不是浑沌一体的幽灵，而是活生生的统一体的精

神。甚至元素也不是处在静止的分离状态。它们在不断地相互转

化，单单这种转化就形成了地球的物理生命的第一阶段，即气象过

程，而在有生命机体中，各种元素作为元素本身的任何痕迹全都消

失。在这里，差别已经不在于各种元素的单独存在，而在于受同一

生命推动的不同机能的生命运动。所以，这些机能的差别本身不是

现成地发生在该生命之前，而是相反，不断地从生命本身发生，同

２３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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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断地在生命中消失和失去作用。自然界没有停滞在现成的元

素上，而是还在自己生命的低级阶段就已证明这种差别不过是一

种无精神真实性的感性现象，同样，国家这一自然精神王国，不应

也不能在感性现象的事实中去寻找和发现自己的真实本质。因此，

我们这位把等级差别视为“神的世界秩序”的最后的、终极的结果

的作者，只不过表明他对这种世界秩序的认识是肤浅的。

但是，我们的作者说，

“要注意不要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

因此，

“谈不上等级一般应不应当存在的问题，而只能说，现存等级在多大程度

上和在什么样的关系中担负参与政治活动的使命。”

不言而喻，这里问题不在于等级在什么程度上存在，而在于它

们应当在什么程度上继续作为等级存在，直至国家生活的最高领

域。如果试图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是不合理的，那么把人

民机械地划分成几个固定的、抽象的组成部分并要求这些无机的、

强制固定的部分独立运动（这只能是抽搐运动），指望这样做可以

引起有机运动，同样是不合理的。我们的作者所持的出发点是，人

民——除某些被任意划出的等级差别以外——仅仅作为原生无机

体存在于现实的国家中。因而，他全然看不到国家生活的机体本

身，而只看见国家表面地机械地包括着的那些不同部分的共存。但

是我们要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要求在人民代表制的问题上，撇开真

正存在着的差别。相反，我们要求从国家内部结构所造成和决定的

那些实际差别出发，而不要从国家生活的领域转到国家生活早就

使其丧失意义的某些虚构的范围中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众所

周知的、有目共睹的普鲁士国家的现实吧！对国家进行统治、审判、

３３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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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征税、军训、教育，即开展全部国家生活活动的真正领域，就

是区、乡、地方政府机关、省级机关、军事部门。但是这些领域并不

是四个等级，相反，四个等级以纷繁多样的形式在这些更高的统一

体中彼此转化，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在生活本身，而只在官方文件和

登记表中。而那些由于自己的本质而时时刻刻融化在统一的整体

中的差别是普鲁士国家精神的自由创造物，而不是盲目的自然的

必然性和旧时代的瓦解过程强加给我们时代的原料！它们是成员，

不是部分，它们是运动，不是固定状态①，它们是统一中的差别，不

是差别中的统一。我们的作者不愿说，例如普鲁士国家每天都在经

历的转化为常规军和后备兵的大运动是一种原生无机体的运动，

同样，他也没有理由对建立在类似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制这样

说。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只要求普鲁士国家不要在应当出现国家

生活自觉繁荣的领域，中断自己现实的国家生活；我们只要求普鲁

士的基本法规得到连续不断的、全面的发展；我们要求人们不致突

然抛弃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而陷入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

非国家的生活领域中去。我们要求国家不要在应当成为它内部统

一的最高行为的行为中解体。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批评我

们所分析的这篇文章。

科伦１２月１９日。我们这位作者按照他的观点，想要确定，

“现存等级在多大程度上担负参与政治活动的使命。”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作者没有研究，选举法所设想的等级在

多大程度上是现存的等级，以及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等

４３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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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反，他把他应当通过研究加以证明的事实，当作他研究的基

础，并且继续论证如下：

“委员会的宗旨，不论在本年６月２１日有关成立等级委员会的决定中，

或者在８月１９日有关召集等级委员会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的王室内阁法令

中，都说得很清楚，对它不能有任何怀疑。根据上述内阁法令，各省等级会议

应当增补统一的成分。根据这一点，等级委员会的一般宗旨首先和省等级会

议的一般宗旨相同。——因为等级委员会在公共事务中，特别是在立法问题

上，也行使谘议的职能；等级委员会活动的特点只在于它的集中性。所以，凡

对等级委员会的组成表示怀疑的人都应当证明，在把等级委员会统一为一个

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组成等级委员会的成分不能适应等级

委员会的集中活动的宗旨。不去试图作这样的证明，却只简单地要人相信：等

级委员会（它是按照和省等级会议相同的原则成立的）的组成看来对于商讨

省范围的次要问题是足够的，但对于商讨全国范围的活动是不够的。与此矛

盾的是，人们却发出了上面那些怨言，这些怨言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也可以适

用于省等级会议。”

我们一开始就已指出，在评论等级委员会的宗旨以前，就想研

究其组成是否合理的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于是我们的作者只好悄

悄地预先假定了“宗旨”的合理性，以便从中引伸出“组成”的合理

性。他对我们说，委员会的宗旨是十分明确的！

即使是明确的，也就是说承认“宗旨”在形式上是正确的，难道

这就触及（哪怕是稍微触及）宗旨的内容和这个内容的真理性了

吗？我们的作者说，委员会与“省等级会议”的不同之处，只是它的

“集中性”。剩下来的只是证明，

“在把等级委员会统一为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据说明组

成等级委员会的成分不能适应等级委员会的集中活动的宗旨。”

我们必须把这个要求作为不合逻辑的要求予以拒绝。问题不

在于，在把省等级会议统一为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有多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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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明组成省等级会议的成分不能适应集中活动的宗旨。相反，问

题在于，在这些组成省等级会议的成分本身，有多少使它们不能真

正统一为一个真正的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不能进行真正的集中活

动的根据。统一不会使组成统一的成分成为不可能，但组成统一的

成分却会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是，如果存在着实在的统一，即真

正的集中，那么有关集中活动的可能性的问题就失去任何意义，因

为集中活动仅仅是真正集中的表现、结果和生命活动。中央委员会

就其本性来说是包含集中活动的。我们的作者怎样来证明省等级

会议的成分是适合于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呢？因而他又是怎样来证

明中央委员会是真正的而不是空想的存在呢？

他说：

“这些怨言〈对委员会组成的怨言〉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也可以适用于省

等级会议。”

当然，问题恰恰是这些成分并不适合于集中的整体。我们的作

者能认为他仅仅靠他自己了解清楚并表述了论敌的反对意见，就

把他的论敌驳倒？

文章的作者不应满足于指出，对等级委员会组成的怨言就是

对省等级会议组成的怨言，相反，他应当证明，对省等级会议的反

对意见，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对等级委员会的反对意见。他不应当

问自己，等级委员会为什么不适应集中活动，而应当问自己，等级

委员会靠什么才能适应集中活动。本报已用一些具体例子详细指

出，省等级会议很少担负参与立法工作的使命（不管这种参与是采

取谘询还是提供协助的形式，都构成这些等级会议权力上的，而不

是能力上的差别）。与此相关的还有，委员会不是由那些作为法人

的省议会组成，而是由分成若干机构的省议会组成。不是由省议会

６３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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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参加委员会的代表，而是由省议会的各单独部分各自选出参

加委员会的代表。因此，这些选举是在把省议会的机构机械地分成

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分成各个部分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就有可能使委员会中有代表的不是省议会的多数，而是它的少

数。比如，贵族等级的某一个代表可能得到本等级多数代表的支

持，但不是整个省议会多数的支持，因为获得省议会的多数要由例

如贵族等级代表这个少数同市民等级或农民等级结合起来才行。

因此，对省议会组成的反对意见，不是简单地适用于委员会，而是

加倍地适用于委员会，因为在这里各个等级已经不受省议会整体

的影响，而且被重新纳入自己的特殊框框。不过，我们且把这一点

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从我们的作者无疑也承认的事实出发。我们假定，省

等级会议的组成完全符合它的宗旨，即从自己特殊的等级利益观

点出发代表自己特殊的省的利益。省议会的这种性质会在它的每

个行动的性质上反映出来，就是说，也会在委员会的选举性质上，

因而也在委员会代表本身的性质上反映出来，因为一个符合本身

宗旨的省议会，在它自行选举代表这一最重要的行动中当然是始

终忠于它的宗旨的。但是，有哪种新因素能使省的利益的代表突然

变成全国利益的代表并使他们的特殊活动具有普遍活动的性质

呢？显然，只有集会的共同地点这种因素。但是，难道抽象的空间

本身能够给具有性格的人以新的性格并对他的精神本质加以化学

分解吗？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本身具有这种组织灵魂，特别是各等级

现存的隔离状态在委员会会议上也从空间上得到承认和表现，那

么我们就站到极端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上去了。

经过以上阐述以后，我们只能把我们的作者想用来为委员会

７３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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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辩护的进一步论据，看作是为省等级会议的组成辩护的企

图。

科伦１２月３０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吹捧等级委员会的那个人所辩护的，不是等级委员会

的组成，而是省议会的组成。

他觉得

“奇怪的是，把知识界看成是同工业和地产一样需要等级代表制的特殊

成分”。

我们很高兴，竟然能有机会同我们的作者意见一致，并对他的

话不是加以驳斥，而只限于进行解释。对知识界的愿望，他有什么

感到奇怪的呢？是认为知识界根本不是等级代表制的一个成分呢，

还是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只是说，知识界不是一个特殊

成分？可是，等级代表制只承认那些彼此并存的特殊成分。因此，

凡不是特殊成分的，也就不是等级代表制的成分。我们所考察的这

篇文章完全正确地把问题说成智力是作为“有智力的人的共性”，

即不是作为等级代表的特性参加等级代表制的，因为我和大家共

有的、我和大家在同样程度上具备的属性，既不构成我的性格，又

不构成我的特长，也不构成我的特殊本质。在自然科学家会议上，

具有一个有智力的人的“共性”是不够的，但在等级代表会议上，具

有作为共性的智力就足够了，属于自然历史类的“有智力的人”就

足够了。

等级代表制的成员一定要具有作为人的共性的智力，但是人

并不一定具有作为等级特性的智力；换句话说，智力并不使人成为

等级代表制的成员，它只是使等级代表制的成员成为人。我们的作

者同意，智力不会因此在省议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报纸广告

８３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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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智力①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是文学呢？土地不会

说话，会说话的只是土地的主人。因此，土地要为自己的权利说话，

必定要以智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愿望、利益本身是不说话的，说话

的只是人；但是，难道土地、利益、愿望因为它们通过人的嘴，通过

有智力的人的嘴说出了自己的权利，就越出它们固有的范围了吗？

问题不单纯在于智力的形式，而在于智力的内容。如果说智力根本

不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乐于同意我们作者的观点——等级代

表制，而恰恰需要非等级代表制，那么，等级代表制倒需要智力，不

过是非常有限的智力，——正如每个人需要具有为实现他的意图

和利益所需要的那么多的智慧一样，然而，这绝不是说，人的意图

和利益就成了“智慧”的意图和利益。

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的功利主义的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

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自由的智力当然是不同的。服务于某个特定

目的、某种特定事物的智力同支配一切事物和只为自己服务的智

力是有根本区别的。

总之，我们的作者只想说：智力决不是等级的特性；他没有问，

等级是不是智力的特性！他拿智力是等级的共性来安慰自己，但是

拒绝向我们作出令人安慰的证明：等级是智力的特性！

当我们的作者把省议会中“知识界”的代表权问题，变成学者

等级，即垄断智力的等级的代表权问题，变成已成为等级的知识界

的代表权问题时，他这样作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仅从他的原则来

看，而且从等级代表的原则来看都是如此。我们的作者是对的，因

为在等级代表制存在的情况下，说得上的也只是成为等级的知识

９３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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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但是，他不承认学者等级的权利，这就不对了，因为在等级原则

占支配地位的地方，一切等级都应当有代表。他的错误是，把教士、

教师以及没有正式职务的学者都排除在外，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律

师、医生等等的问题；同样他把政府属下的“公务人员”同上述学者

等级混为一谈，就说明他完全不理解等级代表制的实质。在等级国

家，政府官员是国家利益本身的代表，因而，是与等级的私人利益

的代表敌对的。如果说在人民代表制中有政府官员参加不是一个

矛盾，那么在等级代表制中这就是一个矛盾了。

我们所考察的这篇文章继而试图证实，在法国和英国的宪法

中地产的代表权，即使不比普鲁士等级制度中规定的多，也决不比

它规定的少。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一种缺点，因为它在英国和

法国同样存在，在普鲁士就不再成为缺点了吗？我们用不着详细说

明，这种对比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完全站不住了，即法国和英国的

代表不是作为地产的代表，而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当选的；至于说到

特殊的利益，那么，譬如说，某个富尔德尽管在法国某个偏僻地方

缴纳相当微不足道的土地税，但他仍然是工业的代表。我们不打算

重复我们已经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观点，即等级代表制原则取

消了地产代表制原则，而且本身也被地产代表制原则取消，因而既

没有真正的地产代表制，也没有真正的等级代表制，有的只是这两

种原则的不合逻辑的混合物。我们不准备继续谈这种对比本身的

根本错误：给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数字，而不考

虑这些数字同这些国家中的各种情况的必要联系。我们只强调指

出一点，就是：在法国和英国考虑的是，国家从地产中得到了什么

东西，地产的占有者负有哪些义务，在普鲁士则相反，考虑的

是，——例如，在大多数贵族领地和陪臣领地１０３，——如何摆脱国

０４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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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义务，如何在其私人利用方面有更多的自主。在法国和英

国，——其实这两个国家的制度我们是决不赞成的，——选派代表

的权利不是根据某人拥有什么，而是根据他对国家有多大好处；不

是根据占有权，而似乎根据占有权所履行的国家职能。

作者继而试图证明，大地产的代表同小地产的代表的选派是

相称的。关于这个问题和上面所提及的一点，请读者参阅《论普鲁

士等级制度》（斯图加特—杜宾根，科塔出版社版）和路德维希·布

尔论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著作。１０４但是，撇开大小地产的差别不

谈，从下述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多么不恰当。

柏林市的地产估计值一亿塔勒，而勃兰登堡马尔克的贵族领地估

计只值九千万塔勒，然而，柏林只派三名代表，而上述领地的占有

者却从他们中间选出二十名代表。即使城市和城市之间代表名额

的分配，也不是严格按照地产数量进行的。波茨坦向省议会派出一

名代表，但波茨坦土地的价值大概还不到柏林土地价值的十分之

一。在波茨坦，每三万居民就有一名代表，而在柏林，则要十万居民

才有一名代表。如果拿一些由于历史原因享有单独选举权１０５的小

城市来同首都相比，那么对比还会更加尖锐。

除此之外，为了确定知识界的代表权同地产的等级代表权之

间的正确关系，我们还得再次回到那个经典式的基本论点，回到上

面曾经提到的作者正当地感到奇怪的现象：

“把知识界看成是同工业和地产一样需要等级代表制的特殊成分。”

作者做得对，他不是从国家的需要中去寻找省等级会议的根

源，他不把省等级会议看作国家的需要，而把它看作同国家相对

立的特殊利益的需要。不是国家的有机理性，而是私人利益的赤

１４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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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裸的要求建立了等级制度；而智力不是寻求满足的自私的利益，

它是普遍的利益。因此，知识界在等级会议中的代表权，是一个

矛盾，是个无意义的要求。我们要请我们的作者注意那些把盲目

需要当作人民代表制的原则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必然要发

生的，连作者自己一时也对它们害怕了，他不仅拒绝来自特殊

利益的代表权方面的特定要求，而且拒绝这种代表权本身的要

求。

事实上：或者需要是实在的，那么国家就是不实在的，因为国

家还保留着这样一些特殊成分，这些成分的利益在国家中得不到

正当的满足，因此不得不另外组织一个同国家并存、同它保持着契

约关系的特殊机构；或者这种需要在国家中真正得到了满足，那就

是说，同国家相对立的这种需要的代表权是空想的或危险的。作者

一时站到空想的观点上去了。关于工业问题，他认为，即使工业在

省议会中没有足够的代表，它仍然还有不少途径可以使它的利益

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承认。因此，他断言，等级代表制，即根据盲目需

要的原则的代表制，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需要本身就是空想。的

确，关于工业等级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等级；而这些话对地产等级

比对工业更适用，因为这个等级在诸如地方长官、区等级会议等等

完全确立的国家机构中都有其代表。

综上所述，显然我们不仅不同意对委员会的职能受限制不满

的意见；相反，我们对任何扩大这些职能的做法都要坚决反对，因

为这是违背国家利益的。还有那种幻想在省议会中有知识界代表

的自由主义也是错误的。智力不仅不是代表权的特殊成分，而且根

本不是一个成分；它是一个不能参加任何由各成分组成的机构的

原则，它只能从自身进行划分。智力，不能作为包含在整体中的一

２４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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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而只能作为一个有组织力的因素来谈。这里问题不在于补

足，而在于对立。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到底是“智力的代表权”，还是

“等级的代表权”？到底是特殊利益应当代表政治智力，还是政治智

力应当代表特殊利益？例如，政治智力将按照国家的原则来调节地

产，而不是按照地产来调节国家的原则；政治智力不是根据地产的

个人私利来考虑地产，而是根据地产的国家性质来考虑地产；政治

智力不是根据这一特殊本质来确定整体的本质，而是根据整体的

本质来确定这个特殊本质。相反，作为代表权原则的地产不是去适

应智力，而是使智力适应它，正象一个钟表匠，不是根据太阳来校

正他的钟表，而是想根据他的钟表来校正太阳一样。问题可以归结

为几句话：究竟是地产应当批判并支配政治智力呢，还是政治智力

应当批判并支配地产？

对智力来说，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内

在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相反，对某个特定成分（例如地产）来

说，除了它本身以外，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所以，不仅省议会

的组成，而且它的行动都是机械的，因为它必须把一切公共利益，

甚至跟它不同的特殊利益当作一种外部的不相干的利益来对待。

一切特殊的事物——例如地产——本身都是受限制的。因此，它

必须被当作一种受限制的东西来对待，也就是说，必须由一种凌

驾于它的共同力量来支配，但是，它不能按照它的需要来支配这

个共同力量。

省议会由于它们的特殊组成不外是各种特殊利益的联合，这

些特殊利益拥有一种能对国家保持自己的特殊界限的特权；所以，

它们是国家中一些非国家成分的合法化的自发机构。因而，它们按

其本质对国家抱有敌对情绪，因为特殊东西在其孤立活动中总是

３４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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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整体的敌人，因为正是这个整体使特殊东西感到它由于自身的局

限性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这种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独立化是国家的需要，那么这

只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正如不健康的机体，按照自然规律，必

然会长出肿瘤一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承认特殊利益由于同国

家的政治精神脱离、疏远，力图限制国家；或者承认国家只是集

中体现为政府，并且作为一种补偿，它让受限制的人民精神仅仅

有某种可以疏导其特殊利益的活动场所。最后，有可能使这两种

观点统一起来。因此，要使知识界代表权这一要求具有意义，我

们就必须把它解释为人民智力的自觉代表权的要求，这种人民智

力绝不会拿个别要求同国家相对抗，相反它的最高要求就是使国

家本质实现而且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事业，是自己的国家。要有

代表——一般说来这是受动的东西；只有物质的、无生气的、不

独立的、无保护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一个成

分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不应当把

代表权看作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特殊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看作

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看作这样一种国务活动，即它不是人民唯一

的、独特的国务活动，跟人民的国家生活的其他表现不同的只是

它的内容的普遍性。不应当把代表权看作是对无保护的软弱、无

能为力所作的让步，而应当相反，把它看作最高力量的一种自信

的生机活动。在真正的国家中是没有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

作为这一类粗陋的物质成分同国家协议的；在这种国家中只有精

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

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线索贯穿整个自

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

４４３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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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没有自由的

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０、

１９和３０日

载于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１、２０和３１日

《莱茵报》第３４５、３５４和３６５号

原文是德文

５４３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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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报》编辑部关于

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

作出答复的通告１０６

科伦１月２日。鉴于冯·沙培尔总督先生的“驳斥”１０７以及要

求《莱茵报》作出解释一事已引起报刊议论纷纷，我们认为有必要

声明：我们将于下周作出答复。所以推迟答复，只是因为必须进行

许多补充调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２日

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３日《莱茵报》

第３号

原文是德文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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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汇 报》简 评］

奥格斯堡长舌妇已经到了这样的年华：一个女性由于不敢再

以妙龄自居，对妹妹再也找不到比责备她们年轻更严厉的责备了。

可是，在第３６０号，推算年龄的方法使可敬的女占卜家大错了。她

在那里谈到必须使《莱茵报》的“年轻人的火气”冷静下来，而这段

话所指的那位记者偏巧已年届六十，后者简直料想不到会在奥格

斯堡《总汇报》上找到说他还年轻的证明。可是，情况恰好如此！自

由有时太老，有时太年轻。它从来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至少不会

被奥格斯堡《总汇报》提上议事日程，而关于该报，越来越盛传它是

在奥格斯堡出版的。

如果《莱茵报》编辑部希望象奥格斯堡《总汇报》那样给前一篇

通讯加上附言，那么，我们只能让该报自己——既然承蒙它在《莱

茵报》上发现了毕斯托军曹，——在桃绿蒂和快嘴桂嫂两人之间进

行选择。至于它那具有男子气的信条，我们得从这两位女士的朋友

福斯泰夫那里去找：

“是荣誉鼓励着我上前的。嗯，可是假如当我上前的时候，荣誉把我刺伤

了呢？那便怎么样？荣誉能够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重装一条手臂吗？不。

解除一个伤口的痛楚吗？不。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什

么是荣誉？两个字。那两个字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好聪明的算计！谁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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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不。他听见荣誉没有？不。

那么荣誉是不能感觉的吗？嗯，对于死人是不能感觉的。可是它不会和活着

的人生存在一起吗？不。为什么？讥笑和诽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这样说来，

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也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自问自答，也就这样结束

了。”①

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教义问答也是这样结束的，它也

是这样提醒“报界”，说在紧急时期可以失去手臂和腿，它也是这样

诽谤荣誉，因为它自己已放弃了可以加以诽谤的一切荣誉。

奥格斯堡《总汇报》答应过要同我们进行一场原则斗争，它履

行了这个诺言。它没有原则，因此，它在同我们交锋时提不出自己

的原则。它不时向我们表示愤慨，散布小小的怀疑，企图作些细微

的更正，吹嘘它有限的成就，妄想倚老卖老高人一等。对于它最后

这一要求，即要求谋得老将的称号，我们不妨用德萨米先生对卡贝

先生说的一段话来相赠：

“请卡贝先生不要气馁，有了这么多封号，不久他准能搞到荣誉养老

金！”１０８

奥格斯堡长舌妇是靠计算错误，靠犯时代错误而存在的。她已

丧失了她往昔所具有的唯一的东西——形式，甚至文学风格这一

形式。一种庸俗的、含糊不清的、傲慢的无定形的东西代替了它，而

谁也不会因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可以发现“吹牛先生”这种陈

词滥调和“把自己吹成牛的青蛙”这种比喻就认为这些东西风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１

月２—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３年１月３和１２日

《莱茵报》第３和１２号

原文是德文

８４３ 《总 汇 报》简 评

① 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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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１０９

一

“该报〈莱茵的一家报纸①〉自问世以来一贯坚持一种应受谴责的方针”

等等。训令说：“该报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本身，发挥旨在动摇君

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拨各等级的人互相

对立，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鼓励对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议

论臆想出来的行政当局的缺点，——姑且不说这些议论大多是捕风捉影、毫

无根据和不了解情况的，——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庄重的口气，而是

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进行恶毒攻击。”

当然，一种方针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宣布它应受谴责就应受谴

责。连哥白尼的宇宙体系不仅被当时的最高权威宣布为应受谴责，

而且实际上也被他们判了罪。其次，到处都有这么一个规矩：原告

应当提出证据。最后，《莱茵报》被控怀有犯下那些强加给它的罪行

的“明显企图”。但是，一个企图，能辨识出，尤其是明显的，那只有

当它已在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时候。

然而，我们姑且假定内阁训令的各项指摘都是有根据的（不

过，我们对此坚决不承认），那么，这些指摘在它们现在这种含糊不

清、可作多种解释的措词下，却可以用来（同样不能用来）作为查封

９４３

① 指《莱茵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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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家报纸的理由，就象查封《莱茵报》一样。

首先据说，《莱茵报》怀有“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本身”的“明显

企图”。但是，众所周知，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显然

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有的人否认这个基础有其制度，有的人则否认

这个制度有其基础。

施泰因、哈登堡、雷恩持一种观点，罗霍夫、阿尔宁、艾希霍恩

则持另一种观点。黑格尔当时认为，他在他的法哲学中已奠定了普

鲁士国家制度的基础，而且政府和德国公众也都这样认为。政府还

以官方传布他的著作这个方式来证明这一点，而公众则谴责他充

当普鲁士的御用哲学家，这可以在旧莱比锡百科辞典１１０中读到。黑

格尔当时所想的正是施塔尔今日所想的。黑格尔于１８３１年根据政

府的一项特别命令讲授过法哲学课。

１８３０年，《国家报》①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

国。现在，它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基督教机构的君主国。

既然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存在如此重大分歧，

那么《莱茵报》也有自己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个观点可能背

离政府现时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却能够从普鲁士历史、从现代

国家生活的许多因素和高级权威得到有利的印证。

因此，《莱茵报》不仅没有企图攻击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基础本

身，恰恰相反，它确信，它攻击的只是偏离这个基础的动向。

《科尼斯堡总汇报》上有一篇官方文章，就查封《莱茵报》一事

把普鲁士说成是一个自由主权的国家。１１１这是一个在普鲁士法中

没有碰到过的、可以作各种解释的定义。

０５３ 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①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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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自由纯粹是国王的个

人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是他的个人特性；另一种是说自由是主

权的精神，因而已经或者至少是应当通过自由的机构和法律获得

实现。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碰到的是开明的专制，它把君主个人

同作为无生气的、不自由的实体的国家整体相对立。在后一种情况

下，则不是把君主限制在他个人的狭窄的框框里，而是把整个国家

看作他的躯体，于是，各种机构是他生存和活动的器官，而法律是

他用来观察事物的眼睛——这就是《莱茵报》的观点。

其次，训令说《莱茵报》企图“发挥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

论”。

这里再次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君主制原则”？例如，《莱

茵报》断言，等级差别的统治、片面的官僚制度、书报检查等等是同

君主制原则抵触的，而且它不断努力证明它的论断——这些论断

并非心血来潮的思想。但是，总的说来，《莱茵报》从来没有偏爱某

一特殊的政体。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道德和理性的社会制度；它

认为对于此类社会制度的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家形式下实

现。因此，它不是把君主制原则看作一个特殊的原则，而是把君主

制看作一般国家原则的实现。如果这是错误的话，那么，错误不在

于估计不足，而在于估计过头。

其次，《莱茵报》从来没有企图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

所为。相反地，它总是出于善良的意愿，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

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提出怀疑，其次，它从来没有抽象地把政府同人

民对立起来，而是相反地，把国家的缺点看成既是政府的，也是人

民的缺点。

至于说到《莱茵报》有无根据、是否了解情况以及口气如何的

１５３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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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那么，至少在德国，没有一家报纸表明更有根据和更了解情

况。至于它的口气，如果同奴颜婢膝的（保守的）①报纸的嚎叫相

比，它是真正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和庄重的。在这方面，责备《莱茵

报》不通俗化、过分讲究科学的形式倒不是没有根据的，而这同内

阁的指摘正好相反。

《莱茵报》也没有企图挑拨各等级的人互相对立，相反，它倒是

试图唤起各个等级去反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和自身的局限性；它处

处都把国家公民的理智同等级的无知，把人类的爱同等级的仇恨

对立起来。如果说它在这方面也犯了什么罪，那么，这是莱茵省的

法律和风俗准许犯的罪。

对于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的指摘，在这样一种

含糊不清的措词下，甚至算不上一种指摘。

政府也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例如，对旧普鲁士婚

姻法的不满。法律的每一项改革和修订，每一个进步都是建立在这

类不满上面。

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

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

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

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

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指摘《莱茵报》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冷嘲热讽——这

个指摘显然是针对报纸上的论战，——这根本不能作为查封报纸

的理由。《莱茵报》备受各方告密之苦，它受到污蔑和攻击。它的责

２５３ 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① 在手稿中“保守的”一词写在“奴颜婢膝的”一词的上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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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自卫。更何况并不存在任何官方报刊。

《莱茵报》并没有侮辱外国１１２，它只是谴责外国对德国的侮辱。

在这方面，它只遵循民族政策。至于谈到德意志联邦国家，那么，

《莱茵报》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反映了这些邦的大多数人民代表的

观点罢了。

最后，在对待宗教方面，《莱茵报》是遵照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

令第二条行事的，即它反对将宗教真理狂热地引到政治中去，并反

对由此而引起的概念混乱。１１３

二

如果《莱茵报》真想系统地反对政府，那么，它必然会采取完全

相反的策略。

它就会迎合莱茵省的偏见，而不是反对它。它就会首先尊崇宗

教偏见，并且仿效教皇至上派１１４那样利用北德意志文化和南德意

志文化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将北德意志文化引入莱茵省。

它就会依靠法国的理论，而不是德国的理论。

它就会把具有特殊局限性的地方精神同统一的国家观念对立

起来，也就是说，它就会象哥雷斯那样，首先去维护省议会。１１５

它就会象通常的自由主义那样，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等

级会议这边，而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在政府那边。它就不会在那篇批

评莱茵等级会议的文章①中拿政府的普遍的英明同各等级的局部

的利己主义相对立了。它这样做同莱茵省许多自由主义者是相反

３５３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① 见本卷第３２９—３４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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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它就会参加其他报纸的大合唱，要求扩大各委员会的权

利，而不会把这要求说成是违背国家利益的。

三

最后，把报纸的整个方针说成是恶意的，这是极度夸大，因为

这样一来，下述种种也都会成为恶意的了：

１．争取关税同盟；

２．在同俄国签订协定１１６的事件上维护普鲁士；

３．争取普鲁士的领导权；

４．经常指出普鲁士是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５．赞扬普鲁士的人民机构，如军队、行政当局等。

《莱茵报》也没有片面地反对官僚制度，相反，它承认它所发挥

的作用：

１．反对毕洛夫－库梅洛夫；

２．反对浪漫主义思潮。

相反，它是唯一既承认官僚制度的好的一面，也承认旧普鲁士

法律的好的一面的自由主义报纸。

例如，《莱茵报》几乎和其他所有报纸相反，独自一家维护了新

离婚法的基本原则。

最后，它是第一家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家欢迎内阁关于更正

事实的法令①的报纸，认为这个法令是一个进步。

我们列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证明《莱茵报》没有进行任何系统

４５３ 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２—３１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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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的反对活动，而一贯捍卫它深信合理的言行，而不问这些

言行来自何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２月

４日和７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

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

集》１９１９年埃森版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５５３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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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

  科伦３月９日。《莱茵—摩塞尔日报》是如此谦逊，既不认为它

是“莱茵省最风行的报纸”，也不认为它是“政治思想的体现者”。它

对科伦市的代表选举发表了一通评论，其中谈到１１７：

“我们乐于承认梅尔肯斯先生和康普豪森先生是正人君子〈“他们大家都

是正人君子”①——悲剧中是这么说的〉，甚至〈真不得了！〉，甚至《莱茵

报》本身，当它郑重其事地以这两个人同反对我省权利的人对立的时候，我

们也准备表示赞赏〈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但是，我们应当更尖锐而坚

决地谴责那些被人用来试图影响对这两位先生的选举的理由，这倒不是因为

这些理由根本不值得考虑，而是因为这些理由没有特殊的意义，而只有次要

的意义。”

事情是，在科伦市的个别选民中散发了如下的石印信件：

“科伦市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无疑是

它的贸易和工业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选举这样的人：他们除了思想正派、在

我们当中具有独立的公民的地位外，能精确了解这些事业在各方面的进展情

况，并且能以正确的观点来研究和阐述它们，推动它们前进。”

接着提到了上面那两位无疑是很正派的人。信的结尾是这样

的：

“目前，我市在贸易界已占突出地位。但它的贸易和工业还会更加发展，

而且这是为期不远的事。帆船运输、汽船运输和拖船运输等航运事业和铁路

６５３

① 威·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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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将使我市回到旧汉撒同盟时代——只不过必须在即将举行的省议会上

明智地、具有远见卓识地维护我市的真正利益。

一群选民

２月２４日于科伦”

具有崇高精神的《莱茵—摩塞尔日报》针对这封信发表了一通

夸夸其谈的说教：

“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

遍的需要的反光连一点都不能透过，那么，执掌权柄的人只顾物质利益而对

精神利益放任不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哦，你，伟大的科伦市，你，神圣的

科伦市，你，机智的科伦市，你的某些子孙的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何

等低下的程度！他们以为，实现他们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希望和

愿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莱茵—摩塞尔日报》不是谴责代表的选举，而是谴责那些照

它看来“影响”这次选举的理由。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莱茵

—摩塞尔日报》引用了唯一致个别选民的传阅信件，其中提到“贸

易和工业利益”是科伦代表在即将召开的省议会上要维护的最重

要的东西。《莱茵—摩塞尔日报》怎么知道这封连《莱茵—摩塞尔日

报》自己也承认只送到“个别”选民手中传阅的信对选民的情绪竟

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它对梅尔肯斯和康普豪森两先生的当

选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呢？如果在一份传阅信件中纯粹出于特

殊的理由推荐了这两位先生，而且，如果这两位先生真的当选了，

那么，难道由此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出结论说，他们当选就是由这个

推荐及其提出的特殊理由造成的吗？

当《莱茵报》“郑重其事地以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同反对我省

权利的人对立”时，《莱茵—摩塞尔日报》对它表示赞赏。那么，是什

么促使它“表示赞赏”呢？显然是当选代表的品格。但是，难道他们

７５３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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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在科伦不如在科布伦茨那样为人知晓吗？
１１８
在省议会上所

应代表的各项利益中，《莱茵—摩塞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行

政区机构”和“扩大等级权利”两项。它是否认为，在科伦好象人们

不知道梅尔肯斯先生在历届省议会上曾为“自由的行政区机构”而

奋斗，并因此声名卓著？是否认为，人们不知道在某次省议会上他

面对着几乎全体反对，勇敢地、不屈不挠地捍卫了自由的行政区机

构？至于说到“扩大等级利益”，那么，在科伦人人都很知道，梅尔肯

斯先生首先反对这些利益受到自治权的限制，与此同时，他也坚决

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即等级利益在同普遍利益、普遍权利和理智发

生冲突时（象关于林木盗窃法和狩猎法的辩论时所出现的那种情

况），不应超越自己的范围。这样看来，如果梅尔肯斯先生的全部议

会活动使人不致怀疑，他一般说来当省议会代表是够格的；如果说

康普豪森先生的少有的博学多才的教养、他的明睿达智和令人敬

佩的一丝不苟的品格是众所周知的、是公认的，那么，《莱茵—摩塞

尔日报》怎么知道，这两位先生的当选不是由于这些明显的理由，

而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份传阅的信件呢？

可敬的报纸会这样回答：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绝对

不是！我的精细入微的唯灵论的心灵所怨恨的只是这封传阅信件

的作者们，只是那些不提出人民的精神的和真正的利益，而提出另

一些极其卑贱的理由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企图以不合适的

理由来促进那两位先生当选，以影响那些“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

已堕落到何等低下程度的“科伦子孙”的人。

可是，如果《莱茵—摩塞尔日报》只是针对那封匿名信件的作

者们，那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叫嚷呢？为什么要说：

“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和普

８５３ 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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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需要的反光连一点都不能透过，那么，执掌权柄的人只顾物质利益而对

精神利益放任不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难道本地的物质利益因为在一封匿名传阅信件中具有高于一

切的地位，就在科伦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吗？这是不可能的，就象

司法的利益不可能因为在另一封也是致个别选民的传阅信件中具

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就在科伦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一样！难道每个

城市，不是象每个家庭一样，都可能有头脑迟钝的孩子吗？而根据

这样的孩子的话对某个城市或家庭说长道短是合理的吗？

不过，要是认真研究这封传阅信件，就会发现它确实不象可敬

的科布伦茨报纸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应受谴责。而且根据等级会

议的业经法律规定的宗旨，它是完全正当的。这个法定宗旨，一方

面要维护全省的一般利益，另一方面要维护它的特殊的等级利益。

至于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是莱茵省利益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这是

大家公认的，丝毫不需要传阅信件的作者进一步证实，或者甚至提

上一笔。

既然这两位先生当省议会代表的一般资格已无庸置疑，那么，

问题主要在于对一个科伦代表的特殊要求了。问题在于科伦在“即

将召开的省议会”上“首先”应当代表的“最重要的”城市利益是什

么！有谁会否定这就是“贸易和工业利益”！而且，光是简单的否定

是不够的，还得提出证据来。

《莱茵—摩塞尔日报》对下面这一段话最感恼火：

“帆船运输、汽船运输和拖船运输等航运事业和铁路交通将使我市回到

旧汉撒同盟时代。”

哀哉，不幸的科伦市！人们如何欺骗你，你又是如何自己欺骗

自己啊！

９５３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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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摩塞尔日报》哀叹道：“他们以为，实现他们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

成大钱袋的希望和愿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

可怜的《莱茵—摩塞尔日报》！它不懂，所谓“旧汉撒同盟时

代”只是指往昔贸易繁荣的时代；它不懂，如果科伦真想恢复汉撒

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状态，即恢复中世纪时代，那么，“一切精

神的、普遍的需要”就会真的被埋葬，“精神状态”就会完全被歪曲，

一切“历史记忆”就会连根铲除！如果某个城市完全摒弃现代的一

切理智的和健康的观点，以便从此生活在过去的幻想之中，难道政

府不应当把“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的领域宣布为自己的一统天下

吗？在有人千方百计企图毁掉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以便恢复过时

的、腐朽的秩序的地方，紧紧掌握住自己的权柄——这难道不是政

府的责任，它的自我保存的责任！

我们想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的读者。在科伦发生了一场严

重的选举斗争，一场现代的人和过去时代的人之间的斗争——这

是科伦政治积极性的最好证明。过去时代的人，那些企图原封不动

地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的人，尽管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仍然遭

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来了这么一些异想天开的唯物主义者——

每一只汽船、每一条铁路都清楚地证明他们多么孤陋寡闻，——而

且虚伪地侈谈什么“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他们在巴比伦的河

岸哀号“伟大的科伦市，神圣的科伦市，机智的科伦市”。但愿他们

的眼泪不致很快就哭干！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９日《莱茵报》

第６８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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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摩塞尔日报》

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科伦３月１１日。几天前，《莱茵—摩塞尔日报》刊登了一篇把

虔诚的《科伦日报》革出教门的宗教训谕；现在，《特利尔日报》又站

在科布伦茨的宗教法庭上受审——这不是没有缘故的。

因为《特利尔日报》就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之死说了如下

一段话１１９：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他的著作《俗人福音》，它将福音书中的神圣的永恒

的真理原原本本地启示给我们”。“他〈扎勒特〉力求成为一个以耶稣为榜样的

高尚的人，并作为主的真正斗士，启示了永恒的真理。”

《莱茵—摩塞尔日报》写道：“凡是读过这段话而且对这位备受赞扬的作

者没有更多了解的人岂不认为，冯·扎勒特先生必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

在他的《俗人福音》中以火热的激情传播主的箴言吗？但是，事实上，这部福音

是什么内容啊！不过是诸如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其他不

管叫什么的现代异教使徒在讲堂上和著作中传授给小范围的学者们的那种

谬误的、有害的学说”等等。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有确凿的根据，《莱茵—摩塞尔日报》引

证了

“《俗人福音》中的一段，即把叛徒犹大同福音书中的基督（圣经所描绘的

基督）加以对比的那一段”。

接着引证的文字令人信服地证明，扎勒特是多么有意识地把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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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观点同历史的基督教对立起来。

《莱茵—摩塞尔日报》对刚去世的人肆无忌惮的抨击，也许会

使假人道的感情受到伤害，但是，《特利尔日报》替这个人所作的辩

护，岂不是更不人道、更使人受到伤害吗？要是我歪曲了死者的精

神面貌，能说我是在纪念他吗？毫无疑问，扎勒特曾努力启示真理，

但绝不是福音书的真理。毫无疑问，扎勒特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的人，但绝不是成为教会真理的卫道士。

相反，扎勒特认为，理性的真理只有同宗教的真理相对立才能

成立，有道德的人只有同信仰基督的人相对立才能得到确认；因

此，扎勒特便写出了《俗人福音》。可是结果怎样呢？他的那位《特

利尔日报》辩护士把他的全部努力都弄颠倒了，难道这是在纪念他

吗？如果你们宣称路德是个好天主教徒，你们是对他表示尊敬吗？

如果你们把教皇冈加奈利称作耶稣会教徒的庇护者，你们是对他

表示尊敬吗？这是多么伪善！多么虚弱！扎勒特是个共和主义者，

如果你到处渲染他搞保皇主义，你算是他的朋友吗？扎勒特最爱真

理，而你们竟认为最好用讲假话来对他表示敬意？也许在你们心中

基督教同友谊发生了冲突？好！那你们就承认这一点，并且说扎勒

特是个好人，等等，但是个坏基督徒！对此表示惋惜吧，如果你们愿

意的话，公开地表示惋惜吧，只是不要把他的著作硬说成是他皈依

基督教的光辉证明。如果你们要谴责你们这位朋友的意向，那么，

就象《莱茵—摩塞尔日报》那样，毫不客气地谴责吧，但是不要采取

伪善的、拐弯抹角的办法，不要把他当作他本来不是的那种人来赞

扬，而恰恰要根据他的真正面目来谴责他。

即使承认《俗人福音》本身可能让人作这样的理解，承认扎勒

特在这本著作中还远未弄清自己的观点，承认他自以为在宣扬福

２６３ 《莱茵—摩塞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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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真谛，承认不难找到另一些完全充满基督教教义的引文来同

《莱茵—摩塞尔日报》的引文对照，那么《莱茵—摩塞尔日报》认为

扎勒特是用一种自己独创的基督教来取代历史的基督教这一看法

毕竟是对的。

最后，还要谈一谈《莱茵—摩塞尔日报》引用的那些文字。这些

引文有一个根本缺点——缺乏诗意。不过，一般说来，用诗歌来表

述神学争论，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想法！哪一个作曲家会想到要把教

条谱成乐曲？

且不谈这个违反艺术规律的异端。这些引文的内容又怎么样

呢？扎勒特认为，基督明知犹大有背叛意图，但不去设法使他改邪

归正，或防止恶行发生，这是同基督的神性不相容的。因此，扎勒特

惊呼（《莱茵—摩塞尔日报》引用了这几行）：

  “可悲；谁——准是瞎了眼睛——

  把上帝造成这个样子，

  把他丑化得这样无能：

  只让他有一点点知人之明！”１２０

扎勒特的判断表明，他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如果他

是个神学家，他就不会因为这种同人的理性和人的道德相矛盾的

现象而感到不安，因为对神学家来说，人的理性和道德不是福音书

的尺度，相反地，福音书倒是衡量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尺度。如果扎

勒特是个哲学家，他就会知道，这种矛盾根源于宗教思维的本性，

从而就会承认这种矛盾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必然产物，而决不会谴

责它是对这种世界观的歪曲。

让《莱茵—摩塞尔日报》继续满怀热忱地为宗教事业而奋斗，

并给莱茵地区的所有报纸都穿上地狱服１２１吧！我们倒要看一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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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棱两可的人，那些不冷不热的温暾的人是如何看待宗教的恐

怖主义的，他们是否觉得它比理性的恐怖主义好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２日《莱茵报》

第７１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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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摩塞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科伦３月１３日。今天，《莱茵—摩塞尔日报》就本报３月９日

评述省议会代表的文章①作出了反应
１２２
。我们不想将它的这份修

辞杰作的某些范例向我们的读者保密，其中甚至可以遇到这样的

佳句：

“《莱茵报》朝着它仿佛在《莱茵—摩塞尔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看见的幻影

使劲地挥起——不是斧钺，而是它惯用的大棒〈好家伙！惯用的大棒！挥起大

棒！〉，不消说〈对那些不消说的事物说三道四是多么奢侈啊！〉，它的打击全打

偏了〈打偏了！没有打中《莱茵—摩塞尔日报》。大概打中了它的编辑吧！〉。受

到攻击〈只有幻影受到了攻击！〉的报纸依然完好无损。”

多么慷慨的逻辑啊！这使读者根本无需动脑筋就可以作出结

论：对受攻击的报纸打偏了，没有打中它！多么丰富的想象！多么

严谨的叙述！真难设想，在《莱茵—摩塞尔日报》看来，宣称它的脊

背完好无损该多么有趣！“幻影”、打击幻影的《莱茵报》、打击全打

偏了，这些妙不可言的想象给《莱茵—摩塞尔日报》的幻想力增添

多少光彩啊！下面有关这个最大的题目的一些既巧妙又惊人的说

法就是明证。在介绍这些说法时我们亟愿提醒读者注意它们之间

在色彩上的细微差别。请看：

１．“３月９日的《莱茵报》朝着它仿佛在《莱茵—摩塞尔日报》的一篇文章

５６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５６—３６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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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见的幻影使劲地挥起惯用的大棒，不消说，它的打击全打偏了。”

２．“这篇文章使《莱茵报》看见了鬼魂〈刚才这鬼魂还是幻影，从何时起

《莱茵报》在这家教皇至上派的无名小报上看见了鬼魂呢？〉，因而使它变成了

同影子作斗争的英雄。”

那么，这一次至少是打中了《莱茵—摩塞尔日报》的影子！

３．“不过，《莱茵报》自己大约也意识到，碰到一切实际的、真实的、坚硬的

东西〈莫非指《莱茵—摩塞尔日报》的脊背吧？〉，它的力量便会成为笑柄〈什么

样的精神力量碰到脊背不会成为笑柄呢？〉。而它仍然想证明它有犄角〈“惯用

的大棒”悄悄地变成了“犄角”〉，并且会撞人〈先前是“使劲地挥起大棒”〉。它

想象出一个幻影〈先前是“看见”或“仿佛看见”〉，企图硬把它当作我们文章的

真正精神〈重复一遍是为了提醒读者记住事实！〉，“它拿这个幻影来尽情发泄

它的愤怒并试试自己的力量〈够厉害的说法〉，正象公牛打架时狂怒的牲畜一

样〈前面《莱茵报》被说成是“拿着大棒的人”，那么，“牲畜”便自然是《莱茵—

摩塞尔日报》了。〉，把它的怒气发泄在扔给它的稻草人身上，并在把这稻草人

撕得粉碎之后，自认为是胜利者”。

多么地道的荷马语言！多么了不起的史诗般的广博！对动物

心理了解之深刻简直就象伊索寓言！这是对自认为是胜利者的公

牛的心理状态的绝妙理解！

如果我们竟想同这位如此“杰出的政论家”就事情的实质进行

争论，那可是“太天真无邪”而又“鄙俗迂腐”了。我们只想再说几句

话，给这位好汉刻画一下：

《莱茵—摩塞尔日报》在它那篇如此不幸地受到攻击的文章中

“只是”表示“怀疑”：“如果这些人〈指呼吁人们选举康和梅①两位

先生的那封传阅信件的作者〉的希望得以实现，是否真的恢复旧汉

６６３ 《莱茵—摩塞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① 指康普豪森和梅尔肯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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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同盟时代”。但是，“关于恢复过时的、腐朽的秩序”，在它的“文章

中只字未提”。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接下去：

《莱茵报》企图“公开撒谎，因为它说：‘在省议会上所应代表的各项利益

中，《莱茵—摩塞尔日报》仅举出比较自由的行政区机构和扩大等级权利’①。

然而，在《莱茵—摩塞尔日报》上还可以读到：‘确认大量其他在发展人民生活

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可是，难道《莱茵—摩塞尔日报》正式提出过，或者哪怕只提一

下任何这类“悬而未决的问题”吗？它是否认为，象“确认大量其他

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类模棱两可的字眼，就能有助于明确这些问题

以便向省议会代表提出一定的要求？还是让我们的读者再来看一

看《莱茵—摩塞尔日报》的独特文风：

属于“〈省议会上〉应予维护的利益的，是确认大量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

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应予维护的确认！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４日《莱茵报》

第７２—７３号

原文是德文

７６３《莱茵—摩塞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① 见本卷第３５７—３５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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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

具体历史形式和国家的

抽象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

（摘自１８４３年《克罗茨纳赫笔记》）１２３

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

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１２４一般说来，我们可以

发现，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

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国王创立

法律（旧君主制），法律创立国王（新君主制）。宪法的情况也是如

此。反动分子的情况同样是如此。长子继承权是国家的法律。国

家需要长子继承权的法律。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

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

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

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

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非理

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

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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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

新世界观的真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７—８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７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１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９６３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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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年鉴》大纲方案］
１２５

本年鉴的文章由德国人或法国人撰写，将论述：

（１）具有有益的或危险的影响的人物和制度，以及目前大众所

注意的政治问题，不论它们涉及的是宪法、政治经济学还是国家机

构和道德风尚；

（２）我们将对报纸进行述评，这种述评对一些报纸的奴颜婢膝

和卑鄙下流将是一种鞭挞，同时将引导人们注意另一些报纸致力

于造福人类和自由的崇高活动；

（３）此外，我们还将评介旧制度下德国（目前正走向崩溃和毁

灭）的书刊和其他出版物，最后，还将评介两国的那些开辟并继续

推进我们正在跨入的新时代的书籍。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８—９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莫斯科英文版第３卷

原文是德文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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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和平民主日报》的声明
１２６

据第２８号《公益报》载：

“《科伦日报》刊登了一封莱比锡来信，说不久将在巴黎出版一份由卢格

博士主编的德、法文杂志，德·拉马丁先生和德·拉梅耐先生据说已答应给

以协助。１２７

关于德·拉马丁先生已答应和德·拉梅耐先生一起为某杂志，特别是为

上述杂志撰稿之说是不真实的。

德·拉马丁先生全力投身于议会活动，他把政治活动之余的少许闲暇用

于著述《吉伦特派历史》一书。”

确实，德·拉马丁先生没有承担和德·拉梅耐先生一起为上

述杂志撰稿的任务，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曾答应我们，在我

们筹办的杂志的出版工作上，可以得到他的协助。

我们之所以找到这两位名流，是因为我们认为，象法国和德国

之间的精神联盟这样的事业，事先应得到法国进步力量的一切优

秀代表的支持。

然而，我们要声明，《科伦日报》刊登的那封引出《公益报》的文

章的莱比锡来信，既不是我们写的，也不是我们哪位朋友写的。

前《德国年鉴》编辑阿尔诺德·卢格     

前《莱茵报》编辑卡尔·马克思

１８４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于巴黎

载于１８４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和平民主日报》

原文是法文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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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勒瓦瑟尔

（ＤＥＬＡＳＡＲＴＨＥ）回忆录》摘要

１８２９年巴黎版第１—４卷

第 一 卷１２８

［摘 录］

“因此，今天被认为是几个过激的狂人的狂妄行为的东西，曾经是全体人

民共同的情感，而且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第２１页）

“后来，分歧使民族分裂了；但是，在１７８８年还没有这种情况：在法国凡

是不靠营私舞弊生活的人都为砸烂专制制度这个共同愿望联合起来；凡是不

盗窃公共财产的人都希望把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委托给人民的代表；凡是下

属于特权等级的人都希望法律对人人一视同仁，公民人人承担相同的义务。”

（第２７页）

“宪法〈在国王逃跑后〉修改了，它的民主精神比原先制订的少了：更改的

不是重要的，但是足以使议会完全丧失其民众性，使宪法失去其最希望得到

的批准——全国的批准。”（第３２页）

“立法议会的历次会议只是民权反对王权的一场很不隐蔽的战争。这是

一场敌对双方轮番把宪法作为矛或盾来使用的战争。战争是激烈的，双方都

不断援引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一纸谁也不相信的空文的宪法。其实，这个受

宪法束缚的无能的议会，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所以，在它存在期间

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都不是由它产生的。从宪法的观点或从自己的法定权

限来看，宫廷和议会都不能、也没有作出任何事情。这两个庞然大物默默地互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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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注视，企图通过秘密勾结得到它们从法律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第３７、３８

页）

“不论这一或那一〈方〉都缺乏诚意……所以，在制宪议会给法国造成的

危机中，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推翻君主制，或者恢复旧秩序。因此，对双方来

说，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第３８页）

“１７９１年至１７９２年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伟大时代，其标志不是那个引

人注目的议会斗争。在人民和政权之间，战争继续着。６月２０日、佩蒂昂７月

１４日的胜利以及成为马赛义勇军进入巴黎的借口的运动——这些事件产生

了重大后果１２９，虽然议会丝毫没有参与其事。代表们在议会中扮演的角色是

阴谋家，而不是代表。甚至宣战的决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也是在

雅各宾俱乐部１３０通过的。”（第３９页）

拉斐德
１３１
。——第４０页。

８月１０日１３２。——第４１页。

“在８月１０日取代了一切权力机关的起义还在继续……这是积极的力

量，它镇压了自由的敌人。”（第４３页）

“在法国从８月１０日开始的空位时期１３３存在的唯一力量便是人民的热

情、起义、无政府状态……因此，剩下的最后的拯救方法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

提供的那些手段，并用无政府状态掀起的粗暴力量来对准我们的敌人。”（第

４３、４４页）

“它〈立法议会〉颁布的法令没有任何效力。由这个无能的议会产生的内

阁也没有实际的权力……因此，行政管理权转入那些能够同它们脱离的人手

中，即转入人民团体和市参议会手中。但是，这些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是

无政府状态本身的产物，没有任何法律上或宪法上的根据，它们仅仅是在它

们限于指导人民运动的方向、实现人民的意志对拥有权力的人民代表；一旦

它们同人民发生矛盾并试图把法律的约束加在人民头上，那么，它们便不能

使人听从了。”（第４４、４５页）

“脱离我们的正是吉伦特派。比佐放弃了他在制宪议会的席位；维尼奥放

弃了他不久前在立法议会还占据着的席位〈即左边的席位〉。”（第４９页）“我

们远不想制造分歧，佩蒂昂被几乎一致地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执行委员

会１３４的其他成员都从上一届议会有影响的代表中选出。”（第４９页）

３７３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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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代表（山岳派）对内部分裂毫无所知——第５０页。

“在我们开会期间，［国民公会的］新代表（占山岳派大多数）甚至不知道

存在两个阵营，也不知道并非所有共和派都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愿望。”（第５１

页）

“组成核心的是那些一向惯于附和得势的党派的人和那些在采取某种立

场以前先要看一看他的名誉会不会受到损害、他能不能安然坐待事态发展的

人。这样的代表起先隐藏在核心里，后来成为热心的山岳派，其后又成为更热

心的反动分子。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巴雷尔……西哀士、杜

洛尔……布瓦西－当格拉斯。”（第５２页）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

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吉伦特派〉。”（第５２页）“成群地涌向我们对面的席

位，意味着他们甚至在认清我们以前便自我们宣战了。”（第５３页）

吉伦特派的主要演说家是波尔多律师界的律师；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

占多数，权力极大；同时，他们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也就是说，左右着公众舆

论；在８月１０日起义时，他们认为法国是在他们的掌握中，因此，在召开国民

公会时，他们认为，不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

空位时期使情况发生变化。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

争中所表现的那股劲头，８月１０日后消失了。“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

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 由于［求助于］发表演说和宣

言，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

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极少出现大多数法

国人反对它的决议的情况。”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

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１３５的不得

人心的穹窿下”。８月１０日以后，他们落到后头了，转入了反对雅各宾派的立

场。由吉伦特派在８月１０日授予行政权的临时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

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

蓬勃、为人民爱戴的人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

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公会］”（第５３、５４页）。于是

吉伦特派采取了敌对立场。“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代表一来到

巴黎，就被吸收进受巴黎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

４７３ 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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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

由于排挤了他们的权力”，便同那些跟巴黎代表一道站在公社一边的代表一

样，“成了他们的敌人”。（第５５页）

“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成党派……只是在其内部产生

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

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第５５页）

丹东，——第５６、５７页。罗伯斯比尔、马拉，——第５７、５８页。
１３６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不，

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第５９页）吉伦

特派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起初处于守势。（同上）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１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

丹东，——第６０、６１、６２页。

根据丹东的提议通过的最初两项法令是：（１）“不能有未经人民批准的宪

法①”；（２）“国家保障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

过］废除王权。

吉伦特派开始斗争。——第６３页。

９月２４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军队（第

６３页）。吉伦特派反对巴黎公社，因为它自８月１０日起使他们的影响化为乌

有；同时也反对丹东，因为他控制着执行委员会（第６４页）。在国民公会召开

以前，几乎所有的巴黎代表都加入了８月１０日成立的巴黎公社（第６３页）。

因此，吉伦特派疯狂“反对这个危险的公社，尤其反对巴黎的代表。”（第

６３、６４页）

总之，显而易见，吉伦特派要为其失败、为其在８月１０日开始

的空位时期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报仇。

奥尔良［公爵］约瑟夫·埃加利泰和让·保尔·马拉。——第

６４、６５页。

５７３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

① 马克思摘录时译成德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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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马拉〉，如果不是吉伦特派想从他身上追求毅力原则本身，因

而夸大了他的作用，让他有机会至少是展示出标志着真正的信念和自我牺牲

精神的品质——镇定、坚毅、冷静和蔑视凌辱的话，这种人就连最微小的作用

都起不了。”（第６５页）

９月２４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和许多巴黎代表“力图建立专政”。

９月２５日。巴巴鲁和雷贝基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鼓吹和

解。——第６６、６７页。吉伦特派继续提出指责。维尼奥反对马

拉。——第６７页。

马拉，——第６８、６９页。１３７

冲突每天都在继续：“罗兰和丹东两位部长之间的分裂、对巴黎公社非法

活动的指责、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第６９页）。看来胜利几乎

总是偏向吉伦特派（第７０页）。还未有效组织起来的多数人处在动摇不定的

状态中。“因此，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

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第７０页）

９月２９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辞去内政部长的

职务。比佐提出“请部长留任，全体吉伦特派都支持他”的议案。菲力波提议

“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声称］：“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

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

斗争，罗兰的信等。——第７０、７１页。①

发布解散巴黎公社的法令。——第７３、７４、７５页。②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

开幕前的旧事，并且总是利用马拉给大会造成的反感来指摘整个山岳派。”

（第７８页，参看第７９页）“……党派纠纷，它使人民推选出来的人浪费了宝贵

的时间和他们应当全部地、充分地用来同法国的敌人作斗争的力量。”（第７９页）

１０月２９日，罗兰、卢韦指控罗伯斯比尔。——第８０页及以

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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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卢韦〉和巴巴鲁毫无疑问是他们党内仅有的实干家。”（第８１页）

“后者〈罗伯斯比尔〉的模糊不清而又啰嗦的口才。”（第８２页）１３８

“国民公会的各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本身从事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

并且通过各种法令履行了行政权的大量的、经常性的职能。另一方面，各市参

议会也给自己揽了相当部分的行政职权。不论民政方面，或是军事方面，以至

司法方面的权力都没有定出规章……只要根据某个倡议召开公民大会来处

理某件公共事务，它便会同时干预与委托给它的使命毫不相干的事情…… 

如果事实上存在着许许多多权力机构，那么，从法律上说，一个集体机构，国

民公会，统一了社会机体的全部权力，它经常使用这个权力，它通过它的法令

行使立法权，通过它的各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通过对公诉法的广义解释行

使司法权。”（第８５页）

“作为被消灭了的君主制和正在建立的共和制之间的过渡状态，作为反

对贵族、侨民和国外敌人的战争的工具，这种一切权力的集中是个良好的征

兆，我甚至想说得更重一些，这种集中是必要的。”（第８６页）

“就是他们〈即吉伦特派〉要求颁布对自己的同事提起公诉的法令，就是

他们将马拉提交革命法庭审判，从而破坏了当选的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权。”

（第８７页）①

１２月１６日比佐关于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提

议；卢韦和朗瑞奈支持了比佐。１３９

罗兰的阴谋。——第８８、８９页。②

“卢韦、罗兰、加代、佩蒂昂、让索内尽管对我们抱有成见，却是真正的、真

诚的共和派。”（第９０页）

关于吉伦特派——第９０、９１页。
１４０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也开始感觉到了。塞尔旺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辞去陆军部长的职位，因此，国民公会便根据罗兰

的推荐，毫不犹疑地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公民帕希接任。新部长和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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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论爱憎或观点都不相同。”（第９１页）

“在发生这些无休止的纠纷期间，国民公会的各个委员会并不象公会本

身那样消极；全国保卫委员会在卡诺的影响下支援了我们的军队，为我们的

胜利准备了条件；财政委员会（其报告人通常是康邦）通过发行称为阿西涅的

经常大幅度贬值的纸币以及出卖国家财产来筹集资金。”（第９２、９３页）

“１７９３年１月末……山岳派放弃了他们或许保持得过久了的守势，转而

对吉伦特派采取攻势。”（第１００页）

在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牺牲后，“吉伦特派已不再拥

有多数了”（第１０１页）。

丹东，——第１４３页及以下各页。①

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

［提 纲］

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空位时期开始。立法议会软弱无能，从中产

生的内阁也软弱无能。政权转入人民会议和市参议会之手，它们

是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它们应当成为

人民运动的体现者，因为它们的权力也就是民意的权力（第４４、４５

页）。

有影响的党派之间的分歧由此产生了。

一派希望恢复被８月１０日事件推翻的秩序，并实施现行法

律。内阁和立法议会的主要人物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它引起的那股热情的唯一推动力

量，是替代现有组织的东西，是外部和内部的唯一对抗力量。这一

派的代表在巴黎公社和几乎法国各地的市参议会中占优势，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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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中拥有一票（丹东）（第４５、４６页）。

吉伦特派（前一派）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同人民的潮流对

抗。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仅限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这些东西使他们

彻底地脱离了大众，却丝毫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这时，巴黎公社派出公民去守卫边界。信号炮每小时都在轰鸣，通报着

共同的危险。所有的公民都在各区登记，准备去打敌人。”

这时，九月的日子１４１在激荡。

如果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了，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也就窒息了

（第４６、４７页）。

在外省，人们咒骂九月屠杀，但感谢那些支持起义狂以使军营

充满公民士兵的人们。

人们鄙视吉伦特派，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调动公民同外国军队作战，完全

不能有力地反击违法行为；吉伦特派诅咒违法行为，却利用它作为反诬自己

强大对手的根据。

选举正是在这个疾风暴雨的时期进行的。

国民公会开幕时巴黎的起义运动还在继续；公社最有权威。

吉伦特派首先同山岳派闹分裂。新来的山岳派不想分裂，这一

点从几乎一致推举佩蒂昂为国民公会主席一事中可以说明。执行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从上一届议会①有影响的成员中选

出。几乎所有新来的代表对内部分歧都一无所知。罗伯斯比尔和

佩蒂昂，丹东和加代同样受到他们的尊敬。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

划的党派（吉伦特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他们离开了他们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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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边的）席位，成群地涌向右边的席位，从而向新来的坐在左边

——传统上是爱国主义者坐的一边——的共和派宣战。

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拥有多数，同时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

在８月１０日事件时，他们认为法国在他们的掌握中。他们在召开

国民公会时丝毫也没有想到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

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和选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劲

头。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他

们没法制止８月１０日迸发出来的那股洪流，他们是如此笨拙，竟用演说来抗

拒潮流。他们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

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长期以

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

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８月１０日以后，他们

也落到后头了；他们的声誉下降了。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了这个团体，可是，过

去当这个团体还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曾经大肆宣扬过它的功绩；而

一旦它的想法跟他们不同，它在他们眼中便成为一窝叛乱者了。

此外，８月１０日吉伦特派把行政权授予临时内阁。这个在国民中得不到

支持的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

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蓬勃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

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

公会］。”

于是，吉伦特派从国民公会开始活动起就采取了敌对立场。

“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新代表一来到就被吸收进受公社巨

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

吉 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成了他们的敌人

［……］——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新对手也叫做雅各宾派［……］起初，他们只

是敌视巴黎公社和巴黎的代表，后来，他们的仇视扩及所有坐在雅各宾派通

常坐的那一边的、狂热的共和派。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它

是由结成一体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被一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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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感情团结起来。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

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

为了泄私愤。”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

分子。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

因此，国民公会中为数不多的保皇党人便趋附他们。他们是进攻的

一方，山岳派很久都处于守势，吉伦特派不能为共同事业而牺牲自

己的自尊心（第４７—５９页）。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１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丹东辞去司

法部长的职务。和解的演说。如果未经基层议会的多数票通过，任

何宪法都不能存在。财产不受侵犯的宣言应作为法令颁布。丹东

的两项提案成为法令（国民公会颁布的首批法令）。丹东在演说中

认为，人民的骚动是一种必要的、但是暂时的现象；如今应让位于

国民公会的合法权力，过火行为应当停止。

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从国民公会首次会议可以看出，山岳派为了秩序和自由的利

益而谋求普遍和解。吉伦特派则立即露出了复仇的渴望。

９月２４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

省调进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吉伦特派的首次宣战，他们极其痛恨

巴黎的代表，因为巴黎公社的行动和丹东在执行委员会的控制权

使作为立法议会成员的吉伦特派的影响化为乌有。

让·保尔·马拉和约瑟夫·埃加利泰给吉伦特派提供了攻击

山岳派的借口，一方面攻击该派嗜血成性和煽动无政府状态，另一

方面攻击它贪图虚荣和保皇主义。

９月２４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力图建立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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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５日。雷贝基和巴巴鲁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独裁者的候选

人。丹东再次鼓吹和解，为巴黎公社辩护，说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

在立法议会领导力量薄弱时是必要的；现在应恢复法治。吉伦特派

不听从丹东的劝告，他们老是诉诸过去，以便不断从中寻找指控的

材料。

维尼奥和布瓦洛攻击马拉。马拉勇敢反击。大会转入讨论当

前的问题。但是，已开始的敌对行动在继续。

“在等待决定性事件以及罗兰和丹东之间的分裂到来期间，虚构的巴黎

公社违法活动和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

向吉伦特派。在这些最初的冲突发生时，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处在

动摇不定的状态中；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

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

９月２９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准备

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右派表示惋惜。比佐提出挽留罗兰的议案，

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的议

案有损国民公会的尊严，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

当选无效。吉伦特派坚持［比佐］的提案。瓦拉泽宣称，罗兰的名字

对他是神圣的。卢韦、巴巴鲁则对罗兰赞不绝口。这一次，反对比

佐提案的有中间派的代表巴雷尔、拉克鲁瓦、蒂里奥，他们不属于

右派，过去却常常使右派获得多数。

９月３０日。罗兰写信给国民公会，表示愿意留任部长。他在信

中极力吹嘘自己，教训他的对手，间接指责丹东。对丹东和巴黎公

社的一切指责，根据的都是国民公会召开前的事实，并且证明了被

击败的一派对获胜的一派的仇恨。

右派每天都在攻击巴黎公社；巴黎代表则为公社辩护。后来终于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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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这个革命政权机构的命令，要求它提出总结报告。出现了新的争论点。公

社警戒委员会宣布他们截获了清楚说明王室叛变阴谋的重要文件，而且，某

些代表的名誉将受到损害。该委员会要求不要将这些文件取走，并让它在利

用这些文件的适当时机到来以前继续行使职能［……］吉伦特派把这看作是

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想无止境地继续其活动的公开愿望，山岳派则认为对方

是一些热衷于扼杀真理的人。每一派都从各自的成见出发进行辩论［……］最

后，这些文件转交到一个由二十五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既无巴黎公社

的成员，也无巴黎的代表，也无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既没有发现反对巴黎公社的事，也没有发现反对吉伦特派的

事。甚至约瑟夫·德洛奈（吉伦特派）代表的报告实质上也是有利

于巴黎公社的。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

开幕前的旧事［……］当左派代表要发言时，言论自由总是受到压制。罗伯斯

比尔被一阵阵嘘叫声和辱骂声赶下讲台。”

马拉靠自己的顽强意志才得以进行答辩。

直到此时，右派经常获得多数。一到事关原则问题、恢复秩序、

执行法律时，山岳派便同右派一起投票。

罗兰在致国民公会的报告中一再说，在空位时期所犯的罪行

尚未受到惩治；他是借此间接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巴黎的代

表。

罗兰由于丹东在委员会中占优势、压倒了他而怒火中烧。

１０月２９日。罗兰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报告，再次点了罗伯斯

比尔的名。罗伯斯比尔站在讲台上进行辩护，但由于吉伦特派起哄

以及主席加代老是打断他，不得不停止发言。

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

１１月５日。罗伯斯比尔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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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要求转而讨论当前的问题；甚至维尼奥、加代、佩蒂昂也支持

这一点。赞同卢韦的只剩下萨尔、巴巴鲁、朗瑞奈、拉里维埃尔……几乎一致

通过转入讨论当前问题。巴巴鲁仍然要求发言以支持指责［……］后来，他下

到栏杆前，想作为一个请愿人，甚至作为一个被告来发言。这个难堪的场面持

续相当久，结果象通常那样，不了了之，——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第

６０—８３页）

１２月１６日。根据蒂里奥的提议，宣布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

割的。比佐提出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议案；卢韦和朗瑞

奈附议。吉伦特派通过这种方法搞了大大削减国民议会代表名额

的初步尝试。其实，吉伦特派同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杜木里

埃、西耶里、比朗、瓦朗斯——交谊甚笃。

部长们效忠吉伦特派的公开表现。

“当卢韦发言指责罗伯斯比尔时，国民公会决定公布指责和辩护的发言。

罗兰下令广泛散发卢韦的发言，并加上‘根据国民公会决议刊印’字样，可是

规定罗伯斯比尔的发言只发给国民公会的成员。这样一来，在广大群众中势

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出了某种不赞成罗伯斯比尔的决定。在驱逐波旁家

族的法令上又采取了这种欺诈作法。在确认法令被通过的记录宣读以前，即

法令条文按照通常的规定由大多数批准以前，罗兰已下令迅速把它刊印出来

并发给八十四个省；与此同时，对于推迟就菲力浦－埃加利泰的命运作出决

定一事却没有那样公布。因此，人们可能以为，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第二天以

突然的行动取消了针对他的法令。”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里也开始感觉

到了。由于塞尔旺因病辞职，国民公会根据罗兰的推荐任命在内政

部供职的帕希接替他。帕希希望做个独立的人，而且，他同雅各宾

派经常有来往。帕希是一个很好的爱国者，但是一个糟糕的陆军部

长。吉伦特派指责他变节，从而加剧了长期以来对罗兰的指责。

阿西涅。有关举行宗教仪式的法律（参看第９３页）。粮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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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勒瓦瑟尔的演说，第９４页及以下各页）。
１４２

在通过食品法令以后不久便进行了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辩

论。这事又引起一场激烈争论。

１７９３年１月底。也象此次大会开始时那样，毫无根据地表现

出敌意。但是，大会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岳派从防守转入进

攻。党派斗争白热化。

“人们感到，从此以后，只要两派中的一派没有被完全消灭，就不可能着

手组织什么共和国。

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的惨遭杀害，导致一场辩论和两个极

端党派的公开决裂。”

对吉伦特派的阴谋、蛮不讲理和沽名钓誉感到厌烦的沼泽派，

常常同山岳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罗兰的辞职被接受。

１月２８日。比佐就一个记者被捕事件发言指责社会保安委员

会（参加该委员会的除吉伦特派外还有山岳派的塔利安、沙博、巴

齐尔），并要求解散它。

“吉伦特派有一个习惯：宁可断送机构，也不让它在对方手中兴旺发达。”

（第８４—１０３页）

３月８日。杜木里埃统率的军队在比利时失利引起强烈的愤

慨。派出委员到巴黎各区以及各省去号召公民拿起武器。

３月９日。委员们送来报告。纷纷要求保证防止国内搞阴谋。

通过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一切卖国贼、阴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

不许上诉的法令。首都大骚动。戈尔萨斯印刷所被捣毁，他被迫逃

亡。人民情绪如此激昂以致要求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命令面包

师返回面包房，邮政官员恢复发送电报。

３月１０日。关于组织革命法庭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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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骚动。国民公会晚上９时举行会议。右边的席位几乎

全部空着。午夜过后，聚集在爱丽舍园的人群的情绪具有暴动性

质。人们闯入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号召起义反对国民公

会。这些建议遭到了山岳派的拒绝。１４３

３月１１日。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

３月１２日。马拉反对３月１０日事件。

３月１３日。吉伦特派就３月１０日事件发出怨言并进行攻击。

“巴黎３月１０日的骚动是各个党派引起的，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参与鼓动

人民的情绪，他们煽动这种情绪，是要把人民推向极端。３月１０日的那些场

面就是这种过分激动的必然产物。出席会议的只有山岳派，它在几个小时内

使具有威胁性的骚动平息下来。帕希和桑泰尔［……］由于热心工作而受到赞

扬。马拉和杜布瓦－德克朗塞使两个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

部情绪安定下来，说服他们放弃了他们那阴暗的计划。马拉第一个站出来反

对３月１０日骚乱的倡导者；他敦促通过一个指责首倡者之一美国人富尼埃

的法令。拉苏尔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在３月１２日的会议上大受

赞扬。最后［……］不顾通常对‘人民之友’所表现的可憎的偏见［……］一致通

过了对一个右派代表（正是此人在这次会上侮辱了马拉）进行谴责的决议并

记录在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公安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其成员大多是吉伦特派。

３月１０日过后不几天，吉伦特派便竭力把责任推到山岳派身

上。

“急风暴雨式的会议已成为国民公会的家常便饭。吵吵嚷嚷的场面

［……］旁听席上的听众常常卷入这类使会议中断的吵闹。吉伦特派于是开始

大叫大嚷，说他们在巴黎已感到不安全；他们向外省的军队求援。山岳派方

面则指责对方鼓吹内战。日日夜夜就在这种可悲的辩论中消逝了。”［第１２７

页］

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各方都曾承认代表的不可侵犯性。右派首先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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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规定。加代带头对马拉提出控告。立法委员会起草了起诉书［……］并事

先定罪。革命法庭一致宣告马拉无罪，人民大众凯旋般地把他护送回国民公

会［第１２７—１２９页］。

这个事件引起了重大后果。代表间的党派冲突被赋予了诉讼

形式。对马拉的审讯成为５月３１日事件的前奏。１４４

３月１８日。杜木里埃在涅尔文登近郊失败。他给执行委员会

的信件包含对国民公会的侮辱（丹东对杜木里埃的意见，第１３３

页）１４５。吉伦特派则对他的粗暴无礼的信件喝采。

３月２９日。杜木里埃的又一封来信引起极其强烈的不满。命

令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的决定。杜木里埃叛变。

４月３日。拉苏尔斯竟敢宣布丹东是杜木里埃的同伙（第１３７

页）。丹东向吉伦特派宣战。丹东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效果。在这之

前，丹东一直谋求大会的两派和解。

“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他经常责怪山

岳派狂热，反对罗伯斯比尔猜疑；他公开谋求吉伦特派支持山岳派，以便通力

拯救共同事业，而不是同吉伦特派交战。就在拉苏尔斯攻击他的前几天，丹东

还在同右派主要领袖磋商；他们达成协议要一致行动并且只考虑同外国人和

贵族作斗争。整个山岳派都爱丹东，但是多数人认为，他打算使山岳派同吉伦

特派结盟是错估了形势。”［第１４３页］

“４月底５月初，辩论具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这已经不是在讲台上的唇

枪舌战，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了。双方为了胜利，都开始到会外寻求支持。但

是［……］尽管有这些内部纷争，山岳派仍认真从事法国的事业，而吉伦特派

想的只是消灭它的政敌，完全放弃了行政管理权。在这两个月中，研究了最高

限价问题１４６。［……］右派采取诋毁的办法反对这个措施。它指责说这侵犯了

财产私有权并威胁到私有主的生活。这种振振有词的声明目的在于挑动中产

阶级起来反对山岳派……最高限价通过了。”［第１４７、１５０页］

吉伦特派在问题涉及党派纠纷时，例如在讨论控告马拉、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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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各区的请愿、十二人委员会
１４７
等问题时总是得到多数。山岳

派则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即在关于最高限价、革命征兵

所需的资金、特别法庭、强制公债等等问题上得到多数。

在辩论最高限价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杜科站在讲

台上谴责那些拟议的措施并把长裤汉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时，从

一处旁听席上发出了可怕的喧嚣声。加代要求把国民公会的会议

移到凡尔赛去举行。右派大声表示赞同。勒瓦瑟尔建议坚持议事

规则并撤销旁听席。右派反对。菲力波、丹东、拉克鲁瓦徒劳无益

地要求大会考虑它的尊严，考虑它的迫切责任。他们徒劳无益地呼

吁不要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中断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吉伦特派势

必发泄一通才会冷静下来。热烈的辩论。对巴黎政权的攻击。以

外省要报复相威胁。

就这样，在问题涉及导致人民起义的利益的时刻，响起了内战的警钟。有

人想挑动人民的两个阶级互相残杀。山岳派同人民群众的党派并肩前进，在

人民群众中有的是强劲的双手、坚毅精神和矢忠矢诚［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万第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内战。需要招收新兵，需要新的国家

开支。丹东、德穆兰、菲力波、库通寻找取得这一切的方法。唯一可

能满足迫切需要的手段是将国家财产投入流通。向有多余资金的

公民发行强制公债（参看第１６１页及以后各页）。

吉伦特派谴责山岳派的措施，但是他们从没有提出别的什么

计划来同它们抗衡。他们根本没有干什么事。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底—１８４４年初

第一次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１９３０年俄文第一版第３卷；第一次

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２

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３卷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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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的

文学和诗歌习作１４８

（１８３３—１８３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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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之 书

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亨·马克思 １８３６年秋末于柏林

第 一 部
１４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６年

１０月中—１１月初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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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重 天

致燕妮

乘马车赴柏林途中

       森林隐约闪现，

山峦渐渐模糊，

山川林木往后奔，

目光也挽留不住。

群山和万木如在画中，

看上去真要凌云参空，

一转眼，不知是那位神仙，

精心地让山林景变物迁。

无可奈何呀——留不住那一派好景，

令咱神往的是远方朦胧的幻影。

而心灵却是冷冷、空空，

称心的日子永远难逢。

只有一瞬间心里觉得

幸福、愉快和平静，

但马上又奇怪地云散烟消，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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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恶毒的萨蹄尔就在发笑。

景色一幕幕掠过车旁，

一切都是一去不复返。

恰似海上湍流带我们飞奔，

周围是浪花飞溅，怒潮激荡。

在古往今来的尘世上，

有两重天永远亮闪闪——

一重天在我们头上

镶着星星，飘着云彩；

另重天在我们心上，

里面有悲欢在激荡。

头上的天星星辉映，

黑夜里光芒照远方。

但在汹涌的大海和山谷上空，

就只有一颗星永远闪闪发亮。

另一颗只是闪亮一刹那，

随后它的光辉就熄灭了。

光芒永照的，

就是那颗星。

底下这重天——火一般的激情，

这是心心相通的结晶，

象一串串流星，

６９３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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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夜中奔泻。

火和声离开了造物主，

他把它们献给一个人，

于是，立刻火花起舞，声音回鸣，

一会儿大声呼唤，一会儿低语温情。

它们险些撕碎那人的胸膛，

把他抛到虚无缥缈的地方，

它们启开一个陌生的境界，

那里生命追忆逝去的时光。

他痛苦呻吟又喜气洋洋，

但如今他内心十分迷惘，

他是这样的伟大，又这样渺小，

他心里一片漆黑，又充满曙光。

这是太阳播种的一团火，

它忽闪忽现又烈焰腾腾，

它使混沌分明，

直照透最底层。

它以优美的和声，

使阴阳浑然一体。

就在这团火辣辣的激情里，

听得出高吭而深沉的信息。

９９３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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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代或者当今，

都闪烁着两个字——爱情，

这火光点燃了我的心，

只有你呵，燕妮，我明了你的心。

我那热恋的心灵和眼神，

刚一为你倾泻喜悦之情，

你刚一走过我的身旁，

给我带来丰富的感情。

我的心刚一为你神往，

天空就在我面前开朗，

我胸中是火，眼底放光，

比什么黑暗势力都强。

头上的这重天比谁人都更高，

爱情的天把阴霾、雷电往下抛，

它永远为咱们俩放射光芒，

我们获得天国光辉的奖赏。

但愿这重天也牢固长存在咱心，

但愿在两颗心中激起同样共鸣，

如果情丝断，命运也跟着完，

就让坟墓或急流把我埋葬。

两重天都将在深渊中永沉，

００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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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将在流尽热血之后变冷。

夜

致燕妮

         夜——象用一曲旋律编成，

静夜传开了它的苦声，

这旋律带着灵感自天而落，

遍寰宇都感染得无法摆脱。

我用迷恋幻想的这支巧手，

编织一幅旋律绕空的罗纱，

让它飞向那心爱的远方，

用轻纱把我的燕妮披上。

我是如此激情满怀喜气洋洋，

预料甜蜜的话儿将滑脱口腔，

知道有人就这样年年岁岁，

把上帝选定的一颗心隐藏。

那些话儿在我心中象天籁之音，

我在寂静中陶醉于爱情与激情。

假如你的心跳动得更烈更强，

你的忧伤在空中无言地回翔，

１０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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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你的眼睛里，

痛苦的泪水汪汪流，

假如你双颊淡淡泛现红润，

你眼窝上也将消失黑影，

假如在你的内心深处，

把全部宇宙奥妙锁藏，

沉重的负担不再束缚你，

你能善于打破它的框框，

假如在渺茫的希望中，

你饱尝惊恐、绞断愁肠，

假如痛苦的奇异力量把你的容貌

格外鲜明地照耀，变得更加美丽，

那么我真想飞到你身旁，

鼓起勇气向你表露衷肠，

说一声：我只对你一个人钟情，

心中燃炽的火焰也象你一样。

我胸中那强烈的感情，

在痛苦的嘲弄中激荡，

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我，

这种力量也使你眼泪流淌。

２０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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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先用流血、创业和爱情，

为我们书写了命运的篇章，

当我们头上升起共同的火焰，

那痛苦就会无影无踪地消亡。

那时候我情愿永远流泪，

和你呼吸与共，甘苦同尝，

愿把头俯贴亲爱的胸脯，

永远幸福地安息你身旁。

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咱俩合安葬。

思  念

致燕妮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久长，

比理想国还更美妙，

３０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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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思念无穷无尽永无止境，

象上帝亲自塑造的一样，

你留给我的形象，

我永远无限向往。

你就是思念的化身，

思念两字犹未能表达深情，

可以说它象一团火，

永远不断燃烧我激荡的心。

人 的 自 豪

致燕妮１５０

（见本卷第６６５—６６９页）

歌手最后的歌

叙事诗

       在深更半夜，

有一位白发诗人，

他想用孤独的心，

去囊括世上事情。

４０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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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花结的七弦琴，

挂在他疲倦的肩上，

琴上镶着的那颗钻石，

象独出天穹的星闪亮。

他对他唯一的女友，

轻轻地诉说衷肠：

我的卷发早已暗淡无光，

可眼神却仍象火一般亮。

天空张开笑脸，

万籁寂静无声。

轻风对他低语：“睡吧……”

可他却辗转难眠。

狭窄的卧室真闷人！

星空作顶的地下室

又窄又小

使胸发热。

他手指拨动琴弦，

把爱情全部注倾，

那琴声愈来愈响，

热情和痛苦愈深。

５０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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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幻想，

犹激动着我的心，

我并不相信年老，

我的心没有平静。

辽阔朦胧的世界，

仍然是这样诱人，

在半夜的天空里，

充满奇异的声音。

趁现在精力充沛，

漫游去吧！荒唐的诗人，

待日后踏进墓门，

心中的火焰就要熄灭。

但是只有当你的模样，

永远保持年轻和漂亮，

爱情的深宫，

才向你开放。

你以无望的顽强，

去追逐这个形象，

但那温柔的容貌，

缥缈无踪，似梦一场。

６０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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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虽然永远消逝，

却把歌手唤到身边，

让他到处漂泊

直到死亡边缘。

从前你年轻力壮，

而今面带倦容，白发苍苍，

但你仍然满怀希望，

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你不辞辛劳，

在全球奔忙，

只要在你的胸中，

燃烧神圣的火光。

你满怀一腔幻想，

诗人，你应当歌唱，

趁波浪还没把你吞没，

乘阳光还依然很明亮。

你为自己的命运驱使，

踏上了那漫长的路途，

只要你一息尚存，

幻想就同你相随……”

７０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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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痛苦和悲愁，

忽然紧压在心头，

歌声突然沉寂了，

白发歌手低下头。

那衰弱的手，

倚着七弦琴，

目光转向天国，

眼里布满愁云。

大地辽阔无垠，

从跟前往外伸，

他痛苦地站着，

尊严仿如神。

于是又传来吟诗声，

听来无限优美动人，

满布天空的星斗，

静静地听得出神。

“远方爱人的形象，

亲切脸庞的光泽，

在歌手眼前浮沉，

只有在两种场合：

８０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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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情怀在激荡

享受着欢乐的时光，

或在幸福热潮里

纵情歌唱的时际。

此刻正临近午夜的边缘，

空中只有金刚石般星星，

他仿佛象一棵刚强的树

挺立在美妙的幻想国土。

他无限欢欣地品尝

能治病的爱情灵药，

令人着魔的流盼，

未能使眼福饱享。

但在这陶醉中，

突然热血冰凉，

爱情使他的心

变得痛苦悲伤。

他看见爱河无穷尽，

怎么能把它怀里藏？

只有把希望和等待，

永远地留在心坎上。

９０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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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从地上

看星星闪亮，

爱人的身影

模糊在远方。

我的幻想的女神啊，

不懂什么地久天长。

她从星空出来

只有一瞬时光。

惋惜的泪珠儿，

留给我作赠礼，

而歌儿，只有那歌儿——

是天赐我永恒的热。

我愿滔滔不绝地

用最美好的声音，

使山峰翩翩起舞，

使爱人心潮激荡。

假如在赞美声中，

心儿要悄悄衰亡，

就让它沉入歌声中，

沉浸在诗情的梦乡。

０１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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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坟墓旁，

最后放声歌唱，

我能够在这个时光

赞美跟前亲爱的人……”

从歌手那无神的眼睛里，

落下了不轻易掉下的眼泪，

但他听从心愿，

一直把歌唱完。

于是在万籁俱寂中，

又传开激昂的声音……

接着，琴声忽然不响，

七弦琴从手里掉下。

苍 白 的 姑 娘
叙事诗１５０

（见本卷第６７５—６８０页）

卢 欣 妲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６３２—６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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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手 的 爱 情

致燕妮

         只要歌手还能歌唱，一息尚存，

他注定要爱得忠贞、热烈、温柔，

还注定在乱流中

一直漂泊和浮沉。

当年那激烈的情火，

灼伤了他年青的心，

如今，这火仍在他心中日夜燃烧，

迸射出狂飚的力量，不灭的激情。

他到处都寻找这个东西，

草地和森林处处都有它，

它盘旋在诗人的美梦里，

它缭绕在蔚蓝的长空中。

只有他善于珍惜

心中成熟的美的纯洁，

只有他善于保持

对缪斯和理想的忠实。

不是他不想尝到幸福，

２１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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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不想得到平静，——

而是他心中的激情澎湃奔腾，

命中的魔鬼催赶他走上征程。

上帝赐给他永恒的爱情，

赐给他永葆美丽的青春，

那永恒的火花不会熄灭，

把世间的黑暗勾画分明。

他顺从上帝的意志，

他鄙视尘世的浮华，

为了得到美人的温暖，

情愿忍受痛苦和悲伤。

他充满热烈希望，

充满对美的幻想，

在清澈似水的空气中

看见柔情一闪的目光。

这目光，只投在那人身上：

他——火热的心是如此深沉，

他——漂泊中度过一生光阴，

他——心中自有上帝和爱情。

但如果在别人的影响下，

这颗心慢慢地停止跳动，

３１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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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也将冷若冰霜，

悄悄地从大地上消亡。

那时全世界将充满

永恒的痛苦和忧伤，

只有经历无穷斗争，

歌手才会茁壮成长。

他感情十分激动，

他唱着，恍然大悟，

于是他的心，他的灵魂，

全都变成了艺术珍品。

如果有一位温柔女神，

忽然从天上下降尘世，

蔚蓝的天穹黯然失色，

宇宙的光辉顷刻消失，

和谐幸福的世界，

沉没在黑暗之中，

尽善尽美的精华，

都化成过眼烟云。

正当我在尘世，

心里燃起热望，

４１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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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燕妮，你是天国女王，

怎能同我结成姻缘？

没有比我的痛苦更大的痛苦，

忧伤也是绵绵无尽期，

燕妮，要是你还对我钟情，

别忘却那个歌手孤零零！

他不敢怀抱希望，

只听从命运安排，

他会爱的只是你，

也只能为你歌唱。

他是多么心满意足！

又搏斗得疲惫不堪。

他越是感到幸福，

也就越加痛苦难捱。

一旦我眼前突然浮现，

燕妮的心已见异思迁，

激昂的七弦琴会响起

为你弹奏的最后一曲。

在别人豪华的筵席上，

在灯火辉煌的婚礼中，

七弦琴会被摔得粉碎，

５１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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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啊也会肝肠寸断。

野人未婚妻的怨诉

叙事诗

         她掩住忧心忡忡，

行走在芦苇密丛：

“我曾当成自己的一切，

将再也不复归我所有。

这里有一泓流水，

是我快乐的源泉，

我也在这里听惯，

瀑布的大声喧唱。

羚羊在这儿躲藏，

它还在这儿蹦跳，

可是在那边倒下去，

带着箭伤它断了气。

瞧这槲树——我的家产，

它比周围一切都高，

树荫壮阔、浓密，

是闪电的伴侣。

６１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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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在这儿，

折枝条、采花儿，

用它们来编扎

绚丽的花环。

怀着狂喜的心情，

我将花环奉献

给一切知音的精灵——

他们的族类爱我们。

这里我在雷雨中漫步

在蓝色的闪电中游荡，

象狡猾恶魔的一股劲，

自由自在玩得多欢畅！

这里和大家一样，

我可以豪情欢笑，

在星光和月色下，

忘情于希望之中。

我曾在这里不断寻找

埋藏在黑暗中的珍宝，

就在这片土地的怀抱，

听说宝埋藏得不少。

世代祖居啊！亲友啊！

７１４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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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你们告别了！

花环啊！我的青春啊！

我要和你们告辞了！”

世界上哪里有她的归宿？

她的日子过得多么痛苦！

未婚妻倒地上，

内心是何等苦楚。

她周围到处是：

岩石、山峦、急峡，

她心头愁云紧压，

当女奴的命运在等着她。

她低头辫发垂地，

伤心地痛哭号啕，

但远处却传来

老婆娘的唠叨。

老妇人满脸的皱折，

活象海面条条波纹，

那一副冷酷相，

使人望而生畏。

脸孔总是冷若冰霜

神情老是那样忧郁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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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存的话儿，

她从来不讲。

脖子挂项练，

耳垂戴金环，

站起来，比悬岩吓人，

张开口，响起一阵雷声。

“死心吧，别想跑，

可别跟我开玩笑，

乖乖去参加婚礼

用不着那么执拗。

我会用珊瑚，

把你打扮得珠光宝气，

我的美人儿，

你会比谁都更加美丽。

我已用林中嫩叶，

为你缝制了衣裳。

我还把香草点燃，

让轻烟微度芬芳。

走吧！邻居已送来

琳琅满目的礼品！

你听！在那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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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听的歌声。”

女儿意乱心慌，

再三恳求亲娘，

她含着眼泪对妈说——

心中的热血已冰凉：

“须知茅舍里豁亮宽敞，

大伙都有足够的地方，

为什么您这样固执，

硬要把我赶往异乡？

做丈夫的奴婢，

供粗野汉使唤，

活着永远做个牺牲品，

世上有什么比这更惨？

鹿儿沿着山谷，

自由地奔驰，

鸟儿朝着云彩，

自由地飞翔。

溪水静静地流，

化成瀑布直泻，

激起浪花急驰，

冲岩拍壁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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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是我要走的路？

环顾四周都是墙。

上帝把我遗忘了，

谁人救我出罗网？

如果咱打伤野兽，

它就会狂奔吼叫，

我们要驯服烈马，

它会用后腿立起。

我们砍伐一棵槲树，

它发出沉闷的响声朝地上倒下，

就象精灵的声音，

发自它内心深处。

我的祖先

大概是个善良的精灵，

而我却受尽折磨，

非当奴婢不可！

悲伤痛苦无穷尽——

我得把发抖的身子

和那丰满的胸脯——

一切都奉献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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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能

自由地呼吸，

象供祭祀的羊

终日胆颤心惊。

我贪婪地追寻的一切

我已找到了的一切，

如今已全都失去，

我要为您把命绝。

我要和野兽一起逃亡

到浪拍海礁的地方，

奔向悬岩，逃向山洞，

到望而生畏的兽穴。

我多爱咱栖身的角落，

它亲切可爱而又舒适，

可婚姻以死亡相煎迫，

我的命运多残酷哀戚！”

母亲的心头闪烁起

逝去的年华的记忆，

象一线柔和的阳光，

在她身上轻轻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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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你会经常听到

人们谈起你的丈夫：

他怎样和敌人搏斗，

无所畏惧，无比英勇。

你很快会有孩子

在你的怀里娇养，

抚爱他们，逗他们开心——

往后啊——好日子等你享。

“别讲了！他的胜利

会给我什么甜蜜！

倒会从我的痛苦和不幸中，

享受他自己的欢乐。

他会把我的婴儿毒打，

凶狠得象凶神恶煞，

还要我用欢声笑语

为这打击去感谢他。

于是老婆娘

又毕露凶相，

狠盯着女儿，

冷酷难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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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你自以为比人俊秀，

比别的妇女都高一筹？

不！咱大家有过的命运，

今天你同样也得接受。

要么，照我的话去办，

否则，不怕你顽抗，

到了婚礼的时间，

揪着你的辫子去赴宴。”

“怎么啦！我该听天由命

让人带往那该死的家？！”

她全身发抖，

直竖毛发。

她瘫倒在地上，

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悲哀地站起来，

走向极乐的地方。

远处天空放异彩，

壮丽江山分外娇，

天地不知人间苦，

江山怎懂人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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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盛开，五彩缤纷，

世上应有尽有，欣欣向荣。

只有一人真不幸，

只有一颗心停止跳动！

惜 别 的 晚 上

致燕妮

一

       种种景色掠过我们面前，

它们那么美好而又多变，

一会儿在我们眼前消逝，

一会儿又耀眼地重新出现。

那苍穹底下的小山坡，

我们留连着不肯离开，

我们在那里尽情呼吸欢唱，

心领神会美妙的未来。

星空挤眉弄眼地欢笑，

我们却一点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心中燃起了，

令人着魔的神奇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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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墙垣和楼房，

都退到黑暗中隐藏，

因为深邃明澈的目光，

高照在整个宇宙之上。

你的美丽使我沉思默想，

一往情深地心驰神往，

在我面前你的音容笑貌，

显现得这样优美崇高。

我们互相倾吐心声，

悄声细语勉强听清，

但在我们心中，

它们恰似天上的雷鸣。

深沉而起伏的激情，

充满着我们的内心，

三言两语又怎么能

表达我们俩的心境？

只要我们双手一握紧，

什么语言都不需说，

你那象火焰般的深邃的眼睛，

比周围一切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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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别的人可以得到快乐，是因为

有一种永远渴望快乐的天性，

我们的渴望要得到满足，

就只有靠新的爱情的海誓山盟。

你悄悄送给我一绺

你的乌黑的头发，

那精编巧结的发圈，

是爱情织出的宝物。

一丝丝的头发，

编结得那么紧，

里面有你的名字这爱情的象征，

仿佛来自美好天国的呼唤。

名字里我听到天使的气息，

名字里蕴藏着温柔的情意，

名字里我听见了神的宣召，

名字里闪着天国的光辉。

这名字羞怯地蕴藏在

你乌黑卷发的环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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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有爱情有歌声，妙不可言，

这些，你在书里怎么也描绘不成。

只看这片纸，

胜读书万章，

宛如远方传来的乐曲，

痛苦和忧虑不知去向。

我埋头书海，

却枉费心机，

心中的痛苦依然如故，

精神上还是一片空虚。

如今我终于找到

一本最美好的书，——

燕妮，唯有你的名字，

治好了我的一切疾苦。

三

       燕妮！当我刚一醒来，

就吻着你这绺卷发，

夜里，当我入睡时，

就把它捧在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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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我宁静的心中

唤起了甜蜜的美梦，

梦儿进入了神赐给你的

那片自由宽阔的天空。

要是歌声沉寂，

眼前出现一片黑暗，

我只要一触到它，美妙的

琴声又会在我心中回响。

仿佛一群歌仙在我周围，

跳起了爱的环舞，

他们教人唱新的曲调，

花环上的鲜花眉开眼笑。

只要乐曲还在继续奏鸣，

呵！我就要拚命用眼睛

饱享这火焰般的热情，

把歌词化入我的心中。

歌声里响着你的声音，

歌声里听到你的呼吸，

你贯穿歌曲的始终，

歌声里你无时无刻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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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我深沉的心境里，

只感到一片朦胧的渴望，

那若有所求的心啊！

苦恼令人缭乱徬徨。

你为我点亮了火光，

我不再在黑暗中迷茫，

生活变得更光明美好，

你是我大地上的艳阳。

四

       我曾经送给你一束鲜花，

至今我对它还十分羡慕，——

因为那火红的花儿

紧贴在你胸前闪灼。

花儿显得多么含情

映现了你的身影，女神！

花儿的鲜艳是你的精神面貌，

和这面貌的全部魅力。

花儿会在甜蜜的瞬间，

安然枯萎在你的怀中，

呵！但愿我能温存地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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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你的怀抱中死去。

可我的幻想徒劳无望，

你对花儿一眼也不打量，

我将从你的心上消失，

我没有看到你的善良。

从前心中想望过的一切，

全成泡影，令人心烦意乱，

你从心坎里谢绝了我，

爱情原来是一场欺骗。

你只有片刻的热心，

你只有瞬息的感情，

你没有和我终身相连——

别有高瞻远瞩的心愿。

你的温情不愿使

恋人的热情冷却，

他的心燃烧似烈火，

这火焰也把你吞没。

但当他离开你时，

一刹间钟情于某人，

他的形象蒙上一层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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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关系断若游丝。

五

       时钟已经打过十二点，

我犹紧贴你的发卷，

温柔地轻轻搂抱着你，

那是多么难忘的瞬间。

在这神圣的地方，

群仙在环舞歌唱，

万物沐浴着光明，

夜里升起了太阳。

你顺从爱神的旨意，

终于对我转意回心，

我满腔幸福充沛，

你容光焕发生辉。

你睁大着眼睛，

既尊严又温存，

爱和愁浑然一体，

你就是美的化身。

夜在徬徨不安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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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似白昼色彩缤纷，

我惊奇地看到大地

象一首金色壮丽的诗篇。

这一切似曾见过，

幻想之流带我漂泊，

但一切都蒙上了一层云翳，

看见的东西却无法懂得。

我的耐心获得了报偿，

我同真理结对成双，

往日扑朔迷离的幻影，

完全变成了实际景象。

我面前一切都无限美好，

比什么魅力都更瑰丽辉煌，

音乐化作了赞美诗，

我看见了人间天堂。

六

       生活的魅力令我神往，

我渴望到达完美之巅，

我完全摈弃尘世虚荣，

盼望能看到一位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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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思想的王国寻找她，

我在遥远的幻想和憧憬中寻找她，

我在繁星高挂的夜空中寻找她，

我在玫瑰花的芬芳中寻找她。

一切都未能满足

心头热切的渴望，

在那没有激情的地方，

幻想的思路也要中断。

如今意中人就在面前，

她容光焕发，神态高尚，

看见她美丽的面容，

幸福的痛苦颤动心房。

我默默无言地拥抱你，

决不让谁把宝贝夺去，

我满腔是火般热情，

我的心头多么甜蜜。

我愿和你奔向天涯，

在那里，全没有人烟，

在那里，“虚无缥缈”山

神仙难攀，一见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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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我们已经来到一道边缘，

它妒忌地要把你阻隔在外边，

心里象触电一般难过，

离别的威胁就在眼前。

我再一次把你拥抱，

握着你的手——一瞬间，

假门砰然一声关闭，

千山万水又把咱俩分离。

凄 惨 的 女 郎

叙事诗
１５０

（见本卷第６５９—６６３页）

终  曲（十四行诗）

致燕妮

一

       就请你，收下这几首歌儿吧！

爱情羞怯地把它们放到你脚下，

歌里燃烧着一颗心，火一般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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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炽热的感情也倾注到七弦琴上。

歌儿的回声没有变小，

将在你心底找到反响，

只要一听到这声音飞翔，

我的心就更加激烈跳荡。

从你心花开放的远方，

给我传来了你的反响，

我将更加大胆地战斗，

迷雾也不能把我的歌声遮挡，

我的诗歌将更豪放地发出轰鸣，

但七弦琴却忧愁地呜咽弹唱。

二

       我并不需要尘世的光荣，

它高傲地飞驰在大地上空，

而失败者一边伤心痛哭，

一边却又把它百般赞颂。

只有你闪闪发亮的目光，

你心头熊熊燃烧的火焰，

你倾听诗歌时掉下的泪珠——

这就是我心坎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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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我愿把灵魂化作琴声，

愿死去前知道我是个歌手，

别的什么于我都无关紧要，

如能用悲欢之歌打动你，

那就是我所需要的一份奖品！

三

       这些诗笺会插翅飞翔。

它们会飘到你的跟前，

幻想和痛苦的情网，

陷进去我也甘心情愿。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要走勇敢的道路，

我刚奔向人间最崇高的境界，

但见到的却只是一片痛苦。

当那幢可爱的屋子——幻想的幽境，

接待我这个风尘仆仆的客人时，

丈夫已经拥抱着你，

陶醉在幸福的美境里……

绝望……和迷惘涌上心头，

犹如闪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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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请原谅，要是果真如此，

火热的心将会低声悲吟，

那时诗人将会坦白说出：

永恒的激情已煎熬殆尽。

我不能离开我亲爱的人，

同她，犹如同自己般亲近？

我没有别的遗言誓愿，

只有歌唱爱情——表我忠贞。

我的幻想在展翅高翔，

你却更高地凌云直上，

但是，唉！我需要的只是眼泪！

我渴望的是你洗耳恭听，

让歌手在跨入坟墓之前，

得到哪怕只有片刻的欢欣。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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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之  书
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１８３６年１１月于柏林

第 二 部１５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６年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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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身 符

      物换星移，

年年岁岁无穷尽，

象道瀑布，

夜夜奔流永不息。

我居高俯瞰，

微笑看岁月，

就在岁月的流逝里，

我领会到它们的神秘。

因为我找到

一张护身符——

它医治我的创伤，

它使我心雄胆壮。

它能产生灵感，

使我谈笑风生，

激起我深沉的渴望，

唤起我的爱情和痛苦，——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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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种的变幻中，

都有护身符的作用。

毒  液

      我捧起你的手，

只吻那么一会儿——

就象有无数的恶魔

蓦地把我的心撕碎。

毒液从你甜蜜的手，

马上注满了我的心胸，

原来多么幸福的目光，

充满了辛酸和悲痛。

我不要从前那样的生活，

亲爱的美人儿，你要了解。

倘若你给了我些微的毒液，

就请把我的灵魂和生命掏去。

只有你那甜蜜的毒液，

才能医治好我的创伤，

你害得我快要死了，

快快来呀！我的恋人。

４４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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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子 之 歌

      我那位保卫天使，

高高立在架子上，

他给我送来问候，

张开温柔的翅膀。

他容光焕发，

好象正在飞翔

他感到幸福

和生活的甜香！

他——我这儿唯一的同伴，

他从那巨大的架板上，

护卫着我的安宁

温柔地注视照管。

我的歌声好似流水潺潺，

歌声中洋溢着青春的力量，

但他不会理解箇中愁情——

不是他唤起了这些音响。

造物主——是我的另一位天使，

５４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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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钻进了我的心房，

我一直在自己的歌里，

把他美丽的容貌赞赏。

但那飘忽不定的形象，

抓不住，如梦幻，

它远在天边，

其实近在身旁。

致 星 星 之 歌
１５０

（见本卷第６７０—６７２页）

两 颗 星

谜 语

        在那遥远的蓝天上，

有两颗奇异的金星。

它们总是互相飞往对方，

可又一辈子对立相向。

它们轻轻飞翔，张开闪光的翅膀，

６４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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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是能有一次机会，相随合唱。

但是正当它们就要相会，

忽然有一双手把它们分开。

你知道它们的名字吗？

燕妮，我诚心诚意地说：

那高空的星星不是我们——

须知你的形象永远在我心中。

瞧，穿过密集的群星，

穿过怨恨，穿过原子的搏斗。

我的痛苦与爱情，

一再向你飞奔。

我 的 世 界

      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念，

就是神仙的法术也无济于事，——

意志较神明无比崇高，

它在我心里默默燃烧。

７４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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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胸中容纳下星星的闪亮，

无数太阳的彩霞与温暖，

豪迈的情怀无止境，

而愿望呀浩瀚无边。

瞧！在这场无节制的残酷战斗中

仿佛有一道万能的符咒，

把我推向如此遥远的目标，

而阴险的云雾却把它蒙住。

周围是废墟，死寂的岩石，

它们上面悬挂着我的愁念，

天上永不熄灭的火光

就象是我的希望的火焰。

人们为愿望和理想的飞翔

划定了一定的空间，

我那忠贞不渝的追求，

也停留在这条界限旁边。

燕妮，你要问我这有何意义，

这些话里隐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

果如此，那真枉费我一片心，

词不达意难慰我的衷情。

８４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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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看见自己的目光，

它比天空深邃比太阳明亮，

比星光灿烂，那你自己

单独一人就能猜着谜底。

我渴望把你那温柔的手紧握，

欣赏一下美丽，享受一下生活，

不怕可能飞来的责备

你应作出自己的决定。

啊！只要你张开嘴唇轻轻喘息，

吐出发自肺腑的温暖话语，

一股热情的幻想的力量

就会威严地把我带向无止境的远方。

它使我焦急烦躁，

它使我神魂颠倒，

象被魔术师的一团雷火

猛烈地击中了的恶魔。

但语言和声音的力量，

象过眼云烟，瞬息消散，

只有精神的渴望，只有宇宙，

积燕妮你本人，才是地久天长

９４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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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上打钟人之歌

        警钟，警钟！

越敲越重！

象冰雹，象骤雨暴风！

一阵一阵的钟声，

扬起乌云与尘土，

刹时间一片茫茫，

屋顶和围墙，

笼罩着烟雾。

房屋在摇晃，

睁开眼一望，

似碎片在飞扬，

突然间四周围

都向自由冲，

冲破枷锁和牢笼。

于是忽然又传来

雷鸣般一声轰隆。

那不驯服的力量，

在豪华的宫墙里，

在无形的锁链中

０５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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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自身的毅力。

但如今它站起来，

把镣铐一下甩开，

奔向新的自由，

新生于是到来。

该怎样去同它斗？

它朝着什么挨近，

象毒蛇一般缠紧，

一切将要崩溃，

消失和死亡，

变成腐烂的牺牲品，——

眼睛也将疲于注视

种种变化的情景。

但一阵突发的钟声，

还是创造了这怪物，

全部感情虽笼烟罩雾，

毕竟仍然得到了流露——

是严峻的爱情在扬波——

在阴沉沉的黑夜，

在闪电的光芒下，

一拍一溅紧相连。

那充满激情的狂想，

１５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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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汇流在一起，

那心灵的亮光

晶莹似火升上。

它燃烧，放射光芒，

把整个世界照亮。

它幻想着崇高的境界

但却往低处洒下清光。

那亮光的灵魂，

离开自身翱翔，

使周围一切惊慌，

同时也在毁灭着

自身力量的飞扬，

和神创造的一切：

对美丽的追求，

对光明的渴望。

于是天上灵魂的合唱，

在爱情里面闪耀光芒，

它响彻辽阔大地

向九霄云天飘扬。

但刚一心心相印，

它就向下飞翔，

它边毁灭着一切，

也痛恨自己飞扬。

２５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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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光

        在一个炎热的夜晚，

我困倦得昏昏沉沉，

忽然有一桩恼人的心事，

使我默默地想得出神。

忧愁疲惫的双唇，

对着灯儿诉衷情：

“难道我可怜的心，

就不能得到平静！”

然后我用一口气，

轻轻把灯光吹熄。

房间里变得一片黑暗，

只有一股股轻烟徐徐消散。

啊！它的生命一下化为灰烬，

多么令人羡慕呀，它的这一生！

在幻想的王国深深陷入沉思后，

人们也会这样消逝。

你是否愿意用你的呼吸，

３５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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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灭那心头的火焰？

那时我的灵魂就要飞翔，

飞到那理想的国土上。

不是去那黑暗弥漫的地方，

而是去你的那个人间天上，

你深沉而又温柔的目光，

老早就在那里炯炯发亮。

啊！我愿永远向往着那里，

你本身就是理想的天堂，

星星般发亮的珍珠啊！

用无穷的美把你环镶。

心似乎愈跳愈烈，

精神也越来越旺，

在如火如荼的搏斗当中

会更快诞生美好的事物！

感  想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假如整个心灵都热气腾腾；

我不能昏昏沉沉地生活，

４５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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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风暴也没有斗争。

让别人享受到，

远离战斗呐喊的欢欣，

让温雅的祝愿与感恩的祈祷，

给别人带来其甘如饴的感情。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

我能够拥抱长空，

把世界搂在怀中，

我还愿意在爱情里

和怒涛中发抖颤动。

我想要欣赏艺术——

神赐的最好礼物；

用智慧和感情的力量

我要把全世界掌握住。

我自己又能创造什么？

宇宙在梦幻的魔力下

正好在旁边走向灭亡，

５５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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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见我热情的呼唤。

在生机勃勃的世界上，

死人对斗争觉得可笑，

在那无形的轨道上运动，

他们没有热情，无动于衷。

我决不拿自己的命运，

换取象他们那种境遇——

他们的华美实在可怜，

他们的追求毫无可取。

在遏止不住的运动中

太空把一切侵吞，

从毁灭的废墟里

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变化总是无穷无尽，

世界生命的本质就在其中——

从诞生到腐朽，

有衰败，有繁荣。

就这样，在那儿，我们的心灵，

在高飞远扬，搞得精疲力尽，

直到把自己主人

６５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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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得一蹶不振。

但我们的心灵无权自由飞翔，

象大家须听从上帝吩咐那样，

我们都要让命运称轻称重，

让痛苦与欢乐分给咱享。

好吧，就让我们踏上

艰苦而漫长的路程，

不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

不要饱食终日一无所成。

我们不得过且过，虚度时光，

俯首听命于那可耻的懒散，

一个人有充分的权力

去表现他的果敢、渴望。

晚  间

      灯儿点着，平静安详，

发出柔和暗淡的光，

它仿佛能够了解：

我的痛苦无法计量。

７５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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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单独一个人

伴着灯儿沉思默想：

沉入隐隐约约的形象的世界，

和那天花乱坠的梦乡。

灯儿似乎也明白：

很久前就在我的胸膛

跳动着激情之火，

比它的光更明亮。

但这奇异的火光，

如此静谧而纯贞，

仿佛是你心灵之光，

放射出自己的返照。

抱  怨

      当我还没有甩掉羁绊，

内心煎熬得疲惫不堪，

我一旦看见亲爱的目光，

便立刻开口把你呼唤。

但你的眼睛未传来

那怕是瞬息的秋波，

８５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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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嘴唇不露一点声息，

仿佛没有什么话儿可说。

我血液里激情之火会永燃，

只要它没有化为灰烬消散，

只要那片锺情的魂灵

没有离我而去他乡。

我心中的种种渴望，

徒然地向高处飞翔，

它赶忙要在那儿

终止自己的运行。

我满怀希望想看见你的目光，

获得你的爱情，可是徒然无望！——

你一挪开那温柔的目光，

我的心情便又低落沮丧。

我 的 渴 望

      一个被梦缠着的生命

是怎样在夜间诞生了？

这故事写过多少，

写得也可真奥妙！

９５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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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信号在放射光辉，

那信号发出自己的语汇：

星星在黑暗中跳舞，

生命之音如何产生！

但我并不打算去揣摩猜透

信号中有何含意隐藏未露，

我把这千古难题，

留给群星去做。

我梦寐以求的，只是希望从你嘴里

吐露出柔情的话语，

一旦我听到这悦耳的声音，

我将感到衷心欢喜。

但你怎么能那样

老是对我不开腔，

你比宇宙更富丽，

你比幻想更堂皇。

整个美丽的世界

都蕴藏在你眼底，

天籁之声响起

多美妙的情意！

０６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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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叫你相信，

我只盼一件事情——

给你献上我的心灵，

和这心灵中蕴藏的全部心思。

幻  影

叙事诗

      那儿，在山谷中，

看得见一座古堡，

它在阳光中闪耀，

四周是群山环抱。

它在这无声无息的地方，

荒废多年早已变得陈旧，

从未有人来问津，

就是雷也打不到。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好久以来就住在里头，

日子过得惯，

生活有节奏。

１６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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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摆着一卷古旧手抄本，

他埋头研读得十分认真；

不管炸雷轰隆响，

也不管暴风雨在呜咽。

但他不把暴风雨放在心上，

他深深地沉入幻想，

他在不断寻找幸福的谜底，

寻找他那无法实现的梦乡。

那古书放射出

魅惑的热和光，

但是他未能猜到

光与热来自何方。

他一页页埋头攻读，

深入思考，全神贯注，

顽强的求知欲望，

使他深受鼓舞。

秘密在书里揭开：

幻影怎样产生出来，

它具有的力量，

又是多么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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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还揭示：在苍穹中，

并不存在无底的虚空，

种种光辉的理想，

盈溢在它的心灵中。

而魅惑之光在翱翔，

在召唤人们去猜度：

是什么在每颗心中不断成熟，

又是什么在任何心灵里留住。

枷锁锁住了

满屋的春色。

只是偶尔从窗里飘出

一阵阵美妙的声音。

在新的护符上，

老人垂下了头。

他的目光奇异地闪亮，

大白天他在幻游。

他想要挣脱开羁绊，

去把至善了解一番，

看一看天上的幸福，

也瞧一瞧地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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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用强烈的力量

才能够挣脱金锁链，

无形的障碍的压抑

也才能给抛到一边。

忽然电光闪烁，雷声轰响，

房子一下震得摇摇晃晃，

于是魔鬼便哈哈大笑，

幸灾乐祸，在屋里嚎叫。

危险一过，瞬息间，

一切又全都复原。

于是他年复一年，

又在梦乡里沉湎。

在不安的期待中，

他无力摆脱劫运，

老人坐在回光中，

沿孤独又忧心忡忡。

沿着苍老的脸颊，

眼泪缓慢地流下，

因为他梦中所见，

却不能亲手实现。

４６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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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梦  想

         迷惑人的夜晚，

使我心醉神往，

等我一觉醒来，——

还是一场梦想。

白天的热情逝去，

我便陶醉于幻想，

在黄昏时刻的沉思中，

我把周围一切都遗忘。

漆黑的夜晚，我沉入梦乡，

在一片纯洁无疵的心上，

珍重地孕育出一种梦想，

于是我感到无比的安详。

一清早我就起身，

告别莫尔飞梦神，

迅速便投入

工作与斗争。

但是昨天闪现了一下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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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象一道闪电掠过那般迅速，

它在忧虑重重的心涛之中，

转瞬间又浮现在我的脑际。

她出现在世间，

象稀奇的幻影，

仿佛轻轻的和风，

使她飘然降临。

我在晨光中朗诵：

“我的名字叫爱情，

我的形象在这儿飞翔，

它被薄薄的轻纱蒙上。”

我用颤抖的手，

把那轻纱撕开，

在天火照耀中，

女神迎面而来。

爱情以空前的力量

戳穿了我的胸膛。

我哀求地倒在她跟前，

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她望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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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亲切，而又温情，

我的心绪惶惶不安，

对她立下了爱情的海誓山盟。

从今后我承认：

她是我的女神。

但，燕妮，你没听见我的话——

我千呼万唤，也不答应一声！

海上船夫歌

       你们尽可在我的船儿四周，

有气无力地喧嚣，

哀求我的宽大饶恕，

但船还得开到目标。

我掠过水面，

象箭飞一样，

让心爱的海岸迅速逝去

我仍会在它的近旁停靠。

在那儿有人还在等

正受风催浪赶的人，

那不屈的海上勇士，

７６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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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会平安地回到家门。

在那汹涌的碧波中

早就埋葬着我的兄弟，

正是你们的歌声把他勾引去，

如今你们还在撕碎他的遗体。

当我还只是个毛孩子，

他就把船儿装备驾驶，

冒着危险奋勇前进，

可船儿却触上了礁石。

对着那一望无际的海空，

我向你们发誓，一片诚心，——

我要一辈子替他报仇，

鞭打得你们痛苦泪流。

我信守心中的誓言，

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我狠狠地把你们抽打，

无穷尽地把你们鞭挞。

桨儿不断地猛划狠击，

你们只好在船下生气，

但你们汹涌的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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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把船儿送到目的地。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我常常在深夜里被唤醒，

我经常听见警钟敲响，

还有大风的咆哮呻吟。

那时我很快就离开

舒适而温暖的家，

驾着船儿来到汪洋大海，

那里狂风呼啸雷电交加。

我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

并不指望上帝来给我帮忙，

我扬起船帆信心满怀，

仰赖可靠的星辰引航。

在漫长的决死战斗里，

我浑身是喜悦的活力，

我充满了粗犷的热情，

我唱出了豪迈的歌声。

你们尽可在我的船儿四周，

有气无力地喧嚣，

哀求我的宽大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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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船还得开到目标。

纵然浪花翻卷的漩涡，

早就把我的兄弟吞没，

航海的热情把他葬入

大海这座无底的坟墓。

但他不屈的灵魂在高翔，

飞到上帝君临着的天堂，

在那儿他听着底下的波浪，

怎样冲着船底号叫如狂。

我用船首柱把你们截开，

我用自己毫不留情的手

好象从那可怕的海渊里，

把你们朝着浪峰外拖曳。

我鞭打你们隆起的脊背，

我不会向你们弯腰屈服，

你们尽可无可奈何地发怒，

但是惊涛骇浪已被制住。

你们就应该受到管束，

死亡不能把我吓住，

天空会映现在你们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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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也一定会把你们普照。

我要用整个的心胸

吸进令人振奋的凉爽的海风，

再也没什么界限成为我的禁地，

我不应在城市里憋得喘不过气。

高高的天空正笑逐颜开，

我的道路宽阔，自由自在，

我极目四望无拘无束，

我胸中装满整个世界。

转  变

       我的眼神近乎发狂，

脸色苍白到了极端，

脑子里一片混乱，

心境古怪得发慌。

我象在旅途上——

船儿已离了岸，

驶向悬岩林立

巨浪狂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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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心中的幻想，

满风鼓帆地向前航，

任风暴在周围发狂，

我丝毫不畏惧惊慌。

锐利如鹰的目光，

把险道扫视打量，

我永不后退，

奋勇向前航。

我不想把心

奉献给茜林丝，

她们那诱人的歌声，

不会使我心醉神迷。

我用什么塞住双耳，

免得听见那些歌声？

获得最高奖赏的喜悦，

使我心潮起伏，无法平静。

哟！波涛汹涌湍急，

一往奔流不息，

浪头还未映入眼帘，

就已迅速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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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给波涛捎去

那令人心醉的话语，

但波涛依然流逝匆匆，

对我不作回答，一去无踪。

在奔泻的千重浪中，

我孱弱得万分痛苦，

我直冲到波浪前，

向前，冲向黑夜和迷雾。

一场辛苦又告落空。

时刻到了，一声轰隆，——

我已经弄得精疲力竭，

心中的热情已化为灰烬。

我脸色苍白，全身颤抖，

我看一看自己的胸膛：

里面没有歌声，

只有忧伤。

欢乐的歌声消失了，

艺术的美梦破灭了，

失去了和神接触的机会，

幸福的甜蜜也不再返回。

３７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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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精神堡垒已经沦陷，

我的努力徒然无望，

激情之火烟消云散，

心里一片空虚惆怅。

在你心灵的光辉里，

我就在此刻认出你，

那儿，天空踏着舞步，

迅速旋转，绕着大地。

我的眼光顿然变得明亮，

从前于我是模糊的渴望，

如今在我的眼前

展翅翱翔。

我心中的歌油然而生，

重又向长空飞扬，

衬托着天火的光焰，

变得更加自由嘹亮。

一连串复活的灵魂，

紧接着在飞翔奔驰，

我象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

操纵着它们的变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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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满复活的力量，

摆脱了梦魔的纠缠，

我把波浪摔碎在巉岩上，

我把内心之火点燃。

你的笑容给我点燃了希望，

你明亮的目光使我心潮激荡——

这就是我所追寻的啊！

曾徒然费了多少心肠！

致 命 的 苦 痛

       假如有那么一股

汹涌澎湃的波涛，

向前奔，不绝滔滔，

奔向那险滩隘道。

向着我和我的渴望猛扑过来，

想把我摧垮，压倒，

后退——这事儿我才不干，

这字眼——我连看都不看。

为了达到目的，

我愿和风浪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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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烈火的威风

也会被我制服。

即使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一个个全都牺牲；

即使他们全都意志消沉，

对付任何力量我还是能够胜任！

我一定要叫你听命——

不论是仇恨还是爱情，

我一定要英勇地战斗，

没什么叫我胆怯心惊。

但是啊！空气中只有湿气，

屋顶上滴下来的尽是雨，

精力正在不断地消耗，磨光，

却不让我的渴望自由飞翔。

一旦你投入反对他们的战斗——

就会发现周围尽是诡计阴谋：

我遭到了失败，

永恒的意志付诸东流。

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离开了幻想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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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投入战斗，

我便先败下战场。

永远地——我一定

会失去那颗星。

飞逝着的光阴

往回驰奔不停。

我多么想把你

紧紧抱在怀里，

但是你我都看不见的他，

却象蛇一样在爬行。

敌人在悄悄地临近，

毒蛇在慢慢地爬行，

它用舌尖刺伤了我的心，

于是我变得体虚力尽！

我倒在地上发抖，

两眼直盯住天穹，

“燕妮！”我不断地轻声呼唤，

虚空已经把我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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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和姑娘

叙事诗

         一对恋人相会，

含情脉脉相对，

知心的话儿象火焰迸发，

他们手臂挽着手臂。

小伙子对她倾诉：

“我的命运在把我召唤，

我把玫瑰花留下，

作为我的爱情的保证。”

姑娘羞答答，

两眼望地下，

眼睛里，亮晶晶，

泪珠儿，象金星。

英俊漂亮的小伙子，

没有多说一句话，

他骄傲地挺起胸膛，

奔向遥远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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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从姑娘手中掉落，

爱情却留在她的心窝，

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

眼神一天比一天忧郁。

他的爱情的保证——玫瑰，

如今已经凋谢枯萎，

象一朵摧折了的小花，

姑娘也已经变得憔悴。

她被带进一间屋子，

那儿阴冷而又空荡……

鲜红的嘴唇变得暗淡，

那里面藏着多少悲伤！

冰凉的胸前，

花儿在长眠，

它被爱情之火烧焦，

已经枯死，孤独寂寥。

一个遍体鳞伤的男子，

在她的墓前俯身倒地，

象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使他的感情无法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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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猛击自己的大脑门，

还揉碎了一团泥。——

一颗疯狂的子弹，

射进了他的太阳穴。

  母  亲

叙事诗

         他安详地躺在

母亲的怀抱里，

似乎唯独他

一人有母亲。

母亲摇着婴孩，

啊！他多逗人爱！

她的眼睛炯炯发亮，

母亲之情洋溢荡漾。

瞧着孩子的小脸蛋，

是那么安详自在。

她露出一副温柔的笑容，

又逗又顽乐开了怀。

忽然孩子全身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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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吓得魂不附体——

失去知觉的婴儿，

抛开奶头断了气。

娇嫩的软绵绵的尸体

如今躺在她的手里，

母亲满腔悲痛，

眼泪汪汪，呆若木鸡。

象有条蛇在她的心窝里蠕动，

对它来说痛苦就是甜蜜，

一团血与乳的混合物

把它的喉咙堵住。

母亲悲痛得脸色苍白，

突然间她紧按住胸口——

接着是一声苦命的惨叫，

声音那么嘶哑和恐怖。

然后，怀着深沉的悲哀，

她向坟墓放入棺材，

那里面是她的心肝宝贝呵！——

就在此刻天突然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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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

         风暴在外面呼啸，

雾沉沉，长夜难晓，

死鬼们狂呼乱叫，

想把灵魂抚慰得静悄悄。

他们必定是逸向

万里海空，

在汹涌的波涛中

象飓风呼号狂冲。

此刻青春的热血

又涌上我的双颊，

但是我自己多么愿意

和风暴结合一起。

它那狂暴的激情，

吸引我向往倾心，

但我热情的呼唤

却传不到它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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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备

       你那和谐的音响，

在我的诗里荡漾

每一行诗都只是

对你的怀念和颂扬。

一种莫名的苦闷，

向我的话儿叮咛，

让我把心中的渴望

带到遥远的天际。

而你！是你使我相信

我的感情的全部力量——

为什么你不愿意

让我得到片刻的遗忘？

我把血液铸成声音，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但我的请求落得一场空，

你对我的苦恼无动于衷。

３８４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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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望

       你赠送给许多人

一句句金玉良言，

你的话儿刚脱口

就会飘扬到天边。

最好把话儿，

记在小纸上，

把它捎给我，

慰解我愁肠。

要是没有这些温存话，

我的住房就死气沉沉，

但愿你的爱，

温暖我的心。

大概字里行间，

藏有灵丹片片

只要一读到它们，

我的眼睛立即炯炯有神。

卡尔·马克思

４８４ 爱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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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歌 之  书
１５２

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１８３６年于柏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６年１１—１２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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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灵

叙事诗

致燕妮

       “我真想做个魔术师！”——我说。

我的胆量已得到了证验，

幽灵果然应声一下出现：

“我快死了，还没见她一面，

快点儿呀！把她带来这边，

从那遥远遥远的彼岸。

血在脉管里激烈地沸腾！

朝着我的太阳穴猛冲，

我的血液道出这样的心声：

生命想要脱离开躯体，

抖拍金色的翅膀而起，

高飞远翔直到她那里。

请答应我的请求！

拿我的血去偿还，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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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的灵魂得救。

我不要那些残忍、万能

日后长留的永恒之神，

我只想见我亲爱的人！”

一群幽灵划破长空，

迅速向前飞奔，

目光把猎物紧紧盯住。

“如果我的快乐就在此中，

我情愿忍受地狱的苦痛，

须知愁里度日如入地狱。”

幽灵没有耽搁多久就回来，

冷嘲热讽地对着我叫喊开，

齐声挖苦全是恶言一派：

“要知道，想骗我们可不容易，

这朵奇美的小花你真欢喜，——

这一来，还有什么可谈可议？

我们都是地狱里面的幽灵，

跑来找她，自己的主意也拿不定，

我们要做天使，已下定这条心。

０９４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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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了感受她的气息，

欣赏她那柔情的微笑，

和那耀眼的光辉。

而你却想要欺骗我们，

你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人，

你爱她并不是没有原因。

虽说你已用血缔结了良约，

这意味着在爱情面前发誓，

可是你的救星——就在爱情里。

有那么一个人，这人的生活——

永远使之奔向远方的意愿，

火焰般的热情，崇高的渴望，——

那人将永远离开我们，

地狱容纳不下这种人，

此人正是以力量制胜。

假如她一旦来到这里，

一切都会闪耀着奇光异彩，

我们都会吓得呆若木鸡。

我们恐难对付得了你，

只要一听到她的话语，

１９４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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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痛苦就会消失。”

刹那间，我害怕得心惊胆战，

围墙和塔楼四周，大地在摇晃，

忽然它裂开成了两半。

就在这时显出一片暗紫色，

一群幽灵向深处迤逦而去，

一转眼间就隐没在深渊里。

“你们这些长夜的产儿啊，

我还没看到你们帮什么忙，

你们就避开我往深渊里藏。

善神们！发发慈悲吧！

请瞧一瞧我的魔杖，

恭恭敬敬地把头低下！

你们，幽灵们，用你们光明的力量，

给我带来的只是我所爱的人的形象，

但爱人的一颗心却在我的心上。——

好啦！把你们的礼物给我带来，

而向我的女主人去把话传开：

苦乐与一生——一切都在她胸怀！”

２９４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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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
１５３

抒情诗

一

        勇敢的骑士阿尔博英，

骑在剽悍的骏马上，

他在世界上东跑西闯，

飕飕的箭声他欣喜若狂。

王公们都跟着他驰骋，

象一个人，脚印连着脚印。

他们足迹所到之处，

只留下废墟，一片寂静。

获得光荣的欲望，战利品的闪光，

和雷鸣般的凯歌，催他们出征。

群英聚会来商量，

重又是济济一堂。

“勇敢的领袖，请带我们去战斗！——

这话语不知道出自谁人之口，——

让每个人在杰皮迪人国家里，

３９４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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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用血去染红自己的宝剑！”

领袖默默地首肯，

允诺他们去出征。

大家都为荣誉疾驰奔腾，

沿着那血迹斑斑的路程。

骑士们跨在马背上，

并肩齐进，斗志昂扬，

盔甲闪银光，

兵器铿锵响。

战神点燃的烈焰，

在他们当中抖颤，

那火焰险恶地照亮

一个个骑士的目光。

大地也引以为骄傲，

在晨曦中光辉闪耀——

它把骑士们的伟业，

挑在自己的肩上。

二

      太阳的光圈亮晶晶，

４９４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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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着一片小树林，

展现在面前的那一条山谷，

在血红的光辉里笑脸相迎。

为了幸福，领袖和光荣，

杰皮迪人打得很勇猛，

妻子同他们患难与共，

愤怒与仇恨燃烧在胸中。

浓密的卷发绞在头上，

战士们斗志坚决昂扬，

响起了淳朴的战歌，

妇女们在齐声高唱。

这歌声令人鼓舞振奋，

但更频频传来一阵阵呻吟——

那是受了致命创伤的战士

在痛苦的折磨中发出的叫声。

勇士们以为已经打了胜仗——

杰皮迪人的队伍愈战愈强，

不止一个骑士倒下去，

永远地呀长眠在沙场。

忽然传来霹雳一声呐喊，

５９４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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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然大物，仿佛巨怪一般，

阿尔博英满身猩红血光，

这时突然出现，令人目眩。

顿时，全军溃退，人心惶惶，

他却乘着黑夜猛射敌方，

连肉眼都看不见的地点，

流矢也不放过老弱病残。

仿佛上帝降临在他上空，

威风凛凛地搭箭挽弓，

防御着无情的敌手，

不让他们的打击命中。

     三

骑士在战斗正酣时

看见国王库尼蒙德。

有几个卫士用自己的身体

把通往他的道路堵死。

阿尔博英一马当先，

杰皮迪人领袖一见到他，

就吓得发冷，变成哑巴，

但一箭射中了他这个靶。

６９４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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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脉搏渐渐停止跳动，

一股鲜血从伤口里往外涌流，——

他的英灵飞逝而去，

杰皮迪人领袖断了气。

他手下的战士，

纷纷逃离战场，

还在厮杀着的人

也跟着溜之一光。

接着妇女们悲痛呻吟，

高声向上帝哀告祈求，

她们大声咒骂胆小鬼，

也诅咒命运残酷无情。

只有一个衣着豪华的女人，

没有理会妇女们的喊声，

她在国王尸体旁边，

号啕大哭极度伤心。

阿尔博英按通常的习惯，

从国王的死尸上把头砍断，

她扑在尸体上大哭

咒骂的话十分粗鲁。

７９４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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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我正气凛然，怒火要冲破天，

愿光明世界变成漆黑一片，

愿凶手手中的火变成冰，

愿摆上的菜肴变毒药品。”

     四

“让为父报仇的诅咒之火，

在你的额上熊熊燃烧，

让朝霞的光辉永远照不到

你那可憎的面貌！”

——“天啊！真是举世无双的美人！

如今，成了我珍贵的战利品……

我求你别那么狠毒地把人盯，

阿尔博英统帅是你的人。”

——“我决不让你玷污，

杰皮迪人王族的血亲，

不自由勿宁死，

我决不做你的臣仆。”

——“啊！女皇！我承认：

你的门第高贵。

我愿拜倒在你的脚下，

８９４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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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身心献给你支配。”

——“你杀害了我父亲 ……”

——“不要再说了 不要受惊 ”

你是我的奖品，

你是我心爱的累赘。”

他抱着美丽的俘虏回营，

姑娘勇敢地抗挣。

但都无济于事，

怒气渐趋平静。

阿尔博英急急忙忙，

赶紧把战利品运送回乡，

但有一位杰皮迪人寡妇，

阴沉沉地站在大路上。

她说：“卑鄙的年轻人，

你想去作乐寻欢，

但你要记住，带着珍贵的战利品

你很快就会完蛋。”

９９４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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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那一片安乐的国土

阿尔博英回到家乡。

那国土对于北方来说

就象可望不可即的星星。

但凯撒治理过的那个国家，

灵魂象偷儿般离开了它，

只有星空还是老样子，

从那以来没有起变化。

尽管血红色的幻景

把造孽的大地掩藏，

但诸神仍忠实于

它那整齐的白杨。

阿尔博英满身都是胆，

他把勇敢的骑士们号召，

他们坚韧不拔地进行了战斗，

就象拍击岸边岩石的波涛。

阿尔博英经过殊死的英勇战斗，

终于把应有尽有的一切都拿到手，

００５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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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胜利奋战显出无比胆量，

如今终于回到了亲爱的家乡。

在那繁华陌生的国度里，

响亮的三角琴清音四起，

歌唱他怎样象一团火焰，

在战斗中擒获了美女。

“罗莎蒙德呀！让你的美丽

在筵宴上使我悦目欢喜。

让七弦琴告诉人们：

咱是怎样回到家门。”

她对着骑士点头，

把隐情藏在心头，

神秘地叹了一口气，

就从容地低下了头。

六

      塞浦路斯烈酒，

斟满了一杯杯，

那是我们狂饮作乐之徒

从洒满阳光的异邦抢来。

１０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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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赫尔米希斯，我的侍从，

唱吧！你这衣冠楚楚的美青年，

唱一支歌赞美我们的光荣，

就象演唱一支战斗舞曲！”

“好吧！我的公爵！”——于是那个青年

自豪地把七弦琴拿在手，

他轻拨琴弦，精神抖擞

唱起了一支胜利的凯歌。

“下界，在那个美丽的国家里，

有个给诸神指定好的神位。

天上的光辉，清净而又明朗，

仿佛在那里普照，倾泻如水。

但当他们痛苦万端，

看见下界的死亡，

于是滚滚的泪珠

沿着葡萄藤流淌。

滴滴泪珠都变成

酸辛的葡萄藤汁；

往昔崇拜如神的罗马啊！

诸神为你这般伤心哭泣。

２０５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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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威武的阿尔博英，

他到来了，胆豪气昂，

踏破了万顷狂涛

飘然抵达这地方。

阿尔博英的蒞临，

压倒了诸神的敌军，

由于诸神多加青睐，

炎热之国寿终正寝。”

七

      “我的了不起的歌手，

你今天唱得真棒！

来把这杯美酒

一口喝个精光。”

骑士拥抱了侍卫，

举杯祝大家健康，

他的眼里还含着笑意，

但笑声阴险不祥。

“今天，让这光荣的祝酒杯，

斟满领袖赏赐的酒，

让每个不惜牺牲生命

３０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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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奋战的战士喝个够！

我钟爱的人儿，唱吧！

让我把你的嘴唇亲吻，

你瞧金杯在闪闪发光，

快借美酒把愁消！”

但她惊恐得发抖，

双颊一点血色都没有，

她那双眼却似炭火燃烧，

目光象要把他穿透。

她显出满脸怒气

狂怒使她扭歪脸嘴：

“用我父亲的头颅作酒杯，

这种玩笑简直是犯罪！

我怎能在他的眼皮底下

硬把这口酒咽下？

他的眼窝里已不再闪现

那无穷尽的生命的火焰！”

——“你敢和我顶嘴！你这奴婢，

你不愿为我干一杯？！

难道让你活下去的人，

不正是你现在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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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你嘲笑最受崇拜的人，

可他对你却十分垂青，

半个世界在他面前发抖，

波浪和花岗岩也在呻吟。

咳！你这婊子是瞎了眼，

须知在你生长的地方，

男人见到我影子一幌，

就胆颤心惊魂飞魄荡！

要嘛为我的健康，

你把这杯酒喝干；

要嘛就上地狱去，

永远离开人间！”

“我愿离开这人世，

你的话简直卑鄙无耻，

假若我是一个男子，

我的剑会把你砍死。”

——“瞧着吧！我马上下命令

从土里挖出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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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野兽把他撕碎，

让乌鸦前去啄食。

我讨厌你这么出言不逊，

我要宰掉你的女伴，一个不剩，

用她们来祭祀太阳神，

还要用死刑把你严惩。”

罗莎蒙德默然不作声，

赫尔米希斯愣了一阵，

他燃起了激情的火焰，

向她低语：“暂请息怒！”

她象一叶白杨，

浑身颤抖把酒杯握牢，

为恭喜阿尔博英干一杯，

然后他又重新把她拥抱。

九

      更深夜静罗莎蒙德，

坐着叹息，不能入睡。

复仇之火在胸中燃烧，

忽然，她听到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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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他，真是如命，

但你更宝贵，请你相信。

为了享受亲吻的甜蜜，

我愿把他的生命献给你。

若我履行诺言，

叫他长眠九泉，

你愿不愿做我的伴侣，

象明媚春光朝我笑眯眯？

我们将一道前往金色的南方，

那儿等着咱的是幸福与阳光，

呵！有个魔鬼向我打手势，

招引我走向高高的白杨！

啊！女神，我要把你

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们永远离开这残酷的地方，

好让你把这一切不幸都忘记。

自从看见你痛哭伤心，

我就在心中暗自决定：

活着就要分担你的痛苦，

既然爱你，就不怕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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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女儿向着赫尔米希斯

频频点头。——愿望实现了……

亲了嘴。——在黑暗的掩护下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还没有大亮，

他就离开营帐，

事急如燃眉，话儿记心上，

夜幕把一切都密密隐藏。

十

      阿尔博英躺在御床上，

一动不动，既骄矜又漂亮，

时而烦闷搅得他心神不安，

时而幻想的烟雾使他徬徨。

“唉！我不如不到人间来的好！……

我那匹马儿已经丢失掉！

再也无力支撑了，

周围一切乱糟糟。

喂！我的战友，赫尔米希斯，

请烧红磨一磨我的箭儿！

黑夜即将在黎明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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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即死我定要选择？……

走！剑会为咱开道，

我们力量还不少，

成群敌人有助于咱赶跑

那一派绝望的迷惘颠倒。”

——“那是作梦！……敌人多么雄伟！

难道我能把那剑刺进去？……

象在梦里喊着找我的人

就在我的刀下丧了生？！……”

——“喂！赫尔米希斯，莫动摇！

我们应当有力量，

我的庇护者——也就是天老爷——

在那儿等着给我们奖赏。”

——“啊！沉重而甜蜜的奖赏，

在向我们作创业的召唤，

让我们带着它一起到南方，

那里等待我们的是快乐的时光。”

利剑深深地戳穿了身体……

“哎哟！赫尔米希斯，亲爱的！

太迟了！我受到的是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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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啊！快跑吧！我的战友！……”

十一

      仿佛是闪电的产物，

又恰似灾难的胎儿，

他们飞奔逃离犯罪现场，

黑夜把他们的踪迹盖上。

“站住！赫尔米希斯！”——猛不防

飞来一矛，把他从鞍上刺翻，

一个阴影象可怕的幽灵

从树丛后面悄悄地走近。

两眼无神空空荡荡，

头发飘动卷起波浪，

为了报仇绞断愁肠，——

她原来就是杰皮迪人姑娘。

——“罗莎蒙德！你好狠！

我命该在这儿被断送。

上帝让我为你捐躯，

复仇之神多么可恶！

但我要让灵魂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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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排列整齐的白杨，

我愿变成一支轻盈的歌，

和白杨树叶在一起歌唱！”

而她回答说：“我给你

虽然不能带来欢喜，

但我得向你表谢意

你为我把仇恨雪洗。”

刹那间，嘴唇微张，

幻想在翩翩飞翔，

随着轻轻吹来的暖风，

飞向没药飘香的地方。

“啊！罗莎蒙德！来吧！

我们道路甜又长，

我们将在那儿述说一个民族，

你就是他们的最后保障！”

和  谐

致燕妮１５０

（见本卷第６５８—６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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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曲

致燕妮

        火焰一般的歌声，

常在我心中缭绕，

心儿想留住歌声，

恳求它切莫飞跑……

“你莫要飞离我身旁，

幸福和你连在心上，

和你一起多自由舒畅，

莫飞走啊莫那么匆忙！

我要用你替自己建造宫殿

建一座美妙的歌声的天堂，

我要为你揭示无数的形象，

我要带着你飞向人间天上。

你将在我的心中长存，

将永远使我悦耳赏心，

心中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

我的意气不会变冷。

让我们瞧瞧闪烁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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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星光照耀我们的胸襟，

让咱漫步亲爱的山谷，

遨游在那遥远的天际！”

歌声轻轻刺痛人，回话讲：

“你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你的歌声会把咱留住，

现在我们再也不恐惧。”

“那你就为燕妮留下来吧！”

于是歌声突然地留下来：

“正是这使我们亲近，

使我们来到你身边。

只要一说出她的名字，

我们就马上踏进你的门坎。

有谁能在这整个世界上

不为这样的声音情怀激荡？”

愁  思

致燕妮

        我看见有个竖琴手，

一路上无忧又无虑，

３１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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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我真乐意和他在一起，

从容穿过那块小谷地。

那边峭壁耸立，

直插九霄云里，

底下四周是雾霭濛濛，

顶上在闪电，雷声隆隆。

在心上人的小窗前，

我愿把七弦琴来弹，

我要重把恶魔驱赶，

护卫你的安静悠闲：

“安睡吧！我的心上人！

祝你进入金色的梦境。

愿你在睡梦中，

听到我的瑶琴声。

天使将在你面前，

齐声把歌儿唱，

辽阔湛蓝的天空

繁星点点放光芒。

愿你在微风中翱翔，

在微风中弹奏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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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年轻的菲亚

使万物俯首神往。

梦神们将会用罂粟花，

把你装饰得灿烂光华，

将为你情意绵绵

展开一百幅画面。

画面将摇摇晃晃。

一幅接一幅飞扬

你将笑容满面地

倾听夜的合唱。

精灵们听到琴声

便向那高处飞奔，

那里，蔚蓝的天空

掠过嘹亮的歌声。

他们把朵朵云彩

给亲爱的做衣裳，

你的一切痛苦悲伤

全都会云散烟消。

当你听到从高空里传来的

夜半的齐唱，幽扬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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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会踏上那

金色的绣花地毯。

你会看见一队

温柔的小天使，

于是你那股不安的激情之热，

祥云就会使它冷却消失。

你的心会跳动得

更加自由和舒畅，

你的眼睛里

会闪现出千百道火光。

你在天火中，

金光辉映，

你在美妙的琴声中，

面带喜气。

你好象是神仙，

充满明媚春光，

黄昏和阴影，

从不来到你身旁。

花园散发芳香，

四周歌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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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着了谜似地

喜悦充满心房。

但愿你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在一幕幕梦想中满足沉醉

你的一切是地久天长”……

这时你将醒来驱走梦魅。

“啊！安乐之梦消失不见了，

快乐之火变得暗淡无光！”

“亲爱的，你的梦还没有离开，

只要你朝自己望一望！”

我的三角琴重又哀叹，

我和歌手重又把歌唱。

“啊！愁思催我去恋人身旁，

可命运却要我逃往四方！”

刹那间在你脑海里

仿佛浮现一种回忆：

“在旁边莫不是他的呼吸？

听得见喘息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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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１５０

（见本卷第６４６—６４９页）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啊！言辞！你虚伪、空洞，

没有生命，无踪无影！

为何不在你那僵尸般的身上

倾注进绵绵岁月带来的灵感？

但我们是否鄙视众神的决定？——

他们对人的敌意令人苦难尽，

他们总是要通过声音

流露心灵的波动不定。

因为从锐敏的心灵深处

那激动的感情一旦流露，

它就要把你的一切世界一下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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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地把你自身从宝座上推翻，

在火花的飞舞中，在你眼前

一个美好的世界就将诞生。

二

      而它披上破衣褴衫，

那外表丑陋又虚伪，

火海中诞生的言辞

似冰刀把心肝割碎；

悲伤和渴望之情，尚未平静，

却在渐渐地变得僵冻冷凝，

接受了他人的面容脸色，

把和你一起的幸福丢失。

心灵什么也没有领悟，

一层隔板把我们堵住，

我们的心思汇不到一起，

内在的真情越迷惘无底，

现在它竟变得如此迟钝，

无言地消失在一片混沌中。

三

      我心中有烈火般的巨大爱情，

９１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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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它势如排山倒海不可挡，

比雷霆的万钧力量更强，

言语对这爱情有何用场？

那是背叛心灵的不忠实之徒，

是凶狠恶毒而又阴险的恶汉，

从前它留给人愁绪难堪，

如今它把真情揭示人前。

要是我具有盖世的口才，

又具有和谐的宏亮音响，

我可要宣布爱情为永恒，

让辽阔的大地颤抖摇晃，

那时你最好躲在森林中，

整个的世界将雷电轰响……

四

      只须给我的爱勾画个面貌——

就可以看见它有天一般高。

在无法遏止的爱情面前，

星星月亮一齐低头拜倒。

无边无底的长明的眼海，

也在这爱情的面前折腰。

在它永不冷却的火焰前，

太阳的烈焰也显得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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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它前面低下头，

便在深处隐匿退走，

我的爱情将会代替世界，

但它会因苦痛爆发激烈，

于是就在火焰之中消失毁灭，

随后百花园里奇葩盛开艳绝。

致 燕 妮

      只要我的七弦琴一奏鸣，

心中的热血便会沸腾，

我又敢把世上万能的神仙，

彻底藐视看轻。

他们能否把闪闪的星光囊括？

他们能否把苍穹也尽加包罗？

能否听到宇宙的舞步

能否在天国欢宴庆祝？

我拒绝他们的礼品，

我不需要这些废物，

不管拿什么也代替不了，

那怕是拿天堂的极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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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梦幻无常，

白天热气腾腾，

我不需要这广漠的空间，

那雾气不是为我而弥漫。

尽管天上雷声轰响，

或者歌声轻轻飘荡，

我想得到的只是你——

燕妮，我的甜蜜的偶像。

但在快乐和我之间，

忽有可怕的怪物出场，

我甘愿偿付珍贵的代价——

把自己真诚的生命献上。

我茫茫然倒了下去，

再也无力闪烁发光，

由于抑止不住的爱和希望，

我将喝下一杯苦酒——死亡。

希望——美如天使，

在我怀中熟睡，

如今却在苦恼中呻吟，

因为它已经负约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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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紧贴你的胸膛，

因为你在遥远的地方，

在这阴沉忧郁的北国里，

我将在苦恼中虚度时光。

我在这里有什么前程？

我很难抑制住自己的热情。

但愿善良的精灵

轻轻飞进你的心田。

宇宙的深处远在何方？

也许它被云彩遮住？

也许是黑夜和那不灭的阳光，

还有爱与恨永远把它阻挡？

或许山洞和原野，

只是侏儒们栖息的地方？

或许妒忌的神仙

投来嘲笑的闪电？

也许他们不懂得

在胆怯的血液中沸腾的愿望？

他们莫不是在暗中妒忌

爱情带来的纯朴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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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幻想使心中雄伟的歌声

响彻全世界，洋溢着长空，

为了获得辉煌的荣誉，

向精神堡垒发起猛攻。

空中楼阁，再也没有，

幻梦破灭，一去不留，

而那一片猩红色的烟雾，

会把我心灵的光辉遮住

一个苍白的怪影升起来，

从那迷茫的幻觉的深处。

一个热切期望着的时刻，

象命运一样把我吸引住。

我要向那茫茫苍天问讯死亡。

我能在那儿找到什么？真是荒唐！

我应当达到成熟完善，

象火炬自身迸发火光。

陵 墓 曲

      狂风呼啸，乌云翻腾，

不见星星，天幕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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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见垂柳沙沙响，

看到闪电划破长空。

波浪打着海岸，

充满紊乱景象。

波浪给崇高的陵墓捎来珍珠，

波浪把岩石拍打得猛烈摇晃。

特里顿成群地聚在一起，

他们的外壳吹着销魂曲，

宣扬英雄的丰功伟绩，

和不朽者对他的怒气。

天色渐渐阴暗，

黑夜渐渐深沉，

万籁一片寂静，

只有影子憧憧。

从原始的恐怖的黑暗中，

从那阴森的大地的心脏，

升起个神灵。他额露愁容，

在他的眼底隐藏着忧伤。

一个尘世上的凡人，来自深渊，

象铁人一般地站在他面前

是魔鬼的力量把这人召唤到岸上，

是魔鬼的咒语把他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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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地之神，百结愁肠，

我炼就了你钢铁的胸膛，

使你的意志更坚强，

使你的心沐浴阳光。

我生你时，

痛苦泪淌，

我久久挣扎痛苦难堪，

愿战神降生在你身上。

回答我，你用什么来酬报？

我将得到什么样的奖赏？

拿破仑，你把整个生命的重担只是扛

 在自己肩上，

而你就是在它的重压之下倒下覆亡。

你身上的力量，

徒然地在悠晃，

你把这块你当过上帝的土地，

用敌意和仇恨搞得满目荒凉。

当你刚愎自用地去扑灭

我热情之火的全部微光，

开始的一切徒劳无益，——

你同我已经断绝交往！

我痛苦无穷，

我心慌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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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住眼泪汪汪，

把你抛到峭壁上。

他只好忍受这一切，

把亲生的儿子毁灭，

须知千年绵绵无穷，

我就想要生个英雄。

但我已向天神们发过誓言，

向他们许愿：不管雨暴风狂——

要是儿子使上天的使命蒙羞，

我就把他从高位推下深渊不留。

要是我的亲生儿有罪，

我自己应当苦恼惭愧，

因为神灵都听从敕旨：

就是把天地连在一起。”

在愤怒的神灵面前，

大地在沉闷地不断转，

热汗在他的额上流淌，

他用热汗把大地滴滴浇灌。

正好这时一片烟雾沉沉的峡谷

在春意盎然的草地中间裂开现出，

重重阴影似巨浪涌来，

血从裂开的伤口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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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把卷发一甩，

他那眼里的火光，

似火山迸发，飞往远方，

散播的是恐怖和死亡。

英雄惊恐地缩成一团，

神灵的话使他吓破了胆，

拿破仑在紫云弥漫中

高傲痛苦地眼泪直淌。

他严峻思考，

想挣脱镣铐，

但怎样才能摆脱魔咒？

他应恢复渺小的原状。

从永恒的地方往下直降

一个红彤彤的美丽形象，

清彻明亮的目光镇静安详，

闪耀着那魅惑的强大力量。

声音柔和而温存，

听起来那样安详，

声音里只有爱抚、没有愤怒，

声音里清晰明朗充满华光。

“啊！神灵，你怒火烧身，

如今，我又带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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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愤怒适合那有力的天神，

我知道这股火焰——还有爱情。

要是波浪把你急卷，

到处都是惊涛骇浪，

你自己怒火熊熊，

在你产生的强大力量中——

那时我给你的孩子，

披上优美的外装，

去迷惑复仇诸神，

使他们晕头转向。

他做出的一切过错，

由七弦琴把它掩藏，

那个使心灵无愧于上天的——

我将惊叹不绝地把它颂扬。

从前你遵循自己的誓言，

曾经过份激烈地指摘他，

现在那咒骂已经平息，

又何必还要去回想它？

在黎明的曙光中，

在另样的期望里，

我要给他带来荣誉的花冠，

他是不朽业绩的光辉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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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神解开了镣铐，

把花冠戴在他的头上，

土地神不再板着脸孔，

只是眯眯笑，快活开朗。

一团火焰辉煌夺目，

明媚中闪耀着红光，

英雄冉冉地高飞升入云端，

象不灭的星辰在高空闪亮。

海 妖 之 歌
１５０

叙事诗

（见本卷第５８８—５９３页）

爱尔菲神之歌

      我们东游西逛，

活象灰尘飞扬，

在闪光中发亮，

象拍岸的波浪，

又象是杠杆，

把大地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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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位神仙，

威武地显了身，

他闪烁发光象黄金。

他扫了一眼

那大千世界，

它在四周浮沉。

他创造了

大海、高山，

周围万象——

还有斗转，

加上星移，

和春雷响。

爱尔菲群神

脚踩着祥云，

身披着霞光，

大地灿烂辉煌，

在和风轻拂中

他们放声歌唱。

一个个的蓓蕾，

红艳艳，散芬芳，

他们便由此生长，

然后是朵朵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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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得象火一般

竞相开放。

他们的声音似轻风，

他们亮晶晶的目光

象群星灿烂的夜晚，

他们的心跳动均匀，

是一片忠贞的爱情，

永远不渝的可靠保证。

沿着悬崖和峭壁，

满是石砾的斜坡，

我们游玩，飞翔，

穿过田野、树林，

穿过花丛、火光，

总是东游西逛。

可是到晚上

我们就在花丛中，

躺下睡觉；

一直睡到，

白昼重新睁开睡眼，

向我们尽情欢笑。

假如我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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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进入梦乡——

就向那里飞翔。

于是通宵达旦，

在眼前一片光辉灿烂，

燃起美好的朦胧的幻想。

然后我们又飞开，

把美梦全留下来，

让它在花间徘徊——

让它去游戏人间，

在人们的心中

唤起幻想和悲哀。

地 神 之 歌

      白天，我们用锤子，

没完没了地在敲！

敲呀敲，敲个不停。

晚上的活我们干，

一直往下干呀！干！

干得又轻巧又机灵。

你们——爱尔菲神，

赶快乘风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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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首先，

那金刚钻和红宝石，

就在地里深处埋藏，

这同你们有何相干？

无与伦比的块块宝石，

全都在这里闪闪发光，

理想之花在这儿开放。

一颗颗火星时暗时明，

一道道闪电亮晶晶，

这里正好容纳它们栖身。

用自己的技艺，

我们创造红宝石，

还锻造金刚钻。

那一座座的宫殿，

按照我们的愿望，

高高地耸入云端。

我们在下面数着日子，

在眼花缭乱的变幻中，

目送着年华不断飞逝。

万物凋谢零落走向死亡，

以及欣欣向荣蓬勃生长

全都躲不过我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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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僻的山谷，

在可怕的深处，

有一部书存放。

上面将记载

万物的起源

和它的消亡。

只有白发老翁们

向着地球的深处

投过来一瞬目光。

黄玉——我们就在这儿发现，

还有金刚石，

它们在闪闪发亮。

这宝石却嫌不足——

老人们都在痛哭。

在幽深辽阔之处，

就是这滴滴的泪珠，

把一个黄金的海洋，

给灌注得满满溢出。

我们成群游览

那地下的宫殿，

和豪华的厅堂，

只要我们敲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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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任何宫殿

  都会向我们开放。

  有时我们在一起，

  弹起七弦琴

  歌唱世界的诞生。

  火焰冉冉地上升，

  我们头上的世界

  燃起熊熊的火光。

幻 想 曲

十四行诗。致燕妮

一

        我心爱的人儿，

  让我和你一起

  飞到遥远的地方，

  那里有一股山泉

  急急地飞向下边，

  深深向峭壁奔闯，

  不掩盖盛怒发狂，

  还时而腾起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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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那儿，陶醉在

甜蜜欢乐的一瞬间。

大地铺满了幸福，

草地上百花竞放，

这瑰丽的画面上，

洒满了雨露阳光。

二

      在明亮的大厅里灯火辉煌，

在跳荡的心中一盏灯最亮，

爱的灯光不怕阴影，

爱的光辉最亮堂。

没有沉沉的阴影，

心情更快乐舒畅，

内心倍温暖，

声音更爽朗。

恰似伊奥拉斯柔和的竖琴，

整个心灵响起无限的清音，

那声音向着高处飞扬，

飞到金碧辉煌的宝座，

然后便从那里往回转，

回到发出音响的心房。

７３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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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三

        假如你疲倦地

躺在绿草如茵

鲜花盛开的草地上，

我快乐地坐在一旁。

爱情使我啊！

长上了翅膀，

此刻我沉迷在你的眼底，

心中的歌儿又重新荡漾。

我恳求各路神仙，

赐给我们万道霞光，

我不倦地呼唤——

请你们给我的歌

熏上百花的芬芳，

和永不消逝的音响。

四

        假如你胸口烦闷，

请听我把歌来唱，

歌儿把你呼唤，——

你会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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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那歌声飞扬，

和欢声笑语的回荡，

你卷发低垂感动，

觉察我心波荡漾。

这时我全身迸发火光，

感到有种永恒的力量，

我要拥抱万里长空，

我要把你紧搂在怀中，

我把这理想珍藏在心上，

我要把尘世的俗物扫荡。

五

        我们吸收心灵的火光，

和生活中甜蜜的芳香，

伴随爱情而来的幸福，

朝着我们象鲜花开放。

两颗心孕育的幸福，

放射出美妙的光芒，

它躲开种种不幸的灾难，

在我们心中燃起了希望。

旧世界在黯淡中衰亡，

新世界在我们面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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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显得更加生气勃勃。

它的亮光是那么柔和，

象盛开着的心灵花朵，

天籁就是它的运转之歌。

六

        呵！那一片痴心妄想，

原来只是美梦一场。

在生活里并没有幸福，

快乐躲在该死的远方。

陌生的影子在缠着你，

于是来了另一个黎明

向着你问候并致敬意，

吹来的风使人感到异样。

我只看见你的影子，

你象梦中人一样。

我只有在幻想之中，

才见到你美丽的形象，

但我无论怎样恳求，

你片刻也不靠近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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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朵玫瑰花

抒情诗

        “绿茵中有朵玫瑰花，

惊寒怕冷，红艳怒放，

象一朵炎炎的火花。

紧倚着它的另一朵，

花冠不住地在摇晃，

白得胜过一朵雪花。

忧愁的泪花一闪一闪——

白玫瑰偎依着自己的女伴，

这是她力量的源泉。

这幅迷人的景象，

是多么和谐浑然，

增添一番柔情感。

但是如果那火焰渐暗，

它在疾风暴雨中抖颤，

掉下了片片的花瓣，

那雪花却闪着亮光，

在美妙的声意中融化，

在天国的光辉中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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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它也迸发火光，

但接着便凋谢死亡，

落在幽暗的坟丘上……”

诗人胆怯地拄着

自己牢靠的手杖，

一边流浪，一边吟唱。

十 四 行 诗

致燕妮

一

      别生气，我的女皇，

如果我坦白承认：

我没把真象隐瞒，

爱情在展翅飞翔。

凡人常常梦见白昼，

梦见天边挂满星斗，

小河的流水轻轻唱，

这一切又蓦地化为乌有。

好象在岩石山中，

暴风雨急卷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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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无情毁空。

从那深沉的黑夜里，

有一股强力在升起，——

刹那间把爱的生命摧毁。

二

      我们心灵中的灿烂花朵，

前所未有的光辉的明灯，

人们以不顾一切的仇恨，

无情地加以窒息和摧残。

但我还是经常快乐歌唱，

唱起歌儿我心里暖洋洋，

尽管希望是一片渺茫，

但我求爱心切欲断肠。

我不倦地

为你歌唱，

一直到死的那一天，

还要把你爱在心上。

到那时大海把我漂去，

才能使我的热情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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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心灵在苦闷中，

在世上徬徨游荡，

并在呼唤着理想；

当内心缭乱惊慌，

人世间的坚冰，

封住永远激荡的思想，

一切都成一场空，

我的心一片迷惘。

但火光没暗淡，

也决不会熄灭，

它不停地烧旺，——

那是我的爱情

又在雾霭中寻找

心爱的你的形象。

给燕妮说一声

      燕妮，给我一个奇妙的符号，

再给一曲巧夺天工的乐章，

我要在这里轻轻地唱支歌，

好让那歌声飞到你的身旁。

４４５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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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魔  女

致燕妮

        一个纯洁美丽的形象，

在闪闪发亮，放射光芒，

它萦绕在我的心坎上。

见到它真是三生有幸，

见到它就会钟情，

永为它迷恋倾心。

这形象完全和谐浑然；

对于蒙上阴影的心情，

要宽慰只有飞向光明。

面容活象万顷波涛，

充满极和谐的情操，

世界因它感到温暖。

幻想朝它急驰飞奔，

天也从白云深处，

出来和它欢聚一堂。

它的神采炯炯发亮，

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它在高处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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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也悄悄欣赏，

那个魔女的形象，

是那样一往情长；

它产生一个幻想——

吸收她的气息

和栩栩的目光。

千姿百态紧密地交织，

和高尚的品性相结合，

溶成一片光彩的美色；

它是永恒欢乐

是理想和美德

最卓越的化身。

她习惯于自由自在，

在旋律中寄托情怀，

对所以然却不明白；

柔软的轻纱下，

胸脯隆起高高，

火焰炽烈燃烧。

心中不知道忧伤，

金竖琴发出音响，

充满着种种预感。

响声里幽情在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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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对理想的追求

和奔向天堂的志向。

但胸部猝然一下振荡

刹那间心脏急跳抖颤，

眼前现出一片黑茫茫，

忧伤满胸膛，

她低下了头，

思念欲断肠。

这时从远处看：

她象一颗明星

高挂在天空上。

宇宙之火放异彩，

在她明亮的眼睛里

射出闪电的光芒。

大自然变得欣欣向荣，

和风为她减轻忧心愁容，

云彩向着她开颜微笑，

大地把内心深处揭晓，

慷慨地把欢乐送给她，

献给她鲜花来把心表。

她是那么温柔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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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里焕发光彩，

卷发绕着脖子披盖。

对着这美景，

她羞羞答答

出神地遐想。

话语悄悄从口中流露，

象甜蜜的歌声在倾诉，

是无意中轻声谈肺腑；

象一场极妙的梦境，

那声音——是上帝意旨，

那声音在呼唤爱情。

上帝给她的身体

披上轻柔的罗纱，

她全身闪闪发亮。

她身上燃烧起了

崇高美好的理想

和那爱情的火光。

是上帝创造了你，

塑造了你的模样——

使你体现了理想。

在美丽的闪光中，

天上征服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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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屈服于上天。

致 燕 妮

      我不再哭泣，尽管满怀忧伤，

我要把内心中的忧愁悲叹，

通通抛进那滔滔的白浪——

让它和暴风雨一起消亡。

我把无限信任的感情，

牢牢藏入我火热的心，

我把重重疑团都忘记，

快乐呵，快乐就在前边！

你们瞧！在那星空的高处，

我要把字义给你们诵读，

是啊！如今我能够爱她，

而爱情——是给我的奖励！

字眼与实际全不相象，

它们显得过分的久长！

他爱着燕妮！天啊！天啊！

我几乎忍耐不住。

９４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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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凡人能说得这样大胆？

还是他果然相称相当？

心潮在翻腾并非徒劳，

心中的呻吟已被听到。

星星！闪耀你的光芒！

太阳！请照得更亮堂！——

但你们无力扑灭掉

支配我心头的火光。

波涛！你高高地卷起来！

横祸！你就从天外飞来吧！

试一试能否压倒我，

使我永远站不起来。

我公开向你们挑战，

半点也不感到惊慌，

我固执地冷冷一笑，

昂首挺胸走上战场。

你们知不知道爱情的火焰？

懂不懂得什么叫心心相印？

不，你们的镣铐和锁链

无法永把这情焰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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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你们把波涛掀得高高，

任你们给世界带来恐慌！

但爱情将在你们头上升起

它将在万里长空放射光芒！

燕妮！人生之海可怕吗？

心中狂澜感到畏惧吗？

但爱情——是情怀思绪，

而痛苦——只是一阵雾。

我们的结合——火和焰，

经过了长久的考验。

两颗心连在一起，

天长地久无穷期。

你轻柔的气息，

使我心醉神往，

我忘却了世上的一切，

只有它才日久天长。

尘世上的一切——只是旋转，

或者是潺潺作响的波浪，

只不过是爱情的陪伴，

而全世界——则是一场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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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果真是幸福降临？

果真你答应我的爱情？

你愈加坚强地挺起了胸膛，

虽然你保持同情默不作声。

天空正时刻加紧驱散

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

但晴朗的天空在你的美丽面前，

在你奇异的魅力跟前也要黯然。

阴郁迷濛的幻景，

被黑夜笼罩沉浸，

曾使我意乱心慌，

陷入了渺茫窘境，

在不幸的巨人面前

我怎样也无法保持平静。

２５５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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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二

      象从可怕的河海的深渊，

从心灵深处发出了呼声：

“啊！爱情甜蜜的瞬间飞逝了，

再不会有清脆悦耳的和声。

狡猾而美丽的魔鬼的容貌

闪现了一下便又重新消失。

魔鬼们的爱情的烈火上升——

重又熄灭——爱情不为薄命人。

那爱情高高升向天空，

把天上之火带到胸中，

它在眼里仿佛是幻影，

爱之心吸收了魅力无穷的美——

它没有把自己的奇迹献给你

你的形象啊总还是迷迷恍恍。”

三

      心灵却不能理解，一片茫然，

命运的抑郁使它泪水汪汪，

在烟雾弥漫中不断奔忙，

失去幸福使它如此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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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仇恨不曾使它心神不安，

而狂暴的自然力，象病人说胡言，

它贫乏简单，在那儿和我打交道，

只有增加我心绪的不安和慌乱，——

心情低落象坠入黑暗的坟墓，

永远忘却了还要翱翔到高处，

血无力地在血管里沉寂停住，

世界覆盖着一层白色的云幕，

我沉没在汹涌的波涛中，

因为你没有在我的身旁。

四

      但它还在发出响声和呻吟，

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唱，

它想起忧伤和欢乐的梦幻，

心儿就淹没在声音的海洋，

心中的悲愁飞向我的女神，

心儿象添上了奇妙的翅膀，

但愿高空里我的歌声荡漾，

不至于使她触景心伤——

“纵使她永远不再理睬我，

我也总是对她倾心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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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继续歌唱；当那歌声飞扬，

我的生活就充满甜蜜的回想，

只有我被痛苦折磨至死，

那时，我的心才不再哼唱。”

五

      “她站得太高，

她眼光太亮，

欲追——追不上，

献诗——音渺茫。

一片心，得不到回音，

倍加痛苦，倍加伤心：

对你的想望没有回答，

美妙的梦幻——实现无望。

你可从峡谷奔向那

蓝色和金色的星星，

借着一道道的回光眺望远方，

但你勇敢的飞翔徒劳无望——

你应当独自一个人留下来，

那古老的曲调又重新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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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多么自豪——因为你爱我，

我的见解你也明如观火……

我扶摇直上你的高空，

你的心在我面前跳动……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安，

变成现实了——我多年的理想。

我羞怯地低下自己的头——

在美貌绝伦的女皇面前。

我的精神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它召唤我去创业和谱写诗章，

现在我要大胆地投身生活，

投入奔腾生活的漩涡急浪，

让那插翅飞翔的幻想之音响彻寰宇，

让永恒的渴望飞向亲爱的燕妮身旁。

七

      干吗你要在幽灵跟前抖颤——

产生他们的是欺骗和谎言，

让生活去浇灌自己的迷魂花，

让它去陶醉在卑鄙的情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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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它会了解崇高的情焰，

和永远地激荡着的情怀意向，

爱情的痛苦，和谐的宽阔无限——

它的每一个脚步都记在心上。

七弦琴声愈来愈响，

爱你的心愈跳愈烈，

琴和心都能和暴风雨较量，

把你和我胸中的悲伤

拥抱在遥远的原野上——

永无止境呀，无限绵长。

八

      燕妮！岁月如流，往事恼人，

前进的道路啊并不平坦，

让万种愁情在暴风雨中

或者在静夜里慢慢消散……

只要幸福之光刚一倾注闪亮，

赐给咱爱情，救星就在爱中藏。

我们的眼里将放射喜悦的光芒，

星星将向我们温柔地闪闪发亮。

燕妮爱我——哪里还划界为限？

千山万壑也难把我们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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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我们的心充满永恒的激情，

我们的心将永远共燃不熄，

而波浪将吞没世上的愁伤。

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燕妮这名字——个个字母都神奇！

它的每个音响都使听觉着了迷，

它的音乐，借助金弦三角琴

委婉的音响，随处向我唱吟，

象玄妙的神话里的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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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宛如春宵月色荡波心。

二

      我能够把千卷万册的书

写满你的名字，不计页数。

愿思念的火焰在里面呼呼燃烧，

愿意志和行动的喷泉涌流滔滔。

愿生活的永恒面目显露，

而整个幻想的境界现出，

愿其中闪耀天国无穷的光辉，

众神的欢乐，还有人间的苦味。

我能在群星之中

看到燕妮的名字，

天上和风把它带给我，

仿佛吹来幸福的信息。

我将永远反复歌唱它——愿大家知道，

燕妮的名字本身就是爱情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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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燕 妮

十四行诗

一

       我知道，幻想将会使你

美妙的胸怀增添生气；

我知道，那放声的啼哭

你会压制住不让流露，

而大胆的作为会给你带来痛苦，

每条纤细的神经都会震动打颤，

每一口温暖的叹气都会高飞远扬，

急急地向着九霄云天飞腾翱翔。

任谁也不能了解明白

那些圣灵的全部威力，

它们从异地他乡，

飞到了你的身旁，

爱慕你低下了头，

使得你忧虑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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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是燕妮，要知道，是神明

赐给了歌手仁慈的权能，——

他才能控制心灵，

还有梦幻与激情，

他知道你炽热的情焰，

这情焰充满你的灵魂，

无论你的情怀多么深沉，

心涛总要把你带到那边。

难道他能活着默默无言

经受着不幸，体验着苦难，

却没有勇气倾诉出悲伤？

带着那受制于人的锁链

血一滴接一滴往下流淌，

被痛苦一直折磨至死亡？

三

      我们心心相连，

你心里的悲伤——

我也为之断肠，

这片心无人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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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欢乐全被遗忘。

我心中燃烧着的一片火，

难道不就是你的一片光？

就那样让悲痛不声不响！

让爱情的神圣的魅力

燃起火焰并放射光芒！

愿它似花蕾一样傲然开放，

愿它每时每刻都发出音响，

我将在这优美的旋律中，

把那魅力般的爱情珍藏。

歌手在圣诞节的前夜

抒情诗

       有个青年歌手，

深深地沉思着，

坐在奔流的河岸上。

波浪闪耀，泡沫翻腾，

可是他满怀心思，

幻想向远方飞驰。

“就象你，汹涌的急流，

沿着峭壁飞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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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远处喧闹的森林——

一切欢乐也这样消失，

全淹没在急流逝川中，

青春的热情也无影无踪……

夜啊！星眼迷离，

梦幻一片神秘，——

永远不知你的去向，

那黄金般的魅力，

已经一去不复返，——

再也没有什么幻想。

我记得心如何跳荡，

整日都在苦闷不安，

充满了忧虑与彷徨。

当夜幕终于下降，

于是又梦幻连翩，

心儿向高处急翔。

此刻我们的整个世界，

显得多么自由和宽广，

充满生气，诱人神往。

天空挨得更近，

它赠给我们

星月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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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爱情魔女已冉冉升上，

焕发着容光，使人迷恋神往，

就象是远处的神灵在召唤？

她在人们眼前，

展现出奇妙的，

天蓝色的光芒？

莫非是女神下凡

好让我从今以后

沐浴着满园春光？

为了实现宿愿

把梦幻变成现实

她忍住了悲伤？

啊！她用永恒魅力

把幸福献给了我，

可她自己——真遗憾！——

却总是满腹疑团。

阴影使视线暗淡，

忧愁是茫茫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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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燕 妮

      好象一阵钟鸣叮当响，

又象赞美歌旋律悠扬，

仿佛从遥远的钟楼上，

有个神灵向我们飞来。

不死鸟在那儿复活，

从烈火中展翅飞翔，

它的鸣声悠扬婉转，

嘹亮地传遍四面八方。

它的翅膀坚强粗壮……

拍翼增添了新力量。

它在天上的彩云间

不费力气地在飞翔。

大地喜气洋洋，

天上灯火辉煌，

铙在响，竖琴在弹，

道道目光更明亮。

燕妮！往昔那些日子，

５６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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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何等光辉明朗！

那时，送给你的礼物，

纷纷来自四面八方。

记得有一年冬天，

良夜里灯火辉煌，

圣诞树出现在你面前，

你久久地欣喜若狂。

莫非不死鸟从心灵深处，

从那甜蜜的枷锁的梦乡，

从永恒的赞美歌声中，

披上了鲜艳夺目的羽裳？

它婉转啼唱，

它高飞远翔，

从火焰和光明中

带来爱情的问候？

是你精心哺育了它，

它在你的怀里成长，

它就在我的面前，

闪耀金色的光芒。

可是我站着，十分激动，

６６５ 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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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遭到迅雷轰击一样，

是爱情把我吸引住，

希望使我心驰神往。

象魔术一般的梦，

弄得我如痴如狂，

只有你灵丹似的目光，

能使我从迷惑中解放。

请收下我用诗编成的花环，

它赞颂生活和爱情的甜香，

愿在你眼里闪烁一瞬间

那欣喜和欢乐的光芒！

７６５歌 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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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父亲的诗册］１５４

诗  作

在亲爱的父亲１８３７年生日之际

谨献此册，略表永远敬爱之心

卡·亨·马克思

于柏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７年２—４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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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给 父 亲

一

创 造

       永恒的创作精神飞远方，

乘着那汹涌沸腾的波浪；

四周接连不断地呈现出

波澜壮阔的生活和世界。

而他那具有魔力的目光，

看出了盈千累万个形象。

忸怩不安的时间、空间、

令人迷醉的天籁之声、

夜空金辉罗列的繁星——

都在仰望着他的面形。

他象慈父般频频点头，

向世界普照他的爱情。

永恒感到自己有界线，

于是缓缓地流向前方，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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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很快给思想披上外装，

诗歌就象鲜花般怒放。

从那清澈的太空深处，

预言者的七弦琴在鸣响。

“星星的光辉越来越温存，

世界在群山怀里很安宁，

我的灵魂已到极乐之境，

但愿这精神也能看到你，

一旦胸襟在你跟前坦露，

你就对它直抒你的生平。

只有爱情才能真正了解

我这隐藏在内心的思想，

但愿它能在你身上燃烧，

我把我的热火向你献上。

和谐世界沉浸在和谐中，

情投意合才能倾吐衷肠。”

“过去艺匠用他的笔触，

创造出你的美妙画图。

快归回到那匠人跟前，

你的面貌已有了改变。

请把那凡人的感情熄灭，

让他永远跟我融合。”

４７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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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 作

       多么炽热呵，创作的火焰，

它从你的胸口向外蔓延，

我的心很快就和这情火

熔化在一起汇成一片。

情火响起金竖琴的声音，

给心头的火焰披上柔情的罩衫。

我听到，那遥远的阵阵声浪，

已经汇成一支乐曲在回荡。

我看到，万里长空，金光闪闪，

一忽儿上升、一忽儿又下降。

我抑制住我内心的矛盾，

把快乐和痛苦注入诗章。

心灵象耸立着的悬岩，

披着一层柔和的外衣，

你心中永远闪耀着的光，

我用它来点亮这盏明灯。

每个形象都满怀柔情，

想跟它的创造者再结联。

５７５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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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中 小 溪

       我走进树林就看到

小溪旁的月桂树丛。

脚下小溪波光闪闪

沿着悬崖倾泻奔涌。

月桂树下溪水淙淙，

不知疲倦奔向远方，

碧水生辉金光闪耀，

想要汇入云海高空。

可是，它正欲一跃飞腾，

却撞上了灰色的岩胸，

顿时一个跟斗往下栽

水珠四溅迷雾濛濛。

它这样在林中远流而去，

身上忍着死亡的疼痛，

可月桂树却静悄悄地

把它催入甜蜜的美梦。

６７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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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竖 琴

叙事诗

       歌手惊讶地在倾听，

似乎远处传来琴音。

他心慌意乱地想道：

“呵，为啥胸口会发疼，

那究竟是什么乐声——

是星星或幽灵在呜咽？”

他跃起倾听那远方的声音，

小心地向四下顾盼睃巡；

远处一轮光晕正在招引，

“歌手，跟我走，向上，向下，

你的手将会达到那边，

在空中和地下的琴弦。”

前面是险峻的高山峻岭！

他胸中的心儿渐渐发紧，

而琴声却越来越听得清……

他跟随着琴声上下浮沉：

这是些纵横交错的途径。

他的双颊变得苍白、铁青。

７７５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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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不可逾越的门坎，

大门敞开着；抑扬的琴声

把他托起慢慢地往上升，

他看到面前有张七弦琴，

那琴儿根本没有人用手去弹，

却神奇地奏出了悦耳的声音。

他充满了快乐和苦闷，

这交集的感情无限深沉。

一段自白吐露了真情：

“这不是琴声，而是心声，

这是我自己，我的悲鸣，

它们都发自我的内心。”

他听出山涧中流水淙淙，

深渊里一股急流在猛冲——

就是这缭绕不绝的琴声，

琴声激越，他的热血沸腾，

灵魂随着琴声飞扬翱翔，

永远永远地离开了红尘。

８７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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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  奔

叙事诗

       骑士就在大门旁边站，

姑娘凭着窗子往外望，

“啊，骑士，我怎么下楼来？”

万籁俱寂，朝霞未放彩。

“‘我把一条绳子抛给你，

接住它——这是维系你命运的东西，

你把绳子的一头牢牢地系住，

就沿着它小心翼翼滑下去。’”

“啊，骑士，啊，骑士，我这样逃跑象个贼，

啊，骑士，什么能说明我清白？”

“‘亲爱的，我们没有偷人钱财，

影儿也要跳舞伴送咱离开！’”

“啊，骑士，我往下望一望都害怕，

两眼发黑，决心怎么也定不下！”

“‘我把生命交给你，你却无胆量，

你枉自惊怕，自己在把自己吓！’”

９７５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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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骑士，你这个把戏太危险，

可我只是为你日夜思念，

亲爱的厅堂啊，我向你告别，

这辈子咱们再也不能相见。

我已经许身给另一个力量，

我只好跟你分别天各一方！”

时机已不容许再拖延、踌躇和悲哀，

她得立刻顺着绳子滑下来，

离到达地面还差很远很远，

但眼睛变模糊、脸色转惨白，

再也没有力气，她双手松开，

在致命的疼痛中掉进他的胸怀。

“啊，骑士，请你再拥抱我一回，

让爱情的甜蜜流入我心肺，

让我吸够你接吻时的芬芳，

让我在甜蜜的虚幻中陶醉。”

骑士紧紧地抱着这姑娘，

把自己的幸福紧贴胸膛；

他们俩心心相印，嘴唇相连，

突然死神用翅膀也把他摧残。

０８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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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我亲爱的，别了，我的情郎！”

“‘慢点，我要跟你一起同行作伴！’”

他们的头顶升起永恒的火焰，

一对咽了气的躯体倒在地上。

烦  恼

抒情诗

       “啊，为什么你的眼光萎靡，

为何你满怀心事在叹气？

好象是有恶运在驱赶你，

好象是黑夜在折磨着你？”

“‘我需要充满魅力的眼光，

就象是横空彩虹的光芒，

眼光中有歌声，也有火焰，

还有夜空的星星在闪亮。

我在梦中见过这种眼光，

这梦预示着什么，却不详，

我的心会在寂寞中枯萎，

如今我等待着的是死亡！’”

“干吗要到那遥远的异乡，

１８５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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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没有精神的食粮，

这里的波浪跳跃得更欢畅，

爱情更为纯洁、更加明亮。”

“‘这里没有波浪、没有亮光，

我看到从远方，

有一道魔光在向我闪亮，

这里我却孤苦零丁、无依无傍。’”

他全身颤抖，望着前方，

望着那他向往的远乡，

而可怜的心却在焚燃，

他停止呼吸倒在地上。

维也纳猴子戏团到柏林

一

     “为什么人们都拥向那里，请告诉？

是塔尔玛在演出？是缪斯在环舞？”

在狂热的紧张后我们要息一息，

那里喜剧的主角是猴子耍把戏。

２８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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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里，

观看着野兽们耍把戏，

演员们的秉性难移，

竟把尿一泡泡地撒向墙壁……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袖子：

“从来还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还有一位小姐，真希奇，

倒在那丑猴子的怀里，

闭着眼，对它低声细语：

多么令人激动，多么扣人心弦，

我人都酥了，我在陶醉，

猴儿进入了我的心扉，

猴儿使我迷了心窍，

它有一股磁力将我吸引，

你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我呼吸困难，眼睛发黑。”

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１５５

一

     有一次我决定享受一番，

３８５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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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解囊破钞行乐一场，

灯光下我把燕尾服穿上，

进戏院，坐在第一排包厢。

但是我多么不幸，大失所望，

我把自己狠狠地痛骂一顿。

无聊中拿着戏单来到小姐身旁，

低声对她说：“两只手冻得够呛！”

她答道：“戴上手套就会暖洋洋！”

我说：“手套一戴会叫我心烦。”

后脑勺和胸部冻得冰凉。“留点神，”——

她说道，“把围巾裹得更紧一点！”

我含糊说：“大厅里全没有火，

生肉的腥味弄得我要吐。”

她说：“这芭蕾舞真妙，不是吗？”

“‘副刊’还登什么？”——我懒洋洋地说。

二

     声音的海洋吞没了我的话，

她冷笑了一下：“真是个大傻瓜！”

４８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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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恋

抒情诗

（见本卷第２１—２３页）

雇 佣 契 约

  太太：你还要什么呢？别埋怨，尽管说。

  女仆：我全明白啦，最重要的是把顾客拉，

为了使这些顾客能常来光顾，

每月请他们到我那里喝一次茶。

多愁善感的人

     他们号啕大哭：屠夫竟宰了小牛！

可怜的牛犊哞哞叫，突然垂下头！

他们又放声大笑：哈，我的天，真可笑，

自然界太离奇——公狗不把胡子留！

喊声无止休——丧失理智的征兆！

巴兰的毛驴儿也是这样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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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的浪漫主义作风

     姑娘给歌德写了封传情的信，

信中央求他对她倾注爱情。

有一次她到一家剧院去看戏，

对那个穿漂亮制服的人着了迷。

他含笑看她，她突然开了口

“先生，蓓蒂娜正在害病犯愁，

——要是她把脑袋靠在你身上，

她心头的愿望就会得到满足！”

穿制服的干巴巴地回答道：

“蓓蒂娜自己不知道要什么！”

她说：“呶，不必胆怯，小老鼠，

我的头上又没有长虱子！”

致真理的太阳

（弗·奎德诺）

       灯光的明亮和星星的闪烁，

内心的深处，美丽的光泽，

脸颊的苍白和情意的投合——

你把它们渲染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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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理的太阳，——你这样说，

这只不过是蹩脚的小丑伎俩，

你也可以自称为真理的太阳，

可惜这太阳跟阴影过于相象。

给英雄—骑士画像

     打也好，踢也罢，不能把他们分开，

你总是看到他们在一块，

白天他对流行歌舞夸夸其谈，

夜里老臭虫咬得他疙瘩斑斑。

致对面的女邻居

     她又探头窗外，东望西张，

我的天哪，叫人痛心悲伤，

丈夫矮个子，象精神病院，

妻子象竹竿，令人都生厌，

为了保住灵感，

我只好放下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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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妖 之 歌

叙事诗

        海中的浪涛在喜逐着清风，

不断地呼啸欢叫、起伏翻腾，

这浩瀚的世界使它们兴奋。

那些美丽的海妖的合唱声

在这片海浪中永远荡漾着，

缭绕回旋，飘摇上升。

手指刚一碰到七弦琴，

就在这倏忽的刹那间，

传来甜蜜愉快的声音。

大地和群星都在倾听，

并轻轻地哼唱着歌儿，

伴和她们优美的歌声。

歌儿具有艺术的激情，

它亲切地爱抚着人心，

听到它的人一人了迷，

就会忘掉自己的生命，

他就失去浑身的力气，

沉入无底的深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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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神秘玄妙的时刻，

种种千奇百怪的形象，

从那迷雾蒙蒙的海浪中出现。

就好象是那天上的诸神，

沉沉地睡在大海的深渊，

既没有忧虑，也没有悲伤。

突然在翻腾着的浪头，

掠过一只飞驰的小舟，

舟中坐着愉快的歌手，

睁开了他晶亮的双眸，

歌唱他的殷切的期望，

唱着那心心相印之歌。

歌声已经传入了水域深层，

在甜蜜的痛苦中的女河神

睡梦中隐约地听到这歌声。

阵阵浪涛不断地喧闹欢笑，

充满着对歌儿的赞扬好评，

水浪的节拍随着歌儿和鸣。

但是此时他忽然听见，

一个个天仙般的海妖

唱出她们遥远的哀怨。

她们想要用这种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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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神妙奇异的旋律，

使歌手入迷，将他俘获。

“青年人，请你用出奇的演奏，

来统治这沉默无言的大海，

你呀，已受到那高空的引诱，

缪斯正在把你护卫保佑！

在这里，在我们的水晶宫里，

歌唱的声音听得更加清晰，

再没有比我们的歌声更美的旋律，

连波浪也要屏息倾听。

海浪对歌儿钦佩赞扬，

伴着它在漩涡里打转，

你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也变得更加明亮。

请带着满腔沸腾的热血，

加入我们这兴奋的行列，

观看浪花儿的神奇飞舞，

舞中有爱情的全部悲切。

大海产生了全世界，

当四周尚混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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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缥缈、空旷无物，

神灵已从海中生出。

天空倒映在大海中，

海水里闪亮着群星，

在这无边的海天里，

目光为之陶醉沉溺。

这里水珠闪耀，放射出万道光芒，

要把乾坤拥抱，

神灵的出生无非就是

为了向那高处飞翔。

如果你满怀热望

要成为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想要用你的歌声，

倾诉出你自己的精神——

那就请你下到我们这里来，

请下来，伸出你的手，

振作起永恒的精神，

把目光投向深处。”

她们从波涛中走出，

围成圆圈婆娑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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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飘摇直上云霄，

光辉和火焰在她们眼中闪耀。

她们轻快地拨弄琴弦，

她们的手那么灵巧。

而青年人听到这乐曲，

心慌意乱、眼泪直淌，

心脏跳得笃笃地响。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海妖，

眼神中有幸福、有快乐、

有热望，也有恐慌。

他久久不停地左思右想，

默默无语，然后一声长叹，

此时他抬起了他的目光……

他象神一样勇敢地眺望，

他身上已有无限的胆量，

他说的话儿铿锵作响：

“深渊里哪有什么欢乐，

那里不存在什么崇高，

里面也没有永恒之神，

你们的豪华只是圈套，

其中没有祛除灾难的灵药，

而歌中只有黑暗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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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没有心头的激动，

没有崇高的宏志夙愿，

没有凌云壮志争高空。

我的心目中有着众神，

他们会斗争也会惊恐。

对我用不上诈骗欺哄。

你们怎么能够理解：

我的愿望和飞升，

我的爱情和憎恨？

我要高飞、高飞，

象那雷鸣闪电一般，

带着沸腾的血液直插云天！”

听了这热情奔放的话后，

一个个海妖都低下了头，

她们的歌喉也寂然无声，

她们在漂浮、充满着悲愁，

突然海面升起条条浪柱，

她们无影无踪化为乌有。

市侩的惊奇

      “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人会突然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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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礼服扣紧，你就不会被偷走。”

数学家的智慧

一

      我们的科学可用符号表示一切，

简单的计算法出自推理。

如果上帝是点，他便同柱面相异，

如果你倒立，那就不是屁股坐地。

二

      如果ａ是情妇，则情郎便是ｂ，

对此我敢用我的脑袋来担保，

只要把ａ加ｂ放在同一行里，

这一对情人就会使人人皆知。

三

      他们把全世界都画满了线条，

但是却把精神忘得一干二净。

既然ａ和ｂ能解决任何纠纷，

那判决书就该贱得不值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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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怪

叙事诗

１

        水流奇怪地在响潺潺，

漩涡在转，泡沫在漂泛。

水流在奔逝，但却听不到

浪涛的拍打声和它的咆哮。

水流的心智都默不作声，

任凭河水奔流响潺潺。

２

      啊，是谁出现在深渊之底？

是个百岁老翁隐藏在那里。

月儿升起，它开始翩翩起舞，

一步一步地移向群星；

他跳起来、抽搐着、疲乏无力，

准备饮干所有的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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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水浪——杀死这位老人的凶手，

在腐蚀和啃噬着他的骨头。

那些水浪的跳跃和翻腾，

象一只铁手对他的袭击。

老人嘴巴抽歪了，满脸痛苦，

直到黎明使月儿停止跳舞。

４

      水流奇怪地在响潺潺，

漩涡在转，泡沫在漂泛。

水流在奔逝，但却听不到

浪涛的拍打声和它的咆哮。

水流的心智都默不作声，

任凭河水奔流响潺潺。

致 医 生 们

      市侩医生！有谁比你更卑鄙可恶！

整个世界在你看来是一袋骸骨。

只要你用氢气把血液变凉，

一按脉搏，你就认为：一切正常，

６９５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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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凡是该做的，我都已做完，

现在可以平静生活理得心安。

须知我们的上帝不是傻瓜，

他对解剖学知道得顶呱呱！

每朵花儿都可派上好用场，

如果你把它煮成浓缩的药汤。

医生的心理学

      谁临睡前饱吃面疙瘩儿加面汤，

夜间他就会做可怕的恶梦一场。

医生的形而上学

      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精神，

牛也能生存，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灵魂的侈谈纯粹是骗人，

我们从未发现它在胃里藏身；

要是知道哪里有它的踪影，

一颗丸药就能把它打净，

那些附在体内的所谓灵魂，

一下子就会被泻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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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人类学

      大凡习惯于忍耐的人，

就象擦上了油膏一层，

无论怎么大的穿堂风，

也不可能侵入他的身！

只要是严守饮食制的人，

世上的事儿他全能做成；

现今存在的一切文化，

全始于灌肠法的发明。

医生的伦理学

      路上要尽量多穿衬衣，

出了汗才不会伤身体；

千万不要激动兴奋，

它会把胃弄出毛病；

观看火焰要特别小心，

须知火苗会烧伤眼睛；

水里掺一点酒能够补身，

喝牛奶始终要加上咖啡；

如若你想要一命归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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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派个人来请我们。

奥维狄乌斯著

《哀歌》

第 一 曲
（意译）

１

      小册子啊，你快快赶路程，

去那大名鼎鼎的罗马城；

我怕宙斯的忿怒未平息，

所以仍留在这里暂栖身。

２

      别看你的作者衣衫褴褛，

穿着丧服沦落异乡，

他是被时代风暴摧残的流浪汉，

——这样说丝毫也不夸张。

３

      别想去穿紫红色的袍服，

也请忘却紫罗兰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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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失去希望和幸福，

心头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４

      你要羞答答地匿名隐姓，

也别散发出雪松的芳馨，

你那黑色的朴素的躯干，

别用银光闪闪的头去打扮。

５

      所有这些修词装饰，

只对写幸福的作品才合适，

你心里却满装着我的悲愁，

那受沉沉黑夜征服的俘囚。

６

      任别人对你冷眼相看，

你也不必去叫屈抱怨，

无帽遮颜还把破衣穿，

你不让浮石砑出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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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你一路上痛苦万分，

何况还有颗紊乱的心，

伤心的眼泪直流淌，

沿着双颊，湿透了衣裳。

８

      路过心爱的神圣的地方，

请代我向它们致意问候，

我多么想随你一同前往，

追求隐秘的希望和理想。

９

      如果有人向你扫了一眼，

立刻就回忆起已往情景；

如果有人要开口向你问，

查问你的主人是何许人——

１０

      就答：“活着，”“可活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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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他们就别说话搭腔。

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那此中只有仁慈，没有善良。

１１

      如果出现了那么个愿望与心意：

多懂点事——此事全托付给你自己；

千万别招惹是非讨罪受，

不该谈的事儿就莫开口。

１２

      你会听到不少指责批评，

我在许多人中不受欢迎——

没关系，表现出一点耐心，

要垂下头、低下你的眼睛。

１３

      你虽困惑不解而纳闷，

也别作声——不用去争论，

须知火焰扑不灭大火，

责备话压不住叫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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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也许会有个把好心人，

唉声叹气地跟你谈心。

也许悲怨引起的泪水，

会情不自禁地蒙眼睛。

１５

      他对我这苦难的处境

会表露出怜恤同情。

“愿凯撒满足他的愿望，

赐给他一点体贴怜悯！”

１６

      对那些轻声祈祷神灵

替我求情告饶的人，

我的内心会发出哀求——

但愿雷霆能放过他们！

１７

      如果众神俯允我之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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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能死在他们选定的城市，

而不在雷鸣闪电下丧生，

那该有多好呀！是多么称心！

１８

      你代我向人问候致意，

接着就可能听到责备，

说是诗句不太优雅，

也失去了以前的美丽。

１９

      但愿裁判人能够想起，

这些诗句诞生的时期。

但愿他能从我的头上

把横加的指责全除去。

２０

      因为完美的艺术技巧，

只有心情愉快才能创造，

倘若感情被阴云笼罩，

就连缪斯也会深感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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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一旦诗人遭到了放逐，

他的全部诗歌就会充满忧郁，

风暴、海水和严冬会伴随着他，

他成了灾难的囚徒。

２２

      歌手如果被惊恐缠身，

他的诗句每行都会凋零；

我如今等待的是死刑，

已见到利剑悬在头顶。

２３

      宽容为怀者只需一读，

所有我写过的那一切，

他就会明白我的感受，

也会理解我经受的痛苦。

２４

      纵使荷马这样的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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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进苦海，沉入悲愁，

他也只能与恐怖搏斗，

把神妙的才华付诸东流。

２５

      荣耀让别人去享受，

你要爱上谦虚朴素，

读者如弃你而去，

你也不必为羞惭所苦。

２６

      我和幸福相识已恨晚，

理想的破灭使我感到厌倦；

我再也无心去追求，

不管是奖赏还是称赞。

２７

      在那些欢乐的日子里，

我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我向往过浮华的称赞，

对扬名显姓深感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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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我庆幸至少我还能歌吟，

我的热情没变得冷冰冰；

要知道正好是这些诗歌，

成了我命运悲苦的原因。

２９

      走吧！到了旅途的终点，

就看到雄伟的罗马城；

我多希望受神的庇护

能替代你而踏上路程！

３０

      只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能悄悄通过那座城市，

也别想做个偶然的过客

能在那里找到栖身之地。

３１

      你就这样没有书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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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皮颜色更能说明一切；

纵使你自称非我所写，

也逃脱不了声名狼藉。

３２

      你要静悄悄地走进城，

免得歌声使你受伤害，

唉！诗歌已没有那魅力，

能使人魂迷心醉。

３３

      如果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就有人粗暴地把你扔掉，

说：你这种东西不屑一读，

你诲盗诲淫，拿人开玩笑。

３４

      你就答：“请看看书名，

我不教唆谈爱说情，

诸神已处我以重刑，

如今我已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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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那些高耸的堂皇宫殿，

你可千万别进入其间，

那里有凯撒的侍从们，

可别让他们将你发现。

３６

      须知那些高贵的殿堂

如今不认识你的主人，

尽管众神就是从那里

忿怒地向他劈下雷霆。

３７

      是的，那里也还住着

性格极温和的众神，

但一旦我们被雷吓，

连春天也使我们胆颤心惊。

３８

      小鸽子只要有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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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落入鹞鹰的利爪，

即使微风轻轻吹拂，

也会使她担惊受怕。

３９

      小羊羔若获得狼口余生，

便害怕新的灾难会降临，

一有风吹草动就全身发颤，

拚命奔逃，直至钻进羊圈。

４０

      法松如不往太空高飞，

他就能保全生命在世，

如果他没有忘却恐惧，

也不会把金马车驾驭。

４１

      宙斯的气愤使我恐慌，

他的烈火使我诚恐诚惶，

闪电在长空里放射光芒，

他象用标枪要把我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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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阿尔吉文人中不论谁，

如能从卡法雷陡壁逃脱身，

他就再也不会使他的帆船

朝埃维厄岛海岸驶进。

４３

      我的小舟已被风暴打破，

它害怕再在悬崖峭壁中颠簸，

它被风浪涌到那里，

它竭力要从险境中逃脱。

４４

      所以，书啊，你要学点乖巧，

要小心谨慎地把四周瞧，

民众的友情最可靠，

没有必要去攀上争高。

４５

      伊卡鲁斯勇敢地展翅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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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坠落下来葬身海疆，

尽管他已留下了芳名，

却是汹涌大海的葬品。

４６

      我们究竟应当拿起桨，

还是把船上的帆儿扬——

这里我和你不必争短论长，

到时准会知道怎么办才妥当。

４７

      如果在突出的前额上，

已能看出温柔和明朗，

如果危险不再袭来，

盛怒在黑暗中隐藏。

４８

      如果，书啊，已有人开始

面带笑容地来看望你，

如果他的手向你伸出，

那你也不必胆怯畏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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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也许，命运之神已软心

对你竟然也笑脸相迎，

黑色的创伤已经愈合——

你就以赞颂报答命运。

５０

      因为若要医好伤痕，

只有致伤者才能胜任；

能治愈泰列夫的创伤的只有阿基里斯一人。

５１

      若是要把人命救活，

就千万不要下毒药；

因为“希望”在恐怖面前发抖，

夜幕一降下来它就会飞走。

５２

      盛怒已平息。小心，

可别让它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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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一步走错，

我就难免遭灾祸。

５３

      但若能进缪斯的神殿，

心头会感到多么甘甜，

那里你会得到愉快：

创作和荣誉相互关联。

５４

      殿中有许多你的姐妹，

她们象亲人一般聚会，

记得当神奇的夜幕笼罩，

正是我啊，将她们来创造。

５５

      她们每个人的前额上，

有骄傲的名字在闪亮，

闪耀的是创作的火焰

火焰里是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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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有三个姐妹站在稍远处，

象是蒙上一层黑色的烟幕，

那是些关于谈情说爱的书①，

戏谑声还能从书里听得出。

５７

      跟她们你可别去结识，

对她们只能严加痛斥，

因为她们这三个人又重复犯了

泰莱贡诺斯和奥狄浦斯的罪孽。

５８

      还有另外一部作品，

大火准备把它咽吞，

这本书中你能看到

宇内万物如何变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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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请按照我的嘱咐行事，

向那些变了样子的人，

诉说我所遭遇的一切，

和我的命运发生的转折。

６０

      从前我曾痛饮幸福之杯，

双唇紧贴着杯边，

而今我在苦难中泪湿衣襟，

众神的意志要我受此厄难。

６１

      行装的准备拖延得太久……

我原可以跟你谈个不休，

但是司时女神不容哀求，

后浪推前浪，时光在奔流。

６２

      如果我决定要跟你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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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我心头的全部隐衷，

那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

行装也会把你的背压弯。

６３

      路途遥远，我劝你快把路上，

须知我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异乡，

栖身于野蛮人聚居的地方，

四周是一片阴暗迷雾茫茫。

献给燕妮的

最后一首十四行诗

        燕妮，我只向你倾诉一件事，

我已愉快地写完了许多诗歌；

有节奏的心海翻腾击拍的波涛——

从你双唇飘来的馥郁——已静悄悄；

这沸腾着的岁月的浪涛，

穿过片片树林、层层陡壁，

终于在你身上找到归宿，

就幸福地躺在你的脚底。

披上宽大的火红色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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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怀着永远豁亮的心地，

我要傲慢地把那锁链摒弃，

迈开坚定的步伐走进广宇，

我把你脸上的悲痛全擦去，

美好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

精神错乱的女人

叙事诗

        月光底下有个女人在跳舞，

她的体态夜里也看得清楚，

衣裙在风中飘，目光如火燃，

犹如悬崖上的金钢石在闪光。

“我在等着你呀，明亮的大海，

我多么希望把你拥抱在胸怀，

给我一个柳枝编成的花环，

给我穿戴一身漂亮的衣冠。

我将把一颗红宝石送给你，

我的沸腾的热情寄托在那里，

我那英俊的儿曾戴过它，

可是他如今长眠在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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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声你是否能听到？

愿浪花跳得更高，

只要看一眼我的舞蹈，

就连那风儿也会号啕。”

可怜的女人向柳树走近，

编扎出一个绿色的花环，

对着它睁大眼睛直发楞，

突然失去知觉昏昏沉沉。

“请更使劲一些把我摇晃，

快点儿扔进大海的波浪，

既然给儿子送了花环，

母亲啊，你为何又漏送？”

她遍走了临海的岸边，

为柳树，为大家，编扎花环，

然后又上下摇晃，

在癫狂的魔舞中蹁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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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燕妮的两首歌

寻 找

歌

     我砸碎了桎梏，急速奔上路程。

你去哪里？我要把新世界找寻！

这四周难道缺少秀丽美景？

下有浪涛声，上是闪闪繁星！

你真傻，我的旅程不会越出宇宙，

天籁之音和那荒野峰峦的沉默

不允许我们把这尘世的生涯摆脱，

大地的问候把我们缚上无数链索。

不，我寻求的世界一定要从我心灵里

高高地升起，还要同这心灵紧相联缔；

让这世界的海洋转旋在我的心底，

让这世界的天空也与我共同呼吸。

我动身上路，而后重又归来，

带回从言语诞生出来的世界；

艳阳已在这世界上空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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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晴天起霹雳——这世界就不复存在。

找 到 了

歌

     为什么小树丛这样狂舞、欢跳乱蹦？

为什么花儿争露春意盎然的面容？

为什么天空弯下了那蔚蓝的苍穹？

为什么山谷偎依着高插入云的山峰？

我拍响了翅膀刚向上飞腾，

却又惆怅地躺在悬崖之顶；

我凝神地仰望着夜空，

我的视线却不能与星光汇拢。

生活的巨流呀，冲破层层界限，

摧毁你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啊你们，混沌世界的疯狂子孙，

都已被金光灿烂的自由所迷醉。

我的视线又象鸟儿腾空飞跃，

但求最终能陶然沉醉于喜悦，

既然它能在你身上把世界拥抱，

又何必，又何必再去把宇宙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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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中 之 王

幻想叙事诗

１

        “喂，阳光灿烂之下的人，

你想成为花中之王吗？

那就请你建立个功勋，

把鲜红的血液给我们！”

２

      “‘鲜明和苍白的花儿们，

已将青春的血液饮尽。

请把我的理想的王国给我，

让我沉沦入花萼之杯。’”

３

      “人儿啊，你的血液这样鲜红，

但不知道哪里藏着你的心？

既然你想成为花中之王，

就该让心儿闪烁在阳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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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我的心，我多么珍惜我的心，

它在砰砰跳动，使眼睛有神，

心脏可绝对不能给你们，

那会使我的眼光变得昏沉。’”

５

      “亲爱的人啊，请等着别忙，

让我们在你的胸口开放，

你的心会在阳光下闪亮，

我们的王应该由你来当。”

６

      人儿在颤抖，心里如火热，

鲜红血腥的胸膛被撕裂，

“‘瞧，我的心，送给你们做礼物，

哪里是我的王冠，我的王国？’”

７

      “阳光灿烂之下的人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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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配成为花中之王；

血液不在你的血管里淌，

尽管你的心闪烁着火光。”

８

      人儿取下双眼，疲乏无力，

用他的双手挖掘着土地，

他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

静静地躺在里面象块岩石。

海 上 礁 岩

      一块巨岩耸立在水面上，

好象是一堵威严的高墙，

那充满腐蚀毒物的激浪，

不断地在啃噬它的胸膛。

这巨岩呆呆地望着深渊，

哑然无声，沉重地在痉挛。

数不尽的年月悠然逝去了，

这凶恶的漩涡还在沸腾着；

巨岩年复一年地极端痛苦，

要把这恶浪赶开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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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色的藓苔复盖着它的头，

水藻下泛红光的是它的伤口。

深夜里可以听到痛苦的呻吟，

那是巨岩在受着恶梦的折腾，

梦中回忆起过去的峥嵘岁月，

使它发出了这痛苦的呓语声。

旅行者，别把通往这里的道路寻，

这下面的关口冷酷无情！

苏  醒

一

      你的眼光那么闪闪发亮，

令人神魂颠倒，动魄惊心，

仿佛七弦琴上的一根弦，

当人们尚在朦胧的梦境，

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那神圣夜神的黑色帷幕，

也被你的眼光戳破刺穿；

你看，连永恒不灭的星星，

也都温存柔和，脉脉含情，

在闪闪烁烁地眨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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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你独个儿陷入沉思之中，

一颗心在不停地跳动，

面前是大千世界，永恒广宇，

你翘首仰望这无边际的太空，

在你的脚底下和头顶之上，

这宇宙是那么辽阔和宽广，

一刻不停地永在转动翱翔，

千年万载在运行，地久天长，

你汇合到这浩瀚的整体里

感到自己渺小，象原子一样。

三

      你的觉后苏醒——

是不断的日出，

你的旭日东升——

是永恒的沉没。

四

      如果你心中的情焰，

一旦变得炽烈盛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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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火焰腾腾一团，

喷入你心房的深处，

那时你内心的隐哀，

这远大明亮的夙愿，

就会插上神仙的翅膀

带着迷人柔和之声

从它的阴森的深处

冲出来而扶摇直上。

五

      你深深的沉沦——

是不断的上升；

你不断的上升——

是那至高的神，

用他的颤抖的双唇，

彩霞一般绯红的唇，

所作的火焰般热烈的

永恒的一吻。

夜  思

颂 歌

      看吧，一双健壮的雄鹰的翅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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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片巨大的乌云掀上天际，

乌云洒下火花，发出隆隆霹雳，

从清早就带着那夜间的深思。

在惊心动魄的雷鸣电闪中，

雄伟的思想急速地飞翔，

那恐怖的眼睛里血如泉涌，

浪潮拍打着天柱摇撼天宫。

天公在熟睡着的两口子身旁，

悄悄地将一把把的火炬点旺，

火炮轰鸣，万古黑暗把世界埋葬，

乌云的呻吟声在田野上空回荡。

绝望者的祈祷

      “如果天神把怜悯心也忘掉，

横加的灾祸使人无法忍受，

他的天下我落得一无所有！

那么剩下只有一条路——报仇！

我将高傲地对自己进行报复，

对那高高在上统治着的造物主，

我将使它的力量变得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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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的善行不会得到善报。

我给自己建了一座威严的城堡，

它将耸立寒宫，直插云霄，

这城堡的围墙将用恐怖砌造，

那里面统治着的将是痛苦和煎熬。

如果有人无意中往上一瞧，

那就让他害怕得直往后跳，

让他只能听到死神的召唤，

让他掘好坟墓把幸福埋掉。

让那至高无上的高傲的神，

从高处铁石无情地用雷闪击，

纵使我的城墙全被夷为平地，

永恒的时间会为我重新建起！”

三 盏 灯

      远处在闪烁着三盏灯，

犹如三只神秘的眼睛，

不管是狂风暴雨，雷鸣电闪，

它们永远放射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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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朝上向往着天穹，

在那里要把幸福找寻，

它的眼光温柔而明亮，

莫非是上帝给了它热情？

另一盏的视线却往地上盯，

它听到七弦琴的胜利歌声，

它向自己的两兄弟瞅了一眼，

一瞬间又站在那里发愣。

第三盏燃放着闪闪的金光，

它什么事情也记不住，

它不望高处也不看远处，

站在那里象一株鲜花盛开的果树。

三盏灯永远放光明，

犹如三只透亮的眼睛。

不管是狂风骤雨，还是雪花纷飞，

两心相通幸福就来临。

月 中 人

      星星的光辉你要铭记肺腑，

繁星的闪耀会把人迷住，

０３６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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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那就是月中人，

他正在愉快地翩翩起舞。

在他的波浪式的鬈发上，

露珠——苍天的眼泪——在闪光，

它落在草地上，在皎洁的、

无声的花朵中发出声响。

露珠在黑暗中闪烁，窸窣作声，

远方却吞声忍气，一片寂静，

花儿们在向大地倾诉

九重苍天的悲苦酸辛。

别看月中人精神抖擞，

内心里却隐藏着悲愁，

须知他想永生永世

躲藏在太阳的心头。

他长年累月地把时机等，

留神观察着群星的运行，

他备尝园林中的百花争春，

以及充满忧郁之光的歌声。

他也使小树林充满痛苦，

但此刻草地在雀跃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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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片刻他苟安生活，

于是就愉快地翩翩起舞。

卢 欣 妲

叙事诗

        歌声阵阵、喧闹欢腾，

人们都洋溢着喜庆，

全体宾客无一例外，

沉湎于幸福之情。

一张张脸颊变得越来越红，

一颗颗心脏跳得越来越凶，

就连那言谈笑语的回声，

也传入云端高处的天宫。

这里大家如同手足亲，

内心里都充满了友情，

既不分等级，也没有纷争，

有的只是友爱、谊厚情深。

只可惜尘世人间的欢畅，

一旦冲上云霄传到天上，

欢快的心花得不到怒放，

心情的安逸也不能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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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诸神怎么会容忍

凡人在愉快中升入天堂，

哪能容许他们忘却恐慌

用尘世的尺度把天堂衡量？

这当儿有个人身佩匕首，

怀中的心肠凶狠冷酷，

这位不速之客在厅中踱步，

妒忌话一直在口里嘀咕。

他曾是新娘的心上人，

他爱她胜如自己的生命，

他曾博得了她的倾心，

也得到她的海誓山盟。

为了正直的力量能得胜，

他奔赴沙场，英勇出征，

他那勇往无前的精神，

不久就传来胜利的喜讯。

他已尝到了荣誉的甘美，

如今凯旋返回他的故里，

那里有他的理想和欢乐，

那里住着他心爱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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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到城市高墙林立，

他满心洋溢着一派喜气，

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

昔日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

他朝黄金般的理想接近，

走近了理想之家的大门，

他见到屋里高朋满座，

灯火辉煌，窗户通明。

一个仆人胆敢前来阻挡，

站到他面前象是一堵墙。

“你这个奇怪的异乡来客，

你要上哪里去，急急忙忙？”

“我要见卢欣妲！”“请便吧，

今天非常容易找到她，

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

你的光临会把热闹添加。”

异乡人顿时目瞪口呆，

险恶的消息使他惊骇，

他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靠在门框上东倒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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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穿上节日的盛装，

才能进入喜庆的厅堂，

请先换一换你的衣裳！”

那个仆人这样对他讲。

他急忙奔回自己的家，

心中惶惶不安，悲愤交加，

他感到屈辱和悲痛，

身前身后暗然无光。

他步伐沉重，气愤，

他忧心如焚，怒不可遏，

他破门而入，门闩掉落，合页脱出，

一跨进屋内，只觉得两眼模糊。

女仆吓得两手直发抖，

他从她手中把火把夺走，

前额直冒汗，呼吸也急促，

呻吟声几乎也可以听出。

披上紫红色的斗篷，

波浪起伏垂到脚边，

金色的胸针别胸前，

卷曲的头发披双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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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金装饰的胸前，

藏进了锋利的宝剑，

他曾用宝剑赢得荣誉，

却未能把爱人保全。

他抑止不住剧烈的心跳，

急忙赶去奔赴这喜庆酒筵，

内心的急躁越按捺不住，

两眼露出闪电般的凶光。

他的前额忽儿热、忽儿冷……

闯进了灯火辉煌的房间，

传来了命运女神的嘶嘶声，

就紧跟着这当前的牺牲品。

虽然他身穿华丽的长袍，

心中却充满悲伤和苦恼，

他在宽阔的大厅里的行径，

使满堂宾客都胆颤心惊。

他一人孤零零犹似鬼魂，

踱来踱去内心忧郁愁闷，

四周却是一片热闹喧腾，

葡萄酒在杯中泡沫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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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不少美貌姑娘，

但卢欣妲比谁都漂亮，

她的明眸闪灼着光芒，

洁白的胸脯象雪一样。

大家的心倾注在她身上，

愉快的心情象火花般怒放，

无论是思想还是目光，

都不能离开她这个对象。

她轻快灵活，容光焕发，

丝毫没有忧愁的牵挂，

她时而鞠躬，时而挺胸，

轻盈地在大厅里转动。

她已经从他身旁过去，

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突然她变得阴沉忧郁，

双颜的红晕也全消失。

干脆走开吧，不要踌躇，

避开这场不期的会晤，

但讥笑声传进了耳朵——

有神挡住了她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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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人用一种可怕的眼光，

宾客间已越来越感到恐慌，

他已经走到她的身旁，

而她却站在那里观望。

恐慌、不安和激动

交炽着充满了她的心……

这时候她本应脱身走开，

但她却向女傅①靠紧……

“你说吧，你变得怎样啦？

誓言在哪儿？理想又在哪儿？

原来你竟是这般虚假，

对自己的誓言也变卦！”

客人们拥挤在他身边——

他破坏了他们的喜筵，——

但在雷鸣般的吼声下，

刹那间就向后躲闪。

“谁要是敢向我走近，

倒霉只能怪他自己！”

人群细听他的哀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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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越来越感到同情。

“我的报复，请你们相信，

绝对不会显得血腥残忍，

我只弄个愉快的场面，

以此来使她高兴高兴。

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的快乐，

你可紧贴在新郎身上，

不必害怕有人来阻拦，

我就要离开，道路通畅。

这里用不着怜惜，

今天也是我的婚礼日，

新娘就是黑夜和鲜血，

现在我就跟它把婚结。

只是让我有个机会，

饱览你双眸的光辉，

现在时候已经到了，

该让我的热血喷射！”

他把利剑刺入自身，

他早已下了这个狠心，

生命之线已被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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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里一片黑暗。

他闷声不响地瘫倒在地，

肌肉里的力气已经枯竭，

死神抱住这个不幸者，

哪有什么神能使他起死回生？

卢欣妲无情地抓住

这把凶恶的利剑，

并把剑锋刺进自己的心田，

又一股鲜血喷出血管。

女傅一看到鲜血喷溅，

吓得惊慌失措惴惴不安，

她赶忙从她身上抽出短剑，

双刃已染上血迹斑斑。

卢欣妲浑身都在抽搐，

她倒下去依偎着他的胸脯，

她将双唇紧贴住他的创口，

想把生命重新给他灌入。

薄绸那么温柔地裹缠

他威武而匀称的身材，

反抗的血从伤口大量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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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多脆弱呀，凡人的热情，

它无力去驱走那死神，

要不是这样她就能够

使心爱的人再获生命。

终于她离开情人的胸，

整个地躺在血泊之中，

人群又一次受到惊恐，

四下散开嘴里直嘟哝。

此时她完全象个女神，

决定将自己处以死刑，

她的眼光紧盯着丈夫，

露出嫌恶、厌弃的感情。

她那苍白的嘴唇歪撇，

嘴边挂着讥笑和轻蔑，

一声恐怖、痛苦的哀叫，

使悲伤的灾难全部了结。

宾客们在惊慌中四散奔走，

这场混乱已到了尽头。

铙钹已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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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的大厅里空空悠悠。

对  话

      歌手站在那里多兴奋，

怀中紧紧抱着三角琴，

手指按着琴弦在弹拨：

“当你奏出我心爱的歌曲，

琴声里听得出好象你有灵魂，

你心里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

“‘难道你以为我不配享有——

内心斗争和心地的光明，

不知形象、没有心潮翻腾？

它们光芒闪闪，活象群星，

它们象热火狂风般旺盛，

它们只盼望往高处飞奔。

当你唤一声我的名字，

我就充分感到火样的热情；

但亲爱的内心深处的呼吸，

就从青春的嘴里飘荡奔腾，

它驱使你来弹拨这根琴弦，

这当儿我已把你全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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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容颜

那充满了奇妙曲调的形象，

他的鬈发在乐声里闪金光，

他少女般的眼里放射出光芒，

你却消失不见，沉入了幻想，

剩下狂欢的波浪把我急卷。

这形象已深入我的心底，

它每时每刻变得更艳丽，

它隐藏在神妙的歌声里，

苍穹的蔚蓝色在身上披，

它时隐时现，又忽沉忽起，

宛如灿烂云霞金光熠熠！’”

“三角琴啊，你琴声的泉源

多么有魔力又多么奇妙，

它象明媚的五月在欢笑；

他赐予你以生命的呼吸，

你的琴弦用乐声来答报，

同天体跳起激情的舞蹈！

琴弦中你奏出快乐和理想，

你把全部音乐都献在琴弦上，

自己却冷冷清清，孤孤零零；

可你曾生气勃勃、富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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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它而神采焕发，放射光芒，

可我啊——我却在迷茫的远方！”

“‘歌手啊，我多么迷恋于幻想，

我一心急于往那高处飞翔，

要去捕捉点点繁星的闪光，

琴弦虽铿锵，可生活却凄怆，

琴声更激昂——霞光似火红，

迷茫的远方呈现在霞光中！’”

可 怕 的 审 判
（诙谐诗）

        啊！这死气沉沉的生活，

连同人们在唱的赞歌，

我象悼念亡人般痛苦，

害得我的头发都倒竖。

生活和本身力量的发挥

到时候就终结，殊途同归——

人生一切痛苦将告消失，

生命也跟着就马上停息。

让我们对着上帝把腰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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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把那“哈利路亚”赞歌唱，

面对上帝的善良的殿堂，

我们就会忘却幸福和悲伤。

每当我想象到此情此景，

我心里就感到万分震惊，

我害怕在死神的怀抱里，

聆听那阴森的喇叭声。

上帝那儿只有一个天境——

可那里有多少神圣的魂灵！

厉害的老太婆也多得很，

因为光阴对她们不留情。

坟墓埋藏了她们的躯体，

墓上发了霉，墓下是腐泥，

鬼魂们欢蹦乱跳在嬉戏，

狂舞中把灰尘扬起。

她们都是那么纤细和瘦小，

那么轻飘，看见就会吓一跳，

任凭你用绳子捆得多么紧，

你也不能拴住她们的身腰。

这里也来了我这胡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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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赞美歌唱得比谁都响，

这一下却破坏了上帝的节日气氛，

他火冒三丈气得要命。

他朝着迦伯列天使长

点了点头，后者就马上

一把抓住我这吵嚷鬼，

朝我身上击一猛掌。

啊，原来这竟是恶梦一场，

梦见末日审判的时光！

梦是怎么回事？全是无聊！

对我的罪过请多加宽恕！

两个女竖琴手

叙事诗

        “干吗你心里洋溢着欢歌，

一个劲儿直奔那个楼阁？

它有什么漂亮、有什么希奇？

难道那里住着你的情哥？”

“‘既然知道是谁住在那里，

再来向我打听岂非多余？

６４６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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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只有一物占有他——

那就是天仙美丽的魅力。

我没有见过他容光焕发，

见到的只是宝石的外形，

象灯火点缀着楼阁院庭，

在那里挥手把人们招引。

记得，我就是在那里诞生，

在那里我见到了光明，

南方的气息、幸福的激动，

还有温柔的故乡的欢迎。

那里青春之歌响得更自由，

胸脯的起伏也更舒畅，

那里有黄金色的七弦琴，

演奏的乐声愉快而悲伤。

但我未见过这伟大的琴手，

这事一直记挂在我的心头，

不知是跟在哪个神仙后面，

我终于能到高处去看一眼。

我胸中怀着敬仰的心意，

徒然在紧闭的门外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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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靠着大理石的圆柱，

悲哀地唱着爱情的歌曲！’”

她晃了晃黑色的卷发，

无声的眼泪滚滚而下，

另一个女郎热情如火，

用亲吻吸干她的泪花。

“正是同这一样的一股力量，

把我带引去那所殿堂，

我曾徘徊在找寻之中，

远远地向往那个地方。

但何苦沉溺于忧伤苦恼？

我和你在一起岂不更好，

同把那美丽的景色欣赏，

在急湍的小河旁把舞跳？

这样胸怀会更充分地呼吸，

我们会更接近理想境地。

咱们两人将长住在一起，

一同幻想那奇妙的美丽。

咱俩就在茅舍里生活，

一起来唱订婚礼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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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歌曲以奇妙的声波，

向那极乐的西方传播！”

她俩在甜蜜的歌声里，

度过无数美好的日子，

这忧伤的歌声引来了

群群婉转啼叫的鸟儿。

有一次她们忘却了悲伤，

熟睡在柔软的莓苔床上，

进入了一个神圣的梦乡，

奇妙神仙来到她俩身旁。

神仙用他那金色的翅膀

把她们载到神秘的天堂，

一阵阵温柔明朗的歌声，

从茅舍里飞出冲向天上。

讽 刺 短 诗 集１５６

一

      德意志人在安乐椅上，

痴呆呆地坐着，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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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急风暴雨在发怒，

天上阴霾黯黯，浓云密布，

雷声隆隆，闪电蜿蜒似蛇舞，

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安之若素。

但只要太阳在晴空里露面，

暴风雨的怒吼声刚听不见，

黎明即起，他们就跑出来高呼，

还写下一本书：《灾患已告消除》。

他们都异想天开，打了个主意，

如今要对各场风暴寻根问底——

“这桩事干得不对头，

老天爷原来可另作部署。

世事得有规有矩、井井有条，

先得有个头，而后才能有脚。”

他们象儿童般瞎跑乱忙一气，

象蛆虫在腐烂物上爬来爬去。

但愿他们好好地真正做点事情，

大可不必去既忧天来又愁地。

天地会照常按自己的轨道转动，

波浪会安然地朝着悬崖峭壁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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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黑 格 尔

讽 刺 短 诗１５７

１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象神那样了不起，象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２

   我教授的语言，在风云急变中已全被搅乱，

每个人要怎么去理解，完全可以随他的便。

须知不管多结实的缰绳也无法把他束缚住，

因为，正象一个诗人，他可以从拍岸的浪涛声中

听出热恋的姑娘倾吐出来的甜蜜的语言。

他可以想一想，就成认识；有所感，便变思维，

所以应任每个人去饮这纯正智慧的仙酒；

我给你揭示一切，我献给你的仍是一无所有！

３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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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

４

    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

对这阴沉的旋律也别见嫌，

我们已陷进黑格尔的学说，

无法来摆脱他的美学观点。

三

    有一次德意志人上路出征，１５８

竟坚持到取得民族的奇胜。

人们对功勋刚刚报以称道，

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怪调：

“到处都发生了神奇的预兆——

世人很快就会长出三只脚！”

这个消息马上使人感到异常烦恼，

人们开始替自己感到害臊：

“乖乖一下干出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人们应该重新安安静静，谨言慎行。

把捣蛋的事儿全编入书本，

担保这本书会成为畅销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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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你们，

它们一会儿照得太暗，一会儿又照得太明，

太阳的光芒有时照得太刺眼，

有时它又要走太遥远的路程。

五

    真该把席勒狠狠骂一遭：１５９

他不会好好儿逗人发笑，

他把事物吹得天花乱坠，

日常的活儿他却不知道，

他净卖弄些雷鸣闪电之类的词藻，

但却完全缺乏民间的诙谐情调。

六

    而歌德爱美实在有点过分，

他爱看维纳斯胜过衣衫褴褛的人；

他虽然从生活的底层摄取形象，

却把他们描写得高不可攀，

他赋与各种事物以过于崇高的外表，

但它们却完全缺乏内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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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席勒比较合胃口，

诗行里可以读到一点东西，

虽然我们看不透它的深刻涵意，

但我们毕竟能说：它们确实印在书里。

七

为某秃头人写照

      为某秃头人写照

象耀眼的闪电，

从远处的云层中放射火花，

怀着胜利的渴望，

从宙斯的沉思的头脑中蹦出雅典娜。

她兴致冲冲，

一下跳上他的顶部，

即使他在深渊里未曾将她制服，

他也肯定知道，她在他身上某处。

八

普 斯 库 亨

（假冒的《漫游年代》）１６０

１

    席勒这个诗人好是好，

糟的是他圣经读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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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钟》①里，真可惜，

连复活节都没提到，

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

怎样骑着毛驴进城堡。

真遗憾，在《华伦斯坦》一剧里，

竟只字也不提大卫的功劳。

２

     对女人来说，歌德是个讨厌鬼，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老太婆唸。

他把本性描写得那么赤裸裸，

也不设法用宗教伦理来遮掩。

他该学一学路德的教义问答，

而后才能写得出优美的诗篇。

咳，歌德有时也能写出一点好东西，

可惜他忘记加上“是上帝创造的”。

３

     谁把歌德捧得这么高，

谁就是把是非弄颠倒！

他的整个动机多下流，

哪篇作品可用来说教？

他没有半点儿真才实学，

５５６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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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教员或者农民来学道！

他身上没上帝天才的印记；

就连小学习题也解答不了！

４

   现在把浮士德的事儿聊一聊，

诗人在这里不少地方弄颠倒；

浮士德罪孽深重、债台高筑，

他本是不顾死活的赌棍一条。

上帝压根儿也不会去保佑他，

他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劫数岂能逃？

所以这条可怜虫才诚惶诚恐，

既害怕地狱，又感到绝望的苦恼，

这时候他才想起了生和死，

想起了知和行以及毁灭之道。

但在这上面他竟信口开河，

话儿说得含糊不清，莫名其妙。

诗人原该把全部丑东西统改掉，

再说清一个个道理：债务会把人引向歪门邪道。

谁若失去信用，

他的灵魂就再已得不到拯救、宽饶！

５

   浮士德竟敢在复活节胡思乱想，

所以魔鬼得乐于跟他厮混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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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要是在复活节想入非非，

下地狱遭浩劫是他应得的下场！

６

   再说剧本也不合情理有点蹊跷：

警察难道能这么久蒙头睡大觉？

浮士德老早就应该关进监牢，

须知他是没有还清债务而潜逃！

７

   浮士德对作孽毫不亏心，

他只是为了自己方活命；

他竟敢怀疑上帝和宇宙，

忘了摩西也曾赞颂它们。

傻丫头玛甘泪对他竟钟情，

倒不如规劝他弃邪归正：

魔鬼就要揪走他的灵魂，

末日审判也即将来临。

８

   《优美的灵魂》１６１倒还可以派派用场，

不过先得给她带上眼镜和穿上修女服装。

“上帝创造之物完美无比”——

真正的诗人这样开始他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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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废话大师的

最后一首嘲笑诗１６２

        去揉你的大饼吧，使劲用双手，

你不过是面包师的仆役，朋友。

歌德是何许人？你无法答得清，

这却是人人都会知道的事情。

他连你这一手都做不来，

怎么能成为高超的天才？

和  谐

      你知否，有这样一种魔力，

它能使两个人心心相印，

能使他们两人共其呼吸，

能使这对人儿匹配成亲？

他们在红玫瑰花中焕发异彩，

他们藏在柔软的青苔如被单裹身。

但是不管你往哪里去寻找，

也无法与渴望的魔力相逢，

用符咒捆不住它的身，

灯光也照不出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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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下它从未现过形，

人间烟火它丝毫不沾边。

它一直在自身中生存，

不管时光在向远处逝奔，

哪怕驾金车的阿波罗神

放慢了进程……世界也毁殒……

它仍在自身中坚毅地孕育滋长，

物力和神力渺小得不能与之相争。

它象由一把奇妙的七弦琴

所奏出来的永远不息的声音，

它身上燃烧着的不灭的火焰——

是崇高理想和甜蜜痛苦凝成。

你心中就响着这琴弦的和谐声……

仔细地倾听吧，何必到处去找寻。

凄惨的女郎

叙事诗

一

      身穿紫红色的华丽衣衫，

她身靠着大门的边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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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用锦缎制成的腰带

盘绕着苗条挺秀的身材。

爱情也怀着无声的喜悦，

把玫瑰花往她鬈发里编，

有些花儿洁白胜雪，

有些花儿如火似血。

但是这花儿却徒有鲜艳，

难使苍白双颊把光彩添，

她好象是受过伤的鹿，

曾挨过残暴猎手的箭。

金钢石的闪烁波光，

徒然在放射光芒；

血液离开她的双颊，

奔泻注入她的心房。

“我又得赶紧出门去，

苦中作乐，纸醉金迷，

象只鸟儿翩翩飞舞，

好把悲痛藏在心里。

我隐藏着另一个夙愿——

就在热血沸腾的心田，

闪光的金玉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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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冰冰毫无情谊。

谁能诉说我心头的忧虑，

谁能诉说我经受的遭遇，

只有苍天知真情，

人间唇舌说不清。

但愿死神来把我带去，

我愿溺在苦海里毁灭；

可我多想升到天堂，

一见那奇妙的地方！”

她那双噙着泪珠的眼睛，

凝视着蔚蓝的万里长空，

只有那些无言的长叹，

在默诉她心头的夙愿。

她孤独地躺在床上，

柔声低语祈祷上苍，

她沉沉地陷入梦境，

天使在她床头临降。

二

      时光并不爱惜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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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呀在不断地消逝，

她变得更加沉默憔悴，

更加陷入了悲哀、沉思。

她已无力再作挣扎，

抑制不住心头的悲痛，

心儿在微弱地跳动，

她无法把一切都置诸脑后。

一天她卧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进入梦乡，

由于受到沉重的压迫，

看来，她已经濒临死亡。

她张大了一双圆眼，

眼中露出惶惑和空虚，

女郎已然不省人事

嘴中还在喃喃呓语。

从她的眼睛里迸射出，

一道抑制不住的血流，

顿时心里感到略微轻松，

灵魂之光在她面前晃动。

“我看到天门已经打开，

２６６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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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觉得出奇地轻快，

我的愿望实现了，

如今就在星星旁边！”

双唇在绝望地颤动，

心头饱尝人生悲痛，

灵魂拍打翅膀而飞，

飞返她归宿的太空。

只有天空使她向往，

她已一心归依上苍，

人间的生活太凄凉，

而大地也过于寒呛。

小人和小鼓

  童话诗①

     小鼓儿不是小人儿，小人儿不是小鼓儿，

小鼓儿是聪明过多，小人儿是傻瓜一个。

小鼓儿身上带子绑，小人儿两脚站地上，

小人儿累得站不稳，小鼓儿坐得好稳当。

３６６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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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儿发怒火气大，直往那小鼓儿身上打，

小鼓儿乐得轻飘飘，小人儿气得东摆西摇。

小人儿做鬼脸朝着它，小鼓儿撇嘴笑哈哈，

这时小人儿气得高声叫喊把嗓门儿拉大：

“喂，小鼓儿呀，小鼓儿，你笑什么，喊个啥？

你嘲笑我，挖苦我，把我的肺儿也气炸！

你死皮赖脸皮可真厚，嬉皮笑脸笑个啥？

我敲你时你才叫，把你挂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吊！

干吗我用木头造成你，难道为了美？

难道为了让你为所欲为？莫非你能自己造自己？

我敲鼓时你得跳，我唱歌时你得叫，

我在笑时你得哭，你用笑声伴我舞！”

小人儿大叫大嚷，气冲冲地把小鼓敲，

鼓儿给打得稀巴烂，鲜血直流怪可怜。

小鼓儿旁已无小人儿，小人儿旁已不见小鼓儿，

小人儿来到修道院，他已出家把修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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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自 豪

      金碧辉煌的彩画厅堂，

笨重高傲的古老楼房，

终年川流不息的人群，

他们疯狂地劳碌奔忙；

看到这些我就充满彷徨，

我要问一声，因为我心慌：

难道你也被卷入这股浪潮？

感到亲切吗——对这种生活圈？

对那青云直上的一班人，

难道我也应当叫好奉承？

对这浮华加贪婪的生活，

难道我也应当俯首屈服？

巨人们，侏儒们！你们算什么？

还不是堆堆没有生命的石料！

我心灵之火不会献给你们，

我不屑用眼光朝你们一瞟。

我的眼光会穿透整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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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远方去把真理寻，

看到炽热的百无聊赖在闪耀，

大厅因受辛辣的讥笑而震惊。

等待着你们的当然是灭亡，

你们都得在华丽的宫殿里腐烂精光，

不管你们是否保持着无忧无虑的神采，

还是直接了当地化为尘土飞扬。

我们怎么样？我们前途无量，

我们的视野开阔，道路通畅。

我们所需要的是勇往直前，

只求在遥远的地方稍事休息，静养。

然而我们的理想永不会满足，

在远方也得不到安身的归宿，

异邦客乡都在身旁一晃即逝，

胸中剩下的只是忧愁和痛苦。

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奇迹？

是堆堆石头。想飞翔？——别提！

他们感觉不出那炽烈的火焰，

它从虚空中生出他们的形象。

哪里也没有胜利的纪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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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挺拔直插云空的高处。

只看到可怜的蜗牛的劳动，

这里层层碎石似精心堆筑。

可是这心灵，火一般燃烧，

它要把整个宇宙怀抱，

它豪不怜恤地想要把

成百个太阳从长空摘掉。

瞧，它飞入天空，越飞越高，

直飞到雄伟壮丽的云霄，

把深居那里的上帝摇撼，

心之剑把击世的霹雳造。

你们要跟它相遇，无法躲逃，

上帝的意志就是此路一条。

你们如想跟这意志相亲近，

就得让伟大感在胸中燃烧。

让伟大感去把自己吞没，

让伟大本身也因此而毁掉。

让它象火山般隆隆爆发，

让魔鬼在它的四周号啕。

伟大不会在腾达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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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建造宝座供人诽谤。

失败会成为胜利的欢笑，

而耻辱应受到赞美称道。

但一旦受到光华照耀，

两颗心就和鸣地搏跳，

彼此会轻声倾吐衷肠：

但愿在一起终生到老。

那一片心心相印的如火般热情

象理想的音乐将温暖世界的心，

两颗心要倾吐出来的愿望，

全都合乎永恒之美的规律。

燕妮，如果我可以大胆地直言：

我们的心已为同一火苗点燃，

两颗炽热的心已在一起搏跳，

激流已把我们俩汇合在一道，——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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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散  步

      “你为什么老往悬岩瞧，

是什么使你激动心焦？”

“‘夕阳反照犹如火在烧，

它的余辉在吻着岩礁。’”

“太阳开头是慢慢升起，

然后是逐渐下降西低，

此景你看见过许多次，

你说这又有什么新奇？”

“‘有一回我曾经看见，

灿烂霞光烧红了天，

她忧愁惜别的眼神，

想把霞光尽收眼帘。

我们走着，还不知道忧伤，

我们的目光消失在远方，

她围在胸前的那块披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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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风儿在徐徐飘荡。

晚霞泛出少有的红嫣，

她的脸儿焕发着光艳，

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不久黑夜就临降大地。

而今在荒凉的高坡上，

我站立着向远处放眼，

她的脸象晚霞般红艳，

在礁岩上朝我把头点。’”

致星星之歌

      你们多美丽，盈千累万，

遍布在蔚蓝色的天上，

你们成群成群创造出

各种模糊不清的形象。

这里是纯洁心灵乐悠悠，

那里温柔的感情似红流，

这里是苦无穷呀愁无限

恰似项链一大串一大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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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万籁俱寂的夜间，

人们只朝着你们抬眼；

你们身上有童年的希望，

还有那永恒的地久天长。

但是，啊！你们毫不惊慌，

在这漆黑的夜空闪亮，

须知众神却早已决定，

永世不让你们享温暖。

你们是长年这样燃烧，

但你们的光芒不可靠，

你们没有内心的温情，

也缺乏一颗炽热的心。

你们的星光在闪耀，

永远朝着我们嘲笑，

人们的心对着你们

在困倦无力地搏跳。

我们在跟悲痛交战，

消灭不了烦恼忧伤！

我们看到，天空、大地

却是那么宁静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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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我们的安宁消失，

哪怕我们注定会死去，

那时树枝不会沙沙响，

星儿也不会因而落地。

要不然你们就早已

卧躺在大海的深底，

根本不会闪闪烁烁，

在这蔚蓝的天空里。

一旦你们离开光芒，

就会把真情实话讲，

就再也不会发闪光，

四周将是黑夜茫茫。

梦

颂 歌

      我要用虚无缥缈的梦幻，

还用那柔软的青丝鬈发，

编成一幅鲜花盛开的画，

我还要用心血来灌浇它；

只求它能乘梦幻之浪，

伴着热焰熊熊的火光，

２７６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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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个栩栩如生的真人，

随伴着风儿把情歌唱。

愿画儿能闪发出金光，

狭隘的房子变得宽广，

我的青丝鬈发风中飘扬，

把乌青色披在姑娘身上。

我的热血用江河般歌声，

灌浇着沉默的铁石心肠。

愿心潮能泛滥得淹没苍穹，

灯儿将会是太阳一样光亮。

而四周的空间统统该倒塌，

服服贴贴躺在勇士的脚旁。

我的两只眼睛里烈火正盛旺，

迸出旋风，象动听的天琴一样，

但从心窝里奔放出来的歌声，

那忧伤象盘石，激情热似太阳。

我可以恭顺谦逊地鞠躬，

但我的歌喉却高傲激昂。

海上船夫歌

（见本卷第４６７—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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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船

  抒情诗

       一只小船在漂游四海，

既没有灯，也没有船帆，

一片漆黑笼罩着甲板，

上面有根折断的桅杆。

把舵的水手是那么阴沉，

脸上没有红晕，一片苍白，

疲惫的脑子已迟钝发呆，

那双眼睛里也毫无光彩。

风暴在他四周呻吟，

小船儿撞上了礁岩，

船嘎嘎响，尚未下沉，

倾一侧，又浮上水面。

突然在水浪中间有一道

深红的鲜血在隐约闪耀；

舵手的心在砰砰地猛跳，

他好象是被一条毒蛇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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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和水下一片呼叫，

鬼魂在喊着要把仇报，

舵手的眼光严峻凶暴，

而海浪又把船向前抛。

他看到异邦的海岸，

见到了遥远的国家，

一道火柱突然升起，

他就葬身在海浪下。

苍白的姑娘

叙事诗

       多文静而沉默寡言，

这脸色苍白的姑娘；

内心藏着多少温柔，

那么羞怯、那么忧伤。

她心里找不到安乐乡，

胸中只翻腾着重重浪，

在无言的内心斗争里，

只交集着爱情和惆怅。

她曾是天仙般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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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对她钟爱喜欢，

她是纯洁无瑕的化身，

那颗心灵又有多善良。

有个骑士跨着骏马，

飞驰路过她的身旁，

那含情脉脉的双眸，

闪烁着热情的光芒。

姑娘已经坠入了情网，

而他却扬鞭奔向远方，

吸引他的是鏖战沙场，

儿女情只能妨碍阻挡。

心上的人儿去远方，

九重苍天已经坠降，

姑娘的心中满是愁，

没有尽头也剪不断。

夜幕无声又无情，

悄悄闯进她闺房，

姑娘跪在基督前，

再作祈祷求灵降。

但却是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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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姑娘的身旁，

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有谁能跟他相抗衡？

“你一辈子是我的人，

休得想往别处逃亡，

你要把生命献给天堂，

可还缺少虔诚的心肠。”

她深深恐惧不安，

浑身颤抖心惊惶，

阴森恐怖将她缠，

姑娘奔跑出教堂。

她哭得死去活来，

绞着手无限悲哀。

“悲伤把我心肺熬干，

痛苦堵塞我的胸膛。

我丧失人生的乐趣，

也失去了我的天堂，

我的心已断送地狱，

只恨没有献给天上。

但他却是从头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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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美得象神仙一样，

他的眼光深邃莫测。

炯炯有神、多么明亮。

可他没有看过我一眼，

哪怕这一瞥是多短暂。

而我已陷于火般情网，

直至瞑目也不能淡忘。

假若有一个别的姑娘，

贴身偎依在他的胸膛，

我的心就会收缩停息，

又会繁乱地蹦跳发慌。

纵使灵魂不能得救，

我也将是心甘情愿，

只求一见他的眼光，

窘得我呼吸也不畅。

老天要是失去了他，

也会变得冷清凄凉。

只有悲哀独占九霄，

只剩忧愁铺满上苍。

眼前是一片浩荡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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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涛在激情喧哗、歌唱，

水浪冷气凉透了我的心，

也冻凝了我心头的悲伤。”

她纵身一跃往下跳，

投入冰一般的巨浪，

惊涛骇浪把她急卷去，

奔向黑夜的茫茫远方。

那颗柔情脉脉在跳跃的心，

如今突然静下来，杳无声音。

那双活泼顾盼流转的眼睛，

也蒙上一层密幕，不透光明。

她那甜蜜动人的双唇，

如今已变得冷如冰霜。

她天仙般的秀丽容颜，

也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枝头上的红花绿叶，

不再为她而被人采。

从此再也不会甦醒——

沉默的东方和夕阳。

浪涛直往暗处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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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势忽怒而又激荡。

猛然地撞在礁岩上——

她的玉体碎成碧浪。

骑士的怀里却搂着他心爱的美丽女郎。

愉快的三角琴奏着情歌，

琴声是多么甜蜜而悠扬。

小 提 琴 手

（见本卷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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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人 物 表

  乌兰内姆——德国旅行家。

卢钦多——他的旅伴。

佩尔蒂尼——意大利某山城居民。

阿尔万德——同一城市的市民。

贝娅特里瑟——他的养女。

维林。

波尔托——修道士。

剧情发生在佩尔蒂尼、阿尔万德两人家里和家门前以及山

上。

第 一 幕

某 山 城

第 一 场

一条街道。乌兰内姆和卢钦多。佩尔蒂尼站在自己家门前。

佩 尔 蒂 尼 先生们！全城都云集着异乡的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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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慕名而来，

这一带的奇迹胜景把他们招揽吸引。

敬请你们光临寒舍——城里

旅社已难寻。

我当尽微薄之力

愿租借给你们住房

这完全出于对你们的友谊，相信吧，这不是献媚

逢迎。

乌 兰 内 姆 谢谢你，陌生人，但我恐怕

你对我们过奖了。

佩 尔 蒂 尼 正好，正好，这样致意问候是理所当然的。

乌 兰 内 姆 但是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呆些时候。

佩 尔 蒂 尼 你们在此过得不愉快之日，

应是我有过失之时。

乌 兰 内 姆 谢谢。

佩 尔 蒂 尼 （叫小厮。）

嗳，堂倌！请老爷们进大厅，

他们经过徒步漫游，

要各自在房里稍事休息，

该换下沉重的旅途的行装。

乌 兰 内 姆 我们走吧。待会儿就回来。

（乌兰内姆和卢钦多随小厮下。）

佩 尔 蒂 尼 （独自一人。警觉地四下环顾。）

对，就是他，天哪，就是他，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忘却不了这个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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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良心也不会背叛我；

好吧，现在我就来换换良心……

对，他变成了这样，这是他，就是乌兰内姆，

我的良心，祝你安好。

记忆将不会再来折磨我。

你日夜守在我的床边，

与我一同入睡，一同起床——

我的眼睛则不然，伙计，咱俩是相识呀！

而我知道的还多些，这里尚有别的底细，

而一切——也就是乌兰内姆，乌兰内姆！

这名字听起来象死魂，但当它卑鄙的主人

还活着，就这样叫下去。

等等！我有办法了，这情景重又浮上心田，

象空气那样清澈，象我的骨头那样坚硬，

他的誓言还清晰地在我眼前。

我有办法了，我得让他找到办法。

我的计策已订，计划的核心

它的生命——就是你本人乌兰内姆，

你莫非想象捉弄玩偶一样，捉弄命运？

想同上帝一起玩弄你的打算？

想从你那腐烂的腰间镟出个神来？

我的小神仙儿，别祈求上帝拯救你扮演的那个角色

吧……

乖乖地等着我的提示吧！

（卢钦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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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场

佩尔蒂尼，卢钦多。

佩 尔 蒂 尼 怎么你一个人，我的少爷？

卢 钦 多 我很好奇，老人家就什么都司空见惯！

佩 尔 蒂 尼 啊！你那个老头子！

卢 钦 多 不，不。如果我的心灵的最深处

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哪怕是一个值得赞美的渴念——

那就是——自己成为他的儿子

具有一种男性的深邃而热烈的气质

多么深邃、多么灵敏的智慧，

能容下整个世界，

而那颗心又充满了上天的温暖——

直到认识了他才想象出

世界上是有人的。

佩 尔 蒂 尼 青年人那张活跃的嘴

要激情狂热地赞颂老人时，

说得实在委婉动听。

充满了人道主义，象一部圣经经文，

又象苏珊娜夫人的故事，

还有浪子的轶闻；

但是我想斗胆问一声，似乎

你的心已同他们紧密相联？

４８６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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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钦 多 什么“似乎”？所谓似乎只是幻觉和假象。

莫非你是仇恨人类之徒？

佩 尔 蒂 尼 不，

我是个人。

卢 钦 多 请原谅，如果冒犯了你！

你对外人表现得友好。

一个能对游客友好相待的人，

他就不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

但你需要有个答复，我的答案是——

使我跟他结合的是一种特殊的因缘，

它已缠绕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他胸中的智慧之光犹如熊熊的火炬，

仿佛是世上的善良的光的精灵把我们

精心地挑选出来，配成终身的伙伴。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老早老早就认识了他。

但我们如何相遇，我发誓，

我不得而知。

佩 尔 蒂 尼 这听来颇为浪漫，听来是如此。

但这些不过是空话，我亲爱的少爷，

是可以借以回避答复的空话……

卢 钦 多 我向你发誓。

佩 尔 蒂 尼 但你发什么誓呢？

卢 钦 多 我不了解他，但我毕竟还知道：

他有个秘密深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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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不该知道这一点，此时此刻也不该。

它每时每刻都在鸣响

但今天——它使我动了心，

你看，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佩 尔 蒂 尼 这可糟糕。

卢 钦 多 我是如此孤单，如此离群。

即使是最可怜的人也能

洋洋得意地夸耀生育自己的家族，

在忠诚的心里悉心保留着那最细微的往事，

但我却不能，

人们管我叫卢钦多，而我

也可以叫做绞架或木头！

佩 尔 蒂 尼 你想要什么？想跟绞架结交？

甚至结亲，喂，还是我给你出主意吧。

卢 钦 多 （严肃地）干吗净说这些空洞无聊的话？

要知道我的胸膛在沸腾。

佩 尔 蒂 尼 让它沸腾吧，

直到它闹够了为止！

卢 钦 多 （急切地问）为什么？

佩 尔 蒂 尼 没有什么！

瞧，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客栈主，

老在报时报刻报刻报时混日子，

夜晚入睡，天明起身，

然后再把时辰数，

直到把早晨数尽，时钟停止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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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蛆虫变成钟上的指针，

而这要等到末日审判的来临，

那时耶稣基督和迦伯列天使

将用怒气冲冲的号角

宣读列入了长长清单的我们的罪行，

把我们安置在右边或者左边

并用神的拳头来检验我们的表皮——

以鉴别我们是羔羊还是恶狼！

卢 钦 多 他叫不到我，因为我没有名字。

佩 尔 蒂 尼 好哇，听到你说这话，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是个小客栈主，

脑袋里只有平庸的想法，思考问题

就象你看待石头和沙子一样简单：

因为在我看来谁要是不知道自己的家族

而置身于别的家族中——

他就是杂种！

卢 钦 多 伙计！伙计！你说什么，

你最好把太阳想成是黑的，把月亮想成是扁的，

也可以说它们不发光，

但为了你在这儿所说的话，据估计，是要抵命的！

佩 尔 蒂 尼 可爱的朋友，不要对我如此野蛮地信口开河！

相信我，我不会得神经痉挛症！

再说，杂种往往外表华丽，

而且也繁殖得格外茂盛，

还傲慢地冒上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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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以为——创造它们的是欢乐，

而不是一个沉闷而盲从的同盟！

你看，杂种们都是讽刺作品。

大自然是诗人；婚姻则是在安乐椅上的，

戴上帽子，拿着皮包手套，

把那副愁眉苦脸弄成了怪相，

她脚旁放着一张干瘪的羊皮纸，

纸上写着神甫们的亵渎神灵的恶言，

前面是教堂冷清清的厅堂，

而背后——是一群打打闹闹的乌合之众，

我夸奖杂种们！

卢 钦 多 （冒起火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够啦！

这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当着上帝的面，我要告诉你！

我要问你什么？一切不正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面

前，

地狱在向我狞笑，

在我面前爬起来的岂不正是干瘪的骷髅？

不正盯着我，嘴里念着恐吓的咒语？

可是你听着——你用那干枯的魔掌

把火把扔进了我的胸膛，

你这家伙，没那么便宜，相信我，没那么便宜。

别以为，你是在跟一个小孩做儿戏，

在往小孩的头上得意洋洋地

投扔骨头。不，你是在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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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我做轻率冒失的游戏，现在，你注意，我们是

游戏同伴，

你这样冒昧，随便，为时过早，

还露出了你那蛇蝎心肠。——

只要这些是多疑和嘲弄，

我将统统扔还到你喉咙里，

你就得吞下你自己的毒汁，

而后我再跟你做游戏，

现在你就说“我要你说？”

佩 尔 蒂 尼 你要我说？你想的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斐勒司了，

你大概已深深陷在这里面了，你瞧吧，

我说不是，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对你的愿望，我要背其道而行之。

卢 钦 多 自爱些吧，

别火上添油了，要不烈火一旺盛

把你也烧成灰烬。

佩 尔 蒂 尼 这些全是空话，

火只会烧掉你们这帮人。

卢 钦 多 我自己？我自己？让它烧吧！对我来说完全是

无所谓的，

但我会用双臂把你抱住，

象钳子那样拚命地夹住你的胸膛，

在我们面前会裂出一道深渊，

你先跌进去，而后我笑咪咪地跟着你，

还会轻声对你说：下去吧，一起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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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尔 蒂 尼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看来，

你在这生中幻想过不少东西？

卢 钦 多 你说对了，我是个幻想家，是幻想家！

我从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身上能了解到什么？

你才初次见到我们，只是见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

却也来讽刺辱骂我。

我还等什么？还能对你有什么指望？

再没有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还得跟你打打交道，

你还得给我赔罪，雪耻、消除流毒。

圈子是你划出来的——两个人

装它不下，你用得上跳跃的本事了，

还是让命运来作出它的判决吧！

佩尔蒂尼 大约你从哪个古老的悲剧里

抽出了这么一个结尾来念给老师听过吧？

卢 钦 多 对，我们是在一起演悲剧，真的。

那咱们走吧，现在立刻走，地点，方式随你便！

佩 尔 蒂 尼 什么时候？哪儿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

得了吧！

卢 钦 多 胆小鬼！你抠我的字眼——

但我冲着你的脸说：你是个胆小鬼。

这话我会拿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

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你一顿，如果

你敢不跟我走，打算用陈词滥调来开玩笑

我的血都凝固了。

闲话少说，你走也罢不走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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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的判决已经宣布了，胆小鬼，无赖！

佩 尔 蒂 尼 （冒起火来）你再说一遍，你这小子！

卢 钦 多 如果你高兴，哪怕重复一千遍，

我要重复得叫你直冒肝火，

叫你的两只眼睛血流如注。

是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是个无赖，胆小鬼！

佩 尔 蒂 尼 好吧，咱们谈了，我你要注意！

有一个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的地方，

这就是地狱，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地狱！

卢 钦 多 干吗在这里噜苏？咱们一切

都马上当场解决——你下地狱去，去吧，

告诉那里的魔鬼：是我把你打发去的！

佩 尔 蒂 尼 我还有一句话！

卢 钦 多 没什么说的，说话有啥用？

我不听你的，你的话一钱不值。

你爱怎么装模作样都可以，反正

我没有看见。去拿枪枝来，

让枪来说话，我把整个儿的心——如果它还没有碎，

都放进枪膛里……然后

佩 尔 蒂 尼 （打断他）

别这么绝，孩子，别太孩子气，

小鬼！

你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做抵押？啥也没有！

你不过是一块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石头，

有人在上面写了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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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这个词，它们念作“卢钦多”。

我才不会拿自己的荣誉、性命和一切

来跟这块空空的牌子打赌。

难道你想拿我的血来做画家的颜料，

想拿我当刷笔那样随意涂抹？

不，我们的等级地位太不相同，

我象你反对我一样反对你，

我知道我是谁，可你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连自己也不知道，不是吗？什么都不敢！

你那个杂种的胸膛里从未燃起过尊严之火，

你想偷偷地拿荣誉来给我做担保？

你想押下你那张空头票据

跟我的十足的货币打赌？我的朋友

别这样，你先得有个名字，有个荣誉，性命，

只有那时，我才肯

拿我的名字、荣誉和性命跟你打赌！

卢 钦 多 好家伙你想拿这套来开脱，胆小鬼，

你那个鬼脑袋想得可真巧妙哇？

账算得真精，不是吗，胆小鬼？

你别错打了算盘，我要把你的结论抹去，

在结论上写“胆小鬼”这个词，

我要象嘲弄一头狂兽一样嘲弄你，

我要在众人面前叫你出丑丢脸，

然后你去跟女人、男人、孩子以及

每个人去讲，去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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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卢钦多，我称我自己就是卢钦多，

让他们也这样叫我，本来可以叫我别的，

我就这个样吧，而本来可以是另一个样的，

按“存在”一词的一般意义讲，

这个“我”就算不存在了吧——管它的。

但你也只能是你这个样子——当胆小鬼！

佩 尔 蒂 尼 行了，好极啦。好，你看，如果我给你说出

一个名字，对，一个名字，会怎么样？

卢 钦 多 你自己才没有名字——你刚刚才

见到我，从前从未见过我，怎么会说出名字来呢？

况且眼见到的——只是一种骗局，

是尾随我们的永久的讥讽，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么回事，

佩 尔 蒂 尼 可如果有人懂得的比见到的多呢？

卢 钦 多 那不会是你，你在你的一切之中见到的只有一个无

赖，那就是你自己。

佩 尔 蒂 尼 这是实话，可我不容易受第一眼的欺骗，

而且我也恰恰不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你！

相信我吧，我的眼光见到过几桩奥秘……

要是我们曾相识呢？又如何呢？

卢 钦 多 我不信！

佩 尔 蒂 尼 不是吗？有那么一个奇怪的诗人，

只是美学上指的一头瞎眼母牛，

脑袋里尽是稀奇古怪的幻想，

老想把日子和生活也编成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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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要是他自己的生平也是编造的呢？

卢 钦 多 这大概是偶合，你别蒙骗我们！

佩尔蒂尼 偶合——这是哲学家在脑袋不管使用的

时候才说的话。

偶合——说得轻巧。只有两个音节，

可名字——也是偶合：乌兰内姆——

任何一个未叫过别的名字的人，

都可以叫做乌兰内姆？

如果我这样称呼他，难道也是偶合？

卢 钦 多 你认识他吗？天哪，请说吧！当着上帝的面！

佩 尔 蒂 尼 你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受夸奖？闷声不响的时候。

卢 钦 多 我真讨厌向你请求——伙计，但我还是要

对着你珍惜的一切向你恳求。

佩 尔 蒂 尼 珍惜什么？难道我用硬币作交易？

就是胆小鬼，向我有什么好恳求的？

卢 钦 多 既然你想摘掉胆小鬼这顶帽子，

你就该做出点事来。

佩 尔 蒂 尼 我们决斗吧，象你现在这样，我站好了，

你对我够好的了！我要决斗了。

卢 钦 多 你别逼我去走极端，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切都完蛋。

佩 尔 蒂 尼 听天由命吧，咱们就来尝尝极端的味儿，

让命运之神抽出随便哪一根签来！

卢 钦 多 这样看来是无法挽救的了？

狠下一条心就坚强如钢，万死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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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搞惯了讥笑讽刺，心灵空空荡荡。

它象吞服灵药似的吞下毒汁。

笑一笑，伙计，也许到了最后一息，

你的最后一息，抓住它吧，承受它吧！

片刻之后你就要站在法官面前，

你最后的，最后的一桩正经事儿

就是扯断生命的罪恶的长锁链。

说一句话象以太这样轻飘，

一张嘴——这就是一切！

佩 尔 蒂 尼 这是偶合，可爱的朋友！

我甚至相信偶合，请相信我！

卢 钦 多 枉费心机！一切、一切，是的，你等等，浅薄的笨蛋，

事情还没了，没了，当着上帝的面。

你那对锐利的眼睛又把你蒙骗……

我把它唤来，站在它面前，

额对额，眼对眼地盯着

如同一个神魂不定的孩子，

你再管不了我了，走开，走开，无赖，让我走！

（急下。）

佩 尔 蒂 尼 现在有个较大的方案来拯救你了，孩子

相信我，佩尔蒂尼是不会忘记的。

（喊叫）喂，喂，卢钦多，看在上帝的面上，来吧！

（卢钦多返回来。）

卢 钦 多 你还有什么事？

佩 尔 蒂 尼 回来啦？好，讲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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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告诉那位先生，说我们吵架了。

说你曾要求我决斗，但却过于客气，

你过于客气，你是虔诚之子……

去向他忏悔你的罪过，请求他饶恕！

向他流泪，吻吻他的手，

给自己剪一根请罪的枝条！

卢 钦 多 你逼迫我？

佩 尔 蒂 尼 就算是逼迫你，一切都合乎道德。

一切都象孩子的启蒙课本里写的那样合乎道德。

你相信上帝吗？

卢 钦 多 伙计，我要向你忏悔？

佩 尔 蒂 尼 你不要我向你做忏悔吗？

那好吧，我甘心情愿，你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吗？

卢 钦 多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佩 尔 蒂 尼 这一套现在不时兴啦，

因此我非常想听听你的！

卢 钦 多 我不象大家信神那样信上帝，

我象了解自己那样了解上帝。

佩 尔 蒂 尼 这个咱们下回有兴趣时再谈谈，

你怎么相信，对我都无所谓，

但既然你相信，那你就对着上帝向我发个誓！

卢 钦 多 什么？向你发誓？

佩 尔 蒂 尼 你一句也不讲出去，

连一声儿也不哼出去！

卢 钦 多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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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尔 蒂 尼 为了你对我不怀敌意，

要知道，我可不那么坏，我是心性率直的人。

卢 钦 多 说我喜欢你，更好地尊重你，

我不能向你发这个誓，看在上帝的面上；

我不能，也不可以向你发这个誓

但是过去的事儿——

就让它永远被忘记，

就作为已经过去的一场令人生厌的噩梦，

犹如梦幻晃然而逝，

我将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这种誓言我只能向那个神圣的人发出，

他使乾坤盘旋而上，

他的目光是永恒的，

现在该报答我的誓言了！

佩 尔 蒂 尼 咱们走——我带你到幽静的地方去，

什么都给你看——连巉岩中的深渊，

那里大海象火山一样翻滚，

那里静静的微波在轻轻地荡漾，

那里年岁时光在无声地流逝——

一当暴风雨停息，那时我们就——

卢 钦 多 什么？石头、港湾、蛆虫、淤泥？

到处都有耸立的峭壁、巉岩，

那里到处都是泉水淙淙、喧腾；很响也好，

很轻也罢——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各处确有神秘异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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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心醉神迷。

你看，它多诱人，激起了我胸中的波涛，

甚至会炸碎我的胸膛，——这算得了什么？是胡闹！

快领我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快去目的地。

别迟疑，别顾虑，前进！

佩 尔 蒂 尼 只要迅雷一息，

闪电刷清了心胸，

我们就到那个

我担心你从那里走不出来的地方去。

卢 钦 多 随便是个什么地方，

只要此路通向目的地。你在前引路，我步你的后尘！

佩 尔 蒂 尼 多疑！

（两人下。）

第 三 场

佩尔蒂尼屋内的大厅。乌兰内姆一人，他坐在桌旁写字。旁边

放着一些纸张。他很快地站了起来，来回踱来踱去，突然停住，把两

手交叉在胸前。

乌 兰 内 姆 一切在毁灭，一小时已过，

奥丽站立不动。

小人国的建筑在崩溃！

我即将把永恒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要把人类的咒语放进永恒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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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永恒！那岂非永恒的痛苦，

岂非无法言喻的神秘的死神，

岂非创造出来让我们忍辱负重的杰作，

而我们不过是盲目机械的钟表，

是时辰的历本。

我们活着，只因世上总要有所生，

我们死去，只因世上总要有所死！

有一种东西必须有，而这种东西世界上现在没有，

用那饱经痛苦的心灵的巨大力量

来战胜世上无声无息的痛苦和悲伤：

死神变活了，它穿着鞋袜……

百草的苦难，石头的无声的死亡，

还有那鸟儿，找不到歌儿来抱怨

那伤害它空中生活的一切，

盲目的争端和争斗

要自己摆脱自己，要在争吵中耗尽自己——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站立起来，而且有一双腿，和一个

胸膛，

在深深地忍受着生活咒骂；

啊，难道我要身受火焰车裂之苦？

而在永恒之境欢舞蹁跹？

如果我能在境外发现一个会吞没一切的

深渊——我就要摧毁隔在我和深渊间的

世界，纵身投入深渊，

世界将在漫长的诅咒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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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臂紧抱住这严酷的现实，

它就在拥抱着我时死去，

并永远沉没于虚无之中，

完全消失而不复存在——大概这就是生活！

不然就这样——它辗转在永恒的长流之上，

它为创世者唱着哀歌，

眉宇之上的讥讽啊，太阳能把它烧毁？

眼睛由于看到了毁灭而闪烁着光芒，

莫非眼光能碾开这沉闷而凝固的世界！

被凝固，永远，忧怯，被破碎，空虚，

我们被捆绑在“存在”的这一块大理石块上，

被永生永世地捆绑着，永远。

世界看出这一切，它翻滚下去，

为自己唱着葬歌，

而我们这些冷酷的上帝的猿猴

还在用充满激情的、火热的胸膛

来温暖着毒蛇，

让它长大成形，

低下头来把我们咬上一口！

令人生厌的浪涛喧喧闹闹，

冲入我们的耳朵，直到把这种厌恶被完全耗尽，

现在要快——大势已定——一切准备就绪，

捣毁那编造谎言的一切，

以诅咒来结束诅咒造成的一切吧。

（坐到桌旁，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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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场

阿尔万德的家；开头在家门口。

卢钦多，佩尔蒂尼。

卢 钦 多 我到这里来干吗？

佩 尔 蒂 尼 来看一个女人，

如此而已；一俟她用她的旋律

把你的心灌得软绵绵——

咱们就走！

卢 钦 多 什么？伙计，你带我去找娼妓？

又在这样的时刻：当整个生活

重压在肩头，

当我的心胸有如浪潮起伏，

恨不得疯狂地把自己撕碎，

一呼一吸都将招致死亡的时刻，

这个时候还找女人？

佩 尔 蒂 尼 年青人，你急什么？

干吗净说些死呀火呀的？

什么娼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看看这座房子难道这个象住妓女的吗？

你以为我还会充当个拉客的角色把你拉进去吗？

我会把白昼当路灯来用吗？

这儿很有趣，尽管进去，也许你能找到

你所渴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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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钦 多 我看出这是场骗局

但只是编造得蹩脚笨拙，

你是想从我身边溜之大吉，

我只听你这一会儿，

要是你拖拖拉拉就要你的命！

（他们进入屋内，幕下，另一帷幕被拉上去。一间布置得时髦而

雅致的房间。

贝娅特里瑟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把吉他。

卢钦多、佩尔蒂尼、贝娅特里瑟。）

佩 尔 蒂 尼 贝娅特里瑟，我给你介绍

一位外来的旅游者，一位有教养的先生，

他跟我还是个远亲！

贝娅特里瑟 （对卢钦多）欢迎！

卢 钦 多 请原谅！我找不出词句

和语言来表达我的惊异的心情。

罕见的美貌是那样激动人心，

使人血液沸腾，使人结舌失声。

贝娅特里瑟 先生，你的情绪很好。我很感谢，

因为你有好情绪，不是因为你说的话，

而且说真的，当说话的是你的舌头，

又不是内心，好话又顶什么用？

卢 钦 多 噢，如果心能说话，能够

倾倒出你所灌入的一切，

话就会变成热情奔放的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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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吐一个词儿都该是永恒的，

是上天，是广阔无际的天国，

那里的生活和一切思想都闪耀着光辉，

充满着温存的思念与和谐一致，

胸襟里怀着整个宇宙，

吐露出来的是非凡的美丽，

千言万语，呼唤的只是你的名字！

佩 尔 蒂 尼 你别见怪，小姐，我告诉你，

他是德国人，本性如此，

说话带旋律，一下子露真心。

贝娅特里瑟 啊，德国人！我对德国人有好感，

我自己也以是德国血统的人感到自豪，

请坐到这里来，德国人先生！

（给他指着沙发上的座位。）

卢 钦 多 谢谢，小姐！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走吧，走吧，要不我会完蛋。

贝娅特里瑟 （不好意思地）我话说多了吧？

（卢钦多想开口，佩尔蒂尼抢在他前面。）

佩 尔 蒂 尼 奉承话和赞扬话都够了，够了，

对，贝娅特里瑟，这些都无关紧要，

我还要给这位先生去办点事儿。

卢 钦 多 （不知所措地，轻声地）

什么，佩尔蒂尼？你在拿我当儿戏。

佩 尔 蒂 尼 （大声地）你别生气，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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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姐相信我的话，

对吧，贝娅特里瑟，在我回来之前

让他待一会儿，你要谨慎些

你是外地来客，不能胡来。

贝娅特里瑟 先生，难道我这样接待你，

会使你误解成，我会把你，

我的朋友佩尔蒂尼的朋友，又是外地来客，

从我们这个一向好客的

家中把你撵出去吗？

别讲奉承话，请只说公道话！

卢 钦 多 天哪！你的好意已使我神魂颠倒！

只有天使才说得这样委婉动听！

如果那无法遏制的要人命的激情

迷惑了嘴唇，说出来的话

有失分寸，诸多加原谅。

但你看一眼从彩云飘游的

明朗清晰的高空露出微笑的蓝天，

看看那点缀着群峰，忽而在光芒中暗淡

忽而在昏暗中消失的奇色异彩，

它们在一幅高雅而柔和的画面里

栩栩如生地溶合在一起，

你就会默不作声，但是一个被迷人的

魔力所吸引的人怎能默不作声？

理智和谨慎在动荡，

你要说出使你动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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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琴在被微风的翅膀轻轻地拂动时，

就会这样低吟。

贝娅特里瑟 我的先生，我愿宽容这甜言蜜语，

你善于把毒药裹上甜美的糖衣。

卢 钦 多 （轻声地对佩尔蒂尼）

可恶的大滑头，不过还是个好滑头，

我怎么办呢？逃走，天哪，我得走啦！

佩 尔 蒂 尼 （大声地）

他还总忘不掉

我不让他开口说话，

他热爱美景而幻想得出了神，

可我，我的朋友，我使他失去了理智，

但是，贝娅特里瑟可能会以为，

是她使你深深地着了迷。

是的，德国人往往会闹这样的笑话，

味道好吃消化难，

我走啦！

卢 钦 多 （轻声地）这家伙！

佩 尔 蒂 尼 （大声地）记住一句话：

胃有时就是通向心窝的窗口。

我回来时就把你带走

大概你们现在已难舍难离。

（独白）我得走啦，要不老头子会把

我的事全都毁掉，

而这个家伙，既然会爱上，就会忘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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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蒂尼下，卢钦多不知所措。）

贝娅特里瑟 我得再一次请你坐下吗？

卢 钦 多 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你身旁坐下！

（坐下。）

贝娅特里瑟 佩尔蒂尼这个朋友的情绪常有些古怪！

卢 钦 多 他是一个古怪、古怪、古怪的人！

（停顿一会儿）

对不起，小姐，你很尊重他吗？

贝娅特里瑟 他是我家的常客，是个善良的老朋友，

他对我一直是友好相待，

但是，我简直容不了他——我也不知道。

他往往很粗暴，

请原谅，他是你的朋友，

常常闹点神经病，他有一股特性，

发作起来，我就讨厌，

好象他正把一个阴暗的东西压在心里，

好象它胆怯地躲避白天的眼光。

害怕公开跟人争论——这可比

他嘴上说出来的更坏，甚至可比

他心里隐藏的东西更坏。

但这些只是猜测，我也是多余

这样对你讲，这岂非背后中伤人！

因为这是猜疑，而猜疑是条蝮蛇呀！

卢 钦 多 你在后悔对我的信任？小姐？

贝娅特里瑟 要是谈论我自己的秘密，又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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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说到哪里去了？你拿出什么来

博得我的信任？不过，

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全讲出来，

也没什么不好，这事我对谁都讲。

因为我知道的不比大家多。

卢 钦 多 啊，大家！你当然指的是一切人啰？

贝娅特里瑟 你也是吧，不对吗？

卢 钦 多 可爱的，温存的天使！

贝娅特里瑟 先生，你叫我害怕，你怎么啦？

你的嘴是这么快而轻浮！

卢 钦 多 我应当加快，时间在过去，

干吗要拖延？每一瞬间的延误——就是毁灭。

我能把想法隐藏在心？——多么奇特又奇妙啊。

我一见到了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仿佛是一见如故，

在我内心隐藏的那首幻想曲中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仿佛一种精神上的同盟早就把我们连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这种精神同盟成了现实！

贝娅特里瑟 对此我有同感，我不能把你当外人，

可是我们毕竟素不相识，你是个陌生人，

想必是由于一些阴森森的神的意志

把我们一度拆散分离，

但愿另一些善良之神思索到甜美的幻影，

他们用魔法使我们千里一线牵……

７０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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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过，不过，我老是有点担心——

稀薄如纱的黑色云烟中迸发不出最强烈的闪电！

卢 钦 多 你是个一眼能看透人心的哲人，

我已抵挡不住你的诱惑——你迫使我，你

就让我加快而勇敢地行动吧，

相信我吧，我对你的爱慕已深，

因为我在迅猛地冒着风险呀！

我受不了了？我很快就将离去，

我要离去，离你而去，跟你分离，

那时，世界呀，统统潜入深渊去吧，隐没在你的脚下。

请原谅，我的宝贝，请原谅

那重压着我，使人狂暴的时间。

我爱你，我发誓，贝娅特里瑟，

贝娅特里瑟和爱情不能分，

我只能一口气说出它们，

我将至死不渝！

贝娅特里瑟 啊，别说吧，这些话无济于事。

真的，你听着，这些都象诗句一样虚无缥缈，

一旦你赢得我的心，

你肯定就不会再看重我，

你会把我看成一个平凡的女孩，

不久便会把自己交给了别人。

这念头一闪现，

我将丧失爱情和尊严。

我的心呀，那时对于你，将一文不值，

８０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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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会跟你一起痛心地把自己责怪。

卢 钦 多 富有灵感，热情可爱的姑娘啊，

但愿你能看到我的心，

我从未爱过，还从未有过爱情，我发誓，

你的指责嘲弄了我的心，

让那可卑的商人精心称量，

他经营牟利，谨小慎微。

爱能联合一切。

别无它物，别无所求，

爱情闭锁在心间，魔力则向人敞开。

爱是生活深处的一朵炽热的火花，

要让它此时此刻闪耀光芒，

在别处尚可迟疑，只是不在爱中。

快燃烧起热情，快祝福爱情。

贝娅特里瑟 难道我不应为之动容？我将铤而走险，

愿两股热情之火高高地燃烧在一起

可是我，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仿佛欢乐中加进了痛苦，

仿佛在维系着我们的纽带中有丝丝声，

它越来越响，象恶魔的不祥的号叫！

卢 钦 多 那是一股你所不知道的火焰，

旧的生活已从我们身旁消退，

让我们再听一次它的告别之声吧。

它决不敢起而反抗，

可是，贝娅特里瑟，你如何才能成为我的人？

９０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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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娅特里瑟 父亲已给我定了一个未婚夫，

倘若我能仇恨人，我就恨他，

我随即定会向你细说分明。

你住在哪里，我心上的朋友？

卢 钦 多 在佩尔蒂尼家里。

贝娅特里瑟 我派人捎个信儿去，

但是你的名字，我相信，一定会

象天国之声一样动听！

卢 钦 多 （认真地）我叫卢钦多。

贝娅特里瑟 卢钦多，可爱的名字，啊，听起来

多么甜美——我的卢钦多，是我的世界，我的上帝，

我的心——我的一切。

卢 钦 多 贝娅特里瑟，你就是一切，这就是真理；

你甚至高于一切，贝娅特里瑟。

（他热烈地把她拥抱在怀里，门敞开，维林上。）

维 林 好啊！你是条毒蛇，贝娅特里瑟，

象大理石那样冷酷无情的品德！哈！

卢 钦 多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感到奇怪。

我发誓，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你更漂亮的猴子呢。

维 林 该死的小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现在说清楚，你，我的冤家对头！

亏你有副人形，却叫人恶心，

轻狂自负的恶棍，

一张只配擦笔尖的废纸，

活象滑稽戏里的小丑。

０１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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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钦 多 我已经说过，你是只十足的猴子！

在这里破口大骂，你要感到害羞，

你这副好斗的架式，象露天戏场里

演奏小丑打架的手摇风琴那样单调乏味，

它很快就派得上用场啦。

维 林 等会儿跟你算账，你这小子！

我气得全身冰凉。

贝娅特里瑟，我就把这个淫棍收拾掉！

卢 钦 多 住嘴！恶棍，我跟你走，要去就去！

（佩尔蒂尼上。）

佩 尔 蒂 尼 这里嚷嚷些啥？你们是在大街上吗？

（对维林）

别呱呱叫，乌鸦，小心我堵住你的喉咙！

（独白）

我来得正是时候，这个小伙子

我的话他还没有完全听懂。

（贝娅特里瑟昏倒过去。）

卢 钦 多 来人哪，啊，她昏倒啦！天哪！

（俯身看她。）

清醒过来吧，啊我的甜蜜的天使！你说话呀！

（吻她。）

你觉得热吗？她睁开眼睛啦，呼吸啦！

出什么事啦，贝娅特里瑟？怎么啦？

你要急死我了，我不忍看你。

（他将她搂住，抱起来。

１１７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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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林要向他扑上去，佩尔蒂尼拦住他。）

佩 尔 蒂 尼 乌鸦朋友，你过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贝娅特里瑟 （微弱的声音）

卢钦多，我的卢钦多，我还没有

得到你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你！我的心！

卢 钦 多 别怕，我的天使，你什么也没失去。

这个家伙我马上就叫他服贴。

（将她抱到沙发上。）

在这里歇会儿，事不宜迟。

那容龌龊东西来弄脏圣地？

维 林 快走，咱们算账去！

佩 尔 蒂 尼 走，我也去，

我来当你们两人的证人！

卢 钦 多 你，心肝，请完全放心。

贝娅特里瑟 再见。

卢 钦 多 再见。我的天使。

贝娅特里瑟 （深深地长叹）

我真担心！

  幕落。第一幕完

２１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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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小说

《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片 断

第 一 部

第 １０ 章

接下来，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承诺的，要证明上述这笔二十

五塔勒的款项是属于主上帝他个人的。

这些钱是没主儿的！啊，高超的见解：不是人的权力能享有这

笔钱，只有那统治着天上的最高权力，才能囊括整个宇宙，自然也

就包括了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个最高权力用自己的翅膀拂拭着

——它的翅膀是由白天和黑夜、由太阳和星星、由能发出既象和声

又象瀑布声响的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编织而成的——拂拭着凡人

的手根本够不到的地方，因此也拂拭着刚才提到的这二十五塔勒，

还有……但我说不下去了，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端详着天地万

物、自己的内心和上述这二十五塔勒（后面这五个字包含着一个多

么了不起的实体啊！它们无所不在，它们发出的声响宛如仙乐，它

们使人想起末日审判和国库），因为——斯科尔皮昂，被他朋友费

利克斯的故事所激动，为他那火热的语调所诱引，受身上那股风华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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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茂的年青人的感情所支配，一把紧抱在怀里的，正是女厨师格累

特，他预感她就是仙女。

由此我得出结论，仙女们都是长着胡子的，因为玛格达莱娜－

格累特，不同于忏悔的玛格达莱娜，而是象一个威武的战士，脸上

长着漂亮的颊须和胡子。柔软的脸颊弯弯地贴在造型优美的下巴

上，下巴象空旷大海中的一块礁岩——不过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到

它——巍然突出在她那个象盛着清汤的平底盘儿的脸盘上，神气

活现，戳穿气浪，引起众神为之不安，使得世人为之震惊。

大概幻想的女神梦见了一个虬须蓬茸的美女，女神黯然魂销

于她那令人心醉的宽宽的脸盘儿之中；当她醒过来时，原来做梦的

就是格累特本人：可怕的是，仿佛她是巴比伦的大淫妇、约翰启示

录①和上帝的愤怒；仿佛上帝在她那密布柔条波纹的面皮上栽培

出一片莽莽麦茬，为的是使她的美丽不致去挑逗人犯罪，使她的青

春能受到保护，正如玫瑰花受到荆刺保卫一样，以便世界

  去追求知识，

  而不因她葬身情火。

第 １２ 章

“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匹马”——理查三世

说②。

“来一个男人，来一个男人，把我本人换个男人”——格累特

说。

４１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①

②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第１７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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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６ 章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体，住在我

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①

天真无邪的妙想！但是联想把格累特带得更远，她认定道是长

在大腿里的，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瑟息替斯认为哀杰克斯把内脏

装在脑袋里，把智慧装在肚子里一样②。而她，格累特（可不是哀杰

克斯）确信，并理解到：道是如何成为肉体的；她把大腿看成了道的

象征性表现，发觉了大腿的荣光，所以，就决定将大腿——大洗一

番。

第 １９ 章

但是她有一对蓝色的大眼睛，而蓝色的眼睛，却跟斯普累河里

的水一样普通平常。

眼里流露出一种痴情的贞洁，这自怨自艾的贞洁，水汪汪的贞

洁，只要火一挨近它，就会化成一股灰蒙蒙的蒸汽腾起，而这双眼

睛里就什么也没有了，两眼的整个世界是一片蔚蓝，它们的灵魂是

蓝色染匠③。然而棕色的眼睛是理想的王国，眼睛里微睡着一个漫

无边际，才智充溢的黑夜世界，眼里迸发出灵魂的光芒，两道目光

５１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①

②

③ 原文中用的是双关语：“Ｂｌａｕｆａｒｂｅｒ”意为“蓝色染匠”和“撒谎者”。——编

者注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二幕第一场。——编者注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１章第１节和第１４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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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宛如迷娘①的歌声，犹似一个遥远、温柔、光明的国度，那里居

住着一个豪富的上帝，他欣赏自己的深奥，沉浸于自我存在的宇宙

之中，显示出无限性，也遭受无限性之苦。我们好象身受魔力的束

缚，我们很想把这个悦耳的、深奥的、热情的存在物紧抱在自己的

怀里，陶醉于他双眼中发出来的神韵，把他的目光谱成歌曲。

我们喜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万木峥嵘的世界，我们看到

远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们预感到着了魔的痛苦，而

一些轻盈的身影在跳着环舞，它们向我们点头示意，一当我们要把

它们看个清楚，它们就象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一样，羞怯地畏缩

后退。

第 ２１ 章

语言上的推敲

  费利克斯并不十分温和地挣脱了他朋友的拥抱，因为他不怀

疑他朋友那深刻的、感情盈溢的秉性，同时又正好忙于自己消化过

程的……继续，我们建议，赶紧一劳永逸地为他的消化过程安上那

消化的伟大工程的竣工石，因为它阻碍我们把故事讲下去。

默滕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费利克斯所感到的那重重一击，正是

来自他那历史性的巨掌。

默滕这个名字使人想起查理·马尔泰尔②，所以费利克斯确

实相信他受到了锤子的抚爱；随此快感而来的，他还感到一股电流

的震荡。

６１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①

② Ｍａｒｔｅｌ（马尔泰尔）为“锤子”之意。——编者注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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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睁大了眼睛，摇晃起来，想到了自己的罪孽和末日审判。

而我在思考带电物体、流电学、富兰克林致其女友几何学家的

学术书信，以及默滕，因为我很想知道，在这个名字的后面究竟隐

藏着什么。

此人出身于马尔泰尔的直系，这是无疑的了——教堂司事使

我对此深信不疑，虽然这个句子中没有任何悦耳的地方。

“Ｉ”变成“ｎ”，并且因为每一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尔泰尔

是一个英国人，而英语中的“ａ”往往读成德语中的“ｅｈ”即跟“默滕”

一词中的“ｅ”相同，因此，默滕一词完全可能是马尔泰尔一词的另

一种形式。

由于在古代德国人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具有该名的人物的特

点，诸如在骑士克鲁格、宫廷顾问劳帕赫、矮子黑格尔等形容性的

名词中就可以看出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默滕是个富裕的正直

人，虽然就其职业而言他是个裁缝，在我们这个故事里他是斯科尔

皮昂的父亲。

最后这一点论证了一个新的假定：因为他一方面是个裁缝，另

一方面他的儿子名叫斯科尔皮昂，所以看来非常可能他是战神玛

尔斯的后代（Ｍａｒｓ的第二格为Ｍａｒｔｉｓ，希腊语中的第四格为Ｍａｒ

－ｔｉｎ，由此而得出Ｍｅｒｔｉｎ和Ｍｅｒｔｅｎ），因为战神的技艺同裁缝的

技艺相象就是截裁，因为他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

其次，斯科尔皮昂是一种能用眼光伤害人的有毒动物，它所造

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残破坏——这是对战争的极妙

的讽喻，战争的目光是致命的，战争的后果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内

部出血、再也无法治愈的斑斑伤痕。

但是，鉴于默滕几乎没有的异教徒的性质，相反，他非常信奉

７１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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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所以看来更可能的是，他出身于圣马丁之家；元音稍稍一

变就成了“Ｍｉｒｔａｎ”，而“ｉ”在老百姓嘴里经常读成“ｅ”，例如不说

“ｇｉｂｍｉｒ”而说成“ｇｉｂｍｅｒ”①，而在英语中，正如上面所说，“ａ”往往

读成德语中的长元音“ｅｈ”，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文化的进

步，很容易变成短元音“ｅ”；因而“默滕”这个名字完全是自然而然

地产生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裁缝”。

尽管此一词源完全象是真的，也有充分的根据，但我们还不能

不考虑一个会大大削弱我们对圣马丁的笃信的问题。不过也可以

把他看成仅仅是个保护圣徒，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从来也没有结过

婚，所以就不可能有男性的晚辈后代。

这一疑点看来由于下列事实而得到增强。默滕全家跟威克菲

尔德牧师②一样，都有尽快结婚的共同点，而且世代相传地用桃金

孃③花环来炫耀，单单这一点，——除非不得不求助于奇迹——就

说明了，默滕的出生以及在这个故事中，就是斯科尔皮昂的父亲。

当然，Ｍｙｒｔｈｅｎ（桃金孃）一词不得不失去字母“ｈ”，因为结婚

之后，“Ｅｈ”占了首位，而“ｈｅ”就被省略④，其结果是Ｍｙｒｔｈｅｎ变成

了Ｍｙｒｔｅｎ。

字母“ｙ”是希腊字母“ｖ”，而不是德语字母。又鉴于以上所述，

默滕一家纯系日耳曼血统的根子，同时又是非常信奉基督教的裁

缝世家，所以外来语的、异教的“ｙ”必然变成德语的“ｉ”；再鉴于婚

姻在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占优势的因素，“ｉ”是个刺耳的、尖声的元

８１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①

②

③

④ 双关语：“Ｅｈ”意为“嗳”，“ｈｅ”意为“唉”，“Ｅｈｅ”意为“结婚”。——编者注

桃金孃——结婚的象征。——编者注

见奥·戈尔德斯密《韦克菲尔德牧师》。——编者注

“给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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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而默滕家人的婚姻都是非常文雅、温和的，所以这个“ｉ”开头变

成了“ｅｈ”，随后，为了使这个大胆的改变不致引人注目，就变成了

“ｅ”，这是一个短音，用来表明了结婚联姻的果断，所以Ｍｙｒ－ｔｈｅｎ

（桃金孃）一词在德语的多义词“Ｍｅｒｔｅｎ”（默滕）一词中，获得了臻

于完善的最高形式。

得出这一结论后，我们就可以把圣马丁的基督徒裁缝、马尔泰

尔的扎扎实实的勇敢精神、战神玛尔斯的当机立断等等跟结婚连

在一起了，凡此都是由“Ｍｅｒｔｅｎ”（默滕）一词内的两个“ｅｓ”中发出

回响的，所以这一假定既能把以前的一切假定完全统一在其本身

之中，同时又能推翻它们。

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对古代史家（我们的故事取材于该

史家的著作）写注解的注释者，却抱另一种看法。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它还是值得批判对待，因为它

出自这样一个人的内心，此人把学识上的渊博跟精通抽烟联系在

一起了；他的羊皮纸文稿裹上了烟草的神圣的层层烟雾，也就是

说，充满了香火旺盛的奥秘烟雾中的神谕。

他认为“默滕”一词必定来自德语的Ｍｅｈｒｅｎ①，后者又是从

Ｍｅｅｒ②派生来的，因为默滕家人的婚姻，就象“大海”的沙子那样

“增长”，因为裁缝这一概念中含有“增大者”的概念，因为他把猴子

变成人。在这些详尽透彻的、深思熟虑的探讨上，他确立了上述假

设。

当我读到这个假设后，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惊诧攫住了我，香

烟的神谕已使我入迷，但不久，冷静的、思维清晰的理智就清醒过

９１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①

② 大海。——编者注

增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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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反论证。

我同意该注释者的一个说法，即“裁缝”这一概念可以包括“增

大者”这个概念；但在“增大者”这一概念中却绝不能包括“减少者”

这个概念，因为若如此，岂非成了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ｅｔｉｏ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ｓ①，也就

是说——我们向女士们解释一下——这无异于把主上帝同魔鬼等

同起来，把茶客清谈同机智风趣等同起来，把女士们自己同哲学家

等同起来。再则，当Ｍｅｈｒｅｒ一词变成Ｍｅｒｔｅｎ后，显而易见是减少

了字母“ｈ”也就是说并无增大，正如上面已经证明的，这实际上是

跟它表现出来的性质相矛盾的。

所以，默滕（Ｍｅｒｔｅｎ）一词绝对不可能出于Ｍｅｈｒｅｎ一词；关于

此词源出于Ｍｅｅｒ（大海）一词的假设，则可用下列事实来推翻：默

滕家人从来也未曾落过水，从来也不是变幻无常的，——他们向来

是虔诚的裁缝世家，这跟汹涌激荡的大海的概念是相矛盾的。鉴于

上述理由，结论便是：上述作者虽然一贯正确，也出了差错，而我们

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

获得这一胜利后，我已累得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要享受一番自

我陶醉的幸福，这种幸福的一刹那间的享受，正如温克尔曼所说，

比后代的一切赞扬更为可贵，尽管我对这种赞扬同小普林尼一样，

深信不疑。

第 ２２ 章

“东看西望——四处只是海洋和天空，

０２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① 术语上的矛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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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波浪翻腾，天空乌云滚滚。

两者之间，强劲的旋风在狂吼：

海浪不知道，该对谁惟命是从。

舵手惘然若失——逃跑还是祈祷——该怎么办？

头顶和脚下有天空和海浪对他发威。”①

“东看西望——只见斯科尔皮昂和默滕，

一个哭成泪人，另一个怒火中烧。”

“两者间唇枪舌剑——叫喊声连续怒吼鼓噪不停，

翻腾的大海不知道，在他们两个中该对谁惟命是从。”

“我这个校长，虽唠叨，但是我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我不知道，由于混乱艺术正萎缩在角落里”。

奥维狄乌斯在他的《哀歌》中是这样叙述他那个承接上文的悲

哀故事的。看来，他不知所措。但下面我要继续叙述下去：——

第 ２３ 章

奥维狄乌斯身居托米，是奥古斯都神的忿怒把他投入此地的，

因为他的天才多于理智。

在这里，在野蛮人中间，这位爱情诗人日益憔悴——爱情也是

他失意的原因所在。他在深思，把脑袋撑托在右手上，那渴望的目

光凝视着遥远的拉丁姆。歌手的心已碎裂，但想必他仍然心怀希

望，所以他的七弦琴也仍旧不能静止，而是用旋律悦耳、词儿甜蜜

１２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① 奥维狄乌斯《Ｌｉｂｒｉｔｒｉｓｔｉｕｍ》（《哀歌》）第１部第２曲第２３—２６行和３１—３２行

（手稿中用的是拉丁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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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曲倾吐出他的渴望和痛苦。

北风吹袭着这风烛残年的老翁的肢体，使他满怀着无可名状

的惊恐，因为以前他在炎热的南国年华似锦，在那里，他的幻想用

富丽堂皇的装潢修饰了幻想的丰富而热情的表演，而当天才的这

群子孙们过分奔放不羁时，幽娴贞静女神就将轻柔的神巾披到他

们肩上，神巾的皱折披散招展，温暖的露珠纷纷洒下。

“你很快就要化为尘土，可怜的诗人！”——眼泪从老翁的颊上

扑簌滚下，这时传来了默滕冲动地向斯科尔皮昂发出来的强有力

的男低音。——

第 ２７ 章

“无知，极端无知。”

“因为（这跟上面某章有联系）他的两个膝盖太弯向某一边

了！”，——但是，这里缺乏确定的说法、确定的说法，又有谁能确

定，谁能决定，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呢？

你告诉我，凡人，风是从哪边来的，或者上帝脸上是否长着鼻

子，我就会告诉你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这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饮智慧之酒得到的只是愚蠢和

狂暴。

啊！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右，什么是左之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

无济于事，我们的渴望都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他把山羊安置在左

边，绵羊在右边①。

２２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２５章第３３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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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转过身来，他的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因为夜里他做了个

梦，那么，按我们肤浅的想法山羊就站在右边，而虔诚的教徒们却

站在左边。

所以，只要给我确定一下：什么是右，什么是左；那么，整个创

造之谜就解开了。“我要把亚赫龙发动起来”①，我可以正确地替你

详细地推论出，你的灵魂将在哪边，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你现在

属于哪个等级，因为这种原始关系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原因是你的

地位是由主决定的，而你现在的地位则可以根据你脑壳的厚度来

测定；我感到困惑：如果出现靡菲斯特斐勒司，我会变成浮士德，因

为很清楚，我们大家、人人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个

方向是右，哪个是左，因而我们的生活是个圆形的竞技场，在我们

摔倒在沙地上，斗士，即生活把我们结束掉之前，我们一直绕着圈

子奔跑，寻找它的左右两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因为——

令人痛苦的念头啊，你夺走我的睡眠，夺走我的健康，你杀害我

——我们仍然不能区分出左边和右边，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在哪里

——

第 ２８ 章

“月亮上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月亮上有月长石，女人的心胸

里有虚假，大海里有沙子，地球上有高山！”——一个男人回答说，

他敲了一下我的门，没等我许可就走了进来。

我赶忙把稿纸推向一旁，对他说，我非常高兴以前跟他素不相

３２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① 见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７卷第３１２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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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为这一来更会因现在跟他结识而感到愉快，说他教人大智，

他使我的一切疑点都涣然冰释；但只是，不管我说得多快，他却说

得更快，牙缝里发出咝咝音，当我靠近他仔细一打量，就惊愕地坚

信：他整个人看来真象一条干瘪的蜥蜴，仅仅是一条刚从断垣残壁

里爬出来的蜥蜴而已。

他个子很矮，身材活象我房间里的炉子。他的眼睛，与其说是

红色的，不如说是绿色的，与其说象闪电，不如说象大头针，而他本

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妖怪。

看来他真是个精灵！我既迅速又肯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他的鼻

子是从脑袋里长出来的，正象雅典娜·帕拉斯是从万物之父宙斯

的脑袋里生出来一样；我认为他鼻子上那块柔和的火红的颜色也

是这样来的，这种火红色证明此人出身非属凡世，可是他的脑袋可

说是光秃无发，除非一个人想把那层厚厚的润发脂名之曰头饰，这

层润发脂同大气和其他要素的各种产物一起覆盖着原始的山岳。

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了高度和深度，但他的脸型结构看来象

个官僚，因为他的面颊象两个空空的光滑的碟子，它们在高高的突

出的颧骨的掩护下幸免雨打，那两个颧骨上可以搁放公文和政府

条令。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如果他不象自己，那他就是爱神本身，而

他的名字，即使未曾使人想起一簇桧树丛的话，听起来也会象“爱”

这个字那样亲切悦耳。

我请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自称是英雄，对此我婉转地表示了异

议，说英雄的身材要略为好看一些，而相反，传令官们的嗓音要更

简单一些，不会这么繁杂，而且更动听一些；希罗到底是个著名的

美女，是实实在在的美的本色，她的外貌和内心是互相竞争的，二

４２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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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声称自己是她的这个完美典型的唯一源泉，所以，她对他的爱

是不合适的。

但是他却反驳说：他的骨——骨——骨头架子挺结——结

——结实的，他有个影子，跟任何人的影子是一样的、甚至更——

更——更好一些，因为他投——投——投下的阴影比光——光

——光投下的还要大，他的夫人可——可——可以在他的阴影里

乘——乘——乘凉、饱食终日，甚至她自己也可——可——可以变

成影子，还说我不——不——不懂礼貌、我是流氓、我是个笨蛋，说

他名叫恩格尔贝特，这个名——名字要比斯——斯——斯科尔皮

昂好——好——好听得多；说我在第十九章——章——章里弄错

了，因为蓝色的眼睛比棕色的更美丽，而鸽——鸽——鸽子的眼睛

是最聪慧的，他本人虽然不是鸽子，但至少对理智他是个聋子①，

还说他喜欢长子继承权，他还有个浴室。

“她——她——她要拉着我的右——右——右手同我订婚，现

在让我们别再理会你对右边左边的研究，她就住在对面，既不在右

边，也不在左边”。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从我内心出现了一个天降的幽灵，婉转动

听的对话已经结束，但穿过门上的钥孔，传来了鬼魂的沙沙声在叫

着：“响噹噹的大木头，响噹噹的大木头！”②

第 ２９ 章

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坐着冥思苦想，要

５２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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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卷第７９７—８０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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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懂：浴室跟长子继承权究竟有什么关系，突然间，好象一个闪电

把我的心扉照亮，思如潮涌，翻腾作响，使我的眼光豁然开朗，在我

面前展现出一幅明亮的图画。

长子继承权是贵族政体的浴室，因为浴室只是为了洗濯才存

在，而洗濯能使东西发白，也就是说能给被洗之物增添一层淡白的

光辉。所以，正如长子继承权会给一家的长子镀上一层银一样，也

就是说会使他有一层淡白的银色，与此同时却给家庭的其他成员

印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惨淡色彩。

凡在河里洗澡的人，都要投入风浪汹涌的大自然里，要战胜惊

涛骇浪，用强劲的双手搏斗；而，坐在澡盆里的人，却闭门不出，注

视着浴室的四角。

普通的人。即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

入波涛澎湃的大海，得从大海的深底去捞取普罗米修斯的权利的

明珠，在这种人的眼前，思想的内在形象就会显示出其全部瑰丽壮

观，他就更勇于去创造，而长子继承权的享有者，只允许往自己身

上洒几滴水珠，唯恐关节脱骱，于是就坐进浴盆。

哲人之石找到啦，找到啦！

第 ３０ 章

因此，正如从上面刚刚提到的两项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当今

之世是不能写叙事史诗的。

首先，我们深刻地研究了有关右边和左边的问题，把它们的富

有诗意的外衣上的这些诗意的词藻除掉，正象阿波罗神剥下马尔

西亚斯身上的皮一样，把它们变成可疑的形象，变成奇形怪状的狒

６２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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狒，它长着眼睛可又看不见东西，成为阿尔古斯的反面，后者长着

一百只眼睛，为的是能发现丢失的东西，而它，这个可怜的触犯上

天者，即猜疑本身，长着一百只眼睛，又把看到的东西弄得看不见。

方面即地点，是史诗中的一个重要准则，正如我们介绍的方法

那样，一旦方面已不复存在，史诗也只有等到号角声惊醒了耶利哥

城①时才能从沉睡中醒来。

而且，我们已找到了哲人之石，遗憾的是，大家都指着这块石

头，而他们——

第 ３１ 章

他们，斯科尔皮昂和默滕两人躺在地上，由于一种超世俗的现

象（已见上面某章）深深震撼了他们的神经，以致，在那个象胚胎一

样尚未脱离世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一种独特形式的混混沌沌

的膨胀物之中，他俩的关节的联结力也松弛了，所以他俩的鼻子掉

落在肚脐上，而脑袋掉在地上。

默滕流着大量浓厚的鲜血，血中含有大量铁质，含量究竟有多

少我无法断定，因为化学的一般情况还是很糟。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

发现新的元素，它们跟那些冠以不信教的国家的名称并住在新教

区国家里的主教们有个共同点。此外，这些名称跟许多科学学会会

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君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

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７２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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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有机化学本来就是一个想借助无机的反应来解释生活

的异教徒！它渎犯了生活；似乎我是从代数里推算出爱情的。

这一切显然都是以反应学说为基础的，而反应学说尚未获得

详尽探讨而且永远也探讨不出来，因为它依据的是纯粹靠碰运气

的扑克游戏，其中爱司是主要角色。

但爱司已成了一切崭新的法学的基础，因为一天傍晚，当伊尔

奈里乌斯大输一场后（他刚刚离开女士们的晚会回来，优雅地穿着

一件蓝色燕尾服，一双带长扣环的新皮鞋和一件鲜红色的绸缎坎

肩），当即就坐下来写了一篇论《Ａ 》①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使他

走得那么远，以致他开始教起罗马法来了。

而罗马法却无所不包，其中有反应学说，也有化学，——因为，

正如帕奇乌斯所证明的一样，它是一个脱离了宏观世界的微观世

界。

四本法学纲要是四大原素，七本《罗马法全书》——七个行星，

而十二本法典是黄道十二官。

不过进入这个整体的不是什么鬼魂，而是女厨师，格累特，她

来叫人吃晚饭。

斯科尔皮昂和默滕在狂热的兴奋状态中闭上了眼睛，就这样，

他们错把格累特看成了仙女。当他们从西班牙式的恐慌中（这种恐

慌从唐卡洛斯的最后一次失败和胜利时起就有了）惊魂甫定之后，

默滕冲向斯科尔皮昂，象颗橡树似地站了起来，因为奥维狄乌斯和

摩西说，人应当仰望星星，而不要低看地面②，——而斯科尔皮昂，

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使自己的身体处于危险状态，因为他使对方

８２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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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自立了。

第 ３５ 章

“真的，裁缝默滕手艺高超，但是他要价太贵！”

“妙极了！真福马丁乐于助人，但要价太高了。”——克洛维在

普瓦提埃会战之后，当僧侣们在图尔向他宣称：是默滕替他裁制了

马裤（他穿了这条马裤骑着英勇的驽马奔驰，亏得这匹驽马才取得

了胜利），还替默滕的这一功劳向他索取二百块金币时，他感叹地

说了这句话。

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 ３６ 章

他们坐在桌旁，首席坐着默滕，他的右边是斯科尔皮昂，左边

是大徒弟费利克斯，首席的对面——同时在执政者和平民之间留

着一个空隙——这里是默滕国家机构内的僚属们，通常叫做学徒

们。

在那块安置不下一个人的身体的空隙里，坐着的不是班戈的

鬼魂①，而是默滕的狗，它每天吃饭时一定要做祈祷，因为对人文

科学颇有造诣的默滕认定：他的博尼法齐乌斯——这是狗的名字

——跟德国人的使徒圣博尼法齐乌斯是同一个人物；为了证明这

一点，他引证了博尼法齐乌斯自称是“一头吠犬”的话（见第一百○

９２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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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封信第１４５页，塞拉里亚版）。因此他是怀着迷信的崇敬心来侍

候这条狗的，它在桌旁的座位是最雅致的——罩上了一块由细软

的薄毛呢织成的、垂下几条绸制流苏的漂亮的红绒地毯，象一张豪

华的沙发椅，里面还精致地装上了弹簧，这就是这头博尼法齐乌斯

的席位，每俟餐会一散，就把座位抬入单独的一个僻静的壁龛里，

看来，这个壁龛同布瓦洛在诗集《读经台》里①描绘的高僧的内殿

一样。

博尼法齐乌斯没有到场，那块间隙的地方显得空空荡荡，默滕

一下脸色刷白。“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他忧心如焚地大声喊

问，整张桌子显然都动起来。“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默滕又

问了一声，而当他听说博尼法齐乌斯不在时，他吓得打了个寒颤，

他全身的每个关节都抖动了一下，他的头发也竖起来了！

大家跳将起来去找狗，而默滕看来已完全失去他平素的内心

平静，他按了一下铃，格累特进来了，她心里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

兆，她以为是——

“嗳，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在哪里？”——她的心神显然安定

下来了，而他却挥舞着双手，弄翻了灯盏，因而一片漆黑，接着一个

有不祥之兆的、急风暴雨的夜晚降临了。

第 ３７ 章

大卫·休谟曾断定，本章是上一章的“共同点”，而且尚在我写

成此章之前就作了这个论断。他的论据如下：因为有这一章而没有

０３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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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这一章排挤了起源所在的上一章，尽管并非因果联系而出

此，对此他是怀疑的。但是每个巨人，也就是说连每一由二十行构

成的章节，都包含有侏儒，每个天才都包含有枯燥乏味的庸人，每

次大海的翻腾都会产生出泥沙；一旦前者消失，后者立即冒头，并

占据桌旁的席位，大模大样地伸直长长的双腿。

对这个世界来说前者是太大了，所以把他们赶出世外。后者则

相反，在这个世界上落地生根、保存下来，对此不妨看看下列实例

就会深信不疑了：在喝了香槟酒后，长久地留有一股令人生厌的余

味儿，在英雄凯撒之后是演员屋大维，在拿破仑皇帝之后是资产阶

级国王路易－菲力浦，在哲学家康德之后是骑士克鲁格，在诗人席

勒之后是宫廷顾问劳帕赫，在莱布尼茨天国之后是沃尔弗教室，在

博尼法齐乌斯这条狗之后是本章。

这样，盐基就成为渣滓沉淀，而精神却挥发四散。

第 ３８ 章

最后一句有关盐基的话，是一个抽象概念，因此不是一个女

人①，因为正如阿德隆喊叫过，抽象概念和女人该有多大差别！但

是我认为恰恰相反，我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加以证实，只是不在本

章，而是在另一本根本不分章节的书里；一旦我确信了神圣的三位

一体，我即将着手去写这本书。

１３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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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９ 章

若有人想要获得有关此事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我

指的既不是希腊的海伦，也不是罗马的卢克莱霞，而是神圣的三位

一体——我对他提出的最好的劝导，莫过于劝他去幻想着虚无也

不要入睡，相反，应当保持清醒自主和探究这一规劝，因为在此规

劝里包含着那个具体概念。正如我们从我们现在的立足点①升高

一层，象烟云那样在那里飘浮，到达概念的高度，那时在我们眼前

就展现出一个巨大的“
·
不”，如果我们降落到它的中部，我们就会面

对着庞大的“
·
虚
·
无”不寒而栗，如果我们掉进了它的深处，我们就能

发现，它们两个在那个“
·
不”中朝我们走来又和谐地重归于好，后者

迎了上来，并且是用竖直的、大胆的火焰般的字体写成的。

“
·
不”——“

·
虚
·
无”——“

·
不”

这是三位一体的具体概念，至于抽象概念，又有谁乐意对它寻

根究底。因为“谁升上天去又降下来呢？”，“谁把风抓在手掌之

中？”，“谁把水包在衣服里？”，“谁为世界铺设整个大地呢？”，“他名

叫什么？而他的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么？”——智者所罗门说

道②。

第 ４０ 章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有件事是确定的：颅骨就是颅

２３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①

② 圣经《旧约·箴言》第３０章第４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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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默滕喊道。惊慌之中他弯下身去，要在黑暗中弄个清楚：

他的手摸到了谁的头，突然他吓得要死，往后退去，因为一双眼睛

——

第 ４１ 章

千真万确！是眼睛！

它们是磁石，吸引着铁，我们感到我们是被吸引到女士们一

边，而不是被吸引到天上，因为女士们是用两只眼睛看人的，而天

只用一只眼睛。

第 ４２ 章

“我提出个与此相反的论证！”——一个看不见的声音对我说，

我朝着传来声音的地方望去，于是我看见了——你们不会相信，但

我担保，我发誓，确是如此——那时我看见了——但请别发火，别

吃惊，因为此事跟你夫人和你的食欲都没有关系，——那时我看见

我自己，因为我把自己当作一相反的论证。

“啊！我是个活人的鬼魂！”——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闪过，而

霍夫曼笔下的魔鬼的灵药①——

第 ４３ 章

——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时我正好在沉思：为什么终身漂

３３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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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的犹太人生来就是柏林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但我发现，这跟我

想提出来的反证是相符合的，因此，为了确切起见，我们要做的既不

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而只是满足于发现了天是在女士们的眼睛里，

而女士们的眼睛却不是在天上，由此可见，吸引我们去的与其说是

眼睛，不如说是天，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眼睛，而是眼睛里的天。假

如吸引我们的是眼睛而不是天，那么此时我们定会感到天的而并

非女士们的吸引力，因为天并不是象上面所说的有一只眼睛，而是

连一只也没有，天本身不外乎是神的一股深邃的充满了爱的眼光，

是灵光之神的一只温情而动人的眼睛，而眼睛不会再有眼睛了。

因此我们探讨的最终结果是：吸引我们的是女士，而不是天，

因为在天空中我们看不到女士们的眼睛，而在女士们之中我们却

看到了天；因而我们，可以说是感到一股向往眼睛的吸引力，因为

这根本不是眼睛，而且，因为永世流浪的亚哈随鲁是柏林人，他年

老多病，见到过许多国度和眼睛，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一股不是

向往天而是向往女士们的吸引力，但存在的总共只有两块磁石

——没有眼睛的天和没有天的眼睛。

一块悬在我们的上空，把我们往上吸，另一块在我们脚下，把

我们往深处吸。吸引亚哈随鲁的是一股往下的强大力量，否则的

话，他干吗要永世流浪于各国之间呢？如果他不是柏林人，并且习

惯于身居沙土平原，他会永世流浪于各国之间吗？

第 ４４章 

哈尔托存稿中的第二个片断

  我们走近一座郊外的房子，那是一个美丽的深蓝色之夜。你和

４３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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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挽着手走，你想挣脱开去，但我没有放你，我的一只手搂住了你，

正象你抓住了我的心一样，你也就听我的便。

我低声地说着充满渴望的话，说了凡人能说的最崇高、最优美

的东西，因为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沉溺于自身之中，我看到一

个王国升腾起来，它的以太摇晃得多么轻柔，同时又多么沉重，天

空出现了一个神的形象，美的本身，我在深沉的梦幻中曾一度依稀

见到过她，却没有认出她来，她闪烁着智慧之光，在微笑着，你就是

这个形象。

我对自己感到惊讶，因为由于我的爱我变得高大雄伟；我见到

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海中再没有浪涛的喧啸，大海具有深沉和永

恒，海面晶莹，而黑暗的海底密布着颤动的金黄色的群星，星星在

唱着情歌，散发出热，因而大海是温暖的！

但愿这条路就是生活！

我吻了一下你那温存柔和的手，我述说着爱情、谈着你。一片

薄雾飘荡在我们的头顶，它的心碎了，它流出一颗大泪珠，泪珠落

在我俩中间，我们感到了泪珠就默默无言。——

第 ４７章 

“这不是博尼法齐乌斯就是条裤子！”——默滕喊道——“拿灯

来，我说拿灯来！”——灯拿来了。“我的天哪，这不是裤子，是博尼

法齐乌斯，他躺在这里，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眼睛发出阴森森的火

光，啊，我看到什么呀？”“他在流血！”——接着默滕闷声倒在地上。

徒弟们先瞧瞧狗，而后看看他们的主人。终于他从地板上一蹦而

起。“你们都干吗目瞪口呆，蠢驴们？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圣博尼法

５３７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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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乌斯受伤啦？这事我得严加追究，得给肇事人吃点苦头，三倍的

苦头；现在快一点，把他抬到他的座位上，去请医生，拿点醋和温水

来，别忘了把小学老师维杜斯请来，他的话对博尼法齐乌斯很有作

用！”简短的命令就这样一道接着一道地发下来。他们冲出门口奔

向四面八方。默滕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博尼法齐乌斯，公狗的眼睛里

还没有现出比较缓和的目光，于是他就久久地摇晃着脑袋。

“我们怕是有灾难临头了，大灾大难呀！去叫神父来！”

第 ４８ 章

默滕三番五次绝望地蹦跳起来，因为他的助手此时还没有一

个露面。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要是现在我自己敢给你治疗会怎么样

呢？你浑身发高烧，你嘴里直流鲜血，你不想吃东西，我看到你的肚

皮的肌肉相当紧张，我了解你，博尼法齐乌斯，我了解你！”——此

刻格累特端着温水和醋走进来。

“格累特！博尼法齐乌斯有几天没解大便啦？难道我没指定你

每星期至少要给他灌一次肠吗？但看来今后我得亲手来做这样重

要的事情！去拿些油、盐、麸子、蜂蜜和灌肠剂来！”

“可怜的博尼法齐乌斯！自从你不再能用言谈和写作来排泄以

来，使你便秘的是那些神圣的思想！”

“啊你！奇妙的深思熟虑的牺牲品，啊你，虔诚笃信的便秘！”

６３７ 献给父亲的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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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克思的诗

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１６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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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事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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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儿

叙事诗

      女儿偎依母亲身边，

流泪吞泣，默默无言，

许多的痛苦和哀伤，

要抑制哪有这力量！

心涛不断击拍荡漾，

她的脸色绯红一片，

长吁短叹紧逼心坎，

可目光却闪着火焰。

“唉！女儿，我心疼的儿！

唉！你心里有何苦痛？

告诉我，出了啥事儿

叫你这般心事重重？”

恰似枯萎的花木，

盼望着凉气润沐；

一阵清爽的轻风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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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来了月下甘露——

正是温情的安慰，

能治疗魂销心碎；

心中人如在身旁，

悲伤就减轻变微。

女儿啊发散鬓乱，

只见她摇头不断，

好容易才把话传，

痛苦真是无限量。

“唉！那不幸不可名状，

前程是一片黑漫漫，

伤心事填满了胸膛，

内心象给烈火灼伤。”

她终于睁大眼睛，

望着自己的母亲，

忍不住伤心责怪，

向亲人诉说衷情。

“那人——我是他仆人，

他却把我当女神——

正是那人，被你赶，

０４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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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去，烟霭沉沉。

他满怀情多恨长，

匆匆地走向何方？——

走向那惊涛骇浪，

好把伤痕淘洗光。

如今只有风和浪，

跟随他四处飘荡，

他一心要追寻我，

天涯海角任何方。

他果真这一辈子，

要在漂泊中度日；

在芬芳玫瑰丛中

我也惭愧奇迹！”

话落下来转低沉，

声音慢慢变咽哽，

母亲不闻女儿声，

惶恐吓得她好狠。

她全身扑倒在地，

向空中把手举起——

她要向万里长空

１４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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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衷情遥寄。

赠给骄傲的美人

十四行诗两首

一

      你看什么？象是在等待求爱：

仿佛我让你迷得目眩发呆。

想叫我拜倒在你的裙下？

别痴心妄想，你等不到崇拜。

我内心的希望你无法唤起，

你的形象不曾来到我梦里。

我的血液不因你奔流不安，

你自命不凡我只感到滑稽。

今朝眼中烈焰，将告消散；

光与热深藏着的那地方，

热泪也将盈眶，一片汪汪。

眉头深锁，往哪儿去解开？

就在两顋之间——爱情深埋。

舞蹈歇后，崇拜之情到来。

２４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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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她永使我神魂颠倒，

如今依然青春长葆，

岁月不曾使她变老，

她心思轻快地自由飞翔——

蕴藏着永恒之美的力量；

优美与和谐她浑然一体，

她就是爱情、欢乐与安详。

她身上一切鼓舞我的东西，

都翱翔在金碧辉煌的空际，

用自己闪闪的光辉诱惑我，

我走着走着，浑身都是勇气。

永伴女神，但愿我有幸运。

只要一吻那美丽的双唇——

神仙的生活将为我长存。

３４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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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诞辰献诗。１８３６年

献 给 你

一

      我独个儿置身友侣丛中，

心底荡漾着无限的风光，

蓦地看见，缪斯走近身旁，

用美妙的旋律暖我心房。

我轻声说：“女神！送我支歌，

让我尽情讴唱，尽情吟哦；

唱我深情称他爸爸的人，

表达我热情奋发的心儿。

他的生涯就是一曲旋律，

黑暗势力感到惶恐畏惧，

一碰上他的勇敢与豪情，

罪恶在他面前低头卷曲。

我对他怀着万般感情，

可语难达意，笔不从心！”

４４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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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哪怕我泪水盈眶，

心声在怀中高唱，

但言语浅，传情难，

上帝罚我也徒然。

纵令我满怀新的喜悦，

心海的波涛起伏激烈，

我抬起眼睛，仰天极望，

情意虽长，言词却欠缺。”

但缪斯轻声回话细谈：

“干吗非得靠言语、歌唱？

只需举止不愧为人子，

事情岂不显得更适当？

你身体力行，情操完善，

你就是向他披肝沥胆。”

诗 成 之 后

      人有万千种责任，那根基

不挂在口头，只奠在心底；

有口无心的话儿似水流，

５４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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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关系哪能建立起。

高尚的人呀，我们有个心愿，

要为你建一座崔嵬的神殿，

怀着纯洁不渝的赤子之爱，

在那儿为你留个位置、空间……

我们尊敬他，一句不变，

可还是要树立个神殿；

须知虔诚笃信者所得，

爱慕者也有份儿共享。

有一股倒海拔山之力，

使我把几页诗呈给你，

送上我难表达的心意，

你会看出个中的含义。

你内心会替我的莽撞粗鲁，

找到理由去加原谅和辩护——

正是你使我懂得以诗言志——

我献给你诗篇全出于爱慕。

６４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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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勒

十四行诗两首

一

    我看见，有个美丽的少年郎，

走进人家屋子，象天神下凡，

他的两只手里，电光闪闪，

他脑海里，盈溢着庄严思想。

爱和美的女神，环绕他舞旋，

她们的舞态蹁跹，歌声柔媚，

自然界到处一片喜气洋洋，

长空垂地，迷恋地俯下胸膛，

迅速的目光不管扫向何方，

到处貌与神合，都一体浑然，

“美”总在努力地追求着“伟大”，

痛苦正离去，幸福来到人间。

随处有生活，欢乐、歌舞、愉快，

时间永葆着青春，长驻朱颜。

７４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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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快乐的源泉蕴藏在心底，

用快乐的心情拥抱人间世，

豪迈地放歌赞美世界精神，

他，眼明步捷，直向天堂奔驰，

他把万顷的阳光倾泻而下，

于是片心因“美”而温暖洋溢，

因银铃般动人乐声而安慰，

奔向凌云之路，意中人心底。

美丽的少女们在明净的小林簇，

摘下朵朵鲜花来给他打扮装束，

泪水在情不自禁中落下扑簌簌，

他亲吻着那一朵朵温柔的鲜花，

他用花环把生活同纯洁相连挂，

这纯洁，象火焰倾泻着闪闪光华。

歌  德

十四行诗两首

一

    从那巍峨矗立的连绵远山，

８４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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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了一个有魅力的大汉，

一群神仙环绕着他在飞翔，

奇异的凉气到处飘拂轻扬。

他莞尔而笑，抬头眺望远方，

看芸芸众生在浮华中空忙，

而他胸中却是光明与安详，

同他们的幻想与悲哀无缘！

随后，他拿起自己的琵琶信手弹，

乐声象太阳与宇宙星宿在运转，

琵琶声里有不朽的上帝的灵感，

它到处倾泻光辉与迷人的力量。

虽说他没有把天堂带到尘世上，

他却把尘世的火苗抛上了天堂。

二

    天使在世界精神的深处诞生，

他们身上盈溢魅力，引人入胜；

人们向往着创造性，趋向光明，

便从低洼的原野往高处飞腾。

七弦琴声声弹奏，弦上诉说着

幸福、奇异和永恒之美的激情，

这激情，有时虽周遭笼罩阴影，

却因它绚丽之美而焕发光明。

９４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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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绝不会感到是和你们同在，

众神向来是自得其乐，自舒襟怀，

命运已赏赐给他们一片安乐土，

他们看不见我们这儿浊流一派。

请到上帝那片高在云端的国土——

光明将近在咫尺，黑夜远在天涯。

愿  望

    我要把灵魂沉没在

那毁灭的汪洋大海，

把我的整个心倾吐，

流露一切痛苦，悲哀！

一切静悄悄。暴风雨也寂然，

可是心中的火焰却在闪燃，

有一个恶魔在心坎里号哭，

放声狂笑，把命运埋怨、责难。

你已经作出决定——对你说来，

当然啰，天门将会为你敞开，

你的精神将会长留在那儿……

这全是一场空，要腐烂衰败！

０５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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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于我何有，天堂算什么？空空！

你，只不过是永无结果的一场梦！

要知道，蕴藏在我胸怀里的一切，

不知时间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

一片欢乐之情油然发自我心中，

它象电光般一闪而过，消逝无踪，

如今我把这欢乐之情付诸波涛，

让它的踪迹一去不返，永不相逢。

这欢乐，明净美好，只有一次，

而“永恒”，将使一切欢乐消逝，

幸福将转瞬离去，永不再现，

只有一片阴影将留在这儿。

上帝刚一把幽灵派往

那渺无人烟的世界上，

去跳悲哀的人生环舞，

痛苦立刻将同你相伴。

难道我还要把复仇之念

注入那颗破碎的心，

让幻觉和痛苦

无休止地把我缠绕？

１５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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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空虚，漫漫的永恒把我压烂，

是这永恒之流用自己的狂浪

穿过了大千世界的汪洋大海，

带着我急奔向前程，勇往直上。

难道我一定要委身于一个信念，

压在它的下面，生活在黑暗之乡，

不惜用大千世界和天堂来发誓，

要信誓旦旦，永远不变，天人共见？

算什么？你那漫漫的永恒的旋转，

还有这个令人难堪的永恒之乡？

我将要在你的毁灭的怀抱里面，

去享受一下死亡的甜蜜的瞬间。

如愿意，你就去供奉上帝——

你已经从他的内部站起，

你不能够使我同他和解，

我和他已永远扬镳分离。

让痛苦、斗争、理想的热情，

伴我化作尘土，同归于尽，

让两行泪去把绵绵遗恨，

从天上洒向大地落涔涔。

２５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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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  女

叙事诗

      她在漆黑的小房子里呆，

屋顶眼看就要倒塌下来，

无家可归的心一片悲哀，

忧愁紧压人心，苦恼难排。

幽咽声发自她内心深处，

幸福的心灵象长眠深埋。

你们都熟悉太阳的火焰，

霞光在你们的上空照亮，

人生在你们面前如美景，

上帝对你们真爱抚喜欢。

上帝不曾对我赏识青睐，

我不知有快乐，只有惊慌。

亮光在障壁前头没有通路，

它用黑暗把我的视线遮堵，

这个恶魔喜欢的就是痛苦，

把整个人间世给我蒙盖住。

我永世站在凄凉的荒原上，

无路通向繁花怒放的山谷。

３５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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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大海在滚滚翻腾，

暴风雨不断发出怒号声，

风在悬崖上放声高唱呀，

倔强的巨浪在喧闹轰鸣。

我听出，冬天万物都冻僵，

春天清风送来花香袭人。

我凭触觉就能感知到粗暴，

这双俗世之手它无法遁逃，

我也难免遇见可怕的人们——

因为尘世，神已让他们来到。

但只有眼才能识美的东西，

它把自己情焰变天堂升高。

有一股魅力使万物向上，

是它把自己的万丈光芒，

四散地放射，洒满了人间，

它永远离我而去不再还。

我心中感到它，但有何用——

明确捉住它的形象真难。

唉！有时我似乎觉得已经

找到了语言来表达衷情，

但暴风雨总是迫近来临，

烟雾带走一切，渺无音信。

４５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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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能付诸长吁短叹，

叹息只能与“美”汇合相亲。

不管我怎样哀求把口舌费，

谁也不同我亲近，啊不管谁！

不管谁都没使我感到自豪，

使我成为他的卫士和安慰。

神徒然地给我以渴望之情，

还给了我聊似安慰的眼泪。

我被摒诸万物之外挨苦难，

在一切皆空的重压中忧伤。

我从来不知道爱情为何物，

我也不知美的王国什么样。

我在生活的沉重威胁之下，

对人生还有什么期待指望！

而一片剧烈的苦恼之感，

就在我胸中澎湃激荡，

在那儿，心灵也百感连绵，

让伟大与美的事物充满，

那儿连我的踪迹也绝灭，

因黑夜前头光明也变盲。

谁一辈子看不见美好的爱情，

５５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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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一线阳光都不曾为之照明，

谁面前一生永远是漫漫黑夜。

谁对人全怀着畏惧厌恶之心，

他就成了严峻的神的牺牲品，

正是神给他沉重生活的赤贫。

如今我已经唱完了自己的歌，

我已完全有气无力了，可奈何！

这是珍藏在我心坎里的歌儿，

它正紧随着呼吸向光明奔驰，

让我的虚弱的躯体化作灰烬，

而我的痛苦体现别人的哀思……

象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薄命，

透过那首歌去吐露出衷情，

而至高无上的力量威严地，

在那苦楚的心中诞生降临，——

她向长空抬起头，于是听见

乌云在飞翔，风在呜咽长吟。

而天籁，和谐美妙情绵绵，

突然地把她整个心神牵，

她向往着那奇异的天国，

她完全不知道身在人间。

她那斗室明亮，繁花似锦，

四周的花儿编结成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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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穿着轻柔的衣裳，

柔情脉脉地走到她跟前，

为的是能够最后看一眼，

那天上情焰的幸福之光。

他四周笼罩淡淡的光环，

那魅力天上有，不在人间。

他温柔地走近了安乐椅，

一只手轻摸着她的眼皮——

往日的浓雾再也不见了，

生活突然变得轻松容易。

她紧压着胸脯——不让炸开，

她举目——让光辉向他流泻。

她激动，向有眼的天致敬，

她的笑容是多么的明净，

她感到微风阵阵在轻拂，

上帝的力量她意会神领。

蔚蓝的长空呀无边无际，

她的目光深入一切内心。

她感到无穷无尽的欢畅，

仆倒在美的使者跟前，

她看见那和谐的面颜，

看见尘世难逢的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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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蕴藏在她的心底，

如今现出完美的形象。

歌声已渐渐地沉默寂然，

云中火焰也已熄灭不燃，

对太空她已经漫漫忘怀，

但眼中情焰却越发灿烂。

她跟随在万道光芒之后，

土地抑不住她心中火焰。

躯壳急速地退让开去，

而灵魂则高高地升起，

这时她正在九重天上，

在一群仙女的环舞里。１６４

里齐奥，玛丽·斯图亚特的歌手

叙事诗

      在自己幻想的女神面前，

里齐奥肃然地深怀景仰，

他一下子不自由地跪下，

就在这其乐无穷的瞬间。

看上去他满面喜气，

光彩焕发，欢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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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才盖住隐忧

和令人焦虑的胜利。

但玛丽似怜悯之情，

对着他说，话语轻轻：

“唉！什么心事苦恼你？

为何苦恼？我弄不清！

你的音乐真是妙不可言，

它创造的世界，光辉明亮，

请给我几支快乐的歌儿，

悲哀我不要，它同我无缘。

让歌手只把勇气豪情，

倾注入自己女友的心，

纵使狂风暴雪把他卷，

让他仍泰然气和心平！”

这是只应天上才有的声音，

温柔的歌手为之颠倒倾情，

这音调本身无限柔和美妙，

任何人一听都要魂销神凝。

“只有快乐之情最适合心愿，

天国之光就在这里面荡漾，

只有幸福在此中焕发光芒，

９５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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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而痛苦却不曾留下点迹象。

我的女皇！在你的面前

我会化为石头变冰凉，

只有上帝能使我歌唱，

用那天上才有的力量。

不管歌手去到了什么地方——

在宫殿里还是在密林中间，

快乐总同他一起，展翼飞翔，

正是这快乐呵，孕育出诗篇……

要是苦恼萦绕在他心头，

他就把悲伤隐藏入胸口，

只有在急风骤雨的时刻，

才把悲哀之情倾泻流露……

如果抑郁紧压内心，

难道应该守口如瓶？

我不会去谈愁说恨，

快乐会为我再来临。

女皇呀！作为歌手，我要迈步

一直上升到你的那个高度，

但作为人，我只能服服帖帖

拜倒在你的跟前，把头低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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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满是温柔的眼睛，

流露出无限高尚之情，

于是歌手终于听见了，

不象责备的责备之音。

她整个愉快的容貌怡然情生，

高尚的力量清晰现在她一身，

她那绝妙的魅力在闪闪发光，

难道说她不正好是一个女神？

歌手虔诚地默然无言，

眼神充满灵感的光芒，

片心沉浸在欢乐之中，

年青的双唇燃起情焰。

于是他把三角琴拿起，

胸中似火的热情洋溢，

琴声在厅堂荡漾流泻，

玎璫地鸣响，温柔无比。

世间哪有力量能把他压住，

如今他已完全摆脱了束缚，

用洋溢着柔情脉脉的歌声

勇敢地把衷情来表达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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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在岸边的峭壁上

波涛向岩石击拍激荡，

他那心猿意马的歌声，

更激越地把琴弦拨弹。

比这更美妙的曲调无处听，

比这更美丽的幻想无处寻，

女皇一听到了这歌声曲调，

忍不住潸然地双泪落涔涔。

他歌唱着，不断地歌唱，

青春的火焰燃烧正旺，

他要永远爱着，不知道

他会把怎样的大祸闯……

正好这时房门突然间打开

（有人在外面听，同房门紧挨），

于是一群佩刀带枪的士兵

挂着佩剑玎璫响闯将进来。

“喂，快点儿把这个歌手逮！”——

有人吆喝一声，激怒愤慨；

但他毫无惧色，拿起琴儿，

安然地当着他们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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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到万分痛苦和恐惧——

她高傲地同他并肩立起：

“试看看谁敢去动一下他——

女皇在守护他，就在这里！”

他一冲而出，高傲自豪

（女皇现出苍白的容貌），

于是刹那间那群士兵，

退出去，显得畏缩胆小。

“我直言不讳，言无不尽，

也准备为此付出生命，

这里叫做犯罪的东西，

原来就是天上的爱情。

我要山盟海誓把言传：

我将天长地久爱女皇，

我总会有一天要死去，

无尽期的是此情绵绵。”

女皇哭泣着，无限温柔，

她久久地凝视着歌手，

心坎里有无穷的幸福，

象洪水般使堤岸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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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耳的斧钺碰击声令人心寒，

刀光剑影四面八方寒光闪闪，

那青年人安详地慢慢站起来，

他的神态崇高庄重，充满威严。

他勇敢地迈步向前，

眼神显出一派尊严，

可是一声钢铁声响，

他的胸膛已经戳穿。

他直瞪着女皇眼睛，

倒了下去，气还未停，

“胜利！”——他顽强地轻呼，

接着魂归天国冥冥。

召  唤

      小鸟呀！请飞下来，

就在我的手上呆，

千啼万啭舒歌喉，

把阳春一曲唱开，

但你千万得提防，

双翼在火中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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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雄鹰猛禽，身壮力强，

让它在大地上空翱翔，

高高地俯临在峭壁上，

并在河流的上面飞旋。

在菲布斯轰隆地发响

驾太阳车飞驰的地方。

让它翱翔，凛凛逞威风，

在胜利的回光返照中——

它永远也不会看得见

遥远的星光明朗溶溶，

也看不见那朵朵云彩，

在落照的前头露美容。

它在层层云朵里，

默默地急飞而去，

尽管大海把白浪，

带向遥远的天地，

尽管天上的雷神，

给山巅一声霹雳。

它在执行着

宙斯的委托，

从山上飞向

那蓝天寥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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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撕开尸体，

把血液饱喝。

但当春光明媚

而整个的大地

用玫瑰的芬芳

深使人心欢喜，

向草地与田野

吹送自己生气——

而当生命的力量，

象一泓流水荡漾，

在大自然血管里

跳动——就在这时间，

它比冰冷的坟墓，

更沉寂，更无声响。

它住在高高天空，

在层层悬崖丛中，

它的眼睛看得见

火焰露齿笑相逢，

可是它呀，却竟然

对这爱情全不懂。

显然，是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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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它目眩，

春色的妩媚，

消失入焰光，

它啥都不懂，

只知道威严。

歌声在它那个心灵，

不曾响起美妙之音；

象天上迷人的魔力

用甜蜜的火般激情，

点燃着人心的歌声

它对此也冥顽不灵。

呵！亲爱的鸟儿，

可别嬉戏娱乐，

直飞向那云层——

此路你去不得。

亲爱的！歌唱吧，

你变鹰，不适合。

鸟儿呀！请飞下来，

就在我的手上呆，

千啼万啭舒歌喉，

把阳春一曲唱开，

但到雷火中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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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就千万不该。

歌 手 们

叙事诗

      却说曾经有一群歌手——

真棒呀！大家同声异口。

他们对待一切的一切，

总是不断地论脚评头。

一个是唱歌的能手，

真的！简直魔力雄厚，

要容纳下他的欢乐，

整个世界还嫌不够。

但他的艺术技巧，

充其量虚有其表：

只有虚构的感情，

在里面支配眩耀。

别的人怀着钦佩，

瞧这歌手——这一位。

于是他无穷尽地

听到轻声的赞美。

８６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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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五光十色的幻想，

在宠儿心中荡漾，

但这些虚荣浮华，

把真的感情埋葬。

可是有一次，在他那边，

国王的青年侍卫出现，

他穿绸缎丝绒的衣服，

带来这样的谕示一件：

“关于你等的声名已悉——

歌手！你们比谁都优异，

皇上令你们前来觐见，

小伙子，就快点来这里！”

“这声名并不白白呈报，

我们这些歌手的确好，

当皇上要把我们召见——

小伙子！就让咱动身跑！”

他们带上金色七弦琴，

启程了，抄较近的路径，

年轻的侍卫走在前头，

雄赳赳，胸膛昂然笔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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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不幸的皇上，

因不幸事痛苦难堪，

原因是皇后貌不美，

而情妇却又心不良。

“我真是烦闷得心发慌！

想要听听你们的歌唱！

我会从歌中找到慰藉——

你们那时将成我友伴！”

歌手们放开歌喉，

歌唱着太阳东升，

歌唱奇异的月色，

和天上环舞欢腾。

有个歌手异样雄壮，

把金色的星星歌唱，

只不过他们的歌曲，

口味儿不符合主上。

“要是心头是一派痛苦，

万里星空我有何乐趣？

光辉的宝座与我何干？——

我感受到你们的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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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金色的七弦琴

也不会使痛苦减轻，

要是琴声空洞无物。”——

皇上这般地诉衷情。

歌手们顿时发呆失神，

惶恐压住了他们的心，

他们想要来个歌唱，

无奈舌头却紧结不灵。

但有个歌手，小青年，

他跑进来，默默无言，

身上挂着柳条花环，

头戴一顶月桂花冠。

他用忧愁的目光

瞧看着，心碎悲伤，

他默然一声不响，

热泪不断地流淌。

他站着，既羞怯，又年轻，

四周是一片草地如茵，

他柔情地拨动了弦丝，

于是倾泻出一派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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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听来好凄怆，

但词儿却很庄严，

皇帝又容光焕发，

把他紧抱到胸膛。

他对年轻歌手大赞赏，

象对自己的亲儿那样，

可是这小伙子却跑掉，

人人的心都为之迷恋。

王 子 俩

      国王们的孙儿动身上路，

走向去遥远异国的征途，

他想对自己心爱的人儿，

表明他全部强烈的爱慕。

他急跑，他飞奔，不知疲倦，

好给恋人送去爱情礼物。

她坐在殷红色的安乐椅上，

眉开眼笑，满脸是一片红光，

就在这时，她把自己的念头

转向她紧拴在心头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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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链条，最松软，可也最牢固，

有谁能够把这个束缚撕断？

这时一个骑士向她走近，

泪水汪汪，迸流出他眼睛，

他象狂风暴雨，奔向战斗，

在她面前，却象孩子年轻。

马蹄声在骑士脚上发响，

公主的目光把他牢牢盯。

她用不相信的双眼，

瞧着他不断地打量——

骑士站在她的面前，

满身盔甲，火般闪光；

“骑士！什么风刮你来？”

她问话，象琴声悠扬。

“如今我不能够继续停留在

这片国土，既贫乏而又狭隘。

我要出发前往遥远的地方，

有个神把这指示给我带来。

我要到生活象急流的国度，

去为着真理而把不义打败。

我要亲眼去看那遥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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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我凭歌手一曲才了解，

当琵琶声不绝如缕地续续弹，

我总是倾听着他歌唱心欲裂。

我就神驰于别有天地的生活，

怎能误时机——我满怀感到迫切。”

当骑士这样把心声传，

公主望着他，意乱心慌，

她对这英雄一往情深，

但内心却是一片悲伤。

她不能稍致褒贬之词——

他坚强的决心难移转。

“但是，公主啊！我亲爱的！

在走向血腥战斗之际；

如不能把戒指交给你，

我就无法寻求到荣誉。

巨匠制成朴素的戒指，

恋人幸福保证在这里。”

她的目光半点也不掩饰，

她吻着那拿起来的戒指，

可是泪水沿着双颊流下，

于是她把脸孔一转朝里。

他们又再次互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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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就向自己险路奔驰。

公主依然在那里宴饮度日，

一年容易已经倏忽地飞逝，

她时刻忧心忡忡，苦从中来，

忠实的骑士没有捎来信息。

“难道他永远再也不能出现，

忘掉自己的话，忘记了忠实？”

可是在外面很远的地方，

出现一派怪热闹的景象。

门开了——是一幅生动画面，

人流涌了进来，入室登堂。

他们径向公主跟前走去，

大家用低沉的声调歌唱。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请坐，

咱把英雄带到这儿入座，

新娘子！请你看看他一眼，

他永远忠实于你——真确凿。

我们都发誓要为他服务，

忠实于他，直至世纪之末。”

大厅里人山人海，你一言我一语，

骑士被抬来——是回光返照，是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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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是满头白发丛生，一片苍苍，

血管已经枯干，流完了最后一滴。

整个宫廷都为之震惊，四散奔走，

我们的公主却凝神对着他注视。

她紧紧地贴在他的胸际，

柔情脉脉地在低声轻语：

“我倒恨不得立刻就死去，

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

骑士探明她的心意——站起：

“是爱的气息给了我生机！”

暴 风 雨 之 歌

      你们，十二级飓风，暴风雨——

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去？

你们可以到不同的国土，

去倾泻自己的愤怒委曲！

要知道小人物的力气，

哪能把你们压住在地？

而用骨头做成的框架，

也锁不住你们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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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向世界的深处插脚，

可以拿它来诅咒，热讽冷嘲，

对那片抑郁在心头的仇恨，

也可淋漓尽致地大喊大叫。

你们可以使旋风驰向天际，

你们还能把层层云朵燃起，

就宛如用一道蓝色的闪电，

向长空猛然击出一声霹雳。

但你们确实好不容易，

才把一首摇篮曲唱起，

你们在声嘶力竭之后，

抱着腿踯躅在人世里。

如今从你们的口中，

已听不见长吟歌咏，

它发不出苦闷之声，

它有点儿瘖哑空洞。

形体成了我灵魂的锁链，

而天空则束缚我的思想，

到处都给人间世的生活

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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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扑咚咚跳起，

可是得不到佑庇，

它由于掠过闪电，

正同生命作分离。

它毕竟还继续在激荡，

对不幸没有恐惧之感，

这颗心既痛苦又欢乐，

里面全没有畏惧惊慌。

你们全应匍匐在它前面，

它身上都是力量与幻想，

你们只不过是一阵阵风，

暴风雨的名声没资格享。

我在打破所有的锁链，

我要向万里长空飞翔，

我燃烧着烈焰般激情，

要把全世界紧紧拥抱。

我的道路笔直一条，

我要把重重山毁掉，

我要请世界和上帝

给予关注，对此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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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天，塌下来，塌下来，

我愿意同你一起垮台，

我愿自己永远地成为

压成碎片的一堆残骸。

当我快进入死神之国，

我定要向上帝与生活

送上我最痛恨的诅咒，

和我痛苦的伤心难过。

老  人

抒情诗六首

一

      老头坐着，旁边就是大海，

伴同他一起的是个小孩，

他的视线随风转向远方，

眼神已迟钝，痛苦得发呆。

一种摸不透的沉重感情，

占据他死寂无声的心灵，

他的头颅是一动也不动，

全不开口，不吐露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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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痛苦很深沉，

他望着自己的父亲；

泪眼汪汪宛如水流，

他终于开口问真情：

“呵！我的亲爱的父亲，

海浪发出如此奇音，

天色波光奇异掩映，

可是你为何不高兴？”

二

      老人举起了暗淡眼光，

向着自己的小孩瞧望，

他的思想正飞往远方，

说起话来却不慌不忙。

“不！我绝不能给快乐

大唱起赞美的颂歌，

不如说，我今生今世

已付与悲伤和忧郁。”

“是否让我知道清楚，

你何时会向我吐露，

 啃啮着你的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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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怎样的痛苦？”

“这事儿我暂时不想去谈，

此刻说这个有什么用场，

到时你会看到遍地悲哀，

对自己的天职也会明白。”

三

      老人用不知餍足的眼光，

不断地对自己儿子端详，

他把自己的欢欣与快乐，

不露声色地紧压在胸膛。

他用一支手，十分安详，

指点着那汹涌的波浪，

仿佛这片茫茫的海涛，

一卷带走大地的宝藏。

于是他重又万分悲伤，

就同刚才有过的那样，

只有那阵送葬般的风，

在灰白的头发里低叹。

孩子感到万分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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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亲的那些言语，

却经常地在他心里

颤抖不安，永不休止。

四

      老人和自己的儿子

双双地在海滨站立，

目光闪闪，现出快乐，

一切使他兴高采烈。

“象波涛只按造物主的意向，

在翻滚沸腾当中闪闪发亮；

愿咱们也同样无拘无束地

生活下去，天长地久无限量。

但一批压迫者来自海上，

他们带着铐镣，拿着利剑，

从那时起，我们苦难沉重，

我们就走遍祖国的边疆。

但人民在那可恨的黑夜里，

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而奋起。

明天，你就可以去一显身手，

在战斗中和敌人决一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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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老人坐在海边，

在晚上，在夜间，

他炯炯的眼中，

象有万缕阳光。

他面前是浩瀚的海洋，

他朝着那个方向眺望——

是不是那阵阵的白浪，

正带来一艘艘的战舰？

大海兴波作浪永无止境，

他望眼欲穿往远方牢盯，

他的儿子已经奔向战斗，

是否快回到这儿我附近？

他自言自语：“去为正义而斗争！”——

于是儿子飞奔而去，走上战场，

他要去把那狡猾奸诈的敌人，

强加在国家身上的锁链撕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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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于是他听见，——从远方

胜利的歌声到处响。

“狡猾的敌人遭惨败，

国家自由了，得解放！”

船舰已经快速地驶向

这个安然无恙的故乡，

儿子跑到美丽的岸上，

他的视线放射出光芒。

他全身血淋淋，骄傲地抬起望眼，

人们用花冠打扮得他格外漂亮，

他一声不响默默走到父亲跟前，

一股火般的热情在闪闪放光焰。

老人把儿子紧搂在怀里，

额巅显出一派愉快欢喜，

这时他的灵魂却把躯体

留下在自己的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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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女神

叙事诗

     一个青年向莱茵河走了过来，

象波涛一样焕发着奇光异彩！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河中水，

视线把掩住河底的朦胧拨开。

沁人肺腑的清新凉爽之气，

他不能够尽情畅快地深吸，

因为他那年青稚气的胸膛，

不能接受视觉传来的欢喜。

他伤心，他闷气，

深深地在叹息，

泪水垂下双颊，

忧愁填满心里。

他的幻想又苦又甜，

此刻他向河流眺望，

仿佛在他的额头上，

寒热病在发作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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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暮色苍茫的余晖中，

夕阳缓缓地降下了太空，

在落日前头，双颊忽泛起

一阵霞光般灿烂的绯红。

他的脉搏更强烈地猛跳，

而额巅仿佛在激烈燃烧——

看来这无非是他的目光，

在轻松快乐地光芒四照。

“难道应该对她亲切——

他对波浪私语窃窃——

在那绿色的房子里，

我就不能够去迎接？

每逢水在抒发歌喉之时，

是我听见风在呼吸之际；

我就看见一片波光激滟，

波涛也滚滚向前奔腾急。

可是色调的恬人的斑斓，

还有五彩缤纷，于我何干？

这华丽不是为了我快乐，

此中也非寄希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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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藏身之所的海色波浪，

或因你入眠而水旷天清无声响；

或因你突然地猛冲急驰滚向前，

才生龙活虎般仿佛要天崩地陷。

在你那最深远的底层，

隐藏着个奇异的女神，

整个蔚蓝平静的水域，

她君临一切，个个称臣。

尘世上不论天涯海角，

这存在物谁也不知晓，

而这神通广大的魔力，

谁也不知道个中奥妙。

我总是经常地把幻想

插上翅膀飞到她身边，

飞向那人们永远无法

用锁链锁住我的地方。”

波浪响起了告别之声，

那声音一派庄严阴森，

“如今我重又要悲哀地

离开这海岸走上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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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对着波涛眺望，

月儿流泻着金色清光，

莱茵河无声地悲哀地

把他的整个脸孔照映。

波涛中突然发出声音，

比微风絮语更柔更轻，

青年人畏怯地倾听着，

可是波浪却奄然齐喑。

“你白给自己增愁添恨，

我要给你把劝告直陈，

你只能听见我的声音，

可要看见我，那可不成！”

他一听见了这个声音，

心中更扬起激烈感情，

他想要亲眼见一见她，

他没变得更冷静清醒。

“让命运不可抗拒地把我召唤——

我不愿意回家，我不愿意回返，

亲爱的女神啊！请让我能看见

你那美丽的秀色，美丽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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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在哀求的面前，

她定会同意跟你见面，

只是你一定会永远地

不再同自己生命相见！”

她一派庄重威严，

随着波涛在飘荡，

他冷静地投入深渊——

从此已不复在人间。

浪  花

     波浪在岩石上和谐地低语，

把周遭撒满万朵闪闪花絮，

花絮在猛增，水面起伏沸腾，

泡沫翻滚，突然象火花燃起。

波浪象一道瀑布向下倾注，

把孤独的悬崖峭壁遮盖住，

波浪的泡沫已经高高升起，

在浮起金粒的海湾中显露。

它在闪闪发光，它使人眼花缭乱，

从邻近的峭壁下来——它对我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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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愿向波涛喧嚣的地方直奔，

去到那万朵奇花丛中沐浴净身。

我多么想到那深处去跑一趟，

吸引我的是一种超凡的力量，

我就要从岩石上面跳下波浪，

这强烈的感情把我笼罩激荡。

一个同伴在上面和我并立，

对我这般行为他不能解释，

我的朋友在对此嘲笑、责骂，

我要跳下——他哪能使我放弃。

我对四周的浪花瞧望观看，

心头激起了一种奇异之感，

我的头在旋转，突然我想要

把这奇妙的幸福瞬间来尝。

“啊！万物都象在闪烁、放光，

象阵阵乌云在天上翱翔，

这颗心仿佛往长空飞腾，

宛如浪花飞舞把我托上。

我已看不见五彩缤纷，瞬息万变，

看不见冉冉升起的雪般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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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如此凉爽，呼吸如此自由，

神经和不安意绪变得轻快舒畅。

这儿，是啥狂喜深入你胸膛？——

你远离了这浮世去翱翔；

有哪个画家曾画出这境界？

万物宛如都是用柔云巧编。”

我再也克制不住了这快乐之情，

我用浪花洗濯我的脸孔和眼睛，

我把浪花紧抱在热情的胸膛里，

我勇敢地向急流怀抱猛冲急进。

一缕金光射进了我的眼帘，

我浮上来，离开浪花的卧床，

但在那个琳琅满目的地方，

只有波浪沸腾，毁灭着幻想。

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淌——

“须知你已看见美在闪光，

它只是在眼前昙花一现，

仿佛象是乌云、花朵、芬芳……

但这颗心的渴望怎能满足？

它想要弄清底细，洞察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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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自己洒满闪闪浪花——

它就只好同幻想分离而去！”

你将去追求美，于是你在想：

你的祈祷，上帝一定会听见，

你于是投入深渊——结果怎样？

一切皆空，哪有美丽的幻象！

显  示

     心灵里的余辉夕阳，

一声声的长吁短叹，

和寻常生活的狂想——

何时同理智的金光，

同上帝的神圣语言，

紧结密合，一体浑然？

抑或我永远地应该

在暮色苍苍中徘徊，

满怀是奇异的愿望，

只同幻影相亲相爱？

自己完全固步自封，

把探索寻求全抛开？

２９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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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海一般的思想，

这时到底有什么用场？

我想无非是上帝自己

赐我高瞻远瞩的志向。

叫人泪水暗流的一切，

难道全是飘缈的幻象？

我刚一踏上了征途，

行走在那苍穹之路，

我已忘却空想瞒人，

才想要往上头举目，

就听见一个怜悯声：

“智识之阶你想攀附？

你那尘世愚蠢的脚步

使神圣的庙宇受玷辱，

难道你喜欢寻欢作乐？——

那就在这个门边站住！

如果你向往着那深处，

你只会饱尝失望之苦！

在那想入非非的目标前面，

你定要甘拜下风，低下额巅，

你一定要在忧愁苦恼之中，

把自身连同世界认清看详，

３９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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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强大力量都在搞赌注——

你别期望会比这更好一点！”

这时善良的造物，

从天上飞往低处，

漫不经心地轻语，

象在唸一篇符箓：

“干吗要害怕、怀疑？

干吗要老是痛苦？

不管是阴影，还是天上之光，

都亲如一家——你抬头望一望，

你还不是也同样一身之内，

紧密地和各种敌人相连串。

如果你想要压制一种呼声，

你就要迫使两者搏斗打仗。

你定要让心灵去幻想，

而把理智交付给上苍，

在我的协助帮忙之下，

它们变冤家就可避免。

当它们完全合而为一，

那时你就能把欢乐享。

你同我早已经是老相识，

４９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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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得通我身边的路子，

你时常已经是劳累不堪，

却还来投入我胸膛这儿。

让你完全成为我的臣仆，

好让黑暗不去把你统治。”

星  星

十四行诗三首

一

     我眺望着群星，一片忧心忡忡，

“难道那题星已永远消失无踪，

须知爱情就是这星儿的命根，

她的感情在柔情脉脉地颤动！

星星啊！你的疆界是一片荒凉，

上帝的权力把你们结合汇拢，

‘永恒’给你们指出永恒的道路，

崇高的灵魂在这儿燃烧一空！

在你们上帝面前，你们用什么

代替这灵魂？它和上帝心相通，

这灵魂只向上帝单独做祷告；

难道那明净的眼睛，泪水溶溶，

不比上帝的整个天空更美好？

双眸的光辉不比太阳亮万重？”

５９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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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星星啊，你们能否祈祷，能否感到：

谁在天空高处闪闪地发光普照？

苍穹到底在谁的面前默默无言？

还能否感到：流光就在跟前流跑？

不，你们的光辉在安详地泛银光，

你们的心没有只把他放在怀抱，

你们的声音不会呼唤那样的人：

他的一只手投掷出闪电一道道。

你们的闪光是山间精灵的光芒，

精灵活在你们中间已天荒地老，

在天体的奇异舞蹈之中，精灵们

在空中飞翔，不知有不幸与潦倒。

尘世的权力已不压在他们头上，

他们的幸福——永恒飞翔，追求崇高。”

三

     为何在星光下心中是如此悲哀？

心灵里爱情澎湃，万般苦痛难排，

这片心没有体验过的意向愿望，

想要从躯体中逸出，远远地飞开。

６９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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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召唤不可能瞒骗这颗心，

号召之声并非空想或妖魔鬼怪，

它召唤和吸引我们去敢冲敢闯，

天使给我们把这道路指点明白。

不错，如今我清楚地看见这颗星——

她向着亲切无间的心灵飞过来，

从一颗遥远而美丽的星星那边

他的目光对着她闪闪放射异彩。

就是她——我已经知道——在高空之上，

光彩夺目，有着灵魂高洁的襟怀。

恩格尔贝特·克林霍尔茨

叙事诗

     已经逝去了的一个个世纪，

带着自己美丽的构思离去，

连同当年凌云吐焰闪光辉，

灿烂耀眼的烈火一齐消逝。

时间只向一个人赏赐恩惠，

没带走他，依然停留没消失。

他还在这可怜的王国里闪光，

他是那个腐朽的废墟的样榜，

金色的霞光泛现深深的血红，

７９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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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冷惨白的头盖骨上发亮。

只不过万缕金光徒然在闪耀，

它哪有力量把那块颅骨透穿。

从前有一个德国骑士，

萨克森人恩格尔贝特，

他是百战百胜的英雄，

他没使祖先受辱蒙耻。

他已成古书中的插图，

穿上柏林的礼服装饰。

他那副脸孔已经眼斜口歪，

目光中的魅力早已被葬埋，

他完全驼背弯腰，走路偏颇，

我们见到他就象见到鬼怪。

他完全可以和美杜莎相媲美，

帕尔卡一见他会不胜惊骇。

他老是有什么东西在嘟囔，

象在咯咯叫——他那低语喃喃。

这声音在阴间是司空见惯，

但在人世间要找到可就难。

如今请让我来把故事叙述：

到咱这儿的怪物来自何方。

８９７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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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森林里（故事一开头这么说）

在浓密的灌木中有棵树生长，

正好就在那儿，偶然地出现了

一个来自黑暗的印度的和尚——

走过许多遥远国度，疲惫不堪，

终于决定在这株树下躺一躺。

可是这树看不到阴影婆娑，

树木的上头既无叶也无果，

四周棵棵树全都繁花怒放——

但这株树你却看不见花朵。

啊，这疲倦的和尚多么恼火，

他怒气冲冲，对着这棵树说：

“你这迟钝的木头，有何用场，

你连个老头也不让躺一躺，

我亲爱的朋友呀，我的老兄，

我定要叫你来个彻底完蛋。

你这树一定非变成人不可，

不过要让人一见你就吓慌。”

他使劲用拐杖敲打树干，

发出了一声喑哑的音响，

于是咱日耳曼的活骑士，

就仿佛从坟墓里往外钻。

９９７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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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对这怪事会心一笑，

虽说他并不是在闹着玩。

有个人又再度出现人间，

可真的不平常十分罕见。

他自觉举止合适有礼貌，

但却毫无办法：笨拙不堪。

他开口说：“您真好，您真妙！

请相信，我对您永记不忘。”

和尚象慈父般对他叮咛督促，

把处世的临别赠言向他嘱咐，

“你将要前往别个祖国去生活，

你将会在那儿碰到别个民族。

我想到的是要给你指示教导，

让你懂得该怎样去待人接物。

你千万别感到什么奇异怪诞，

那就是你将要变成一个笨汉——

有哪个艺术家曾经用块木头，

能够成功地把‘美’的奇迹独创？

我成全你这号人花不少心机：

肌肉、癞蛤蟆时期的始基都奠。

我没办法把你的颅骨遮掩——

００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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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须知你叶子没有一片，

但我将赠给你一条条粗线，

好让它们自己去矗立呈现。

这样你将开始有头脑、颅骨，

你就可消除一切疑虑之点。

你一辈子没有深沉的思想，

你空虚，跟林中的木头真像，

就在森林里，豺狼、忧郁的熊

和毛虫，都在那儿冬眠蜷躺。

我给你在额头上面挖个坑，

让你具有深度的特殊迹象。

我也还赠给你以言语，

此中寄存上苍的恩赐，

但为使你能毫不费力，

把清风与暴风雨记起，

你得常发出嘶哑低语，

象低哑声发自秃树枝。

重大的好处就全靠这一招：

可让你时常出去胡说八道，

须知谁也不会去同你争吵，

你的嘶哑声把人人都吓跑。

如果既无言语又没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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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比这魅力价值更高？

正是这艺术能够去拯救你——

就是它把生命赋上你身体——

你象睡在坟墓里的木乃伊，

下面两种情况反正无差异：

时常要给你涂上点橄榄油，

或者你生前手中已无武器。

不管是谁人都不会再去推你，

可是你得亲自去把别人排挤，

你虽没受到指摘，也得想一想：

你要把全部花果都攫归自己。

你用这办法虽没有捞到什么，

但是你却将被誉为坚强、刚毅。

谁要是不准备到精神病院去住，

都把你列入无知无识中当候补，

但你要同大伙儿针锋相对，喊道：

‘大家异口同声都说我是个贵族，

我永远地都和皇太子意见相同，

我也喜欢大庄园，同他毫无异趣。’

你要仿蜗牛不急跑上路，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速度……

２０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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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你还离得远，

可你已爬到跟前，在近处……

如今你要狂奔；于是大家

会憋气做鬼脸——你就猛扑。

即使你已经失去了魅力，

你身上精神力也已断气，

去吓唬人们——也是个天职，

是在生活斗争中的赠礼。

谁看你都不用亲切眼光，

但谁一见你就魂不附体。

现在你就跑，要万千火急去寻找

自己的天才，那龌龊的歪门邪道，

你不能懂得什么是甜蜜的爱情，

你也永远地不会为理想所苦恼。

你将会从头领到几千个银币，

你整年在柏林生活得比谁都好。”

就这样，英雄的道路定下来，

这位玩魔法的老头也离开，

可是，我们看见，往日的树干

如今热情的火焰洋溢澎湃。

但在这中间他发生的一切，

却完全不适合歌曲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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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之神曾经有一次看见，

一个畸形的生物在大地上，

整个世界全都在对他埋怨，

妒忌心在他四周沸腾激燃。

于是爱之神笑起来：真有趣！

是响噹噹的大木头①呀！这真棒！

我看见，他骄傲地在眺望，

在新的生活中幸福兴旺，

可是骨头，不管是多么硬，

箭一射，想抗拒也难抵挡。

爱神向这可怜人射一箭。

他身上熊熊的火就燃烧。

有个少女，温柔眼神流露，

是一个飘飘欲仙的尤物，

头上是一绺绺栗色头发，

她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

她燃烧着摧坚陷阵之力，

心灵美丽活泼，把他俘虏。

她轻盈如飞，翩翩起舞，

姿容温存，象艳光流吐，

４０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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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都为她装饰打扮，

是上帝专送她的礼物。

她身上，天地汇成一体，

在奇异的和谐中长驻。

他在绝望中拜倒在地下，

迷人的魔力深使他惊讶，

他只听到恐怖与惊惧声，

沉沉黑夜把他包围紧夹。

他忽听见远处传来怪声：

那印度老和尚走近来呀！

“或者我得把你往荒原送走，

那儿我认出你是一块木头，

要不就此断送你的生命，

让你安睡着象往昔那时候？

你爱上天使，不会变得更好，

你的头个果实就是这报酬。”

安  静

     我称赞你，不伪善地耍词令，

在你的事业里盈溢着安静。

你的语言一泻千里无限快，

５０８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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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的思想却显得迟钝。

心 灵 之 花

     “但愿这崇高的花朵会受到怜惜，

就是它，在内心建立王位强有力。”

请把它的主意付诸实行——要不然

这花朵儿就会无力地枯谢消逝。

歌  剧

一

     一幕幕悲剧如今已被人遗忘，

悲剧绝不会使人们腰粗体胖；

什么比歌剧更令人心旷神怡？

但如无歌剧——咱们将会更健康。

二

     对歌剧，古代世界不了解——

可是诗行却充满着音乐；

如今咱不想说话的地方，

６０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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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以歌代言来衔接。

如果有沉重劳动就有歌，

那清谈之所也就未灭绝。

歌剧《甘斯·海林》１６５

     天上的神灵下了凡，来到大地，

久久地挣扎在尘世的波浪里，

他已无心求知，也全缺乏勇气，

但咱将沉默，“大厅已经通明”哩！

歌剧《青铜色马》
１６６

     这儿只有个舞台，我极喜欢，

这样的舞台真是多多益善——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须知舞台难得有片刻空闲。

厌 世 者

     不错，你老是想把人家责骂，

你看清人的真面目是个啥，

７０８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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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深入到这么一个深处，

还不曾在那儿发现有其他。

不道德和神秘的文学

     你们的生活一片忧虑惶惶，

无非是两种担心，一个起源

你们的心中没有半点光明，

于是你们流向毁灭的海洋。

当然，你们是同根生的亲戚，

你们殊途同归——都要受鄙弃。

一个只是永远地在挑拨魔鬼，

另一个则不断地在戏弄上帝。

８０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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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的诗

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１６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３—１８３７年左右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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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一瞬间一瞬间在逝去，

它们的账单是短短的，

它们不断带走的东西，

不会重新返回到这里。

生命——是腐朽塌崩，

而死亡则是永生；

我们意愿的产生，

则全是需要促成。

在所有人的面前，

都摆着消灭死亡：

它将使思想、激情

化为乌有梦一场。

神灵对你的事业

不断在嘲笑指摘，

人人都挣扎为着

空洞事精疲力竭。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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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只有心灰意懒——

一切都是恶，在这世上，

而心猿意马，衷心不安——

就是“幸福事已成既往”。

梦寐以求的是万千心愿，

而追求的目的却怪可怜，

全部的生活是一瞬即逝，

同样是激情的战斗一场。

说伟大，是自己夸耀，

可是心灵却很渺小，

自己感到不胜惭愧——

人的命运就这样妙。

卡尔·马克思

查 理 大 帝
１６８

      “美”创造出来的一切，

对人的心灵最亲热，

全都被黑暗掩盖住，

被野蛮手粗暴毁灭。

毁掉一切：伟大希腊诗人曾为之歌唱，

２１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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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绪曾为之感到无限鼓舞欢畅，

毁掉一切：他从火中抢救出来的一切，

那年代已经是早逝去了的远古洪荒。

毁掉一切：狄摩西尼悲愤满腔

去进行描写刻划的那个场面，

当年很多人来到集会场，而他

却使骄傲的菲力浦感到羞惭。

破坏文物的野蛮人亲手毁弃

所有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东西，

一切有力地征服心灵的事物，

和缪斯的魔环给他们的奇迹。

查理大帝把有力的权标一挥，

就使缪斯重又复活，死起生回，

于是“美”也变得更加和谐匀称，

他使文艺又获得了活命之水。

那个寒冷野蛮的国度的风俗，

他使它变得温和，靠的是教育，

而平民之家，也处处都有权利，

那儿人们牢牢地捍卫着法律。

他的南征北战，到处血流成河，

３１８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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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胜利，意义比征战更多，

虽说胜利引起了不幸与苦楚，

虽说它们靠英雄之手去巧夺。

一种喜悦之情，一种钦佩

提示我们：他已给予人类

一个启蒙的美丽的花冠，

这是他夺自野蛮的时代。

在那遍地繁荣的国土的历史里，

他将不会被遗忘，仍活在人心底，

历史将给他编一顶不朽的桂冠，

不让时代的风暴把他一卷而去。

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３年

４１８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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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出生证书

出生证第２３１号

１８１８年５月７日下午４时，三十七岁１６９的特利尔高等上诉法

院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向本人（特利尔市政管理局负责特利

尔区民政事务的官员）出示一名男性婴儿并申报，该婴儿于５月５

日凌晨二时在特利尔出世。生于特利尔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

及其妻子罕丽达·普勒斯堡家。他们拟给这婴儿取名为卡尔。

出示婴儿及办理上述申报手续时有两位见证人：特利尔三十

二岁的政府书记员卡尔·佩特拉施先生和特利尔二十一岁的职员

马蒂亚斯·克罗普。之后，本人当着婴儿出示人和见证人的面，据

情开具本证书，一式两份，宣读后，由婴儿出示人、见证人和我签

字。

此证书于上述年月日在特利尔签具

卡尔·佩特拉施 克罗普 马克思 艾·格拉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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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１至１４节

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

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１７０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论宗教问题作文

在研究基督和信徒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及其影响之前，我们应

当弄清，这种一致是否必要，它是否取决于人的天性，人是否不能

通过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线移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那么

就会看到，在历史上深刻地记载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

最高度的文明，即使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

艺术达到了充分繁荣，即使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尽管有

了这一切，它也不能从自己身上解脱掉迷信的枷锁；它无论关于自

己，或者关于神，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无论它的道

义，或者道德，任何时候也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

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向往，还不如

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和勇敢的

行为。

古代的民族，一些尚未懂得基督教义的野蛮人，他们心中不

安，害怕自己的神发怒，深信自己会被鄙弃，因此，便向诸神贡献祭

８１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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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指望以此来赎自己的罪。

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神明的柏拉图，也不只在一处表示了对

最高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最高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

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

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

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

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

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在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

的时候，这种对美德追求的热情受到了嘲弄。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

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

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

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

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要把他抬高到象自己一样，于是派出自己的

儿子，通过他向我们宣告：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３

节）

“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４节）

我们已经看到，各民族的历史和个别人物的考虑都证明和基

督一致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就来研究最后的和最可靠的这个论证，

就是基督本人的道。

基督把和他一致的必要性表达得比较清楚的地方，当然就是

葡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这里他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

我们比作枝蔓。枝蔓通以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

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在这方面，他还说了一些更有

９１８论宗教问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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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话：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４、５、６节）

然而，这应该理解为只是对于那些能够认识基督的道的人而

言的。我们不能够断定上帝对这样的民族和人群作什么决定，因为

我们连理解上帝的决定都不可能。

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

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

己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

拯救我们。

尽管我们深信这种一致绝对必要，还是迫切地想知道，这份高

尚的礼品，这道从高于我们的世界透入我们心中、鼓舞着我们的

心、并使我们心境光明地升入天堂的光线，究竟是什么？它的内在

实质和原因是什么呢？

一旦我们理解了一致的必要性，那么一致的原因，我们要求拯

救的心情、我们作恶的本性、我们的不坚定的理性、我们堕落的心、

我们被上帝抛弃，这一切我们也就一清二楚了，那么，我们便无需

寻求这种一致的原因了，不论这原因是什么样的。

但是，谁能够把一致的本质表达得比基督用葡萄藤和葡萄枝

蔓这个比喻更为出色的呢？谁又能够用皇皇巨著来把这种一致的

所有部分即核心的部分论述得象基督自己用下面这些话一样全

面：

“我是真葡萄藤，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１节）

“我是葡萄藤，你们是枝蔓。”（《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５节）

如果枝蔓能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望着那照料它、仔细给它除

草、把它牢牢绕在藤上、使它从中吸取养料和液汁而开出美丽花朵

０２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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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园丁，该是多么高兴啊！

在和基督一致中，我们首先是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感到对他

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

在这之后，在由于我们和基督的一致而更加美好的太阳为我

们升起的时候，在我们感到我们全是被抛弃的和同时又由于我们

得到了拯救而将兴高采烈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会

爱上那位先前我们认为是受辱的主宰者而现在看来却是宽宏大量

的父亲、善良的教导者的上帝。

但是，葡萄枝蔓不光是望着种植葡萄的人；如果它有感觉，那

么，它便会紧紧贴在藤上，它便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

的其他葡萄枝蔓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它之所以爱其他枝蔓，是因为

是同一个种植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了它们以力

量。

因此，和基督一致，就在于同基督有最密切的和最生动的交

往，在于我们总是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在于对他怀着最崇高

的爱，同时在于使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基督将他们和我们

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同样也为他们作了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对基督的爱不是徒劳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

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只是

出于对他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人，遵从他的教诲，相互作出牺牲

（《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节）。

这就是使基督教的道德与任何别的道德区别开来并使它超越

于任何别的道德之上的一条鸿沟，这就是使人和基督产生一致的

最伟大的作用之一。

在这里，道德已经不是斯多葛学派哲学所描绘的那样阴森可

１２８论宗教问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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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怪物；它也不是我们在一切异教徒民族那里所遇到的那种关

于天职的严峻说教的产物，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基督的

爱，出于对神的爱，正因为出于这种纯洁的根源，道德才摆脱了一

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可恶的方面都不存在

了，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消除了，所有粗野的东西都消失了，道德也

就改变了面貌，同时也变得更为温和和更近人情。

人的理性从来也不能这样来描述道德的；人的道德总是有局

限性的，总是世俗的道德。

一个人一旦达到了这种道德，和基督一致起来了，那么，他将

会泰然处置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各种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

切苦难的折磨，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从他心中夺走他的救世主

呢？

他知道，他所追求的一切都将会得到，因为在和基督的一致

中，他所追求的只是神性的东西，那么救世主自己宣布的话，又有

谁不从中获得提高和感到安慰呢？（《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７节）

如果人知道对上帝的崇敬是由于自己在基督的心里，是由他

的所做所为表现出来的，知道由于他的完美无缺使得这位创世主

变得崇高，那么又有谁会不甘愿去忍受苦难呢？（《约翰福音》第１５

章第８节）

因此，和基督一致可使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

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荣誉欲，而只是

为了基督而献给了博爱和一切伟大而高尚事物的心。可见，和基督

一致所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

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

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

２２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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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约翰福音》第１５章第１１节）。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０日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５年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原文是德文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

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１７１

卡·马克思的中学考试拉丁文作文

谁想要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的问题，在他面前

有许多可以用来对此作出判断的方法：首先，他可以采用同罗马历

史上的其他时期进行对比的方法，因为要是指出奥古斯都时代类

似那些人们称之为幸福时代的先前时代，而不似那些根据同时代

人和当代研究者的判断其风尚已经变坏、国家四分五裂并在战争

中又遭到多次失败的时代，——那么根据这些时代即可作出关于

奥古斯都时代的结论；其次，需要研究古代人们对于这个时代作了

那些评价，异国人对这个帝国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害怕它还是轻

视它；最后，还得研究艺术和文学的状况如何。

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赘述，我用来同奥古斯都时代进行对

比的是在它以前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这是一个由于风尚纯朴、积极

进取、官吏和人民正直而建立起来的幸福时代，它当时隶属于下意

大利，而在作了这一对比之后，再以最糟糕的尼禄时代来和奥古斯

都时代相对比。

３２８拉 丁 文 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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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的罗马人都没有比布匿战争
１７２
前那个时代里对

从事美术感到那样的厌恶，那时教育不被人重视，因为那时最卓越

的人们辛勤努力从事的是农业，那时能言善辩是多余的，因为人们

对应该做些什么用不了几句话即可表明。说话也不要求文雅，而只

要求说话有价值；当时历史不需要人能言善辩，而只要将其事实报

道出来，缩写成一部编年史就够了。

可是，这整个时期充满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为，从废

除王政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一直进行着关于贵族和平民的权利

之争，而大部分历史叙述的却只是彼此有过激烈斗争的护民官或

执政官所颁布的法律。

关于这个时代值得称颂的地方，我们已讲过了。

至于尼禄时代，不需要用很多的话来描述，因为，既然那时最

优秀的人被杀害，到处是专横，法律遭破坏，那么谁还不清楚这是

怎样一个时代。罗马城当时被毁，而统帅们由于担心他们的胜利可

能引起怀疑，还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推动他们去建立伟大业绩，便宁

可在和平中而不在战争中去寻求更多的功名。

奥古斯都时代与尼禄时代之不同，这是谁都不能怀疑的，因为

它的治国以温和为标志。尽管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

全都消失了，尽管根据“罗马首席公民”的命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

而往昔为护民官、监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转入了一

人之手，但罗马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在统治，认为“皇帝”一词只不

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名称，他们没有觉

得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罗马首席公民”，

是他们自己在统治还是他们在被统治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难道

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明证吗？

４２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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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战争里，罗马人从来没有如此走运过，因为在这个时期安

息人被征服了，坎塔布里亚人被打败了，勒戚亚人和温德利奇人被

击溃了，而凯撒与之斗争但未能战胜的日耳曼人——罗马人最凶

恶的敌人——虽然在个别战役中由于背叛、奸诈、英勇以及他们居

住在森林中等原因而曾战胜过罗马人，但是日耳曼的许多部落，由

于奥古斯都赐予了某些个人以罗马公民权，并且凭借了一支由经

验丰富的统帅们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日耳曼各部落本身之间产

生了敌对行为，结果他们的势力总的来说是被摧毁了。

因此，无论在战争中，以及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时

代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时代相比拟。

至于布匿战争前的时代里发生的那些派别纷争，也都终止了，

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奥古斯都已把所有的派别、一切头衔、全

部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自己一个人身上，因而最高权力本身不会

分散，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会带来最大的危险，因此奥古斯都

的威望在异国民族的眼里就有所降低，而国家贪图个人权力也就

甚于为人民谋福利了。

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看待奥古斯都时代，似乎它在各方面都

胜于布匿战争之前的时代。因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

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

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但是，奥古

斯都的智慧以及他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而挑选出的人们所建立

的机构和制订的法律，对于消除内战造成的后果起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我们看到，奥古斯都清除了元老院中犯罪行为的痕迹，

因为元老院中混进了一些极其腐败的人，他从该院中清洗了许多

其作风为他所憎恶的人，吸收了许多智勇出众的人。

５２８拉 丁 文 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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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期，国家里供职的都是些英勇和智

谋卓著的人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难道还能说出比梅采纳斯和阿

格利巴更为出色的人！虽然，“罗马首席公民”也绝非没有虚伪矫饰

的行为，但是，看来，他并不滥施暴力，并且没有给可憎恨的权力披

上了温和的外衣。如果一个国家（布匿战争前那样的国家），因为它

唤起了人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使敌人感到惧怕，并号召贵族与平

民之间展开良好的竞赛（诚然，这种竞赛不全然是没有嫉妒心的），

那么奥古斯都所确立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国

家。因为，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

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

的自由。

现在我们来谈谈古代人是怎样评价奥古斯都时代的。

他们称他为至圣的，认为他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如果

只是贺雷西一个人这么说，那是可以不信的。但是，就连杰出的历

史学家塔西佗也总是以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赞赏，甚至以爱戴的感

情来评价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的。

至于文学和艺术，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奥古斯

都时代里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

益的源泉。

因此，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罗马首席公民”愿为人民造

福，并且最杰出的人们根据首席公民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既然

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于罗马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不

同于那些坏的时代；既然我们看到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艺术和文

学有了繁荣，——那么，由于所有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

该认为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应当指出，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

６２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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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

尊敬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５日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５年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原文是拉丁

文

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

卡尔·马克思，特利尔生人，年十七岁，信仰属福音教派，特利

尔市律师、法律顾问马克思先生之子，在特利尔中学肄业五年，在

一年级修业二年。

一、操行 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

二、才能和勤勉情况 该生才能良；古代语、德语和历史成绩

很好，数学及格，只有法语一门不够用功。

  三、知识和技能

１．语言：

（１）德语 该生的语法知识，也和他的作文一样，特

别好。

（２）拉丁文 该生在翻译和解释校中所学古典作家作

品较容易的地方时，不经准备也能做得流畅而有

把握；如经过适当准备或者稍加帮助，即使较难

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不是语言特点而是内容和思

想的一般联系方面难于理解的地方，也常常做得

流畅而有把握。客观地说，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

富，和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不过经常过于冗长；

７２８卡·马克思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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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方面，作文表现出是经过长期练习的，并

力求运用规范化的拉丁语，虽然里面还不免有些

语法上的错误。他在口语方面，达到了令人满意

的流畅程度。

（３）希腊语 他的知识和他对校中所学古典作家作品

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文一样好。１７３

（４）法语 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

读很难的东西，口头叙述方面也比较熟练。

（５）希伯来语①

２．科学：

（１）宗教知识 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认识明确，并

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相当程度

的了解。

（２）数学 在数学方面，他的知识很好。

（３）历史和地理 一般来说他具有相当令人满意的知

识。

（４）物理 他在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

（５）［哲学入门］②

３．技能：

（１）［图画］②

（２）［歌唱］
②

据此，下列签名的考试委员会鉴于该生在中学已经修业期满，

８２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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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他能学习法学，决定发给毕业证书准其毕业，希望他发挥自己

的才能，勿负众望。

王室考试委员会：

王室委员布吕格曼

校 长维滕巴赫

勒尔斯 

哈马赫尔

施文德勒

居佩尔 

施泰宁格

施内曼 

１８３５年９月２４日于特利尔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５年莱比锡版第１１年卷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１７４

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８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你走后１７５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

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非常遗

憾，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虽然你有某些优良品质，但是你

９２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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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是自私的。

这封信你妈妈①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想再增添她的担忧，但

是，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自己还是可以等待的，但所盼的是，你要赶紧安慰你的妈

妈。

你的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１８—２９日

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首先，谈几句关于我上一封可能使你感到不愉快的信。你知

道，我不想迂腐地使用做父亲的权威。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也可以向自己的孩子认错。我的确对你说过，要你在对周围环境

有了点了解之后再写信来。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延误下来，你就不

该那样机械地理解我的这些话了，——何况，你知道，慈祥的妈妈

０３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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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感到多么不安和担心。好了，这事说这些就够了。

你这封信（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看完），带给我很多快慰。你的良

好愿望、你的勤奋努力，以及你想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的坚定志

向，我丝毫也不怀疑。而现在又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刚刚开始的学

习使你感到满意，也不费劲，并且你对你的专业也产生了兴趣。

九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

身体和精力所能支持的限度。不过，要是这对你没有什么困难，那

就这样学下去吧。知识的领域是无限的，可时间却是短暂的。下次

来信你大概会写得更多更详细些。你知道，一切与你密切相关的事

情我都多么感兴趣！

你不应当要［求］法律课程温情而富有诗意。材料不容许

［……］诗作，你只得容忍它，并［……］认为值得深思。望你原谅

［……］课程。

还要对你说些什么呢？对你说教吗？你有不明白的地方要

［……］对你讲吗？尽管，你的天赋是足够的［……］你头脑清晰，感

情纯洁，品行端正，这些都不致使你偏离正轨［……］而我的愿望你

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希望你能做到［……］这是我在比较不利的

情况下［……］未能做到的。我希望你能成为我若是出生在你这么

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

可能会摧毁它。也许，把自己最美好的愿望寄托于一人身上从而使

自己得不到安宁是不对的、同时也是不明智的。但是，连一些本来

不十分软弱的人都会成为软弱的父亲，这不是天性的过错，又是谁

的过错呢？

亲爱的卡尔，你是幸福的，象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

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

１３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１８—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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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要善于珍

惜这种幸福。友谊就这一字眼的真正的经典的含义来说，是生活中

最美好的明珠，而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种友谊则是生命的明珠。你

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将是对你

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其是对你的道德的最好考验。

你是纯洁无瑕的，这点我确实毫不怀疑。但毕竟对上帝的虔诚

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

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

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

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

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勒尔斯［先生］对你没有去向他告别１７６，感到不快。他对施利克

［说］，这样做的只有你和克雷门斯。我不得已撒了一个无辜的谎，

对他说［……］我们到过他那里，正好他不在家。社交界［……］把你

和克雷门斯的名字并提，使我颇感不快。

勒尔斯先生已被任命为第二任校长。昨天，［布吕格］曼先生作

为特派员前来这里安排他上任。［……］非常隆重，因为［布吕格］曼

先生和勒尔斯先生都讲了话。中午，勒尔斯先生盛宴款待，我也出

席了宴会。席间我与之交谈的许多人，都问到过你，由于维嫩布吕

格先生是你的朋友，大家都纷纷向我道贺。说真的，我很想见识见

识他，如果你们俩在复活节来看我们，当然是一起在这儿作客，我

将非常高兴，我将把这个举动看作是他对你的友谊的证明。

末了，亲爱的卡尔，祝你健康，在用丰富而有益的食物来滋养

你的智慧的时候，别忘记，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智慧的永恒

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

２３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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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望你用功不要超出你的健康所能容许的限

度。此外，每天还要运动运动，生活要有节制，我希望，每次拥抱你

的时候都会看到你是一个身心越来越健康的人。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１８日于特利尔

顺便提一句，你的诗我逐字逐句地读过了。亲爱的卡尔，我坦

率地对你说：你的诗，无论就它的真正含义，还是就它的倾向来说，

我都不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的最强烈的愿望得到实现的时

候，我们所希望的东西的价值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往往会完全消

失，这个论点是无可争辩的。这显然不是你想要说的话。退一万步

说，作为一个道德原则，这也是值得铭记在心的，因为遵循这种思

想的人，就会避开不道德的享受，甚至把容许的东西也予以摒弃，

为的是以此来保住自己的愿望，或者甚至获得更多的享受。康德在

他的《人类学》１７７中就巧妙地说过类似的话。

难道你想只在抽象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同梦想有些相似）中

寻找幸福？简言之，给我个答案，我承认自己思想的局限性。

［在第一页左边上的附笔］

在庆贺勒尔斯先生的时候，善良的维滕巴赫先生的处境使我

极其难过。我真想为此人的受屈放声一哭，他唯一的缺点是他的心

地过分善良。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来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敬意，同时也

顺便告诉他，你也如何忠实于他，还说，你本想写一首诗来向他表

示敬意，只是没有时间这样做。这使他感到非常愉快。为了不使我

３３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１８—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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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兴，你愿意写几段诗通过我转寄给他吗？

［在第一页右上方的附笔］

又及：你亲爱的妈妈很忙，因此这封信一直耽搁到今天——１１

月２９日才发出。真怪，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你的确切地址。

［母亲的附笔］

我非常喜欢的、亲爱的卡尔：

我十分愉快地拿起笔来给你写信。你善良的父亲的这封信早

就写好搁在那里了，可我老是抽不出时间来。其实，我早就在想得

到你的平安信了，因为你可以相信我，我是非常惦念你的。谢天谢

地，全家都健康，大家都精神饱满，也很勤勉，就连爱德华①也十分

努力，故而我们都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一个能干的人。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安排自己的小家务的，这一点你不应当

看成是我们女人的弱点。节省不论在大小家务中都是顶重要的事

情，也是绝对必要的。亲爱的卡尔，我还想提醒你注意，不要把

清洁和整齐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健康和饱满的情绪都和

它们有关系。因此要注意经常收拾你的房间，并且要安排出一定

时间来做这件事。亲爱的卡尔，你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洗一

次澡。

你喝的咖啡是怎样弄的？是自己煮，还是怎么的？望你把有关

家务的一切情况都写信告诉我。你的可爱的缪斯总不会因你母亲

的这一番平庸之谈而感到受屈吧！告诉你的诗神，一切高尚的和美

４３８ 附  录

① 马克思的弟弟爱德华·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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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东西都是通过平凡的东西而达到的。

最后，祝你健康，想必圣诞节你会有些什么要求，只要是我能

做到的，我都将乐于去做。祝你健康，我亲爱的卡尔。祝你好，别忘

了上帝，别忘了你的双亲。再见。

疼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孩子们全都向你致意并吻你，你永远是我最可爱的、最好的

人。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１８３６年２月—３月初

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虽然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没有把你的情况描绘得诗意一般，

但是，你终究还是使我们感到不安。至少我希望，令人痛心的经验

应使你对自己的健康更加注意一些。要知道一个人除了纯洁的良

心而外，健康就是他的最大财富，而青年时代的不良行为，漫无节

制的、或者本身完全是有害的享乐，会可怕地进行报复的。金斯特

尔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当然，他说不上有什么

５３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２月—３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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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荡行为，但是抽烟和喝酒损坏了他的本来就不怎么健康的肺部，

因此他大概很难活过今年夏天了。他的一生充满着痛苦，我们将失

去一个杰出的人。

在类似情况下甚至连过度用功也是愚蠢的，相反，适度的运

动，如散步或者甚至有时骑马，但不要狂奔，是非常有益的，而能做

到心情舒畅，摈弃一切胡思乱想，那就更好。

亲爱的卡尔，你这份账单十足是卡尔式的：简直乱七八糟，没

有结算。要是账目比较简短，比较连贯，数字有规则地排成纵行，那

么算起账来就很简便。一个学者也需要有条理，一个开业的法学家

更需要如此。

整个来说，我没有什么可表异议的，我只是认为，购买了大量

书籍，尤其是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在目前是不恰当的，是一个累赘。

你这次旅行①，如对健康有益，那是适宜的，只是关于此事你

应事先在信上提一笔。

我虽然收到过你两次来信（你看，它们是屈指可数的），但还是

不知道你的学习计划，而这点正是我所极感兴趣的。我看得出来，

你没有修自然史专业，如果物理和化学真的讲授得不好，那么，你

最好在柏林修完它们。不过，在我看来，听听官房学概论是适宜的，

因为对将来必得要学的东西有个一般概念，总是件好事。

顺便提一句，这里的格拉茨先生寄给我一封致瓦尔特先生的

介绍信。我已附了一封信将介绍信寄给他，关于此事你是否已有所

闻？这件事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正好你挺喜欢这位教授。

参加小型聚会１７８比起参加酒宴来，你可以相信，要使我满意得

６３８ 附  录

① 大概是去荷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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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这样的聚会中寻求快乐的青年人，当然是一些有教养的人，

他们认识自己作为国家未来的优秀公民的价值也比那些以放荡不

羁为其特长的人认识得更清楚。

你不急于发表是做得对的。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当前必须

创作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他想要公开崭露头角的话。否则他

就干脆向诗神们顶礼膜拜。这始终是一种博得女人欢心的高明手

法。但是如果说初次露面大多是有决定意义的，那么这种情形首先

适用于这些半神的人物。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应当在第一首诗中

就表现出来，使每一个人都能立即看出他们的才华。我毫不掩饰地

对你说：你的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

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因此，你能做

到的充其量就是让你的亲人们感到高兴。只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有

权奢望得到那个拥有库勒的爱挑剔的社会的青睐，——诗人们才

可能会说：“真是神灵”。

再者，亲爱的卡尔，你打算把你的处女作首先拿来给我评论，

我感谢你这个非常天真的想法，你这样做尤其是出于你的一番好

意，因为你知道我是天生缺乏诗才的：我一生中甚至未能写出一首

多少象样的诗，即使在初恋的那些甜蜜的日子里也是如此。现在我

正考虑这件事，并且要看一看这会不会只是一句恭维话。

亲爱的卡尔，在你的支出栏内没有提到你的旅费，这是怎么一

回事？但愿你用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钱。

随信寄来五十塔勒的现款，借此机会我要特别告诉你，你只应

关心你的学习，你的费用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你得放弃你今后的

一切妄想。你想将来有朝一日成为你兄弟姐妹们的依靠这一愿望，

真是太美了，太使一颗善良的心感到高兴了，以致我希望你打消这

７３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２月—３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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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念头。

现在我再也没有什么话要说的了，我只是再次劝你要保重身

体。再也没有比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更为可怜的了，再也没有比亲

眼看到自己用舍己精神培养起来的、大有希望的儿子日渐消瘦下

去的父母更为不幸的了。要记住这一点。我只能向你的心灵呼吁，

因为我相信，你的心灵是善良的、高尚的。热诚地紧紧拥抱你。

你的父亲

马克思

［母亲的附笔］

我非常喜欢的、亲爱的卡尔：你的病使我们感到很忧伤，不过

我希望并祝愿你身体得到康复。虽然我为可爱的孩子们的健康揣

揣不安，但我还是相信，亲爱的卡尔，要是你能合理安排自己的生

活，你一定会长寿的。不过为此你应当设法去掉一切可能对你有害

的习惯。不要急躁，不要喝过多的酒或咖啡，不要吃辣椒，不要食用

过多的胡椒或香料，不要抽烟，不要迟睡，要早起。亲爱的卡尔，感

冒也要提防。在健康没有完全恢复之前，不要跳舞。亲爱的卡尔，

我装作了一个医生的样子，大概你会觉得可笑。但你不知道，做父

母的对自己子女的病多么关心，它已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痛苦的时

日。只要你们孩子们的身心全都健康就行了，别的什么我也不用操

心。你亲爱的爸爸，谢天谢地，整个冬天身体都很好，工作也很不

少。我们大家也都一直很好。

你喜欢我的故乡城市①吗？它的环境十分幽美，我希望它能激

８３８ 附  录

① 尼姆韦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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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你的灵感，为你写诗提供素材。亲爱的卡尔，望速回信。信宁可写得

短一些，但不要拖得太久。再见。我在心里头吻你，亲爱的卡尔。

你的疼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１８３６年３月１９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刚刚收到你的信，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

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五十塔

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

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

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

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

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

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

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

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这里的公证人弥勒先生付出更少的

９３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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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也许能办更多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

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

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

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

我向考夫曼先生——霍夫曼先生告诉我，考夫曼先生是波恩

大学旁边一家彩票经营处的管理人——写了一张字据，你可向他

领取你所需的钱。

愿上帝保佑你，望快些回来。我们大家都在焦急地等你。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１７９

［１８３６年５—６月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你的来信我７日才收到，这封信使我更加相信你的耿直、坦率

和诚实的品德，这对我来说比金钱还要宝贵，所以关于钱的事我们

就不再多说了。随信给你寄去一百塔勒，你如需要，还可再寄。不

过，我希望你要变得聪明一点，往后也要多注意一些日常琐事，因

为，天晓得，尽管有各种哲学，但这些日常琐事却会把许多人折磨

０４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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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两鬓斑白。

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对舆论的迁就，甚

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舆论呢？决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

是！！！无论何处人们总是很少前后一贯的。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

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否则，你终究会

使你自己和你父母的最美好的愿望遭到毁灭的。我相信，一个有理

智的人，是能够很容易地、体面地对这一套不予理睬的，让人尊重

自己。

亲爱的卡尔，你如有可能，望请当地的名医开几份证明。这件

事你可以凭良心去做。你的胸部不很健康，至少目前是这样。如果

你想要，我就寄一份替你看过病的伯恩卡斯特尔先生开的证明给

你。但是，为了使你的良心得到平静，别过多地抽烟。

你对我没有履行你自己的诺言——你是记得自己的诺言的，

而我由于我的批评得到重视而感到有点自豪。不过，如同政治上的

乐观主义者一样，实际情况怎样，我就怎样看待它。但是，我还是想

亲自了解这件事，就是说，了解谈判是如何进行的，——或许，我对

谈判实质的理解比舍费尔还强些，——而且还想尽可能了解事情

本身。要是这后一项有很大困难的话，那我就等你回来再说。

亲爱的卡尔，愿你健康，希望你始终这样坦率和忠诚，始终把

你父亲当作你最贴心的朋友，而把你善良的母亲当作你最贴心的

女友。我什么事也不能隐瞒她，因为要不然你长时间的沉默会使她

担心。她是很节省的，但［她的主要品质］是热爱生活。其他一切都

是次要的。亲切地拥抱你。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１４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５—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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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

你的朋友克莱纳茨写信告诉我说，大家对他很刻薄（大概是因

为他躲开了之故），他甚至被迫去投考学校，可是，使他自己也感到

惊讶的是，他竟十分顺利地考上了。他担心会有很大困难。我们的

主教①如果给医学系主任弥勒教授先生写封介绍信，可能对他会

有很大帮助，这位教授先生年青时曾得到过这位可尊敬的人的许

多恩惠。

真是难得，善良的格尔根先生自告奋勇地去跟主教说了，他立

即同意，并要我自己起草这个信件（他还是一点也不愿意承认他与

弥勒先生的关系）。我已将介绍信付邮寄给了弥勒先生，并将此事

通知了克莱纳茨先生。

克莱纳茨先生的态度极为客气，目的是要在那位相信我的话

的朋友的心目中保护我的立场，他还没有等到申请成功，就马上把

自己的那份非常好的服务证明寄给了我。看来，他大概以为成功是

不成问题的。

机遇会怎样作弄人呢？

你亲爱的妈妈向你问好，吻你。现在已经很晚了，下次再谈。

［第一页上的附笔］

目前我不可能再多寄了。日内，你大概会从拉贝那里收到二十

塔勒。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２４８ 附  录

① 约·路·阿·霍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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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马克思同意卡尔·马克思

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

  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进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

选修的法律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法律顾问、律师

马克思

１８３６年７月１日于特利尔

［给卡尔·马克思］１８０

亲爱的卡尔，盼立即回信，要坦率，实事求是，一点也不隐瞒。

只要使我和你亲爱而善良的妈妈放心，我们情愿很快忘记那些经

济上的小损失。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３４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５—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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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恩大学肄业证书
１８１

副本

我们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普鲁士莱茵大学校长及评议

会，在这份肄业证书上证明：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特利尔

人，特利尔法律顾问马克思之子，曾在特利尔中学念完报考大学诸

门课程，持有特利尔中学发给的中学毕业证书，于１８３５年１０月

１５日为我校所录取；从那时起至今，他均为我校学生，选修法律。

据所提交之证书，该生在校期间修完了下列课程：

一、１８３５—３６年度冬季学期

１．法学全书，普盖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用心。

２．法学纲要，伯金教授讲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心。

３．罗马法史，瓦尔特教授讲授——同上。

４．希腊罗马神话，韦尔凯尔教授讲授——极为勤勉和用心。

５．荷马研究诸问题，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６．现代艺术史，道尔顿教授讲授——勤勉和用心。

二、１８３６年度夏季学期

７．德意志法学史，瓦尔特教授——勤勉。

８．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勤勉

和用心。

４４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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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欧洲国际法和

１０．自然法，普盖教授讲授。以上两门课程，因普盖教授于８月

５日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关于该生的操行，应该指出，他曾因夜间酗酒吵嚷，扰乱秩序，

受罚禁闭一天；除此之外，他在道德和经济方面，未发现有什么不

良行为。该生事后被人告发，据云曾在科伦携带违禁武器，此事尚

在调查中。

该生没有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的嫌疑。

现发给该生盖有大学印鉴和有现任校长及法律系和哲学系主

任亲笔签署的本证书，以资证明。

１８３６年８月２２日于波恩

校长

弗莱塔格

大学评议员

冯·萨洛蒙

法律系主任

 瓦尔特

哲学系主任

 勒贝尔

 奥本霍夫

［大学印鉴］

政府特派员和监护人已审阅

冯·雷富斯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６年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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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６年１１月９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在收到你的信之前，我们已经得悉了有关你的消息，那是承蒙

耶尼根先生好意写信告诉我的。他的信对你和我，都写得十分亲

切。他恳切地要我嘱咐你满足他的愿望——经常去看望他和他的

一家。

不要客气。我在世界上是一个渺小的人物，因此我更不会怀疑

此人的诚意，因为我经常看出，他的举止行为不失为一个十分可敬

的和高尚的人。能得到这样一个少有的心地善良和富有才智的人

的重视，是每个人都会感到高兴的。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埃塞尔先生竟如此夸奖你，这对你是一种

荣誉，由此可见，你虽有你自己的严格原则，但对各种各样的人还

是知道以礼相待的。这些原则使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尤其是因为

这些原则曾是我的唯一财富。灵活性我是不具备的，而这是不难解

释的。

妈妈说你是个幸运儿，我不反对这么说。愿上帝保佑，你会相

信这一点！至少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良心，怀疑过你高

兴地顺从你的父母是否出于真诚。在这方面稍微有点夸张比在任

何其他方面都容易得到原谅，即使在这里感情超过了理智，也不是

６４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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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坏事。

即使莱茵哈德先生有病，那他还有办事员，后者总应当多少知

道一点我儿子的事。

赞特先生没有“冯”的头衔，他是科伦检察长赞特的兄弟，在上

诉法院供职。莫伊林先生很熟悉他。在需要时，他可以给你开具关

于我的案件１８２的证明，在我这个案件上，他大概是代表对方的。

你如此喜欢莫伊林先生，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也非常喜欢他。

他属于那种在世俗风气下仍不违背良心的少有的人。他在实际处

理问题方面的才能，无疑使许多学识高超的先生们感到羞愧。

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你所交往的是一些有教养的人，而跟年青

人，至少是你不够了解的年青人则不大来往了。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学习上不要过于用功，千万要

保护好你的体力和你已经很差的视力。你选修了很多门重要课程

——自然，你是有理由勤奋学习的，但不要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

上帝恩赐，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

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全人类造福。

目前我还没有同那一家商行谈妥１８３。此事我想同冯·奈尔先

先谈一谈。暂时先寄给你五十塔勒。现在你已应当可以大致计算

出你每年需要多少钱了。这个情况我倒是希望知道的。

我从法兰克福给你写过一封信（我是因海尔曼①的事到那里

去的）。多纳先生把信转给了枢密顾问。信是１０月２０日送走的，

看样子你还没有收到它２１。信内已有许多嘱咐，所以今后一段长

时间里我不再叮嘱你了。我至今还想得到对该信的答复。鉴于有

７４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１１月９日）

① 马克思的弟弟海尔曼·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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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要求你单写一封特急的信给

我，附在你的一封特殊来信中。通常，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你善良的

母亲，可这一次她那种不象男子汉那样以一种较强烈的责任感就

可以充分抑制得住的过分恐惧心理，使我感到不安。

我虽不是天使并懂得人不光靠面包生活。但是，在履行神圣

的义务面前，次要的意图应当放弃。我重说一遍，对一个男子汉

来说，再没有比他对一个弱女子承担的义务更为神圣的义务了。１８４

因此，在这方面，也象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你对我要象对朋友

一样完全开诚布公。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后，真的坚持你原来的

主意，那你就该马上象一个堂堂男子汉那样行事。这丝毫也不会

妨碍诗情的激发，——为履行义务而产生的激情本来就是充满诗

意的。

海尔曼今天到布鲁塞尔去了，他在那里进了一家很好的商行，

为此要立即交付一千法郎，花这笔钱只是让他熟悉当前的一切经

商情况，期限未定。所以，他多久能自立，现在要看他的勤勉和理解

的程度了。我对他的勤勉的期望要多于对他的智力的期望。当然，

他不会靠商行老板生活，目前他必须完全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心地

善良的人，却没有头脑，真是遗憾！

迈尼①进了中学，看来他总想多努一把力。——姑娘们都是

勤勉和用功的。在现时这种货只有镀了金才有销路，而我对这种手

艺又不那么在行，我一想起此事就觉毛骨悚然。

你为什么不更详细地告诉我关于克莱纳茨的情况呢？我很想

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８４８ 附  录

① 马克思的弟弟爱德华·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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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好卡尔，永远象你父亲爱你那样爱你的

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要是我不那么宽容，要是我老爱生气，特别是生自己的爱子的

气，那我就完全有理由不给你回信。过分地埋怨不休本身是不值得

嘉许的，至少对一个没有多大错误的父亲这样做是不值得嘉许的。

如果你想一想，直到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为止，除你的第一

封信以外，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一封来信，即使从我在这里

发出的第二封信算起，这段时间也是够长的了；再则，我已干预了

一件本身并不使我特别感到愉快的事，——干预是出于对一位真

正应当受到最大尊敬的人①的责任感，——那么你就会明白，你这

种令人无法解释的沉默，会使我感到多么伤心。纵然我用了一些听

起来可能是生硬的言辞，我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话增添特殊意

９４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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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我抱屈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并没有说人

家坏话的癖好。

我若是对你这颗善良的心没有这样高的评价，我就根本不会

这样惦记你。对你的迷误徬徨也就不会感到那样难过。因为你知

道，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

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你自己也承认，你早就使我有理

由来怀疑你的自制力。考虑到这一切，你就应该少抱怨一些你的爸

爸。

总之，现在正是你应该避免紧张的时候，紧张对你的身心都有

害。我有权要求你在这方面体贴一点你慈祥的母亲和我的健康。我

们并没有想入非非，而是替你的健康担心。

我重说一遍，你已经承担了一项重大的义务。纵使这也许会伤

害你的自尊心，亲爱的卡尔，我还是要有点令人厌烦地按自己的方

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

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

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

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

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我已和燕妮谈过话，因为我多么希望她完全得到平静。我能做

到的我全都做了，但是光讲道理是不行的。她还不知道她的父母对

此持何种态度。亲属和外界的议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害怕你

那种并不总是有道理的、好埋怨人的态度，所以还是让你自己去估

量目前的状况。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通过有力的干预多方保

护和安慰这个高尚的人的话，那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但不

幸的是，我在各个方面都无能为力。

０５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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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

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

就太可悲了！但是，目前只有你自己才能有效地干预了。你应当证

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

堂堂男子；是一个保证始终如一、保证将来认真努力、并能迫使指

责你过去错误的那些贫嘴薄舌再也不能吱声的人。

对此应该怎样做为好，只有你自己才完全清楚。

借此机会，我要问你一下：你是否知道，多大年龄才能获得教

职？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想，在你的计划中应列入尽快获

得教职（哪怕是最低级的教职）和用自己的作品来逐渐获得声望的

内容。

诗歌应当是第一个杠杆，不言而喻，在这方面诗人是有资格

的。可是，创作引人入胜的那类诗歌，勿宁说是有智慧的、社会上知

名的人的事。在通常情况下，这可能是对年青人的过高要求。但是，

凡是承担起这一崇高职责的人，应当是始终不渝的，而且对美好而

崇高的职责的履行将使智慧和政治在诗人自己的心目中也变得崇

高起来。

你务必要——你虽秉性善良，但缺乏自制，——保持平静，要

抑制住这些激动情绪，同样不要使那个应该得到安静而且也需要

安静的人内心激动。你妈妈、我、索菲娅①（一个善良而很有自制力

的姑娘）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都在关照你，而幸福也必将为奖励你

的努力对你报以微笑，为此付出辛劳是值得的。

你的法律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把这些观点建立成体

系，它们却可能引起一场风暴，而你还不知道，学术风暴是何等剧

１５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① 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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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那些易受指摘的论点不能全部取消，那么至

少在形式上也应当弄得比较缓和、令人中意一些。

关于莫伊林的情况，你信上一点也没有提到，也没有说，你是

否去过艾希霍恩先生那里。

我目前不想写信给耶尼根先生，因为没有必要那么紧迫，你可

以再等一等机会。

要是你写给我的信很厚，而且用通常的邮寄法，那邮费会相当

贵。前一封信就花了一个塔勒。包裹寄快件也是贵的——上次寄

的包裹也花了一塔勒。

今后如果你想多写，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写吧，好让我们多

知道一些形形色色的事。以后可把写的东西打成邮包，随行李马车

运走。你总不会因这些有关节约的小意见而见怪吧。

但愿你已经收到了我们寄给你的酒。愿你借此振奋精神，把一

切多此一举的事、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绪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要是

诗歌不能使生活变得美丽、变得幸福，那也把它抛掉。

［母亲的附笔］

亲爱的卡尔：你亲爱的父亲急于要把这封信发出，所以我除衷

心地问候你，亲吻你之外，就不再说别的了。

疼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父亲的续信］

附寄五十塔勒支票一张。如果你认为要我在那里为你找家商

行的话，那么你应告诉我，我每月大致应当给你多少钱。现在你总

２５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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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知道这样或那样要花多少钱了。

马克思

［姐姐索菲娅的附笔］

亲爱的卡尔，你上次的信使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你怎么能以

为我迟迟不告诉你有关你的燕妮的情况呢！？我也是一心一意在关

怀和思念着你们的。燕妮是爱你的。如果说年龄上的差别使她不

安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她父母的缘故。她现在正竭力使她的父母在

思想上逐渐有所准备。以后你自己也可以给他们直接写信，他们对

你还是很看重的。燕妮经常来看望我们。昨天她还到过我们这里，

她收到你的诗１８５后，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

很喜欢她，兄弟姐妹们更是无限喜欢她。晚上不到十点钟大家决不

放她走，你看这该怎么说呢？

再见，亲爱的卡尔，衷心祝愿你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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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７年２月３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你上次的信，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封信表明：你正在克

３５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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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那些使我不安的小缺点；你对自己的处境已有所了解，并正以毅

力和尊严来力保自己的前途。但是，亲爱的卡尔，切不可走向相反

的极端。

且不说从消遣、休息和教养的观点来看，社交对人特别是对青

年人大有好处，就是聪明才智也要求——这一点不可忽视，因为如

今你已不是单独一个人——多少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不过当然要

用正当而体面的方法去取得。一些卓越的人，或自诩为卓越的人，

对别人的轻视态度是不大容易体谅的，他们对此中是否事出有因，

往往也不大愿意探究，尤其是如果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放下架子

的话。——耶尼根和埃塞尔两位先生不仅是精明能干，而且也是

显然对你很重要的人，轻视他们，是极不明智和实在不礼貌的，因

为他们对待你是非常合乎礼节的。你这样的年纪和你这样的地位，

不能要求和他们平起平坐。

对身体也不应当疏忽。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财富，对

一个学者来说更是如此。

凡事都要有个限度！靠你的天赋和你现在的勤勉，你是能够达

到自己的目的的，但一个学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的经验无论有多丰富，我也不能为你制订出一个详尽无遗

的层次分明的计划来。

你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当然这个意图在我看来无疑是非

常好的，而且对你是合适的，只是你不要忽略了一件小事，那就是

注意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

当然，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能做点什么对此有益的事。在这方面，除了发表文章，就别无

他法。但是如何发表？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且在它的前面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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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问题。你是否能马上得到通情达理的出版者的信任？这倒可

能是最困难的问题。即使这件事你办到了，——整个说来你是一个

幸运儿，——那时还有第二个问题：哲学或法学，或者两者加在一

起——我想，这对打基础是最好的了。单纯写诗似可占居第二位，

只有在某些书呆子眼里才以为这不会损害声誉。温和的论战性文

章是最有用的，而要是文章独特，风格新颖，标题醒目，你就有可能

体面而稳当地获得教授职位，等等，等等。——但是，你必须作出

坚定的决定，即使不能马上作出，最晚也要在今年作出。而一旦作

出了决定，就要信守不渝，坚决执行。对你说来成为一个律师远不

象当年你父亲成为一个律师那样难。

亲爱的卡尔，你知道，我因为爱你，做了某些不完全符合我

性格的事，这有时使我感到苦恼。但是，只要我的孩子们的幸福

要求这样做，再大的牺牲我也在所不惜。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

限信任。但是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

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不

一而足。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象我

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

一个满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许是由于有

点内向的原故吧。

你若写一封信（可将其附在给我的信中）可以给她以安慰，但

信中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信固然应当是充满温情和纯真的爱情

的（顺便说说，我毫不怀疑它会是这样的）。但信中也应当明白述说

你们的关系和未来的打算。早先表示过的意愿应该再次坦率、明白

和令人信服地重申，以便重新获得她的信任。

你应当向她坚决保证：你们的关系对你远没有什么害处，反而

５５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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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你产生最有利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另

一方面，你要以坚定的精神，以一个男子汉的勇气（在这种勇气面

前，一个可怜的孩子是毫无防卫之力的）要求她不要动摇，不要向

后看，而要平静、信赖和坚定不移地向往着未来。

你对你父亲说些什么呢？你是否发现我出人意料地当起牵线

人来了？如果我所起的作用被人知道了，有很多人都会怎样地曲解

我呀！人们也许会指责我的动机多么自私！但我问心无愧，——要

是天从人愿，我将感到无限幸福。

艾希霍恩先生那里不妨去拜访一下，但是这一点由你自己斟

酌去办。可是，耶尼根和埃塞尔两位先生那里，我再说一遍，希望你

常去走走。

至少要与一位极有影响的教授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会有

不少益处。

你再没有见到年轻的施里弗尔先生吗？要知道我们跟他有很

好的关系。施里弗尔小姐大概会嫁给你的朋友卡尔·冯·威斯特

华伦。所以，要是你能去拜访他几次，我会感到高兴，——因为他本

来应当很快就到这里来的。

你有没有听到有关克莱纳茨医生的什么消息？我还是想得知

他一些情况。

附寄信用证券一张。券面数额，比你自己要求的为多。但是我

不想作任何更动，因为现在我相信，你花钱不会花得超过必需的限

度。

好吧，亲爱的卡尔，祝你健康，如果我所盼望的信你还没有发

出，那你就快点写回信吧。回信也谈谈你的房东在做些什么，我对

他很感兴趣。

６５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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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诺茨先生告诉我，你将到这里来度秋季假期。我完全不

赞成你这样做，要是你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你的亲人们的情况，你

会同意我的意见的。但是，也有可能我到柏林去。对此你有什么

看法？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代我向亲爱的朋友莫伊林和他的可爱的妻子转达我最好的祝

愿。望对他说，请他哪怕给我抽出一点工夫来也好。

又及：亲爱的卡尔，要是你的字迹写得稍微清楚一些，那就好

了。

我很少见到燕妮。她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你尽管放心，她的

爱情是忠实的。如果你能象我要求的那样写信给她，那我就请她写

回信。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７年３月２日于特利尔

我生性懒于写信，可是给你写信就总是不知疲倦，真是有点奇

怪。我不想也不能掩饰我对你的偏爱。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

７５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３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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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

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

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

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

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

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

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

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而自从我将你

那个人①当作自己孩子一样来抚爱的时候起，你能否使你的亲人

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你会问我，是什么原因使我产生这些念头？这类古怪的念头我

是经常有的，但我也不难把它们驱除，因为我老是感到需要用我心

中所蕴藏着的全部爱和关怀来对待你，甚至是情不自禁，不由自

主。但是，在燕妮身上我看到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她把她的天真

无邪的纯洁感情全部倾注于你，所以有时会无意地、不自主地流露

出一种恐惧的心理，一种忧郁的预感，这一点瞒不过我。我不知道，

这该作何解释。只要我一提到这点，她就马上想法解除我的忧虑。

这应当如何理解？这会是什么意思？我不解其意，然而不幸的是，

我的生活经验不允许我轻易地作出错误的判断。

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

你当前所处的顺境，——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

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是，其实这些感情大多是软

弱的人才有的，而且也都是些没有摆脱诸如骄傲、虚荣、自私之类

８５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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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糟粕的感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

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

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较高尚的情操

赶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

否则，我将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毁灭。而我又何必要如此难

过并且还可能使你感到不快呢？其实，我并不怀疑我的儿子是爱我

和你的慈爱的母亲的，而我们的最脆弱之点是什么，你自己也是知

道得很清楚的。

言归正传。燕妮几天前（在她收到索菲娅交给她的你的来信之

后）来看望了我们，也谈到了你的意图１８６。看来，她是同意你的理由

的，但她在要迈出的这一步面前感到害怕，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至

于我，认为这一步是好的，是值得称赞的。

照燕妮的暗示的意思看来，她写信给你是要你不要直接寄信

给她（这个意见就是不赞成的）。为了使她安心，你在确定发信之

日的前八天就得预先通知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应该受到一切殷

勤的照顾。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充满温柔爱情的生活才能补偿她

已遭遇到的和即将遭遇的一切，因为她不得不应付一些奇妙的圣

人。

主要是由于我对燕妮的关怀，才使我希望你尽快地、幸运地

走上社会舞台，因为这样她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至少我是

这样看的。亲爱的卡尔，我向你保证，要不是这个原因，我现在

宁愿尽力劝阻你进入社会，而不是鼓励你走上这条路。但是你看，

这个富有魔力的姑娘把我这旧脑筋也弄得有些错乱了，世界上我

最希望的是看到她平静和幸福。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

个值得你全神贯注的目标。你在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就不得不顶住

９５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３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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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邪恶，表现出对人的体谅，聪明机智、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

这也许是件好事，是有益的。为此我感谢上天，因为我希望永远

喜欢你的为人。你知道，虽然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但我并没有

平庸到丧失对高尚和善良的事物的感受力。我仍然不想完全离开

我扎根在其中的大地，也不想独自飘飘然置身于我感觉不到坚实

土壤的太空中去。所有这一切自然使我比在别的情况下更多地思

考你所拥有的手段。

你已经在写剧本，这当然是很正当的事。写剧本很重要，而且

干起来也容易出名，但是这自然也有失败的危险。一个东西的内在

价值并不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阴谋、诡诈和

嫉妒——可能在那些最长于此道的人中间——常常压倒长处、优

点，特别是当这些品质还没有由某个著名人物体现出来和保持下

去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算是最明智的呢？要尽量做到在这一

大的尝试之前先来一次冒险性较少的小尝试，但这一尝试仍然是

相当重要的，为的是一旦成功，即可获得相当大的名声。但是如果

一个较小的题材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话，那么，在材料、题材和

环境中就必须包含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我对这样的题材考虑再三，

觉得以下的想法是合适的。

题材应当取自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并且不要象长

篇史诗所要求的那样取很长的时期，而是取一个较短但却对国家

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

题材应当能为普鲁士增光，它应当能通过非常高贵的路易莎

女王的精神来强调指出王国的天才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贝拉利昂斯－滑铁卢近郊的伟大战役１８７便是这样的时机。

０６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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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普鲁士及其君主①受到莫大威胁，连整个德意志及其他

国家都面临极大的危险。而在这次大战中普鲁士实际上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因此，这可以作为庄严的颂诗或者其他形式作品的

题材，在这方面你比我知道得清楚。

困难本身不会是怎么大的。不管怎样说，最大的困难无非是把

波澜壮阔的场面压缩到狭小的范围中去，并且还要成功而巧妙地

把这个伟大的时刻描绘出来。不过有这样一篇爱国主义的、热情洋

溢的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颂诗，就足以使一个人博得声誉。

但是，我能够做的只是建议、劝告而已。你早就无需我的监护，

在这个问题上本来也比我强，所以我还是让你自己去拿主意。

我所说的题材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很快写成，而且也

很适时，因为６月１８日又轮到一次周年纪念日。费用不会很大，如

果需要，我愿承担。因为我非常希望看到可爱的燕妮能够安心，能

够昂首挺胸。不能让这个可爱的孩子折磨自己。如果这一点你能

做到——这个要求对你说来不是力不能及的，——那么你就将有

了保障，并将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娇生惯养的生活。

况且，事实上这一题材不可能不使人振奋，因为在这次战役中

如果遭到失败，就会使人类，特别是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带上枷锁。

只有当前的伪善的自由主义者才会把拿破仑奉为神明。在拿破仑

统治时期，确实没有人敢想一想，在整个德意志，特别是在普鲁士，

人们每天能够随心所欲地写些什么。要是哪一个研究过拿破仑的

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那他就会心安理得

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

１６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３月２日）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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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向我的朋友莫伊林热诚致意。望告诉他，我受委托办的事

务，至今还未完成，因为我得了流行性感冒，病倒了八天，往后，我

打算只出庭，不做别的。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８

１８３７年８月１２日于埃姆斯浴场

亲爱的卡尔：

我那封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写的信大概使你感到很伤心，果

真如此，我将诚心诚意地感到抱歉。不过，我并不认为我做了什么

不对的事，我让你自己去判断一下，我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要发火。

你知道，也应当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那些信（因为我没有发现里

面有病态的多愁善感和荒诞、忧郁的思想的痕迹）成了我们真正的

需要：今年夏天，这些信对我、对你那深深爱你的母亲都是无价之

宝。爱德华已有半年常闹小病、消瘦不堪，不知他能否康复，更何况

他萎靡不振，实质上，是害怕死——这在儿童中是很少见的，这种

情绪是如此强烈地压抑着他。你是了解妈妈的，她日夜担忧，寸步

不离开他。我怕她受不了这样的紧张。

２６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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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七、八个月以来咳嗽得很厉害，由于经常说话，咳嗽一

直不停。索菲娅的身体也不大好，药物总是不管用。在这种情况下，

你与燕妮的关系、她的长期不适、她的深深的苦闷、我与威斯特华

伦一家的不明确的关系，——虽然我总是只采取最直截了当的方

式行事，——所有这一切对我都影响很大，有时使我变得如此懊

丧，以致连自己都认不出了。所以我问你，在这种极度懊丧的情绪

的影响下我是否变得太冷酷了？

在这世界上，除了你妈妈之外，我最爱的便是你了，然而，我并

不是盲目的，也更不想变成盲目的，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作了公正

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

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如

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更怜惜自己的双亲，会为他们作出更大的

自我牺牲。如果说我从父母那里除了得到生命之外，再也没有得到

什么东西的话，——虽然公道地说还有母爱，——那么，我怎么会

为了尽可能不使他们伤心而奋斗、而受苦呢。

不要用性格为自己辩护，不要怪天性，它肯定象母亲那样对待

你。它给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但是，稍为受到一

点风暴的袭击，便悲痛不已，每受一次创伤，便暴露出自己那颗破

碎的心，并以此来撕裂我们所爱的人们的心——你把这叫做诗吗？

上帝发发慈悲，让我们摆脱一切天赋中这个最出色的才华吧，如果

它的直接效果就是这样的话。不，只有懦弱、娇生惯养、自私和自负

才会促使一个人一切只为自己着想，才会把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

人放在次要的地位！

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

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如果责任和爱要求这样做的话。这里说的不是

３６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８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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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瞬间的

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

出，因为正是在这种场合，“自我”显得特别光彩夺目。不，我说的是

每日每时不断表现出来的牺牲，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

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

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

更加美丽。

你自己曾经很出色地描写过你的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

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与忠诚。你的确没有

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

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呢？

我并不想冒犯你，当然，也不愿使你伤心，因为实际上我的心

是很软的，生怕委曲了你而后悔。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我为此而受

苦，你的慈祥的母亲也为此而受苦。这一层我或许还能忍受下来。

没有哪个人的私心比好父母的私心更少。但是，为了你自身的幸

福，我不能不说这段话，而且，在我未确信你已经从你本应非常高

尚的性格中抹掉这个污点之前，我将继续说下去。不久，你将成为，

而且一定会成为一家之父。但是，不论荣誉、财富或名誉都不能使

妻子儿女幸福。只有你，你的良好的“自我”，你的爱，你的温柔的举

动，抑制暴躁性格、发脾气和神经过敏的能力等等，才能使他们幸

福。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谈我自己，而是促使你注意那即将使你受到

约束的纽带。

你自己说过，你是幸福的宠儿。愿至仁的上帝一路保佑你，只

要孱弱的人性允许这样做。但是，即便是最幸福的人也有忧伤的时

刻；无论对哪一个凡人，太阳都不会永远露出微笑。但是，对于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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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人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要求他拿出男子汉的勇敢、镇定、容忍和

朝气来与暴风雨相抗争。我们有权要求过去的幸福成为保护我们

免遭一时的苦难的铁甲。幸福的人的心是充实、宽广而坚强的，它

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撕碎的。

你亲爱的妈妈将你的信转到这里来了。计划草图是美好的，如

果计划能好好实现，那将能成为文学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但是，

势必遇到巨大的困难——首先是那些内心受到伤害的人的自私，

同时也在于为首的没有一个享有卓著的批判声誉的人。不过，报纸

可以帮助树立声望。说到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是否要用本名

发表？因为对你来说，为了获得教授的头衔，博得声誉，证明自己的

批判才能，是很重要的。然而从你的信里我得不到这样的信心。但

愿上帝会保佑你。

我的柏林之行看来不会实现了。在今年开支已经这么大的情

况下，这会是一项过分沉重的负担。此外应当承认，我多少有点想

尽量争取当市政参议的打算（虽然还不是那么确定）。事先我想听

听耶尼根先生对此事的意见，他的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是很有

益的。由于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希望不大。我不想向你提出任何违

背你的感情的要求，不过，也许你可以办事办得更聪明一些。顺便

说说，我听说耶尼根先生将偕同妻子去巴黎，要路过特利尔。你已

错过了许多事情，因为耶尼根夫人今年夏天给你的燕妮写过好几

封温情脉脉的信。

我急切地期待着你的来信，好进一步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只

是我要求你写得详细些。

今天，我为你牺牲了早晨的散步，此刻，正好是稍微走一走的

时候。我还得给你亲爱的妈妈写几行，我要把这封信寄给她。这样

５６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８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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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同样可以收到一封长信，因为再要多写我将不胜其烦。

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永远照你所说的那样爱我吧，只是别

叫我为你的奉承而脸红。你高度珍重你父亲并不是什么坏事。我

此生已经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了你，我已心满意足，但是，对我

自己，却是远远不能满意的。

你的父亲

马克思

又及：你向我要的所谓墓前演说是个只有十来行字的作品，它

已不在我这儿，我想，大约在索菲娅处，而且，在最后一次斟酌的时

候已作了一些修改。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７年８月２０日左右］于埃姆斯浴场

亲爱的好卡尔：

我不知道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是否已经收到我的另一封由你亲

爱的妈妈转寄的信。盼已收到。此刻由于我愿意跟你谈谈话，还由

于你大概会很高兴见到一个与我友好相处过好几天的人，我便领

受送信人的美意，托他把这几行字转交给你。

６６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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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送信人是个正直的年青人——卡尔①亲王的儿子的教师。我

是在此地与他相识的。我在这里多半是离群索居，难得结识几个新

人。我和海姆先生一起度过了不少愉快的时光。就这么短短的时

间里对一个人可能达到的认识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和

蔼可亲的和正派的人。

他答应去看你，如果他发现一个父亲的利己的偏心所描绘的

形象是符合真实的话，那么，我将感到高兴。

在这个假期里你可能愿意去看一些名胜古迹，而海姆先生由

于他的地位，在这方面大概不难给你以帮助。

如果你有空给我写信，我将为收到你简单介绍一年来你在攻

读法学方面做了哪些事而感到高兴。从你的初步计划来看，你认为

没有必要学习官房学。只是你可别把自然科学疏忽了，因为你没有

把握日后能把这个缺陷弥补上，那时，后悔就太晚了。

也许最近几年里会有让你登上法律舞台的良机，如果你决定

在波恩住下来的话，因为那儿还根本没有高出一般水平的人物。我

知道，从科学方面来考虑，柏林有其优越之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姑且不说那儿会发生较大的困难，你也得为你的父母想一

想，如果你离开他们那么远，他们那彩虹般的希望将会受到多么严

重的打击。当然，这不应扰乱你的生活计划。要知道，父母之爱是

各种感情中最无私的。但是，如果你的生活计划能与父母的愿望和

谐地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将给我的生活带来最大的欢乐，因为这

种欢乐已随着年华大大地减少了。

我在这里的逗留至今尚未见到多大效果。但是，尽管百无聊

７６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８月２０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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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我还得继续呆下去，以便满足你那善良的母亲的愿望，她恳切

地要求我呆下去。

我早就怀有在这个假期里见到你的愿望，现在，只得把它放弃

了。为此我得极力克制自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该死的咳嗽使我

在各个方面都备受折磨。

但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卡尔！愿你生活得幸福，别忽视健康。

我不能过多地重复这句话：在丰富你的精神的同时，保重你的身

体。

全心全意爱你的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７年９月１６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你最近的一封信我们大约八天前收到，我以为不久会收到一

封接下去的较详细的信的，现在我仍愿等一等，直到了解了总的情

况为止。不过，让你长久地等下去也会使你烦恼的，尤其是问题可

能牵涉到决定你下一步的计划。

亲爱的卡尔，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顽固，也不抱成见。你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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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那一项专业作为你将来的前程，基本上对我都一样。但是，你所

选的专业是否最适合你的才能，这个问题，为了你的缘故，我当然

会操心。起先，大家是按常规考虑问题的。但是，看来这样的生涯

你并不喜欢。我承认，我为你早熟的观点所倾倒，所以，当你把教职

选作自己的目标时，我表示了赞许，不论你选的是法学还是哲学，

经过最后考虑，我觉得后者更合适。这条生活道路上的困难，我十

分清楚：近来我在埃姆斯有机会常常与一位波恩的教授见面，特别

了解到了这些困难。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

的人，可能在波恩作为一个法学教授而发挥巨大作用。加之从柏林

派往波恩比较容易，当然，要有提携，除非由于诗歌使你得到提携。

但是，即使你很走运，为此也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你的特殊状况

却迫使你……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看（有一点是重要的，即在良好

的正规教育下获得教授职位往往可能是终极目标）。实际生活是否

会促使一个人如此迅速地高升呢？一般规律是，不会，经验已经作

了极好的证明。人情关系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没有它，如果

你毕业后过了几年成为一个没有薪俸的陪审推事，而且长期都只

是当个陪审推事，那么，你也无法申诉。但是，即使是最严格的道德

规范和最细致的挑剔也允许人以自己的长处来为自己赢得保护

人。这样的保护人深信自己所保举的人精明能干，是会真心保护

他，提拔他的。你的天赋才能对于实现这个目的很有用。最有效地

利用这种才能——这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第三者比较难于发表

意见，因为在这种场合必须多方面考虑个人的特点。不论你究竟干

什么，你都得从这个观点看问题，要把一切估量估量，因为你得抓

紧——这一点，你自己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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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个方面讲，这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须知即使是最

美丽的图画也有其阴影面，因此，在这里就必须有所顺从。不过，这

种顺从基于非常光辉的品质，完全出自本身的意志——听命于心

灵和理智的意志。因此，这种顺从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一种享

受。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来：该向你提出什么劝告呢？对于你的

戏剧评论计划，首先，我得承认，就事情本身而论，我对此不特别内

行。戏剧评论要耗费大量时间，要求极其谨慎。如果就艺术而言，

那么，这种活动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贡献的活动之一。从荣誉的观

点看，它可以使你荣膺学者证书。

人们将怎样对待它呢？我想，敌视会多于欢迎。据我所知，优

秀学者莱辛所走过的道路并不都是铺满玫瑰花的。他一生始终是

个穷困的图书馆员。

这种活动能不能给你带来优越的物质利益呢？这个问题与上

述问题有关联，我不能作出断然的回答。我仍和过去一样认为，一

些单个的优秀作品、一首好的史诗、一出天才的悲剧或喜剧，对你

的目的说来要合适得多。——可是，你是自己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并且愿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只能祈祷上苍，让你通过某条道路

尽快达到既定目的。

我还要对你说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你在三年学习期满后不再

向家里要什么，因而经常被迫去做对你有害的工作，那么，就听命

于天吧。不过，要我作出牺牲的话，我是宁愿作出牺牲，也不愿损害

你的前程。如果你能理智地、无损于你的前程地做到这一点，那自

然将大大减轻我的负担。因为自从法庭分散以来，加上年青人积极

性的增长，我的收入减少了，而支出却相应增加了。但是，正如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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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说过的，这种考虑不应成为障碍。

既然回头谈到了实际出路问题，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官房学呢？

我不知道我是否错了，不过我觉得，诗歌和文学在政界比在司法界

更容易为自己找到保护人，一个吟诗作赋的政府顾问，对我来说，

比一个吟诗作赋的法官更其自然。再者，就事情本质来说，除了自

然科学，官房学难道不正是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律师所必需的吗？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忽视自然科学，否则将是不可饶恕的。

你自己能够从你的状况中吸取教训，正是那个你在正常条件

下长期都不会注意到的生活面将真正成为你的生活问题。因此，你

必须好好想想，检讨自己，开始行动。这些考虑，尽管是强加给你

的，但我丝毫也不担心它们会使你做出卑贱、低下的事来。尽管我

已头发斑白，精神欠佳，操心事很多，我仍将继续搏斗，蔑视卑贱。

你得天独厚，以你非凡的力量这样做当是不可能的。可是，一个高

傲的青年在他精力旺盛的时候，可能认为理智和责任对自己、特别

是对他有责任关心其幸福的人严格要求是一种屈辱。当然，要求一

个十九岁的人精于处世之道，这固然要求太高了。但是，十九岁的

人……

你的上一封信我没给威斯特华伦家看。这些很好的人，具有特

殊气质。一切事情在他们家都得进行多方面的、反复不停的讨论，

因此，最好还是尽量少给他们这样做的材料。你今年的学业和以前

一样，我看不出，为什么我要给他们材料以引起新的幻想。

燕妮仍不在这里，不过她不久就要来了。她没有给你写信，只

不过是孩子气和任性，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因为她以最大的牺牲精

神爱着你，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差不多快要用生命来保证这一点

了。

１７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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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写信的想法或是其他什么模糊的想

法，——要知道，她身上是有某种聪颖独特的东西的。但是，这一切

对事情又有什么相干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公爵也不能把她从你手

里夺走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轻信的

人）。她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这一点你绝不应当忘记，——

在她这样的年龄上，她正为你作出一般姑娘无疑不会作出的牺牲。

如果她有这种念头——不愿给你写信或是不能给你写信，那么，看

在上帝的份上，你对此别介意吧。须知这基本上只不过是无关紧要

的现象，如果你对实质问题抱有信心的话。如有机会我会跟她谈一

谈，虽然我很不乐意做这事。

这一整年我都为将见到你而感到快慰。所以一个人是靠着永

恒的幻想为生的。唯一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欺骗你的是一颗善良的

心，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爱，在这方面，我可以认为我是个富翁，因

为我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妻子的爱和一群好儿女的爱。

可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鼓

气，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

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

但愿上帝让我们很快摆脱这场旷日持久的搏斗吧。有时也给爱德

华写几行吧，只是你得做得好象他已完全康复的样子。

如果你能不是过于勉强地接近耶尼根先生的话，我将感到高

兴，我很希望这样。如果你能与埃塞尔先生来往，这对你将特别有

益，就我所知，他与莫伊林有着友好的关系。

其次，请你顺便去看望一下司法枢密顾问莱茵哈德先生，用我

的名义请他帮忙打破我的案件１８２的僵局，我是赢，还是输——没有

这事，我的操心事已经够多的了，我愿意至少将这桩事从头脑中扔

２７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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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好了，我亲爱的好卡尔，我看，我已写得够多了。我很少将东西

分成一份一份的，并且认为回过锅的与新鲜的是不能相比的。再

见，别忘了，你的父亲已经年迈，而你的血管里流动的却是青春的

血液。如果说你侥幸能保住它不受暴风雨般的、毁灭性的激情的损

害的话，那么，你至少还应通过青年的朝气，豪迈的欢乐以及与你

的心灵和理智相适应的青年的娱乐来不断更新它。

亲热地、诚挚地拥抱你。

你的忠实的父亲

［母亲的附笔］

我非常喜欢的、亲爱的卡尔：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仁慈的上苍保佑你健康。你在生活上是

有节制的，但愿你在自己的欲望和希望上也尽可能是有节制的。

最根本的东西你已经得到了，因此，你现在可以较稳重、较审

慎地行动了。冯·威斯特华伦夫人今天与孩子们谈了话。［燕妮］

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会回来。她写信来说，她非常想赶回特利尔，

渴望听到你的消息。我认为，燕妮对你保持沉默是出于处女的羞

涩，我常常从她身上觉察到这一点，这当然不是缺点，相反，这更增

添了她的魅力和其他的好品质。

埃德加尔①大概将动身去海德尔堡继续肄业。

你可以相信，我们把你的顺利和你在各方面的成功都记挂在

心上。求仁慈的万能的上帝指点给你一条正确的、最有益于你的道

３７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９月１６日）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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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吧。我们将为此祈祷。你要有勇气，要克服困难。耐心和勤劳能

克服一切。我在想象中亲切地吻你。去买一件毛呢上衣秋天穿吧，

它可以帮你御寒。快点来信吧，亲爱的卡尔。

你的永远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给海尔曼也写几句吧，把字条夹在给我们的信中。他进步很

大，我们对他很满意。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７年１１月１７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难道你真的在施特拉洛住下了吗？在这种时节，而且是在柠檬

都不开花的僻壤①，这是可思议的吗？然而，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

就是问题之所在。对一个认真办事的人来说，知道地址是通信的首

要条件。因此，我只好靠他人帮忙了。

不过，地址，这是形式，看来，这也正是你的弱点。那么，内容应

４７８ 附  录

① 歌德《迷娘》中的诗句的改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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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码事了。至少应当这样认为，如果注意到：（１）你在题材方面

并不欠缺；（２）你的情况相当严重，足以引起巨大的关切；（３）你的

父亲可能对你有点偏爱，等等，等等。甚至在中断两个月之后，——

而且第二个月给我带来了许多令人操心的、不愉快的事，——我收

到一封既没有形式，也没有内容的信，一张既同过去的事没有联

系，也同未来的事没有联系的言之无物的纸片！

为了使通信有意义和有价值，就得保持连贯性。写信人的脑子

里必须想到自己的上一封信和对它的回信。你的前一封信有好多

东西引起我焦急的期待。我写了好几封信要你谈谈你的情况。可

是，我收到的却是一封支离破碎、毫不连贯的信，而且，更糟糕的

是，一封充满了痛苦的信。

坦白地说，我亲爱的卡尔，我不喜欢这种时髦的词儿，这是意

志薄弱的人用来掩饰自己的。他们对于因没有付出些许劳动和努

力而未能拥有陈设豪华的宫殿、车马和百万家财这一点怨天尤人。

我讨厌这种失望情绪，我最不希望你有这种情绪。再说，你有什么

理由这样做呢？难道命运不是从摇篮时代起就垂青于你吗？难道

大自然没有慷慨地赋予你才华？难道父母没有宠爱你？难道迄今

还缺什么东西使你的合理愿望得不到满足？难道你不是令人不解

地占有了一个姑娘的心，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羡慕你？可是，刚碰

上第一次波折，第一次没有实现愿望，你便如此失望！这是力量？这

是男子汉的性格？

你自己曾用坚决的话表示，你将来要自给，并为此现在就开始

克制自己。难道你不是逐字逐句地这样写的吗？要知道，只有小孩，

当他们感到自己的诺言是负担时，才会埋怨他们许下的诺言。

不过，命运女神在这里也保佑着你。你那善良的母亲，心肠比

５７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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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软，还常常回想起我们从前有个时候也曾是莽撞的淘气鬼手

里的玩物，她可敲过警钟，而你的燕妮的极其善良的双亲巴不得立

即治好那颗可怜的受伤的心。药方无疑已到了你手中，如果不曾由

于缺乏准确的地址而投递错误的话。

时间不多，因为索菲娅得赶在邮班之前将信送到冯·威斯特

华伦家，他们如今住得挺远。我是今天才得悉这个好机会的，所以

我得就此搁笔。实质上，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我至多只能提

出问题，但我不愿做个纠缠不休的人。请我可敬的儿子让我只提一

点，即我感到很惊讶，何以至今都没有收到你需要花钱的请求！或

许你现在就已经想靠过去取走的那笔数目过大的款项生活了？这

可是为时过早。

你亲爱的妈妈仍不原谅你没有象其他人那样在秋季回来。如

果你和亲爱的妈妈都觉得等到来年秋季时间太长的话，那你可以

复活节假期回来一趟。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姐姐索菲娅的附笔］

亲爱的卡尔，你好！快点给我们来信，谈谈你现在既满足又恬

静的生活。复活节见，卡尔，——要等这么久，我觉得象是永无尽

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６７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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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９日于特利尔

亲爱的卡尔：

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弱点，那么，他应当采取措施来克服

它。如果我要象往常那样写一封前后连贯的信，那么，我对你的爱

最终会使我的语调变得伤感，于是，先前说的就会失去任何意义。

至少我觉得，你是从来不把信再读第二遍的，而且有你的逻辑，因

为如果回信不是回答，何必再读它呢？

我想要用箴言的形式向你提出我的责怪。我在这里要提的确

确实实是责怪。为了使我自己把它弄明白，并且让你把这一切当

作苦药丸吞下，我将提出几个我打算完全根据经验来回答的问

题。

一、在天赋天才特别好的青年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尤其是：

（１）如果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且我也乐于相信），尊敬自

己的父亲并把母亲当作理想的人物；

（２）如果他不考虑自己的年龄和地位，把一个最高尚的姑娘的

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且

（３）因此得到了一个十分可敬的家庭对他的婚姻的同意，这桩

婚姻表面看来，从世俗观点看来，预示着他们宠爱的女儿将面临危

险，将有一个阴暗的未来。

７７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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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的父母有没有某种权利要求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方式

给他们带来快乐，或至少是瞬间的快乐，尽可能不使他们感到忧

伤？

三、迄今你那出色的天赋给予你父母的成果是什么？

四、给你自己的成果又是什么？

老实说，我本来可以，也应当在此搁笔，让你自己来回答这些

问题，详细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我怕在这件事情上动任何诗情。我

要照散文方式，即根据真实的生活来回答这些问题，甚至不怕我那

可敬的儿子会感到散文味太浓。

我现在的情绪，说真的一点没有诗意。咳嗽已持续一年，使我

无法办事，前不久又添了一种病——关节痛。这一切使我情绪不佳

超过了应有的程度，也使我对自己的懦弱生气。因此，你从我这里

能期望到的自然是一个忧郁的、风烛老人所能作的描述。他饱受无

数失望的刺激，尤其使他受刺激的是，他不得不把一面现出被歪曲

了的形象的镜子送给他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答案或责怪

一、天赋应该受到、要求受到酬谢，而因为卓越的天赋无疑是

最高的赐予，所以它要求的酬谢也就比较高。但是，大自然只允许

有一种酬谢的方式，即正当地使用天赋，说得通俗些，就是要使天

赋带来好处。

我清楚地知道，对这个问题可以而且也应当用比较崇高的语

气来回答，也就是说应将天赋用于使自身完善。对此，我当然不反

对。是的，应将天赋用于使自身完善。但是，究竟应当怎样做呢？人

８７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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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是有精神的生物，同时又是社会的成员，国家的公民。因此，

说的是体魄上、精神上、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完善。只有在争取达到

这个伟大目标时做到和谐协调，才能形成美好的、迷人的整体，它

使上帝、人们、父母和爱人都喜欢，而且称得上是比跟老同学重逢

更真切、更自然的写照。

不过，我重复一句：只有努力使完善在各个部分均衡地表现出

来，才能清楚地表明你的意志没有辜负你的天赋。只有通过这种均

衡分布才能产生美好的形象、真正的和谐。

但是，如果仅限于努力使某些个别部分完善，即使这种努力是

最真诚的，也不仅得不到任何好结果，反而会产生讽刺性效果：在

体魄方面——是花花公子；在精神方面——是狂热的幻想家；在政

治方面——是阴谋家，而在智力方面——则是书呆子。

（１）不错，一个青年应向自己提出这样的目标，如果他真的想

使他的父母——他们对他的关怀照顾，值得他衷心铭感——高兴

的话，特别是如果他认识到父母已把自己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他

身上的话；

（２）不错，他应当考虑到，他已承担了一项可能超过了他的年

龄应当承担的，然而因此却更神圣的义务——为了一位姑娘的幸

福而牺牲自己。这位姑娘按其出众的才干、社会地位的优越，她是

作了巨大的牺牲的：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比她年轻的人的命运联

结起来，从而拿她灿烂的地位和锦绣前程换取一个靠不住的、阴暗

的未来。简单而实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为她在现实中创造一

个配得上她的前途，而不是让她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守着一盏放

在一个放荡不羁的学者身旁的昏暗的油灯。

（３）不错，他负着很大一笔债，一个高尚的家庭完全有权因为

９７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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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由于他们的女儿人品出众所建立起来的美好希望而要求得

到巨大赔偿。真的，千千万万的父母是不会同意的。你自己的父亲

在忧郁的时刻几乎希望他们这样做——我太关心这位天使的幸福

了，我爱她犹如亲生女儿，正因如此，我为她的幸福担忧。

总之，这些责任加起来构成一种牢固的纽带，仅仅有了这种纽

带就足以驱赶一切恶魔，消除一切迷惑，纠正一切缺点，在自己身

上唤起新的、更美好的动机，把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变成稳健持重

的人，把一个否定一切的天才变成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把不知天高

地厚的后生小仔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领头人变成一个能适应社会的

人，这种人可以保持足够的傲气，不象鳗鱼那样滑，但应当具有充

分的实践才智和机敏，以便感觉到只有结交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学

会向社会展示自己最令人喜欢的、于己最有利的一面的本领，学会

尽快获得人们的尊敬、爱戴和享有威信的艺术，学会实际运用大自

然这个母亲如此慷慨地赋予他的才智。

简而言之，任务就是这样，那么，如何解决呢？

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

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

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

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

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

意的告诫，被用来点燃烟斗，这还算不错的，要是由于更不负责任

的混乱而落入旁人之手，那才糟糕哩。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

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

在这里会得到有助于履行神圣职责的收获吗？

三、尽管我下了决心，但我仍为刺痛了你而深感不安，而且几

０８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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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苦恼不堪，我的衰弱又一次袭来，为了支持住自己——说实话

——我服用了医生给我开的丸药，把它们全都吞下去了，因为我想

这一次做个坚强的人，把我的全部责怪都倒出来。我不想做软心肠

的人，因为我感到，我过去太宽容了，太少谈到我对你的要求了，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你的过失也有我的一份。就要告诉你，而且必须

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

他们带来欢乐。

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你的债务——说真的，数目可不小——刚

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我们象是某部小说

里宽容的父母那样成了这场恋爱的信使，背上了它的十字架。但

是，由于深深感到这是你毕生幸福之所系，我们便忍受了那无法改

变的事情，而且，可能还扮演着不恰当的角色。你还年少就远离了

自己的家，但是，我们曾以父母的眼光研究了这个家庭给你的良好

影响，希望看到不久会产生好结果。要知道，理智和需要都为这一

点作证明，那么，我们将会收到什么样的果实呢？

我们从未从理智的通信——照一般道理说，这是离别的一种

慰藉——中得到快乐。因为通信要求双方相互而协调地、连贯而

经常地交换意见。我们从来没收到对我们的信件的直接答复；

你的每封信从来没有一次同你的上封信或者同我们的信有联

系。

假如说，今天我们得悉你有了一位新交，那么，随后他便象死

婴似地永远消声匿迹了。

我们的宠儿究竟在忙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关于这些，偶尔发

出一两句豪言壮语，接着，那洪亮的声音又魔术般地沉寂了。

我们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你的信，——最近这一次你明知爱德

１８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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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病，妈妈微恙，我自己也不大舒服，再加上柏林霍乱流行，可

是，在你的来信里对这些只字未提，好象这一切无须请求原谅似

的。这封信里只有仓促涂写的几行字和以《访问》５为题的日记摘

录，坦白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与其收阅，还不如扔出门外。这是一派

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

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

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

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被歪曲了的思想。

不错，你的信还有点内容：抱怨燕妮不给你写信。你在埋怨，虽

然在心灵深处你深信幸福在各个方面正向你微笑。至少你没有任

何理由悲观失望。但是，你对此还嫌不够，你那亲爱的［我］渴望读

到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在眼下这种场合，这自然是十分合理的），而

这几乎就是可敬的儿子能够对他的父母所说的一切了，虽然他明

知他们有病在身，明知他那无理的缄默正使他们伤心。

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

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

百。那又为什么呢？应该替他说几句公道话：他不是耽于享乐的人，

也不是好挥霍的人。但是，一个人怎么能每隔一两周就要发明新花

样并不得不把过去辛辛苦苦地完成的工作全部推倒，我要问，他怎

么能考虑一些琐碎小事呢？他怎么能服从琐碎规矩呢？每个人都

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欺骗他，只要不碰到他的图样１８９就行。这样自

然不久又会开出新支票。象Ｇ．Ｒ．和埃弗斯这些庸人会操心这类

事，可是那是一些凡人。不错，他们由于自己的平庸，企图消化讲义

的意思，哪怕是讲义中的一些词句，为自己寻得保护人和朋友，因

为考试是由人，由教授、学究、有时是爱记仇的恶棍主持的，这些恶

２８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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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喜欢让独立不羁的人出丑。要知道，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会创

造和破坏！！！

不错，这些可怜的年青人睡得很安稳，除非有时半个夜晚或整

个夜晚花在娱乐上。而我的能干的、才华横溢的卡尔却通宵达旦地

苦熬着，他认真攻读，把自己的身心弄得疲惫不堪，他放弃了自己

的一切娱乐——实际上是为了进行崇高的、抽象的探索，但是，他

今天创造的东西，明天就破坏了，最后，既毁了自己的东西，又没有

吸收旁人的东西。结果弄得身体虚弱，精神恍惚，而那些庸夫俗子

却顺顺当当地前进，有时还比那些放弃青春的欢乐，为追求博学的

幻影而毁坏自己的健康的人更好地、至少是更舒适地达到了目的。

其实，后者只要同有名望的人短期交往，便能更好地达到所追求的

东西，而且自己还可以得到娱乐！！！

就此搁笔，因为根据急速跳动的脉搏我感到我的口气快要变

温和了，而今天我要让自己做个残酷无情的人。

我还要把你兄弟姐妹们的责怪算进来。从你的来信中很难看

出你有兄弟姐妹。至于说到善良的索菲娅，她为你和燕妮操了那么

多心，这样对你忠心耿耿，而你呢，当你不需要她的时候一点也不

想她。

我为你付了一百六十塔勒的支票，我不能，或者说很难把它算

到过去这个学年的账上，因为这一年的费用你已经悉数支取了。今

后我不愿意经常碰到这类事。

在现在这个时候来这里是不明智的！我知道你是不认真听课

的，虽然你大概还是付了听课费用，不过，我至少要保持外表的体

面。我绝不是舆论的奴隶，但也不喜欢别人说我的坏话。你可以回

来过复活节，甚至提前两周回来——我不是迂夫子。尽管今天我写

３８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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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一封信，你尽可以相信，我将张开双臂拥抱你，将你紧紧贴

在那颗只因过分担忧而心疼的父亲的心上。

你的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８年２月１０日于特利尔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走出房门，一个月卧床不起了。所以，我没

给你写信。今天我想起床呆它几个小时，试试看我能否写成一封

信。手有点抖，但还能写，只是我不得不写得比我希望写的和应当

写的短一些。

当我给你写一封有点尖锐的信时，我的情绪是不好的，这一点

应注意到。不过，我决没有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杜撰什么，可能只

是有些夸大而已。

把责怪逐条重新讨论，我现在完全没有力量，而且，在抽象议

论的技巧上，我根本不愿与你较量，因为在深入到最神圣的圣所以

前，我得先钻研专门术语，而干这个，我已太老了。

如果你的良心和你的哲学和睦相处的话，那是一件好事。

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

４８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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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

鄙的钱，看来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你始终都没有意识到，我却体会

得较深。我不否认，有时我责备自己在这个方面给了你太多的自

由。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

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

不过，如果你说，或者以为，我不了解你或者对你有误解，那就

错了。两者都不是。我对你的心，对你的道德是给予完全公正的评

价的。这一点，还在你学法律专业的第一年我就已提供了不容置疑

的证明，我甚至没有要求你对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地方作出解释，

尽管它是很成问题的。这是由于我对你高尚的道德非常信任，而

且，感谢上帝，我至今仍然信任这一点。但是，信任并没有把我变成

盲目的人，我放下武器只是由于我疲倦了。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

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你在我内心占着很大的位置，你是我

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

你最后的决定很可嘉，想得很好。这是很聪明、很值得称赞的，

如果你履行你的诺言，大概会带来丰硕的成果。你要相信，不只是

你一个人作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但是，理智应当获

得胜利。

我累极了，亲爱的卡尔，我不得不搁笔了。可惜我不能象我希

望的那样去写，我多想倾尽全心拥抱你啊，可是我的病情使我无法

这样做。

你最近提的有关我的建议做起来有很多困难。我有什么权利

呢？我有什么后盾呢？

你的忠实的父亲

马克思

５８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８年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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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附笔］

最亲爱的卡尔：

你亲爱的父亲为了你第一次勉强提起笔。你善良的父亲很衰

弱。求上帝让你高尚的善良的父亲早日康复吧。亲爱的卡尔，我眼

下仍很健康，我对我的状况听天由命，心平气和。亲爱的燕妮象热

爱自己父母的孩子那样对待我们，积极参预我们的一切，经常以她

那可爱的孩子气、她那善于在一切事物中看到光明面的本领来给

我们鼓气。亲爱的卡尔，来信告诉我你的近况如何，是否完全复原

了？你不回来过复活节，我比谁都感到伤心。感情强过理智，我感

到遗憾的是，你，亲爱的卡尔，太理智了。你不要根据我给你的信的

篇幅来衡量我内心中对你的爱，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感情

很深，但表达出来很少。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快给你善良的父亲

来信，这毫无疑问将加速他的康复。

永远爱你的母亲

罕丽达·马克思

［姐姐索菲娅的附笔］

收到父亲的信，你会感到高兴吧，亲爱的卡尔。我现在感到我

的长信是这么无足轻重，以致我不知道是否该把它放进来，因为我

怕不值得为这样的信花费邮资。

爸爸好一些了，也是该好的时候了。爸爸卧床快八个星期了。

只是最近几天他才起床，以便让卧室通通风。他今天顽强振作起来

以颤抖的手给你写几行字，可怜的爸爸现在脾气很急躁，这也不奇

怪。整个冬天他都没有事做，而费用却比往常增加了三倍。我天天

６８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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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唱歌，朗读东西。快点把你早就答应我的抒情诗寄来。快点来

信，这将使我们大家都高兴。卡罗琳①不舒服，路易莎②也卧病。她

大概得了猩红热。埃米莉③活泼、快乐，而耶塔④精神不大愉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９０

［１８３８年］２月１６日

亲爱的卡尔，写几个字向你问好。更多的话我暂时也写不出来

了。

你的父亲

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７８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８年２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的妹妹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妹妹埃米莉·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妹妹卡罗琳·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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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８年６月２４日于尼德布龙

此信上方的地名将告诉你，它，那悲惨的地方，那古老的宗教

小巢①连同它那小小的人类世界，已经留在我背后了。
１９１
接着，这

地名还要告诉你，我们去了一趟沃格策，告诉你我在那个小小的殷

勤的疗养地的内心生活和外部活动。但是，你先得屏气凝息来细

听，我的心爱的人，细听我的心儿带给你亲切的爱情的问候，细听

心儿向你絮絮低声诉说爱情的甜蜜、温柔的话语。——亲爱的卡

尔，如果你现在能和我在一起，如果我能偎依在你胸前，和你一起

眺望那令人心旷神怡的亲切的谷地、美丽的牧场、森林密布的山

岭，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你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我的

目光徒然把你寻觅，我的双手徒然向你张开，我以最柔情蜜意的话

语徒然把你呼唤。我只得在你的爱情的无声的信物上印上热烈的

吻，把它们当作你紧贴在心房，用我的泪水浇灌它们。卡尔，常给我

送来这种爱情的使者吧，常给我来信吧，我需要它，我对它的需要

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能鼓舞我那沮丧的心灵，唯

一使我不致完全陷于悲哀和绝望的东西了。我至今仍不能平静下

来，想到那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就不能平静而理智地忍受。在我看

来，一切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不祥，未来的一切我觉得是那样的

８８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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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淡；未来没有东西向我微笑，面前没有东西使我欢乐。甚至灿烂

的过去也只产生悲哀的回忆，唉，眼前毫无乐趣的每时每刻重新强

使我把我们昔日的丰富和我们今日的贫乏极为痛苦地进行对比。

每一天，每一瞬间都提醒我：如今一切都变了，过去的一切都一去

不复返了，那为我们的爱情祝福的卓绝的人①不再和我们在一起

了，他已不能把祝福我们的、给我们力量的太阳的光芒投入今日的

黑暗中，他被永远地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他永远地走了。

今天，他那亲切而美好的形象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眼前，今

天正好是我们一起去屈伦茨②的一周年，那天我们两人曾单独在

一起，两、三个小时地谈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谈论最高尚的、神圣

的利益，谈论信仰与爱情。他说了一些美好而珍贵的话，象金科玉

律铭刻在我的心头。他和我交谈时是如此慈爱，如此真诚，如此亲

切，只有象他这样天资卓越的人才能做得到。我的心真诚地感受着

他的爱并且将永远铭记他的爱！有一种爱，它超过了我们的生命，

永无穷期，他的爱就是这样的爱。那一天，他心情忧郁，表情严肃；

他谈了很多关于亲爱的爱德华的令人担忧的状况，他当时已很清

楚地预见到这事的悲惨结局；他也埋怨他自己身体衰弱。那天，他

咳得很厉害，备受折磨。１９２

我给他采来了一束草莓，并把最好的浆果摘给他。你要是能看

到他当时多么高兴，多么感激我，并向我微笑那该多好。我永远永

远不会忘记这天使般的微笑！——后来，他变得开朗些了，甚至风

趣地开起玩笑来，把我叫作总督夫人。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里韦总

督的妻子病得非常重，人们每天都以为她会死去，你的父亲说我可

９８８亨·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８年２月１６日）

①

② 特利尔近郊。——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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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代她的位置，我应当把总督选作我的临时丈夫，在一段长时期

内扮演总督夫人的角色，因为和你的事还得等很久。这个怪念头使

他开心了很久很久，我一抬头看他，他便开玩笑地说：“我们最仁慈

的女长官夫人，近来可好？”就这样，每天、每时都令我回想起这位

非常好的人物，重新唤起我追念这位亲爱的与世长辞的人的情怀，

怀念他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时日。但是，我并不希望他回到我们

这个悲惨的世界，不，我为他的运道祝福，我羡慕这种运道——我

为他在上帝的怀抱中所感受到的幸福的安息而高兴，为他不再受

苦受难而高兴，为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由于他卓越的一生得到重赏

而高兴。

卡尔，原谅我这样悲痛欲绝，原谅我这么长久地陷在对你和我

们大家都永远难忘的、神圣的人的回忆上，原谅我这样做重新引起

你那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悲痛，原谅我由于哀痛而无法控制自

己。请原谅我给你的信缺乏生气和亲切，但是，我还不能完全左右

自己的情绪，还不能完全消释自己的悲痛。我们要哀悼他的逝世，

还有什么比我们始终怀念他，永远保留对他的清白的一生、他的崇

高的美德、他的圣洁的爱的永志不忘，更适当更庄重的呢？对我们

来说，这也就是最大的安慰，最好的镇痛剂。

随信寄给你几根亲爱的人的头发。这是他的躯体留下的最后

一点遗物了——愁苦与操劳使它们变白了。我在那上面印上了亲

吻，倾注了泪水。

愿它们成为你这一生的护身符吧，让它们时刻向你提醒你的

……的美德吧。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国际版第３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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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柏  林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于特利尔

我的亲爱的、唯一心爱的：

我心爱的人，你不再生我的气、不再为我担心了吧？我写上一

封信时很激动，在那个时刻，我看到的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它们比它

们实际上的样子更暗淡、可怕得多。

我唯一的亲爱的，请原谅我如此吓坏了你，可是，你对我的爱

情和忠诚的怀疑伤害了我。卡尔，你说，你怎么能写一封这样冷淡

的信给我，对我这样怀疑，而只是因为我缄默的时间比通常久一

些，只是因为我比较长时间地把那些由于你的信、由于埃德加

尔①，唉，由于这么多充满我心灵的那些难以忍受的苦闷所造成的

痛苦压在心头。我这样做，只是出于爱惜你和不使自己激动，这是

考虑到我对你、对我的亲人的责任才这样做的。唉，卡尔，你对我多

么不了解，你对我的处境多么不了解，你多么体会不到我的忧虑，

我的心痛如刀割。

姑娘的爱情和男子的爱情不同，也必然不同。当然，姑娘能给

予男子的，无保留地永远地给予的是，除了她的爱情和她自己、她

这个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在一般情况下，姑娘应在男子的爱情

１９８燕·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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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充分的满足，她应当在男子的爱情中忘却其他的一切。

可是，卡尔，你设想一下我的情况。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我

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

知道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

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

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

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

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

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

卡尔，你要看到，由于担心保持不住你的爱情，我失去了一切欢乐。

我无法尽情陶醉在你的爱情里，因为我觉得它再也得不到保证了。

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

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

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象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

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

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

卡尔，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你就会待我温和些，不会到

处都只看到丑恶的琐事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不会到处去发现缺乏

真正的爱情和深刻的感情。

唉，卡尔，如果我能在你的爱情里得到宁静、慰藉，我的头便不

会这么灼热，我的心便不会这么痛苦，这么悲哀。唉，如果我可以在

你的爱情中得到宁静慰藉，卡尔，我向上帝发誓，我的心灵便不会

想到生活和冷酷的琐事。但是，我的天使，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

２９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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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也没法把你的爱情永不衰败地保持在我的心坎里，尽管为

了它我情愿牺牲自己一切的一切。这股思绪使我哀痛欲绝。如果

你在我的心灵里发现了这一点，你便能比较心平气和地看待我力

图从你的爱情之外寻找慰藉这件事了。我很清楚你在一切方面都

正确，不过，请你也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下，想一想我的多愁善感

的性情——想一想这一切，那么，你就不会再这样冷酷地对待我

了。要是你有一瞬间变成一个女子，而且是象我这样奇特的女子，

那该多好！亲爱的，从接到你的上一封信起，我就一直很苦闷，因为

怕你会由于我的缘故而卷入纷争，随后会去决斗。白天、黑夜，我总

是看到你受伤，流血，生病。我把一切都对你说吧，卡尔，这种想象

并没有使我感到多大的不幸，因为，我想象如果你失去了右手，这

倒会使我充满快乐和幸福，你知道吗，亲爱的，我想，在这种情况

下，就便可以真正成为你必不可少的人，你将永远把我带在身边，

而且爱着我。我想，那时我便能记录下你的全部奇异的绝妙的思

想，成为一个真正对你有用的人。我如此当真地、生动地想象着这

一切，以致我仿佛听到你那可爱的声音，你的亲切的话语向我滔滔

不绝地流来，我注意地倾听着，用心地为他人保存起来。你知道吗，

我总是为自己描绘出一幅这样的图画，在这种时刻，我是幸福的，

因为，这时我在你的身边，这时我是你的，整个儿地是你的。只要我

能认为这是可能的、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亲爱的，我唯一亲爱的，快给我来信，对我说你依然健康，你始

终爱我。可是，心爱的卡尔，我还要和你认真地谈一谈。告诉我，你

怎能怀疑我的忠诚？唉，卡尔，让旁的什么人超过你吧！我并不是

不承认其他人的优秀品德，并不认为你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卡尔，

我是这么爱你，非言语所能表达，我怎么还能在别人身上找到任何

３９８燕·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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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充分的满足，她应当在男子的爱情中忘却其他的一切。

可是，卡尔，你设想一下我的情况。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我

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

知道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

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

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

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

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

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

卡尔，你要看到，由于担心保持不住你的爱情，我失去了一切欢乐。

我无法尽情陶醉在你的爱情里，因为我觉得它再也得不到保证了。

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

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

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象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

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

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

卡尔，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你就会待我温和些，不会到

处都只看到丑恶的琐事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不会到处去发现缺乏

真正的爱情和深刻的感情。

唉，卡尔，如果我能在你的爱情里得到宁静、慰藉，我的头便不

会这么灼热，我的心便不会这么痛苦，这么悲哀。唉，如果我可以在

你的爱情中得到宁静慰藉，卡尔，我向上帝发誓，我的心灵便不会

想到生活和冷酷的琐事。但是，我的天使，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

２９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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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值得爱的东西呢？唉，亲爱的卡尔，在你面前，我任何时候，在

任何事情上从来都是白璧无疵的，可是，你仍然不信任我。不过，真

奇怪，竟然有人向你提起一个没人认识的、在特利尔几乎没人知道

的人，而人们常常见到的我，却是在社交场合很活跃，与各种各样

的男子愉快地交谈的人。

我经常是快乐的，能同我素不相识的人谈笑风生，——这是我

与你之间没法做到的。你知道，卡尔，我可以和随便什么人闲聊，但

是，只要你朝我看一眼，我便会感到恐惧而不敢再说一句话，血液

会在血管里凝结，心怦怦直跳。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我一想到你，

便会瞠目结舌，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说不出话来。唉，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每当我想到你，我心头就感到异样，而我想你

又不是稀罕事，而且也不是特意地。不，我的整个生命，我全身心都

浸透着对你的思念。我常常想起你对我说的话或是你问我的事，这

时，我便沉溺在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妙的感觉之中。而当你吻我，当

你紧紧地热情拥抱我的时候，由于害怕和激动，我的呼吸都停止

了。唉，亲爱的，你不知道，你常常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的，这种

眼神是这样奇特这样温柔。亲爱的卡尔，你若是能知道我有一种多

么奇异的感觉就好了，——我没法描述它。有时我想，如果有朝一

日我终于和你朝夕在一起，你把我叫做你的爱妻，那时该有多好

啊。当然，亲爱的，到了那时，我便可以把我想的一切都对你说，到

了那时，我就不会象现在这么难为情。亲爱的卡尔，有你这么一个

爱人该是多美啊！你要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便无论如何也不会

相信我会爱上别的什么人了。我的最可爱的，你对我说的种种好话

你一定已经忘了，而我却记忆犹新。有一次，你对我说了一番多么

美妙的话，只有热恋中的人，只有认为自己与爱人是密不可分的人

４９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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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说得出这样的话。你常常和我说的就是这种亲昵的话。你还记

得这些吗，亲爱的卡尔？如果我不得不把我想的全都告诉你——

你，小调皮鬼，当然一定会以为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那你可是大

错特错了。当我不再是你的爱人时，我也会告诉你那除了对爱人

（你完全属于这样的人）之外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话。可是，亲爱的

卡尔，那时，你也会告诉我一切，会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这对我可是

世界上最美的事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这样看

了我一眼，然后急忙把目光移开，然后又看了我一眼，而我也是这

样，最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长久而深情地互相注视着，竟至

没有力量把目光移开！

亲爱的，别再生我的气了，给我写点温存的东西吧——要知

道，这会给我多大的快乐啊。不要如此为我的健康担心。我常常

设想它比实际情况差。其实，我觉得自己现在比过去好长时期以

来都健康。我现在也不再吃药了，胃口又很好了。我在韦滕多尔

弗花园长时间地散步，整天努力地干活。可惜的是我什么也不能

读。要是我能找到一本我真正能理解的、稍微能吸引我的书，那

就好了！我常常是整整一个钟头只读一页书，还不知所云。当然，

我的心上人，即使现在我稍微落后了，以后我会把荒废的东西补

上去的，而且，你也将帮我赶上，——我理解东西是很快的。也

许你知道某本书，但它必须是别开生面的，稍微有点学术性，以

便我虽不能全懂，但仍然能象透过云雾那样，稍微懂得一些，一

种不是任何人都爱读的，但也不是童话，不是诗歌，这些东西，我

受不了。我想，如果我的头脑有事可干，对我恐怕是有好处的。做

手工活时，思想活动的余地太多了。亲爱的卡尔，只希望你为我

保持健康。你的可笑的爱人重又想入非非了。我高兴的是，你的

５９８燕·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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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变了……

［给弟弟埃德加尔的附言］

麻烦你，亲爱的埃德加尔，请转交这封信。我也准备完成你在

恋爱方面的任何委托。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５年莫斯科英文版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１９３

  本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校长和评议会兹特证明：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特利尔人，该市已故律师马克思

之子，业已成年，在特利尔中学修毕报考大学诸门课程，持该校毕

业证书和波恩大学肄业证书于１８３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本校注册入

学；自该日起至１８４０—４１年度冬季学期止在本校肄业，专修法律

学，特授予本毕业证书。

在此期间，该生在本校修完下列课程（参见附件）

一、１８３６—３７ 年度冬季学期

１．《罗马法全书》 冯·萨维尼教授讲授 勤勉

２．刑法 甘斯教授讲授 极其勤勉

３．人类学 斯特芬斯教授讲授 勤勉

６９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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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８３７ 年度夏季学期

 １．教会法

 ２．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３．普鲁士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教授讲授 勤勉

三、１８３７—３８ 年度冬季学期

 １．刑事诉讼 赫弗特尔教授讲授 勤勉

四、１８３８ 年度夏季学期

 １．逻辑学 加布勒教授讲授 极其勤勉

 ２．普通地理学 李特尔教授讲授 报名听讲

 ３．普鲁士法 甘斯教授讲授 极其勤勉

五、１８３８—３９ 年度冬季学期

 １．遗产法 鲁多夫教授讲授 勤勉

六、１８３９ 年度夏季学期

 １．《以赛亚书》 鲍威尔神学博士讲授 听课

七和八、１８３９—４０ 年度冬季和

１８４０ 年度夏季学期

未报名听讲

７９８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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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１８４０—４１ 年度冬季学期

 １．欧里庇得斯 格佩特博士讲授 勤勉

冯·梅德姆

４１年２月２３日

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过失和不良行为，经济

上应指出的是曾多次被控欠债。

该生至今未曾被控在本校参加被禁的学生团体。

为此，特发予该生本证书。本证书加盖学校公章并有现任校长

以及法律系、哲学系现任系主任亲笔签字。

１８４１年３月３０日于柏林

利希滕施泰因 克劳泽 兰齐佐勒 楚姆普特

王国政府全权副代表

利希滕施泰因 克劳泽已审阅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６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法律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

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６５

最尊敬的先生：

最尊敬的顾问们：

谨向诸位推荐特利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极有

８９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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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候选人。该候选人寄来１．申请书（ａ件）；２．波恩和柏林两大

学签发的学业证明（ｂ件、ｃ件）。证件中指出的违反纪律一节吾人

可不必在意；３．拉丁文申请书、自传和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留

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抄本（ｄ件）；４．十二

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超过规定的）余额将予退还候选人。该博士

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

选人实应授予学衔。在该候选人德文申请书中表示仅希望获得博

士学位，而其拉丁文申请书中却提到硕士学位，这显然是不熟悉我

系章程而产生之误会。可能他以为此两学位等级相当，本人确信，

此节一经澄清，即可满足其要求。

敬请明鉴审定

谨此致意

现任系主任

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博士

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３日于耶拿

最尊敬的法律系系主任：

  悉听尊便处理。

卢登

斐·汉德

恩·莱茵霍尔德

德伯赖纳

雅·弗·弗里斯

格特林

舒尔采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１９２６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年卷

原文是德文

９９８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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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波  恩

［１８４１年８月１０日左右于特利尔］

小野猪！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

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

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

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只是有一点我还感到不足：你本可

以稍微夸奖一下我的希腊文，给我写封奖励的短信表扬我的博学。

可是你们这些黑格尔帮１９４，凡是不完全符合你们心意的，你们都不

承认，哪怕它是最卓越的。因此，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躺在自己的桂

冠上。是啊，亲爱的，遗憾的是我至今仍不得不躺着，而且是躺在鸭

绒被和枕头上，甚至这封短信也是在床上写出来的。

星期天我竟敢大胆出击——到前面那些房间去了，不过，这对

我是有害的，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施莱歇刚才告诉我，他收到一

位青年革命者的信，他对自己同胞的估计大错特错了。他没有估计

到他会得到股票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唉，亲爱的，亲爱的！如

今你甚至都卷到政治里去了。这是最危险的，小卡尔，你时刻要考

虑到：你家里有一个爱人，她正期待着你，惦念着你，她与你休戚相

关。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多么想见到你啊！

不幸的是，我还不能确切地说出日期。现在我还未完全康复，

我不会得到旅行的许可。不过，我顶多再呆一个星期，否则我们亲

００９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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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复类福音作者①终究是要走的，而我便见不到这位可钦可敬

的人物了。今天清早我已仔细阅读了奥格斯堡报纸②上三篇关于

黑格尔的文章和布鲁诺的书已出版问世的广告１９５。

亲爱的，说真的，我现在得向你大声说ｖａｌｅｆａｖｅｑｕｅ〔祝你健

康，请勿相忘〕因为你只要我给你写两行，而现在，整页纸几乎要写

满了。不过，今天我不想这么严格遵守规矩，我想将你要求的两行

扩大成这么多页，我的心爱的，你不会因此而生你的小燕妮的气，

对吗？至于内容本身，别忘了，只有骗子才能给得比他有的多。今

天，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脑子里嗡嗡响，好象那里头除了辘辘叫

的磨盘之外，什么也没有。思想全都飞走了，可是心里却是那么满

足，充满着爱和对我无限依恋的你的思念与热望。

难道最近你没从沃邦处收到一封用铅笔写的信吗？看来，今后

不能再靠中转人了，今后我得直接把信寄给我的老爷和主人。

此刻穿着白上衣的海军准将纳皮尔正好走过。见到这种场面，

脑袋就有点晕。我有这种感觉：好象在我面前的是《魔弹射手》１９６里

的狼谷，突然有一群野兽和奇形怪状的东西跑过。只不过在我们可

怜的小小舞台上这时看到的总是拴着山魔、猫头鹰和鳄鱼的缆

绳，——只是这里的机械装置有点异样。

爸爸③明天将初次起床并稍坐片刻。由于复元得很慢，他有点

泄气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不断地发号施令，因此，他不要多

久就会得到一面舰队长的大十字章。

１０９燕·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１年８月１０日左右）

①

②

③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总汇报》。——编者注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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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不是被可怜地困在床上的话，我便行将上路了。一切都准

备好了。衣服、领子、帽子、头巾，所欠的就是穿戴的人了。唉，亲爱

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想念着你和你的爱，我是多么经常地为你

祈祷，为你祝福，祈求福祉降临你头上，然后，做着回忆过去和幻想

未来的幸福的梦，这又是多么甜蜜，——今晚，海钦格尔正在波恩

演出。你会去剧院吗？我看过她扮演多娜·黛安娜。

小卡尔，我愿给你多写一些，告诉你一切，但是妈妈①不让

——否则她要把我的笔抢走，我没能再次最热烈地衷心地问候你。

寄给你飞吻。飞吻呀，你飞吧，飞吧，飞到我的卡尔身边，热烈地贴

在他的唇上，就象我此刻把你给他送出时这样热烈，这样诚挚，然

后，可别做哑吧的爱情使者，请将爱情悄悄告诉你的那些亲爱柔情

的话语，轻轻地告诉他。请你把一切都向他倾诉，哦，不，给你的女

主人留下一点吧。

祝你健康，亲爱的，我的唯一的人儿！

再不能多写了，否则我要头晕了……②等等。你知道“马蹄声

重……”③等等，等等。再见，从铁路上来的亲爱的人儿，再见，亲爱

的人儿。——我就是要嫁给你，不是吗？

再见，再见，我的亲爱的。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８年柏林德文版补卷上册

原文是德文

２０９ 附  录

①

②

③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８卷第５９６行。——编者注

接下去是三行书写有误的拉丁文，没什么意思。——编者注

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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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科  伦

［１８４３年３月初于克罗茨纳赫］

虽然在最近一次会议上，两大国未就某一问题作出决定，亦未

签订任何应开始通信的议定书，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外来的强制

手段，可是，这个卷发的小女记者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开始这么

做，用以表示对你，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唯一的心上人的深切而由

衷的情爱和感激。你现在对于我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

爱和珍贵，可是，每当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

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

可是，最后这一次你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的。我已看不见你的身

影，只有你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心上，它栩栩如生，这样地忠诚，天使

般温柔和美，沐浴在爱的伟大与智慧的光芒之中，这时，我真不知

道，在我心灵的深处你是多么珍贵。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我亲爱

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

啊！如果你再次表现出坏企图、恶意，我不会采取任何反抗的；我会

温顺地低下头，任凭这个凶恶的男孩怎样摆布。“什么”，怎样？光

明，什么，怎样，光明。你还记得我们在暮色苍茫中的那些谈话吗？

我们那无言的嬉戏？那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光，我的亲爱的，那

时你是多么可爱，多么好，多么宽容，多么快乐！

３０９燕·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３年３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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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形象矗立在我面前，是那样光辉，充满着胜利的力量，我

的心渴望着时刻跟你在一起，每当想到要再见到你，我便欣喜若

狂，这颗心担忧地到处追随着你。不论你到帕斯里蒂尔，或是到金

色的默滕，不论你去找卢格老爹，或是去找潘泽，我都陪伴着你，时

而在前，时而在后地追随着你。但愿我能为你扫清和铺平道路，清

除你路上的一切障碍！唉，可是，我们眼下还未能抓住命运的轮子。

自从夏娃陷入罪恶、犯了过失以来，我们便注定是被动的。我们的

命运就是等待、期望、忍耐和受难。人们可以信赖我们做的事至多

是织袜子、动针线、管钥匙，超过这一切则全是邪恶的。只有当涉及

到确定《德国年鉴》①的出版地点时，才掺入了妇女的否决权问题，

起着看不见的主要作用。昨夜，我考虑了斯特拉斯堡。如果你认为

法国比德国合适，那么，也不该妨碍你返回德国，但愿自由主义的

主权论不会告诉你说：“如果祖国对您是不可爱的，那么，您就侨居

国外或者干脆远离祖国吧！”但这一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只是我

的想法，卢格大哥会知道该做什么的，特别是如果你的小母鸡在后

面注视着这一切并且单另递交了一份呈子的话。总之，但愿能安然

无事。

今天早晨，我在收拾房间，把棋子放回原处，拾捡烟头，打扫烟

灰时，拾到一张纸。这是你从你的朋友路德维希②的著作
１９８
里撕下

来的一页，你却把这重要的一页遗留在这里了。如果你已经往下读

了，那我就不急于给你了。可是，对于这位可敬的装订工先生，如果

有朝一日他要把全部东西装订成册，那么，他是极其需要这一页

４０９ 附  录

①

② 费尔巴哈。——编者注

指《德法年鉴》１９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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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则，全本著作便给破坏了。你必定还散落了不少页，若是这

样，可真遗憾。你要保存好那些散开的书页。

现在我得告诉你，你走以后我立刻就感到难过和怏怏不快的

事。我一下子就看到，你没带上非常需要的围巾，这样，你只好让你

的鼻子风吹雨淋日晒，饱受种种摧残了。这一点使我首先感到挂念

不安。第二件事就是，理发师走着碎步进来，我想，我可以省几个

钱，便特别客气地问他，博士先生欠了多少钱。回答是七个半格罗

申。我脑子里迅速地计算了一下：可以省二个半格罗申。但是我没

有零钱，便给了他八个格罗申，我满以为他会找还我，可是这个坏

蛋怎么干的？他谢了谢我，把钱全都放进口袋，我这六个分尼就白

丢了，我只好干瞪眼。我竭力要使他明白过来，但，要么是他没有理

解我痛苦的目光，要么是妈妈①直想安慰我——总之，我的六分尼

就象一切美好的东西消失掉一样不见了。真扫兴！

好吧，现在还要谈谈梳妆用品。今天上午我出门上街去，在商

人沃尔弗那里看到许多新到的花边。如果你买不到价廉物美的东

西，或是要托别人挑选，那么，我的亲爱的，就把这事交给我办吧。

亲爱的，我总觉得你现在真的最好是什么都还没买，把钱留下来路

上用。亲爱的，知道不，当我和你在一起时，我们一起去买，如果人

家骗我们，那就两人一起受骗，亲爱的，请你现在先别买。花，也是

这样。我担心你会太破费，而我们俩一起挑选是件很惬意的事。如

果你仍然不想放弃买花，那么，就买玫瑰色的吧，它最配我的绿衣

服。不过，最好由我来办，你别办这桩事了。亲爱的，如果你要办这

种事，最好在你成了我的法定丈夫、去过教堂之后。还有一件事，趁

５０９燕·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３年３月初）

① 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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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你找一找我的上一封信，我很不高兴它落到旁人手里，

它写得有些不怀好意，它的意图恶劣已极。

你回去后，他们象对待逃亡者那样围攻你，还是对你宽大处理

了？奥本海姆回来没有？克莱森还有点生气吗？一俟可能，我就将

拉法尔热的书１９９寄去。你已把那封倒霉的信转交给艾斯了吗？护照

办得怎样了？我亲爱的，所有这些问题于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现

在开始谈那些刺激我的心的事。你在轮船上行为可检点？还是甲

板上又有一个什么海尔曼夫人？咳，你这个调皮鬼，就要把这些从

你身上驱逐掉。在轮船上老是这样，这类荒唐的旅行我要立刻在社

会公约、在我们的婚约上提出禁止，任何反常越轨的行为都要受到

严厉的惩处。类似的情况每次都要算，要逐一登记。每一次都要让

你赎罪，我将制定另一种最痛苦的、类似民法的婚姻法。我一定要

得到你！昨天晚上我又累得要死，不过，还是多吃了一个蛋。可见

我的食欲还不差，而且，象杜塞尔多夫股票那样在上涨。你来到之

后，我希望它们将是平价，并且国家将保证股息。可是现在，分别

了。离别带来痛苦、内心的痛苦。再见，亲爱的，唯一的、可爱的小

野猪，我的亲人。“什么？怎样！”唉，你呀，小调皮鬼。塔拉塔、塔拉

塔，再见，快来信，塔拉塔，塔拉塔。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家书集》

１９６６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６０９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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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和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婚 约

现住科伦的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先生和现住

克罗茨纳赫的无职业的

约翰娜·贝尔塔·尤莉亚·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

婚 约

１８４３年６月１２日２００

第７１５号

朕，弗里德里希－威廉，天赐普鲁士国王，

下莱茵大公等等，等等，布告周知

兹有卡尔·马克思，哲学博士，居住在科伦，为一方；约翰娜·

贝尔塔·尤莉亚·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无职业，居住在克罗茨

纳赫，为另一方，恭立在本证书末签名人、居住在科布伦茨司法区

克罗茨纳赫的普鲁士王国公证人威廉·克里斯蒂安·亨利希·布

格尔和本证书末署名的两证人面前。

在场双方声明，他们立意通过婚姻结合起来，婚礼将于近期隆

重举行，对未来的婚姻，他们已协商一致，达成下列条款、条件和民

７０９卡·马克思和燕·冯·威斯特华伦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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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果：

一、凡不受下列各条专项限制的财产应属未来夫妻的共同财

产。

二、此共同财产所有权也完全适用于夫妻双方未来的不动产，

如果未来的夫妻把将来他们所继承或其中某一方所获得的不动产

宣布为动产的话；这些由他们完全转为共同财产的未来的不动产

由他们与动产同样对待，因此，根据民事法典第一千五百零五条之

规定将不动产转为动产。

三、夫妻一方婚前所负之债、所承担应付的、继承的或其他途

径承担的债务，一律由各人自己偿还，因此，这些债务应与共同财

产无关。

至此，未来夫妻之间一切均已商妥，规定明确，本婚约即据此

订立，并向在场各方清楚宣读。

本婚约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在克罗茨纳赫孀居之

冯·威斯特华伦女士之宅邸内签订，参加者尚有应邀前来之公证

人认识的证人——约翰·安东·里克斯，私人身分，彼得·贝尔

茨，裁缝，两人均居住在克罗茨纳赫。本文件先由公证人知其姓名、

等级和居住地的上述提到的双方签字，继由证人和公证人签字，以

资证明。

本文件的正本保存于公证人处，其上贴有价值二塔勒的印花，

由下列各人亲笔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约·安·里克

斯、彼得·贝尔茨和公证人布格尔。”

同时，朕命令并指示与此有关之各司法执行人员执行本件；总

检察官和地方法院检察官遵循本文件；各部队的军官、指挥官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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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手们坚决支持本文件，如果有人依法向他们提出请求的话。

此第一主要副本由公证人签字并加盖其关防，以资证明。

兹证明此件确系主要副本。

公证人 布格尔①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

分册

原文是德文

９０９卡·马克思和燕·冯·威斯特华伦婚约

① 文件上盖有公证人的圆形关防并附有支领酬金者的名单（酬金总数为六塔勒

十五格罗申，其中包括给证人的酬金以及手续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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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１８３５年８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

考试时写的论文。青年马克思在这次考试中写的文字，现在保存下来的

共有七篇：上述用德文写的根据自由选题的文章；用拉丁文写的论奥古

斯都的元首政体的文章；宗教文章（后两篇已收入本卷附录）；拉丁文即

席翻译；希腊文翻译；法文翻译；数学作业等等。（这些著作全部收入《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９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１６４—１８２

页。）

在这些著作的手稿中，有历史和哲学课教师、当时的中学校长约·

维滕巴赫加的许多着重号（在本卷中没有刊印出来）。他还写了以下评

语：“非常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叙述很有条理。但是一般来说作

者在这里也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形象表达。因此论

述中无论个别用词还是整个章句，在许多加了着重号的地方都缺乏必

要的鲜明性和确定性，而且有时还缺乏准确性。”——第３页。

２ 《给父亲的信》是马克思学生时代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也是最早的一封

信。——第８页。

３ 指约·哥·海奈克齐乌斯《按照〈罗马法全书〉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

览》１７２８年阿姆斯特丹版（Ｊ．Ｇ．Ｈｅｉｎｅｃｃｉｕ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ｓｅ

ｃｕｎｄｕｍ ｏｒｄｉｎｅｍ Ｐａｎｄｅｃｔａｒｕｍ，ｃｏｍｍｏｄａ ａｕｄｉｔｏｒｉｂ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ａｄｏｒｎａｔａ》．Ａｍ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１７２８）；安·弗·尤·蒂博《罗马法全书的体

系》１８０３—１８０５年耶拿版第１—２卷（Ａ．Ｆ．Ｊ．Ｔｈｉｂａｕ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

Ｐａｎｄｅｋｔ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Ｂｄ．１—２，Ｊｅｎａ，１８０３—１８０５）。——第１０页。

４ 《罗马法全书》——拉丁文是ｄｉｇｅｓｔａ，即汇编的意思——它是罗马民法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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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的最重要部分，是在５２８—５３４年东罗马有士

丁尼一世时编纂的。《罗马法全书》是从罗马著名法学家关于民法和诉

讼法著作中摘录汇编成的。——第１０页。

５ 这篇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第１０、１５、１６、８８２页。

６ 指约·哥·费希特《根据科学原则的自然法原理》１７９６年耶拿和莱比

锡版第二部（Ｊ．Ｇ．Ｆｉｃｈｔ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ｄｅｓ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ｓｎａｃｈ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ｅｎ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２Ｔｅｉｌｅ．Ｊｅｎａ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９６）。——第１０

页。

７ 弗·卡·萨维尼《占有权。民法研究》１８０３年黑森版第１章第１节（Ｆ．

Ｃ．Ｓａｖｉｇｎｙ．《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ｄｅｓＢｅｓｉｔｚｅｓ．Ｅｉｎｅｃｉｖｉ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Ｅｒｓｔｅｒ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Ｇｉｅβｅｎ，１８０３）。——第１１页。

８ 马克思凭记忆引自萨维尼的著作。——第１１页。

９ 指１７９７年在科尼斯堡出版的伊·康德著作《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

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

１７９７）中的契约分类。——第１３页。

１０ 指以下著作：哥·埃·莱辛《拉奥孔：或论绘画和诗歌的界限》１７６６年

柏林版（Ｇ．Ｅ．Ｌｅｓｓｉｎｇ．《Ｌａｏｋｏｏｎ∶ｏｄｅｒüｂｅｒｄｉｅＧｒｅｎｚｅｎｄｅｒＭａｈｌｅ

ｒｅｙｕｎｄＰｏｅｓ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７６６）；卡·威·斐·佐尔格《埃尔温。关于美

学和艺术的四问答》１８１５年柏林版第二部（Ｋ．Ｗ．Ｆ．Ｓｏｌｇｅｒ．《Ｅｒｗｉｎ．

ＶｉｅｒＧｅｓｐｒａｃｈｅ üｂｅｒｄａｓＳｃｈｏｎｅｕｎｄｄｉｅＫｕｎｓｔ》．２Ｔｅｉｌｅ．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１５）；约·约·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１７６４年德勒斯顿版第二部（Ｊ．

Ｊ．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Ｋｕｎｓｔｄｅｓ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２Ｔｅｉｌｅ．

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７６４）；亨·卢登《德国民族史》１８２５—１８３７年哥达版１２卷本

（Ｈ．Ｌｕｄ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ｔ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ｅｓ》．１２Ｂａｎｄｅ，Ｇｏｔｈａ，

１８２５—１８３７）。——第１４页。

１１ 恩·斐·克莱因《德国一般刑法原则》１７９９年哈雷版（Ｅ．Ｆ．Ｋｌｅｉｎ．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ｅｉｎ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Ｈａｌｌｅ，

１７９９）；《普鲁士国家立法和法学年鉴》１７８８—１８０９年柏林和什切青版

４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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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卷本（《Ａｎｎａｌｅ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ｌｅｈｒｓａｍｋｅｉｔｉｎｄｅｎ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２６Ｂ ａｎｄｅ，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 Ｓｔｅｔｔｉｎ，１７８８—

１８０９）。——第１４页。

１２ 马克思指的下列著作：约·保·安·费尔巴哈《成文刑法的原则和基本

概念的修订》１７９９年爱尔福特版第一部和１８００年开姆尼茨版第二部

（Ｊ．Ｐ．Ａ．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ｒ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ｕｎｄ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ｄ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ｐｅｉｎ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Ｔｈ．１，Ｅｒｆｕｒｔ，１７９９；Ｔｈ．２，Ｃｈｅｍｎｉｔｚ，

１８００）；约·保·安·费尔巴哈《德国现行一般刑法教科书》１８０１年吉

森版（Ｊ．Ｐ．Ａ．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ｇｅｌ

ｔｅｎｄｅｎｐｅｉｎ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Ｇｉｅβｅｎ，１８０１）；卡·路·威·冯·格罗尔

曼《刑法科学的原则》１７９８年吉森版（Ｋ．Ｌ．Ｗ．ｖｏｎＧｒｏｌｍａｎｎ．《Ｇｒｕｎｄｓ

ａｔｚｅｄ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Ｇｉｅβｅｎ，１７９８）；安·威·克拉

麦尔《论〈罗马法全书〉和〈［查士丁尼］法典〉不同版本的词义》１８１１年

基尔版（Ａ．Ｗ．Ｃｒａｍｅｒ．《Ｄｅｖｅｒｂｏｒｕｍ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ｉｔｕｌｉｐａｎｄｅｃｔａｒｕｍ

ｅｔｃｏｄｉｃｉｓｃｕｍｖａｒｉ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Ｋｉｌｉａｅ，１８１１）；约·奈·冯·

韦宁 英根海姆《一般民法教科书，根据海泽为讲授罗马法全书而写的

一般民法体系的原理编纂》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慕尼黑版第１—３卷（Ｊ．Ｎ．

ｖｏｎＷｅｎｎｉｎｇＩｎｇｅｎｈｅｉｍ．《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Ｃ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ｅｓ，ｎａｃｈ

ＨｅｉｓｅｓＧｒｕｎｄｒｉβｅｉｎ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Ｃ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ｅｓｚｕｍＢｅｈｕｆ

ｖｏｎＰａｎｄｅｃｔｅｎ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Ｂｄ．１—３．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克·

弗·米伦布鲁赫《关于罗马法全书的学说》１８２３—１８２５年哈雷版第１—

３卷（Ｃｈ．Ｆ．Ｍüｈｌｅｎｂｒｕｃｈ．《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ｐａｎｄｅｃｔａｒｕｍ》．Ｖｏｌ．１—３．Ｈａｌｉｓ

Ｓａｘｏｎｕｍ，１８２３—１８２５）。——第１６页。

１３ 马克思指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在杜宾根出版的德国法学家沃·亚·

劳特巴赫写的关于罗马法全书的教材：《供研究五十卷罗马法全书的理

论实践文集——按综合法编写》１６９０—１７１４年杜宾根版第１—４３卷及

索引（由乌·托·劳特巴赫出版）（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Ｗ．Ａ．《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ｔｈｅｏ

ｒｉｃ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ｕｍ．ＡｄＬ．ＰａｎｄｅｃｔａｒｕｍＬｉｂｒｏ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Ｈｒｓｇ．

ｖｏｎＵｒｌｉｃｈＴｈｏｍａｓ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Ｖｏｌ．１—４３ｕ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１６９０—１７１４）；《法学教科书——最简单的公式，但具有丰富的意义和论

５１９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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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明了几乎全部法的内容》１６７９年杜宾根版第一版（由约·雅·许

茨出版）（《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ｊｕｒｉｓｂｒｅｖｉｓｓｉｍｉｓｖｅｒｂｉｓ，ｓｅｄａｍｐｌｉｓｓｉｍ氭ｓｅｎｓｕ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ｂ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ｍｆｅｒè ｍａｔｅｒｉａｍｊｕｒｉｓｅｘｈｉｂｅｎｓ》（Ｈｒｓｇ．ｖｏｎ

Ｊｏｈ．ＪａｃｏｂＳｃｈüｔｚ）．１Ａｕｆｌ．，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６７９）。——第１６页。

１４ 十二世纪博洛尼亚僧侣弗兰契斯科·格拉齐安编写的宗规法汇编《矛

盾宗规的协调》（《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ｔｉｕｍｃａｎｏｎｕｍ》），是十六世纪《宗

规法大全》（《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ａｎｏｎｉｃｉ》）的基本部分。该大全在中世纪是同

罗马民法大全（《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相对立的。卓·帕·朗切洛蒂《宗

规法纲要》１５９８年维也纳版（Ｇ，Ｐ．Ｌａｎｃｅｌｏｔｔ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ｒｉｓｃａｎｏｎ

ｉｃｉ》．Ｖｅｎｅｔｉｉｓ，１５９８）；这部《纲要》曾作为附录编入《宗规法大全》。——

第１６页。

１５ 指１６２３年伦敦出版的弗·培根的著作《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Ｄｅ

ｄｉｇｎｉｔａｔｅ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第１６页。

１６ 海·赛·赖马鲁斯《关于动物本能主要是它们的复杂本能的总的考察：

探明世界、造物主和我们自身之间的联系》１７６０年汉堡版（Ｈ．Ｓ．Ｒｅｉｍａ

ｒｕ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ＴｒｉｅｂｅｄｅｒＴｈｉｅｒｅ，ｈａｕｐｔ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 üｂｅｒｉｂｒｅＫｕｎｓｔＴｒｉｅｂｅ：ｚｕｍ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βｄｅ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ｅｓ

ｄｅｒＷｅｌｔ，ｄｅｓＳｃｈｏｐｆｅｒｓｕｎｄｕｎｓｅｒｓｅｌｂｓ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７６０）。——第

１６页。

１７ 博士俱乐部是１８３７年在柏林出现的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左翼激

进分子代表的小组。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有：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

历史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布、地理学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

人。马克思也积极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该俱乐部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中起了重要作用。——第１６页。

１８ 指１８３０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的自由派年鉴《德国罪斯年鉴》（１８３２年阿

·夏米索是年鉴的编辑之一）。——第１７页。

１９ 从亨利希·马克思１８３７年９月１６日给他儿子的信（见本卷第８７０页）

中可以看出，卡尔·马克思当时打算出版戏剧评论的杂志。——第１７

６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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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２０ 古·弗·格特纳《〈论地方法〉。致柏林王室司法枢密官阿·维·格策

先生》１８３７年柏林版（Ｇ．Ｆ．Ｇａｅｒｔｎｅｒ．《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Ｒｅｃｈ

ｔｅ》．Ｓｅｎｄ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ｄｅｎＫｏｎｉｇｌ．ＧｅｈｅｉｍｅｎＪｕｓｔｉｚｕｎｄｖｏｒｔｒａｇｅｎ

ｄｅｎＲａｔｈｉｍｈｏｈｅｎＪｕｓｔｉ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ｚｕ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ｒｒｎＡ．Ｗ．Ｇｏｅｔ

ｚ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７）。——第１７页。

２１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第１８、８４７页。

２２ 这两首显然是青年马克思于１８３７年２月至４月间写成的诗，收入献给

父亲的诗册（见本卷第５６９—７３６页）。

总标题《狂欢》是１８４１年《雅典神殿》杂志发表该诗时加的。同时，

对这两首诗的原文也作了一些小小改动。《小提琴手》一诗在杂志上发

表时删去了原诗第五节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后面的两行诗：

  “离开家去吧！走开吧！

  孩子，别拿脑袋冒险！”

１８４１年３月３日《法兰克福谈话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Ｋ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ｂｌａｔｔ》）第６２号上发表了对《狂歌》的评论。该报在对诗的形式作了否定

评价的同时，肯定了作者的“独创的天才”。——第２０页。

２３ 马克思１８３９年所写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在他的博士论文（见

本卷第１８３—２８５页）中得到了广泛的利用。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对古希

腊罗马哲学所作的研究结果。笔记里除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外，还有大

量主要和伊壁鸠鲁哲学有关的一些古代作家的著作的希腊文和拉丁文

摘录。流传至今的手稿有七本笔记，其中五本（笔记一——四和七）的封

面上标有《伊壁鸠鲁哲学》的标题。笔记二——四的封面上注有“１８３９

年度冬季学期”的字样。笔记五和六的封面没有保存下来。笔记六还缺

少数页。笔记五的最后五页全是黑格尔的著作《哲学全书》的摘录，标题

是：《自然哲学提纲》。本卷中这些摘录均刊印在《笔记》的后面（见本卷

第１７６—１８２页以及注４３）。

７１９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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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７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１卷

中的《笔记》，基本上是马克思本人所写的东西，没有他所作的摘录及对

摘录的简短注释。全文于１９５６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早期著作选》。全文第一次按原文（附有拉丁文和希腊文引文的相应的

德文译文）刊载于１９６８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上册。

马克思在手稿上所划的垂直着重号都在页边予以复制。无论在《笔

记》或其后发表的博士论文里，凡在马克思引用古代作家著作的地方，

都根据这些作家的著作出版时所采用的编排顺序，用数字指明这部或

那部著作的卷、章和节并用方括号括起来。在个别引文中根据马克思所

使用的资料作了一些为恢复意思上的联系所必需的增补（也放在方括

号内）。总标题是根据每本笔记上作者自己拟的标题加上去的。——第

２５页。

２４ 马克思指的是１６４９年在里昂出版的《比埃尔·伽桑狄评第欧根尼·拉

尔修，第１０卷：论述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解》（《ＰｅｔｒｉＧａｓｓｅｎｄｉ

Ａｎｉｍａ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ｓｉｎｄｅｃｉｍｕｍＬｉｂｒｕｍＤｉｏｇｅｎｉｓＬａｅｒｔｉｉ，ｑｕｉｅｓｔｄｅＶｉｔａ，

Ｍｏｒｉｂｕｓ，ＰｌａｃｉｔｉｓｑｕｅＥｐｉｃｕｒｉ》）。——第２７页。

２５ 预想——按照字义是“预感”，在斯多葛派那里是预料，是原初的一般概

念，是天生的，但只有和感性经验相联系才起作用；在伊壁鸠鲁派那里

是经验主义的一般概念。——第２８、１６４页。

２６ 心灵的宁静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表示安宁、精神的平静。在伊壁鸠

鲁的伦理学中是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死亡的恐惧

而达到了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状态。——第３０页。

２７ 马克思在《笔记》中引用的普卢塔克的话是以１５９９年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出版的古·克西兰德版本为依据的（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ｕｓＣｈａｅｒｏ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Ｎｅｓｕａｖｉｔｅｒｑｕｉｄｅｍ ｖｉｖｉｐｏｓｓｅｓｅｃｕｎｄｕｍ

Ｅｐｉｃｕｒｉｄｅｃｒｅｔａ，ｄｏｃｅｎｓ．Ｉｎ：Ｑｕａｅｅｘｔａｎｔｏｍｎｉａ，ｃｕｍｌａｔ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ＨｅｒｍａｎｎｉＣｒｕｓｅｒｉｉ，ＧｕｌｉｅｌｍｉＸｙｌａｎｄｒｉ… Ｔ．

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ｓＭｏｒａｌｉａ．ＧｕｌｉｅｌｍｏＸｙｌａｎｄｒ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Ｆｒａｎｃｏ

ｆｕｒｔｉ，１５９９）。——第４４、６２、７２、１９７页。

８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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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路·费尔巴哈《近代哲学史——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到贝奈狄克特·

斯宾诺莎》１８３３年安斯巴赫版（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ｎＢａｃｏｎｖｏｎＶｅｒｕｌａｍｂｉｓ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Ｓｐｉｎｏｓａ》．Ａｎｓｂａｃｈ，

１８３３）。——第５２页。

２９ 亚里士多德的这篇论文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所提到的话在亚里士多

德的著作《论动物的结构》（《Ｄｅ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ａｎｉｍａｌｉｕｍ》）中可以看

到。——第５２页。

３０ 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１６２１年日内瓦出版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文集

《反对数学家》和《皮浪的基本原理》（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Ｏｐｅｒａ

ｑｕａｅｅｘｔａｎｔ．Ｍａｇｎｏｉｎｇｅｎｉｉａｃｕｍｉｎ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Ｐｙｒｒｈｏｎｉａｒｕｍ

ｈｙｐｏｔｙｐｏｓｅｏｎｌｉｂｒｉ ．Ｑｕｉｂｕｓｉｎｔｒ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ｐａｒｔｅｓ

ａｃｃｅｒｒｉｍｅｉｎｑｕｉｒｉｔｕｒ．Ｈｅｎｒｉｃ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 Ａｄｖｅｒ

ｓｕ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ｓ，ｈｏｃｅｓｔ，ｅｏｓｑｕ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ｓｐｒｏｆｉｔｅｎｔｕｒ，

ｌｉｂｒｉ ．ＧｅｎｔｉａｎｏＨｅｒｖｅｔｏＡｕｒｅｌｉ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ｇｒａｅｃｅｎｕｎｃ

ｐｒｉｍｕｍｅｄｉｔｉ… ＣｏｌｏｎｉａｅＡｌｌｏｂｒｏｇｕｍ，１６２１）。——第５６页。

３１ 花园派 是指伊壁鸠鲁的学生；他们获得这个称呼是因为公元前３０７—

３０６年在雅典创立的伊壁鸠鲁学派设在花园中。“花园”成了古代世界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主要中心。——第５７页。

３２ 亨·李特尔《古代哲学史》１８２９年汉堡版第１部分（Ｈ．Ｒｉｔｔｅｒ．《Ｇｅｓｃｈ

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ｔｅｒＺｅｉｔ》．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２９）。——

第６４页。

３３ 赫尔干尼亚海是里海的古称。这里显然指的不是“赫尔干尼亚海的鱼”，

而是“赫尔干尼亚人或吃这种鱼的人”。——第８０、２１５、２６６页。

３４ 指普卢塔克关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人的三种范畴的神秘主义观念，他

在他的《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一书中发挥了这一观

念。——第８５、２４４页。

３５ 这首诗大概是雅科布·伯麦写的，据他的传记作者阿布拉姆·冯·弗

兰肯贝格证实，伯麦不止一次地把它写在他的朋友的纪念册上。这首诗

９１９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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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显然引自《近代哲学史——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到贝奈狄克特

·斯宾诺莎》第１６１页。——第８９页。

３６ 在研究用原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二版时，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的学者于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弄清了原先认为是《关于伊壁鸠鲁哲学

的笔记》第五本的是第六本，而认为是第六本的则是第五本（两本的封

面均未保存下来）。因此，与１９６８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

卷上册相比，在本卷中这些笔记本的次序作了变动，即第五本笔记改成

第六本，而第六本则改成第五本。至于这些笔记的内容编排则完全与上

述德文补卷上册相同。

至于本卷中第五与第六本笔记的内容编排，如与《马克思恩格斯早

期著作选》（１９５６年莫斯科版）相比，那么变动的地方不仅有笔记本的

次序，而且有的还涉及到前后文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完全是以德文补

卷上册中的变动为根据的（部分单张保存下来的材料在１９５６年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中被归入不是它所属的笔记本中。本卷保

持了上述笔记内部的这种连贯性。——第１３１页。

３７ 保存下来的《笔记》手稿中没有摘自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第六卷的

摘录。——第１３５页。

３８Ｆ．Ｃｈ．Ｂａｕｒ．《Ｄ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ｄｅｓ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ｕｓｏｄｅｒ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ｕｎｄＣｈｒｉｓ

ｔｕｓ》．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７．——第１３８页。

３９ 马克思在这里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时，大概指的是《形而上学》第１卷

第９章第９９１ａ节第２１行，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学说进行了批

评。——第１４３页。

４０ 指的是普罗提诺的著作《九章集》。——第１４５页。

４１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载于《黑格尔全集。作者生前友

人出版的全集版》１８３３年柏林版第１４卷（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Ｖｏｒｌｅｓｕｎ

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Ｃ．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

Ｖｏｌｌｓｔａｎｄｉｇ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ｄｕｒｃｈ 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ｅｉｎｖｏｎ Ｆｒｅｕｎｄｅｎ ｄｅｓ

Ｖｅｒｅｗｉｇｔｅｎ．Ｂｄ．１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３３）。——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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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在保存下来的手稿原文中没有马克思在第七本笔记的封面上所提到的

西塞罗的著作《土斯库兰的谈话》的摘录。然而在第七本笔记中却有封

面上未提到的西塞罗的著作《论最高的善和恶》的摘录。——第１６３页。

４３《自然哲学提纲》是黑格尔《哲学全书》（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中论述自然哲学的一些章节的

简明摘要，是马克思于１８３９年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即在第

五本笔记的最后五页上所作的札记。可能此提纲系马克思在第五本笔

记中研究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时编写的，旨在把它和当时

包括黑格尔在内对自然哲学的各种解释相对比。

马克思的提纲有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包含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２５２—３３４节的内容，并且最接近于再现黑格尔对事物的阐述方式和表

达方式。第二方案所概括的有关自然哲学的章节数目较少，但它的特

点是在系统化和术语方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最独特

的是第三方案，它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黑格尔的专门术语，而且尽管很

简要，却最充分地反映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内容。——第１７６页。

４４《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是马克思

在１８３９年计划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史进行全面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写了预备性的《关于伊壁鸠鲁哲

学的笔记》（见本卷第２５—１７５页），并在写这篇论文时加以利用。１８４１

年初马克思将此文作为应考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寄给耶拿大学哲学

系。４月１５日他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时马克思还打算在报刊上发表他

的论文。为此他写了献词和序，标明的日期是１８４１年３月。虽然马克思

于１８４１年底和１８４２年初又有此打算，但论文未能发表。作者的手稿未

找到。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份不知由何人抄录的不完整的副本，内有马克

思亲笔作的修改和补充。除了估计可能是论文的片断的一张残页之外，

论文第一部分的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全文，还有《附录》以及作者对《附

录》所加的部分注释均未保存下来。这一点在把论文的内容拿来和马克

思写的目录加以比较时就可以看出（见本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第一部分

的每一节和第二部分的每一章都有作者注的单独编号。这些从原著和

注释补充材料中转抄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引文注释，保存下来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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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这些作者注在本卷中依照保存下来的手稿副本的样子放在正文

之后，它们的注码用的是带括号的顺序号码，以示同编者注和脚注区别

开来。明显的笔误已纠正。马克思在手稿副本上所作的意义上有重大改

动的地方在书页下端的编者注中作了说明。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１９０２年斯图加特版第１卷。在第一次

发表时，作者注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几乎全都删掉了，上述残页也删掉

了。第一次全文（根据残存的那部分手稿）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２７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１８３页。

４５ 马克思打算写一部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

派的哲学史的著作的意图未能实现。——第１８８、１９５页。

４６ Ｃ．Ｆ．Ｋ．Ｋｏｐｐ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ｄｅｒＧｒｏｓｓ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Ｗｉ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ｒ》．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０，Ｓ．３９．这本书是献给卡尔·马克思的。——第１８９页。

４７ 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是大卫·休谟的《人性论》（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

ｔｕｒｅ》）一书的德文译本《Ｕｂｅｒ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１７９０年哈雷版第

１卷第４８５页。——第１８９页。

４８ 马克思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引用伊壁鸠鲁致梅诺伊凯乌斯

的信中的一段话（见该书第１２３节）；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几段引自埃斯

库罗斯著作的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摘抄的（参看本卷第２９

页）。——第１８９页。

４９ 虽然《论诸哲学家的见解》这一著作被认为出自普卢塔克之手，但是看

来他实际上不是此书的作者。——第１９７页。

５０ 希腊人称印度哲学家、严格的禁欲主义者为裸体智者。——第２０１页。

５１ 在目录（见本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中提到的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四、五两

节——《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主要差

别》和《结论》——的手稿均未找到。——第２０８页。

５２ 可能指德国哲学教授纽伦贝格尔和德国语文学家施奈德对下列出版物

的评论：《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论生平、见解和格言，由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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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贝格尔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１７９１年纽伦堡版（《Ｄｉｏｇｅｎｅｓ

Ｌａｅｒｔｉｕｓ．Ｄｅｖｉｔｉｓ，ｄｏｇｍａｔｉｂｕｓｅｔａｐｏｐｈｔｈｅｇｍａｔｉｂｕｓｌｉｂｅｒｄｅｃｉｍｕｓ

ｇｒａｅｃｅｅｔｌａｔ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ｍｅｄｉｔｕｓ…ａＣａｒｏｌｏ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ｅｒｏ》．Ｎｏｒｉｍｂｅｒ

ｇａｅ，１７９１）和《伊壁鸠鲁的两封信里所包含的物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

见。希腊文本由约翰·哥特洛布·施奈德根据手写本和印刷本校正和

解释》１８１３年莱比锡版（《Ｅｐｉｃｕｒｉｐｈｙｓｉｃａｅｔｍ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ｄｕａｂｕｓｅｐｉｓ

ｔｏｌｉｓｅｉｕｓｄｅ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ａ．Ｇｒａｅｃａａｄｆｉｄｅｍｌｉｂｒｏｒｕｍ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ｕｍｅｔ

ｅｄｉｔｏｒｕｍｅｍｅｎｄａｖｉｔａｔｑｕ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ｕｓｅｓｔＩｏ．Ｇｏｔｔ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Ｌｉｐｓｉ

ａｅ，１８１３）。——第２１８页。

５３ 不是指伊壁鸠鲁的学生——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而是指德谟

克利特的学生——希沃斯的梅特罗多罗斯，他在马克思加的作者注中

引用的斯托贝的一段话里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这段话在关于伊

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六中也引用了（见本卷第１５９和２７３页）。——第

２２７页。

５４ 根据博士论文的目录（见本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应当由两篇组成的附录，

只保存下来两个片断：即第二篇第一节的开头和作者给第一篇所有三

节加的注。附录的总标题在第一个片断里是没有的，这里是根据内容加

上的。这个片断的文字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史的笔记三里的文字几乎

完全相同（见本卷第８５—８８页），是由无名氏抄在一张和笔记本里的纸

一样的纸上的。据此有过一种意见，认为该片断与博士论文无关，它是

一部失传的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著作的一部分，显然带有草稿的性

质。同时这个片断的内容和其中摘录的普卢塔克著作的引文，与保存下

来的作者给附录加的注释的文字有密切联系（见本卷第２８１—２８５页）。

根据现有的事实要彻底解决这个片断到底属于哪一部著作的问题目前

尚无可能，因此在本卷里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予以发

表。——第２４４页。

５５ 作者注的手稿中所有的引文都是用原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抄录

的。马克思在注释中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哲学名人的生平和学

说》里摘录下来的引文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摘录的引文不

同，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它们是从１８３３年莱比锡陶赫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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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的伽桑狄的注释版本（里昂１６４９年版）中摘引来的，这一版

本在一些地方和伽桑狄的版本有很大出入。这就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

的注释中和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所引用的同一些引文有差

异的原因。为了便于读者查阅，中译文作了必要的统一。

在马克思所作的注释中在个别必要的情况下加上了编者说明，括

在方括号内。——第２４７页。

５６ 马西利亚人是马西里亚城（后来的马赛）的居民。马西里亚城是由小亚

细亚的佛克亚城邦移民大约在公元前６００年建立的希腊殖民地。

马克思所提到的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和入侵高卢和意大利北部的日

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的战斗，发生在公元前１０１年，地点在韦尔切

利。——第２５６页。

５７ 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德国哲学上两个派别的斗争。

马克思在这里称青年黑格尔派为哲学上的“自由派”。到三十年代

末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人（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阿·卢格等人）转

到无神论立场，从左的方面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并要求资产阶级的自

由。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进步所引起的反应是形成了所谓的“实证哲

学”。

“实证哲学”是哲学中的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它从右的方面

批判黑格尔哲学（克·海·魏瑟、伊·海·小费希特、安·君特、弗·巴

德尔以及后期的谢林）。“实证哲学家”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反对理

性认识，并且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他们把凡是宣布

理性认识为自己的源泉的哲学都叫做“否定”哲学。——第２５９页。

５８ 马克思摘引（在手稿上是法文）自《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

规律》。法国科学院常任秘书和四十个院士之一米垃波先生著，１７７０年

伦敦版（《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Ｏｕｄｅｓｌｏｉｘｄｕｍｏｎ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ｕ

ｍｏｎｄｅｍｏｒａｌ》．ＰａｒＭ．Ｍｉｒａｂａｕｄ，ＳｅｃｒéｔａｉｒｅＰｅｒｐéｔｕｅｌｅｔｌｕｎｄｅｓＱｕａｒ

ａｎｔｅｄｅ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７０）。该书的真正作者是法国

唯物主义者保·昂·霍尔巴赫，为了保密，他在自己的书上借用了

１７６０年去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Ｊ．Ｂ．米拉波名字。——第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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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马克思援引的是１７９５年出版的谢林的两本著作《关于教条主义和批判

主义的哲学通信》（《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ｒｉｅｆｅüｂｅｒ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Ｋｒｉｔ

ｉｃｉｓｍｕｓ》）和《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或论人类知识中绝对的东西》

（《ＶｏｍＩｃｈａｌ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ｏｄｅｒ üｂｅｒｄａｓＵｎｂｅｄｉｎｇｔｅｉｍ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后来谢林放弃进步观点，转到宗教神秘主义立

场。１８４１年谢林被普鲁士当局聘请到柏林大学同黑格尔学派特别是青

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的影响作斗争。——第２８４页。

６０ 看来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在１８２９年度夏季学期所作的宗教哲学讲

座（《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第十三讲。——

第２８４页。

６１ 指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的批

判。——第２８４页。

６２ 马克思指的是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关于判断成分的逻辑意

义的推论（主语、谓语、系词“是”）所作的下述评语：“一百个真正的塔勒

里包含的东西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多。确实，

因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着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着物体及其假设本

身，那么如果物体所包含的东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会表示整个物

体，因而也就不会和物体相等。可是当我有一百个真正的塔勒时，我的

财产就比我光有一个它们的概念（即可能有的塔勒）时多。确实，在实际

情况中物体不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且也被综合地加到我的

概念（它是我的财产的规定）中，而一点也没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一

存在去增加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见伊曼努尔·康德著作六卷集的

第３卷，１９６４年莫斯科版第５２２页）。——第２８５页。

６３ 温德人是斯拉夫人的古称。——第２８５页。

６４１８４１年底至１８４２年初，马克思再次试图发表他的论文。为此他草拟了

新序言的开头部分。这是一份最初的草稿，有许多删改之处。——第

２８６页。

６５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书于１８４１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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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３日正式登入耶拿大学登记册第２６号。

同日，哲学系主任巴赫曼和几位教授签署了对论文的推荐评语（见

本卷第８９８—８９９页）。４月１５日函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发给证

书。——第２８７、８９８页。

６６ 本文是马克思针对莫泽斯·赫斯的文章《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ｉｎｂｅｚｕｇａｕｆｄｉｅＺ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ｇｅ》（发表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７日《莱茵

报》附刊上，并用赫斯的通讯员符号 署名）中对国家集权问题的抽

象的、虚无主义的解释而写的批判文章的开头部分。马克思的文章看来

没有完。我们得到的该文已写成的部分是手稿。——第２８９页。

６７ 马克思这篇文章是针对德国哲学家格鲁塔攻击１８４１年莱比锡出版的

布·鲍威尔的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１—２卷（《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Ｂｄ．１—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

而写的。格鲁培以哲学的超党派性和中立性作幌子（马克思在本文中套

用了格鲁培的声明：“作者本人从来不替某个党派服务，也不受某个人

影响”），在他那本反对青年黑格尔派领袖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

学院的教学自由》（《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Ｌｅｈ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中，企图破坏福音史料的批判者鲍威尔的威信。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

《德国年鉴》针对格鲁培的小册子还发表了一系列维护鲍威尔的文

章。——第２９２页。

６８ 这里马克思阐述的是布·鲍威尔在《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

２卷第２９６页）中引用新教神学家奥·内安德１８３７年在汉堡出版的

《在故事联系和故事发展中所表现的耶稣基督的一生》第２６５页（《Ｄａｓ

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Ｃｈｒｉｓｔｉｉｎｓｅｉｎｅｍ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ｅ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３７，Ｓ．

２６５）上的话。——第２９４页。

６９ 以下马克思从布·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２卷第

２９７、２９９和２９６页转引了新约的几段摘录。——第２９４页。

７０ 编辑部的这篇声明和马克思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３０—１３４页）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

６２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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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回击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和对《莱茵

报》的攻击。马克思无论在自己的文章中或在编辑部的声明中，对１８４２

年１０月１１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２８４号上发表的那篇题为《共产主

义学说》（《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ｌｅｈｒｅｎ》）的通讯展开了论战。马克思在编

辑部的声明中揭露了《共产主义学说》这篇通讯的作者歪曲了１８４２年

１０月６日在《亚琛城日报》第２７７号上发表的《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一文的观点。——第２９７页。

７１ 编辑部的这个按语是同发表在同一号报上的《莱茵通讯》有关。这篇通

讯也是对早些时候在《莱茵报》（１８４２年９月２２日和２５日以及１０月２

日和４日第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５和２７７号）附刊上发表的文章《汉诺威自由主

义反对派的失败》（《Ｆｅｈｌｇｒｉｆｆｅｄ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的回答。——第２９９页。

７２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于１８１４年６月４日颁布了一部宪章。这部宪

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可是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完全被摒弃于政治

生活之外。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６日国王查理十世又颁布了六条命令（七月敕

令），粗暴地违反了１８１４年宪章（解散了新选出的下议院，剥夺工商业

资产阶级的选举权，施行新的限制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并意味着宫廷

人物、贵族上层和上层僧侣企图实行政变。这一敕令成为法国１８３０年

七月革命和推翻波旁王朝的直接导火线。——第２９９页。

７３１８３７年恩斯特 奥古斯特国王和他的拥戴者在汉诺威发动了政变。国

王在废除了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１８３３年宪法（根据宪法，大臣

由国王任命，但对议会负责）以后，使１８１９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

级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汉诺威的自由主义人士力求

恢复１８３３年的宪法；这种要求体现于哥丁根大学七位教授（格林兄弟、

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韦伯）的抗议书中。结果七

位教授被撤职；其中有些人被放逐。汉诺威事件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广泛

的反应。——第２９９页。

７４ 马克思的《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这组文章（共三篇通讯）以及紧

接着发表的《〈科伦日报〉通讯员和〈莱茵报〉的立场》一文，是马克

思针对当时围绕普鲁士政府打算在莱茵省实施的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

７２９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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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开的激烈辩论而写的。随着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

那里的封建制度基本上被消灭，并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在未来的普鲁

士莱茵省建立了新的行政区机构。市和乡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乡中封

建土地占有制的特权被大大削减。随着１８１５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

立，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结束这种局面，废除市和乡的平等权利。普鲁

士当局强迫莱茵省各城市接受１８０８年普鲁士关于城市体制的反动条

例，而对乡则规定新的条例。统治阶层指望通过这种办法来恢复莱茵省

贵族的特权。

莱茵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反对普鲁士当局

的这些意图，竭力捍卫市和乡的平等权利。《莱茵报》坚决支持这条路

线，并为进一步扩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成果而斗争。从１８４２年

８月至１２月《莱茵报》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城乡权利平等的文章，反对实

施普鲁士的等级原则和扩大封建贵族的特权。当时《科伦日报》为了迷

惑读者曾报道说，莱茵地区的居民似乎都赞成把市和乡分开，同时也歪

曲解释《莱茵报》通讯中的观点和论证。马克思提出反驳，而在《科伦日

报》答复后他又继续写了三篇反驳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不仅赞

同激进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前夕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作为革命

民主主义者，站在更坚决更彻底的立场来对待这些要求。马克思不得不

在受检查的报刊上以表面的忠诚作掩护来对普鲁士国王和政府在改革

问题上的顽固落后而又蛊惑人心的立场进行尖锐的批评。马克思非常

巧妙地揭露了《科伦日报》这些对手要人们注意《莱茵报》言论的反对派

性质的企图——这种企图马克思有充分的根据认为是一种政治告密。

他并驳斥了保守报纸的其他诽谤，也就是它千方百计在当时一般人的

心目中把《莱茵报》抹黑。——第３０１页。

７５ 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中旬开始，《科伦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文章的作者竭

力攻击城乡权利平等。《科伦日报》通讯员在自己的文章下面用“—

—”或“—·—”的符号署名，显然他就是姓杜比恩的科伦公证人。他

曾要求城乡的市政改革分开，理由是：由于乡村落后，不容许乡享有和

市一样的权利。此外，作者硬说那些捍卫城乡权利平等进步原则的人就

是要想阻挠市政改革。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５日《科伦日报》第３０９号附刊上发

８２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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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一篇以“—·—”符号署名的文章《概述》，汇集了上述通讯的全部

主要论据，而且不顾事实地断言大部分莱茵居民似乎都赞成城乡分开。

虽然《科伦日报》的编辑部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相反观点的材料，但是该

报实质上是赞成《概述》文章作者的观点的。——第３０１页。

７６ 省议会（各省的等级会议）在普鲁士建立于１８２３年。议会由下列代表组

成：（１）诸侯等级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根据出身权利，族

长是省议会的当然议员；（２）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３）城市的代表；

（４）乡的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议会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

分居民就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一切选举手段，保证贵族

在省议会中取得大多数席位。省议会由国王召集，其职权范围仅限于研

究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议会只具有极有限的

谘议职能——它们只能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发表自己的

意见。１８２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１８２７年１月７日期间举行了第一届莱茵省

议会，而第四届省议会于１８３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召开。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日第３０７号《莱茵报》曾谈到第一届和第四届省议

会关于改革地方管理问题的两项对立决议，并强调指出，等级代表制已

经过时，而且实质上已经变成荒谬的了。《莱茵报》指出：不管这两项对

立决议怎样，决不能把省议会看作是表达莱茵省民意的机构。——第

３０２页。

７７ １８４２年９月１６日科布伦茨市的请愿书中请求“无比仁慈的国王恩准

科布伦茨市建立自己选举的市政机构”。１８４２年９月１６日亚琛市的请

愿书以及１８４２年９月科伦市的请愿书都包含类似的请求。科伦市和科

布伦茨市当时都拿中世纪所享有的、随着法国公社法的实施而失效的

特权作为借口。——第３０２页。

７８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代表特利尔市居民签署请愿书的人们，曾经请求国

王“恩准建立市政机构，这种机构将推广到国王的普鲁士莱茵省所有的

市和乡，而且必须做到：坚持自由选举自己代表的原则；市和乡的机构

的辩论公开；比以前有更大的独立性”。——第３０２页。

７９ 马克思可能暗指《科伦日报》主编卡尔·海尔梅斯写的、发表于１８４２年

９２９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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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日《科伦日报》第３０５号上的社论。作者在社论中完全赞同１８４２

年１０月４日的内阁法令（根据该法令只有篇幅超过二十印张的书籍才

免受检查），但是他又不能不承认：“当想要作为篇幅不大的文稿发表的

东西需要从各方面研究并改写成篇幅大的著作的时候，许多人未必能

够有足够的耐心了”。——第３０３页。

８０ 指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０日《莱茵报》第３１４号上发表的《提交莱茵省代表审

议的拒绝市和乡权利平等的行政区机构草案》一文。文中认为“全体公

民一律平等”是市政改革方面政治上非常迫切的重大问题，并号召反对

普鲁士政府提出的行政区机构新草案。——第３０３页。

８１ 指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１日《科伦日报》第３１５号上以无标题的简讯形式发

表的编辑部声明。——第３０４页。

８２ 指亨利希·克莱森的《莱茵行政区机构改革》一组文章，发表于１８４２年

１１月３、６、８、１０、１３、２９日和１２月１日的《莱茵报》第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２、

３１４、３１７、３３３和３３５号的附刊上。——第３０５页。

８３ 根据普鲁士国王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的命令，普鲁士各省成立了等级委

员会。委员会由省议会从参加省议会的各等级代表中选出。这些委员会

可由国王召集组成联合谘议机关——联合等级委员会。这一点最初实

行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参看卡·马克思的文章《论普鲁士等级委员

会》（见本卷第３２９—３４５页）。——第３０７页。

８４ 这个编辑部按语是马克思为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莱茵报》第３１９号附

刊上发表的《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而写的。在这个按语中，马克思拟定

了批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方针，他后来在《莱茵报》上专文对离婚法草

案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８２—１８５页《论离婚法

草案》）。

政府准备和讨论这个使离婚极端困难的离婚法草案是非常秘密

的。尽管如此，《莱茵报》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发表了这一草案，后来在

《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对该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

开讨论。《莱茵报》编辑部发表离婚法草案并坚决拒绝提供该草案的投

寄人，是该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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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指《论离婚法草案》，这篇文章曾登载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６日《莱茵报》第

３１０号附刊上。——第３０９页。

８６ 指《总 普 鲁 士 法》（《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Ｌａｎｄｒｅｃｈｔｆüｒ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该法于１７９４年批准并颁布，包括刑法、教会法、国家法和行

政法等，反映出封建普鲁士在司法方面的落后性。——第３１０页。

８７ 这条简讯反映出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编辑竭力利用王室关于报刊法令

这种自由主义的空话（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往往为了蛊惑的目的而发

表这种空话）来给准备好的对报纸的检查迫害设置法律障碍，并回击政

府官吏和反动报纸的挑剔。此类迫于情况的策略手段，马克思在别的场

合也曾采用。——第３１２页。

８８ 指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科伦日报》第３２０号附刊上刊登的注有“科伦，

１１月１４日”的文章。以符号“—·—”署名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再次依

靠同样的论据来拒绝城乡权利平等的原则，并且这一次直接反对《莱茵

报》。同时，他还引用了克利辛的一系列文章，引用了马克思《市政改革

和〈科伦日报〉》的一组文章和《莱茵报》的其他文章。——第３１４页。

８９ 比肯多夫是科伦近郊的村庄。——第３１４页。

９０ 马克思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成了《莱茵报》主编后给该报所制定的方针，

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忧虑。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写信到柏林说：这家

报纸的口气“变得越来越粗卤而尖锐了”。根据他的委托，科伦的行政长

官冯·格尔拉赫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２日将书报检查部关于改变报纸方

针的训令，以及要求解除阿道夫·鲁滕堡在编辑部中的职务（当局认为

他是激进方针的倡导者）和要求提出新编辑人选呈报总督批准的两项

指令交给《莱茵报》编辑部。作为编辑部的答复的是报纸正式责任编辑、

书商Ｊ．Ｅ．雷纳德的信，雷纳德是官方承认的报纸责任编辑。实际上信

的作者是马克思。这可从保存下来的草稿看出来，而信就是按这个草稿

发表的。

马克思为了策略上的目的，在论据中利用了书报检查令和其他政

府命令的假自由主义的空话；这些论据使政府代表无法找到借口来查

封报纸，虽然从冯·沙培尔在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７日给书报检查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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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当局没有放弃对《莱茵报》的编辑，特别是对马克思着手侦

查的意图。但是，由于缺乏迫害的正式理由，当局只好暂时限于加强检

查措施。

保存下来的草稿有马克思用墨水删改的笔迹和不知是谁用铅笔勾

划的笔迹。这封由雷纳德抄送当局的信同马克思修改过的原文是相符

的。见《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由约瑟夫·

汉森编辑出版，１９１９年埃森版第１卷第３７７—３８０页（《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Ａｋｔｅｎ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１８３０—

１８５０》．Ｈｒｓｇ．ｖｏｎＪｏｓｅｐｈＨａｎｓｅｎ，１．Ｂｄ．，Ｅｓｓｅｎａ．ｄ．Ｒｕｈｒ，１９１９，Ｓ．

３７７—３８０）。

本卷中信件的原文是马克思自己删改后的信件复制品；同时，其中

最重要的删改在脚注中都有说明。原文中所有由不知名者用铅笔勾掉

的词句都保留下来，但在脚注中予以说明。——第３１７页。

９１ 普鲁士政府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规定不仅要保

持，甚至还要加强政府对报刊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用关于自由主义的和

适度的书报检查这种空话掩盖起来的。

该书报检查令在１８４２年１月１４日半官方的《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第１４号上公布。

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１卷第３—３１页）。——第３１７页。

９２指５月１５日、２６日和６月２１日《莱茵报》第１３５、１４６、１７２号附

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在德国的领导权〉的又一意见》（《Ａｕｃｈｅｉｎｅ

Ｓｔｉｍｍｅüｂｅｒｅｉｎ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在德国的领导权》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关于普鲁士领导权的进一步讨论》

（《Ｗｅｉｔｅｒ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ｅＰｒｅｕβｅｎｓ》），以及１８４２

年７月１４日《莱茵报》第１９５号的文章《论普鲁士的领导权》（《Ｕｂｅｒ

Ｐｒｅｕβｅｎ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ｅ》）。

此时马克思还不是报纸的编辑。——第３１８页。

９３ 这篇短评作为《汉诺威的企业家和保护关税》（《Ｄｉｅ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ｓｃｈｅｎ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Ｓｃｈｕｔｚｚｏｌｌ》）一文的编辑部按语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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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２日《莱茵报》第３２６号附刊上。文章可能是马克思作为报纸编辑所

写的，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是他写的。——第３２２页。

９４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使用了海尔维格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给《莱茵

报》编辑部的信（见《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

集》１９１９年埃森版第３８２—３８４页）。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

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爱·鲍威尔、爱·梅

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小组的成员对现存制度进行抽象的、缺

乏实际革命内容的批判，他们的言论表面上十分激进，往往损害了民主

运动的声誉。在以后的年代，“自由人”的许多代表人物抛弃了激进主

义。——第３２３页。

９５ 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编辑后，便采取措施阻止“自由人”代表人物利用

报纸作为他们发表假革命言论的讲台。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评，见他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给阿·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第

４３４—４３７页）。——第３２３页。

９６ 指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０日的一篇《美因河通讯》（《ＶｏｍＭａｉｎ》）。这篇通讯

刊登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莱茵报》第３１７号上。——第３２６页。

９７ 引自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８日《莱茵报》第３２２号上刊登的编辑部的更

正。——第３２６页。

９８ 这里和下面都引自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３２９号上

的《莱比锡（尤利乌斯·莫森和《莱茵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ＪｕｌｉｕｓＭｏｓｅｎｕｎｄ

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一文。——第３２７页。

９９ 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２４日《莱茵报》第３２８号上刊登了一篇关于１１月１１

日在莱比锡举行纪念席勒集会的详细报道。在会上诗人尤利乌斯·莫

森朗诵献给席勒的一篇用诗的体裁写的祝酒词，该祝词在１８４２年１１

月１６日《莱茵报》第３２０号上就已全文发表。在这一祝词中莫森对奥格

斯堡《总汇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它为“总汇文坛警察”（“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Ｐｏｌｉｚｅｉ”）。——第３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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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马克思撰写本文是因为《总汇报》为普鲁士政府以建立全国等级代表机

关（见注８３）来代替推行宪法的企图辩护。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篇文章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组成》（《Ｕｂｅｒｄｉ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ｅｔｚｕｎｇｄｅｒｓｔａ

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Ａｕｓｓｃｈüｓｓｅ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曾发表在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和２日的

《总汇报》第３３５号和第３３６号附刊上（马克思在后面引自《总汇报》的

引文都取自这篇文章）。马克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作了保留，说《莱茵

报》进行论战是反对保守报刊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观点，而不是反对这

些制度本身，但是马克思实际上对这些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揭露了

虚伪的立宪制度。——第３２９页。

１０１ 指１８２３年６月５日在普鲁士颁布的《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ｗｅｇｅｎＡｎ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ｅ》）。根据该法，

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４日颁布了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 第

３３０页。

１０２ 这里马克思所引的是１８２４年３月２７日莱茵省等级会议组织法的摘

录。——第３３１页。

１０３ 德国小诸侯领地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时期成了国王的附庸的附

庸，也就是归并到那些较大的德意志邦的领土上。同时，领主保留一系

列特权，其中包括参与选派等级代表权。——第３４０页。

１０４ 见《Ｕｂ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４２；路·布尔《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１８４２年柏林版

（Ｌ．Ｂｕｈｌ．《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ｅｉ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２）。——第３４１页。

１０５ 单独选举权 是指德意志各邦等级会议中的选派代表权；属于骑士（贵

族）等级的人和由于中世纪得到了特权的个别德国城市享有这种权

利。——第３４１页。

１０６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和１４日《莱茵报》第３４６号和第３４８号上发表了两

篇匿名文章，报道摩塞尔农民的贫困状况，谴责政府当局对他们的控诉

采取冷漠的态度。文章的作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律师普·约·

科布伦茨。文章发表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给该报发出两个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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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指责《莱茵报》驻摩塞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冯·沙培尔要求

就一系列问题作出答复，实质上就是否认了对政府的揭发材料。１２月

１８日《莱茵报》第３５２号上刊载了总督的训令（几乎莱茵所有具有政治

倾向的报纸都根据总督冯·沙培尔的指示刊载了这两个训令）。由于科

布伦茨在此以后不能十分深刻地论证他文章里的论点以驳倒对他的指

责，马克思便把这一任务承担下来，决定利用与冯·沙培尔的论战来广

泛揭露普鲁士社会政治制度。在发表这个即将答复总督的通告以前，马

克思收集了写作《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材料；该文不久写成，从１

月１５日开始在《莱茵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

２１０—２４３页）。——第３４６页。

１０７ 指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莱茵报》驻摩塞尔记者文章而发的两个训

令（见注１０６）。——第３４６页。

１０８ 泰·德萨米《卡贝先生的诽谤与政治》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７页（Ｔ．Ｄéｓａ

ｍｙ．《Ｃａｌｏｍｎｉｅｓ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Ｍ．Ｃａｂｅ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２，ｐ．７）。—— 第

３４８页。

１０９ 这篇评论是马克思为答复内阁１８４３年１月２日训令的指控而写的草

稿，该训令宣布自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起查封《莱茵报》，而在查封之前对

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答复的内容由马克思以下意图决定，即竭力使

政府不再对《莱茵报》进一步迫害并力争取消对它的查封，但决不是以

改变其政治方针为代价。因此，阐述《莱茵报》在一系列德国社会生活的

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就采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马克思《评内阁训令的指控》一文的基本思想包括在１８４３年２月

１２日《莱茵报》股东就报纸被查封致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和普鲁

士内务大臣阿尔宁的备忘录的第三部分。见《关于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政治

运 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１９１９年埃森版第１卷第４５７—４６０

页。——第３４９页。

１１０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人士

使用》１８３５年莱比锡版第２卷（《Ｎｅｕｅｅｌｅｇａｎｔｅｓｔ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ｘｉ

ｃｏｎｆüｒ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ａｕｓａｌｌ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ｎ》，Ｂｄ．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５）。第２卷第

２５５页指出：１８１８年黑格尔来到柏林，为了“把他的哲学变成所谓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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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第３５０页。

１１１ 指１８４３年２月４日《科尼斯堡总汇报》第３０号上发表的《普鲁士来信》

（《ＥｉｎｇｅｓａｎｄｔａｕｓＰｒｅｕβｅｎ》）一文。——第３５０页。

１１２ １８４３年１月４日《莱茵报》第４号上发表的《俄国关于普鲁士报刊的备

忘录》（《Ｄｉｅ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ｏｔ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Ｐｒｅｓｓｅ》）一文成了它被

指责为侮辱外国的借口。文章批评了俄国沙皇制度，并批评它的代表

干涉德国事务以压制反对派报刊。此文发表后沙皇政府提出了抗

议。——第３５３页。

１１３ 马克思在这一段几乎逐字援引了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普鲁士书报检查

法令的条文。——第３５３页。

１１４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的名称，竭力主张加强神父的权

力。在莱茵省，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

地位。——第３５３页。

１１５ 指约·哥雷斯在１８３８年起在慕尼黑出版的《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纪

事》（《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Ｂｌａｔｔｅｒｆüｒｄａｓｋａｔｈｏｌｉｓｃｈ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杂志上所发挥的分立主义思想。——第３５３页。

１１６ 指１８３０年３月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关于互相引渡叛国投敌

者、逃避兵役者、罪犯和被告人的协定。——第３５４页。

１１７ １８４３年３月２日科伦选举第七届莱茵省议会的两名代表和四名副代

表。当选的代表是康普豪森和默肯斯，副代表是申克、米伦斯、杜蒙德、

埃辛。

以下援引的是１８４３年３月８日《莱茵—摩塞尔日报》第６７号上发

表的注明《莱茵通讯，３月６日》的文章。——第３５６页。

１１８ 《莱茵—摩塞尔日报》在科布伦茨出版。所以下面马克思也把它叫做“科

布伦茨报纸”。——第３５８页。

１１９ 下面马克思引用了两篇就德国反教权主义的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扎

勒特去世而写的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１８４３年３月６日《特利尔日报》

第６３号上（《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另一篇发表在１８４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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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１日《莱茵—摩塞尔日报》第７０号附刊上作为对上文的回答（《弗

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马克思在文章中尖锐批评《莱茵

—摩塞尔日报》的反动立场，同时也反对《特利尔日报》把扎勒特当作福

音教条的卫道士。

《俗人福音》（《Ｌａｉｅｎ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ｕｍ》）是扎勒特的宗教主题的诗集，

发表于１８４２年。——第３６１页。

１２０ 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俗人福音》１８４２年莱比锡版第４４２

页。——第３６３页。

１２１ 地狱服是被宗教法庭判决的罪犯在处死时穿的一种黄色衣服。——第

３６３页。

１２２ 指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莱茵—摩塞尔日报》第７２号上发表的注明《莱茵

通讯，３月１１日》的文章。下面的引文是从这篇文章引来的。——第

３６５页。

１２３ 这篇短评是马克思在阅读了列·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１８３２年

汉堡版第１卷（《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３２，Ｂｄ．

）并作了摘要以后写的。兰克的《论法兰西的复辟》（《Ｕｂｅｒｄｉ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特别吸引了马克思的注意力。这篇短评包

括在１８４３年７—８月摘抄世界史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册中（这些

摘记是马克思这一年５月至１０月住在莱茵小城克罗茨纳赫时作的）。

短评认为，黑格尔对国家的抽象观念和它的具体历史形式之间的关系

的唯心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他的《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２４５—４０４页）一文的内容

有直接的联系。——第３６８页。

１２４ 指１８１４年宪章——波旁复辟王朝的根本法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

１８３０年８月１４日公布的宪章——七月王朝的根本法。１８３０年宪章在

主要条款上重复了１８１４年宪章，不过，１８１４年宪章中说宪法由国王

“钦赐”的序言在１８３０年宪章中被删掉了，上下议院的权力由于君主的

某些特权受到限制而扩大了。按照新宪法，君主只是行政机构的首脑，

失去了废除法律和停止法律生效的权力。——第３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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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１８４３年初春，马克思想创办一份新杂志作为德、法民主主义者的刊物。

他打算和青年黑格尔分子、被政府查封的《德国年鉴》的编辑阿·卢格

共同出版这份杂志（马克思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给卢格的信，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第４４０—４４３页）。１８４３年５月底，马克思到德勒斯

顿会见卢格商谈此事。在商谈过程中，关于未来杂志的方针问题出现了

两种倾向：卢格追求的主要是教育目的，打算把杂志变成在哲学领域

（主要是德国的）和社会政治科学领域（首先是法国的）内交换思想的工

具，马克思则力求将杂志的理论任务同反对德国封建专制秩序的直接

革命斗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利用杂志作为改造现存世界的思想武器。

对杂志纲领的不同态度在为杂志准备的材料中以及未来的编辑们的来

往信件中反映出来。马克思要使杂志变得更激进、更具战斗性的愿望在

《德法年鉴》大纲方案里也得到反映。该方案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８月收

到卢格用德文和法文缮写的大纲后起草的。马克思在利用卢格大纲时，

对某些措词作了修改，特别是对第二点以及第三点的某些地方作了修

改。在卢格大纲里，第二点、第三点是这样的：

法文的卢格大纲

（２）“报刊评介：对当代期刊、它们所遵循的精神、它们的事业、它们

的倾向以及它们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进行心平气和的、然而是公正和严

肃的评价。

（３）评介莱茵河两岸出版的书籍。”

德文的卢格大纲

（２）“评介那些反映自己对当代各种问题的态度的报刊。

（３）评介德国旧书刊和小说，评介两国的那些开辟并继续推进新时

代的书籍。”

在制定《德法年鉴》大纲的最后条文时，卢格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起

草的方案，全部或部分地采用他提供的措词。现将刊载在１８４４年巴黎

出版的《德法年鉴》第１—２期合刊上的全文援引如下以供比较：

“本杂志系评论性刊物，但非德国文学报纸。我们将摘登法国和德

国有关下述内容的稿件；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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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关于有影响、有意义的人物和制度，关于目前大众所注意的问

题，关于宪法、立法、政治经济学、道德风尚和机构。天国神权之说将为

人世真正的科学取代。

２．对反映自己对当代各种问题的态度的报刊进行述评。

３．评介德国旧书刊和小说，这种评介必然要使超验的而今正趋腐

朽的旧德意志精神受到批判；评介两国的那些开辟并继续推进我们正

在跨入的新时代的书籍。”——第３７０页。

１２６ 《德法年鉴》杂志本来应该促进法国和德国先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

想的各种代表的团结，成为象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３日给路·费尔

巴哈信中所说的“德法科学联盟”的刊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

卷第４４４页）。被邀参加杂志撰稿工作的有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

亨·海涅、莫·赫斯、卡·贝尔奈斯、尤·弗吕贝尔以及比·约·蒲鲁

东、费·拉梅耐、阿·拉马丁、路易·勃朗、比·勒鲁、埃·卡贝等人。在

傅立叶派《和平民主日报》上发表的这篇由马克思和卢格署名的筹办中

的杂志编辑部声明，是针对１８４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益报》上一封未署名

的简讯而写的（简讯作者是拉马丁）。——第３７１页。

１２７ 指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科伦日报》上发表的１１月１６日莱比锡通

讯。——第３７１页。

１２８ 马克思写这份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回忆录》第一卷（《勒·勒瓦瑟尔

（ｄｅｌａＳａｒｔｈｅ）回忆录》１８２９—１８３１年巴黎版第１—４卷（《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ｅ

Ｒ．Ｌｅｖａｓｓｅｕｒ（ｄｅｌａＳａｒｔｈｅ）》Ｖｏｌ．１—４．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９—１８３１）的提纲为的

是要写一部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还在１８４３年夏，马克思就已对法

国十八世纪末的革命事件表现了相当大的兴趣；他在关于世界史的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摘抄了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和路德维希有

关这个题材的专著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阿·卢格的证明（卢格１８４４

年５月１５日给费尔巴哈的信、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０日和７月９日给弗莱舍

的信；见《阿·卢格书信日记集》１８８６年柏林版第１卷）。１８４３年秋马克

思移居巴黎以后产生了写一部国民公会史的计划；为实现这个计划，

他在１８４４年紧张地工作了好几个月，读了大量材料，包括报刊、同代人

的回忆录等等。关于马克思的这个没有实现的意图，１８４５年激进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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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日报》就马克思被逐出法国一事发表评论时也曾提到。１８４４年《前

进报》曾刊登过勒瓦瑟尔回忆录的片断，可能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刊

登的。

马克思写这份提纲的时间看来与他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间相同：

提纲写在摘录经济学家著作的一组笔记的第三册中，这些笔记是马克

思到巴黎后至１８４４年８月期间记的。除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提纲之

外，这册笔记还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法文版摘录的结尾部分（开

头部分在第二册笔记中）。

笔记各页用直线划成两栏。左栏是用法文摘录的该书原文（仅一

处用德文）或个别段落的简要转述（用德文）。马克思本人写的是一些

言简意赅的批注和参考索引，在本卷中是用五号铅字排印的。笔记本

中相应各页的右栏扼要地、比较连贯地叙述了该书内容，马克思给这

部分笔记加了一个标题《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全文除若干法文

术语和用语之外都用德文写成。在许多场合，特别是涉及对事件和人

物的评价时，马克思几乎逐字引用勒瓦瑟尔的原话并将其译成德文。

这些段落发表时作为引文用的是小号字（引号是编者加的）。

本卷先刊印左栏的文字，编者加了一个副标题《摘录》，然后刊印

右栏的提纲，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第３７２页。

１２９ １７９２年６月２０日在巴黎，在立法议会大厦和土伊勒里宫前举行了群

众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取消国王对在巴黎近郊建立马赛义勇军军营

的法令所颁布的否决令，要求恢复被国王免职的吉伦特派领导人的内

阁职务。由于这些要求实际上被拒绝了，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因庇护示

威者而被解职的巴黎市长、吉伦特派佩蒂昂在巴黎各区的压力下于７

月中旬复职了。尽管有国王的否决令，１７９２年７月，从马赛和其他城市

不断有义勇军开到巴黎，他们加强了废除王权的运动和对革命的外来

敌人的有力反击。——第３７３页。

１３０ １７９２年４月２０日立法议会表决了向奥地利宣战的法令，从而奠定了

革命的法国与反革命国家的同盟长期武装斗争的始基。在此之前，雅各

宾俱乐部曾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开展了积极的战争鼓动（１７９２年２月

１５日和１７日的告人民书）。俱乐部左派的代表们（罗伯斯比尔等）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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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认为应当尽量推迟不可避免的战争冲突，以便赢得时间来巩固革命

秩序。

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协会），创立于１７８９年１０月，最初联合了

反专制阵营的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由于内部斗争，１７９１年７月温和

的立宪派离开了俱乐部，而在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起义后，吉伦特派也离

开了，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的影响完全控制了它。俱乐

部成为该派中心，它与各省分部在实现革命改造中发挥了卓越的作

用。——第３７３页。

１３１ 在这一页，勒瓦瑟尔描写了温和的立宪派的领袖之一拉斐德将军在

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起义前夕的暧昧处境。他既没有得到国王的信任，更

没有得到对立面——革命爱国阵营的信任。——第３７３页。

１３２ 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制度的日子。——第３７３

页。

１３３ 空位时期 是指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９月２０日国民公会召开（第一次公

开会议是在９月２１日）的这一段时期，共四十二天；这个时期充满着立

法议会和革命的巴黎公社之间的尖锐斗争。巴黎公社是在８月１０日起

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代替了过去的市参议会并领导了起义者的行

动。——第３７３页。

１３４ 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由一名每二周改选一次的主席和六名秘书组

成。——第３７３页。

１３５ 斐扬派——温和的立宪派，其代表（拉梅特兄弟等）在１７９１年７月１６

日雅各宾俱乐部（见注１３０）通过关于推翻国王的请愿书以后退出该俱

乐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俱乐部（曾在１７８９年被取缔的斐扬僧团

旧址开会，因而得名）。斐扬派利用其在立法议会中的相当影响，竭力阻

碍革命进一步深入，为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效劳。——第３７４页。

１３６ 在这几页勒瓦瑟尔反驳了吉伦特派对山岳派领袖提出的所谓著名山岳

派被外国侨民和外国间谍收买的指控。他把丹东、罗伯斯比尔和马拉

（但附带说明后者没有抛弃他的“荒诞”理论）说成是无私的、对革命忠

诚的活动家。——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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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 在这几页勒瓦瑟尔引述了马拉１７９２年９月１５日在国民公会上的辩护

词的内容。马拉在辩护词中有力地证明了吉伦特派指控他煽动反对国

民公会的起义是毫无根据的，竭力使谴责他的活动的提案不被通过。勒

瓦瑟尔对马拉是反感的，但他不能不承认他同他的敌人所掀起的诽谤

和敌视运动作斗争时的勇敢和冷静。——第３７６页。

１３８ 勒瓦瑟尔是这样写的：“后者的模糊不清而又啰嗦的口才是很难同卢韦

的空洞的华丽词藻比高低的。”接着，勒瓦瑟尔证明，指控罗伯斯比尔追

求独裁和１７９２年９月煽动迫害被囚禁的保皇党人是没有根据的。罗伯

斯比尔本人１７９２年１１月５日在国民公会上的发言把吉伦特派的这些

诬蔑驳得体无完肤。——第３７７页。

１３９ 比佐关于将驱逐被推翻的波旁王族的法令扩及该王朝旁系代表——奥

尔良公爵家族成员——的提案经多数票表决延期审议。据勒瓦瑟尔证

明，许多国民公会代表担心驱逐前奥尔良公爵菲力浦 埃加利泰会成为

违反代表人身不可侵犯权的危险先例。——第３７７页。

１４０ 在这几页勒瓦瑟尔把吉伦特派说成是一个其行动在客观上为反革命势

力效劳的派别。“虽然他们曾经是狂热的共和派，但是，不幸，他们将武

器交给了保皇派，更糟糕的是把某些保皇派窝藏在他们中间。”——第

３７７页。

１４１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５日，在敌军进犯、传闻有反革命阴谋和准备对反对外

国敌人的爱国者家属下毒手的情况下，巴黎的人民群众占领了监狱，组

织了临时法庭，处死了约一千名在押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吉伦特

派利用人民的这种自发的恐怖行动来指控雅各宾党人组织了“九月屠

杀”。——第３７９页。

１４２ 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是在国民公会于１７９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和１４日讨论

关于初等教育的报告时产生的。在辩论过程中否决了在小学进行宗教

教育的提案，但是同时山岳派著名活动家（罗伯斯比尔、丹东）反对某些

代表提出的完全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意见。

所谓粮食法令是指国民公会１７９２年１２月由于吉伦特派的坚持而

通过的取消有关谷物贸易的规章和武力镇压要求保持稳定价格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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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这些措施对那些备受粮食匮乏和粮价上涨之苦的人民群众的

利益损害极大。山岳派代表在这期间虽然拒绝了吉伦特派所维护的贸

易充分自由的原则，但是没有支持人民群众稳定面包和其他食品价格

的要求。于是，１７９２年１２月２日勒瓦瑟尔就粮食问题发言，坚持必须

采取强制措施对付农场主和面包商暗中破坏出售面包的行为。——第

３８５页。

１４３ 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０日革命阵营中最激进的平民派代表，所谓的“疯人派”

（他们要求稳定价格、采取消除贫困的社会措施、惩办投机商）进行了起

义的尝试。在起义时有两处吉伦特派印刷所被捣毁。起义的参加者起

草了请愿书，要求将吉伦特派逐出国民公会。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当时

尚未决定公开反对吉伦特派的雅各宾党人的支持，“疯人派”没有达到

自己的目的。

科尔德利俱乐部（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是法国革命时期在１７９０

年建立的最激进的民主主义组织之一。雅各宾左派在俱乐部中占优

势。虽然“疯人派”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但是俱乐部并不支持他们

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０日的行动。——第３８６页。

１４４ １７９３年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２６巴黎发生了人民起义，结果吉伦特派被逐

出国民公会。建立了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的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革命力

量（雅各宾党人、“疯人派”）在反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倾向的吉伦

特派的政治统治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使起义取得成功。——第３８７页。

１４５ 据勒瓦瑟尔证明，丹东认定杜木里埃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将军，但是他的

政治信念，从共和派的观点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丹东也注意到杜木里

埃极爱虚荣，注意到他明显地不愿受国民公会的监督，喜欢让一群阿谀

奉承、搞阴谋诡计的人围着自己转。——第３８７页。

１４６ 粮食危机的加深、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疯人派”要求稳定价格的

鼓动促使国民公会在１７９３年春又回过头来讨论粮食问题。雅各宾党人

考虑到人民的情绪，这一次赞成规定谷物价格（规定最高限价）。尽管吉

伦特派抵制，１７９３年５月４日通过了谷物最高限价的法令。——第

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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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十二人委员会是国民公会在极力要打击首都革命组织的吉伦特派的坚

持下，为了调查巴黎公社的活动于１７９３年５月１８日成立的。５月３１日

人民起义后被解散了。——第３８８页。

１４８ 在本卷这部分里发表了所有可以找到的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３３—１８３７年

（主要是１８３５—１８３７年）写的诗歌，以及他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

费利克斯》中的片断。诗歌共有六本，其中四本是马克思亲笔书写的，

五、六两本是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书写的。

第一、二两本的名称是《爱之书》第一部和《爱之书》第二部，第三本

的名称是《歌之书》。所有这三本都是献给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的。这三本的封面都没有保存下来。第一本的封面是根据约

翰·斯帕戈１９１０年在纽约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Ｊｏｈｎ

Ｓｐａｒｇｏ．《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Ｈｉ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１０）

一书中发表的真迹复制品再复制的。《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的封

面是根据弗兰茨·梅林１９０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第１卷第２５页（《Ａｕｓ

ｄｅｍ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ｎＮａｃｈｌａβ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ｕｎｄ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Ｂｄ．１，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０２，Ｓ．２５）的出版

前言中的描写复制的。第四本即献给父亲的诗的封面保存下来了，所以

是按原件复制的。最后，第五本是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第六

本是她的笔记本。在纪念册里她只抄录弟弟的诗，而在笔记本里还抄有

其他人的诗。

马克思的诗就其性质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五类，即哲学抒情诗，献

给杰出的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歌德、席勒——的诗，讽刺诗，叙事

诗，以及献给燕妮的抒情诗，后者多半是用十四行诗的形式写成的。悲

剧诗《乌兰内姆》中的几场占有特殊地位。

大家知道，１８３６年秋马克思同他童年时代的女友、政府枢密顾问

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瞒着她的父母秘密订了婚。

在他们订婚以后过了七年才结婚。马克思同自己心爱的姑娘经常不在

一起，他把自己的离情别绪浇铸在诗歌里。

青年马克思的诗毫无疑问首先受到了以歌德、席勒、海涅为最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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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此外，德国浪漫派作家，如乌朗特、夏米索、

布伦坦诺等人，对他的诗歌创作活动也有影响。马克思最初就读的波恩

大学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堡垒。该派的理论家之一——奥古斯特·威廉

·施勒格尔就在波恩大学任教，马克思听过他的课。

马克思本人对他青年时代写的那些诗歌的文学成就，持严格的批

判态度，但是，他发现这些诗包含着热烈的真挚的感情（见本卷第１０

页）。后来这种批判的态度变得更加严峻。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

有一次写信给弗兰茨·梅林说：“我父亲对这些诗很不以为然；每当我

的父母谈到这些诗时，他们都开心地笑起来了……”（《遗著》第２５—２６

页）

由于前三本上的诗歌有很多都跟献给父亲的诗册上的诗相同，所

以重复的诗只发表一次，主要发表在献给父亲的诗册上面，因为在这里

这些诗写得最完整。在前三本中只保留这些诗的标题，但同时指出它们

在本卷中的页码，并用方括号括起来。唯一的例外是《海上船夫歌》，因

为马克思在献给父亲的诗册中把这首诗删掉了一半，所以这首诗最先

出现在哪里就在那里发表，也就是说发表在《爱之书》第二部里，而在献

给父亲的诗册中只重复一个标题和它在本卷中的页码。包括在献给父

亲的诗册中的两首寺《夜恋》和《小提琴手》并没有发表在这里，而是发

表在本卷的第一部分里，因为这两首诗曾于１８４１年发表在《雅典神殿》

杂志上。在献给父亲的诗册中只保留了这两首诗的标题并指出它们在

本卷第一部分中的页码。

由于索菲娅的纪念册和她的笔记本，——其中都有很多重复的

诗，——并不是马克思亲笔书写的，所以这样一些诗的标题就不重复

了，这两本中重复的诗也未予发表。——第３８９页。

１４９ 马克思的这本诗册共有十二首诗，其中《人的自豪》，以及叙事诗《苍白

的姑娘》、《卢欣妲》和《凄惨的姑娘》后来被马克思收入献给父亲的诗册

中。

显然载入这本诗册以及其后的两本里的诗是在１８３６年秋天以前，

甚至可能是在１８３５年写的。这可以从索菲娅的纪念册上注明的年代

——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得到证明，因为纪念册里的某些诗在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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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诗册中又重现了。——第３９１页。

１５０ 这首诗在收入献给父亲的诗册时马克思稍微作了一些修改。——第

４０４、４１１、４３５、４４６、５３０页。

１５１ 《爱之书》第二部包括二十二首诗，其中《致星星之歌》和《海上船夫歌》

在献给父亲的诗册（见注１４８）中重复出现。——第４３９页。

１５２ 《歌之书》包括二十三首诗。其中《和谐》以及叙事诗《两个女竖琴手》和

《海妖之歌》后来被马克思收入献给父亲的诗册。——第４８５页。

１５３ 叙事诗《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是用诗体写成的关于六世纪下半叶伦巴

德人王阿尔博英征服杰皮迪部落的历史事件的传说。库尼蒙德是杰皮

迪人的最后一位国王。阿尔博英杀死了杰皮迪人王库尼蒙德（马克思称

之为奎纳蒙德）后，便娶了他的女儿罗莎蒙德为妻，但阿尔博英后来被

他的掌武器侍从赫尔米希斯杀死。——第４９３页。

１５４ 马克思在献给他父亲的诗册里收集了从他青年时代创作的诗歌中挑选

出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收集了一些叙事诗、十四行诗、抒情诗、

歌，奥维狄乌斯《哀歌》第一曲的译文、讽刺短诗和诙谐诗（共六十首），

以及用诗体写的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马克思还把散文作品《斯科尔

皮昂和费利克斯》这部讽刺小说中的一些篇章作为附录收入诗册。这本

诗册中的两首诗——《夜恋》和《小提琴手》——后来在１８４１年由马克

思发表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因此它们被刊登在本卷第一部分里。

在献给父亲的诗册的内容编排上马克思作了一些改变，跟他原来

所拟定的标题中的编排顺序略有不同。本卷完全按照马克思在手稿中

的编排顺序发表。在编排上的变动只涉及悲剧《乌兰内姆》。按照马克思

原来的编排，《乌兰内姆》插在《散步》和《致星星之歌》之间；但在本卷里

它排在所有的诗歌之后和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各章之前。为

了方便读者起见，在目录中每首诗的标题后面都注明该诗在本卷中的

页码，括以方括号。

这本诗册中的一些诗是马克思在１８３７年２月以前，显然是１８３６

年甚至是１８３５年写的。——第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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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阿尔米达》是德国作曲家克·威·格鲁克的歌剧。——第５８３页。

１５６马克思在柏林接触到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伪善的宗教正统思

想，德国社会生活的因循守旧，他写了一些讽刺短诗来嘲笑当时德国的

现实。讽刺短诗《德意志人在安乐椅上……》就属这一类。——第６４９

页。

１５７ 马克思用《黑格尔·讽刺短诗》这个总标题的献给黑格尔的四节诗证

明，１８３７年初马克思刚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掌握和理解这一哲学的

过程对青年马克思说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马克思一方面意识到黑

格尔哲学的包罗万象的性质和他的观点的广泛性，同时也对黑格尔思

想借以表达出来的复杂形式持批判态度。当时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

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用隐晦的语言来表示他的高深莫测。马克

思就在自己的讽刺短诗中表达了对黑格尔的指责。——第６５１页。

１５８ 在这首讽刺短诗中，马克思再次批判了德国政治运动只是空谈理论和

停滞不前的现象。在这首短诗中提到了“民族的奇胜”，那是指莱比锡战

役而言，在这次战役中，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军队于１８１３年

１０月１６—１９日战胜了拿破仑。但是，打败拿破仑军队并未使德国得到

统一和建立起进步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集

团的消极态度造成的。在这首讽刺短诗中马克思批判这些集团忘记了

解放战争的传统，主要是编造混乱的乌托邦思想，不以实际行动去实现

德国自由、统一的理想。——第６５２页。

１５９ 马克思在一系列讽刺短诗中描绘了一幅关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生

活的讽刺画。例如，在第五和第六首讽刺短诗中，他为席勒和歌德辩护，

认为他们是人道主义和进步的代表，他驳斥那些保守作家和虔诚派对

这两位伟大德国诗人的伪善庸俗的攻击。——第６５３页。

１６０ 马克思在第八首讽刺短诗中积极捍卫歌德，驳斥保守作家和批评家特

别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作家和批评家对他的攻击。这些攻击

受到教会集团的鼓励，它们把歌德看作是一个叛教者、异教徒、败坏道

德和自由主义等等的鼓吹者。反歌德思想的主要代表是路德派新教牧

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普斯库亨 格兰佐夫。马克思的讽刺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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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斯库亨（假冒的《漫游年代》）》和《对废话大师的最后一首嘲笑诗》就

是针对他而写的。由于歌德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

代》，普斯库亨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模仿这部小说写了一些讽刺作品，

有的还取了相同的名称。歌德在一系列短诗中嘲笑了普斯库亨。普斯库

亨的攻击在柏林进步文学界引起了特别强烈的愤慨。马克思在１８３６年

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接触到了普斯库亨的书，并写了以上提

到的那几首讽刺短诗。——第６５４页。

１６１ 《优美的灵魂的自白》是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

六册的名称。马克思在这首讽刺短诗中以模拟的手法讽刺了普斯库亨

对该册的攻击。——第６５７页。

１６２ 在这首讽刺短诗中，马克思显然是利用歌德的诗《歌德和普斯库亨》来

反对普斯库亨的。——第６５８页。

１６３ 在索菲娅的纪念册里载有二十六首马克思的没有收在他亲笔写的四本

诗册里的诗。此外，纪念册里还有一些诗后来被马克思收入献给燕妮·

冯·威斯特华伦和他父亲的诗册里。这些诗是：《两重天》，《思念》，《人

的自豪》，《歌手最后的歌》，《卢欣妲》，《歌手的爱情》，《凄惨的女郎》，

《苍白的姑娘》，《感想》，《普斯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雇佣契约》，

《德国人的爱好》（重复收入献给父亲的诗册中的《讽刺短诗册》第四、

五、六首短诗），《和谐》，《终曲·致燕妮》。——第７３７页。

１６４ 《盲女》一诗也重复出现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在那里，接下去还有两行

结尾句：

“屋顶轰隆一声塌下来，

瓦片、土块纷纷把她的肉体埋”。——第７５８页。

１６５ 《甘斯·海林》是德国作曲家亨利希·玛尔什纳的歌剧。——第８０７页。

１６６ 《青铜色马》是法国作曲家丹尼尔·弗朗索瓦·埃斯普里·奥伯的歌

剧。——第８０７页。

１６７ 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里除了马克思的诗外，还有其他作者的

诗，以及索菲娅自己作的笔记和她的朋友、相识的人写给她的东西。除

了马克思的《人生》和《查理大帝》这两首诗外（它们在马克思的几本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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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以及索菲娅的纪念册中都没有见到过），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还有九

首在她的纪念册中也有的马克思的诗。其中《两重天》和《凄惨的女郎》

这两首也包括在《爱之书》第一部中，而叙事诗《凄惨的女郎》也被收入

献给父亲的诗册。其余七首诗是：《莱茵河女神》，《盲女》，《父亲诞辰献

诗》，《结尾诗》（在索菲娅的纪念册中称为《诗成之后》），《席勒·十四行

诗二首》，《歌德·十四行诗二首》，《女儿》。

从索菲娅的笔记本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

了。在笔记本里，《查理大帝》一诗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３３年。可能马克思早

就开始写诗，可是他的这些习作没有保留下来。——第８０９页。

１６８ 马克思在这首诗中描绘的查理大帝的形象，无疑受到了特利尔中学校

长、在马克思所在的班级上教过历史的约翰·胡果·维滕巴赫的影响。

维滕巴赫写了一系列历史研究文章，强调查理大帝在发展教育和唤起

人们注意古代文化方面的功绩（所谓“卡罗林王朝复兴”）。——第８１２

页。

１６９ 证书中马克思父亲的年龄是不确切的。根据后来的考证，亨利希·马克

思不是生于１７８２年，而是生于１７７７年。——第８１７页。

１７０ 关于马克思的中学考试作文，见注１。

教员居佩尔于１８３５年８月１７日在本篇作文上写了如下评语：“思

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值得赞许，不过文内所涉及的一致的实质并不

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而它的必要性论述得也不够

充分。”——第８１８页。

１７１ 在这篇拉丁文作文的手稿上主考人在许多地方都加上了着重号。在页

边上写有一些拉丁文评语，其中有几句评语是有关作文内容的。在本卷

发表这篇作文时，这些着重号和评语均省略掉了。作文的末尾有中学校

长维滕巴赫和拉丁文及希腊文教员勒尔斯签署的总评语：“除上述我们

加上评语的地方和几个错误以外，特别是在结尾处，作文不论在内容方

面，还是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和拉丁语知识方面都不错。但书法太糟

了！！！”——第８２３页。

１７２ 布匿战争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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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在公元前２６４—

２４１年、２１８—２０１年和１４９—１４６年三次进行的战争。战争以迦太基的

灭亡而告终。——第８２４页。

１７３ 保存在特利尔中学档案室里的毕业证书的最初方案中，对被鉴定人的

希腊语知识给予了更详细的评语：“他的知识和理解古典作家的能力，

差不多和拉丁文一样；在翻译校内所阅读的古典作家作品方面，由于语

法的扎实程度和把握性比不上拉丁文，所以比较差一些，不过他常常对

那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地方也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一般说来，他的翻译是

相当流畅的。”——第８２８页。

１７４ 保存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给儿子的书信，有一部分不十分清楚。凡是

辨认不出的地方，在正文中均用方括号加点的办法来表示。在有的场合

方括号里的话是辨认不清的地方的推测性说明。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期间（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１８３６年８月）给父亲的回

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后期从柏林（１８３６年１０月下半月他

在特利尔度过了秋假之后到达柏林，在特利尔度假期间他同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订了婚）与父亲的通信中，保留下来的只有马克思１８３７

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的一封信（见本卷第８—１９页）。——第８２９页。

１７５ 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１３日左右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去波恩，他想在那里上波恩

大学法律系。１０月１５日他被该大学录取了。——第８２９页。

１７６ 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故意没有到教员勒尔斯那里去向他告别，

因为勒尔斯以反动观点著称，并负有监视校内师生是否可靠的使命。

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勒尔斯被任命为特利尔中学第二任校长。——第

８３２页。

１７７ 亨利希·马克思指的是１７９８年科尼斯堡出版的伊·康德《从实用主义

观点看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Ｈｉｎｓｉｃｈｔ》．Ｋｏｎｉｇｓ

ｂｅｒｇ，１７９８）一书的第６０节。——第８３３页。

１７８ 马克思在波恩加入了青年诗人小组。该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特利尔中学

学生约翰·米夏埃尔·比尔曼因创作革命歌曲而被起诉。这个有艾曼

努埃尔·盖贝尔和卡尔·格律恩参加的小组同哥丁根诗人小组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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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哥丁根诗人小组的主要成员有泰奥多尔·克罗伊采纳赫、摩里茨·

卡利埃尔和卡·路·贝尔奈斯。两个小组曾打算共同出版《缪斯文艺作

品选》。——第８３６页。

１７９ 写在这封信上有一些后来加上去的、大部分无法辨认的记号，这些记号

大概是卡尔·马克思加的。——第８４０页。

１８０ 亨利希·马克思给儿子的这几行字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的，连同上面

他同意卡尔·马克思由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一起寄给了儿

子。——第８４３页。

１８１ 保存下来的肄业证书是一份不知由何人缮写的副本，曾同其他文件一

起被交给耶拿大学。这些文件是马克思送至该校的，以便就他的有关古

希腊罗马哲学史的著作提出授予他博士学位的申请（见注６５）。——

第８４４页。

１８２ 指１８３２年伊尔施教区的居民向亨利希·马克思提出控告这件案子，为

的是他作为律师似乎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在经各级法院对案情进行审

查之后，柏林上诉法院于１８３７年９月２３日对该案作出了有利于亨利

希·马克思的裁决。司法枢密顾问莱茵哈德维护了马克思的利益，司法

顾问赞特代表了对方。——第８４７、８７２页。

１８３ 指的是一家商行，亨利希·马克思可以通过它寄钱给儿子。—— 第

８４７页。

１８４ 指卡尔·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特利尔举行的订婚礼，马

克思是在１８３６年秋假期间回到特利尔的。亨利希·马克思同意了他们

的订婚，然而这桩婚事在１８３７年３月以前一直是瞒着燕妮的父母

的。——第８４８页。

１８５ 显然马克思是通过索菲娅把自己的三本诗册——《爱之书》第一部、《爱

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见注１４８）寄给燕妮的。——第８５３页。

１８６ 马克思在１８３７年２月写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一封没有保存下

来的信中谈到他向燕妮书面求婚的意图。——第８５９页。

１８７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在滑铁卢（比利时）近郊，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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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英国和荷兰军队以及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

贝拉利昂斯是离滑铁卢四公里远的一座村庄。滑铁卢会战期间在

该村庄发生过大战。——第８６０页。

１８８ 亨利希·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写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有给罕丽达·马

克思的附语，本卷未收入。看来，这封信是先寄到在特利尔的罕丽达·

马克思处，再从那里寄给在柏林的马克思的。——第８６２页。

１９８ 暗指阿基米得对一个入侵叙拉古（公元前２１２年）的罗马士兵所说的话

（“不要碰我的图样！”）。——第８８２页。

１９０ 这两行字是亨利希·马克思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这几句话是附在

给罕丽达·马克思的一封信上的，她于１８３８年２月中将此信转寄给马

克思。１８３８年５月１０日身患重病的亨利希·马克思逝世。——第８８７

页。

１９１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大约从１８３８年６月１８日起与她的异母兄卡尔

·汉斯·维尔纳·冯·威斯特华伦在当时的下亚尔萨斯的疗养城尼德

布龙休养。此信的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第８８８页。

１９２ 马克思的弟弟爱德华·马克思于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亡故。——第８８９

页。

１９３ 在证书上标有“归入 ２６”的记号，这是耶拿大学在１８４１年４月收到马

克思为他的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史的论文提出授予博士学位的申请书

和文件时所作的登记号码（见注６５）。——第８９６页。

１９４ “黑格尔帮”这个词是在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利奥《黑格尔帮，所

谓给永恒真理定罪的文件和证据》（１８３８年哈雷版）（《ＤｉｅＨｅｇｅｌｉｎｇｅｎ．

ＡｃｈｔＡｃｔｅｎｓｔüｃｋｅｕｎｄＢｅｉｅｇｅｚｕｄｅｒｓ．ｇ．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ｅｗｉｇｅｎ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Ｈａｌｌｅ，１８３８）一书出版后流行起来的。该书是反对施特劳

斯、卢格、米歇勒特和其他黑格尔的追随者的，利奥把他们蔑称为“黑格

尔帮”。——第９００页。

１９５ 信中提到的关于布鲁诺·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一书已

出版的消息和他的三篇短文，发表在１８４１年８月１日《总汇报》第２１３

号的附刊上。并见注６７。——第９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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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魔弹射手》是德国作曲家卡·马·韦伯的歌剧（弗·金德作词）。——

第９０１页。

１９７ 这个时期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正在制订《德法年鉴》杂志的出版计

划。经过商谈，杂志的出版地点选定为巴黎。并见注１２５和１２６。——

第９０４页。

１９８ 看来是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Ｖｏｒｌａｕ

ｆｉｇｅＴｈｅｓｅｎｚｕ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

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２

卷第６２—８６页上。——第９０４页。

１９９ 看来是指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拉法尔热的遗孀玛丽·

卡佩尔本人所写的回忆录》（《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ｅＭａｒｉｅ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ｖｅｕｖｅＬａ

ｆａｒｇｅ，éｃｒｉｔｓｐａｒｅｌｌｅｍêｍｅ》）。１８４１年在莱比锡还出版了《玛丽·拉法

尔热，被判为下毒者、被控为盗窃钻石者。现代刑事案》（《ＭａｒｉｅＬａ

ｆａｒｇｅ，ｖｅｒｕｒｔｈｅｉｌｔａｌｓ Ｇｉｆｔｍｉｓｃｈｅｒｉｎ ｕｎｄ ａｎｇｅｋｌａｇｔ ａｌｓ Ｄｉａｍｅｎ

ｔｅｎｄｉｅｂ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第９０６页。

２００ 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结婚登记是在过了几天以后，即

１８４３年６月１９日办理的。——第９０７页。

３５９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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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波洛多罗斯（雅典的）（Ａｐｏｌｌｏｄｏｒｏｓ ｏｆ

 Ａｔｈｅｎｓ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古希

腊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伊壁鸠鲁传记的

作者。——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阿德隆，约翰·克里斯托夫（Ａｄｅｌｕｎｇ，Ｊｏ

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３２—１８０６）—— 德国

语文学家，编有德语词典。——第７３１

页。

阿尔博英（Ａｌｂｏｉｎ死于５７３年）——伦巴

德人的王。——第４９３—５１１页。

阿尔克西拉奥斯（Ａｒｋｅｓｉｌａｏｓ约公元前

３１５—２４０）——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

家，怀疑论者，中柏拉图学园的创始人，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１０４页。

阿尔宁，蓓蒂娜（Ａｒｎｉｍ，Ｂｅｔｔｉｎａ１７８５—

１８５９）——德国浪漫派女作家，歌德的

崇拜者。——第５８６页。

阿尔宁 博伊岑堡，阿道夫·亨利希（Ａｒｎ

ｉｍＢｏｙｔｚｅｎｂｕｒｇ， Ａｄｏｌｆ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０３—１８６８）——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曾任内

务大臣（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和首相（１８４８年３

月１９—２９日）。——第３５０页。

阿尔谢拉奥斯（Ａｒｃｈｅｌａｕｓ公元前五世

纪）——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

的学生。——第５８页。

阿尔谢斯特拉图斯（Ａｒｃｈｅｏｔｒａｔｕｓ公元前

四世纪）——古希腊诗人，曾写过一首

关于饕餮之徒的讽刺诗。——第２４１、

２８１页。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阿格利巴）

（ＭａｒｃｕｓＶｉｐｓａ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公元前６３

左右—１２）—— 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８２６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２８７左右—

２１２）——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力学

家。——第２６０页。

阿里士多塞诺斯（塔伦特的）（Ａｒｉｓｔｏｘｅ

ｎｕｓｏｆＴａｒｅｎｔ生于公元前３５４年左

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

学生，《历史札记》的作者，而以音乐理

论著作著名。——第２６２页。

阿 米 克 拉斯（Ａｍｙｋｌａｓ公 元 前 四 世

纪）——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２６２页。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Ａｎａｘａｇｏ

ｒａｓｏｆＣｌａｚｏｍｅｎａｅ公元前５００左右—

４２８）—— 古 希 腊 唯 物 主 义 哲 学

家。—— 第２７、４５、６４、６６、１０９、１１３、

１１５、１３５、２３４页。

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

ｏｆＭｉｌｅｔｕｓ公元前６１０左右—５４６）——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１５９

页。

阿佩莱斯（Ａｐｅｌｌｅｓ）——古希腊哲学家，伊

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第７９

页。

阿泰纳奥斯（Ａｔｈｅｎａｉｏｓ二世纪末至三世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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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古希腊雄辩家和作家。——

第２８１页。

埃弗斯（Ｅｖｅｒｓ）——柏林大学学生。——

第８８２页。

埃塞尔（Ｅｓｓｅｒ）——柏林的莱茵上诉法院

总枢密顾问，亨利希·马克思的熟

人。——第８４６、８５４、８５６、８７２页。

埃斯库罗斯（Ａｉｓｃｈｙｌｏｓ公元前５２５—

４５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著有古典

悲剧多种。——第７５、１８９、１９０、２３６页。

艾希霍恩（Ｅｉｃｈｈｏｒｎ）——柏林的莱茵上诉

法院司法总枢密顾问和总检察长，亨利

希·马克思的熟人。—— 第８５２、８５６

页。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

里 希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５６）——普鲁士国家

活动家，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

大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８）。——第３５０页。

安提西尼（罗陀斯的）（Ａｎｔｉｓｔｈｅｎｅｓｏｆ

Ｒｈｏｄｕｓ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历

史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信

徒。——第１６３、１６８、２０１、２５１页。

奥本海姆，达哥贝尔特（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Ｄａｇ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９）—— 德国政论

家，《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之

一。——第９０６页。

奥本霍夫（Ｏｐｐｅｎｈｏｆｆ）—— 波恩大学秘

书。——第８４５页。

奥古斯丁（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４３０）（人称圣

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家和唯心主

义哲学家，宗教世界观的狂热宣扬

者。——第２１４、２６５页。

奥古斯都，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

大维（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Ｃａｉｕｓ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

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ａ公元前６３—公元１４）——罗

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１４）。——第

７２１、８２３—８２６页。

奥利金（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Ｏｒｉ

ｇｅｎｅｓｏ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约１８５—２５４）——

基督教神学家，所谓“教会的祖先”之

一。——第１４１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

纳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Ｎａｓｏ公元前

４３—约公元１７）—— 杰出的罗马诗

人。——第１４、５９９、６１５、７２１、７２８页。

Ｂ

巴巴鲁，沙尔（Ｂａｒｂａｒｏｕｘ，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６７—

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

人。——第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２—３８４页。

巴尔布（Ｂａｌｂｕｓ）——罗马执政官（公元前

４０）。——第１６５页。

巴赫曼，卡尔·弗里德里希（Ｂａｃｈ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５—１８５５）——德国哲

学家，耶拿大学教授。—— 第２８７、

８９８—８９９页。

巴雷尔 德维约扎克，贝尔特朗（Ｂａｒｒèｒｅｄｅ

Ｖｉｅｕｚａｃ，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７５５—１８４１）—— 法

国法学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追随雅各

宾派，后参加热月政变。——第３７４、

３８２页。

巴门尼德（埃利亚的）（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ａ公 元 前 六 世 纪 末 至 五 世 纪

初）——古希腊哲学家，形而上学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９７、９８、

１９７、２５３页。

巴齐尔，克劳德（Ｂａｚｉｒｅ，Ｃｌａｕｄｅ１７６４—

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丹东的拥

护者。——第３８５页。

鲍尔，斐迪南·克里斯蒂安（Ｂａｕｒ，Ｆｅｒｄｉ

５５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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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９２—１８６０）—— 德国

神学家，杜宾根学派的领袖，杜宾根的

教授。——第１３８—１４１页。

鲍 威 尔（Ｂａｕｅｒ）—— 柏 林 大 学 的 教

员。——第８９７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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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９２—２９６、３６１、９０１页。

贝尔茨，彼得（Ｂｅｌｔｚ，Ｐｅｔｅｒ）——克罗茨纳

赫的裁缝，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签订婚约时的证人。——

第９０８页。

蓓蒂娜——见阿尔宁，蓓蒂娜。

比朗公爵，阿尔芒·路易·德贡托（Ｂｉ

ｒｏｎ，Ａｒｍ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ｄｅＧｏｎｔａｕｔ，ｄｕｃｄｅ

１７４７—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将军，拉斐德的拥

护者。——第３８４页。

比佐，弗朗索瓦·莱奥纳尔·尼古拉（Ｂｕ

ｚｏ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Ｌｅｏｎａｒｄ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６０—

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

人。——第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５

页。

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公元前５７１左右

—４９７）——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

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５７

页。

毕洛夫 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利德

·格奥尔格（ＢüｌｏｗＣｕｍｍｅｒｏｗ，Ｅｒｎｓｔ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５—１８５１）—— 德

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

士容克（地主）的代言人。——第３５４

页。

波利安（朗普萨科斯的）（Ｐｏｌｙａｅｎｕｓｏｆ

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

家，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学生。——

第１５１页。

波西多尼乌斯（阿帕梅亚的）（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ｕｓ

ｏｆＡｐａｍｅｉａ约公元前１３５—５１）——古

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第２７、１９６、

２４７页。

伯恩卡斯特尔（Ｂｅｒｎｃａｓｔｅｌ）——特利尔的

医生。——第８４１页。

伯金，爱德华（Ｂｏｃｋｉｎｇ，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２—

１８７０）——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的教

员。——第８４４页。

伯麦，雅科布（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１５７５—

１６２４）——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

学家。——第８９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古

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

想家。——第５７、６９—７０、９４、９９—１０１、

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５、１５４、１９７、２３４、２６２、

８１９页。

博尼法齐乌斯（Ｂｏｎｉｆａｃｉｕｓ６８０左右—

７５５）——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活动家，曾

促 使基 督 教 在 日 耳曼 民 族 中 传

播。——第７２９页。

布尔，路德维希（Ｂｕｈ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约

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爱国者》杂志出版者。——第３４１

页。

布格尔，威廉·克里斯蒂安·亨利希

（Ｂｕｒｇ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克罗茨纳赫的公证人。——

第９０７、９０８页。

布兰迪斯，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

（Ｂｒａｎｄｉ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７）——德国哲学史家，曾参加亚

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工作。—— 第

２４９、２６１页。

６５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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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尔，约翰·雅科布（Ｂｒｕｃｋ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Ｊａｃｏｂ１６９６—１７７０）——德国哲学

史家，唯心主义者。—— 第２２３、２７１

页。

布鲁 诺，乔 尔 丹 诺（Ｂｒｕｎｏ，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１５４８—１６００）—— 意大利的伟大思想

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进一步发

展了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的学说；由于

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

死。——第１３８页。

布 吕 格 曼，泰 奥 多 尔（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６—１８６６）——普鲁士王国

专员，特利尔中学考试委员会成

员。——第８２９、８３２页。

布瓦洛，尼古拉（Ｂｏｉｌ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６３６—

１７１１）——著名的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

理论家。——第７３０页。

布瓦洛，雅克（Ｂｏｉｌｅａｕ，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２—

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

人。——第３８２页。

布瓦西 当格拉斯，弗朗索瓦·安东（Ｂｏｉｓ

ｓｙｄ’Ａｎｇｌａ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ｓ１７５６—

１８２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律师和作家，国民公会代

表，沼泽派的代表人物。—— 第３７４

页。

Ｃ

查 理 大 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 左 右—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第８１２—８１４页。

查理·马尔泰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ｔｅｌ６８８左

右—７４１）—— 法兰克官相。—— 第

７１６—７１７、７１９页。

楚姆普特，卡尔·哥特洛布（Ｚｕｍｐｔ，Ｋａｒｌ

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９２—１８４９）——德国语文学

家，罗曼语各国文学专家，柏林大学教

授。——第８９８页。

Ｄ

丹东，若尔日·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

的右翼领袖。——第３７５—３７９、３８１—

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８页。

道尔顿，爱德华（Ｄ’Ａｌｔｏ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７２—

１８４０）——教授，曾在波恩大学讲授艺

术史。——第８４４页。

德伯赖纳，约翰·沃尔弗冈（Ｄｏｂｅｒｅｉｎ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８０—１８４９）—— 耶

拿大学的化学教员。——第８９９页。

德洛奈 丹热，约瑟夫（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ｄ’Ａｎｇｅｒ

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６—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

代表，吉伦特党人。——第３８３页。

德梅佐，皮埃尔（ＤｅｓＭａｉｚｅａｕｘ，Ｐｉｅｒｒｅ

１６６６—１７４５）——法国评论家和历史学

家，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上半叶的

大哲学家（莱布尼茨、培尔等人）交往，

并出版了他们的著作。——第２４８页。

德米特里（马格内齐亚的）（Ｄｅｍｅｔｒｉｕｓｏｓ

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ａ公元前一世纪）——古希

腊作家，编有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文

集。——第２０１、２５１页。

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７０）——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第２７、

５７、９２—９４、１２０、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９—１６１、

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１、１９１—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４、

２１７—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３、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７—

２５６、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５、

２８６、２８７页。

德 穆兰，卡米尔（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７５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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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０—１７９４）——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

公会代表，右翼雅各宾党人。—— 第

３８８页。

德萨米，泰奥多尔（Ｄéｚａｔｍｙ，Ｔｈｏｄｏｒｅ

１８０３—１８５０）——法国政论家，空想共

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第３４８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

动家。——第８１３页。

迪 奥 尼 修 斯（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２００ 左 右—

２６５）——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主教，写

过一些反对唯物主义的原子论者的著

作。——第２０５、２２１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ｎé 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法国学者和哲学家。——第

５２页。

蒂博，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

（Ｔｈｉｂａｕｔ，Ａｎ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Ｊｕｓｔｕｓ

１７７２—１８４０）——德国法学家，民法专

家，历史学家和罗马法评论家。——第

１０页。

蒂里奥，雅克·亚历山大（Ｔｈｕｒｉｏ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５３—１８２９）——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国民公会代表，有一个时期曾追随雅各

宾派。——第３８２、３８４页。

第欧根尼（巴比伦的）（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Ｂａｂｙｌｏ

ｎｉｕｓ约公元前２４０—１５０）——古希腊斯

多葛派哲学家。——第１６４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Ｌａｅｒｔｉｕｓ三

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史家，古代哲

学家丛书的编纂者。——第２７、３５、４４、

５１、５２、５６、１５９、１６１、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３、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６、２６１—

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７—２８１页。

杜布瓦 德克朗塞，埃德蒙·路易·亚历

克西斯（ＤｕｂｏｉｓｄｅＣｒａｎｃé，Ｅｄｍｏｎｄ

ＬｏｕｉｓＡｌｅｘｉｓ１７４７—１８１４）——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

公会代表，山岳党人。——第３８６页。

杜 科，罗 日（Ｄｕｃｏｓ，Ｒｏｇｅｒ １７４７—

１８１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１７９４年为雅各宾俱乐部主

席，后 参 加 拿 破 仑 的 １７９９ 年 政

变。——第３８８页。

杜洛尔，雅克·安东（Ｄｕｌａｕｒ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５５—１８３５）——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

代表，沼泽派的代表人物。——第３７４

页。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Ｄｕｎｏｕｒｉｅｚ，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ａ汅ｏｉｓ１７３９—１８２３）——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将

军，接近吉伦特派，１７９３年背叛了革命

的法国。——第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７页。

杜 唐， 路 易（Ｄｕｔｅａ，Ｌｏｕｉｓ １７３０—

１８１２）——法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莱布尼茨文集的出版者。——第２４８

页。

多纳，菲力浦·克里斯蒂安·威廉（Ｄｏｎ

ｎ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９—１８８７）——法兰克福的克·菲·

多纳商行的成员，本文中的多纳可能即

此人。——第８４７页。

Ｅ

厄皮卡尔摩斯（Ｅｐｉｃｈａｒｍｕｓ（ｏｓ）约公元前

５４０—４５０）——古希腊剧作家，著有喜

剧多种。——第５８、１９７页。

恩培多克勒（Ｅｍｐｅｄｏｋｌｅｓ约公元前４９０—

４３０）——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５７、９５—９７、１１３、１９７、２４９页。

８５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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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菲力波，皮埃尔·尼古拉（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ｕｘ，

ＰｉｅｒｒｅＮｉｃｏｌáｓ１７５４—１７９４）—— 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

民公会代表，雅各宾派的右翼，丹东的

拥护者。——第３７６、３８２、３８８页。

菲力浦 埃加利泰，路易·菲力浦·约瑟

夫（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Ｅｇａｌｉｔé，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７—１７９３）——法国国王路易

十六的堂兄，１７８９年转而站到革命一

边，国民公会代表。——第３７５、３７７、

３８１、３８４页。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Ｐｈｉｌｉｐ ｏｆ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公元前３８２—３３６）——古代

马其顿王。——第８１３页。

斐洛波努斯（或语法学家约翰）（Ｐｈｉｌｏ

ｐｏｎｕｓ（ｏｓ），或Ｉｏａｎｎｅｓ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ｕｓ五

世纪末至六世纪初）——希腊唯心主义

哲学家和神学家。——第２１９、２６８、２７０

页。

费尔巴哈，安泽尔姆（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Ａｎｓｅｌｍ

１７７５—１８８３）——德国法学家，刑法专

家，路·费尔巴哈的父亲。——第１６

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５２、２７１、

３６１、９０４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Ｆｉｃｈｔ，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第１０、１３９、６５１、

７２５页。

弗莱塔格，格奥尔格·威廉（Ｆｒｅｙｔａｇ，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８—１８６１）——东方

学家，波恩大学校长。——第８４５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３１９页。

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Ｐｒｉｎｚ１８２８—１８８５）——普鲁士将军，后

为元帅。——第８６７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８６１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２、

３１８页。

弗里斯，雅科布·弗里德里希（Ｆｒｉｅｓ，

Ｊａｋｏｂ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３—１８４３）——德国

哲学家，耶拿大学的教员。——第８９９

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屡次担任财政大

臣。——第３４０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ｌ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大

学者。——第７１７页。

富尼埃，克劳德（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Ｃｌａｕｄｅ１７４５—

１８２５）（外号美洲人富尼埃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Ｌ’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活动家，科尔德利派。——第

３８６页。

Ｇ

甘斯，爱德华（Ｇａｎｓ，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９８左右—

１８３９）——德国法哲学家，黑格尔主义

者。——第８９６、８９７页。

冈加奈利，卓瓦尼·文钦佐（Ｇａｎｇａｎｅｌｌｉ，

９５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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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１７０５—１７７４）——罗

马教皇，称克雷门斯十四世（１７６９—

１７７４）。——第３６２页。

高尔吉亚（莱昂廷的）（ＧｏｒｇｉａｓｏｆＬｅｏｎｔｉ

ｎｉ约公元前４８３—３７５）——古希腊的诡

辩论哲学家，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

者。——第１４５页。

哥 白 尼，尼 古 拉（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４７３—１５４３）—— 伟大的波兰天文学

家，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

第３４９页。

哥雷斯，约翰奈斯·约瑟夫·冯（Ｃｏｒｒｅｓ，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１７７６—１８４８）——

德国作家，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天主教

的拥护者。——第３５３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ｆｏｒｏ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的杰

出的航海家，热那亚人。——第７５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 第６５、５８６、

６５３—６５６、７４８、８７４页。

戈尔德斯密，奥利弗（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Ｏｌｉｖｅｒ

１７２８—１７７４）—— 英国作家。—— 第

７１８页。

戈尔萨斯，安东·约瑟夫（Ｇｏｒｓａｓ，Ａｎ

ｔｏｉｎ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５１—１７９３）—— 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政论

家，《巴黎—凡尔赛和凡尔赛—巴黎信

使报》的发行人，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

党人。——第３８５页。

格尔根（Ｇｏｒｇｅｎ）——教士或特利尔的法

院书记员。——第８４２页。

格尔拉赫，冯（Ｇｅｒｌａｃｈ，ｖｏｎ）——普鲁士反

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伦的行政区

长官（１８３９—１８４４）。—— 第３１７、３２０

页。

格拉茨，彼得·阿洛伊斯（Ｇｒａｔｚ，Ｐｅｔｅｒ

Ａｌｏｉｓ１７６９—１８４９）——波恩大学天主

教神学系教授（１８１９—１８２５），特利尔的

学校顾问（１８２５—１８３９）。—— 第８３６

页。

格拉赫（Ｇｒａｃｈ，Ｅ．）——特利尔市政厅官

员，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

第８１７页。

格拉齐安，弗兰契斯科（Ｇｒａｔｉａｎ，Ｆｒａｎ

ｃｅｓｃｏ约十二世纪）——意大利僧侣，写

有宗教法论著。——第１６页。

格雷哥里，昂利（Ｇｒéｇｏｉｒｅ，Ｈｅｎｒｉ１７５０—

１８３１）——神父，曾参加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公会代表，雅各

宾党人。——第３７５、３８１页。

格鲁克，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

（Ｇｌｕｃ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Ｗｉｌｌｉｂａｌｄ １７１４—

１７８７）——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５８３页。

格鲁培，奥托·弗里德里希（Ｇｒｕｐｐｅ，Ｏｔｔ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４—１８７６）——德国政论家

和哲学家，１８４２年写过一本反对布·鲍

威尔的小册子。——第２９２—２９６页。

格罗尔曼，卡尔·路德维希·威廉（Ｇｒｏｌ

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５—

１８２９）——德国法学家，写有一些刑法

和民法的著作。——第１６页。

格佩特，卡尔·爱德华（Ｇｅｐｐｃｒｔ，ＫａｒｌＥｄ

ｕａｒｄ１８１１—１８８１）——古典语文学家，

１８３６年起在柏林任讲师。——第８９８

页。

格特林，卡尔·威廉（Ｇｏｅｔｔｌｉｎｇ，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９３—１８６９）——德国语文学家，

耶拿大学的教员。——第８９９页。

格特纳，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Ｇａｒｔ

ｎｅｒ，Ｇｕｓｔａｖ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死 于 １８４１

年）—— 德国法学家，波恩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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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第１７页。

Ｈ

哈登堡，卡尔·奥古斯特（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

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５０—１８２２）——公爵，普

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为巩固普鲁

士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改革（１８１０—１８１３）。——第３５０页。

哈林（Ｃｈａｒｉｎｕｓ（ｏｓ））—— 公元前３０８—

３０７年的雅典执政官。——第１５１页。

哈 马 赫 尔，威 廉（Ｈａｍａｃｈ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０８—１８７５）—— 德国 教 育 家，

１８３５年 起 为 特 利 尔 中 学 德 语 教

员。——第８２９页。

海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马克思认识的一

个妇女。——第９０６页。

海 尔 维 格，格 奥 尔 格（Ｈｅｒｗｅｇｈ，

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

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第

３２３、３２７页。

海姆（Ｈｅｉｍ）——传教士。——第８６７页。

海奈克齐乌斯，约翰·哥特利布（Ｈｅｉｎｅｃ

ｃｉｕｓ，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６８１—１７４１）——

德国法学家，写有一些关于罗马法史的

著作。——第１０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１５页。

海钦 格 尔，阿 马 利 亚（Ｈａｉｚｉｎｈｅｒ，Ａ

ｍａｌｉｅ１８００—１８８４）—— 德 国 女 演

员。——第９０２页。

汉德，斐迪南·哥特黑尔夫（Ｈａｎｄ，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Ｇｏｔｔｈｅｌｆ１７８６—１８５１）——德国语

文学家，耶拿大学的教员。——第８９９

页。

赫尔米普斯（士麦那的）（Ｈｅｒｍｉｐｐｕｓｏｆ

Ｓｍｙｒｎａ约公元前２００）——古希腊作

家，古代哲学家传记的作者。—— 第

２５３页。

赫尔米希斯（Ｈｅｌｍｅｃｈｉｓ六世纪）——为阿

尔博英掌武器的侍从。—— 第５０２、

５０６—５１０页。

赫弗特尔，奥古斯特·威廉（Ｈｅｆｆｔｅｒ，Ａｕ

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６—１８８０）——德国法

学家。——第８９７页。

赫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ｋｌｅｉｔｏｓ约公元前５４０—

４８０）——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

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

者。——第１３９、１９５页。

赫 西 俄 德（Ｈｓｉｏｄｏｓ约 公 元 前 八 世

纪）——古希腊诗人，醒世文学的代表

人物。——第５６、１６３—１６４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５８、１２３、１６０、１６４、１９７、２４８、

３６６、６０５、８４４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８２６

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客观唯

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

证法。—— 第１５—１７、６８、１３７—１４２、

１４３、１４７、１８８、１８９、２５７、２８４、３５０、３６８、

６５１、６５２、７１７、９００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

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１２３

页。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Ｈｏｌｂａｃｈ，Ｐａｕｌ

Ｈｅｎｒｉ１７２３—１７８９）——杰出的法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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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

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之

一。——第２８２页。

霍夫曼（Ｈｏｆｍａｎｎ）——马克思的父亲在

特利尔的熟人。——第８４０页。

霍夫曼，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多斯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Ｅｒｎｓ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Ａ

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７６—１８２２）—— 德 国 作

家。——第７３３页。

霍默，约瑟夫·路德维希·阿洛伊斯·冯

（Ｈｏｍｍ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ＬｕｄｗｉｇＡｌｏｉｓｖｏｎ

１７６０—１８３６）——特利尔的主教。——

第８４２页。

Ｊ

加布勒，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Ｇａｂｌ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 德国

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柏林大学教

授。——第８９７页。

加代，马格里特·埃利（Ｇｕａｄｅｔ，Ｍａｒ

ｇｕｅｒｉｔｅＥｌｉｅ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

会代表，吉伦特党人。——第３７７、３７９、

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７、３８８页。

伽桑狄，皮埃尔（Ｇａｓｓｅｎｄｉ，Ｐｉｅｒｒｅ１５９２—

１６５５）——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

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的拥护者和

宣传者；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第

２７、４４—４６、５１、５２、１８８、２２３、２７１页。

金 斯特尔（Ｇüｎｓｔｅｒ）—— 特利尔的律

师。——第８３５—８３６页。

居佩尔（Ｋüｐｐｅｒ死于１８５０年）——特利尔

中学宗教课程的教员。——第８２９页。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一书

的作者。——第３４８页。

卡尔奈阿德斯（昔勒尼的）（Ｃａｒｎｅａｄｅｓｏｆ

Ｃｙｒｅｎｅ约公元前２１４—１２９）——古希

腊怀疑论哲学家，新柏拉图学园的创始

人。——第１５５页。

卡洛斯（老卡洛斯），唐（Ｃａｒｌｏｓ，Ｄｏｎ

１７８８—１８５５）——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在

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期

间，曾企图夺取政权。——第７２８页。

卡诺，拉扎尔·尼古拉（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５３—１８２３）—— 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

代表，革命军队的组织者之一。——第

３７８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元前

２３４—１４９）—— 罗马作家和国家活动

家。——第３０６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 公 元 前 １００ 左 右—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７３１、８２５页。

康巴塞雷斯，让·雅克·雷吉斯·德

（Ｃａｍｂａｃéｒèｓ，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ｅｇｉｓ ｄｅ

１７５３—１８２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参加者，法学家，国民公会

代表，吉伦特党人，后来是拿破仑法国

的活动家。——第３７６、３８２页。

康邦，皮埃尔·约瑟夫（Ｃａｍｂ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５６—１８２０）——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

表，追随山岳党。——第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２

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

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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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 第１３、６９、２８４、６５１、７２５、

７３１、８３３页。

康 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

ｄｏｌｆ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

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

３—６月任普鲁士首相。——第３５６—

３５９、３６６页。

考夫曼（Ｋａｕｆｍａｎｎ）——波恩的彩票持有

人。——第８４０页。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激进派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第１８９页。

科洛特（朗普萨科斯的）（Ｃｏｌｏｔｅｓｏｆ

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的同时代人和学生。—— 第７２、９２—

１０１、２５０页。

科塔（凯尤斯·奥雷利乌斯·科塔）

（Ｃａｉ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Ｃｏｔｔａ约公元前１２０—

７３）——罗马雄辩家和政治活动家，公

元前７４年任执政官。——第１６６、１９６

页。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Ｃｏｔｔａ，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１７９６—１８６３）—— 出 版 商，

１８３２年起主持斯图加特的科塔出版

社。——第３２６、３２７、３４１页。

克尔森伯爵，阿尔芒·吉·西蒙（Ｋｅｒ

ｓａｉｎｔ，ＡｒｍａｎｄＧｕｙＳｉｍｏｎ，ｃｏｍｔｅｄｅ

１７４２—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

伦特党人。——第３７５、３８１页。

克拉麦尔，安德烈亚斯·威廉（Ｃｒａｍｅｒ，

Ａｎｄｒｅａ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６０—１８３３）—— 德

国法学家和语文学家，基尔大学罗马法

教授。——第１６页。

克莱安泰斯（阿索斯的）（ＣｌｅａｎｔｈｅｓｏｆＡｓ

ｓｏｓ公元前３３１—２３２）——古希腊斯多

葛派哲学家，芝诺的学生。——第１５

页。

克 莱纳茨（Ｋｌｅｉｎｅｒｚ）—— 马克思的熟

人。——第８４２、８５６页。

克莱尼亚斯（Ｋｌｅｉｎｉａｓ公元前四世纪）——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第２６２

页。

克莱森，亨利希·约瑟夫（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３—１８８３）——德国医生

和政治活动家，《莱茵报》股东会领导人

之一，并为该报的撰稿人。——第９０６

页。

克莱因，恩斯特·斐迪南（Ｋｌｅｉｎ，Ｅｒｎｓ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４３—１８１０）——德国法学

家，写有一些关于刑法和民法的著

作。——第１４页。

克劳泽（Ｋｒａｕｓｅ）—— 柏林的大学评审

员。——第８９８页。

克雷门斯，亨利希（Ｃｌｅｍｅｎ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８

左右—１８５２）——波恩大学学生，后为

法学家。——第８３２页。

克雷门斯（亚历山大里亚的），梯特·弗拉

维（Ｃｌｅｍｅｎ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ＴｉｔｕｓＦｌａｖ

ｉｕｓ约１５０—２１５）——基督教神学家，唯

心主义哲学家。——第１６０—１６１、１９７、

２４８、２５２、２６５页。

克里齐普斯（Ｃｈｒｙｓｉｐｐｕｓ（ｏｓ）约公元前

２８０—２０５）——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

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１５７、

１６３、２４１、２８１页。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Ｋｒｕ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１７７０—１８４２）——德国唯心主

义哲学家。——第７１７、７３１页。

克罗普，马蒂亚斯（Ｋｒｏｐｐ，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特利尔的职员。——第８１７页。

克洛茨，莱茵霍尔德（Ｋｌｏｔｚ，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１８０７—１８７０）——语文学家，《语文学和

３６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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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文库》的出版者之一。—— 第

２６４页。

克洛维一世（Ｃｌｏｖｉｓ ４６５—５１１）——墨

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法兰克王国的

奠基人。——第７２９页。

克西兰德，古利埃尔木斯（Ｘｙｌａｎｄｅｒ，

Ｇｕｉｌｅｌｍｕｓ１５３２—１５７６）—— 出版者和

翻译家，曾将普卢塔克和其他希腊作家

的著作译成拉丁文。—— 第６２、９２、

２４７、２８２页。

库尼蒙德（奎纳蒙德）（Ｃｕｎｉｍｕｎｄ死于５６６

年）——杰皮迪人的最后一个王，为阿

尔博英所杀。——第４９６、５０４、５０５页。

库通，若尔日（Ｃｏｕｔｈ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７５５—

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党

人，罗伯斯比尔的拥护者。——第３８８

页。

奎德诺，卡尔·弗里德里希（Ｑｕｅｄｎｏｗ，

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０—１８３６）——特利尔

的政府官员，建筑工程顾问，本文中的

奎德诺可能即此人。——第５８６页。

Ｌ

拉 贝（Ｒａｂｅ）—— 马 克 思 父 亲 的 熟

人。——第８４２页。

拉法尔热，玛丽（Ｌａｆａｒｇｅ，Ｍａｒｉｅ１８１６—

１８５２）（父姓卡佩尔Ｃａｐｐｅｌｌｅ）——曾被

控毒死自己的丈夫。——第９０６页。

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ｕｌ１７５７—１８３４）——法

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和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

领袖之一。——第３７３页。

拉克鲁瓦，让·弗朗索瓦（Ｌａｃｒｏｉｘ，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５４—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

代表，丹东的拥护者。——第３８２、３８８

页。

拉里维埃尔，皮埃尔·弗朗索瓦（Ｌａｒｉ

ｖｉèｒｅ，Ｐｉｅｒｒ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６１—１８３８）——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

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人，热月９

日后为君主复辟派的拥护者。——第

３８４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自由主义

者。——第３７１页。

拉梅耐，费利西泰（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父，政论家，基

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第３７１页。

拉梅特，沙尔（Ｌａｍｅｔ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７—

１８３２）——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亚·拉梅特的哥哥，制宪

议会议员，斐扬派，帝制被推翻后，逃离

法国。——第３７４、３８０页。

拉梅 特，亚 历 山 大（Ｌａｍｅｔｈ，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ｅ１７６０—１８２９）——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

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的领袖之

一，帝制被推翻后，逃离法国。——第

３７４、３８０页。

拉苏尔斯，马利·大卫·阿尔班（Ｌ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ｒｉｅＤａｖｉｄＡｌｂｉｎ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

人。——第３８６—３８７页。

拉伊斯（Ｌａ氬ｓ）——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至

四 世纪 初 两 个 古 希腊 艺 妓 的 名

字。——第１８８页。

莱昂泰乌斯（朗普萨科斯的）（Ｌｅｏｎｔｅｕｓｏｆ

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约公元前三世纪）——古希

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生。—— 第

４６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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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９７、２４７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里德·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伟

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

家。—— 第１２６、１９７、１９８、２２２、２４８、

７３１、８３２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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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页。

莱茵哈德（Ｒｅｉｎｈａｒｄ）——司法部门的枢密

官，律师。——第８４７、８７２页。

莱茵霍尔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哥特

利布（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ＥｒｎｓｔＣｈｒｉｓｉｔａｎＧｏｔ

ｔｌｉｅｂ１７９３—１８５５）——德国哲学家，耶

拿大学的教员。——第８９９页。

赖马鲁斯，海尔曼·赛米尔（Ｒｅｉｍａｒｕｓ，

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ａｍｕｅｌ１６９４—１７６８）—— 德

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十八世纪启蒙运动

的代表。——第１６页。

兰齐佐勒，卡尔·威廉·冯（Ｌａｎｃｉｚｏｌｌｅ，

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７１）—— 德

国法学家，写有一些德意志各邦历史的

著作。——第８９８页。

朗切洛蒂，卓瓦尼·帕奥洛（Ｌａｎｃｅｌｌｏｔｔ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Ｐａｏｌｏ１５１１—１５９１）——意大

利法学家，教会法教授。——第１６

页。

朗瑞奈，让·德尼（Ｌａｎｊｕｉｎａｉｓ，ＪｅａｎＤｅｎｉｓ

１７５３—１８２７）—— 伯爵，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

会代表，吉伦特党人。—— 第３７７、

３８４页。

劳帕赫，恩斯特（Ｒａｕｐａｃｈ，Ｅｒｎｓｔ１７８４—

１８５２）——普鲁士宫廷剧作家。——第

７１７、７３１页。

劳特巴赫，沃尔弗冈·亚当（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ｄａｍ１６１８—１６７８）——德国

法学家，写有一些罗马法的著作。——

第１６页。

勒贝尔，约翰·威廉（Ｌｏｅｂｅｌｌ，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８６—１８６３）—— 德 国 历 史 学

家，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第

８４５页。

勒尔斯，维图斯（Ｌｏｅｒｓ，Ｖｉｔｕｓ死于１８６２

年）——德国语文学家，特利尔中学语

文教员，１８３５年起任该校第二校

长。——第８２９、８３２、８３３页。

勒佩莱蒂埃 德圣法尔若，米歇尔（Ｌｅ

Ｐｅｌｅｔｉｅｒ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Ｆａｒｇｅａｕ， Ｍｉｃｈｅａｌ

１７６０—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雅

各宾党人。——第３７８、３８５页。

勒瓦瑟尔，勒奈（ＬｅｖａｓｓｅｕｒＲｅｎé１７４７—

１８３４）——医生，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雅

各宾党人，法国革命回忆录的作

者。——第３７２、３８５、３８８页。

雷贝基，弗朗索瓦·特罗菲姆（Ｒｅｂｅｃｑｕｉ，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Ｔｒｏｐｈｉｍｅ １７６０—１７９４）——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

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党人。——

第３７６、３８２页。

雷富斯，菲力浦·约瑟夫·冯（Ｒｅｈｆｕ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１７７９—１８４３）——波

恩大学政府特派员和监护人。——第

８４５页。

雷纳德（Ｒｅｎａｒｄ１８０２—１８６３）——科伦的

书商，《莱茵报》的正式责任编辑。——

第３１７页。

李特尔，亨利希（Ｒｉｔ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１—

１８６９）——德国哲学史家，持有宗教唯

心主义观点。——第６４、１４５、１４６、２１９、

５６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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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２６８页。

李 特 尔，卡 尔（Ｒｉｔｔｅｒ，Ｋａｒｌ１７７９—

１８５９）——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教

授。——第８９７页。

里克斯，约翰·安东（Ｒｉｃｋ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Ａｎ

ｔｏｎ）——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签订婚约时的证人。——

第９０８页。

里齐奥（Ｒｉｚｚｉｏ或Ｒｉｃｃｉｏ１５３３左右—

１５６６）—— 玛 丽 · 斯 图 亚 特 的 秘

书。——第７５８—７６４页。

理查三世（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４５２—１４８５）——

英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８５），约克王朝的末

代国王。莎士比亚历史悲剧《理查三世》

中的主人公。——第７１４页。

利西凡（瑙西凡）（Ｌｙｓｉｐｈａｎｅｓ（Ｎａｕｓｉ

ｐｈａｎｅｓ）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

学家，德谟克利特的信徒。——第２５２

页。

利希滕施泰因，马丁·亨利希·卡尔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王国政府驻柏林大学

副全权代表。——第８９８页。

留基伯（Ｌｅｕｋｉｐｐ（ｏｓ）公元前五世纪）——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

的创始人。——第１４５、１５９、１６６、２１７、

２２０、２２５、２５０、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１、２６２、

２６６—２７０页。

卢登，亨利希（Ｌｕｄ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０—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耶

拿的教授。——第１４、８９９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

族自由党人。——第３２３、３７１、９０４页。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

（Ｔｉｔｕｓ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Ｃａｒｕｓ约公元前９９—

５５）——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

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第４３、７１、

１０２、１０５、１１１—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１、２１１、

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９、２３２、２４２、

２６４—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６、２８１页。

卢韦 德库弗雷，让·巴蒂斯特（Ｌｏｕｖｅｔｄｅ

Ｃｏｕｖｒａｙ，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法国作家，十八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

表，吉伦特党人。—— 第 ３７６、３７７、

３８２—３８４页。

鲁多夫，阿道夫·弗里德里希（Ｒｕｄｏｒｆｆ，

Ａｄｏｌ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３—１８７３）——德国

法学教授，柏林大学的教员。—— 第

８９７页。

鲁滕堡，阿道夫（Ｒ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８—

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第１６、１７、３２０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

市民等级的思想家。——第３１９、３６２

页。

路 易 菲 力 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 尔良 公爵，法 国国 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６８、７３１页。

路易莎（Ｌｕｉｓｅ１７７６—１８１０）——普鲁士国

王 弗里 德里 希 威 廉三 世 的 妻 子

（１７９３—１８１０）。——第８６０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３８５页。

路易十八（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５—１８２４）——

法 国 国 王（１８１４—１８１５ 和 １８１５—

１８２４）。——第３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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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

ｒｅ，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

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１７９３—

１７９４）。—— 第 ３７５—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２、

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７页。

罗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Ｒｏｃｈｏｗ，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２—１８４７）——普鲁士

内务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４２）。—— 第３５０

页。

罗兰，让·玛丽（Ｒｏｌａｎｄ，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１

７３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内

政部长，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第

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２—３８５页。

罗莎蒙德（Ｒｏｓａｍｕｎｄ六世纪）——杰皮迪

人的王库尼蒙德的女儿。——第４９３、

４９７—５０１、５０５、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０、５１１页。

罗西尼，卡洛·马里亚（Ｒｏｓｉｎｉ，Ｃａｒｌｏ

Ｍａｒｉａ１７４８—１８３６）——意大利历史学

家和考古学家，伊壁鸠鲁著作的注释者

和出版者。——第２２１、２６９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英国二元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第７２５、８３２页。

Ｍ

马丁（图尔的）（ＭａｒｔｉｎｏｆＴｏｕｒｓ约３１６—

４００）—— 据基督教的传说，是一个圣

徒。——第７１８、７１９页。

马克思，埃米莉（Ｍａｒｘ，Ｅｍｉｌｉｅ１８２２—

１８８８）——马克思的妹妹。——第８８７

页。

马克思，爱德华（Ｍａｒｘ，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２６—

１８３７）——马克思的弟弟。——第１７、

８３４、８４８、８６２、８７２、８８１—８８２、８８９页。

马克思，海尔曼（Ｍａｒｘ，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１９—

１８４２）—— 马 克思的 弟弟。—— 第

８４７—８４８、８７４页。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１７８７—

１８６３）——马克思的母亲。——第１８、

８１７、８３０、８３４、８３５、８３９、８４２、８４６、８５１、

８５２、８６２—８６６、８７２—８７８、８８１、８８２、８８６

页。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１８２０—

１８４５）——马克思的妹妹。——第８８７

页。

马克思，亨利希（Ｍａｒｘ，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７７—

１８３８）——马克思的父亲，律师，特利尔

的司法参事。——第８、９、１６—１９、５７３、

７４４、８１７、８２９—８４３、８４６、８４９、８５３８５７、

８６２、８６６—８６８、８７３、８７４、８７６、８７７、—

８８４、８８５—８８７、８９６页。

马克思，卡罗琳（Ｍａｒｘ，Ｋａｒｏｌｉｎｅ１８２４—

１８４７）——马克思的妹妹。——第８８７

页。

马克思，路易莎（Ｍａｒｘ，Ｌｏｕｉｓｅ１８２１—

１８９３）——马克思的妹妹。——第８８７

页。

马克思，索菲娅（Ｍａｒｘ，Ｓｏｐｈｉｅ１８１６—约

１８９７）——马克思的姐姐。——第７３７、

８０９、８５１、８５３、８５９、８６６、８７６、８８３页。

马拉，让·保尔（Ｍａｒａ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１７４３—

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

一。——第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６—

３８８页。

马利乌斯，盖尤斯（Ｍａｒｉｕｓ，Ｇａｉｕｓ公元前

１５６左右—８６）——罗马统帅和国家活

动家，执政官。——第２５６页。

马 其 顿 王 亚 历 山 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代著名的

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６３、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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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斯图亚特（ＭａｒｉｅＳｔｕａｒｔ１５４２—

１５８７）—— 苏 格 兰 女 王（１５６０—

１５６７）。——第７５８—７６４页。

梅采纳斯（凯尤斯·齐尔尼乌斯·梅采纳

斯）（ＣａｉｕｓＣｉｌｎｉｕｓＭａｅｃｅｎａｓ生于公元

前７４年和６４年之间，死于公元前８

年）——罗马政治活动家，奥古斯都皇

帝的近臣之一。——第８２６页。

梅 德 姆（Ｍｅｄｅｍ）—— 柏 林 大 学 秘

书。——第８９８页。

梅 尔 肯 斯，亨 利 希（Ｍｅｒｋｅｎｓ，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７８—１８５４）——德国商人，自由主

义者，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代表。——第

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６页。

梅米乌斯，凯尤斯（Ｍｅｍｍｉｕｓ，Ｃａｉｕｓ公元

前一世纪）——罗马的护民官，演说家

和诗人。——第２７１页。

梅 诺 伊 凯 乌 斯（Ｍｅｎｏｉｋｅｕｓ（Ｍｅｎｏｅ

ｃｅｕｓ）——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

时代人和学生。——第２９、１６１页。

梅特罗多罗斯（朗普萨科斯的）（Ｍｅｔｒｏ

ｄｏｒ（ｏｓ）ｏｆ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约公元前３３１—

２７８）——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

生。——第７９页。

梅特罗多罗斯（希沃斯的）（Ｍｅｔｒｏｄｏｒ

 （ｏｓ）ｏｆＣｈｉｏｓ约公元前四世纪）——古

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学生。——

第６２、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９、１６０、２２７、２５３、２７３

页。

弥 勒（Ｍüｌｌｅｒ）—— 特 利 尔 的 公 证

人。——第８３９、８４２页。

米伦布鲁赫，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 Ｍüｈｌ ｅｎｂｒｕ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５—１８４３）——德国法学家，

罗马法专家。——第１６页。

莫森，尤利乌斯（Ｍｏｓｅ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６７）——德国作家。——第３２６、３２７

页。

莫伊林（Ｍｅｕｒｉｎ）—— 冯·莫伊林的妻

子。——第８５７页。

莫伊林，冯（Ｍｅｕｒｉｎ，ｖｏｎ）——财政部门的

高级官员。——第８４７、８５２、８５７、８６２、

８７２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５２６、５２８、７３１、８６１页。

纳皮尔，查理（Ｎａｐ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６—

１８６０）——英国海军上将。——第９０１

页。

奈奥克勒斯（Ｎｅｏｋｌｅｓ）——伊壁鸠鲁的父

亲。——第２４８页。

奈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Ｎｅｌｌ，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特利尔的一

家木行老板。——第８４７页。

尼古拉（大马士革的）（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Ｎｉｋｏ

ｌａｏｓ）ｏｆＤａｍａｓｃｕｓ约生于公元前６４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的信徒。——第２７、１９６、２４７

页。

尼 古 拉，弗 里 德 里 希 （Ｎｉｃｏｌａｉ，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３３—１８１１）—— 德国作家，

“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在哲学中反

对康德和费希特。——第１３９页。

尼禄（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８２３、８２４页。

牛 顿，伊 萨 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

人。——第８３２页。

纽伦贝格尔，约翰·巴蒂斯特·卡尔

（ 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８６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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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ｌ１７６２—１８０７）——多特蒙德的哲学

和数学教授。——第２１８页。

诺茨，亨利希·冯（Ｎｏｔｚ，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８１８左右—１８４８）——马克思的同班同

学，曾就读于波恩和柏林。——第８５７

页。

Ｏ

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８０—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写有多

部古典悲剧。——第７５、８９８页。

欧里迪库斯（Ｅｕｒｙｄｉｋｕｓ（ｏｓ）或Ｅｕｒｙｌｏ

ｃｈｏｓ公元前四世纪末至三世纪）——古

希腊哲学家，怀疑论者皮浪的学

生。——第２５２页。

欧塞比乌斯（Ｅｕｓｅｂｉｕｓ约２６４—３４０）——

凯撒里亚的基督教神学家，著有教会史

多卷。——第２０３、２０５、２１９、２２１、２５１、

２５３—２５５、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３页。

Ｐ

帕奇乌斯，朱利奥（Ｐａｃｉｕｓ，Ｇｉｕｌｉｏ１５５０—

１６３５）——意大利法学家。——第７２８

页。

帕希，让·尼古拉（Ｐａｃｈｅ，Ｊｅａｎ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７４６—１８２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曾任

陆军部长和巴黎市长（１７９２年１０月—

１７９４年５月）。——第３７７、３８４、３８６页。

培 尔，皮 埃 尔（Ｂａｙｌ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７—

１７０６）——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宗教独

断论的批评者。——第１６８、２１０、２１１、

２１４、２６４、２６５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１６页。

佩蒂昂，日罗姆（Ｐéｔｉｏｎ，Ｊéｒ氭ｍｅ１７５３—

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１７９２年任巴黎市长，国民

公会代表，吉伦特党人。——第３７３、

３７５、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４页。

佩特拉施，卡尔（Ｐｅｔｒａｓｃｈ，Ｋａｒｌ）——特利

尔的职员。——第８１７页。

皮浪（Ｐｙｒｒｈｏｎ约公元前３６５—２７５）——

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论的创始

人。——第５７—６０、２５２页。

皮托克勒斯（Ｐｙｔｈｏｋｌｅｓ）——伊壁鸠鲁的

同时代人和学生。——第４６、１５１、２０６、

２２４、２３６、２７８页。

普盖，爱 德 华（Ｐｕｇｇé，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２—

１８３６）——德国法学家，波恩的法学教

授，萨维尼的学生。——第８４４、８４５页。

普拉克西凡（Ｐｒａｘｉｐｈａｎｅｓ公元前四世

纪）——古希腊哲学家，语法学家，亚里

士多德的信徒。——第２５２页。

普林尼（小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采

齐利乌斯·塞孔德）（Ｇ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Ｃａｅ

ｃｉｌ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Ｊｕｎｉｏｒ约６２—１１４）——

古罗马国家活动家和作家。——第７２０

页。

普卢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约４６—１２７）——古

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

家。——第４４、６２、６３、７２—８５、８７—９３、

９９—１０４、１１１、１１２、１６８、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７、

１９８、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２４４、２４６—

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０、

２７２—２７３、２８２、２８３页。

普罗佩尔提乌斯，塞克斯都（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

Ｓｅｘ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９—１５）——罗马抒情

诗人。——第８４４页。

普罗塔哥拉（阿布德拉的）（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ｏｆ

Ａｂｄｅｒａ约公元前４８０—４１１）——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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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诡辩论哲学家，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

家。——第１４５、１６６页。

普罗提诺（Ｐｌｏｔｉｎ（ｏｓ）２０４左右—２７０）——

神秘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著名

代表。——第１４５页。

普斯库亨 格兰佐，约翰·弗里德里希·

威 廉（ＰｕｓｔｋｕｃｈｅｎＧｌａｎ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３—１８３４）——德

国作家，仿歌德《威廉·麦斯特》一书改

写的许多恶毒而无能的歪诗的作

者。——第６５４页。

Ｒ

让 索 内，阿 尔 芒（Ｇｅｎｓｏｎｎé，Ａｒｍａｎｄ

１７５８—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

伦特派领袖之一。——第３７７页。

Ｓ

萨尔，让·巴蒂斯特（Ｓａｌｌｅｓ，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１７６０—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

表，吉伦特党人。——第３８４页。

萨洛蒙（Ｓａｌｏｍｏｎ）——波恩大学的评议

员。——第８４５页。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Ｓａｖｉｇｎｙ，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１７７９—１８６１）——德国法

学家，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的首

领。——第１１、１６、８９６页。

塞尔旺，约瑟夫（Ｓｅｒｖ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１—

１８０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１７９２年任陆军部长，吉伦

特党人。——第３７７、３８４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

二 世纪）—— 古 希腊 怀 疑 派 哲 学

家。—— 第４４、５６—５９、６２、７９、１３７、

１４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２５、２３２、２４８、２５２、２６７、

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页。

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

（Ｌｕｃｉｕｓ Ａｎｎａｅｕｓ 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

左右—公元６５）——罗马哲学家，斯多

葛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第１４９、

１５６、２０２、２０６、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６、２６５

页。

桑泰尔，安东·约瑟夫（Ｓａｎｔｅｒｒｅ，Ａｎ

ｔｏｉｎ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５２—１８０９）—— 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巴黎

国民自卫军指挥（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吉伦特

派的拥护者。——第３８６页。

色诺芬尼（科洛封的）（Ｘｅｎｏｐｈａｎｅｓｏｆ

Ｋｏｌｏｐｈｏｎ约公元前５８０—４７０）——古

希腊哲学家和诗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的代表，埃利亚学派的创始人。——第

１４７、２３４、２４９、２７７页。

色诺克拉特（夏尔凯敦的）（Ｘｅｎｏｋｒａｔｅｓｏｆ

Ｃｈａｌｋｅｄｏｎ公元前３９６左右—３１４）——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古柏拉

图 学 园 主 持 人（公 元 前 ３３９—

３１４）。——第９４页。

沙博，弗朗索瓦（Ｃｈａｂｏ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５９—

１７９４）——神父，参加十八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

党人。——第３８５页。

沙培尔，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

（Ｓｃｈａｐｅｒ，Ｊｕｓｔ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Ｅｄｕａｒｄｖｏｎ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

表人物之一；莱茵省总督（１８４２—

１８４５）。——第３１７、３４６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３０３、３０８、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８、

３５６、７１４、７２９页。

绍巴赫，约翰·康拉德（Ｓｃｈａｕｂａｃｈ，Ｊｏ

ｈａｎｎＫｏｎｒａｄ１７６４—１８４９）——德国天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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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家，古天文学史的作者。—— 第

１６０、２１０、２２３—２２５、２６４、２７２页。

舍费尔，米夏埃尔（Ｓｃｈａｆ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７９０—１８４７）——特利尔的中学教师，

从事文学研究，本文中的舍费尔可能即

此人。——第８４１页。

施 莱 歇（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 科 伦 的 医

生。——第９００页。

施勒格尔，弗里德里希·冯（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７７２—１８２９）——德国文

学评论家，语文学家和诗人，浪漫主义

理论家之一。——第１３９、８４４页。

施里弗尔（Ｓｃｈｒｉｅｖｅｒ）——特利尔政府枢

密顾问和宗教法庭顾问施里弗尔的儿

子，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本文中的

施里弗尔可能即此人。——第８５６页。

施里弗尔（Ｓｃｈｒｉｅｖｅｒ）——施里弗尔家的

成员。——第８５６页。

施利克，阿洛伊斯（Ｓｃｈｌｉｃｋ，Ａｌｏｉｓ）——特

利 尔 中 学 的 音 乐 教 员（１８２７—

１８３８）。——第８３２页。

施米特，卡尔（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ａｒｌ）——莱比锡

的尤利乌斯·冯德图书公司的代理

人。——第１７页。

施米特汉纳（Ｓｃｈｍｉｄｔｈａｎｎｅｒ）——柏林

的陪审员，马克思的熟人。——第１７

页。

施奈德，约翰·哥特洛布（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５０—１８２２）——德国语

文学家，古自然科学史的作者。——第

２１８页。

施内曼，约翰·格尔哈德（Ｓｃｈｎｅｅｍａｎｎ，

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ｒｈａｒｄ１７９４—１８６４）——历史

学家，特利尔中学的教师。——第８２９

页。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Ｓｔａｈ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２—１８６１）——德国

法学家和极端反动的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０

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第３５０页。

施 泰 宁 格，约 翰（Ｓｔ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７９４—１８７４）——特利尔中学的数学和

物理教师，地质学家。——第８２９页。

施泰因，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卡尔

（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１７５７—

１８３１）——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改良主

义者，１８０４—１８０８年担任过许多高级职

务。——第３５０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

子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３６１页。

施文德勒，亨利希（Ｓｃｈｗｅｎｄｌ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４７）——教士，特利尔中学的

法语教师。——第８２９页。

舒尔采，弗里德里希·哥特洛布（Ｓｃｈｕｌｚ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９５—１８６０）—— 耶

拿大学哲学系教员。——第８９９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Ｓｐｉｎｏ

ｚａ， Ｂａｒｕｃ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１６３２—

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 第１１２、１４１、１４２、

２１８页。

斯 蒂尔蓬（梅加拉的）（Ｓｔｉｌｐｏ（ｎ）ｏｆ

Ｍｅｇａｒａ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唯

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信徒。——

第１０３、１４９、１５０、１９７页。

斯 特 芬 斯，亨 利 克（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Ｈｅｎｒｉｋ

１７７３—１８４５）——德国自然科学家，作

家，哲学家，挪威人。——第８９６页。

斯托贝，约翰（Ｓｔｏｂａｕｓ（Ｓｔｏｂａｉｏｓ），

Ｉｏａｎｎｅｓ约五世纪）——希腊作家，古代

作家大部丛书的编纂者。——第１５１、

１５６、１５９、２０３、２０６、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５、２２６、

１７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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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６、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９—２７６

页。

斯威敦堡，艾曼努埃尔（Ｓｗｅｄｅｎｂｏｒｇ，Ｅ

ｍａｎｕｅｌ１６８８—１７７２）——瑞典神秘主义

哲学家，极端反动分子。—— 第２６０

页。

苏格拉底（Ｓｏｋｒａｔｅｓ约公元前 ４６９—

３９９）——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

主贵族的思想家。——第５７、６３、６５—

６９、９２、９８、１０２、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４、

１５５、１９５、１９７、２３４页。

索蒂昂（亚历山大里亚的）（Ｓｏｔｉｏｎ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

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史一书的作者，亚

里士多德的信徒。——第２７、１９６、２４７

页。

Ｔ

塔尔玛，弗朗索瓦·约瑟夫（Ｔａｌｍａ，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３—１８２６）——法国

演员。——第５８２页。

塔利安，让·朗贝（Ｔａｌｌｉｅｎ，ＪｅａｎＬａｍｂｅｒ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０）——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沼

泽派的代表人物，热月政变的主要参加

者之一。——第３８５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

西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著名的历史学家。——

第１４、８２６页。

泰勒斯（米利都的）（ＴｈａｌｅｓｏｆＭｉｌｅｔｕｓ约

公元前６２４—５４７）——古希腊哲学家，

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的创始

人。——第６３、１３９页。

泰米斯提乌斯（Ｔｈｅｍｉｓｔｉｕｓ四世纪）——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

者。——第２６１页。

泰米斯托克利斯（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ｋｌｅｓ约公元前

５２５—４６０）——古希腊国家活动家，希

腊—波斯战争时期的统帅，奴隶主民主

制的拥护者。——第１３７页。

特伦德伦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Ｔｒｅｎ

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０２—

１８７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为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过注释。——第

１９８、２４９页。

Ｗ

瓦 尔 特，斐 迪 南（Ｗａｌｔｅ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９４—１８７９）——德国法学家，波恩大

学法律系主任。——第８３６、８４４、８４５

页。

瓦拉泽男爵，沙尔·埃莱奥诺·迪弗里什

（Ｖａｌａｚé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ｌéｏｎｏｒｄｕＦｒｉｃｈｅ，

ｂａｒｏｎｄｅ１７５１—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

代表，吉伦特党人。——第３８２页。

瓦朗斯伯爵，西吕斯·玛丽·亚历山大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ｙｒｕｓ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５７—１８２２）——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将军，杜

木里埃的近友。——第３８４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Ｅｄｇａｒｖｏｎ１８１９—约１８９０）——燕妮·

冯·威斯特华伦的弟弟，马克思的同

学。——第８７３、８９１、８９６页。

威斯特华伦，卡尔·汉斯·威纳尔·冯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Ｋａｒｌ Ｈａｎｓ Ｗｅｒｎｅｒ

ｖ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４０）——燕妮·冯·威斯

特华伦的异母兄，法学家。——第８５６

页。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ｏｎ死于１８５６年）——燕妮

·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 第

２７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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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８７１、８７３、８７６、９０２、９０５、９０８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特利尔的枢密顾

问。——第１８７、８６３、８７１、８７６、９０１页。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Ｊｅｎ

ｎｙｖｏｎ１８１４—１８８１）——１８４３年起成为

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第９、

１６、１８、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４、４１２、４１５、

４２５、４２８、４３５、４４７—４４９、４６７、４７７、４８９、

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８、５２１、５３６、５４２、５４４、

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５、６１７、６２０、

６６８、８４９、８５０、８５３、８５５—８５９、８６１、８６３、

８６５、８７１、８７３、８７６、８７７、８８０、８８３、８８８—

８９０、８９１—８９５、９００—９０８页。

韦尔凯尔，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Ｗｅｌ

ｃｋ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７８４—

１８６８）——德国哲学家，波恩大学的教

员。——第８４４页。

韦莱，盖尤斯（Ｖｅｌｌｅｉｕｓ，Ｇａｉｕｓ约公元前

１００）—— 罗马元老。—— 第１６３、２０４

页。

韦宁 英根海姆，约翰·奈波穆克（Ｗｅｎ

ｎｉｎｇＩｎｇｅｎｈｅｉｍ， Ｊｏｈａｎｎ Ｎｅｐｏｍｕｋ

１７９０—１８３１）——德国法学家，兰德斯

胡特 大学 和 慕 尼 黑 大 学 民 法 教

授。——第１６页。

维 干 德，奥 托（Ｗｉｇａｎｄ，Ｏｔｔｏ１７９５—

１８７０）——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

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

著作。——第１７页。

维尼奥，皮埃尔（Ｖｅｒｇｎｉａｕｄ，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５３—

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派

的领袖之一。——第３７３、３７６、３８２、３８４

页。

维嫩布吕格，克里斯蒂安·海尔曼（Ｗｉｅ

ｎｅｎｂｒüｇｇ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１７—

１８５１）——波恩的哲学系大学生，后在

特利尔任教。——第８３２页。

维滕巴赫，约翰·胡果（Ｗｙｔｔｅｎｂａｃｈ，Ｊｏ

ｈａｎｎＨｕｇｏ１７６７—１８４８）——德国历史

学家和教育家，特利尔中学校长。——

第８２９、８３３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７２３、

９０２页。

温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Ｗｉｎｃｋｅｌ

ｍａｎｎ，Ｊｏｈａｎｎ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７１７—１７６８）

 ——德国古代艺术史家，十八世纪启蒙

运动的代表。——第１４、７２０页。

沃邦（Ｖａｕｂａｎ）——马克思和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在波恩的熟人。——第９０１

页。

沃尔弗（Ｗｏｌｆ）—— 克罗茨纳赫的商

人。——第９０５页。

沃尔弗，奥斯卡尔·路德维希·伯恩哈德

（Ｗｏｌｆｆ，ＯｓｃａｒＬｕｄｗｉｇ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７９９—

１８５１）——作家，文学史家，耶拿大学教

授（１８３０—１８５１），亨利希·海涅的朋

友。——第２８８页。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Ｂａｒｏｎｖｏｎ１６７９—１７５４）——德国

唯心主义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

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第７３１页。

屋大维——见奥古斯都。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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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页。

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伊壁鸠鲁的同

时代人和学生。—— 第３５、４４、１５９、

３７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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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２、２３６、２７８页。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Ｓｉｅｙèｃ，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８—１８３６）—— 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国民公会代表，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斐

扬派）。——第３７４页。

西姆普利齐乌斯（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ｕｓ或Ｓｉｍｐｌｉ

ｋｉｏｓ六世纪）——希腊新柏拉图派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

４５、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９、２３０、２４９、２５４、２５５、

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２—２７５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Ｍａｒ

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 公 元 前 １０６—

４３）——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

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１１９、１６３、

１６７、１７１、１８８、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５、２２６、２４７、

２５０—２５５、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３页。

西耶里侯爵，沙尔·亚历克西斯（Ｓｉｌｌｅｒ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ｅｘｉｓ，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１７３７—

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将军，国民公会代表，吉伦

特党人。——第３８４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３２７、６５３、６５４、７３１、７４７、８３７页。

夏米索，阿德尔贝特·冯（Ｃｈａｍｉｓｓｏ，

Ａｄｅｌｂｅｒｔｖｏｎ１７８１—１８３８）——德国浪

漫主义诗人，反对封建的反动势

力。——第１７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德

国哲学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

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科学

的凶恶敌人，宗教的拥护者。—— 第

１５、２８３—２８５页。

休 谟，大 卫 （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

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

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第１８９、７３０页。

雪恩，亨利希·泰奥多尔·冯（Ｓｃｈｏ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ｖｏｎ１７７３—１８５６）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第３５０页。

Ｙ

雅恩，约翰·克里斯蒂安（Ｊａｈｎ，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７９７—１８４７）——教员和语文

学家，《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的出版者

之一。——第２６４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约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摇

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第

１６、３５、３６、４８、５２、５５、５６、５７、６１、６４、６９、

７０、７１、７７、９４、９９、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２、

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９、

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１、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０、

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０、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７—

２３８、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４、

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１页。

亚里斯提卜（Ａｒｉｓｔｉｐｐｏｓ约公元前４３５—

３６０）——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昔勒

尼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

家。——第２７、１６８、１９６、２４７页。

耶尼根（Ｊａｅｈｎｉｇｅｎ）——德国法学家。——

第８４６、８５２、８５４、８５６、８６５、８７２页。

耶 尼 根（Ｊａｅｈｎｉｇｅｎ）—— 前 者 的 妻

子。——第８６５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２７、２８、３２、３４、３５、３８、

３９、４１—４９、５１—６３、７２—８６、８８、８９、９１—１０１、

１０２—１０４、１１２、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６、１４７、

１４９—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５、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

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５、２１７、

４７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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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２２１—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７—２５６、

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６、

２７９、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６、２８７页。

伊多梅奈乌斯（朗普萨科斯的）（Ｉｄｏｍｅ

ｎｅｕｓｏｆＬａｍｐｓａｋｏｓ公元前３２５左右—

２７０）——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学

生。——第１５１、１５３页。

伊尔奈里乌斯（Ｉｒｎｅｒｉｕｓ１０５５左右—

１１２５）——法学家，博洛尼亚释义法学

派的创始人。——第７２８页。

伊里奈乌斯（Ｉｒｅｎａｅｕｓ约１３０—２０２）——

基督教神学家，１７７年起为里昂主教；曾

著 书 反对 异 教 和 阐 明 基 督 教 教

义。——第１４１页。

约瑟夫·埃加利泰（奥尔良公爵）——见

菲力浦 埃加利泰。

Ｚ

扎勒特，弗里德里希·冯（Ｓａｌｌｅｔ，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１２—１８４３）——德国诗人。

——第３６１—３６３页。

赞特（Ｓａｎｄｔ）——柏林上诉法院律师，哥特

弗里德·赞特的兄弟。——第８４７页。

赞特，哥特弗里德·亚历山大·玛丽亚·

罗伯 特（Ｓａｎｄ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ａｒｉ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６—１８３９）——科伦上

诉法院律师。——第８４７页。

泽博德，约阿希姆·迪特里希·哥特弗里

德（Ｓｅｅｂｏｄｅ，Ｊｏａｃｈｉｍ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语文学家，教员和图

书管理员，《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的出

版者之一。——第２６４页。

芝诺（埃利亚的）（ＺｅｎｏｎＥｌｅａｔｅｓ公元前五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形而上学唯

物主义和主观的概念的辩证法的代

表。——第１３７、１５４、１６３、２４９页。

佐尔格，卡尔·威廉·斐迪南（Ｓｏｌｇｅｒ，

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８０—

１８１９）——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艺术

理论家。——第１４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波罗（菲布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光

 明、艺术和预言之神。——第６６、７１、

２８４、６５９、７２６、７６５页。

阿尔古斯——古希腊神话中长着成百只

眼睛的守护神。——第７２７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

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

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第

６１３页。

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

神，他用双肩支撑着天空。——第２３５、

２７８页。

哀杰克斯（大哀杰克斯）——古希腊神话

中铁拉孟之子，膂力过人，胆略出众，参

加了特洛伊战争。——第７１５页。

爱尔菲——古日耳曼神话中的小精灵，他

们对人很友好，乐意帮助人做事，但有

时也会恶作剧。——第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３、

７９６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据传

说，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成为自己

的母亲约卡斯塔的丈夫。——第６１５页。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

５７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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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第１６３页。

奥丽——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季节交替和

自然界秩序的三女神。——第６１６页。

Ｂ

保罗——据基督教传说，是使徒之一，新

约全书中一系列书信的作者。——第

１６１、１９７、２４８页。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亨利四世》后篇和《亨利五世

的一生》中的人物。——第３４７页。

波赛东—— 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和水

神。——第１０３页。

Ｄ

大卫——半传说中的古犹太王（公元前十

一世纪末至公元前９５０左右），曾战胜

非利士人。——第６５５页。

黛安娜——莫雷托戏剧中的人物。——

第９０２页。

丹纳士诸女——古希腊神话中国王丹纳

士的女儿，因杀死自己的丈夫而被罚永

远向无底的桶内倒水。——第８６、２４５

页。

德美特—— 古希腊神话中司稼穑的女

神。——第１０３页。

杜卡利昂——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

的儿子，洪水后重新繁殖的人类的始

祖。——第１３６页。

Ｆ

法松——古希腊神话中赫利奥斯的儿子。

法松驾驭太阳车，几乎把宇宙焚毁，忿

怒的宙斯用闪电将他击穿并投入河

中。——第６１０页。

菲布斯——见阿波罗。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许多作品中的人

物。——第３０３、３４７页。

浮士德——德国民间文学和歌德的同名

悲剧中的主人公。——第６５、６５６、６５７、

６８９、７２３、８５８页。

Ｇ

甘泪卿（玛甘泪）——歌德的悲剧《浮士

德》中的女主人公。——第６５７页。

葛罗斯脱——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

中的人物。——第３２８页。

Ｈ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

路、商业、体操、辩论之神，宙斯和玛娅

的儿子。——第１９０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９６、１９３页。

海伦——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勒达的女

儿，斯巴达国王麦尼劳斯的妻子，以非

凡的美丽著称。——第７３２页。

赫克脱——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

主要人物之一。——第７９页。

Ｊ

加略人犹大——据圣经传说，是基督的十

二使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自

己的老师耶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

为叛卖与变节的象征。——第３６１、３６３

页。

迦伯列天使长——据基督教传说，是七大

天使之一，上帝常派遣他到人间传

话。——第６４６、６８７页。

Ｋ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

６７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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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前后篇）中的

人物。——第３４７页。

Ｌ

李尔——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的

主人公。——第３２８页。

卢克莱霞（公元前六世纪）——按罗马的

历史传统说法，是著名的罗马妇女，贤

德妻子的典范。——第７３２页。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

者。——第２９４页。

Ｍ

马尔西亚斯——弗利基亚的大力士，敢于

和阿波罗比赛吹笛子，赛赢的阿波罗剥

掉了他的皮。——第７２６页。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

者。——第２９４页。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的十二使

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第２９３、

７２２页。

玛尔斯——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第７１７、７１９页。

靡菲斯特斐勒司——魔鬼的化身，德国古

老的民间传说中浮士德的伙伴，为许多

文学作品所采用；以歌德的悲剧《浮士

德》中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形象为最著

名。——第６８９、７２３页。

库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

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

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

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２８４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

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

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第６５７、７２８

页。

穆赛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和预

言家。——第１６３页。

Ｏ

欧伦施皮格尔——佛来米和日耳曼民间

传说中的人物。——第２９３页。

Ｐ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

坦神，反抗众神保护人类的斗士。——

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Ｑ

丘必特——古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相当

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１５２、１６３

页。

邱比特——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第３２８页。

Ｓ

萨蹄尔——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苏

斯的同伴，他们是长着尾巴和山羊腿的

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第３９６页。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

三头犬。——第８６、８８、１５６、２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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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页。

瑟息替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

斯与克蕾雪达》中的人物。——第７１５

页。

所罗门——古犹太王。——第２９３、２９４、

２９５、７３２页。

Ｔ

泰莱贡诺斯——古希腊神话中奥德赛和

瑟西的儿子，一说他杀死了父亲。——

第６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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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列夫——古希腊神话中米西亚的国王：

为阿基里斯所伤，后来又由他治

愈。——第６１３页。

桃绿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

后篇中的人物。——第３４７页。

特里顿——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鱼的海

神。——第５２５页。

Ｗ

维纳斯——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

她的形象是一个美女。——第６５３页。

维斯塔—— 古罗马神话中司灶火的女

神。——第１６３页。

Ｘ

希罗——古代神话《希罗和利安德》中的

女主人公。——第７２４页。

息息法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

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

山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

下。——第１５６页。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

一；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

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

活中起重大作用。——第３４７页。

茜林丝——古希腊神话中的妖女，人首鸟

身，她们用歌声诱迷航海者，并使他们

丧生。——第１５、１３５、４７２页。

夏娃——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妻子，由

上帝以亚当的肋骨创造出来的。——

第９０４页。

Ｙ

雅典娜·帕拉斯——古希腊神话中宙斯

之女，战争、胜利和智慧的女神。——

第１３７、１９３、６５４、７２４页。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犹太人的族

长。——第９０４页。

亚哈随鲁——传说中的人物，犹太人，因

不敬神而被罚永世流浪（“永世流浪的

犹太人”）；中世纪传说以及德国民间故

事《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中的人物，这一

形象在许多欧洲民族的文学中广为采

用。——第７３４页。

耶稣基督—— 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

人。—— 第１３９—１４１、１６２、２４８、２９３、

２９４、２９５、３６１、３６３、６５５、６７６、６８７、８１８—

８２２页。

伊 奥 拉 斯——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风

神。——第５３７页。

伊卡鲁斯——古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代

达罗斯的儿子，在用人造翅膀飞行时身

亡。——第６１１页。

伊克西昂——古希腊神话中拉庇泰人的

王，由于对女神赫拉态度轻浮，被缚于

地狱中永远转动的火轮上。——第１５６

页。

以赛亚——古犹太人的先知，相传为公元

前八世纪时候的人，圣经中有《以赛亚

书》，为了解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情

况提供了丰富资料。——第８９７页。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的十二使

徒之一，按传统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

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第

７１４、８１８—８２３页。

约拿——据圣经传说，是十二个小先知之

一。——第２９３—２９５页。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

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

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

塌陷。——第７２７页。

Ｚ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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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神的儿子。—— 第１０３、１２３、１３７、

１９０、６１０、６５４、７２４、７６５页。

朱诺——古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女神，丘必

特的妻子。——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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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爱 北 斐 特 日 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４

年至１９０４年出版。十九世纪三十至四

十年代，该报具有保守倾向。——第

３２３页。

Ｄ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在巴黎出版的德文

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

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

中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

作。——第３７０、９０４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

ｓｔ》）——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

志。１８４１年７月起，该杂志用这个名称

由阿·卢格编辑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４３

年１月，该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

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第

２９６、３７１页。

《德国缪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Ｍｕｓｅｎａｌｍａ

ｎａｃｈ》）——１８３０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的

文学杂志。１８３２年阿·夏米索成为该

刊的编辑之一。——第１７页。

Ｇ

《公益报》（《ＬｅＢｉｅｎｐｕｂｌｉｃ》）——温和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８

月至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出版（最初在马康，

１８４８年５月起在巴黎），该报的创办人

和编辑为拉马丁。——第３７１页。

Ｈ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Ｓｔａ

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

ｃｈｅｎｕｎｐａｒｔｈｅｉｉｓｃｈｅ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ｅｎ》）

 ——１７３１年创刊，１８１４年至１８６４年用

这个名称出版，以后至１９２３年用《汉

堡记者》（《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ｔ》）的名称出版。——第３１８页。

《和 平 民 主 日 报》（《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傅立叶派的日报，１８４３

年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孔

西得朗。——第３７１页。

Ｊ

《记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见《汉堡公

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Ｋ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２年起用这个名

称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持

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对革命民主主

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第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５、３６１、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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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斯堡总汇报》（《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ｅｒＡｌｌ

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４５

年出版的日报，半官方报纸。——第

３５０页。

Ｌ

《莱茵—摩塞尔日报》（《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Ｍｏｓｅ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３１年至１８５０年在科

布伦茨出版的日报；是天主教的报

纸。——第３５６—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７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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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

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

第２８９、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６、

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３—３２５、３２７、３２８、

３４５—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４—３６７、３７１页。

Ｍ

《曼海姆晚报》（《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ｂｅｎｄ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激进派的一家每日出

版的晚报，由卡·格律恩创办，１８４２年

至１８４９年出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Ｐ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

β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１９年在

柏林创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普鲁士政

府的半官方报纸。——第３５０页。

Ｔ

《特利尔日报》（《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７５７年在特利尔创刊，１８１５年起

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初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四十年

代中处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之下。——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Ｘ

《戏剧节目》（《Ｄｉｄａｓｋａｌｉａ》）——《法兰克

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的每日

文 学 附 刊，１８２３年 至 １９０３年 出

版。——第３２３页。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理论刊物，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

１０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

至１９２３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

辑从１８８３年至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是卡·考

茨基，从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３年秋是

亨·库诺夫。——第１９页。

Ｙ

《雅典神殿）（《Ａｔｈｅｎａｕｍ》）——青年黑

格尔派的杂志《雅典神殿，科学、艺术

和生活杂志。德意志知识界月刊》（《Ａ

ｔｈｅｎａｕｍ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ｎｓｔ

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Ｅｉｎｅ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ａｓ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的简称，１８３８

年至１８３９年在纽伦堡出版。１８４１年，

《雅典神殿》以周刊的形式在柏林出版，刊

名改为《雅典神殿。德意志知识界杂志》

（《Ａｔｈｅｎａｕｍ．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ａｓ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第２３页。

《亚 琛 城 日 报》（《ＳｔａｄｔＡａｃｈｅ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一家日报，１８１６年至

１８４８年用这个名称出版，四十年代初

持自由主义立场，保护莱茵资产阶级

的利益。——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亚琛日报》（《Ａａｃｈｅ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亚琛城日报》。

《语文学和教育学文库》（《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ａｄａｇｏｇｉｋ》）——１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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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１８５５年作为《语文学和教育学新

年鉴》（《Ｎｅｕ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ｌｏ

ｇｉｅｕｎｄＰ ａｄａｇｏｇｉｋ》）的 附 刊 作

版。——第２６４页。

Ｚ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一家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

１８１０ 年 １８８２ 年 在 奥 格 斯 堡 出

版。——第２９７、２９８、３１８、３２４—３２９、

３４７、３４８、９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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