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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最后一卷。内容包括三部

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第 稿；第二部分是马克

思、恩格斯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９５年期间写的一些著作；第三部分是马

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内写的一些书信。后面这两部分文献大都

是本全集以前各卷出版后陆续发现的。

马克思生前没有写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最终定稿，

而是遗留下大量手稿，恩格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编成了现行的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的１８６５—１８７０年期间，马克思主

要写了第二卷的四个手稿（编号为 — ），间隔几年之后，从

１８７７年起直到逝世前，又写了四个手稿（编号为 — ），此外，各

个时期还写了一些未编导的零星手稿。发表在本卷第一部分中的

《资本论》第二卷第 稿，就是写于上述第一个时期的。关于这个手

稿，恩格斯说：“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

上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０年”。恩格斯还引证马克思的话说，“第二个

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７页）。由

此可见这个手稿的重要性。

这个手稿的内容共分三章，其中论述资本周转的第二章正文，

经恩格斯作少量文字上的修改后，几乎全部编入现行的《资本论》

第二卷的第二篇《资本周转》。因此，本卷只收入这个手稿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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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章的正文。这两章的论述有不少地方与现行的《资本论》第

二卷的有关篇章不同，因而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这个手稿反映了

马克思制定资本的流通理论的某些过程，同时使我们可以看到恩

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利用过的重要手稿之一的原有面貌。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是生产和流

通的统一。资本的生活就是运动，它既经历生产过程，又经历流通

过程，二者密切相联，缺一不可。不过，在流通领域资本剥削的秘密

被进一步掩盖起来，造成了新的假象。正是流通领域表面上呈现出

来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

论证的依据。

本手稿第一章所论述的是资本循环问题。资本的整个运动过

程采取三种职能形式，这就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

式。马克思在这一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形式，这些分析已经非常

接近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最后论述。在分析生产资本的形态时，

马克思高度评价魁奈的《经济表》，指出它用一些直线和斜线一目

了然地总括和描绘出不同的循环形态，这是独创性和大胆行为。马

克思评价说，“魁奈医生的功绩就是他第一个这样明确地规定流通

……《经济表》被老米拉波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以后的第八奇迹”（本

卷第４０页）。

马克思在本章中关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的分析，具有重要

意义。在谈到商品流通速度的意义时，他说：“如果说资本价值在货

币形式上是永生的，那么它在商品形式上会招致商品体的一切病

害。经过一定时间，商品就会变坏。由于使用价值降低，商品的交

换价值也会减少。经过一定的时候，商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

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本卷第５８页）这就要求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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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重视生产领域，而且要重视流通领域，尽量安排好流通过

程，缩短流通时间，减少流通费用，进而促进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关

于流通领域所揭示的一些原理，实际上对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

一切社会形式来说，都是适用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本身是运用辩证法的卓越典范。马克

思把黑格尔神秘化了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加以彻底改造，使之

成为锐利的分析武器。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时遭到资产阶级学者

的攻击，后者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等同起来。为此，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关于辩证法和他自己同黑格尔的关系

曾作出著名的论述。在本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些论述

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在回答欧·杜林的攻击时写道：“杜林

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

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

式。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

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

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

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本

卷第３５页）。

本手稿第三章分析的是再生产问题。这是马克思继《资本论》

第二卷第 稿之后，对再生产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马克思在分析中反复考察和批判了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斯

密教条”，指出这个错误理论一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统治地

位。这种教条认为，一切产品价值归根到底只分解为收入，不承认

不变资本的存在。由此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斯密教条

的错误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不知道把生产资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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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区

别，因而不懂得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错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

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

如何在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上实现补偿问题。当时主要还是集中

研究简单再生产问题。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仍把消费资料的生产

归为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归为第二部类。马克思在分析中，

先是把货币流通这一因素抽象掉，单纯分析两个部类之间的相互

关系，然后又把货币流通的因素加进来重新分析一遍，而且进一步

把第一部类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把第二部类分为生产消费资料

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用的生产资料，因而整个分析呈现

出非常复杂的图式，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这些分析表明，马克思

为了得出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那样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

产的明确公式，曾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探索过程，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在这个手稿的最后，当马克思开始分析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时，

写作就停止了。但是，按照马克思亲自拟定的《目录》可以知道，马

克思本来打算在最后分析扩大再生产问题。

本卷第二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９５年期间

所写的二十八篇著作。其中有的在当时已经发表过，有的则以手稿

形式保存到现在。开头几篇文章，同本全集第一卷和第四十一卷中

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处于同一时期，即不来梅时期，内容也较近似。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二十岁前后的青年恩格斯对社

会问题的看法和独立的见解，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

以及对宗教和教会所持的批判态度。恩格斯的民主主义立场，在这

些著作中已经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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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次收入本卷。其

中《朱利安·哈尼反对菲格斯·奥康瑙尔》一文，为我们了解《新莱

茵报》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态度，提供了新

的材料。恩格斯认为，宪章运动中的左派领袖哈尼同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代表人物奥康瑙尔的公开破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

得的”（见本卷第３５２页）。恩格斯指出，哈尼的观点代表了宪章派

的大多数人，即工人群众。

本卷关于宪章运动的另一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在这篇文章

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琼斯积极参加１８４８年革命和宪章运动的革

命精神，同时批评了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错

误，认为这种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见本卷第３５５页）。

本卷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９５年７月４

日恩格斯逝世前一个月这一期间所写的九十一封信。这些书信反

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面的活动和广泛的联系，也包括了对某

些理论问题的阐述。

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９日马克思给威·韦尔特海姆的信，说明马克

思曾经筹划在原有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之外，在布鲁塞尔再

创办一家杂志。他认为，这家杂志应该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从德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各种思潮进行批判，同时：“这种批判不能

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

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见本卷第４０７

页）。马克思在这里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确定了一个根本性的原

则，即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联系。

马克思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在本卷中占有不少篇幅，其中包

括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５日和１０月１８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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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信和１８６１年底写的关于地租的草稿。在１０月５日的信中，马

克思批驳了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地租理论，指出凯

里把地租说成是资本利润或利息的一种形式，又把利润（利息）归

结为工资的一种形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空

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见本卷第４１８—４１９页）。针对凯

里把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说成是土地肥力递减这一错误观点，

马克思指出凯里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见本卷第４１９页）。马

克思还扼要地说明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些论述同《资本论》第

三卷中的论述是一致的。马克思进而批判了凯里关于劳动总产品

增长会使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均等地受益这种幼稚的说法，他指出

“当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的百

分之二”（见本卷第４２２页）。这充分揭露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草稿，很可能是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讲政治经济学课时的讲稿。在这个草稿里，马克思经过分

析，指出地租就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这

种表述方式同《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说法是相呼

应的。

本卷发表的１８７２年到１８７３年马克思给莫里斯·拉沙特尔和

茹斯特·韦努伊埃的信，使我们对《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的校订

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克思在１８７４年７月２３日告诉拉沙特

尔，这本书“不得不几乎重新全部改写”，并且“在许多地方补充发

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原理，使得法文版和德文原本一样具有独立

的价值”（见本卷第４５８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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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覆没将使欧洲各反动政府失去支柱，给人民革命的胜利造

成极有利的条件。本书中收入的恩格斯在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４日写给

托马斯·奥耳索普的信说明，恩格斯十分注意俄国国内的形势，指

出“俄国专制制度的崩溃对德国和奥地利会有极大的影响”（见本

卷第４７２页），而且认为“在这里所设想的当前的俄国危机，是

１８４８年以来最重大的危机”（见本卷第４７３页）。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１８９３年５月２７日给亨·德·芬埃德的

信，是极其有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已经看出，在英国，甚至在法国和

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而美国、俄

国这样一些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

平衡的现象。

本卷第一次收入了我国保存的马克思的两封书信，即１８７５年

７月１２日给茹斯特·韦努伊埃和１８７７年８月２５日给尼·德利

乌斯的信。这两封信于１９８３年３月９日第一次发表在我国《人民

日报》上。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为依据，除个别著作和

书信外，其余各篇都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在本卷中，马克思手稿

中原有的方括号改用花括号｛ ｝。马克思在引文中所加的词句或

标点符号，放在尖括号〈 〉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入的文字用方括

号［ ］标出。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括号

中的罗马数字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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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ａ］第 二 册
①

目  录２

第一章。资本的循环（第１—３３页）②

 （１）流通的三种形态

（ａ）货币资本流通的形态。资本的形态变化。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ｂ）生产资本流通的形态

（ｃ）商品资本流通的形态

（ｄ）循环的三种形式

 （２）流通时间

 （３）流通费用

（ａ）从简单流通形式中产生的费用

（ｂ）在流通本身里进行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α）储备的形成

（β）运输费用。（补偿费用和其他费用）

第二章。资本的周转（第３４—１２９页）

５

①

② 括号里是作者标明的手稿的页码。——编者注

在手稿中，在《目录》的上方马克思写了《第一章。资本流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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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周转的一般规定。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２）形成资本周转中的差别的各种情况

（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固定资本产生的周转周期

（ｂ）劳动期间长度的差别

（ｃ）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

（ｄ）从生产过程的特殊方法产生的周转周期

（ｅ）流通时间的差别

 （３）流动（可变和不变）资本一般的周转规律

 （４）可变资本的周转和年剩余价值率

 （５）积累。从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的观点出发研究货币流通

第三章（见背面）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１）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第１３０—１４１页）

Ａ 简单再生产（第１４１— 页）

（ａ）不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第１４１—１５８页）

（ｂ）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

Ｂ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积累

（ａ）没有货币流通的情形

（ｂ）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

（２）

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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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 二 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２］第 一 章

资本的循环过程

（１）资本的形态变化

流通的第一形态Ｇ—Ｗ—Ｐ—Ｗ′—Ｇ′。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一般说来，资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形式是货币形式，货

币进行循环Ｇ—Ｗ—Ｇ′，——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数

量更多的货币，买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去卖。从简单商品流通来

看，这一过程仍旧是无法解释的（见第１册第２章３）。这个谜通过

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才能解开。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是简

单地生产商品，而是生产这样的商品，它们的价值大于其生产各

要素的价值，因而发生了价值增殖。通过随后进行的商品出售，包

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不过取得货币形式。

例如，假定资本家最初预付５４０镑，即：４００镑用来购买８０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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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棉花，８０镑用来补偿已被磨损的劳动资料，纱锭等等，６０镑用

于工资。假定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而商品产品是８０００磅棉纱；这

８０００磅棉纱的价值就等于４８０镑。ｃ＋６０镑ｖ＋６０镑ｍ，（１）或６００

镑，比如说它是２０００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货币表现，其中只有

４００花费在纺纱过程本身中，而２００是剩余劳动。因此，如果每磅

棉纱卖１先令６便士，或者，如果８０００磅棉纱卖６００镑，那么它

们便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实际上，如果资本家把１磅卖１６１
５便

士，或把８０００磅卖５４０镑，那么他便是向买者送了１
１０的礼，相当

于８００磅棉纱，或者说比商品的价值便宜１
１０销售商品。剩余价值

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那么同时

也就是实现了剩余价值。已取得商品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棉

纱）、已成为现实的２００天无酬劳动，通过出卖棉纱不过取得货币

形式。

或者，假定两个资本家互相直接出卖自己的商品（例如，棉

纱和棉花）；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充当计算货币。其次，假定在

生产他们的商品的时候使用的劳动量相同，剥削程度也相同；在

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都只是交换等价物，６００镑棉纱的价值和

６００镑棉花的价值相交换，但Ａ先生和Ｂ先生都实现了６０镑利

润。在交易结束以后，Ａ拥有棉花形式上的剩余价值６０镑，而不

再是棉纱，另一个人Ｂ拥有棉纱形式上的剩余价值，而不再是棉

花。他们手里的６０镑剩余价值只是改变了使用形式，但它早在交

换以前就已存在。无论在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总价值１２００

镑都以棉纱和棉花的形式存在。但是交换以后也和交换以前一样，

（１） 这里为了表示４００镑不变资本等等，将用“４００镑ｃ”等等这样的符号，因

为它比第一册上使用的符号“４００

Ｃ

镑”等等更方便。

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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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价值的
１
１０，１２０镑是剩余价值，也就是除剥削相应的劳动力外

不需要两个资本家花费分文的那一价值的数额。劳动有酬或无酬

——这种情况对于它创造价值的性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正因为

这样，Ａ必然卖给Ｂ（而Ｂ也卖给Ａ）
１０
１０的商品价值，而他们每

人只支付了这个商品价值的９
１０。

资本家实际上知道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秘密。这一点可以

由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行为，由他疯狂追求剩余劳动得到证明。

不过，他虽然不是德奥古利，却过着双重生活４：一种生活是在避

开旁人视线的生产领域，在那里他是主人和统治者；另一种生活

是在公开的市场上，在那里他以买者和卖者的身份出现，和自己

相同的人打交道。这种双重生活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产生双重的神

经冲动，从而产生双重的意识。他处在生产领域中的时候所懂得

的东西，他在流通领域中已经不能懂得了。

我们的资本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占有无酬劳动，无可争辩地

从５４０镑造出了６００镑的价值，从而生产出６０镑的剩余价值。预

付的价值额只是由于丧失自己独立的价值形态才获得增殖的能力。

最初预付的５４０镑货币现在变成了价格为６００镑的８０００磅

棉纱。这种价格只在观念上是棉纱价值的货币形式，它只有通过

出售棉纱才能实现。虽然它在生产领域中已被生产出来，但是剩

余价值象商品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只有在流通领域中才能

实现。促使货币贮藏者把商品的价值和价值形式混淆起来的那种

错觉，也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它转化为金或银混淆起来。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２）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对商品的单个卖

（２） 第１册第１７８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３８—
２４７页］。

９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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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和充满危险的过程，这种混乱就巩固下来了。

对于大量生产、因而必须大量出售的资本家来说，随着营业规模

的扩大，危险也增加起来。如果他原先没有占有整个工人大军的

剩余产品，那他现在就不需要出卖这种产品。而他恰恰相反，用

他出卖这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来解释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不

生产商品而只是盗窃商品的比耳·赛克斯还可以更加天花乱坠地

谈论出售商品的危险。

其次，资本家通过出卖商品来实现从他的工人那里榨取来的

剩余价值的多少，不仅随着市场价格的一般波动而改变。在商品

市场上资本家同“资本家”相对立。狡猾对狡猾开始单独决斗。

“海盗和海盗莫相残”，或者象［３］马屠朗·雷尼埃所翻译的那样：

  “海盗相残，一事无成”５。

假定我们的资本家不得不以５９０镑销售他那８０００磅棉纱。虽

然他生产了６０镑剩余价值，但是他只实现５０镑剩余价值。他的

剩余产品的六分之一，即１３３１
３磅，只不过是为他的伙伴致富而

纺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６。反之，如果他能够高于商品的

价值出卖商品，例如卖６１０镑，那么，他虽然只生产了６０镑的剩

余价值，但他实现了７０镑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七分之一，即

１０镑，不是在他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而可能是在邻人的生

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但是他亲手在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摘

下了这些流通的金苹果，所以他认为做出了纯粹是海格立斯式的

业绩７。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单个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和他出卖

商品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之间出现了量的差别。在这种不正当交易

的时候，不仅是剩余价值，甚至一部分资本价值也可能不付等价

０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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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更换所有者。在那些得到资本价值的人的手里，这一部分不

断形成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这种变化实际上只是改变

已有的价值的分配，结果，剩余价值的来源就变得不清楚了，资

本家本人最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３）。

Ｇ—Ｗ—Ｇ′循环使下述情况变得不可思议：在Ｇ—Ｗ 行为即

购买商品以后和Ｗ—Ｇ′行为即重新出卖商品以前实现的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始终是看不见的。这样，如果我们用字母Ｐ来表示

这一生产过程，那么Ｇ—Ｗ—Ｇ 就变为Ｇ—Ｗ—Ｐ—Ｗ —Ｇ。

第一个阶段：Ｇ—Ｗ。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准备阶段（从第

１册考察的观点来看）。

资本价值，即其使命是作为资本发挥职能的价值，它最初是以

货币形式存在着的。它在这一形式上开始自己的运动。第一个过

程，Ｇ—Ｗ，是简单的流通行为，是买，是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

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行为作为资本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具有

职能上的一定内容。价值在货币上拥有自己的一般等价形式。因

此，作为货币预付的资本价值，能够按照它要在其中发挥职能的生

产领域的不同而转化为极不相同的商品。但是要作为资本发挥职

能，货币就必须变为劳动过程的各要素，即生产资料（不管它们具

有怎样的特殊形式）和劳动力（不管它们的用途如何）。货币必须变

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表明，购买劳动力本身的

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卖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

（３） 西斯蒙第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资本家把“让渡”利润和“生产”利润混淆起
来，还在他很久以前，詹姆斯·斯图亚特８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在第３册里９我们
将会看到，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还是商品价格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即
便是公正的理论家也还是不了解的），因此，事情表现成另外的样子，对这个问题的认
识发生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实践家有利害关系。

１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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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阶段：Ｐ

当资本价值在第一个阶段中靠流通行为从货币转化为商品之

后，也就是说，从物质的观点来看，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

化为形成产品和价值的各要素之后，接着第二阶段是这些商品的

消费。劳动力通过它的活动表现即通过劳动本身被消费；生产资

料被劳动消费，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作为劳动

材料和劳动资料消费掉。①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有更多的劳动力转

入流动状态，也就是在进行这一过程时花费的劳动多于构成劳动

力价值，从而构成它的价格或它的用货币支付的价值的劳动。因

此，资本价值生涯中的这第二个阶段是它的生产消费，即生产过

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发生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即

货币和商品互相换位，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的第一个

阶段相比，这第二个阶段包含着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即双

重的形态变化。一方面，发生了物质的形态变化。创造出新产品，

创造出劳动过程熄灭在其中的一个成果。这种产品在实物形式上

与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的形成产品的各要素是不同的。例如，虽然

小麦本身作为形成产品的要素加入小麦的生产，但是在生产小麦

时形成产品的各要素中，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肥料、机器等等，

最后，还有劳动力。因此，即便是在产品本身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在同样一些产品的生产资料中的情况下，它的实物形式也跟生产

它的Ｘ种要素的实物形式不同。但是，第二，除了这种物质形态

变化即作为劳动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外，资本价值发生

了价值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价值形成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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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价值创造出超过以货币形式预付在购买商品——劳动力和生

产资料——上的价值的余额，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前并不存在，

它只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商品上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

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在货币开始转化为资本时不是必

须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例如，厂房、机器等等是根据订货

生产的。这里的货币在形式上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就是说，在交

货以后立即实行支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只是由于资

本家的需求，现有的人们才能够作为劳动力活动——雇佣人员、儿

童等等。

［４］商品简单的形态变化Ｗ—Ｇ—Ｗ 完全是在流通领域范围

内，也就是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①。商品一旦进入消费，它便退出

流通。资本价值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价值的生产消费，或它在流

通领域以外发挥职能，即在生产领域内发挥职能，构成资本价值

循环的特殊生命阶段。因此，只有当资本价值在生产上被消费，从

流通领域回到生产领域，在这里无论在实物形式上还是在价值量

上都发生了实际形态变化以后，第二个行为，卖，才会补充第一

个相反的行为，买。

资本价值在它的前两个阶段中的运动，自然是以资本家为媒

介的。这种运动作为他自己的运动表现成这样：他起初作为流通

的当事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买者发挥职

能。然后他从商品市场上消失，去作为商品生产者，请注意，作

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发挥职能。

第三个阶段：Ｗ′－Ｇ′，作为资本家的行为是卖，作为发挥职

３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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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资本价值本身的过程是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纯

粹是形式上的流通行为或纯粹是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阶段。诚然，

第一个阶段，Ｇ—Ｗ，也是纯粹的流通行为或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

环节，但是这个行为作为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生活阶段，在物质上

已被规定，具有特殊的内容——价值从它最初的货币形式转化为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要素。相反，

Ｗ—Ｇ，生产过程在其中熄灭的那个商品的卖，不具备这种在物质

上规定了的、职能上规定了的内容。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必须

出卖商品，把商品从它的实物形式变成它的等价形式，或者说变

成货币形式。除了这种形式的转化以外，卖不具有任何其他内容。

Ｇ—Ｗ 则相反，不只是买，不只是货币形式变成商品形式，而且是

货币形式变成特殊的一定性质的商品。

当我们孤立地考察Ｗ—Ｇ本身时，情况便是这样。但是，如

果同循环的上一阶段联系起来考察，那它就是另一种样子。最初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上述例子中是５４０镑，在第一个阶

段Ｇ—Ｗ 中变成价格为５４０镑的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

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吸取剩余劳动的过程中孕育着剩余价

值。产品——８０００磅棉纱——的价值因此等于构成产品要素的最

初的价值５４０镑＋剩余价值６０镑，即６００镑。可见，离开生产过

程的商品Ｗ 比最初进入生产过程的那些商品Ｗ 具有更高的价

值。因此，我们用Ｗ′来表示这种商品。如果Ｗ′按其价值出卖，那

么它便卖６００镑，即５４０镑最初的资本价值＋６０镑这一资本价值

的增殖额。退出生产过程的商品孕含着剩余价值，即在生产过程

中转入流动状态的无酬劳动所体现的价值增殖额。和最初的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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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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价值相比，这个商品是增大的价值，它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

＋它的增殖额。但是这一增大的价值现在在商品的形式上作为新

形式的商品例如棉纱的价值而存在。它现在只在等于５４０镑＋６０

镑的棉纱价格上具有独立的形式，也就是它只具有观念上的货币

形式。通过出卖商品，Ｗ′—Ｇ′，这一价格得到实现，即商品价值

从商品形式再变成货币形式。但是，由于商品价格的这种实现，不

仅最初的资本价值，５４０镑的Ｗ 或Ｇ，获得了它在Ｇ—Ｗ 行为中

失去的它最初的货币形式，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新生产的和表现在

商品价格上的剩余价值６０镑也转化为６０镑货币。

因此，被看作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个生活阶段的Ｗ′—

Ｇ′行为，决不单纯是卖。它是预付在生产商品上的资本价值＋在

生产中加进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这是孕含着剩余价值的

商品转化为金或银，因此，这既是预付资本价值返回到它最初的

货币形式，也是剩余价值在货币上的实现。从一般形式来考察的

卖也是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它们的价值表现在货币形式上。但是，

由于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价值在这里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剩余

价值，那么卖也就是这样一个价格的实现，它等于最初的资本价

值＋新生产出来的超过这一资本价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因此，如

果说Ｗ′—Ｇ′行为不象Ｇ—Ｗ 那样表现为物质上一定的行为（从

而表现为资本价值生活中特殊的职能行为），即表现为货币转化成

它作为资本发挥职能所预先决定的特殊使用形式（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那么相反，它对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价值量来说具有特

殊的规定性。这不只是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资本价值的实现，而

且也是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实现。

这种规定性恰恰只对于资本家或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来说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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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只存在于资本家生活的普遍联系中，或这一生活的不同阶

段的彼此关系中。

对买者来说，Ｗ′就是Ｗ，就是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对于

８０００磅棉纱的买者来说，棉纱的卖者出卖这８０００磅是补偿他的

资本，还是他愿意把卖得的货币作为收入来消费，完全是无关紧要

的，就象对于他来说，在纺纱过程中把１２０镑加到４８０镑生产资料

上的那４００个工作日，是否在其中有２００代表有酬劳动，２００代表

无酬劳动，也就是说，它们是全部还是只有一部分代表工人的价

值，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他必须支付的，［５］是这８０００磅棉

纱的价值，即４８０镑（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代表４００天剩

余劳动的１２０镑，也就是６００镑。对于棉纱的买者来说，Ｗ′—Ｇ′＝

Ｇ—Ｗ，购买商品，仅此而已。［５］［１８］Ｗ′—Ｇ′，也和Ｇ—Ｗ 一样，

都是流通的简单行为。买（Ｇ—Ｗ）比卖（Ｗ—Ｇ）更容易，这种差别

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这种差别产生于货币

和商品之间的差别。但是，作为独立的资本循环的两个阶段，Ｇ—

Ｗ 和Ｗ′—Ｇ′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Ｇ—Ｗ 对于货币资本转化为

生产资本，从而对于预付价值开始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过程。从资

本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相反，在Ｗ′—Ｇ′行为中，

问题就不仅是预付资本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

了。这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家在这里不象是在Ｇ—Ｗ

行为中那样进行预付；他是获得，并且获得的比它预付的多。因此，

他买（Ｇ—Ｗ）的时候没有卖（Ｗ′—Ｇ′）的时候热情高，而卖的愿望

比买的愿望更强烈这一事实，并非产生于Ｗ—Ｇ是一般商品流通

的一环，而是产生于它是独立的资本循环中的一环。［１８］

［５］可见，资本循环Ｇ－Ｗ—Ｐ—Ｗ′－Ｇ′，一方面和一般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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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结合在一起，加入其中，构成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构

成资本价值自己的独立运动（对资本家而言，资本家使用自己的

货币，让它们发挥资本的职能），这一运动部分地在一般商品流通

的范围内进行，部分地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外进行。

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表现在：（１）流通的两段，Ｇ—Ｗ 和Ｗ′—

Ｇ′，买和卖，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在职能上具有一定的性质。Ｇ—

Ｗ，买，在物质上是被规定了的。货币转化成的或被购买的那些商

品必须具备特殊的使用形式。一方面，它们必须充当生产资料，另

一方面，必须包括劳动力。如果货币所有者不能购买劳动力，如果

劳动力不被它自己的所有者拿去作为商品出卖，那么货币就根本

不可能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价值就根本不可能作为资本价值发挥

职能。另一方面，Ｗ′—Ｇ′这一段流通作为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换

句话说，对商品的买者来说是单纯的买，或者从商品所有者方面来

说是卖），作为资本价值运动中的一个生活阶段，不仅是预付在商

品生产上的资本价值的实现，而且也是生产过程中新加到商品上

的剩余价值的实现。（２）资本循环不仅包括两个属于流通领域的简

单商品形态变化的阶段，Ｇ—Ｗ 和Ｗ—Ｇ，买和卖。它还包括流通

领域范围以外的生产过程Ｐ，也就是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的生产消费，这些商品的形式是最初的资本价值Ｇ通过流通

行为转化成的。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 完全是在流通领

域范围内进行的，并且仅由两个流通行为组成。商品的消费并不涉

及这种形式变换。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商

品便退出流通而进入消费。（３）最后，资本价值在一般商品流通范

围内所实现的循环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一点上：资本价值经过一系

列部分地是形式上的，部分地是实际上的形态变化以后，它重新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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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最初的货币形式上来——这些货币只发生了数量上的变

化；或者表现在这一点上：资本家起初投入流通的货币最后终于又

流回到他那里——即流回到他那里时已经是增殖了的货币。资本

价值开始自己生活的第一个形式，货币形式，也是运动结束时的最

后形式，或者说，资本家预付的货币再流回到他那里即流回到出发

点，这种情况象在考察Ｇ—Ｗ—Ｇ′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第１册第２

章①），是对买的行为进行补充的那个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

购买商品，货币投入流通，而商品则退出流通。由于随后补充的卖，

商品又投入流通，而货币则退出流通，或投入流通的货币从流通中

流回到它们的出发点。货币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资本

价值再转化为它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对购买商品进行补充的出卖

商品的必然结果。这一运动无论如何不会由于购买商品之后和重

新出卖商品之前所发生的停顿而改变，在停顿时期，买来的商品由

于进行生产消费或通过生产过程，既改变了自己的实物形式，也改

变了自己的价值。商品买来以后都要重新出卖，而不管它的实物形

式或它的价值怎样变化。因此，货币一定会发生向它们的出发点的

回流，或者说，商品形式再转化为最初的货币形式。至于除此之外

流回的货币数额多于最初预付的数额，它增加了剩余价值量，现在

要解释这一点是很简单的。如果说资本家作为卖者从流通中得到

的货币多于他作为买者投入流通的货币，那只是由于他再投入流

通的商品Ｗ′比通过买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Ｗ 具有更大的价值。

归根到底，他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所以多于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

只是因为他作为卖者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大于他作为买者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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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取出的商品的价值。

的确，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资本循环Ｇ－Ｗ—ｐ—Ｗ′－Ｇ′包括

商品Ｗ 的即货币在第一阶段转化成的那些商品的消费，这也就是

它们的生产消费或生产过程。但是，这个循环并不直接包括退出

生产过程，然后又被投入流通的商品Ｗ′的消费，而只包括它的出

卖，包括它再转化为货币。诚然，退出生产过程的商品必须是使

用价值，有用物，它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成为这样的有用物：

它的实物形式使它能够或者充当生产资料或享受资料，或者充当

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料，而尽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归根到底

它是供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用的，归根到底购买它只是为了以这

种或那种方式消费掉。但是，它的消费不包括在资本价值的循环

中，这种资本价值在流通中由于出卖而再次抛弃它在生产过程中

获得的商品形式。商品，例如棉纱，一经出卖，表现在棉纱上的

资本价值的循环就能重新开始，而不管这些棉纱发生了什么变化。

因此，只要商品出卖没有任何困难，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

都是正常的。他所体现的资本价值的循环没有中断。他的买者，商

人，与此同时可以在世界的这一或那一地区把未卖出的棉纱囤积

起来（保存在仓库里），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继续购买新的棉纱，

他们这样做或者是用自己的货币，或者尤其常见的是用借来的货

币，即他通过信贷能加以支配的货币。显然，归根到底商品（棉

纱）必须卖给购买它的买主，才能进行消费，即进行生产消费或

个人消费。凡是最后不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生产消费者或个人

消费者）的一切买和卖的行为，都只是暂时的行为，不是最终的

行为。因此，买者——这里指的不只是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的

第一个买者，而且是在商品卖给最终消费者以前经手的那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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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者——归根到底必须销售商品。如果后来弄明白，这种商品或

者不可能出售，或者只能降价出售，那么最后对生产者的反作用

就变得明显了。那时，我们会看到在每次危机中都会定期重复的

现象经常出现在国会的发言里，出现在货币市场的出版物里。这

些言词充满信心地说生产是“健康的”，可是突然间，由于各种偶

然性和商业上的冒险行为而变得“不健康”了。（４）

［６］资本价值通过它在自己的运动中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而创造出不同的形式：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

形式。同一资本价值按照它处于自己循环的某一阶段和完成某一

职能的情况，而轮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

这些不同的形式是资本在其循环中所经历的各种形态变化。

（１）货币资本

对于一般商品流通来说，货币资本只不过是货币。这些货币

只有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特殊的、职能上一定的形式中的一

种，即只有对于资本在一般流通范围内所完成的独立循环来说，才

是货币资本。因此，在流通的每一单个行为中，货币资本也只是

完成货币职能中的某一种职能，它只是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等

等。在上述例子中，资本家预付５４０镑，所以代表１６００个十二小

（４） 甚至托·图克在他的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价格史》中，也表现得活象这样
一位军事史家，他的主角在各次战役中总是战败，但总是“健康地”战斗，直到不能不说
他挨了一顿好打为止。在书的正文中，对于采取商业危机这种特殊形式的危机有所暗
示。相反，如果生产者自己把商品托人代售或进行长期赊卖，直到最后他才不得不调整
出售或进行清算（象１８４７年那样），那么当然很明显，生产不是“健康的”，但是，恰好在
这时人们也同样声称，“商业”或“生意”是健康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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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作日的价值便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以５４０镑的形式，开始自己

的循环。在这５４０镑中，６０镑用于购买劳动力。对于５４０镑必须作

为资本价值完成的循环来说，这６０镑不只是货币资本的一部分。

在资本家手里，它是货币资本的可变部分，即其中用来变为活劳动

力的部分。但是在市场上，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内，这些货币对

于资本家本身来说只完成一定的职能，它们充当他的购买手段或

商品的支付手段，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劳动力的支付手段，此外，同

一６０镑一旦转到工人手里，便失去了资本的性质。对工人来说，它

们只是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 中商品的正在消失的货币形式。

工人为６０镑而出卖劳动力，其目的是用这６０镑购买生活资料。因

此，这６０镑只是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

在流通的图式Ｇ－Ｗ—Ｐ—Ｗ′－Ｇ′中，资本价值的开始形式

和最终形式——即开始自身增殖的资本价值形式和已经完成这种

增殖的资本价值形式——是货币资本形式。５４０镑价值又以其货

币形式存在，但是，这５４０镑作为货币资本，即作为最初预付的

货币额对６０镑剩余价值的关系是对自己成果的关系。由于作为货

币资本的５４０镑和作为它的金价值产品的６０镑之间存在差别，资

本家便能够例如吃掉这６０镑，而把５４０镑作为资本价值重新投入

循环。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考察一般商品流通中货币流回到出

发点的那一阶段，即Ｗ′—Ｇ′，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商品８０００

磅棉纱的出卖，那么货币无论是在卖者即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手里，还是在买者手里，都只是起货币的作用。在每次出卖的时

候，货币都充当买者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而对于卖者来说，它

们充当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货币形态。

在考察货币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的形式之一是贮藏货

１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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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形式。如果这种贮藏货币具有职能上的作用，那便是充当购买手

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相反，如果货币作为财富最终的绝对的形

式一直保存下来，那么贮藏货币便只是金银的毫无意义地积累起

来的储备。如果资本家不得不使他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发挥准备金

的作用，那么这种准备金正是处于贮藏货币的一定职能形式上的

货币，即为了将来的购买或支付所必需的货币储备。这种货币储备

只有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形式和职能之

一，才是后备货币资本。资本家远不赞同货币贮藏者的幻想。因此，

他没有以贮藏货币形式保存自己货币的宿愿。但是他往往遇到这

样的情况：商品流通提供给他的货币，或者可能是他在流通中进行

其他投机而得到的货币，对他来说既不需要直接用作购买手段或

支付手段，也不需要用来恢复他的准备金，于是，这些货币便停滞

在他那里成为贮藏货币，成为不执行任何职能的货币。这些货币对

他本人以及对一般的流通来说是单纯的贮藏货币——简直是货币

贮藏者握在手心里的贮藏货币。这些贮藏货币只是剩余价值变成

的金，这种剩余价值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额，便会作为追加资本起作

用，因为我们记得，决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能作为资本起作用。

或者，它可能是最初预付的并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返回的资本价

值的一部分，不过这一部分由于市场条件不利，不能再直接转入流

动状态，所以它停滞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仅仅表明它的职能被中

断等等。无论如何，这种贮藏货币都是单纯的贮藏货币，只有在资

本的特殊循环中占职能上的一定地位以后，才能获得货币资本的

用途。贮藏货币形式上的现有货币资本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它或者

还没有执行自己的职能，或者执行的职能被中断。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货币资本作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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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价值在自己的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又抛弃的特殊的职能

上一定的形式之一（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资本价值在自己的一系

列形态变化中所采取的形式之一），由于本身一定的性质而不同于

对它进行补充的其他形式，那么这些性质并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

资本，而是由于资本在这里具有货币形式，——可见，也就是具

有货币所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性质。例如，５４０镑不在纺纱生产中，也

能在任何其他生产部门中自行增殖，因为象货币本身一样，资本

家也是万能先生。或者，如果第一个循环结束时资本返回到它的

货币形式上，［７］它能够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其他实物形式的生

产资本。相反，已经转化为一定生产要素的资本也只能在以这些

要素为条件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而商品资本，即这８０００磅的棉

纱，只要还没有卖出去或再转化为货币，就既不能在同一生产部

门中，也不能在其他生产部门中作为资本重新发挥职能。货币资

本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节省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投资领域

中不断变化的分配来说起着很大的作用——依然不是产生于它作

为资本的性质，而是产生于它作为货币的性质。货币作为商品的

一般等价形式具有直接交换一切商品的性质，从而具有转化为任

何使用价值的能力，而不论所得到的使用价值是否已经是上市的

商品，还是按照订货生产的。

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我们的资本家发现他的资本在国外比

在本国增殖得快，——而我们的资本家也和货币本身一样，是世界

主义者。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本以什么形式输往国外呢？作为

商品资本吗？但是别国的边界上可能有海关人员和异教徒守在那

里禁止商品输入。或者国内某些商品的生产比国外贵。那么它们

便不适于出口。至于其他商品，国外可能已经充斥，它们的价格因

３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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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低于正常的水平，等等。在这样的商品市场行情下，最有利和最

正确的做法，是把渴望旅行的资本在货币形式上作为货币资本送

出去。但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因为它是货

币形式上的资本，货币现在也起世界货币的作用。这里有意义的是

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区别，而不是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的区别。

成为资本——不如说这是它们共同的性质，在货币或商品形态上

成为资本——是它们的特点。当代的政治经济学还能得到的唯一

慰藉，就是它高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谬误。因此，它小心翼翼

地掩盖货币同商品的差别，同样顽强地企图用货币资本充当资本

时的性质来解释只是由它的货币性质所产生的东西。（５）

货币资本不是独立的资本形式；它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

其循环或形态变化的系列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之一。因此，不能把

它和独立的资本形式混为一谈，例如，和生息资本混为一谈。（６）

（５） 参看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６） “现有货币总量〈金，银行券和银行信贷〉的一部分总是处在把它们当作

资本来用的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货币资本。”（约·莱勒《货币和道德》１８５２
年伦敦版第７、８页）可见，在莱勒先生看来，货币资本（ｍｏｎｅｙｃａｐｉｔａｌ）作为自行增
殖的资本的职能形式之一，是和生息资本没有区别的，等等。但是英国人在谈到
“ｍｏｎｉ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 〔“货币的资本”〕的时候，在这里使用了和“ｍｏｎｅ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货币资本”〕不同的说法，不过只有前一种说法可以用来表示生息资本，等等。但
是这种讨厌的暗语，以及交易所的野蛮观念，从皮特的反雅各宾政府时期起就已特别
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科贝特从十九世纪初起，就在他的《政治纪事报》上同
由此造成的语言上和意思上的歪曲作斗争。他早在他的《语法》一书中就告诫遇到这
种问题的青年人说，不要理睬使用复数“ｍｏｎｅｙ”的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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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产资本］

由于流通的第一个行为Ｇ—Ｗ，资本抛弃它的货币形式而转

化为生产的各要素。它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具有这样

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的职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它

的这种形式和这种形式的职能属于生产领域，而它的货币资本和

商品资本的形态和职能属于流通领域。在这种形式上它实现资本

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最隐秘的过程是价值增殖或生产剩余价

值，流通行为Ｇ—Ｗ 对于这个过程只具有前奏的性质，这个过程

的结果由于流通行为Ｗ′—Ｇ′而只转化为银或金。最后，资本在流

通领域只改变自己的货币和商品形式以及自己的人格化，同样，资

本家在对和他相同的其他买者或卖者的关系上只表现为卖者或买

者，虽然在第一册里已经指出，作为买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卖

者的工人之间的平等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纯粹假象（７）。由于活

劳动力加到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上，价值即过去的、物化的死劳动

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

‘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第１册第１６１页①
）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过程。“生产资本”这个术语很

好地反映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变为劳动要素的生产

率，创造价值的活动变为现有的、已存在的价值的主动性，活劳动

（７） “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３４页］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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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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为死劳动的血液。工人从属于劳动产品，创造价值的力量从属

于这个价值本身，发挥职能的劳动力作为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借

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简单形式而存在，而另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

由劳动的物的要素和现成的价值构成，——所有这一切是以资本

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

现）为媒介的，正象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是以资本家的买或卖的

行为为媒介一样。作为这样的关系，资本是生产的，因为它不仅

总是把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而且还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特殊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转入流动

状态。至于生产资本，这里应当指出，资本价值在这一职能上拥

有它在流通领域中所不能得到的潜力。除了资本价值从流通领域

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外，资本价值在这里把不是劳动产

品、因而不是价值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加在自己身上，同样也把生

产过程本身的组织中所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加在自己身上（第

１册第６章ｂ①）。资本所以成为生产资本，是因为价值把形成价值

的力量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了劳动力，而不是劳

动力掌握了生产资料。

在第一册中（第３章１和２②），我们记得，生产资料一方面构

成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构成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生

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从这一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在

对正在起作用的劳动力的关系上是作为吸收劳动的手段发挥职能

的。

［８］政治经济学满足于朴素的外观，从简单劳动过程即从与

６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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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形式无关的自然过程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根据

这一点说明生产资本是生产资料，因为它们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

品，而不是没有劳动的协助就存在的自然物。如果读一下下面这

样的话：

“生产资本是以某种方式和工业结合在一起、处在增殖过程中的东西”

（弗·威兰德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版］第３５页），

那就只能意味着：生产资本是处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但是，

这种蠢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天真。这种混乱是要把下列东西偷运

进来：承认来自自然界的生产资料是资本，从而承认来自自然界

的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所谓来自自然界的工人引

起资本家的出现。如果事先假定工人是雇佣工人，从而也事先假

定有资本家，那么这样说就更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小心谨慎

的和字斟句酌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可

能说明“生产资本”这种说法严格地讲只是形象的说法，因为严

格地讲，只有劳动，而非生产资料，才是生产的。资本的生产性

是词藻华丽的说法吗？穆勒先生可以同样宣称奴隶制和农奴制的

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但是，如果他真相信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的论断，把生产资本只理解为生产资料，那么他的批评就依

然停留在幼稚的水平上。他应当这样讲：首先，“资本”这个词在

这里是生产资料的多余的简单的名称。因此，应当打倒它！经过

这样剪裁以后，问题就不是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资本，而是

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问题了。穆勒先生达到这一点以后，就面

临着接触科学问题的危险，即：产品生产过程中或价值生产过程

中的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他没有谈这一点，而是企图向自己

７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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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人解释说，生产资料，例如皮革、松香和锥子这样一些东西，

实际上只有在人们借助于它们才能劳动的情况下，才充当生产资

料，即充当劳动材料或劳动资料。他还能够作出深思熟虑的结论

说，谷物和［９］肉如果不是被吃掉，便不是消费品。难怪约翰·

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被列入七大贤人之中１２！为了进行比较，我们

不妨看看梅克伦堡的地主冯·杜能的说法：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１）资本本身是死的，只

是由于人的活动才有用；（２）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

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

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

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

《孤立国家》１８６３年罗斯托克版 ［第２部］第２编第５、６页）

杜能在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前提出发的，即认为生产

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因此资本成了工人的主人。他不可能懂得，

物，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才能变成资本。因

此，他不应当问工人怎样会落入资本的统治下，而是应当问生产

资料即已经存在的价值由于什么原因才变成资本？不过，尽管问

题的表述是错误的，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可笑的，但是提出问题本

身就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冯·杜能在德国教授们编的经济著作中

总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使他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孤独的人的，

不是捷尔洛夫这个名字１３，而是思维方式。［９］

［（３）商品资本］

［８］生产过程熄灭在产品中。成品被排出生产领域，进入流

８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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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领域。这是供出卖的产品，或商品。这样，资本从生产资本转

化为商品资本。这不仅是最初预付的资本价值，而且是在生产过

程中充实了剩余价值的、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因而作为商品

资本存在的资本价值。商品的唯一职能是商品的出卖，是商品转

化为货币。这种商品资本的转化，对于最初的预付资本价值来说

是回归，而对于它所增加的剩余价值来说则是首次转化为货币。

可能有这种情况：资本主义生产者，例如租地农场主，把一

部分产品直接用于他个人的消费。他这样在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

中消费的东西，自然不会转化为响当当的铸币，也不会作为商品

执行职能。另一种场合，即一部分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再加入它作

为产品退出的那同一个过程，就更为重要得多：例如，煤加入采

煤过程，小麦加入小麦的种植，等等。由生产者自己进行生产消

费的这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在资本家的簿记中作为计算货币存在，

但它并不实际转化为货币。这一部分产品仍然是资本的组成部分，

不过是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商品资本形式

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曾经指出过，除了产品，从而

除了商品以外，加入生产过程的还有其他要素，那么在这里我们

看到，并不是加入生产过程的一切产品都退出流通过程，并不是

一切产品以前都作为商品流通。

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可以为了等

待更好的市场行情而不把商品运往市场。商品迟早必须脱手。这

样暂时存放起来的商品是潜在的商品资本，是职能有意被中断的

商品资本。相反，供出卖的商品是否必须在它准备出卖的阶段上停

滞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一点根本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它处在

流通领域，因而它所代表的资本价值是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例

９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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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品尽管仍未卖出，但在这一职能上仍会影响市场价格。

初看起来，似乎流通形式的资本Ｇ－Ｗ—Ｐ—Ｗ′－Ｇ′两次作

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一次在Ｇ—Ｗ 中，在买的时候作为商品发

挥职能，第二次在Ｗ′—Ｇ′中，在卖的时候作为Ｗ′发挥职能。首

先应当记住，Ｇ—Ｗ 中的Ｗ 有一部分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在工人

卖出自己的劳动力之前，它是商品，但决不是商品资本。他一旦

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它便必然作为生产资本的可变成分起作

用。只有奴隶的劳动力才可能具有商品资本的形式。其次，至于

资本家用自己的货币转化成的用作生产资料的其他商品，如原料，

辅助物质和劳动资料，那么，它们在卖者手里决不一定是严格意

义上的商品资本。它们可能是独立劳动者、奴隶等等的产品。在

流通领域中，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的产品都表

现为同样的商品形式。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只是资本的

流通形式，所以有利的作法是，一方面完全撇开对外贸易，另一

方面假定资本在这里支配了国内的全部生产，也就是说，全部商

品产品同时也是商品资本。因此，在这种前提条件下，Ｇ—Ｗ 中的

Ｗ 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商品资本。它们是孕

含着剩余价值的产品，卖者必须把它们变为货币形式。但是它们

对买者来说不是商品资本，相反，买者购买它们的时候是想把自

己的资本价值从货币形式变为消费形式，在这种场合就是变为生

产资本的形式。只要商品Ｗ 在卖者手里，它们就还不是这样一种

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这种资本价值通过这些商品的购买而开始

自己的循环。它们一经转入买者手里，即进入他的资本的循环，它

们便成为他的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说得确切一些，成为他的生

产资本的不变部分的存在形式，而不管他是否把它们立即投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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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还是留作供以后的生产过程用的储备。商品资本从表面

上看两次出现在Ｇ－Ｗ—Ｐ—Ｗ′－Ｇ′流通中，这一事实实际上只

是反映了［９］在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Ｗ—Ｇ—Ｗ 中见到的现象。

买，Ｇ—Ｗ，在这里对买者来说是商品的第二个形态变化，是商品

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消费形式，但是对卖者来说是第一个形态变

化，是卖，Ｗ—Ｇ，是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同样，在资本

的这一循环中，对买者来说Ｇ—Ｗ 是第一个形态变化，是货币资

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但是对卖者来说Ｗ′—Ｇ′是最后一个形态变

化，是商品资本的实现。在这里，同一些物在一个资本的循环中

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随后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作为生产资

本执行职能。“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等的规定性随这些物在资

本价值的循环中所处的位置（和相应职能）的变化而变化。

商品资本之所以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循环的一定阶段上所

采取的独特形式，只是由于资本采取它必须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

那种形态。但是，商品的唯一职能是它的出卖或它转化为货币。

资本的形态变化：Ｇ－Ｗ—Ｐ—Ｗ′－Ｇ′

Ｇ—Ｗ。例如，代表１６００个工作日的价值，在其货币形式上，

比如说在５４０镑的形式上，开始运动。这个价值必须作为资本，即

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执行职能。因此，它就其使命来说，本身已

经是资本价值或资本。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过程，属于一般商

品流通的范围。作为流通的阶段，它是简单的流通行为，是商品

形态变化的一个环节，是货币转化为商品，是买。但是，作为过

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第一个阶段，这种买在物质上已被规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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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货币交换的或用货币购买的那种商品的特殊性质，已由执行资

本职能的货币性质所规定。作为资本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流通的

这一简单行为，买，或形式上的形态变化Ｇ—Ｗ，货币转化为商品，

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同时是预付资本价值开始自行增殖

的过程，是货币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例如棉花，纱锭等等，

以及纺纱工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它在流通过

程中完成的循环的第一个行为，因而是流通行为。流通的这第一

个行为，或这第一个形态变化，是由资本价值在货币形态上完成

的，或作为货币资本完成的。通过这第一个形态变化本身，资本

价值转化为各生产要素的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Ｐ。现在资本价值从它的第一个形态——货币资本的形态

——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态。它采取另一种形式，或处于另一种

状态，并且在这种形式上完成另一种职能。生产资本的职能是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这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一方

面，各生产要素——棉花、纱锭、纺纱工人的劳动——变成新产

品，变成棉纱。另一方面，资本价值自行增殖，也就是说，生产

资料的预付价值有一部分保存下来，有一部分通过新生产的价值

来补偿劳动力的预付价值，最后，加进了剩余价值。各生产要素

的价值是５４０镑。产品即棉纱的价值等于５４０镑预付资本价值＋

６０镑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剩余价值，即等于６００镑。在产品中，生

产过程，同时也是职能，也是资本价值作为生产资本的状态，全

都消失了。棉纱不可能再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商

品出卖，或者说，在这种商品从流通领域即从它的第一个阶段进

入生产领域以后，进入它的第二个阶段的发挥职能的领域以后，再

进入流通领域。或者，如果从资本家的主观行为即充当资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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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运动的媒介的那种行为来看，那么，资本家起初作为商品的

买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尔后离开市场，

充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其后，又离开生产领域，重新在市

场上充当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形式和价值的那种商品的卖者。

［１０］Ｗ′—Ｇ′。资本循环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阶段和它的第三

个或最后一个形态变化。

Ｗ′—Ｇ′——简单的流通行为，卖，或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一

个阶段，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价格为６００镑的棉纱转化

为６００镑的货币价值。本身被看作属于一般商品形态变化的这一

过程Ｗ′—Ｇ′，只不过是Ｗ—Ｇ。但是，作为资本价值独立循环中

的一段，即和它以前的各阶段相比，Ｗ 变成了Ｗ′。各生产要素Ｗ

的价格是５４０镑，现在Ｗ 具有６００镑的价格，因此，和Ｗ 相比是

Ｗ′。同样和Ｇ＝５４０镑相比，Ｇ′＝６００镑。可见，在这里商品的职

能既是预付在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价值５４０镑再转化为货币形式，

又是加到商品上的剩余价值６０镑转化为货币。因此，资本价值在

自己的最后阶段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通过商品资本的职能，即

通过Ｗ—Ｇ的流通行为，通过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资本

也就回到它最初的５４０镑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现在它和６０镑的

关系，是自行增殖的资本和自己的成果的关系，和它所产生的剩

余价值的关系。［１０］

［１１］所以，每一单个资本一方面是总的商品流通两个本身对

立的部分Ｇ—Ｗ 和Ｗ′—Ｇ′的因素（要素），它在其中或是充当货

币，或是充当商品，并且和商品界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总的流通范围内，它完成自己的独立循环，生产领

域是这一循环的暂时阶段，在这一循环中，它在总的流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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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形式，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职能上一定

的形式，并且在这一循环中，它以离开起点时的形式回到自己的

起点。在它自己的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形态变化的这一

循环的范围内，它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它不只是作为货币

价值返回，而且是作为已经增殖的、已经增加了的货币价值返回。

诚然，Ｇ－Ｗ—Ｐ—Ｗ′－Ｇ′形式上的循环，表现为流通过程和

生产过程的统一，但同时，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流通过程的

媒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暂时阶段，它处在流通过程的两个半段

Ｇ—Ｗ 和Ｗ′—Ｇ′之间。运动的起点形式和终点形式是货币，是独

立的价值形态，是价值的等价形式。因此，撇开媒介环节来看的

资本价值的总过程，便是Ｇ—Ｇ′，便是预付货币的流通，这些货

币从这一流通中出来的时候已经增殖，——是孵出货币的货币。

我们立刻就会看出，这一形式是单个资本运动的真正形式，单

个资本起初作为货币进入市场，又作为货币离开市场——不管资

本家是否真正停止营业，或者他只是把他的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

抽出来投入另一生产部门。此外，可以看出，一部分过程中的资本

价值经常以Ｇ—Ｇ′的形式流通。例如，资本家的确经常把货币花费

在购买［劳动力上］，或支付在工资上，还通过出卖工人的价值产品

经常从流通中取出更多的货币，以便不断地重新开始同一过程。

正由于价值的货币形态是可以摸得着的表现形式，那么流通

形式Ｇ－Ｗ—Ｐ—Ｗ′－Ｇ′，即起点和终点都是真正的货币，并归结

为Ｇ—Ｇ′，归结为赚钱的流通形式，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资本主

义生产的动因和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赚

钱的必要媒介，表现为确实不可避免的不幸。因此，所有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盛行投机的狂热，它们想不经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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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麻烦的生产过程而赚钱
（８）
。

但是，如果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这种流通形态不是确定为特

殊的表现形式，而是确定为它的循环的普遍的和唯一的形式，那

么它的空幻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作为普遍的形式，这种循

环是周而复始的圆圈，在其中，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

商品资本形式不断地消失，又不断重现出来。在这一周转本身中，

资本从货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回流，不过是不断重新消失的回流，

任何其他的过渡点，都同样可以核定为出发点和回归点。资本价

值恰恰在它的货币形态上被确定为出发点和回归点，这一事实不

过是表明了资本家的主观目标。但是，这一循环形式自身指明了

另一种形式是自己真正的、但躲在背后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货

币，是商品的转化形式。要使它从这种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本，不

仅要以经常存在生产资料为前提，而且还要以经常存在雇佣工人

为前提。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册里已经看到的①
，工人不断以雇

佣工人的身分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不

断地以这种身分抛向市场。可见，流通的形式Ｇ－Ｗ—Ｐ—Ｗ′－Ｇ′

［１２］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前提，从而以循环的形式为

前提，在循环的形式中生产资本及其职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

出发点，也是回归点（９）。

（８）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９） 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
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１４。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
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
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
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２１—６３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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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立地来看，流通形式Ｇ－Ｗ—ｐ—Ｗ′－Ｇ′本身是货币贮藏

的合理形式，从而是货币体系即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形式。尽管

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启蒙宣传，这一体系依然在实践家的头脑中，

特别是在商人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１０）［１２］

［１０］所以，如果我们考察资本的总循环，那么它便是由连续

不断的形态变化的序列组成的，在这些序列中，过程中的资本价值

轮流地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然后流

回到它最初的货币形式，可以重新开始同一循环。它的运动从流通

领域出发，经过生产领域，又回到流通领域。新的形态变化部分地

以商品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为媒介，部分地包含着生产过程中发生

的各生产要素和价值本身上的实际形态变化。因为资本在自己的

循环中经过的不同阶段在职能上已被规定，并且与这些阶段相适

应的每个形态变化都决定着下一个形态变化，所以它们只能依照

时间的顺序进行。这种顺序同时包含着循环中资本价值量的变化

同资本在进入上一阶段时具有的价值之间所不断进行的比较。如

果说价值对于形成价值的力量即对于劳动力的独立化是从货币转

化为劳动力时开始，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而

（１０） 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里的收获实际上是值得花费气力的；让

肤浅的理论家们和虚伪的哲学家们去尽情地嘲笑和鄙视吧：明晃晃的金子，耀眼的银
子——这便是财富，……只有这个世界才有这样美丽的东西；现在财运亨通的商人
——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可以骄傲地在自己的储钱匣上写下这样的箴言：
‘谁不怀好意就让他丢脸！’１５。”（厄内斯特·赛德《金银条块和外汇》１８６８年伦敦版第
５３４页）这位为眷恋金银而苦恼的厄内斯特·赛德先生，既不是“肤浅的理论家”，也不
是严肃的理论家，而是处在一切理论之外和之下。如果说职业权威，即伦敦的《经济学
家》、《金融市场评论》等等，依然吹嘘大厚本的汇编著作，那么这是由于厄内斯特·赛
德先生（他自己承认是英国式的德国商人）悄悄地从现代德国《商人算术》教科书中剽
窃了一切矛盾的观点。这些教科书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主要观点论述得明确，删掉了无
用的细微末节，因而比令人厌恶的、充满了伦巴特街精神的英国《汇兑通》要好１６。

６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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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实现，那么这种独立化同样表现在这种独立的循环中，在这

种循环中，货币、商品、各生产要素的形式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

价值的暂时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把自己作为生产出来的价

值量同在较早阶段上自己未发生变化的价值量进行比较，把自己

现在的价值量同自己过去的价值量进行比较（１１）。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不是特殊种类的资本，而只

是过程中的同一资本价值采取的职能上一定的不同形式，或不断

变化的状态，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一定阶段上采取

和抛弃这些形式，以便回到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后重新进行同样

形式的循环，——这是简单明了的事情。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没

有弄清这个问题，在考察理论史的第四册（第三卷）１７中读者就可

以明白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政治经济学抓住的是表面上表现出

来的现成的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去研究这些形式的隐蔽的发

展过程。在现象上——这一点把迷恋外表的观察者弄糊涂了——

资本价值在自己循环的特殊阶段上所采取的、从而构成自身运动

的单纯环节的各种形式和职能硬化起来和独立起来。因此，它们似

乎是特种资本的职能或单独一类资本家的专门职能。这一点将在

第三册中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事先在这里举出这种形式转化的

例子是有好处的。假定资本流通的后一个阶段是形态 ，即资本价

值在其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Ｗ —Ｇ′。Ｗ —Ｇ′行为，从上述

例子中的资本家方面来说是棉纱的出卖，对买者来说是Ｇ—Ｗ，

（１１） 英国少数受过高深教育的银行家之一赛·贝利，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理解

得多么差，他有多少理由批评李嘉图，可以由他说的一句话得到证明：“价值是同时存
在的各商品之间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同上 ［赛·贝利《对
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７２页］；这是从麦克劳德和其
他的人那里抄来的）应当相信，价值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会使这类幼稚观点无法存在。

７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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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棉纱的购买。现在假定，资本家不是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想

再把棉纱倒手出卖的那种买者。对于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

棉纱一经出卖，他的资本循环便告完成。但是，对于棉纱形式所

代表的价值来说，只要棉纱是它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的

商品形式，实际上这种循环就没有完成，并且也不会完成。

棉纱可能还要经过购买它而又出卖它的一切人的手。这是

Ｗ—Ｇ行为的不断重复。这个行为，或者说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

转化，资本的这后一个形态变化，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个最终的形

态变化Ｗ—Ｇ，只有当商品卖给消费者时（而不管这些消费者是把

它用作个人消费资料，还是用作生产消费资料）才会最终完成。从

社会的观点来看，只有在那个时候，Ｗ—Ｇ，即对卖者来说的棉纱

到货币的形态变化，对买者来说的 ［货币］到使用价值的形态变

化，才告完成。但在表面上却是另一种情况。对于棉纱的资本主

义生产者来说，在他的资本循环中棉纱一经卖出，Ｗ′—Ｇ′就可能

是最后一个形态变化，哪怕棉纱继续作为商品流通并不断地再出

卖。只有当他卖给临时买主的棉纱在后者的手中作为卖不出去的

商品积存起来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这种联系，而这种情况无论在

任何情况下都会使生产者自己手里的棉纱卖不出去。那时对他的

个人资本循环的这种反作用就会提醒他，虽然对他来说Ｗ—Ｇ行

为已经预先完成，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尚未完成。另

一方面，Ｗ′—Ｇ′也和任何卖一样，对买者来说是Ｇ—Ｗ，是买。因

此，对于想再出卖棉纱的买者来说，Ｗ—Ｇ＝Ｇ—Ｗ，是他的货币

形态变化的第一个行为。只是由于下一次再卖，他才实现Ｗ—Ｇ。

可见，Ｗ′—Ｇ′作为投入棉纱生产的资本循环的阶段，并没有由棉

纱生产者最终实现，而是在后来（或有时）仅仅由棉纱的买者实

８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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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情况［１１］在买者看来是Ｇ—Ｗ—Ｇ。因此，为了接着出

卖而购买棉纱，为了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而把货币转化为商品，表

现为资本的独立运动，这种运动始终只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并

且不断地在流通领域中重复。由于这种情况，流通的一段Ｗ—Ｇ，

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简单阶段或环节，在买者手中采取特殊

形式的资本即商人资本的职能形态，更确切些说，采取商品经营

资本的职能形态。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Ｗ′—Ｇ′这一形态变

化，在商人手中不仅独立为Ｇ—Ｗ—Ｇ，即执行独立发挥职能的资

本流通的职能，而且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种运动还产生剩余价

值，以致预付在购买商品上的价值在出卖商品时会增殖，从而表

现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所

有这一切只有在以后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在这里并不重要。这里

只须说明，资本价值在自己暂时的商品资本的职能上怎样取得一

种独立发挥职能的资本即商人资本的表现形式。

资本的循环只有当它的不同阶段无阻碍地从一个转到另一个

的时候才能实现。如果资本停留在第一阶段Ｇ—Ｗ 上，那么，货

币资本便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它停留在生产阶段上，那么，一

方面生产资料会闲置起来，另一方面劳动力也无事可干，或者生

产过程本身会因发生故障而受到破坏和中断。最后，如果资本停

留在最后一个阶段Ｗ′—Ｇ′上，那么，卖不出去的商品便会堆积起

来并把流通运动的道路堵塞。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的是，循环

本身要求资本在循环的一定时间和一定段落上固定下来，也要求

有与此相应的资本价值存在状态或形式。

９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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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流通的第二形态：Ｐ—Ｗ′－Ｇ′－Ｗ—Ｐ

生产资本及其职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成过程中的资本

价值的前提和结果，起点和终点。因此，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不间断地流通的形态，或生产过程的形态，因为它同时是再生

产过程。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里媒介是由商品流通的两个相互对立、

相互补充的阶段，Ｗ—Ｇ，卖，和Ｇ—Ｗ，买，构成的，也就是由

商品在自己流通中经过的整个形态变化序列构成的。因此，如果

我们撇开价值变化，而只考察形式，那么处在作为起点的生产过

程和作为终点的生产过程之间的东西便是总流通过程ＣＫ。上述的

形态便是

Ｐ—ＣＫ—Ｐ。

或者说，流通过程只表现为对再生产起媒介作用的环节。魁奈医

生的功绩就是他第一个这样明确地规定流通。这个形态和应当在

以后的第 ［点］考察的形态，构成他的《经济表》的基础，经

济表被老米拉波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以后的第八奇迹（１２）。

在流通的第一形态中，循环是由商品资本的职能，由它转化为

货币来完成的。因为预付的货币额，例如５４０镑，是这里的起点，而

已经增殖的货币额６００镑是终点，所以６０镑剩余价值是否作为收

入花掉，或是作为增加额加到原有的资本上，这样的问题不会发

（１２） 老米拉波一字不差地说：“从世界产生的时候起，曾有过三大发现赋予政
治社会以重大意义…… 其中第一是文字的发明…… 第二是货币的发明…… 第
三是《经济表》，头两项发明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的完成”。［维·里·来拉波《农业哲
学或一般的农业政治经济学》１７６４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１卷第５２页］无论关于《经济
表》，还是关于重农学派，康替龙都可以说：“此事我有大功。”１８

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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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这一循环本身的范围内。它只有在循环重复的时候才有意义。

循环的第二形态就不是这样。它从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开始。通

过它自己的职能，通过生产过程，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在

我们的例子中是转化为价格６００镑的８０００磅棉纱。商品资本的职

能——即８０００磅棉纱转化为货币——在这里是循环的第二阶段，

但是在资本自己的流通过程中是第一阶段。因此，关于６０镑剩余

价值是否必须加到资本上去或者作为收入花掉的问题，必须在过

程中的资本价值有可能完成它的循环的后面各阶段以前加以解

决，并且要看循环如何解决，循环的性质怎样变化而定。如果这

６０镑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那么它们便离开它们只要还采取商

品资本形式便会加入的资本循环。６０镑在这种场合发挥着职能，

但不是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它们被花掉，而不是被预付。它们在

一般商品流通中起自己的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们在资本的独

立循环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资本以它最初的价值量５４０镑继续走

自己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简单再生产（第一册第六章第１节

ａ①），它的形态表现在第 点上：

Ｐ—Ｗ′－Ｇ′－Ｗ—Ｐ。

［１３］相反，如果剩余价值６０镑或它的一部分加到资本上，也

就是被吸收进资本的独立循环，那么，首先在流通领域中预付在

价值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增加了。资本循环从价值５４０镑的生

产资本的形式开始。它以６００镑或５９０镑等等的资本价值结束。这

样，第二形态就变成Ｐ—Ｗ′－Ｇ′－Ｗ′—Ｐ′，也就是变成规模扩大

的再生产的流通形态，或资本主义积累的流通形态（第一册第六

１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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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１节ｂ①）。这是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态。

如果撇开使事物发生变形的一切其他情况，应当记住的是，生

产过程可以扩大的比例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

此，虽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预定要资本化，而通过资本化，不

同循环的重复［才能实现］，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必须积累到它实际

上能够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数额，或能够加入过程中的资本

价值循环的数额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有些时候要作为

潜在的货币资本存在，或者说，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因此，货

币贮藏本身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要素，它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积累过

程中产生的，但还是和这种积累过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由于

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再生产过程本身便不能扩大。反过来也是

一样。这里所以要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者

不可能直接扩大自己生产过程的规模。如果他把剩余产品，在这

里是８００磅棉纱，卖给金银的生产者，而金银的生产者把新生产

出来的、追加的金或银投入流通，或者换一种情况也是一样，如

果他把剩余产品卖给用一部分国民剩余产品进行交换而从开采地

进口追加金银的那些商人，那么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便是由金银

构成的国民贮藏货币的增殖额。但是在一切其他场合，在买者手

中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这６０镑，在我们的资本家手中只采取贮藏

货币的形式，因此对他来说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如果进一步探

究这一过程，那么归根到底所发生的只是由金银构成的国民贮藏

货币的另一种分配。

如果在我们的资本家的交易中货币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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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形式上的支付手段，而

是作为特有的支付手段执行职能，（１３）那么，应该资本化的剩余产

品就不是转化为货币，而是转化为债务要求权，转化为对等价物

的所有权，买者可能已经拥有这种等价物，也可能买者还只是期

望得到它。正象过去的货币贮藏一样，这里的债务要求权或所有

权的积攒，都同时伴随着积累过程。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这种

积累形式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作为资本积聚的形式之一无论

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怎样的反作用，它本身并不构成真正再

生产过程的循环中的环节。

现在当我们考察形式的时候，让我们回来谈简单再生产过程

形态。

Ｐ—Ｗ′－Ｇ′－Ｗ′—Ｐ

商品流通（或最简单形式的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在这里

作为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态变化序列而周转。只要这种流通不

停息，货币在这里就只是作为流通手段，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作

为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可见，资本价值在这里采取的货

币形式，货币资本的形式，是转瞬即逝的和为这一资本价值的循环

充当媒介的形式。商品资本，或者确切些说，代表预付资本价值的

那部分商品资本（在我们这里是７２００磅棉纱）转化为货币，从货币

再转化为商品，这种商品必须充当使用价值或进入消费（在这里是

进入生产消费）。但是，这一形态变化在这里具有职能上一定的

（１３） 在商品为订货而生产并在交货时才进行支付的情况下，货币在形式上作为

支付手段执行职能。
只有在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以后过一定时期才进行支付时，货币才作为

特有的支付手段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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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买和卖，采取货币形式和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是为了

商品即棉纱从它的现成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棉花、

纱锭等等和劳动力，——以便实现资本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

它从其中出来的生产资本形式。［１３］

［１８］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必须不断地使自己的躯体更新，从现

有的商品形态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形成价值的力量，

劳动力。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和再生产出来，被同种或另一种

使用价值替补，才能始终是多年的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

者。但是，现成商品的出卖，即商品以出卖为媒介而进入生产消

费，是商品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在一定时间内，它们必须改

变自己旧的消费形式，以便继续以新的消费形式存在。［１８］

［１３］在单个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形式的形态 中，也就是这

种资本开始投入一定的生产部门的形态 中，货币只是由于变为

生产过程的各要素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在以生产过程为前提的形

态 中（也就是说，这里就单个资本而言，已经以它投入一定生

产部门并在其中不断执行职能为前提），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

只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环节，或商品再转化为它

自己的各生产要素的媒介环节；因此是一个过程，在其中商品变

成货币，或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变成商品，或货币资

本再转化生产资本；只形成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

各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从而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

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商品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或商品

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种转化以商

品的简单形态变化为媒介。但是，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

生产过程的环节。Ｗ—Ｇ—Ｗ 作为资本流通形式，除形式变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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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还包括职能上一定的物质变换。

在考察资本独立循环的时候，我们总是以商品按其价值买和

卖为前提。因此我们把市场价格的波动撇开了。但是，即使在这

种前提下，下面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过程

中的资本价值，在我们这里是５４０镑，能够实现形态变化序列

Ｗ－Ｇ－Ｗ，或从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各要素。资本的

循环包含着连续的各阶段，即在时间上不一致的各阶段。第一，资

本在一定时间里在生产领域中作为 ［１４］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它

在生产领域中的这种停留时间可能较长或较短。在我们的场合，这

种停留持续到预付在劳动力、棉花、纱锭等等上面的资本价值５４０

镑转化为价格６００镑的棉纱为止。生产资本一经转化为商品产品，

它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但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商品——

例如棉纱——的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棉

花歉收，较少量的棉花比过去代表较多的劳动。因此，棉花的价

值上涨了。所以要以原来的规模继续生产或者使用同量资本去推

动同量的剩余劳动，５４０镑的资本价值就太少了。反过来也是一

样。棉花的价值降低了。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同一资本价

值５４０镑会多于在原有规模上继续生产所必需的价值。因此，保

持下述条件至关重要：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流通领域发生的形态

变化序列Ｗ—Ｇ—Ｗ，不仅决定着这一资本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化

为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形式，而且这种序列只有在商品和商品各生

产要素彼此间保持它们最初的价值比例时才能实现。在这个地方

简单地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在问题只涉及对循环形式的考察时，不

仅以商品按其价值买和卖为前提，而且还以它们在资本循环过程

中价值不发生变化为前提。［１４］

５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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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它越发达，各生产要素本身就

越是以更大的程度从流通流向生产，或作为商品进入生产。例如，

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农业同农民的农业作一比较。农民本身生产

自己的生产要素的较大部分。标准的苏格兰租佃者出售他的种子，

禾秸，简言之，出售一切动产。相反，他通过购买补偿所有这些

要素，换句话说，这些要素从流通领域流向他那里。［９］

［１４］作为资本的两个形态变化的流通过程Ｗ－Ｇ－Ｗ，表明

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特有内容：不仅总产品（除上述例外）作为

商品进入一般流通，而且各生产要素也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

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其循环形态 中所具有的独立性的外

观，在这第二形态中消失了，这样，第二形态批判了形态 ，并

且把它归结为它的真正内容——自行增殖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

式。但是要注意，被批判的东西，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货币

形式的独立性——孵出货币的货币形式，——但不是过程中的价

值本身的这样一种独立性，恰恰是这种独立性赋予这一价值以资

本的性质，并且赋予生产过程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物质

的生产资本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构成，但是，这些生产要素的价

值如果不是作为实际货币存在，就是在资本家的簿记上固定为计

算货币，例如５４０镑：生产过程本身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也是

价值形成过程，而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只是５４０镑

价值转化为６００镑价值的手段。重商主义体系在其公式Ｇ—Ｇ′中

清楚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特点，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重

商主义体系面前进行启蒙式的自夸时却忘记了这一特点，忘记了

创造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作为资本的性质。因此，它装腔作势地

喜欢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简单劳动过程，而不是看作劳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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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动因不是

使用价值，而是致富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形成剩余价值，而

是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形式

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公式，而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公式，或者说，

是同时作为积累过程的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的公式，即Ｐ—

Ｗ′－Ｇ′－Ｗ′—Ｐ′这一形式。这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公式，是生产资

本为了创造具有更高的自行增殖能力的生产资本而执行职能的公

式。反映着生产过程对人实行专制的这一公式，统治着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优秀人物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统治着李嘉

图。这个公式得到历史的证实。因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就

是对人和物来说无情地保证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和社会结合达到

成熟地步，直到生产过程能够被置于人的有计划的社会监督之下

并服从于人的统治。但是，当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过程的过渡

性的历史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时，它是在进行欺骗。

形态 以形成产品和价值的各种要素为起点，但是这些要素

进入了循环，并在循环的范围内作为商品，以不变资本价值各物

质要素的形式，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重新进入循环。因此在它们

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已经部分地或全部作为商品资本进行流通。

可见，形态 也以流通形态为前提，在流通形态中商品资本是运

动的起点，因而也是运动的终点。所以，在考察劳动过程的时候

可以看出，产品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

流通的第三形态：Ｗ′－Ｇ′－Ｗ—Ｐ—Ｗ′

从去年的收获到今年的收获这种运动，只提供这种流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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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例子。

这里的起点是商品资本Ｗ′。如果把Ｗ′（例如价值为６００镑

的８０００磅棉纱）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么它第一，由Ｗ 即

由基本量的产品组成，这些产品的价值等于转化为商品产品的生

产资本的价值，即由价值为５４０镑的７２００磅棉纱组成；第二，由

专门代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 Ｗ 组成，在我

们的例子中由价值为６０镑的８００磅棉纱组成。因此，公式——我

们为了简便起见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可以分解为：

    Ｗ′ 
（１） Ｗ－ Ｇ－Ｗ

（２）Ｗ－Ｇ－Ｗ－Ｐ－Ｗ′。
商品资本在自己流通的范围内，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分为两

个独立的流通。｛在我们的例子中商品是离散值，因此，总商品资

本的剩余产品在转化为货币之前能够在物体上同总产品分开，这

纯粹是偶然的。如果产品是价值６００镑的厂房或机器，那么，这

种物体上的分离便不可能。只有在厂房和机器出卖以后，６００镑商

品资本的流通才可能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流通。｝

［１５］商品资本Ｗ′＝Ｗ＋ Ｗ 转化为货币额Ｇ′＝Ｇ＋ Ｇ，这

里的 Ｇ是转化为货币的 Ｗ。 Ｇ也转化为资本家当作收入花

掉的商品。无论 Ｗ 最初作为Ｗ′的可分部分或不可分部分存在，

随着Ｗ′转化为货币，或随着商品Ｗ′的出售，剩余产品的流通都

分为 Ｗ— Ｇ—Ｗ，而这样一种流通，即使它以商品资本的运动

开始，它还是从资本循环中退出并消失在一般商品流通中。

相反，Ｗ－Ｇ－Ｗ—ｐ—Ｗ 是商品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从自

身中除去加到商品资本上面的剩余产品以后，便转化为它自己的

各生产要素（Ｗ—Ｇ—Ｗ），或转化为生产资本，并且由于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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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执行职能，重新转化为商品资本Ｗ′或Ｗ＋ Ｗ。

在第一阶段，Ｗ′—Ｇ′，最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一起作为商品

资本彼此分辨不开地进入流通。剩余价值的流通本身在这里是资

本循环的要素。只有在Ｗ′—Ｇ′行为完成以后，最初的资本和剩余

价值才能分开（形态 中在第二阶段Ｗ′—Ｇ′所发生的事情，在以

Ｗ′—Ｇ′为最后阶段的形态 中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在把形态 作为单个资本循环来考察的时候，形态 没有进

一步加以思考的理由，因为Ｗ′－Ｇ′－Ｗ这一形式的流通过程已经

在第二形态（Ｐ—Ｗ′—Ｇ′—Ｗ—Ｐ）的中间部分考察过了。同时只

需要指出，商品资本或商品形式上的资本也象货币资本和生产资

本一样形成循环的前提，因此同样也可以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

来考察：

    Ｗ′

（ Ｗ

 ＋

 Ｗ

）

－Ｇ′

（ Ｇ

 ＋

 Ｇ

）－Ｗ

－Ｗ－ （Ｐ）－Ｗ′。

因此，运动可分解

为

和
Ｗ′

Ｗ— Ｇ—ｍ（剩余产品——货币——商品，消费资料）

Ｗ－Ｇ－Ｗ—Ｐ—Ｗ′，

或者说，分解为属于简单商品流通的剩余产品的流通和资本循环，

只有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形成Ｗ－Ｇ－Ｗ流通。但是，在第一个环节

Ｗ′—Ｇ′中，或在商品资本流通的行为中，剩余产品的流通包括在

商品资本本身的流通中，并且只有在第二阶段，一旦Ｇ′分解为

Ｇ和Ｇ，其中每一个都继续走它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才分离开来。

在形态 中，市场上的商品——从而起商品资本作用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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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变的前提。因此，如果把这

一形态确定为形态 ，那么，在两者中生产过程只是充当总运动

的媒介，但是也以在它以前存在的商品和货币为条件；因此，表

面上看来，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都来自商品流通，并且只由商品

构成。（表面上看来，它从商品流通中获得自己的一切要素。）而

这也是一种片面看法，它忽视了与商品要素无关的生产过程的潜

在能力。相反，在形态 中，即从生产过程本身出发，因而从一

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过程上面的形态中，生产资本加进自

身的那些既没有包含在它的不变资本部分中也没有包含在它的可

变资本部分中的要素，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只是在生产过程

本身中作为生产过程的潜在能力发挥作用。

在形态 和 中，循环是从资本价值开始的，一次是在货币资

本的形式上，另一次是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在形态 中，循环是

从商品资本开始的，而商品资本除资本价值外总是包含剩余价值，

总是由这样一个产品量构成，这一产品量的价格等于资本价值加

上价格等于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商品资本的运动，Ｗ —Ｇ，是总

产品的运动，因而也是总价值的运动。而形态 和 由此从一开始

便是资本独立循环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商

品资本的运动只是一个环节，形态 不是从资本价值开始，相反，

资本价值的循环作为独立的循环同只是总产品的总价值在第二阶

段的流通分离开来。在形态 和 中从播种开始，在形态 中从收

获开始，或者象重农学派所说的，在前两种形态中从“预付”开始，

在后一种形态中从“回收”开始（１４）。因此，如果把形态 单纯看作

（１４） 因为Ｗ —Ｇ—Ｗ—Ｐ—Ｗ 从总产品（总价值）开始，也就是包括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在内，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撇开对外贸易，起初不应当注意它）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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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价值的循环，即把包括在其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

Ｗ—Ｇ—Ｗ—Ｐ—Ｗ 孤立起来，那么，这个形态就不再有什么意

义。它只是在形式上区别于其他两个形态。但是Ｗ —Ｇ—Ｗ—Ｐ—

Ｗ 形态用自己的起点表明自己不单纯是资本价值的循环，而是

表明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资本价值的循环

本身只是一个分支，并且循环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其次：在形态

中，循环以货币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即以资本价值

既不能进入生产消费，也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那种形式上的资本

价值开始和结束。在形态 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价

值开始和结束，即以生产资本必须被用于再生产消费，而一部分

也只能用于再生产消费的那种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

相反，在形态 中，起点和终点是现成的商品产品，这种现

成的商品产品必须作为使用价值用于消费，并且视其性质如何，或

是只能加入个人消费，或是只能加入生产消费，最后，或是加入

这两种消费过程中的每一个。因此，不同形式的消费过程在这里

表现为资本价值循环本身的条件之一。

形态 以Ｗ —Ｇ 的行为结束，即以商品资本的运动结束，由

于Ｇ—等等—Ｇ′的循环形式，这里的重点直接转到形式方面，资

本价值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原来作为剩余产品存在的

剩余价值转化为更多的货币。

在形态 Ｐ—Ｗ′—Ｇ—Ｗ—Ｐ中，对于生产资本本身的循环

的再生产（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剩余产品中必须进入生产的部分已包含着

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当年的生产是它下一年生产的前提，或
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年当中（剩余产品在它可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
式上同时和简单再生产过程一起立即被生产出来）。（生产率可以只增加资本的物质，
而不提高它的价值；不过它为增加价值创造了追加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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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等等—Ｐ来说，商品资本的运动Ｗ′—Ｇ只有作为Ｗ′—Ｇ—Ｗ

的环节，即作为商品向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才是重要的。

［１６］相反，在形态  Ｗ′—等等—Ｗ′中，商品资本的运动，

即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运动，既表现为资本价值

独立循环的前提，也表现为受资本价值独立循环所决定的东西。因

此，如果这一形态就其特点来理解和考察，那么只谈下面这样一

点就不够了，这就是：进行环形运动的资本价值的两个阶段，Ｗ′—

Ｇ′和Ｇ—Ｗ，一方面形成职能上一定的资本形态变化阶段，另一

方面形成总商品流通的环节。有必要弄清单个资本发生形态变化

时价值的运动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以及同社会总产品中

准备用作个人消费部分的流通的［联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只涉及

到循环的形式，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章来考察这

个问题。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凡是在谈到单个资本的独立循

环时，例如，在下一章１９，我们都把形态 和 作为基础。单个资

本应当理解为社会总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并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资本

执行职能的部分。社会资本只是由这些单个资本构成的，所以它

的运动只由它们的运动组合而成。但是说明这种组合本身是一回

事；说明构成这种组合的各个单独的运动又是一回事。

现代政治经济学缺乏思考而又草率行事，直至今天它的特点

仍然是不去考察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相互之间以及同一般商品流

通之间的交织，而是抛开这种交织，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魁奈

医生天才的勇气。当人们的研究必然只去分析彼此没有联系的现

象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候，魁奈医生在自己的《经济表》中

试图用一些直线和斜线一目了然地总括和描绘出完整的经济运动

的全景。他的学生们在一些著作中试图把该《表》分解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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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形态，这些著作（例如，参看勃多神甫的《经济表说明》）也

显示出巨大的理论意义。

如果说让·巴·萨伊以其肤浅的方式在页边上写下一些非批

判的和仓促收集加工的材料，从而暴露出在概括事物时法国精神

的全部荒谬倾向，那么相反，这种法国精神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

义的革命力量和胆略，在魁奈、拉瓦锡、拉普拉斯、比夏和拉马

克①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

循环的三种形态

在三种形态的每一种当中，过程中的资本的循环都是生产过

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不论是生产过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

介，还是流通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媒介。货币资本的形态和商

品资本的形态属于流通领域，生产资本的形态属于生产领域。在

每一循环中，开始循环的资本形式也是它的终结，或者说，它的

前提同时是它的结果。因此，每个循环同时是再生产过程，不过

这不单纯指形态 和 反映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也不单纯指形

态 即Ｇ—等等—Ｇ′不作为单个循环，而作为过程不断转动的形

式；相反，这里是指每一个循环再生产出它出发时的那种资本形

式。因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社会形式，就象

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是整个过程的产物。

其次，这三种形态是三种不同的循环形式，它们从内容来说

各自作为特殊形式而不相同。形态 ，Ｇ—等等—Ｇ′，是这样一种

３５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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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形式，它不断被重新投入，它的运动一直受到注意，直到

它从企业中抽出为止，虽然它可能只是为了进入另一领域才离开

一个生产领域的。其次，这是把整个过程的主导倾向——现有价

值 的增殖—— 表现得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形态 ，

Ｐ—等等—Ｐ（Ｐ′），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积

累过程的形式，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最后，形态 ，

Ｗ —等等—Ｗ′，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运动形式，

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本身的独立循环只是一个环节。

［１７］这些形态中的每一形态作为循环的特殊形式，都以其他

形态为前提。我们已经看到，形态 以形态 为前提，而从生产

过程的结果开始的形态 ，当然，以它的不间断性，即以形态

为前提。另一方面，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每一循环作为经常不断

的转动，形成所有三个形态。由此可见，例如，在周而复始的圆

圈中，Ａ、Ｂ、Ｃ各点中的每一点都是出发点和回归点。同时这始

终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确认的同一运动。实际上不是三个形式，而

只有一个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过程中的资本逐渐地，按照时间的顺序，通

过自己的不同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具有特殊的形式，它在这种

形式上完成特殊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完成这一定的职能，才得

到改变的形式，它在这一形式中过渡到下一阶段，以便完成相应

的职能。预付的生产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额，例如５４０镑，是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表现。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生产资本的

职能（由此它转化为商品产品）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它始

终在流通领域之外，从而不是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职能一旦完

成，它便不再作为生产资本存在，而是作为价格６００镑的商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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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因此，生产过程现在中断或停止下

来。如果说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期间中断，那么流通过程也在生

产过程期间中断，最后，流通过程本身分裂为两个阶段，以致在

资本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便

停止下来，反过来也一样。循环的不间断性在这里是通过经常中

断来实现的，实际上只是这些中断的不间断性。

然而，这并不是过程中的资本本身的不断循环实际上所表现

的方式。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为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是

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空间上是互相并存的。每一资本终归

是一定量的价值。因此，只要它分配在自己的不同阶段上，它就

能在其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不同形式上同时执行职

能。当一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棉花、煤等等执行

职能的时候，另一部分从棉纱转化为货币，同时第三部分又从货

币转化为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时，它的产品

恰好以棉纱的形式离开生产过程。资本的各个一定的部分在这里

一个接一个地经过过程的各个特殊阶段，当一部分离开一个阶段

的时候，另一部分则进入该阶段，也就是说，当资本价值按时间

顺序逐步通过它的全部周期性的形态变化时，它同时不断地停留

在这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上。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在这里轮流地

通过循环，但是资本的一个部分总是处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上，或者说，当一部分离开一定阶段并抛弃属于该阶段的形式时，

另一部分已经到来，进入这个阶段，并接受属于该阶段的形式和

职能。这就象工厂中不间断地进行生产一样，在那里既是所有的

原料通过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不同的局部过程，也是这些原

料的不同部分彼此并列地同时处于不同的局部过程中。整个过程

５５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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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是通过一系列形态变化实现的，资本的每一部分一个接一

个地通过这一过程。实际过程的不间断性是通过这些形态变化的

并列存在实现的，或通过资本同时分配在它的不同阶段上实现的。

资本的每一种形式在这里出现在另一种形式之前和跟在另一种形

式之后，一种形式上的一部分资本的再生产，例如货币资本形式

上的资本的再生产，以另一种形式上的另一部分资本的再生产，例

如以商品资本形式上的再生产为条件。

但同时，作为三种形态的资本的再生产形式的三种循环，即

Ｐ—等等—Ｐ，Ｇ—等等—Ｇ，Ｗ—等等—Ｗ，总是齐头并进的。例

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

而同时另一部分则作为新的商品资本离开生产过程，进入流通。可

见，循环形式Ｗ—Ｗ′不断运行；其他的形式也是一样。

因此，在资本价值完全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的第一种

方式下，整个循环只是在形式上可以被理解为三种形态的统一，资

本在它的每一种形式和它的每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也同这些形

式的形态变化以及依次通过三个阶段的情形一样，是经常不断的。

因此，在这里整个循环是资本三种形式的实际统一。

［１８］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这种再生产过程同时是

它的每一个环节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是循环）。资本的不同份额依

次通过不同的阶段和形式。可见，每一种形式虽然不断代表另一

部分资本，还是和其他部分的资本同时通过自己的循环。一部分

资本（不过是不断变化的和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

为货币的商品资本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的货

币资本存在，第三部分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存在，而

这些形式的经常存在是以总资本通过这些阶段为媒介的。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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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流通过程正象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一样，是彼此并列

地进行的。但是，这些不同过程的并列进行是以下列情况为媒介

的：资本的一定部分不断作为资本循环的起点通过构成它的再生

产过程的形态变化序列，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另一种流通形式的起

点完成同一形态变化序列。

社会资本——它的运动是各单个资本运动的总合——当然总

是处在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不同形式上和职能上，因

此，它的运动总是三种循环形态的具体统一。

这同样适用于处在不断更新的流中的单个资本。但是，不同

阶段的同时性，因而循环的连续性，在这里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

会中断，这要看生产过程本身是否具有或大或小的偶然性质——

例如，生产过程取决于渔业、农业等等中的自然条件（如一年中

的季节），或者，由于生产过程取决于契约的情况，例如，在所谓

季节劳动的情况下就是如此。甚至在生产过程并不中断，生产资

本因此可以在一定规模上不断执行职能的时候，代表总价值中同

时以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存在的那部分的比例，或资本同时

在自己不同的阶段上同时执行职能（分配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比

例，也会发生变化。

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过程的不间断性。

［１９］（２）流通时间

资本经过自己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阶段的时间，即它处在流

通领域的时间，形成它的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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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流通的两个过程Ｇ—Ｗ和Ｗ′—Ｇ′，虽然是资

本形态变化序列中职能上一定的阶段，它们本身恰好是流通的一

些简单行为，买和卖，所以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只起货币和商品

的作用。此外弄清楚的还有（第二章，２①），货币和商品在自己的

流通中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而只是改变自己的价

值形式。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是它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断的时间。

如果说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是永生的，那么它在商品形式

上会招致商品体的一切病害。经过一定时间，商品就会变坏。由

于使用价值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经过一定的时候，商

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因

此，如果说资本在其商品资本的职能中没有获得追加的价值，那

么它可能丧失价值。资本能够作为商品流通而不致遭受局部或全

部丧失价值危险的那段期限的长短，当然随商品产品不同的自然

性质而变化。但在任何情况下，商品的易朽性规定了商品流通时

间的自然界限。

具有一定价值量的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时间越多，它的自行增

殖便越多。相反，具有一定价值量的资本的流通时间越长，资本

的自行增殖就越少。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式转化越仅仅是想象

的，即这种转化的时间越是接近于零，资本的生产职能在剩余价

值率既定的情况下就越接近于最大限度。例如，如果资本家为订

货而生产，产品的价格在交付产品的时候一部分以他自己的生产

要素的形式，一部分以支付工资的货币形式支付给他，那么他的

资本的流通时间便接近于零。资本主义生产企图通过信用冲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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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使流通时间等于零，或使属于流通领域

的资本形态变化变成想象的，即不需要时间。

让我们以流通的一种形态Ｐ—Ｗ′—Ｇ′—Ｗ—Ｐ为例，考察它

表现在最简单形式上的过程。５４０镑资本以生产的形式用在建筑

材料等等和劳动力上。只要价格为６００镑的房屋建成，这一生产

资本的职能便告完成。现在房屋必须出售：资本流通时间的第一

阶段，即Ｗ′—Ｇ′时间的长度。房屋出售以后，资本价值必须再从

它的货币形式５４０镑转化为建筑材料等等和劳动力：资本流通时

间的第二阶段，即Ｇ—Ｗ 时间的长度。只有在资本再转化为它的

生产形式以后，建筑过程才能恢复。在这里，生产过程，从而资

本的自行增殖，十分明显地在资本的整个流通时间内暂停下来，被

中断了。相反，如果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循环，

以致总资本的循环作为它的不同部分的连续循环而进行，那么很

明显，相应部分的流通时间，或它们处在流通领域中的时间越长

或越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就越少或越

多。因此，流通时间影响生产过程，即影响资本的自行增殖，不

过是消极的影响。它在时间方面规定界限，并在预付资本价值生

产地执行职能，从而自行增殖的规模方面规定界限。

随着流通时间的增加或减少，它对资本自行增殖所起的消极

影响的程度也有变化。但是，界限所具有的弹性决不能消除它的

性质和它所起的界限的作用。有毒的气体总是不利于健康，因为

它们在大气中的多寡只决定它们对健康有害作用的程度。但是，政

治经济学认为流通时间能够创造价值这一迷信看法，是由各种不

同的现象造成的，这些现象应当在以后加以考察。例如，由于延

长流通时间，商品价值或利润得到提高的现象。政治经济学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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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抓住现象，这种现象就越是向它证明，资本具有不以它的生

产过程，即不以剥削劳动力为转移的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有

些经济学家在分析商品流通时，意味深长地着重指出，流通过程

不管其形式如何，从来不创造价值，甚至这样的经济学家一旦遇

到同一流通过程本身表现为资本生活过程的一段时，也会忘记这

一简单的道理。

［２０］（３）流通费用

虽然资本在流通期间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而只改变自己的

价值形式，这种形式变换也会造成劳动和价值的追加支出——流

通费用。

首先，资本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或相反的转化，是资

本家的事情。商品的卖和买。出售时间和购买时间。正象资本的

流通时间形成资本再生产时间的必要部分一样，卖和买的时间也

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执行职能的时间的必要部分。这形成他

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但是，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的生产

职能的限制一样，卖和买的时间也是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者

起作用的时间的中断。（１５）资本家可以在市场上竭尽全力地活动，

但是他的这种劳动既不能创造产品，也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

造剩余价值。他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执行必要的职能，不过是非生

（１５） 当商品生产还处在原始的萌芽状态的时候，赶集的时间——买和卖的时间

——是商品生产者工作之余的休息。对于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农民来说，集市同时是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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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括非生产过程。

最后，当资本家Ａ，我们的棉纱生产者，把他的８０００磅棉纱

以６００镑卖给需要这种棉纱去织布的资本家Ｂ以后，他的脸上顿

时露出笑意并显出一付非常狡猾的神态。他郑重其事地宣称：“我

在这笔交易上损失了两小时，只有天晓得这段时间在工厂里会发

生什么事情。此外，我在这两小时中花费了我宝贵的精力，特别

是我的唇舌。因此你必须在６００镑棉纱的价值之外，对我卖东西

的这段时间追加报酬。”资本家Ｂ脸上露出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

的表情嚷道：“追加报酬？我在购买商品时损失的时间和你在出卖

商品时损失的时间一样多。如果你不是用滑稽可笑的企图欺骗我，

我们五分钟就能达成协议。老实说，为此你必须给我补偿购买时

间的损失，应当从６００镑中扣除。再说，朋友，我们彼此都很了

解。每只鸟都有自己的飞法。虽然你的信仰比你的棉纱更牢固，但

是你即使在天堂里也会为你的事业绞脑汁。”

当他的企业规模变得使他把商品的买和卖转交给自己的代理

人对他更有利，甚至对他是一种必要时，那么方才描写的过程只

会由此改变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他的资本流通过程所

作的牺牲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钱包。不过，就代理人本人来

说，诚然，他也和纺纱的人或干了蠢事的人一样，花费自己的劳

动力。他的劳动也为他创造了价值，即创造了他的工资。但是，任

何职能的性质都不会由于从彼得手上转到保罗手上而发生变化：

为现有价值充当媒介的劳动并不会因为资本家为它支付报酬而具

有创造价值的性质。但是，这恰恰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一种替代法，

它使得下列现象神秘化：这种或那种职能从流动状态即构成许多

人活动的单纯环节，转化为少数人的专门职业，转化为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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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最简单的行为，特别是流通过程的具体形态的这种行

为（１６）。

［２１］让我们略微研究一下货币的简单机械运动。例如，在购

买犁的时候，为了单纯支付货币，农民就要费一定的功夫——进

行心算，交付货币所花费的肌肉力，而交付货币对一切人来说还

会使他的朴实心灵不快。因此，犁不仅使他花费货币，而且还有

脑子、肌肉和心灵的各种运动，谁也没有给他补偿这些东西，他

在出售谷物的时候，又会重复这些运动，不过方向相反。除了货

币以外，他为取得这些货币所花费的力气以及他装货币的皮包或

他装货币的瓦罐所受的磨损，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一旦瓦罐变

成骑士冯·韦尔特海姆２１的大铁柜，或变成最伟大的梵天（不是印

度的，而是伦敦的）所封闭的铁保险箱时，一旦计算、收支货币

的手续人格化为工厂或银行的出纳员时，这些流通费用便失去了

自己的隐蔽性质，但没有失去自己的非生产费用的性质。

在资本的循环中，不仅资本价值的量发生变化，而且过程中

的价值也不断改变自己的躯体。后者常被流通过程升华为单纯的

债务要求权。但是价值只具有一种独立的形式——货币形式。因

此，只有当资本循环表现在想象的货币上，表现在计算货币上，并

且它的运动反映在这种形式上的时候，它才能被理解为过程中的

价值的运动，被理解为这种价值的休戚相关的生活道路。因此，资

（１６） 如果某一个人的服务为他自己提供的价值成了这个人生产某种价值的标
志，那么，也许加尼耳就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姘妇比农民全家人更具有生产性得多，而
且说实在的，实际上只有所谓的非生产工人才是生产的２０。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可能还
会补充说，姘妇实际上——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至少间接地——是生产劳动者，因
为工厂主除了自己的令人讨厌的“那一口子”以外，还必须养一个使他生活“更加快
活的”伴侣，在这样的环境下，总是会刺激他更加精力充沛地去经营生产过程，加紧
榨取“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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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过着双重生活，在市场上和生产中过着此岸的、具体的、以不

同的方式被利用的生活，而在资本家的簿记上过着彼岸的、抽象

的、单调的生活。在自己的产品中只有较少部分是为市场而生产

的小农，是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簿记核算的，这种习惯连大农也

长久地保持着。只有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来说，簿记才成为不

可缺少的职能①
。在中世纪，只有在修道院的农业中才有簿记。但

是，我们知道（第１册第３４２页②
），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

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

职。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用在簿记方面的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的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正

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

劳动力，是从农业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

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

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会计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会

计员的情况相同（１７）。

上面引用的例子足以说明真正流通费用的性质。它们是非生

产费用，是劳动和价值的一种支出，这种支出不改变产品的使用价

（１７） 就象簿记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它的职能性质很少变化一样，会计本身在

下述问题上的变化，例如在办公费，从而会计处，会计员的工资等等是否算作投资这

样的问题上的变化，同样是很少的。资本家只有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才能

支付会计员的报酬，尽管在开始经营的时候，他必须预付这些；如果他把这些算作投

资，ｍ∶ｃ这一比例就会变小。房屋等等、基本设备是工厂的附属物，是它的官僚部分；

它们列入资本的支出，但是这部分投资不生产剩余价值。

① 下面到本段止被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２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５１页注１２）。某些文字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

了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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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价值量，只是充当交换价值形式转化的媒介
（１８）
。在个人的范

围内，对于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来说，它们以本来的面目表现出

来：表现为他的生产职能的中断和价值的牺牲，这些价值既不加

入他的个人消费，也不加入它的生产消费。同一些非生产费用无

论集中在大的社会范围内，还是集中在资本家手里，都表现为资

本的支出，一部分用于流通代理人的工资，一部分用于补偿他们

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１９）。不过资本家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丝毫不

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对于这些比较频繁或不频繁但不断重复支出

的非生产费用，并非由预付资本来补偿，而是由剩余产品或剩余

价值来补偿，非生产费用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开始营业的资本家

预付这些非生产费用，正如同他对自己个人的消费进行预付一样。

但是预付的形式并没有使这些非生产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

正如同没有使这些消费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一样。如果资本

家把非生产费用看成是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他

就是把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算作资本的补偿。价值产品

中被他算入资本价值项目的那一部分，他是用剩余价值来冲销的。

［２２］但是人们会问，商人资本和他的利润是怎么回事呢？如

果商人毫无疑问获得剩余价值，那么难道他获得剩余价值不是通

过增加商品的售价，即通过增加商品的价值吗？在这里简单的流

通费用创造价值的能力难道不是表现得很明显，并且是以极大的

规模表现出来吗？不过我们将在以后在商人资本独立出现在我们

面前的时候来考察这一点。

（１８） 魁奈。
（１９） 部分地说，例如，即使资本家的流通代理人预先为自己约定从利润中取得

一定的利息，而不是工资，流通费用的表现形式中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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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采取流通费用形

式的一部分社会费用，在任何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下都必须以另一

种形式存在。例如，在印度公社中我们看到生产记账员，尽管只

是农业生产的记账员。可见，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社会财产的社

会一定会把它的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个过程是资本

主义生产部分地通过买和卖即流通过程实现的（２０）。但是资本主义

生产不仅造成特殊的、只是它所固有的费用，而且大大地增加它

和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共同的费用，尽管这些费用表现的形式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察了真正的流通费用，即现有价值的形

式变换所引起的费用。但是也存在所谓的另一种流通费用，这种流

通费用全部或部分地由生产过程产生，即由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

中继续执行的职能产生，这些职能的真正性质由于它们渗入流通

过程而模糊起来。这里的追加资本（处于流通领域中的，因而作为

商品或货币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来不形成价值）使用生产劳动，这

种劳动的一部分没有得到报酬，这就象资本使用的一切其他形式

的劳动的情况一样，因此创造剩余价值。至于这样使用的劳动（以

及这种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充当价

值形式变换的媒介的那种劳动，因为它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产

品起作用，而不是对产品的价值形式起作用。属于这方面的事情，

是商品的分割、衡量、计量、分类、包装等等。我们将充分地

（２０） 如果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一切分配都通过商品
流通来实现，那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拥
有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就它再生产和集中这种所有权这一点来说创造这种所有
权。这种生产作为媒介直接促成的事情，是社会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尽
管剩余价值本身在各种工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进一步分配以流通过程为
前提，但是分配本身不是仅由买和卖这两个行为构成的商品流通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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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与形成储备和运输费用有关的费用。

储备的形成

亚·斯密把储备的形成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象。

斯密认为，它的必要性是由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产生的。

他说：“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没有任何分工，几乎不发生交换，每一个人为

自己谋得一切东西。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生活而积累

或储存储备。”

可见，储备以分工为前提。

“一旦彻底实行分工”，

储备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出卖他生产的商品来

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但是

“按照事物的本性，储备的形成必须在分工以前”。（２１）

可见，分工以储备为前提。

混淆储备和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流行习气（２２），来源于亚当·

斯密，他显然把储备的历史形式，它的商品形式即商品储备，同

真正的储备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看起来就象把贮藏货币同它们

的银行储备基金形式混为一谈一样。

（２１） 第２卷，序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版四卷集，
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２４９页］
（２２） 威·罗雪尔先生直到现在仍然深信，如果不是命运预先决定资本家的存

在，社会就几乎难以维持下去２２。

６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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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储备是不取决于任何社会历史形式的人类生活的自然条

件。即使野蛮人也能利用现成的自然储备，诚然，是在最原始的

形式和在最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利用的。如果说我们发现某些种类

的动物已经有了储备，那么即使是对文明史作最肤浅的观察也会

发现，在所有的发展阶段上都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储备。它

的形式之一，就是把收获物储藏在地窖里，这从古代色雷斯人、日

耳曼人和其他野蛮人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并且 ［２３］直到现在在

俄罗斯人（２３）那里都还可以看到。尽管亚·斯密错误地认为储

备的形成只是由于产品变为商品和产品储备变为商品储备造成

的。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却在从供自己消费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

产时，在经济中引起最厉害的和最危险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

到最近仍然保留着

“古老的习惯，把丰年不可能卖很大价钱的大量谷物，存放在谷仓

里”（２４）。

美国南北战争和由此突然急剧增加的对棉花、黄麻等的需求，

（２３） “从野蛮人传到希腊人和罗马人口中的词σιρó σιρó ，Ｓｉｒｕｓ，就是“粮
窖”。瓦罗在《论农业》（ ，５７）……中说：“有些人在地下，在山洞里有粮仓，称作

σιρ  ，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就是如此”。后来普林尼也说（１８，３０）：“但是，最好
是象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那样，保存在称作粮食地仓的地窖里”２３。库尔齐乌斯（７，
４，２４），在谈到巴克特里亚人时写道：“……野蛮人把粮仓叫作西尔，他们把粮仓掩蔽
起来，只有挖掘谷仓的人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的粮食藏在里面……”２４日耳曼人也是
把谷物埋在地下，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第１６章中说：“他们也有地窖，上面用厚
厚的一层牲口粪盖起来；它们被用作过冬的地方和谷仓，因为那种地方可以避严寒。”２５

（雅科布·格林《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５３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１６４页）“在黑土地带
（在俄国）时常可以看到，全年的收获物都存放在地窖里或者垛起来。”（奥·冯·哈克
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１８６６年莱比锡版第５页）“为了请地主贮藏谷物，农民必

须交纳
１
２俄石黑麦或小麦，或者每个纳税人一年要分担２俄升燕麦或大麦，并且这种

报酬一直要支付到每人只剩１５俄石储备为止。”（同上，第１２０页）
（２４）《答复。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６７年５月３１

日刊印，第１部分第２３０、２３１页第７４号。

７６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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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印度西北各省和其他地区大大缩减稻谷的种植，使稻谷价格

提高和各产稻区出卖积存的稻谷。再加上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由海上

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大量输出稻谷。这样，使１８６６年的

饥馑带有很尖锐的性质，这次危机仅在奥里萨一地就夺走了１００

万人的生命（２５）。在迈索尔

“由于稻谷的价格太高，各区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收获运往生产棉花的贝

拉里和达尔瓦尔地区的市场，因此，许多地区连粮食种子都完全不够

用”（２６）。

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粮食向法国出

口，造成古老的阿拉伯储存粮食的制度发生变革，致使阿尔及利

亚不久前的可怕饥荒极为尖锐，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２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里，社会产品的基本量都作为商

品进入市场。然后这一商品量的一部分不断离开市场，进入生产

消费，而另一部分则进入个人消费。

首先，至于真正的消费基金（即社会产品中准备用作个人消费

的量），那么经常留在它的最终消费者手里的只是它的较小的部

分。民众，即工人阶级，把全部挣来的东西吃光，因此不可能形成消

费储备。资本家阶级不需要这样的储备。货币使他经常有可能支

配市场上的大量产品，供他个人消费。因此，和以往的社会制度相

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直接形式上的消费储备，即消费者本

（２５） 同上，第１７４、１７５、２１３、２１４页和第３部分：《关于贝巴尔饥荒的文件》
第３２、３３页。在这些地方，在饥荒的原因中特别指出“原有储备的流失”。
（２６） 《印度。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的进步和状况》，根据上院决定于１８６７年５月２日

刊印，第４１页。“但是，在没有拨出必要数量的种子粮以前，任何一个私人农庄在庄
稼收成以后——无论庄稼如何——都不能把冬小麦用作口粮，不能出售。”（奥·冯·
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１８６６年莱比锡版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８６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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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配的消费储备减少，而总是在商品形式上作为商品储备存在

的消费基金则相应增加。

至于生产储备，即在生产消费者手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那

么，首先应当除去真正的劳动资料，机器，厂房等等。它们已经

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由各种原料、半成

品和辅助材料构成的生产资本的各要素则完全不同。

［２４］为了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这些要素的一部分处在生

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必须处在储备中。它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

这种潜在的生产资本不断转化为能动的生产资本，并且通过流通

过程同样不断地更新。资本主义社会向我们展现出一幅把这种生

产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图景。较早的社会制度

则表明它在个人范围内分散在许多人手中。但是并非所有资本主

义前的生产方式都是这样，例如，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就

不是这样。

生产储备的保持，也象任何其他储备的保持一样，是通过这

样一种生产过程进行的，这种生产过程中要加入使用价值，在这

种场合是原料和辅助物质。这一过程需要花费资本，不变资本

（建筑物、容器、器械等）和可变资本，劳动力（一部分是堆存物

品用的劳动，一部分是为了保持清洁、避免有害影响等等）。这个

过程追加到放在仓库里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也同任何资本主义

生产情况下一样，一部分是不变资本随着自己的消耗而转移到它

们上面去的那部分价值，一部分是由活劳动加进的价值，它们又

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２７）。

（２７） 例如，如果把利息说成建立储备的费用要素，那么把利息只是作为自身的
一部分包括在内的剩余价值本身，就表现为费用的一部分。至于所谓的保险费用，那

１７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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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本必须处在潜在生产资本或生产价值形式上的时间的

长短，随着它更新的可靠性和速度而变化，因此，这部分地取决于

生产地点离原料产地的远近，部分地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

发展程度。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例如煤、铁、棉纱的生产与运

输的大批地、连续地和迅速地进行，从而它们作为产品离开一个过

程，然后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过程这一行为的大批地、连续地和

迅速地进行，会使它们的生产消费者手里的煤、铁、棉纱的必要储

备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程度是既定的，从

而交通运输手段的发展程度是既定的，那么生产地点离原料产地

的远近就决定着必要生产储备数量的增减。例如，俄国比生产棉织

品的其他国家离横垮大西洋的贸易中心较远。在它的北方港口一

年中只有很短的时间能够行船，而所有的工厂区都离它的南方港

口很远。因此，俄国的纺纱业主能够保证自己弄到必需的棉花储

备的那段时间是很短的。他必须刻不容缓地大规模地做这件事，因

此他在生产储备形式上预付的资本部分不得不比其他国家多得

多。这样，他同时受到棉花价值突然下跌造成损失的危险也比较

大。由于离棉花产地遥远和离欧洲进口棉花的港口遥远，瑞士的

纺纱业主甚至习惯于储备整年的棉花。当然，这会增加他们平时

的生产费用，但他们在１８６０和１８６１年在新奥尔良进行的大量购

买，却由于美国南北战争造成的棉荒而例外地成了他们的赢利事

业（２８）。同时，必须指出这里的差别。如果说曼彻斯特、普雷斯顿

等地的纺纱业主由于从利物浦市场的输入而经过短时期便恢复了

他的棉花储备，那么这种情况虽然减少了曼彻斯特等地生产储

么它们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扣除。保险费用使整个资本家阶级分担生产资本由于

事故、火灾等等而遭受的偶然损失。

２７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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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形式或潜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棉花的堆积，但是在同样程度上

增加了利物浦等地商品储备形式上的棉花数量。只有当航运的发

展使棉花能够在一年中以更小的批量从美国、印度、埃及等地不

断输入的时候，英国必须一下子用在棉花上的总资本预付才能减

少。

［２５］一个生产者按照订货为另一个生产者生产的那一部分社

会产品，尽管作为商品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但不进入市场。（或

者，如果它进入市场是由于出卖，那么它也不形成商品储备。这

当然是就产品的生产者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来说的。）

除了上面考察的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正常条件的商品储

备以外，还有畸形的商品储备，市场商品充斥。它是由于商品不能

卖出而造成的，而不管这种不能卖出的原因何在。资本停滞在自己

循环的一个阶段上，它的形态变化的流动序列中断。这里流通的停

滞不是构成它的不断运动的环节，这里是流通的真正停滞。因而费

用变为非生产费用，这是单纯由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运动形

（２８） “幸好瑞士人有保持一年储备的习惯，这是该国的地理环境迫使他们这样

做的。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处境较好，这指的是原料的价格。”（《女王陛下驻
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７号第９页）英国大使馆
的秘书伯恩利在他从伯尔尼写来的通信中指出，瑞士的工厂主认为，他们和工人的相
互关系比英国好得多。
“在瑞士，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好主人的工人，会受到他的伙伴的轻视。”（同

上）
伯恩利先生还指出了巴塞尔和苏黎士的工厂主是些“老于世故的人”（接着他自己

在第１０页上指出，漫长的工作日和低微的工资，是瑞士平民的命运，由此引起他们对
工厂主的憎恨），由此他认定，不相信工厂主嘴里的言词“更妥当些”。因为问题在于，
不久以前，瑞士的工人安心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对自己的主人所采取的宗法式的依附
态度。最后，当他们最近几年企图抛弃这种宗法式的桎梏的时候，——部分原因是由
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２７，——巴塞尔、日内瓦和苏黎士的“老于世故的人”就声嘶力
竭地呼救，并呼吁警察和武装力量去起“共和的、爱国的、安定的”作用，结果使欧
洲很开心。

３７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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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造成的真正流通费用。造成畸形储备的那种流通的停滞，一方

面降低商品的价格，同时另一方面提高商品的保管费用，因为这

会延长保管的时间①
。［２５］

［２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产品在市场上表现

为商品，或资本在其循环的一个阶段上采取商品资本的形式。每

个资本在这一形式上构成社会商品储备的一个要素。它不断被生

产基金和消费基金所消耗，同样不断通过再生产得到恢复。再生

产的不断的流巩固下来，因而在市场上取得稳定的财物世界的外

观，但是财物世界的各个要素总是不断变化着，就象火车站总是

挤满了人，不过总是新的旅客一样。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越大，它

的资本主义形式越发达，为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社会财富的量

就越大（２９）。

正象在分析货币流通时所看到的，它的不断运动以一部分货

币的不断停滞为条件，同样，商品流通的不断运动以产品在商品

储备形式上的不断停滞为条件。即使为了填补每日的需要，例如

商人 ［２５］也必须把他的一部分商品留作商品储备，而他的其他

部分商品则作为商品进行运动。正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受事先

决定的需要的限制，而只受生产资本的规模的限制一样，储备的

形成也不是以既定的需要范围为出发点，而是以需要的不断增长

为出发点的。大部分产品，特别是植物产品，只能定期更新，在

（２９） “在生产和消费都相当大的地方，自然，总会有相当大的余额处在中间阶

段，处在市场上，处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路上。”（《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
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① 下面接着是马克思用铅笔补写的一句话：“机器、各种劳动资料等等形式上的
商品储备”。——编者注

４７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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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气候地区一年只更新一次，而这些产品必须保存一整年。不

管它们能够较快还是较慢地更新，产品必须保存在中间阶段上，在

那里它们成为商品储备，保存在储藏库里、码头上、仓库里、小

店铺里等等。保存费用现在表现为流通费用，因为它们和产品的

关系就是和处在流通过程中的商品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式变换根

本不改变事情的实质。由于这些费用只是运送费用，即由同一些

商品造成的费用，尽管最初是处在商品储备的形式上，后来是处

在生产储备或消费储备的形式上，所以，它们增加保存中的商品

的价值，部分地是增加保存商品所必需的不变资本（建筑物等）由

于消费而转移到商品上的那部分价值，部分地是增加使用在商品

上的追加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储存谷物，例如，无论是

作为磨面粉的生产储备，作为农民谷仓里的直接消费储备，还是

作为谷物仓库里的商品储备，都丝毫不改变费用的性质。为了保

存谷物，例如，不仅需要建筑物、容器、器械等等，而且还需要

把谷物放进仓库和使它的质量和数量免受自然界破坏作用的活劳

动。无论把谷物保存在租地农场主的草棚里还是谷仓里，都有无

数的昆虫属于各种天然的谷物害虫之列，谷象虫就是一例（３０）。根

据可靠的资料，一对谷象虫５个月中会生出６０４５个后代。雌谷象

虫钻破粮食的皮——小麦、大麦、燕麦、玉米、大米的皮，把卵

产在小缝里，然后用它自己的粪盖住。这样每粒谷物就变成繁殖

场所，卵在那里进行自己的蜕变，在蜕变期间幼虫吃粮食，直到

剩一个壳为止。过６—８个星期成虫最后把剩下的壳咬穿。治理这

种害虫，到目前为止除了保持清洁和建筑物通风，谷物过筛以及

（３０） 关于这些有害的昆虫，详见威·柯蒂斯《农业中的昆虫》［１８６０年格拉斯
哥、爱丁堡和伦敦版］和克比和斯宾斯《昆虫学》［１８５６年伦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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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似的措施以外，没有想出任何办法
（３１）
。

一种商品从它作为产品退出的领域转到它充当生产资料的领

域，或从生产领域转入个人消费的那段时间的任何缩短，都会减

少商品储备的规模和费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一同发生

的其他革命，使一些人手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并在更大的规模上

使它集中在其他人手中，这种集中使商品的保管费用减少。例如，

伦敦西头的药房老板们由于利用了把他们和西蒂区中心仓库联系

起来的私人电报，结果用于商品储备的资本预付额减少了。（《皇

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７２５３号第８４４页）

［２６］在潜在的商品资本中，——在这样的商品储备中，这些

储备被隐藏起来或直接从市场抽出来，以便以后出现有利的价格

行情时再投入市场，——如果投机成功，即所期望的价格革命到

来，由此引起的追加保管费用就成为利润的扣除，而如果不到来，

就会造成额外损失。但是，这种商品储备的出售价格不会由于这

些追加的（投机）费用而提高。

储备形成的正常性或反常性，——一种是为适应再生产过程

而用于维持出售的连续性所必需的储备，一种是由于卖不出去而

形成的储备，——大多是在危机时期才显示出来。大家知道，１８６０

年和１８６１年的一部分时间是英国棉纺织工业最高涨的年代（３２）。只

（３１） 科贝特１８４１年计算了在９个月的季节里保存小麦的费用：它的数量的损

失是 １
２％、３％是小麦价格利息的费用，２％是仓库的租金，１％是风净和运输费，

１
２％

是运送的劳动，总计是７％，或者说，在小麦价格为５０先令的时候，每夸特花费３先
令６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
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４０页］）。根据利物浦的商人向皇家委员会提供的证词，１８６５年利
物浦保存粮食的费用是每月每夸特２先令，或每吨９至１０先令。（《皇家铁道委员会。
证词记录》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３３１号第１９页）
（３２） １８６０年英国进口１４２９６９７４５０磅子棉，１８６１年进口１３５９８２３１２０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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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才表明，积存在联合王国的棉纱、纺

织品和子棉储备的数量有多大。这种储备足够三年即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和１８６４年用的，这一点可从下列图表中看出来：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和１８６４年联合王国棉花的统计表。（３３）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三年合计

棉花进口 ５３３１７６０００ ６９１８４７０００ ８９６７７００００

棉花出口 ２１６９６３０００ ２６０９３４０００ ２４７１９４０００

留供消费 ３１６２１３０００ ４３０９１３０００ ６４９５７６０００ １１８７３６９０００

纺纱时的棉屑 ５３７５６０００ ６４６３７０００ ９０９４００００

棉纱生产 ２６２４５７０００ ３６６２７６０００ ５５８６３６０００

棉纱出口 ８８５５４０００ ７０６７８０００
７１９５１０００
（７１３５１０００？）

纺织品出口 ３２４１２８０００ ３２１５６１０００ ３３２０４８０００

 总  计 ４１２６８２０００ ３９２２３９０００
４０３９９９０００
（４０３３９９０００）？

１２０８９２００００
磅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和１８６４年以棉纱和纺织品

形式出口的棉花是１２０８９２００００磅，在同一些年份，联合王国进口

的棉花——减去再出口并把留在国内的部分折合成重量相等的棉

纱以后——只有１１８７３６９０００磅。可见，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和１８６４年联

合王国出口的棉花比它进口的多。因此，在这期间这里的人们穿

衣服用的原料是事先积累起来的。

由此可以理解，美国南北战争防止了英国一场多么可怕的危

机（３４）。

（３３） 根据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正式报告（１８６６年３月）。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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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运 输 费 用
①

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部分的商品形态变化中，

产品不断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换句话说，发生社会

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可能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

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真正移动。这种移动是以运输业

为媒介的。没有商品的实物移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

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Ａ卖给Ｂ的房

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可以移动的商品

价值，例如棉花，尽管经过几十道不同的流通过程，由棉花投机

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地未动，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３５）。实

际上这里发生位置变化的，只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

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人的国家里，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

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

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表现为流通费用，

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３４） 参看第１卷第４４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９９页］。

在开辟金川港口后的第一年，日本拥有大量的丝储备，这种储备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
主要输出品，实际上成了英国完全不准确的计算的基础（《女王陛下驻中国、日本和
暹罗的领事的商务报告。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２５３页）。
（３５） 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ｉｃｅ》［“虚假的流通”］。

①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８１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２卷正文（《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６７—１７０页）。某些文字的差别，是由于恩格
斯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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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甚至运输在产品的自然属性上

引起的一切变化，除了较少的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不可

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物品的消费过程中，在

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过程中才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

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

此，这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把交

换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这部分地是由于运输工具的价

值转移，部分地是由于运输上所使用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追加进

来。这种追加价值，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补偿

工资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的划分也和到处一样，并不改变商

品追加的价值量，而只改变它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

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

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

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

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现同样的现象。除了产品从一个生

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外，商品运输还包括产品从生产领

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作好消费的准备。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

的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生产部门一样，也

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

越少，在运输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在流通时间必须经过的距

离越短，社会劳动生产力就越高，反之亦然（３６）。

（３６） “‘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所在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它被消费的地点。

因此，它使我们有理由（！）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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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

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商品在它流通的时候运输的

距离成正比。但是，这后一点不应当完全机械地来理解。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

分，和商品的规模和比重成正比，和商品的价值成反比。但是，引

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产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

等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认真的防护

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铁路大王们在

幻想的物种分类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

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表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

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

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敲诈勒索的借口。

例如，“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１１镑，现在由

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２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

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从北明翰运送玻璃和上釉商品到方圆５０哩的地

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１０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

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如果玻璃真的被摔破了，铁路局并不赔偿”。（３７）

［２８］其次，运输费用加到商品上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商品的

品的价值。’（让·巴·萨伊 ［《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９年巴黎第４版］第２卷第４５８

页）确实如此，但是商品是怎样获得这个追加价值的呢？是在生产费用中首先加上运

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因此，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

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耗费更多的劳

动。这决不应认为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注）

（３７） 《皇家铁道委员会》第６３０号第３１页。其他的诉讼同控告铁路大王们比

较起来，可能只不过是把股东的货币转到同他有亲属关系的律师的腰包里，而要控告

铁路大王，那简直比在土匪的断然要求面前俯首投降还要危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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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制定与商品价值成正比的商品运

输价目表的特殊根据（３８）。

例如，下列资料反映了具有不同价值的商品的价格由于运输

费用而相对提高的情况。这是商品价值增加一倍时商品所要经过

的路程长度（公里）的资料（３９）。

公  路 铁  路

公里 公里

金 …………………… ９６００００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

银 …………………… ６２４７５０ ２２５０００９

丝 …………………… ５１４５ １８０００

小麦 ………………… ５７７ ２０２５

铁 …………………… ３８６ １３５０

煤 …………………… ３２ １１２

茶叶从中国经陆路运往俄国

“在１７２４—１８１６年，以及后来的１８１９—１８２２年，从欧洲经海路输入茶叶

是许可的。１８２２年被严格禁止，敖德萨自由港例外。”

从１８６２年４月１日起，广州的茶叶在交纳一定关税的情况

下，又重新准许从海上输入。

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路运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

（３８） 产业家和商人对这种情况的抱怨，在“证词”的每一页上几乎都能看到。

（３９） 《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８５３页。把１０００元（近

２００镑）的银块从墨西哥的矿产地运到英国的费用，是它的价值的２３ １
８％，不过，这

里除运费外，还有在墨西哥交纳的税，代售佣金，保险费，——简言之，一切非生产

费用。（《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号第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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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２年开始的。
（４０）

以前，俄国人在欧洲散布一种偏见，说什么由商队运来的茶

叶比由海上从广州向欧洲进口的要好，因为海上运输会损害茶叶

的香味。这些都是诡计。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还是由海上从广

州输出的茶叶，都是来自同一种灌木，同一些茶场：红茶主要来

自福建省，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海上运输的影响完全取

决于包装的时候是否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扬子江运

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但是，较大部分的茶叶是在

广州东北的福建省收来的，经陆路或水路运往衢江。从那里由苦力用福琼所

描写的办法翻山越岭把茶叶运到常山。在这里把茶叶装在小船上，每只船约

装载２００箱。而后这些船只沿汇入钱塘江的河流往下航行４０俄里。在那里茶

叶又转上能装５００箱的船只。载茶叶的船只过汉口市①
后进入东海，然后它

们沿岸到达春申江②
，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只，这些

船只除其他货载外，装载１５００箱茶叶。这些船只离开上海，沿着海岸航行到

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要１５天才能到达。［２９］在天津，又把茶叶装

在较小的约能载２００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１０天到达离北京约２２俄里

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

口（或口外），——距离约２５２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

壁，越过１２８２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

要２—３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

叶商队贸易的中心。”

“从恰克图经色楞格斯克和上乌定斯克，并且经过贝加尔湖冰上的冬季

道路到达伊尔库茨克，约七八天的路程。这条道路最合适的时间是从一月中

（４０） １７９２年进口６８５１普特，１８６３年是２４７１０１普特。（《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
书的报告》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６号第７９４、７９７页——卢姆勒先生关于俄国茶叶贸易的报
告）

① 俄文原文如此，可能是杭州市。——译者注
② 可能是吴淞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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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至四月中旬。贝加尔湖长３５０（英）里，宽４０里。它往往是难以征服的，

因为在降雪结束以前很少能完全结冰。在湖上滑行的雪橇的滑木下面装着铁

条；马钉着掌。在某些情况下，当遇到顺风的时候，只要竖起帆来就行了，没

有马也可以…… 在西伯利亚东部主要城市伊尔库茨克，一部分茶叶留在当

地出售，随着１月份的到来，部分茶叶运往伊尔比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供

西伯利亚西部和皮尔姆、喀山、阿尔汉格尔斯克、奥连堡、维亚特和沃洛果

达等省采购。二月里运到托姆斯克的茶叶，在多数情况下整个春天由于道路

难以通行，都囤积在那里。五月份再从托姆斯克运到秋明，一部分走陆路，但

主要是走水路，经托姆河到鄂毕河，经鄂毕河到额尔齐斯河，从那里到塔拉

河，经该河将近６月末到达秋明。由秋明经陆路运到皮尔姆大致需要１２天。

在这里再装上在卡马河航行的船只；顺河而下到达喀山旁边的伏尔加河，而

后沿伏尔加河上行，于７月末到达下新城。下新城现在和莫斯科有铁路相联

——旅客需要１２小时的行程。从恰克图到下新城的直达运输常常因河流封

冻而拖延６个月的时间，有时只需要这段时间的一半时间，这种运输的距离

（俄里）是：

从恰克图到伊尔库茨克 — ５５７

从伊尔库茨克到托姆斯克—１５５４

从托姆斯克到秋明   —１７６８

从秋明到喀山     —１２３６

从喀山到莫斯科    — ８２１

        共计—５９３６＝４４５２（英）里

从产茶的省份到恰克图是５０００俄里，因此，商队运输的茶叶共需走

１０９３６俄里（７２９１里）的路程，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市场。”（４１）

（４１）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６号第７９１—７９３页及

以下各页。“在贝加尔湖解冻的时候，茶叶从恰克图用车运到色楞格河口，从那里用大

商船由湖上运到安加拉河的源头。在这里装上‘浮运船’（平底货船），这些船只继续

沿安加拉河下行到伊尔库茨克。顺风的时候只需要几小时，不顺风则需要几天，有时

要一个月。俄国的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水路交通只有绕道才行。例如，从鄂木

斯克到秋明水路是３０００俄里，而陆路只有６３２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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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最便宜的茶叶（第三季茶）在中国产茶的省份值５便士，

运到恰克图的时候值１１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值２６便士（２先

令２便士）。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海路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

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１先令１０便士；经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

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１先令９１
２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

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则可能卖１先令６３
４便士。

（４２）

茶叶在俄国甚至比在英国更是必需品。喝茶是农民的一种

“变相的蒸气浴”。因此可以断定，俄国茶叶的消费一定会超过英

国。唉！但是在这个幸运的国家里事情要比其他国家里妙得多，现

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差别。大不列颠（人口不到３０００万）

１８６６年进口了１３９００万磅茶叶，其中供国内消费的是１０２００万

磅，或者说，［３０］每人年平均消费约等于３１
２磅。相反，俄国的

人口超过联合王国一倍多，在１８６３年，由于准许通过它的欧洲边

界输入茶叶，因而输出量增加到１０００万磅，每人每年输入的茶叶

还不到半磅。如果不考虑官方统计材料未加计算的走私贸易，那

么俄国的普通人只喝开水，这被巧妙地称为喝茶。（４３）

（４２） 这是１８６４年的计算，即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

同的进口税以及削减这些关税（１８６５年）以前的时期。由于这些变化，海上运来的茶

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变得更有利于海上运输。（同上，第８１６页）

（４３） “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绞尽脑汁想弄清为什么１磅普通红茶

（１８５４年以前）在伊尔库茨克值１卢布７０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彼得堡卖１卢布５０戈

比。究竟是伊尔库茨克的商人获得的利润过高，还是彼得堡的商人出售茶叶亏了本呢？

实际上，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无利可图，许多伊尔库茨克的批发商都停业

了，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茶叶店的数目却不断增加。这说明茶叶买卖在俄国的欧

洲部分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在运去茶叶的西伯利亚各地区则是亏本的生意。对彼得

堡的商人先生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茶叶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茶叶来自塞米巴拉亭

斯克。但是从塞米巴拉亭斯克到彼得堡的距离超过３０００俄里，所以，如果在塞米巴拉

亭斯克１磅茶叶值１银卢布，那么在利润最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也应当值２卢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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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茶叶贸易的例子说明，海运比陆路运输相对便宜。另一

方面，作为海运的特点应当指出，它的运费标准变化极大，因此，

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不一样。把商品运往遥远国家的商船，回

程的时候必须携带商品（或压舱货），当时在某个港口的船只的数

目，某些准备在当时输出的商品的状况等等，不断发生变化，无

论如何不能象陆上运输的来去那样受人控制。例如，１８６６年初从

上海到英格兰和纽约的海运运费相应为每吨１镑１０先令和２镑，

五月和六月运费上涨到４镑和４镑１０先令，而到年终又重新降到

最初的水平。（４４）

商品的产地离它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地点越近，需要运

输业追加的劳动就越少；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

花在运输上面的劳动的生产力就越高。（４５）例如，爱尔兰从英格兰

运进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陶器，仅运往爱尔兰的商品的破损所造

成的费用就将近商品价值的１
６。
（４６）
而这个国家不单是制造陶器的

普通粘土很多，而且甚至优质陶土也很多。

原料加工的程度越高，它的比重便越低，它的绝对价值便越

高，从而由运输费用造成的价格追加便越低。如果把谷物变成粉

并装进密封的桶里，它的运输费比它在实物形式上的运输费要少

是商人们把每磅茶叶卖１卢布４０戈比。最后，西伯利亚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终于弄清

楚，彼得堡商人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由 １
３的普通红茶，

１
３已经用过然后又加

以烘干的茶叶以及 １
３所谓的砖茶配制成的。这种成品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不是供俄

国人本身喝的，而是供他们邻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同上，第８００页及以

下各页）

（４４） 《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馆的商务报告》第１０６页。

（４５） 《皇家铁道委员会》第９０号第１０３页。

（４６）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将看到，英格兰的铁路局不去发展内地的生产力，完全

没有利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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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更不用说粉碎谷物还会为牲口提供最重要的饲料成分，由

此在产地还把保障土壤肥力所必需的物质返还土地。生亚麻即使

通过铁路运输几乎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价值同它的重量相比

太低。相反，麻打过以后，它的重量比它的价值低了。玉米是墨

西哥高原上的主要食物。有些地方播种１蒲式耳种子可以产出

２５０蒲式耳；在某些地区，一年能收获两次，而在海湾沿岸的某些

地方和区域，甚至收获三次。在内地各州，如瓜达拉哈拉，收成

非常丰硕，以致某些地区的租地农场主可以只用玉米来育肥猪群。

在猪的脂肪长得特别厚以后，就把脂肪掺上这个国家非常丰富的

碱土，制成名叫“达基斯基节”的肥皂。然后，玉米就通过这种

形式，即肥皂的形式运走（１磅肥皂约值１０分）。

当然，原料究竟是就地加工还是以未加工的形式运输出去更

有效益，取决于地方工业发展的程度。在圣安多尼俄采矿区，通

常只开采蕴藏在离地表很浅的银矿。因为这种矿在丧失硫的时候

受到风化，所以为了提取银，很久以前就使用美洲公认的叫作

“帕季奥”（ｐａｔｉｏ，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ｂｙｒｕｌｅｓ，踏矿）的方法。但是，当工

作转到１５—２０码深的时候，被采的矿便不是那样被风化的，而是

充满了硫化物；由此可见，提取银成了困难的事情，使用当地的

办法所花的代价比产品本身的价值要高得多，所以在做了一系列

尝试之后，不得不停业。但是１８５７年以后，银矿石开始免税向英

国和德国输入，以便在那里加工，于是开采银矿又变得有利可图了。

当某一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已定，因而从遥远的地方运到市

场上的商品，——至少，就这方面来说，——看来是在比平均社

会生产条件更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时，运输费用就变成

单纯的非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运输费用就不是附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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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的扣除。下列图表摘自 ［３１］安德鲁斯领事向参院和联

邦国库所作的著名报告，它表明在不同种类的运输中运输费用对

同一种商品的消极影响的程度，以及同样的运输费用对不同价值

的商品的消极影响程度。（４７）

从下面引用的图表可以看出：

“价值最高的商品在离市场１００英里的地方如果用公路运输，减少价值

１５美元。按１吨计算，即减少将近其市场价格的 １
３，较便宜的商品（玉米）

也减少１５美元，减少的价值超过其市场价值的一半”，

玉米用公路运输１７０英里，便会完全丧失市场价值，而用铁路运

输，只减少１
１０的市场价值；同样，用公路运输小麦３３０里，就会完

全丧失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市场价值只减少约１
１０。

安德鲁斯说：

“普通公路运输的经济可行性限于较短的距离——显然取决于货物的性

质和道路的质量。用这种道路运输的花费平均每吨１里约１５分（１７美元），这

大体上是国内相当准确的价格。如果同时考虑到，小麦的价值每蒲式耳是１ １
２美元，玉

米的价值是７５分（３４美元），３３蒲式耳等于１吨，那么小麦的价值等于它运输３３０英

里的费用，玉米的价值等于它运输１６５英里的费用……但是，还有用铁路运输的可能

性，费用是１英里１５分，或等于公路运输费用的 １
１０。因此，上述商品运输在经济上

的极限分别扩大到３３００和１６５０英里。在这些商品用普通公路运输时成为经济界线

（极限）的那一点上，［３２］用铁路运输的小麦每吨还值４４美元５０分，玉米每吨还值

２２美元２０分，——这些数额代表由于完成这种工作而造成的价值的实际增大。”

引用安德鲁斯报告的英裔美国人说，总之，

“离市场这样远的商品（走兽力车路）会一文不值，如利用铁路，则相应地

（４７） 《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个英裔美国人著，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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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 运 输 公 路 运 输

小 麦 玉 米 小 麦 玉 米

１吨（＝３３蒲式耳）
的既定市场价值

与市场的
距离（英里）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４９ ５０ ２４ ７５ ４９ ５０ ２４ ７５

１０ ４９ ３５ ２４ ６０ ４８ ０ ２３ ２５

２０ ４９ ２０ ２４ ４５ ４６ ５０ ２１ ７５

３０ ４９ ０５ ２４ ３０ ４５ ０ ２０ ２５

４０ ４８ ９０ ２４ １５ ４３ ５０ １８ ７５

５０ ４８ ７５ ２４ ０ ４２ ０ １７ ２５

６０ ４８ ６０ ２３ ８５ ４０ ５０ １５ ７５

７０ ４８ ４５ ２３ ７０ ３９ ０ １４ ２５

８０ ４８ ３０ ２３ ５５ ３７ ５０ １２ ７５

９０ ４８ １５ ２３ ４０ ３６ ０ １１ ２５

１００ ４８ ０ ２３ ２５ ３４ ５０ ９ ７５

１１０ ４７ ８５ ２３ １０ ３３ ０ ８ ２５

１２０ ４７ ７０ ２２ ９５ ３１ ５０ ６ ７５

１３０ ４７ ５５ ２２ ８０ ３０ ０ ５ ２５

１４０ ４７ ４０ ２２ ６５ ２９ ５０ ３ ７５

１５０ ４７ ２５ ２２ ５０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１６０ ４７ １０ ２２ ３５ ２５ ５０ ７５

１７０ ４６ ９５ ２２ ２０ ２４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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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 运 输 公 路 运 输

小 麦 玉 米 小 麦 玉 米

１吨（＝３３蒲式耳）
的既定市场价值

与市场的
距离（英里）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美元 分

４９ ５０ ２４ ７５ ４９ ５０ ２４ ７５

１８０ ４６ ８０ ２２ ０５ ２２ ５０

１９０ ４６ ６５ ２１ ９０ ２１ ０

２００ ４６ ５０ ２１ ７５ １９ ５０

２１０ ４６ ３５ ２１ ６０ １８ ０

２２０ ４６ ２０ ２１ ４５ １６ ５０

２３０ ４６ ０５ ２１ ３０ １５ ０

２４０ ４５ ９０ ２１ １５ １３ ５０

２５０ ４５ ７５ ２１ ０ １２ ０

２６０ ４５ ６０ ２０ ８５ １０ ５０

２７０ ４５ ４５ ２０ ７０ ９ ０

２８０ ４５ ３０ ２０ ５５ ７ ５０

２９０ ４５ １５ ２０ ４０ ６ ０

３００ ４５ ０ ２０ ２５ ４ ５０

３１０ ４４ ８５ ２０ １０ ３ ０

３２０ ４４ ７０ １９ ９５ １ ５０

３３０ ４４ ５５ １９ ８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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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有４４美元５０分和２２美元２０分的价值。由此可见，铁路在没有铁路便

没有任何价值的地方，创造出货币价值来。”２９

魁奈医生已经指出，运输费用是全部还是部分地追加到商品

价值上，或者说，它们是部分地还是全部从这一价值中扣除，换句

话说，它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由商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支付，或由这

两者分担，都取决于市场行情。（４８）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由于运输和交通工具的革命

（４８） 魁奈医生（载于《重农学派》，欧·德尔编，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一部）说：“商业

费用，虽然也是必需的，但是应当看成是沉重的支出。”（《经济表的分析》第７１页）在

《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中，他写道，由于商人之间的竞争，商人的利润降低

——这只使“第一级卖者和作为消费者的买者所受损失减少。靠牺牲商业费用而造成

的损失的减少，并不是……通过商业而得到的财富的增加，不管对商业持怎样的看法

——是看成直接交换，即不考虑运费，还是把运费计算在内”。（第１４５—１４６页）“商业

只是价值同相等价值的交换，而它的费用……只是亏损的开支”。（第１４６页）因此，魁

奈把同时又是消费者的生产者之间的真正交换区别为真正的商业，商人进行的所谓商

业只是这种真正商业的手段；因此，他把商人经营的商业作为《ｎéｇｏｃｅ》〔做买卖〕而同

“真正的商业”区别开来。“商业费用总是由产品的卖者支付，如果没有中间费用，产品

的卖者就会得到买者为这些产品付出的全部价格。”（第１６３页）

“被视为最初的卖者和最后的买者的那些消费者，是商业的原因。”（《重农学派》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５５２—５５３

页）“商业也象诉讼过程一样：进行诉讼的决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法官……即便诉讼由

他们提出，诉讼也总是由双方进行的，并且是为了双方而进行的；……这双方进行诉

讼，他们也支付这些诉讼的费用。对于商业当事人也应当这样说：他们是商业的工具

……决不是进行物物交换的人进入交换，相反，实际上消费者是在这些当事人作媒介

的情况下彼此进行贸易的。”（第５５３—５５４页）我们所以引用这段引文，是因为凯里先

生的德国崇拜者认为他发现了“交往”和“贸易”之间的区别。如果相信了他们，那么他

还发现了双重竞争，因为詹姆斯·斯图亚特先生早就有一整章（第２册第７章３０）论述

双重竞争，更不用说更早的著作家了。

如果说魁奈及其学说把运输费用也看成是由单纯流通形式产生的费用，那么他们

这样看毕竟是从不同的依据出发的，而且这些依据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他们说，买卖

行为是既定价值的等价物之间的单纯交换。相反，他们把运输业看作是单纯的花费，因

为除农业外，他们把任何工业部门都看成是不生产的，即不生产剩余价值的。

０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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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而降低一定量商品的运输费用，那么另一方面，它增加用于运输业

的社会劳动部分。它决不听从诗人的亲切话语：

“既然福在眼前，

何必舍近求远！”①

［３２ａ］第一章的补充

第１０页的补充。

麦克劳德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人们围绕

资本及其各种形式说了何等混乱和何等夸张的废话，此人按照他

自己的郑重其事的说法，是

“所有学派中的奇怪现象”和“科学中的出类拔萃者”；

特别是他坚信，在定义的精细方面，他甚至超过他的机智的同胞邓

斯·司各脱。

首先，他对我们说：

“区分和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和意义，是研究一个对象时的最重要

的要素之一，因为这〈“这”？指什么呢：是“对象”还是“词”？〉在那些从不同意

义上使用它的著作家们那里，意思有那么多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少的混乱。”

（亨·丹·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６２页）

麦克劳德先生现在想帮助消灭这种混乱，然而用的是如下办法。

“资本最初的、真正的和本来的含义，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积蓄，它的象征

是货币。”［第６６—６７页］

１９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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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正的含义，我们立刻转到象征的含义，接着宣布象征的含义是

真正的含义。但是

“积累劳动的储备还没有花光，所以必须有一种代表和计量它〈储备〉的物质

实体，这种实体便是货币。”（第６６页）

产品发展为商品和商品发展为货币，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

然，这样一来，这种发展也就被阐明了。积累的劳动或资本，成了

……资本本身的象征。

“我们的工人积累资本储备，即资本的象征——货币的储备。”（同上［第６８

页］）

麦克劳德先生起初认为工人是贮藏货币的收集者，同时他重复货

币主义的看法，把资本看作积累的金银，这使他的英格兰式的想象

力无上光荣。

“某一数量的金银”，或者按照学者的说法，“他以往的能力、见识、勤奋等

等的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同上，第７１页）

“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这种说法多么“科学”！这会使西蒂区

“有教养的”代表们多么兴高采烈呀！

在把资本和贮藏货币这样美妙地混淆起来以后，没有进一步

绕弯子就完成了向商人资本的过渡：

  “既然他的〈商人的〉业务的起点应当是购买他准备出卖的商品，那么什

么力量使他能购买商品呢？资本。因此资本是购买力，是商业的动力，是使商

品从生产者转到商人那里的力量，——换句话说，这是使商品流通的流通力

量。最初的意思不是指商品本身，而是指使这些商品所体现的所有权从一些

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的力量…… 但是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把

它们出卖…… 商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交易结束时比在交易开始时拥有更大

的货币量，如果他在购买商品时拿出１０００镑，那么他期望……由这些商品获

２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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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１５００镑。由此可见，在周转过程中商品被赋予动力，赋予这１５００镑的购买

力，因此……‘资本’的名称对于商品来说是在第二级的、比喻的意义上采用

的，商品才是使商人成为１５００镑所有者的动力。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商品，以

后又把它出售，那么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表达，此人会说他的资本完成了周

转。”（第６９页）

［３２ｂ］但是，为什么在买和卖这两个行为中只是执行货币和

商品职能的货币和商品，除它们自己的名称以外，现在还获得了资

本的名称呢，——这一点从这里是绝对看不出来的。相反，麦克劳

德却表达了“深刻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如果我们愿意，便可以

把货币和商品称为资本，货币是原初意义上的资本，商品是第二级

意义上的资本，因为商人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行动即购买时是用货

币，而他进行第二个行动即出卖时是用商品。他还顺便发现，商人

的“真正目的”是从流通中得到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商人“期

望”把用１０００镑购买的商品卖１５００镑，这种行为用“重商主义的

话来说”叫作“资本周转”。具有使商品流通的性质的货币，怎么会

突然间获得完全不同于这种性质的性质，也就是使１０００镑变成

１５００镑，即增殖，自行增殖，从而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那种性质

呢，——麦克劳德先生对这一点解释得很简单。这一点是单纯用商

人的“直觉”和“期望”以及“重商主义的话”来解释的，而这种话也

应当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的疑难。

“因为取得货币是任何一个人劳动的目的，所以凡有助于此的一切，都可

以在借喻意义上称为资本。”（第６９—７０页）

“如果一个人把货币作为资本，即以取得利润为目的，那么他以什么具体

形式投入，原则上是没有区别的。一个人把自己的货币投入农场以便出售产

品，另一个人……投入商品的购买以便出售商品时有利可图，第三个人把自

己的货币投入自己的智力发展，用来掌握某些职业，以便在运用这种职业时

３９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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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利润……就是说，资本在最流行的和普遍的意义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上的本来意义上，是人能够经营的一种东西，或人能够利用来取得利润的一

种东西，或能够帮助人增加收入的一种东西…… 由此可见，劳动者的劳动

工具以及他的技能和劳动，就是他的资本。”（第７０页）

这里的阐述是非常美妙的。起初资本在本来的意义上是“积累

劳动的储备”，而货币是这一储备的象征，即资本的单纯象征的表

现，但是，接着资本的象征一下子变成本来的资本。因此，资本是由

金银构成的贮藏货币。但是，由于商人先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而

后又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所以商品是第二级的或比喻意义上的

资本。不过商人不只是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和用商品来使货币流

通，而且还力求通过这些流通行为取得利润。但是其次，因为除商

人以外，一切其他的人也获得利润或至少获得收入，也就是，用重

商主义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想“赚钱”，所以凡是用来获取利润，

或者甚至用来挣生活资料的一切，都是某种第三级意义上的或“借

喻”意义上的资本。而这个借喻的意义同比喻的意义很不一致，同

样，比喻的或第二级的意义同象征的意义很不一致，而象征的意义

同本来的意义很不一致，——这种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流行的和

普遍的意义”，因此，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本来意义”。按照匹克威

克的意义３１，所有这一切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在我们知道了资本是人们用来得到利润，或不是得到利润而

是只得到生存可能性的一切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信用

是资本，因为

“商人通过信用得到利润”（第７２页）。

［３２ｃ］虽然信用也是资本，但是根据前面的解释，资本毕竟是

货币。因此它们是两个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和信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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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者——货币和信用——都使商品流通，所以显然可以得

出结论说：

“资本和信用构成流通的手段”（第７２页），

而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流通的手段本身构成资本。

回到“流通的手段”上来，为的是让运用“重商主义的话”变出

的戏法所引起的混乱，即货币作为货币使商品流通的性质和作为

资本孵出更多货币的性质之间的混乱，在读者的头脑中作为科学

的发现巩固下来。

确实，这种混乱是麦克劳德先生的一大“发明”，是他的科学的

资本（借喻意义上的）。有一个在精神上和他相近的法国人，某一位

里什洛，以《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在比喻的意义上）为书名，把这

种混乱搬到罗曼语的土壤上来。具有象这位麦克劳德（更确切些

说，是ＭａｃＬｏｕｄ
３２
）这样的马力的混乱顾问

３３
，竟责备李嘉图缺乏

“科学训练”，这就毫不足怪了——不言而喻，这已经是从任何意义

上来说了。

第２４页的补充（汤普逊）。

“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１２亿镑，或者不超过整个社会

年劳动产品的三倍…… 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

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第４４１页）“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

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

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

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用来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

因此，对这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第４４２页）“人们总

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当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

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

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 这个年产品

５９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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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

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第４４３

页）“……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

属于生产力的位置。”（第４３３页）“在所谓积累起来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

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

而是由对社会的未来年生产力的需求构成的，而这种需求是由没有把握的工

具和用具产生的和使其永久不变的。”（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

１８５０年伦敦版］第４５３页）

对运输业的补充

“但是，美国铁路运输体积小的商品的费用，大于这些商品可能得到支付

的价款，尽管法律上规定的收费率只取决于重量，而与商品的种类无关。”（迪

·拉德纳《铁路经济》１８５０年伦敦版第４１１页）

体积大和重量轻的商品。焦炭出煤轻，却具有更高的价值。

“前提条件是，分类〈名称〉以商品的相对价值为基础。”（《皇家铁道委员

会》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７６１号［第３７页］）

［３２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运输业

西班牙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１号

  “许多地区，由于内地交通不足，不可能把产品运往有利的市场，结果，

当某些省份出现好收成的时候，恰恰为邻近地区所真正需要的许多谷物却烂

掉了。甚至少数已有的主要道路非常缺乏桥梁，时常可以看到，在发生泛滥的

河岸上挤满了８０或９０辆‘卡洛斯’，即装满了农产品的农民大车，往往要呆

上３—４天之久，才能够涉水过河。在那些没有道路和一切运输都靠骡子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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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情况更是如此。在５０年前，内地运输只用这种办法，如果一般来说还有道

路的话，也是很少的。”（第１８４页）

“国内内地交通路线略有发展，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当作会对该国生产

资源发生良好影响的事业而给予应有的注意。看来，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铁

路运输能力很差。小车站寂静无人。显然，铁路没有进行任何运输，有一两位

旅客，——可能是牧师或农村的镇长，——这便是全部生活迹象了。现在国内

的大部分产品都不可能运到主要的铁路线上…… 特别是加斯梯里亚各省，

首先新加斯梯里亚就是这种情况。”（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葡萄牙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号

  “葡萄牙的花边生产特别发达，有些方面超过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类行业。

这里的花边比这些国家便宜得多。但是恰好在这个国家，花边几乎没人知道

并且很难买到，因为花边是在农村和农业地区用手工织出来的，这些地方远

离首都，并且由于缺乏通往较大居民中心的道路而非常闭塞。”（第４页）

“目前葡萄牙感到普通道路修建不足。在普通道路的尽头，国家开始修建

铁路；那些不和普通道路相联的铁路，穿过无人居住的地区，通到无人来往的

车站…… 现在葡萄牙，即使不按地理位置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孤岛，只有

通过海路才能到达，而它那些土地极为肥沃、人口稀少的内部地区，只有骑马

才能到达。”（第５页）

“至于道路，我敢设想，如果政府在没有建成将与铁路密切相联的普通道

路以前，就着手修建铁路，那是本末倒置。１８４９年整个葡萄牙只有４２公里公

路，１８６５年公路的长度是１９７６公里，而现在有２１９５公里普通道路。１８６５年

葡萄牙铁路的情况是：使用中的是６９４０公里，还建成了３２４５公里铁路。”（同

上，第４号第５０６页）

７９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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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１８６５年第１０号

（法尔库阿的报告。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于雅典）

  “将近１１００万镑公债都未能使希腊居民拥有七条道路以上；其中很多

道路都很短，多数很不安全；所有它们的长度至多１８０至２００（英）里。实际

上，从纳弗普利昂到特里波利斯的道路，在官方的统计文件中是３—４条，因

为它穿过三四个大城市或村庄。这当然只不过是一条大路的各段。即使联接

首都和它的交通最频繁的港口〈联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短短的一条路，也

只有一部分由日夜巡逻的骑兵队防御路上的强盗，而到冬天，雨量特大的时

候，河流猛涨，大部分道路被基菲索斯的水淹没。道路由国家出租……希腊没

有铁路……”［第２３２页］关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铁路，空谈和作计划

等等已经搞了２０年。“现在的结果是，有３０—４０个工人每周在穆兹丘陵上干

四五个小时的活。”（第２３３页）

“然而，如果不算上述的七条道路，那么同国内各内部地区联络的唯一手

段，就是花边运输。”（第２３３页）

“国内居民不习惯于劳动，一年当中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天是公共的节日，

或非正式的休息日。”（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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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第 三 章
①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

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

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

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

周转。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Ｇ—Ｗ—Ｐ—Ｗ —Ｇ形式的循环，还是Ｐ—

Ｗ —Ｇ—Ｗ—Ｐ形式的循环，直接生产过程Ｐ本身始终只是这个

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在

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它的媒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

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

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

不断地重新完成各种转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

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９９

① 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１０８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２卷正文（《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８９—３９７页）。在这里和在后面类似的情况下，某
些字句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了修改，或者是为了使俄译文更准
确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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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

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

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

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

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

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

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

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

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

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

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劳动力的买者。另一方

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

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

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

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媒介作用的买卖行为。

因此，各个单个资本就其总体、就其结合为社会资本来考察的

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

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１）资本本身的循环；（２）进入个人消费的商

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

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本身也包括

在资本的流通中，因为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另一方

面，资本的循环同样也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包括工资的

支付，但是这种工资耗费在商品购买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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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虽然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册①，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的行

为，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

生产来分析。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

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

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

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客观存在的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曾

经更详细地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卖行为。

在本册的第一章②，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

不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册所考察的劳

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章３４，资本的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资本

的周转来考察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

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

各种情况。我们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

生产过程本身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

章主要是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

式，而第二章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

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

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

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

１０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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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卷第７—９８页。——编者注

指《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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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能。特别是货币资本表现出一种在第一册里没有谈到的性质。

在这里揭示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

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

更新，以便使一个定量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

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

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

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

的一个环节，［１３１］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

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

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也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资本的流通、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

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

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

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

考察这个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章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

即在这里研究一下。

货币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指出过货币资本的两个方面。

（１）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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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２）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

——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

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既定

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

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任何

条件下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

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

均的）数。为消除流通的停滞所必需的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

的。

关于（ ）。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

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

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

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

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流

动资本恰恰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

现。

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

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

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

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

但是正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

行职能的范围，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生产本身的规模，就其绝对的界

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生产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量，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

３０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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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

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削在外延

方面或内含方面的加强而增加，那么，它也不是成比例地增加的，

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

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对原有劳动力在内含方面或外延方面的使

用不同，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

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和体现在其中

的生产出来的价值产品增加了，而货币资本没有增加，没有必要使

用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

么，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

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简单地说就是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使用时

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

无须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快

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

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这取决于使用它们的各种方

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

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不太聪明的凯里算出，土地所有者

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

土地具有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

提从土地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

按照整个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就成一个现代的美国机器工人所

４０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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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花费的劳动，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

把投在土地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

化为货币的劳动计算一下，那么，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

额的利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社会的角度看，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

追加支出，当然首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

（撇开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即把更

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这种情况）。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同时形成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

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预付大量单个货币资本。关于这一点，如第

一册已经指出的，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实现

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付货币资本，

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可以通过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

的积聚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改

变的只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章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

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

的生产资本。

［１３２］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

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一个由既定的价值额构成的资本，

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等于一定的货币额——

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

是由价值量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

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

５０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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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么，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

品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

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

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

的。

关于（ ）。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购

买（或生产）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

相应地是一种削减。至于货币资本（它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部分

地充当贮藏货币），那么，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得，它大部分就

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不能把这

种货币资本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

素（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旧起世界

货币的作用为前提。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

要的货币资本量也就有大有小。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

是说，或者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彼此不相等，或者流通期间的长短

和劳动期间的长短不成倍数，——都会形成潜在的（暂时闲置的）

货币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所决定，所以，不是由生产过程

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事业，

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里的生产取决

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限度。这个限制被信用和与此相

联的联合经营（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

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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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

间内不创造任何产品（有效用的）；而另一些生产部门在一年间多

次地或者不断地不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创造生活资

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在没有后

者参加的情况下，前者按什么比例进行。象从前一样，在劳动期间

短的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

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长时间内不断取走

产品。

这种差别是由特殊的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质造成的，而不是由

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这里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

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得到的是纸

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

相当的产品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

起的，那么，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

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起初所必须采取的形

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一般来说，由商品生产的性质）引

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和这种预付的长期性的产生，是由

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

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

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

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

或其他等等——而消除。

第二种情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介（或一般来说，

通过哪一种交易形式）取走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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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１３４］（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

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

（ａ）从个人观点和社会观点

看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曾经指出，产品价值分为三个组

成部分：一个价值组成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不变资本）；另一个价值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的

价值（与价格相符合）；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并

且体现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于是，假如所消费的生产资料或不变

资本的价值为４００镑，预付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为１００镑，剩余

价值率是１００％，那么剩余价值量也是１００镑，产品价值总计为

６００镑，即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

假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再假定资本家出售

这个价值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转化为总额为６００镑的货币。对

于１００镑剩余价值的花费我们不感兴趣。等于４００ｃ的第一个产品

价值组成部分，只是再现于产品中，而其他两个组成部分，１００ｖ和

１００ｍ，则构成生产过程中新生产的价值产品。然后，由于购买生产

资料，４００镑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现实要素，１００镑由于购买劳动

力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现实形式。在产品中，生产资本不复存在；

它转化为商品，由于商品产品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态变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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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形态变化起媒介作用的交换行为，它以其最初的形式被再

生产出来。商品形式必须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形式必须再转化

为构成生产资本的生产要素。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再转化为生

产要素形式（它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是

以资本的流通过程行为为媒介的。但是，在考察直接生产过程时，

这些行为只是被当作前提。对此我们没有详细论述。然而，一旦我

们要比较详细地论述时，一些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清楚地呈现

出来。单个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执

行职能。它的运动不仅决定于它同社会总资本其他部分的社会联

系，而且决定于它同整个商品世界，同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

包括社会的生产消费过程，而且包括社会的个人消费过程）的社会

联系。例如，价值６００镑的产品——５００镑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

果——必须转化为货币，即必须作为商品出售。商品是应该作为生

活资料进入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还是作为生产已经完成的

或生产没有完成的劳动资料，或者是作为生产出来的材料，进入生

产消费，也就是说，充当构成其他资本的物质因素，这取决于该商

品的实物形式。

从产品的实物形式来看，例如，产品是奢侈品。虽然这个６００

镑的商品资本中，４６即４００镑，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只代表他的不变

资本的商品形式，１６即１００镑只代表他的可变资本的商品形式，但

是很清楚，从社会观点看，这个商品形式的资本既不构成不变资本

的物质要素，也不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也就是说，它既不能

充当生产资料，也不能充当必要生活资料。在研究开始时，我们遇

到另一个严重得多的困难。体现６００镑产品的商品，不管采取什么

样的实物形式，产品价值的４
６都等于４００镑，也就是产品的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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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部分（在生产产品时损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再现于产品

中。产品的这个不变价值部分，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并不是

真正地再生产出来。它不构成新价值产品的部分。（见第１卷第

１７４页：“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

说，不是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

值。”①）一旦产品转化为货币，它的不变价值部分（在这里等于４００

镑）就进行向新的生产资料的再转化，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应该补偿

旧的、在生产过程中磨损了的生产资料。但是，用来补偿已损耗的

不变资本的这些新生产资料的价值，肯定不是仅仅由再现的价值

组成。另一个困难：我们看到，每个工作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

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可以把社会的年劳动看作一个工作日。如果

我取全部工作日的一个平均量，那么我们首先就会得出一个算作

社会平均量的单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乘以全年中每天使用的工

人的平均数，就得出社会工作日。最后，这个社会工作日乘以全年

工作日的平均数（按照我们的假设，它的长度是１０小时），就得出

表现为一个社会工作日的全部年劳动时间。例如，平均社会工作日

为１０小时。全年同时按１０小时工作的工人的平均数为５００。于

是，一个社会工作日就是５００×１０＝５０００小时。最后，一年中做满

的平均工作日数为３００；于是，年总劳动就表现为一个长度为５０００

×３００小时＝５０００００×３＝１５０００００，即表现为一个１５０００００小时

的工作日。如果现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那么这个社会工作日就

等于７５００００小时必要劳动时间＋７５００００小时剩余劳动。象每个

单个工人的工作日一样，这个社会工作日只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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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组成，只由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

间组成。那么不是为生产工资或剩余价值，而是为生产补偿一年中

所损耗的、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新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

那里呢？

在第１册中已经谈到（第５７４、５７５页）①，按照亚·斯密的看

法，如果从社会的观点而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考察总商品

产品，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个价值部分，就象纯主观的幻象一

样完全消失了，而且斯密把这个教条遗留给他的所有门徒。为了向

读者说明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先来看亚·斯密本人是怎

么说的。

［１３５］“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之

一，或三者全体〈即分解为地租、利润（包括利息）和工资）；并且在每一个进步

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

去。”

“例如，在谷物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

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斯密在这里给劳动者和役

畜定出同样的作用，并且同样地向他们“支付”工资，这一点看起来是天真

的〉，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

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

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

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

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

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但全部价格仍然直

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第１篇第６章）

在后面的第三册里，我们将考察亚·斯密以他自己的分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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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商品价格进行的分析，即对商品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工

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进行的分析。而为了便于我们的研究，应该

把商品价格的形式归结为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利润（利息）和地租

——这只是剩余价值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名称。因此，斯密对价格的

分析归结为价格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构

成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归结为两个。他所谈到的并且使之等于零

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产品中等于转移

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价值部分。

于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这样阐述问题，产品价值存在于

三个组成部分之中：补偿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不变资本价值）

的价值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工资）的价值部分，最后是剩余价值

（利润和地租）。例如，谷物的价值对单个租地农场主来说分解为：

对已损耗的农具和役畜的价值补偿、工资和剩余价值。（租地农场

主的利润和土地所有权的地租。）但是从社会观点看却不是这样。

单个资本家本人认为是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东西，对另一个资本

家来说，是作为由工资＋剩余价值这两个要素组成的东西存在的。

虽然对另一单个资本家，例如租地农场主向他购买农具和机器的

那个资本家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于这位生产农具和机器的厂

主来说，他的产品——例如播种机——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时损耗

的机器、消耗的煤、原料（铁、木材）等等的价值部分组成，也就是

说，由资本的不变部分、可变［部分］＋剩余价值组成。但是在另外

某个地方，机器制造业中所消费的机器、煤、原料等等的价值，仅仅

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虽然如果我们考察生产蒸

汽机、或生产铁、或生产煤的单个资本家时，情况又不是这样；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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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在他的例

证中，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

费的饲料被看成役畜的工资，役畜本身则被看成是雇佣工人；因而

雇佣工人也只不过被看成是役畜。）

总之，对每一单个资本来说，产品价值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

——不变的资本价值＋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

地租），而对社会资本来说，总产品价值只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可

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怎么证明这一点

呢？

论证如下：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

＋地租，或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那么，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

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

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

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

地的地租。”（第２篇第２章）

因此，从每一单个资本的观点看，产品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

解为ｃ＋ｖ＋ｍ，而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总年产品的价值（与价格

相符合）分解为ｖ＋ｍ；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对每一单个

资本来说商品产品的价值分解为ｖ＋ｍ，而社会商品量的价值只不

过等于组成这个量的单个商品的价值总额。

不过亚当·斯密必须说清楚，社会商品价值，或社会总资本

生产的年商品价值，怎么能够不同于单个商品价值，也就是说不

同于单个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而对每一单个资本家存在着的价值

组成部分，一当我们考察这些资本家的总数时，这个部分怎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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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了（不如说，甚至消失了），也就是说，从社会资本观点看

它怎么就消失了。他是这样论证的：现在作相反的假设，即如果

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问题，要消失的那一个价值组成部分，从单

个资本家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他不承认一开始曾设想：商品

价值的社会构成和单个构成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或想象的矛盾。相

反，他认为对于每一单个资本家是正确的事情，对于他们的总数

即社会资本也必然是正确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宁可说由于产

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对于单个资本存在，所以它对于社会总资本也

存在。［１３６］正因为如此，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在斯密的《国富

论》中发现了

“逻辑的实际表现”３５！

我们认为，斯密把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这是一种

轻率的概念。它的作者安慰自己说，如果价值的这种分解不是“直

接”发生的，即在考察某一单个资本从而考察单个产品时发生的，

那么“最终”这种分解仍然必定是正确的。商品价值如此“最终”分

解为工资＋剩余价值——这完全是用无限的进程来聊以自慰的随

意设想。资本Ａ的产品包含着等于转移到该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

值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但是这个消费了的不变资本是资本家Ｂ

的产品，他的生产资料又是资本家Ｃ的产品，依此类推。包含在年

产品中的社会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最终必然会在某个资本家Ｘ

手中完结、消失。把问题从Ａ转移到Ｂ，从Ｂ转移到Ｃ，从Ｃ等等

一直转移到Ｘ，从而把问题越推越远，直到我们的视线达不到的远

处，这种做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样，Ａ、Ｂ等等手中的产品价

值，我们也可以从一开始就假设，它分解为即直接分解为工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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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我们看到，斯密进行论证的全部进程只不过归结为，在最

后直接假设最终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他的论证的进程是，最终假

设的情况与他曾直接假设的情况正相矛盾。

施托尔希接受亚·斯密的这种概念，把由工资和剩余价值（利

润、地租）总额构成的这种价格称为必要价格（ｐｒｉｘｎｅｃｅｓｓａｉｒｅ），他

说：

“用在材料、原料和成品上的流动资本本身＜可见，这就是由辅助物质、生产

材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生产材料本身包括半成品＞，是由商品构成的。

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商品的

总体时，把这部分流动资本算在必要价格的要素内，就是把同一个东西计算

两次。”（１８１５年彼得堡版第２卷第１４０页）

这里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计算两次”。很清楚，例如，纱是生产

麻布的原料，虽然纱的价格构成织布业主的一部分不变资本，但是

从社会观点看，纱的价值中包含的工资不可能支付两次，即从织布

业主的角度看作为原料（或更确切些说，原料的一部分）的价格支

付，从纺纱业主的角度看作为工资支付。对社会来说，这部分价值

是工资，尽管它表现为织布业主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这只是证明，

从社会观点考察的价格，不同于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考察的价格，

但是决不证明斯密对价值的分析是正确的。

接着，施托尔希说：

“不错，工人的工资同企业主利润中由工资（如果我们把工资当作一部分生活

资料来看）构成的部分一样，也是由那些按市场价格购买的、本身包含工资、

资本利息、地租和企业主利润的商品构成的…… 这种看法不过证明，要把

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同上，注）

例如，假定按斯密的意见来分解价格，就应该认为，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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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资＋剩余价值组成。如果撇开货币形式，那么工资就由商品组

成，而这些商品又由工资＋剩余价值组成。这个问题本来同我们讨

论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这里有两个情况。第一，用商品价格决定

劳动价格，然后又用劳动价格决定商品价格，这是循环论证。第二，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第１卷第１８７页及以下各页①），虽然每一

单个的局部的产品（商品部分）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ｃ＋

ｖ＋ｍ，但是，另一方面，产品作为整体可以分解为：价值只等于ｃ

的一部分产品，价值只等于ｖ的另一部分产品，价值只等于ｍ的

第三部分产品。在那里（在第１卷），这是用来说明每一单个资本的

产品价值的。这样一来，对于社会资本来说，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

了。经济学家既然不能说明单个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这种价值分

解，当然就更不能说明社会总资本的这种价值分解。

施托尔希说，不能把流动的不变资本计算两次，这句话只不过

是斯密原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种说法是为把商品价格分解为

工资＋剩余价值并摆脱从社会观点计算不变资本（在这里是流动

的不变资本）的必要性所需要的。例如麻布的价格。这个价格从一

开始就包含从事麻布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此

外还有等于纱、煤等等、所使用的机器和厂房等等的价值的不变资

本部分。构成织布业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所有这些商品的商品价

值又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不变资本部分。在考察体现在麻布

中的全部社会产品部分时，不能对其中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总

额计算两次（既作为纺纱业主、亚麻种植业主、煤矿业主、机器制造

业主等等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又作为织布业主的不变资本价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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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这是很清楚的。对包含在总产品中的同一些价值要素，即

工资和剩余价值，不能计算两次（更确切地说，重复计算），但是决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全部价值产品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或者

说全部不变资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算数了。无论如何，应该

由此得出结论说，从社会观点看的不变资本，不可能由从各单个资

本家的观点看表现为不变资本的所有那些资本部分的价值总额构

成。

［１３７］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斯密的分析。

所有商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地租，即分

解为工资＋剩余价值。

商品产品的价格中等于工资的那个要素，只不过是处于商品

形式中的可变资本，它是由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并且由

工人把它作为工资花费。这就是商品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以便不

断作为可变资本重新预付出去的那个部分。

商品价格按成分来说等于工资＋剩余价值，即等于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不构成预付资本的任何部分，不构成资本预付的任

何部分。确切些说，这是新的价值产品，它作为超过预付资本价值

的余额被生产出来。这一点首先对于社会剩余价值中由每一单个

资本为自己生产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说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

单个资本家支付他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他的不变资本不断

反复地体现在这些生产资料中。

这个价值也包含着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中所包含

的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也就是年社会价

值产品，——那么很清楚，剩余价值不可能被“计算两次”，对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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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不可能超过社会资本中他所预付的那个部

分而形成余额，总之，它不可能既形成剩余价值，同时又表现为社

会总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不管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事情是怎

么样的，社会年产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不形成社会预

付资本的任何要素。

如果从社会产品价格中预付资本或资本要素的观点看，公式

分解为：

工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分解为：

可变资本＋０，或

分解为可变资本

因为剩余价值不是预付在

社会资本生产上的部分。

或者，从社会观点看，全部预付资本直接地或最终地归结为可

变资本，归结为预付在购买劳动力上或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

这就是斯密的价格分析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的直

接说法的另一种表述。他说，第四部分，即花在生产资料上的部分，

只是在主观上（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才形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

分，而在社会方面不是这样；因而，不变资本价值，作为特殊的价格

形成要素，并不包含在商品中，因而，不变资本价值，作为资本的一

部分，并不预付在商品生产上。

虽然亚·斯密在这一点可能导致荒谬看法的地方忘记了这一

点，但他仍然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个部分，始终

只直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它只支付生产劳动者的工资…… 一个

人无论把自己的哪一部分基金用作资本，他总是希望这部分基金能得到补偿

并带来利润。因此，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为资本家

执行了资本的职能之后，便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第２篇第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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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全部社会预付资本由可变资本组成，即由这样一个

价值额组成，它只有在资本家用它购买劳动力时才为资本家执行

资本职能，然后转化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或者说，由生产劳动者

用来购买必要生活资料。

亚·斯密是在考察资本积累那一章里指出这一点的。在资本

积累、资本新形成时，情况确实是这样，这时资本的最初职能和生

产方式、资本的真正实质暴露出来。这里我们在资本的原初状态看

到这种情况。新形成的资本所具有的情况，对于原有资本也是正确

的。那里所看到的东西，只是这里大部分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按照

亚·斯密的意见，现在资本的预付实际上可以只由可变资本的预

付组成，所以积累实际上就把这个资本归结为每年生产的财富中

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花在工资上的那个追加部分。

“一年内节约下来的东西，象一年内支出的东西一样，照例是会被消费

的，而且在同时被消费；不过，它是被另一些人消费的。富人一年内支出的那

部分收入，大多数情况下由无用的食客和家仆消费，这些人决不会用任何一

点东西来补偿他们的消费。富人一年内为获取利润而节约的那部分收入，直

接作为资本使用，消费相同，时间也几乎相同，但由另外一些人消费，由农业

劳动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工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相对而言的工业

劳动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和手工业者消费，他们把自己一年消费的价值再生

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同上）

在第１卷第５７４—５７５页①我们已经指出过，亚·斯密把生产

劳动进行消费和生产劳动者消费财富混为一谈，而由于生产劳动

进行消费，每年生产的财富中的追加部分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此

作为资本积累；这样一来，全部积累就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追加使

９１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６—６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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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然而这完全符合斯密的前提的概念，即全部预付资本从社

会观点看直接地或最终地就是预付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就其总体

来看仅仅由可变资本组成。①

［１３８］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这种积累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

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

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

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大·李嘉图《政治经济

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３页）

事实上，李嘉图乐于接受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由工资＋剩

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组成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

是，１ 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

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

２ 实际的向前推进：李嘉图把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些部分。因

此，价值量是前提。价值各组成部分的量的总额是既定的。斯密

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在他那里，工

资、利润等等是事先假定的，因此价值量是事后由它们相加得出

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

偿固定资本。”

（拉姆赛所说的同其他资本相区别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

不变资本即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拉姆赛，同上，第１７４页注）

拉姆赛顺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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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决于（１）任何商品（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量。（２）

取决于这种劳动的产品的一定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

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量的增长，但不构成维持工人生活的资料这样一种

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同上，第５９页）

第二点意见很重要。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或以价值或以实物

形式，加入用于消费并且本身形成社会年收入的商品产品量，即使

这一部分，在一定的“持续时间”也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不管我

们怎样考察问题，——是从个人观点考察，还是从社会观点考

察，——这一“部分劳动产品”（虽然它后来构成消费基金要素）在

一定的时间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这个部分还必须不断地被

再生产出来。因此，社会劳动产品的一定部分虽然转化为适于消费

的商品，但始终要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这就是Ａ部类
３６
（我们

以后要对它进行考察）的不变资本。

约·斯·穆勒先生自然是以其特有的学究式的妄自尊大重复

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资本家用于生产的费用……由支付劳动的工资构成。直接付出的工资

占每个资本家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其中包括用在材料、工具和建筑物上的

费用。但是材料和工具是由劳动生产的；因为我们所假设的资本家不是代表

单独一个部门，而是代表全国生产工业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自

己生产工具，提供材料。他借助预支的费用完成这件事，这些费用也全是由工

资构成。如果我们假设他不生产而是购买工具和材料，那么事情也不会有变

化：他补偿另一个生产者所支付的工资。不错，他补偿给他的还有利润，如果

他自己生产这些东西，他自己就会获得这部分费用的利润，就象获得其他部

分费用的利润一样。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材料和工具直

到成品，全部费用仅仅只由工资构成；例外的只是参加进来的资本家中的那

样一些人，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到工序完成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润。最终的产

品中不构成利润的那一部分，全都是对工资的补偿。”（约·斯·穆勒《政治经

济学原理》１８６８年伦敦大众版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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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约·斯·穆勒先生在更早的一部著作中就企图用一

个例子来说明和解释斯密的以及李嘉图的理论。为了便于计算等

等，他在那里曾假设，由于某种发明，种植谷物的资本家（租地农场

主）不需要固定资本和种子了。（《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

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１００页］）

（资本家必须象其他任何不是资本家的商品生产者一样支付

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至于这种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无酬劳动，

也就是由剩余价值组成这一事实，丝毫不会使这些商品的价值发

生变化，因而也不会使资本家必须支付这个价值这件事发生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资本家由于必须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价值，即他的

资本的现实要素的价值，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所以他由此也会

提供剩余价值流通所必要的货币。于是，一个资本家为支付不变

资本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同时对另一资本家来说（其实在每一

单个场合，情况看来也是这样）就表现为他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

需的货币。例如，织布业主购买纱、机器、煤等等。这些生产资

料的价值中也包含着剩余价值。这些货币由织布业主作为他的不

变资本的形式预付出去或投入流通，但是，同时这些货币把生产

纱、机器、煤等等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他们可以用

这些货币再去购买个人消费的麻布，这些货币又可以实现织布资

本家的剩余价值。但是每一单个资本家，就他个人来说，不能把

他预付在不变资本上的并且由于出售商品而不断重新流回他手里

的那些货币当作收入花费；他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货币当作他

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是正确的事情，

对于单个资本家的总数，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正确的。由

此产生出全部的混乱。构成不变资本——不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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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社会的——的商品量的价值，就象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商品

的价值一样，可以分解为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的可变部分＋剩

余价值。（但是这也适用于单个资本家的每个局部产品，特别是当

他的产品由离散的产品，如谷物、机器等的量构成时，这种情况

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来说，这是孤立的社会的局部产品。但是，

如果从一部分产品的角度看问题，那么这个［外观］就会消失。以

不变资本形式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买卖在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

商品量，只是社会商品量或年产品的一部分。作为这样一个特殊

部分，它只不过是社会不变资本价值的实物形式。这个商品量既

不包括工资花费在上面的商品量，也不包括剩余价值花费在上面

的（或在其中得到实现的）商品量。它的价值——就是社会产品

价值减去工资价值，再减去剩余价值。

［１３９］可见，必须预付在构成不变资本的那部分社会商品量的

流通上的货币，并不预付在构成剩余价值的商品量的流通上，同样

也不预付在构成工资的商品量的流通上。关于这一点应该在后面

比较详细地叙述。）

约·斯·穆勒先生又说：

“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时间持续的意思〉〈这是斯密的“最终”这个词的

穆勒式的文雅的代用词，它是同“直接地”一词相对而言的〉，资本本身全部分

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３７

前面我们说过（第１卷第５５３页）：

“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

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①如果资本家每

３２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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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消费剩余价值，就象剩余价值每年被生产出来那样，那么资本家

就是把它当作收入来花费。这是他的产品价值中每年他可以作为

私人消费者花费的那个部分。相反，如果他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

本，如果他把它投入资本，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叙述的斯密的理论，

这也丝毫不会改变这部分产品的消费性质。区别只在于，资本家让

其他人——不是家仆而是生产工人——消费掉这部分产品。

至于这种剩余价值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以生产

资本家的利润的名义，另一部分以借贷资本家的利息的名义，第三

部分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名义，被装入私囊和消费掉，这完全不

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全部年剩余价值仍然表现为资本的年收入，并

且作为这种收入可以被非生产地消费掉。

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斯密的分析），是资本家用

来购买劳动力，从而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可变

资本即同劳动力进行交换的实际商品（而不是这些商品借以预付

出去的货币形式），不论是它的价值还是它的实物形式，实际上只

不过是工人本身每年以实物形式和按价值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商品

量。这个部分作为可变资本进行预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

有的表现形式。因为这部分年产品或年产品价值是劳动力的周期

果实，每年由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消费，所以即使它在资本

家手中不构成任何预付的可变资本，它也可以看作是工人的年收

入。这种收入分解为工人每年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和其他生活资

料。

可见，由于每年生产的社会产品的价值等于：

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于工资＋剩余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可以非生产地消费，可以加入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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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年总工资构成工人阶级的年收入，这个收入的价值可以在一

年中以价值相等的一部分年产品的形式被消费掉。年总剩余价值

构成资本家阶级的年收入，资本家阶级每年可以用这个价值购买

和消费年商品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

总之，每年生产的商品量的价值等于

工人工资的价值＋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

等于工人阶级的收入＋资本家阶级的收入。

这两种收入的总价值等于每年生产的商品量的总价值。一个

总价值抵补另一个总价值。因此，每年生产的商品量可以作为收入

花费和消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更确切地说，一国的或国家的年

总生产归结为年收入，即归结为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的资本家阶级

的收入和等于每年支付的工资总额的工人阶级的收入。因而，社会

的全部年产品会进入社会成员的年个人消费。

亚·斯密反对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种必然的结论。具有独创

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让·

巴·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①

亚·斯密在第２篇第２章先引述自己的理论，即商品价格分

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然后接着

说：

“这个年产品〈“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

体”〉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劳动的工资，资本

５２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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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或地租”〉，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

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

可见，全部年产品归结为收入，可以由相应收入的所有者消费。亚

·斯密从正确的运用自己的价格理论一下子转到相反的论点。转

变是通过不正确的举例、直接的歪曲进行的。

“虽然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总价值这样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分

配，构成他们的收入，但是就象我们把私人地产的地租区分为总地租和纯地

租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收入作这样的区分。

私人地产的总地租包括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一切；纯地租则是扣除管

理、修理的开支以及其他一切必要费用之后，留归土地所有者的东西，换句话

说，是他不损及自己的财产而可以归入用于直接消费……的基金的东西。”

（第２篇第２章）

亚·斯密通过把年产品总价值归结为工资＋剩余价值，或象

他说的，归结为工资＋利润＋地租，从而把社会的年总产品归结为

社会的年收入，也就是归结为一年中必须消费的产品。然后他企图

借助于某些实际上是荒谬的作法，用“收入”一词来摆脱这种伤脑

筋的处境。

这里以单个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为例，因为地租构成剩余价值

的一部分，而且本身构成分解为收入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现在在这个例子中必须说明，收入并不分解为收入，这一点对

于单个土地所有者就象对于社会一样是不正确的。但是怎样证明

这一点呢？借助于荒谬的概念混淆。

［１４０］第一个歪曲：假设资本家（租地农场主）提供进行耕

作所需要的全部资本，也包括建筑物等等。资本家为进行修理，一

般来说为补偿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维修他的农具所花费的那部分

产品价值，不形成他生产的剩余价值或他的收入的任何一部分。这

６２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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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部分价值形成补偿生产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如果不是租地农场主，农业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提供这部分

不变资本，并且必须使它得到补偿，这一点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

化，不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这种产品中必须用于修

理费的那部分价值，不构成剩余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但是构成

补偿一部分不变资本的那个组成部分。这部分产品价值不构成地

租即剩余价值的任何部分（斯密把地租只看作剩余价值的一部

分）。它只具有属于地租的外观，因而构成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

入，因为租地农场主并不直接用它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而是把

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后者为租地农场主补偿这部分不变资本。补

偿不变资本的这部分产品价值是由Ａ花费，还是由Ｂ花费，这绝

对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这部分价值照旧不构成收入，而构

成补偿不变资本［的基金］。亚·斯密企图这样掩盖这个伤脑筋的

事实，他先让租地农场主把产品价值的这个不变部分支付给土地

所有者，然后让土地所有者再把它偿还给生产基金：也就是说，斯

密让土地所有者不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与租地农场主相

结合的资本家。如果租地农场主有合伙人，并且把价值产品的一

定部分支付给他作为维修建筑物等等的费用，以便补偿已消费的

不变资本，难道这部分价值会因此而成为某人的收入或剩余价值

的一个部分吗？

第二个歪曲。但是，亚·斯密并不满足于这种虚假的搪塞之

辞，他又谈到了单个土地所有者从自己的地租中支付的所有其他

费用。比如说，土地所有者必须向为他收租的地产管理人支付工

钱，向对他的地产实行抵押借款的资本家支付利息，向国家缴纳税

款。所有这些同样构成这位善良的土地所有者的纯收入的正当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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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但是这绝对不会使下面这件事发生任何变化，即作为地租支付

给他的那部分土地产品价值，构成由他、他的管理人、他的债权人

以及国家作为收入进行消费或可以进行消费的剩余价值。至于剩

余价值起初由Ａ得到，但并不全部留在Ａ的口袋里，而是必须同

Ｂ、Ｃ、Ｄ等等分享，这一点与这个剩余价值的经济性质没有任何关

系，不管从剩余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还是从它

形成收入来看，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亚·斯密说“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３８——他现在开

始精力充沛地进行论述，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里他所指的正是每

年生产的商品资本中必须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

“构成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同上），

就是说，从社会观点看，这个部分任何时候也不会分解为剩余价值

或工资，同样，

“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不是总收入或纯收入

的部分”［第２卷第２７２页］。

亚·斯密只把产品价值中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看作补偿

不变资本，因而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

分解为任何人的收入的价值部分。这种情况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

只要产品价值有一部分分解为不变资本价值，而不分解为工资，不

分解为剩余价值，有这样一个结果就够了。斯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

所做的区分，只是为了对与他的价格分解相矛盾的这个结果进行

辩解，对他和他自己相矛盾进行辩解。总收入——这是完全不能说

明总商品产品的词句。至于这个总商品产品的价值分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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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为收入，——这在总收入价值大于纯收入价值这句话中已经

说出来了。如果纯收入指的是剩余价值，那么这就是说，总产品价

值分解为补偿不变资本所需要的东西＋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剩

余价值等于纯收入。如果说的是产品中什么部分分解为收入，那么

可变资本也分解为工人的收入，结果是，产品价值分解为生产产品

时损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收入（等于工资＋剩余价值）。

亚·斯密不敢做，而他的庸俗化者让·巴·萨伊敢于去做的，

就是从斯密的价格分析得出逻辑的结论。他直截了当地说，从社会

观点看，总收入和纯收入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全部社会产品分解

为收入，每年由工人当作工资，由资本家当作利润，由土地所有者

当作地租，全部用掉。

“一个人拥有一万法郎收入并且把它们全部吃光，——是否因为他把收

入全部用掉就应该把他看作是没有收入的人呢？”

纯产品只能和私人利益有关系，“每一个企业主从局部出发〈可见这种事

纯粹是主观的〉，把他所得到的东西扣除他所支付的东西以后的余额看作纯

产品；然而他所支付的东西，他预付出去的东西，对接受他的支付的人来说是

纯产品。呢绒厂主向农民购买羊毛：付出的价值对他本人来说是预付，对农民

来说是利润，是农民收入的一部分。农民又只把他所得到的东西，他的返回来

的费用看作纯产品；而他的费用本身又构成某人的收入——例如他的耕地

人，他对后者的劳动进行支付。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让·巴·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６４页）

［１４１］由此可见，由于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分解为工资＋剩余价

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而且每一个价值组成部分都构成

工人、资本家或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资本家的预付可变资本分解为

工人的工资，从而分解为收入，所以社会总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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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收入，因此可以在一年中进行消费。

至于价值的不变部分，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年产品

价值中构成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则只是主观的假象，只有从单个

资本家的观点来看才是真实的。所以，充当一个人的不变资本，总

之是充当资本的东西，事实上是另一个人的收入——这句话从那

时起在庸俗经济学中处处可见。

最后，虽然当考察每一单个资本家时，所生产的价值产品只等

于工资＋剩余价值，而且与产品的总价值不相符，后者还包括这一

资本家所使用的、所消费的、但不是年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但从社会观点看，资本家阶级每年生产的价值，与产品总

价值，与物化在社会年产品中的价值是相符的。因此资本家阶级可

以用等于工资＋剩余价值的价值购买社会年产品。

“要完全了解这种收入，就必须注意，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各种人的收

入，因为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

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正是叫做“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

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

的纯产品相等。”（同上，第６３页）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斯密的价格分析导致这个真实的、从他的观点看是必然的、但

显然是荒谬的结论，这种分析很自然地引起了相反的意见，这种意

见恰恰来自把斯密教条当作基础的人，这个人在这个基础上声称

对商品价格的任何确定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施托尔

希。

“让·巴·萨伊先生断言……一国的收入等于它的总产品，也就是说，从

收入中没有给生产费用留下任何东西……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一部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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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资本，一部分分解为利润。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

规则地用来购买国家所需要的产品，也用来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

基金……”（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第１２８、１３４—１３５

页）

“我们要问，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的家庭（我们在俄国可

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其收入是否等于这个家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

的总产品？难道一家人能够住自己的粮仓和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

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

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同上，第１３５—１３６页］“萨伊把总产品看成

社会的收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可以把等于这个产品的价值消费掉。”

［同上，第４５页］“一国的纯收入，不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消费了的价

值总额的余额构成，就象萨伊所描写的那样，而只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

过为生产目的而消费了的价值的余额构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消

费这全部余额，那么它就是消费自己的全部纯收入。”［同上，第１４６页］“如

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而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即不变资

本，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由工人作为工资，因而作为收入消费〉，那么也必须

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

国的未来收入。”［同上，第１４７页］“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即不变资本〉的

产品，是不能消费的。”［同上，第１５０页］

可见，施托尔希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一部分补偿不变资

本（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①但是，施托尔

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

样一致起来的，而按照这种分析，每个商品的价格等于工资＋剩

余价值，也就是说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

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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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有科

学意义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观点。但是，他

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

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

出问题就是不正确的。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

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１４２］（ｂ）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Ａ）假定没有货币流通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形成它的

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

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

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就会清

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

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

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社会产品中补偿资本，即加入生产以及

再生产的那些部分，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

的那些部分，就是说，既包括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也包括用于个

人消费的部分。这种消费既包括商品世界的再生产，也包括资本家

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这些阶级的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

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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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第三个流通公式：

Ｗ′—Ｇ′—Ｗ＋Ｗ′—Ｐ—Ｗ′，特别是由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我

们应当从Ｗ′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形式补偿的观点

来进行分析。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

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以货币形式补偿他的资本的组成部

分，然后通过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

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客观

的东西，那它们就同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产品

一样，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

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

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

此，只是假定这个部分存在，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资本，就它

的价值和物质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

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

此，首先要研究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

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

值革命。如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

不会有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

虽然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不再和他们各自预付的资本成比例，不再

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至于价值革命，那么，

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

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

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

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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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

得到证明，那么，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

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作为

这种或那种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

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

最后，为使问题简化成它的最简单的情况，一开始就必须完全

撇开货币流通，就是说，也撇开资本的货币形式。流通的货币量显

然不构成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它是保证这些产品的

流通的。

因此，如果说的是总产品价值分为不变价值等等，那么这个问

题本身并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只有在撇开货币流通来考察问题

之后才会看出，以货币流通为媒介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

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我们的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

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

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

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

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需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

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

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需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必定

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

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

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

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

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范围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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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

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

形式的制约。

社会总年产品分成两大部类：（ ）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

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生产资料，具有必

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 ）消费资料的生产

直接提供消费资料——食物、衣服等等的所有生产部门，从社

会观点看，构成一个单一的生产部门，构成一个种类（虽然它由极

其不同的种和亚种组成），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

所使用的全部资本，从社会观点看，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单一的大

部类，形成社会资本中用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部分。

这个资本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

看，这个资本等于它所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它所

雇用的全部工人的工资价值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

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的，即由它所推动的活劳动本身构成的。

第二，这个资本分成不变资本，它等于为生产生活资料而使用

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资料一方面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劳

动工具、容器等、建筑物、役畜等等，或分成流动不变资本，由辅助

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组成的生产材料。

至于年的（一年中生产的）总商品产品，它的价值由下列部分

组成，第一，一年中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第二，等于

所使用的劳动力或可变［１４３］资本的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即体现了

一年中所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可见，为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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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产品价值、消费资料价值的一

部分，并作为这样一个部分再现出来。然而，不论是劳动力本身，即

工人，还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都不作为商品产品的一个部分再现

出来。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活劳动，只属于生产过程。它消失在自

己的结果即产品中。它只是在资本的生产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

作为资本的，并入资本的动力，发挥作用。它不构成资本生产的商

品资本的任何要素。但是另一方面，必须以资本可以随时在市场上

找到雇佣工人为前提。否则它就不能把劳动力并入自身。另一方

面，同样很明显，不论是商品（本来意义的）还是工人，都是过程的

产品。因为工人通过消费他们得到的那部分消费资料而保存和再

生产自身，并且象我们还在第一卷３９所指出的，由于过程的全部机

制的作用，这些工人最终仍然作为雇佣工人出现在市场上。可见，

如果考察全过程，事实上工人，即作为雇佣工人的工人，会象生产

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一样地被再生产出来，作为资本被再生产出

来。但是，工人就象他们的劳动本身一样，不是商品产品的组成部

分，虽然他们的价值是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

商品产品——消费资料——的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

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生产它们时消费的不变资

本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包括生产它们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全部

价值。生产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全部被消费，所以它们的价值全部转

移到产品上。但是固定不变资本只有一部分被消费。因此，［只

有］这部分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产品上。另一部分固定资

本，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照旧存在，并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

减少了。如果我们考察产品价值，那么这部分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

资本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了。这个部分是独立于这个新生产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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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值以外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它存在着，继续与新生产的商品价

值并存。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指出过（《资本

论》第１卷第１７９页及下一页①）。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我

们在这里对它的考察一开始不谈货币流通，从而也不谈货币资本，

这时产品——商品——价值的这种演绎（抽象）已经不够了。如果

我们考察单个资本的年商品产品，那么为生产年商品产品所使用

的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不仅仅等于实际上以实物形式

被补偿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它等于固定资本的年平均损耗，固定资

本必须这样得到补偿，即在它的整个生命期满后，例如２０年后，它

能够以实物形式全部得到更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价值的１
２０（等

于１０００，如果固定资本的价值例如是２００００的话）是否每年用于

实物形式的替换，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在解

决一年中消费的资本怎样能够由商品产品来补偿这个问题时，一

开始考虑的只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中必须以同种新物，即

以实物形式，部分地或全部地实际进行替换的那一部分。应该指

出，下面对年价值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一部分）进行的考察

中，设想的是转移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固定部分，只等于固

定资本价值中为了能够以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再生产而必须以实

物形式进行补偿的那一部分。

我们假设，预付在社会生活资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等于４００

镑。这４００镑在这里等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这些生产资料必须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以便在下一年再生

产过程得以重新开始。设可变资本等于１００镑，也就是说，这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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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些生活资料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最后，设剩余价值率等于

１００％，因而，等于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量将是１００镑。

在这个假设中，产品的年价值，即一年中社会生产的全部消费

资料的价值等于６００镑，即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这全部产品以消

费资料的，即可以进入社会消费的商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按照我们

的假设，它们实际上也进入社会消费，因为我们的前提是规模不变

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前提是工人消费全部工资，资本家消费全部

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先考察产品的１
６，它等于１００镑，即等于资本家阶级

的剩余价值，等于体现年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那么这

个部分全部由资本家消费，并且它象这种社会产品的任何其他部

分一样，以它可以直接进入消费的形式存在。它一部分由必要生活

资料组成，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在这里，从社会角度进行的考察

和从单个资本的角度进行的考察，区别只在于：生产某种生活资料

的单个资本家，以他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只消费自己剩余

价值的某一部分，也可能完全不消费。他以各种并非他自己生产的

商品量的形式消费这个部分，这种消费——他的剩余价值在整个

一系列消费资料中的这种实现——对他来说，第一以出售他的产

品为媒介，第二以花费货币为媒介，这些货币在购买他的各种消费

资料时抵偿包含在他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相反，如果考察生产消

费资料的整个部类的资本家，那么很明显，他们全体直接消费掉他

们自己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的价值等于这个总产品中包含

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个人生产的剩余

价值在全体资本家共同生产的剩余价值１００镑中所占的份额，从

总剩余价值中抽出必要生活资料和商品，而且，当然会发生每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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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本家提供给消费基金的商品和他从这个基金中为个人消费抽

出的商品之间的换位，以及这些商品的所有者的更换。

（ ）的商品产品中价值１００镑的这个１
６，前面已经说过，由必

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组成。如果我们考察形成这个量的所有单个

商品的价值，那么这些独立的商品本身中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

归结为ｃ＋ｖ＋ｍ。这就是说，它们的价值一部分由生产它们时消费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另一部分由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

组成（这个价值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可变资本，或工资），第三部分由

剩余价值，由体现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组成。但是，因为所有这些

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１００镑，就是说，等于总产品中体现一年中付

出的全部无酬劳动的那 １
６价值，因而等于总年产品中（ ）这个部

分包含的剩余价值，所以在（ ）中的资本家阶级可以把１００镑的

商品，即等于总产品价值１
６的商品量，从总产品中抽出、取走，把它

并入自己的消费基金。如果考察的不是单个商品本身，而是把它们

看作价值等于总产品价值１
６的局部产品，情况就会是，它们既不包

含任何不变资本价值，也不包含任何可变资本价值。它们仅仅是剩

余劳动的体现，因此，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移到总产品上的价

值量，现在自然就集中在总产品的其他５个部分。（参看第１册第

１８７页及以下各页①）

总产品中价值１００镑的第二部分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由在

中工作的工人阶级消费。在作为总产品价值一个部分的它的价值

中，只体现必要劳动。虽然商品（主要是 的工人阶级从总商品量

中得到的必要生活资料）由不变价值、可变价值和剩余价值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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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１００镑，就是说，等于商品量的第二

部分价值，其中只包含工资（可变资本价值），或只体现必要劳动。

对于单个工人来说，他们消费的产品同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

不相符合，或者只是部分相符合。而他们全体作为阶级共同消费的

量，只构成他们共同生产的［１４４］商品量的某一部分。

其次，在这里，当我们撇开流通过程的媒介来考察再生产过程

时，必须指出， 的总产品的一部分被抽出加入工人的消费基金，

是同 的资本家阶级的可变资本重新得到补偿同时发生的。

工人的个人消费同时就是他们个人本身的再生产过程或保存

过程。个人消费保证工人不断存在和出现在劳动市场上。

另一方面，可变资本作为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就是劳动

力本身。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补偿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他付出

的价值等于体现工人必要劳动的工人产品的价值（表现在必要生

活资料和其他商品中的价值）。借助于 的工人阶级的年产品的这

部分价值，资本家不断重新购买会生产这个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

动力。 类别的工人阶级只是由于为了这个价值而不断向 的资

本家阶级让渡他自己的劳动力，才获得这些生活资料，才有可能在

商品市场上购买这些生活资料作为自己的消费基金。因此，等于

１００镑ｖ的这部分产品的消费本身包括：（１）这些商品的消费，它

们离开商品市场，进入 的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２）由于消费这

些商品，工人本身得到再生产；（３）工人由于不断反复地把自己的

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他们生产的这部分商品量的价值，也就

是说，由于可变资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和被同一价值的劳动力所

代替，他们发生再转化，并不断作为雇佣工人存在。工人的这种消

费过程与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补偿或不断再生产同时发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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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条件。

的这部分社会产品，其价值等于１００镑ｖ＋１００镑ｍ＝２００

镑＝总产品价值的 ２
６，因而它只是全部产品量的一部分，价值为

２００，即总产品价值的 ２
６，——这就是 的资本生产的全部年价值

产品。社会总劳动或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一半体现为１００镑，即总产

品价值的 １
６，这部分价值等于生产这些产品时使用的劳动力的价

值，或者说，等于整个社会工作日中形成可变资本的，形成工资的，

换句话说，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那一半。整个社会工

作日的另一半由无酬劳动组成，它体现在总产品价值中等于它的

剩余价值的那个部分中。在等于２００镑的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价

值和剩余价值）中，体现了整个工作日。此外，在这个工作日中再不

生产任何价值产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类别的商品（即一年中

生产的社会消费资料）的总量是 在一年中使用的劳动的产品。如

果把它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这就是劳动的产品。正是由于劳动以

其不同的形式——生产不同的社会消费资料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

形式——同构成生产的客观因素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结果，生产出

的年产品。然而， 所使用的劳动的这个年产品的总价值，不是

这个劳动的价值产品。相反， 的产品总价值等于４００ｃ＋

１００ｖ＋１００ｍ，就是说，它等于一年中新生产的价值或年价值产品

２００镑（１００ｖ＋１００ｍ）＋４００镑价值，这４００镑不是 的工人在一

年中生产的，而是在他们的生产之前就作为他们消费的生产资料

——他们劳动的客观条件——的价值而存在的，即作为不变价值

进入他们的劳动过程。这４００不变价值在产品总价值的４
６的价值

中，在４００镑中再现出来。但是，它不是以它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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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执行职能，因而能够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４００镑不变资本

的那种实物形式再现出来。现在它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就

是说，它构成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等于这些

消费资料总价值的 ４
６＝

２
３。为了补偿预付的、消费了的不变资本，

它必须从这种消费资料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现在它

作为 的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存在，或者说，作为 的产品中价值

等于预付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存在。这个不变资本作为价值

在自己的产品中被替换了，但是这个价值是以商品的实物形式存

在的，这些商品不是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因而不是作为不变资

本执行职能，所以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只有具

备这种补偿条件时，再生产才是可能的。因此，现在我们还必须考

察社会年产品的第二部类，生产资料。

（ ）生产资料的生产

假定预付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已消费的资本价值，即生产这

些生产资料时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８００镑。

这里不包括（象在 中一样）以其实物形式继续存在的固定资

本，也不包括固定资本中用于下一年的再生产而没有以实物形式

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价值。

假设在 这个生产部类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即一年中使用

的并已消费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２００镑。假设剩余价值率象在

中一样，是１００％；换句话说， 的整个年工作日一半是必要劳

动，另一半是剩余劳动。于是，剩余价值量将等于２００镑。

因此， 的总年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００镑，即８００镑ｃ＋

２００镑ｖ＋２００镑ｍ。这个总产品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物质要

素构成。 的年产品这个价值中，只有４
１２＝

２
６＝

１
３＝４００镑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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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生产的年价值产品；就是说，整个年工作日把价值４００追

加到产品上；这个工作日的一半是必要劳动——２００，等于工资或

可变资本的价值，工作日的另一半是剩余劳动，２００镑剩余价值因

此，总产品价值４００镑的一部分——１２００的 １
６，即２００镑，由工人

花费，另一部分即２００镑由资本家花费，前者由工人当作工资花

费，后者由资本家当作剩余价值花费。但是 的产品的所有要素都

由不进入个人消费的生产资料组成。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同 的

一部分产品相交换， 的这部分产品等于４００镑，代表它的资本主

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价值，但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实物形式（消费资

料）而不能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于是，这里就发生 的总额为

４００的商品（消费资料）同 的总额为４００的商品（生产资料）之间

的交换， 的商品代表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价值， 的

商品分别代表它的生产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工

资，其价值等于他们生产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总额。通过这种交

换，商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再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形式，即转

化为 的这个不变价值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

这就是 的再生产的不变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同一交换， 的商品产品中直接以生产资料的

实物形式，即以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价值（工资）

＋剩余价值，转化为 的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资料形式，即转化为

他们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可以进行个人消费的实物形式。这样一

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另一个条件就实现了，这个再生产过程把消

费过程当作自己的一个条件或自己的一个环节包括进来。

［１４５］其次，必须指出以下的情况。

的资本家阶级，象 的资本家阶级一样，把工人自己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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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交给工人，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对劳动力进行预付，

从而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暂时还是把货币

流通撇开不谈。）但是， 的工人阶级必须用等于２００镑的产品去

交换 的价值２００镑的产品，以便能够消费它。

４００镑产品部分（消费资料形式）的交换，对于 类别的它们

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只不过是他们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从生

活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

些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的产品的简单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这个

不变价值部分能够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在

中这种交换只从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出发。对他们来说，这是资

本的交换。相反，对于第 类来说，这种交换只是它的产品中价值

由工资（即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那个部分的交换。对

他们来说，由于这种交换，这个价值只是从其不可消费的商品的直

接实物形式变为可消费的商品。

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的全部产品和 的１
３产品。

其中，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价值为６００镑的 的产品中，

２
６＝

１
３＝２００镑，由它自己的生产者，资本家和他们的工人消费

掉，即转入他们的消费基金。 的产品的４
６或

２
３，由第 类别的资

本家和工人消费掉，即被他们的消费基金吸收。相反， 的产品中，

生产资料中，只使用了４
１２＝

２
６＝

１
３，即４００镑。这个数额补偿了第

类别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因而，在（ ）中还剩下 ２
３的产品价值８００镑。

①这个价值等于

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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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

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当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这个过

程的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

的那部分没有被第 类别的资本家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

留在 的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等于他们的全部年

商品产品价值的 ２
３。

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出

售他的商品产品，或者说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商品产品转化为

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了。然后，

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的商品的卖者购买

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一种它

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而现在，这样假定

就不行了。第 类别的资本家包括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

外，留在他们手中的８００镑商品产品，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这部

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产品中已经不存在

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

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 类

别的不变资本。第 类别所有能够用来和第 类别交换的东西已

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 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是

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易解决。这

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 中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方面有所不同。在

中，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

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可以由它的生产者本

身消费。在 中，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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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辅助材料、原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

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用 的商品

产品进行补偿，以便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在

中，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它自己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

而在 中，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则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在生产上消费掉。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进入个人消费，在后一

种情况下，产品进入生产消费。第 类别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

在第 类别的一部分商品产品＝８００镑中再现的，而且是以实物

形式再现的，这种形式的商品产品能立即作为新的生产资本（不

变资本）执行职能。

在 中，６００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

分（总额＝２００），直接进入 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

面，这个商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４００），不能再进入 的资本

家的生产消费，而要通过和 的交换来进行补偿。相反地， 的价

值为１２００的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总

额＝４００镑），不会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而是必须首先和

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却处在这样

一种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如果把第 类别

的资本家看作整体——能够直接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分别投入

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例如，有若干被投入铁的生产，有若干

被投入采煤业，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

又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

这一点在本节完全应该提出来，实际上在第一节也应该提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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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资本，比如说１５００（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

不同的资本群；也就是说，１５００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

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

社会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

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

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

按照它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承担的局部劳动的特殊性，而各不相

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

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

，也适用于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应该放在本节开头，资本

分为它的两大社会类别的地方。

至于说 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那么，

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作产品生产出来的特殊生

产部门（或者，甚至进入这个生产部门的个别部分）。例如，谷物再

进入谷物的生产，煤炭再进入煤炭的生产，铁再进入铁的生产（以

机器形式），等等。

当构成 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

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

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 类别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 的其他

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 的这些产

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 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生产过

程，但不是进入 的这个部门，而是进入它的另一个部门。

［１４６］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 类别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

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

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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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

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生产它们的场

所，进入另外的场所。换句话说（例如和 的剩余价值的情况相

似）， 的每个资本家按照他作为这８００镑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

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

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

生产，第 类别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

类别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

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部门，因此，在这个类别的不同生

产部门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这个问题在后面应该作进一步的阐述。）

象在 中一样， 的总商品量（１２００镑的存在形式）是这个部

门一年中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然而只有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

才是这个劳动的年价值产品。这个劳动体现在产品的１
３价值中，即

２００ｖ＋２００ｍ。产品价值的另一部分等于８００镑，因而还有价值为

总产品 ２
３的那部分产品量——这只是再现的价值，而不是 在一

年中生产的价值，因而，由于 使用的年劳动已经处理完毕，这就

不是社会年劳动生产的价值。年劳动的产品是产品本身，而不是这

个产品的全部价值，只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包含在 的生产资料

中的价值，是由 的新劳动的特殊具体形式转移到 的产品上的，

因为新的（因此也形成新价值）劳动恰恰必须以具体形式添加上

去，它就是以这种形式把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见第１册第

［１６６］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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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

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把年商品产品的全部运动展现出来，我们就会

得出：

（ ）价值６００镑的

消费资料

即：４００镑ｃ＋１００镑ｖ＋１００镑ｍ

（ ）价值１２００镑

的生产资料

即：８００镑ｃ＋２００镑ｖ＋２００镑ｍ

  垂直的符号 表示产品进入本类别生产者的个人消费；斜的

符号表示第 类别和第 类别的产品互相交换；最后，垂直的符号

表示产品用于生产它的那个类别的生产消费，即再进入本领域

的生产消费。

或者也可以这样表示：

（ ）消费资料的生产： 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α）

（ ）生产资料的生产： Ｃ
８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

程起媒介作用，这个图式就在多大程度上包括这个过程。

在（ ）的Ｃ
４００
同（ ）的（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进行交换之后，Ｃ

４００
不仅

象原来一样构成由消费资料组成的（ ）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

而且以其原初的实物形式，以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也

就是说，在这种实物形式中它可以作为（ ）的生产资本的不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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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执行职能，简言之，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从价值增

殖过程的观点看，资本的这个部分是不变的，它的价值再现于产品

中，或转移到新形成的产品上。这个部分不是这一价值增殖过程的

产物。但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它以生产资料形式，以劳动过程

的客观因素形式存在，——同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劳

动力即劳动相对立。只要资本的这个部分不以这种形式存在，它就

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执行职能。

另一方面，当这种交换完成以后，（ ）的（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不仅作

为 的产品中体现可变资本价值或劳动价格和剩余价值的价值部

分存在，即不仅作为产品的部分价值存在，而且这两部分价值现在

还以实物形式，以使用形式存在，采取这种形式，可以使工资用于

工人的再生产，剩余价值用于单个资本家的再生产（用于他们的个

人消费）。

和 之间的这种交换，无非是形成社会产品一部分的生产

资料同形成社会产品中同样价值部分的消费资料形式的它们的等

价物的交换。社会产品总价值分解成的那些价值部分，并不因此而

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在 和 进行交换之后我们来考察这个价值，并且考虑

到两个［类别］只是构成产品社会价值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看到：

（β）

Ｃ
８００
（）＋Ｃ

４００
（）＋Ｖ

２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２００
（）＋Ｍ

１００（）

＝Ｃ
１２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或

１２００镑ｃ＋３００镑ｖ＋３００镑ｍ＝１８００。

  或者说，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成的几个组成部分，就象我们在

一个１５００镑的单个资本的产品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个资本由１２００

镑不变资本和３００镑可变资本组成，积累率等于１００％。价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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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第１卷阐述的原理）等于１８００镑，即１２００ｃ＋３００ｖ＋３００ｍ。

［１４７］按照交换的图式（２），也就是，（）的Ｖ
２００
和（）的Ｍ

２００
处

在消费资料形式上，而（ ）的Ｃ４００处在生产资料形式上。

这样，如果全部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别——消费资料和生产

资料，那么它现在就表现为：

（β）

（）消费资料：

Ｖ
１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１００
（）十Ｍ

２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６００ ＝Ｒ
６００
＝６００

ｒ
。

（Ｒ，ｒ＝收入）

（）生产资料：

Ｃ
８００
（）＋Ｃ

４００
（）＝Ｃ

１２００
＋Ｏ＝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ｃ。

  （现在在 中，既有直接用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生产资料，也

有用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当 的生产资料

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被消费时， 正在生产新的生产资料来补偿

它们。）

可见，这个图式可分解成三个图式，这些图式使我们能够从不

同的方面来考察问题：

（１）消费资料：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Ｖ

１００＋２００
３００

（ ＋ ）

（１）＋Ｍ
１００＋２００
３００

（ ＋ ）＝６００

（）生产资料：

Ｃ
８００
（）＋Ｃ

４００
（）＝Ｃ

８００＋４００
＝Ｃ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

因此①，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生产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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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 的剩余价值（即等于 当年生产的价

值），加上当年生产的 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 的剩余价

值，也就是加上 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

于社会劳动在一年中生产的全部价值。

整个社会工作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它创造Ｖ３００的价值，

或３００镑）和剩余劳动（它创造３００镑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这

两个价值之和＝６００镑，等于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６００镑）。

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生产

的总价值，即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也就是

等于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图式（ ）还告诉我们，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 的

商品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

内生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 的产品价值中再现

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 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

值）；因此， 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能够购买对 的产品生产者

来说代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

对 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也等于ｃ＋ｖ＋ｍ，但是从社会

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ｖ＋ｍ；其所以如此，只

是因为（ ）ｃ在这里等于（ ）（ｖ＋ｍ），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

分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 ）ｃ

的价值就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 ）ｖ＋ｍ的价值则以消费

资料的形式存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ｖ

＋ｍ。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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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 生产的，因而它的

产品价值等于 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或等于 使用的劳动力价

值），加上 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指：（ｃ＋ｖ＋ｍ）＝ （ｖ＋ｍ）

＋ （ｖ＋ｍ），或者说，因为 ｃ＝ （ｖ＋ｍ），即 的不变资本价值

等于 的可变资本价值加剩余价值。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年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

单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

就是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

部分价值，和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但是从

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

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

料，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

产品的。

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个６００镑的货币

价值，其中只有 １
３＝２００镑价值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生产的，即

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

的那个部类生产的。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２
３是用来

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 的单个资本家和工人的观点来

看，社会工作日的这 ２
３（从 的工人的观点看，社会工作日的这 ２

３

由他们的劳动形成，从资本家的观点看，则是由他们的资本把劳动

力并入自身所起的作用形成），即他们的总劳动，完全象社会工作

日的其余的１
３在 中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

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以及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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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日的这
２
３，只是生产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或正处于生产

消费过程中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工作日的这

２
３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

价值，但这个工作日不生产［１４８］可以使它所生产的劳动力价值或

剩余价值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 中还是在 中，社会工作日没有任何

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其中执行职能的不

变资本的价值的。它们生产的只是追加到分别由 的８００和 的

４００构成的不变资本价值上的价值（ 的４００和 的２００）。｛以生

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

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总体，是使用价值；具体地就它的

使用价值来考察，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它是 中的１３社会工作

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门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织布劳动、

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

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 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只

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即消费资料的形

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通过劳动过程，这一

部分的价值从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新的实物形式上。但是，这 ２
３价

值产品的价值＝４００镑，并不是在 的价值增殖过程中生产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 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劳动和

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的

物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也完

全一样， 的价值产品等于由社会工作日新追加的 １
３所生产的新

价值（可变资本价值＝１００＋剩余价值＝１００，共＝２００）加上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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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４００。在这个不变价值中，物化着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考察的

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成的２
３社会工作日。 的产品的

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

消费资料中，等于４００镑，即２
３社会工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产

品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 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４００ｃ

（ ），同 的生产资料＝４００（２００ｖ＋２００ｍ）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

并不包含当年劳动而在本年以前已经完成的 ２
３总工作日，同本年

新追加的２
３工作日相交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不能既用于不变

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

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同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包含着本年以前

而不是本年耗费和实现的２
３工作日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

年的 ２
３工作日同在本年以前耗费的

２
３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

动时间同本年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

到解释：尽管整个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不是用来生产可变资本或剩余

价值，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不变资

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

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 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他

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 的产品价值的 ２
３（或

２
９，如果从产品的社会总价值看），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前耗

费的２
３过去的劳动的产物。

社会产品之和， ＋ 即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就它们的使用

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固然是当年劳

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作有效的、具体的劳动，

而不是被看作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作形成价值的劳动时，才是

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资料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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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到它上面的、同它一起执行职能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

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

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现成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

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

我们举单个资本生产的产品价值为例，如机器的价值是６００

镑；对这个价值的分析表明，它由例如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组成。

我们知道，这个价值全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我们还知

道，产品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绝对不会改变产品的价值结构，也

就是说，完全不会使下述情况发生变化：这个机器价值的 ４
６，即价

值４００，等于生产它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１６，即１００，等于生

产它时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还有 １
６，即１００，等

于生产这个机器时加在它上面的无酬劳动的价值。所使用的生产

资料价值等于４００，以及新劳动追加的价值产品２００分解为等于

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情况显然同生产资料的具体

性质，同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那种劳动的具体性质，绝对

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其次，既然必须把这个产品的价值再转化为资

本等等，那么我们只要让４００镑在流通过程中再转化为生产资料，

工人花掉１００ｖ，资本家花掉１００ｍ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困难，就应

该满足于这样一种想法：由于一系列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４０

的交易，最终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一旦我们来研究社会资本，因而

研究社会价值产品时，这些错误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对于每一单个

资本来说，商品世界具有外部存在。但社会资本及其产品则包括整

个商品世界。其次，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消除了关于简单再生产

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新积累的资本形式这种错误说法。在简

单再生产的范围内，这只能是对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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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４００（２００ｖ＋２００ｍ）中包括的
２
３社会工作日，只包含花

费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必须用来补偿已消费

的不变资本。因此，生产出来的价值对社会不会存在两次。它以新

生产的生产资料——机器、铁、木材等等，螺丝钉等等，煤等等本身

的形式存在。对于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来说，它的价值也不会存

在两次。这个价值对他们来说，直接作为他们自己产品的价值存

在。但是，这个价值对于它的生产者来说所以要改变自己的形

式，——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资料——，只是因为一部分消费资料

要表现为它们的生产者的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必须从消费

资料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形式。可见，虽然生产资料的这个价值

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归结为消费资料，对社会来说它却

归结为对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补偿。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就只会

象亚·斯密一样得出结论说，例如工人吃掉机器价值的一部分，但

是机器本身是不能消费的。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 这种劳动

＜生产这个资本的劳动＞的价格，的确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可见，这里

说的社会纯收入指的不仅是进入资本家的而且也指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的

那部分社会产品〉；因为为此目的从事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

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就其他各种［１４９］劳动来说，价格和产

品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

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

和享乐品。”（亚·斯密，同上，第２篇第２章）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年也和西尼耳先生的野蛮人一样面临

着同样的必要性。它要把自己年工作日的一部分献给“工业”，以便

所生产的即使不再是弓，也是用来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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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① 由此可见，当年消费的不变资本怎样在下一年再现出

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秘密。但是据说，这样一来，从作为生产基础的

现有生产资料以及不变资本倒退的运动无疑也在全力进行。不仅

会退到西尼耳的“野蛮人”，甚至还会退到托伦斯的“野蛮人”，自然

界向他提供石头和棍棒，总之，向他提供生产资料４１。然而，如果我

们谈的是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那我们就已经是以资本主义

生产和使现有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的那些过程为前提了。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在Ｃ
４００
（ ）和（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进行交换

之后公式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会在 （生活资料）的序列中看到

Ｖ
１００
（ ）＋Ｖ

２００
（ ）＝Ｖ

３００
以及Ｍ

１００
（ ）＋Ｍ

２００
（ ）＝Ｍ

３００
；即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６００镑。在 （生产资料）的序列中看到Ｃ

８００
（ ）＋

Ｃ
４００
（ ）＝Ｃ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镑。Ｖ 就象Ｖ 等等一样，这只不过是全

部社会产品中表现为与产品价值部分的名称相同的那些部分。由

此我们得出：

（ ） 
（ ）消费资料：Ｖ３００＋Ｍ

３００

（ ）生产资料：Ｃ
１２００
。

如果这样来列出这个公式：让资本的彼此相联系的各部分

——产品价值的各组成部分，它们等于预付社会资本的各个价值

组成部分——变得一目了然，那么就会得出：

（ ）消费资料：Ｖ３００

（ ）生产资料：Ｃ
１２００

＋Ｍ３００

 

公式：Ｃ
１２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或１２００ｃ＋３００ｖ＋３００ｍ，这就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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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一个１５００镑的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得出的公式完全相同，

这个单个资本把１２００花在生产资料上，３００花在劳动力上，价值

增殖率为１００％。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资本的不变部分，

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要素出现，只是依照这些生产资料作为活劳

动的客观因素实际执行职能的程度，从而转化为新产品的程度转

移到产品上。活劳动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作为特殊的劳动

种类、劳动方式——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从而把生产资料的价

值转移到产品上，使这个价值有可能以产品价值要素的身份出现，

与此同时，活劳动在其整个活动过程中，创造新价值，把等于ｖ＋ｍ

的新价值产品加到再现的不变价值（或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上。

因此，每一个新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等于再现的生产资料价值，

或不变价值部分，加上在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加到整个产品上

的价值。

实际上在 （生产资料）的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８００中，包

含着４
３或１

１
３社会工作日。（如果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６００镑，

那么８００镑就等于１１
３或

４
３社会工作日。）

这些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表现，作为产品中等于８００ｃ或

Ｃ
８００
的那个价值部分再现出来。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实

际是转化为新生产资料）的活劳动，包含的劳动时间等于２
３社会工

作日。因此，它把４００镑新价值产品加到生产资料价值Ｃ
８００
上，这

４００镑新价值产品又分为Ｖ
２００
（或２００Ｖ）和Ｍ

２００
（或２００Ｍ）。这种

划分（新加价值４００分为Ｖ
２００
和Ｍ

２００
）绝对不会使这个价值的量发

生任何变化，相反，这个价值的量决定Ｖ＋Ｍ 的价值总额的量。因

此， （生产资料）的产品的总价值是 ４
３＋

２
３个工作日＝

６
３＝２工

作日＝１２００的价值表现，在这个总价值中，不变价值８００镑是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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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这
４
３工作日在 的这个产品开始生产之

前已经过去了，而４００镑＝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则是

２
３［社会工作日］在生产

它们时添加的活劳动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 （消费资料）中，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再

现的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等于４００ｃ（Ｃ
４００
），即等于

２
３社会工作日

的价值表现。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资料的活劳动，就时间来

说，等于 １
３社会工作日，就是说，它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上的新价值

是２００镑，由Ｖ
１００
和Ｍ

１００
组成。 的产品的总价值６００镑（消费资

料）是一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其中 ２
３＝４００是生活资料的本

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已耗费的 ２
３劳动的价值表现，而

１
３＝２００镑是

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的价值表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总产品和产品的价值：

１８００。产品价值

   全部产品

Ｃ１２００＋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生产资料＋消费资料

［１５０］就①产品价值１８００镑和它分成的各个类别来说，对它

们的分析决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的困难更

多。不如说困难完全是一样的。

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每一个

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６００镑；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现＝

１８００镑。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开始以

前已经结束的劳动时间由全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组成：在 中，有

４
３工作日（８００镑），在 中，有 ２

３工作日（４００）。总计是
６
３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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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工作日，即１２００镑。因此，Ｃ
１２００
是在全部社会产品价值中再现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价值。

再次，在 中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 １
３，是必要劳动，或者

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或支付 使用的劳

动的价格。它的价值表现＝２００镑。同样， 的１
６工作日，或这里使

用的 １
３社会工作日的一半，是必要劳动，表现为１００。所以，总共

３００镑（２００镑＋１００镑），是由必要劳动构成的半个工作日的价值

表现。（１３＋
１
６＝

２
６＋

１
６＝

３
６＝

１
２）因此，Ｖ

３００
是由必要劳动构成的

半个追加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最后， 的工作日的 １
３＝２００镑新创造的价值，是剩余劳动；

的工作日的 １
６（１００）是剩余劳动；总计社会工作日的

１
３＋

１
６，或

１
２，由剩余劳动构成。因而，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３００镑。

因此，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等于所考察的生产过程开始

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

Ｃ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镑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等于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 １
２；价值

表现：

Ｖ
３００
＝３００镑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等于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 １
２；价值

表现：

Ｍ
３００
＝３００镑

因而，产品的总价值＝Ｃ
１２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１８００镑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总价值或产品的社会价值的分析。

困难是在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本身

作比较时产生的。不变价值部分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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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新创造的价值即Ｖ＋Ｍ，等于由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

社会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

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

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工作

日（其价值表现＝６００镑）似乎全部耗费在生活资料＝６００镑的生

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６００镑＝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

资本价值＝１２００则以一种和生活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

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似乎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些

新产品的生产上，因为这整个工作日似乎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

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

的价值产品，等于 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总价

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生活资料生产（ ）上的那

部分年劳动大２
３。年劳动只有

１
３耗费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这个

年劳动的２
３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 在这期间生产的追加价

值产品，等于 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 生

产的以生活资料形式再现的 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再现了

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生活资料量，构成一定量生产资料的等价

物，这个生产资料量体现 的年劳动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剩余

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 生

产的生活资料的总价值，等于 和 新生产的价值总额，即等于

中２
３年劳动和 中１

３年劳动生产的新价值，所以等于社会年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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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的Ｖ＋Ｍ 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 ）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 ）形式

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生活资料（ ）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

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换句

话说，这个总价值，等于生产过程开始以前 花费的４
３过去的工作

日和当年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 花费的 ２
３过去的工作日的价值表

现，或者说，等于２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在分析全部社会年产品时出现的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

值部分中去的新价值Ｖ＋Ｍ 是以生活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

不变价值部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生产资料——来表

现。因此，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好象所消费的产

品量的 ２
３，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

何社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

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

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

具有一定实物形式的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业主，他

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１２００ｃ，可变资本＝３００ｖ，剩余价值＝

３００ｍ，产品＝１８００；比如说，这个产品是１８台机器，每台的价值等

于１００镑。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

机器制造业主生产多种机器，那么每一种机器都要单独计算。）全

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

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

分以相同的实物形式表现为同种劳动的产品；１２台机器包含

１２００ｃ，３台机器包含３００ｖ，３台机器包含３００ｍ。这里很明显，１２台

机器的价值＝１２００ｃ，并不是因为这１２台机器只体现那种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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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当年在机器制造中耗

费的劳动。为生产１８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会自行

转化为１２台机器的价值；但是，这１２台机器的价值（它本身由

８００ｃ＋２００ｖ＋２００ｍ构成），等于１８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本的总价

值等等。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１８台机器中出售１２台，以便

补偿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他再生产１８台新机器所必

需的等等。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劳动

的结果却说成是：６台机器＝３００ｖ＋３００ｍ和总额为１２００ｃ的铁、

铜、木材、皮带、钉子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果这

样说，问题就说不清楚了。相反，对后面这些东西，单个资本家要通

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

［１５１］单个资本的产品，即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

何一个部分或份额，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

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成为商品

世界可以流通的一个部分。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劳动资料或

生产材料——再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

就是说，它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

种使它可以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

毫无关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

过产品的流通，从产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

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

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

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在年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在能

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中再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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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在简单再生

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

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

产品总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

新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

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

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

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损耗的不

变资本——一部分第 类别的资本家，一部分第 类别的资本家

所损耗的、生产地消费的不变资本。社会工作日的这一部分只生产

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

这种价值只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

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分解为可变资

本，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补偿社会

的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

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 和 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

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

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

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

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应用社会考察方法，就要

研究总体资本家，社会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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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

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也许在 的产品方面，即在等于Ｃ
８００
（ ）＋Ｃ

４００
（ ）的生产资

料方面，会重复总公式中出现的同一个困难。的确，许多同一实物

形式的生产资料充当Ｃ ，即既充当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充当

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例如，谷物作为谷种充当谷物的生产资

料，同样它也可以充当面粉和面包即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因此，

如果再生产谷物，那么提供谷物的同一劳动，既提供该资本的不变

部分，即生产谷物的谷物，又提供作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谷

物。产品以其实物形式，既补偿生产生活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

——谷物，也补偿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消费的谷物。产品一部分补

偿Ｃ
８００
（ ），一部分补偿Ｃ

４００
（ ）。然而，对于参加谷物——这种生

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其他生产资料来说，就不会发生这

种情况。生产谷物的劳动，并不生产参与生产这种生产资料的建筑

物、农具、役畜、矿肥等等。因此，价值中，即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消

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中，以谷物形式再现的不变部分（Ｃ
８００
（ ）的一

部分），不以它能够再充当该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出现，但是

它可以充当生活资料——面包、酒等等——的生产资料。

现在产品总价值表现如下：

  Ｃ
８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这里假设，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同Ｃ

４００
（ ）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处在这

个部分对 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进行补偿的实物形式中。相反，

Ｃ
８００
表现为 的产品中仅仅再现了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但

是，生产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时消费的劳动，即生产 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

料的劳动，同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有一些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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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Ｃ
８００
并不是全部处在它能够重新作为 的不变资本执行

职能的形式中。

但是这个困难只是表面现象。例如，我们假设，生产 的生产

资料的生产资料所用的全部劳动，是社会工作日的１
３，而在这个工

作日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不变价值等于Ｃ
６００
。再假设，生产 的生

产资料的社会劳动，是社会工作日的１
３，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使用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Ｃ
２００
。

那么我们就得出：

（ａ）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８００镑＝Ｃ
６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

（ｂ）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４００镑＝Ｃ
２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

象原先一样，（ｂ）的产品同Ｃ
４００
（ ）相交换。但是 ｂ类的资

本家必须从（ ）类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Ｃ
２００
，因而他们要用从

得到的生活资料的一半去交换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ａ）。在过程终了时，

生产生产资料的 类手中就会有Ｃ
６００
，即（ ａ）的不变资本的实物

形式，和Ｃ
２００
（同Ｖ

１００
ａ ＋Ｍ

１００
ａ 交换的），即（ ｂ）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

式。

象原先一样，Ｃ
８００
在 的资本家手中，Ｃ

４００
在 的资本家手中，

也就是说，象原先一样，Ｃ
１２００
在总资本家的手中。这只是对货币流

通形式的影响，我们这里还不考察它。

［１５２］同一种产品既充当消费资料又充当生产资料，这种情况

同样没有意义。例如，煤用于住宅取暖，是充当消费资料，用于发动

机器，是充当辅助材料，用于制造染料，是充当生产资料（生产材

料）。只要它用于一种职能，它就不用于其他职能；在一种职能中它

属于 ，在其他职能中它就属于 。如果煤的生产者用自己的产品

来满足自己对煤的个人需要，那么他的情况就和消费自己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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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的任何资本家的情况一样。这一部分不进入社会流通，因此

无须通过流通对这一部分进行补偿。

产品，例如面粉和麻布，是作为消费资料直接进入消费基金，

还是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面包或漂白布的生产，这种情况同样没有

意义。在前一种情况下，它属于 ，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属于 。总

计算仍然是一样的。如果产品以后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

而是直接进入消费基金，那就不需要把它当作生产资料进行补偿。

如果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那就必须把它当作生产资料

进行补偿。

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例如Ｃ
１２００
中棉花所占份额的情

况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量要在下一年得到补偿，然而它

同谷物的情况完全一样，是当年的产品。但是后来这个棉花变成

纱，然后变成布，然后变成印花布，然后变成裁缝的生产材料，最

后变成服装成品。我们知道，这种服装的价值＝棉花的价值＋纺

纱追加的价值＋织布追加的价值＋布在染色或印花时追加的价值

＋缝纫追加的价值。这个价值形成 的消费资料价值的一部分，可

能只等于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中社会把它变成服装的那一部分。这已经是

不言自明的。的确，社会生产资料中，即社会的不变资本中，有

一部分现在同时处在棉花、纱、布、印花布等等形式中，以便不

断转化成服装。加入服装生产的所有这些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必

须不断地同时并存。然而在下一年开始时，要在全年得到保存的

棉花，大部分处在棉花形式中，只有小部分（也就是说，根本不

会是总额Ｃ
４００
）处在其他实物形式中。但是这个问题最好在本章第

２节４３考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后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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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１８００
。产品价值

   全部产品

Ｃ１２００

生产资料

＋Ｖ３００＋Ｍ
３００

＋消费资料

在这里，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６００镑，预定要

以消费资料形式实现，并且以这种形式在当年消费。这就是说，６００

镑价值使同样价值的消费资料离开社会生产转为消费基金。因此，

Ｖ
３００
由工人阶级花费，Ｍ

３００
由资本家阶级作为收入花费。因此，它们

实际上构成不同于社会资本的社会收入。它们构成产品的社会价

值中进行个人消费的部分，这个部分不同于进行生产消费的，即必

须重新进入生产基金和劳动过程的那个部分。考虑到这种情况，我

们用字母Ｒ表示收入，于是得出：

１８００镑。产品价值

    全部产品

Ｃ１２００

生产资料

＋Ｒ６００

＋消费资料

收入６００只能从社会总产品中抽出消费资料；这里的价值是

１８００镑——产品的全部价值。相反，１２００镑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

的实物形式，即转化为资本，并且大部分以只能作为不变资本执行

职能的实物形式存在。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１８００镑。其中社会收入的价值只有１
３

＝６００镑，全体消费者（工人＋资本家）能够具有和并入他们的消

费基金的，只是社会总产品中具有这三分之一价值额的商品，产

品。①相反，１２００镑＝
２
３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

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

托尔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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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

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

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 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

的。”①｝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

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

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

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

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是

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最牢固的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

个永恒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

说明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

必须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等

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

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

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

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格

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资

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切

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主；

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后，衬衫厂

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只向他提供原料的所有以前的生产者。而

在衬衫厂主那里，又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缝制过程中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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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一部分是其中耗

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厂主的剩余价

值。现在，假定这全部最终产品，衬衫，值１００镑，并且假定这

是社会在全部年价值产品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的消费者

支付这１００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的价值和

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运输业主、衬

衫厂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每个儿

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

应当说：进入消费基金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由消费资料

组成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

分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如此。［１５３］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

实等于在商品中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加

上最后追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赋予产品最终形式的工人和资

本家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值额的全

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ｃ＋ｖ＋ｍ构成的，但是，一

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等于分解为

ｖ＋ｍ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费的劳动加

到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但是，说到不变

资本价值，那么，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会产品量来

补偿的；一部分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 的资本家和生产这些生

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 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

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４４。但是，

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４００镑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Ｃ
４００
（ ），

对第 类的资本家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虽然产品的实物形

式适于消费，但是，第 类的资本家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Ｒ
４００

１７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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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４００镑是第 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生产的工资和

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以本身的价值不能在其

中得到消费的物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８００镑

的价值额，其中能消费的只有４００，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一

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至于第

类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一部分是通过 的资本家的不同生产资料

（不变资本在其中得到再生产）之间的交换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

是用自己的产品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生产资料；例如，农民把自己

收获量的一部分用于播种，煤的生产者把每天生产的一部分煤再

用于煤的生产等等。资本家用自己的产品或通过他们自己生产的

生产资料同其他资本家生产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以实物进行

补偿的这种不变资本，自然不需要由其他任何人对它进行补偿。双

重的补偿是不会发生的。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４５，只有

把消费者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

者，把消费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才

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是说，这

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公式：

（ ）消费资料：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６００镑。

（ ）生产资料：Ｃ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镑。

表面看来，亚·斯密把全部资本分解为可变资本，把全部产品

价值分解为收入的做法是对的。

首先，在第一个序列中，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６００镑实际上是等于一

年中使用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产品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彼此相符，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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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的这个产品价值决不是年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它在 中只占

年工作日的价值产品的１
３，在 中占２

３。但是表面现象并不能使人

有理由认为，既然 的产品价值＝６００镑，由２００镑价值产品（１３

工作日）加４００镑不变价值部分（等于２
３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之

前就结束了的劳动时间）组成，既然这个价值等于 和 使用的活

劳动的价值产品，因而等于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那么这个

产品价值实际上也是以全部年劳动为前提，即以 使用的劳动的

价值产品为前提。首先很清楚， 的产品可以全部分解为收入，因

为Ｖ
３００
分解为３００镑工人工资（收入），Ｍ

３００
分解为３００镑资本家

收入。第二，Ｃ
１２００
应该是一个单纯的表面现象，从社会角度看应该

变为零，因为全部年产品不管以什么样的实物形式存在，都是年劳

动的产品，但这全部年劳动，按照前提（由于概念的混淆），都是

耗费的。因此，剩下的只是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既然Ｍ

３００
等于剩余价值，那

么作为资本留下的就只有Ｖ
３００
，即可变资本，这一点亚·斯密和约

·斯·穆勒是说得非常明确的：全部资本直接地或最终都归结为

工资。

相反，如果我们考察最后一个公式

１８００镑。产品价值

    全部产品

Ｃ１２００

生产资料

＋Ｒ６００

＋生活资料，

那①相反就会觉得似乎可变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

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Ｖ３００的

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

的收入。这个部分的资本性质因此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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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

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

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生产

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等。

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

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 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

是国民财富的源泉…… 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

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一个条件……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

散见第２３—２６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

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

但不能维持工人生活的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同上，第５９页）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了亚·斯密种下的祸根。在他那里，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

了。不变资本由劳动资料构成，可变资本由生活资料构成；二者都

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它们都不能生产任何剩余价值。

［１５４］当谈到资本家一部分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他购买生

产资料），一部分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即他购买劳动力）预付某一

价值额时，从一开始就应该理解为同样意义的对两部分资本的价

值预付。预付一词在这里不过表示某一价值额的所有者花费价值

的一种特殊方式。他把价值当作资本价值来花费，也就是说，把

它当作必须作为他的剩余价值的经常源泉执行职能的价值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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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他花费价值不是为了把它实现在消费资料中和加到自己的消

费基金上。相反，如果注意到资本家在预付资本时与之进行交易

的那些人，那就应该说，在这里资本家什么也没有预付。织布业

主向纺纱业主购买纱，向机器制造业主购买织机，等等。总之，他

购买生产资料，他所拥有的一部分价值额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的

实物形式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同样，他向工人购买对工人劳

动力的使用。这里发生的是等价物同等价物的交换，因而这里没

有发生任何预付。资本家向工人支付货币，并且在这个交易中换

得的不是成品而是生产要素，如果说这种情况把对劳动力的这种

支付变成为预付，那么织布业主在向纺纱业主支付纱的费用时也

对他进行了预付，因为纱对他这个织布业主来说只是未来生产的

要素。织布业主在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得到预付。总之，买者进

行预付，因为他支付货币，卖者得到预付，因为他付出的只是商

品。至于买者把他从商品所有者那里买到的商品用于什么需

要，——是用于自己个人消费还是用于生产消费，——这同商品

所有者完全无关。如果这里能够谈得上预付的话，那么可以说工

人预付了自己的劳动，因为劳动是在发挥作用之后才被支付的。就

象机器制造业主对纺纱业主进行预付一样，他在一定时期把机器

提供给纺纱业主，只是在这个时期过去之后才得到支付。其次，织

布业主支付给纺纱业主的价值，属于织布业主而不属于纺纱业主。

相反，织布业主支付给工人的价值只不过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

值产品的货币形式，而资本——如果考察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

话——是这种工资的货币形式，只不过是工人自己的转化为金的

价值产品的某一部分。支付给工人的不仅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

值产品，而且问题还在于，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本身就是工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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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如果按照惯用的庸俗经济学的方

法，把资本家看成是对工人的未完成的产品或未售出的产品进行

贴现的银行家，那么我们假设工人——例如织布工——一周劳动

的产品等于１００ｖ＋１００ｍ＝２００镑。资本家用１００镑对工人的这个

价值进行贴现，也就是说，贴现率为５０％，因此，资本家按每周

１００％使用自己的货币。但是他本人在银行家那里是按每年５０％

进行贴现的。因而，如果每年按５０周计算，他支付２先令。作为

工人和银行家的中间人，他由于向银行家支付２先令而从工人那

里又得到４９镑１８先令。可见这个办法帮不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

忙，更不用说单纯的贴现率完全不能说明可以使工资和剩余价值

得到实现的那些产品的存在。

这里我们考察再生产过程，一开始就把货币流通撇开了，因而

考察可变资本的预付也撇开了货币资本的干扰。总财富作为财产

掌握在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在这里我们应该把这个阶级看作一

个股份公司）。一部分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处在这个阶级的生产基金

中；另一部分作为它的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这里应该把市场看作

公共集市，所有单个资本家都把自己的商品留在这里）。因此，他们

对自己的工人只能以消费资料的形式预付——按照我们的假设，

货币流通被抽象掉了——资本的可变部分。他们从该商品资本中

拿出价值３００镑的消费资料来购买３００镑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

现在构成他们的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加入他们的生产过程，并且

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的实际的、物质

的存在。在产品中，在商品资本中，预付的劳动力价值被再生产出

来，剩余价值也［包含在其中］。作为资本流通来考察的资本流通就

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涉及到——因为谈的是总产品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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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本流通，而且还涉及到商品产品中加入资本家或工人

的个人消费的要素。

Ｖ 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

３００ｖ是可变资本，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３００ｖ＋ｍ则是表

现资本流通的形式。

当资本家用这３００镑ｖ同活劳动力进行交换之后，工人便把

他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得的价值３００镑的生活资料当作收入进行消

费。这３００镑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基金。它们所以是收入，因为它

们是工人不断重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周期果实。在等于劳动力价

值的可变资本价值直接以生活资料形式进行预付这样的前提下，

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可变资本，例如３００镑，只是在３００镑

实际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用

这３００镑生活资料购买了活劳动力之后，才是工人的收入；因而，

同时也是以下面这种情祝为前提的，即资本家这样预付的３００镑

价值作为价值部分再现在劳动过程的产品中，也就是说，由于工人

的劳动，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从生产过程返回他手中。１２００ｃ＋

３００镑＋３００

Ｒ

镑不仅包括１２００ｃ，而且包括作为可变资本被再生产

的或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３００镑ｖ。

要看到总的再生产的面貌，只有一个再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

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１）以其原有的实物形式继续存在并且能

够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部分生产资料既不作为产品也

不作为价值在当年生产出来。但是它们由于在该年被使用，也就是

说，由于作为活劳动的物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保存了适于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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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属于劳动的年产品。

（２）应该列入资本的商品产品的还有，第一、资本家本身，第

二、一种也构成商品市场的一部分但不属于资本家所有的特殊商

品，这种商品不是资本家投入市场的商品产品部分，而由它的所有

者工人出卖，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由于资本家是通过消费剩余价值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再生产

自身，所以资本家阶级就不仅仅是在它的个人的要素中再生产出

来。剩余价值同总收入的关系同时表明，资本家是作为上层社会被

再生产出来的。其次，资本家所以作为资本家阶级被再生产出来，

是因为社会的生产资料作为他们的不变资本被再生产出来，而劳

动力不断地形成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由于一部分产品——必要生活资料——转化为劳动

力而被维持和再生产出来。工人所以同时作为雇佣工人被再生产

出来，是因为物质财富和实现他们的劳动的资料这整个世界，都作

为资本，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们相对立，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同

他们相对立，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同他们相对立；这些

生活资料一部分由资本家阶级消费，另一部分则由于工人不得不

重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阶级，由于工人的活劳动力转化

为社会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而由工人重新购买。

［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１５５］本节的全部论述，可以从适用于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

公式中直接引申出来。

假定在某种商品如棉纱的生产中，消费掉价值１２００镑的生产

资料和价值３００镑的劳动力。再假定剥削率为１００％。那么，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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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中所作的价值分析，产品价值分解为ｃ＋ｖ＋ｍ，或在这里的

具体场合分解为１２００ｃ＋３００ｖ＋３００ｍ，或者也可以说分解为Ｃ
１２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

现在把这个公式用于社会的全部年产品，并且这里的几百可

以看作几百万。其次，我们再假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之间的比例不变。这样，社会年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００ｃ＋３００ｖ＋

３００ｍ，或Ｃ
１２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

这一产品部分地由消费资料组成，部分地由生产资料组成。

假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从而假定，无论是工人作为工资所

得的部分，还是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所得的部分，都进入消费基

金。

首先很清楚，根据这一假定，６００镑产品价值（＝Ｖ
３００
＋Ｍ

５００
）

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说，由消费资料组成的产品部分，按其价值

来看应当等于６００镑＝Ｖ
６００
＋Ｍ

３００
。

因此，这些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全年的价值产品，也就是说，

ｖ＋ｍ（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而ｖ＋ｍ（＝６００镑）是实现着一年中重新加进

的全部劳动的价值。

但是，虽然这些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６００，即全年的价值产

品，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说，在这些消费资料中实现了一年中追

加的全部劳动，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产品的价值，６００镑，实际上是

一年中重新创造的６００镑价值产品。

无论是消费资料的价值，或者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而社会

总产品就由这两种商品组成（同一种商品既可以用作消费资料，也

可以用作其他商品的生产资料，而不管这些商品是生产资料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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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资料；但整个说来，两种商品不仅在职能上，而且在实物形式

上都有所区别，而且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这种划分可能是绝

对的分界线），——这种价值部分地是由生产它们时所消费的生产

资料（生产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再现的价值组成，后者被生产产品

时所使用的劳动转移到产品上去；部分地是由新价值组成，这一新

价值等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加上这一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

值。

因此，等于６００镑的消费资料的价值，是应分解为ｃ＋ｖ＋ｍ

的产品价值。假定生产这种产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

４００镑，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１００镑，这一产品价值中所包

含的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镑（因为我们假定剥削率等于１００％）。

于是，我们得出：

（１）价值：６００镑

产品——消费资料

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或Ｃ４００＋Ｖ１００＋Ｍ１００。

 

因为在消费资料的价值６００镑中，４００镑只是再现的不变价

值，从而只有来自于一年内所追加的全部劳动的２００镑才是新的

价值产品，可是年劳动的总价值产品为６００镑，所以，在１２００ｃ（或

者等于１２００镑的重新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中应有４００镑

分解为ｖ＋ｍ，分解为一年内重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也就是说，应当

是体现着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花费的劳动的价值。其次，因为劳动

剥削率等于１００％，所以这４００镑应当等于２００ｖ＋２００ｍ，或Ｖ
２００
＋

Ｍ
２００
。相反，这１２００镑中的８００镑应当只是再现在生产资料价值

中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我们得出：

（ ）价值：１２００镑

生产资料

８００ｃ＋２００ｖ＋２００ｍ或Ｃ８００＋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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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两个公式，看来只是重复过去的论述。如果我们进一步

分析（ ），那么从这个公式就直接得出：在这１２００镑中有４００镑

可以换取消费资料，即换取Ｃ４００（ ）。因此，在１２００镑中有４００镑

应当处于可以换取Ｃ
４００
（ ）的实物形式上；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处

于这样的实物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们能以实物补偿生产消费

资料即 的产品时所消费的价值４００镑的生产资料；实际上， 的

总额为４００镑的这些商品的实物形式，应当是生产资料的实物形

式，后者应以实物［补偿］ 的［生产资料］。

但是，（ ）的全部商品量包括：

（α）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资料直接进入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

资料；

（β）生产（α）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α）的生产资料时，消费了一定量（β）的生产资料，而且

这个量应当从社会年产品中得到补偿。诚然，（α）和 （β）的一部

分生产资料可以具有同样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可以用作消费资

料的生产资料，也可以用作自身的或其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但

是，（α）的生产资料和（β）的生产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

是有区别的，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这种区别

带有绝对性质，并把这两个类别严格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它们也

是不同种劳动的产品；或者说，一年中加进 的那部分社会劳动，

以一种实物形式消费在 （α）的生产中，而以另一种实物形式消费

在 （β）的生产中。换句话说，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不能成为加进 的全部劳

动的价值产品，而Ｃ
８００
只能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

总之，假定在等于４００镑的 （α）的产品中，资本的不变部分

等于２００镑，而新加进的价值为２００镑，其中包括１００ｖ和１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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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α）的产品：

价值＝４００镑２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Ｃ
２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或（α）的生产资料。

［１５６］因为一年中加进的全部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６００镑，或

年工作日表现为６００镑价值，但在 中只加进２００镑，在 （α）中

也只加进２００镑，所以，１３年劳动花费在 （β）中，因而表现为等于

１００ｖ＋１００ｍ的２００镑价值产品。因此 的现存产品价值分解为：

价值＝８００镑６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或Ｃ
６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β）的产品。（β）的生产贸料，或（α）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因此，社会总产品表现为这样：

（ ）价值６００镑的消费资料

（ ）价值１２００镑的生产资料
价值＝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β）的价值８００镑的生产资料

＝Ｃ
６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α）的价值

４００镑的生产资料＝Ｃ
２００
＋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

  （α）的价值４００镑的生产资料同（ ）的消费资料形式上的

Ｃ
４００
直接相交换，因而以实物形式补偿 的不变资本。

在４００镑消费资料中，（α）保留下价值２００镑的一半，即

（α）的（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并用另外的２００镑消费资料去交换 （β）的三

分之一产品，后者等于（ β）的（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由此， α的等于Ｃ

２００

（ ）的不变资本得到实物补偿。

我们在第１５３页①上得出的倒数第二个总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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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消费资料：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６００镑。

（Ｂ）生产资料：

Ｃ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镑，或Ｃ

８００
（ ）＋Ｃ

４００
（ ）。

在这里，还应当对Ｃ
４００
（ ）作一些说明。

这Ｃ
４００
（ ）部分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年内被消

费掉，并在第二年应得到实物补偿，只要生产应在同一规模上重复

进行。固定资本的一定组成部分可以由很快就消费掉的和在一年

中同样不断重新再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组成，例如，由生产过程本

身中不断重新毁坏的容器组成。正象在第一年年初那样，在第二年

年初也必须拥有这些劳动资料。但是，为了在全年发挥作用，它们

应在自身的各个再生产周期进行的过程中得到补偿，并且这些周

期不是直到年初，而是在此以前就反复进行。然而，它们的较迅速

的周转——较迅速的消费和较迅速的补偿——并不妨碍它们只作

为固定资本不断发挥职能，并且一部分社会产品必定以同一实物

形式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Ｃ
４００
（ ）部分由生产材料组成，这些生产材料一年内在 中

以某种形式被消费掉，应在 中被再生产出来，并且要在全年内不

断存在。例如，谷物要全部进行再生产，棉花、亚麻等等植物原料也

是这样。但是，Ｃ
４００
（ ）本身在一年内要经过各种形式，这些形式

在同一年内进入 并在这里进行生产消费。例如，用谷物制成面粉

（ ），用面粉制成面包（ ）或用棉花（ ）纺纱（ ），织布（ ），缝

制衣服（ ）。

除了一年内生产出来的和——以面包、衣服等等形式——消

费的面粉、纱、棉布等等外，一年内还没有生产出第二批同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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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粉、纱、棉布等等，以用于补偿前一个量，正象棉花、谷物等总

是会有这种情形一样。同一种原料在一年内顺序变换谷物、面粉、

面包、纱、棉布、衣服等等的形式，并在第二年重新顺序变换这些形

式。但是，在消费资料会变换所顺序采取的不同形式的这些不同的

生产领域中，生产一方面是顺序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同时进行

的。如在单个工厂中，产品顺序经过各种形式，从一个生产阶段转

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并且又同时处在这不同阶段的每一阶段上，这

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工厂。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

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

顺序进行的各个生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么原

料就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 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

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第１卷第３２７、３２８页①）

“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

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

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同上，第３６６页②）｝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Ｃ
４００
（ ）就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一年内所

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即全部不变资本）的价值，那么，这Ｃ
４００
一年

内不能完全由同一价值的生产资料以实物形式来补偿；得到补偿

的只是：（１）一年内消费掉的，但必须在年底得到补偿的固定资本

组成部分；（２）其再生产具有年度性质的生产材料，因此它们在一

年过程中不断被消费，但必须在年底得到实物补偿；（３）最后，这样

一些生产资料量，它们是在短促的劳动期间内生产的（例如，煤、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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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面粉等等），是为 提供生产资料的一切部门不间断地进行社

会生产所必需的。例如，在开采新的煤和生产新的棉纱期间，纺织

业者同时必须拥有一定量的煤、棉纱储备等等。为 生产的储备量

究竟应当有多大，这要取决于相互竞争、相互交错的各类部门中的

劳动期间（以及流通期间，因为这里包括运输）的长度。

（ 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作为Ｃ
８００
（ ）的组成部分，作为生

产资料而生产的每个要素构成不变资本，然而，例如煤本身今天在

煤的生产中作为生产资料被使用和消费，通过今天的生产明天又

得到补偿，等等。因此，并不是被消费的Ｃ８００中的全部生产资料在

年底都被再生产出来。被再生产出来的是其消费以及生产要延续

一年的全部组成部分。其他组成部分只是按照——相应地要根据

它们能被生产出来的劳动期间——不断保持储备的必要数量被再

生产出来。）

但是，不论 或 都必须使年产品成为大批产品，这些产品在

一年中一再地生产、消费和重新生产。因此， 的产品，即价值６００

镑的消费资料中极大部分在一年中被消费。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如

果是指简单再生产，那么全部６００镑产品或者实际上被消费，或者

至少［１５７］被社会消费基金吸收。

这一点要在下面几节里加以分析。

其次必须指出，６００镑（ ）并不是一年内所消费掉的全部消

费资料。

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耐用品。

对房主来说，作为住宅出租的房屋是他的资本：房屋不进入他

的个人消费基金。例如，工人（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非工人）租住这

些房屋是不断支付租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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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新建住宅的价值才形成年产品总价值的一部分。可

见，处于流通中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和数量，大于一年内生产出来的

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６００镑的一部分并不是由这个部分的相应

的占有者消费，而是例如由那些把并非当年创造的等价物偿还给

他们的房主消费。一切处于下述状况的很快就会消费掉的消费资

料也都属于此列：这些消费资料还没有被消费基金吸收，而是作为

商品储备处于市场上，并且以起码的数量保证年复一年的不断供

应。

如果我们考察年生产，那么，我们一开始自然要以这种生产所

必需的资本的存在——作为这种生产的条件——为起点，这种资

本有相当一部分在年初就已处于现成的形式上，如固定资本（只有

一部分是上年的产品）或要用一年时间进行再生产并充当生产资

料的一切生产资料（棉花、谷物等等）。在这里我们和重农学派一样

以秋天为起点，即以要用一年时间来提供的生产资料农产品为起

点——部分用于再生产它本身，部分用于加工和制造消费资料。

部分年产品并不是以可捉摸的商品形式存在。例如，上述６００

镑中就包括全部铁路运转和其他进入个人消费的位置移动。它们

的产品就是位置移动。为了生产这种产品就先要有一定量的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产品本身的价值——只有在生产产品时这一价

值才能被消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构成６００镑价值的一部

分：如果这里所说的是个人消费，并且运输不表现为生产过程，因

为商品本身已消失。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位置移动的价格固定在

商品的价格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公式，那么，初看起来，关于比例性的

假设——如４００ｃ（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似乎是任意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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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１）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全部年产品被消费（部

分用于个人消费，部分用于生产消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不

完全由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直接吸收，有一部分留作供明年用的

商品储备。但是，可以撇开这种情况，因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各

年的这些余额会得到平衡，从而本年留作供明年用的商品储备的

东西，会由本年所消费的商品价值不断得到补偿。｝产品具有一定

价值量，——如１８００镑。它的价值中由消费资料价值组成的部分

也具有一定价值量，如６００镑。这６００镑中有一部分由不变资本价

值组成。不变资本价值也具有一定价值量，如４００镑。（这里用来

表示这个量的一定数字是随便举出的，不过这个量有多大也是无

关紧要的。）如果６００镑中４００镑是不变资本Ｃ
４００
，那么，其余２００

应当是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即２００（Ｖ＋Ｍ）。这２００如何分为

Ｖ和Ｍ，取决于劳动能力的价格。如果劳动能力价格等于１００，那

么其余的１００应当是剩余价值，１００ｍ。如果劳动能力价格等于

１５０，那么其余的５０＝５０ｍ。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６００镑（消费资

料）＝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这Ｃ

４００
应当同（Ｖ＋Ｍ）

４００
（ ）相交换，因为

它们总是应当从它们借以存在的产品（消费资料）形式转化为这些

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但是，在 中只有一定量产品（由生产

资料组成的产品）价值才能由它的生产者用于消费资料，而且这个

数量等于新加进 的分解为Ｖ和Ｍ 的价值。因此，（Ｖ＋Ｍ） 应

当等于４００镑。这个量在Ｖ和Ｍ 之间的分配丝毫改变不了这一

点：它们的量应当等于Ｃ４００（ ）。在这里，这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假定在这里分配情况是２００Ｖ加上２００Ｍ。在生产这（Ｖ＋Ｍ）
４００

（ ）时，消费掉一定量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应靠 的产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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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补偿。比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只能是生产资料的价值额，

这些生产资料由重新加进 的并创造出新价值（Ｖ＋Ｍ）
４００
的劳动

所消费。在这里，我们假定这个量等于８００Ｃ。

这样就得出（假定是简单再生产）：（１）各价值部分２００（Ｍ＋

Ｖ）（ ）和Ｃ
４００
（ ），Ｃ

４００
（ ）和（Ｖ＋Ｍ）

４００
（ ），以及最后８００ｃ

（ ）和（Ｖ＋Ｍ）
４００
（ ）的比例不是随意的，而是必然的。

（２）这种比例以（或表现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日按比例分配

于 和 两个类别之间为前提；例如，如果社会工作日体现在等于

６００镑的价值中，并且Ｃ
４００
（ ）等于４００镑，那么，

２
３的社会工作日

应花费在 中，而 １
３则应花费在 中。社会工作日的分配的前提是

——所包括的是——实现这一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配。

（３）这个图式是：

  消费资料＝６００镑： Ｃ４００＋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生产资料＝１２００镑：Ｃ
８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因而也是如何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生产的图式（假定是简单

再生产）。

Ｃ
４００
部分一年中总是一再转化为消费资料并被消费，从而，不

断形成为Ｃ
４００
部分的（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部分，同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

Ｃ
４００
（ ）部分相交换。

显然，在一年中不断重复的各个较短时期中生产（或提供）的

的Ｃ
４００
部分，先是作为 的产品存在，然后在 中作为不变资本

发挥职能。当这个部分在 中作为生产资料被消费的时候，它已经

作为产品在 中被重新生产出来。如果在年底这Ｃ
４００
部分应作为

固定资本或生产材料储备加以补偿，（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部分在年底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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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偿Ｃ
４００
所必需的产品而存在。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Ｃ
４００
是 中一年内消费掉的全部不变资本，那么，它是否由于

４００（Ｖ＋Ｍ）部分已经在Ｃ４００的形式上得到核算就不会交换２００（Ｖ

＋Ｍ）？

［１５８］首先我们考察一下Ｃ
４００
（ ）和（Ｖ＋Ｍ）

４００
（ ）的关系。

中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是 的产品，同时

中生产出来的用于补偿的不变资本按其价值来看，等于（Ｖ＋Ｍ）

（ ）；这一产品就是 中代表Ｖ＋Ｍ 的实物形式。

在图式中，情况似乎这样：在年生产开始时，在一年内作为不

变资本在 中发挥职能的全部生产资料量，都掌握在 的资本家

手中，其价值等于４００镑。根据这一假定，这全部生产资料量在一

年内由 消费，所以它在年底应当靠 的产品全部得到补偿。｛如

果以货币流通为前提，那么 ［类别］在年初就应得到交换Ｃ
４００
的

４００镑货币，并在一年过程中用这些货币向 购买消费资料。 在

年底就要得到４００镑货币，并用这些货币向 重新购买４００镑生

产资料，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这种假定下，这些生产资料中只有一部分作为

的生产资本实际发挥职能，而另一部分总是作为 的生产储备

发挥职能。为了使一定规模的生产不断进行，固定资本——构成

的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应当不断地全部加入生产过

程，不断地处于生产过程之中。但是，生产材料，如进入家具、器具

等等生产的木料、金属等等，涂料、煤以及其他用在固定资本上的

辅助材料，面粉、棉布（在棉布直接进入消费的地方是纱）等等，这

一切都不断进入消费。不变资本的这个流通部分中只有一定部分

是逐周消费的，这种消费同固定资本量和 中每周所使用的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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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１００
表示的劳动力的量相适应。实际上，Ｃ

４００
（ ）部分在一年内

——在较短或较长的时间里——总是以生产储备形式处于 的资

本家手中，或以商品储备形式处于 的资本家阶级手中。

应作为Ｃ
４００
（ ）组成部分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有相当一部

分在一年中以或短或长的时段在 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例如，煤（是 所使用的机器等等的辅助材料）就是如此。假定煤每

两周一次由 提供给 。显然，在这种场合下， 只须储存供两周

用的煤。 在年初靠储存的这两周的煤开始生产，而到年底同样要

靠 的产品得到补偿。但是， 在一年５０周所消费的煤中可能拥

有超过两周的存煤，这要靠 每两周的同时进行的生产得到补偿。

因此，重复计算是错误的，这种计算如下： 消费５０周的煤， 生

产５０周的煤，两者合计是供１００周用的煤，５０周用于当年的消

费，５０周是为次年而预先生产的（即认为这些煤是预先生产的）。

在两周内所必需的，从而构成 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煤的消

费，同 中为重新提供两周用煤而进行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到

年底也和在年初一样，两周存煤的价值是 的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 ）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一年内以一系列顺序出现的

形式多次再现，也就是说，要经历一系列形式，直到这一产品进入

为止。例如，一年内所消费的亚麻应在年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

应生产出供次年用的亚麻储备量。这些亚麻构成 的不变资本（即

亚麻纺织业者等等的不变资本）部分。这些亚麻在这里一部分作为

亚麻生产者的商品储备，一部分作为商品资本（如在商人手中），一

部分作为 的生产者的生产储备（充当他们的原料）而存在。但是，

这些亚麻的一部分每周被用于纺纱，然后以纱的形式落入织布业

者等等之手，直到最后才以布的形式进入 ——例如作为生产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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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等等的原料。亚麻应不断地在每两周内处于纺纱业者的手中，纱

应每两周内处于织布业者的手中，布应在每两周内处于衬衣等等

生产者之年。

因此，到年底 ［类别］应有两周的布储备得到补偿，而织布业

者应有两周的纱储备得到补偿，等等。亚麻本身尽管实际上是逐渐

地进入年生产过程，但要作为年生产储备全部存在于 中，也就是

作为 的不变资本的潜在形式而存在。

假定Ｃ
４００
（ ）的

１
４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每季度补偿一

次，——即其数额为２５镑，——那么，固定资本本身每周转移到产

品上的价值只有２镑，两周是４镑。其余３００镑假定是一年中消费

掉的不变流动资本的价值（生产资料）。假定后者要作为产品储备

而存在，那么，３００镑５０周＝
３０
５＝每周６镑，或两周为１２镑。

因此， 中是１６ｃ＋４ｖ＋４ｍ＝２４镑（一年为６００镑）； 中是

３２ｃ＋８ｖ＋８ｍ＝４８镑（一年为１２００镑）。

对于 ＋ 来说，发挥职能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之比与图式中的相同。

但是，一方面，因为 的固定资本中有４镑并不是每两周而是

每１２１
２周（

５０
４周）补偿一次，所以为补偿 的不变资本， 在年底

应再生产出２５镑＋１２镑＝３７镑，而不是１６镑。其次，在这里没有

算进 的这样一些资本要素，这些要素尽管每两周以加工过的形

式进入 （以便成为生产消费要素），但是要在全年作为 的生产

储备而存在，如棉花、亚麻以及劳动期间几乎要延续一整年的其他

一些生产材料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图式中，应作为产品或商品储备而存在的年产品部分很明

显地表示出来，而在图式的后一个公式中却不明显。相反，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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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周转表现得很明显。这里表示出， 的部分产品一年中不断

重新生产出来，——无论是以其最初形式（如煤），还是后来又经历

一系列过程（这部分产品一再经过这些过程，然后作为年生产资料

进入 ），——并在一年内在 中同样不断地作为资本不变部分而

发挥职能，也就是进行生产消费。这样，图式所造成的下述表象就

消失：似乎Ｃ
４００
（ ）在年底应完全由 的产品补偿，因而应当全部

被再生产出来。

对外贸易按照 和 的补偿要素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国外相

互交换的程度，破坏 和 之间的这种严格比例。

［１５９］（Ｂ）关于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的表述

这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前一章（ ，５４６）中已做过考察，并

应放到这里。

首先，我们解决了对图克提出的问题：整个资本家阶级不断从

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它投入流通的货币多？４７看来，这无

非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总量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商品价值或流通的商品价值量都不会由于下述原因而发

生变化：这些商品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商品的部分价值

是它们的所有者和出售者不花费分文就得到的。

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既然假定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处

于流通中的全部货币最初就应当由资本家阶级投入。

作为资本家，既然他们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发挥职能，他

们就只是把货币投入资本（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流通，而不是用

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我们以后会看到，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也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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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种情形。）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资本家Ｘ从资本家Ｙ那里

购买商品，把后者的商品价值，从而这种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支

付给后者，而资本家Ｚ也为资本家Ｘ提供同样的服务，等等，——

这种看法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①表现为一种恶的无限循环。

虽然每一单个商品和每一定量商品孤立地看都等于ｃ＋ｖ＋ｍ，因

而它们的实现也包含它们所含有的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年总产

品以及每一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则分为一个等于ｃ＋ｖ的价值组成

部分，即资本价值，和另一个等于ｍ的价值组成部分，即剩余价

值。因此，用来实现ｃ＋ｖ，或Ｃ的流通货币量，并不是用来实现ｍ

的流通货币量。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

说，资本家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或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的货币），和他们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即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

是不同的。如果更详细地考察一下作为再生产媒介的流通机制，那

么与此有关的某些形态变化就会显露出来。谜就会很容易解开，因

为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货币量的一部分，简言之，也就是社会所拥有

的货币量的一部分，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发挥职能，而另一部分则被

用于资本家阶级收入的流通。

例如，在第 章第５节中已指出，开办企业的资本家本身，可

以不是作为资本家，而作为个体消费者把货币投入流通，然后用这

些货币实现他的剩余价值。通过他的资本的流通，即通过他所生产

的商品资本的实现，他重新获得作为他的收入的流通手段的这些

货币。②

３９１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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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说来，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

是看作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作挥霍者，资本主义的消费者，那么，

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投入流通，因为这是他的商品资

本的组成部分，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

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整个资本家阶级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虽然

这个货币额由于同一货币的流通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少于体现着剩

余价值的年产品总额，——那就好象他们为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

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象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

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

资本家阶级，他们无偿地占有，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

也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

每个资本家都不是直接以他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消费剩余

价值，而是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生产出来

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流通的机制

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

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

同一过程；或者说，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

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

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

商品的货币也同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无偿地

取出这些商品。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

要他花费分文。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又把这一镑还

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无偿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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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反复，也改变不了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

一镑，虽然为了取得商品，我需要这一镑，并且总是暂时地把我的

这一镑让渡出去。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需要他花费分文

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斯密的公式是：

 
（ ）消费资料：６００镑＝Ｒ６００＝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 ）生产资料：１２００镑＝Ｃ
１２００

总产品价值分解为６００镑，而１２００镑生产资料的价值假定等于

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６００镑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可支付全

部产品，——或者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花费的货币，足以支付全部

年产品。托·图克重复这种看法。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货

币量和全部社会年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

误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

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

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是怎样说的。

［１６０］“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不同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

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

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

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

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

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

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

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

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一先令比一基尼会更加快得多地交换其

所有者，而半便士比一先令又要快些。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

〈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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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因为同量货币由于流通加快而完成的购买

量，在前一种购买中比在后一种购买中要多得多。”（亚·斯密《国富论》第２

篇第２章）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

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３４—３６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 商人和消费者

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 商人和商

人之间的一切交易，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直接生产过程的各个

阶段，或换句话说，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

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一定要求货币，即银行券或铸币的运动，并且实际

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引起这种运动，——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

方面…… 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易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

的交易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

商人和商人的交易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易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

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

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

亚·斯密的观点。

我们已看到（第１册第１章①），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量大于

商品流通不断吸收的货币量（货币贮藏等等）。一年中生产出来的

商品量的流通所吸收的货币量，更是如此，因为作为商品流通的各

种物并非当年生产出来的，如地块、房屋、公债券等等。劳动期间要

延续几年或一年以上的产品，如役畜、产品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

就是如此。

６９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５０—１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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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并非当年生产和消费的一切产

品，都要求特别的货币流通。例如，工人用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支付

房租，而房屋过去已建成，并且还要使用若干年。房主用这些货币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这一货币量用于并不是当年产品或当年

部分产品的房屋价值的逐次流通。）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

的：在一定情况下，除了商品（特别是年产品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

币量以外，一定量货币经常处于潜在状态，不发挥职能，但是，这些

货币在一定动机的作用下就会发挥职能。

另一方面，再生产总过程并不要求它的一切运动都经历货币

流通。首先，应排除一切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本，同样也排除潜在的

生产资本——生产者掌握的生产储备，还未发挥职能的机器、厂房

等等，以及其他等等；下述产品也是这样：它不是作为商品资本发

挥职能，而是由它的生产者直接消费——无论是个人消费（作为他

的收入部分），还是生产消费（也就是说，这时它重新作为生产资料

进入它作为产品走出来的过程）；或者还可能有这种情况：资本家

不是以货币形式，而是以自己的产品的实物形式投入自己的一部

分可变资本，例如，租地农场主用农产品支付工人工资等等。

｛（因此，如果指的是年价值产品（而不是产品价值），那么，对

于要经历若干年劳动期间的一切产品来说，应包括在内的只是一

年中加进产品的价值，例如，并非当年收获期前进入葡萄酒价值的

一切东西，而只是这一年内加进葡萄酒的价值。牲畜等等的情况也

是如此。虽然当年劳动在所有这一切场合生产的不是产品的全部

价值，而只是这一价值的较大或较小部分，但通过当年的劳动，这

种产品也保存了去年等等所创造的业已存在的价值。如果不以适

当方式保存葡萄酒，那么，它就会随着使用价值的丧失而失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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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牲畜等等也是这样。如果已经开始的建筑不继续进行下

去，那么，建筑物等等中已经包含的过去劳动就会白费。）｝

因此，年产品借以流通的和我们在这里应专门进行考察的货

币量，是由社会支配的，是不断被社会积累的。这一货币量不属于

当年的价值产品。只是由于必须补偿已磨损的货币，部分年产品才

应当同补偿已磨损货币等等的那些货币相交换，或者说，在某国

内，一定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力才应当耗费在这一部门中，即

贵金属的生产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完全撇开不谈，因为我们在Ｂ

节ｂ４８中作较详细的论述。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假设是已定的，而

实际上也是一定的。

［１６１］因此，除了１８００镑产品以外，还存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的一定货币量，这是这一产品流通所必需的。如果我们要考察再生

产过程以及作为其媒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就应当研究价值

１８００镑的商品加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

（ ）消费资料：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 ）生产资料：Ｃ
３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１）我们先考察 。一年中购买的和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

１００镑。劳动力是用货币购买或支付的。这表明，可变资本的预付

形式是货币资本。只有在每年周转一次的情况下，为此目的才需要

最大数量的货币资本。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

本必定等于已购买的或行支付的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在这里就是

１００镑。这是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的最大数量。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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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暂且假定实际上也是这样。 的资本家（ 的总体资本家）把

１００镑货币支付给 的工人（ 的总体工人），从而把自己的一部

分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转化为加进他的生产资本的活的劳动

力。现在，他应当在生产上消费劳动力，而工人应当把这１００镑用

于个人消费，也就是作为收入花费。

工人用这１００镑购买消费资料。他们从 的商品市场得到

１００镑的商品，并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但他们从谁那里购买这些

消费资料呢？从 的资本家那里购买，因为他们的商品资本正好具

有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因此，工人为了得到这一数额的消费资

料，又把１００镑货币还给 的资本家。这样一来，资本家重新占有

他的１００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他的可变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

重新回到他那里，第二年又会以同一方式被预付来购买劳动力。工

人通过消费生产资料保持和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然而在这个

过程以后，他就作为雇佣工人，作为又象以前那样为了得到货币而

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也就是使资本家的货币重新转化为可变

资本的人而被再生产出来。

因此，这里有两次交易，使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

点，流回到 的资本家那里。

第一， 的资本家是买者，也就是劳动力的买者。因此，他购买

劳动力所预付的货币，同这种劳动力的价值相一致。在这一交易

中，货币同他脱离，而劳动力却作为他的资本组成部分被他占有。

另一方面， 的工人是卖者。所以，他得到货币，并且不再支配自己

的劳动力。

第二， 的工人是买者，也就是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他得到

１００镑的消费资料，并把１００镑还给 的资本家。资本家作为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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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１００镑货币付给工人，作为消费资料的卖者又收回这１００镑货

币。资本家卖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的部分产品。

因此，交易的结果是，拥有１００镑货币的 的资本重新同 的

工人相对立，而工人则作为１００镑劳动力的卖者革新同这个资本

相对立。如果象这里所假定的，生产消费资料的 的资本每年只周

转一次，那么，这一年，如１８７０年的产品应足够第二年即１８７１年

全年使用，１８７１年生产的产品则是满足１８７２年的需要所必需的，

而１８７０年消费的是１８６９年的产品。在这个前提下，对一切产品来

说所假定的实际上只是部分农产品才有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

的资本家例如在１８７０年期间付给工人１００镑，而工人则用这１００

镑购买他们自己在１８６９年，即一年前所生产的消费资料。通过这

种购买，工人在１８７０年把１００镑归还给 的资本家，而资本家在

１８７１年用这１００镑又重新支付工人的劳动力，或者说，工人靠这

１００镑在１８７１年又重新得到他们自己在１８７０年生产的一部分消

费资料。

当年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实际上总是作为过去几年的

商品储备而存在。

现在谈谈Ｍ
１００
（ ）。 的资本家阶级所消费的这一商品量的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象Ｍ
１００
本身一样，应处于 的资本家阶级手

中。资本家以１００镑货币形式预付自己的可变资本，他们是把这

１００镑货币作为资本，即作为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来预付的，除此

而外，他们还应握有另一货币额，这一货币额用于他们的剩余产品

的流通，也就是说，充当这一剩余产品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

（交换）的媒介，——充当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而花费的媒介。

Ｍ
１００
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不管是多少，例如，假定它等于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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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显然，这种流通不仅仅包含Ｍ
１００
存在于其实物形式上的商品，

即消费资料的分配，或通过交换的分配。不仅形成Ｍ
１００
的商品，而

且这些商品借以流通的Ｘ镑货币也进行运动和换位。Ｘ镑货币虽

然转入他人手里，但是它们并不消失。它们使握有Ｍ
１００
商品量各

个部分的人发生位置变换和转手，而在此以后就应停留在各不同

点上。 的每个资本家作为买者以怎样的程度从处于商品市场上

的社会食品储备中取出Ｍ
１００
的商品储备中他应得的部分，他就以

怎样的程度把Ｘ镑的一定部分投入流通。但是，Ｘ镑中使他的剩

余价值转化为硬币的那一部分，回到Ｍ
１００
商品量中归他所有的那

一部分的卖者即他本人的手中。换句话说，在过程结束时也和过程

开始时一样，Ｘ镑又在 的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而全部Ｘ

镑货币量也和Ｍ
１００
实现流通过程以前的情况一样，重新处在 的

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

例如，假定资本家Ａ提供的Ｍ
１００
中的价值部分等于５镑。他

把５镑投入流通，购买Ｍ
１００
２０＝Ｍ

５
，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产品的实

物形式，而是以Ｍ
１００
的其他资本家生产者提供的商品形式消费自

己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也出卖Ｍ
５
，或Ｍ

１００
２０，从而从流通中取出５

镑；换句话说，和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的情况一样，他手里仍握有

他所应得的Ｘ镑中的５镑。

［１６２］资本家作为５镑剩余产品的买者，把５镑投入流通，他

作为５镑剩余产品的卖者，又从流通中取出这５镑。他一只手拿出

５镑，另一只手又取回这５镑。

使Ｖ
１００
得以流通的货币，情况就不同了（对工人来说）。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交易是Ｗ
Ａ
—Ｇ—Ｗ

Ｐ
。这就是说，Ｗ

Ａ

是工人出售的商品。他出售时投入流通的东西是商品，是他自己的

１０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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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而不是货币。他通过这种出售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货

币。他用这些货币购买Ｗ
Ｐ
，即形成他的消费资料的商品。这种商

品的消费维持他的劳动力，因而使他能够重新出售劳动力。如果货

币回到他那里，这不是通过Ｗ
Ａ
—Ｇ—Ｗ

Ｐ
的流通，而是由于这种流

通的重复。只有当资本家作为买者重新发挥主动性，重新购买劳动

力的时候，对工人来说这种重复才会发生。（也就是Ｗ—Ｇ—Ｗ。）

对资本家来说，这种流通就是Ｇ—Ｗ—Ｇ；这就是说，他用货

币购买劳动力，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对工人的

关系只看作劳动力的买者和商品卖者的关系）转化为商品，而商品

又转化为货币。货币的回流是由Ｇ—Ｗ—Ｇ流通进程本身造成的，

而不是由流通的重复造成的。资本家反复进行的行为就是购买劳

动力等等。工人总是只把自身出售给资本家，并不断向资本家购买

商品，而资本家则以Ｍ
１００
购买商品，并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

由于５镑流回到资本家Ａ（即他在Ｍ
１００
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中占有的部分），５镑不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曾把５镑商品（Ｍ
１００
的

一部分）和５镑货币，即１０镑价值投入流通。但他从流通中只取出

５镑价值。因此，如果这５镑货币没有回到他那里，那他就会失掉５

镑；换句话说，如果他收不回任何东西，他就会失去Ｍ
１００
商品价值

中属于他的部分。

对资本家Ａ来说，５镑具有回流的作用，因为他作为买者付出

这５镑，而作为卖者又收回这５镑。实际上，他得到这５镑，是因为

他出售５镑商品，而商品转化为货币决不会使货币确立为货币资

本。例如，如果他先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得到５镑，然后用这５镑购

买商品，那么，这一交易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诚然，他用去了５镑，

这５镑被花掉，不再回到他那里。这５镑货币应回到 的其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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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那里。

因此，Ｍ
１００
的流通所必需的Ｘ镑回到 的资本家阶级那里，这

并不是作为资本预付的价值到它的起点的回流。这不过是Ｍ１００
的

流通过程的所谓技术造成的结果，即下述情况的结果： 的各资本

家各自取得Ｍ
１００
中归自己的部分，然后把他们重新相互还回的货

币投入流通。

显然，Ｍ
１００
的流通所必需的Ｘ镑的最大数量不能象Ｖ

１００
那样

等于１００镑，因为在Ｖ
１００
的场合有两种相对立的价值量：形成 的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１００镑货币，以及同这一货币

量相交换的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因此，流通中存在的全部价值量

等于２００镑，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１００镑（可变资本）加上以劳动

力形式存在的１００镑。实际上，借助于这１００镑货币，价值２００镑

的商品实现了流通；这１００镑先由 的资本家用来购买１００镑劳

动力，然后由 的工人用来购买１００镑消费资料。

Ｍ
１００
的情况则不同。第一，这里流通的总价值等于１００镑消费

资料，而不象上述情况那样是２００镑（１００镑劳动力＋１００镑消费

资料）。同这１００镑消费资料相对立的，不是购买这些消费资料的

外部买者，这同１００镑劳动力的情况不同，因为作为劳动力的买者

同劳动力相对立的是资本家。 的资本家们既是Ｍ
１００
的买者，同

时又是Ｍ
１００
的卖者。如果我们甚至假定，他们都同时购买和出售

这Ｍ
１００
中归自己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Ｍ

１００
的流通就需要最

大数量的货币，因为每个货币单位只流通一次，——那么，同一些

资本家部分无疑就总是同时作为买者和卖者而相互对立，并且他

们的买卖以怎样的程度得到平衡，在这种周转中货币也就在怎样

的程度上不再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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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定，Ｘ镑也是流通商品的价值，如１００镑（对于Ｖ

来说），那么，对于Ｍ
１００
商品量的流通来说，５０镑就够了。

例如，如果资本家Ａ购买价值２１
２镑的商品，那么，他就把同

量货币投入流通。如果他出售５镑商品，那他就从流通中得到５

镑。于是，２１
２镑就回到他那里，并且再加上出售商品所得的２

１
２

镑。如果他重新用２１
２镑购买商品，那么，他在这个程序结束时就

处于下述状态：他（１）从Ｍ
１００
中取出自己的５镑剩余价值；（２）从流

通中重新取出他为了得到５镑（商品）价值而投入流通的２１
２镑货

币。如果他花掉流回到他那里的２１
２镑货币，——在他从Ｍ

１００
中取

出５镑以后，——那么，这就说明，他消费掉的东西多于他所生产

出来的剩余价值，而如果他的消费多出２１
２镑，那么，他拥有的货

币相应地也就少２１
２镑。另一方面，如果守财奴Ｂ只消费２

１
２镑，

而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卖给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家Ａ，并得５镑，那

么，结局就会是这样的：他从Ｍ
１００
中只取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

半，使之并入自己的消费基金。在购买Ｍ
１００
的这一部分时，他把２

１
２镑货币投入流通。在出售进入Ｍ

１００
的５镑商品时，他从流通中得

到５镑，其中２１
２镑对他来说也就是流回到他那里的货币（但这是

经过上述转化以后才流回的货币），２１
２镑是他的产品在货币形式

上的实现。他取出用作自己的消费基金的，比他可能取出的（比他

提供给Ｍ
１００
的）少２

１
２镑。可是，现在他拥有５镑，而不是２

１
２镑。

如果考察一下 的资本家阶级，那么，它同过去一样拥有５０镑，这

些货币在此以前只对Ｍ
１００
的流通起作用，尽管这个量在这个阶级

的单个组成部分，即在单个资本家之间以不同方式进行分配。资本

家Ａ得到的少２１
２镑，而Ｂ多２

１
２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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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阶级每个代表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指出售每人在

Ｍ
１００
中所占的部分）可以分解为ｃ＋ｖ＋ｍ，也就是说，这些商品量

等于Ｘ（ｃ＋ｖ＋ｍ），因此每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买消费资

料，为此支付ｃ＋ｖ＋ｍ，然而 的资本家阶级购买的消费资料的总

价值，只等于它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Ｍ
１００
，并且按照我们的假

定，各单个资本家作为Ｍ
１００
的组成部分取出的那部分价值，只等

于他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他生产出Ｍ
１００
的
１
２０，

那么这部分价值只是Ｍ
１００
２０，即５镑。

实际上，等于Ｖ
１００
的１００镑商品已被工人吸收，工人为此已把

１００镑货币归还给资本家。同样，Ｍ
１００
以及Ｍ

１００
借以完成流通的５０

镑货币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但是，Ｃ
１００
用于买卖，并不在 的

内部进行分配和流通（因为 应当用这Ｃ
４００
重新购买自己的不变

资本），而是［１６２］在 和 之间进行分配和流通。

首先我们应当谈谈 。

Ｖ
２００
（ ），即投入 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工人。因

此， 的资本家付给工人２００镑（同 的条件相同）。但是， 的商

品资本是由生产资料组成，而不是由消费资料组成，即不是由 的

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工资或收入的那些商品组成。相反， 的工人

用２００镑向 的资本家购买商品。于是，２００镑商品，即Ｃ
２００
（ ），

就进入 的工人的消费基金，而２００镑货币就从 的工人转到

的资本家那里。 的资本家用这２００镑来补偿Ｃ
４００
２＝Ｃ

２００
，即自己

一年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些货币向 的

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以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作为前提），

的资本家一年中所耗费的可变资本又回到他们那里，而第 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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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补偿了他们一年中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一

半。

现在， 的资本家只须以实物形式补偿他们一年中消费的生

产资料的一半，其价值为２００镑，Ｃ
２００
（ ）。对他们来说，这些生产

资料是以价值２００镑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处于这种形式上的

消费资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体现着 的资本家的

２００镑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即Ｍ
２００
（ ），存在于生产资料的形式

上，也就是说，存在于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 的资本家

不能消费自己的剩余产品，这一产品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因此，

Ｃ
２００
（ ）和Ｍ

２００
（ ）应当发生换位（交换）。这种换位是通过 和

之间的货币流通实现的。

现在，如果我们采用 中的各种同样的前提，那么， 的资本

家自己应当把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

是象 中那样把等于剩余价值一半的货币量，而是把等于全部剩

余价值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 的资本家，即

Ｍ
２００
的占有者本身之间的分配（从而流通）（而 中的Ｍ

１００
的情况

却是如此），而是Ｍ
２００
（ ）同Ｃ

２００
（ ）之间的交换，也就是４００镑

商品量的流通。因此，如果 的资本家把Ｍ
２００
货币价值投入流通，

那么这就是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是４００镑（Ｃ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流通

商品价值的一半。他们用这一价值购买２００镑消费资料；这样，

中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Ｃ
２００
（ ）就转到 的资本家那里，而２００

镑货币转到 的资本家手里。 的资本家从来不曾支配自己的全

部产品Ｃ
４００
。他们的Ｃ

２００
时（全部产品的一半）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

式得到补偿。现在他们以货币形式掌握有全部产品中等于Ｃ
２００
的

另一半。可见，他们现在以货币形式，以货币资本形式拥有自己的

６０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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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的一半。但是，不变资本在这种形式上不可能发挥不变资

本的作用。因此，它应当从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因此，资本家用这２００镑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这一生产资料从实

物形式来看体现着Ｍ
２００
（ ）。这样， 的不变资本的另一半也以

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所以， 的全部不变资本（Ｃ
４００
）对 来说现在

重新以它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实物形式而存在，以

这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 的资本家借以完成自己的剩

余价值流通的２００镑的货币形式，由于这种活动而从 回到他们

那里，因而在 和 完成交换以后，就象开始交换以前一样，重新

由他们分配，用于下一年重新进行同一活动。

这种回流不过来源于这一技术因素：这４００镑（Ｃ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的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是由 的资本家预付的，投入流通的，因此重新

回到他们那里。这不是来源于资本周转的实际运动的因素，如作为

Ｖ
１００
（ ）或Ｖ

２００
（ ）的预付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如果 和 的资

本家把货币用作支付手段，并且支付期限相互抵销，那么，Ｃ
２００

（ ）和Ｍ
２００
（ ）之间的流通不需要分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始

终是作为观念的计算货币进行流通（不管它们的虚拟符号是怎样

的）。

另一方面，如果假定， 用１００镑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预

付 和 之间流通的一半，相反， 却用２００镑购买生产资料，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预付流通所必需的另一半货币。过程的经

过就会是这样的： 用１００镑货币向 购买消费资料，从而把Ｃ
１００

转化为货币。 用从 那里得到的这１００镑以及他所拥有的另外

１００镑（对他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来说是闲置的货币资本）购买价值

２００镑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对于 来说把它的Ｍ
２００
转化为货

７０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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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现在 拥有，（ ）它自己最初用来向 购买消费资料并由于向

的资本家出售而已经流回的１００镑货币；（２） 的资本家所花费

的和代表Ｍ１００
（ ）的货币实现即货币形式的１００镑货币。但是，

的资本家在这种货币形式上不能消费Ｍ
１００
，正象他最初不能以生

产资料的实物形式消费Ｍ
１００
一样。因此，他必须用这些货币向

购买消费资料。于是，Ｃ
１００
（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转到 那里，

而通过这种活动， 所预付的１００镑货币，即他的不变资本的流通

所必需的货币又流回到他那里。

最后，我们还应当考察Ｃ
８００
（ ）的流通。

Ｃ
８００
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这部分生产资料不进入流

通，因而也不需要任何货币用于自己的流通。例如，煤的生产者不

断以煤的形式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租地农场主不断以种子、

肥料、耕畜的形式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机器制造业者不断消

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来补偿自己的机器，等等。

但是，Ｃ
８００
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必须变换自己的居留地和占

有者，从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地方转到它作为生产资料发挥

职能的另一些地方。对于这种多方面的往返运动来说，必须要有货

币流通，而 的资本家阶级应当拥有这种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这是

它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并且它应当自行预付这些货币。

［１６３］其次，必须指出，Ｃ
８００
价值量不是同另一个８００镑的数额

相交换，——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如Ｍ
２００
同Ｃ

２００
交换

那样），——而是在Ｃ
８００
占有者自身之间进行交换（如Ｍ

１００
那样）。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货币流通所必需的量为４００镑，那么这

个数额完全够了。这４００镑变换自己的位置，在完成自己的流通手

段职能以后便作为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占有者那

８０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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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流回到原来的起点。例如，资本家Ａ用２０镑购买价值
８００
４０镑＝

２０镑的生产资料。因此，对他来说，全部活动如下：他出售自己的

价值２０镑的产品，买进他人的价值２０镑的产品，从而借助于他人

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他人的价值２０镑的

不变资本则由他的产品来补偿。为了完成这种活动，他把从流通过

程中流回到他那里的２０镑货币投入流通。象以前一样，他又掌握

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上的）２０镑和

处于货币形式上的２０镑。如果就 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那么，

它象以前一样，占有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８００镑和处于货币形

式上的４００镑，后者是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阶级内部（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ｌａｓｓ）实现流通所必需的。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全部情况，那么，在把 拥有１００镑货

币以供自己的不变资本Ｃ
４００
实现流通的第二个假定考虑在内的条

件下，就会得到如下结果：

（１）消费资料。６００镑产

品价值。

２５０镑货币，这就是：

１００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５０镑——收入的流通手段，以及

１００镑——用于不变资本流通的货币形

式，总共２５０镑。

然后：Ｃ
４００
， 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Ｒ
１００
（Ｖ

１００
）——工人的消费基金。

Ｒ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Ｖ
１００
——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Ｖ

１００
）。

      以及：

９０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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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料。１２００镑

产品价值。

７００镑货币：

２００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１００镑——收入的流通手段，

４００镑——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然后：Ｃ
８００
，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Ｒ
２００
（Ｖ

２００
）——工人的消费基金，

Ｍ
２００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Ｖ
２００
——价值２００镑的劳动力（Ｖ

２００
）。

充当Ｃ
８００
的流通媒介的４００镑货币，同借助于这４００镑实现

流通的产品Ｃ
８００
一样，决不进入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流通。充当

内部以及 和 之间的流通媒介的５５０镑，同流通货币总量

９５０镑不相等，后者中的４００镑只充当 的不变资本各组成部分

的交换媒介。

斯密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货币流通也包括生产者本

身之间的流通，他的这种看法首先是建立在他的下述荒谬假定上

的：不变资本等于零，因而６００镑社会收入等于１８００镑社会年产

品价值。

但是，其次，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对实际现象的不充分的和表面

的分析上的，建立在这样一种一般假定上的：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

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收入，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产品的

全部年价值归根到底分解为收入。

和 中所使用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只要一转化为

产品，Ｃ
４００
（ ）就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也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存

在，在这种形式上它们已不能作为 的不变资本发挥职能，因而不

能作为部分社会不变资本发挥职能，而只是作为部分社会消费基

０１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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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流回到原来的起点。例如，资本家Ａ用２０镑购买价值
８００
４０镑＝

２０镑的生产资料。因此，对他来说，全部活动如下：他出售自己的

价值２０镑的产品，买进他人的价值２０镑的产品，从而借助于他人

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他人的价值２０镑的

不变资本则由他的产品来补偿。为了完成这种活动，他把从流通过

程中流回到他那里的２０镑货币投入流通。象以前一样，他又掌握

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上的）２０镑和

处于货币形式上的２０镑。如果就 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那么，

它象以前一样，占有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８００镑和处于货币形

式上的４００镑，后者是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阶级内部（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ｌａｓｓ）实现流通所必需的。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全部情况，那么，在把 拥有１００镑货

币以供自己的不变资本Ｃ
４００
实现流通的第二个假定考虑在内的条

件下，就会得到如下结果：

（１）消费资料。６００镑产

品价值。

２５０镑货币，这就是：

１００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５０镑——收入的流通手段，以及

１００镑——用于不变资本流通的货币形

式，总共２５０镑。

然后：Ｃ
４００
， 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Ｒ
１００
（Ｖ

１００
）——工人的消费基金。

Ｒ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Ｖ
１００
——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Ｖ

１００
）。

      以及：

９０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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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因而作为部分社会收入实现时要消费的产品发挥职能。在这种

形式上，成为 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只是这一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它

的使用形式。

另一方面，（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以生产资料形式，也就是以 的

生产资料形式而存在。就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来看，它们是剩余价

值＋工资， 的资本家阶级和 的工人阶级的收入，但是就其使用

形式来看，它们只能作为部分社会不变资本发挥职能。

因此，Ｃ
４００
（ ）（处于 的产品，即消费资料形式上）同（Ｖ

２００
＋

Ｍ
２００
）（ ）（处于 的产品，即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交换，对 来说

也就是不变资本价值，从而也就是一般资本价值从这一价值只作

为收入消费的实物形式转化为能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形式。

对 来说，这种转化就是它的部分产品转化为产品的物质生产要

素。对 来说，这种交换就是它的产品从生产要素形式转化为消费

资料形式。因此，同一活动，对 来说是它的收入的转化，对 来说

是资本的转化；但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只是由于 的资本Ｃ以消

费资料形式存在，而 的收入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

充当这种转化的媒介的货币流通，不是各资本相互交换的货

币流通，而是生产资料同消费资料相互交换的货币流通。为此，在

进行这种转化时， 的不变资本价值取得这一不变资本价值转化

为（ ）自身的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形式，即货币。由此， 的收

入价值取得它们从生产资料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形式所必需的货

币形式。（ ）的６００镑产品的货币流通的一部分是在 和 之间

进行的，而不是在 的内部进行的。

相反，充当Ｃ
８００
（ ）的媒介的货币流通，只是不变资本从一种

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也就是说，只是［１６４］生产消费者之间

１１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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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这种货币流通完全是在 的流通或 和 之间的流通范

围之外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为６００镑产品即社会收入的消费充

当媒介的那种流通的范围之外进行的。①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加思索的特

点，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参

看第１卷第１２６页注３０②）。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李嘉图，同上，第３３３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

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

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

生产的一切产品。

１ 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

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第４、５部

分《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２３９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

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他们的

一部分利润”）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

者利润＝４００镑，那么，只要每一个分享这４００镑的人把自己那一

部分，例如价值２０镑的那部分卖给别人时贵２５％，这４００镑或许

就会变成５００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每个人在把自

己的那部分卖给别人时便都贵２５％。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

２１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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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５００镑的货币量来使４００镑的商品价值流

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

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

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

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４００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

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５００镑的商品流通所

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４００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对于“他们的一部分利润”，

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问题正在于，这

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至于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有多少，

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产生一种假象，似乎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

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

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

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

“罗伊特的检察官”４９的秘密，此人向自己的农民解释说，贫穷的原

因就是大贫乏。

２ 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支付薪金的和有闲资本家支付薪金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也就是

出售商品〉，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

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

把工资，或劳动力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回流，成了资本家发财致

富的第二个源泉。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用比如说Ｖ
１００
（或１００镑）

预付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劳动报酬，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

阶级购买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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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１００镑，流回

到他们手里，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

观点来看，资本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

１００镑。他们用１００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因此，在这个程序开始时，

他们有１００镑货币。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１００镑货币生产了价

值１００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１００镑商品卖给工人，从工人那

里收回了１００镑货币。因此，在过程终结时似乎产生下述结果：在

这种交易后也和交易前一样，资本家占有１００镑货币，而工人则占

有他们自己生产的１００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

财致富。如果这１００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么，结局他们就

是无代价地给予工人１００镑商品，因为他们首先就要为工人的劳

动把１００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

１００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只能

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

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１００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被迫

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１００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

题，对于象德斯杜特那样的有才华的思想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１６５］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无论如何，他

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由于先支出Ｘ镑货币额，然后再收

进１００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怎么会由于Ｘ镑货币的回流

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Ｘ镑货币没有丢失，不过是右

手拿出左手又拿进）。他告诉我们，资本家发财致富，

“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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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更

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

中。这些人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

２４０页）

这样一来，例如是资本家把１００镑（Ｖ
１００
）支付给工人，然后他

们按１２０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

中的不仅是１００镑，而且还得到新加的２０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

家那里得到１００镑，那么，他们就只能用１００镑向资本家购买，而

不能用１２０镑购买。这就是说，这样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但是

资本家很狡猾。他们寻找另外的途径。工人用１００镑向资本家购

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８０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

２０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２０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

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２０％，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

了２０％。

如果更仔细地考察问题，就会看到，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

给工人８０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８０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

价值８０镑的商品，而不是去享受不必要的快乐——最初支付１００

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１００镑只提供价值８０镑的商品，那么资本

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

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

“足够的工资”（第２１９页），

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力，要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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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１８０页）。

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

就是

“产业的死亡”（第２０８页），

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

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

说，８０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８０镑，他们为交换这８０镑，

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８０镑的商品。所以这８０镑的回流并不能使

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１００镑货币，那么，他

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实际工资要多２５％，但为交换这些

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２５％。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

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

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

人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

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么，产业资本

家和“有闲资本家”本来能够生产的利润基金就根本不存在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

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

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

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

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

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

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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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古老的社会内，雇佣工人的生活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２０２

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ｂｅｉｍＡｂｂｒｕｃｈａｍｌｏｈｎ］，资本家

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１００镑货币，然后为交换

这１００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８０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

２５％的货币额即用１００镑使８０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

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

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２５％。

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

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１００镑作为工资（购买劳动力），然后为交换

这１００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８０镑的商品价值。但

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１００镑。因

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１００镑货币，为交换这１００镑

却提供８０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８０镑货币，并为交换这８０镑提

供８０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

地、无益地多预付２５％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

富的方法。

３ 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用来雇用自己直接剥削的雇佣工人的那

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这种资本家每年得到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

那种途径，再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同上）。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基金”。

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２００镑，或Ｍ
２００
。他们把比如说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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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或Ｍ
１００
）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１００镑或

Ｍ
１００
，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

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１００镑货币支付给后面这两种人。我

们现在假定，这两种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８０镑供他们个人消费，

用２０镑来购买仆役等等。

［１６６］他们用８０镑供个人消费。所以，他们用这８０镑向产业

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８０镑的产品脱

手时，这８０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有闲资本家

的１００镑的４
５，流回到他们手中。

其次，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

到２０镑工资。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２０镑的消费

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２０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２０镑

货币，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货币

的１
５，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付给有闲资本家的

１００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Ｍ
１００

（１００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仆役之间

分配这１００镑的问题引进来（考虑进去），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

题，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

余价值，Ｍ
２００
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１００镑货币

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１００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

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１００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

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得到１００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货币，就又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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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夸夸其谈的那样，是产业资本

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２００镑，其中

１００镑是货币形式，１００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

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１００镑货币，但却失去了１００镑消费

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

掉了１００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１００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

先付出１００镑货币，然后再把这１００镑货币作为１００镑消费资料

的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

等等，那么，就不会有１００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

他们没有把１００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

地表现为：在价值２００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

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

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

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

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

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

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

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
·
价
·
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总额减

少。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

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如

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为媒介的产品分

配混为一谈，那就会在这个蠢驴那里到处出现极大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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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

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

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

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同上，第２４６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

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为什么呢？要注意，这是

因为产业家不是两次支付这个１００镑的租金（先是１００镑货币，然

后是１００镑商品），而是只支付一次，也就是１００镑货币，并为交换

这些货币提供１００镑商品，只要这一商品将用这１００镑货币来支

付；也就是说，他们原先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货币，由有

闲资本家为交换１００镑商品而又付给他们。

但是，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换

句话说产业骑士，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

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２５％。

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１００

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

按比如说１２０镑把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

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１００镑，

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２０镑。这时，又怎样计算

呢？他们白白付出１００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

付给他们的１００镑，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

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１００镑是损失。但是，

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２０镑。因此，２０镑收益＋１００

镑损失，仍有８０镑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

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这种财富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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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变为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有效，因为当有闲

者每年只收入１００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１２０镑货币。

于是就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８０镑的商品，来换

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１００镑货币。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

样，仍然要白白付出８０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减轻了对有

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

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１２０镑

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１００镑。

［１６７］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

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２４２页），

说产业家

“用他们的基金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这种基金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

利润”（第２４６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

料”（第２４２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

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

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２３５页）

德斯杜特对货币流通怎样成为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媒介这个

１２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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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了这样出色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

〈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并且

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拉得

尔菲亚哲学协会会员，５０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

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

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虚

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

“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

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

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

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

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

曲的。”（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自杀！）

（２）

（ ）消费资料：

（５０ 货币

ａ

）

Ｃ
２００
ａ ＋Ｖ

５０
＋Ｍ

５０
（工人的消费资料）＋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５０ 货币

ｂ

） ２５

Ｃ
２００
ｂ ＋Ｖ

５０
ｂ＋Ｍ

５０
ｂ（货币）

（ ）生产资料：

２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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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αα）

Ｃ
２００
α ＋Ｖ

５０
α＋Ｍ

５０
α＋Ｃ

２００
αα＋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

（生活上必需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β     ββ

＋Ｃ
２００
β ＋Ｖ

５０
β＋Ｍ

５０
β＋Ｃ

２００
ββ＋Ｖ

５０
ββ＋Ｍ

５０
ββ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在（ ）项中，我们已考察运动的最简单的形式。现在，我们对

其较复杂的形式进行考察，这可以使人们看到，构成 和 的工业

部门不管如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虽

然这种往返运动，以及作为这一运动的媒介的货币流通由此而复

杂化了。

首先，我们在 中把产品分为两种，从而分为两大生产领域，

这就是：（１）工人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２）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

生产。从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目的来看，问题并不会由于下述情况而

发生变化：在一定的限度内奢侈品可以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而另

一方面，足够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要进入资本家的消费，——这就是

说，同种产品和同一生产部门的产品会出现在两个部类中。

我们先考察消费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媒介。

首先，我们看到在 （ａ）中有３００镑的产品充当工人的消费资

料。在这个生产领域中，资本家预付５０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工人用

这５０镑货币从这些资本家那里购买５０镑的商品（＝Ｖ
５０
ａ）。这５０

镑只在 （ａ）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流通。

其次，在 （ｂ）中，我们看到有３００镑的产品充当资本家的消

费资料。资本家预付５０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５０镑货币在

（ｂ）中向 （ａ）购买５０镑的商品（＝Ｍ
５０
Ｉａ）。 （ａ）的资本家用这

３２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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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镑货币购买 （ｂ）的产品（＝
５０
ｂ），即供他们消费的 （ｂ）类的消

费资料。于是，他们用来支付工资的那笔货币资本同时流回到

（ｂ）的资本家手中。最后，Ｍ
５０
（ｂ）这笔基金是在这一类的资本家

之间借助于２５镑的货币流通而进行分配的。实际上，Ｖ５０（ ａ）同

Ｍ
５０
（ ａ）相交换。

在 中，经过这次周转以后，情况是这样的：（ａ）的资本家还

拥有２００镑的必要消费资料（Ｃ
２００
ａ ）和再度购买劳动力的５０镑货币

资本。 （ｂ）的资本家还拥有２００镑的资本家的消费资料（Ｃ
２００
ｂ ）、

再度购买劳动力的５０镑货币资本以及用于这些资本家的收入流

通的２５镑。Ｃ２００（ａ）（ ）和Ｃ２００（ｂ）（ ）应当从产品形式重新转化

为这种产品的生产资料。这是通过 和 之间的流通而实现的。

我们先考察 α＋ αα，即 中由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构成的那部分产品。

［１６８］在 （αα）中，５０镑货币被预付在劳动力上，（αα）的工

人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ａ）购买相应数量的消费资料。

这样一来，现在，经过这一交易以后， （ａ）的不变资本就由

Ｃ
１５０
ａ 商品和５０镑货币组成。 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αα购

买５０镑的商品（＝Ｖ
５０
）。因此，用于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资本流

回到资本家 （αα）的手里，他们总是用它支付工资。

其次，（α）的资本家把５０镑货币花费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

５０镑货币向 （ａ）购买商品； （ａ）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αα）购买商品（＝Ｍ５０αα）。

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

αα的资本家拥有１００镑商品（＝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他们还拥有

２００镑商品（Ｃ
２００
），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货币形式的１００镑货币以

及他们的剩余价值借以实现的５０镑货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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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形式。） α的资本家还拥有自己的全部产品，此外，他们还花费

了５０镑货币，这些货币现在处在 αα的资本家手中。 αα的资本

家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α的资本家购买５０镑商品，这样， α的资

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 α的资本家手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 β和 ββ。

ββ把５０镑货币预付在劳动力上。 ββ的工人用这５０镑货币

向 （ａ）购买５０镑商品。 （ａ）用这５０镑向 （αα）购买５０镑商

品。 αα用这５０镑购买 （ｂ）的剩余价值５０镑。 （ｂ）用这５０镑

向资本家 ββ购买５０镑商品，这样， ββ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

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资本家 ββ的手里。

为更明白起见，我们把到此为止完成的一切交易按照我们所

考察的顺序列表如下。

在 内部的周转完成以后，所呈现出的情况是这样的：

（ ）工人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ａ（商品形式）＋Ｖ

５０
ａ（货币形式和劳动力形式）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ｂ（商品形式）＋Ｖ

５０
ｂ（货币和劳动力）＋用于收入流通的２５镑。

因为这里所计算的１２５镑货币在 的内部不断流通，所以我

们在考察 和 之间的交换时，可以把其中的第一类归结为：

（ａ）工人的消费资料：Ｃ
２００
ａ（商品形式）

＋（ｂ）资本家的消费资料：Ｃ
２００
ｂ（商品形式）；

因为这是 中同 发生流通的唯一的商品。

现在先是 （ａ）和 αα之间发生局部流通。

αα先预付５０镑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ａ）

购买５０镑商品； （ａ）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αα购买５０镑商

７２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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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样一来，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重新流回到资本家

αα的手里。

于是，我们得出：

（１）（ａ）和 αα之间以及 αα内部的第一次局部流通

（ａ） 工人的消费资料Ｃ
２００
ａ（商品形式）

５０镑货币

（αα） （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

    生产资料  Ｃ２００αα＋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

［续］
Ｃ２００ａ（商品形式）

  ５０镑货币

Ｃ２００αα（商品）＋Ｖ
５０
αα（商品）

Ｃ２００ａ（商品形式）

或

Ｃ２００αα（商品）＋Ｖ
５０
αα（商品）＋Ｖ

５０（货币）。

  这第一次流通的结果是：

（ａ）工人的消费资料：

＋
Ｃ１５０ａ（商品形式）

Ｃ５０（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Ｖ
５０
αα）

（αα）（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资料：

Ｃ
２００
αα（商品）十ｖ

５０
αα（货币）（劳动力）＋Ｍ

５０
αα（商品）。

［１６９］最好总是从作为流通起点的循环来开始描述序列。

这样，第一次局部流通的结果可以表示如下：

（αα）αα的生产资料。

Ｃ
２００
αα（αα的商品）＋Ｖ

５０
αα（５０镑货币＋Ａ）＋Ｍ

５０
αα（αα的商品）。

（ａ）工人的消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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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５０ａ（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Ｖ

５０
αα）

Ｃ１５０ａ（消费资料形式）。

（２） α内部以及 α、（ａ）和 αα

之间的第二次局部流通

α的资本家投入５０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工人用这５０镑

货币向 （ａ）购买５０镑商品。 （ａ）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αα

购买５０镑生产资料，资本家 αα用这些货币来补偿生产资料，从

α购买生产资料。因此， α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

资本又流回到 α的资本家手里。

因此， αα内部产生以下变化：

第一，（ａ）用５０镑货币向 αα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资料转

到 （ａ）那里。

在这次交易以后， αα呈现以下状况：

ααＣ
５０
αα（货币形式）＋Ｃ

１５０
αα（αα的商品形式）＋

Ｖ
５０
αα（５０镑货币＋Ａ）＋Ｍ

５０
αα（αα的商品）。

αα用这５０镑货币（Ｃ
５０
αα）向 α购买生产资料。

所以，这次交易以后就得出：

ααＣ
５０
αα（ α的生产资料形式）＋其他等等。

由此，总运动的结果是：

α 生产资料（α）。

Ｃ
２００
α（（α）的商品）＋Ｖ

５０
α（５０镑货币＋Ａ）＋Ｍ

５０
α（α的商品）。

（ａ）（ａ）的消费资料。

＋
Ｃ１００ａ（ 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ａ（消费资料形式）。

αα 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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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Ｃ５０αα（ αα的生产资料）

Ｃ１５０αα（αα的商品形式）

Ｖ５０αα（５０镑货币＋Ａ）

Ｍ５０αα（αα的商品）。

（３） ββ内部以及 ββ和 （ａ）、 αα、

（ｂ）之间的第三次局部流通

资本家 ββ把５０镑预付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５０镑向 （ａ）

购买商品，（ａ）用这５０镑向 αα购买生产资料， αα用这５０镑

购买 （ｂ）的剩余产品，（ｂ）用这５０镑向 ββ购买生产资料。这

样一来， ββ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资本又流回到

ββ那里。

全部运动的结果：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

Ｃ２０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Ｖ５０ββ（５０镑货币形式＋Ａ）

Ｍ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ａ）（ａ）的消费资料。

＋
Ｃ１５０ａ（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５０ａ（ａ的消费资料形式）。

αααα的生产资料。

＋

＋

＋

Ｃ５０αα（ α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αα（αα的商品形式）

Ｖ５０αα（５０镑货币＋Ａ）

０。（因为Ｍ５０
αα花在 ｂ的消费资料上。）

（ｂ）（ｂ）的消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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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５０ｂ（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ｂ（ｂ的消费资料）。

（４） β内部以及 β和 （ａ）、 αα、 α、

ｂ、 ββ之间的第四次局部流通

资本家 β把５０镑货币预付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些货币向

（ａ）购买５０镑的消费资料。 （ａ）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αα购买５０镑的生产资料。 αα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 α购买

５０镑的生产资料。 α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ｂ）购买消费

资料。 （ｂ）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向 ββ购买５０镑生产资料。 ββ

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货币来补偿 β的５０镑生产资料。因此， β

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资本流回到 β那里。

全部运动的结果是：

ββ的生产资料。

＋
Ｃ２００βＶ

５０
β（５０镑货币＋Ａ）

Ｍ５０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ａ）ａ的消费资料。Ｃ
２００
ａ（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αααα的生产资料。

＋

＋

＋

Ｃ１００αα（ ａ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α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５０αα（５０镑货币＋Ａ）

０（５０镑用作消费基金）。

αα的生产资料。

＋

＋

Ｃ２００（α的生产资料）

Ｖ５０ａ（５０镑货币＋Ａ）

０。（即５０镑用作消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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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的消费资料。

＋
Ｃ１００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ｂ（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

＋

Ｃ５０ββ（ 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Ｖ５０ββ（５０镑货币＋Ａ）

Ｍ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如果现在看一看到此为止得到的结果，那么：

（ａ）ａ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因此，（ａ）的全部不变资本完成了从（ａ）的消费资料形式到

这些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即到αα的生产资料的再转化。

投入不同生产领域 和 的全部可变资本（货币资本）花费在

（ａ）的消费资料上。

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进一步的交换。

现在代替 （ａ）的产品的是：

（ａ） 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发挥职能的资本：

Ｃ
２００
ａ（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和劳动力＋

Ｖ５０ａ（货币形式）

价值５０镑的劳动力

因此，这个资本被再生产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过程。

［１７０］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

α和 αα，

那么首先存在：

（α）Ｃ
２００
α（生产资料）＋Ｖ

５０
ａ（货币形式）

２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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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５０镑的劳动力

      和

（αα）＋
Ｃ１００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α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

Ｖ５０αα（货币形式）

价值５０镑劳动力

首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从资本分为各组成部分的假定

出发，那么，Ｃ１００αα由它本身的产品得到补偿，也就是说，不变资本

Ｃ
２００
αα的一半，象全部不变资本Ｃ

２００
α 一样，由这一资本本身的产品得

到补偿。

如果我们从另一划分出发，那么，结果就不同于上述结果。下

面还会看到，在作社会划分的情况下，这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可能，Ｃ
１００
αα部分作为生产资料进入Ｃ

２００
α ，也就是说，Ｃ

２００
α 的相应

部分进入Ｃ
２００
αα的生产资料。

例如，在这样的场合：Ｃ
２００
α＝Ｃ

１８０
α（α的生产资料）＋Ｃ

２０
α（αα的生

产资料）

和Ｃ２００αα＝Ｃ
１８０
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和Ｃ

８０
αα（αα的生产资料形

式）。

在这种场合，还会有Ｃ
２００
α（ ）和Ｃ

２００
αα（ ）之间的货币流通。

如果为了简便起见不考虑这一点，那么还会发生的就只是

Ｃ
２００
α（ ）内部的货币流通和Ｃ

２００
αα（ ）内部的不以前一流通为转移

的货币流通。如果我们假定，这两种流通各需１００镑，那么， α和

αα内部的全部再生产就表现为：

α、Ｃ
２００
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和这一不变资本在 α

的流本家之间流行流

３３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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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所必需的１００镑 ＋Ｖ
５０
α（５０镑货币形式）

＋价值５０镑的劳动力

和

αα

 

Ｃ２００αα（作为α的生产资料的Ｃ
１００

 和作为αα的生产资料的Ｃ１００）＋Ｖ５０αα（５０镑货币形式）

＋不变资本２００（αα）流通所

 必需的１００镑 ＋价值５０镑的劳动力。

  因此，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过程的全部条件得到更新。

如果把整个第 类看作社会整体，那就可以看到：

α＋（αα） 用于α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本：

＋
Ｃ４００α＋αα（生产资料）＋Ｖ

１００
α＋αα（１００镑货币形式）

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２００镑＋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

因此：

α （ａ）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
Ｃ４００（生产资料）        ＋Ｖ

１００
（１００镑货币形式）

生产资料流通所必需的２００镑货币＋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

现在只剩下一点我们还要加以考察：（ｂ）和 β＋ββ之间的

进一步的流通进程。

我们到此为止所得的结果是：

（ｂ）ｂ的消费资料。

 ＋
Ｃ１００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ｂ（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４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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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５０ββ（ 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Ｖ５０（５０镑货币）
 ＋Ｍ

５０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ββ的生产资料。

 
＋

＋

Ｃ２００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５０β（５０镑货币形式）

Ｍ５０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５） ββ、（ｂ）和 β之间的第五次局部流通

ββ花５０镑货币购买 （ｂ）的商品，（ｂ）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ββ购买５０镑的生产资料， ββ用这５０镑向 β购买５０镑的生

产资料， β用这５０镑购买 （ｂ）的５０镑商品，（ｂ）用５０镑向

ββ购买商品，因而 ββ的货币又流回到自己手里。

由此得出如下结果（如果就各步骤进行考察）：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

＋

＋

Ｃ５０ββ（ 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Ｖ５０（５０镑货币）

Ｍ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收入的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

（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１５０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ｂ       （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１７１］于是得出下述结果：

（ｂ）ｂ的消费资料：

５３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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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１５０ｂ（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５０（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

＋

Ｃ５０ββ（ 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５０ββ（５０镑货币形式）

Ｍ５０ββ（５０镑货币形式）。

  下一个过程是在 ββ和 ββ之间进行的； ββ用５０镑货币

向 β购买５０镑商品，结果如下：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

Ｃ１００ββ（ 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５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５０ββ（５０镑货币形式）。

ββ的生产资料。

 
＋

＋

Ｃ２００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５０β（５０镑货币形式）

Ｍ５０β（５０镑货币形式）。

然后， β处于主动地位，向 ｂ购买５０镑货币的商品，结果

如下：

ββ的生产资料。

 
＋

＋

Ｃ２００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５０β（５０镑货币形式）

０（因为５０镑货币花在β的消费基金上）。

（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
１５０
ｂ（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Ｃ

５０
（货币形式）。

最后，（ｂ）用这５０镑货币向 ββ购买生产资料，结果如下：

６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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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ｂ（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Ｃ１００ββ（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Ｃ

１００
ββ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形式。

  如果不是假定， ββ预付 β和ββ内部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

需的全部货币（例如， ββ预付２５镑， β预付２５镑），那么，这５０

镑不会流回到 ββ那里，而是２５镑流回到 ββ那里，２５镑流回到

β那里。（５）的全部流通的总结果是：

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ｂ（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

＋

Ｃ１００ββ（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１００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Ｖ１００ββ（货币形式）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

ββ的生产资料。

 ＋
Ｃ２００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１００ββ（货币形式）。

的资本完全得到更新，并且Ｃ
２００
ββ（Ｃ

１００
作为β的生产资料和Ｃ

１００
作

为ββ的生产资料）和Ｃ
２００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得到计算，这实际上

就是为 α和 αα所假定的情况。

在这里也应当假定，这种不变资本的流通需要２００镑，１００镑

用于 ββ，１００镑用于 β。

因此， β和ββ进行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完全更新，情况归结

７３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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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β （ｂ）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

＋

＋

＋

Ｃ４００（生产资料形式）

Ｖ１００（１００镑货币形式）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

它们流通所需要的２００镑

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

最后，如果我们看一下过程的总结果，那么它将是这样的。

生产基金：

 

＋

＋

＋

＋

＋

Ｃ４００（用于 （ａ）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２００镑

Ｃ４００（用于 （ｂ）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一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２００镑

Ｃ２００镑（ ａ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Ｃ２００（ α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

＋

Ｖ１００（１００镑货币资本）＋Ｖ
１００
（１００镑货币资本）

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价值１００镑的劳动力

或者：生产基金。

 

＋

＋

＋

Ｃ１２００（生产资料形式）

这些生产资料的流通所必需的４００镑货币

Ｖ３００（３００镑货币资本）

价值３００镑的劳动力

和：消费基金。

 ＋
Ｒ６００①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流通所必需的７５镑货币

８３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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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

＋

＋

＋

Ｃ１２００

Ｃ
１２００
的流通所必需的４００镑货币

Ｖ３００（劳动力）

劳动力的流通所必需的３００镑（生产基金）

Ｒ６００

剩余价值的流通所必需的７５镑。

因此，正象以前那样，Ｃ
１２００
＋Ｒ

６００
，要计算的只是劳动力和流通

所必需的货币总额。

１８００镑产品通过７７５镑货币总额进行流通，也就是：４００镑

——只用于不变资本的交换，其余３７５镑中，２５镑只用于剩余价

值的交换，而３５０镑则用于使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各得

其所的流通。

［１７２］因此，１８００镑商品是通过７７５镑货币来进行流通的。但

是，只说到１８００镑商品就不对了。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３００镑劳

动力算进去。

我们再次专门考察一下货币运动。于是，总共１８００＋３００＝

２１００镑处于Ｗ（商品）和Ａ（劳动力）形式上的价值。

首先，我们得出：

（Ａ） ａ、 ｂ内部和 ａ和 ｂ之间的第一次局部流通

（Ａ） ａ和 ｂ：

（第１６７、１６８页①）

（ａ）＝用货币预付的可变资本５０

镑购买Ａ（劳动力），（ ａ）的工人

用这５０镑向 ａ的资本家购买

消费资料，于是这些货币又流

９３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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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镑

２次周转。价值１００镑的商

品得到实现。作为可变资本

的货币形式的 流通形式。

可变资本、工人收入的货币

形式。

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

式。

   回到 ａ的资本家那里，等等。

这５０镑使１００镑商品，即５０

镑劳动力和５０镑商品实现流

通。这些货币由于这种花费性

质，同时就作为货币资本发挥

职能，也就是作为可变资本的

货币形式发挥职能，因此，它

们不断重新流回到自己的起点。

资本家用５０镑向工人购

买劳动力，并把工人自己的价

值５０镑的产品部分卖给工人。

由此就产生了这种货币资本

的 回 流、产 生 了 Ｇ１００—

Ａ１００—Ｗ′—Ｇ１００这个运动。

货币起初作为货币资本发挥

职能，然后作为工人的流通手

段发挥职能，这样就流回到起点。

起初，资本（可变资本）以

货币形式被预付，然后收入以

这些货币形式被花费。

（ｂ）：以货币形式预付的（ ｂ）的可

变资本５０镑。在这里，运动比

在 ａ的场合更加复杂。５０镑

必须经过更多的交易，然后才

能作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返回

０４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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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自己的起点。

５０镑被预付在劳动力的

报酬上。 ｂ的工人阶级用５０

镑向 ａ购买消费资料， ａ的

资本家阶级用５０镑向 ｂ购

买消费资料，这样，５０镑货币

资本就流回到 ｂ那里。

这样， ｂ中起初把５０镑

预付在价值５０镑的劳动力上：

第一次交易。５０镑购买５０镑

的商品（Ａ）。可变资本的货币

形式。

ｂ的工人用５０镑购买

ａ的消费资料，商品：第二次

交易。５０镑起初是工资或劳动

力价值的货币形式。

因而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

式。被当作工人收入的流通手

段用来购买 ａ的５０镑商品。

因而，到此为止借助于５０

镑完成了１００（ ａ的１００镑劳动

力＋ ｂ的１００镑商品）的流通。

对 ａ的资本家来说，这５０

镑是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形式

（Ｍ
５０
（ ａ）），或他们的收入的流

１４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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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手段。他们用这些货币购买

（ ｂ）的５０镑商品。

因此，现在借助于５０镑，

价值１５０镑的商品完成了流

通，这就是Ａ５０（ ａ），Ｗ５０（

ａ），Ｗ５０（ ｂ）＝１５０。

通过最后一次交易，这５０

镑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

回。
５０镑

３次周转。价值１５０镑的商

品＋Ａ得到实现。

（ ｂ）的可变资本、

（ ｂ）的工人收入、（ ａ）的

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ｂ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至于形式，那么５０

镑起初是（ ｂ）的可变

资本的货币形式，（ ｂ）

的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

对于（ ａ）的５０镑

商品来说，本身是购买

手段，

因而是 ａ的资本

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对于 ｂ的５０镑

商品来说，本身是购买

手段，

由此，又成为（ ｂ）

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

式。

５０ 镑 的

三次周转促成

它们本身的１

次流通，由此，

它们作为可变

资本的货币形

式流回到 ｂ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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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镑是 ｂ的资本家

收入的货币形式，由他们

预付。在他们之间进行分

配。

２５镑

用于 ｂ的资本家收入的流通。

  这１２５镑只在 ａ和

ｂ内部，即在 的内部进

行流通。

［１７３］（Ｂ）第二次局部流通。在 αα内部和

αα和 ａ之间进行

５０镑

（１） αα的可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２） αα的工人收入的货

币形式。

（３） ａ的不变资本（１４）的

货币形式。

作为这种具有 ａ的

生产资料形式的不变资本

的货币形式而实现（或对

αα作为购买手段，对 ａ作

为它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

式发挥职能）。

（４） αα的可变资本的回

流的货币形式。

在 αα中，作为可变资本（货币）

预付的５０镑被用来购买Ａ（ ａ的消

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资料）。

（ αα）的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

ａ的５０镑商品（消费资料）。５０镑是工

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这５０镑现在是Ｃ
５０
（ ａ）的货币

形式，也就是 ａ的不变资本的
１
４部

分的货币形式。

ａ的资本家用这５０镑货币购

买（ αα）的５０镑商品（生产资料）。这

样，（ αα）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

货币资本又流回到 αα的资本家那

里。

３４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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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这５０镑实现了

５０镑的Ａ（ αα），５０镑的

Ｗ（ ａ），５０镑的Ｗ（ αα）

＝１５０镑

（Ｃ） α内部和 α、 ａ和 αα之间的第三次局部流通

５０镑

（１） α的可变资本的货币

形式，

（２） α的工人收入的货币

形式，

（３） ａ的不变资本（１４）的

货币形式，

（４） αα的不变资本（１４）

的货币形式。

（５） α的可变资本的回流

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５０镑实现：

５０镑的Ａ（ α），

５０镑的Ｗ（ ａ），

５０镑的Ｗ（ αα），

５０镑的Ｗ（ α）

＝２００镑

５０镑作为 α的可变资本预付。

工人用这５０镑购买 ａ的５０镑商

品。 ａ用这些货币向 αα购买生产

资料（５０镑）。 αα的资本家用这些货

币向 α购买５０镑生产资料，用来进

行补偿。于是， α的资本家的可变资

本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资本流回

到 α的资本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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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ββ内部和 ββ、 ａ、 αα、 ｂ和

ββ之间的第四次局部流通

５０镑

（１） ββ的可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２） ββ的工人收入的货

币形式，

（３） ａ的不变资本（１４）的

货币形式，

（４） αα的资本家收入的

货币形式，

（５） ｂ的不变资本（１４）的

货币形式，

（６） ββ可变资本的回流

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这５０镑实现：

５０镑的Ａ（ ββ），

５０镑的Ｗ（ ａ），

５０镑的Ｗ（ αα），

５０镑的Ｗ（ ｂ），

５０镑的Ｗ（ ββ）

＝２５０镑

ββ的资本家预付５０镑用作可

变资本。工人用这５０镑购买 ａ的５０

镑商品， ａ用这些货币向 αα购买

５０镑生产资料， αα用这些货币购买

ｂ的剩余产品， ｂ用这５０镑向

ββ购买生产资料。于是， ββ的资本

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

币资本流回到 ββ的资本家那里。

５４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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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β内部以及 β和 ａ、 αα、 α、 ｂ、 ββ

之间的第五次局部流通

５０镑

（１） 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

形式，

（２） β的工人收入的货币

形式，

（３） ａ的不变资本（１４）的

货币形式，

（４） αα的不变资本（
１
４）

的货币形式，

（５） α的资本家收入的货

币形式，

（６） ｂ的不变资本（
１
４）的

货币形式，

（７） ββ的不变资本（
１
４）

的货币形式。

（８） β的可变资本的回流

的货币形式。

β的资本家预付５０镑货币用

作可变资本；工人用这５０镑货币购买

ａ的５０镑商品， ａ的资本家用这

些货币向 αα购买５０镑生产资料，

αα用这些货币向 α购买５０镑生

产资料， α用这些货币向 ｂ购买

５０镑消费资料， ｂ用这些货币向

ββ购买５０镑生产资料， ββ向 β购

买５０镑生产资料。于是， β的可变

资本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资本流

回到 β那里。

  借助于这５０镑实现：

５０镑的Ａ（ β），

５０镑的Ｗ（ ａ），

５０镑的Ｗ（ αα），

５０镑的Ｗ（ α），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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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镑的Ｗ（ ｂ），

５０镑的Ｗ（ ββ），

５０镑的Ｗ（ β）

＝３５０镑

［１７４］（Ｆ）第 类（α和αα）内部的第六次局部流通

２００镑

α和 αα的不变资本的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２００镑（ （α和αα））的不变资

本）的流通。

参看：第１７０页①

（Ｇ） ββ、 ｂ和 β之间的第七次局部流通

５０镑

（１） ββ的剩余价值流通

所必需的货币。

（２）（ ｂ）的不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３）（ ββ）的不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４） β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手段。

（５）（ ｂ）的不变资本的货

币形式。

（６） ββ的剩余价值的回

流的货币形式。

假定 ββ把全部货币投入自己

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即以货币形式投

入５０镑，用这些货币向 ｂ购买消费

资料； ｂ用这５０镑向 ββ购买生产

资料， ββ用５０镑向 β购买生产资

料。

β用这５０镑向 ｂ购买消费资

料（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ｂ用５０镑向 ββ购买生产资

料，由此，这５０镑又流回到 ββ那

里。

７４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本卷第２３２—２３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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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这５０镑货币实

现：

５０镑的Ｗ（ ｂ），

５０镑的Ｗ（ ββ），

５０镑的Ｗ（ β），

５０镑的Ｗ（ ｂ），

５０镑的Ｗ（ ββ）

＝２５０镑。
（Ｈ） ββ和 β内部的第八次局部流通

２００镑

β和 ββ内部的不变资

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ββ和 β内部的不变资本的流

通所必需的２００镑（见第１７１页①）。

［（Ｃ）］对以上所述的几点说明

（ａ）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那些货币的回流

  首先，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同时作为工人收入的流

通手段，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资本家把货币支付给工人，后者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

品。这样，资本家又得到他重新用来购买劳动力等等的货币。但是，

这个过程只直接发生在真正生产工人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在这

里，即使有商人介入，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零售商从生产者那里

得到商品，这时，生产者不是自己，而是通过零售商把商品卖给工

人；零售商要把从工人那里这样得到的货币还给生产者。）

８４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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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业部门离工人消费资料（一般说来，也就是必要的生活

资料）的生产越远，花在工资上的货币回到它们的起点的直接回流

就越慢（参看：（Ｅ）第五次局部流通，第１７３页①；从（Ａ）开始，第

１７２页②）。

这里总是假定，同量货币，例如花在工资上的同量货币，会作

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起点。实际上，这种情况当然

不会发生，或者说，只是偶然的现象。我们所说的回流，只是指一定

量价值作为货币流回到自己的起点，而价值回流所采取的货币单

位的个性如何，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至于我们所说的货币流通，则

直接是指各种流通行为，或同一货币单位的换位。

同时，这里涉及的不是个别资本家，而是可变资本总量——因

为可变资本起初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且总是一再要这样预付。

回流也象开支一样，要不断地进行。可见，由于这种回流是以

一系列流通行为作媒介，而流通行为表现了再生产过程和消费过

程的现实运动，也就是说，既表现了从产品中扣除的那部分资本的

补偿，又表现了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另一部分产品的补偿，——所

以，总的说来，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货币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应当

经历与图表中所描述的周转相一致的道路。

由此可见，起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预付或支付的货

币的回流运动，包含或可能包含［１７５］这些货币本身的一系列周

转。

至于社会资本各独立部分的周转期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

各部门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应当预付的货币资本量的区别，在这

９４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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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不进行考察了。虽然在一个部门中例如一年才周转一次，而在

另一个部门中一次周转只需几个星期，等等，然而，不论在前一种

场合或后一种场合，作为可变资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会被工人当

作他们的收入的流通手段立即投入流通，例如每星期投入一次。对

于可变资本总量的流通来说，所需要的是完全一定的货币量。因

此，如果在某个部门——由于它的周转期较长——投入流通的是

这个总量的较大的、倍加的部分，那么在其他部门就是较小的部

分。因此，那里完成回流运动的货币部分比这里要大。

（ｂ）作为可变资本投入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和

  执行剩余价值、资本家收入的流通手段

  职能的货币的回流之间的区别    

  再生产过程，从它的总运动来看，不仅为生产基金提供部分产

品（作为生产资本物质要素），不仅再生产劳动力，重新使它并入资

本，而且使发挥职能的货币重新分开，一部分充当资本的货币形

式，一部分充当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货币形式）。（资本家的收入。）

但整个说来，起初作为收入的流通手段投入流通或花掉的货

币的回流，不同于作为可变资本（资本一般）的货币形式而预付的

货币的回流。

以这后一种形式预付的货币，由于它们本身被花费而回流。它

们被资本家转化为劳动力，而工人把它们投入商品流通，对工人来

说，它们是工人工资或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但是，劳动力价值构

成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通过这种商品的出售，

资本家起初支付给工人的并被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或其数额等

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流通货币），重新流回来，完成流通并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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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起点：在工人表现为自己的商品的买者的场合是直接流回，

在一切其他场合是间接流回。

至于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Ｖｅｒｓｉｌｂｅｒｕｎｇ］，或使剩余价

值进行流通而投入流通的那部分货币，情况就不同了。资本家——

而用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流通的货币，只能由资本家自己投入流

通——花费货币购买自己的消费资料，他的这一行为本身不能保

证这些货币流回到他自己的口袋里。相反，这种行为的唯一内容就

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价值，而以消费资料形式取回他要消费

的价值（这种价值进入他的个人消费）。于是，这种价值被资本家用

尽。它所以流回到资本家那里——正象这里所假定的，每个资本家

只消费自己的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实

现这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他的商品包含有剩余价值，也就

是说，剩余价值通过出售商品而得到实现，这同资本家花费货币购

买消费资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这一行为的结果。实际上，

他只是预料到要出售这种剩余价值，因而花费了相当于剩余价值

的货币量。这些货币在他出售商品以后又流回到他那里。

在实际当中看起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剩余价值中只有一

部分属于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本人，而有一部分应

由资本家让出去，例如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向贷出货币的资本

家支付利息，向国家缴税（贡赋）。工业资本家是以货币进行这些支

付的。资本家不是用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来偿付这些款额，

而是用货币支出这一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即归他所有的一部分。因

此，这些货币总是由这个工业资本家阶级投入流通，但不是作为商

品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而是为了同其他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

人清帐。后者又把货币投入流通购买商品。这样一来，货币又流回

１５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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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业资本家那里，因为工业资本家不是支付两次：先是以货币支

付，然后以商品支付。因此，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的一部分

总是处在上述资本家的同伙手里，并且，由于他们购买资本家的商

品而流回到资本家那里。在这里，工业资本家从他们的同伙那里得

到的货币，是他们用来向他们的同伙支付租金等等的货币。

（ｃ）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和作为

  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所完成的活动 

  例如，拿第１７３页①上的流通（Ｅ）来说。

在这里，同量货币５０镑依次表现为 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

式（即货币资本），然后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或工人收入的流通

手段（收入的货币形式）， ａ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

本）， αα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 α的资本家收

入的货币形式（收入的货币形式）， ｂ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

货币资本）， ββ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最后，表

现为 β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

在这里，货币起初作为 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存在，这

不过表明， β的总资本中应转化为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作为货

币掌握在 β的资本家阶级的手里。 β的资本家阶级花费这部分

价值时，也就把它转化为劳动力。 β的总资本中的这部分价值就

不再作为货币资本即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存在，相反，现在它具

有这样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构成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

它只有在 β的资本家手里才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表现为应

执行一定职能的，即应转化为劳动力的贮藏货币储备。它所以重新

２５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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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同一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只是因为它从商品资本

形式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并应从这后一种形式重新转化为劳动

力。同一些货币（５０镑）转到别的位置上，即转入工人手里后，便成

了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即劳动力的价值或工人劳动的已实现的

价格的货币形式，——但是，只有当工人还没有花掉这些货币时，

它们才是货币形式。工人一旦花掉这些货币，它们便转化为工人的

生活资料，成为资本家 ａ手中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

本；这就是说，他们的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形式过渡到（转

化为）货币形式。这部分价值应当从这种货币形式重新转化为自己

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即转化为生产资料。它只要还处在资本家

的手里，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等等。

同量货币只要还在流通，就决不会取得它在自己的道路上所

执行的这些不同职能。它只有在不进行流通的时候，才具有这些职

能。货币只有作为发挥职能的流通手段，才进入流通本身。（货币

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时，也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一部分，不过这种支

付手段的职能我们在这里不来考察。）

因此，货币——作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收入等等的货币形

式——代表不同状态的次数要多于它们的周转即流通过程的次

数，在这些过程中，它们改换占有者，而它们的占有者则购买商品

或为商品而支付。因为它们在起点和终点应当停留在这样的位置

上：它们表现为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不是在实际上执行流通手

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例如，在流通（Ｅ）中，（１）它们是应投入的可

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货币只要停留在这种状况，它们就不流通。而

且（２）它们会回到同一位置和取得同一规定性，也就是说，不去执

行其他职能，而是再次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我们发现它们有八种

３５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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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其中有两种形式相同），而它们只完成六次周转。

另一方面，货币只要实际上进入流通，就始终只发挥流通手段

（以及支付手段）的作用。（货币只用作汇票，而不充当商品的流通

手段或支付手段的那些职能，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涉及。）

  ［１７６］（ｄ）预付在劳动力报酬上的货币部分地也执行

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等的流通手段的职

能，但一部分不变资本会借助于完全不以

前一个货币量为转移的货币量进行流通

  我们再考察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１）第一类。消费资料：

  （ａ）工人的消费：

Ｃ
２００
ａ ＋Ｖ

５０
ａ＋５０镑

货币＋Ｍ
５０
ａ

＋（ｂ）资本家的消费：

Ｃ
２００
ｂ ＋Ｖ

５０
ｂ＋５０镑

货币＋Ｍ
５０
ｂ

（ ）第二类：

  （ａ）的生产资料：

  （α）Ｃ
２００
α ＋Ｖ

５０（Ｗ）
α ＋５０镑

    货币＋Ｍ
５０
α

＋（αα）Ｃ
２００
αα＋Ｖ

５０（Ｗ）
αα ＋５０镑

货币＋Ｍ
５０
αα

＋（ｂ）的生产资料：

 Ｃ
２００
β ＋Ｖ

５０（Ｗ）
β ＋５０镑

 货币＋Ｍ
５０
β

＋Ｃ
２００
ββ＋Ｖ

５０（Ｗ）
ββ ＋５０镑

 货币＋Ｍ
５０
ββ

  整个说来，在 和 ——在所有部门中——３００镑货币花在

劳动力上；工人用这３００镑购买自己那份社会消费资料。于是，

ａ的价值等于３００镑的全部产品就转化为货币。显然， ａ的资本

家本身花在工资上的那５０镑货币，由于他们把自己的５０镑商品

出售给自己的工人，便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重新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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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们那里。因此，只要３００镑被用来购买或支付劳动力，而工人

用这３００镑货币购买生活资料，情况就会是这样的（Ｗ——商品：

有关工业部门的产品）：

（１）第一类。消费资料：

  （ａ）工人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ａ＝２００镑 货币形式

   ＋Ｖ
５０
ａ＝５０镑 货币形式

   ＋Ｍ
５０
ａ＝５０镑 货币形式

＋（ｂ）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Ｃ
２００
ｂ（ｗ）

 ＋Ｖ
５０
ｂ（ｗ）

 ＋Ｍ
５０
ｂ（ｗ）

（ ）第二类。生产资料：

 （α）Ｃ
２００
α（Ｗ）＋Ｖ

５０
α（Ｗ）＋Ｍ

５０
α（Ｗ）

＋（αα）Ｃ
２００
αα（Ｗ）＋Ｖ

５０
αα（Ｗ）＋Ｍ

５０
αα

 ＋（β）Ｃ
２００
β（Ｗ）＋Ｖ

５０
β（Ｗ）＋Ｍ

５０
β（Ｗ）

＋（ββ）Ｃ
２００
ββ（Ｗ）＋Ｖ

５０
ββ（Ｗ）＋Ｍ

５０
ββ（Ｗ）。

  至于 （ａ）的资本家，那么他们的全部产品现在都以３００镑的

货币形式存在。其中５０镑是可变资本回流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

处在这部分资本可以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上。但是，其他部

分产品必须完成从这种货币形式的再转化。

Ｍ
５０
ａ现在等于５０镑货币，处在 （ａ）的资本家可以使之转化为

剩余产品，转化为自身消费资料的形式上；他们向 （ｂ）购买５０镑

（Ｗ）；于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转到 （ｂ）那里。（他们的

这部分资本以其重新开始过程所应具备的形式再生产出来。）

（ｂ）的这５０镑商品进入 （ａ）的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因而作为他们

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消失。

但是，第二，（ａ）的资本家应当把以货币形式（２００镑）存在

的Ｃ
２００
ａ 重新转化为自己的生产资料形式（来自 αα）。因此，他们向

αα购买２００镑商品。 αα［部类］应当用这些货币首先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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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可变资本（即Ｖ
５０
αα），后者从商品转化为５０镑货币。其次，如

果我们假定，Ｍ
５０
αα已转化为货币和Ｃ

１００
αα＝

Ｃ２００αα
２，那么现在情况显然就

会是这样的（Ａ——劳动力）：

（ ）第一类。消费资料

 （ａ）
＋
Ｃ２００ａ（αα的商品形式）

Ｖ５０ａ（货币形式）
（＋Ａ５０）

 （＋５０镑消费基金）

＋（ｂ）
＋

＋

Ｃ２００ｂ（Ｗ）

Ｖ
５Ｃ
ｂ（货币）

（＋Ａ５０）

Ｍ
５０
ｂ（Ｗ）。

（ ）第二类。生产资料

（αα）

＋（ａ）

＋

＋

Ｃ１００αα（Ｗ）＋Ｃ
１００
αα（货币形式）

Ｖ５０αα（货币形式）
（＋Ａ５０）

Ｍ
５０
αα（货币形式）

Ｃ
２００
α（Ｗ）＋Ｖ

５０
α（Ｗ）＋Ｍ

５０
α（Ｗ）

＋（β）

＋（ββ）

＋

＋

Ｃ２００β（Ｗ）

Ｖ
５０
β（Ｗ）

Ｍ
５０
β（Ｗ）

Ｃ
２００
ββ（Ｗ）＋Ｖ

５０
ββ（Ｗ）＋Ｍ

５０
ββ（Ｗ）

  如果考察一下 ａ类，那么，第一，资本完全被再生产出来。

Ｃ
２００
ａ 以新的生产资料形式存在，Ｖ

５０
ａ又具有货币形式，以便重新把

Ａ
５０
并入自身。

最后，Ｍ
５０
ａ。这一剩余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这样

一来，一方面，资本Ｃ
２００
ａ 以生产资料形式，Ｖ

５０
ａ以货币形式全部再生

产出来；同时，Ａ
５０
用生活资料再生产出自身，而资本家用消费基金

再生产出自身。因此，（ａ）类在流通过程中不再起作用，因而不再

列入图表。

αα类把Ｍ
５０
αα从货币形式转化为 （ｂ）的消费资料。因此，在

这里，Ｃ
２００
ｂ（Ｗ）转化为Ｃ

１５０
ｂ（Ｗ）＋Ｃ

５０
ｂ（货币）；其次，至于Ｍ

５０
ｂ（Ｗ），那么它一

开始就被用作 （ｂ）的资本家本身的消费基金。

其次， αα类把Ｃ
１００
αα从货币形式转化为（（ ａ）的生产资料；由

此，Ｖ
５０
α以及Ｍ

５０
α又转化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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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些交易结束时，我们看到：

类。消费资料

 （ａ） ＋（ｂ）
＋

＋

Ｃ１５０ｂ（Ｗ）＋Ｃ
５０
ｂ（货币）

Ｖ５０ｂ（货币）
＋（Ａ５０），

Ｍ５０ｂ（Ｗ）

类。生产资料

（αα）
＋

＋

Ｃ１００αα（Ｗ）＋Ｃ
１００
α（Ｗ）

Ｖ
５０
αα（货币形式）

（５０镑消费基金）＋

＋（β）
＋

＋

Ｃ２００β（Ｗ）

Ｖ
５０
β（Ｗ）

Ｍ
５０
β（Ｗ）

＋（α）
＋

＋

Ｃ２００α（Ｗ）

Ｖ
５０
α（货币形式）

（Ａ５０）

Ｍ
５０
α（货币形式）

＋（ββ）
＋

＋

Ｃ２００ββ（Ｗ）

Ｖ
５０
ββ（Ｗ）

Ｍ
５０
ββ（Ｗ）

  至于 αα类，那么，Ｃ
２００
有一半是处在自己的重新再生产出来

的形式Ｃ
１００
ａ（Ｗ）上。应考察的只是另一半。至于其他部分，Ｖ＋Ｍ，那

么，它们之中的前一半重新转化为自己的货币形式，而靠 （ａ）的

生活资料维持自身的Ａ重新作为购买客体同［Ｖ］相对立。最后，

Ｍ
５０
转化为 （ｂ）的消费基金。因此，这后两部分不再列入下一图表。

至于 （α），那么，Ｖ从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货币形式；它借助

于Ｍ
５０
（货币形式）购买 （ｂ）的商品，这种商品变成它的消费基

金。因此，现在 （ｂ）中是：Ｃ
１００
ｂ（Ｗ）＋Ｃ

５０
ｂ（货币）＋Ｃ

５０
ｂ（货币）＋其他等等。

因此，在这些交易结束时，我们看到：

类。消费资料

 （ａ） ＋（ｂ）
＋

＋

Ｃ１００ｂ（Ｗ）＋Ｃ
１００
ｂ（货币）

Ｖ５０ｂ（货币）
（Ａ５０）

Ｍ
５０
ｂ（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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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产资料

（αα）Ｃ
１００
αα（Ｗ）＋Ｃ

１００
α（Ｗ）＋其他等等＋

＋（α）Ｃ
２００
α（Ｗ）＋其他等等＋

＋（ββ）Ｃ
２００
ββ（Ｗ）＋Ｖ

５０
ββ（Ｗ）＋Ｍ

５０
ββ（Ｗ）

＋（β）Ｃ
２００
β（Ｗ）＋Ｖ

５０
β（Ｗ）＋Ｍ

５０
β（Ｗ）

  ［１７７］ （ｂ）类把Ｃ
１００
（货币）转化为 ββ的生产资料，于是就

得到：

类：消费资料

 （ａ） ＋（ｂ）
＋

＋

Ｃ１００ββ（Ｗ）＋Ｃ
１００
ｂ（Ｗ）

Ｖ
５０
ｂ（货币）

＋（Ａ５０）

Ｍ
５０
ｂ（Ｗ）

类：生产资料

（αα） Ｃ
１００
αα（Ｗ）＋Ｃ

１００
α（Ｗ）＋其他等等＋ ＋（ββ）

＋

＋

Ｃ１５０ββ（Ｗ）＋Ｃ
５０
（货币）

Ｖ５０ββ（货币）
＋（Ａ５０）

Ｍ
５０
ββ

＋（α）Ｃ
２００
α（Ｗ）＋其他等等＋ ＋（β） Ｃ

２００
β（Ｗ）＋Ｖ

５０
β（Ｗ）＋Ｍ

５０
β（Ｗ）。

  ββ类用这５０镑货币购买 β的５０镑生产资料。于是，Ｖ
５０
β

完成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再转化，也就是到再生产形式上的

可变资本价值的再转化。

这样， ββ和 β的情况是：

  
Ｃ１５０ββ（Ｗ）＋Ｃ

５０
β（Ｗ）＋Ｖ

５０
ββ（货币形式）

＋（Ａ５０）＋Ｍ
５０
ββ。

Ｃ２００β（Ｗ）＋Ｖ
５０
β（货币）

＋（Ａ５０）＋Ｍ
５０
β。

现在在所有类中，不论在 （ａ）和 （ｂ）中，或在 αα和 α以

及 ββ和 β中，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已经恢复。它到处都完成了

到自身的起点的回流。

因此就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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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消费资料

（ａ）＋ ＋（ｂ）
＋

＋

Ｃ１００ββ（Ｗ）＋Ｃ
１００
ｂ（Ｗ）

Ｖ
５０
ｂ（货币形式）

＋（Ａ５０）

Ｍ
５０
ｂ（Ｗ）

类。生产资料

（αα） Ｃ
１００
αα（Ｗ）＋Ｃ

１００
α（Ｗ）＋其他等等＋ ＋（ββ）

＋

＋

Ｃ１５０ββ（Ｗ）＋Ｃ
５０
β（Ｗ）

Ｖ
５０
ββ（货币形式）

＋（Ａ５０）

Ｍ
５０
ββ（Ｗ）

＋（α）Ｃ
２００
α（Ｗ）＋其他等等＋ ＋（β）

＋

＋

Ｃ２００β（Ｗ）

Ｖ
５０
β（货币形式）

＋（Ａ５０）

Ｍ
５０
β（Ｗ）

  在 类（ ａ和 ｂ）、（ αα和 α）以及（（ ββ和 β）中，起初

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预付３００镑货币，后来被工人当作购买

手段，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花费在必要生活资料上，于是这些货币

到处都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起点，然后再重新

开始自己的运动。

ａ的３００镑资本总产品，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等于工人的消

费基金（收入）。因此，它全部被工人购买，即转化为货币（而且，工

人例如从这些货币中拿出Ｘ镑付房租等等，以及这些货币用于工

人的年消费资料中不是由他自己消费的部分上，或用于服务等等，

这是无关紧要的）。

（ａ）的资本家阶级本身预付５０镑用作可变资本。这些货币

由于资本家把他们的产品的 １
６（＝５０镑）出售给自己的工人而又

直接流回到资本家那里。这５０镑应从下一步的计算中除去。因此，

现在只剩下２５０镑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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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方面来看，（ａ）的产品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而按价

值来说，等于一个社会支付的工资额（产品同它直接相交换），所以

很清楚，花在工资上的货币（或代表社会可变资本的货币）同时就

是Ｃａ＋Ｍａ，即 （ａ）的产品中代表 （ａ）资本家阶级的不变资本

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的货币形式，因而进一步又是这个部分的

流通手段。 （ａ）必须花费２００镑以实物形式来补偿Ｃａ，花费５０

镑以消费资料形式来实现Ｍａ。因此，作为工人的流通手段从

（ｂ），（α，αα，β，ββ）类转到 （ａ）那里的货币，首先必须回到 （ｂ）

和 αα那里；后一［类］为 （ａ）直接提供生产资料。

ｂ用５０镑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因此应从进一步的计算中

除去。同样， αα也用５０镑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因而同样也应

从进一步的计算中除去。

现在，１５０镑货币处在 αα类手中（扣除用作可变资本的５０

镑）。其中５０镑用于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花在 （ｂ）的消费资

料上。于是，（ｂ）的等于５０镑的产品部分转化为货币。 ａ用其

余的１００镑向 α购买生产资料。因此，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流

回到 α那里，它的剩余价值也转化为货币＝Ｍ
５０
α。 α把这５０镑

花在 （ｂ）的消费资料上；于是， ｂ的等于Ｃ
５０
的第二部分产品转

化为货币。如果我们撇开 （ａ）和 αα的不变资本，那么它们的流

通也就结束。

现在，除了剩余价值Ｍ
５０
ｂ以外，（ｂ）有一半产品已经转化为

货币。它应当全部转化为货币，因为除了Ｍ５０
（ ｂ）以外，它全部进

入 （ａ）和 α、 αα、 ββ和 β的各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实际上

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基金。但是，扣除作为 ｂ的可变资本的再

生产形式的Ｖ
５０
（ ｂ）以后，剩下的Ｃｂ应当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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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ｂ）用１００镑货币向 ββ购买生产资料。于是，Ｖββ以货币

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而Ｃ
５０
（ ββ）＝

Ｃ２００（ ββ）
４ 转化为货币。 ββ用这

５０镑货币向 ββ购买５０镑的生产资料，这样， β的可变资本的

货币形式又流回到 β那里。

花在工资上的３００镑的运动到此结束。

于是实现了下述过程：

（１）各个类首先购买价值３００镑的劳动力（＝Ａ的３００镑价

值）；

（２） （ａ）的全部产品转化为货币（其中的
１
６即５０镑，仅仅是

（ａ）本身所支付的工资的回流）（＝ ａ的３００镑商品）；

（３）（ａ）的５０镑剩余价值在 （ｂ）的商品＝５０镑上得到实

现（ ｂ的可变资本的回流）和 αα的２００镑商品（＝２５０镑商品：

ｂ的５０镑＋ αα的２００镑）；

（４）５０镑Ｖ流回到 αα那里，Ｍ
５０
（货币）花在Ｗ（ ｂ）＝５０

镑上，１００镑花在 α的等于１００镑的产品（＝１５０镑： ｂ的５０镑

＋ ａ的１００镑）上；

（５）５０镑Ｖ流回到 α那里，Ｍ５０
（货币）花费在Ｗ（ ｂ）＝５０

镑（＝ ｂ的５０镑）上；

（６） （ｂ）把１００镑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向 ββ购买它们

（＝ββ的１００镑商品）。

于是，５０镑Ｖ又流回到 ββ那里，而 ββ把它转化为 β的

生产资料（＝β的５０镑商品）。

于是， β的可变资本又流回到 β那里。

  
＝Ｗββ的１００镑

＝Ｗβ的５０镑
＝１５０镑

１６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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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镑至此完成自己的运动，又可以重新开始这一运动。

它们实现了 （ａ）的３００镑，即Ｖ
５０
（Ｗαα），Ｍ

５０
（Ｗαα），Ｃ

１００

（Ｗαα），Ｖ
５０
（Ｗα），Ｍ

５０
（Ｗα），Ｖ

５０
（Ｗｂ），Ｃ

１００
（Ｗｂ），Ｃ

５０
（Ｗββ），Ｖ

５０

（Ｗββ）和Ｖ
５０
（Ｗβ）。

（ａ）的３００镑。其中扣除：

ａ的５０镑，

ｂ的５０镑（Ｖ
５０
ｂ）；

剩下２００镑。这首先是２００镑Ｗ（αα）＝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Ｃ

１００
αα。其中

扣除：

ＩＩａａ的５０镑货币（Ｖ
５０
），

ｂ的５０镑；

剩下１００镑。这首先是１００镑Ｗ（α）＝Ｖ
５０
α＋Ｍ

５０
α。其中扣除：

α的５０镑货币，

ｂ的５０镑货币；

剩下的是０。

［１７８］工资共支出３００镑。

其中：＋
（ａ）、 αα和 α的１５０镑；

＋ （ｂ）、 ββ和 β的１５０镑。
＝３００镑

这３００镑把（ ａ）的等于Ｃ
２００
ａ ＋Ｖ

５０
ａ＋Ｍ

５０
ａ的总产品转化为货

币形式。

所有六个类花在工资上的货币直接流回到 （ａ）。其中有 １
６等

于Ｖ
５０
ａ，直接花费在 （ａ）中，并从这里重新流回。

因此很清楚，起初构成所有六个类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

货币，在经过第一次流通以后，不仅首先应成为 （ａ）的可变资本

的，而且还应成为其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然后成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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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手段。（因为 ａ的产品＝３００镑＝Ｃ
２００
ａ ＋Ｖ

５０
ａ＋Ｍ

５０
ａ）。

（ａ）本身花在工资上的５０镑货币作为Ｖ
５０
ａ的货币形式从这

里重新直接流回，因此对整个流通来说可不再加以计算。因此在进

一步考察流通时只须考虑２５０镑。

但应当指出，（ａ）、 α和 αα只有１５０镑花在工资上。因

此，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应当由这些类重新吸收的（换句话

说，应流回到它们那里的）也只有１５０镑。但是，５０镑＝１５０
３，或

１
３，

已经完成转到它们那里的回流。因此，只有２
３×１５０＝１００还能被

αα和 α类吸收，而其余１５０镑应流回到 （ｂ）、 ββ和 β那

里。

任何货币都不能从现在代表社会总工资的 （ａ）类那里直接

流回到 ββ和 ββ那里，因为 （ａ）没有什么东西要向 ββ和 β

购买。

货币所以能从 （ａ）那里直接流回到 （ｂ）那里，只是因为

（ｂ）的产品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和 的所有各个类的资本家

通过这些产品实现着自己的剩余价值，正象所有各个类的工人都

在 （ａ）的消费基金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样。

因此，５０镑货币完成到 （ｂ）的回流——作为Ｍ
５０
ａ的流通手

段——并在这里把Ｖ
５０
ｂ转化为货币形式。在这里，它们就是可变资

本的完成回流的货币形式；因此，在这种职能中，它们被 （ｂ）类

吸收，不再继续流通。只有２００镑（＝Ｃ
２００
ａ ）仍处于流通中。 ββ和

β类为预付的工资还应补偿的１００镑货币，只能作为这些领域

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从 αα和 α那里流回到这些类那里。

（这里假定Ｖ
５０
ｂ＝Ｍ

５０
；因此，到Ｍ

５０
ａ的货币形式的转化同货币

Ｖ
５０
ｂ相抵销。现在只可能有其他两种情形：Ｖ

５０
ｂ Ｍ

５０
ａ。这一点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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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总之，现在２００镑是Ｃ
２００
ａ 的货币形式。它们只有通过购买 αα

类的商品才能转化为实物形式。这就是说，这２００镑＝Ｃ
１００
αα＋Ｖ

５０
αα＋

Ｍ
５０
αα。这里假定，３００（αα）的产品的

１
３即Ｃ

１００
，能重新进入原有形式

的再生产过程。等于Ｃ
１００
αα的其他

１
３必须靠 α的产品来补偿。因此，

２
３的产品应出售给 α类。１３以自己的实物形式留在 αα内（在这

里重新充当生产资料）。

在这２００镑货币中，１００镑一开始就把可变资本Ｖ
５０
αα和剩余价

值Ｍ
５０
αα转化为货币形式。把Ｖ

５０
αα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５０镑货币，是

花在工资上的货币的回流。因此，它们不再加以计算。５０镑＝Ｍ
５０
αα

把 （ｂ）的等于５０镑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只有１００镑尚

须计算。

αα类用这１００镑从 α的产品中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

半，等于Ｃ
１００
αα。它的生产资料的另一半由它自己的产品补偿。

因此， α类得到１００镑，其中５０镑＝Ｖ
５０
α，构成它自己的可变

货币资本的回流，而５０镑＝Ｍ
５０
α，在 （ｂ）中得到实现，从而流回

到 （ｂ）那里。

因此，实际上， αα和 α吸收了１００镑货币（Ｖ
５０
αα＋Ｖ

５０
α）。相

反，另外的１００镑则作为剩余价值Ｍ
５０
αα＋Ｍ

５０
ββ的流通手段流回到

（ｂ）那里。

如果考察借助２００镑货币在 αα＋ α中实现的总额，那么

就得到：（Ｃ
１００
αα＋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但这个公式可分解为（Ｖ

５０
α＋Ｍ

５０
α）＋

（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其中Ｍ

５０
αα和Ｍ

５０
α在转化为货币以后用来购买Ｗ

１００
（

ｂ），而１００镑仍留在 α和 αα中作为可变资本Ｖ
５０
α和Ｖ

５０
αα的回流。

在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形式中可以看到，Ｃ
２００
（ ａ）总是等于（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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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ａ（＝ αα＋ α）。

不变资本Ｃ
２００
（ ａ）的价值等于（假定是简单再生产）直接地

和间接地为 （ａ）生产生产资料的 αα、 α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

总额。这仅仅是 αα和 α的生产者能花在生活资料上的价值量。

这个价值等于２００镑（Ｃ２００ａ ）。

（ａ）的这部分产品转化成的货币即Ｃ
２００
（ ａ），只构成 和

以及其分类中所支付的那部分工资。因此，资本价值不变部分

Ｃ
ｘ
ａ所转化成的那部分货币，应等于（Ｖ＋Ｍ）（ αα， α）。因此，它

应当能进行流通，一方面，实现 （αα和α）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

流，另一方面，把Ｍ（ αα， α）转化为货币形式，以便在 （ｂ）中

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从而保证到 ｂ、 ββ和 β各个类的回流。

（ａ）的产品由于工人消费而转化为货币；因此，它现在以起

初预付工资的货币形式而存在，——Ｃａ＋Ｖａ＋Ｍａ。在这个量中，

Ｖ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回流形式仍留在 （ａ）中。Ｍａ花费在

（ｂ）类中。Ｃａ应等于（Ｖ＋Ｍ）（ αα， α）。

如果现在 类内有２００镑＝Ｃ
５０
（ ａ）处于流通中，那么，这些

货币在 类内的任何分类中实现的都不仅仅是Ｖ＋Ｍ，而且还有

Ｃ部分，并且这个部分总是在另外的分类中最终分解为Ｖ＋Ｍ。例

如，２００镑首先实现的是们Ｃ
１００
αα＋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也就是说，不仅仅是

（Ｖ＋Ｍ）αα，而且还有Ｃαα部分。当然，实现们Ｃαα的那１００镑在

αα类那里被用于以实物形式补偿该类的不变资本；因此对它来

说，这１００镑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些货币被用于支付１００

镑Ｗａ。但是，在这些货币完全转到 α类手里以后，它们便不再充

当不变资本的流通手段。它们只补偿Ｖ（ α）（只促进它的回流），

并把Ｍ（ α）转化为货币形式。它们在 αα和 α两类中只把（Ｖ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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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α）＋Ｖ
５０
（ α）＋（Ｍ

５０
（ αα）＋Ｍ

５０
（ α））完全转化为货币，也

就是把Ｖ
１００
（ αα，α）＋Ｍ

１００
（ αα，α）完全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

在 αα和 α这两类中，无非是把Ｖ１００＋Ｍ
１００
（ ）＝Ｃ

２００
（ ａ）完

全转化为货币。

显然，生产生产资料的这个类是由许多分类组成，这些分类本

身一方为他方提供生产资料——全部地或只是部分地提供。因此，

在其中一个类中表现为Ｃ的东西，在另一个类中则分解为Ｖ＋Ｍ。

换句话说，它们能在“间接的”分类中实现Ｖ＋Ｍ，那只是因为Ｃ在

“直接的”分类中分解为Ｖ＋Ｍ。

［１７９］现在来谈谈 （ｂ）、 ββ、 β各类。

首先流回到 （ｂ）的是１５０镑＝ （ｂ）、 ββ、 β中起初支付

的工资额。

（ａ）的产品直接转化为３００镑＝各个类花在工资上的总额，

而流回到 （ｂ）的只是这个数额的一半，即等于 （ａ）（ αα， α）

＋ （ｂ）（ ββ， β）的剩余价值的一半。

在 （ａ）和 αα、 α之间的流通中，转化为货币Ｃ２００（ ａ）的

货币资本，为使 αα、 α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转化为货币形式

而进行流通。

相反，无论是流往 （ｂ）（ ββ和 β）还是流往 （ａ）、 αα和

α的货币，只能等于这样一笔剩余价值量，它从 （ａ）那里直接

以货币形式流回到 （ｂ）那里，以实现 （ａ）的剩余价值，并且是由

各笔从 αα和 α那里靠Ｃ（ ａ）而得到的货币构成的。这就是

说，作为可变货币资本能从 ａ、 αα和 α直接流回到 （ｂ），从

而间接流回到 ββ、 β那里的，只能是等于（Ｍ
５０
ａ＋Ｍ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这

一剩余价值量的价值额，或者一般说来也就是Ｍ
ａ
（ ａ）、Ｍ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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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Ｍ
ａ
（ α）这一剩余价值量。在这里，这些Ｍ 的量是拉平了的，

因为各个部门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假定是相等的。不等的剥削不会

改变运动的进程，而只会使Ｍ 的分配细节发生变形。

因此，结论是这样：只有等于Ｍ（ ａ）的货币量才能从 （ａ）

直接流回到 （ｂ）那里。

等于Ｃ（ ａ）的货币量必须从 （ａ）流回到 αα、 α那里。

这个货币量的价值等于（Ｖ＋Ｍ）（ αα， α）。因此，这个货币

量减去Ｖ（ αα， α）就等于Ｍ（ αα， α），——这是 αα、 α类

能还给 （ｂ）类等等的唯一的东西。

总之，归根到底，Ｃ（ ａ）中等于Ｍ（ αα、 α）的数额通过迂

回道路（经过 αα、 α）流回到 （ｂ）那里，等等。

最后，应当指出，（ａ）的产品总价值是通过全部社会可变货

币资本同这一产品相交换而转化为货币的。 （ａ）＝３００镑，并靠

Ｖ
５０
ａ、Ｖ

５０
αα、Ｖ

５０
α、Ｖ

５０
ｂ、Ｖ

５０
ββ、Ｖ

５０
β而转化为货币。其中Ｖ

５０
ａ留在 （ａ）本身

那里，并充当同 αα、 α和 （ｂ）、 ββ、 β各个类进行２５０镑流

通的媒介。 （ａ）的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以实物形式进入 （ａ）生

产者的消费。［它的等于］Ｖ
５０
（ ａ）的并在 （ａ）内部用于支付工资

的部分，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那里。相反，（ａ）的全部产品以实物

形式出售给 （ａ）等等的工人。

（ｂ）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情况就不同了。它等于Ｃ
２００
（ ｂ）

＋Ｖ
５０
（ ｂ）＋Ｍ

５０
（ ｂ）。这一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以实物形式出

售给工人。因此，Ｖ
５０
（ ｂ）不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相反，Ｍ

５０
（

ｂ）由这个类本身直接以实物形式消费。如果说为此需要有货币以

完成Ｍ
５０
（ ｂ）的流通，那么这是Ｍ

５０
（ ｂ）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这

一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应由他们自己预付，并流回到他们自己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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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量视他们为这一流通所预付的货币在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而

定。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这一流通需要２５镑，那么，在这一流通完

成以后，这２５镑仍象以前那样处在 （ｂ）资本家手中，充当他们的

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总流通的等于２５镑的部分没有任何应由它

来完成的其他职能。

（ａ）的去掉社会工资而剩下的货币基金＝３０镑，这是由

（ａ）的这一产品价值转化来的，只用于剩余价值的流通，这一剩余

价值等于 （ａ）的剩余价值和包含在（ αα、 α）类的生产资料中

的剩余价值，但不是用于 （ｂ）、 ββ和 β类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这３００镑先把Ｃ
２００
ａ ＋Ｖ

５０
ａ＋Ｍ

５０
ａ转化为货币。Ｖ

５０
ａ——也就是它

的货币形式——留下来被用于重复进行 （ａ）的资本家和工人在

本领域内的流通，并不加入进一步的流通。Ｍ
５０
（ ａ）在 （ａ）类本

身内直接转化为货币，并形成工资Ｖ
５０
（ ｂ）的回流形式，因而它

在这里不会把任何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Ｃ
２００
（ ａ）分解为Ｖ

５０
（

αα）＋Ｍ
５０
（ α）＋Ｖ

５０
（ α）＋Ｍ

５０
（ α），而且这Ｍ

５０
（ αα）和Ｍ

５０

（ α）在 （ｂ）、 ββ、 β等类内只是把工资，而不是把剩余价值转

化为货币。

因此，劳动基金只充当剩余价值Ｍ
５０
ａ、Ｍ

５０
αα和Ｍ

５０
ββ的流通手段。

就所有这三个类别来说，货币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并且作为这

些类别是 （ｂ）、 ββ和 β的可变资本到 （ｂ）的回流。

因此，（ｂ）类的货币基金首先等于１５０镑，是 ａ、 αα和

α实现剩余价值后从它们那里转来的，再加上这个类本身为Ｍ
５０

（ ｂ）的流通而支付的并流回的２５镑。这样，总共为１７５镑。

这１７５镑中有：２５镑——用于在本类内部进行Ｍ
５０
（ ｂ）的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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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镑——由本类掌握，留在本类内使Ｖ
５０
（

ｂ）转化为货币。

因此，（ｂ）的产品价值形态（以及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

币）现在是这样：

（ｂ）：Ｃ
１００
ｂ（Ｗ）＋Ｃ

１００
ｂ（货币形式）＋Ｖ

５０
ｂ（货币形式）＋（消费基金

＝Ｍ
５０
ｂ）＋２５镑货币，后一部分货币是为Ｍ

５０
的流通而预付的，并

在这一流通完成后又流回到 （ｂ）类。

因此，（ｂ）只能为 ββ和 β这两类提供等于１００镑的货币

＝Ｖ
５０
（ ββ）＋Ｖ

５０
（ β）；也就是说，只是它们所消耗的可变资本

的回流所必需的货币。

［１８０］所以，在考察同 ββ和 β的进一步的流通时还要考虑

到的 （ｂ）部分已缩小到：

（ｂ）：Ｃ
１００
ｂ（Ｗ）＋Ｃ

１００
ｂ（货币）。

（ｂ）用这１００镑向 ββ购买１００镑的商品，由此转化为：

（ｂ）：Ｃ１００ｂ（Ｗ）＋Ｃ
１００
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相反：现在 ββ是：

（ββ）：
＋

＋

Ｃ１５０ββ＋Ｃ
５０
ββ（货币形式）

Ｖ５０ββ（商品形式）＋Ｖ
５０
ββ（货币形式）

Ｍ５０
ββ（商品形式）。

  ５０镑货币留在 ββ类中，是可变资本Ｖ
５０
ββ的货币表现，而且

ββ用５０镑购买 ββ的生产资料（虽然这些货币假定用于Ｍ
５０
ββ）。

这样就得出：

（ββ）：Ｃ
２００
ββ（Ｗ）＋Ｃ

５０
β（Ｗ）＋Ｖ

５０
ββ（货币形式），而对于 （β）来说就

是：Ｃ
２００
β ＋Ｖ

５０
ββ（货币形式）＋Ｍ

５０
β（商品形式）。

于是，来自 （ａ）、 αα和 α等类的货币被分配；而且，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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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ｂ、 ββ和 β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货币必须由这些类本

身预付。

例如，如果我们假定， β类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流通预付５０

镑货币，那么，它就用这５０镑向 （ｂ）购买商品，而 （ｂ）现在呈现为：

（ｂ）：
＋
Ｃ５０ｂ（Ｗ）＋Ｃ

５０
（货币形式）

Ｃ１００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ｂ）用这５０镑购买ββ的生产资料，因而现在呈现为：

（ｂ）：Ｃ
１５０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Ｃ

５０
ｂ（Ｗ）。

（ββ）则相反呈现为：

（ββ）：Ｃ
１５０
ββ（Ｗ）＋Ｃ

５０
β（Ｗ）＋５０镑货币（＝Ｍ

５０
ββ）。

假定 ββ用这５０镑向 （ｂ）购买商品，而 （ｂ）又购买 ββ

的商品，那么：

（ｂ）：Ｃ
２００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ββ）：Ｃ
１００
ββ＋Ｃ

５０
β（Ｗ）＋５０镑货币形式。

ββ用这５０镑购买 β的生产资料，因而：

（ββ）：Ｃ
１００
ββ＋Ｃ

１００
（ β的生产资料）。

（β）：Ｃ
２００
β ＋Ｖ

５０
β（货币形式）和用于剩余价值流通的５０镑。

于是，这种分配就已经完成。

［１８１］ （ｂ）的产品＝３００镑，完全进入各类资本家的消费基

金，他们在这些产品上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Ｍ
５０
（ ａ）＋Ｍ

５０
（ αα）＋Ｍ

５０
（ α）＋Ｍ

５０
（ ｂ）＋Ｍ

５０
（ ββ）＋

Ｍ
５０
（ β）＝ （ｂ）的３００镑。

但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只有１５０镑＝Ｖ
５０
（ ａ）＋Ｖ

５０
（

αα）＋Ｖ
５０
（ α）流回到 ｂ那里，也就是说，按我们的假定，这等于

可变资本（ ｂ等等的）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所必需的量。但是，这些

货币不是作为 （ｂ）的商品和 （ｂ）的工资等等之间的流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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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流通，而首先是直接作为 （ｂ）、 ββ和 β之间的流通手

段进行流通，这样就能使这种循环不断重新进行。因此，这些货币

被Ｖ
１５０
（ ｂ， ββ， β）完全吸收，不能用于这三个分类内部的剩

余价值的流通。

所以，在这些领域内，货币应被资本家用作剩余价值的流通手

段。我们首先假定用于Ｍ
５０
（ ｂ）的是２５镑。这２５镑留在这个领

域内，也就是说，大致相当的货币量留在这里，虽然其中的单个成

分可以同总流通的其他货币成分换位。在这种场合下，这些货币应

由其他领域的这种货币成分所替代。在 （ａ）中，只是在 （ａ）的工

人和资本家之间才发生货币流通（＝５０镑等等），同样，在这里只

是在 （ｂ）的资本家之间才发生货币流通，而且流通的货币量等

于２５镑（用于实现Ｍ
５０
ｂ）。

我们假定，为了使 ββ、 β类中留下的１５０镑剩余价值进行

流通，同样需要５０镑。它们在这两个分类之间如何分配，这是无关

紧要的。它们流回到它们被花费的地方。

如果现在撇开使Ｍ
５０
（ ｂ）实现流通的２５镑货币，那么，流回

到 （ａ）、 αα、 α类的１５０镑就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

收入的形式）。

我们先来考察 （ｂ）（撇开等于Ｍ
５０
ｂ的剩余价值不谈，它作为

产品进入 （ｂ）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而为了使它流通，资本家预付

了２５镑）：

Ｃ
１００
ｂ（Ｗ）＋Ｃ

１００
ｂ（货币）＋Ｖ

５０
ｂ（货币）。

原来代表剩余价值（５０镑）的一部分货币，现在是可变资本

Ｖ
５０
（ ｂ）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其次，Ｃ
１００
（货币形式）是 （ｂ）的一半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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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２００
（ ｂ）的货币形式首先靠 αα、 α类所耗费的剩余价值

提供。（因为只有花费在 （ａ）中的 ｂ的可变货币资本才流回。）

如果 αα、 α的剩余价值提供了这些货币的一半，那么，另一半

应当由 ββ、 β的剩余价值提供。

于是， ββ类中花费了１００镑。在这里它们实现等于Ｖ５０ββ（Ｗ）＋

Ｍ
５０
ββ的量。

（ｂ）：Ｃ１００ｂ（Ｗ）＋Ｃ
１００
ｂ（货币），——转化为：

（ｂ）：Ｃ
１００
ｂ（Ｗ）＋Ｃ

１００
（ββ的生产资料）。

至于 ββ，那它首先必须补偿等于Ｖ
５０
ββ的工资。因此，这个量被

截留下一部分。等于５０镑的量作为 （ｂ）的不变资本部分，形成

ββ的回流的可变货币资本。这个量往下不予考虑。

［１８２］现在 ββ＝Ｃ
２００
ββ＋Ｖ

５０
ββ（货币形式）＋Ｍ

５０
ββ（货币形式）。｛５０

镑货币Ｖ
５０
——可变资本的回流货币形式。它们仍被吸收在这个

领域中。｝

如果现在 ββ花５０镑（Ｍ
５０
ββ）用来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而不

是用来补偿一部分不变资本，那么：

（ｂ）（扣除货币形式上的Ｖ
５０
ｂ和不再进一步进入一般流通的

Ｍ
５０
ｂ以后）：

Ｃ
１００
ｂ（ ββ提供的生产资料）＋Ｃ

５０
ｂ（Ｗ）＋Ｃ

５０
ｂ（货币）；

而 ββ（扣除货币形式上的Ｖ
５０
ββ和消费基金Ｍ

５０
ββ以后）：

Ｃ
２００
ββ；最后， β：Ｃ

２００
β ＋Ｖ

５０
β＋Ｍ

５０
β。

（ｂ）把５０镑货币转化为 ββ的生产资料， ββ使之转化为

β的生产资料，在后者那里，这５０镑（Ｖ
５０
β）转化为货币形式。

（ｂ）类所吸收的货币不再进一步用于 （ｂ）、 ββ和 β之间的流

通。于是就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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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
１５０
ｂ（ββ的生产资料）＋Ｃ

５０
ｂ（商品）。

ββ：Ｃ
１５０
β ＋Ｃ

５０
（β的生产资料形式）。

β：Ｃ
２００
β ＋Ｖ

５０
β（货币形式）＋Ｍ

５０
β，或者进入进一步的流通：

β：Ｃ
２００
β ＋Ｍ

５０
β。

为了剩余价值（Ｍ
５０
β）的进一步流通，仍然要预付货币。在当前

的场合，我们假定 ββ预付２５镑来购买 β的生产资料。于是对

ββ来说，这２５镑现在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但对 β来说，

则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和流通形式。 β用这２５镑购买 （ｂ）

的消费资料；在这种场合，我们得出：

（ｂ）：Ｃ
１５０
ｂ（ββ的生产资料）＋Ｃ

２５
ｂ（Ｗ）＋Ｃ

２５
ｂ（货币）。

ββ：Ｃ１５０ββ＋Ｃ
７５
（β的生产资料）。

β：Ｃ
２００
β ＋Ｍ

２５
β。

（ｂ）用２５镑向 ββ购买生产资料， ββ用２５镑购买 β的

生产资料。这样，我们就得出：

（ｂ）：Ｃ
１７５
ｂ（ββ的生产资料）＋Ｃ

２５
ｂ（Ｗ），

ββ：Ｃ
１２５
ββ＋Ｃ

１００
（β的生产资料），

β：Ｃ
２００
β ＋２５镑货币。

β用２５镑向 （ｂ）购买消费资料， （ｂ）用这２５镑向 ββ

购买生产资料，２５镑又流回到 ββ那里。因此：

（ｂ）：Ｃ
２００
ｂ（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ββ：Ｃ
１００
ββ（ 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
１００
ββ（ β的生产资料形式）＋２５镑货币。

β：Ｃ
２００
β 。

如果 ββ立即预付５０镑，那么：

起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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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
１５０
ｂ（ ββ的生产资料）＋Ｃ

５０
ｂ（ ｂ的商品），

ββ：Ｃ
１５０
ββ＋Ｃ

５０
（ β的生产资料形式）＋５０镑货币，

β：Ｃ
２００
β ＋Ｍ

５０
β。

［１８３］这样一来：

ββ用５０镑向 β购买生产资料，因而取得这样的形式：

ββ：Ｃ
１５０
ββ＋Ｃ

１００
（ β的生产资料）。

β把５０镑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因而取得的形式是：Ｃ
２００
β 。

最后，（ｂ）用这５０镑向 ββ购买生产资料，因而取得这样

的形式：Ｃ
２００
ｂ（ β的生产资料）。５０镑又流回到 ββ那里，于是我

们就得出：

（ｂ）：Ｃ２００ｂ（ ββ的生产资料），

ββ：Ｃ
１１０
ββ（Ｗ）＋Ｃ

１００
ββ（ β的生产资料）＋５０镑货币，

β：Ｃ
２００
β 。

在这种场合下，５０镑通过 β和 （ｂ）后，经一次周转而流回

到 ββ那里（进行了三次周转：实现 β的５０镑商品、（ｂ）的５０

镑商品、 ββ的５０镑商品）。由于这最后一项交换，它们流回到

ββ那里。

相反，如果只花费２５镑，那么５０镑就会分两次流回到 ββ那

里，并总共完成六次周转。

用于 （ｂ）Ｍ
５０
ｂ的流通的货币，只是在这一范围内作为剩余价

值的货币形式，作为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直接进行流通。

在我们提出的前提下，最初从 （ａ）、 ββ和 α直接流回到

（ｂ）的货币，无非是 （ｂ）、 ββ和 β中所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

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然而，就 （ｂ）、 ββ和 β中后来预付的那些货币来说，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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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依次作为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它们的

流通手段）发挥职能，但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些货币，这些货币

是为了这些类内部的剩余价值的流通而预付的。它们表现为货币

形式Ｃ
１００
ｂ ，而Ｃ

１００
ｂ 分解为Ｃ

１００
ββ（因为Ｃ

１００
ｂ 已分解为Ｖ

５０
ββ＋Ｖ

５０
β）

  （Ｖ
５０
ββ＋Ｍ

５０
ββ，以及Ｍ

５０
ββ＋Ｍ

５０
β）。

到现在为止所考察的全部货币流通，归根到底只是 （ａ，ｂ）和

（αα，α，ββ，β）类中可变货币资本的流通，并且是充当这两类中剩

余价值的流通手段。但是，同这种流通完全无关的还有：

（Ａ）生产资料（ａ）       （Ｂ）生产资料（ｂ）

αα：Ｃ
１００
αα（Ｗ）＋Ｃ

１００
α（Ｗ） ＋ ββ：Ｃ

１００
ββ（Ｗ）＋Ｃ

１００
β（Ｗ）

α：Ｃ
２００
α（Ｗ）。 ＋ β：Ｃ

２００
β

首先应当指出， ββ、 β一方同 αα、 α这另一方之间不发

生任何流通。（实际上，对两个类来说，许多生产资料是共同的。）

只有当Ｃ
１００
αα（Ｗ）等等、Ｃ

２００
α（Ｗ）等等是由各工业部门的产品组成时，

在这些领域内才发生流通；Ｃ
１００
ββ（Ｗ）、Ｃ

１００
β 的情况也是这样。Ｃ

１００
αα（Ｗ）和

Ｃ
２００
α（Ｗ）之间只有发生进一步的交换，货币才在这两个类之间流通

（但这同已处于应有位置的Ｃ
１００
α（Ｗ）部分无关）。

ββ等等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因此，总流通的价值额分解为两个独立部分，其中一部分被预

付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上，另一部分在以各种实物形式

再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流通。如果认为全部产

品都是用消费者所花费的货币额（即工资＋资本家收入）来购买

的，或者认为这一货币额可供全部产品流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预付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上的货币用于不变资本的流通，这只

是从下述这一点来看的：代表本生产领域的资本不变部分的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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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消费资料的价值，应当同不变资本生产领域中代表Ｖ＋Ｍ 本身

的生产资料相交换；另一方面，这只是从这样一点来看的：这种交

换又决定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

［（ｅ）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不相等的各种

情况下，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假定工资大于剩余价值

  到现在为止，假定工资和剩余价值是相等的。如果我们假定工

资大于剩余价值，那么，由于一切生产条件假定不变，同一个年工

作日（等于每日劳动一定小时的一定数量的工人）就表现在６００镑

价值上，即消费基金的价值上，这一基金一部分由工人的消费资料

组成，一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组成。

到现在为止是假定６００２＝工人消费基金和
６００
２＝资本家消费基

金。而我们现在假定，６００的２
３即４００是工人的消费基金和６００的

１
３即２００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在原有的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工人每天为自己劳动的部分增

大（不是１
２，而是

２
３），为资本家劳动的部分减少（不是

１
２，而是

１
３）。

工作日划分的这种变化，要求为工人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人

数和为资本家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有所变化。

［１８４］由于活劳动和生产资料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

价值）之比不变，所以，这也要求生产 （ａ）的消费资料和生产

（ｂ）的消费资料的这两大类中的生产资料的划分发生变化。

总产品的构成如下：Ｃ
１２００
＋Ｖ

４００
＋Ｍ

２００
。

消费基金＝６００镑，其中４００镑归工人，２００镑归资本家。

（ａ）的生产使用的工人增多了 １
３（不是３００镑而是４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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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４００）；（ｂ）的生产使用的工人减少了

１
３（２００镑：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２００）。

工业部门 ａ＋ （ｂ）的产品价值应等于６００镑（＝Ｖ
４００
＋

Ｍ
２００
）。

工业部门 （ａ）的产品价值＝４００镑，（ｂ）＝２００镑。

现在的问题是，这４００镑（产品价值）如何分解为Ｃ＋Ｖ＋Ｍ。

为生产这４００镑而使用的工人人数应当比生产３００镑所需要

的工人人数多１
３（因为生产条件相同）。为生产３００镑所使用的劳

动力的价值等于５０镑。现在它应当等于５０镑＋５０镑３＝６６
２
３镑。

但是，这６６２
３镑是根据劳动力价值按原有价格支付的。然而，

它的价格已增大 １
３（对整个社会来说从３００提高到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４００

镑）。因此，（ａ）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等于６６
２
３镑＋

１
３×（６６

２
３

镑）＝８８８
９镑。因此，Ｖａ＝Ｖ

８８８
９。

因为剩余价值是工资量的１
２，所以：

（ａ）Ｍ＝Ｍ
４４４
９以及（Ｖ＋Ｍ）（ ａ）＝１３３３

９＝１３３
１
３。

生产资料价值没有改变。因为工人人数增加１
３，所以他们所需

要的生产资料价值也增大１
３。

因此，不是２００，而是２００＋１
３×２００＝２６６

２
３。

因此，Ｃａ＝Ｃ
２６６２
３。

而 （ａ）的产品总价值＝Ｃ
２６６２
３＋Ｖ

８８８
９＋Ｍ

４４４
９＝４００。

我们现在来考察消费资料的第二部分，即等于２００镑的 （ｂ）。

过去的劳动力５０镑是同产品３００相比，而劳动力Ｘ是同产

品２００相比。或者说，５０∶３００＝Ｘ∶２００。Ｘ＝３３
１
３镑。

但是，这一劳动力比以前贵１
３，因此，它的价值等于３３

１
３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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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３３

１
３镑）＝４４

４
９镑。

因此，Ｖｂ＝Ｖ
４４４
９。

（ｂ）的剩余价值等于２２
２
９镑的一半。（以及（Ｖ＋Ｍ）（ ｂ）

＝６６２
３镑。）

（ｂ）的生产资料价值过去等于Ｃ
２００
。后来它减少

１
３，２００的

１
３等于６６

２
３。因此，２００－６６

２
３＝１３３

１
３。

因此，（ｂ）Ｃｂ＝Ｃ
１３３１
３。

因此，（ｂ）的总产品＝Ｃ
１３３１
３＋Ｖ

４４４
９＋Ｍ

２２２
９（＝２００镑）。

［１８５］所以整个 类（生活资料）等于６００镑，表现为：（ ａ）

（Ｃ
２６６２
３ａ ＋Ｖ

８８８
９ａ ＋Ｍ

４４４
９ａ）＋（ ｂ）（Ｃ

１３３１
３ｂ ＋Ｖ

４４４
９ｂ ＋Ｍ

２２２
９ｂ。

Ｃ
２６６２
３ａ 应当同 αα类的２６６

２
３相交换。这就是说，如果 αα的

不变资本部分不是由直接进入 （ａ）的商品组成，而是由应当从

α得到补偿的商品组成，那么Ｃ
２６６２
３ａ 就会等于（Ｖ＋Ｍ） αα。这就是

说，根据最初提出的假定，Ｃ
２６６２
３ａ 同 αα的商品（２６６

２
３）相交换，后

者只有一半等于（Ｖ＋Ｍ） αα，而 αα必须靠 α来补偿的另一半

则等于（Ｖ＋Ｍ） α。

于是我们得到：

（αα）Ｃ２６６
２
３αα ＋Ｖ

８８８
９αα ＋Ｍ

４４４
９αα（Ｖ＋Ｍ＝１３３

１
３）

（α）Ｃ２６５
２
３α ＋Ｖ

８８８
９α ＋Ｍ

４４４
９α （Ｖ＋Ｍ＝１３３

１
３）

两者（Ｖ＋Ｍ）
×（ αα＋ α）

＝２６６２
３＝ｃ

２６６２
３ａ 。

最后，至于 ββ和 β，那么，Ｃ
１３３１
３ｂ ＝ （Ｖ＋Ｍ）（ ββ＋

β），并在 ββ、 β和 （ｂ）的资本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均衡地分配

开来。

（ββ）Ｃ
１３３１
３ββ ＋Ｖ

４４４
９ββ ＋Ｍ

２２２
９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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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Ｃ
１３３１
３β ＋Ｖ

４４４
９β ＋Ｍ

２２２
９β 。

在这种场合下，唯一重要的是Ｃ
ｘ
ａ应当等于（Ｖ

Ｙ
＋Ｍ

Ｚ
）（ αα＋

α）

和

Ｃ
ｘ
ｂ应当等于（Ｖ

Ｙ
＋Ｍ

Ｚ
）（ ββ＋ β）。

Ｃ
ｘ
（ αα， α）同（Ｖ

Ｙ
＋Ｍ

Ｚ
）（ αα， α）以及相互之比如何

—— ββ和 β也是一样——这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一

比例在 αα、 α和 ββ、 β中是否相同，同样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很明显，在当前的场合流通比例不变，因为 （ｂ）中支

出的工资（直接为 ａ支出）是３×４４４
９＝１３３

３
９镑，并重新流回到

（ｂ）那里，用来支付 （ａ）、 αα和 α的同样等于３×４４
４
９的剩

余价值，这３×４４４
９就构成这些部门的剩余价值。

正象过去一样，我们得到：Ｖ
４４４
９ｂ 等等＝Ｍ

４４４
９ａ 等等（过去是：Ｖ

５０
ｂ

＝Ｍ
５０
ａ等等。）

现在假定，（ａ）＝３５０镑，而 （ｂ）＝２５０镑。

因为总工资价值等于 （ａ）的价值，而总剩余价值的价值等于

（ｂ）的价值，所以Ｍ
Ｖ＝

２５０
３５０＝

５
７。

（ａ）的产品３５０镑，比 （ａ）过去的等于３００的产品增加
１
６。

因此，劳动力的使用增加１
６。

５０镑劳动力∶３００镑＝Ｘ镑劳动力∶３５０镑。Ｘ＝５８
１
３镑。

但是，工人得到的工资也增加１
６；因此，（ａ）所使用的劳动力

就要增加１
６。

因此，（ａ）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５８
１
３镑＋

１
６×（５８

１
３镑）＝

６８１
１８镑。

其次，ＭＶ＝
５
７。因此，Ｍ＝４８

１１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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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使用２００Ｃ，现在增加
１
６∶２００＋

２００
６＝２３３

１
３。

  因此， ａ的产品价值总构成是：

（ａ）Ｃ
２３３１
３ａ ＋Ｖ

６８１
１８ａ ＋Ｍ

４８１１
１８ａ （＝３５０镑）。

首先，至于现在说到 （ｂ）的构成，那么产品价值［等于］２５０，

而不是３００；因此，劳动力［要］减少１
６。

５０镑劳动力∶３００镑＝Ｘ镑劳动力∶２５０［镑］

也就是说，Ｘ＝
２５０×５０
３００ ＝４１

２
３。

因此，Ｖ（ ｂ）＝Ｖ
４１２
３ａ 。因为

Ｍ
Ｖ＝

５
７，所以Ｍ＝

４１ ２
３×５
７ 。［１８６］

因此，Ｍｂ＝２９
１６
２１。

因此，Ｃｂ＝１７８
１２
２１。

因此， ｂ的价值产品＝Ｃ
１７８１２
２１ｂ ＋Ｖ

４１１４
２１ｂ ＋Ｍ

２９１６
２１ｂ （＝２５０镑）

Ｃ
２３３１
３（ ａ）＝商品２３３

１
３（αα），但这等于（Ｖ＋Ｍ） αα（Ｖ＋

Ｍ） α。

因此，（Ｖ＋Ｍ） αα＝
２３３１

３
２ ＝１１６

２
３；以及（Ｖ＋Ｍ） α＝１１６

２
３。

过去， αα和 α需要劳动力１００，才能生产出等于Ｃ（ ａ）的

价值产品２００。

要生产出价值产品２３３１
３，就要求劳动力增加

１
６。也就是需要

价值１１６２
３的劳动力。

但是，这种在数量上增加１
６的劳动力也贵

１
６。
１１６２

３

６ ＝１９
４
９。因

此，劳动力的价值＝１１６２
３＋１９

４
９＝１３６

１
９；这个数量的一半＝６８

１
１８。

因此，（αα）∶Ｖαα＝Ｖ
８６１
１８αα 和 （α）∶Ｖα＝Ｖ

６８１
１８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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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Ｍαα＝Ｍ
４８１１
１８和Ｍα＝Ｍ

４８１１
１８。

因为假定资本构成和 ａ的资本构成相同，我们就得出：

（αα）
２３３１
３αα ＋Ｖ

４８１１
１８α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α（＝３５０）

（α）
２３３１
３α ＋Ｖ

６８１
１８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 （＝３５０）。

其次， ββ、 β类的资本具有与 ｂ中相同的构成。

由此可得出总的结果：

（ａ）Ｃ
２３３１
３ａ ＋Ｖ

６８１
１８ａ ＋Ｍ

４８１１
１８ａ    ＋ （ｂ）Ｃ

１７８１２
２１ｂ ＋Ｖ

４１１４
２１ｂ ＋Ｍ

２９１６
２１ｂ

  （＝３５０）   （＝２５０）

（αα）Ｃ
２３３１
３αα Ｖ

６８１
１８α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α ＋ （ββ）Ｃ

１７８１２
２１ββ Ｖ

４１１４
２１ββ Ｍ

２９１６
２１ββ

（α）Ｃ
２３３１
３α ＋Ｖ

６８１
１８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 ＋ （β）Ｃ

１７８１２
２１β Ｖ

４１１４
２１β Ｍ

２９１６
２１β

不必详加考察先前的运动。

ａ（扣除Ｖ
６８１
１８ａ ，这花费在 ａ本身中并通过把商品卖给 ａ

的工人而流回）按价值等于２８１１７１８。其中流回到 αα、 α的是２３３

１
３，这２３３

１
３中１３６

２
１８被 αα和 α领域吸收。

流回到 ｂ的还应当有：

来自 αα、 α类的９７
４
１８

和来自 ａ类的
４８１１
１８

１４５１５１８镑

应当流回到 ｂ、 ββ和 β的总工资等于４１１４２１×３＝１２５

镑。在补偿 （ｂ）类中可变货币资本Ｖ（ｂ，ββ，β）以后，还剩下１４５

１５
１８－１２５＝２０

１５
１８镑。根据过去的假定，这些货币大约有一半就足以

使 ｂ中Ｍ
２９１６
２１ｂ 实现流通。因此， ｂ类还有余额供本类同 ββ、

β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在Ｖｂ、Ｖββ、Ｖβ恢复为货币形式以后）。因

此，在 ｂ、 ββ、 β这些领域中，花费比过去少得多的货币就足

１８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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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使剩余价值实现流通，因为流回的货币超过Ｖｂ、Ｖββ、Ｖβ由

ａ、 αα和 α转化为货币形式所必需的货币而形成一个余额。

如果象过去已经假定的，Ｖ＝Ｍ，从而消费基金的价值分为两

个相等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人的收入，另一部分是资本家的收

入，那么很明显，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只足以在一切领域中

保证这一资本本身的回流，也就是只足以向 类等等各类重新提

供支付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货币基金。｛这种流通引起一系列的流通

过程，这些过程保证了Ｃ（ ａ）同（Ｖ＋Ｍ）（ αα， α）的交换，并引

起这种交换所必需的 αα和 α之间的一系列交换，同样也引起

ｂ、 ββ、 β的可变资本的回流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媒介活

动，——这一点在上面已作了分析。｝

［１８７］ ａ的全部价值产品通过它的商品被卖给工人而转化

为货币基金。

这种产品现在以等于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的货币

形式而存在。

Ｖａ留在 ａ中，它在这里被预付以后而流回。

因此，剩下的是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

ａ用货币Ｖｂ向 ｂ购买商品，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转化

为货币以后（因为到处都是Ｖ＝Ｍ）Ｖｂ＝Ｍａ。这样一来，等于Ｍａ

的货币量正好足以把Ｖｂ的货币形式还给Ｖｂ，也就是足以使可变

货币资本 ｂ（Ｖ）流回。

但是，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Ｖａ＋Ｖｂ）＝Ｃａ，因为

价值 ａ－（Ｖａ＋Ｍａ）＝Ｃａ。

因此，Ｃａ＝４Ｖ，或者Ｃａ＝２Ｖ＋２Ｍ（因为Ｖ＝Ｍ）。

用于Ｖａ的货币在 αα、 α中被吸收。因此，起初流回到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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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Ｍ（等于Ｖββ＋Ｖβ）在这里被吸收，并只经历充当这种回流媒

介的那些流通过程。这些充当媒介的过程可以只限于Ｃｂ部分同

（Ｖ＋Ｍ） ββ的交换，并且用于Ｍββ的货币通过 ββ和 β之间

的流通最终作为货币形式Ｖβ而沉淀下来。

在当前的场合，由于Ｖ＞Ｍ，也就是说，工人比资本家得到更

多的社会消费基金，或者说，工人的总收入多于资本家的总收入，

所以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应当指出，在这一前提下， ａ的产品价值大于 ｂ的产

品价值，但两者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消费基金的总价值。这不仅要求

一切生产领域的工人在大部分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也就是说，劳

动价格要提高，而且（因为这里假定工人人数是一定的） ａ中，从

而 αα、 α中就业的工人要比过去多，而 ｂ中，从而 ββ、 β中

的工人要按同一程度减少。

由此，首先可以得出：Ｖ（ ｂ， ββ， β）＜Ｖ（ ａ， αα， α）。

但是，其次可以得出：Ｍ（ ｂ， ββ， β）＜Ｍ（ ａ， αα， α），

所以——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剩余价值量将大于所使用的劳

动力的量，或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也就是说，生产工人消费资料部

门的剩余价值量将大于生产资本家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量。

如果我们看看 ｂ的总产品价值，那么 （ｂ）：

Ｃｂ＋Ｖｂ＋Ｍｂ＝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其次：Ｍａ

＋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

应当完成到 ｂ的回流等等的货币至少要等于Ｍａ＋Ｍαα＋

Ｍα。因此，它大于应由 ｂ、 ββ、 β类实现的剩余价值。

 

产品 ｂ—Ｍｂ，

 或

产品Ｃｂ＋Ｖｂ＝Ｍａ＋Ｍαα＋Ｍα＋Ｍββ＋Ｍ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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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Ｍａ＋Ｍαα＋Ｍα＋Ｍββ＋Ｍβ－Ｖｂ。

显然， ｂ、 ββ、 β的序列是不准确的，因为（Ｖ＋Ｍ）（ ββ，

β）在这里不等于Ｃｂ。

［１８７］首先必须确定Ｖｂ的量，因而也必须确定Ｖββ、Ｖβ的

量，因为假定 ｂ、 ββ和 β中资本的划分是相同的。

如果根据过去的构成（３００ｂ＝Ｃ
２００
＋Ｖ

５０
＋Ｍ

５０
）计算，那么５０

∶３００＝Ｘ∶２５０

Ｘ＝４１１２１８。

但是，劳动力的价格提高１
６。

所以，Ｘ＝４１１２１８＋
４１１２
１８

６＝４８
１１
１８。

因此，Ｖｂ＝４８１１１８＝Ｖ
４８１１
１８ｂ 。

Ｍ∶Ｖ＝５∶７。因此，Ｍ＝３４
９１
１２６。

Ｃｂ＝２５０－（４８
１１
１８＋３４

９１
１２６）。Ｃｂ＝１６６

８４
１２６。

Ｃｂ＝１６６
８４
１２６，又＝２（Ｖｂ＋Ｍｂ）。

因此得到： ｂ＝Ｃ
１６６８４
１２６ｂ ＋Ｖ

４８７７
１２６ｂ ＋Ｍ

３４９１
１２６ｂ 。

但是Ｖ
４８７７
１２６ｂ ＝Ｖ

４８１１
１８ｂ ，从而等于Ｍ

４８１１
１８ａ 。

因此，Ｖｂ＝Ｍａ。 Ｖ（ｂ，ββ，β）＝Ｍ（ａ，αα，α）。

［１８８］因此，在假定Ｍ＝Ｖ的第一个前提下，我们认为Ｍａ会

补偿Ｖｂ等等，这样来说明过程是不准确的。

在这里，由于Ｖ＞Ｍ，则Ｖ∶Ｍ＝７∶５。于是，Ｖ＝
７
５，然而Ｍａ

等等等于Ｖｂ，虽然Ｍａ＜Ｖａ和Ｍｂ＜Ｖｂ。

我们预先就可以断定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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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得出：

（１） ｂ的产品价值＝Ｃｂ＋Ｖｂ＋Ｍｂ。

（２）Ｃｂ＝Ｖββ＋Ｍβ＋Ｖβ＋Ｍβ。

这也就是说， ｂ的产品的资本不变部分以它完全进入资本

家消费的形式而存在，——正象Ｃａ完全进入工人消费一样。

因此，Ｃｂ完全要靠ββ的生产资料来补偿。但是，因为Ｃｂ（在

价值上）大于Ｖββ＋Ｍββ，所以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Ｃββ

的一部分，即作为Ｃββ不变部分的那部分商品进入Ｃｂ的生产，并

且只有Ｃββ的一部分才能进入Ｃββ的再生产，而另一部分则应转

化为 β商品的实物形式。 β的这部分补偿Ｃββ部分的产品，是β

这一产品超过它的构成Ｃβ的那个部分而形成的余额，也就是超

过 β为Ｃββ而生产的那个部分而形成的余额；这个余额等于Ｖβ

＋Ｍβ。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那就只存在 ββ类，而不存在 β类

了。

（３）因此， ｂ的产品价值＝Ｖββ＋Ｍββ＋Ｖβ＋Ｍβ＋Ｖｂ

＋Ｍｂ。

但是，其次：

（４） ｂ的产品价值＝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

因为社会剩余价值Ｍ（ａ，αα，α，ｂ，ββ，β）等于 ｂ的产品价值，

或者等于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资本家的收入等于他们的消费基金

的价值，正如工人的收入等于 ａ的产品价值，即等于工人的消费

基金。

由此得出：

（５）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Ｖｂ＋［Ｍ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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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ββ＋［Ｍββ］＋Ｖβ＋［Ｍβ］①。

如果从这个等式的两边去掉Ｍｂ、Ｍββ和Ｍβ，那么只剩下：

（６）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

换句话说， ａ＋ αα＋ α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应当等于

ｂ、 ββ和 β中花费在工资上的数额。

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这样解决：

ｂ的产品＝（１）Ｃｂ＋Ｖｂ＋Ｍｂ，

   或＝（２）（Ｖββ＋Ｍββ＋Ｖβ＋Ｍβ）＝Ｖｂ＋Ｍｂ。

全部产品由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组成。这种产品的价值＝资本

家的收入量＝所有各个类的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在这一

产品中，应由 ｂ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消费的只有Ｍｂ、Ｍββ＋

Ｍβ，也就是 ｂ、 ββ、 β这些类本身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如

果资本家消费过多，他们就要把Ｃｂ或Ｖｂ部分用作个人消费（公

式）。

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不变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

扣除这部分进入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产品以后，剩下的是Ｖｂ＋

Ｖββ＋Ｖβ。这是 ｂ的可变资本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是存在于这样

的实物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不是被生产它的工人消费，而是被

资本家消费。 ｂ的资本家把这部分产品的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

给工人。这些货币在 ａ内，进一步在 αα和 α之间进行分配。

因为Ｖｂ＋Ｖββ＋Ｖβ应以 ａ、 αα、 α的实物形式被购买

（假定是简单再生产），所以很清楚，（Ｖｂ＋Ｖββ＋Ｖβ）应当等于（Ｍａ

＋Ｍαα＋Ｍα），因为（Ｖｂ＋Ｖββ＋Ｖβ）价值可以由 ａ、 αα、 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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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仅仅用他们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剩余价值额来补偿。

（在这全部论述中，无论是对 ａ、 αα、 α来说，还是对 ｂ、

ββ、 β来说，下面这种情况完全是偶然的：例如，按照我们的假

定，Ｖａ＝Ｖαα和Ｖαα＝Ｖα，同样Ｖｂ＝Ｖββ和Ｖββ＝Ｖβ；其次，Ｍａ

＝Ｍαα＝Ｍα和Ｍｂ＝Ｍββ＝Ｍβ。Ｖａ可以大于Ｖαα等等， β和

ββ等等也是如此，唯一的规律是：

 

Ｃａ＝（Ｖαα＋Ｖα＋Ｍαα＋Ｍα）；Ｃｂ＝（Ｖββ＋Ｖβ＋Ｍββ＋

  Ｍβ）；

最后：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

［１８９］ ａ的产品＝（１）Ｃａ＋［Ｖａ］＋Ｍａ＝［Ｖａ］＋Ｖαα＋Ｖα＋

Ｖｂ＋Ｖββ＋Ｖβ。

如果我们从这个等式的两端取出Ｖａ，那就得出：

（２）Ｃａ＋Ｍ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

因此：（３）［Ｖαα］＋Ｍαα＋［Ｖα］＋Ｍα＋Ｍα＝［Ｖαα］＋［Ｖα］＋

Ｖｂ＋Ｖββ＋Ｖβ；如果我们取出等式的同等成分，则得到：（４）Ｍαα＋

Ｍα＋Ｍａ＝Ｖｂ＋Ｖββ＋Ｖβ。

因此，我们直接从 ａ以及 ｂ等等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Ｃａ＝Ｖαα＋Ｍαα＋Ｖα＋Ｍα。

同样，Ｃｂ＝Ｖββ＋Ｍββ＋Ｖββ＋Ｍβ。

现在我们发现， ａ、 ｂ等等所有各类的流通所提供的货币

使Ｃａ得到实现，因而也服务于（Ｖαα＋Ｍαα）＋（Ｖα＋Ｍα）的流通。

相反，它为Ｃｂ提供的货币对于Ｃｂ的等价物（Ｖββ＋Ｍββ＋Ｖβ＋

Ｍβ）的流通来说却是不够用的。它提供的货币只够用来实现这一

等价物中等于（Ｖββ＋Ｖβ）的那一部分的流通。

但是实际上，在完成到 ｂ的回流的货币中，在实现Ｃａ＋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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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中，有一部分价值（＝Ｍａ）直接流往 ｂ；另一部分等于Ｃａ

的价值在 αα、 α类中使等于Ｖαα＋Ｖα的量游离出来，并经过

ｂ把等于Ｍαα＋Ｍα的另一个量送往 ββ、 β。

然而，因为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所以货币量由于

Ｃａ＋Ｍａ实现Ｖｂ＋Ｖββ＋Ｖβ而流通。

全部流通归根到底归结为等于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的

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正如起初实现 ａ的产品的货币量（扣

除 ａ中所花费的并且流回到 ａ这里的Ｖａ）是由 ａ类以外的

各个类中所花费的可变货币资本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组成

的一样。

在 ａ最初借以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些货币中——即全部已

花费的可变资本量中——等于Ｖａ的那部分本身已被花费和吸

收，因而不再进入总流通。等于Ｍａ的另一部分直接流回到 ｂ那

里。这个Ｍａ部分是否等于Ｖｂ部分，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补

偿不了Ｖｂ，Ｍαα＋Ｍα就要大于Ｖββ＋Ｖβ，——只要Ｍａ＋Ｍαα＋

Ｍα＝Ｖｂ＋Ｖββ＋Ｖβ。所有这些货币起初都流到 ｂ那里，因此 ｂ

先把Ｖｂ转化为货币，然后使余额继续流通。

相反，Ｃａ（等于Ｖαα＋Ｍαα＋Ｖα＋Ｍα）先经过这后两类，对 ａ

和 αα之间， αα和 α之间的流通发生影响，但是在它对这不

同的各类之间的必要的产品交换发生影响以后，这些货币并不留

在这些类中，而是补偿 ｂ、 ββ和 β的可变货币资本，通过各种

交换充当这一过程的媒介。

等于 的货币基金是由所有各个类按其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而

依比例提供的。这一货币基金首先补偿 ａ本身中预付的Ｖａ；它

实现（Ｖ＋Ｍ）（ αα＋ α），在这里留下Ｖ（ αα＋ α），然后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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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Ｍａ＋Ｍαα＋Ｍα的货币量送往 ｂ，在这里直接实现Ｖｂ，尔后

实现Ｖββ＋Ｖβ。它的运动至此结束。它不再继续周转。它协助实

现的 ｂ、 ββ和 β之间的商品的所有其他各种换位，只是这样

一些阶段，这些阶段充当可变货币资本回流的媒介，或者说，充当

可变货币资本周转的媒介。

因此，正是可变货币资本成为这一切交易的媒介。

但是，在余额中还留有等于Ｍ（ ｂ、 ββ、 β）的剩余价值部

分，它不能靠这一货币资本实现流通，它的流通需要预付特别的货

币量。

在实际运动中，货币例如可以在所有各个类中预付在剩余价

值上，正如在所有各个类中都应当预付可变资本一样，同时运动是

交错进行的。例如， αα不必靠货币从 ａ回流而来购买剩余产

品。但是情况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已知流通的一定速度，那么，

实际处于周转中的货币量和处于运动中的货币量不可能多于实现

ａ的全部产品所必需的货币（当然，交易的次数越频繁，充当周

转媒介的循环次数越多，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少），也就是可变资本

＋部分剩余价值（ ｂ、 ββ、 β）转化为货币所必需的货币。因为

在各个类中，各方面都把货币用于Ｍ，所以，或者必定更多地出现

货币无益停滞的现象（因为流通的货币多于正常情况下的需要），

或者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例如， ａ、 αα和 α中在剩余价值

上花费了货币，而在 ｂ、 ββ、 β中不需要花费了。

［１９０］假定工资小于剩余价值

我们起先假定Ｖ＝Ｍ，后来假定Ｖ＞Ｍ。最后，假定Ｖ＜Ｍ。

这样一来，如果说过去我们假定 ａ从３００增加到３５０， ｂ

从３００减少到２５０，那么现在我们假定情况相反： ａ从３０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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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５０， ｂ从３００增加到３５０。

ａ的产品价值＝２５０镑（
５
１２工作日体现在２５０（ ａ）中，而工

作日则体现在３５０（ ｂ）中）。（２５０∶３５０＝５∶７。）生产３００需要５０

镑劳动力，因此，生产２５０则需要４１２
３镑劳动力。

但是， ａ中不仅使用的劳动力减少
１
６，而且由于整个工作日

的划分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增加了，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了，所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也下跌了。这也就是说，劳动总价

格从３００下跌到２５０，即下跌５０，３００∶５０＝６，即下跌１
６。

按原有价格４１２
３＝ＶＩａ。应把这个［数字］除以６，再从４１

２
３减

去商数。

４１２
３的

１
６＝６

１７
１８。

４１２
３，或４１

１２
１８－６

１７
１８＝３１

１３
１８。

因此，Ｖａ＝３４
１３
１８＝Ｖ

３４１３
１８ａ 。

其次，Ｖａ∶Ｍａ＝２５０∶３５０＝５∶７。

因此，同样３４１３１８∶Ｍａ＝５∶７。因此，Ｍａ＝４８
１１
１８。

实际上，现在 ａ中的划分同过去 ｂ中的划分是一样的，只

是Ｍ 和Ｖ互换了位置。过去Ｍｂ等于３４１３１８（现在是Ｖａ等于这一

数额）和Ｖｂ＝４８
７７
１２６（＝４８

１１
１８），而现在是Ｍａ等于这一数额。

因此，我们得出：

Ｖａ＝３４１３１８和Ｍａ＝４８
１１
１８。

２５０－（Ｖａ＋Ｍａ）＝１６６
１２
１８（或者，在前面第１８７页下半页

①是

１６６８４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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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ａ）＝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ａ ＋Ｖ

３４１３
１８ａ ＋Ｍ

４８１１
１８ａ （＝２５０镑）

（αα）＝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αα ＋Ｖ

３４１３
１８α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α

（α）＝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α ＋Ｖ

３４１３
１８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 ，

同样，我们得出：

（ｂ）＝Ｃ
２３３１
３ｂ ＋Ｖ

４８１１
１８ｂ ＋Ｍ

６８１
１８ｂ

（ββ）＝Ｃ
２３３１
３ββ ＋Ｖ

４８１１
１８ββ ＋Ｍ

６８１
１８ββ

（β）＝Ｃ
２３３１
３β ＋Ｖ

４８１１
１８β ＋Ｍ

６８１
１８β 。

  Ｖ（ａ，αα，α）＜Ｖ（ｂ，ββ，β），所以——因为在这些类中使用较少

的劳动力——Ｍ（ａ，αα，α）小于Ｍ（ｂ，ββ，β）。

然而，尽管Ｍａ等等的量小于Ｍｂ等等的量，但这并不会改变

到处都遵循的比例Ｖ＝
５
７Ｍ（在所有各个类中）。Ｖａ的货币形式是

３４１３１８，后者在 ａ中预付并流回到 ａ那里。

如果从２５０减去Ｖ
３４１３
１８，那么还剩下２１５５

１８。

Ｃａ＝Ｖ（αα＋α）＋Ｍ（αα＋α）＝Ｖ
６９８１８
αα＋α＋Ｍ

９７４１８
αα＋α。

Ｖ（αα，α）留在 （αα，α）中，而为了转化为货币而转到 ｂ中的

可变资本量则等于：

Ｍ
４８１１
１８ａ ＋Ｍαα＋Ｍα＝３×４８

１１
１８＝１４５

１５
１８＝３Ｖ（即Ｖｂ，Ｖββ，

Ｖβ）。

和以前同样的一条规律得到证实：

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

过去已经表明， ｂ、 ββ和 β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

币量较少，因为工资较多，而且总流通的较大部分是工资的流通所

需要的；现在， ｂ、 ββ和 β的剩余价值的流通扩大了，而在充

当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ａ 或整个Ｃａ和 αα、 α之间的流通媒介的货币量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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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用于Ｖ，而大部分用于实现Ｍ（αα，α），用于同 ｂ之间的流通。

［１９１］我们先把到此为止所获得的结果列一个总表：

（ ）Ｖ＝Ｍ。

（ａ） Ｃ２００ａ ＋Ｖ
５０
ａ＋Ｍ

５０
ａ ＋ （ｂ） Ｃ２００ｂ ＋Ｖ

５０
ｂ＋Ｍ

５０
ｂ

（＝３００镑） （＝３００镑）

（αα）Ｃ２００αα＋Ｖ
５０
αα＋Ｍ

５０
αα ＋ （ββ）Ｃ２００ββ＋Ｖ

５０
ββ＋Ｍ

５０
ββ

（＝３００镑） （＝３００镑）

（α） Ｃ２００α ＋Ｖ
５０
α＋Ｍ

５０
α ＋ （β） Ｃ２００β ＋Ｖ

５０
β＋Ｍ

５０
β

（＝３００镑） （＝３００镑）

（ ）Ｖ＞Ｍ。

（α）Ｖ＝２Ｍ。

（ａ） Ｃ２６６
６
９ａ ＋Ｖ

８８８
９ａ ＋Ｍ

４４４
９ａ

＋ （ｂ）Ｃ
１３３３
９ｂ ＋Ｖ

４４４
９ｂ ＋Ｍ

２２２
９ｂ

（＝４００镑） （＝２００镑）

（αα）Ｃ
２６６６
９

αα ＋Ｖ
８８８
９

αα ＋Ｍ
４４４
９

αα
＋ （ββ）Ｃ

１３３３
９

ββ ＋Ｖ
４４４
９

ββ ＋Ｍ
２２２
９

ββ

（＝４００镑） （＝２００镑）

（α）Ｃ
２６６６
９

α ＋Ｖ
８８８
９

α ＋Ｍ
４４４
９

α
＋ （β）Ｃ

１３３３
９

β ＋Ｖ
４４４
９

β ＋Ｍ
２２２
９

β

（＝４００镑） （＝２００镑）

（β）Ｖ＝
７
５Ｍ。

（ａ） Ｃ２３３
６
１８

ａ ＋Ｖ
６８１
１８

ａ ＋Ｍ
４８１１
１８

ａ
＋ （ｂ）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

ｂ ＋Ｖ
４８１１
１８

ｂ ＋Ｍ
３４１３
１８

ｂ

（＝３５０镑） （＝２００镑）

（αα）Ｃ
２３３６
１８

αα ＋Ｖ
６８１
１８
α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

αα
＋ （ββ）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

ββ ＋Ｖ
４８１１
１８

ββ ＋Ｍ
３４１３
１８

ββ

（＝３５０镑） （＝２５０镑）

（α）Ｃ
２３３６
１８α ＋Ｖ

６８４
１８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α

＋ （β）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β ＋Ｖ

４８１１
１８β ＋Ｍ

３４１３
１８β

（＝３５０镑） （＝２５０镑）

（ ）Ｖ＜Ｍ（Ｖ＝ ５
７Ｍ）。

２９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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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ａ） Ｃ１６６
１２
１８

ａ ＋Ｖ
３４１３
１８

ａ ＋Ｍ
４８１１
１８

ａ
＋ （ｂ）Ｃ

２３３１１
１８

ｂ ＋Ｍ
４８１１
１８

ｂ ＋Ｍ
６８１
１８

ｂ

（＝２５０镑） （＝３５０镑）

（αα）Ｃ１６６
１２
１８

αα ＋Ｖ
３４１３
１８
α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

αα
＋ （ββ）Ｃ２３３

６
１８

ββ ＋Ｖ
４８１１
１８

ββ ＋Ｍ
６８１
１８

ββ

（＝２５０镑） （＝３５０镑）

（α）Ｃ
１６６１２
１８

α ＋Ｖ
３４１３
１８
α ＋Ｍ

４８１１
１８

α
＋ （β）Ｃ

２３３６
１８

β ＋Ｖ
４８１１
１８

β ＋Ｍ
６８１
１８

β

（＝２５０镑） （＝３５０镑）

  起点应当是 （Ｖ＝Ｍ），因为在这里问题看起来最简单。如果

这里假定，——以及在（ ）和（ ）中，——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

同，那么，当 ａ、 ｂ等等本身只是各工业部门的联合体时，序列

就更加表现为平均比例，在这种比例中，偶然的、个别的差异——

不论是同一部门内的个体资本家之间，还是单个部门之间的差异

——就被平均量消除了。

如果Ｖ＝Ｍ，那么 ａ的价值等于 ｂ的价值；其次，Ｖａ＝Ｍａ

和Ｖｂ＝Ｍｂ。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 ａ和 ｂ的产品价值具

有相同的构成。例如， ｂ可能是Ｃ
２５０
ｂ ＋Ｖ

２５
ｂ＋Ｍ

２５
ｂ；但这时（Ｖββ＋

Ｍββ）应比（Ｖβ＋Ｍβ）大５０，因为Ｃ
２５０
ｂ＝（Ｖ＋Ｍ）（ ββ， β）。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

（ｂ） Ｃ
２５０
ｂ ＋Ｖ

２５
ｂ＋Ｍ

２５
ｂ

（ββ）Ｃ
２００
ββ＋Ｖ

６２１
２

ββ ＋Ｍ
６２１
２

ββ 。

（β）Ｃ
２００
β ＋Ｖ

６２１
２β ＋Ｍ

６２１
２β 。

ｂ等等中的这种不同划分丝毫不会改变这里所考察的比

例。Ｖｂ、Ｖββ、Ｖβ的价值量仍然等于Ｍａ、Ｍαα、Ｍα，尽管每一单个

的Ｖ都不等于单个的Ｍ。｝

其次，必须指出，（Ｖ＋Ｍ）（αα，α）对Ｃ（αα，α）之比和（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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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β）对Ｃ（ββ，β）之比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在这些番号下再生产

出来的生产资料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量，例如，这个量在 αα＋ α

中比在 ββ＋ β中大。

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建立在Ｍ 和Ｖ到处相等这一基础之上的

比例，等等。（同样，Ｃａ＝（Ｖ＋Ｍ）（αα，α）和（Ｍａ，Ｍαα，Ｍα）＝（Ｖｂ，

Ｖββ，Ｖβ）等等。）

｛在各分类中，例如在 αα、 α中，即使这里所考察的比例不

变，也可以有其他构成［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在这里规律所决定的唯一

一点就是：Ｃａ＝（Ｖ＋Ｍ）αα＋（Ｖ＋Ｍ）α。例如，假定（Ｖ＋Ｍ）αα＜

（Ｖ＋Ｍ）α。例如， αα＝Ｃ
２００
αα＋Ｖ

４０
αα＋Ｍ

４０
αα。

在这种场合，同过去一样， αα类应卖给 ａ类２００。又：

（αα）Ｃ
１００
αα＋Ｃ

１２０
αα＋Ｖ

４０
αα＋Ｍ

４０
αα。等于２００的Ｃ

１２０
αα＋Ｖ

４０
αα＋Ｍ

４０
αα补偿不变

资本Ｃａ。但是，Ｃ
１２０
αα应由 α得到补偿，从而应等于（Ｖ＋Ｍ）α。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构成：

（ａ） Ｃ
２００
ａ ＋Ｖ

５０
ａ＋Ｍ

５０
ａ

（αα）Ｃ
２００
αα＋Ｖ

４０
αα＋Ｍ

４０
αα

（α）Ｃ
１８０
α ＋Ｖ

６０
α＋Ｍ

６０
α。｝

（顺便看一下，如果假定的是一般利润率，情况将会是怎样的。

预付总资本＝Ｃ
６００
＋Ｖ

１５０
＝７５０。

总剩余价值＝１５０。

因此，ＭＣ＋Ｖ＝
１５０
７５０＝

１
５＝２０％

因此， ａ的产品具有平均构成，并以３００镑出售。 αα＝２２０

＋４０＝２６０，Ｖ＝４０。
Ｍ
Ｃ＋Ｖ＝

４０
２６０＝１５％。这以后再研究。）

（在 ａ中，利润率会是２５％。）

［１９２］回头来谈（ ）（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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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的价值产品等于 ｂ的价值产品，工人消费基金的价值等

于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价值；所以，它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也相等。

在 ａ、 αα等等各单个类中Ｖ＝Ｍ。

因为在进一步的分析中 （ａ）的产品价值等于（Ｖ＋Ｍ） αα

＋（Ｖ＋Ｍ） α＋（Ｖ＋Ｍ） ａ，等于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全

部活劳动；同样， ｂ的产品价值等于（Ｖ＋Ｍ） ββ＋（Ｖ＋Ｍ） β

＋（Ｖ＋Ｍ） ｂ，等于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所花费的全部劳动。

其次，因为 ａ的产品价值等于 ｂ的产品价值，所以，社会工

作日的 １
２用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在 ａ， αα， α中），而社

会工作日的另一半则用在资本家生活资料的生产上（ ｂ， ββ，

β中），或者说两大分类中使用同量的活劳动。

因为假定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所以，进一步也就假定 ａ

和 ｂ中的劳动时间相同，两个类以及分类中所使用的工人人数

相同。

平均每个男子的工作日每天为ｔ（劳动小时）。年工作日＝ｔ×ｎ

（日劳动乘以一年的天数），ｔ×ｎ＝Ｔ，平均工人即平均劳动力的年

工作日。因此，社会工作日＝Ｔ×ｎ（平均年工作日乘以平均劳动力

数（Ｎ），在这里，例如一个平均男劳动力＝Ｘ个妇女劳动力或Ｙ个

儿童劳动力）。

因此，如果 ａ等等和 ｂ等等中各使用一半社会工作日，那

就得到Ｔ×Ｎ２ ，或Ｔ×
Ｎ
２，也就是说，它们之中每一类都使用社会所

使用的平均劳动力的半数。

工作日等分为Ｖ和Ｍ——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对单

个工人来说意味着他在１
２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

１
２工作日中为

资本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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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的价值（工人消费基金）和 ｂ的价值（资本家消费基金）

相等，这说明社会工作日在它们两者之间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

ａ等等和 ｂ等等使用等量工人（因为假定平均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相同），或者说，两个类和分类各使用一半社会劳动力，也就是说，

各使用一半平均的——化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劳动力。

这是个重要情况，它向我们表明，ＭＶ从社会方面来看的比例不

仅表现在单个工人的工作日划分上，而且也表现在 ａ等等和 ｂ

等等生产部门之间劳动力数量的分配比例上（这种情况往往被忽

视）。

其次，这里应当指出，在 （Ｖ＝Ｍ）的假定下，劳动力Ｖ（ａ，

αα，α）＝１５０镑（是社会劳动力的一半），并且这里的工作日一半构

成Ｖ，一半构成Ｍ，从而生产价值３００＝Ｖ
１５０
＋Ｍ

１５０
，也就是再生产

Ｖ
１５０
（ａ，αα，α）＋Ｍ

１５０
（ａ，αα，α），再生产总社会劳动力，即它所必需

的生活资料。诚然，它的工作日分为Ｖ１５０（ａ、αα、α）＋Ｍ
１５０
（ａ、αα、α）。

所以，如果考察它本身和使用它的人，那么，它的工作日的 １
２是由

必要劳动和 １
２是由剩余劳动组成的。但是，Ｍａ以及Ｖａ都由 ａ

的产品组成，即由形成 ａ的工人消费基金的产品组成。但是，进

入 ａ等等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不是Ｍａ产品本身，而只是这一产

品的价值，出售这一产品所得到的货币。

产品本身进入工人（ ｂ， ββ， β）的消费。这是工人借以实

现自己的工资的基金，相反，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的 ｂ

等等的产品价值部分却存在于进入 ａ等等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使

用价值中，即产品中。｛资本家在这一产品中实现自己的等于价值

Ｖ（ｂ，ββ，β）的剩余价值。｝

因此，劳动力Ｖ１００（ ａ， αα， α）首先为自己完成必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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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成它的剩余劳动、从而形成归它的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的

东西，是同 ｂ、 ββ、 β中所使用的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相等

的劳动时间。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劳动力Ｖ
１５０
（ ａ等等）只完成必要劳

动；它在一半工作日中生产本身的生活资料，它在另一半工作日中

生产那些从事 等等的消费基金生产，即从事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生产的工人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劳动力Ｖ
１５０
（ ｂ等等）只完成

——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观察问题——剩余劳动。他们的任何一部

分产品都不进入他们自身的消费，也不进入 ｂ等等的工人的消

费。

ａ等等的工作日等于
１
２社会工作日；它等于Ｖａ等等＋Ｍａ

等等。同样可以说，１２社会工作日等于Ｖａ等等＋Ｖｂ等等。

ｂ等等的工作日等于 １
２社会工作日，它等于Ｖｂ等等＋Ｍｂ

等等，其余１
２社会工作日等于Ｍａ等等＋Ｍｂ等等。

假定生产率、工作日的强度和长短，简言之，劳动过程的一切

条件不变，那么，随着Ｖ价值的增长，即随着等于必要劳动时间

（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劳动时间）的工作日部分的增加，实际工资也

增加，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相应减少。也就是说，单个工人不仅得

到自己产品的更大部分价值，而且也得到他所生产的更大部分的

产品，因为一定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量不变。

［１９３］我们刚才看到，如果 ａ＝ ｂ，那么Ｖ＝Ｍ。

现在我们假定Ｖ＞Ｍ；至于前者大于后者的比例如何，这是无

关紧要的，这一点在对 α和 β进行比较时已经得到证明。为简

便起见，我们假定 ａ中Ｖ从３００增加到４００；因而Ｍ 从３００减少

到２００，因此， ａ（４００）等于２（ ｂ）（２００），或Ｖ＝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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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已经说明，如果 ａ＝ ｂ或Ｖ＝Ｍ，那么，单个工人不仅

在一半工作日中完成必要劳动，一半工作日中完成剩余劳动，而且

一半社会劳动力即半数平均工人使用在 ａ中，另一半则使用在

ｂ中。

总社会工作日等于ＴＮ，即平均工人年工作日（Ｔ）乘以平均工

人人数。因此，如果说一半社会工作日消耗在 ａ等等类中，另一

半消耗在 ｂ等等类中，那么这就是说，这两个领域和分类分别使

用Ｔ×Ｎ
２。

因此，如果 ２
３社会工作日用来生产工人的消费资料，也就是

说，被工人花费在自己身上，而１
３用来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那

么， ａ、 αα、 α中是Ｔ×
２
３Ｎ， ｂ、 ββ、 β中则是Ｔ×

１
３Ｎ。

因此，如果对各单个部门和各单个企业中的工人来说，Ｖ＝

２Ｍ 这个比例（或工资提高
１
３）表现为工人将在

２
３或

４
６的工作日中

为自己劳动，在 １
３或

２
６的工作日中为厂主劳动，而他过去是在

１
２

（＝ ３
６）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

１
２（＝

３
６）工作日中为厂主劳动，那

么，这个事实同时表现为这样一点： ａ、 αα和 α中现在使用
２
３

或４
６总劳动力，而 ｂ、 ββ、 β中只使用

１
３或

２
６总劳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１）如果考察的是各单个领域，那么，Ｖ＝

２Ｍ，而不是过去的Ｖ＝Ｍ。

例如， ａ中Ｖ＝８８
８
９和Ｍ＝４４

４
９，或 ｂ中Ｖ＝４４

４
９和Ｍ

＝２２２
９。（Ｖ＝２Ｍ 这个比例是偶然的，这里所以出现这个比例，是

因为Ｖ增加
１
３，而Ｍ 减少

１
３。）

（２） ａ等等使用
２
３×４００（即

２
３的劳动力）和 ｂ等等使用

１
３

×４００（即只有１
３的劳动力），而过去，在发生这种变化以前，劳动力

在 ａ、 αα、 α和 ｂ、 ββ、 β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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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以看出：

（３）由于 ａ、 αα、 α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而 ｂ、

ββ、 β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相反减少了，所以 ａ等等生产的

剩余价值量也增加了，而在 ｂ等等中则减少了。这种价值量过去

在 ａ等等和 ｂ等等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过去， ａ、 αα、 α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１５０镑， ｂ等等

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１５０镑。现在， ａ、 αα、 α生产的剩余价

值量等于１３３３
９镑，而 ｂ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６６

６
９个

镑（加在一起是２００镑）。

因此，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减少了（因为 ｂ从３００减少到

２００，而 ｂ的价值等于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而工人的收入总量增

加了，于是随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这种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中

（由于在其他生产条件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下降了）， ａ

等等所生产的部分大于 ｂ等等所生产的部分。尽管在 ａ等等中

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减少了，但是在 ａ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

部分同 ｂ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部分相比是增大了。

这是一种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现象。

（４）最后， ａ等等使用的不变资本部分同 ｂ等等使用那一

部分相比是增大了。在这里，增大的比例如何是无关紧要的。无论

如何，首先：

Ｃａ｛＝ αα（Ｖ＋Ｍ）＋ α（Ｖ＋Ｍ｝＞Ｃｂ｛＝ ββ（Ｖ＋Ｍ）＋

β（Ｖ＋Ｍ）｝。

至于所使用的总不变资本，那么它等于 ａ等等（２６６
６
９）×３＋

ｂ等等（１３３
３
９）×３＝ ａ等等（８００）＋ ｂ等等（４００）。总共为１２００镑。

过去，在Ｖ＝Ｍ 的场合下，不变资本等于 ａ等等（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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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和 ｂ等等（２００×３）＝６００。总共为１２００镑。

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量相同，在两种场合都等于１２００镑，不过

其中的 ２
３＝８００镑现在用于 ａ等等，只有

１
３＝４００镑用于 ｂ等

等，而过去是６００镑用于 ａ等等，６００镑用于 ｂ等等。

因此，不是不变资本增加了，而只是不变资本在 ａ等等和

ｂ等等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

资本只有一部分增加了，这就是资本的可变部分。

现在资本的可变部分等于 ａ（２６６
６
９）＋ ｂ（１３３

３
９）＝４００，

而过去它等于３００镑｛＝ ａ等等（１５０镑）和 ｂ等等（１５０镑）｝。

首先，至于增大了的价值Ｖ，那么，这在这里无非表明价值Ｍ

按同一数量缩减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所消耗的劳动的

数量仍旧不变。

社会消费资料价值总量仍旧不变。只是这一价值中以工人消

费资料形式生产的部分增大了，而以资本家消费资料形式生产的

部分减少了。实际上，必要生活资料既组成 ｂ部分，也组成 ａ部

分。但是， ｂ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奢侈品组成的。在分配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社会消费基金部分增大了，

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部分减少了。

最后，至于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那么在Ｖ＝Ｍ 的

场合下，这一资本在 ａ和 ｂ之间是平均分配的。现在，（１） ｂ

中预付在Ｖ上的货币资本小于 ａ中的同一资本，而 ｂ中预付

的绝对量小于过去的绝对量。Ｍａ等等应小于Ｖａ等等，因为Ｖ＞

Ｍ；但是，Ｍａ＝Ｖｂ等等。因此，现在 ｂ中预付的货币资本应在绝

对表现上小于Ｖ＝Ｍ 的场合。

然而， ａ等等中所预付的货币资本（预付在Ｖａ等等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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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应大于 ｂ等等中所预付的货币资本减少的程度。因为

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现在比过去增大（增大１
３，因为 ａ

从３００增加到４００），而Ｖｂ、Ｖββ、Ｖβ比过去减少，所以，Ｖａ＋Ｖαα

＋Ｖα的增大程度不应等于Ｖｂ、Ｖββ、Ｖβ的减少程度，而是前者应

当大于后者。否则， ａ不会大于Ｖ＝Ｍ 的场合下的 ａ。

［１９４］过去是：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为３００镑，剩余

价值为７５镑，［总共］为３７５镑；现在是：可变货币资本为４００镑，

剩余价值为３７镑，总共为４３７镑；也就是说，现在可变资本增加

１００镑。

实际上（不用说，在这里同商品价值相比，假定的流通额过于

多了，这样，实现剩余价值流通的货币同实现Ｖ流通的货币之比

是太小了），虽然Ｃａ等等＝（Ｖ＋Ｍ）（ αα， α），但是在 α、 αα

等等中，在 ａ向 αα、 α购买不变资本前，总有一些货币作为剩

余价值的流通储备而存在。不过这一点以后再较详细地说明。

如果 ａ＞ ｂ，那么，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求有增多的货币用于

Ｖ的流通和减少的货币用于Ｍ 的流通。起初充当剩余价值的流通

手段的那部分货币，现在充当工资的流通手段，因而具有货币资本

的形式。

可见，如果Ｖ流通需要更多的货币，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要

靠这样一些货币来提供，这些货币对于剩余价值的流通来说已成

为多余的。

如果没有这种多余的货币，那么它的形成，——在纯金属流通

的情况下，——就要靠动用闲置的贮藏货币。

在这种分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正如情况所表明的，问题不仅

仅在于现存的消费基金单纯在分配上发生变化，或进入社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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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社会年产品部分在分配上发生变化。人们通常是这样看的。

问题在于消费基金的各种形式的分配发生变化，在于这种基金借

以存在的使用形式，在于各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力的分配发生变化，

最后，在于不变资本的分配发生变化。

总之，由于上述情况下的这种变化， ａ会从３００增加到４００，

即增加１
３或３３

１
３。预付的不变资本（在价值上）会仍旧不变。所使

用的劳动数量仍旧不变。预付的可变资本会增加，不过（因为我们

只考察它的物质基质），这无非表明会有更多部分的消费基金采取

工人消费资料的形式，而采取资本家消费资料形式的则减少了。

如果由于资本积累而达到同样的结果，那么（在Ｖ∶Ｍ 的比

例不变的情况下）：

原来等于１５００镑＝Ｃ
１２００
＋Ｖ

３００
的资本生产３００Ｍ。因此，如果

Ｖ从３００增加到４００，那么Ｍ 也会增加，因而我们就会得到：

３００∶１５００＝４００∶Ｘ。Ｘ＝１５００×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０。

现在资本就会是：Ｃ
１６００
＋Ｖ

４００
＋Ｍ

４００
。或者说，资本就会从

１５００增加到于２０００，即增加１
３＝３３

１
３％。

资本增加 １
３是很多的，这需要时间，更不必说，这会伴随有这

样一些情况和运动，它们使人们不得不怀疑，现在由Ｖ
４００
代表的劳

动力的状况，是不是比过去由Ｖ３００所代表的劳动力的状况更加糟

糕。

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制使得例如 （Ｖ＝Ｍ）和 （Ｖ＞Ｍ）（如

Ｖα＝２Ｍα）（第１９１页①）场合下表现出来的变化伴随有这样一些

状况，这些状况会使这些变化失去作用，甚至会排除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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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我们比较 （Ｖ＝Ｍ）和 α（Ｖ＝２Ｍ），那么这就是

假定一切生产部门的工资同时都提高１
３。

ａ中的更大部分产品（这里我们先撇开对外贸易）由食品组

成，这些食品应当是为下一年而生产的，——至少应当存在于生产

食品的原料形式上。对食品的需求猛增。 ａ等等的利润现在也相

应地猛增。简言之，资本和劳动力应从 ｂ等等被抽出，转往 ａ等

等。随着这种变化，在 ｂ等等中会出现障碍。首先，对这种产品的

相当大一部分的需求下降（因为这种产品中只有相对不大的一部

分从 ｂ产品转化为 ａ产品，也就是说，现在由工人而不是由资

本家购买）。只要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同一产品（和资本以及

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只是从 ｂ转到 ａ。这一产品无非不是算

在这个类中，而是算在另一个类中，因为Ｍ 减少，而在新的条件下

在 ｂ等等中出现生产过剩。这种衰退影响 ｂ等等中的工人的

就业。他们的工资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因为他们转移到 ａ的

速度赶不上他们在 ｂ等等中被游离出来的速度。（由于一定的分

工使他们从属于一定的企业，这就部分地增加了这种转移的困

难。）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的降低会阻碍对 ａ本身的需求的增

长。于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会局部地妨碍上

述变化。

ｂ等等的产品的一部分是由资本家的家奴、仆役等等，简言

之，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所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组成的。他们之中一

部分人由于Ｍ 减少
１
３而被解雇。（但是，如果考察的是整个资本家

阶级，也就是全体占有剩余价值者，那么，这并不具有初看起来会

具有的那种意义。参看１８６１年英国关于人口问题的报告５１。）一部

分被解雇的人——工人子女等等——在成年时由他们的父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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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去当仆役等等可能更为合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是

进入 ａ等等的劳动力市场。这首先只是对 ｂ的一部分多余的工

人在这里勉强度日这一状况的一种补偿。简言之，如果考虑到，一

方面资本家阶级可以监督生产，另一方面 ｂ中所使用的生产工

人和一部分参与 ｂ的产品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的游离，可以引

起对过程本身的反作用，那么，这样的变化会遇到困难，相对说来

它不可能发生，也就容易理解了，特别是在作出下述假定的情况

下：工作日的生产率、强度和长短保持不变。至于在应用机器等等，

即应用进一步游离劳动力的手段时，工资的提高所引起的反作用，

这在这里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每一这样性质的迅速的和普遍的变化在途程中会遇到

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固有的；如果这种变化

只是逐步地和局部地发生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对这种变化所自

发造成的各种障碍就只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正是这些障碍常常

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证明。由此只能

得出一个结论：需要有普遍的措施以抵制我们的自发机制的作用，

即使这些措施不能立即改造这种作用，也会引起突然的、显著的变

化，从而破坏、削弱这种机制所固有的反抗力量，并因而促进沿同

一方向进一步发生的变化。

如果我们现在把 （Ｖ＜Ｍ）同 、 加以比较，那么这里就会

看到相反的现象，或相反方向的变化。

［１９５］ ｂ＞ ａ。一切生产领域中Ｖ＜Ｍ。 ｂ中生产的剩余

价值量大于 ａ。 ｂ中吸收的劳动力比 ａ多。 ｂ中吸收的不变

资本比 ａ多。

至于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那它等于２５０镑（不是 场合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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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也不是 场合下的４００）。此外，按原有规模计算，剩余价值的

流通需要３４２
１８＋６８

１
１８＝１０２

３
１８＝１０２

１
６，假定为１０３镑。流通货

币总量等于３５３镑。

        

劳动基金。首先应指出：这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所谓劳

动基金固定不变。在年社会产品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劳动基

金可以等于３００、４００、３５、２５０等等。它可以下降得大大低于劳动力

的价值，直到达到绝对的最低额，它也可以上升并高于后者等

等，——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但是，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量，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条之一！

［（ｆ）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

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实际过程］

  首先要问，以上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纯抽象的和同现实

相抵触的假设为基础的呢？

显然，这种抽象地划分为 ａ等等（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和

ｂ等等（资本家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现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当然，必要生活资料构成工人消费资料的最大部分。但是，它

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进入资本家的消费。很大一部分食品不论对工

人来说或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燃料也是这样。在所有其他

方面，即使这是同一类别的产品，如住房、衣服、家具等等，那也毕

竟是类型不同的产品。另一方面，某些奢侈品也进入工人消费（虽

然就整个阶级的平均水平来说，并且例如衡量一下花费在烧酒等

等上面的是多么多，而花费在子女吃穿等等上面的是多么少，那么

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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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的大部分是一样的，这就是原料、机器、工具、厂房等

等。有的地方机床不同，但是建筑物、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等等相同。

这实际上说明，不变资本从 ａ转到 ｂ以及从 ｂ转到 ａ所遇

到的困难，比起由于分工而片面发展的劳动力的转移来要小得多。

这同上述各规律是否相矛盾呢？

首先， ａ的基金和 ｂ的基金在物质形态上，在使用形式上

仍有很大差别。前者大部分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后者有很大一部

分由奢侈品组成，也就是由这样一些产品组成，这些产品的一部分

在生产力的既定发展下和既定的劳动力下本来是完全不必生产

的，一部分本来应以极小的规模生产，如果生产者同时就是自己的

产品的消费者的话。

只要观察一下总图式，就可以看到，最大的困难来自这样一

点：同一资本家既属于 ａ类别，又属于 ｂ类别。例如，资本主义

耕作者既生产进入 ａ的消费基金的谷物，又生产进入 ｂ的消费

基金的谷物。因此， ａ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 ａ中的剩余

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所消费，无须使这部分剩余价值先从

ａ的实物形式转化为 ｂ的实物形式。因此，Ｍαα（以及Ｍα）的一

部分无须先在 ｂ等等中实现，因而Ｍα不一定要等于Ｖ等等（

ｂ等等）。

最好还是考察一下已发现的具有普遍形式的规律，看看这些

规律同图式的一定形式有多少联系，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定的形式

是否使这些规律表现得更加明显。

（ ）按照图式（例如 Ｖ＝Ｍ）（第１９１页①），工人消费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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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等于生产过程的所有部门所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格。（在这

种场合下，它等于Ｖ（ａ，αα，α）＋Ｖ（ｂ，ββ，β）。）另一方面，资本家消

费基金的价值等于所有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所以，用于个

人消费的产品价值总量等于社会所消耗的可变资本价值总量Ｖ

（ａ，αα，α＋ｂ，ββ，β）＋Ｍ（ａ，αα，α＋ｂ，ββ，β），也就是等于年社会工作

日的价值产品。

这一原理同把 ａ等等和 ｂ等等看作社会生产过程的两大

各自独立的分类这一点绝对无关，而在图式中原来是这样划分的。

不管社会消费基金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态如何，从而作为构

成这种基金的各种要素的源泉的特殊生产过程的物质形态如何，

这一基金的价值总是等于Ｖ＋Ｍ，在这里Ｖ是所使用的全部劳动

力的价格，等于工作日必要部分的价值产品，Ｍ 是剩余价值总量，

等于已消耗的剩余劳动的价值产品，而Ｖ＋Ｍ 等于年社会工作日

的价值产品。

（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全部消费基金例如等于６００（象上述

场合那样），并且这６００按其价值组成部分分解为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

Ｍ
１００
，那么，这里包含的资本不变部分Ｃ

４００
应［等于］（Ｖ ＋Ｍ ）

４００
，

后者是在这样一些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的，这些领域提供——直

接或间接地——各种构成消费基金的商品的生产资料。这些存在

于消费资料形式上的Ｃ４００（ ）应同存在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Ｖ

＋Ｍ ）相交换。

单是由于消费基金价值分解成所有生产部门的（Ｖ＋Ｍ）这一

情况，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因此，消费基金价值等于Ｖ３００＋Ｍ３００，在这里Ｖ３００是所有各个

类的Ｖ，而Ｍ３００是所有各个类的Ｍ。

７０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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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其次，这种消费基金价值等于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在这里，我们

用Ｃ 表示消费基金价值中资本不变部分；其次，Ｖ 和Ｍ 是消费

资料生产领域本身中所创造的Ｖ和Ｍ 的价值。

［１９６］因此，由于Ｃ
４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所以，Ｃ

４００
（＝

Ｖ３００＋Ｍ
３００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也就是说，Ｖ

３００
＋Ｍ

３００
＝Ｖ

２００
＋Ｍ

２００
＋

Ｖ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

因此，Ｃ
４００
＝（Ｖ ＋Ｍ ）

４００
，也就是说，消费资料的不变资本部

分的价值等于可变资本部分加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

或者总的说来，如果消费资料价值等于Ｗ，而这个

Ｗ＝Ｃａ＋Ｖａ＋Ｍａ（这里Ｃａ是资本不变部分，Ｖａ是资本可变部分，

Ｍａ是 这个领域的剩余价值），

那么，Ｃａ＝Ｗ－（Ｖａ＋Ｍａ），即等于（Ｖｂ＋Ｍｂ），这里Ｖｂ是所有领域

（不包括 （ａ））创造的Ｖ，而Ｍｂ是所有领域

（不包括 （ａ））创造的剩余价值。

其次，现在很清楚，Ｃａ（这里就是Ｃ
４００
）首先应当同直接进入消

费资料生产的生产资料相交换，或者换句话说，同构成不变资本

Ｃａ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相交换（通过这种生产资料得到补偿）。

Ｃａ恰恰应当从产品——消费资料——形式重新转化为自身的实

物形式，也就是转化为这种产品即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因此，如果我们用ｂ１表示这种生产资料，那么，Ｃａ首先应当由

同一价值的ｂ１这种生产资料来补偿（也就是说，这种生产资料的

价值等于Ｖｂ＋Ｍｂ）。（因此，在当前的场合，由商品ｂ１来补偿，其总

量为Ｖｂ＋Ｍｂ＝４００。）

如果现在ｂ１领域中的Ｖ＋Ｍ 等于Ｖｂ＋Ｍｂ，也就是等于完全

在 ａ领域以外生产的Ｖ＋Ｍ 的总量，那么，伴随再生产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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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过程（各领域之间的交换）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囊括一切生产（ ａ商品的）直接生产资料的工业部

门的ｂ１这一领域以外，还存在其他生产领域，它们生产ｂ１领域的

生产资料。因此，Ｖｂ＋Ｍｂ的价值应大于Ｖｂ１＋Ｍｂ１的价值；因此，

由于用来补偿Ｃａ的商品ｂ１的价值大于Ｖｂ１＋Ｍｂ１，所以同Ｃａ相

交换的商品ｂ１的一部分应当构成产品ｂ１的价值不变部分的一部

分；Ｃｂ１价值中应靠Ｃｂ２来重新补偿的部分。

这个应靠Ｃｂ２来补偿的Ｃｂ１部分只能等于（Ｖ＋Ｍ）ｂ２，正如过去

Ｃａ等于（Ｖ＋Ｍ）ｂ一样。（假定为Ｃｂ１提供生产资料的一切工业部门

都合并在ｂ２领域中。）

（ｂ）的商品量等于（Ｖ＋Ｍ）ｂ即Ｃａ，出售给（ａ）［类］。但是，这个

量大于（Ｖ＋Ｍ）ｂ１，也就是大于ｂ１产品中可以花费在消费资料上

的价值部分。因为Ｃａ＞（Ｖ＋Ｍ）ｂ１，所以出售给（ａ）［类］的有Ｃｂ１的

价值不变部分的一部分，这部分通过同ｂ２交换而重新以自己的实

物形式得到补偿；因此，首先转入ｂ１的消费资料（ａ）或它们的价值

（等于Ｃａ），——由于这一价值大于（Ｖ＋Ｍ）ｂ１，——实际上从ｂ１转

往ｂ２，而ｂ２反过来提供应重新得到补偿的Ｃｂ１部分。同Ｃｂ１部分这

样相交换的ｂ２的价值部分，应等于（Ｖ＋Ｍ）ｂ２，因为ｂ２只应当用

（Ｖ＋Ｍ）ｂ２同消费资料相交换。如果同ｂ２这样相交换的Ｃｂ１部分大

于（Ｖ＋Ｍ）ｂ２，那它就会包括Ｃｂ２的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又应当

同商品ｂ３按（Ｖ＋Ｍ）ｂ３的数额相交换等等，——直到算完而无余

数为止。因此，为明显起见，只须假定在ｂ１类外，还存在ｂ２类，因

而（Ｖ＋Ｍ）ｂ１＋（Ｖ＋Ｍ）ｂ２＝（Ｖ＋Ｍ）ｂ，也就是等于归结为（ａ）的直

接的和间接的生产资料的全部Ｖ＋Ｍ 的价值总量。

因此，过程是这样的：Ｃａ完全同
Ｃｂ１
Ｘ（即一部分Ｃｂ１＋Ｖｂ１＋Ｍ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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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的商品）相交换。

Ｃｂ１
Ｘ 从Ｖｂ２＋Ｍｂ２得到补偿，为此ｂ２提供Ｃａ的等于

Ｃｂ１
Ｘ 的价值

部分。

因此，实际上（Ｖ＋Ｍ）ｂ１＋（Ｖ＋Ｍ）ｂ２靠Ｃａ得到实物补偿，而

Ｃａ靠价值等于
Ｃｂ１
Ｘ＋Ｖｂ１＋Ｍｂ１的ｂ的商品来补偿，而

Ｃｂ１
Ｘ则靠价值为

（Ｖ＋Ｍ）ｂ２的ｂ２的商品来补偿。

因此，等于Ｃａ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在（Ｖｂ１＋Ｍｂ１）＋（Ｖｂ２＋Ｍｂ２）

之间，即在（Ｖ＋Ｍ）ｂ之间的分配，使（ａ）的全部不变资本从（ｂ１）得

到补偿，使（ｂ１）的部分不变资本从（ｂ２）得到补偿。

（ ）因此，在这个运动完成以后：

（１）消费资料总量——（ａ）的全部产品——在（ａ）、（ｂ１）和（ｂ２）

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Ｖａ＋Ｍａ）由（ａ）的生产者以实物

形式占有，而等于Ｃａ的（ａ）的产品价值部分是这样分配的：它的

数额为Ｖｂ１＋Ｍｂ１的部分归入ｂ１类，而数额为Ｖｂ２＋Ｍｂ２的另一部

分归入ｂ２类。全部社会收入被分配。

另一方面，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是：

  

Ｃａ（由ｂ１类补偿）

Ｃｂ１（部分由自己的产品组成，部分由ｂ２得到补偿）

Ｃｂ２（由自己的产品组成）。

还可以进行的唯一的流通，就是ｂ１类内部（在构成这个类的

各生产领域之间）和ｂ２内部的流通；Ｃｂ１和Ｃｂ２之间还可以发生局

部的交换。

因此，这全部流通只是在ｂ１和ｂ２类的不变资本之间进行的。

在（ａ）、（ｂ１）和（ｂ２）之间发生流通，直到Ｃａ得到实物补偿，并

且（Ｖ＋Ｍ）（ｂ１和ｂ２）实现在（ａ）的消费资料上。因此，正是这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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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也就是这后一种交换——的现象，使得亚·斯密等人据以

得出错误的看法。

［１９７］（ａ） Ｃ
５０
ａ（Ｗ）＋Ｃ

３５０
αα（Ｗ）＋Ｖ

１００
ａ（货币）＋Ｍ

１００
ａ（Ｗ）

（αα）Ｃ
２５０
αα（Ｗ）＋Ｃ

２００
α（Ｗ）＋Ｖ

１００
αα（货币）＋５０镑货币

  ＋

   ５０镑消费基金

（α）Ｃ
４００
α（Ｗ）＋Ｖ

１００
α（货币）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

αα用５０镑购买Ｗ ａ， ａ用５０镑购买Ｗ αα， αα预付

的５０镑最终流回到 αα那里。

我们得出：

（ａ）
＋

＋

Ｃ４００ａ（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１００ａ（货币形式）

Ｍ１００
ａ（Ｗ）

（假定５０镑用于这个类中的Ｍ
１００
ａ 的流通）

（αα）
＋

＋

Ｃ２００αα（Ｗ）＋Ｃ
２００
（ａ的商品的生产资料形式）

Ｖ１００αα（货币）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货币。

（α）
＋
Ｃ４００α（Ｗ）＋Ｖ

１００
α（货币）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５０镑。

  总起来说，这里预付在流通上的是：支付工资Ｖ（ａ、αα、α等

等）的３００镑和用于剩余价值流通的１５０镑（ ａ中５０镑， αα中

５０镑， α中５０镑）。

同过去一样， αα和 α中预付在Ｖ＋Ｍ 的流通上的货币应

足以使Ｃ
４００
α 从（ａ）的商品（消费资料）形式重新转化为它们的（α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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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资料形式；其次，足以使Ｖ
１００
αα（作为αα的工人的收入）同（ａ）

的商品相交换；以及足以使Ｖ
１００
αα的货币形式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

形式流回；以及足以使Ｍαα实现在 ａ的商品上，并使为在 αα

内部实现 αα的剩余价值而预付的货币流回到 αα那里。最后，

这些货币足以使 αα的不变资本中等于（Ｖ＋Ｍ） α的部分转化

为ａ的生产资料，恢复 α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保证 α中预

付在剩余价值流通上的货币流回，——同样，足以使 α的剩余价

值实现在 ａ的商品上。

如果 αα和 α各预付１００镑货币，而不是预付５０镑货币，

那么，重新流回到 αα和 α那里的相应地各为１００镑，而不是

５０镑。同量商品是用５５０镑而不是用４５０镑进行交换的，也就是

说，有更大部分的财富会以不生产的金属形式沉淀下来。

最后，Ｃ
２００
αα（Ｗ）和Ｃ

４００
α 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只在这些领域本身

中发挥作用，而不进入同 ａ的流通。

（２）第二，规律：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在图式中，假定（ｂ）的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和（ａ）的工人的消费

资料是由完全不同的资本生产出来的；假定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

品。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构成（ａ）的工人的消费资料量的必要生

活资料中的很大部分，也进入资本家及其仆役的消费，从而进入

ａ的商品类别。另一方面， ｂ的奢侈品中的较小的一部分也进入

工人的消费。

这会使（２）点中提出的规律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生变态呢？

由于某一数量关系在这里可以任意确定，而丝毫不影响内

部联系，所以我们从下述观点｛例如，假定Ｉ∶Ｖ＝Ｍ（第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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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①）｝出发来考察图式：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
１
２由必要生活资料

组成，１２由奢侈品组成，而工人的消费资料的
１
１０由奢侈品组成，

９
１０

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

这样，（ａ）就转化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而 （ｂ）则转化为

奢侈品的生产。

如果以过去的生产关系为前提，我们就得出：

（ａ） （必要生活资料） ＋ （ｂ）（奢侈品）

Ｃ
２８０
ａ ＋Ｖ

７０
ａ＋Ｍ

７０
ａ Ｃ

１２０
ｂ ＋Ｖ

３０
ｂ＋Ｍ

３０
ｂ

（αα）Ｃ
２８０
αα＋Ｖ

７０
αα＋Ｍ

７０
αα ＋ （ββ）Ｃ

１２０
ββ＋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Ｍ

７０
α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在工资上首先花费３００（即３×７０＝２１０Ｖ（ａ，αα，α）和３×３０＝

９０Ｖ（ｂ，ββ，β），２１０＋９０＝３００镑，这和过去一样）。

首先流回到 （ａ）的是７０镑－
１
１０［×７０］，也就是７０－７＝６３

镑，因为工人把自己的收入的１
１０花在 （ｂ）的商品上。

同样，流回到 （ａ）的是来自 αα和 α的２×６３镑＝１２６

镑，和来自 ｂ、 ββ、 β的８１镑。（因为这里１
１０也花费在奢侈品

上。）

因此，流回到 （ａ）的是６３镑＋１２６镑＋８１镑货币＝２７０镑

（＝３００－ １
１０×３００）。

在这２７０镑中， ａ中只剩６３镑——作为回流的可变资本货

币形式——因此我们得出：（概况）

［１９８］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ａ（货币）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７０
ａ

＋Ｉ（ｂ）
＋

＋

Ｃ１２０ｂ

Ｖ
３０
ｂ

Ｍ
３０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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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Ｃ
２８０
αα＋Ｖ

７０
αα＋Ｍ

７０
αα ＋ （ββ）Ｃ

１２０
ββ＋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Ｍ

７０
α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其次，工人用自己的工资的余额购买 ｂ的商品。因此，从

ａ、 αα和 α流到 （ｂ）的是２１镑货币（３×Ｖ
７
）而在 ｂ本身中

的是３×３＝９（＝３Ｖ
３
）。总共是３０镑。

因此，这样就完成可变货币资本到 ｂ的回流，我们得出：

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ａ（货币）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７０
ａ

＋Ｉ（ｂ）
＋

＋

Ｃ１２０ｂ

Ｖ
３０
ｂ

Ｍ
３０
ｂ

（αα）Ｃ
２８０
αα＋Ｖ

７０
αα＋Ｍ

７０
αα ＋ （ββ）Ｃ

１２０
ββ＋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Ｍ

７０
α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因此，如果从总工资中流到 ａ的只有３００－ １
１０×（３００）＝

２７０，那么，相反，直接流到 ｂ的是Ｖ
３０
ｂ，即相当于 ｂ的消费基金

１８０的 １
６，即６×３０＝１８０镑的

１
６（ ｂ价值的

１
６＝

１８０
６＝３０镑），这

等于劳动基金的 １
１０（

３００
１０＝３０镑）。

此外，为便于进一步考察，一开始就应当指出，Ｍ
７０
ａ是在实物

形式上消费的。这种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很少被其他各个类所注意，

就象借助这一货币进行流通的Ｍ
３５
ａ的产品很少被其他各个类注意一样。

ａ资本家所消费的总价值等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
１
２，即

３００
２

＝１５０镑。但在这１５０镑中，在 ａ本身中消费的是３５镑。

因此，剩下由其他资本家在 ａ中消费的是１５０－３５＝１１５

镑。并且实际上， ａ中还可以在商品形式上消费的现在是７３＋７

＋３５＝１１５镑。

因此，在进一步的流通中我们还应当考察：

４１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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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ａ（货币）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３５
ａ（Ｗ）

＋Ｉ（ｂ）
＋

＋

Ｃ１２０ｂ（Ｗ）

Ｖ
３０
ｂ（货币）

Ｍ３０ｂ

（αα）Ｃ
２８０
αα＋Ｖ

７０
αα＋Ｍ

７０
αα ＋ （ββ）Ｃ

１２０
ββ＋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Ｍ

７０
α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ａ的２０７镑花费在 αα的商品上。因此，Ｖ
７０
αα＋Ｍ

７０
αα＝１４０镑

先要转化为货币。从２０７减去１４０，尚余６７，借助于这６７，Ｃ
２８０
αα的一

部分转化为货币。２８０－６７＝２１３（ αα的商品形式）。如果 αα用

货币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Ｖ
７０
αα，那么，它还必须把７０＋６７＝１３７花

在 α的商品上。这样，Ｖ
７０
α＋Ｍ

７０
α就得到货币补偿，我们可得出总

的情况：

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ａ（αα的生产资料）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３５
ａ（Ｗ）

＋Ｉ（ｂ）
＋

＋

Ｃ１２０ｂ（Ｗ）

Ｖ
３０
ｂ（货币）

Ｍ３０
ｂ（Ｗ）

（αα）
＋

＋

Ｃ２１３αα＋Ｃ
６７
αα（Ｗα）

Ｖ７０αα（货币）

Ｍ７０
αα（Ｗα）

＋ （ββ）
＋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

Ｍ
３０
ββ

（α）
＋

＋

Ｃ２８０α

Ｖ
７０
α（货币）

Ｍ６７
α（货币）＋Ｍ

３
（Ｗα）

＋ （β）
＋

＋

Ｃ１２０β

Ｖ
３０
β

Ｍ
３０
β。

  α应当总共消费７０镑剩余价值。其中３５镑是以 ａ的商品

形式，３５镑是以 ｂ的商品形式。但它只有货币６７。因此，它先把

３５镑花费在 ａ的商品上，３２镑花费在 （ｂ）的商品上。

于是，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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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ａ（αα的产品）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３５
ａ（货币）

＋Ｉ（ｂ）
＋

＋

Ｃ１１８ｂ ＋Ｃ
２
（货币）

Ｖ３０ｂ（货币）

Ｍ３０ｂ（货币）

（αα）
＋

＋

Ｃ２１３αα＋Ｃ
６７
αα（Ｗα）

Ｖ７０αα（货币）

Ｍ７０
αα（Ｗα）

＋ （ββ）
＋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

Ｍ
３０
ββ

（α）
＋

＋

Ｃ２８０α

Ｖ
７０
α（货币）

Ｍ３
（Ｗα）

＋ （β）
＋

＋

Ｃ１２０β

Ｖ
３０
β

Ｍ
３０
β。

  ａ用这３５镑购买αα的３５［镑］商［品］。

Ｃ
２１３
αα转化为Ｃ

１７８
αα＋Ｃ

３５
αα（货币）＋其他等等。

但是，现在 αα还应当把３镑花在 α的商品上。

经过这种交换以后，我们会得到：

（αα）Ｃ
１７８
αα＋Ｃ

３
（Ｗα）＋Ｃ

３２
αα（货币）＋Ｃ

６７
αα（Ｗα）＋Ｍ

７０
αα（Ｗα）＋Ｖ

７０
αα

或者 （货币）

Ｃ
１４０
αα（Ｗａ）＋Ｃ

１４０
（Ｗαα）＋Ｖ

７０
αα（货币）＋｛Ｍ

３８
（Ｗａ）＋Ｍ

３２
αα（货币）｝，

而 （α）就会是：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Ｍ

３
α（货币）。

因此，我们就会得到：

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αα的生产资料）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３５
ａ（Ｗαα）

＋Ｉ（ｂ）
＋

＋

Ｃ１１８ｂ ＋Ｃ
２
ｂ（货币）

Ｖ
３０
ｂ（货币）

Ｍ３０
ｂ（货币）

（αα）
＋

＋

Ｃ２８０αα（＝Ｃ
１４０
Ｗα＋Ｃ

１４０
Ｗαα）

Ｖ７０αα（货币）

Ｍ７０
（＝Ｍ

３８
Ｗαα＋Ｍ

３２
货币）

＋ （ββ）
＋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

Ｍ
３０
ββ

（α）
＋
Ｃ２８０α ＋Ｖ

７０
α（货币）

Ｍ３α（货币）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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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 α还只应当把３镑花费在 ｂ中，这样我们就得到：

Ｉ（ａ）
＋

＋

Ｃ７３ａ（Ｗ）＋Ｃ
２０７
ａ（Ｗαα）

Ｖ７ａ（Ｗ）＋Ｖ
６３
ａ（货币）

Ｍ３５
（Ｗαα）

＋Ｉ（ｂ）
＋

＋

Ｃ１１５ｂ ＋Ｃ
５
ｂ（货币）

Ｖ３０ｂ（货币）

Ｍ３０ｂ（货币）

（αα）
＋

＋

Ｃ２８０αα（＝Ｃ
１４０［Ｗ］αα＋Ｃ

１４０［Ｗ］α）

Ｖ
７０
αα（货币）

Ｍ７０
｛＝Ｍ

３８
Ｗαα＋Ｍ

３２
αα（货币）｝

＋ （ββ）
＋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

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αα把３２镑花费在 ａ的商品上， ａ用３２镑购买 αα的

商品。 αα用这３２镑中的３镑购买 ａ的３镑商品和 ｂ的２９镑

［商品］。因而我们得到：

Ｉ（ａ）
＋

＋

＋

Ｃ４１ａ（Ｗ）＋Ｃ
３２
ａ［Ｗ］αα）

Ｃ２０８ａ（［Ｗ］αα）

Ｖ４ａ（Ｗ）＋Ｖ
６６
ａ（货币）

Ｍ３５
（Ｗαα）

＋Ｉ（ｂ）
＋

＋

＋

Ｃ３６ｂ（Ｗ）

Ｃ
３４
ｂ（货币）

Ｖ３０ｂ（货币）

Ｍ３０ｂ（货币）

（αα）
＋

＋

Ｃ２８０αα（＝Ｃ
１４０［Ｗ］αα＋Ｃ

１４０［Ｗ］α）

Ｖ
７０
αα（货币）

Ｍ６
αα（货币）

＋ （ββ）
＋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

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ｂ应当用１５镑向 ａ购买。假定 ｂ这样做了（在它补偿自

己的不变资本以前）。

于是我们就得出：

Ｉ（ａ）
＋

＋

＋

Ｃ３０ａ（Ｗ）＋Ｃ
１１
ａ（货币）

Ｃ３２ａ（αα）＋Ｃ
２０７
ａ（αα）

Ｖ７０ａ（货币）

Ｍ３５
（Ｗαα）

＋Ｉ（ｂ）
＋

＋

＋

Ｃ８６ｂ（Ｗ）

Ｃ
３４
ｂ（货币）

Ｖ３０ｂ（货币）

Ｍ１５ｂ（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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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Ｃ
２８０
αα＋Ｖ

７０
αα（货币）＋Ｍ

６
αα（Ｗ） ＋ （ββ）Ｃ

１２０
ββ＋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ａ）把这１１镑货币中的６镑花费在αα的商［品］上，５镑花

费在 ｂ的商［品］上。 αα同样把这６镑花费在 ｂ的商品上，因

此，这１１镑流回到 ｂ，于是我们得出：

Ｉ（ａ）
＋
Ｃ３０ａ（Ｗ）＋Ｃ

６
αα＋Ｃ

３２
αα＋Ｃ

２０７
αα

Ｖ
７０
（货币）＋Ｍ

３５
αα，或者：

Ｉ（ａ）
＋

＋

Ｃ２８０（［Ｗ］αα）

Ｖ７０（货币）

Ｃ３０ａ（Ｗ）（＝Ｍ
３５－５
）

＋Ｉ（ｂ）
＋

＋

Ｃ７５ｂ（Ｗ）＋Ｃ
４５
ｂ（货币）

Ｖ
３０
ｂ（货币）

Ｍ１５ｂ（货币）

（αα）
＋
Ｃ２８０αα（＝Ｃ

１４０
αα＋Ｃ

１４０
α ）

Ｖ７０αα（货币）

＋ （ββ）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ｂ）用这６０镑货币购买 ββ的商品，其中３０镑使Ｖ
３０
ββ转化

为货币，３０镑花费在 ３０
β 中，在后者这里，借助于这３０镑使Ｖ

３０
β 转

化为货币。于是，这一流通结束。因此我们得到：

Ｉ（ａ）
＋

＋

Ｃ２８０（［Ｗ］αα）

Ｖ７０ａ（货币）

Ｃ３０ａ（Ｗ）（＝Ｍ
３５－５
）

＋Ｉ（ｂ）
＋
Ｃ７５ｂ（Ｗ）＋Ｃ

６０
ｂ（［Ｗ］ββ）

Ｖ３０ｂ（货币）

（αα）
＋
Ｃ２８０αα（＝Ｃ

１４０
αα＋Ｃ

１４０
α ）

Ｖ７０αα（货币）

＋ （ββ）

＋

Ｃ１２０ββ

Ｖ
３０
ββ（货币）

Ｍ３０
ββ（ β的商品）

（α）
＋
Ｃ２８０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
Ｃ１２０β

Ｖ
３０
β（货币）＋Ｍ

３０
β。

  Ｃ７５（Ｗｂ）中应当以 ββ的商品形式补偿６０［镑］，而１５镑应在

ｂ本身中消费。假定这一流通需要７１
２镑，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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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Ｃ
６０
ｂ（Ｗ）＋Ｃ

６０
ｂ（［Ｗ］ββ）＋Ｖ

３０
ｂ（货币）＋（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

７１
２镑）。

其次，如果我们假定，为了Ｍ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的流通，两个类各预付１５

镑，总共预付３０［镑］，那么， ββ就花费１５镑货币，用这１５镑货

币向 ｂ购买１５镑商品。同样， β也花费１５镑货币，用这１５镑

货币向 ｂ购买商品。

于是我们得出：

（ｂ）Ｃ
３０
ｂ（货币）＋Ｃ

３０
ｂ（Ｗｂ）＋Ｃ

６０
ｂ（［Ｗ］ββ）＋Ｖ

３０
ｂ（货币）。

ｂ用这３０镑货币购买ββ的３０镑商品，由此得出：

（ｂ）Ｃ
３０
ｂ（［Ｗ］ββ）＋Ｃ

３０
ｂ（Ｗｂ）＋Ｃ

６０
ｂ（［Ｗ］ββ）＋Ｖ

３０
ｂ（货币）。

相反， ββ变成：

（ββ）Ｃ
９０
ββ＋Ｃ

３０
ββ（货币）＋Ｖ

３０
ββ（货币）＋Ｍ

３０
ββ（ β的商品）。

ββ用３０镑购买 β的商品，因而变成：

（ββ）Ｃ
９０
ββ＋Ｃ

３０
ββ（β的商品）＋Ｖ

３０
ββ（货币）＋Ｍ

３０
ββ（β的［商品］）。

以及 （β）Ｃ
１２０
β ＋Ｖ

３０
β（货币）＋Ｍ

３０
（货币）。

［２００］或者我们得出：

Ｉ（ａ）
＋

＋

Ｃ２８０ａ（Ｗαα）

Ｖ７０ａ（货币）

Ｍ３０
ａ（Ｗ）

＋Ｉ（ｂ）
＋
Ｃ９０ｂ（［Ｗ］ββ）＋Ｃ

３０
ｂ（Ｗｂ）

Ｖ３０ｂ（货币）

（αα）
＋
Ｃ２８０αα（＝Ｃ

１４０
αα＋Ｃ

１４０
（α）

Ｖ７０αα（货币）

＋ （ββ）

＋

Ｃ６０ββ＋Ｃ
６０
ββ（β）

Ｖ３０ββ（货币）

Ｍ３０ββ（Ｗ）

（α） Ｃ２８０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

＋

＋

Ｃ１２０β

Ｖ３０β（货币）

（Ｍ流通所必需的１５镑）

Ｍ
１５
β（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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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用１５镑购买 （ａ）的商［品］，（ａ）用１５镑购买 （ｂ）的

商品，（ｂ）用１５镑购买 ββ的商品。

因而我们得出：

Ｉ（ａ）
＋

＋

Ｃ２８０ａ（［Ｗ］αα）

Ｖ７０ａ（货币）

Ｍ１５
ａ（Ｗ）

＋Ｉ（ｂ）
＋
Ｃ１０５ｂ（［Ｗ］ββ）＋Ｃ

１５
ｂ（Ｗｂ）

Ｖ
３０
ｂ（货币）

（αα）
＋
Ｃ２８０αα

Ｖ
７０
αα（货币）

＋ （ββ）
＋

＋

Ｃ１２０（［Ｗ］）ββ和β）

Ｖ３０ββ（货币）

Ｍ１５
ββ（货币）＋Ｍ

１５
ββ（Ｗ）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
Ｃ１２０β ＋Ｖ

３０
β（货币）

（Ｍ流通所必需的１５镑）。

  ββ用１５镑购买 （ａ）的商品，（ａ）用１５镑购买 （ｂ）的商

品，（ｂ）用１５镑购买 ββ的商品，因此这１５镑重新流到 ββ那

里。因而我们得出：

Ｉ（ａ）
＋
Ｃ２８０ａ（［Ｗ］αα）

Ｖ７０ａ（货币）

＋Ｉ（ｂ）
＋

＋

Ｃ１２０ｂ（Ｗββ）

Ｖ３０ｂ（货币）

（用于Ｍ流通的７１２镑货币）

（αα）Ｃ
２８０
αα＋Ｖ

７０
αα（货币） ＋ （ββ）

＋
Ｃ１２０ββ＋Ｖ

３０
ββ（货币）

（用于Ｍ 流通的１５镑）

（α） Ｃ
２８０
α ＋Ｖ

７０
α（货币） ＋ （β）

＋
Ｃ１２０β ＋Ｖ

３０
β（货币）

（用于Ｍ 流通的１５镑）

  Ｍ（ａ＋αα＋α）总额＝７０×３＝２１０镑。

Ｖ（ｂ＋ββ＋β）总额＝３０×３＝９０镑。

现在，首先要指出，Ｍ（ａ＋αα＋α）２ ＝ ７０
２×３＝１０５镑是以 （ａ）本身

的产品的形式消费的。因此，Ｍ（ａ＋αα＋α）的这部分价值不进入同

（ｂ）等等的流通。

２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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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αα＋α）
２ （＝１０５）同Ｖ（ｂ＋ββ＋β）（＝９０）之间的差额是１０５－

９０＝１５镑。这个差额应加以说明。

Ｉ（ａ）＝Ｃ
２８０
ａ ＋Ｖ

７０
ａ＋Ｍ

７０
ａ＝４２０镑。（ＷＩａ）＝Ｖ

７０
ａ＋Ｍ

７０
ａ＋Ｖ

７０
αα＋Ｖ

７０
αα＋

Ｍ
７０
αα＋Ｖ

７０
α＋Ｍ

７０
α。

ａ、 αα、 α这些类在 ａ［类］中消费：

（１）３×Ｖ
６７
＝Ｖ

１８９
（ａ，αα，α）；因此，尚余３×Ｖ

７
＝Ｖ

２１
（ａ，

αα，α）。

此外：

（２）３×Ｍ
３５
＝Ｍ

１０５
（ａ，αα，α）；因此，尚余３×Ｍ

３５
＝Ｍ

１０５
（ａ，αα，

α）。

此外：

（ｂ）＝Ｃ
１２０
ｂ ＋Ｖ

３０
ｂ＋Ｍ

３０
ｂ＝Ｖ

３０
ｂ＋Ｍ

３０
ｂ＋Ｖ

３０
ββ＋Ｍ

３０
ββ＋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ｂ）、 ββ、 β这些类在 （ｂ）类中消费：

（１）３×Ｖ
３
＝Ｖ

５
（ｂ，ββ，β）。因此，尚余３×Ｖ

２７
＝Ｖ

８１
（ｂ，ββ，β）。

此外：

（２）３×Ｍ
１５
＝Ｍ

４５
（ｂ，ββ，β）；因此，尚余Ｍ

４５
（ｂ，ββ，β）。

因此，我们得出：

（ａ）＝Ｖ
２１
（ａ，αα，α）（Ｗ ａ）＋Ｍ

１０５
（ａ，αα，α）（Ｗ ａ）

＋ （ｂ）＝Ｖ
８１
（ｂ，ββ，β）（Ｗ ｂ）＋Ｍ

４５
（ｂ，ββ，β）（Ｗ ｂ）。

此外，（ａ）中Ｍ
１０５
（ａ，αα，α）＝Ｍ

８１
（ａ，αα，α）＋Ｍ

２４
（ａ，αα，α）。

由此我们得出：

（ａ）的商品＝Ｖ
２１
（ａ，αα，α）＝Ｍ

８１
（ａ，αα，α）＋Ｍ

２４
（ａ，αα，α）。

＋ （ｂ）＝Ｖ
８１
（ｂ，ββ，β）＋Ｍ

２４
（ｂ，ββ，β）＋Ｍ

２１
（ｂ，ββ，β）。

因此，应当在 ｂ中实现的 ａ的剩余价值分解为两部分：

３２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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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
８１
（ａ，αα，α）＝ （ｂ）Ｖ

８１
（ｂ，ββ，β），它们互相交换。

（ａ）的价值Ｍ
８１
通过Ｖ

８１
（ｂ，ββ，β）组成的商品来实现，而

（ｂ）的价值Ｖ
８１
（ｂ，ββ，β）通过 （ａ）Ｍ

８１
组成的商品来实现。

但是，第二，在等于Ｍ
２４
（ｂ，ββ，β）的 ａ商品上实现的 ｂ等

等的剩余价值部分，等于１０５［镑］（ａ，αα，α）的剩余价值减去Ｖ
８１

（ｂ，ββ，β）后的余额，也就是等于Ｍ
２４
（ｂ，ββ，β）。

最后，等于Ｍ
２１
（ｂ，ββ，β）的 ｂ、 ββ、 β的剩余价值余额，等

于在 ｂ商品上实现的Ｖ（ａ，αα，α）部分，也就是Ｖ
２１
（ａ，αα，α）。

ａ、 αα、 α的剩余价值等于７０×３＝２１０，或Ｍ２１０（ａ，αα，α）。

ｂ、 ββ、 β的可变资本等于３０×３＝９０，或Ｖ
９０
（ｂ，ββ，β）。

因此，Ｍ
２１０
（ａ，αα，α）－Ｍ

１０５
（ａ，αα，α）（在 ａ等等本身中消费）

－Ｍ
２４
（ｂ，ββ，β）（在 ａ中消费）＝Ｖ

９０
（ｂ，ββ，β）－Ｖ

９
（ｂ，ββ，β），后者

以 ｂ的商品形式消费。

Ｍ
２１０
（ａ，αα，α）－Ｍ

１０５
（ａ，αα，α）－Ｍ

２４
（ｂ，ββ，β）＝Ｍ

８１
（ａ，αα，α），

而Ｖ
９０
（ｂ，ββ，β）－Ｖ

９
（ｂ，ββ，β）也等于Ｖ

８１
（ｂ，ββ，β）。

［２０１］或者，因为Ｍ
２４
（ｂ，ββ，β）＝Ｍ

４５
（ｂ，ββ，β）－Ｍ

２１
（ｂ，ββ，β）

＝Ｖ
２１
（ａ，αα，α），所以：

Ｍ
２１０
（ａ，αα，α）－Ｍ

１０５
（ａ，αα，α）－｛Ｍ

４５
（ｂ，ββ，β）－Ｍ

２１
（ｂ，ββ，β）

＝Ｖ
２１
（ａ，αα，α）｝＝Ｖ

９０
（ｂ，ββ，β）－Ｖ

９
（ｂ，ββ，β），或Ｍ

８１
（ａ，αα，α）＝

Ｖ
８１
（ｂ，ββ，β）。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ａ、 αα、 α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Ｍ
２１０
（ａ，αα，α）中扣除：第一，其中在 ａ的商品上实现的那一部分

｛等于Ｍ
１０５
（ａ，αα，α），第二， ａ、 αα、 α的这样一部分剩余价值，

这部分剩余价值等于在 ａ的商品上实现的 ｂ、 ββ、 β的剩余

价值部分（这个部分等于 ｂ、 ββ、 β的剩余价值减去其中同Ｖ

４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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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αα，α）相交换的部分后的余额，即前者减去在 ａ的商品上实

现的那个剩余价值部分的余额），——那么，余额Ｍ（ａ，αα，α）就等

于Ｖ（ｂ，ββ，β），即在 ｂ的商品上实现的Ｖ（ｂ，ββ，β）部分。

总之，例如 （ｂ）＝Ｃ
１２０
ｂ ＋Ｖ

３０
ｂ＋Ｍ

３０
ｂ，或等于Ｖ

３０
ｂ＋Ｍ

３０
ｂ＋Ｖ

３０
ββ＋

Ｍ
３０
ββ＋Ｖ

３０
β＋Ｍ

３０
β。

如果我们用Ｖ′等等表示 ａ中消费的Ｖ和Ｍ 部分，而用Ｖ

等等表示 ｂ中消费的部分，那么，

（１）Ｖｂ＋Ｍｂ＋Ｖββ＋Ｍββ＋Ｖβ＋Ｍβ＝Ｖ′ｂ＋Ｖ ｂ＋Ｍ′ｂ＋Ｍ ｂ＋

Ｖ′ββ＋Ｖ ββ＋Ｍ′ββ＋Ｍ ββ＋Ｖ′β＋Ｖ β＋Ｍ′β＋Ｍ β。

此外，

（２） ｂ＝Ｖａ＋Ｖ αα＋Ｖ α＋Ｍ ａ＋Ｍ ａａ＋Ｍ α＋Ｖ ｂ＋Ｖ ββ＋Ｖ β

＋Ｍ ｂ＋Ｍ ββ＋Ｍ β。

由此得出：

（３）Ｖ ａ＋Ｖ αα＋Ｖ α＋＋Ｍ ａ＋Ｍ αα＋Ｍ α＋［Ｖ ｂ］＋［Ｖ ββ］＋

［Ｖ β］＋［Ｍ ｂ］＋［Ｍ ββ］＋［Ｍ β］＝Ｖ′ｂ＋［Ｖ ｂ］＋Ｍ′ｂ＋

［Ｍ ｂ］＋Ｖ′ββ＋［Ｖ ββ］＋Ｍ′ββ＋［Ｍ ββ］＋Ｖ′β＋［Ｖ β］＋Ｍ′β

＋［Ｍ ββ］。
①。

如果在这里我们从两边减去Ｖ（ｂ，ββ，β）和Ｍ（ｂ，ββ，β）就可

以得到：

（４）Ｖ（ａ，αα，α）＋Ｍ（ａ，αα，α）＝Ｖ′（ｂ，ββ，β）＋Ｍ′（ｂ，ββ，β）。

现在，第一：

Ｖ（ａ，αα，α）＜Ｍ（ａ，αα，α）和Ｖ′（ｂ，ββ，β）＞Ｍ′（ｂ，ββ，β）。

５２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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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Ｖ（ａ，αα，α）＜Ｍ′（ｂ，ββ，β）。

如果Ｖ（ａ，αα，α）＝Ｍ′（ｂ，ββ，β），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因此：

Ｖ（ａ，αα，α）＋Ｖ′（ｂ，ββ，β）＝Ｍ（ｂ，ββ，β）＋Ｍ′（ａ，αα，α）。

但从等式（４）得出：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Ｍ′（ｂ，ββ，β）－Ｖ（ａ，αα，α）。

（１）如果Ｍ′（ｂ，ββ，β）＝Ｖ（ａ，αα，α），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２）如果Ｍ′（ｂ，ββ，β）＞Ｖ（ｂ，ββ，β），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也就是超出额等于Ｍ′（ｂ，ββ，β）的余额。

（３）最后，如果Ｍ′（ｂ，ββ，β）＜Ｖ（ａ，αα，α），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也就是不足额等于Ｖ（ａ，αα，α）减去Ｍ′（ｂ，ββ，β）后［２０２］的余额。

情况（２）——这正是我们的例子中假设的情况。

用实例来说明情况（１）和（３），就足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上，这两种情况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必须只采用情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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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新的通商条约。——军税５２

  不来梅８月１０日。市长斯密茨博士同关税同盟各邦签订

通商条约５３之后，返回我们城里已经好几天了。记述委员会和市

议会之间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结果的定期刊物《市议会法令》也

在这时出版了。这次谈判已于７月１０日举行，但是，由于对关税

同盟各邦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尊敬，谈判的结果只能在条约于柏林

公布之后发表。不过，这项条约在我们的贸易条件下改变不了什

么。酒商得益最多；而塔糖这里很少使用，不来梅贸易的最重要

的项目之一砂糖却依旧征收关税。人们一开始就发现条约的缺陷

是：不来梅代表为了不作其他的牺牲而没有同意——这就象与汉

堡签订条约５４以来在该城发生的情况一样——同盟各邦特别是

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生产的麻织品自由进出口。这种产品是我们往

美国出口的主要物品。但是，很快就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付

出相当大的牺牲而只会使少数人取得微不足道的好处。问题是，在

进口时这种麻织品，如同陆运的所有商品一样，根本不收税，而

对所有商品征收的出口税只占价值的１
３％；可见，这种织品即使

负担出口税，也能经受得住同汉堡的织品竞争；同时进口税的全

部收入中几乎四分之一将来自麻织品。因此，国家就可能只感谢

斯米特市长善于拯救这笔经常的收入。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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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议会长时间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关于同盟军队中不来梅

兵额的经费的明确决定。这里的法律规定男性公民只有在市民自

卫军中而没有在常备军中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常备军只好通过招

募组成；这样就经常难以保证同盟军的兵额达到满员。为了通过

相应的改革以结束这种逐渐养成的玩忽职守的态度，参议会责成

市议会作出抉择：要么把不来梅公民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推广到常

备军；要么征收军税，以增加常备军的薪饷和按照每年２５金塔勒

的数额增加他们应得的赏金。议会坚决反对常备军的普遍义务兵

役制，理由是，在这种不大的邦里，普遍义务制只能采用负担过

重从而最终是不合理的形式。当时可以听到不来梅人的有代表性

的话：“我们同意献出自己的金钱，但不献出自己的鲜血。”可是，

征收军税同样碰到困难，而且只是现在才经过略加修改后通过了

拟订得相当出色的草案５５。根据这项草案，军税是个人税，向十六

岁至二十六岁的所有男青年征收，同时根据财产状况分等征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８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４０年８月２０日《总汇报》

第２３３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０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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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螺旋桨轮船及其在

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使用

  不来梅９月２２日。现在我十分高兴，不仅能够把老阿基

米得精神获得的新胜利详细介绍给本报读者，而且还告诉读者，这

里已经准备开辟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螺旋桨轮船航线。大家知道，伦

敦的弗·佩·斯密斯先生发明一种方法把轮船的叶轮换成大为合

理的阿基米得螺旋桨，安装在船的舵轮与船身之间的水面之下。①

这一发明已经应用于“阿基米得号”轮船，并十分出色地证明了

它的合理性。

螺旋桨安装于船的尾部，这里船舱完全被隔开，水从两边流

向尾部。另一重大改进是，在同一根轴上做两条走向相对的螺纹，

取代一条螺纹，这样就可排除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在用双螺旋

桨时，舵本身保持垂直状态，因为水从两边对舵的压力是相等的。

如同所有天才的发明一样，这一发明也是哥伦布鸡蛋的一例。每

个人看到这种船都会感叹说：为什么你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然

而，正是在力学这样的领域中，这种发明是天才的真正标志。但

是，不富裕的斯密斯的想法却不为这些因循守旧的英国人所理解。

１３３

① 丁勒的《综合技术杂志》（１８３７）载有这种轮船发动机的说明和图片，见第５４
册第４０１页。（恩格斯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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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他早在四年前在一只３２英尺长、装有功率为两马力的发动

机的小船上非常成功地试验了螺旋桨时，并且当他找到一个同意

用自己的资金建造“阿基米得号”的保护人时，甚至在这时都没

有一个伦敦的民用工程师承造发动机。某个不知名的工厂制造了

号称功率为８０马力的发动机，其实它的功率未必到６０马力，顺

便说一下，这对“阿基米得号”这样的排水量为２４０吨（一吨约

等于２０００磅）的船来说是不大相称的。船造成时，海军部很重视

它，命令查佩尔舰长负责指挥新的轮船。它的第一次航行是从多

佛尔到加来；它以空前的短时间１小时５３分驶完这一航程。英国

的公认为行驶最快的“维荣号”邮轮与“阿基米得号”同时出航，

却比它落后１０分钟。６月间“阿基米得号”完成环绕大不列颠的

航行，同时访问了全国各大港湾，而且在那里进行了试航，在场

的有航海船队、科学界和贸易航运的最有威信的代表。现在，当

这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时，大家都向发明者深表嘉许。现在我们

听一听一家苏格兰报纸的意见５６：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写道：“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向我们的读者报道关

于螺旋桨轮船‘阿基米得号’新近试航的结果，试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

发动机发明者的胜利。他深信自己能获得成功，邀请了最著名的工程师、科

学家和本城一切关心发展蒸汽化航远的人上船，这样便可以确有把握地在这

里对构造上的每个缺陷、对构造合理性的任何怀疑加以讨论。６月１６日星期

二早晨，停泊在港湾里的船只上和岸边聚集着一大群人，船在他们的欢呼声

中沿克莱德河顺流而下。应邀上船的乘客们，由蒸汽力推动前进，既无明轮

喧嚣，又无船身摇晃；他们能感到，他们是在试验新发明的效果，这项发明

将负有完成航运中伟大事业的使命。遗憾的是，因途中多次停驶而无法准确

地确定速度，但是这里仍然可以想象到作为发动机的螺旋桨的有效性。首先，

‘阿基米得号’不是作为快速船制造的，而只是为了表明，新型构造一经采用，

就可很容易地在同一船上交替使用蒸汽力和帆；发动机制造得很粗糙，而且

２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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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从来没有制造过海运用发动机的小工厂里制造的。此外，我们在途中停

船，多半是为巨大的逆流所阻，尽管遇到这一切不利的、然而与新发明全然

无关的情况，但阿基米得号仍不失为一只出色的高速船，它继续以高速前进。

如果条件，特别是发动机的马力与我们一般的轮船一样，那么它的速度就会

是巨大的。我们在丹巴顿与格拉斯哥之间曾试验在螺旋桨工作的同时还用帆

航行了一个时候，结果非常良好，因为速度显著增加（既然螺旋桨轮船就其

构造来说与一般帆船没有区别，那么它们就能或是用帆航行，或是用螺旋桨

航行，或是二者同时使用。‘阿基米得号’驶过格林诺克，进入盖尔洛赫湖，

这时把螺旋桨关上，只用帆继续航行。

虽然‘阿基米得号’的备受称赞的构造在速度上显得不理想。但是所有

专家都确信，螺旋桨轮船关上螺旋桨，用帆行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尽量加快速度，丝毫也不慢于一般帆船。螺旋桨对明轮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地

表现在船转弯时：旧式构造的轮船每逢转弯时都必须沿六倍于船身长度的弧

线转动，因此要求相当大的空阔水面。而‘阿基米得号’只沿本身１１４的长

度的弧线转动。”

“最后，我们讲几点简单意见。许多联接在一起的保证螺旋桨转速的飞轮

发出的噪音令人不愉快：这种噪音虽比叶轮造成的噪音小，但是它在船内听

得最清，所以引起舱内的不快。然而有许多出席的专家当时就提出一些排除

这种缺点的办法。不过，一般轮船行驶时所感觉到的颤动在这里完全消失了。

此外，因为螺旋桨完全在冷水里，所以大大减少了机轴等的磨损。螺旋桨的

一个主要优点是：与叶轮不同，它不引起水面振荡，这也就排除了至今行驶

在运河和狭窄的河流里的小船当轮船通过时所面临的那种危险。水面保持完

全平静，因而河岸免遭以前由叶轮造成的波浪冲击而带来的那种损害。相反，

由于螺旋桨的活动，淤积的沉淀物从底下泛起，然后被水流冲走，因此，据

查佩尔舰长说，普利茅斯港的长官建议采用螺旋桨，哪怕只是用于港湾的清

除。”

其他报纸也是以同样的完全赞扬的口吻发表评论的。这里还

可以举出《爱丁堡晚邮报》关于螺旋桨轮船优点的几点意见。５７

“螺旋桨用于远航船只十分有利，远航期间，在风平浪静时和处于微风或

３３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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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的情况下，可以交替使用发动机和帆工作。任何天气，甚至在最大的暴

风中，都可使用螺旋桨，因为它总是在水里，而明轮船在疾风的冲击下严重

倾斜，航行时两个明轮中只有一个在水中。此外，螺旋桨轮船能够很容易进

入狭窄的港湾，而这对在明轮上方装有宽大外壳的普通构造的轮船来说是办

不到的。螺旋桨对战舰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螺旋桨在水中可以避开弹丸；

而且螺旋桨的活动不依赖于船只的垂直状态，它吃水越深，力量越大，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螺旋桨是在密度较大的水层里工作的。其次，明轮上方的外

壳不容许在宽阔的船舷两侧安装大炮；由于螺旋桨不用外壳，这个缺点也排

除了。”

不来梅９月２２日。（续完。）“阿基米得号”在爱丁堡附

近试航时所作下述试验也使这里的上流社会大为惊讶。当船向规

定点航行时，舵手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阿基米得号”丝毫没

有偏离直航向，继续向自己的目标行驶，螺旋桨划动的水如此牢

靠地把船舵保持在笔直的方向上。十分明显，这在许多情况下特

别是在暴风中多么重要。后来转动了舵，船就非常灵巧地开始做

圆形运动，船头部分画了一个圆圈，而船舵几乎处于中心。船每

转一圈只不过两分钟。当“阿基米得号”从莱特要塞旁驶过时，进

行演习的炮兵向海上的确定靶标射击。查佩尔舰长确信军人掌握

自己火炮的艺术能保证轮船的安全，他想开个玩笑，吓唬一下船

上的女士，于是决定在大炮和靶标之间通过，而同时又不妨碍炮

兵的演习。炮手也为吓唬乘客而把大炮对准船；一门二十四磅炮

发射的一枚炮弹，正在船头前面落水，另一枚炮弹落在船舵后边，

而第三枚弹丸从桅杆上边飞过。船上乘客们对这种欢迎报以高声

欢呼，而士兵也兴高采烈地参加欢呼。在同以自己速度著称的

“要塞号”明轮蒸汽舰比赛时，虽然“要塞号”由于构造较轻和蒸

汽机的马力较大而具有某些优点，但是“阿基米得号”以３
４小时

４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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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７英里的航程，超过自己的对手半英里。

这次航行之后，弗兰西斯·佩·斯密斯先生在祝贺的欢呼声

中被选为爱丁堡艺术和手工业协会５８的会员，并受到该协会的正

式的科学嘉奖。在朴次茅斯，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海军上将参

加了试航，他怀着真诚赞扬的心情，要海军主管部门注意这项发

明。在布里斯托尔，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运的倡议者克拉克斯顿舰

长，决定用螺旋桨装备正在建造的、用于英国与美国之间航运的、

排水量为３０００吨的大型铁制轮船５９。虽说有几次停泊，但全程约

１７００英里的围绕大不列颠的航线，三星期行完；船平均每小时就

行１０英里。７月，“阿基米得号”从朴次茅斯出发开往波尔图，用

６９小时行完长达８００英里的航程，至今还没有一艘轮船能做到这

点。８月，“阿基米得号”“旋进”（英国人用“ｔｏｓｃｒｅｗ”这个动词

来表达这种移动形式）尼德兰；它这次航行是早晨５点离开安特

卫普，开往阿姆斯特丹，绕过须德海中的特塞尔岛，晚７点左右

到达目的地。英国、北美、荷兰和比利时为这些成就而发给发明

者以特许证。

“阿基米得号”最初几次航行的结果引起不来梅的一个商人①

的注意，他今年夏天转到英国经商。他乘坐“阿基米得号”完成了环

绕大不列颠的旅行，以便有机会在空闲时间研究船的构造及其合

理性。显然，许多成就中的每项成就都使他想到：这种发明对于美

国与汉撒城市之间的活跃的而且不断增长的联系，特别是对于德

国移民的运输，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热烈

赞扬关于开辟欧洲与西大陆之间的轮船交通这一想法，而德国还

５３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卡尔·科伊特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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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种交通的优点；现在正当航运领域里

进行重大改进的时候，决不能再拖延利用海洋航运和阿基米得螺

旋桨的这些优点了。既然螺旋桨不总是能用于江河，——因为其直

径最小是５英尺，而船只通过所需要的深度至少要７英尺，因此，

例如，螺旋桨轮船在莱茵河里逆流而上，就只能到科布伦茨，——

所以我们就应该赶快为我们的横渡大西洋的交通利用新的发明。

每年从不来梅运往美国一万至一万四千人。当然，帆船速度有赖于

许多偶然性；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从威悉河岸到美国需要２６天，但

也往往发生这样情况：船只在这条航线上要花费６０天到７５天；去

年从这里出发开往巴尔的摩、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船只的平均

航行时间是４２天到４５天；然而，由于这里还没有算上从９月中旬

到２月底航行的船只，这种平均数字只能认为是最好季节的准确

数字。用螺旋桨装备的轮船完成这一航行要快两倍，在不顺利的情

况下则快一倍，而船费不过增加四分之一。

前面提到的那个不来梅人①使我们的自由市的第一个造船

家②注意到新的构造，他现在打算部分地靠自力装备用于不来梅

与纽约之间的交通的大型螺旋桨轮船。但愿我们的富有的人和船

主关心这一重要事业，而不要从利己主义的或目光短浅的个人利

益的考虑出发来支持这一事业。诚然，乍看起来，可能这种事业

不利于航运，因为帆船当然要被夺去一定数量的走这一航线的移

民旅客。但是，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即使这一事业由于船主

的打小算盘的竞争遭到破坏，不来梅与北美之间的轮船交通不管

怎样也会很快开辟，不过那时将由某个北美城市来开辟。６０这里的

６３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约翰·朗格。——编者注

卡尔·科伊特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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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阻挠用挂着北美或英国的旗帜的轮船定期运送旅客，正象

美国的法律不阻挠世界各地的邮船向全国所有主要港湾定期航行

一样。因此，但愿这里的船主更明智地行动起来，把不来梅与美

国之间的轮船交通也拿到自己手里，这样做不会有困难，因为这

对船主来说只要有三家商行的赞同就够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

么这里有相当富有的公民，这些人未必能为其投资找到更赚钱的

企业。他们如果放弃这一机会，那时英国或美国就会经营这一事

业，德国不仅会失去好处，而且还会被认为是因图小利而不能谋

大业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９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７、８日《总汇报》

第２８１和２８２号附刊，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７３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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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继续运送马匹过境。

——手工业者的小团体精神

  不来梅１０月３０日。尽管已经颁布禁止从汉诺威运出马

匹的命令，不久前还是经过我们这个城市为法国军队运送了数目

可观的马匹。６１运送几乎有数天之久；但是，后来得知，这些马匹

在汉诺威的第一个驿站巴苏姆就被扣留了。

许多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里存在较大的手工业者协会的报

道，在公众看来，已不那么重要了。一定的关系把同一个行业的

帮工联合起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客栈里共同生活的条件

下以及在流浪期间，这些人当中产生某种小团体精神，因此，在

同自己的师傅有争执，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他们能相互依靠，这

是十分自然的。时而有人宣布抵制某个虐待自己工人的师傅，一

个城市的某个行业的师傅名声太坏，流浪的帮工们就远远地躲开

那个城市，这都丝毫没有什么新奇或值得大惊小怪，虽然我决不

想以此来为这类做法辩解。任何人也绝对不打算强迫帮工到脾气

固执的师傅那里做工，或者到有某个对帮工采取反对立场的行会

的城市去。但是，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有组织的联合会、蛊惑者６２

的阴谋、秘密法庭，那就太夸张了；任何一个人，如果象北德意

志一家报纸的通讯员６３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与巴黎ｏｕ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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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ｒｉｅｒｓ
①
的阴谋类似的阴谋，那么他只要一开始就弄清楚ｏｕｖｒｉｅｒｓ

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德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与法国手工业者阶层

的组织之间的差别，他的言行就会明智些。不过，我所说的只是

自己的看法和这里的公众的看法。由于某些泥水匠帮工反对他们

的师傅，的确引起过多次逮捕事件，但是，从那时起对此就没有

任何报道了，至少是没有官方的报道。因而关于这个问题只能作

一些推测。但是上面已经说过，这方面无疑有很大的夸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７日《总汇报》

第３１２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９３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工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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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建立同纽约的轮船交通

  不来梅１１月５日。我很高兴有机会向你们报道，关于建

立不来梅同纽约之间排水量为１０００吨级轮船的定期航线的最后

决定，现在已经通过。①全部股票一天半就销售一空。任何人也没

有想到这样快就成功了，有许多人还因此耽误了自己投资。只是

现在这一事业才引起全城的关注，在此之前没有打动过任何人，也

没有打动过那些曾根本反对这种企业的大船主，竞争的威胁并没

有使他们不安。他们认为参加这种企业有损尊严；他们大发议论，

说想要从事这种事业，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股东名单上仅

列有这样一些人的名字：或者是不久前搬来本城的人，或者是靠

自己而不是靠继承发财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属于旧的富裕家族；不

来梅共和国的这些继承人对待前面提到的企业的态度，可用这样

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家族的两个非常富有的人物，由于一个格

罗特（１１
８克劳泽铜币）的邮费而把通过市邮局寄给他们的招股书

退回去，并注明：首先他们应该知道信封内装的是什么。收到说

明之后，他们声称，不值得为此花一格罗特，而且再次把招股书

退回。发信人亲自把这一趣事告诉我。此外发信人卡尔·科伊特

０４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３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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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先生为创办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业所表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热忱，

应该受到高度赞扬。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英国收集了关于

螺旋桨轮船机件的材料，到达不来梅后就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不

惜任何牺牲，而与其他股东相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事先就

放弃对这个企业的管理。轮船将于费格察克由我们的第一个造船

家约翰·朗格先生建造，他已经表示，准备必要时提供所需资金

的一半；来年春天，轮船将安装到船台上，因而最迟１８４２年春天

开航。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５日

载于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总汇报》

第３１８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１４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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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最 近 的 水 灾

  不来梅２月１日。不久前这里发生１８２７年以来未有的水

灾。威悉河水突然猛涨，把我们地区的河坝接连冲垮六处，淹没

了整个右岸和左岸。我们大桥上游的冰块突然移动，冲毁一部分

在修建主桥时架设的临时桥。虽然冰块又很快开始集中于城市的

上游，但是有许多冰块被冲到岸边，挡住船只进入受淹地区。因

此，邮政通信中断四五天，上周才勉强恢复。水落后，发现穿过

沼泽地区的公路上的桥梁严重损坏，因此，邮政马车还要有一个

时候不能通行；威悉河两岸之间也同样只恢复了人行交通。为了

救济贫穷的和由于河坝冲垮而受灾的灾区居民，成立了一个协会，

该会在一周内就募集了一万多塔勒和大量食品、衣物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２月１日

载于１８４１年２月９日《总汇报》

第４０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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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声  明

  该报①第８３号和以后几号上，不来梅的唯理论发表了它对那

里教会争论的看法６４，这正与我那篇从该城发出的、在《晨报》上

发表的通讯②有直接关系。——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当我没有

找到机会公开地和全面地表明我的信念时，唯理论者把我看成虔

诚主义者，而虔诚主义者则把我看成唯理论者。因此，今年３月

１３日我收到下面这样的一封信，丝毫不感到吃惊：

“您这个蠢货在南德意志报上大骂我们敬爱的、学识渊博的人，究竟想要

得到什么？根本得不到什么，只是给你们这个无名派别的小卒们再提供一次

饶舌的机会。——然而，最可尊敬的人啊！如果您还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话，

那我就奉劝您和您那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先生去求教作为良药的《公开谴责

……》６５和韦伯的有关教会问题著作。——也许，某个短工让你吃几记无伤

大雅的耳光（尽管这个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手非常善于做这种事）也会达到同

样的目的。——您认为：我对我曾否发表过某种合理言论或者无稽之谈，是

无所谓的；我多么幸运啊！我的空钱包里又有了东西了！——您的忠实仆人

希望很快就在更正确的道路上碰到您，并向您致敬。”

不来梅唯理论的论战就是这样！不来梅的唯理论者和自由思

想派，就这样对付任何没有立誓无条件地效忠帕尼埃尔博士的人！

３４３

①

② 弗·恩格斯《唯理论和虔诚主义》。——编者注

指《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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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抽象的唯理论具有这种充当伟大的宗教裁判者角色的道

德倾向，而虔诚主义对这种倾向还只是在梦寐以求；但是，与虔

诚主义相比，更不能让唯理论去求助于诸神和发现其起源。因为

这些先生只要花点工夫去细心读完有关文章①和在北德意志报上

发表的关于我的信念的证明，那么他们就可用不着自找麻烦，辱

骂我是虔诚主义者了。把我作为作家来关心的其他人，早就知道

情况究竟怎样。在这里愿向自以为是自由思想和独立的顶峰的不

来梅唯理论说清楚：支配这些通讯的不是别的精神，而正是黑格

尔和施特劳斯的精神，这种勇敢和独立的精神是帕尼埃尔博士的

所谓自由精神不能相比的。我对不来梅唯理论者直言不讳地说过，

如果他们希望捍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以前的动摇不定，那么我和

任何独立者都会站在他们一边；还说过，现在谈的已经不是托路

克和韦格沙伊德尔，而是精神的他律或自律，难道我讲得还不够

坦率吗？但是，明智的唯理论大概已陷入自己固执的守旧习性之

中，而且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不得不违反意愿而经常地暴露出自

己的弱点。但是，不管唯理论怎样固执，他们必将从现代的舞台

上消失，让位给更有生命力的历史形式。因此，更详细地去批驳

唯理论将是无用的。历史已经给它作了判决。

弗·奥斯渥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１年４月中旬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故居

丛书》第１５册１９７５年特利尔版

原文是德文

４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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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关于官方的辟谣

  ３月９日科伦。鉴于《新莱茵报》第２２９号发表了来自柏林的

那篇文章６６，恩格斯上校先生“不揣冒昧地”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

给我们送来有关瓦尔德马尔亲王在东印度的行动的“官方的辟

谣”。

我们既不承认警备司令部有权，也不承认某个其他政权机关

有权向我们送发“官方的辟谣”。关于“辟谣”的指令适用于书报

检查时期，而且专门用于受检查的报纸。我们现在不能发表恩格

斯上校的辟谣，以免触犯出版法。

恩格斯上校先生送来戈夫勋爵关于瓦尔德马尔亲王的报告，

要我们在报上发表，报告是经恩格斯上校请求而从普鲁士驻英国

大使馆得到的。我们认为，每个军队的指挥官在官方的报告中，都

会吹捧外国的亲王。因此，在我们看来，戈夫勋爵的报告什么也

证明不了。我们记得，当远征印度时，我们曾经看到过伦敦当地

的内容相反的报道。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和此地警备司令部一

样，给伦敦写了信。６７只要我们一收到回信，就发表恩格斯先生给

我们送来的材料。

我们从来不拒绝接收史实性质的辟谣。然而，我们却极其坚

决地拒绝官方的辟谣。但是，我们最后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如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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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奥尔良公爵，或者说，茹安维尔在东印度站在英国一方作战，那

么法国能说什么呢？英国经营德国和普鲁士的工业。英国工业的

支柱是东印度。因此，瓦尔德马尔亲王顶多不过是站在德国工业

的死敌一方同德国工业作战。如果恩格斯先生愿意把他的辟谣作

为他私人的辟谣发表，那么我们随时都准备照办。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９日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２号

原文是德文

６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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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朱利安·哈尼反驳菲

格斯·奥康瑙尔６８

  伦敦３月１０日。一星期前菲格斯·奥康瑙尔在《北极星报》

上极其荒谬地攻击共和派。６９就在宪章派的这家主要机关报的今

天这一号上，朱利安·哈尼在回答奥康瑙尔时指出，他对共和派

的种种议论和攻击是不妥的和毫无根据的。７０奥康瑙尔只是提出

他本人的资产阶级幻想，而朱利安·哈尼却表达了宪章派压倒多

数的观点。因此，我们从哈尼的回信中摘录最重要的几段话发表

在下面，这几段话能说明奥康瑙尔对共和派攻击的实质。

哈尼开始说：“如果我对奥康瑙尔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完全同意

他信中第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同意：党和它的著名代表之间的

相互了解是保证这个党及其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条

件。党内发生分歧时，如果双方无拘束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兄弟般气氛中

交换意见，那么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当然，政治的或个人的反对者、单独的

或众多的反对者，会坚持不同的观点，并互相进行斗争。但是，最好的朋友

有时在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也可能坚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如果双方都能以诚

相待，那么这种分歧就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我担心奥康瑙尔先生被某个糊涂人或无耻的阴谋家弄糊涂了。否则，他

未必会写信警告宪章派不要妄图建立共和派或进行共和宣传。我非常熟悉民

主运动内部各派的情况，非常了解那些同情人民的人的观点，而且同现在在

狱中受苦的许多宪章派领导人还有通信联系；我可以大胆地说，那种要以共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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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宣传代替争取人民宪章７１的宣传的意图，只存在于看来是把奥康瑙尔弄

糊涂的那些人的想象中。诚然，共和主义者有许许多多，但确实不是他们把

‘纠纷的苹果’抛进宪章派队伍的。这种责难只能加给为奥康瑙尔先生提供假

材料的那些人。

虽然英国的真正共和派以应有的方式表示他们同情大陆上的共和派同

行，但同时他们对英国人民却保持沉默。他们知道，‘果子还没有熟’，要

‘等待适当时机’。不过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共和派对某某政体的评价，是根

据这种政体在多大程度上适于给人民以权力——允许群众实现自己的社会

解放的那种权力——做出的。他们知道，一个镀金傀儡（尽管他披着王服）的

虚有其表的权力，同以人们劳动进行投机的‘富翁之王’——吮吸从事繁重

劳动的人们的鲜血的吸血鬼——的真正的、巨大的和（现在是）万能的权力

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此，鉴于对王权赞成或反对的问题只具有第二位

的意义，此外它在目前不是时候，再说对它的宣传在政治上并不合乎目的，所

以，要不是发表了奥康瑙尔先生的信，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派是不会现在提

出它来讨论的。

我同意奥康瑙尔先生说的：企图预言实现人民宪章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

果，会是荒唐的。但是，同样我不会谴责那些人：他们认为实现宪章的捷径

是向人民解说这项措施的社会意义。去年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在群众取

得政权之前必须尽可能地教育他们。如果人民能这样认清情况，以致能选出

当之无愧的国民议会，那么，与富人的阴谋结合在一起的临时政府的错误，就

不会给光荣的二月革命带来这样的损失。但是，不管怎样，１８４８年法国革命

既有肯定的结果，也有否定的结果。我感到遗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称法国

宪法是‘装满幻想的口袋’。这部宪法，尽管有种种缺点，而且决不能说这些

缺点不多或无关紧要，但仍然是我们的‘宪章’。不过，还不止于此。奥康瑙

尔认为法国面临的普选结果不会成立比现在的国民议会更好的国民议会，我

同意这种推测。不过，我也不希求在我们这里通过宪章之后第一次甚至第二

次选举结果能成立真正改革派占多数的下院。但是，即使人民在享有普选权

的情况下选出皮尔和科布顿、罗素和西布索普之流的议会，那么人民的这种

考虑不周的事例也不能成为称宪章为‘装满幻想的口袋’的根据。这只是意

味着人民的脑袋中装的不是脑子，而是某种代替物。法国人由于二月革命的

结果取得普选权。如果他们在有自己的共和主义宪法的条件下竟象绵羊一样

８４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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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别人把自己当做牺牲品，那就让他们引咎自责罢，其实是否能成为自由

者，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

奥康瑙尔先生接着说：‘甚至在美国也象在世界任何君主国里一样，存在

着阶级差别、全民族的贫困和人民的不满。’不错，在美国诚然存在着‘阶级

差别’、‘贫困’和‘不满’，但是远未达到许多君主国里的那种程度。宪章的

反对者利用奥康瑙尔反宪章的论据来反对共和派。他们叫嚷：‘请看美国：你

们在那里将看到普选权的结果；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等！。’但是，用这种论

据既驳不倒宪章主义，也驳不倒共和主义。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的存在，只

是证明少数人的可耻和群众的无知，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永恒正义

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和卓越的。

我本不想把争取宪章的宣传局限于解释‘六点’和说明其理由。即使这

种宣传导致宪章的实现，难道它能以应有的方式训练人民去妥善地利用最终

争取到的政权吗？而且我坚信，在群众还没有充分理解到他们有了宪章就能

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什么时，宪章是争取不到的。在我看

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应该研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对这些问

题进行自由讨论，是鼓舞为争取宪章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的最好办法，同时

又是训练他们能在宪章成为法律时充分利用宪章的最好办法。

奥康瑙尔先生说：‘如果演说者走上讲台，说道：我是个共和主义者，那

他可能会受到鼓掌欢迎，然而无论他还是他的听众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更有必要解释清楚共和主义是什么，以便人民明了

共和政体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宪章派对‘共和国’一词

意义的理解无论如何要比奥康瑙尔先生所想象的正确得多。我甚至敢于断

言，宪章派在这方面坚持的观点，与奥康瑙尔先生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奥康瑙尔先生断言：美国从来就不是君主国，那里保皇派不与共和派相

抗衡。这是错误的。美国曾是不列颠君主国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革命开始时，

曾有过强大的保皇党。幸而该党始终是少数派，并由于对其同胞的权利和自

由采取敌对行动而被公正地没收财产和惩办。直到最近几年不列颠议会还每

年表决，拨出一定金额，用以奖励‘美国保皇派’为神圣的不列颠君主国所

作的牺牲……

让兴高采烈的君主制崇拜者回想一下加里西亚的屠杀，让他们想一想在

伦巴第的异常残暴的奥地利人，让他们回想一下强攻维也纳、炮击布拉格、克

９４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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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夫、列姆堡①等，——最后的但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试想一

下匈牙利的目前事件，让他们看看这个被鲜血染红、被大火烧光和民穷财尽

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是这群恶棍一手制造的，他们只是完成更为卑鄙的

恶魔即‘上承天命的’君主－皇帝的命令！”

（我们的朋友哈尼在所有这些大量史实面前，完全忽视了“我

英勇的军队”在波兹南、７２施魏德尼茨、利格尼茨、美因兹、柏林、

波茨坦、施潘道、爱尔福特、明登、明斯特、杜塞尔多夫、科布

伦茨等地的英雄业绩，也忽视了上承天命的德意志“帝国”军队

在３４个幸福之邦的上千个居民点的暴行！７３）

“我不能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这种说法：在宪章通过之后，不管是谁——

教皇、恶魔或王位追求者——登王位都没有关系。我认为，恶魔尽管有许多

朋友，但不能争取到大多数来保证他进行统治。至于教皇，似乎罗马人也不

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说法。只有那种可鄙的人才会接纳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当

国王。我从自己方面来说同样不同情王位追求者——路易－拿破仑或他的某

个竞争者。奥康瑙尔先生说：‘只要在王位背后的权力比王位本身强大，君主

国与共和国之间就没有丝毫差别。’那时‘王位的野蛮闪光’又有什么用呢？

或者说，为什么需要终身总统或当选连任四年的总统呢？看来，奥康瑙尔先

生没有注意到，他关于共和主义的观念已经陈旧和过时。这种观念在六十年

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目前真正的共和派——未来的人们——既否认总统，

也否认国王，既不会投票赞成这个，也不会投票赞成那个。共和派将来的主

要目标在于，防止人民重犯法国农民在去年１２月所犯的错误：他们把路易－

拿破仑这个家伙捧上了总统宝座。如果没有这种宝座，那就用不着担心有不

适宜的人会占据它，或者它会变成王位。

这封信太长了，因此我只好简短地评述一下奥康瑙尔就宪章派对待其他

民族的立场而对宪章派提出的忠告。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所

建议采取的立场是带有纯粹自私性质的。如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与你们无

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就该责备自己。你们并没有为自己本身的

０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现名：里沃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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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做出什么为民族所尊敬的事情，而从另一方面说，你们的父辈是欧洲压

迫者的帮凶和驯服工具。诚然，你们对自己父辈的愚蠢表示遗憾，但你们没

有对那些为争取从英国用黄金和军队支持的大陆暴君们的压制下解放而战

斗的人们表示真诚同情。

如果你们的父辈多注意一下对外政策，那么他们就不必流血，也不必把

巨大的罪行负担留给自己的后代以及因在法国（同时也在欧洲其他地方）扼

杀自由而玷污自己。此外，你们要注意，你们的统治者不会依照奥康瑙尔的

忠告去做。他们不是亲自出马压制自由之友，就是迫使别人进行干预。即使

他们不亲自给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那么无论如何会象犹大一样把自由卖到敌

人手里。如果你们‘拒绝审查对外政策问题’（如同奥康瑙尔所要求的那样），

并允许你们的统治者同大陆暴君们结成同盟重新给各民族带上过去的奴隶

镣铐，那么大陆各民族将有权把你们看做是你们统治者的罪行的参与者，而

‘诅咒、仇恨和极端蔑视’将在全世界与‘英国人’这个名称连在一起。

有人说过：一个人在马拉松战场上同在普通的地块上，即在未被自由和

勇敢的人们的鲜血染红的地块上相比，如果心跳得不是更急，血管里的血不

是流得更快，这个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漠不关心地对待自

己同时代人的斗争和苦难，对待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人们的苦难和斗争，这

个人就更不值得羡慕了。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砸碎长期的锁链，精神振奋

地从国内异族压迫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摆脱牧师和国王给它戴上的枷锁，

从而争取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被自己领导者所出卖，被

自己过去的同盟者抛弃，但它还是满怀坚强的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不久

前争取到的自由，而当我随后把视线转向我的祖国时，看到我的同胞麻木不

仁、利己主义和奴隶般的思想方式，我感到惊讶和羞愧，他们既缺少勇气去

效法意大利人的榜样，又缺少高尚风格赶去向意大利人求援，或者哪怕是向

苍天祈求自己的胜利。

听凭奥康瑙尔先生鼓励你们这种对‘对外政策问题’的非常有害的冷淡

态度罢，而我愿克服这种冷淡态度。我要使你们相信，对一个民族自由的每

次打击，都旨在打击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一个民族的压迫者是所有民族的

公敌’，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是兄弟，‘应该象一个国家的公民那样互相帮助和

促进’。”

１５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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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就是这样写的。奥康瑙尔对共和派的攻击和上面引用的

哈尼的答复，意味着奥康瑙尔这个宪章派的资产者和小店主同宪

章运动的其他社会民主的领袖及宪章派内部为数众多的拥护他们

的人之间的公开破裂。这种分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６日《新莱茵报》

第２４７号

原文是德文

２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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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致《总汇报》编辑部
７４

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４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致最可尊敬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

兹因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刊登了标明９月２６日①字样

的一篇科伦通讯，通讯中直接告发了我，我希望正义感促使编辑

部在其最近一号上刊登如下答复。②

    忠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８年《工人运动史

论丛》杂志第３期

原文是德文

３５３

①

② 卡尔·马克思《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６页）。——
编者注

原稿中明显地误为２７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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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关于厄内斯特·琼斯

（摘自《人民报》的“政治评论”栏７５）

  前几天在皇家法院７６里审理一起案件，对此我们必须详加叙

述。１８４８年厄内斯特·琼斯由于自己的革命行为而被判处两年监

禁。服刑期满后，又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才干着手宪章派改

组；——众所周知，１８５７年秋，他提出无产阶级同中等阶级的联盟

计划。他抱着实现这一思想的目的，邀请资产阶级代表和工人代表

出席联席代表会议，会议于去年初名义上在圣马丁堂举行了。７７但

是，仅仅是名义上的。宪章派方面连一个稍有威信的活动家都没有

到场，而代替蔑视地拒绝邀请的科布顿、布莱特等先生，作为“资产

阶级代表”出席的是两个可疑的人物：乌尔卡尔特共产主义派的帕

麦斯顿分子肯宁格姆先生和从那时起就被揭穿有一般欺诈行为的

某英格勒姆先生。所谓的“代表会议”制订了类似“同盟”的纲领，宣

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贵族的十字军征伐，真是徒劳无益。无

产阶级提出抗议，资产者也看出从这里什么也捞不到，而厄内斯特

·琼斯很快就发现，他既被老朋友遗弃，又被新朋友遗弃。他出版

的两家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伦敦新闻》的读者范围日益缩小，

琼斯最后决定把它们卖给布莱特的《星报》①出版者巴克斯特·兰

４５３

① 《晨星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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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先生，——这种措施至少是冒失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人

民报》当时是宪章派唯一的正式机关报。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措施

在部分宪章派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慨。厄内斯特·琼斯遭到强烈的

攻击；在其他报纸中，《雷诺新闻》发表许多文章，硬说琼斯投靠了

曼彻斯特学派７８，在政治和财务方面利用了工人，说他是被收买的

叛徒，云云。为此琼斯以诬陷罪对雷诺提出控诉。诉讼因许多情况

拖延了，上星期六①才在皇家法院审理。琼斯非常令人信服地证

实：由于他为维护宪章运动原则而进行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心目中

完全破产了；他从来没有为他个人接收过宪章派的金钱，也没有被

资产阶级所收买，相反，资产者在《人民报》的出售价格上欺骗了

他。没有任何证据的雷诺先生，郑重其事地收回了自己的指控，当

时为了做做样子，他被罚款４０先令，同时被判偿付数达几百英镑

的诉讼费，——这可不是小事！

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个人的良好名誉，但是皇家法院的判

决归还不了他的政治荣誉。现在他由于自己的轻率的调和企图而

自食恶果。但是，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６日《人民报》第１１

号

原文是德文

５５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７月９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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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关 于 地 租

  ［草稿］

（１）我们在上一次已经看到：

为了正确理解地租，有两点要同 ［……］①加以区别：

（１）第一，［为］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也就是为他投 ［入

土］地并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而支付给他的部分。这是

［……］利息。无论我把１０００塔勒投入棉纺织机还是投入土

［地］上的 ［……］水渠，［我］从这１０００塔勒得到收入这个来源

没有任何变化。这还是生 ［产地］使用的资本的利息。

（２）第二，作为货币 ［地租的］地租 ［所采取］的形式。假

定一个地段每年提供２０塔勒地租。土［地所有者出］卖这个地段，

也就是说，他出卖 ［２０塔勒］的年地租。那么，地租或 ［地］段

的买价怎样 ［确定呢？］…… 一个地段只是因为按照这２０塔勒

［……］来估价才具有价值。

因而问题是：

［为了］购买２０塔勒的年地租，我必须向土地所有者支

［付］多少资本？换句话说 ［问题是］：在我们的 ［……］社会状

６５３

① 方括号 ［ ］中的删节号，表示手稿已损坏。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按意思添加
进去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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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能每年给我提供２０塔勒的是一笔多大的资本？为了回

［答］这个问题，我 ［必须］知道，利率一般 ［是］多高 ［以及］

一笔 ［１００塔勒］的资本平均 ［提供］多少利息。

利率为５％，就是说：［我］支出的１００塔勒给我提供５塔勒

利息。问 ［题就是：］

如果１００塔勒每年提供５塔勒利息，那么，为了每 ［年提

供］２０塔勒利息，资本 ［应该多少呢？］。如果１００塔勒每年 ［提

供］５塔勒利息，则４００塔勒每年 ［就提供］２０塔勒利息。

因此，如果利率为５％，那么，土 ［地所有］者就会 ［以４００

塔勒］出卖他的每年［提供］２０塔勒的地段。买者在２０年内就会

使他的资本得到 ［补偿］。２０×２０＝４００。

可见，租地农场主每年支付２０塔勒地租，而用４００塔勒购买

土地的［买主］每年得到［２０塔］勒利息。对他来说，［租地农场

主］支付给他的２０塔勒，只是为了 ［他］以土地买价支出的４００

塔勒而支付给他的利息。在许多地方 ［投入］土地的资本提

［供］的利息［有时］低于［在］别的产业部门使用资本所提供的

利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投入土地的资本只 ［提供］２１
２％，

而投在商业或产业上的资本 ［却能提供５％］。在这种场合，一块

提供［２０塔勒］年地租的土地就会按８００塔勒而不是按４００塔勒

［出售］。［买主］只有用４０年时间才能收回自己的资本。如果租

地农场主为一摩尔根土地 ［……］每年交付地租倘若为２０塔勒，

那么，收取这２０塔勒的 ［地］主很可能只 ［……］２１
２塔勒。

地租的 ［高］低 ［与］购买地租即土地 ［……］的资本

［……］利息的高低无关。

［……］其次，土地之所以 ［具有］价格， ［它］之所以能

７５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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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是因为存在着地租，［而］不是反过来，地租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土地的价格将得到支付。

［……］一般来说，土地的价格 ［不］外乎是资本化的地租。

什么 ［叫］做资本化的地租呢？这就是说，我把地租看作是投在

购买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一摩尔根土地的地租也许是２０塔勒，

但这２０塔勒对购买土地的人来说也不会多于５、３、２１
２％，不会

多于资本的本国通常利息。如果利率为５％，那么我在２０年内收

回资本。因此，为了把地租资本化，也就是说为了换成资本，就

把地租乘以资本按照支出时的利率得到更新、补偿所需的年数。

（Ｃ）既然地租的存在看来可以说明土地能出卖，那么，土地

就没有说明地租。

（３）第三，地租是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占有者的年租金，是

农产品工厂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土地占有者的年租金。为了使

工厂主即工业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投在土地这种工业上，土地工业

就必须象任何其他工业一样，平均地向他提供相同的利润。否则，

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去耕种土地。如果租地农场主即农产品工厂主

为了耕种土地和购买种子，增添肥料，由他出资补偿劳动工具的

磨损或加以更新，支付工资等等而每年投入资本１００塔勒；那么，

他从农产品的出售中就必须得到１１０塔勒的利息和利润。他出售

自己的农产品的所得中超出１１０塔勒的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构成地租。因此，如果他得到１２０塔勒，地租就＝１０塔勒。所以，

地租＝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在这个生产价

格中也算进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息和利润。

那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这个余额是从哪

里来的呢？农产品工厂主在除了利息、利润、工资和其他生产费

８５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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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外怎么还能给土地出租者支付地租呢？农产品的售价怎么会

高到足以在工资、利息和利润之外还能支付其他产业的生产中所

没有的地租呢？

首先，不能说这种地租来源于土地工业或土地的生产率。同

样也不是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工业的生产率比任何其他产业

都高，这决无别的意思，而只是说：在任何其他产业中都不可能

支出相同的费用而获得更多的产品。但是，既然产品的价格平均

受它们的生产费用的调节，那么土地产品的价格也应该低于其他

一切产品的价格，这当然不能用来解释它们的市场价格超过它们

的生产价格的余额。

现在我们来谈土地的限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１年底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１９８０年柏林第２版）第２

部分第２卷

原文是德文

９５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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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总委员会建议７９

  （１）为了避免一切误解，应严格遵守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

定８０。按照这项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

将称作各该国的联合会委员会或委员会，而各地方的支部或委员

会将称作各该地方的支部或委员会。

（２）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布新版的章程８１。除英文文本外

还出版标准的法文和德文的译本。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本在印行之

前须经总委员会批准。

（３）代表会议根据总委员会的建议，提议在女工中间成立妇

女支部。当然，这绝不排除男女混合支部的存在８２。

（４）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工人阶级进行普

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应将

拒绝提供所要求的材料的工人协会或支部通知总委员会。

（５）凡由总委员会委派执行特殊任务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

合会委员会、地区和地方委员会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在

会议上发表意见，但无权参加表决。

（６）代表会议工作结束后，凡是没有向总委员会缴纳本年度

数额为每个会员十生丁会费的支部，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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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承认它是协会的支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０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１９７８年柏林第２版）第１

部分第２２卷

原文是法文

１６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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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

第１卷第１分册而拟的

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８３

（１）《泰晤士报》

（２）《每日新闻》

（３）《旗帜报》和《旗帜晚报》   ２

（４）《暇》①

（５）《派尔－麦尔》②

（６）《旁观者》

（７）《观察家》

（８）《曼彻斯特卫报》

（９）伊曼特 ２

（１０）奥格斯堡总汇③

２６３

①

②

③ 《总汇报》。——编者注

《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
《余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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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法兰克福报》

（１２）《科伦》①

（１３）《十字报》②

（１４）《新自由报》

（１５）《人民意志报》

（１６）《人民国家报》 ４

（１７）《人民［之友］报》 ２

（１８）《独立报》③

（１９）《布鲁塞尔报》

（２０）《新鹿特丹报》

（２１）《日内瓦报》

（２２）《哨兵报》

（２３）《社会正义》

（２４）《激进瑞士报》

（２５）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

（２６）《人民报》 ２

（２７）《首都报》

（２８）莱比锡，《德意志总汇报》

（２９）《星期六评论》④

３６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②

③

④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编者注

《比利时独立报》。——编者注
《新普鲁士报》。——编者注
《科伦日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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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梅萨 ４

（２）弗朗萨 ４

（３）格尔哈特 １

（４）库格曼 ２

（５）狄慈根 １

（６）穆尔和肖莱马① ２

（８）德朗克 １

（９）维尔布罗尔② １

（１０）耶格尔、施佩耶尔 １

（１１）贝克尔（已寄出） １６

（１２）符卢勃列夫斯基（现有６本） １５

（１３）经布鲁塞尔寄给俄国人 ６

（１４）雅科比 １

（１５）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８４ １

（１６）诺定昂，法国人支部８５ １

（１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８６ ２

（１８）比斯利 １

（１９）拉·塞西利亚 ２

（２０）维沙尔 １

４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编者注

手稿中漏掉下面的顺序数码“７”。显然这个数码应写在肖莱马的名字前
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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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波克罕 １

（２２）雷尼亚尔 １

（２３）拉法格 １

（２４）赛拉叶和拉法格，一本未寄。

寄往美国３０本（其中５本

免费）①

（２５）波特耳 １

（２６）法伊埃 １

６俄国 １奥斯渥特

６符卢勃列夫斯基 １《写真》

５左尔格、卡尔、德雷尔、施佩 １《雅典神殿》

 耶尔、波尔特

２伊曼特 １吴亭

４弗兰克尔（２巴黎，肖伊） １勒费夫尔－龙西埃

２５美国 ４符卢勃列夫斯基

９维沙尔（１巴黎；２亚尔萨 １达金斯

 斯；１勃艮第；４法兰斯孔 １梅萨

 太；１米兰，阿马杜） ２格内科，利物浦

９符卢勃列夫斯基 １弗朗萨

２勒穆修 ６维沙尔（４里昂、２亚尔萨斯

５６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马克思加上这一句，勾掉了“代售１２”一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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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纽约附近的霍布根，霍兹默 和洛林）

 尔博士 ６符卢勃列夫斯基

２科勒特 ２洛帕廷

１耶格尔博士 １２左尔格

１《首都报》 １维耳马尔

２杜邦

４泰斯（３巴黎）

拟于１８７２年９月底至１０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６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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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１卷第１分册而拟的

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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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
８７

  我们现在肃立在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的墓前，她１８１４年生于

萨尔茨维德尔。此后不久，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被任命

为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在那里他同马克思一家过从甚密。两家的孩

子在一起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

知道，今后他们的命运将永远连结在一起。

１８４３年，在马克思以旧《莱茵报》编辑身份第一次登上社会舞

台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燕

妮不仅关心她丈夫的成就、事业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

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新婚夫妇出走巴黎，起初是自愿的，而很快就成为被迫的了。

甚至在巴黎，普鲁士政府也迫害马克思。必须遗憾地指出，象亚·

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协助那些力促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

驱逐出巴黎的人。全家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当这一

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动荡的时候，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

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监禁起来。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高潮，第二年就低落了。接着又一次被驱逐，起

初再次到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迁到伦敦。这次驱

逐确实苦难重重。尽管被驱逐者通常遭受的苦难使她的三个孩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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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①——其中两个男孩——夭亡，她还是能经受住这种苦难。但

是，一切政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即所

谓民主派，——都串通一气反对她的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

诬蔑；所有报刊都毫无例外地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他俩只能以蔑

视态度对待的敌人面前孤立无援，无法自卫；——这一切却使她感

到莫大痛苦。而且这种情况继续了多年。

但是事情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在终于能

有某些活动余地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

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

于是，补偿她所经受的许多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终于活到了这样

一天：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卑鄙诬蔑烟消云散；她终于活到了这

样的时刻：曾被各国反动派——封建派和所谓民主派——枉费心

机地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明语言

公开地胜利地传播开了。她终于活到能够看见：充满胜利信心的无

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并且继续从俄罗斯向

美洲发展。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

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非常法令，在最近选举中光辉地证实了它的不

可遏止的生命力。

这个女性以如此明确的批判的智慧、如此的政治才干、如此热

情而坚强的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

所不知道的，报刊上也没有登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

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会由于再也听不到

她的既大胆又合理的建议，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建

０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亨利希·格维多、弗兰契斯卡和埃德加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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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经常感到不足。

我没有必要来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

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说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

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我们正是在这里８８肃立在她的墓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证实她怀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且怀着

这个信念与世长辞。她没有惧怕死亡。她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她

的肉体和精神都要回到生育她的大自然的怀抱。我们现在陪送她

到她最后安息的地方去，我们大家要纪念她，努力做象她这样的

人。①

弗·恩格斯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５日宣读

用法文发表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平

等报》第１号

原文是英文

１７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手稿上最后这段话用铅笔勾掉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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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８９

（１）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局）。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

出版。６卷。

第１卷：只有经济统计局做书名。

第２卷：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编。

第４卷：农民经济形式。瓦·奥尔洛夫编。（这是第４卷的第１

册）。

第５卷：私人地主经济。卡布鲁柯夫编。

第３卷：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

第６卷：工业（奥尔洛夫和博哥列波夫）。见编号２１①。

（２）俄国家庭手工业资料汇编。（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１８７４年圣

彼得堡版。

（３）财政部年鉴。４卷。即：１８６９、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和１８７８年。

（４）交通部部刊。１８７９年圣彼得堡版。

（５）１８７７年国家监察机关报告。两卷，１８７８年圣彼得堡版。同上

——另三卷（两卷，１８７６年版；一卷，１８７７年版）

（６）交通部统计汇编。第１卷，１８７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２卷，１８７８年

２７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７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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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７）俄国铁道资料汇编。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年。交通部统计局资料。１８７５

年圣彼得堡版。

（８）１８７７年俄国沿欧亚国境的对外贸易概述。１８７８年彼得堡版。

（９）１８７４年最重要商品内河水运量。

（１０）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７５年商业信贷业务报告。１８７７年圣彼得堡版。

（１１）１８６３年国家银行报告。１８６４年彼得堡版。

（１２）１８７７年国家银行报告。１８７８年彼得堡版。

（１３）委员会关于俄国农业和生产率状况的报告。五卷蓝皮书：第１

卷：这是委员会的报告。另四卷：证明文件。

（１４）对莫斯科商业信贷银行（斯特罗斯贝格）提起诉讼。三册。

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莫斯科版。

（１５）十七世纪俄国的地区机关。波·契切林，１８５６年莫斯科版。

（１６）北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巴·普·丘宾斯基，１８７０年

圣彼得堡版。

（１７）俄国中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瓦·查斯拉夫斯基，１８７３

年圣彼得堡版。

（１８）前书续编。查斯拉夫斯基。里加的贸易。１８７５年圣彼得堡

版。

（１９）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考察团的报告。俄国粮食贸易

和生产的研究。第１卷，１８７０年圣彼得堡版。

（２０）（同上书）第２卷。１８７２年圣彼得堡版。

（２１）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莫斯科省的手工业。第１分册，１８７６年

出版；第２分册，１８７７年出版。（属于编号１）。

（２２）（属于编号１９和２０）。伏尔加—马林斯克水路的贸易往来。伊

３７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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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科夫斯基。１８７４年圣彼得堡版。

（２３）（属于编号１９和２０）。考察西部①地区……。米·拉也夫斯基。

１８７４年圣彼得堡版。

（２４）切尔尼果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的对可耕土地估计的资料。

第１卷：切尔尼果夫县。１８７７年基辅版。

第２卷：博尔兹纳县。１８７７年基辅版。

（２５）弗·巴·别兹奥勃拉佐夫。乌拉尔山区经济（山区经济）。１８６９

年圣彼得堡版。

（２６）特维尔省。同１７８３和１７８４年官方记载的比较。特维尔省地

方自治局出版。１８７３年特维尔。

（２７）特维尔。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出版。

第１分册：１８７４年特维尔版。

第２分册：１８７４年特维尔版。

第３分册：１８７６年特维尔版。

第４分册：１８７７年特维尔版。

（２８）再论特维尔。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版。历史

和统计概要。１８７５年特维尔版。

（２９）关于特维尔省土地的价值和收入。１８７６年版。

（３０）特维尔省中等农民家庭的劳动是怎样补偿的。瓦·伊·波克

罗夫斯基。１８７４年特维尔版。

（３１）基姆雷镇（特维尔省）的制鞋手工业。吉霍米罗夫。

（３２）与编号３０同一作者。②特维尔省概论。（这书有两本。）

４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瓦·伊·波克罗夫斯基。——编者注

原稿中误作南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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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谢·维·帕赫曼：俄国习惯的民法。第１卷，１８７７年彼得堡

版。第２卷，１８７９年版。

（３４）米·哥尔查科夫：论全俄都主教、牧首和圣会议的地产。１８７１

年圣彼得堡版。

（３５）亚·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从十八世纪初到农奴制废

除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１８７０年圣彼得堡版。

（３６）国务知识汇编。第６卷，１８７８年版。

（３７）《俄罗斯通报》。１８７３年６月号。

（３８）考夫曼：俄罗斯银行统计。两卷，１８７１和１８７２年版。

（３９）尼·阿里斯托夫：古俄罗斯的工业。１８６６年彼得堡版。

（４０）尤·爱·扬松：《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１８７７

年圣彼得堡版。

（４１）（拉甫罗夫）论思想史。第１卷，１８７１年圣彼得堡版。

（４２）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学的研究①。１８７４年彼得堡

版。

（４３）格·涅米罗夫：《圣彼得堡的交易所组合》。１８７６年版。

（４４）无书名的匿名小册子。关于对土耳其及其盟国的战争问题。

（４５）法律和生活。（关于农民法院）。扎鲁德尼。１８７４年圣彼得堡

版。

（４６）卡普斯事：《俄罗斯民族的土地占有形式》。１８７７年圣彼得堡

版。

（４７）关于土地价值和收入的报告。（属于编号３０，同一作者）。

（４８）弗·特里罗果夫：《经济试验。村社》。１８７８年圣彼得堡版（枯

５７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
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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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无味）。

（４９）《星期周报》。１８７０年。

（５０）米·瓦·涅鲁切夫：《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１８７７年莫

斯科版。

（５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篇文章（俄文）。（载于《同时代人》的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的文章）。

（５２）新俄罗斯帝国大学校刊。《克罗地亚—达尔马戚亚的立法》。

１８６８年敖德萨版。

（５３）《俄罗斯笔谈》。（第３期）。论南俄古代村社。１８５７年莫斯科

版。

（５４）尼古拉·卡拉乔夫：俄国古代和现代的劳动组合。１８６４年圣

彼得堡版。

（５５）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赎卖土地》。解放①前载于《同时代人》。

（５６）对五十名社会党人提起诉讼——《前进报》。１８７７年伦敦版。

（５７）车尔尼雪夫斯基：法国的党派斗争。１８７５年日内瓦版。

（５８）作者同上。卡芬雅克。

（５９）Ｈ 鲁萨诺夫：《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新文献。驳波斯尼

科夫和瓦西里契柯夫》。１８７９年莫斯科版。

（６０）阿·维·波洛夫措夫：关于村社的最初步骤……１８７９年彼得

堡版。

（６１）谢铎－费罗蒂：《概述俄国的未来》。１８６８年柏林版。

（６２）Ｄ 卡尔·瓦洛克尔：俄国现状。１８７３年莱比锡版。

（６３）叶甫盖尼·德·罗别尔提：《政治经济研究》。１８６９年圣彼得

６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１８６１年改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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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版。

（６４）《星期周报》合订本（见第４９期）。１８７２年彼得堡版。

（６５）阿·克劳斯：《我们的移民区》。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

（６６）顿河哥萨克统计局报告。（１８７４年）。

（６７）巴·索柯洛夫斯基：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６８）丘普罗夫：铁道经营。第１卷，１８７５年莫斯科版；第２卷，１８７８

年莫斯科版。

（６９）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第１册，１８７９年莫斯科版。

（７０）《祖国纪事》。１８７７年３期（１１月、１２月、１０月），彼得堡版。

（７１）哥尔查科夫：修道院的敕令（１６４９—１７２５）。１８６８年圣彼得堡

版。

（７２）国家产业部。资料汇编。１８８０年版。

（７３）萨尔梯柯夫（谢德林）：《塔什干的老爷们》。１８７３年版。

（７４）瓦·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夜莺》。１８７５年彼得堡版。

（７５）亚·波斯尼科夫：《公社土地占有制》。第１卷，１８７５年雅罗斯

拉夫尔版。第２卷，１８７７年敖德萨版。

（７６）伊万·恩格尔曼：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地所有权（俄文）。１８５９

年彼得堡版。

（７７）《知识》。１８７１年１月号（彼得堡）。

（７８）巧妙的圈套。１８７５年莫斯科版。

（７９）才离虎口又入狼群。１８７６年版。

（８０）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俄文）。１８７５年日内瓦版。

（８１）考夫曼关于银行业务的论文集。１８７７和１８７８年版。

（８２）赫列勃尼科夫：蒙古入侵之前的社会和国家。１８７２年彼得堡

版。

７７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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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巴枯宁的著作：无政府状态和蒲鲁东（俄文）。１８７４年版（第２

册）①。

国家和无政府状态（同上）。１８７３年版（第１

册）。

国际发展史（同上）。１８７３年版。

（８４）柯瓦列夫斯基：《爱德华三世逝世前英国各郡警务管理……

史》。１８７６年莫斯科版。

（８５）作者同上。关于同样论题的著作。１８７６年伦敦版。

（８６）作者同上。关于同样论题的著作。１８７６年布拉格版。

（８７）作者同上。瓦得州。田地公有。１８７６年俄文版；１８７７年德文

版。

（８８）作者同上。路易十四逝世前法国的税收。第１卷，１８７６年莫斯

科版。

（８９）俄国劳动组合资料汇编。第１卷，１８７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２

卷，１８７４年版；第３卷，１８７５年版。

（９０）谈谈圣彼得堡工人的生活。１８６３年柏林版。

（９１）尼·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

题》。１８７９年莫斯科版。

（９２）巴·亚·索柯洛夫斯基：《农奴制前俄国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

和东南部草原的垦殖》。１８７８年版。

（９３）《习惯法》。１８７５年雅罗斯拉夫尔版。

（９４）《前进！》。１８７３和１８７７年版。

（９５）亚·德·格拉多夫斯基：《俄国地方管理机构的历史。引言。莫

斯科公国的县》。第１卷，１８６８年圣彼得堡版。

８７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詹·吉约姆《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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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尼·赫列勃尼科夫：《论社会对国家组织的影响》。１８６９年彼

得堡版。

（９７）瓦·伊·谢尔盖也维奇：《市民会议和公爵》。１８６７年莫斯科

版。

（９８）十七世纪的法国国家经济。（俄文）。维克多·戈利采夫。１８７８

年莫斯科版。

（９９）伊·杨茹尔：英国的间接税。消费税。１８７４年莫斯科版（俄

文）。

（１００）作者同上。英国的自由贸易（俄文）。１８７６年莫斯科版。

（１０１）论在俄国取得土地所有权。载于关于第四次颁发乌瓦罗夫伯

爵奖的报告。１８６０年圣彼得堡版。

（１０２）列·萨巴涅耶夫：巴什基里亚地方的草原经营。１８７３年莫斯

科版。

（１０３）关于俄国（１５０３—１５８０年）教会土地收归国有的法律研究。

阿·巴甫洛夫。１８７１年敖德萨版。

（１０４）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统计委员会：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法律惯例

集。１８６９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版。

（１０５）驳波斯尼科夫。齐托维奇。１８７８年敖德萨版。

（１０６）公社占有制。康·卡维林。

（１０７）格里耶和波·契切林：《俄国的不求甚解之风》。１８７８年莫斯

科版。

（１０８）李利和马洛：尼古拉·斯托罗任科。１８７２年版。

（１０９）波·契切林：《俄国法律史论文集》。１８５８年莫斯科版。

（１１０）未来社会的社会服务。１８７５年伦敦版。

（１１１）《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俄文）。１８７５年柏林版。

９７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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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２）《关于萨马拉的饥荒》。１８７４年伦敦版。

（１１３）《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１８７６年版。

（１１４）《序幕》。六十年代初期的一部小说。（１８７７年）

（１１５）瓦西里契柯夫给托尔斯泰伯爵的信。１８７５年。

卡·马克思大概编制于１８８１年下半年

第一次用原文和俄文发表于１９７５年

《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第９期

原文是俄文、德文、英文和法文

０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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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今日》杂志编辑部
９０

［草稿］①

致不列颠出版公司

  先生（或先生们）：

我不揣冒昧对您……②的来信作答：在我最近那封信发出之

后，我把您的文章同《资本论》的原文③做了核对。

我确认，第 （２３）章《简单再生产》的译文很不完善，

译者部分地由于不甚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部分地由于不

够熟悉法语语法，而出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认为，从一部完整的有逻辑联系的科学著作的中间部分抽

出某章，而不加任何前言就把它献给读者，是完全不对的。

至于说到出版我父亲④的著作的各个整章译文，那就产生了

版权问题。请不要忘记，就要对其他也分享这个版权的人负责，而

且为了我父亲的声誉对如何把他的著作译成英文负责。在这个问

１８３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编者注

《资本论》法文版。——编者注
手稿上这里画了省略号。——编者注
草稿是恩格斯亲笔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名义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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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我保留自己的全部权利。

不过，我还是允许您在贵刊的下一期上再发表一章，条件是

您要在发表这一章之前写几行，说明：

（１）以前发表的那一章是第２３章，而这一章是１８７２年在巴

黎出版的《资本论》９１的某章。

（２）译者是您和……①

（３）请您告知我，您还打算翻译哪几章，然后我考虑能否允

许您这样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本身的性质。

众所周知，维·雨果用英文连一行也写不出；而我父亲作为

用英文写作的作者已经三十多年了。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援

引维·雨果的诗９２是绝对不适宜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３年４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２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手稿上句子未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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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９３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伦敦报道：渴望已久的马克

思《资本论》第２卷，现在已准备付印；更加可喜而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

们还将幸运地得到第３卷和第４卷。

恩格斯写道：

至于我撰稿的问题，对此我近日不能向您做出任何许诺。但

是，如果我有空闲时间，又看到什么材料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那

时我的帮助也许会确有补益，我当然会立即准备予以帮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２４日《社会主义者

报》第４５２号

原文是德文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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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９４

  在３月２日《人民报》上一篇涉及我①的文章中，您断言：
９５

“艾威林交来一份包括某些项目的费用的账单，老实说，工人宣传员不该

把这些费用列入账单，因为工人宣传员应当知道，费尽心力地募集来的用作

宣传经费的捐款②，来自贫穷工人的腰包。”

我的回答仅限于这个主要的一点，而不涉及一切次要方面。我

声明：

我寄给执行委员会的每周账单，包括我的一切费用，就是说，

既包括党的费用，也包括我个人的费用。我事先而且是以最明确

的方式向执行委员会解释过，——最初是同执行委员会的财务委

员Ｒ 迈耶尔谈的，后来是在许多信中谈的，——一切纯属个人

的费用都算在我的账上，从执行委员会保证给我的３６６美元（每

天以３美元计算）的账上扣除，而且我完全听从执行委员会决定

哪几项费用由党负担，哪几项费用算在我的账上。

我决不期望，更不要求任何个人性质的费用由“贫穷工人的

腰包”来支付，我从来没有以这种来源抵补个人性质的费用。为

了更详细地报道这一问题，请您看看２月２６日我给各支部的通告

４８３

①

② 《纽约人民报》发表的信文中，“捐款”一词改为“钱”。——编者注

指爱德华·艾威林，该信是以他的名义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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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９６
；现将此信附上，在事情发生后，我对公布此信不会再有异议。

我还发现您的文章有一个刊误：在我对您１月１２日的文章９７

的答复上注的日期不是“１８８７年２月”，而是１８８７年１月２６日，

我的答复是在我看到上述文章的当天寄给您的。

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①

（签字）爱德华·艾威林

１８８７年３月１６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８７年３月３０日

《纽约人民报》第７６号

原文是德文

５８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发表的信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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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关于亨利希·奥伯温德
９８

［草稿］

奥伯温德——在卖身给自由党人（由《新维也纳日报》的舍

普斯付的钱）之后——要求必须支持自由党人，特别是在关于直

接选举议员（已经不是通过省议会，而是通过选区）的问题上。肖

伊表示反对，他在维也纳居于少数，于是分裂出去并在维也纳新

城创办《平等报》；他抨击奥伯温德，——后者任《人民意志报》

周报的编辑并把为创办新日报募集到的一万弗罗伦全花在周报

上，——直到奥伯温德以诽谤罪控告他为止，但维也纳新城的陪

审法庭宣布肖伊无罪，因为他证明自己是对的。此后，奥伯温德

在维也纳失去一切影响，自由党人同他断绝来往，于是，他起初

到汉堡，在那里同勃廖艾尔派９９一起活动。后来到巴黎去了。

在大约一年前出版的小册子①里，奥伯温德号召德国工人支

持俾斯麦的政策，说这样他就会为他们进行一些社会改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８３

① 亨·奥伯温德《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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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
１００

  未开化。“文明国家”①。

家具。——样式。——波士顿的马车。纽约的马车。旅馆的

组织。公共马车，十七世纪式的旅行。此外，室内设备甚至是超

时代的。窗栓。窗帷。钥匙。双锁。

对照鲜明的国家：铁路多于公路，而后者却很糟糕。上面是

良好的空中铁道架于天桥上，下面则是很坏的马路。房屋连接在

一起，但是内部有地毯和钢琴；甚至资产阶级的美国佬同封建的

加拿大人相邻而居；纽约附近田园画似的霍布根和昆虫。

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生活和英国相反。只有卧室是私人的，

而且也不完全是这样（由上面一排窗子通风）。——大厅、账房、

办公室、女客厅，暖气装置使得冬天也没有必要关闭房间，因而

这件事也就不用做了。旅馆里到处有人走来走去。

共和国近期罗马的希腊人。

如果从历史观点来看，宗教是他们的理论。Ｇｏａｈｅａｄｎａｔｉｏｎ②

——挤过去，不许任何人走到或站在你的前面。甚至在波士顿也

是如此，这种情况由于街道狭窄而令人非常不愉快，女人也一

７８３

①

② 前进的民族。——编者注

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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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①

痰——厕所——不仅在那些实行戒酒法令的州里不真心遵守

戒酒。任何人都不公开饮酒。死板。公鸡和蟑螂。

与加拿大不同。——原籍法国的加拿大人确实是由于革命而

离开法国的，他们自己这里保留了在征服时得到保证的封建主义，

他们走向衰落，——这种事实可同尼亚加拉②相比，无人居住的房

屋、桥梁，等等，——迁往新英格兰，他们在那里占去中国人的位置。

原籍英国的加拿大人也是落后的，在多伦多也有许多陈旧房屋。

美国人不善于享受。

美国人不善于走路，他们要么快速奔跑，要么无事闲逛。

  外省人③

土生土长的稳健的小资产者、小城市的居民和十七世纪至十

八世纪的小农形成支柱。这种小资产者到处都表现出自己的迟钝

性，而同时又形成疯狂投机的坚实基础，完全象瑞士人，同瑞士

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美国人的作风令人讨厌：博士、“柏林号”。

早期的发展。

纽约——港湾——美景——由于得天独厚而预定成为资本主

义生产的中心——如何完成这个使命。对纽约夜晚的最初印象：耀

眼的灯光、鹅卵石、肮脏、喧哗——令人厌恶。白天市容更不吸

８８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８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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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电线杆子、空中铁道、横跨马路的招牌、公司的广告牌，

建筑术看不到了，成群的人，大量的四轮车、轻便马车和车辆，比

伦敦多得多，——不象样子、可恶；到处都是使人厌烦的广告。赌

场庄头模样的人。男人的疲惫样子，女人也是一样。商店比伦敦

出色，数量也多。乐土的大门就是这样。海上和陆上都是吓人的

声音。马车的轰隆声，一辆马车造成的轰隆声比欧洲的十辆还大。

一切美学都在出现一点获利希望时遭到破坏。

马的情况也不比人的情况好：有良种的成分，但还没有完全

形成良种。多数马比英国的轻快；但是在加拿大还全是英国种。

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是掠夺性的经营。阿德朗达克山脉那里

在乱伐林木。而其他地方又没有建筑用的木材（也许“科马林

岛”是例外）。

铁路不好，旅客列车慢，在布法罗晚点和候车，在车站停车

时间长得不可思议；白天列车少；大转弯，所以车厢长（见纽约

市内铁道）；由于枕木的弹力和振动，车厢摇摆，晕车。

美国人——这不是民族，而是内战１０１时期由于共同行动的需

要而联合起来的五六种不同的人和这样一种感情，即在他们当中

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

纯粹资本主义方式。①

严格地实事求是地签订业务合同。没有任何小费。那些在我

们看来没有小费就不行的地方，给小费的人马上会被看作没有经

验的年轻人而被敲竹杠。

９８３著作（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年）

① 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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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户——民族特性。

有教养人的共同特点是保持自信的姿态，其他人的特点——

至少是自负，或达到固执程度的刚愎自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８年９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０９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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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１０２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为你们上月２８日给我的贺信中的良好祝愿，谨向你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尽管稍晚了一些。我同你们一样深为遗憾，我的朋友

马克思未能活到看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不可战胜的发

展，他为这一运动准备基地所作的促进工作比任何别人都多。

但愿你们的祝愿实现，胜利时刻临近！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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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１日 ［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衷心感谢你们为我七十一岁生日给我的贺信。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西）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１９７０年

第１０期

原文是德文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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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传记的补充材料
１０３

  （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书记。

（２）《状况》①的新版。１８９２年版。

（３）《路·费尔巴哈》②。１８８８年斯图加特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９２年１０月底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９３

①

② 弗·恩格斯《路德赖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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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同志：

为同志们的友好回忆，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愿协会将来到

我的年龄时，能象我现在这样自我感觉良好。

致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西）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１９７０年

第１０期

原文是德文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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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１０４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９日 ［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同志们：

我衷心祝贺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你们曾进行过相当

久的斗争，以致你们能够以应有的方式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奥地利境外有不少人能够珍视你们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出的

坚毅精神。我们大家认为你们的过去就是你们的未来的保证。

衷心感谢你们的友好邀请，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

无产阶级的节日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万岁！

永远是你们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８年５月

《道路和目标》杂志第５期

原文是德文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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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１０５

  很遗憾，年龄也不允许我研究捷克文了。你们民族的历史上

有许多社会的和民主的传统，这对你们的运动十分重要。你们当

中那些力求获得自决权的人是正确的；他们的意图是很自然的，对

此我们应该赞同。可惜，他们对如此自然的社会运动却表现得目

光短浅。我们坚信我们会取得结束一切民族压迫的胜利。请转达

我对我们的兄弟们的问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９３年８月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于１８９３年

８月１９日《人民之声》报第１５号

原文是捷克文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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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１０６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４日于伦敦］

［电报］

谨向党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谢意并最真诚地祝愿大会成功！

恩格斯

载于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大会议事录，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至２８日于莱茵河畔的科伦举行》，

１８９３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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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
１０７

  条件规定如下：

（１）５０００佛罗伦的借款用《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或用报纸

将来登记时所采取的任何其他名称办理手续；由编辑部的正式全

权代表签发收据。该款转到维克多·阿德勒博士的名下。

（２）一切有关借款事宜，谈判、支付利息以及偿还债务，均

通过贷款人的代表路易莎·弗赖贝格尔－考茨基夫人和《工人

报》的代表维·阿德勒博士办理。

（３）借款期限定为两年，自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借款不得提

前索还。１８９７年１月１日以后，借款可随时索还，并应于索还之

日起一年内还清。

（４）《工人报》方面可以根据协议提前还债。

（５）借款每年附加额为４％。

（６）自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以分期交款形式划拨；根据同

《工人报》的协议，最后一次交款不得迟于１８９５年６月３０日。

写于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０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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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书 信

（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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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１０８

德勒斯顿

１８４２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阁下：

在您逗留柏林期间，我有幸在瓦尔缪列尔酒馆同您结识，记

得在谈到谢林时提起我一本已经付印的关于他的小册子①。我不

揣冒昧随信寄上一本刚刚出版的小书，请您加以传播，有便请在

《年鉴》上发表对它的评论１０９。勿须赘言，这种评论是写给大致具

有大学文化水平的读者看的。

近期我可能会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当

然，这篇文章不直接涉及某一本已经发表的著作，而是运用费尔

巴哈所开创的观点来阐述中世纪的基督教诗，特别是它的中心点

但丁。为《年鉴》的成就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致以崇高的敬意

弗·奥斯渥特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１９８０年柏林版第３期

原文是德文

１０４

① 弗·恩格斯《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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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

科  伦

［１８４３年２月于科伦］

阁下：

寄上这本小册子１１０，请问您是否允许它作为我们的报纸①的

附刊发表。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１９７８年柏林版第１期

原文是德文

２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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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１１１

汉  堡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７日于巴黎

田凫路３８号

致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

尤利乌斯·康培先生阁下

阁下：

我和恩格斯合写了一本大约有１０个印张的批驳布鲁诺·鲍

威尔及其拥护者的小册子①。

书中探讨了哲学、历史和唯心主义问题，包括对《巴黎的秘

密》１１２的批判等等，所以它对德国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整个说来，

它不违背书报检查的要求。

如果您同意出版它，请马上给我回信，因为拖延时间只能使

这个小册子丧失意义。如果海涅还在汉堡，请代我为他寄来的诗

１１３转致由衷的谢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

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收到诗的第一部分——叙事诗的消息。

忠实于您的 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国际版（１９７５年柏林第２版）

第３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０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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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１８４６年３月７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区同盟街７号

亲爱的玛丽亚：

得知你幸福地生下一个长得非常象你的亲爱的丈夫①的大胖

小子②，我非常高兴。我本来早该向你表示祝贺，因为母亲③寄来

的消息放在我口袋里已经第六天，但这种寻常的祝贺太俗气和客

套了，所以给你，我最衷心热爱的妹妹，寄去这样一封只是还礼

貌债的贺信，我是做不出来的。相反，我捱过了六天，以便让你

相信我是出于一片挚诚；立即表示祝贺，人人可以做到，而捱过

六天，只有怀有特殊眷恋之情的人才能做到。立即表示祝贺什么

也证明不了，并且完全走走形式必定是虚套；而捱过六天可以证

明语言无法表达的深情厚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照例也不向你

祝愿在这个小家伙之后再生许许多多小弟弟和小妹妹；这种祝愿

在伦敦尤其多余，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已经做出了良好的榜样１１４。况

且在这封信的末尾将留下足够地方，让你自己从手头上的任何一

本尺牍上给自己抄下足够数量的ｐｅｒｐｒｏｃｕｒａ④令人愉快的祝贺和

４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④ 手稿上是：ｐｐ （ｐｅｒｐｒｏｅｕｒａ）——受人委托。——编者注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布兰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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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承蒙你的照顾，我２６岁就当了舅舅，这真使我有些不安，

我究竟还是太年轻了些，而且还不够一本正经。不过，既然小爱

利莎①１２岁就当上了姨妈，比我更糟糕，那末我也可以心平气和

了，而且我保证尽力履行自己的作为舅舅的（我尚不清楚的）义

务，只是你要花点工夫把这些义务向我详细讲解一番。因为我还

有七个同样不幸的伙伴一起当舅舅和姨妈，所以我只要尽八分之

一的义务就行了，这我承担得了，而且也使我感到好受些。我很

高兴，你身体很好，我也不错，我想最晚今年夏天能在奥斯坦德

见到你。我实在很想看一看你是怎样当妈妈的，生活琐事对你发

生了什么影响，而这些琐事现在已经成为你作为“贤妻良母”的

责任。而为了使这种影响不至于太大，我把信写得尽可能轻快一

些，不过我还是请你回信，而且在信中也多少谈上一点生活琐事，

谈谈妻子、母亲、操劳的主妇，或者，象荷兰人所说的，ｗｅｌｇｅｌｉｅｆｄｅ

Ｅｃｈｔｇｅｎｏｏｔ②的事情。总之，只要你已经能够写信，这一次就一定

要给我写信。

问候妈妈、艾米尔和海尔曼③。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１９７５年柏林第２版）第３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５０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心爱的妻子。——编者注
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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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萨 塞 尔

［１８４６年］５月７日于布鲁塞尔

贝尔奈斯先生：

您的稿件的稿酬——５００法［郎］将于本月底付出１１５。根据同

出版商①订的合同，余数在稿件发表之后才能支付。

仍然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７７年布达佩斯

《历史文献》杂志第２３卷第３—４期

原文是法文

６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１１６

萨 塞 尔

［片断］

［１８４６年８月于布鲁塞尔］

  只有一开始通过批判把这些现存的流派（为了简短起见，我们

可以用“坏”字来说明它们）克服掉，才能深信自己的正面的概念。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１９７９年柏林第２版）第３部分第２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列斯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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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马克思致威纳尔·韦尔特海姆

奥斯特劳

［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９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韦尔特海姆：

您收到我写的信想必会感到惊异，因为您可能已不记得我了。

我想简略向您说明一下此信的目的。

德国的刊物现在处于何种状况，您是晓得的。书报检查几乎

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

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

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

而从这些四分五裂的著作界中又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

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

在德国的朋友们提醒我注意，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出版

一种应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

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

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

国经济条件的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

治经济学。在德国本土出版这个杂志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有同感。

所以，决定着手集股在布鲁塞尔创办这样的杂志，它的编辑

工作由我主持。１１７还决定用股票收入创办自己的排字和印刷车间，

以节约生产费用。

为此目的，将在全德国推销股票——每股２５塔勒；所以我想

问一问，您和您的友人是否愿意参加？

７０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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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毫无疑问，只有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

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才能

对当前非常分散的德国运动，以至整个现代运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现在设想每年提供一份关于发售股票和预定股票的详细报

告。股份可达２００股。

如果您给我回信，请写下列的通信处：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

奥尔良路４２号卡尔·马克思博士。

在荷兰这里１１８，我只在姨父①家里住几天，处理一下家务事。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您那里是否有埃德加尔②的消息？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１９７６年５月５日

《新德意志报》第１０７号

原文是德文

８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尔１１９

布勒斯劳③

［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于汉堡

  布勒斯劳的布雷默尔先生：

兹向您介绍持信人布龙先生。由于去年的南德事件１２０，您也许

还记得他的名字。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４年《史学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８０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现名：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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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布勒斯劳

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于汉堡

亲爱的捷列林格：

兹向您介绍持信人、我们在德国的重要鼓动家之一布龙先生。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４年《史学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１０

马克思致安得列阿斯·施提弗特

维 也 纳

［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于汉堡］

亲爱的施提弗特：

经过种种不幸①，很高兴又有机会让您想起我。每新出一号维

也纳报纸，②都使我真正满意地相信，反革命怪物并没有把您吞食

掉。我希望我们两人还能并肩出席某个会议。

持信人布龙是我的好友之一，他是一个干练、热情的革命者。

我最热心地把他介绍给您。

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４年《史学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９０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可能是指《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首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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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马克思致丽娜·舍勒尔１２１

科  伦

［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４日于巴黎］

亲爱的丽娜：

劳您大驾，在您给我的妻子的信中为红色的疯狂的罗兰①附

张便条。您应当为我演喜剧帮点小忙。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２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０年］２月５日于伦敦

女王路２０号

  我现在才答复您１月３０日的来信，因为我不愿意让您为我规

０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斐迪南·沃尔弗（即“红色的沃尔弗”）。马克思把他比作阿里欧斯托的长
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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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动的日期。

我对您的来信答复如下：

１）如果施拉姆写信说，我向您还债的日期还没有“到”，那

末这只说明，只有过六个月之后才能对医疗服务的帐目提出诉讼，

而根本不说明，不存在债务。

２）我根本没有对海德曼说过我认为您这笔帐不“太大”，我

对他说了相反的话，他自己在１月２２日给我的妻子①的信中也确

认了这一点１２２。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说我打算支付。我希望我１

月份能有必需的款子，这也已经告诉了他，不过没有把握保证这

一点。海德曼先生很无耻，给一个妇女寄来用黑色火漆加封的还

债通知书，她把它看作是死亡通知书，所以我请您写信告诉他，我

今后不想同他有任何交往。

３）至于您那笔帐，我现在要求您开出详细的清单。我不明白，

您怎么能够硬说，为我花费了一英镑。其实您应直接的求诊到切

尔西我这里来只有三次，一次雇了马车。至于分娩，本地的助产

士要连续上门九天（资产者除外），而您在九天中只有四天来探视

我的妻子，这一点维利希可以作证——这是一个基尼。您那四个

半英镑是怎么算出来的？顺便提一下，有人告诉我，您在收到我

的信后立刻同海德曼商量，决定“整死”我。总之，您要先开出

细帐，然后我再付钱。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１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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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１２３

纽  约

［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３日和２月２日之间

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施泰翰寄给你如下的简讯，不过你不要提他的名字。以后他

将会寄去有自己署名的独出心裁的文章。

你的 卡·马

亲爱的魏德迈：

不必逐字地刊印这个东西，利用一下就行了。写得非常庸俗。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４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１２４

华 盛 顿

［片断］

［１８５２年８月３０日于伦敦］

  这些先生们①采取了如下的手法。他们无视自己被最接近的

２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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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罢免一事，并力图用手腕骗取个别人的选票，为此叔尔茨也

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１２５的幼儿

园。）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徒劳地追求不受控制地掌管基金的权

力，赖辛巴赫不答应，所以他们假装表示，如果不对他们让步，他们

马上就打算不再掌管基金。不如说，他们要千方百计弄到基金。

全部问题在于钱。这些人已经花了二百英镑，这笔开支在这

里未必批得准。他们指望通过这个途径，靠从其他保证人那里得

到的特别委任，从赖辛巴赫那里拿到钱，首先还清已花掉的二百

英镑。他们耍了如下的花招。他们先背着伦敦保证人把注明８月

１１日和１２日的文件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２６日给这些保证人

发信指明，如果他们在９月１日以前不答复，便视为表示同意。钱

现在无疑已经转着弯子流入神气的海因岑的腰包，不知魏特林会

说些什么？这些先生避而不谈在这里成立革命联盟１２６的努力，尽管

金克尔进行过规劝，戈克央求过，还是彻底失败了。没有一个人

响应。他们目前在伦敦称之为革命联盟的东西完全是七个卢格拥

护者组成的某种小集团，就是从前那个鼓动者协会１２７。参加这个协

会的有下列诸位先生：卢格、戈克、弗兰克（来自维也纳），隆格、

陶森瑙、济格尔（另一个①）；代替济格尔将军和菲克勒尔加入协

会的有烟草商人奥斯渥特和傲慢的特腊勒。连杜朗本人都指责这

个特腊勒在危险的时刻丢下自己的不来梅小报②逃掉了。

维利希已经声誉扫地。谢特奈尔拒绝向他提供免费吃喝并公

开把他轰走。现在他打算到美国去，期望得到革命联盟方面的友

好接待，因为他打算献给它１０００英镑作为嫁妆。在维利希联盟的

３１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阿尔伯特·济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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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理事会里，谢特奈尔很受人关怀。在伦敦，维利希的处境非

常不稳定；他们寄生生活已经结束。如果这些爱国者的这些计划

和高尚的动机公之于众，决不会有什么损害。你在金克尔－维利

希的文件中会看到一句漂亮话：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已经

来临；这句话用普通的德国话并且在更崇高的意义上来说就是：

“行乞”①的时代已经来临。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就要偕同施米特夫人（施蒂纳的妻

子）到澳大利亚去了。在这里他在她家住了很久。但是他的未婚

妻就要到这里来了。施米特太太获悉此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而

后来出现了他的未婚妻的另一个“未婚夫”，她说，泰霍夫既然和

施米特同居了，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她要另嫁别人。然而，泰霍

夫还是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在离伦敦几英里的地方。

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呵！

普尔斯基太太非常不满。有一份美国报纸寄到这里，报上提

到她的名字。

顺便说一下，瑟美列把他的稿子②寄给韦伯；但是他事先书面

说定，韦伯出版时不得改动。我可以把瑟美列的秘密告诉你。这

个人相当吝啬，因此宁愿通过韦伯来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不自己

出版，其实他完全能够作到这一点。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４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
苏特》。——编者注

双关语，“行乞”的原文是“Ｆｅｃｈｔｅｎ”，也有“战斗”、“击剑比赛”的意思。——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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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马克思致迈尔１２８

伦  敦

［草稿］

［１８５３年２月３日左右于伦敦］

  查理·威廉斯①谨向迈尔先生致敬并不揣冒昧附上一信恳请

转交瑟美列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１６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１２９

巴  黎

１８５３年②３月１０日于伦敦

  您最近的来信已收到。想必您已经看过科苏特的各种声明１３０。

在马志尼的声明１３１发表之前，我已知道，他给在这里的一位英国友

人③写了一封关于科苏特的非常令人遗憾的私信。为此，我给《纽

５１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梅恩·里德。——编者注

原信误为：“１８５２”。——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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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如下的看法：
１３２

“既然现在马志尼先生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末我完全可以告

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认了他自己发

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表现出优柔寡断、极端矛

盾和不顾信义的模棱两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具有一切令

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演员气质的

缺点。就言词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谁要不愿意为流行

的偏见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见解，那我就

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传记《鲍蒂

扬尼、戈尔盖和科苏特》”。

我在我所有的文章上都签了名。现在会招来攻击，这样我就

有机会更透彻地探讨事情的实质。如果您事先把您得到的关于流

亡者的消息，特别是有关“高贵的两兄弟”①的消息告诉我，我非

常感激。有了某些这类消息，我就有根据在《论坛报》上叙述事

情本身了。

泽［尔菲］，我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了。当然，我对他说过，如

果我同科苏特有私交、就会义不容辞地让科苏特提防班迪亚。我

认为泽尔菲是个多嘴多舌的和不太谙事理的人。但是我决不会把

他同班迪亚同等看待，相反，他正派得多。

２０００册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６日发

往瑞士）三个月后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我认定，班迪亚也插了一

手。这个败类应当消灭。②

６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Ｃｅｓｔｕｎｉｎｆａｍｅｑｕｉｌｆａｕｔéｃｒａｓｅｒ（马克思套用伏尔泰在致百科全书派的信中
针对天主教会所说的一句名言：éｃｒａｓｅｚｌｉｎｆａｍｅ！［消灭败类吧！］）。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２篇第３首讽刺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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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斯基到美国大约有一个月了。我想是科苏特派他到美国

去的，为的是在报刊上恢复自己已经动摇了的声望和阴谋反对自

己的对手们。普尔斯基也在《纽约论坛报》上极力中伤我，但是

我敢断言，他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致以深切的敬意

您的 查·威廉斯

第一次用原文和匈牙利文发表于

布达佩斯《马扎尔学》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１７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１３３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５日 ［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克路斯：

虽然我已连续不停地工作了三十个小时——现在这对我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今天还是给你写信，你一定看得出：我

已经被写作激情，甚至“高度的”激情所控制。

首先，我希望你能尽力设法使我的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①在

德文报刊上发表。１３４

１７日，琼斯要再到工人区去一趟，明天晚上要到我这里来取

反对当地大骗局的运动的材料。１３５不得不教英国人学本国的历史，

７１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第一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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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笑。

维利希的老粗协会（伦敦人１３６）——自从我们退出之后已经堕

落——现在竟然落得连河马沙佩尔都离它而去。

关于凯里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１）如果我们假定——像凯里所希望的那样——，地租只是

资本利润，或者更确切地说，利息的另一种形式，那末李嘉图的

理论不会被驳倒，而只会被简化。经济对立就其最一般的表现而

言简直可以说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利润（和利息）和工资两

个方面之间的对立是一回事。即使同财产内部的资本的对立消除

了（因为我们先撇开由于分工而形成的各类资本之间的对立，然

后撇开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同财产的对立却就会更加普遍。

（２）当然，我知道，好汉凯里为了使理论臻于完善，还把利

润（包括利息）归结为工资的另一种形式。但是，譬方说，基督

教是否只是与天主教不同的另一种宗教形式呢？它们的对立，矛

盾和斗争——这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否会因为二者都是宗

教而消失呢？可见，哪怕就算利润和工资只是劳动收入的两种不

同形式，也没有把它们调和起来，而只不过是把它们的不同作了

简化的表述而已。

他是如何规定它们的异相存在的呢？利润是过去劳动的工资。

工资是直接的现在的劳动的利润。看，妙极了！他从这里得到了

什么呢？当前的、即现实的劳动所希望的正是挣脱被奴役状态，即

对过去的、物化的劳动的奴隶般依附状态；劳动希望要摆脱劳动

成果强迫它所处的依附状态。封建制度的旧法律也曾经是当时人

民活动的反映。我们是否愿意根据这个理由继续服从它们呢？

可见，凯里充其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

８１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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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

那样，就还剩一个问题：我如何去掌握过去的劳动？靠劳动？

不是。一方面，靠继承，另一方面，靠用过去的劳动同现在的劳

动的欺骗性的交换。假设一定量的过去的劳动可以同等量的现在

的劳动交换，那么过去的劳动的占有者只要还有可以交换的相应

的份额，就可以继续使用它，而他本人在一定的时候会不得不重

新开始劳动。

（３）凯里认为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是土地的逐渐贫瘠化，说

明他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正如我在驳蒲鲁东的著作中所指

出的①，李嘉图把纯工业条件造成的那种土地占有形式当成全部

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他就陷入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固有

的通病。他的理论只是对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才是正确

的。商业形式的地租——他唯一谈到的形式——任何地方都再也

不存在了。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耕种的始终是好地而不是

坏地这一论断他是丝毫不顾及的。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时期的好

地在另一个时期根本不能认为是土地。顺便提一下，李嘉图所谈

的不仅是土地的自然状况，而且还有所处位置、社会成果，社会

特点。

我在驳蒲鲁东的书中还指出过，土地的肥力是一种非常相对

的东西。随着化学科学发展和它在农业中的运用方法不断改变，土

地肥力和对社会来说的肥沃程度也在发生变化，而这是与我们有

关的唯一的肥力。

（４）如果假定一定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一般，而

９１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８２—１８３和１８５—１８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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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的一定人口密度等等，那

末甚至李嘉图理论的这一部分——这是他的体系非实质性的部份

——也是正确的。

第一。各类土地上投入资本相同，具有同样有利的销售条件；

其所收的地租由于什么会有差别呢？只是由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正

是这一点构成了地租的水平。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在质量差的土地上

种小麦或开采低产的煤矿呢？情况就是：小麦或煤炭的价格提高

到可以耕种或经营低产的土地和矿场的程度。可见，坏地的生产

费用决定好地的地租。（这是李嘉图的规律。）

第二。这是否排斥肥力不断增长这一事实呢？因而，这是否

包括马尔萨斯呢？绝对不是。

如果一等——好地，然后是二、三、四等等等，而且肥力递

增十倍，则一、二、三、四等等等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如果肥

力由于化学领域内的发明而大大增长，以致一、二、三等就足够

了，那末四等地便无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决定于三等地

的生产费用（我们用３来表示）。如果还需要耕种四等地（我们用

４来表示它的生产费用），那末一等地的地租（假如它的生产费用

＝１）就等于４－１＝３。三等地的地租＝３－１＝２。二等地的地租＝

２－１＝１。而现在一等地的地租已经等于２，二等地的地租＝１和

３等地的地租＝０。如果土地肥力提高到只耕种一等地即最好的地

就已足够的程度，地租也就会完全消失。

（５）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不是地租学说，而是商品的价格决

定于商品的生产费用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应该理解为个别

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应当理解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

０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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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商品——生产它的必要性是决定于需求——决定所有其他

同类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需求量很大，以致于生产价格为２０

先令１夸特的面粉能够在市场售出，那末生产费用为１９、１８、１７、

１５等等先令的面粉１夸特也都卖２０先令。市场价格的这种提高

——市场价格是由上市的最贵的１夸特的生产费用和用较低的消

耗生产的面粉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来调节的——也调节着地

租。那末，地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不是像李嘉图设想的那样从

土地产生的，而是从市场价格和调节市场价格的规律中产生的。如

果只值１５先令（包括利润）的１夸特不卖２０先令，而卖１５先令，

那末它就不可能带来５〔先令〕的地租。它为什么能带来地租呢？

因为市场价格由生产费用为２０先令的面粉所调节。为了能有面粉

供应市场，一般市场价格应当是２０先令。可见，为了抛开地租，

不应当从人道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

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今天这个问题谈得够多的了。

你的 卡·马·

如果有质量相同和所处位置同样有利的地块，那么地租当然

完全决定于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多少。这一点连李嘉图也不否认。在

这种情况下，地租不过是固定资本的利息。如果不存在本来的特

定意义上的地租，那末也就不存在地租对资本和劳动的特定对抗，

这正像说在既没有投入劳动也没有投入资本的地方也不存在资本

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一样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存在利润和

利息之间，食利者（通常意义上的）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对抗。租

佃者向投资于土地的人支付的钱越少，他的利润就越多，反之亦

然。租佃者和他的地主（虽然后者完全从投入土地的资本中取得

１２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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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象以往一样是相互敌对的。

对凯里来说，下述情况是最好的情况：

假设一种劳动产品，利润和利息＝２，地租＝１，工资＝２。而

假如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增加一倍并变成＝１０，那末地

租就会成为＝２，利润和利息＝４，工资＝４。所以说，每一种收入

的增加都可以不由劳动负担，而且不致造成土地所有者、资本家

和工人相互敌对，但是：

（１）把这种最好的情况当作现实，只不过是使所有三种对抗

——地租、利润、工资——深化，而在相互关系方面实质上没有

失去任何东西。

（２）它们要相对地提高和降低只能靠相互牺牲。在上述的例

子中，比例构成是１∶２∶２。这种比例数如果等于２∶４∶４，难道

比例会变吗？例如，如果工资变为５，利润＝３，地租＝２，三种收

入的这种比例就变化了。那时，利润已相对降低，虽然它的绝对

数还是增长了。

（３）如果认为，只要劳动总产品增长，应参加分配这种产品

的三个阶级就会均等地分享这种增长，那就太幼稚了。当利润增

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百分之二。

（４）总产品增长的条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增长的这种相对均

等的性质。总产品无论由于分工的改进或者由于更广泛采用机器

而增长，工人一开始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地位。如果总产品是

由于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长，那末土地所有者就处于比资本家不

利的条件。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２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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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１３７

华 盛 顿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８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为了抄写关于中国的东西１３８真是化了很多工夫，要是早知

道这么费事，我大概不致于这样不客气地为这篇文章请你帮忙了。

德纳几乎逐字地抄下我的文章，冲淡了某些言词，并以罕见的分

寸感删掉了所有大胆的话。随他的便吧。这是他的事情，而不是

我的事情。他对我们关于印度问题的一篇文章①也是照样处理；他

在我称霍乱是“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ｒｅｖｅｎｇｅｕｐ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Ｗｏｒｌｄ”②

的地方改成“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ｒａｖａｇｅｓ”③，这一来就毫无意义了。——

顺便提一下，弗莱里格拉特为了写关于霍乱的诗把这个“报复”要

去了。他还在写１３９。

在关于印度当地的王公的另一篇文章１４０中，他也把“ｔｈｅｓｋｅ

－ｌｅｔｏｎｏｆ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④换成“ｔｈｅ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⑤（无聊！）。

只要他付钱，随他的便好啦。

３２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④

⑤ “礼仪的隔绝”。——编者注
“礼仪的基础”。——编者注
“印度的毁灭”。——编者注
“印度向西方世界的报复”。——编者注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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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在关于帕麦斯顿的第一篇文章中把鲁杰罗写成黎纳

尔多，把阿耳契娜写成阿耳契德，也使我很难堪。这是一个字迹

潦草的作者的“小小的不快”１４１。但是，对一个三次从头到尾读过

阿里欧斯托原著的人来说是一个耻辱。了不起的阿里欧斯托！

从阿里欧斯托到克莱因是一个很大的距离，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个长时间的堕落，而且是歪了方向的堕落。克莱因老爷子给我

来了信，但是，自然只字不提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争吵，仅仅请求

把他介绍给魏德迈和你。我在回信中（关于你们的情况，皮佩尔

没有给他写过一句话）自然没有一句话能使人认为魏德迈不是我

的朋友１４２。难道我能干出这种卑鄙行为吗？克莱因显然是根据克路

斯“是我们党在美国的最有才能的和最有干劲的代表”这样一句

无足轻重的话１４３得出结论说，我否认魏德迈有才能和干劲。其实，

克莱因的头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诡辩的文字游戏。因此，他的这

种话不过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气愤而凭空捏造的诽言。尽管如此，阁

下，您给史纳格先生①写信还是做对了。

克莱因在莱茵省最优秀的佐林根工人中的确享有威望。不管

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说过，工人只

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逐渐堕落到这些家伙的

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对小克莱因②要留神——这你做得到

——，因为——天晓得，他在一旦行动的时刻是还用得着的人。

给皮佩尔的信已转交。同《坦率报》完全吹了，因为该报不

付报酬，而皮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４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文学游戏：克莱因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有“小”的意思。——编者注

史纳格是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在这里是讽刺性地称呼克
莱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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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改革报》，我考虑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

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①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

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

一文不值。鲁普斯②不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在魏德迈

的《革命》上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在布莱得弗德当营业所职员，懒

得像巴黎浪漫女郎。维尔特到北美和南美经商差不多已经有一整

年了。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

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

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

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想再教

训这个家伙，那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不幸的人费了多

大气力才把自己对手的早已过时和有馊味的话学了来。妙的是，这

个家伙在追求声望。同时总是吃拳头！活该。

地租。我在《贫困》中引过一个例子：英国在一定的科学发

展水平上认为是不肥沃的土地在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变

为最肥的土地③。我可以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即中世纪

在各地，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耕种重壤土土地，因为这些地原

来就比较肥沃。但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由于种植马铃薯、养羊

并因此而上了肥料等等，轻沙土土地提到了首位，尤其是它们不

需要化钱搞排水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化学肥料很容易补充这种

土壤所缺少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肥力”，甚至“天然”肥力

５２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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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凯里先生如果

认为人们总是从肥力最差的土地开始，那他是多么不了解情况，甚

至在历史方面也是这样。他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从这样

的事实：热带沼泽地非常肥沃，而要加以开垦需要文明。但是热

带沼泽地本身对杂草来说是肥沃的，而对有益的草类决非如此。文

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

样。历史学家正是把这样的土地，而不是把生长有毒植物和需要

化费很大的工夫耕耘才能使之成为对人类来说是肥沃的土地，称

为自然沃土。肥力本来只是土地对人类需要而言的关系，而不是

绝对的概念。

李嘉图的规律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在那里只有资产者本

身同土地发生相互关系，而一切农民的、或封建的、或宗法的关

系都被排除，因此，在那里这个规律以它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即

首先对开采贵金属的矿场和种植像甘蔗和咖啡这样的商业作物的

种植园发生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下次再详谈。在这两种情况下，

资产者首先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待对土地的使用和利用。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但对

我们德国人来说却很伤脑筋。我们在卡尔梅克人和癞蛤蟆①之间

处于困境。

附上《人民报》一号。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６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法国庸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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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１４４

伦  敦

［片断］

［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４—２５日

于曼彻斯特］

  在文学方面，维尔特①的作品中目前只有一个幽默的商业故

事（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布鲁塞尔－布莱得弗德时期的残稿１４５）送到了

这里，不过施泰因塔尔还在等待一箱文稿。为了得到它；我非常乐

于尽一切努力；但是，必须让维尔特的哥哥②给我写一封信，使我

能有一个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东西。这大概并不难办到，施泰因塔

尔愿意尽力协助。不过，在支节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维尔特最后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亲自对我说过，日记里只有

一些乏味的笔记。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只要授权我领取，我一定设法把一切

都取到。

第一次发表于米·海克尔《弗莱里

格拉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１９６８年柏林版第一部分

原文是德文

７２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卡尔·维尔特。——编者注

格奥尔格·维尔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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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１８５９年５月３０日 ［于伦敦］

阁下：

您寄来的校样①，我没有发现刊误。现给您附上这一信封，您

如愿意可以从普鲁士邮局索取预付的邮资。我已经为这个邮包付

出了４先令数便士，并为上一次支付了２先令等等。最近一次邮

件的信封在英国邮政局的手里。按照邮政局的解释，所有此类邮

件，即使已预付邮资，如果不经过加来邮寄，也应当在收到时支

付邮费。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８２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指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校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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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恩格斯致福克纳１４６

曼彻斯特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福 ［克纳］：

所附的所谓草稿是否合适？我七点以前还要到这里来一趟。

您的 弗·恩·

［草稿］

致丹尼尔斯先生

阁下：

那天晚上我们之间出了事之后我本来会首先像一个正派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对方做的那样原谅您，然而您马上采取了行

动使我完全无法这样做。的确，我马上请我的一位朋友为此目的

去拜访您，但是，他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听说，丹尼尔斯

太太认为我说过有辱于她的话，果真如此，而我又不最坚决地收

回任何有辱于太太们的话，那末我非常抱歉。其实我没有同她幸

会过，因此我丝毫不会想到要给她的声誉蒙上那怕最淡的阴影。

至于您我之间的另外的事情，我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

遗憾，我准备付给您３０英镑作为赔偿。

  顺致敬意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６年俄文第１版第２５卷

原文是英文

９２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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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１４７

圣埃尔耶

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最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准备就波拿巴分子的阴谋发表一本著作①，为此，冒昧地麻

烦您，因为您是欧洲自由的最忠诚的捍卫者之一。在最近的意大

利战争期间，您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您看穿了骗局并因此及时

退出舞台。这有力地证明您高于小丑科苏特及其造谣中伤者。可

惜，我把这个声明丢失了。为此，我已向巴黎瑟美列打听过１４８。他

写信要我请您帮忙。不知您是否能把这个声明寄一份给我并谈一

谈匈牙利人在意大利是怎样受骗的；您这样做也就是帮助了正义

的事业。

早在１８５９年夏天，我就在《纽约论坛报》和伦敦《自由新

闻》上发表的文章１４９中称您是匈牙利流亡军人中唯一没有被法俄

外交收买和欺骗，没有上科苏特的胡说八道的当的人，而且我在

我已酝酿的新作中很想给予您以应有的光荣地位。

我冒昧地提醒您，我早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就以《新莱茵报》主

编身分在德国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的匈牙利。我现在仍然象那时一

０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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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为匈牙利的独立自主是德国摆脱奴役的必要条件。但是，我

同样断然反对某些人力图把民族的概念庸俗化，以掩盖他们的俄

国佬－波拿巴主义阴谋。

致以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和匈牙利文发表于

布达佩斯《党史论丛》杂志１９６６年

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２３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１５０

巴  黎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我想和吕凯特①一起寄给你一本确实非常好的书——托路克

的《东方神秘主义集锦》。但是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拿出她已有

的东西。这本书却在整个伦敦都弄不到，我是在德国订购的。过

三个星期你即可收到。

告诉拉法格，他应当原谅我没有写信。近几个月来我的工作

的确负担过重，因为我想在新年开始前把一些研究工作结束。不

过，把事情推迟还不等于完全放弃它。你暂且先对拉法格说，尽

１３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可能是指弗·吕凯特的诗集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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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汉特医生提出了极好的报告，他也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不了

解他本国过去的（社会的）历史。农业工人的破产和１８１５年的谷

物法１５１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如果他想知道使农业工人陷入今天

这样悲惨境地的真正原因，你应当给他翻译我的书的第六章第二

节（《原始积累》）①。

祝你新年快乐

真正忠实于你的 “老头”

卡·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共产党人》

杂志１９８０年第１７期

原文是英文

２４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多谢你寄来的两封亲切的信１５２和啤酒。啤酒星期三顺利到达，

经过一昼夜的澄清，星期四已经品尝了。我刚才又从酒窖取出一

瓶；啤酒非常爽口，特别合莉希②的口味，因为她觉得这种啤酒比

一般维也纳啤酒更像她心爱的“巴伐利亚啤酒”。啤酒一定很快就

２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白恩士。——编者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８１—
８３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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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喝光，况且它比一般维也纳啤酒淡，我怕在热天存不久，——

所以可以找到许多理由经常“钻进”酒窖一瓶瓶地拿“此物”。

你对这种高级贵族晚会的描写使我以及我们大家非常开心。

印好的简短的关于不得拥挤的注意事项和它同请柬一起分发这件

事，对我们郎卡郡这里人们所说的“那一流人”典型极了。这些

英国人宣布他们自己心爱的这种“庸俗风俗”“通行于全欧洲”，在

他们心中也是件乐事——这种风俗的确在英国势利小人——他们

全都是天生的势利小人和奴才——所到之地处处通行！但是，还

是希望，那怕是一次，看见大陆上有个地方有类似的机会发这样

的通告。不过，从整个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富有的暴发户的渗入

也在贵族圈子里开始发生作用，事实上现在正在淹没“协会”。那

就更好了。你的描写以及通告也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曼彻斯特伪

“协会”，伦敦的一群贵族越是曼彻斯特化，我们越是感到开心。

现在我正在度我不久前获得的自由的蜜月，用不着对你说，我

正在充分享受这种自由。１５３我的视力正在好转，但仍要爱惜，所

以还没有着手做日常的工作，其实，在我的全部商务处理完毕——

这大约需要一个月——之前，我还不能这样做。这段时间，我要

同杜西和那些能够带上的家庭成员——人和狗——多出去转一

转。我们，不，杜西、莉希、玛丽·艾伦①和我，还有两只狗，经

过草地到希顿－切普尔散步刚刚回来——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大约

有５—６英里——，他们专门委托我告诉你，这两位可爱的女士ａ

－ｐｉｅｃｅ②（这是郎卡郡的方言，我得到的这个命令也是用这种方言

下达的）喝了两杯啤酒。自然罗，回家时我不得不让他们坐车

３３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每人。——编者注
玛丽·艾伦·白恩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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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离我们家大约步行七分钟远有一个车站），可是刚一到家，他

们和我一起奔向你的德国淡啤酒。现在他们正在为自己准备茶，或

者他们自己已准备喝茶，——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然后就读

读爱尔兰小说，准得读到上床睡觉，除非是为了避免单调而读一

读“被判罪的民族”①。看来，他们无论如何是喜欢这样的，既然

谈起这个，我也就没有任何异议了。

好了，他们大家，其中也包括我，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如果你和摩尔在本月底到德国去，而且在９月底以前回不来，

我很可能会在德国的一个地方同你们见面②。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

文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２５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１８６９年８月８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莉希吩咐我代她感谢你送的出色的和选得非常成功的礼物

４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原文是“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爱尔兰常常用这个词。——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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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的《爱尔兰旋律》
１５４
。你不能使她比这再高兴了。这些诗

歌中大部分她从童年起就熟悉了，但几乎没有一篇是从头到尾都

熟悉的，现在靠这本书，她可以唤起已经有些淡忘的记忆。

下星期日①将举行大型爱尔兰音乐会，所有的伙伴——芬尼

亚社员和非芬尼亚社员，即被判罪的人和未被判罪的人，定会聚

集一堂。我感到惋惜的只是，如果杜西离开我们，那末我家里所

有的音乐才能都施展出来也都无法充分利用这本书；那时玛丽·

艾伦将不得不学会这方面必要的知识。

你和摩尔什么时候出发去荷兰和德国１５５？现在我总算了结了

自己的事情。８月１７日晚或１８日晨，我必须到奥斯坦德，打算在

那里逗留一星期左右１５６。大概１６号即星期一到伦敦去弯一下，好

同你们在一起过一天，并且看看能不能约好在德国什么地方同你

和摩尔碰头。如果不行的话，我很可能由奥斯坦德直接回家。但

是我希望你们的计划当时能够完全定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莱

茵葡萄酒产地喝上一瓶。

衷心问候摩尔和你的妈妈！

仍然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

文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５３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８月１５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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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祝贺你的完全应得的成就１５７。普鲁斯先生被迫在昨天的《每日

新闻》上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致歉的话１５８，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必

须证明这些话都是空话，这并不困难。这里有一些材料，因为我

不知道你们那里能否再找到一本波洛克和诺克斯的《报告》１５９和

《没有公之于众的事实》。

普鲁斯说道：

“至于他不得不在脏水里洗澡的申诉，委员会委员经过对狱规仔细调查

后声称：‘对这种胡说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委员会委员说了什么呢？第２３页：

“在洗澡的时间，他在三十人的一拨中站第一号，他没有被头一个叫去洗

澡。原来，值日的狱卒一次从第１号叫起，下周就从第３０号叫；第三周他先

叫第１６号和第１７号，然而再转过来叫两边的人，以便每个人按次序都能头

一个叫，否则会引起普遍的不满。对这种胡说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①

可见，罗 ［萨］②不得不在犯人洗过澡的脏水里洗澡的说法并

６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奥顿诺凡－罗萨。——编者注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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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胡说。不，他所申诉的就是这个事实。普鲁斯歪曲委员会委员

承认的事实，说什么他们把这一事实说成是“胡说”。普鲁斯就这

样解释真情。

关于事实本身，囚犯克朗梅尔声称（《没有公之于众的事

实》第９页）１６０：

“广大公众不知道，我们不得不在一些刑事犯先洗过的或和我们一起洗

的水里洗澡”。

其次，我还想指出，ｐｅ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和法文的ｔｒａｖａｕｘｆｏｒｓéｓ①

或所谓的ｇａｌéｒｅｓ②是一个意思，正象ｃｏｎｖｉｃｔｐｒｉｓｏｎ＝ 法文的

ｂａｇｎｅ③，而ｃｏｎｖｉｃｔ＝ｇａｌéｒｉｅｎ④。

附上的剪报——本地的约翰·布莱特的报纸⑤的社论。《曼彻

斯特卫报》也刊登了关于这件事的社论，是转载昨天的《泰晤士

报》１６１，但加了按语说，政治囚犯仍然有权要求受到一定的尊重。

注意：如果你那里没有上述的《报告》和《……事实》，那末

我立刻就给你寄去。

你一定会看到，整个这件事使我的妻子多么高兴。她对你揭

露这些肮脏行为感谢不尽，并寄给你一小枝三叶草⑥，因为今天是

圣帕特里克节，而我们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三叶草。也给杜西

附上一支三叶草。

７３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三叶草是爱尔兰的民族象征。——编者注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编者注
苦役犯。——编者注
苦役刑。——编者注
帆浆船苦役。——编者注
苦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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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问候摩尔、你的妈妈、杜西和海伦。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文件》

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２７

马克思致理查·乔赛亚·欣顿１６２

华 盛 顿

［片断］

［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５日左右于布莱顿］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钱……由于公社事件，我们的开支和义务

已经加重了，然而大陆的进款却因公社前的战争而中断。我们现

在几乎来不及回答所有的来信，现在从这个国家（英国）各地纷

纷来信，有的人希望得到有关国际的消息，有的是外省建立的支

部的来信，还成立了一些爱尔兰支部，我们总委员会里现已有爱

尔兰书记，由著名的芬尼亚社社员麦克唐奈担任。此外，还有人

从印度和新西兰给我们来信。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有了恢复活动的迹象。梯也尔最终只抓到

我们人当中的极少数人。在他的所有的俘虏当中没有一个是我们

协会的著名会员，只有两三个人失踪；他们可能在战斗的最后几

天中牺牲了，因为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有人不止一次通

知我们说某人被枪杀了，甚至连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然而其中

８３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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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突然重新出现，安然无恙地来了这里①或瑞士。

公社的流亡者在这里生活非常困难，有五六十人毫无生活来

源。钱来的速度非常慢。将向贵国工人发出呼吁，我们期望这个

呼吁会得到慷慨的响应。

载于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

《世界报》第３６８７号

原文是英文

２８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于伦敦］

瓦扬先生：

因为下星期一我要把小册子②交去付印，所以务请您尽快把

修正意见寄来。

至于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１６３，委员会（内有恩格斯、［马丁］③

和勒穆修）提出的初稿和总委员会投票通过的进一步修正，造成

极大的混乱，我只好作通盘的修改。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７２年《社会史

国际评论》第１７卷第１—２部分

原文是法文

９３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这个名字无法辨认；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是孔·马丁。——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
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英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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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１６４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３日 ［于伦敦］

阁下：

随信附上我手头仅有的一份《成立宣言》①。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３０

恩格斯致威廉·伯斯１６５

曼彻斯特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２日 ［于伦敦］

  为了回答……②谨通知您，人们热心地向我推荐格拉泽先

生③。我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正派人，而且他没有丧失资产，

０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编者注

手稿上这里是删节号。——编者注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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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能够承担他所不能完成的义务；因此，假如我必须同他共事

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开立一定数额，比如１００到２００英镑

以内的信贷账户。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３１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４月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扬：

明晚７时等您来吃饭；还有……①和几位朋友。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如果您把维尔塔尔的书②借给我（我不知道书名），就非常感

谢您了。书中有我们关于法国内战的宣言③的法译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２７年《社会史

国际评论》第１７卷第１—２部分

原文是法文

１４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译自最早的英文
本）。——编者注

埃·维尔塔尔《国际史》。——编者注
名字写得不清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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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

伦  敦①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扬：

赛拉叶从布鲁塞尔收到一封由当地几个流亡者写来的信。我

认为，从这封信看来已经有必要在这里采取措施尽可能防止在公

社社员当中发生新的悲剧。正是为此目的，我同赛拉叶商定请您

（和通过您，请阿尔诺）、库尔奈和朗维耶明晚（星期六８时或９时，

看您的方便）来我这里商量一下，我们必须做什么（当然，总委

员会同此事没有任何关系）。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收到罗沙的来信。他现在在博里纳日煤矿工作。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７２年《社会史

国际评论》第１７卷第１—２部分

原文是法文

２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信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笺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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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恩格斯致莫尔斯沃思

莱 斯 特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６月５日于伦敦］

  ……①格拉泽先生的信誉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毫不怀疑，您

在同他的一切交易活动中总是可以证实此人的品质。至于他的资

产，我无法提供任何确切的情况。但是，我完全相信他订货不会

超过他的抵偿能力，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他提供一定数额，比如说

１００英镑和更多的信贷。我认为，开始时先把您的信贷限制在２００

英镑，然后随着交易的达成和您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可以

增加数额，您尽可以放心。

假如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就这样做。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３４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信的开头短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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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恩格斯致“施马尔特”公司

莱斯特①

［草稿］

［１８７２年７月３日于伦敦］

  格［拉泽］先生是个非常可敬的人，在布鲁塞尔很有名气，所

以我相信，您会发现他在商务上永远是一个非常正派和讲信誉的

人。据我所知，他没有丧失资产，假如我必须同他共事，我会毫

不犹豫地给他开立一二百镑以内的信贷帐户。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３５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

巴  黎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５日 ［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从昨天收到的拉沙特尔先生的信来看，我今后应当把校样②

４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编者注

写在公司的信笺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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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拉羽尔先生。但是拉沙特尔先生忘记把拉羽尔先生的通讯处

给我了。所以我才给您写这封短信。

上星期我按照德尔沃先生给我的如下的通信处——圣乔治区

封丹路３４号——把第二篇手稿寄给了他。是否已经收到，我现在

还没有得到确信。

我在上星期一还把由我签字付印的第６分册的校样寄给了他

（我事先在校样上标出了少量的修改意见）。

我希望所有这些东西已经到了出版社。如果您收到第６分册

并修改了，那末我同意您和拉沙特尔先生所要求的那样立即着手

付印１—６分册。

请您费心趁返回的邮班给我回信。

真正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法文

３６

恩格斯致马耳特曼·巴里１６６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９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巴里：

马克思请我把科学厅１６７集会者的若干材料寄给您，现寄上；我

希望这足够了。马克思说，他要给您寄去有关这些人的总委员会

５４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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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①。为了保险起见，给您附上一份，看后请归还。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②

大概在今年４月，一小撮据说代表某些谁也不知道的团体的

人以夸张的名称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团体的世界联邦主

义委员会１６８。他们自命代表的那些团体没有一个加入过国际。这些

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国际会员，相反，有两个人是从国际开除出

去的。正是因此，他们才竭力要谋得取代当时正在活动的总委员

会的权利并把国际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总委员会的通告使他

们成为全欧耻笑的对象，所以他们暂时销声匿迹了１６９。现在这些人

又在世界联邦主义代表大会的名义下出现了。我们在这里又发现

了那个朗德克，就是他在对巴黎国际的最后一次审判会（１８７０年

６月）上向警察局长郑重保证不再从事政治和国际的事务１７０，接着

被开除出了伦敦法国流亡者协会。那个韦济尼埃——关于路易－

拿破仑的下流丛书的作者，就是他被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

委派的委员会开除出国际１７１，１８７２年被开除出伦敦流亡者协会。

那个施奈德尔，就是他在德国报刊上被揭露为破坏工人会议的挑

衅者（警察当局总是在第二天早上为他及其帮凶打碎玻璃、镜子

和家俱承担责任）和骗子。那个泽伦斯基，他们的左右手，以及

阿道夫·斯密斯等人。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几个新的爱出风头

的人，例如，波兰人米莱斯基，他在代表会议期间仅仅为他自己

把一切讲话翻译成波兰文，因为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出席会议的唯

一的波兰人；还有乌代，对于他在公社期间的冒失，许多人还记

６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恩格斯的签名由抄录者证明无误。——编者注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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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犹新。请您再补充几个东头的穷困的德国工人，这样您就有了

这个世界代表大会的全体人员的名单，共计２５个骗子和蠢货。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８７０。报告。讨论会。

文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３７

马克思致范·德尔·维利根１７２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４日于伦敦

阁下：

非常感谢寄来您的小册子。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过一些

时候才能出版，到时候我将给您寄一份。

附上我的著作《资本论》法文版第１分册。同时寄上现已出

版的德文第２版的四个分册①。

由于没有一丝一毫的时间和过分繁忙，我未能早一点答复您

的各次来信，请您多加原谅。我很希望在下周能有一个晚上（比

如，星期三）在我家里见到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７４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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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１７３

牛  津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３０日照例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假如你认为，我能甚至用一丁点醋来恶毒地破坏你的蜜月的

甜蜜，你大概是把我看作一个非常残酷无情的人了。如果莫特斯

赫德或吉约姆这样说我，我并不会感到惊奇，而你！我根本没有

怀疑到，会有一号报纸①上刊载了这篇关于某个大人物②的短评，

我最好不直呼其名，而假如我看了这篇短评，那么我会把这号报

纸扣下来或者用俄国书报检查的办法稍微戏弄你一下。

你信中谈到牛津居民，只是以可悲的方式证实了一个同样可

悲的事实：全世界的女房东都一个样；的确，还不知道，女房东

或男地主③，谁更坏。零售和批发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斯腾豪普

的女房东和韦斯明斯特侯爵④之间的区别，都是一回事。

拉法格夫妇现在住在这里，而你无疑会时常希望到这里来；我

希望你记住，我们家里永远有足够的地方给你和龙格（所有叫沙

尔的人里面最好的人）住；而且还为他准备了一张床，他在上面

８４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④ 伦敦整个一个住宅区的房产主。——译者注

文字游戏，男地主（ｌａｎｄｌｏｒｄ）是世袭大地主，这个词常同ｌａｎｄｌａｄｙ（女房
东）一起被用来指一个出租房舍的男主人或女主人。——编者注

指蒲鲁东。——编者注
《解放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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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斜着睡，全身可以伸直。我一谈起这件事，马上就闪出一

个念头：明晚七点整我们等待你们全家人来吃饭，包括拉法格夫

妇、海伦和其他人，在这里看到你，对他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件意

外的乐事吗？我不能更早地写信说这件事，因为这只有在今天才

能最后决定，要知道摩尔工作太忙，不能给一句肯定的话。但是，

我知道你甚至明天早上也完全能作出决定，所以我希望你来。而

因为通常都出售有效期为三至四天的往返车票，你可以在这里待

几天，龙格也可以星期六抽时间来，以便星期天或星期一早晨把

你接回去。假如你乘两点三十分的火车（只要我的旧列车时刻表

还有效），你就可以及时赶到；甚至我们还能在吃饭前上梅特兰公

园①去一趟，看一看他们情况如何。我希望你明天早晨吃早饭时认

真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至于纯洁派、非纯洁派和半纯洁派１７４，我很少见到他们。纯洁

派打算出版一本包含他们的全部牢骚的小册子②，但是，他们是否

会用很多篇幅谈论我们，这对我来说暂时还是个秘密。无论如何，

他们是想建立独立的团体，把任何反革命倾向清除出去。

上星期日③摩尔给手工业者作了讲演
１７５
。我把肖莱马的朋友、

一位德国化学家兼厂主（“象你的兄弟，向来是一个非常可亲的

普洁尔茨人”——肖莱马在一封公开的信中就是这样描绘他的！）

带去；他敢于提出某些反对意见，但遭到列斯纳和一些其他工人

的坚决回击。

总之，我相信你的天赋的精力，你明天定会作出勇敢的决定，

９４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１０月２７日。——编者注

《国际和革命》。——编者注
马克思家住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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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来。这可是一件大乐事。我的妻子①和彭普斯②以及我本人

都衷心问候你们夫妇！

你的 老弗·恩格斯

这一页自然是专门为了龙格才用德文写的。拉法格德文掌握

得不坏，他能听懂摩尔的讲演。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８７０。报告。讨论会。

文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３９

马克思致威廉·赖利

伦  敦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赖利：

如果黑尔斯寄来回信，最好马上通知我，以便把他的信和我

们的回信登在同一天的报纸上１７６。同时，也不妨在编者按语中声明

一下，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特别是在他分发明信片１７７之后，《先

驱报》③将不再接受他的稿件。

兄弟般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０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国际先驱报》。——编者注

玛丽·艾伦·白恩士。——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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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恩格斯致鲁道夫·宰弗特１７８

莱 比 锡

［片断］

［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５日和２０日之间

于伦敦］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致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的信
１７９
。

［１８７３年］１月６日（致芬克）一些印刷品，《国际先驱报》第

３８号１８０及其他。

１月７日（致芬克）内有关于普鲁士的文章①的挂号信。

１月１５日（同上）又是两号《国际先驱报》１８１和印刷品。

相信一切都已顺利寄到。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５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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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圣塞瓦斯田

［草稿］

［１８７３年２月下半月于伦敦］

公民：

我接受您的关于撰写卡尔·马克思简历的建议，这个简历同

时也是［１８］４８年以前德国共产党和［１８］５２年后社会党的简史。

从这个角度撰写的一个人的传记会变成一个无疑以马克思为

其最高体现的党的历史，这也会引起法国民主派的极大兴趣。正

是这种考虑激励我丢下我的工作，致力于这一著作，要写好这样

一部同它的主题相称的著作，需要不少的研究工作和时间。但是

我只有在您在第二封信里把您的条件告诉我之后才能开始工作，

而您的条件——显然由于疏忽——在您２月１４日的信１８２里并没

有提到。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２年９—１０月

《莫里斯·多列士研究院学报》

第２８期

原文是法文

２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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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圣塞瓦斯田

［草稿］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６日和２１日之间

于伦敦］

公民：

根据您３月１６日的来信判断，您似乎以为，我“表示愿意给

您写一本有关共产党的书”，其实正是您建议我写一部卡尔·马克

思的严肃的传记①，并要求我写这个党的历史。既然马克思的生活

的实质始终是他的活动，叙述他的生活也就是写哲学发展史，从

［１８］４２年开始的德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运动史，也就是研究他个人

参加这一运动的情况以及他的著作所起的作用。如果您需要记者

写的传记，那么早已经有了。其中有一篇刊登在《画报》１８３上，如

果您寄给我一份，我准备给予必要的订正。

我把我打算进行的研究看作是严肃的劳动，所以如果设想您

有意在这件事情上充当资本家，而又不准备遵守连在我们资产阶

级社会也承认的通行的社会准则，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付给报

酬，那是对您的侮辱。不过，既然您声称增加自己的资本只是为

了用它来为社会服务，那末我同意付出劳动，条件是，您拨出一

笔款子来创办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急需的国际性周刊，这个刊物将

３５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见本卷第４５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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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克思来领导。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２年９—１０月

《莫里斯·多列士研究院学报》

第２８期

原文是法文

４３

恩格斯致瓦尔特·惠特１８４

伦  敦

［草稿］

［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４日于伦敦］

阁下：

为了答复您的询问，我冒昧地通知您，我认为德·摩尔根先

生是个很正派的人，但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有多少资产。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４４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１８５

彭 赞 斯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２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尊敬的朋友：

您久不来信，我深感不安，因为勒布朗先生根本无法告诉我

４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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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什么地方和干什么事情。从您的来信中，我遗憾地得知，我

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仍然热切地希望彭赞斯的温和的气

候和您的健壮的身体能够使您很快治愈咳嗽，说起来，这种病全

国到处都有。通常说，这是一般的季节性疾病。

我的小女儿①和我在哈罗格特住了三个星期，是给我们治病

的大夫②让我们去的。安宁的生活、新鲜的空气、矿泉水和愉快的

散步对两个病人的康复大有裨益。当我们到达时，旺季已经过去，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旅店里过着“幽闭”③的生活。只是在我们逗留

的最后几天一个英国国教教会的牧师的出现才惊动了我们并多少

感到有些快活。他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老人，看不出有任何一点

虚套，喜欢唠叨一些旧事，举止高尚，只是非常讲究吃喝。这是

一个典型的现代基督教徒，不过这个词本身只有在旅店的老板给

我们送饭菜时才能用。譬如说，羊肉饼有哪一点不怎么够味，他

就会说，这个羊肉饼不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做的。他游历过大多

数欧洲国家，并且是欧洲各种旅馆的一切优缺点的活手册，始终

在徒劳地寻找人类的典范——完人，不，是厨子。同时，他不断

地恶毒挖苦黑色地区④的矿工们贪得无厌和挥霍，而他自己却在

德勒穆当神职人员。这个人使我和爱琳娜有理由经常想起和说起

您，因为很难想像有更鲜明的对比：您可以说是未来的新社会的

人将会成为的那种人的典范，而他这位牧师是旧社会的人千方百

计成为那种人的刻板的化身。

５５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④ 指斯泰福郡和瓦瑞克郡的煤矿和炼铁地区。——编者注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爱德华·龚佩尔特。——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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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您寄去《资本论》后三个分册①；总的说来，他们不

象前几个分册那样抽象。如果它们能多少排谴一点您的孤独的时

间，那我将是很荣幸的。总之，应当说，我的观点开始在大陆工

人当中传播，那里对此不满的上层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的正式代表

正在对此大吵大嚷。

在贫穷的西班牙，如果法国反动派不占上风，局势还可以挽

回。尽管西班牙人缺点极多，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勇气。如果以高

昂代价获得的经验能够帮助起义的领导人摆脱漂亮又空洞的法国

高调，下功夫研究现实的运动条件，西班牙工人阶级起义——它

是不成熟的和无意义的１８６——的失败就是有益的。我们在马德里

和瓦伦西亚有很好的人。而在里斯本我们有真正优秀工人的核

心。

在美国我们的宣传由于危机而大有进展。危机对我们来说起

了动员作用。

在德国，我们在即将来临的选举１８７中肯定会把不少于一打有

知识而又干练的工人送进议会。这个国家的工业的飞速的和强有

力的发展是我们很好的代理人。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想要打击无产

阶级报刊，因为“上流的”报刊承认自己对付不了它，老国王②很

快就会呜呼哀哉，而他们继位者③未必敢一上台就开始采取不得

人心的措施。

在俄国——由于解放农奴之后发生的社会瓦解和财政混乱发

展到了可怕的程度，同时由于人民不满于国家的威信因普鲁士的

６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未来的威廉二世。——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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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而丧失和不满于国内政策摇摆不定（今天让步是为了明天用

超反动措施来加以补偿）——普遍动荡的因素正在积累。

可见，亲爱的朋友，不论那里的情况怎样，世界仍然处于运

动状态。一旦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本身即俄国的基础发生动摇，法

国上层阶级的孤立无援的努力能有什么价值呢？

我自己并且代表马克思夫人最衷心地问候奥耳索普夫人并致

以最良好的新年祝愿。

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我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向您问好并会很快给您写信的。

第一次用原文和日文发表于

１９６９年《经济学论集》杂志

东京版第３５卷第１期

原文是英文

４５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布鲁塞尔

１８７４年７月２３日 ［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亲爱的公民：

收到您前次来信１８８后，我就把信的内容通知了罗什弗尔，但是

他已经与一位英国出版者签订了合同，此人目前正在伦敦出版英

文和法文的刊物《灯笼》。

７５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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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这本书①出版工作中断，请您相信，谁也不会象我这

样难过。问题并不在于作一些修辞和事实上的改动，看来您正是

这样看的；我曾经不得不，并且现在还是不得不几乎重新全部改

写。既然必须完成这项棘手的工作，那我就在许多地方补充发挥

一些新的重要的原理１８９，使得法文版和德文原本一样具有独立的

价值，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在《跋》１９０里加以说明。至于我的朋友

们——法国人，他们只是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修辞问题上可能有所

助益。

我前几次的信应当会使您相信，妨碍我完成这一工作的仅仅

是身体的不适。我的健康状况由于我的家庭连遭不幸而更加恶化

了：我们失去了龙格夫人的唯一的孩子，十个月的小天使②，他突

然死于霍乱；而我的小女儿③身患重病已有好几个月了。

然而，我的医生④暂时禁止我做一切工作，反复交代说，到卡

尔斯巴德去，那里的矿泉水可以完全治好我的病。我８月１５日要

到那里去，以便９月底恢复工作，我向您保证，这部著作将于１１

月底完成１９１。考虑到淡季到来，这种拖延现在已无关紧要了。

其实，以往的拖延（对此我没有任何责任），而且缺乏任何宣

传（巴黎的局势所造成的）早已使以分册形式出售成为不可能１９２。

我手中有一封您的信（寄自圣塞瓦斯田），您自己在信中也对这一

点深信不疑，并且还说，当这本书整个出售时，就会畅销起来。

您对这本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忍受着由此书所引起的

８５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④ 爱德华·龚佩尔特。——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沙尔·龙格。——编者注
《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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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不快，对此我永远深为感谢。现在，在法国，象各处一样，人

们愈来愈感到需要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了。

永远是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

《法国书信》报第３１０期

原文是法文

４６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１９３

１８７５年７月１２日

亲爱的公民：

您把事情告诉我，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将立即写信给拉

羽尔先生，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在此期间，请您把这个塞卜洛士、财产法定管理人１９４的名字和

地址写给我，并告诉我一位律师的地址，必要时，我可能找他帮

忙。

如果法国政府想要出丑的话，我同欧洲新闻界有许多联系，可

以象它所希望的那样，为它效劳。

您的忠诚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中文发表于１９８３年３月９日

《人民日报》

原文是法文

９５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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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维 也 纳

［１８］７５年９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劳斯：

我向您介绍持信人，前巴黎公社委员，我的朋友列奥·弗兰

克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附上一张新的照片，因为头一次照

得不好。如果您把自己的新医学科学概述１９５寄给我，我将非常高

兴。若不是法国警方千方百计拖延和阻挠法文版《资本论》①全部

分册的出版，您也许早就收到了。它想必很快就会问世的。

我和我的女儿爱琳娜向您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８年５月《道路和目的》

杂志第５期

原文是德文

４８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维 也 纳

１８７５年１０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将从我女儿②
的信中得知，您往伦敦给我寄的三封信，我一

０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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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也没有收到，我写的信和寄给我的信（在我逗留卡尔斯巴德期

间）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是施梯伯干的！所以，以后给我来信

请写以下地址：伦敦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５４号约翰·威瑟斯

先生收。

我没有从卡尔斯巴德给您写过信，因为据您在那里的朋友的

话来估计，您要从格梦德回到那里。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８年５月

《道路和目的》杂志第５期

原文是德文

４９

马克思致莫雷尔

［约１８７５年秋于伦敦］

莫雷尔先生：

请您通过您的邻居泰斯先生告诉我，我交给您的三册《资本

论》③ 情况怎样。

祝好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１６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③ 《资本论》第１卷法文版。——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① 《资本论》第１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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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①

１８７６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②：

寄上——以转交给在开姆尼斯③的那个人——莫斯特的小册

子④一本，改正了许多十分重大的刊误
１９６
。

代表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马克思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经奥斯坦德寄莱比锡（德国）酿造街１１号

    威·李卜克内西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２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④ 约·莫斯特《资本和劳动》。——编者注

现名：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的绰号。——编者注
写在明信片上（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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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１８］７６年８月２０日于兰兹格特

卡姆登广场１１号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多谢杜西的来信。信已立即转寄给燕妮①。

琳衡②在这里出了一件怪事，很有损于健康。上星期二，她跟

我妻子③一起去游泳，她的头开始痛得很厉害，几乎痛了三天。星

期五，她又去试了一下，她的头立即又痛了起来，而且痛得更加

厉害。星期五晚上她情况很糟，完全不能入睡，只是到了星期六

白天才睡了一会，然后又一次强烈发作，到深夜才停止，后来她

睡得很好，今天又觉得很好了。结论是：至少今年她不能再试图

游泳了。

琳衡早已打算第二天返回伦敦，但是我们劝她在这次有时非

常厉害的发病之后再休息一天；所以，她星期二才能动身回去。我

们想，如果星期三您能来这里，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到下星期

五，我们就能一起回伦敦。因为从好望角开出的轮船要走整整

３０—３１天，所以小卡罗琳④也不可能在９月３—４日以前到达，即

３６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④ 尤塔·卡罗琳。——编者注

莉希·白恩土。——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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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回去以后还要过３—４天。

我们在这里也简直热得受不了，后来一连几天雷电交加，从

昨天开始下了雨，不过现在又放晴。我妻子觉得很好，游泳对她

特别有益。她，还有琳衡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忠实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２０—１８７０。报告。讨论会。文件》

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５２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利 明 顿

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

勒布朗先生前几天告诉我您的妻子逝世了，而我甚至到现在

还认为几乎不可能给您写这样一封短信。谁有幸认识您的高尚的

生活伴侣和赞美过她，他就不会用普通的空洞的安慰话去惹您伤

心。实际上，只是她对您的爱和她怕留下您一人受孤独使她具有

力量，去非常勇敢地同重病对抗和非常坚强地为自己的生命同自

然去抗争。我希望，您对人类的爱，您对人类生机的一切表现的

热忱关注将帮助您经受住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致以兄弟的敬意

４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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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１９７０年《经济和

社会》日内瓦版第４卷第１１期

原文是英文

５３

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利 明 顿

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从马克思那里得知，您妻子的逝世使您遭到最沉重的

打击。我完全可以想象，在幸福的五十年之后，这个损失必定使

您陷入非常可怕的和阴暗的孤独感。但是，我充分了解您的性格，

所以相信您会逐渐战胜这个打击，而且不会丧失信心。您必须至

少活到您在长达整整两代人的生活中为之活动和奋斗的事业得到

最初胜利的时候。在东方，目前有些事件正在成熟，它们必定会

加快并能够引起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同时，请您允许我

向您保证，我和我的妻子衷心地同情您的痛苦。我不再多说什么

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安慰是不适当的。

致以深切的同情

永远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５６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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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马克思致沃耳曼夫人

卡尔斯巴德

１８７７年３月１９日 ［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 ［４１号］

最尊敬的沃耳曼夫人：

我没有及时复信，是为了能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同

我的一位朋友，从前的商人商量一下。他在长期外出之后于前天

才回到伦敦。

如果有您所说的那样的收入，您可以体面地生活在伦敦，当

然，只能过俭朴的资产阶级生活。目前伦敦大概是欧洲真正生活

费用最低的首都；另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在这里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愿过日子，自然在表面上并不失体面，而且任何人甚至富人

也没有必要大手大脚地过日子。城市大，人口多，就避免了在其

他城市或多或少必须遵守的许多虚礼。至于教育，在所有的公立

学校——这是我甚至从经济的角度可以向您推荐的唯一的一类学

校——都还有德语教师；这些学校在一些方面不如德国，而在另

一些方面比德国的强。但至少，特别是对于一个应当被培养成能

够适应生存斗争的孩子来说，英国在教育方面是德国不能比拟的

最有益的学校，而德国则是一所大兵营，奴仆室和儿童室①。

６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原文是Ｋｉｎｄｅｒｓｔｕｂｅ。引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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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私人教学的德语教员，那末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很厉害的，

因此他们的报酬并不高。

这里象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一样，经济危机到处可见，而在我

看来，还没有达到顶点。在达到这个顶点之后，建立新企业的最

有利的时期也就到了。您迁居伦敦愈早，您的丈夫就愈能很快地

和放心地采取准备措施。

用不着硬说您也会相信，我的女儿们会把您迁到此地看成一

件意料不到的乐事。

向弗累克勒斯和可爱的孩子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假如您愿意翻阅一下《资本论》，那末最好从最后一篇①，第

３１４页开始。在科学叙述方面，作者不得不遵守规定的次序，然而

对读者来说，另一种叙述次序常常更方便，更符合他们的愿望。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５５

马克思致尼古劳斯·德利乌斯１９７

［１８］７７年８月２５日于诺伊恩阿尔

疗养地弗洛拉旅馆１９８

尊敬的教授先生：

我的女儿爱琳娜在这里同我一起疗养，她荣幸地为伦敦莎士

７６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资本论》法文版第１卷第８篇（《原始积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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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学会把您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的文章译成

了英文，她很希望认识您。如果您感到方便并确定见面的日子和

时间，我将不揣冒昧地把我的女儿介绍给您。

尊敬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们在这里大概还将呆上８—９天，如果风和日丽，将到黑林

山去远足。１９９

第一次用中文发表于１９８３年

３月９日《人民日报》

原文是德文

５６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伦  敦

［片断］

［１８］７８年２月４日 ［于伦敦］

  如果您以为我把迪斯累里看成是伟人，那您就错了。他永远

是一个自私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论天赋本领如何，也永远欠缺

点什么东西。不过，瞎子国里独眼称王云云①！

假如您以为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②勋爵是一个容易征服的微不足道

８６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本意是：大家的地方，老话，老生常谈。这里指得比。——编者注

马克思借用一句著名的法国谚语：“Ｄａｎｓｌｅｒｏｙａｕｍｅｄｅｓａｖｅｕｇｌｅｓｌｅｓｂｏｒｇｎｅｓ
ｓｏｎｔｒｏｉ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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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或对手，那您就更错了！相反，这是不列颠帝国中最强有

力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古老的有封号的贵族的代表，另一方面

是大资产阶级的精神化身。说实在的——这是贵国资产者的唯一

值得注意的角色，所有其余的——只是样子货。因此应当用动听

的言词、泛泛之谈和空洞的空话来对付他们。Ｃｏｍｍｏｎｐｌａｃｅ 勋爵

有这样的力量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得比伯爵，蜕化

的贵族和暴发户的经纪人就得虚构出这么一个人来……

土耳其和奥地利是欧洲旧国家制度的最后的支柱……如今这

个制度在以后多次战争过程中将崩溃，从而将加速社会危机并吞

没一切所谓的强国，一切这些虚构的强国，而不论是战胜国还是

战败国，以便为欧洲社会革命腾出地盘。

无论如何，我们的敌人正在为自己掘墓！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

《萨泽比·帕克·伯内特公司》书目

原文是英文

５７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２００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１８７８年３月２９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阁下：

幸亏您通知我减价出售，我虽然去晚了一点，但总算弄到第

４卷（工业法令）。我不打算回答您了，除非我最后抽出时间翻阅

９６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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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而且认为它对我的目的是很有益的。

我很想通过书的交易弄到格拉高的第２卷２０１（它可能被禁），

以及鲁·迈耶尔为之受到审讯的著作①，但是没有如愿。因为上述

的迈耶尔在法庭上说我是他著作的“科学性”的权威性证人，所

以他本来应当出于礼貌把书寄来让我看一看。

最后，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就是：如果不太费您的时间，请

给我寄一份佩罗发表的关于股份公司等等的书目。２０２

我从彼得堡考夫曼先生那里收到（俄文版本）他的关于银行

的理论和实践的大部头著作②，以及他的英国银行史等等③。我目

前只看完了前一本书。这是对自以为极具绝对“科学性”的滥设

企业和欺骗经济学的措词“冠冕堂皇的”热烈的颂扬。不过这种

著作还是很有益的，因为颂扬——如果它确有内容——会无意地

和违背作者意愿地导致这样的结果：与讲道德的庸人相反，或好

或坏地表明这个庸人斥之为“缺德”“胡为”等等的东西同生产制

度本身的必然产物的相互联系。

从前我订过《法兰克福报》，但因为该报对于仅仅从“瑞士

的”观点来看才可能出现的东方纠纷持有荒诞的幻想，我不订了。

现在我的一位在德国的朋友有时麻烦我，给我寄来一份他感到兴

趣的这个报纸。我通过这个途径收到的不多的（但却是“多余

的”）东西给我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报纸的方针有了重大的改变。

是不是这样？宗内曼先生会不会再“向右转”？

我希望您那里的气候比我们这里好。自９月中旬从德国回来

０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伊·伊·考夫曼《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银行业史》。——编者注

伊·伊·考夫曼《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编者注
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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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２０３
我一直不停地咳嗽，很受折磨。

致以热烈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５８

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

（瓦尔德施泰恩）２０４

伦  敦

［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尔德施泰恩：

明日（星期日）两点，望你赏光同我们一起吃餐饭。有一个

年轻的俄国人①也将出席，此人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个“典型”。不

用害怕！他不带匕首，也不带手枪和爆炸性的“化学物”。而且你

的名字还没有列入“黑”名单。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１７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可能是指尼·瓦西里也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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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２０５

利 明 顿

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

非常遗憾地得知您病了，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希望您

的双脚很快都会痊愈，您就可以活动。我知道，一般的散步对您

来说一定是不够的。

目前，我们这里一切都还不错，我们那些病人和半病人似乎

都在逐渐康复。

《派尔－麦尔新闻》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猜测会出危险，但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他大概也不能分辨什么是假象和实情。无

疑，俄国的破产正在成熟，随时都可能发生。俄国的专制制度的

崩溃对德国和奥地利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无疑的。然而，那

里是否会马上爆发，而且是否大体上会成功，——这我就不得而

知了。此人断言，现在已成为大陆普遍规则的对男性居民进行军

事训练的制度将导致大批军队内部的革命化，这说得也很对。不

过变化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于德国，这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

表现出来。每年随着一批新兵入伍，可以看到军队里经常渗入新

鲜的革命成份，这成了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主要理由。这个反社

会党人法及其整套恐怖措施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这一点上星期

２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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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了。１８７８年最后选举时，在马格德堡我们

的候选人①只获得投票数的三分之一。现在那里又举行新的选

举２０６，我们的候选人②得了几乎投票数的一半，复选时可望通过。

怪就怪在这个候选人是老皇帝威廉和他原来的情妇女演员菲勒克

小姐的非婚生子。

不管怎样，俄国一爆发必定会加速中欧和西欧的运动。维也

纳政府和柏林政府失去反动势力——专制的俄国政府——的稳固

支柱以后，也就会丧失任何勇气。而俄国成功的革命运动对中欧

群众在精神上的影响必定是很大的。

如果俄国为了避免革命而投入战争，那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

糟糕。但是，只要俄国人还没有与法国缔结同盟，他们未必敢这

样做。

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当前的俄国危机，是１８４８年

以来最重大的危机，来年春天总会爆发，我希望您恢复体力，能

享受到暴风雨时代的乐趣，这个时代，看来就在前面等待着您。

真正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９日

《新德意志报》第１０７号

原文是英文

３７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路易·菲勒克。——编者注

威廉·白拉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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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

（瓦尔德施泰恩）

伦  敦

１８８０年１月２６日 ［于伦敦］

亲爱的瓦尔德霍恩：

你如不在家，我就留下这个字条。如果天气好，我准备星期

三晚上七点来，也就是说，不是冷得对我的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①的当时

状况来说受不了，我就来。世上一切的诺言都是相对的。此致

敬礼。

你的 摩尔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４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文字游戏：“ｃｏｒｐｕｓ”是机体，身体；“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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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伦  敦①

１８８０年８月１５日于兰兹格特

坎伯兰路１０号

阁下：

今天我刚收到您的信。我同我的家属都在这里，要是您有空

到兰兹格特来，我非常高兴。２０７

您的真挚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伦敦滨河路诺福克街１２号

  约翰·斯温顿先生收

第一次用原文和日文发表于

《马克思〈资本论〉出版经过》

１９７１年东京版

原文是英文

５７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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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２０８

卡尔斯巴德

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于伦敦］

匆匆！

亲爱的朋友：

附上给我女婿龙格的介绍信。他一定会将您介绍给罗什弗尔。

现在大概您已收到了我妻子终于寄出的信。她和所有生病的

妇女一样，对目前给她治病的那些医生总是不相信。

致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信封上亲笔写的地址：］

卡尔斯巴德（奥地利）弗累克勒斯先生收

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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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恩格斯致哥特利布·雷姆克

伦  敦

１８８１年４月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雷姆克先生：

我刚接到消息说，我的一个兄弟①偕同家属今晚乘火车路过

这里，他们将在这里逗留几小时，我不能不作陪。因此我不能应

您的盛情邀请参加俱乐部新址的隆重开幕，十分抱歉。２０９

祝俱乐部取得最好的成就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西）柏林

１９７０年《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

术通讯》第１０期

原文是德文

７７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很可能是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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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２１０

阿尔让台

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０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我亲爱的：

上面歪歪曲曲潦草的字你大概看不清楚写了些什么①。但重

要的是：妈妈和海伦昨晚顺利到达了。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５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２１１

苏 黎 世

［１８］８４年４月２２日 ［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信和手稿２１２以及给尼姆
②的小照都收到了。最近我要多写些，

加紧研究摩尔根③，直到今天我才能够重新写它。

８７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见本卷第５２８—５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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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封信的目的是：

请你转告印刷厂，我首先必须对《反杜林论》和《农民战

争》作重大修改。所以我只好坚持，在我脱稿２１３以前，不要出任何

新版。爱德①一回到那里，也就是再过七八天，我就给他详细写封

信，因为他必须管这些事。

因此，请你注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行字也不要排，我

是不能同意的。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６

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２１４

巴  黎

１８８４年７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杰维尔公民：

感谢您寄来您的讲稿２１５。最后一份是昨天寄到的，我还没有来

得及看完。它无疑同以前的讲稿一样出色。我想向我们的朋友建

议将这些讲稿译成德文，并且以你们在巴黎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发

表。这正是我们目前宣传所需要的。

是否能请您将附上的字条转交拉法格，而不让他夫人知道？他

９７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伯恩施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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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您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不过，这完全是没有恶意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法文

６７

恩格斯致约翰·林肯·马洪２１６

伦  敦

［１８８５年６月１２日于伦敦］

［片断］

寄费      ——６便士

邮票

（附上的）——３先令２便士

请立即把另一份第１—５期杂志①寄给我；这些杂志是准备给

一位在美国的朋友②用的。

如果以上账目不对，那就请告诉我，还应该付多少钱。

您的真挚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０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编者注

显然是《公益》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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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瑙①

［１８］８６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衷心祝贺克拉拉的订婚之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６９

恩格斯致霍利德·斯帕林

伦  敦

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阁下：

您所说的著作２１７目前还没有已发表的英译文，特此奉告您本

人。

我以私人的身份告诉您，因为我看这类东西在《公益》杂志

１８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信写在名片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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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没有什么意义。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信尾写的字：］

霍·斯帕林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７０

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２１８

伦  敦

１８８７年３月２３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特利尔先生：

刚刚收到您的三本手稿①，不胜感谢，只可惜在本周末之前我

不可能阅读；而等我的眼睛不太严重的炎症消失之后，我才能着

手此事，在您从哥本哈根回来后，我将很高兴请您到舍间来见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丹麦《工人运动史

研究通讯》１９７５年２月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２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译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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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恩格斯致茹尔·盖得

巴  黎

１８８７年６月１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盖得公民：

我很愿意协助在复刊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刊登《雾月１８

日》２１９，但存在两个小小的障碍。

首先，如您所知，共产主义宣言①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

时本来还应当出单行本２２０。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这并没有出版，所

以我希望能相信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的眼病已经持续了６个月，在这期

间我无法承担任何写作义务。因为完成这个译稿之前，我还有许

多事情要做，所以出版工作十之八九要中断，整个事情要告吹。

因此，我请求您暂时把这个计划至少推迟一段时候；以后，等

我能恢复工作时，我们再回过来谈这个问题。

衷心祝愿《社会主义者报》取得成就。

完全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文件》

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法文

３８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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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

巴  黎

［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杰维尔公民：

谢谢您寄来的关于巴尔札克的小书①，我将欣然拜读。在我看

来，巴尔扎克是塞万提斯之后的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同

时也是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８年的法国社会的最直言不讳的史料研究

家。我喜欢巴尔札克的一切作品。

您对马克思的公式解释得完全正确。手稿上这个公式明明写

的是： Ｇ—Ｗ
Ａ

Ｐｍ
只是由于印刷工人自作聪明和任意处理印成

＜，才产生了各种误解。

１８页上有完整的公式②

Ｇ—Ｗ
Ａ

Ｐｍ
…Ｐ…Ｗ′…Ｇ′或 Ｇ—Ｗ

Ａ

Ｐｍ
…Ｐ… （Ｗ ＋

ｗ）—— （Ｇ＋ｇ）也就是表示：

变成Ｗ（商品）的Ｇ（货币），这样的商品由Ａ（劳动力）和

Ｐｍ（生产资料）所构成；这种商品Ｗ 经过生产过程Ｐ变成新的价

值大于Ｗ 的商品Ｗ′（具有新的质，但是这一点在这里与我们不

４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资本论》第２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４９页）。——编者注

加·维杰尔《妇女和爱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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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因为这里说的只是价值），因此它等于Ｗ 加上某种增长额ｗ

（Ｗ＋ｗ）；这种Ｗ′又换成货币，即大于Ｇ的Ｇ′或等于Ｇ加上增

长额ｇ（Ｇ＋ｇ）。

符号——表示交换的过程；符号……表示，某种价值经历一

种不是交换的形式变化，在这个地方是生产过程。

如果您需要别的解释，我随时听候您的吩咐。我担心，这第

２卷会给您添不少麻烦，但不能用新的惊人的解答来酬劳您。问题

在于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事情；结论在理论上是高超的，但没有

直接应用。这就是我特别焦急地等待出版它的法文译本和英文译

本的原因；作为它的必要补充要有第３卷。①

请接受我的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唐蒙日

《马克思主义传入法国的

经过》１９６９年洛桑版

原文是法文

７３

恩格斯致阿曼特·戈克

伦兴（巴登）

［１８］８８年６月２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戈克：

此地一所大学的全部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讲座也让妇女听，费

５８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资本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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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男子相同。只是雷伊·朗凯斯特的讲座不让妇女听。各科费

用不同，详情在答应给我的简章中都有，我一收到简章，当即给

你寄去。

如果需要听医学讲座，那应当介绍你去罕丽达大街的女子学

校。关于这个学校，我也希望能够打听详细一些。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文件》

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７４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２２１

勒－佩勒

１８８８年９月５日［于纽约

尼亚加拉瀑布］斯宾塞大厦①

亲爱的劳拉：

在纽约度过了一周，又在波士顿停留一周之后，这个星期日

早晨我们就到达这里。你们不要相信，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度，——

这是世界上一个最老式的地方；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

外省，而同美国人相比，我们都成了巴黎人。在轮船上，我一眼就看

到，美国姑娘完全是乡下轻浮娘们的打扮。家具是旧式乡下住宅

６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写在旅馆信笺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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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样式。在波士顿马车的样式是我１８３８年在伦敦
２２２
最后见到过

的那种。他们把大批最时兴的东西做成这样陈旧的样式，其中有

许多丝毫没有改进，没有一件看起来是漂亮的。美国人总说，他

们是最先进的民族，这种说法在下面的意义上倒是对的：美国人

根本不容忍让别人在街上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一定要把别人推开

并赶过去，而且很粗暴，甚至在这里的雅典，即波士顿也是如此；

妇女和男人一样地乱挤，甚至在我们这些可怜的善良的欧洲人看

不出这种匆忙和粗暴行为有任何一点理由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而

这些东西只有在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民族那里才可以看得

到。他们象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当事情由于自己的过错而

发生不快时，他们表现得很能容忍，但是一旦他们着手做什么事

情，他们就踏踏实实地干。例如，纽约州当局征购了瀑布①附近的

所有土地（美国一侧），把所有经纪人、小商人和纠缠人的小贩统

统赶走，把这块地方变成一个免费公园，人们在这里不受人骗，也

不会遇到警察和公园的看管者，可以在铺得很好的路上自由漫步，

沿着安全的台阶一直登上瀑布的顶端——这是你们在欧洲任何类

似地方所看不到的。美国人这样做了，这个事实本身使得加拿大

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一侧也这样做，以吸引逃避加拿大经营方式

的游客。

纽约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首府来说占据着少见的最优越地理位

置。那里一切用手工做的东西都很蹩脚，只有巴托尔迪建造的自

由神塑像例外，它不仅壮观，而且从大小和比例来看同周围的一

切很协调。我们到达纽约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觉得仿佛走进了

７８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指尼亚加拉瀑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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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的《地狱》的一层。在喧闹、人群和拥挤方面，伦敦与它相

比简直算不得什么——马路比欧洲最偏僻的乡间马路还要差。在

头顶上高架铁路隆隆作响，成百辆电车叮叮
口当口当地在你身旁飞驰

而过，可怕的嘈杂声来自四面八方，而最可怕的是河上的所有轮

船发信号时刺耳的强烈的雾笛声（这里现在还没有使用汽笛）。每

家商店上面都装有不加任何掩盖的弧光电灯，它们的用途不是给

你们照亮，而是充当吸引你们注意的广告，照得人什么也看不清，

眼前一片模糊。简单点说，这个城市是只配世界上形象最丑陋的

人群居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象从蒙特卡罗被轰出来的赌场庄头。

尼亚加拉很美。瀑布只是它的桂冠。上下都有石滩，上游有

美丽的小岛，植被丰茂，下游有奇妙的曲折的狭谷，在我看来，这

一切甚至比“雄伟的”景色本身更令人喜爱。

我们从这里沿着圣劳伦斯河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然后从香

普冷湖和乔治湖上返回美国，再乘轮船沿着哈德逊河而下，到达

纽约，１９号登上“纽约号”，估计２８日，最迟２９日，即可返回伦敦。

照片上的小轮船，这是“雾姑娘”：它可以开到瀑布的跟前

（在这种情况下要穿上雨衣和戴上雨帽）。昨天我们进入了瀑布的

河口霍尔斯苏－福尔斯（照片上正对你们的地方）。

我们大家身体都好，也很愉快；爱德华①当领导和指挥：我们

任命他当左航的布朗热将军，他光荣地履行这个职责。至于欧洲

政治情况，我们同一切完全隔绝。就此停笔吧。热烈地问候保

尔。②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８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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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同行者的附言：］

亲爱的劳拉：将军只给我们留下刚够写问候话的地方。好在问候话并不

多。玩了尼亚加拉瀑布和喝了尼亚加拉啤酒之后，我们之中的多数人已经不

能动笔了。只要一恢复过来，我就马上写信。

你的 杜西

亲爱的劳拉：我不会忘记２６号祝贺你的生日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卡·

肖·①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７５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舒马赫２２３

佐 林 根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于伦敦］

亲爱的舒马赫：

因为你现在住在故乡，所以我借此机会请求你转达我对依林

根的朋友的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在我七十寿辰时送来的美好的

礼物；同时也感谢你，因为党团②的珍贵的礼品中也有你的一份。

早在青年时代，我就喜欢玩这类刀，并始终羡慕别人有一个

多用途的工具；现在到了老年，我得到了这样一把刀，而且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和刀上有这样溢美的题词！

你是知道的，从１８４９年起我同佐林根就结下了非常特殊的关

９８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编者注

卡尔·肖莱马。下面是爱·艾威林的附言，但字迹不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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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那时，我同佐林根志愿兵一起进军爱北斐特，若不是佐林根

人几乎都是参加者当中的革命分子，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无组织

的爱北斐特近卫军和反动的安全委员会的战斗连三天也支持不

住。所以我十分珍惜把我同佐林根连结在一起的关系，不使它削

弱和中断，正因为这样我得知佐林根的人们也没有忘记我的时候

感到特别高兴。

我衷心地问候你和所有党内同志

你的 老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４日

《莱茵报》第４７号

原文是德文

７６

恩格斯致安娜和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布根①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于伦敦

  恭贺新年！

路易莎②

将军③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美国纽约州霍布根华盛顿大街３８２号

０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恩格斯的外号。——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编者注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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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留特尔先生夫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７７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９２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把我同斯旺·桑南夏恩公司订的合同简述如下：

（ａ）我们（即我以您和艾威林夫人的名义）授权它出版《状

况》①等等的英文版；

（ｂ）它把该书作为《社会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

（ｃ）它支付给我们（即通过我给您）全价（每本的）的１２５％，

但１３本按１２本计算；

（ｄ）向各殖民地出售的铅版和数量也同样计酬；

（ｅ）拍卖和降价出售所得款项也同样计酬。

（ｆ）如果它借款无法偿清，我们不负担损失；

（ｇ）按每年６月３０日的状况进行结算，三个月内支酬；

（ｈ）我们免费得１２册。

１９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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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除附录①外，书现已印好。我为英国读者写了新的序言②。

我把美国版序言③撤了下来。在看校样时，我修改了一些词，主要

是专门术语，而且还纠正了明显的刊误和笔误。只要一收到我们

应得的书，我便将其中的６册寄给您。

我又同桑南夏恩发生了一次纠纷，这次我也赢了。我在看封

面的校样时发现，他把您的名字删掉，移到了书的后面，印成了

小号字！当然，我马上提出了异议并请艾威林博士同他交涉此事，

因为我不能容许译者，而且我在这个问题上仅仅充当其普通代理

人的一方，蒙受这样的屈辱。他自然让步了，不过，看来同他打

交道随时会碰到这类小动作。这一切都是由于俄国姓氏难读造成

的，他担心，俄国姓会影响书的销路。他说，难以预料一个姓这

种姓的人能够精通英语！

（３）每年得到书款后我将进行结算并立即把钱寄给您。

（４）同斯旺·桑南夏恩订的这项合同当然意味着在这本书的

问题上同里夫斯分销处分手。由于住在里夫斯书店不远的艾威林

博士从中帮忙，我虽然费了一些周折，还是从后者得到了金额大

约有５英镑的财务结算，——以及一部分钱。还应当付４英镑，但

是这个人物恰恰患了感冒，这就找到了拖延的借口。因此，对下

周之前拿到这笔钱我不抱希望，——只要能够拿到钱，那就不错

啦，因为从国家要人那里听到真情比从里夫斯那里得到一文现钱

还要容易。可见，处理好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我下次的信再谈。

（５）桑南夏恩问我，如果他寄若干册到美国，是否妥当？我

２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编者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英国版序言》。——编者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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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回答说不妥，因为这个书还没有售完，而且我怀疑，即使您

愿意，根据合同，您也未必能够同意他这样做。不过，我说，这

个问题要由您来酌定；显然，他目前一册也没有寄出。

看来，我今天必须写信告诉您的最新情况就这么多了，因为

今天我还要写半打长信，所以只好就此停笔。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布隆贝格《弗洛伦斯·

凯利》一书，１９６６年纽约版

原文是英文

７８

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

［１８９２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彼得逊先生：

我认为，在监狱里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消息，并且不

能不对您被判处和被监禁一事表示深切的同情。目前，丹麦的情

况同其他国家的情况差不多：人们审判社会主义者，判处他们一

年甚至几年徒刑，有时甚至还判处强制劳动，而却把其他人释放

或只判一个月的监禁。这证明，我们越来越使人害怕了，而反动

派的牺牲品也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些。

我还非常感谢您寄来《工人报》，因为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社

会民主党人报》，所以您的报纸对我来说是丹麦情况的唯一消息来

源，因此对我来说更加珍贵。

五一节过得很顺利，我多么希望您能够亲眼看见６０万人前天

３９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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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德公园集会
２２４
的情景。大规模的五一检阅一年比一年壮观，这

证明，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开始决战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再见。我希望你们那里的条件不会差于你们德国同志们在这

种情况下通常所能得到的条件，使你能够忍受得住。这些条件不

见得比英美的监狱坏，但也未必比巴黎的圣佩拉热好。无论如

何，我们大家总是希望您能出狱并积极参加来年五一节的准备

工作。

代表考茨基夫人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９２年

《工人报》第２８号

原文是丹麦文

７９

恩格斯致约翰·白恩士

巴特西①

１８９２年７月６日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电报］２２５

祝你成功和胜利

恩格斯

考茨基夫人

４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伦敦的一个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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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电稿上亲笔写的地址：］

巴特西拉温德小山１０８号白恩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８０

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２２６

维 也 纳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７日 ［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同志：

多谢您盛情寄来《工人教育协会史》一书①。我认为出版奥地

利工人运动史方面的专著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任务，尤其是在我们

的光阴如箭的时代，许多本身值得重视的事件对后代来说正在消

失，因为它们只保存在参加者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写成书面东西。

我自己又埋头于第３卷②了，——告诉您这个消息也许可以弥补

一点我未能亲笔答复您盛情的来信的过失。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８０年

《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６期

原文是德文

５９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资本论》。——编者注

威·埃伦博根《古姆彭道夫（维也纳第４市政区）工人教育协会史》。——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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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恩格斯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芝 加 哥

［１８］９３年５月２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阁下：

您的《百万富翁罢业反对矿工》一书２２７第２版已经收到，特此

告知，不胜感激。我将非常有兴趣地拜读。在英国这里，现代资

本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在许多方面丧失了

当初的蛮劲，现在它正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发展。甚至法国和德国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只有在一些年轻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

俄国，资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贪婪本性支配。但可慰的是，正是这

种不可遏止的势头驱使这些年轻国家无限的资源得到了开发，从

而使更完善的生产制度能够取代旧生产制度的日子已经为期不

远。

我非常倾向于认为，至少在美国，只要美国本地工人阶级取

代了暂时还多半由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

响了。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亨利·德马勒斯特·

劳埃德著《凯洛·劳埃德所著传记》

１９１２年纽约和伦敦版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６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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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

哥本哈根

１８９３年７月３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彼得逊先生：

我已经无法详细答复您本月３日的来信，因为我明天必须到

大陆。２２８去回来以后，我再来谈您提出的问题，现在仅对您告诉我

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统计材料向您表示感谢。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原文和丹麦文发表于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工人运动史研究通讯》第１１期

原文是德文

８３

恩格斯致恩玛·恩格斯

圣莫里茨①

［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３日于阿尔普纳赫施达特

亲爱的恩玛：

我今天在此地，明天要到伯尔尼高地，一周后返回苏黎世。我

７９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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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大家在恩格丁健康愉快。

向你们大家问好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巴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海尔曼·恩格斯太太

贝来维旅馆

圣莫里茨恩格丁浴场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工人运动

史论丛》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原文是德文

８４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２２９

芝 加 哥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凯利夫人：

我从斯旺·桑南夏恩那里收到从 ［１８］９２年７月至 ［１８］９３

年６月本年度售书①款如下：

按照一般条件——５０（加４本第１３册）

每册３先令６便士—８镑１５先令

按照特殊条件——５１（１册销往美国！）

—４镑８先令９便士
１３镑３先令９便士

８９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国版第２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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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款数的１２
１
２％＝１镑１２先令１１便士

①

因为我怕您的最后的通信处（芝加哥斯·哈尔斯泰德街３５５

号穆尔大厦）已经不能用了，所以我认为把支票寄给我的一个朋

友，霍布根的左尔格比较可靠。只要告诉他您已接到这个通知，他

就会把支票转寄给您。

我们有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您的活动，特别是您在工人代表

大会的演讲的简短消息，我们为您有了一个称心的事业而感到高

兴。考茨基夫人和我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永远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８５

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

维 也 纳

［副本］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阿德尔海德：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谢谢您对我七十三岁生日的盛情祝

贺２３０，今天我向您致谢并借此机会祝愿您节日快乐。我希望在我们

９９４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参看本卷第４９１—４９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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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维也纳期间
２３１
您的讲演活动被迫中断对您会有好处，也希望

您重新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英勇善战并投入战斗。如果一切

迹象不是假象的话，您在奥地利还面临一个急风暴雨的时期和长

期的斗争；但愿那里的工人证明，他们不仅有必要的勇气，而且

还具有取得胜利所绝对必需的耐心、沉着、理智和纪律性！

向您和所有的同志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老弗·恩格斯

我还会得到“亲吻”，请您相信这一点！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２０—１８７０。报告。讨论会。文件》

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８６

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

和尤利乌斯·波普

维 也 纳

［１８９４年２月于伦敦］

  请您们，亲爱的阿德尔海德和波普，接受我的衷心的祝贺２３２；

在我们周围有的是好榜样，我若不是一匹老跛马，谁晓得，我就

不会再套上轭。

您的 老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文件》

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德文

０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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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①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０日］星期六

［于伦敦］

亲爱的杜西：

我们当然等着你们明天来吃午饭——时间照旧，两点三十分，

或稍晚一些，因为新炉灶还没有完全掌握。

这里诸事如意。

能见到爱德华②，我会很高兴，如果他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感觉

身体好得多了，我会更高兴。

你看一下今天的《前进报》上的谈海德门的那篇短评２３３。

永远是你的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西北区格雷法学协会广场７号

艾威林太太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

文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１０５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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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恩格斯致保尔·辛格尔２３４

柏  林

［片断］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２６日和２９日之间

于伦敦］

  其实，你们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如果英国工人能够成立劳

动介绍所，责成资产者或者在仲裁法庭上为自己拒绝录用工人辩

护，或者录用工人，那末他们会高兴得跳得比圣保罗大教堂还高。

载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第１号

《前进报。柏林人民报》

原文是德文

８９

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

维 也 纳

［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最尊敬的同志：

很抱歉，一年多以来，我已经不得不订下一个规则，婉转但

断然地拒绝一切稿约，其中包括定期反复提出的为庆祝活动撰文

２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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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为节日写贺词（３月１８日，５月１日等等）的请求，——而只

有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当可以期望产生最直接的作用时，才

能破例。当您在维也纳出版日报的第１号时，我认为寄去贺信①是

必要的。如果现在我为您的五一节号写几句话，那末我就有义务

为捷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可能还

有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在五一节时给各个集会寄贺信，更

不用说３月１３日和１８日等的周年了。

如果我想为自己留下工作时间，那末我就不得不把这类事情

交给比较年轻的人去做。

无论我多么愿意满足恰恰是奥地利同志提出的要求，但是您

本人想必会同意，我这次不得不予以拒绝。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信封上亲笔写的地址：］

维也纳

第九区瓦萨街２２号

威·埃伦博根博士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０５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弗·恩格斯《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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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恩格斯致伊格纳茨·勃兰德２３５

维也纳①

［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０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尊敬的同志：

多谢您盛情寄来两册《雇佣劳动与资本》②，其中的一册我已

转寄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太太；如果她现在不学捷克语，那

错不在我。请向译者③转达我的谢意，并请他相信，我的捷克语学

习在进行，虽然进度慢，但我希望效果更好。

您的 弗·恩格斯

向赫勒尔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奥地利维也纳古姆彭多夫街８号

维也纳第四人民书店发行人伊格纳茨·勃兰德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４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约·克·纳霍德斯基。——编者注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
写在明信片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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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①

１８９５年７月４日于伊斯特勃恩２３６

皇家大校场４号

亲爱的杜西：

格拉斯哥的想法２３７可能是个圈套，——也可能是另有打算，

因为人们未必会认真地去作这样的牺牲。

至于你的译作２３８，我的确心疼感。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怎么居然

掌握了理解这本书的必要知识！

这里，用军人的话说，一切“如常”。路易莎②、小孩和保姆

昨天到了。我感觉和往常一样，也就是，心情和思绪起伏不定。这

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些时候。路易莎或我本人将随时把我的情况通

知你们。

问候你们夫妇

弗·恩·

劳拉③按原定计划于昨天早上离开此地。

５０５书信（１８４２－１８９５年）

①

②

③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编者注
写在明信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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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明信片上亲笔写的地址：］

肯提希镇契泽耳赫斯特①附近

草坪格林街

艾威林女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１８２０—１９７０。报告。讨论会。

文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

原文是英文

６０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另有人用笔把“契泽耳赫斯特”（“Ｃｈｉｓｌｅｈｕｒｓｔ）一词勾掉，写上“奥尔平
顿”（“Ｏｒｐｉｎｇｔｏｎ”）一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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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市民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２３９

  自从陛下在值得纪念的敕令２４０中除去了报刊由于境遇艰困而

被迫披带的沉重镣铐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个真正热爱自

由和祖国的公民对当前和不久的未来倍加信赖，因为他们认为具

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通过日

益坚实的研究和不断精益求精，它够独立表现将达到的纯洁性、明

确和坚定的高度，会使舆论变成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

气勃勃的源泉。陛下，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感到兴高采烈，他们看

到，在他们的法院制度中非常信服地认识到自由社会言论的崇高

价值和内在尊严，自由社会言论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首先

感到需要这种言论的领域——在政治信仰的领域，在国家生活的

这一真正主要的精神领域也可以通行无阻。

但是这种信赖和这种喜悦——我们可以坦率地说——由于就

《莱茵报》通过的决定的消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这家报纸直

接参与由于陛下的登基而出现的蓬勃的社会生活，它确实是坚定

不移地，有时甚至无所顾忌地遵循自己所理解的国家关系去行事，

但是，不仅那些支持这家报纸的政治信仰的人，而且那些象下面

签名者当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信仰不能接受或甚至坚决反对它

的信仰的人——在任何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政治生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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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人都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仅仅对这一家报纸

的镇压就会使整个祖国的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个独立性乃是一

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真正的国家大事进行原则性讨论，它是

完全必要的，缺了它，任何一个真正的天才，任何一个性格坚强

的人都不会从事于政治著作。

我们，即下面签名的科伦公民，——现在正处于危急中的报

纸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认为自己有义务而且不得不公开向

陛下，向我们非常崇敬的自由言论的强大保护者，表达因宣布查

禁这家报纸而引起的痛苦心情，并匍伏于御座前呈上最诚挚的请

求：敬祈陛下特赐隆恩，降旨驳回内阁今年１月２０日通过的对

《莱茵报》实行书报检查的决定并恩准这家报纸继续出版，使陛下

本人早先赐于我们祖国的所有报刊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永远矢忠陛下的科伦公民：

［接着是签名，其中有马克思的亲笔签名：］

卡·马克思博士

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５日和３０日之间起草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１９７５年柏林第２版）第１部分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莱茵报公司股东关于

继续出版《莱茵报》的呈文

  负责实施书报检查的王国最高当局今年１月２０日下令在此

０１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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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即科伦发行的《莱茵报》从４月１日起停止出版，从而使本企

业受到破产的威胁。本企业是我们首先为满足我们家乡城市的迫

切需要而出巨资筹办的，并且其使命是作为自由、独立的社会意

识代表性报纸大胆无私地——在陛下的庇护之下和寄希望于陛下

的最崇高的意愿——为我们祖国的利益和繁荣服务。

最高书报检查当局的上述这种决定不仅不合程式，而且既违

背关于书报的以往全部立法的精神，也勃逆陛下的圣意，——这

就是我们匍伏于御座之下最忠顺地呈上的特别备忘录中所要力陈

的。

我们愿意符合最高书报检查机关的意愿，最忠顺地保证运用

所附章程赋予我们的影响敦促该报采取比较温和得体的文笔并尽

可能避免任何纠纷，而且我们以更加信赖的心情呈上如下的最恭

敬的请求：

敬祈国王陛下赐恩，降旨驳回今年１月２０日最高书报检查当

局的命令并让《莱茵报》不受阻碍地继续出版。

永远矢忠陛下的臣民。

莱茵报公司的股东

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２日于科伦

［接着是股东的签名，其中也有马克思的签名和附言：］

马克思博士本人并受托于：

特利尔的施莱歇尔博士 ——实习医生

特利尔的文采利乌斯博士——实习医生

特利尔的采托     ——商人

特利尔的克伦特根   ——大土地占有者

１１５莱茵报公司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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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尔的米特韦格   ——律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１９７５年柏林第２版）第１部

分第１卷册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２４１

巴  黎

［１８４４年６月２１日左右于特利尔］

  我的心上人，你看，我按法律同你算账，也不要你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以信还信；我是宽宏大量的，但是总希望两次提到我自己

总会很快给我带来丰硕的果实——我衷心渴望的几行字，只写几

个字告诉我你安康并且有点惦念我。我多么希望你惦记着我，希望

听到，你真在思念我。在新的一天开始之前，我先抓紧时间把我们

的小宝宝①的健康状况告诉你；要知道，这个第三者现已是我们联

盟中的主要人物、她属于我，也属于你，是我们的爱情的最隐秘的

纽带。可怜的小娃娃经过旅途的疲劳，身体不适，害了病；诊断结果

除了腹胀之外，是最通常的伤食。不得不把肥猪②找来，他决定找

一个奶妈，因为不喂人奶是很难康复的。你想，我有多担忧。现在

一切都过去了，可爱的小乖乖吃年轻、健康的奶妈的奶很不错。这

个奶妈是巴尔贝恩的一个女佣人，一个经常给爸爸③撑船的船夫

２１５ 附  录

①

②

③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罗伯特·施莱歇尔。——编者注
燕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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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妈妈①在喜庆的日子里总把这个姑娘当成孩子整个打扮

起来，真想不到，这个每天由爸爸送一个克劳泽的可怜孩子，现

在送给我们的女儿以生命和健康。她是很难救治的，但现在危险

几乎已经过去了。她尽管受了折磨，样子还是非常可爱，那样洁

白的小花，那样的纤弱和晶莹，象一个公主。若是在巴黎，我们

当然无法度过这个难关，因此我们的旅行已经给我们带来极大的

好处。另外，我又回到我亲爱的可怜的妈妈身边，她原来是经过

严重的斗争才同意同我分离的。

她在维滕多尔夫家２４２很不愉快。他们是非常粗鲁的人。唉，若

是我冬天知道可怜的妈妈的境遇，那就好了！我那时经常为她流

泪和抱怨，可是你总是体贴和耐心。我们的奶妈还有一个好处：她

还能当佣人，愿意跟我们走；她曾经在麦茨工作过３年，因此会

讲法语。这样一来，我回去完全有了保证。这结果不是很好吗？可

怜的妈妈现在开支很大，但她却分文不名。埃德加尔②把她搜刮光

了，然后写来一封封荒唐的信，欢呼革命日益临近和一切情况都

将改变，而并不去着手改变自己的状况，这一点总是引起不愉快

的开导和给疯狂的革命青年作点暗示。一般说来，改变现状的渴

望多半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候：人们知道，在看来没有波纹的平静

的表面下人类内部却浪涛汹涌。

我们从革命再回过来谈我们的奶妈。我要从余下的旅费中付

给她每月４塔勒的月薪，还要支付药费和诊费。妈妈当然不愿意

这样；然而她花钱供养我们已经超过了她的能力。她很可怜，但

还要讲体面。特利尔人的确对她很好，这一点使我对他们多少缓

３１５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①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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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和了一些。另外，我没有必要去拜访什么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来

看我，从早到晚应接不暇。无法向你——列举他们的名字。今天

我还招待了爱国者列曼。顺便说一下，此人心地善良，只是担心

你的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在那里会受到损害。不过，我对所有的

人都采取矜持态度，而我的外表和装束也完全允许我采取这种矜

持态度。首先，我比所有的人都高雅，此外，我在一生中从来没

有象现在这样显得健康和有神采，这是大家公认的，海尔维格的

一句恭维话：“我何时接受坚信礼？”在这里经常被人重复。我心

里想：诉苦没有什么用，穷贫时没有什么人会帮助，一个人当他

能够怜悯别人时才是幸福的。虽然我装出满足和富裕的样子，但

是他们大家都还希望你下决心搞一个固定的职务。噢，这群蠢驴！

难道你们自己就一定站得住脚吗？我知道，我们脚下的基础是不

坚实的。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坚实的基础呢？难道他们不觉得，社

会用以建筑庙宇和货摊的那块土地下面到处都有动摇的征兆？我

想时间这只田鼠不久就会不再在地下挖洞了，——在布勒斯劳①

又开始闪电了２４３。但愿我们能够坚持，直到我们的小家伙长大成

人。你能够给我安慰，你是我温情地热爱的天使，我的唯一的内

心挚友，不是吗？６月１９号②我的心跟你的心贴得多么近！我的心

对着你的心跳动得多么充实和欢快！

我继续讲下去。在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小宝

宝开始恢复健康和吸食新鲜的健康的奶汁。然后我迈出了困难的

一步——这你是知道的。我穿上我的心爱的巴黎服装，我的面颊

因害怕和激动而发烧。当我跨过门坎时，可以听见我的心跳的声

４１５ 附  录

①

②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结婚的日子。——编者注

现名：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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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一切都涌上我的心头。门打开了，小耶特①走出来，跑过来拥

抱我、亲吻我、把我引进屋里，你的母亲②和索菲坐在屋里。她们

也立刻拥抱我，母亲开始同我谈起你，而索菲把我拉到沙发上同

她坐在一起。她虚弱得可怕，憔悴不堪，恐怕难以复元。而且小

耶特样子似乎更可怜。只有你的母亲容光焕发，可以说很高兴，几

乎是欢乐的和激动的。哎呀，喜悦得几乎让人受不了。所有的姑

娘们都很热情，特别是小卡罗琳。第二天早上，你的母亲九点钟

就已经到这里来看小家伙。午餐过后，索菲来了，今天早上小卡

罗琳来看我们的小天使。你能够想象这种变化吗？我很高兴，妈

妈也同样，但是为什么这么突然？可真是事事如意，不过在我们

这里不如说只有表面上如意。我只是顺势强调说如意而已。

这不是有趣的新闻吗？你想一想，时间过得多么快，甚至肥

猪们也变了；施莱歇尔也不再是政治家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也大

谈其劳动组织等等。据弗兰肯塔勒说，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变得

令人厌恶。虽然他也认为我们一伙人是半疯子，但是他觉得，你

早就应当向鲍威尔进攻了。

卡尔啊，你尽快实施你的设想２４４吧。尽快给我点信息。我在这

里完全浸沉在温情的母爱中，我们的小宝宝受到抚爱和照料，整个

特利尔在凝视，在注目，对我表示惊奇和殷勤，但是我的心灵同你

在一起。啊，假如我能够那怕偶尔看到你，问问你这是为什么，那有

多好。或者给你唱一句：“你是否知道何时是后天？”我的心，我多么

想吻你，毕竟不能总有足够的冷菜，亲爱的，不是这样吗？你还是看

一看《特利尔报》，它现在办得不错。你的情况怎样？我离开你已经

５１５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①

②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罕丽达，马克思的妹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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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了。没有奶妈，在这里就是有品质最佳的乳汁，我们的小

宝宝也挽救不过来的。她的肠胃完全失调。不过，今天施莱歇尔向

我担保，她现在得救了。唉，假如可怜的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操心事，

特别是不必为埃德加尔操心就好了。埃德加尔利用当代一切大事，

一切社会灾难，只是为了掩盖和粉饰自己本身的渺小。假期又到

了，虽然他做完了自己的课业，但是考试又没有考好。这是不能原

谅的。母亲不得不省吃俭用，而据他自己来信说，他在科伦逍遥自

在，跑遍了一切歌剧院。关于他的姐姐和小燕妮，他说话非常温情，

而我不能对这种胡扯的人讲温情。

我的亲人，我们的未来，不论是不远的未来还是遥远的未来，

常常使我揪心，我想我将会因我在这里所表现的矜持和自豪而受

到惩罚。如果你能做到，就为此安慰我。在这里人们常常谈论固

定收入。对此我则炫耀自己的玫瑰色的面颊，白嫩的皮肤，天鹅

绒的短斗篷、带羽毛的帽子和时兴的发式。这是最好的和最有说

服力的论据，如果我将为此而被击败，那么谁也看不出这一点。小

家伙长得特别白嫩、可爱和漂亮，引起大家的惊叹。施莱歇尔对

孩子非常关心和亲切。今天他根本不想去，后来雷神，然后雷韦

尔洪、然后列曼、波佩、一个个接踵而来。昨天劳布弗罗什偕其

满脸皱纹的夫人也来了。我没有见过她。刚才你家里人也来了。索

菲穿着一身漂亮衣裳。但是她着来很不好！！！

如果见到齐本克兹和海涅，请向他们转致问候。我不久就会

收到回音吧？你有没有勇气唱龙寿姆的邮差①？

只是写东西不要那么动火和生气。你的其他文章作用大了多

６１５ 附  录

① 阿·亚当的喜歌剧《龙寿姆的邮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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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这你是知道的。要如实地写，但要委婉，幽默，轻松。我的

亲人，你要让笔在纸上自由地滑动：即使它在什么地方绊住了，甚

至整个句子将是笨拙的，也不要紧。你的思想反正始终在戒备着，

就象老近卫军的充满勇敢精神和威武的掷弹兵一样，而且也会说：

ｅｌｌｅｍｅｕｒｔ，ｍａｉｓｅｌｌｅｎｅｓｅｒｅｎｄｐａｓ①。如果制服穿得松一些，而

不绷得那么紧，该多神气？法国士兵的一身轻松自由的军装看起

来有多么漂亮。想一想我们的笨拙的普鲁士人吧。难道他们自己

不感到讨厌！松一松皮带，解开领口，移动一下头盔——让分词

畅行无阻，让字词各得其所。投入战斗的军队不必按照操典行进，

难道你的军队不投入战斗？祝统帅，我的黑发的先生成功。

再见，亲爱的，我唯一爱的，我的生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

小德国，跟小宝宝和妈妈在一起，使我心里隐隐作疼的是你不在

这里，我的心投向了你，等待你和你的黑邮差。

再见！

你的 希普和什利勃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补卷１９６８年柏林版第１部分

原文是德文

７１５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① ——她宁死不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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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２４５

巴  黎

［１８４４年８月４日和７日之间

于特利尔］

我亲爱的：

正当钟声齐鸣，排炮齐射和笃信宗教的人群涌向庙宇感谢天

上的神如此奇妙地拯救了地上的神①的时候，接到了你的来信。你

可以想象，在这个庆祝的日子里，我读起海涅的诗歌。同时我也

随之唱起我的赞歌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特别。当你得知这个罪行，前

所未闻的、不可思议的罪行时，难道你那颗普鲁士的心没有因震

惊而颤抖？什么失去了的贞操，什么失去了的尊严！这是普鲁士

的口号。当我听说，小小的绿色螽斯，骑兵上尉Ｘ拿腔拿调地谈

论失去了的贞操的时候，我想，他无非是指圣母马利亚的神圣的

无暇的贞操，因为这本来是唯一的，正式认定的贞操，——可是

说的是普鲁士国家的贞操！不，我早已失去了这种贞操的概念。纯

洁的普鲁士人民在惊恐之余毕竟还有一点可聊以自慰的，这就是

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政治狂热，而是纯个人复仇的强烈愿望。他

们可以以此自慰——这是他们的幸事！——正是这一点再一次证

明，在德国不可能有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革命的一切苗头已经出

现。如果说那里从来没有过敢于走极端的政治狂热分子，那么第

８１５ 附  录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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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敢于进行谋杀的人①却是出于贫困，出于物质上的贫困。这个

一直受到饿死威胁的人徒劳地在柏林行乞了三天——所以才发现

社会谋杀！如果开始出事，就从这里开始出事——这是最敏感的

地方，也是德国人伤心的地方。

载于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０日《前进报》

第６４号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巴  黎

［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和１８日之间

于特利尔］

我亲爱的唯一的卡尔：

我亲爱的，你一定想象不到你的来信２４６使我多么高兴，你的最

近的牧师福音书，啊，我心灵上的大主教和主教，给了你的可怜

的羔羊多么大的安慰。当然，用种种关于前景未卜的担心和想法

折磨自己是不理智的和愚蠢的，这个道理我自己在自我折磨的时

候也非常明白，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只有你的帮助，我才

能驱逐恶魔。你最近的消息确实带来了非常有效的和实在的安慰，

所以再忧丧就不对了。我看情况就象打波士顿牌一样，希望能有

什么说得出口的情况来决定我回家的时间。这也许是埃德加尔的

到来或别的什么说得出口的原因。我非常不愿意谈这个令人不愉

９１５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① 亨·路·切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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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问题，而且只有埃德加尔在场才能加以解决。无论如何，我

在冬天之前要返回，我怎么能够有违于你的来信中所流露出来的

那种真挚的深情。

然而我还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担心害怕，真的变心，世界城

市有种种诱惑力——所有这些都是我身上战胜了其他一切的力

量。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长期的分别之后我又将幸福地投入你的

心怀，投入你温暖的怀抱。我有多少话要对你倾吐，你要化多少工

夫再次把我提到原则的高度，因为在小德国很难了解情况。你见到

我们的小囡囡①该有多么高兴。我相信，你会认不出我们的孩子，

不过小眼睛和黑头发总是会使她露出马脚。在所有其他方面，她都

变了，不过变得越来越象你了。从前些日子开始，她已经吃用我带

来的蔬菜做的汤，而且吃得很香。在洗澡的时候，她用自己的两只

小手拍水，弄得满屋子是水，或者把自己的小手指伸进水里，然后

拚命地吸。她总是把小小的拇指弯到其他几个指头里面，这个习惯

使她的那个拇指变得非常灵活。如果她将来当钢琴家，那她的拇指

可以奏出惊人的乐章。当她要哭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指给她看地毯

上的花，于是她就象老鼠一样发楞，一直盯着看，到她的眼睛流出

眼泪为止。不能同她多讲话，因为她太紧张。她对每个音响都有反

应并加以模仿，这时她的小脑门便皱起来而且发红，这说明太紧张

了。另外，她很开朗。每一种表情都会把她逗笑。你将会看到，我

将给你带去一个多么好玩的小囡囡。她一听见有人讲话，便立即转

过脸去看，直到别的什么新东西吸引了她。你一定想不出，这个孩

子多么有活力。有时她通宵不睡，别人一看她，她就大声笑。她最

０２５ 附  录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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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的是看见光或火。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她从大哭大闹中平静下

来。亲爱的卡尔，我们的小宝贝是否将长久地做独唱演员呢？我担

心，担心爸爸妈妈重新相会，按照公有财产的原则生活时，很快就

会出现二重唱。或者我们象巴黎人那样过日子？要知道，最穷困的

人家通常小世界公民最多。不久前，一个穷人，十个孩子的父亲，向

格尔茨市长请求救济，市长指责他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这个穷人

只回答说：阁下，没有一个小村子不是每年过一次教堂节。当然，他

得到了救济，现在正在准备过第１１次节。——好久没有见到你家

里人了。最初是重要客人来访，而现在是大肆操办婚礼①。因为人

家顾不上我们了，所以没有人来看我们，而我们很知趣，不会强求。

婚礼将在８月２８日举行。星期日第一次宣布。尽管十分排场，但

是小耶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咳嗽和嘶哑越来越厉害。她勉强能

走，好象一个幽灵，但必须出嫁。大家认为，这是可怕的，也是丢人

的。但是罗霍尔打算为自己的外甥捞点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否会

有什么好结果。他们能够到城里去就好了，但是在这个穷困的乡下

怎么办呢，况且还是冬天。

我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你家里人怎么能够高兴和满意。

假如命运一点也不给他们教训，他们的高傲便无法克服了。大肆

宣扬天生的一对，胸针，耳环或披肩！我不理解你的母亲。她亲

口对我们说，她认为小耶特有肺结核病，而又强迫她出嫁。不过，

小耶特似乎非常愿意这样。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结果会如何。

特利尔已经热闹起来了，开始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活动２４７，大

家都动起来了。商店修整一新，每一家都准备了出租的房间。我

１２５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① 指马克思的妹妹罕丽达（小耶特）和泰奥多尔·西蒙斯的婚礼。这个婚礼是
１８４４年９月３日举行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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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准备了一间。科布伦茨全城都要来，社会名流都参加游行。所

有的旅馆已经客满。开了２１０家新的酒馆，马戏、戏院、动物园，

影戏，世界戏，总之，应有尽有。整个皇宫广场搭满了帐篷。大

门前面造起了许多木板房子。星期天，特利尔将行动起来，所有

的人都必须参加游行，然后乡下人也要加入。每天都有一万六千

人。“施泰因”商店售出了４００塔勒用旧彩带零料做成的小圣衣。

每一家都悬挂玫瑰花做的花环，价值６分尼到１００塔勒。我给妈

妈买了一个小颈饰，昨天她自己搞到一个小玫瑰花环。很难想象

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下周，半个卢森堡将来这里。表兄弟米歇

尔也打了招呼。人们完全昏了头。这一切能有什么意思呢？这是

不是吉兆，说明一切都到了头，还是说明我们离目的还很遥远，谁

也不知道你们家里人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一切都平安无事？

关于你的文章①，糊涂虫②对你说了些什么？报复，回答还是

置之不理？这位荣格的确很少说大话。你又要得到一小笔钱，这

很好。２４８你可要永远记住，装满的口袋容易空，而再要装满就难了。

我的可爱的和亲爱的卡尔！我是多么爱你，多么想念你！但我非

常希望埃德加尔能够见到自己可爱的外甥女。只要他一当上高等

法官舅舅，我就尽快地同妈妈告别。我的小宝宝正在吃汤。你可

以想象，她已经根本不喜欢躺着了，而喜欢端正地坐着，这样看

起东西来方便。亲爱的，你告诉我，我早就在想，你为什么不再

提起盖里埃了？你同尊敬的巴塞太太闹了什么事情？神圣的格奥

尔格③那里有什么新闻？

２２５ 附  录

①

②

③ 海尔维格。——编者注

阿尔诺德·卢格。——编者注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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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知道，波美拉尼亚人①将采取什么行动。保持沉默还是

大吵大闹？真怪，从科伦来的消息总是好的，而没有坏的。那里

的朋友们多么忠实，深谋远虑，温情和体贴。尽管总是伸手讨钱

使人很难堪，但为了他们也就心平气和了。我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小家伙笑得真甜，还想学说话这把我吸引住了。你根本想象不出，

她的前额多么漂亮，皮肤多么细嫩，小手多么秀丽。

我心爱的，亲爱的，你尽快回信吧。当我看见你的笔迹时，我

是多么幸福。你是我亲爱的、可爱的黑发野人，我的小宝宝的好

爸爸。

再见，我亲爱的。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补卷１９６８年柏林版第１部分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刚刚把我给您的信（您的来信下午４点才到）送到邮局，摩

尔就从博物馆②回来，坐下写关于法国情况的自讨苦吃的文章③。

现在他让我立刻发出这第二封信，通知您他打算把他的星期四④

３２５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①

②

③

④ １２月１８日。——编者注

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阿尔诺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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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才能付邮的文章从这里直接寄出，因为星期五您可能已经离

开了２４９，这样就要误事。如果您在星期五之前能够把您的文章
２５０
寄

到此地，那末就可以同其他文章一起寄出，不过，您也许认为从

利物浦通过海路寄出比较方便。总之，由您酌定。我丈夫用您的

文章①使美国的整个西部、东部和南部都动了起来，而且把他们闹

糊涂，因为用的又是别的名字，您对此有什么想法。整个文章只

不过成了故弄玄虚。

如果您手头有英文版《宣言》②，请您带来。

穆希③上校非常认真地每天给曼彻斯特的弗雷德里克写三封

信并贴上旧邮票。我们全家向您问好。好啦，星期六见。

再见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１８］６４年６月１０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阁下：

受马克思博士之命奉告，纸币第二个半张业已收到，第一个

４２５ 附  录

①

②

③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显然指由马克思署名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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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张于昨天寄到，同时为今天早上收到的照片向您转致他的谢意。

至于您想写的传记２５１，他说，您掌握了必要的文件等等，可立

即动笔，而他还将请埃尔斯纳博士寄来更进一步的材料。

我想，我现在已经通知了我受命要通知的一切。

阁下，我永远忠实于您，弗·恩格斯先生

秘书 劳·马·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英文

爱琳娜·马克思致阿里斯蒂德·巴雷
２５２

伦  敦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阁下：

我父亲让我通知您，现在正需要一个金属雕刻工，如果您同

意近日前往，您可能得到工作。请到克勒肯威尔红狮子街１６号

“哈尔佩尔父子公司”，并说您是奥斯渥特先生介绍来的；格洛斯

特月芽街３９号。

阁下，请接受我的崇高的敬意

爱·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法文

５２５爱琳娜·马克思致阿里斯蒂德·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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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工会联合会告英国工人书
２５３

工人同志们：

名为里斯本工人兄弟会（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ｄａｄｅＯｐｅｒａｒｉａ）的工会联合

会有大约６０００名会员并曾派代表出席最近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的

代表大会。现在，它支持铸工大罢工（它的目的是取消冬季两小

时晚班）和因这次罢工而引起的锻工、旋工、铜工和与锻工有关

的其他行业的歇业。

在这种情况下和在里斯本铁制品生产行业总歇业前夕，走在

里斯本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前列的工人兄弟会，向全世界具有

共同利益的工人呼吁，并深信，这种共同利益不能只是一种无结

果的感情，而必然会变成工人阶级的实际事业。

我们希望，这一通报将足以预先告知我们在任何国家里的工

人兄弟，应拒绝接受里斯本铸铁厂老板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招工条

件。在他们的手里，外国工人可能会成为反对葡萄牙工人，因而，

反对我们共同的阶级使命的工具。

协会书记，工人兄弟会书记

若瑟·方塔纳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日于里斯本

恰多路７０号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国际先驱报》第２９号

原文是英文

６２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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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人民国家报》关于卡·马克思

和弗·恩格斯在１８７６年２月７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周年

庆祝会上的讲话的报道２５４

  卡尔·马克思同志谈到协会从成立以来的活动。协会于１８４０

年由卡尔·沙佩尔和六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立。参加协会的有

当时在许多国家活动和反对压迫人民的组织“正义者同盟”的盟

员。参加创立协会的有四、五个民族的代表。１８４７年，在伦敦召

开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共产主义宣言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的口号。接着，马克思非常吸引人地讲述了当时一些联合

会的情况并报告说当时成员达到４００—５００人。１８４８年３月，协会

被英国政府查禁，英国政府通常是不轻易采取警察措施的。查禁

的原因可能是协会大力支持宪章运动。“正义者同盟”１８４９年被解

散，它的许多成员迁居美国。五十年代，协会的活动比较有限了，

但它始终是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

然后，马克思把话题转到现代运动，指出协会的活动对现代

运动的高涨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希望今后仍然如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志首先怀念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忠

诚战士——威廉·魏特林。他应该说是第一个努力在德国传播共

产主义思想的人。他被瑞士引渡给普鲁士政府，而普鲁士政府毫

７２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庆祝会上讲话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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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地把他长期关押在监狱里。魏特林在美国去世。他的《和

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是根据他的朋友的建议出版的。

接着，讲话人提到莫尔同志的名字。莫尔是协会第一批会员

之一，在南德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然后，讲话人谈到德国的

运动，他认为，德国的运动已经壮大到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程

度。他指出，只要有象俾斯麦、欧伦堡和特森多尔夫这样一些鼓

动家为社会主义运动出力，社会主义运动就会继续发展。

载于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７日

《人民国家报》第２４号

原文是德文

燕妮·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①

阿尔让台

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０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我亲爱的小燕妮：

由于海伦②的努力和事先想得周到，我们的旅行愉快极了。我

到现在还不明白，她哪里来这么大的本事，把所有的箱子和旅行

袋和我这副老骨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福克斯顿，她

甚至弄到卧铺包厢，使我们能够象在自家的床铺上一样躺下睡觉。

我从布伦给你和摩尔分别发了电报。摩尔根本没有收到它。况且

轮船６点才启航，所以我们１１点才到达这里。我找到摩尔和杜西，

８２５ 附  录

①

② 德穆特。——编者注

写在这封信上的马克思的附言，见本卷第４７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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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客厅里住得很舒适。杜西躺在沙发上，四周围上了枕头。她

那任性的生活方式使她变得忽冷忽热和非常虚弱，弄得活动能力

并不比我强。雷德福的确是个忠实的朋友。他每天给她送美食佳

肴，让她乘马车出门，绝望中求医于安德逊太太，安德逊太太外

出后，派了另一名妇女来，但是医道欠佳。只好指望能有一个让

她敬仰的年轻的现代神医。在阿尔让台，我的疼痛一刻也没有减

轻，让你为我流泪和担心，我想人一样把它保存好。不再多说了，

我甚至已经没有气力表示谢意了。

可怜的龙格①！他病得这么厉害，睁大眼睛凝视着我，真把我

吓坏了。

亲爱的哈利和我可怜的琼尼。他不会同老外婆太亲了，当他

在我周围大声叫嚷地玩耍的时候，我对可爱的孩子是非常不公平

的，本来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能使他们开心。再见。

顺便说一下，我只给了你１１０法郎，票价是每张７０法郎，这

一来你要垫上自己的钱。老外婆谢谢和亲吻你们大家。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２版第５０卷

原文是德文

９２５燕妮·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① 沙尔·龙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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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
２５５

一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１８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生于巴门。曾从事

商业，１８３７年到１８４１年，最初在巴门，而从１８３８年起在不来梅

营业所里见习。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４２年作为志愿兵服役一年之后，１８４３

年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开的商行，在那里工作到１８４４年。１８４５

年到１８４８年，他有时住在布鲁塞尔（同卡·马克思一起），有时

住在巴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在科伦的《新莱茵报》工作。

１８４９年６月和７月，他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参加南德起

义。然后，他再次短时间地逗留伦敦，１８５０年返回他父亲在曼彻

斯特的商行工作，最初是当职员，从１８６４年起当股东。１８６９年他

永远退出商界。从１８７０年９月起居住伦敦。

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列出以下数种：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卢格和马克思出版的《德法年

鉴》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和２期）第８６—１１４页；１８９０—９１年

《新时代》第９年卷第１卷第２３６等页转载）。

（与卡·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

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恩·和卡·马·。１８４５年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１８８７年纽约英文

版）。

０３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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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马克思合著，未署名）《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

（还有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丹麦文版、俄文版、波

兰文版、英文版）。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科伦的《新莱茵报》和１８５０年伦敦的《新莱

茵报。评论》的编辑之一和主编（代替马克思））

（未署名。）《波河与莱茵河》。１８５９年柏林版。

（未署名。）《萨瓦、尼斯与莱茵》。１８６０年柏林版。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１８６５年汉堡版。

《德国农民战争》。（据《新莱茵报。评论》排印。）共出三版，

１８７５年在莱比锡出最后一版。

《论住宅问题》。三个分册，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第１版，１８８７年苏

黎世第２版。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１８７５年莱比锡版。

（未署名。）《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１８７６年莱比

锡版。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１８７３年

莱比锡版。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①。１８７８年莱比锡第

１版，１８８６年苏黎世第２版。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３年在苏黎世出第１、２、

３版，１８９１年柏林正在印制第４版（还有法文版、俄文版、波兰

文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罗马尼亚文版、荷兰文版、丹

麦文版）。

１３５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

① 《反杜林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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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

成果而作》。１８８４年苏黎世版，１８８９年斯图加特第３版（还有意

大利文版，罗马尼亚文版，丹麦文版；法文版正在印行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８年斯图

加特版。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于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新时代》第

８年卷第２卷；还有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罗马尼亚文版）。

关于法兰西内战①（载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第９年卷

第２卷第３３等页）。

《布伦坦诺 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

经过和文件》。１８９１年汉堡版。

除此之外，他还为下列著作写了序言和前言：

用德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１８８３年第３版；１８９０年第４

版（关于布伦坦诺的序言）。《资本论》。第２卷（关于洛贝尔图斯

的序言）１８８５年版。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德译本１８８５

年斯图加特版（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序言）。

卡·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１８４９年）１８８５年苏黎

世版（序言）。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８８５年苏

黎世版（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１８８６年苏黎世版（导言：

２３５ 附  录

①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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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传》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西·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１８８８年苏黎世版

（引言：波克罕的传记）。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１８９１年柏林版。

用英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弗·恩

格斯出版的１８８７年伦敦版（译文审阅并作序）。

卡·马克思《自由贸易》。１８４８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说。弗·凯

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１８８８年波士顿和伦敦版（关于自由

贸易的序言，用德文载于《新时代》）。

弗·恩格斯《１８４４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威士涅威

茨基夫人翻译。１８８７年纽约版（序言和附录，后者还出版单行本：

《美国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１８８７年用德文在纽约发表；

１８８７年用英文在伦敦转载。还用德文转载于《新时代》）。

载于百科辞典《政治科学手册》

１８９２年耶拿版第３卷

原文是德文

二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社会主义者，１８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生于

巴门的殷实的工厂主家庭，原来准备进入商界，但在青年时代就

通过撰文和演讲，宣传各种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巴门

当了一段时间的商行职员，１８４２年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尔后

到曼彻斯特工作了两年，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家纺纱厂的股东。

１８４４年，为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撰

３３５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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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１８４４年同年返回巴门，１８４５年出席莫·赫斯和古·克特根在

爱北斐特组织的共产主义者会议演讲。直到１８４８年，轮流地居住

布鲁塞尔和巴黎，１８４６年同马克思一起加入后来的国际的前身

——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代表巴黎支部参加１８４７年在伦敦

召开的两次同盟代表大会。受同盟的委托，和马克思共同起草致

“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宣言》①，二月革命②后不久便问世

（１８７２年莱比锡新版）。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于科

伦主编出版的《新莱茵报》工作，该报被禁后，他在１８５０年还为

《政治经济评论》③写文章。他曾参加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和巴登的

起义并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进行了巴登—普法尔茨进军。

巴登起义被镇压后，恩格斯作为政治流亡者回到英国并于１８５０年

再次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商行。脱离这个职业（１８６９年）之

后住在伦敦。他支持自己的朋友马克思为发展从１８６４年登上舞台

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而进行的活动。恩格斯在国

际总委员会中担任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书记④。他代表马克

思的共产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以及虚无主

义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１８９２年斯图加特新版）。这部著作虽有片面性，

但具有无可争辩的科学价值。《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

革》（１８８６年苏黎世第２版）是他的较大的论战性著作。后来还出

版下列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８

４３５ 附  录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３９３页。——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法国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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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斯图加特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９２年斯图加特

第４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９１年柏林第４版）。

除此之外，恩格斯还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

和第１卷的第３版和第４版的出版做了准备工作；他还是《新时

代》上许多文章的作者。

载于百科辞典《布罗克豪斯

百科全书》莱比锡和维也纳第

１４版第６卷（１８９３年）

原文是德文

１８９３年五一节给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信

  伦敦。我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光荣属于奥地利无产阶级！

恩格斯、考茨基夫人、弗赖贝格尔

载于１８９３年５月５日

《工人报》第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５３５１８９３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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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之一，系首次发表。它标

明为《第 稿》。在这一著作的扉页上恩格斯注明：“大约完成于１８７０

年。”

关于马克思写作《第 稿》的时间缺乏准确的资料。但是，它很可能

是在１８６８年底到１８７０年中这一段时间里写成的。在这一草稿里，马克思

第二次打算系统地阐述资本流通理论的基本问题。

制定资本流通理论和完整地叙述这一理论的第一个草稿，是《第

稿》。它是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他最初打算在这一卷中既包

括第一册也包括第二册）的过程中写成的，看来马克思写作的时间是在

１８６５年上半年。《第 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９卷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前，马克思继续研究资本的流通问题，

并且从１８６５年下半年到１８６７年８月还写了两个手稿。其中之一是《第

稿》，它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的提要并附有引自较早期的笔

记本中的摘录和某些评注。下一个手稿是《第 稿》，它是“第二卷第一

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４卷第７页）。在这段时期，还写了一个几页的片断。在这个片断

中马克思已开始了《第 稿》的修改工作，这个片断没有编号（也和１０

至１２年以前写的一些其他片断一样）。

发表在本卷上的这个《第 稿》在１８７０年完成以后，写作长时间中

断，主要是马克思的健康情况不佳造成的。只是在１８７７年，他才有可能

重新开始《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在１８８１年以前他又写了一系列篇幅

不同的手稿。其中多数是该卷开头部分（主要是第一篇）的草稿，而最后

一个手稿是对《第 稿》第三章所作的修改稿。

把《第 稿》的正文和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正文加以比较

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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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且仔细地考虑恩格斯关于在准备出版第二卷时如何利用原稿的

说明，就可以看出第二卷的第二篇几乎完全和本手稿第二章相同，而恩格

斯编辑时所做的修改是特别谨慎的：他“只是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

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

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页）。这样，在第二卷第二篇里恩格斯

除利用《第 稿》以外，只利用了其它草稿的某些页。因此，这一手稿的

第二章没有发表在本卷中。本手稿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材料，恩格斯利用得

很少。这两章在很多方面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定稿不同，因而具有

独立的科学价值，所以全部发表。

《第 稿》是按原稿译成俄文的。在整理正文的时候改正了明显的笔

误，在脚注里标明和指出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采用的所有段落，

现在的俄译文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的俄译文更准确了，中译

文则是根据俄译文翻译的。

为了读者方便起见，正文分成了若干部分，在许多情况下由编者加上

了标题。编者加的标题、在翻译正文时必须做的说明（在不需要专门加注

释的场合）、马克思提到的已出版的著作的有关材料，都放在方括号里。方

括号里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手稿中作者编的页码。因此，正文本身中原有的

方括号改用花括号来代替。

在正文里，根据马克思的提示，个别段落作了某些挪动。在这种情况

下，不仅在该段的开头，而且在末尾也标上了手稿的页码。

把手稿翻译成俄文的工作是很复杂的任务。手稿的正文，特别是第三

章，文字上未经加工，有些地方，马克思的思想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所

以叙述带有提要的性质。手稿是用德文写的，但是常常遇到英文、法文、

拉丁文的语句，有的地方马克思完全使用英文或法文。在翻译的时候必须

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力求完全表达作者的风格、术语和马克思所考察的

问题的实质。——第３页。

２ 第二册的《目录》看来是马克思早在写作《第 稿》第三章的过程中就已

写成的。作这种揣测的根据，是在这个《目录》中第三章的页码没有写完

（见本卷第６页）。从第三章的计划草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打算研究社

０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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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但是这个打算没有实现。在许多情况下《目

录》中的标题和手稿正文中作者写的标题在措词上是有差别的，这反映出

为使论点更加明确和周密，为使研究结果的逻辑结构和叙述形式更加完

善，曾进行了细致的工作。——第５页。

３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７７—１８９页。马克思在这里

和下面提到的是１８６７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在第二版以及

后来的各版中，这一卷的结构有了许多改变。为了使正文更容易看清楚，

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各章都改成了篇，节改成了章。《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２３卷是根据德文第４版（１８９０年）编的。这就使马克思的引文和

２３卷的正文之间存在篇章页码等方面的不一致。——第７页。

４ 德奥古利兄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双生子英雄卡斯托和波鲁克斯，他们的

名字成了形影不离的兄弟情谊的象征。根据神话，注定要死亡的卡斯托在

一次搏斗中死亡以后，宙斯让永生的波鲁克斯同自己的弟兄分享永生。从

那以后，哥俩开始过双重生活：一天在亡灵的地府中生活，一天在奥林帕

斯山上和众神一起生活。——第９页。

５ 马屠朗·雷尼埃的诗句（马·雷尼埃《讽刺诗》， ，致姆·弗雷米纳

特）。——第１０页。

６ “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摘自味吉尔的讽刺诗：“你们，鸟儿们，

你们筑窠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你们长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

你们，蜜蜂们，你们采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耕牛们，你们拉犁不

是为了你们自己。”——第１０页。

７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海格立斯成功地以机智战胜了看守花园的百头巨龙，

从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盗窃了金苹果，成了海格

立斯闻名的业绩之一。——第１０页。

８ “让渡利润”——反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观点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说

法，根据这一说法，利润来自商品按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中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辩护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１—１４、２４、３７—３９、４３、５６—５７页以及其

他各页）。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指出了“让渡”利润和

１４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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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利润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在第４篇《论商业财富》（第４、６和第

８章）中谈到这一点。——第１１页。

９ 马克思在写这一手稿之前，已把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三册“写

成了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７页）。——第１１

页。

１０ 大概指的是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

（《价格史》）中的一个地方，即第３４２页，那里引用了阿希伯顿勋爵的

小册子《金融危机和商业危机考察》中的引文。小册子的作者在把英国

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４７年的危机进行比较的时候写道：“应当指出，我们现在遇

到的困难和我在上面指出的１８２５年产生信用内部紊乱的原因没有任何

共同之处；相反，如果说得准确些，那么国内商业信用的状况十分健康，

而信用手段的流通从来没有显得更令人烦恼”。——第２０页。

１１ 显然指的是威·科贝特以给他的儿子詹姆斯的一系列书信的形式写的

《英语语法》这本书。在总共二十四封信中谈到了官方的谈话和文件中所

发生的语法和修辞上的错误，举了英国议会审查的一项法案的名称里

“货币”这个词错误地使用了多数的例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判断，马克

思弄错了，他认为科贝特是在自己的另一本书《给年轻人的忠告，附带

给年轻妇女的忠告》中指出这一语法错误的。——第２４页。

１２ 七贤——根据传说，是德尔斐神灵所认为的希腊男人中最聪明和最受人

尊敬的一些人。关于社会行为准则，有关家庭和市民的义务，对习惯和

信仰的许多格言和圣训，据认为都是他们制定的。马克思这里引用了约

·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第９０—９４

页上的没有科学根据的论断，用来讽刺穆勒在世时享受了当时最著名的

思想家之一的荣誉。——第２８页。

１３ 暗示冯·杜能不声不响地过了四十年的隐士生活，死时的名字是捷尔洛

夫。——第２８页。

１４ 《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１８６７年）第３期第３册中发表了杜林对

《资本论》第１卷的评论。这里指的是刊载在第１８２页上的杜林的说

法。——第３５页。

２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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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英国袜带勋章上的格言。——第３６页。

１６ 马克思谈的《教科书》，可能指的是商业学校的校长弗·恩·费勒和卡·

古·奥德曼写的实践指南《商业算术大全，供贸易、职业、工艺学校以

及商人自学用》，曾多次再版。

“汇兑通”——是以货币行情、长度和重量为内容的手册的英文名

称，这个名称来自意大利文“ｃａｍｂｉｓｔａ”（银钱兑换商人）。—— 第３６

页。

１７ 指的是《资本论》第四卷，现在通称《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３册）。——第３７页。

１８ “此事我有大功”—— 味吉尔的史诗《亚尼雅士之歌》第２卷第６

行。——第４０页。

１９ 在本卷中，本手稿的第二章没有发表（见注１）。——第５２页。

２０ 加尼耳的这些论断包括在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第一卷

的一些章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些论断，其

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

２１０—２１２页）。——第６２页。

２１ 骑士冯·韦尔特海姆这个名字显然是虚构的，马克思用两个德文词

“Ｗｅｒｔ”（价值）和“Ｈｅｉｍ”（休息地，住所）组成，直译是“价值的住

所”。——第６２页。

２２ 马克思可能是指威·罗雪尔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３９７页上

的下述见解：“由于资本家特别阶层的存在，必然使扩大生产的资本积聚

容易起来，并且使拉平价格的资本流进和流出容易起来！即便是‘游手

好闲的’资本家，至少有一点好处，如果没有他们，任何一个有本事而

没有资金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企业主”。——第６８页。

２３ 普林尼《博物志》第８册第３０章。——第６７页。

２４ 昆图斯·库尔齐乌斯·鲁富斯《亚历山大大帝传》第７册第４章第２４

节。——第６７页。

３４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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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第１册第１６章。——第６７页。

２６ 指１８６７年严重的欠收所造成的阿尔及利亚的饥荒。——第６８页。

２７ 马克思指的是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９日开始直到１８６９年春天的巴塞尔织带

工人和染丝工人的罢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

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１７—

４２０页）中对工人燃起的经济斗争作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１

月１日和１３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瑞士工人的这次罢工以及有关的

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卷第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５

页）。——第７３页。

２８ 马克思引用的材料摘自《内战时期棉花贸易状况》一文，该文以著者姓

名的第一个字母“Ｊ·Ｅ”署名，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１８６６年４月１４

日第１１８１号第４４７页上，这些材料以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报告为依

据。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９日和１２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卷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５

页）。——第７７页。

２９ 这些摘录是马克思从上面引用的《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书第１５页及以下

各页中转引来的，用“英裔美国人”署名的作者的真实名字未能查

到。——第９０页。

３０ 指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该著作的第二册第七章的标

题是《论双重竞争》。——第９０页。

３１ “按照匹克威克的意义”——这个来自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

说法，通常的意思是“不是直接地，不是照直地”，有时是“推测地”，在

这里的上下文里是“用非官方的语言来说”，即“粗略地说”。——第９４

页。

３２ 文字游戏：麦克劳德英文原名为Ｍａｃｌｅｏｄ，马克思诙谐地改称为“Ｍａｃ

－ｌｏｕｄ”，“Ｌｏｕｄ”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好吵闹的，大喊大叫的”；所以麦

克劳德（Ｍａｃｌｏｕｄ）便是“爱叫喊的人”。麦克劳德在他的著作《政治经

济学原理》的序言第 页上责备李嘉图“缺乏科学训练”。——第９５页。

４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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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很难译的词“Ｋ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ｒａｔ”，它是用‘Ｋ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混乱）和《Ｒａｔ》（顾问）两个词按照表示国家官员称号的模式组成

的。——第９５页。

３４ 指本手稿第二章，本卷未发表（见注１）。——第１０１页。

３５ 马克思在这里是用法文引证杜格耳德·斯图亚特的《亚当·斯密的生平

和创作概况》，这部著作曾屡次收入铅印版的斯密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

其中也有一些法译本。马克思写作此手稿时利用的是哪个版本，难以确

定。——第１１４页。

３６ 马克思这里使用的“Ａ部类”（或其他处使用的“第 部类”）是指生产

消费资料那一类工业部门，“Ｂ部类”（“第 部类”）相应地是指生产生

产资料的部门。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文本中，根据后来的方案对

部类编号采用了相反的顺序。本手稿中在“部类”［ ］这个

词义上还经常使用“类别”［ ］、“类”［ ］等术语。——第

１２１页。

３７ 马克思引用的是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

原 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第一版１８４３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２３页。

３８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圣经里的话（以西结书，

第３章第１８—１９节和第３３章第８—９节）。——第１２８页。

３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２１—６３４页。——第１３６页。

４０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回避解决问题，进行拖延。用语出自福

音书中的寓言，讲的是耶稣被敌人逮捕后，被送交罗马皇帝在巴勒斯坦

的总督本丢·彼拉多。彼拉多不愿意进行判决，他把耶稣这个加利利人

又送交加利利王希律，希律又把他送回彼拉多。——第１５６页。

４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引用了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７０、

７１页）一书中的见解：“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

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

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马克思评

５４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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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个见解时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根据那第一根棍子 ［ｓｔｏｃｋ］也许

还可以说，为什么在英语中 ｓｔｏｃｋ和资本是同义词”（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９页）。——第１５８页。

４２ 马克思说的是他从原文读过的瓦·瓦·别尔维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的

状况。恩·弗列罗夫斯基的考察与研究》（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书中第

１９１—１９２页举出俄国一些省的农民的例子，他们为了维护种子储备不

被动用和保证谷物的简单再生产，不得不过着半饥饿的生活。——第

１５８页。

４３ 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一节中谈不变资本

的实物形式的补偿的地方（见本卷第１７８—１８５页）。——第１６８页。

４４ 马克思指斯密的如下见解：为企业主执行资本职能的一部分资本，形成

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充分的批判（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４２２—４２４页）。——第１７１页。

４５ 指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

年产品……最终必定要用于保证它的居民的消费……”（亚·斯密《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３５７、３５８

页）。——第１７２页。

４６ 指本手稿的第二章。该章第五节《积累。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

转化为货币的角度研究货币流通》在《资本论》第二卷最后编定时单独

编为第十七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５５—３８８

页）。——第１９２页。

４７ 见前注。——第１９２页。

４８ 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一节的分节（ｂ）《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

形》，根据《目录》判断，马克思打算用这一分节来结束本手稿对再生产

问题的考察（见本卷第６页）。——第１９８页。

４９ “罗伊特的检察官”——看来是指德国幽默作家弗·罗伊特一些作品中

的人物“检察官布雷济希”（Ｅｎｔｓｐｅｋｔｏｒβｒａｓｉｇ）。——第２１３页。

５０ 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分院即学院组成；自１７９５

６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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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费拉得尔

菲亚哲学协会——美国最早的科学协会之一，成立于１７４０年。——第

２２２页。

５１ 马克思提到的是１８６１年进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材料，即《１８６１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３０３页。

５２ 这一篇和以下几篇通讯（见本卷第３２９—３４２页）是恩格斯为奥格斯堡

《总汇报》撰写的。恩格斯从１８４０年８月到１８４１年２月为该报撰稿。马

尔巴赫国立席勒博物馆收藏的格奥尔格·冯·科塔的档案材料里发现

的文献，证实这几篇未署名发表于报纸上的通讯为恩格斯所撰。特别是

那里藏有１８３９、１８４３年《总汇报》稿费簿，该簿第４１９页上标明：“不

来梅，恩格斯先生。”关于克尼里姆和汉·佩尔格发表恩格斯通讯的详细

情况，见《卡尔·马克思故居丛书》第１５册，１９７５年特利尔版（《Ｓｃｈｒｉ

－ｆｔ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Ｈａｕｓ》，Ｈｅｆｔ１５，Ｔｒｉｅｒ，１９７５。——第３２９

页。

５３ 这里提到的不来梅和关税同盟各邦的通商条约签订于１８４０年７月４

日。该条约收入自由汉撒城市不来梅的参议会的决议和法令汇编。

关税同盟是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同盟，成立于１８３４年。

同盟逐渐包括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奥地利和一些小邦除外）。普鲁士

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

后来促进了德国的政治上的统一。——第３２９页。

５４ 汉堡和关税同盟（见注５３）各邦的通商互惠条约签订于１８３９年１２

月。——第３２９页。

５５ 恩格斯这里分析的军税征收法令是１８４０年６月３日通过的。——第

３３０页。

５６ 恩格斯从评论英国轮船“阿基米得号”试航成功的文章中作了大段摘录，

部分是逐字逐句摘译的，部分是意译的；该文标题是《阿基米得号轮

船》（《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Ｓｔｅａｍｅｒ》），载于１８４０年６月１８日苏格兰报纸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第３３２页。

７４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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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为了证实螺旋桨轮船运输比帆船运输优越，恩格斯利用了１８４０年７月

４日《爱丁堡晚邮报》第６８７号上的报道，这篇报道在《轮船航运的重

大改进。阿基米得螺旋发动机》（《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ｅａｍＮａｖ

ｉｇａｔｉｏｍ ——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Ｓｃｒｅｗ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一文中被引用。——第

３３３页。

５８ 指皇家艺术和手工业协会苏格兰分会（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ｆｏｒＳｃｏｔ

ｌａｎｄ）。它是１７６８年在从１７５４年以来存在的大不列颠艺术、手工业和商

品鼓励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的基础上成立的。——第３３５页。

５９ 指排水量为３５００吨的“大不列颠号”螺旋桨轮船，该船长期以来被认为

是最大的轮船。它于１８４３年７月从船台下水。——第３３５页。

６０ 恩格斯的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１８４７年“远洋轮船公司”（“ＯｃｅａｎＳｔｅ

－ａｍ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开辟了纽约和不来梅之间的定期航

线。——第３３６页。

６１ 恩格斯的这个批评显然是与１８４０年１０月《总汇报》上出现许多关于为

法国军队购买马匹的报道有关。按照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７日公布的汉诺威王

国内务部的命令，禁止从王国运出马匹和从王国领土上把马匹转运到关

税同盟各邦的边界以外。违反这项命令则罚款５０塔勒。—— 第３３８

页。

６２ “蛊惑者”是１８１９年８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

中对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广泛参加反政府运动的是知识分子、

大学生，特别是各体操协会。他们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

一德国的要求。——第３３８页。

６３ 显然是指１８４０年９月１９日《莱比锡总汇报》发表的该报不来梅通讯员

关于这个城市秩序混乱的报道。——第３３８页。

６４ 指１８４１年４月７—９日《知识界晨报》第８３—８５号发表的匿名文章《教

会争论》（《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Ｓｔｒｅｉｔｉｇｋｅｉｔｅｎ》）。文章中强调指出，以帕尼埃尔

牧师为代表的不来梅唯理论在同虔诚主义的代表之一克鲁马赫尔传教

士论战中给虔诚主义以毁灭性打击。

８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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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中的唯理论是某些神学家集团的一种倾向，它企图证明借助理

性来认识“神的启示真理”的可能性。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唯理论

倾向在新教神学中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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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反对纯理性的思维和启蒙时代的

哲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和虚伪。虔诚派反对表面

的宗教仪式，赋予感情的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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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页。

６５ 指的是卡·弗·威·帕尼埃尔的著作《公开谴责爱北斐特的哲学博士，

克鲁马赫尔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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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ｖｅｒｈｏｌｅｎｅＢｅｕｒｔｈｅｉｌｕｎｇｄｅｒｖｏｎｄｅｍＨｅｒ

ｒｎＰａｓｔｏｒＤｒｐｈｉｌｏｓＫｒｕｍｍａｃｈｅｒｖｏｎ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ｚｕｒＶｅｒｔｈｅｉｄｉｇｕｎｇ

ＳｅｉｎｅｒＢｒｅｍ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ｆｌｕｃｈｕｎｇｓｓａｃｈ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ｓｏｇｅｎａｎｎｔｅ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ｐｌｉｋ》》）１８４０年不来梅版。——第３４３页。

６６ 指的是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３日《新莱茵报》第２２９号从政府机关报《普鲁士

国家通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转载的关于普鲁士亲王瓦

尔德马尔逝世的报道。《新莱茵报》编辑部在转载表彰亲王在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年对印度锡克教徒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所表现的“坚决和勇敢”的悼

念文章时，加了一段批评性的按语：“记得当时英国报纸报道说，‘长眠

地下的亲王’在索布拉昂战役中是按照下述原则行动的：距离越远，射

击越无危险。‘Ｄｅｍｏｒｔｎｉｓｎｉｌｎｉｓｉｂｅｎｅ’〔“如果不能说死者的好话，就

最好什么也不说”〕。”报纸的这一按语引起了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

的不满。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他给报纸编辑部发了一封信并附去一份他从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得到的不列颠驻印度军队司令吹捧亲王的报告，要

求把这份报告作为官方的辟谣发表。恩格斯就这项所谓“官方的辟谣”写

了这篇通讯。——第３４５页。

６７ 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９日哈尼的回信可以看出，恩格斯曾请求哈尼在英国报

刊上寻找关于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尔在印度的言行的材料。哈尼在回答

恩格斯时写道，他只能查阅《北极星报》，在该报中除了关于亲王逝世的

简讯外，没有找到任何材料。——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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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这篇通讯载于《新莱茵报》的“大不列颠”专栏，没有署名，但注有

“伦敦”字样。恩格斯加的注和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９日朱·哈尼给恩格斯的

信，确证作者是恩格斯（见前注），哈尼在信中对把他给奥康瑙尔的公开

信译出并发表于报纸一事表示感谢（见注７０）。——第３４７页。

６９ 指菲格斯·奥康瑙尔给宪章派的公开信，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３日《北极星

报》第５９３号，标题为《致宪章派》（《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ｉｓｔｓ》）。——第３４７

页。

７０ 朱利安·哈尼给奥康瑙尔的回信，载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北极星报》第

５９４号“给工人阶级的信”专栏，标题是《宪章主义和共和主义。——

各民族的兄弟般团结》（《Ｃｈａｒｔ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Ｆｒａ－

ｔｅｒｎ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署名为“人民之友”。——第３４７页。

７１ 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各项要求，有六点：普选权（年满２１岁的男子）、

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不记名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

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和１８４８年宪章派所递

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３４８页。

７２ 反对反动的普鲁士压迫的波兹南民族解放起义于１８４８年４—５月为普

鲁士军队所镇压。——第３５０页。

７３ 指普鲁士军队镇压德国各地的人民行动。——第３５０页。

７４ 这里谈的是标有“科伦９月２６日”字样的发表于１８５１年９月３０日奥格

斯堡《总汇报》第２７３号附刊“最新消息”（《ＮｅｕｅｓｔｅＰｏｓｔｅｎ》）栏中的

一篇通讯，通讯就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事诽谤性地指控马克

思。报纸把马克思的声明原文删节后刊登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２９１

号附刊。早些时候声明全文曾发表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科伦日报》第

２４２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６页）。——第３５３

页。

７５ “政治评论”（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是每号《人民报》发表的专栏。从

１８５９年７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该报的编辑和负责人，这时，他就参

加了这一栏的编辑工作。把摘录中对琼斯活动的评论同１８５７年１１月

０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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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和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１日马克思给恩格斯以及１８５９年２月１日给魏德

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２０８—２１１、３４１—３４３、

５５０—５５４页）加以比较，就可证实该文作者是马克思。——第３５４页。

７６ 皇家法院（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Ｑｕｅｅｎ’ｓＢｅｎｃｈ）是英国最老的法院之一，十

九世纪（１８７９年以前）是独立的高等法院。审理刑事和民事的案件，有

权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第３５４页。

７７ 马克思指的是早在１８５７年４月厄内斯特·琼斯建议召开的代表会议。

预定参加会议的除宪章派组织的代表外，还打算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派。

１８５７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选举改革，并

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

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点，向资产阶级激

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琼斯在六点（见注７１）中只保留了成年男

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这一让步引起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

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

的联席会议在一再延期后，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８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在政治上动摇和滚到改良主义立

场的表现，因而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只是过了几年以后，在琼斯

重新开始从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时，才恢复朋友关系。——第３５４

页。

７８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经济思想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这派的

拥护者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

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纺织厂主布莱特和科布

顿。——第３５５页。

７９ 这一文件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提出的关于组

织和策略问题的决议原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４卷第

５４２—５４４页），决议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被作为总委

员会的建议批准，并在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和１９日的代表会议上一致通

过。我们得到的法文文本是恩格斯于９月２０日前后写成的。这个文本和

《国际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正式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１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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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１—４６１页）不完全一致；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总委员会

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个文本，然后由马克思作了最后的校订，因为

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受委托负责出版所有出版物的准备工作。——第

３６０页。

８０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参看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

问题决议。载于《国际工人协会。关于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

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ｖｏｔéｅｓｐａｒｌ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Ｂａｌ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ｕ 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ｎｕà

Ｂａｌｅ，ｅ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９）。——第３６０页。

８１ 关于用三种文字再版章程的决议，在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正式

版本中没有反映，而是在新版章程的附录中作了报道（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８５页）。——第３６０页。

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５３页。——第３６０页。

８３ 这份名单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参与下拟定的，按照这份名单把《资本

论》法文版第１卷第１分册分别寄送给报纸编辑部、组织和个人，主要

是寄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根据马克思与出版者莫·

拉沙特尔于１８７２年２月签订的合同，规定《资本论》以分册形式出版

（见注１９２）。篇幅为８印张的第１分册（大开本）于１８７２年９月底一经

出版，很快（显然是在１８７２年９月底—１０月初）就拟定了这份名单。从

保存下来的１８７２年１０月上半月第三者来信中可以看出，名单上列出的

许多收件者已经收到《资本论》法文版第１分册。——第３６２页。

８４ 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是１８７２年８月建立的，它的成员基

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通常是国际会员的流亡工人。该支部为反

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拒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改良主义

分子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见注８６）。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

不列颠联合会和清除联合会中的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第３６４

页。

８５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支部是１８７２年夏于诺定昂在总委员会委员、公社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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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奥·赛拉叶的参加下成立的，它主要联合了公社的流亡者。该支部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而进行的斗

争。——第３６４页。

８６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是根据１８７１年１０月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由英国

各支部的代表和一些加入国际的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在此之前，这种委

员会的职权都是由总委员会亲自行使的。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同巴枯宁

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不列颠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

里、杜邦、赖利、列斯纳等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７２年１２月

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

大会决议的人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

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不列颠委员会以积极的帮

助。——第３６４页。

８７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５日用英语讲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所载的讲话，是《平等报》上刊登

的法文文稿的译文。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讲话草稿是第一次按英文手稿

的全文译出的。——第３６９页。

８８ 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Ｈｉｇｈｇａｔｅ）的

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

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里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

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

人）。——第３７１页。

８９ 《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ｉｎｍｙｂｏｏｋｓｔａｌｌ》）这一手稿，写

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笔记本中最后一本即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所记的一本

里。在这本宽长为１０×１６厘米的小笔记本的六页半（总数是１０８页）普

通纸上，马克思用相当清楚的笔迹列出１５０多种版本的俄国书籍，在书

名下划了直线并编了１１５个书号。显然，在编写这份书目时这些书是马

克思手头拥有的。收进书目里的相当大一部分书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至七十年代，主要是论述俄国１８６１年改革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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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

在书名以及个别词句中有不少是马克思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写的，

但大部分是用俄文写的。在这里，马克思写的俄国字通常用的是印刷体

（见本卷第３６７—３６８页之间的插图）。——第３７２页。

９０ 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这篇手稿，是他代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起草

的致《今日》杂志编辑部的复信稿，原因是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４日该杂志第

１期发表了《资本论》法文版第２３章（相当于德文原著第２１章）的不

完善的英译文。这一章的译文发表时未加任何前言，随意用了一个标题：

《 ——ＴｈｅＳｅｒｆｄｏｍｏｆＷｏｒｋ》（《第一章：劳动的奴隶制》），而且译

文有严重的错误。信稿中提到：马克思的继承人对其遗著的译文享有版

权，而且为了马克思的声誉对这些译文的质量负责。关于是否允许再发

表一章的译文一事，编辑部显然在我们没有见到的信中征求过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的意见，而这件事的确定取决于编辑部是否执行几项要

求。１８８３年６月《今日》第２期在发表《 ——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ｈｉｐ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第二章：财富的权力》）时所加的编辑部注，证明编辑部执

行了要求。注中说：“这一章是原著第１０章第２节和第３节的译文。本

刊上期发表的那一章选自原著第２３章。译文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

已故马克思的。”副标题中指出，译文译自１８７２年法文版。——第３８１

页。

９１ 关于《资本论》法文版第１卷，见注８３和１９２。——第３８２页。

９２ 这里指维·雨果的哪首诗，未能确定。显然，所引诗句包含在《今日》的

出版者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中。——第３８２页。

９３ 我们看到的这封信是个片断，载于１８８５年１月２４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４５２号的专栏“最近的社会政治消息”（《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

ｔｅｎ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ｎＴａｇｅｎ》）。信可能是寄给约·狄慈根的，他当时是该报的

编辑之一。——第３８３页。

９４ １８８７年３月３０日发表的、署名为爱·艾威林的致《纽约人民报》编辑

部的信，是恩格斯写的。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照相复制的笔

迹，证实了这点。该信是就爱德华·艾威林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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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写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向艾威林提出无根据的

指控，说他的支出超出了执行委员会拨给他以及威·李卜克内西和爱琳

娜·马克思－艾威林于１８８６年作赴美宣传旅行之用的那笔钱。资产阶

级报刊为这种指控叫好，并用它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本卷发表的这

封信补充了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给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们的许多信（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６卷第５７８、５９１—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０、６２８—

６２９页）。——第３８４页。

９５ 下面的引文引自１８８７年３月２日《纽约人民报》第５２号发表的编辑部

文章《再谈艾威林事件》。——第３８４页。

９６ 指１８８７年２月２６日艾威林的铅印信。该信是散发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

党各支部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信中详细地回答了１８８７年１月

７日该党执行委员会在通告信中对艾威林提出的诽谤性的控告。这封信

发表在１８８７年３月２日《纽约人民报》第５２号上，同时还附有编辑部

文章（见前注）。——第３８５页。

９７ 指１８８７年１月１２日《纽约人民报》第１０号发表的文章《艾威林和社会

主义者》（《Ａｖｅｌｉｎｇｕｎｄ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ｅｎ》）；这篇文章首先公开提出对艾

威林的指控（见注９４）。艾威林１８８７年２月２６日的信（见注９６）是对

这篇文章的答复。——第３８５页。

９８ 这篇短评可能是恩格斯对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保·拉法格给他的信的回

信稿，拉法格的信是询问第一国际前活动家亨·奥伯温德的情况的，因

为后者被揭发为普鲁士警察局的暗探。恩格斯的答复以批判的方式评述

了奥伯温德在工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３６卷第７０６—７０７页）。短评中所阐述的有关奥地利工人运动的思

想斗争事件，是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的事（同上，第３３卷第５８０—５８２、６００

页）。——第３８６页。

９９ 指所谓“纯拉萨尔派”小组，它以裁缝勃廖艾尔为首在七十年代中期活

动于汉堡。这个小组反对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第３８６页。

１００ 这篇札记是恩格斯于１８８８年９月下半月显然在从美国旅行归来所乘

的“纽约号”轮船上写的；在美国他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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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艾威林以及自己的朋友卡尔·肖莱马一起度过了一个多月——

１８８８年８月１７日至９月１９日。从这篇札记的内容和提要形式来判断，

恩格斯显然是打算写一篇专门叙述他这次旅行的文章，想在这篇文章

中较详细地评述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指出其特点，即这个年轻的资本

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的明显差异和矛盾。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意

图。过去发表的片断《美国旅行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１卷第５３４—５３６页）只是打算写的文章的开端。关于他在美国和

加拿大的城市旅行和对尼亚加拉瀑布等等的观感，恩格斯当时曾在

１８８８年９月５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作了详细描述（见本卷第

４８６—４８９页）。——第３８７页。

１０１ 指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年反对英国统治者争取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战争，结果成

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第３８９页。

１０２ 恩格斯在这封第一次发表的信件中，感谢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

育协会理事会在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８日恩格斯七十寿辰时给他的贺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

尔、约·莫尔以及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成立的。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协会的活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

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协会，其原因是引起共产主义

者同盟内部分裂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拥护者的影响

在协会里占了上风。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协会的

工作。第一国际成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成为

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被英国政

府封闭时为止。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该协会。——第３９１页。

１０３ 这一补充材料是恩格斯补入他的预定供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Ｂｒｏｃｋ－

ｈａｕｓ’Ｋ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ｘｉｋｏｎ）第１４版第６卷发表的传记正文的（见

本卷第５３３—５３５页）。补充材料应１８９２年１０月７日弗·阿·布罗克

豪斯的来信而写，出版者在信中以编辑部的名义请恩格斯审阅正文，做

适当的修改和补充。——第３９３页。

１０４恩格斯的这封贺信是为答谢１８９２年１１月协会理事会约他参

加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的邀请信而写的。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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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这封信的德文原件是在维也纳国家档案馆里发现的。

为这个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创立的协会的庆祝会所做的报告，载

于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６日《工人报》第５１号。——第３９５页。

１０５ 我们得到的恩格斯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的信是捷克译文，发表于１８９３

年８月１９日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之声》（《Ｐｏｓｅｌｌｉｄｕ》）第１５号。

发表时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最老的社会学家和学者恩格斯就代

表大会问题向我报编辑询问捷克各政党情况，他说：”（见信文）。——

第３９６页。

１０６ 这封电报是恩格斯打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以答

谢代表大会开幕那天（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２日）由奥·倍倍尔建议发给恩

格斯并由他宣读的致敬信。信里说：“来到德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城市参

加党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们，向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和

它的不屈不挠的战士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和敬意。

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８日召开的科伦代表大会上，听取了党

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报告，讨论了工会

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对它的支持问题以及庆祝１８９４年五一节的问题，还

讨论了奥·倍倍尔的报告“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第３９７

页。

１０７ 字据是恩格斯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工

人报》周刊改为日报而于１８９４年９月至１０月初写的。恩格斯欢迎这种

意图并给予帮助和支持，其中包括为这一措施筹款。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４

日，恩格斯给维·阿德勒写信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

银团，他们打算向《工人报》提供一笔钱，约五千佛罗伦，条件是“赋

予”阿德勒“以领导角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９卷第

３２６页）。他还嘱咐把他在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稿费，寄

给维·阿德勒以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需。恩格斯帮助编辑部招请其

他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为该报撰稿，他本人也在该报发表了许

多文章。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工人报》日报出创刊号时，他特地给奥地

利工人写了贺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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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３９８页。

１０８ 这封在魏玛国立德国古典文学档案馆发现的信是恩格斯同德国政论家

阿·卢格的通信和个人联系的开端。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在１８４２年３月

底，在恩格斯从１８４１年１０月１日到１８４２年９月３０日逗留柏林期间

（服兵役期间）。这封信使我们弄清楚了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５日恩格斯致卢

格的第二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４２７—４２８

页）中提到的关于恩格斯写有关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文章的不为人详知

的事实。这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第４０１页。

５月２８、３０和３１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１２６—１２８期上发

表了他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评价，指出作者在叙述和批判谢林哲学

中的鲜明立场。——第４０１页。

１１０ 马克思指卢格和维干德的小册子《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１８４３年

１月３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的控诉》

１８４３年不伦瑞克版（《ＡｎｄｉｅＨｏｈｅＺｗｅｉｔｅＫａｍｍｅｒｄｅｒ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ｎｄｅ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Ｂｅｓｃｈｗｅｒｄ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ｄｕｒｃｈｅｉｎＨｏｈ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

ｕｍｄｅｓＩｎｎｅｒｎａｎｇｅｏｒｄｎｅｔｅｕｎｄａｍ３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３ａｕｓｇｅ－ｆüｈｒｔｅ

Ｕｎｔｅｒｄｒüｃｋｕｎｇｄｅｒ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Ｋｕｎｓｔ》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３）。马克思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书报检

查官圣保罗，显然是为了得到准许发表《莱茵报》驻德勒斯顿记者普菲

茨纳写的对这本小册子的评论。这篇评论匿名发表在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２

日和１４日《莱茵报》第７１号和７３号的附刊上，标题是《评对萨克逊

议会第二议院提出控诉的小册子》（《ＵｂｅｒｄｉｅＢｒｏｓｃｈüｒｅａｎｄｉｅＨｏｈｅ

ＺｗｅｉｔｅＫａｍｍｅｒｄｅｒ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第４０２

页。

１１１ 这封信的片断最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４５３

页。这次是全文发表。——第４０３页。

１１２ 指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情调的小说《巴黎的

秘密》。这本小说于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在巴黎出版，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外

国也非常著名。——第４０３页。

８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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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海涅从汉堡把他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ｉｎＷｉｎ

ｔｅｒｍａｒｃｈｅｎ》）的部分校样寄给马克思，想在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之前先

在《前进报》上发表。这部分诗刊登在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２３、２６、３０日和

１１月２、９、１６、２０和３０日的《前进报》第８５—８８、９０、９２、９３、９６

号上。

在发表海涅的诗时，《前进报》编辑部还写了如下一篇可能出自马

克思手笔的引言（载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前进报》第８４号）：

“最近海涅把他自己新近写的许多诗交给我们供本报《前进报》发

表，我们表示欢迎，认为这些诗不仅是有价值的贡献，而且表明海涅在

长期的冬眠之后已经苏醒，开始从事活动和创作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些

新作品中再次发现我们所热爱的诗人是健康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我

们开始比以前更热爱他。我们不感到失望——海涅在霍夫曼和康培那

里出版了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为书名的小诗集。我们认为它无

疑是海涅的最好的作品，完全符合他的泼辣而又热情的诗风。新思想的

力量把海涅从沉睡中唤醒，他威严地登上了舞台，高举新的旗帜前进，

用‘有力的鼓声’发出自己的号召。我们将发表这本书中的几篇典型作

品，今天暂且刊登一篇极为精采的序言。”——第４０３页。

１１４ 恩格斯讽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２７岁就已经生了五个孩子。—— 第

４０４页。

１１５ 指贝尔奈斯的文章的稿酬。这篇文章显然是他的关于犯罪和刑事审判

的文稿的摘要。该文稿本打算交给列斯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该出版社

付排马虎，作者要求索回。马克思打算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同威斯特伐利

亚出版商接洽出版的计划中的季刊上发表这篇文章。贝尔奈斯需要用

钱，曾两次通过马克思领取这篇文章的稿酬。但是，由于出版季刊的打

算落空，贝尔奈斯的文章没有刊出。——第４０６页。

１１６ 马克思致贝尔奈斯的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里发表的马克思的话是贝

尔奈斯１８４６年８月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援引的。——第４０６页。

１１７ 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集股创办由他编辑的新的理论刊物。这个想法

未能实现。——第４０７页。

９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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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１８４７年９月底到１０月初，马克思住在荷兰扎耳特博默耳他的姨父莱

昂·菲力浦斯家里。——第４０８页。

１１９ 这封信和下面两封１８４９年５月６日写给《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弥勒

－捷列林格和安·施提弗特的信（见本卷第４０８—４０９页）是马克思

１８４９年４月中旬到５月初逗留汉堡及其附近地区期间为卡·布龙写

的介绍信。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城市游历是为

了同德国各地的革命参加者接触和建立广泛联系，并筹集资金继续出

版《新莱茵报》。——第４０８页。

１２０ 显然是指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共和派起义。——第４０８页。

１２１ 马克思的这段附言写在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４日燕妮·马克思致丽娜·舍勒

尔的信尾。——第４１０页。

１２２ 海得曼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２日的信中通知燕妮·马克思说，鲍威尔大夫

结算为她提供医疗服务的费用为４英镑１０先令，并要求按他从鲍威尔

那里收到的上述款数的期票付款。——第４１１页。

１２３ 这里发表的马克思写的两个附言中的第一个是写在哥·路·施泰翰关

于对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参加者的迫害的简讯的末尾。第二

个看来是马克思在仔细看了简讯后不久写在施泰翰的手稿的第一页标

题之前。魏德迈在１８５２年２月１７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革命》杂

志第３期只能部分地使用施泰翰的材料。这一期由于停刊而没有出

版。——第４１２页。

１２４ 这封信是克路斯在他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１日致魏德迈的信中援引的片断。

克路斯部分地转述了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内容同马克思

１８５２年８月３０日致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

卷第１１７—１２１页）差不多。——第４１２页。

１２５ “光明之友”是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

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见注６４）。１８４６年，在这个运动的

影响下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所谓“自由公理会”。这个“自由公理

会”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反对派情

０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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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第４１３页。

１２６ 指美国革命联盟——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组织。它是由到美国推销

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戈克和菲克勒尔于１８５２年

１月建立的。——第４１３页。

１２７ 鼓动者协会——１８５１年在伦敦成立的、以卢格和戈克为首的德国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它的宗旨主要是为在德国组织“立即革命”募

捐。——第４１３页。

１２８ 这个附言保存在迈尔１８５３年２月３日的信上。迈尔曾把这封信连同瑟

美列从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信一起转交给马克思并提出由他来转递马克

思给瑟美列的回信。——第４１５页。

１２９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０日瑟美列来信的答复。信中批评了

科苏特的活动和个人品质。——第４１５页。

１３０ 指科苏特在英国报刊上多次讲话，否认他参与过遭到失败的米兰起义。

这次起义是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由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发动，并

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特别是，科苏特在以他名义在英国报纸

上发表的致梅因·里德的信中否认他是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他署

名的传单《以匈牙利人民的名义致在意大利的士兵们》的作者。马克思

对米兰起义和马志尼、科苏特以及其他匈牙利革命家在这次起义中的

作用作过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９３—５９４、

５９９—６０２、６２１、６２４—６２６页。——第４１５页。

１３１ 这里提到的马志尼的声明１８５３年３月２日以致《晨报》、《晨邮报》和

《每日新闻》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上述报纸上。马志尼写道，他掌

握着科苏特写的告匈牙利士兵们书的原稿并对科苏特的谈话表示遗憾

（见注１３０页）。——第４１５页。

１３２ 马克思在下面援引他自己的文章《强迫移民。—— 科苏特和马志

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

生》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２１页），稍有改

动。——第４１６页。

１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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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第４１７页。

１３４ 克路斯满足了马克思关于在美国德文报刊上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帕

麦斯顿》的请求。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４、８和９日纽约报纸《改革报》第

７２、７３、７４、７７和７８号上发表了克路斯从《论坛》上节译的这篇文章。编

辑部给这篇文章加上了如下的按语，其中暗示作者是马克思：“帕麦斯

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

译这篇评论加以发表。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不同一

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第４１７页。

１３５ 由于琼斯将到工厂区（特别是，罢工运动的中心——曼彻斯特工业区）

去进行新的宣传旅行，以便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２９页），马克思显然打算向琼斯提

供一些事实材料，以揭露以冒充工人的“天然朋友”的曼彻斯特激进派

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反工人政策。马克思在他的一篇文章

中把他们所建立的所谓“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

称作反对工人阶级的“暗地里阴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９卷第４６７页），在这封信中称作“大骗局”。——第４１７页。

１３６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０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通信中经常称呼这个协会为：“Ｋｎｏｔ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Ｋｎｏｔｅ”一词有“手工

业者”的意思，也有“老粗”的意思。——第４１８页。

１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发表过克路斯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日致魏

德迈的信中引用的这封信的片断。——第４２３页。

１３８ 指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中

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０９—

１１６页）。克路斯并不是总能为马克思弄到刊载他的文章的《论坛报》，

所以有时不得不动手把文章抄下来。——第４２３页。

１３９ 克路斯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信中向魏德迈传达了马克思提供的关于

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关于霍乱的诗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８卷第６５８—６５９页）。——第４２３页。

２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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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指马克思的文章《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

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２１８—２２７页）。——第４２３页。

１４１ 燕妮·马克思的这个笔误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２日《人民报》第７７号上发

表《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文章时已改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８９页）。——第４２４页。

１４２ 马克思给卡·威·克莱因的回信，没有找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２９５注）。——第４２４页。

１４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６１８页。——第４２４页。

１４４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６日弗莱里格拉特致卡·维尔特的信

中援引的。——第４２７页。

１４５ 指格·维也特的著作《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Ｈｕｍｏ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Ｓｋｉｚｚ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ｌｅｂｅｎ》）。这部著作是作者从１８４５

年起连续几年写的讽刺性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科伦日报》

上（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到１８４８年２月），后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从

１８４８年６月到７月）。整个著作全部收入１９５６年出版的《维尔特全

集》第２卷第３４９—４８５页（ＧＷｅｅｒｔｈＳａ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２，Ｓ３４９—

４８５）。——第４２７页。

１４６ 关于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９卷第４６１—４６４、４６７和４８６页。——第４２９页。

１４７ 这封信的原件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党史研究院得到的。

从《福格特先生》一书的马克思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４卷第５４５页）中可以知道，摩·佩尔采尔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９日给马

克思写了回信。马克思在他１８６０年６月２日给瑟美列的信（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第５５１页）中还提到佩尔采尔的回

信。——第４３０页。

１４８ 指１８６０年４月４日马克思给瑟美列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３０卷第５１６—５１７页）。——第４３０页。

３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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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指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８日以《科苏特勾结路易－拿破仑的详情》（《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ｓｏｆＫｏｓｓｕｔｈ’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ｅｏｎ》）为标题在《自由

新闻》第１０号上发表的马克思的通讯。这篇通讯是马克思的文章《科

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

５６０—５６７页）的缩写。——第４３０页。

１５０ 这封信的片断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９日刊登在“索塞比·佩尔克·伯尔内特

公司”的目录上。可以断定，马克思是通过劳拉来回答保·拉法格的信。

他在信中询问马克思对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国工人的不幸的生活

条件的报告的看法。信中提到的汉特的报告刊载于《公共卫生。第７号

报告书。１８６４年。附有附录》１８６５年伦敦版（《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ｖｅ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１卷中不止一次地援引过这个主要关于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的报告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３４、７２１、７４４、７４９等

页）。——第４３１页。

１５１ 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即大地主的利益，从１８１５年在英国实行谷物法，其

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进口谷物。工业资产阶级在贸易自由的口

号下反对谷物法，１８４６年谷物法被废除。——第４３２页。

１５２ 指燕妮·马克思（女儿）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４日和７月２日的信。燕妮在７

月２日的信中对她同马克思一道应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的邀请于１８６９

年７月１日出席的肯辛顿博物馆的贵族晚会作了讽刺性的描写（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卷第３０７页）。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

油印的注意事项里包括号召协会会员在显赫人物出席展览会时不要

在他们身旁拥挤。——第４３２页。

１５３ １８６９年７月１日恩格斯结束了曼彻斯特“欧门和恩格斯”商行的工作，

从此他完全献身于科学和政治活动。——第４３３页。

１５４ 指１８２１年在巴黎出版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的诗集《爱尔兰诗

歌》（ＩｒｉｓｈＭｅｌｏｄｉｅｓ）。——第４３５页。

１５５ 马克思和女儿燕妮１８６９年９—１０月到德国、比利时和荷兰旅行。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卷第３５１—３５２页。——第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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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恩格斯大约于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９日至９月４日住在奥斯坦德和恩格斯基

尔亨的亲戚那里。——第４３５页。

１５７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写了一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用燕·威廉斯

的笔名刊登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１日至４月２４日的《马赛报》上。这封信里

所说的是１８７０年３月９日在该报上发表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转载了

芬尼亚社社员奥顿诺凡－罗萨揭露英国监狱中虐待政治犯的信。燕妮

·马克思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７０—７００

页。——第４３６页。

１５８ 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每日新闻》刊载了一篇匿名文章，该文作者英国内

务大臣普鲁斯竭力否认奥顿诺凡－罗萨信中列举的事实，但同时被迫

承认，他在狱中“戴着镣铐”。——第４３６页。

１５９ 指《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１８６７年伦敦版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ｏｎ－

Ｆｅ－ ｌｏｎｙＣｏｎｖｉ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ｎｖｉｃｔＰｒｉｓ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７）。——第４３６页。

１６０ 恩格斯援引囚犯克朗梅尔的证词。这个证词载于《没有公之于众的事

实》都柏林版第９页（《Ｔｈｉｎｇｓｎｏ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ｋｎｏｗｎ》，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６９，

ｐ９）。——第４３７页。

１６１ 信中提到的《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第

４３７页。

１６２ 马克思致在华盛顿的国际会员理查·乔·欣顿的信以片断的形式保存

下来。１８７１年９月２１日美国报纸《世界报》第３６８７号以《国际的财

政状况。—— 它的成就》 （《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为题发表在《国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栏

里的一篇文章中援引过这个片断。——第４３８页。

１６３ 作为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５日）关于工人阶级政

治行动的决议案的基础的是瓦扬的带有宣言性质的草案，以及马克思

的战友们提出的关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在每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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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补充案。这个决议案交给总委员会进行最

后定稿。总委员会在委员会讨论和全体会议批准之后委托马克思把决

议案整理出来付印。——第４３９页。

１６４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阿舍尔公司（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２日信中提出的）关于

寄一份英文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请求的答复。——第４４０页。

１６５ 恩格斯的这封信和后面两封信（１８７２年６月５日致乔·莫尔斯沃思的

信和７月３日致施马尔特公司的信）是为了答复这几家公司的代表关

于格拉译·德·维尔布罗尔作为股东的人格和偿付能力的询问而写的

介绍信（见本卷第４３８—４３９页）。——第４４０页。

１６６ 我们得到的这封信是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翰·白恩士亲笔抄录的可

靠的手抄件。这个手抄件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白恩士的卷宗中。在抄件上

信的日期是９月１５日；这个日期显然有误，因为恩格斯的信中所提的

事件不早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６日（见下一注）。——第４４５页。

１６７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６—１９日，敌视独立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

阶级联邦主义者为了对抗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决

议在伦敦新科学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４日伦敦报纸《联

邦》第４号发表的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中有修改国际章程和调查以马

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一些问题。——第４４５页。

１６８ 指１８７２年４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共和社会

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参加这个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有

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和其他一些企图夺取国际领导权的分

子。联邦主义委员会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

政治行动和反宗派主义的决议。他们在１８７２年９月召开的联邦主义者

代表大会企图冒充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见注１６７）。——第４４６页。

１６９ 指马克思起草的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１日会议一致通过的《总委员会关于世

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这个给予小资产阶级组织窃取国际的名字

的一切企图以毁灭性打击的文件几乎被国际的所有报刊转载（见《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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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８９—９１页）。——第４４６页。

１７０ 朗德克向警察局长比埃特里发表的这个声明载于小册子《对巴黎国际

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１８７０年巴黎版第４页（《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ｐｒｏｃèｓ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àＰａｒｉ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０，

ｐ４）。——第４４６页。

１７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２９和８９页。——第４４６页。

１７２ 这封信是对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日范·德尔·维利根的信的答复。维利根

在来信中通知马克思，他给马克思寄去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阿姆

斯特丹出版的小册子，同时还请求马克思告诉他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

正式报告将在何时和何地出版（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日范·德尔·维利根

给马克思的信载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报告和通信》１９７２年莫

斯科版第４６１—４６２页）。马克思的信的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

博物馆。范·德尔·维利根的小册子由于信中没有提到书名而未能找

到。——第４４７页。

１７３ 这是恩格斯对燕妮·马克思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从牛津来信的回信。刚

刚结婚的燕妮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暂时在牛津租房子住。燕

妮在信中感谢寄去刊载批评蒲鲁东的文章的两号《解放报》（１８７２年１０

月５日和１３日），并写道，“我们共同的朋友”谈它时面带苦笑，暗指

沙尔·龙格把自己算为蒲鲁东的学生。——第４４８页。

１７４ 这里显然是指旅居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当中的各个派别。

“纯洁派”是指以爱·瓦扬为首的布朗基分子。１８７２年１１月，布

朗基分子出版小册子《国际和革命》，反对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关于

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的决议并指责国际脱离革命。在小册子上署名的

是一些前总委员会委员，他们同时宣布退出国际（对这个小册子的批

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３卷第５３６—５３７页）。

“非纯洁派”可能是指以比·韦济尼埃和贝·朗德克为首的一伙法

国流亡者，他们诬蔑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４４９页。

１７５ 原稿上是德文词“Ｋｎｏｔｅｎ”（见注１３６）。关于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７日马克

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讲演一事，第一次在这封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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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马克思讲了什么问题，无法查明。——第４４９页。

１７６ 指约·黑尔斯对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

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１６—２１９页）的

回信。他们在信中揭露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见注８６）中的改

良派的分裂活动。赖利得知马克思的请求太晚，未能履行这一请求。所

期待的黑尔斯的信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见报，但未作任何说明。马克思对

黑尔斯的这一举动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３３１—３３３页。——第４５０页。

１７７ 指黑尔斯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１日致许多伦敦工人组织的通告。通告无端指

责不列颠委员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派“鼓吹密谋”。这个通告以明信片的

形式寄出，所以它的内容已为任何一个警探所知。因此，弗·列斯纳在

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一文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通知亨德森上校”（伦敦警察局长）“呢？”（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４卷第７２０页）。——第４５０页。

１７８ 这封信是以片断的形式保存下来的。鲁·宰弗特把它贴在１８７３年１月

２１日致恩格斯的信里。宰弗特证实收到恩格斯所例举的所有寄给莱比

锡《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邮件。——第４５１页。

１７９ 可能是指没有完全保存下来的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恩格斯致阿·赫普

纳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３卷第５５３—５５４页）。——

第４５１页。

１８０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国际先驱报》第３８号上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约·黑尔斯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１６—

２１９页）。——第４５１页。

１８１ 显然是指《“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４卷第７１７—７２１页）。——第４５１页。

１８２ 这里提到的拉沙特尔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４日的信，以及３月１６日拉沙特尔

致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４５３页）都刊登在《莫里斯·多列士研究院学

报》１９７２年９—１０月第２８期上。——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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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指法国杂志《画报》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第１４９８号上发表的以《卡尔·

马克思》为题的一篇无署名的马克思传记。在这一号的第一页上印有马

克思的照片，下面的题字是“国际的首领”。——第４５３页。

１８４ 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４日瓦·惠特请恩格斯介绍德·摩尔根作他的房客。这

里是恩格斯对他的答复。——第４５４页。

１８５ 这是马克思答复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托马斯·奥耳索普的来信。奥尔索

普在来信中证实收到了《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２版的三个分册，同时

询问马克思对各国政治事件的看法。——第４５４页。

１８６ 关于由左翼共和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发动的和成为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

资产阶级革命最高潮的１８７３年夏季西班牙起义，见恩格斯的《行动中

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

５２１—５４０页）。——第４５６页。

１８７ 在１８７４年１月１０日举行的德意志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取

得了重大的胜利；有９人当选为议员（包括当时正在狱中的倍倍尔和李

卜克内西），投他们的票比１８７１年选举时多得多（恩格斯对这次选举结

果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３卷第６１８页）。——第４５６页。

１８８ 指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４日拉沙特尔的信。他在信中请求马克思向法国新闻

工作者（流亡者）罗什弗尔转达他的关于在伦敦共同办杂志或报纸的建

议。——第４５７页。

１８９ 马克思在校阅自己赞同的《资本论》法文版第１卷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著

作几乎所有的篇都作了补充和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４９卷第１７９—２５１页）。——第４５８页。

１９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９页。——第４５８页。

１９１ １８７４年８月中到９月２１日，马克思跟女儿爱琳娜在卡尔斯巴德养病。

回伦敦（１０月３日）后，他又开始《资本论》法文版的工作并在１８７５

年１月底结束了后几个分册的编辑工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３４卷第１１５页）。——第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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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根据１８７２年２月马克思同出版者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资本论》法文

版第１卷应当以分册的形式出版。法文版拖延了４年（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年）才出齐，除了这封信所指出的原因之外，还有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现

政治反动的条件的原因。１８７５年年中，法国政府把拉沙特尔在巴黎的

出版社的法律权利转给了反动官员凯，这个人拖延《资本论》后几个分

册的印刷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传播（见注８３、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３、

１９４）。——第４５８页。

１９３ 马克思这封写给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经理的信，涉及《资

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中遇到的问题（见注１９２）。当时拉沙特尔因参

加巴黎公社活动受到迫害，流亡西班牙。而热心出版《资本论》的拉沙特

尔出版社经理韦努伊埃也被解职了。凯竭力阻挠印行马克思的《资本

论》。韦努伊埃离职前向凯施加压力，说如果凯不付排《资本论》法文版

的最后一辑，作者将诉诸法律。凯最后不得不表示，他作为法人，将履行

与外国人签订的合同。但他又借口资金不足拖延出版。１８７５年７月１１

日，韦努伊埃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上述情况。——第４５９页。

１９４ 这里是指阿道夫·凯，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的法定管理

人，曾阻挠《资本论》在法国出版。

马克思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７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曾提到：“我刚刚接到

一封巴黎来信（拉沙特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寄来的），从信中可以看出，

《资本论》被查禁的说法纯系无稽之谈，而且是警察和法定管理人凯先

生本人所竭力散布的一种无稽之谈，已经完蛋的毕费把拉沙特尔的书

店就是交给了这位凯先生监护的。”——第４５９页。

１９５ 指贝·克劳斯的著作《新医学科学概述》１８７５年维也纳版（《Ｃｏｍｐｅｎ

－ｄｉｕｍ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第４６０页。

１９６ 指１８７６年４月在开姆尼斯出版的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ＪＭｏｓｔ《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Ｅｉｎｐｏｐｕ

－ｌａｒｅｒＡｕｓｚｕｇａｕｓ《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Ｃｈｅｍｎｉｔｚ，１８７６）

第２版。第１版１８７３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没有参与。１８７５年８

月初，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为第２版审阅了整个著作，

０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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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重大错误，改写了许多地方，但是拒绝在小册子上署名。他１８７６

年６月１４日写信对左尔格说：“否则我就要作更多的修改”（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４卷第１７２页）。——第４６２页。

１９７ 马克思这封信显然是写给德国语文学家莎士比亚研究者德利乌斯

（１８１３—１８８８）教授的。马克思１８７７年１月２１日给威·亚·弗罗恩德

的信中曾提到爱琳娜翻译德利乌斯的这一作品。“她（指爱琳娜）冒昧

翻译了德利乌斯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由这里的

莎士比亚学会出版（她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她因此得到了德利乌斯先

生的极大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４卷第２２８页）

燕妮·马克思１８７７年１月２０日或２１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中也提及此事。“她（指爱琳娜）作为莎士比亚学会会员，翻译了波恩的

德利乌斯教授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史诗因素的一本小册子，受到大家

欢迎，德利乌斯教授给她写了一封高度赞扬的信，庆幸自己和学会有

了这样的‘同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４卷第４６８页）

尼古劳斯·德利乌斯，从１８６３年起在波恩大学执教。这封信可能

是寄到波恩去的。——第４６７页。

１９８ 马克思于１８７７年８月８日同他的妻子燕妮和小女儿爱琳娜一起离开

伦敦去德国诺伊恩阿尔治病，住在弗洛拉旅馆。这可从马克思１８７７年

８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得到证实（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３４卷第６７、７０页；第２６７页；也可参看该卷卷末注１２４）。——第４６７页。

１９９ 马克思原打算去黑林山。１８７７年８月１７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

“施米茨今天再一次对我说，我在这里停留三个星期以后应当到黑林山

呼吸高山和森林的空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４卷第７０

页；还可参看第７１、２７０页）——第４６８页。

２００ 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第４６９页。

２０１ 可能是指奥托·格拉高的著作《德国交易所投机和滥设企业热》１８７７

年莱比锡版（《ＤｅｒＢｏｒｓｅｎ－ｕｎｄ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ｓ－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ｌ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７）。这部著作是他１８７６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

《柏林交易所和滥设企业热》（《ＤｅｒＢｏｒｓｅｎ－ｕｎｄＧｒüｄｕｎｇｓ－Ｓｃｈｗｉｎ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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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Ｂｅｒｌｉｎ》）的第二部分。——第４７０页。

２０２ 可能指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年在罗斯托克分三部出版的佩罗的著作《银行的、

交易所的和股票的投机》（《ＤｅｒＢａｎｋ－，Ｂｏｒｓｅｎ－ｕｎｄＡｃｔｉｅｎｓｃｈｗｉｎｄｅ

－ｌ》）。——第４７０页。

２０３ 马克思同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大约从１８７７年８月８日到９月２７日在诺

伊恩阿尔（德国）养病。——第４７１页。

２０４ 马克思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和１８８０年１月２６日给查·沃尔斯顿（瓦尔

德施泰恩）的信的原件（见本卷第４７１和４７４页）保存在英国勋爵沃尔

斯顿的家庭档案中。据他说，这两封信的收信人是他的父亲——英国的

考古学家，查理·沃尔斯顿，当时他用瓦尔德施泰恩作自己的姓。——

第４７１页。

２０５ 恩格斯答复托马斯·奥耳索普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信。奥耳索普在他

的信中征询恩格斯关于他所附上的《派尔－麦尔新闻》中的“惶恐不安

的文章”（文章的名称和报纸的编号信中都未写明）的意见。——第４７２页。

２０６ 在１８７８年７月３０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在全国范围内拥护社会民主

党人的有４３７０００票，在马格德堡则有６２５３票。威廉·白拉克被选为社

会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举行的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１０日的国会

补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在马格德堡获得４７２１票。这样的成果证明了社

会民主党人的影响的增长。——第４７３页。

２０７ １８８０年８月初至９月１３日马克思与家里人在兰兹格特休养。——第

４７５页。

２０８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４卷中根据１９４９年第６期《建设》

杂志刊登了这封信的片断。——第４７６页。

２０９ 哥特利布·雷姆克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会的名义邀请恩格

斯参加该协会新俱乐部的开幕，地址在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托登楠

街４９号。——第４７７页。

２１０ 这封短信马克思写在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０日他的夫人给女儿燕妮·龙格的

２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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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末尾（见本卷第５２８—５２９页）。——第４７８页。

２１１ 这封信是对考茨基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５日来信的答复。考茨基在信中说他

迫不及待地等着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４７８页。

２１２ 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德译

文手稿，该书于１８４７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最初由伯恩施坦翻译，

后来考茨基也参加。恩格斯校订译文，并专门为这一版本写了序言和一

系列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０５—２２０页）。

该 书于１８８５年１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第４７８页。

２１３ 指１８８６年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的准备工作和恩格斯修改

《德国农民战争》的设想。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该书的片断

和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４８—４６０页。——

第４７９页。

２１４ 这封信的片断最初曾发表在１８６９年洛桑出版的Ｍ 多芒热特写的《马

克思主义渗入法国》一书中（《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ｅｎＦｒａｎ

－ｃｅ》）。——第４７９页。

２１５ 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社会主义

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组织的。从１８８４年１月２３日起每星期日由拉

法格讲唯物主义历史观，杰维尔讲马克思的《资本论》，讲稿在报纸上

或用单独的小册子发表（恩格斯对这些讲稿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３６卷第１２６、１４６、１５６页）。——第４７９页。

２１６ 这封信没有完全保留下来（信的开头部分和收信人名字都没有）。根据

保存信原件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资料，信写在１８８５年６月

１０日戴维逊给恩格斯的信上。从恩格斯给“社会主义同盟”的信上写

的注证明收信人是约翰·林肯·马洪，他是社会主义同盟的书记。恩格

斯要求寄的《公益》杂志是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１２月由一批以爱琳

娜·马克思－艾威林、威廉·莫利斯等人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在同

盟创建的最初几年，同盟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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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分子在同盟中很快就占了上风，同盟的许多组织者都退出同盟，

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到１８８９年同盟就瓦解

了。——第４８０页。

２１７ 显然这是指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译文。当时恩格斯

已在校订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译文，而且同出版商洽谈过。恩格斯这本书

的英文版于１８８７年出版。——第４８１页。

２１８ 这是恩格斯对格·特利尔１８８７年３月２２日来信的答复。后者在信中

通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译稿已寄出并

征求恩格斯对译文的意见。格·特利尔翻译这一著作的丹麦文译稿经

过恩格斯的审阅于１８８８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第４８２页。

２１９ 爱·福尔坦翻译并经过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一书的法译文１８９１年１月至１１月发表于《社会主义者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４８３页。

２２０ 《共产党宣言》法译文由保尔·拉法格翻译并经过恩格斯审阅于１８８５

年８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７日载于《社会主义者报》。《宣言》法文单行本恩

格斯在世时没有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

５０４页）。——第４８３页。

２２１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１８８８年８—９月同爱琳娜·马克思

－ 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和卡尔·肖莱马的美洲之行（见注

１００）。——第４８６页。

２２２ １８３８年７月至８月，恩格斯陪同父亲到英国进行业务性旅行时到过伦

敦。这是年轻的恩格斯第一次出国旅行。这次旅行对恩格斯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１卷第９６—９７页）。——

第４８７页。

２２３ 这里发表的恩格斯致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格·舒马赫的信原载于

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４日《莱茵日报》第４７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的信》。编辑部在发表这封信时写了如下的前言：“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的这封信是受信人——佐林根的格奥尔格·舒马赫同志以副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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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提供给我们的。我们伟大的战士七十寿辰时收到礼品，这封信是

对此的答复。礼品是一把刀——佐林根的弗·施图德尔亲手制作的真

正的艺术品。信中写道……”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送给恩

格斯一本有３５位党团成员照片的相册。——第４８９页。

２２４ 伦敦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共同组织了大规模的伦敦五一节示威。恩格

斯出席了这次示威。参加这次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庆祝活动的有其他国

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其中有俄国革命家弗·沃尔霍夫斯基

和谢·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第４９４页。

２２５ 恩格斯发给约翰·白恩士的这封电报是祝贺他１８９２年７月６日当选

为英国议会的巴特西区议员。

１８９２年夏天，英国举行议会选举，自由党人取得了胜利。提出大

批候选人的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在这次选举运动中成绩显著。被

选入议会的，除了约翰·白恩士之外，还有詹·凯·哈第和约·哈·威

尔逊。从一些信来看，恩格斯曾经密切注意这次选举运动并把有关选举

运动的情况通报给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３８卷第３７２、３８３、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３９５等页）。——第

４９４页。

２２６ 路·考茨基夫人受恩格斯之托写的这封信是对威·埃伦博根１８９２年

１２月２日来信的答复。后者在来信中通知给恩格斯寄去他写的关于维

也纳一个区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历史的小册子。埃伦博根还强调，他要把

被奥地利警察当局没收的这个小册子的第１版书寄给恩格斯。——第

４９５页。

２２７ 指１８９１年在芝加哥出版的亨·德·劳埃德《百万富翁罢业反对矿工》

（《ＡＳｔｒｉｋｅｏｆ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ｉｎｅｒｓ》）一书的第２版（第１版１８９０

年也在该地出版）。

这本书描述了伊利诺斯煤矿的老板为打击矿工而举行的一次大规

模同盟歇业。１８８８年底—１８８９年初，老板们解雇了三分之一的矿工，然

后宣布总同盟歇业，关闭了赊购食品的商店。大约５０００名矿工同企业

主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英勇斗争。但是同盟歇业以企业主的胜利而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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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他们对矿工实行美国最低的工资标准，把原来的工资标准降低了

１
３。这本书的作者曾经两次到他所描述的事件的发生地点，在报刊上

发表许多文章，号召援助失业的矿工及其家属。这本书曾畅销美

国。——第４９６页。

２２８ 尼·彼得逊在恩格斯答复的１８９３年７月３日的信中询问恩格斯对一

些理论问题的看法并报告了关于丹麦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材料（关于

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大陆之行，见注２３１）。——第４９７页。

２２９ 恩格斯把这封信连同信中提到的支票一起寄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转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９卷第１６４页）。——第４９８页。

２３０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２４日，阿·德沃夏克写信向恩格斯祝贺七十三岁诞

辰。——第４９９页。

２３１ 恩格斯指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期间（１８９３年８月１日至９月

２９日）１８９３年９月逗留维也纳一事。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恩格斯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２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之后同奥·倍倍尔一起从瑞士返回时在维

也纳逗留了几天。为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９３年９月１１日为恩格

斯和倍倍尔举行了欢迎晚会，与会者大约有６００人。但是希望欢迎恩格

斯的人还有很多，因此９月２１日召开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成果的

会议。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奥·倍倍尔、维·阿德勒等人）讲了话，恩

格斯最后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４８１—

４８２页）。——第５００页。

２３２ 恩格斯祝贺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和尤利乌斯·波普１８９４年２月初

举行婚礼。——第５００页。

２３３ 指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９日《前进报》第２６２号上刊载的匿名短评《海德门的

诽谤性教唆》（《Ｄｉｅｖｅｒｌｅｕｍｄ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ＨｅｔｚｅｒｅｉｅｎＨｙｎｄｍａｎ’ｓ》。这篇

短评指出，海德门在报刊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恶毒攻击引起了英国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不满。——第５０１页。

２３４ 恩格斯致保·辛格尔的信的片断是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前进报》第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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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刊载的《柏林的抵制啤酒》（《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Ｂｉｅｒｂｏｙｋｏｔｔ》）一文中引用

的。——第５０２页。

２３５ 这里发表的明信片原件保存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它是对１８９５

年５月１５日胡·赫勒尔的信的答复。这封信通知，伊·勃兰德的维也

纳书店已把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捷克文版寄给恩格

斯。——第５０４页。

２３６ 恩格斯从１８９５年６月初至７月２４日住在伊斯特勃恩。——第５０５页。

２３７ 可能指格拉斯哥独立工党组织向爱·艾威林建议提他作为候选人参加

即将开始的英国议会的普选。艾威林借口健康状况不佳而拒绝了（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９卷第４７５页）。——第５０５页。

２３８ 指爱·马克思－艾威林（从法文）把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

义和社会主义》一书译成英文。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著作的英译本１８９５

年在伦敦出版。爱琳娜为它写了序言。——第５０５页。

２３９ 这个请愿书是在１８４３年１月３０日举行的科伦市民大会上通过的。约

有一百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在

会议期间和会后的一些日子里，有九百多城市居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在莱茵省的其他城市（巴门、杜塞尔多夫、特

利尔）也写了这样的请愿书，这说明，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德国的自由

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已经蓬勃兴起，《莱茵报》的威信特别是从马克思

担任该报编辑之一（从１８４２年１０月）之后，与日俱增。马克思任编辑

期间该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明确，引起政府人士的恐惶和不

满和反动报刊对它的围攻。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０日，普鲁士政府通过了从

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封闭《莱茵报》的决定，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它进行双

重检查。这个决定也就成为保卫该报的社会运动的导火线。——第

５０９页。

２４０ 指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书报

检查令。关于此事参见马克思的有关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

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３—３１页）。——第５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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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 这封信是燕妮·马克思为了看望她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于

１８４４年６月中旬带着同年５月１日出生的女儿燕妮从巴黎回特利尔后

写的。燕妮于１８４４年９月返回巴黎。——第５１２页。

２４２ １８４３年底，燕妮·马克思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从她丈夫路

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死后居住的地方克罗茨纳赫又回到特利尔。

她可能在特利尔税务稽查员维滕多夫家里住了一些时候。——第５１３

页。

２４３ 暗指１８４４年夏西里西亚织工风潮的余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２卷第２０９—２１３页）。——第５１４页。

２４４ 指马克思计划写的批判布·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著作。这

个计划后来实现了，他同恩格斯合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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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页。

２４５ 燕妮的这封信只保留下片断。马克思认为在《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

录》（《ＡｕｓｄｅｍＢｒｉｅｆｅｅｉｎ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Ｄａｍｅ》）的标题下匿名在巴黎

《前进报》上发表这个片断是适当的。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马克思在致

路·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转载的这个片断是他的妻子的信的摘录（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４５３页）。亨·路·切希１８４４年

７月２６日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是发表这个片断的原

因。——第５１８页。

２４６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他妻子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５１９页。

２４７ 指准备传统的宗教节日。这个节日是祭祀保存在特利尔教堂的所谓特

利尔“圣长衫”（据说是从受刑的基督身上脱下的法衣）。祭祀“圣长

衫”吸引德国其他城市的朝圣者到特利尔来。在长期的中断之后，从

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８日起又恢复了这个节日。——第５２１页。

２４８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格奥尔格·荣格和卡·马克思在科伦的其他朋友负

责为马克思推销一定册数的《德法年鉴》，这些杂志是顶他撰稿和做编

辑工作的报酬的。但是，所寄的一部分在从瑞士启运时在船上被巴登当

局没收。１８４４年７月３１日，荣格通知马克思说，他给马克思寄去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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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以赔偿没收的杂志。——第５２２页。

２４９ 大约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１８５２年１月３日，恩格斯住在伦敦马克

思家里。——第５２４页。

２５０ 恩格斯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写关于普鲁士的文章，而是在１８５１年１２

月至１８５２年１月为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写了关于英国的

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因该杂志停刊而没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２８—２４０页）。——第５２４页。

２５１ 在劳拉受马克思的委托而写的这封信中谈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１８６４年５月９日在曼彻斯特逝世的威廉·沃尔弗（“鲁普

斯”）的传记。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打算写沃尔弗的传记。这封信，

以及马克思撰写的《威廉·沃尔弗简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４卷第４９４—４９５页），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１８７６年，恩格

斯才在有名的著作《威廉·沃尔弗》中实现了自己和马克思的想法（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１—１０６页）。——第５２５页。

２５２ 这里发表的爱琳娜·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信反映了马克思设

法为巴黎公社的流亡者阿里斯蒂德·巴雷找工作。——第５２５页。

２５３ 里斯本工会联合会“工人兄弟会”号召英国工人支持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９日

开始的葡萄牙铸工罢工和阻止英国工人去顶替的呼吁书，寄到伦敦总

委员会葡萄牙通讯书记恩格斯那里。恩格斯的登记：“里斯本，７２年１０

月２日，地方联合会委员会。副本送赖利１４１０”证明了这一点。恩格

斯把这个文件寄给《国际先驱报》编辑威·赖利。赖利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９

日以《致英国工人》（《Ｔｏ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为题发表了

这个呼吁书。——第５２６页。

２５４ 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４号《英国消息》栏中刊载的报

道声称，庆祝会是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０２）成

立三十六周年而举行的。这个庆祝会带有国际性。祝词采用三种语言

——德语、英语和法语。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话的还有前公社社员、

波兰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将军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等人。德国和国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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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的老战士弗·列斯纳寄了贺信。报道中指出，协会高举共产主义

的旗帜。报道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第１５卷附录。在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话的报道中有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第

５２７页。

２５５ 这里发表的《政治学手册》１８９２年版第３卷和《布罗克豪斯百科全

书》１８９３年版第６卷（《Ｈａｎｄ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Ｂｄ ，１８９２和《Ｂｒｏｃｋｈａｕｓ’Ｋ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ｘｉｋｏｎ》 Ｂｄ ，

１８９３）上发表的恩格斯简历是经过他本人校阅的。这两种辞典的出版者

的信：１８９１年５月２２日路·埃耳斯特尔致恩格斯的信和１８９２年１０月

７日弗·布罗克豪斯致恩格斯的信可以证实这一点。恩格斯曾经对收

入布罗克豪斯辞典的条目作过某些补充（见本卷第３９３页）。关于这些

传记性条目中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的发表情况，见《卡·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生前的版本和发表》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７年莫斯科版第１和２

部分。——第５３０页。

０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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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德勒，维克多（Ａｄｌｓｒ，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５２—

１９１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

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５年曾与恩格

斯通信；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

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 第

３９８页。

阿尔诺，安都昂（Ａｒｎａｕｄ，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３１—

１８８５）——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

第４４２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２８７左右—

２１２）——古希腊伟大的学者，数学家和

力学家。——第３３１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意

大利最大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

作者。——第４２４页。

阿里斯托夫，尼古拉·雅柯夫列维奇

（ ， １８３４—

１８８２）——俄国历史学家；写有一些古

代罗斯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７５页。

阿马杜，埃克托尔（Ａｍａｄｏｕ，Ｈｅｃｔｏｒ生于

１８４３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茹·盖

得的近友和战友；积极参加宣传社会主

义思想和组织国际意大利支部；曾自荐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意大利

文。——第３６５页。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Ｅｌｓｎ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激进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

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

第５２５页。

埃 伦博根，威廉（Ｅｌｌｅｎｂｏｇｅ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６３—１９５１）——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

家，社会民主党人；八十至九十年代为

维也纳报纸《人民论坛》和《工人报》的

撰稿人。——第４９５、５０２、５０３页。

艾威林，爱德华（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５１—

１８９８）——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

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

１８８４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

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

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

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８９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

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３８４—

３８５、４８８、４９２、５０１页。

安德鲁斯，伊斯雷尔·德·伍尔夫（Ａｎ－

ｄｒｅｗｓ，ＩｓｒａｅｌｄｅＷｕｌｆ生于１８７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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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美国驻

加拿大的领事。——第８７页。

奥伯温德，亨利希（Ｏｂｅｒｗｉｎｄ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４６—１９１４）——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

家，新闻工作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

分子，后成为爱森纳赫派，《人民呼声

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编辑；１８３７—

１８７４年发表机会主义的纲领；七十年代

末脱离工人运动，八十年代末被揭露是

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第３８６页。

奥德曼，卡尔·古斯塔夫（Ｏｄ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１５—１９０４）——德国教育家，

写有许多贸易教科书。——第３６页。

奥顿诺凡－ 罗萨，耶利米（Ｏ’Ｄｏｎｏｖａｎ

Ｒｏｓｓａ，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１８３１—１９１５）——爱尔

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１８６５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７０年

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

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运动。——

第４３６页。

奥尔良公爵——见茹安维尔亲王，奥尔良

公爵。

奥尔洛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４８—１８８５）—— 俄

国经济学家，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创始人

之一。——第３７２页。

奥耳索普（Ａｌｌｓｏｐ）——托马斯·奥耳索普

的妻子。——第４５７、４６４、４６５页。

奥耳索普，托马斯（Ａｌｌｓｏｐ，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０）——英国民主主义者，宪

章派；在援助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方面同

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以及恩

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４５４、４６４—

４６５、４６８、４７２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

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１８４８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 第

３４７—３５２页。

奥斯渥特（Ｏｓｗａｌｄ）——在伦敦的德国流

亡者，烟草商。——第４１３页。

奥斯渥特，欧根（Ｏｓｗａｌｄ，Ｅｕｇｅｎ１８２６—

１９１２）——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

国。——第３６５页。

Ｂ
巴 顿，约 翰 （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７８９—

１８５２）——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１３２

页。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Ｂａｌｚａｃ，Ｈｏｎｏｒé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

作家。——第４８４页。

巴甫洛夫，阿列克塞·斯切潘诺维奇

（ ，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８）——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俄

国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史纲》的作

者。——第３７９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二国际内进行

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３７８页。

巴雷，阿里斯蒂德（Ｂａｒｒé，Ａｒｉｓｔｉｄｅ生于

１８４０年）——法国工人，金属切割工；巴

黎公社的参加者。——第５２５页。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４），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

２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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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

４４５页。

巴托尔迪，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Ｂａｒ－

ｔｈｏｌｄｉ，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３４—

１９０４）——法国雕塑家，纽约自由女神

像的作者。——第４８７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Ｂｕｒｎｓ，Ｌｙｄｉａ

（Ｌｉｚｚｙ，Ｌｉｚｚｉｅ）１８２７—１８７８）——爱尔兰

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恩格斯的妻子。——第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７、

４５０、４６３—４６５页。

白恩士，玛丽·艾伦（Ｂｕｒｎｓ，ＭａｒｙＥｌｌｅｎ

生于１８６１年左右）（夫姓罗舍Ｒｏｓｈｅｒ）

（彭普斯Ｐｕｍｐｓ）—— 恩格斯的内侄

女。——第４３３、４３５、４５０页。

白 恩 士，约 翰（Ｂｕｒｎｓ，Ｊｏｈｎ１８５８—

１９４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

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

工人罢工（１８８９）的领导者；１８９２年起为

议会议员；九十年代中转到自由派工联

主义立场。——第４９４—４９５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

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１８６９）和领

导人之一，国会议员（１８７７—１８７９）；接

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４７３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áｎｏｓ１８１７—

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

也是秘密警探。——第４１６页。

鲍利，菲力浦·维克多（Ｐａｕｌｉ，Ｐｈｉｌｉｐｐ

Ｖｉｋｔｏｒ１８３６—１９１６以后）—— 德国化

学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

切。——第４８１页。

鲍利，克拉拉（Ｐａｕｌｉ，Ｃｌａｒａ）——菲力浦·

鲍利的女儿。——第４８１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

第４０３、５１５页。

鲍威尔，路易（Ｂａｕｅｒ，Ｌｏｕｉｓ）——德国医

生；１８４９年迁居伦敦，在那里加入德国

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集团。——第４１０

页。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Ｂｅｒｎａｙｓ，

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５—１８７９）（１８４４年以

前叫斐迪南·策莱斯廷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１８４４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

《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

加下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美

国。——第４０６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动

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

制刷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国际各次代表

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发行人

（１８６６—１８７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３６４页。

贝 利，赛 米 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

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第３７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

ｗａｒｄ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历

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

３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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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公社辩护。——第３６４页。

比夏，玛丽·弗朗索瓦·克萨维埃（Ｂｉ－

ｃｈａｔ，Ｍａｒｉ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Ｘａｖｉｅｒ１７７１—

１８０２）——杰出的法国解剖学家和生理

学家。——第５３页。

俾 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

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和１８７３—

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邦首相（１８６７—

１８７１）和德意志帝国首相（１８７１—

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

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１８７８年颁布了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３８６、４５６、

５２８页。

彼得逊，尼古拉·洛伦佐（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Ｎｉ

－ｋｏｌａｉＬｏｒｅｎｚｏ１８５４—１９１６左右）——

丹麦工人运动活动家；丹麦社会民主党

左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

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４９３、４９７页。

彼拉多，本丢（ＰｏｎｔｉｕｓＰｉｌａｔｕｓ约死于３７

年）—— 犹 太 的 罗 马 总 督（２６—

３６）。——第１５６、１９３页。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８２９—１９１８）（笔名

恩·弗列罗夫斯基 ）——

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

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作

者。——第１５８页。

别兹奥勃拉佐夫，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

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俄国经济学家和国家

活动家，院士，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人物。——第３７４页。

波 尔 特，弗 里 德 里 希 （Ｂｏｌｔ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

茄烟工人，德国人；国际北美各支部联

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工人报》编

委，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

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第３６５页。

波 克 罕，西 吉 兹 蒙 特 · 路 德 维 希

（Ｂｏｒｋｈｅｉｍ，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２６—

１８８５）——德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

失败后流亡瑞士；１８５１年起是伦敦商

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

系。——第３６５页。

波克罗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８—

１９１５）——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

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之一。—— 第

３７４、３７５页。

波洛夫措夫，阿纳托利·维克多罗维奇

（ ， １８４９—

１９０５）——俄国历史学家，写有俄国农

村公社方面的著作。——第３７６页。

波洛克，乔治（Ｐｏｌｌｏｃｋ，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军医，１８６７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

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

员。——第４３６页。

波佩（Ｐｏｐｐｅｙ）——马克思一家在特利尔

的熟人。——第５１６页。

波普，尤利 乌斯（Ｐｏｐｐ，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４９—

１９０２）——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皮鞋工人；１８８９年

国 际社 会 主 义 工 人代 表 大 会 代

表。——第５００页。

波斯尼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 ， １８４６—

１９２１）——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公

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作者。—— 第

３７６—３７９页。

波特耳，弗雷德里克（Ｐｏｔｅｌ，Ｆｒéｄéｒｉｃ死于

４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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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假名吕肯Ｌｕｃａｉｎ）——

在比利时的法国侨民，巴黎公社的参加

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

表。——第３６５页。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３０—

１７４２）——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的代表。——第５３页。

勃兰德，伊格纳茨（Ｂｒａｎｄ，Ｉｇｎａｚ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维也

纳人民书籍出版社创办人。——第５０４

页。

勃廖艾尔（Ｂｒａｕｅｒ）——德国裁缝，拉萨尔

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活动家；七十年

代中被开除出联合会，领导一个反对和

爱森纳赫派合并的“纯粹拉萨尔派”的

小团体。——第３８６页。

伯恩利，约瑟夫·休默（Ｂｕｒｎ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Ｈｕｍｅ十九世纪）——１８５９—１８６４年英

国驻瑞士大使馆秘书。——第７３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５０—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９５年恩格斯

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

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

一。——第４７９页。

伯斯，威廉（Ｂｕｒｒｓ，Ｗｉｌｌｉａｍ）——曼彻斯

特一家贸易公司老板。——第４４０页。

博 尔 科 夫 斯 基，伊 万 · 托 米 奇

（ ， １８３１—死于九

十年代）——俄国统计学家，曾领导交

通部统计处工作。——第３７４页。

博哥列波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 ， １８４６—

１９０１）——俄国国家活动家；莫斯科大

学教授；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编纂

者。——第３７２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

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

党左翼领袖。——第３５４、３５５、４３７页。

布兰克，弗里德里希（Ｂｌａｎ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生

于１８４６年）——恩格斯的外甥，他的妹

妹玛丽亚和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

儿子。——第４０４页。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Ｂｌａｎｋ，ＫａｒｌＥｍｉｌ

１８１７—１８９３）——在伦敦的德国商人，

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

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 第

４０４、４０５页。

布兰克，玛丽亚（Ｂｌａｎｋ，Ｍａｒｉｅ１８２４—

１９０１）——恩格斯的妹妹，１８４５年起为

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

第４０４页。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ｒｎｅｓｔ－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１８３７—１８９１）——法国将军，陆军

部长（１８８６—１８８７）。——第４８８页。

布雷默尔，海尔曼（Ｂｒｅｈｍ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６—１８８９）——布勒斯劳的大学生，

布勒斯劳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

（１８４８），《新莱茵报》通讯员。—— 第

４０８页。

布 龙，卡 尔（Ｂｒｕｈｎ，Ｋａｒｌ 生 于 １８０３

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被开除出同盟；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者；六

十年代为汉堡的报纸《北极星》的出版

者。——第４０８、４０９页。

布尼亚科夫斯基，维克多·雅柯夫列维奇

（ ，

１８０４—１８８９）——著名的俄国数学家，

《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公

５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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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应用》一书的作者。—— 第３７５

页。

Ｃ

采托，卡尔·菲力浦（Ｃｅｔｔｏ，ＫａｒｌＰｈｉ－

ｌｉｐｐ）——特利尔商人，莱茵报出版公司

股东。——第５１１页。

查 佩 尔（Ｃｈａｐｐｅｌ）—— 英 国 海 军 军

官。——第３３２、３３４页。

查斯拉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４—

１８７８）——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写有许多俄国谷物贸易和生产率方面

的著作。——第３７３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

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

之一。——第３７６、３８０页。

Ｄ

达金斯（Ｄａｋｙｎｓ）——英国地质学家，１８６９

年起为曼彻斯特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３６５

页。

丹尼尔斯（曼彻斯特的）（Ｄａｎｉｅｌｓ）——第

４２９页。

丹 尼 尔 斯（Ｄａｎｉｅｌｓ）—— 前 者 的 妻

子。——第４２９页。

但丁 ·阿 利格 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伟 大的意大 利 诗

人。——第４０１、４８７—４８８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密斯·斯坦

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

ｌｅ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２６—１８９３）——英国国家

活动家，外交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１８７８）。——第４６９页。

德 尔，欧 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４７）——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

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 第９０

页。

德尔沃（Ｄｅｒｖａｕｘ，Ａ ）——巴黎莫里斯·

拉沙特尔书店职员。——第４４５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法国，后流亡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

恩格斯；后脱离政治活动。——第３６４、

４２５页。

德雷尔，西蒙（Ｄｅｒｅｕｒｅ，Ｓｉｍｏｎ１８３８—

１９００）——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

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

黎支部成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美国；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

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８２年起为法国工人党

党员。——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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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４６８页。

德·罗别尔提，叶甫盖尼·瓦连廷诺维奇

（ ，

１８４３—１９１５）——俄国社会学家和实证

论哲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七

十年代是地方自治派活动家，后侨居法

国。——第３７６页。

德米特里也夫，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２９—

１８９４）——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评

恩格尔曼先生的〈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

６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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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权〉》的作者。——第３７９页。

德·摩尔根，约翰（ＤｅＭｏｒｇａｎ，Ｊｏｈｎ）——

爱尔兰社会主义者，英国共和主义运动

的参加者，国际会员。——第４５４页。

德穆特，海伦（琳蘅，尼姆）（Ｄｅｍｕｔｈ，Ｈｅ－

ｌｅｎｅ（Ｌｅｎｃｈｅｎ，Ｎｉｍ）１８２０—１８９０）——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马克思

逝世后住在恩格斯家。—— 第４３８、

４４９、４６３、４６４、４７８、５２８页。

德纳，查理·安德森（Ｄａｎａ，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１８１９—１８９７）——美国进步新闻

工作者；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约每日

论坛报》编辑之一。——第４２３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 第

２１２—２２２页。

德沃夏克，阿德尔海德（Ｄｖｏｒａｋ，Ａｄｅｌ－

ｈｅｉｄ １８６９—１９３９）（夫 姓 波 普

Ｐｏｐｐ）——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工厂女

工，政论家，积极参加奥地利妇女运动

和国际妇女运动；１８９３年苏黎世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女工报》编

辑部的成员（１８９４—１８９９）。—— 第

４９９、５００页。

邓斯·司各脱，约翰（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Ｊｏｈｎ

１２６６左右—１３０８）——中世纪经院哲学

家，唯名论的代表人物。——第９１页。

狄慈根，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８—

１８８８）——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活动家，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

唯物主义若干原理；国际会员，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职业是制革工

人。——第３６４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

袖，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第４６８页。

丁勒，约翰·哥特弗里德（Ｄｉｎｇｌ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７７８—１８５５）—— 德国

化学家，一些技术杂志的出版者。——

第３３１页。

杜邦，欧仁（Ｄｕｐｏｎ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１左右—

１８８１）——法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著

名活动家；１８６２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法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５—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为国际不列颠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４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战友。——第３６６页。

杜朗，鲁道夫（Ｄｕｌｏｎ，Ｒｕ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７—

１８７０）——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

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１８５３年流亡美

国。——第４１３页。

杜林，欧根·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

和经济学家，形而上学者；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的代表。——第３５页。

杜能，约翰·亨利希·冯（Ｔｈüｎ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７８３—１８５０）——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过农业经济问

题。——第２８页。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敦克尔，弗兰茨（Ｄｕｎｃｋｅｒ，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２—

１８８８）——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

出版商。——第４２８页。

Ｅ

恩格尔曼，伊万·叶哥罗维奇（ ，

１８３２—１９１２）——俄国法

学家；《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地所有权》

７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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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第３７７页。

恩格斯（Ｅｎｇｅｌｓ１７９０—１８５５）——德国军

官；１８４７—１８４９ 年 任 科 伦 警 备 司

令。——第３４５、３４６页。

恩格斯，艾米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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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页。

恩格斯，爱利莎（Ｅｎｇｅｌｓ，Ｅｌｉｓｅ１８３４—

１９１２）（夫 姓 格 里 斯 海 姆

Ｇｒｉｅｓｈｅｉｍ）——恩格斯的妹妹。——第

４０５页。

恩格斯，爱利莎·弗兰契斯卡（Ｅｎｇｅｌｓ，

Ｅｌｉｓｅ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１７９７—１８７３）——恩格

斯的母亲。——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恩格斯，恩玛（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ｍａ生于１８３４

年）—— 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的妻

子。——第４９７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０）——恩格斯的父亲。——

第５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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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４７７页。

恩格斯，莉迪娅——见白恩士，莉迪娅（莉

希）。

恩格斯，玛丽亚——见布兰克，玛丽亚。

Ｆ

法 伊埃，欧仁（Ｆａｉｌｌｅ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４０—

１９１２）（笔名杜蒙Ｄｕｍｏｎｔ）——法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

黎和卢昂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后 为法国 工 人党 党

员。——第３６５页。

方塔纳，若瑟（Ｆｏｎｔａｎａ，Ｊｏｓé）——葡萄牙

工人运动活动家，里斯本工人兄弟会书

记。——第５２６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Ｆｉｃｋ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８—

１８６５）——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民主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

士，后流亡英国和美国；曾加入在伦敦

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鼓动者协

会”。——第４１３页。

菲勒克（Ｖｉｅｒｅｃｋ）——德国女演员，路易·

菲勒克的母亲。——第４７３页。

菲 勒克，路 易（Ｖｉｅｒｅｃｋ，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１—

１９２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党的右翼领

袖之一；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是帝国国会议

员；１８９６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

动。——第４７３页。

菲力浦斯，莱昂（Ｐｈｉｌｉｐｓ，Ｌｉｏｎ１７９４—

１８６６）——马克思的姨父。——第４０８

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４０１页。

芬 克，威 廉（Ｆｉｎｋ，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３３—

１８９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的撰稿人。——第４５１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 德国 诗 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的朋友；

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４２３、

４２７页。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Ｆｒｅｙｂｅｒｇｅｒ，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６３—１９３４）———奥地利医生；

１８９４年起是路易莎·考茨基的丈

夫。——第５３５页。

弗兰克，古斯达夫（Ｆｒａｎｃｋ，Ｇｕｓｔａｖ死于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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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０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 第

４１３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

黎公社委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

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

友。——第３６５、４６０页。

弗朗萨——见诺布雷－弗朗萨，若瑟。

弗累克勒斯，斐迪南（Ｆｌｅｃｋｌｅｓ，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约死于１８９４年）——德国医生，在

卡尔斯巴德行医，同马克思相识。——

第４６７、４７６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 第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８

页。

弗列罗夫斯基——见别尔维，瓦西里·瓦

西里也维奇。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

Ｗａｌｅｒｙ１８３６—１９０８）—— 波兰和国际

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

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

枯宁的斗争。——第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６页。

福克纳（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ＥＪ）——恩格斯在

曼彻斯特的熟人。——第４２９页。

福琼，罗伯特（Ｆｏｒｔｕ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３—

１８８０）——苏格兰植物学家和旅行家，

曾到过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中国产茶

省份游记》一书的作者。——第８２页。

Ｇ

盖得，茹尔（Ｇｕｅｓ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２２）

（真 名 巴 集 耳，马 蒂 约 Ｂａｓｉｌｅ，

Ｍａｔｈｉｅｕ）——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

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

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

的宣传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革命派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

争。——第４８３页。

盖里埃，安东·昂布鲁瓦兹（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Ａｎ

ｔｏｉｎｅ－Ａｍｂｒｏｉｓｅ１８１８—１８７７）—— 法

国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接近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５２２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８—

１９１０）——圣彼得堡大学教会法教授，

写 有许 多 俄 国 法 律史 方 面 的 著

作。——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

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２５、９１页。

戈夫，休（Ｇｏｕｇｈ，Ｈｕｇｈ１７７９—１８６９）——

英国元帅，在反锡克教徒战争期间任驻

印度的英军司令。——第３４５页。

戈克，阿曼特（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

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国际会员；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４１３、４８５页。

戈利采夫，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５０—

１９０６）——俄国政论家和自由派文学评

论家。——第３７９页。

格尔茨，弗兰茨（Ｇｏｒｔｚ，Ｆｒａｎｚ１７８８—

１８６５）——特利尔市市长。——第５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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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哈特，亨德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ｔ，Ｈｅｎｄｒｉｋ

１８２９左右—１８８６）——荷兰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职业是裁缝，国际荷兰支部的

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追随巴枯宁派。—— 第

３６４页。

格拉多夫斯基，亚历山大·德米特里也维

奇（ ，

１８４１—１８８９）——俄国法学史家和政论

家，写有俄国地方管理机构史方面的著

作。——第３７８页。

格拉高，奥托（Ｇｌａｇａｕ，Ｏｔｔｏ）——德国作

家和政论家，写有交易所投机和滥设企

业热方面的著作。——第４７０页。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Ｇｌａｓｅｒｄｅ

Ｗｉｌｌｅｂｒｏｒｄ，Ｅ）——比利时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成

员。——第３６４、４４０页。

格里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１８３７—１９１９）——俄国历史学家，莫斯

科大学通史教授。——第３７９页。

格 林，雅 科 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著名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

大学教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

一，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

第６７页。

格内科，欧多克西奥·塞扎尔·达泽多

（Ｇｎｅｃｃｏ，ＥｕｄóｘｉｏＣｅｓａｒｄＡｚｅｄｏ）——

葡萄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葡萄牙社会党

创始人之一，《抗议报》编辑。—— 第

３６５页。

龚佩尔特，爱德华（Ｇｕｍｐｅｒｔ，Ｅｄｕａｒｄ死于

１８９３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４５５、４５８

页。

谷兹科夫，卡尔（Ｇｕｔｚｋｏｗ，Ｋａｒｌ１８１１—

１８７８）——德国作家和戏剧家，“青年德

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４２５页。

Ｈ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 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普鲁土和俄国土地关系史

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

动的农奴主。——第６７页。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

极星报》和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曾

同 马克 思 和 恩 格 斯保 持 友 好 联

系。——第３４７—３５２页。

海德曼（Ｈｅｉｄｅｍａｎｎ，Ａ ）——马克思在伦

敦的债权人。——第４１１页。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 英国社会主

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

（１８８１）和领袖，该联盟于１８８４年改组

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

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英国社

会党领袖之一，１９１６年因进行有利于帝

国 主义 战 争 的 宣 传而 被 开 除 出

党。——第５０１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 著名的德国革命诗

人；１８４２年接近马克思，《莱茵报》撰稿

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

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一度支持拉萨

尔，后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党员。——第５１４、５２２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４０３、４６６、５１６、５１８页。

海 因 岑，卡 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９—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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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０年秋定

居美国。——第４１３、４２５页。

汉特，亨利·朱利安（Ｈｕｎｔｅｒ，ＨｅｎｒｙＪｕ

ｌａｉｎ）——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

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第４３２

页。

赫勒尔，胡果（Ｈｅｌｌｅｒ，Ｈｕｇｏ）——维也纳

书商。——第５０４页。

赫列勃尼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Ｘ ， １８４０—

１８８０）——俄国国家法史学家，写有许

多关 于 俄国 国 家 结 构 问 题 的 著

作。——第３７７、３１９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普法战争期间采取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后侨居美国。—— 第

４５１页。

赫 斯，莫 泽 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ｅ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第５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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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

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 生于１８３９

年）——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职业是

织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

和书记；从１８７２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

其拥护者，企图夺取国际组织的领导

权；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

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４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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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４４页。

洪堡，亚历山大（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６９—１８５９）——德国大学者，自然科

学家和旅行家。——第３６９页。

惠特，瓦尔特（Ｗｈｉｔｔｅｒ，Ｗａｌｔｅｒ）——伦

敦房主。——第４５４页。

霍斯默（Ｈｏｓｍｅｒ）—— 英国人。—— 第

３６６页。

Ｊ

吉霍米罗夫（ ， ）——《基姆

雷镇的制鞋业》一文的作者。—— 第

３７４页。

吉约姆，詹姆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

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海牙 代 表 大 会 上被 开 除 出 国

际。——第３７８、４４８页。

济格尔，阿尔伯特（Ｓｉｇｅｌ，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２７—

１８８４）——德国军官，新闻工作者，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

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

国，１８５３年侨居美国。——第４１３页。

济 格 尔，弗兰 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４—

１９０２）——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

参加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

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流

亡瑞士，后流亡英国，１８５２年迁居美

国。——第４１３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９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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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

者。——第６２页。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５４—１９４０）——法国社会主义者，法

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

《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

济学和历史著作，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世纪初脱离工

人运动。——第４７９、４８４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伦敦的小资

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

和恩格斯。——第４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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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３页。

Ｋ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１８４９—

１９１９）——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莫斯科大学教授，写有许多经济学和统

计学著作。——第３７２页。

卡尔，康拉德（Ｃａｒｌ，Ｃｏｎｒａｄ死于１８９０

年）——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美

国，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曾参加《工

人报》编辑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

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３６５

页。

卡拉乔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８１９—

１８８５）——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院

士；《俄国古代和现代的劳动组合》一书

的作者。——第３７６页。

卡列也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５０—１９３１）—— 著

名的俄国现代史学家。——第３７８页。

卡 普 斯 亭，谢 苗 · 雅 柯 夫 列 维 奇

（ ， １８２８—

１８９１）——俄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俄

罗斯民族的土地占有形式》一书的作

者。——第３７５页。

卡维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也维奇

（ ，

１８１８—１８８５）——俄国历史学家，法学

家和社会学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政论

家。——第３７９页。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宣传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

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第９０、

１０４、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６页。

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

（Ｋｅｌｌｅｙ－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１８５９—１９３２）——美国社会主义者，后

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

文。——第４９１、４９８页。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Ｃａｍｐｅ，

Ｊｏｈａｎｎ Ｊｕｌｉｕｓ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６７）——德国书商和出版商；１８２３年

起 是汉 堡 一 家 出 版公 司 老 板 之

一。——第４０３页。

康替龙，理查（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６８０—

１７３４）——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

先驱。——第４０页。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

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

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第

４７８—４７９页。

考茨基，路易莎（Ｋａｕｔｓｋｙ，Ｌｏｕｉｓｅ１８６０—

２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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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第二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Ｆｒｅｙ

－ｂｅｒｇｅｒ）——奥地利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

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女工报》编辑部

成员，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１８９３）

代表；卡·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

第３９８、４９０、４９４、４９９页。

考夫曼，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

（ ， 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信贷和财政问题

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

的作者。——第３７５、３７７、４７０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ｎｍａｓ）——十

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７６页。

柯蒂斯，威廉（Ｃｕｒｔ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４６—

１７９９）——英国学者，植物学家和昆虫

学家。——第７５页。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６）——俄国社会学家，历史

学家、民族志学家和法学家；写有许多

原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

３７８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２４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议会议员；《晨星报》编辑，自由

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之一。——第３４８、３５４页。

科德林顿，爱德华（Ｃｏｄｒ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７０—１８５１）——英国海军上将。——

第３３５页。

科勒特，科勒特·多布森（Ｃｏｌｌｅｔ，Ｃｏｌｌｅｔ

Ｄｏｂｓｏｎ）——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

社会活动家；１８６６年起为《外交评论》杂

志的出版者。——第３６６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

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领导匈牙利

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

拿巴集团求援。——第４１５页。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科滕多夫男爵

（Ｃｏｔｔａ，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

Ｃｏｔｔｅｎｄｏｒｆ１７９６—１８６３）——德国出版

商，１８３２—１８６３年为一家大出版公司所

有人。——第４２５页。

科伊特根，卡尔（Ｋｅｕｔｇｅｎ，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１１

年）——不来梅商人。——第３３５、３３６、

３４０页。

克 比，威 廉（Ｋｉｒ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９—

１８５０）——英国学者，昆虫学家。——

第７５页。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８９５）（笔 名 斯捷 普 尼 亚 克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革命

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１８８４年起住在英

国，同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

林有过联系；《才离虎口又入狼群》一书

的作者。——第３７７页。

克拉克斯顿，克里斯托弗（Ｃｌａｘｔｏｎ，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ｈｅｒ１７９０—１８６８）——英国工程师，

海军军官。——第３３５页。

克莱因，卡尔·威廉（Ｋｌｅｉｎ，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德国工人，１８４９年爱北斐特

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５２年起流亡美国，曾参加组

织各种工人联合会；后为国际会

３９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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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第４２４页。

克朗梅尔（Ｃｌｏｎｍｅｌ）—— 爱尔兰政治

犯。——第４３７页。

克劳斯，阿·（ ， ）——俄国政论

家；七十年代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

《我们的移民区》一书的作者。——第

３７７页。

克劳斯，贝尔纳德（Ｋｒａｕｓ，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２８—１８８７）——奥地利医生，《维也纳

医学总汇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

（１８５６—１８８７）。——第４６０页。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Ｋｒｕｍ－

ｍａ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ｈｅ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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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４页。

克路斯，阿道夫（Ｃｌｕβ，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５—

１９０５）——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

之一，职业是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１８４８年流亡美国；五十年代曾为

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

纸撰稿。—— 第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７—４２６

页。

克伦特根，约翰（Ｃｌｅｎｔｇｅｎ，Ｊｏｈａｎｎ）——特

利尔的大土地占有者，莱茵报公司的股

东。——第５１１页。

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Ｋｏｔｔｇｅｎ，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０５—１８８２）—— 德国

画家和诗人，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

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

义”。——第５３４页。

肯宁格姆，威廉（Ｃｏｎｉｎｇｈａｍ，Ｗｉｌｌｉａｍ生于

１８１５年）——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

１８５８年２月被选为出席宪章派代表会

议的代表。——第３５４页。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埃蒂耶纳（Ｃｏｕｒ－

ｎｅｔ， Ｆｒéｄéｒｉｃ － 毦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３９—

１８８５）——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

国，国 际 总 委 员 会 委 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第４４２页。

库尔齐乌斯（昆图斯·库尔齐乌斯·鲁富

斯）（ＱｕｉｎｔｕｓＣｕｒｔｉｕｓＲｕｆｕｓ 一 世

纪）—— 古 罗马 历 史学 家 和 雄 辩

家。——第６７页。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 德 国 医 生，德 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

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

３６４页。

魁 奈，弗 朗 斯 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的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

第４０、５３、６４、９０页。

Ｌ

拉德纳，迪奥尼修斯（Ｌａｒｄｎｅｒ，Ｄｉｏｎｙ－

ｓｉｕｓ１７９３—１８５９）——英国学者，在自

然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写了大

量通俗读物。——第９６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

传家和政论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

班牙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６９），曾参加建

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法国工人党

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７９）；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

夫。——第３６５、４３１、４４８、４７９、４８８页。

拉法格，劳拉——见马克思，劳拉。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４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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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国社

会学家和政论家，革命的民粹派思想家

之一，１８７０年起侨居国外；国际会员，巴

黎公社参加者，民粹派一些期刊的编

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

３７５、３８０页。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

·德·莫内（Ｌａｍａｒｃｋ，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

ｓｔｅ－Ｐｉｅｒｒ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ｄｅＭｏｎｅｔ１７４４—

１８２９）——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生

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的创立者，

达尔文的先驱。——第５３页。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２０、１３２、１７３页。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Ｌａｐｌａｃｅ，Ｐｉｅｒｒｅ

－Ｓｉｍｏｎ１７４９—１８２７）——杰出的法国

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关

于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打破了宗

教关于宇宙形成的概念。—— 第５３

页。

拉·塞西利亚，拿破仑涅（ＬａＣｅｃｉｌｉａ，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ｅ１８３５—１８７８）——法国革命

家（意大利人）；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

巴黎公社的将军，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

国；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

系。——第３６４页。

拉沙特尔，莫里斯（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１４—１９００）—— 法国进步的新闻记

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 第

４４５、４５２、４５３、４５７—４５９页。

拉瓦锡，安都昂·罗朗（Ｌａｖｏｉｓｉｅｒ，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ａｕｒｅｎｔ１７４３—１７９４）—— 杰出

的法国化学家；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

假说，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燃烧和焙烧

的现象就是物质与氧气化合的过程；同

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

究。——第５３页。

拉也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俄国农业局局长，关于俄国

粮食贸易和生产率一书的作者之

一。——第３７４页。

拉羽尔，路易（Ｌａｈｕｒｅ，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０左右—

１８７８）——印刷《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

的巴黎印刷厂主。——第４４５、４５９页。

莱勒，约翰（Ｌａｌｏｒ，Ｊｏｈｎ１８１４—１８５６）——

英 国资 产 阶 级 政 论家 和 经 济 学

家。——第２４页。

赖利，威廉·哈里逊（Ｒｉ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３５—１９０７）——英国社会主

义者，新闻工作者，《国际先驱报》的编

辑和发行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反对委员会里的

改良派。——第４５０页。

赖辛巴赫，奥斯卡尔（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Ｏｓ－

ｋａｒ生于１８１５年）——伯爵，西里西亚

的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１８５０年 起 侨 居 英 国，后 迁 美

国。——第４１３页。

兰利，巴克斯特（Ｌａｎｇｌｅｙ，ＪＢａｘｔｅｒ）——

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晨星报》的

出版者。——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朗德克，贝尔纳（Ｌａｎｄｅｃｋ，Ｂｅｒｎａｒｄ生于

１８３２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侨居伦敦；反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世

界联盟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第

４４６页。

朗 格，约 翰 （Ｌａｎｇｅ，Ｊｏｈｎ １７７５—

１８４４）——德国造船技师。——第３３６、

３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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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凯斯特，埃德温·雷伊（Ｌａｎｋｅｓｔｅｒ，Ｅｄ

ｗｉｎＲａｙ１８４７—１９２９）——英国学者，生

物学家。——第４８６页。

朗维耶，加布里埃尔（Ｒａｎｖｉｅｒ，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２８—１８７９）——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

家，巴黎公社委员，流亡英国；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

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

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４４２页。

劳埃德，亨利·德马雷斯特（Ｌｌｏｙｄ，Ｈｅｎ

－ｒｙＤｅｍａｒｅｓｔ１８４７—１９０３）—— 著名

的美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反对垄

断，支持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第

４９６页。

勒布朗，阿尔伯·费里克斯（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ｌ

－ｂｅｒｔ－Ｆｅｌｉｘ生于１８４４年）——法国

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曾追随巴枯宁派，

职业是工程师，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英国。——第４５４、４６４页。

勒费夫尔－龙西埃，保尔·弗雷德里克

（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 Ｒｏｎｃｉｅｒ， Ｐａｕｌ

Ｆｒéｄéｒｉｃ）——法国军官，职业是律师；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伦敦；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

参加者，马克思的熟人。—— 第３６５

页。

勒穆修，本杰明（ＬｅＭｏｕｓｓｕ，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生

于 １８４６ 年）（化 名 孔 斯 旦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

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

第３６５、４３９页。

雷德福（Ｒａｄｆｏｒｄ）——英国法学家，马克

思一家在特利尔的熟人。——第５２９

页。

雷姆克，哥特利布（Ｌｅｍｋｅ，Ｇｏｔｔｉｅｂ１８４４

左右—１８８５），——伦敦德意志工人共

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４７７页。

雷 尼 埃，马 屠 朗（Ｒéｇｎｉｅｒ，Ｍａｔｈｕｒｉｎ

１５７３—１６１３）——法国讽刺诗人。——

第１０页。

雷尼亚尔，阿尔伯（Ｒｅｇｎ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生于

１８３６年）——法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

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失败后

流亡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

国。——第３６５页。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

闻》的出版者。——第３５５页。

雷韦尔洪（Ｒｅｖｅｒｃｈｏｎ）——马克思一家在

特利尔的熟人。——第５１６页。

里德，托马斯·梅恩（Ｒｅｉｄ，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ｙｎｅ１８１８—１８８３）——著名的英国作

家，惊险小说作者。——第４１５页。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Ｒｅｅｖ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ｂｓｏｎ１８２７左右—１９０７）——英国出

版商和书商。——第４９２页。

里什洛，昂利·昂热·茹尔·弗朗索瓦

（Ｒｉｃｈｅｌｏｔ，Ｈｅｎｒｉ－Ａｎｇｅ－Ｊｕｌｅｓ－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１８１１—１８６４）——法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第９５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９００）—— 德国工人运动

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国际会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

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

（１８６９—１８７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６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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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友。——第４５ｌ、４６２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 治 经济 学 最 著 名 的 代 表 人

物。—— 第３７、４７、８０、９５、１２０、１２２、

２１２、４１８—４２１、４２６页。

列昂托维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３－

１９１１）——俄国法学史学家，１８６８年在

敖德萨出版的《古代克罗地亚—达尔马

戚亚的立法》一书的作者。——第３７６

页。

列曼（Ｌｅｈｍａｎｎ）——马克思一家在特利

尔的熟人。——第５１４、５１６页。

列斯凯，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

（Ｌｅｓｋｅ，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１—

１８８６）——达姆施塔特一家出版社老

板。——第４０６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敦；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积极

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１８７２），历届国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后

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４４９

页。

龙格，昂利（哈利）（Ｌｏｎｇｕｅｔ，Ｈｅｎｒｙ（Ｈａｒ

ｒｙ）１８７８—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外孙，马

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

子。——第５２９页。

龙格，让·罗朗·弗雷德思克（Ｌｏｎｇｕｅｔ，

Ｊｅ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８７６－

１９３８）（琼尼Ｊｏｈｎｎｙ）——马克思的外

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

儿子；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

良主义领袖之一。——第５２９页。

龙 格，沙 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９—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新闻工作者；蒲鲁东主义者，后为可

能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

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

４４８、４７６、５２９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７３年９月

—１８７４年７月）——马克思的外孙，马

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

子。——第４５８页。

龙格，燕妮——见马克思，燕妮。

隆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

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４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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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为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出版者；五十

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

者领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４０１、４１３、５２２、５３０、５３３页。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鲁萨诺夫（ ，ＨＡ ）——俄国历史

学家，写有许多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方

面的著作。——第３７６页。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 尔良 公爵，法 国 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６９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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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页。

罗霍尔，卡尔·威廉（Ｒｏｃｈｏｌｌ，ＣｌａｌＷ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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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ｍ１８０６—１８７６）——特利尔的教士，

泰奥多尔·西蒙斯的亲戚。——第５２１

页。

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亚历山大·

瓦 西 里 也 维 奇 （Ｐ

，

１８３２—１９１０）——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

家，《从十八世纪初到农奴制废除这一

时期的俄国贵族》一书的作者。——第

３７５页。

罗沙，沙尔（Ｒｏｃｈａｔ，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４４

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

社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

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

表会议代表。——第４４２页。

罗什弗尔，昂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１８３０—

１９１３）——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

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放到新喀里多

尼亚岛，后逃往英国；１８７４—１８７６年在

伦敦和布鲁塞尔再次出版英文和法文

杂志《灯笼》。——第４５７、４７６页。

罗 素，约 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３４８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６６页。

罗伊特，弗里茨（Ｒｅｕｔｅｒ，Ｆｒｉｔｚ１８１０—

１８７４）——德国幽默作家。——第２１３页。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８）——著名的俄国革命家，民粹派；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马克思《资

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俄译者；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６６页。

Ｍ

马丁，孔斯旦（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１８３９—

１９０６）——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１８７１ 年 伦 敦 代 表 会 议 代

表。——第４３９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４２０

页。

马洪，约翰·林肯（Ｍａｈｏｎ，ＪｏｈｎＬｉｎｃｏｌｎ

１８６４左右—１９３０）——英国工人运动活

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１８８４年１２月起

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１８８５年为同盟书

记，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组织者之

一（１８８７）。——第４８０页。

马克思，埃德加尔（Ｍａｒｘ，Ｅｄｇａｒ１８４７—

１８５５）（穆希Ｍｕｓｃｈ）——马克思的儿

子。——第３７０、５２４页。

马克思，爱琳娜（Ｍａｒｘ，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

１８９８）（杜西Ｔｕｓｓｙ）——马克思的小女

儿；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８４年起为爱德华

·艾威林的妻子。—— 第３８１、４３３、

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８、４５５、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３、

４６７—４６８、４８９、４９１、５０１、５０５、５２５、５２９

页。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Ｍａｒｘ，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马克思的女儿。——

第３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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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１７８８—

１８６３）（父姓普雷斯堡Ｐｒｅｓｂｕｒｇ（Ｐｒｅｓ－

ｂｏｒｃｋ））—— 马克思的母亲。—— 第

５１５、５２１页。

马克思，罕丽达（Ｍａｒｘ，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１８２０—

１８４５）——马克思的妹妹。——第５１５、

５２１页。

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Ｍａｒｘ，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Ｇｕｉｄｏ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小福克 斯

Ｆｏｘｃｈｅｎ）——马克思的儿子。—— 第

３７０页。

马克思，卡罗琳（Ｍａｒｘ，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１８２４—

１８４７）——马克思的妹妹。——第５１５

页。

马 克思，劳 拉（Ｍａｒｘ，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法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８年起为保尔·拉

法格的妻子。—— 第４３１、４４８、４７９、

４８６、５０５、５２４页。

马克思，索菲娅（Ｍａｒｘ，Ｓｏｐｈｉｅ１８１６—

１８８６）—— 马克思 的姐 姐。—— 第

５１５—５１６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

和助手。—— 第３６９—３７１、４１０、４１１、

４２４、４３６、４３８、４５７、４６３、４７１、４７５、４７６、

４７８、５１２—５２４、５２８—５２９页。

马 克 思，燕 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写有一组关于爱尔兰问题

的文章，１８７２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

子。—— 第４３２—４３８、４４８、４６３、４６７、

４７８、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７、５２０—５２３、５２８—

５２９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

政府首脑；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斗争的鼓

舞者之一。——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迈尔（Ｍａｙｅｒ）——贝尔塔兰·瑟美列在

伦敦的熟人。——第４１５页。

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保尔·比埃尔

（Ｍｅｒｃｉｅｒｄｅ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Ｐａｕｌ－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２０—１７９３）——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农主义者。——第９０页。

迈耶尔（Ｍｅｙｅｒ，Ｒ ）——美国社会主义工

人党执行委员会司库。——第３８４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ｄｏｌ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德国政

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的作

者。——第４７０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第１２５页。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

资本的理论。——第３７、９１、９５页。

麦克唐奈，约瑟夫·帕特里克（ＭａｃＤｏｎ－

ｎ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８４５—１９０６）——爱

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２年侨居美国，积极

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４３８页。

梅萨－列奥姆帕特，霍赛（ＭｅｓａｙＬｅｏｍ－

ｐａｒｔ，ｊｏｓé１８４０—１９０４）——西班牙工人

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

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

９９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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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

行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

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

人之一（１８７９）；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３６４、

３６５页。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Ｍüｌｌｅｒ－Ｔｅｌ

－ｌ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ａｒｄ约生于１８０８年）——

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通

讯员。——第４０９页。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Ｖｉｃｔｏｒ－ Ｒｉｑｕｅｔｉ，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７１５—

１７８９）——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

者。——第４０页。

米莱斯基（Ｍｉｌｅｓｋｉ）——在伦敦的波兰流

亡者；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 第

４４６页。

米特韦格（Ｍｉｔｔｗｅｇ）——特利尔的律师，

莱茵报公司的股东。——第５１２页。

莫 尔，约 瑟 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３—

１８４９）——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

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７—９月是科伦

工人联合会的主席，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

尔茨起义的参加者。——第５２８页。

莫尔斯沃思（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Ｊ）——曼彻

斯特一家商行老板。——第４４３页。

莫雷尔（Ｍｏｒｅｌ）——在伦敦的法国流亡

者。——第４６１页。

莫 斯 特，约 翰（Ｍｏｓｔ，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４６—

１９０６）——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小册子《资

本和劳动》的作者。——第４６２页。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Ｔｈｏ－

ｍａｓＪ １８２５左右—１８８４）——英国织

布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大会

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

良派，１８７３年被开除出国际。——第

４４８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８—

１９１１）——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

《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艾威林一

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６４页。

穆尔，托马斯（Ｍｏ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９—

１８５２）——爱尔兰诗人，被谱成歌曲的

《爱尔兰的旋律》（１８０７）的作者。——

第４３５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

派的摹仿者。——第２７、１２１—１２３、１７３

页。

Ｎ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３５０、４４６页。

纳霍德斯基，约瑟夫·克拉普卡（Ｎáｃｈｏｄ

－ｓｋｙ，ＪｏｓｅｆＫｒａｐｋａ）——曾把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译成捷克

文。——第５０４页。

涅鲁切夫，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

（Ｈｅｐｙ ， 死 于

１９２２年）——俄国政论家，农艺师；《俄

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一书的作

０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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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３７６页。

涅米罗夫，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４７—１９０５）——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圣彼得堡的交易所组合》一书的

作者。——第３７５页。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瓦西里·伊万诺维

奇 （ ，

１８４５—１９３６）—— 俄国作家，

小说家，写有许多游记和政论文

章。——第３７７页。

诺布雷－弗朗萨，若瑟（Ｎｏｂｒｅ－Ｆｒａｎ汅ａ，

Ｊｏｓé）——葡萄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

运动的参加者，国际里斯本第一批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通信。——第３６４、３６５页。

诺克斯，亚历山大·安得鲁（Ｋｎｏｘ，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１８１８—１８９１）——英国新

闻工作者和治安法官，１８６７年向议会提

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

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４３６页。

Ｏ

欧伦堡，弗里德里希·阿尔勃莱希特（Ｅｕ

ｌｅｎｂｕ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１５—

１８８１）——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

外 交 家，１８６２—１８７８ 年 任 内 务 大

臣。——第５２８页。

Ｐ

帕赫曼，谢苗·维肯蒂维奇（ ，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著名的俄

国法学家，写有许多民法史方面的著

作。——第３７５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三十至四十

年代曾任外交大臣；内务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和首相（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第４１７、４２４页。

帕尼埃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Ｐａ

－ ｎｉｅ１，Ｋａｒ１－ Ｆｉｒ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３—１８５６）——德国新教神学家，不

来梅牧师，唯理论者。——第３４３、３４４

页。

佩尔 采尔，摩 里茨（Ｐｅｒｃｚｅｌ，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１—１８９９）——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

土耳其，后流亡英国。——第４３０页。

佩罗，弗兰茨（Ｐｅｒｒｏｔ，Ｆｒａｎｚ）——十九世

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第４７０页。

彭普斯——见白恩士，玛丽·艾伦。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

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

物法。——第３４８页。

皮佩尔，威廉（Ｐｉｅｐ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６左右

—１８９９）——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

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五

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４２４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

２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１０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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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１３０、１６５、３７８、４１９、４４８页。

普尔斯基，奥略里·费伦茨（弗兰蒂舍克）

（Ｐｕｌｓｚｋｙ，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Ｆｅｒｅｎｓｚ（Ｆｒａｎ－ｔｉｓ

ｅｋ）１８１４—１８９７）——匈牙利政治活动

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

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

坛报》撰稿。——第４１７页。

普尔斯 基，泰 莉 莎（Ｐｕｌｓｚｋｙ，Ｔｈｅｒｅｓｅ

１８１９—１８６６）——匈牙利女作家，奥·

费·普尔斯基的妻子。——第４１４页。

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Ｇａ－

ｊ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２３—７９）——古代

罗马学者和国家活动家；《博物志》（共

３７卷）的作者。——第６７页。

普鲁茨，罗伯特（Ｐｒｕｔｚ，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６—

１８７２）——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

家，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莱比锡

《德国博物馆》杂志的出版者（１８５１—

１８６７）。——第４２５页。

普 鲁斯，亨利·奥斯丁（Ｂｒｕｃｅ，Ｈｅｎ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１８１５—１８９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自 由 党 人，内 务 大 臣（１８６８—

１８７３）。——第４３６、４３７页。

Ｑ

齐托维奇，彼得·巴甫洛维奇（ ，

１８４４—１９１３）——俄国法

学家和政论家，《维护公社土地占有制

的新手段》的作者。——第３７９页。

契 切 林，波 利 斯 · 尼 古 拉 也 维 奇

（ ， １８２８—

１９０４）——俄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

家和社会活动家，立宪君主制的拥护

者；写有俄国国家法和公社土地占有制

历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７９页。

切希，亨利希·路德维希（Ｔｓｃｈｅｃｈ，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９—１８４４）—— 普鲁

士官员，１８３２—１８４１年是施托尔科（普

鲁士）市长，民主主义者；因谋刺国王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处死刑。——

第５１９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

报》编辑之一，《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５４、３５５、４１７

页。

丘宾斯基，巴维尔·普拉东诺维奇

（ ， １８３９—

１８８４）——乌克兰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

派民族志学家和民俗学家；《北部地区

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的作者。——第

３７３页。

丘普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４２—

１９０８）——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

计学家和政论家；写有土地问题和铁路

经营管理方面的著作；地方自治运动的

参加者。——第３７７页。

Ｒ

荣 克，格奥尔格（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新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

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左派的领袖

之一。——第５２２页。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力

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Ｊｏｉｎ－

ｖｉｌｌ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ｄｕｃ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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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８—１９００）—— 路易－ 菲力浦的儿

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１８４８年 二 月 革 命 胜 利 后 流 亡 英

国。——第３４６页。

Ｓ

萨巴涅耶夫，列昂尼德·巴甫洛维奇

（Ｃａ ， １８４４—

１８９８）——俄国动物学家，《外乌拉尔概

述和巴什基尔地方的草原经营》一书的

作者。——第３７９页。

萨尔梯柯夫，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 ， １８２６—

１８８９）（笔名谢德林 ）——著名

的俄国讽刺作家。——第３７７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５３、８０、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１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 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４８４页。

赛德，厄内斯特（Ｓａｙｄ，Ｅｒｎｅｓｔ十九世

纪）——英国商人，《金银条块和外汇》

的作者。——第３６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Ｓｅｒｒａｉｌ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ｅ生

于１８４０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比利

时通讯书记（１８７０）和法国通讯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巴黎公社委员，马克思

的战友。——第３６５、４４２页。

桑南夏思，威廉·斯旺（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ａｎ１８５５—１９３１）——英国出

版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

英文第一版（１８８７）以及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其他著作。——第４９１、４９８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１８４８）

和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４１４—４１６、４３０页。

沙 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

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

年代初期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

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起

重新同马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第４１８、５２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４５５、４６８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

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

些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１３２页。

舍勒尔，丽娜（Ｓｃｈｏｌｅｒ，Ｌｉｎａ１８１９—

１８９１）——科伦女教师，燕妮·马克思

的朋友。——第４１０页。

舍普斯，摩里茨（Ｓｚｅｐｓ，Ｍｏｒｉｓ１８３４—

１９０２）——奥地利新闻工作者，资产阶

级自由派，１８６７年起是《新维也纳日报》

的出版者和编辑。——第３８６页。

圣保罗，威廉（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５

左右—１８５２）——普鲁士内务部官员，

１８４３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

查官。——第４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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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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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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页。

施蒂纳－施米特，玛丽·威廉娜（Ｓｔｉｒｎｅ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ａｒｉ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ｎｅ１８１８—

１９０２）—— 麦 克 斯 · 施 蒂 纳 的 妻

子。——第４１４页。

施 拉 姆，康 拉 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ｏｎｒａｄ

１８２２—１８５８）——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

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年

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的发行负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第４１１页。

施 莱 歇 尔，罗 伯 特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特利尔医生，莱茵报出版

公司股东。—— 第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５、５１６

页。

施留特尔，安娜（Ｓｃｈｌüｔｅｒ，Ａｎｎａ）——海尔

曼·施留特尔的妻子。——第４９０页。

施留特尔，海尔曼（Ｓｃｈｌüｔ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５４—１９１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历史学家；八十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

主党出版社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

案馆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８９年侨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写有许多英

国和 美 国工 人 运 动 史 方 面 的 著

作。——第４９０页。

施奈德尔，约瑟夫（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Ｊｏｓｅｆ）——

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

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由于在国际

中进行分裂活动于１８７１年底被开除出

协会；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世界联盟委

员会委员。——第４４６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Ｃａｒｌ生于１８４５

年）——德国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国

际会员，１８７０年侨居美国，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起为

总委员会委员。——第３６４、３６５页。

施泰翰，哥特利布·路德维希（Ｓｔｅｃｈａ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１４ 左 右—

１８７５）——德国汉诺威的细木工，１８５０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

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起为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１８５２年起领导

伦敦德国工人协会。——第４１２页。

施泰因塔尔（Ｓｔｅｉｎｔｈａｌ）——曼彻斯特一贸

易公司老板；１８５２—１８５６年格奥尔格·

维尔特在该公司工作。——第４２７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β，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

子之一。——第３４４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者之一，并

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第４６１

页。

施提弗特，安得列阿斯（Ｓｔｉｆｆｔ，Ａｎｄｒｅａｓ

１８１９—１８７７）——奥地利作家和新闻工

作者，民主主义者；奥地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新莱茵报》的通讯

员，《奥地利总汇报》的撰稿人；革命失

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４０９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

尔 洛 维 奇（ ，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国

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

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摹仿者。—— 第７８、１１５、１３０—

１３１、１６９页。

舒马赫，格奥尔格（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Ｇｅｏｒｇ

１８４４—１９１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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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是制革工人，后为企业主；六十年

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住在伦敦，为伦敦德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返回

德国后，１８７２年为国际佐林根支部委

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帝

国国会议员（１８８４—１８９８）；１８９８年帝国

国会选举时转向自由党人，因而被开除

出社会民主党。——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叔 尔 茨，卡 尔（Ｓｃｈｕｒｚ，Ｋａｒｌ１８２９—

１９０６）——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曾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

家。——第４１３页。

斯宾斯，威廉（Ｓｐ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３—

１８６０）——英国昆虫学家，伦敦昆虫协

会主席（１８４７）。——第７５页。

斯 米 特，约 翰（Ｓｍｉｄｔ，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７３—

１８５７）—— 不 来 梅 市 市 长（１８２１—

１８５７）。——第３２９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

一。——第６６、６７、１１１、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２、

１２４、１３２、１５２、１５７、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４、１９５—

１９６、２１０、２２１、３１１页。

斯 密斯，阿道夫（斯密斯·赫丁利）

（Ｓｍｉｔｈ，Ａｄｏｌｐｈｅ（Ｓｍｉｔｈ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ｌｅｙ））——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

者，１８７１年曾接近敌视国际总委员会的

在伦敦的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反对马

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的世界联盟委员

会委员。——第４４６页。

斯密斯，弗兰西斯·佩蒂特（Ｓｍｉｔｈ，Ｆｒａｎ

－ｃｉｓＰｅｔｔｉｔ１８０８—１８７４）——英国工程

师，航行螺旋桨的发明者。——第３３１、

３３５页。

斯帕林，霍利德（Ｓｐａｒｌｉｎｇ，Ｈｏｌｌｉｄａｙ生于

１８６０年）——英国新闻工作者，１８８４年

起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公益》周刊编

辑之一。——第４８１页。

斯图亚特，杜格耳德（Ｓｔｅｗａｒｔ，Ｄｕｇａｌｄ

１７５３—１８２８）——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和经济学家，苏格兰人。—— 第１１４

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

论的反对者。——第１１、９０页。

斯 托 罗 任 科，尼 古 拉 · 伊 里 奇

（ ， １８３６—

１９０６）——俄国文艺家，文艺学中的文

学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先

驱》一书的作者。——第３７９页。

斯温顿，约翰（Ｓｗｉｎ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美国新闻工作者，苏格兰人；

为纽约许多大报，包括《太阳报》的编辑

（１８７５—１８８３）；《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

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８７年前）。—— 第

４７５页。

苏，欧仁（Ｓｕ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５７）——

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

会小说。——第４０３页。

索柯洛夫斯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Ｃ ，

１８４７—１９０６）——俄国自由民粹派的经

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俄国村社和公

社土地占有制方面的著作。—— 第

３７７、３７８页。

Ｔ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

西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 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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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３—１８９３）——普鲁士

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

柏林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

军总参谋长，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失败后流亡瑞士；１８５２年迁居澳大利

亚。——第４１４页。

泰斯，阿 尔 伯（Ｔｈｅｉｓｚ，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３９—

１８８０）——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金属切割工，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

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

总委 员 会 委 员（１８７１）和 财 务 委

员。——第３６６、４６１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５左

右—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他

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

论。——第９６页。

陶森瑙，卡尔（Ｔａｕｓｅｎａｕ，Ｋａｒ１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代表，１８４８年革命

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首脑；１８４９年起流亡伦敦。——第４１３

页。

特腊勒（Ｔｒａｌｌｅ）——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

敦。——第４１３页。

特里罗果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

奇 （ ，

）——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萨拉托夫省统计委员会副主席，

写有许多关于经济生活和农村公社问

题的著作。——第３７５页。

特利尔，格尔桑·格奥尔格（Ｔｒｉｅｒ，Ｇｅｒ

－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５１—１９１８）—— 丹麦社

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教师；丹麦社会民

主党左派领袖之一；进行过反对党内机

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斗争；曾将

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第４８２

页。

特森多尔夫，海尔曼·恩斯特·克利斯提

安（Ｔｅｓｓｅｎｄ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Ｅｒｎｓｔ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１８３１—１８９５）—— 普鲁士检察官，

１８７３—１８７９年为柏林市法院法官，迫害

社会民主党人的策划者。——第５２８

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共和国总

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４３８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抨击了李嘉图

的 货 币 论，写 有 多 卷 本 的《价 格

史》。——第２０、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６页。

托 路 克，奥古 斯特（Ｔｈｏｌｕｃｋ，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９—１８７７）——德国新教神学家，写

有教会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４４、４３１

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

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

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第１５８页。

Ｗ

瓦尔德马尔，弗里德里希·威廉（Ｗａｌｄｅ－

ｍａ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７—

１８４９）——普鲁士亲王，国王弗里德里

希－威廉三世的弟弟。——第３４５、３４６

页。

瓦尔扎尔（瓦尔捷尔），瓦西里·叶哥罗维

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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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１９４０）——俄国统计学家和经济

学家，俄国工业统计的创立者；小册子

《巧妙的圈套》的作者。——第３７７页。

瓦罗（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Ｍａｒｃｕｓ

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Ｖａｒｒｏ公元前１１６—２７）——

古罗马作家和学者。——第６７页。

瓦 洛 克 尔，Ｄ 卡 尔 （Ｗａｌｏｋｅｒ，

ＤＣａｒｌ）——俄国政论家，《俄国现状》

一书的作者。——第３７６页。

瓦西里契柯夫，亚历山大·伊拉里昂诺维

奇 （ ，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俄国经

济学家和自由派地主的政论家；写有许

多俄国土地关系方面的著作。——第

３７６、３８０页。

瓦西里也夫，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８５７—

１９２０）——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在彼得

堡大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工作；七十年代

下半期流亡瑞士，在那里继续从事革命

活动；有一段时期住在伦敦；生理学家，

医学博士。——第４７１页。

瓦扬，爱德华·玛丽（Ｖａｉｌｌａｎｔ，毦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ｒｉｅ１８４０—１９１５）——法国社会党

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８４年起

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法国社会党创

建人之一（１９０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４３９、

４４２页。

威兰德，弗 兰西 斯（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美国教士，写有伦理

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通俗教科

书。——第２７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和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４５６、４７３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普 鲁 士国 王和 德 国 皇 帝（１８８８—

１９１８）。——第４５６页。

威瑟斯，约翰（Ｗｉｔｈｅｒｓ，Ｊｏｈｎ）——马克思

一家在伦敦的熟人。——第４６１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Ｅｄｇａｒｖｏｎ１８１９—１８９０）——马克思夫

人燕妮的弟弟，法学家；１８４６年参加布

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１８４７—

１８６５年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第

４０８、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２页。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Ｋａｒｏｌｉｎｅｖｏｎ１７７９—１８５６）——马克思

夫人燕妮的母亲。—— 第５１３—５１７、

５２２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马克思夫

人燕妮的父亲，特利尔的枢密顾

问。——第３６９、５１２页。

韦伯，威廉·恩斯特（Ｗｅｂｂ，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ｒｎｓｔ１７９０—１８５０）——柏林人文学校

校长，写有哲学、神学和美学方面的著

作。——第３４３页。

韦伯，詹姆斯·沃森（Ｗｅｂｂ，ＪａｍｅｓＷａｔ－

ｓｏｎ１８０２—１８８４）——美国新闻工作者

和外交官；１８２９—１８６１年为《信使晨报

和纽约问讯报》的出版者和所有

人。——第４１４页。

韦尔特海姆，威纳尔·冯（Ｖｅｌｔｈｅｉｍ，

Ｗｅｒｎｅｒｖｏｎ１８１７—１８５５）——奥斯特劳

地主，冯·威斯特华伦一家的亲

戚。——第４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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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页。

韦济尼埃，比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２６—

７０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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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巴

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世界联盟委员会组织者之一，该组织反

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４４６

页。

韦 努 伊 埃，茹 斯 特（Ｖｅｒｎｏｕｉｌｌｅｔ，

Ｊｕｓｔ）——巴黎莫里斯·拉沙特尔图书

出版社经理。——第４４４—４４５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４０４页。

维耳马尔，雷蒙（Ｗｉｌｍａｒｔ，Ｒａｉｍｏｎｄ）（假名

维耳莫Ｗｉｌｍｏｔ）——法国革命家，巴黎

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席国际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１８７３年流亡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第３６６页。

维尔塔尔，沙尔·埃德蒙（Ｖｉｌｌｅｔ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ｄｍｏｎｄ１８２８—１８８９）——法

国著作家，为一些反对派观点的报纸撰

稿，写有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

作。——第４１１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４２５、４２７页。

维 尔 特，卡 尔（Ｗｅｅｒｔｈ，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８９）——德国自然科学家，格奥尔格

·维尔特的哥哥。——第４２７页。

维利根，Ｐ 范·德尔（Ｗｉｌｌｉｇｅｎ，Ｐｖａｎ

ｄｅｒ）——荷兰政论家，侨居伦敦。——

第４４７页。

维 利 希，奥 古 斯 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５０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８、５３０、５３４页。

维 沙 尔，保 尔（Ｖ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ｕｌ１８３５—

１８８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

公社的参加者，伦敦法国人支部出席国

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第３６４、３６５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４０９

页。

魏德迈，约瑟夫（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的杰出活动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

辑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０）；革命失败后，流

亡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

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

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４１２、４２３、４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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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５２７页。

文采利乌斯（Ｖｅｎｃｅｌｉｕｓ）——特利尔医生，

莱茵报出版公司股东。——第５１１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２—

１８９５）（红色沃尔弗ｄｅｒｒｏｔｓＷｏｌｆ）——

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

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国

外；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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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 第

４１０、４２５页。

沃尔 弗，威 廉（Ｗｏｌ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

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

３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

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年起

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和战友。——第４２５页。

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查理（Ｗａ１－

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ｄｓｔｅ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５６—

１９２７）——英国考古学家，马克思一家

的熟人。——第４７１、４７４页。

沃耳曼（Ｗｏｌｌｍａｎｎ）——巴黎的工厂主，沃

耳曼的丈夫。——第４６７页。

沃耳曼（Ｗｏｌｌｍａｎｎ）——马克思的熟人，

斐·弗累克勒斯的表姊妹。——第４６６

页。

乌代，约瑟夫·埃米尔（Ｏｕｄｅｔ，Ｊｏｓｅｐｈ
毦Ｅｍｉｌ１８２６—１９０９）——法国写生画家，

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第

４４６页。

吴 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 ，

１８４１—１８８３）——俄

国革命家，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土地和

自由社”社员，１８６３年起流亡英国，后迁

瑞士；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人

民事业》编辑部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０），曾

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１８７１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七十年代中

脱离革命运动，１８８０年回到俄国。——

第３６５页。

Ｘ

西布索普，查理（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３—

１８５５）—— 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

人。——第３４８页。

西尼耳，纳索·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１５８页。

西蒙斯，阿尔诺德·泰奥多尔·威廉·阿

尔伯特（Ｓｉｍｏｎｓ，Ａｒｎｏｌ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１３—１８６３）—— 德国建

筑师，马克思的妹夫。——第５２１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

ｎａｒｄ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

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第１１、１３１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肖利迈Ｊｏｌｌｅｙｍｅｉｅｒ）——著名的

德国有机化学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

证唯物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３６４、４４９、４８９页。

肖 特，济 格 蒙 德（Ｓｃｈｏｔｔ，Ｓｉｅｇｍｕｎｄ

１８１８—１８９５）——维尔腾堡作家和资产

阶级政治活动家。——第４６９页。

肖伊，安得列阿斯（Ｓｃｈｅｕ，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８４４—

１９２７）——奥地利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活动家，《平等报》的编辑（１８７０—

１８７４）；国际会员，１８７４年侨居英国；社

会民主联盟创始人和积极活动家之

一。——第３８６页。

肖伊，亨利希（Ｓｃｈｅｕ，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４５—

１９２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国际

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１８７３年侨居英国；安得列阿斯·肖伊的

弟弟。——第３６５页。

小耶特——见马克思，罕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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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林——见萨尔梯柯夫，米哈伊尔·叶

夫格拉弗维奇。

谢 铎－ 费 罗 蒂（Ｓｃｈéｄｏ－ Ｆｅｒｒｏｔｉ，

ＤＫ１８１２—１８７２）（真名菲尔克斯，费

多 尔 · 伊 万 诺 维 奇 ，

）——男爵，俄国政论家，自由

党人，写有许多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著

作。——第３７６页。

谢尔盖也维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３２—

１９１０）——俄国法史学家，俄国国家法

学派的代表人物。——第３７９页。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德

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

唯心主义者；后为神秘的“启示哲学”的

代表人物。——第４０１页。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７—１８５９）——海瑙的制桶匠，曾参

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伦敦；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

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

团。——第４１３、４１４页。

欣顿，理查·乔赛亚（Ｈｉｎｔ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ｏｓｉａｈ）——英国新闻工作者，宪章派，

侨居美国；国际会员；为巴黎公社流亡

者募捐的组织者。——第４３８页。

辛 格 尔，保 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１）——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１８８７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

员会委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

席；１８８４年起为国会议员，１８８５年起为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

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５０２页。

Ｙ

雅 科 比，约 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ｎ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

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２年为普

鲁士众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

（１８６７）；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

人。——第３６４页。

雅库什金，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２６—

１９０５）——俄国法学家，民族志学家和

图书学家；１８７５年在雅罗斯拉夫尔出版

的《习惯法》一书作者。——第３７８页。

亚当，阿道夫（Ａｄａｍ，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３—

１８５６）——法国作曲家，歌剧《龙寿姆的

邮差》的作者。——第５１６页。

扬茹尔，伊万·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４６—１９１４）——俄国经济学

家和统计学家；俄国第一批工厂视察员

之一，写有工厂立法和税制方面的著

作。——第３７９页。

扬松，尤利·爱德华多维奇（ ，

１８３５—１８９３）——俄国进步

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

授，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统计处处长

（１８８１年起）；写有许多统计学理论和统

计学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７５页。

耶 格 尔，欧 根（Ｊａｇｅｒ，Ｅｕｇｅｎ１８４２—

１９２６）——德国哲学家，《现代社会主

义》一书的作者。——第３６４、３６６页。

伊 曼 特，彼 得（Ｉｍａｎｄｔ，Ｐｅｔｅｒ１８２３—

１８９７）—— 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者，流亡英国，国际会员。——第３６２、

３６５页。

伊萨也夫，安德烈·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１８５１—

１９２４）——俄国经济学家，《莫斯科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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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作者。——第３７３页。

伊瓦尼舍夫，尼古拉·德米特里也维奇

（ ，

１８１１—１８７４）——俄国法学家和历史学

家；《论俄国西南部古代农村公社》一书

的作者。——第３７６页。

尤塔，卡罗琳（Ｊｕｔａ，Ｋａｒｏｌｉｎｅ）——马克思

的外甥女，他的妹妹路易莎和约翰·卡

尔·尤塔的女儿。——第４６３页。

雨 果，维 克 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 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

３８２页。

Ｚ

扎鲁德尼，米特罗范·伊万诺维奇

（３ａ ， １８３４—

１８８３）——俄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

《法律和生活。农民法院调查总结》一书

的作者。——第３７５页。

宰 弗 特，鲁 道 夫（Ｓｅｉｆｆｅｒｔ，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６—１８８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编委。——第４５１页。

泽尔菲，古斯达夫（Ｚｅｒｆｆｉ，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２０—

１８９２）（化名皮阿利Ｐｉａｌｉ）——匈牙利新

闻工作者，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１８５１年起侨居巴黎，１８５３年

初迁居伦敦；奥地利警察局密探。——

第４１６页。

泽伦斯基（Ｚｅｌｅｎｓｋｙ）——世界联盟委员会

委员，波兰人。——第４４６页。

宗内曼，列奥波特（Ｓｏｎｎｅｍａｎｎ，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８３１—１９０９）——德国政治活动家，政

论家和银行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曾接

近工人运动；德意志帝国国会议

员。——第４７０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国

际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

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国际积极

会员之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

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

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３６５、４８０、４９９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

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第

４２４页。

Ｄ

德奥古利兄弟（字面意思是“宙斯的儿

子”）——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勒达的

儿子，孪生的英雄（必死的卡斯托尔和

永生的波鲁克斯），建树了许多功

勋。——第９页。

Ｆ

梵天——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的三位主

神之一，创造之神，宇宙的创造者、化身

和主宰。——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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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１０页。

赫斯贝里德姊妹——古希腊神话中狄坦

神阿特拉斯的女儿们，看守长在生命树

上的金苹果。——第１０页。

Ｌ

鲁杰罗——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

兰》中的人物。——第４２４页。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阿里

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

他著作中的人物。——第４１０页。

Ｍ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

亲。——第５１８页。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

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６１页。

Ｓ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

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

征。——第４５９页。

赛克斯，比耳——狄更斯的小说《奥利佛

尔》中的角色，强盗。——第１０页。

史纳格——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

梦》中的人物。——第４２４页。

Ｙ

犹大——据圣经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

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

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为叛卖与变

节的象征。——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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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

的新通告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３１—３３３页）。

 —Ｔｈｅｎｅｗ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ｓｔｙｌｅｄ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５日《国际先驱报》

第４３号。——第４５０页。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

辩。—— 涅 谢 尔 罗 迭 最 近 的 照

会。——东印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２１８—２２７页）。

 —ＴｈｅＲｕｓｓｏ－Ｔｕｒｋｉｓｈ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Ｄｕ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ｄ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ａｂｉｎｅｔ—Ｎｅｓｓｅｌｒｏｄｅ’ｓｌａｓｔｎｏｔｅ—

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５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８２８号。——第４２３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

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

卷第３３１—３８９页）。

 —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ｃｉｖｉｌｅ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ｒｅｓｓｅ

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Ｌｏｎｄｒéｓ，３０ｍａｉ１８７１

载于爱·维尔塔尔《国际史》１８７２年

巴黎版第３２７—３８４页。——第４４１

页。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３９７—７５４页）。

 —ＨｅｒｒＶｏｇ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４３０

页。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

 —ＮáｍｅｚｄｎｉｐｒáｃｅａＫａｐｉｔáｌＵｖｏｄｎａｐ

ｓａｌ Ｂ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Ｐｒěｌｏｚｉｌ

ＪＫＮＶｉｄěｎ，Ｎáｋｌａｄｅｍ Ｉｌｉｄｏ－

ｖéｈｏｋｎｉｈｋｕｐｅｃｔｖｉ（ＩｇｎáｃＢｒａｎｄ），

１８９５——第５０４页。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

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

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 ｓｐｅｅｃｈ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ｂｅ

ｆｏｒｅ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ｌｕｂ，Ｂｒｕｓ－ｓｅｌ

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Ｊａｎ ［ｕａｒｙ］ ９，

１８４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ｙＦｌｏ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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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ｎｃｅ Ｋｅｌｌｅｙ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Ｗｉｔｈ

Ｐｒｅｆａｃｅ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Ｂｏｓｔ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８９年版）。——

第５３３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１８６４

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

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１４

页）。

 —Ａｄｄｒｅｓｓ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

章程（协会于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

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

大 会 上 成 立）》１８６４年［伦 敦］

版。——第４４０页。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

页）。

 —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ｅｎ － Ｐｒｏｚｅβ ｚｕ ＫｏｌｎＢａｓｅｌ，

１８５３——第４１６页。

 —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ｅｎ－ＰｒｏｚｅβｚｕＫｏｌｎＮｅｕｅｒＡｂ－

ｄｒｕｃｋ，ｍｉｔ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ｕｎｄ Ｄｏｋｕ

ｍｅｎｔｅｎ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８５——第５３２页。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６０—５６７

页）。

 —Ｋｏｓｓｕｔｈ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载于

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５７４８号。——第４３０页。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ｏｆＫｏｓｓｕｔｈ’ｓ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载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８日《自由新闻》第

１０号。——第４３０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

页）。

 —Ｌｅｄｉｘ－ ｈｕｉｔＢｒｕｍａｉｒｅｄｅ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载于１８９１年１月７、１４、２１、２８日；２

月４、１１、１８、２５日，３月４、１８、２５日，４

月１、８日，６月３、１０、１７日，７月１、８、

２２、２９日，８月５、１２、２６日，９月１２、

１９、２６日，１０月３、１０、１７、２１日，１１月

７、２１日《社会主义者报》第１６—２４、

２６—２９、３７—３９、４１、４２、４４—４７、４９、

５１—５６、５８、５９、６１号。—— 第４８３

页。

 —Ｄｅｒ１８－ ｔｅＢｒｕｍａｉｒｅｄｅｓ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载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

志第１期。——第５２３页。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８９—３９７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Ｎａｃｈｄｅｍ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４、８和９日《改

革报》第７２—７４、７７和７８号。——

第４１７、４２４页。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

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卷第４６８—４８９页）。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ｇｌｏｓｓｅｎｚｕｄｅｍＡｒ

ｔｉｋｅｌ：《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ｖｏｎＰｒｅｕβｅｎ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Ｖｏｎ ｅｉｎｅｍ

Ｐｒｅｕβｅｎ》

载于１８４４年８月７日和８日《前进

报》第６３和６４号。——第５２２页。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

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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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１６—６２３

页）。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ｏｓｓ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ｚｚｉｎｉ—Ｔｈ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ｒｉｂｅｒ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ＭｒＣｏｂｄｅ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２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７２２号。——第４１６页。

《声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４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６页）。

 —Ｅｒｋｌａｒｕｎｇ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１８日《总汇报》第

２９１号；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科伦日

报》第２４２号。——第３５３页。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２３７—２４５页）。

 —ＴｈｅＷａ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ｏｉｎｇｓｏｆＰａｒ

ｌｉａ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ａ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５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８３８号。——第４２３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

à 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ｄｅ

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７——第３５、４１９、４２５页。

 —ＤａｓＥｌｅｎｄ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ｎｔ－

ｗｏｒｔａｕｆ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

Ｅｌｅｎｄ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ｖｏｎＥ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ｕｎｄＫＫａｕｔｓｋｙＭｉｔＶｏｒｗｏｒｔｕｎｄ

Ｎｏｔｅｎ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Ｓ

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５——第４７８、５３２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

 —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

ｅＥｒｓｔｅｓ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 第

２４、４２８页。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０９—１１６页）。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７９４号。——第４２３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卷《资本

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３卷）。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第７、９、１８、

２５、２７、３５、４１、５７、６３、７８、１０１、１０４、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３、１３６、１３９、

１４８、１５８、１８４、１９６、２１２、４３２页。

 —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Ｍ ＪＲｏｙ

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éｅｐａｒｌ’ａｕｔｅｕｒ

［Ｖｏｌ ］，éｄｉｔｅｕｒｓＭａｕｒｉｃｅＬａｃｈａｔｒｅ

ｅｔＣ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第

３８１、３８２、４４４—４４５、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７

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Ｚｗｅｉｔｅ ｖｅｒｂａ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 第 ４４７、

４５６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Ｄｒｉｔｔｅ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３—— 第 ５３２、

５３５页。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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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ｍａｎ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ｙＳａｍｕｅｌ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ｖｅｌｉｎｇ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７——第５３３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Ｖｉｅｒｔｅ，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 ｈｅｎｅ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０—— 第 ５３２、

５３５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

ＤｅｒＣｉｒ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５—— 第 ３８３、

４８４—４８５、５３２、５３５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３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ｒ Ｂａｎｄ， Ｔｈｅｉｌｅ

— Ｂｕｃｈ ：Ｄ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ｒ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ｄｕｋ

ｔｉｏ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４—— 第１１、３７、

１１１、３８３、４８５、４９５、５３２、５３５页。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１—３册）。——第３７、３８３页。

《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

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

卷第８９—９２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载于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６日《东邮报》第

１９１号。——第４４６页。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

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１卷第４１３—４３１页）。

 —Ｐｒｅｆａｃｅ

载于卡·马克思《自由贸易》。１８４８年

１月９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俱乐

部上发表的演说。由弗洛伦斯·凯利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弗·

恩格斯写序。１８８８年波士顿版。——

第５３３页。

 —ＳｃｈｕｔｚｚｏｌｌｕｎｄＦｒｅｉｈａｎｄｅｌ

载于１８８８年《新时代》第６年卷第７

期。——第５３３页。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４７—２９９页）。

 —ＰｏｕｎｄＲｈｅｉ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 第

５３１页。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

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３９０—４０２页）。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载于西·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

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１８８８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５３３页。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 马克思。关于所谓

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

第１０７—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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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５、３４０３、３４０６、３４０７、３４２５、３４３２、

３４３８、３５１７、３５３７、３５６４、３５７６、３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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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第７卷第３８３—４８３页）。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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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５—６期。——第５３１页。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Ｚｗｅｉ－ｔｅｒ

Ａｂｄｒｕｃｋ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０—— 第 ５３１

页。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Ｄｒｉｔ－ｔｅｒ

Ａｂｄｒｕｃｋ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５—— 第 ５３１

页。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

４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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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６—— 第

５３１页。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３—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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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９０年２月和８月《社会民主党

人》第１册和第２册。——第５３２页。

 —Ｄｉｅａｕｓｗａｒｔｉｇ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ｄｅｓｒｕｓ－ｓｉｓ

ｃｈｅｎＺａｒｅｎｔｈｕｍｓ

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新时代》第８年卷

第５期。——第５３２页。

 —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ｔｓ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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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第５３２页。

 —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ｅｄｕｔｓ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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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１８９０年８、９和１０月《新思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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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ｘｔｅｒｎǎａｔ，ａｒｉｓｍｕｌｕｉｒｕ－ｓｅ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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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年５、６和７月《现代人》第７

期。——第５３２页。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０卷第１—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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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８——第５３１页。

 —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ｂ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ａｌ－

ｚ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Ｚｗｅｉｔｅ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６——

第４７９、５３１、５３４页。

《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１卷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ＺｗｅｉＰｒｅｄｉｇｔｅｎｖｏｎＦＷ Ｋｒｕｍ－

ｍａｃｈｅｒ

载于１８４０年９月《德意志电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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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４１—

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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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世版。——第５３２页。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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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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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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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７—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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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ｒ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ｄｅｓＰｒｉ

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ｕｎｄ 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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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ｒ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ｄｅｓＰ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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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Ｄｒｉｔｔｅ Ａｕｆｌａ－ 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９——第５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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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ｅｎｇｅｎｎｅｍｇａａｅｔＵｄｇａｖｅ，ｂｅｓ

ｒｇｅｔａｆＧｅｒｓｏｎＴｒｉｅｒＫ －ｂｅｎｈａｖｎ，

１８８８——第４８２、５３２页。

 —Ｄｅｒ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ｄｅｓＰｒｉ

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ｕｎｄ 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Ｉｍ

Ａｎｓｃｈｌｕβａｎ ＬｅｗｉｓＨＭｏｒｇａｎ’ｓ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

ｓＶｉ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９２——第５３５页。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ｄｅｌｌａ ｆａｍｉｇｌｉａ，ｄｅｌ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 ｐｒｉｖａｔａ ｅ ｄｅｌｌｏ ｓｔａ

ｔ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ｒｉｖｅｄｕｔａ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ｒｅ，ｄｉ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ＭａｒｔｉｇｎｅｔｔｉＢｅｎｅｖｅｎｔｏ，

１８８５——第５３２页。

 —Ｏｒｉｇｉｎá ｆａｍｉｌｉｅｉ，ｐｒｏｐｒｉｅｔǎｔ， ｅｉｐｒｉ－

ｖａｔｅｓ，ｉａｓｔａｔｕｌｕｉＩｎｌｅｇǎｔｕｒǎ ｃｕ

ｃｅｒｃｅｔǎｒｉｌｅｌｕｉＬｅｗｉｓＨＭｏｒｇａｎ 载

于《现代人》１８８５年第１７—２１期；

１８８６年第２２—２４期。—— 第５３２

页。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ｌａｆｅｍｉｌｌｅ，ｄ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ｐｒｉｖéｅ ｅｔ ｄｅ ｌ′Ｅｔａ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９３——第５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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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２卷第５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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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５０３页。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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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ｅｆａｃｅ

载于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８７年纽约版。——

第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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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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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ǔ，

），

载于《１８７５年应届特维尔省土地会议的

记录》１８７６年特维尔版。——第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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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初 步 骤》１８７９ 年 圣 彼 得 堡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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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卷，１８７７年敖德萨版（ ｕｋ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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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科夫斯基，伊·托·《伏尔加—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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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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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 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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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１８６９）。——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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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版。——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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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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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ｅｔｄｅｓｅｓ

ｅｆｆｅ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２１２—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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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３５页。

杜能，约·亨·《孤立国家的农业和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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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βｚｕｍＺｉｎｓｆｕβｕｎｄｚｕｒＬａｎ

ｄｒｅｎｔｅＲｏｓｔｏｃｋ，１８６３）。——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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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９）。——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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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勒，弗·恩·和奥德曼，卡·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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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Ｓｉｅｂｅｎ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５９）。——第３６页。

弗列罗夫斯基，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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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 （ ｕǔ，

，

１８６９）。——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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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查科夫，米·伊·《论全俄都主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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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圣彼得堡版（ ，

，

（９８８—１７３８ ） ，１８７１）。——第

３７５页。

哥尔查科夫，米·伊·《修道院的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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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７页。

戈利采夫，维·亚·《十七世纪的法国国

家经济》１８７８年莫斯科版（ 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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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多夫斯基，亚·德·《俄国地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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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８）。—— 第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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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耶，弗·伊·和契切林，波·尼·

《俄国的不求甚解之风和村社土地占有

制。评亚·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土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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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Ｂ ｕ ｕ，

《

》 Ｍ ，１８７８）。——第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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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第１卷，１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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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３）。——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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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８７３）。——第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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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第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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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朱·《宪章主义和共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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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载于１８４９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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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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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和国家》１８７２年圣

彼得堡版（Ｘ 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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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页。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

年巴黎版（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第１３１、１７０页。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

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得

堡版第 ２卷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

ｐｒｉｎ － ｃｉｐｅｓ ｑｕｉ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

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 Ｓ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１１５页。

《斯拉夫人问题》１８７７年伦敦版。关于对土

耳其及其盟国的战争的匿名小册子。

（作者可能是 Ａ 克列缅茨）。——

第３７５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新版共

四卷。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Ｓｍｉｔｈ，

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

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ｓＥｄ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ｅｗｅｄ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 第６６、１１１—

１１３、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８、１５７、

１９５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载于《詹姆

斯·斯图亚特爵士著作集》，由其子詹

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六卷

集，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１、

９０页。

斯托罗任科，尼·伊·《莎士比亚的先驱。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戏剧史中的一个插

曲》，第１卷《李利和马洛》１８７２年圣

彼 得 堡 版 （ ｍｐｏ ，

１

，１８７２）。——第３７９页。

索柯洛夫斯基，巴·亚·《俄国北部农村

公社史概要》１８７７年圣彼得堡版

（ ｕǔ， Ａ

Ｃ ，１８７７）。——第３７７页。

索柯洛夫斯基，巴·亚·《农奴制前俄国

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和东南部草原的

垦殖》１８７８年圣彼得堡版（ ｕǔ，

Ａ

Ｃ ，１８７８）。——

第３７８页。

Ｔ

塔西佗，科·《日耳曼尼亚志》（Ｔａｃｉｔｕｓ，

ＣＧｅｒｍａｎｉａ）。——第６７页。

汤普逊，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

分配原理的研究》，新版，１８５０年伦敦

版（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ｈｕｍａ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

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９６

页。

特里罗果夫，弗·格·《经济试验。研究

经济生活现象的依据。村社》１８７８年圣

彼得堡版（ ｕｏιｏ，

，１８７８）。——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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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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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流通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

业务分离的合理性》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

（Ｔｃｏｋｅ，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ｅｎ

ｃｙｏｆ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ｂａｎｋ

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４）。——第１９６页。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

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包括：货币流通问题概

论，兼评维多利亚七年和八年通过的法

令的影响》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Ｔｏｏｋｅ，

Ｔ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８３９ｔｏ

１８４７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ｗｉｔｈ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７ａｎｄ８Ｖｉｃ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２０页。

托路克，奥·《东方神秘主义集锦》１８２５

年柏林版（Ｔｈｏｌｕｃｋ，ＦＡＢｌｕｔｈｅｎｓａｍｍ

－ｌｕｎｇａｕｓｄｅｒｍｏｒｇｅｎｌ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Ｍｙｓ

ｔｉｋ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５）。——第４３１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１５８页。

Ｗ

［瓦尔扎尔，瓦·叶·］《巧妙的圈套。真

实故事，庄稼人的铜板怎么来怎么去》

１８７５年 ［伦敦］第２版（［ ，

］Ｘ

，

２－ ［ ］，

１８７５）。——第３７７页。

瓦罗，马·忒·《论农业》（Ｖａｒｒｏ，Ｍ ＴＤｅ

ｒｅｒｕｓｔｉｃａ）。——第６７页。

瓦洛克尔，Ｄ 卡尔《俄国现状》１８７３年莱

比锡版（Ｗａｌｏｋｅｒ，ＤＣａｒｌＤｉｅ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ｉｇｅ Ｌａｇｅ 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ｓ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７３）。——第３７６页。

瓦西里契柯夫，亚·伊·《给国民教育大

臣托尔斯泰伯爵的信》１８７５年柏林版

（ ｕ ｕ ，

１８７５）。—— 第 ３８０

页。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

波士顿版（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ｏｓｔｏｎ，

１８４３）。——第２７页。

［韦伯，威·恩·］《革出教门。不来梅市

民的朋友，一位匿名作者为有思想的基

督教徒的利益而写》１８４０年不来梅版

（［Ｗｅｂｅｒ，Ｗ Ｅ］ＤｉｅＶｅｒｆｌｕｃｈｕｎ－

ｇｅｎＩ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

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ＡｎｏｎｙｍｕｓｄｅｓＢｒｅ－ ｍｉｓ

ｃｈｅｎ ＢüｒｇｅｒｆｒｅｕｎｄｅｓＢｒｅｍｅｎ，

１８４０）。——第３４３页。

维尔塔尔，埃·《国际史》１８７２年巴黎版

（Ｖｉｌｌｅｔａｒｄ，Ｅ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２）。——第４４１页。

维尔特，格·《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

笔》（Ｗｅｅｒｔｈ，Ｇ Ｈｕｍｏ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ｋｉｚｚｅｎ

ａｕｓｄｅ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ｌｅｂｅｎ），载

于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２月３日、１４

日，１８４８年２月２日《科伦日报》第

３１８、３３７、３４８、３３号和１８４８年６月１—

４日、１６日、１８日、２８日，７月６日

《新莱茵报》第１—４、１６、１８、２８、３６

号。——第４２７页。

维杰尔，加·《妇女和爱情。关于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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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摘录和注解》１８８８年巴黎

版 （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Ｌａ Ｆｅｍｍｅ ｅｔｌ’

ＡｍｏｕｒＤ’ａｐｒèｓ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ｅｘｔｒａｉｔｓ

ｃｏｏｒｄｏｎｎé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８）。——第４８４

页。

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１８４２

年斐维版（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ｎｄ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Ｖｉｖｉｓ，

１８４２）。——第５２８页。

Ｘ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

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

１８３６年巴黎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ｓｄｅｌｅｃｏｎｓéｄｉｔｅ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ｅｓ

ｄｅＭｒＮＷ Ｓｅｎｉｏｒｐａｒｌｅｃ－ｔｅＪｅａｎ

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第１５８

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 第

１１、１３２页。

谢铎－费罗蒂《概述俄国的未来》１８６８年

柏林 版 （ ｍｕ

，１８６８）。——

第３７６页。

谢尔盖也维奇，瓦·伊·《市民会议和公

爵。柳里克公爵时期俄国国家体制和管

理。历史概论》１８６７年莫斯科版

（Ｃｅｐι ｕ，

，

１８６７）。——第３７９页。

Ｙ

雅库什金，叶·伊·《习惯法》１８７５年雅

罗 斯 拉 夫 尔 版 （ ｕιｕ，

，

１８７５）。——第３７８页。

扬茹尔·伊·伊·《试论英国的间接税。

消费税》１８７４年莫斯科版（ ，

，

１８７４）。——第３７９页。

扬茹尔，伊·伊·《英国的自由贸易。自

由竞争思想和国家干涉方式的发展史

概要》１８７６年莫斯科版第１分册

（ ，

１ ，

１８７６）。——第３７９页。

扬松，尤·埃·《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

计调查的试验》１８７７年圣彼得堡版

（ ，

，１８７７）。——第３７５页。

伊瓦尼舍夫，尼·德·《论俄国西南部古

代 农 村 公 社》 （ ｕｕιｅ，

），载于１８５７年《俄罗斯

笔谈》第３期。——第３７６页。

Ｚ

扎鲁德尼，米·伊·《法律和生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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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调查总结》１８７４年圣彼得堡版

（ ｂιǔ，

，

１８７４）。——第３７５页。

文  件

Ｂ

《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

的决议》（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

ｖｏｔéｅｓｐａｒｌ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ｄｅＢａｌｅ），载于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

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

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 －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 ｒｅｎｄｕ ｄｕ ｅ

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ｎｕàＢａｌｅ，ｅ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６９）。——第３６０页。

Ｃ

《财政部年鉴》１８６９—１８７８年圣彼得堡版

第 １、５—６、９ 分 册 （

１，５—６，

９ ，１８６９—１８７８）。——第３７２页。

Ｄ

《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资助

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考察团的报告》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２卷

（ ，

，

１－

２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第３７３页。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

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的文件和通讯，

包括反饥饿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

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１８６７

年５月３１日下院的指令刊印》（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Ｏｒｉｓｓａｆａ－ ｍｉｎｅ）

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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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第４１０

页。

Ｄ

但丁《神曲》。——第４８８页。

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９４页。

Ｇ

歌德《浮士德》。——第２５页。

歌德《回忆录》。——第９１页。

Ｈ

海涅《安心》。——第４６６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第４０３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４１６页。

Ｉ

雷尼埃《讽刺诗》。——第１０页。

Ｍ

穆尔《爱尔兰旋律》。——第４３５页。

Ｓ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４５５页。

苏《巴黎的秘密》。——第４０３页。

Ｗ

味吉尔《讽刺诗》。——第１０页。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４０９页。

Ｙ

亚当《龙寿姆的邮差》。——第５１６页。

        

圣经。——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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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Ａ

《爱丁堡晚邮报和苏格兰文学报》（《Ｅｄ

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ｖｅ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Ｌｉｔ

ｅｒａｒｙＧａｚｅｔｔｅ》）——苏格兰的一家报

纸，１８２８年至１８４０年出版。—— 第

３３３页。

Ｂ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

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

报，１８３７年创刊，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

里子出版，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起在伦敦出版；

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

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１８４３年至

１８５０年刊登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

评。——第３４７页。

《比利时独立报》 （《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ｃ

ｂｅｌｇｅ》）——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３１年

在 布鲁塞尔创刊；自由派的机关

报。——第３６３页。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

（《ＢｒｅｍｅｒＴａｇｅｓ－ＣｈｒｏｎｉｋＯｒｇａ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德国民主派的报纸，

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１年出版。—— 第４１３

页。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ｒ

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德国的一家工人报

纸，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８年用这个名称在不

伦瑞克出版。——第３６３页。

《布 鲁 塞 尔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比利时保守教权派的

报纸，１８２０年起出版。——第３６３页。

Ｃ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英

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

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

３５４页。

Ｄ

《德法年鉴》 （《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

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

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

载有 马 克 思 和 恩 格斯 的 许 多 著

作。——第５３０、５３３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

杂志，１８４１年７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

辑，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４３年

１月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

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第４０１页。

《德意志总汇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一家自由主义的报

纸，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７９年在莱比锡出

版。——第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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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ＬａＬａｎｔｅｒｎｅ》）——法国激进共

和派的周报，１８６８年５月起由昂·罗什

弗尔在巴黎出版，被波拿巴当局查禁

后，从１８６８年８月至１８６９年１１月在布

鲁塞尔出版；１８７４年至１８７６年罗什弗

尔再次在伦敦出版了该报。——第４５７

页。

Ｅ

《俄罗斯笔谈》（《 》）——俄

国斯拉夫派的杂志，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０年

在莫斯科出版；杂志刊登关于俄国古代

村社的材料和文章。——第３７６页。

《俄罗斯通报》（《 ｕǔ ｍｕ》）——

俄国一家文学和政治杂志，１８５６年至

１９０６年由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

出版；杂志反对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

民主运动。——第３７５页。

Ｆ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德国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５６年至

１９４３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６６

年起用这个名称）。——第３６３、４７０

页。

Ｇ

《改革报》（《ＤｉｅＲｅｆｏｒｍ》）——美国工人

同盟的机关报，１８５３年３月至１８５４年４

月用德文在纽约出版，起初每周出一

次，１８５３年１０月起每日出版。约·魏德

迈是报纸编辑之一。——第４２５页。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Ａｒｇｕｓ》）——苏格兰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０

年出版。——第３３２页。

《革命》（《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一种共产

主义杂志，１８５２年由约·魏德迈在纽约

出版；１月６日和１３日出版了两期，５

月 和 ６月 出 版 了 两期 不 定 期 刊

物。——第４２５页。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９年至

１８９３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１８９４

年每周出版两次，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起

每日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九十

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

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

家。——第３９８、５０３页。

《工人报》（《Ａｒｂｅｊｄｅｒｅｎ》）——一家社会

主义周报，丹麦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

报，在哥本哈根出版。——第４９３页。

《公益》（《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英国

的一家周利，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３

年至１８９４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

盟的机关报；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８６年恩格斯

在这家周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第４８０页。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英国自

由资产阶级的周刊，１８０８年至１８８１年

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２页。

《国际先驱报》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英国共和派的周报，１８７２

年３月至１８７３年１０月在伦敦出版；

１８７２年５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间断地）是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４５０页。

Ｈ

《画报》（《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法国的

一家文艺画刊，１８４３年起在巴黎出

版。——第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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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

（《ＤｅｒＲａｄｉｋａｌ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

Ｉｎ－ｕｎｄＡｕｓｌａｎｄ》）—— 在维也纳出

版。——第４０９页。

《激进瑞士报》（《Ｓｕｉｓｓ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ｅ》）——

瑞士的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６６年起在日内

瓦出版。——第３６３页。

《交通部部刊》（《 ｕｕｃｍｅｐｃｍ

ｎｍｅǔ ｕιｕ》）——交通部的正式

刊物，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彼得堡出版；

杂志刊登经济和统计性质的文章及俄

国铁路建设史方面的材料。——第３７２

页。

《解放报。国际卫士》（《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

ｃｉｏｎＤｅｆｅｎｓｏｒ ｄｅ ｌ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西班牙的一家报

纸，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

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３年在马德里出版。——

第４４８页。

《今日》（《Ｔｏ－Ｄａｙ》）——英国的社会主

义月刊，１８８３年４月至１８８９年６月在

伦敦出版。——第３８１页。

《金融市场评论》（《ＴｈｅＭｏｎｅｙ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ｖｉｅｗ》）——英国资产阶级的商业和

金融问题周报，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９５年用这

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３６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英

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年在伦

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第３６页。

Ｋ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Ｃｏｂｂｅｔｔ’ｓ

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激进派

的周报，１８０２年至１８３５年在伦敦出

版。——第２４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０２年起用这个名称

在 科伦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喉

舌。——第３６３页。

Ｌ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４３年３月

在科伦出版的日报；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

思为该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

编辑之一。——第３６９、４０２、５０９—５１１

页。

《雷 诺 新 闻》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英国激进资产阶级的

周报，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雷诺创办；１８５０年起在伦敦出

版；现在是合作社运动的刊物。——第

３５５页。

《伦敦新闻》（《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ｓ》）——

宪 章派的周报，１８５８年在伦敦出

版。——第３５４页。

Ｍ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Ｍａｎｃｈ

ｅｓｔｅｒＤａｉ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ａｎｄＴｉｍｅｓ》）——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４８年起在曼彻斯

特出版；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ｉｍｅｓ》）和《曼彻斯特

观察家》（《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ｒ》）合

并而成的。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１８９４

年。——第４３７页。

《曼彻斯特卫报》 （《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

日报，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

者）的机关报，后为自由党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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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１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３６２、

４３７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英

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

舌；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

敦出版。——第３６２、４３６页。

Ｎ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美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１

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由著名的美国新闻

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

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

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

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

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１８５１年８月至

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

撰稿。——第４１６、４１７、４３０、５２４页。

《纽约人民报》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

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

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３２年用德文在纽约出

版。——第３８４页。

Ｐ

《派尔－麦尔新闻》 （《ＴｈｅＰａｌｌＭａｌ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６５

年至１９２０年在伦敦出版；奉行保守方

针。——第３６２页。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英国自

由 派的周报，１８２８年起在伦敦出

版。——第３６２页。

《平等报》（《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奥地利的社

会主义报纸，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７年在维也

纳新城出版，开始是双周刊，后来是周

刊；从１８７１年起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的正式机关报。——第３８６页。

Ｑ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英国保

守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在伦敦创刊。——

第３６２页。

《旗 帜 晚 报》 （《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旗 帜 报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的晚刊；１８５７年至１９０５

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２页。

《前进。柏林人民报》（Ｖａｒｗａ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

报，１８８４年创刊。该报从１８９１年起成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这

个 名称出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

稿。——第５０１页。

《前进！不定期评论》 （《 ｎｅｐｅ

Ｈｅｎｅｐｕｏｕ ｕｅ》）——俄国

社会政治杂志，由俄国革命流亡者在苏

黎世（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７４年）和伦敦（１８７５

年至１８７７年）出版；共出版五卷；从

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７６年杂志的出版者为彼·

拉·拉甫罗夫。——第３７８页。

Ｒ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一家周报，

从１８５９年５月７日至８月２０日用德文

在伦敦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

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

的；从第２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

切参与下出版，从７月初超马克思实际

上成了该报的编辑。——第３５４页。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意大利的一

家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１８６８年

至１８７５年在洛迪出版，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８３

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是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

义派的报纸；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３年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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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的机关报。——第３６３页。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

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８年由

厄·琼斯在伦敦出版，革命宪章派的机

关报；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月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３５４、３５５、４２６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

央机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６年９月

在莱比锡出版。报纸的总的领导权掌握

在威·李卜克内西手中，奥·倍倍尔在

出版该报中起了很大作用。报纸曾刊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３６３

页。

《人民意志报》（《Ｖｏｌｋｓｗｉｌｌｅ》）——奥地

利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０年１月至

１８７４年６月在维也纳出版。—— 第

３６３、３８６页。

《人民之友报》（《Ｖｏｌｋｓｆｒｅｕｎｄ》）——见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保守派报纸，１８２６年起

出版。——第３６３页。

Ｓ

《哨兵报》（《ＤｉｅＴａｇｗａｃｈｔ》）——瑞士的

一家社会民主派报纸，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８０

年在苏黎世出版；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是

国 际 瑞 士各 德 国 人 支 部 的 机 关

报。——第３６３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ｎ》）——丹麦的一家日报，丹

麦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１８７２年至

１９５９年用这个名称在哥本哈根出

版。——第４９３页。

《社会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ｓｏｃｉａｌ》）——第３６３

页。

《社会主义者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

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

报，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２年用德文在纽约出

版。——第３８３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法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８５年由茹·盖得在

巴黎创办，１８９０年９月以前断续出版；

工人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恩格斯

曾为该报撰稿。——第４８３页。

《社会主义者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ｎ》）——丹

麦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１年７月至

１８７４年５月在哥本哈根出版。——第

３６３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新普鲁士报》。

《首都报》（《Ｌ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ｅ》）——意大利的

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日报，１８７０年至

１８７２年在罗马出版。——第３６３、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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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４３７页。

《坦率报》（《Ｇｒａｄａｕｓ》）——一家德文报

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费拉得尔菲亚

出版，费拉得尔菲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

报。——第４２４页。

《特 利 尔 日 报》 （《Ｔｒｉｅｒ’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７５７年创刊，１８１５年起

用这个名称出版。——第５１５页。

《同时代人》（《 ｕ》）——俄国的

一家文学和社会政治性杂志，１８３６年至

１８６６年在彼得堡出版；别林斯基、杜勃

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为该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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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撰稿；六十年代该杂志实际上是俄国

革命民主派的刊物。——第３７６页。

Ｘ

《写真》（《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ｉｃ》）——英国的一

家每周出版的画报，在伦敦出版。——

第３６５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

的战斗机关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

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

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

第３４５、４３０、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４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恩

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

志由他们一直出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５１３、

５３４页。

《新鹿特丹报》（《Ｎｉｅｕｗｅ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ｓｃｈｅ

Ｃｏｕｒａｎｔ》）——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

纸，１８４３年起在鹿特丹出版。——第

３６３页。

《新普鲁士报》 （《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４８

年６月至１９３９年在柏林出版；普鲁士

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

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

《十字报》 （《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之

称。——第３６３页。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

年１０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

后至１９２３年秋每周出版一次；１８８５年

至 １８９４年恩格 斯曾 为该 杂 志撰

稿。——第５３０、５３５页。

《新维也纳日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ｓ

ＷｉｅｎｅｒＴａｇｂｌａｔｔ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Ｏｒ

ｇａｎ》）——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

纸；１８６７年至１９４５年在维也纳出

版。——第３８６页。

《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

奥地利自由派的日报，并出晚刊；１８６４

年至１９３９年在维也纳出版。—— 第

３６３页。

《星期周报》（《 》）——俄国一家文

学和政治周报，１８６６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彼

得堡出版；七十年代为革命的民粹派的

刊物。——第３７６页。

Ｙ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ｒｔｓ》）——

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１８２８年至

１９２１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５页。

《余暇》（《ＴｈｅＬｅｉｓｕｒｅＨｏｕｒ》）——英国

的一家资产阶级杂志，１８５２年至１９０５

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２页。

Ｚ

《政治纪事 报》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见《科贝特氏政治纪事

周报》。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

（《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英国保

守派的周刊，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８年在伦敦

出版。——第３６３页。

《知识》（《 ｕｅ》）——俄国进步的科学

通俗月刊，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７年在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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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第３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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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登过

恩格斯的几篇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通

讯。——第３４３页。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对

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

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５年由

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

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

４３０页。

《综合技术杂志》（《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德国的一家杂志，１８２０年至

１８７４年由约·哥·丁勒在斯图加特出

版。——第３３１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德

国一家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

１８１０年 至 １８８２年 在奥 格 斯堡 出

版。——第３５３、３６２页。

《祖国纪事》 （《 ｍｅ ｍ ｈｈｂιｅ

ｎｕｃｋｕ》）——俄国的一家文学和政治

杂志，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８４年在彼得堡出版，

后被沙皇政府封闭；维·格·别林斯基

参加过杂志的编辑工作；亚·伊·赫尔

岑曾为它撰稿；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７年尼·

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

夫－谢德林主持杂志编辑部；涅克拉索

夫逝世后，民粹派对杂志的影响占了优

势。——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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