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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书信和文学习作等。全书共分

四部分。第一部分是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４年的著作；第二部分是１８３８

年至１８４２年的书信；第三部分是１８３３年至１８４１年的几篇文学习

作；第四部分是附录。这些著述和书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一卷和第二十七卷的补充。它们反映出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政治观

点发展的过程，他在１８４４年同马克思合作以前从唯心主义转向唯

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初步过程。

恩格斯从十八岁起就开始为一些报刊撰稿，发表了不少通讯、

政论文章、文学评论、哲学论述以及诗歌等等。《贝都英人》这首诗，

是恩格斯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写于１８３８年９月），诗中闪耀着作者

憧憬自由的精神。

１８３９年春天，恩格斯感到“青年德意志”作家们提出的关于

实行宪政、出版自由、反对宗教强制、妇女解放等要求，同他自

己爱好自由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开始为“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机

关报《德意志电讯》撰稿。《乌培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一卷）是他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他在《德国

民间故事书》一文中提出文学要用来教育人民群众的思想，反对

文学纵容伪善、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他指出民间故

事书的使命是：适应自己的时代，使人民有明确的道德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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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人民的勇气和唤

起对祖国的热爱。

以后，恩格斯又相继撰写了《卡尔·倍克》、《普拉滕》、《伊默曼

的〈回忆录〉》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恩格斯已经意识到文学同社会

生活的关系。他在谈到卡·倍克的诗歌时，强调指出诗歌的特征不

应当是表现无益的悲伤厌世的情绪，而应当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

制度进行斗争。他对于这种“时髦的”悲观主义曾不止一次地加以

嘲笑。他在１８４０年３月至５月写的《现代文学生活》中日益明显地

表现出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批判。他指出“青年德意志”的作家

思想上不统一，彼此之间进行无原则的争论。

恩格斯于１８３９年秋后，开始自修黑格尔的哲学。他如饥似渴

地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且注意从黑格尔的博大精深的体

系中汲取精华。从《时代的倒退征兆》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恩格斯

比黑格尔前进了一步。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到君主立宪制

就结束了，而恩格斯则把历史的进程比作螺线。他认为螺线在运行

时不时擦过自己的旧路程，又不时穿过旧路程，每转一圈就更接近

于无限。他坚持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动的，不会是旧事物的简单重

复，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

１８４０年４月发表的恩格斯的《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

撒》反映出他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实现这一

思想，同时表明他不同意黑格尔的等级观点。例如，他嘲笑《贵族

报》提出的“贵族应该打仗，市民应该思考，农民应该种田”的反动

等级制思想。他坚决抨击维护等级制和贵族特权的德国封建君主

立宪制度。

《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这篇文章表明恩格斯在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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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更趋激进，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日益坚定。他赞扬了阿伦特

这一代爱国者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坚决

谴责德国贵族们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原则所

抱的褊狭的仇恨心理——条顿狂。他以较多的篇幅分析了条顿狂

的民族局限性，他深刻地指出，条顿狂由于力图使德国摆脱一切外

来的政治、精神和道德的影响，而把德意志民族拖进了民族偏见的

死胡同。条顿狂的“整个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

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

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强调民族平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对世界

文明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恩格斯在批判这种把德意志民族置于同

其他民族对立的地位的做法时，也注意批评那种无视民族差别、民

族利益和民族要求的世界自由主义倾向。此外，恩格斯在文章中还

提出了在德国进行民主改革的纲领（见本卷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１８４１年秋，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同时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

学听哲学课。当时，柏林是不同哲学派别的斗争场所。恩格斯参加

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柏林小组。不久，他就积极投入了在柏林

开展的激烈的思想争论，主要是反对谢林哲学的争论。谢林当时在

思想上、政治上已经转到右翼，在哲学上宣扬神秘主义的反动“启

示哲学”，并接受普鲁士国王的聘请，到柏林大学讲学。

恩格斯这段时期主要是针对谢林的哲学，先后发表了《谢林论

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哲学家》等三篇论文。

恩格斯在前两篇著作中，满腔义愤地揭露谢林妄想贬低黑格尔哲

学的企图。他既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也指出黑格尔的“非

静止的辩证法”同他那带有复辟时期烙印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

（见本卷第２１１—２１２页），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正如他自己曾经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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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这时，恩格斯在

布鲁诺·鲍威尔有关早期基督教史的许多著作以及费尔巴哈著作

的影响下，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观，站在激进的无神论立

场，批判了谢林晚期哲学中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他在《谢林和

启示》一文中指出，谢林在柏林大学讲课的内容是“自从１８３１年

以来就以同样的方式”在慕尼黑宣讲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

长”的神话哲学。他揭示出谢林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性，谢林的

学说缺乏牢固的基础，时而在随心所欲的、没有意义的思维中寻

求支持，时而在毫不真实的、遭到批驳的神的启示中寻求支持。恩

格斯称这种学说是“撒但学”，即魔鬼学。在《谢林——基督哲学

家》一文中，恩格斯摹拟基督教徒的口吻，以辛辣的笔触批判谢

林把科学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讥笑谢林是基督哲学家，指出谢

林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需要而维护自己的体系，使自己的哲学成

了神学的奴仆。

总的说来，恩格斯这时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

上的。但是，由于受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他在谈

到理性同自然的关系时已经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恩格斯在柏林期间还同埃·鲍威尔合写了论战性的讽刺长诗

《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积极参加了反对宗教蒙昧

主义、反对普鲁士的神学教授的斗争。与此同时，恩格斯已经感到

青年黑格尔派中不少成员多尚革命空谈，不能把理论同实践结合

起来。他认为，仅仅进行理论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从根本上

改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实际斗争。从这首长诗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

当时真正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是另眼看待的。例如，他

在诗中对还没有见过面的青年马克思的描述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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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卷第３６３—３６４页）。

１８４２年春，恩格斯陆续为《莱茵报》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如《北

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个旁听生的日记》、《时

文评注》、《普鲁士出版法批判》。这些文章表明恩格斯同“青年德意

志”运动已经彻底决裂，坚决主张改革现存社会制度，维护言论出

版自由，反对自由派的保守思想。

１８４２年秋天发表的恩格斯《集权和自由》一文，表明恩格斯坚

信自由主义思想有其局限性，他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无论对德国以

至对欧洲各国都是有害的。他在文章中强烈反对基佐政府践踏人

民主权、出版自由、司法独立等原则，他历史地分析了官僚集权同

专制国家的联系，说明了集权和自由的关系。

本卷第一部分以１８４４年恩格斯给《新道德世界》编辑的两封

信作为结束。这时，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

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已经初步站到了唯

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

本卷第二部分是恩格斯给同学格雷培兄弟、妹妹玛丽亚以及

作家莱文·许金的书信，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从这些书信中可

以看出，青年恩格斯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他思想敏锐活泼，对生

活有广泛的兴趣，对文学艺术有强烈的爱好。

从恩格斯给格雷培兄弟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恩格斯为了寻求

真理、摆脱自幼接受的传统宗教观念的束缚，怎样通过阅读神学、

基督教史等著作，特别是阅读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这本书，通

过同格雷培兄弟的讨论、探索，终于认识到，宗教信仰原来就象海

绵一样漏洞百出，圣经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信仰和理性是不

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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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书信中，比较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发

展，表述自己的革命情绪。他向格雷培兄弟谈述自己对“青年德意

志”作家们的看法，对施特劳斯、黑格尔等人的学说的认识。他毫不

隐讳地表示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仇恨。他坦率地表明他对革命在

改造社会中的作用的认识。他在１８３９年底—１８４０年初的一封信

中写道：“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国君爱自己臣民这一主题的滑

稽故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

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

（见本卷第５５０页）

恩格斯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２年的书信，使我们看到他爱好文学，博

览群书，好学不倦。他喜欢写诗，有的诗还具有革命意义。如１８３９

年夏天，恩格斯在给弗·格雷培的信中就写了一首纪念１８３０年法

国七月革命的诗，歌颂人民的力量。恩格斯还翻译诗。他给作家莱

文·许金的信中，曾谈到出版英国诗人雪莱诗作译文的计划。但是

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从恩格斯给妹妹玛丽亚的书信中，我们还看到他酷爱音乐，甚

至尝试谱曲。他对贝多芬的交响乐更是推崇备至（见本卷第５９５

页）。

青年恩格斯在语言学方面的非凡才智，在书信中也表现得很

突出。当时，他已通晓多种外语。１８３９年４月底，恩格斯在给威·

格雷培的一封信中就使用了九种文字（见本卷第４８７—４９２页）。

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具体地了解青年恩格斯热爱生活的性格。

他对骑马、击剑、游泳、旅行等活动无不爱好。书信中的不少插画，

说明他对绘画也很有兴趣。

本卷第三部分把恩格斯的早期文学习作，作为遗稿收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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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恩格斯早期在文学创作上的尝试。在《科拉·

迪·里恩齐》这一未完成的歌剧手稿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探索如

何歌颂人民的力量。

第四部分收入的传记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恩格斯青少年时

代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一卷为依据，

一部分著作是根据原文译校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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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书信

（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

１８３８年

１．致玛丽亚·恩格斯（８月２８—２９日） ４０７………………………………

２．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９月１日） ４１１………………………………………………………………

３．致玛丽亚·恩格斯（９月１１日） ４１３……………………………………

４．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９月１７—１８日） ４１６………………………………………………………

５．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０月９—１０日） ４２６………………………………

６．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１月１３日） ４３０…………………………………

７．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２月底） ４３２………………………………………

１８３９年

８．致玛丽亚·恩格斯（１月７日） ４３４……………………………………

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月２０日） ４３７……………………………

１０．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２月１９日） ４４７……………………………

１１．致海尔曼·恩格斯（３月１１—１２日） ４５２………………………………

１２．致玛丽亚·恩格斯（３月１２日） ４５３……………………………………

１３．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４月８—９日） ４５５…………………………

１４．致玛丽亚·恩格斯（４月１０日） ４６０……………………………………

１５．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４６２……………

１６．致玛丽亚·恩格斯（４月２８日） ４８１……………………………………

１７．致威廉·格雷培（４月２８日左右—３０日）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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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致玛丽亚·恩格斯（５月２３日） ４９３……………………………………

１９．致威廉·格雷培（５月２４日—６月１５日） ４９４…………………………

２０．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６月１５日） ４９９……………………………

２１．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７月１２—２７日） ５０４………………………

２２．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７月底或８月初） ５１２………………………

２３．致威廉·格雷培（７月３０日） ５１４………………………………………

２４．致玛丽亚·恩格斯（９月２８日） ５２０……………………………………

２５．致威廉·格雷培（１０月８日） ５２２………………………………………

２６．致威廉·格雷培（１０月２０—２１日） ５２６………………………………

２７．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０月２９日） ５２８……………………………

２８．致威廉·格雷培（１１月１３—２０日） ５３５………………………………

２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９日—

１８４０年２月５日） ５４２………………………………………………………

１８４０年

３０．致莱文·许金（６月１８日） ５５１…………………………………………

３１．致莱文·许金（７月２日） ５５３……………………………………………

３２．致玛丽亚·恩格斯（７月７—９日） ５５６…………………………………

３３．致玛丽亚·恩格斯（８月４日） ５５９……………………………………

３４．致玛丽亚·恩格斯（８月２０—２５日） ５６２………………………………

３５．致玛丽亚·恩格斯（９月１８—１９日） ５６７………………………………

３６．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０月２９日） ５７０…………………………………

３７．致威廉·格雷培（１１月２０日） ５７４……………………………………

３８．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２月６—９日） ５７８………………………………

３９．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２月２１—２８日）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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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年

４０．致玛丽亚·恩格斯（２月１８日） ５８６……………………………………

４１．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２月２２日） ５８９……………………………

４２．致玛丽亚·恩格斯（３月８—１１日） ５９３………………………………

４３．致玛丽亚·恩格斯（４月５日） ５９６……………………………………

４４．致玛丽亚·恩格斯（约５月初） ５９７……………………………………

４５．致玛丽亚·恩格斯（约８月底） ５９９……………………………………

４６．致玛丽亚·恩格斯（９月９日） ６００……………………………………

１８４２年

４７．致玛丽亚·恩格斯（１月５—６日） ６０２…………………………………

４８．致玛丽亚·恩格斯（４月１４—１６日） ６０６………………………………

４９．致玛丽亚·恩格斯（夏） ６０９……………………………………………

５０．致玛丽亚·恩格斯（７月２日） ６１０……………………………………

５１．致玛丽亚·恩格斯（８月２—８日） ６１２…………………………………

弗·恩格斯的遗稿

（１８３３—１８４１年早期文学、诗歌和剧本习作）

献给我的外祖父 ６２６…………………………………………………………

１８３６年的诗 ６２４—６２５………………………………………………………

约写于１８３７年初的诗 ６２６—６２７……………………………………………

海盗的故事 ６２８—６４３…………………………………………………………

伊托克列斯和波吕涅克斯决斗 ６４４—６４７………………………………

科拉·迪·里恩齐 ６４８—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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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证明书 ６８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洗证明书 ６８８…………………………………………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

（１８３５年８月２７日） ６８９—６９１………………………………………………

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肄业证书 ６９２—６９３…………………

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品行证书 ６９４…………………………

注释 ６９７—７３５…………………………………………………………………

人名索引 ７３６—７７０……………………………………………………………

期刊索引 ７７１—７７５……………………………………………………………

插  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四十年代中）

小册子《谢林和启示》的扉页 ２０７………………………………………………

小册子《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

的胜利》的封面 ３３３……………………………………………………………

弗·恩格斯诗剧《科拉·迪·里恩齐》手稿的一页 ６５６—６５７………………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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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格斯著作
（１８３８—１８４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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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都 英 人１

      铃声一响，

丝幕徐升；

人人凝神静等，

鸦雀无声。

科采布今天没来

逗引诸位发出隆隆的笑声，

席勒这回也不登台

倾吐玉语金声。

沙漠之子骄傲而自由，

到这儿来为诸位解闷，

他们的豪情和自由，

恰似春梦无痕。

他们跳舞是为了挣钱，

少年就这样在沙漠欢跳，

所有的人都默默无言，

只有一个人歌声哀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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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拍手不已，

昨天科采布在这里插科打诨，

今天人们又在这里，

向贝都英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沙漠之子敏捷而矫健，

你们顶着正午的炎炎烈日，

穿过摩洛哥的漠漠沙土，

走遍温和的海枣山谷！

你们驰入比莱德－杰里德①，

穿越那里的园庭。

勇敢地去袭击，

战马踩征尘！

你们沐浴着月光，

坐在棕榈树的清泉旁，

听一张可爱的嘴，

为你们编出美妙故事的彩色花环。

你们安睡在狭窄的帐幕里，

寻求好梦于爱的怀抱，

４ 弗·恩格斯著作

① 这个词的意思是“海枣之乡”，“比莱德－杰里德”是音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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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天际出现晨曦，

骆驼叫声阵阵！

他们跳舞是为了挣钱，

不是为了自然的迫切要求，

无怪乎你们目光黯淡，默默无言，

只有一个人歌声哀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８年９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６日《不来梅杂谈》

杂志第４０期，未署名

５贝 都 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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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敌 人
２

   难道你们不能把真话

注入心田，

让真话不受恶意摧残，

自由发展？

我看你们歪曲思想，

确实内行；

你们可以善恶不分，

但要以恶为善却是妄想！

你们常常咒骂别人，

决无好处，

获得荣誉靠的是劳动，

而非对别人的凌辱！

你们想飞黄腾达？

那就请拿出意志、力量和智慧，

步人后尘却又蔑视人，

不会捞到半点油水！

说吧，不论你们设下多少圈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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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报》①岂会迷航改道？

还是让它走自己的路，

把消息传递到各处！

真理永远是真理，

真理比谎言更有力，

俗话说得好：

“真话自能服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２月２４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２月２４日《不来梅市信使报》

第４号

署名：泰奥多尔·希·

７致  敌  人

① 《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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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市信使报》
３

      喂，《信使报》，听我说，别气恼：

我曾长时间把你讥诮；

你活该受到我的嘲笑，

朋友，你本来就是个大草包。

从你开始写报道，

乌云就在你头上笼罩；

你自己讲过的话儿，

我还要你细细咀嚼。

如果我需要题材，

亲爱的，我就从你那里索讨，

用你的话编成打油诗，

又在字里行间把你讥笑。

只要去掉韵脚，抛开格律，

就能认出你的面貌。

如果你现在怒火中烧，

就请咒骂随时准备为你效劳的

希尔德布兰特。

写于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７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７日《不来梅杂谈报》

第３４号

署名：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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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龙克尔博士的公开信］
４

爱北斐特５月６日。致爱北斐特的龙克尔博士先生。您在贵

报激烈地攻击我和我的《乌培河谷来信》。您指责我蓄意歪曲事

实、不了解情况，指责我进行人身攻击、甚至说谎。您称我为青年

德意志派５，这我并不介意，因为我不同意您对青年文学的种种责

难，而且我没有荣幸属于青年文学。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把您当作

一位作家和政论家来尊敬，并且在该文的第二篇中表明了这一看

法，而对您发表在《莱茵音乐堂》的诗则故守缄默，因为我实在无法

赞扬这些诗６。可以指责任何一个作者蓄意歪曲事实，但这通常都

是当作者的叙述不符合读者的偏见时的做法。您为什么拿不出一

件事实来证明？至于说不了解情况，那么，我要是不知道这句空话

在缺乏更令人信服的论据时已成为多么通用的辞令，我根本想不

到会有这样的指责。我在乌培河谷度过的时间大概比您多一倍；

我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住过，并且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

察各阶层的生活。

龙克尔先生，我丝毫不象您所指责的那样，有想成为天才的奢

望。但是，确实需要有特殊的蠢才，才能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而不

了解情况，特别是当一个人很想了解情况的时候就更需要有这样

的蠢才。人身攻击吗？传教士、教师和作家一样，也是社会活动

家，您是否也要把转述他们的公开讲演叫作人身攻击呢？我在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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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地方谈过私人的事情，而且还是那些一提起来便要我说出自己

名字的事情？我在什么地方嘲笑过私人的事情？至于硬说我杜撰

捏造，那么，不管我多么想避免任何争论，甚至想避免任何争吵，我

都不得不要求您——为了既不损害《电讯》①的声誉，也不损害我

这个匿名作者的名誉——从“大量的错误”中哪怕指出一个错误也

行。说实话，文章中的确有两个错误：没有逐字逐句引用施梯尔改

写的诗７；有关埃根先生的旅行并非如此之糟。但务请您把第三个

错误指出来吧！其次，您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指出该地光明的一面。

这是对的。就局部而言，我承认各方面都有好的东西（我只是没有

描述施梯尔先生在神学方面的重要性，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但

是，在总的方面，我找不到一件完全光明的事物，这种完全光明的

事物，我同样期待您来描述。因此，我也不想说，红色的乌培河在

巴门附近又变得清澈了。这毕竟是无稽之谈：难道乌培河往山上

流吗？最后，请您在读完全文以后再作判断，而且今后要逐字引

用但丁的话，否则就根本不要引用。他所说的不是“这里是走进无

穷的痛苦的入口”，而是“通过我走进无穷的痛苦”（《地狱》第３篇

第２行）。②

《乌培河谷来信》作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５月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５月９日《爱北斐特日报》

第１２７号

０１ 弗·恩格斯著作

①

② 但丁《神曲·地狱》第３篇第２行。——编者注

《德意志电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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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威·克鲁马赫尔

 关于约书亚的讲道］

  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①中谈到约书亚使日头

停留。克鲁马赫尔不久前在爱北斐特的一次讲道中就此发表了颇

为有趣的论断，说所有虔诚的基督教徒即选民都不应该根据这一

说法就认为似乎约书亚迎合了百姓的看法，而是必须相信地球是

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为了证实自己的论断，他宣称整本

圣经都是这样说的。选民要欣然把世人因此会给他们扣上的傻瓜

帽子连同那许多已被他们接受了的一起装进口袋。

我们将乐于接受对这一来源确凿的可悲的轶闻提出的反驳。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５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５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８４期，未署名

１１

① 圣经《旧约·约书亚记》第１０章第１２节和第１３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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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爱北斐特

从某个时候起人们就发出怨言，痛苦地抱怨怀疑论的可悲的

作用；到处都忧郁地注视着业已崩溃的旧信仰的大厦，忐忑不安

地期望着遮住未来天国的乌云赶快消散。我也怀着同样忧郁的心

情放下手中的《亡友之歌》８。这是一个已故的、真正的乌培河谷基

督教徒的诗歌。诗中缅怀幸福的时刻，那时对于一种在目前看来

其矛盾已了如指掌的学说还可以抱有幼稚的信仰；那时宗教的自

由思想遇到的是使人发笑或者羞得脸红的神圣的激动。——诗

集的印刷地点本身就证明不能用一般标准去对待这些诗，诗中找

不到闪光的思想，找不到热情奔放的自由精神。甚至除了虔诚主

义９的果实以外，对它要求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对的。——昔日的

乌培河谷文学已经为这些诗规定了唯一正确的范围；关于乌培河

谷文学，我已经充分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之情１０，但愿这次能以新的

态度对待它的一部作品。不可否认，这本诗集表现了一定的进步。

这些诗尽管看来是出自一个受教育不多的世俗人之手，但至少在

内容上并不比传教士德林和保尔的诗逊色，有时甚至可以感到一

丝浪漫主义的气息，可以同加尔文教教义１１并驾齐驱。至于形式，

无可争辩，这些诗是迄今为止乌培河谷所提供的最佳作品；常常

碰到颇具匠心的新颖或罕见的韵脚；作者甚至达到了二行诗和自

由颂诗的高度。不过，这种体裁对他来说未免太高级了。克鲁马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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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①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到处都运用他的语汇和隐喻。但是，

当诗人吟道：

     朝圣者：基督羊群中可怜的羔羊啊，

在你身上看不到基督的华丽装饰，

可是你，羔羊啊，是那样温顺！

羔 羊：我在这里受苦的时光不长，

就要升入极乐的天堂；

别作声，朝圣者，做一只驯服的羔羊，

躬身走进那狭窄的门，

别作声，虔心祈祷，做一只驯服的羔羊！

这已经不是仿效克鲁马赫尔，而就是他自身了！然而这些诗中有个

别地方由于感情真挚而使读者感动，——但是，哦，决不要忘记，这

种感情多半是病态的！就是在这里也暴露出当宗教真正成为心灵

的事业时，即使在痛苦绝望的边缘，它也处处起着使人刚强和令人

宽慰的作用。

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用一本可能你认为索然无味的书打扰

了你。你不是在乌培河谷出生，你也许从未攀登过那里的山峦并

俯瞰过你脚下的那两座城市②。但是，你毕竟也有故乡，也许在对

故乡的全部缺点倾泄了自己的愤怒之余，也会象我一样热爱她那

些很一般的特色。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秋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１７８期

署名：Ｓ．奥斯渥特

３１寄自爱北斐特

①

② 巴门和爱北斐特。——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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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间故事书

一本书能被称为民间故事书，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

是对它的高度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权对这类书寄

予更大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就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

并且在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

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

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

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

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

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

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

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因此，一般说来，如果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

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

康的、真实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

我们也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

为民间的了。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造成

当代一切现象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即日益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贵

族压迫的反抗，智慧同虔诚主义９的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

主义残余的斗争，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该要求民间故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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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书在这方面帮助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向他们指出——自然不能

采取直接推论的方式——这些动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而决不是

去纵容伪善，鼓励人们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但是，不

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

的旧时代的习俗是不相容的。

我们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根据上述原则来评价目前真正是德国

的民间故事书以及通常统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书籍。这类书一

部分是中世纪日耳曼语族的或罗马语族的诗歌的产物，一部分是

民间迷信的产物。它们起初遭到上等阶层蔑视、嘲笑，后来，如所周

知，由浪漫主义作家发掘出来，进行改写甚至加以颂扬。但是，浪漫

主义作家看到的仅仅是诗的内容，而对它们作为民间故事书所具

有的意义毫无认识，这一点哥雷斯在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１２中已

经指明了。还是在最近我们才弄明白：哥雷斯的全部评价都是幻想

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对这些书的习惯看法仍然以他那本书作为依

据，连马尔巴赫在他的出版说明里所依据的也是这种看法。鉴于这

些民间故事书最近有三种改写本，即马尔巴赫的散文体、济姆罗克

的散文体和诗歌体，而其中两种还是供大众阅读的，这就需要对这

些改写本的主题再认真审查一下它们对人民的意义。１３

当评价整个中世纪诗歌时，只要还存在重大的分歧，就必须让

每个读者去评论这类书的诗的价值；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它们确实

具有纯真的诗意。所以，即使这些书不能被公认为民间故事书，它

们的诗的内容总会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何况照席勒的话说：

诗歌里永远不朽的东西，  

在生活中注定要灭亡①，

  ① 引自席勒的诗《希腊之神》。——编者注

５１德国民间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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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些诗人会找个理由，用改写的方法为诗歌保存那种在人民

中间不能持久的东西。

在源于日耳曼语族的故事和源于罗马语族的故事之间，有一

个很明显的区别：日耳曼语族的故事是真正的民间传说，突出的是

积极活动的男人；罗马语族的故事所突出的是女人——不是受凌

辱的女人（如盖诺费法），便是正在恋爱着但对爱的激情抱消极态

度的女人。只有《海蒙的儿子》和《福尔土纳特》这两个罗马语族的

故事是例外，不过它们也属于民间传说，而《屋大维》和《梅卢齐娜》

等是宫廷诗歌作品，只是由于后来改写成散文，才流传到民间。喜

剧作品中，也只有《索洛蒙和莫罗尔夫》不是直接源于日耳曼语族，

而《欧伦施皮格尔》和《席尔达人》等等无疑都是我们的作品。

如果把这类书全部考察一下并根据本文开头提出的原则来评

价，那就很清楚，它们只在一个方面符合这些要求：书中诗意盎然，

妙趣横生，而且它们的形式，即使毫无文化教养的人大体上也能完

全接受；在其他方面，这些书却根本不能使我们满意。有些书的性

质同我们的要求正相反，另一些书只是部分地符合我们的要求。

既然它们是中世纪的作品，自然就完全偏离了我们的时代可能向

它们提出的特殊目标。所以不管这个文学部门表面上如何丰富多

彩，也不管蒂克和哥雷斯讲得如何头头是道，它们也还有许多有待

改进的地方。至于说是否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填补这个空白，那是

另一个问题，我不打算回答。

现在分别谈谈几部作品，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
·
刀
·
枪

·
不
·
入
·
的
·
齐
·
格
·
弗
·
里
·
特
·
的
·
故
·
事》。——我喜欢这本书。这是一个完美

的故事；书中充满了优美的诗意，时而是天真无邪，时而是绝妙的

幽默；书中妙语连篇——那段描写两个胆小鬼相斗的精彩情节不

６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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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脍炙人口吗？书中刻画了一个无所顾忌的具有年轻人朝气的人

物，他是任何一个奔走四方的手工业帮工效法的榜样，尽管今天他

已经用不着同龙和巨人搏斗了。只要改正印刷错误（我手头的这

个版本即科伦版１４印刷错误特别多），校正标点符号，那么，在这个

真正的通俗风格的范本面前，施瓦布１５和马尔巴赫的改写本也就

黯然失色了。人民对这本书还是表示感激的：在民间故事书中，我

没有见过哪本书是象这本书这样的。

《
·
狮
·
子
·
亨
·
利
·
公
·
爵》。——这本书的老版本可惜我没有找到，在

艾恩贝克印刷的新版本１６看来已经完全代替了老版本。书的开头

部分是截至１７３５年为止的不伦瑞克世系，接着是根据历史编写的

亨利公爵传，然后是民间传说。书中还收进了一篇同狮子亨利这

一民间传说相似的描述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的故事，一篇关于奴

隶安德罗尼库斯的故事，据说是出自巴勒斯坦修道院院长盖拉齐

米之手，其结尾部分改动很大；还有一首是新浪漫派的诗，作者

我不记得了，诗中再次重复了关于狮子的传说。由于精明的出版

商不惜笔墨大量增补，作为民间故事书基础的传说本身也就失去

了本色。传说本身是十分优美的，其余的东西则索然无味，——

不伦瑞克的历史同士瓦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了风格朴素的民间

故事书，再发表冗长的现代叙事诗还有什么意思呢？就连这种风

格也消失了。有一位天才的改写者（我估计他是上一世纪末的一

个传教士或教员）这样写道：

“这样，旅程的目的地已经达到，眼前就是圣地，人们就可以踏上这块同

宗教史上最重要的回忆有联系的土地了！热切盼望着这块土地的虔诚纯朴的

心灵，在这里变为热烈的祈祷，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成了主最大的喜

悦。”

７１德国民间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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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恢复传说的古老语言，应当增添其他真正的民间传说来

充实一本书，然后把它送到人民中间去，这样，传说才能保持它

的诗意，而照它现在这种样子是不值得在人民中间流传的。

《
·
恩
·
斯
·
特
·
大
·
公》。——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诗

人，因为他的全部诗歌素材都取自东方的童话。不过这本书写得

很好，引人入胜，但也仅此而已。由于毕竟不会再有人相信书中

那些幻想形象的真实性，这本书在人民手中就原封不动地保存下

来了。

现在我要谈谈由德国人民创作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进一步

发展的两部传说，各民族的民间诗歌中最深刻的两部传说。我指

的是
·
浮
·
士
·
德的传说和

·
永
·
世
·
流
·
浪
·
的
·
犹
·
太
·
人的传说。它们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传说；每个时代都可以采用它们而不改变其实质；

歌德以后的浮士德传说，也如荷马以后的《伊利亚特》一样，虽

然几经改写，总是揭示出某些新的东西，至于亚哈随鲁的传说对

于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那就不必说了。可是，这两部传说在民

间故事书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呵！它们根本不是自由幻想的作品，不

是的，而是奴隶式迷信的产物。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书甚至要人

们对它的内容抱宗教信仰，它试图用圣经和一些荒诞无稽的神话

来证明这种信仰是对的；在这本书里，传说只剩下一层最表面的

外壳，而里面却包含着关于犹太人亚哈随鲁的冗长枯燥的基督教

训诫。浮士德的传说被降低为用一般妖术轶闻进行渲染的陈腐无

味的巫婆故事；甚至连民间喜剧里保存下来的那么一点诗意，也

几乎绝迹了。这两本书不仅不能使人得到诗的享受，它们现在这

种形式只会使旧的迷信死灰复燃、变本加厉，除此之外，对这类

鬼玩意儿还能有什么指望呢？看来，对传说及其内容的理解，在

８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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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中间也完全消失了。浮士德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巫师，亚哈随

鲁被看成是继加略人犹大之后最大的恶棍。难道就不能挽救德国

人民的这两部传说，恢复它们固有的纯洁性，鲜明地表达它们的

实质，从而使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也不至于无法理解传说所包含的

深刻意义？马尔巴赫和济姆罗克还没有对这些传说进行改写，在

这方面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明智的批评！

我们面前还有另一类民间故事书，即笑话读物：《
·
欧
·
伦
·
施
·
皮
·
格

·
尔》、《

·
索
·
洛
·
蒙
·
和
·
莫
·
罗
·
尔
·
夫》、《

·
卡
·
伦
·
贝
·
格
·
的
·
神
·
父》、《

·
七
·
个
·
士
·
瓦
·
本
·
人》、

《
·
席
·
尔
·
达
·
人》。只有少数几个民族有这类书。书中那种谐谑，那种构

思和手法的得之自然，处处带有辛辣的嘲笑却又不算过分的善意

的幽默，那种惊人的喜剧场面，——所有这些确实使我们很大一部

分文学作品相形见绌。当代哪一位作者能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

写出象《席尔达人》这样一本书呢？你把蒙特的幽默同《七个士瓦本

人》的幽默比较一下，就会看出前者是多么平淡无奇！当然，创作这

样的东西，需要比我们的时代更平静的时代，而我们的时代就象一

个闲不住的商人，总是唠叨那些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然后才顾得

上别的事。至于这几本书的形式，如果将几处不得体的俏皮话删

去，并且把有损原意的文风改正过来，那么，书中要改动的地方就

不多了。关于《欧伦施皮格尔》，应当指出，盖上普鲁士书报检查机

关大印的那些版本并不完替，一开头就缺乏俚俗的谐谑，而马尔巴

赫的一幅出色的版画倒把这一点表现出来了。

同这些作品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关于
·
盖
·
诺
·
费
·
法、
·
格
·
丽
·
泽
·
尔
·
迪
·
丝

和
·
希
·
尔
·
兰
·
达的故事，这是三本源于罗马语族的书，主人公都是妇

女，而且又都是受凌辱的妇女。书中描述了中世纪对待宗教的态

度，而且颇有诗意；只是《盖诺费法》和《希尔兰达》写得过于雷同。

９１德国民间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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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天哪，这在今天同德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满可以把格

丽泽尔迪丝这个形象想象成德国人民，把瓦尔特边区侯爵这个形

象想象成公爵，但是，如果这样，喜剧的结局就与民间故事书的结

局迥然不同了；对于这样的比较，双方都会表示反对，而且在某种

程度上不无道理。如果《格丽泽尔迪丝》还算作民间故事书，那么，

在我看来，它就应当是递交给高贵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一份关于

妇女解放的请愿书。而四年前，这类象小说似的请愿书１７的遭遇如

何，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马尔巴赫后来未被列入“青年德意

志”５，我是感到很奇怪的。人民扮演格丽泽尔迪丝和盖诺费法这种

角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愿他们现在扮演齐格弗里特和雷纳尔

多，哪怕一次也好。但是，难道对这些宣扬逆来顺受的旧传说表示

赞许，是引导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正当途径吗？

·
屋
·
大
·
维
·
皇
·
帝一书的前半部也是同一类型，后半部就内容而言

属于爱情故事。
·
海
·
伦
·
娜的故事不过是《屋大维》的仿制品，也可能

两者是同一传说的不同写法。《屋大维》的后半部是优秀的民间故

事书，只有它能与《齐格弗里特》媲美。蒂克对弗洛伦斯以及对他

的养父克雷门斯的刻画，还有对克劳狄乌斯的刻画，都很出色，他

在这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１８可是，贯穿全书的难道不正是主张贵

族的血液比平民的血液高贵的思想吗？而这样的思想我们在人民

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不把这种思想从《屋大维》里去

掉，——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如果考虑到，在应当建立

立宪制度的地方首先就必须铲除这种思想，那么，不管这本书怎样

富有诗意，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

同上述三个饱含辛酸泪的故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三本歌

颂爱情的书。这就是《
·
玛
·
格
·
洛
·
娜》、《

·
梅
·
卢
·
齐
·
娜》和《

·
特
·
里
·
斯
·
坦》。我最

０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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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玛格洛娜》这本民间故事书。《梅卢齐娜》尽是荒诞无稽的怪

物和想入非非的夸张，所以，从中可以看到类似唐·吉诃德一样的

行径，而且我必须再问一次：这对德国人民有什么用？再看看关于

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的故事吧，——我不想涉及这个故事的文学

价值，因为我喜欢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那个出色的改写本１９，

尽管也可以在叙述上找出某些不足之处，——不过没有哪一本书

比它更不宜于推荐给人民了。诚然，这里又碰到一个当代的问题

——妇女解放问题。在今天，一个才思敏捷的诗人当他改写《特里

斯坦》时，只要他没有陷入那种矫揉造作和枯燥无味而带倾向性的

诗中，这个问题在他的作品里就不可能撇开不谈。但是在根本不

提这个问题的民间故事书里，整个叙述就是为破坏夫妻间的忠诚

进行辩护，把这样的民间故事书交给人民是很成问题的。而且，这

类书几乎已完全失传了，现在我们很难得遇到这样一本书。

《
·
海
·
蒙
·
的
·
儿
·
子》和《

·
福
·
尔
·
土
·
纳
·
特》也是两本真正的民间故事书，

我们在书中再一次见到男人处于活动的中心。在《福尔土纳特》

里，吸引我们的是福尔土纳特的儿子经历种种奇遇时所表现的十

分欢畅的幽默；在《海蒙的儿子》里，感人的是无所顾忌的倔强性

格，是以血气方刚的劲头反抗查理大帝的专制暴政，甚至不怕当着

帝王的面亲手为所受的屈辱复仇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反抗精神。在

民间故事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这种年轻人的精神，只要有这

种精神，许多缺点都可以不去计较。但在《格丽泽尔迪丝》和相近

的作品里，哪里有这种精神呢？

最后是一些妙不可言的东西，即别出心裁的《百年
·
历
·
书》、聪明

过头的《
·
占
·
梦
·
书》、屡试不爽的《

·
幸
·
福
·
轮》以及诸如此类乌七八糟的

迷信的荒唐产物。不论是谁，哪怕只是浏览一下哥雷斯的书，都会

１２德国民间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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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采用了多么可怜的诡辩来为这类无聊的东西辩护。所有这

些毫无价值的书都承蒙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盖了章。这些东西既

不象白尔尼的书信２０那样，具有革命内容，又不象人们批评《瓦

莉》２１时所说的那样，淫秽下流。我们可以看出，指责普鲁士书报检

查机关如何如何严厉，那是不对的。这类无聊的东西是否应当在

人民中间传播，我大可不必为此多费笔墨。

其余的民间故事书就不必谈了：关于
·
庞
·
图
·
斯和

·
菲
·
埃
·
拉
·
布
·
拉
·
斯

等等故事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此也就称不上是民间故事书了。

但是我认为，如果是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从诗歌的角度来评价这

种文学，我的上述几点意见就已经表明这种文学是多么不能令人

满意。这种文学需要的是经过精选以后的改写本，同时，非必要时

不改动古老的词语，印刷装订应精致，这样才能在人民中间传播。

对于经不起批评的书强行剔除，这样做既有困难也不明智；只有确

实宣扬迷信的书，书报检查机关才可以不予批准。其余的都会自

行消失。《格丽泽尔迪丝》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特里斯坦》差不

多完全绝迹了。有些地区，例如在乌培河谷，民间故事书一本也

找不到；另一些地区，例如在科伦、不来梅等地，几乎每个小店

主都在橱窗里陈列着供进城的农民选购的民间故事书。

但是为德国人民着想，难道不值得从这类书中选出最优秀的，

经过精心修改再出版吗？当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完成这种改写工

作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在选择时具备足够的批判的敏锐洞

察力和鉴别力并且在改写时善于运用古老的风格，这就是格林兄

弟，但他们是否有兴趣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呢？马尔巴赫的改写

本对人民完全不适合。既然他一写就从《格丽泽尔迪丝》开始，对

他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不但毫无批判能力，而且一个劲地把那些

２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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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该删减的地方删掉；另外，他还把文风改得非常呆板，毫

无生气——只要把《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这本民间故事书或

任何一本别的书同他的改写本加以比较，就足以证明以上的看法。

在他的改写本里，只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句子、一些颠来倒去的单

词，马尔巴赫先生所以这样做，无非由于他缺乏其他独创精神而

又力图在这里装出一点有独创性的样子。要不然又是什么促使他

去改动民间故事书中最优美的地方并且加上不必要的标点符号

呢？在不了解民间故事书的人看来，马尔巴赫改写的故事挺不错，

但是只要把两种版本作一番比较，就会看到，马尔巴赫的全部功

劳就是改正了印刷上的错误。他的版画，好坏相差悬殊。济姆罗

克的改写本，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对它进行评价的地步，但是，我

对济姆罗克的信任远远超过对他的竞争者的信任，他的版画一般

都比马尔巴赫的好。

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书虽然语言陈旧、印刷有错误、版画拙

劣，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它们把我从我们

这种混乱的现代“制度、纠纷和居心险恶的相互关系”中带到一

个跟大自然近似的世界里。但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谈了。蒂克的

主要论据正在于这种诗一般的魅力，可是，如果这种论据同理性

相矛盾，而且问题涉及德国人民时，那么，蒂克、哥雷斯以及其

他一切浪漫主义作家的威信又算得了什么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秋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１８６、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和１９１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３２德国民间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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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尔·倍 克

我是粗犷、豪放的苏丹，

我的诗歌是披甲戴盔的大军；

忧伤在我的前额添上许多神秘的皱纹，

宛如缠了一条头巾。①

倍克先生就是以这样夸张的词句，怀着要求得到认可的愿望，

跨入德国诗人的行列；他的目光流露出自命不凡的高傲神情，嘴角

浮现出当前流行的悲伤厌世的皱纹。他就是这样把手伸向桂冠

的。从那时以来，两年过去了；这顶桂冠是否仍然宽容地遮盖着他

前额上“神秘的皱纹”？

他的第一部诗集充满了大无畏精神。《披甲戴盔的歌》、《新圣

经》、《年轻的巴勒斯坦》２２——一个二十岁的诗人刚出校门就青云

直上！这是一团火，长久没有烧旺的火，这团火浓烟滚滚，因为烧的

是青枝嫩叶。

青年文学如此迅速而光华四射地发展起来，以致它的对手都

懂得，傲慢地加以否认或谴责是得不偿失的。研究它并且批评它

的真正弱点，现在是时候了。但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承认青年文学

平分秋色。不久就发现了相当多这样的弱点，——不管是真正的

４２

① 引自卡尔·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苏丹》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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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还是表面上的弱点，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但是有人声嘶力竭地

宣称：以前的“青年德意志”５要消灭抒情诗。的确，海涅同士瓦本派

作过斗争２３；文巴尔克辛辣地批评过单调的抒情诗和诗中千篇一

律的陈词滥调。蒙特反对过各种抒情诗，认为它们都不合时宜，并

且预言散文这个文学救世主必将来临。这都太过分了。我们德国

人向来以自己的诗歌自豪；如果法国人曾经夸耀他们自己争得的

宪章并且嘲笑我们的书报检查制度，那么我们也曾经自豪地历数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从《路易之歌》２４到尼古劳斯·莱诺的许

多诗歌。难道这个抒情诗宝库竟要毁在我们手上？你看，拥有弗兰

茨·丁盖尔施泰特，恩斯特·冯·德尔·海德，泰奥多尔·克赖策

纳赫和卡尔·倍克的“青年文学”的抒情诗出现了！

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２５问世前不久，倍克的《夜》发表了。

大家知道，这两部诗集多么轰动一时。两个青年抒情诗人出现了，

在当时青年人中没有谁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奎纳在《雅士报》上

以自己在《性格》一书中所运用的、已经为人熟悉的写作手法把

倍克和弗莱里格拉特作了对比。２６我想引用文巴尔克在谈到古·

普菲策尔时说的话２７来谈谈这个评论。

《夜》是一部混乱的诗集。一切都纷纭杂乱地交织在一起。描

写常常是用笔大胆有如奇峰异石；未来生活的萌芽淹没在辞藻的

海洋里；随处可见一朵花儿含苞未放，一个岛屿正在出现，结晶层

正在形成。但是，一切仍然是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下面的诗句用

于白尔尼并不合适，用于倍克本人倒是恰如其分：

     狂乱和闪光的形象

在我怒火燃烧的头脑中奔驰！①

① 引自卡·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第二十二夜》一诗。——编者注

５２卡 尔·倍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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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克在他的第一篇论白尔尼的试作中向我们提供的形象，是

惊人地歪曲了的和不真实的；这里奎纳的影响不容忽视。且不说

白尔尼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连倍克强加于他的那种绝望的

悲伤厌世也是他所不了解的。难道这是开朗的白尔尼，一个具有

坚强不屈性格的人？——他的爱使人感到温暖，却没有把人烧伤，

至少是没有把他本人烧伤。不，这不是白尔尼，这只是用海涅的

卖弄风骚和蒙特的华丽辞藻拼凑而成的一个现代诗人的模糊理

想。愿上帝保佑，这种理想千万不要实现！白尔尼头脑中从来没

有“狂乱和闪光的形象奔驰”，他也从来没有“怒冲冲地”诅咒上

天；他的心中从来没有午夜，而永远是早晨；他的天空不是血红

色的，而永远是蔚蓝色的。幸而白尔尼还不致绝望到写出《第十

八夜》这样的作品。如果倍克不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他在描写白尔

尼时如何呕心沥血，我会以为他没有读过《吞食法国人的人》２８。即

使倍克从《吞食法国人的人》中取出最悲伤的一页，同他的装腔

作势的“暴风雨之夜的”绝望相比，这一页仍然象明朗的白天。难

道白尔尼本身缺乏诗意，还要为他添上这种时髦的悲伤厌世吗？我

说它时髦，因为我决不相信这类东西是真正的现代诗歌应有的特

征。要知道白尔尼的伟大就在于，他不屑使用可怜的华丽辞藻和

当今文学行帮惯用的词汇。

在人们对倍克的《夜》还未能作出定论之前，倍克已经发表

了许多新诗；《浪游诗人》２９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方面。暴风雨停

息了，混乱状态开始有了秩序。过去根本无法料想会出现象第一

首歌和第二首歌中那样出色的描写，也不相信席勒和歌德在落入

我们的学究美学的利爪之后，还能够为象第三首歌中那样富有诗

章的对比提供材料；不相信倍克的诗的反响会象它现在的实际情

６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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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样，安然地几乎是很平凡地回荡在瓦特堡的上空。

倍克由于写了《浪游诗人》而正式登上了文坛。倍克宣布

《静静的歌》即将问世，而报刊上报道说他正在创作悲剧《失去了

的灵魂》。

一年过去了，除了零星几首诗外，倍克毫无动静。《静静的

歌》没有出版，《失去了的灵魂》也没有一点确切的消息。①最后，

《雅士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集》３０。这样一位作者的散文试作，

无论如何是能引起注意的。但是，我怀疑，即使崇拜倍克诗才的

朋友也未必会对这部试作感到满意。从某些形象上还可以认出昔

日的倍克；如果倍克能更精雕细刻，风格是不错的，不过对这种

简短的故事叙述所能说的好话也就仅此而已。无论就深刻的思

想，还是就诗意的发挥来看，作品都没有超出庸俗的消遣文学的

水平；构思相当刻板，甚至晦涩不明，叙述平淡无奇。

在一次音乐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倍克的《静静的歌》３１好

象已经出版了。这时恰好在演奏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的柔板。我

想，倍克的诗也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受骗了，诗中象贝多芬那样

的格调很少，而贝利尼的哀调倒很多。当我把小册子拿到手时，大

吃了一惊。第一首歌就平庸透顶，手法低下，只是由于用了一些

文雅的词句才貌似别具一格！

这些诗歌与《夜》的相似之处仅在于不着边际的梦幻。“夜”里

做了许多梦，这是情有可原的；对于《浪游诗人》，人们也可以谅解，

但是倍克先生到现在怎么也醒不过来。从第三页起他就做梦了，

第四、八、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

７２卡 尔·倍 克

① 见本卷第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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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等页到处是梦境。以后还是一连串的梦。这种情况即使不是

可悲的，也会是可笑的。如果撇开某些新的韵律不谈，那么，就是

想创新这么一点愿望也终成泡影了。为此使我们在这一点上得到

补偿的是海涅式的余韵和无限孩提般的天真，而这种天真几乎是

所有这些诗歌的特点，它们给人以非常讨厌的印象。在第一部：

《爱情之歌。她的日记》中这种毛病特别突出。倍克想成为熊熊的

火焰和高尚而强大的神灵，我没有想到从这种火焰和神灵那里得

到的竟是一碗淡而无味、令人讨厌的稀粥。只有两三首歌还差强

人意。《他的日记》略微好些，这里有时总还能看到一首真正的诗

歌，在看了大量庸俗和无聊的东西之后，它使我们得到了补偿。在

《他的日记》中最无聊的是《泪》。以前倍克在泪的诗歌方面写了些

什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诗中让“痛苦象一艘野蛮的、血腥

的海盗船航行在静静的泪海上”①，让“烦恼象一尾沉默、冷漠的

鱼”在泪海中拍打着浪花；现在他流下了更多的泪：

     我的泪啊，如潮涌，

没有白流！

我生命的幸福

充盈在你的胸怀（！）

你胸中充盈着那么多、那么多

我的琴音和我的情爱。

我的泪啊，如潮涌，

没有白流！②

这一切多么荒谬！在整个诗集里，《梦境》倒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

８２ 弗·恩格斯著作

①

② 引自卡·倍克诗集《静静的歌》中的《泪》一诗。——编者注

引自卡·倍克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中的《苏丹》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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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首至少是真挚的。《安睡吧！》尤其如此，根据它在《雅士报》第

一次发表的日期来判断，它应该是这些诗中写得较早的一首。３２最

后一首也是比较好的，只是词句有些空泛，而且结尾又是“泪，世界

精神的坚强盾牌”①。

诗集的最后几篇是叙事诗习作。《茨冈王》开头部分的写法很

象弗莱里格拉特的风格，这篇习作同莱诺笔下的茨冈生活的生动

画面相比就显得逊色，那些冗长的句子本来想使我们感到他的诗

新颖有力，结果却更加令人讨厌。相反，《蔷薇》所描写的瞬间倒

挺动人。《匈牙利的哨所》和《茨冈王》属于同一类型。这个诗集

的最后一篇叙事诗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一首诗可以词句流畅、音

韵铿锵，而且辞藻华丽，却不能留下特别的印象。昔日的倍克只

要用三两笔就可以比较生动地勾画出亚诺什克这个阴险的强盗的

形象。而现在的倍克最后偏要在倒数第二页上让亚诺什克做起梦

来，于是诗集到此结束。但是诗本身并没有完，要在第二卷中继

续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诗作也要象杂志上的文章一样，用

“持续”这样的字眼来结尾吗？

据说，在几个剧院的导演认为《失去了的灵魂》不宜作为戏剧

上演之后，作者就把它销毁了。现在他好象正在写另一部悲剧《扫

罗》；至少《雅士报》已登载了该剧的第一幕，《戏剧汇闻》杂志对这

一悲剧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一幕戏还在这些报刊上讨论过。３３遗憾

的是，我只能同意报刊上的说法。倍克的无拘无束、捉摸不定的幻

想使他不善于塑造人物性格，他让剧中所有的登场人物都用同样

的台词。倍克对白尔尼的看法就暴露了他极不善于理解人物的性

９２卡 尔·倍 克

① 引自卡·倍克诗集《静静的歌》中的《世界精神》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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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更不用说去创造性格了，因此，他想要写个悲剧，这可是最不妙

的想法了。倍克只好不由自主地借用他刚描写过的某个典型人

物，只好强迫大卫和米拉用《她的日记》中的哭调讲话，只好用年市

上的滑稽戏的笨拙手法来描述扫罗内心的情绪变化。我们听了摩

押的话，才理解在另一部作品中所描绘的押尼珥这个典型人物的

作用３４；这个摩押，是一个粗暴的、血腥的摩洛赫崇拜者，说他象

人，不如说象野兽，难道他就是扫罗的“恶神”吗？自然的人还

不是野兽，因而反对祭司的扫罗对于拿人作祭品不能感到满意。

此外，对白也十分呆板，语言毫无生气，只有几个场面还勉强过

得去，但是这也不能为这一幕悲剧增添光彩，只能使我们想起倍

克先生那些看来无法实现的希望。３５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２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３９年１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

２０２和２０３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０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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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倒退征兆

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是一条走运的伪真理。这类真理

有过锦绣前程，由于众口相传，胜利地游遍全球，历经数百年，仍然

不时为人津津乐道，仿佛刚刚问世。真正的真理却很难这样走运；

它们必须奋斗，必须忍耐，它们受到残酷折磨，被活活埋葬，而且每

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塑造它们。普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不，

新东西多的是，然而，它们如果不属于那种圆通的伪真理就要受到

压制；而伪真理总是备有“这就是说，云云”之类一本正经的附带说

明，并且象突然闪现的北极光一样，很快又让位于黑夜。但是，一

旦新的真正的真理象曙光一样在地平线上升起，黑夜之子就会清

楚地知道他们的王国受到灭亡的威胁，就会拿起武器。要知道，北

极光总是在晴空中闪耀，而曙光通常是在云天中出现的，曙光应当

驱散天空的黑暗，或者用自己的火焰把黑暗照亮。现在我们就来

考察一下笼罩着我们时代的曙光的那些乌云吧！

或者，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题目吧！大家知道，有人

试图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线。在一篇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睿

智卓绝的文章中，我们读到：

“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圆或螺线，而是一种带有时而合

拢〈这个词在这里也许比“吻合”要恰当些〉①、时而分开的线条的史诗式的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 〉内的话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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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现象。”３６

但是，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弯曲绝不是

很精确的。历史从看不见的一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缓慢盘旋

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飞行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

最后，简直象耀眼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不

时擦过它的旧路程，又不时穿过旧路程。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

接近于无限。谁能预见到终点呢？就在历史仿佛转回到它的旧路

程的那些地方，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站出来洋洋得意地喊道，

你们看到吗，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于是，我们又听到：普

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那些难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汉

们，我们那些开倒车的达官显贵们欢天喜地，企图把整整三百年

当作进入禁区的大胆旅行、当作热病的臆语从世界历史的年表中

一笔勾销，——他们看不到，历史只是沿着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

灿烂的思想星座，这一星座不久就会以其太阳般的威力使他们呆

滞的眼睛昏花迷乱。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自查理大帝以来登上

舞台的各种思想，五百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

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

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９，相互

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请允许我对这些事不再多谈了；因为，

谁想在自己的盾牌上装饰这样一条格言，马上就有成千上万把寒

光闪闪的剑，全都比我的更加锋利的剑向他刺去；而且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旧思想由于相互冲突必将化为灰烬，并将被向前推进的

时代的金刚石般的步伐踏得粉碎。但是，与教会生活和国家生活

中这些强大的反动现象相适应的是文学艺术中一些不明显的倾

２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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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向过去几世纪的不知不觉的倒退，它们即使对时代本身没有

威胁，对时代风尚也是有威胁的；而且，奇怪的是，任何地方都还没

有把这些倾向加以比较！

根本不需要到远处去，就可以碰到这类现象。你只要拜访一

下有现代化陈设的沙龙，就会看到，你周围那些陈设的式样是谁的

精神产物。极端专制时代的各种洛可可式①的丑陋形象重新被抬

出来，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国家”②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

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沙龙用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

椅子、桌子、橱柜和沙发装饰起来了，要使文艺复兴时期全面恢复，

就只差给海涅戴上假发、给蓓蒂娜③穿上裙环了。

布置这样一间房间，当然是为了在那里读一读冯·施特恩堡

先生的对曼特农夫人时代抱有极大偏爱的小说。人们谅解施特恩

堡这位奇才的任性并试图为它找出某些更有力的根据，这自然是

徒劳无益的。但是，我敢断言，正是施特恩堡小说的这种特点，也

许目前能推动小说的传播，但非常不利于它们今后持续流传。何

况，诗歌作品的美，绝对不会由于它不断求助于贫乏枯燥、毫无诗

意的时代而显得更加出色，而且这一时代反复无常、浮动不定、拥

有充当习俗的傀儡；相形之下，我们的时代及其产物显得还自然一

些。要知道，我们太习惯于用讽刺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以致长期

以来它使我们不能对另外的阐述感到满意，事实上，使人感到十分

厌烦的是在施特恩堡的每一部小说中，总有那样一种任性。这种

倾向，至少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任性。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是没有

３３时代的倒退征兆

①

②

③ 蓓蒂娜·冯·阿尔宁。——编者注

据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话。——编者注

十八世纪在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多为蚌壳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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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刻的理由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到“上流社会”的生活中去找

它的连结点。冯·施特恩堡先生无疑就是为这样的社会而造就出

来的，因此他怡然自得地周旋其中；在这个圈子里，他也许找到了

自己真正的故乡。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形态同现实的各种社会形

态相比，虽然更呆板和更乏味，却明确和完善得多，如果说他对那

个时代含情脉脉就不足为奇了。时代精神在自己的故乡巴黎的表

现要比在冯·施特恩堡先生那里勇敢得多，因为它在巴黎企图认

真地从浪漫主义者手中把他们刚刚赢得的胜利重新夺过来。维克

多·雨果出现了，亚历山大·大仲马出现了，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

有他们的一帮模仿者；伊菲姬尼娅们和阿塔莉们的矫揉造作让位

于卢克丽霞·波尔查的矫揉造作，激昂焦躁代替了僵硬刻板；法国

古典作家对古代作家的剽窃被揭穿了，——这时，拉舍尔小姐出场

了，于是，雨果和大仲马，卢克丽霞·波尔查，以及那些剽窃来的作

品统统被人遗忘了；费德拉和西得漫步舞台，步伐匀称，说话用的

是过分修饰的亚历山大里亚诗体，阿基里斯摆出伟大的路易的神

态，在舞台上昂首阔步，而鲁伊·布拉斯和贝尔岛小姐刚从后台出

现，马上就在德国文艺翻译工厂和德国民族舞台上寻找出路。对

正统主义者来说，当他们观看拉辛的戏剧时能忘掉革命、忘掉拿破

仑和伟大的一周３７，必定感到欣慰之至。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①的光辉复

苏了，世俗的沙龙挂上了织花壁毯，独裁者路易身穿锦缎背心、头

戴蓬松假发，漫步在凡尔赛的修剪整齐的林荫道上，宠姬的那把万

能扇子统治着幸福的宫廷和不幸的法兰西。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时代的再现也没有越出法兰西本身

４３ 弗·恩格斯著作

① 旧秩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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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而上一世纪法国文学的一个特点仿佛正开始再现于当前

的德国文学中。我指的是哲学上的玩物主义，它在百科全书派身

上表现出来，同样也在现代某些作家身上表现出来。在前者那里

由唯物主义占领的地方，在后者这里正开始被黑格尔占领。蒙特

是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

人。奎纳始终没有忘记跟在他后面，写了《疯人院里的隔离》３８，虽

然《性格》２６第二卷证明他已经部分地摈弃了黑格尔，但是他在第

一卷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尔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遗憾的是，

这些译文全都是离开了原文便无法理解的东西。

这种类比是否定不了的；上面提到的那个作者根据上一世纪

哲学上的玩物主义的遭遇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死亡的萌芽随同

体系被带进了文学，这个结论是否对当代文学也还是正确的呢？诗

才所耕耘的土地会不会被一个比先前的一切体系更加彻底的体系

的根子弄得坑坑洼洼呢？或者这些现象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爱：哲

学用它来迎合文学，而且它的成果在霍托、勒特舍尔、施特劳斯、

罗生克兰茨等人的著作和《哈雷年鉴》中得到出色的表现？如果

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有权期待科学和生活、哲

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影响，——我们所期待的

相互影响的酝酿，早已被所谓“青年德意志”５的一部分人注意到

了。除了这些道路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这一条路与前

面两条路比起来，确实有一点可笑，也就是说，这条道路是以黑

格尔对文艺的影响毫无意义作为前提的。不过，我认为，只有为

数不多的人能下决心选择这一条道路。

但是，我们必须追溯得更远，追溯到百科全书派和曼特农夫人

之前的时代。杜勒、弗莱里格拉特和倍克在我们的文学中则充当

５３时代的倒退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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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第二西里西亚派
３９
的代表人物。《锁链和王冠》、《反基督

者》、《洛约拉》、《皇帝和教皇》——杜勒的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

上怎能使人不想起已故的齐格勒·冯·克利普豪森的《亚细亚的

巴尼萨》或者洛恩施坦的《阿尔米纽斯王和图斯涅尔达王妃殿

下》这两本书中的巨大激情？４０而倍克在玩弄辞藻方面甚至超过这

些善良的人；他的诗篇中有些地方几乎被看成是浸在现代的悲伤

厌世溶液中的十七世纪产物；弗莱里格拉特有时也不善于把玩弄

辞藻同诗歌语言区别开来，他恢复了亚历山大里亚诗体①，乞灵于

外国辞藻，这样就完全倒退到霍夫曼斯瓦尔道的时代。但是，应该

相信他会把这些连同他那异国题材一起丢掉：

     风沙飞扬，棕榈枯凋，

诗人投身祖国的怀抱，

纵有异样，仍然旧时风骚！②

如果弗莱里格拉特不这样做，那么，真的，他的诗在百年之后将

被当作植物标本或撒沙匣③之类的东西，而且，如同拉丁语诗律一

样，还会用来在学校讲授自然史。就让某个劳帕赫去指望自己的

抑扬格的史诗享有这种实际的不朽声誉吧，但是应该相信弗莱里

格拉特也会给我们写出完全无愧于十九世纪的诗歌作品。不过，

在再现浪漫派时期以来的旧题材的我国文学中，我们已经从十二

世纪上升到十七世纪，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样一来，哥特谢

德大概也不会让我们久等的。

说实在的，当我打算把这许多个别现象归纳到一起的时候，感

６３ 弗·恩格斯著作

①

②

③ 吸墨纸未发明以前，用来吸于纸上墨迹的一种文具。——译者注

引自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多特蒙德的秘密法庭》。——编者注

暗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亚历山大里亚诗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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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分困难；必须承认，我失去了把它们同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联

系起来的线索。也许，它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给予确切评价的地

步，在规模和数量上还会继续增加。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这

一反动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内阁报纸的抱

怨大概已在那几堵还听到“朕即国家”这个公式的墙壁上得到了反

响；在一部分德国最新诗歌中占统治地位的愚昧和无知，是同另一

部分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大喊大叫相呼应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１８４０年１月

载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２６、２７和２８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７３时代的倒退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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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拉  滕

在复辟王朝时期４１的产儿、诗人——他们的力量没有由于

１８３０年的雷鸣电闪而陷于瘫痪，他们的声誉只是在当代文学时期

才确立起来——中间，有三个人由于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著称，他

们是：伊默曼、夏米索和普拉滕。这三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杰出

的品格以及至少同他们的诗才相称的理性力量。在夏米索的作品

中，占主导地位的有时是幻想和感情，有时是冷静的理性；特别是

他的三韵句诗，表面上十分冷漠和富于理性，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可

以听到一颗高尚的心在跳动；在伊默曼的作品中，这两种特性互相

斗争并且形成一种他本人也认可的二元论，他的坚强的个性虽然

能够使两个极端有所接近，但是不能使它们统一；最后，在普拉滕

的作品中，诗的力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轻易地屈服于强有力的

理性的统治。假如普拉滕的幻想不能依靠这种理性和他的卓越的

性格，他就不会这样闻名。因此，他是诗歌中理性原则的代表，是

形式的代表；因此，他想用一部杰作来结束自己生涯的愿望也就未

能实现。当然，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自己的声誉永存就需要这样一

部巨著，但是他也感到，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力量目前还不够，所以

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自己正在酝酿的作品。然而时间流逝，他

没有能够从正在酝酿的作品中解脱出来，终于去世了。

普拉滕的幻想胆怯地跟随着他那理性的大胆步伐；当需要天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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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的作品时，当需要做出理性所做不到的大胆跳跃时，幻想就不

得不胆怯地退却了。由此产生了普拉滕的谬误：把自己理性的产

物当作诗。他的诗的创作力足以写出阿那克里翁风格的抒情诗①，

这种力量有时也在他的喜剧中象流星似地一闪而过；但是我们应

该承认，能作为普拉滕的特征的东西，大部分是理性的产物，而

且将永远被认为是这样的。他的矫揉造作的抒情诗，他那讲究修

辞的颂诗令人感到厌倦，他的喜剧中的辩论大部分是不合情理的，

但是，对他的风趣的对话、高雅的独白，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至

于他的片面性，则必须在他的非凡的性格中寻找根据。普拉滕在

社会舆论中享有的文学声誉将发生变化，他将更加远离歌德，更

加接近白尔尼。

他的一些见解也是接近白尔尼的，除了喜剧中的很多隐喻外，

他的文集４２中的一些诗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只想提一提其中一首

献给查理十世的颂诗。他在波兰解放斗争的鼓舞下所写的歌词没

有被收入这个文集，虽然这些歌词对于说明普拉滕的性格是十分

重要的。现在，这些歌词作为文集的补遗４３另行出版了。我认为，这

些歌词可以证实我对普拉滕的看法。他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些歌词

里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更有力和更突出地代替了诗。因此，普拉

滕不善于写简朴的歌词，喜欢写冗长的、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完整的

思想的诗，或者写一些矫揉造作的颂诗韵律，这些颂诗的庄严而有

节奏的调子看来要求讲究修辞的内容。在普拉滕那里，思想是同

诗的艺术一起出现的，这就是他的诗的理性根源的最有力证据。

凡是向普拉滕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对这些波兰歌词是不会感到满

９３普  拉  滕

① 模仿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的诗体所写的爱情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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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然而，凡是抱着这些期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在感到书中缺少

诗的芳香的同时，却会由于在崇高性格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许

多高尚思想，以及在序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的“伟大的热情”，而得

到充分的补偿。遗憾的是，这些诗没有在德国民族意识奋起反抗

帝俄欧洲的五头政治４４的前几个月发表，否则这些诗就是对五头

政治的最好的回答。而且，五头政治拥护者４５在这里为自己的著作

找到的也许就不仅仅是一句格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１２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３１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０４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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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印刷术的发明］
４６

   在神灵居住的天上，

荣誉的号声欢快嘹亮，

难道统治者的宝座或血腥战争的火光，

还值得诗人赞美歌唱？

你们把天才的瑰宝、荣誉的光辉，

白白地糟蹋在被历史永远唾弃的恶棍身上，

这样做你们怎不感到羞愧难当？

啊，觉醒吧！

虔诚的颂歌空前雄壮，

让它直向云端飞扬！

你们若想让那不朽的花冠，

在你们的前额吐艳开放，

你们就要纵情歌唱，

让歌声在全世界到处回荡！

古时候从不滥烧神圣的香火，

它始终供奉在有益的发明与智慧的祭坛上。

司农神萨图恩降临人间，

用巨犁揭开大地母亲的胸膛，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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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人们看到：

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发芽成长。

胜利的颂歌响彻天堂，

萨图恩成为神就在这欢乐的时光。

你不也是神吗？

你在数百年前给予思想和言语以躯体，

你用印刷符号锁住了言语的生命，

要不它会逃得无踪无影。

如果没有你哟，

时间也会吞噬自身，

永远葬身于忘却之坟。

但是你终于降临，

思想冲破了藩篱，在它的襁褓时代就

长久地限制着它的藩篱，

终于展翅飞向遥远的世界，

在那里，正进行着郑重的对话，

这就是过去和未来。

你是启蒙者，

你这崇高的天神，

现在应该得到赞扬和荣誉，

不朽的神，

你为赞扬和光荣而高兴吧！

而大自然，仿佛是通过你表明，

它还蕴藏着多么神奇的力量，

２４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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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从此以后，它休息了，十分悭吝，

再没有将这种奇迹赐予世人。

它终于起身了，显示出强大的新符号，

冰冷的莱茵河看到了谷登堡。

“无谓的劳动啊，你写写抄抄，

赋予思想以生命，

这真是白白操劳！

因为思想必逝：

模糊的帷幕、忘却的阴影已把它笼罩！

什么样的器皿能容纳大洋的汹涌波涛？

禁锢在独卷手抄书内的思想，

无法传扬到四面八方！

还缺少什么？飞翔的本事？

大自然按照一个模型，

创造出无数不朽的生命，

跟它学吧！我的发明！

让真理之声四处传扬，

千千万万回声在山谷震荡，

鼓着灵感的双翼，青云直上！”

谷登堡说罢，——

印刷术问世流行，

看，刹那间，欧罗巴吵吵嚷嚷，

多么激动，多么震惊；

３４咏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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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的火焰，

宛若狂飚，喷射而出，

它曾在黑暗的地心沉睡，

它曾在高耸的熔炉藏身。

啊！凶恶的城堡！

狂怒的暴君为掩盖愚昧把它建造。

炽热的火山从深处爆发，

震撼了你的基石！

这征兆，这蒙昧的产物，

这恶煞凶神，

究竟是何人？

它寡廉鲜耻，为自己建立起血腥的宝座，

统治着崩塌了的卡皮托里山，

它以尘世的死亡威胁世人！

虽然它生命犹存，

魔力已不似当年之盛：

顶端崩塌，

极目四望，唯残垣断壁。

只有那悬崖峭壁上的孤塔，

俯瞰群山。

战争的子孙在那里扎寨安身；

在可耻的斗争中，

他们用夺来的实力，大声呐喊着

成群地投入战斗。

４４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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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有那孤塔孑然而立，被人遗忘，

它忧郁消沉，老态龙钟，

但依然和旧时一样，

了望四方——

钟声响了，它必将倒塌；

到那时，广袤的平原

将在残砖碎瓦下呻吟，

从此后，它仍然象树林中的稻草人，

象妖怪，

使人烦恼和胆战心惊。

那是最先给理性戴上的月桂，

它大胆地唤醒了智慧，

它如饥似渴地寻求精神的食粮，

环绕着世界展翅飞翔。

哥白尼飞上星光灿烂的苍穹，

那儿曾一度充满稠密的以太，

他透过无垠的太空，

观察那把光明带给我们的最耀眼的星球。

伽利略感觉到地球在脚下转动，

惊惶失措的罗马，

却把他投入牢笼。

但地球一如既往地飞行，不知疲劳，

在无边的宇宙大海中飘浮，

光辉灿烂的诸天体同它一起

５４咏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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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光中下停地飞翔。

这时又来了牛顿的敏捷精灵，

紧跟着它们，

他指出他描绘的运动永远循环不停。

你征服太空，

你发现支配着水与风的规律，

你分析不可捉摸的光线，

为了寻找黄金和水晶的摇篮，

你将大地掘通。

这样做又有什么用？

啊，高傲的智慧，

快回到同伴的行列中！

它的回答却充满委屈苦痛：

“智慧与愚昧的斗争多么长久，

暴政在狂怒中锻造的锒铛锁链

又是多么沉重！

从一个边疆到一个边疆，

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

它把被奴隶的命运弄得疲惫不堪的人

按倒在临死前睡的床上！

够了！”

这激昂的话语，暴君听在耳中，

他认定火与剑是他的忠实仆从。

６４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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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狂人！这烈焰熊熊的火刑柴堆，

狂怒地用死亡向我威胁，

其实是带着真理为我去战斗，

那是带来光明的火炬，

断言世界将为真理所驾驭！

我的心哟，怀着爱情和悲伤，

任凭灵感支配，

凝视着真理，同它形影不离，

我既不怕烈火，也不怕死亡，

难道我还要受到怀疑？

或者说，我可能向后退让？

塔霍河的波浪，

既然涌入大海，

难道还会倒流？

纵然迎面耸立着崇山峻岭，

也挡不住奔驰的飓风，

命运带着它越过重重障碍，

送往那汹涌澎湃的海洋。”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

死者从万丈深渊中自豪地奋起，

满怀着愤怒的心情；

人是自由的！

这强有力的呼声，

响彻辽阔的天空。

７４咏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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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召唤从空中掠过，

把一切障碍全部扫清；

回声鼓动起谷登堡创造的神翼，

挟着它神速飞行；

它振翅直上，自由地乘着长风，

刹那间盘旋在浪尖的顶峰。

暴君的吼叫吓不倒它，

“人是自由的！”

——天地间激荡着理性的强音。

啊，自由，自由！多么甜蜜的字眼，

听到你的声音，胸怀舒畅；怦然心动；

我的心被你燃烧，

我的心被神圣的灵感渗透，

它展开火焰般的翅膀，

欢乐地在云间遨游。

你们在倾听我的歌，

平凡的人们啊，你们在何处？

我从高处看到，命运的铜门已经敞开，

时代的帷幕已经升起，

光辉的未来展现在我的前头！

我看清了，从今以后，

地球不再是任凭战争和忌妒肆虐的

贫困的星球。

８４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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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恶魔永远消失，

只要山上刮来一阵凛冽的阿奎隆，

可怕的流行病从此绝迹，

万恶的黑死病无影无踪。

从此后，人们一律平等，

沉重的枷锁被砸碎，

欢乐的喊声响彻云空：

没有暴君了，也没有奴隶了！

爱情与和平普降大地，

大地呼吸着爱情与和平，

远方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爱情与和平！”

天上的神灵坐在黄金宝座上，

伸下权杖向人们祝愿，

把欢乐和喜悦赐予人间，

仿佛在遥远的古代

滔滔洪水把大地席卷。

你们可曾看见这根石柱，

这座庄严雄伟的纪念碑？

它宛若红日放射着光辉，

奴隶建造的金字塔

没有这样威武：

它在奴隶的棒槌前震惊地低下了头！

石碑前散发出芳香，经久不退，

人们惊喜地把它奉献给谷登堡，表示敬佩。

９４咏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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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他吧！

是他把傲慢的黑暗势力化为灰烬，

是他载着智慧的凯歌穿越无垠的天陲；

真理歌他胜利归来，

赋予他无穷的才智！

将无数赞歌献给为幸福而斗争的战士！

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译于１８４０年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谷登堡纪念册》１８４０年

不伦瑞克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０５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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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艾尔·雅科比

哥雷斯杂技团找到了约艾尔·雅科比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搭

档。小丑的角色过去是由格维多·哥雷斯先生本人扮演的，但是

他的滑稽表演不太受观众欢迎。而杂技团这位新演员不久前在他

的《斗争与胜利》① 中再一次令人惊异地表明他适合担任这一角

色。此人多才多艺，既适合于扮演头戴红尖帽身穿紫袍的大卫，又

适合于扮演渴慕升官的身穿燕尾服的候补官和身穿粗布衣服的新

教徒；现在他又乐意担任活广告，胸前挂着一期《柏林政治周刊》，

背上披着累根斯堡的曼茨出版社的书目，这种人是什么角色都能

胜任的。现在他又第一次扮演一个新角色而毫无窘态；“他绘声绘

色地讲述拯救与和平、斗争与胜利”４７，同时一只眼睛瞟着红鹰勋

章，另一只眼睛瞟着主教冠。

他问观众：“要我做点什么使诸位开开心呢？”“诸位喜欢哪一

年的作品：１８３２年的还是１８３４年的，１８３６年的还是１８３９年的？诸

位要我朗诵哪一个人的作品？马拉的还是雅尔克的？大卫的还是

哥雷斯的，还是黑格尔的？”可是，他很慷慨，把他空虚的头脑里所

能想到的种种模糊回忆的杂烩都给了我们，而且，他确实也提供了

一些使我们开心的东西。

１５

① １８４０年累根斯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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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如何对待这种无稽之谈，实在令人疑惑不解。我无需对

思想的诡诈多变、概念的混乱不清——这些也是作者这本小册子

的特点——作详细的研究。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半疯半傻的

人，在他的头脑中，他自己的不成形的思想萌芽同从别人那里移植

的概念一起毫无约束地肆意纵横！如果我们这位诗人自称是个“稳

重的人”，那么，譬如，他对自己的过去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一个

人在八年内不停地大叫大嚷，疯狂地、起劲地拥护革命，又反对革

命，拥护普鲁士，又拥护教皇。这样的人能算稳重的人吗？这种人

的抱怨往往又是对别人的告发①，这种人是天生的告密者，他怀疑

的人总是一批又一批，难道能把这种人列入我国稳重的公民吗？

弗兰茨·卡尔·约艾尔·雅科比在语言上的混乱是同他思想

上的混乱完全一致的。我决不相信，德语能够这样贴切地把混乱

不堪的概念表达出来。从来没见过的词语现在堆砌在一起了，相

互排斥的概念现在也被某一个万能的动词联结在一起了。最最美

好的、最最纯朴的语句突然出现在约艾尔革命年代的模糊回忆中，

出现在门采尔、莱奥和哥雷斯的值得怀疑的话语中，出现在被曲解

了的黑格尔的思想中。诗人在这一切的上空挥舞自己的猎鞭，于

是这群野兽就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向前狂奔，最后，在唯一能拯

救世人的教会的怀抱里得到了安宁。

这部杰作是用假平行主义精神，用陈旧的“一切都重复两遍

（有时是三遍或六遍）的堂皇笔法”写成的，其真正内容是犹太教徒

和改宗信徒的抒情的抱怨，其次是天主教徒的抱怨。作者通过这

些抱怨超越了片面的抒情主观主义的界限，展示出一个纯粹的现

２５ 弗·恩格斯著作

① 文字游戏：“Ｋｌａｇｅｎ”——“抱怨”；“Ｖｅｒｋｌａｇｅｎ”——“告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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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剧本。这剧本的中心是作者的刚毅的个性披上了悲剧的外衣

（至少看上去是相当悲痛的），而最后，在他的忧伤的混乱的上空，

升起了天主教会的中世纪曙光。新的预言家约艾尔从现代的一片

混乱之中拔地而起，并且预言：一切革命的、自由的、黑格尔门徒４８

的和新教的意图都将破灭，它们应当让位于蒙昧无知的新时代。

一切不听从主教权杖指挥的东西都应当受到诅咒；只有“普鲁士祖

国”获得虔诚的祝愿。相反，卡洛斯派的巴斯克人和“比利时的夜

莺”都以一死来取悦于主子洛约拉。４９显然，雅科比先生对雅各宾

时期５０的恐怖主义记忆犹新。对耶稣教和君主制原则的一切敌人，

首先是对新哲学家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些新哲学家佩带着用混乱

概念做刀鞘的匕首，而在他们花花搭搭的破布衣下是众所周知的

白色裹尸布（至少雅科比先生很早就十分了解这一点），传教士和

君主一同在这白色裹尸布里长眠。但是新预言者了解哲学家们，

他自己说：“我一向是理解你们的。”他为导师①本人进行辩解，因

为导师的某些思想象雪花一样纷纷落到雅科比先生发热的头上，

当然，也就在那里化成了水。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老鹰和猫头鹰的

大合唱，面对着恶魔似的欢呼，批评自然也就停止了。

在约艾尔·雅科比身上所表现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是一

切愚蠢的骑士最终也必然要陷入的极端。对自由思想的任何敌视

态度，对精神的绝对权力所持的任何反对态度，最终都必然陷入那

种极端，不管这种态度表现为野蛮的不守法纪的长裤汉主义，还是

表现为无聊可耻的奴颜婢膝；表现为虔诚派的留分头，还是表现为

天主教神父的削发圆顶。约艾尔·雅科比是一个活的战利品，是

３５约艾尔·雅科比

① 指黑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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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着的精神获得的胜利的标志。凡是捍卫十九世纪的人，都可

以用胜利者的眼光看着这位遭到惨败的当代诗人，因为本世纪的

一切敌人迟早会遭到和这个诗人同样的下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３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４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５５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４５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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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
５１

震怒的一天，这一天，

世界将变成灰烬。①

一天，路德拿出《新约》的原文并借助这股希腊火把中世纪的

数百年，连同这数百年领主统治的无上权力和农奴的无权地位，连

同这数百年的诗歌和愚昧一并化为灰烬，这一天以及随之而来的

三百年终于产生了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主导地位完全属于社会舆论，关于这个时代，拿破仑——

尽管在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品质有许多应受指摘

的地方，他那罕见的洞察力却是不容抹煞的——曾经说过：‘新闻事业是力

量’”。

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是为了指出《贵族报》的创刊广告
５２

——这段话就是从这里援引的——是多么缺乏中世纪精神，就是

说，是多么愚昧。德国《贵族报》理应给社会舆论加冕并使它觉

醒，因为很清楚：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不是为了帮助某个从事蛊惑

宣传的白尔尼，或者帮助黑格尔（海涅证明他正面是奴颜婢膝的，

而舒巴特５３证明他反面是革命的），或者帮助其他某个市民把混乱

思想传播于世。不，他发明印刷术仅仅是为创办《贵族报》提供

５５

① 这句话引自天主教的追思弥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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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让它安息吧，它已经与世长辞了！它仅仅向这个可恶的、非

中世纪的世界胆怯地窥视了一下，面对一片荒凉景象，面对民主主

义平民的诽谤，面对那些无法进入宫廷者的令人吃惊的高傲，面对

那些一在贵族城堡门口出现就会受到皮鞭欢迎的当代种种悲惨状

况、相互关系和混乱现象，它那纯洁的处女灵魂，或者勿宁说，高贵

处女的灵魂，就恐惧地躲开了。让它安息吧，它已经与世长辞了，

再也见不到民主的空洞无物，见不到现存事物的动荡不定，见不到

豪门显贵的眼泪，它已经长眠了。

主啊，让它永远安息吧！

由于它的逝世，我们毕竟失去了很多东西！在所有那些起码

要有十六代祖宗的大人先生们才能出入的沙龙里曾是多么愉快

啊！在正统贵族阶级那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前哨上又曾是多么欢呼

雀跃啊！瞧，在那把祖传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位仁慈的老丈，周围

有一群爱犬，他右手拿着祖传的烟斗，左手握着祖传的短柄长鞭，

虔诚地研究着摩西一经所载的洪水泛滥前的家谱。这时，门户大

开，有人给他送来一份《贵族报》创刊广告。这位显贵一见到用

大号字印刷的贵族这个词，就连忙正了正眼镜，怡然自得地看起

报来。他发现这家新创办的报纸也为家庭新闻开辟了一块园地，

想到人们将来给他写的讣闻（他要是能亲自读到这篇悼词，该多

么有意思啊！），不禁感到乐滋滋的，那时，他将和自己的祖先团

聚喽。可是，这时有几位年轻的大少爷骑着马进了城堡大门，老

头连忙派人去请他们。泰奥德里希·“冯·德尔·奈格”①先生用

６５ 弗·恩格斯著作

① “奈格”是德文“Ｎｅｉｇｅ”一词的译音，原意是“余孽”、“后裔”；泰奥德里希

·“冯·德尔·奈格”的意译是：“贵族余孽”泰奥德里希。恩格斯借此讽刺

当时德国封建的遗老遗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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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子把马赶进马厩；济格瓦特先生撞倒了几个仆人，一脚踩在猫

尾巴上，大摆骑士威风，把一个前来哀求而遭到拒绝的老农推到

一边；吉瑟莱尔先生用体罚威胁仆人，要他们仔细地做好打猎的

一切准备；最后，年轻的贵族们吵吵嚷嚷地走进大厅。狗叫着向

他们扑去，但挨了一顿鞭子，又被赶到桌子底下。济格瓦特·冯

·德尔·奈格先生用他尊贵的腿踢了一下自己的爱犬，让它安静

下来，这一回，他没有遭到他满心欢喜的父亲往往在这种情况下

投来的白眼。泰奥德里希先生除了读圣经和家谱以外，还读百科

辞典上的一点东西，因而他的外语发音最准确。他本应当把创刊

广告大声念完，但是老头流着欣喜的眼泪，竟把有关缴纳赎金的

指令和向贵族征收赋税的事给忘了。

一位仁慈的太太骑着白纸溜蹄马，多么彬彬有礼、端庄谦逊、

温文尔雅地来到这个现代世界，她的两个骑士多么勇敢地眺望着

这个世界！俩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男爵，都是嫡传的六十四次门当

户对的婚姻的结晶，俩人的每一瞥都是一次挑战！第一个是冯·

阿尔文斯累本先生，从前他曾骑着他那骑士的战马，驰骋于法国长

篇小说和回忆录的贫瘠草原上，如今竟敢攻打粗野的市民了。他

的盾牌上写着一句格言：“以正当手段取得的权力决不会是非正义

的。”他向全世界大声疾呼：“过去，贵族们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建

立功勋，现在却躺在功劳簿上，或者说得清楚些，现在闲散起来了；

贵族曾大力保卫了诸侯，从而也保卫了人民，所以我关心的是这些

伟大的功绩不要被忘记了，而我所钟爱的《贵族报》——愿它安息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士，谁否认这一点，谁就……”

但是这位高贵的英雄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接替他的弗里德

里希·拉莫特·富凯男爵先生，摇摇晃晃地来到竞技场上。“浅棕

７５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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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老马洛西南特，由于长期拴在马厩里，马掌都脱落了。这

匹天马即使在自己的黄金时代也没上过膘，并且早已不在北方勇

士的马鞍下浪漫地跳跃了，现在却突然踢蹬土地。冯·富凯先生

忘记了对《柏林政治周刊》作一年一度的诗歌评论，吩咐把铠甲洗

刷干净，牵出那匹瞎眼的老马，以单枪匹马的英雄气概踏上时代思

想的十字军远征的征途。但是，为了让沽名钓誉的市民阶层别以

为老勇士那支折断了的长矛是对准他们的，富凯便掷给他们一篇

敬告读者５４。这种体谅民情的好意倒是值得研究的。

这篇文章教导我们，世界历史的存在，并不象黑格尔极端错误

地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实现自由的概念，而仅仅是为了证实三个等

级的存在是必不可免的：贵族应该打仗，市民应该思考，农民应该

种田。不过这不应该成为等级差别；等级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

更新，但不是通过门第不相称的婚姻，而是通过晋升等级来进行。

当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贵族这个由强盗山寨的高地涌出的清泉

汇集而成的“澄澈如泉水的湖”，竟还需要某种清新的补充物。但

是，尊贵的男爵会允许人们，不仅允许市民，而且允许“骑士的马

夫”，甚至也可能允许裁缝的学徒来更新贵族阶级。不过，富凯先

生没有说明其他阶层应该如何由贵族阶级来更新。也许是通过贵

族队伍中没落的人来更新吧；或者，由于富凯先生大发慈悲，甘愿

承认贵族的内心世界其实并不比平民美，因而对于贵族来说，晋升

为市民阶层或者甚至晋升为农民阶层，也许就象贵族的证书对于

市民一样光荣吧？在富凯先生的国家中，人们关心的就是不让哲学

太占上风。康德及其永久和平的思想５５在这个国度里会受到火刑，

因为有了永久和平，贵族们也许就不能打仗了，顶多只有手工业帮

工能干这种事。

８５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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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富凯先生由于认真钻研历史和国家体制，理应晋升

为有思想的阶层，即市民阶层。他善于在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中间，

在巴什基里亚人和马喜坎人中间，甚至还在洪水泛滥前的人们中

间，不仅发现可敬的公众，而且发现显赫的贵族。此外，他还有一

个崭新的发现：在中世纪，当农民还是农奴的时候，他们便受到其

他两个阶层的钟爱和厚遇，而且报之以同样的钟爱和厚遇。他的

语言是无与伦比的，他把“扣人心弦的诗句”投向读者，并且“善于

从最黑暗的自在现象（黑格尔——先知中的扫罗）中淘取黄金”。

     让永恒的光辉照耀着他们吧——

他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个。

已经寿终正寝的《贵族报》还有许多很妙的思想，诸如关于贵

族的土地所有制的思想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思想，要对这些思想

全部赞颂一番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它最妙的思想还是在创刊号

的许多启事中刊登了一桩门第不相称的婚姻。它是否准备以同样

的仁慈把冯·路特希尔德先生也算作德国贵族，这一点倒是没有

说。愿上帝抚慰悲伤的父母，愿已故者都晋升为天国的伯爵。

     让它安息吧，

直到末日审判！——

不过，要象正直的市民尽义务那样，我们将给它高唱追思弥撒，发

表墓前演说。

     号角长鸣，阵阵奇声，

遍传普世，万国故冢，

召唤众民，驱往主座。

难道你没有听见那使墓石倒塌、使大地欢乐地震动、因而使茔墓迸

裂的号角声吗？审判的日子，再也没有黑夜相继的日子已经来临；

９５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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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这永恒的君主已经登上了自己的宝座；他的脚下聚集着芸芸

众生，都想汇报自己一生的言行。新的生活正在向全世界渗透，各

族人民这棵古树正在清晨的微风中愉快地摇晃着自己繁茂的树

枝，抖落枯叶任凭大风摆布；大风就把残叶卷往上帝亲自用闪电点

燃的一个大火堆。对世界上几代人的审判已经结束，往日的子孙

们可能会象中止遗产诉讼那样高兴地中止这种审判；但是，永恒的

法官用他犀利的目光严峻地逼视着他们，人们尚未施展的才能被

夺走了，而且他们被推入黑暗的深渊，那里没有一线精神的光辉使

他们感到快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４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４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５９和６０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０６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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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生活
５６

剧作家卡尔·谷兹科夫

可以预期，在《文学年鉴》发表谷兹科夫那篇著名的文章５７以

后，他的对手，除了已经被草草清算过的奎纳以外，都会迫不及待

地燃起高尚的复仇欲望。但是，如果期待我们的文学家们也有类

似的表示，那就是对他们的利己主义太不了解了。最值得注意的

是，《电讯》①在其文学行情表中把每个作家的自我评价当作标准

牌价。因此可以预料，从这方面来看，谷兹科夫那些最新作品不会

特别受欢迎。

但是，在我们的批评家中，有些人夸耀自己对谷兹科夫持公正

态度，另一些人则承认他们十分赏识谷兹科夫的写作活动。后一

种人对他的《理查·萨维奇》５８，即对他在十二天内怀着狂热的冲

动匆匆草就的《萨维奇》推崇备至；而对作家倾注了如此多的爱、给

予了如此精心培育的《扫罗》５９，却只是敷衍几句表示认可。当《萨

维奇》在各剧院上演，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所有的杂志都纷纷发

１６

① 《德意志电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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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评论时，没有机会了解这个剧本的人也应该探讨一下谷兹科夫

在已经出版的《扫罗》中所表现的戏剧才能。可是很少有报纸就这

部悲剧刊登一篇哪怕是肤浅的评论！如果人们把这种轻蔑的态度

同倍克的《浪游诗人》２９所引起的辩论比较一下，真不知会对我们

的文学事业产生什么看法。倍克的诗比起谷兹科夫的《扫罗》，距

离典范的古典作品确实更远更远。

但是，在分析这个剧本以前，我们要研究一下《草稿集》６０中的

两篇戏剧习作。未完成的悲剧《马里诺·法利埃里》的第一幕表

明，谷兹科夫多么善于对单独的一幕进行加工，使它臻于完善，多

么精于运用对白的技巧，使对白洗练、优美、妙趣横生。但是这一

幕情节比较简单，它的内容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因此，演出时

连善于鉴赏表演艺术美的人也感到乏味。要想在这里作什么修

改，当然是困难的，因为剧情是这样安排的：不能把第二幕中的任

何东西搬到第一幕而又不损害第二幕。然而，一个真正的剧作家

的本事也正表现在这里，如果谷兹科夫确实是这样的剧作家，而我

是确信这一点的，那么他会在已经答应写并且可望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完成的剧本中从整体上来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为我们提供了总的轮廓。谷兹科夫在

这里还是只提供轮廓为好；否则最成功的那场戏，即莪菲莉霞出场

的那场戏，如果着笔比较细腻，会伤害我们的感情。但是，我完全

不理解，谷兹科夫怎么会为了让哈姆雷特心中产生怀疑，即德国人

的本质特征，而把他和浮士德放在一起。完全没有必要从外部把

这种倾向带进哈姆雷特的心中，因为它早已在那里，而且是他生

来就有的。否则，莎士比亚一定会对此专门提出论证。谷兹科夫

在这里引证了白尔尼的话，然而正是白尔尼在论述哈姆雷特的双

２６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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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格的同时，强调了他的性格的完整性。
６１
那么，谷兹科夫是怎

样使这些本质特征渗进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的呢？也许是通过浮

士德对年轻的丹麦人的诅咒吧？这种ｄｅｕｓ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①的手法也

许会把任何具有戏剧性冲突的诗作都变得不象样子。或者是通过

哈姆雷特偷听到的浮士德与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谈话吧？第一，在

这种场合下，诅咒会失去意义；第二，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

特的这种性格中引出的线索，常常微弱到难以觉察的地步；第三，

难道哈姆雷特在这以后会立即无动于衷地谈论与此无关的事情

吗？莪菲莉霞出场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谷兹科夫要么是对莎士

比亚有透彻的理解，要么是对他作了补充。这也象是一种机智果

断；在评论家们对此争论不休达两百年之久以后，现在总算解决

了，解决得那样新颖，富有诗意，而且大概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

这场戏写得也很出色。有人看过《瓦莉》的一场戏６２以后还不相信

谷兹科夫善于运用想象力，还不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冷静的重理智

的人，现在该懂得这一点了。莪菲莉霞的轻盈身姿所散发的那种

柔和、诗一般的气息，比简单的勾勒更加感人。——靡菲斯特斐

勒司说出来的那些诗句纯属败笔。要仿效歌德《浮士德》的语言，

仿效他那些貌似打油诗所发出的和谐的音调，就必须成为第二个

歌德；这种轻松的诗句一假他人之手就会变得呆板、沉闷。这里，

我不打算同谷兹科夫争论有关恶的原则的概念。

现在来谈谈我们要谈的主要作品《扫罗王》。有人指责谷兹科

夫，说他在《萨维奇》出版以前，就多次在《电讯》上连篇累牍地大吹

３６现代文学生活

①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

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的人物或不按故事进程突然出现的情

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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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擂，尽管这一片鼓噪仅仅是两三篇短评引起的。而对于其他人

雇一班吹鼓手来颂扬自己的作品，则没有人在意。可是，因为是

谷兹科夫对这一个人当面说出了粗俗的真理，也许对另一个人有

点不公平，这样他就被认为罪莫大焉。对《扫罗王》，这些指责完

全是无的放矢。剧本未出预告就问世了，既未刊登过一篇报纸短

评，也没有在《电讯》上发表剧本的片断。剧本本身也是同样朴

实的：既没有象火山岛从乏味对话的汪洋大海中出现时那样产生

雷鸣电闪般的舞台效果，也没有吟诵辞藻华丽的独白，以其令人

兴奋或感动的雄辩术来掩饰剧本的那些破绽；剧中的一切都是平

稳地、有机地发展的，一种可以意识到的富有诗意的力量把剧情稳

步地导向结局。难道我们的批评界会在什么时候把这样的作品读

完，然后写一篇文章，靠文章的雄辩术开出的睿智花朵立即把哺育

这些花朵的贫瘠沙土暴露出来？我认为《扫罗王》的巨大功绩恰恰

在于，它的美不是在表面上，而是需要去挖掘，并且初次阅读剧本

的时候，也许会鄙视地把它扔到一旁。姑且让一个有教养的人忘

掉索福克勒斯的声望，并建议他在《安提戈尼》和《扫罗》之间作出

选择。我相信，他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会宣布两部作品同样拙劣。

当然，我不想以此说明可以把《扫罗》同这位最伟大的希腊人的最

伟大的作品相提并论。我只想表明，轻率肤浅地作出判断是多么

反常。可笑的是，作者的某些誓不两立的敌人突然认为他们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欣喜若狂地指出，《扫罗》是谷兹科夫平庸

无能、不懂艺术的纪念碑；他们完全不知道怎样理解撒母耳，却说

他经常讲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可笑的是，妙就

妙在他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极为肤浅的见解展示了出来。但

是，谷兹科夫可以放心，他以前的先知先觉们的遭遇也是这样的，

４６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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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的扫罗最终也将被列为先知先觉。在文巴尔克
２７
没有打开他

们的眼界时，他们对路德维希·乌朗特的剧作也是鄙视的。正是

乌朗特的戏剧在简朴的形式上与《扫罗》有许多相似之处。

为什么能这么轻易地用这种肤浅的见解就把《扫罗》打发了，

其中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历史传说的独特理解。对于那些象撒母耳

记上卷那样名闻遐迩的、众说纷纭的历史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观点，并且希望当它被改写成诗歌作品时，自己的观点能在作品中

得到重视，哪怕是部分地受到注意也好。有人赞成扫罗，有人赞成

大卫，还有人赞成撒母耳。每一个人，无论他怎样郑重其事地保

证，打算尊重作家的观点，如果他个人的观点被忽视了，总是感到

自己受了委屈。但是谷兹科夫的作法十分正确，他不走陈旧的大

车仍在那里沿着车辙行进的那条老路。我真想看到有人能在一部

悲剧中塑造一个真正的、历史上的扫罗的形象。迄今为止那些想

把扫罗的故事放回到纯历史的基础上去的种种尝试，都不能使我

满意。对于旧约的历史批判还没有脱离业已过时的唯理论的范

围。如果有某一个施特劳斯来做这件事，他就得做许多工作，以便

准确地区分哪些是虚构的故事，哪些是历史，以及哪些是被传教士

歪曲了的。其次，难道成千次失败的尝试还没有证明，对戏剧来说

东方本身是多么贫瘠的土壤吗？在历史上，哪有什么地方当不合时

宜的人遭到失败的时候一个更崇高的人物取得了胜利呢？别是大

卫吧？他象过去一样仍然受着传教士的影响，而且充其量也只是

圣经中用非历史观点来表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英雄。因此，谷

兹科夫在这方面不仅享有每个诗人所具有的权利，而且消除了妨

碍诗歌描写的障碍。那么，纯粹历史上的扫罗穿上了时代和民族

性赋予他的服饰会是什么样子呢？请设想一下，他怎样用希伯来

５６现代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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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排比句表达意思，他的一切思想怎样同耶和华联系在一起，他

的所有形象怎样同希伯来人的宗教礼拜联系在一起；请设想一个

用赞美诗的语言说话的历史上的大卫，——要设想一个历史上的

撒母耳更谈不上，——然后自问一下，能否允许这样的人物在剧

中出现？在这里，应当抛弃时代和民族性的范畴，对于在圣经史

和迄今为止的批评中提供的人物性格的轮廓，应当作一些必要的

修改。在这里，许多在历史上仅仅是个谜或者最多也不过是个模

糊的概念的东西，需要逐步有个清楚的概念。因此，诗人完全有

权允许自己的人物具有例如教会的概念。——在这方面，当人们

看到谷兹科夫如何解决自己的课题时，给予他的只能是他当之无

愧的最热烈的赞扬。构成他的角色的那些线索，都有源头可寻，虽

然这些线索看上去十分紊乱；他必须抽出和丢弃某些线索，但是只

有最不公平的批评家才会指责他夹带了某种异己的东西——非利

士人的那场戏除外。

剧本的中心有三个角色，谷兹科夫对他们的独特的描写，使题

材真的成为悲剧性的了。在这里表现出他的真正富有诗意的历史

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相信，一个“冷静的重理智的人”，一个

“爱争论的人”，从杂乱的叙述中所汲取的会是导致高度悲剧性结

局的东西。这三个角色就是扫罗、撒母耳和大卫。扫罗结束了希伯

来人的历史时期，结束了法官时代和英雄传说时代。扫罗是那个

时代——他不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不理解他——的一代勇

士中幸存下来的最后一个以色列的尼贝龙根。扫罗在那个朦胧的

神话时代一开始便注定了是个刀光剑影的追随者。他的不幸在

于，他生在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一个同他格格不入、注定使他的

宝剑生锈的时代，因此，他企图使这个时代倒退。总之，他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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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人，任何合乎人性的东西对他都不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

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当爱情穿着新时代的服装向他走来时，他不认

识它。他认为这个新的时代及其种种表现是祭司的产物。其实，祭

司们仅仅为这个新时代作了准备，他们不过是历史手中的工具而

已；从历史播种的教阶制中，从未见过的幼苗生长出来了。扫罗反

对新时代，而新时代却越过了他，一下子就获得巨大的力量，摧毁

一切反抗它的东西，也包括伟大的、高尚的扫罗。

撒母耳正处于向文化过渡的边缘。祭司作为享有受教育的特

权的人，在这里，也象在各处一样，在粗野人当中准备向文化过渡，

但是，教育正在深入民众，祭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不得不拿起

另一种武器来与民众抗衡。撒母耳是个真正的祭司，他认为教阶

制是最神圣的。他坚信自己的神圣使命。他深信，如果祭司的权力

被推翻，耶和华就会向民众发怒。他恐惧地看到，既然民众需要国

王，那他们懂得的就太多了。他发现，道德力量，以及曾经使人肃

然起敬的神圣的法衣，对于民众已经失去了作用。他不得不把明

智作为武器，悄悄地变成耶稣会士。但是，他现在所选择的弯曲

道路是国王深恶痛绝的。国王对祭司从无好感。在斗争中扫罗的

目光对于祭司的诡计很快就明察秋毫，而对于时代的表征却视而

不见。

第三个角色是这场斗争中出现的胜利者——大卫。他是新的

历史时代的代表，在这个时代，犹太教上升到它的意识的新阶段。

就人性来说，他与扫罗相同，但是对时代的理解大大超过了扫罗。

起初，他是作为撒母耳的学生出现的，那时他刚刚走出校门。但是

他没有使自己的理性过分屈从于权威，以致使它失去弹性，理性激

发并恢复了大卫的独立性。尽管撒母耳个人仍想博得他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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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还是始终不渝地帮助他克服这种影响，不管撒母耳怎样咒骂

他，富有诗意的幻想又为他创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扫罗不可能

同他和解，因为这两个人的目标是对立的。如果他说他痛恨大卫

的只是祭司们用欺骗方法注入大卫灵魂中的那些东西，那么，他又

把祭司的贪权的结果与新时代的特征混为一谈了。我们眼看着大

卫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成长为整个时代的代表，这样，他的形象

中似乎存在的矛盾也就消失了。

为了不致中断这三个角色的发展，我故意避开了一个问题，这

是好不容易把《扫罗》读了一遍的一切批评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否撒母耳要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女巫那场戏以及在戏剧的

结尾出现；或者，是否撒母耳的鬼魂要在那里说出预定要他讲的

话。我们可以假定，在这出戏中，这个问题不仅不容易得到答案，

也许根本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难道这就是很大的缺点吗？我看

根本不是：您把他当作什么人都可以，只要您愿意，那就请您在这

个问题上进行最无聊的辩论吧。其实，在描述哈姆雷特的疯狂方

面，莎士比亚也有这样的情况，关于哈姆雷特的疯狂，所有的批评

家和注释家整整两个世纪以来都在“不厌其烦地、而且总是从各个

角度”６３发表议论，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然而，谷兹科夫并没有把

问题弄得如此复杂。他早已知道，光天化日之下出现鬼魂是多么

荒谬可笑，《奥尔良的姑娘》①中出现黑骑士是多么不妥。就是《扫

罗》里的鬼魂也完全是不恰当的。特别在女巫那场戏中很容易看

出是谁隐藏在面具之后。在谈到撒母耳之死以前，就连祭司长也

还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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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本的其他角色中，刻画得最好的是押尼珥。他由于满怀

信念和心灵充满和谐而对撒母耳忠心耿耿；在他身上，军人以及

祭司的敌人完全把人降到了次要的地位。相形之下，刻画得最差

的是约拿单和米甲。约拿单自始至终侈谈友谊，倾诉自己对大卫

的爱，但是仅此而已，不见行动。他陷入对大卫的友谊而不能自

拔，因此丧失了一切勇气和一切力量。他的顺从和软弱甚至不能

称之为性格。谷兹科夫在这里感到棘手，不知该如何处理约拿单。

无论如何，约拿单不应该是这种样子。米甲被塑造得十分模糊，只

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他对大卫的爱。从这两个人谈论大卫的那场

戏中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两个形象是不成功的。他们有关

爱情和友谊的对话，全然失去了我们在谷兹科夫那里已经见惯的

那种惊人的敏锐，那种思想的丰富性，而尽是些既不完全真实又

不完全虚假的话。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没有任何突出的东

西。——洗鲁雅是和犹滴一样的人。我不知道是谷兹科夫还是奎

纳曾经说过，犹滴同任何冲破女性局限性的妇女一样，在完成自

己的事业后，应该死掉，免得出现不成体统的形象；洗鲁雅也应

当照此办理，——对非利士人的君王们的刻画本身是出色的，而

且具有可贵的特点。这在作品中是否合适，是我们将在下面探讨

的另一个问题。

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不对剧本的结构作进一步的分析。但

是，总还有些东西是必须注意的，即剧本的开头部分。这一部分优

美而富有特色，根据这些特色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谷兹科夫富有

戏剧天才。民众只在一些简短的场次中出现，这完全符合谷兹科

夫狂热而易于冲动的性格。大规模的群众场面隐含着某种危险：

在不具备莎士比亚或歌德的天才的人的笔下，这种场面必然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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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庸俗陈腐、毫无意义。其实，借助一些军人或其他一些群众的几

句对话，往往就能收到较大的效果，并且完全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一些个别的细节表达社会舆论。这种方法可以采用得更多一

些，而不会使人感到乏味和厌倦。第一幕的第一场和第四场就是

这样处理的。第二场和第三场包括扫罗的独白以及他同撒母耳的

对话，这是剧中最精彩最富有诗意的地方。对话中古希腊罗马式

的恰如其分的激情体现了写作全剧的精神。这几场戏简略地勾画

出剧情的梗概；然后，在第五场，约拿单和大卫之间的对话，引导我

们深入细节。这场戏的缺陷在于思路有些紊乱，对话的线索几次

中断。这无疑是由于对约拿单的描写从一开始就不成功。然而，这

一幕的最后一场却安排得十分巧妙。我们对主要角色已经有了某

些了解；在这场戏里，他们一起上场了。大卫和扫罗怀着认真的和

解愿望彼此迎面走来。在这场戏中，作者要揭示他们性格上的全

部差异，揭示他们两人的势不两立；作者不是把他们引向预定的

和解，而是引向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个任务解决得十分完美，这

需要对现实有非常生动的了解，要善于极其敏锐地刻画性格的差

异，要准确无误地洞察人的内心世界。扫罗的思绪从一个极端向

另一个极端的转变是那样切合他的心理状态，那样有根有据，尽

管描写女婿的场面是不成功的，我仍不能不认为这是全剧中最精

彩的一场戏。

第二幕中，非利士人的那场戏令人钦佩，或者如奎纳所说，“新

颖风趣”。但是，这场戏的精彩机智的台词本身未必能说明它适于

在悲剧中出现。如果谷兹科夫使他的扫罗超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

水平，并且把他所没有的意识加到他的身上，那么，这样做还是有

道理的。但是这场戏中掺进了一个纯粹是现代的概念：大卫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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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被移植于德国的土壤。这至少对于悲剧来说是有损无益的。喜

剧场面，一般倒也可以有，但是这应当是另一种类型。悲剧之中有

喜剧因素，这决不象那种立论肤浅的评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多

样化和对比，不如说是为了提供一幅把严肃与诙谐揉合在一起的

比较真实的生活画面。但是，我怀疑莎士比亚是否满足于这样一

些理由。难道生活中最深刻的悲剧有时不是穿着喜剧的服装出现

的吗？我只指出这样一个角色，虽然他是在小说中出现的，而且是

应当出现的，但是我以为他是最富有悲剧性的。我指的是唐·吉

诃德。一个人，出于对人类的纯洁的爱，做出许多可笑的蠢事而不

为同时代人所理解，——还有什么人比他更具有悲剧性呢？更富有

悲剧性的人物是布拉泽多，一个后来的唐·吉诃德。他的意识比

他的原型成熟得多。顺便说一下，这里我要为布拉泽多辩护，要驳

斥《莱茵年鉴》上一篇总的来说言之有理的评论６４，评论指责谷兹

科夫用喜剧的形式阐明悲剧的思想。应当象描写唐·吉诃德一

样，以喜剧来描写布拉泽多。如果对他采取严肃的态度，他就会是

一个最平庸的、内心矛盾的悲伤厌世的先知。如果抛去小说中那

些喜剧性的陪衬，它就会成为模糊不清的、不能令人满足的作品之

一，现代文学就是从这些作品开始的。不，《布拉泽多》，这是第一

个可靠的标志，它标志着青年文学已经超越了一个的确是难以避

免的失望的时期，即超越了《瓦莉》和“用心血写成的”《夜》２２的时

期。悲剧之中真正的喜剧因素表现于《李尔王》中的丑角形象和

《哈姆雷特》中有掘墓人出场的几场戏中。①

剧作家容易碰到的暗礁是最后两幕，这两幕作者写得并不十

１７现代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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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功。第四幕的内容仅仅是几个决定：扫罗作出决定，阿斯塔罗

特两次作出决定，洗鲁雅、大卫也作出决定。其次便是巫婆的一场

戏，这场戏也是效果甚微。第五幕仅仅由格斗和冥想组成。作为英

雄，扫罗的冥想也许有点过分了；作为诗人，大卫的冥想太过分了。

有时感到，你听到的不是诗人—英雄的声音，而是诗人—思想家的

声音，象是泰奥多尔·蒙特。总之，谷兹科夫剧中的独白一般是比

较逊色的，原因是念独白时有其他角色在场。因为类似的独白很

少能导致作出决定，并且都是单纯的内省，所以多半不成其为真正

的独白。

正象我们期待于谷兹科夫的那样，我们所分析的剧本的语言

是富有独创性的。我们在剧本中又一次遇到谷兹科夫散文作品中

所特有的形象，它使人完全觉察不到从质朴无华的散文向绚丽多

彩的现代风格的过渡。我们还遇到许多往往类似谚语的简练精确

的语句。谷兹科夫在展开情节时被抒情灵感所支配，并且他可以

在散文中抒发这种灵感。如果撇开抒情成分，谷兹科夫就不是一

个抒情诗人。因此，他笔下的大卫唱出的唱词，要么很不成功，要

么毫无意义。这便是大卫对非利士人说的话：

为了你们，我要把诗编成花冠，

开开玩笑，决没有其他的打算。①

应该怎样理解呢？这种歌词的基本思想往往非常好，但是写出

来总是败笔。其实，从风格上也可以明显看出，谷兹科夫写诗的技

巧并不熟练，但是，这毕竟要比创作平庸陈腐、内容空泛的蹩脚诗

所采用的手法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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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没有完全避免塑造一些不成功的形象。例如第７页上

就是这样：

那便是祭司的愤懑，

人民先从他的手里夺去王冠，

而王冠在人民枯瘦的手上，

会成为揍他的棍棒。①

在这里，王冠已经是国王权力的形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

为第二个形象——棍棒——的抽象基础。令人更吃惊的是：要避

免错误是很容易的，所以这就明显地证明，谷兹科夫写诗还是费

劲的。

有一些情况妨碍我了解《理查·萨维奇》。不过我承认，该剧

最初几次上演所获得的意外成功使我对剧本产生怀疑。同时我想

起了三年前《格丽泽尔迪丝》的遭遇。６５从那以后出现了许多篇持

反对意见的文章，而其中第一篇——因为即使不了解作品本身，也

可以根据杂志上的摘录作出判断——是主要的一篇，它竟奇怪地

发表在政治杂志《德意志信使》上。６６我大可不必去评论这部作品，

因为哪家报纸不议论它呢？所以，我们还是等着这部作品在报刊

上发表吧。

谷兹科夫的最新作品《威纳尔》６７在汉堡获得同样的赞扬。根

据初步的意见判断，这部作品本身不仅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也是

第一部现代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悲剧有过不少议论的奎

纳，本来应当自己创作一部类似的作品，现在却让谷兹科夫领先

了。难道奎纳不觉得自己应当在戏剧方面一试身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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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为青年文学开辟了一条通向戏剧舞台的道路的谷兹科

夫，继续以他独树一帜、充满生活气息的戏剧作品，把那些非法窃

据舞台的鄙陋庸俗的货色赶下台去。无论批评有多么大的摧毁力

量，我们相信，仅有批评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谷兹科夫得到具有

同样倾向的人的大力支持，这使我们对德国戏剧和德国剧院的繁

荣抱有许多新的希望。

现代的论战

  青年文学有一种武器，这种武器使它不可战胜，并将一切青年

天才集合于它的旗帜下。我指的是现代风格。现代风格生动具体，

措辞锋利，色调丰富，因而为每个青年作家自由发展各自的才能

——不管是小溪还是大河——开辟了天地，而不使他们自己的特

色，只要他们具有这种特色，掺杂太多的别人的东西，诸如海涅的

尖酸，或谷兹科夫的讥讽。令人高兴的是看到每个青年作者都力

求把握住具有傲然飞腾着的激情焰火的现代风格，焰火到达顶点

后，洒下阵阵五彩缤纷的、富有诗意的火花雨，或者迸射出劈啪作

响的智慧火星。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我的第一篇文章中所

提到的①《莱茵年鉴》上的那几点评论。这些评论是新的文学时代

对完全没有德国诗歌的莱茵地区所产生的影响的第一个表征。这

里，整个现代风格有明有暗，有其首创的然而恰当的特征，有笼罩

４７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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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它的彩虹般的富有诗意的霞光。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我们的作家就不仅可以说：ｌｅｓｔｙｌｅｅ′ｅｓｔＩ′

ｈｏｍｍｅ，而且可以说：ｌｅ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ｌａ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①。现代风格，如

同路·维尔不久前所指出的，不仅带有以往的文学巨匠们各种风

格相互渗透的烙印，而且带有艺术创作和评论、诗歌和散文相互渗

透的烙印。我们发现在文巴尔克的《当代剧作家》２７中这些成分相

互渗透得最深。在这里诗人变成了批评家。对奎纳的《性格》２６的第

二卷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如果它的风格能更好地保持下去的话。

德国的风格经历了一个辩证的间接表现的过程；从我们的散文的

朴素直率中产生了理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顶峰就是歌德的有如

大理石那样优雅精妙的风格，还产生了幻想和激情的语言，让·保

尔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语言的全部光辉。白尔尼是间接表现手法的

创始人，尽管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巴黎来信》２０中，理性的成分

还占主导地位；而海涅在诗的方面是自由的。间接表现手法在现

代风格中已经形成。幻想和理性如果没有意识的参与就不会交融

在一起，但也不会尖锐地相互对立；它们结合于风格之中，就象结

合于人的心灵之中一样。由于这种结合是自觉的，因而是牢固的、

真正的结合。因此，我不赞同维尔的看法，维尔总是硬说现代风格

具有偶然性。我认为它是有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

在文学中也正在产生同样的间接表现手法；这里几乎找不到

一个作者不把艺术创作同评论结合在一起。就是抒情诗人克赖策

纳赫也创作了《士瓦本的阿波罗》，而倍克写了论匈牙利文学的文

章。６８指责青年文学沉湎于评论之中，其根据与其说是评论家太

５７现代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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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如说是评论文章太多。难道谷兹科夫、劳贝、蒙特、奎纳的艺

术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没有大大超过这些作者的

评论文章吗？这样，现代风格仍然是文学的一面镜子。但是，风格

有一个方面始终体现着风格本质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论战。古希

腊人的论战体现在诗歌中，并且由于阿里斯托芬而富有表现力。

在古罗马人那里，论战被赋予普遍适用的六步韵诗的形式，而抒

情诗人贺雷西就是借助于抒情诗把论战变为讽刺诗的。在中世

纪，在抒情诗的鼎盛时期，论战在普罗旺斯人那里是以西尔文诗

和抒情曲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在德国人那里则体现为歌谣。当

纯粹的理性在十七世纪诗歌中称雄的时候，为了强调论战的尖锐

性，古罗马晚期的讽刺短诗被搬了出来。法国古典主义所特有的

模仿倾向产生了贺雷西式的布瓦洛的讽刺作品。当德国的诗歌尚

未走上完全独立发展的道路的时候，继承了以往一切传统的上一

世纪，在德国试行过种种论战的形式，当时莱辛的古希腊罗马文化

书简６９还没有在散文中开辟出适合于论战最自由地发展的领域。

伏尔泰一有机会便给敌手以打击，他的战术是纯法国式的。贝朗

热也可以说是这样，他谁也不放过，以同样的法国方式在歌曲中发

泄一切。那么，现代的论战怎样呢？

原谅我吧，读者，你大概早就猜到，这种严厉苛刻的批评用意

何在。要知道，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摈弃德国人从亚当那

里延续下来的天性。现在我想更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谈谈现

代文学中的纠纷、各家所持的理由，首先是构成其他一切问题中心

的争论；谈谈谷兹科夫同蒙特之间的争论，或者依目前情况来说，

谷兹科夫同奎纳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占有

主要地位已经两年了，它对文学运动不会不产生影响，有的是有利

６７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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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的是不利的影响。说不利的影响，是因为当文学变为个

人的好恶和特异反应的斗争场所时，它的平静的发展过程总是被

打破。说有利的影响，是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文学超越了文

学作为一派人所固有的片面性，甚至它的崩溃本身也证明了它的

胜利；其次是因为，同许多人的期待相反，“年轻的新手”哪一边也

不参与，而是抓住时机摆脱各种外来的影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

道路。如果有人站到这一边或另一边，这仅仅证明，他们多么缺

乏自信，文学并不需要他们。

是谷兹科夫第一个抛出了石头，还是蒙特第一个拔出了利剑，

可以暂且不予理会。总之，石头已经抛出，利剑已经出鞘。应当把

这场迟早总要爆发的争论的更深刻的原因揭示出来。因为目睹事

件全过程的任何一个公正的见证人都决不相信，主观的动因、阴险

的忌妒、轻率的好斗会在争论的任何一方占优势。只有奎纳一个

人认为，他与蒙特的私交是促使他接受谷兹科夫挑战的动机，而这

动机本身并无不可告人之处。

谷兹科夫的文学创作和抱负具有鲜明地表现个性的特征。他

的为数众多的作品中，只有极少数给人留下满意的印象，但终究不

能否认，这些作品属于自从１８３０年以来德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作

品。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我认为，这位作家具有二元论，它同谷兹

科夫本人最初所揭示的伊默曼精神上的两重性有许多相似之处。

所有德国作者，不言而喻，即所有的文学家，都承认，谷兹科夫具有

巨大的理性力量；他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不感到困难；他的眼光毫不

费力地洞察着种种极为错综复杂的现象。在他身上，除了这种理

性，还有如此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灵感，并

且把他的想象力引入一种几乎可说是兴奋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

７７现代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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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才能从事精神创作。谷兹科夫的作品，即便是长期构思的作

品，都是一挥而就的。如果说，一方面，在作品中可以看出创作时

的灵感，那么，另一方面，这种匆匆草就往往妨碍对细节的冷静推

敲。因此，这些作品，就象《瓦莉》一样，仅仅是草稿而已。他最近写

的小说就比较沉着，特别是《布拉泽多》，给人以富有表现力的印

象，这在谷兹科夫那里是前所未有的。他以往的主人公与其说是

性格的生动体现，不如说是性格的描写。如卡尔·格律恩所说，这

些主人公高不可攀，盘旋于天地之间。但是，谷兹科夫有时不能阻

止自己的灵感给理性让位；他的作品中有些地方就是在这种情绪

下写出来的，它们给人以上面已经提到的不愉快的印象。奎纳使

用侮辱性的语言，称之为“老年人的唠叨”。

但是，谷兹科夫的激情往往使他因区区小事而发怒；那时，他

的论战就会怒火四溅、粗暴激烈，事后他当然会因此而悔恨，因为

他不可能不懂得，发狂时的行为是多么不明智。从《文学年鉴》上

那篇著名的文章——他以其公正不阿而自诩——可以看出，他意

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论战没有摆脱过去的影响。

看来，谷兹科夫至今还没有使他思想上的这两个方面和谐地统一

起来，而且还加上一种不加约束的追求独立的欲望。他容不得一点

儿束缚，无论是铁制的镣铐，还是蜘蛛织的网。不粉碎这种束缚，他

不会罢休。当有人违反他的意愿，把他同海涅、文巴尔克、劳贝和蒙

特一起列入“青年德意志”５，而“青年德意志”又开始蜕变为一个集

团时，他感到尴尬，这种感觉直到他同劳贝和蒙特公开决裂时才消

失。但是，这种追求独立的欲望能如此使他免受外来的影响，也能

很容易地使他把一切异己物排斥在外，使他同外界隔绝，使他沉溺

于近似自私的自尊之中。我完全不是硬说谷兹科夫有独霸文坛的

８７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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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但是他有时所使用的一些词句，使他的敌人借此谴责他有利

己主义。单是他的激情就使他充分显出他是怎样一个人。因此，在

他的作品中，可以立即看出这个人的全貌。对这种独特的精神特

征，还要加上近四年来书报检查的剪刀不断给他造成的种种创伤

和警察机关为他在文学上的自由发展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我想，对

谷兹科夫文学个性的主要特征的描述可以告一段落了。

谷兹科夫向我们显示的是十分独特的性格，而在蒙特那里我

们发现一切精神力量的可喜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一个幽默作家所

具备的首要条件：冷静的理性，德国人善良的心地以及必不可少的

想象力。蒙特是个地道的德国人，但正因为如此，他很少翱翔于一

般风格之上，往往遨游于毫无诗意的语句之中。他和蔼可亲，有德

国人的认真精神、正直实在，但这不是一位热中于从事艺术再现的

诗人。蒙特在《圣母》以前所写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生活的

漩涡》充满了善意的幽默和有艺术趣味的细节；７０但是作为一部艺

术作品是没有价值的，作为一部小说则枯燥无味。而在《圣母》中，

倾心于新思想的激情在他身上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潮。然而，这

个高潮所产生的仍然不是艺术作品，而只是许多善良的念头和令

人惊叹的画面的堆砌。但是《圣母》毕竟是蒙特的优秀作品，因为

此后不久，德国文学天空密布的乌云按照德国雷神宙斯的意志突

然降下倾盆大雨，这使蒙特的激情一落千丈。７１谦逊的德国哈姆雷

特坚信，创作一些不得罪人的短篇小说是无害的；在这些短篇小说

中，时代的思想蓄着修剪过的胡子，留着梳得溜光的头发，穿着请

愿者的燕尾服，呈上效忠君主的请愿书，请求大发慈悲，实现时代

的思想。《爱好的喜剧》７２损害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荣誉，他并不想

通过创作新的更完美流畅的诗歌，而是想用《世界漫游》７３来弥补

９７现代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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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损失。如果蒙特不以往日的激情从事创作，如果他不用创作

诗歌来取代撰写游记和杂志文章，人们很快就不会再来谈论诗人

蒙特了。蒙特在风格方面又明显地后退了一步。他对于他所认为

的德国第一流修辞学家万哈根的偏爱促使他去模仿这位作者的外

交辞令、矫揉造作的词句和抽象的华丽辞藻。这样，蒙特便不知

不觉地破坏了现代风格——具体生动和富有生活气息——的基本

原则。

除了争论的双方具有不同的特点外，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还

有一些根本的差别。谷兹科夫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代摩西”白

尔尼的狂热，这种推崇备至的感情直到今天还保留在他的心中。

而蒙特却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下的充满希望的荫影里，

长期以来就表现出大多数黑格尔分子所特有的傲慢。这位哲学钵

谛沙赫①的定理宣称，自由和必然是同一的，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

倾向有片面性；这个定理在蒙特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束缚了他的

政治观点。谷兹科夫对柏林的环境不满而离开了那里，他在斯图

加特衷心爱慕南德意志，这种爱慕之情至今不衰。而蒙特却感到

在柏林很自在，很乐意参加唯美主义者的茶会，在柏林的精神活动

中汲取他的《个性和环境》７４的思想，这是一棵温室中的文学幼苗，

它窒息了蒙特和其他许多人的诗歌创作的任何自由。可悲的是：

蒙特在１８３８年的《自由港》杂志第二期上批判地分析明希的作品

时７５，对于描写这样的个性是那么高兴，从来还没有哪一篇诗歌使

他这样高兴过。柏林的环境——这个词仿佛是专门为柏林而想出

来的——使他把其他一切置之脑后，而且就象我们在《圣母》中

０８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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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的那样，他对于大自然美的蔑视甚至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

步。

当谷兹科夫和蒙特各自所走的道路突然在时代的思想上交叉

时，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对立的。他们会很快就再次分道扬镳，也许

会远远地相互挥手致意，愉快地追忆往日的相遇，幸好“青年德意

志”的形成和最英明的联邦议会的Ｒｏｍａｌｏｃｕｔａｅｓｔ①
１７
迫使他们联

合起来。这在本质上使事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共同的命运责成

谷兹科夫和蒙特在相互评价时表现出克制，然而他们最终不可能

不感到长此下去是不可忍受的。“青年德意志”，或者青年文学——

这是“从上面”降下灾难后，它为了不致排斥有类似倾向的信徒而

给自己起的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违背自己的意愿，几乎蜕变

为一个小集团。各方面都发现有必要拒绝对立的倾向，掩饰弱点，

大力强调共同的看法。这种反常的、迫不得已的虚伪作法是不可

能持久的。“青年德意志”最杰出的人物文巴尔克离开了。劳贝一

开始就反对当局擅自作出的结论。海涅只身远在巴黎，因而不可

能向现代文学射出他那智慧的电火花。我倒想说，谷兹科夫和蒙

特彼此似有约定，他们的坦率态度足以打破停止争论的状态。

蒙特很少参加论战，也未大做文章，但有一次他让自己卷入一

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论战中去了。他在《哥雷斯和天主教

世界观》（１８３８年《自由港》第２期）７６这篇文章的末尾宣称，如果德

国宗教界丝毫也不愿对“青年德意志”有所了解，那么，“青年德意

志”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它的行列中有不少宗教方面的腐朽分

子。非常明显，他所指的，除去我们在这里并未涉及到的海涅以

１８现代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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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是谷兹科夫了。即使这个指责是公正的，蒙特至少也应当对

自己患难与共的同志有足够的尊重，而不致去为那些管窥之见、庸

俗行为和虔诚主义９助长声势。蒙特的做法确实够恶劣的，因为他

以虚伪的得意口吻说：感谢你，主啊，我不是海涅、劳贝和谷兹科夫

这样的人，即使德意志联邦７７不尊重我，德国宗教界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尊重我！

与此相反，谷兹科夫在论战中获得了真正的乐趣。他把一切

音域都用上了，从《文学中的爱尔菲神》７８的中速快板立即转向小

品文的急速快板。他比蒙特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十分明确地揭

露蒙特在文学上的离奇想法，并将这种离奇想法置于他那些总是

装着机智炮弹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几乎每一个星期他都在《电

讯》杂志上给蒙特以打击，哪怕是打击一次。他知道拥有一份经常

出版的杂志就为他提供了全部优势以压倒只掌握了一份季刊和自

己的作品的那个对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谷兹科夫不断地磨锐

他的论战的锋芒，他对蒙特的文学才能的鄙视是一步一步表现出

来的，而蒙特却不遵守逐步转变的方法，一经宣战，便把谷兹科夫

当成次要人物看待。

政治性报纸惯用的手法是在其他刊物上推荐同一倾向的文

章，在以貌似公允的推崇和赞扬文章的幌子下，偷偷地塞进许多暗

钉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被搬到文学界的这次争论中来了。当然

不能说，打着外地通讯的招牌出现的个人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是

否就传播开了，因为许多甘愿效劳、不知姓名的帮手从一开始就加

入了某一方，如果把他们的作品当成是统率他们的将军的文章，他

们会感到不胜荣幸。这些居间帮忙的人准备以效忠为代价给自己

买一篇赞许的小品文，马格拉夫正是把激烈争论的大部分罪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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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于这些人
７９
。

１８３８年底，第三个参加争论的人登上了舞台。这个人的装备，

我们现在应该注意。此人就是奎纳。他是蒙特个人的旧交，毫无疑

问，就是蒙特在《圣母》中一度提到的那个古斯达夫。他的文学创

作的特点中，有许多同蒙特相近的地方，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

在本质上无疑具有某种法国人的本质特征。把他和蒙特联系在一

起的特别是俩人共同的思想形成过程：都受过黑格尔的影响，经历

过柏林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使得奎纳也迷恋个性和环境，而且迷

恋这种文学混合物的真正的发明家万哈根·冯·恩赛。奎纳也属

于颂扬万哈根风格的那种人，他没有注意到，这种风格中唯一好的

方面其实就是对歌德的模仿。

奎纳的文学形象的核心是机智聪明，是那种发明创造同生动

的想象结合在一起的纯法国式的才智。这种才智的极端表现就是

奎纳对于华丽的辞藻非但不陌生，反而具有驾驭它的罕见的技巧。

例如，他那些关于蒙特的《漫游》第二册（１８３８年５月《雅士报》）的

评论文章，读来不无某种快感。当然，这种文字游戏造成不愉快的

印象，也是常有的事，而且会不由地想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准确

的、虽然是陈旧的词句８０。这种过尚辞藻的玩意儿也许为某种杂志

所喜爱，但是，如果在象《性格》等作品中遇到这种地方，即使读来

悦耳动听，实际上感觉不到有任何现实的根据，而且还不止一次地

有这种感觉，那么这证明创作手法的选择是过于轻率了。另一方

面，正是这种法国式的轻松使奎纳成为我们优秀的新闻记者之一，

毫无疑问，他无须付出特别的劳动，稍加努力就能使《雅士报》大大

超过它目前的水平。但是奇怪的是，奎纳在这里并没有表现出机

敏，这种机敏似乎特别同他身上那种象劳贝一样的机智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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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评论家，奎纳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在莱茵河东岸出生

的人的特点。谷兹科夫不弄清事物的本质就不罢休，并且完全根

据事物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考虑任何有利的、起缓和作用

的次要情况，而奎纳却以其敏锐思想的光辉照亮事物，这种思想

确实多半产生于对客体的直观。如果说，谷兹科夫有片面性，那

只是因为他公正地提出了见解，更多考虑的是客体的弱点，而不

是它的长处；只是因为他要求倍克这样的青年诗人写出经典作品。

如果说，奎纳是片面的，那是因为他竭力从一个不是最高的、最

有启发性的观点出发来把握自己的客体的各个方面，他为倍克的

《静静的歌》３１的诙谐戏谑辩解时用了这样一句十分恰当的话：他

是个抒情的音乐家。

其次，应当把奎纳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在他的文学生涯的开

初阶段，他为黑格尔学说所俘虏，而且我认为他崇拜蒙特，或者说

赞成蒙特的观点，因而不能总是保持独立性。《隔离》３８表明了他为

摆脱这些影响而迈出的第一步；奎纳的世界观只是在１８３６年后的

文学动荡中才完成。为了对奎纳和谷兹科夫的诗歌倾向进行比

较，自然会想到两部同时写成的作品《疯人院里的隔离》和《赛拉

芬》８１。每一部都完整地反映了作者的个性。在阿瑟和埃德蒙的形

象上，谷兹科夫体现出自己性格中深明事理及和蔼可亲这两个方

面。奎纳是个刚开始写作的作家，他更加直截了当地使自己完全

进入了《隔离》的主人公，这表明他正在黑格尔体系的迷宫中寻找

出路。象往常一样，谷兹科夫在锐敏地刻画内心世界方面，在心里

因素的形成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几乎整部小说都是讲内心的感受。

出于纯粹的误会而对各种动机作出这种理性的比较，其后果是把

一切宁静的享受，以至对插入小说中的田园情景的享受都化为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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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不管从一个方面看《赛拉芬》是多么完美，从另一个方面看，

它是不成功的。——相反，奎纳一直对黑格尔、德国人的沉思冥

想和莫扎特的音乐发出巧妙的议论；他的一本书有四分之三的篇

幅充满这样的议论，其结果无非是使读者深感无聊，从而毁了他的

小说。《赛拉芬》中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物。谷兹科夫本想致力于显

示自己描写妇女性格的才能，但是在这方面却最不成功。他所有

的小说中的女性，或者象《布拉泽多》里的策琳达那样庸俗，或者象

瓦莉那样失去真正的女性的气质，或者象赛拉芬那样因为缺乏内

心的和谐而不讨人喜欢。他本人几乎也象是要理解这一点了，因

为在《扫罗》中他借米甲的口说出这样一段话：

     你能象解剖人的大脑一样，

解剖女人的心。

你能展示是什么构成了女人的心，

但是女人心中的生命火花，

用小刀还是用讽刺比喻都无从知道。①

《隔离》中同样也缺乏鲜明的特征。它的主人公是个不完整的

人物，只不过是现代意识的过渡时期的个性的体现，因此便失去了

任何的个人特点。其他形象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其中只有极少

数可以有充分理由说是成功的或是不成功的。

谷兹科夫早就向奎纳挑战了，但奎纳只是间接地以多谈蒙特

的优点和少提谷兹科夫来应战。不过，最后奎纳还是行动起来了，

起先是平心静气地，与其说是论战，不如说是评论。他把谷兹科夫

称为论战的爱好者，不再承认谷兹科夫在文学上的功绩。但是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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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很快就写了《谷兹科夫的最新小说》
８２
一文，以任何人也没有料

到的这种方式转入了进攻。他以讽刺的手法十分巧妙地描绘出谷

兹科夫的二元论，并引用谷兹科夫的作品为例证。但是与此同时，

他用了一大堆不体面的攻击词汇、一大堆没有根据的论点和欲盖

弥彰、匆忙炮制出来的结论，这只能使谷兹科夫在论战中获得优

势。他用摘自１８３９年《文学年鉴》（１８４０年的年鉴为什么至今尚未

问世？）的简短引文作为回击，该年鉴刊登了他一篇论述最近文学

上的分歧的文章。以不偏不倚的调子来争取同情，这种策略是相

当聪明的，而谷兹科夫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克制态度是必须承

认的。即使这篇文章的一切并不都是十分令人满意，即使谷兹科

夫很容易就对付了奎纳，——不能否认，奎纳对当前的文学有巨大

的影响，不能否认，他在历史小说方面具有无可怀疑的才能，虽然

这种才能在《修道院的故事》８３中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而在

这方面，谷兹科夫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的对手也是这样做的，甚

至还超过了他。

但是这一卷《文学年鉴》包藏着新的分裂苗头，这就是海涅的

《士瓦本的镜子》８４。这是怎样发生的，当事人中只有少数人知道。

最好还是用沉默来回避整个这件使人难堪的事情。难道海涅最近

不能凑够所需要的印张数量以便出版一本不受书报检查的、可以

把《士瓦本的镜子》全部收进去的书吗？那时，至少可以看出，萨克

森书报检查机关认为什么是应当删去的，以及是否确实可以把书

籍被删改得支离破碎这一点归咎于书报检查机关。够了，战火又被

重新煽起，而奎纳的表现是不理智的，他接受了一篇最愚蠢的论

《萨维奇》的文章，并且在发表维尔博士的声明（在《雅士报》上出现

这篇声明，就象如果倍克给《电讯》奇去一篇反对谷兹科夫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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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也是意想不到的）时还发表了一篇狗叫似的讽刺文，该文也

同样遭到对方狂吠般的驳斥。８５这种狗咬狗的事件是整个现代争

论中最可耻的污点。如果我们的文学家开始象野兽一样彼此相待，

并且在实践中运用自然历史的规律，那么德国文学很快就会象动

物园了，期待已久的文学救世主就会同马丁和范·安堡称兄道弟了。

为了不使已经松劲的论战沉寂下去，有个恶魔又在谷兹科夫

和倍克之间煽起争端。关于倍克，我已在其他地方①阐明了自己的

观点，但是我坦率地承认，并不是没有偏向的。倍克在《扫罗》和

《静静的歌》中所表现的倒退，使我对《夜》和《浪游诗人》抱怀

疑的和不公正的态度。我本不该写那篇文章，更不该送到杂志上

去发表。为了纠正我的看法，我可以说，倍克过去的作品——

《夜》和《浪游诗人》，我当然是承认的。但是，如果我不指出他的

《静静的歌》和《扫罗》的第一幕是倒退，我就违背了自己作为一个

评论者的良心。倍克头两部作品中的缺陷是由于他年轻所致。可

以把他头脑中涌现的那些形象和尚未完全成熟的、在一时冲动下

出现的思想看作是精力过剩的表现，而且无论如何这里存在着一

种大有希望的才能。——《静静的歌》中没有那些火一般的形象、

那种奔放的青春活力，代替它们的是松弛、颓废，而这些在倍克那

里是难以预料的。《扫罗》的第一幕同样也是无力的。不过也许这

种软弱无力只是过分紧张所带来的自然的、暂时的结果。《扫罗》

的后面几幕戏可能会弥补第一幕的所有不足之处。不，倍克是个

诗人，当进行最严厉而公正的指责时，批评应当慎重地考虑到他未

来的创作。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受到这种尊重。而且，我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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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被看作是倍克的敌人，因为我乐于承认，我的各种持久的振奋应

当归功于他的诗作。

谷兹科夫和倍克本来可以避免进行这场争论。不能否认，倍

克在写作《扫罗》时当然是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谷兹科夫，

而受损失的决不是他的正派作风，只是他的独创精神。谷兹科夫

不该因此恼怒，而应当感到受宠若惊。倍克则应当象我们所希望

的那样，修改自己剧本的第一幕，而不是强调谁也没有怀疑过的

剧中人物形象的独创性，虽然他不得不——正象他已经做了的那

样——接受挑战。

谷兹科夫现在采取了同莱比锡所有的文学家相敌对的立场，

并且用他的锋利的小品文刺得他们坐立不安。他把他们看成是千

方百计对他、对文学进行迫害的有组织的匪帮。但是，他既然不想

放弃这场斗争，那么，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同他们进行战斗，他确实

会做得更好一些。个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在

莱比锡文学界是不可避免的。但愿谷兹科夫能扪心自问，他是否

每次都摆脱了这种有时可惜是不可避免的罪过，或者我有无必要

使他想起他的某些法兰克福朋友？如果《北极光》、《雅士报》和《铁

路》的见解有时是一致的，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在这些场合，

使用集团这个词是完全不合适的。

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蒙特已经退出，不再参加争论了。奎

纳也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感到十分厌倦。大概谷兹科夫很快也

会懂得，他的论战终究会使公众感到无聊。他们逐渐开始用小说

和戏剧来彼此挑战，他们发觉，锋利的小品文并不是评价杂志的标

准，德国有教养的人宁可奖赏一位优秀的诗人，也不奖赏一个最激

烈的争论家。他们将习惯于和平相处，也许重新学会互相尊重。但

８８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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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他们以海涅的行为作榜样，尽管他和谷兹科夫有分歧，但是并不

掩饰自己对谷兹科夫的尊敬。但愿他们在相互对比，评价自己的

长处时，遵循的不是主观的尺度，而是青年的态度，文学迟早是属

于青年的。但愿他们从《哈雷年鉴》那里学习到，论战只针对往日

的遗毒和死者的幽灵。要让他们记住，如果不是这样，在汉堡和莱

比锡之间就可能有一种文学力量崛起，压住他们的论战的火光。

处于最新的、自由的发展中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主要是所谓的青年

一代正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种联合在莫里茨·卡利埃尔和卡尔·格律恩身上已经实现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３—５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知识界午夜报》第５１—５４号

（３月２６、２７、３０日和３１日）和第８３—８７号

（５月２１、２２、２５、２６日和２８日）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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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

现在，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正在谋求侍卫官的职位，这不

禁使我想起两年前他发表在《雅士报》上的一首诗，题为《背叛》８６，

诗的最后几行是：

       只要我还健壮，

在那面旗帜下，

你就永远见不到我……

对！对！

如果你见到我，

我已是病魔缠身，或是死亡。

你最好把我看作一具僵尸，

因为让活着的人走过

我的墓碑旁，

心情更加惆怅。

这些诗句几乎是一种预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４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４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６１期

署名：弗·奥·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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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景

古希腊很幸运地看到，它的风景的特点在它的居民的宗教里

被意识到了。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它的全部风景镶在，至

少可以说曾经镶在和谐的框子里。它的每一棵树，每一泓泉水，每

一座山都太引人注目了，它的天空过分蔚蓝，它的阳光过分灿烂，

它的海洋过分浩瀚，所以它们不能满足于雪莱所颂扬的自然精

神①的纯朴神化，不能满足于包罗万象的帕恩神的纯朴神化；大自

然的每一个完美无缺的单独部分都要求有自己的神，每一条河有

自己的河泽女神，每一片树林有自己的森林女神，古希腊人的宗

教就是这样创立起来的。其他地区没有这样幸运，没有一个民族

把景物作为自己信仰的基础，它们只好等待诗人来唤醒沉睡在它

们之中的宗教神灵。当你站在宾根郊区的德拉亨费尔斯或罗胡斯

贝格的高峰上，越过葡萄藤飘香的莱茵河谷眺望同地平线融成一

片的远远的青山、洒满金色阳光的郁郁葱葱的田野和葡萄园、河里

倒映的蓝天，——你会觉得明朗的天空向大地倾垂，并且在大地上

反映出来，精神沉浸于物质之中，言语有血有肉了并且生存于我们

中间——这就是具体化了的基督教。北德意志荒原同这种情景完

全相反，那里无非是干枯的草茎和意识到自己柔弱而不敢从地面

１９

① 自然精神是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和其他作品中象征泛神论的形象。——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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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立起来的羞怯的欧石南；有些地方可以见到原来是坚韧挺拔而

现在被雷电劈倒的树木；天空越是晴朗，它就越是洋洋自得地远离

躺在它面前的颓丧悲凉的该诅咒的贫瘠大地，就越是会用它的眼

睛，太阳，怒视着光秃秃的不毛的沙地：这里就表现了犹太人的世

界观。

不少人咒骂荒原，整个文学① 充满了对它的诅咒，普拉滕在

《奥狄浦斯》８７中也仅仅把荒原当作讽刺的陪衬。但是，不知是什么

原因，人们不屑于探寻荒原上那罕见的迷人的特征、揭示它那隐蔽

的诗一般的魅力。其实，只有生长在风光明媚的地方，生长在葱郁

苍茫的崇山峻岭的人，才能真正感觉到北德意志撒哈拉的恐怖和

绝望，也才能有兴趣去寻找这块地方那种隐蔽的、象利比亚的海市

蜃楼那样不常见的美。只有易北河右岸的马铃薯田才蕴藏着德意

志的真正的单调平凡。而功绩最大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的故

乡，即使是一片荒凉也是富有诗意的。在暴风雨之夜，云象魅影似

地在月亮四周飘浮，远处犬吠不已，你可以跨上烈马奔向茫茫荒

原，在风化的花岗岩石块和巨大的坟丘之间纵马驰骋。远处，沼泽

地的水洼映着月光，磷火在它的上空闪耀，暴风雨的呼啸声在辽阔

的平原上震荡，大地在你的脚下颤动，你会感到好象进入了德国民

间传说中的境域。只有当我熟悉了北德意志荒原，我才真正懂得

了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８８。所有这些童话几乎都发生

在这里：夜幕降临，人间的一切都消失了，而民间幻想中令人恐惧

的、不成形的东西在大地上空一掠而过，荒凉的大地即使在晴朗的

白天也使人胆寒。这些故事表现了荒原上一个孤独的居民在暴风

２９ 弗·恩格斯著作

① 在《布拉泽多》６４第三卷中有个老人是关怀荒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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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之夜在自己乡土上漫步或从高塔上眺望荒凉的原野时的种种感

情。于是，童年时代留下的荒原上暴风雨之夜的印象又在他的眼

前重新浮现，并且形成了童话。在莱茵河流域或在士瓦本，你们听

不到民间童话产生的秘密。然而在这里，每一个闪电之夜——按

劳贝的说法，电光闪闪之夜——都以阵阵雷鸣叙述着这一点。

我为荒原辩护而倾吐的蛛丝，若不是缠在倒霉的、涂着汉诺威

国旗颜色①的路标上，也许会随风飘游，继续编织下去。我久久地

思索着这些颜色的意义。普鲁士王国国旗的颜色固然不能说明蒂

尔施在自己拙劣的普鲁士歌曲８９中想从这些颜色里找到的东西，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颜色的平淡无奇仍然使人想起了冷酷无情的

官僚制度，想起了普鲁士主义中远非莱茵省居民所喜欢的东西。

可以看出，黑白之间的尖锐对比，犹如君主专制中君臣之间的关系

一样分明。既然按照牛顿的说法，白与黑原来根本不是颜色，那么

它们的含意就可能是：君主专制下奉公守法的思想方法根本不是

带有任何色彩的东西。汉撒各城市居民的鲜明的红白旗至少在过

去是合适的；法兰西的智慧在三色旗上大放异彩，连淡漠的荷兰也

把这个旗子的颜色据为己有，看来，这大概是为了自我嘲笑吧；但

是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美丽、最有意义的，无疑还是倒霉的德意

志三色旗。可是汉诺威旗子的颜色呢！请设想一下，一个身穿白

色裤子的纨裤子弟整小时地拚命在渠边和刚刚犁过的土地上奔

跑，请设想一下罗得的盐柱９０——昔日的汉诺威的Ｎｕｎｑｕａｍ

ｒｅｔｒｏｒｓｕｍ②的例子，很多人都可引为鉴戒，——请设想一下，一个

没有教养的贝都英青年向这个高贵的纪念物抛掷土块，那你就可

３９风   景

①

② “决不回头”（指绘有骏马的汉诺威纹章上的题字）。——编者注

黄色和白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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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一根绘有汉诺威纹章的界桩了。也许，白色表示清白无瑕

的国家根本大法，而黄色表示某些御用文人用来溅脏根本大法的

污泥吧？

如果要指明某地的宗教特点，那么荷兰的风景实质上是加尔

文派的。远望荷兰风景的十分单调平凡、没有灵性，以及唯一与之

相适应的灰色天空，这一切给我们的印象，就象多尔德雷赫特正教

最高会议９１绝对正确的决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样。风车，这个在

风景中唯一活动着的东西，使人想起命运所选定的东西，它只是靠

神恩的气息才能转动；其他一切都处于“精神死亡”的状态。莱茵

河，它象活跃的生气勃勃的基督教精神，在干涸的正统思想里失去

了自己的肥沃大地的力量，它变得完全被泥沙淤积了！隔河相望，

对面荷兰那边的河岸就是这样；据说，该国的其他地方更美，可是

我不熟悉这些地方。——鹿特丹绿树成荫的沿岸大街、运河和舟

楫，在来自德意志内地的小城市居民看来就是一片绿洲了；在这里

你会懂得，弗莱里格拉特的幻想也会随着离去的三桅舰奔向远方，

奔向更繁茂的河岸。往前又是讨厌的西兰岛，除了芦苇和堤坝、风

车、钟声和鸣的教堂尖塔，就什么也没有了。轮船时时穿行于这

些岛屿之间！

最后，当我们走下庸人思想的堤坝，从令人窒息的加尔文教派

的正统思想束缚下冲出来，进入自由精神的广阔天地时，我们感到

多么幸福啊！赫尔弗特斯莱斯港消失了，伐耳河的左右两岸都淹没

在澎湃欢腾的浪涛之中，含沙的黄水变成一片绿色，让我们现在忘

掉留在我们后面的东西，兴高采烈地奔向碧透澄澈的河水！

      你还是把加在你身上的痛苦

统统忘掉！

４９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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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意地走上

广阔的自由大道。

苍穹低垂，

与大海拥抱；

你被分成两半，

海空之间哪有通路可找？

苍穹低垂，

抚慰着美丽的寰宇；

它拥抱寰宇，

陶醉于它美丽的肢体。

爱情的波涛，

急剧涌起；

你啊，你被分成两半，

怎能把自己的行程坚持到底？

爱啊，爱的上帝

降临凡尘，

而人是

爱情永驻的保证！

上帝不正是

在你心中长存？

你要象对待贵重的器皿一样，

爱护上帝的精神！

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怎样

５９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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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起白色的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

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

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

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

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

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我只有过一

次印象是能够同这种体验相比的：当最了不起的一位哲学家①的

神的观念，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

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

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我们是在神的

怀抱中生活着，行动着，存在着！在海上，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感到周围的一切和我们自己都充满了神的气息；整个大自然

使我们感到如此亲切，波涛是如此亲密地向我们频频点头，天空是

如此可爱地舒展在大地之上，太阳闪烁着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光辉，

仿佛用双手就可以把它抓住。

太阳正在西北角徐徐沉落；在太阳左面，有闪闪发光的长条从

海上升起，这是肯特州的海岸，是太晤士河南岸。暮霭笼罩着大

海，只是在西方，天空和大海泼上了一层傍晚的紫红色；东方的

天空闪耀着深蓝色，在那上面金星已经熠熠发光；在西南方，沿

地平线伸展着马尔吉特，它的一幢幢房子的窗户上映着晚霞，象

一条射出迷人光辉的金色长带。现在，你可以挥舞帽子，并且斟

满酒杯，愉快地欢呼，向自由的英国致敬吧。晚安，祝你愉快地

６９ 弗·恩格斯著作

① 显然是指黑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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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时已到了伦敦！

你们这些从来没有见到过铁路，却抱怨铁路单调平凡的人，现

在就请坐一坐从伦敦开往利物浦的列车吧。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

可以乘火车穿越全国的国家，这就是英国。这里没有令人眩惑的

美丽景色，没有崇山峻岭，但是这个到处都是缓缓起伏的丘陵的国

家，在不太明亮的英国式阳光的照耀下却有着神奇的魅力。你会

对一些由简单的、起陪衬作用的因素结合而成的各种形状感到惊

讶；大自然用几座小丘、一片田野、一些树木和放牧的牛羊制作出

千万幅优美的风景。田野上零散的和成片的树木显得异常美丽，

使得整个这块地区就象一座花园。接着是隧道，它使火车在黑暗

中行驶几分钟以后进入峡谷，从这里出来你又会突然置身于欢乐

的阳光灿烂的田野上。有个地方，铁路要经过一座架在很宽的河

谷上的旱桥，紧底下是城市和村庄，树林和牧场，有一条小河弯弯

曲曲流经其间，左右两边都是逐渐在后面消失的山峦，而诱人的峡

谷则沐浴着迷人的阳光——一半是云雾，一半是阳光。但是你刚

刚来得及看一下这奇妙的地方，你已经离开了它而进入光秃秃的

峡谷，于是你有时间在想象中去回忆这幅神奇的画面。就这样一

直继续到夜幕降临，睡魔也不能使你闭上因眺望而感到疲倦的眼

睛！啊，不列颠内地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诗意啊！你常常会觉得自己

是生活在欢乐的英国的黄金时代，觉得自己见到莎士比亚背着猎

枪在灌木丛中悄悄地寻找野物，或者你会感到奇怪，在这块绿色

草地上竟然没有真正演出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妙的喜剧。因为不管

剧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在法国，或在纳瓦

腊，——其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基本上总是欢乐的英国，莎士比

亚笔下古怪的乡巴佬、精明过人的学校教师、可爱又乖僻的妇女

７９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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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英国的，总之，你会感到，这样的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

下才能发生。只有在《仲夏夜之梦》这样一些喜剧里，才会使人

强烈地感觉到象《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样的南方气候的影响，就

连剧中人的性格也是这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来吧！风景如画并富于浪漫色

彩的威斯特伐里亚对自己的儿子弗莱里格拉特大为生气。弗莱里

格拉特由于莱茵省更是风景如画、更富于浪漫色彩而完全忘了威

斯特伐里亚；让我们好言相慰吧，免得它在第二分册９２出版之前失

去耐心。威斯特伐里亚因群山环抱而同德国的其余部分隔开来，

只有朝向荷兰的那一面是敞开的，就好象把它从德国推了出去似

的。但是它的儿女们毕竟是真正的萨克森人，是忠诚善良的德国

人。这些山全都有令人神往的地方：南面是鲁尔河谷和累内河谷，

东面是威悉河谷，北面是从明登到鄂斯纳布鲁克的山脉，到处都

是极其瑰丽的景色，只有在威斯特伐里亚的中部常常有单调的沙

地从草原和耕地中显露出来。再往前是古老美丽的城市，首先是

明斯特，这里有哥特式的教堂，有市场的拱廊，这里还住着安奈特

·伊丽莎白·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和莱文·许金。我有幸

在这里和莱文·许金相识，他好心地把上面提到的那位女士的长

诗９３给我看，而我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的，我可不愿意去分担德国

读者在对待这些诗的问题上所犯的过失。这里再一次证明，备受

赞扬的德国人的认真态度在对待诗的评价上是十分轻率的。他们

翻阅诗集，单看韵脚是否完美，诗句是否流畅，内容是否易懂，诗中

是否有许多刚强的、至少是动人的形象，——就凭这些作出判断。

但是，在描写大自然方面表现出感情深切、楚楚动人、独具一格的

这样一些诗，并不亚于雪莱的诗；大胆的拜伦式的幻想披上了略嫌

８９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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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硬的形式而且没有摆脱方言；这样一些作品却没有引起人们的

注意；谁愿意比平常更有耐心地读这些诗呢？本来人们只是在午间

休息的时候才拿一本诗来读读，而诗写得美也许会驱走睡意！何

况，我们的女诗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新教徒怎么能允许自己对

这样的作者发生兴趣！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虔诚主义使阿尔伯特·

克纳普这个男子汉、硕士、首席副牧师显得可笑，那么，幼稚的信仰

对冯·德罗斯特女士倒很相称。宗教的自由思想对妇女来说是危

险的东西。象乔治·桑和雪莱的夫人①这样的妇女是罕见的。怀疑

心太容易挫伤妇女的性情，它赋予理智的力量之大，不适合于任何

女性。但是，如果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儿女们为之奋斗的思想是真

理，那么，妇女的心很快也将为现代精神的思想之花而热烈跳动，

就象为教父的虔诚信仰而热烈地跳动一样；——只有到那时，年轻

的一代才会同吮吸母乳一起吮吸新事物，新事物的胜利才会到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６月底—７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７月和８月《德意志电讯》

杂志第１２２和１２３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９９风   景

① 玛丽·伍尔斯顿克拉夫特·雪莱，父姓戈德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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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来 梅 通 讯］

剧院。出版节

７月于不来梅

据我所知，没有一家有名气的杂志在不来梅有固定通讯员。

根据这种普遍的一致，不难得出结论：这里没有什么可写的。然

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一家剧院，还在不久前，阿格奈

莎·舍贝斯特、卡罗琳·鲍威尔、蒂夏切克、施勒德尔－德弗里恩

特夫人曾接连在这里巡回演出。他们的剧目，就内容丰富来说，可

以同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演员的剧目媲美。谷兹科夫的《理查·

萨维奇》５８和勃鲁姆的《时髦的狂热》
９４
已在这里上演过。对这两个

剧本的前一个已经谈论得够多了。我认为，不久前在《哈雷年鉴》

上出现的一篇有关这个剧本的评论９５，除去常见的攻击外，包含着

不少真实的东西，即作品的主要缺点在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不是

无约束的，所以决不能把它作为戏剧的基础。也许谷兹科夫早已

看到自己的错误；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上演该剧本，他这样做

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想用唯一的一个剧本为自己铺设一条通

向舞台的道路，他就要向戏剧界业已根深蒂固的清规戒律作出让

步，以后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现，那时他总是能挽回这些让步的。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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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当把自己的剧本建筑在创新的基础上，尽管这个基础会经受

不住文艺批评，尽管他的一些戏剧会变成情节戏和追求效果的戏。

可以批评《理查·萨维奇》，可以把它否定，但也必须承认，谷兹科

夫在剧本中显示了自己的戏剧天才。至于勃鲁姆的《时髦的狂

热》，要不是许多杂志到处鼓吹这是个“现代”剧，我是不想说什么

的。其实，无论是剧中的人物性格，无论是情节，无论是对话，都毫

无现代的东西可言。诚然，勃鲁姆的功绩在于，他颇有勇气把虔诚

主义９搬上舞台。但是，用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对付不了基督教的

这种反常现象的。已经到了不能再把虔诚主义视为欺骗、贪婪或

风雅的肉欲的时候了。真正的虔诚主义坚决摈弃在科尼斯堡出现

的这种夸张和极端，摈弃德勒斯顿的斯蒂凡的这种任意妄为。当

斯蒂凡及其不幸的伙伴们在这里准备乘船到新奥尔良去，而且还

没有人在道德上对他有丝毫怀疑的时候，我就亲眼看到，当地的虔

诚主义者是多么不信任他。谁希望描写这个派别，那就让他随便

什么时候到当地人称之为“战栗教派”那儿去一趟吧，他会看到，这

些人相遇时多么亲热，在两个彼此除了同是“信徒”以外便毫无了

解的陌生人之间多么快就建立了友谊，他们多么自信、多么坚定、

多么坚决地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多么善于小心翼翼地揭示自己的

一切细微的缺点，——我相信，他不会再去写《时髦的狂热》了。这

出戏对虔诚主义滥加指责是不对的，正如虔诚主义对待当代自由

思想的态度是不对的一样。因此，当地的虔诚主义在这个剧本中

唯一关注的问题就是：剧中是否有“罪恶的语言”？

在这里，在德国文化的ｕｌｔｉｍａＴｈｕｌｅ〔遥远的图勒〕①也纪念了

１０１不 来 梅 通 讯

① 图勒是古希腊罗马传说中提到的极北地区的一个神话岛国。“遥远的图勒”一

语的转义表示遥远的边区，常见于味吉尔的史诗《稼穑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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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登堡节，而且比其他两个汉撒城市更加欢乐。印刷工人多年来

每星期都要从自己工资中攒下一点钱，以便好好地纪念这个隆重

的日子。事先就把委员会成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城邦的原因，这里

过节总是遇到麻烦。出现了一些大多同个别人物有关的小小的阴

谋——在这样一些小邦里不搞阴谋是不行的。关于整个纪念活

动，有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听人谈起，于是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

最多不过有个“手工业者节日”而已。直到节日前夕，大家才有了

过节的兴趣，才有了一个计划。威廉·恩斯特·韦伯教授，这位以

出色地翻译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和评注德国诗人的作品而闻名的

人物在大礼堂发表了演说，引起了大家对第二天的节日的关心，致

使商行的老板们犹豫不决：明天是否要给办事员们放半天假。节

日到了，威悉河上的船只全部升起旗帜，在该城最低的一头停泊着

两条船，桅樯顶端由无数旗帜构成的彩条连接起来，就象一座巨大

的凯旋门。其中一条船上立着仅有的一门大炮，在这一天它从早

到晚地整天发射。委员会偕同全体印刷工人组成了一支盛大的游

行队伍，向教堂进发，从那里再向刚建成的“谷登堡号”轮船前进，

这条在雪白的船身上有着镀金装饰的轮船，是在威悉河航行的最

漂亮的轮船。为了它的首航，轮船被花环和旗帜装饰得如同过节

一般。参加游行的人登上甲板，在乐曲和歌声中，乘船沿威悉河溯

流而上，然后在一座桥旁停下，在那里演唱了赞美诗，一个印刷工

人发表了演说。该船的一位船主，费格萨克的朗格先生向参加庆

祝节日的人供应早餐，当他们在甲板上用餐时，“谷登堡号”以其

为船只建造者赢得荣誉的速度驶过由旗帜组成的凯旋门，抵达该

城靠河流下游的娱乐场之一兰凯瑙，这时桥上和沿岸大街上许许

多多的人在它后面欢呼。由于盛大的游行和威悉河上的航行，使

２０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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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具有了人民节日的性质，而更多的是由于，为举行晚会而专

门租用的张灯结彩的公园的门票，起先是有限制地发放，后来便

敞开发放了；节日的午餐以后，委员会的成员都去游园了。节日

是在音乐声中，在灿烂的灯光中，在畅饮上索泰恩酒、圣茹利安

酒和香槟酒中结束的。

刊  物

７月于不来梅

在其他方面，这里的生活是一种相当单调的、典型的小城市生

活。夏天，上等人物，即贵族和金钱贵族的家庭，到自己的庄园去，

中间等级的太太们即使在一年中这样美好的季节也不能离开她们

那一群在茶会上打牌、聊天的朋友；商人们却天天参观博物馆、出

入交易所或自己的商会，在那里谈论咖啡、烟草的价格，谈论与关

税同盟９６谈判的情况。剧院上座情况不佳。我们整个祖国目前的文

学活动，这里的人是不参加的，他们主要是抱有这样的看法，歌德

和席勒已经在德国文学的拱门上安放了拱顶石，虽然他们也承认，

后来的浪漫派作家曾对这个拱门做过一点修饰。人们参加读书

会，部分是为了赶时髦，部分是为了有一本杂志在手能舒舒服服地

度过炎热的中午。然而，只有丑闻和报上一切有关不来梅的消息

才能引起兴趣。多数有教养者的这种冷漠态度，当然是由于没有

闲暇，特别是商人不得不经常考虑自己的事务，他们的剩余时间都

为大量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和访亲问友等等占用了。但是，这里

也有一种独特的刊物；其中一些小册子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神学

３０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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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还有一些是畅销的期刊。消息十分灵通的、编辑得体的

《不来梅报》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但近来，由于该报无意地干

预了邻邦的政治生活，读者范围缩小了。报上以西欧为题的文章

写得机智锐敏，尽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由思想。报纸的附刊《不

来梅杂谈》杂志企图在德国当前的文学中充当不来梅的代表，刊登

了韦伯教授和奥登堡的施塔尔博士的才华横溢的文章。诗歌是由

天才的青年语文学家尼古劳斯·德利乌斯提供的，他可以逐渐为

自己赢得诗人的声誉。但是，在本市以外去招聘几个出色的撰稿

人是非常困难的。由于缺乏稿源，杂志停刊了。另一家杂志《爱国

者》，曾力求成为探讨本地问题的权威刊物，同时它力求在美学方

面比一些地方小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家杂志由于处于既象小说

出版物又象地方报纸这种两可的状况而夭折了。靠丑闻、演员之

间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为消息来源的地方小报倒可以

夸耀其经久不衰。特别是《杂谈报》①，由于撰稿人众多（几乎每一

个办事员都可以夸耀，自己曾经为《杂谈报》写过几行字的稿子）而

成为无所不知者。如果剧院的座椅上露出一枚钉子，如果有一种

小册子在商会中没人买，如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烟厂工人深更半

夜在大街上自寻开心，如果排水沟没有打扫干净，——那么最先注

意到这些事情的就是《杂谈报》。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

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相信，在该报的下一

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

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称为不来梅的上帝。报纸的主要撰稿人

是克里善·特里普斯太特。该报以这个笔名刊登了用低地德意志

４０１ 弗·恩格斯著作

① 《不来梅杂谈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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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写的诗歌。对于低地德意志方言来说，与其让克里善·特里

普斯太特在他的诗歌中随意滥用，还不如象文巴尔克所要求的那

样，把这种方言彻底废除。其他的地方报刊水平太低，它们的名

字在广大读者面前都不值得一提。不同于这些报刊的是一家宣传

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杂志——《不来梅教会信使》，它是由三个

传教士编辑的，有名的寓言作者克鲁马赫尔①偶尔也为该杂志撰

稿。这家杂志办得十分热心，以致检查机关不得不时常进行干预。

然而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发生，因为杂志的总方向是得到上层

的赞同的。该杂志经常与“现代泛神论之父”黑格尔和“他的冷

若冰霜的学生施特劳斯”进行论战，同时也和在方圆十英里之内

出现的每一个唯理论者论战。９７下一次，我将谈点不来梅港的情况

和不来梅的社会环境。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７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７月３０日和３１日

《知识界晨报》第１８１和１８２号

署名：弗·奥·

５０１不 来 梅 通 讯

①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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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昏

明天一定会到来！

——雪莱①

１

      我坐在花园里，——

夕阳突然落入波涛，

金色的余辉

在云间欢腾跳跃。

花儿忧郁地垂下眼帘，

明朗的阳光已经消失。

只有无忧无虑的鸟儿，

在黄昏的林间轻快地合唱。

远渡重洋的海轮，

静止在汹涌的波峰上；

行人拖着疲乏的步子，

走过摇晃的小桥，

在浓雾中隐没。

６０１

① 雪莱《麦布女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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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脚杯里酒浆泛着泡沫，

我翻阅着卡德尤的剧作。

我一向贪杯，

美酒和妙语使我陶醉，

使我感到力量充沛。

２

      西方的霞光已经泛白，再等一等，——

自由曙光就会出现；

黑夜正在消失，带走了它的苦难，

旭日东升，喷吐出不灭的火焰。

那时，不仅在我们撒种的地方

初生的蓓蕾竞相开放，

整个大地都变成花园，

万紫千红吐露芬芳。

苍翠的草木把山河面貌改变，

和平的棕榈给北国换上新颜，

爱情的玫瑰把冰冻的原野修饰打扮；

橡树加快步伐迈向明朗的南方

挥舞树枝当棍棒，把暴君砸烂

谁使不幸的国家重享和平，

它就给谁戴上自己的叶片。

芦荟到处茁壮成长，

人民的精神就象它一样坚强。

人民也是那样生性憨厚，

７０１黄   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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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淳朴、多刺，那样粗壮；

暗中燃烧着的自由火焰，

一旦冲破障碍，

发出隆隆巨响，

它将在谄媚者烧香之前，

向上帝奉献自己的芬芳。

只有失去昔日光荣的柏树，

在橡树林中被人永世遗忘。

３

      鸟儿在高高的绿树梢头，

迎着晨曦齐声歌唱，

它们知道，浓雾一旦沉入谷底，

太阳就重新升起在宝座之上，——

吟游诗人也是这样；

自由的风儿把他们的诗句传向四方，

这风儿和自由的诗句一齐飞翔。

歌手们不是站在宫殿的塔楼旁，

因为宫殿早已在废墟中埋葬；

他们在不畏风暴的橡树林梢，

欢乐地眺望着太阳，——

尽管那渴望已久的光芒，

驱散云雾，照得他们头眩眼花。

我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歌手，

白尔尼就是那株巨橡，

８０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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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压迫者给德意志戴上枷锁，横加蹂躏时，

我曾依偎在它的枝干上。

是的，我就是这样一只勇敢的小鸟，

在自由的以太大海中翱翔；

尽管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只雀儿，——

但我宁愿做一只遨游世界的雀儿，

也不愿做一只笼中的夜莺，

为老爷们寻欢作乐而歌唱。

４

   那时候，大船乘风破浪，

不是为财主运载储存的财货，

不是为商人运载致富的商品，

只是运载幸福和自由的美果。

那是一匹后腿直立的骏马，

马背上的骑士给伪善者带来死亡，

那是一个使人感到快慰的使者，

他宣传思想自由、生活自由和斗争自由的信仰。

船旗上不再有使船员们惊恐的国王徽号，

闪电驱散了云层，

万里晴空出现缔造和平的长虹，

五彩缤纷，变幻无穷。

５

   爱情架起一座心心相联的无形桥梁，

９０１黄   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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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飞逝的岁月象一股急流，

不可遏制地在桥下奔腾呼啸，

沸腾的激情喷射出来的泉水，

怎能使这金刚石的桥梁摇晃；

自由的大旗在桥的上空飘扬，

人在桥上行走；

不论他把和善的目光投向何方，

不论他在那里停留，

在兄弟的家园，

在好客的故乡，

总能找到安身的地方；

只要他闭上困倦的双眼，

即使夜色茫茫，

也象在家里一样。

一座新桥直通云端，

从此，人类将迈着沉着自豪的步伐，

坚定地走向天堂，

去洞察所有神灵的本来形象。

莫非人类来自天堂？

会不会再把人类接回天堂？

人们象神灵的锁链上的环节，

牢牢扣住物质永远不放！

６

     杯中斟满新酿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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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由之酒，格外浓烈，

它不会麻痹我们的感情，

它只会在感情深处注入新的意境。

你在一片寂静中聚精会神，

聆听着天球的声音。

血液在脉管中象清泉一样奔流，

它象炽热的以太

充满着整个乾坤。

如果你眺望那亘古长存的太空，

就能征服高空的星座。

昔日的悲伤象若隐若现的磷火，

只有在梦里闪过。

７

     那时又将出现卡德龙的新作９８，

一个在灵感的大海里捕捞珍珠的人，

他的洪亮有力的声音，

象祈祷时雪松在祭祀的火焰上发出的呻吟；

他的歌声响亮，琴声动人，

预言要推翻暴政，

人们倾听那支胜利的赞歌，

对未来的世界衷心欢迎。

他唱出了人民的洪流

如何冲过密集的长矛，

把暴君们的淫威消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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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越过曼蒂布勒桥①，

进入自由的仙境；

如何在复仇怒火的爆发中，

成为讲信誉的医生②，

他象坚毅的亲王③，

带着镣铐，期待着解放。

那时，天国的女儿④ ——自由

从以太的天空下降，

她的七弦琴弹得那样迷人，

人生若美梦⑤，

和平的酒杯重新斟满，

溢出闪闪发光的酒浆；

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把温柔的四五月的清晨⑥ 照亮。

８

     但是，新太阳何时升起，

旧世界何时化成废墟？

我们目送旧太阳西沉，

难道黑夜茫茫无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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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月儿凝视着原野，

灰雾覆盖着丘陵，

疲惫的大地在雾中沉睡不醒，

我们虽然睁着眼睛，

仍象盲人一样摸索途径；

但是朝露欢乐地升起，

吓退了遮掩天空的乌云，

飘进山谷的灰雾，——

不过是苏醒过来的精灵的环舞。

星星在群山中跳跃，闪烁，

灿烂的星光穿破乌云，

看！花儿已经争艳怒放；

听！鸟儿正在齐声欢唱。

耀眼的光芒映红了半边天，

皑皑雪山象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金色的云朵在朝霞的映照下，

犹如太阳马的鬃毛一样，——

看那光芒四射的远处，

一轮旭日正升起在东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７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８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１２５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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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来 梅 通 讯］

不来梅港纪行９９

７月于不来梅

清晨六时，“罗兰号”就要启航了。我倚立在驾驶台，从挤着登

上轮船的人群中寻找熟人。今天组织了一次到不来梅港去的星期

日旅游活动，而且船票减价，因此每个人都想趁此机会就近瞧一瞧

大海，看一看巨轮。奇怪的是，贪财逐利一向是为金钱贵族效劳

的，这次竟向平等相待作了一些让步。降低票价使那些钱少的人

可以加入这次旅游活动，而且，取消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价格差别，

这对于不来梅——在这里，“上层等级”最怕的就是人群混杂——

是意味深长的。这样一来，船上挤满了人。人群的核心是土生土长

的“不来梅市民”，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迈出这座自由的汉撒城市１００

的门坎一步，现在却想让自己的家人看一看港湾了。箍桶匠、侨民

和帮工也很多；这里、那里总是见到交易所的一位经纪人，他离开

人群站在一边，因为他是上流社会的代表了；办事员到处都有，在

商业城市这个棋盘上，这是些始终被驱赶着向前走的卒子。他们

又可分为店员、大学徒和小学徒。店员认为自己已经是重要人物，

只差一步就可以独挡一面了。他是公司的主要助手，通晓自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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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全部业务，熟悉市场行情，在交易所，经纪人都围着他转。大

学徒认为自己的地位稍低一些。他与老板的关系虽不象店员那样

接近，但是已经能够出色地同经纪人打交道，特别是同箍桶匠或船

夫打交道。如果老板和店员都不在，他就以商行代表自居，装出一

副样子，似乎全商行的信用都取决于他。小学徒就倒霉了，充其量

也不过是在商品包装工人面前和商行所在地区的邮差面前成为商

行的代表。他不仅要抄写全部商务信函和票据，分送和支付账单，

而且常常充当跑腿，寄送信件，捆扎包裹，在包装箱上标明符号，从

邮局取回信件。每天中午，这些“小学徒”挤满了邮局，等候汉堡的

邮件。但是，最糟糕的是，小学徒要为商行出现的每一笔款项上的

疏忽承担过错，因为充当全商行的替罪羊是他的义务。这三种人

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也迥然不同：小学徒多数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

他们在大声欢笑和无谓的喧闹中寻找乐趣；大学徒们热烈地谈论

一位糖商最近做成的大宗买卖，而且对这件事各人有各人的见解；

店员们听到一些不宜张扬的俏皮话而露出得意的笑容，并且能说

出有关在场的太太们的几件趣闻。

船离岸了。虽然不来梅的居民每天都有机会观赏这种场面，

然而这一次，不来梅人的好奇心仍然驱使一大群人从堤岸的每一

个高地观看我们开船。——但是，天气不佳：虽然我们的头上是

同样熟悉的、荷马所描绘的苍天，可是向着我们的这半边天，因为

没有按照不朽的众神的旨意每天擦洗，明显地蒙上了一层锈斑。

我的雪茄烟不止一次落上雨点，咝咝地就灭了。那些一直拿着雨

衣的公子哥儿，只好把雨衣穿上；太太们也撑开了伞。——要是

从威悉河上望去，当轮船驶离时，不来梅的景色显得十分秀丽：左

面是新建的城市及其长长的、种满树木的“拦河坝”；右面是一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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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悉河延伸的河堤，尽头是一座巨大的风车。往下就是不来梅荒

地；右边和左边都有柳树丛、沼泽草地、马铃薯地和许多红甘蓝菜

园。红甘蓝是不来梅人爱吃的蔬菜。

一个细高身材的海上保险公司助理经纪人，不顾雨骤风急，站

在驾驶台上同安闲地喝着咖啡的船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交谈。然

后他又急忙下了驾驶台，来到二等商人中间，向他们报告船长的重

要通知，店员和大学徒们差点儿为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打起架来，但

是他连头也没有转向他们，因为他今天只同那些可靠的商行对话。

这会儿，他已经匆匆忙忙下了驾驶台并报告说：“再过一刻钟，我们

就要到达费格萨克。”“费格萨克！”听到的人都兴奋地重复道。费

格萨克是不来梅荒地中的一块绿洲。那里有高达六十英尺的山

峦，不来梅人很喜欢把这里叫作“费格萨克的瑞士”。费格萨克确实

风景如画，或者，就象这里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是一幅“绝妙的”或

“甜蜜的”图画，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大概是想起了新近出售的一批

获得赢利的哈瓦那黄砂糖。从威悉河上望去，这地方非常迷人，河

上帆樯林立，遥遥可见，一部分船已陈旧过时，一部分是当地新建

造的。莱苏姆河就在这里注入威悉河，绝妙的、丘陵起伏的河岸镶

嵌在河的两侧，就象一位来自费格萨克近郊格龙村的教师以荣誉

向我担保的那样，看上去甚至富有浪漫色彩。一过费格萨克便是

一片沙海，但见它沙浪起伏，陡直地伸入威悉河。这里分布着一座

座不来梅贵族的别墅。苍翠的树木，确实使一小段威悉河岸增添

了秀色。然后，又是一如既往的乏味的景色。——我来到下层甲

板，在一间紧靠船舱的小房间里，发现一群“大学徒”正在竭力用恰

当的方式逗引裁缝的三个漂亮女儿。一群“小学徒”挤在门口，聚

精会神地听大学徒们闲聊。在他们后面站着这几个妇女的荣誉卫

６１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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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她们家里的老朋友，他正被这种胡闹气得直嘟哝。这种谈

话使我感到无聊，我又向上走去，并且登上驾驶台。这样高高地站

在人群之上，看着他们熙来攘往，听着下面传来的嗡嗡的说话声，

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站在上面，尤感清风宜人。连这里的雨水也

凉爽一些，无论如何总比从某一个庸夫俗子的雨伞上溅到你衣领

里的水滴要惬意得多。

最后，驶过一些平淡无奇的汉诺威式和奥登堡式的乡村以后，

又出现喜人的变化——布拉克自由港。这里的房屋和树木为停泊

在威悉河上的船只构成了一幅动人的背景。这里经常有相当大型

的海轮驶进来。再往下，特别是在没有岛屿隔开的地方，威悉河变

得宽广多了。——  轮船经过短暂停留以后继续前进，一个半小

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航程历时共约六小时。当不来梅港要塞

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所熟悉的一位书商吟咏了席勒的诗句，海上

保险公司经纪人在阅读《远洋运输和贸易报》，有一个商人在翻阅

最近一期的进口通报。轮船绕了一个大弯子，驶入盖斯特河；这条

小河在不来梅港附近注入威悉河。旅客们不顾船长的警告，挤在

船头，结果，不来梅独立的代表——“罗兰号”因潮水退到最低

水平而突然搁浅了。旅客散开了，机器开倒车，“罗兰号”顺利地

脱离了浅滩。

不来梅港是个新开辟的地方。１８２７年，不来梅向汉诺威购买

了一小块土地，花费巨款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港口。大批不来梅移

民渐次迁居到这里，目前该城居民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这里的

一切，从房屋建筑式样到居民的低地德意志方言，都是不来梅式

的。老派的不来梅人，也许对于用巨额捐款购买这块土地曾经表

示不满，现在看到这里如此美丽，如此合乎理想和如此富有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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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也就无法掩饰自己喜悦的心情了。从轮船码头上极目眺望，

整个地区一览无遗：美丽宽阔的沿岸大街，中央耸立着不太成功地

仿照古希腊罗马建筑式样建造的港口大厦；港湾里停满了船只；左

边，港湾的那边，有一座不大的要塞，里面驻扎着汉诺威的士兵；要

塞的砖墙极其明显地证明，它在这里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因此，

十分清楚，在这里谁也不能获准到要塞里面去，而这在任何普鲁士

城堡是不难做到的。——  我们冒雨顺着沿岸大街走去。城里的

情景不时通过一侧的小街映入我们的眼帘：一切都是按直角形排

列的，街道笔直，许多房屋尚未竣工。这种现代的城市规划是这个

城市同不来梅的唯一区别。由于天气不佳，加上教堂礼拜还未结

束，大街上和不来梅一样，也是静悄悄的。

我来到一艘大型的三桅舰上。舰甲板上有许多侨民在观看起

吊“舢板”。这里把有龙骨的因而适宜于航海的各种小艇都统称为

“舢板”。人们在没有离别祖国的海岸时，心情还是愉快的。但是，

当他们真正要永远离开德国土地时，当船舷上站满旅客的船只缓

缓地由港湾向停泊场开去并且在那儿扬帆出海时，我看出他们的

心情是沉重的。他们大部分是德国人，有着诚实开朗而毫不虚伪

的面孔，坚强有力的双手。只要在这些人中间呆上一分钟，只要看

一看他们彼此之间那种亲切的关系，就足以明白，离别自己的祖

国，移居到金元和原始森林之国去的人的确不是最坏的人。圣训

说：留在家园，诚实地谋生。①这句话仿佛是特意为德国人说的。但

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那些想诚实谋生的人至少往往是到美国

去。驱使这些人到异乡去的决不总是饥饿，更不用说是利欲；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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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前往的是德国农民处于农奴依附地位和自由之间的不稳定境

况，是世代相传的屈从地位以及世袭法庭１０１的专横暴戾；这一切使

得农民在下决心离开祖国以前饮食无味，梦寐不安。

乘这艘船走的是萨克森人。我们顺着扶梯走下去，想看一看

船内的情况。休息室里的陈设极为优雅、舒适：四四方方的小房

间，一切摆设都象贵族沙龙里那样雅致，都是红木描金的。休息室

对面一间间小巧舒适的船舱里是旅客铺位。一股火腿味从仓库透

过敞着的门向我们扑来。我们只好又回到上层甲板，想顺着另一

架梯子到中间一层甲板上去。“可是，那儿底下是可怕的”①，——

当我们重新回到上面来的时候，我的旅伴们一直在念着这句诗。

在中层甲板的底下有一群贫民，他们付不起九十塔勒的船舱费；还

有一群人，在他们面前人们是不脱帽的，有人说他们举止粗野，有

人说他们没有教养。另外就是平民，他们一无所有，却是一个国王

在自己的国家中所能拥有的精华，也恰恰是他们在美国原封不动

地保存了德国人的气质。是城市里的德国人使美国人对我们民族

抱有一种鄙视的怜悯心。德国商人引以自豪的就是他抛弃了一切

德国的东西，成为一个十足的模仿美国佬的人。如果人们不再把

这班卑劣的家伙当作德国人，他们会感到幸运，他们甚至用英语和

自己的同胞说话，当他们回到德国时，就更是把自己装扮得象美国

佬，不来梅大街上常常可以听到英语，但是如果把讲英语的人当成

英国人或美国佬，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人或美国佬到德国时，为

了学习我们的困难的语言，倒总是讲德语的，而那些讲英语的都是

在美国呆过的德国人。只有德国的农民，也许还有沿海城市的手

９１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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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者，才非常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习俗和语言。原始森林、

阿勒格尼山脉和大江大河把他们同美国佬隔开，他们在合众国的

心脏地区建设一个新的、自由的德意志。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

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只有城里才讲英语，而在乡下所有的人

都讲德语。德国人在自己的新的祖国获得了新的道德，同时也没

有抛弃旧有的道德。德国人的行会精神在这里发展成为政治上自

由的协作精神，它坚决要求政府在德国人居住区的诉讼程序中使

用德语。他们创办了一份又一份德文报纸，报纸一致赞同审慎地、

冷静地争取发展现有的自由因素。他们的力量的最好标志是，他

们使曾经遍布各州的“土著美国人”党１０２又抬头了；这个党竭力阻

挠外国移民入境，不给移民以公民权。

“可是，那儿底下是可怕的”。中间一层甲板上放满了铺位，一

张紧挨着一张，甚至一张摞着一张。舱里，男人、妇女和小孩，象马

路上的石块并排躺着，病人挨着健康的人，空气窒闷。每动一步都

会碰上一堆堆衣服、家用杂物之类的东西。这里小孩哭，那边有人

从铺上抬起头。一片悲惨的景象！假如持续不断的暴风雨搅得海

天不分，海浪冲过上层甲板，以致连唯一透入新鲜空气的舷窗也不

能打开，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啊！而在不来梅的船上，一切安

排得多少还让人呆得下去。途经哈佛尔的大多数人情况如何是众

所周知的。接着，我们走访了另一艘美国船。船上正在做饭，站在

旁边的一个德国妇女看着糟糕的食品以及更糟糕的烹调方法，痛

苦地流着泪说，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家里好。

我们回到了旅馆。角落里坐着我们剧院的主要女演员和她的

丈夫——该剧院的一个了不起的人，以及其他几个演员。其余都

是些很普通的人。我开始翻阅放在桌上的报刊，其中最有意思的

０２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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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来梅商业年报。我拿来看了一下，读到下面一段话：

“对于咖啡豆的需求，是在夏天和秋天，直至冬天市场开始出现比较萧条

的情绪。砂糖销路稳定，但与此有关的真实思想只是在更大宗货物到达时才

出现。”

当一个可怜的作家看到交易所经纪人的文体中夹杂有不仅来

自现代小说，而且还有来自哲学的表达方式时，他该说些什么啊！

谁能料到，在商业报告中竟会出现情绪和思想呢！我翻过一页，发

现了这样的说明：

“优质、中等、普通、地道的多米尼加咖啡豆。”

我请教了在场的一个不来梅大船主的雇员，问他优质这个标

志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请看一看样品，这是我刚从我们的一

批进货中拿出来的。这个名称是同这种商品大致相符的。”我立刻

断定，优质、中等、普通、地道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一种产自海

地岛的咖啡豆，淡灰绿色，一磅咖啡豆里有十五洛特好豆粒，十

洛特黑豆粒和七洛特的土、小石子以及其他杂质。这样，我又了

解了海尔梅斯的许多其他奥秘。中午以前的这段时间我就这样度

过了。午餐极为平常。饭后，铃声召唤我们回到船上。雨终于停

了。船离开盖斯特，刚“进入航道”时，乌云消散，阳光灿烂，晒

着我们仍然湿漉漉的衣服。大家感到惊奇的是，船没有溯流而上，

却向着下游，向着一艘傲慢的三桅船刚刚抛锚的停泊场开去。我

们一到河中心，浪就大了，船明显地摇晃起来。当大海已经临近

的最初征兆出现时，凡是在海上呆过的人，有谁不感到自己的心

脏在剧烈地跳动啊！一瞬间，你仿佛又来到咆哮的汪洋大海，置

身于深沉碧透的海波之中，进入这太阳、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的

绝妙的天光水色之中，情不自禁地又随着轮船摆动的节奏而摇晃

１２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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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女士们的看法却不同，她们吓得面面相觑，脸色苍白；这时

轮船如同英国人所形容的那样，“大献殷勤”，在一艘新到的船旁边

绕了半个圈，并在船上接待了该船的船长。当船长一登上轮船舷

梯，海上保险公司助理经纪人对几个站在船头想看而又看不到船

名的旅客说，根据船旗上的号码判断，这艘船是“玛丽亚号”，船长

是勒伊特尔，而且根据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的登记簿就可以知道，

该船是哪一天从古巴的特里尼达开出的。我们这位海上保险公司

助理经纪人迎着船长走去，以一副保护者的姿态握了握他的手，打

听他的航向、运载的货物，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和他闲聊了很长时

间，这时我却听着一个书商在对裁缝的那几个半是幼稚、半是卖弄

风骚的女儿百般恭维。

夕阳西下，瑰丽壮观。太阳宛如一个通红的火球挂在云丝织

成的网上；网线仿佛已经燃烧起来了，因此时刻都可以预料：云网

就要烧毁，太阳就要咝咝作响地掉进水中！可是，它却安然落在树

丛后面了，那树丛犹如摩西所见的烧不坏的荆棘１０３一样。确实，这

里也和那儿一样，听到了上帝的大声呼叫！但是，一个有反对派情

绪的不来梅人却妄图以其乌鸦般的沙哑叫声来压倒上帝。这位贤

哲竭力向自己身旁的一个人证明，把威悉河河道加深，让大型船只

也能通过，要比建设不来梅港更加合理，遗憾的是，在这里反对派

的不断出现，与其说这是由于认识到贵族阶级阻挠建立一个理性

国家，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忌妒贵族掌权。而且反对派如此目光短

浅，同他们谈论不来梅的事情，就象同最严酷的上院拥护者谈论不

来梅的事情一样困难。——两派越来越相信，象不来梅这样一些

小邦已经过时了，它们即使加入一个强大的联邦，也不得不过着一

种外表上是依附的、内里则是毫无生气的老朽的生活。——瞧，

２２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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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到达不来梅了。与我们的“教会纠纷”有牵连的圣安斯加

里乌斯教堂的高高的塔楼矗立在沼泽和荒原的上空。我们很快来

到绵延于威悉河右岸的高大的货栈面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７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８月１７—２１日《知识界晨报》

第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和２００号，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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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

我们前面放着两篇讲道稿，它们激怒了一向笃信上帝的不来

梅人，致使他们不准爱北斐特的热诚信仰者弗·威·克鲁马赫尔

继续在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讲道。１０４如果说，在仅仅称上帝为宇宙

之父和最高存在的一般讲道稿中常常可以发现水分太多，那么在

克鲁马赫尔的上述演说中却含有碱，明矾，甚至还有硝酸。这些演

说读起来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在这里也发生了传教士从讲坛上向

教友呼吁的创举，它们表明，克鲁马赫尔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富有

创造性的、想象力丰富的狂信者。他这些激烈的言词是否出自他

对基督教的真正坚如磐石的信念，——这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克

鲁马赫尔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只是出于爱好才使用这种方式讲道，

而且不能放弃这种方式，因为福音派牧师细声细语谈论爱的时候

惯用的腔调和传教士讲道时惯用妇女爱听的腔调都是十分庸俗

的。如果克鲁马赫尔把讲坛变成宗教裁判者的宝座，他就歪曲了

这个讲坛的意义，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的教友能从这种讲道中

得到什么呢？除了虔诚主义９极端厌恶的宗教傲慢之外，什么也得

不到。谁对自己的教友仅仅要求他们有信念，谁只用一些同义词

来说明这条不可违背的训诫，而把讲道稿的其余部分用来辩论当

前的问题，那他就是在散布自负、高傲、正统的僵化思想，也就很少

去宣讲基督教的教义了。这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克鲁马赫尔正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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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条不紊地完成一项任务：把基督教的淳朴变成高傲。聪明、才

智、幻想、诗才、艺术和科学在上帝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这种

说法在他看来是老生常谈。

他说：

“天国感到高兴的不是诗人的诞生，而是误入歧途者的觉醒。”

他向自己教友中精神最贫乏的人描绘他所能具有的重要性：

这种人必然觉得自己比克鲁马赫尔在讲道中动辄予以革出教门的

康德、黑格尔、施特劳斯等人更高尚和更聪明。克鲁马赫尔的最隐

秘的实质不就是由被抑制的虚荣心和出人头地的意图形成的吗？

有许多人想往高处走，过去依靠勤奋、劳动和天才未能达到，现在

就希望以非常虔诚的信仰来达到这永恒的顶峰。有些人正是想这

样来说明克鲁马赫尔在不断地抨击世界上著名的一切事物。十分

遗憾的是，这两篇讲道稿中很少有使人变温和的成分，很少有动人

之处、亲切的话语、真正的痛苦等等。这样一个倔强和热诚的人不

可能熟悉爱的主题。同时，我们在这两篇讲道稿中还找到一些段

落，使我们再次谅解这个人的奇怪性格。在我们这里，如此妙语连

篇的讲道是少见的，例如：

“是的，朋友们，在那遥远的海岸上暴风雨怒吼的地方，在那忧郁的月亮

升起、静静的繁星悲伤地望着大地的地方，世界还没有终止。在这个世界的外

面还有一个遥远的、光明的世界。啊，那里比这儿美好。那里再也没有人要拿

着玫瑰花去扫墓，那里爱情再也不遭受离别之苦，那里欢乐的杯子里已经没

有一滴苦酒。这样一个世界存在着，就象眼见到〈？〉耶稣基督升天一样真实。”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９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９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１４９期，未署名

５２１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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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悼伊默曼之死

  我们高唱着德国的壮歌，

饮着西班牙的美酒，

远处的田野现出微明，

彻夜不眠的双眼疲惫困倦。

初现的阳光投入帐篷，

照见我们的酒杯空空……

是时候了，辽阔的大地又在向我们召唤，

骏马驮着我们，继续朝前赶。

我们赶回自己的家园，

沁人的晨风把深夜的乌烟浊气驱散，

歌声还回响在耳边，

新的一天还未被烦恼纠缠。

圣洁的阳光照亮了潺潺流水，

照亮了树木和绿草如茵的草甸；

目光贪婪地仰望着初升的太阳，

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苍天。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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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儿顷刻间把我们送到了家，

又开始了一天沉重的苦役……

拿报来！我从人民生活的源泉中，

汲取新的勇气。

俄罗斯人、布列吞人和永处困境的土耳其人与我何干——

德意志啊，你用什么把我款待？

啊，他死了！我不相信自己的双眼……

我的伊默曼，你竟把我们抛开！

刚强的满腔义愤的心上人啊！

正当我们获知你有光辉的才干，

而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正当你象席勒一样，

由于人民的爱戴而得到普遍称赞；

正当你那不朽的美的形象，

在人们的心田大放异彩，

为什么你却永远安息，离开人间？

你独自生活在诗歌的森林之中，

远离那尘世的喧嚷，

你独自在莱茵河上，

为人民谱写了多少瑰丽的诗章。

你摆脱了尘世的浮华，

你花园中的花儿向你致意，

你在世时就成了传说，

７２１悼伊默曼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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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小的人们已把你遗忘。

芸芸众生，

根本不懂那使诗人激动的魅力，

你说，他们又怎能关心

是谁在开辟自己的途径？

啊！你现在已经死去，

你与自身进行了残酷的斗争；

你在内讧中成长，

你又同内讧进行了单枪匹马的、勇敢的斗争。

长夜漫漫，

德国诗坛一片黑暗，

照耀我们的曙光还未出现，

你就在与自身斗争，通宵达旦。

七月的惊雷①

震撼着你寓所的墙垣，

你为了埋葬痛苦的往事，

创造了《模仿者》１０５这样的长篇。

为了下一代，

你献出一腔不灭的热情，

他们承认你才华横溢，

８２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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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创作拍手欢迎。

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到你的身边，

默默不语地坐在你的脚下，

聆听着你清泉般的诗歌，

凝视着你那饱含激情的眼睛。

人民来到你的面前，

鞠躬致敬，衷心怀念，

把鲜艳的花环奉献，

我的伊默曼啊！

你隐在何方？

永别了，没有你，我们多么孤单！

你知道，谁能和你媲美！

但是我立誓要做一个象你这样的德国人，

坚定、刚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９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知识界晨报》

第２４３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９２１悼伊默曼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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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来 梅 通 讯］

唯理论和虔诚主义

９月于不来梅

终于出现了一份材料，它超出了茶会上闲聊的范围，它使我们

自由城邦１００的全体公众都感到激动，以至每个人都得表示“赞成”

或“反对”，它甚至为最严肃的人也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时代苍穹

中的雷鸣响彻不来梅的上空；在这里，在北德意志正统信仰的首府

也爆发了一场斗争：更自由地还是更有限制地解释基督教。汉堡、

加塞尔和马格德堡开始发出的呼声在不来梅得到了回响。简言

之，事情是这样的：弗·威·克鲁马赫尔牧师，这位乌培河谷的加

尔文教徒１１的教皇，这位先定学说的圣米迦勒，在这里探望双亲并

两次在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替他的父亲①讲道
１０４
。在第一次讲道

中谈的是他喜爱的概念即末日审判；在第二次讲道中谈的是使徒

保罗达加拉太人书中关于把有不同信仰的人革出教门的章句②。

这两篇讲道稿具有炽烈的雄辩力、富有诗意的然而并非总是高雅

０３１

①

② 圣经《新约·保罗达加拉太人书》。——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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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动描绘，这位天才的演说家就因这两篇讲道稿而出名。然而

这两篇讲道稿，特别是后一篇，诅咒了持不同思想的人，这在粗

俗的神秘主义者身上是意料中的事。教堂的讲坛变成了宗教裁判

所的首席宝座，从这里发出了对所有神学派别永无止境的诅咒，不

管宗教裁判者是否了解这些派别；凡是不把深奥的神秘主义当作

绝对的基督教的人都被交付魔鬼。然而克鲁马赫尔借助于看来极

其幼稚的诡辩术一直躲在使徒保罗的身后。“这决不是我在这里诅

咒！不是！孩子们，醒醒吧！这是使徒保罗在诅咒啊！”最糟糕的

是，使徒是用希腊文写作的，因此学者们直到今天仍然无法理解

他的某些语句的含义。他的书信中所说的革出教门就属于这种模

棱两可的语句；克鲁马赫尔不加思索地硬说它具有最严厉的意思，

即要求永远堕入地狱。上述教堂讲坛上的唯理论１０６的主要代表帕

尼埃尔牧师，不幸用比较温和的意思解释了这个词，竟成了克鲁

马赫尔观点的敌人。因此，他进行了反讲道１０７。关于他的信念，怎

么想都可以，对他的品行却不能提出任何有根据的责备。克鲁马

赫尔无法否认，他在写讲道稿的时候，不仅针对教会中大多数持

唯理论立场的成员，而且首先是针对帕尼埃尔的。他无法否认，他

作为客座牧师使教区反对本区的专职牧师，这是极不策略的。他

应该承认，这是自食其果。在不来梅，连最粗俗的唯理论者都象

怕鬼似的害怕伏尔泰和卢梭，克鲁马赫尔辱骂他们有什么用呢？对

于思辨神学，他的全体听众除两三人外都象他本人一样是外行，他

诅咒这种神学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竭力掩饰讲道中完全确定的、甚

至是个人的倾向性，又是什么呢？帕尼埃尔的反讲道贯穿了保路

斯的唯理论精神，尽管反讲道的结构是经过令人赞许的认真考虑

的，尽管讲得慷慨激昂，仍然带有这一派的全部缺陷。他讲得既

１３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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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又噜噜苏苏，偶尔出现一点诗的激情，也会令人想起

纺纱机的嗡嗡声，而对讲道稿的处理则令人想起顺势疗法的浸剂。

克鲁马赫尔的三句话中的独创性超过了他对手的三次讲道中的独

创性。在距离不来梅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住着一个虔诚主义的乡

村牧师①，他在才智上大大超过自己的农民，所以自认为是最伟大

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之一。他出版了反对帕尼埃尔的论文１０８，他

在论文中开动了上一世纪一位神学语文学家的全部机器。这位心

地善良的乡村牧师在科学领域中的盲目无知遭到一本匿名小册

子１０９的令人十分难堪的嘲笑。一个不知名的作者
②——此人被认

为是本市一位有功的学者，他的名字在我前一篇通讯③中不止一

次被提到——以博学多才的气概向这位英明的“乡村神言”代表

指出论文中的全部无稽之谈，这些无稽之谈是作者煞费苦心从

一些早已无人问津的书籍中搜集来的。克鲁马赫尔出版了《神学

答辩》１１０来驳斥帕尼埃尔的反讲道。他在书中对帕尼埃尔进行公

开的人身攻击，而且他采用的形式使得对敌人的粗野语言的全部

谴责都不起作用。克鲁马赫尔在他的《答辩》中，既巧妙地暴露

唯理论的特别是帕尼埃尔的最薄弱的方面，同时又笨拙地企图推

翻帕尼埃尔对圣经的解释。在这次与虔诚主义的论争中，邻近的

一位传教士施利希特霍斯特的小册子写得最有份量。作者在小册

子中心平气和地、冷静地证实，唯理论的基础，特别是帕尼埃尔

牧师所宣传的东西的基础是康德的哲学；并且向帕尼埃尔提出疑

问：为什么帕尼埃尔不老实承认他的信仰的基础并不是圣经，而

２３１ 弗·恩格斯著作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编者注

威廉·恩斯特·韦伯。——编者注

约翰·尼古劳斯·蒂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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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象保路斯那样用康德哲学对圣经所作的解释？帕尼埃尔新写的

一本小册子１１１近日即将出版。哪怕这又是一本软弱无力的书，但

是作者已经震动了墨守成规的习气，迫使从前除自己以外什么都

可以信仰的不来梅人转向自身的理性。迄今为止，虔诚主义９认为

它的对手被分为许多派别是上帝的善行，但愿它终究会感到，在

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

战线。

航行规划。剧院。军事演习

９月于不来梅

目前，这里流传着一个计划，完成这个计划可能不只是对不来

梅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本地一位受到大家尊重的年轻商人不久

前从伦敦回来了，他在伦敦详细地了解过“阿基米得号”轮船的构

造。众所周知，该船是采用新发明的方法，借助阿基米得螺旋桨推

动的。船速大大超过了一般轮船。他曾经乘这艘船完成了围绕整

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试航，现在他想在一艘正在设计的轮船上

采用这个新发明，使纽约与不来梅之间保持迅速的、经常不断的往

来。我们这位第一流的造船家想自费承造船体，即所谓船壳，而机

器等等费用则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这一措施的重要性是人所共

知的。虽然我们有些帆力舰从巴尔的摩到不来梅只需要二十五

天，时间之短已属不可思议，但是这个速度要取决于风力，风也可

以使航行时间延长两倍。而一艘在顺风时配备有风帆的轮船，从

合众国的一个港湾到不来梅无疑总共只需要十一至十八天就够

３３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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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来往于德国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蒸汽邮船一旦通航，新设备无

疑将迅速被采用，并且会对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极其重大的

影响。用十四天时间就可以从德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到达纽约，这

已是指日可待了，从纽约出发用十四天时间可以游览合众国的全

部名胜，再用十四天时间又可以返回家园。有几列火车、几艘轮

船，事情就可以办到。自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从思维着的

精神中独立出来，人类便力图在肉体上也把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

放出来。

不久前，我们的剧院空前活跃。平时我们的舞台完全远离社

会。包座的人按期付款，只是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时，才偶尔

光顾一下剧院。现在，宰德尔曼来了，无论是演员，无论是观众，

都狂热起来。我们在不来梅对这种狂热还不习惯。尽管人们多么

抱怨歌剧的优势使得话剧无人问津，尽管上演席勒和歌德的剧本

时，剧院里空空荡荡，而大家都争着去听唐尼采蒂和梅尔卡丹特

的乐曲；但是，一旦话剧能通过自己的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取得

同样的胜利，到那时我们的舞台的昏睡病是可以治好的。我们观

看了宰德尔曼的演出，除了看他演出科采布和劳帕赫的剧本，还

看他扮演夏洛克、靡菲斯特斐勒司和菲力浦（《唐·卡洛斯》）的

角色。但是，如果由我来宣传他扮演这些角色时的遐迩闻名的演

技，这就象在大海中注入一滴水一样。

海尔布隆附近的军营的一幅小巧精致的图画为我们提供了奥

登堡—汉撒旅刚刚在本地与奥登堡州交界的地方举行的军事演习

的情形。据说，我们的部队攻占一个据点时表现勇猛，所有房屋

的玻璃都被猛烈的炮火震碎了。不来梅人高兴的是他们有了新的

娱乐场所。他们成群结队出城去观看这种有趣的场面，而他们的

４３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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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和兄弟们却在服兵役，在饮酒和歌声中度过平生最欢乐的夜

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９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１７和１９日

《知识界晨报》第２４９和２５０号

署名：弗·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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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海 伦 岛

片 断

    你是茫茫大海中一块高傲的礁石，

你是一个刚强铁汉的坟墓！

在这里，他回顾自己经历的岁月，

在这里，他经受了厄运的残酷折磨……

你是行将熄灭的残烛，

再也燃不起往日的熊熊之火；

上帝创造世界，

是为了看到自己的造物把你点燃，

当时，你们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一个战败的英雄①被放逐到这里，——

新世纪这个婴儿刚刚出世，

闪电就照亮了茫茫大地，

炮声扰乱了人们的理智，

灾难深重的儿女的悲啼，

在惨淡的空间消逝，

６３１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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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暴雨雷鸣的时代，

把这个天之骄子抛到这里，任人讽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１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１９１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７３１圣 海 伦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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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弗里特的故乡

那时在荷兰有一位富王的后裔，

父亲叫齐格蒙，母亲叫齐格琳，

富有的城堡远近驰名，

屹立在莱茵河下游，它的名字是克桑滕。

《尼贝龙根之歌》第２０节１１２

溯莱茵河而上，不能只参观科伦以上的地区。特别是德国青

年不应该象约翰牛①那样旅行：从鹿特丹到科伦，他一直闷在房舱

里，只是到了科伦才登上甲板，因为他认为从科伦到美因兹才是莱

茵河的全貌，他的莱茵河导游是从科伦开始的。德国青年应该选

择一个很少有人访问的地方作为自己瞻仰的目的地。我指的就是

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乡——克桑滕。

同科伦一样，克桑滕是罗马人建造的，中世纪时是一个外表不

起眼的小城市。然而，当科伦发展起来时，选侯国－大主教辖区就

以科伦命名。但是从宏伟而完整的克桑滕大教堂可以远眺荷兰的

沙质平原上平淡无奇的景象，而高大的科伦大教堂却只是一付骨

架子；克桑滕有齐格弗里特，而科伦只有圣汉诺，同《尼贝龙根之

歌》相比，《汉诺之歌》１１３就不值一谈了。

我从莱茵河来到了这里。我穿过破旧不堪的窄城门进入市

８３１

① 对英国人的谑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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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肮脏、狭窄的小巷把我引向令人喜爱的集市广场，从那儿我又

走向围墙上开着的门洞，这座围墙曾经把修道院的院子和教堂圈

在一起。门洞左右两侧的上方，在两个小塔的下面有两座浮雕，这

必然是两座齐格弗里特的像，与挂在每家大门上的护城神圣维克

多的画像很容易区别。英雄站在这里，身穿紧身鱼鳞铠甲，手执

长矛。右边的雕像把长矛刺入龙口；左边的雕像把“厉害的侏

儒”阿尔贝里希踩倒在地。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廉·格林的德国

英雄传奇１１４几乎收集了齐格弗里特的全部材料，却没有提到这两

座雕像。除此以外，我也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这两座雕像

的记载，但是它们也算是把中世纪的传说同一定的地方联系起来

的最重要的证明。

我穿过回声飘荡的哥特式拱形门道，来到教堂前面。希腊式

的建筑使人感到明快，摩尔式的建筑使人觉得忧郁，哥特式的建筑

神圣得令人心醉神迷；希腊式的建筑风格象艳阳天，摩尔式的建筑

风格象星光闪烁的黄昏，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象朝霞。在这里，在这

座教堂面前，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哥特式建筑的威严气势。但

是，哥特式教堂如果也象科伦大教堂那样，座落在现代化的建筑群

中，或者竟象北德意志城市的教堂那样，被许多燕窝式的房屋所包

围，那就不会给人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哥特式教堂应当位于林木

繁茂的群山之间，象贝尔格区阿尔滕贝格的教堂那样，至少也应当

象克桑滕的大教堂那样脱离一切外国式的、现代的东西，置于修道

院的围墙和古老的建筑中间。只有在那里，才能深刻地感觉到，任

何一个世纪如果集中全部力量完成某项重大任务，它就一定有所

建树。假如面积宽广的科伦大教堂也象克桑滕的教堂一样周围开

阔，放眼四望，一览无遗，那么，十九世纪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它

９３１齐格弗里特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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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发挥全部聪明才智，也不能建成这样的建筑物。这样的宗教

功绩，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因此，就连弗赖太太这个在中世纪本

来会是一个最普通的人物，也使我们惊叹不已。

我走进教堂，那里正在做大弥撒。从唱诗班那里传来了风琴

声，它象一支能征服人心的欢呼的大军，穿过回声震荡的中厅，随

后渐渐消散在教堂回廊的深处。十九世纪的儿子啊，让琴声征服

你的心灵吧，因为比你更强悍、更奔放的人也被这些声响征服了！

它把古老的日耳曼诸神从他们的神林里赶了出来，它带领着伟大

时代的英雄们越过澎湃的大海，穿过沙漠，并且把他们的不可征服

的子孙引向耶路撒冷，他们是满腔热血的渴望有所作为的世纪的

影子！但是长号宣告了化身的奇迹，当牧师举起锃亮的圣餐盘，而

教民们的精神已沉醉于信仰之酒的时候，你就冲出去吧，拯救自己

吧，把自己的思想从淹没了教堂的感情之海中拯救出来，到教堂外

面向上帝祈祷吧，因为他的大厦不是凡人的双手建造的，他的气息

渗透了全世界，他要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他的精神和真理。

我非常激动地从教堂出来，打听往这座小城市唯一的那家旅

馆怎么走。当我进入旅馆的休息室时，我感到我就在荷兰附近。一

个奇怪的混合体的展览会：挂在墙上的画和铜版画，刻在窗玻璃上

的风景，放在镜子前面的金鱼、孔雀羽毛和热带植物的叶脉。这就

十分清楚地表明这家旅馆的主人以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而感到

骄傲。这种猎奇狂是荷兰人的恶习，它使毫无鉴赏力的人良莠不

分地把许多艺术作品和大自然产物搜集身边，而且在一间摆满类

似废物的房间里，感到得其所哉。但是，当善良的主人把我领进他

的所谓绘画陈列室时，我是多么惊讶！这是一间小房间，墙上挂满

了廉价的画，尽管主人硬说，沙多讲过，有一幅显然比其他的画漂

０４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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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得多的肖像画是某个汉斯·霍尔拜因画的。扬·范·卡尔卡尔

（卡尔卡尔也是邻近一座小城）画的教堂祭坛色彩鲜艳，也许行家

会感兴趣。可是这个房间里还要怎么装饰呢！棕榈树叶，珊瑚枝以

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堆满了每个角落；到处都扔着蜥蜴的标本，壁炉

上放着几个用荷兰常见的各色海贝镶嵌的像；一个角落放着科伦

的瓦尔拉夫的胸像，胸像下面挂着一个象木乃伊一样干枯的死猫，

猫的前爪不偏不倚正撑在一幅画中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脸

部。要是我的哪一位读者有朝一日前来克桑滕时也正好住在城里

这家唯一的旅馆，请他向这位殷勤好客的旅馆主人要求看一看他

那块古希腊罗马的美玉；这位主人拥有一个用蛋白石雕刻的精美

绝伦的黛安娜像，它的价值高于他所搜集的全部绘画。

到了克桑滕千万不要忘记去看看公证人霍本先生的收藏品。

这里几乎汇集了古代野营１１５的全部出土文物。他的收藏品是很有

趣的，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艺术价值，这在古代野营这样一个兵营

里也是可以预料的。在这里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美玉分散在城内各

处；唯一比较大的雕塑纪念品，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旅馆主人拥有的

一个高三英尺的斯芬克斯像。它是用普通的砂岩雕成的，保存得

并不好。再说，它从来就没好看过。

我出了城，登上一座砂岩山岗，这是方圆左近唯一的天然高

地。传说齐格弗里特的城堡就建立在这个山岗上。我在松树林的

入口坐了下来，俯瞰山下的城市。城市四周是堤坝，它就象座落在

盆地中间，只有教堂巍然耸立在盆地的边缘。右边是以宽阔的、波

光粼粼的支流环抱着一个绿岛的莱茵河，左边，在蔚蓝色的远方，

是克莱弗的群山。

齐格弗里特的传说中究竟是哪一点如此强烈地打动了我们

１４１齐格弗里特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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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不是故事情节本身，也不是置年轻的英雄于死地的那个最卑鄙

的背叛行径，而是齐格弗里特这个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齐格弗里特是德国青年的代表。我们所有的人，还怀着一颗尚未

被生活的艰辛所制服的心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心中

都同样渴望有所作为，同样感到要反抗使齐格弗里特离开他父亲

城堡的那些旧习惯势力。我们都深恶痛绝那种永无休止的思前虑

后，那种对敢作敢为的市侩式恐惧。我们要走出去，跨入自由的天

地，冲决谨小慎微的束缚，为夺取生活的桂冠，为有所作为而奋斗。

凡夫俗子也关心巨人和龙的故事，特别是教会和国家方面的事。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代了，我们被投入人称学校的监牢，在那

里我们不是战斗，而是不无讽刺地必须把“战斗”这个动词用希腊

语列出它全部的式和时态变化。而当我们摆脱了学校的严格纪

律，我们也就落入本世纪的女神——警察的怀抱。你思考的时候，

有警察；你讲话的时候，有警察；你走路、骑马、旅行的时候，也有警

察。护照、居住证、海关税单——让魔鬼去跟巨人和龙斗吧！他们

留给我们的只是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子，是练习击剑用的轻剑，而不

是利剑，但是，如果击剑不用利剑，那么用轻剑击剑又有什么用呢？

而且，即使你们终于冲破了束缚，即使市侩习气和冷漠态度终于被

克服，即使有所作为的迫切愿望得以抒发——你们是否就能在莱

茵河对岸看到威塞尔的塔楼呢？人称德国自由堡垒的那座城市的

城防要塞已变成德国青年的坟墓。它正位于最伟大的德国青年的

摇篮的对面！谁曾被关押在那里？是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白白地学

会击剑的大学生们——简言之，就是一批决斗者和蛊惑者１１６。现

在，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次大赦１１７后，我们可以说，这次

大赦不仅是一次宽大为怀的行动，也是一次正义的行动。应当承

２４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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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国家必须对这些团体采取行动是有其先决条件，特别是有其必

要性的，然而一切认为国家的兴旺并不在于人们盲目听从和绝对

服从的人，他们都会同意我的观点：这样来对待这些团体的参加

者，那就得恢复他们的荣誉和尊严。蛊惑者的团体在复辟王朝时

期４１和在七月的日子以后出现，是可以理解的，正如现在它们不可

能出现，同样是可以理解的。究竟当时是谁压制了每一项自由的

活动，是谁决定了对年轻心脏的跳动实行“临时的”监护？还有，那

些不幸者的遭遇又是怎样的？有谁能否认，这一诉讼案件正是为了

彻底揭露纸上的和秘密的诉讼程序的一切害处和弊病，为了指出

这种矛盾状况：危害国家的罪行是由领取薪俸的国家官吏而不是

由独立的陪审员根据起诉进行审判？又有谁能否认，整个宣判是概

括地，就象商人所说的，是批发或“批发式”地进行的？

我要向莱茵河走去，谛听晚霞映照的波浪向哺育齐格弗里特

的大地诉说他在伏尔姆斯的陵墓，诉说已经沉没的财宝。可能，某

一个善良的仙女摩尔根娜为我又重新建起齐格弗里特官，或者向

我指明齐格弗里特的十九世纪的子孙应当完成哪些英雄业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１９７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３４１齐格弗里特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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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１１８

老阿伦特就象传说中忠实的埃卡尔特１１９一样，站在莱茵河畔

告诫那些德国青年，他们多年来凝神观望着法国维纳斯山以及从

山顶上向他们招手的热情迷人的女郎——思想。但是，狂放的青

年并不理睬这位老勇士的告诫，一味向那座高山飞奔而去，而且，

他们没有象海涅笔下的新汤豪塞那样，筋疲力竭，卧倒不起。

这就是阿伦特对待当今德国青年的态度。尽管青年们全都对

他十分尊敬，他对于德国生活的理想却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

向往更多的行动自由，更饱满、更充沛的生命力，希望那流着德意

志心血的世界历史大动脉有更猛烈的悸动。由此产生了对法国的

同情，自然，这不是法国人想入非非的那种恭敬从命的同情，它更

高尚、更自由，这种同情的性质，白尔尼在《吞食法国人的人》２８一

书中曾经同条顿化的片面性作过极妙的对比。

阿伦特感到，现代同他格格不入，现代不是由于他的思想才尊

敬他，而是由于他那刚毅果断的个性才尊敬他的思想。因此对他

这样一个既有才华和信念而且饱经沧桑的人来说，给自己的人民

留下一座关于自己的成长过程、思想方法以及自己时代的纪念碑，

已经是义不容辞的了。这一点他已经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忆往

事》中实现了。

暂且撇开阿伦特这本书的思想倾向不谈，从美学上来看，这本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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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当然也是最有趣的出版物之一。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很久没

有听到过这样简练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了。这种语言应当不断

影响我们青年一代中的许多人。严密坚实总比软弱无力好些！确

实有这样一些作者，他们认为，现代风格的本质就在于把语言的突

起的肌肉、绷紧的经络都裹上一层美丽柔和的皮肉，甚至要冒着显

出女子气质的危险。不，我觉得阿伦特风格的男子气质的结构总

比某些“现代”修辞学家软绵绵的格调好些。何况阿伦特已经尽量

避免了他１８１３年的同伴们所采用的奇特的风格，只有在非使用最

高级不可的时候（如南部罗马语那样），他的语言才偏于矫揉造作。

当前流行起令人生厌的夹用外来语的风气，这在阿伦特那里也是

找不到的。相反，他表示，在我们语言的树干上不嫁接外国语的分

枝也能过得去。的确，我们的思想大车在大部分行途中套上德国

的高头大马要比套上法国或希腊的马匹走得好些，而且对排除外

来语倾向的极端做法进行嘲笑并没有解决问题。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书的内容。该书大部分是以诗情画

意的手法描绘青年生活的田园诗。象阿伦特那样度过自己青年时

期的人，倒是要永远感谢上帝呢！不是在个人的欢乐被整体利益

所扼杀的大城市的尘土中，也不是在摧残幼芽的孤儿院和慈善教

养所中，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户外、在田野和森林中，大自

然塑造了这个钢铁般的男人，娇生惯养的一代惊讶地注视着他就

象注视着一位北方的勇士一样。阿伦特用来描述自己这段生活的

巨大表现力，几乎会使人产生一种想法：只要我们的作家能经历阿

伦特那样的田园生活，那么，一切田园诗式的艺术构思便都成为多

余的了。同我们的世纪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的是青年阿伦特那种把

德意志式的纯贞和斯巴达式的严格相结合的自我教育。这种严格

５４１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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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淳朴，完全摆脱了雅恩所特有的桀骜不驯，它正在低声哼着

“这总会对你有好处”，而把它推荐给我们娇生惯养的青年，是再好

也没有了。青年人象狂犬一样害怕冷水，稍微有点凉，便穿上三四

层衣服，还以体弱免服兵役为荣，好一个祖国的中流砥柱！现在，每

一座城市中，人们首先打听的是“最后一排房子的大门”①，在这样

一个时代来谈论纯贞，青年人认为是一种罪过。其实，我并不是一

个抽象的道德家，我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我永远不会谴

责抛弃的爱情；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

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在阿伦特这样的人

面前，实际上的纵欲者应当永远感到羞愧。

１８００年阿伦特就任替他安排的职务。拿破仑大军遍布欧洲，

随着法国人的皇帝的威力增长，阿伦特对他的憎恨也与时俱增；这

位格赖夫斯瓦尔德的教授以德国的名义抗议压迫，从而被迫出走。

最后，德国人民奋起战斗，阿伦特才回来。书的这一部分本来可

望叙述得更加详尽一些，然而阿伦特却谦逊地不谈国民自卫团和

它的行动。他应当比较详细地描写他参加当时运动的情况，并且

从他的主观立场出发来描述那些日子的历史，而别让我们去猜测

他当时不是无所作为的。以后的事件就处理得更简单了。这里应

当指出的是，一方面阿伦特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宗教领域的正统思

想，另一方面当他谈论自己被停职这件事时表现了神秘的、近乎

唯君命是从的甘愿受罚的姿态。但是，对此印象不佳的人，根据

最近报上刊登的阿伦特的声明——阿伦特把自己的复职看作公正

的行为，而不是看作恩赐——就可以确信他还是象以前一样坚定

６４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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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果敢。

但是，由于同时出版了许多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阿伦特的

这本书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第一

次重新奋起并且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伟大精神来对抗异族压迫的

那个光荣时代，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德国人也应

当念念不忘那个时代的战斗，从而使我们沉睡的人民意识振奋起

来。自然，这决不是象某个政党所理解的那种意思，认为一切已经

实现，可以戴上１８１３年的桂冠，对着历史的明镜扬扬自得地端详

一番了。意思正好相反。因为斗争的最重大的成果不是摆脱外国

的统治——完全靠在拿破仑这根擎天柱上的统治的极不自然状态

迟早必将自行垮台，——不是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斗争的事实

本身，是极少数同时代人明确感觉到的斗争的时机。我们意识到

丧失了民族视为神圣的东西，我们不等君主最仁慈的恩准就武装

了起来，我们甚至迫使统治者来领导我们①，总之，我们在一瞬间

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这些年

来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

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  

但是这股活动的力量很快就又消沉下去了！由于可诅咒的四分五

裂，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

噬，整个德国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

可能奠定象西班牙于１８１２年宪法１２０中为自己奠定的那种国家生

活的基础。相反，我们这些被压抑的心灵，没有经受住从“上层社

会”突然向我们洒下的象温和的春雨般的种种诺言，而且我们这些

７４１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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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人就没有想过，有一些诺言，从民族的观点来看，违背它们是不

可原谅的，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的。（？）然后，

召开了一系列会议１２１，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

自由的狂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回到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的旧

关系中去。谁要是还没有对旧日的抱负心灰意冷，谁要是还不能

抛掉对民族有影响的习惯，谁就会被时代的各种势力赶进条顿狂

的死胡同。只有少数几个卓绝非凡的人走出了迷宫，找到了通向

真正自由的道路。

条顿狂者想对解放战争的事实进行补充，还想把在物质上已

有独立地位的德国从外国人的精神霸权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因为

如此，条顿狂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而它用来自我炫耀的肯定的东

西，则埋没在一片模糊之中，而且再也没有从那里完整地冒出来，

就是那些表露为理性的东西，也大都是够荒谬的。它的整个世界

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

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条顿

狂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抽象。条顿狂摈弃了不是源于六

十四代纯粹德意志祖先、也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从而创造

了抽象的德国人。甚至在条顿狂身上看来好象是肯定的东西也都

是否定的东西，因为只有否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和这一世纪的发展

道路，才能把德国引向条顿狂的理想；因此，条顿狂总想把这个

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托伊托堡林山的

初期条顿精神的纯正中去。雅恩就代表了这种倾向的极端。这种

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

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幼芽。特别是针对法国人，——

法国人的入侵被击退了，而他们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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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掌握文明，——

破坏圣像崇拜的运动的满腔怒火大部分都是针对法国人的。革命

的伟大而永恒的成果被讥讽为“法国式的花招”，甚至被讥讽为“法

国式的诈骗”。谁也没有想过这个宏伟的人民事业同１８１３年人民

的崛起有相近之处。拿破仑带来的一切，即犹太人的解放、陪审法

庭、健全的民法代替罗马法典的烦琐条文——所有这一切都仅仅

由于倡导者个人而遭到谴责。仇视法国已经成了义务，任何一种

超越这种思想的观点，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于是，就连爱

国主义实质上也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在当时的斗争中祖国孤立

无援，而它却费了很大的劲去找出过尚辞藻的纯德语词语来代替

早已德语化了的外来语。如果这个倾向就是具体的德国的倾向，

如果它认为，德国人之成为德国人是由于两千年历史的发展，如果

它没有忽略我们的使命的最重要之点是充当欧洲历史天平上的指

针并且关注邻近各民族的发展，那么，它就会避免自己的各种错

误。——  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条顿狂曾经是我们民

族精神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且同它后续的阶段构成了对立面，

现代的世界观正是奠定在这个对立面上的。

条顿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

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

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唯理论是一致的，并且

同出一源，即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而条顿狂则最后导致神学上的

正统主义，几乎它所有的信徒（阿伦特、斯特芬斯、门采尔）都逐渐

走向这样的归宿。世界主义自由思想的片面性常常被它的对手揭

露——当然这种揭露也有其片面性，因此，我才有可能扼要地谈谈

这个倾向。七月革命最初仿佛是有利于这个倾向的，然而所有的

９４１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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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都利用了这一事件。条顿狂的真正的消灭，更确切些说，条顿

狂的生命力的真正的消灭，始于七月革命并且寓于七月革命。但

是同时，世界公民精神也开始瓦解，因为伟大的一周３７的最重要的

意义正在于恢复了法兰西民族作为大国的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民

族去争取更巩固的内部团结。

还在最近发生的这次世界动荡之前，就有两个人在埋头研究

德意志精神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的发展。这两个人生前几乎

素不相识，只是在他们死后人们方才认识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他们就是白尔尼和黑格尔。人们往往很不公正地给白尔尼贴上世

界主义者的标签，事实上，同他的敌人相比，他更是一个德国人。

《哈雷年鉴》杂志不久以前把“政治实践”这一论述同冯·弗洛伦库

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１２２；其实后者并不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正

象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１２３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他是站在条顿狂

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的相交点上，而且民族精神发展的最近几

个阶段也只是在表面上触及他。白尔尼才是个政治实践家，他的

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他撕下了条顿狂的徒有

虚表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

的世界主义的真面目。他用西得的话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

手，你怎么敢说呢？１２４谁也没有象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伟大。他

浑身都是生命，他浑身都是力量。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

取自由的行动。请不要在这里跟我谈“理性的规定”，“终极的范

畴”！白尔尼理解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及其使命的方式不是思辨的方

式。但是，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从

而他对思想做出的贡献比黑格尔主义者更大，后者当时正在默诵

黑格尔的《哲学全书》１２５，以为这样做就是对这个世纪做出了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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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正是白尔尼对问题的阐述表明他比平庸无奇的世界主义

高明。合理的片面性对白尔尼是必然的，正如过分的公式主义对

黑格尔也是必然的一样。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在《巴黎来

信》２０那些略显粗鲁而且往往似是而非的原理背后便什么也看不

见了。

和白尔尼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很有思

想的人，他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体系献给了国家。当局没有下功夫

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风。当局

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

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

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要知道，黑格尔本人就是

那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统派，他的论战的锋芒直指政府所不赞同

的流派，直指唯理论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可是，掌舵的老爷们

并没有看出，这些流派所以被制服仅仅是为了让位给更优秀的流

派；他们并没有看出，新的学说必须先得到国民的承认才能扎根，

然后才能自由发展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原则。当白尔尼攻击黑格尔

的时候，他从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局庇护黑格

尔，差一点就把黑格尔学说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这就使自己陷入

了窘境，显然现在也后悔这样做了。而阿尔坦施泰因，这个显然是

属于比较自由主义的时代、观点比较先进的人，难道能够那样自由

行动，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黑格尔死后，新

鲜的生活气息触及他的学说，从“普鲁士国家哲学”中萌发出一些

幼芽，这些幼芽是任何一个流派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施特劳斯

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

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了灿烂的思想明星。这些明星必

１５１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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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耀着世界的运动。人们尽可以指责卢格的美学评论，说它索

然无味，局限于教条的框框；然而使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

精神一致起来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民族的尊敬，则仍然是卢

格的功绩。甘斯只是间接地做了这一工作，把历史哲学的研究推

进到现在；卢格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科本支持他

的看法；两个人都不怕被人敌视，继续走自己的路，甚至面临学派

分裂的危险也不停步，正因为如此，荣誉应当归于他们的敢作敢

为！新黑格尔主义固有的对观念抱热情而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一座

独一无二的堡垒，当得到上面支持的反动派对自由思想者暂时占

了上风，他们就可以安然退入这座堡垒。

这就是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而我们时代的任务就

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在青年黑格尔学

派中已经有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的

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思想和行动相结

合这一点，部分地是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部分地是还没有深入

到民族之中。从某些方面来看，白尔尼仍然被看作是黑格尔的直

接对立面；正如不应当按照黑格尔体系的纯理论方面来谈论他对

现代的实际意义（不是他的永世长存的哲学意义）一样，对待白尔

尼也不应当只是肤浅地批评他的片面性和狂妄，尽管这些东西从

来没有被否定过。

我想，这已经足以说明条顿狂同我们时代的关系，现在就可以

象阿伦特在书中对条顿狂所作的分析那样，对它的各个方面作详

细的评论了。把阿伦特同今天的一代人分割开来的鸿沟最明显地

表现在：在他看来，国家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东西正是我们要为之付

出鲜血和生命的东西。阿伦特宣布自己是坚定的君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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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算是这样吧。至于是立宪君主主义者呢，还是专制君主

主义者，他可闭口不谈。差别就在这里：阿伦特和他的全体伙伴们

都认为，国家的幸福就在于君主和人民彼此真诚相爱，致力于谋求

普遍的幸福。相反，我们则坚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

系，在它能够成为并且保持这种亲善的关系之前，首先应当在法律

上确立起来。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哪有一个君主会坏到

不爱自己的臣民，而且这个君主之不被人爱——我在这里指的是

德国——就因为他是人民的君主？又有哪一个君主敢于夸口说，从

１８１５年以来，他就已经使自己的人民大大地前进了呢？我们现在

拥有的一切，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尽管受到控制和监督，这

一切难道不是我们的吗？可以大谈君主和人民的爱，而且，自从

写出《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这首歌的伟大诗人１２６唱着“自由

人的爱保卫着众诸侯高高在上的险峰”以来，对这个题目不知有

过多少永无休止的无稽之谈。可以把目前从某一方面威胁着我们

的那种统治方式称为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反动。造就高等贵族的

世袭法庭１０１，使“可尊敬的”市民等级重新恢复的行会，对一切所

谓历史幼芽的支持，这些幼芽其实不过是些修剪下来的枯枝残茎

而已。

然而，条顿狂不仅在这一点上被顽固的反动派骗取了自己的

思想自由，就连它关于国家体制的观念，也是《柏林政治周刊》的

先生们授意的。使人痛心的是，稳健而冷静的阿伦特居然也被

“有机国家”这种思辨的闪光物所迷惑。关于历史发展、关于利用

现有形势和关于有机体等等说法，在当时想必具有我们想象不到

的魔力，因为我们看到，这大部分是些漂亮的词句，并非当真代

表它们的原意。我们正是要铲除这些幻影。你们是怎样理解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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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呢？有机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它的体制在若干世纪中随

着民族一起并且从民族内部发展起来，而不是从理论中构思出来

的。很好，那就运用于德国吧！要知道，这个有机体就在于国家

的公民分为贵族、市民和农民以及相应而来的一切。这一切都应

当在萌芽时期就包括在“有机体”这个词当中。难道这不是可怜

而又可耻的诡辩吗？民族的自我发展看起来不正象自由一样吗？你

们用双手去捕捉，抓住的却是中世纪和旧制度的全部压迫。幸好

这些戏法没有算在阿伦特的账上。不是等级划分的信徒，而是我

们，等级划分的反对者渴望有机的国家生活。现在所谈的完全不

是“从理论中构思”问题，现在所谈的是他们想用来迷惑我们的

东西——民族的自我发展。只有我们才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

问题，而那些先生们并不了解，任何有机体一旦死亡便会成为无

机体；他们用电流使以往的这具尸体活动起来，想使我们相信，这

不是机械而是生命。他们想促进民族的自我发展，却在民族的脚

上钉了专制政体的脚镣，从而使它更快地前进。他们并不想知道，

他们称为理论、意识形态或者天晓得是什么的那些东西，早已成

为人民的血肉，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进入生活了；他们并不想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徘徊于理论的乌托邦中。因

为，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确还曾经是理论的东西，自从革命以来就

发展成为国家有机体中的独立因素了。而且，主要的不就是人类

的发展高于民族的发展吗？

那么，等级制度的现状又怎么样呢？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市民

同农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壁垒，这一点甚至历史学派１２７都不是认真

对待的；这种壁垒的建立只是一种形式，好让我们觉得贵族的特殊

地位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东西。一切都围绕着贵族转，等级制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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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衰落。然而，贵族的等级显得比贵族的组成情

况①更糟。按照现代的观点，这种建立在长子继承权基础上的世袭

等级，无疑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在中世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

时，在帝国城市中行会及其特权也是世袭的（例如不来梅现在还是

这样），那儿有祖传的面包师和锡匠。事实上，同下述认识相比，即

我的祖先在第二十代以前就是酿酒师，贵族的傲慢又算得了什么

呢！贵族中还有屠夫血统，或者用富有诗意的不来梅术语来说，还

有屠户血统，富凯先生为他们确定的好战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杀戮

和屠宰。贵族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等级，真是傲慢得可笑了，因

为按照一切国家的法律，贵族，不论是从事军事，还是占有大量土

地都根本不享有特权。任何一部描写贵族的作品，都可以把行吟

诗人普瓦蒂埃的威廉的这句话“我将写一首歌唱虚无的歌”作为题

词。既然贵族感到自己内心空虚，所以没有一个贵族，从才智过人

的施特恩堡男爵到毫无才智的卡·路·弗·威·古·冯·阿尔文

斯累本，能够掩饰自己这方面的痛苦。即便贵族不再要求某种特

权，大家容忍他们以自己是特殊人物而自得其乐，那也是绝对不行

的。因为只要贵族还自认为是特殊人物，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特权

并且必定会享有特权。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

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

阿伦特向自己的国家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是长子继承权，一般

说来就是为土地占有确立永久关系的土地法。这一点，且不谈它

的一般意义如何，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上面提到的与时代相适应

的反动，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使事态恢复到１７８９年以前那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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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要知道最近在确立保障家庭幸福的长子继承权的条件下，

很多人被授予了贵族的称号！——阿伦特坚决反对土地占有的无

限自由和分割；他看到，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土地分为许多小块土

地，而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养活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没有看到，正是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才有办法使得在个别情况下的确会

在某些地方被这种自由破坏的一切再度完全取得平衡。其实，德

意志大多数邦的纷繁的立法以及阿伦特的同样纷繁的方案，不仅

不能消除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加重农业方面的各种困难；同时，在

出现混乱的时候，它们会妨碍自愿地恢复应有的秩序，会使国家有

必要进行异乎寻常的干预，会由于大量琐碎而无法避免的个人顾

虑而妨碍立法的进一步改善。相反，土地自由不容许极端化：既不

容许把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也不容许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变

得没有用处的地块。如果天平的一端秤盘降得太低，那么，另一端

秤盘的含量随时都会聚集到天平取得平衡为止。即使土地所有权

从一个人手里很快地转到了另一个人手里，我也宁愿要有着无限

自由的汹涌澎湃的大海，而不愿要一平如镜的，以至涟漪都会不时

被岸边斜坡、树根或一块石头冲散的内陆小湖。允许确立长子继

承权意味着国家同意建立贵族制度，不，不仅如此，这种对土地占

有的束缚，正如任何不可转让的继承权一样，是直接对革命起作用

的。如果一部分好地固定属于某些家族，而其余的公民都得不到，

这难道不是对人民的直接挑战吗？长子继承制不是建立在早已不

符合我们的观点的那种对所有权的看法上吗？似乎一代人有权利

无限制地支配所有未来的世世代代人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

他们目前所利用和管理的所有权，似乎所有权的自由不会由于剥

夺了子孙万代的自由这样一种专横行为而被毁灭！似乎这种把人

６５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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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在土地上的做法可以真的永世长存！其实，阿伦特对土地所

有权的关注，完完全全是理所当然的，而问题的重要性，从当前

时代的高度来看，是值得认真进行讨论的。以往一切理论都有德

国学者的传统弊病，他们认为自己的独立性就在于，每个人可以

有独自的体系。

如果说对条顿狂的倒退方面还值得给予更详细的考察，这部

分地是出于尊敬这个把这些方面当作自己的信念来维护的人，部

分地是由于获悉这些方面不久以前在普鲁士得到赞助，那么，应当

更坚决地反对条顿狂的另一个倾向，因为目前它在我们这里又有

占上风的危险，——这就是仇视法国。我并不是要同阿伦特以及

１８１３年的其他活动家吵架，但是目前所有的报刊无原则地针对法

国人而发的卑屈的空谈，我是深恶痛绝的。要有高度的忠君思想，

才能通过七月条约１２８确信：东方问题对于德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而且穆罕默德－阿里是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从这个观点来看，法

国人支持埃及人当然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犯下了他们在本世纪初曾

经犯过的同样罪行。可悲的是，半年来翻开任何一家报纸都可以

看到重新活跃起来的吞食法国人的狂怒。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呢？为了使俄国人的领地扩大，使英国人的贸易实力增强，从而使

他们能够最终扼杀和压垮我们德国人！英国的均势原则和俄国的

制度，这才是欧洲进步的宿敌，而不是法国及其运动。但是，由于

德意志的两位邦君认为加入这项条约有好处，于是问题就突然变

成了德国问题，法国就成了自古以来不信神的“异邦”宿敌，而真正

蒙受凌辱的法国所采取的完全正常的战备措施，却成了对德国民

族的无理挑衅。对几个法国记者关于莱茵河边界发出的愚蠢叫

嚣，却认为应该痛加驳斥，遗憾的是，这些驳斥，法国人根本没有读

７５１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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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贝克尔的歌谣《他们别想得到它》①却被硬性规定为人民的

歌谣。我为贝克尔这首歌谣的成就而高兴，而且根本不想去弄清

楚它的富有诗意的内容，我甚至乐于听到这种来自莱茵河左岸的

德国的思想方式，但是，我也喜欢我刚看到的这些报刊登载的关于

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可笑的是要把一首小小的诗歌吹捧为国歌。

《他们别想得到它！》那么，又是一个否定？你们能够对一首以否定

为内容的民歌感到满意吗？德国的民族感情只能够在反对外国的

争论中找到依靠吗？《马赛曲》②的歌词，尽管很鼓舞人，并不是很

有价值的，然而非常可贵的是它超越了民族界限而为全人类所接

受。在我们的勃艮第和洛林被夺走之后，在我们容让弗兰德成为

法国的领地、让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独立之后，在法国吞并了亚尔萨

斯直逼莱茵河，而我们手中仅仅剩下历来就是德国的莱茵河左岸

比较小的一部分土地之后，我们竟不知羞耻地妄自尊大，并且写

道：至少你们别想得到最后这一块土地！啊，这些德国人啊！如果

法国人连莱茵河也到手了，我们仍然会以十分可笑的傲慢态度叫

喊道：他们别想得到它，即从自由的德国的威悉河等地直到易北河

和奥得河；只要德国还没有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被瓜分掉，我们

能做的就只是高唱：他们别想得到它，别想得到德国理论这条自由

的河流，只要它的波浪还宁静地流向无边无际的海洋，只要在它的

水底那怕还有一条不切实际的、自作聪明的小鱼在划动它的双鳍！

我们就做了这些而没有去深刻忏悔使我们失去了这些美好的土地

的罪过；没有深刻忏悔不团结一致和背弃思想，没有深刻忏悔为局

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地方爱国主义，没有深刻忏悔缺乏民族

８５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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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诚然，法国人有一种固定的想法，仿佛莱茵河是他们的财

产，然而，对于这个傲慢的要求，德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唯一回答是

阿伦特的呼声：“从亚尔萨斯和洛林滚出去！”

我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也许这同我在其他方面本来观点

一致的许多人正相反，——即对于我们来说，收复讲德语的莱茵河

左岸，事关民族荣誉，而已经分离出去的荷兰和比利时的德意志

化，在政治上是必要的。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德意志民族在这些国

家被彻底镇压下去而斯拉夫人在东方却日益强大？难道我们应当

以放弃我们最好的省份的德意志特性去换取法国的友谊吗？难道

我们应当容忍将近一百年之久的占领，而占领者又不能同化他们

所占领的一切？难道我们应当把１８１５年的条约１２９看作是终审法院

对世界精神的判决？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亚尔萨斯人以他们现

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

起亚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

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那以前，我们可以安静

地让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问题；在那以前，我们

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内部的统

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

祖国仍然是分裂的，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

宪制度、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不能

彻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

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尽管如此，条顿狂的否定仍然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有

许多东西应当送回老家去，——送回阿尔卑斯山，送回莱茵河，送

９５１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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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维斯拉河。我们将把五头政治
４４
留给俄国人；把意大利人的教皇

政治以及同它相关的一切，把他们的贝利尼、唐尼采蒂，以至把罗

西尼——如果这些人想炫耀地把他同莫扎特和贝多芬对立起来的

话——留给意大利人；把法国人对我们的狂妄批评，把他们的轻松

的喜剧和歌剧，把他们的斯克里布和亚当留给法国人。我们要把

外国人的荒诞不经的习俗和时髦风尚，一切多余的外国词汇，统统

赶回它们的老窝去；我们再也不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了，我们要团

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以及象上帝所喜欢的自由的

德国人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２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１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２、３、４和５期

署名：弗·奥斯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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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行

    黑夜里，我独自驱车

行驶在我们熟悉的德意志国土上，

这里到处都被强权压制，

人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万丈——

因为历尽艰辛赢得的梦寐以求的自由

又被剥夺，

那些恶毒的舌头，

正当众把它辱骂。

浓雾笼罩着远方的草原，

白杨静静地沉睡在路旁，

偶尔被习习微风吹醒，

随即又深深进入梦乡。

夜空明澈，新月如镰，

象达摩克利斯的利剑，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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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悬在黑沉沉的首都上空，

圣怒远震四方，不可阻挡。

恶狗一群在车后窜跳，

按照敕令狺狺狂叫。

它们不正象首都的那帮文痞？

因嗅出我的自由精神而焦躁。

请问，恶狗狂吠，这与我何干？

我向往着自由的未来，

请你们不要误入歧途，

要知道，黎明前的黑暗最浓最稠。

瞧，东方正在破晓，清晨即将来临，

它委派启明星做先行。

自由的钟声把世人催醒，

钟声预告：不是暴风雨，是欢乐的和平！

精神之树以巨臂般的粗根，

把旧时代的残余鞭成齑粉，

然后，为各国人民的繁荣，

把美丽的鲜花撒遍大地。

于是我安然入睡，清晨醒来，

只见欢乐的土地阳光普照。

２６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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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施梯维①这座自由之城，

朝气蓬勃，嫣然微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３日《德意志信使》

杂志第１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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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遗骸的迁葬
１３０

     巴黎的街道空无一人，

市民们潮水般涌向塞纳河滨，

法国的太阳灿烂依旧，

在它高傲的额头却投下了阴影。

欢乐的巴黎人肃静无声，

新的光荣盛宴已吸引不了他们；

一位戎马倥偬的英雄正向他们走来，

他是欧罗巴的灾难，法兰西的尊神。

炮声隆隆，旌旗飘扬，

一队银发苍苍的沙场老将，

护送着光荣的皇帝的遗骸，

缓缓行进在通往巴黎的路上。

高傲的首都又象某个时候那样，

拜倒在自己尊神的脚边，

尽管更痛苦的惩罚迫在眉睫，

但她毫不畏惧，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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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啊！战争和死亡的音乐，

使法国人的心脏激烈地跳动；

他进入巴黎，依然象奥斯特尔利茨战役后那样光荣！

依然象马连峨会战时那样威风！

当年，他紧闭着沉默寡言的、苍白的双唇，

骑马穿过景仰的人群，

如今，他那圣洁的遗体，

在人群中缓缓前进。

近卫军在哪里？

斯拉夫族的常胜将军东布罗夫斯基在哪里？

剽悍的缪拉特在哪里？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哪里？

最最骁勇的元帅奈又在哪里？

无数英勇的战士成了恶运的牺牲品，

滑铁卢的炮火把他们化为灰烬，

幸存的近卫军在这里庄严地行进，

唯独蒙托隆带着镣铐忍受苦刑。

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国的精萃，

在灵柩后紧紧地跟随。

举国哀恸：狂热的共和派

５６１皇帝遗骸的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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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大家共洒泪水。

你知道，

在谁的额头并列着胜利的印记和痛苦的痕迹？

是谁穿着丧服，挺着高傲的身躯？

这是波兰人的送葬队伍。

钢铁、石头建造的拱门和圆柱，

也在向皇帝致敬，

那上面熊熊的火焰，

是皇帝毕生燃起的豪情。

宫殿里一片死寂，皇冠上沾满灰尘，

傲慢的美梦终成泡影，

他象亚历山大一样，

还未将皇位传给后代，自己就长眠不醒。

皇帝安睡了，祭礼已经完毕；

在庄严肃穆的幽暗中，

圆柱象守灵的卫士默默伫立；

这座庙宇就是已故上帝的寝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２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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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默曼的《回忆录》

１８４０年霍夫曼和康培出版社汉堡版第１卷①。

伊默曼逝世的消息对于我们莱茵区域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沉重

的打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人，——

虽然同作为诗人的伊默曼相比，作为人的伊默曼更是刚刚才开始

展现出来。他同不久前在莱茵河流域和威斯特伐里亚出现的比较

年轻的文学力量有着特殊的关系；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尽管在

政治方面直到目前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文学方面却有着紧密

的联系，无怪乎《莱茵年鉴》成了两省著作家的联合中心。以前，莱

茵区域那么回避文学。现在，莱茵的诗人们又那么力图成为自己

故乡的代表，即使不是按着一个计划行动，也是朝着一个目标努

力。这种努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中心，是很难行得通的，因

为比较年轻的诗人既服从这个中心，又丝毫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

性。看来，伊默曼是要成为莱茵诗人的这个中心了。他虽然对莱茵

区域的人民抱有某些成见，毕竟逐渐地归向他们，他还公开同全体

青年所属的现代文学流派和解了；一种清新的思想支配着他，他的

作品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因此，聚集在他周围和从邻近

地区到他那里去的青年诗人也越来越多；例如，弗莱里格拉特，当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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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巴门开发票和记流水账的时候，不是常常就“啪”的一声阖

上了日记账和总账本，陪同伊默曼和杜塞尔多夫的美术家们度过

一天或者两三天！因此，各地散见的关于创造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诗

派的设想中，伊默曼就占有显要的地位；在弗莱里格拉特成名以

前，伊默曼是地方文学和全德意志文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对于能

看出这种相互关系和联系的人来说，这早已不是秘密了；还在一年

前，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就在《欧罗巴》上指出，伊

默曼将获得歌德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地位。１３１可是死神打破了所

有这一切对于未来的梦想和希望。

伊默曼逝世后几个星期，他的《回忆录》出版了。他这么一个

正在壮年的人是否已经完全成熟到能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呢？对

这个问题，他的命运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书作了否定的回答，但

是我们也不必把《回忆录》看作是老年人借以宣告走完了人生之路

而作的一生总结。不如说这是伊默曼对自己早年极端浪漫主义时

期的活动所作的一次清算，因此在他这本书中当然就打上了同他

那一时期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烙印。加之最近十年来发生的

那些巨大变迁把他书中所描写的事件推得很远很远，甚至他和他

的同时代人都觉得似乎这些事件是历史的陈迹了。但是，我仍然

觉得，我有权利说，要是在十年以后，伊默曼在把握自己的时代以

及对待他作品的轴心即对待解放战争的态度上将会更高瞻远瞩、

更自由。不管怎样，目前必须按照本来的面貌看待《回忆录》。

如果这位早年的浪漫主义者在《模仿者》中力求攀登歌德的表

现力和宁静境界的顶点，如果《闵豪森》１３２完全是采用现代作诗的

手法写成的，那么伊默曼的这部遗著就更清楚地表明他多么善于

评价文学上的最新成就。他的风格以及观察事物的方式完全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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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只是那些比较深思熟虑的内容，比较严谨周密的布局，鲜明

刻画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怀有的尽管相当隐蔽然而是反对现代

的情绪，才使得这本书从目前充斥于我国渴望健康的诗的活力的

文学中那些大量的描写、述评、回忆、谈话、情景、情况等等中间脱

颖而出。同时，伊默曼很有分寸，不怎么思索探讨那些应当由不同

于赤裸裸的理性判断的另一种判断来决定的东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卷取材于“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和在青年

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卷首的《致读者》最确切地说明了整个作品

的性质。一方面是现代风格，现代流行词语，甚至现代原则，而另

一方面是作者那些对广大读者来说早已失去意义的特点。正如伊

默曼相当直率地指出的，他是为现代德国人、为那些同德国民族主

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保持同样距离的人们写作的。他完全按

现代的意义来理解民族并且提出了前提，这些前提在逻辑上必定

会导致把主权的确立作为人民的使命。他坚决反对德国人所犯的

毛病：“缺乏自信、曲意逢迎和卑躬屈节”１３３。此外，伊默曼对普鲁

士主义抱有说不出所以然的偏爱，在提到德国立宪运动的要求时

采取冷淡的、不关痛痒的态度，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还根本不

懂得现代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一。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

这一概念很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对“现代”的很多要素是抵制的，

但是同时又不能弃之不顾。

回忆录本身是从《童年的回忆》开始的。伊默曼遵守自己的诺

言，只谈“历史通过他来实现自己进程”１３４的那些时刻。世界事件

随着儿童认识能力的增长而增长。大厦正在建立起来，而他竟成

了这座大厦崩溃的见证人。最初在远方咆哮的历史波涛，在耶拿

会战中冲垮了北德意志的堤坝，席卷了踌躇满志的普鲁士，确证大

９６１伊默曼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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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使用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即使现在对于伊默曼的国

家也是千真万确的，而且首先就淹没了他的故乡马格德堡。１３５这是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伊默曼长于叙述而拙于思索探讨，他极其成

功地描述了世界大事在个人心中的反映。而且，这正是他公开

地，——诚然，仅仅是暂时地——向进步事业靠拢的起点。他和

１８１３年的所有志愿军人一样，认为１８０６年以前的普鲁士代表了

这个国家的旧制度，但是又认为——现在人们是不大同意的——

１８０６年以后的同一个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

然而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特殊问题。弗里德里希大帝搞的普鲁士

第一次复兴在去年的纪念会上受到高度的颂扬，简直使人不能理

解，二十年的空位时期怎么会造成第二次复兴的必然性。１３６可是，

后来《回忆录》肯定地告诉我们，虽然经过两次炮火的洗礼，旧亚当

最近又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征兆。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章中，伊默

曼并没有向我们赞扬现状，只是在下面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更清

楚看到伊默曼的道路同新时代的道路之分歧所在。

“青年在进入社会生活以前，受到家庭、学校、文学的教育。对于我们谈

到的这一代人来说，还要受到第四方面即专制制度的教育。家庭宠爱青年，

学校使他们孤立，文学又把他们带入广阔的天地；而专制制度则使我们开始

有了性格。”１３７

这本书中思索探讨的那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个模式构成的。我

们不能不赞成这个模式，因为它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按照阶段的时

间顺序来解释意识的发展过程。书中关于家庭这一章，谈到旧式

家庭时写得非常精彩；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伊默曼没有着力把光

明面和黑暗面联成一个整体。他在这方面的所有评论都非常精

当。但是他对新式家庭的观点又一次表明，他仍然不能摆脱昔日

０７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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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见和对近十年来各种现象的不满情绪。当然，“保持古风的安

适”、对家庭乐园的满足日益让位于对家庭生活乐趣的抱怨和不

满。但是，古朴生活的庸俗习气，睡帽上的光轮也在日益消失，而

抱怨的理由——伊默曼提得几乎完全正确，只不过太尖锐了——

恰恰是还在战斗着的、尚未结束的这个时代的表征。外国统治前

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这个时代本身打上了安宁的但也是无所作为

的烙印；这个时代怀着崩溃的萌芽在苟延残喘。我们的作者本来

可以说得很简明扼要：新式家庭所以不能摆脱某种不安适的感觉，

是因为它还不善于把向它提出来的那些新要求同自己的权利结合

起来。正如伊默曼所承认的，社会变了样，社会生活作为崭新的

因素出现了；文学、政治、科学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深入到家庭中

去，家庭却很难安置所有这些陌生的客人。全部问题就在于此！家

庭里旧习惯还太深，它不能同外来客人取得谅解，友好相处。因

此，在这里当然要发生家庭的更新，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

我以为旧式家庭确实需要这样的过程。但是，伊默曼恰好就在德

国最活跃最容易接受现代影响的地方即在莱茵河流域研究了现代

家庭，因为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转变过程所引起的不安。在德国

中部各地方城市，旧式家庭依然在庸碌无为这件神圣的睡衣的保

护下继续存在。这里的社会还处于公元１７９９年的水平；人们平静

地、沉着地对待社会生活、文学和科学，谁也不允许别人打破自

己的安闲的生活常规。——  作者为了证实他对旧式家庭所发

表的意见，还引用了“教育轶闻”，然后用描绘旧时代的典型人物

《伯父》这一章来结束该书的叙述部分。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家庭

教育结束了，青年人投入学校和文学的怀抱。这本书写得不太成

功的部分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伊默曼度过的学生时代，正是一切

１７１伊默曼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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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灵魂即哲学以及提供给青年的基础即古代知识处于飞速变

革的过程。对伊默曼不利的是，他作为一个学生，没有能贯彻始终

地参加这次变革。当变革结束时，他早已中学毕业了。起初伊默曼

仅仅指出那几年的学习是狭隘的，只是后来才在单独的一些章节

里补充谈到了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讲到费希特时才谈点哲

学，这在我们哲学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看来可能是十分奇怪的。他

在这里对于那种单凭机智和诗人的眼力所无法彻底理解的事物详

尽地作出机智的判断。我们那些严肃的黑格尔主义者读完在这里

用了三页篇幅来阐述的哲学史之后将会大吃一惊！所以必须承认，

象这样来谈论哲学是最外行不过了。他的第一个论点认为，似乎

哲学总是在两点之间摇摆，不是在事物中就是在“自我”中探求

确切可信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那追随康德的“自在之物”的

费希特的“自我”而写出来的；这一论点如果说还勉强适用于谢

林，那么无论如何不适用于黑格尔。——  苏格拉底被称为思维

的化身，正因为如此，并不认为他有能力自成体系；在他身上，纯粹

的教义同直接渗入经验似乎结合起来了，而既然这样的结合已经

超越概念范围，苏格拉底就只能作为一个有名人物而不能作为专

门学说的创始人出现。这不就是那些必定会使在黑格尔影响下成

长起来的一代人陷入极端混乱的观点吗？在思维和经验的一致性

已经“超越概念范围”的地方还能存在什么哲学吗？如果把缺乏体

系看作是“思维的化身”的必然属性，那还谈得上什么逻辑呢！

但是，何必跟着伊默曼进入连他自己也只想一笔带过的领域

里去呢？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正如他不能把过去几个

世纪的哲学原理搞清楚一样，他也不大可能把费希特哲学同费希

特这个人联系起来。但是他还是出色地描述了向德意志民族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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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说家费希特的性格以及体操的热情宣传者雅恩的性格。这些

性格描述比冗长的论述更有力地阐明了对当时的青年起支配作用

的力量和观念。甚至在伊默曼谈到文学的地方，我们更爱读的是

他有关“二十五年前的青年”同伟大诗人们的关系的叙述，而不是

那种根据不足的论证：德国文学不同于它的一切姊妹文学，它有现

代的、非浪漫主义的根源。如果想从高乃依那里探索中世纪浪漫

主义的根源，或者在莎士比亚那里，除了他取自中世纪的素材，还

想把他的另一些东西归为中世纪的东西，那就不能不认为这是牵

强附会了。昔日的浪漫主义者保留了隐蔽的浪漫主义，却又想逃

避别人对他的指责，也许这里就表露了他的不完全纯正的良心。

论述专制即拿破仑的专制这一节，同样不能令人苟同。海涅

对拿破仑的崇拜是和人民的意识格格不入的。但是，自命为具有

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的伊默曼讲起话来却象一个受侮辱的普鲁士

人，这也未必会有人感到满意。他确实感到在这里必须超越民族

的—德意志的观点，特别是超越普鲁士的观点；因此，他用词非

常谨慎，尽量接近现代的思想方法，只敢谈论细节和次要的东西。

但是他逐渐大胆起来，他承认自己没有完全弄懂为什么人们把拿

破仑列为伟人，他描绘了专制主义的完整体系，并且指出在这方

面拿破仑是一个大笨蛋和无能之辈。但是用这种方法是不能理解

伟大人物的。

因此，撇开那些决定伊默曼信念的个别思想不谈，他无论如

何基本上是和现代的意识相距甚远的。但是也不能把他列入代表

德国精神现状的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他毅然拒绝似乎是他最

接近的那个倾向——条顿狂。在他的思想方法中，著名的伊默曼

二元论一方面表现为普鲁士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浪漫主义。

３７１伊默曼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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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普鲁士主义在伊默曼这个当过官的人身上逐渐形成最呆板

的、具有机械节奏的散文，而浪漫主义又使他极端敏感。只要伊

默曼停留在这种立场上，他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而且必定越

来越深信，这两种倾向不仅是针锋相对的，而且对民族的心情也

越来越漠不关心。

最后，他在诗歌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写成了《模仿

者》。这部作品刚刚离开出版商的柜台，就使作者看到，妨碍民族

和比较年轻的文学普遍地承认他的天才的，正是他以往的倾向。

《模仿者》几乎到处都获得好评，同时也使作者的性格遭到尖锐的

批评，而伊默曼在此以前是不习惯于这种批评的。青年文学——

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某种一直都未成为整体的东西的片断——首先

承认了伊默曼的作用，并且真正把这位诗人介绍给全民族。由于

普鲁士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还由于自己的

作品都不大受欢迎，伊默曼深受刺激，因而他的作品就不自觉地

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十分孤立的标记。现在，他有了某些进步，因

而获得了公认，同时也有了另外的、更自由、更愉快的精神。往

日的青年人的热情又活跃起来了。它使伊默曼在他的《闵豪森》中

转而同自己性格上的实践和理性协调起来了。他通过写《吉斯蒙

达》和《特里斯坦》使一直牢牢地影响着他的浪漫主义的同情感平

息下来了；然而，同以前的浪漫主义作品相比，是多么不同啊，特别

是同《默林》相比，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啊！１３８

总之，在伊默曼看来，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普鲁士的

冷静态度挽救了他，使他摆脱了浪漫派的梦幻，但是，另一方面，普

鲁士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对现代的发展没有好感。我们知

道，伊默曼虽然在宗教方面完全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但是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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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政府的非常热诚的拥护者。真的，由于同青年文学的关系，

他开始接近当代的各种政治倾向，并且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

这些政治倾向；同时，正如《回忆录》所表明的，普鲁士主义在他身

上还十分顽强。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不少言论既同伊默

曼的基本观点尖锐对立，又紧紧依赖于现代的基础，这就不得不承

认现代思想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作者为了跟

上时代的步伐所作出的努力。谁知道历史的洪流是否会逐渐冲垮

伊默曼藏身的保守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堤坝呢？

还要指出一点！伊默曼说，他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个时代的

性格主要是青年人的性格：青年人的基调响起来了，青年人的情绪

表达出来了。这难道不是跟我们的时代所见到的完全一样吗？文

学界的老前辈都去世了，青年人掌握了发言权。我们的未来比任

何时期都更多地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日益

增长的矛盾。的确，老年人非常抱怨青年人，青年人也确实很不听

话；可是，让青年人走自己的路吧，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的，谁要

是迷了路，那只能怪他自己。要知道新的哲学是青年人的试金石；

他们要以顽强的劳动去掌握新的哲学，同时又不丧失青年人的热

情。谁害怕思想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持利剑冲进密林又不敢

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得不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

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他希望要

做的人，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

你们不必为此而成为老年黑格尔派，到处抛出“自在”和“自为”，

“整个”和“这个”等术语，但是也不要害怕开动脑筋，因为只有这样

的热情才是真正的热情：它象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

峰的稀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就这个意义来说，现在，青

５７１伊默曼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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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已经从黑格尔学校毕业了，从体系的干壳中脱落的好几粒种

子在青年人心中茁壮地发芽了。而这就是对现代赋予最大的信

任，相信现代的命运不取决于畏惧斗争的瞻前顾后，不取决于老年

人习以为常的平庸迟钝，而是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因

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

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４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５３、５４和５５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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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来 梅 通 讯］

教 会 论 争
①

１月于不来梅

一年过去了，我们关于教会问题的论争也基本结束了。不管

怎样，目前有待发表的论战文章再也不会使广大读者象过去那样

注意了。过去，一周之内连出几版都抢购一空，这种现象不会再有

了。这些论争，本来主要是指望人民大众参加的。这个问题根本不

可能引起纯科学的兴趣，因为它只有在早已被科学否定了的流派

的基地上才有意义。——  帕尼埃尔牧师由于自己那本反对克

鲁马赫尔《神学答辩》１１０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又写了洋洋大观的

作品１１１。他用十印张猛烈地抨击了他的对手。他在前言中说，他想

引用虔诚主义９的历史来回击今后可能遭到的种种攻击，并且证明

这一派别起源于异教。当然，这个源泉想必和阿蕾图萨泉１３９一样，

早在涌出基督的土地之前，已经在地下奔流很久了。在其余部分，

他使用报复权来反击他的对手，除了那些针对虔诚主义的一般指

责外，他几乎把咒骂他的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地回敬给对手。于

是，整个这场斗争最后成了在文字上吹毛求疵，似是而非的论点象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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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样被抛来抛去，看来，最后归结到确定概念的问题，而这个问

题是应当在论争开始前就解决的。但是在正统教义面前，唯理

论１０６始终处于这种状况。这是它自己的中间立场造成的，由于站

在这个立场上，它时而想表现为基督教精神的新发展，时而又想表

现为基督教精神的原始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把圣经上的正

统教义的术语攫为己有，只不过意义有所改变。唯理论无论是对

自己还是对圣经都是不诚实的；象启示、拯救、灵感这些概念经它

一讲，意义极不明确，而且完全被曲解了。——  帕尼埃尔把唯

理论的理性的枯燥无味提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他运用一种可怕

的、与其说是康德的不如说是沃尔弗的逻辑，认为他最大的功劳就

是把自己的作品明显地分成若干段落。他的论据不是包在逻辑骨

骼外面的活的肉体，而是他挂在教堂的各个尖顶上晾晒的浸透了

有气无力的伤感情调的破衣服。帕尼埃尔也很喜欢这类空洞的废

话，尽管其中含有宗教的正统口号，人们还是一听就知道讲话的人

是一个唯理论者。不过帕尼埃尔不能把这些空洞的废话同自己的

枯燥的论断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不得不经常用第一、第二、第三等

等这些词来中断他那娓娓动听的叙述。如果他每讲一点都是这类

甜得腻人的废话，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的了。全书中最

有趣的是克鲁马赫尔著作的摘录，在这些引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

出这个人的思想方法很呆板。——  唯理论在这里表现得十分

坚决，这使得对方的传教士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一个有二十二

名传教士签名的共同声明１４０。这本小册子完整地叙述了正统教义

的原理，并且羞羞答答地摘记了这场论争的一些事例。七名唯理

论传教士打算发表的声明尚未问世。但是谁想根据传教士人数的

比例来判断读者中两派的比例，他就错了。

８７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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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虔诚主义传教士是我们教区的牧师。他们获得这个位

置，部分是由于自己那一派暂时的优势，部分是由于利用了一点裙

带关系。但是在读者中，唯理论者同虔诚主义者相比至少在人数

上是相等的，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得力的代表，以便向他们详细地说

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这方面看，帕尼埃尔对他的拥护者来

说是极其宝贵的；他有勇气、有决心，在某些方面学识相当渊博，所

缺的只是创建大业必需具备的作家和演说家的才干。最近出现了

许多小册子，大部分是不署名的，但是它们对读者的情绪并没有影

响。几天前出现了一本篇幅为一印张的小册子《非虔诚主义韵

文》１４１，但是它没有给作者带来特殊的荣誉，它所以值得一提，只是

出于好奇。不来梅虔诚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天才的传教士弗·

路·马莱特曾经答应为读者写一本小册子《帕尼埃尔博士和圣

经》，但是，就是这本书也未必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因而斗争可以说

已经结束，并且可以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对这个已告结束的事件进

行总结了。——  应当承认，这一次虔诚主义比它的对手高明。

最初，同唯理论相比，它占一定的优势，就是说：有两千年的威信，

而且在当代正统的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的帮助下，它有了尽管是片

面的，但毕竟是科学的发展。而唯理论甚至在全盛时期也处于进

退维谷的境地，它同时受到托路克和黑格尔的夹攻。唯理论从来

没有对圣经采取鲜明的立场；它的特点是倒霉的摇摆性，起先好象

完全信仰启示，但是进一步推论时，又对圣经的神性如此加以限

制，以致神性几乎一点也没有了。每当涉及到唯理论原理的圣经

论据时，这样的摇摆总使唯理论陷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为什么总

是颂扬理性而不宣布理性有自主权呢？须知每当双方都承认圣经

是共同基础时，正确总是在虔诚主义一方。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这

９７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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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虔诚主义一方还有天才。象克鲁马赫尔这种人在某些场合

是会言不及义的，但是他决不会象帕尼埃尔那样整页整页地塞满

毫无意义的句子。唯理论者的作品中最好的是《革出教门》，作者

是威·恩·韦伯。１０９古·施瓦布曾谈到过施特劳斯，说他同一大批

主张实证观点１４２的对手的明显区别是，他对美的各种表现都具有

一种极其敏锐的感觉。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威·恩·韦伯同

那些唯理论的无知之徒区别开来。他用希腊和德国古典作家的罕

见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虽然我常常不能同意他的某些论点，

特别是那些独断的论点，但是他的思想的自由、高雅有力的叙述风

格——所有这些都是应该承认的。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针对他的论

战性小册子就完全没有这些特点。刚刚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不

来梅的使徒保罗》１４３，写得不无奥妙之处，书中包含一些令人发笑

的影射不来梅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内容，但是就是这本书也

没有比上面提到的那几本书在更大的程度上解决什么问题。

——  对于不来梅，这种论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以往，各派无

谓地相互攻击，只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虔诚主义力图达到自己

的目的，而唯理论却很少考虑虔诚主义，正因为如此，关于虔诚主

义就有许多曲解。在牧师会中，即在全市所有改革派传教士和合

并派传教士的合法会议中，唯理论至今只有两名而且是十分懦弱

的代表。而帕尼埃尔一来到就表现得比较坚决，当时已经传闻牧

师会发生了意见分歧。从克鲁马赫尔挑起这场论争以来，现在每

一派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虔诚主义早就懂得，它的权威原则不

可能同唯理论的基础——理性协调一致，而且早在它刚刚产生的

时候，它就正确地预见到它在这个过程中会脱离古老正统的基督

教。而现在，每一个唯理论者也都明白，他们的信念不单单在对经

０８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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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解释上同虔诚主义背道而驰，而且同虔诚主义有着直接的矛

盾。只有现在，各派互相有所了解以后，它们才能在更高的基础

上联合起来，因而可以安心等待着未来。

和文学的关系。音乐

１月于不来梅

看来汉撒各城市目前正被迫卷入文学的潮流。博伊尔曼的

《随笔》１４４一出现，对这本确实有趣的材料的评论就象雨点似的纷

纷洒下来。博伊尔曼本人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１４５中给这三个自

由的沿海城市以很重要的地位。《自由港》杂志刊登了佐尔特韦德

尔的《汉撒同盟通讯》１４６。汉堡在德国文学中很早就占有一定的地

位；卢卑克的地位则稍次一些，就是在经济方面，它的全盛时代也

早已过去了；但是亚·佐尔特韦德尔现在还打算在那里创办杂志。

不来梅对文学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对于文学它是问心有愧的，而

且通常在文学中提到它时也不大客气。但也无可否认，不来梅正

由于本身的地位和政治状况，比其他任何城市更适宜于成为德国

西北部的教育中心。只要能拉两三个有才能的文学家到这里来，

就可以在这里办杂志，这对北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影响。

不来梅的书商是十分精明的，我已经听到他们很多人讲，他们愿意

拿出必要的基金并且同意在杂志出版的头几年承担可能的亏损。

音乐是不来梅最好的一个方面。在德国很少几个城市象这里

一样演奏那么多那么好的音乐。在不来梅，成立了相当多的合唱

团，经常举行的音乐会总是座无虚席。而且，一种良好的音乐鉴赏

１８１不 来 梅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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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几乎是完好地在这里保存下来了；最受欢迎的是德国古典音乐

家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现代音乐家中有门德尔松－巴托尔迪

和一些优秀的歌曲作曲家。新法兰西派和新意大利派几乎只在年

轻的办事员中才有崇拜者。但愿不要冷落了塞巴斯蒂安·巴赫、

格鲁克、海顿。这里也决不排斥新人。相反，很少有地方象这里那

样乐于接受德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在这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以

其特长闻名于音乐界的人。天才的歌曲作曲家施特格迈尔多年来

一直在指挥我们剧院的乐队。现在，他的位置由科斯马利接替了。

看来，科斯马利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作品，一方面通过主要发表在舒

曼的《新音乐杂志》上的文章获得了许多朋友。同样博得好评的作

曲家还有指挥合唱团和主持许多音乐会的里姆。里姆是一个很可

爱的老人，有一颗青年人那样火热的心；没有人象他那样善于激发

合唱团员和乐队队员的感情，使他们的演出充满生活气息。

低地德意志方言

１月于不来梅

外地人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甚至最有名望的家庭

也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不来梅人只要一谈知心的、不见外的话

就开始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方言，甚至把它

带到了海外。在哈瓦那交易所里，讲不来梅的低地德意志方言并

不比讲西班牙语少。我就知道在纽约和委拉克路斯，有些人跟住

在那里的许多不来梅人学会了他们的家乡话。要知道，高地德意

志方言被宣布为官方语言以来还不到三百年。不来梅市的根本法

２８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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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和新协议
１４７
就是用低地德意志语写成的。这里的幼儿牙

牙学语时也是用这种方言发音。小孩子在四五岁以前很少用高地

德意志语讲话。这个地区的农民从来不学高地德意志语，这就使

得法院常常要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开庭，用高地德意志语记录。附

带说一句，这里的下萨克森方言还保持了相当纯正的形式，丝毫

没有同高地德意志语混杂，而这样的混杂使黑森方言和莱茵方言

变得不纯了。北汉诺威方言中的古词要比不来梅方言中的古词多

些，但是这种方言的更大的毛病是地方色彩太浓。威斯特伐里亚

方言完全淹没在难听的、拉得很长的复合元音中，到威悉河西边

便开始说弗里西安方言。可以放心地把不来梅方言看作是古老的

下萨克森书面语最纯正的继续发展。民间语是十分敏感的，它在

吸收高地德意志语的词汇时，总是根据下萨克森方言的发音规则

改造这些词汇。现在只有少数民间的下萨克森方言具有这种能

力。《狐狸 莱涅克》１４８的语言同现代方言的差别仅在于它有比较完

整的、目前已被压缩了的形式，而词根，除极少数外，仍然保持着生

命力。因此，语言学家从词汇的角度把《不来梅语词典》看作是现

代下萨克森方言的一般总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参照威悉河和

易北河之间的土语来制定不来梅方言的语法，将是一件很有价值

的工作。这里有许多学者对低地德意志方言很感兴趣，但愿他们

当中有人能担负起这项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１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１５、１６、１８和１９日

《知识界晨报》第１３、１４、１５和１６号，

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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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伦巴第
１４９

翻越阿尔卑斯山！

谢天谢地，我们已经过了巴塞尔！这是一座单调的城市，城里

到处都是节日礼服、三角帽、凡夫俗子、显贵和美以美教徒。除了

红砖砌的大教堂周围的树木以及在当地图书馆内同其他图画挂在

一起的霍尔拜因的“上帝受难图”上的色彩，没有任何新鲜浓烈的

东西。这座具有中世纪之丑而缺乏中世纪之美的偏僻城市，是不

可能使青年人喜欢的，他们一心向往的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意

大利。从德国到瑞士，从气候温和、遍地葡萄园的巴登侯国到巴塞

尔的旅程之所以这样令人沮丧，也许是为了在此以后使人们对阿

尔卑斯山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绝不是最美的。

右面是汝拉山的最后支脉，虽然苍翠清新，但缺乏特色；左面是狭

窄的莱茵河，它十分缓慢地向山谷流去，仿佛也在厌恶巴塞尔。在

莱茵河的那一边，还有一小块德国的土地。我们渐渐远离了葱郁

的河岸，道路向山里延伸，我们登上了楔入阿勒河与莱茵河之间的

汝拉山最远的山脊。景色顿时不同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洒满阳

光、生气盎然的山谷，——不，有三四个山谷。远远地望见阿勒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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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河、利马特河蜿蜒于山丘之间，相互交汇；河流两岸的村镇

鳞次栉比。在远处，前面是一排丘陵，后面是一条山脉接着另一

条山脉，犹如巨大的半圆形剧场中的层层座位。茫茫天际，重峦

叠嶂，云雾缭绕，白雪透过云雾熠熠生辉。彼拉多山耸立于群峰

之巅，就象从前给它命名的那个犹太地方长官一样在主持法庭。

这就是阿尔卑斯山！

我们很快地下了山，只有这时，在接近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才

发现已经在瑞士境内了。与瑞士的自然景色同时出现的是瑞士的

服饰和建筑。语言也比巴塞尔方言更加优美动听，舒适安逸的贵

族城市生活赋予巴塞尔方言一种平庸、浓重的拖音。人的表情在

这里也变得更加自然，更加开朗，更加活泼，三角帽让位于圆形帽，

拖着长下摆的礼服被丝绒短上衣取代。——  小城布鲁格很快

就落在我们后面了，我们继续赶路，跨过一条条两岸青青的湍急的

河流，匆匆环顾一下瞬息万变的诱人景色，告别了阿勒河、罗伊斯

河以及哈布斯堡（哈布斯堡的遗址，在树林茂密的山顶上依稀可

见），进入利马特河谷，沿着这条河谷一直到达苏黎世。

我不得不在苏黎世逗留一天，在前往德国青年的希望之乡的

途中，一天已经是不短的耽搁了。我对苏黎世能抱什么希望呢？中

途停留值得吗？我承认，自从九月事件以来，自从普费菲康的锡安

的卫士得胜以来，１５０我想象中的苏黎世不外是第二个巴塞尔。想

起已经失去的这一天，心里就感到厌烦。至于去游览苏黎世湖，即

使我再天真也根本没有想过，况且在接连几个晴天之后，终于在巴

塞尔和苏黎世之间遇上了大雨，这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雨天。可

是，一觉醒来，我发现阳光普照的群山上，晨空蔚蓝，便连忙起床，

急忙走上了街头。我信步走到一个类似台地的地方，四周花草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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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高处古木参天。看了木牌上的字，知道眼前是一座公园。我兴

冲冲地走上去。这时，我看到前面有个湖在朝阳下闪闪发光，晨雾

袅袅，周围有密林覆盖的青山环绕。起初，看到有这样一个异常美

丽的地方，我不由得感到一种童稚般的惊奇。我请教了一位热心

的苏黎世居民，他告诉我，在雨特利山上就可以看到绝妙的景色，

以致苏黎世居民把自己的这座山称为小里加①，他的话并非毫无

道理。我向山顶看了看：这是阿尔比斯山脉中最高的一座山，绵亘

于湖的西南，而且比所见到的山都高。我问了问路，便立即启程。

走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登上山顶。这里，整个湖面一览无遗，绿

水青山，湖光山色，交相辉映。丘陵起伏的湖岸上有一座城市，幢

幢房屋，难以数计。在阿尔比斯山的那一边，可以看见绿草如茵

的谷地；山坡上有翠绿的橡树林和黛绿的云杉林，一片绿色的海

洋中，丘陵似波浪起伏，一幢幢房屋如同大海中的航船。南面，从

少女峰至塞普蒂米尔山口和尤利山口，闪光的冰川绵延天际；五

月的阳光从上面，从蔚蓝的天空洒向盛装的世界，从而湖泊、田

野和山峦竞相争辉，真是气象万千。

我看累了，就走进山顶的一间木房，想要点儿喝的。屋子里的

人满足了我的请求，同时递给我一本游客留言簿。这种留言簿上

都写些什么，是众所周知的。每个庸人都认为，他可以在这上面流

芳百世，并乘机把自己的无人知晓的名字和一个庸俗透顶的想法

告诉后代；他越是才疏学浅，有他署名的题词也越长。商人们竭力

想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只是为咖啡、鲸油或棉花，也为创造

了这一切以至创造了黄金的美丽的大自然留下一小块地方。女人

６８１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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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言簿中表达的是自己的多情善感；大学生表述了自己的欢快

和讥讽；满腹经文的教书先生则给大自然颁发了辞藻浮华的毕业

文凭。“壮丽的雨特利山啊，里加的可怕对手！”一位非文艺博士就

是这样开始用西塞罗式的呼语抒发自己的感叹。我厌烦地翻阅过

去，不看这些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写的东西。突然，佩特拉克

的一首意大利文十四行诗进入我的眼帘。德译文如下：

     我神游她的住地，

因尘世无处寻觅；

她温柔和善的目光对我回避，

她就在三重天上。

她握住我的手轻轻说道：别再哭泣，

在这里我们永不分离；

是我使你久久不能平静，

前不久才得休息。

唉，人们无法理解我是多么幸福！

我留在尘世的躯体，你最钟爱，

我只把你和它等待。

为什么她默默不语，把我的手松开？

再多一些美妙的声音吧，

我再也不从天堂回来。１５１

把这首诗抄在留言簿上的是来自热那亚的一个叫约阿希姆·

特里博尼的人。他这一写倒立刻成了我的知音，因为其他题词越

空泛、荒唐，这首十四行诗就越显得超群出众，越使我受到强烈的

感染。在大自然展开它全部壮丽景色的地方，在沉睡于大自然中

的思想虽然没有苏醒过来，但也仿佛做着金色美梦的地方，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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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无动于衷，如果有谁只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你是多么美丽呀，大

自然！”——那么，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比那些平庸无知之辈更高明。

相反，这时在禀性比较深沉的人那里，个人的悲伤和痛苦都涌上了

心头。但那也只是为了使这一切消失于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之中、

交融于一片温柔和谐之中。这种和谐的感情未必能比这首十四行

诗表达得更美。还有一件事使我对热那亚人感到亲切。在我之前

就有人把自己爱情的悲伤带到这座山峰上来了，因此并不是就我

一个人怀着一个月以前无限幸福而现在却已破碎寂寞的心情站在

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

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

我再向绿茵茵的山谷望了一眼就下山了，以便仔细地看一看

城市。这座城市象一座半圆形的剧场，环抱着湖泊狭窄的出口。如

果从湖上望去，这座城市连同它周围的村庄和别墅呈现出一幅非

常诱人的景象，就连那些街道也由于有漂亮的新建筑而讨人喜欢。

我从昨晚与一位老年游客的交谈中得知这种情景存在的时间并不

长，对于近六年来古老的苏黎世美化了多少，对于上届政府通过建

造公共建筑为共和国的外貌增添了多少光彩，这位老人感到不胜

惊讶。现在，当某一政党向这届政府的僵尸扔污泥时，有必要提醒

一下，就是这届政府在台上时，不仅表现了迄今为止异乎寻常的勇

气，聘请施特劳斯这样的人到大学来，而且也光荣地履行了政府的

其他职责。

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向南进发。起初，一条大路沿着整个湖

泊通向拉珀施维尔和施梅里孔，途中风光宜人，只见一座座花园、

一幢幢别墅和一个个景致迷人、周围布满葡萄园的村庄。湖的另

岸是漫长的深绿色的阿尔卑斯山脊及其茂密的山前地带；往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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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群山分峰明显，那是格拉伦的阿尔卑斯山耀眼的群峰。湖中露出

一个岛屿——乌福瑙岛，是乌尔里希·冯·胡登的陵墓。他生前是

那样为自由思想而斗争，如今不再战斗、不再辛劳而长眠了，——

有谁会得到这样的赏赐啊！湖中的绿浪拍打着英雄陵墓，犹如远处

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呐喊声，守卫陵墓的是冰封雪裹、永葆青

春的巨人——阿尔卑斯山脉！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曾作为德国青

年的代表前来朝圣，并且向英雄陵墓敬献自己的赞歌——鼓舞新

一代感情的最美好的表示，这赞歌抵得上纪念像和纪念碑。

大路离开苏黎世湖折向乌茨纳赫，这里有一个集市。邮车的车

顶座位上一直是我一人坐着，此刻挤满了赶集回来的人。他们由于

一夜未睡，渐渐支持不住，打起瞌睡来了，这倒可以便我把风光细

细领略一番。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极为幽美的山谷：四周微微起伏的

丘陵，覆盖着绿草地和森林。在这里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地观赏由

阔叶林和针叶林混合生长的瑞士森林所特有的浓淡相间的绿色，

而且无法描述这一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阔叶和针叶混杂一起，

使嫩绿和苍翠色调参半，即便是这样单调的地区也因此蒙上一层

异乎寻常的迷人色彩。虽然这里的山地与河谷的分布没有什么奇

特之处，但是能找到这样一个几乎把整个的美都寓于色彩之中的

地方，也够令人赞叹的了，何况这里确实是很美的。我在登上阿尔

卑斯山脊之前，曾不止一次地领略过大自然的雄伟与端庄。但是，

这种柔和优美的景色，我只在意大利一侧的山麓才重新看到。

然而，我不知不觉地很快来到更高的山峰的脚下，这些山峰虽

然在雪线以下，在五月的天气，仍然白雪皑皑。道路沿着一条沟通

苏黎世湖与瓦伦施泰特湖的运河向前延伸，忽而穿过狭窄的山谷，

忽而经过比较开阔的山谷。瓦伦施泰特湖很快映入我的眼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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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的特点与苏黎世湖畔迥然不同。一汪池水就在悬崖陡壁之

间，几乎无法走近它，这些悬崖陡壁矗立于水中，只有进出口处留

下一个狭窄的洞。一条破旧的汽船接纳了旅客，而韦森，我们在此

乘上汽船的小城市，很快就落在移动着的群山后面了。人类活动

的一切痕迹都落在后面了，孤零零的汽船开进了美丽的密林，一直

深入到大自然的幽静王国。在明媚阳光下闪烁着绿色的波浪、银

色的雪峰以及从雪峰倾泻而下的一挂挂瀑布。从灰白色的花岗岩

后面不时露出一片片草地和一小块林间空地；湖面上缭绕升起的

薄雾在遥远的山际变成柔和的紫色阴影。这是一种几乎可以使人

把大自然人格化的地形，就象我们在民间传说中所见到的那样：裂

缝累累的山岩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成了皱纹满面、白发苍苍的老人，

而从清澈的水面上升起了迷人的美人鱼飘拂的绿色长发。渐渐地

象密不透风的墙壁一样屹立着的山岩展开了一些，长满浓密的灌

木丛的嶙峋巨石插入湖中。一条白色的带子透过蓝色的薄雾隐约

可见，这是湖尽头的瓦伦施泰特的房屋。我们上了岸，欣然向库尔

走去。这时，压顶而来的是岩石重叠的山脉，最高的几座山峰人称

七选侯。这几位可敬的人物，身穿石化的银鼠长袍，头戴被夕阳染

成金色的雪冠，如此庄严地端坐在那里，仿佛聚集在法兰克福市政

厅选举皇帝，充耳不闻拥挤在他们脚下的神圣罗马帝国１５２全体民

众的呼声和要求。这个帝国的宪法象它的七位代表一样，随着时

间的流逝，也变成了化石。然而，民众所起的这些名字证明，瑞士

人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无论他们自己如何否认这一点。以后，我

也许会详细谈论这个题目，因此暂不赘述。

现在，我们越深入岩石重叠的山中，就越看不到人手把粗犷的

大自然变得比较工致的地方。萨尔甘斯城堡象燕窝一样悬挂在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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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的山岩上。最后，只是在拉加茨附近，树木才在山岩上获得足够

的泥土，使山岩覆盖上一层密密的森林。这里的城堡座落在悬崖

之上，但已破败不堪；这种带有暴力统治的残迹的城堡在两条河谷

之间的山口上相当多。在拉加茨附近，河谷豁然开朗，群山在年轻

力壮的河神面前恭顺地让路；这条河流穿过哥达和什普留根附近

的许多巨大花岗岩，为自己强行开辟一条道路，正满怀青年人的雄

心壮志喧嚣着去迎接伟大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再次迎来的莱茵

河。在宽阔的河床中，莱茵河庄严地从沙石上滚滚而去。但是，根

据被抛得远远的石头可以判断，当它厌烦舒适安逸，当它想振作精

神去冲毁一切时，它是如何凶猛粗野啊。莱茵河谷由这里形成一

条道路，向上通往库尔，由库尔通向什普留根山口。

在库尔已经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这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地

方到处可见。邮局院子里混杂着带有伦巴第方言的德语、罗马语、

意大利语的呼喊声。关于格劳宾登的山地居民使用的罗马语，语

言学家们众说纷纭，它至今仍然是个谜。一些人按其独立性把它

同罗马语的主要语种并列，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中有法语成分，而不

考虑这些法语成分是如何渗透进去的。但是，要想对这种方言稍

加研究，就必须首先同它邻近的方言进行比较。这件事迄今一直

被人忽略。按照我在匆匆的行程中同一些内行交谈后得出的看

法，这种方言的构词法同邻近的伦巴第方言的构词法极为相似，区

别仅在于方言的特点。凡是被认为受法语影响的方言，从阿尔卑

斯山向南还可以碰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库尔出发，顺着一条峭壁环抱的宽阔河

谷，沿莱茵河溯流而上。几小时后，一座顶上有城堡的残垣断壁的

陡峭悬崖，在微薄的晨雾中拔地而起，挡住了去路。眼前的河谷好

１９１漫游伦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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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被禁锢起来，我们只能沿着一条狭谷前进。一座狭长的白色塔

楼立在我们面前：这是图济斯的塔楼，或者如伦巴第人所说，托扎

纳的塔楼，即少女城的塔楼。图济斯奇迹般地座落在这个狭窄的

盆地中，四周是陡峭的山岩，霍亨勒戚亚城堡的遗址就在其中最难

攀登的山岩上。大自然给这个村庄造成的与世隔绝的状况是很严

重的。然而在这里人们终究比大自然更强大，他们好象有意同大

自然作对，修筑了一条经过图济斯的公路。于是，每天都有英国

人、商人、旅游者经过这里。图济斯后面还有我们在黄昏以前翻过

阿尔卑斯山时要走的一段上坡路。我下了马车，喝了一杯当地最

好的维尔特林酒，便精神抖擞地上路了。这样的道路是世界上绝

无仅有的。它开凿于悬崖峭壁，沿着莱茵河铺成的峡谷蜿蜒而上。

小路两边是陡峭的巨大花岗岩壁，有的地方连正午的阳光也照不

到；而在深邃的峡谷中，汹涌的呼啸着的山溪越过有裂缝的石头，

犹如被一个天神迎面扔来的两座大山激怒了的狄坦神，将松树连

根拔起，将巨石一块块卷走。最后几座倔强的大山似乎不愿屈从

于人的绝对统治而逃到这里，做好了战斗准备，以便捍卫自己的自

由。它们用令人恐怖的目光盯着行人。仿佛听到了它们的声音：

“人，你过来啊！有胆量的就登上我们的顶峰，把谷物种在我们前额

的皱纹里吧；但是，在这高山之巅，你自己会感到渺小，直至头晕目

眩；土地会在你脚下移动，你将会滚下重重山崖，跌个粉身碎骨！你

在我们中间修筑道路吧；我们怒气冲冲的盟友莱茵河每年都会来

临，它会奔流而下，冲毁你的劳动！”

自然力量对于人类精神的这种对抗，没有一个地方象这里这

样巨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象这里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力

量。这条道路的僻静得可怕以及在当地翻越阿尔卑斯山一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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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性，使这个山口又称为险途。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在

这里，精神战胜了自然，山路如练，在峭壁间绵延不绝，而且安

全方便，几乎坚不可摧，四季通行。但是，当仰望险峻的悬崖峭

壁时，总有一种恐惧的心理袭来，仿佛它们正盘算着要进行报复

和谋求解放。

峡谷逐渐展宽，湍急的瀑布越来越少，莱茵河常常不得不流过

宽度以英寸计算的峡谷，它的河床现在变宽了。陡峭的崖壁越来

越平缓，越来越向后退让，出现了一片绿茵茵的河谷。而小村镇安

代尔，格劳宾登人和维尔特林人所熟知的疗养地，就在什普留根的

第一层台地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植物已不很单调了，因

为自图济斯起，一丛灌木，一根草茎也看不到，只有松树能攀附在

悬崖峭壁上。走过所有这些严峻的灰褐色花岗岩峭壁以后，又看

到了绿色的山谷和长满灌木的山峦，毕竟使人眉目舒展。一过安

代尔，道路便向险峻的悬崖仰展，蜿蜒曲折，看不到尽头。我把这

段路让给邮车，自己踩着溜滑的山岩，越过一丛丛灌木和藤蔓植物

向上攀登，一直走到山路开始向另一侧拐弯的地方。脚下是深邃

的绿色山谷和逶迤其间的莱茵河，哗哗的流水声响彻耳边。我再

一次向下看一眼表示告别，便继续赶路！路把我带到一片盆地，周

围是高耸入云的斜壁，——我又来到世界上一个最偏僻的角落。

我倚着石壁俯视莱茵河，莱茵河由于密林环绕而象一个水池。静

静的绿色水面，水面上枝叶低垂，遮掩着许多僻静的小角落；高峻

多苔的石壁；这里、那里投下的一束束阳光；——所有这一切都有

一种无可名状的魅力。平静的河水的潺潺声，听来几乎就是一群

美丽的天鹅姑娘在喁喁私语。她们从遥远的地方飞越山岭来到这

个僻静的地方，脱去身上的天鹅毛，准备在绿荫下的凌波中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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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雷鸣般的瀑布声犹如河神在怒吼，责骂天鹅麻痹大意。因为

她们本来应该知道，谁把她们的天鹅毛偷走，她们就得跟谁走。而

后边正驶来一辆邮车，车上坐满了观赏天鹅姑娘的旅客。女人，即

使她们是浪漫的天鹅姑娘，在大路旁洗澡也是不合适的。漂亮的

仙女在耻笑这群胆小的老头，因为她们知道，只有那些既了解大自

然的梦幻生活又不加害于她们的人，才看得见她们。

山里越来越凉了。将近中午，在攀登途中遇到第一场雪。由于

在炎热的阳光下匆匆登山，我周身发热，突然我明显地感到一股冷

空气向我袭来。这便是山口的第二层台地上的气温，位于高山之中

的什普留根村就在这个台地上，这里是最后一个讲德语的地方。绿

色的山坡上座落着一间牧人居住的深褐色小茅屋。在一座完全是

意大利式的、连上面几层都是石头地板和很厚的石墙的房子里，我

们用了午餐，然后沿着几乎是陡直的峭壁继续向上攀登。在长满树

木的峡谷中，我从阿尔卑斯山的这一侧看到的最后一片树林中有

崩落的雪堆，从高不可攀的山壁落下的宽阔的雪流。过不多久，我

们面前出现了荒凉的峡谷；峡谷中，山溪在拱状的坚硬雪层下潺潺

流动；光秃秃的山岩只有几处被青苔覆盖着。雪层越来越厚，越来

越宽阔。山顶上清出了一条道路，路两旁的积雪有三、四人深，我用

鞋跟在雪墙上踩出一个个台阶向上攀登。我面前出现了一片宽阔

雪白的平原凹地，平原中央有一个高高的屋顶——奥地利关卡，阿

尔卑斯山意大利一侧山坡上的第一幢建筑物。在这座房子里检查

我们的行李——这时我幸运地使我的瓦里纳斯①烟草躲过了边卡

人员的眼睛——使我有时间环顾四周的情况。周围有光秃秃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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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山岩，岩顶覆盖着白雪；有山谷，由于都是雪而见不到一根草，更

不用说一丛灌木或一棵树了；一句话，这是一片可怕的荒原，从意

大利吹来的风和从德国吹来的风在荒原上交错奔驰，不时地把灰

色的云块赶到一起，这是一块比撒哈拉大沙漠更凄凉、比律内堡更

单调的荒地；这是一个年年有九个月下雪、三个月下雨的地区。这

便是我在意大利首先看到的。但是我们很快下了山。雪消失了，这

里，冬天的积雪昨天刚刚融化，今天已盛开着黄色和蓝色的番红

花，草开始返青，灌木丛又出现了，然后是树木，树林中，白色的瀑

布轰鸣，飞泻而下；在下面，在笼罩着淡紫色阴影的幽深河谷中，流

逝的是翻着泡沫的利罗河，漂浮着雪块的河水在深色的栗子树林

荫路后面泛着白光。虽然太阳已经下山，空气却越来越暖。我们不

知不觉来到了康波多尔奇诺，这虽然不是在真正的意大利，但至少

已置身于真正的意大利人中间了。一大群村民围着我们的邮车，操

着带有重鼻音的伦巴第方言，谈论着马匹、大车和旅客。他们都有

一副真正意大利人的刚毅脸庞，长着浓黑的头发和大胡子。我们沿

利罗河继续往下走，周围是草地和树林，是无数巨大的花岗岩石

块，这些石块不知何时从阿尔卑斯山顶滚下来，在碧绿的草地上，

它们那些尖尖的、黑色的锯齿和棱角真是够突出的了。我们驰过一

排漂亮的、紧靠峭壁的山村；村里有许多整齐、雪白的钟楼，特别是

圣玛丽亚－迪加利瓦焦这座钟楼。最后，出现了一片河谷；河谷的

一角矗立着基亚文纳的塔楼，德语叫克莱文的塔楼；基亚文纳是维

尔特林的一座主要城市，它已经是地道的意大利城市了，房屋高

大，街道狭窄，街上到处可以听到一阵阵伦巴第人的富有感情的声

音：ｆｉｏｃｕｌｄ’ｏｎａｐｕｔａｎａ，ｐｏｒｃｏｄｅｌｌａＭａｄｏｎｎａ①等等。当我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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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大利晚餐、喝着维尔特林酒时，太阳已落到勒戚亚的阿尔卑

斯山后面去了。一辆有一名意大利车长的奥地利邮车在宪兵的陪

同下，把我们送到科摩湖。一轮明月高悬在深蓝色的天空，星星开

始闪烁，晚霞似火，把群峰染成一片金色。美丽的南方的夜晚降临

大地。我坐车行进在葡萄园中，葡萄藤爬满架并且爬上了桑树顶，

意大利的暖风柔和地而且越来越柔和地拂面吹来，我久已向往而

从未见过的大自然的魔力，使我陶醉激动，我一边想着即将出现在

我眼前的种种壮丽景色，一边愉快地入睡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５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４日和１１日

《雅典神殿》杂志第４８和４９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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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论黑格尔
１５３

如果你们现在，在这里，即在柏林，随便问一个哪怕稍微懂得

一点精神统治世界的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

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战场在哪里，他会回答你

们说，这个战场在柏林大学，就在谢林讲授启示哲学的第六讲堂。

因为当前所有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统治地位的各种反对意见，与谢

林的那一个反对意见相比，都显得暗淡无光、不鲜明、不突出了。哲

学界以外的一切敌人，诸如施塔尔、亨斯滕贝格、奈安德，都让位给

一个斗士，期待他去战胜他自己那个领域里的不可战胜的人。而这

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别具一格的。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杜

宾根神学院的同窗，四十年后竟成为对手相逢了。一个，在十年前

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

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三十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如今却突如其

来地自认为有充沛的生命力，要求得到公认。如果谁真正“不偏不

倚”，认为自己与他们两个人同样疏远，即认为自己并非黑格尔

派，——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会在谢林讲了几句话之后就宣称

自己站在谢林一边，——从而如果谁具有“不偏不倚”这种值得嘉

许的优点，谁就会把谢林在柏林的讲演中对黑格尔所作的死刑判

决，看作是诸神对黑格尔当年给谢林所作的死刑判决的报复。

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听众聚集一堂，想亲眼看一看这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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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为首的是大学名流，科学大师，一些自成一派的大人物；他们

的座位紧靠着讲台，在他们后面交错地随便坐着不同社会地位、不

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代表。在兴致勃勃的青年中间，猛然发现一位

胡须花白的参谋官，而在他旁边坐着一个无拘无束的志愿兵，要是

在别的场合，这个志愿兵会出于对高级长官的敬畏而感到不知所

措。年迈的博士和宗教界人士，尽管很快就可能庆祝自己入大学

的几十周年纪念日了，而今却感到当年大学生的精神又在他们心

中复苏，于是他们又来听课了。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想看看基

督教的启示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交相使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

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谈话，人声嘈杂，——

但是，铃声响了，要人们静下来。于是，谢林登上了讲台。

此人中等身材，白发苍苍，有一双浅蓝色的快活的眼睛，眼睛

的神情与其说威严，不如说快活，加上他那有点发胖的体形，给人

的印象倒不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和蔼的家长。他的声

音并不悦耳，但却有力，操一口士瓦本－巴伐利亚方言，经常把

“ｅｔｗａｓ”〔“某物”〕说成“ｅｐｐｅｓ”——这就是谢林的外表。

为了能立即分析他关于黑格尔的论述，对他最初几次讲演的

内容１５４，我且略去不谈，我只保留对这几次讲演的解释作必要补充

的权利。现在我根据自己听课时的记录把他的论述转述如下。

“我所提出的同一哲学，仅仅是整个哲学的一个方面，即否定的方面。这

个‘否定’要么应当由对‘实证’的叙述来补充，要么在吸收了以往哲学体系的

全部实证内容之后，取得‘实证’的地位，从而上升为绝对哲学。人的命运同

样地为某种理性所支配，这个理性总是使人坚持片面性，直到他把片面性的

一切可能性耗尽为止。黑格尔就是这样，他把否定哲学作为绝对哲学提出

来。——  我这是第一次提到黑格尔先生的名字。我在谈到自己的导师康

德和费希特的时候，总是畅所欲言的，对黑格尔我将持同样的态度，虽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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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愉快。但是，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已经向你

们，诸位先生，保证过，一定要做到开诚布公。但愿你们不会认为我有什么顾

忌，仿佛对有些论点我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我还记得黑格尔是我的知音和密

友的那个时候，而且我应当说，当人们都对同一哲学抱着表面的肤浅的理解

时，正是黑格尔为未来拯救了它的基本思想，并且始终信守这种思想。这一

点我主要是从他的《哲学史讲演录》１５５得到证实的。他看到，大量材料已被深

入研究，因此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方法方面，这时，我们其他人则偏

重于哲学内容的研究。我本人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否定方面的成果，而任

何令人满意的结果，即使是出自他人之手，我都会欣然接受。

况且，问题在于，黑格尔在哲学史上占有使他跻身于伟大思想家行列的

一席地位，是否就是因为他曾经企图把同一哲学提高到绝对的、最终的哲学

呢？当然，这只有在大大改变同一哲学的内容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打算

以他自己那些举世闻名的著作来证实。如果有人认为，这正是黑格尔应受谴

责的地方，那么，我的回答是：黑格尔完成了他迫切要做的工作。在包括研究

实存问题的‘实证’科学还没有产生以前，同一哲学应当同自身作斗争，应当

超越自身。正因为这样，黑格尔必须努力引导同一哲学超越自身的界限，超

越存在的潜在力、存在的纯粹可能性的界限，并且使实存从属于同一哲学。

‘黑格尔曾经同谢林一起上升到承认绝对，尔后同谢林分道扬镳，因为黑

格尔认为，绝对并不是预先设定在理智直观中的，而是他通过科学途径找到

的。’这些话就是我现在要同你们讨论的主题。——上述引文的基本意思是

说，同一哲学以绝对作为自己的结果，不仅就本质而言，而且就实存而言都是

这样。既然同一哲学的出发点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无差别，那么，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仿佛主体和客体的实存已经通过理智直观得到证明。正因为如此，

黑格尔才十分真诚地认为，仿佛我想凭借理智直观来证明这种无差别的实

存、存在，从而指摘我论据不足。其实，我并不想这样做，这一点可以由我的

多次声明来证明：同一哲学并不是实存体系，至于理智直观，这个规定在我认

为所有早期著作中唯一科学的关于同一哲学的阐述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谁

也想不到这段阐述的出处，它就在《思辨物理学杂志》第二卷第二册中。当

然，这个规定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而且是费希特遗产的一部分。我是不

愿意随便同费希特决裂的，他凭借理智直观达到了直接意识，即达到了‘自

９９１谢林论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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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接过了这一点，以便通过这个途径，达到无差别的境界。既然理智直

观中的这个‘自我’，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主观的，它就进入思想范围，从而不再

是直接的可靠的实存了。于是，理智直观自身连‘自我’的实存也不能证明

了。即使费希特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利用理智直观，那我也仍然不能以这种直

观为依据，以便从它出发，引出绝对的实存。因此，黑格尔不能指摘我证据不

足，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提出什么证据，他只能指摘我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

我根本没有涉及过实存问题。因为，如果黑格尔要求证明无限潜在力的存

在，那他就越出了理性的范围；如果确实有无限潜在力，那哲学就不会脱离存

在。这里应当提出一个问题：是否能设想有比实存更先存在的东西呢？黑格

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并且立即转

向实存体系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

把存在的纯粹潜在力看作仅仅存在于思维中的潜在力。黑格尔对内在性谈

论颇多，他自己却只有在对思维来说是非内在的东西的范围内才是内在的，

因为存在正是这样一种非内在的东西。退入纯思维的范围，便意味着首先要

退出思想范围之外的任何存在。黑格尔关于绝对的实存已在逻辑中得到证

实的论点，还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说，这样一来，就两次达到无限：一次在逻

辑的末尾，另一次在整个过程的末尾。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哲学全书》１２５

的体系中，逻辑不是生动地贯穿于整个圆圈，而要先于其他一切。”

谢林就是这样说的。我大部分而且尽我所能地引用了他的原

话，我敢断言，他不会拒绝在这些引文下面签名。我还可以根据他

以往的讲课对上面的话加以补充：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事物的，

把ｑｕｉｄ同ｑｕｏｄ①区别开来，即把本质和概念同实存区别开来。他

把第一类问题归入纯理性科学或者说否定哲学，而把第二类问题

归入尚待建立的含有经验要素的科学，即实证哲学１４２。有关后一

门科学的情况，至今丝毫没有透露；前一门科学在四十年前曾以下

完善的、谢林自己也放弃了的表述形式出现过，而现在他将以其真

００２ 弗·恩格斯著作

① ｑｕｉｄ和ｑｕｏｄ是拉丁语代词。在经院哲学中，ｑｕｉｄ指本质这一概念，ｑｕｏｄ指实

存这一概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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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恰如其分的说法加以发挥。这门科学的基础是理性，即认

识的纯粹潜在力，而这个潜在力的直接内容是存在的纯粹潜在力，

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为此所必需的第三要素是不能再自我外化

的、凌驾于存在之上的潜在力，这个潜在力就是绝对、精神，即

不必转化为存在并且永远游离于存在之外的东西。绝对，作为那

种在本身以外什么也不存在的东西，也可称之为这两种潜在力的

“神秘的”统一体。如果潜在力互相对立，那么，它们的排他性就

是有限性。

我想，这几个论点已足以理解上述一切，足以弄清楚新谢林主

义的基本特点，因为这些特点现在在这里已经有所说明。不过，我

还要从中作出谢林可能有意闭口不提的结论，并且我要替伟大的

死者应战。

如果把谢林对黑格尔体系所宣布的死刑判决的官腔去掉，那

么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实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体系，他只

不过是从我的思想中拾取残羹剩饭以勉强维持其生存而已。在我

研究高尚的部分即实证哲学的时候，他却沉湎于不高尚的部分即

否定哲学：由于我无暇顾及，他便承担起完成和整理否定哲学的工

作，并且因为我竟托付他做这件事而感到无限荣幸。你们想为此

谴责他吗？“他做了他迫切要做的工作”。他毕竟在“伟大思想家的

行列中”还占有“一席地位”。因为他是“唯一承认同一哲学基本思

想的人，而其他人对此则抱着肤浅的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他仍

然一无所获，因为他妄图把半个哲学变成一个完整的哲学。

流传着一句名言，通常认为这是黑格尔说的，但是，从上面援

引的谢林的话来看，无疑源出于谢林。这句名言是：“我的学生中

只有一个人理解我，遗憾的是，连他对我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

１０２谢林论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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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得益于黑格尔要比黑格尔得益于谢

林更多的人，难道能够容忍，在死者的墓碑上刻写这种侮辱性的话

而不向他的敌人——不管这个敌人多么咄咄逼人——提出挑战以

维护他的荣誉吗？无论谢林怎么说，他对黑格尔的评价是一种侮

辱，尽管其形式仿佛是科学的。嘿，如果需要，我也能够“用纯科学

的方式”把谢林先生以及任何一个人描绘得十分糟糕，以致他肯定

会信服“科学方法”的优越性。但是，这对我有什么用呢？我，一个

青年人，如果打算教训一位长者，本来就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何

况是教训谢林，因为谢林不管多么彻底地背叛了自由，毕竟是他

发现了绝对。既然他是作为黑格尔的先驱出现的，那么，我们一

提到谢林的名字全都会肃然起敬。但是，谢林作为黑格尔的继承

者，只能指望得到一点尊敬，却难以要求我心平气和、无动于衷，

因为我是在保卫死者，要知道，具有某种程度的热情对于一个战

斗者倒是相称的，一个无动于衷地拔剑出鞘的人，很少是满腔热

忱地对待他为之奋战的事业的。

我应当说，谢林在这里的讲演，特别是他对黑格尔的攻击，已

经使人不再怀疑以前不愿相信的事，即不久前出版的里德尔那本

著名小册子１５６的前言中描绘的画像真是惟妙惟肖。谢林是这样做

的：他首先把本世纪哲学的全部发展，即把黑格尔、甘斯、费尔巴

哈、施特劳斯、卢格和《德国年鉴》，全都说成是依附于他的，然后，

他不只是简单地否定本世纪哲学的全部发展，不是的，而是用一种

仅仅有利于表现他自己的夸张手法把它描绘成精神的自我放纵，

充满误解的珍品，一连串无益的谬误。如果这种做法没有超过上

述小册子中对谢林提出的一切责难，那么我就不懂什么是人们相

互交往中的礼尚往来了。确实应当承认，对谢林来说，要找到一条

２０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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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损害自己也不损害黑格尔的中间道路，是困难的，因而他那种

牺牲朋友以保全自己的利己主义似乎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

谢林要求我们这个世纪把从事劳动和创造性活动的四十年，把牺

牲了最珍贵的利益和最神圣的传统而进行思考的四十年当作白费

时光和错误倾向一笔勾销，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谢林并没

有虚度这四十年，那么这就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如果谢林把黑格

尔归入伟大思想家的行列，恰恰是他实质上要借此把黑格尔排除

于这个行列之外，把他看作自己的创造物、自己的仆役，这听起来

就不止是一种讽刺了。最后，如果谢林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

的东西，都说成是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

岂不是一种思想贪婪，岂不是一种卑劣行为——对这种人所共知

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如果谢林的陈旧真理只能以黑格尔的恶

劣形式保存下来，那才是怪事呢，在这种情况下，谢林在前天针对

黑格尔的表述模糊所提出的指摘，便必然会反过来落到他自己头

上。其实，照公众的看法，这种指摘现在就已经落到谢林头上了，

尽管他曾保证要叙述清楚。谁要是迷恋于谢林经常使用的冗长句

子，谁要是使用“与本质概念有关的”、“与实存概念有关的”、“神秘

的统一”之类的用语，甚至还嫌不够用，仍然时时求助于拉丁文和

希腊文词语，当然，谁也就无权指摘黑格尔的文风了。

此外，由于在实存这个问题上的不幸误会，谢林最令人同情。

善良而天真的黑格尔竟相信哲学成果的实存，相信理性有权过问

实存，有权统治存在！但是，如果黑格尔这个如此认真研究过谢

林并且同谢林长期保持个人交往的人，以及其他所有力求彻底弄

懂同一哲学的人，全都没有发现主要之点，即这一切都不过是存

在于谢林头脑中的并且丝毫也不要求对外部世界发生影响的胡思

３０２谢林论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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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想，那才怪呢。这一点总该记载在什么地方，而且毫无疑义，会

有人发现它的。这究竟是谢林最初的意见呢，还是他后来的补充，

倒确实令人疑惑不解。

那么，对同一哲学的新的理解呢？康德使理性思维摆脱了空

间和时间；处外，谢林又夺走了我们的实存。这样一来，我们还

剩下什么呢？这里没有必要为了反驳谢林而去证明：实存无疑是

属于思维范围的，存在对精神而言是内在的，全部当代哲学的基本

原理，即我思故我在①，不致因遭到抨击而被推翻。然而，总该允许

我提出问题吧：本身不拥有存在的潜在力，能否产生存在？不能再

自我外化的潜在力，能否还算作潜在力？潜在力的三分法是否以奇

特的方式同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得出的结果——观念、自然、精神

三位一体相一致？

对启示哲学来说，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当然，启示哲学

属于实证哲学，属于经验方面。谢林的唯一出路就是：假定启示是

事实，他也许会通过任何一种途径来论证这个事实，唯独不能通过

理性的途径，因为谢林自己关上了理性论证的大门。黑格尔这样

做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谢林还有其他锦囊妙计？因此，

这种哲学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经验哲学，它的神学被称为实

证神学，而它的法学也许是历史法学。这种结果自然近乎失败，因

为早在谢林来柏林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我们的任务是注意他的思路，保卫大师的茔墓不受侮辱。我

们不怕斗争。我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受迫害的

教会的地位。这里有思想的分野。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

４０２ 弗·恩格斯著作

① 笛卡儿《哲学原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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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对手们应当承

认：人数空前的青年，汇集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那些支配着我们的

思想，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广泛的发展；从来没有象现在

这样有这么多勇敢、坚定、才华横溢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因此，让

我们勇敢地投入战斗，去反对新的敌人吧；我们当中终将有人出来

证明，热情之剑也象天才之剑一样锋利。

让谢林再作一次尝试吧，看他是否能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一

个学派。目前许多人向他靠拢仅仅是因为他们象他一样，也是反

对黑格尔的，因而凡是反对黑格尔的人，不管是莱奥还是舒巴特，

他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给予欢迎。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些先生来

说，谢林未免好过了头。谢林是否还能找到追随者，以后可见分

晓。这一点，我还不能确信，虽然在谢林的听众中，有人正在作出

成绩，而且已经达到了无差别的境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１１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２０７和２０８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５０２谢林论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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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林 和 启 示

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

在南德意志的群山上空，雷云已经笼罩了十年之久，它越来越

阴沉地威胁着北德意志的哲学。谢林又在慕尼黑露面了。据说，他

的新体系即将完成，准备同黑格尔学派争个高下。谢林本人是坚

决反对这个派别的，因此，对黑格尔学派的其他敌人来说，当他们

的全部论证在黑格尔学说战无不胜的威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的时

候，就还剩下最后一招——引用谢林的话进行论证，因为谢林这个

人会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

因此，半年前，谢林来到柏林并且答应将他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的体系提交公众评判的时候，黑格尔的学生们只能感到高兴。可

以指望，今后不用再去听别人对谢林这个伟大的陌生人所发的空

洞而又令人讨厌的议论，终于可以看一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

货色了。何况，黑格尔学派一向富有战斗精神和自信心，所以有机

会同著名的论敌交锋，他们只能感到高兴。其实，谢林早就受到甘

斯、米希勒和《雅典神殿》的挑战，谢林的小门徒们则受到《德国年

鉴》的挑战。

雷云就这样袭来了，而且雷电交加，它们起自谢林的讲坛，开

始激荡整个柏林。现在，雷声已止，闪电已息。结果怎样呢？击中

目标了吗？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大厦这座值得骄傲的思想之宫是否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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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谢林和启示》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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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付之一炬了呢？黑格尔主义者是否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

东西呢？迄今为止，这样的事谁也没有看到。

人们本来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谢林身上。难道“实证派”１４２不

是双膝下跪，正为主的大地上发生大饥荒而哭泣，为祈求远浮天

边的雨云降临而祷告吗？难道这不是曾经在以色列发生的、民众

恳求先知以利亚把信奉巴力神的祭司赶走的旧事①在重演吗？当

这位驱魔大师终于光临时，所有这些喧嚣一时的无耻诬告立刻平

静下来，所有这些鼓噪狂吼都无声无息了，为的是不愿错过新启示

的一字一句！所有来自《福音派教会报》、《柏林教会总汇报》、《文献

报》和费希特派杂志１５７的这些勇敢的骑士们是多么谦虚地退避一

旁，给圣乔治让位，因为他要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

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啊！难道大地不是一片宁静，好象圣灵

准备降临，仿佛上帝本人想拨开云雾说话吗？

当哲学界的这位救世主在大讲堂登上他那个装潢蹩脚的木头

宝座时，当他一本正经地宣告信仰业绩和启示奇迹时，“实证派”

的战斗营垒里报以多么热烈的喝采声啊！大家对于这位肩负着“基

督教派”代表的希望的人，无不交口称誉！难道没有听说，这位无所

畏惧的伟人，将象罗兰一样，单枪匹马进入敌境，把自己的旗帜插

进敌国的心脏，把那座离经叛道的内部城堡，即那座从来没有被征

服的思想堡垒炸掉，从而让失去靠山和失去主心骨的敌人在本国

既得不到指示又找不到可靠的庇护所！难道不是有人扬言，预料在

１８４２年复活节以前，黑格尔主义就将崩溃，无神论者和非基督教

徒就将统统死光吗？

情况完全相反。黑格尔哲学仍然活在讲坛上、文献中，活在青

９０２谢 林 和 启 示

① 圣经《旧约·列王纪》第１８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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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间。它知道，迄今为止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

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它的敌人

日益愤怒和加紧活动，这就证明，它对国民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

而谢林则使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意。

事实就是如此，就连少数追随新谢林主义哲理的人也提不出

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驳。当人们终于开始发觉对谢林的成见甚至已

经是得到千真万确的证实时，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做到既要尊

敬这位年迈的学术大师，同时又要公开而坚决地摈弃他的主张；而

摈弃他的主张，这是我们对黑格尔应负的责任。但是，使我们感到

满意的是，谢林本人不久就帮助我们摆脱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评论黑格尔时所采用的方式，解除了我们同他进行争论时对黑

格尔的这位所谓继承者和所谓胜利者的顾虑。因此，如果我发表

自己的见解时遵循民主原则，只限于叙述问题的实质及其历史，而

不考虑哪一个人，那就不能埋怨我了。

黑格尔在１８３１年临终时把他的体系嘱托给他的学生们，当

时，这些学生的人数还是相当少的。体系是用一种严谨、刻板但又

扎实的形式表达的，这种形式尽管从那时起常常受到指责，却完全

是一种必然。黑格尔本人对观念的威力有一种自豪的信念，所以

不大下功夫使自己的学说通俗化。他所发表的著作，全是用一种

严格科学的、几乎不易读懂的风格写成的，而且正如刊载其学生用

同样风格所写的文章的《科学评论年鉴》一样，只能供人数不多而

且倾心于这种学说的学者阅读。语言决不会因为在同思想的斗争

中留下了伤痕而感到羞愧，首先应当关心的是坚决摈弃一切同表

象有关的东西、一切幻想的东西以及一切同感觉有关的东西，并且

通过纯粹思想的自我创造去把握纯粹思想。一旦有了这个可靠的

０１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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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基地，就可以泰然自若地直接观察被排除的因素随后的反应，

甚至可以下降到非哲学意识的范围，因为后方仍然是掩蔽着的。

黑格尔讲座的影响始终局限于一个小圈子里，因而，这种影响尽管

意义重大，也只有在以后的年代里才能结出硕果。

黑格尔的哲学只是在他逝世后才开始真正有生气。他的全

集１５８，特别是他的讲稿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向秘密的美

不胜收的珍宝的新门户都敞开了，这些珍宝藏在沉默的山底，在此

以前只有少数人看到它们熠熠生辉。有勇气冒着风险走向这座迷

宫的人，当时为数不多；现在，平坦的大路已经开通，沿着大路走去

就能获得神话中的宝物。与此同时，黑格尔的学说通过他那些学

生的口传言谈变得更为人们所理解、更明确了，来自哲学本身的反

对派却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足轻重了，以致事情逐渐发展到

这样的地步：只有在墨守成规的神学家和法学家那里，还能听到他

们在埋怨外行人粗暴地干涉他们的专业领域。青年人则更加热切

地扑向这类新思想，于是，学派本身渐渐取得的进步就提供了动

力，推动他们去认真探讨一切既同科学也同实践有关的迫切问题。

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象堤坝一样拦蓄从他学说中得

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

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早在１８１０年以前，这一体系已经具

备自己的基本特征；到１８２０年，黑格尔的世界观已经彻底形成了。

他的政治观点、他在英国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

有复辟王朝时期４１的烙印，这也使他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

史必然性。可见，黑格尔本身也是受自己这句名言支配的：任何哲

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他个人的

观点固然是由他的体系阐明的，然而这些观点对体系的结论也并

１１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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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如果他更多地抛弃自己在当时的精神气

氛影响下所汲取的实证的要素，同时又更多地从纯粹思想中作出

结论，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毫无疑问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

果。黑格尔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凡是在

他的宗教哲学中表现得过于正统的东西，凡是在他的法哲学中表

现得过于伪历史主义的东西，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则总是

带有独立和自由思考的印记，但是结论——谁也不否认这点——

往往是细心的，甚至是谨小慎微的。这时，他的一部分学生站出来

了。他们是忠于原则的，如果结论找不到立论的根据，他们就把结

论推翻。于是形成了左派。卢格为左派创办了机关报《哈雷年鉴》，

紧接着宣告“实证的东西”的统治结束。不过暂时还没有人敢公开

说出全部结论。这一派的代表甚至在施特劳斯①之后还认为自己

仍然留在基督教范围内，甚至在犹太人面前还以基督教徒的身分

妄自尊大。象上帝的个性和个人不死这类问题，他们自己还弄不

太清楚，所以不能对这类问题发表肯定的意见。况且，当他们感觉

到不久就要作出无法回避的结论时，他们就产生了怀疑：新学说是

否一直应当是学派的不可外传的财产、应当对国民保守秘密。这

时，莱奥抬着他的《黑格尔门徒》４８出现了，而这是给自己的敌人帮

了大忙。本来要用来消灭这个派别的那一切东西，反而有利于这

个派别，并且清楚地向这个派别表明，它是同宇宙精神携手并进

的。莱奥使黑格尔门徒对他们自己有了清楚的认识，重新激起了

他们那种值得自豪的勇气：追随真理直至真理的最极端的结论，并

且公开地、明确地把真理讲出来而不顾后果如何。现在来读一读

２１２ 弗·恩格斯著作

① 指大·施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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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门徒当时为了自卫而驳斥莱奥时所写的东西，看一看这些

可怜的黑格尔门徒怎样抗争、抵制莱奥的结论，但又对这些结论加

上种种保留意见，倒是很有意思的。现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

到要驳倒莱奥的指责，可见，这三年来他们的旁若无人有增无已。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教义学》，１５９以及《德国

年鉴》，都可以表明莱奥的谴责所带来的结果，而《末日审判的号

声》１６０甚至证明黑格尔本人已经得出了这些结论。这本书对于弄

清楚黑格尔的立场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表明：黑格尔身上表现

出一个独立的、勇敢的思想家常常战胜一个被千万种影响所左右

的教授。这本书为一个人的人格恢复了名誉，对于这个人，人们不

仅要求他在显示自己是天才的那个领域里，而且也要求他在没有

显示出自己是天才的那些领域里，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这就是

黑格尔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的明证。

因此，“黑格尔帮”现在不再掩饰了，即他们不能而且也不想再

把基督教看作自己的界限了。基督教的全部基本原则以至迄今为

止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绝对

观念要求成为新纪元的缔造者。伟大的变革——上一世纪的法国

哲学家只是这一变革的先驱——在思想王国里得以完成、它的自

我创造得以实现。从笛卡儿开始的新教哲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发

展；新的时期已经到来，凡是追随精神的自我发展的人，他们的

神圣职责是把这个巨大的成果引进民族意识中去，把它变成德国

的生活原则。

当黑格尔哲学有了这种内在发展的时候，它的外部状况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阿尔坦施泰因大臣去世了，普鲁士曾在他的推动

下准备好了新学说的摇篮；随着相继而来的变动，不仅对这一学

３１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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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种种庇护停止了，人们甚至企图把新学说逐渐从国家排除出

去。这是国家和哲学双方都更加强调原则的结果。既然哲学不怕

说出它认为是必然的东西，那么，国家更加明确地作出自己的结

论，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普鲁士是个基督教君主专制的国家，它所

处的世界历史地位，使它有权利要求承认它的各项原则是实际起

作用的原则。无论你是否赞成这些原则，反正它们是存在着的，而

且普鲁士很强大，在必要的时候足以捍卫这些原则。何况黑格尔

哲学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这一点。它先前的地位给自己投上了虚假

的光彩，表面上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而这些人在斗争时期是不能

指望的。它那些虚伪的朋友都是一些利己主义者，一些浅薄的、三

心二意的、不豁达的人，这些人现在都安然退却了。黑格尔哲学现

在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它能指望的是什么人了。此外，它只会对

矛盾的激化感到高兴，因为最后胜利毕竟是有保证的。因此，对立

派别的代表被请来同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这些倾向相抗衡是很

自然的。一场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斗争重新点燃起来了，而当历史

实证派鼓起勇气的时候，谢林就应聘来到柏林，以便解决这场争论

并且在他自己的哲学领域里清算黑格尔的学说。

谢林在柏林的出现，势必引起普遍的激动。他在现代哲学史

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他萌生过很多思想，但是他从来没有

提出过一套完备的体系，而且一拖再拖，不给自己的科学活动作总

结，直到现在才终于答应对自己毕生的活动作出最后的总结。他

在自己的第一讲里，确实在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调和起来，

并且答应我们许多其他事情。１５４促使人们对他感兴趣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是他对待自己要征服的那个人的态度。这两个人早在大

学时代就是同窗好友，后来在耶拿又是那么和睦相处，直到今天仍

４１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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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弄不清楚他们彼此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只有一点是肯定

的：正是黑格尔使谢林意识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超出费希特有多

远。① 他们原来是并肩前进的，但是在分手后不久，就分道扬镳了。

黑格尔的深邃的非静止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即谢林的影响已经

退居次要地位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他于１８０６年写《精神现

象学》１６１时大大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观点，而且声明自己不受自然哲

学的影响。谢林越来越感到失望的是：通过自己选择的途径没有

可能取得他力求达到的那些重大成果，因而在当时就妄图通过最

高启示的经验假设来最直接地掌握绝对。当黑格尔的思想创造能

力表现得越来越充沛旺盛、生气勃勃和活跃主动时，谢林则正象他

自己的这个推论过程所表明的一样，已陷入精疲力尽的状态，而这

种状态不久又表现为他的写作活动渐渐停止。现在无论他多么自

负地讲述他长期以来默默从事哲学工作，讲述他的写字台里有秘

密珍宝，讲述他三十年来同思想的战斗，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了。

难道可以想象，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集中在一点上的人，一个自以

为仍然充满着一度战胜过费希特的青春活力的人，一个想作学术

界的勇士和第一流的天才的人——大家都会同意，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够打倒黑格尔，——一个这样的人竟要花三十多年的时间去

获取如此微不足道的成果？如果谢林不是那样轻率地对待自己的

哲学活动，他的思想过程的每个阶段难道不会在他那些单行本著

作中反映出来吗？此外，谢林在这方面向来缺乏自制能力，所有的

５１２谢 林 和 启 示

① 如果谢林确实具有他所吹嘘的那种“直爽和坦率”，如果他确实认为他关于黑

格尔的断言是真诚可信的，并且持之有据，那么，他就应当通过发表他同黑格

尔往来的书信来证实这一点。据说他手里有黑格尔的书信，或者说书信的发

表仅仅取决于他。然而这正是谢林的弱点。因此，如果他要求人们相信他是诚

实的，那就让他出示这一证据，结束因此而产生的一切争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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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西，一被他发现，就不加评论马上予以发表。既然他始终以为

自己是学术之王，他怎么能够在得不到本国人民承认的情况下生

活呢？他怎么能够对那被废黜的君主某个查理十世苟延残喘的生

活感到满意呢？他怎么能够对同一哲学这件早已破旧褪色的紫袍

感到满意呢？难道他不应当使用一切手段为自己夺回失去的权利，

收回“迟来的人”①从他手中抢去的王位？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离开

了纯粹思想的道路，沉浸在神话的和神智学的幻境中，这就不由使

人想到，他是为普鲁士国王②的需要而维护自己的体系，因为过去

无论如何也无法具有完备形式的东西，国王一声令下，马上就完成

了。他就这样带了一箱装着信仰与知识的调和物来到这里，让人

家谈论他，最后，登上了讲台。他带来的新东西、他想要用来创造

奇迹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自从１８３１年以来就以同

样的方式”在慕尼黑宣讲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

学。这是他十年来在慕尼黑毫无成效地宣布过的、只能使林斯艾

斯或施塔尔之流折服的老玩意。而谢林居然把这种东西称为自己

的“体系”！救世的力量、革除不信神的咒语就在此处——在不愿于

慕尼黑发芽的种籽之中！谢林为什么不把这些已经准备了十年的

讲稿付印呢？尽管谢林很自恃而且满怀成功的信心，这里一定有什

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或隐衷，使他没有迈出这一步。

他在柏林的公众面前出现，当然比以前在慕尼黑时更出头露

面了。在慕尼黑，是很容易保持隐而不露的秘密教义的，因为无人

问津，而在柏林，则会把它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人在

６１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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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过涤罪所以前，是不准进入天堂的。今天在这儿的大学里

讲过的一切不寻常的东西，明天就会在德国的各家报纸上登出来。

因此，曾经使谢林没有能把他的讲稿付印的一切理由，想必也会使

谢林不能迁往柏林。也许还有更多的理由，因为对印出来的话不

容许有任何误解，然而，脱口而出、信手写下或只听了一半的话，免

不了要遭到曲解。但是不言而喻，这时已经别无他法；他必须去柏

林，换句话说，他如果拒绝去，就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战胜

黑格尔主义。现在把讲稿付印已经嫌迟了，因为他必须随身带点

没有发表过的新东西去柏林，他在这里的表演就证明在他的“写字

台”里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谢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有把握地登上这里的讲台的，他先

答应向听众提供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接着就开始向将近四百名包

括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听众讲演。我将根据我自己这份同别人的相

当准确的记录核对过的笔记，把讲演中那些能证明我的评价正确

所必需的东西讲一讲。

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把世界理解为合

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一切必然的，应

当是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

结果的桥梁。既然谢林不承认这些结果，那么从他那方面来说，

不承认世界合乎理性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要直截了当地讲出这

一点，他又缺乏勇气，他宁肯否认哲学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

他就通过一条极其迂回曲折的途径挤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把合

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ａ ｐｒｒｏｒｉ〕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

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ａ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

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新创立的“实证哲

７１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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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这是谢林同所有其他哲学家之间的第一条鸿沟；这是他把对

权威的信仰、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幻想偷偷运进自由

的思维科学的第一次尝试。哲学的统一性，任何世界观的完整性

被分裂了，成为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二元论；构成基督教的世界历史

意义的矛盾，也上升为一种哲学原则。因此，我们一开始就应当反

对这样的分裂。此外，如果我们随着谢林的思路，看一看他怎样设

法为自己无法理解宇宙是合乎理性的、完整的东西而进行辩解，就

会清楚这样的分裂是多么站不住脚。他依据的是经院哲学的原

理，即在事物中应当把ｑｕｉｄ同ｑｕｏｄ，把什么〔Ｗａｓ〕同那个〔Ｄａ〕

区别开来。理性教导我们，事物是什么；经验向我们证明，事物是

那个。引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取消这种区别的任何尝试，都

是滥用这一原理。逻辑思维过程的结果只能是世界的观念，而不

是实在的世界。在谢林看来，理性完全没有能力证实某物的实存，

在这方面它只须采用经验的证明就行了。但是，哲学也研究超越

一切经验范围的事物，例如上帝。试问，理性有能力证实这些事物

的实存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谢林作了冗长的推论，我们认为在

这里援引这些推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上面提到的前提不容许作

别的回答，只能坚决地说：不能。这也就是谢林式推论的结果。按

照谢林的观点，由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思维中，理性的研

究对象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是可能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存在，

而是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应，只有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存才

能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因此，应当为现实的上帝找一个范围，以区

别于纯理性的范围，事物应当拥有实存这个前提；它们只有在后

来，根据经验〔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才会显示出自己是可能的或者是合乎

８１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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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而且它们的结果显示出是可以被经验获得的，即现实的。

这里，同黑格尔的对立已经十分尖锐地表现出来了。黑格尔

对谢林毫不介意的那种观念怀有天真的信仰，他断言：一切合乎理

性的也是现实的；谢林则说，一切合乎理性的都是可能的，这样他

就使自己万无一失了，因为，鉴于可能的这一概念外延很广，这个

命题是驳不倒的。但是同时他已经表明——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

样——自己对一切纯逻辑范畴方面的理解是不明确的。我本来现

在就可以指出上述推理的战斗阵势存在着缺口，使依赖性这个可

恶的敌人借以钻进自由思想的队伍，不过，我愿意把这点留待更适

当的时候去做，以免重复，而且我想立即谈一谈谢林为了拿所有黑

格尔主义者取乐而在自己的听众面前提出的那种纯理性科学的内

容。其内容可以归结如下：

理性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潜在力就是能力（康德的认识能

力）。潜在力本身看起来好象没有任何内容，事实上它在任何情况

下都有内容，而且它这方面没有任何促进、任何行动，否则它就不

成其为潜在力了，因为潜在力和行动是互相对立的。这种必然是

直接的、固有的内容，只能是同认识的无限潜在力相适应的存在的

无限潜在力，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同一定存在相适应的。存在的这

种潜在力，存在的这种无限可能性，就是实体，我们应当从中引出

我们的概念。对这种实体的研究，就是纯粹的、自身内在的思维。

存在的这种纯粹可能性不单纯是对实存的准备，而且是存在本身

的概念，是某种按其本性来说永远向概念转化的东西，或者说是概

念中一种力求转化为存在的东西，即一种无法阻止它成为存在，因

而可以由思维向存在转化的存在物。这就是思维的能动的本性，

由于这种本性，思维就不会停留在单纯的思维，而是必须永远向存

９１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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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化。但这不是向实在的存在的转化，而仅仅是逻辑的转化。因

此，代替纯粹潜在力出现的是逻辑上的存在物。但是，既然无限潜

在力对于那个向存在转化时在思维本身中产生的东西来说是第一

性的〔ｐｒｉｕｓ〕，而同无限的潜在力相适应的只有任何现实的存在，

那么，作为同本身的内容不可分割的理性就具有一种对存在来说

处于先验地位的潜在力，这样，它无须求助于经验就能理解任何

现实的存在的内容。理性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理解为逻辑上

必然的可能性。它不知道世界是否存在，它只知道，如果世界存

在，世界就应当具备这样那样的属性。

理性就是潜在力，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理性的内容也是潜在

的。因此，上帝就不可能是理性的直接内容，因为上帝是现实的，

而不只是潜在的、可能的。在存在的潜在力中，我们第一次发现

向存在转化的可能性。这个存在剥夺潜在力对自己的支配权。早

先，潜在力是支配存在的：它可以转化为存在，也可以不转化。现

在它却受存在的支配，从属于存在。这是没有精神、没有概念的

存在，因为精神对存在有支配权。在自然界中，不再遇到这种没

有概念的存在了，自然界中一切都是通过形式来表现的，但是不

难看出，先于这种有形式的存在的是一种盲目的没有界限的存在，

它作为物质构成基础。但是潜在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存在也可以

不转化为存在的自由的无限的东西；因此，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存在和非存在——在潜在力中互不排斥。这种“也可以不转化为

存在”的第二种能力同第一种“转化为存在”的能力是相等的，只

要这第一种能力仍然是潜在力。只有直接可能存在的东西真正转

化时，非存在才会从它那里被排斥出去。这时，潜在力中的双方

不再互不关心了，因为第一种可能性现在可以从自身排斥第二种

０２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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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只有排斥了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实存的可能性

——才有能力实现自身。正象在无限的潜在力中转化的能力与不

转化的能力互不排斥一样，它们也不排斥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

由活动的东西。可见，我们有三种潜在力。第一潜在力直接同存

在有关系；第二潜在力是间接的，只有通过排斥第一潜在力才可能

存在。因此我们现在有：（１）倾向于存在的东西；（２）倾向于非存在

的东西；（３）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由活动的东西。第三潜在力在

转化前同直接的潜在力没有区别，并且它只有被排斥于前两种潜

在力之外时，才能成为存在；只有前两种潜在力转化为存在时，它

才能够实现。这就把可能性的链条衔接起来了，理性的内在机体

在这个潜在力的总和中消耗殆尽。第一种可能性只能是这样一种

可能性，在它之前，只存在着无限潜在力本身。有一种东西在脱离

可能性的领域以后只不过是单一的东西，但是它在决定脱离以前，

始终是一切东西的代替物〔ｉｎｓｔａｒ ｏｍｎｉｕｍ〕，它始终直接摆在面

前，也始终是个对立的东西，同另一个东西相对立，对另一个注定

接替它的东西加以抵制。它在让出自己的位置的同时，把自己的

支配权移交给另一个东西，从而使后者上升为潜在力。它本身则

作为一种相对说来不存在的东西从属于这另一个上升为潜在力的

东西。首先出现的是转化意义上的可能存在的东西，因而这种东

西也是最具有偶然性的，毫无根据的，它只能从后于自己发生的东

西中而不是从先于自己发生的东西中找到自己的根据。只有从属

于这个后于自己发生的而且对它说来相对地不存在的东西时，它

本身才第一次获得根据，成为某种东西，因为如果让它独自存在，

它就会化为乌有。这第一个本原就是一切存在的第一物质〔ｐｒｉｍ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只有把某种更高的东西设定于自身之上时，这种物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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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一定的存在。第二个本原即可能存在的东西，只有象上面

讲的那样从它的平静状态中排斥第一个本原时，才能设定下来并

且上升为自己的潜在力；那种本身还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现在通

过否定就可以成为可能存在的东西了。它不是自己所代表的最初

范畴——存在的非直接可能性了，而是被设定为平静的、安静的愿

望，所以它必然力求否定自己的否定并返回自己平静的存在。这

只能这样进行：第一个本原从自己的绝对外化中重新被带入存在

的可能性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具有高级形式的存在的

可能性，即被重新带回自己的可能性的存在，它作为更高存在，是

一种自我支配的存在。既然无限的潜在力并没有被存在的直接可

能性消耗殆尽，它所包含的第二个本原是存在的直接的纯不可能

性。但是，存在的直接可能性已经超出了可能性的范围，所以第二

潜在力只可能是存在的直接的非不可能性，即十分纯粹的存在，因

为只有存在物才不是存在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纯粹的存在

都可能是潜在力，不管这显得多么矛盾，因为纯粹的存在不是现实

的存在，它不象现实的存在那样，并没有从潜在力转化为行动〔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ａｄａｃｔｕｍ〕，而是纯粹的行动〔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当然，它不是

直接的潜在力，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根本不能成为潜在

力。它应当被否定，以便成为可实现的东西；因此，它并不是在任

何地方都必定是潜在力，不过可以通过否定而成为潜在力。直接

可能存在的东西只要仍然是潜在力，它本身就一直寓于纯粹的存

在中；它一旦超出潜在力，就从自己的存在中排斥纯粹的存在，以

便自己成为存在。被作为纯粹的行动〔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来否定的纯粹

的存在就这样成为潜在力了。可见它没有任何意志自由，但是又

不得不行动，重新否定自己的否定。这样它就有可能从行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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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潜在力〔ａｂａｃｔｕａ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ｍ〕，并且在自身之外实现自身。第一

存在，即没有界限的存在，是一种没有意愿的东西，是造物主不能

不与之斗争的那种物质〔ｂｙｌｅ〕。它被设定了，以便立即被第二潜在

力否定。具有一定形式的存在应当取代没有界限的存在，它应当

逐步再转化为存在的可能性，这时，它就成为自我支配的和有更高

程度的自我意识的能力。因此，在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之间，存

在着一系列派生的可能性和中间的潜在力。它们就构成具体的世

界。当在自身以外被设定的潜在力完全地、毫无保留地重新转化

为能力，转化为自我支配的潜在力时，第二潜在力也就退出舞台，

因为它只是为了否定第一潜在力才存在的，它在否定第一潜在力

的行动中，也把自身作为潜在力予以消灭了。随着克服同它相对

立的存在，它也消灭了自己。事情不能到此为止。为了使存在有某

种完善化的东西，在完全被第二潜在力所克服的存在的位置上，应

当设定某种第三者，第二潜在力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转交给这个第

三者。这个第三者既不能是存在的纯粹可能性，也不能是存在的

纯粹的存在，只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存在中它是存在的可能性，

而在存在的可能性中它是存在：这是被设定为同一性的、介于潜在

力和存在之间的矛盾，是自由活动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即精神——

存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它是完全自由的，在存在中也始终是潜在

力。这个本原不能直接起作用，只有通过第二潜在力才能实现。既

然第二个本原是第一个和第三个本原之间的中介，那么设定第三

个本原是由于第二个本原克服了第一个本原。在存在中仍然未被

克服的第三个本原，作为精神，是可能存在的存在，是使存在完善

化的本原，所以它进入存在就提供了完善化的存在。在自我支配

的能力中，在精神中，自然界可以臻于完善。这后一种能力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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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于新的、有意识地产生的运动，并且因此为自己创建一个高于

自然界的新的精神世界。这种可能性也应当由科学作详细研究，

因此，科学就成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通过这个过程，凡是思维中非内在的东西，凡是转化为存在的

东西，都被排除了，剩下的是不需要再转化为存在的潜在力，因为

存在不是在潜在力之外，而潜在力的存在的可能性就是潜在力的

存在；存在物这个不再从属于存在而是具有自己的真实性的存在，

就是所谓最高存在物。因此，高级思维规律就实现了：潜在力和行

动并存于同一存在物内，思维现在仍然在自身之中，因此仍然是不

再从属于不可遏制的、必然的运动的自由思维。这里就得到了开

始时所愿望的东西，即能自我支配的概念（因为概念和潜在力是同

一的），这个概念因为是独特的概念，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名称，又因

为它是开始时所愿望的东西，所以叫作观念。因为谁在思维中不

关心结果，谁的哲学就意识不到自己的任务，他就象一个乱涂乱

抹、根本不管工作效果的画家。

这就是谢林向我们介绍的他的否定哲学的内容，这个概要已

足以让我们看出他的思维方式的全部幻想性和缺乏逻辑性。他在

纯思维范围内已经寸步难行，哪怕是一段短时间也不行。每一瞬

间都有最荒唐无稽、最离奇古怪的幻影挡住他的去路，因此，他

那拉着思想之车的高头大马吓得惊立起来，他本人则改变原定方

向，追逐这些模糊不清的幻影。一眼就可看出，他的三种潜在力

如果简化成赤裸裸的逻辑内容，不外是以否定为途径的黑格尔式

发展过程的三个因素，只不过它们被彼此割裂，固定于分裂状态，

并被驱使去适应“意识到自己任务的哲学”的目的而已。可悲的

是，谢林把思想从它至高无上的纯以太贬低到感性的表象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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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它头上摘掉赤金皇冠，在它被不同凡响的浪漫气氛弄得醉醺醺

的情况下，给它戴上金纸皇冠，迫使它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行走，

成为街头孩子们的笑柄。这些所谓的潜在力根本不是思想，这是

一些模糊不清的幻象，在这些幻象中三个神的实体的轮廓已经透

过神秘地笼罩着这些形象的云幔清楚地显示出来。况且它们已经

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了：第一个“倾向”于存在，第二个“倾向”于非

存在，第三个“自由地活动于”两者之间。他们“互相让位”，它们有

着不同的“位置”，它们互相“排斥”，它们互相“对立”，它们互相进

行斗争，它们“力求互相否定”，它们“起作用”，它们“竭力追求”，等

等。思想向感性的表象的这种奇异转化，仍然是由于错误地理解

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强有力的辩证法，内部动力，似乎觉得自己对

观念的各个范畴的不完善和片面性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断地推

动它们走向新的发展和复兴，直到它们作为具有永世不衰的纯洁

无瑕之美的绝对观念最后一次从否定的坟墓中复苏，——谢林只

能把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辩证法理解为各个范畴的自我意识，其实

它是普遍的东西的自我意识、思维的自我意识、观念的自我意识。

他想把充满激情的语言提高为绝对科学的语言，而事先又不采用

唯一适用于叙述纯粹思想的语言形式向我们表明纯粹思想。另一

方面，他也无法了解完全抽象的存在观念。他经常把“存在”和“存

在物”这两个规定作为同义词使用，这就是证明。对他来说，存在

只有作为物质、作为ｈｙｌｅ、作为一堆杂乱的东西才是可思议的。而

且现在已经有了好几种这样的物质：“没有界限的存在”、“具有一

定形式的存在”、“纯粹的存在”、“逻辑上的存在”、“现实的存在”、

“平静的存在”，下面还将碰到“不可追溯的存在”以及“矛盾的存

在”。有趣的是看一看这些不同种类的存在怎样互相冲突，互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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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潜在力怎样面临唯一的抉择：是消失在这堆杂乱的东西里，还

是保持其空虚的幻影。请不要对我说，这只是由于采用了形象化

的表述方式；相反，把观念的每个规定不是想象为人就是想象为物

质，这种诺斯替教派的东方荒诞思维是整个过程的根据。把这种

直观方式一取消，一切也就完了。就连基本范畴——潜在力和行

动——也是在很混乱的时期产生的，而黑格尔从逻辑学中清除了

这些含糊不清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谢林则更是乱上加乱，他轮

流地、任意地用这种对立性来代替黑格尔的下述规定：自在的存在

和自为的存在、观念性和实在性、力和表现、可能性和现实性。除

此以外，潜在力还是一种独特的、感性的－超感性的本质。但是，

在谢林那里，它主要是表示可能性，可见，这里我们涉及的是以可

能性为基础的哲学。在这方面，谢林有权把自己的理性科学称为

“什么也不排除的”科学，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问

题在于，思想要通过自己的内部力量的实现才能证明自己正确。

德国人将感谢这样的哲学，它拖着他们沿着一条不通的道路走去，

还要穿过可能性这个无比寂寞的撒哈拉大沙漠，但是又不给他们

任何现实的东西充饥解渴，也不引导他们走向任何其他目的地，而

只是拖着他们往那里去，按照这种哲学自己的说法，在那里，现实

世界对理性来说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们权且不辞劳苦地跟着他通过虚无这条道路走一趟吧。谢

林说：本质是对概念而言，存在是对认识而言。正象前面说过的，

理性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它的内容是存在的无限潜在力。但是

现在他突然借助于认识的潜在力开始真正地认识存在的无限潜在

力了。他能做到这点吗？不能。认识是一种行动，行动同行动相适

应，“存在同认识相适应”，因此，实在的，现实的存在同上述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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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相适应。这样一来，理性就得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认识现实

的存在；而且不管我们如何千方百计地想留在可能性的公海里，都

会被直接抛到可恨的现实性的彼岸去。

但是，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存在的潜在力只有在它转化

之后才被认识，当然，这种转化是逻辑的转化。可是，谢林自己说

过，逻辑的存在和存在的潜在力是同一的，概念和潜在力是同一

的。因此，如果认识的潜在力真正转化为行动，那么，存在的潜在

力就不会对一个骗人的、虚构的转化感到满足。存在的潜在力既

然不能真正转化，它就仍然是潜在力，因而就不能被理性认识，所

以它就不是“理性的必要内容”，而是某种绝对非理性的东西。

或者，谢林想把理性对自己的对象所表现的那种活动不叫作

认识，而是叫作什么理解？如果是这样，理性就必然被归结为理解

的无限潜在力，因为它在自己的科学中决不会达到认识。

一方面，谢林把实存从理性排除出去，而另一方面，他又把实

存同认识一并纳入理性。对谢林来说，认识是概念和实存的统一，

逻辑和经验的统一。总之，无论我们往哪里看，到处都是矛盾。怎

么会是这样的呢？

理性果真是认识的无限潜在力吗？眼睛是不是视觉的潜在力

呢？眼睛，甚至闭着的眼睛，总是能看见东西的，即使当它感到什么

也看不见的时候，它仍然看见黑暗。只有患病的眼睛，即可以治好

的失明的眼睛，才是视觉的潜在力，而不能同时又是行动，同样，只

有不成熟的或暂时模糊的理性才仅仅是认识的潜在力。但是，把

理性理解为潜在力，是不是那么近乎情理呢？它确实是潜在力，而

且不单单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绝对的力，是认识的必然性。但

是后者必须表现出来，必须进行认识活动。潜在力同行动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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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它的表现的分离，仅仅是有限的东西的现象，而在无限的东

西中，潜在力同自己的行动是一致的，力同自己的表现是一致的。

因为无限的东西不容许自己内部有矛盾。如果理性是无限的潜在

力，那么，由于这种无限性，理性也就是无限的行动。否则只好

认为潜在力本身也是有限的。这种情况在直接意识中早就有了。

没有超出认识的潜在力的理性，称为非理性。只有通过认识的行

动证明自己的可靠性的那种理性，才是现实的理性；只有确实能

看见东西的那种眼睛才是真正的眼睛。也就是说，在这里，潜在

力和行动之间的对立显然是可以立刻解决的，归根到底是微不足

道的，而这种解决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谢林的局限性的胜利，谢

林克服不了这个矛盾；因为甚至在潜在力和行动应当在观念中相

一致的地方，这也仅仅是推断而已，两个规定的真正互相转化，却

没有揭示出来。

但是如果谢林说：理性就是理解，而且既然理解力是潜在力，

理性就是认识的潜在力，这种潜在力只有当它找到某种实在的认

识对象时，才能成为现实的认识；相反，在纯理性科学中，理性是研

究存在的潜在力的，理性总是在认识的潜在力内部，而且仅仅进行

理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撇开上面有关潜在力和行动的

论述不谈，任何人都应当承认，认识的潜在力的目的只能是向着现

实的认识转化，没有这种转化，认识的潜在力就什么也不是。这就

表明，纯理性科学的内容完全是无对象的、空洞的、无用的，理性在

执行自己的任务并且真正进行认识活动的时候，也就成为非理性

了。如果谢林承认理性的实质就是非理性，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要

多说的了。

因此，谢林一开始就同自己的潜在力、转化和适应性纠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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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致他要从他想摆脱的逻辑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的混乱中寻

求出路，就不得不借助于承认一条跟他本人的思路完全不同的思

路。让我们往下谈吧。

理性应当用这种方法去理解任何现实存在的内容，并且对存

在应当处于一种先验的地位；它不能证明某种东西存在着，只能证

明，如果某种东西存在着，那么这种东西就应当具备如此这般的性

质——这同黑格尔的论断是对立的，黑格尔认为，同思想一起的还

有实在的实存。但是这类提法还是极其混乱的。无论是黑格尔或

者别的什么人，都没有想过要证实某种事物的实存而不用经验的

前提；他证实的只是实存的东西的必然性。谢林，如同他先前抽象

地理解潜在力和行动一样，在这里还是抽象地理解理性，因此只好

把理性解释成完全脱离任何其他实存的、先于世界的实存。现代

哲学的结论，在谢林早期哲学中，至少在他的早期哲学的前提中已

经见到过，而且只有费尔巴哈使我们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这种结

论是：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

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在完全脱离整个自然界的天知道什么

地方以某种与世隔绝的方式生存着。这一点连谢林也直言不讳，

他宣称个人不死的目的不是使精神从自然界解脱出来，而恰恰是

使这二者取得适当的平衡，他在进一步谈到基督的时候也说：基督

没有消融在宇宙中，而是作为人升坐在上帝的右边。（那么其余两

位神毕竟还是消融在宇宙中了？）但是，理性既然存在，理性本身的

实存就是自然界的实存的证明了。因此，必然性是存在着的，由于

有必然性，存在的潜在力就应当立即转化为存在的行动。或者，让

我们使用无须借助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也能理解的最通用的说法：

如果把任何实存都撇开，那么，关于实存就根本无从谈起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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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某一个实存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无疑可以从它转到其他事

物，在一切推理都正确的情况下，这些事物也应当存在。如果前

提的实存得到公认，那么，结论的实存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任

何哲学的基础都是理性的实存。这种实存被它的活动所证实（我

思故我在①）。因此，如果从理性这个作为实存的东西出发，它的

一切结论的实存也就随之而来了。理性的实存是前提，这一点还

没有一个哲学家否认过。如果谢林不愿意承认这个前提，那就请

他根本别谈哲学吧。可见，黑格尔无疑能证明自然界的实存，即

证明自然界是理性的实存的必然结果。但是，谢林这个信奉思维

的抽象而又空洞的内在性的人却忘记了，他的全部活动的基础显

然都是理性的实存。他提出一个可笑的要求，要现实的理性产生

非现实的、仅仅是逻辑的结果；要一棵现实的苹果树仅仅结出逻

辑的、潜在的苹果。这种苹果树一般称为不结果实的苹果树。而

谢林会说：一棵苹果树的无限潜在力。

因此，如果说，黑格尔的范畴不仅被称为用来创造这个世界的

事物的原型，而且也被称为产生这些事物的创造力，那么，这只不

过意味着这些范畴反映了世界的思想内容，这证明世界是从理性

的实存得出的必然结论。谢林则不然，他的确认为理性是一种在

世界机体之外也能存在的东西，认为理性的真正王国属于空洞的、

毫无内容的抽象，属于“创世前的洪荒时代”，然而幸运的是，这样

的洪荒时代从来不存在，何况理性更不可能在那时表现出来或者

体验到安乐的感觉。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极是怎样相逢的；谢

林不能理解具体的思想，他把具体思想驱入最令人眩晕的抽象领

域，而在他看来抽象又立刻体现为感性形象，因此，正是抽象同

０３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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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这种混乱不堪的大杂烩构成了谢林烦琐神秘的思维方式的

特征。

如果我们再来看看对“否定哲学”的内容的发挥，我们就能得

到一些有利于我们上述观点的新证据。存在的潜在力是基础。引

人注目的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可笑的歪曲。潜在力可以随心

所欲地转化或者不转化。因此，在理性的曲颈瓶里，可以从中性的

潜在力分离出两种化学成分：存在和非存在。如果一般说来可以

使潜在力的这全部混乱返回健全的理智范围，这里就会发现辩证

的因素，而且谢林在这里也许还会猜到，潜在力的实质就是转化的

必然性，潜在力只能从现实性的行动中抽象出来。可是并非如此，

他被片面的抽象弄得越来越糊涂。他有一次曾迫使潜在力作试验

性的转化，而且有了重大的发现：潜在力在这次转化后失去了它原

有的也可以不转化的可能性。同时，他发现在潜在力中还有第三

种特性：它有排除转化或不转化并且自由活动于存在和非存在之

间的可能性。这三种可能性，或者说三种潜在力，应当包括任何合

乎理性的内容、任何可能的存在。

成为存在的可能性一变而为现实的存在。这就否定了第二种

可能性——也可以不成为存在的可能性。后者是否企图恢复自己

呢？它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要知道，它在这里遭到的可不单

单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它完全被消灭了，化为乌有，成了只有

在可能性哲学中才能碰到的彻底的非存在。这种被磨碎、吞噬、吃

完了的可能性怎么还有力量恢复自己呢？因为被否定的不仅是第

二种可能性，甚至还有原初潜在力，即主语，——第二种可能性是

它的简单谓语——所以，企图恢复自己的势必不会是第二种可能

性，恰恰是原初潜在力。但是这根本不是它的任务，——用谢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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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化的语言来说，——因为它事先应当知道，要成为行动，就得

把自己作为潜在力来否定。这种恢复一般只有在人而不是范畴相

互否定的场合下才能发生。只有极端无知，只有肆意歪曲才会如

此荒谬地曲解在这里显然被作为基础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原则。

从下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整个过程是多么不合乎辩证法：如果

潜在力的两个方面力量相等，那么，没有外来的推动，它根本不会

决定是转化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过程当然

不会发生，谢林也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不知道从哪里去取得世

界、精神以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原型。因此，我们看不出整个这一

套东西的必然性，总也弄不清潜在力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美好的潜

在的安静，让自己从属于存在，等等，——整个过程一开始就建立

在随意性的基础上。如果这是在“必然的”思维中发生的，那么，在

“自由的”思维中又会出现什么东西，就可想而知了！但事情就是如

此，这个转化必然还是随意的，否则，谢林就会承认世界的必然性，

而这又同他的实证论不适应。可是，这又一次证明潜在力只有作

为行动时，才是潜在力，而没有行动，潜在力就是没有内容的空洞

的幻影，连谢林本人对它也不会满意，因为空洞的潜在力不会向他

提供任何内容；内容是当潜在力变为行动时出现的，所以他无可奈

何地只得承认潜在力和行动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再回来谈第二潜在力，谢林用它做过一些最离奇的

事情。我们在前面看到第二潜在力如何遭到否定，化为乌有。谢林

现在继续说：由于第一潜在力是某种可能存在的东西，所以第二潜

在力是它的对立面，是一切，但就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因而是纯

粹的存在物，纯粹的行动〔ａｃｔｕｓ ｐｕｒｕｓ〕！然而行动应当已经包含

在原初潜在力中，它在那里又是以什么方式显示出来的？“排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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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倾向于非存在”的等等东西通过什么方式突然变成绝对的纯

粹的存在？“纯粹的存在”同“没有界限的存在”区别何在？为什么

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除了成为存在物以外，别无出路？对于这些问

题，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反而要我们相信，第二潜在力使已经

成为没有界限的潜在力的第一潜在力返回可能性的范围，从而恢

复自己同时又消灭自己。有谁能懂啊！接下去又说，这个恢复过程

的各个阶段又以自然界的各阶段固定下来。自然界是怎样在这个

过程中产生的呢？——这一点谁也不懂。例如，为什么没有界限

的存在是物质——ｈｙｌｅ？因为谢林一开始就提到这个ｈｙｌｅ，以它为

依据建立自己的模式；否则，这个存在本来也可以有任何别的东西

作为感性内容和精神内容的。还有，为什么应当把自然界的不同

发展阶段理解为潜在力，这也是不清楚的。按照这个论点，自然界

中最无生气的无机物应当是百分之百的存在物，而有机物反而只

是可能存在的东西。但是只能把这看作是失去了任何思想内容的

神秘形象。

谢林没有把第三潜在力即精神——而谢林对它早就在探索了

——理解为被第二潜在力克服了的、同时在其内部正在发生质变

的第一潜在力的最高的量的阶段，所以他又陷于困惑不解，不知从

哪里去汲取这种潜在力。“科学在寻找某种第三个本原。”“停留在

这上面是不行的。”“在被第二潜在力所克服的存在的位置上，应当

设定某种第三者。”——这就是谢林借以引出精神的魔术公式。我

们现在应当领教一下这个通过自然发生〔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ａ〕的

途径产生的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如果我们注意自然界，当然就会

明白，根据这些前提，应当把精神理解为存在的自我支配的可能性

（而不单单是可能性），这本身就已经够糟糕了。但是如果我们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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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个未来的、可能永远也不出现的自然界，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

纯粹的潜在力范围内，那么，不管怎样努力，我们决不能理解第

一潜在力在借助第二潜在力返回存在的可能性以后，怎么会成为

别的东西而不成为原初潜在力。谢林可能感受到黑格尔的贯穿于

否定和对立之中的中介的深奥意义，但是要复制这种中介是力所

不及的。在他看来，一切都归结为：两个互相没有区别的事物，第

一个排斥第二个，随后第二个重新夺回自己的位置，把第一个挤

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只可能是原初的状

态而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而且，如果第一个很强大，足以排斥第

二个，那么，本来缺乏防御能力的后者从哪里突然聚集了力量转

入进攻并将敌人赶走呢？我根本就不想谈论对精神所作的不成功

的规定了，这个规定反驳了自己，也反驳了以这个规定为结果的

整个过程。

因此，如果谢林以精神总其成，不向我们提出另一个理智世

界——他把这个世界的最后环节叫作观念，那么我们本来能顺利

地到达这个所谓发展过程的终点，而且可以立刻转到别的问题上

去了。谢林在找到了具体的自然界和活生生的精神以后，又通过

什么方式找到抽象的观念（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是抽象的），这

一点确实始终令人不解，谢林倒是应当加以说明的，因为他否定黑

格尔观念对上述观念所持的态度。他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由

于他急切盼望在哲学的终极非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不可，也由于他

不了解黑格尔实际上是怎样取得这个结果的。绝对的东西就是自

我认识的精神——而谢林的观念当然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按

照谢林的看法，这种精神是否定哲学的终极的公设。这里又是一

个矛盾。一方面，否定哲学不能包括历史，因为现实性不是它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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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另一方面，否定哲学是精神哲学，而世界历史哲学是精神哲学

的皇冠；否定科学的任务也是“彻底弄清这种有意识进行的过程的

最后可能性”（而这种过程只能是历史）。事情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谢林如果有历史哲学，那么，他的自我认

识的精神就不是公设，而是结果。但是自我认识的精神还远远不

是人格化的上帝这一概念，而谢林却把它和观念等同起来。

讲完这些以后，谢林声称，四十年前他就提出要系统地创建他

现在阐述的这门科学。同一哲学只不过是想成为这种否定哲学而

已。它缓慢地、逐步地超越了费希特，这至少部分地是有意的；“他

想避免任何急剧的转化，保持哲学发展的连续性，甚至因为期望有

朝一日也许能把费希特本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而洋洋自得”。要相

信这番话，除非我们既不知道黑格尔的上述见解，也不知道谢林本

人是多么缺乏自知之明。在同一哲学中囊括了全部实证内容的主

体，现在被宣布为潜在力。就在这种同一哲学中，自然界的一切阶

段每当同自己后面的高级阶段相比，仿佛都是某种相对的存在物；

后面的阶段对前面的阶段来说，好象是可能存在的东西，同样地，

它们同更高的阶段相比，又是相对的存在物，因此同一哲学的主体

和客体在这里相当于可能存在的东西和存在物，最后，直到得出的

东西已经再也不可能是相对的存在物，而是绝对的“超存在物”，同

一性，即再也不是思维和存在、潜在力和行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

单纯的无差别的境界。可是，同一哲学中的这一切被说成是“纯理

性科学的前提”，如果把这一切统统理解为不只是纯粹逻辑的而且

也是现实的过程的表现，如果认为同一哲学似乎就是从本身是真

实的原则中推论出所有继之而来的一切东西的真实性，那么，这一

切就会是最糟糕的误解。不能再自我外化的东西即存在，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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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达到这种哲学的目的时，才能保持绝顶光辉，俯视着自然界和精

神这个它曾经坐过的宝座。尽管这一切显得很崇高，这无非是想

象的形象，只有把整个过程按完全相反的顺序排列，我们才能获得

一幅在现实中发生的图画。

对同一哲学的陈述是否合乎谢林现在的观点？谢林在四十年

前是否真的也象现在一样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现实的？不再保持

高度沉默，而是讲两句话——这是容易办到的——来澄清“最大的

误解”，这样是否更好些？这些问题我们暂且搁在一旁。我们想最

好来谈谈谢林评价的那个人，这个人把谢林“从他占据的位子上”

挤走，而谢林迄今还未能“用否定来回答对自己的否定”。

谢林说，当几乎所有的人都错误地、肤浅地理解同一哲学的时

候，黑格尔拯救了它的基本思想，并且始终信守这种思想，这一点

可以由他的《哲学史讲演录》１５５来证实。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把

同一哲学看作是绝对哲学，不承认有超越这种哲学范围之外的事

物存在。它的界限是存在的可能性，黑格尔却超越了这个界限而

把存在也纳入它的领域。他的基本错误是想把这种哲学变成一种

实存体系。他认为，同一哲学以绝对作为自己的对象，不仅就它的

本质而言，而且就它的实存而言，都是这样。由于他把实存引进自

己的体系，这就使他离开纯理性发展的范围。所以当他从纯粹的

存在开始他的科学并以此否定实存的第一性〔ｐｒｉｕｓ〕时，他是首尾

一贯的。这就决定了他只在非内在的东西的范围内是内在的，因

为存在是思维中的非内在的东西。除此以外，他现在断言他已经

在逻辑中证实了绝对。因此可以看出，绝对在他那里出现两次：一

次在逻辑的末尾，对它的规定正如在同一哲学的末尾所做的一样；

另一次在整个过程的末尾。由此可见，逻辑不能作为发展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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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先于一切，而应当贯穿于整个过程。黑格尔把逻辑规定为主

观的科学，思维在这门科学中始终只在自身之中并且和自身同在，

在任何现实之前和之外。但是它仍然以现实的、实在的观念作为

自己的终点。虽然同一哲学一开始就处在自然界中，黑格尔却把

自然界从逻辑中抛出去，从而宣称自然界是非逻辑的。黑格尔逻

辑的抽象概念在哲学的开端并不是适得其所；只有当意识把整个

自然界纳入自己的领域时，它们才能出现，因为它们只是自然界的

抽象。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谈不上客观的逻辑，因为自然界即客体

开始的地方，恰恰就是逻辑结束的地方。因此在逻辑中，观念处于

生成过程中，但仅仅是在哲学家的思想中；它的客观生命只在它达

到意识的地方开始。不过，它在逻辑的末尾已经作为真实存在的

东西出现了，所以要借助它再前进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观念作为

绝对的主体－客体，作为观念的－实在的东西，是自身完成了的，

不能再继续进步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再转化为别的东

西，转化为自然界呢？这里恰恰可以看出，在纯理性科学中，谈

不上现实存在着的自然界。一切和现实的实存有关的东西，恰恰

应当留待实证哲学去考察。

这段叙述的谬误主要是由于天真地相信，似乎黑格尔没有超

越谢林的观点，而且他还曲解了谢林的观点。我们看到，谢林尽管

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超越实存的范围，而且，老实说，我们也

没有必要为黑格尔并不主张抽象的观念性进行辩解。如果谢林甚

至也能坚持纯粹的潜在力，那么，他本身的实存势必会向他证明，

潜在力已经被超越，因而纯逻辑的存在的全部结论现在已经转入

实在的东西的领域了，可见，“绝对”是存在的。而他想用自己的实

证哲学提供些什么呢？如果从逻辑世界得出逻辑的绝对，那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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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世界也可以得出实存的绝对。但是，谢林不可能满足于这一

点，而且现在还求助于实证的信仰哲学，这就表明经验的、世界之

外的绝对的实存同一切理性是多么矛盾，而且谢林本人又是多么

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由于谢林尽量想把黑格尔的观念（它比同

一哲学的绝对不知高出多少，因为它不过是绝对所要冒充的东西）

贬低到他自己观点的低水平，谢林也就不可能懂得观念同自然界

及精神的关系。他又一次把观念看作世界之外的存在物，看作人

格化的上帝，这是黑格尔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黑格尔认为观念的

实在性不外是自然界和精神。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两次出

现绝对。在逻辑的末尾，观念是作为观念的－实在的东西出现的，

但正因为如此，它立刻就表现为自然界。如果它仅仅表现为观念，

那它只是观念的，只在逻辑上存在。观念的－实在的、自身完成了

的绝对，正是自然界和精神在观念中的统一。谢林则仍然把绝对

看作绝对主体，因为它的内容虽然充满客观性，但毕竟是主体，不

会成为客体，也就是说，对他说来，绝对只有以人格化的上帝这一

表象出现时才是实在的。他应当把上帝完全撇开，只抓住与人格

化无关的单纯的思维规定。所以，在自然界和精神之外，绝对就不

是实在的。否则，二者都是多余的。因此，在逻辑中，如果过去讲的

是在自然界和精神中实现的观念的思想上的规定，那么，现在讲的

是这种实在性本身，是要证明在既是哲学的最高标准同时又是哲

学的最高阶段的实存中有这些规定。由此可见，在逻辑之后，进一

步发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正是这种发展通过自我意识

的无限精神又重新回到观念上来。这就反映出谢林的下述论断是

站不住脚的：仿佛黑格尔宣称自然界是非逻辑的（谢林也立刻宣称

整个宇宙是非逻辑的），仿佛他的逻辑——思想的这种必然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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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发展——是“主观的科学，而客观的逻辑在他那里根本没有地

位，因为后者是他从逻辑中抛出去的自然哲学”。仿佛科学的客观

性就在于它考察外部客体本身！如果谢林把逻辑称为主观的，他就

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自然哲学也称为主观的，因为同一个主体在这

里思维着，也在那里思维着，所考察的内容并不起作用。可是黑格

尔的客观的逻辑没有发展思想，它让思想自己发展，在这里，思维

着的主体不过是一个纯属偶然的观众。

接着，谢林转向精神哲学时提到了黑格尔的某些言论，这些言

论表现出黑格尔的哲学同他个人的癖好和偏见之间的矛盾。黑格

尔体系的宗教的哲学的方面使他有理由揭示青年黑格尔学派早已

发觉并认可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矛盾。他十分正确地评论说，这

一哲学想成为基督教哲学，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它这样做；如果

它停留在理性科学的最初阶段，它本身就会具有真理了。——随

后，他在结束自己的评论时承认了黑格尔的见解，即艺术、宗教和

哲学是理解绝对的最终形式。谢林说，既然宗教和艺术超越了纯

理性科学的范围，那么，哲学本身也应当这样做，应当成为与现在

的哲学不同的另一种哲学。他认为这就是黑格尔见解的辩证因

素。但是，黑格尔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些呢？在《现象学》的结尾，逻

辑作为第二哲学那还是以后的事。但是现象学——这些恰好突出

地反驳了谢林的理解——并不是一门纯理性科学，它只指出通往

理性科学的道路，即把经验的东西、感性意识提高到纯理性科学的

观点。不是逻辑意识，而是现象学意识才具备这三种最终的“确证

绝对超存在物的实存的可能性”。逻辑的、自由的意识看见的完全

是另一些事物，不过对这些事物我们暂时还不必去过问，——这种

意识在自身中已经有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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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迈出了决定的一步：公开声明同纯理性一刀两断。自

从有经院哲学家以来，谢林是决心迈出这一步的第一人；雅科比

之流不能算在内，因为他们只能代表当时的某些方面，不能代表

整个时代。近五百年来，一位科学英雄第一次出现了，并宣布科

学是信仰的奴仆。他这样做了，而且对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只能

感到高兴：一个体现了自己时代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世纪在

他身上实现了自我意识的人，这个人也被谢林宣布为理性科学的

最伟大的代表。让一切相信理性万能的人注意敌人的这个证词

吧。

谢林是这样描绘实证哲学的：实证哲学完全独立于否定哲学

之外，不能把否定哲学的末尾作为某种实存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开

端，而应当独立地证明实存。否定哲学的末尾在实证哲学中不是

原则而是课题。实证哲学的开端本身是绝对的。这两种体系之间

从来不存在统一，而且，无论是把二者之一压抑下去，还是将二

者混合起来，都不能达到这种统一。可以证明，这两种哲学从来

就是相互斗争的。（这里随之而来的是试图采用从苏格拉底到康德

的把经验论和先验论截然分开的证明。我们不得不抛开这一尝

试，因为它始终毫无结果。）但是，实证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经验论，

更不是那种以内在的神秘主义的神智学的经验为依据的经验论；

实证哲学把既不包含在纯粹思维中又不在经验世界中出现的东西

作为自己的原则，从而把超越任何经验和任何思维范围的并且先

于这二者的某种绝对超验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原则。因此，在这里

开端不应当是相对的第一性的东西〔ｐｒｉｕｓ〕，就象在潜在力先于转

化的纯粹思维中那样，而应当是绝对的第一性的东西〔ｐｒｉｕｓ〕，这

样转化就不是从概念到存在，而是从存在到概念。这种转化并不

０４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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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前一个转化那样是必然的，而是克服存在的自由行动的结果，这

种行动是根据经验〔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证明的。事实上，如果说，世界是

否存在、世界同否定哲学的结构是否相适应，对于以逻辑的连贯性

为依据的否定哲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实证哲学就会通过

自由思维发展起来，并且需要证实它应当与之并行不悖的经验。

如果否定哲学是纯粹的先验论，实证哲学就是先验的经验论。既

然在实证哲学中是以自由的即建立在意志之上的思维为前提的，

那么，这种哲学的论据就只对愿者和“智者”才存在，因此不仅应当

理解这些论据，而且应当愿意感觉到它们的力量。如果经验的对

象中也有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也象属于自然界和人类一样属于实

证哲学；因此，启示对于实证哲学的意义并不比对所有其他东西的

意义更大；例如，对于天文学，行星的运动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因

为天文学的计算必须考虑到行星。如果说，没有启示在先，哲学就

不会得出这种结果，这当然有几分道理，但是，现在哲学也能独立

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有些人，一旦用望远镜发现了小恒星，以

后也就能用肉眼找到它们，因而不再依赖望远镜了。哲学也应当

包括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同自然界和精神一样也是一种现实性。

但是，使纯逻辑哲学超越本身界限的不单单是启示，而且还有这种

哲学的内在必然性。否定哲学把一切引导到仅仅是可知性的阶

段，然后把它们转给其他科学，只有“某种最终的东西”是它无法引

导到这个阶段的，然而，这某种东西正是最值得认识的东西。因

此，这种东西应当重新成为某种新哲学的对象，这种新哲学的任务

就在于证明这种“最终的东西”是实存的东西。可见，否定哲学只

是由于它同实证哲学发生关系才成为一门哲学。如果否定哲学是

孤立的，它就不会有任何现实的结果，理性也就了无成就；然而在

１４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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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实证哲学中理性胜利了：在否定哲学中躬身屈就的理性在实证哲

学中重新挺起了胸膛。

我当然没有必要为解释谢林的这些论点而讲点什么，它们本

身就是说明。但是我们把这些论点同谢林最初许下的诺言一比

较，就可以看出真是大相径庭！这些诺言告诉我们要使哲学革命

化，要把近年来使否定哲学告终的学说发展下去，信仰和知识即将

和解，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种不论在自身还是在任何其他

已经被证实的事物中都缺乏牢固基础的学说。这种学说时而在摆

脱了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因而是随心所欲的、毫无意义的思维中寻

求支持，时而又在真实性正受到怀疑、论点遭到批驳的启示中寻求

支持。多么天真的要求：为了根治怀疑必须抛弃一切怀疑！“好吧，

既然你们不信，那就爱莫能助喽！”说实在的，谢林到柏林来想要得

到什么？他要是不把实证哲学的珍宝而把对施特劳斯的《耶稣

传》１６２、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等的批驳带来，那还好些

——他还可以搞出点名堂来。而在目前情况下，黑格尔主义者宁

肯呆在众所周知的“死胡同”里，也不愿听凭他“任意摆布”，而实证

神学家也将一如既往宁肯从启示出发而不是把什么东西加到启示

中去。与此完全相适应，他从新年开始，每天都不厌其烦地承认，

他的任务既不是提供基督教的论据，也不是提供思辨的教义，而仅

仅是在阐释基督教方面作一点贡献。至于否定哲学超越本身范围

的必然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从潜在力

转化为行动〔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ａｄａｃｔｕｍ〕的假设不可避免地导致仅仅以

这一假设为转移的逻辑上的上帝，那么为经验所证明的现实的转

化应当导致现实的上帝，而实证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向实证哲学转化，这是谢林借用了本体论有关上帝的存在的

２４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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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上帝不可能是偶然存在的，因而，“如果他存在”，他就是必

然存在的。对三段论法的空白所作的这种增补是完全正确的。由

此可见，上帝只能被理解为自在的和自身之前的存在（不是自为

的；谢林对黑格尔感到十分恼火，甚至认为他的用语同语言精神

格格不入并且需要加以改进），即上帝存在于自身之前，存在于自

己的神性之前。可见，他是直接先于任何思维的、盲目的存在物。

但是既然他是否存在都令人怀疑，那我们就应当从盲目的存在物

出发，看看能否从那里出发获得上帝这一概念。因此，如果说先于

任何存在的思维是否定哲学的原则，那么，先于任何思维的存在就

是实证哲学的原则。这种盲目的存在是必然的存在。可是上帝不

是这种存在，而是必然的“必然存在物”；只有必然的存在才是最高

存在物的存在可能性。而这种盲目的存在物是无须论证的，因为

它先于任何思维。因此，实证哲学把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作为自

己的出发点，以便根据经验〔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把这种东西，如上帝，变

为可以理解的和内在的理性内容。理性只有在这里才逃脱必然的

思维的支配，成为自由的。

这种“盲目的存在物”是ｈｙｌｅ，是早期哲学的永恒物质。说这

种物质发展为上帝，这至少是某种新提法。在这之前，这种物质始

终是同上帝相对立的二元论原则。不过对实证哲学的内容，我们

还得作进一步考察。

这种盲目的存在物，也可以称为“不可追溯的存在”，是实存

的纯粹行动〔ｐｕｒｕｓａｃｔｕｓ〕，是本质和存在的同一（指把上帝叫作

Ａｓｅｉｔａｔ①）。看来，这种存在不能作为某种过程的基础，因为它没

３４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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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动力，而动力只包含在潜在力中。但是，为什么认为纯粹

行动〔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没有任何可能在以后也成为潜在力呢？在这里，

不宜得出结论说，存在着的存在在行动以后〔ｐｏｓｔａｃｔｕｍ〕也不会

成为可能存在的东西。不可追溯的存在会有可能——没有什么东

西妨碍这一点——从自身产生第二存在。盲目的存在就此成为潜

在力，因为它获得它所想要的某种东西，所以成为它自身的盲目

的存在的主宰。由于摆脱这第二存在，盲目的第一存在只能成为

纯粹行动的潜在力〔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因而成为自我支配的

存在（但是这一切在目前还只是一种假设，还有待用它的结果来

证明）；第一存在只有同第二存在区别开来才能认清自己按本性来

说是某种必然的东西。盲目的存在是偶然的，因为它不能被预见

到，它应当通过克服自己的对立面来证明自己的必然性。这是同

盲目的存在相对立的存在的最后根据，同时也是世界的最后基础。

关于万物都会是清楚明确的以及没有什么东西是隐而不露的规

律，是一切存在的最高规律。诚然，这不是凌驾于上帝之上的规

律，但是，上帝由于它而第一次成为自由的了，因而它就是神律。

这一伟大的宇宙规律，这一宇宙辩证法，不愿意还有什么东西悬而

不决。只有这种辩证法才能解答许多伟大的谜。是的，上帝是如此

公正，以致他彻底地、排除一切矛盾地承认这条同他对立的原则。

凡是非自愿的、不可追溯的存在都是不自由的。真正的上帝是活

生生的上帝，他能成为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不可追溯的存在。否

则只好或者同斯宾诺莎一起接受下述观点：一切必然发源于神的

本性，而不靠神本身的帮助（拙劣的泛神论）；或者同意这样的说

法：创世这一概念对理性来说是不可了解的（无力克服泛神论的肤

浅的有神论）。这样，不可追溯的存在变成了对立的东西的潜在

４４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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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既然潜在性对它说来是某种不能容忍的东西，它就必然想

行动，竭力使自己重新成为纯粹的行动〔ａｃｔｕｓｐｕｒｕｓ〕。因此，第二

存在应当又一次被第一存在否定并且转回到潜在力。这样，不可

追溯的存在不仅成为第一潜在力的主宰，而且也成为第二潜在力

的主宰，还有可能使自己的不可追溯的存在变成某种存在物，并且

通过这种途径使它脱离自身从而扬弃自己的整个实存。它原先隐

藏在存在后面的本质也源出于此。由于对抗而成了潜在力的纯粹

的存在，现在变为独立的本质。从而，第一种可能性的主宰又获

得另一种可能性，即有可能显示自己真正的本质，显示自己不受

必然的存在的束缚，把自己设定为精神，因为精神是这样的东西，

它拥有行动和不行动的自由，它在存在中能支配自己，甚至当存

在尚未显示自己的时候，能始终是存在物。然而，这不直接就是可

能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应当存在的东西，而是可能存在 应当存在

的东西。这三个因素对不可追溯的存在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应当

存在的东西，因此，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而且一

切未来的东西都被排除了。

我们可以看出，实证哲学中的思想过程是非常“自由的”。谢林

在这里并不隐讳他提出的只是假设，而假设的正确性还有待用结

果即它们同启示相适应的程度来证明。这种自由的、受意志操纵

的思维的后果之一就是：谢林硬是要“不可追溯的存在”那样去行

动，仿佛它已经是有待从中发展起来的那种东西，即上帝。可是，

不可追溯的存在无论如何不能看见、希望、释放、返回。它只不过

是恰好远离任何个人的、远离一切自我意识的物质的赤裸裸的抽

象。任何推论都不能把自我意识纳入这一固定不变的范畴，除非

这一范畴被理解为物质，被理解为经过自然界向精神发展的范畴，

５４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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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否定哲学中的“无界限的存在”一样，自我意识和无界限的存

在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可追溯性的空洞的规定。这种不可追溯性只

能导致唯物主义，充其量导致泛神论，但是绝不可能导致一神论。

这里证实了居维叶的话：“谢林用比喻代替证明，他不是阐发概念，

而是根据需要改变形象和寓意。”１６３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哲学

中还没有遇到什么论断可以借助下述说法来制止思想的任何发

展：“没有任何根据说这件事不会发生，从逻辑上无从证明这件事

是不可能的”，等等。通过这种途径可以从“不可追溯的存在”发展

出中国宗教和奥塔希提①宗教，对这一点的证明还有：这种宗教正

如基督教一样是一个事实。至于说新发现的关于万物都会是清楚

明确的宇宙规律，那么，不可否认，在这里，至少只有为数极少的东

西是这样，而很多东西仍然是隐而不露的。这里只能看到，思想

的明确性淹没在幻想的黑暗深渊中。如果这一规律表明，万物都

应当在理性面前证实自己的实存，那么，这又是黑格尔的基本思

想之一，而且是谢林本人还没有应用过的思想。要对上述思想过

程连同它的“可能”、“必然”和“应当”作出万物都会是清楚明

确的结论，还得徒劳无益地花费不少时间。首先要问，这三种实

证的潜在力对三种否定的潜在力是什么关系？只有一点是清楚的，

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当存在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可能存在－

应当存在的可能性。

谢林断言，只有借助这种“最坚决的”辩证法，才能从斯宾诺莎

的真正〔ａｃｔｕ〕必然是实存的东西得到按本性来说是〔ｎａｔｕｒａｓｕａ〕

必然的存在物这一概念。但是他想到的只是这一点，因为他想证

６４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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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不是神性的实存，而是实存的东西的神性（青年黑格尔哲学

所做的也正是这样），即这一真正〔ａｃｔｕ〕永恒的存在物本身的神

性。可是，究竟谁能向我们证明，某种东西是从来就存在的呢？如

果我们从逻辑上推论，这个真正〔ａｃｔｕ〕的存在物本身只能导致物

质的永恒性。不合逻辑的推理，即使已经为启示证实了，也是毫

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根据软弱无力的辩证法说：上帝所以接受对立的存在的潜在

力，只是为了要通过否定把对自己的实存的盲目肯定转变为间接的东西，那

么，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知道自

己的力量；只有为了别人他才能使同他相异的存在成为所愿望的对象。上帝

的本质、他的福祉就在于这种脱离自身。上帝的全部思想只存在于自身之

外，存在于创造之中。因此，在我们面前当然是暂时消灭和复兴的过程，但整

个宇宙就处于这两种因素之间。”

滑稽的最坚决的辩证法在俯视自己“软弱无力的”原型时摆出

不可一世的态度，在这里看起来是多么令人可笑啊！它简直不懂得

这种原型，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地表述它。按照谢林的说法，连黑格

尔也是借助感性形象来思维的；谢林让他用类似下列的方式进行

演绎：上帝在这里。上帝创造世界。世界否定上帝。为什么？是否

因为世界是邪恶的？根本不是，仅仅因为世界的实存是一个事实。

世界占据着整个空间，不知何处安身的上帝认为自己不得不重新

否定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当然只好消灭世界。但是，谢林不

能理解下述概念的深度，即否定必然仅仅来自存在物本身，成为它

的内在本质的一种发展，成为唤起意识的一种因素，直到它在自己

的较高级活动中重新由它自己否定自己为止，从而让某种发展了

的、自成一体的、自由的东西产生出来。谢林所以不能理解，因为

他的上帝是自由的，就是说，是随心所欲地行动的。

７４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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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帝，或者说不可追溯的存在，就创造了世界或对立的

存在。世界遵循的恰恰只是上帝的意志并且以上帝的意志为转

移。上帝的公正不允许为了自己的复兴而一举消灭世界，因为对

立的本原如今在一定意义上有了权利，有了不以上帝为转移的意

志。因此，它逐渐地并且按照一种决定发展阶段的原则通过最后

两种潜在力返回。因此，如果第一潜在力是产生一切运动和对立

的存在的原因，那么第二潜在力就是通过行动〔ｅｘ ａｃｔｕ〕来设定

的；它在克服第一潜在力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并且作用于对立的存

在，使它从属于第三潜在力，结果，对立的存在就作为三种潜在力

之间的具体事物出现了。这三种潜在力现在就表现为：物质原因

——由此，作用原因——借此，终极原因——因此（据此）产生万物

〔ｃａｕｓ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ｘｑｕａ，ｃａｕｓ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ｓ，ｐｅｒｑｕａｍ，ｃａｕｓａｆｉｎａｌｉｓ，

ｉｎｑｕａｍ（ｓｅｃｕｎｄｕｍｑｕａｍ）ｏｍｎｉａｆｉｕｎｔ〕。

现在，如果不可追溯的存在是神的条件，那么，上帝本身就同

创世行动一起出现，即作为存在的主宰出现，上帝有权使这些可能

性变为现实或不变为现实。他始终处于全过程之外并且超越于原

因的三段式即原因的原因〔ｃａｕｓａｃａｕｓａｒｕｍ〕之上。因此，为了不让

世界表现为他的本质的流出，上帝必须体验潜在力相互之间的种

种情况，就是说必须打量一下未来的宇宙。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单

凭全能和全知量不够的，而活动是作为造物主的幻象存在的。因

此，原初潜在力，即对立的存在的第一原因，始终是给予特殊赞颂

的对象；它是印度的玛娅（与德语“Ｍａｃｈｔ”同源，即潜在力），它就

象普雷内斯特的司头生子神福图娜１６４一样，为刚刚出现的东西织

网，以便推动造物主进行现实的创造。

我没有增添一个字，免得吹拂这种幻象的神秘云雾。

８４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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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帝确实创世的问题，不能先验地〔ａ ｐｒｉｏｒｉ〕证明，这是

出于上帝所容许的唯一的需要——被认识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最

高尚的本性所固有的。创世的上帝并不仅仅是一体，而是多数中

的一体，而既然这个多数（上面提到的那些潜在力）是自成一体的，

那么造物主就是一切之一体，这就是一神论。既然他先于一切，他

就不能有同自己对等的东西，因为没有潜在力的存在根本不可能

（！）。刚才顺便谈到的那个统一的上帝仅仅是有神论者的上帝。一

神论要求统一性，没有统一性，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而有神论坚

持的观点主张上帝是无限的实体。由此再进一步，则主张万物皆

有神，那就是泛神论；在泛神论中，万物都是神的规定。只有一神

论中，神才是真正的上帝、活生生的上帝，这里，实体的统一在潜在

力中消失了，它的位置由超实体的统一接替了，所以上帝对三者来

说是不可克服的统一体。虽然有好多个，但是并不是好多个上帝，

而只有一个上帝，神是不会有好多个的。因此，同有神论相比，一

神论和泛神论前进了一步，有神论是绝对在否定哲学中的最终表

现。一神论是通向基督教的过渡阶段，因为一切之一体的一定表

现是三位一体。

不管你怎样试图理解这种三位一体，除了三对一、一对三之

外，始终得不出任何别的结果。如果上帝是这三者的统一体，那么

他只有作为第四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总是有三个上帝。如果

只有神才是他们的统一体，那么，人类也同样是所有人的统一体，

而正象我们只有统一的上帝一样，我们只有统一的人。然而，正如

多不能消灭一样，三也不能消灭。而且从三位无论如何不能得出

一位。隐藏在三位一体概念中的旧矛盾依旧明显存在，令人惊奇

的是谢林胆敢断言这个矛盾已经得到解决。关于只有三才是一的

９４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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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反映这种思想又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但是照例又被简

化得毫无内容了。在黑格尔那里，三始终是上帝——如果一定要

认为黑格尔的体系中有这样的上帝——的发展环节的次第。而在

这里这三个环节作为个体应当是并列的，并且别出心裁地断言，一

位的真正的个体就在于它似乎是三位。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的只是一位，即圣父，因为，如果在

先的存在物把以前是它本身组成部分的某种东西从自身分离出

来，而且使它实现自身，那么，就有理由把这称为诞生。但是，如果

在这实现的过程中，对立的存在（Ｂ）确实被克服了，那么，第二潜

在力同第一潜在力一样，也能支配它，因此，圣子的神性就等于圣

父的神性。第三潜在力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作为摆脱了存在的本

质，只有在战胜Ｂ以后才能重新变为存在，但是那时它会获得和

前两种潜在力一样的荣耀和个体，并成为圣灵。由此可见，我们一

共有三个个体而不是三个神，因为，存在如果是一，那么，它的荣耀

也只可能是一（仿佛两个斯巴达国王，由于他们的权力是一致的，

就只等于一个国王！）。当诸潜在力处于激化状态时，我们在诸潜

在力中只是把过程的自然方面（看来，“激化状态”是否定哲学的过

程）看成是世界的产生；而且只有同三位一起才能展现出神的世界

以及下述过程所具有的神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作为可能性

而为圣父所固有的存在被交给了圣子，而圣子作为被克服者又把

它归还给圣父。除了被交给圣子之外，它还被圣父和圣子交给了

圣灵，而圣灵拥有的存在只不过是前两者共有的存在。诸潜在力

的激化贯穿整个自然界，因此，任何事物都跟这有一定的关系。一

切产生的东西都是潜在力之间的第四位，而已经完全解决了这种

激化状态的人，则已经跟这些个体本身有关系了，因为在他身上表

０５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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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实现的最后因素，潜在力通过这一因素成为现实的个体。由

此可见，这一过程对于事物来说是创造的过程，对于个体来说是

形成诸神世系的过程。

谢林这样借助于魔法从不可追溯的存在的无底深渊召唤出来

的不仅有上帝本身，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而且，圣灵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劲加上去的，然后才创造出一个随意

制作的、随心所欲的、因而是虚无缥缈的世界。由于这一切，谢林

获得了基督教的基础。要一一列举谢林一手造成的这些前后不连

贯的观点、随心所欲的理论、武断的见解、漏洞、东拉西扯、臆测、杂

乱无章，这就不是我的本意了。如果受一定必然性支配的思维已

经这样糟糕，那么，在自由思维中可望见到的则是经院哲学和神秘

主义中更加杂乱的东西，——这正是新谢林主义的实质。读者不

能要求我有这种超人的财性，正如我也不能要求读者对此有这种

兴趣一样，至于人所共知的问题，则无须作任何说明。我的目的仅

仅在于一般地考察思想过程，只是想说明黑格尔和谢林之间的关

系同谢林所断言的恰恰相反。现在，以基督教为根据，我们就更有

可能让事实本身来讲话。首先，谢林承认自己不善于认识世界，正

如他不善于认识恶一样。人有可能留在上帝身上，也有可能不留

在上帝身上。他所以不这样做，这是他这方面的自由意志问题。因

此，他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而且，在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就绪的

地方，又把一切当作问题提出来。在谢林看来，世界同上帝分离，

受外部事物的支配，本质的东西丧失了本身的地位。圣父“似乎”

从自己的位置上被排挤掉了（后来“似乎”二字被删去）。

然而，在谢林看来，我们仍然没有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子自

身的不以圣父为转移的意志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现在，在创世

１５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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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某种新东西，即人身上的自我支配的Ｂ。

是否同上帝结合为一，听凭人的选择。人不想结合在一起，因而

迫使最高潜在力返回潜能状态，而现在这种潜在力，在它被人的

意志从圣父手中夺走以后，才象上帝的儿子一样成为人子（这就

是《新约》中表达的意思），并且拥有既是神的又是超神的存在。

现在它能够跟随存在进入超神的范围并且把存在带回给上帝。现

在圣父摈弃了世界，从此不再自愿地而是出于自己的不满（这是

上帝愤怒的真正含意）在世界上行动。这样，圣父并没有消灭罪

恶的世界，而是象圣书所说的，为了自己的儿子保存了世界。在

他身上，即为了他，创造出万物。可见，我们在这里有了两个时

代：一个是圣父时代，这时存在（世界）仍然作为潜在力寓于圣

父之中，而圣子还没有自立；另一个是圣子时代，即世界时代，世界

的历史就是圣子的历史。这一时代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

时期，人完全受对立的存在、Ｂ、宇宙潜在力的支配。在这里，圣子

处于否定的、灾难深重的、消极被动的状态，他暂时被排除于存在

（即世界）之外，是不自由的，在人的意识之外的。这一潜在力要征

服存在就只能通过自然途径来行动。这是旧立约时期，那时圣子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力图按照自己的本性统治存在；这个时

期的意义直到现在都没有被科学所理解，也就没有人能够认识到

它的意义。在《旧约》中，即在讲到救世主今日的苦难的《以赛亚

书》第５３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只是随着第二潜在力的加

强，随着赢得对存在的统治，才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

潜在力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这是它在基督身上显现的

时期，是启示时期。这是解释基督教的秘诀；依靠这一根阿莉阿德

尼线“可以找出我的思路的迷宫的方向”。——  由于人的反抗，

２５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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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克服Ｂ而在创世行动中产生的那些个体又成为单纯的可能

性，又被挤回到潜能状态，从意识中被排除出去，成为超神的个体。

这就是新过程产生的原因，这一过程发生在人的意识中，而神就从

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出去，因为潜在力在激化状态时是超神的。这

一使意识从属于潜在力的统治的过程，在多神教中具有神话发展

的形式。启示的更深远的历史前提是神话。在神话哲学中，我们

的任务是在神话意识中建立起单独的潜在力，并且在希腊的秘密

的宗教仪式中了解这些潜在力。

试问，谢林断言人对上帝的自我发展有影响——因为只能这

样说，——这是否符合基督教的概念？要知道，基督教的上帝从来

就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宁静丝毫不受圣子暂时的世俗生活的搅扰。

总之，按照谢林的说法，创世行动是以最可耻的方式结束的。“中间

潜在力，即相对存在物和可能存在的东西”这种纸牌小屋刚刚搭起

来，三个潜在力已经随时准备成为个体，愚蠢的人突然干起蠢事，

于是整个精巧的体系结构就倒坍了，而潜在力照旧是潜在力。这

就完全象童话中所描述的一样，咒语一念，闪闪发光的精灵守护着

的珍宝就从地下应声而出；渴望已久的珍宝已经升到深渊的边沿，

但是因为念错了一个字，幻影消失了，珍宝沉下去了，无底深渊就

永远把它封住了。谢林的上帝要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得聪明些，那

他会使自己摆脱许多困难，也使我们摆脱启示哲学。但是，谢林的

神秘主义由于发挥了圣子受难这一主题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神的超神性、有意识的无意识性、活动的非活动性、无意志的

意志这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关系——这么一堆相互排斥的矛盾，对

谢林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可估价的结论宝库，因为可以从中引申出

一切。这一潜在力对人的意识的关系就更不清楚了。所有的潜在

３５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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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在这里作为宇宙潜在力、自然潜在力行动，然而是怎样行动的

呢？什么是宇宙潜在力呢？谢林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谢林

本人能够作出合乎理性的回答。这还是那些含糊不清的神秘主义

的思想规定之一，他不得不采用这样的规定，以便通过“自由的、受

意志指导的思维”达到启示。“这些神话的概念只能解释为受宇宙

潜在力支配的意识的必然产物。”但是，宇宙潜在力是自身处于激

化状态的神的潜在力，是作为非神的神。神话对自然界的关系也

应当这样来解释，这里应当发现崭新的事实，应当揭示人类史前时

期的内容，即“与创造诸神形象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那种巨大的精

神上的振奋”。

我们可以把《神话哲学》撇开不谈，因为它同启示哲学没有直

接的关系；此外，谢林打算在下学期开一门更详细地阐述启示哲学

的课程。顺便说一下，这一部分讲稿比其他各部分要好得多，其中

某些说法，如果使它们摆脱了神秘主义的歪曲的研究方法，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即使对于从自由的、纯粹人的观点研究这些意识发展

阶段的人来说也是如此。问题仅仅在于，这些思想究竟有多少是

谢林本人的，它们是否是从施图尔那里抄袭的。谢林观点的不正

确主要在于，他没有把神话过程理解为意识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范围内的自由的自我发展，而是处处使超人的原则和力量发挥作

用，此外，这一切都叙述得前后矛盾，以致这些潜在力同时既是“意

识的实体”又是某种其他的东西。既然非要确立绝对超人的影响，

这些手段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愿意承认谢林就有关基督

教的神话的最重要成果所作出的结论，不过要用另一种形式，因为

我并不把两种现象看作某种以超自然的方式从外部引进意识的东

西，而是把它们看作意识的最内在的产物，看作某种纯粹人的和纯

４５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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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自然的东西。

于是，现在我们终于要涉及由神话制造出来的启示了。整个

基督教就是启示。因此，启示哲学同教义等等无关，它根本不想建

立什么学说，它只想对基督教的历史事实作一番解释。但是，我们

将会看到，怎样从这里逐渐引申出整个教义。我们将会看到，谢林

怎样把“整个基督教”看作“同多神教一样，仅仅是事实”。他没有把

多神教的事实当作它们所显示的东西即当作真理；例如，他没有

把狄奥尼苏斯当作真正的上帝。而基督教的事实对他来说是绝对

的；当基督宣布自己是救世主时，当保罗说这说那时，谢林都是

无条件地相信的。谢林至少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解释了神话事实，

而基督教的那些事实，他是确认的。但是，他又自以为是，认为

“他以自己的直爽和坦率赢得了青年的爱戴，而且不仅是爱戴，还

赢得了狂热的崇拜”。

为了解释启示，他引证了保罗达腓立比人书第二章、第六至八

章里的话，我把它再援引如下：

“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
’
μρφη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α

’′

ρπα μα）；反倒虚己（
’ ’
ωσ），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

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谢林在从事他的哲学解释的同时，做了广泛的圣经诠释工作，

我不打算这样做，只想在这里按照谢林的方法谈谈保罗所讲的事

实。基督在受难的情况下，通过神话式的过程，逐渐地成为意识的

主宰。他不依赖于圣父而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并且可以随意支配

它。他是世界的上帝，但不是绝对的上帝。他本来可以始终处于这

种既是超神的又是神的状态。保罗把这称为“本有上帝的形

象”——
’
μρφη 。但是他不愿这样做。他成了人。他放弃了

５５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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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荣耀，把它让给圣父，从而使世界同上帝合一。如果他不

这样做，那么，世界就不再有任何可能同上帝合一了。基督顺从

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诱惑的故事也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如果基督同意崇拜撒但，即同意自己仍然作为宇宙潜在力，
’
 

μρφη ，那么，撒但，即盲目的宇宙原则，就会把自己的王国

奉让给基督。可是基督放弃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存在变成创造物

的存在并且成为人，从而从属于圣父。

“愿上帝保佑我别把基督教根本不懂得的哲学理论当作基督

教教义”，谢林用这些话结束了自己的演绎。争论这些理论的基督

教性质未免多此一举，因为即使这一点能得到证明，对谢林也毫无

好处。而且，我认为，这种理论同基督教的整个基本思想有矛盾。

根据圣经中的个别章节不难证明这种不合情理的地方，但是问题

根本不在这里。基督教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它有足够的时

间来充分认识自己。它的内容通过教会表现出来，除了这一内容，

基督教不可能再含有其他自以为有意义的积极内容；更不可能到

现在才第一次认识它的真正含义。况且，现在来揭示这一真正的

含义也太迟了。但是不管怎样，上述解释也还包含许多有教益的

东西。基督使自己从属于圣父，这是他的自由行动吗？决不可

能，——这是自然的必然性。不能设想基督会怀有恶的可能性而

又不破坏他的神性。谁能作恶谁就永远不能成为上帝。究竟怎么

才能成为上帝呢？然而我们能设想基督仿佛是为了自己而保持世

界的吗？在这种场合下会发生如此无法理解的、可笑的情况，无论

如何是不能想象的。这里是基督，在自己美妙的世界里起劲地、愉

快地生活着，他是天上和人间的古希腊文化时代的精萃；那里是年

迈的上帝，他形影相吊、没有子嗣，由于反对世界的诡计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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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觉得伤心。谢林的上帝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他有福无谋。一切进

行得很顺利，但是也可能结局完全不同。总之，谢林关于上帝的理

论具有彻头彻尾的拟人观的性质。如果撒但在基督成为人之前把

世界王国让给他，那至少有希望把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这样一

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既然基督已成为人，他因而也就从属

于上帝了，倒霉的魔鬼的希望就落空了。此外，难道基督不是已经

在神话式的过程中为自己取得了对世界的统治权吗？那魔鬼还能

把什么让给他呢？

我就是这样转述了谢林对基督教所作的解释中最重要的东

西。其余部分，有的是引文和引文的注解，有的是结论的详细发

挥。我打算讲讲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根据上面援引的有关潜在力统治世界具有连续性的理论，可

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潜在力都是继之而来的

潜在力的预言者。例如，在《旧约》中，圣父预言圣子的降临；在

《新约》中，圣子预言圣灵的降临。在卜言书中则正好相反，第三

潜在力预示第二潜在力的来临。这里显示出潜在力的运动对时间

进程的依赖性，即显示出“耶和华的先知”，“主的天使”，诚然，

“主的天使”并不直接就是第二位，但毕竟是第二潜在力，是第二

潜在力在Ｂ中出现的原因。他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所

以，根据他出现的形式就不难确定每一册书问世的时间，因此，根

据潜在力的这一运动，可以得出“令人惊讶的”结果，这一结果远胜

于迄今为止批评界所作的全部工作。这一确定是“解答《旧约》的

关键，我们可以利用它证明《旧约》的概念在其相对真实性中的现

实性”。

《旧约》和多神教具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前提。因此，摩西

７５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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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仪式都具有多神教的性质。例如，割礼仪式显然是去势的

比较温和的形式，去势在古代多神教中起过很大的作用，生动地、

象征性地表现出后来对最古老的神乌朗诺斯的胜利。禁食某些食

物、设置同埃及圣所相似的会幕，正如约柜同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

圣柜相似一样。

基督的出现本身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规定的。罗马时代是

神话的终结，因为罗马人的宗教本身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因素，它

汲取了世界一切宗教概念直至最古老的东方宗教的概念，这就表

明它没有能力创造什么新东西。同时，从这些空洞的陈腐形式中

产生了必将出现某种新东西的感觉。世界寂静下来，期待着即将

出现的东西。从这个外在的罗马世界帝国中，从各民族的消灭中，

产生了内在的天国。因此，时机一到，上帝就派出了自己的儿子。

基督由于拒绝了神的形象〔μρφη 〕，即拒绝把超神的存

在作为神的存在，成了人，实际上这就最清楚、最出色地证明了在

自己身上延续的神性。不应当把基督为了我们而使自己遭受苦难

理解为拒绝他的神性、不利用〔ｎｏｎ ｕｓｕｓ〕这种神性，而应当理解

为从自己身上去掉μρφη ，神的形象。他身上仍然保持着神

的本质。只有他才能成为中介者，因为他来自上帝，是人的意识的

体现者。由于他在多神教和犹太教中的出现，使人类受到束缚的

以及几乎把人类消灭的本原却没有被消除；不断重复的牺牲所能

消除的仅仅是症状，而不是病根。圣父的愤怒只能被另一种意志

所战胜，这种意志比它坚强，比死亡坚强，比任何其他意志都坚

强。能够克服这种意志的只是道德的力量，不是肉体的力量，这

就是中介者的而不是人的最大的自愿的顺从。人的最大的自愿的

顺从，从来不是绝对自愿的，而中介者的顺从，是自由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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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而言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罪过的自由。通过多神教而发展的意

义就在于此，这对于中介者能作为意识的代表出现是必需的。这

种解答是神意的最伟大的奇迹。

当然，对人化的肉体方面是不可能把细微末节都解释清楚的。

他本身就具备这样做的物质可能性。成为物质的东西，就是成为

最高潜在力的物质，就是顺从它。基督既然顺从上帝，对上帝而言

他就成为物质的了。但是，他一旦成为上帝的创造物，他就有权利

存在于上帝之外。所以他应当成为一个人。最初和上帝同在的东

西，在多神教中以上帝的形象支配着意识的东西，如今在伯利恒作

为人由一个妇女生下来了。和解从来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只要具

备主观的事实就够了。而这里要求制止圣父的愤怒，这却只有客

观的事实——人化——才能做到。

在人化的情况下，第三潜在力是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基督脱

胎于圣灵，即借助于圣灵，但不是圣灵之子。造物主的职能转向第

三潜在力。它的第一次表现是物质的人——耶稣。第二潜在力是

物质，第三潜在力是物质的塑造者。这个过程是不寻常的，从物质

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更高级的观点来说当然还是可以理解的。

基督从自身取得了人化的物质。第一个形成物（它的本性在这里

不再与我们有关）被看作是母亲的有机过程。再要提出问题就未

免过于追求细节了。

如果上帝到处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这是一种奇迹。

在自然界，一切都是无意志的。基督也是如此。他所拥有的造物主

的职能是天赋的〔ｎａｔｕｒａ ｓｕａ〕，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因此，作为

人，他不能拒绝这个职能。这个职能在这里成为他的意志的指导

者。圣子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自然界中存在，是以圣父的意志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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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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的，因此，圣子用圣父的力量来创造奇迹。谁在听了这些讲演

之后去读《新约》，他就会在《新约》中发现许多他过去没有察觉

的东西。

基督的死早在他成为人以前就决定了，并且得到基督和圣父

的赞同。因此，他的死不是偶然的，而是神意要求作出的牺牲。任

务在于使恶的原则失去一切力量，当恶处于潜在力时克服它。能

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起中介作用的潜在力，但是不让自己象单纯的

自然潜在力那样同恶的原则相对立。可是，既然上帝本身想克服

这种原则，第二潜在力就不得不顺从它。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成为

自然潜在力的第二潜在力抵不上这个否定上帝的原则，虽然第二

潜在力成为自然潜在力不是自己的过失，而是人的过失。因此，这

后一种情况使它有一定的权利存在于上帝之外。上帝很公正，他

没有单方面扬弃同他对立的原则；此外，他又很通人情，他喜爱那

个使自己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实质上是偶然的原 则，甚于喜爱必

然的因素，即从他自身产生出来的潜在力。他是第二潜在力的上

帝，同样也是对立的原则的上帝。这是上帝的本性，这种本性甚至

高于他的意志。一切原则的这种完全的统一体形成了上帝的荣

耀，这一荣耀不容许上述的原则被单方面破坏。为了取消这一原

则，必须让第二潜在力起主导作用并在其超神的存在中完全顺从

上帝。在这里，单单人化还不够。基督在人的始祖堕落以后，立即

跟随人走向同上帝相异化的世界，使自己处于世界和上帝之间。

他站在敌对原则一边，把自己同圣父对立起来，同圣父进行斗争，

成为这一存在犯罪的同谋者，并且作为无辜的罪人、作为同上帝相

异化的存在的保证人应当受到惩罚。他这种与对立的原则相当的

地位，连同自己承担的世界罪恶，都得由他以死来赎罪。这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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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理由。诚然，别的人也会死，但是他的死是同别人完全不同

的。这种死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要不是千真万确，我们简直不

敢相信。他死的时候全人类的代表都在场：当时有犹太教徒，也

有异教徒。异教的原则应当是按异教之死去死，即死在十字架上，

不过，不应当从中寻找什么特别的东西。被抻臂钉死在十字架上，

正象圣书所记载的，解除了基督在异教中所处的长期激化状态①；

他借助死亡而避免了审判和恐惧（即避免激化状态）。这是一大秘

密，直到今天犹太教徒（道德家们）仍然把它看作是丑事，而异

教徒（纯粹的唯理论者）则把它看作是蠢事。

基督复活历来被看作是个人不死的保证。关于这一教义，如

果撇开关于基督复活的问题不谈，应当指出下面这一点。在尘世

生活中，自然界统治精神。同时，它以另一种生活——由精神统

治自然界来补偿上述情况——为前提，而且还以第三种也是最后

一种生活——精神和自然界这两种因素得到和解而且处于和谐状

态——为前提。关于不死，哲学直到现在并没有抱定任何令人慰

藉的宗旨。而在基督教中，这个宗旨被提出来了。

基督复活本身是对基督人化的肯定无疑的证明。在人化过程

中，人的存在重新被上帝接受了。上帝认为不称心的不是人的个

别行为，而是人所处的整个状况，因而，早在人犯罪以前，上帝

就对单个人感到不满了。所以，在同圣父和解以前，人的任何意

志、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真正善良的。由于基督复活，这一状况

才为上帝承认，欢乐又重归世界。由此可见，释罪只有依靠复活

才圆满完成，因为基督没有消融在宇宙中，而是作为人坐在上帝

１６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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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边。复活是从内部的历史射向外部的历史的一道闪电；谁抛

弃这一事实，谁就只剩下外表而失去神的内容，失去先验的内容，

而唯有这种内容才能使历史成其为历史；他的面前只有记忆的材

料，他在这里所处的境况同民众在日常事务方面所处的境况一样，

而民众对日常事务的内在推动因素是不了解的。此外，他还将陷

入地狱，即“死亡的时刻对他来说将永无尽期”。

最后，圣灵出现并且解决一切问题。他只有同圣父完全和解

以后才能降临，因而，他的出现是圆满实现和解的标志。

谢林在这里发挥了自己对于从施特劳斯以来的最新批判所持

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批判似乎从来不能吸引他以任何形式参加

论战；他的证明是：从１８３１年以来他就发表这些讲演而从不作任

何修改和补充。他确定神话哲学属于更远的时代。然后他谈到这

些人的“庸俗的、市侩气十足的智慧”，谈到他们“象学生似地对

待未完成的原理”，谈到“他们的哲学软弱无力”，等等。而对虔

诚主义以及纯主观的基督教，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了一下这

对基督教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权威的理解。

我还要再讲一讲撒但学吗？魔鬼不是人格化的存在物，但也

不是非人格化的存在物，他是一种潜在力；邪恶的天使是潜在力，

不过，它是不应有的潜在力，是仅仅由于人的始祖堕落才出现的

潜在力；善良的天使也是潜在力，但它是应有的潜在力，是由于

人的始祖堕落才不存在的潜在力。这一点暂且讲到这里就行了。

教会及其历史是在彼得、雅各（及其后继者保罗）和约翰这三

个使徒的教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奈安德也持同样的意见。天主

教教会是彼得的教会，是保守的、犹太教的形式主义教会；新教教

会是保罗的教会；尚待出现的并且当然是谢林所准备的第三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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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约翰的教会，它把彼得的淬朴和保罗的辩证锐敏兼收并蓄。

彼得是圣父的代表，保罗是圣子的代表，约翰是圣灵的代表。

“他把结束的事业交给上帝喜爱的人。如果我必须创建教会，我就会为

圣约翰创建教会。可是，有朝一日将为三个使徒创建共同的教会，而这个教

会将是真正基督教的三圣殿。”

这就是对照了三本笔记本以后所提供的谢林讲演的主要内

容。１６５我自信对待自己的任务是极其认真和毫无私心杂念的。因

为摆在我面前的是全部教义：三位一体、从无中创世、始祖堕落、原

罪和失去行善能力、基督以死赎罪、基督复活、圣灵降临、诸圣相通

功、死者复活以及永生。这样，谢林自己又把他在事实同教义之间

确定的那条界限取消了。不过，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考察问题，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基督教是否同传统基督教一样呢？凡是对

这一问题不抱偏见的人都会说：是和否。哲学同基督教的互不相

容，已经使谢林陷入比黑格尔更糟的矛盾。黑格尔毕竟还有哲学，

虽然结果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基督教。而谢林提供的既不是基督

教也不是哲学，并且在他冒充为基督教和哲学的那种东西里面却

包含着他的“直爽和坦率”，包含着他的功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对于向他索取面包的人，他提供的是真正的面包，而不是石头，同

时还要讲明，这是面包。”谢林根本不了解自己，这仍然可以用刚才

从中援引过引文的那篇讲话来证实。遇到这样一种理论，只能再

一次使人深信，当今基督教建立在多么薄弱的基础上。

如果再一次全面地考察一下整个理论，除了上述内容以外，我

们还可以得到下述结果来确定新谢林主义的思维方式。自由和任

意这二者混在一起，在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帝总是被

看成同人一样任意地行动的。只要上帝被理解为单一的，这种看

３６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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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当然不可避免，不过这不是哲学的。只有本身包含着必然性的

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真理，是必然性的合

乎理性。因此，就连黑格尔的上帝无论如何也永远不可能是单一

的个体，因为一切任意的东西都从他身上消失了。正因为如此，谢

林在谈到上帝时也不得不采用“自由的”思维，因为具有逻辑连贯

性的必然思维排除了神这个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强有力

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不外是人类在纯思维中的意识，是普

遍性的东西的意识，黑格尔的神化了的意识。在一切自行发生的

地方，如在黑格尔那里，神化的个体是多余的。

下面还发现在哲学的划分中有一个新矛盾。既然否定哲学与

实存毫无关系，那么，“在这里没有任何逻辑根据”说，否定哲学怎

么不把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也包括在内。谢林谈到否定哲学

时是承认这一点的，他说否定哲学没有考虑到世界，而且，即使世

界和否定哲学的结构一致，那也似乎是一种偶然性。然而，在这种

情况下，否定哲学完全是一种空洞无物的哲学，它以极其随意的可

能性为支柱并且向幻想敞开大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否定哲学

只包含自然界和精神中真正存在的东西，那么，它本身就包含了实

在性，而实证哲学也就是多余的了。这一点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

出。在谢林那里，自然界和精神是唯一合乎理性的。上帝不是合乎

理性的。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无限的东西，只有当它作为有限

的东西、作为自然界和精神呈现出来，而它的彼岸的、世界之外的

实存应当归入抽象王国的时候，才可能是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实在

地存在着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实证哲学，正如我们看到的，完全以

信仰为转移并且只为信仰而存在。如果犹太教徒或伊斯兰教徒承

认否定科学中谢林的前提，那么，谢林不可避免地也要为自己创造

４６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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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犹太教的或伊斯兰教的实证哲学。不仅如此，这种实证哲学应

当是有别于天主教的、有别于英国国教教会的实证哲学。大家都

有同样的权利，因为“讲的不是教义，而是事实”，而借助于谢林所

喜爱的“自由的”思维，可以把任何东西构造成绝对的东西。伊斯

兰教中构造的事实恰恰要比基督教中构造的事实好得多。

这样，我们就讲完了谢林的哲学，而且对于象他这样的人竟陷

入了信仰和不自由的陷阱，只能感到惋惜。他年轻的时候可判若

两人。他那思潮起伏的头脑产生过帕拉斯类型的光辉思想，而且

其中某些思想在日后的斗争中也是突出的。当时，他自由地、无畏

地航行于开阔的思想海洋，以便发现大西洲——绝对，他常常看到

这一幻象有如朦胧的海市蜃楼在遥远的海角浮现出来。青春之火

在他身上化成了热情之焰；他这个醉心于上帝的预言家宣告了新

时代的来临。他为圣灵降临于他而喜不自胜，常常不知所云。他敞

开推究哲理之门，在抽象思想的斗室内散发出自然界的新鲜气息；

和煦的春光撒落在范畴的种籽上，在它们身上唤醒了一切沉睡着

的力量。但是，火熄灭了，勇气消失了，正在发酵的葡萄汁还没有

来得及酿成醇厚的葡萄酒就变成了酸醋。这艘具有大无畏气概

的、愉快地破浪前进的海船调转了船头，驶进了信仰的浅水港，它

的龙骨猛地扎入沙土，到现在还搁浅在那里。它现在就呆在那儿，

没有人能认出这破旧的残骸就是当年那艘船旗飘扬、满风鼓帆地

在海上行驶的海船。船帆早已化为灰烬，桅杆也已折断，海浪涌进

裂开的大缝，龙骨日复一日地在沙土中越陷越深。

我们别再理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吧。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可

以供我们观察呢。人们不会指着这具陈旧的船骸对我们说，这是

唯一能经得起风浪的海船，而当时在另一个港湾却停泊着整整一

５６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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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正准备开进汪洋大海的威武的舰队。我们的出路、我们的未来

在别处。黑格尔是一个为我们开辟了意识的新纪元的人，因为他

结束了旧纪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现在他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

方面来自他的先驱谢林，另一方面来自他的最年轻的继承人费尔

巴哈。如果费尔巴哈非难黑格尔仍然深陷于旧事物之中，那么，他

会注意到，对旧事物的意识就已经是新事物了，旧事物之所以进入

历史范畴，是因为它已经被充分意识到了。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

里确实是：旧事物是新事物，新事物是旧事物；因此，费尔巴哈对基

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必要补充。

这种学说在施特劳斯那里达到了顶峰，教义通过本身的历史客观

地在哲学思想中获得解答。同时，费尔巴哈把宗教上的定义归结

为主观的人的关系，但是这不仅没有扬弃施特劳斯的结论，而是恰

恰验证了这些结论，他们两人都得出同一结论：神学的秘密是人本

学。

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

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祭祀的

火焰从群山之巅向它微笑致意，从四面八方的了望塔传来的欢乐

的号角声宣告了太阳的升起。人类焦急地期待着它的光辉。我们

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奇

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

界，象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

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象监狱一样的

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贵

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的王宫。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

向我们大声疾呼：别离开我，我是不会被摈弃的，我没有放弃真理，

６６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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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看看吧，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

天堂降临尘世，它的珍宝撒满人间，就象路上的石子一样，俯拾即

是。一切紊乱，一切恐惧，一切分裂都无影无踪。世界又成为完整

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它砸碎了自己的黑暗寺院的大锁，脱下忏

悔服，选择了自由纯净的太空作为栖身之所。它已经无须在非理

性面前为自己辩解，因为后者不可能了解它；它的辉煌和庄严，它

的充实和力量，它的生活等等本身就可以作为替它辩解的理由。

十八个世纪以前，有个人猜想世界——宇宙——总有一天要排挤

他，因而嘱咐自己的信徒摈弃这个世界，这个人是正确的。

同时，自然界的宠儿即人经过青年时代的长期奋斗、异国他乡

的长年漂泊之后，作为一个自由的男子汉回到了自己母亲身边，当

他保护母亲，戒备那些在斗争中被战胜的敌人的幽灵时，也克服了

自身的分化，自己内心的分裂。在疲惫不堪地长期斗争和追求之

后，自我意识的光辉日子在他身上降临了。他就站在那里，自由而

坚强，自信而又豪迈，因为他身经百战，他战胜了自己，在自己的头

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对他来说，一切都了如指掌，没有什么力量

能躲过他。只是到这个时候，他才认识了真正的生活。他过去只是

模模糊糊地追求的东西，现在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获

得了。原来似乎是他的身外之物，以为是处于朦胧远方的东西，他

现在发现就是自己身上的血和肉。他为此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却

不认为代价昂贵，因为这顶桂冠是值得付出这番心血的。长期的

追求对他来说并非徒劳，因为现在他携带回家的高傲而美丽的新

娘对他来说只会更加珍贵。他在长期寻找之后觅得的宝物即圣

物，是以走过许多弯路为代价的。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

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１６６，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

７６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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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成为国王，把这个

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宏伟和威力，全部美丽和完善都放到

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

为了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观念的力量就是这样：

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谈到它的庄严并且宣布观念

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

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

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谁只要瞧上它一眼，谁只要看见它光

彩夺目地显现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就再也不能同它分离，他必

定追随它，无论它把他带到何方，——哪怕是带向死亡。因为他知

道它的力量，知道它比天地间的一切都强大，它横扫阻碍它前进的

一切敌人，所向披靡。而且，这种对观念所向无敌的力量和对永恒

真理必胜的信念，这种即使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也永远不动摇、永远

不让步的坚定信心，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

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的基础。它才是最高启示，人对人

的启示，在这一启示中，任何批判的否定都包含有肯定的东西。人

民和英雄的这种冲击和风暴，——在它们的上空，观念一直平静

地徘徊着，以便最后深入这一斗争并成为它的最深刻、最生动、进

入自我意识的灵魂，——就是一切救世和赎罪的源泉，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斗争和发挥作用的王国。观

念，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

的东西筑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事物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了青春，

重新冉冉升起。

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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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凤凰自焚的柴堆吧！

让我们不要过份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

观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我们将血战一场，我们将

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

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

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

悠颤动！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

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胜的日子，各族人民战斗的

日子来临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底—１８４２年初 原文是德文

１８４２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莱比锡出版，未

指明作者

９６２谢 林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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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基督哲学家，

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

为不懂哲学用语的虔诚的基督徒而作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第１５章第７节）

一提起谢林，就会使人想起主的这段话，因为谢林身上显现出

上帝的恩惠的奇迹，使主的名得到颂扬。因为主宽恕他就象当初

宽恕保罗一样，保罗在归正之前，也残害过教会，向主的门徒口吐

威吓凶杀的话。而当他将到大马士革时，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

他，他就扑倒在地；主却同他讲话了，使他信从自己，于是，他就在

那时信奉了主，领受了洗礼，奉主的名向众人传道，成为主所拣选

的器皿①。同样，仁慈的救世主也把自己的手按到谢林的头上，时

候一到，圣光就使他幡然醒悟。过去，有谁能凭借人的先见之明预

言：有这么一个人，在本世纪初曾和他当年的朋友即声名狼藉的黑

格尔一起为可鄙的世俗智慧奠定了基础，这种世俗智慧现在已经

不是在黑暗中悄然来临，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自己的箭伤害人

们，——谁能预言，这个人有朝一日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

呢？但是事情正是这样。引导人心象引导水流一样的那个人，出于

０７２

① 指被主选中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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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仁慈，也拣选了他，只等适当的时刻，使他信从自己。现在

那个人做到了这一点，启发了他，使他成为自己的一名反对不信

教、不信神的战士。这已经不容置疑了；谢林亲自从讲台上向信徒

们宣布了这一点：请来看啊，赞扬主对我的仁慈吧！是啊，以色列的

守卫者没有睡觉，也没有打盹，上帝无视一切讥笑者，他还活着，还

在为所有想看预兆和奇迹的人创造预兆和奇迹。他们这些不信神

者吵吵嚷嚷，而且在心里说：没有上帝。但是住在天国的那个人在

笑他们，主在嘲笑他们。自从世界存在时起他就战胜了他们，而且

将永远战胜他们。他用有力的手抓牢权柄，到处为自己唤起人去

颂扬自己的名。现在，他又出色地战胜了那些始终使他感到厌恶

的哲学家，从中拣选一个最卓越、最有才干的，即他们的学说的真

正奠基人，把他变成自己的仆人。因为从前谢林本人确实十分可

悲地深深陷入了所谓的泛神论，即把世界和他自己奉若神明，这在

谢林的早期著作中已经明如白昼了。只是他还没有正确理解万物

的相互关系，没有认清这条道路通往何处。他应当感谢主，是主使

他离开这条道路，指引他走上通往天国的小径，正因为这样，与信

仰的一切敌人的意愿相反，主的威力在他身上最明显不过地表现

出来了。现在他们已不能再说：你们的上帝在哪儿呀？他在做什么

呀？他在哪儿游荡呀？他为什么不再创造奇迹了呢？现在他正在

这里，他的手象闪电一般伸到他们这些人中间，使水变为火、黑变

为白、不义的变为正义的。谁还能否认这是上帝的手指呢！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主召唤了谢林，这就又为我们准备好了

对不信神者和渎神者的另一次胜利。他正好就拣选了谢林，因为

谢林作为一个通晓这个世界上的智慧的人物去驳倒那些自命不

凡、目空一切的哲学家是最适合的。因而，主出于他那无限的仁慈

１７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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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可以再回到他身边的道路。还能向他要

求更多的东西吗？对那些辱骂他的人，那些怒不可遏地反对他的存

在的人，对他那些精神错乱、极端疯狂、冷酷无情的敌人，主没有把

他们从地球上抹掉，没有把他们投入地狱的无底深渊，而是不断地

伸出拯救的手，把他们从已经身陷其中的毁灭的深渊引向光明。

是的，主的恩惠遍布于从日出到日落的整个天宇，他的仁慈是无穷

无尽的。谁能够顶得住这种耐心和慈爱呢？但是他们的心已经在

罪恶中变得如此冥顽不化和怙恶不悛，直到现在还推开那只想要

拯救他们的手，——尘世的诱惑和他们自身的傲慢的恶魔竟使他

们昏聩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为自己挖掘漏水的破井，拒绝基督血

液中奔流的生命之泉。他们充耳不闻，拒绝来自上天的拯救；不合

主心意的事反倒使他们高兴。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象所

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以赛亚书》第３章第９节）

但是主仍然不停地召唤他们到自己身边来，这样，他们就没有

任何辩解的理由了。他以谢林为例告诉他们，人的理性是何等脆

弱和渺小。如果他们现在不归正，那只能是他们自己的罪过了，他

们就不能再说不知道有福音了。

正因为主创造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提

出这样一个令人慰藉的预兆，即他离他们很近了，他不愿把他们遗

弃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和竞争之中，所以每一个信徒应当关切地把

这个喜讯告诉自己的基督教教友。但是，既然谢林现在是通过讲

演１６５来阐述他信奉基督，那么，第一，只有少数人知道，第二，这

是用极其费解的哲学术语来表达的，只有长期钻研世俗智慧的人

能听懂，第三，有许多话是以哲学家为对象的，而另一些话是以信

２７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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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为对象的，纯朴的基督教徒就很难把这些话全部弄懂。因此，为

了不在主的葡萄园里无所事事，本文作者认为，向一切既没有时间

又没有兴趣对世俗智慧进行徒劳无益的研究，然而却很想知道著

名的谢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人，简单地讲清事情的本质，决不是

多此一举。愿主赐福于这一创举，使它能为主的天国带来福祉。

但是，必须事先指出，谢林尽管对真正的基督教是有功劳的，

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他原先的荒谬的智慧。他的某些观点还使人相

信，他仍然不能彻底克服它的理性的傲慢，他仍然不大好意思在公

众面前承认他满怀着喜悦和对基督的感激之情所完成的彻底转

变。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多大的意义；能在他身上如此奇妙

地显现仁慈的人，肯定也能把他身上的这个污点洗刷掉；开始做这

件事情的人，肯定能把它做到底。但愿我们提到的这位为真理而

战的勇士，当傲慢的恶魔战胜他、诱惑他的时候，能记住扎在自己

身上的这根刺。愿他不再因自己原先的只是生育不信神的儿女的

哲学而自鸣得意，愿他只以那位出于豁达大度的仁慈使他免于这

次毁灭的人而感到自豪。

谢林在这里讲台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言不讳地抨击哲学，

抽去它脚下的基石——理性。他从哲学自己的武库中取出一些令

人极为信服的论据向哲学证明：自然的理性连—根草的存在也无

法证明；它并不能用自己的全部论证、论据和推理来吸引人；它也

决不会上升为神圣的东西，因为它的愚蠢使它永远留在尘世。我

们虽然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还没有对冥顽不化的哲学家们说得

这样动听、这样明确。谢林在所谓否定哲学这个完整的包罗万象

的体系中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一体系中十分清楚地向他们说明，

他们的理性只能认识可能的东西，却不能认识任何现实的东西，更

３７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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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识上帝和基督教的秘密。他在世俗智慧的幻影这个不出成

果的课题上付出的努力，为了天国的缘故，是应当受到重谢的。因

为，只要这些哲学家还能吹嘘他们的理性，就无法对付他们。然而

现在，即使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也已经证实，他们的理性完全不能认

识真实的东西，只能创造一些根本无权存在的空洞而荒诞的幻想，

这时，就需要一副顽固不化、擅长犯罪的头脑来坚持异端邪说，而

且很可能在上帝恩惠的帮助下谁都要弃绝恶行。这一点十分正

确，而且应当不断重复说明，人的浑浑噩噩的理性是十分无能的，

它不配得到他应当在上帝面前获得的赞美，因为不信教者的主要

支柱就是确信他们的理性所告诉他们的是同上帝的话不一样的东

西。但是，想借助被罪恶玷污和迷惑了的理性来认识一切罪恶之

敌——上帝，甚至想把沉溺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情欲、易受撒但种种

诱惑的理性置于上帝之上，这是对至高无上者的亵渎；然而世俗贤

哲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用自己这种卑劣的理性来批评上帝的

话，摈弃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不仅用邪恶的手触犯和玷污圣经的

神圣，甚至否定上帝本身的存在，以便把自己奉若神明，取代上帝。

这些必然的结果是这样引起的：理性，正如当年那个贱妇在法国革

命的血腥日子里一样，登坐上帝的宝座，而且胆敢批评万能的尘世

主宰的指令。这里需要的是对弊病的医治，不是治标，而是治本。

难道要在旧衣服上打一块新补丁吗？怎么能把基督和彼列相提并

论呢？如果想用自然的理性来理解救世主的死亡、复活和升天，这

是不可能的，这是亵渎神灵。因此，应当和谢林一起大力开始行

动，并把理性从基督教驱逐到异教那里去，因为那里是它应当去的

地方，它在那里能起来反对上帝，能把已被我们摈弃的充满情欲的

尘世看作是神圣的，能宽恕一切罪孽和恶习、酗酒和淫乱的可憎行

４７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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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犹如这些是美德和敬神，并且能把卡托的自杀、拉伊丝和阿斯

帕西娅的不贞、布鲁土斯杀害亲属、马可·奥里略的斯多葛精神以

及他对基督教徒的疯狂迫害当作人类的典范。这样，它就与基督

教公然对抗，大家也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诱惑者的主要

诡计就是悄悄地把理性引进基督教，后来它在那里生了许多可爱

的私生子，那就是：佩拉吉阿斯教派、索齐努斯教派，１６７唯理论
１０６
和

思辨的神学。

“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哥林多前书》第１章第

２７节）；因此，“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第２章第１４节）。

谢林在纯理性科学即否定哲学中，不允许理性有任何自我吹

嘘，而是大大贬低它，抑制它，使它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罪过，并且

在愿意忏悔时转向仁慈，因为只有仁慈可以使它变得神圣，受到启

发，获得新生，从而能够认识上帝，他的这番努力，可真是基督徒式

的努力。把理性钉在十字架上要比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更困难，

因而也更重要。肉体毕竟服从于良心，而良心已经交给了异教徒，

以便抑制俄们的欲望，并且作为内心的法官去审判他们的罪孽；而

理性则居于良心之上，甚至和良心相处得很好，只有基督教徒才有

可能把信仰的软枷锁套在理性头上。这是圣书对我们的要求，任

何异议和借口在这里都是没有意义的：要么让你的理性服从于信

仰，要么转向左边，转向山羊①（在这些自奉为神者中间最坏的人

５７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① 源出圣经《马太福音》第２５章第３２—３４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上帝）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象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

羊在左边。”第４６节：“这些人（左边的）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右边的）要

往永生里去。”把绵羊同山羊区别开来，指把有价值的同无价值的、把善同恶区

别开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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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称自己是：左边），那你就适得其所！

谢林现在就是这样为自己扫清了一块墓地。当前重新被抬出

来并且被当作新真理的那一切异教残余，即淫荡不贞的理性的一

切畸形产物，已被消除了，这样，他的听众就能领会福音书的真谛

了。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异教徒之所以能被揭露，是由于他们在

尘世的情欲；但是，我们的哲学家，至少在目前，却故作姿态，好象

他们还想承认基督教的道德。因此，如果使徒们要求异教徒有一

颗愿意悔罪的、忏悔的、破碎的和沉痛的心，那么，就应当要求当今

这些傲慢的世俗贤哲在能够享受福音的恩惠之前，就得有愿意悔

罪的受屈辱的和沉痛的理性。这样，谢林只有现在才能对他昔日

的不信神的伙伴即名声不好的黑格尔，作出正确的判断。要知道，

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助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

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

为上帝。因此，谢林就公开宣称，他不想再同这个人以及他的学说

发生什么关系了，而且以后根本就不提他了。

理性受了屈辱并且表示愿意接受拯救之后，它又能够提高声

望和得到真理的精神的启发了。这是在实证哲学１４２中发生的。在

实证哲学中，理性通过自由的即启蒙的思维，借助神的启示，才被

准许得到基督教的恩赐。而现在，当上界开始对理性来说是可以

理解的时候，理性就立即领悟了天国的历史中全部奇妙的联系；过

去对它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东西，现在是如此明白易懂，仿佛不能有

另外的理解了。这是因为，只有受主启发过的眼睛才能成为真正

的眼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而在被黑暗、尘世情欲主宰的地方，没

有人能看见任何东西。谢林对恩惠的这种作用作出解释，他说，这

种哲学仅仅为愿意理解它的人，为贤哲而存在，它在启示中找到对

６７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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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确认。因此，对不信启示的人来说，哲学也就不存在。换言

之，这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哲学，但是，这一名称不过是为世俗贤哲

选用的，因为圣书上写着：“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马太

福音》第１０章第１６节）；而在其他各方面，这是真正的、地地道道

的基督教，这一点我们不久就可以明白。谢林恢复了善良的旧时

代，当时理性为信仰所左右，世俗智慧象奴仆一样听命于神学，听

命于上帝智慧，从而变为上帝智慧，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

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福音》第２３章第１２节）。

我们谈到的这位可敬的人，沿着这条启蒙的思维之路前进，立

即就能达到整个基督教的真正的基本教义，即达到上帝的三位一

体。不能要求敬神的读者也走这条路，因为他们本来就知道并且

相信这条路只能通向真理；这只是对不信教的人说的，以便向他们

指出，他们怎样才能达到真理，他们的理性应当清白和圣洁到什么

程度才有可能认识和理解耶稣基督的拯救。因此，我们不打算谈

那些对于信教的人在理解拯救时没有价值的东西。现在谢林仿效

圣书，描述上帝如何从无创造了世界，描述人受到化为蛇的撒但的

诱惑而丢掉了始初的品行，成为魔王的虏获物。这样，他就使整个

世界脱离了上帝并把它奉献给撒但支配。从前被神的统一集合起

来的全部力量，现在瓦解了，变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力量，致使撒但

能够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不过，可别让我们的神学家的哲学表达

方式欺骗了我们。在我们这个不信神的时代，世俗贤哲已经不懂

得由上帝亲自教化的简朴的圣书语言；在他们还没有重新成熟到

懂得圣经之前，应当用他们易懂的方式教导他们。正如圣书中所

说的：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

７７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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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马太福音》第１１章第２５节）

因此，当谢林谈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犹大

书》第６节）、谈到魔鬼和它那一群不信神的人时，使用了“宇宙潜

在力”一词，它的意思也就是魔王。现在，上帝当然已不能再喜欢

世界。他出于自己的公正，抛弃世界，而他在世界上行动是出于愤

怒并且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是永恒的慈悲者不能丢下世界不管；

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约翰福音》第１章第３节）——上帝的独生子，怀着无限的爱和

仁慈留在不幸的、被抛弃的世界上。他的苦难是从始祖堕落开始，

而不是从他在希律王时代的人化开始的，因为他是由于始祖堕落

而被彻底逐出人类的，在人类中间他比圣父生活得更久。是啊，当

他置身于愤怒的上帝和上帝想毁灭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之间，开始

袒护世界的时候，他就脱离了圣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同谋

犯，而且在与圣父和解之前不能求得上帝的任何荣耀。而这一伟

大的和解事业，以及同这个世界的魔王的斗争，他是在既非神又非

人的状态中开始的，是在同圣父脱离而造成的苦难和悲痛的状态

中开始的。《以赛亚书》第５３章——它说的是现在的而不是未来

的苦难——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种解释得到了圣书的证实。在

犹太教和异教中都开始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旧约》中以色列人的

历史说明：上帝如何使犹太教屈从自己，而主带引自己的人民所走

过的光辉道路则是基督教徒所熟悉的。那么在异教中又怎样呢？

不正是魔鬼成了异教徒的上帝吗？我们打算尽可能清楚地回答这

个问题而不偏离圣书的箴言。

当然，任何人都已听说，在异教徒当中，在西维拉占语集１６８中

以及别的什么地方，有过关于基督的预言。因此，这里已经表明，

８７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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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徒并不象通常人们所想的那样，已经被上帝完全抛弃了，因为

这些预言是关于上帝的起源。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慈悲为怀的上

帝为什么会让他们就这样完全走上迷途、落入魔掌呢？要知道，正

是他允许降雨既为善人也为恶人，允许太阳既照义人也照不义的

人！是啊，如果异教徒完全没有上帝的庇护和指引而处在恶魔的控

制下，那么，他们的罪岂不是比实际上的罪更大、更重吗？那时，所

有的无耻贪欲和违反自然的情欲、肉体的和其他的罪孽：凶杀、通

奸、腐化、盗窃、奸诈、不贞，不是会大声地向天国呼号，以致上帝不

得不立即铲除它们吗？不仅如此，他们不是会相互残杀、彼此吞食

吗？由此可见，上帝也应当怜悯异教徒并且从上天赐给他们一些光

明，而这就在于，他们是逐渐地和不知不觉地经过偶像崇拜的各个

阶段被引向对真正基督的崇拜，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上帝和

基督教徒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也不知道现在在基督教中向他们

显现的那个人就是隐藏在异教中的那个人。那些不承认这一点的

人，从听到宣讲福音时起，就已经不再崇拜隐蔽的基督，因为他们

迫害过显现的基督，但是他们的神现在已经是基督的敌人——魔

鬼了。谢林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首先致力于探寻神意对异教徒的

指引，从而给予基督对罪人的爱以新的赞扬。

犹太教徒自觉地，而异教徒由于不知道这一点则糊里糊涂地

被引向对真正的上帝的认识之后，希腊世界骄傲的宫廷崩溃、罗马

皇帝的铁腕开始威胁全世界，——这时，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上

帝派出自己的儿子，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事情是

这样发生的：当基督使异教屈从自己的时候，他是异教的上帝，但

不是真正的上帝，因为没有圣父他成不了真正的上帝。因此，他从

魔鬼那里夺取了世界，而且能够任意对待它；他能够自己控制它并

９７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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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上帝的形象独自统治它；但是他由于甘愿顺从而没有这样做，

把它转交给圣父，从而抛弃上帝的形象，变成了人。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

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２章第６—８节）

圣书中还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明和证实这一解释的正确性，因

而无须有许多补充说明和丰富的学识就能非常确切地领悟一切。

基督的顺从之伟大就在于，救世主本来可以独立地统治整个

世界并且脱离圣父，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把从魔鬼那里夺来的

世界奉献到圣父的脚下并且为了替众人赎罪而死。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基督受试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如果

说，服从圣父与否不取决于耶稣的自由选择，那么，魔鬼决不能试

探他，因为魔鬼必定知道这终归是徒劳的。因此，上面援引的谢林

的解释当然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听说基督就是真正的上帝了，而现在我们这位权威

人士却转向基督的第二个本性，即人的本性。他坚定不移地相信，

基督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象许多异教徒所认为的那样，仅仅

是显象或者是降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人身上的神灵。

当基督在上帝面前为世界辩护时，他也就为世界承担了责任，

他离开上帝并且违抗上帝。因而，只要世界不重新与上帝和解，基

督就不是上帝，而是处于中间状态，这种状态由于战胜了异教而成

为上帝的形象，但本身还不是真正的神的状态。为了重新转入这

种状态，基督应当把从魔鬼那里夺来的世界奉献给自己的圣父，应

当放弃上帝的形象，顺从圣父，以便替世界承担罪责。他以成为一

个妇女生育的人来表示这种顺从，并且一直顺从到死，直至死在十

０８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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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上。所有的洗刷和牺牲都不能使上帝和解，它们不过是不仅

能除恶而且能使上帝息怒的唯一的伟大牺牲的前奏而已。只有通

过最伟大、最自愿和最恭顺的服从才能使上帝和解，能做到这一点

的只有圣子，而不是因良心的恐惧和痛苦、因上帝的震怒而被迫服

从的人。现在基督可以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了，因为他通过人们

不自觉地对他的崇拜而成了他们的主，成了他们的保护人。就这

样，为了真正替人承担惩罚，他变成了人；变成人这个决定是神意

的奇迹。所以，最初在上帝身边，甚至自己就是上帝，而在始祖堕

落之后具有“上帝形象”者，现在作为人在伯利恒降生了，也就是说

马利亚不是借助男人而是借助圣灵的力量生育了人。

谁敢期望，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新渎神派的创始人，会在

１８４２年发生如此可喜的转变，会这样兴致勃勃地宣讲基督教的基

本教义呢？基督是马利亚没有借助男人的力量所生，这一点总是首

先引起人们的怀疑，从来都遭到半基督教徒的否定，但仍然是基督

教徒信仰的基石，而谢林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说出来，则是

当代十分可喜的预兆之一，因而，这位敢作敢为的蒙受天恩的君子

有权接受每一个信徒的感谢。但是，这里有谁不知道在这神妙的

光辉的天命中有主的干预呢？有谁看不出主在这里向自己的教会

示意，表明他没有抛弃教会而是日夜想着它呢？

关于主的死，谢林也使用了同样是真正基督教的和有教益的

说法。主的死，从创世时起就由监护人会议决定了，是神意所要求

的牺牲。上帝对撒但也是公正的，他完全认为他有权让自己的亲

生儿子去死，从而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使得

魔鬼没有丝毫理由说，他所以被不公正地推翻只不过因为上帝的

力量大一些。主本身的伟大和荣誉，不容许有半点类似的责难。因

１８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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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督必须成为一个人，替上帝所抛弃的人承担罪责并且死在十

字架上，用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因此，主出于自己的恩惠和仁

慈，应当为我们而牺牲自己，在圣父前为罪人承担责任，赎我们的

罪，使我们又能来到恩惠的宝座之前。虽然其他的人也毫无例外

地注定要死，但是没有人象主那样死，象耶稣基督那样为赎罪而

死。因此，这一信仰的光轮，即用基督的血涤罪，又被奇迹般地从

古龙（它现在体现为世俗智慧和令人厌恶的时代精神）的爪牙中拯

救出来，主也就再次重申他那可贵的诺言：地狱的门不会制服他的

教会。接下去谢林出色地谈论基督，他说：这种死是极其伟大的奇

迹，如果我们不知道确有其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死的时候，

全人类的代表都在场；有犹太教徒和异教徒，他们代表了全人类的

两个方面。基督通过他在异教中同撒但作斗争而变为异教的原

则，异教的原则应当是按异教之死去死，即死在十字架上。被神臂

钉死在十字架上仅仅解除了基督在异教徒当中所处的长期激化状

态，即结束了主的超神状态，而通过死他又重新和上帝结成一体，

正如圣书所说：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到他之受鞭打，从

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以赛亚书》第５３章第８节）

但是当谈到主的复活时，谢林说：复活证明，基督采取人的形

象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真心诚意地并且永远地成为人，而且还证

明，上帝重新让人的形象和人的本质蒙受恩惠，就是说，不仅让基

督身上所体现的人类，而且还让只有基督才能代表的全人类也蒙

受恩惠。其实，使上帝如此不满以致不得不抛弃人类，并不是单个

人的罪恶造成的，最糟糕的倒是全人类整个有罪的即受邪恶支配

的状况，所以说，一个人早在他犯罪之前已经使上帝不满了，因此，

２８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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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面前，作为一个人仿佛就等于犯罪。这样，在基督死以前，

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使上帝满意的善良愿望，找不到任何善良的、在

上帝看来是正义的行为，从而现在只有信徒才能做好事，才能有善

良的愿望。但是由于主的复活，人的状况在上帝面前又被宣告是

无罪的，而且上帝承认它的罪恶已经洗清，由此可见，宣告无罪是

通过复活才实现的。于是基督升天了，现在，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

和真正的上帝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在圣父面前代表人类。

其次，对我们来说，复活是我们自身灵魂不死和肉体复活的证

明。谢林也承认这一点并且作了补充。他说，如果这个生命里是肉

体主宰灵魂，那么，随之而来的应当是一个灵魂战胜肉体的第二生

命，而且最终必须是两个方面的平衡。这一点完全符合圣书的教

义，因为在复活和末日审判以后，在肉体改变形象以后，最后的状

况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恰恰是谢林所说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平

衡。关于那些由于不信神、冷酷无情和犯罪而死去的不知悔改者

和被判罪者的状况，谢林也作了某种推测。他认为第二次永久的

死是永久的垂死，决不会是真正地死去。当然，可以不去思索这

些，而让主决定怎样惩罚和折磨那些蔑视他、咒骂他的人。

最后，可敬的谢林拿出下列有关我们的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宝贵论据：这一复活是从内部的历史射向外部的历史的一

道闪电。对于否认这些事实的人来说，天国的历史始终只是一系列

外界的偶然事件，没有任何神的内容，没有超验（超越理性）的东

西，而超验的东西才正是真正的历史。除此而外，历史不过是外在

的回忆的事情，而决不是一些事件的真正的、完全的知识。——这

是美妙的和基督教的词语。相反，世俗贤哲关于历史和类意识发展

中的上帝问题的胡言乱语，是令人厌恶的废话和渎神言论。因为，

３８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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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把青年引入歧途的高傲的诱惑者，看到在全人类的罪恶

和恶行的历史中有自己的上帝存在，那么，上帝岂能在这些罪恶之

外存身。这些好讥讽的人不愿意搞清楚，整个世界史是形形色色的

不义、恶行、凶杀、通奸、淫荡、盗窃、渎神、亵圣、暴怒和酗酒的历

史，如果到处都见不到上帝那只同罪恶斗争并防止罪恶产生的拯

救之手，这些罪行本身必定会而且会连同整个世界一起堕入地狱。

这个可耻的罪恶之地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全部不朽之处，这是

他们自己公开说的。这就是把上帝的全部作用从历史中排除以后

的可喜结果。上帝为自己复仇的方法是，向他们掩盖自己真正的本

质，让他们为自己创造一个比木头和麦秆做的哑巴偶像还渺小的

神，这个神不过是空幻的幽灵，即所谓世界精神和历史精神。我们

已经看到这种历史观点所产生的结果，而制造这种观点的祸首就

是在所有善良的基督教徒当中名声很坏的黑格尔。因此，让我们把

象谢林这样的神人所描绘的历史景象同它作一番比较吧。

谢林说，经常在主身边并被主指定为使徒的十二个人当中，主

特别加惠于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每次给予他们的优待都和

给予其他使徒的不同。雅各很早就为基督而被杀害，大约与此同

时，保罗归正了，如果我们用保罗代替雅各，作为雅各的继承人，那

么，这三个使徒就是整个基督教会的榜样。彼得、保罗和约翰是基

督教会三个不同发展时期的主宰者，正如《旧约》中的摩西、以利亚

和施洗约翰是三个时期的三个代表人物一样。摩西是立法者，主

通过他奠定了基业；以利亚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他使迟钝的放弃

父辈信仰的百姓重新富有生气和干劲充沛；施洗约翰是完成者，他

实现了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同样，对于新约教会来说，彼得

就是摩西，就是奠基者，他使当时的犹太教的特点在基督教会中表

４８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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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保罗就是有干劲的、虎虎有生气的以利亚，他不让信徒冷

漠、沉睡，他代表异教的本质、文化水平、博学以及世俗智慧——只

要世俗智慧是从属于信仰的；而约翰也还会是一个能指明未来的

完成者，因为他把完成的事业交给主所爱的人。因此，正是约翰在

生前就指明了未来，写成了《启示录》。使徒彼得的教会是现在的

天主教会，它那仪式隆重的礼拜，正如它那劝善的教义一样，是与

犹太教的法规相适应的。主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

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①不可否认，主的这段话

是指彼得创建的教会。如同他三次不认主一样，可以说，罗马教会

也是三次不认主。第一次是它开始图谋世俗权力的时候；第二次

是它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世俗权力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它成了世

俗权力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工具的时候。第二个教会即使徒保罗的

教会是现在的新教教会。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博学和一

切虔诚的智慧，也就是从异教归顺的基督教徒的本质；而且，在新

教教会中，没有那种不动摇的、稳定的、天主教会所固有的原则，取

而代之的是分裂为许多教派的福音教会那种具有刺激性的派系生

活。谁知道这些异教的基督教徒的想法和意图归根到底是否同犹

太教的基督教徒的想法和意图一样有益于天国呢！

不过，这两个派系没有一个是主的真正的最后的教会。主的

真正的最后的教会只能是这样的：它从奠基的彼得开始，经过保

罗，上升到约翰，从而为末日作准备。最后的教会是爱的教会，正

如约翰是爱的使者一样；教会在爱中臻于完成，在这期间将出现预

言中所说的末日前的大叛教，接着就是末日审判。人们给所有的

５８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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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都创建了许多教会，但是相形之下为纪念圣约翰而创建的教

会就很少了。如果我必须创建教会，我一定把这个教会献给他；不

过有朝一日要为三个使徒全体创建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将是最

后的真正的基督教三圣殿。

这就是第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哲学家结束他的讲演时所说的

话，因此，我们似乎就顺着他的思路追随下去了。本文作者认为，

他已经充分说明，主为自己的教会把这位可尊敬的人造就成一个

什么样的拣选的器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把从事各种事业的

现今的异教徒——诸如世俗的人、“青年德意志”５、哲学家和另一

些不论怎样称呼都可以的人——驱逐出去。事实上，当你步入谢

林讲课的大厅，听到这些人嘲弄和挖苦这个从世俗贤哲中拣选出

来的人物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使徒保罗在雅典讲道的情景。现在

发生的事情仿佛是历史的重演，如《使徒行传》第１７章第１６节和

以下几节就说道：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

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以及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

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

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

道。”   

当然，谢林在柏林这里看到这座如此崇拜偶像的城市，也会大

发脾气。因为，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崇拜偶像和尘世的东西，更

崇拜财神和这个世界的荣誉，更崇拜自身宝贵的“我”？还有什么

地方更蔑视真正的上帝？还有什么地方的世俗生活比这里更豪华

奢侈、好虚荣讲排场、文过饰非和掩盖罪恶？当你们的学者、你

们那些才疏学浅不信基督的作家们动辄把你们的城市同雅典相比

６８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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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是想讨好你们吗？啊！他们对你们吐露了多么痛苦的真

理！不错，这就是充满异教的自豪的文化和文明的雅典，这种文化

和文明使你们眼花缭乱，以致看不清福音书的简单真理；这就是充

满豪华、欺诈和尘世富丽堂皇的雅典，人习惯于愉快舒适的生活，

躺在柔软的床上伸懒腰打哈欠，认为十字架的说法太无聊，忏悔的

仪式太讨厌；这就是耽于酒色、纵情于狂欢和肉欲之中的雅典，良

心的巨大呼声被压倒了，内心的不安和痛苦为豪华的外表掩盖了！

不错，雅典有的是目空一切的世俗贤哲，他们为了存在和非存在以

及其他无谓的东西绞尽脑汁，并且早就同上帝和世界断绝了关系，

可是，他们却讥笑关于恭顺和关于精神贫困的说法，就象讥笑昔日

的狂妄和怪诞一样。雅典拥有许多博学的学者，他们能记住鞭毛

虫的所有种类和罗马法的全部条款，却因而忘记了灵魂的极乐这

一永恒的拯救！谢林在这里也会很生气，就象保罗当时来到这样的

城市一样。当他来到时，世俗贤哲就象昔日雅典的伊壁鸠鲁派和

斯多葛派那样说：这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他还没有开口，他们

就说他的坏话了；他还没有来到他们的城市，他们就辱骂他了。但

是我们看看，圣书又是怎样对我们讲的：

“他们就把他带到阿雷奥帕格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

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①

难道这不是活灵活现的柏林人？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

什么新闻么？就到你们的咖啡馆和糕点铺去随便看看吧，新雅典

人是怎样忙于看报纸，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

７８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①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１７章第１９—２１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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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他们见面时的相互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什么新闻

吗？”如此而已。他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闻的消息，否则，

虽然有文明、过着阔绰的享乐生活，仍然感到极端无聊。他们认为

谁是可爱的、有趣的和值得注意的人呢？是那些领受圣灵启示最多

的人吗？不是，是一贯谈新闻谈得最多的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呢？是某一个真正的罪人归正了，连天使也为之高兴吗？不是，是

从柏林向《莱比锡总汇报》报道的夜半丑闻！但是，最恶劣的，对新

闻最着迷的是一伙恶毒的政客和饶舌者。这些伪君子十分无礼地

干预国事，不让国王自行裁夺，他们根本不关心拯救自己的不变的

灵魂；他们想拔出政府眼中的刺，却不想注意自己不信神的、对基

督之爱视而不见的眼中还有梁木。这些人特别象昔日的雅典人，

也是整天在市场上转来转去，想方设法打听各种新闻，而把古老的

真理束之高阁。他们从谢林那里就是想听到一些新闻，而当谢林

给他们的只是陈旧的福音时，他们又是那样嗤之以鼻！至于并不是

总想打听新闻，而只想从谢林那里听到古老的真理即关于通过耶

稣基督赎罪的论述，这样的人在他们中间简直太少了！

因此，保罗当年的遭遇，现在又都在谢林身上发生了。他们面

带批判的神情听他讲道，不时傲慢地笑笑，摇摇头，意味深长地交

换一下眼色，然后向谢林投去怜悯的眼光；“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

的话，就有讥诮他的”。（《使徒行传》第１７章第３２节）只有几个人

追随他，因为现在的情况也象在雅典一样：从死里复活使他们特别

激动。多数人是那样诚实，无论讲什么样的永生都不要听；少数人

承认极不可信的、不确定的、含糊不清的灵魂不死，但是认为肉体

总是要腐烂的。他们一致嘲笑真正的、确定的和不加掩饰的肉体

复活，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仿佛圣书上没有这样的话：上帝

８８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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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

可是，如果我们回过来看看向信教的读者所叙述的——正如

通过彼得、保罗和约翰三个使徒象征性地向我们展现的——基督

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意见要谈一下。可见，如果我们象

某些人现在还在做的那样，想通过同我们的教会对比的办法藐视

和贬低天主教会，那么，这是极不公正的、有罪的，是违背上帝本身

的规定的。因为天主教会也正如新教教会一样，是上帝预先规定

创建的，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天主教会中仍然保

存着古老的使徒教规，而这些教规在我们这里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们从圣书中知道，使徒和教会不准许一切不信教者、信邪说者和

罪人同圣灵接触，因为他们是教会罪恶的诱因。保罗不是就这样

说过（《哥林多前书》第５章第３—５节）：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象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

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

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

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基督对彼得不是就这样说过：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

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第１６章第１９节）

他在复活以后对自己的全体门徒不是就这样说过：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

了。”（《约翰福音》第２０章第２３节）

圣书中这些地方所涉及的是严厉的教规，这个教规盛行于使

徒教会，而且在天主教徒中也奉行。如果使徒教会是我们的楷模，

圣书是我们的指南，那么我们也应当努力使上述古老的规定重新

９８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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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效力。而且，当凶恶的敌人目前正疯狂地迫害和攻击主的教

会的时候，我们所要关心的，当然就不仅是从内部以信仰和希望武

装起来，而且还要从外部通过团结信徒和驱逐假先知武装起来。

不能让狼钻入羊群，而不把它赶出去。其次，对天主教神父的独身

也不应当完全否定。《马太福音》第１９章第１０—１２节中说：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

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接着《哥林多前书》第７章从头到尾都讲到独身比结婚好，我

只从中援引几个地方。

第１、２节：“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

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第８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象我就好。”

第２７节：“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第３２、３３节：“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

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第３８节和以下几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

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

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

这些箴言的确是十分清楚的，但是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有这

样的规定，独身在新教徒中怎么会有这样坏的名声。总之，我们

看到，天主教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接近圣书，我们没有任何根据

蔑视天主教会。相反，天主教会中我们那些信教和敬神的兄弟，比

放弃信仰不再作基督教徒的新教徒更接近我们。因此，现在是我

们联合天主教徒反对威胁着整个基督教的共同敌人，着手筹备约

０９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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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的教会的时候了。现在并不是争论不同宗教信仰的区别的时

候，——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交给主来解决；三百年来我们人类未

能得出明确的答案，现在我们应当清醒，应当祈祷并时刻准备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

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仰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

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而这就是上帝的道。”（《以弗

所书》第６章第１４—１７节）因为不祥的时刻来到了，“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

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第５章第８节）１６９

如果作者能在许多笃诚的和领受启示的人都可以讲话的地方

谦逊地表示意见，那么，他会认为，约翰的教会及其末日快来临了。

有谁能按主的意思观察近年来的各种事件，而觉察不到许多大事

正在临近、主的手正驾驭着这些与帝国和国家有关的事件的进程

呢？自从可怕的法国革命以来，一个崭新的魔鬼就进入很大一部分

人的心中，不信神这一思想如此无耻地、目空一切地抬起自己骄傲

的脑袋，以致使人不能不想到圣书的预言现在要实现了。可是让

我们再看看圣书中讲到末日时是怎样谈论这一思想的。《马太福

音》第２４章第１１—１４节，主耶稣说：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

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以及第２４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

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２章第３节和以下几节，保罗说：“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是照撒但

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

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

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

人，都被定罪。”以及《提摩太前书》第４章第１节：“圣灵明说，到末日，必有人

１９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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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不是证明主和保罗仿佛亲眼看到我们时代的活生生的情景

么？背离天国的事情越来越普遍，不信神和亵渎神灵的现象越来越

无耻，正如彼得所说（《彼得后书》第３章第３节）：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出于自己的私欲而露面的好讥诮的人。”

上帝的一切敌人如今联合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武器进攻信徒；

那些冷漠的人沉湎于这个世界的玩乐，一听说十字架就感到极其

厌烦，他们在良心的驱使下正同持无神论的世俗贤哲联合起来，想

借用他们的学说来减轻良心的谴责；另一方面，这些持无神论的世

俗贤哲公然否认肉眼看不见的一切，否认上帝以及死后的任何存

在。这样一来，他们当然就把这个世界以及尘世的肉体享受、饕

餮、狂饮和淫荡置于一切之上了。这些人是最坏的异教徒，他们变

得冷酷无情并且自己把自己弄到顽固地否认福音的地步，关于这

些人，主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居民在末日审判时也会比他们好受

些。这已经不是对主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了，不，这是公然的明

显的敌视。我们现在没有各种教派和派系，我们只有两派：基督教

徒和基督的敌人。但是，凡有眼睛能观看的人都要看，而不要使他

们受迷惑，因为现在不是睡大觉和制造借口的时候；当时代的征

兆如此明显地表露出来时，应当注意这些征兆并且探求预言的含

义，因为这些预言不是凭空赐给我们的。我们看见我们中间的假

预言者，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

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得到的几乎

就是这种印象〉，并且得胜。”（《启示录》第１３章第５—７节）

他们不再有任何羞耻、腼腆和虔敬了。同这些诱惑者的令人

２９２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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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的一本正经和蓄意诽谤相比，某个伏尔泰的可憎的讥诮只不

过是儿戏罢了。他们周游德国，想悄悄地潜入各地，在市场上宣

讲撒但的教义，把魔鬼的大旗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引诱

可怜的青年，把他们推入地狱和死亡的无底深渊。诱惑空前地加

强了，如果没有特别的用意，主是不可能容忍这种现象的。下面

一句箴言也应当适用于我们：

“伪君子！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马

太福音》第１６章第３节）

不，我们应当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时间是严酷的，应当清醒，

应当祈祷，以免我们被诱惑，以免主象夜间的贼一样到来时，我

们正在睡大觉。许多灾祸和诱惑在等待我们，但是主决不会抛弃

我们，因为他在《启示录》第３章第５节中说道：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

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以及第１１节：“我必快来，你要持

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阿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初 原文是德文

１８４２年以单行本形式在柏林出版，

未指明作者

３９２谢林——基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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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

南德意志自由主义１７０

  柏林３月。不久前，我们祖国的南部还称得上是我国唯一能

有坚定的政治主张的地区；看来，巴登、维尔腾堡和莱茵巴伐利

亚是仅有的三个能够燃起唯一名副其实的独立爱国主义烈火的祭

坛。北部似乎已陷入无动于衷的呆滞状态，一种纵然没有卑躬屈

节，却已经松弛下来，精疲力竭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北部想

在经历了几次没有南部参与的确实非常伟大而又空前紧张的解放

战争之后休养生息。看来，北部满足于自己有过一番作为，现在

是希望得到一点安宁，因而南部就开始瞧不起北部，指责它麻木

不仁，嘲笑它忍气吞声。而汉诺威事件１７１又被南部竭力用来作为

傲视北部的理由。正当北部在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无所作为的

时候，南部却洋洋自得，夸耀自己日益发展的议会生活，夸耀两

院里的讲演，夸耀自己的反对派，据说反对派是支持北部的，而

南部本身即使没有北部的协助也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南部的运动已经无声无息，先前

那种紧密咬合并维持运转的齿轮渐渐地磨损，失去了必需的相互

配合；人们相继沉默下去，年轻的一代也不愿意步前辈的后尘。北

部则相反，尽管它的外部条件远远不及南部的那样有利，尽管北部

讲坛（那里不是完全没有讲坛）从来未能起到象在南德意志那样的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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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北部已经显示出它有许多切实的政治主张、

坚韧不拔的活力、才干以及从事时政评论活动的能力，而这一切，

南部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也未曾有过。此外，北德意志自由主义

无可争辩地更加成熟、更具有全面性，具有更为巩固的历史基础和

民族基础，而这是南部的自由思想从未达到过的。在这方面北部

远远超过了南部。原因何在呢？这两种思潮的历史最清楚不过地

解答了这个问题。

从１８３０年起在整个欧洲政治思想开始觉醒，国家利益开始移

至首位，由于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和风潮，由于这些事件和风潮与

条顿狂复苏的梦想发生冲突，结果形成了新的产物——南德意志

自由主义。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直接产生于实践，一直忠于实践，并

且在理论上与实践相结合。但是众所周知，作为南德意志自由主

义理论基础的实践是非常广泛的，有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

的实践。这样一来，这一派别的这个理论即它的真正内容，全都成

了某种泛泛的、不明确的、模糊的东西，它既不是德国的，又不是法

国的，既不是民族的，又决不是世界性的，而恰恰是一种抽象的，不

彻底的东西。人们有过一种共同的目的，即法律上的自由，但要达

到这一点，他们通常有两种直接对立的手段。譬如，人们要求德国

有宪法保障，为此，今天建议各邦君主对联邦议会１７有较多的独立

性，明天又建议有较多的依附性，但是要国民院和联邦议会并存，

在现有条件下这两种手段无论那一种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为了达

到这个伟大的目的，今天希望德国更统一，明天又要求让小邦君主

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有较多的独立性。因此，在目的始终一致而手

段经常分歧的情况下，政府很快就战胜了这个力量强大得多的派

别，而等到这个派别意识到自己的不明智，已经为时太晚。何况派

５９２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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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力量来自一时的激动，来自纯粹的外部事件即七月革命的影

响。当七月革命平息，派别也就必然寿终正寝了。

这个时期，在北德意志一切都平静得多，看上去不怎么活跃。

当时只有一个人在熊熊烈火中发出自己生命力的全部热量，他的

作用超过全体南德意志人的总和，——我指的是白尔尼。他以刚

毅的性格战胜了南德意志人的不彻底性，在他身上这种片面性通

过内心斗争已经完全自行克服了。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奋斗出来

的并作为实践的一朵奇葩而盛开怒放。他就这样坚定地采取了北

德意志自由主义的立场，成为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先驱和先知。

现在，这个派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了，它由于有

这样的基础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且能更持久地存在下去。

这一派别早就不把自己的存在同个别事件联系在一起，而是同整

个世界的历史，特别是同德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它不是发源

于巴黎，而是诞生在德国的心脏；它是最新的德国哲学。正因为如

此，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特点是坚决彻底、要求明确、手段与目

的密切吻合。这一切正是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所一直不可企及

的。正因为如此，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主张是民族意愿的必然产

物，因而它本身就具有民族性，它希望看到德国在国内外都同样受

到尊重，而不陷入可笑的进退两难的地步：应当先做自由主义者然

后做德国人呢，还是先做德国人然后做自由主义者。因此它同样

也意识到自己决不受任何一派的片面性的影响，它摆脱了这些派

别往往由于本身内部的矛盾而产生的吹毛求疵和诡辩。因此它能

够对形形色色反动势力开展如此坚决、如此生动、如此有效的斗

争，这是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永远无法做到的，因而最终胜利必定属

于北德意志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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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应当认为南德意志自由主义是一个无用的前哨、

一次失败的尝试。我们曾依靠它取得了一些确实不容忽视的成果。

首先，正是它奠定了德国反对派的基础，从而才有可能使德国产生

这么一种政治主张，活跃了议会生活。它并没有使蕴藏在德国宪法

内的种子瘪掉、腐烂，它从七月革命中为德国汲取了它所能汲取的

教益。它从实践走向理论，但是通过这一途径没有达到目的；那么

就让我们从另一头做起，试着从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假如

你们愿意，我准备打赌，我们用这种方法最终一定会前进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３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４月１２日《莱茵报》

第１０２号，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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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在柏林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仔细观察该城的全

部名胜古迹，那么对他自己、对欣赏能力都是真正的犯罪。然而经

常有这样的情况：柏林最著名的地方，使普鲁士首都与所有其他城

市迥然不同的那个地方，恰恰为外国人所忽视；我指的是一所大

学。我指的不是歌剧院广场上雄伟大厦的正面，不是生物解剖陈

列馆和矿物陈列馆，而是数量很多的讲堂，那里有机智的和迂腐的

教授，年纪轻的和年岁大的、活泼的和严肃的大学生，新生和老生；

讲堂内过去讲的以及现在每天还在讲的那些话已经传播到普鲁士

境外甚至讲德语国家的境外。柏林大学的荣誉就在于，任何大学

都没有象它那样屹立于当代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象它那样使自己

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有多少其他的大学，象波恩、耶拿、吉森、革

利夫斯瓦特，甚至莱比锡、布勒斯劳和海得尔堡等大都回避这种斗

争，并陷入专搞学术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态度长久以来正是德

国学术界的不幸。相反，柏林的大学教师中却有各种派别的代表，

从而造成活跃的辩论气氛，这种辩论使学生能够容易地、明确地对

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行使一下当前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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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可以作为旁听生听课这一权利；于是，有一天早晨，正值夏

季学期刚开始，我走进了大学。有几位教授已经开课，大多数教授

正好是今天才开始讲课。在我看来，最有趣的是马尔海奈凯开设

的关于把黑格尔哲学引入神学的讲座。总的说，这一学期这里的

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初一些讲演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当

中有些人事先就提出要同谢林的启示哲学进行直接论战的理由，

而期待于另一些人的是他们别忘了起来捍卫黑格尔的被损伤的亡

灵的尊严。马尔海奈凯的讲座显然是针对谢林的，这就不能不引

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在他到来之前，讲堂里早已挤满了人；青年

人、老年人、大学生、军官、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人。他们坐着、

站着，拥挤在一起。最后，他进来了；谈话声和嘈杂声戛然而止，一

顶顶帽子象听到口令似的一下子都从头上摘了下来。他身材结实

强壮；有一副思想家的严肃、果断的相貌；高高的前额上披散着因

绞脑汁而斑白了的头发。他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

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戏剧性的、故作姿态的手势；他的态度象

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听众；他讲得很平静，庄重，慢条

斯理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而又极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

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后一个比前一个更能准确地击中目标。马尔

海奈凯在讲台上以其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尊严庄重，同时也以自

己的整个气质所焕发的自由思想而令人肃然起敬。而今天他登上

讲台时情绪更不一般，使他的听众比平日更加敬佩他。如果说他

在整整一个学期内耐心地忍受了谢林对已故的黑格尔以及他的哲

学进行卑鄙的抨击，如果说他一直心平气和地听完了谢林的讲

座，——这对马尔海奈凯这样的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小事——那

么，他可以反击、可以用骄傲的思想在战场上同傲慢的词句较量的

９９２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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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他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巧妙地阐明了当前

哲学对神学的态度，以赞赏的口气提到了施莱艾尔马赫尔；当谈到

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生们时，他说，这些人是在施莱艾尔马赫尔的

激发人们思考的思想引导下走向哲学的，而那些走上另一条道路

的人就只好让他们去抱怨自己吧。渐渐地他把话题转向黑格尔哲

学，很快就清楚了，他的话是针对谢林的。

他说：“黑格尔首先要人们在哲学中超脱自己的虚荣心，要他们别以为能

想出某种特殊的东西，思想似乎就能最终停留在它上面；而且，首先他不是那

种满口诺言和高谈阔论的人，他沉着地让哲学的行动为它自身讲话。在哲学

上他从来不是那种总是夸耀自己的吹牛大王…… 不错，现在谁也不会自认

为如此才疏学浅，以致不能反驳黑格尔及其哲学，而且谁要是在口袋里装有

足以驳倒他的哲学的论证，谁就一定会走运；因为在那些只承诺一定要驳倒

他的哲学而后来又不实现自己诺言的人那里可以看到，这种反驳是很容易取

悦于人的。”

当他讲到最后这几句话时，听众原来就不时流露的赞同声一

下子迸发成暴风雨般的欢呼声，神学讲座上出现的这个新现象使

讲授人感到十分惊讶。这就不期而然地同马尔海奈凯论敌的那些

讲座需要通过布置才会在结束时勉强出现干巴巴的喝采声形成了

醒目的对比。马尔海奈凯做了一个手势使欢呼声平静下来，继续

讲道：

“可是所期望的这种反驳现在还没有，而且，只要不是平心静气地对黑格

尔进行科学探讨，而是采取激怒、仇视、忌妒，总而言之采取狂热的态度，只

要有人认为有了诺斯替教派和幻想就足以把哲学思想从它的宝座上推下来，

所期望的这种反驳就不会有。这种反驳的首要条件当然是正确地理解对手，

看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某些论敌好象是和巨人搏斗的侏儒，或者象那位更加

著名的、同风车搏斗的骑士。”

就广大听众感兴趣的方面而言，这是马尔海奈凯的第一讲的

００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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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马尔海奈凯再一次表明，如果事关捍卫科学的自由，他

总是勇敢地、坚持不懈地站在战斗的岗位上。人们通常赋予加布

勒以黑格尔继承人的称号，其实，以马尔海奈凯的性格和洞察力

来说，这一称号赋予马尔海奈凯更合适。黑格尔用来观察整个思

维领域和分析生活现象的那种广泛、自由的眼光，也是马尔海奈

凯早已具有的。如果他不愿为了在最近五年才出现的发展而牺牲

自己多年的信念，牺牲自己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有谁能责备他呢？

马尔海奈凯长期与时代并进，因而有权作出科学的结论。他站在

哲学的最新结论的高度，并且把这些结论作为自己的切身事业来

捍卫，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从莱奥提出“黑格尔门徒”４８到布鲁诺

·鲍威尔被解职１７２，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此外，马尔海奈凯的讲座一结束，他就准备把讲稿付印。１７３

在宽敞的讲堂里，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几个大学生，他们在

等待教师。门上的一张布告写着：冯·亨宁教授举行有关普鲁士

财政制度的公开报告。这个课题是毕洛夫－库梅洛夫１７４提到日程

上来的，它就象报告人（黑格尔的老学生之一）的名字一样引起

了我的注意，然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件事显然没有引起人们

多大的兴趣。亨宁进来了，他身材匀称，“正当壮年”，一头稀疏

的浅发；他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起课来，也许讲得太详细了一点。

他说：“普鲁士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财政制度是完

全建立在最新的国民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个国家敢于

１０３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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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用于实践。例如英国本来是产生这些最新

理论的国家，现在还深深陷于旧的垄断制度和禁止性关税制度中，法国也许

陷得更深。无论是英国的哈斯基森，还是法国的杜沙特尔都没有能够以比较

明智的见解来克服私利，更不要说奥地利和俄国了，而普鲁士坚决承认自由

贸易和工业自由的原则，并且废除了一切垄断和禁止性关税。这样，我国制

度的这个方面使我们大大超过那些在其他方面、在政治自由的发展方面远远

超越了我们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在财政方面取得了如此特殊的成就，

那么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我们的政府找到了进行这一类改革的极其有利的

条件。１８０６年所遭受的打击为建筑新大厦扫清了基地；代议制束缚不了政府

的手脚，虽然实行代议制能使个别的利益表现出来，可惜，仍然有一些顽固

的老头子，他们出于狭隘性和阴沉心理，挑剔新事物，责备它们不是历史地

产生的、是从抽象理论中强行臆造出来的、不是来自实践的；好象从１８０６年

起历史就停止不前了，好象实践的缺点是它同理论一致，同科学一致；好象

历史的本质就是停滞不前，在原地兜圈子，而不是进步，好象本来就存在不

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

让我更深入地研究一下最后这几点吧，毫无疑问，德国的特别

是普鲁士的社会舆论会同意这几点的。早就应当坚决反对某一派

关于“历史的、有机的、自然的发展”、关于“自然国家”等喋喋不休

的议论，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这些冠冕堂皇的公式了。如果有一

些国家确实重视自己的过去并且满足于比较缓慢的进步，那么，这

对普鲁士来说也是不适用的。不管普鲁士发展得多快，多迅速，这

也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过去已经被埋葬在耶拿以前的普鲁士的废

墟下１３５，已经被拿破仑入侵的洪流冲掉。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我

们不应当继续在脚上拖着妨碍过许多国家前进的中世纪足枷了；

过去几个世纪的污泥再也不能粘住我们的双脚了。因此，怎么能

在这里谈论历史的发展而没想到回到旧秩序，回到曾经出现过的

反动势力中最卑鄙的反动势力这个问题呢？这股反动势力羞答答

２０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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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否定普鲁士历史上最光荣的年代，不管它自觉还是不自觉都

是对祖国的背叛，因为它必然再次引起１８０６年那样的大灾难。

不，明如白昼的事实是，普鲁士的财富仅仅在于理论、科学、精神的

发展。或者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个问题，普鲁士不是一个“自然”国

家，而是一个由政治，由目标明确的活动，由精神所产生的国家。

近来，法国有人企图把这种特点说成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弱点；然

而，只要正确利用这种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主要力量。正如能自我

意识的精神超越无意识的自然界一样，普鲁士只要愿意就能超越

“自然”国家。正是由于普鲁士各省之间差别这样大，为了使谁都

不受损失，它的制度就只能从思想上发展；到那时各省自然会逐步

合并起来，同时各自的特点也将溶化到自由的国家意识的高度统

一中去；否则，要集立普鲁士的内部立法的和民族的统一体，两个

世纪的时间是不够的，而且第一次毁灭性打击给我国的内部联合

带来了没有人能承担得了的后果。其他国家应当走的道路是由它

们一定的民族特点所决定的；我们摆脱了这种强制，我们可以按自

己的意愿去做；普鲁士能够置一切其他考虑于不顾而只按理性的

启示行事，它能够学习邻国的经验，而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它

能够作为欧洲的模范国家，站在时代的高峰，在自己的机构中体现

当代的完整的国家意识，——这也是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这是我们的使命，普鲁士正是为此而建立的。难道我们能够

由于一个过时的派别的几句空话而拿这个前途做交易吗？难道我

们不应当听从为我们指出体现全部理论精华的使命的历史本身

吗？我再重复一次，普鲁士的基础不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废墟上，而

在万古长青的精神中，这种精神在科学中获得意识，在国家中为

自己创造自身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了精神和它的自由，那么我

３０３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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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放弃了自己本身，就是出卖了自己最神圣的财富，就是扼杀

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也就不再有资格置身于欧洲国家的行

列。那时历史将对我们判处可怕的死刑：“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

的亏欠。”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５月 原文是德文

２日和２４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０日和２４日

《莱茵报》第１３０和１４４号

署名：弗·奥·

４０３ 弗·恩格斯著作

① 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５章第２７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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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省的节日
１７５

５月６日于柏林

一年中总有一些时候使漂泊异乡的莱茵人特别思念自己美丽

的故乡。春天，在过圣灵降临节时期，在莱茵音乐节的日子里，这

种乡愁就格外强烈了。这完全是人之常情。这会儿，大家知道得可

清楚啦，现在莱茵河流域一片绿色；春风吹拂，清澈的河水微波荡

漾，大自然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这时家里人正准备去参加歌唱旅

行，明天就要动身了，而你却不在家里。

啊，莱茵音乐节是个美妙的节日！拥挤的、点缀着青枝绿叶的

轮船，船上旌旗飘扬，号声阵阵，歌声嘹亮。一列列火车和成行的

驿车，车上帽子在挥舞、头巾在飞扬，旅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这里有老老少少兴高采烈的男人，也有嗓音优美的漂亮妇女。人

人满怀着节日的心情，个个露出节日的笑颜。多么高兴呀！一切

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之脑后了。在熙熙攘攘的来客中，看不到

一张严肃的面孔。旧友重逢，新交相识，青年人的笑语喧哗无尽

无休，就连那些被爱女强劝着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老年人，尽管身

患关节炎、痛风、感冒和忧郁症，也被大家的欢乐情绪感染了，而

且既然来参加了，就得尽情欢乐。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然

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

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因为构成生活享受的最内在核心的正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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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艺术享受。而在一切艺术中，正是音乐最适于构成这种友好的

省城集会的中心，附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互相激励

生活的勇气，重温青春的欢乐。如果说在古代吸引人民群众的是

雅典娜节１７６和酒神节上的喜剧表演、悲剧诗人的比赛，那么今天在

我们的气候条件和社会情况下，与此相应的就只有音乐了。因为

正象音乐只有乐谱而不表达出来让人听到就不能使我们得到享受

一样，悲剧只要没有通过乐队席和合唱席的演员用生动的语言表

述出来，对于古代人来说就是死的和陌生的东西。现在，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剧院，每天晚上都有演出，而对古希腊人来说，只有在

重大的节日，舞台才活跃起来；现在，报刊使每一个新剧本都传到

全德国，而在古代，写出来的悲剧剧本，只有不多的人能读到。因

此，戏剧再也不可能成为重大集会的中心了。应当起用另一种艺

术，而这只能是音乐，因为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

作，从而使音乐获得相当强的表现力；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

演奏一致起来的艺术，它影响所及的范围相当于古希腊的戏剧。

的确，德国人能赞美和扶植音乐，他们在各民族中是音乐之王，因

为只有德国人才能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

秘的东西从内心深处揭示出来，并且表现在音响之中，同样，也只

有德国人才能极其充分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彻底地理解乐器和

歌曲的语言。

但是，音乐在这里不是主要的。那什么是主要的呢？音乐庆祝

活动才是主要的。圆心没有圆周就不成其为圆，同样，没有愉快友

好的生活，音乐也就不成其为音乐了，因为愉快友好的生活构成音

乐这一中心的圆周。莱茵人天性十分活泼。他们的血液在血管里

象新酿的莱茵酒一样轻快地流动，他们的眼睛总是敏锐地、愉快地

６０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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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着周围的世界。在德国人中，他们是幸运儿，同其他人相比，

他们感到世界总是美好的，生活总是愉快的；他们坐在葡萄树下，

边说笑，边喝酒，自己的烦恼早已置之脑后，而别人还在从长计议

要不要也这样干，把大好时光蹉跎了。毫无疑问，没有一个莱茵人

会错过享受生活的机会，否则就会被当作大傻瓜。这种愉快的性

情使他们青春永驻，而北德意志人早已进入老成持重和平凡无聊

的平庸生活时期了。莱茵人一生都喜欢愉快、活泼的戏谑，象年轻

人似的嬉闹，或者按照贤明的持重的人的说法，如痴如狂地干傻事

和蠢事；自古以来，波恩和海得尔堡是两所最愉快的、最自由自在

的大学。就连在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操劳而精神不济的平

庸老人，即令他早上鞭打了顽皮的孩子，晚上照旧端着酒杯津津有

味地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年轻时所干的那些已成往事的恶作剧。

由于莱茵人的性格永远是那样开朗、那样坦率、真挚而无忧无

虑，所以毫不奇怪，在音乐节活动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满足于听听

人家的或让人家听自己的。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丰富多彩、无拘

无束的生活；有清新的享受，在别处这是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

的。这里到处都可以遇到欢乐的、善良的人，他们对前来共享欢乐

的人都是友爱和诚挚的。三天的庆祝活动就象几个小时一样在畅

饮、歌唱、嬉笑中飞逝了。到第四天早晨，当大家已经尽兴待归的

时候，他们又欣然期待着来年，相约再见，之后，每一个人依然兴高

采烈、精神焕发地踏上归途，从事各自的日常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６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４日《莱茵报》

第１３４号，未署名

７０３莱茵省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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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文 评 注

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在

科尼斯堡举行的四次公开讲演

１８４２年科尼斯堡福格特出版社版１７７

科尼斯堡在普鲁士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已经好几年了，这使

整个德国感到高兴。由于联邦条例而正式脱离德国的德意志分

子，在那里积蓄了力量，并且要求承认他们是德国人，是反对斯拉

夫东方的野蛮的德国代表。确实，在代表德意志文明和德意志民

族性方面，同斯拉夫族相比，东普鲁士人不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在那里，精神生活、政治思想显得如此生气勃勃，各种见解如此高

明和不受约束，这是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在那里，罗生克兰茨

以他特有的才思敏捷、知识渊博而成功地表述了德国哲学，即使他

没有勇气作出大胆的结论，他那毕竟是十分精细而不带成见的观

点也足以表明他是非常高明的，更不用说他的知识和天才了。雅

赫曼和其他人正在用自由思想的精神讨论当代问题，而上述那本

小册子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当地公众具有多么高的文

化水平。

天才的作者在向广大听众所作的四次幽默讲演中，综合了从

直接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得来的材料。的确，这里风俗画大显身

手，这里的描述这样流畅、雅致和鲜明，这里才华横溢，使人不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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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承认作者颇具幽默大师的才能。他具有敏锐的眼力，能够在

当代事件中及时抓住容易利用的方面，并且善于巧妙地得出无数

联想和隐喻，以致被讽喻的人也不得不发笑；而且隐喻一个接着

一个，最终，谁也不能对嘲笑者生气，因为大家都有份儿。第一

讲《生活的面具》向我们叙述了慕尼黑，柏林，德国的米歇尔，谈

到了世袭贵族的空虚，精神涣散，还谈及一群德国知名人士。现

在从中援引一段如下：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正坐在桌旁用一只沉甸甸的银杯饮

酒。有一次，他就借助一支歌曲把派来反对绿色自由莱茵的自由的女河神的

二十个法国炮兵连击溃了。他用四韵脚的抑扬格诗使已经到达安德纳赫的

法国先头部队的好几个骑兵团望风披靡，一直逃到提翁维耳。由于英勇可

嘉，他被奖给一只银杯和一册分词构成法，这种分词构成法比他的歌曲更大

胆，而且累赘得出奇，使得所有的德国中学教师大惊失色，而三年级学生从座

位上纷纷跳下来，高兴地叫道：‘我们的假期终于来到了！’”１７８

紧接着又说：

“在我们面前的是书报检查官的面具。如果它发现我们手指上留有未经

书报检查机关通过的墨水污点，我们就要遭殃了。书报检查官看上去和其他

任何人一样，但是他的职业却高人一头。他指挥着人们的智慧和思想，掌握

着只有永恒的正义才能使用的天平。在文学方面，他的任务是执行法老的王

法。按照这种王法，新生的男性文学婴儿应当被扼杀，或者至少应当阿伯拉

尔化①。古罗马的书报检查机关是对共和国国民起诉的十分严厉的道德法

庭。正如西塞罗说的，当书报检查机关除了使人羞得脸红就毫无作为时，它

的作用就停止了。只有当整个民族象一个人一样会为书报检查机关而脸红

的时候，我们的书报检查机关才停止起作用！”１７９

第二讲《我们的黄金时代》，以同样轻松的形式来叙述金钱贵

９０３时 文 评 注

① 即阉割。暗指中世纪哲学家阿伯拉尔的传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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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第三讲《文学中的唐·吉诃德式的比武》，端着长矛向我们时代

形形色色的荒谬言行进行冲击，而首先是冲击德国的政治格调。

这一讲谈到：“德语生来就是自由的语言，共和国的语言；它登上阿尔卑

斯山的最高峰和诗歌艺术及思维的冰川，以便象雄鹰一样冲向太阳。但是，

它和瑞士人一样，为专制制度效劳，成为专制制度的御林军。汉诺威王①哪怕

用最流利的英语也表达不出他用最蹩脚的德语向自己的国民讲过的话。简

言之，我们的语言，象莫里逊氏药丸一样，适用于一切人，可是它只有一点不

足，而这一点却十分必要，这就是政治格调！的确，在最危险的时刻，当科伦宗

教会议倒映于莱茵河水时——它只有在紧要关头才习惯于这样做，得到政府

的最高许可的德语就获得某种政治气魄，于是，每块马铃薯地被称为一个

‘区’，所有老实的外省人都成了‘君子’，而每一个女裁缝转眼间也成了德国

‘小姐’。但是，这只是防卫性的政治格调，通常这种格调是和民军同时登上

舞台的。我们的语言还没有成为进攻的语言。当一个德国人想要求自己的最

起码的政治权利时（这些权利在印花税纸上按各项法律条文确证是属于他

的，正如他的妻子根据婚约是属于他的一样），他给自己的要求附上了大量的

保留条件，用讲求辞藻的公文笔调描述这个要求，用没完没了的百般恭维、尊

敬、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忠诚的语句粉饰它，这与其说它是合理的要求，不如说

它是裁缝学徒的很有礼貌的求爱信。这个德国人缺乏追求权利的勇气，因此

他为自己过去敢于思考、敢于设想、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或敢于坚持向当局

表达再提一项政治要求的愿望而千百次地表示歉意。例如，大部分这种关于

出版自由的呈文难道没有使你们想起全身戏装的波扎侯爵，他跪在菲利浦王

的脚下恳求说：‘陛下，求您赐给思想自由吧！’②此后，如果这类请求被菲利

浦王斥之为‘荒谬的空想家！’③而不予理睬，那还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有少数德国人，他们作为自己祖国的辩护人敢于象男子汉那样用简洁有力的

语言陈述它的政治权利，他们所以成为国家审讯的牺牲品，只因为我们的政

治格调懦弱无能。因为，哪里懦弱是正常的现象，那里大胆就等于犯罪！我们

０１３ 弗·恩格斯著作

①

②

③ 同上。

席勒《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第三幕第十场。——编者注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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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政论作家，只是由于纯粹格调上的错误，只是由于他说出了赤裸裸的

真理，没有把自己的话和思想套上典礼官规定的服装，他们就会受到车裂的

威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利。当需要利用政治权利时，德国的格调变

得跟宦官一样的胆怯，而对当今世上的强者也只会笨拙地阿谀奉承。只要某

个公爵说：‘我将坚持权利和正义！’报上立刻就出现大量的报道，就象追逐几

滴蜜的野蜂一样兴高采烈地叫嚷说：在空旷的政治原野上发现了珍贵的宝

藏。如果所有的报纸都只是把公爵说的要履行执政者的首要任务这一愿望

——不这样他就会象尼禄或布西里士一样——作为一种独特的、闻所未闻的

公爵美德来吹嘘一番，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使公爵感到被侮辱呢？而且这是

在政府的报纸上，在书报检查官的眼皮底下，在联邦议会的庇护下发生的！对

这类笨拙的赞颂者难道不应当根据刑法第九十二条予以严惩吗？”１８０

第四讲是《可爱的当代旋律和民族旋律的变奏》。其中有《僧

团会议》一章，开头这样写道：

“正如荷马已经说过的那样，公爵是各族人民的牧人，因此，各族人民就

是公爵的羊群。牧人热爱自己的羊群，给它们套上彩色的丝绳子，使它们不

致失散，而羊群也十分欣赏这条精致的彩虹色的绳子，它们没有觉察到这种

装饰物同时也是它们的锁链，所以如此，正因为它们是一群羊”，云云。１８１

瓦勒斯罗德用这四次讲演证明了他具有一个幽默大师的才

能。但是这是不够的。这些东西如果仅仅是讲演而已，它们就可以

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分散的、缺乏完整性的东西；但是，同瓦勒斯罗

德所做的相比，一个名副其实的幽默作家，会更多地强调积极广博

的世界观的背景，一切嘲笑和一切否定最终都十分令人满意地溶

化在这种世界观里。在这方面，瓦勒斯罗德以出版上述小册子为

己任；他必须尽快地证明自己提出的愿望是正确的，证明他能够专

心致志，而且既能把自己的观点加工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也能象

在这里那样把它们弄得支离破碎。这一点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

１１３时 文 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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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用自己同白尔尼的渊源关系，用自己的观点和风格表明他

和“青年德意志”５往昔的作者们是近亲；但是，几乎所有属于这一

派的作者都辜负了他们肩负的希望，而且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毫无成效地追求内部统一的后果。无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东

西，这是一个使他们碰得粉身碎骨的暗礁，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完

整的人。但是在瓦勒斯罗德那里，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比较高明、

比较完善的观点，这就有权向他提出要求——既要使自己的某些

判断彼此保持平衡，又要使这些判断同当代的哲学水平保持平衡。

而且，我们希望他能在公众那里获得成功，因为公众是能够正

确评价这些讲演的，同时也在书报检查官那里获得成功，因为他们

已不能阻止讲稿的发表。我们希望这样执行书报检查制度——就

象这本书所证实的——至少在普鲁士能够克服书报检查制度中其

他一切变化无常的原则，并且使这种执行办法得到推广；我们希望

在各地都象在科尼斯堡那样，由这样的人来执行书报检查制度，那

里的书报检查官，正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

“以殉难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了所有职务中最可憎的这项职务，使它

不致落入乐于承担这种职务的人手中”。１８２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４月底 原文是德文

—５月初

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２５日《莱茵报》

第１４５号

署名·弗·奥·

２１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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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莱 奥 论 战］

寄自哈森海德，５月。按照《文学周报》的高明见解，黑格尔哲

学无法做到的事情即根据自己的原则建立自然科学的体系，现在，

《福音派教会报》正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卓有成效地着手解决这件

事情。该报最近一号刊载了署名亨·莱·（莱奥）的文章１８３，文章

针对厄兰根出版的洛伊波尔特教授的著作，发展了医学上彻底革

命的纲领，而这一革命的全部后果至今还无法预见。象往常一样，

莱奥在文章中也是从指责黑格尔门徒４８开始的，虽然并没有直接

指名道姓；他谈到掌握了最新自然知识的泛神论派即多神论派，谈

到“对自然界的哲学探索和对精巧体系的浓厚兴趣”，他谴责解剖

学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只医治单个病人，而不一下子医治整整几

代人和各个民族，最后得出结论说：

“疾病是对罪孽的惩罚，如果上帝恩赐的信仰不打碎这种惩罚的锁链，同

一血统的几代人都会由于自己的罪孽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到折

磨。一个人犯了罪，忏悔并不能使他免除肉体上的惩罚；例如，一个人由于淫

荡作孽而烂掉了鼻子，忏悔不可能恢复他的鼻子；同样，因为祖辈爱吃未熟的

葡萄，直到现在其子孙后代的牙齿天生就没有光泽；一个人如果不借助于坚

定的信仰，精神上的惩罚将一直起作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终

生骄奢淫逸和作恶多端，虽然看起来一生过得幸福，但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

严重神经错乱的病根，这种病根在他们身上急剧发展，直到曾孙——在他的

心灵中没有一个幸福的词能找到利于生长的土壤——由于性病的后果而陷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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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极端沮丧，在绝望中拿起剃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承受造孽的曾祖父应受的

惩罚。”

除了这种看法，还说，世界的历史是极其不公正的。——莱

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

“那个祈求于信仰的、没有鼻子的罪人，应当把自己的丑脸仅仅看作是上

帝公正的标记，看作是对不信神者的惩罚，是信神者的信仰的新源泉。”

对民族来说，事情也正是如此。

“在某一时期发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疾病和失调，不论从今天的还是

预言家时代的观点来看，都是神的惩罚。”

这就是哲学上的……我想说的是，宗教上的原则，有资格和林

斯艾斯平起平坐的莱奥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自己的新的医学实践。

忙于对单个人或人身上的某一部分进行微不足道的治疗有什么益

处呢？要治就应当医治整个家族，整个民族！如果祖父患疟疾，那

么全家，儿子，女儿，孙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都应当吞服奎宁！

如果国王患肺炎，那么每一个省都应当派出代表去放血，或者为了

预防，最好立即为数以百万计的全体居民每人放一盎司血！对卫生

警察局来说，什么结论做不出来啊！任何人，要是没有医生证明他

本人是健康的，他的祖辈、直到曾祖父都有正常的体格，同时，要是

没有牧师证明他本人以及他的祖辈、直到曾祖父都是坚持信奉基

督教的、虔诚的和有道德的生活方式，他就不能结婚，因为如莱奥

所说的，“父辈的罪孽殃及儿子，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因此，一个

医生的地位是

“他负有可怕的责任，他负有令人恐惧的直接关系，因为对单个人来说，

医生既是上帝的使者，有可能使他免除因祖辈作孽而应得的报应，又是魔鬼

的仆人，力图用自己的力量反对上帝的惩罚，并使之不起作用”。

４１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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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些对国家有利的结论！为医学院学生规定的哲学课程

应当废除，代之以神学课程。医科学生考试一定要呈交有关本人

信仰的证件，至于医学院犹太学生的实习，即使不完全禁止，至少

也应当限制在他们的教友范围内，莱奥继续写道：

“病人，正如犯人一样，也是敬神的，上帝的圣手按在他身上——谁能治

好病，就让谁治！但是他并不害怕炽热的钢、锐利的铁和折磨人的饥饿，如果

只有这些才能帮助恢复健康的话。效果不大的治疗在医学上如同在市民社

会中一样是有害的。”

现在我们也将更大胆地进行切除和烙烫！过去采用可悲的环

锯法的地方，现在可以简单地把头颅切除；要是发现心脏病，——

这是对病人的母亲犯下的爱情罪孽的普通惩罚——要是血液流入

心脏过速，我们就用刀在心脏上开一个出口；谁患了胃癌，我们就

把他的整个胃切除。民谣中唱的老医生艾曾巴尔特看来并不是那

么坏——他只是没有被同时代人理解而已。莱奥得出的结论同样

也适用于犯人：不仅他们本人应当受到惩罚，而且全体人民和他们

一起都应当受到惩罚；在我们这个衰落的时代所施用的惩罚是不

够有力的。据说，应当更多地采用拷打和杀头，要不然犯人会多得

连习艺所都容纳不下。完全正确！如果一个人犯了杀人罪，就应当

灭绝他的全家，而他的家乡的每一个居民都要作为这个杀人案的

同谋至少挨二十五棍；如果兄弟中一个人有通奸行为，那么他所有

的兄弟都应当和他一起被处以宫刑。加重惩罚只会带来好处。正

如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切除头颅再也不算惩罚，而只是为

拯救躯体才采取的治疗手段，从此以后，这种死刑应当从刑法典

中删除，代之以车裂、砍去四肢、插在尖桩上、火烧、用烧红的

钳子折磨，等等。

５１３同 莱 奥 论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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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极端沮丧，在绝望中拿起剃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承受造孽的曾祖父应受的

惩罚。”

除了这种看法，还说，世界的历史是极其不公正的。——莱

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

“那个祈求于信仰的、没有鼻子的罪人，应当把自己的丑脸仅仅看作是上

帝公正的标记，看作是对不信神者的惩罚，是信神者的信仰的新源泉。”

对民族来说，事情也正是如此。

“在某一时期发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疾病和失调，不论从今天的还是

预言家时代的观点来看，都是神的惩罚。”

这就是哲学上的……我想说的是，宗教上的原则，有资格和林

斯艾斯平起平坐的莱奥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自己的新的医学实践。

忙于对单个人或人身上的某一部分进行微不足道的治疗有什么益

处呢？要治就应当医治整个家族，整个民族！如果祖父患疟疾，那

么全家，儿子，女儿，孙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都应当吞服奎宁！

如果国王患肺炎，那么每一个省都应当派出代表去放血，或者为了

预防，最好立即为数以百万计的全体居民每人放一盎司血！对卫生

警察局来说，什么结论做不出来啊！任何人，要是没有医生证明他

本人是健康的，他的祖辈、直到曾祖父都有正常的体格，同时，要是

没有牧师证明他本人以及他的祖辈、直到曾祖父都是坚持信奉基

督教的、虔诚的和有道德的生活方式，他就不能结婚，因为如莱奥

所说的，“父辈的罪孽殃及儿子，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因此，一个

医生的地位是

“他负有可怕的责任，他负有令人恐惧的直接关系，因为对单个人来说，

医生既是上帝的使者，有可能使他免除因祖辈作孽而应得的报应，又是魔鬼

的仆人，力图用自己的力量反对上帝的惩罚，并使之不起作用”。

４１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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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莱奥用无疑会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的基督教医学和法学

来对抗陷于多神论的医学和法学。众所周知，他就是根据这些原

则把基督教归入历史，例如，他认为黑格尔门徒是法国革命者的后

代，因而宣布黑格尔门徒要为在巴黎，里昂和南特的流血负责，甚

至要为拿破仑的行为负责。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指出

这位不知疲倦的大师的值得称赞的博学多才。据说，他根据基督

教原则编写的德语语法近日可望出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７日 原文是德文

和１１日之间

载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０日《莱茵报》

第１６１号，未署名

６１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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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

柏林６月２１日。我们的政治意识越发展，普鲁士的社会舆论

表达得越自由和越响亮，我们和德意志其他民族统一的感情就越

强烈，我们观察他们的国家生活中的社会现象的兴趣就越浓厚。

这雄辩地证明，在普鲁士和立宪制的德国之间的社会舆论中长期

存在的壁垒崩溃了，民族分裂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分裂一方面是由

于很多普鲁士人的高傲自满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南德意志自

由主义者不信任我们政府造成的。如果说，就象在北德意志的其

他地方一样，去年也在柏林为韦尔凯尔举行了招待会，这就说明北

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进步代表已经言归于好，那么，只是到现在，

随着在普鲁士建立了比较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祖国南北这

两大部分才在一致追求自由的愿望下越来越明显地融合起来。普

鲁士人突然不再自满，不再夸耀吹嘘他们的尽善尽美的制度；不到

半年，我们大部分同胞想也不敢想的缺点被揭露了。另一方面，思

想解放的、甚至常常公开采取反对立场的普鲁士报刊，唤起南德意

志人抛弃他们对普鲁士人民及其政治水平所抱的成见的残余。在

这种情况下，巴登议会中代表的辩论在我们这里引起极大兴趣是

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当普鲁士在报刊上证实自己在政治上已

经成熟之后，南德意志人将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落后于我们。但是

在维尔腾堡议会讨论诉讼程序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十分明显地表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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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维尔腾堡议会是多么缺少它在１８３３年时期的那些大人物。相

反，所能期望于巴登的是，解散议会事件以后，这里的政治生活不

会轻易停顿。选举期间的激烈风潮是对国事表示注意和关心的一

个可喜征兆。虽然过去不允许报刊让我们哪怕是从远处、在精神

上参与这些事件，然而它们在议会辩论选举时却成了话题，而且现

在已明显地处于首要地位。把这种辩论同报刊有时为了庆贺各个

代表而作的暗示对照一下，我们对紧张斗争的日子就有了鲜明的

印象。在施韦青根—菲力浦斯堡地区的选举期间又一次看出，再

也没有比权欲熏心的官员们对政府更有害的了。为了使选举的结

果有利于雷蒂希，这里所使用的阴谋诡计在巴登的立宪史上是闻

所未闻的。有一个选区二十年来一直把伊茨施太因选为代表，现

在，由于他总是自作主张，就突然使他落选，而选了执政党的代表，

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这次选举是不自由的。但令人比较高兴

的是，议会满足了伊茨施太因。１８４人们高兴地在议会中听到具有德

意志自由思想的老一辈人，如伊茨施太因和韦尔凯尔，以及比较年

轻的一代人，如林德施文德尔等，用人们早已熟悉的风度讲演。虽

然大家对马提抱敌对态度，他被选为代表却给人以良好的印象，因

为他毕竟是德国第一个能坐到议会席上的记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１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５日《莱茵报》

第１７６号，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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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纳报》的自由思想

柏林６月２２日。不久前，《施本纳报》①因为没有人打算赞扬

它就自我赞扬了一番，并且自以为它受到这种赞扬是当之无愧

的。１８５该报对自己近半年来的活动所作的“回顾”似乎足以使它作

出重要的发现：正是它，《施本纳报》，为出版自由运动开辟了道路。

有趣的是看一看该报怎样穿着仔细刷干净的节日礼服，把自由思

想的公民桂冠往自己头上一戴，自吹自擂，洋洋自得地出现在自己

的读者和普鲁士境外出版的报纸面前。《施本纳报》宣称，如果不

是该报，更确切地说，如果不是这位以星花署名的作者护卫了上面

提到的问题，一句话，如果不是这位作者，直到今天也不会有一家

普鲁士报达到当代自由思想的水平。也就是说，书报检查令１８６

一公布，那位以星花署名的作者似乎就试了试采取反对派的手法

能走多远。他轻轻地敲了敲门，啊，瞧！门开了。这是很自然的，因

为这些平和、恭顺、善意、谦卑和顺从的文章，即使在过去，最终也

是能通过的。他至少应当相信自己的书报检查官能够把家畜和猛

兽区别开。但是，上帝保佑！这种孤陋寡闻的庸俗习气之缺乏创见

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竟把头脑中最陈腐的念头看作是新颖的、天才

的和某种独一无二的思想。书报检查令颁布了，现在每个作家应

９１３

① 指《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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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立即改变自己的笔调，应当更自由地抒发己见。但是，我们这个

躲在星花下面的人，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有聪明才干审时度

势的人，因此，他想指点所有其他记者注意一个事实：今后他们可

以更自由地写作了。此外，他认为自己是自由思想者。他有一种体

察民情的本领。也许，在他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有那么一

点关于改进各阶层关系的思想。——  那么他在做些什么呢？他

正在写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构成衡量自由思想的完整尺度。今

天发表一篇最温和的文章，明天就发表一篇温和程度少了那么
１
２

克冷的文章，等等。而到了温和同所谓自由思想保持均衡的阶段，

作者就止步不前了。我们这个躲在星花下面的人却把这称为“开

辟道路”？！其他普鲁士编辑也认为，为了向这家报纸学习什么是自

由思想，就要不怕麻烦去读一读《施本纳报》！可笑的是，尽管如此，

我们这位政治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文章不能象其他某些报

刊的文章那样引起巨大的轰动，为什么他这个普鲁士自由思想的

旗手、伟大的开路先锋，遭到普鲁士境外出版的所有报纸的嘲笑；

他只好以人们不能正确理解他而聊以自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２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６日《莱茵报》

第１７７号，未署名

０２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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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报》停刊

柏林６月２５日。这里的《刑法报》自７月１日起“暂停出版”。

这就是说，它那些反对陪审法庭的激烈言论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

得到公众的赞同。《刑法报》是司法界合乎“中庸之道”的报纸。它

要求公开，要求让公众知道，但是务必不要陪审员。幸而在我们这

里人们越来越看清这种不彻底的态度，而且赞同陪审法庭的人日

益增多。《刑法报》提出一个原则：任何一个有行政权的部门都不

应当直接交给人民，因而审判官的职权也不能交给人民。当然，如

果司法权不是某种与行政权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本来也不坏。在

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彼此是

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

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一身兼

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

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我根本不想谈陪审法庭的

优越性和保证作用，——在这里哪怕再说一句话也是多余的。但

是世界上存在着顽固不化的法学家和咬文嚼字的人，他们的座右

铭是：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ｐｅｒｅａｔｍｕｎｄｕｓ！〔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

灭！〕陪审员的自由法庭当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自由法庭不仅

会使他们丧失司法职权，而且会使法律的神圣的字面意义，即死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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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和抽象的法面临危险。而这个法无论如何不应当被破坏。它是

他们的帕拉斯神像，因此，如果在法国或英国，有一个不幸的无

产者在饥饿难忍的时刻偷了一文钱的面包，尽管案情已经得到证

人的证实而且被告也供认了，而陪审员仍然宣告他无罪，那这些

老爷们就惊恐万状地大喊大叫起来。于是他们郑重地宣称：请看，

陪审法庭的后果如何，——财产和生活本身的安全失去保障，非

法行为合法化，公然宣扬犯罪和革命！——我们希望，在最近期

间《刑法报》将不再“暂时”出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２５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３０日《莱茵报》

第１８１号，未署名

２２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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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出版法批判
１８７

柏林６月。在普鲁士人面前，有两条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可

以在普鲁士国内发表，但须接受当地的书报检查；或者，在当地的

书报检查禁止其发表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在普鲁士境外发表，发表

前经受德意志联邦７７的另一个邦的书报检查，或者享受国外的出

版自由。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国家都有权采取制裁措施来对付可

能出现的违法行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制裁措施自然是很少采用

的，因为书报检查机关总是宁肯多删，不肯少删，把应予取缔的东

西漏掉的事例是极少见的。对于按国外出版法出版的书刊，则可

以更加迅速和频繁地采取没收书刊并向作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措

施。因此，要对普鲁士出版法的总状况作出全面的判断，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不要忽略它所规定的制裁措施。

由于至今尚无专门的出版制裁法，所以与此有关的法律就只

能散见于普鲁士邦法１８８的各个章节。我们可以把惩治侮辱罪和道

德败坏罪等等法律暂且撇开不谈，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主要只是

政治上的罪行。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叛国罪，蛮横、无礼地指责或

嘲弄国家法律和侮辱陛下罪等条目中找到有关的规定。但是很快

就能看出，这些法律写得极其含糊，特别是在出版方面，很容易遭

到如此广义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以致要对它们下判断只有司法实

践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如果任何立法的精神都是由法官来体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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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这一假定是正确的，那么，法官对某些规定所作的解释就应当

成为这个立法的重要补充因素，事实上也是这样，在疑难情况下，

过去的实践对于判决有着很大的影响。

本文作者现在能够用他掌握的一个普鲁士司法机关的一份附

有详细论证的判决书来补充自己对于普鲁士出版法的看法。有一

位作者①在普鲁士境外出版了一部评论普鲁士内政的著作
１８９
，他

被指控犯了上述所有罪行而出庭受审。虽然宣告他绝对没有犯叛

国罪，但却判决他犯了蛮横、无礼地指责和嘲弄国家法律以及侮辱

陛下的罪行。

普鲁士刑法第九十二条对构成叛国罪的罪行解释如下：

“以暴力推翻国家制度或谋害国家元首或侵犯其自由为目的的行为，称

为叛国罪。”１９０

可以认为，在现时条件下这条法律的定义将被公认是相当明

确的。可是，由于很难设想这类行为会通过报刊，并由处于我们

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人做出来，所以这一条对于出版物来说意义不

大。“暴力”这个清楚的字眼足以防止法官武断或作出偏颇的判决。

相反，对出版物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倒是另外一条，即关于非法议

论国家法律的那一条。法律就这个问题所下的定义是（刑法第一

五一条）：

“凡蛮横、无礼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而激起不满情绪者，应

处以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的徒刑或要塞监禁。”１９１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的法令也提到这一点，该法令的第十六条

第二款说：

４２３ 弗·恩格斯著作

① 约·雅科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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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有蛮横、无礼地指责和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的罪行而给予上述

惩处时，不但要看这些行为是否激起不满和愤怒，而且要看这类应受惩处的

言论本身。”１９２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立法规定是多么含糊和多么不能令

人满意。什么叫蛮横和无礼呢？在刑法中有关这一条的第一部分

或第二部分显然是多余的。蛮横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似乎被当

作是挑起不满情绪的同义语，而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的法令干脆认

为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所以法律的条款似乎应当这样理解：凡

蛮横、无礼地指责或嘲弄国家法律和政府命令者，就是企图以这样

的指责和嘲弄来激起不满和愤怒，因此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

只有现在我们才能看清法律的实质。把蛮横和无礼两个概念

并列是立法者的错误，会引起十分严重的误解。无礼不一定是蛮

横。无礼行为是一种过失，是不够细心，是匆忙的结果，最好的人

也可能有这样的过失。蛮横是蓄意触怒人〔ａｎｉｍｕｓ ｉｎｊｕｒｉａｎｄｉ〕，

是恶意。现在又加上嘲弄！从“无礼”到“嘲弄”相距何其远啊！可

是二者受到同样的惩处。这两个概念不单单在数量上彼此有区

别。这不单纯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的程度，它们在质量上即本质上

有区别，二者根本是不可比拟的。如果迎面走来一个我应当报答

恩情的人，如果我看到了他却避开他，以免向他问候致意，这是无

礼；如果我厚颜无耻地盯着他的脸，把帽子往下拉到眼际，擦身而

过时用胳膊肘撞他的腰，这是蛮横；但是如果我当面对他表示轻

蔑，扮鬼脸，这是嘲弄。有些人甚至把别人没有看到他们也视为无

礼。难道可以把这样一些不相同的东西合并到一条法律里去，混

为一谈吗？不管怎样，这里的“无礼”一词应当删去，如果不能完全

把它去掉，那就应当把它专门列为一条。“无礼”指责决不可能以煽

５２３普鲁士出版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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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不满和愤怒为目的，因为无礼行为总是没有预谋的、不自觉的，

或者说，至少是没有恶意的。因此，如果把“无礼”一词放在这里，

就有这样的意思，仿佛对国家制度的任何指责一定都以煽起不满

为目的，因而应当受到惩处。但是这样的解释就会同我们现有的

书报检查制度完全矛盾。总之，全部混乱都是由于把在书报检查

规范里适合的“无礼”一词搬到了法律中去。当进行书报检查时，

让书报检查官象警官那样——只要书报检查还是一种警察措施

——去审查某篇东西是“无礼的”还是“善意的”。书报检查是个例

外，准确的规定在这里是永远不可能有的。但是在刑法典里则不

容许有这种含糊的概念，不容许有这种进行主观臆断的自由，尤其

是在必然会出现政治观点分歧的地方，在法官不是陪审员而是国

家官吏的地方，更不容许有以上那样的概念和自由。从司法机关

的许多实例中，可以最好不过地证明，对法律的这种批评是对的，

指责它混淆了概念也是有根据的。我现在援引上面提到过的那份

于今年４月５日签署并已颁布的判决书。

上述文章的作者①在文章里论述了书报检查制度，顺便说明

一句，这是１８４０年年底以前普鲁士所施行的条例，作者由于文章

中的以下几处而受到指控：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如果未经书报检查机关的同意，不管是最短的

报纸文章，还是超过二十个印张的作品，都不能发表。如果文章中涉及政治

性问题，审查文章多半是警探的事，而在书报检查细则（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颁布）措词含糊的情况下，警探只能根据大臣的特别指示来考虑。这位书报

检查官既然完全隶属于大臣并且只对大臣负责，他就只好把不符合他的长官

个人观点和意图的东西统统删去。作者如果向他提出申诉，照例遭到拒绝；

６２３ 弗·恩格斯著作

① 约·雅科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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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得到了答复，也是拖了又拖，以致答复对他已经毫无意义。否则怎么会

在１８０４年已经表示过要鼓励发表堂堂正正的言论以后，没有一家普鲁士报

纸、没有一本在这里出版的书上能找到哪怕是对最小的官员的作风提出的最

轻微的谴责呢！怎么会为了发表一篇微微暗示社会性问题的文章（当然，谁也

没有把《国家报》①的“国内生活”栏算在内），而必须先逃往普鲁士境外呢！

但是在这里也逃脱不了极有害的官吏专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公正

地称之为压制公开言论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为了不让国外报纸上有关官员

作风的不利报道或对有关我们的制度稍许自由的阐述进入普鲁士，对于这类

报纸或者是禁止，或者是采取大家熟知的手段，使报纸的编辑部变得听话些。

我们——很抱歉！——并未夸大其词。诚然，法国报纸获准进入普鲁士，但

是大部分不能按印刷品邮寄到普鲁士，所以一份这样的报纸一年得花四百多

塔勒的邮费。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这样的获准实际上等于禁止。对德国报纸

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如果报纸编辑甚至不维护他们自己的显而易见的利益，

如果他们刊登了使柏林当局不悦的有关普鲁士或普鲁士官吏的文章，就会接

二连三地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谴责和指控（如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准备

向他提供文献材料），胁迫他们说出记者的姓名，而且，只有接受了屈辱性的

条件，才让这些编辑进入有利可图的普鲁士市场。”１９３

被告描述了这种情景以后指出，这样行使书报检查制度正成

为令人难堪的监督，成为对社会舆论的真正的压制，最后导致官吏

专制，这对人民和对国王都是极其有害和同样危险的。

这段摘录使人产生什么感想呢？难道用这样的语气写的文章

今天会得不到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准许吗？难道我们在所有的

普鲁士报纸上找不到这种关于当时的书报检查状况的看法吗？难

道对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机关没有发表过更尖锐得多的意见吗？

而我们的判决书又是怎样说的呢？

“臣民无权以这样的方式议论法律和政府命令；断言为了发表一篇微微

７２３普鲁士出版法批判

①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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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社会问题的文章，必须逃往普鲁士境外；断言普鲁士行使的这种书报检

查制度正成为令人难堪的监督，成为对社会舆论的真正的压制；——这在行

动上和言论上都是一种蛮横的指责，违反了对国家的应有的尊重。而断言什

么因此就造成对人民和对国王都是极其有害和同样危险的官吏专制，这就清

楚地表明了一种倾向，即企图煽起人们对于所说的这种机关产生不满和愤

怒。被告在此次审讯期间企图证明，他对书报检查部门的指责是有事实根据

的，为此，他举出了几个事例，证明书报检查机关拒不批准刊登政论性的文

章。他还引用了枢密官宰弗特曾经同《莱比锡总汇报》编辑之间有通信来往

一事，证明这家报纸似乎真的处于普鲁士政府的影响下。

但是，这些论据显然没有意义，因为，即使假定被告提出的指责是对的，

他提出指责所采用的方式却使得对他的蛮横行为和无礼行为的指控仍然成

立，何况个别事例根本证明不了一个国家的法令有益还是无益。作者不是用

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的语气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出谴责，其措辞既然

是针对某些人的，无疑只能被看作是侮辱。”１９４

接着我们读到：

“关于市政立法，被告是这样说的：‘当然，首先应当把１８０８年的市政条

例和１８１３年修正的市政条例区别开来。前者具有当时的自由主义特色，重视

公民的独立性；后者处处受到现政府的庇护，而且向各城市强制推行。’这段

话中使用‘当时的自由主义特色’同‘现政府’这样的措辞对比就含有蛮横谴

责的断言，仿佛现政府不仅不是自由主义政府，而且根本不重视公民的独立

性（？？）。但是，被告的偏颇见解和他文章里的可鄙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

所举的例子中，他举这些例子是想证实他所做的对比，而在这些例子中，他对

自己引用的两个市政条例中的条款不是叙述错误，就是叙述得不完整和加以

歪曲。”１９５

随后几段离题太远的话我最好就不引用了，这样，即使认为被

告叙述错误，不完整，也决不会得出结论，说他有“偏颇见解和可鄙

倾向”。我只引用结尾部分：

“如果考虑到等级会议的情况而完全不予公布，如果考虑到这就使有教

８２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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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阶级无论对选举还是对社会生活的其他现象都表现出明显的漠不关心，

最后，如果考虑到类似的市政立法曾于１８２６年和１８３３年先后两次被自由主

义的莱茵普鲁士各等级所否定，那么，也许就很难承认倍加称赞的普鲁士市

政条例是独立的人民的自我意识抵制内阁专制的表现，更不用说承认它是立

宪代议制的代替物了。”１９６

判决书就这段话指出：

“此处同样含有明显的嘲弄的谴责，而且同样是存心煽起不满和愤怒。

谁真想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他就不会力图证明，先前执行的那套比较符合

人民利益的政策如今正逐渐被抛弃并且被一种危害共同利益的倾向暗中替

换。要揭露虚构的现存制度的缺点，完全没有必要把先前的仿佛比较好的状

况同现状作对比。因此，这样的对比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目的，无非是想造成

一种印象，仿佛现在不象过去那样关心国家利益，并且想以此煽起不满和愤

怒。”１９７

摘录已经够多了，其实，这样的摘录再多十倍我也能摘引！上

面所说的对于立法的意见，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属于警察当局、书报检查机关管辖范围的无礼行为这个概念，它的

定义在这里显示出危害作用了。这个概念由于被移来作为法律的

依据，它的使用就以书报检查机关的宽严程度为转移。如果书报

检查机关恰好象１８４０年那样暴虐，那么最轻微的指责也是无礼的

了。如果书报检查机关象现在这样温和宽大，那么，即使当时被认

为是蛮横的言论，今天也未必被看作是无礼的了。由此而产生的

矛盾是：《莱茵报》和《王国报》①刊登的那些得到普鲁士书报检查

机关批准的文章，在１８４０年不仅得不到批准，甚至还受到惩处。

书报检查制度就其性质来说应当是可以变动的，而法律只要未被

废除就应当保持不变。它不应当以警察业务的变化为转移。

９２３普鲁士出版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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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煽起不满和愤怒！”——一切反对派的目的正在于此。

当我谴责某项立法规定时，我的意图自然是要以此煽起不满，不仅

要在人民中间，甚至还要尽可能在政府内部煽起不满。怎么能够

做到既要谴责某一事物，而又措辞温和，不想使别人相信被谴责的

事物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不想以此煽起别人的不满呢？我怎么

能够又谴责又夸奖，我怎么能够同时既认为某一事物好又认为它

坏呢？这根本办不到。我也是个很正直的人，愿意坦率地声明：我

的意图就是要以本文引起人们对普鲁士刑法第一五一条的不满和

愤怒，而且我始终坚信，我对这一节的谴责，并不象这一节所说的

那样，是“蛮横、无礼地”，而是象书报检查令１８６所说的那样，“有礼

貌地和善意地”。书报检查令毕竟承认了这种引起不满的权利是合

法的，而且，值得普鲁士人民引以自豪的是，从那时起为了唤起人

们的不满和愤怒，凡能做到的都做了。因此，第一五一条的这一部

分实际上已被取消，对“无礼地谴责”的惩处已经大大限制了。这

就足以证明，第一五一条是五花八门的立法规定和警察—书报检

查规定的混合物和大杂烩。

这种现象也可以很简单地用普鲁士邦法汇集成典的那个时期

来解释，可以用那一时期具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同普鲁士的旧制度

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对政府、对国家机关的不满，这在当时差不多

被看作是叛国罪，至少也被看成是一种理应受到极认真的法庭侦

讯和严厉的判决的罪行。

关于侮辱陛下罪我们不大感兴趣。普鲁士的政论家一直很有

分寸，避免触及国王个人。这是国王个人的不可侵犯的立宪原则

所预期的，对此只能赞许。

本文剖析的这一条，也应当恳请法律修改委员会予以注意。

０３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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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采取上述那种适当的、善意的和有礼貌的方式去激发

对我们国家机构中一切非自由主义的残余的极大不满和愤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６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７月１４日《莱茵报》

第１９５号附刊，未署名

１３３普鲁士出版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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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

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这是关于仙逝的神学博士布鲁诺·鲍威尔的惊心动魄的

而又真实有教益的故事。他为恶魔所惑，背叛真诚的信

仰，成为魔王，终被免职。

基督教的英雄叙事诗四章１９８

第 一 章

     为了你能庄严地讴歌信仰的光荣，

飞吧，我的灵魂，飞向无边无际的苍穹！

要是无人为你的羽翼增添力量，

你岂能独自翱翔？

信教者大军啊，为我祈祷吧！

我的诗将受神的恩宠而发出铿锵之声。

萨利河畔来的雄狮①啊，抖擞精神，怒吼吧！

２３３

① 亨利希·莱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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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

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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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斯滕贝格啊，伸出你所向无敌的双手吧！

博学的扎克啊，七弦琴任你弹拨，

伟大的术士啊，请把你的雷电赐给我！

天父的忠仆克鲁马赫尔啊，

请你教我用语言点燃心灵！

克纳普啊，让我用你那信仰赞美诗的火光，

把罪孽的洞穴照亮！

克洛普什托克啊，你曾用十字架猛击嘲讽者的胸膛，

请不要忘记同我作伴！

神学家约翰啊，没有你，我怎么办？

请为我的大无畏精神祝愿吧！

大卫王和以西结先知啊，

我将同你们一起把不信教的恶习涤荡。

信仰使你们无比坚强，

请对着崇高的宝座顶礼膜拜，虔诚祈祷，

好让我唱完赞美上帝的歌：

那时，我就不怕不信神者的诽谤！

  快乐的赞歌为什么突然中止？

天使颂歌的甘泉为什么枯竭？

难道是狡猾的精灵钻进天堂，

它的眼睛使幸福的烛照黯淡无光？

在充满幸福和愉快的乐土上，

是谁在啜泣、悲伤？哭诉衷肠？

那是遵守教规者的灵魂的声音，

它们凄凉的呻吟搅乱了天堂：

５３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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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请听！请聆听信徒的祈祷吧，

别让他们在大灾大难中死亡！

你的忍耐到何时为止，

你何时把渎神者处死？

你让卑鄙的不信神者在尘世生活中趾高气扬到几时？

主啊！你说，哲学家该不该认为：‘我’就是‘我’？

不信教者该不该对你亵渎无礼？

请把审判人类恶习的日期提前吧！”

  主答道：“吹响号角的时辰还未来临，

腐烂的死尸还未发出那么大的臭气。

而且我还得鼓足我的斗士的勇气，

免得他们在决战中见到恶魔就纷纷躲避。

寻神派已把柏林城塞满，

傲慢的思想就是他们的至尊老爷；

他们想用概念把我束缚，

使我无法从他们钢铁般的怀抱中挣脱。

一心忠于我的奴仆布鲁诺·鲍威尔

也在寻思：肉体听从，精神不振。

但是快了，他将扯去思想的束缚，

以后撒但也无法使他慑服。

真心寻找我的人，总会把我找到：

高傲的思想使他精神错乱；

他只要虔诚地把思维的网罟摆脱，

他的灵魂就会尽情地欢跳。

他相信：上帝终究是上帝，

６３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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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哲学却认为，这是阴谋诡计。”

  遵守教规者的灵魂欢欣鼓舞，

用悦耳的赞歌把我主颂扬：

  “你不愧是光荣的，

你这最高权力的主宰，

你这地球和苍天的创造者。

这一天已经临近：渎神者将被你的圣怒制裁，

你将嘉奖你那殷勤的奴才。”

  主又说：“是啊，鲍威尔是我选中，

好率领信教者的大军作最后的冲锋。

当愤怒之杯把怒火洒在罪恶的世界上，

大地崩裂，地火喷涌；

血淋淋的长鞭抽打着海面，

乌云般的蝗虫遮蔽苍穹，

群山颤抖，惊恐的野兽逃离穴洞，——

这时，他高举‘保卫信仰和宝座’的旗帜，

犹如年轻的雄鹰，飞向战场。”

  遵守教规者的灵魂更加欢欣鼓舞，

用悦耳的赞歌把我主颂扬：

“主啊！你是伟大的，你是不可战胜的。

愿你身边永远缭绕祭祀的青烟。”

  庄严的赞歌还未唱完，

魔鬼蓦然出现，大喊大叫，放出臭气。

狰狞的面目燃烧着卑污的火焰，

看到遵守教规者的鲜血，

７３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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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舌头直淌馋涎。

他立即向上帝的宝座走近，

不肯垂下他那无耻的眼睛，

他轻蔑地叫着：“你要犹疑到何时？

你要把我留在家中无所作为吗？

真的，你怕了，你害怕有朝一日，

你我之间为了争夺尘世的宝座而打一场恶战，

我将把你们打个落花流水，

还要占领你的天堂。

你若不是胆小鬼，那就准备应战，

命令天使长把号角吹响。

我已命令我的强悍的大军排列成行，

急等着与你交战，

非要把你的天使统统斩尽杀光。”

  主：“少安毋躁！

我们中谁是全能，揭晓的时刻已到。

俯视一下尘世吧！那里旌旗如林，

世界在剧烈地动荡：

纵火、暴乱、一仗接着一仗；

抛弃了法律，背叛了信仰；

诽谤者猖獗，信神者悲伤……

等着吧！可怕的情况即将百倍地增长。

现在，我已选定忠实的奴仆，

让他向罪人们通告天国的情况。

罪人们将嘲笑他丧失理性，

８３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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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却大有好处，我会把诸事料理停当。

圣钟还未敲，假若今后一切仍如既往，

圣钟很快就会敲响。”

“谁被选中？谁的名字从此成为神圣的？”

“我选了鲍威尔。”——

  “哪个鲍威尔？神学博士吗？”

  “是的，正是选的他。”——

  “喂，他可不是那么简单：

唱诗、斋戒，他都不爱。

他向你要求特殊的瑰宝，

以便在寂静中加以研讨。

而在教义的辞藻华丽的奥秘中，

他灵魂的安宁并未得到。”

  主：“他脾气乖僻，且由他去！

请相信，他脑中的一切很快就会清晰。

让他胡思狂想去吧！

你会相信：他失去理性。”

  魔鬼：“我要把他从你们那里夺回，

把这美丽的钻石镶入我的花冠。

有人说，黑格尔的灵魂在他身上纠缠不休，

我却能把它紧紧揪住。”

  主：“我把他交给你处理，

快去抓他虔诚的灵魂，莫迟疑！

把他打入你黑暗的地府，

把他辛辣地嘲笑！

９３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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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他能最终证明：

我的信徒无论被沼地的火光引向何处，

都不会迷失正确的道路，

那么你将感到惭愧。”

  魔鬼答道：“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不要指望布鲁诺·鲍威尔会为天国争光！”

魔鬼说完，一阵风似地溜进黑暗的地狱，

身后留下一股难闻的臭气。

  正当主的敌人大闹天空，

突然间地狱里发生骚动。

那里燃遍叛逆的火焰，

传来了阵阵呐喊：“过来，撒但！”

黑格尔亲自统率造反的群众，

伏尔泰抡动着火红的大棒，

丹东在发狂，埃德尔曼在吼叫，

拿破仑象当年一样发出命令：“冲！”

一群乌合之众

在烈焰中飞奔，

召唤地狱的主宰，怒气冲冲。

瞧！魔鬼急速从天而降，

回到他黑暗的领地。

他叫道：“吵什么？你们是发狂，

还是想逃脱我的手掌？

是我没有为你们把炉火烧旺，

还是信教者的鲜血没有让你们饱尝？”

０４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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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气得发狂，

他大喝道：“住口！你这一事无成的魔鬼！我提出疑问，

难道是为了到处散布思辨的雾障，

为了让哲学被人视为骗人的伎俩？

甚至让法兰西来嘲笑我？

这一切你都能忍受吗？可耻！好一个撒但！”

丹东喊道：

“如果让昏庸的显贵和奸诈的僧侣重新主宰尘世，

我干什么要推崇理性？

干什么要动用数百台断头机？”

这时，一言不发的黑格尔，

突然挺身而出，口若悬河：

  “我把一生献给科学，

教授无神论，呕心沥血；

我把自我意识抬上宝座，

向神发起了胜利的冲锋。

  可是我却成为愚昧的牺牲品，

被人们恣意解释、修正；

他们给思辨戴上镣铐，

制造奇谈怪论，一句比一句荒唐可笑。

  瞧！施特劳斯终于出来了。

当这个勇敢的人对我稍有了解，

苏黎世的权威人士

便立即命令他走开。１５０

  无耻之极！我机智地发明了革命之刀——

１４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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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又怎样呢？

现在自由的捍卫者竟无处栖身，

断头台竟无处安置！

  撒但啊！你要负责，难道我的年华就这样虚度？

难道我的哲理研究就这样徒劳？

你说，那强大的、为我们复仇的人，

那消灭叛教者的人何时到达？”——

  魔鬼听了，露出幸灾乐祸的甜蜜微笑，

魔鬼答道：“听我说，别唠唠叨叨，

我给你们，忠实的奴仆们，带来了好消息：

复仇的人是有的，我已经把他找到。”

大家迫不及待地喊道：“那么，这是谁，是谁？”

“他就是——布鲁诺·鲍威尔。”

听到的回答是笑声和愤怒的鼓噪。

黑格尔象头狂狮愤怒地吼叫：

  “选得好呀！该死的东西，你在跟我们开玩笑！

鲍威尔使理性屈从于矜持的宗教法庭，

指令科学向信仰靠拢，还要忏悔祈祷！”

魔鬼答道：“你是瞎了吧，神奇的贤哲。

我的鲍威尔不会用天堂的佳肴

把他精神上的饥饿填饱。

一切勇敢无畏的人，他都明了。

让他戴上温顺的面罩！

请相信，不用多久，我就要把它撕掉。”

黑格尔说：“魔鬼，我算服你了！”

２４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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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情欢腾，发出惊心动魄的呼声，

把主宰送出地狱的大门。

魔鬼象只黑鸟展翅飞腾。

  在虔信者家中，一间沉闷的书斋里，

我们的鲍威尔坐在书堆中苦思冥想。

他那锐利的目光正注视着摩西五经。

魔鬼从后面揪住他的一绺头发：

  “这是谁写的？是不是摩西？

啊，哲学，你的回答多么含混不清。

现象学，我精通，

  美学，我全明了，

  我的智慧已洞察逻辑学的奥妙，

  形而上学，我也知道，

  就是神学，哦，我已绞尽脑汁掌握牢靠。

  我现在是博士和神学博士

  率领着一大批同事；

  我用思辨来调和对全能上帝的信仰和绝对概念。

  我用非凡的机智，

  对付一切奥秘；

  创世、赎罪和始祖堕落的教义，

  我都熟悉；

  就连纯洁的童女受孕的教义，

  我也能理会。

  可是，——唉！这个废物

  却无法帮我驱散笼罩摩西五经的夜雾。

３４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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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为我作出确定无疑的解说？

我从哪里获得急需的知识养料？

  这是一本充满玄妙格言的书！

  我想翻一翻那菲力皮的手稿……

  它将为我指出一条

  走出错综复杂的疑难迷宫的大道。

  正是这样！最初几页便发出灿烂的光芒，

范畴的清泉潺潺地向我流动。

  它们不知疲倦地互传着金桶，

  那样欢快，那样轻松。

    这里幅员广阔，无边无际。

    科学和信仰，亲密拥抱！

  我脚下是一片大自然的美景，

  多么壮观啊！却又苦难重重！

  摩西五经的上空依然是浓雾低悬，

密密层层地遮掩着它的起源。

    菲力皮，出来吧！”

  高墙崩裂，一个怪影戴着三重花冠，

突然出现在鲍威尔面前，令人毛骨悚然。

  “啊！鲍威尔，鲍威尔，你不要离开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为你指出的那条小路！

  在那概念闪耀着灿烂光辉的地方，

  你不要用理智对抗，

  因为那个精灵就是自由。”

“谁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告诉我！

４４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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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回答，说啊，不要沉默！”

  “同你一样的，就是你了解的那个精灵，

  不是我！”①

  “不是你？别走，为我指条正确的道路。”

他跳了起来。看，魔鬼就站在他的面前。

  “哈哈，哈哈，哈哈！神学家的朋友，

  你为什么惊慌失措，无言以对？

  其实你并不愚笨，可是你从不知道：

  人们使你在圆圈中游荡。”

鲍威尔吓得立即抓住圣经……

魔鬼哈哈大笑：“这个废物怎能为你效劳？

我们早已把它扔掉，

莫非你还被它迷住心窍？

莫非你就锁在沉闷的书斋里，

终日为掌握范畴辛劳，

你想把烈火与坚冰混合，

并用腐臭的食物滋养那企图砸开枷锁

从阴暗的牢狱中永远脱逃的精灵，

难道你就这样消除你自己的苦闷？

丢人哪！朋友，请记住黑格尔。

他是否教你把光明与黑暗、火与水、

丘陵与平原结成统一的联盟？

不，他这位傲慢的上帝之敌，

５４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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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视一切事实，宁要理性而抛弃传统的圣经！”

  “啊！魔鬼，你的话语象音乐一样悠扬，

诱惑力确实很大。

可是，魔鬼，我不怕这种毒舌，

因为思辨早已把你投入罗网。

要知道，一切现象都为我的精灵开放，

它岂会在你面前羞怯退让？

我知道你颇为狡猾，可你的手法已经陈旧：

你使我们酣醉于艳词之酒，

你答应为我们美丽的形体找一个自由的灵魂，

然后又把我们领进片面的抽象概念的王国；

因为我知道的和思考的就是：我是——。

你那高峰上的凛冽寒气使我惊骇，

精灵却在那里把领悟的一切全部摧残。

你那凶恶的精灵堪与古代的摩洛赫相比：

他要消灭一切实证的东西。

撒但，你看，你已被我看透，

别在我面前卖弄你那无稽之谈。

瞧瞧这里的摩西五经：只要我实证地认识了它的面貌，

那我就理解了犹太教。”

  魔鬼发出辛辣的讥笑：“喂，不是寻开心，对吧？

你想让锈蚀的东西变得油光锃亮？

在那上帝施法生出虱子的地方①，

６４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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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主描绘了房屋蓝图的地方①，

在民众觉得上帝的声音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地方②，

思辨是否适当？

你为这个东西大伤脑筋，真乃是白费心机，

不如去和信仰决一雌雄，

别象那可怜的蛆虫在墓穴蠕动，

去吧，到精灵充满自信的地方去；

在那里精灵已为自己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王位，

信仰则向它俯首恭维。”

  “魔鬼啊！我在夜深人静时暗自思忖的事，

你竟大声张扬，

你使我快乐地颤抖，胜利的预感使我心情欢畅。

但是在我内心响起一种痛苦的声音：

‘不，你的生命已白白地耗尽：’”

  “不必浪费光阴。

只要你愿意，瞬间即能获得新生。”

“我该从何着手？”——

  “别想在这个地方，

在虔诚的柏林，在这块沙区，

你能飞向极乐天堂，

埋葬毫无意义的信仰。

我要把你带到快乐的波恩１９９，

在碧波荡漾的莱茵河里洗尽一切污浊的偏见。

  ① 《摩西五经》第２２章第８节。——编者注

  ② 《摩西五经》第２５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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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与醉人的葡萄酒和醉人的歌声结成联盟，

恢复你那美好而愉快的生命。

在那里，你可以舒畅地呼吸，

在那里，一切都通向胜利，

在那里，请相信，你可以自由地舒展你的心胸。”

“带我走吧，我跟着你！”——

  “在那里，各种意见可以自豪地争论，

真理将欢庆自己的诞生。

在那里，你将在精神贫乏的废墟上

高高筑起自由思想的祭坛！”

８４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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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波恩啊，真可耻，你这宗教的堡垒！

从此你去披麻蒙灰，表示忏悔！

现在魔鬼已把布鲁诺·鲍威尔

安放在至尊上帝所钟爱的讲坛上！

鲍威尔开口讲演，唾沫飞溅！

身后的魔鬼把一股股毒液注入他的讲演。

他象一条疯狗狺狺狂叫。

恶魔借鲍威尔之口说道：

“不要屈服于阴险的神学家，

他们时刻要把你们哄骗欺诈。

他们喜欢歪曲普通的词汇，

好似蟊贼在黑夜里偷偷作祟。

他们象狗一样，啃着每一个字母，

彼此争斗不休。

他们的活动是造谣，他们的教义是欺骗，

是渗透着恶劣诡辩的迷雾。

村童在学校中感到无聊，

最大的欢乐便是跑出校园自由地哄闹，

教师的教鞭和怒骂也是徒劳。

可怜的神学家也是这样枉然地把经文推敲；

矛盾百出的经文好象对他嘲讽讥笑，

９４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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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紧捏着经文，把它揉、搓、挤、压，

却忘记刚才的所说所道。

他狂怒地把词汇换来换去，

直到所有的矛盾终于呼喊着纷纷逃跑。

他跟在后面冲着矛盾大声吼叫：

哪里去，哪里去？回来？你们太无礼貌！

他气得发狂，抓起信仰的权杖，

凶狠地向着矛盾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一下，

把它们重新抓回来塞进魔女之锅，

让这些可怜的东西窒息至死。

只要有基督教徒，神学家就都是如此，

福音书作者也象神学家一样。

一个福音书作者所讲的内容，

另一个福音书作者怎么也看不懂，

于是，他就对前者如此这般地曲解和修改一番，

他自己也就越陷越深地淹没于矛盾之中。

但是木已成舟：前者已经被毁……

看一看吧，谁也顶不住约翰啦！”

可是爆发了一群信教者的愤怒呼声：

“渎神者滚开！恶有恶报，

把渎神的舌头割掉。

让他走！主啊，你是至高无上的！”

可是，另一方却高喊：

“黑暗的死敌，思想自由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万岁！

伪君子们，住口！

０５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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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让我们较量较量，

看看你的主宰是否真的雄强。”

右面传来一阵嚎叫：“打倒谎言家，打倒！”

一群叛逆者喊道：“打倒信教者！”

“住口，无神论者，住口！”

“把嘴闭起来吧，绵羊！你们总有一天会碰到山羊的角上。”

“基督在此！”——“鲍威尔在此！”

这时棍棒突然开了腔，

大家混战一场。

激烈的殴斗，无理的嚎叫；

这里打翻长凳，那里推倒读经台；

无神论者用这些东西垒成座座工事，

埋伏在工事后边，

把一卷卷沉甸甸的圣经投向基督教徒，

霎时间把基督教徒压在一堆赞美诗集下，

笃信宗教的兄弟们徒然地发起了冲锋。

所有的冲锋，一无例外，都轻而易举地被打退，

虔信者血流成河，死伤累累。

无神论者的钢铁大军把工事排除，

对信徒们迎头痛击；

信徒的队伍经受不住，狼狈逃窜，——

  推推搡搡，急急忙忙，

麇集到大门旁喘息，龟缩在廊檐下躲藏。

不久，门外出现了校长，

还有评议会的人以及一帮教士，

１５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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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遵照上帝的旨意赶来帮忙。

他们企图用调解来扑灭敌对的火焰，

可是不久他们也卷入急速的漩涡，

一场疯狂的恶斗再次发生。

粗木棒敲打着智慧的头脑，

躬着的脊背被打得笔直，

翘得高高的鼻子也马上垂下。

书籍上的灰尘犹如乌云翻滚，

实证论者的假发飞向天空……

无神论者的攻击越来越猛。

费希特吓得面色如土：

这位伟大父亲的渺小儿子在瑟瑟抖动。

无论布兰迪斯跑向哪里，

总有人不忘从他礼服上掸去体系的灰尘。

唉！如果黑格尔的队伍对他们穷追猛打，

战胜黑格尔又有何用？

看哪，无神论者的攻势真是猛烈，

将把他们碾成齑粉。

  不！天国的上帝并未打盹，

当他的奴仆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他派遣头发油亮的扎克下降尘世，

把橄榄油注入纷乱窘迫的心灵。

扎克离开上帝的葡萄园，

他的眼睛发亮，宛若宁静的明星，

他的鼻子是无限信仰的有力支柱，

２５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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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嘴巴吐露出无比的爱怜的词句，

他端坐在上帝拣选的驴背上。

（这头驴的尾巴可真奇特：

上面系着经文，好吓唬敌人，逼着他们逃遁。）

他低头沉思，

圣灵为驴把道路指引。

远处传来敌人的胜利呼喊，

他想把前进的方向变更，

可是，这信神的家伙却偏偏捣蛋，

突然撒开四蹄，驮着扎克一直向前。

“爱驴啊！你碰到什么了？

你为什么生气？请你稍停。”

但是，它不听话，一屁股坐在污泥中，

扎克勃然大怒，头一次拿起棍子，

打呀，打呀，狠狠地打；

不听话的畜牲发了狂，

把骑驴人扔到地上。

突然，上帝让它开口，

巧妙地把自己的意图宣布：

“丢掉棍子！是圣灵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听从上帝的旨意，奔向争斗的地方。

想想往日的勇敢，起来搏斗，

大胆地投入上帝所喜欢的战斗！

竖起你的两耳！倾听上帝的金言。

啊！扎克，你从畜牲的口中听一听好消息；

３５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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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去叫扎克，今后博伊特尔①就是你的名！

我派你到那里为他们排解纠纷。”

博伊特尔仰望天空，说道：

“上帝啊，谁能理解你的神机妙算？

你通过畜牲向我传达旨意；

谨遵圣命，我将投入战斗。”

他说完便向恶斗的战场奔驰。

他穿过受难者可怜的死尸堆，

高唱着赞美和平的圣诗，

为自己冲开一条道路。

双方都尴尬地站着，

激奋的博伊特尔热情地说：

“难道在这曾经响彻赞歌的地方，

现在竟是一片扰攘？

你们竟敢当着上帝的面糊里糊涂地互相斗殴？”

敬神的一方惭愧地后退，

渎神的队伍带着狂妄的目光在那里嘲笑。

博伊特尔接着说：“这里是纠纷和血战，

天国却是幸福庄严的宁静。

在那里，造物主的脚旁端坐着天使合唱队，

在那里，上帝的羔羊，天父的独子，

怜悯地俯视着罪孽的尘世。

他的周围响起天堂的赞美诗。

  ① 文字游戏：扎克“Ｓａｃｋ”——“口袋”；博伊特尔“Ｂｅｕｔｅｌ”——“小口袋”。——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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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看见羔羊在幸福的梦乡。

我听见他在向我讲述自己的思想：

——‘我枉然对神学家布鲁诺寄托希望！

他是恶魔的牺牲品，而今他不与我们同在。

他曾一度坐在小小的书斋里闭门修养，

现今正把上帝的言语诽谤。

他的喽啰正把我的同伴折磨，

这个不忠的奴才，

真该诅咒！

这时我把你选中。你到广阔的尘世去，

率领上帝的信徒，与敌人决战！

骑上驴，到喧哗的城市，到闭塞的村庄去，

把教父的痛苦宣讲，

把十字架上的苦难宣讲。

披上主的铠甲，

决战的一天已经不远。

拿起信仰的盾牌，它能有效地防御

地狱的锋利长矛和魔鬼的奸计。

我们的选民啊！把拯救的神奇头盔戴上，

把写有祈祷文的腰带系好，

把效忠上帝的宝剑插入忍耐的刀鞘，

行了，出发！’——

主啊！聆听了您的神旨，您的忠实奴仆

会把不信神者的大军从罪恶的道路上扫除掉。”

  这时圣洁的大军涌入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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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神论者却象往常一样溜进了酒店。

  虔诚的先知博伊特尔策驴小跑，

开始把最高主宰尽情赞扬；

“荣耀归于上帝，人们满怀感激之情。”

周围的人都在静听圣歌。

我们这位幸福的汉子继续兼程前进。

上帝已向驴授意，何时从何处转向何处。

  这时，在莱比锡静静地坐着三条大汉，

地狱早已把他们选定。

那个是卢格，正坐在桌旁发狂，

苦思的印记还留在他的额上。

你会说，这是个性格平和的胖子，

但他的指甲比匕首还要锋利。

你也可以把他和庸俗的酒徒相比，

但他的恶习已深埋在他的心里。

卢格啊！笑吧！可是，你得留意：

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即将撕去你的面具。

第二个是凶恶的普鲁茨，

正傲慢地凝视着自己的茶杯，

他犹如喷射着激情的火山，

怀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永远砸碎了锁链；

他的全部情感和思想都象美杜莎。

这位机灵的蹩脚诗人，

把不信神的罪恶种入无罪的心灵。

普鲁茨啊！笑吧！可是，你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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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即将撕去你的面具。

第三个是维干德，他捻着胡须，

他虚构捏造，无以复加，

他经常发行渎神者的作品，

庇护一帮作恶的歹徒。

布吕歇尔的小胡子救不了你，老弟！

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即将把你推入地狱。

  三人满肚委屈地闷坐桌边，

维干德突然开了腔：“我付出巨大的资本，我花了钱，

难道为的是《哈雷年鉴》①被查禁？”

卢格立即大叫：“可恶的时代啊！

为了不让书报检查官把我的杂志全部吞掉，

我好不容易收回三分之一的手稿，

不过我的杂志终将夭亡。”

普鲁茨说：“唉，我的诗稿被束之高阁！

半年了，检查官们也没有通过。

不！办不到，你们整不死普鲁茨；

活见鬼，出路是：再来写情诗。”

卢格（眼中燃烧着怒火）叫道：“我还能做什么呢！

只许我出版文艺年鉴》②；

小说太枯燥，把柔和婉转的诗歌编进去！

你将在年鉴里复活，只要你愿意。”

维干德说：“我准备接受

  ①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编者注

  ② 《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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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格的新著四卷集小说２００。

温柔的小说家！从此后我把心贴在你们身上，

书报检查官宽恕你们，不把你们与诡辩家看成一样。

我赞颂过啤酒和爱情，

我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时，

喊的想的都是你们。

伙伴们，伸出我们的双手吧！

一起把政府紧紧地拥抱。”

  魔鬼突然走进房间，恶狠狠地喊道：

“喂，你们这些‘自由人’２０１，

你们的勇气和胆量呢？

你们被书报检查官的决定吓掉了魂。

现在我真感到羞耻，

我竟相信了你们这些裹着狮皮的驴。

等着吧！你们只要进了地狱，

我就会给你们打上叛徒的烙印。

不，我不准你们这些胆小鬼进我的地狱，

我要把你们赶进上帝的天堂。”

维干德蓦地喊道：“别空喊了！

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你毫不了解真情！”

魔鬼恶狠狠地说：“你们愚蠢如驴：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帮人抛弃了《哈雷年鉴》吗？

不是，把它改名为《德国年鉴》，就会重新出版２０２。

从今后我来执行书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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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求你不要鲁莽，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既和魔鬼称兄道弟，

见着无赖就不该逃之夭夭。

大胆些吧！我还要赶路，

对无神论要象以往一样竭诚拥护。”

  魔鬼说完，便无影无踪。

不料博伊特尔兄弟突然出现；

神香缭绕在他的周围。

他骑着上帝拣选的驴，冉冉升天。

他目光炯炯，眼望苍穹，

愤怒地吼叫，“背叛上帝的坏蛋，

上帝说：你们是魔鬼的后代，

对我的遵守教规的孩子仇恨满怀。

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派出使者，

提醒你们改掉恶习。

趁你们还未死在魔鬼脚下，

赶快向我忏悔，向我礼拜。

上帝说：我要对执拗者施加严刑，

我将在正义的愤怒中给他们以致命打击，

并交给我的奴仆们随意制裁。

可爱的亨斯滕贝格，可爱的博伊特尔，就交给你们！

让你们的肚子做这些罪人的坟墓。

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完就气冲冲地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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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我看见什么？大军急驰，腥臭冲天！

明亮的太阳怎能不为恶臭遮掩？

这些战士是谁？是谁率领渎神的人

从四面八方来参加激烈的战斗？

不，那不是战士！

那是来自德国各地的一堆渣滓，

他们召集会议，准备进行新的罪恶活动。

  他们确已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上帝已将他们抛弃，

魔鬼的黑手向他们高高举起，

他们准备放弃自己背神的主意，——

突然，响起一种声音：是阿尔诺德宏亮的号角

在召唤大家到博肯海姆去开魔鬼会议。

“‘自由人’，阿！我们要在炉边坐等何时？

浪漫主义已把人们的心灵腐蚀，

反动的势力横行无忌，

丑恶的蜘蛛把献身科学的人捕入网罗。

鲍威尔深受威胁；你们的全部思想成果

被书报检查的风暴席卷殆尽。

朋友们，这就是我对你们发出的简短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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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书报检查官对我手下留情，让它通过）：

我们这些真正的外交官，

就该聚集一堂，讨论如何同死敌斗争。

自由！这个词最使当局胆战心惊，

对当局来说，它隐藏着一切灾星，

上帝的羔羊已同宪兵取得一致，

只宠爱那象畜牲一样的东西。

因此，‘自由人’啊！我号召你们前往博肯海姆，

在那里，我们将重建新的功勋。”

  宣言刚刚传到各个角落，

不信神者的心啊，充满了希望。

大家齐声高喊：“快去博肯海姆！”

首先柏林派出了最无耻的家伙。

谁一马当先？是暴躁的阿尔诺德·卢格，

他率领着剽悍的精兵。

雅各宾俱乐部算什么？比起这支讨厌的渎神的队伍，

它不过是一群儿童的聚会。

这位是科本，戴着一副大眼镜，阔步向前。

他本应向隅而坐，卢格却用无情的手

点燃他胸中邪恶的火焰。

他腰佩一柄锈蚀的长剑，

不断摇来晃去，

象小鬼拖条尾巴。

他戴着肩章，举着喇叭，

让大家，连那些在遥远地方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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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听见渴求知识的勇敢青年的呼声。

接踵而至的是梅因！他引起欧洲的注意，

——他是恶魔的希望，

他在娘肚子里就研究过伏尔泰的思想。

这个恶棍率领着一帮黄口小儿，自己的外甥。

他曾任意地把他们勾引，

现在又和他们向下飞行，

飞进好客的地狱大门。

最左边的一个，穿着胡椒色的长裤，

怀着胡椒般辛辣的心，长着两条长腿，

他是谁？是奥斯渥特》①——山岳党人！

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坚决而凶狠。

他只拨弄一种乐器，这就是断头台，

他只喜欢一种曲子，这就是抒情短调，

他只有一种叠句，这就是：

Ｆｏｒｍｅｚｖｏｓｂａｔａｉｌｌｏｎｓ！ａｕｘａｒｍｅｓ，ｃｉｔｏｙｅｎｓ！》②

他身边的那个人，象大力士，

这是不是生性残忍的埃德加尔·鲍威尔？

是的，是他！茸毛盖满他这个恶人的嘴脸，

虽然年纪轻轻，却老谋深算，诡计多端。

蓝色的燕尾服挡不住他丑恶的灵魂，

华丽的装束掩盖不了他是个好斗的长裤汉。

在吸血鬼身后紧跟着自己的影子，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笔名。——编者注

  ② 组织起你们的队伍！拿起武器，公民们！（《马赛曲》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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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德格①，这是他为自己的影子起的诨名。

施蒂纳来了，一个打破清规戒律的凶恶敌人。

今天他喝啤酒，明天就会大叫：拿血来饮！

只要有谁高喊自己的口号：ａｂａｓｌｅｓｒｏｉｓ②，

他立刻就会补上：ａｂａｓａｕｓｓｉｌｅｓｌｏｉｓ③，

一个爱国者④拖拖拉拉落在最后，

弯腰驼背，象条老狗，

他蓬头垢面，久未见过肥皂和水盆，

他胆小如兔，却要装成长裤汉。

无神论者就这样急速飞奔，

脚步声，夹着呐喊声，

他们必将被你这魔鬼一口鲸吞。

阿尔诺德走在最前面，他把一卷卷年鉴

当作旌旗系在长竿顶端。

  当大家到达指定地点，

布鲁诺已等候在那边，

他疯狂地挥舞着一本著作，

这本著作将把圣经一举全歼。

他那瘦削的身躯穿着绿色的礼服，

表明他是复仇女神的亲属。

是谁跟在他的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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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①。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

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

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

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

紧随他的是科伦一青年②，

无论天堂和地狱，这种人都无处藏身。

剽悍的长裤汉和达官显贵的气质，

在这个富裕的年轻绅士身上相互共存！

他的心灵上布满着杂乱的皱纹，

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个金面魔鬼。

万恶的鲁滕堡在他的身后紧跟，

攥紧着大拳头进行威胁。

他酷爱烟草，感到妙不可言，

嘴里不停地喷出丝丝香烟。

只有在咧着嘴嘲笑上帝的时候，

他才暂时拿下他的烟斗。

那个单枪匹马从南方应召来此的

威严的大汉，可怕的骑士是谁？

他本人就等于一队不信神者和无耻之辈，

他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诡计的智囊，

他的嘴里总是喋喋不休，恶意诽谤。

  ① 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指格·荣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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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饶恕我吧！他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他象那邪恶力量抛出的一颗惊心动魄的陨星，

无声无息地掠过尘世的上空。

现在，他一手拿着维持生命的面包，

一手高举着盛满烈酒的金樽，

端坐在圣水盘中，圣水漫到肚脐，

他教导人们怎样施行新的礼仪。

根据这位贤哲的高见，圣礼的含义，

就是擦身洗澡，大吃大喝。

他在欢呼声中受到亲切的欢迎，

被簇拥到酒店开怀畅饮。

霎时间，乱哄哄，闹嚷嚷，

你喊我叫，半句话也听不清。

  他们不停地吵闹呼号，你推我搡，

会场上维持秩序，那是妄想；

安静本是他们的仇敌，决非事出无因。

科本一直坐在那儿闷声不响，

突然间火冒三丈：

“怎么，我是在荒原上？

野蛮的东西，你们大喊大叫，

忘了我们为何应召前来，岂不害臊？

啊，阿尔诺德，朋友和领袖，快辩论吧！

你说，你愿给我们指明出路吗？”

这时，奥斯渥特和埃德加尔齐声喊道：

“安静！为什么这样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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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刻安静下来，

阿尔诺德乘机果敢地向嘴里塞进三块牛排。

他擦着嘴巴，跳上讲台，

环视大厅，然后大声说道：

  “真是盛况空前的大会呀！朋友们，准备战斗吧！

‘自由人’啊！等待着你们的是光荣，

或者是为神圣的理想而献身。

听凭反动势力对我们进行卑鄙的威胁吧！

听凭他们嚎叫、发疯吧！

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能打垮我们团结一致的队伍吗？”

但是，奥斯渥特和埃德加尔把出色的讲演打断，

他们齐声吼叫：

“阿尔诺德，你说的漂亮话够多啦！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人们开始骚动，“好啊！”喝彩声犹如雷轰。

四面八方响起了回声：“行动，行动！”

可是卢格嘴角上挂着讥讽的笑容，突然大喊：

  “我们的行动只在口头上，从过去直至遥远的未来都

是这样；

实践的硕果会自动从抽象的树上坠落。”

这时，两个空谈家采取一点微小的行动，

站在椅上，就象站在王座上一样，

把鲍威尔高高抬起。他的周围人头攒动。

天花板下，布鲁诺象雄鹰在飞翔。

６６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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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的双眼燃烧着疯狂的激情，

狂怒使他的脸色忧郁，象布满着乌云。

听，在他下面是一片吼声！……

——但是，——瞧！——

另一个角落是来自特利尔的怪人，

他骑在鲁滕堡身上

疯狂地吼叫。两个人在咆哮：

  “喂，你要用空话把我们喂到老吗？！”

鲍威尔：“被迷惑的人啊！请留神！

虔诚的大军越来越近！”

怪 人：“万恶的人与日俱增！”

鲍威尔：“博伊特尔骑着牲口，

正在各地飘游！”

怪 人：“听说耶和华早就打算把救世主再派往人间。”

鲍威尔：“现在用毒药毒害我们生命的不是一只羔羊，

迫害我们的是整整一群。”

怪 人：“要知道，圣灵千变万化，在世上旅行。”

  合：“三位一体把我们折磨，警察和信仰的联盟

也不让我们安宁！”

怪 人：“如果他们不松懈！我们怎能麻痹大意？”

鲍威尔：“如果他们拿起武器，我们怎能瞠目结舌？”

另一个人大叫：“我们要反击他们！”

但是，费尔巴哈又把纠纷的烈火点燃。

他叫嚷道：“难道你们争论得还不厌烦？

谁要行动，就让他行动！

７６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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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只是独自行动，

不论他做了什么，他只是独自行动！”

科本突然起立，眼镜上闪耀着两个亮点，

“自由人”面对着他威严的面孔，一声不响。

他说：“费尔巴哈，你为什么反对这个团体？

只有它会为我们的队伍建立秩序；

那时进步的洪流才能静静地流向远方。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流血地赢得胜利！”

奥斯渥特和埃德加尔失常地喊道：“你算什么无神论者？

你是个卑贱的吉伦特派！”

施蒂纳也怒气冲冲地说：“这是用暴力压制意志！

难道他们想用喊叫把法律强加给我们？

然后再把你们称为‘自由人’！

不，你们的血液渗透着卑鄙的奴性，

一切法律滚蛋吧！”——

一片慌乱笼罩着魔鬼会议，——

忽然间一声巨响，

一条纸龙穿过屋脊，飞进厅堂。

啊，真丢人！

那是维干德乘着他的纸龙降临。

他向他们喊道：“你们的行为实在可耻！

你们看见我能驾驶着《年鉴》①飞驰，

难道还不满意。

是我亲自把它粘糊，

８６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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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是我，你们的布吕歇尔，

亲自把它加固。

我就在你们的上空飞翔！

坚定信心，不要头垂气丧！

要知道，在法兰克福附近，

有着一群驯服的人，

那里和谐而宁静。

那里的人讲话低声下气，

那里的人做事恭顺小心。

你们就不愿向他们学习？

是不是有一股邪恶的联盟风，

从那里凶猛地吹到你们当中？

或者是这里的严寒，

使‘自由人’的呼吸，

感到越来越困难？

且随我去莱比锡，我在那里造了一座永远攻不破的堡垒；

当年我贩卖黑格尔主义的那座房子，

而今已被我改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就这样吧，我邀请你们全体去莱比锡！

那里现在是出版界的中心，将来是全国的中心。”

  与会者兴奋地高喊：“对，去莱比锡！

我们在那里进行最后的决战！”

维干德乘着纸龙扶摇直上，所有的人都尾随其后，

只有费尔巴哈留下不走。

  还是离开这些地方吧！可爱的远方吸引着我，

９６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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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河畔的哈雷城在向我招手。

好一座幸福城！上帝没有把你忘记，

魔鬼也不能把你的儿女制服，

无论卢格怎样把毒液喷吐，

你仍然捍卫了自己的光荣，使它不受玷污。

因此卢格气愤地离开了你的领地。

你要为自己的幸运赞美上帝！

是啊，为了赞美上帝，

上帝的选民今天正欢聚一堂。

多么出色的一群啊！

那边有个小皮匠，

他那久病孱弱的身躯促使他对上帝信仰。

旁边有个精明的酒铺老板，

月亮般的圆脸蛋焕发着虔诚温顺的光焰，

他斟给你水酒一杯，为的是赚钱；

能说你不伟大吗，啊，你这信仰的源泉？！

这是个老妪，

她罪孽深重，弯腰驼背，

信仰的光芒把她衰朽的躯体照透。

她象在天堂里一样幸福，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赞美诗，

她不停地在干瘪的胸前划着十字。

瞧，这是来自萨利河高岸的雄狮，

他对宗教的虔诚，

天使长们也是一致承认；

他怀着信仰去讨伐黑格尔门徒４８，

０７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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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怀着信仰捍卫过宝座，也捍卫过教会，

他怀着信仰修正了无神的世界史，

给它增添了永恒的神圣的光辉。

进来吧，忠诚的人们，请进入这间舒适简朴的房子，

  对上帝唱一首感恩戴德的赞美诗。

你听！他们的歌声多么甜蜜，

如同神香一样，飘向上帝的宝座：

  “主啊，我们是你座前的一堆腐尸。

我们的肉体散发着臭气，

在我们的灵魂中埋藏着地狱的种子。

我们生来就注定

为了取悦撒但而犯罪。

把我们踹碎吧！这是我们的报应！

但你仍用你善良的手掌医治我们的创伤；

  你放我们进入天堂；

主啊，在天堂中天使们为你把赞歌高唱！

你驱逐了残酷地压迫我们的魔鬼，

主啊，消灭这可诅咒的东西吧！

让他为自己的罪孽得到应有的处罚！”

这时，皮匠手划十字，站上椅子，

讲述地狱的火池：

“看啊，一个无底的大坑向我们张开大口，

地狱的大火在坑中熊熊燃烧，呼啸翻腾。

末日已经临近——火海的旋风将盘旋上升，

把我们这些忠实的基督教徒统统噬吞。

１７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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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魔鬼们的恶念正在与日俱增！

伟大的主啊，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阿门！”

雄狮喊道：“弟兄们，真的，真的！

恬不知耻的鬼蜮在尘世游荡。

巴比伦派来理性女神这个大荡妇，

吓得祭坛和宝座哆嗦颤动。

卢格哪点儿不象丹东？

我们把鲍威尔看成是第二个罗伯斯比尔！

该死的费尔巴哈胜似暴徒马拉！

你们口念祷文等着末日的来临！”

  他刚说完，博伊特尔兄弟突然出现，

安息香在他周围冒着青烟，

他骑着一匹上帝拣选的驴

（他将骑驴升天）。

他目光闪耀着异彩，仰望蓝天，

大声地说：

“但愿道路没有白白地把我引到你们这里；

上帝说：这个男子是我的选民，

他正率领我的队伍进入最后的决战。

你们现在要服从博伊特尔的命令。

在他面前，我的敌人将象杂草一样被铲除干净。

上帝对我这样讲了，我双膝下跪，

顺从地领受了他的命令。

我英勇无畏地踏上征途，

用信仰之火去普照那罪恶的巢穴。

２７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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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过王侯的宫殿，

到过贵族的厅堂和财主的庭院；

但他们都醉心于尘世浮华，

我受到的只是嘲笑与轻蔑。

饕餮者坐在席上尽情享受佳肴美酒。

我气冲冲远走高飞，永不回头。

但到夜里，我主上帝在我梦中出现，

主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

你到穷人中去吧！贫民和乞丐

在大路上渴望着你的到来。

你集合起围墙边的瘸子、盲人和残废者，

把他们带进我的神圣的葡萄园。

他们都是教徒大军的中坚。

去吧！他们会对你高喊：“善哉！”’——

这就是上帝托梦对我说的话，

忠诚的人啊，我遵从他的教诲来到你们身边。

上帝在召唤你们，祈祷吧！

准备迎接严酷的最后搏斗的来临。

‘自由人’的大军正向莱比锡挺进，

维干德的家就是他们的堡垒和要塞，

他们将在书堆和纸捆后面把我们等待。

忠实的人们啊，鼓起勇气！

我们要把反对上帝的罪恶队伍打垮，

我们要把他们的堡垒攻下。

朋友们，坚定你们的爱情、希望和信仰！

３７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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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天国的大门已向我开放，

获取一切宝藏的钥匙乃是神圣的信仰。

虔诚的哈雷啊，你因信仰而无比的坚强；

圣子在童女怀里受孕，靠的是信仰，

约拿为大鱼吐出，靠的也是信仰；

上帝向我们宣告福音，靠的是信仰，

上帝借助驴嘴对我把话讲，靠的也是信仰；

瞎子重见光明，靠的是信仰，

我抬头看，天国的大门在望，靠的仍是信仰；

我大声说：ｃｒｅｄｏｕ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ａｍ①，靠的是信仰，

我举起十字架故意刺激敌人，靠的仍是信仰；

我一切言行的依据，靠的是信仰，

我抬头看，天国的大门在望，靠的还是信仰。

上帝对我说：让雄狮，我的奴仆，

去统率哈雷城里的伙伴，

让那里成为他的总部。

你去吧！你要走遍城市和村镇，

不辞劳顿，为我招兵买马，

只要虔诚的大军没有集结，

博伊特尔，我的先知，你就不要安心休息。

主这样说了，我坚定了伟大的信仰。

朋友们，再见吧！天国的大门在望。”——

４７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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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我看见什么？圣约翰，

请用你先知的力量给予我灵感！

你圣洁的眼睛看见天使长与神龙搏斗。

请除去我眼上虚幻的雾障！

我看见什么？我看见最后杀戮的日子，

最后审判的日子，世界末日已经临头！

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乌云遮蔽天空，

庞大的云团在扩展、上升，——

突然象狮子一样扑向苍穹。

一群地狱的妖魔挣脱雷公电母的怀抱，吱吱鬼叫，

有的用火尾巴狂怒地鞭打长空，

有的象恶狼一样狂奔乱跑，

它们全都在发狂咆哮，

好象在沸腾的魔锅中备受煎熬。

该死的东西，莫非你控制了天国？

莫非你斗胆踏上神灵的大道？

莫非闪电和霹雳已被你窃盗？

可悲啊！波恩的魔鬼训练你们去作战。

５７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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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恩的源泉不会枯竭，

太阳的光辉定将扫除魔鬼的黑暗。

野蛮的大军把“自由人”推入自己的城堡，

但上帝很快很快就会惩罚他们的骄傲。

维干德率领他们在空中向前飞翔，

一群无耻的乌合之众尾随其后，大叫大嚷。

道路通向莱比锡；

在那里，维干德把“谷登堡”变成不信神的大军的可靠基地。

在那里，书籍垒成座座塔楼，

堑壕纵横，壁垒森严，这是对突袭的防备。

鲍威尔的著作覆盖了四个三棱堡，

武器林立，捍卫着连结棱堡的壁障。

在那里，科本的《弗里德里希》２０３排列成行，

去年的年鉴也在那里安放。

《号声》１６０和费尔巴哈，俨然是庞然大物，

在要塞左右站立，形成巨大的屏障。

卢格啊，你的《小说家》是座不可逾越的工事；

为了擦拭脸上的汗水，

把《虔诚主义者》２０４揉成一团。

主人准备退却，

忙把自己的鬼房子当作工事。

狡猾的敌人堵上门窗，

把大批武器运上阁楼。

如果教徒冲破围墙，

“自由人”就居高临下，让他们饮弹身亡。

６７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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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喧哗、嚎叫着进入战斗准备，

分散到堑壕和炮楼。

  教徒的大军从哈雷赶来厮杀，

雅各的梯子是他们进攻的器具。

前方，火光熊熊，犹如一面巨大的战旗，

一路上，燃烧着的灌木，象篝火堆堆。

神圣的灵感降临到我的身上来吧！

好让我尽情地描绘他们这支虔诚的队伍。

勇猛的雄狮率领第一梯队，

毫不畏惧，大步向前，

手里只拿着五卷世界通史２０５，

仿佛置身在和平的环境里，

他赤手空拳，信仰使他强大无比。

第二梯队紧跟尤利乌斯·苑·德尔·辛德先生２０６投入战斗，

这个男子嫉恶如仇；

他随身不带一件武器：

只要他亲临战场，敌人就魂飞胆丧。

看，战士们跟着他出征，

他们只用圣诗和祷文武装。

敌人听到他们唱诗，就会望风披靡。

波恩也出了兵，

尼希茨①兄弟就是这支虔信大军的勇敢将领。

一支分队象海燕一样从士瓦本飞来，

７７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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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基督教信使》①就是一面战旗。

亨斯滕贝格率领柏林人参加最后的决战，

马莱特啊，不来梅人跟随你前进。

传教士希策尔也上阵参战，

他率领着辱骂过施特劳斯的苏黎世的一伙。

还有巴塞尔人也接踵跟上。

克鲁马赫尔啊，你这乌培河谷的术士也来打仗，

神圣的大军开莱比锡广场，

美妙的赞歌声，象天堂的乐曲响彻四方。

众人异口同声问道：

“这令人感动得流泪的赞歌声来自何方？”

突然，博伊特尔兄弟骑着驴意外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在他周围缭绕着安息香的青烟。

他唱道：“我们握有上帝和基甸的宝剑！

我们将在最残酷的厮杀中获胜；

虽然恶人们筑起森严的壁垒，——

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砸碎地狱的大门！”

  看，驴向着高傲的要塞飞奔，

教徒的大军唱着赞歌匆匆紧跟。

啊，势如破竹的攻击！

上帝的敌人啊，

你把地狱的魔鬼喊来救援吧！

博伊特尔刚飞上去占领要塞，

８７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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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斯滕贝格又率领神圣的大军发起攻击。

可是，魔鬼这时急忙赶到不信神者的营地，

以便给乱作一团的乌合之众撑腰打气。

看，维干德和梅因登上三棱堡，

用成千发致命的子弹向下横扫；

施蒂纳用力扔下一捆书籍，

把许多虔诚的教徒砸成齑粉；

阿尔诺德及时赶到前沿，

他向每个进攻要塞的人扔出一卷卷年鉴；

布鲁诺从书墙上挥舞着沉重的《号声》，

就象挥舞着雷神的锤子。

爱国者暗中埋伏，（谁能发现他呢？）

把小册子扔向敌人的背后；

科本严峻地紧锁双眉投入战斗，

但是，鲜血，他却力求少流。

埃德加尔作战，剽悍英勇；

奥斯渥特，你胡椒色的上衣已被鲜血染红。

科伦的战士们！鲁滕堡的烟斗已在激烈的战斗中熄灭，

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仍是那么从容，

他用这熄灭的烟斗把不幸的基督教徒的肚子乱捅。

小伙子不停地撒出金币；

特利尔的怪人激怒了，他准备战斗，摩拳擦掌，

但是，神圣卫队的赞歌越来越清晰、嘹亮，

他们的反击越来越勇猛顽强。

看，亨斯滕贝格向维干德发起进攻，

９７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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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住他的大胡子，震撼着要塞，

拖出了这个不信神者，——他已经喘不过气，

那淡褐色的胡须，被扯得精光。

阿尔诺德危在旦夕，埃德加尔束手待毙；

科本逃进屋子，爱国者跟他躲在一起。

高傲的书墙已受到压力，摇摇晃晃，

只有布鲁诺一人仍在负隅顽抗。

他把一捆书向博伊特尔兄弟扔去，

博伊特尔的圣容立即变得苍白惨淡。

可怕的打击威胁着尤利乌斯·范·德尔·辛德先生。

但是，哈雷的雄狮斗志昂扬，

象参孙一样，推倒坚固的书墙，

书墙倒在他的脚下，鲍威尔也摔倒在一旁。

这个恶棍摔伤了身体，全身沾满了泥浆，

圣徒们口唱赞歌急着要把他击毙，

这时，博伊特尔竭力站了起来，

他揪住鲍威尔的耳朵：

“主让我们伟大的信仰取得胜利！

他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我看见了天国之门！

前进，忠实的人们！把敌人的触角打断！

让我来对付鲍威尔。”

卫队捆好鲍威尔，向前飞驰……

雅各的梯子已经架上维干德的房子，

门框出现裂缝，

０８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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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武器告罄。

可怜的爱国者束手就擒，

受伤的阿尔诺德在痛苦地呻吟，

梅因的口鼻淌着鲜血，——

而魔鬼则在慌乱中飞进地狱的大门。

  他惨叫着，飞回自己的洞穴，

一群恶人纷纷跑来，恐惧地聚在这里，

他们不断地责问、咒骂、威胁。

他红着脸嚎叫：

“真可耻！这场战斗，‘自由人’已经输掉！

我白白地放了臭气，我徒然进行了嘲笑：

敌人用赞歌就把我们击溃，

我们的维干德失去了大胡子，鲍威尔已被囚禁。

高傲的书墙已被残暴者轰倒。”

地狱上空响起了可怕的嚎叫。

黑格尔也因羞愧难当而绝望地哀号。

但在卑鄙的乌合之众的心中只留下恐惧，

粗暴的威胁如急流向恶鬼涌去。

叛乱者聒噪不已，黑格尔惘然若失。

他喊道：“你想成为撒但？真可耻！

你的硫磺烟在哪里？你毁灭性的火弹又在何方？

胆小鬼！你一听到‘阿门’就意乱心慌！

太晚了！我看你已经不能同先辈并驾齐驱，

而只能尾随孩童老妪。

现在需要的不是聒噪，而是行动！

１８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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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救救我们吧，请到这里来！

你们曾在尘世生活，你们都是世俗之人！

让魔鬼去见上帝吧！我们自己要做地狱的主宰。

神话般的会议毫无作用，

焚烧一千年，也不会把胆小鬼烧红。

振作起来，马拉！我们也曾经是人；

我们要把自己的兄弟选作领袖！

魔鬼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神话中的角色。

它，正如天国的一切子孙，

是我们凶恶的敌人。

前进，去夺取胜利！”

一群渎神的鬼蜮野蛮地嚎叫着，飞出地狱。

黑格尔亲自统率叛乱的群众，

伏尔泰高举大棒，在头顶挥动，

丹东在发狂，

埃德尔曼在吼叫，

拿破仑象当年一样发出命令：“冲！”

马拉一手一个，抓住地狱的子孙，

咬牙切齿，渴望杀人。

罗伯斯比尔飞速向前，两眼闪耀着光芒，——

真糟糕！地狱已把这群怪物释放。

这群野蛮的东西呼啸着向下飞行，

飞往博伊特尔兄弟看管鲍威尔的地方。

博伊特尔兄弟十分惊慌，

那头驴泪水直淌：

２８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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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完了！我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这时，野蛮的马拉一箭射中博伊特尔的胸膛，

博伊特尔栽倒在地，两眼向着天国的大门瞻望。

黑格尔亲吻着鲍威尔，说：

“是的，你是知我者！

我的孩子，我没有白活一场！”

他为鲍威尔松了绑；

恶人大声叫嚷：

“鲍威尔，请做我们的领袖！

率领我们浴血奋战！

撒但已被罢免，你代他来做我们的领袖！”

说罢，他们呐喊着向虔诚的教徒进攻，

唉！圣徒们的队伍损失越来越重，

博伊特尔象往常一样，眼望着天国的大门。

驴载着这神圣的肉体冉冉升天，

主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

你引渡他活活升天，就象引渡先知以利亚一样，

而且你把一切恶念永远消净除光。

上帝的队伍都跟着博伊特尔，

怡然自得地飞往天堂。

唉！即使在天堂，神圣的大军也得不到喘息。

“自由人”正在跟踪追击，

恐惧代替了幸福和欢乐；

地狱里的怪物喊叫着闯进天堂。

这时，地狱突然变得一片死寂，

３８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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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失去了自己最忠实的仆役，

恶魔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窥探门外，只见叛乱者的队伍，

狂怒地疾驰而过，霎时无影无踪。

可是，刚一清醒，恶魔就大叫大嚷：

“我这是活该！我被卑鄙地出卖；

我这个傻瓜，是我亲手把不信神的火种

播在这些出卖者的身上！

我在这些‘自由人’的胸中激起自由的热情，

给他们指出了背离我的道路。

我同这些人的交往真是徒劳一场，

他们无止境地追求自由，十分狂妄。

‘自由人’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

到头来连我也完蛋。

我违背己愿同最高主宰斗争，

而他们不过把我当成神话人物，认为我纯属多余。

快升天吧！我要飞到上帝那里，

同他把永久的神圣同盟签订。”

他腾空而起，飞到上帝的宝座前，

他哀告说：“啊，不要过分严厉地惩罚我！

从今后我是你的朋友。”

仁慈的上帝说：“魔鬼啊，我暂不审判你！

去吧，到恶人的血泊中把你的罪恶洗涤，

等你回来，我们再谈个仔细。”

  魔鬼乐滋滋地立即飞走，

４８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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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遇上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

唉！教徒们虽有天国的援助，

却仍被诽谤上帝的家伙们团团围住。

鲍威尔在星球间疾飞，

挥舞着《号声》，就象挥舞着锤子。

迎面开来一队福音派教徒，

但他们镇不住无神论者的诸侯。

啊！路加公牛的触角，马可狮子的吼叫，

算得了什么？他将用《号声》把你们打倒。

黑格尔随后发起疯狂进攻，

要火烧天使们的翅膀；

伏尔泰呲牙咧嘴，挥舞大棒；

渎神的卢格攻打圣父们的教堂，

鲍威尔则飞上去抓住一颗星星，

使劲地扔向仓皇逃窜的敌人。

看！撒但被《号声》打倒，

天使长米迦勒准备吹号收兵；

黑格尔勇敢地抓住天狼星，

朝着亨斯滕贝格的后脑勺打去。

天使合唱队乱成一团，恐惧地尖叫，

在天空的乌云间来回奔逃。

上帝的天使举着十字架迎战特利尔的怪人，

他紧攥拳头，犹如石斗，

马利亚亲自出马，号召天使执行战斗任务：

“向鲍威尔进击！

５８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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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丑恶的不信神者竟想了解我的底细，

我要对他报复。”

她徒然哀求，枉送秋波，——

不信神者的大军紧迫。

他们已逼近神圣的门坎，

忠实的信徒越来越难以阻拦。

驴的额头和星星相撞，

博伊特尔大惊失色，向下飞逃。

鲍威尔扑过去，要用《号声》永远扑灭

这位神人的生命之光；

狂妄的卢格揪住雄狮的衣领，

往他嘴里塞年鉴，——

啊，真是奇迹！突然间，

一张闪着光圈的纸片从天而降，

鲍威尔看着这张纸片，被突如其来的灾祸吓瘫，

这万恶的无神论者看着、看着，浑身打颤。

那张神圣的纸片越飞越低，

鲍威尔额上渗出汗珠，

看！他拿起纸片一读，惘然若失，

嘟嘟哝哝地说：“免职！”

罪恶的大军一听，

也疯狂地嚎啕，哀叫：“免职！”

然后在空中推推搡搡，拼命向下奔跑。

圣徒们欢庆这胜利中的胜利，

“自由人”狼狈逃窜，天使们跟踪追击。

６８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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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棍们摔在地球上，呜呼哀哉……

真是恶有恶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６—７月 原文是德文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以单行本形式在苏黎世

近郊的诺伊闵斯特尔出版

７８３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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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威·安德烈埃和

《德国的高等贵族》］

  我不能不提醒出自名门的天主教骑士的代表先生们，请他们

注意一首诗，该诗虽然出自一个市民之手，但正因为如此，就更值

得把这首诗看成是一颗极其珍贵的明珠，看成是充满着市民的恭

顺之情的贡物。

公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在爱尔福特，弗·威·奥托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小书：弗·威·安德烈埃的作品——《纹章学须知，或

纹章学》２０７。该书的献词是：“出版人敬献给德国的全体高等贵

族”。

  “第一等级应当属于贵族阶级，

祖先的功劳曾使他们平步青云。

后来，他们的英勇精神又百倍增长，

今天不能和明天相提并论。

我们应当对贵族表示尊敬，

因为世界列强只有靠他们才能生存。

纹章中包含着崇高的意义，

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其中铭记，

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

国王们对贵族都深怀敬意，

这些纹章是嘉奖英勇精神的桂冠，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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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得来并非无因。

我战战兢兢，无限景仰，

面对着桂冠上闪耀的荣光，

我斗胆为这些英雄

把这座景仰和爱戴的丰碑来建造。

请垂青我这份微薄的劳动，

它是我那孤僻思想的见证。

此人难道不值得晋升为贵族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９日 原文是德文

左右

载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莱茵报》

第２４１号，未署名

９８３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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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林 杂 记］

柏林８月１９日。今天我给你们写信，是要说明这里实在没有

什么可报道的。上帝可以作证，现在，正如这里人们所说的，已经

进入通讯员的淡季。什么新闻也没有，确实没有！历史基督协会的

消息很少听到，“自由人”２０１协会的消息也是一样。后者虽说是合

法存在的，可是没有一个大学生知道它在何处以及它的成员又是

些什么人。它的情况，大概和半年前为了一个哲学家而在莱比锡

街举行的那次有名的火炬游行２０８的情况一样。事后大学生们认

为，他们当中谁也没打算参加那次游行，游行前夕就有人说，要去

参加游行的可惜多半都是些“庸人”。尽管《莱比锡报》①热中于普

鲁士的不能实现的空洞计划，喋喋不休地谈论即将提交等级委员

会２０９的问题，委员会还是没有召开。我们引以自慰的是我们国王②

的英明，所以不必为那些不能实现的空洞计划而感到不安。国王

打算签订一项新的通商条约和一项新的卡特尔协定，这可不是一

些不能实现的空洞计划喽！但是我们，我指的是我们柏林人，并没

有为此感到忧虑，而是羡慕莱茵省居民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享受

到巨大的喜悦，那时前往他们那里的不只是我们的国王，而且还有

其他许多显贵，其中包括备受尊敬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他是

０９３

①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莱比锡总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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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诗人、《瓦哈拉群贤录》一书的作者和“瓦哈拉群贤堂”
２１０
的创

建人；他们去是为了给据说建成后会给德国人民增添光彩的科伦

大教堂奠基。《瓦哈拉群贤录》在各地知识界中真是轰动一时，权

威性的共同看法无疑是：国王路德维希又在自己王冠上增添了一

枝月桂。国王的文风象塔西佗的那样短小精悍，浑厚有力，堪称仿

效的典范，但是能达到他那种地步的人是不多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９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莱茵报》

第２４１号，未署名

１９３柏 林 杂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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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权 和 自 由

乍一看好象无法理解，象基佐内阁那样的内阁竟能在法国维

持如此之久，那样的内阁竟能执政。在存在着执掌大臣任免大权

的众议院，存在着自由的、有影响的新闻界，存在着欧洲最自由的

制度，存在着集中的、同自己势不两立的社会舆论的情况下，外交

大臣基佐同这一切对抗了几乎长达两年之久，他压制新闻界，蔑视

社会舆论，他领导了众议院，把它解散，又成立了新的众议院，他在

列强面前损害了法国的荣誉，从而完全获得了他极力追求却又不

孚众望的名誉。一个干了所有这些事的人，一个从法国人那里夺

走了两年历史的人，是可以因为在众议院里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

党而自吹自擂的，因此，只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加强联合，才能对他

起到威慑作用。

基佐内阁代表了七月政府的全盛时期，它是路易－菲力浦的

胜利，而对一切期待着七月革命①来解放欧洲的人们说来，则是最

痛苦的侮辱。人民主权的原则、自由出版的原则、有陪审员参加的

独立的司法权的原则、议会政体的原则，在法国实际上已被废除。

基佐内阁为在法国重新崛起的反动倾向加冕，向欧洲的帝制复辟

势力公开显示了法国自由主义软弱无力。

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全欧洲的反动派莫不为此而欣喜若狂。

２９３

① １８３０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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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只好经常听人议论：法国日益放弃自己的制度，它推翻了自

己的１７８９年以后的历史，选出了两院，而议员名单本身就是对七

月革命的讽刺。一句话，欧洲这个最自由的民族却以自己的每一

个行动出卖了自由主义。自由党人——包括心地善良的德国人

——也因害臊而脸红，他们作了一些连自己也并不认真看待的荒

唐辩解，但又悄悄地指望着能有一个自由主义的众议院，或者完全

是暗中偷偷地指望出现新的七月。

我们不仅可以在不损害自由原则的同时承认这个事实；甚至

正是为了自由的原则，应当特别指出这个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

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比较勇敢的自由党人在同反动派的斗争

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就是法国宪法措辞含糊，模棱两可，

自由的原则在宪法里从未作过严格的规定，也未实行过；第二个原

因就是集权。

尽管科尔梅南写过一本小册子①，尽管他为法国的集权作过

出色的、娓娓动听的辩护，但集权始终是法国的立法中出现倒退的

主要原因。虽然科尔梅南在书中讲得几乎都不错而且也讲得挺好，

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他不是用理性的普遍规律来论证

集权，而是以法国国民精神的天赋特点和历史进程来原谅集权。

这就是我们暂时能用来作为依据的一些情况，因为首先必须

证明，这种集权是不合理的，因而它是造成上述种种后果的原因。

目前统治着法国的这种极端形式的集权，乃是国家超越了自

己的范围，超越了自己的本质。但是，国家的范围一方面是个人，

另一方面是世界历史。集权则使双方都遭受到损害。如果国家把

３９３集 权 和 自 由

① 指路易·科尔梅南的小册子《论集权》。１８４２年５月２９日《莱茵报》曾摘要刊

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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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只归历史享有的权力攫为己有，它就消灭了个人的自由。历

史从来就有权而且将来也永远有权安排单个人的生活、幸福和自

由，因为历史是全人类的事，是种族的生命，所以它本身是起主宰

作用的；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谁也不能抱怨

历史，因为历史既然这样安排了他，他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或

者参与人类的发展，而这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尼禄或多米齐安的

臣民抱怨他们生不逢时，没赶上我们这样的时代：不再用火刑而且

不再轻易被杀头，如果中世纪宗教狂热病的受害者责怪历史，说他

们没能在宗教改革以后的宽容异教的统治下生活，那就太可笑了！

好象没有一些人受苦，另一些人就可以前进似的！同样，现在正不

得不忍饥挨饿的英国工人，固然有权抱怨罗伯特·皮尔爵士和英

国宪法，却不能抱怨让他们成为新法律原则的体现者和代表的历

史。国家的情况则不然。它从来就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永远不

会占用整个人类在其活动和历史发展中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力，即

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人的那种权力。

因此，中央集权国家如果象法国正在发生的和科尔梅南所承

认的那样，为了中央而牺牲各省并且建立丝毫也不比门阀贵族统

治和金融贵族统治更公正、更合理的寡头统治，一个地区的贵族的

统治，那它自然就在制造不公正。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平等制

约的，虽说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然而巴黎人同外省人之间的区别

仍然是在受教育，参加国家管理和真正的精神的生活享受方面太

过分，以致妨碍了法国的制度自然地向着完全的自由发展。

在法国，也如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集权的历史是同专制的历史

平行发展的。路易十一给二者都打下了基础；胡格诺教徒战争２１１

是外省奋起反抗巴黎领导权的最后一次重大尝试，从那时起，首都

４９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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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的统治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因为国家的集权一旦真正付

诸实施，局部地区的集权，即中央领导权，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

专制制度还存在，从中受益的就只有巴黎，外省不得不提供国家开

支，忍受最仁慈的专横。全法国的文化、智慧、科学都集中在巴黎，

为巴黎而存在。出版业只在巴黎而且只为巴黎工作。王宫从外省

搜刮来的金钱在巴黎而且为巴黎挥霍。但是这样一来，巴黎同法

国其余地方之间在文化上就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随着专制制度

的崩溃，这种不平衡发展为对法国极有害的形态。只有集权才使

当年发生的那种革命成为可能，但集权也在巴黎与全国各地之间

形成一道很深的鸿沟，以致只要巴黎本身不感到普遍的压迫，它就

很少关心外省的福利。开创革命事业的是三级会议２１２，是这个受

压迫的国家的代表，而不是巴黎这座城市；只有当问题成为原则性

的而且触及首都的利益时，首都才采取主动并且控制事件的进程。

但是，这就使得全国各地参与革命的力量遭到削弱，而全国各地的

代表以及反映全国各地情绪的代表的冷淡态度，使拿破仑乘机逐

步爬上皇帝的宝座。到了复辟王朝时期４１，各种政党成立，首都同

全国各地又发生了斗争。巴黎不久就清醒了而且起来反对波旁王

朝和天赋王权。但是全国各地由于文化较低，派往战场的是为数

不多的自由主义者，多数地区态度冷淡，因而支持现状，或者甚至

狂热地拥护旧制度。结果，七月革命就只是由巴黎进行。为数众多

的旁观者对于奋起反对首都及其新原则非常消极；文化极低的外

省地区仍然忠于波旁王朝，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反对集权。然而从

那时起，几乎每一届众议院都让人从它手中把七月革命的胜利成

果一个接一个地夺走，撇开其他原因不说，这也应当归咎于集权。

因为议员是从全国各地选入众议院的，尽管选举期间有过胁迫和

５９３集 权 和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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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每个选区却都想通过选举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发展水平。

任何一个受到胁迫或受过贿赂的人，在表决时都不能自行作主；所

以当他由于选举一个支持内阁的议员而受到他应当受到的监督

时，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理的。七月革命同１８４２年的众议院的

矛盾，就是首都同外省的矛盾。法国可以依靠巴黎来实现革命，而

且可以一下子就把自由制度建立起来，但是不能使它们巩固下去，

谁要是不懂得１８４２年的众议院，那就表明他把法国人同巴黎人混

为一谈，表明他还没有意识到集权的矛盾。

但愿我们不会不公正！集权所具有的矛盾是无可争辩的，但是

我们也承认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集权是国家的

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于此。每个国家必

然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

都是集权的。美国是这样，俄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

集权，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

只要存在着国家，每个国家就会有自己的中央，每个公民只是因为

有集权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即在这种集权的

条件下，公共管理完全可以放手不管，一切和单个公民或团体有关

的事情也可以放手不管，甚至必须这样做。因为，既然集权是集中

在一个中心，既然这里的一切都是汇集在一个点上，那么，集权的

活动必然应当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的管辖范围和职权就应当包括

一切被认为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而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则

不在内。由此就产生了国家的中央政权有权颁布法律，统率管理

机关，任命国家官吏，等等；同时也就产生了这样一条原则：司法权

决不应当同中央发生关系，而应当属于人民，属于陪审法庭，而且，

如上所述，公共事务不能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等等。

６９３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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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家集权的实质并不意味着某个孤家寡人就是国家的

中心，就象在专制君主政体下那样，而只意味着有一个人位于中

心，就象共和国中的总统那样。就是说，别忘记这里主要的不是身

居中央的个人，而是中央本身。

现在再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上来。集权是国家的一条原则，

但也正因为集权，才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超越自己的范围，使国家把

自己这个特殊的东西规定为普遍物、至高无上者，并希图取得只有

历史才具有的权限和地位。国家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什

么绝对自由的实现，——如果是这样，前面提到的国家这个概念的

辩证法就不会起作用了——而仅仅是客观自由的实现。要实现与

绝对自由相等的真正的主观自由，需要的是其他的实现形式，而不

是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２年９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４２年９月１８日《莱茵报》

第２６１号附刊，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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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论德国共产主义

致《新道德世界》编辑

阁下：

读了《新道德世界》转载的《泰晤士报》一篇论述德国共产主义

者的文章２１３以后，我认为谈几点意见总比一掠而过要好些，这几点

意见也许您会认为是值得发表的。

迄今为止，《泰晤士报》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但

是，如果再登几篇象论述德国共产主义这样的文章，这种声誉很快

就会丧失殆尽。每一个对法、德两国社会运动哪怕稍许有点概念

的人，都应当一眼就看出，上述文章的作者所谈论的是他自己毫无

所知的课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竟无知到连自己攻击的那个政党的

弱点也无法指出。如果他想诋毁魏特林，他完全可以从魏特林的

作品中找到远远比他现在引用的材料更适合于进行批评的东西。

他只要不怕麻烦，把苏黎世委员会的报告２１４读一遍，——他想让我

们相信他已经读过一遍，但是显然他没有这样做——就能找到大

量的诽谤材料，即为了进行诽谤而搜集的一整套被歪曲了的材料。

要共产党人自己向他们的敌人提供斗争的武器，这毕竟是怪事；但

是，凭借哲学论证的广泛基础，他们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

《泰晤士报》通讯员一开始就把法国共产党描绘成一个很弱小

的政党。他对这个党是不是１８３９年巴黎起义２１５的组织者表示怀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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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认为那次起义很可能是由“强大的”共和党领导的。但是，我们

这位消息灵通的、向英国公众写报道的人，难道您认为一个拥有近

五十万成年男子的政党是个很弱小的政党？难道您不知道，“强大

的”法国共和党九年来一直处于全面涣散和日趋没落的状态？难道

您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政党的机关报《国民报》的发行量比任何

其他巴黎报纸都要少？难道要我这个外国人来提醒您去回忆为爱

尔兰合并取消派基金进行募捐的情况？这次募捐是《国民报》于去

年夏天在共和党人中间筹集的，尽管共和党人似乎十分同情爱尔

兰合并取消派２１６，但募集的捐款还不到一百英镑。难道您不知道，

共和党的群众，即工人们，早已离开了自己富裕的党内同伙，他们

不单是加入共产党，不，而是在卡贝开始起来捍卫共产主义之前很

久就创建了共产党？难道您不知道，法国共和党人的“强大”完全在

于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支持，因为共产党人想在开始实现共产主义

之前争取建立共和国？所有这些，看来您并不知道，但是，要对大陆

社会主义有个正确看法，您就应该知道这些事。

至于１８３９年的起义，我并不认为这类事件可以归功于哪个政

党。但是我从积极参加过这次暴动的人那里获悉，暴动是由共产

党人筹划和发动的。

这位消息灵通的通讯员继续写道：“傅立叶和卡贝的学说，看

来更多的是引起某些著作家和学者的兴趣，而不是得到人民的普

遍赞同。”对傅立叶说来，这是对的，我以前在你们的一号报纸

上已经顺便指出过２１７。但卡贝算什么呢！卡贝，除了有几本薄薄

的小册子以外，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卡贝，总是被人叫作“卡

贝老爹”，但“著作家和学者”未必会这样称呼他；卡贝，他最大

的缺点是肤浅，不懂得科学研究的真正要求；卡贝，他编辑的报

９９３《泰晤士报》论德国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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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①是给刚刚能阅读的人报道消息——试问，这种人的学说会使

卡希勒这样的巴黎大学教授或者使那位自负心理比其神秘主义犹

胜一筹的基奈发生兴趣吗？这简直荒唐可笑。

接着，这位通讯员叙述了在汉巴赫和施泰恩赫尔茨利举行的

有名的德国晚间集会２１８并发表评论说，“晚间集会与其说是社会革

命性质的集会，不如说是政治性质的集会”。要列举这句话所包含

的全部糊涂观念，我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第一，“晚间集会”在大

陆上根本无人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宪章派的火炬游行或利百加

派２１９的晚间集会。汉巴赫的集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当局的

眼前举行的。第二，汉巴赫在巴伐利亚，而施泰恩赫尔茨利在瑞

士，离汉巴赫有几百英里；而我们的通讯员却说什么“在汉巴赫和

施泰恩赫尔茨利的集会”。第三，这两次集会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

时间上也都相隔很远。施泰恩赫尔茨利的集会比汉巴赫的集会晚

好几年。第四，这两次集会不仅看来是而且确实是纯政治性的；它

们是在共产党人登上舞台之前举行的。

我们的通讯员取得这种珍贵情报的来源是“（苏黎世）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是逮捕魏特林时发现的公开发表过和未发表的共产

主义著述，还有个人调查”。我们的通讯员的无知，清楚地证明他根

本就没有看过工作报告；显而易见，“公开发表过的共产主义著述”

不能是在逮捕任何人时“发现的”，因为“公开发表”著述这一简单

事实就排除了任何“发现”的可能。苏黎世的总检察官未必会夸耀

他“发现了”任何书商都可能向他供应的书籍！至于“未发表的”著

述，司法追究就是为了取缔它们才开始的，如果苏黎世的参议员后

００４ 弗·恩格斯著作

① 《１８４１年人民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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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己把它们发表了，——看来，我们的通讯员是这样想的——那

他们真是出尔反尔了！他们没有干这样的事。事实上，我们的通

讯员的通篇报道中，没有一点可以算是他从上述来源或个人调查

材料中得到的东西，除了报道中提到两件新鲜事：一是说，德国

共产党人的学说主要取自他们所攻击的卡贝和傅立叶，——这个

问题，我们的通讯员原可以在他如此详尽援引的那本书（魏特林的

《保证》第２２８页）２２０里读到；二是说“他们把卡贝、蒲鲁东、魏特林

以及，嗯，以及孔斯旦看作自己的四个福音书作者”！本杰明·孔斯

旦是斯塔尔夫人的朋友，此人早已去世，他从未考虑过与社会改革

有关的任何事情。我们的通讯员指的显然是傅立叶派《法郎吉》杂

志（现为《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孔西得朗，但此人同共产党人毫

无关系。

“目前，共产党学说包含的内容，否定性的东西多于肯定性的

东西”，但是，我们的通讯员在作出这一论断之后，随即否定了自

己：他用十二段的篇幅概述了魏特林提出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安排，

这些安排完全是肯定性的，其中甚至没有提到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可是我们的通讯员引用这些摘录也是没头没脑的，这表明他

往往抓不住所叙述的问题的要点，却援引了某些次要细节。例如，

他忽略了一个从中可以看出魏特林比卡贝高明的主要思想，即主

张取消任何形式的以暴力和多数为基础的政治统治，而代之以组

织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和分配劳动产品的单纯的管理机构。他漏

掉了一条建议：这个管理机构的每个部门的所有负责人不由该社

会的全体成员的多数来任命，只由那些熟悉未来负责人所担负的

那项专门工作的成员来任命。接着，他又漏掉了该计划最重要的

特色之一，即：负责选举的人应当通过某种悬赏征文的办法选举最

１０４《泰晤士报》论德国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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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人，他们不知道应征作品的作者是谁。作者的姓名放在密

封的信封里，只拆开那些有当选者姓名的信封，这就可以排除可能

影响负责选举的人在作出决定时的一切个人动机。

至于引自魏特林著述的其余一切摘录，我留给该报的读者去

判断：它们是象我们的通讯员认为的那样，确实包含着理应受人鄙

视的东西呢，还是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在一切情况下——

都在维护该报办报宗旨所要宣传的那些原则的观点。总之，《泰晤

士报》如果想再写一点论述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那么，只有在物

色到另一位通讯员之后，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阁下，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３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０日《新道德世界》

第３０号

２０４ 弗·恩格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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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共产主义

致《新道德世界》编辑

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８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在《新道德世界》发表的我于本月１３日给您的信①里，我出了

一个差错。我原以为《泰晤士报》通讯员误把某个孔斯旦先生称作

共产主义者。但是自从我写了那封信以后，我收到一些法国的共

产主义出版物，它们把孔斯旦教士称作共产主义制度的拥护者。

与此同时，古德温·巴姆比先生善意地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孔斯

旦教士的新材料。据古德温·巴姆比先生说，孔斯旦教士由于自

己的信念而被捕入狱，他写过几种论述共产主义的作品。孔斯旦

本人用下面这句话表述自己的世界观：“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

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有鉴于此，我恳请您在贵报下一号更正上述差错。

阁下，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载于１８４４年２月３日《新道德世界》 原文是英文

第３２号

３０４

① 见本卷第３９８—４０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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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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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书信
（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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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８年

１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８年８月２８—２９日于不来梅

８月２８日

亲爱的玛丽亚：

一看到你的信，尽管我连你的笔迹都没有看清，我马上就猜到

是你寄来的。这封信正同你本人一模一样：写得十分潦草，满纸都

是可爱的杂乱无章和完全不必认真对待的客套问候。“起居如何？

身体可好？”关于小埃米莉①和小阿德琳②的事以及种种不幸的事，

全都堆在一起了。这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个漆匠从脚手

架上跌下来，当场死去，在八天中这已经是第二个了。

小埃米莉和小阿德琳离开了，简直出人意料；不管怎样，特雷

维腊努斯一家对此尤其感到惊奇，他们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卡尔③

教育的。

７０４

①

②

③ 卡尔·恩格斯。——编者注

阿德琳·恩格斯。——编者注

埃米莉·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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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９日

你们准备去克桑滕，这很好，既然妈妈已经答应了姨妈①和外

祖母②，你们实在该到那里去一下，你们要在葡萄收获季节前赶

到，那时就能吃个痛快了。我们这儿的花园里也有葡萄，但还没有

成熟，不过我们有已经熟了的苹果，乐园苹果，比卡斯帕尔③庄园

里后来被砍掉的那棵大树结的苹果可口得多。

你要知道，玛丽亚，我们这里养了一只母鸡，它带着孵出来

还不满一个星期的七只小鸡。我们在商行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就

到院子里去捉苍蝇、蚊子和蜘蛛；这时老母鸡就从我们手里把虫

子啄去喂小鸡。可是有一只小黑鸡，跟金丝雀一般大小，直接从

我们手里啄苍蝇。所有这些小东西都会长成腿上有毛的矮脚鸡。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这只母鸡和它的小鸡。因为你自己就是

这样的小鸡。你要说服妈妈，让她明年也弄只母鸡来孵蛋。我们

这里也有鸽子——特雷维腊努斯和洛伊波尔德那里都养鸽子，有

信鸽和球胸鸽［Ｋｒｏｐｐｅｒ］，这里把它们叫作“王冠鸽”（因为鸽子

胸前都有一撮冠毛，这里管它叫王冠）和“Ｋｒｏｐｐｅｒ”。信鸽特别

可爱。我们——埃伯莱因和我——每天都喂它们，但不是用野豌

豆，这里没有这种豆，而是用普通豌豆或小山毛榉果子，这种果

子没有豌豆大。

你有一天能看看人群熙攘的早市才好呢！本地的农妇穿戴得

漂亮极了。软帽和草帽特别美丽。要是什么时候我能从容地观察

一个妇女，我想试着画一张速写寄给你。姑娘们把小小的红帽子

８０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小卡斯帕尔·恩格斯。——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范·哈尔。——编者注

弗里德里卡·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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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住发髻。老年妇女则把大檐风帽平戴在头上遮住前额，或者戴

着前檐镶黑色花边的大丝绒帽。这看上去真别致。

我房间的窗户面向一条巷子，那里常常闹鬼。如果我坐到很

晚，十一点光景就听见巷子里开始闹腾起来了；猫咪咪叫，狗叫汪

汪，幽灵大笑、呻吟、敲打邻居的百叶窗。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很

自然的事，因为巷子里住着一个点路灯工人，常常是十一点钟出门

巡查。

我已经写了整整两页，要是我象你那样做，那我现在就会写：

“好了，我已经给你写了这么多，你现在大概满意了吧，下次我还是

给你写这么多。”你就是这么个做法；总是用稀稀落落的字填满两

页了事，而让另外两页空着。但是为了证明我不学你的样，我不愿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我自讨苦吃，密密麻麻地写上四页。

今天早晨来了一个理发匠，牧师先生①劝我刮脸，因为我的样

子看起来令人害怕，但是我没有刮脸，因为爸爸说过，在我需要使

用剃刀之前，就让剃刀原封不动。爸爸是在两个星期前外出的，在

这段时间我的胡子当然不可能长那么多。在我留的胡子没有象乌

鸦翅膀一样黑之前，我是不刮脸的。而且你也知道，妈妈要爸爸给

我一副刮脸用具带在身边，而爸爸说这等于怂恿我刮脸，还说他以

后在曼彻斯特亲自给我买一副，不过我原则上也不准备用它。

我刚刚操练回来，这是每天都要在教堂广场上进行的。伟大

的汉撒同盟军队在这里进行队列训练。这支队伍由大约四十名士

兵、二十五名乐队成员和六至八名军官组成；如果不把鼓手长算在

内，所有人的胡子加在一起，只相当于一个普鲁士骠骑兵的胡子。

９０４１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８月２８—２９日）

① 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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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脸上根本没长胡子，有些人象是要长的样子。操练总共

进行了两分钟，士兵们走过来，列队，举枪致敬，再走开。但是音乐

很好（不来梅人说：非常好，很出色，好极了）。昨天带回来一个汉

撒同盟的人——逃兵。这个小伙子是犹太人，他跟特雷维腊努斯

牧师学过宗教课，想改宗新教。他开了小差，但没有离开城市，而

是给特雷维腊努斯牧师写了一封信，好象他正在布林库姆，是一个

亲戚劝他去那里的。他恳请牧师去说情，以减轻处分。牧师也准备

这样做，可是昨天这个家伙忽然在不来梅附近被逮捕了，而他躲藏

的地方也搞清楚了。现在他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即挨六十军棍，这

里的士兵是经常挨军棍的。

不来梅城里根本没有犹太人，只有城外住着几个得到特别许

可的犹太人，但是在城内任何犹太人都无权定居。

今天又下了一整天雨。最近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没有下雨，其

余的日子都在下雨，虽然下得不大。星期天很热，昨天也相当闷

热，尽管天空常常乌云密布，可是今天，今天简直叫人受不了。只

要一出门，就会使人浑身湿透。你们那里有什么消息吗？我马上

就给妈妈写信。——  小傻瓜们，你们和坎佩曼一家言归于好了

吗？

Ａｄｉｅｕ①，玛丽亚。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０１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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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爱 北 斐 特

［１８３８年］９月１日［于不来梅］

致巴门的、现住爱北斐特的格雷培兄弟先生。弗·格雷培先

生大函已悉，特此略写几行作复。真没想到，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就从成型艺术说起吧。事情是关于我的一位邻居，名叫乔

治·戈里森（乔治是他的名字格奥尔格的英语发音）。此人是汉堡

有史以来的头号小丑。请从附上的两幅头像中选一

幅适中的，给他接上一个瘦身材、两条长腿，使他的

眼睛带着十分呆板的神情，设想他讲起话来和基尔

希纳一模一样，只不过讲的是汉堡方言。这样，你们

就有了这个蠢货的一张完美的肖像。唉，要是我能

够象昨天晚上在一块板上把他画得那么成功就好

了。我画得非常象，以至所有的人，甚至女仆都把

他认出来了，就连住在我们这幢房子里的那个目空

一切的艺术家①看了这张像以后，也认为画得很好。这个乔·戈里

森是世界上头号大傻瓜；他每天都胡诌些新玩意，他那些荒诞无稽

的念头没完没了，每天至少使我烦恼二十个小时，这个家伙应该感

到内疚。

不久前我买了一本雅科布·格林的辩护性小册子２２１；这本小

１１４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８年９月１日）

① Ｇ．Ｗ．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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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真不错，写得很有力。最近我在—家书店里读了不下七本关于

科伦事件２２２的小册子。——注意。我在这里读到了一些东西和词

句，——我对这种刊物特别感兴趣——，这样的东西我们

这儿是从来①不敢印的，十足的自由主义思想等等；关于

汉诺威那只浑身是虱子的老山羊②的论述，也极为精彩。

这里有些出色的讽刺画。——我看到一幅，虽然画得不好，

但面孔画得很有特色。画的是一个裁缝骑在山羊背上，被主人拦

住了，一群皮匠在围观。画上的题词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主人，不要拦住我的马！”

关于这件事，下次再谈吧，因为我无法搞到这张画，而且，主

人③正坐在这里。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好得你无法想象。

请原谅我写得这么糟：我肚子里灌了三

瓶啤酒。好啦，我不能再写了，因为现在就该

把信送到邮局去。钟已经敲过三点半了，应

该在四点把信送到那里！真该死！你是否发

觉，啤酒在我身上作怪？……④

务请随便给我写几句；武尔姆知道我的

地址，你们可以把信让他转寄。哎，天啊！我

写什么呢？哦，天啊，天啊，真糟糕！老头儿，

就是说，主人，刚刚出去，我却完全弄糊涂了： 罗兰——

我不知道在写什么，两耳嗡嗡响。请向彼· 不来梅的骑士

２１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由于信纸损坏，这一句话无法辨认。——编者注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从这里起到下面“啤酒在我身上作怪”止，用红墨水写在第一页黑墨水信稿的
两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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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豪斯和弗·普吕马赫尔问好，让他们给我来信；不久我也要用我

写的东西去打扰他们。这封信写得这样潦草，你们能看懂吗？

你将用什么来回答我这一大堆废话？这样的废话我有的是。

啊呀呀！

忠实于你的

忠实于至尊的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略加删节发表于《恩格斯早期 原文是德文

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全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０年国际版

第１部分第２卷

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１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我希望再一次收到你写的
·
四
·
页长的信，专此，等等。”行啊，小

傻瓜，你会收到四页信，但是这四页信是按照这个原则写的：你用

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①就是这样，对你说来

已经太多了。我在一小张纸上写的，就有你在一大张纸上写的那

么多了，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浪费纸张了。要是一个胖子写

得这么稀稀拉拉，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懂吗，小姐？——如果你

３１４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１日）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７章第２节（改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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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今年不去克桑滕，那么你们只好对自己说：

要以约伯来自慰，

给僧侣身上涂抹更多的糖浆。

真是毫无办法——这里的不来梅人就是这样说的。你们可以

设想一下，你们已经到过那里，难道你忘了海尔曼①得到一杯葡萄

酒时是怎样喝的吗？他喝得很慢，尽量延长这种快感。因此你们也

应该对自己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克桑滕，我们也就再不会因为

我们将去那里而感到高兴，而现在我们还有充满了希望的整整一

年时间，我们想多高兴就可以有多高兴。是呵，这是很明智的，苏

格拉底也会这么说的，欧伦施皮格尔也会同意他的意见。永远记

住这一点吧。你看，我也会象你教训我一样教训你。你再给我写信

时，每一段的开头别老是“请你想一想”，你哪儿来的这么高雅的习

惯？要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安娜②今年的成绩单，今年是谁为

你们制定计划的，你怎么能说“我不知道还该写些什么”。这八个星

期里我不在，胖子一定讲了些什么笑话，难道你就不能写信告诉

我？还发生了各种各样我完全不知道的事啊！你说，“我不知道还

该写些什么”，这算什么理由啊？我也是不知道我该写些什么。每

当我动笔时，我是不知道接下来将写些什么，但是我总会想出点东

西，我希望我给你写的这些，对你有用而且大有好处。而你呢，稀

稀拉拉地填满了两页，就以为自己象是建立了海格立斯式的功绩。

你考虑过我没有？我给你写完这封信以后，还要再写三封信，明天

或后天必须寄出去。我的时间并不富裕，因为“潘奇塔号”今天下

４１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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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就要开往哈瓦那，所以我得抄几封别人写的信，不能写自己的信

了；今天中午我要等施特吕克尔的来信，他必定也想收到我的回

信。再说，我不能把给这个人写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再写给另一个

人。现在你可以看出来了吧，要是你能给我写六页，这就公平合理

了，即使我只给你写六分之一页，你也无可抱怨。我这一段训话已

经抵得上你一封信那么长了。为了向你证明，我也能随便写些别

的什么，我敢告诉你，如果我能在发信前弄到一支画笔，我一定给

你画几张不来梅农民的时装画。

跟前你倒是说对了，我不知道还该写些什么，不过我还是打算

再想出一些可写的东西，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写满四页。这里最不

愉快的是：每到傍晚，随着夜幕的降临，就要关闭城门，谁想进城或

出城，都要交税。现在是七时开始就交税，付两格罗特，时间越迟

税越高；九时以后就要付三格罗特，十时付六格罗特，十一时付十

二格罗特。骑马通过，付的税还要高。我也不得不付了好几次这种

税。

领事①此刻正在和格拉韦先生讨论几封必须在下午写好的

信。我正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话，就象一个骗子看着陪审员们出

来，等他们宣读“有罪”或“无罪”。如果格拉韦开然写信，转眼之间

在我桌上就会有六封、七封、八封或更多的信要抄写，每封信一、

二、三页不等。在我来到这里以后的这段时间，已经抄了四十页，

在一本大开本上抄了四十页。我面前就有一封发往巴尔的摩的

信；你要知道，四页都写满了。现在是十一时半，我要借口替领事

取信去一趟邮局，其实是想去看看有没有施特吕克尔的来信。

５１４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１日）

①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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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ｉｅｕ①，亲爱的玛丽亚，我希望能收到你四大张纸的来信。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４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

巴  门②

［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于不来梅］

９月１７日。先用黑墨水写，然后再用红墨水从头写起③。

Ｃａｒｉｓｓｉｍｉ！Ｉｎｖｏｓｔｒａｓ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ｓｈａｅｃｖｏｂｉｓｓｉｔ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ｉａ．

Ｅｇｏｅｎｉｍ ｑｕｕｍ ｌｏｎｇｉｔｅｒｌａｔｉｎｅｎｏｎ ｓｃｒｉｐｓｉ，ｖｏｂｉｓｐａｕｃｕｍ

ｓｃｒｉｂｅｒｏ，ｓｅｄ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ｃｏｌａｔｉｎｏ．Ｑｕａｅ ｑｕｕｍ ｉｔａ

ｓｉｎｔ④，你们就再读不到一个拉丁字，而读到的是纯粹的、不掺假

的、纯正的、完美的德文。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

写的西班牙浪漫诗碰壁了，那个家伙显然是一个反对浪漫主义的

人，他看上去也正是这样的人；可是我的另一首诗《贝都英人》⑤

６１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⑤ 见本卷第３—５页。——编者注

最亲爱的！对你们的来信，回复如下。由于我好久不用拉丁文书写了，所以给

你们写上几句，不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交相使用。既然是这样。——编

者注

９月１７日写的部分用的是黑墨水；９月１８日写的部分用的是红墨水，写在前

一部分信的两边。——编者注

信的背面写着：巴门。邮资已付。格雷培牧师先生收并转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先生。——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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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信抄附），在另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不过这条汉子把我的最后一

节诗改动了，造成很大的混乱。看来好象他没有弄懂下面的话：

“你们沙漠上的粗布袍，同我们巴黎式的衣衫不相称，你们的歌儿

也不属于我们的文学”，因为这两句话好象很古怪。这首诗的主要

思想是把贝都英人，甚至把处于目前情况下的贝都英人同跟他们

完全异趣的读者作对比。因此，这种对比不应当只通过对这截然

不同的双方作赤裸裸的描绘来表现，而是只有在结尾部分通过最

后一节诗中的对照和结论才能变得活灵活现。此外，诗中还表现

了一些细节：（１）对照作为我们戏剧典范的席勒，把科采布和他

的信徒轻轻地讽刺了一下；（２）对照贝都英人原先的处境，表述

了他们目前处境的痛苦；这两个次要的方面在两个主要对立面里

是平行发展的。如果抽去最后一节诗，整篇诗都散了；但是，如

果编辑修饰一下结尾部分而写成“他们跳舞是为了挣钱，不是为

了自然的迫切要求，无怪乎你们目光黯淡，都默默无言，只有一

个人歌声哀哀”，那么，第一，结尾就黯然失色，因为都是一些以

前用过的泛泛之谈，第二，这个结尾毁掉了我的主要思想，代之

以次要思想：为贝都英人的处境鸣不平，把它同他们原先的处境

加以对比。于是，他造成了这样的损失：完全破坏了（１）主要思

想，（２）连贯性。其实，这个家伙还得再花费一个格罗特（半个银

格罗申）才行，因为他将得到的是我的训诫。其实，我还不如不写这

首诗，因为我根本没有做到用明朗、优美的形式来表达我的主要思

想；ｓｔｒ．①的泛泛之谈——也只不过是泛泛之谈而已，海枣之乡和

７１４４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① “Ｓｔｒ．”这个不完整的词大概是指恩格斯的同学施特吕克尔（Ｓｔｒｕｃｋｅｒ）。——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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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ｌｅｄｕｌｄｓｃｈｅｒｉｄ①是一回事，即一个概念用同义的词语表达两次，

而有些句子听起来多么不和谐：“隆隆的笑声”和“可爱的嘴”！看到

自己的诗就这样给发表了，定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诗使你

感到陌生，而你对这些诗的感受要比它们刚写出来时敏锐得多。

当我看到自己的作品就这样发表时，曾经笑逐颜开，但不久笑

容便消逝了；我一发现诗有了改动，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

Ｓａｔｉｓａｕｔｅｍｄｅｈａｃｒｅｌｏｃｕｔｉｓｕｍｕｓ！②

今天上午，我在一个旧书商那里找到一本别具一格的书：《圣

行录》一书摘录，可惜只有前半年的，附有圣徒的肖像、传略和祈祷

文，但是全都很短。它花了我十二格罗特（六个银格罗申），而维兰

德的《西诺普的第欧根尼，或 ωｘα
′
η  μαιóμ ③》一书，我也

花了同样多的钱。

我对于自己的诗和创作诗的能力，日益感到绝望，特别是在读

了歌德的《向青年诗人进一言》等两篇文章２２３之后更是如此，文章

把我这样的人真是刻画得维妙维肖；文章使我看清了我所写的这

种押韵的玩意儿对艺术毫无价值；但今后我仍将继续搞这种押韵

的把戏，因为正象歌德所说，这是一种“愉快的补充”；我还要让我

的诗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因为别的青年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即

使不比我更蠢，至少也是跟我一样蠢的蠢驴，而我这样做既不会提

高也不会降低德国文学的水平；可是，每当我读到一首好诗的时

候，我内心总是感到苦恼：你就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Ｓａｔｉｓａｕｔｅｍ

ｄｅｈａｃｒｅｌｏｃｕｔｉｓｕｍｕｓ！

８１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疯狂的苏格拉底。——编者注

不过，对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够了。——编者注

这个词的意思是“海枣之乡”，音译为“比莱德－杰里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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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ｃａｒｉａｍｉｃｉ①，我多么惦念你们啊！我想起自己常常到你们

房间去的情景：弗里茨舒适地坐在炉边，嘴里叼了一个短烟嘴，而

威廉穿着他那件长长的睡袍窸窸作响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抽

的只能是四分尼一支的雪茄烟，而且俏皮话说得整个房间为之哄

动；而后，雄赳赳的费尔德曼进来了，就象是 δò Ｍ α ②；接

着身穿长礼服、提着手杖的武尔姆来了。我们尽情狂欢，闹得天旋

地转；可是现在呢，只能通通信，真够受的。你们在柏林也要勤给我

写信，这ｃｏｎｓｔａｔ③，也是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ｔｅｒ④，信寄到柏林的时间只比寄到

巴门多一天。我的地址你们是知道的；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也无关

紧要，因为我跟邮差的关系挺不错，他常常就把信给我送到商行

来。但是，如有必要，你们可以写上“圣马蒂尼公墓街２号”，ｈｏｎ

ｏｒｉｓｃａｕｓａ⑤。跟这位邮差有这样的友谊，起因于我们的姓名相近：

他叫恩格克。——我今天写这封信有点不那么容易，因为前天我往

比尔克寄了一封信给武尔姆，今天寄了一封信给施特吕克尔。第一

封信写了八页，第二封信共七页。而现在你们也应该收到一封。

——如果你们在去科伦之前收到这封信，那么，托你们办下面这件

事：一到那里就去找军械巷，埃弗拉特印刷所，门牌５１号，替我买

几本民间故事书。《齐格弗里特》、《欧伦施皮格尔》、《海伦娜》这几

本书我已经有了；我最需要的是：《屋大维》、《席尔达人》（莱比锡版

的节本）、《海蒙的儿子》、《浮士德博士》和其他一些附有版画的书；

如果碰到具有神秘色彩的书，也请购买几本，特别是《西维拉占

９１４４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①

②

③

④

⑤ 以示尊敬。——编者注

当然的。——编者注

已经是说好了的。——编者注

金发的麦尼劳斯。——编者注

亲爱的朋友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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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你们不妨破费两三塔勒，然后用快递邮件把书寄给我并告诉

我书款多少２２４，我给你们寄去我家老头儿①的期票，他会乐意照付

的。或者这样：你们可以把书捎给我家老头儿，我会告诉他事情的

原委，而他会把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我或者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

把书送给我。——我研究的新课题是雅科布·伯麦，这是一个沉

郁而又深邃的人。如果想对他有所了解，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他

的思想富有诗意，是个非常善于讽喻的人；他的语言独标一格，所

用词汇不同凡响；他不说存在物，本质〔Ｗｅｓｅｎ，Ｗｅｓｅｎｈｅｉｔ〕，而说

痛苦〔Ｑｕａｌ〕；他把上帝叫作无根据〔Ｕｎｇｒｕｎｄ〕和根据〔Ｇｒｕｎｄ〕，因

为上帝自身的实存既无根据又无开端，而上帝本身是自己的以及

一切其他生命的根据。到目前为止，我只弄到了他的三篇作品；在

开始阶段这倒也够了。——下面便是我写的关于贝都英人的诗：

      铃声一响，

丝幕徐升；

人人凝神静等，

鸦雀无声。

科采布今天没来

逗引诸位发出隆隆的笑声，

席勒这回也不登台

倾吐玉语金声。

沙漠之子骄傲而自由，

到这儿来为诸位解闷，

０２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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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豪情和自由，

恰似春梦无痕。

他们跳舞是为了挣钱，

少年就这样在沙漠欢跳，

所有的人都默默无言，

只有一个人歌声哀哀。

观众拍手不已，

昨天科采布在这里插科打诨，

今天人们又在这里，

向贝都英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沙漠之子敏捷而矫健，

你们顶着正午的炎炎烈日，

穿过摩洛哥的漠漠沙土，

走遍温和的海枣山谷！

你们驰入Ｂｉｌｅｄｕｌｄｓｃｈｅｒｉｄ，

穿越那里的园庭。

勇敢地去袭击，

战马踩征尘！

你们沐浴着月光，

坐在棕榈树的清泉旁，

１２４４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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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张可爱的嘴，

为你们编出美妙故事的彩色花环。

你们安睡在狭窄的帐幕里，

寻求好梦于爱的怀抱，

直到天际出现晨曦，

骆驼叫声阵阵！

啊，异乡的来客，返回自己的家园，

你们沙漠上的粗布袍，

同我们巴黎式的衣衫不相称，

你们的歌儿也不属于我们的文学！

［９月］１８日

Ｃｕｒｍｅｐｏｅｍａｔｉｂｕｓｅｘａｎｉｍａｓｔｕｉｓ①——你们一定会嚷着说。

可是，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些诗，或者更确切些说，我就是由于这些

诗而要更多地折磨你们。威廉那里还有我写的一大本诗。我请求

把这本诗寄还给我，而且用这样的办法寄：空白的纸你们可以裁

去，然后，你们每来一封信，就附上几张诗稿，这样邮费不会增加。

如果行的话，可再添上一张；只要你们封得巧妙，寄出以前好好压

一压，譬如说，把信放在几本字典下压一夜，那么那些家伙就什么

也发现不了。请你们务必把封好的诗稿转寄给布兰克。我目前通

讯关系非常广泛。我给你们写信寄到柏林，给武尔姆的寄到波恩，

２２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你为什么用你的诗折磨我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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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往巴门、爱北斐特寄信，要是不这样做，我怎么能把必须呆在

商行而又不许看书这段没完没了的时间打发掉呢？前天我在这里

的老头儿①，ｉｄｅ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ｓ②家里——人们称他的妻子为老太太

〔“Ａｌｔｓｃｈｅ”〕（同意大利语ａｌｃｅ（麋）一词的发音相同），——他的家

在城外，我玩得很满意。老头儿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总是用

波兰话骂自己的孩子：唉，你们这些懒鬼〔Ｌｅｄｓｃｈｉａｋｅｎ〕；唉，你们

这些卡舒布人〔Ｋａｓｃｈｕｂｅｎ〕！在回来的路上，我竭力想使我的同路

人，一个庸人对低地德意志语的优美有所了解，但是我发现，这是

不可能的。这种庸人是不幸的人，然而，由于愚蠢，他们同时又幸

福之至，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愚蠢看作是绝顶聪慧。不久前的一个

晚上，我去剧院看戏；演的是《哈姆雷特》，可是演得糟糕透顶。所

以还是不谈它为好。——你们将去柏林，这很好；在艺术方面你

们将得到很大的收获，除慕尼黑外，你们平常在任何一所大学都得

不到这样的收获。但是，那里缺少大自然的诗意；沙土，沙土！沙

土！这儿要好多了。郊外的道路大部分美丽如画，各种各样的树

木使得道路更加引人入胜；而群山啊，群山，真是美不胜收！柏

林还缺乏大学生生活的诗意，而在波恩，大学生生活饶有诗意，在

富有诗情画意的郊区漫步，这种感觉更是有增无已。你们总有一

天会到波恩来的。我亲爱的威廉，对你那封妙语横生的来信，我

非常乐意也写一封妙语连篇的回信，不过我根本没有什么妙语可

谈，特别是眼下也没有这种情趣，情趣是激发不出来的，而没有

情趣，一切就是勉强的了。但是我感到，我快不行了，仿佛思想

正从我的头脑中逝去，仿佛我的生命正被夺去。我心灵之树的叶

３２４４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①

② 即商行主人。——编者注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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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纷纷飘落，我的妙语费尽思索，它们的内核已从壳中脱落。我的

木卡姆①徒有其名，无法同你那些胜过吕凯特的优美诗歌齐名。我

的木卡姆患了关节炎，它们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它们摇摇欲坠，

不，已堕入深渊被人遗忘，无法攀缘最高名望。啊，痛苦啊，我坐在

自己的小屋，用小锤敲打自己的头颅，从那里淌出来的尽是水，它

呼啸、咆哮。然而，这也无济于事，我的灵感还是迟迟不至。昨晚，

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撞了头，发出的响声就好象撞了一只水桶，水

碰到桶的另一边发出了啪啪声。真理这样粗鲁地出现在我的面

前，我不禁哑然失笑。是啊，水，水！我房间里在闹鬼，昨晚我听见

小蛀虫在搔墙壁，离我不远的小巷里，鸭、猫、狗、妓女和人群闹闹

哄哄。此外，我要求你们写的信即使不比我的信长，至少也要一样

长，ｅｄｉｄｐｏｓｔｎｏｔａｓ②，不得有误。

最出色的赞美诗集２２５无疑是这里出版的。这本书包括德国诗

坛的所有名家：歌德（歌谣《你，降自天国》）、席勒（《信仰三语》）２２６、

科采布以及许多其他诗人。还有种牛痘歌和其他各种各样荒唐的

诗。这简直是世上少有的粗野行径；没有亲自看到这点的人是不

会相信的；除此之外，这是骇人听闻地践踏我们所有的优美的诗

歌，也是犯罪，克纳普在他的《诗歌荟萃》２２７中就犯了这样的过

错。——我们把一批火腿运往东印度，值此之际，我想起了下面

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一批火腿运往哈瓦那；寄发货单的信

后来才到达，而收货人先发现少了十二只火腿，在发货单上看到这

４２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约法三章。——编者注

信中的这一部分是用韵文写的。恩格斯戏称为“我的木卡姆”。木卡姆指中世

纪阿拉伯、波斯和犹太文学中以流浪汉的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小说。——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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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字样：“因老鼠啃噬而……十二只火腿”。这些老鼠就是商行里

的年轻职员，是他们享用了这些火腿。故事就到此为止。——我

打算用素描和速写（赫博士的外表）来填满剩下的空白，我得告诉

你们，我未必能告诉你们很多有关我旅行的情况，因为我答应施特

吕克尔和武尔姆首先告诉他们；我担心，我不得不给他们写两次

信，把这些废话加上大量无谓的事重复三遍，这未免太多了。但

是，如果武尔姆同意把笔记本——不过，这笔记本今年年底前他未

必能够收到——寄给你们，那对我来说就太方便了。否则，你们自

己目前又不能来波恩，我可爱莫能助了。

你们最忠实的 仆人

时髦的天才        时髦的蠢才

向彼·永豪斯问好；他可以把自己的信附在你们的信内。要

不然我也会给他写信的。但是这个小伙子一定已经动身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请速回信。你们在柏林的地址！！！！！！！

第一次大加删节发表于１９１３年 原文是德文

《新评论》杂志第９期（柏林）；全文

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５２４４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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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９—１０日于不来梅

１０月９日

亲爱的玛丽亚：

你总算写满了四页纸！我现在要象俗话说的那样，对你赞不

绝口。真可惜，骑马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所以星期天我多半是呆在

家里，不过在家里我也过得挺愉快：有时我请人给我演奏或者唱

歌，有时写些东西，到了晚上，我们就胡闹一阵。前天，你知道，

是星期日，我们把戒指放在盛满面粉的碗里，然后，就开始做大

家熟悉的游戏——用嘴衔住戒指。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牧师太

太①、姑娘们、画家②，还有我。而牧师先生③这时坐在屋角的沙发

上，抽着雪茄喷云吐雾，观看这场游戏。轮到牧师太太衔戒指时，她

怎么也忍不住笑，全身都沾上了面粉；而轮到画家时，他使劲向碗

里吹气，以致面粉向四面八方飞扬，象云雾一般落在他那件红绿相

间的睡袍上。后来我们又互相往脸上撒面粉。我拿了一个瓶塞，给

自己的脸涂上黑色，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我也开始笑的时候，他们

笑得更厉害、更响亮；这时我也就嘿、嘿、嘿、嘿、嘿地大笑，所有其

他人就跟着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地笑起来，就象童话

６２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Ｇ．Ｗ．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

玛蒂尔达·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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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犹太人被迫在荆棘丛中跳舞一样。最后，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

我不要笑了。

你真是一个傻瓜。既然你讨厌小耶特·特罗斯特，你为什么

不让她走呢？

现在傻瓜也开始教训我了，这是令人感动的。请告诉我，傻

瓜，难道你不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谚语吗？难道你不懂

得如果你还是把字写得小小的，那么我就会写得比你的小一半？好

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给我写四页，那你也会收到四

页，就这样算啦。话又说回来，要是你知道，我这一星期写了多少

封信，还有多少封信要写，你就会对我宽宏大量，而且即使收到两

页纸，也会感到满足。你不妨问问施特吕克尔，我给他写了多少封

信，问问武尔姆，——不，他不在，——还是我来告诉你吧：象这样

的纸不少于十二页，而且还用红墨水在纸的两边写了同样多的页

数。不过他回信时也给我写了这么多。此外，我还得写信给母亲、

海尔曼①、奥古斯特②、鲁道夫③，加起来总共是多少啊？我认为，既

然你还能够读到别人的信，那你以后应该公正些，你期望我写的应

该是你写的一半。——你以为我把安娜④捧上了天，不，根本不是

这样，我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她给我写四页，而你只写三

页，难道她不比你好？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说，那我乐意承认，你是一

个好姑娘，你给我写信比任何人都勤快。但是，你毕竟不应该同我

胡闹和吵架，以为你全都正确，其实，你倒应该跪在我的面前求我

７２４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９—１０日）

①

②

③

④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奥古斯特·恩格斯。——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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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你抱怨给你穿紧身褡，哎呀，小傻瓜，你要是自己挺直

点，那就不会让你穿了。——我们这里的天气，正象你信中写的

你们那里的天气一样。可是现在这里天气糟透了，细雨和毛毛雨

下个不停，要不然就是倾盆大雨，每昼夜才见到一次一线蓝天，半

年才见到一次阳光。

你要我写信告诉你，圣诞节我需要些什么吗？我有的东西，你

就别给我弄了，而我没有的东西，那又怎么给你写呢？给我做个装

雪茄的绣花包吧，或者，唉，我也不知道要什么。可是，你可以经常

不断地每隔两三天就提醒妈妈，请她在圣诞节前把歌德的作品寄

给我。我确实非常需要它们，因为无论读什么书，总是引证歌德的

话。“歌德是什么人？”里佩先生说：“孩子们，这是——！”

你画的鸡舍草图，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座很实用的房子：

猫和黄鼠狼钻不进去，而家禽也出不来。

上星期五我去剧院看戏，演的是《格拉纳达的夜营》①，一出很

好的歌剧；今天晚上演《魔笛》②，我要去看。我想了解一下这是一

出什么剧，想必是个很出色的歌剧。

１０月１０日。剧院我去过了。我很喜欢《魔笛》。我真希望你

也能跟我一起去那里看戏，我打赌，你一定会很喜欢这出戏。——

是啊，玛丽亚，我现在还给你写些什么呢？想不出更好的东西，那我

和你随便聊几句？说真的，更好的东西一点也想不起来，而你呢，不

管写什么，只要写满四页纸，你就满意了。这里不来梅商人的房子

造得别具一格：这些房子不象我们的房子那样，宽的一面向街，而

是窄的一面向街，屋顶鳞次栉比，前厅宽敞而高大，象小教堂。楼

８２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莫扎特的歌剧。——编者注

康·克鲁采的歌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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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窗口对着楼下的窗口，上面盖有活门。

一条装在大滑轮上的粗绳可以上下拉动；因

为阁楼是储藏室，可以用大滑轮通过小窗把咖啡、麻布、糖、油脂等

物送上去。前厅通常有两排窗户，一排在上，一排在下。——现

在，领事夫人又带着她的四个小孩到城里去了。他们特别调皮。幸

好其中两人，伊丽莎白和路因（实指路德维希）上学去了，所以我们

这里还不是整天听到他们的吵闹，可是，只要路因和齐格弗里特在

一块，他们就一起又吵又闹，简直叫人受不了。这几天，他们老

是在麻布箱上跳，每个人都带枪佩刀，他们互相挑战要决斗，这

时路因吹起他的贝壳，震耳欲聋。我这里得天独厚：我的写字台

前有一扇面向前厅的大窗户，所以我可以仔细观察那里所发生的

一切。

既然你给我画了鸡舍，我现在给你画一个从商行可以一眼望

９２４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９—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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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教堂。Ｆａｒｅｗｅｌｌ①．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②

１８３８年１１月１３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两封来信使我十分高兴。我也尽量再告诉你一些事，只

要信纸和时间允许。现在已经三点多钟了，四点钟，就该把信投

送邮局。可是，说实在的，我真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这里没有

什么特别的事，除非下面的事也算数：不来梅人又把他们两门雄

伟的大炮放在警卫部旁边；这里的人把“脚凳”〔Ｆｕｂａｎｋ〕说成“踏

板”〔Ｆｕｔｒｉｔｔ〕；这里许多人穿胶布雨衣；昨天夜里非常冷，窗玻璃

上都结了冰花；现在却是阳光灿烂，等等。我还想起了一件事，这

件事你应该告诉母亲，那就是：９月底我给格雷培兄弟写过一封信

说，如果他们去科伦，请他们给我寄一些民间故事书，由父亲付

０３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信的背面写着：巴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等人收并转爱利莎·恩格斯

女士。——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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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①可是他们自己没有去，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们的堂兄弟；

如果这位堂兄弟ｐｅｒ ｍｅｚｚｏ②格雷培牧师先生寄东西来，这就很

好，父亲也一定会慨然应允，替我付这笔钱。如果他什么也没寄

来，也好，就不麻烦你了。我今天才收到有关此事来龙去脉的详

细说明，不然，我早就该写信告诉你了。威廉·格雷培还来信告

诉我，——这恰好也与你有关，——柏林没有专门的厕所，只有可

以搬动的便桶，而且，要单独租用，每月付五银格罗申。但是，他们

由于是牧师的儿子，所以连这方面的税也豁免了。他们也给我讲

了许多事：他们如何徒步旅行去哈茨山和布罗肯峰；他们如何同一

个又高又瘦的近卫军军士一起从马格德堡前往柏林。如果你有机

会来看我，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念给你听；还可以把美丽的

多罗苔娅的故事念给你听，这件事发生在哈茨的齐伯河谷。那里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先生爱上了一个七岁的小姑娘，他把一枚

戒指给了她的父亲作为信物；等到小姑娘能戴这枚戒指的时候，他

将回来同她结婚。十年后，这位先生回来了，姑娘已在一年前死

去。这位先生也因悲痛致死。弗里茨·格雷培根据这个故事写了

一首动人的歌曲，等等。这一页已经写完了，我还打算再写一封

信，跟这封信一并投寄，写好后就去邮局。你是否给伊达③写信？曼

海姆的霍勒先生很喜欢小尤莉④，他常到她那里去，这使卡尔⑤很

生气。这件事你对谁也不要讲。

１３４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１１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④

⑤ 卡尔·恩格斯。——编者注

尤莉娅·恩格斯。——编者注

伊达·恩格斯。——编者注

通过。——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１９—４２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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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ｉｅｕ①，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７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８年１２月底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对疾病也太认真了，稍有不适，你这个懒骨头就躺在床上，

这个习惯要改变。收到这封信时，你应该下床了，听见没有？谢

谢你给我的漂亮的绣花包：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它已经得到最

严格的评论家之一、画家Ｇ．Ｗ．法伊斯特科恩先生的最高评价，

不论是图案的选择还是做工，他都十分赞赏。玛丽·特雷维腊努

斯也给我绣了一个，不过后来她又拿回去寄往克罗茨纳赫附近的

施泰因山麓明斯特，送给赫塞尔牧师先生了，因为她也答应过给他

绣一个。为此，她正给我编一个装雪茄的小篮子。牧师太太②给我

编织了一个小钱包。洛伊波尔德的男孩们也得到了用纸炮打响的

枪和马刀，老头儿③总是对孩子们说：“唉，你这个好打架的家伙！”

“你这个卡舒布人！”关于池塘的谜语，我不知道，我另外给你一个

２３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玛蒂尔达·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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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语——你知道Ｌｅｄｓｃｈｉａｋ是什么意思吗？（我自己也不知道，这

是骂人的话，老头儿经常讲的。）①谜底是：如果你猜不出来，那么

就把这个词对着镜子看，然后你就能够读出来了。我刚刚知道洛

伊波尔德家添了一口人：一个女孩。

我还想告诉你，我正在谱曲，而且是谱写赞美诗。但是这件事

可难了：节拍、升半音以及和声带来很多麻烦。到目前为止，我的

进展还不大，但还是想给你看一段样品。这是赞美诗的前两行：

“我们的上帝，强大的堡垒。”②

我还不能写出两个声部以上的曲调，因为四个声部的太难了。

但愿乐谱中没有错误，你有功夫试着弹弹这个曲子。

Ａｄｉｅｕ③，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３３４７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８年１２月底）

①

②

③ 再见。——编者注

这是马丁·路德的教堂赞美诗的头两行。——编者注

在原著中，括号里的句子是对着镜子以次序相反的字母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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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９年

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１月７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但愿你的牙已经拔了，或者，没有必要拔。——有关池塘的

谜语很好，不过你自己可以猜出来。你知道，作曲可不容易，要考

虑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和声的协调、对位法的正确运用，这一切都

要求付出巨大的劳动。不过，我一定设法在最近再给你寄点东西

去。目前我正忙于谱写新的赞美诗。有两个声部，男低音和女高音

相互交替。请看：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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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曲尚未写成，我以后可能还要做些改动。一看便知，除第

四行以外，大部分都抄自赞美诗集。歌词是著名的拉丁文赞美诗：

“ＳｔａｂａｔｍａｔｅｒｄｏｌｏｒｏｓｓＪｕｘｔａｃｒｕｃｅｍｌａｃｒｙｍｏｓａＤｕｍｐｅｎｄｅｂａｔ

ｆｉｌｉｕｓ”①。

今天中午牧师先生②在洗衣房宰了一头猪，牧师太太③最初对

这件事情连听都不愿意听，但是，牧师说把猪赠送给她，她才勉

强同意。这头猪连叫都没叫一声。猪宰好后，牧师家的女人全都

走进来了。老祖母不让任何人取猪血，当时的情况看上去非常滑

稽。明天要做香肠，这是老祖母最大的乐趣。

你说你仿佛看见了一只猴子，而这猴子好象是你自己。你在

粘信封的封缄纸上写的是：“Ｊｅｄｉｓｌａｖéｒｉｔé④，这点你记得吗？

上面还画了一面镜子。

告诉妈妈，她以后不要再写：“特雷维腊努斯”，她写姓名地址

时完全可以不写牧师先生的姓名，邮差知道我住在哪里，因为我每

天都到邮局寄信。除此之外，这还会使邮差把我的信送到特雷维

腊努斯家，而不是送到商行。这样一来，就要迟好几个钟头，等我

回家以后才能收到信。

施特吕克尔给我来信说，海尔曼⑤在新年前的那个星期天登

台演出，扮演了各种角色，如侍役等。他该来信告诉我这件事情。

５３４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１月７日）

①

②

③

④

⑤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我说的是真话”。——编者注

玛蒂尔达·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圣母悲痛地站在十字架下，泪流满面，望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这是天

主教的圣母赞美诗的开头部分，很多作曲家把它谱成曲于，其中有佩戈莱西、

帕勒斯特里纳、罗西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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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吕克尔对海尔曼的演技大加赞扬，说他扮演侍役，生动

逼真，好象他在旅馆工作过三年。他可能大有进步吧？

别让母亲把我作的曲子给朔尔恩施泰因看，不然他又会说：

“真是胡闹”。要知道，你们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打听到的。

下次我再去巴门的时候，我要象老头儿①一样，成为不来梅市的领

事。

Ａｄｄｉóｓｍｉｈｅｒｍａｎａ②．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男低音声部有不少笔误，你应该原谅我，因为我写音符还不

熟练。倒数第二行怕你看不清，我现在把它再抄一遍。

第一次略加删节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 原文是德文

评论》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０年

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６３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再见，我的妹妹。——编者注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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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０日［于不来梅］

献给弗里茨·格雷培

佛 罗 里 达

土地神说：

     傲慢的白种人来自大洋的彼岸，

那里有他们的城池，

啊，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

我们的岛屿不久就成了强者的猎物；

我将从海底举起我的拳头，

试看他们胆敢踏上这片国土。

这里遍地是森林和盛开的花丛，

我忠实的印第安人一步步

犁出了深深的山谷。

永恒的主

温和地为这山川频频祝福，

忽然白种人乘着迷航的船只来临。

７３４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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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上了我的这片土地；

他们夺走了土地和岛屿，

而我的人民却沦为奴隶。

他们不承认犁沟为边境，

用方尺丈量了我的手掌，

在上面画出了不熟悉的标记。

曾几何时，他们遍布全国——

只差一个手指没有落入白人手中，

谁敢触动它，谁就走向灭亡。

这根手指需要保卫，

我让红种人把它包围，

他们一手持箭，张弓待发。

如果白种人冲破包围，

印第安人的盾牌也无法为我抵挡，

我就把白人和野蛮人盘踞的手掌

伸入沸腾翻滚的巨浪。

塞米诺尔人①说：

     和平将不由我向我的弟兄们宣告，

８３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美国印第安人中的摩斯科格人的一部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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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字是战争，我的最后一个字是战斗！

如果你们的目光怒火中烧，

正如森林之火被飓风助燃，

那么你们用太阳这个字眼

来称呼我也是理所当然！

正象你们狩猎在田野森林，

箭不离弦，

纵情追逐无辜的兽群。

白种人也同样追猎着你们。

那就让你们的利箭表明

他是猎物，你们是猎人！

敌人满怀对我们红种人的妒忌，

为了不裸露他们那令人厌恶的白色身躯，

身披五颜六色的彩衣。

我们的故土被他们称作花园，

在这片土地上百花怒放，

澄蓝、桔黄、雪白，群芳争艳。

现在让他们穿上腥红色的衣裳，

让白种人全身溅满鲜血，

９３４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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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红鹳鸟的红色也比不上。

我们决不做他们的奴隶。

他们就带着懦弱的黑人漂洋过海，

他们该知道我们的力量和勇气！

来吧，白种人，既然你们这样想来，

你们将得到自己的荣誉：

在每棵树、每丛芦苇的背后，

塞米诺尔人的箭正把你们等候！

白种人说：

     好吧！我将和严酷的命运

作最后一次较量，

面对致命的利剑，我胸怀坦荡！

厄运的凶恶，我不觉得新鲜，

你总是将我生命的欢愉摧残；

你以为我从未感到过爱情的喜悦？

我曾爱过的那个人，

以嘲弄撕碎了我的心，

为寻求慰藉，我曾为自由而斗争。

０４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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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青年的联盟

使帝王将相为之震颤，

为此我带着铁镣赎罪。

七年美好的岁月就此被埋葬。

然后用快船把我送走，

我将获得自由，却在异国他乡。

海岸已经在望！

啊，船只触礁，

船客纷纷跳入汹涌的波涛。

我抓住了一块木板费力地上岸，

幸福第一次在我眼前出现，

其他人却在海底长眠。

苦难到了尽头？啊，狭路相逢，

野蛮人扑过来将我捆住，

为了报仇，把我往死亡线上扭送。

在我指望重新自由呼吸的地方，

自由的斗士却用死亡迎候我，

这样我不得不替我的同胞把罪行补偿！

看，是什么向岸边飘浮？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１４４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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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多么惦念救世主的圣言。

他温和的目光把我端详。

我躺在灼热的沙滩上弥留之际，

慈悲为怀的主向我走近，

我在抱怨，而上帝

在激愤狂怒的搏斗中为我蒙难致死！

这就是我为即将举行的小聚会寄去的一份薄礼；我知道这种

聚会在我们的老地方又举行过一次，而我什么也没有寄去，感到

十分遗憾。现在回复你的来信。——啊哈！你为什么不看报？不

然，你立刻就会知道，有关这件事在报上登过什么和没有登过什

么。你自己出了丑，这不是我的过错。报上登的只是议会的正式

报告，它们当然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普吕马赫尔闹的笑话的确很

有意思。我曾就这件事给他写了两封信，他却只字未复。至于说

到永豪斯以及他恋爱的事，我还要同他专门谈谈这个问题。你们

这些家伙总是借口“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不写信。你倒说说看，难

道你不能从收到我的信以后每天写半个小时？你可以用三天写一

封信。我要把所有这些信都写了就是整整五封信，何况我写的还

比你的密得多，而且我是在四五天内写完。这太不象话了！我给

你们八天期限，在收到我的信的第九天，你们应该寄出回信。不这

样不行。如果我以往对武尔姆有过别的规定，那我现在撤销这些

规定。我给你们八天期限，否则，威胁着武尔姆的惩罚就将生效

——一行诗都不寄，让你们跟我一样，长时间得不到回信。

２４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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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差：领事先生，您的信！

洛伊波尔德领事：哦！太好了。

恩格斯：没有我的吗？

邮差：没有。

这是给你的一幅具有民间故事书风格的版画。它向你清楚地

说明了我多么盼望你们，也就是盼望你们的信。我想，今天（星期

日，１月２０日）也许还来得及将信发出。可是钟在敲四点半了，今

天邮件五点钟就得送走。我的计划又落空了。那也好，我现在可

以安心地上厕所，然后安心地给你们写信。我到目前还没动笔给

彼得·永豪斯写信。真见鬼，厕所里有人，我憋得真难受。

有趣的是，如果将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加以对比，就会发现，这

些诗人总是成双配合，相辅相成。如克洛普什托克同莱辛，歌德

同席勒，蒂克同乌朗特都是这样。现在吕凯特却孑然一身。我想

知道，他是要找一个人配合自己呢还是宁愿就这样了此一生？看

来就是这样了。作为写爱情诗的人，可以把他同海涅相比，但遗

憾的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完全不同，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结合在

３４４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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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克洛普什托克同维兰德尽管互为对立面，还有可结合的地

方，而吕凯特同海涅则毫无相似之处，两人截然不同。柏林的“青

年德意志”５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他们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

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

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

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之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

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泰奥多尔·蒙

特这个人在提到那个“想把舞蹈跳得同歌德齐名”的塔利奥尼小姐

时，是想到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他剽窃歌德、海涅、拉埃尔①和施蒂

格利茨的漂亮词句来装饰自己，写些有关蓓蒂娜②的极为可笑的

废话，但是这一切在他的笔下都写得时髦极了，时髦极了，以致任

何一个拙劣的作家，任何一个年轻、虚荣、放荡的女士都一定乐意

读。蒙特在莱比锡的代理人奎纳正在编辑《雅士报》。这份报纸看

上去活象一个女人，虽然她的身材只适合穿裙环，现在却硬穿上一

件时髦的衣裳，因而她每走一步，都可以透过柔软贴身的衣服看到

她那线条极其柔美的大腿。真是妙极了！还有亨利希·劳贝！这

家伙一个劲地胡乱塑造一些虚幻的人物，写了一些不是游记的游

记２２８，废话连篇。真是可怕！我不知道，德国文学的前途如何。我

们有三个富有才华的作者：卡尔·倍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和尤利乌斯·莫森；诚然，第三个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他在他的

《亚哈随鲁》２２９中让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处处向基督教寻衅。谷

兹科夫是最明智的人之一，他也指搞莫森，说亚哈随鲁是一个卑

鄙的人，是一个真正唯利是图的犹太人。２３０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

４４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阿尔宁。——编者注

指拉埃尔·万哈根·冯·恩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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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ｊｕｉｆ①，他在《雅士报》上疯狂地攻击谷兹科夫，
２３１
而谷兹

科夫却是他望尘莫及的。克赖策纳赫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文人，

他把亚哈随鲁作为一个受欺凌的可怜虫捧上了天，而指责基督是

一意孤行、高傲自大的上帝。他说，当然，在民间故事书中亚哈

随鲁是一个很卑俗的人物，但是要知道，浮士德在集市的演艺场

上也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魔术师，不过这并不妨碍歌德通过他表

现了“几个世纪的心理”。后面这一点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我没有

记错，这纯粹是拉丁语结构），但是，它之所以使我感动，仅仅由于

是民间故事书的缘故。当然，既然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责备民

间故事书，那么，这些书就应该是很坏很坏的喽。不过，我敢说，同

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以及他那群可爱的伙伴相比，民间流传的

亚哈随鲁更加深刻得多，更加富有诗意。

我现在正在写一些讽刺短诗，把已经写好的几首抄给你：

报  刊

１．《电讯》②

     你自诩为快手，那一挥而就的东西，

必定是连篇废话无疑。

２．《晨报》③

   你早上读过了我，晚上未必还能记得起，

你面前是无字的白纸还是印上字的报纸。

５４４９．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德意志电讯》。——编者注

犹太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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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晚报》

   如果你夜不能寐，请拿起这张报纸，

保管你马上进入甜蜜的梦乡。

４．《文学报》

   在整个艺苑中，这片树叶刺儿最多，

可是它已多么干枯！风一吹，便脱落。

别的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好就此搁笔。我发现，我这个可

怜虫要在明天中午以前把几封信送走，非得抓紧时间不可。马上

就有客人要上我们这儿来，明天我还要办很多事，写很多信，因此，

加快速度写信不是没有好处的。

我现在正在读杜勒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皇帝和教皇》４０。杜勒

徒有虚名；他的抒情诗《维特尔斯巴赫》２３２糟透了，其中许多诗歌

就是许尔施泰特那本书２３３里的。他想模仿民歌，但俗不可耐。他

的《洛约拉》是用拙劣的文风把历史小说中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重

新拼凑起来的令人讨厌的大杂烩。他的《格拉贝的一生》２３４极不真

实、极其片面。我现在读的这本小说还比较好些：个别人物的性格

刻画得不错，其他人物的性格描写至少不能算差，个别场面写得相

当成功，虚构的人物也很有意思。但是，就以第一卷来看，他在描

写次要人物时完全不会掌握分寸，对历史也毫无新鲜、大胆的见

解。在第一卷卷末，他毫无必要地让一个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死

去。他对各种离奇古怪的死法特别偏爱：例如，有一个人物，当他

正准备将短剑刺进敌人胸膛的时候，自己却因狂怒而死去；而这个

６４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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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正站在埃特纳火山口，打算服毒自杀，这时火山崩开的裂口把

他埋葬于熔岩流之中。全卷就以下面这个场面的描绘作为结束：

“翻腾的海涛汇集在一轮红日之巅”２３５。这样的结尾，虽然实际上

平淡、庸俗，却写得很讨人喜欢。我也就这样结束这封信吧。Ａｄｄｉ

ｏ，ａｄｉｅｕ，á ｄｉｏｓ，ａｄｅｕｓ①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杂志 原文是德文

第９期（柏林）；略加删节发表于《恩格斯

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全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

部分第２卷

１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２月１９日于不来梅］

Ｅｔｔｕ，Ｂｒｕｔｅ？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ｅＧｒａｅｂｅｒ，ｈｏｃｅｓｔｒｅｓｑｕａｍｎｕｎｑｕａｍ

ｄｅｔｅｃｒｅｄｉｄｅｒｉｍ！Ｔｕｊｏｃａｓａｄｃａｒｔａｓ？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ｅｒ？ＯＴｅｍｐｏｒｅｓ，

ｏｍｏｒｉａ！Ｒｅｓｄｉｇｎｉｓｓｉｍａｍｅｍｏｒｉａ！Ｕｎｄｅｅｓｔｔｕａｇｌｏｒｉａ？Ｗｏｉｓｔ

ＤｅｉｎＲｕｈｍｕｎｄＤｅ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ｕｍ？ＥｓｔｉｔｕｍａｄＤｉａｂｏｌｕｍ！Ｑｕｉｓ

ｅｓｔ，ｑｕｉｔｅ ｓｅｄｕｘｉｔ？Ｎｏｎｎｅ ｖｅｒｂｕｍ ｍｅｕｍ ｆｒｕｘｉｔ（ｈａｔ

ｇｅｆｒｕｃｈｔｅｔ）？Ｏｆｉｌｉｍｉ，ｖｅｒｔｅ，ｓｏｎｓｔｓｃｈｌａｇｉｃｈＤｉｃｈｍｉｔＲｕｔｅｕｎｄ

Ｇｅｒｔｅ，ｃａｒｔａｓａｂａｎｄｏｎａ，ｆａｃｍｕｌｔａｂｏｎａ，ｅｔｖｉｔａｍａｇａ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ｍ，

ｐａｒｔｅｍｒｅｃｕｐｅｒａｂｉｓｏｐｔｉｍａｍ！Ｖｉｄｅｓａｍｏｒｅｍｍｅｕｍ，ｕｔｓｐｉｒｉｔｕｍ

ｆａｕｌｅｎｚｅｎｄｅｕｍｅｇｉａｄｌｉｎｇｕａｍ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ｔｄｉｃｏｂｓｔｕｐａｔｕｓ：ｑｕｉｎａｍ

７４４１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２月１９日）

① 再见（分别用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书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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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ｃｉｔ Ａｎｇｅｌｕｍ ｉｔａ ｔｏｌｌｍ，ｎ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ａｔｉｓ ｖｏｌｌｕｍ，ｐｌｅｎｕｍ 

ｅｔ，ｐｌｕｓａｎｃｏｒａ ｖｉｅｌ：ｈｏｃ ｆｅｃｉｔ ｅｎｏｒｍｅ Ｋａｒｔｅｎｓｐｉｅｌ！①自己好

好想想吧，干坏事的人，想一想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强盗，想

一想你在各个方面都在犯罪，不知好歹！纸牌！这是用魔鬼的皮

做的。啊，你们这些恶棍！一想到你们我就眼泪汪汪，或者说痛

心疾首！哎呀，我身上充满了灵感啦！在１８３９年第二个月的第十

九天，正午时分，因为通常十二点钟用午饭，一阵旋风将我卷起，

带向远方，那里我看到他们正在玩牌，而这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

牌还得继续打下去。这时从东方刮起了一场可怕的雷暴雨，窗玻

璃嘎嘎作响，冰雹纷纷落下，可是他们仍然继续玩牌。后来玩得

争吵起来了。东方的国王杀向西方的大公，午夜里又是格斗者的

一片厮杀声，接着大海的公爵又起来反对东方诸国，于是一场人

类空前的大决战就在他的城市前面爆发了。然而，他们还是继续

玩牌。终于从天上降下七个神灵。第一个神灵身穿长礼服，他的

胡子垂到胸前。他们称他浮士德。第二个神灵的秃顶周围长着一

圈白发，他扬言：“哀哉，哀哉，哀哉！”他们叫他李尔。第三个

神灵是个高个子，力气很大，他的名字叫华伦斯坦。第四个神灵

象亚衲族人的后裔，拿着一根黎巴嫩雪松般的大棒。他们叫他海

８４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还有你，布鲁土斯？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我从来没有料到你会干这种事！你

在玩牌？上瘾了？哦，时代，哦，风尚！最有价值的事是记取教训啊！你的

名声何在，你对基督教的信仰何在？都见鬼去吧！是谁把你引入歧途？难道

我的话不管用？啊，我的孩子，回心转意吧，否则，我将用鞭子抽你；把牌

放下，多做好事，过纯洁的生活吧，那时你将会赢回幸福！我的爱好已经使

我懒散的精神转向学习拉丁语，你看到我这种爱好，会吃惊地说，是谁使安

琪儿如此怒不可遏？是谁使他头脑里充满愚蠢的想法和其他荒唐的东西？这

是漫无节制的牌戏造成的！（信的这一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中间插进了一些

德文词句，为了押韵起见，某些德文字的词尾是故意写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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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立斯。第五个神灵混身如铁打钢铸，他的名字写在他的前额上：

齐格弗里特。和他并行的是个强壮的勇士，他的宝剑犹如闪电闪

烁着光芒，这是第六个神灵，他叫罗兰。第七个神灵身佩宝剑，把

系在剑梢上的头巾当作旗帜在头上挥舞，旗帜上写着：ＭｉｏＣｉｄ①。

这七个神灵敲了敲玩牌者的门，可是他们不予理睬。终于从午夜

里走来了伟大的黎明，它象雄鹰一般掠过整个大地，飞向远方，当

它消失的时候，我就再也看不到玩牌者了。但门上画了几个黑色

的符号：    ②。我愣住了。

如果说我给威廉的信还不足以证明我怒火万丈，那么我希望

现在你们谁都不会再怀疑这一点了。不信的话，我将以更充分的

理由使你们相信。

五个玩牌者的未来

刚才我在《电讯》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巴门传教士温克勒诗

作的文章。２３６文章痛斥了这些诗，并且大量引用了具有真正传教士

风格的一些段落。如果这份杂志到了巴门，谷兹科夫本来就不怎

９４４１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２月１９日）

①

② 柏林！——编者注

我是西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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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名声在那里将不可收拾。这些段落形象极其恶劣，糟糕透

顶，相比之下，保罗倒是个天使。“主耶稣啊，请你治好我的罪恶

的血漏吧！”（暗指福音书中一则著名的故事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情。我对巴门越来越感到失望，在文学方面，这是一个没有发展

前途的城市。那里所发表的东西，除了讲道稿以外，起码都是些

废话；宗教上的东西通常是毫无意思的。难怪人们都把巴门和爱

北斐特称为蒙昧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城市；不来梅的名声也是一

样，它和那两个城市十分相似；市侩习气同宗教狂热病相结合，在

不来梅还要加上卑鄙龌龊的宪法，这些都阻碍着人们精神上的发

展。而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则是弗·威·克鲁马赫尔。——布兰克

非常抱怨爱北斐特的牧师，特别是抱怨科尔和海尔曼；我很想知道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尤其指责他们的作品枯燥无味；照他的说

法，只有克鲁马赫尔是个例外。——传教士谈论爱情，说得可笑

极了。瞧，我现在也照样诌几句：

虔诚主义者的爱情表白

尊敬的姑娘！我同尘世罪恶的诱惑作了长期顽强的斗争，

现在向你求爱，万分真诚，

你是否同意和我结成合法的姻亲，

在上帝面前把自己的义务履行！

其实，我并不爱你，这一点根本谈不上，

我爱的是你身上的上帝，他——

不行，诌不出来了；要讽刺这种东西，而又不挖掘这种人的挡箭

牌后面最神圣的东西，那是不行的。我倒是想看看这种婚姻：丈夫

０５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８章第４３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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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自己的妻子，却爱自己妻子身上的基督；这里马上就产生一个

问题：他是否与化身为自己妻子的基督睡觉？这种荒唐事，我们在

圣经中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在《雅歌》中写道：“我所爱的，你何其

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①，可是现在人们无视大卫、索洛

蒙以及天晓得是谁，而对肉欲所作的一切辩护进行指责。这使我

大为愤怒。况且这些好汉们还自夸掌握了真正的教义，还咒骂任

何一个并不怀疑圣经，但是对圣经的解释与他们不同的人。他们

干得真不错呀。如果你去找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说圣经中某

节和某节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他们立即会攻击你。古斯塔夫·施

瓦布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一个小伙子，他甚至有正统思想，但神秘主

义者对他的评价不高，因为他并没有总是用“你说，我是基督教徒”

那样的格调唱宗教歌曲，还因为他在一首诗里暗示过唯理论者和

神秘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可能性。至于宗教诗，眼下正濒于

灭亡，除非有人给以新的推动，天主教徒象新教徒一样，千篇一律：

天主教徒在编写马利亚的赞美诗，新教徒则大唱毫无诗意的老调。

多么可憎的抽象概念啊，什么圣化，归正，称义，还有天晓得的什么

Ｌｏｃｉｃｏｍｍｕｎｃｓ②以及种种陈词滥调！对现时的宗教诗的不满情

绪，即对宗教的虔诚感情，使得人们怒不可遏。我们的时代难道就

这样吝啬，竟找不到一个人能为宗教诗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实

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合适的方法是我在《风暴》和《佛罗里

达》③中采用的方法，我请你们仔细地评论一下，否则我就不再寄

１５４１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２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３７—４４２页。——编者注

老生常谈。——编者注

圣经《旧约·雅歌》第７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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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勿谓言之不预。武尔姆把信件耽搁了，这是不可饶恕的。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９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１１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３月１—１２日于不来梅

３月１１日

亲爱的海尔曼：

敬请阁下今后写信不要用从里佩先生那里学来的这套开场白

折磨我。我现在认为，我们这里每天早上都是冬天，而中午是夏

天，因为早上我们这里的气温是零下５度，而中午是１０度。我仍

在按部就班地练习唱歌和作曲，看，这就是我所作的一段曲子的

样品：

你可以按照这个曲调唱“盲人”，也可以不这样唱。

３月１２日。你很快就要有自己的狗了，这使我很高兴。母狗是

什么品种，这只小狗长得怎么样？老古董洛伊波尔德先生现在来到

商行。现在我要象伟大的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言归正传。这里新

２５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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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一种报纸，叫《不来梅市

信使报》；编辑是阿尔伯特

·迈耶尔，他是个大笨蛋。

他从前曾以人民的幸福、孩

子的教育以及其他题目开过

讲座，他想发表这些讲稿，但

是可爱的上司不同意，因为

这实在太荒唐了。此人天生

是个瓷器商，他从该报的第

一号就同《杂谈报》①发生争

吵。他们彼此大肆攻击，简 《市信使报》前

直令人捧腹。下文请见给玛 走着一个这样模样的人

丽亚的信。

你的爱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１２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３月１２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３５４１２．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３月１２日）

① 《不来梅杂谈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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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续致海尔曼的信）。这家《市信使报》①上登载的全是一些无

稽之谈。我在商行写了一些诗，开玩笑地对它赞扬了一番，编造了

一些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寄给该报，署名为泰·希尔德布兰特。

该报极其认真地刊载了这些诗。眼下我的抽屉里正有一首准备投

寄的诗。诗文如下：

          书的智慧２３７

  读破万卷书，只汲取了滔滔不绝的词汇，

这种人并不明哲智慧，

纵使他对科学苦苦探索，

也无法揭开存在的面纱。

对植物学课本了如指掌，

也未必能听到小草在生长。

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不能教会你做好人。

不，萌芽隐藏在心灵深处，

它向人展示生活的艺术，

你为何从早到晚学习，

莫非要学会把激情平息？

他只应倾听自己的心声，

谁听而不闻，谁就死气沉沉，

你的全部词汇内容丰富，

而人的理性一词内容最丰富。

这首诗就这样写下去了，全是嘲弄。通常当我不大清楚该给

４５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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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寄点什么的时候，我就拿起《信使报》，从中拼凑一点东西。前几

天我让卡尔·洛伊波尔德坐在我的办公桌旁，口授他写一封语气

粗鲁的信给《信使报》，该报收到后，加上一段十分愚蠢的按语就把

信发表了。现在我该走了。始终是

你的爱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１３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４月８—９日［于不来梅］

１８３９年４月８日（ｎｉｓｉｅｒｒｏ①）

最亲爱的弗里茨：

你大概以为这封信将会使你一读为快，不，远非如此！你使我

的幻象黯然失色，使我生气、愤怒，因为你不仅很久不给我来信，而

且还玷污了至今仍隐藏在人的创造精神中的最神圣的秘密。因

此，你应当受到特殊的惩罚：要让你感到枯燥得要命，用什么办法

呢？读文章。什么内容呢？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内容：当代文学。

１８３０年以前我们有些什么呢？有泰奥多尔·赫尔及其伙伴维

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老歌德和老蒂克，ｃ′ｅｓｔｔｏｕｔ②。犹如霹雳

一声，七月革命爆发了，它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意志最卓越的表

现。歌德死了，蒂克日益衰老，赫尔暮气沉沉，沃尔弗冈·门采尔

５５４１３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８—９日）

①

② 这就是全部。——编者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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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写他的烦琐乏味的评论文。可是，一种新气象在文学中还是

出现了。诗人中名列前茅的是格律恩和莱诺，吕凯特的创作有了

新的起色，伊默曼的声望在提高，普拉滕也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

情况。海涅和白尔尼早在七月革命以前就已经成熟了，只是到现

在他们才获得声望，善于利用各族人民的文学和生活的新一代就

是依靠了他们，走在最前面的是谷兹科夫。谷兹科夫在１８３０年还

是个大学生。他起初在《文学报》为门采尔工作，但是时间不长；他

们在观点上有了分歧，门采尔变粗暴了：谷兹科夫写了一本著名的

长篇小说《瓦莉》（一个多疑的女人），门采尔就发出了令人厌恶的

叫嚣，对这本书进行恶意的抨击，这时他把瓦莉所表达的观点当作

谷兹科夫的观点加以谴责，而且居然弄得这本无辜的书被禁止出

版。２１追随谷兹科夫的是一个无疑十分平庸的人物蒙特，此人为了

谋生，发起组织各种文学团体，发表其他作者的ｃｕｍｓｕｉｂｕｓ①文

章。博伊尔曼，一个精明的家伙和眼光锐敏的观察家，很快就加入

了他的团体，接着卢道夫·文巴尔克，弗·古斯塔夫·奎纳也加入

了。于是文巴尔克给这五位作家想出了（ｎｉｓｉｅｒｒｏ，ａｎｎｏ１８３５②）一

个名称：“青年德意志”５。他们的对立面是门采尔，门采尔最好还是

闭门家中坐吧，因为谷兹科夫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再

就是《福音派教会报》，这家报纸认为每个譬喻都是偶像崇拜，每一

种情欲的表现都是原罪（也许亨斯滕贝格就是按照Ｉｕｃｕｓａｎｏｎ

ｌｕｃｅｎｄｏ③这条规则命名的，就是说，他也许是匹骟马
④，阉割者，去

６５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直译是：小树林，因为那里不明亮。不是按照相似而是按照相反的现象进行对

比的一个著名的例子。——编者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１８３５年。——编者注

连同他自己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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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者？）这伙高贵的人指责“青年德意志”说，它的代表们想解放妇

女和恢复肉欲，此外，他们还想就便推翻一些王国而一身兼任教皇

和皇帝。在这一切攻击中，只有涉及妇女解放（按歌德的理解）这

一条可以成立，而且它也只适用于谷兹科夫，谷兹科夫后来否认这

是一种攻击（认为这是好胜的青年人的冒失行为）。由于这种合

作，“青年德意志”的目标更明显地形成了，这就是在他们心目中意

识到的“时代观念”。这些本世纪的观念（奎纳和蒙特就是这样说

的）并不象人们诬蔑的那样，是某种蛊惑人心的或反基督教的东

西；它们建筑在每个人的天然权利之上，并且涉及现代关系中同

这种权利相矛盾的一切事物。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加国

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

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对于这些，谁能反对呢？

《福音派教会报》和门采尔败坏“青年德意志”的声誉，是问心有

愧的。早在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间，在通过观点的一致而不是通过某种

特殊的协会结合起来的这些作家中，思想就已经明确了；他们由

于作品质量高，从而得到其他大部分是没有才华的作家的承认，并

且把一切有才华的青年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他们的诗人是阿

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和卡尔·倍克；他们的批评家首先是谷兹

科夫、奎纳、劳贝，而在比较年轻的批评家中间有路德维希·维

尔，莱文·许金等；此外，他们在长篇小说、戏剧等方面也在进行

尝试。近来，在谷兹科夫同蒙特以及奎纳、劳贝等人之间确实发生

过争论；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支持谷兹科夫的是一些比较年轻

的人如维尔、许金等等，在青年人中间支持蒙特的只有两三个人；

７５４１３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８—９日）

④ 文字游戏：亨斯滕贝格的德文是“Ｈｅｎｇｓｔｅｎｂｅｒｇ”，而德文“Ｈｅｎｇｓｔ”的意思

是“公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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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尔曼相当中立，年轻而颇有才华的丁盖尔施泰特也保持中立，

但是都非常倾向于谷兹科夫。争论的结果，蒙特威信扫地；奎纳的

威信也大大下降，因为他很卑鄙，凡是谷兹科夫所写的东西他都辱

骂；相反，谷兹科夫则风格很高，而且他嘲笑的多半只是蒙特和奎

纳相互吹捧他们两人之间那种伟大的爱慕之情。谷兹科夫是一个

十分卓越、十分值得尊敬的小伙子，他最近给《文学年鉴》５７写的一

篇文章就是明证。

除了“青年德意志”以外，我们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作家了。士

瓦本派早从１８２０年开始就是个消极的流派了；奥地利人——策德

利茨和格里尔帕尔策——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所写的题材我

们不熟悉（策德利茨写西班牙的题材，格里尔帕尔策写古希腊罗马

的题材）；在抒情诗人中，莱诺尽管写的是教会方面的题材，但他已

经倾向于“青年德意志”，弗兰克尔是真挚的乌朗特的ｅｎｍｉｎｉａ

ｔｕｒｅ①，卡·艾伯特完全波希米亚化了；萨克森人有：赫尔、赫勒尔、

赫尔洛斯宗、莫尔费尔、瓦克斯曼、特罗姆利茨，哎哟，我的天！这里

还少一个“维茨”②；马尔托派
２３８
的作家和柏林派（你不属于他们这

一派）坏透了，莱茵省人——莱瓦尔德无疑是消遣读物作者中的佼

佼者；他的《欧罗巴》可以一读，但是其中的评论糟糕透了。胡布、

施内茨勒及其一伙价值不大；你瞧吧，弗莱里格拉特还会回到“青

年德意志”的，杜勒也会这样，只要他在这之前还没有垮掉，而吕凯

特却象老爷子一样站着，伸出两只手，为大家祝福。

４月９日。你瞧，这就是那篇动人的文章。我这个可怜人现在

该做什么呢？继续啃书本吗？毫无兴趣。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呸，

８５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文字游戏：“Ｗｉｔｚ”——“智慧、机智”。——编者注

缩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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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见鬼！坚守萨克森人的中庸之道——ｕｇｉｔｔｕｇｉｔｔ！（啊，上帝，啊，

上帝！——当地表示厌恶的说法）。因此，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

派，或者不如说，我已经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

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旁，望着普鲁士

国徽时，我浑身都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

时，我都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

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鼠皮裘的蒙昧主义者。但是对于他们那

些关于悲伤厌世，关于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关于犹太人的苦难

等等空泛词句，我是避犹不及，因为它们现在已经陈腐不堪了。不

过，弗里茨，我跟你说，因为你就要当牧师了，所以，只要你愿意，你

可以成为正统主义者，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斥责“青年德意志”并

且把《福音派教会报》奉为至理名言的虔诚主义者，那么，说真的，

我可得对付对付你了。你应当在盖马尔克当牧师，把被克鲁马赫

尔弄得名噪一时、令人诅咒的、虚弱的、因循守旧的虔诚主义９驱除

出去。当然，他们会造谣说你是异教徒，那就让他们来一个人，用

圣经和理性向你证明你是错的吧！顺便说一下，布兰克这个邪恶的

唯理论者，正在抛弃整个基督教，可是这又有什么结果呢？不，我从

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是ｔｅｍｐｉｐａｓ

ｓａｔｉ①；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

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

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唯理论。所有这一切都会得到解决。再见，

弗里德里希，请尽快地、多多地给我来信。

Ｄｏｈｅｓｔｄｅｍｌｄｕｂｂｅｌｔ．②

９５４１３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８—９日）

①

② 接受我的双重签名。——编者注

过去的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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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杂志 原文是德文

第９期（柏林）

１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４月１０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然而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些有

趣的事。本市市长格勒宁博士阁下在耶稣受难节死了，因此一星

期前进行新市长的选举。参议员约·丹·诺尔特尼乌斯博士先生

阁下当选，并且在星期五举行了隆重的列队行进仪式。走在前面

的是八名侍从（每个市长应当有两名侍从），穿着白瓷色短裤、漂

亮的长统袜子、鲜红色的燕尾服，腰佩军刀，头戴拿破仑式的三

角制帽。市长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领头的是聪明过人的斯密特博

士先生阁下，俨然是不来梅之王；敦策博士先生穿着一直裹到脖

子的皮大衣，他老是随身带着体温表去参加参议会会议。后面是

参议员、传教士和市民，有六百至八百人。他们都走进一所或者

几所房子，在那里享受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食物，就是说，他们

都得到桃仁糕、雪茄烟和啤酒，吃饱喝足，并且还把自己的衣袋

装得满满的。孩子们站在门前吵吵闹闹，不管是谁走出来，他们

就追着向他叫喊：“他吃了！他吃了！”当议长哈泽主席先生走出

来时，他们也同样叫喊，这时他庄严地转过身来声明：“我是议长

０６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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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泽先生”，孩子们便大叫起来：“议长哈泽吃了，议长哈泽吃了！”

你可以想象，为了解救自己，这位不来梅城邦的栋梁是如何转动

他那柱子一般的身体的。上星期六，为了递补诺尔特尼乌斯博士

的空缺，选举了新的参议员，莫尔博士获得了这一荣誉。星期一

举行了为他庆贺的盛大宴会。按照传统，在这种场合下，新参议

员的一个亲属应当狂饮，就是说他应当喝得酩酊大醉。经纪人赫

·阿·海涅肯先生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使人人皆大欢喜。因

为正如一个伟大的诗人２３９所说的：

  忧心忡忡地饱尝这种生活，

  就是智慧和美德。

玛丽亚：“可是，弗里德里希，你怎么可以给我写这种蠢事？简

直文不对题。”弗里德里希：Ｉｃａｎ’ｔｈｅｌｐｉｔ①，我必须把这页写完呀

——啊哈，我又想起点事了！上星期天我同奈维安特和罗特骑马兜

风，奈维安特还带了一个小英国人，个子象安娜②。我们刚要出城，

这个英国人就扬鞭策马，马急驰而去，他却稳稳当当地坐在鞍上，

尽管这马开始东奔西窜，他也没有跌下来。后来，他下马寻找落掉

的鞭子，可是，哦，这个大笨蛋，竟把马撂在一旁，那马迟疑了一下

就跑开了。他在后面追。奈维安特赶忙下马，跟着他追马，然而空

手而归。约翰和马都不见了。我们骑马来到霍恩，在那里吃了一点

东西。我们刚动身回去，约翰先生ｐｌｅｉｎｃａｒｒｉèｒｅ③骑着马赶上了我

们。原来那匹马在路上被人截住了，他就骑上马，奔回马厩拿了一

条新鞭子。于是我们继续策马前进。奈维安特的马和我的马相当

１６４１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４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飞快地。——编者注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我没办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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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们刚刚催马快跑，约翰先生的马就疯狂地从我旁边疾驰而

过，我的马野性大发，全速疾驰。我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就任它

跑去，只是偶尔才设法让它慢下来。但是我刚刚使它从这次疯狂

的追逐中镇静下来，约翰从我旁边飞驰而去，结果比先前还糟。何

况他老是一边挥动自己的帽子，一边叫喊：Ｍｙｈｏｒｓｅｒｕｎｓ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ｙｏｕｒｓ①，好啊！最后，他的马撞了一辆车才停下来。这时我

的诺尔玛也停住了。假如这些愚蠢的马能懂得，当它们开始奔驰

的时候，骑马人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那就好了。不管怎样，我丝毫

不感到害怕而且骑术相当高明。Ａｄｉｅｕ②．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

—５月１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我目前正忙于研究哲学和批判的神学。一

个人如果满了十八岁并且知悉施特劳斯、唯理论者以及《教会

报》③，那就应当要么不加思索地什么都读，要么开始对自己的乌

培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我无法理解，当圣经中出现一些相

２６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我的马跑得比你的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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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显的矛盾时，正统派的传教士们怎么还能这样拘泥于正统的

观点。他们又如何能把马利亚的丈夫约瑟的两个家谱，有关圣餐

（“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被鬼附身的

故事（第一次说，鬼离开人身，第二次则说，鬼附在猪身上）的

说法不一，以及有关耶稣的母亲出去寻找她认为是疯了的儿子，尽

管她的怀孕情况是奇迹般的等等的说法——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同

相信真实性，即同相信福音书作者的绝对的真实性一致起来？其

次，对“我们的天父”、对奇迹的连贯性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约翰

公然违反叙事形式而作的独特的深刻解释，对这一切又该如何理

解？正统派所炫耀的Ｃｈｒｉｓｔｉｉｐｓｉｓｓｉｍａ①在每一本福音中都不尽相

同。旧约我就根本不谈了。可是在可爱的巴门，没有人跟你讲这

种事，那里完全按照另外一套原则进行教学。那么，旧的正统思

想以什么为依据呢？无非是成规旧套。圣经在什么地方要求对它

的教义、它的故事必须照本宣科？有哪一个使徒在哪里说过他所

讲的一切都是直接受到圣灵的启示？正统派所讲的并不是要理性

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

死的词句。因此，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好的超自然主

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所以，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

一个诚心尽力做好事的唯理论者要永远堕入地狱。这同圣经本身

也是矛盾的，因为那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会由于原罪而只会根据

本人的罪恶被处罚堕入地狱；如果有人全力抵抗原罪并且做了他

所能做的事，那么，他的真正的罪恶只不过是原罪的必然后果，因

此，不能处罚他堕入地狱。

３６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① 基督亲口说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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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４日。哈，哈，哈！你知道是谁给《电讯》写了一篇文

章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正在写这封信的人，２４０但是我劝你对此

守口如瓶，否则我会遇到非常麻烦的事。科尔、巴尔和海尔曼等

人，我是根据威·布兰克和施特吕克尔写的评论才知道的，我把

这些评论几乎逐字逐句地抄了下来；至于科尔是个胡扯的人①，海

尔曼是个软弱的虔诚主义者，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杜是下巴门的

维滕施泰因家的年轻办事员杜尔霍尔特。不过，我引以自慰的是，

我在文章中没说过任何我无法证实的东西。只有一件事使我觉得

烦恼：我没有说明施梯尔的重要作用。他作为一个神学家，不应

被忽视。可是，我对这些人物，特别是对克鲁马赫尔、德林（关于

他讲道的传说，彼·永豪斯已经对我讲了）等人以及对文学的知

识，你是否感到惊讶呢？评论弗莱里格拉特的意见想必是好的，否

则谷兹科夫就会把它们删去。不过文风很不好。——此外，文章

似乎引起了轰动，我恳求你们五人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作者。明

白吗？至于说到骂人，那么我主要是骂你和威廉，因为当我很想

骂人的时候，我面前正好放着给你们的信。特别
·
不应当让弗·普

吕马赫尔知道那篇文章是我写的。而这个巴尔算个什么东西！他

在耶稣受难节就要讲道，可是他没心思研究，于是把他在《博爱者》

报上找到的一篇讲道稿背下来，就这么讲起来了。克鲁马赫尔正

好就在教堂里，他觉得那篇讲道稿很熟悉，终于想起这是他本人于

１８３２年耶稣受难节所讲的那一篇。其他读过这篇讲道稿的人也觉

得似曾相识；人们要求追究巴尔的责任，他只好全部承认。Ｓｉｇｎｕｍ

ｅｓｔ，ＢａｌｌｕｍｎｏｎｔａｎｔｕｍａｂｈｏｒｒｅｒｅａＫｒｕｍｍａｃｈｅｒｏ，ｕｔＴｕｑｕｉｄｅｍ

４６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文字游戏：“Ｋｏｈｌ”是姓氏，“ｋｏｈｌｔ”的意思是“胡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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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ｘｉｓｔｉ．①你对《浮士德》作了详细的评论，我非常感激。
２４１
这部作

品的改编毫无疑问出自糟糕的劳帕赫之手，这个卑鄙的家伙什么

都插一手，他不仅糟蹋了席勒，他在自己写的悲剧中把席勒的形

象和思想搞得庸俗不堪，他还糟蹋了歌德，把歌德弄得简直不象

样子了。我怀疑我的诗会畅销，不过这些诗会有一定的销售量，倒

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可以用它们作包装纸和手纸。你用红墨水写

的东西，我没法读，因此无论五个银格罗申也好，雪茄烟也好，一

概不寄。这次收到的要么就是抒情诗，要么就是一段有头无尾的

喜剧。现在我应该去上声乐课了，ａｄｉｅｕ②．

４月２７日

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片断

齐格哈德王的王宫

枢密院会议

齐格哈德

    忠臣们，我们帝国的中流砥柱，

又在这里集聚，

围绕着至高无上的王位，你们都已到齐，

只缺我们的王子！

他又漫游在遥远的森林，

５６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①

② 再见。——编者注

这表明，巴尔并不象你以前所说的那样讨厌克鲁马赫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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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明白事理，可不是他这样的年龄。

我们的枢密院不见他来到，

我们却从早到晚挥汗操劳，

他不听老人语重心长，

却去听飞鸟在林中欢唱；

他不追求智慧，不学习，

一心要同熊罴试比高低；

他同我们谈话，

对战争抱着渴望。

如果不是上帝非凡的明智，

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理性不宜操之过急，

我们早就会让他加冕登极。

如果听任这个纨裤子弟恣意妄为，

我们整个国家岌岌可危。

枢 密 官

     陛下一向有英明的见地，

总是能一语破的。

然而请吾王开恩，

我将把愚见禀陈。

人的禀性各异啊。

这少年刚刚度过十八个年华，

一心只想狩猎和斗争，

聪明才智会与时俱增。

６６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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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的猛勇如信马由缰，

而智慧安静地留在家乡。

青年人的猛勇总会勒马收缰，

他的傲气一落千丈，

那时他会叩开智慧之门，

在家园幸福临门。

现在让他去各地周游，

同恶龙和巨人搏斗；

岁月催他快快成长，

生活将教会他耳聪目明，神智心慧，

那时他将听从您的教诲。

齐格弗里特（上）

    啊，森林，

我很快就要同你那青葱的树木分离？

在你那自由的天地，

比在皇帝美肴盛馔的餐桌旁更加适宜。

飞禽走兽自由自在，

岂能离开森林幽谷？

金碧辉煌的宫殿，

也妒羡你那郁郁苍苍的穹隆。

父王，我知道你会责怪

我长期在林中遨游。

当野猪向我飞快跑来，

我怎能坐失良机，怎能忍受？

７６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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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该狩猎也不该斗争，

请赐我一匹骏马和一柄宝剑，

正如我常常禀告陛下，

我可以远走他乡。

齐 格 哈 德

     你还一意孤行至今，

何时才能聪明上进？

只要你还是这样任性，

你就不会变得睿智聪颖。

既然最好的道路只有一条，

任你自由选挑。

去吧，巨人的大棒

将把你的迷梦打消。

带上宝剑，跨上骏马走吧，

学得聪明上进，再返回家园。

齐格弗里特

     你们可曾听到，给我骏马和宝剑！

哪要什么头盔和铠甲？

岂用侍从卫队后拥前呼？

我要的只是勇敢的思想。

汹涌的山泉飞泻而下，

喧腾地穿越山间林谷，

松树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８６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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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却独自开拓前进的道路。

我愿象这股山泉，

为自己冲出一条道路勇往直前。

枢 密 官

     我们年轻的英雄就要远行，

陛下，切莫忧郁伤心。

洪流一泻千里，

树木不再发出摧裂之声。

它越过原野，

浇灌着四周干涸的农田；

洪流变狂怒为嘻戏，

最终沉入沙土才平息。

齐格弗里特

     我为什么要浪费时光，

迟迟不离开这古老的城堡？

圆柱上高悬着宝剑，

外面有嘶鸣的战马！

啊，寒光闪闪的古剑！

快从圆柱上下来吧！

随我冲向遥远的战场，

再见，至尊的父王！

（下）

９６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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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的铁匠铺

齐格弗里特上。铁匠师傅上。

师  傅

     在这个大铁匠铺里，

正锻造着优美的短篇小说。

在各种年鉴文集里，

小说同诗歌射出的光辉在闪烁。

这儿正把杂志锤炼，

使诗歌和评论锻接相连。

我们熔铁炉的火光啊，

从早到晚，永不停息。

请饮用美酒佳肴吧，

徒弟，快带引客人去休憩。

（齐格弗里特和徒弟下）

师  傅

     喂，干起来吧，伙计们！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

对准铁砧敲击，

让那些小说千锤百炼！

给熔铁炉中的抒情诗加温，

让它们不怕炉火锤炼。

０７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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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一切锤成一大块，

因为读者的胃口是无底洞。

如果生铁不够用，

聪明的老板自有办法：

向司各脱借三个主人公，向歌德要三名妇女，

向富凯挪用一个骑士，

这些足够十二个作者采用，

而且写出的小说长短适宜。

要写抒情诗，乌朗特的诗作提供华美辞藻的宝藏，

狠狠地锤吧，把全部力气都使出来；

谁锻打得最多，谁就是好汉。

齐格弗里特（重上）

  师傅，多好的酒啊，多谢您，

十二杯美酒，我开怀畅饮。

师  傅

  （讨厌的家伙！）我十分满意，

你很欣赏我的莱茵葡萄酒。

请来这里，

见见我这支威武雄壮的队伍。

这一位最杰出，

他奉我的命令写小说，含辛茹苦，

有的拙劣，有的高尚，

伟大的沃尔弗冈·门采尔，

１７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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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图加特对他大加赞扬，

这位作者的名字：冯·特罗姆利茨先生。

而另一位几乎可以同他媲美——

他也有贵族的血统。

这就是冯·瓦克斯曼，

在这里就数他最有才干；

没有一本文集，

不留下他的笔迹，

他一连抛出几十部小说，

使读者吃惊，不知所措。

他辛勤耕耘，汗如雨下，

而我最想说的，

是他对诗歌毫无贡献，

这一切使人兴趣大减。

一提到兴趣，我便不寒而栗，

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毁灭。

第三位是罗伯特·赫勒尔，

他的风格象个锡盘，

可是读者把它看作银盘，

我们不计较他的认识这样迟缓。

虽然他写的东西不如前两位多，

对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在努力捕捉，

对神秘主义完全不能忍受。

现在他真的打了它一记耳光。

你知道，四个福音传播者

２７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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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愚蠢的虔诚主义者。

他稍微说上几句，

他们笃信宗教的外衣就被撕去；

准备喝茶时享受一下

他的《拉撒路的姐妹》。

他是个善于写优美的散文的作家，

请您读一读他那带刺的《玫瑰》①。

这里还有一位以卖弄学问为消遣，

好钻牛角尖的人：

诗人弗里德里希·诺尔克，

自命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他编造的事情妙不可言，

他从东方语言中发现，

你们是蠢驴，以利亚是太阳，

因为东方是一切语言的源泉。

至于理性，在他身上你别想找到，

而真才实学和辞源学，要找也是徒劳。

这一位是老实的赫尔洛斯宗，

应当把他拥上宝座，

他是抒情诗人和小说家，

专写无聊颂词的作家。

特别是他的《彗星》②真稀罕，

只有傻瓜才爱看。

３７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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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帮《晚报》的作者，

正由温克勒统率着，

他们是图林古斯、法伯尔、冯·格罗斯克罗伊茨，

瞧，多么吸引人的名字！

这些人何用我来吹嘘，

读者自有奇妙办法呵，

早已把他们捧上了天，

直到与繁星肩并肩。

还有一些人可巧不在，

他们去林中采樵把干树枝捡。

至于那群小学徒，无庸多言，

把他们放到铁砧上锤打还嫌太早。

只要他们还有一滴小说家的血液，

我祝愿他们功成名就。

齐格弗里特

  师傅，请问您尊姓大名？

师  傅

  我这渺小的人

体现着萨克森的文化精神。

您要知道我有多少能耐，

请看我的胳膊多么结实强健，

看我抡锤多么有力。

想必您也会干得不赖，

４７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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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不跟我干一段时间？

齐格弗里特

   行，师傅，这挺合适，

   我准备拜您为师。

师  傅

   我把您送到泰奥多尔·赫尔那里去学习，

   锤炼两篇小说试试身手。

齐格弗里特

   哼，我赤手空拳

把橡树连根拔，

只要我勇猛进击，

野熊也会倒地，

既然我能把冲动的公牛撂倒，

为了这崇高的锤炼艺术，

我是举重若轻呵！

学徒的活儿，

别交给我。

我不想当徒弟，

请看我的拿手戏！

递给我那些铁块，

我一劈就成几段，

它们已经粉身碎骨，

５７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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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我的真功夫！

泰奥多尔·赫尔

    喂，慢着，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要打您，就象您打铁一样！

齐格弗里特

    你唠叨些什么？

何必这样气急败坏？

你不是已敲打倒了嘛，

要站着，你就爬起来！

泰奥多尔·赫尔

    救命啊！救命啊！

师  傅

    小伙计，

您为什么殴打我另一个徒弟？

滚，马上给我滚开！

不然给你两巴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齐格弗里特

    你自己先尝尝吧，我找的就是你！

         （把他推倒）

６７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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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傅

   哎呀，疼啊，疼啊！云云。

（齐格弗里特向树林走去，杀死了一条龙，返回来又打死铁匠，

把学徒们赶走，于是扬长而去。）

在森林中

齐格弗里特

     我又听见，就在树丛后头，

两个对手正在交手。

瞧这两个人——简直可笑又糊涂，

谁也不能把谁制服！

我原以为会碰见两个大力士，

手举的长矛是松树枝，

来的却是两位教授，全都是皮包骨，

互相对掷着几卷书。

   （莱奥和米希勒上）

莱  奥

   喂，过来，你这个黑格尔的狗崽子！

米 希 勒

   虔诚主义者，我看你更渺小，不值一提！

７７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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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奥

  吠，扔一本圣经，正中脑袋！

米 希 勒

  你挨我一卷黑格尔，可怜虫！

莱  奥

  我把这卷黑格尔回敬给你这个亵渎的缺德鬼！

米 希 勒

  我用这本圣经打中你那脖子！

莱  奥

  你还要干什么？你早就是僵尸了！

米 希 勒

  那是你，你这个放肆的狂热教徒！

齐格弗里特

  你们为何争吵？

莱  奥

  这个亵渎神灵的黑格尔门徒

  胆敢蔑视圣经，

８７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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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得向他问个究竟！

米 希 勒

   这个没教养的野人谎话说尽，

   他对黑格尔岂能尊敬！

齐格弗里特

   你们用书互相投掷，

   就因为这些书引起了争执？

莱  奥

   这无关紧要，他不是基督教徒！

米 希 勒

   我象他一样而且是一个更好的基督教徒，

   他只会胡说八道，唠叨不体。

齐格弗里特

   你们何不各奔前程！

   不过，是谁惹起了这场争论？

莱  奥

   是我。我敢说就敢当。

   我得助于上帝，为上帝而战。

９７４１５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３日左右］—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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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弗里特

     可是，你骑的是一匹瘸腿马。

他既不能拯救黑格尔主义，

你也不能挽救基督教于危亡。

没有你，基督教也一如往常，

你何不给自己另找一个行当！

也不要大发雷霆，疯狂呵斥，

滥用上帝的名义。

你们就此分道扬镳，

别再针锋相对地争吵！

（莱奥和米希勒从左右两侧下）

齐格弗里特

     虽说他们都是温文尔雅的学者，

我可从未见过这样怒不可遏。

尽管学过不少高尚的知识，

打起来也需竭尽全力。

可是我现在饥肠辘辘，

我要进入山谷。

在那里找到一座宫殿或一所房屋，

好好舒展筋骨，

或者干脆打点野味聊以果腹。

就给你写这些。描写情节的那些部分我略去了，我只抄了序

０８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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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和讽刺的段落。这是我最近写的东西，下面该描写巴伐利亚国

王①了，可这里出了点毛病。这篇东西不完整又缺少情节。请武尔

姆把诗安排在《缪斯年鉴》②上。就此搁笔，因为邮差就要走了。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于３９年５月１日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９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１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也会收到我今天写的一封信，只是不长，这样我就能把要寄

给你的喜剧写完。这些先生们吃了满满六盘杏仁饼干，这是千真

万确的。信不信由你，那是供六百人吃的。

你得了荨麻疹，这是活该。你的手指总是发痒，你总想做点什

么蠢事；现在，你有东西可以抓痒了。你是而且以后一直是一部陈

旧的梳棉机。

我还劝你不要在信中留下空白页，因为我会在那上面画漫画，

免得荒疏绘画。

１８４１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

①

② 《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路德维希一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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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ｏｓ①，我亲爱的玛丽亚，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这些草体字叫作速记。

     化装。独幕喜剧。为玛丽亚而作。

第 一 场

起居室。母亲坐在桌旁给埃米尔②、海德维希③上课。玛丽亚坐在壁炉旁

看书；鲁道夫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逗引大家。

母  亲 玛丽亚，别看了。这不是你看的书。你读那么多东西，

对你毫无好处。

玛 丽 亚 哦，妈妈，还有一个故事，看完就把书给你！

埃 米 尔 妈妈，“Ｋｅｗａｔｒｏｚ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呀？

母  亲 噢，这个字读 ｑｕａｔｏｒｚｅ，十四，你早就学过了。可不能

老是把一切又忘了。——  海德维希！瞧这孩子，总

是缠着玛丽亚，跟鲁道夫打架。海德维希！你要不要

好好做点事？你们今天都乱了套啦！

（安娜⑤和劳拉·坎佩曼上。）

２８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⑤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

埃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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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娜 妈妈，你看，我们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我们现在就上楼

化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母  亲 好吧，可是别吵闹。

海德维希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做。

母  亲 那就再想想！我已经跟你计算过一次了。不要这样心

不在焉的！

海德维希（哭） 我不会做嘛！

安  娜 妈妈，你也化装吗？

母  亲 你说什么？走开，让我安静安静。整天妈妈这个，妈妈

那个，真叫人受不了。

安  娜 妈妈，你说呀，你化装吗？

母  亲 化装，化装，快走开！

（安娜和劳拉兴高采烈地嚷着下。）

玛 丽 亚 妈妈，书给你吧，这个故事我已经看完了。我也想化

装，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

母  亲 你瞧，我刚对安娜说过，叫她安静点，这会儿你又来了！

鲁道夫（跌倒在地） 哦，妈妈，呜——妈妈！（叫喊）

母  亲 你怎么啦！（向他走去）

埃 米 尔 妈妈，这句话什么意思？

海德维希 妈妈，这里有个数字真奇怪。

母  亲 你们到底能不能安静点？一个接着一个，我真受不了！

埃 米 尔 妈妈，你说呀，能帮我一下吧！哦，妈妈，妈妈，我要上厕

所。

母  亲 那去吧。

玛 丽 亚 妈妈，你真的要化装吗？

３８４１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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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别胡扯了！鲁道夫，你还疼吗？

海德维希 嗯，妈妈，他头上有个大包！妈妈，这是什么数字呀？

玛 丽 亚 真的，你可一定要化装。

安  娜（上） 妈妈，劳拉在厕所里，埃米尔站在门口大声嚷嚷，

     使劲敲门。

母  亲 你又来啦！我现在没有功夫。

露 伊 莎（上） 太太，文德尔要到盖马尔克去，您有事吩咐他

     吗？    

母  亲 嗯，让我想想。你们安静一会儿吧。鲁道夫，别哭了。

玛 丽 亚 安娜，妈妈不是说过，她也要化装吗？

安  娜 是的，妈妈，你说过的。

玛 丽 亚 你们倒是安静点呀！都走开！

埃 米 尔（哭着上） 哦，妈妈，劳拉不让我进厕所。我……我……

     我弄上点……

孩 子 们 他把裤子弄上了一点！

母  亲 还嫌不够似的。一分钟也不让我安逸吗？你们这就一

个个叫吧。（拿起鞭子）来，埃米尔，一、二、三！安娜，玛丽

亚，都走开！叫文德尔自己来一趟。

（两个戴假面具的人上：一男一女。）

母  亲 这是谁呀？又搞什么名堂啦？

（男的急忙跑向母亲，轻轻地夺下她手中的鞭子。大家都高兴

得跳起来。女的站在母亲身旁，给她鼻子上架一副夹鼻眼镜。）

母  亲 胡闹，人家会笑话的。（文德尔上）文德尔，这是要寄的

信，寄给克莱讷斯家的。这些钱寄给裁缝许纳拜恩。就

是这些事。（文德尔下。母亲戴着眼镜坐下。）埃米尔，你先

４８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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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让人给你洗一下。

（戴假面具的孩子抓住张大了嘴站在那里的埃米尔，边叫边打地把他赶

到门口。）

海德维希 啊呀，妈妈，我刚发现，我多做了两道题。嗨，嗨！

玛 丽 亚 妈妈，听我说，你现在也化装吗？

母  亲 噢，又在胡扯什么！

玛 丽 亚 可是听我说呀，妈妈。我要告诉你一点事（与母亲耳语）。

母  亲 不，这可不行。

玛 丽 亚 行，完全行。你看着吧！（全体下。）

（两个小时以后。海德维希穿着鲁道夫的衣服，鲁道夫穿着海德维希的

衣服，各人把自己的假面具给对方戴上。接着，其他孩子相继而上，全都乔装

打扮得滑稽可笑。）

５８４１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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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曼① 呵，奥古斯特②，我的鼻子最长。瞧，约翰，我还有我们

的弗里茨留过的大胡子哪。

奥古斯特 我有这么可爱的绿脸蛋，有灰胡子，还有鼻子也是挺红

挺红的。

玛 丽 亚 劳拉，你瞧，我成了个可爱的男孩子啦，对不？你戴上这

顶帽子变得这么小，这么年轻，我比你大得多，我这顶

花纸帽子也比你的大。

（母亲上，穿一件旧长袍，外面套上父亲的皮睡袍，帽子上又戴了一顶尖

角睡帽，鼻子上架一副夹鼻眼镜。）

孩子们叫道：哦，妈妈，妈妈。

海 尔 曼 奥古斯特，这不是我妈妈！

母  亲 孩子们，安静点，行吗？你们全都坐在桌子旁边等他

来。   

（静场。父亲上。他谅讶地环顾着，直到大家终于取下面具，孩子们叫

啊，笑啊，高兴地追逐着。结局：盛宴。）

我本来可以继续把这个东西写下去，但是时间不容许，半小时

后邮差要走，就此搁笔。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６８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奥古斯特·恩格斯。——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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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左右］—３０日

［于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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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然不想评论《圣哈诺尔》、《佛罗里达》②和《风暴》，那么

你就不配得到任何一首诗；沉溺于ｄｅ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ｓ ｉｎｇｅｎｉｉ ａｂｈｏｒｒｅｔ

ａｂ ｕｓａｔａ ｔｕａ ｖｅｒｉｌｏｑｕｅｎｔｉａ．Ｍｅａｍ ｑｕｉｄｅｍ ｍｅｎｔｅｍ ａ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ｍ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ｍ ｓｅ ｉｎｃｌｉｎａｒｅ，ｈａｕｄ ｎｏｃｃｂｉｔ ｌｉｂｅｒ

ｔａｔｉ；ｈａｅｃ ｅｎｉｍ ｃｌａｓｓｉｓｓｃｒｐｔｏｒｕｍｎｏｎｅｓｔ，ｕ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ａ，

ｄｅｍａｇｏｇｉａ，ｅｔｃ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ｃｌａｕｓａ，ｓｅｄｉｄｅａｓｓａｅｃｕｌｉｎｏｓｔｒｉ，ｅｍａｎ

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ｍｊｕｄａｅｏｒｕｍｓｅｒｖｏｒｕｍｑｕ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ｍｇｅｎ

ｅｒａｌｅｍａｌｉａｓｑｕｅｂｏｎａｓｉｄｅａｓｉｎｓｕｃｃｕｍｅｔ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ｍｐｏｐｕｌｉＴｅｕ

ｔｏｎｉｃｉｉｎｔｒ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ｔｅｎｔａｎｔｑｕｅ．Ｑｕａｅｑｕｕｍｉｄｅａｅｈａｕｄｐｒｏｃｕｌ

ｓｉｎｔ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ａｎｉｍｉｍｅｉ，ｃｕｒｍｅｓｅｐａｒａｒｅ？Ｎｏｎｅｎｉｍｅｓｔ，ｑｕｏｄ

７８４１７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左右］—３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３７—４４２页。——编者注

最亲爱的威廉！（意大利文）我在其他人的来信中找到你的来信，信中的语言
使我感到甜滋滋的。但是我不能认为五个大学生的审讯和判决是正确的或者
是权威的。因为当我把诗放在信里寄给你们的时候，从我这方面说，这是一
种好意（希腊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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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ｄｉｃｉｓ：ｓｉｃｈｅｉｎｅｒＲｉｃｈｔｕｎｇüｂｅｒｇｅｂｅｎｓｅｄ：ｓｉｃｈａｎｓｃｈｌｉｅｅｎ；ｓｅ

ｑｕｉｔｏ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ｙｒｏｏｍ，ａｎｄｉｎｗｒｔｉｎｇａｐｏｌｙｇｌｏｔｔｉｃｌｅｔ

ｔｅｒ，Ｉｗｉｌｌｔａｋｅｎｏｗ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ａｎｏ，ｉｌｍｉｏｂｅｌｌｏＩ

ｔａｌｉａｎｏ，ｄｏｌｃｅｅｓｏａｖｅ，ｃｏｍｅｉｌｚｅｆｉｒｏｃｏｎｐａｒｏｌｅ，ｓ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ｔｉａｌｌｅ

ｆｉｏｒｉｄｅｌｐｉùｂｅｌｇｉａｒｄｉｎｏ，ｙｅｌＥｓｐａｎｏｌ，ｌｉｎｇｕａｃｏｍｏｅｌｖｉｅｎｔｏｅｎ

ｌｏｓ ａ
′
ｒｂｏｌｅｓ，ｅ 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ｚ，ｃｏｍｏ ａｓ ｏｌａｓ ｄａ ｍａｒ ｅｍ

ｒｉｂａ ｄｅ ｆｌｏｒｅｓ ｅ ｐｒａｄｏｓ，ｅｔ ｌ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ｃｏｍｍｅ ｌｅ

ｍｕｒｍｕｒｅ ｖｌｔｅ ｄ’ｕｎ ｆｏｎｔ，ｔｒèｓ ａｍｕｓａｎｔ，ｅｎ ｄ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ｓｃｈｅ ｔａａｌ，ｇｅｌｉｊｋ ｄｅｎ ｄａｍｐ ｕｉｊｔ ｅｅｎｅｒ ｐｉｊｐ Ｔｏｂａｋ，ｚｅｅｒ

ｇｅｍｏｅｄｌｉｊｋ①；然而我们可爱的德语呀，则是所有这些语言的集大

成：

  荷马的语言犹如大海的波涛，

埃斯库罗斯把块块岩石从山顶往谷底掷抛，

罗马的语言是强大的凯撒在军前的演说；

他大胆地拿起石头——词汇，层层堆砌，

把许多高楼大厦建造。

古意大利人的年轻语言十分温柔美好，

８８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精神上的弱点，是同你平时的真诚态度不相称的；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

意志”５，这并不会损害自由，因为这一作家小组与浪漫主义的蛊惑性的学派等

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他们也想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

——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

所掌握。因为这些思想同我的精神倾向没有分歧，我何必要脱离它们呢？要

知道，问题不在于如你所说的要屈从于某一倾向，而在于要归附于某一倾向；

下接部分（拉丁文）是在我的房间续写的，因为我这封信要用好几种语言写，

所以我现在改用英语写（英文），——不，不，我还是用我的优美的意大利语，

它象和风一样温柔清新，它的词汇犹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的百花（意大利文）；

也用西班牙语，它仿佛林间的清风（西班牙文）；也用葡萄牙语，它宛如长满

鲜花芳草的海边的细浪（葡萄牙文）；也用法语，它好似小溪一样湍湍而流，

水声悦耳（法文）；也用荷兰语，它如同烟斗里冒出的一缕香烟，显得多么舒

适安逸（荷兰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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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诗人带到南方绚丽多彩的花园。

佩特拉克在那里把鲜花采集，

阿里欧斯托在那里把道路寻找。

啊，西班牙语呀，你听！

劲风在茂密的橡树梢头高傲地呼啸，

从那里向我们传来了阵阵美妙、古老的曲调。

缠绕着树干的根根藤蔓在绿荫中晃晃悠悠。

葡萄牙语是拍击着鲜花盛开的海岸的细浪：

在那儿还听到轻风带走水神的低吟。

法兰克人的语言仿佛是哗哗的小溪湍急地奔流，

永不停歇的流水把顽石磨洗。

古老的英语是一座雄伟的勇士纪念碑，

它经受了雨打风吹，四周野草离离，

暴风雨呼啸哀号，想把它刮倒，却是徒劳。

而德语听起来好似汹涌澎湃的拍岸浪潮，

撞击着彼岸四季如春的珊瑚岛。

那里迸发出荷马的不可遏止的汹涌波涛，

那里埃斯库罗斯手中的巨石激起了回响，

那里你可以看到巍然耸立的高楼大厦，

那里你还能看到芬芳的花园中最名贵的鲜花。

那里绿树成荫，树梢正在和谐地歌唱，

那里水神正在低吟，流水正在把石头磨洗，

那些古代勇士的纪念碑依然耸立，直插云霄。

这就是德语，它永恒不朽，它无比神妙。

这是我即兴写成的六步韵诗，这些诗是有感于前一页所写的

９８４１７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左右］—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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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聊的事而作的，但愿这些诗能使你更加理解那些无聊的事。

不过你得把它作为即兴诗来评论。

４月２９日。我继续坚持写这封信，我发现今天风和日丽，因此你

们今天——ｐｏｓｉｔｏｃａｓｏａ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ｓ①——也许放下功

课去闲逛是完全合法的。我很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可能已经

写信告诉过你们，我曾以泰奥多尔·希尔德布兰特的笔名，跟《不

来梅市信使报》开玩笑，现在我寄去下面一首诗，就此不同它交往了：

      喂，《信使报》，听我说，别气恼：

我曾长时间把你讥诮；

你活该受到我的嘲笑，

朋友，你本来就是个大草包。

从你开始写报道，

乌云就在你头上笼罩；

你自己讲过的话儿，

我还要你细细咀嚼。

如果我需要题材，

亲爱的，我就从你那里索讨，

用你的话编成打油诗，

又在字里行间把你讥笑。

只要去掉韵脚，抛开格律，

就能认出你的面貌。

如果你现在怒火中烧，

就请咒骂随时准备为你效劳的

希尔德布兰特２４２。

０９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假定也遇上这样的天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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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也开始写点诗或者散文，然后寄给《柏林杂谈》，如果它

还存在的话；或者寄给《伴侣》。今后你再进一步写中篇小说，先登

载在杂志上，以后再印单行本，你就会获得名声，会被公认为聪明、

敏锐的小说家。我再一次认为你们这些人中间，霍伊泽尔是个伟大

的作曲家，武尔姆是对歌德和当代精神发展有深刻研究的人，弗里

茨成为著名的传教士，永豪斯会写宗教诗，你会写诙谐的中篇小说

和评论文章，而我则成为巴门的城市诗人，以接替受屈（在克列维）

而死的西蒙斯中尉。——  我这里还有为你写的一首诗——这是

原定要写给《缪斯年鉴》杂志①的一支歌，可是我不愿再誊写一遍。

也许我还会另写一支。今天（４月３０日）因为天气非常好，我从七

点到八点半坐在花园里抽烟，读《卢兹之歌》２４３，直至去商行上班为

止。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嘴里衔着烟斗，让阳光把脊背

晒得暖和和的，再也没有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舒服的了。今天中

午我将继续研究古德意志的特里斯坦和他关于爱的动人的议论。

今天晚上我要到市政厅酒家去，我们的牧师先生将请大家喝莱茵

葡萄酒，那是新市长理当发给他的。②在这样的大好天气里，我总

是无限想念莱茵河和它的葡萄园，可是，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呢？最

多不过写几节诗。我敢打赌，威·布兰克一定已经给你们写过信，说

［我］是《电讯》上那组文章２４４的作者，所以你们才对文章横加指责。

事情发生在巴门。这是怎么回事——你可以猜想得到。

刚才接到威·布兰克的来信，他告诉我，文章在爱北斐特引起

轰动；龙克尔博士在《爱北斐特日报》上对该文进行指责并且责备

１９４１７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日左右］—３０日）

①

② 牧师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市长约·丹·诺尔特尼乌

斯。——编者注

《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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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不真实；我建议他指出我的文章的不真实性，哪怕是一处也

好——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文章中所引用的一切例子都有事

实根据，这些事实是我从目击者那里获得的。布兰克把这一号报

纸寄给我，我立即转寄给谷兹科夫，请求今后把我的名字保密。２４５

克鲁马赫尔不久前在讲道中宣称，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

转，这个家伙竟敢在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１日公开地宣扬这类货色，同时

断言，虔诚主义９不会使世界返回到中世纪①！可耻！这个家伙必须

赶走，否则，有朝一日你还来不及眨眼他就成了教皇，不过在此之

后天雷会把他劈死。天晓得乌培河谷还将发生什么事。再见！盼

速来信，否则今后我就不再寄诗给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杂志 原文是德文

第９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

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９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见本卷第１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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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５月２３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现在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和理·罗特一起骑马远游。上星期一，

我们到过费格萨克和布

鲁门塔尔。正当我们想

参观有名的不来梅的瑞

士（面积很小、满是小沙

丘的地段）时，突然升起

一大片尘埃，象乌云一

样。五分钟以后，几乎

完全昏暗不明，因此我

们根本不可能观赏所谓

的美景。——不过，圣

灵降临节的第二天，这

个地方热闹极了。所有

的人都到城外去，不来

梅城里死一般的寂静， 扬·克鲁斯贝克尔

而城门外车水马龙，骑马的和走路的络绎不绝。然而尘土飞扬，令

人生畏。因为公路上灰沙很多，几乎有半尺深，尘土自然会在空中

弥漫。刚才进来一个经纪人，此人叫扬·克鲁斯贝克尔，我给你把

３９４１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５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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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像画下来。

他的外表同这里画的一模一样，两只火红明亮的大眼，嘴角总

是带着忧郁的笑容。Ａｄｉｅｕ①．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１９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１８３９年］５月２４日—６月１５日

［于不来梅］

Ｍｙ ｄｅａ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②

今天是５月２４日，仍未收到你一个字。你又一次有资格收不

到诗了。我真不能理解你。现在姑且收下几篇有关当代文学的稿

子吧。

路德维希·白尔尼文集。第一、二卷。《戏剧丛谈》２４６。——白

尔尼是个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在书中他谈的是美学

问题。即使在这里，他也是得心应手；他所讲的一切是那样确切、

清楚，是那样出自对美的真实感受，而且论证得那样令人信服，使

人根本不可能提出异议。这里妙语浩如烟海，坚定而犀利的自由

思想，象礁石一样比比皆是。大部分评论（这本书就是由这些评论

４９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我亲爱的威廉：——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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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而成）是在作品刚刚问世即批评界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还是盲

目的和犹豫不决的时候写成的。但是白尔尼看见并洞察了贯穿于

这种行为的最内在的东西。最出色的是他的那些评论，评席勒的

《退尔》２４７——这是一篇同一般人的观点相反而二十多年来未被驳

倒的文章，因为它是驳不倒的。——  评伊默曼的《卡尔德尼奥》

和《霍弗尔》，评劳帕赫的《伊西多尔和奥里珈》，评克劳伦的《羊毛

市场》（此书牵涉到其他一些利害关系），评胡瓦尔德的《灯塔》和

《图画》２４８——这些书被他否定得那么厉害，真是一无是处，——以

及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白尔尼在各方面都显出是一个伟

人，因为他引起了一场后果未可预料的争端，而且就是这两卷书已

足以保证白尔尼能同莱辛并驾齐驱；不过，他成了另一领域的莱

辛，但愿卡尔·倍克能继他之后成为另一个歌德！

《夜。披甲戴盔的歌》——卡尔·倍克

我是粗犷、豪放的苏丹，

我的诗歌是披甲戴盔的大军；

忧伤在我的前额添上许多神秘的皱纹，

宛如缠了一条头巾。①

在引言的第二节诗里就出现这样的形象，诗篇本身
２２
又会是怎样

的呢？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头脑里就酝酿着这样的思想，那么当他成

熟时会创作出什么样的诗歌呢？——卡尔·倍克是个有才华的诗

人，席勒以后还没有人能同他相比。我发现席勒的《强盗》和倍克的

《夜》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的热爱自由的精神，同样的不

可遏制的幻想，同样的年轻人的豪情以及同样的缺点。席勒在《强

盗》里追求自由，他的那些强盗都是对他那个奴气十足的时代的严

５９４１９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５月２４日—６月１５日）

① 引自卡尔·倍克的《苏丹》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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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警告；不过这种追求在当时还不可能采取一种明确的形式。现在

我们通过“青年德意志”５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的流派：卡尔

·倍克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号召同时代人来认识、了解这个流派，

并且归附这个流派。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ｑｕｉｖｅｎｉｔｉｎｎｏｍｉｎｅＤｏｍｉｎｉ①．

《浪游诗人》。卡尔·倍克的诗集２９。青年诗人在第一部作品刚

刚问世后，紧接着出版了另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在表现力、思想的

丰富、抒情的浓厚色彩和刻画的深度等方面丝毫不亚于第一部作

品，而在形式的精美和风格的古典等方面，却远远超过第一部作

品。从《夜》中的《创造》到《浪游诗人》中关于席勒和歌德的十四行

诗，进步是多么大啊！谷兹科夫认为十四行诗的形式损害了诗歌的

整体效果，我却认为，对于这种独特的诗歌说来，莎士比亚式的十

四行诗恰恰是史诗诗节和单独诗篇之间一种适当的中间形式。这

毕竟不是史诗，而是纯粹的抒情诗，它的史诗情节线索联系松散，

比拜伦的《柴尔德·哈罗德》还要微弱。但是，我们德国人庆幸的

是有了卡尔·倍克。

《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卡尔·谷兹科夫的诙谐小说。６４第

一卷。某个当代的唐·吉诃德的思想是这部三卷集小说的基础。

这个思想已不止一次被人采用过，但是多半改编得很糟，当然还远

不是已经挖掘完了。当代的唐·吉诃德（布拉泽多，一个乡村牧

师）这个人物，谷兹科夫起初构思的时候，是很出色的，但是在执笔

时有些地方写得显然不成功。不管怎样，刚刚年满三十（据说小说

三年前就已写成）的谷兹科夫写的这部小说，在表达能力上远不如

塞万提斯这部已经是成年人的作品。但是次要人物——托比安努

斯似乎同桑科·判扎不相上下，——情景和语言等倒是挺出色的。

６９４ 弗·恩格斯书信

① 祝福以上帝的名义来到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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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评就写这么多。你写了信，我就会继续写。——  你

知不知道，你们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这里的？——６月１５日！而

在此以前的信是４月１５日收到的。这就是说，足足有两个月了！

这样做合适吗？我正式宣告：在我实行不再给你寄诗的惩罚期间，

要避免武尔姆影响你寄信。如果武尔姆不能按时写完信，就别等

他，你们把信寄来！给我写两页四开纸的信，用十四天时间还不

够吗？真丢人。你又不注明写信的日期，这也是不合适的。——

《电讯》上的那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所有，威·布兰克十分喜欢它，

这篇文章在巴门也备受赞扬，此外，纽伦堡的《雅典神殿》也以

完全赞许的口吻援引了文章内容。２４９文章中也许个别地方有些夸

张，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整篇文章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景。当

然，如果抱着成见去读它，认为它是一篇杂而无章的东西，倒也

象是这样。——你对喜剧发表的意见是ｊｕｓｔｕｍ①。

       Ｊｕｓｔｕｓ ｊｕｄｅｘ ｕｌｔｉｏｎｉｓ，

Ｄｏｎｕｍ ｆａｃ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ｓ！②

你们只字不提抒情曲。应予改正。

《缪斯年鉴》③的候补者

７９４１９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５月２４日—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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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莱奥和米希勒，我当然只有从莱奥的《黑格尔门徒》
４８
和

几篇反驳的文章中了解情况。从这里我弄清了以下几点：（１）按照

莱奥自己的叙述，他十一年来没搞任何哲学，因此对哲学毫无判断

力；（２）他认为自己致力于哲学，完全是由于他有高度发达的、可以

自豪的头脑；（３）他攻击的是借助黑格尔所特有的辩证法而从公认

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那些结论，而不是攻击辩证法本身，既然不攻

击辩证法本身，也就不应当去触动这些结论；（４）他对于反驳的文

章只会报以粗暴的喊叫以至于谩骂；（５）他认为自己比他的对手高

明得多，大摆架子，紧接着又故意摆出一副无比谦恭的样子；（６）他

攻击的虽然只有四个人，其实也就攻击了同这四个人不可分割的

整个学派，因为甘斯和其他人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同他们意见不一，

但彼此的联系极为紧密，以致莱奥根本无法指出他们有什么重大

的分歧；（７）莱奥的谤书中充斥着他所遵从的《福音派教会报》精

神。结论是：莱奥还是免开尊口为好。迫使莱奥突然投入争论的

“最严酷的经历”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在论哥雷斯的小册子２５０

中不是已经向他们进攻，而且比在《黑格尔门徒》中更为激烈么？任

何人都有权参加科学争论，只要他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莱奥具备这

种知识吗？），但是谁想谴责别人，他就应当慎重些，莱奥是这样做

的吗？他不是也曾伙同米希勒谴责过马尔海奈凯，而《福音派教会

报》则对马尔海奈凯紧紧钉住不放，就象把他置于这家报纸的警

察式的监视之下，看看这一切是否正统？如果莱奥的推理首尾一

  ① 公正的。——编者注

  ② 正直的法官，

请您审判时对我开恩！——编者注

  ③ 《德国缪斯年鉴》。——编者注

８９４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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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他就应当谴责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他没有勇气这样做。谁要攻

击黑格尔学派，他本人就必须是黑格尔这样的人物，并且创立一门

新的哲学来代替这个学派。可是这个学派对莱奥不屑一顾，它在

日益扩大。希尔施贝格的舒巴特５３对黑格尔主义的政治方面的攻

击，难道不正象教堂司事对哈雷狮的牧师信条念“阿门”一样吗？

这个哈雷狮当然不能否认它那猫的本性。Ａ ｐｒｏｐｏｓ①，莱奥是竭

力维护门阀贵族的唯一的德国大学教师！莱奥还把沃·门采尔称

作自己的朋友！！！

你忠实的朋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青年德意志派

你们参加了甘斯的葬礼吗？这件事为什么你们只字不提呢？

第一次大加删节发表于１９１３年 原文是德文

《新评论》杂志第９期（柏林）；

全文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

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柏  林

［１８３９年］６月１５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仁慈的阁下，这里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当

代种种人物和现状。②

９９４２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６月１５日）

① 顺便说一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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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５日。你们的信已于今天收到。

我决定从今以后不再让武尔姆寄信了。谈

正事吧。你来信提到约瑟的家谱一事，我

已经知道了要点；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不

同的看法。

１．圣经中有哪些世系把处于类似情况

下的女婿也称作儿子，在你没有向我提出

这样的例子以前，我认为这样的解释纯属

牵强附会！

２．路加用希腊文写的东西是给不熟悉这种犹太风俗的希腊人

② 插图下的说明（自左至右）：悲伤厌世、当代的衣衫褴褛、科伦的混乱、高贵的

现代唯物主义、妇女解放、时代精神、肉体解放。——编者注

００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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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为什么路加不直截了当地把情况说得象你讲的那样呢？

３．约瑟的家谱有什么意义呢？这份东西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三

部复类福音书不是明明说过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吗？

４．为什么象拉瓦特尔这样的人也不采用这种解释而听任矛盾

存在呢？最后，为什么甚至比施特劳斯更有学问的奈安德本人，也

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罪魁祸首就是用希腊文改写希伯

来文马太福音的作者？

而且，对于我的其他疑点，你所谓的“可怜的咬文嚼字”，你想

撇开不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乌培河谷，词句中的圣灵启示被

理解为：上帝甚至给每个字赋予了特别深刻的含意；这一点，我从

教堂的讲坛上听得够多了。我相信亨斯滕贝格并不同意这种观

点，从《教会报》上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他一会

儿赞同某个正统主义者的意见，一会儿又把这种意见归罪于某个

唯理论者。但是，圣经的圣灵启示作用有多大呢？当然，还没有大

到这样的程度：这个人可以迫使基督说：“这是我的血”①，那个人

则可以迫使基督说：“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②确实预见到路德派

同改革派之间这场争论的上帝，为什么不稍加干预，防止这场倒霉

的争论呢？假定有圣灵启示，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上帝故意这

样做，以便引起争论，但是这一点我不能怪罪于上帝；要么上帝没

有发觉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念头同样是不容许的。不能说这场争

论已产生了某种良好的结果，而设想这场争论在造成三百年的基

督教分裂以后，将来会产生某种良好的结果，这同样没有任何根

据，而且也毫无可能。有关圣餐的一段恰恰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

１０５２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６月１５日）

①

②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２２章第２０节。——译者注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１４章第２４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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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什么矛盾，那么，对圣经的全部信仰就将化为乌有。

我只能直率地告诉你，现在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能够经

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作神的学说。是谁赋予我们盲目地

信仰圣经的权利呢？不过是在我们以前就这样做的那些人的威望

而已。是的，同圣经相比，可兰经是一部比较有机的作品，因为它

要求人们相信它的完整的、有连续性的内容。但是，圣经是由许多

作者写的许多片断组成的，而作者中很多人甚至自己也对神性无

所要求。难道仅仅因为父母对我们讲过，我们就必须违背自己的

理性而相信它吗？圣经教导说，唯理论者注定要永世遭到诅咒。但

是，一个为了追求同上帝合一而奋斗了一生的人（白尔尼、斯宾诺

莎、康德），或者象谷兹科夫这样的人，他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在

实证的基督教同当代文化水平之间找到一个交融点，你能想象这

种人死后会永远永远离开上帝，并且应当无止境地在肉体上和精

神上忍受上帝的愤怒所带来的最残酷的折磨吗？我们连在糖上叮

了一口的苍蝇都不应当加以折磨，而上帝竟可以万倍残酷地、永无

休止地惩罚一个同样是无意犯错误的人吗？再说，一个真诚的唯理

论者，难道因为他有所怀疑就有罪吗？根本不是这样。可是他会终

生遭到最可怕的良心谴责；如果他在寻求真理，基督教就应当用真

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去制服他。但是这样做了没有呢？再说，正统

思想对待现代教育的立场又是何等模棱两可。据说基督教每到一

处都有教育伴随着；可是，现在正统思想突然要求教育中途停止发

展。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相信它那套关于通过理性是不能认识上

帝的教义，那么，整个哲学还有什么价值呢？可是，正统思想认为，

有点哲学——只是不可太多——倒是很有用处的。如果地质学作

出的结论不同于摩西的创世史，它就会遭到诽谤（见《福音派教会

２０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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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无聊文章《自然研究的界限》
２５１
）；如果它作出的结论似乎和

圣经所讲的相同，就会被引用。比方说，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

球和化石证明了曾经发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

个地质学家发现这些化石属于不同龄期，并证明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地区都发过洪水，那么，地质学就会遭到谴责。这样做难道正当

吗？再说，这里有一本施特劳斯的《耶稣传》１６２，一部无可辩驳的著

作；为什么不写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来反驳呢？对于这个真正可敬

的人为什么要诽谤呢？有多少人象奈安德那样，本人并非正统派，

却用基督教的口吻来反对施特劳斯？不错，确实有不少疑点，我

所不能解决的重大疑点。再谈谈有关赎罪的教义吧。为什么人们

不从这个教义中得出一条是非原则：如果有人志愿为别人担当责

任，他应该受处分吗？你们全都会认为这样不公正；可是人们心目

中认为是不公正的，在上帝面前就成了最大的公正吗？此外，基督

教说过：我要使你们免罪。但这也是其他人即唯理论者所追求的。

这时基督教进行干涉，不准唯理论者去追求这个目的，因为唯理论

者的道路离开目的更远。如果基督教给我们提出哪怕一个人来表

明它使此人在一生中那样自由，从来无罪，那么它倒还多少有权利

这样讲，否则，它就无权这样说。还有，彼得提到福音的更有理性、

更加纯净的灵奶。２５２这一点我不懂。人们告诉我，这是开明的理

性。那就让明白这一点的人给我看看开明的理性吧。直到现在我

还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甚至对天使们说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

秘密”。——我希望你对我的好感不致使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亵渎

神灵的怀疑和大话；我知道我会给自己惹来极大的麻烦，但是由于

受信念的力量所驱使，尽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让自己解

脱出来。如果我的粗鲁的措辞触犯了你的信念，恳请原谅；我只是

３０５２０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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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所想的和确信的东西讲了出来。我现在的处境同谷兹科夫一

样；要是有人对实证的基督教采取傲慢态度，我就起来捍卫这个学

说，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出自想通过上帝的恩惠

来赎罪的渴望。但是如果问题涉及维护理性的自由时，我将抗议

任何强制。——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激进

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这一定能办到，只

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进一步探讨。

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

你忠实的朋友 弗里德黑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７月１２—２７日［于不来梅］

弗里茨·格雷培。７月１２日。你们总可以迁就一下，抽空给我

来封信吧。自从接到你们上一封信以来已经快五个星期了。——

我在上次信里向你摆了一大堆怀疑论的想法。如果当时我已经了

解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我对问题的看法会不同的。因为这毕

竟还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任何人都能看懂，即使实际不接

受它的内容，可以承认它的价值，而不参加这个教派。我已经接受

了我在这个学说中发现的哲学原则。关于它的赎罪论，我还缺乏

４０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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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彻的了解，我不愿匆匆接受这一理论，以免不久又被迫改变自己

的观点。不过一有时间和可能，我将仔细研究它。要是我以前了

解这个学说，我决不会成为一个唯理论者，然而在我们伪善的河

谷①能够听到诸如此类的东西吗？这种岂有此理的事使我气愤极

了，我要尽力同虔诚主义９，同相信字面意义作斗争。这些东西有什

么用呢？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现在整个教会史都包括在科

学的发展中，——在生活中也不应当继续存在。我们可以设想，在

神学的发展过程中，虔诚主义过去也曾经是一种历史地合理因素；

它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它过时了，现在肯让位于思辨神学了。当前

任何可靠的东西只有在思辨神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我不明

白，怎么还想继续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或者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

要知道上帝的存在是任何地方也无法证实的。

７月２６日。你们的信终于寄到了。现在就谈正题吧。你的信

真是写得妙不可言：你坚持正统思想，同时又对唯理论倾向作了某

些让步，这样，你就向我提供了一件武器。关于约瑟的家谱问题。

对我的第一条异议，你的回答是：当我们读到圣经里的世系时，谁

知道我们是否把女婿或侄子读成儿子？你这样说不是否定圣经里

的世系的可靠性吗？这里怎么能证明某种规律呢——我简直不明

白。——对我的第二条异议，你答复说：路加是写给泰奥菲卢斯

的。亲爱的弗里茨，圣灵启示，如果从第一个偶然得到这本书的

人的理解出发，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如果不把未来的读者考虑

在内，我根本不能承认任何圣灵启示。而且总的说来，你自己显然

还没有弄清楚圣灵启示这个概念。第三，我不明白约瑟的家谱怎

５０５２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１２—２７日）

① 德文是“Ｍｕｃｋｅｒｔａｌ”；“Ｍｕｃｋｅｒ”——“伪善的”。这里暗指乌培河谷。——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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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预言的应验；相反，福音书作者最关心的是不把耶稣说成是约

瑟的儿子，他们很想消除这样的看法，绝不愿通过这样描述约瑟的

家谱而使约瑟享受这个荣誉。——“说耶稣是马利亚的儿子，而

马利亚是以利亚的女儿，这完全同习惯相违背。”亲爱的弗里茨，

难道习惯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吗？你要想清楚，你这样讲是否又同你

自己关于圣灵启示的概念相违背。真的，我觉得你的解释过于牵

强，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倒认为论断中总有一个不对。——

“这些无法解决的疑点必然会同基督教发生矛盾，而且凭借上帝的

恩惠我们终究会做到深信无疑。”你设想的关于上帝的恩惠影响单

个人的那种方式，我表示怀疑。我当然懂得幸福感，这是每一个使

自己同上帝处于一种亲近的、至诚的关系的人，不管是唯理论者还

是神秘主义者，都会体验到的感觉。但是，你对这种感觉弄清楚

了，撇开圣经上的语句好好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种感觉是一种

意识，即人类来源于上帝，你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是不会死亡的，饱

经人间和阴间的忧患以后，摆脱了全部尘世的和罪恶的东西，你

应当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去。这就是我的信念，它使我得到安慰。从

这一信念出发，我还可以告诉你，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证，我是上

帝的孩子，而且，正象我对你讲过的那样，我不相信你对这个问

题能有其他的说法。诚然，你要安静得多，而我还得同形形色色

的意见厮杀，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停留在这种不成形的状态中，不

过我认为，这是量的而非质的差别。——我完全可以承认，我是

一个罪人，我的身上深深地隐藏着罪恶的倾向，因此我根本回避用

德行来进行辩护。但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这种罪恶存

在于人的意志中。我愿意承认，犯罪的可能性虽然不是人类的思

想中固有的，但是在实现这一思想时犯罪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会

６０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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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所以我下定决心，尽量多做忏悔。但是，亲爱的弗里茨，没有

一个有思想的人会相信，我的罪恶应当靠某个第三者的功劳而获

得赦免。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考虑任何权威的意见，我

同现代神学都发现，人的罪恶就在于思想不可避免地没有完全实

现；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努力通过自身来实现人类的思想，即象

上帝那样在精神上完美无缺。这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以第三

者即客观的东西为前提的正统的赎罪论是怎样产生出这种主观的

东西的呢？我承认我应当受惩罚；如果上帝想惩罚我，就让他这

样做吧，但是要我在精神上哪怕有那么一丝一毫永远脱离上帝，我

是全然不能想象而且也不能相信的。当然，上帝宽容我们，这是

他的恩赐；因为上帝无论做什么，都是恩赐，但同时也是一种必

然性。这些矛盾的合一构成了上帝的本质的主要部分。你接下去

说的那些话，如上帝不会否定自己等等，使我觉得你企图回避我

的问题。一个竭力想同上帝合一的人，你能相信他会永远遭到上

帝的拒绝吗？你能相信吗？不能，所以你是在兜圈子。认为上帝

不满足于恶劣行为所受到的惩罚，还要对受罚者过去的罪恶给予

惩罚，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十分卑鄙的吗？你既然假定有永恒的惩

罚，也就应当假定有永恒的罪恶；既有永恒的罪恶，就有永恒相

信的可能，即永恒赎罪的可能。关于永恒堕入地狱的学说前后极

不连贯，再者，按照你的看法，历史的信仰是信仰的最本质的要

素，没有它，信仰就不可思议。但是你不能否认，有一些人要获

得这种历史的信仰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上帝就应当要求他们

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吗？亲爱的弗里茨，要知道这是一种荒谬

的观点，上帝的理性当然高于我们，然而它也并不是另一种理性，

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理性。圣经的教义也应当用理性去领会。——

７０５２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１２—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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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精神自由就在于没有任何怀疑的可能。可是这是最大的精

神奴役。只有在自己的信念中战胜了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

我决不是要你驳倒我，我要向整个正统神学挑战，让它来驳倒我

吧。已有整整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如果拿不出任何论据

来驳斥唯理论，而只是对唯理论的进攻略加反击，如果它害怕纯

科学舞台上的斗争而认为最好是给对手身上涂满污泥，那么，这

个问题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正统的基督教学说是有能力进行纯科

学的讨论吗？我说：否。它除了做点思想分类工作、做点解释、辩

论辩论，还能做什么呢？我劝你翻翻克·梅尔克林博士的《现代

虔诚主义述评》１８３９年斯图加特版。２５３如果你能驳倒这本书的论

据（指的不是书中的肯定方面，而是它的否定方面），你就是世界

上头号神学家。——“对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来说，只要他知道

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就足够了，并不要求他能够解释一切似是而非

的矛盾。”不论是普通的基督教徒还是亨斯滕贝格都无法回答这些

“似是而非的矛盾”，因为这是些真实的矛盾。老实说，谁要是满

足于这种状况并且炫耀自己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没有任何基础。

感觉当然可以证实，但决不能作为依据，正如耳朵不能辨别气味

一样。我对亨斯滕贝格很反感，因为他编辑《教会报》①的手法实

在卑劣。撰稿人几乎全是匿名的，因此，编辑应当替他们承担责

任。如果某人在报上受到攻击而要求他作出解释时，这才发现亨

斯滕贝格先生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说出作者是谁，但自己又不

肯承担责任。已经不只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教会报》的某个居

心叵测的人攻击一个不幸者，而当后者询问亨斯滕贝格时，得到的

８０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福音派教会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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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答复是：文章不是他写的。《教会报》所以还在虔诚派教士中间享

有巨大的声誉，因为他们不读反对《教会报》的作品，所以该报得以

维持下去。我没有看最近几号报纸，否则我可以给你举些例子。当

与施特劳斯有关的苏黎世事件１５０发生后，你想象不到《教会报》是

如何卑劣地对他进行造谣和诽谤的，而当时所有的报道都异口同

声地说他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十分高尚。例如，《教会

报》作了极大的努力，非要把施特劳斯同“青年德意志”５连在一起，

原因何在呢？可惜，“青年德意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个怪

物。——关于信仰的魅力问题，你曲解了我。我信教并不是由于

魅力；我所以信教是因为我懂得了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

子了，是因为我要悔罪，是因为我渴望同上帝通功。我甘愿牺牲自

己最珍惜的东西，抛弃我最大的欢乐和至爱亲朋，我使自己在世人

面前处处暴露自己的弱点。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普吕马赫尔是一

个可以交谈的人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情愿忍受他对先定说的

狂热信仰；你自己知道，这对我说来是个严肃的、神圣的问题。我

当时感到幸福——我意识到这点，——现在仍然感到很幸福；我祷

告的时候充满信心，感到愉快；我现在仍然如此而且更甚于当时，

因为我在斗争，需要支持。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经常从我们的教

堂讲坛上听到的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极大幸福。我的宗教信仰曾

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平静的、幸福的安宁，如果我死后这种安宁还

能保持，我将感到满意。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会夺去我的这

种安宁。宗教信念是心灵的事情，它同教义相联系的程度，完全取

决于感觉同教义有没有矛盾。上帝的精神通过你的感觉让你知道

你是上帝的孩子，这是十分可能的；但肯定不会通过基督的死使你

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否则，就只好承认感觉能够思维，耳朵能够

９０５２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１２—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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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东西。——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发生怀

疑以后，我就这样做了，但是我始终不能转向你的信仰。可是圣经

上却写得明明白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①我到处寻求真理，哪

怕是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但是我始终不能承认你的真理是永

恒真理。可是圣经上写得明明白白：“寻找，就寻见。你们中间，谁

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②

我写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激动，但我觉得我不会

毁灭；我会回到一心向往的上帝的身边。这是圣灵的又一证明，对

此我愿以生命保证，尽管圣经上讲的相反的话有成千上万次。别

再欺骗自己了，弗里茨；无论你多么有把握，你总有一个时候会

突然怀疑起来，那时，极偶然的机会常常会影响你内心的决

定。——可是我从经验得知，教条式的信仰对内心的安宁并无任

何影响。

７月２７日

如果你是照圣经办事，那就根本不必同我打交道。在约翰二

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讲道：不应当向不信神的人致意，哪怕是

向他 αιρ③。这样的段落在圣经里是很多的，它们总使我感到生

气。不过你决不会做到圣经里所讲的一切。附带说一下，当人们

把正统的福音基督教称作爱的宗教时，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

按照你们基督教的说法，人类有十分之九是会永远不幸的，只有十

分之一会得到幸福。弗里茨，难道这一点能表明上帝的无穷无尽

的爱吗？你想想，要是上帝的爱仅此而已，他会显得多么渺小啊？

０１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问安（圣经《新约·约翰二书》第１０节）。——编者注

同上，第７、９和１１节。——编者注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７章第７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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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明显，如果存在着一个启示的宗教，这个教的上帝就一定更

伟大，比理性所理解的上帝更伟大，而不是有所不同。否则，整个

哲学不仅空洞无物，而且有罪；没有哲学就没有教育，没有教育就

没有人性，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宗教。就连宗教狂热者莱奥都不敢

如此蔑视哲学。这也是正统派前后不一致的证明之一。象施莱艾

尔马赫尔和奈安德这样的人，我同他们是谈得来的，因为他们始终

如一，心地纯洁。这正是我在《福音派教会报》和虔诚主义者的其

他出版物上想找也找不到的东西。我尤其尊敬施莱艾尔马赫尔。

如果你是始终如一的，当然就应当谴责他，因为他宣讲基督教不是

按照你的精神，而是按照“青年德意志”、泰奥多尔·蒙特和卡尔·

谷兹科夫的精神。但这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具

有和他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勇气的人，我只知道一

个，就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你有力地驳斥了我，我感到高兴，但有一点使我不痛快，我现

在就照直跟你说吧。这就是你谈到唯理论者想同上帝合一以及谈

到他们的宗教生活时所流露的轻蔑态度。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

就象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

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

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

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

弃；但是我再一次提醒你，你并不象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保险不会

产生怀疑，因而不要再对产生怀疑的人表示诧异。你自己也会成

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到那时你也将要求公正。宗教是心灵的事

情，谁有心灵，谁就虔诚；但是谁以推理甚至以理性作为自己虔

诚的基础，谁就根本不会是虔诚的。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

１１５２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１２—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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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

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来自魔鬼。这就是

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说，而我赞同的也正是这个学说。Ａｄｉｅｕ①，亲

爱的弗里茨，请好好考虑一下，你是否真正想把我送进地狱，请尽

快把你们的判决通知我。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２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７月底或８月初于不来梅］

亲爱的弗里茨：

Ｒｅｃｅｐｉ ｌｉｔｔｅｒａｓ ｔｕａｓ ｈｏｄｉｅ，ｅｔ ｊａｍｑｕｅ ｔｉｂｉ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ｕｒｕｓ ｓｕｍ②．我不能给你写很多——你还欠我的债，我等你回我

一封长信。你的哥哥威廉也在度假吗？武尔姆现在是不是同你们

一起在波恩学习？愿上帝赐福给胖彼得③，让他学好ｓｔｕｄｉａ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ｉａ④。７月２７日写的一首小诗，可以给你一个从事自由主义实践

和阅读古希腊罗马诗韵的机会。诗中其他方面没什么东西。

２１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军事课。——编者注

彼得·永豪斯。——编者注

今天收到你的信，立即给你回信。——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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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

１８３９年

狂风卷起千堆浪，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

怒海波涛如人立，小舟逐浪，起伏颤动。

旋风从莱茵河呼啸而来，把乌云聚集在天空，

它摧裂橡树，扬起尘柱，推波助澜澎湃奔腾。

我在颠簸的小舟中不由得想到你们——德意志各邦君主！

忍辱负重的人民曾经肩负着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

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赶走了冒险的征服者；

就在那时，你们胆大妄为，你们背弃了一切诺言。

现在，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人民群众此伏彼起，

你们的宝座如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落地。

恩斯特－奥古斯特，你首当其冲，我愤怒的目光要盯住你：

你这愚顽的暴君践踏法律，听，暴风雨在咆哮！

瞧，人民怒目相视，剑将出鞘。

你说！你能安坐黄金宝座，正象我稳坐小船中，任其飘摇？

威悉河的风暴是事实，我在七月革命２５４的伟大日子里沿这条

河巡礼也是事实。

请向武尔姆致意，要他多给我来信。

你的 弗里德·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３１５２２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底或８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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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致威廉·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７月３０日于不来梅

我亲爱的威廉：

你把我想象得很糟吗？这里既谈不上什么丑角演员，也谈不上

什么忠实的埃卡尔特１１９（或如你信上所写的：埃卡尔德特），仅仅涉

及逻辑、理性、连贯性、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 ｍａｊｏｒ ｅｔ ｍｉｎｏｒ①等等。是

的，你说得对，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

侏儒——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

我当然是要大发雷霆的，但是因为是和你打交道，所以我得对你温

和些，这样当我这种杂乱无章的诗的散文象“野狗”一样跑过你身

边时，你就用不着“画十字”了。首先，我反对你强加于我的这种看

法，好象我连踢带踹地驱赶着时代精神，要它更好地向前走。可爱

的人，你把我这副长着塌鼻子的可怜相想象成多么丑恶的嘴脸呵！

不，我不会这样做，相反，当时代精神象暴风一样袭来，带动火车在

铁轨上疾驰时，我会迅速地跳进车厢乘上一段路，是的，认为卡尔

·倍克作为一个诗人似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这种荒唐想法很可

能来自那个糟糕的维谢尔豪斯，他的情况，武尔姆已经相当详尽地

告诉了我。认为一个曾经写过如此狂放的诗篇的二十二岁青年会

突然不再从事创作了，这种想法，不，这种胡思乱想，我从来没有

过。你能想象歌德在写了《葛兹》②以后，或者库勒在写了《强盗》以

４１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

大前提和小前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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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不再是天才诗人了吗？除此以外，你以为仿佛历史对“青年德

意志”５进行了报复！上帝保佑！当然，如果以为世界历史被亲爱的

上帝当作世袭采邑托付给联邦议会，那么它已经以判决谷兹科夫

拘留三个月作为报复２５５；但是如果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

——就在于公众舆论（就是说，在这里就在于文学界的舆论），那么

它对“青年德意志”的报复就表现在让“青年德意志”拿起笔杆征服

它自己，这样，“青年德意志”现在已作为女王登上了现代德国文学

的宝座。白尔尼的命运如何呢？他作为一个英雄于１８３７年２月倒

下了，他在自己生命的最终时日，欣慰地看到他培育的人——谷兹

科夫、蒙特、文巴尔克、博伊尔曼——已经茁壮成长；不错，凶险的

乌云还笼罩在他们头上，而且德国被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紧紧捆

住了，这根锁链在哪儿有可能被拉断，联邦议会就把那儿修补好。

即使是现在，他还是嘲笑各邦君主，而且可能已知道窃取来的王冠

什么时候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我不想为海涅的命运向你担保，

说实在的，这家伙早就沉入泥沼了；我也不愿为倍克的命运担保，

因为他热爱我们亲爱的德国并且为她担忧。这后一种感情我也

有，此外，我还面临不少的冲突。但是仁慈的上帝赐给了我绝妙的

幽默感，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而你，小伙子，幸福吗？——你对

圣灵启示的观点，暂且不要公开，否则你在乌培河谷就当不成牧师

了。如果我不是受过极端的正统思想和虔诚主义９教育，如果教堂、

主日学和家庭没有向我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

相信圣经教义、教会教义以至于每一个传教士的特殊教义之间的

一致性，那我可能还会长时间地保持一些自由主义的超自然主义。

教义中的矛盾相当多——圣经的作者有多少，矛盾就有多少，这样

一来，乌培河谷的宗教信仰就汲取了十几个人对教义的解释。关

５１５２３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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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约瑟的家谱，大家知道，是奈安德把《马太福音》中的家谱硬加在

把希伯来文原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译者身上；如果我没有弄错，

魏瑟在他写的耶稣传记中发表的看法，和你的一样，是反对路加

的。２５６弗里茨所作的解释终究要归结为一些难以置信的假设，以致

这种解释根本不能叫作解释。我当然是个πρ
′
μα ①，但不是唯

理论者，而是自由主义者。对立观点之间正在划清界限，它们彼此

是针锋相对的。四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唯理论者）、一个曾经

转向我们、但是由于害怕破坏他从家庭继承下来的那些原则而立

即跑回贵族阵营去的贵族、一个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颇有前途的贵

族，以及几个笨蛋，——这就是正在进行辩论的那伙人。我是以一

个通晓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生活的行家、以一个鲁莽人等等身份参

加战斗的。但我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我的

部下做出了好成绩。昨天我向他们解释了１７８９年至１８３９年那段

历史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我在这场辩

论中远远优越于这里所有的毕业班学生。在我彻底战胜了他们中

间的两个人——已经好久了——以后，他们决定非派一个最聪明

的人来同我对阵，把我打败不可。不幸的是，当时他正醉心于贺雷

西的作品，所以他照样被我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他们害怕极了。而

这个从前的贺雷西崇拜者现在对我很好，昨天晚上他把这一点告

诉了我。如果你读读我正在评论的几本书，你马上就会相信我的

评语是正确的。卡·倍克有非凡的才华，何止于此，他是个天才。

象这样的形象：

      “听雷霆大声宣告，

闪电在乌云上写了什么”２５７，

① 先锋战士。——编者注

６１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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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诗里是大量的。听一听他对自己崇拜的白尔尼讲了些什么

吧。他对席勒说：

你的波扎不是虚无飘缈的幻觉；

难道白尔尼不是为人类而牺牲？

他为我们吹响了自由的号角，

是他，今天的退尔，向人类的高峰攀登。

在那里，他沉着地把箭削啊削，

他瞄准，射箭，自由之箭深深

射入苹果——射入了地球。①

他对犹太人的贫困和大学生的生活描绘得多么出色，而《浪游

诗人》２９又如何呢？人啊，清醒一点，读读这篇诗吧！你听着，如果你

能驳倒白尔尼论述席勒的“退尔”的文章２４７，我就把我翻译雪莱的

作品所能得到的稿酬全都给你。你贬低我那篇乌培河谷的文

章２４４，我原谅你，因为不久前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风格大

为惊讶。自那时以来我再没有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下次可别忘了

谈谈莱奥和米希勒。我说过，如果你以为是我们青年德意志派在

人为地吹起了时代精神，你就大错特错了。请你想想，既然这股

π μα②在吹，而且顺着我们吹，如果我们不扬帆，岂不就成了蠢驴

吗？你们为甘斯送殡的事，是不会被忘掉的。我最近将在《雅士

报》提及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可笑的是，为了那么一点喧闹，你们

事后全都那么恳切地请求原谅；你们还根本不会大声骂人，可是现

在都干起来了：弗里茨打发我下地狱，送我到地狱门口，把我推进

去以后鞠一大躬，好让自己重升天堂。你透过晶石眼镜看到一切

东西都放大了一倍，你把我的三个伙伴看作来自女神维纳斯山的

① 引自卡·倍克《席勒在戈利斯的旧居》一诗（《夜。披甲戴盔的歌》。第一个故

事。第五夜）。——编者注

② 风。——编者注

７１５２３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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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小伙子，你在忠实的埃卡尔特１１９问题上嚷什么？瞧，这就

是他，小小的个子，侧面是一副严酷的犹太人的轮廓。他叫白尔

尼。只要放手让他干，他就会赶走女神维纳斯所有的臣仆。然后

你也会毕恭毕敬地告别。瞧，彼得先生①也来了，他半边脸在笑，

半边脸在发怒；他先是朝我发怒，后来又朝我笑。

在我们可爱的巴门，对文学的兴趣现在开始兴起。弗莱里格

拉特成立了一个戏剧朗读协会；在协会里，自从弗莱里格拉特离开

以后，施特吕克尔和诺伊堡（朗格维舍的店员）就是自由主义思想

的πρ
′
μα ι

′②。艾维希先生现在敏锐地发现：（１）协会里有“青年德

意志”的精神在游荡；（２）协会ｉｎ ｐｌｅｎｏ③是《电讯》的乌培河谷来

信的作者。他突然发现，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仿佛是世界上最枯燥

无味的，弗莱里格拉特本人远远不如拉莫特·富凯，在三年之内就

会被人忘却。这恰恰象是卡·倍克的观点：

    啊，席勒，席勒，你精神振奋，

伟大的心在火热的胸膛颤动，

没有忘记饱尝苦难的人民！

你呀你是预言家，永葆青春，

高举自由的旗帜勇敢向前冲！

当众人逃避斗争，

胆小鬼乞求上帝，

你在抛洒热血；

你把充满热情的生命，充满思想的生命

奉献给世界，

面对这种牺牲，它满心欢喜，态度却冷漠；

① 彼得·永豪斯。——编者注

② 捍卫者。——编者注

③ 全体成员。——编者注

８１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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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对你的爱是否珍惜？

因为你的深重苦难，它不理解，

当诗歌的波涛在它耳边涌现，

它听到的只是天上的旋律，

而这却是你的血泪诗篇。①

这是谁的作品？是卡尔·倍克的《浪游诗人》的片断，他的诗句雄浑

有力，形象美好动人，但意思含糊不清，叙述过分夸张，比喻太多。

席勒是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这已是定论了。他预感到，法

国大革命以后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而歌德甚至在七月革命以后

也感觉不到这一点；当事件已近在眼前以致他几乎不得不相信某

种新事物正在到来时，他却走进内室，锁上了门，以求安逸。这对歌

德十分有害；可是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歌德四十岁了，已经是一

个定型的人了，所以不能为此责备他。我想为你画一些东西②

① 卡·倍克《浪游诗人》第三首诗第５２节。——编者注

② 插图下的说明（自左至右）：Ｇｅｍｅｉｎｈｅｉｔ（低级趣味）；ＥｉｎｅＫａｒｒｉｋａｔｕｒ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歌德的漫画像）；Ｌ’ｈｏｍｍｅ（人）；Ｋ．Ｇｕｔｚｋｏｗ（卡·谷兹科夫）；

Ｋｏｎ．Ｐｒｅｕ ．Ｓｏｌｄａｔ（普鲁士王国士兵）；Ｎｉｃｈｔｓ（子虚乌有）。——编者注

９１５２３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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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结束这封信。

现寄上一束诗稿，你们可以分别读一读。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

巴  门

１８３９年９月２８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阁下给我写信以来，已经很久了；这段时间拖得相当长啊，小

姐！但是我原谅你的深重罪过，而且还告诉你一些情况。明天将

是我们骑马去德尔门霍斯特的第十四天。这是奥登堡的一个不大

的城镇，那里有动物展览，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来梅人和奥登堡

人总是上那儿去。总之，你以为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就往回

走——回家了吧？是的，但是经历了很多奇遇。前一半路程，我一

直乘坐轻便马车，当我来到应当再换乘自己的马的地方，马夫还没

有到，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喝劣质酒，拙劣质烟。后来，马夫来

了，可是已经八点钟，天完全黑了。我换乘了自己的马，我们继续

前进，缴了进城税，我们就穿越新城。在拐角处只见八个鼓手骑着

马排成队伍，敲着归营鼓迎面向我们冲来。我们的马就东奔西窜。

鼓敲得越来越响，善良的不来梅流浪青年高声叫嚷，我们只得各自

骑马走了。理·罗特最先和我相会，我们就骑马到城镇的另一头

０２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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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那里又缴了一次税，因为出租马匹的店主住在城外。我们在

他那里遇到了其余随马走散的人。然后我们再步行回家，不得不

第三次缴税。这难道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吗？你不能否定这一点，

至少当你知道下面这种情况时不能否定这一点，你知道，我因为回

来迟了，没吃上晚饭，就到联谊会去，在那里吃了煎牛排和鸡蛋，而

且亲耳听到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进行的一次很有趣的关于小狗和

死猫的对话。Ｉｎｄｅｅｄ，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Ｖｅｒｙ ａｍｕｓｉｎｇ！①此刻我

正好在联谊会，这是象巴门的康科迪亚或者俱乐部那样的地方。

这里最大的好处是有很多报纸，有荷兰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

的，德国的，土耳其的和日本的。利用这个机会，我学了土耳其语

和日语，这样，我现在懂得二十五种语言。所有这一切，当然，对一

个打算进曼海姆寄宿中学的年轻女士来说，又是很想知道的事。

雅科布·施米特也来过这里，下星期他还要来，还要和我一起到酒

馆去。这无疑是不来梅最好的场所。此外，我们这里又有了剧院，

但是我还一次也没有去过。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ｍｙ ｄｅａｒ，

Ｙｏｕｒ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②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１２５２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９月２８日）

①

② 再见，亲爱的，永远是你的。——编者注

真的，很有趣！很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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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８日［于不来梅］

威廉，威廉，威廉啊！终于有了你的消息！小伙子，你现在就

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这就来吧，

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

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

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ｊａｃｔａ ｅｓｔ ａｌｅａ①，我是施特劳斯主

义者，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

劳斯的羽翼下藏身。你听听，这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啊！这里有芜杂

和离奇的四福音书；神秘主义拜倒在它们面前，对它们顶礼膜拜

——看，突然间大卫·施特劳斯象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

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Ａｄｉｏｓ②宗教信

仰！——它原来就象海绵一样漏洞百出。他在某些地方把什么都

看成神话，但这只限于无足轻重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他不失为

一个天才。要是你能驳倒施特劳斯，——ｅｈｂｉｅｎ③，我将再度成为

虔诚主义者。——其次，很可惜，如果我不幸长期以来不知道门

格斯是位艺术巨匠，那我就能从你的信中了解到这一点了。对待

《魔笛》（莫扎特的乐曲）也是这样。设一个阅览室——这好极了，

２２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那好吧。——编者注

永别了。——编者注

已成定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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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你注意下列几部新的文学作品：《扫罗王》
５９
，这是谷兹科夫的

悲剧；《草稿集》６０也是他的作品；泰·克赖策纳赫（一个犹太人）的

《诗歌集》２５８；博伊尔曼的《德意志和德意志人》
１４５
；卢·文巴尔克的

《当代剧作家》第一册２７，以及其他作品，我切望听到你对《扫罗》的

评价。在《德意志和德意志人》中，博伊尔曼在谈到乌培河谷的地

方摘用了我在《电讯》上发表的文章。——可是我要提醒你注意

斯米特的《波兰起义史（１８３０—１８３１）》１８３９年柏林版２５９，这无疑是

直接奉普鲁士国王①之命写的。关于革命开始的那一章引用了修

昔的底斯的警句，大意如下：他们毫无理由地突然向我们这些毫无

恶意的人宣战了！！！！！！２６０哦，荒谬，荒谬透顶！相反，关于这次光荣

起义的历史，索尔蒂克伯爵写得很出色，这本书于１８３４年在斯图

加特用德文出版２６１，——当然，在你们那里这本书也象其他一切好

书一样将被禁止出版。还有一个重要消息，这就是我正在写一篇

短篇小说，将在１月份发表，自然，这要看它能否通过书报检查，而

这是十分困难的。

我一时不知道要不要再给你寄诗，但是我觉得最后一次寄给

你的是《Ｏｄｙｓｓｅｕｓ Ｒｅｄｉｖｉｖｕｓ》②，请你对那次寄给你的东西提出

批评。这里现在有一个从你们那里来的见习牧师，弥勒，他将作为

随船传教士远航太平洋。他住在我们家里，他对基督教的看法非

常放肆大胆；如果我告诉你，最近他是在戈斯纳的影响下消磨时间

的，你就会理解了。对于祈祷的力量和上帝对生活直接作用的力

量持比较激昂的看法，是不容易的。他不说人们可以使自己的感

觉、听觉和视觉敏锐，而是说：如果上帝赋予我职责，那么他也必然

３２５２５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８日）

①

② 《复活的奥德赛》。——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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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赋予我完成这个职责的力量，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还必须有至

诚的祈祷，有本身的努力，否则是不行的。这样一来，他就把人所

共有，众所周知的事实局限于教徒之中。即使是某个克鲁马赫尔

也不得不向我承认，这样一种世界观实在是太天真幼稚了。——

我很高兴，你现在对我在《电讯》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意见有所改

进。其实，这东西是一时冲动下写成的，因而采用了我只打算写小

说时运用的笔法，不过也有些片面性，并且只有部分真实性。大概

你也知道，克鲁马赫尔是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同谷兹科夫结识的，

据说，关于这一点他还讲了个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ａ①——证明施特劳斯的神

话观点的正确性。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这无疑是整个修辞

学的理想。海涅的作品，特别是奎纳和谷兹科夫的作品就是这种

风格的典范。而文巴尔克则是这种风格的大师。以前的修辞学家

中对他特别有影响的是莱辛、歌德、让·保尔，而以白尔尼为最。

啊！白尔尼写作的风格高超绝伦。《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２８，从

风格的角度来看是第一部德国文学优秀作品，同时这又是第一部

以彻底毁灭一个作者为已任的作品；它在你们那里被禁止，当然是

为了不让人们用比皇室文牍体优胜的风格来写作。现代风格包括

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

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

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象是头戴玫瑰花、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

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同时，为发挥作者的个性开辟了最广阔

的天地，所以尽管有近似的地方，但是谁也不是谁的模仿者。海涅

写得光彩照人，文巴尔克热情明快，谷兹科夫贴切精练，不时闪现

４２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奇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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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缕温暖宜人的阳光，奎纳则写得晓畅通达，有点明亮度过多而

暗影过少。劳贝模仿海涅，现在又模仿歌德，但是方法不对头，因

为他模仿的是崇拜歌德的万哈根，而蒙特也模仿万哈根。马格拉

夫的写作还是过于一般化，象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会好起来

的。而倍克的散文还没有脱离习作阶段。——如果把让·保尔的

华丽同白尔尼的精确结合起来，那就构成了现代风格的基本特点。

谷兹科夫善于成功地撷取法国人明快的、轻松的、但是干巴巴的

风格。这种法国风格好象蛛丝；而现代的德国风格恰如一束丝绸

（可惜这个比喻不贴切）。我可不是喜新厌旧，我对歌德的神妙的

诗歌的研究足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必须从音乐上，最好是从不同

的乐曲方面加以研究。我想给你引用赖沙特为《联盟之歌》①谱的

曲子为例。

我又忘了画小节线，让霍伊泽尔替你填上吧。曲子是动人的，由

于和声中始终保持着质朴的气息，没有任何一首歌曲能够同它相

比。从Ｅ到Ｄ提高了六度，从Ｂ到Ａ迅速降低了八度，这样处理

  ① 下面是歌词的译文：

——朋友，爱情和酒把我们联在一起，

每当我们见面就唱起这支歌，

我们之间的联盟永存，因为上帝把我们联在一起。

紧握火把，它是上帝点燃的。

（歌德《联盟之歌》（《Ｂｕｎｄｅｓｌｉｅｄ》）的第一节，作曲家赖沙特配曲）。——编者注

５２５２５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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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出色的。关于对莱奥纳多·莱奥的《怜恤》①的意见我将写信

给霍伊泽尔。

日内我将派我的好朋友阿道夫·托尔斯特里克去找你们，他

要在那里学习；他是一个快乐的小伙子，是个自由派，还精通希腊

文。到那里去的其余的不来梅人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托尔斯特

里克将把我的几封信带给你们。请好好接待他，我希望你们会喜

欢他。弗里茨还没有给我来信，ｖｅｒｍｉｅｕｌ②打算从爱北斐特来信，但

是因为懒，他没有这样做。为此请你训他一顿。我没有往爱北斐特

去信给霍伊泽尔，怕他接不到信，要是他已经到达，请你让他相信，

他很快就会收到一些东西的。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６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③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０—２１日［于不来梅］

１０月２０日。致威廉·格雷培先生。我的心情十分惆怅，处境

６２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信的背面写着：柏林中街四楼。威廉·格雷培先生收。——编者注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是拉丁文，意思是“蛆”，暗指武尔姆，因为武尔姆的德文是“Ｗｕｒｍ”，

意思是“蛆”。——编者注

《怜恤》原文是《Ｍｉｓｅｒｅｒ》。一般指圣经《旧约·诗篇》第５１篇，因为该篇开头第

一句是“Ｍｉｓｅｒｅｒｅｍｅｉ，Ｄｅｕｓ”。莱奥的作品也用这句话的第一个词作为标

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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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我留在这儿了，闷闷不乐地留在这儿。最后一点欢乐也将

随着送信人阿道夫·托尔斯特里克离去。至于我是怎样欢度１０

月１８日的，你可以在我最近给霍伊泽尔的一封信中看到。今天痛

饮一番，明天寂寞无聊，后天托尔斯特里克离去，星期四，上述那封

信中提到的大学生回来。接着是两天欢乐的日子，以后就是孤独

可怕的冬天了。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对酌，他们都是些庸人，我哼

着记忆犹新的学生时代的活泼歌曲，怀着傲慢不羁的大学生的自

负心情，独自坐在广漠的荒野里，没有酒友，没有爱情，没有欢乐，

只有烟酒和两个不善饮酒的熟人。我想引吭高歌：“儿子，接过我

的矛，去喝酒吧！如果你喝得ｃｏｍｍｅｉｌｆａｕｔ①，老父也会高兴！”
２６２

我想唱，可是，我把自己的矛给谁呢？再说，我的音调也不准确。我

只剩下一线希望，一年后回家时，在巴门和你们见面。如果你、永

豪斯和弗里茨还没有被牧师迷住心窍，就和你们在那里痛饮一场。

２１日。——今天真是个烦闷极了的日子。商行的工作把我累

得半死。后来到歌咏学校去，这是莫大的享受。应该想一想，再给

你写点什么才好。诗，下次有机会再说吧，现在没有时间抄。连吃

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一切都令人心烦。何况天气这么寒冷，在商行

里都受不了。但是，上帝保佑，明天有希望生火了。我大约很快就

会收到你哥哥海尔曼的来信。他想研究一下我的神学观点，并且

击溃我的信仰。这都是怀疑论造成的，用来钩住旧事物的许许多

多钩子已经松了，就抓住点别的东西，于是就争论起来了。武尔姆

真该死。这个家伙毫无音信，他一天天变坏了。我觉得，他最终会

毁于酗酒。请好好接待托尔斯特里克，如果你有兴趣，让他把我的

７２５２６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０—２１日）

① 适可而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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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告诉你，并望以好酒相待。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①．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７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不来梅］

我亲爱的弗里茨，我的想法和施梯尔牧师的不同。——  在

欢度了集市期，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写出了一篇通讯报道（已

托便人带往柏林），以及在给威·布兰克写了一封他盼望已久的信

以后，今天，１０月２９日，我终于有暇可以和你友好地争论一番了。

你那篇有关圣灵启示的文章象是仓促间草草写成的，因为无

法从字面上理解你所写的话：使徒宣讲的是纯粹的福音，他们死后

也就没有人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把《使徒行传》和《希

伯来书》的作者也算作使徒，并且证明福音书的确是马太、马可、路

加和约翰写的。其实，可以肯定前面三个人没有写。其次，你说：当

使徒和先知们向民众讲道时已有圣灵启示，我不认为我们要在圣

经中找出其他圣灵启示。好吧。那么，正确地记录这些讲道是否

也需要圣灵启示呢？如此说来，你认为圣经中有不是圣灵启示的

段落。那么，你在什么地方为它们划一条界线呢？你捧起圣经读

８２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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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除非遇到真正有矛盾的地方，你是一行也不愿放过的。不

过，这些矛盾会带来大量的后果，例如：以色列的子女在埃及只延

续了四代，而保罗在致加拉太人书（ｎｉｓｉｅｒｒｏ①）中说是四百三十

年②。连我那位喜欢蒙蔽我的牧师③也承认这是个矛盾。你不会对

我说，别把保罗的话当作圣灵启示，你的根据是：保罗是偶然提到

这一点的，他根本不是在写历史。既然有这种多余的、无用的东

西，这还算什么启示呢？但是，如果认为存在着矛盾，那么——也许

二者都不对——整部旧约史对我们来说就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一

般说来，除了不来梅附近的奥伯诺伊兰的蒂勒牧师，大家都公认：

圣经年表无可挽回地失去圣灵启示的全部征兆。这就使旧约历史

具有更加神秘的性质，并且很快会被所有的教坛承认。——至于

约书亚使日头停留，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约书亚在讲这件事的时

候，还没有得到圣灵启示，后来他得到圣灵启示而写书时，不过是

叙述了事件而已。赎罪论。——“人是这样堕落，自然不能做任何

好事了。”亲爱的弗里茨，请你抛弃这种超正统的、根本不是出自圣

经的无稽之谈吧！白尔尼在巴黎的时候，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

活，他却把自己的全部稿费散发给穷苦的德国人，他甚至没有因此

得到报答。那么，应当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了吧？可是，白尔尼确实

没有“再生”。——此外，既然你们现在信奉原罪说，这个命题对你

们来说，根本无用。其实，基督也是不知道原罪说，正象他不知道

使徒教义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有关罪恶的教义，我是很少考

虑的。但是我清楚，人的罪恶是不可避免的。正统派正确地看到了

９２５２７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②

③ 指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译者注

圣经《新约·保罗达加拉太人书》第３章第１７节。——编者注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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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与尘世灾难、疾病等等之间的联系，但是它错就错在认为罪恶

是这些灾难的原因，而这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是正确的。罪恶和灾

难，这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但是既然人的力量不是神妙

的，就必然有犯罪的可能性；说确实有罪恶发生，那是由于人类初

期发展的低级阶段所致，而说从那以后罪恶并没有终止，则又有相

当的心理基础。罪恶也不可能在地球上完全终止，因为罪恶是由

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否则，上帝应当把人造成另外一种

样子。但是由于上帝把人造成这样，他就绝不可能要求人类绝对

无罪，而只能同罪恶作斗争。只有过去若干世纪的肤浅心理学才

会断言，这个斗争应当与死亡一起突然终止；一旦死亡，某种ｄｏｌｃｅ

 ｆａｒ ｎｉｅｎｔｅ①的时刻便来到了。如果说，这些前提成立，那么，道

德的完善只能同一切其他精神力量的完善，同宇宙灵魂的合为一

体同时达成，瞧，我又回到莱奥疯狂攻击的黑格尔学说上来了。话

又说回来，这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正是我自己也不知如何对

待才好的一种结论。——其次，根据这些前提，亚当的故事只能

是神话，因为亚当要么应当同上帝平等，如果他被创造得这样无

罪；要么应当犯罪，如果当创造他的时候，赋予他的只是人的特征。

——我的罪恶论就是这样，确实还不成熟，也不完整。在这种情况

下，赎罪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上帝想在惩罚性的正义同

赎罪性的慈爱中找到一条出路，那么只有替罪是唯一的办法。”现

在请看一看吧，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谴责我们，说我们把批评的

测深锤放入神的智慧的深处，而你们自己却在这里对神的智慧设

置种种界限。甚至菲力皮教授先生最好也不要进行自我揭露。如

果承认这唯一的办法是必要的，那么，难道替罪就不再是不正义的

０３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极乐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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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吗？如果上帝对人们确实这样严格，那么他在这里也同样应当

严格，而不是故作不知。只要把这个体系敏锐地、切实地考虑一

下，它的弱点就不会被你忽视。——接着是强烈地反对“替罪是

唯一的办法”，而恰恰是你说：“人即使由于上帝的无所不能的行动

而从各种罪孽中解脱出来，也不能成为中介者。”那么，总还有另

一条途径吧？是的，如果正统派在柏林没有比菲力皮教授更优秀

的代表，那么，他们的处境确实不妙。——替罪的合理性这一原

则悄悄地在整个推论中消逝了。这是你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雇用

的、后来又置你们自己于死地的杀人凶手。其次，你们根本不想认

真地证明，这个原则同神的公正裁判是不矛盾的，而且——只要你

们老实承认——你们自己也会感到，你们不得不利用这个证据来

反对你们自己的良心；因此，你们避开原则，默认事实是合理的，用

怜悯的爱等等响亮词句来粉饰现实。——“三位一体是赎罪的条

件。”这又是你们那个体系的半真不假的结论之一。显然，二位是

应当接受的，但是第三位被接受，只是因为传统上就是这样。

“但是，为了受难和死，上帝不得不成为人，因为，且不说上帝

本身有受难能力这一假设是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还存在着为正

义所制约的道德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你们同意上帝能受难

这种无稽之谈，那么，这就表明，不是上帝通过基督受难，而只是人

受难——“人不能成为中介者”。你不象这里的许多人那样，还比较

明智，没有抓住一个最极端的结论：“所以，上帝必须受难”，你坚持

自己的见解。这同“为正义所制约的道德的必要性”有什么关系，

也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替罪原则被接受了，那么就没有必要认为

受难者应当是人；即便他只是上帝。但是上帝不能受难，ｅｒｇｏ①

１３５２７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因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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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没有前进一步。你们的演绎法就是这样，每一步

我都要向你们作出新的让步。上面所谈的东西没有充分展开。这

样一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向你让步：中介者也应当是人，不过这

一点还没有证实。但是，如果我不在这一点上让步，我就无法承认

下面的东西。“上帝的人化是不能通过自然繁殖来实现的，既然上

帝使自己和一个由父母所生、并且由于上帝的无所不能而摆脱了

罪恶的人结合在一起，那么，他就只能和这个人而不是和人的本性

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圣母马利亚的体内，基督才呈现人的本性，

形成人这一力量就在于基督的神性。”——瞧，这纯粹是诡辩。对

于超自然生育的必要性的攻击迫使你们采用这种诡辩。为了从另

一方面说明问题，教授先生又塞进第三点：位。这同问题毫无关

联。相反，和人的本性的结合越深，位就越是人的，而使之生气勃

勃的精神就越是神的。在这里，背后还隐藏着第二个误解：你们把

肉体和位混淆起来了。这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得更明显：“另一方

面，上帝不能象他创造第一个亚当那样，采取完全孤立的形式使

自己具有人类的特点，因为这时他同我们堕落的本性的实体没有

任何联系。”因此，问题就涉及到实体，涉及到可以触觉的、肉体的

东西了吗？但最有趣的是，有利于超自然生育的最有力的论据，即

关于基督身上的人的本性的非人格性的教义，不过是从超自然生

育中得出的诺斯替派的结论而已（诺斯替派的，当然不是指教派，

而是一般指  ωσι①）。如果上帝不能通过基督受难，那么，非人格

的人就更不能受难了。这一点是透过全部深奥的思想显露出来

的。“所以，基督在我们面前出现时是没有特殊的人的特征的。”这

是武断。四个福音书作者对耶稣都有确定的、与自己的本质特点

２３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知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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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的描述。因此，我们有权肯定，使徒约翰按其特征来说最接

近于基督；但是，如果基督没有任何人的特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约翰高于一切；而这样断言可能是冒险的。

这就是对你的推论的答复。这个答复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成功

的。我手头没有大学听讲的笔记本，只有发票和账簿。因此，有

不清楚的地方，请你原谅。——你的哥哥①没有一点消息。——

Ｄｕｒｅｓｔｅ②，如果你们承认我的疑虑是诚实的，那么，你们如何说明

这种现象呢？特别是现在，在我彻底迷惘的时候，你们的正统心理

学不可能不认为我是最顽固不化的人。我是忠于大卫·弗里德里

希·施特劳斯的旗帜的，并且我是第一流的神话学家；请你相信，

施特劳斯是个极好的人，是个天才，比任何人都机敏。他使你们的

观点丧失了一切基础；你们的观点的历史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毁

灭了，教条式的基础也将相继垮台。施特劳斯是根本不会被驳倒

的，这就是为什么虔诚主义者如此疯狂地仇恨他。亨斯滕贝格在

《教会报》上绞尽脑汁竭力从他的字里行间得出一些虚伪的结论，

以恶毒地攻击他的性格。这就是我痛恨亨斯滕贝格及其喽罗的原

因！施特劳斯的品格同他们毫无关系；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给

施特劳斯的品格抹黑，好让人们不敢同意他的观点。这就是他们

无法驳倒施特劳斯的最好证明。

我已经对神学作了充分的阐述，现在想谈谈其他问题。德意

志联邦７７从“蛊惑宣传”和所谓的一切阴谋中作出的发现多么了不

起，只看它用７５③印刷页来刊载这个事件就明白了。
２６３
我还没有

３３５２７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②

③ 手稿上误为：８５。——编者注

此外。——编者注

威廉·格雷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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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书，但是我在报上读了这本书的摘要，这向我们表明，我们的

该死的当局在用什么样的卑鄙谎言款待德国人民。德意志联邦恬

不知耻地说，政治犯已经由“合法的法官”判罪。然而，大家知道，

到处都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特别是举行公审的地方。至于在暗中

发生的事，谁也不知道，因办被告被迫保证不谈及任何有关审讯的

情况。德意志现行的司法制度就是这样，我们无可抱怨，完全无可

抱怨！六个星期前出了一本好书：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

度》１８３９年曼海姆版２６４。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普鲁士法律、国家管理

机关、赋税的分配，等等；结果十分明显：靠牺牲贫民的利益来优待

金钱贵族、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实施的办法是：压制政治教

育，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利用宗教，华丽的外表，漫无边际的

吹嘘；制造骗人的假象，仿佛当局在鼓励教育。德意志联邦立即下

令禁书，没收尚未售出的存书。最后一个措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

书商们仅仅被询问，他们那里有没有存书。任何一个正人君子都

会回答说：没有。——如果你能在那里搞到这本书，务必读一读：

这不是罗多芒特说大话①，而是从普鲁士邦法
１８８
中取得的证

据。——特别希望你设法弄到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

尔》２８。这部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思想的威力和丰富性，无疑都是

现有德国散文中的佼佼者。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谁不了解它，谁

就不能想象我们的语言蕴藏着怎样的力量。②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４３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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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封信的结尾部分已遗失。——编者注

来自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中骄傲的骑士的名字罗多芒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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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致威廉·格雷培

柏  林

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２０日［于不来梅］

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日。最亲爱的威廉，你为什么不写信？你们

都属于偷懒的和无所事事的一类人。我可是另当别论！我不仅给

你们写的信超过了你们应该得到的，我不仅认真地了解世界上的

一切文学，我还不声不响地用短篇小说和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荣

誉纪念碑，只要书报检查制度的气息不使锃亮的钢变成丑陋的铁

锈，这座纪念碑将以璀璨的青春之光照耀着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

意志各邦。我心潮澎湃，我那有时不够冷静的头脑炽烈地燃烧；我

竭力探求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热情燃成

熊熊的火焰。现在我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题材，同这个题材相比，

我以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儿戏。我想用“童话故事”或类似的

东西把这种中世纪就已显现的当代预兆表现出来；我想把那些埋

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力求解放的

精灵揭示出来。我想争取完成谷兹科夫给他自己提出的任务，哪

怕是一部分：《浮士德》的真正的第二部分还有待写出。在这里，浮

士德不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人。有

《浮士德》，有《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有《粗野的猎人》——这就是预

期的精神自由的三个典型，它们之间可以很容易联系起来，并且同

扬·胡斯相结合。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背景，而这三个

恶魔就在这个背景下为所欲为！我过去着手写的《粗野的猎人》那

５３５２８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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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的想法已经溶化在这里面了。——我要独具一格地塑造这

三个典型（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写信呢？要知道已经是１１月１４

日了）；对亚哈随鲁和《粗野的猎人》的处理，我预计会收到特别的

效果。为了使这篇东西诗意更浓、细节的刻画更深，我可以毫不费

力地把德国传说中的其他一些成分编进去——我手头正好有一些

东西。虽然我目前着手写的这篇短篇小说充其量不过是在风格和

人物刻画上的一种学习研究，但这些才是我成名的希望之所在。

１１月１５日。今天也没有信来？我该怎么办呢？对于您，我该

怎么想呢？我没法理解您。１１月２０日。如果您今天还不写信，我

就从思想上把您处以宫刑，并且象您所做的那样，让您等信，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信还信。不过，您这个伪君子会说，不要

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信还信，您要让我继续听您那

一套该死的基督教的诡辩。不，宁可做一个好的异教徒，也不做

一个坏的基督徒。

悲伤厌世的诗人

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他的长

诗写得很好，短诗写得更出色。他写了一出喜剧６８，沃·门采尔及

其一伙在剧中遭到百般嘲笑。现在大家都向往新的学派，在伟大

的时代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房舍、宫殿或者茅屋。其余的一切正趋

于没落，感伤的小曲逐渐消逝得无声无息；声音响亮的出猎号角正

６３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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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着猎人来吹奏，以猎取暴君；同时，上帝的暴风雨正掠过树梢，

而德意志的青年在丛林中挥舞利剑，高举着斟满的酒杯，山上，燃

烧着的城堡烈焰熊熊，王座摇摇欲坠，祭坛颤动不已，只要主号召

我们冲向雷雨和风暴：前进！前进！——有谁胆敢阻挡我们？①

柏林有一个青年诗人卡尔·格律恩，最近我读了他的《旅行札

记》，一部很好的作品。２６５据说他有二十七岁了，因此他可以写得更

好。有时他有很出色的思想，但常有一些黑格尔式的令人讨厌的

词句。例如，这是什么意思：

“索福克勒斯是道德高尚的希腊，它让自己巨大的激情撞在绝对必然性

这堵墙上而迸发四射。莎士比亚身上出现了绝对性质的概念。”

① 下面复制了原稿中的一段戏言：“敝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来梅市政厅酒

家大诗人，享有特权的醉汉，向全体过去的、现在的、缺席的和未来的人们郑重

宣布：你们都是蠢驴，懒虫，都是因自己本身存在的空虚而萎靡不振的家伙，不

给我写信的坏蛋，如此等等。敝人酒醒时谨书于商行柜台。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编者注

７３５２８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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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傍晚我在小酒馆喝了两瓶啤酒和两瓶半１７９４年的吕德

斯海姆酒，喝得酩酊大醉。同我在一起的有ｉｎｓｐｅ①出版商和形形

色色的庸人。下面是我和一个庸人就不来梅宪法问题进行辩论时

的一段话。我：在不来梅，政府的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因

为他们是由金钱贵族、反对官僚贵族和议会的元老们组成的。他：

您事实上并不能完全断定这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他：请证明

您的论断。——在这里，这类事情就算作辩论！啊，庸人去学学

希腊语，再来辩论吧。只有懂得希腊语的人，才能ｒｉｔｅ②进行辩论。

这种家伙我一下子就可以驳倒六个，哪怕我喝得半醉，而他们很

清醒。这些人没办法把前后必须一贯的某种思想坚持三秒钟，而

是一切都是断断续续的；只要让他们谈上半个小时，向他们提几

个似乎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就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ａｍｅｎｔｅ③自相矛盾。这些

庸人都是一些讨厌的刻板的人物；我刚开始唱歌他们就一致反对

我，他们要先吃后唱。这时他们就吃牡蛎，我气得直抽烟，喝酒，

大喊大叫，对他们视而不见，直到我舒舒服服地打起了瞌睡。我

现在是给普鲁士大量输入禁书：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２８四

册，他的《巴黎来信》２０六卷本，遭到严禁的费奈迭《普鲁士和普

鲁士制度》２０４五册，这些书都在我这里，准备送往巴门。《巴黎来

信》的最后两卷我还没有读，这两卷书非常好。书中严厉地谴责

了希腊的奥托王，例如，书中有一处写道：

“如果我是上帝，我就要开个大玩笑：我要在一个夜晚，使所有伟大的希

腊人都复活。”④

① 直译是：希望中的；这里指：未来的。——编者注
② 按照规则。——编者注
③ 大大地。——编者注
④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第八十九封信。——编者注

８３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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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出色地描写了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希腊人在雅典

游逛的情景。这时传来了奥托王驾到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准备前

往，第欧根尼点起灯笼，所有的人都急忙奔向比里尤斯。奥托王

一上岸，就发表演说如下：

“希腊人，请往上看。上天具有了巴伐利亚的民族色彩。〈这篇演说太好

了，我应该把它全抄下来。〉因为，希腊在远古时代属于巴伐利亚。皮拉斯

基人居住在奥登林山，伊纳科斯生于兰德斯胡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使你们

幸福。你们那些蛊惑家、闹事者和报纸文人把你们美好的国家带到了灭亡的

边缘。有害的出版自由把一切都搞乱了。你们只要看一看，橄榄树长成了什

么样子。我早就应该到你们这里来，我所以不能早来是因为我来到人世还不

久。现在你们是德意志联邦７７的成员；我的大臣们会把联邦议会最近的决议
１７

通知你们。我会懂得怎样维护我的王位的权利并且使你们逐渐成为幸福的

人。作为我的皇室费〈立宪国家中国王的生活费用〉，你们每年要给我六百

万披亚斯特，我允许你们付清我的债务。”①

希腊人乱了起来，第欧根尼提着灯笼照国王的脸，希波克拉

底则叫人去运六车藜芦来，如此等等。整个这一部讽刺作品是极

尽挖苦之能事的杰作，而且有神来之笔。你不大喜欢白尔尼，大

概是由于你读了他最早期的最蹩脚的作品之一《巴黎记述》２６６。他

的《戏剧丛谈》２４６、批评论文、各种格言，尤其是《巴黎来信》和

令人赞叹的《吞食法国人的人》更是高超绝伦。他把画廊写得很

枯燥，这一点你是对的。但是优雅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刻的感

情，《吞食法国人的人》那种辛辣的俏皮话真可叹为观止。希望我

们在复活节或者秋天能在巴门见面，那时你对这个白尔尼就会另

眼看待了。——关于托尔斯特里克决斗一事，你写的当然同他的

９３５２８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２０日）

①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第八十九封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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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一致，不过，无论如何这使他非常不愉快。这是个很好的小

伙子，但是他好走极端：有时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又有点迂腐。

续前。如果你认为德国文学已逐渐停滞下来，那你就大错特

错了。别以为你象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不看它，它就不复存在了。

Ａｕｃｏｎｔｒａｉｒｅ①，德国文学发展得并不坏；如果你对它多注意一点，

如果你不是住在普鲁士——这里先得有特殊的、很难获得的许可

才能看到谷兹科夫等人的作品，——你是会明白这一点的。——

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回到基督教的怀抱，那你同样也错了。我感到

好笑的是，ｐｒｏｐｒｉｍｏ②，你已经不再把我看作是基督教徒；ｐｒｏｓｅ

ｃｕｎｄｏ③，你认为，仿佛一个为了观念而摆脱掉正统思想中幻想的

东西的人还甘愿再穿上这件约束疯人的拘束衣。类似的情况只有

在真正的唯理论者身上才有可能发生，因为他相信，他对奇迹所作

的自然解释以及他的肤浅的道德说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神

话论和思辨思维不可能再从它们的朝霞辉映的雪峰降临正统思想

的雾霭迷茫的山谷。——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

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

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

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还请务必搞到施特劳斯

的《鉴别和评述》，他的有关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论著真是妙

不可言。２６７文章写得如此透彻、明确和风趣，除施特劳斯外，别无他

人。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毫无缺点的；即使他的整本《耶稣传》１６２

被证实是一堆不折不扣的诡辩，那也无关紧要，因为这部著作之十

０４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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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第二。——编者注

第一。——编者注

相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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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首先就在于作品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话起源的观念；揭露

上述错误，丝毫无损于这个观念，因为它永远可以重新用来解释圣

经史。但是施特劳斯更大的功绩是：他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还

无可争辩地出色地运用了这个观念。一个好的圣经诠释家总是能

发现施特劳斯的某些疏忽之处或者指出施特劳斯所陷入的绝境，

正象路德在细节问题上也不是无可指摘的一样；然而这无关宏旨。

如果托路克关于施特劳斯说的话言之有理２６８，那么，这或者是纯粹

出于偶然，或者是成功地运用了回忆联想；托路克的学问太肤浅

了，何况，他只不过是接受别人的东西而已，他没有做过任何批判，

更不必说创造了。托路克曾经有一些好思想，这不难列举，可是，

他自己早在十年前就由于同韦格沙伊德尔和盖泽尼乌斯的争吵而

对自己论战的科学性丧失了信心。托路克的科学活动决不是持久

的，他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亨斯滕贝格至少有一次出现过别出

心裁的、虽然是荒唐的思想：关于预测未来的思想。——我不明

白您为什么对超越亨斯滕贝格和奈安德一点也不感兴趣。奈安德

虽然值得多方面的尊敬，但他不是一个有科学性的人。他在自己

的著作中不让悟性和理性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即使是和圣经发生

了冲突，而每当他担心要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就把科学摆在一边，

企图借助于经验或者虔诚的感情。他太虔诚，太善良了，以致没法

反驳施特劳斯。正是由于他的《耶稣传略》２６９洋溢着虔诚的感情，

他甚至使自己的真正科学论证锋芒锐减。

Ａｐｒｏｐｏｓ①，几天前，我在报上读到，似乎黑格尔哲学在普鲁

士被取缔，似乎哈雷一位著名的持黑格尔主义观点的讲师，由于大

１４５２８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２０日）

① 顺便说一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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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的一纸命令，被迫停止讲课，哈雷某些持同一观点的年轻讲师

（大概是卢格等人）明白，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委任。这一纸命

令也使柏林《科学评论年鉴》最终被取缔。更多的消息，目前我还

没有听到。我不能相信普鲁士政府竟采取如此闻所未闻的粗暴手

段，虽然白尔尼在五年前已经预先指出了这一点，而亨斯滕贝格据

说是王子①的密友，他同奈安德一样是黑格尔学派的死敌。如果你

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请写信告诉我。现在我打算边喝潘趣酒

边钻研黑格尔。Ａｄｉｏｓ②，盼速回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２９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９日—［１８４０年］

２月５日［于不来梅］

１２月９日。最亲爱的，刚刚收到你的信；等你们这些家伙的信

要这么久，真是令人吃惊。自从收到你和霍伊泽尔从爱北斐特来

信后，柏林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听到。如果确实证明有鬼的话，那

么，恨可以使人变成鬼。可是你的信来了，这就很好。

我学你的做法，把神学问题留到最后去谈，以便名副其实地圆

满完成我的书信的金字塔。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

① 未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再见。——编者注

２４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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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兹科夫的保证，他表示欢迎我投稿，我就给他寄去了关于卡·倍

克的文章①；此外，我写了许多诗，但是还得仔细加工，我还在写各

种散文以锤炼文风。前天我写了《不来梅情史》，昨天写了《不来梅

的犹太人》，明天我想写《不来梅的当代文学》和《学徒》（指商行学

徒）或这一类的东西。情绪好的时候，两个星期写出五大张纸是绰

绰有余的，尔后润色修辞，间或穿插些诗，使形式多样化，然后以

《不来梅之夜》为书名出版。我的ｉｎｓｐｅ②出版商昨天来我处，我给

他读了《ＯｄｙｓｓｅｕｓＲｅｄｉｖｉｖｕｓ》③，使他非常高兴；他有意要我的制

造厂出品的第一部小说，昨天还说好一定要一本小诗集。可惜这

些诗太少了，况且还有书报检查机关！谁会放过《奥德赛》？我可不

让书报检查机关管制我，使我不能自由写作；以后它爱删多少就删

多少，我自己不愿意扼杀本人的思想。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总是

不愉快的，不过倒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三十或写了三本书的作者

竟然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过冲突，那他就不值一提；伤痕斑斑

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一本书，拿来一读就应当看出它是同

书报检查机关作过斗争的。其实，汉堡的书报检查机关是自由主

义的，我最近在《电讯》上发表的关于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文章④，就

对联邦议会和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极其尖锐地挖苦了一番，可是

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被删去。

１２月１１日。——噢，弗里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象现在这样

懒惰了。哈，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我知道，我缺少什么！

３４５２９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１４—２３页。——编者注

《复活的奥德赛》。——编者注

直译是：希望中的；这里指：未来的。——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４—３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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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２日。——这些不来梅人都是些蠢驴，不，我的意思是

说都是些好人！目前正是坏天气，街道很滑，他们就在市政厅酒家

前撒了沙子，免得醉汉跌交。

旁边画的是一个悲伤厌世的小伙

子；他在巴黎拜访过亨·海涅，受了海

涅的感染，以后他又到泰奥多尔·蒙

特那儿去，学会了蒙特的某些词句，没

有这些词句，悲伤厌世的人是无法生

活的。从那时起，他明显地消瘦了，正

打算写一本书来论述悲伤厌世是预防肥胖的唯一有效方法。

１月２０日［１８４０年］。我在没有解决在这里的去留问题以前，

不想给你写信。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我暂时还是留在这里。

２１日。我跟你实说吧，我对继续进行神学辩论没有特殊兴趣。

在这些争论中，彼此都不太理解；当回答问题时，对所涉及的问题，

早已忘了ｉｐｓｉｓｓｉｍａｖｅｒｂａ①；这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要比较扎

实地探讨一个问题，就得占更多的篇幅，而我常常不能在后一封

信中再肯定前一封信中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太接近于在此期间

我已经放弃了的观点。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

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

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

素。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于是，我加入了莱奥

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泛神论这

个词本身就会引起不会思考的牧师们的大惊小怪。今天白天，《福

音派教会报》反对梅尔克林的虔诚主义的冗长讲道稿２７０，使我很感

４４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自己的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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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善良的《教会报》不仅认为把它归入虔诚主义者的营垒是极

为奇怪的，而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现代泛神论，

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和祆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除此之

外，它在加尔文与之斗争过的自由思想家宗派中也明显地表现出

来。２７１这一发现确实是非常独特的。而更为独特的是对这一发现

的论证。要从被《教会报》硬说成是黑格尔观点的那些东西中认清

黑格尔，已经是很费劲的了，而这些东西又被牵强附会地说成是

同加尔文关于自由思想家的那个措辞十分含糊的命题有相似之

处。论证是非常可笑的，《不来梅教会信使》表现得更妙，它说黑格

尔否定历史的真理！人们力求表明挡住自己的路而又无法避开的

哲学是违背基督教的，这真是荒谬绝伦。有些人只是听说过黑格

尔的名字，而且只读过莱奥的《黑格尔门徒》４８的注释，就想破坏这

种不用任何夹子夹紧而自成一体的体系。——这封信写得很不

顺遂。天知道为什么，我一坐下来写信，鬼差使就来了——我总是

有商行的工作要干。

这是两个傀儡，它们呆板的样子，并非我的本意。否则，它们

５４５２９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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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了！

你读过施特劳斯的《鉴别和评述》２６７吗？你要尽力把书弄到手，

那里所有的文章都很出色。论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文章是篇

杰作。在论述维尔腾堡的狂人那些文章里，有大量心理学的东西。

其他神学的和美学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此外，我正在钻研黑

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

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不久前托路克的播弄是非的老手《文献

通报》愚蠢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泛神论”不能产生抒

情诗，可是古波斯泛神论等等却产生了抒情诗？２７２就请该杂志等一

等吧，等我和其他一些人把这种泛神论弄清楚的时候，就会有抒

情诗出现了。顺便说一下，《文献通报》承认道布，并且谴责思辨

哲学，这倒是很好的。似乎道布不承认黑格尔关于人和上帝本质

上是同一的这一原则。这种肤浅的见解令人讨厌；他们不太关心

施特劳斯和道布的观点是否基本一致。但是，如果施特劳斯不相

信迦拿的婚宴２７３，而道布却相信，那么，人们就会把一个捧上天，

把另一个看作是入地狱的候补者。奥斯温特·马尔巴赫，民间故

事书出版商，是个头脑最糊涂的人，特别是（ｃｕｍ－ｔｕｍ①）一个

头脑最糊涂的黑格尔主义者。我简直不可理解，黑格尔的信徒怎

么会说：

    天堂也就在这大地上；

我清楚地感到上帝之成为人就体现在我身上，

因为黑格尔明显地把整体同不完善的单一的东西区别开来。——

对黑格尔的损害莫过于他自己的学生；只有几个人，如甘斯，罗

６４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既一般地是——又特别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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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而某个奥斯渥特·马

尔巴赫是所有糊涂人中 ｎｏｎ ｐｌｕｓ ｕｌｔａ①。多么了不起的人

物！——牧师马莱特先生在《不来梅教会信使》杂志上称黑格尔

体系为“松散的语言”。９７如果确实如此，牧师本人就糟了，因为要

是这些大块大块的东西，这些花岗岩思想散落下来，哪怕是这座

巨石建筑的一块石头都会不仅把牧师马莱特先生砸碎，而且能把

整个不来梅砸碎。例如，要是把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

思想强加在某一个不来梅牧师的身上，他会发出什么样的悲鸣

啊！   

２月１日。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

把信发出去。

俄国人开始变得天真起来；他们

宣称，似乎同切尔克斯人打这一仗而

牺牲的人还没有拿破仑的一次不大的

战役所牺牲的人多。我没有料到，象尼 让他亲自给你讲

古拉这样野蛮的人竟会如此天真。 他的生平吧。

我听说，柏林人十分恨我。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把托路克和奈

安德骂了几句，我也没有把兰克列入ｓｕｐｅｒｏｓ②，这使他们气坏了。

而且，我还写信给霍伊泽尔，大讲特讲贝多芬。——我读了维也纳

的格里尔帕尔策写的很可爱的喜剧《谁撒谎，谁倒霉！》２７４，它比我

们现在的老一套喜剧高明得多。深受奥地利书报检查机关的沉重

压迫的善良而自由的精神处处可见。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花了

多少功夫把豪门贵族描写得不致有损贵族检查官的体面。Ｏｔｅｍ

① 糊涂透顶的人。——编者注
② 伟人。——编者注

７４５２９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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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ｅｓ，ｏ ｍｏｒｉａ，Ｄｏｎｎｅｒ ｕｎｄ Ｄｏｒｉａ①，今天是２月５日，很惭

愧，我太懒了，ｂｕｔ Ｉ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ｌｐ ｉｔ②，上帝作证，我现在什

么也不干。好几篇文章已经动笔写了，可是没有进展，每当我在

晚上想写诗的时候，往往由于吃得太饱而无法抗拒睡意。——要

是今年夏天我能去丹麦，霍尔施坦，日德兰半岛，西兰岛和吕根岛

旅行，我会十分满意的。我要争取让我的老头儿把弟弟③送到这里

来，我将把他带在身边。我渴望看看大海，我会写出多有趣的旅行

随笔呀！可以把这些随笔和一些诗一起出版。现在天气好极了，可

是我不能出游，我十分想出去，多倒霉呀！

这胖子是糖业经纪人，他刚从屋里

出来，他的口头禅是：“根据我的意见。”

当他在交易所和某人谈完话，要离开时

一定要说：“祝你健康！”他的姓名是约

·赫·贝格曼。

这里也有令人感动的人物。我这就给你描绘另一幅生活景象：

这个老头儿每天早晨喝得醉醺醺，站在自己家门口，捶着胸口

大叫：“Ｉｃｋ ｂｉｎ Ｂｏｒｇｅｒ！”④；这就是说，感谢你，上帝，我不象那

些汉诺威人，奥登堡人，更不象那些法国人，我是一个不来梅

Ｂｏｒｇｅｒｔａｇｅｎ ｂａｒｅｎ Ｂｒｅｍｅｒ Ｋｉｎｄ！⑤

８４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⑤ 公民，不来梅嫡亲的后裔。——编者注

“我是一个公民！”——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可是我没办法。——编者注

著名的拉丁词语：“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ｏ ｍｏｒｅｓ”（“哦，时代，哦，风尚”）。这

里，恩格斯为了同德语“Ｄｏｎｎｅｒ ｕｎｄ Ｄｏｒｉａ”押韵，改变了拉丁语的词尾而

写成：“哦，时代，哦，风尚，见鬼去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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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各种类型老太婆的面部表情确

实令人讨厌。特别是右面那个翘鼻子的

面部表情，纯粹是不来梅式的。

艾勒特主教在授勋典礼２７５上的讲话

有一大优点：现在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应

当怎样对待国王①，而且他的背誓罪

行得到了正式的证明。就是这个国王，

ａｎｎｏ １８１５②，当他感到不安的时候，在

他的内阁法令中许下诺

言：如果臣民能使他摆脱

困境，他将授予他们宪法，

就是这个坏透了的、可恶

的、受上帝诅咒的国王现

在通过艾勒特宣告，谁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宪法，因为“大家为一

人和一人为大家，这是普鲁士的国家原则”，“谁也不会用旧布补新

衣”。你知道吗，为什么罗泰克的第四卷２７６在普鲁士被禁止？因为这

卷书里谈到，１８１４年我们柏林的那位至高无上的没出息的人承认

了１８１２年的西班牙宪法１２０，而１８２３年他竟派法国人到西班牙去

消灭这部宪法，并且回送西班牙人一份厚礼——宗教裁判所和拷

打。１８２６年，里波尔在瓦伦西亚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他的血连同因

自由主义的和异教的观点而在监牢被折磨至死的二万三千名高贵

的西班牙人的血一起流淌在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公正大王”””的良心上。我憎恨他，除了他，我可能还憎恨两、

９４５２９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９日）

①

② 于１８１５年。——编者注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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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我恨死了他；如果我不是对这个恶棍极端卑视，我会恨得

更厉害。同他相比，拿破仑是一个天使，如果说，我们的国王是一

个人，那么汉诺威国王①就是神。没有哪个时期比１８１６年到１８３０

年这个时期更充满王室罪行了；几乎每一个在当时掌握统治权的

国君都应处以死刑。笃信宗教的查理十世，阴险的西班牙斐迪南

七世，奥地利的弗兰茨——一架机器，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并且到

处看到的都是烧炭党人２７７；唐·米格尔是一个比法国革命的全体

英雄还要伟大的流氓，可是当他血洗优秀的葡萄牙人时，普鲁士、

俄国和奥地利都高兴地承认了他；还有俄国的杀父犯亚历山大以

及不愧为他的弟弟的尼古拉，要谈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简直是

多费口舌。啊，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国君爱自己臣民这一主

题的滑稽故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

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

些好事。祝你健康。

你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全文发表于《恩

格斯早期著作集》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０５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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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年

３０

致莱文·许金

明 斯 特

１８４０年６月１８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许金先生：

对您的友好接待和出色的《回忆明斯特》９３，我再一次向您表

示衷心感谢。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愉快地把书一口气读完，我敬慕

这位女诗人①：她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新颖而柔和；她文笔秀丽，藏

而不露；她在精神上和拜伦同出一源。如果我没弄错，那时你在评

论２７８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诗竟完全没有被

人注意，可是，这些情真意切的诗对现代的庸俗读者来说又意味着

什么呢？一有可能，我将在报刊上对这本书作出应有的评价②。哪

里还能找到象《塔尔伯爵》这样独具一格的出色的叙事诗呢？

关于雪莱作品的计划２７９，昨天我还和许内曼谈过。他一听到

稿费为十塔勒，就象触电似的急忙走开了，而且马上声明，对此不

能同意。他刚从书市回来，亲自了解了各式各样的拙劣文学作品：

１５５

①

② 见本卷第９８—９９页。——编者注

安奈特·伊丽莎白·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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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主义者的小说，比利时的散文，西班牙文选以及其他蹩

脚作品；同时他愚蠢地在莱比锡以低价签订了出版神学、世界通史

和文学史的合同，这样，他的事情就够多的了。这个愚蠢的书商认

为，粗制滥造地出版约翰书的注释，每印张稿费只要付两塔勒，这

样可以少冒风险，可是至多只有二十个大学生会买它，而出版雪

莱的诗，风险要大些，出版费和稿费可能要多两倍，但是，全国都会

对它感兴趣。刚才我又到许内曼那儿去过，从他的嘴里得到最后

明确的答复，他不同意所提的条件；一印张诗的印刷符号比一印张

散文的要少四分之三，这就是说每页稿费实际上是四十塔勒。我

对他说，翻译雪莱作品不是儿戏，如果不想出版，好吧，那就算

了。此外，他本人也很懂得，怎么才合算。他说，如果我们同意

先搞一个份量不大的试译稿，他把它印出来，那时就可知道应该

怎么办。我说，许金和皮特曼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同意试

译，单凭他们的名望，就用不着象别人一样进行这样的试译。您

是否愿意呢？他说，照这样的条件，就不干。——Ｍｕｙ ｂｉｅｎ！①求

人恩典，有损我们的尊严，所以我就走了。——我坚持这样的意

见：这个落空的希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我们失去信心。这个人不

做的事，那个人会做。皮特曼译了《麦布女王》②的第一篇，把它寄

往莱比锡给恩格尔曼，如果恩格尔曼接受这一篇，那么接受全部长

诗也就容易谈妥了。要是不成，我们首先应当去找的人，就是阿尔

托纳的哈默里希和斯图加特的克拉贝。此外，现在刚过了复活节

书市，这对我们的建议来说，时机不好。要是现在是１月，我相信，

许内曼会双手抓紧我们。不过我还是打算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开

２５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雪莱的史诗。——编者注

好极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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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地问一问他能够向我们提出什么条件。

许内曼这个朋友溜掉了，从而回避了我的访问，他去参加野

餐了。大概，他会建议我们，稿费五塔勒，还得照他的老习惯——

要我们先试译三四印张。这件事应归咎于哈雷的虔诚主义者威廉

·埃利阿斯。许内曼为了出版他的小说《信仰和知识》２８０损失了大

约两千塔勒。如果我碰上这家伙，一定约他用弯刀决斗。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我今天就给皮特曼写信。我觉得

这件事是很好的，无缘无故把它抛弃太可惜了。任何一个多少受

过一些教育的书商（许内曼是个傻瓜）都会同意出版这本书的。

我急待您对这件事的意见，并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

虔敬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您对谷兹科夫在《电讯》中向《哈雷年鉴》提出的再求２８１有什么

意见？看来，谷兹科夫想重新采用门采尔和缪尔纳的批判性的威吓

手段，大概，他怕青年们超过他！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 原文是德文

《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科学

学报》第７年卷第４期（耶拿）

３１

致莱文·许金

明 斯 特

１８４０年７月２日于不来梅

尊敬的朋友：

很遗憾，您上月２２日的亲切来信，２６日才到我手，这件事使

３５５３１ 致莱文·许金（１８４０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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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愉快，因为在头天晚上我正好写了一封信给阿尔托纳的哈

默里希，建议他出版雪莱的诗①。这封信是根据当地一个书商的建

议写的，我从这个书商那里打听到一个合适的出版商。今天我刚

收到哈默里希的回信，他拒绝了，他说，因为预定的出版业务已

经排得满满的了。

至于Ｇ．Ｃ．Ａ．迈耶尔，我坚持这一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

同他打交道；第一，这个家伙和他那一帮人（布林克迈尔，贝尔

曼等一伙）俗不可耐；第二，皮特曼决不会同意为这个出版社写东

西；第三，迈耶尔付的稿费太低；第四，要把稿费拿到手，须经多次

催促，而且还有其他扯皮的事。目前，我正为《午夜报》刊登的我那

篇文章②而催他付稿费，因为他不愿照付；虽然布林克迈尔是我们

之间的调停人，我无论如何不能向他松口。很遗憾，我还没有收到

皮特曼的回信，因此不能采取任何坚决的措施。此外，迈耶尔显然

要把任何东西都在从属于他的人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雪莱的作品

分到我们份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些出版商惯于要那些受他们支使

的文人绝对听从他们的安排，我们有谁能同意这一点呢？

我认为把订合同的事委托给皮特曼全权办理较为妥当，在这

方面，他是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人；无疑，他会把事情办妥，使我们

大家满意，他办事遇到的困难反正会比我少得多。而且他已建议

威·恩格尔曼出版《麦布女王》，这个出版商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

的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您还是我到目前为止只为报刊

写过东西，而皮特曼已经出了一本书，并且已预告第二本书２８２的出

版。这些狡诈的出版商就是看重他那样的人。

４５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见本卷第６１—８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５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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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您来信时，许内曼正好外出旅行，他还没有回来。我还是

想把柯勒律治的作品２８３交给他；在人们热烈庆祝谷登堡节时，我在

香槟酒的醉意中和他称兄道弟地畅饮，他感到受宠若惊。如果您

的手稿已经准备妥当，请即寄我。

《电讯》在第９７期或第９８期曾载文恶毒攻击《哈雷年鉴》，《电

讯》到这里是邮寄的，因此比您拿到手要早得多。我又寄给谷兹科

夫一点东西并急待知道，在《午夜报》登了那篇文章（《现代的论

战》①）后，他将如何接受它。

我刚收到巴门来信，不知什么原因信中一点没有提到皮特曼。

如果您同意由皮特曼办理订合同，那么我在收到您的回信后立即

写信并将一切都转交给他。有关《莱茵年鉴》的稿费情况也请告

知，日内我将给弗莱里格拉特寄一点东西去。此刻我在经济上没

有困难，但是我总想早些知道，可望得到多少。

就读了普菲策尔的报纸上刊载的您翻译的雪莱和柯勒律治的

作品２８４，感到很满意。今天我可以译完雪莱的《含羞草》，马上就把

它寄给普菲策尔。这首诗写得很出色，它的风格比拜伦的作品更

接近于德罗斯特的作品。德罗斯特的诗至今犹使我感到极大的愉

快，因此，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

承您关注，谨致真挚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 原文是德文

《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科学

学报》第５年卷第４—５期

（耶拿）

５５５３１ 致莱文·许金（１８４０年７月２日）

① 见本卷第７４—８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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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①

１８４０年７月７—９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的确太可恶了，你本来打算一到曼海姆就写信给我，可是我

在这里又等了三个星期，仍未收到你的来信。如果再这样下去，我

将不得不写信给荣克小姐，要她迫使你多少也得向我表明你做妹

妹的对我的感情。

但愿你那边的天气比我们这里的好。这里就象９月和１１月里

一样，不断地刮风下雨。船只在海里沉没，就象苍蝇在一杯水里沉

没一样。开往诺尔德纳的轮船好不容易才到达那里。我是前天抵

达不来梅港的。②那里也是下了一个早晨的雨。我搭乘的是运送侨

民去美洲的船只。他们拥挤在三等舱内。这是一个宽敞的统舱，有

整只船那么宽，那么长，里面安置了铺位（所谓的床），每六个一排，

它们上面又是每六个一排。他们全躺在那里——男人、女人和孩

子。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经常挤满两百人的空气窒闷的地方多么

可怕，特别是最初几天晕船的时候更是如此。舱里的空气，使人窒

息。不过，客舱里的乘客却住得比较舒服：他们的房间比较宽敞，

舱内陈设很雅致。但在暴风开始，海浪涌到船上时，他们的处境就

６５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１４—１２３页。——编者注

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邮资已付。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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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多了。因为客舱装有透光的玻璃舷窗，海浪猛击舷窗，玻璃被

打破，碎屑令人极不愉快地飞进客舱，同时海水也进入舱内。这时

整个客舱通常都被水淹了，但床架得很高，所以还是干燥的。中午

当我们启航时，停泊场上出现了一艘很大的三桅船，船名同你一

样，叫“玛丽亚”，是从古巴岛开来的。由于退潮的关系，这艘船不

能进港而在停泊场抛锚。我们的船向它靠近，接走它的船长。但

停泊场已开始掀起大浪，船便微微地颠簸起来。女士们的脸一下

子全都变得刷白，好象马上就会沉没一样。我们船上有裁缝的两

个漂亮女儿，大家对她们都很殷勤，我一本正经地使这些傻瓜相

信，颠簸将继续到抵达布拉克时为止，而抵达那里还要一个半小

时。不过可惜的是刚过不来梅港，船就不颠了。三顶没戴正的帽子

已经掉到水里，大概要漂到美洲去，接着漂去的还有许许多多空的

酒瓶和啤酒瓶。此外，如果不把威悉河上那只情愿冒险到合众国

去旅行的死猫计算在内的话，我再也没见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我想同它谈谈，但是它如此无礼，竟没有回答我。

这是不来梅港的素描。左边是护港舰队，一幢不久就会被风

掀掉的旧砖房，旁边是放船入港的闸门。这是一条狭长的河道，比

乌培河略宽。在河道那边是城市，右面稍远一点是盖斯特河，它象

一条小溪，河边矗立着钟楼的尖顶，这是仍在建筑中的教堂。右面

远处的盖斯滕多夫隐约可见。

７５５３２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７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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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几天结识了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出生在美国的法国

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出生在海上，因为他住在墨西哥，所以他

的国语是西班牙语。他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的商行里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啤酒仓库：桌下、炉边、橱旁，

到处都是啤酒瓶。老头儿①酒瘾一来，就向我们要一瓶，然后又让

人把酒瓶灌满。此事现在已经完全公开了。杯子整天放在桌上，旁

边就是酒瓶。右角放着空瓶，左角是盛满酒的瓶子，我的雪茄烟

也放在那里。玛丽亚！青年人的确象汉契克博士所说的那样，变

得越来越坏了。二三十年前有谁能想到这么坏的情景——在商行

里大喝啤酒呢？

我们通信的邮资由我事先垫付，既为我的信也为你的信（你以

后未付邮资寄的信）付钱，怎样做对你最方便？如果你在拿到这封

信之前已经给我写了信，那么，在没有收到你对这封信的通情达理

的详细回信以前，我将不再给你写信。

Ａｄｉｅｕ②．

４０年７月７日于不来梅

忠于你并爱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幸亏这封信尚未寄出，这样我就能答复你刚寄来的信了。“我

也希望能演奏得象他们一样好！如果我用心练习，我也会达到这样

的水平。”——你能演奏二十页长的奏鸣曲吗？真是傻瓜！朔尔恩

施泰因当然会感到高兴的。我能希望得到什么圣诞节礼物吗？我

把装雪茄的绣花包丢了，如果我在最近找不到，你能否给我做一个

８５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再见。———编者注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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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谢谢阿德①的问候，你向她转达我衷心的敬意。你告诉她，她

是第一个亲切地称呼我的人，不过我根本够不上是她的堂兄，顶多

是她的一个最忠实的男亲。——  你下次给我写信时，不要写特

雷维腊努斯收，因为那样会使信迟些收到，请写不来梅马蒂尼街

１１号弗·恩·收。这样信就可以直接送到商行给我。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②．

１８４０年７月９日于不来梅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３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③

１８４０年８月４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首先我得对你说，以后不准在信里对我进行任何劝诫。亲爱

的傻姑娘，别以为你现在进了女子寄宿学校，马上就可以自命不凡

了。再说，如果我有需要，我可以从牧师④那里得到一大堆劝善书。

我们商行里的啤酒，只要没有喝光，总是有的，而且，尽管你为此告

诫我，我们的啤酒事业却更加兴旺了，因为我们既有黑啤酒，又有

９５５３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８月４日）

①

②

③

④ 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阿德琳·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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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色啤酒。瞧，这就是那些不懂礼貌的女子寄宿学校的小女孩对

她们的兄长大人的事情进行干预的结果。

因此，我不再为给我的回信预付邮资了。姓名地址你就这样

写：不来梅市弗·恩·先生收，这就够了，用不着再写教士的姓名

地址。几天来，从７月２７日至３０日，我们庆祝了十年前在巴黎爆

发的七月革命纪念日。有一个晚上是在市政厅酒家度过的，其余

几个晚上是在理查·罗特的可爱的宿舍度过的。这个小伙子还没

有回来。我们喝了世界上最好的劳本海姆酒，抽了雪茄，——你要

是见了这种雪茄，准会专门为它而学抽烟。我的绣花包始终没有

找到。还有，我的一个熟人①回来了，他到过宾塞法尼和卡尔的摩，

见到了密斯特西比（应该读作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和密西西比）。

这个小伙子出生于佐林根，而佐林根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

他们始终丢不掉自己的佐林根方言，这个小伙子老是讲ｉｍ 

Ｓｏｈｍｅｒ ｉｓ ｅｓ ｓｅｈｒ ｓｃｈｏｎ Ｗａｔｔｅｒ②，总把卡罗琳讲成卡琳

娜。

我的情况不佳：口袋里几乎一文不名，债台高筑，既欠个人的

债，又欠雪茄烟店的债。上次我为你向他买黑李子的那个人，正在

逼我还债。黑李子的钱到现在还没有付，订书工的钱也没有付。三

个月早已过去，我曾答应在此期间偿付雪茄烟的钱，但施特吕克尔

未寄期票来，牧师又外出不在，所以不能给我钱。不过他明天就会

回来，到时候我将在我的钱包里放六个金路易。如果我在咖啡馆

吃三格罗特的馅饼，我就会向柜台上丢一枚两皮斯托尔金币。“找

０６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正确的讲法是：ｉｍＳｏｍｍｅｒｉｓｔｅｓｓｅｈｒｓｃｈｏｎｅｓ Ｗｅｔｔｅｒ（夏天的天气很

好）。——编者注

指赫勒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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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开吗？”他们回答说：“哎呀！对不起，找不开。”我从这个口袋摸到

那个口袋，寻出了三格罗特给他，然后因为有两皮斯托尔金币而神

气活现地走出店门。当我再次来到商行时，我拿出一枚皮斯托尔

金币往写字台上一扔，向着褐发男孩说：“德克希姆，你能不能替我

换换零钱？”小伙子这时高兴极了，他有了借口可以离开商行到街

上逛它个把小时，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天真的娱乐。问题是零钱在

这里十分缺少，谁的口袋里有五塔勒的零钱，谁就感到无比幸福。

不久前这里发生过一桩很滑稽的事：报上登了一则雇用厨娘

的广告。有个粗壮的少女来到出版社的办公室说①：“请问，我在

报上见到，你们要找厨娘，是吗？”办事员回答说：“是的。”少女

问：“她应当会做些什么事呢？”“她应当会弹钢琴，跳舞，讲法语，

会唱会写，会缝会绣——所有这些都得会。”少女说：“活见鬼！我

可不会这些。”这时她发现办公室里哄堂大笑起来，因此就问：

“你们是不是想捉弄我？见鬼去吧，我可不是让人欺侮的。”说着，

她就向办事员猛扑过去，打算狠狠揍他一顿。最后这个少女当然

是被人轻轻地推出门去了事。还有一次，老头儿②把一个车夫赶出

门外。这小伙子要普鲁士金币，不肯按１比５５ １２塔勒的比率收金

路易。我们正为此同他争吵时，老头儿进来了。他喊道：“见鬼去

吧！这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并抓住车夫的胸襟把他赶到街上。

车夫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跑回来说：“我根本没有想这样

做，好吧，现在就拿金路易吧。”

目前我除了这张写得满满的咖啡账单外，没有别的纸可做信

封了。想必你会象一个真正的咖啡馆女老板一样，乐于接受这份

１６５３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８月４日）

①

②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下面的对话是用低地德意志方言进行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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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的。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①，望速写信给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略加删节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 原文是德文

意志评论》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

和莱比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

部分第２卷

３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０年８月２０—２５日于不来梅

我最亲爱的妹妹：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此刻我正好无事可做，所以就给你写几

行。我们的商行有了重大的改进。在过去，刚吃过饭马上就要令

人十分反感地坐到办公桌旁，那时是何等的困倦啊；为了革除这种

缺点，我们在仓库的凉台上挂了两张漂亮的吊床，午饭后在吊床上

抽着雪茄，摇摇晃晃，有时打个盹儿。我相信你会认为这种新的安

排是非常合适的。今天上午我也收到罗特的信。在离开了四个月

以后，他将于下星期天回到这里。这样，你将知道，一千七百马克

的银行券，按百分之一百三十七计算，折合金路易为七百七十六塔

勒二十四格罗特。我计算过两遍，准确无误。现附上版画一幅。一

个年老的品酒行家，接过一杯酸酒。在他旁边的是卖酿酒给他的

２６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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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员。我再给你画一幅这里的年轻人的发型。

这些小伙子看起来象牛犊

真倒霉！写好这封信后，我回家吃饭，回来时，点上雪茄并打算

躺到吊床上去。但吊床这时掉下来了，当我重新钉钉子时，讨厌的

德克希姆叫我了，所以我现在已不能离开商行。

感谢上帝！我终于保住了我的午间休息！我悄悄溜出商行，拿

了雪茄和火柴，要了啤酒，然后爬到仓库凉台的上层，躺上吊床，轻

轻地摇晃着。后来我到仓库的中层，包装了两箱亚麻布；这段时间

里，我抽完一支雪茄，喝了一瓶啤酒，全身被汗水湿透了。今天酷

热，尽管我伤风刚好，但我又想到威悉河去洗澡。不久前我去游过

３６５３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８月２０—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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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请了一个小伙子划着船跟在我后面；我一口气在威悉河游了

四个来回。在我看来，不来梅未必有人能在这方面仿效我。

真倒霉！倒霉的原因有两个：一、正在下雨；二、我这位可爱的

年轻主人①总不愿意离开商行，因此我又只好熄灭自己的雪茄。但

是我尽量设法把他赶走。你猜，我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跑到厨

房去大叫：“克里斯蒂娜，给我一个拔塞器！”然后我拔开啤酒瓶塞，

给自己斟了一杯。如果他还有哪怕半点良心，在我这样做了以后，

他就该走出去了，因为这就等于说：“走开，唐·威廉！”

你的英语现在讲得很出色了吧！等你回家的时候，我教你学丹

麦语和西班牙语，使你能用别人不懂的语言和我讲话。Ｄａｎｓｋｅ 

Ｓｐｒａｇ ｆａｇｒｅ Ｓｐｒａｇ，ｙ ｅｌ Ｅｓｐａｎｏｌ ｅｓ ｌｅｎｇｕａ ｍｕｙ ｈｅｒ

ｍｏｓａ②．或者你更喜欢葡萄牙语吧？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 ｈｅ ｈｕｍａ 

ｌｅｎｇｏａ ｍｕｉｔｏ ｇｒａｃｏｓａ，ｅ ｏｓ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ｚｅｓ ｓａｏ ｎａｃａｏ 

ｍｕｉｔｏ ｒｅｓｐｅｉｔａｖｅｌ③．但这些你还完全不懂，所以我原谅你。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的吊床以及我躺在吊床里吸烟的情形。

刚才我听说又卖了五百箱即二十五万磅砂糖；这样一来，我们

就可以给不少杯咖啡加糖

了！你杯子里的砂糖说不

定正是来自我取样的那一

箱，可谁知道呢！不过你

们莱茵河畔的砂糖全部来

自荷兰，而荷兰的砂糖是

４６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葡萄牙语很优雅，葡萄牙人是个很值得尊敬的民族。——编者注

丹麦语是一种有魅力的语言，西班牙语则是一种很优美的语言。——编者注

威廉·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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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烂①制造的，但这里指的是破烂砂糖块而非破烂布块。

距离这里三小时路程的法尔肯贝格不久将举行大规模演习，

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及奥登堡等地的士兵将组成整整一个团在那

里进行表演。这是一些十分可怜的士兵，他们中间三个人的胡子

加起来还没有我三天未刮过的胡子多。这些士兵军服上的根根棉

纱都可以数出来；他们佩的不是军刀，而是肥鳗。“肥鳗”就是熏鳗，

士兵们这样来称呼他们插刺刀的皮刀鞘，他们用皮刀鞘代替军刀。

如果枪上了刺刀的话，这些可怜虫在操练时，经常有相互刺伤脸的

危险，可见他们把刺刀挂在背后是很有道理的。这是一些可怜的

家伙，卡舒布人和懒汉。

  我的思想好象已经全部干涸，

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该对你讲。

我答应要写完这一页信纸，

上帝啊，要用钳子才能拔出我的话！

我评说诗歌只有寥寥数行，

很难将我贫乏的思想描述得又多又长。

且用拙诗数行作为收场，

但不知佩格斯对此是否心满意畅？

它直立起来将骑者摔落……

黄昏来临，远处徐徐垂下夜幕。

只有西方的朵朵晚霞映红天空——

这是圣火，是庄严的火炬，

它把我们时刻感到欢乐的白昼埋葬……

白昼逝去。夜幕降临——

５６５３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８月２０—２５日）

① 文字游戏：“Ｌｕｍｐｅｎ”——“破烂”，也有“糖块”之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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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茫茫黑夜里，

灿烂的繁星却静悄悄地闪烁在沉睡大地的上空。

是呵，万籁无声。

鸟儿到窝里藏身，

野兽在灌木丛中安眠，

小甲虫睡了，它们也需要休息。

喧嚣生活的大门又重新关闭，

仿佛处在创世的第三天，

世界还不是万物皆备，

只有草木，尚无野兽，

——现在又正是如此，

只有轻风穿过树梢歌唱赞美诗。

那是万能的主在呼吸，

他把雄壮的歌声送到大地，

将乌云赶离海滨。

他永远呼吸，永远年轻，

而我却感到气促力尽。

就写到这里。如果你看懂了，这就说明你有教养而且能使谈

话继续下去。Ａｄｉｏｓ①．

４０年８月２０日于不来梅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８月２５日。罗特前天又回来了。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６６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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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８—１９日［于不来梅］

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８日

我最亲爱的：

这场秋分时节的暴风雨来势非常凶猛。昨天夜里，我们住房

的一扇窗敲打破，树木折断，真使人惊恐失色。明后天可能要有船

舶失事的消息传来！老头儿①站在窗口发愁，因为轮船出海已经三

天了，船上载有价值三千塔勒的麻布，而且没有保险。你为什么只

字不提给伊达②的信，我是把它附在前一封信内的，或者我忘了把

它放进去？——我确实要在此地留到复活节，不过，由于各种原

因，这对我倒是适得其所。伊达已经走了，你大概感到很苦恼吧。

我们这里也有一处大约可容三千人的很有气派的兵营。里面

驻着奥登堡、不来梅、卢卑克和汉堡部队。前几天我到过那里，见

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帐篷的门口（有个酒馆老板在那里开了一

个很大的帐篷酒馆）坐着一个法国人，喝得酩酊大醉，站立不住。

侍者给他戴上一个大花冠，他就开始喊叫：“用可爱的绿叶高脚杯

加冕吧！”③后来侍者把他拖到停尸房，即干草房，他躺下就睡着

了。到他醒过来时，他向人借了一匹马骑上，在营房边来回奔驰。

７６５３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８—１９日）

①

②

③ 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莱茵葡萄酒之歌》。——编者注

伊达·恩格斯。——编者注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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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次都象快要从马上掉下来，姿态是那么优美。我们在那里过

得非常愉快，喝了上等好酒。上星期天，我骑马去费格萨克。这

次旅游途中，我四次饱尝淋得湿透的滋味，可是我仍然感到身体

内部有一团火，每次都好象要烧干一样。倒霉的是，我骑的一匹

马糟糕透了，很难小跑，该死的颠簸震透了我的骨髓。刚才又给

我们拿来六瓶啤酒，这些啤酒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兴奋的过程——

当时我想抽雪茄了，应当说这是一个感到空虚的过程。我差不多

把整整一瓶喝光了，而且还抽了一支雪茄。我们的年轻主人唐·

威廉①不久又要外出了，到时候我们一切再从头开始。

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９日。你们的生活毕竟比我们枯燥些。昨晚没有

再做任何工作。老头儿走了，威廉·洛伊波尔德也几乎没有露面。

于是我抽起烟来，先给你写了上面的一段，然后从办公桌里拿出莱

诺的《浮士德》２８５读了一会儿。后来我喝了一瓶啤酒，七时半去找

罗特。我们一同到联谊会去，我读了一会劳麦的《霍亨斯陶芬王朝

的历史》２８６，吃了一盘煎牛排，一盘凉拌黄瓜。我十时半回家，当时

不想睡，就读起了狄茨的《罗马语语法》２８７。况且明天又是星期天，

而星期三是不来梅的忏悔祈祷日，这样，我们将渐渐拖到冬天。今

年冬天，我将跟埃伯莱因上舞蹈课，以便使我这笨拙的双腿能变得

稍微优美一点。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会战的场面，也就是街头即景，这是威悉河

畔的一条沿岸大街，货物就卸在这里。拿鞭子的小伙子是马车夫，

他马上要装运堆放在后面的一袋袋咖啡豆。右边扛袋子的小伙子

是脚夫，正在搬运咖啡豆。脚夫旁边是酿酒师，刚刚取了样品，拿

８６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威廉·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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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上；酿酒师旁边是船夫，咖啡豆就是从他船上卸下的。你无

法否认，这些人都十分有趣。马车夫赶车时，他骑在一匹没有马

鞍、马镫和马刺的马背上，一直把他双脚的后跟紧紧夹住马的肋

骨，象这样：

此时又在下雨，这对周末的晚上来说，真是大煞风景。说实在

的，最好是在一周内的其他日子下雨，而从星期六中午起，就应该

是好天气。你知不知道，优质、中等、普通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什

么？这又是商人哲学中常见的深奥概念之一，这类概念是你的智

９６５３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８—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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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无法理解的。优质、中等、普通的多米尼加咖啡豆，是一种产

自海地岛的咖啡豆，呈淡绿色，一般说是灰色的。你买到这种咖

啡豆时，就会发现每十粒好咖啡豆就有四颗坏豆粒，六颗小石子

和四分之一洛特的脏东西，土等等。我想，现在你完全明白了。这

种咖啡豆每磅卖９
１
２
格罗特，即４银格罗申加８

１２３
１３７分尼。这类

商业秘密其实不应泄漏，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不过对于你却作为

例外。——  刚才，我们的职员说①：德克希姆先生，如果您同这

些年轻学生在一起，请自重些，否则他们会给您小鞋穿。亨利希是

个坏孩子，他给我找过不少麻烦，您最好别同他多玩，而应当狠狠

地给他一记耳光，不然无济于事。如果您去找老头儿，他对这个淘

气孩子也毫无办法，只会说：别理睬这个小伙子。你现在能稍微用

用我们的低地德意志方言了。今后，

我仍然是完全忠于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３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②

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下次给我写信别再经由巴门转了：妈妈会把信搁下来直到

０７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以下是用低地德意志方言讲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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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写信时才寄出，这样往往会耽搁很久。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不过你写信回家时别提起它，因为我想在来年春天使他们感

到意外，——我现在留了大胡子，而且正准备再蓄起亨利四世型的

山羊胡子。这样一来，当门口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又高又黑的黑胡

子叔叔时，妈妈一定会大吃一惊。明年如果我去意大利，我一定要

使人觉得我是意大利人。

这是小索菲娅·洛伊波尔德画

的，她刚才到商行来看望过我。老头

儿①和在家里用饭的埃伯莱因这时正

在参加盛大的午宴。啊，我本来可以

向你讲一些有关这次午宴，有关未经

宣布的订婚礼和偷偷接吻的趣闻，但

这些事不宜讲给女子寄宿学校的女孩

子们听。等我回家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事。那时我在花园里坐

着，你给我拿来一大罐啤酒和几片夹香肠的黄油面包，我就说：好

吧！我亲爱的妹妹，因为你给我拿来了啤酒，加之今晚是一个如此

迷人的夏天的傍晚，所以我现在向你讲述一次盛宴的情况，那是

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在不来梅马蒂尼街１１号王国萨克森领事馆举

行的。我能告诉你的暂时只是：在这天的宴会上，喝了大量的马德

腊酒、波尔图酒、普亚克酒、上索泰恩酒和莱茵葡萄酒。虽然那里一

共只有五个男人，他们的酒量全都不错，差不多同我一样。——  

因此，我们在那里毫无拘束。我虽然未蒙引见给一位大公夫人殿

下和许多最尊贵的公爵夫人，但我们仍然很愉快。幸运得很，我是

１７５３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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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近视，以致完全不知道从我身边走过的那些尊贵的、十分尊

贵的和最尊贵的大人物是什么样子。如果下次你有幸被引见给这

样一位最仁慈的大人物，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她漂亮吗，否则这

些大人物完全不使我发生兴趣。我们高贵的市政厅酒家，现在设

备非常好，在那里可以很舒服地在酒桶之间闲坐。上个星期天我们

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我发了一个通

知给全体能够蓄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

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

谁有足够的勇气起来反对庸俗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我立

刻就征集到十来个小胡子，并将１０月２５日这一天——那时我们

蓄胡子已经一个月了——定为集体蓄胡子纪念日。我仔细地考虑

过这件事将如何进行，我买了一点染胡子药水带在身边。后来发

现，有的人胡子很美，可惜完全是灰白的；有人则接到自己保护人

的命令，要他剃掉这种犯法的修饰。但是不管怎样，当天晚上我们

一定得有随便什么样的胡子；谁要是没有，就要他给自己描上。后

来我起身致祝酒词如下：

  男人蓄胡子，

是英勇的大丈夫。

举起刀剑保卫过祖国的人，

总是蓄着黄色或黑色的胡子。

在这充满战争危险的日子里，

我们应当骄傲地蓄胡子。

庸人当然不喜欢，

他们随时准备剃光胡子。

我们不是庸人，我们是另一种人，

２７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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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蓄浓密密的大胡子。

对于善良的基督教徒，

没有什么更美的修饰胜似蓄大胡子。

但愿庸人们统统死光，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美。

朗诵完这几行蹩脚的诗句以后，大家就兴高采烈地相互碰杯，

然后是下一个人讲话。此人的房主不肯把大门钥匙给他，因此他

到十点钟就得回去，不然他就进不去了。许多倒霉的人在这里往

往只好忍受这样的事。他吟道：

  房主们不得好死！

他们竟不给大门钥匙！

让他们在晚餐盘中发现头发和苍蝇，

躺在床上彻夜不得安宁！

吟罢，我们又相互碰杯。这样一直继续到十点钟，这时，没有

大门钥匙的人不得不回去，而我们这些随身带了钥匙的幸运者，则

留下来吃牡蛎。我吃了八只，再也吃不下了，直到现在，我对牡蛎

仍是食而不知其味。

因为你很爱好计算，甚至愿意为此奖给我一枚黄封套勋章，

那我就施惠于你，告诉你：现在的牌价为１０６
１
２
％，而去年则为

１１４％。金路易猛跌，一个人一年前在不来梅这里拥有一百万塔勒，

现在只有九十万了，即少了十万塔勒。这难道不是个很大的数目

吗？

你对转给伊达①的信仍然只字未提，你收到那封信了吗？转给

３７５３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伊达·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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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了吗？到头来如果是我未寄出而留在这里，那对我说来可就糟

了，因为信可能落到老头儿手里。因此请给我写一封你曾答应写

的六页长的信，一定要写。我会为此给你报酬的。你将在回信的

信封上得到几个你喜欢的计算结果。我所以不得不把这封信再抄

一遍，要怪不来梅的蒂莫莱昂·米泽甘斯先生，即两年前有一次

被老头儿赶出屋子的那位。

敬礼

忠实于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略加删节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 原文是德文

意志评论》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

和莱比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

分第２卷

３７

致威廉·格雷培

巴  门

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于不来梅

我亲爱的威廉：

你至少已经有半年没有给我写信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应该说

些什么呢？你不写，你的弟弟①不写，武尔姆不写，格雷尔不写，霍

伊泽尔不写，威·布兰克也没有片纸只字，普吕马赫尔写得更少；

ｓａｃｒéｔｏｎｎｅｒｒｅ！②——对此我说些什么好呢？我上次给你写信时，

４７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真见鬼！——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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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包烟叶还有七磅重，现在只剩下一立方英寸了，可是还是没

有收到回信。你们不给我写信，却在巴门快乐逍遥——好啊，小伙

子们，你们等着瞧吧，要知道，你们从那时起所喝的每一杯啤酒，是

一口气喝完还是分几口喝完，我都了解。

我的政治信念不是你这个政治上的瞌睡虫所能指责的。如果

不去扰乱你在乡村公馆的安宁——更高的目标你当然是不会有的

——并且让你能每天晚上与牧师太太以及牧师的一些年轻儿子安

逸地溜达一阵，免得遭到任何非难，那么你将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

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坏蛋弗·恩格斯了。嘿，你们真是英雄

好汉！可是你们仍将被吸引到政治中来，时间的急流必将淹没你

们安宁的王国，那时你们就会陷入绝境。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

敢精神——这才是实在的！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我们大家的朋友克鲁马赫尔在这里开了一

个绝妙的玩笑吧。现在所有这一切或许已经过去，但是事情并不

简单。帕尼埃尔分子排成大队，发起猛攻，占领了市民自卫军的武

器库并且举着巨大的三色旗在城里游行。他们唱着：“我们习惯于

自由地生活”，“万岁，帕尼埃尔！帕尼埃尔万岁！帕尼埃尔是好

汉！”克鲁马赫尔分子聚集在教堂广场，包围了参议会正在开会的

市政厅，并且把兵器库抢劫一空。他们用戟和金星锤武装起来，在

教堂广场上列成方阵，把布置在警卫部旁的两门大炮（其实并没有

装上炮弹）指向帕尼埃尔分子的出发地奥伯恩街，开始等候敌人。

但是帕尼埃尔分子在接近大炮时从另一侧奔向市场并占领了它。

一个六百人的骑兵队占领了干草市场，正好在克鲁马赫尔分子对

面，并待命向敌人冲击。这时市长斯密特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走

过交战双方之间的阵地，坚定地站到一块石头上——它正好高出

５７５３７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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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半英寸，放毒犯哥特弗里德就是在这块石头上被处死的——

转身向克鲁马赫尔分子说：“你们，以色列的男子汉！”接着他又

转过身向帕尼埃尔分子说：“ δσ ’ ηαιι”①此后，他时而向右

时而向左，发表了如下的演说：“因为克鲁马赫尔是外国人，所以

不应当在我们光荣的城市里用打仗的办法来解决他所挑起的争

论。因此我建议尊敬的双方开拔到城郊牧场去，那是举行这一类

演习最合适的场所。”

这个建议得到赞同。在帕尼埃尔用石盾和罗兰的剑武装起来

以后，双方各从一个城门走出去。克鲁马赫尔分子的力量计有

６２３９１
２
人，由参加过１８１３年远征的马莱特牧师负责指挥。他命令

买一些火药和随身带上一些不大的鹅卵石，用来装填大炮。到达

城郊牧场后，他下令占据他附近一块四面是壕沟的墓地。他登上

哥特弗里德·门肯纪念碑并且命令把大炮拉上墓地的围墙。但是

没有马，大炮移动不了。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天已全黑。部队宿

营了，帕尼埃尔住在施瓦赫豪森小村里，马莱特则住在城郊。司令

部设在黑登托尔前面的练马场上，那地方本来是马戏团占着，但是

当霍恩的牧师科尔曼开始在那里举行晚祷的时候，马戏团的骑师

们就溜了。这是１０月１７日的事。１８日早上双方的军队都出动了。

帕尼埃尔拥有步兵４２６７３
４
人和骑兵１６８９

１
４
人，他们开始进攻。帕

尼埃尔亲自指挥的一队步兵袭击马莱特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

是由上过马莱特的教义问答课的学生和一些具有狂热情绪的妇女

组成的。在三个老太婆被杀，六个学生被击毙后，大队溃逃，被帕

尼埃尔赶入公路边的壕沟。帕尼埃尔的右翼是卡佩勒牧师的队

６７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雅典的公民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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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他带领由年轻的职员组成的三个骑兵连迂回到马莱特的背后，

从后面向马莱特进攻。他占领了城郊，从而铲除了马莱特的作战

基地。帕尼埃尔的左翼在罗特牧师的指挥下向霍恩公路运动并且

让不会用戟的青年联合会会员向马莱特的主力逼进。这时候我们

正在上击剑课的六个人听到枪声，就穿着击剑服，戴着击剑手套、

面罩和帽子跑出去。大门已关，但是我们袭击了看门人，从他们

手里夺去钥匙，这样，我们手执轻剑，好容易才走到战场。巴门

的理查·罗特把稀稀落落的青年联合会会员又集合起来，佐林根

的赫勒尔和其余的学生隐藏在一所房子里；我和其他三人把几个

帕尼埃尔分子打下马去，我们自己跳上马，在青年联合会的支援下

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马莱特的主力前进了，我们的轻剑发出呼啸

声，散布着恐怖和死亡，半小时内唯理论者终于被驱散。这时候马

莱特出现了，他是来感谢我们的。当我们看到我们为谁打了仗时，

都相互投以惊奇的目光。

Ｓｅｎｏｎèｖｅｒｏ，èｃｏｍｅｓｐｅｒｏｂｅｎｔｒｏｖａｔｏ①．不过请你们尽快来

信！你还要催促一下武尔姆，让他给我写信！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

７７５３７ 致威廉·格雷培（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① 尽管这不是真的，但我相信编得不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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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①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６—９日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拜领

黄封套勋章的谢恩书

阁下，深受尊敬的小姐：

承蒙阁下颁赐黄封套勋章，不胜愧汗。在下理应俯伏于您，最

高贵的小姐之前，毕恭毕敬地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您，最高贵的小姐，复承惠爱，赐予甘愿为您效劳的奴隶以未

缄之函②，该函将为天下人所知，均能深信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

您对我的最高恩宠，对此在下深表钦佩。

最后，在下有幸谨对您，最高贵的小姐的深切关怀，表示敬意，

不胜惶恐。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６日于不来梅

弗·恩格斯

亲爱的玛丽亚：

撇开我写这封信的第一页时所选择的格式不谈，我要告诉你，

你用蹩脚的封缄纸来封自己的信件，几乎都粘不住，对此我是绝对

不会感谢你的。你不论用什么封套的什么勋章来祝我交好运，我

８７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我接到的信是开口的。糟糕的封缄纸没有粘住。

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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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所谓，可是你一定要把信口封牢一些，别在美因兹就开了封

口！前天或者昨天（我已经记不得了）是安娜①的生日，昨天我在

施瓦赫豪森买了一杯咖啡来为她庆祝，为此花了六个格罗特，这

难道不是一种兄妹之爱！上星期六，我年满二十岁，牙疼颊肿，使

我痛苦万分，我就是这样庆祝自己的生日的。你想必也听说拿破

仑的遗体已运到法国②，瞧吧，大概会有一场好戏看！我想要是我

现在在巴黎，那就开心了！你是否也看报？是否认为战争将会爆

发？对基佐一苏尔特内阁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也会唱这支令人讨

厌的歌谣：《他们别想得到它》③。顺便说说，如果你的视力很好，

你就能看到莱茵河对岸的法国边界。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击剑，我

每星期练习四次，今天中午又练习一次。你在下一页就可以欣赏

我的击剑术。

１２月８日。昨天我忙得要命，今天早上还是忙。我要马上写

好给你的这封信，然后也许去喝咖啡。圣诞节前你一定要为我做

一个新的装雪茄的绣花包，而且务必是黑红金三色的，这是我最

最喜爱的几种颜色。

让红色——友爱来辨别谁是兄弟，

金色的思想在我们心中燃烧，

死神的拥抱也吓不倒我们，

人人胸前佩戴着黑色绦带。

这是一首被禁止的大学生歌曲。这里有几个笨蛋组织了一个

协会，他们在那里发表演说，什么时候我也要到那里去看看，而且

９７５３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６—９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为尼·贝克尔诗作《德国的莱茵河》所谱写的曲子的开

头部分，但又把它划掉了。——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编者注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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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ｌｅｓｖｏｌｅｎｓ①，我也要发表演说。上帝啊！可以想象，这将会多

美！一般说来，我善于很好地进行宣传，即使事先没有准备也能

这样，至于胡说八道的话，我能说个不停，那时就休想把我止住。

我要是议会的议员，就不会让任何人说话。——我已经让人给我

画了一张留胡子的画像，为了使你能看到我的外貌如何，我现在

描一张给你。

你看，这是在我盛

怒的时候被画下来的。

因为雪茄怎么也抽不畅

快。这时候我有一副聪

明相，于是艺术家②就

恳求我让他把这种姿势

① 不论愿意不愿意。——编者注

② Ｇ．Ｗ．法伊斯特科恩。——编者注

０８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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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下来。我把所有的蹩脚雪茄烟都放在身旁，当我不得不作出模

特儿的姿势时，我就抽这种令人厌恶的蹩脚烟。这对我来说是莫

大的痛苦。

你用不着与货样箱子打交道，应该感到高兴！这是最没意思

最荒唐的事：这样冷的天气，整天站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在仓库中

包装亚麻布。这有点可怕，而且归根到底决不会有什么名堂。

我亲爱的妹妹，始终忠实于你的

１２月９日于不来梅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１８５３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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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２１—２８日于不来梅

４０年１２月２１日

亲爱的玛丽亚：

你做的漂亮的装雪茄的绣花包，我不能不对你表示谢意。它

除了不是黑红金三色外，没有任何不足之处。我没有料到今天就

收到它，而且马上就用起来了。——  此地天气严寒：整个１２月

份都是如此，直到现在还很冷。从这里到费格萨克有四小时航程，

威悉河的这一段都结冰了。真是少见的事。前几天有几个巴门人

来此。我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所有的酒馆都光顾过，各种酒杯都

用过，然后带着三分醉意慢悠悠地回家。现附上我过去的西班牙

语教师的一封劝诫信，如果你能看懂，我就送你一顶新帽子。也许

在你们女子寄宿学校会找到精通西班牙语的人，这封信搁在这里

只能妨碍我。——  总而言之，我简直不知道给你写什么才好，

这里的糖厂烧毁了。尽管我实在忍不住要抽雪茄烟，可是老头儿①

不知为什么总不肯离开商行。

２３日。昨天晚上我们上击剑课，突然接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消

息：又失火了，这次是发生在新市区。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就向

那里奔去，可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这种事情是

经常发生的。只要不是在你眼皮底下烧起来，还是安静地坐在家

２８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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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为好。妈妈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寄来《歌德全集》
２８８
领书证，昨

天我就拿到先出的几卷，我读《亲和力》一直读到晚上十二点钟，感

到极大的满足。这个歌德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如果你的德文能

够写得象他一样，我将愉快地免除你学习一切外语。顺便提一下，

你给我写信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留页边空白；八开纸够窄的了，

而且我也不能容忍这种偷懒的做法：纸倒是用了许多页，可是写的

内容不多。按照汉契克教授的说法：请予注意！

２４日。我可以想象，你现在一定非常激动，而且你又怀着多么

美好的希望呵！我渴望能了解这件事将如何了结。望你把这件重

要事情的消息随第一班邮件寄给我。我将尽量使它立刻在地方报

纸上发表。

３８５３９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２１—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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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顺便写了几个花体字和签字的样式，就要用它向那位

以自己的生硬花体字而自傲的年轻长官显示我的艺术才能。

１２月２８日。威悉河现在全结冰了，人们可以在冰上乘坐四轮

马车。顺着威悉河到费格萨克有五小时路程，我认为，可以溜冰前

往。午饭后整个ｂｅａｕ ｍｏｎｄｅ①都来这里散步，太太们在冰上滑

行，不让男人搀扶她们，这总是使她们得到极大的满足。树木被厚

厚的白雪覆盖着，仿佛是雪做成的。——  牧师太太②在圣诞节

前给我缝了一只黑红金三色的钱包，而玛丽③则做了一把十分精

致的黑红金三色的烟斗刷子。今天冷到零下９度，这就是生活！太

阳在冬天冻硬的大地上升起，清冷而无力，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天

空没有一丝云彩，地上没有一点尘土，一切都象钢铁和金刚石一样

坚硬、结实。空气不象夏天那样使人萎靡不振，象害了病一样，至

少现在你一出门就会感觉到空气，全城都被冰所覆盖，人们来去不

是走路，而是从这一条街摔到另一条街。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冬

天真正来临了。我希望你们在曼海姆除了学一些别的有用的东西

以外，也学学溜冰，这样你回到家里就不致怕冷，就不会象小妇人

一样坐在火炉边，随便怎么拉都不肯上街，这种情况我无论如何也

不愿意让它发生。但是如果你来了以后仍旧怕冷，我就要把你绑

在雪橇上，在马耳朵里放上一团烧着的麻絮，就这样让你出去；或

者我就叫你穿上冰鞋，把你带到池塘中间，让你自己在那里挣扎。

我亲爱的好妹妹！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将在元旦收到这封

信。在这个对我而且想必对你也是非常愉快的节日即将来临的时

４８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玛丽·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玛蒂尔达·特雷维腊努斯。——编者注

上流社会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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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祝你万事如意，因为这种祝愿并不要花费什么；但愿你对我的

祝愿至少同样也是基督教式的。祝你在新年里象在旧岁中一样喜

欢——根据你的来信判断——曼海姆的生活。（我写这点是为了防

备万一这封信在到你手里以前先要经过检查。）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５８５３９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２１—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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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年

４０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①

１８４１年２月１８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玛丽亚：

你这次将要收到一封沉甸甸的信。起初我甚至想用一张硬纸

板写，让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不得不多付一些邮资，可是很遗憾，

我找不到光滑的硬纸板，所以只好用在我们纸店里所能买到的最

厚的纸来写信。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剑术课，这说明，你在文化

方面落后得丢人；而你对我附去的素描一窍不通，同样说明你天

生的局限性。看样子，教育成果也好，任何幽默感也好，对你来

说都是无法理解的。用你的蹩脚的德语来说，剑术课也就是击剑

课。我已经有两把轻剑和一副手套，这是我唯一的一副手套，因

为我不稀罕用细软羊皮之类制作的手套。

至于说Ｓｔａｂａｔｍａｔｅｒｄｏｌｏｒｏｓａ②等等，据我看，这是佩戈莱西

６８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３４—４３６页。——编者注

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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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作品，请你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请你尽可能给我弄到一

份总谱；如果包括器乐总谱在内，那么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声乐

分谱。如果是帕勒斯特里纳或者其他人的作品，我就不要了。后

天我们仍演奏门德尔松的《保罗》，这是继韩德尔死后写的一首优

秀的圣乐。你大概是知道的。我很少到剧院去，因为这里的剧院

太糟糕了，只有上演我还没有看过的新剧本或者好歌剧的时候，我

才偶尔去一次。

自从上次我给你写信以后，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在

我居住的特雷维腊努斯家的房间内，大水上涨了十二至十四英寸；

我只好躲到老头儿①那里去，他出于特有的善心把我收留了将近

两个星期。可是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有趣的事。房子前

面的水位达到一英尺半；为了不让水渗入地窖，我们就用牲口粪把

地窖的窗口堵上。然而狡猾的水通过邻居地窖的一垛墙渗入了我

们的地窖；但是为了使我们几只盛着罗木酒的漂亮木桶以及马铃

薯，而首先是使老头儿藏有各种酒类的酒窖不致被淹，我们不得不

日夜舀水，一连舀了四夜。整整四夜我都在做这件事。每天夜里我

常常和威廉·洛伊波尔德在一起值班，坐在沙发上，面前的桌子上

摆了几瓶酒、一根灌肠和一大块最好的汉堡熏肉。我们抽烟、聊

天，每隔半个小时就舀一次水。这真是妙极了。早晨五点钟老头儿

来替换我们中的一个人。这次发大水期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

情。郊区有一幢房子，水已经淹到底层的窗户，人们忽然发现大量

的老鼠泅水而来，它们穿过窗子，把整个房子都占满了。特别要指

出的是，这幢房子里只有一些非常害怕老鼠的妇女，没有一个男

７８５４０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１年２月１８日）

①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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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结果这些娇弱的太太尽管心里害怕，也不得不拿起军刀、木棍

之类的东西来打这一群野畜生。紧靠威悉河岸边有一幢房子，职

员们正坐着吃早饭，突然一块大冰块朝着房子压了过来，把墙壁

穿了一个洞，毫不客气地冲入房内，大量的水紧接着一涌而入。现

在我还想告诉你一件新闻。你也许还记得我有一次非常秘密地在

信上跟你谈起在王国萨克森领事馆举行的盛大午宴，在宴会期间

发生了一些非常神秘的事情。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次午宴是我

的小房主，即前面提到的威廉·洛伊波尔德为一个人举办的，此

人是ｄａｍ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ｄｅｓｐｅｎｓéｅｓ，ｄｉｅｄｏｍｎａａｍａｄａｍａｉｓｑｕｅｌａ

ｖｉｄａ①。在发大水期间，他正式通知我，他将在复活节宣布订婚。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希望你谨慎一点，不要乱说，因为这件事要

到复活节才会宣布。你看，我是多么信任你，要知道你如果把这

件事说出去，三天后有关这件事的传说就会传到不来梅，因为到处

都有饶舌妇。那时我将会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  威·

洛伊波尔德的未婚妻名叫泰莉莎·迈耶尔，她是汉堡手杖迈耶尔

的女儿，人们所以称他为手杖迈耶尔，是因为他拥有一家手杖工

厂，他靠这个工厂赚了一大笔钱。她穿着蓝色的短上衣和浅色的

连衣裙，十七岁，象你一样苗条，如果在此期间你在曼海姆没有发

胖的话。她甚至还没有行过坚信礼，这难道不是很糟糕吗？

今天我又剪掉了胡子，而且很伤心地把这个年轻的尸体埋葬

了。我看上去象个女人，这是耻辱。我要是知道，我没有了胡子

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不会把胡子剪掉了。当我拿着剪刀站在镜

子前面并且已经把右腮的胡子剪去的时候，老头儿走进了商行，他

见我脸上只剩下一边有胡子，就哈哈大笑。但是现在我又开始重

８８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有主见的尊贵的女士，一位比生命更可爱的妇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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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蓄起胡子了，因为我哪儿也不能露面。在歌咏学校只有我一个

人留着胡子，我总是觉得一些庸夫俗子很可笑，他们怎么也不能容

忍我连胡子都不刮就这样满不在乎地出现在体面的社交界。其

实，太太们非常喜欢我这种样子，老头儿也喜欢。仅仅在昨晚的音

乐会上，就有六个衣着入时的年轻人把我围住了，他们都穿着燕尾

服，戴着细软的羊皮手套，而我穿的是普通的常礼服，不戴手套。

这些家伙整个晚上都在取笑我，取笑我的唇髭。可是最有意思的

是三个月以前这里谁也不认识我，而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就因为

我这胡子。啊，这些庸夫俗子！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４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２日于不来梅

尊敬的ｉｎｓｐｅ①牧师先生：

ｈａｂｅｎ ｄｉｅ Ｇｎａｄｅ ｇｅｈａｂｔ，ｈａｂｕｅｒｕｎｔ ｇｒａｔｉａｍ ｍｉｒ

ｚｕ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ｍｉｈｉ ｓｃｒｉｂｅｎｄｉ ｓｃ．ｌｉｔｅｒａｓ．Ｍｕｌｔｕｍ ｇａｕｄｅｏ，ｔｉｂｉ

ａｄｊｕｖａｓｓｅ ａｄ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ｍ ｔｒｉｇｉｎｔａ ｔｈａｌｅｒｏｒｕｍ，ｓｐｅｒｏ

ｑｕｅＲ，ｔｅ ｉｓｔａ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 ｕｓｕｍ ｅｓｓｅ ａｄ ｂｉｂｅｎｄｕｍ ｉｎ

ｓａｎｉｔａｔｅｍ ｍｅａｍ． αιρ，
′
αξ  ρισιαισμ ，μ

′
 α

ρασσμασιξ，α
’′
σρ  η 

’
ρδξι

′
α，πασι η ω  πιι

′

９８５４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２日）

① 未来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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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σω  
′
πη，βασι  η 

’
ξη η

′
σω！；！；！；

      ①飘悬在弗·格雷培的头上，因为他做成了不可能

的事并且证明二乘二等于五。啊，你，追猎鸵鸟们②的伟大猎手，

恳求你以整个正统派的名义去捣毁该死的鸵鸟们的巢穴并用自己

的圣乔治长矛刺破孵了一半的鸵鸟蛋！英勇的斩龙者，请你到泛

神论的沙漠中去同ｒｕｇｉｅｎｓ③莱奥的卢格交战，因为卢格正在到处

搜索和寻找可以吞食的对象；把该死的鸵鸟的徒子徒孙通通消灭

并且在思辨神学这个西奈半岛上竖起十字旗帜！恳求你这样做吧，

你看，信教的人已经等候了五年，期待着有人能把施特劳斯这条蛇

的头压得粉碎；他们感到精疲力尽，他们曾经用石头、污泥、甚至用

牲口的粪便向它扔去，可是注满毒素的头越翘越高；既然你能这样

容易地把一切都驳倒，仿佛能使所有的漂亮建筑物自行倒塌，那么

就请你集中力量批驳《耶稣传》１６２和《教义学》
１５９
第一卷吧；要知道，

危险越来越严重了，《耶稣传》的出版量已经超过了亨斯滕贝格和

托路克的全部著作的总和，这本书已经成为把每一个非施特劳斯

主义者逐出文坛的常规。而《哈雷年鉴》是北德意志最畅销的杂

志，其销路之广，使普鲁士国王④陛下虽欲百般查禁而不能。要查

禁每天对他言出不逊的《哈雷年鉴》，就会把成百万还不知道如何

０９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指责。——编者注

文字游戏：“Ｓｔｒａｕ”——一是指姓氏（暗指大·施特劳斯，《耶稣传》的作
者），一是指鸵鸟。——编者注

承蒙赐函，荣幸之至。我能帮助你三十塔勒，深感欣慰，希望你用这笔钱为我
的健康干杯。致意，基督教的卫士，追猎施特劳斯们的伟大猎手，正统派的明
星，忧郁的虔诚主义者的安慰者，圣经注释大王！；！；！；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天
和地，而且上帝的精神。——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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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他的普鲁士人变成自己的敌人。因此，你们切莫延误时机，否

则，尽管普鲁士国王有虔诚的信念，我们将骂得你们永远哑口无

言。总之，你们不妨再鼓足一点勇气，以便战斗能真正开始。但

是你们写得这么平静和超然，似乎正统基督教的股票比票面价值

高出百分之百，似乎哲学的溪流就象在经院哲学时代那样在自己

的教会堤坝之间平平稳稳地流动，似乎在教义的月亮与真理的太

阳之间没有挤进一个无耻的地球而造成可怕的月食。难道你们没

有注意到，旋风在森林中翻卷，摧折了所有的枯树；代替衰老的、

ａｄ ａｃｔａ①魔鬼而兴起的，是已经拥有成批信徒的、批判地思辨的

魔鬼？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傲慢地、嘲弄地号召你们起来战斗；难

道我们不是一个劲地在刺着你们的厚皮——不错，这张皮已经有

一千八百年了，并且与熟皮有点相似，——迫使你们骑上战马吗？

可是你们的奈安德们，托路克们，尼茨施们，布莱克们，埃尔德

曼们，还有一些叫什么来着的人——所有这些人全都是软弱、敏

感的人物，他们佩带的剑令人发笑；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如此谨

小慎微，那么害怕出乱子，对他们简直毫无办法。纵使亨斯滕贝

格和莱奥还有点勇气，但亨斯滕贝格已经多次落马，以致完全失

去了战斗力，而莱奥在上次同黑格尔门徒４８的搏斗中，所有的胡子

都被揪掉了，弄得现在见不得人。其实，施特劳斯绝对没有出丑，

因为，如果说几年前他还认为他的《耶稣传》丝毫无损于教会的

学说，那么，他当然用不着牺牲什么就可以阅读“正统神学体系”，

如同另一个正统主义者可以阅读“黑格尔哲学体系”一样；但是，如

果他，正象《耶稣传》所表明的那样，确实认为教义学不会由于他的

１９５４１ 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２日）

① 无能为力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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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而遭到损害，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预料到，一旦他认真地研究教

义学，他很快就会与这种思想分道扬镳。他在他的《教义学》中就

已经直言不讳地说出他所设想的教会的学说是什么。无论如何，

他定居柏林是件好事，那里是他应当去的地方，他在那里讲话和写

作要比在斯图加特更有效。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作为一个诗人已经完了，许多人正在为此

争论不休。此外，弗莱里格拉特之所以没有刊载我的诗，并不是由

于诗的原因，而是由于诗的观点以及版面不够。第一，他并不是自

由主义的；第二，诗收到得太迟了；第三，版面有限，以致不得不从

原定放在最后一个印张上的诗篇中抽去一些佳作。话又说回来，

尼·贝克尔的《莱茵河之歌》是相当平庸的东西，它已经名声不佳，

没有一种刊物愿意再去赞扬它。罗·爱·普鲁茨的诗歌《莱茵

河》２８９完全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贝克尔的其他诗歌就好得多了。他

在举行火炬游行时发表的演说是我所听过的一次最糟糕的演说。

我对国王们赠予的各种荣誉奖品，敬谢不敏。这一切有什么用呢？

国王送的勋章也罢，金烟盒也罢，荣誉奖杯也罢，在我们的时代里

这一切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耻辱。对这种东西我们大家都谢

绝啦！谢天谢地，由于这些东西，我们反而得到了保险：自从我在

《电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恩·莫·阿伦特的文章①以来，甚至连

发疯的巴伐利亚国王②也没有想起要给我扣上一顶系着铃铛的傻

瓜帽子，或者在我的背上盖一个奴颜婢膝的印记。现在，一个人越

是卑鄙龌龊、卑躬屈节、阿谀逢迎，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勋章。

我现在热衷于击剑，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把你们全部击溃。

２９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４４—１６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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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近一个月来我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决斗：第一个对手收回了自己的

侮辱性的话（“傻小子”），这是他在挨了我一记耳光之后骂的，耳光

之仇还没报呢；第二个对手，我是昨天同他格斗的，我给他的额上

划了一道漂亮的伤痕，正好从上到下，这一剑我击得非常出色。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①！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１３年《新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１０期（柏林）

４２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海姆

１８４１年３月８—１１日于不来梅

１８４１年３月８日

亲爱的玛丽亚：

“某某谨启”，这是我在公函中写的最后几个字，以此结束了我

今天的商行事务，以便——以便——以便，你看，该怎么表达才能

更得体呢？怎么办呢，现在又没有诗兴；为了给你写信，最好还

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吧。由于我正在消化我的午饭，所以没有时间

多作考虑，势必想到什么就给你写什么。可是我首先想到的是一

支雪茄，我现在就把它点着，因为陛下不在，陛下就是老头儿②，他

已经获得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决定练习宫廷礼节。要知道，洛伊波

３９５４２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１年３月８—１１日）

①

②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编者注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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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商行的全体人员在不久的将来都将成

为大臣和枢密侍从，这是十分肯定的、毫无

疑问的。当你看到我穿上挂着金钥匙的黑

色燕尾服的时候，你会感到吃惊，当然，我

仍然保持我的老样子，不亢不卑，也不会为

了取悦于任何一个国王而剃掉胡子。我的

胡子现在正欣欣向荣，而且还在长，我毫不

怀疑，如果春天我有幸在曼海姆同你饮酒，

那时你将因它的丰姿神采而大吃一惊。

理查·罗特在一个星期以前离开这里

到南德意志和瑞士等地作一次长途旅行。

感谢上帝，我将离开这个沉闷的小城市，在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

只有击剑、吃、喝、睡和刻苦用功，ｖｏｉｌａｔｏｕｔ①。不知你是否已经听

说我和父亲在４月底可能到意大利去，届时我将拜访你，以示敬

意。如果你的举止大方，我或许会带一些东西给你，但是，如果你

神气活现、不可一世，那你就要吃苦头。如

果你又写信胡说一通，就象在上一封信中

以剑术课挖苦我那样，你必然逃脱不了公

正的惩罚。我知道了Ｓｔａｂａｔｍａｔｅｒ②是佩

戈莱西写的，感到很高兴。你无论如何应

当把改编的钢琴曲连同所有的声乐分谱抄

一份给我，要象改编的歌剧钢琴曲一样，使

各个声部同和声上下对齐。我记得，在佩戈莱西的Ｓｔａｂａｔｍａｔｅｒ里

① 这就是一切。——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５８６—５８７页。——编者注

４９５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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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没有男高音部和男低音部，倒是有许多女高音部和女中音部。

不过，这没有关系。

如果今年春天我真的去米兰，就能在那里会见罗特和爱北斐

特人威廉·布兰克。因为有土耳其烟草和ＬａｃｒｉｍｅｄｉＣｈｒｉｓｔｏ①，在

那里我们会过得很惬意。我们要使自己名不虚传，让意大利人半

年之后还会想起三个愉快的德国人。

我很喜欢你对你们那有益无害的狂欢节的一番描写。我真想

看看你的打扮。这里除了一些我不参加的、乏味的化装舞会，没有

任何愉快的东西。柏林的狂欢节又遭到可耻的失败。这种事情到

底还是科伦人搞得最好。

但是，你有一点不能与我相比。今天，３月１０日，星期三，你听

不到贝多芬的Ｃ小调交响曲，而我能听到。这首交响曲，以及英雄

交响曲，是我喜爱的作品。你要好好地练习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

和交响曲，免得让我将来为你害臊。我要听的不是改编的钢琴曲，

而是整个乐队的演奏。

３月１１日。昨天晚上听的才是真正的交响乐呢！如果你没有

听过这部宏伟壮丽的作品，那么你一生就根本没有听过任何音乐。

第一乐章中这种充满绝望的悲哀，柔板中表现的那种哀诗般的忧

伤，那种温柔的爱的倾诉，而在第三和第四乐章中由长号奏出的这

种坚强有力的、富有青春气息的自由的欢乐！此外，昨天我还听到

一个可怜的法国人的演唱，他唱的大致是这样：

５９５４２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１年３月８—１１日）

① 基督之泪（酒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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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等，没有任何旋律，也谈不上什么和谐，法语歌词也很糟糕，

这整个可笑的东西就叫作“Ｌ’ＥｘｉｌéｄｅＦｒａｎｃｅ”①。如果法国所有

的流浪者都举行这种猫叫式的音乐会，谁都不愿意听。这个粗野

人还唱了一首歌：“Ｌｅｔｏｒéａｄｏｒ”，意思是斗牛士，而且老是不断

地重复一句唱词：“Ａｈｑｕｅｊ’ａｉｍｅｌ’Ｅｓｐａｇｎｅ！”②。这首歌也许

唱得更糟，抽抽搐搐地一会儿跳了五度，一会儿走了调，仿佛要表

达肚子绞痛似的。如果后面不是演奏精彩的交响曲，我就会跑出

来，让这只乌鸦哇哇叫去，因为他的男中音实在细得太可怜了。顺

便说一下，请你以后把信封粘得牢一些。这种形状      

很不实用，很不美观。信应当是这种     或者这种   

形状，请你注意。

ＳｅｍｐｅｒＴｕａｓ③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４３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１年４月５日于巴门２９０

为什么你往不来梅给我写信？你真不值得让我现在再给你写

６９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永远是你的。——编者注

“啊，我多么喜爱西班牙！”——编者注

《法国流浪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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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过我想这一次算是例外，所以略写几行，也使你在曼海姆的

孤寂中感到高兴。人家让我搬进了和我原来的房间——现在的音

乐室——并排的一个房间。我在那里完全埋头于读意大利的书，

只是偶尔辍读，跟海尔曼①或阿道夫②去击剑。我刚才跟奥古斯

特③、海尔曼和伯恩哈德击剑了，现在我的手还有点儿颤抖，因此

今天我写的字就很不好，象小学生写的一样。昨天，我们去福温克

尔，我遇见了几乎所有的中学老同学。

天气很好，然而我今天不得不到韦姆赫纳家去作一次非常无

聊的访问。我将替你转达对埃米尔④的问候。路易莎·斯内特拉格

已经和海尔曼·济贝耳好起来了，而且看来她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总而言之，巴门的一切依然如故。我恳请你考虑一下如何尽快地

履行你对我的义务。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４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１年约５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７９５４４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１年约５月初）

①

②

③

④ 埃米尔·韦姆赫纳。——编者注

奥古斯特·恩格斯。——编者注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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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我动笔给你写信，可是没有写上三行，安娜①要用这

张纸，她就把这几行字裁去了。你的两封来信我已收到，其中寄往

不来梅的信是经过长途跋涉才收到的。这里除了晚饭时偶尔有少

量的潘趣酒，或者大学生们的啤酒宴会，小酒馆的狂饮，或者雨水

能够解闷以外，其他方面相当枯燥乏味。在所有这类事情中，我感

到最惬意的就是整天抽烟，而且这无疑是一种高尚的、难以估价的

娱乐。不来梅寄来的大箱子我已经收到，同时还收到几样非常精

致的小东西：烟盒、烟灰缸、烟斗刷子，等等。父亲到恩格尔斯基兴

去了，现在我正穿着他的睡袍，叼着长烟斗，坐在他那高高的凳子

上，拚命地抽烟。再过八到十天，我们可能就要去米兰１４９，因此，我

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遇上好天气。今天又是滂沱大雨。我很关心

的是你在曼海姆成长的情况，象从前一样，照旧是一只又瘦又蠢的

小鸡呢，还是有了新的狂妄念头？安娜有时也做起古怪的诗来，这

时她就会大发傻劲，每隔三个词就要有一句：“呵，糟糕！”海尔曼②

身上颇有疑病患者的素质，他可以整天整天地对一切漠然无动于

衷地坐着：噘着嘴，一言不发。如果他突然大怒起来，就完全不可

遏制。埃米尔③还是喜欢胡搅蛮缠。海德维希④除了有点固执，没

有什么脾气。鲁道夫⑤与海尔曼属于同一种类型：他半天在幻想，

半天尽做蠢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给他一把轻剑，又从他手里

把剑打下来。小爱利莎⑥将来会出人头地，可是眼下还什么也不

８９５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

埃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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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生性和蔼可亲，终将胜过你们大家。而我呢？如果我留的

不是目前时新的胡子，而是在不来梅留的老式胡子和长头发，我

看上去大概就是一个逗人喜爱的年轻人了。

够了，今天给你写这些已经够了。我会从米兰给你写信的。如

果那时下雨的话。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４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①

［１８４１年约８月底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如果我一定要给你写信，我得预先声明，这封信不会很长，因

为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参加婚礼，探亲访友，是啊，我去了，在那里

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

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现在我几乎整天在楼上，坐

在我的房间里读书，象蒸汽机车头的烟囱那样喷吐烟雾，把剑舞得

呼呼响，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遣。这种恶劣的天气几乎使我感到绝

望了：我无法到爱北斐特去，除非甘愿被三次淋得浑身湿透。如果

这种鬼天气再不转晴，那才糟呢，因为从我们这里到爱北斐特只有

９９５４５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１年约８月底）

① 在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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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可以避雨，这就是啤酒店。而在那里一杯啤酒要卖二银

格罗申。别的事情毫无进展，而是一切都在倒退。我去柏林的事

暂时还说不上，反正时间还长。我什么都不着急，让别人去操心

好了。如果你还想收到信，那就来信谈谈你自己并且告诉我一些

令人高兴的事情。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４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１年９月９日于巴门

亲爱的玛丽亚：

妈妈硬说我最近一次写给你的不是信，而是胡乱涂写的纸片，

因此不值得答复。既然你对这张纸片置之不理，使我深感遗憾的

是，我几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同意妈妈的看法了。不过，我

应当告诉你，这种态度即使不是侮辱我，也使我非常伤心；今天晚

上由于我情绪很好而且不想跟你争吵，所以才给你写信，你本来是

无论如何不配收到我的信的。此外，我也想使妈妈高兴高兴。现在

你该知道收到这几行字应当感激谁了吧。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将

近六个星期，烟抽了不少，学习努力，尽管上层社会有些人偏说我

似乎无所事事。再过一两个星期我还是要去柏林履行我的公民职

责，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然后回到巴门。事情如何进展，等

００６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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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再说吧。

我们曾经打算星期六和星期日去阿尔滕贝格远足，可是没有

去成，因为布兰克和罗特去不了；我得想想我们能否组织一些其他

的活动。刚才我想到，我可以再到拜恩堡去一趟，因为我很久没有

去那里啦。

昨天妈妈被请到奥古斯特家①去喝咖啡，在那里她发觉尤莉

娅·恩格斯小姐非常沉默，而玛蒂尔达·韦姆赫纳小姐很健谈，你

自己可以从中得出某种结论。

此外，我发现安娜②很快乐，埃米尔③的俏皮话有进步，海德维

希④变得脸皮很厚，而鲁道夫⑤走上了顽童海尔曼⑥在他这个年龄

所走过的道路；再说，爱利莎⑦开始装模作样摆架子了。

我今天读了你给父亲的那封英文信，除了有几个大错误，写得

很好。

Ｄｕ ｒｅｓｔｅ⑧．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１０６４６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１年９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就此搁笔。——编者注

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

埃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安娜·恩格斯。——编者注

奥古斯特·恩格斯，恩格斯的叔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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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２年

４７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

１８４２年１月５—６日于柏林２９１

１８４２年１月５日

我亲爱的玛丽亚：

我十分惭愧地承认，你的来信提醒了我早已忘却的义务：给

你写信。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耻辱，这种罪过是完全不应该得到

宽恕的。因此我想立即动笔，答复我前天收到的你那封亲切的来

信。昨天我得了“大炮寒热病”。事情是这样的：从早晨起我就感

到很不舒服，觉得身体有点支持不住，随后我被叫去操练，在大

炮旁边差点昏过去，后来我只好离开，午饭以后可怕的寒热病便

发作了。今天早晨觉得好一些，可是仍然不能好好地操练。现在

尽管我的病基本上已经痊愈，然而由于得了卡他性的大炮寒热病，

我还是请了两天病假。但愿销假之后我又能够很好地使用大炮通

条。附带说一下，我生病这件事，请你写信回家时什么也不要讲，

因为毫无益处。你知道医生给我开了什么样的药方治疗“大炮寒

热病”吗？睡前喝一杯潘趣酒，这难道不是一种妙药吗？因此你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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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信，连队的外科医生比任何一个医生，例如比某位莱茵霍尔

德医生要高明得多，后者会把他所有的膏药和斑蝥硬膏，还有放血

等等全都用上，尽管一个外科医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们这里

只采用厉害的手段，医疗上的重炮、炸弹和手榴弹以及二十四磅的

大炮。我们的处方很简单，我在不来梅一直是靠这些处方来治病

的。开始是喝啤酒；如果无效，就喝潘趣酒；如果这也不行，则喝一

口罗木酒——罗木酒一定会见效。这是炮兵的治疗方法。顺便提

一下，如果你看到我身穿军服，手持又粗又长的大炮通条在六磅的

大炮旁边围着炮轮子打转，我想你会笑痛肚子的。其实，我的军服

很漂亮：它是蓝色的，衣领是黑色镶两道黄色宽条，袖口是黑色镶

黄条，上衣下摆镶着红条。此外还有镶白边的红肩章。请你相信，

这套军服穿起来给人以一种很有气派的印象，我可以到展览会去

展览啦。不久前我用这套军服把目前正在这里的诗人吕凯特搞得

晕头转向。事情是这样的：他朗诵的时候我坐在靠他很近的地方，

这个可怜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闪闪发光的纽扣，结果把思路完

全打断了。除此以外，作为一个士兵，我享有一种特权：我到任何

人那里去，从来不要敲门，也不需要说什么“你好”或者诸如此类的

客套话。一次，有人来找上尉，他的刀鞘无意中碰了一下门，他为

此被拘禁了八天，因为上尉断定说他敲了门。你瞧，我现在成了多

么厉害的人呀！此外，我很快就是炮手了，这是一种士官军衔，袖口

要镶上金带。这样一来，你对我可要毕恭毕敬才是。因为当我当上

了炮手，我就有权对整个普鲁士军队里所有的列兵发号施令，所有

的列兵都要向我行礼。

你为什么在信中谈了那么多关于老弗里茨·威廉①和小弗里

３０６４７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１月５—６日）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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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廉①的事？你们妇女不应当干预政治，你们对政治一窍不

通。但是由于你很想知道一些关于高贵的陛下的情况，我可以告

诉你，本月１６日陛下将动身前往伦敦主持英国小王储②的洗礼，

在回国途中可能顺便到巴黎去一趟，不过一定会去科伦的；他春

天将在彼得堡为他的至尊的妻舅俄罗斯皇帝③庆贺银婚，然后夏

天将到波茨坦消遣，秋天将在莱茵河畔度过，接着要在沙洛顿堡

玩一个冬天。现在我该听课去了。

１８４２年１月６日

今天早上我从前面的房间搬到后面的房间，因为我把它让给

了我的一个老乡——科伦市郊的一个法律家，再说，前面房间的供

暖设备也不好。奇怪的是，尽管后面的房间还比前面的大一些，可

是只要炉子稍微烧一会儿，房间就暖和了，而前面的房间却总是冰

冷冰冷的。我在前面那个房间怎么也无法使玻璃窗上的冰花融

化，而在后面那间却可以惬意地看到八天前就凝结起来的大约一

指厚的冰象在春天那样逐渐地融化，还可以透过窗户愉快地看到

晴朗而蔚蓝的天空，要知道，我多长时间都没能从我的房间里见到

这种情景了！从这里还看得见“采蘑菇人”（我们这样称呼步兵）的

第二近卫团的营房和兽医学校的整个操场以及它的附属建筑。

我们这里有一家莱茵饭店，会做我们喜爱的各种饭菜，一般说

来，这些饭菜在这里是无人知道的。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在这

里吃马铃薯煎饼，喝一杯咖啡。昨天我吃了苹果和马铃薯。我们百

４０６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爱德华。——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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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厌的鸭汤（你当然还记得这种汤）在这里同样深受欢迎。还有

许多其他的菜，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今天我们的午饭将是酸菜烧

猪肉，这使我事先就感到高兴。前几天有人还想请我们吃荞麦煎

饼〔Ｐａｎｎｈａｓ〕，可是没有做成，因为此地买不到荞麦面，在这里也

无法烤制我们久已向往的马铃薯馅饼。

多么好啊！看，太阳光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生气勃勃。现在

午饭后我可以去散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我整个晚上

都有空，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

这里的剧院很漂亮，布景妙不可言，演员也颇有名气，可是歌

唱演员大都唱得不好，所以我很少去看歌剧。明天将初次上演新

歌剧——韦德尔的《哥伦布》２９２。哥伦布就是发现美洲的那个人，

韦德尔则是本地大学的教授，就是揭示否定的深奥道理的那个人。

我告诉你，明天剧院准会满座，连我也要去凑这个热闹。有两幕戏

是在大海的船上，这一定是很有趣的。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

我穿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

头，然而却极其严重地违反了条例。如果我

就这样在街上走，每一分钟都有被拘留的危

险，这就不大愉快了。因为我如果在街上走，

制服上哪怕只有一个纽扣或只有一个风纪扣

没有扣好，任何一个军官或士官都有权把我

拘留。你看，当个小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

很危险的。最妙的是，我们每隔四个星期要

到教堂去一次，可是我常常溜掉，只去过一

次。要知道，当你到教堂去的时候，首先还要

５０６４７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１月５—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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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沉重的带羽毛的高筒军帽，在院子里站上整整一个钟头，全身

冻僵了，然后，才进入冰冷的教堂，而那里的音响效果很差，因此讲

道时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清楚。这难道不妙吗？请尽快来信。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封缄纸粘得不太好。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４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

曼 海 姆①

１８４２年４月［１４］—１６日

于柏林窦绿苔街５６号

亲爱的玛丽亚：

这朵可爱的小花②夹在我的纸夹里有半年了，现在我把它取

出来送给你，但愿它能使你得到一种

补偿，因为我使你久等了，为此我深感

抱歉。赫斯特赖先生把你的信藏在裤

袋里，躲过了奥地利海关官员的检查，

已经顺利地把它交给了我，这位尊贵

的先生还特此向我表示歉意，而且说

的是一口非常漂亮的德语。我的良心

已经不允许我让你再等下去，我就提

起了笔。写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６０６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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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从今天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半操练分列式的情况？写我在操练

时曾经被中校先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写我们星期天将要举行的

礼拜后的阅兵式？写我的好雪茄烟已经抽完，瓦尔米勒那里的啤

酒近来质量很差？还是写我现在就得上街去取回我为斯内特拉格

家定购的几个姜汁罐头？是的，情况就是这样。先写到这里吧！明

见。

今天，４月１５日，星期五，我要出去。我们这里的天气好一

些了。我的房子前面排着许多轻便马车，那里成了它们的停车场。

车夫通常喝得醉醺醺的，使我觉得很可笑。总之，如果我忽然想

起要乘车去兜风，那是非常方便的事。一般说来，我安排的很不

坏：在二楼我有一个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三个窗户，

窗间墙又窄，因此房间里很明亮，很舒服。

昨天我写了前面几行就被打断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令

人高兴的消息：明天我们的阅兵式大概不会举行了，因为国王③陛

下将前往波茨坦和勃兰登堡。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对明天

要在讨厌的宫廷广场来回奔跑毫无兴趣。但愿我们将因此而躲过

一切阅兵式。此外，我们经常在一个很大的广场即所谓格吕茨马

赫进行一些很有趣的训练，我们要站在没膝深的沙土里，这种沙土

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特性，它是带电的。如果我所在的第十二近

卫重炮兵连同样也是带电的，不过要带阴电，如果它现在开到这里

来，那么阳电和阴电就会相遇，造成空气紊乱，把乌云吸引过来。

① 信的背面写着：曼海姆。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收。——编者

注   

② 看来，信上画的蔷薇花是信纸上的花饰。——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７０６４８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４月１４—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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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至少我是怎么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每当我们的连队前往

格吕茨马赫的时候，不是下雨就是下雪。顺便说一下，我当上炮手

已经四个星期了，可能你还不知道，我现在穿的制服镶着金边和金

带，衣领是蓝色红边。你这方面什么也不懂，不过也不需要懂，你

知道一件事就够了，这就是我当了炮手。

你也许还没听说吧，李斯特先生到过这里，而且他的钢琴演奏

把所有的太太都迷住了。柏林的太太们被李斯特弄得神魂颠倒，

甚至在音乐会上为他掉下来的一只手套而真的打起架来，有姊妹

俩永远闹翻了，因为其中一个从另一个手里抢去这只手套。施利

彭巴赫伯爵夫人事先就把香水倒在地板上，把伟大的李斯特没喝

完的一杯茶倒进香水瓶。然后她把瓶口封好摆在自己的书桌上留

作永久的纪念，而且每天早晨要欣赏一番，这可从事后出现的漫画

里看到。这样的丑事在这里还从来没有过。年轻的太太们为李斯

特打架，而他呢，使太太们感到难堪的是，他竟然冷落了她们，宁肯

跟一些大学生在一起喝香槟酒。尽管如此，每一家房子里还是可

以看到伟大的、可爱的、神奇的、天才的、神圣的李斯特的几张画

像。我这就给你画一幅他的肖像。瞧，这个人梳的是堪察加人的

发式。顺便提一下，他在这里大约挣了一万塔

勒，而他的旅馆费就要三千塔勒，还不算他大

吃大喝所花去的钱。我要告诉你，他的确就是

这么一个男子汉。他每天要喝十二杯咖啡，每

 费·李斯特  
杯四洛特，还要喝十瓶香槟酒。由此可以有充

分把握地得出结论，他的生活总是带着几分醉

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他到俄国去了。那里的太太们是

否会表现得如此狂热，这倒是令人感兴趣的事。

８０６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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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该走了，就写到这里。再见！尽快回信。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４２年４月１６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德意志评论》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４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

４９

致玛丽亚·恩格斯

（片 断）

［１８４２年夏于柏林］

这是伊达①的未婚夫，上帝的儿子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当

着一个法国人的面所讲的一个有趣的故事：Ｅｎｆｉｎ，ａ ｌａｐｏｒｔｅｄｕ

ｃｉｅｌéｔａｉｔ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ｒｕｓ（不说Ｓａｉｎｔ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ｌｅＰｅｉｎｔｒｅｋｏｔｔｇｅｎ

ｄ’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éｔａｉｔａｂｏｒｄéｐａｒｌｅｍｕｓｉｃｉｅｎＷ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Ｅｈｂｉｅｎ，

Ｋｏｔｔｇｅｎ，ｖｏｕｓｎｅｄｉｔｅｓｒｉｅｎ，ｒａｃｏｎｔｅｚｎｏｕｓｄｏｎｃ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

Ｅｎｆｉｎ，Ｋｏｔｔｇｅｎｄｉｔ∶Ｅｎｆｉｎ，ｊ’ａｉｅｕｃｅｔｔｅｎｕｉｔｕｎｆａｍｅｕｘｒｅｖｅ．

Ｅｎｆｉｎ，ｄｉｔＷ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ｉｌｙａｖａｉｔｄｏｎｃ？Ｅｎｆｉｎ，

ｄｉｔＫｏｔｔｇｅｎ，ｊｅｒｅｖａｉｓｄ’ｅｔｒｅａｌａｐｏｒｔｅｄｕｃｉｅｌ．Ａｌｏｒｓ ｉｌ ｙ ａｖａｉｔ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ａｒｔｉｓｔｅｓ ｃéｌèｂｒｅｓ，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Ｈｏｒａｃｅ Ｖｅｒｎｅｔｅｔｃ．

Ｅｎｆｉｎ，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 ｆｒａｐｐａｉｔ ａ ｌａ ｐｏｒｔｅ；Ｐéｔｒｕｓ ｄｉｔ∶Ｑｕｉｅｓｔ

ｌａ？“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Ｌｅｓ ａｒｔｉｓｔｅｓ ｎ’ｅｎｔｒｅｎｔ ｐａｓ ｉｃｉ，ｄｉｔＰéｔｒｕｓ．

Ｅｎｆｉｎ ｖｉｎｔ Ｈｏｒａｃｅ Ｖｅｒｎｅｔ．Ｑｕｉ ｅｓｔ ｌａ，ｄｉｔ Ｐéｔｒｕｓ．“Ｈｏ

ｒａｃｅＶｅｒｎｅｔ”．Ｌｅｓ ａｒｔｉｓｔｅｓ ｎ’ｅｎｔｒｅｎｔ ｐａｓ ｉｃｉ，ｄｉｔＰéｔｒｕｓ．Ｅｎ

９０６４９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夏）

① 伊达·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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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 Ｗ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ａｒｒｉｖａｉｔ．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ｉｌｙ ａ ｌａ？，ｄｉｔ

Ｐéｔｒｕｓ．Ｅｎｆｉｎ．ｊｅ ｓｕｉｓ Ｗ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Ｅｎｆｉｎ，Ｐéｔｒｕｓ ｄｉｔ∶Ｅｎ

ｔｒｅｚ，ｓ’ｉｌ ｖｏｕｓ ｐｌａｌｔ．①

当然，这个法语讲得很漂亮的聪明的年轻人并未说出这个笑

话的实质——ａｉｎｓｉ，Ｗ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ｎ’ｅｓｔｐａｓｄ’ａｒｔｉｓｔｅ②。现在你知

道那个想争取荣幸地成为你未来的堂姐夫的人是怎样的人了吧。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５０

致玛丽亚·恩格斯

波  恩③

１８４２年７月２日于柏林

亲爱的玛丽亚：

祝贺你脱离了高贵的曼海姆市女子中学，祝贺你的信件通过

０１６ 弗·恩格斯书信

①

②

③ 信的背面写着：波恩。曼海姆市大公女子中学 玛丽亚·恩格斯小姐

收。——编者注

可见，魏茵布兰纳不是演员。——编者注

圣彼得守在天国大门旁边，而音乐家魏茵布兰纳则跟爱北斐特的画家克特根

攀谈起来：“克特根，您为什么不说话，给我们讲点什么吧！”后来，克特根

说：“好吧，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美梦。”魏茵布兰纳说：“原来如此！梦见什

么呢？”克特根说：“我梦见我站在天国大门旁边，那里汇集了所有的著名演

员：梅耶贝尔，奥拉斯·韦尔内等人。后来，梅耶贝尔终于敲了几下门；彼

得问道：‘谁呀？’——‘梅耶贝尔。’彼得说：‘演员不准进来！’后来奥拉斯

·韦尔内走上前去。彼得问道：‘谁呀？’——‘奥拉斯·韦尔内。’彼得说：

‘演员不准进来！’后来，魏茵布兰纳走来了。彼得问道：‘谁呀？’——‘是

我，魏茵布兰纳。’这时彼得说：‘请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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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荣克小姐的检查。我不想对你专门谈这件事，以免激起你更大

的不满。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所有这种女子寄宿学校都是毫

无意思的。姑娘们如果没有你那种难能可贵的性格，她们在那里

就会令人可怕地畸形发展，成为徒有虚名的ｂｌｕ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①和

卖俏的女人。这种风气在巴门已经形成，那自然是谁也没有办法

的事。你应当感到高兴，因为你冲出了修道院，既可以在窗口闲

坐，又可以在街上走走，有时还可以随便聊天，谁也不会把这些

事当作是犯罪了。不过我应当预先警告你，你不要去做任何蠢事，

不要被巴门的一群美貌少女所引诱，我指的是那些订婚的少女。

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对订婚又发起疯来，她们是如此着迷，甚至竭力

比个高低。她们就象捉迷藏，如果捉住了一个，就结婚，过着富丽

堂皇和快乐的生活。请你看一看自己的两个姐姐吧！路易莎·斯

内特拉格，她给自己找了一个丈夫②，总的说来，他相当不错，可是

他是灰白头发；美人伊达③也抓住了一个男伴，然而据我看，他也

是那一类型的人。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亲戚，因此，说实在的，我不

应当讲他的坏话，虽然如此，可是我被激怒了，为什么他们不问问

我愿不愿意认这个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ｒｕｓ④，这头ｌｉｏｎ⑤，这位花花公子，这

个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做自己的亲戚，对此他要受到报复的。

请你相信，如果你要找这样的未婚夫，我一天之内可以给你找上一

打。从我这方面说，我是宽宏大量的，我一般不计较这种事情。不

过，我至少有责任提出不同意见。

１１６５０ 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７月２日）

①

②

③

④

⑤ 狮子。——编者注

圣彼得（见本卷第６０９页）。——编者注

伊达·恩格斯。——编者注

海尔曼·济贝耳。——编者注

女学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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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朔尔恩施泰因也订婚了，真不得了！肯定连施特吕克

尔也想做丈夫了，这难道不奇怪吗？我开始对人类感到失望，我

将变成一个厌世者。如果你，玛丽亚，如果你也……不，你不会

使自己的哥哥受这种折磨。

又下雨了，无聊得很。这个星期在我为祖国值勤的时候，至少

有四次浑身湿透：两次被雨淋透，两次是，温和一点说，被汗水浸透

的。现在我要去阅览室看报。但愿我在那里不致第五次湿透！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５１

致玛丽亚·恩格斯

奥 斯 坦 德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８日于柏林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日

亲爱的玛丽亚：

接到你的长信，我感到非常高兴。你密密麻麻地写了这么多

页，这点我固然注意到了，但是你的严肃的说教，我只是浏览了

一下，因此连你究竟在哪些方面对我有所指责，我都记不得了。当

荣克小姐看到海尔曼①直言不讳地把这所可爱的女子中学称为

“修道院”时，她面有不豫之色。这是我意料到的，她把海尔曼叫

２１６ 弗·恩格斯书信

①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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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轻佻的人，同样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象你原先的那位恶行注册女长官那样，对于“轻佻”持有一种鄙

俗的见解。这是好事。否则，说不定我们俩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吗？

我也得听候我的上尉①埋怨和训斥，可是我又想：“那又怎样呢？”

我会哄骗他。而当他把我搞得太不耐烦的时候，——就象上星期

三那样，当时大家都已解散，只是因为我的那位勤务兵没有通知我

不去靶场，所以我一个人就不得不在中午十二点拖着蹒跚的步子

到靶场去，亲自证实一下谁也不去执行那种执行不了的无聊任

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报告说我病了，而这一次我说我牙痛，

因此就躲过了夜行军和两个小时的操练。遗憾的是，今天我又只

好报告说我已恢复健康。只要我愿意，我就利用这种机会出去散

步。柏林很大，而我们连里只有三个军官认识我，因此他们肯定碰

不到我。最糟糕的是，他们可能派连里的外科医生来看我。可是对

他也用不着担心，万一他发现我不在屋里，我挨一顿训就是了。那

又怎样呢！

看来，你在结识友人方面具有特殊的本领。一位姑娘在波恩

住了四个星期就能把半个大学里的人名了解得清清楚楚，还结识

了一个有趣的瘸腿大学生，每天与他会见六次。这个有趣的瘸腿

大学生戴着一副眼镜并且留着淡褐色的大胡子。他的腿大概是在

决斗时被打穿的吧！他走路时总是一瘸一瘸的，究竟什么原因？他

怎么个瘸法——是特殊的瘸还是象一般的瘸子一样瘸？他哪一条

腿瘸了，是右腿还是双腿？他是否戴一顶插着红色公鸡毛的帽子？

也许他是ｄｉａｂｌｅ ｂｏｉｔｅｕｘ②。我很想了解这个有趣的、瘸腿的、留

３１６５１．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８日）

①

② 瘸鬼。——编者注

冯·韦德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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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胡子的、戴着眼镜的、眼光敏锐的大学生的一些细节。

你在奥斯坦德是否继续在结识友人？那里是否也有一个有趣

的、脚有点瘸的、每天在浴场与你会见六次的佛来米人？你可要

小心！

      我从修道院里出来，

东逛西走，自由徘徊。

我可以在窗台仰卧，

闲谈聊天，随我喜爱。

修道院里多么忧愁，

老媪死死把我看守。

我在凄凉的监牢里，

不停工作，终日埋头。

窗外不时传来阵阵

海得尔堡人的歌声。

我连看一眼都不敢，

害怕为此受到处分。

如今我可自由自在，

已从痛苦中摆脱出来。

绿野、快乐、生活，

把昔日的寂寞替代。

４１６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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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已结束。

现在我穿起新装，

前往那快乐的学府，

在那里不再寂寞孤独。

波珀尔斯多夫和科尼斯温特！

罗兰塞克和德拉亨费尔斯！

瞧，我的眼睛晶莹如水，

我的牙齿洁白如雪。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一周后大学生都会打听清楚，

哪里是我们的房子，

哪里是我们简朴的住处。

施塔姆老板，你应当满意！

我们在你的旅馆下榻，

现在你的花园

直到天黑还充满着欢乐。

只要你出去闲游散步，

就看到大学生都聚集一处，

留下那些教授的闺女，

孤孤单单，凄凄苦苦。

５１６５１．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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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把小指一勾，

马上就有许多侍从骑士来到身旁，

达尔维耶拉伯爵，冯·谢潘斯基，

他俩都是追逐女性的行家。

如果我有任何委托，

可以让冯·迪斯特去奔波。

本生为我唱歌取乐，

吹笛伴舞的是沙波。

只要我离群索居，

我就无精打彩，

我在幻觉中看见一个大学生，

走码路来，瘸得可爱。

其他人都忙忙碌碌，

每个人都想为我效力；

那位瘸腿的美男子，

为何不在我的奴仆之列？

现在我告别波恩，

来到了滨海地带。

这里听不见大学生的歌声，

只有浪击海岸，汹涌澎湃。

６１６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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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漫步在海岸上，

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交往，

在这里象在修道院一样，

必须用法语闲话家常。

我信步漫游，

又找到随员；

他一路陪伴，

直送到海岸。

其他一切如在波恩，

我可以随心所欲，

店主殷勤款待，

吃得痛快，住得舒服。

只有一点感到遗憾，

在海滨沐浴者中间，

见不到漂亮的瘸子，

岂不令人感到心酸！

这首诗仿佛是从你心底里抒发出来的，不是吗？为了你能够唱

这首诗，我还将谱写一段乐曲，不过你要在我的下一封回信里才能

收到，因为我怕我这份厚礼会把你惯坏。而除了不断地歌颂你这

位人物——这可以说是对你这封特别长的信的一种奖励——之

外，我还有其他事情。

７１６５１．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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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奥斯坦德要努力学习Ｖｌａｅｍｓｃｈｅ或Ｎｅｄｅｒｄｕｉｔｓｃｈｅ

Ｔａａｌ①。这是很难懂的语言，可是有它的优点，而且不管怎么说，

它非常有趣。如果你还没有忘记低地德意志方言，你就很容易掌

握佛来米语了。

我现在也有一只狗，是巴门的奥古斯特·布雷特离开此地的

时候给我的。这是一只漂亮的西班牙小猎犬，比珍贵的米拉要大

得多，而且野极了。它在吃喝方面颇有本领。每天晚上，我到餐

厅吃饭时，它就蹲在那里等着我喂它，或者在所有的就餐人周围

转来转去。此外，妙的是它所戴的颈圈完全看不见了。它很会游

泳，但是太野，学不会玩把戏。我只教会它一件事，当我对它说：

“无名氏（人们这样叫它）！这是一个贵族。”它就会向我所指的那

个人表示无比愤怒，并且汪汪大叫。

今年的一切迹象都表明，莱茵葡萄酒的质量将特别好，然而

格吕讷贝格酒显得非常之差。你知道格吕讷贝格酒是什么样的酒

吗？它是一种劳齐茨葡萄酒。酿造这种酒的葡萄只能在沙土中生

长，除非遇上阴雨连绵的年头，否则它从来结不出好果实。当果

实由石头那么硬变成象木头那么硬，就是说，可以用刀子割下来

的时候，才算成熟。通常用蒸汽机来榨葡萄，据统计，每榨一百

个果实大约需用十二马力的机器工作一小时。最好的格吕讷贝格

酒是１８４０年收获的葡萄酿成的，这种酒不能保存在酒桶里，因为

它会把木桶蚀穿。如果它的质量是好的，那你就先吞一打大头针，

然后喝它一杯；如果五分钟内大头针没有溶化和消失，这意味着

这酒毫不中用。这是一种老陈酒，喝上一口，在四个星期之内喉

８１６ 弗·恩格斯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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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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咙都感到疼。它具有清雅的香味，因此只有行家才能把它的香味

同醋的香味区别开来。这种名贵饮料的味道同硝酸和酒石酸的混

合液再象不过了。好啦，今天给你写的已经够了吧！我还要写信

给妈妈。Ａｄｉｅｕ①．

你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

４２年８月８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９１６５１．致玛丽亚·恩格斯（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８日）

① 再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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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的遗稿

（１８３３—１８４１年

早期文学、诗歌和剧本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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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外祖父
①

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于巴门

我亲爱的外祖父，你待我们总是那样亲切慈祥，

每当事情不顺利，你总给我们指点帮忙；

你给我们讲过多少动听的故事，

从克尔基昂、提修斯到百眼哨兵阿尔古斯，

从明诺托尔、阿莉阿德尼和投海而死的爱琴，

到金羊毛、约逊和亚尔古船英雄２９３，

你讲过强悍的海格立斯，以及同他一道的丹纳士和卡德摩斯，

我记不住你一共给我们讲了多少！

外祖父，祝你新年幸福，

长寿，愉快，无忧无虑，

愿你吉祥如意，万事亨通——

这是爱你的孙儿衷心的祝愿。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３２６

① 伯恩哈德·范·哈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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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６年的诗

     有许多美丽的形象，在远处招呼，

犹如繁星点点，透过云雾，

给我们送来亮光，优美柔和。

他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认出来了，

这是退尔，手拿弯弓，

那是齐格弗里特，他降服过巨龙，

执拗的浮士德也来了，

阿基里斯当先锋，

光荣的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

号召骑士们战斗要英勇。

瞧！——兄弟们，请不要笑——

还有那英雄唐·吉诃德

骑着一匹骏马，

到处厮杀。

这支队伍来了，又消失了，

只留下一片闪闪的金光，

啊，怎样才能把他们挽留？

又有谁能把他们赶上？

诗一般的梦幻，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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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重新出现，

当你再次看见他们，

欢乐充满心田。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国际》 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２卷第２期（柏林）

５２６１８３６年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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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写于１８３７年初的诗

    １．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请你下凡，

我在苦难的尘世把你祈盼，

啊，请你带走一切灾难！

请我主赐福，

你的霞光把我笼罩，

好让我亲睹圣容。

一旦灵魂欢乐，内心幸福，永无痛苦，

救世主啊！我将为你赞颂。

２．当最后的时刻来临，

当死神向我走近，

我将向你飞去；

当双目黯然无光，

当生命的痕迹消失，

我将欣然向你走去。

我的心灵赞美你，永远赞美你，

因为你主宰着我的心灵。

３．来吧，欢乐的时刻，快快来！

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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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躲在你怀抱里，

不再受死神的威胁！

到那时，我的上帝，

我又能拥抱所有在生活中安慰我的人。新的生活

永无止境，充满着永恒的光芒，

我的生命的花朵会重新开放。

你来拯救我们了，

从死亡中把我们解放，

你驱走了邪恶，捍卫了幸福。

你马上降临尘世，

尘世的一切马上就面目一新，

人人都会得到你的恩赐。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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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盗 的 故 事］

１８２０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一艘海船准备从库卢里岛即雅典人

曾经英勇作战的战场古萨拉米斯启航。这是一条希腊商船，船员

很多，它往雅典运送乳香、阿拉伯树胶等货物，而更主要是大马士

革刀、杉木和精细的亚洲布匹。

岸上熙熙攘攘。水手们忙忙碌碌，船长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

不时发出各种命令。这时一个水手用意大利语低声地对另一个水

手说：

“菲力普！那边站着的年轻人，你看见吗？他是船长昨天晚上

请来的新乘客；船长想留他和我们一起干活，如果他不愿意，就要

把他扔进汪洋大海，因为不让他到他想去的伊斯坦布尔去！”菲力

普说：“这个人是谁呢？”——“不知道。但船长肯定是知道的。”这

时候，船上传来一声炮响，于是大家急急忙忙奔向小船，船长在一

只小船里坐定，大声叫喊：“喂，小伙子，您干什么还在发呆？来吧，

我们要开船了！”一直不声不响地站在队伍旁边的年轻人，听到这

番话，看了一眼，就大声说：“好吧，我来！”他飞快地向一只小船跑

去，等他上船占好位置，小船便很快驶离海岸，一会儿就靠近了大

船。一声炮响，船员在甲板上集合，海船迅速起锚，宛如一只大天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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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向蔚蓝的大海飞去。

船长一直在指挥水手们操作，这时走到这个魁梧的年轻人面

前，年轻人正倚着栏杆，忧郁地望着希梅托斯山峰逐渐消逝在远

方。   

船长对他说：“小伙子，请到我的船舱来，我想和您谈一件事。”

年轻人回答说：“好吧！”于是便跟着船长走了。

他们下到船舱，船长请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希沃斯酒，也给

自己倒了一杯，然后说：

“喂，我想给您提一个建议。不过，您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莱昂·帕蓬，雅典人，您呢？”

“我是船长莱奥尼达斯·斯佩齐奥蒂斯（斯佩齐亚人）。您听

着，您也许真的把我们当作诚实的商人？不，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只

要看一看我们的那些炮，有看得见的，有隐蔽的；只要看一看我们

的弹药和我们的武器库，您就会明白，我们只是冒充生意人而已。

不过您要知道，我们比别人好，就是说，我们是真正的希腊人，是知

道珍重自由的人。老实说，我们就是异教徒所说的海盗，我们要严

惩他们。我喜欢您，您很象我亲爱的儿子，异教徒当着我的面把他

枪杀了，因此我建议您加入我们一伙，参加争取希腊人自由的斗

争，给异教徒一点厉害，对他们，荷马的诗句倒是适用的：

’′σσαιη
’～

μα ′’α
’′
π ’

’
ω
′
η ’′ι ιη，

αι ι
′
αμ ，αι α

′ ’
μμ ω ια

′
μι①

如果您不想干这一行，后果如何，我无法担保；如果我的船员

９２６海 盗 的 故 事

① 总有一天，神圣的特洛伊，柏里亚，连同手挥长矛的国王的百姓，都会毁灭。

（荷马《伊利亚特》第４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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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我对您说过些什么，他们一定会要您的命，到那时，虽然我

十分乐意帮忙，也无能为力了。”

“您说什么？海盗？您劝我入伙？马上加入！我正要找机会向

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报仇！啊，我很乐意加入你们这一伙，我将狠狠

地惩罚穆斯林，要象屠杀牲口一样杀死他们！”

“好极了！莱昂，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人！让我们来一瓶希沃斯

酒，为新的聚义干杯！”这个老酒鬼又斟满了酒，不断鼓动他那位尚

能节制的伙伴说：“喝吧，莱昂！”一直喝到滴酒不剩。

然后他带着自己的新伙伴参观全船，给他看储藏物资。他们

首先走进存放武器的地方，那里挂着各种各样的华丽服装，有水手

的紧身短夹克、肥大的男式长袍、高筒礼帽、希腊式小帽、宽大的丘

尔邦头巾、瘦窄的法兰克裤、肥大的土耳其灯笼裤、波斯花纹背心、

匈牙利骠骑兵短上衣和俄罗斯皮袄——这一切都放在一个个大橱

柜里引人注目。墙上挂满了各国的枪枝和各种火器，从袖珍手枪

到笨重的三筒火枪；有各种各样经过仔细挑选的刀剑：大马士革

刀、西班牙佩剑、日耳曼宽剑、意大利短剑、月牙式土耳其军刀，它

们都挂在恰当的地方。角落里还放着标枪的枪架，因此房间内所

有的空地都被利用了。然后他们来到火药库，那里摆着八只各装

一百磅火药的大桶，四只各装十磅火药的小桶；还有三只桶装着炸

弹，两个更大的桶里是手榴弹。墙边的橱柜摆满了坛坛罐罐，里面

除火药外还有铅块，石头和铁块。接着他们来到另一个船舱，莱奥

尼达斯给他看了几袋圆形炮弹。尔后他们又走上来参观大炮。两

侧各装备着十二门大口径炮，后甲板还配有两门发射四十八磅炮

弹的大炮，这些大炮之间到处是小口径的旋转炮，共约三十门。他

们又回到船舱，莱奥尼达斯指给莱昂看五只箱子，其中三只装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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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枪弹，两只堆放着散弹。

莱奥尼达斯问：“怎么样，我们船的情况不错吧？”

莱昂答：“好极了！好得不能再好了。现在让我到甲板上了望

了望。”

他登上甲板，很快又靠在栏杆上。他们正对着科隆尼角即古

苏尼翁角航行，莱昂又忧心忡忡地眺望消逝了的希梅托斯山峰。

这时候莱奥尼达斯对他说：

“喂，小伙子，为什么这么忧愁，我们到后甲板去，跟我谈谈你

以前的生活吧。”

莱昂跟随他走了，下面就是莱昂讲的故事。

我快满十六岁了。我的父亲叫格雷哥里·帕蓬，是个商人；我

的母亲叫黛安娜。我叫莱昂，我的孪生妹妹叫佐娅，我的弟弟叫阿

列克塞。大约三个月前，雅典的一个帕沙看中我父亲抚养的年轻

女奴，立即要求把女奴给他。当我父亲拒绝时，他发誓要报复而且

真的毁了我全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们安静地坐

在一起，我和女奴塞里玛、佐娅和阿列克塞在七弦琴的伴奏下唱

歌，突然来了帕沙雇用的一批阿尔纳乌特人，抓走了我亲爱的父亲

和塞里玛，把我们赶出门外，使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走呀走，好不

容易才来到一座古老的马其顿城堡的大门前。我们向好心的农民

求食，他们给了一些面包和一点肉。我们离开那里向比里尤斯的

方向走去。唉，真倒霉！我的妹妹太虚弱了，昏昏沉沉倒在一棵橄

榄树下。我想回城找亲戚帮助。尽管母亲苦苦相劝，我还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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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到卫城，准备往上走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父亲，你可以想

象我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向您形容我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跑过去

搂住他的脖子，我也无法向您描绘，我当时怎样想象着我们的幸福

和母亲的快乐。但是，我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我们刚刚走了几

步，就看见帕沙的阿尔纳乌特卫队的队长向我们走来。他认出了

我父亲，拔出军刀向他扑去。我父亲右手拿着一根他拣到的多节

的木棍站在那里，土耳其人挥刀便砍，把木棍砍成两截，砍伤了

我父亲的肩膀，接着土耳其人又对手无寸铁的父亲的头部砍了一

刀，父亲便跌倒在地。我从地上拣起一截木棍，向土耳其人的脸

上掷去，他丢掉军刀，恶狠狠地从腰带上抽出大锤，朝我的头上

使劲一击，我失去知觉倒下了。

我苏醒后，奄奄一息的父亲躺在我的身旁。他说：“莱昂，我

的儿子，快跑，快离开这里！你的生命有危险！你的母亲没有被

抓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到库卢里去，再从那里前往

瑙普利亚，那里有我的朋友。”我问道：“父亲，杀你的凶手叫什

么名字？”——“莱昂，他叫穆斯塔法－贝伊；上帝啊，宽恕我可

怜的灵魂吧！”——他说完这些话就断了气。我抱着遗体喊叫，哀

号，呼救，然而父亲已经死了，谁也不来救助。最后，我含着眼

泪站起来，束上亲爱的父亲的腰带，把凶手的军刀佩挂在腰带上，

发誓永远不离腰带，不离军刀，直到用土耳其人的血洗去我父亲

身上的血迹为止。后来我又来到城外，可是——啊，我吓呆

了！——我的亲人不见了！地上有一把沾满鲜血的短剑，我母亲

的一块血迹斑斑的面纱和阿列克塞的一顶帽子，这些东西证明这

里发生过一次暴行。瞧！这顶帽子，我现在戴着；瞧！这把短剑，

我现在佩着（他出示挂在腰带上的一把漂亮的土耳其短剑），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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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从那时起我一直藏在胸前，贴身穿的基顿① 里面。

这个时候我才想到自己受了伤。我开始觉得疼痛，把帽子轻

轻往上一提，鲜血又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我躺在一棵树下用手帕

把头部包起来。

我睡着了，梦见父亲正在向我走来，他精神抖擞，身强力壮，

旁边是母亲，佐娅和阿列克塞，他们把我托起来！可是这时土耳

其人走来了，杀害父亲的凶手大叫一声突然倒下。我醒过来，发

现躺在一辆大车上，面前站着一位老人，他劝我安静一点儿，就

把我带走了。

他把我带到圣尼古拉镇，把我的伤治好了。我在他那儿住了

四个星期，然后他给了我一些钱并用自己的小船送我到库卢里岛。

我在那里和他分手，我们把一枚披亚斯特分为两半留作纪念。我

在此地已经逗留好几天，因为没有机会离开。以后的事您都知道

了。

年轻的帕蓬的故事大致如此。后来莱奥尼达斯拉着他的手，

同他走进武器库，建议他挑选武器。他从服装堆里拿了一条薄的

希腊衬裤和一件浅蓝色的短上衣，从武器中选了一支双筒短火枪，

两支双筒手枪和一把锤。

莱奥尼达斯说：“你再拿一把军刀吧，或者至少给你那把刀配

上一个刀鞘！”——莱昂说：“不，我决不离开这把军刀，在我自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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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刀鞘以前，就让它露着好了。”

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他们的船驶近泽亚岛。靠岸之前，他

们落下所有的帆，从主桅杆顶发出信号。立刻有一只小船驶来。船

上的十字架隐约可见。船上有六个武装人员，他们把小船拴到大

船上，登上甲板。莱奥尼达斯给他们介绍新伙伴，他们表示衷心

欢迎。然后莱奥尼达斯说：

“喂，斯蒂凡诺斯，你侦察到什么情况啦？”

斯蒂凡诺斯回答：“在城市港口那里停着一条土耳其商船；我

装扮成商人到过那里。莱奥尼达斯，你猜，我在那里见到谁啦？是

我们的老伙伴杜卡斯呀，他在那里当奴隶。我把他藏在箱子里救

了出来。船上一共三门大炮，但是这伙人很强，装备也很好；那里

大约有三十个土耳其人。不过我已经把两个希腊旅客争取过来

了，他们是到雅典去的。这两个人打算占领火药库。”

莱奥尼达斯：“哟，好极了！你们先别走，等一会！”他跑进

船舱，拿来三瓶酒，同莱昂以及六个刚到的伙伴一起喝光。这时

他说：“瞧，我们现在总共有多少人啦！你们六个，船上二十个，

还有莱昂和我——总共二十八个。有两个土耳其旅客要到塞尔福

去，其中一个是土耳其兵。——诺托斯！”

诺托斯应声而来。

“你带普罗托斯和塔拉斯到船舱，解除土耳其人的武装，把他

们带来。”他受命走了。莱奥尼达斯叫道：“米卡利斯！”米卡利斯赶

忙跑了过来回答：“到！”

“马上装炮弹，准备好轻炮，三门炮装上霰弹和圆形弹，其余的

装铅弹、碎玻璃、石子和铁片！带上六十只手榴弹，两个炸弹和

一箱圆形弹！全体作好战斗准备！”他的命令都执行了。他对莱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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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的孩子，你现在有机会在我们的队伍里第一次参加战斗。

要勇敢点。一旦商船和我们打起来，你就站在我旁边，我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不过，你可别在我之前跳上船，要不然，你会白白

把命送掉。”

斯蒂凡诺斯说：“是这样，这一点我是知道的。莱昂，你要知

道，我曾和两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跳上敌船，敌人把搭钩砍

断，我们被隔离在敌船上。我们进行了自卫，但是，在我的两个

同伴被打死以后，我也几乎被他们打死，我的头部被狠狠地砍了

一下，到现在还留着伤疤。如果那时我们的人不是重新发起接舷

战，我一定已经完蛋了。”

随后，诺托斯把两个土耳其人带来了，其中一个人的手包扎

着。诺托斯对莱昂说：

“瞧！把他们带来了。他们死命反抗。可怜的普罗托斯被这个

土耳其兵狠狠砍了一下，他多半是好不了啦。我砍断这个兵的手，

塔拉斯抓住另一个，把他摔倒在地。”

土耳其兵说：“不错，当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船舱里时把我们

制服了，这一着真妙啊！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使我

感到安慰。”

莱奥尼达斯回答：“噢，我从不怀疑你们的勇敢精神，不过，你

们会得到报偿的；如果你们愿意，明天早上我就让你们在泰尔米亚

下船，然而你们每个人要交五十披亚斯特的赎金。”他们欣然同意

并被带回船舱，由诺托斯看管。这时莱奥尼达斯走到躺在草席上

的普罗托斯跟前，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脑壳上有一处刀伤，是月

牙弯刀砍的。伤势十分严重，但是还有治好的希望。他给普罗托

斯贴上膏药，便与莱昂一道睡觉去了，他让莱昂睡在他旁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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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床上。

半夜里他们被叫醒，斯蒂凡诺斯站在他们面前。

“快起来，北面出现一只帆船，在桅灯下可以看见船帆。”他们

俩立刻武装起来。莱奥尼达斯打开橱柜，给莱昂一袋子弹，一袋铁

砂和一个装着火药的漂亮火药筒。他自己也备好弹药，于是他们

两人登上甲板。

船长说：“米卡利斯，装着圆形炮弹的轻旋转炮在哪里？”

在指给他看以后，他就站到一门旋转炮旁，莱昂和斯蒂凡诺斯

则分别站到第二门和第三门炮旁。

船员在甲板上集合，莱奥尼达斯点名，连他在内总共二十六

个。他叫诺托斯出来站到一门发射四十八磅炮弹的大炮旁边，命

令米卡利斯站到另一门同型大炮旁边。轻旋转炮就在他们近旁。

大家都盯着桅灯，向桅灯驶近。这时桅灯突然熄灭，船只好朝

着那个方向行驶。灯光又亮了几次，终于消失了。

天亮了。海上迷雾蒙蒙雾逐渐消散。这时，在桅杆上坐着的

斯蒂凡诺斯叫起来：“我看见商船啦！这就是我在泽亚岛港口呆过

的那一条船。”

现在莱奥尼达斯也从望远镜里看见了这条船。斯蒂凡诺斯从

桅杆上下来。他们立刻满帆前进，想追上这条船，不久大家都看

见了它。他们挂上土耳其旗子，开始向它靠近。大约经过三个小

时，他们已驶到几乎进入射程的距离。这时莱奥尼达斯命令降下

土耳其旗子，挂上标有白十字的黑红旗。但是土耳其商船在这之

前就已经转舵向西北方向全速疾驶，企图到达马克罗尼西。然而

莱奥尼达斯的船很快就接近了它，并且按照他的命令立刻对着敌

船的全部装备发射圆形弹。土耳其人立即回击，同时开始撤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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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莱奥尼达斯喊道：“米卡利斯带十五个人去，要拼命划！我们应

当咬住它！诺托斯！到船头去，我们一到达射程的一半，你就向

敌人开火！塔拉斯带领五个人留在这儿。”

船行得更快了。他们越来越接近猎物。这时莱奥尼达斯命令

说：

“塔拉斯！米卡利斯一回来，你就到右边的大炮跟前去；让斯蒂

凡诺斯负责船尾的大炮，莱昂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这时候诺托斯的十二磅炮打响了，接着有五门大炮也开了火，

敌船的帆和桅杆顶一起倒下，倒挂在缆索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几门大炮再次开火，把敌船的斜桅打得粉碎。土耳其人溜不掉了：

海船更加接近，顿时莱奥尼达斯和莱昂的旋转炮迅速轰击。有几

个人倒了下来，可是射击的效果并不大。米卡利斯回来了，距土耳

其人已经很近，我们从左右两侧射击，土耳其人勇敢地进行回击。

于是莱奥尼达斯命令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并且向敌船靠过去。

旋转炮进行轰击，敌船的甲板上被打得几乎空无一人；这时希腊船

发起接舷战。米卡利斯和他的小队，莱奥尼达斯和莱昂都站在搭

钩旁边，他们向敌人开枪，抛出了搭钩，于是米卡利斯和莱昂一刹

那间便出现在敌船上。莱昂拔出手枪，打死碰到的第一个敌人；他

挥动军刀，土耳其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下去。这时米卡利斯倒

下了，可是莱奥尼达斯已经来到那里，希腊人向前冲去，一场鏖

战开始了；留在自己船上的希腊人勇敢地射击，几个土耳其人很

快就放下武器。这时一个阿尔纳乌特彪形大汉跑上甲板，挥舞着

军刀喊道：

“怎么啦，穆斯林们，你们想叫异教徒把我们杀绝吗？拿起你

们的军刀杀死这些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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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奔上来杀死了一个希腊人。他叫道：“领头的在哪里？”莱奥

尼达斯一面喊：“在这里！”一面急速向前冲去。他们厮杀起来。面

对这个敌人沉重、残酷的打击，莱奥尼达斯始终镇定自若。敌人盲

目地疯狂地往前冲杀，朝对方的左手砍去，此时莱奥尼达斯用宽剑

猛力一击，打断敌人的军刀，再一下，鲜血便从土耳其人的胸膛涌

了出来。但是另一个土耳其人跑过来，对着他的脸部就是一刀，他

受伤倒地。莱昂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杀死凶手，截住那个敌人，敌

人投降了。

受伤的首领和十个人乘坐小船在马克罗尼西岛登陆。

现在莱昂察看战场。十二个土耳其人被打死，八个受伤，五个

投降，十个逃跑。

希腊人也有四个被打死；米卡利斯的生命危在旦夕；诺托斯的

大腿被子弹打伤，船长挨了一刀，还有三个人受了轻伤。莱昂的头

部也受到轻度弹伤，左手还有一处刀伤。

斯蒂凡诺斯走到他面前。“你作战很勇敢，莱昂，你应当去看看

莱奥尼达斯。怎么？你在流血？”

“咳，有一点，没有关系。我最感到懊丧的是，该死的阿尔纳乌

特人从我们手里溜了。我真想杀掉他。”

他走到莱奥尼达斯跟前。莱奥尼达斯说：“莱昂！在诺托斯恢

复健康以前，你代替他指挥。我暂时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由斯蒂

凡诺斯当首领。到米卡利斯那里去，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莱昂奉命照办了。“米卡利斯很虚弱，胸部有弹伤，大腿被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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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伤。不过塔拉斯还有希望。”

斯蒂凡诺斯回来了。“商船载的货物有运往雅典的棉花和运往

瑙普利亚的弹药。此外，还有枣子、椰子、无花果以及许多各种各

样的商品。”

莱奥尼达斯说：“把贵重的东西都从船上搬下来，你到拉夫蒂

去！”“莱昂，你跟斯蒂凡诺斯一块去。你们审问审问俘虏，你把他

们的一切口供都记录下来。”

莱昂去了，俘虏的口供大致是这样的：这是一艘商船，属于伊

兹密尔①的商人穆拉德。他的兄弟阿里指挥商船，就是他打伤了莱

昂。他们航行到锡基亚，有人告诉他们附近出现了海盗。因此他们

昨天还带上十个要到雅典去的人。后来他们发现了海船，并遭到

攻击。对两个希腊旅客在哪儿的问题，他们回答说，一个被抛进大

海，另一个当阿里看到海盗船时就把他杀了。

然后他们检查了商船。除了上述物品，他们还找到大量的武

器、弹药以及呢绒和衣服。但是最好不过的是发现了三袋黄金，每

袋价值五千披亚斯特，这些黄金被搬进希腊船的船舱。

在苏尼翁角和阿尔戈利斯半岛之间有一个峭壁重重、荒无人

烟的小岛②。莱奥尼达斯的船就驶向这个小岛。第二天早上他们靠

了岸。因为阿里和土耳其人可能会请求埃弗里帕的或者雅典的帕

沙派船来对付海盗，所以就把土耳其人送到岛上，给他们留下少量

食物、两把军刀、一支火枪和一些弹药，好让他们能够打野兔和其

他野兽维持生命，这些野兽在这样的岛上是很多的。

准备启航时，莱昂不见了。他打猎去了，大家四处寻找。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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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一声枪响，他们朝那个方向跑去，找到了莱昂，他流着血躺在

地上，旁边躺着一个被枪打死的土耳其人，另一个土耳其人手里拿

着莱昂的沾满鲜血的军刀站在那里。跑在前头的斯蒂凡诺斯向土

耳其人扑去。经过短时间的格斗，他打掉敌人的军刀，把他打翻在

地，砍下了他的头。

又跑来几个人，把莱昂放在用树枝扎成的担架上抬走。塔拉斯

察看了伤势，发现土耳其人砍伤他的头部和大腿，手臂也受了轻伤。

受伤的莱昂终于苏醒过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军刀在哪

里？”人们指给他看，他说：“打伤我的那个土耳其人在哪里？”

斯蒂凡诺斯说：“我把他杀了，安静地躺着吧！你的伤势很危

险。”

头部的伤势的确很危险。把伤员抬到海船上反而对他有害，

因此决定把土耳其人抓起来，送到摩里亚半岛上岸，让莱昂，还有

生命垂危的米卡利斯、诺托斯和莱奥尼达斯留在岛上，派三个伙伴

看护他们。斯蒂凡诺斯打算过几个星期再把他们接走。他们又把

土耳其人集中起来，可是有一个不见了。这时，远处出现了土耳其

船，因此由斯蒂凡诺斯指挥的海盗船便扬帆离去。除了伤员和塔

拉斯以及他的两个助手，还剩下五个人，应由他们把土耳其商船开

往埃皮纳，第二天他们就把船开走了。

莱昂的伤有了明显的好转。六天后他已经能够起床，稍事走

动。一个星期后米卡利斯也已经能够走出他们搭的小茅棚。莱奥

尼达斯和诺托斯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健康，常常出去打猎。有一次

诺托斯回来说：

“我看见一个土耳其人，可是他急急忙忙跑掉了。我们要当

心。”第二天他又和莱奥尼达斯出去打猎。他们射中了一头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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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然后他们分手了。诺托斯在树林中走，突然一声枪响，诺托

斯被打倒，一个土耳其人左手拿着手枪，右手握着短剑，向他扑

去，土耳其人弯下身躯，举起短剑，可是受伤的诺托斯站了起来，

拔出手枪向穆斯林射击。希腊人很快就聚集起来。土耳其人已经

死了。他的子弹击中诺托斯的胸部，好在诺托斯的短剑柄挡住了

子弹，所以伤势并不危险。

诺托斯被抬回茅棚，整整一个星期不能起床。后来大家都恢

复了健康，可是食物已经吃完，靠在岛上打猎为生是很困难的。

斯蒂凡诺斯来接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岛上度过了四个星

期。斯蒂凡诺斯把土耳其商船卖给帖撒罗尼迦城的一个英国商

人，得到一万披亚斯特，把棉花卖给另一个商人，得到四千披亚斯

特。海盗船已经重新装备，大炮就增加了三门，弹药的数量增加两

倍，还配备了许多其他武器。由于做了这一大笔好买卖，海盗的情

况得到改善。现在海船正在开往干地亚。他们看见米洛斯岛的时

候，出现了一只海船，看样子是土耳其的船，莱奥尼达斯的船立即

跟踪追赶，一直追到米洛斯海湾，那里有几个小岛，扼守海湾的入

口。有一只大船在港口码头的大炮的保护下隐蔽在这里。原来这

是一条埃及的大桡船。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希腊人勇猛地开火；可

是一条土耳其船——这是一条小型战船——突然开进海湾并且从

后方进攻希腊人。莱奥尼达斯向土耳其人发起接舷战，派斯蒂凡

诺斯攻击土耳其人，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土耳其船被拿下了。

可是这时炮台上发来一阵排炮，希腊船开始下沉。船马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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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岸边的浅滩，在那里搁浅。于是船员们登上了夺来的土耳其船，

穷追大桡船，发起接舷战。莱昂跳上大桡船，还有其他人，包括斯

蒂凡诺斯在内，接踵而至，发起进攻。莱昂始终一马当先，他的剑

被穆斯林的鲜血染红了。他无情地猛冲猛砍，斯蒂凡诺斯跟在他

的后面。他们勇往直前。忽然莱昂迎面碰上一个敌人的长官，是个

身体魁梧的埃及人。他们厮杀起来，杀得难解难分。最后，莱昂砍

伤了对方的左手，对方拔枪射击，可是没有打中莱昂，却打中了另

一个希腊人，对方终于经不起勇敢的对手的打击，倒下了。他一

死，战船便被夺下了。少数活着的土耳其人投降，被带上岸去。塔

拉斯穿上土耳其服装到炮台谈判修船的事。贪婪的帕沙得到三百

披亚斯特的礼物就答应了，可是他暗地里却派一只小船去锡凡托，

那里有土耳其船队的几只大船。小船找到它们，于是三艘大船立

刻扬帆乘风急驶而来。诺托斯和塔拉斯乘坐小船从海湾出来，看

到这些船只，就向莱奥尼达斯报告，说土耳其船已经靠近。莱奥尼

达斯命令他的一些水手迅速登上土耳其船，吩咐他们把轻便武器

和几门大炮用的弹药搬到那里去，但是却把大部分船员，包括三

十名从米洛斯岛上招来的新手，布置在自己的船上。莱昂是小战

船的指挥，他把船停靠在港口的入口处。土耳其船接近了，一艘

船首先靠近。莱昂立即用所有的武器向敌船的船头开火，他调转

战船，发起接舷战，同全体船员跳过船去。可是从另一侧又开来

第二艘敌船，派出他们的船员，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莱

昂勇敢地厮杀。在他的打击下几个土耳其人丧命，可是也有几个

勇敢的希腊人死于土耳其人的剑下。异族的人数有两倍之多，情

况对他们有利。忽然间莱昂看见杀死他父亲的凶手。这个阿尔纳

乌特彪形大汉刚刚杀死一个希腊老人，莱昂见到后火冒三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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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他喊道：“凶手，有种的来和年轻人较量吧！”阿尔纳乌特人

转过身来厮杀。论力气，他比希腊人大一倍，可是希腊人带着满

腔仇恨奋力厮杀。他们激烈地搏斗着。一刀接一刀地砍来砍去。莱

昂砍伤土耳其人的手，土耳其人的军刀落地。然而土耳其人从腰

带上抽出那把很熟悉的大锤，忍着痛恶狠狠地向莱昂打去。很快

第二锤就打中了莱昂的高高的前额；在土耳其人不断的死命打击

下莱昂终于倒下。

土耳其人大叫：“这个人已进地狱去了！现在我来收拾其他

人。”可是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被杀死，只有少数几个人被缴了械，

做了俘虏。

与此同时，其他两艘大船驶入港湾追击莱奥尼达斯，莱奥尼

达斯则率领自己的船员带着钱财转上大桡船，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平安地开出港湾，进入大海。海船全速开往贝洛保洛。莱奥尼达

斯指望能在那里得到莱昂和其他人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７年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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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托克列斯和波吕涅克斯决斗
２９４

  告诉我，希腊人的军队和疾驰的骏马

为什么都向卡德摩斯人的强大城市驰骋？

战士举着银白色的盾，在原野上飞奔，

在绵延不断的城垣下，一片刀光剑影。

  阿尔戈斯人的军队，披甲戴盔，

直取强悍的阿革诺里德的伟大都城。

给忒拜带来毁灭的是丹瑙人的首领，

他们是：帕特诺派乌斯、提多斯、卡帕奈乌斯，

安菲阿拉奥斯王，高贵的希波米登，

阿德拉斯托斯王，还有波吕涅克斯这个群雄之首，

他们乘坐战车，向卡德摩斯的城市高速挺进。

  铁矛、浮雕铜盾和银柄剑在原野上闪闪发光。

丹瑙人到这里把拥有七座城门的忒拜团团围困，

就象一条毒蛇潜行，

忽然缠住羊身，使它呼吸停顿。

  他们列队而来，长矛高举，杀气腾腾。

这时，大军手持锃亮的青铜武器，奔出城门，

其中有奥狄浦斯之子——天神般的伊托克列斯，

他久战疆场，英勇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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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奥提亚人的前哨部队和光荣的阿尔戈斯人的大军，

狭路相逢，短兵相接，

刀来剑去，厮杀一阵，

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

光荣的迪尔卡的鲜血，染红了滔滔的伊斯曼努斯河，

战士们拼命厮杀，搏斗不停。

  狂怒的伊托克列斯一马当先，

他挥舞铜矛，无情刺杀，黑土上顿时倒下许多军人。

但是，这个阿革诺尔的后代一看到在阿尔戈斯人前列中

厮杀着的强悍的波吕涅克斯，

便向雅典娜祈祷：

“手持神盾的宙斯之女帕拉斯！请听我言，

我曾用牛羊的肥腿向你献祭，

你要满足我的愿望，

让我用飞舞的、长影相随的铜矛，

刺向那个光荣的奥狄浦斯族战士的胸膛，

刺向我的亲兄弟——那个来自

干旱的阿尔戈斯的英雄波吕涅克斯。

把他的祖国夷为平地，把阿尔戈斯人斩尽杀光。”

然后他对兄弟开门见山地讲了一番话：

“奥狄浦斯王子，声音宏亮的波吕涅克斯，你听着！

我胸中跳动的心命令我与你决战，

你应第一个走到天神般的伊托克列斯面前受死！”

  这就是他的祈祷。而弟弟向圣母赫拉说道：

“赫拉！雷神的妹妹和妻子，请听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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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属于你的。我同身披铜甲的阿尔戈斯人的

皇帝阿德拉斯托斯的爱女阿尔吉娅结成姻缘。

让我把强悍的伊托克列斯王

这个违背誓约的人碎尸万段，

因为他背叛了忒拜。”

这是他的祈祷。这时强悍的伊托克列斯王走到中心，

让士兵列成方阵。

他站在平原上，看了看两边说道：

“丹瑙人和阿尔戈斯人的子孙！你们现在听我说，

我心中的神灵要我说这样的话：

即使阿尔戈斯人和贝奥提亚人的部落在残酷的搏斗中全部毁

灭，

事情仍然没有了结。

如今神灵命令我同兄弟决斗，

那么，就让宙斯作我的证人，我发誓：

如果他以锋利的铜剑将我砍倒，

就让他统治全体卡德摩斯人，

然而，如果雅典娜给我的长矛增添力量，

我就会使他倒地身亡，

我将得到祖国的尊敬，成为这里的国王，

而你们阿尔戈斯人将返回你们可爱的家乡。”

  他的话使忒拜人和亚该亚人心情舒畅。

于是，战士们纷纷下马，解散在平原上，

他们卸下武器，因为周围空地有限，

只好一个紧靠一个，排列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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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力量让伊托克列斯刺出长矛，

天神般的阿革诺尔之子见此情景，奋起回击凶恶的死神克拉，

长矛从身边掠过，

天神般的波吕涅克斯毫不迟疑，

高举银柄剑奋力迎战。

他们本是亲兄弟，同一父亲的两个儿郎，

却象两只凶残的狮子拼命扑打。

这时夜幕降临，一个解开自己的金色佩剑带，

将利剑狠狠地刺向兄弟——

污血顿时从伤口喷洒疆场。

而当利剑刺进伊托克列斯的胸膛，

伊托克列斯的剑也穿透铠甲，刺中波吕涅克斯王。

两人同时倒地，夜幕遮盖了他们的眼睛，

兄弟俩在锋利的铜剑刺杀下两败俱丧，

于是，高贵的奥狄浦斯王的种族从此根断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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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迪·里恩齐
２９５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罗马广场，背景：卡皮托里山。

  科隆纳和其他贵族上场。少顷，巴蒂斯塔率民众上。

众 贵 族 科隆纳，快走，民众正逼近我们，

让我们逃避这狂暴的人群！

科 隆 纳 逃避？我堂堂科隆纳——

面对这班被我脚踩着脖子的贱民，

竟然要逃走？

你们逃吧，胆小鬼，逃吧！面对狂怒我要坚守！

众 贵 族 你没看到他们如浪潮涌进条条街道，

你没听到他们在狂怒喧嚣？走！

民众以巴蒂斯塔为首一拥而上。

巴 蒂 斯 塔 怎么啦，尊贵的老爷们？

要离开我们，而且如此匆匆？

你们一定乐意留下吧！

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你们岂能容忍这样的冷嘲热讽？

巴 蒂 斯 塔 请你们看看民众祈求的神情！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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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恳求：请留在我们身边！

科隆纳和众贵族

滚开，这班亡命徒，快快滚开！

巴 蒂 斯 塔 我们甘愿为你们效劳！

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拔剑！

巴 蒂 斯 塔 我们甘心供养你们吃穿，

情愿永不谋反，

说话谨慎，决不随随便便。

我们的妻子儿女任你们使唤，

全部家当——都由你们挥霍，

我们听凭你们虐待、折磨，或剐、或杀，

由你们压榨、拷打、上锁、戴枷，

我们有了过失随你们怎样惩罚，

我们只恳求：请留在我们身边！

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先生们，各位高见？

众 贵 族 滚开，这班亡命徒，快快滚开！

科 隆 纳 滚开，放肆的贱民！

你们听不出我这喊声，

有如雷鸣把你们威慑？

你们辨不出我这步伐，

曾在你们头上践踏？

你们可认得我，我，你们的主人？

９４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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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修改稿

  科隆纳、奥尔西尼、奥尔兰多·奥尔西尼。背景：民众。众贵族

走至台角，在开始一段时间，始终立在那里。

奥 尔 西 尼 走，科隆纳，让我们赶快离开，

你看民众已经逼来！

科 隆 纳 面对狂暴我愿迎风而立，

我横下一条心永不逃避！

奥 尔 西 尼 走吧，就这一次，就退让这一次，

久留此地，迂阔之至！

奥 尔 兰 多 免得被他们的怒火烧死，

还是走为上计，让我们离开此地！

科 隆 纳 不，我宁可玉碎，不离此地！

我要从他们中间冲杀过去！

巴 蒂 斯 塔 （从民众中走出。民众渐次走近。）

怎么啦，尊贵的老爷们？

要离开我们，而且如此匆匆？

你们一定乐意留下吧！

奥 尔 西 尼 你们岂能容忍这样的冷嘲热讽？

巴 蒂 斯 塔 请你们看看民众祈求的神情！

我们恳求：请留在我们身边！

科隆纳、奥尔西尼、奥尔兰多

      滚开，这群亡命徒，快快滚开！

巴 蒂 斯 塔 我们甘愿为你们效劳！

０５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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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拔剑！

巴 蒂 斯 培 我们甘心供养你们吃穿，

情愿永不谋反，

说话谨慎，决不口出恶言，

我们的妻子儿女任你们使唤，

全部家当，都由你们挥霍，

我们听凭你们虐待、折磨，或剐、或杀，

由你们压榨、拷打、上锁、戴枷，

我们有了过失随你们怎样惩罚，

我们只恳求：请留在我们身边！

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先生们，各位高见？

科隆纳、奥尔西尼、奥尔兰多

      滚开，这班亡命徒，快快滚开！

科 隆 纳 滚开，放肆的贱民！

你们听不出我这喊声，

有如雷鸣把你们威慑？

你们辨不出我这步伐，

曾在你们头上践踏？

你们可认得我，我，你们的主人？

民   众 打倒你们！

科 隆 纳 （对众贵族）

拔出剑来！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１５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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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众 打倒你们！我们自由了！

巴 蒂 斯 塔 我们只恳求：请留在我们身边！

众 贵 族 走！避开他们的熊熊怒火，

只待到敲响那报仇雪恨的时钟。

科 隆 纳 好，我们权且退让一回，

由你们这群贱民骄横放肆，

有朝一日我们卷土重来，

怒火飞焰，定叫你们战栗、恐怖。

民   众 打倒你们！

（科隆纳和众贵族下。民众渐次分为两部合唱队，其中第一

部人数多于第二部。）

巴 蒂 斯 塔 这帮尊贵的老爷慌慌张张，

优柔寡断，顽固不化，

什么公爵、侯爵、伯爵、男爵，

一个个抱头鼠窜，溜之乎也！

我们的处境究竟能改善多少？

十个小鬼刚刚逃跑，

又来了一个魔王，

照样骑在我们头上。

我们必定不得安生，

护民官不容我们清静！

第一部合唱 光荣属于护民官！光荣属于人民的解放者！

是谁胆敢诽谤他？

第二部合唱 打倒他！

巴 蒂 斯 塔 他的美德和恶行

２５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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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和那帮老爷一脉相承。

他对你们说的是甜言蜜语，

对人民的声音却不闻不理。

走了一群专制者，来了一个暴君，

结果都一样，好坏难分！

第一部合唱 诽谤者，住嘴！

第二部合唱 不，继续说下去！

巴 蒂 斯 塔 他的美德和恶行

都和那帮老爷一脉相承。

第一部合唱 叛徒！不许污蔑解放者！

光荣属于护民官！光荣属于里恩齐！

叛徒！你滚开！揍他！揍！

第二部合唱 打倒他，打倒专制者！诅咒里恩齐！

处死护民官！——我们保卫你！

巴 蒂 斯 塔 他对你们说的是……（略）。

走了一群专制者……（略）。

（一片混乱。远处响起庆祝胜利游行的乐曲。炮声。众愕

然。）  

两 部 合 唱 他来了！迎上前去！

第一部合唱 光荣属于解放者！

第二部合唱 不久他就会在我们的复仇声中垮台，

无论他有多么坚强，

也和那些人有同样下场。

两 部 合 唱 迎上前去！

（众下）

３５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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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场

  科隆纳府邸，卡米拉的居室。

卡 米 拉 街上为什么这样嘈杂，这样乱哄哄？

人群拥挤，狂暴急躁，横冲直撞，怒吼声声，

血染的旗帜在舞动，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还听见玉阶下阵阵吼声，

指名道姓呼喊我父亲，

威胁恫吓，诟骂不停！

啊，我的父亲！你能否躲过这骚乱，

能否逃脱这暴民的掌心？

圣马利亚能否如吉星高照，

对你垂恩庇荫？

我的心中充满抑郁难言的恐惧，

父亲啊，我为你的命运担心，

别让我再承受这难以忍受的痛苦，

父亲，你快转回家门！

仆役、随从全逃光，

留下我一人孤零零，

我在府邸形影相吊，

沉浸于恐怖之中。

听！啊，上帝！离去的人儿来了，

心哪，我的心，鼓起勇气莫担惊，

４５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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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瓦尔特来了，我心忧如焚他知晓，

如飞一般投入我怀中！

蒙特雷阿尔上。

卡 米 拉 我的天，蒙特雷阿尔，您怎么敢……

蒙特雷阿尔 （跪在她脚下）

啊，卡米拉！我的卡米拉！

卡 米 拉 您怎么敢踏进这幢房子，

踏进我父亲把您永远拒于门外的这幢房子？

如果他在这里看到您，

您怎样也不能从他剑下安然逃生！

蒙特雷阿尔 啊，可爱的女人！你怎能忘记爱情，

爱情已把我们连在一起？

怎能忘记星光下的海誓山盟

和你在啜泣中对我流下的泪珠滴滴？

卡 米 拉 你离开我吧！啊，上帝，

我可怜的心在胸中碎裂！

蒙特雷阿尔 我的恋人啊！热恋之火

使我满面绯红！

难道时时在你胸前偎依的心上人

已经变成了陌路人？

卡 米 拉 我无权仰慕你的玉容，

忍痛分离是我命中注定。

而我可怜的心啊，将会破碎，

只是我无权和你亲近。

蒙特雷阿尔 我在你的脚下恳求你的怜爱，

５５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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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热恋的人，你，我珍爱的人！

倘使你对我紧锁心扉，不予盼睐，

那么也就对我锁上了天国之门。

卡 米 拉 我意乱如麻，心神不安，

再也不能漠视我对他的真实情感。

瓦尔特，爱情重又占据了我的心田，

瓦尔特，我属于你，永远，永远！

俩   人 啊，真诚的爱情终将赢得甘美的幸福！

只要我们俩结姻亲共命运，

哪怕对我们施展百般阴谋，

哪怕日月生晕？

任凭整个世界弃绝我们，憎恨我们，

任凭我们的结合遭到诽谤，遭到诅咒，

只要我们彼此永不离分，

那命运之星将永不陨落。

卡 米 拉 我的瓦尔特，请告诉我，

是什么使民众在街上这样狂暴震怒？

最要紧的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

他现在何处？

蒙特雷阿尔 你的父亲安然无恙！你不要忧虑！

他和本城的贵族现在奥尔西尼府，

商议撤离事宜。

护民官夺得政权，民众向他狂呼。

他突如其来，疾如闪电。

贵族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的事变，

６５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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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到了城门旁边。

你的父亲和他的亲信马上就要回府，

并将把你送到安全的去处。

你听，号角呜呜响；你看，军旗在飘摆，

那是他们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

那儿过来的是他本人，鬃发斑白，

他来了，我不得不和你分开。

卡 米 拉 我的瓦尔特！你就要离我而去，

爱人啊，你切莫把我挂念。

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我的思恋日夜将你陪伴！

瓦 尔 特① 好吧，别了，我幸福的女神！

      愿神明将你保护——

有朝一日我威风凛凛，首途归程，

必将把你，我的公爵夫人，迎接回府。

我有一番凌云壮志，

为此我把整个生命倾注，

定让你成为女皇踏上丹墀，

定让你登上罗马宝座！

卡 米 拉 只要成为你的妻室，那颗和你相爱相亲

的心就会无限满足；

为你贡献我的整个身心，

那将是天赐给我的最大幸福！

７５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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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   人 啊，真诚的爱情终将赢得甘美的幸福！

……（略）

第 三 场

  民众拥上舞台，排列在舞台后面，巴蒂斯塔和由不满者组成的

合唱队立于台前。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

民 众 合 唱 光荣啊，护民官，人民的解放者！

光荣啊，里恩齐，祖国的父亲！

队伍渐次站开。

巴 蒂 斯 塔 他拉起一队异邦雇佣兵，

一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解放者。

他要是害怕自己的人民，

他确也高兴不了几个时辰！

民众合唱（如前）。

巴 蒂 斯 塔 今天不要笑得太欢，

马上来到学乖的一天！

不满者合唱 打倒异邦雇佣军，打倒！

打倒护民官！

我们诅咒你，人民的骗子手，

我们诅咒你，亵渎圣地的人！

滚回老家去，一切异邦人！

民 众 合 唱 光荣属于伟大的护民官！

祖国之父万寿无疆！

巴 蒂 斯 塔 看他忘乎所以，趾高气扬，

那是在庆幸鬼花招得逞、骗术高强！

８５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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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举足迈步，狂妄而自豪，

那是在勾引我们坠入圈套！

然而，人民一旦猛然觉醒，

他的自豪终将化为云烟泡影！

民众合唱（如前）。

里 恩 齐 （站在讲坛上）

如今我重又来到你们中间，

我尊贵的罗马人民！

如今我重又看见所有神圣的地方，

看见这卡皮托里山，这不朽的广场！

你们如此热情欢迎我，好啊，我无限感激！

我要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为了你们的自由，我将献出我的生命，

从而使伟大而自由的古罗马，

能在废墟中复生！

我不要安宁，我永不休憩，

直到罗马重振当年的神威，

以昔日的宏伟，

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熠熠生辉！

让罗马象凤凰从灰烬中振翼高飞，

高傲而自豪，华丽而健美，

让往昔的时代，世界的征服者，

重新再现，万古长存！

民众合唱（如前）。

幕落。

９５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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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帕莱斯特里纳。科隆纳府邸的房间。

  起初，不时听到远方的枪炮声。

  科隆纳。卡米拉。

卡 米 拉 看在耶稣的面上，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情？

朋友们离开了你，面带愁容。

围攻的炮声，

越来越近，越来越猛，

父亲，我们要灭亡了吗？告诉我！

科 隆 纳 少安毋躁，卡米拉，你听着！

利欲熏心的奥尔西尼妄想对我——

对推选的首领不再服从，

妄想同我平起平坐，同我一样发号施令！

我保持自己的权利，不让寸步，

于是，裂痕加深，不可弥补。

突然他的儿子进来，

他说：父执们！

不要分裂，当此危难时刻，

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联合！

我要把你们连在一起！

这样，科隆纳，

你把女儿与我为妻，

０６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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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我很早就爱上了她，美丽的卡米拉。

如果把你们俩人通过子女结成的神圣的纽带

联合起来，

今后，任何争斗也不能把你们分开！

他父亲说：好吧，

我同意！倘使你，科隆纳，仍不首肯，

那么，明晨我就带上我的队伍

去同护民官讲和！

到那时看你独自怎样守住这城寨！

这就是他的话。如今，我的女儿，

我已对他表示承允——

你在日落之前，

就要嫁给年轻的奥尔西尼，

去准备吧！

卡 米 拉 天啊！我可怎么办！

科 隆 纳 显然你不愿勉强屈从，

事出无奈，我也但愿不是如此。

我已为你备下珍珠宝石，

远比奥尔西尼寒伧的伯爵冠冕更加珍贵。

谁敢来向你求婚，想结丝萝，

他必须有世袭的侯国，

这本是我的想法——可如今变了样，

让我怎么办？

卡 米 拉 这就是决策，

我必须作出牺牲，

１６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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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你们握手言和，

破坏我心中的安宁。

难道我就这样无所依托，

要让这个男人，

这个我最憎恶的家伙，

做我的郎君？

啊，父亲，别对我发怒！

我甘心为你赴汤蹈火，

为你牺牲自我，

但是，我决不同奥尔西尼结为夫妇！

科 隆 纳 难道恶魔使你丧失了理智？

你竟斗胆违反我的意志？

我，我命令你这样做，你这忤逆的女人！

卡 米 拉 随你怎样要求我吧！

但我对立下的誓言，

对选择的侣伴，

永远忠贞！

科 隆 纳 你以为我会把你嫁给蒙特雷阿尔？

我想，你要赢得此人的希望，

早该丢掉，

这个女婿我可瞧不上！

强盗、暴徒、杀人犯

永远不要妄存奢念，

娶我科隆纳家的姑娘！

卡 米 拉 如果我背弃

２６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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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誓言，

就让大地，

就让漆漆黑夜将我吞噬！

啊，瓦尔特，没有任何力量

能把我俩拆分！

只要患难之中忠贞不渝，

总有一天喜盈门！

科 隆 纳 你可看到我们忧患交加？

炮弹如雨，

袭击着堡垒，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

当一座座炮楼化作瓦砾，

当一个个卫士喋血阵亡，

当敌军发起攻击一如暴风骤雨，

你可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下场？

当粗野的雇佣兵伸出爪子抓住你，

面对暴行有谁能保护你？

卡 米 拉 我的瓦尔特一定会来保护我！

倘若他不能来到，面临耻辱，

匕首将会保护我！

科 隆 纳 正是蒙特雷阿尔

让队伍听护民官发号施令，

它们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危险和灾祸，

使我们日夜不得安静。

难道你偏要这个蒙特雷阿尔，

３６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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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你的丈夫？

卡 米 拉 我对他永远忠诚！

科 隆 纳 就是说你不愿回心转意？

卡 米 拉 一言既出，决心已定。

科 隆 纳 走开，执迷不悟的人，你走开，

我非要治一治你的任性！

卡 米 拉 难道我可以随便背弃自己的誓言？

科 隆 纳 就在今天——

卡 米 拉 难道我的诺言说了不算！

科 隆 纳 我倒要看你如何就范！

卡 米 拉 这情焰——

科 隆 纳 我将要扑灭！

卡 米 拉 这爱情——

科 隆 纳 日久会淡忘！

卡 米 拉 若想征服这满腔的贞烈

科 隆 纳 在我说来有如儿戏一样！

卡 米 拉 我忠贞不渝，一如既往！

科 隆 纳
卡 米 拉

 
好！我可要
啊！我决心

牺牲
你的
我的
生命。

卡 米 拉 无论如何

我将永远、永远是他的！

科 隆 纳
卡 米 拉

 我甘冒一切风险，

      以致牺牲
你的
我的
生命，

      
你必须丢开你的忠贞，
我决不背弃我的忠贞，

４６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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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唯我是从！
不能唯你是从！

仆   人 （上）老爷，一位陌生人在门外等候，

他有要事向您报告，

他只肯向您说出自己的姓名。

科 隆 纳 让他来见我！

（仆人下。

蒙特雷阿尔身着披风、头戴帽子上。

他摘下帽子，敞开披风。）

卡 米 拉 啊，上帝！我的瓦尔特！

科 隆 纳 蒙特雷阿尔！您，胆敢迈进我的家门，

您，胆敢让你的雇佣兵包围了我们，

您，胆敢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

您，胆敢使我的独生女儿同我异心？

您来此有何贵干？

蒙特雷阿尔 请别着急，我尊敬的大人！您听我说。

您可记得，当我为了卡米拉向您求亲时，

您是怎样把我拒绝？

如今我要报仇雪耻，就象骑士所作所为，

我的士兵已经把你们团团包围，

他们的枪炮震撼着帕莱斯特里纳的炮楼……

我一挥手，狂暴的军队就会冲进大门，

您将毁于一旦，有谁能够救您？

好！我来救您！

只要您愿意，帕莱斯特里纳城堡就可以保全，

我还会使您重返罗马，显赫无比，尊贵非凡！

５６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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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隆 纳 您要背叛护民官，把他丢在一边，

这那里是骑士的作为？

这种勾当我决不干！

蒙特雷阿尔 哪里是什么背叛？不是我，而是我的弟兄

把军队交给了护民官，

我从未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今，谁能阻止我把队伍撤回来？

我就要这样干，但也要求您答应：

把我本来可以夺得的东西当作礼物赠送！

科 隆 纳 您对我有什么要求？

蒙特雷阿尔 在罗曼尼亚和昂科纳边区，

成千上万的军队听我号令。

我虽然没有自己的采邑，

但在意大利却强大无比。

所以我来见您，要求您照办：

同意由我担任罗马行政长官，

同时让我把您的女儿作为我的夫人，

登上宝座！

（科隆纳陷入沉思，踱来踱去。）

卡 米 拉 我的父亲，你看，我不是有言在先：

我的瓦尔特一定前来救我们脱险？

我的心不是明明白白：当我身处危难，

他不会把我忘怀？

蒙特雷阿尔 啊，我怎能遗弃我的爱人和她的父亲，

当他们有难在身？

６６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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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隆 纳 好吧，就这样！我牺牲奥尔西尼，

他睥睨一切，对我因羡生嫉。

让他和他的家族垮到底，我要步步高升，鹏程万里！

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女儿！交给你！

你要作为一个罗马行政长官把她带回家去！

卡米拉，愤怒、憎恨和激愤，

如今已烟消云散，

我满足你的夙愿，

让你喜笑颜开！

卡 米 拉 啊，爱情的喜悦之花，

冲破了痛苦和忧患，

它向我开放，美丽鲜艳。

啊，幸福的命运，分外甘甜！

蒙特雷阿尔 谁能逆料，谁能想见，

我们长久切盼，

我们在无望之中苦心奋战，

受够了熬煎，历尽了艰难！

卡 米 拉 啊，美好的时光多欣悦！

蒙特雷阿尔 啊，爱的报偿如蜜甜！

卡 米 拉 啊，无尽的苦难得酬谢！

科 隆 纳 看你们彼此相爱情切切，

愿你们生活美满永团圆！

三   人 我们迎着命运向前进，

信心满怀，

７６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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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定地以欢快而自由的神情，

瞩望未来！

共同携手通过漫长的征途，

历尽忧伤痛苦，我们奉献：

爱情的火焰洁净纯贞，

永远炽燃！

第 二 场

  里恩齐住宅居室。

里 恩 齐 （手持公文。）

我诅咒这些叛徒！他们挑拨离间，

妄图用诽谤把我同民众分开，

污蔑我挥霍穷人的血汗！

我诅咒他们！倘使民众依旧对我忠诚，

那么未来将是我最好的辩护人！

啊，民众们！为了你们我曾甘心情愿受折磨，

不怕辱骂、监禁、放逐和诅咒。

为了你们，我冲向一小撮专制者，

勇敢地高呼：忍无可忍！

民众们，你们切莫沉沦，

免得遭受欺侮和凌辱。

莫懦弱，莫卑躬，要苏醒，要振奋，

要成为豪迈无敌的一代！

啊，你们不知道我经受的重重灾难，

８６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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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惶恐、苦痛和祸害。

只是为了你们我才遭到这灾难，

只是为了你们才有这威胁着我的祸害！

暑往寒来，我毫不犹疑，

我披荆斩棘一步一步向前迈——

啊，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

或许你们将不止一次地表示感谢！

不！我要解放罗马，

这令人不快的牺牲品已经一蹶不起，

重建那往昔的繁华，

岂不是无上光荣的伟大目的？

啊，古老的罗马，有朝一日

向我显示你旧日的壮丽宏伟，

我就会心满意足，

死也瞑目……

尼   娜 （上）我的科拉！难道这是真的？

一小撮敌人阴谋反对你？

难道灾星

又要落在你圣洁的头顶？

里 恩 齐 你要镇静，我亲爱的妻子！

野心家、忌妒者，

加上叛徒瓦尔特·冯·蒙特雷阿尔，

也不过是一小撮，

他们煽动民众反对我，企图把我搞垮。

９６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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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帝保佑，有民众的衷心拥护，

我会比叛徒先走一步。

使他们在嗅到危险之前

就为自己的背叛献出头颅。

他们的蜂拥鼓噪于我何损？

我有这样一位忠贞可爱的妻子，

我有这样一颗纯洁无瑕的心，

他们怎能象我这样骁勇强劲？

尼   娜 我的科拉！为什么惊恐压我心，

使我无力排开？

自从你紫袍加身，

你在我梦中出现，每每象死一般的苍白！

里 恩 齐 我亲爱的妻子，不要心神惊惶！

还没有什么危险能够把我威胁。

难道地上的虺蛇咝咝作响，

雄鹰就不再无忧无虑地自由飞翔？

尼   娜 啊，我一旦失去了你，

爱人哦，我简直不能想象！

科拉，如果有人从我身边把你夺去，

也就夺去了我生命的光芒！

科   拉 你要抛开这一切疑惧、惊恐，

我心向往之的事业无比神圣，

我不会就此牺牲，

直待到大功告成，

０７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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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待到罗马的神威赫然复兴，

争得自由，摆脱逆境，

犹如雄狮从沉睡中猛醒，

整个世界在它面前感到震惊！

无论在紧迫的关头，在激烈的征战中，

我遇到了什么灾凶，

我的妻啊，瞩望着我的

不是你那双忠诚的眼睛？

尼   娜 我亲爱的科拉，让我们一切听从

上帝为我们作的安排，

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同你分离，

我始终与你同生死，共患难！

俩   人 让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同叛徒、谲诈奋力争斗；

纵令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

我们的爱情永在，别无他求！

第 三 场

  科隆纳府邸大厅，为举行宴会布置得富丽堂皇。

  蒙特雷阿尔、巴蒂斯塔、由宾客组成的合唱队。

蒙特雷阿尔 好啊，好！人逢喜庆兴致高，

琼液对良宵，

时辰不问迟与早，

酒在杯中笑。

１７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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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绕画梁，

直到晨曦照华堂！

合   唱 好啊，好！手中杯莫停，

畅饮须尽兴，

金色美酒满巨觥，

豪气杯底生。

歌声绕画梁，

迎来晨光满华堂。

巴 蒂 斯 塔 嗨！唱一支歌吧！谁来唱一支？

蒙特雷阿尔 喂，小厮，给我一把弦琴。

让我用家乡的曲调，

唱一首普罗旺斯的歌，

一位高贵的行吟诗人的诗歌，可好？

（接着插入一首情歌）

巴 蒂 斯 塔 为妇女的健康干杯！

合   唱 妇女万岁！每当那深杯酒满玉花飞，

忘不了窈窕女子多妩媚！

为妇女的健康干杯！

蒙特雷阿尔 喂，仆役，斟酒！

ＬａｇｒｉｍｅＣｒｉｓｔｉ，ＭｏｎｔｅＦａｌｅｒｎｅ！①

快取来上好的法莱尔纳酒！

开怀饮啊，纵情唱！

合   唱 好啊，好！手中杯莫停……（略）

２７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① 意大利文。直译为：基督之泪，法莱尔纳山。法莱尔纳山是意大利的葡萄酒产

地，“基督之泪”是该地出产的名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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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起卡皮托里山的钟声。）

巴 蒂 斯 塔 出了什么事情？你们可听见卡皮托里山的钟声？

蒙特雷阿尔 能出事？不会有什么打断我们的佳兴，

继续欢乐吧！照旧欢腾！

巴 蒂 斯 塔 尊贵的老爷，我为您干杯，

同时为您勇敢的军队干杯！

祝您早日使护民官

的统治地位呜呼哀哉！

我大声宣告，激起回声荡漾：

祝瓦尔特·冯·蒙特雷阿尔老爷健康！

合   唱 我们大声宣告，激起回声荡漾：

祝我们尊贵的主人健康！

祝瓦尔特·冯·蒙特雷阿尔老爷健康！

僧 侣 合 唱 （幕外）Ｒｅｑｕｉｅｍａｅｔｅｒｎａｍｄｏｎａｅｉｓ

Ｄｏｍｉｎｅ！Ｅｔｌｕｘ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Ｌｕｃｅａｔｅｉｓ！①

蒙特雷阿尔 是什么把你们惊扰，我的朋友？

让教士们为坟墓和死亡怪声喊叫，

火红的生活在向我们微笑！

（插入僧侣合唱：Ｄｉｅｓｉｒａｅ，ｄｉｅｓｉｌｌａ②）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３７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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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高声欢呼

压倒僧侣们的喊叫！

万岁，罗马，不朽的城邦！

合   唱 万岁，罗马，不朽的城邦！

好啊，好！……（略）

（幕外合唱：Ｎｅｍｅｐｅｒｄａｓｉｌｌａｄｉｅ！ｑｕｉａｐｉｕｓｅｓ！①）

蒙特雷阿尔 干杯，祝护民官早日垮台！

这个叛徒，

在卡皮托里山挥霍人民血汗！

然而他没料到已经临近报仇雪恨的一天，

他就要垮台！

合   唱 让护民官从他的宝座跌下，

他将得到叛徒应得的惩罚！

（门敲三下。一片惊惶。）

蒙特雷阿尔 进来，你们这些不速之客！

（护民官身着貂皮紫袍，由武装侍从簇拥而入。）静场。

里 恩 齐 当卡皮托里山的钟声已经敲响，

当僧侣的歌声向你宣告，

你的弟兄们要奔赴死亡，

而你，蒙特雷阿尔，却如此欢乐？

你要清醒，你们全要清醒！

合   唱 Ｊｕｄｅｘｅｒｇｏｎｕｎｃｔｅｄｅｂｉｔ②

……（略）

４７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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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恩 齐］ 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背叛的惩罚已经确定。

（蒙特雷阿尔和巴蒂斯塔被押走。）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里恩齐家居室。

尼   娜 （喘息着冲入室内。）

保佑吧，圣马利亚！

保佑吧，在天之父！

满街人潮，狂奔疾走，

嘈杂鼎沸，发出盛怒！

狂暴的人群怀着满腔的怨愤，

大肆张狂，高声呐喊，

蜂拥而上，横冲直撞，

冲破通道，直奔我们的府邸！

人群蛮横异常，

恫吓我们要烧杀劫掠，

要骇人听闻地把一切消灭精光，

他们的激愤势难挡，

排山倒海奔向这方！

愿赐福者

拯救我们吧！

５７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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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天使

张开庇护我们的翅膀，

倾听我充满恐怖的祈求：

降临人间，化灾为祥。

但愿，但愿我们不就此沦亡，

亡于民众的盲目的疯狂！

人群滚滚来，

迫近更迫近，

乱民狂如潮，

一浪高一浪，

刀剑闪闪亮，

长矛放寒光，

锐势不可挡！

死亡的魔爪掐住了我们，

愈益迫近，愈益有力。

保佑吧，马利亚！保佑吧，全能的主！

解我倒悬苦，救我出死地！

里 恩 齐 （上）

我从不担心的事竟然发生！

民众起来反对我，

怒气冲冲，

要为蒙特雷阿尔和巴蒂斯塔之死报仇！

尼   娜 啊，亲爱的科拉！

６７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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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危险越来越近！

你救救自己吧，你救救我！

里 恩 齐 亲爱的妻子，你要镇静！

危险并不是那样近！

我周身充满青春的活力，

我英勇无畏，顽强而遒劲，

面对民众的炽烈激情，

我要骄傲地冲向他们！

我双目炯炯，神气逼人，

纯洁的额头尚无皱纹，

我唇枪舌剑，犀利惊人——

骚乱降临也能沉稳！

任它降临——我不动摇，

我登上了宝座，

这争得的宝座也要保卫，

我一定会平息民众的狂怒和怨恚！

尼   娜 让我们暂且忍让吧，我求求你，

快避开这狂怒的锋芒。

你听听我的劝说吧，就这一次，

啊，科拉，让我们逃奔远方！

里 恩 齐 象胆小鬼一样逃奔？我决不干！

尼   娜 科拉啊！走吧，不要错过时机！

里 恩 齐 任凭死亡威胁我们的生命，

我要同它奋力斗争，坚持到底！

７７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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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娜 还是走吧！这样的民众并不值得

你作出这样的牺牲！

里 恩 齐 倘若我注定灭亡，无法逃脱——

我的死将向全世界表明：

为了罗马的繁荣和昌盛，

我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

尼   娜 我的丈夫，你真的不撤离此地？

那么我也不愿离你而去，

在你身旁幸福无比。

我愿吃尽千般苦，只要和你不分离！

里 恩 齐 美丽的妻子，我把你拥抱！

纵然我毕生夙愿难以实现，

对我艰苦奋斗的报偿，

却在你的爱情和无比欢乐中如花怒放！

尼   娜 啊，我亲爱的人，你伟大而坚强！

你顶天立地，举世无双，

挽着你的臂膀和你同归于尽，

这是多么高尚、美好的命运。

科拉、尼娜 我们向前进，目光清又亮，

彼此来依靠，紧紧地拥抱，

忠实的爱情之火在心头高照，

面对任何厄运决不动摇！

威胁我们的有死亡，

有刀剑、匕首和烈火，

我们永远在一起，死生共相邀，

８７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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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同享，祸同当，携手不相抛！

第 二 场

  卡皮托里山前。

卡 米 拉（披散着头发，手持长剑。）

      终于来到了

我渴望已久的

复仇的一天。

我朝思暮想，望眼欲穿，

复仇的时刻啊，就在眼前！

啊，惨死的冤魂，我最亲爱的人，

为了给你报仇，

要让他鲜血横流！

我要亲手杀死那刽子手！

爱情已被戕害，

我的仇恨啊，燃烧起来，

用那暴君的血

将我这渴望复仇的剑

染上殷红的色彩。

我不再是女人，

而今我只愿叫作复仇女神，

锋利的长剑手中握，

让他血流如注，

是他背信弃义太残忍，

杀害了我亲爱的人！

９７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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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怜悯和同情，

丢掉怯懦和柔弱！

我心中唯一的要求

是针对卑鄙的暴行

复仇！复仇！——

人群已经聚拢，

发出恫吓，

怒不可遏，

好啊，正合我心意！

垮台吧，里恩齐，

从宝座上滚下去，

你手中的牺牲品，我最亲爱的人

正在坟墓中等着你！

（面向聚集在她周围的民众。）

复仇啊，快复仇！

暴君要推翻，罪行要严办。

冲啊，冲向卡皮托里山！

抓住他，莫住手，

拖出华堂，拖出华堂，

直到他鲜血流尽方罢休，

直到他以命相抵把罪偿！

合   唱 复仇啊，快复仇！冲向卡皮托里山！

卡 米 拉 让诅咒沉重地降在罪人头上，

还有死亡和毁灭在等待他，

是他夺走了我们的自由，

０８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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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让他向我们交代！

这叛徒，要让他慌恐万状，

就这样在我们脚下死去，

他干下可耻的勾当，

为此要让他鲜血流淌！

合   唱 这叛徒，要让他慌恐万状……（略）

（里恩齐上，尼娜跟在他后面。）

里 恩 齐 我的罗马公民们！你们为什么

握利剑、举长矛，

聚集在这里，在卡皮托里山下？

曾几何时，我受你们拥戴，

你们亲自把这紫袍披在我身上，

难道如今你们不再信任我？

我在你们面前犯下什么过错？

请让我完成我未竟的事业，

让我重建往昔的繁华，

使你们成为世界的主宰，

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自由自在！

不要听信诽谤和谣言，

要根据我的所作所为秉公判断！

卡 米 拉 不要听，不要听他花言巧语，

你们切不要受他蛊惑，

报仇莫手软，雪恨不迟疑，

争取自由是你们唯一的念头。

合   唱 一切阿谀奉承，一切花言巧语，

１８６科拉·迪·里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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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再不能把我们蛊惑。

为失去的自由报仇雪恨，

是我们如今唯一的念头。

（他们向他拥去）

尼   娜 上帝啊，上帝！

里 恩 齐 滚开，你们这群无耻之徒！

尼   娜 难道我的眼泪不能打动你们的心？

卡 米 拉 胜利啊，胜利！如今是我复仇的时机，

复仇的烈火已经燃烧！

合   唱 为失去的自由报仇雪恨，

是我们如今唯一的念头！

尼   娜 你们曾为自己的幸福向他致谢，

现在却要他流血！

如果你们要血，就取我的血，

啊，来吧，让我来抵偿一切！

卡 米 拉 现在，复仇就是一切，

同情、怜悯要抛却！

尼   娜 听啊，我在哭泣，听啊，我在哀告！

要念及他为你们建立了多少功劳！

卡 米 拉 是的，他让你们忍受多少苦难，

听着，罗马人，千万记牢！

合   唱 对，他让我们忍受多少苦难，

对，我们定要记牢！

尼   娜 请你们怜悯吧！

卡 米 拉 勿忘复仇！

２８６ 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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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娜 不要加罪于他的头上！

卡 米 拉 暴君夺去了你们的自由！

你们要为自由复仇！

合   唱 暴君夺去了我们的自由！

我们要为自由复仇！复仇！

尼   娜 不要让疯狂的愤怒

蒙住你们的理智！

卡 米 拉 让人民的炽燃的愤怒

送他一命归天！

尼   娜 发发善心吧！

卡 米 拉 勿忘复仇！

尼   娜 请你们怜悯吧！

卡 米 拉 不要听她哀求！

合   唱 哈，叛徒，你决难逃脱

我们愤怒的复仇！

写于１８４０年底—１８４１年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４年《马克思故居文存》

第１３辑（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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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证明书

巴门，１８２０年１２月５日，摘自巴门户籍簿］

第６５９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１８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生。

  一八二○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三时半，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先生，住布鲁赫街区，向本人，巴门教区全权代表，彼得·维谢尔

豪森申报：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晚九时其妻伊丽莎白·弗兰契

斯卡·毛里齐娅（父姓范·哈尔）生男婴一名，取名弗里德里希。

登记时的见证人有：彼得·哥特弗利德·施米茨先生，二十六

岁，书记员，住盖马尔克；约翰·雅科布·海尔梅斯先生，三十二

岁，书记员，住韦尔特街区。

宣读后在场人签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雅·施米茨 约·海尔梅斯

全权代表 维谢尔豪森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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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洗证明书

摘自爱北斐特福音改革派教区受洗登记簿］

１８２１年１月１８日受洗。下巴门。

第２４号——弗里德里希，１１月２８日晚９时［生］，系居住在布鲁

赫的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和妻子伊丽莎白·毛里齐娅·

弗兰契斯卡（父姓范·哈尔）的合法婚生子。

受洗时的见证人有：老卡斯帕尔·恩格斯先生和弗兰契斯卡

·克里斯蒂娜·范·哈尔（父姓斯内特拉格）夫人。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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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

伊丽莎白·恩格斯

哈  姆①

１８３５年８月２７日

星期四晚于巴门

亲爱的爱利莎：

我刚刚接到你昨天的信，从来信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父亲的状

况如前，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好转。我们不要为这种现状所迷惑，他

的元气似乎恢复一些，体力有所增强，也很难设想能康复。他的

病就是拖延时日，将来还会发作。我们父亲的生命操在上帝手里，

如果我们能从容不迫地把他托付给天父，这对他和我们说来都是

好事。

２３日，星期天，我给你寄出一封信，不知是否收到？你一点也

没有提及。昨天我想再给你写信，可是有事耽搁了。谢天谢地，我

们这里一切都很好，孩子们都很健康。埃米尔经常给我找麻烦，这

孩子有点管不住他，他总想上街，今天晚上人家又来告状，说他从

窗子里跳出去了。鲁道夫是个可爱的好孩子，吃午饭时就坐在我

身旁，他心地善良。海德维希比他们俩聪明，她已经完全恢复健

９８６

① 信的背面写着：哈姆中学校长范·哈尔先生转爱利莎·恩格斯夫人收。邮资

已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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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在为我织袜子，我让她以此来消磨时间。海尔曼很听话，晚上

吃饭时他是我聊天的唯一伙伴，他认为本星期他一定能象平常一

样得到第一名。小爱利莎比以前更伶俐，她喜爱耍一些小把戏，很

爱自己的爸爸，总之，她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弗里德里希上星期的成绩一般。你是知道的，他表面上变得

彬彬有礼，尽管先前对他进行过严厉的训斥，看来他即使害怕惩罚

也没学会无条件的服从。例如，令我感到懊恼的是，今天我又在他

的书桌里发现一本从图书馆租借的坏书——一本关于十三世纪的

骑士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类书籍摆在书柜里而满不在乎。

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吧！我常常为这个总的说来还很不错的孩子

感到担心。

昨天我收到汉契克博士８月２２日的一封信，信是由弗里德里

希转来的，他小心翼翼，迟迟才把它交给女仆，以致晚上八时半信

才转到我手里。也许这封信星期天就已经在他那儿了。汉契克博

士写信给我说，有人建议他收两名寄宿生，但如果我们还想让弗里

德里希在他家里住到秋后，他就拒绝这个建议；他还说，弗里德里

希仍然需要照管，路途太远会妨碍他的学业等等。我立即答复他

说，我十分感谢他在接到那个可以获益的建议后仍然让我优先选

择；我请他继续把弗里德里希留在他那里，如果他能告诉我，为此

需要哪些条件，我将非常感激。他本人表示，我们一定能就条件问

题达成协议。你当然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是再好不过了。为了

孩子的幸福，我们不应该计较钱，而弗里德里希又是这样一个性格

奇特和好动的孩子，所以对他最有好处的是过一种与外界隔绝的

生活，使他养成某种独立性。再说一遍，愿至善的上帝保佑这个孩

子，不要让他的心灵堕落。现在他身上除去一些使我高兴的品质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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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正向一种令人不安的漫不经心和性格软弱方面发展。

关于这里的几个孩子的情况，我想就说这些。从你来信中获

悉，安娜和玛丽亚一切都好，我感到高兴。她们什么时候回来？是

否决定由路德维希①送她们回来？

由于我们亲爱的父亲的现状，我完全料想到你和母亲还愿意

在那里住几天。看在上帝的面上，就这样办吧！我本想在本月３０

日即星期天去接你，可现在我要等候进一步的消息。这里一切如

常，所以你可以放心。卡斯帕尔②带尤利乌斯③到法兰克福去了，星

期二回来。

你嘱咐要办的衣服和亚麻布将一一备齐，我原来没有考虑到

这些。酒我会随身带来。

请代我和格里斯海姆一家向亲爱的母亲致衷心的问候，父亲

清醒的时候，也向他致衷心的问候。愿上帝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

和你们同在。

你的 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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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卡斯帕尔·恩格斯。——编者注

路德维希·范·哈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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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肄业证书（第７１３号）２９６

  该生于１８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生于下巴门，信仰福音派新教；

１８３４年秋（１０月２０日）为爱北斐特中学学生，１８３６年秋（１０月１７

日）为本校高年级学生；该生在高年级学习期间操行优异，特别是

他的谦虚、真诚、热情引起教师们的重视；该生不仅资质很高，而且

表现出一种力求扩大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值得赞许的愿望，因此取

得了可喜的进步，从下列各学科的学习情况可得到更好的说明。

一、语 文

１．拉丁文。他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无论是散文作家或诗人的作

品，特别是李维和西塞罗，味吉尔和贺雷西的著作，因而能毫不费

力地理解整体的联系，清晰地掌握其思路，能熟练地把拉丁语课文

译成德语。但语法的掌握尚嫌不足，因此，尽管作文颇有长进，从

语法和修辞的角度来看，还有待改进。

２．希腊语。他已充分掌握词法和句法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学

会了准确地翻译比较容易的希腊散文，如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作

品，而且能较好地理解和复述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中的思路。

３．德语。作文，特别是最后一年，在全面发展方面获得可喜的

进步；作文具有良好的、独立的思想，而且大都组织得当；叙述均有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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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表达富有准确性。恩格斯对德国民族文学史和阅读德国古

典作家的著作表现了值得嘉许的兴趣。

４．法语。他能熟练地翻译法语古典著作。通晓语法。

二、科 学

１．宗教。他熟悉福音派教会的基本教义，同样熟悉基督教会

史的要点。通晓《新约》（原文）。

２．在历史和地理方面拥有相当明晰的知识。

３．在数学方面，总的说来，恩格斯掌握的知识是令人满意的，

理解力很强，善于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４．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与数学相似。

５．哲学基础知识。恩格斯有兴趣倾听实验心理学的课程，并

有一定成效。

该生由于家庭关系同本证书签署者过从甚密，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该生仍力求在宗教信仰、心地纯洁、品德高尚以及其他优良

品质方面有突出表现。该生由于不得不选择商业工作为职业而中

止他过去所计划的学习，于学年结束时（本年９月１５日）转入商

业工作。签署者与亲爱的学生告别，并致以最良好的祝福。愿上

帝保佑他，给他引路！

１８３７年９月２５日于爱北斐特

约·卡·勒·汉契克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早期著作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２０年柏林版

３９６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肄业证书（第７１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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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品行证书］

品 行 证 书

持证人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近卫炮兵旅第十

二步兵连炮手，杜塞尔多夫专区爱北斐特区巴门人，现年二十一

岁零十个月，服役已满一年，服役期间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特

此证明。

冯·韦德尔，

上尉连长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８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０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２卷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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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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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贝都英人》一诗是恩格斯的已发表著作的第一篇，该诗载于《不来梅杂

谈》杂志（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６日第４０期）；杂志编辑部任意变动了诗的最后

一节。恩格斯在１８３８年９月１７—１８日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引用了这首

诗的原文（见本卷第４２０—４２２页）。——第３页。

２ 《致敌人》一诗显然是《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辑部为了和《不来梅杂谈报》

进行论战而发表的。从恩格斯１８３９年３月１２日给妹妹玛丽亚的信（见

本卷第４５３—４５５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不来梅市信使报》持嘲笑态

度。他以开玩笑的口吻描写了该报与敌人斗争的功绩。然而该报却郑重

其事地发表了这首诗。恩格斯在《致市信使报》一诗（见本卷第８页）中

表明了他对该报的真正态度。１８３９年２月２７日《不来梅杂谈报》第１７

号转载了恩格斯的《致敌人》一诗，并且发表了针对《不来梅市信使报》编

辑部的讽刺性评论。——第６页。

３ 《致市信使报》一诗在恩格斯于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８—３０日给威廉·格雷培

的信（见本卷第４９０页）中也引用了。可参看上注。——第８页。

４ 恩格斯于１８３９年３月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

著作《乌培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９３—

５１８页），由此开始为该杂志撰稿。这篇著作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引起

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保守的《爱北斐特日报》编辑马丁·龙克尔于

１８３９年４月１２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恩格斯的乌培河谷来信进

行猛烈的抨击，因为乌培河谷来信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宗教界的蒙

昧主义和虚伪。恩格斯给龙克尔博士的信就是对他那篇文章的答

复。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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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北斐特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恩格斯的回信，并加了如下脚注：

“昨天我们在本社发现了这篇文章，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

表，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

要指出的是，只有乌培河谷通讯员也象我们所做的那样，说出自己的姓

名，我们才能维护我们的共同主张的详细内容”。——第９页。

５ 恩格斯指的是“青年德意志”（青年德意志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

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

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中反映

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

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９、２０、２５、３５、７８、

２８６、３１２、４４４、４５６、４８８、４９６、５０９、５１５页。

６ 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第二部分评论了《爱北斐特日报》编辑马丁

·龙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１３—５１４页）。至于

谈到龙克尔的诗，恩格斯指的是载于１８３８年《莱茵音乐堂》杂志第２年

卷（杜塞尔多夫）的《题格拉贝的肖像》这首诗。——第９页。

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０页。——第１０

页。

８ 《亡友之歌》（《ＬｉｅｄｅｒｅｉｎｅｓｈｅｉｍｇｅｇａｎｇｅｎｅｎＦｒｅｕｎｄｅｓ》）一书于１８３９年

在爱北斐特匿名出版。——第１２页。

９ 虔诚主义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

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唯理论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

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反对

表面的宗教仪式，虔诚派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

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第１２、１４、３２、８２、

１０１、１２４、１３３、１７７、４５９、４９２、５０５、５１５页。

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１３—５１８页。——第１２页。

１１ 加尔文教是让·加尔文于十六世纪创立的一种新教教义，它的基本原理

是关于“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按照这种学说，一部分人

８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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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先定为受惩罚的

（弃民）。——第１２、１３０页。

１２ 约·哥雷斯《德国民间故事书》（《Ｄｉｅｔ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ｓｂüｃｈｅｒ》）１８０７年

海德尔贝格版。——第１５页。

１３ 恩格斯指的是下列各版本：奥·马尔巴赫出版的《民间故事书》（《Ｖｏｌｋｓ

－ｂüｃｈｅｒ》）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莱比锡版；卡·济姆罗克博士根据可靠版本编

辑的《德国民间故事书》（《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ｂüｃｈｅｒ》）１８３９年柏林版。马

尔巴赫和济姆罗克的这两个版本都是单行本；卡·济姆罗克改写成诗歌

体的《德国民间故事书》（《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ｂüｃｈｅｒ》）是１８３９年柏林版。

  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脱稿前，马尔巴赫已经出版了下列

几本德国民间故事书。１８３８年出版的有：１．《格丽泽尔迪丝和边区侯爵

瓦尔特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ＧｒｉｓｅｌｄｉｓｕｎｄｄｅｍＭａｒｋｇｒａｆｅｎＷａｌ

ｔｈｅｒ》）；２．《悲哀和欢乐的新旧歌曲》 （《ＡｌｔｅｕｎｄｎｅｕｅＬｉｅｄｅｒｉｎ

ＬｅｉｄｕｎｄＬｕｓｔ》）；３．《高贵美丽的梅卢齐娜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ｄｅｒｅｄｌｅｎｕｎｄｓｃｈｏｎｅｎＭｅｌｕｓｉｎａ》）；４．《席尔达人的令人惊奇、异想天

开、耸人听闻和不见经传的轶事》（《ＤｅｒＳｃｈｉｌｄｂüｒｇｅｒｗｕｎｄｅｒｓｅｌｔｓａｍｅ，

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ｌｉｃｈｅ，ｕｎｅｒｈｏｒｔｅ ｕｎｄ ｂｉｓｈｅｒ ｕｎｂｅｓｃｈｒｉｅｂｅｎｃ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

ｕｎｄＴｈａｔｅｎ》）；５．《美丽的玛格洛娜和佩带银钥匙的骑士彼得的故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ｄｅｒｓｃｈｏｎｅｎ Ｍａｇｅｌｏｎｅｕｎｄｄｅｍ ＲｉｔｔｅｒＰｅｔｅｒ

ｍｉｔｄｅｎｓｉｌｂｅｒｎｅｎ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ｎ》）；６．《屋大维皇帝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ｖｏｍＫａｉｓｅｒ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ｓ》）；７．《七个士瓦本人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ｖｏｎｄｅｎｓｉｅｂｅｎＳｃｈｗａｂｅｎ》）；８．《虔诚的普法尔茨伯爵夫人盖诺费法

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ｄｅｒ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 Ｐｆａｌｚｇｒａｆｉｎ Ｇｅｎｏｖｅｖａ》）；

９和１０．《海蒙的四个儿子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ｄｅｎｖｉｅｒＨｅｙ

ｍｏｎｓｋｉｎｄｅｒｎ》）、《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ｄｅｍｇｅｈｏｒｎｔｅｎ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１１．《三姊妹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ｄｅｎ

ｄｒｅｉ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ｎ》）、《罗兰的三个武装侍从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ｄｅｎｄｒｅｉＲｏｌａｎｄｓｋｎａｐｐｅｎ》）。１８３９年出版的有：１２．《欧伦施皮格尔》

（《Ｅｕｌｅｎｓｐｉｅｇｅｌ》）；１３和１４．《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Ｔｒｉｓｔａｎｕｎｄ

Ｉｓａｌｄｅ》）。     

９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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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１８３９年还出版了济姆罗克的散文体版本：１．《索洛蒙和

莫罗尔夫》）（《ＳａｌｏｍｏｎｕｎｄＭｏｒｏｌｆ》）；２．（诨名石头上的格利戈里乌

斯的圣洁大主教的美妙故事））（《Ｅｉｎｅｓｃｈｏｎｅｍｅｒｋｗüｒｄｉ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ｄｅｓ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ＢｉｓｃｈｏｆｓＧｒｅｇｏｒｉｕｓａｕｆｄｅｍ Ｓｔｅｉｎｇｅｎａｎｎｔ》）。—— 第 １５

页。     

１４ 《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美妙故事。一个

忠诚骑士的历险记；引人入胜，一读为快》（《Ｄｅｒｈｏｒｎｅｒｅ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Ｅｉｎｅｗｕｎｄｅｒｓｃｈｏ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ｖｏｎ ｄｅｍ ｇｅｈｏｒｎｔｅｎ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Ｗａｓ

ｗｕｎｄｅｒｌｉｃｈｅ Ｅｂｅｎｔｈｅｕｅｒ ｄｉｅｓｅｒ ｔｈｅｕｒｅ Ｒｉｔｔｅｒ ａｕｓｇｅｓｔａｎｄｅｎ，

ｓｅｈｒｄｅｎｋｗüｒｄｉｇｕｎｄｍｉｔＬｕｓｔｚｕｌｅｓｅｎ》）科伦版。无出版日期。——第

１７页。       

１５ 《老少咸宜的最优美的故事和传说。古斯塔夫·施瓦布重编》（《Ｂｕｃｈｄｅｒ

ｓｃｈｏｎｓｔ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ｕｎｄＳａｇｅｎｆüｒＡｌｔｕｎｄＪｕｎｇｗｉｅｄｅｒｅｒｚａｈｌｔｖｏｎ

ＧｕｓｔａｖＳｃｈｗａｂ》），两卷集，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斯图加特版。施瓦布在这个版

本中收入了恩格斯提到的下列民间故事书：《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

《美丽的玛格洛娜》，《希尔兰达》，《盖诺费法》，《格丽泽尔迪丝》，《席尔达

人》，《屋大维皇帝》，《海蒙的四个儿子》，《美丽的梅卢齐娜》，《恩斯特公

爵》，《福尔土纳特和他的儿子们》。——第１７页。

１６ 《伟大英雄不伦瑞克公爵狮子亨利的生平业绩》（《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Ｔｈａｔｅｎｄｅｓ

ｇｒｏｅｎＨｅｌｄ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ｅｓＬｏｗｅｎ，Ｈｅｒｚｏｇｚｕ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艾恩贝

克版。无出版日期。——第１７页。

１７ 指德意志联邦议会１８３５年１２月１０日的决议，决议禁止在德国出版“青

年德意志”作家海涅、谷兹科夫、劳贝、文巴尔克、蒙特等人的作品，因为

在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中，如谷兹科夫的长篇小说《瓦莉》，提出了妇女

权利平等的问题。

  联邦议会是１８１５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构，由德意志各邦

的代表组成；议会一直存在到１８６６年。——第２０、８１、２９５、５３９页。

１８ 暗指路德维希·蒂克根据同名的民间故事书的情节写成的一部喜剧《屋

大维皇帝》（《Ｋａｉｓｅｒ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ｓ》），载于《路德维希·蒂克文集》（《Ｌｕｄ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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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ｇＴｉｅｃｋ’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１８２８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２０页。

１９ 指十三世纪初问世的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的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

达》。——第２１页。

２０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ＢｒｉｅｆｅａｕｓＰａｒｉｓ》），载于《白尔尼文集》１８３２年

汉堡版第９—１０分册；１８３３—１８３４年巴黎版第１１—１４分册。—— 第

２２、７５、１５１、５３８页。

２１ 指１８３５年在曼海姆发表的卡·谷兹科夫的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

（《Ｗａｌｌｙ，ｄｉｅＺｗｅｉｆｌｅｒｉｎ》）。这部小说遭到教权派反动势力的攻击。特

别是１８３５年９月１１日和１４日《文学报》杂志第９３期和第９４期刊登了

一篇门采尔的评论文章，文章指责谷兹科夫品行不端和亵渎神灵。普鲁

士政府和联邦议会以反动势力对谷兹科夫的攻击为借口，分别于１８３５

年１１月１４日和１２月１０日禁止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并对

谷兹科夫进行司法追究。——第２２、４５６页。

２２ 《新圣经》和《年轻的巴勒斯坦》是１８３８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倍克诗集

《夜。披甲戴盔的歌》（《Ｎａｃｈｔｅ．ＧｅｐａｎｚｅｒｔｅＬｉｅｄｅｒ》）中的两个部分。

这部诗集共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一个莱比锡大学生的奇遇》；

《第二个故事——新圣经》；《第三个故事——新圣经的第二部》；《第四个

故事——年轻的巴勒斯坦》。《苏丹》一诗作为《四个故事》的引言，放

在前面。恩格斯对这部诗集的评价，见本卷第４９５—４９６页。——第２４、

７１、４９５页。

２３ 指亨·海涅《士瓦本的镜子》（《ＤｅｒＳｃｈｗａｂｅｎｓｐｉｅｇｅｌ》）一文，文章反

对的是保守浪漫主义的“士瓦本派诗人”（乌朗特、克尔纳、普菲策尔、

施瓦布等人）。该文载于１８３９年《文学年鉴》第１年卷（汉堡）。——

第２５页。

２４ 《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

纪末。该诗歌颂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于８８１年对诺曼人取得的胜

利。——第２５页。

２５ 《斐·弗莱里格拉特诗集》（《Ｆ．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１８３８年斯图加

１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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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杜宾根版。——第２５页。

２６ 指古·奎纳《女人和男人的性格》（《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ｕｎｄｍａｎｎｌｉｃｈｅＣｈａ－ｒａｋ

ｔｅｒｅ》），１８３８年莱比锡版，两卷集，以及他于１８３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和１５日

在《雅士报》第２２３号和第２２４号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德国抒情诗。卡

尔·倍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ｙｒｉｋ．ＫａｒｌＢｅｃｋ，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第２５、３５、７５页。

２７ 恩格斯指的是卢·文巴尔克的一篇文章《剧作家路德维希·乌朗特》

（《ＬｕｄｗｉｇＵｈｌａｎｄ，ａｌ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ｋｅｒ》），载于《当代剧作家》（《ＤｉｅＤｒａ

ｍａｔｉｋｅｒｄｅｒＪｅｔｚｔｚｅｉｔ》）１８３９年阿尔托纳版第１册。——第２５、６５、７５、

５２３页。

２８ 指路·白尔尼于１８３７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抨击性文章《吞食法国人的

人门采尔》（《Ｍｅｎｚｅｌ，ｄｅｒＦｒａｎｚｏｓｅｎｆｒｅｓｓｅｒ》）。——第２６、１４４、５２４、

５３４、５３８页。

２９ 指１８３８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倍克诗集《浪游诗人》 （《Ｄ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ｄｅ

Ｐｏｅｔ》）。恩格斯对诗集的评价，见本卷第４９６页。——第２６、６２、４９６、

５１７页。

３０ 卡·倍克《短篇集》（《Ｎｏｖｅｌ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ｋｉｚｚｅｎ》），载于１８３９年９月２、３、

５—７日《雅士报》第１７１—１７５号。——第２７页。

３１ 卡·倍克《静静的歌》（《ＳｔｉｌｌｅＬｉｅｄｅｒ》）１８４０年莱比锡版第１卷。这部作

品包括以下几部：《爱情之歌（她的日记）》，《爱情之歌（他的日记）》，《梦

境》，《茨冈王》，《匈牙利的哨所》。——第２７、８４页。

３２ 卡·倍克的诗作《安睡吧！》（《Ｓｃｈｌａｆｗｏｈｌ！》），最初载于１８３８年６月３０

日《雅士报》第１２６号。——第２９页。

３３ 倍克的悲剧《扫罗》第一幕，载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４—８日《雅士报》第２１６—

２１９号。

  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戏剧汇闻》第１４３期刊登了一篇短评《插曲。剧

作家卡尔·倍克》（《Ｅｐｉｓｏｄｅｎ，ＣａｒｌＢｅｃｋａｌ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ｋｅｒ》）。

  １８３９年１１月《德意志电讯》第１９０期的《简讯》栏刊登了一篇评论

２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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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倍克悲剧《扫罗》第一幕的匿名文章，谷兹科夫曾为该文作了注

释。——第２９页。

３４ 倍克的悲剧所描写的扫罗王的军队将领押尼珥，也在早些时候发表的谷

兹科夫的悲剧《扫罗王》中出现过。——第３０页。

３５ 继恩格斯论倍克的文章之后，《德意志电讯》杂志第２０３期（１８３９年１２

月）刊登了该杂志编辑卡尔·谷兹科夫的文章，题为《补遗》，文章的结

尾部分载于第２０４期（标题是《卡尔·倍克》）；谷兹科夫在文章中尖锐地

批评了倍克的诗集《静静的歌》，特别强调指出倍克的诗的“幼稚

性”。——第３０页。

３６ 恩格斯援引了卡·谷兹科夫的书《论历史哲学》（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８３６年汉堡版第５３页。——第３２页。

３７ 伟大的一周指的是法国１８３０年的资产阶级七月革命，这次革命的主要

事件发生在７月２７日—８月２日。——第３４、１５０页。

３８ 指弗·古·奎纳的短篇小说《疯人院里的隔离》（《ＥｉｎｅＱｕａｒａｎｔａｎｅｉｍ

Ｉｒｒｅｎｈａｕｓｅ》）１８３５年莱比锡版。——第３５、８４页。

３９ 第二西里西亚派是十七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一

个流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夫曼斯瓦尔道和洛恩施坦。——

第３６页。

４０ Ｅ．Ｄｕｌｌｅｒ．《ＫｒｏｎｅｎｕｎｄＫｅｔｔｅｎ》．Ｅ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Ｒｏｍａｎ．Ｂｄ．１—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８３５；《Ｄｅｒ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Ｂｄ．１—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３；

《Ｌｏｙｏｌａ》．Ｂｄ．１—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１８３６；《ＫａｉｓｅｒｕｎｄＰａｐｓｔ》．Ｒｏｍａｎ．

ＩｎｖｉｅｒＴｈｅｉ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８．Ｈ．Ａ．ＺｉｇｌｅｒｕｎｄＫｌｉｐｈａｕｓｅｎ．《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Ｂａｎｉｓｅ…》．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６８８．Ｄ．Ｃ．ｖｏｎＬｏｈｅｎ－ｓｔｅｉｎ．《ＧｒｏｍüｔｈｉｇｅｒＦｅｌｄ

ｈｅｒｒＡｒｍｉｎｉｕｓｏｄｅｒ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ＮｅｂｓｔｓｅｉｎｅｒＤｕｒｃｈｌａｕｃｈｔｉｇｅｎＴｈｕｎｅｌｄａ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６８９—１６９０．——第３６、４４６页。

４１ 复辟王朝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国恢复统治以后的时期

（１８１４年、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第３８、１４３、２１１、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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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奥·冯·普拉滕文集》（《Ａ．ｖｏｎＰｌａｔｅ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１８３９年

斯图加拉特和杜宾根版，一卷本。——第３９页。

４３ 《奥古斯特·冯·普拉滕－哈勒蒙德伯爵遗诗》（《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ａｕｓｄｅｍ

ｕｎｇｅｄｒｕｃｋｔｅｎ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ｅｄｅｓＧｒａｆ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ｖｏｎＰｌａｔｅｎ－ Ｈａｌｌｅｒ－

ｍüｎｄｅ》），科塔出版社出版的普拉滕诗集补遗，１８３９年斯特拉斯堡

版。——第３９页。

４４ 五头政治是复辟王朝（见注４１）时期欧洲的政治体制，它是在英国、法

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列强的霸权基础上建立的。——第

４０、１６０页。

４５ 暗指１８３９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一本匿名著作《欧洲的五头政治》（《Ｄｉｅｅｕ

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Ｐｅｎｔａｒｃｈｉｅ》）的作者卡尔·爱德华·戈德曼。——第４０页。

４６ 这篇著作是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法国启蒙学派的追随者曼努埃尔

·霍赛·金塔纳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Ａｌａｉｎｖｅｎｃｉóｎｄｅｌａ

ｉｍｐｒｅｎｔａ》）的德译文，原诗最初由作者发表于１８０３年马德里出版的《诗

集）（《Ｐｏｅｓｉａｓ》）。恩格斯的译文和西班牙原文同时载于《谷登堡纪念册》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ｓ－Ａｌｂｕｍ》）第２０８—２２５页。——第４１页。

４７ 约·雅科比《斗争与胜利）（《ＫａｍｐｆｕｎｄＳｉｅｇ》）１８４０年累根斯堡版第５７

页。——第５１页。

４８ “黑格尔门徒”一词是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莱奥的著作《黑格

尔门徒。所谓指控永恒真理的文献和论据》（《ＤｉｅＨｅｇｅｌｉｎｇｅｎ．Ａｃｔｅｎ－

ｓｔüｃｋｅｕｎｄＢｅｌｅｇｅｚｕｄｅｒｓ．ｇ．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ｅｗｉｇｅｎ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于

１８３８年在哈雷出版以后才被使用的。该书是针对施特劳斯、卢格、米希

勒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莱奥鄙薄他们，称他们为“黑格尔门

徒”。——第５３、２１２、３０１、３１３、３７０、４９８、５４５、５９１页。

４９ 约·雅科比在《斗争与胜利》一书中鼓励站在卡洛斯派方面的巴斯克人

参加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的西班牙内战，而且颂扬主张教皇至上的僧侣，特别

是颂扬比利时的耶稣会教徒，称他们为比利时的夜莺。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的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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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

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巴斯克人的支持，在

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发动了国内战争（所谓第一次卡洛斯战争），这次战争实

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并以卡洛

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５３页。

５０ 指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１７９４年７月

２７日），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派

（国王政权的拥护者）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第５３页。

５１ 《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一文，显然是由于风闻１８４０年１月出

版的《德意志贵族报》被禁止发行而写的。其实该报一直出版到１８４４

年。——第５５页。

５２ 《１８４０年１月１日创刊的〈德意志贵族报〉征订启事》（《Ａｎｋüｎｄｉｇｕｎｇ

ｕｎｄＥｉｎｌａｄｕｎｇｚｕｒ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ｕｆｄｉｅｍｉｔｄｅｍ１．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０ｅｒ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Ａｄｅｌ》》）也刊登在１８３９年８月２８

日《发言人，或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通报》（《Ｓｐｒｅｃｈｅｒｏ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第６９期上。——第５５页。

５３ 恩格斯指的是卡·舒巴特《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生存和发

展的最高原则的对立》（《ＵｅｂｅｒｄｉｅＵｎ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ｋｅｉｔｄｅｒ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 ｍｉｔｄｅｍ ｏｂｅｒｓｔｅｎＬｅｂｅｎｓ－ ｕｎｄ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ｓｐｒｉｎｚｉｐ

ｄｅｓ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ｓ》）一书，１８３９年布勒斯劳版。——第５５、４９９

页。    

５４ 恩格斯指的是《德意志贵族报》的编辑富凯写的一篇社论，刊登在该报

第１号（１８４０年１月１日）上，题为：《敬告读者》（《Ｖｏｒｗｏｒｔａｎｕｎｓｅｒｅ

Ｌｅｓｅｒ》）。——第５８页。

５５ 暗指伊·康德的《论永久和平）（《ＺｕｍｅｗｉｇｅｎＦｒｉｅｄｅｎ》）。哲学概述，

１７９５年科尼斯堡版。——第５８页。

５６ 恩格斯的著作《现代文学生活》是由总标题下面的两篇文章组成的，作

者用青年时代的笔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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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午夜报》上发表了这篇著作，当时该报的编辑是自由派文学家布林

克迈尔。第一篇文章《剧作家谷兹科夫》刊登在该报１８４０年３月第５１—

５４号上，第二篇《现代的论战》刊登在同年５月第８３—８７号上。看来，

恩格斯打算把已开始的这组文章写下去，着手研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

和四十年代初德国文学运动的其他问题，但由于同出版者发生冲突，恩

格斯不得不拒绝为该报继续撰稿。恩格斯之所以在《知识界午夜报》上

刊登这两篇文章，其目的是想自由地——在谷兹科夫主编的《德意志电

讯》上他不可能这样做——叙述他对谷兹科夫和“青年德意志”的意见

（见注５）。——第６１页。

５７ 恩格斯指的是谷兹科夫的文章《过去和现在。１８３０—１８３８》（《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

－ｈｅｉｔｕｎｄ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３８》），文中评述了１８３０—１８３８年的德

国文学。该文发表于霍夫曼和康培出版社１８３９年在汉堡出版的《文学年

鉴》第１期也是唯一的一期上。——第６１、４５８页。

５８ 卡·谷兹科夫的悲剧《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ａｖａｇｅｏｄｅｒ：ＤｅｒＳｏｈｎｅｉｎｅｒＭｕｔｔｅｒ》）于１８３９年７月１５日在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举行首次公演。剧本最初用笔名莱奥哈德·法尔克以手稿形式

刊印，未注明出版者、出版年月和地点。该悲剧用作者的真名于１８４２年

载于莱比锡出版的卡·谷兹科夫《戏剧集》（《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Ｗｅｒｋｅ》）第

１卷。——第６１、１００页。

５９ 卡·谷兹科夫《扫罗王》（《ＫｏｎｉｇＳａｕｌ》）。五幕悲剧，１８３９年汉堡

版。——第６１、５２３页。

６０ 指的是卡·谷兹科夫的戏剧概述《马里诺·法利埃里》（《ＭａｒｉｎｏＦａｌｉｅ

－ｒｉ》）和《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Ｈａｍｌｅｔｉｎ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载于谷

兹科夫未完成的作品集《草稿集》（《Ｓｋｉｚｚｅｎｂｕｃｈ》）１８３９年加塞尔和莱

比锡版。——第６２、５２３页。

６１ 路·白尔尼《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Ｈａｍｌｅｔ，ｖｏ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载

于《白尔尼文集》第１和第２分册。《戏剧丛谈》（《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ｉｓｃｈｅ

Ｂｌａｔｔｅｒ》）１８２９年汉堡版。——第６３页。

６２ 指的是卡·谷兹科夫的长篇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见注２１）第二部

６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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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场。——第６３页。

６３ 这些话由恩格斯摘自文巴尔克论乌朗特的文章（见注２７）。文巴尔克在

其著作第１３页上写道：“古斯塔夫·普菲策尔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而

且总是从各个角度探讨乌朗特的天性和才能。”——第６８页。

６４ 《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杂志１８４０年科伦版第１年卷刊登的一篇匿名文

章《现代小说》（《ＭｏｄｅｒｎｅＲｏｍａｎｅ》）中评述了１８３８年在斯图加特出

版的卡·谷兹科夫的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Ｂｌａｓｅｄｏｗ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Ｓｏｈｎｅ》）。这篇文章还提到了其他现代作家。恩格斯对谷兹科夫的

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的评价，见本卷第４９６页。——第７１、

９２、４９６页。

６５ 弗·哈尔姆《格丽泽尔迪丝》（《Ｇｒｉｓｅｌｄｉｓ》）。五幕诗剧，１８３７年维也纳

版。弗里德里希·哈尔姆（笔名：冯·明希－贝林豪森）的剧本于１８３５

年在维也纳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１８３７年该剧本发表以后，却遭到尖

锐的批评。——第７３页。

６６ 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３日出版的斯图加特杂志《德意志信使》第４４期对谷兹科

夫的剧本《理查·萨维奇》在斯图加特的首次演出发表了批评文章，题

为：《卡尔·谷兹科夫的五幕悲剧〈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的

首 次 演 出》（《Ｅｒｓｔｅ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ｖ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ｖａｇｅ，ｏｄｅｒｄｅｒ

ＳｏｈｎｅｉｎｅｒＭｕｔｔｅｒ》，Ｔｒａｕｅｒｓｐｉｅｌｉｎ５Ａｕｆｚüｇｅｎ，ｖｏｎＫａｒｌＧｕｔｚ－

ｋｏｗ》）。——第７３页。  

６７ 卡·谷兹科夫《威纳尔，或内心和世界》（《Ｗｅｒｎｅｒ，ｏｄｅｒＨｅｒｚｕｎｄＷｅｌｔ》。

五幕剧，载于《戏剧集》（《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１８４２年莱比锡版第１卷。

１８４０年２月２１日于汉堡首次演出。——第７３页。

６８ 泰·克赖策纳赫《士瓦本的阿波罗》（《ＤｅｒＳｃｈｗａｂｉｓｃｈｅＡｐｏｌｌ》）。独幕喜

剧，载于《诗歌集》（《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１８３９年曼海姆版。德国诗人和自由派

文学史家克赖策纳赫的喜剧讽刺了“士瓦本派”的代表人物（沃·门采

尔、古·普菲策尔、克尔纳等等）。

  指的是卡·倍克的《匈牙利的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ｎＵｎｇａｒ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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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刊登在１８３７年９月５、７—９、１１、１２、１４—１６日《雅士报》第１７３—１８１

号上。——第７５、５３６页。

６９ 哥·埃·莱辛《古希腊罗马文化书简》 （《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ｓｃｈｅｎ

Ｉｎｈａｌｔｓ》），两卷集，１７６８—１７６９年柏林版。——第７６页。

７０ 指的是泰·蒙特的两本小说：《圣母。与一个女圣徒的谈话》（《Ｍａｄｏｎｎａ．

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ｅｎｍｉｔｅｉｎｅｒ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１８３５年莱比锡版； 《现代生活

的漩涡》（《ＭｏｄｅｒｎｅＬｅｂｅｎｓｗｉｒｒｅｎ》）１８３４年莱比锡版。—— 第７９

页。     

７１ 暗指禁止出版“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见注５和注１７）。——第７９

页。   

７２ 蒙特的《爱好的喜剧》（《ＤｉｅＫｏｍｏｄｉｅｄｅｒＮｅｉｇｕｎｇｅｎ》）收入蒙特主编

的、１８３９年在阿尔托纳出版的《海豚》（《Ｄｅｌｐｈｉｎ》）年鉴。这部作品在

各地均遭到冷遇。——第７９页。

７３ 泰·蒙特《世界漫游》（《ＳｐａｚｉｅｒｇａｎｇｅｕｎｄＷｅｌｔｆａｈｒｔｅｎ》），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

阿尔托纳版第１—３册。——第７９页。

７４ 蒙特没有写过书名为《个性和环境》（《Ｐｅｒｓｏ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ｕｎｄＺｕｒｓｔａｎｄｅ》）

这本书。恩格斯大概指的是蒙特的《性格和境遇》（《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ｅｕｎｄ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ｅｎ》）一书，１８３７年维斯马版，共两分册。——第８０页。

７５ 泰奥多尔·蒙特在他于１８３８年在阿尔托纳出版的杂志《自由港》第２期

上发表了《明希的回忆录》（《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ｖｏｎＭüｎｃｈ》）一文，该

文对１８３６—１８３８年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恩斯特

·明希的三卷本回忆录作了评论。——第８０页。

７６ Ｔｈ．Ｍｕｎｄｔ．《ＧｏｒｒｅｓｕｎｄｄｉｅＫａｔｈｏｌｉｓｃｈｅ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Ｉｎ：《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ａｆｅｎ》．２．Ｈｅｆｔ．Ａｌｔｏｎａ，１８３８．——第８１页。

７７ 德意志联邦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

盟，它最初包括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三十四个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

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

展。——第８２、３２３、５３３、５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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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卡·谷兹科夫为抨击蒙特而写的随笔《爱尔菲神在文学中的遭遇，没有

隐喻的童话》（《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ｅｃｈｅＥｌｆｅｎ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ｓ．ＥｉｎＭａｒｃｈｅｎｏｈｎｅＡｕｓ

ｐｉｅｌｕｎｇ》）刊登在１８３８年２月《德意志电讯》第３１、３２、３５、３６期和４月第

６５—６８期上。１８３９年谷兹科夫的《草稿集》（《Ｓｋｉｚｚｅｎｂｕｃｈ》）转载了该

文，题为《文学中的爱尔菲神。没有隐喻的童话》（《Ｄｉ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ｒｃｈｅｎ

Ｅｌｆｅｎ．ＥｉｎＭａｒｃｈｅｎｏｈｎｅＡｎｓｐｉｅｌｕｎｇ》）。——第８２页。

７９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３９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作家和政论家海尔曼·马格

拉夫的著作《德国当代文学和文化》（《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ｊüｎｇｓｔｅ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 ｕ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ｃｈｅ》）。——第８３页。

８０ 暗指靡菲斯特斐勒司的如下格言：“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

统”（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８３页。

８１ 卡·谷兹科夫《赛拉芬》（《Ｓｅｒａｐｈｉｎｅ》）。小说，１８３７年汉堡版。——第８４

页。

８２ 奎纳的匿名文章《谷兹科夫的最新小说》（《Ｇｕｔｚｋｏｗ’ｓｎｅｕｅｓｔｅＲｏｍａ－

ｍｅ》）载于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和２日《雅士报》第１９２和１９３号。奎纳在文

章中尖锐地批评了谷兹科夫的文学活动以及他的小说《赛拉芬》和《布

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第８６页。

８３ 古·奎纳《修道院的故事》（《Ｋｌｏｓｔｅｒｎｏｖｅｌｌｅｎ》），两卷集，１８３８年莱比锡

版。——第８６页。

８４ 亨·海涅的《士瓦本的镜子》１８３９年在《文学年鉴》发表，文章内容被歪

曲。海涅不承认是他的著作，并就此于１８３９年２月８日在《雅士报》发表

了正式声明。——第８６页。

８５ 批评谷兹科夫的剧本《理查·萨维奇》的这篇文章载于奎纳出版的１８３９

年７月１３日《雅士报》第１３５号，题为《理查·萨维奇，或大学者相逢》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ｖａｇｅ，ｏｄｅｒ：ｇｒｏｅＧｅｉｓｔｅｒｂｅｇｅｇｎｅｎｓｉｃｈ》）。

  １８３９年５月２８日《雅士报》刊登了政论家维尔的《声明》，在该报的

同一号上奎纳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赫克托，汉堡的霍夫曼和康培的猎狗”

（《Ｈｅｋｔｏｒ，Ｊａｇｄｈｕｎｄｂｅｉ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ｕｎｄＣａｍｐｅｉｎＨａｍｂｕｒｇ》）的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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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拟文章作为对该声明的回答。维尔的这一声明是针对亨利希·海涅

的，因为海涅于１８３９年４月１８—２０日在《雅士报》发表过一封致《文学

年鉴》出版商克劳斯·康培的公开信，题为《作家札记》（《Ｓｃｈｒｉｆｔ－

ｓｔｅｌｌｅｒｎｏｔｅｎ》）。海涅在信中指责维尔歪曲了他的《士瓦本的镜子》一文，

并把维尔叫作康培的猎狗。——第８７页。

８６ 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的诗《背叛》（《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ｅ》）发表于１８３８年２月

８日《雅士报》第２８号。——第９０页。

８７ 奥·冯·普拉滕《浪漫主义的奥狄浦斯》（《Ｄｅｒｒｏｍ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Ｏｅｄｉｐｕｓ》）。

一 卷本，五幕喜剧，载于《普拉滕文集》１８３９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

版。——第９２页。

８８ 格林兄弟《儿童和家庭童话集》（《Ｋｉｎｄｅｒ－ ｕｎｄＨａｕｓ－Ｍａｒｃｈｅｎ》）

１８１２—１８２２年柏林版第１—３卷。——第９２页。

８９ 约·伯·蒂尔施《我是普鲁士人》（《ＩｃｈｂｉｎｅｉｎＰｒｅｕｅ》），载于《伯恩哈

德·蒂尔施博士诗歌集。由其友人于哈耳伯施塔特出版》１８３３年哈耳伯

施塔特版。——第９３页。

９０ 暗指圣经的传说：罗得的妻子从所多玛和蛾摩拉逃出时，由于违背了决

不回头的诫命而变成了一根盐柱（圣经《旧约·创世记》第１９章）。——

第９３页。

９１ １６１８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６１９年５月９日在多尔德雷赫特市（荷兰）举行的

加尔文教派多尔德雷赫特正教最高会议，谴责了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亚美

尼亚教派，使加尔文教义（见注１１）严格合法化。——第９４页。

９２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莱·许金合著的《风景如画和富于浪漫色彩的威

斯特伐里亚》（《Ｄａｓｍａｌｅｒ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ｒｏｍ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Ｗｅａｔｐｈａｌｅｎ》）１８４０年巴

门—莱比锡版第２分册。该书第１分册由弗莱里格拉特出版，１８３９年在

巴门、莱比锡发行。——第９８页。

９３ １８４０年５月恩格斯在明斯特时，莱文·许金曾赠送他一卷１８３８年出版

的 安奈特·伊丽莎白·冯·德罗斯特－ 许尔斯霍夫的《诗集》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附有题词“回忆明斯特”。这卷诗集用缩写姓名Ｄ．Ｈ．的半

０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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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方式发表。——第９８、５５１页。

９４ 卡·勃鲁姆的《时髦的狂热》（《ＳｃｈｗａｒｍｅｒｅｉｎａｃｈｄｅｒＭｏｄｅ》），载于《剧

本》（《Ｔｈｅａｔｅｒ》）１８４４年柏林版第３卷。——第１００页。

９５ 对卡·谷兹科夫的戏剧评论载于１８４０年４月２０、２２—２４日《德国科学

和艺术哈雷年鉴》第９５、９７—９９期，题为《理查·萨维奇在莱比锡。通讯》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ｖａｇｅｉ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第１００页。

９６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于１８３４年成立了关税同盟。后来，这个

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普鲁士在同盟

里起领导作用。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

促进了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１０３页。

９７ 见弗·马莱特的《前言》（《Ｖｏｒｗｏｒｔ》），载于１８４０年１月１２和１９日《不

来梅教会信使》第１期和第２期。——第１０５、５４７页。

９８ 恩格斯在这节诗里接下去是指卡德龙的如下作品：《曼蒂布勒桥》、《讲信

誉的医生》、《坚毅的亲王》、《天国的女儿》、《人生若梦》、《四五月的清

晨》。——第１１１页。

９９ 从恩格斯１８４０年７月７—９日给妹妹玛丽亚的信（见本卷第５５６页）中

可以看出，恩格斯于１８４０年７月５日抵达不来梅港。本文内容证明，恩

格斯一到那里就写了这篇文章，虽然文章是一年以后才发表的。

  不来梅港在１９３９年以前是德国西北部的一个独立城市，是靠近威

悉河河口的不来梅外港。１９３９年起划归威悉明德市。——第１１４页。

１００ 根据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最后决议的规定，不来梅被宣布为帝国的自由

市。——第１１４、１３０页。

１０１ 世袭法庭是在地主有权审判和惩罚自己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

建法庭。——第１１９、１５３页。

１０２ “土著美国人”党于１８３５年在美国成立。它维护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享有

的各种优先权。因此对一切希望加入美国国籍的外侨规定的连续定居

期限，由原来的七年延长到二十一年。——第１２０页。

１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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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烧不坏的荆棘——乌荆子灌木，根据圣经传说，它被火烧着了，却没有

烧坏，此时，神在树丛中向摩西显现，号召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

下拯救出来（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３章）。——第１２２页。

１０４ 弗·威·克鲁马赫尔《最后的审判》（《ＤａｓｌｅｔｚｔｅＧｅｒｉｃｈｔ》），１８４０年７

月１２日客座牧师在不来梅的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区的讲道稿，１８４０年

不来梅版；《保罗，一个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人》（《Ｐａｕｌｕｓ，ｋｅｉｎＭａｎｎ

ｎａｃｈｄｅｍＳｉｎｎｅｕｎｓｒｅｒＺｅｉｔ》），讲道稿，１８４０年不来梅版。——第１２４、

１３０页。

１０５ 指卡尔·伊默曼的小说《模仿者》（《ＤｉｅＥｐｉｇｏｎｅｎ》）。家庭回忆录，共三

部九册，１８３６年杜塞尔多夫版。——第１２８页。

１０６ 神学中的唯理论是一个假定的和矛盾百出的概念，它反映出不同时期

的某些神学集团都妄图证明借助理性来认识“神的启示真理”的可能

性。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唯理论倾向在基督教神学中有很大的影

响。——第１３１、１７８、２７５页。

１０７ 卡·弗·威·帕尼埃尔《特于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２、１９和２６日举行的三次

星期日讲道》（《ＤｒｅｉＳｏｎｎｔａｇｓｐｒｅｄｉｇｔｅｎ，ｍｉｔＢｅｚｕｇａｕｆｅｉｎｅｂｅｓｏｎ－

ｄｅｒｅＶｅｒａｎｌａｓｓｕｎｇ，ａｍ１２．，１９．ｕｎｄ２６．Ｊｕｌｉ１８４０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１８４０年不

来梅版。——第１３１页。

１０８ 约·尼·蒂勒《就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２、１９和２６日举行的三次星期日讲道

致神学和哲学博士、不来梅圣安斯加里乌斯教堂牧师帕尼埃尔先生的

信》（《Ｓｅｎｄ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 ＨｅｒｒｎＤｒ．ｔｈｅｏｌ．ｅｔｐｈｉｌｏｓ．ＰａｎｉｅｌＰａｓｔｏｒ

ｚｕＳｔ．ＡｎｓｇａｒｉｉｉｎＢｒｅｍｅｎｉｎＢｅｚｕｇａｕｆｄｅｓｓｅｎｄｒｅｉａｍ１２．，１９．，２６．

Ｊｕｌｉ１８４０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ｅＳｏｎｎｔａｇｓ－Ｐｒｅｄｉｇｔｅｎ》）［１８４０年］不来梅版。——

第１３２页。      

１０９ ［威·恩·韦伯］《革出教门》（《ＤｉｅＶｅｒｆｌｕｃｈｕｎｇｅｎ》）。一个匿名作者，不

来梅市民之友为思维着的基督教徒而写的著作。１８４０年不来梅

版。——第１３２、１８０页。

１１０ 弗·威·克鲁马赫尔《对不来梅的帕尼埃尔博士先生的神学答辩》

２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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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ｅｐｌｉｋａｎＨｅｒｒｎＤｒ．ＰａｎｉｅｌｉｎＢｒｅｍｅｎ》）１８４０年爱北斐

特版。——第１３２、１７７页。

１１１ 卡·弗·威·帕尼埃尔《公开谴责爱北斐特的哲学博士、牧师克鲁马赫

尔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

〈神学答辩〉》（《ＵｎｖｅｒｈｏｌｅｎｅＢｅｕｒ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ｄｅｒｖｏｎｄｅｍＨｅｒｒｎＰａｓｔｏｒ

Ｄｒ．ｐｈｉｌｏｓ．Ｋｒｕｍｍａｃｈｅｒｖｏｎ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ｚｕｒＶｅｒｔｈ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ｓｅｉｎｅｒＢｒｅ－

ｍ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ｆｌｕｃｈｕｎｇｓｓａｃｈ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ｓｏｇｅｎａｎｎｔｅｎ《Ｔｈｅｏ－ｌｏ

ｇ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ｐｌｉｋ》》）１８４０年不来梅版。——第１３３、１７７页。

１１２ 《尼贝龙根之歌》是１２００年左右根据古代德国神话和传说创作的一部

德意志英雄史诗文献。史诗的主要形象是战胜了侏儒尼贝龙根的齐格

弗里特。——第１３８页。

１１３ 《汉诺之歌》是用中部德意志方言写成的诗歌，作于十一世纪末或十二

世纪初。诗中歌颂了科伦的大主教汉诺，人称圣汉诺。——第１３８页。

１１４ 威·格林《德国英雄传奇》（《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Ｈｅｌｄｅｎｓａｇｅ》）１８２９年哥丁根

版。——第１３９页。

１１５ 古代野营（Ｃａｓｔｒａｖｅｔｅｒａ）是古罗的一个设防区，位于莱茵河左岸，在这

里建起了克桑滕城。——第１４１页。

１１６ “蛊惑者”是１８１９年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举行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

议决议中对那些在反拿破仑法国战争以后一段时间里参加反政府运动

的人的称呼。这个运动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体操团

体中，得到了广泛响应。运动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

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示威游行中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反动当局

对“蛊惑者”进行迫害；在三十年代，当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政府运

动和革命运动在１８３０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强大起来时，政府对重

新抬头的“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１４２页。

１１７ 指１８４０年因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登基而宣布的对政治犯的大

赦。——第１４２页。

１１８ 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对１８４０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阿伦特的《忆往事》

３１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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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ａｕｅｒｅｎＬｅｂｅｎ》）一书作了分析。在文章标题

后面的作者姓名弗·奥斯渥特（恩格斯的笔名）上，《德意志电讯》杂志

编辑部标明星花，指引读者看如下脚注：“从《电讯》的观点来评价，这

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第１４４页。

１１９ “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

中，他守卫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切走近它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

危险的。——第１４４、５１４、５１８页。

１２０ １８１２年的西班牙宪法 是迎合自由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的，

它通过议会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消除了某些封建主义残余。１８１４年，由

于封建贵族反动势力在西班牙取得胜利，１８１２年的宪法被废除。在十

九世纪上半叶，这部宪法是西班牙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自由主义立

宪运动的一面旗帜。——第１４７、５４９页。

１２１ 指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神圣同盟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皇帝拿破

仑第一失败后于１８１５年９月２６日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反动联盟，

旨在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神圣同

盟的四次会议——亚琛会议（１８１８年）、特劳波会议（１８２０年）、莱巴赫

会议（１８２１年）和维罗那会议（１８２２年），曾先后讨论了维持１８１５年划

定的国界、巩固法国重建的专制制度和武装干涉别国内政以镇压一切

革命运动等问题。——第１４８页。

１２２ 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和２４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第２８１和２８２

期发表了由阿尔诺德·卢格署名的书评，题为《弗里德里希·冯·弗洛

伦库尔和政治实践的范畴》（《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Ｆｌｏ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ｕｎｄｄｉｅＫａｔｅ

ｇｏｒｉｅｎ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ａｘｉｓ》）。文章评论了弗洛伦库尔的著作《德国政

治、教会和文学状况》（《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ｕｎｄ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Ｚｕｓ

ｔａｎｄ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８３８年和１８３９年杂志述评，１８４０年莱比锡

版。——第１５０页。

１２３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在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德国大学生

组织；这些组织主张统一德国。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

广泛流传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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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这几句话出自西班牙的英雄史诗中最伟大的一部文献《西得颂诗》，由

１１４０年左右的民间歌手编写。——第１５０页。

１２５ 指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节本》（《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第一版于１８１７年问世。

——第１５０、２００页。

１２６ 这是恩格斯对诗歌《祝福你，戴着胜利的花冠》（《ＨｅｉｌＤｉｒｉｍＳｉｅｇｅｒ－

ｋｒａｎｚ》）的作者巴·格·舒马赫的讽刺的称呼。舒马赫的这首诗歌后来

成了普鲁士国歌的基础。——第１５３页。

１２７ 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在德国产生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

流派。这个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胡果、萨维尼等）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第１５４页。

１２８ 指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１８４０年７月

１５日签订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向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对

背后有法国支持的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阿里。伦敦公约是欧洲列强，

主要是英、法、俄争夺近东霸权的反映。——第１５７页。

１２９ 指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决议，这次决议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

辟而改划了欧洲版图，并且肯定了欧洲贵族—君主的反动统治，使德

国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第１５９页。

１３０ 这首诗是恩格斯就１８４０年将皇帝拿破仑第一的遗骸从圣海伦岛迁往

巴黎一事而作。——第１６４页。

１３１ 指德国诗人莱茵霍尔德·克斯特林的文章《德国诗人和他们的读者》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ＤｉｃｈｔｅｒｕｎｄｉｈｒＰｕｂｌｉｋｕｍ》），载于１８４０年《欧罗巴。知

识界纪事报》杂志第１卷（斯图加特）。——第１６８页。

１３２ 指卡尔·伊默曼的小说《模仿者》（见注１０５），《闵豪森。短篇故事集锦》

（《Ｍüｎｃｈｈａｕｓｅｎ．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ｎＡｒａｂｅｓｋｅｎ》），共四部，１８３８—１８３９

年杜塞尔多夫版。——第１６８页。

１３３ 卡·伊默曼《回忆录》（《Ｍｅｍｏｒａｂｉｌｉｅｎ》）１８４０年汉堡版第１册第２７页。

——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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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卡·伊默曼《回忆录》１８４０年汉堡版第１册第３０—３１页。——第１６９

页。

１３５ 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

１７８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给普鲁士亲王亨利的信中引用了这句话。

  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的

军队击败，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第１７０、３０２页。

１３６ １８４０年５月３１日在普鲁士举行了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一百周年

纪念。恩格斯把１７８６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的年代）到１８０６年（耶

拿会战中普鲁士被击败的年代）之间这一段时期叫作二十年空位时期。

——第１７０页。

１３７ 卡·伊默曼《回忆录》１８４０年汉堡版第１册第９５页。——第１７０页。

１３８ 指伊默曼的诗《吉斯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载于《戏剧手稿集》

（《Ｇｈｉｓ－ｍｏｎｄａ，ｏｄｅｒｄｉｅＯｐｆｅｒｄｅｓ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ｎｓ》．Ｉｎ∶《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ｅｎ》），弗兰克博士出版，１８３９年莱比锡版第３

年卷；《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ＴｒｉｓｔａｎｕｎｄＩｓｏｌｄｅ》），抒情诗，１８４１

年杜塞尔多夫版；叙事诗剧《默林》（《Ｍｅｒｌｉｎ》），神话，１８３２年杜塞

尔多夫版。——第１７４页。

１３９ 根据希腊神话，奈雷乌斯和多丽丝的女儿阿蕾图萨女神因受河神阿尔

费乌斯的虐待，渡海或从海底潜行到西西里，在那里变为泉水。古希腊

有几处泉水均以阿蕾图萨的名字命名。——第１７７页。

１４０ 指小册子《不来梅牧师关于真理问题的意见》（《Ｂｅｋｅｎｎｔｎｉｂｒｅｍｉ－

ｓｃｈｅｒＰａｓｔｏｒｅｎｉｎＳａｃｈｅｎｄ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１８４０年不来梅版。——第１７８

页。

１４１ 《读者开卷有益的非虔诚主义韵文》（《Ｕｎｐｉｅ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ｅｉｍｅ，ｅｒｂａｕ－

ｌｉｃｈｕｎｄｇｕｔｚｕｌｅｓｅｎｆüｒＪ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４１年不来梅版。——第１７９

页。

１４２ 指“实证哲学”（“Ｄ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也有肯定之

意），这是哲学中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克·海·魏琴、伊·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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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Ａ．君特、弗·巴德尔以及后期的谢林），它从右的方面对黑格

尔哲学进行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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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认识为其源泉的哲学，都叫作“否定”哲学（Ｄ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第１８０、２００、２０９、２７６页。

１４３ 指德国作家爱德华·博伊尔曼于１８４１年在哈瑙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不

来梅的使徒保罗》（《ＰａｕｌｕｓｉｎＢｒｅｍｅｎ》），施塔德的神学候补博士著。

——第１８０页。

１４４ 爱·博伊尔曼《汉撒城市随笔》（《ＳｋｉｚｚｅｎａｕｓｄｅｎＨａｎｓｅＳｔａｄｔｅｎ》）１８３６

年哈瑙版。——第１８１页。

１４５ 爱·博伊尔曼《德意志和德意志人》（《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

ｅｎ》），四卷集，１８３８—１８４０年阿尔托纳版。——第１８１、５２３页。

１４６ 亚·佐尔特韦德尔《汉撒同盟通讯》（《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ｓｃｈｅＢｒｉｅｆｅ》），载于《自

由港》１８３９年第３期和第４期、１８４０年第１期。——第１８１页。

１４７ 不来梅市的根本法于中世纪形成。《律书》（《Ｔａｆｅｌ》）立于ｌ４３３年；《新协

议》（《ＮｅｕｅＥｉｎｔｒａｃｈｔ》）立于１５３４年。——第１８３页。

１４８ 《狐狸－莱涅克》（《ＲｅｙｎｋｅｄｅＶｏｓ》），１４９８年在卢卑克用低地德意志方

言出版的民间史诗。——第１８３页。

１４９ 恩格斯约于１８４１年５月中在瑞士和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第１８４、

５９８页。

１５０ 指１８３９年瑞士苏黎世州激进派政府聘请大·施特劳斯担任苏黎世大

学教授一事。此事引起政府同保守派和反动宗教界之间的激烈的政治

冲突。１８３９年９月６日，以来自普费菲康乡村的传教士伯恩哈德·希

策尔为首的反对聘请施特劳斯的人（恩格斯嘲讽地称他们为锡安的卫

士，即正统信仰的维护者）在苏黎世组织了武装示威。由于这些事件的

发生，在示威之前政府就被迫撤销对施特劳斯的聘请，以后又被迫辞

职。——第１８５、３４１、５０９页。

１５１ 佩特拉克诗集《抒情曲》（《Ｃａｎｚｏｎｉｅｒｅ》）中第二百六十一首十四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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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圣母劳拉的生与死（ＩｎｖｉｔａｅｉｎｍｏｒｔｅｄｉＭａｄｏｎｎａＬａｕｒａ）。恩格斯

提供的德译文可能是他自己翻译的。——第１８７页。

１５２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存在于９６２年到１８０６年，包括德

国、奥地利、意大利的一部分、捷克、勃艮第、尼德兰等地），根据黄

金诏书（１３５６年），皇帝的选举取决于七个最有势力的选侯。——第１９０

页。

１５３ 本文是恩格斯为批驳谢林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而写的一组文章的

第一篇。谢林于１８４１年应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邀请来到柏林，反

对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青年黑格尔派。

  恩格斯以旁听生身分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演。——第１９７页。

１５４ 见《谢林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在柏林的第一次讲演》（《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Ｅｒｓｔｅ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ｉ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１》）１８４１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

版。——第１９８、２１４页。

１５５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卡·路·米希勒出版，三卷集，收入《黑格尔全

集》１８３３—１８３６年柏林版第１３—１５卷。——第１９９、２３６页。

１５６ 指卡·里德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谢林的宗教史观；慕尼黑来信研究》

（《Ｖ．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Ａｎｓｉｃｈｔ；ｎａｃｈ Ｂｒｉｅｆｅｎａｕｓ

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４１年柏林版。——第２０２页。

１５７ 指伊曼努尔·海尔曼·费希特于１８３７—１８４６年在波恩出版的反动的

唯心主义杂志《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第２０９页。

１５８ 乔·威·弗·黑格尔《黑格尔全集》，黑格尔死后由他的朋友共同出版，

共１９册２３卷，１８３２—１８４５年柏林版。——第２１１页。

１５９ 指这两本书：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Ｃｈｒｉ－

ｓｔｅｎｔｕｍｓ》）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

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Ｄ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ｌｅｈｒｅｉｎｉｈｒ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ｕｎｄｉｍＫａｍｐｆｅｍｉｔ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Ｗ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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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１—２卷。施特劳斯

这本书的主要一章的标题是《教义学》。——第２１３、５９０页。

１６０ 指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

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ＤｉｅＰｏｓａｕｎｅｄｅｓｊüｎｇｓｔｅｎＧｅｒｉｃｈｔｓüｂｅｒ

ＨｅｇｅｌｄｅｎＡｔｈｅｉｓｔｅｎｕｎｄ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Ｅｉ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１８４１年莱比锡

版。——第２１３、３７６页。

１６１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

１８０７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第２１５页。

１６２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

版第１—２卷。——第２４２、５０３、５４０、５９０页。

１６３ 恩格斯在这里显然利用了若·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灾变》（《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ｌ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ｕｇｌｏｂｅ》）一书中的思想。见该书１８４０

年巴黎版第５３页。——第２４６页。

１６４ “司头生子神福图娜”（“Ｆｏｒｔｕｎａｐｒｉｍｉｇｅｎｉａ”）是罗马女神，母性的象征，

创造力的化身。供奉这位女神的庙宇座落在普雷内斯特——古意大利

的城市之一，当地妇女常前往祈求，了解自己头生子女的命运。——第

２４８页。

１６５ 谢林的大部分讲演，包括他关于启示哲学和神话哲学的讲演，是在他死

后于１８５６—１８６１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谢林著作全集中发表的。——第

２６３、２７２页。

１６６ 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这是一只具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

２６７页。

１６７ 佩拉吉阿斯教派（因克尔特的牧师佩拉吉阿斯而得名）是基督教内反对

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一支流派，五世纪初盛行于地中海区域各国。佩拉

吉阿斯教派鼓吹人的意志自由。

  索齐努斯教派（因意大利神学家福斯图斯·索齐努斯而得名）是一

种宗教流派，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盛行于波兰，以后又盛行于欧洲

其他几个国家。索齐努斯教派对正统教会的教义持批判态度，它同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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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阿斯教派一样，鼓吹人的意志自由。——第２７５页。

１６８ 西维拉占语集——据称是传说中的“女预言家”西维拉写的谶言集，古

罗马每逢国家遇到危险时就用它作为正式的占卜资料。罗马帝国时期

还出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西维拉占语集。——第２７８页。

１６９ 恩格斯引用圣经上这两段话时略加修改。——第２９１页。

１７０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恩格斯为《莱茵报》撰稿的开端。——第２９４页。

１７１ 指１８３７年七名自由派教授因抗议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在这

一年废除宪法而被哥丁根大学解聘。——第２９４页。

１７２ 布鲁诺·鲍威尔曾在波恩大学担任讲师，１８４２年３月底被解聘。——

第３０１页。

１７３ 菲·马尔海奈凯《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讲演集

序言》（《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Ｂｅ－ｄｅｕ

ｔｕｎｇｄｅｒ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ｄ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１８４２

年柏林版。——第３０１页。

１７４ 指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体制、管理机关以及它对日

耳 曼的态度》（《Ｐｒｅｕｅｎ，ｓｅｉｎ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ｅｉｎ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ｅｉｎ

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ｚｕ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３０１页。

１７５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莱茵报》刊登时标有罗马字 ，显然恩格斯打算

写续篇，但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第３０５页。

１７６ 雅典娜节是雅典（古希腊）庆祝雅典娜女神诞辰的主要节日。有一年一

度的小雅典娜节和每隔四年大庆一次的大雅典娜节。每逢大雅典娜节

都要举行诗人和音乐家的竞赛会。——第３０６页。

１７７ Ｌ．Ｗａｌｅｓｒｏｄｅ．《ＧｌｏｓｓｅｎｕｎｄＲａｎｄ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ｚｕＴｅｘｔｅｎａｕｓｕｎ－ｓｅｒｅｒ

Ｚｅｉｔ》．Ｖｉｅｒ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ｇｅｈａｌｔｅｎ ｚｕ 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

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Ｈ．Ｌ．Ｖｏｉｇｔ，１８４２．——第３０８页。

１７８ 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第１５—１６页。——第３０９页。

１７９ 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第１６—１７页。——第３０９页。

０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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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第４８—５０页。——第３１１页。

１８１ 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第７０页。——第３１１页。

１８２ 路·瓦勒斯罗德《时文评注》第 页。——第３１２页。

１８３ 指德国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莱奥对１８４２年５月４日和７日《福

音派教会报》第３６和３７号上刊载的约·米·洛伊波尔特博士《健康与

疾病的历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ｕｎｄｄｅｒＫｒａｎｋｅｎ－ｈｅｉｔｅｎ》）

（１８４２年厄兰根版）一书的评论。恩格斯摘自这篇评论的引文，除最后

一段外，均见５月４日《福音派教会报》第３６号。最后一段引文摘自５

月７日该报第３７号。——第３１３页。

１８４ １８４２年伊茨施太因在另一选区被选入巴登议会第二议院。——第３１８

页。

１８５ 恩格斯指的是载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６日和１７日《施本纳报》第１３７和１３８

号的文章《略论祖国题材。ＸＶＩ。回顾》（《Ａｕｆｓａｔｚｅüｂｅｒｉｎｌａｎ－ｄｉｓｃｈｅ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ＸＶＩ．Ｅｉｎ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这是一篇匿名文章，以两个星

花为署名，因此恩格斯称该文作者为以星花署名的作者。——第３１９

页。

１８６ 指普鲁士政府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制订的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令，载于

１８４２年１月１４日的半官方报纸《普鲁士国家总汇报》。这个新的书报

检查令表面上表示不赞成限制文学活动，实际上不仅保留了而且加强

了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对该书报检查令的批评见马克思《评普

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

３—３１页）。——第３１９、３３０页。

１８７ 这篇文章在《莱茵报》上发表时由该报编辑部略作删节和修改。本卷根

据恩格斯的手稿恢复了文章原来的面貌。——第３２３页。

１８８ 指１７９４年制定和颁布的《普鲁士邦法全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Ｌａ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üｒｄｉｅ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它包括刑法，教会法，国家法和

行政法，它反映了封建普鲁士在司法领域内的落后性。——第３２３、５３４

页。

１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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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恩格斯指的是匿名小册子《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问答题》（《Ｖｉｅｒ

Ｆｒａｇｅｎｂｅａｎｔｗｏｒｔｅｔ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Ｏｓｔｐｒｅｕｅｎ》）（１８４１）年曼海姆版）的

作者约翰·雅科比。雅科比在书中批评了普鲁士国家制度，要求在普鲁

士制定宪法。——第３２４页。

１９０ 《普鲁士邦法全书》１７９４年柏林版第２部第２０章第９２节。——第３２４

页。

１９１ 《普鲁士邦法全书》１７９４年柏林版第２部第２０章第１５１节。——第３２４

页。

１９２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 （《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１８１９年柏林版第２３２页。——第３２５页。

１９３ ［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问答题》（《ＶｉｅｒＦｒａｇｅｎｂｅａｎｔ

ｗｏｒｔｅｔ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Ｏｓｔｐｒｅｕｅｎ》）１８４１年曼海姆版第８—１０页。——第

３２７页。

１９４ 雅科比博士《对指控我侮辱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普鲁士法律一事的

进一步自我辩护》（《Ｍｅｉｎｅｗｅｉｔｅｒｅ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ｗｉｄｅｒｄｉｅｇｅｇｅｎｍｉｃｈ

ｅｒｈｏｂｅｎｅＢｅｓｃｈｕｌｄｉｇｕｎｇｄ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ａｔｓｂｅｌ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ｓｆｒｅｃｈｅｎ，ｕｎ

ｅｈｒｅｒｂｉｅｔｉｇｅｎＴａｄｅｌｓ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ａｇｅｓｅｔｚｅ》）１８４２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第１３、１６、２０和３３—３４页。——第３２８页。

１９５ 见［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问答题》第１１页和《对指控

我侮辱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普鲁士法律一事的进一步自我辩护》第

１３—２０页。——第３２８页。

１９６ ［约·雅科比］《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问答题》１８４１年曼海姆版第

８—１０页。——第３２９页。

１９７ 雅科比博士《对指控我侮辱陛下和蛮横、无礼地指责普鲁士法律一事的

进一步自我辩护》１８４２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１３—２０页。——第

３２９页。

１９８ 讽刺叙事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旨在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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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宗教黑暗势力，该诗用讽刺的形式描绘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神学哲

学反动势力的代表的斗争。这首诗是对波恩大学于１８４２年３月底解聘

布鲁诺·鲍威尔一事的抗议，由恩格斯于１８４２年年中同布鲁诺的弟弟

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而成。——第３３２页。

１８９ 暗指１８３９年布鲁诺·鲍威尔作为讲师从柏林调往波恩大学。——第

３４７页。

２００ 显然指１８４０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德国作家和政论家泰奥多尔·缪格

的四卷集小说《杜氏文法》（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第３５８页。

２０１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

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

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对“自由人”的批评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５—４３６页。“自由

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便背弃

了激进主义，陷入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只

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

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

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

作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页）就是

揭露把自己的观点叫作“批判的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

动思想的。——第３５８、３９０页。

２０２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自１８４１年７月起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

鉴》的名称出版。——第３５８页。

２０３ 指卡·弗·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纪念文集》（《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Ｇｒｏｅ－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Ｗｉ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ｒ．ＥｉｎｅＪｕｈｅｌｓｃｈｒｉｆｔ》），献给来自特利

尔的我的朋友卡尔·亨利希·马克思，１８４０年莱比锡版。——第３７６

页。

２０４ 恩格斯指的是阿·卢格《小说家，一个英雄的札记记载的九十六个故

事》（《ＤｅｒＮｏｖｅｌｌｉｓｔ．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ｎａｃｈｔＤｕｔｚｅｎｄＤｅｎｋｚｅｔ－ｔｅｌｎ

ａｕｓｄｅｍ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ｅｄｅｓＨｅｌｄｅｎ》）１８３９年莱比锡版；爱·梅因《亨

３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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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莱奥，一个具有哈勒精神的虔诚主义者。文学通讯。献给黑格尔

的所有信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ｅｏ，ｄｅｒｖｅｒｈａｌｌｅｒｔｅＰｉｅｔｉｓｔ．Ｅ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ｂｒｉｅｆ．ＡｌｌｅｎＳｃｈüｌｅｒｎＨｅｇｅｌ’ｓｇｅｗｉｄｍｅｔ》）１８３９年莱比锡版。——第

３７６页。

２０５ 指亨·莱奥《高等学校通史教科书》（《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ｚｕｍ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ｅｉｎｈｏｈｅｒｅｎＵｎｔｅｒｒｉｃｈｔｅａｎｓｔａｌｔｅｎ》）１８３５—

１８４４年哈雷版第１—６卷。在恩格斯写作《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

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之前，莱奥的书出版了五卷。——第３７７

页。    

２０６ 尤利乌斯·范·德尔·辛德是恩格斯对尤利乌斯·弥勒的戏称。尤·

弥勒是１８３９年在布勒斯劳出版的《基督教论罪恶的教义》（《Ｄｉｅ

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ｄｅｒＳüｎｄｅ》）一书的作者。范·德尔·辛德这一称

呼来自书名中的“ｖｏｎｄｅｒＳüｎｄｅ”——“论罪恶”。——第３７７页。

２０７ 弗·威·安德烈埃《纹章学须知，或纹章学）（《Ｄａ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ｗüｒｄｉｇｓｔｅ

ｄｅｒＨｅｒａｌｄｉｋｕｎｄｄｅｒＷａｐｐｅｎｋｕｎｄｅ》）１８４２年爱尔福特版。——第３８８

页。

２０８ １８４２年３月１８日，谢林结束了启示哲学讲学讲座的那一天，柏林大学

生在谢林居住的莱比锡街组织了一次火炬游行。——第３９０页。

２０９ 指１８４２年在普鲁士建立的省议会（即各省的等级会议，其职权范围只

限于处理地方经济和本省行政管理问题）的等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

由省议会从自己的议员中（按等级）选出的，组成联合的谘议机构——

“联合委员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打算借助这个徒有其名的代表

机关来征收新的税收和获得公债。——第３９０页。

２１０ “瓦哈拉群贤堂”——１８４１年按照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构思，

在雷根斯堡附近修建的宏伟建筑物，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德国贤明人

士的雕像。

  《瓦哈拉群贤录，瓦哈拉群贤堂的创建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一世编》（《Ｗａｌｈａｌｌａ’ｓＧｅｎｏｓｅ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ｌｄｅｒｔｄｕｒｃｈＫｏｎｉｇＬｕｄｗｉｇｄｅｎ

ＥｒｓｔｅｎｖｏｎＢａｙｅｒｎ，ｄｅｎＧｒüｎｄｅｒＷａｌｈａｌｌａ’ｓ》）是１８４２年在慕尼黑出版

的一本书，书中包括德国活动家的传略，这些活动家的雕像收藏在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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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群贤堂。——第３９１页。

２１１ 胡格诺教徒战争是文献上对法国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新教徒（胡格诺

教徒）之间的一次宗教战争的称呼，这次战争断断续续地从１５６２年延

续到１５９４年。——第３９４页。

２１２ 三级会议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法国最高等级代议机构，由僧侣、贵族

和全国城市的代表组成；三级会议由国王召开，目的是使会议同意征收

赋税和津贴金。中断了一百七十年以后又于１７８９年５月召开的三级会

议，在资产阶级革命业已成熟的情况下，根据第三等级代表的决定改为

国民议会。——第３９５页。

２１３ 恩格斯指的是他在下面引用的一篇匿名文章《德国的共产主义者》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该文发表于１８４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泰

晤士报》，转载于英国欧文社会主义者周报１８４４年１月６日《新道德世

界》第２８期。——第３９８页。

２１４ 魏特林由于想出版《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于１８４３年７月８日

在苏黎世被捕；此后，瑞士政府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调查德国流亡

者在瑞士的活动。同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公布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名

称是《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ＤｉｅＫ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ｉｎ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ｎａｃｈｄｅｎｂｅ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ｖｏｒｇｅｆｕｎｄｅｎｅｎＰａ－

ｐｉｅｒｅｎ》）。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全文。１８４３年苏黎世版。报告

的执笔者是委员会成员、律师、反动政治活动家约·卡·布伦奇里。

——第３９８页。

２１５ 指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的巴黎起义，起义是由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

斯所领导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筹划的，后来被军队

和国民自卫军击溃。——第３９８页。

２１６ 合并取消派（出自ＲｅｐｅａｌｏｆＵｎｉｏｎ——取消合并）是取消１８０１年英

国爱尔兰合并的拥护者。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１７９８年爱尔兰起义后强

加于爱尔兰的，它消灭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的

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

运动的最得人心的口号；在１８４０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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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页。    

２１７ 见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５７５—５９３页。——第３９９页。

２１８ １８３２年５月２７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的汉巴赫城堡附近由德国资

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政治性示威（所谓的汉巴赫大典）。

参加大典的人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

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

  １８３４年７月２７日，德国流亡者为纪念七月革命，在伯尔尼（瑞

士）近郊的施泰恩赫尔茨利主持召开了一次人数众多的大会，会上撕毁

了德意志各邦的纸旗，升起黑红黄三色旗，还发表了革命演说，唱了革

命歌曲。——第４００页。

２１９ 利百加派是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要求取消通行税的南威尔士农民运动的参

加者。运动领导人按照圣经上关于利百加的传说而自称利百加，该派遂

由此得名。他们常换上女人服装在夜间出来活动。——第４００页。

２２０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ｄｅ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ｕｎｄＦｒｅｉ

－ｈｅｉｔ》）１８４２年斐维版第２２８页。——第４０１页。

２２１ 指雅·格林就哥丁根大学把包括雅·格林在内的七个自由派教授解聘

一事而写的小册子《雅科布·格林谈自己被解聘》（《ＪａｃｏｂＧｒｉｍｍ

üｂｅｒｓｅｉｎｅ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１８３８年巴塞尔版（见注１７１）。——第４１１

页。      

２２２ 恩格斯指的是普鲁士政府同天主教教会之间由于不同宗教间通婚（天

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而发生的冲突。１８３７年，

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

叛国罪被捕，这个冲突就此开始。这个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伦纠

纷”的冲突，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以普鲁士政府向梵帝冈屈服

而告结束。——第４１２页。

２２３ 恩格斯指的是歌德在１８３１年写的两篇文章《向青年诗人进一言》（《Ｆüｒ

ｊｕｎ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ｒ》）和《再向青年诗人进一言》（《ＮｏｃｈｅｉｎＷｏｒｔｆüｒｊｕ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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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ｃｈｔｅｒ》）。——第４１８页。

２２４ 恩格斯对德国民间故事书的兴趣反映在《德国民间故事书》、《齐格弗里

特的故乡》两篇文章和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片断中（见

本卷第１４—２３、１３８—１４３、４６５—４８０页）。——第４２０页。

２２５ 指《公共场合和家庭祈祷用的基督教赞美诗集》（《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ｓＧｅｓａｎｇ

－ｂｕｃｈｚｕｒＢ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ｒｕｎｄｈａｕｓｌｉｃｈｅｒＡｎｄａｃｈｔ》）１８１２年

不来梅第１版。——第４２４页。

２２６ 指歌德的诗歌《浪游人夜歌》（《ＷａｎｄｅｒｅｒｓＮａｃｈｔｌｉｅｄ》）和席勒的诗歌

《信仰寄语》（《ＤｉｅＷｏｒｔｅｄｅｓＧｌａｕｂｅｎｓ》）。——第４２４页。

２２７ 阿·克纳普《教堂和家用福音诗歌荟萃》（《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ｒＬｉｅｄｅｒ－

ｓｃｈａｔｚｆüｒＫｉｒｃｈｅｕｎｄＨａｕｓ》）。根据当代要求整理汇编的基督教各个时

期教会歌曲汇集。两卷集，１８３７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４２４

页。

２２８ 恩格斯指的是亨·劳贝《游记》（《Ｒｅｉｅｅｎｏｖｅｌｌｅｎ》）１８３３—１８３４年莱比

锡第１版第１—４卷；《新游记》（《ＮｅｕｅＲｅｉｓｅｎｏｖｌｌｅｎ》）曼海姆版第１—

２卷。——第４４４页。

２２９ 尤·莫森《亚哈随鲁》（《Ａｈａｓｖｅｒ》），史诗，１８３８年德累斯顿和莱比

锡版。——第４４４页。

２３０ 恩格斯指的是谷兹科夫对莫森的史诗《亚哈随鲁》的评论。评论载于

１８３８年８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１２４期。——第４４４页。

２３１ 恩格斯指的是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的文章《谷兹科夫论亚哈随鲁》

（《Ｇｕｔｚｋｏｗ üｂｅｒＡｈａｓｖｅｒ》），文章载于１８３８年９月２７日（《雅士

报》第１８９号。——第４４５页。

２３２ 指爱·杜勒献给执政的巴伐利亚王朝的叙事诗集《维特尔斯巴赫》

（《Ｄｉｅ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ｅｒ》）１８３１年慕尼黑版。——第４４６页。

２３３ 指格·许尔施泰特编辑的德国文学选读《德国散文作家和诗人作品选

集，中学低级班和中级班复述和讲演辅助材料》（《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ａｕｓｇｅ－

７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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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ｈｌｔｅｒＳｔüｃｋｅａｕｓｄｅｎＷｅｒｋ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ＰｒｏｓａｉｋｅｒｕｎｄＤｉｃｈｔｅｒ，ｚｕｍ

Ｅｒｋｌａｒｅｎｕｎｄｍü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Ｖｏｒｔｒａｇｅｎｆüｒｄｉｅｕｎｔｅｒｅｎｕｎｄｍｉｔｔｌｅｒｅｎ

ＫｌａｓｅｅｎｖｏｎＧｙｍｎａｓｉｅｎ》），两册集，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杜塞尔多夫版。——

第４４６页。

２３４ 恩格斯指的是爱·杜勒为格拉贝《亚美尼亚之战》（《ＤｉｅＨｅｒｍａｎｎ－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一剧写的前言《格拉贝的一生》（《Ｇｒａｂｂｅ’ｓＬｅｂｅｎ》），见

格拉贝《亚美尼亚之战》，戏剧，１８３８年杜塞尔多夫版。——第４４６页。

２３５ 爱·杜勒《皇帝和教皇》（《ＫａｉｓｅｒｕｎｄＰａｐｓｔ》），小说，四卷集。１８３８

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２８４页。——第４４７页。

２３６ 恩格斯指的是对约·克·弗·温克勒的诗集《竖琴之音》（《Ｈａｒｆｅｎｋｌａ

ｎｇｅ》）的评论。评论载于１８３８年１２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２０８期，

题为《时代的表征》（《Ｚ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ｒＺｅｉｔ》）。——第４４９页。

２３７ 恩格斯《书的智慧》这首诗发表于１８３９年３月２４日《不来梅市信使

报》第８号。——第４５４页。

２３８ 马尔托是科伦的一个出版社，以虚构的出版商姓名彼埃尔·马尔托命

名。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该社出版过法语、荷兰语和德语的书籍和

小册子。马尔托派是指这个出版社范围内的作家和出版商。——第４５８

页。

２３９ 诗的作者是黑森选帝侯的宫廷大臣汉斯·阿道夫·冯·蒂默尔将军。

恩格斯在引用时稍为作了改动。他讽刺地把蒂默尔称为伟大的诗人。

——第４６１页。

２４０ １８３９年３—４月间，《德意志电讯》杂志刊登了恩格斯未署名的文章

《乌培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９３—５１８

页）。——第４６４页。

２４１ 大概是指１８３９年在莱比锡出版的Ｆ．马洛（诗人海尔曼·路德维希·

沃尔弗拉姆的笔名）的一本书《浮士德。三幕诗剧》（《Ｆａｕｓｔ．Ｅｉｎｄｒａｍａ

－ｔｉｓｃｈｅｓＧｅｄｉｃｈｔｉｎｄｒｅｉ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ｅｎ》）。——第４６５页。

２４２ 恩格斯的这首诗以《致市信使报》为题刊登于１８３９年４月２７日《不来

８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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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杂谈报》第３４号。见本卷第８页。——第４９０页。

２４３ 《卢兹之歌》（《ＯｓＬｕｓｉａｄａｓ》）是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伟大的诗人路易

斯·卡蒙恩斯的叙事诗，１５７２年出版。——第４９１页。

２４４ 恩格斯指的是自己的《乌培河谷来信》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９３—５１８页）。——第４９１、５１７页。

２４５ 恩格斯对龙克尔博士在《爱北斐特日报》上攻击《乌培河谷来信》的文

章的回答，见本卷第９—１０页（并见注４）。——第４９２页。

２４６ 《路德维希·白尔尼文集》（《ＬｕｄｗｉｇＢｏｒｎｅ．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十四册本。１８２９—１８３２年汉堡、１８３３—１８３４年巴黎第１版；第１和第

２分册：《戏剧丛谈》（《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Ｂｌａｔｔｅｒ》）１８２９年汉堡版。——

第４９４、５３９页。

２４７ 恩格斯指的是路·白尔尼《论席勒剧作中威廉·退尔的性格》（《Ｕｂｅｒ

ｄｅｎ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ｄｅ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ＴｅｌｌｉｎＳｃｈｉｌｌｅｓＤｒａｍａ》）一文。文章对席勒

的主人公作了十分尖锐的评述。白尔尼认为席勒的主人公是“十足的市

侩”，他在性格上同小资产者共有的东西远远多于同“大胆的山地居

民”共有的东西。——第４９５、５１７页。

２４８ 恩格斯指的是路德维希·白尔尼在《戏剧丛谈》中分析的以下几本著

作：卡·伊默曼《卡尔德尼奥和策琳达》（《ＣａｒｄｅｎｉｏｕｎｄＣｅｌｉｎｄｅ》），五

幕悲剧，１８２６年柏林版；卡·伊默曼《提罗耳的悲剧》（《ＤａｓＴｒａｕｅｒｓｐｉｅｌ

ｉｎＴｙｒｏｌ》），五幕诗剧，１８２８年汉堡版，这个剧本经作者修改后于１８３５

年出版，题为《安德烈亚斯·霍弗尔》；恩·劳帕赫《农奴，或伊西多

尔和奥里珈》（《ＤｉｅＬｅｉｂｅｉｇｅｎｅ，ｏｄｅｒＩｓｉｄｏｒｕｎｄＯｌｇａ》），五幕悲剧，１８２８

年维也纳版；亨·克劳伦《羊毛市场，或维堡饭店》（《ＤｅｒＷｏｌｌ－ｍａｒｋｔ，

ｏｄｅｒｄａｓＨｏｔｅｌｄｅＷｉｂｏｕｒｇ》），四幕喜剧，１８２６年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版；

恩·冯·胡瓦尔德《图画》（《ＤａｓＢｉｌｄ》），五幕悲剧，１８２１年莱比锡

版；恩·朗瓦尔德《灯塔》（《ＤｅｒＬｅｕｃｈｔｔｕｒｍ》）１８２１年莱比锡版。——

第４９５页。

２４９ １８３９年３月１日纽伦堡杂志《雅典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第３期

９２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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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讯”栏内对《乌培河谷来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卷第４９３—５１８页）有如下评价：“今年３月份的几期《电讯》十分

忠实地描写了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宗教方面的情况；作者用寥寥几笔生

动地勾画出克鲁马赫尔的特点。”——第４９７页。

２５０ 亨·莱奥《致约·哥雷斯书简》（《Ｓｅｎｄ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Ｊ．Ｇｏｒｒｅｓ》）１８３８

年哈雷版。——第４９８页。

２５１ 《自然研究的界限》（《ＤｉｅＧｒａｎｚｅｎ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一文载于

１８３９年３月２０、２３和２７日《福音派教会报》第２３—２５号。——第５０３

页。

２５２ 圣经《新约·彼得前书》第２章第２节。恩格斯把彼得误写为保罗。——

第５０３页。

２５３ Ｃｈｒ．Ｍａｒｋｌｉｎ．《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ｕｎｄ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Ｐｉｅｔｉｓｍｕｓ．Ｅｉ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Ｖｅｒｓｕ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３９．——第５０８页。

２５４ 法国的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开始于７月２７日。——第５１３页。

２５５ １８３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曼海姆市法院对小说《瓦莉，多疑的女人》的作

者卡尔·谷兹科夫起诉。同一天，谷兹科夫遭到审前羁押，至１８３６年

１月１３日才因“犯有渎神罪，践踏基督教信仰和侵犯教会，描写猥亵

情节”而被判处徒刑一个月，不包括审前羁押期。谷兹科夫服刑期为

１８３６年１月１４日至２月１０日（见注１７）。——第５１５页。

２５６ 恩格斯指的是克·海·魏瑟《批判地从哲理观点修订的福音史》（《Ｄｉｅ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ｕ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ｃｈ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一书，

两卷集，１８３８年莱比锡版。——第５１６页。

２５７ 摘自卡·倍克诗作《莱比锡漫步》（诗集《夜，披甲戴盔的歌》。第一个

故事。第三夜）。关于这本诗集，见注２２。——第５１６页。

２５８ 泰·克赖策纳赫《诗歌集》（《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１８３９年曼哈姆版。——第

５２３页。

２５９ 弗·冯·斯米特《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和战争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

０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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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ｅｓ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ｕｆｓｔａｎｄｅｓｕｎｄＫｒｉｅｇｅｓｉｎ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８３０ｕｎｄ

１８３１》）１８３９年柏林版第１—２部。该书第３部于１８４８年出版。——第

５２３页。

２６０ 弗·冯·斯米特《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和战争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ｕｆｓｔａｎｄｅｓ…》）１８３９年柏林版第１部第２３７页。——第

５２３页。

２６１ 指罗·索尔蒂克的《波兰。波兰革命的历史、政治和军事概况）（《Ｌａ

Ｐｏｌｏｇｎｅ．Ｐｒéｃ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ｄｅｓ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１—２卷。恩格斯引用的是１８３４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德

译本，该书有两个书名：《波兰的地理和历史记述。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１年

事件全貌。目击者撰》（《Ｐｏｌｅ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ｕ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ｌｄｅｒｔ．

Ｍｉｔｅｉｎｅｒｖｏｌｌｓｔａｎｄｉｇ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Ｊａｈｒｅ１８３０ｕｎｄ１８３１．Ｖｏｎ

ｅｉｎｅｍＡｕｇｅｎｚｅｕｇｅｎ》）；《波兰及其为自由而决战的英雄们。兼论波兰建

国以来至１８３０年的简史。索尔蒂克伯爵著》（《Ｐｏｌｅｎ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Ｈｅｌｄｅｎ

ｉｍｌｅｔｚｔｅ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ｋａｍｐｆｅ．ＮｅｂｓｔｅｉｎｅｍｋｕｒｚｅｎＡｂｒｉｄｅｒｐ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ｅｉｔｉｈｒｅｍＢｅｇｉｎｎｅｂｉｓｚｕ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３０ｖｏｎｄｅｍＧｒａｆｅｎ

Ｓｏｌｔｙｋ》）。——第５２３页。

２６２ 恩格斯引用的是十八世纪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列奥波特·施托尔贝

格伯爵描述一位士瓦本老骑士给自己儿子的歌《儿子，接过我的矛》

（《ＳｏｈｎｄａｈａｓｔｄｕｍｅｉｎｅｎＳｐｅｅｒ》）而写的讽刺诗。——第５２７页。

２６３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３８年７月间对德国现代革命密谋进行侦查的主要结

论》（《Ｄａｒ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Ｈａｕｐｔ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ｅａｕｓｄｅｎｗｅｇｅｎｄ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ｎＣｏｍｐｌｏｔｔ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Ｚｅｉ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ｇｅｆüｈｒｔｅｎＵｎｔｅｒ

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ＡｕｆｄｅｎＺｅｉｔ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ｍｉｔＥｎｄｅＪｕｌｉ１８３８》），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版。该书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中央侦查委员会对“蛊惑

者”一案的侦查材料（见注１１６）。——第５３３页。

２６４ Ｊ．Ｖｅｎｅｄｅｙ．《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ｕｎｄ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ｔｈｕｍ》．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３９．——

第５３４、５３８页。

２６５ 卡尔·格律恩《旅行札记。波罗的海和莱茵河》（《ＢｕｃｈｄｅｒＷａｎｄｅｒｕｎ

－ｇｅｎ．ＯｓｔｓｅｅｕｎｄＲｈｅｉｎ》）加塞尔和莱比锡版，１８３９年用笔名恩斯特

１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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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海德（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ｄｅｒＨａｉｄｅ）出版。——第５３７页。

２６６ 路·白尔尼《巴黎记述》（《Ｓｃｈｉｌ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ａｕｓＰａｒｉｓ》），载于《白尔尼

文集》１８２９年汉堡版第五册。——第５３９页。

２６７ 大·弗·施特劳斯《鉴别和评述》（《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ｔｉｋｅｎｕｎｄＫｒｉｔｉｋｅｎ》），

神学、人类学和美学领域杂文集，１８３９年莱比锡版。这个集子的第一篇

文章是献给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的，标题是《施莱艾尔马赫尔和道布

对当代神学的意义》（《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ｕｎｄＤａｕｂ，ｉｎｉｈｒ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ｆüｒ

ｄｉ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ｓｅｒｅｒＺｅｉｔ》）。第六篇文章标题是《现代狂人故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ｓｅｓｓｅｎ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ｒＺｅｉｔ》）。——第５４０、５４６页。

２６８ 恩格斯指的是奥·托路克《福音史的可靠性兼评施特劳斯〈耶稣传〉以

飨神学家和非神学家读者》（《ＤｉｅＧｌａｕｂｗüｒｄ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ｚｕｇｌｅｉｃｈｅｉｎｅ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ｓＬｅｂｅｎｓＪｅｓｕｖｏｎＳｔｒａｕ，ｆüｒｔｈｅｏｌ

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ｎｉｃｈｔ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Ｌｅｓｅｒ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该书于１８３７年在汉

堡出第１版。——第５４１页。

２６９ 奥·奈安德《耶稣基督传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发展》（《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ｉｎ ｓｅｉｎｅ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１８３７年汉堡版。——第５４１

页。

２７０ 在１８４０年１月１、４、８、１１、１５、１８、２２和２５日《福音派教会报》第

１—８号的题为《前言》（《Ｖｏｒｗｏｒｔ》）的文章中反驳了克·梅尔克林

《现代虔诚主义述评》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ｕｎｄ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Ｐｉｅｔｉｓｍｕｓ》）—书（１８３９年斯图加特版）。

  关于虔诚主义，见注９。——第５４４页。

２７１ 袄教徒是印度和伊朗的一种宗教教派的代表，奉火、空气、水和土为神，

即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

 自由思想家是十六世纪中叶具有民主性质并在法国和瑞士广泛传播

的宗教泛神论教派的代表。自由思想家曾同加尔文及其信徒进行斗争，

但遭到失败。（关于加尔文教，见注１１）。——第５４５页。

２７２ 见１８４０年《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第１、２期中的《出

２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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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者关于出版十周年序》（《Ｖｏｒｗｏｒｔｄｅｓ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ｓｚｕｍ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ｅ》）一文。——第５４６页。

２７３ 根据福音传说，在巴勒斯坦迦拿城的一次婚宴上，基督把水变成了酒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２章）。——第５４６页。

２７４ Ｆ．Ｇｒｉｌｐａｒｚｅｒ．《Ｗｅｈ’ｄｅｍ，ｄｅｒｌüｇｔ！》ＬｕｓｔｓｐｉｅｌｉｎｆüｎｆＡｕｆｚüｇｅｎ．Ｗｉｅｎ，

１８４０．——第５４７页。

２７５ 恩格斯指的是福音教派主教、宫廷传教士鲁·弗·艾勒特１８４０年１月

１９日在柏林王宫的骑士大厅发表的演说。演说辞载于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０

日《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第２０期。——第５４９页。

２７６ 指卡·罗泰克《各等级的通史，自古代至１８３１年》（《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Ｗｅｌｔ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ｆüｒａｌｌｅＳｔａｎｄｅ，ｖｏｎｄｅｎｆｒüｈ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ｅｎｂｉｓｚｕｍＪａｈｒｅ

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斯图加特版第４卷。通史于１８３１年开始出版。——第

５４９页。

２７７ 烧炭党人（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ｏ——直译是：烧木炭工人）是十九世纪前三十年

存在于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的密谋性团体的成员。

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

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恢复意

大利的统一和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

表人物，其任务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第５５０页。

２７８ 恩格斯指的是莱文·许金的一篇评论安奈特·伊丽莎白·德罗斯特－

许尔斯霍夫的诗歌的文章，该文发表于１８３８年１０月《德意志电讯》第

１７０期。——第５５１页。

２７９ １８４０年５月，恩格斯在明斯特时，曾与激进的德国作家莱·许金和海

·皮特曼商量有关用德文出版他们共同翻译的雪莱作品问题。——第

５５１页

２８０ 威·埃利阿斯《信仰和知识》（《Ｇｌａｕｂ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小说，两卷集，

１８３９年不来梅版。——第５５３页。

２８１ 见１８４０年６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９７期《柏林日记》（《Ｔａｇｅｂｕｃｈ

３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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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ｓＢｅｒｌｉｎ》）一文。——第５５３页。

２８２ １８３９年在莱比锡出版了皮特曼的书《杜塞尔多夫画派及其自１８２９年

成立艺术协会以来的成就》（《Ｄｉｅ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Ｍａｌｅｒｓｃｈｕｌｅｕｎｄｉｈｒｅ

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ｓｅｉｔｄｅｒＥｒ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ｓＫｕｎｓｔｖｅｒｅｉｎｅｓｉ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２９》）；

１８４０年在巴门出版了他的书《查特顿》（《Ｃｈａｔｔｅｒｔｏｎ》）：第１部《诗

人的生平》（《ＬｅｂｅｎｄｅｓＤｉｃｈｔｅｒｓ》），第２部《诗作》（《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第５５４页。

２８３ 指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由许金译成德文。——第５５５页。

２８４ １８４０年６月７日由古斯塔夫·普菲策尔出版的《外国文学消息报》

（《ＢｌａｔｔｅｒｚｕｒＫｕｎｄｅｄ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ｄｅｓＡｕｓｌａｎｄｓ》）刊登了许金翻译的

雪莱的两首诗和柯勒律治的三首诗。——第５５５页。

２８５ 尼·莱诺的叙事诗《浮士德）（《Ｆａｕｓｔ》）１８３６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

——第５６８页。

２８６ 弗里德里希·冯·劳麦《霍亨斯陶芬王朝及其时代的历史》（《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ＨｏｈｅｎｓｔａｕｆｅｎｕｎｄｉｈｒｅｒＺｅｉｔ》），六卷集，１８２３—１８２５年莱

比锡版。——第５６８页。

２８７ 弗·狄茨《罗马语语法》（《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ｄｅｒｒｏｍ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ｎ》），

两卷集，１８３６—１８３８年波恩版。——第５６８页。

２８８ 《歌德全集》（《Ｇｏｅｔｈｅ．Ｓａ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１８４０年斯图加特和杜宾

根版。——第５８３页。

２８９ 罗·爱·普鲁茨《莱茵河》（《ＤｅｒＲｈｅｉｎ》），诗歌，１８４０年莱比锡版。

——第５９２页。

２９０ １８４１年３月底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第５９６页。

２９１ １８４１年９月下半月恩格斯赴柏林服兵役，为炮兵连志愿兵。——第６０２

页。

２９２ 卡尔·韦德尔的悲剧《哥伦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于１８４２年１月７日在

柏林皇家歌剧院首次上演。演出前及幕间演奏了贝多芬交响乐的几个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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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章。——第６０５页。

２９３ 亚尔古船英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们曾由约逊率领，乘“亚尔

古”号船往科尔希达（现为南高加索）取巨龙所守护的金羊毛。

  在这首诗中，恩格斯提到许多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莉阿德尼，克

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她曾帮助自己的情人提修斯逃出迷宫；雅典王爱

琴，提修斯的父亲；米诺托尔，被提修斯杀死的吃人的牛头人身怪；卡

德摩斯（阿革诺里德），腓尼基王阿革诺尔的儿子，神话中希腊忒拜城

的创建者。——第６２３页。

２９４ 这首诗是恩格斯用古希腊文写的，１８３７年９月１５日曾在爱北斐特中

学的公众庆祝会上朗读过。诗的情节是古希腊神话中关于阿尔戈斯城

的军队远征忒拜城的故事。奥狄浦斯王的儿子波吕涅克斯讨伐非法篡

夺忒拜权力的哥哥伊托克列斯。兄弟二人在决斗中互刺身亡。

  恩格斯在诗中显示了对古希腊神话的渊博知识，他在古希腊神话

的基础上为描绘决斗场面创造了生动的背景。例如，他在叙述中仿效了

这个故事：忒拜王的妻子，残忍的迪尔卡，把河神阿索普的女儿安提奥

帕绑在牛角上欲加残害，但她自己被安提奥帕的儿子们如法炮制而处

死；还提到恶运的化身死神克拉。——第６４４页。

２９５ 诗剧《科拉·迪·里恩齐》的草稿是在乌培河谷市立图书馆所藏德国诗

人阿道夫·舒尔茨遗留的文件中发现的。舒尔茨是乌培河谷作家和艺

术爱好者团体的成员，恩格斯在爱北斐特中学时期的许多同学都参加

过这个团体。恩格斯的同学卡尔·德·哈斯于１８４０年９月３０日给阿

道夫·舒尔茨的信中曾提到恩格斯的一个歌剧本，可见，《科拉·迪·

里恩齐》就是这一歌剧本的草稿。

  在这部草稿上，恩格斯在好几页上所画的速写，有一部分是与剧情

有关的（见本卷第６５６—６５７页之间的复制品）。——第６４８页。

２９６ １８３７年９月，恩格斯由于父亲的坚持，从中学高年级辍学，校长汉契

克博士因此向他颁发了肄业证书。——第６９２页。

５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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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拉尔 ，皮 埃 尔（Ａｂéｌ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

１０７９—１１４２）——杰出的法国哲学家和

神学家。——第３０９页。

阿尔宁，蓓蒂娜（Ａｒｎｉｍ，Ｂｅｔｔｉｎａ１７８５—

１８５９）——德国浪漫派女作家，在四十

年代迷醉于自由主义思想。—— 第

３３、４４４页。

阿尔坦施泰因，卡尔（Ａｌ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Ｋａｒｌ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宗教事务、教

育和卫生大臣（１８１７—１８３８）。——第

１５１、２１３页。

阿尔文斯累本，路德维希·卡尔·弗里德

里希·威廉·古斯塔夫·冯（Ａｌｖｅｎｓ－

ｌｅｂｅｎ，Ｌｕｄｗｉｇ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Ｇｕｓｔａｖｖ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６８）——德

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

为《德意志贵族报》的出版者和编辑之

一，德国贵族特权的辩护人。——第

５７、１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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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意

大利大诗人。——第４８９、５３４页。

阿里斯托芬（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ｎｅｓ约公元前

４１６—３８５）——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

写有政治喜剧。——第７６页。

阿伦特，恩斯特·莫里茨（Ａｒｎｄｔ，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德国作家，历

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德国人民反对拿破

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未摆脱民

族主义的束缚；主张君主立宪。——第

１４４—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７、５９２页。

阿斯帕西娅（Ａｓｐａｓｉａ约生于公元前４７０

年）——古希腊的艺妓，伯里克利的妻

子，聪慧过人，才艺出众，姿色秀

丽。——第２７５页。

埃伯莱因（Ｅｂｅｒｌｅｉｎ）——不来梅的洛伊波

尔德商行的职员。——第４０８、５６８、

５７１页。

埃德尔曼，约翰·克里斯蒂安（Ｅｄｅｌ－

ｍａｎｎ，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９８—

１７６７）——德国神学家，因为在宗教问

题上 发表 一些 自由 思想 而 遭迫

害。——第３４０、３８２页。

埃尔德曼，约翰·爱德华（Ｅｒｄｍａｎｎ，

Ｊｏｈａｎ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５—１８９２）—— 德

国哲学家，黑格尔派右翼。——第５９１

页。    

埃根，卡斯帕尔（Ｅｇｅｎ，Ｃａｓｐａｒ１７９３—

１８４９）——数学和物理教员，后为爱北

斐特理科中学校长。——第１０页。

埃利阿斯，威廉（Ｅｌｉａｓ，Ｗｉｌｈｅｌｍ）——德

国作家，虔诚主义者。——第５５３页。

埃斯库罗斯（Ａｉｓｃｈｙｌｏｓ公元前５２５—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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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作家。——第４８８、４８９页。

爱德华七世（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４１—１９１０）——

英国亲王，１９０１年起为大不列颠和爱

尔兰国王。——第６０４页。

艾伯特，卡尔·埃贡（Ｅｂｅｒｔ，ＫａｒｌＥｇｏｎ

１８０１—１８８２）——奥地利浪漫主义诗

人。——第４５８页。

艾勒特，鲁勒曼·弗里德里希（Ｅｙｌｅｒｔ，

Ｒｕｌｅ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１８５２）——

德国主教，国务会议成员，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心腹。——第５４９页。

艾维希，约翰·雅科布（Ｅｗｉ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１７８８—１８６３）——德国教育家，

巴门市立学校的创办人之一。——第

５１８页。

艾曾巴尔特，约翰·安德烈亚斯（Ｅｉｓｅｎ－

ｂａｒｔ，Ｊｏｈａｎ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６６１—１７２７）

——德国医生，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

知识，同时兼用江湖医生的治疗方法；

是德国民间创作《艾曾巴尔特医生》中

的江湖医生的原型。——第３１５页。

安堡，伊萨克·范（Ａｍｂｕｒｇｈ，Ｉｓａａｃｖａｎ

生于１８１１年）——十九世纪上半叶著

名驯兽家。——第８７页。

安德烈埃，弗里德里希·威廉（Ａｎｄｒｅａ，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写有纹章学著

作。——第３８８页。

奥尔西尼（Ｏｒｓｉｎｉ十四世纪人）——罗马

显贵，封建贵族的首领之一。——第

６５０、６５１、６５６、６６０、６６１、６６７页。

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１８１５—１８６７）——巴伐

利亚王子，希腊国王（１８３２—１８６２）。

——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Ｂ

巴德，卡尔（Ｂａｄｅ，Ｃａｒｌ）——普鲁士军官，

军事著作家。——第１４７页。

巴尔，海尔曼（Ｂａｌｌ，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４—１８６０）

——维尔夫拉特的新教牧师，后为爱北

斐特的新教牧师。——第４６４页。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Ｂａ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１６８５—１７５０）—— 伟大的德

国作曲家。——第１８２页。

巴姆比，约翰·古德温（Ｂａｒｍｂｙ，Ｊｏｈｎ

Ｇｏｏｄｗｉｎ１８２０—１８８１）——英国牧师，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扬者。——第４０３

页。

白尔尼，路德维希（Ｂｏｒｎｅ，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６—

１８３７）——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

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

者。——第２２、２６、２９、３５、３９、５５、６２、

７５、８０、１０８、１４４、１５０—１５２、２９６、３１２、

４５６、４９５、５０２、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４、５２５、５２９、

５３４、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２页。

拜伦，乔治（Ｂｙｒ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８８—１８２４）

——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

代表人物。——第９８、４９６、５５１、５５５页。

保尔，约翰（Ｐｏｌ，Ｊｏｈａｎｎ）—— 海得斐特

（离乌培河谷不远）的新教牧师，著有宗

教诗集。——第１２页。

保路斯，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

（Ｐａｕｌｕ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Ｇｏｔｔｌｏｂ

１７６１—１８５１）——德国新教神学家，唯

理论者。——第１３１、１３３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

３６２、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９、３８０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

７３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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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作。—— 第３０１、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５、

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５、３６０、３６３、３６６、３７２、

３７６、３７９—３８６页。

鲍威尔，卡罗琳（Ｂａｕｅｒ，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１８０７—

１８７７）——女演员。——第１００页。

贝多芬，路德维希·万（Ｂｅｅｔｈｈｏｖｅｎ，Ｌｕｄ

ｗｉｇｖａ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７）——伟大的德国

作曲家。——第２７、１６０、１８２、５４７、５９５

页。

贝尔曼，格奥尔格·尼古劳斯（Ｂａｒ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Ｎｉｃｏｌａｕｓ１７８５—１８５０）——汉堡

作家。——第５５４页。

贝格曼，约·赫·（Ｂｅｒｇｍａｎｎ，Ｊｏｈ．Ｈ．）

——不来梅的糖业经纪人。——第５４８

页。

贝克 尔，尼 古 劳 斯（Ｂｅｃｋｅｒ，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１８０９—１８４５）——德国小资产阶级诗

人，他写的诗《德国的莱茵河》被民族主

义者广泛引用。——第１５８、５９２页。

贝朗热，皮埃尔·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民

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

——第７６页。

贝利尼，文钦佐（Ｂｅｌｌｉｎ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１８０１—

１８３５）——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

第２７、１６０页。

倍克，卡尔（Ｂｅｃｋ，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７９）——

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四十年代中为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２４—３０、３６、６２、７５、８４、８６、８７、４４４、４５７、

４９５、４９６、５１４—５１８、５２５、５４３页。

本生，卡尔（Ｂｕｎｓｅｎ，Ｃａｒｌ生于１８２１年）

——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为波恩大学法律系

学生，后为外交官。——第６１６页。

彼拉多，本丢（Ｐｉｌａｔｕｓ，Ｐｏｎｔｉｕｓ约死于３７

年）—— 犹太的罗马总督（２６—３６）。

——第１８５页。

毕丰，若尔日·路易（Ｂｕｆｆ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Ｌｏｕｉｓ１７０７—１７８８）——杰出的法国自

然科学家。——第７５页。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里德

·格奥 尔格（Ｂüｌｏｗ－Ｃｕｍｍｅｒｏｗ，

Ｅｒｎｓ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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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

页。

波尼亚托夫斯基，约瑟夫（Ｐｏｎｉａｔｏｗｓｋｉ，

Ｊｏｓéｐｈ１７６３—１８１３）——公爵，波兰政

治和军事活动家，将军，１８０９—１８１３年

参加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１６５

页。

波旁王朝—— 法国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 第

３９５页。

勃鲁姆，卡尔·路德维希（Ｂｌｕｍ，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６—１８４４）——作曲家、诗人

和舞台艺术家。——第１０１页。

伯恩哈德（Ｂｅｒｎｈａｒｄ）——恩格斯在巴门

的朋友。——第５９７页。

伯里克利（Ｐｅｒｉｋｌｅｓ公元前４９０左右—

４２９）——雅典国家活动家，曾促进民主

制的巩固。——第５３９页。

伯麦，雅科布（Ｂｏｈｍｅ，Ｊａｋｏｂ１５７５—１６２４）

——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学家，

他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辩证发展的

思想。——第４２０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古

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第６９２页。

博伊尔曼，爱德华（Ｂｅｕｒｍａｎ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０４—１８８３）——德国作家，曾参加“青

年德意志”文学团体，奥地利政府的密

探。——第１８１、４５６、４５７、５１５、５２３页。

博伊特尔——见扎克，卡尔·亨利希。布

尔，路德维希（Ｂｕｈ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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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丛书《爱国者》的作者。——第３６３、

３７９、３８１页。

布莱克，弗里德里希（Ｂｌｅｅ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３—１８５９）——德国新教神学家，波

恩大学教授，从事圣经研究。—— 第

５９１页。

布兰迪斯，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Ｂｒａｎ

－ｄｉ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０—１８６７）

——德国哲学史家，曾参加亚里士多德

著作的出版工作。——第３５２页。

布兰克，威廉（Ｂｌａｎｋ，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１—

１８９２）——恩格斯的同学，后为商人。

—— 第４２２、４５０、４５９、４６４、４９１、４９２、

４９７、５２８、５７４、５９５、６０１页。

布雷特，威廉·奥古斯特（Ｂｒｅｄｔ，Ｗｉｌ－

ｈｅｌｍ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巴门市

长（１８５５—１８５７）和第一市长（１８５７—

１８７９）。——第６１８页。

布林克迈尔，爱德华（Ｂｒｉｎｃｋｍｅｉｅｒ，Ｅｄｕ－

ａｒｄ１８１１—１８９７）——作家，《午夜报》的

编辑（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第５５４页。

布鲁土斯（鲁齐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土

斯）（Ｌｕｃｉ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约死于公元

前５０９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

创始人；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们，因

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

第２７５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公元前８５左右

—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共和

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划者

之一。——第４４８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

（Ｂｌüｃｈｅｒ，Ｇｅｂｈａｒｄ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１７４２—

１８１９）——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

破仑法国的战争。——第３５７、３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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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页。

Ｃ

策德利茨，约瑟夫·克里斯蒂安·冯

（Ｚｅｄｌ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ｖｏｎ１７９０—

１８６２）——奥地利诗人，反动浪漫主义

的代表人物。——第４５８页。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左右—８１４）

—— 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

（８００—８１４）。——第２１、３２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法

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第３９、２１６、

５５０页。

Ｄ

达尔维耶拉，路易·科布莱特（Ｄ’Ａｌｖｉ－

ｅｌｌａ，ＬｏｕｉｓＣｏｂｌｅｔ）——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

为波恩大学学生。——第６１６页。

大仲马，亚历山大（Ｄｕｍａｓｐèｒｅ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ｅ１８０３—１８７０）——著名的法国作家。

——第３４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 第３４０、

３４１、３７２、３８２页。

但丁· 阿利 格埃 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１０页。

道布，卡尔（Ｄａｕｂ，Ｋａｒｌ１７６５—１８３６）——

德国新教的思辨派神学家。—— 第

５４０、５４６页。

德克希姆（Ｄｅｒｋｈｉｅｍ）——不来梅的洛伊

波尔德商行的职员。——第５６１、５６３、

５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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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乌斯，尼古劳斯（Ｄｅｌｉｕｓ，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１８１３—１８８８）——德国语文学家，莎士

比亚研究家，１８６３年起为波恩大学教

授。——第１０４页。

德林，卡尔·奥古斯特（Ｄｏｒｉｎｇ，ＫａｒｌＡｕ

ｇｕｓｔ１７８３—１８４４）——爱北斐特的新教

传教士，宗教诗的作者。——第１２、４６４

页。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安奈特·伊丽莎

白·冯（Ｄｒｏｓｔｅ－ ＨüｌｓｈｏｆｆＡｎｎｅｔｔｅ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ｖｏｎ１７９７—１８４８）——德国女

作家和诗人。——第９８、５５１、５５５页。

狄茨，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Ｄｉｅ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４—１８７６）——

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

人之一，第一部罗马语语法的作者。

——第５６８页。

迪斯特，奥托·卡尔·埃里希·亨利希

（Ｄｉｅｓｔ，ＯｔｔｏＣａｒｌＥ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４１—１８４２为波恩大学法律系学生。

——第６１６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２０４、２１３

页。

蒂尔施，伯恩哈德（Ｔｈｉｅｒｓｃ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 德国教师和诗人。

——第９３页。

蒂克，路德维希（Ｔｉｅｃｋ，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７３—

１８５３）——德国作家和语文学家，反动

的浪漫主义者，曾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

的文学作品和民间童话。——第１６、

２０、２３、４４３、４５５页。

蒂勒，约翰·尼古劳斯（Ｔｉｅｌｅ，Ｊｏｈａｎｎ

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１８０４—１８５６）—— 新教传教

士，虔诚主义者。——第１３２、５２９页。

蒂夏切克，约瑟夫·阿洛伊斯（Ｔｉｃｈａ－

ｔｓｃｈｅｋ，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ｏｉｓ１８０７—１８８６）——

著名德国男高音，在维也纳和德累斯顿

演唱过许多歌剧。——第１００页。

第欧根尼（西诺普的）（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ｏｆＳｉ－

ｎｏｐｅ约公元前４０４—３２３）——古希腊

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创始人之一，该学

派反映了人民中贫困阶层对有产者统

治的消极抗议。——第５３９页。

丁盖尔施泰特，弗兰茨（Ｄｉｎｇｅｌｓｔｅｄｔ，

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４—１８８１）——男爵，德国诗

人和作家，最初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

治诗歌作品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中为

宫廷剧作家；保皇党人。——第２５、４５８

页。

东布罗夫斯基，扬·亨利克（Ｄｏｍｂｒｏｗ－

ｓｋｉ（Ｄａｂｒｏｗｓｋｉ），ｊａｎＨｅｎｒｙｋ１７５５—

１８１８）——波兰将军，波兰１８０６年起义

的组织者，拿破仑第一远征（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和１８１２）的参加者。——第

１６５页。

杜尔霍尔特（Ｄüｒｈｏｌｔ）——下巴门的维滕

施泰因商行办事员。——第４６４页。

杜 勒，爱 德华（Ｄｕｌｌｅｒ，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９—

１８５３）——德国作家，反动的浪漫主义

者，写有一些拙劣的历史小说。——第

３５、４４６、４５８页。

杜 沙 特尔，沙尔 （Ｄｕｃｈａｔｅ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３—１８６７）——法国国家活动家，奥

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和１８４０年—１８４８年２月）。—— 第

３０２页。

敦策（Ｄｕｎｔｚｅ）——不来梅市市长（１８３９）。

——第４６０页。

多米齐安（梯特·弗拉维·多米齐安）（Ｔｉ

－ｔｕｓＦｌａｖｉｕｓＤｏｍｉｔｉａｎ５１—９６）——罗

马皇帝（８１—９６）。——第３９４页。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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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恩格尔曼，威廉（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８—１８７８）——１８１１年在莱比锡创

办的恩格尔曼图书出版社的老板。——

第５５２、５５４页。

恩格斯，阿德琳（Ｅｎｇｅｌｓ，Ａｄｅｌｉｎｅ１８２７—

１９０１）——恩格斯的堂妹，卡斯帕尔·

恩格斯的女儿。——第４０７、５５９页。

恩格斯，埃米尔（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１８２８—

１８８４）——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

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第４８２—４８５、５９８、６０１、６８９页。

恩格斯，埃米莉（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ｉｅ１８２５—

１９０６）——恩格斯的堂妹，卡斯帕尔·

恩格斯的女儿。——第４０７页。

恩格斯，爱利莎（Ｅｎｇｅｌｓ，Ｅｌｉｓｅ１８３４—

１９１２）——恩格斯的小妹妹，在她的姐

姐安娜死后，成为阿道夫·冯·格里斯

海姆的第二个妻子。——第５９８、６０１、

６８９页。

恩格斯，安娜（Ｅｎｇｅｌｓ，Ａｎｎａ１８２５—１８５３）

——恩格斯的妹妹，嫁给阿道夫·冯·

格里斯海姆。—— 第４１４、４２７、４６１、

４８２、４Ｂ３、５７９、５９８、６０１、６９１页。

恩格斯，奥古斯特（Ｅｎｇｅｌ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７—

１８７４）——恩格斯的叔父，巴门的卡斯

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的股东。——第

４２７、６０１页。

恩格斯，奥古斯特 （Ｅｎｇｅｌ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２４—１８５５）——恩格斯的堂弟，奥古

斯特·恩格斯的儿子。——第４８６、５９７

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０）——恩格斯的父亲。——

第４０９、４２０、４３０、４８６、５４８、５９４、５９８、

６０１、６８９—６９１页。

恩 格 斯，海 德 维 希（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ｄ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４）——恩格斯的妹妹，嫁给

巴门商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博林。

——第４８２—４８５、５９８、６０１、６８９页。

恩格斯，海尔曼（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２２—

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

司的股东。——第４１４、４２７、４３５、４５２、

４５４、４８６、５４８、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１、６１２、６９０

页。

恩格斯，卡尔（Ｅｎｇｅｌｓ，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４０）

——恩格斯的堂兄，卡斯帕尔·恩格斯

的儿子。——第４０７、４３１页。

恩格斯，卡斯帕尔（Ｅｎｇｅｌｓ，Ｃａｓｐａｒ１７５３—

１８２１）——恩格斯的祖父。——第６８８

页。

恩格斯，鲁道夫（Ｅｎｇｅｌｓ，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３１—

１９０３）——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

司的股东。——第４２７、４８２—４８５、５９８、

６０１、６８９页。

恩格斯，玛丽亚（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ｒｉｅ１８２４—

１９０１）——恩格斯的妹妹，嫁给卡尔·

埃米尔·布兰克。——第４０７—４１０、

４１３—４１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０—

４６２、４８１—４８６、４９３—４９４、５２０—５２１、

５５６—５７４、５７８—５８９、５９３—６１９、６９１页。

恩格斯，小卡斯帕尔——（Ｅｎｇｅｌｓ，Ｃａｓｐａｒ

１７９２—１８６３）——恩格斯的伯父，１８４９

年起为卡斯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的

唯一的所有人。——第４０８、６９１页。

恩格斯，伊达（ＥｎｇｅｌｓＩｄａ１８２２—１８８４）

——恩格斯的堂妹，奥古斯特·恩格斯

的女儿，嫁给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

—— 第 ４３１、５６７、５７３、６０９、６１１

页。   

恩格斯，伊丽莎白（爱利莎）·弗兰契斯卡

１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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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齐娅（Ｅｎｇｅｌｓ，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Ｅｌｉｓｅ）

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Ｍａｕｒｉｔｉａ１７９７—１８７３）（父姓

范·哈尔ｖａｎＨａａｒ）——恩格斯的母

亲。—— 第４０８—４１０、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６、４８２—４８６、５７１、５８３、６００、６０１、６１９、

６８７—６９１页。

恩格斯，尤利乌斯（Ｅｎｇｅｌｓ，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恩格斯的堂兄，卡斯帕尔·

恩格斯的儿子。——第６９１页。

恩格斯，尤莉娅（Ｅｎｇｅｌｓ，Ｊｕｌｉｅ１８２１—

１８７５）——恩格斯的堂妹，卡斯帕尔·

恩格斯的女儿。——第４３１、６０１页。

恩斯特－奥古斯特（Ｅｒｎ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１）——汉诺威国王（１８３７—１８５１）。

——第３１０、４１２、５１３、５５０页。

Ｆ

法伯尔（Ｆａｂｅｒ）——德累斯顿《晚报》一撰

稿人的笔名。——第４７４页。

法伊斯特科恩（Ｆｅｉｓｔｋｏｒｎ，Ｇ．Ｗ．）——画

家，恩格斯在不来梅的熟人。——第

４１１、４２６、４３２、５８０页。

菲力皮，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Ｐｈｉ－ｌｉｐｐｉ，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德

国新教神学家。——第３４４、５３１页。

斐迪南七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８４—１８３３）

—— 西 班牙 国 王（１８０８和 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５５０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

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

２０２、２１３、２２９、２４２、２６６、３６５、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２、３７６页。

费尔德曼，古斯塔夫（Ｆｅｌｄｍａｎｎ，Ｇｕｓ－ｔａｖ

生于１８０２年）—— 恩格斯的同学，律

师，后为萨尔布吕肯市参议会议长。

——第４１９页。

费奈迭，雅科布（Ｖｅｎｅｄｅｙ，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５—

１８７１）——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第５３４、５３８页。

费希特，伊曼努尔·海尔曼（Ｆｉｃｈｔｅ，Ｉｍ－

ｍａｎｕｅｌ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７９６—１８７９）—— 德

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哥

特利布·费希特的儿子。——第２０９、

３５２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

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 德国

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十八世纪末

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

物。——第１７２、１９８、１９９、２１５、２３６、

３５２页。    

伏尔泰，弗朗索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法国自

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

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７６、

１３１、３４０、３６２、３８２、３８５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 （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

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

命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

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

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２５、３５、９４、

９８、１６７、４４４、４５８、４６４、５１８、５５５、５９２

页。    

弗赖，伊丽莎白（Ｆｒｙ，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１７８０—

１８４５）——英国女慈善家，主张改革监

狱，改善囚犯特别是儿童的状况。——

第１４０页。

弗兰茨一世（Ｆｒａｎｚ １７６８—１８３５）——

奥地利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３５），所谓神圣罗

马帝国皇帝（１７９２—１８０６），称弗兰茨二

世。——第５５０页。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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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路德维希·奥古斯特（Ｆｒａｎｋｌ，

Ｌｕｄｗｉｇ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０—１８９４）——奥地

利浪漫主义诗人。——第４５８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ｄｅｒ“Ｇｒｏｅ”）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

——第１７０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２７、５２３、５４９、

６０３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１４２、２１６、３９０、

５４２、５９０、６０４、６０７页。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弗里德里希）·冯

（Ｆｌｏ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Ｆｒａｎｚ（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８０３—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德国许

多定期刊物的编辑；活动初期是自由党

人，后为保守党人。——第１５０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９９、４０１页。

富凯，弗里德里希·拉莫特男爵（Ｆｏｕ－

ｑｕé，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ｄｅｌａＭｏｔ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４３）——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１８４０—１８４３年为

《德意志贵族报》主编，封建贵族特权的

维护者。——第５７、５８、１５５、４７１、５１８

页。

Ｇ

盖拉齐米（Ｇｅｒａｓｉｍｉ死于４７５年）——基

督教教士，巴勒斯坦修道院院长。——

第１７页。

盖泽尼乌斯，威廉（Ｇｅｓｅｎｉ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８６—１８４２）——德国语言学家、闪语

学家和新教神学家，唯理论者。——第

５４１页。

甘斯，爱德华（Ｇａｎｓ，Ｅｄｕａｒｄ１７９８左右—

１８３９）——德国法学教授，黑格尔主义

者。——第１５１、２０２、２０６、４９８、５１７、５４６

页。

高乃依，皮埃尔（Ｃｏｒｎｅｉｌｌ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０６—

１６８４）——杰出的法国剧作家，法国古

典主义创始人之一。——第１７３页。

哥 白 尼，尼 古 拉（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４７３—１５４３）——伟大的波兰天文学

家，宇宙的太阳中心学说的创立者。

——第４５页。

哥雷斯，格维多·莫里茨（Ｇｏｒｒｅｓ，Ｇｕｉ－

ｄｏ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５—１８５２）——德国天主

教作家，反动的天主教《历史政治报》编

辑。——第５１、５２页。

哥雷斯，约翰奈斯·约瑟夫·冯（Ｇｏｒ－

ｒ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１７７６—１８４８）

——德国反动的浪漫派作家，语文学家

和历史学家，天主教的拥护者。——第

１５、１６、２１、２３、４９８页。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ｆｏｒｏ１４５１—１５０６）—— 杰出的航海

家。——第６０５页。

哥特弗里德（布尔昂的）（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ｖｏｎ

Ｂｏｕｉｌｌｏｎ，又ＧｏｄｅｆｒｏｙｄｅＢｏｕｉｌｌｏｎ１０６０

左右—１１００）——下洛林公爵（１０８９—

１１００），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首领之一。

——第１７、６２４页。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ｖｏｎＳｔｒａｂｕｒｇ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

初）——中世纪德国诗人，骑士诗《特里

斯坦和伊佐尔达》的作者。——第２１

页。

哥特弗里德，盖齐娜（盖舍）（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３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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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ｉｎａ（Ｇｅｓｃｈｅ）１７８５—１８３１）——不来

梅的女放毒犯，被公开处死。—— 第

５７６页。

哥特谢德，约翰·克里斯托夫（Ｇｏｔｔ－

ｓｃｈｅｄ，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１７７０—

１７６６）——德国作家和批评家，十八世

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第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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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６、３９、

６３、６９、７５、８３、１０３、１３４、１４６、１６８、３４５、

４１８、４２４、４２８、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５、

４７１、４９１、４９５、４９６、５１４、５１９、５２４、５２５、

５８３页。

戈里森，乔治（Ｇｏｒｒｉｓｓｅｎ，Ｇｅｏｒｇ）——恩格

斯在不来梅的邻居。——第４１１页。

戈斯纳，约翰奈斯（Ｇｏｎ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８）——德国神学家，起初宣

传天主教，１８２６年后宣传新教；传教士

和虔诚主义者。——第５２３页。

格拉韦（Ｇｒａｖｅ）——不来梅的洛伊波尔德

商行的职员。——第４１５页。

格 勒 宁，亨 利 希（Ｇｒｏｅｎｉｎ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７４—１８３９）——不来梅市市长（１８１７

年起）。——第４６０页。

格雷尔（Ｇｒｅｌ）——恩格斯的好友。——第

５７４页。

格雷培，弗里德里希（Ｇｒａｅｂ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２—１８９５）——恩格斯的同学，后为

牧师。—— 第 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２０、

４２２—４２５、４３１、４３７、４４２—４５２、４５５—

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５、４８０、４９１、４９９—５１２、

５１６、５１７、５２６、５２７—５３４、５４２—５５０、

５８９—５９３页。

格 雷 培，海 尔 曼（Ｇｒａｅｂ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４—１９０４）——巴门市立中学古代语

言教员（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后为牧师。——

第５２７页。

格雷培，威廉（Ｇｒａ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０—

１８９５）——恩格斯的同学，后为牧师。

—— 第 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２０、４２２—

４２５、４３１、４４９、４６４、４８７—４９２、４９４—

４９９、５１４—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８、５３３—５４２、

５７４—５７７页。

格里尔帕尔策，弗兰茨 （Ｇｒｉｌｌｐａｒｚｅｒ，

Ｆｒａｎｚ１７９１—１８７２）—— 著名的奥地

利温和自由派剧作家。——第４５８、５４７

页。    

格里斯海姆，阿道夫·冯（Ｇｒｉｅｓｈｅｉｍ，

Ａｄｏｌｆｖｏｎ１８２０—１８９４）——德国工厂

主，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恩格斯

的妹妹安娜的丈夫，安娜死后是爱利莎

的丈夫。——第５９７、６９１页。

格里斯海姆，弗里德里卡·冯（Ｇｒｉｅｓ－

ｈｅｉｍ，Ｆｒｉｄｅｒｉｋｅｖｏｎ１７８９—１８８０）（父姓

范·哈尔ｖａｎＨａａｒ）——恩格斯的姨

母。——第４０８、６９１页。

格林兄弟，威廉和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８６—１８５９，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５—１８６３）

——都是德国语文学家，柏林大学教

授，以整理编写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

叙事诗著名。——第２２、９２、１３９、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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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２页。

格罗斯克罗伊茨，阿·冯（Ｇｒｏｓｓｃｒｅｕｔｚ，Ａ．

ｖｏｎ）——德国资产阶级文学报纸《晚

报》的撰稿人。——第４７４页。

格律恩，阿纳斯塔西乌斯（Ｇｒüｎ，Ａｎａｓｔａ－

ｓｉｕｓ１８０６—１８７６）——奥地利诗人，三

十年代曾匿名出版许多批判德国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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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文集。——第９０、

４５６、４５７页。

格律恩，卡尔（Ｇｒü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８７）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ｄｅｒＨａｉｄｅ）——德国小资产阶级政

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５、７８、

８９、５３７页。

谷登堡，约翰（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Ｊｏｈａｎｎ１４００左

右—１４６８）——杰出的德国发明家，欧

洲印刷术的奠基人。——第４３、４８、４９、

５５、１０２、５５５页。

谷兹科夫，卡尔（Ｇｕｔｚｋｏｗ，Ｋａｒｌ１８１１—

１８７８）——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

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

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第６１、

６３—６６、６８—８９、１０１、４４５、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７、

４６４、４９２、４９６、５０２、５０４、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９、

５２３—５２５、５３５、５４０、５４３、５５３、５５５页。

Ｈ

哈尔，伯恩哈德·范（Ｈａａ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ｖａｎ

１７６０—１８３７）—— 恩 格 斯 的 外 祖

父。——第６２３、６８９—６９１页。

哈尔，弗兰契斯卡·克里斯蒂娜·范

（Ｈａａ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ｋａＯ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ｖａｎ生于

１７５８年）——恩格斯的外祖母。——第

４０８、６８８页。

哈尔，路德维希·范（Ｈａａｒ，Ｌｕｄｗｉｇｖａｎ）

——伯恩哈德的儿子。——第６９１页。

哈默里希，约翰·弗里德里希（Ｈａｍｍｅ－

ｒｉｃｈ，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阿尔托纳的

出版者。——第５５２、５５４页。

哈 斯 基 森，威 廉（Ｈｕｓｋｉｓ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７０—１８３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２３—１８２７），

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曾

制定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的税率。——

第３０２页。

哈泽（Ｈａｓｅ）——不来梅的参议员。——第

４６０、４６１页。

海德，恩斯特·冯·德尔——见格律恩·

卡尔。

海顿，弗兰茨·约瑟夫（Ｈａｙｄｎ，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３２—１８０９）——伟大的奥地利

作曲家。——第１８２页。

海尔曼，莱茵哈德（Ｈｅｒｍａｎｎ，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６—１８３９）——爱北斐特的新教牧

师。——第４５０、４６４页。

海尔梅斯，约翰·雅科布（Ｈｅｌｍｅｓ，Ｊｏ－

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ｂ生于１７８８年）——巴门人，

填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证时的

见证人。——第６８７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人，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为拉萨尔分

子。——第１８９页。

海林，威廉（Ｈａｒ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８—１８７１）

（笔名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

ＷｉｌｌｉｂａｌｄＡｌｅｘｉｓ）——德国作家，写有

许多历史小说。——第４５５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２５、２８、３３、５５、７４、７８、８１、８６、８９、

１４４、１７３、４４３、４４４、４５６、５１５、５２４、５２５、

５４４页。

海涅肯，赫·阿·（Ｈｅｉｎｅｋｅｎ，Ｈ．Ａ．）——

不来梅的经纪人。——第４６１页。

韩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Ｈａｎ－

ｄｅｌ，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６８５—１７５９）——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１８２、５８７

页。

汉契克，约翰·卡尔·勒贝雷希特（Ｈａｎ－

ｔｓｃｈｋｅ，ＪｏｈａｎｎＣａｒｌ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１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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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６）——爱北斐特中学的一级教师，

代理校长，恩格斯的老师。——第５５８、

５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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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５、３１１、４８８、４８９、６９２页。

赫（Ｈｅ）——博士。——第４２５页。

赫尔，泰奥多尔——见温克勒，泰奥多尔。

赫 尔洛斯 宗，卡尔（Ｈｅｒｌｏｓｏｈ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４—１８４９）—— 德国自由派作家。

——第４５８、４７３页。

赫勒尔（佐林根人）（ＨｏｌｌｅｒａｕｓＳｏｌｉｎ－

ｇｅｎ）——恩格斯在不来梅的熟人。——

第５６０、５７７页。

赫勒尔，罗伯特（Ｈｅｌｌ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２—

１８７１）——德国作家和自由派政论家。

——第４５８、４７２页。

赫塞尔，约翰·雅科布（Ｈｅｓｓｅｌ，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１８０６—１８９１）——克罗茨纳赫附

近的施泰因山麓明斯特的牧师。——第

４３２页。

赫斯特赖（Ｈｏｓｔｅｒｅｙ）——恩格斯一家在巴

门的熟人。——第６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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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５１６、６９２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２５、３１、３５、５１—５５、５８、５９、７７、

８３—８５、８９、１０５、１２５、１５０—１５２、１７２、

１７６、１７９、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５、２１９、

２２６、２２９—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１、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０、２７６、

２８４、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３、３３９—３４５、３５２、

３８１—３８３、４７８、４７９、４９９、５３０、５４０、５４１、

５４５—５４７页。

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法

国国王（１５８９—１６１０）。——第５７１页。

亨宁，莱奥波德·冯（Ｈｅｎｎｉｎｇ，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１７９１—１８６６）—— 德国黑格尔主

义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第３０１

页。    

亨斯滕贝格，恩斯特·威廉（Ｈｅｎｇｓｔ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ｎ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２—１８６９）——

德国神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极端反动

分子。——第１９７、３３５、３５９、３７８、３７９、

３８５、４５６、５０１、５０８、５３３、５４１、５４２、

５４４、５９０、５９１页。

胡布，伊格纳茨（Ｈｕｂ，Ｉｇｎａｚ１８１０—

１８８０）（笔名弗兰克·冯·施泰因纳赫

ＦｒａｎｋｖｏｎＳｔｅｉｎａｃｈ）——德国诗人和政

论家，《莱茵音乐堂》杂志的创办人。

——第４５８页。

胡登，乌尔里希·冯（Ｈｕｔｔｅｎ，Ｕｌ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德国人道主义诗人，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１５２２—１５２３年骑

士起义的参加者，骑士等级的思想家。

——第１８９页。

胡斯，扬（Ｈｕｓ，Ｊａｎ１３６９左右—１４１５）——

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

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动者；被控

告为异教徒，被火烧死；捷克人民的民

族英雄。——第５３５页。

胡 瓦 尔 德，克 里 斯 托 夫 · 恩 斯 特

（Ｈｏｕｗａｌ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ｎｓｔ１７７８—

１８４５）——德国反动的浪漫派剧作家。

——第４９５页。

华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１５８３—１６３４）——三十年战争

时期的统帅，席勒的同名三部曲中的主

人公。——第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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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本，菲力浦（Ｈｏｕｂ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ｐ约死于

１８５５年）——克桑滕的公证人，古代史

专家，考古学家。——第１４１页。

霍尔拜因（小霍尔拜因），汉斯（Ｈｏｌｂｅｉｎ，

Ｈａｎｓ（ｄｅｒＪüｎｇｅｒｅ）１４９７—１５４３）——

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德国画家和版画

家。——第１４１、１８４页。

霍夫曼斯瓦尔道，克里斯蒂安（Ｈｏｆ－

ｍａｎｎｓｗａｌｄａｕ，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１７ ——

１６７９）——德国诗人，反映德国封建反

动势力利益的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

——第３６页。

霍托，亨利希·古斯塔夫（Ｈｏｔｈｏ，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０２—１８７３）——柏林大学

美学和艺术史教授，黑格尔主义者。

——第３５页。

霍伊泽尔，古斯塔夫（Ｈｅｕｓｅｒ，Ｇｕｓｔａｖ）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朋友。——第

４９１、５２５、５４２、５４７、５７４页。

Ｊ

基尔希纳（Ｋｉｒｃｈｎｅｒ）——恩格斯一家的熟

人。——第４１１页。

基奈，埃德加尔（Ｑｕｉｎｅｔ，Ｅｄｇａｒ１８０３—

１８７５）——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和历史学家。——第４００页。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

（Ｇｕｉｚ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

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３９２、５７９页。

济贝耳，克里斯蒂安·海尔曼（Ｓｉｅｂｅ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７９）——

巴门的工厂主，恩格斯的表妹路易莎·

斯内特拉格的丈夫。——第５９７、６１１

页。

济姆罗克，卡尔·约瑟夫（Ｓｉｍｒｏｃｋ，Ｋａｒｌ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２—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和语

文学家，曾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的文学

作品和民间叙事诗。——第１５、１９、２３

页。

加布勒，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Ｃａｂｌ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德国

黑格尔主义哲学家，１８３５年接任黑格

尔在柏林大学的教席。—— 第３０１

页。   

加尔文，让（Ｃａｌｖｉｎ，Ｊｅａ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

之一——加尔文教的创始人，这一宗派

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

利益。——第１２、５４５页。

伽利略，伽利莱（Ｇａｌｉｌｅｉ，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

１６４２）——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

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争取先进

世界观的战士。——第４５页。

金塔纳，曼努埃尔·霍赛（Ｑｕｉｎｔａｎａ，

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é１７７２—１８５７）——西班牙

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

学派的拥护者，曾参加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

和 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１８０８—１８１０年任中央洪达的秘书。

——第４１页。

居维叶，若尔日（Ｃｕｖｉ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７６９—

１８３２）——法国大自然科学家，动物学

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

主义灾变论。——第２４６页。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
′
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

记》一书的作者。——第３９９—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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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龙－德拉巴卡，佩德罗（Ｃａｌｄｅｒｏｎｄｅ

ｌａＢａｒｃａ，Ｐｅｄｒｏ１６００—１６８１）——杰出

的西班牙剧作家。——第１０７、１１１页。

卡尔卡尔，扬·范（Ｃａｌｃａｒ，Ｊａｎｖａｎ１４６０

左右—１５１９）（约斯特Ｊｏｅｓｔ的笔名）

——荷兰画家。——第１４１页。

卡利埃尔，莫里茨（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Ｍｏｒｉｚ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美学

教授。——第８９页。

卡蒙恩斯，路易斯（Ｃａｍｏｅｓ，Ｌｕｉｓ１５２４左

右—１５８０）——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牙

伟大诗人。——第４９１页。

卡佩勒，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康拉德

（Ｃａｐｅｌｌｅ，Ｅｒｎｓ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Ｃｏｎｒａｄ

１７９０—１８４７）——不来梅的新教牧师，

唯理论者。——第５７６页。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ｅ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ｉｎｏｒ公元

前９４—４６）——罗马国家活动家，贵族

共和派领袖，因不愿忍受共和政体的瓦

解而自杀。——第２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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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８页。

坎佩曼（Ｋａｍｐｅｒｍａｎｎ）——巴门的纺织厂

主。——第４１０页。

坎佩曼，劳拉（Ｋａｍｐｅｒｍａｎｎ，Ｌａｕｒａ生于

１８２７年）—— 恩格斯的妹妹的女友。

——第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６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

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２５、５８、１２５、１３２、１３４、１７２、１７８、１９８、

２０４、２１９、２４０、５０２页。

柯勒律治，赛米尔·泰勒（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

ＳａｍｕｅｌＴａｙｌｏｒ１７７２—１８３４）—— 英国

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初受法国革命的影

响持社会主义观点，后为反动的浪漫主

义的代表。——第５５５页。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激进派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 第１５２、３６１、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６、３７９、

３８０页。

科采布，奥古斯特（Ｋｏｔｚｅｂｕ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６１—１８１９）——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

家。—— 第４、１３４、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４

页。    

科尔，阿尔伯特（Ｋｏｈｌ，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２—

１８８２）—— 爱北斐 特的新 教牧 师

（１８３１—１８６２），虔诚主义者。—— 第

４５０、４６４页。

科尔曼，约翰·梅尔希奥尔（Ｋｏｈｌｍａｎｎ，

Ｊｏｈａｎｎ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１７９５—１８６４）—— 不

来梅附近霍恩地区的牧师（１８２９—

１８６４）。——第５７６页。

科尔梅南子爵，路易·玛丽·德拉埃

（Ｃｏｒｍｅｎｉｎ，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ｄｅＬａｈａｙｅ，

ｖｉ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８８—１８６８）——法国政治

活动家，法学家，著有一些抨击路易－

菲力浦君主制度的小册子。—— 第

３９３、３９４页。

科拉·迪·里恩齐——见里恩齐，科拉·

迪。

科隆纳，斯蒂凡诺（Ｃｏｌｏｎｎａ，Ｓｔｅｆａｎｏ十四

世纪人）——罗马显贵，封建反动势力

的领袖，反对科拉·迪·里恩齐所领导

的人民运动。——第６４８—６５２、６５４、

６６０—６６７、６７１页。

科斯马利，卡尔（Ｋｏｍａｌｙ，Ｃ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３）——德国音乐评论家，音乐教授

和乐队指挥。——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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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贝（Ｋｒａｂｂｅ）——斯图加特的出版者。

——第５５２页。

克赖策纳赫，泰奥多尔（Ｃｒｅｉｚｅｎａ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１８—１８７７）——德国诗人和

自由派文艺批评家。—— 第２５、７５、

４４５、５２３、５３６页。

克劳狄乌斯，马蒂亚斯（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Ｍａｔ－

ｔｈｉａｓ１７４０—１８１５）——德国作家，写过

许多歌词。——第５６７页。

克劳伦，亨利希（Ｃｌａｕｒ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７１—

１８５４）（卡尔·霍伊恩ＣａｒｌＨｅｕｎ的笔

名）——德国作家，写有一些感伤主义

小说。——第４９５页。

克里斯蒂娜（Ｋｒｉｓｔｉｎｅ）——不来梅的领事

洛伊波尔德的女仆。——第５６４页。

克 鲁 采，康 拉 丁（Ｋｒｅｕｚｅｒ，Ｋｏｎｒａｄｉｎ

１７８０—１８４９）——德国作曲家和指挥。

——第４２８页。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Ｋｒｕｍ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７６７—

１８４５）——德国教育家，神学家，不来梅

的牧师（１８２４—１８４３），著名的寓言作

者。——第１０５、１３１页。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Ｋｒｕｍ－

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８）——德国传教士，加尔文教派牧

师，乌培河谷虔诚派的首领。——第

１１、１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２、１７７—１８０、

３３５、３７８、４５０、４５９、４６４、４９２、５２４、

５７５、５７６页。

克鲁斯贝克尔，扬（Ｋｒｕｓｂｅｃｋｅｒ，Ｊａｎ）

——不来梅的经纪人。—— 第４９３

页。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

（Ｋｌｏｐｓｔｏｃ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２４—

１８０３）——德国诗人，德国资产阶级启

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３３５、４４３页。

克纳普，阿尔伯特（Ｋｎａｐｐ，Ａｌｂｅｒｔ１７９８—

１８６４）——德国诗人，写有许多教会颂

歌和圣歌，虔诚主义者。—— 第９９、

３３５、４２４页。

克斯特林，克里斯蒂安·莱茵霍尔德

（Ｋｏｓｔｌ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１８１３—

１８５６）——德国法学家和诗人。——第

１６８页。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Ｋｏｔｔｇｅｎ，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５—１８８２）——德国

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

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６１０页。

孔 斯 旦，本 杰 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６７—１８３０）——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

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曾从事国家

法问题的研究。——第４０１、４０３页。

孔西得朗，维克多（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政论家，空想社

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

第４０１页。

奎纳，古斯塔夫（Ｋüｈｎｅ，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０６—

１８８８）——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

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５、

３５、６１、６９、７０、７３—７８、８３—８６、８８、４４４、

４５６、４５８、５２４、５２５页。

Ｌ

拉舍尔，伊丽莎（Ｒａｃｈｅｌ，Ｅｌｉｓａ１８２１—

１８５８）——法国的悲剧演员，她使法国

古典主义传统再现于舞台。——第３４

页。

拉瓦特尔，约翰·卡斯帕尔（Ｌａｖａｔ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ｓｐａｒ１７４１—１８０１）——瑞士传

教士和著作家，以所著《相术拾零》而闻

名，他企图在书中证明：根据相貌可以

９４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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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一个人的性格。——第５０１页。

拉辛，让（Ｒａｃｉｎｅ，Ｊｅａｎ１６３９—１６９９）——

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著名代

表。——第３４页。

拉伊丝（Ｌａｉｓ）——古希腊的艺妓，公元前

五世纪下半叶至四世纪初时候的人。

——第２７５页。

莱奥，亨利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１８７８）

——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端反动

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维护者，普鲁士容

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５２、

２０５、２１２、３０１、３１３—３１６、３３２、３７０—

３７４、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６、４７７、４７９、４９８、４９９、

５１１、５１７、５３０、５４４、５４５、５９０、５９１页。

莱奥，莱奥纳多（Ｌｅｏ，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１６９４—

１７４４）——意大利作曲家。——第５２６

页。

莱诺，尼古劳斯（Ｌｅｎ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ｕｓ１８０２—

１８５０）——著名的奥地利诗人，他的作

品充满了反封建、反天主教的情绪。

——第２５、２９、４５６、４５８、５６８页。

莱瓦尔德，奥古斯特（Ｌｅｗａｌｄ，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２—１８７１）——德国作家，接近“青年

德意志”文学团体，自由派杂志《欧罗

巴》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３５—１８４６）。

——第４５８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

ｓｉ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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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４４３、４９５、５２４页。

莱茵霍尔德（Ｒｅｉｎｈｏｌｄ）——巴门的医生。

——第６０３页。

赖沙特，约翰·弗里德里希（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

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５２—１８１４）—— 德

国作曲家和音乐活动家，为歌德的作品

谱曲而著名。——第５２５页。

兰克，莱奥波德（Ｒａｎｋｅ，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７９５—

１８８６）——德国历史学家，反动分子，普

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第５４７

页。

朗格（Ｌａｎｇｅ）——费格萨克的船主。——

第１０２页。

朗格维舍，威廉（Ｌａｎｇｅｗｉｅｓｃｈｅ，Ｗｉｌｈ－

ｅｌｍ１８０７—１８７２）——巴门的书商，作

家。——第５１８页。

劳贝，亨利希（Ｌａｕｂ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６—

１８８４）——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

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７６、

７８、８１、８３、９３、４４４、４５７、５２５页。

劳麦，弗里德里希·冯（Ｒａｕｍｅｒ，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７８１—１８７３）——德国历史学

家，柏林大学和布勒斯劳大学教授，

１８４８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中间派右翼。——第５６８页。

劳帕赫，恩斯特·本杰明·萨洛莫（Ｒａｕ－

ｐａｃｈ，Ｅｒｎｓ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ａｌｏｍｏ１７８４—

１８５２）——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十九世

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时髦作家。

——第３６、１３４、４６５、４９５页。

勒特舍尔，亨利希·泰奥多尔（Ｒｏｔｓｃｈｅｒ，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３—１８７１）——德

国艺术理论家，戏剧评论家，黑格尔主

义者。——第３５页。

勒伊特尔（Ｒｕｙｔｅｒ）——“玛丽亚号”的船

长。——第１２２页。

雷蒂希（Ｒｅｔｔｉｇ）—— 巴登邦议会议员。

——第３１８页。

李斯特，费伦茨（弗兰茨）（Ｌｉｓｚｔ，Ｆｅｒｅｎｃｚ

（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１—１８８６）——伟大的匈牙

利作曲家和钢琴家。——第６０８页。

李维，梯特（Ｌｉｖｉｕｓ，Ｔｉｔｕｓ公元前５９—公

元１７）——罗马历史学家。——第６９２

页。

０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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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里波尔，卡耶塔诺（Ｒｉｐｏｌｌ，Ｃａｙｅ－ｔａｎｏ）

——西班牙里萨福的教师，１８２６年７

月２６日被作为异教徒处死。——第５４９

页。

里恩齐，科拉·迪（Ｒｉｅｎｚｉ，Ｃｏｌａｄｉ１３１３—

１３５４）——意大利政治活动家，罗马共

和国护民官（１３４７），曾领导人民群众反

对封建贵族的斗争。——第６４８、６５３、

６５８、６５９、６６８—６７０、６７４—６７８、６８１、６８２

页。

里德尔，卡尔（Ｒｉｅｄｅｌ，Ｃａｒｌ１８０４—１８７８）

——德国政论家，黑格尔主义者。——

第２０２页。

里姆，弗里德里希·威廉（Ｒｉｅｍ，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７９—１８５７）——德国音

乐家、作曲家和风琴演奏者，巴门声乐

学校的创办人，著有许多室内乐和管风

琴作品。——第１８２页。

里佩，鲁道夫（Ｒｉｅｐｅ，Ｒｕｄｏｌｆ）——巴门市

立中学教员（１８３５—１８５８），后为爱北斐

特高等女子学校教员。——第４２８、４５２

页。

林德施文德尔（Ｒｉｎｄｅｓｃｈｗｅｎｄｅｒ）——巴

登邦议会议员。——第３１８页。

林斯艾斯，约翰·奈波穆克（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Ｊｏ

ｈａｎｎＮｅｐｏｍｕｋ１７８５—１８８０）——德国

医生，慕尼黑大学教授，宗教的维护者。

——第２１６、３１４页。

龙克尔，马丁（Ｒｕｎｋｅｌ，Ｍａｒｔｉｎ）—— 德

国政论家，１８３９—１８４３年为保守的《爱

北斐特日报》的编辑。—— 第９、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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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１、２０２、

２１２、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１—３６６、３７０、３７２、

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５４２、５４７、５９０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第１３１页。

鲁日·德·李尔，克劳德·约瑟夫（Ｒｏｕ－

ｇｅｒｄｅＬｉｓｌｅ，Ｃｌａｕｄ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０—

１８３６）——法国作曲家和诗人。——第

１５８页。

鲁滕堡，阿道夫（Ｒ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８—

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第３６４、３６７、３７９页。

路 德，马 丁 （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

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第５５、４３３、

５４１页。    

路德维希一世（ＬｕｄｗｉｇＩ１７８６—１８６８）

——巴伐利亚国王（１８２５—１８４８）。——

第３９０—３９１、４８１、５９２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

５９页。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９２页。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ＸＩ１４２３—１４８３）——法

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３９４

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ＩＶ１６３８—１７１５）——法

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３３、３４

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

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第３７２、３８２页。

罗生克兰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

１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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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７９）——德国黑格尔主义哲学

家和文学史家。——第３５、３０８、５４６—

５４７页。

罗泰克，卡尔（Ｒｏｔｔｅｃｋ，Ｋａｒｌ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第５４９

页。    

罗特，理查（Ｒｏｔ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２１—１８５８）

—— 恩格斯的朋友，工厂主。—— 第

４６１、４９３、５２０、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６、５６８、５７７、

５９４，５９５、６０１页。

罗特，莫里茨（Ｒｏｔｈｅ，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０—１８８８）

—— 不来梅的新教牧师，唯理论者。

——第５７７页。

罗西尼，卓阿基诺（Ｒｏｓｓｉｎｉ，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著名的意大利作曲

家。——第１６０、４３５页。

洛恩施坦，丹尼尔·卡斯帕尔·冯（Ｌｏ

ｈｅｎｓｔｅｉｎ，ＤａｎｉｅｌＣａｓｐａｒｖｏｎ１６３５—

１６８３）——德国诗人，反映德国封建反

动势力利益的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

——第３６页。

洛伊波尔德，亨利希（Ｌｅｕｐｏｌｄ，Ｈｅｉｎｒｉｃｈ死

于１８６５年）——领事，不来梅一家商行

的老板；１８３８年７月中至１８４１年３月

底，恩格斯曾在该商行工作。——第

４０８、４１２、４１５、４２３、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６、４４３、

４５２、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１、５７４、５８２、

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３页。

洛伊波尔德，卡尔（Ｌｅｕｐｏｌｄ，Ｋａｒｌ）——亨

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小儿子，洛伊波尔

德商行的共有人。——第４５５页。

洛伊波尔德，路德维希（Ｌｅｕｐｏｌｄ，Ｌｕｄ－

ｗｉｇ）——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儿子。

——第４２９页。

洛伊波尔德，齐格弗里特（Ｌｅｕｐｏｌｄ，Ｓｉｅｇ－

ｆｒｉｅｄ）——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儿

子。——第４２９、４３２页。

洛伊波尔德，索菲娅（Ｌｅｕｐｏｌｄ，Ｓｏｐｈｉｅ）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女儿。——

第５７１页。

洛伊波尔德，威廉（Ｌｅｕｐｏｌｄ，Ｗｉｌｈｅｌｍ）

——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儿子，洛伊

波尔德商行的共有人。—— 第５６４、

５６８、５８７、５８８页。

洛伊波尔德，伊丽莎白（Ｌｅｕｐｏｌｄ，Ｅｌｉｓａ－

ｂｅｔｈ）——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女

儿。——第４２９页。

洛伊波尔德夫人（Ｌｅｕｐｏｌｄ）——亨利希·

洛伊波尔德的妻子。——第４２３、４２９

页。

洛伊波尔特，约翰·米夏埃尔（Ｌｅｕｐｏｌｄｔ，

Ｊｏｈａｎ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７９４—１８７４）——德国

精神病学家，在他写的医书中坚持宗教

观点。——第３１３页。

洛约拉，伊格纳修斯（依纳爵）（Ｌｏｙｏｌａ，Ｉｇ

ｎａｔｉｕｓ１４９１—１５５６）——西班牙贵族，

最反动的天主教组织耶稣会的创建人。

——第５３页。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Ｒüｃｋｅｒ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８—１８６６）——德国浪漫派诗人和东

方诗的翻译家。——第４２４、４４３、４５６、

４５８、６０３页。

Ｍ

马丁，昂利（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９３—１８８２）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驯兽家。

——第８７页。

马尔巴赫，奥斯渥特（Ｍａｒｂａｃｈ，Ｏｓｗａｌｄ

１８１０—１８９０）——德国作家和诗人，曾

整理编写德国中世纪叙事诗和出版德

国民间故事书。——第１５、１７、１９、２０、

２２、２３、５４６页。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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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海奈凯，菲力浦·康拉德（Ｍａｒｈｅｉ

ｎｅｋｅ，Ｐｈｉｌｉｐｐ Ｋｏｎｒａｄ １７８０—１８４６）

——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黑格尔派右翼。——第２９９—３０１、４９８

页。    

马格拉夫，海尔曼（Ｍａｒｇｇｒａ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０９—１８６４）——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第８２、５２５页。

马可·奥里略，安敦尼（ＭａｒｃｕｓＡｕｒｅ－

ｌｉｕｓ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１２１—１８０）——罗马皇帝

（１６１—１８０），斯多葛派哲学家。——第

２７５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第３６４、３７９页。

马拉，让·保尔（Ｍａｒａ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１７４３—１７９３）——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５１、３７２、

３８２页。

马莱特，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Ｍａｌｌｅ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２—１８６５）——德

国新教神学家，不来梅的牧师，虔诚主

义者，多种宗教杂志的出版人。——第

１７９、３７８、５４７、５７７页。

马提，卡尔（Ｍａｔｈｙ，Ｋａｒｌ１８０７—１８６８）

——巴登政论家，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第３１８页。

迈耶尔（Ｍｅｙｅｒ，Ｇ．Ｃ．Ａ．）——德国出

版商。——第５５４页。

迈耶尔（Ｍｅｙｅｒ）（绰号手杖迈耶尔Ｓｔｏｃｋ

－ｍｅｙｅｒ）——泰莉莎·迈耶尔的父亲。

——第５８８页。

迈耶尔，阿尔伯特（Ｍｅｙｅｒ，Ａｌｂｅｒｔｕｓ）——

《不来梅市信使报》的编辑。—— 第

４５３。

迈耶尔，泰莉莎（Ｍｅｙ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ｅ）——

威廉·洛伊波尔德的未婚妻。——第

５８８页。

曼特农侯爵夫人，弗朗索瓦兹·多比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ｄ’Ａｕｂｉｇｎé，

ｍａｒｑｕｉｓｅｄｅ１６３５—１７１９）——路易十

四的宠姬，１６８４年起为他的妻子。——

第３３、３５页。

梅尔卡丹特，萨韦里奥（Ｍｅｒｃａｄａｎｔｅ，Ｓａｖｅ

ｒｉｏ１７９７—１８７０）——意大利作曲家，写

有许多歌剧和宗教音乐。——第１３４

页。

梅尔克林，克里斯蒂安（Ｍａｒｋｌｉｎ，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１８０７—１８４９）——德国神学家，黑

格尔分子；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写了三本小

册子抨击虔诚主义。——第５０８、５４４页。

梅耶贝尔，贾科莫（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Ｇｉａｃｏｍｏ

１７９１—１８６４）（真名雅科布·利布曼·

梅耶·贝尔ＪａｋｏｂＬｉｅｂｍａｎｎＭｅ－ｙｅｒ

Ｂｅｅｒ）——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十

九世纪法国“大歌剧”的著名代

表。——第６１０页。

梅因，爱德华（Ｍｅｙｅ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成为民

族自由党人。——第３６２、３７９、３８１页。

门采尔，沃尔弗冈（Ｍｅｎｚｅ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９８—１８７３）——德国反动作家和文学

批评家，民族主义者。——第５２、１４９、

４５５、４５７、４７１、４９９、５３６、５５３页。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费利克斯（Ｍｅｎ－

ｄｅｌｓｓｏｈｎ－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ｙ，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９—

１８４７）——德国作曲家和指挥，音乐家，

社会活动家。——第１８２、５８７页。

门格斯，安东·拉斐尔（Ｍｅｎｇｓ，Ａｎｔｏｎ

Ｒａｐｈａｅｌ１７２８—１７７９）——德国画家，

古典主义的代表。——第５２２页。

门肯，哥特弗里德（Ｍｅｎｋｅ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６８—１８３１）——德国新教神学家，不

３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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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梅的牧师，虔诚主义者。——第５７６

页。    

蒙特，泰奥多尔（Ｍｕｎｄｔ，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８—

１８６１）——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

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６、

３５、７２、７６—８５、８８、４４４、４５６、４５７、

５１１、５１５、５２５、５４４页。

蒙托隆伯爵，沙尔·特里斯唐（Ｍｏｎｔｈｏ

ｌ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ｒｉｓｔａｎ，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７８３—１８５３）——拿破仑第一的侍卫

长，随拿破仑第一去圣海伦岛；１８４０

年８月与路易·波拿巴一起企图在布

伦策划暴动以实现政变，因而被捕并判

处二十年监禁，１８４８年革命时获释。

——第１６５页。   

弥勒（Ｍüｌｌｅｒ）——见习牧师，１８３９年住

在不来梅的特雷维腊努斯牧师家里。

——第５２３页。

弥勒，尤利乌斯（Ｍüｌｌ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１—

１８７８）——德国新教神学家。——第

３７７、３８０页。

米格尔，唐（Ｍｉｇｕｅｌ，Ｄｏｍ１８０２—１８６６）

——葡萄牙国王（１８２８—１８３４）。——第

５５０页。

米希勒，卡尔·路德维希（Ｍｉｃｈｅｌｅｔ，

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１—１８９３）—— 德国

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分子，柏林大

学教授。——第２０６、４７７、４８０、４９８、

５１７页。    

米希 勒，茹尔（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Ｊｕｌｅｓ１７９８—

１８７４）——法国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法国历史著作。——第４００页。

米泽甘斯，蒂莫莱昂（Ｍｉｅｓｅｇａｎｓ，Ｔｉ

ｍｏｌｅｏｎ）——不来梅人。—— 第５７４

页。   

缪尔纳，阿道夫（Ｍüｌｌ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７７４—

１８２９）——德国诗人和批评家。——第

５５３页。

缪格，泰奥多尔（Ｍüｇｇｅ，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６—

１８６１）——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

格尔分子。——第３５８页。

缪拉特，约阿希姆（Ｍｕｒａｔ，Ｊｏａｃｈｉｍ１７６７—

１８１５）——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

一的远征，１８０８年为驻西班牙法军总

司令，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０８—１８１５）。

——第１６５页。

明希，恩斯特·海尔曼·约瑟夫·冯

（Ｍüｎｃｈ，Ｅｒｎ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ｖｏｎ

１７９８—１８４１）——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

家。——第８０页。

莫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

（Ｍｏｈｒ，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８０３—

１８８８）——不来梅市参议会参议员，不

来梅市市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３）。——第４６１

页。

莫尔费尔（Ｍｏｒｖｅｌｌ，Ｃ．Ｆ．死于１８６４年）

（福尔默尔Ｃ．Ｆ．Ｖｏｌｌｍｅｒ的笔名）——

德国作家，著有许多历史小说。——第

４５８页。

莫利内乌斯，阿尔伯特（Ｍｏｌｉｎｅｕｓ，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４—１８８９）——巴门的工厂主，１８４２

年同恩格斯的堂妹伊达·恩格斯结婚。

——第６０９、６１１页。

莫森，尤利乌斯（Ｍｏｓｅ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６７）——德国作家，浪漫派的代表人

物。——第４４４页。

莫扎特，沃尔弗冈·阿马多斯（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 第１６０、

１８２、４２８、５２２页。

穆罕默德－阿里（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ｉ１７６９—

１８４９）——埃及执政者（１８０５—１８４９），

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第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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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

ｌéｏｎＩ，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３４、５５、１３６、１４６—１４９、

１６４、１７３、３０２、３１６、３４０、３８２、３９５、

５５０、５７９页。

奈，米歇尔（Ｎｅｙ，Ｍｉｃｈｅｌ１７６９—１８１５）

——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远征的参加

者，１８０８—１８１１年参加西班牙战争。

——第１６５页。

奈安德，约翰·奥古斯特·威廉（Ｎｅａｎ－

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９—

１８５０）——德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和

教会史学家。—— 第１９７、２６２、５０１、

５０３、５１１、５１６、５４１、５４２、５４７、５９１页。

奈维安特（Ｎｅｖｉａｎｄｔ）——恩格斯在不来梅

的熟人。——第４６１页。

尼茨施，卡尔·伊曼努尔（Ｎｉｔｚｓｃｈ，Ｋａｒｌ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８７—１８６８）—— 德国新教

神学家和传教士，曾在波恩和柏林担任

教授。——第３７７、５９１页。

尼古拉一世（ Ｉ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５４７、

５５０、６０４页。

尼禄（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３１１、３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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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９３页。

诺尔克，弗里德里希（Ｎｏｒ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３—１８５０）（真名弗里德里希·科尔

恩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ｒｎ）——德国作家，曾从

事古希腊神话的整理编写工作。——第

４７３页。

诺尔特尼乌斯，约·丹尼尔（Ｎｏｌｔｅｎｉｕｓ，

Ｊ．ＤａｎｉｅＩ１７７９—１８５２）——不来梅市

市长（１８３９年起）。——第４６０、４６１、

４９１页。    

诺伊堡（Ｎｅｕｂｕｒｇ）——巴门的威·朗格维

舍图书出版社的职员。——第５１８页。

Ｏ

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８０或

４８４—４０６）——古希腊剧作家。——第

６９２页。

Ｐ

帕勒斯特里纳，卓瓦尼·皮埃尔路易吉·

达（Ｐ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Ｐｉｅｒｌｕｉｇｉｄａ

１５２５左右—１５９４）——杰出的意大利

作曲家。——第４３５、５８７页。

帕尼埃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Ｐａｎｉｅｌ，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３—

１８５６）——新教神学家，不来梅的牧师，

唯理论者。——第１３１、１３２、１７７—１８０、

５７５、５７７页。

佩戈莱西，卓瓦尼·巴蒂斯塔（Ｐｅｒｇｏｌｅｓｅ

（Ｐｅｒｇｏｌｅｓ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１７１０—

１７３６）——杰出的意大利作曲家，那不

勒斯歌剧乐派的代表人物。—— 第

４３５、５８６、５９４页。

佩 特 拉 克，弗 兰 契 斯 科（Ｐｅｔｅｒａｒｃ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１３０４—１３７４）—— 文 艺 复

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诗人。—— 第

１８７、４８９页。

皮尔，罗伯特 （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１８４１—１８４６）。——第

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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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曼，海尔曼（Ｐüｔｔ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１—１８９４）——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

闻工作者，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５５２—

５５５页。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４０１页。

普菲策尔，古斯塔夫（Ｐｆｉｚｅｒ，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０７—１８９０）——德国诗人和批评家，

属士瓦本浪漫主义诗派。——第２５、

５５５页。   

普拉滕，奥古斯特（Ｐｌａｔ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６—

１８３５）——德国诗人，自由主义者。——

第３８、３９、９２、４５６页。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Ｐｒｕｔｚ，Ｒｏｂｅｒｔ

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１６—１８７２）——德国诗人，政

论家和文学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

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第３５６、

３５７、５９２页。

普吕马赫尔，弗里德里希（Ｐｌüｍａｃｈ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１９—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同

学，后为牧师。——第４１３、４４２、４６４、

５０９、５７４页。

普瓦蒂埃的威廉（Ｐｏｉｔｉｅｒｓ，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１０７１—１１２７）——阿奎丹公和普瓦

蒂埃伯爵，中世纪行吟诗人。——第

１５５页。   

Ｑ

乔治·桑（ＧｅｏｒｇｅＳａｎ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６）（真

名奥罗尔·杜班ＡｕｒｏｒｅＤｕｐｉｎ）——法

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

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９９

页。

齐格勒－克利普豪森，亨利希·安泽尔姆

·冯（ＺｉｅｇｌｅｒｕｎｄＫｌｉｐｈａｕｓｅｎ，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Ａｎｓｈｅｌｍｖｏｎ１６６３—１６９６）——德

国诗人，反映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利益的

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第３６页。

Ｒ

让·保尔（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１７６３—１８２５）（约

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Ｊｏ

ｈａｎｎＰａｕ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ｒ的笔名）

——德国小资产阶级讽刺作家。——第

７５、５２４、５２５页。

荣克小姐（Ｊｕｎｇ，Ｆｒｌ．）——曼海姆市大

公女子中学校长。——第５５６、６１１、６１２

页。    

荣 克，格奥尔格（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第３６４、３７９页。

Ｓ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４９６页。

桑，乔治——见乔治·桑。

沙波（Ｃｈａｐｅａｕ）——１８４２年为波恩大学学

生。——第６１６页。

沙 多，威廉（Ｓｃｈａｄｏｗ，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８８—

１８６２）——德国画家，杜塞尔多夫美术

学院院长（１８２６—１８５９），学院派的拥护

者。——第１４０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 第６２、６３、６８—７１、９７、１７３、４５２、

４９５、４９６、５３７页。

舍贝斯特，阿格奈莎（Ｓｃｈｅｂｅｓｔ，Ａｇ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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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３—１８６９）——著名的德国女歌剧演

员。——第１００页。

施蒂格利茨，亨利希（Ｓｔｉｅｇｌｉｔｚ，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０１—１８４９）—— 德国诗人。—— 第

４４４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卡斯帕尔·施米特 Ｃ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

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３６３、

３６８、３７９页。

施莱艾尔马赫尔，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ｌｅｉｅｒ－

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６８—１８３４）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

士。——第３００、５０４、５１１、５１２、５４０、

５４６页。    

施勒德尔－德弗里恩特，威廉娜（Ｓｃｈｒｏ

ｄｅｒ－Ｄｅｖｒｉｅｎ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ｎｅ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０）——著名的女歌剧演员，曾参加

１８４９年５月德累斯顿起义。——第１００

页。    

施利彭巴赫（Ｓｃｈｌｉｐｐｅｎｂａｃｈ）——伯爵夫

人。——第６０８页。

施利希特霍斯特（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ｈｏｒｓｔ，Ｊ．Ｄ．）

——德国牧师。——第１３２页。

施米茨，彼得·哥特弗里德（Ｓｃｈｍｉｔｓ，Ｐｅ

ｔｅｒ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生于１７９４年）——巴门

人，填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证时

的见证人。——第６８７页。

施米特，雅科布（Ｓｃｈｍｉｔｔ，Ｊａｃｏｂ）——恩格

斯一家的熟人。——第５２１页。

施内茨勒，奥古斯特（Ｓｃｈｎｅｚ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０９—１８５３）——德国作家，民间创作

搜集家。——第４５８页。

施塔尔，阿道夫·威廉·泰奥多尔（Ｓｔａｈｒ，

Ａｄｏｌ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７６）

——德国作家，著有一些历史小说和一

些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

——第１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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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１６

页。

施塔姆（Ｓｔａｍｍ）——波恩一家旅馆的老

板。——第６１５页。

施特恩堡，亚历山大·冯（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１８０６—１８６８）——男爵，

德国反动作家，美化中世纪封建贵族社

会。——第３３、１５５页。

施特格迈尔，斐迪南（Ｓｔｅｇｍａｙｅｒ，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１８０３—１８６３）——德国作曲家和

指挥，１８３９年任不来梅剧院乐队指挥。

——第１８２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

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１８６６年后成

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３５、６５、１０５、

１２５、１５１、１８０、１８８、２０２、２１３、２４２、２６２、

２６６、３４１、３７８、４６２、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９—５１１、

５２２、５３３、５４０、５４１、５４４—５４６、５９０、５９１

页。

施特吕克尔（Ｓｔｒüｃｋｅｒ，Ｆ．Ｗ．）——恩格斯

在爱北斐特的朋友。——第４１５—４１７、

４１９、４２５、４２７、４３５、４６４、５１８、５６０、６１２

页。

施梯尔，鲁道夫·艾瓦德（Ｓｔｉｅｒ，ＲｕｄｏｌｆＥ

ｗａｌｄ１８００—１８６２）——德国新教神学

家和牧师。——第１０、４６４、５２８页。

施梯维，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

（Ｓｔüｖｅ，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Ｂｅｒｔｒａｍ１７９８—

１８７２）——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曾

任汉诺威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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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２页。

施图尔，彼得·费德尔森（Ｓｔｕｈｒ，Ｐｅｔｅｒ

Ｆｅｄｄｅｒｓｅｎ１７８７—１８５１）——德国历史

学家，写有宗教史著作，柏林大学哲学

教授。——第２５４页。

施 瓦 布，古 斯 塔 夫（Ｓｃｈｗａｂ，Ｇｕｓｔａｖ

１７９２—１８５０）——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曾整理编写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古希腊

罗马神话。——第１７、１８０、４５１页。

狮子亨利（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ｅｒＬｏｗｅ１１２９—

１１９５）——萨克森公爵（１１３９—１１８０）和

巴伐利亚公爵（１１５６—１１８０），德国封建

主掳掠侵犯斯拉夫土地和德国封建内

战的主要参加者之一。——第１７页。

舒巴特，卡尔·恩斯特（Ｓｃｈｕｂａｒｔｈ，Ｋａｒｌ

Ｅｍｓｔ１７９６—１８６１）——德国保守政论

家，希尔施贝格的中学教员；同歌德有

友好关系。——第５５、２０５、４９９页。

舒马赫，巴尔塔扎尔·格尔哈德（Ｓｃｈｕ－

ｍａｃｈｅｒ，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 Ｇｅｒｈａｒｄ １７５５—

１８０１）——普鲁士国歌的作者。——第

１５３页。

舒展，罗伯特（Ｓｃｈｕ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０—

１８５６）——著名的德国作曲家和音乐批

评家。——第１８２页。

朔尔恩施泰因，约翰奈斯（Ｓｃ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爱北斐特的音乐教员，在

中学教授音乐课（１８２４—１８４４），改革派

爱北斐特教区的风琴伴奏者。——第

４３６、５５８、６１２页。

司各脱，瓦尔特（Ｓｃｏｔｔ，Ｗａｌｔｅｒ１７７１—

１８３２）——杰出的英国作家，西欧文学

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第４７１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

ｚ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

论者。——第２４４、５０２页。

斯蒂凡，马丁（Ｓｔｅｐｈａｎ，Ｍａｒｔｉｎ１７７７—

１８４６）——捷克德累斯顿教区的传教

士，１８３８年率七百信徒迁居美国。——

第１０１页。

斯克里布，奥古斯坦·欧仁（Ｓｃｒｉｂｅ，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１—１８６１）—— 著名

的法国剧作家，法国资产阶级道德的代

言人。——第１６０页。

斯米特，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７—１８６５）——俄国军事史

学家。——第５２３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３０２页。

斯密特，约翰（Ｓｍｉｄｔ，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７３—１８５７）

—— 不来梅市市长（１８２１—１８４８和

１８５３—１８５７）。——第４６０、５７５页。

斯内特拉格，路易莎（Ｓｎｅｔｈｌａｇｅ，Ｌｕｉｓｅ

１８２２—１８７８）——恩格斯的表妹；１８４１

年嫁给克里斯蒂安·海尔曼·济贝耳。

——第５９７、６０７、６１１页。

斯塔尔男爵夫人，安娜·路易莎·热尔曼

娜（Ｓｔａｅｌ，Ａｎｎｅ－Ｌｏｕｉｓｅ－Ｇｅｒｍａｉｎｅ，

ｂａｒｏｎｎｅｄｅ１７６６—１８１７）——著名的法

国女作家。——第４０１页。

斯 特 芬 斯，亨 利 克（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Ｈｅｎｒｉｋ

１７７３—１８４５）——德国自然科学家，谢

林主义哲学家和作家，原系挪威人；著

有描写挪威生活的小说。——第１４９页。

苏尔特，尼古拉·让（Ｓｏｕｌ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Ｊｅａｎ

１７６９—１８５１）——法国元帅，国家活动

家，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为驻西班牙法军指挥

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和１８４０—１８４５），外交大臣（１８３９—

１８４０）和首相（１８３２—１８３４、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和１８４０—１８４７）。——第５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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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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２４０、４１４、４１８

页。

索尔蒂克，罗曼（Ｓｏｌｔｙｋ，Ｒｏｍａｎ１７９１—

１８４３）—— 伯 爵，波 兰 军 官，波 兰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民族解放起义的参加

者。——第５２３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约公前４９７—４０６）

——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

者。——第６４、５３７页。

Ｔ

塔利奥尼，玛丽亚（Ｔａｇｌｉｏｎｉ，Ｍａｒｉａ１８０４—

１８８４）——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

古典芭蕾舞派的代表人物。——第４４４

页。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Ｄｏｎｉｚｅｔｔｉ，Ｇａｅｔａ－ｎｏ

１７９７—１８４８）——著名的意大利作曲

家。——第１３４、１６０页。

特雷维腊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

（Ｔｒｅｖｉｒａｎｕｓ，Ｇｅｏｒｇ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７８８—

１８６８）——不来梅的牧师，１８３８—１８４１

年恩格斯住在他家里。—— 第４０８、

４０９、４２６、４３５、４９１、５５９、５６０、５８７页。

特雷维腊努斯，玛蒂尔达（Ｔｒｅｖｉｒａｎｕｓ，

Ｍａｔｈｉｌｄｅ）——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

·特雷维腊努斯牧师的妻子。——第

４２６、４３２、４３５、５８４页。

特雷维腊努斯，玛丽（Ｔｒｅｖｉｒａｎｕｓ，Ｍａ－

ｒｉｅ）——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特雷

维腊努斯牧师的女儿。——第４３２、５８４

页。

特里博尼，约阿希姆（热那亚人）（Ｔｒｉｂｏ

ｎｉ，ＪｏａｃｈｉｍａｕｓＧｅｎｕａ）—— 第１８７

页。     

特里普斯太特，克里善 （Ｔｒｉｐｓｔｅｅｒｔ，

Ｃｒｉｓｃｈａｎ）——《不来梅杂谈报》一撰

稿人的笔名。——第１０４页。

特罗姆利茨，奥·——见维茨列本·奥古

斯特。

特 罗斯特，罕丽达（Ｔｒｏｏｓｔ，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１８２６—１８５３）——玛丽亚·恩格斯的女

友。——第４２７页。

图林古斯（Ｔｈｕｒｉｎｇｕｓ）——德累斯顿《晚

报》一撰稿人的笔名。——第４７４页。

托尔斯特里克，约翰·阿道夫（Ｔｏｒｓｔｒｉｃｋ，

ＪｏｈａｎｎＡｄｏｌｆ １８２１—１８７７） ——

恩格斯在不来梅的朋友，后为教师，亚

里士多德的研究者。——第５２６、５２７、

５３９页。     

托路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Ｔｈｏ－

ｌｕｃ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９—１８７７）

——德国新教神学家，虔诚主义者。

——第１７９、５４１、５４６、５９０、５９１页。

Ｗ

瓦尔拉夫，斐迪南·弗兰茨（Ｗａｌｌｒａｆ，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ｚ１７４８—１８２４）——德国学

者，１７８６年为科伦大学自然科学和美

学教研室教授，后来（１７９４年起）任该

校校长，科伦博物馆的创始人，写有关

于科伦城历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４１

页。

瓦尔米勒（Ｗａｌｌｍüｌｌｅｒ）——柏林一家咖啡

馆老板。——第６０７页。

瓦克斯曼，卡尔·阿道夫·冯（Ｗａｃｈｓ－

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Ａｄｏｌｆｖｏｎ１７８７—１８６２）

——德国作家和温和自由派政论家。

——第４５８、４７２页。

瓦勒斯罗德，路德维希·莱茵霍尔德

（Ｗａｌｅｓｒｏｄｅ， Ｌｕｄｗｉｇ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１８１０—１８８９）——德国政论家，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第３０８、３１１、３１２

９５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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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万哈根·冯·恩赛，卡尔·奥古斯特

（ＶａｒｎｈａｇｅｎｖｏｎＥｎｓｅ，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８５—１８５８）——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

文学批评家。——第８０、８３、５２５页。

万哈根·冯·恩赛，拉埃尔（Ｖａｒｎｈａ－ｇｅｎ

ｖｏｎＥｎｓｅ，Ｒａｈｅｌ１７７１—１８３３）——卡尔

·奥古斯特·万哈根·冯·恩赛的妻

子，以自己的文艺沙龙而闻名柏

林。——第４４４页。

韦伯，威廉·恩斯特（Ｗ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ｒｎｓｔ１７９０—１８５０）——不来梅文科中

学校长，写有哲学、教育学和美学方面

的著作，译过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著

作，自由主义者。——第１０２、１０４、１３２、

１８０页。

韦德尔，冯（Ｗｅｄｅｌｌ，ｖｏｎ）——近卫炮兵

旅第十二步兵连上尉连长，１８４１—１８４２

年恩格斯曾在该旅服役。——第６１３

页。

韦德尔，卡尔·弗里德里希（Ｗｅｒｄｅｒ，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６—１８９３）——德国哲学家

和诗人，黑格尔的追随者，文艺学家。

——第６０５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Ｗｅｌｃｋｅｒ，

Ｋ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９）—— 德国

法学家，自由派政论家。——第３１７、

３１８页。

韦尔内，奥拉斯（Ｖｅｒｎｅｔ，Ｈｏｒａｃｅ１７８９—

１８６３）——法国的战争画画家。——第

６１０页。

韦格沙伊德尔，尤利乌斯·奥古斯特·路

德维希（Ｗｅｇｓｃｈｅｉｄ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Ａｕｇｕｓｔ

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７１—１８４９）——德国新教神

学家，唯理论者。——第５４１页。

韦姆赫纳，埃米尔（Ｗｅｍｈｏｎｅｒ，Ｅｍｉｌ）——

巴门市立中学学生，１８３９年毕业，后为

商人。——第５９７页。

韦姆赫纳，玛蒂尔达（Ｗｅｍｈｏｎｅｒ，Ｍａ－

ｔｈｉｌｄｅ）——巴门的韦姆赫纳家族的成

员。——第６０１页。

维茨列本，卡尔·奥古斯特（Ｗｉｔｚｌｅｂｅｎ，

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７３—１８３９）（笔名奥·冯

·特罗姆利茨Ａ．ｖｏｎＴｒｏｍｌｉｔｚ）——德

国资产阶级作家，写有许多长短篇历史

小说。——第４５８、４７２页。

维尔，路德维希（Ｗｉｈ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７—

１８８２）——德国作家和批评家，曾参加

“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第７５、

８６、４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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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８、３７３、３７６、

３７９、３８１页。

维克多一世（圣维克多）（ＶｉｔｔｏｒｅＩ（Ｓａｎ

Ｖｉｔｔｏｒｅ））——罗马教皇（１８９—１９８）。

——第１３９页。

维兰德，克里斯托夫·马丁（Ｗｉｅｌ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Ｍａｒｔｉｎ１７３３—１８１３）——资

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作家，以翻

译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作

品而闻名。——第４１８、４４４页。

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见海林，威

廉。

维滕施泰因（Ｗｉｔｔｅｎｓｔｅｉｎ）——下巴门的

一家商行老板。——第４６４页。

维谢尔豪森，彼得（Ｗｉｃｈｅｌｈａｕｓｅｎ，Ｐｅｔｅｒ

１７６４—１８４３）——巴门教区全权代表。

——第６８７页。

维谢尔豪斯，约翰奈斯（Ｗｉｅｃｈｅｌｈａ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９—１８５８）——新教神学家，

曾同恩格斯一起在爱北斐特中学上学。

——第５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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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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０１、

６９２页。

魏瑟，克里斯蒂安·海尔曼（Ｗｅｉｅ，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１—１８６６）——德国哲

学家，是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的所谓

的实证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第５１６

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

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

一，职业是裁缝。——第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１

页。    

魏茵布兰纳，奥古斯特（Ｗｅｉ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Ａｕ

ｇｕｓｔ）——音乐教师，路德派爱北斐特

教区的风琴演奏者。——第６１０页。

温克勒，约·克·弗·（Ｗｉｎｋｌｅｒ，Ｊ．Ｃｈ．

Ｆ．）——传教士，《竖琴之音》诗歌集的

作者。——第４４９页。

温克勒，泰奥多尔（Ｗｉｎｋｌ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７５—１８５６） （笔名泰奥多尔·赫尔

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ｌｌ）——德国的反动作家和

记者，《晚报》的出版者。——第４５５、

４５８、４７４—４７６页。

文巴尔克，卢道夫（Ｗｉｅｎｂａｒｇ，Ｌｕｄｏｌｆ

１８０２—１８７２）——德国作家和批评家，

“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

一。——第２５、６５、７５、７８、８１、１０５、

４５６、５１５、５２３—５２４页。

文德尔（Ｗｅｎｄｅｌ）——恩格斯的父亲雇用

的职员。——第４８４页。

沃尔弗，克里斯蒂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７９—１７５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形而上学者。——第１７８页。

乌朗特，路德维希·冯（Ｕｈｌａｎｄ，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１７８１—１８６２）——德国浪漫主义诗

人，士瓦本诗派的首领。—— 第６５、

４４３、４５８、４７１页。

武尔姆，吉斯塔夫（Ｗｕｒｍ，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１９—

１８８８）——恩格斯的同学，后为语文学

家。—— 第４１２、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５、４２７、

４４２、４５２、４８１、４９１、４９７、５００、５１２—５１４、

５２６、５２７、５７４、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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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９

页。     

希策尔，伯恩哈德 （Ｈｉｒｚｅ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７—１８４７）——瑞士传教士，反动分

子，东方学家。——第３７８页。

希律（Ｈｅｒｏｄ公元前７３—４）——犹太国王

（公元前４０—４）。——第２７８页。

西蒙斯（Ｓｉｍｏｎｓ）——中尉，恩格斯的熟

人。——第４９１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Ｍａ

ｒ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杰出的古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

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３０９、６９２

页。    

库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诗人。

—— 第３、１５、２６、６８、１０３、１１７、１１９、

１２７、１３４、２１６、３１０、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４、４４３、

４６５、４９５、４９６、５１４、５１７、５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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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ｂｅｌｍ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德

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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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后来成为科学的凶恶敌人，宗教的

维护者。——第１７２、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６、

２１０、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４—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３、

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７、２６２—

２６６、２７０—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９、３００、

６０５页。

欣里克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７９４—１８６１）——德国哲学教授，

黑格尔派右翼。——第５４４页。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９５）——古希腊最大的历史学家，《伯

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５２３

页。

许尔施泰特，格·卡尔·安东（Ｈüｌｌｓｔｅｔｔ，

Ｇ．ＫａｒｌＡｎｔｏｎ）——杜塞尔多夫的一级

教师，曾从事写作，为中学生编撰德国

文学选读。——第４４６页。

许 金，莱 文（Ｓｃｈüｃｋｉｎｇ，Ｌｅｖｉｎ１８１４—

１８８３）——德国作家，１８４５—１８５２年是

《科伦日报》撰稿人，写过许多小品文。

——第９８、４５７、５５２—５５５页。

许纳拜恩（Ｈüｈｎｅｒｂｅｉｎ，Ｆ．Ｗ．）——德国

共产主义者，职业是裁缝；１８４９年５月

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

——第４８４页。

许内曼，卡尔（Ｓｃｈüｎｅｍａｎｎ，Ｃａｒｌ）——

１８１７年在不来梅创办的图书出版社的

老板。——第５５１—５５５页。

雪莱，玛丽·伍尔斯顿克拉夫特（Ｓｈｅｌ－

ｌｅｙ， Ｍａｒｙ 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 １７９７—

１８５１）——英国女作家，诗人派尔希·

毕希·雪莱的第二个妻子。——第９９

页。     

雪莱，派尔希·毕希（Ｓｈｅｌｌｅｙ，Ｐｅｒｃｙ

Ｂｙｓｓｈｅ１７９２—１８２２）——杰出的英国

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

论者。——第９１、９８、１０６、５１７、５５１—

５５５页。

Ｙ

雅恩，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Ｊａｈ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７８—１８５２）——德

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体操运动的组织

者；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

争的积极参加者；民族主义者。——第

１４６、１４８、１７３页。

雅尔克，卡尔·恩斯特（Ｊａｒｃｋｅ，ＫａｒｌＥｒｎｓｔ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德国法学家和政论

家，反动分子。——第５１页。

雅赫曼，卡尔·莱茵霍尔德（Ｊａｃｈ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Ｒｅｉｎｈｏｌｄ死于１８７３年）——德国

神学家和政论家。——第３０８页。

雅科比，弗兰茨·卡尔·约艾尔（Ｊａｃｏｂｙ，

ＦｒａｎｚＣａｒｌＪｏｅｌ１８１０—１８６３）——德国

反动作家。——第５１—５３页。

雅科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Ｊａｃｏｂｉ，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４３—１８１９）——德

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信仰主义者。——

第２４０页。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第３２４、

３２７—３２９页。

亚当，阿道夫·沙尔（Ａｄａｍ，Ａｄｏｌｐ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３—１８５６）——法国作曲家，

写有许多歌剧和芭蕾舞剧。——第１６０

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５３９页。

亚历山大一世 （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国皇帝（１８０１—１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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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６、５５０页。

伊茨施太因，约翰·亚当（Ｉｔｚｓｔｅｉｎ，Ｊｏ－

ｈａｎｎＡｄａｍ１７７５—１８５５）——德国政治

活动家，巴登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

领袖之一。——第３１８页。

伊默曼，卡尔·勒布雷希特（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Ｌｅｂｒｅｃｈｔ１７９６—１８４０）——

德国作家，政论家，评论家和戏剧活动

家。——第３８、７７、１２６、１２９、１６７—

１７５、４５６、４９５页。

永豪斯，彼得（Ｊｏｎｇｈａｕｓ，Ｐｅｔｅｒ１８１６—

１８８４）——恩格斯的同学，后为牧师。

——第４１３、４２５、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４、４９１、

５１２、５１８、５２７页。

雨果，维克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３４

页。

约翰（Ｊｏｈｎ）——英国人，恩格斯的朋友。

——第４６１页。

Ｚ

扎克，卡尔·亨利希（Ｓａｃｋ，Ｋａｒｌ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８９—１８７５）（绰号博伊特尔Ｂｅｕ

ｔｅｌ）——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的教授。

—— 第３３５、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９、３６７、３７２、

３７４、３７８—３８２、３８６页。

扎斯，弗里德里希（Ｓａｓ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１９—

１８５１）（笔名亚历山大·佐尔特韦德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ｏｌｔｗｅｄｅｌ）—— 德国政论

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第１８１页。

宰 德 尔 曼，卡 尔（Ｓｅｙｄｅｌｍａｎｎ，Ｃａｒｌ

１７９３—１８４３）—— 德国演员。—— 第

１３４页。    

宰弗特（Ｓｅｙｆｆｅｒｔ）——普鲁士官员，枢密

官。——第３２８页。

佐尔特韦德尔，亚历山大——见扎斯，弗

里德里希。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德拉斯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

戈斯王；七雄攻打忒拜的参加者，埃斯

库罗斯的悲剧《七雄攻打忒拜》中的人

物。——第６４４、６４６页。

阿尔贝里希——侏儒，《尼贝龙根之歌》中

的人物，他守护着尼贝龙根族的宝物，

为齐格弗里特所杀。——第１３９页。

阿尔古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被派去看守伊娥。——第６２３页。

阿尔吉娅——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斯

王阿德拉斯托斯的女儿，波吕涅克斯的

妻子；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雄攻打忒

拜》中的人物。——第６４６页。

阿尔米纽斯——洛恩施坦的小说《睿智的

阿尔米纽斯王和图斯涅尔达王妃殿下》

中的主要人物。——第３６页。

阿革诺尔——古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王，

卡德摩斯和欧罗巴的父亲。——第６４５

页。

阿革诺里德（卡德摩斯）——阿革诺尔的

儿子。——第６４４、６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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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人物之一。——第３４、

６２４页。    

阿奎隆——古罗马人的北风神，转义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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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第４９页。

阿蕾图萨——古希腊神话中的山林水泽

女神。——第１７７页。

阿瑟——卡·谷兹科夫的小说《赛拉芬》

中的人物。——第８４页。

阿斯塔罗特——卡·谷兹科夫的悲剧《扫

罗王》中的人物。——第７２页。

阿塔莉——让·拉辛的同名悲剧中的女

主人公。——第３４页。

埃德蒙——卡·谷兹科夫的小说《赛拉

芬》中的人物。——第８４页。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

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

——第１４４、５１４、５１８页。

安德罗尼库斯——奴隶安德罗尼库斯的

故事中的人物，据说这个故事是巴勒斯

坦修道院院长格拉西米编写的。——

第１７页。

安菲阿拉奥斯——古希腊神话中阿尔戈

斯王，七雄攻打忒拜的远征的参加者；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雄攻打忒拜》中

的人物。——第６４４页。

安提戈尼——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

的悲剧中的女主人公，据希腊神话传

说，是忒拜国王奥狄浦斯的女儿。——

第６４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索

福克勒斯的悲剧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他

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

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６４４—

６４７页。

奥尔兰多——恩格斯的诗剧《科拉·迪·

里恩齐》中的人物，奥尔西尼之子。——

第６５０、６５１、６６１、６６２页。

奥里珈——恩斯特·劳帕赫的悲剧《农

奴，或伊西多尔和奥里珈》中的女主人

公。——第４９５页。

Ｂ

巴力——圣经中的天神、太阳神和丰产之

神；公元前两千至一千年间在腓尼基、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普遍祭祀巴力。——

第２０９页。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十二使徒

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第

１３０、１３１、２５５、２６３、２７０、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９、

２９２、５２９页。

贝尔岛小姐——大仲马同名剧作中的女

主人公。——第３４页。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十二使徒

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第

２６３、２８５、２８９—２９２、５０３、６１０、６１１页。

彼列——赞美诗集中对魔鬼的称呼。——

第２７４页。

波吕涅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

奥狄浦斯的儿子，他同哥哥伊托克利斯

争夺忒拜王位，在对阵中两人互伤身

死；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写成

悲剧《七雄攻打忒拜》。——第６４４—６４７

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

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

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

第３１０、５１７页。

布拉泽多——卡·谷兹科夫的小说《布拉

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主人公。——

第７１、８５、４９６页。

布西里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

——第３１１页。

Ｃ

策琳达——卡·谷兹科夫的小说《布拉泽

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人物。——第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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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尔德·哈罗德——拜伦的长诗《柴尔

德·哈罗德游记》中的主人公。——第

４９６页。

Ｄ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

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宠信。

“达摩克利斯剑”一词是经常的、迫近的

和可怕的危险的同义语。——第１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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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倍克的悲剧《扫罗》和

卡·谷兹科夫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主

人公。——第３０、５１、６５、７０、７２、３３５、

４５１页。

黛安娜——古罗马人的女神，公元前五世

纪以后相当于希腊的狩猎和兽类的保

护女神阿尔蒂米斯。——第１４１页。

丹纳士——古希腊神话中阿尔戈斯王。

——第６２３页。

但以理——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

中《但以理书》的作者。——第３０４页。

狄奥尼苏斯——古希腊神话中司丰收之

神，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保护神。

——第２５５页。

Ｅ

莪菲莉霞——卡·谷兹科夫的剧作《维滕

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人物。——第６２、

６３页。

恩斯特——德国民间故事书《恩斯特大

公》中的主人公。——第１８页。

Ｆ

菲埃拉布拉斯——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

中的主人公。——第２２页。

菲力浦——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

的人物。——第１３４、３１０页。

费德拉——让·拉辛的同名悲剧中的女

主人公。——第３４页。

福尔土纳特——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中

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

袋和一顶隐身帽。——第１６、２１页。

浮士德——德国民间故事书、歌德的同名

悲剧和卡·谷兹科夫的剧作《维滕贝格

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第１９、

６３、４１９、４４５、４４８、５３５、６２４页。

弗洛伦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

帝》中的人物之一。——第２０页。

Ｇ

盖诺费法——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

女主人公。——第１６、１９页。

哥伦布——卡尔·韦德尔的同名悲剧中

的主要人物。——第６０５页。

格丽泽尔迪丝——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

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温良恭顺令人喜欢

的妇女。——第１９、２２页。

Ｈ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和卡

·谷兹科夫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

特》中的主要人物。——第６２、６３、６８、

７１、７９、４２３、４９５页。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

路、商业、体操、辩论之神，是宙斯和玛

娅的儿子。——第１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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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４４８—４４９、６２３

页。

海伦娜——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

主人公。——第２０、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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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蒙——同名民间故事书中的人物，他有

四个儿子，都是该书中的主要人物。

——第１６、２１、４１９页。

赫拉——古希腊神话中司云雨雷电的女

神，宙斯的妻子，婚姻和家庭的保护神。

——第６４５页。

黑骑士——席勒的剧作《奥尔良的姑娘》

中的人物。——第６８页。

Ｊ

吉斯蒙达——卡尔·伊默曼的悲剧《吉斯

蒙达，或沉默的牺牲品》中的人物。——

第１７４页。

加略人犹大——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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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成为叛卖的象征。——第１９、２７８

页。    

加尼米德——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被

宙斯窃走，成为他的司酒童。——第５２４

页。

Ｋ

卡尔德尼奥——卡尔·伊默曼的悲剧《卡

尔德尼奥和策琳达》中的主人公。——

第４９５页。

卡帕奈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

斯王，攻打忒拜的七雄之一。——第６４４

页。

克尔基昂——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为提

修斯所杀。——第６２３页。

克劳狄乌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

皇帝》中的人物之一。——第２０页。

克雷门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

帝》中的人物之一。——第２０页。

Ｌ

雷纳尔多——德国民间故事书《海蒙的儿

子》中虚构的海蒙公爵的一个儿子。

——第２０页。

李尔——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的

主人公。——第４４８页。

卢克丽霞·波尔查——维·雨果的同名

剧作中的女主人公。——第３４页。

鲁伊·布拉斯——维·雨果的同名剧中

的主人公。——第３４页。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

一，路加福音的作者。——第２７０、３８５、

４５０、５００、５０５、５１６、５２８页。

罗得——据圣经传说，是所多玛城的义

人，该城居民罪孽深重，城与民为天降

火雨毁灭；上帝从所多玛城火海中只救

出了罗得一家人。——第９３页。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中的

主人公。——第２０９、４４９、５７６页。

罗密欧——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中的主人公。——第９８页。

洛约拉——爱德华·杜勒的同名小说中

的中心人物。——第３６、５３页。

Ｍ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

者。——第３８５、５２８页。

马里诺·法利埃里——卡·谷兹科夫的

未完成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第

６２页。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

亲。——第２８１、３８５、４５１、４６３、５０６、５３２、

６５４、６７５、６７６页。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

一，马太福音的作者。——第２７７、２８５、

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３、４１３、５０１、５１０、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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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页。

玛格洛娜——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

女主人公。——第２０页。

麦尼劳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国

王，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他的美丽的妻

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引起

了特洛伊战争。——第４１９页。

梅卢齐娜——德国民间故事书《美丽的梅

卢齐娜》中的女主人公。——第１６、２１

页。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

——第１３０、３８５页。

米甲——卡·谷兹科夫的悲剧《扫罗王》

中的人物。——第６９、８５页。

米拉——卡·倍克的悲剧《扫罗》中的人

物。——第３０页。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

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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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的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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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８３、１３４页。

闵豪森——卡·伊默曼的小说《闵豪森。

短篇故事集锦》中的主人公，小说尖锐

地讽刺了德国专制制度和贵族。——第

１６８、１７４页。

摩尔根娜——克尔特神话中的仙女，是克

尔特人的保护神九仙女之一。——第

１４３页。

摩洛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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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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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０、

１２２、２８４、３４３、３４６页。

摩押——卡·倍克的悲剧《扫罗》中的人

物。——第３０页。

莫罗尔夫（或马科尔夫）——德国民间故

事书《索洛蒙和莫罗尔夫》中的主人

公。——第１６、１９页。

默林——古代英国传说中的术士，卡尔·

伊默曼把关于他的传说改编成剧本《默

林》（１８３２）。——第１７４页。

Ｎ

尼贝龙根——传说中的侏儒族，据有宝

物；著名的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以

此取名。——第１３８页。

Ｏ

欧伦施皮格尔，蒂尔——骗子，小丑，１５１５

年的一本民间故事书中首次叙述了他

的骗局。——第１６、１９、４１４、４１９页。

Ｐ

帕恩神——古希腊神话中的草原、森林之

神，畜牧业的保护神。——第９１页。

帕拉斯——见雅典娜·帕拉斯。

帕特诺派乌斯——古希腊神话中攻打忒

拜的七雄之一，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

雄攻打忒拜》中的人物。——第６４４

页。    

庞图斯——德国民间故事书《庞图斯和西

多尼亚》中的主人公。——第２２页。

佩格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飞马；根据后

来关于这匹马的神话，十五世纪时在欧

洲有“跨上佩格斯”的说法，意即充满诗

人的灵感。——第５６５页。

皮顿——古希腊神话中的怪蛇，盘踞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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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斐附近，为阿波罗所杀。——第５２４

页。    

Ｑ

齐格弗里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和

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

要人物之一；恩格斯的悲喜剧《刀枪不

入的齐格弗里特》中的主要人物。——

第１６、２０—２３、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３、４１９、４４９、

４６７—４７１、４７５—４８０、６２４页。

齐格哈德——恩格斯的悲喜剧《刀枪不入

的齐格弗里特》中的人物。——第４６５、

４６８页。

齐格琳——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和中古

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齐

格弗里特的母亲。——第１３８页。

齐格蒙——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和中古

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齐

格弗里特的父亲。——第１３８页。

Ｓ

撒母耳——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先知；

卡·谷兹科夫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主

人公。——第６４—７０页。

萨图恩——古罗马的农神；据传说，他是

远古时期意大利王，教民耕作和种植葡

萄，他的名字和黄金时代——平等富庶

的太平盛世联系在一起。——第４１页。

萨维奇，理查——卡·谷兹科夫的剧作

《理查·萨维奇，或一个母亲的儿子》中

的主要主人公。——第６１、６３、７３、８６、

１０１页。

赛拉芬——卡·谷兹科夫的同名小说中

的女主人公。——第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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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页。

扫罗——公元前十一世纪第一个以色列

王；卡·倍克和卡·谷兹科夫的悲剧中

的主人公。——第２９、３０、５９、６１、６３—

７２、８５页。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

力气和胆量。——第３８０页。

胜者乔治（圣乔治）——传说中的基督教

圣徒，降龙者。——第２０９、５９０页。

施洗约翰——传说中的人物，据《新约全

书》记载，是耶稣的先驱，在耶稣传教以

前，劝人悔改，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

——第２８４页。

索洛蒙——德国民间故事书《索洛蒙和莫

罗尔夫》中的人物。——第１６、１９、４５１

页。

Ｔ

泰奥菲卢斯——圣经中的人物。——第

５０５页。

汤豪塞——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海涅

的同名叙事诗中的主要人物。——第

１４４页。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

的主要人物。——第７１、３１０、４９６、６２４

页。

特里斯坦——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

的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德国

民间故事书和卡·伊默曼诗集中的传

奇人物。——第２０、２２、１７４、４９１页。

提多斯——古希腊神话中攻打忒拜的七

雄之一；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雄攻打

忒拜》中的人物。——第６４４页。

提摩太——七十使徒之一，使徒保罗的信

徒和同伴。——第２９１页。

提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主要英雄之

一，传说中的雅典国王。——第６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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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涅尔达——日耳曼王公的女儿，被凯

鲁斯奇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抢走，洛恩

施坦的小说《睿智的阿尔米纽斯王和图

斯涅尔达王妃殿下》中的女主人公。

——第３６页。

托比安努斯——卡·谷兹科夫的小说《布

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中的人物。——

第４９６页。

Ｗ

瓦尔特——德国民间故事书《格丽泽尔迪

丝》中的主人公，是乖戾凶残的化身。

——第２０页。

瓦莉——卡·谷兹科夫的小说《瓦莉，多

疑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第２２、

７１、８５、４５６页。

威廉·退尔——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

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

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中描写他以

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

官。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威廉

·退尔这个典型。—— 第５１７、６２４

页。    

威纳尔——卡·谷兹科夫的同名剧作中

的主人公。——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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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页。

乌朗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地神盖

娅的丈夫，狄坦神、塞克洛普巨人和百

手巨人们的始祖。——第２５８页。

屋大维——民间故事书《屋大维皇帝》和

路德维希·蒂克的同名喜剧中的主人

公。——第１６、２０页。

Ｘ

希波米登——古希腊神话中攻打忒拜的

七雄之一。——第６４４页。

希尔兰达——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

女主人公，这个故事来源于十七世纪初

法国民间创作。——第１９页。

西得——十二世纪西班牙中世纪史诗《我

的西得之歌》、《西得轶事》和许多抒情

诗歌中的主人公，民间传说中这位受人

爱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

高乃依的悲剧《西得》的题材。——第

３４、１５０、４４９页。

洗鲁雅——卡·谷兹科夫的悲剧《扫罗

王》中的人物。——第６９、７２页。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

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

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

下一磅肉。——第１３４页。

Ｙ

押尼珥——卡·谷兹科夫的悲剧《扫罗

王》和卡·倍克的悲剧《扫罗》中的主人

公。——第３０、６９页。

雅典娜·帕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战

神，智慧的化身。——第２６５页。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

犹太人的始祖。——第３７７、３８０页。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第２６２、２８４页。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

——第６６、６７、２５７、３６７页。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上帝创造的第一

个男人。——第７６、１７０、５３０、５３２页。

亚哈随鲁——传说中的人物；亚哈随鲁因

不敬基督而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浪；

中世纪传说和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永世

流浪的犹太人的形象；在欧洲许多民族

的文学中经常可以见到。——第１８、

４４５、５３６页。

亚衲族人——据圣经传说，是居住在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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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巨人。——第４４８页。

亚诺什克——卡·倍克《匈牙利的旋律》

中的人物，强盗。——第２９页。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

——第１２５、１４１、２２９、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

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１、２９２、３５１、３９０、４４５、４５１、４６３、

４６４、５０１、５０６、５０９、５２９—５３３、６２６、

６６０页。    

伊菲姬妮亚——让·拉辛的悲剧《伊菲姬

妮亚在奥利德》中的女主人公。——第

３４页。

伊纳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河神，“洪

水灭世”后把人们从山上带到平原，创

建了阿尔戈斯城。——第５３９页。

伊托克列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

奥狄浦斯的儿子，他同他的弟弟波吕涅

克斯争夺忒拜王位，在对阵中两人互伤

身死；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写

成悲剧《七雄攻打忒拜》。——第６４４—

６４７页。

伊西多尔——恩斯特·劳帕赫的悲剧《农

奴们，或伊西多尔和奥里珈》中的主人

公。——第４９５页。

伊佐尔达——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

的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以及

同名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

——第２１页。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第２０９、

２８４、３８３、４７３、５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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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２７２、

２７８、２８２页。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第３３５

页。   

犹滴——据圣经传说，犹滴为了拯救自己

的人民，杀死了亚述人的统帅和罗孚

尼，使犹太人能把敌人逐出国境。——

第６９页。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按传统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

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

品是由好多人写成的。——第２６３、２８４、

２８５、２８９、２９１、３３５、３５０、３７５、４６３、５１０、

５２８、５３３、５５２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阿伯什诺特

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

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１３８页。

约拿单——扫罗王的长子，大卫的朋友，

卡·倍克的悲剧《扫罗》和卡·谷兹科

夫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人物。——第

６９、７０页。

约瑟——据圣经传说，是雅各的儿子，被

自己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以仁慈和贤能

著称，成了法老的宰相，他把自己的全

族迁移至埃及。——第４６３、５００、５０１、

５０５、５０６、５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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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２９页。

约逊——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率领亚

尔古船英雄们远航，去寻求由巨龙看守

的金羊毛。——第６２３页。

Ｚ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

士神的儿子。——第６４６页。

朱丽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中的女主人公。——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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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爱北斐特日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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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保守的倾向。—— 第１０、４９１

页。    

《爱国者。德意志杂志》（《ＤｅｒＰａｔｒｉｏｔ．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德国

的一家杂志，１８３８年７月至１２月在不

来梅出版。——第１０４页。

Ｂ

《伴侣》（《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ｒ》）——德国自

由派的报纸《伴侣，或思想和感情之友

报》（《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ｆｔｅｒｏｄｅｒＢｌａｔｔｅｒｆüｒ

ＧｅｉｓｔｕｎｄＨｅｒｚ》）的简称，１８１７年至

１８４８年在柏林出版。——第４９１页。

《北极光》（《ＤａｓＮｏｒｄｌｉｃｈｔ》）——德国的

一家杂志，１８３９年起由鲁·梅特勒在莱

比锡出版。——第８８页。

《柏林教会总汇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Ｋｉｒ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３０年 至

１８４９年由神学教授莱茵瓦尔德出版。

——第２０９页。

《柏林诗歌、文学和艺术杂谈》（《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Ｐｏｅｓｉｅ，Ｌｉｔｔｅｒａ

－ｔｕｒｕｎｄＫｕｎｓｔ》）——德国杂志，１８２７

年至１８２９年、１８３６年至１８３８年用这个

名称出版。——第４９１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

Ｓａｃｈｅｎ》）——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４０年

至１８７４年在柏林出版；具有君主立宪

主义倾向。通常按该报出版者的名字称

为《施本纳报》（《Ｓｐ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一家极端反动的报

纸，１８３１年至１８４１年在哈勒、利奥、劳

麦等人的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

德里希－威廉（１８４０年即位为德皇弗里

德里希－ 威廉四世）的支持和庇护。

——第５１、５８、１５３页。

《博爱者。宗教杂志》（《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ｆｒｅ

ｕｎｄ．Ｅｉｎ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德

国的一家神学杂志，１８２４年起在柏林出

版。——第４６４页。

《不来梅报》（《Ｂｒｅｍ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１３

年至１８４８年出版的《不来梅政治、科学

和 商 业 报）（《Ｂｒｅｍ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

Ｓｔａａｔｓ—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ｕｎｄ Ｈａｎｄｅｌｓｓａｃｈ

－ｅｎ》）的简称。——第１０４页。

《不来 梅教 会信 使》 （《Ｂｒｅｍｅｒ

Ｋｉｒｃｈｅｎｂｏｔｅ》）——不来梅虔诚主义者

的刊物，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４７年出版。——第

１０５、５４５、５４７页。

《不来梅市信使报》（《ＤｅｒＢｒｅｍｅｒＳｔａｄｔ－

ｂｏｔｅ》）——德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３９年由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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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迈耶尔创办。——第７—８、４５３—

４５５、４９０页。

《不来梅杂谈》（《Ｂｒｅｍｉｓｃｈｅ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ａ

ｔｉｏｎｓ－ｂｌａｔｔ》）——温和自由派的文学

杂志，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３９年作为《不来梅

报》的附刊出版。——第５、１０４页。

《不来梅杂谈报》（《ＢｒｅｍｉｓｃｈｅｓＵｎｔｅｒｈａｌ

－ｔ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德国的一家文学报

纸，１８２３年至１８５７年出版。——第８、

１０４、４５３页。

Ｄ

《德国缪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Ｍｕｓｅｎａｌｍａ

－ｎａｃｈ》）——一家文学杂志，１８３２年起

由阿·夏米索和古·施瓦布在莱比锡

出版。——第４８１、４９１、４９８页。

《德国缪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Ｍｕｓｅｎａｌｍａ

－ｎａｃｈ》）——一家文学杂志，１８４０年至

１８４１年由埃赫特迈耶尔和阿·卢格在

柏林出版。——第３５７页。

《德国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

学和艺术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ｎｓｔ》）的简称。

１８４１年７月起杂志用这个名称由阿·

卢格编辑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４３年１月

《德国年鉴》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

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第２０２、

２０６、２１３、３５８、３６８页。

《德意志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谷兹科夫创办的一家文学杂

志，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８年在汉堡出版；三十

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它反映了“青年

德意志”的观点。１８３９年３月至１８４１年

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１０、１１、

１３、２３、３０、３７、４０、５４、６０、６１、６４、８２、８６、

９０、９９、１１３、１２５、１３７、１４３、１６０、１６６、

１７６、２０５、４４５、４４９、４６４、４９１、４９７、５１８、

５２４、５４３、５５３—５５５、５９２页。

《德意志贵族报》（《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ｄｅｎ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Ａｄｅｌ》）—— 德国的一家反动报

纸，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４年在莱比锡出版。

——第５５—５９页。

《德意志信使。欧洲政治和宪法问题周刊》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Ｃｏｕｒｉｒ． 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

Ｗｏｈ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Ｋ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十九世纪三

十至四十年代在斯图加特出版。——第

７３、１６３页。

Ｆ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ＬａＰｈａｌａｎｇｅ．

Ｒｅｖｕ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ｅ》）——傅立

叶派的刊物，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４９年在巴黎

出版；曾屡次改变刊物的名称、出版期

数、篇幅和开本。——第４０１页。

《福音派教会报》（《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Ｋｉｒ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一家保守的教会

报纸，１８２７年起在柏林出版。——第

２０９、３１３、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２、４９８、５０１、

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８、５１１、５３３、５４５页。

Ｇ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法国的一

家日报，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

四十年代它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的机关报。——第３９９页。

Ｈ

《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

学和艺术哈雷年鉴》（《Ｈａｌｌ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的简称，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１年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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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出版。——第３５、８９、１００、１５０、１５２、

２１２、３５７、５５３、５５５、５９０、５９１页。

《和平民主日报》（《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ｐａｃｉ－

ｆｉｑｕｅ》）——傅立叶派的日报，１８４３年

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孔

西得朗。——第４０１页。

《彗星。知识界杂谈报》（《ＤｅｒＫｏｍｅｔ．Ｅｉｎ

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ｆüｒ ｄｉｅ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

Ｌｅｓｅｗｅｌｔ》）——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日

报，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４８年先后在阿尔滕堡

和莱比锡出版。——第４７３页。

Ｊ

《基督教神学和一般科学问题文献通报》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ｆüｒ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Ｔｈｅ

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一

家虔诚主义的神学杂志，１８３０年至

１８４９年在哈雷出版。——第２０９、５４６

页。

《基督教信使。教会星期日报》（《ＤｅｒＣｈｒｉｓ

－ｔｅｎ－Ｂｏｔｅ．Ｅｉｎ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ｅｓ

Ｓｏｎｎｔａｇｓｂｌａｔｔ》）——一家保守的教会

杂志，１８３２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

第３７８页。

Ｋ

《科学评论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Ｋｒｉｔｉｋ》）——德国的一家

杂志，黑格尔派右翼的刊物，１８２７年至

１８４６年出版。——第２１０、５４２页。

Ｌ

《莱比锡总汇报》（《Ｌｅｉｐｉｚｉｇ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３７

年起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是资产

阶级的进步报纸。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内

阁下令在普鲁士境内查禁该报，而在萨

克森该报一直出版到１８４３年４月１

日。见马克思的《〈莱比锡总汇报〉的查

封》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

第１８６—２０９页）。——第２８８、３２８、３９０

页。

《莱茵年鉴》（《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文学杂志《莱茵艺术和诗歌年鉴》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ｋｆüｒＫｕｎｓｔｕｎｄ

Ｐｏｅｓｉｅ》）的简称，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１年由

斐·弗莱里格拉特、马策腊特和卡·济

姆罗克在科伦编辑出版。——第７１、７４、

１６７、５５５页。

《莱茵音乐堂》（《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ｓＯｄｅｏｎ》）

——民主派的文学杂志，斐·弗莱里格

拉特为该杂志的出版者之一；在科布伦

茨（１８３６年）和杜塞尔多夫（１８３８年）

出版。——第９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

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

该报是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对立情绪

的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某些青年

黑格尔分子也被邀请参加该报的撰稿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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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

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

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莱茵报》在

德国境内声誉日高，它的民主倾向引起

了政府阶层的惊恐和不满，并受到反动

报刊的恶意中伤。１８４３年１月１９日普

鲁士政府通过决定从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

起查封《莱茵报》，而在查封以前，对该

报实行特别严格的双重检查。——第

２９７、３０４、３０７、３１２、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２、

３２９、３３１、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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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玫瑰。知识界杂志》（《Ｒｏｓｅｎ．Ｅｉｎｅ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Ｗｅｌｔ》）——自

由派的文学杂志，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８年在

莱比锡出版。——第４７３页。

Ｏ

《欧罗巴。知识界纪事报》（《Ｅｕｒｏｐａ．Ｃｈｒｏ

－ｎｉｋｄｅｒ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ｎＷｅｌｔ》）—— 德国

自由派的杂志，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８５年先后

在斯图加特、卡尔斯卢厄和莱比锡出

版。——第１６８、４５８页。

Ｐ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

－Ｂ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１９

年在柏林创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普

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３２７

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ｂ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

Ｋｒｉｅｇｓ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ｅｎ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５２年至１８５０年用这

个名称在科尼斯堡出版。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第

３２９页。    

Ｓ

《思辨物理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ｓｐｅ－

ｋ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ｙｓｉｋ》）——唯心主义的自然

哲学杂志，１８００年至１８０１年由谢林在

耶拿和莱比锡编辑出版。——第１９９

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英国最大

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３９８、４０２、４０３页。

《铁路。促进心灵和友谊交流杂志》（《Ｄｉｅ

Ｅｉｓｅｎｂａｈｎ．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ｚｕｒＢ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ｉｇｅｒＴｅｎｄｅｎｚｅｎ》）

——德国的一家文学杂志，１８３８年至

１８４４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８８页。

Ｗ

《晚报》（《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一家每

日出版的文学报纸，１８１７年至１８５７年

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出版。——第４４６、

４７４页。

《文学报》（《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Ｂｌａｔｔ》）——德国

的一家报纸，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５２年作为《知

识界晨报》的附刊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

出版。——第４４６、４５６页。

《文学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自由派的文学年鉴，１８３９年由霍夫

曼和康培出版公司在汉堡出版。——第

６１、７８、８６、４５８页。

《文学周报》（《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一家文学周报，１８３４年至１８４９年用政

府的钱在柏林出版。——第３１３页。

Ｘ

《戏剧汇闻》（《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ＴｈｅａｔｅｒＣｈｒｏ

ｎｉｋ》）——德国的一种杂志，１８３２年至

１８７５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２９页。

《新道德世界》（《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１８３４年由

罗·欧文创办，１８４６年停刊，最初在里

子出版，１８４１年１０月起在伦敦出版；

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５年５月恩格斯曾

为该报撰稿。——第３９８、４０２、４０３页。

《新音乐杂志》 （《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Ｍｕｓｉｋ》）——德国的音乐理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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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４年至１９２６年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３４

年至１８４４年由罗·舒曼主编。——第

１８２页。

《刑法报》（《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温和派的报纸《普鲁士国家

刑法报》（《Ｇ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

ｄｉｅ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的简称，１８４１

年至１８４２年在柏林出版。——第３２１—

３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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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ｔｈｅ－ｎａｕｍ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ｎ

ｓｔ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Ｅｉｎｅ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ｄａｓ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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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ｄａｓ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第

１９６、２０６、４９７页。

《雅士报》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ｅｌｅｇａｎｔｅ

Ｗｅｌｔ》）——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报纸，

１８０１年至１８５９年在莱比锡和爱尔福特

出版。——第２５、２７、２９、８３、８６、８８、

９０、４４５、５１７页。

《１８４１年人民报》（《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ｄｅ１８４１》）

——宣传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刊物，

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５２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４９年

以前由埃·卡贝主编。——第４００页。

《远洋运输和贸易报》（《Ｔｈｅ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的一家

报纸，１８３６年１月起在伦敦出版。——

第１１７页。

Ｚ

《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ｓｐｅｋ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

——德国的反动唯心主义的杂志，１８３７

年至１８４６年由伊·海·费希特用这个

名称在波恩编辑出版。——第２０９页。

《知识界晨报》 （《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ｔｔｆüｒ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Ｌｅｓｅｒ》）——德国的一家文学

日报，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６５年在斯图加特和

杜宾根出版；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１年该报刊

登过恩格斯的几篇通讯。——第１０５、

１２３、１２９、１３５、１８３、４４５页。

《知识界午夜报》（《Ｍｉｔｔｅｒｎａｃｈｔ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Ｌｅｓｅｒ》）——德国自由派的报

纸，１８３０年起用这个名称在不伦瑞克出

版；１８４０年该报刊登过恩格斯的《现代

文学生活》一文。——第８９、５５４、５５５

页。

《自由港。文学、社交和科学各界什景》

（《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ａｆｅｎ．ＧａｌｅｒｉｅｖｏｎＵｎｔｅｒｈａｌ

ｔｕｎｇｓｂｉｌｄｅｒｎａｕｓｄｅｎＫｒｅｉｓｅｎｄｅｒ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一种文学季刊，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４年

由泰·蒙特在阿尔托纳出版。——第

８０、８１、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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