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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和

弗·恩 格 斯
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８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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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１

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２月２３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

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

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

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

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

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

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

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

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

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

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

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

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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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接受１８６９年的爱森纳赫纲领
２
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

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

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

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

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

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

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

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

的人”①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

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

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

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

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

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

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

民党３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人民国家报”
４
怎么能从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５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

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

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

治要求，即１到５和１到２，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要求６。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

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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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

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

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

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

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

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

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

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

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

是对和平同盟—７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１８６９年

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

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

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

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

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

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

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

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

种战争期间实行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１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

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

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

５给奥·倍倍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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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

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

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

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

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５页８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

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９一篇中驳斥得淋

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

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

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

露１０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

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

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

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

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

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

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

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

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

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

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

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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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

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

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

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

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

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

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

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

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

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

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

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

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

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

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

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

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

的“共产党宣言”１１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

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

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

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

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

７给奥·倍倍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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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公团”］，这是

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

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

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

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

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

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

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

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

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

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

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

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

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

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

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

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１２。在人们的想像中，我们是在这里指

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

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

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

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

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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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

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

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

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

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

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

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

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

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

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

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

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

“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

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

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

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

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

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４月１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

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

９给奥·倍倍尔的信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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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

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

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

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

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

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

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

——，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

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

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

兰公园路４１号。

写于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

第一次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

第２卷（１９１１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１９５３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第２卷译出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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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 克 思

哥达纲领批判１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５年４月—５月初

载于１８９１年“新时代”杂志第１卷

第１８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１９５３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第２卷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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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威·白拉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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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威·白拉克的信

１８７５年５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

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

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

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

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

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

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

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

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

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

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

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

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

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

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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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

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

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

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末他

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

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

认他们的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

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

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

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

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

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

他就错了。

此外，即使这个纲领没有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

全不适宜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

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

以印完。前六册您已经收到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

也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１４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

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５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４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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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一

  １．“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

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

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

（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

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

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

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

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

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

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

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去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

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

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

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

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

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

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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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

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

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

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

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

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

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

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

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

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

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

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

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

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

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

６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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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

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①

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

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

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

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

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

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

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

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

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

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

铲除这个社会祸害②。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

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

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

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７１哥达纲领批判

①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１９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译者注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１９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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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

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

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

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

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

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

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

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

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资

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３．“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

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

“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

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

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

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

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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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

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

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

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

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

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

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

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

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

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

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

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

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

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

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９１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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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①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

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

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

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

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

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

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

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话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

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

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

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

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

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

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０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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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

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

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

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

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

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

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

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

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

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

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

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

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

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

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

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

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

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

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

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１２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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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

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

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

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

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

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①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
①
不同

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

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

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

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

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

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

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

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

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

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

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

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

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

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

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

２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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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

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

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

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

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

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

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

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

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

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

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

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

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

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

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

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

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

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

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３２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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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

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

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

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

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

“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

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

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１６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

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层等级说来，是

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

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

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

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

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

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

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

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

动的一帮”吗？

４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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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

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

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

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

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

是柏林的马拉１７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５．“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

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

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

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

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

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

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

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

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

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

“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

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

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

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

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

５２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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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

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

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

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

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

“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

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

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

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

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

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１８。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

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

同铁的工资现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

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

律”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

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

６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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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

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

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

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

铁的、伟大的规律”①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

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

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

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

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

（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１９。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

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

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

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

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

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

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

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

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

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

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

７２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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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

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

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

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

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

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

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

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

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

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

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

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

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

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

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

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

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

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８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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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

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

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

“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

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

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

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

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

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

“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

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

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

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２０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

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

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

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

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

社，那末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

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９２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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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Ａ．“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

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

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

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

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

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

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

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

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

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

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

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

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

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

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

０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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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

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

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

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

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

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

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

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

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

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

这些要求从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

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

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

“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

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

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

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

１３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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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

慎——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 菲力浦和路易 拿破仑时代那样要

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

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

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

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

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

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

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

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

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

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

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

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

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

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

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

这是不足为奇的。

  Ｂ．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

德的基础：

２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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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通过国家去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

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

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

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

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

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

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

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

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Ａ．项第５条所要

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

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

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

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

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

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

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

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

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

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

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

３３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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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

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

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

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２１的时候，要想提

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

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

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

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

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

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

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２．“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

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３．“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

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

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

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４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１９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１８９１年版是：实

现自己的宗教……需要一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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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

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

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

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

手段之一。

  ４．“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

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

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５．“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

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

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

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

西。

６．“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

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

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Ｄｉｘｉｅｔｓａｌｖａｖｉａｎｉｍａｍｍｅａｍ〔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

己的灵魂〕。

５３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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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的信

１８７５年８月１３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公民们：

６月４日和施佩耶尔－书记的信一起寄给我（２１日收到）的通

告２２，已根据指示发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做了下面这些事：

（１）此地的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２３已同拉萨尔派合并，并且

在接受会员——约１２０名——方面表现出过多的自由主义，因而

只有在希望立即公布机密通知的情况时，才适合把这些通告给

它，——所以，我把通告转给了列斯纳和弗兰克尔。他们两人都同

意我的意见：这个通告的内容不宜于在协会中正式宣布，只应当把

它告诉有关的人，并且要秘密地进行，以利于通告中所说的事情。

看来这里不会派德国工人去费拉得尔菲亚，因此，这对实际结果不

会有丝毫影响。

（２）当我收到通告的时候，我们的马德里的朋友梅萨（现住巴

黎）正好在这里。他热烈赞同这件事情；我把通告翻译给他听了，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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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在巴黎掌管筹集的款项（为了派遣工人去费拉得尔菲亚）的委

员会的委员，所以，凭他那众所周知的毅力，他大概能够做出一些

事情。他还要打通告转寄到西班牙去。

（３）我无法把通告寄到比利时去，因为整个比利时的国际是站

在同盟分子一边的，而让后者知道我们的计划——这对我们不利。

在葡萄牙和意大利，我没有任何人的通讯地址。洛迪的“人民报”２４

几乎是参加了同盟，它会立刻把这全部经过公布出去的。

（４）指示中没有提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总委员会在这些国

家中又有许多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就没有在那里采取任何步骤，以

免妨碍那里已经进行的工作。

（５）凡是看过通告的人，都对它表示完全赞同，一般的看法是，

在所有的建议中，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是唯一切合实际的。但要对

这一点进行表决，我们觉得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此地的协会，

我已经谈过。英国所有其他的支部都已停止活动，其中的优秀人物

多半都已离开。在丹麦、法国、西班牙，国际直接被禁止，根本谈不

上表决。德国还从来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表决，而在同拉萨尔

派合并以后，同国际保持的本来就很微弱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想要把这个建议变成决定，美国的票数就

足以支持它了，况且，正如我们根据可靠材料知道的，同盟分子今

年也不会（也许永远再也不会）召开代表大会。

（６）是不是可以在展览会快开幕的时候，在欧洲的党报上刊登

一则简讯，内容大致这样：“打算参观费拉得尔菲亚的展览会的社

会主义工人，请到某某地址去同费拉得尔菲亚的党内同志建立联

系”；或者成立“给工人社会主义者安置住处和保护他们免受欺诈

的委员会”并公布它的地址？特别是后一种办法看来不会有什么毛

７３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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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但只要几封私人信件就足以使人对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得到应

有的了解。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１８７５年８月１３日

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

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

书信选集”１９０６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８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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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

纪念会上的演说２５

公民们：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

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

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就拿１８４８年革命来说。这次革命席卷的

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阔得多。它吸引了奥地利、匈牙利、

普鲁士。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领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当尼古

拉皇帝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就对群臣说：“去备马吧，先生们！”

他立即动员了军队，并在波兰集结了军队，以便在适当时机调遣军

队过境对付叛乱的欧洲。革命者本身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波兰将是

一个决战场。５月１５日，巴黎人民高呼着“波兰万岁！”的口号冲入

国民议会，去迫使议会为波兰的独立而战。马克思和我当时在“新

莱茵报”２６上要求普鲁士立即对俄国宣战以解放波兰，而且整个德

国先进的民主派都支持我们。可见，在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十分清

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

革命就必定灭亡。但是，法国的拉马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

廉四世（沙皇的内兄）以及他的资产阶级大臣康普豪森根本不打算

粉碎俄国的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力量看做他们抵御威胁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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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头上的革命的最后堡垒。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成功还没有威

胁到战胜了维也纳起义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

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鲁士、奥地

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

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欧洲

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

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

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

彻底胜利。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具有莫大

的意义，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发表于１８７６年１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７６年２月１５日“前进报”

（伦敦）第２７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前进报”校对过

０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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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

普鲁士烧酒２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６年２月

载于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５、２７日和

３月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３、

２４和２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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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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２月４日，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就英国和意大利对德国“酒

精”课以重税一事向帝国政府提出质问。他提请议员先生们注意

（见“科伦日报”２８报道）以下一点：

“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几个省，广袤无垠的大片土地，数百平方英里相当贫

瘠的土地，由于普遍栽种马铃薯，达到了较高的肥力和栽种水平，而栽种马铃

薯又是由于这些地区分布着许多酿酒厂，它们以生产酒精作为农村副业。过

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１０００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

土地可以供养将近３０００人，由于马铃薯的体积大，运输困难，在严冬季节则

根本无法运输，酿酒厂就成为马铃薯的必要的销售市场。其次，酿酒厂使马铃

薯变成价格昂贵而易于运输的酒精。最后，有了大量作饲料的残渣，土地变得

更肥沃。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尽管德国的酒精税此起世界各国是最低的，例如

比俄国低五分之四，但是我们国家每年从酒精税得到的收入大约为３６００万

马克，由此就会明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的收入有多么大。”

近来，普鲁士的容克们想必是十分大胆的了，他们居然敢让全

世界注意自己的“酒精工业”，或ｖｕｌｇｏ〔俗称〕酿酒业。

在上一世纪，德国只酿造少量的烧酒，而且都是用粮食酿造

的。诚然，那时人们还不会分离出这种烧酒中含的杂酵油（这一点

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因为当时杂醇油这种东西还根本无人知晓；

但是人们凭着经验知道，烧酒存放久了，质量会大大提高，烈性会

消失，不那么样使人酒醉和损害健康。当时生产烧酒的小资产者条

件，以及更多注意质量而不大注意数量的尚未发展起来的需求，使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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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几乎各地年复一年地将粮食酒藏于地窖，这样，烧酒中最有害的

成分经过逐渐的化学变化，危害性较小了。例如，在上一世纪末，我

们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闵斯德、乌尔利希施坦、诺特豪森等地

看到比较发达的酿酒业，而这些地方的产品通常总要注明是“陈

酒”。

到本世纪初，农村中酿酒厂的数目增加了，酿酒业开始成为较

大的土地占有主和租佃者的副业，特别是在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两

地。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顾客，一方面是由于烧酒的消费日益扩

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加和经常作战的军队的需要，而军队又

使喝烧酒的嗜好广为传播。于是，在１８１４年缔结和约以后，酿酒业

越来越普遍，在下莱茵，在普鲁士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鲁日伊策深

深地扎了根，并以上述完全不同于旧城市酿酒业的形式，即作为大

农业主的副业出现了。

然而，成为酿酒业转折点的是，人们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

可以用马铃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

酿酒业的重心现已最终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

小资产者日益被生产马铃薯劣等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

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酿造粮食烧酒的大土地占有

主被酿造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饶

的粮食产区转移到贫瘠的马铃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转移到

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

这一转折点是在１８１６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现的。尽管以后

连续两年取得了较大的丰收，然而由于粮食无法遏止地向英国和

其他国家输出，粮价仍然很贵，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

任１８１３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①
烧酒只值３９塔勒，而到１８１７年则

４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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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７０塔勒。马铃薯代替粮食之后，到１８２３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烧

酒只值１４到１７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经因战争和为国捐献而似乎弄得倾家荡产的易北

河以东的穷容克们，从哪里取得一笔资金使他们所负担的抵押债

务变成有利可图的烧酒厂呢？诚然，１８１６—１８１９年的有利行情给

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地价普遍提高，给他们的信贷增

加了；但是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爱国的容克们得到的比这更

多：首先，得到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援助，其次，这里还要补充

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大家知道，１８１１年在普鲁士，农民赋役

的赎免以及农民和庄园主之间的各种纠纷，由法律作了这样的调

节，即实物贡赋变成了货币贡赋，而货币贡赋又资本化了，赎免的

办法或者是用现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农民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庄

园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割让土地。１８１６—１８１９年的

高昂的粮价使农民不能尽快地赎免，因此这项法律一直是一纸空

文。从１８１９年起，办理赎免手续在勃兰登堡进展得很快，在波美拉

尼亚进行得较慢，在波兹南和普鲁士则进行得更慢。用这种办法从

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诚然是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权利（因为

赋役是违背权利而强加给农民的）——没有按照贵族的旧习惯立

即挥霍掉，而主要用来建立酿酒企业。在上述其余三省中，酿酒业

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农民缴的赎金有多少用于这项事业。可见，普鲁

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完全是靠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建立的。烧

酒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从１８２５年开始。过了两年，到

１８２７年，普鲁士生产的烧酒为１２５００万夸脱，即平均每人１０．５夸

５４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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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总值为１５００万塔勒；相反地，１５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

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１８００万夸脱。

显然，从那时以来，由于某些邦或某些邦的关税同盟没有用关

税壁垒保护自己，整个德国简直淹没在普鲁士马铃薯的劣等烧酒

的洪流之中。按照批发价格，一奥姆①（１８０夸脱）的售价为１４塔

勒，就是说，一夸脱为２格罗申４分尼！从前痛饮一次要花两三倍

的钱，现在只要花１５银格罗申就可以整整一个星期喝得酩酊大

醉，这样一来，连最没有钱的人每天都可以酗酒了。

这种空前便宜的烧酒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但

是在各地几乎都是迅如闪电，它的作用是前所未闻的。我还十分清

楚地记得，在二十年代末，低廉的烧酒价格突然遍及下莱茵的工业

区。例如在贝尔格区，特别是在爱北斐特—巴门，许多工人都耽于

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

上９时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最后各自蹒跚回家。从当时

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

怪的，特别是在幸福之乡的乌培河谷，那里六十年来一直是一种生

产排挤着另一种生产，因此，一部分工人经常过着贫困的生活，甚

至根本无法糊口，而另一部分工人（当时的染色工人）却得到在当

时说来较高的报酬。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乌培河谷的工人们

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诚的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

选择，那末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

么奇怪的呢。

烧酒是很糟糕的。它一冷凝，就不再继续进行净化，带着它所

６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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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全部杂醇油分送各地，并立即被喝掉。用葡萄渣、甜菜、粮食或

马铃薯酿造的一切酒类都含有这种杂酵油，即由高级醇（一种成分

与普通醇类似、但含有更多碳和氧的液体）所构成的混合物（如伯

丙醇，异丁醇，而首先是戊醇）。所有这些酵类比普通酒精（乙醇）更

有害，前者能引起中毒的饮用量比后者小得多。不久以前，波恩的

宾茨教授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我国酒精饮料的发醉作用，正如人

所共知的醉后不舒服或较严重的症候和中毒现象等不良后果一

样，与其说应当归咎于普通酒精，即乙醇，不如说主要应当归咎于

高级醇，即杂酵油。这些高级醇不仅有较大的发醉作用和有害作

用，而且决定发醉的特性。每个人即使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亲

自的观察也会知道，葡萄酒（甚至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啤酒或烧酒

对大脑的沉醉作用是多么不同。饮料中的杂醇油越多，这种杂醇油

的成分越有害，使人醉得就越厉害，越猛烈。大家知道，同其他烈性

饮料相比，新酿造的、未净化过的马铃薯烧酒含的杂醇油最多，有

害的成分最大。不言而喻，这种饮料如果饮得非常多，它对于贝尔

格区那样易于激动、血气刚盛的居民所起的作用，也就会异常大。

发醇的特性完全变了。以往每逢过节，最后总是喜气洋洋的，只是

偶尔发生一些冲突，诚然这时也常常动起《Ｋｎｅｉｆ》（刀子，英语是

ｋｎｉｆｅ），现在每逢过节，人们就纵酒狂饮，结果总是发生殴斗，闹得

非动刀子不可，因刀伤致死的事件越来越多了。教士把这种现象归

咎于日益流行的无神论，法学家和其他庸夫俗子把这种现象归咎

于酒馆里的狂饮。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突然泛滥的普鲁士劣等烧

酒，这种烧酒产生了自然的生理作用，并将成百上千的穷人驱入暗

牢。

廉价烧酒的这种剧烈作用持续了许多年，以后或多或少地逐

７４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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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缓和了一些。然而它对风尚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烧酒

比起以往来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而烧酒的质

量虽然有所改进，仍然比过去用粮食酿造的陈酒差很多。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贝尔格区一样。庸夫俗子们对工人中间

日益发展的纵酒狂饮的现象发出的怨言，从来没有像１８２５—１８３５

年那样普遍、一致和公开。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北部工

人们在１８３０年事件期间也没有激发起积极性，这种冷漠态度在很

大程度上是否由于烧酒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支配着他

们。一些重大的、特别顺利的起义只发生在葡萄酒产地或德国那些

用关税多多少少保护了自己免受普鲁士烧酒危害的邦内。这并不

是烧酒拯救普鲁士邦的唯一事例。

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

他国人民）的一个部门，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

当时，烧酒生产急速发展，日益扩大到东部地区，使德国东北

部荒漠的沙地和沼泽地一摩尔根一摩尔根①地种起了马铃薯。这

一生产部门不以造福祖国为满足，还力图使旧普鲁士的美好的劣

等烧酒行销国外。普通烧酒经过再一次加工，去掉其中一部分水

分，人们把用这种办法取得的含水的、未净化的酒精叫做《Ｓｐｒｉｔ》，

这是从拉丁语Ｓｐｉｒｉｔｕｓ译成的普鲁士语。高级醇具有比乙醇更高

的沸点。乙醇到了百分温度计的７８．５°就沸腾，而伯丙醇的沸点相

当于９７°，异丁醇的沸点相当于１０９°，戊醇的沸点相当于１３２°。所

以应当说，即使经过细心的蒸馏，至少大部分戊醇，即杂醇油的主

要成分，以及部分异丁醇，仍然保留下来，蒸馏时所去掉的，最多只

８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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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戊酵和异丁醇的一部分和伯丙醇的大部分，而后者在杂醇油中

的含量是很少的。然而就是科学的化学也不能用蒸馏法把上述三

种低级酵分离出来，而杂醇油中的戊醇只能用酿酒业中不适用的

分馏法才能脱去。加之农村烧酒企业中的蒸馏法相当简陋。因此，

毫不奇怪，四十年代初生产的酒精还有大量杂醇油，根据气味很容

易判断出来，因为纯粹的或只含水份的酒精几乎没有气味。

这种酒精主要是运往汉堡。以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运往那

些没有进口税挡路的国家；连施特廷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出口；然而

在汉堡和不来梅，绝大部分酒精用来伪造糖酒。这种烧酒在西印度

有一部分是用含糖份量多的甘蔗酿造的，而绝大部分是用制糖时

剩下的残渣酿造的，由于它的成本低廉，作为群众的一种上好的饮

料，是当时能与马铃薯烧酒相竞争的唯一酒类。为了制造“精美”而

又廉价的糖酒，人们把大约一桶真正精美的牙买加糖酒、三四桶廉

价而粗劣的勃比斯糖酒和两三桶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掺和在一起，

这样混合或按类似的比例混合，一般说来是能造出所需要的酒的。

这种“毒药”——我亲自听到过伪造这种糖酒的商人们把这种混合

酒称为“毒药”——经过海路运往丹麦、瑞典、挪威和俄国；然而相

当大一部分又沿着易北河南运或经过施特廷运回原来出产上等酒

精的地区，一部分在那里被当做糖酒喝掉，一部分则用走私的办法

从那里运到奥地利和波兰。

汉堡的商人不限于伪造糖酒。他们以其秉赋的天才立即发现

普鲁士马铃薯烧酒有着十分惊人的前途。他们竭尽全力试制其他

各种饮料，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在非普鲁士的德国北部稍微懂得

一些葡萄酒门径的人，都不愿从汉堡买法国的白葡萄酒，因为谁都

知道，这种酒在那里是用铅糖加甜的，因而具有毒性。不管怎样，马

９４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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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酒精成了日益发展的伪造各种饮料的基础。继糖酒之后又出

现了白兰地，这种酒需要比较精细地加工。不久，葡萄酒里开始掺

了酒精，最后甚至根本不用葡萄酒，而只用酒精、水和植物汁（植物

汁又常常用化学制剂来代替）制成波尔特温酒和西班牙葡萄酒

…… 在许多国家里，这类做法或者是根本禁止，或者是违犯刑法

的，因而人们不敢问津，这就更加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汉堡却

是无限自由的贸易巢穴，“为造福汉堡”而伪造酒类的做法极其风

行。

然而伪造酒类的垄断权没有持续多久。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后，当

法国的大金融家和一小撮知名的大工业家的绝对统治被整个资产

阶级的短暂统治取代时，法国的工业家和商人开始懂得，普鲁士马

铃薯酒精的酒桶里潜藏着异常神奇的力量。他们开始在本国伪造

白兰地，而不再把真货运往国外；尤其是人们用普鲁士马铃薯酒精

的烈性混合物改善了专供国内消费的白兰地（为了简便起见，我把

用葡萄渣做的各种酒都叫做白兰地）。因此，在法国广泛消费的唯

一酒类——白兰地大为便宜了。第二帝国庇护这类做法，自然是为

了苦难大众的利益，结果到拿破仑王朝崩溃时，我们看到，在法国

早先几乎没有酗酒现象，由于普鲁士陈烧酒的德行，现在这种现象

大为流行了。

几年来葡萄的收成空前不好，１８６０年的通商条约又为法国打

开向英国输出葡萄酒的门户，这对事业的新进展起了推动作用。歉

收年份的淡葡萄酒，即使加糖也去不掉酸味，需要加上酒精来提高

浓度。因此，人们将这种酒同普鲁士酒精混合起来。此外，英国人

习惯于喝浓葡萄酒，现在大量出口的纯真的法国葡萄酒，对于英国

人说来太淡而无味了。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比普鲁士酒精更好的一

０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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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来使法国葡萄酒变得既浓又烈呢？波尔多日益成为法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伪造中心（这类葡萄酒在该地变成“精美

的波尔多酒”），同时也成为利用普鲁士酒精……的中心。

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自从法国红葡萄酒的消费（任

何一个资产者都不愿喝别的酒）在英国、南北美洲和各殖民地达到

十分巨大的规模以后，甚至法国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葡萄酒资源都

显得不够用了。西班牙北部几乎全部合格的葡萄，其中包括埃布罗

河谷地盛产葡萄的里奥哈的全部收成，都送到波尔多。热那亚、利

伏诺和那不勒斯也把整船整船的葡萄酒运往那里。这些葡萄酒因

掺有普鲁士酒精而能够经受海上运输，另一方面，葡萄酒的输出又

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大大提高，从前广大劳动居民每

天都可以喝的葡萄酒，现在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现在

他们不喝葡萄酒而喝烧酒，这种烧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普鲁士马

铃薯酒精。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在帝国国会中抱怨说，在意

大利这种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普鲁士酒精比德意

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

种酒精首先是用来……伪造。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

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

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２９一样，普鲁士酒精使工人

阶级失去了葡萄酒而得到伪造的烧酒！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

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

商品。因此，社会主义最时髦的信徒以及复兴者欧根·杜林先生赞

扬酿酒业“首先是……（工业）同农业活动的自然联系”，并郑重其

事地宣称：

１５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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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说对它可能估计过高，不如说可能估计

不足！”３０

不言而喻，ａｎｃｈ’ｉｏｓｏｎ’ｐｉｔｔｏｒｅ（正如科累卓说的，我也是写生画

家３１），普鲁士语的意思就是：“我也是酿酒者。”

然而，普鲁士马铃薯烧酒的奇妙功绩还远不止于此。

冯·卡尔多尔夫先生说：“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１０００人，

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 人。”

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所说的

每平方英里有居民１０００人是指的什么时候。过去大概有过这样的

时候。但是，如果不算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省（那里酿酒业与其他工

业部门相比，起的作用不甚显著），也不算波兹南（尽管政府百般努

力，波兹南的大部分仍然一心想留归波兰），那末我国有三个省，即

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三个省占的面积为２４１５平方

英里。１８１７年总人口为３４７９８２５人，即每平方英里１４４１人；１８７１

年总人口为７４３２４０７人，即每平方英里３０７８人。我们完全同意冯

·卡尔多尔夫先生的说法：居民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酿酒业的直接

结果或间接结果。如果我们这里也算上阿耳特马尔克、经营农业的

下西里西亚北部以及主要是德属波兹南的那部分地区（这些地区

的居民也同样增加了），那末我们面前呈现的是真正的烧酒区，同

时也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而这里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前景。目

前，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

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

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

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核心就会是每平方英

里只有２０００人的地区，在资产阶级工业发展到足以在这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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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领导权也许还有政治领导权以前，这个地区将不能在未来的

历史中起任何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

向。在只能大量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

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鲁士，竟能达到

全世界中心烧酒厂的地步。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

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

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

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大量“基干团

队”。从冯·德·哥尔茨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劳动群众的状

况，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大都完全遭受地主的年契、实物

租、住宅条件以及领地上的警察权力（新的专区法颁布后，这种权

力只是改变了形式３２）的奴役。简单说来，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

１８１５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１８４８年镇压柏林革命，在

１８４９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

反动派，在１８６６年对奥地利作战，在１８７１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

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

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

功于酿酒业。

３５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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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帝国国会。参加讨论的主要有冯·卡尔

多尔夫先生、冯·德尔布吕克先生以及汉堡联盟的代表克品格尔。

这次讨论使人觉得，我们对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所持的态度是十分

不公正的。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酒精，而在于俄国酒精。冯·卡

尔多尔夫先生抱怨说，汉堡工业家将俄国烧酒（正如克吕格尔先生

明确强调指出的，这种烧酒不是用马铃薯而是用粮食酿造的）加工

成酒精，“冒充德国酒精分运各地，从而使普鲁士酒精的声誉受到

损害”。人们向德尔布吕克先生指出，“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会遇到

很大困难，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像用德国烧酒那样，用俄国烧酒

制造出没有气味的酒精”，然而他对此预先说明：“先生们，当然，这

一点我是无从知道的。”

总之，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而在于俄国粮食酒

精。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没有气味”，即不含杂醇油；而俄国粮食酒

精又无法做得没有气味，可见它含有杂醇油，当它冒充普鲁士酒精

出卖的时候，就使普鲁士酒精不含杂醇油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由此

看来，我们是以欺骗手法和对帝国明显的敌意来诽谤普鲁士的“不

含杂醇油的”酒精。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的确，用灼烧的木炭加工可以使烧酒脱去杂醇油。因此，近来

出卖的酒精一般说来含的杂醇油较少。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两种

酒精之间的差别在于：用粮食酿造的酒精可以毫不费力地完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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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杂醇油，用马铃薯酿造的酒精要脱去杂醇油则困难得多，而在大

规模生产中实际上根本办不到，就是用马铃薯烧酒做的最纯净的

酒精涂在手上也总会留下一股杂醇油气味。由此形成一个通例，药

房里用的和做精良甜酒用的酒精，往往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因为这

方面也有伪制品！）粮食酒精，而决不是马铃薯酒精。

“科伦日报”公布了上述有关烧酒的讨论，几天以后，又在新闻

栏里（２月８日第一版）引述了莱茵区一位爱喝酒的人的一段很刺

耳的怨言：

“最好能有办法发现精美的葡萄酒里面也掺有的马铃薯酒精。诚然，酒后

令人讨厌的头痛可以证明含有这种酒精，但这已经太晚了。马铃薯酒精含有

杂醇油，它那种难闻的气味被葡萄酒的特殊气味盖住了。这是最流行的一种

伪造。”

最后，为了安慰旧普鲁士的酿酒者，克吕格尔先生公布了一件

令人担心的事实，即俄国粮食酒精在汉堡市场上比普鲁士马铃薯

酒精贵 个马克。２月７日，后者的价格在汉堡每１００升为３５马

克；因此，俄国酒精的价格比似乎被它破坏了声誉的普鲁士酒精贵

１２％！

了解了所有这些事实，请再看一看这种被诽谤的、“没有气味

的”、唯恐自己的声望被破坏的、“不含杂醇油的”、高贵的普鲁士酒

精，这种在批发贸易中每升只值３５分尼（比啤酒还便宜）的酒精所

蒙受的不白之冤吧！如果把讨论和事实对照一下，不由得产生一个

问题：这里把谁当成傻瓜呢？

普鲁士杂醇油的良好影响是包罗甚广的，因为它同马铃薯酒

精一起掺入各种饮料。从摩塞尔和莱茵区的味酸而淡的劣等葡萄

酒（这种酒加上马铃薯糖和马铃薯酒精就能奇妙地变成勃劳恩别

５５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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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葡萄酒和尼尔施坦葡萄酒），从格莱斯顿通商条约签订以来充斥

英国并在那里被称为“格莱斯顿”的劣等红葡萄酒，到印度、中国、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所喝的沙托－拉斐特酒和香槟酒、波

尔特温酒和马德腊酒，没有一种饮料不掺有普鲁士的杂醇油。凡是

栽种葡萄以及仓库里存有大量葡萄酒的地方，这些饮料的生产就

日益繁荣，那里的生产者就对马铃薯酒精高唱赞歌。可是消费者

呢？消费者根据“令人讨厌的头痛”知道普鲁士劣等烧酒的功德何

在，并竭力避免领教。正如冯·卡尔多尔夫所说的，在意大利，通商

条约是这样实施的：对普鲁士酒精课以过高的关税。由于关税高，

就不可能向比利时、美国、英国输出酒精了。在法国，海关官员在酒

精桶上贴上红色签条，以表明这是普鲁士出品的，——法国海关官

员确实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情！一句话，事态的发展竟

使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绝望地大声疾呼：

“先生们，如果你们想像一下德国酒精工业的状况，你们就会明白，为什

么各国都在战战兢兢地规避我国的酒精！”

当然罗！全世界都已逐渐知道这种酒精的良好影响，而摆脱

“令人讨厌的头痛”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不让这种劣等烧酒进口。

此外，来自东方的令人沉重而郁悒的阴霾正在侵袭受到排挤

的烧酒容克们。在俄国的伟大盟友，即维护一切旧制度反对现时的

破坏要求的最后堡垒和最后屏障，现在也开始生产和出口烧酒，恰

恰是粮食烧酒，而且他们的售价同普鲁士容克们的马铃薯烧酒一

样便宜。这种俄国烧酒的生产和出口逐年在增加，如果说在此以

前，俄国烧酒在汉堡被酿成酒精，那末现在，正如德尔布吕克先生

告诉我们的，“在俄国的许多港口……目前已在建设几个装备有最

优等的机器、对俄国烧酒进行加工的企业”，于是他向容克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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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警告：俄国的竞争将一年比一年厉害。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清

楚地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政府坚决禁止俄国酒精在德国过境。

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作为自由保守派的议员，本应更正

确地确定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俄国的立场。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被兼

并，以及５０亿空前浩大的军事赔款，使法国变成了德国任何一个

敌人的必然同盟者，加以所奉行的政策又是希望人家尊重自己，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害怕自己，而不是爱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

是二者取其一：或者是也把俄国迅速击溃，或者是……充当俄国外

交的忠顺奴仆，保证与俄国结成同盟（既然可以指望它）。由于不能

下决心采取前一种做法，结果势必采取后一种做法。普鲁士，随之

还有整个帝国，又像１８１５年和１８５０年以后那样依附于俄国，而神

圣同盟正像１８１５年以后一样，只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掩饰物。这些

荣耀体面的胜利的结果是，德国依然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

而俾斯麦竟表示惊讶，德国公众怎么还像过去那样，更多地注意国

外（那里是真正的决策中心所在地）发生的事件，而更少地注意帝

国政府（它在欧洲是无足轻重的）做的事情或帝国国会（它在德国

是无足轻重的）里的演说呢！禁止俄国酒精过境！我倒想看看帝国

首相会不会口袋里没有对俄国的宣战书就敢于这样做！当冯·卡

尔多尔夫先生向帝国政府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时，可以认为，不仅

饮酒，而且连做酒都使他神志不清了。要知道，连那些比冯·卡尔

多尔夫先生更有名的酿酒者最近也开始作出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根

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的事情了。

不过，十分明显，俄国的竞争使我国烧酒容克们万分恐惧。在

俄罗斯中部有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那里可以像普鲁士得到马铃

薯一样廉价地得到粮食。加之俄国的燃料大都比我国酿酒区的燃

７５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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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便宜。一切物质前提都具备。因此，如果俄国一部分贵族也像普

鲁士容克们一样，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农民赎免徭役的钱投资于

酿酒企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有不断增加的市场，既然粮食烧

酒在同等价格或稍高价格的情况下总是比马铃薯烧酒优越，这些

酿酒企业已经迅速普及起来，目前就可以预见到，总有一天这些企

业的产品会从市场上把普鲁士马铃薯酒精完全排挤出去，这又有

什么奇怪呢？这里任何抱怨，任何叫喊都无济于事。只要存在资本

主义生产，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

情的。由于俄国的竞争，神圣同盟崩溃的日子，光荣的普鲁士烧酒

工业从世界市场上消失的日子，以及在最好的情况下劣等烧酒充

斥国内市场的日子即将到来。当普鲁士容克们失去烧酒盔，只剩下

世系纹章盔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剩下军盔的时候，普鲁士的末日

就来临了。即便撇开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不谈，撇开新战争或变革

的可能性、或然性或必然性不谈，单是俄国烧酒的竞争就必然使普

鲁士破产，因为这种竞争会摧毁使东部各省农业得以维持在目前

发展水平的工业。而那样一来，这种竞争也就会摧毁易北河以东每

平方英里有３０００个农奴的容克们的生存条件；也就会摧毁普鲁士

国家的基础——招募军官、军士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士兵的材料以

及形成官僚基本核心的材料，使现时的普鲁士具有特殊性质的材

料。随着酿酒业的衰落，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也将崩溃，而没有

军国主义制度，普鲁士就等于零。那时，东部各省由于人口稀少，由

于工业隶属于农业，由于半封建状态以及城市文化和普及教育不

发达，在德国将占其应有的地位。那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余地区由

于摆脱了这种半中世纪式国家的压迫，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并

由于它们的工业发展和教育水平较高，也将占其应有的地位。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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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省将为自己选择较少依赖农业和较少容许封建生产方式的其

他工业部门，到那时，就会将自己的军队不交给普鲁士邦，而交给

社会民主派。整个世界将欢庆普鲁士的杂醇毒一劳永逸地最终消

灭。而普鲁士容克们和“最终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鲁士邦只好用

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聊以自慰：

歌曲里不朽的一切，

生活中必然毁灭①。

９５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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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威廉·沃尔弗３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６年６—１１月

载于１８７６年７月１、８、２２和２９日，９

月３０日，１０月７、１４、２１和２８日，１１

月４和２５日“新世界”杂志第２７、２８、

３０、３１、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和４７各期

以及“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威廉·

沃尔弗著，并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的序言，１８８６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世界”杂志，

并根据“西里西亚的十亿”

一书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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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大约是１８４６年４月底的事情。当时马克

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我们正好一起在写一本书３４，有

人告诉我们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

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容说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

一付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

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于违反出版法而被追缉，幸而没有关进

普鲁士的监狱。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

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

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

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

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

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

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

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

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

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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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威廉·沃尔弗于１８０９年６月２１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

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袭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

“法院科尔奇马”（即小饭店，波兰语叫做科尔奇马——ｋａｒｃｚｍａ，乡

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

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鲁士农奴的悲苦命运，

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

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围的人更高的教育。

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

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这在接触到他终于

能把这种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

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

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

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袭依附关系于１８１０年就在口头上

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领地上的警察

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袭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继续

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

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

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

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费。在大学的时

４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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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语文课，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读死书的语

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

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当联邦议会３５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

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３６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

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１８３４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

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

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谈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别尔堡要

塞。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

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

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３７给他写了一封信。罗伊

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

至少在１８６４年１月１２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

顺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经整整３０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是

期待着终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

…… 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

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别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

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

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

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问室的是所谓卫戍部队的一些年

老的残废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烧酒或者几文酒钱常常就

不能自持。１８３９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

５６威廉·沃尔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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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

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

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

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

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

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

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

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

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

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

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

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

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

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

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

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

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

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

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

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

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

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６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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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这首歌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

笑，“虔诚的人”①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

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

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诉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

普鲁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坑、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

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

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１８４５年底或１８４６年初，给沃尔弗加上了违反出版法的罪名，

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所以现在我们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

切情况３８。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感到厌

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②。他在梅克伦堡

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

以顺利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

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７６威廉·沃尔弗——一

①

② 根据维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２册第１４１

页）３９，沃尔弗于１８４６年因“违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

塞中监禁三个月。（恩格斯在１８８６年版上加的注）

即虔诚主义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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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

个通讯社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

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编辑后供给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

志—布鲁塞尔报”４０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这个报写

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４１里，沃尔弗很快

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评论。这

些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

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

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

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

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

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ＶｉｖｅｌａＲ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

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

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

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

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

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

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

８６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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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

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

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

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

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

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

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

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

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争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

获胜。他想在我们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无论是在科伦办还是在柏

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们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

于他的演说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没

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６月１日起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

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伦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

勤恳态度，他那一贯的过分认真的负责态度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

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

闲时间，相信“鲁普斯①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

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

而很少写指导性论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

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

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

９６威廉·沃尔弗——二

① 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Ｗｏｌｆ——狼，拉丁语——ｌｕｐｕ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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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的那种闭塞、不开化的狭隘和庸俗。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

协会４２去做时事评论，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爱戴和最

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愈来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

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

的帝国摄政王①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

儡们跳动。于是在１８４８年９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

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些压力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关

怀），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的结果是在马尔摩签订了

一个可耻的停战协定４３。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

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９月１８

日的法兰克福起义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４４同国王之间的冲突。

８月９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

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

蛮横。９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

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９月１９日），而臭

名远扬的弗兰格尔则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队总司令。这是两个极

明显的暗示：柏林的协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众普

遍愤激起来。科伦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派定了安全委员会。政府

决定在科伦进行第一次打击。因此，在９月２５日的早晨，许多民主

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伦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

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

０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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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

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

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市场，喊着：“普鲁

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

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

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

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伦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

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

卫团很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没有流血，什么也没有发

生就结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伦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

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１７威廉·沃尔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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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伦的戒严没有继续多久，１０月４日就告解除。１１日，“新莱

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没有

人来打扰他。同编辑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谋叛等等的案

件而被追缉。可是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

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衔１７号的编辑部。他就近

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坐

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

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虽然他

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谁

也没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

余的人的追缉，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１日，有人通

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侦查员，侦查员也

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取消

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１２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

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鲁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

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

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

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

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

２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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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１７８９年８月４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

来，已经过了整整５９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

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

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没有最后通过之前，议会就

被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

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

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

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

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

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

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

役形式的地区①。

３７威廉·沃尔弗——三

① 在１８８６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

‘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这个运动

实质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

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

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

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

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２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１８４８年６

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

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

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

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

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

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

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

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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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上述内阁

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１２月２９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

烈的文章，抨击钦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和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沃尔弗说，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贵族、伯爵、男爵等老爷们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

民进行‘临时的’抢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较容易

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３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们的乐土。１８２１年

颁布的徭役赎免法，把封建容克们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赎

免的规定和实行，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

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们从农民手里得到了至少８０００万的现金、耕地和地租。

而赎金的支付是没有止境的。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愤恨。农民

拒绝继续像驯服的牛马一样给自己的老爷当家奴，拒绝继续支付这种不堪忍

受的代役租、利息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因此，地主的钱柜变得可怕地空

虚”。

柏林议会担负起了调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险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们也善于不惜用农民的血

汗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什么议会不议会，去它的吧！我们觉得怎样有利，就怎

样修改法律！——结果正是这样。在‘国家通报’上出现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

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满陷坑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

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３月以前的状

４７ 弗 · 恩 格 斯

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

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

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

地感到惊慌。”

这一章的结尾以及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的“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被

封闭了。”这句话（见本卷第９９页）为止的各章节（除第四章的两句结束语以

外，见本卷第７８员），在１８８６年版中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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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难道会有帮助吗？老爷们需要的是钱。冬天快到了，他们就要举

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令人神往的赌博等等。娱乐用的钱过去一向是

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们想至少再组织一次愉快的狂

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们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情

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贵族们的极美好的纵情狂饮，可能很快就被

可怕的加里西亚场面４５所打断。”

１月２０日刊登了沃尔弗针对同一目的而写的一篇新文章。反

动派强迫在科尔贝克附近的涅辛的一个村长克伦格耳同一些短工

一起联名询问国王陛下是否真的打算分配土地，并把土地分给无

地的人。

沃尔弗说：“涅辛的短工们听到这种打算，吓得要命，连觉也睡不着，这是

可想而知的。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吗？我们这些短工耕种我们老爷的土地那

样兴高采烈，每天挣得５个银格罗申，而现在却要不再当短工，而去耕种归自

己所有的土地吗？我们的老爷有八九十处领地，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

地，他们难道还要给我们几摩尔根的土地吗？不，我们的短工们一想到这种可

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只要他们还没有确信，实际上没有谁使他们遭受这种

暗无天日的灾难，那些威胁着他们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们还远得很，仍然

为老爷所有，他们是片刻也不能安心的。”

５７威廉·沃尔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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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１８４９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

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

要求索回政府在１８２５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法国大

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１０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

动群众谋福利。３月１６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

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①〈利希诺夫斯基〉②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

很。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

上了德行高尚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居民财产保护联盟’——当

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 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

茵省掠夺约２０００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

容克冯·塔敦－特利格拉弗，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

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

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老爷，当时被人叫做毕洛

夫－库梅尔富尔③，他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上述的容克联

６７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俏皮话：库梅洛夫（《Ｃｕｍｍｅｒｏｗ》）是姓，库梅尔富尔（《Ｋｕｍｍｅｒｖｏｌｌ》）是“发愁

的”。——编者注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绰号“施纳普汉斯基”〔《Ｓｃｈｎａｐｐｈａｎｓｋｉ》〕是来自《Ｓｃｈｎａｐｐｈａｈｎ》一词，即“强

盗”，“贪脏者”，“骗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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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通过了，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

议院——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计划。一方面，占有土地的

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

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１８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

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灾祸的办法。我们来听听

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

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

致的估计硬性确定每块土地的收入，然后在全国规定同这种收入成正比的土

地税。这种高尚行为并不怎么高尚，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３８年来他

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

逃税的容克和贵族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由于

他们从此开恩纳税，他们就应当得到‘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要求得

到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２５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

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

是，为了赎取免缴更多税款的权利’，必须一次付清１８倍到２０倍（根据不同

情况）的税款。‘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

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

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贵族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

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 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钱，就

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１８４８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做了概述，并

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兹南和波美拉尼

亚约高４倍，比勃兰登堡高３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７７威廉·沃尔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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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低的计算，莱茵省现在要缴纳的土地税比按平均计算它所应该缴

纳的，几乎多了１００万塔勒。根据容克议会提出的法案，莱茵省居民却因此

要受罚，再要缴纳１８００—２２００万塔勒的现金，装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

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银行家而已。这就是土贵族容克老爷们所准备付

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们对财产的保护。每个扒手都是这样保护财产

的……  

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农

民一样，应该同时想一想：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钱来付给容克。现在要拿出

１亿塔勒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贵族索取１０亿法郎的时候，普鲁士的贵族却向农民

索取５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鲁士容克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要给以更有力的

回击。“新莱茵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进攻中得到了这种力量。

于是沃尔弗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起发表了一组文章，题为“西里西

亚的十亿”，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

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地得到了多少收入，即得到了多少现款、财

物和地产。“新莱茵报”刊登过许多令人激愤的文章，而像３月２２

日和４月２５日之间所发表的８篇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

多。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订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

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

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在高贵的地方法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

到，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８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

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编辑部自然是

最不会有异议的。

８７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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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就是这样开始

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当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议院刚一组成〈１８４９年２月２６日根据钦定的

宪法和选举法召开〉，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调整即赎免封建赋役的草案。高贵

的老爷们忙了起来。他们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诈一番，以

便储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们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

款子汇到国外。

他们在柏林三月‘误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惊

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们现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

他们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过去一直是封建贵族和工业贵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别应该再次

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骑士的荣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继续闪

烁光芒。

去年１２月钦定的暂行赎免法颁布之后，我们就立即指出①，这个法令只

是为庄园主老爷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谓小百姓，则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

被交给有权势的人任意幸割了。尽管如此，高贵的骑士们还是对这个法令不

满意。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骑士们的腰包更为惬意的法令。

１８４８年３、４月间，西里西亚的许多地位显赫的老爷向农民立下字据，写

明放弃一切从前的农奴制的赋役。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毁，使自己本人

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杨树的特殊装饰品，于是他们大笔

一挥就放弃了他们的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纸上是随便怎么写都可以

９７威廉·沃尔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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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后来，革命没有前进，反而陷入市侩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老爷们便把

放弃权利的字据拿了出来，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们提交给刑事法庭，在

进行审讯时作为无知农民暴动的物证。”

沃尔弗在这里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品德尔的领导下和在

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履行原先的赋役；农民怎样只得把希望

寄托在柏林协商议会上面；而协商派先生们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

地废除一切封建赋役，却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调查那些美妙的封建

赋役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议会

还没来得及通过任何废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议会解散

了；后来又怎样赏赐了一个新的赎免法，但是连这个反动透顶的法

令也没有使老爷们满意，他们现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骑士老爷们却不问问主人，就在那里随意摆布，而这个主

人——

“西里西亚的农民，并不是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资产者，而是大

批的小农、给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以及‘住在老爷家中

的人’，他们至今一直是大土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马；而且按照后者的计划，

他们今后也还应该是牛马，虽然形式稍有不同。

在１８４８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废除封建重担本来会感到满意的……经

过１８４８年最后几个月和１８４９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经验之后，这些所谓

‘小百姓’的西里西亚农民，就愈来愈经常地重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占有贵

族领地的老爷们不应该用狡猾地想出来的赎免法使自己获得新的财富，而按

道理，应该至少交出他们利用先前的赎免法大量掠夺去的那部分财富…… 

现在在农村，人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从农

民那里窃去的钱究竟有多少。”

计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

０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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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亿法郎即约３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就知

道，他们应该收回的是多少本息”。而在普鲁士，剥削是年复一年

地进行的，至今只有各个农民自己知道，他和他的村庄付了多少

钱。

“于是立即对全省作了统计，这才知道农村居民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

现金和地租付给老爷们作为赎金的钱，在８０００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

今尚未获得解放的农民每年的赋役。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１６０００万

塔勒；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共约２４０００万塔勒。

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农民，看到了亮光。在这些亮光的照耀下，

封建集团……惊慌起来了。封建主侵吞了从农民腰包里勒索来的２４０００万，

‘我们的２４０００万我们一有可能就应该收回’，——这就是从此以后在西里

西亚农民头脑里经常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经在几千个农村里公开提出的要

求。

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事实：既然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赋役的补偿，那

末，农民遭到骑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一信念就是‘收获’，它很

快就会开花结果。这种信念是任何的钦赐诡计也排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

命将使这种信念实际实现，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

‘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一大笔款子，而且使‘通常的收入’都回到人民的

腰包。”

容克老爷们是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这在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５日报上刊载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强盗骑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而且

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一点。后来，中世纪骑士的

剑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鹅毛笔杆就结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权利’，

即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骗子的方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

世纪的例子来说吧。八十年代在西里西亚，根据贵族的要求组织了一个委员

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规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 由贵族和

他们的代理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是为了贵族的利益。然而地位

１８威廉·沃尔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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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赫的老爷们远远没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谓‘认可了的’〈农民承认了的〉土

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骗…… 在这些字

据中，有的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愿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

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们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骑士老爷们在最近三

十年间，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级的血汗里榨取来的２４０００万塔勒的巨款装

进了自己祖传的钱柜。”

２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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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沃尔弗从贵族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转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间接剥

削。在间接剥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税，在１８４９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１７４９年确定

的土地清册征税。列在这个清册中的贵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

始就被缩小了，而农民的则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

或耕地的收入定为１塔勒，土地税则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场是免

税的。从那时起，贵族砍光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森林，耕种大面积

的荒地。而税款却仍旧根据１７４９年的土地清册上耕地的摩尔根数

缴纳！因此，在双方税额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荒地开垦的农

民就负担了极其沉重的税款，ｖｕｌｇｏ〔简单地说〕，就是受骗了。不

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骑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领地的那一部分骑士，以

自己是作为世袭陪臣贵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缴分文的土

地税。

据我们计算，近三十年来，骑士老爷们单是土地税一项，少缴或根本没有

缴纳的，就约有４０００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计算），因此，加上直接从

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抢去的那２４０００万，总共就是２８０００万。”（１８４９年３

月２５日“新莱茵报”）

接着谈到等级税。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

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８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缴纳大量的贡赋，每年

３８威廉·沃尔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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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缴纳７银格罗申８分尼的等级税，全年

总计为３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阔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

铁工厂、锌矿和煤矿等等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４６、亲俄派、疯狂地仇视民

主派的第二议院议员伦纳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２４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缴

纳最高等级税１４４塔勒。同拥有８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应该

缴纳７０００塔勒的等级税，２０年就应该缴纳１４万塔勒。这就是说，这２０年他

少缴了１３７１２０塔勒”。

沃尔弗把这位伦纳德伯爵缴纳的等级税同一个雇农和一个女

园丁所缴纳的税款作了比较。这个雇农每年的工钱为１０塔勒，纳

税０．５塔勒，即他的纯收入的５％，这个女仆每年工钱为６塔勒，

也要缴纳０．５塔勒，即她的纯收入的８濎 濛 ％，作为等级税。因此，这

二十年里，高贵的伯爵同雇农相比，少缴了２３７２１０塔勒的等级税，

而同女雇农相比，甚至少缴了３９７１２０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德意志的

其他的一伙人的慈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只限于〈请与１８４８年初以前的

艾希霍恩圣旨相对照〉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许乡下人学算

术四则的。但是，要教农民学这些算法、特别是教减法，也就是教怎样减和扣，

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赐福的强盗骑士从农民身上

和从农民周围减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现在一旦有了好机会，就能够

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运用这种减法。”

沃尔弗还举了西里西亚贵族在减扣方面的这种做法的一个例

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纪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灾和其他灾难而死亡

了的地方，领主老爷马上就在那里出现，把灾区耕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当做‘熟

荒地’而算成自己的领地。可是，土地税、房屋税以及其他的重担子，你们这些

老爷们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税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

来支付，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八

４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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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负担起原来的各种捐税和赋役。你们对公社

草地和公社耕地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

人烟的时候，你们就是如此。这两种情况，你们都利用来使自己的领地尽量扩

大。而公社和农民就应该毫不减轻地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

及其他的赋役，好像公社和农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似的…… 我们也要用你

们量我们的尺子来量你们——农民一定会这样回答你们的。

你们由于疯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真正的黄蜂

窝。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黄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

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①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３月２７日“新莱茵

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３月２９日）中描述了封建赋

役的赎免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著名的总委员会领导，王国的地

方专员和他们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员和登记员都归这些委员

会管辖。当庄园主或农民提出的赎免封建赋役的申请书刚一到达，

这些官员就立即在乡村出现，而老爷们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

城堡里来，慷慨地款待他们和对他们做工作。

“做工作往往是早就进行的了。由于骑士老爷们在用香槟酒可以达到某

种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吝惜香槟酒的，所以，领主们的殷勤努力大都是有成效

的。”

是的，间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员，但是非常罕见，而且这对农

民也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地方专员严格遵守法律字句，然而只要是，比如说，领地占有者或

其代理人把土地丈量员拉过去了，那也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当地方专员、土

地丈量员和领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间，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骑士们则可

以称心如意了。

５８威廉·沃尔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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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专员带着旧普鲁士官场善于为自己成员包揽的一切大权，出现在被

召集在法院科尔奇马的农民中间。他正确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

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立刻出现了各种阴森森的面

孔：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压迫他，榨取他的

全部脂膏，而一直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他听起来就是

棍子或监狱，就是赋税、什一税、徭役和特别捐。要知道，这一切他也是为了国

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

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

帕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来一千次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

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就记住我的话：你们还得为此大大

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多半都解决了问题：现在很容

易使赋役和义务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

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入、评定土质等等，请了

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

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

划归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

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和地方专员一起，在只要能办得到的

地方，就竭力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

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

民。此外，土地丈量员还在最后丈量的时候就把农民的一部分耕

地窃去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

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破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

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最后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契约或证书，以及

……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６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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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算除了用厚颜无耻这几个字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说明。农民可

以提出抗议，可以捶胸顿足，但一切都是枉然。他的钱包的情况如何，别人是

根本不考虑的：国库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税，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

方专员等的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阔绰作乐的生活。当了地方专员的穷小子，

利用强盗骑士们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贵族领地占有者之列。至于

在总委员会里，事情的决定权操纵在贵族手里，就不用多说了。否则，骑士老

爷们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鲁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账目是从

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甚至还不知道，１８４８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赋

役赎免，究竟使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

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破费”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３０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

出约１３７塔勒，作为契约费；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７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

有者，要付出不下２９塔勒的费用…… 给强盗骑士们的补偿原来是这么一

道精美的菜，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德意志调料的菜，今后还会端到地位显

赫的高贵的老爷们的餐桌上来。味谓可真不错！——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们

一面这样说，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胡须，嘴里啧啧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惯常

做的那样。”

这是沃尔弗在２７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１８２０—

１８４８年，但是现在读起来，觉得这是在描写１８６１年以后俄国的农

奴是怎样变成所谓自由农民的。相似极了。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

了老爷们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骗。俄国的赎买在一切官

方的和自由派的论述中，被描绘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赐，是俄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历

史也把旧普鲁士对农民的敲诈勒索描绘成有世界意义的解放事

件，连原来作为这一切赎免的原因的法国大革命，在它面前也要退

居次要地位！

７８威廉·沃尔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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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里西亚贵族的罪恶还是没有列举完呢。沃尔弗在４月５日

的“新莱茵报”上叙述了：普鲁士实行手工业自由怎样给强盗骑士

们提供了掠夺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约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或业主为了自己的手工业或作坊，

每年向庄园主老爷缴纳通常都很高的税款。但同时，他享有这样的特权：庄园

主不准别人从事手工业，以保护他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给他工作做。

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商、铁匠、面包师、小酒店老板或客栈老板、小

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实行手工业自由的时候，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的保

护就不存在了，他们到处都遇到竞争者。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继

续征收原来的捐税，借口说这不是同手工业有关，而是同土地有

关；而法院也偏袒贵族的利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了这种

无理的要求。不仅如此。老爷们自己也逐渐办起水力磨坊和风力

磨坊，以后还办起蒸汽磨坊，因而自己对先前拥有特权的磨坊主造

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他

继续为从前的专营权照旧纳税，他们借口说，这收的是地租，或者

是庄园主在修排水沟等方面做了某些细微的改良所应得的补偿

费。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没有任何

耕地，可是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４０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

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的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了。

８８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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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时磨坊主就不得不出卖磨坊，而在每

次易主时，老爷都要从出售额中获得１０％的过户税［Ｌａｕｄｅ－

ｍｉｅｎ］！——风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

而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５３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

得不缴纳或赎免先前的专营税，尽管不仅专营本身已经取消，而且

就是这个征税的庄园主也有了自己的打铁坊，像同其他的手工业

者和业主竞争那样，同他们竞争；尽管这样，这种税仍然是通过赎

免才取消，或者就是继续支付下去，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

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贵族对有产的农村居民，包括有

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自由村民和

有房无地的放牧者［Ａｕｅｎｈａｕｓｌｅｒ］等等所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所

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们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

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没有为老爷服

务，既没有一所小屋子也没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房客［Ｉｎｌｉｅｇｅｒ］、住户［Ｚｕｈａｕｓｅｉｎｗｏｈｎｅｒ］的阶级，一句话，

就是孤身无家的人［Ｉｎｗｏｈｎｅｒ］的阶级，他们一年支付４—８塔勒向农民、菜

农、有房无地的村民租一间多半是狗窝似的小屋。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

的土地的农民［Ａｕｓｚｕｇｌｅｒ］，即把田产转交给亲属或者出卖给别人，自己留下

一份‘养老地’［《Ａｕｓｇｅｄｉｎｇｅ》］，或者一点不留、隐居到那里的小茅屋里的人；

而大多数是贫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织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他们呢？领主审判权应该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

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现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才予以废除，这种制度

给予庄园主以审讯自己从前的臣民的权利。在这种审判权制度下，

老爷把自己的某个被告监禁后，应该负担其生活费和侦讯费。而这

９８威廉·沃尔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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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爷则得到领主裁判所收入的一切捐税。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则

老爷仍然向他收这些费用，使他在迫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有

些被捕者没有任何财产，庄园主为了补偿为他们花去的费用，每年

向这个阶级中归他审判的一切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辖

费”。

沃尔弗说道（４月１２日“新莱茵报”）：“在老爷们当中，有些人一年收１

塔勒就满意了，另一些人征收１．５塔勒，而还有一些人则蛮横无礼到要求这

部分农村无产阶级一年付２塔勒。拿农村工人的这些血汗钱在首都和休养地

大吃大喝，嫖赌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怎样也榨取不出现金的地方，老爷或他的管事把保护金变成了６、１０、

１２个无偿的服役日〈房客必须无偿地为老爷做满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现

钱！如果房客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找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

杉，最后的一张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的老爷没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没

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出于

他们自己传统的温和态度，不愿意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房客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而肥了庄园主的

腰包。例如，一个贫穷的织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剥削，另一方面，每天赚３—

４银格罗申的工资，除去向国家缴纳濎 濚 塔勒的等级税，除去缴纳学校的、教会

的、公社的各种费以外，还得向老爷缴纳１—２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钱真该叫

做血汗钱。矿工和其他一切无地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房客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贫困、穷苦和

残酷手段弄到偷窃或犯了别的罪而不得不服刑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这样一种

愉快的心情去进监牢或感化院：他和他所属的那个房客阶级早就把相当于监

狱费一百倍的钱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 一个房客缴了３０年保护金（以

平均每年１濎 濛 塔勒计算）而没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缴了４０塔

勒的现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内。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

关〈贵族领地占有者的信用组织〉借的１０００多塔勒资本的利息。

这些强盗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有利的财源，从下列事

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房客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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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记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盗骑士，拥有３块领地，每年向住在他的３个村里的

房客榨取２４０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钱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６０００塔勒资

本〈以他的领地作抵押借的〉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许会想，骑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经从他

们的由于预收而装得满满的腰包里”“支付了一些诉讼费吗？这种天真的想法

简直是在污辱骑士的投机行为。我们都知道二十年代和晚一些时候的许多情

况，当时骑士的蛮横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向房客征收保护金，而且还迫使

自己钟爱的农村臣民支付当时用的诉讼费和监狱费，有时付濎 濛 ，有时濎 濚 ，而在

某些村里甚至达濏 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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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４月１４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

权利在１８４８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容克老爷们当时大叫大嚷要求

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损失”的办法来赎买。

“由于野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打死一个贱骨头农民比打死一只兔

子、一只沙鸡或者这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物还要简单。打猎的时候带上从

钟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驱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如果某个驱兽

者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那末，至多进行一下调查就完了。除此以外，

我们知道这个光辉灿烂的封建时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高贵的骑士为

了获得真正骑士的快乐，把霰弹打进某个驱兽者的脚里或屁股里。骑士老爷

们除了真正打猎以外，还狂热地爱好这样取乐。关于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有

这么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见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止，在老爷的已经收过的耕

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盗骑士们的

餐桌上，他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迹…… 然而，钟

爱的农村臣民却有幸在老爷进行大规模打猎时履行驱兽者的职责。每一个业

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租房屋住的人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

晓’派一个驱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规模的打猎。在１０月和

１１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饿着肚子的

农村居民，在骑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骑士老爷想必乐得心都跳了。

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训猎狗和驱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是驱兽者……

 有一些骑士繁殖了大量的野鸡……妇女或者女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灵敏，

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窝而惊动了母野鸡，那就要倒霉了…… 我们自己在童

年时，曾亲眼见过一个农妇因为犯了这种罪过，被一个年轻的强盗骑士最残

酷、最野蛮地凌辱而弄残废了，可是这件事谁也没有啃声。他们都是些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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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诉讼，是需要钱的，而且还要对法庭有点信任，——但这

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民中是少有的或者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骑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

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践踏和毁坏他用血汗灌溉的田地，眼看着他们毫不

怜惜任何的幼苗，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他们带了自己的猎手

和猎狗在田地里纵横奔驰。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末，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答之

以轻蔑的一笑；最坏的情况怎样呢，——农民经常在身体遭到毒打时体验到

了。上帝赐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兔子吃掉了农民菜园里的白菜，而农民种树

是为了兔子能在冬季充饥…… 但是所有这种祸害同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

培育的贵重野兽和非贵重野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较起来，那真是微不

足道的。野猪、鹿和驼鹿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民这些‘小百姓’全年要靠它

吃、靠它缴纳各种捐税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错，受害者可以要求赔偿损

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都曾经试图这样做。凡是根据亲身经验对旧普鲁士

的官僚、法官和诉讼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这些诉

讼案的结果…… 在经过了无穷尽的函件和传讯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

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判贵族官司打输了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

了这种判决和全盘地计算了以后，他发现是受了更大的欺骗…… 三十年

来，耕地遭到野猪、鹿和驼鹿一年比一年厉害地肆意糟蹋的村庄，在１０００个

以上。我们知道有许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野兽年

复一年地使它们遭受的损失就达２００—３００塔勒。”

既然现在贵族要求对这种打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

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损失，上帝赐福的驼鹿、鹿、野猪以及骑士老爷自己３０

年来使我们的田地遭受的一切毁坏，必须全部赔偿；说一个整数，这就是：

至少赔偿２０００万塔勒！”

这组文章的结尾（载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新莱茵报”）是一篇谈

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１８４７年

秋遭到了非常可怕的饥荒，正像那次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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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传染

病，像鼠疫一样到处流传。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虽然既没

有歉收，没有遭水淹，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

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库（国家）和死手①手里。只有五分

之二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税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

社的税收都最不可思议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

老爷向国家缴纳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 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

农民不想自愿地缴租，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资本和信贷的缺少、强盗骑

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税和赋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在他的

桎梏下无力地挣扎、死去。

在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及其强盗骑士侮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

期内，农民把烧酒看做是他唯一的慰借和支持，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

须给老爷以应有的赞扬：他们把这种物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愈来愈

便宜地、极其充分地供应给农民…… 在波兰农民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已

成了常客，人已失去人的样子，而同这些房子列在一起的上西里西亚的豪绅

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 一方面

是财富不可思议地迅速的积累，‘老爷们’每年的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广

大群众的日益贫困。

农村工人的工资极其低微：男人５—６银格罗申、妇女２．５—３银格罗申

就应当算是高工资了。贫困逼得许多人不得不为４个、２个甚至更少的银格

罗申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是马铃薯和烧酒。如果工人哪怕就只有这两种食物，

但只要数量足够，那末，上西里西亚也至少能避免饿死和斑疹伤寒。但是，由

于马铃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愈来愈贵，得到它也愈来愈困难，而工资

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人们都去吃他们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

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汤喝，吃兽尸。他们愈来愈没有气力。烧

酒贵了，而且……比以前更坏了。所谓‘小酒馆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为

４９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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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获得向老百姓卖酒的权利，向老爷缴纳大量租金。为了增加烧酒的度数，小

酒馆老板从前就已经习惯于在掺了适量水的烧酒里加进各种混合物，矾油在

这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传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马铃薯

的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汤、被生树根弄得很弱，

已经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再注意一下坏的衣着，肮脏而有害健康的住房，

冬天的寒冷，不是没有工做、就是没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设想，这些挨

饿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传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人们再也没有

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国家和强盗骑士不断地剥削他们，榨

取了他们的全部脂膏，以致他们的贫困状况稍有恶化就必定造成死亡…… 

强盗骑士、官僚阶级和上帝赐福的普鲁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

得到了薪俸，分享了奖赏，而下面受饥饿和伤寒折磨的老百姓却开始成百成

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有房子，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土地的人的情况也并不比短工好。他

们的主要食物也是马铃薯和烧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缴纳赋税，他们不

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 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家奴的义务〈为老爷〉，在

那里忍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的鞭笞；一面干活、挨饿、挨打，而一面看到

和忍受强盗骑士的奢侈和骄横、官僚阶级的呵叱，——这就是大部分波兰居

民过去和现在的命运……

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须服劳役的农村臣

民和所谓的雇工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鞭子在这里也是骑士福音

的全部……

强盗骑士为所欲为。任命他们中间的人当县长；他们执行领地的和地区

的警察的职务，整个官僚制度都是为他们而工作。而且，波兰的农民遇到的并

不是德意志的官吏（这也许是太仁慈了），而是旧普鲁士的官吏及其普鲁士的

语言和地方法。忍受着各方面的剥削、侮辱、嘲笑、毒打和被戴上镣铐的上西

里西亚农民，最终必然会达到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的境地。饿死和鼠疫不可避

免地要成为在这种真正基督教德意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谁还有能

力偷的就偷。这是爱尔兰型的上西里西亚真正表示自己对基督教德意志强盗

骑士的反抗的唯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瘦弱不堪的人们成群地从这一个

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

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请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访他们的

５９威廉·沃尔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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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草铺的床。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同强盗骑士和官僚一起进行

的活动的结果。”

和先前一样，沃尔弗要求骑士对农民赔偿，要求无偿地废除一

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最后要求分上西里西亚豪绅显贵们的大地产。

只要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还存在，这当然办不到，因而，“上

西里西亚的居民也将和过去一样，大批地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

而这也的确是如此，直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

巨大高涨才使得这个地区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才愈来愈

多地使文明的、但是更沉重的现代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粗暴的封

建剥削。

６９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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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我们有意从“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大量的引文，这不仅是

因为它最清楚地表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里正确地描

述了１８４８年以前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梅克伦堡、

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在已经实

行了赎免的地方，农民还是没有分得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半数和甚

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庄园主的封建赋

役还继续存在，并且，只要１８４８年的风暴和在这以后的时期的工

业发展没有或多或少地切实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以前，是

很少有希望加快赎免的速度的。我们所以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在

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毫不减弱地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

他落后地区，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赎

免的地方。１８４９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

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赋役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

１８４８年的教训，再加上愈来愈难于从固执的农民那里得到会带来

利益的劳动，现在自己也坚持要赎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

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就终结，从而普鲁士至少是在形式上消灭了

封建主义。

但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

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

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位的

７９威廉·沃尔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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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

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雇

佣工人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

的贵族经济，也是属于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很少用大租佃者的资

金，而大部分是用占有者的资金，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家奴的

地位是由１８１０年普鲁士颁布的奴仆规约规定的。这个规约对封建

关系适应得如此地好，公开允许老爷对奴仆采取“不重的暴力行

为”，然而却公开禁止奴仆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

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仆总规约”第

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

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

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也不下于奴仆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

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

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

绪愈来愈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表现出不愿再继续领受

这种慈父般的感化。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

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

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

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

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

较，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描述农村工人现在的状况，那末，对事

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雇农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

视。１８４８年以后封建赋役赎免的情况怎样？现在农民是否也像过

去一样地受骗？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

８９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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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公布

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来说，比刊登无论多少谈论未来社会

组织的详细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结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１８４９年以后，

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

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

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

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

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

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

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现在再来谈我们的沃尔弗。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在用红色

油墨印了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闭了。除了还没有结束的２３件关于

出版的案子以外，普鲁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

一个编辑，以致他们全体都立刻离开了科伦和普鲁士。我们大多

数人到了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在准备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匈

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军队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

在帝国宪法问题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勒斯顿、

伊塞隆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

起义还在继续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布勒斯劳的旧委任

状，委任他接替臭名昭彰的历史伪造者施滕策尔；人们仅仅是在

接受“煽动者”４７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把“抱怨派”施

滕策尔弄进议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善良的普鲁士人一样，当

然服从普鲁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沃尔弗接替了他

的位置。

９９威廉·沃尔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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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议会由于自己的迟钝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

成为最强有力的议会的地位，而落到了极端软弱无力的境地，这

种软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连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

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集结了自己

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间。只要议会和南

德意志运动的领袖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议会

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法兰克福保护议会，

那就行了。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就会立刻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

那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军队参加运动，维尔腾堡和

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入事件；普鲁士就

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

后来在匈牙利顺利地进行活动的军队调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

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

临着德国胜利地发展的革命，在巴黎天天期待的爆发，结果就不

会像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那样，是激进派市侩不战而败。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进行保卫

的建议，是我们大家①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军队甚至不经号召就

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我②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论

是巴登的领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议员，都是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

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０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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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议会不去采取行动，而又决定说话，仿佛它在此以前还说得不

太多似的，而这一次——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说的。当时成立了

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

乌朗特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和软弱不堪，

不过反映了议会本身的无能、胆怯和良心有亏。５月２６日提交讨

论的两个草案，使我们的沃尔弗有理由彻底地向议员先生们讲出

自己的意见。这次发言的速记记录如下：

沃尔弗（代表布勒斯劳）：

“先生们！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读的告人民书，因

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无力，只适于作为

一篇文章，登在写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刚

才还宣读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顺便指出一下，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

至于为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谈。（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

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也不

大会表示反对，这当然说明宣言写得很糟糕。不，先生们，如果你们毕竟还想

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话，那末，你们不应该像在宣言中那样去同他们讲话；你

们应该讲的不是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是非法性——就像各邦政

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谓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鲁士人、奥地利

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骚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统称之为俄国人。（非

常活跃）是的，先生们，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应该对他们说：

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顺便你们应当说清

楚，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组织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国人

的大炮。如果一定需要发表宣言的话，那就应该发表这样的宣言：直截了当地

１０１威廉·沃尔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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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

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打断我；

他是人民的主要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越出了和违反了一切可以允许的界限。他不

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应该叫

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

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东西。

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

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

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

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

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

虚礼全部推翻了！甚至连“极左派”也都立即表示坚决抗议这种不

可原谅的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

相而造成的破坏行为；它通过自己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

格特先生之口表示了这一点（关于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４

万法郎，１８７０年公布的路易－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的

账单４８证明了这一点）。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

措的、又是无耻地虚假的①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起来发言是为了维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彻

２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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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流，而反对那种为了挡住它的去路而向它投去或〈！〉扔去〈！〉的可鄙的脏

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这些话，反对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堆积起来的、使

那里的一切有淹没和染污危险的垃圾。是的，先生们！这就是一些垃圾和脏

物，有人用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扔

去，这类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愤怒。”

既然沃尔弗根本没有谈乌朗特起草的宣言，而只是认为它的

内容太软弱无力，那末，福格特自己的愤怒，自己的“脏物”和自己

的“垃圾”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就完全不得而知了。不过，这

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莱茵报”始终对福格特

式的虚伪的伙伴采取了无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痛恨正是这个沃

尔弗的发言使这些虚伪的伙伴不能继续耍这种虚伪的把戏。福格

特先生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表示拥护

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

纯洁的东西”。遗憾的是，反动派对于福格特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济克马林根的代表维尔特向福格特先

生提出了决斗的挑战，而福格特先生拒绝决斗，沃尔弗就威胁说要

揍他。虽然论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简直是个巨人，但

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没有她在一起，他哪儿也不露

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胆小的饶舌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争吵以后没有几天，议会自己也确认沃尔弗

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政府，而逃到斯

图加特去了。

３０１威廉·沃尔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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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们快要结束了。在斯图加特，就是在维尔腾堡军队解散国民

议会的时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

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了苏黎世住下来，在那里，

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

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很厉害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困苦的

处境，沃尔弗还是想呆在瑞士。但是，情况愈来愈清楚：俯首听命于

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

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极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

着迁居美国，而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

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住在那里的朋友都请他

到那里去。当他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

１８５１年６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

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厉害。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

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

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１８５３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３７英镑

（７５０马克）的债，这使他很苦恼；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

样写道：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１日，我不得不在极度ｄｉｓｔｒｅｓｓ（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

日。”

４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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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彻斯特的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还在布勒斯劳

时就同沃尔弗结识的，要不是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关系为沃

尔弗找到了一定数量的私人教课，使他至少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

那末，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诸实现了。１８５４年１月初，他就

搬到曼彻斯特去了４９。起初当然是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

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们的爱

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为大家所知道了，他的

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结果正是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他要求

不高，他对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满意；学生们崇敬他；他为人直

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

爱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

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虽然他从来丝毫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

气质、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很少同他们发生冲突，并且结果都

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们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

了。反动的法律堵住了我们的嘴，日常的报刊绝口不提我们，出版

者对于我们偶尔提出的请求连赐予拒绝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

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

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

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认真负责——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给自己的

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题。他把答数同所谓习题

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说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

道题重算了许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自己核对

了一下答数，相信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错了。沃尔弗立

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检查习题解答中是

５０１威廉·沃尔弗——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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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还有这样的错误：“这种情况我不应该再发生！”

就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他还没有活到５５岁就去世了。１８６４

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

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他又

不愿意。不管怎样请求，要他把课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

有用；他已经着手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绝对不能工作

时，他才间或缺课。但是已经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愈来愈厉

害，失眠愈来愈经常。脑血管发生破裂，脑溢血复发以后，就在

１８６４年５月９日去世了。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

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６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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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亲爱的比尼亚米：

您的驻柏林通讯员大概已将德国选举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您

了。我们的胜利使德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胆战心惊：在伦敦这里，

所有的报刊都在议论这件事。这里值得极大注意的，并不是我们争

取到的新选区的数量，虽然值得指出，威廉皇帝、萨克森国王①和

最小的德国邦君（罗伊斯公爵）都居住在由工人社会党人当代表的

选区内，因而代表他们本人的也就是社会党人了。最重要的是，除

了那些我们取得多数的选区之外，我们虽是少数，但无论在大城市

和乡村也都得到了数量极多的选票。在柏林得了３１５００票，在汉

堡、巴门—爱北斐特、纽伦堡、德勒斯顿各得１１０００票；在乡村，不

仅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萨克森、不伦瑞克，甚至在封建主义

的堡垒——梅克伦堡，居于很少数的农业工人也投我们的票。１８７４

年１月１０日我们得了３５万票，而在１８７７年１月１０日，得了至少

６０万票。选举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计算我们的力量的工具；根据

营的数目，您现在就可以判断，德国社会主义大军有多少个军在选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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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日子受到了检阅。这一点无论对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的社会

党，或者对尚未卷入运动的工人，以及对我们的敌人，都有巨大的

道义影响。极妙的是，人们每三年一次要在投票上犯下不可饶恕的

罪过。主张放弃选举的先生们是可以随便怎么说的，然而像１月

１０日选举这样一个事实，要比这些先生们的一切“革命”词句更有

价值。我谈到营和军，并不是比喻的说法。投票拥护我们的那些２５

岁的男人（这是最低的年龄）中至少有一半，也许还要多，都曾在军

队中服役过两年或三年，他们会很好地使用针发枪和线膛炮，现在

编入了预备役。只要再有几年继续获得这样的成就，那末无论是预

备役兵或是后备军５０（占战时全部军队的濐 濜 ）都将会投票拥护我

们，这样我们就能瓦解全部军事机构，并使任何进攻战都不可能发

生。

有人会说，那末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些力量现在就来进行革

命呢？因为，我们取得的不过是６０万票对５５０万票，并且这些选

票又分散在各个区域，我们显然会被打败的，举行考虑欠周的起

义，采取轻率的行动，我们自己就会把运动葬送掉，而这个运动

只要继续不长的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把握的胜利。显然，我

们不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普鲁士人不会让社会主义感染他的全

部军队，不会不采取对策；但是，反动和镇压愈厉害，掀起的波

浪就愈高，直到最后把所有的堤坝冲毁。您知道，柏林发生了什

么事？上月１０日傍晚，一大群人（警方自己估计约２２０００人）挤

满了社会党委员会所在的大楼附近所有的街道。由于我们党的组

织和纪律极好，委员会最先得到关于选举最后结果的消息。选举

结果一宣布，整个人群齐声发出了欢呼，向谁？向当选的人？不

是，向“我们的最积极的鼓动者王国检察官特森多尔夫”！这个人

８０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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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社会党人的诉讼中一向是出类拔萃的，而他的暴力行为却

使支持我们的人加倍增长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所有暴力手段的回答，他们不仅不顾这些，

而且甚至向它们挑战，把它们当做最好的鼓动手段。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写于１８７７年２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７７年２月２６日

“人民报”第７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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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意大利的情况

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终于也建立了巩固的基础，预期会迅

速而胜利地发展起来。但是，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已经发生的转

折，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意大利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

意大利的运动的产生同巴枯宁主义的影响有关。当工人群众

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

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小群年轻的律

师、医生、著作家、店员等等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上了

解内情的秘密的巴枯宁同盟的盟员，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整个欧

洲的工人运动服从它的领导，从而使巴枯宁的宗派在未来的社会

革命中取得统治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确切的材料，在“一个反

对国际的阴谋”５１（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这本小册子中，有详

细的叙述。

当运动在工人中间还只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样做是最顺利

不过的了。巴枯宁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词句到处都博得了预期的掌

声，连那些在过去革命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也随波逐流了。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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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同西班牙一样，用巴枯宁自己的话来说，是“欧洲最革命的

国家”５２。所谓的革命，就是大发空论而无实效。英国的、其次法国

的、最后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

固起来的，与此相反，在这里，任何政治活动都受到指责，因为进行

政治活动，包含着承认“国家”，而“国家”是一切祸害的体现。于是，

不准建立工人党；不准进行争取任何抵御剥削的保护措施，如争取

正常的工作日、限制女工和童工劳动；而主要的是，不准参加任何

选举。代替这一切的是要为了未来的革命而进行鼓动、组织和秘密

工作，一旦革命从天上掉下来，就立刻应当在没有任何临时政府、

完全消灭任何国家机构或类似国家的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工人群

众的主动性（同盟暗中指挥的）来进行…… “但是请不要问怎么

样！”①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当运动还幼稚的时候，这一切都很顺利。

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处于世界交往以外，它们只

知道外国人来访这种交往形式。这些城市供应四周农民手工业品，

并作为向更大范围出售农产品的中介。此外，住在那里的还有靠自

己地租生活的贵族地主。最后，很多外国人把钱送到那里去。在这

些城市中，反对派人数不多，很不开展，而且还混杂着很多没有经

常或固定职业的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来往和温和的气候造

成的。低声谈论匕首和毒药的极端的革命词句，在这里最先找到肥

沃的土壤。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在北部，也有工业城市。只要运动

在这些城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扎了根，这种劣质的食粮

就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了，这些工人再也不要那些不得志的年轻资

１１１意大利的情况

① 引自海涅的组诗“青春的苦恼”中“抒情诗”篇第八首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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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保护了，按照巴枯宁的说法，这种资产者是因为他们“升官发

财的门路被堵塞”才投靠社会主义的。

结果正是这样。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对于禁止任何政治活动，

即禁止任何越出空谈和阴谋活动界限的真正的活动，日益强烈地

表示不满。关于德国人在１８７４年选举中的胜利和他们所达到的把

德国社会党人联合起来的结果，在意大利也并不是一无所闻。经历

过旧的共和运动的、不得已服从了“无政府主义的”空喊的人们，开

始愈来愈经常地利用各种机会来强调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在“人

民报”上反映出已经觉醒的反对派立场。这家周报在创办后的头几

年主张共和，不久便归附了社会主义运动，尽可能地同“无政府主

义的”宗派主义疏远。正当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群众终于成长起来而

超过了自己的惹人厌烦的领导人、创造了真正的运动以代替虚构

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发现“人民报”是愿意偶尔登载暗示必须进行

政治斗争这种异端邪说的报纸。

如果巴枯宁还活着的话，他就会采取他惯用的方法来同这种

异端邪说斗争。他就会硬说那些替“人民报”撰稿的人具有“权威主

义”、权力欲、虚荣心等等，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卑鄙的人身攻击，

并通过该同盟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机关报不断地重复这种攻

击。然后他会说，所有这些罪过都只是那个致命的原罪的必然结

果，这个原罪就是：荒谬地承认政治活动，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就得

承认国家，而国家则是权威主义和霸权的体现，因此谁力争工人阶

级进行政治活动，也就一定坚决地为自己力争政治权力，可见，他

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大家都来指责他吧！这种从已故的马克

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那里借来的方法，巴枯宁是精通的，但是被

他用滥了，用得过于单调。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至少可以得到短时

２１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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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成功的唯一方法。

但是巴枯宁死了，于是秘密地主宰世界的工作转到了瑞士纽

沙特尔的詹姆斯·吉约姆先生的手里。死板的学究占据了那位饱

经世故的世俗人物的位置，并且把瑞士加尔文教派的狂热带到了

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来。要不惜任何代价恪守真正的信仰，而纽沙特

尔的那位眼光狭小的教员无论如何应被奉为这一信仰的教皇。“汝

拉联合会简报”５３（该联合会显然连２００个会员也不到，而瑞士工

人联合会拥有５０００名会员）被宣布为这一宗派的正式机关报并毫

不客气地“谴责”起信念动摇的人来了。但是，组织在上意大利联合

会中的伦巴第工人，已经不再喜欢听这种教训了。而去年秋天“汝

拉简报”竟敢直接地命令“人民报”辞退不合吉约姆先生的心意的

巴黎记者的时候，它们的友谊从此就结束了。简报继续指责“人民

报”和意大利北部的人抱有异端邪说。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事

情的真相。他们知道，在宣扬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背后，隐藏着一

些阴谋家独断专行地指挥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

“短短四行毫无恶意的注释引起了‘汝拉简报’的注意，它把事情说成这

样，似乎我们对它大发雷霆，其实它只是使我们觉得好笑。有些人出于病态的

妒忌心四处活动，大肆诽谤，乞求别人对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表示哪怕是一星

半点的愤怒也好。谁要是上他们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

争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了，它的耶稣会教徒的（洛约拉的）

诡计已不能再欺骗什么人了。”（１８７７年１月２１日“人民报”）

２月２６日的报纸把这些人叫做“某些狭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

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在米兰，

这些老爷已经完全被人认清，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德国１月１０日的选举和与此有关的比利时运动的转折，即放

弃旧的节制政策而代之以争取普选权和工厂法的鼓动，把剩下的

３１１意大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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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一并完成了。２月１７日和１８日在米兰举行了上意大利联合

会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没有对国际的意大利会员中的巴枯宁主

义集团采取不必要和不恰当的敌视态度。决议甚至表示准备参加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试图把欧洲工人运动的各种派别联合起来的

代表大会。但是，决议同时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对意大利运动有决定

意义的三点：

（１）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所以也要采取政治手段，

来保证运动的成功；

（２）社会主义工人应当组织成为不依赖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

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和

（３）上意大利联合会在自治的条件下和在国际的最初章程的

基础上，认为自己是这个伟大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不依赖于其他一

切意大利组织。但是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证明自己是讲团结的。

总之，提出了政治斗争、组织政党和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上

意大利联合会作出了上述决议，从而彻底地脱离巴枯宁主义的宗

派而同伟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了共同的立场。这个联合会分布

的地区是意大利工业最发达的部分——伦巴第、皮蒙特、威尼斯，

所以不要多久它就会获得成就的。一旦采用了为所有其他国家的

经验检验过的那些明智的鼓动手段，相形之下，巴枯宁主义巫医的

空谈很快就会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力，而意大利南部的无产阶级

也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由于自己破产的资产者的地位而产生领导工

人运动志向的人加在他们肩上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７年３月６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１８７７年３月１６日“前进报”第３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４１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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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尔·马克思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

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１８１８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

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

１８４２年已经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

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终生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

先生等人，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５４，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

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１８４２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

“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检查机关对它也没有办

法①。“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

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

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莱茵报”那样

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

末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１８４３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

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检查官

５１１

① 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察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伦日报”

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译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

且批示说“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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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

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

济于事。１８４３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

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

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

鉴”５５，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

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

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

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

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

复，１８４５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５６。亚

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

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８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

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

判，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

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１８４７年他和他的政治

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

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

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

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

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

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

６１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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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

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

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

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１８４７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

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

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

发表在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

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

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

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

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比利时

政府就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

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

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

首先就反对这种冒险。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

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

府的拉马丁之流事先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

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

这个报纸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出版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是当时民

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１８４８年６月巴

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

７１１卡 尔·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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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
５７
曾指责“新莱茵报”

攻击一切圣物——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而这一切都

发生在一个当时有８０００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的行为是

“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①；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

人们表示了愤怒；１８４８年秋天科伦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

刊了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要求科伦的检察官对该报一

篇又一篇的文章提出诉讼，——这一切都没有用，报纸在警察面前

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

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普鲁士发生政

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

１８４９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

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１８４９年德勒斯顿和莱茵省的五

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

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

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６月１９日用红

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以后几个星

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或者是迁到布列塔尼，或者是离

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５８的尝试（１８５０年于

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法

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１８５２年纽约出版；第２版于１８６９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

８１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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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１８５３年间他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

发行，其后在波士顿发行，最近又在莱比锡发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

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

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５９写稿，

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了由他署名的通讯，

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

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激烈论文，在

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１８５９年问世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在这部著作中第

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

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人民报”６０上既反对当时

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

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

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

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主张德国保持中立，甚

至表示同情。福格特有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

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１８６０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

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主义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的面

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

收买。整整十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１８７０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

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相应的字母下

面写着：“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８月付给他４万法郎。”６１

最后，１８６７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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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

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

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１８７２年问

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

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

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

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

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

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

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

协会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

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

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１８６４年的成立宣言至

１８７１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

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

对协会仍然记忆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

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

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

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

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

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他们

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

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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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

——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

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

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

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

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

一方面杜绝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谓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

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

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

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

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

做他的理论工作，因而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

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

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

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

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

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

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

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

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

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

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

１２１卡 尔·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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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

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

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

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

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

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

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

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

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

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

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

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

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

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

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

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

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

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

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

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

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

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

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

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

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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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

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

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

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

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

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

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

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

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

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

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

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

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

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

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

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

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

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６２——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

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

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

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

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

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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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

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

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

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

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

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

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

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

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

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

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

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

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

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

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６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

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６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

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６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

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

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６小时的工，那他就

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６小时的劳动抵偿了６小时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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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

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６个小

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８小时、１０小

时、１２小时、１４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

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

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

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

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

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

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

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

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

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

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

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

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

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

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

还没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

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７年６月中

载于１８７８年不伦瑞克发行的

“人民历书”丛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历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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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６３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

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

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

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

遗６４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论战性的意

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

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６５里发现了俄

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

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

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

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

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６６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

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

６２１

①

②

③ 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话，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转述的。——编者注

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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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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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

批评家”①。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

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

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

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

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

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

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

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

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

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

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

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

在１８６１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

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

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

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

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

９２１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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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

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

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

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

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 页６７）。在那一章末尾，

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

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

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

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

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

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

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

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

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

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

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

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

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

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

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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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

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

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

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

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

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

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

去美国南部各州的《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

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

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

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

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

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

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７年１１月

左右

发表于１８８６年日内瓦出版的

“民意道报”杂志第５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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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

俄国的工人运动

伦 敦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波澜壮阔地发展。现在那里共有６２

种社会主义期刊，其中４６种是名副其实的报纸，１种是杂志，１５种

是工会机关刊物。此外，在瑞士用德文出版的有４种报纸和１种杂

志；奥地利有３种；匈牙利有１种；美国有６种。用德文出版的社会

主义期刊的总数如下：

  

德 国——６２

奥地利—— ３

匈牙利—— １

瑞 士—— ３

美 国—— ６

＝７５

可见，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定期出版物以机关刊物来算，比用

所有其他文字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和还要多。在上述数字中，

我还没有把多少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计

算在内，而指的只是公认的党的机关刊物。

在谋刺俾斯麦６８一事发生以后，有一个资产者写信给我说：

“整个（资产阶级的）德国都为俾斯麦没有被刺而感到高兴。”我回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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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说：我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因为他对我们很效劳，即使为了这

一点也要报答他。你们知道，我是对的，因为要是没有迫害和苦难，

要是没有军国主义和不断增加的捐税，我们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

的成就。

虽然法国的危机６９只产生了很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认

为，这个危机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即使得法国社会主义者有可能通

过报刊、会议和工会来进行活动以及组成工人党，——而这些就是

我们在１８７１年大屠杀以后的今天所能争得的一切。此外，法国具

有两大成就，即农民转向共和国方面以及共和国军队的组成，这是

无可怀疑的事实。杜克罗、巴特比及其同伙的政变所以没有成功，

是因为士兵坚决拒绝与人民为敌。

由于铁路干线全体人员的流血的罢工７０，美国的工人问题被

提上了日程。这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因此，美国创立工人

党的事业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在这个国家里，事态发展得很快，我

们应当注视这种发展进程，才不至于对不久将会出现的某些重大

成就感到突然。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由

于所谓解放农奴而形成的状况，早在战争以前就到了令人难以忍

受的地步。这次大改革进行得如此巧妙，使贵族和农民最后都破产

了。随后又实行了另一项改革，这一改革似乎是为了让省和县在中

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举行政机关，但是改革的

结果只是增加了本来就不堪忍受的捐税。

由于各省径直负担自己的管理费用，国家现在的开支就比较

少了，但是收的税还是那么多；因此就另设新的捐税来弥补省和地

方的开支。后来还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又等于新设了一项比

３３１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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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捐税更重的捐税，这也意味着建立一支新的、人数更庞大的军

队。

结果，财政崩溃的局面加速到来了。早在战争以前，国家就陷

于破产的境地。俄国国库由于广泛参与了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年时期的骗

人的投机勾当，使国家陷于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于１８７４年在维也

纳和柏林爆发，并且长期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和商业。当时的形势

就是，在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的”战争７１爆发以后，由于到处借

不到外债，而内债又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动用银行的数百万款子

（准备金）和发行纸币；结果纸币日益贬值，它的比价很快地——只

过了一两年——就跌到了最低限度。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

国的１７８９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１７９３年。不论战争的

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地爆发，也可能就在

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

的和ｆｒｏｎｄｅｕｓｅ〔因不满而反抗的〕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

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１７９３年也要为之逊色

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

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它在１７９８年、

１８０５年、１８１５年、１８３０年、１８４８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

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转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８年１月１２日

摘要载于１８７８年１月２２日

“人民报”第３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４３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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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７２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８年２月中—

３月中

载于１８７８年３月３、１０、１７、２４和

３１日“劳动旗帜”（纽约）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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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事件，是欧洲工人阶级收获很大的一

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

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７３威胁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恢

复。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

件，不管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

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１８７７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经获得的多

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１月１０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

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１８６７年起就使德国

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

不断壮大的队伍。１８７４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４０万票；１８７７年获

得了６０多万票。１０名工人候选人在１月１０日当选，还有２４人在

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２４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

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帝国的一

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并没

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１８８０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

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柏林、德勒斯顿、萨克森的整个整个的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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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纽伦堡、莱比锡、

不伦瑞克，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

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

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

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

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

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

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

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

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

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

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

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

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

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

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

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

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

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

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

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条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

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

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

８３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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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也

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

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

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

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

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

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

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

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

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

总共不下７５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６２种（包括１５个工

会的１５种报刊），在瑞士有３种，在奥地利有３种，在匈牙利有１

种，在美国有６种；共７５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

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７４以后，１８７０年９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

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

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

力。１８７７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

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

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

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

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

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

９３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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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

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

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

加快和加强了。

０４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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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

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

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

而遭到了破坏。

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

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

歧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

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

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

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

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

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

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

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有一个

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

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张放弃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

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并且

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

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条。

但是，１８７４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

１４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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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

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

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

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

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３００∶１。在意大利，

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１８７４年在博洛尼亚），“无

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

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

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

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

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

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

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

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

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

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

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

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

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

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

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

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

义７５；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

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

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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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

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

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

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９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

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

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

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

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

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

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

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

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

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①他们禁止这些

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

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

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

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

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

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

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

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

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

３４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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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

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

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

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

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

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４４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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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

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须

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１８６８年和１８７２年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

可以夸耀在那里有３万名以上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是，这一切多半

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

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在卷

入１８７３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绞杀了。有一个时

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

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

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

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

街来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７６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当

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

新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

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些工人在

１８７２年依然忠于国际７７，现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谋。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

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

国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１８７７年１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

５４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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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议报”
７８
。但是，他们也受

到针对他们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

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

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使他们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

牙的工人阶级正在对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

的贡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限制。借口镇

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

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

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审

判、侦讯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

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曼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

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

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领导权的资

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经常被

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现。无产阶级的出版物虽然其

中许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

失败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

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

主义”学说，但是这个派别放弃了任何领导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马

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逐渐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

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

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１８７５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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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来米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期间，

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规定不干预政治，特

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预镇压

下去的罢工，以及经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

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１８７５年起，国内佛

来米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们以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

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没有限制妇

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

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

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纱厂劳动１５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认

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们

的反抗没有成功，并且逐渐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

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

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语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

完成，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

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

切政党并同它们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

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

“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１８７６年年底拥有５０００多名交纳会费

的会员。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

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

１８７７年，这两个团体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

织瑞士工人政党；它们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厂法

７４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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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

最为有利。现在它们组织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

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

观点，当然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说这是真正背叛了他们所谓的

“革命”。但是，既然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

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

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

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论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

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

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约在１８７０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

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

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

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

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现象，而没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

个领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

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

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现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

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暂的和虚假的对群众的控制，

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

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

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

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

８４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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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给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

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工人的

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

尔维亚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尔维亚文的周报７９；但是战争刚一

爆发，该报就干脆被封闭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

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

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

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１８６４年创建国际

工人协会的人们，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

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

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内部纷争，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

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

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

者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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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的读者一定已经发觉，前三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欧洲最

重要国家之一的法国。现在来谈谈是什么原因。在以前谈到过的

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活动（虽然它实质上是政治活动），同总的政

治，即所谓官方政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

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可望成为政治

力量。如果说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的正式政党——保守党人、自

由党人或激进派不得不重视它，这只是因为从它的迅速发展中可

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相当的强大，

足以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但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得到外省大城

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中的一种力

量。几乎九十年来，他们都是进步的战斗大军。在法国历史上的每

一次大危机中，他们都走上街头，用一切可以武装的东西把自己武

装起来，筑起街垒，投入战斗。他们的胜利或失败决定了法国以后

多年的命运。从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巴黎工人的

斗争决定的；正是他们在１８４８年赢得了共和国，而同时他们却误

以为这个共和国就意味着劳动解放，在当年的六月失败中，他们得

到了严酷的教训；他们在街垒中反抗路易－拿破仑１８５１年的

ｃｏｕｐｄ’ ｔａｔ〔政变〕，结果再次失败；１８７０年９月，他们铲除了资产

阶级激进主义者连碰也不敢碰的没落帝国。１８７１年３月，梯也尔

企图夺去他们用来保卫巴黎免受外国进犯的武器，使得他们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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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长期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他们遭到血腥

的镇压。

可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

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

锋，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

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这种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

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

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

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

个的政治，我们便无法评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

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

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

譬如，在１８４８年６月和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

巴帝国的１８年统治，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

然的结果是：当１８７０年９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

国时期曾是议会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

人推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

公社被镇压之后，许多年内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

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统治不再出现，而同时也就不

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争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

是为了争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

度。目前法国有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

和波拿巴派，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这三

１５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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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

少数的支持，因而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因此，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

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

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

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

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

进行斗争了。

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

能的政治觉悟：当去年５月１６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

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

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里是

跟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走的。但是，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

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

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

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建立独

立组织的自由的唯一政党，它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硬说，在上次

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即使在工人

有希望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在他们本阶级内相当

闻名、能够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公社失败以后，政

府特别操心的，是把每个即使因进行个人鼓动而在巴黎他的本区

内闻名的工人都当做起义的参加者而加以逮捕。这并不是没有关

系的。

共和派在上次十一月的选举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

行的省、市镇选举和补选中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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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也许会破坏这一切；但是，军队十分明确的立场使阴谋家不能

有所作为。这不仅因为在军官中，特别在下级军官中有许多共和

派，而且还因为士兵群众拒绝反对共和国，后一种情况起了决定性

作用。这就是改组军队的第一个结果——改组军队废除了雇人顶

替的做法，而把军队变成了各个阶级的年轻人的真正代表８０。这样

一来，就没有必要用武力镇压阴谋，因为它已经自行破产了。而这

一点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在１８７１年的血腥

屠杀以后还过于虚弱，并且在没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丝毫

也不愿再次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中，滥用自己的主要

财富，滥用自己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但是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１８７０

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巴黎工人阶级以前所取得的每次

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

化为乌有。本世纪初以来，法国农民是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巴黎工

人１８４８年２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１２月农民投给路易－

拿破仑的６００万张选票废除了。但是，１８７０年的普鲁士入侵，动摇

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上次的十一月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成

为拥护共和主义的了。这一转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说明，

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说明，城市

工人同农村农民的联盟正在接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

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已经抵押给高利贷者；他们的

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诉讼费；公证人、辩护士、法警、拍卖官吏是经

常出现在他们门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地坏，生

活几乎是同样地没有保障。如果说，这些农民现在正在离开波拿巴

主义而转向共和国，那他们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把改善境

３５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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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仑经常向他们许诺但从不付诸实现的

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

被第二帝国粗暴地破坏了。魔法已经失灵。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

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

了。而既然他们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

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丝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

唯一阶级，即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

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

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

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

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暂时

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

级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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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说俄

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

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

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１８６１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

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

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

的实行却无论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好处。农民公

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

地让给农民，部分地也因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

的权利而应该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

国家就来干预这件事情。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

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

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则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连

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光以后把钱花完了；这样一

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领地，

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们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说到

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

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领地中最坏的土地，

是沼泽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属于农民的和由于他

５５１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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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们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

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

支付国家贷给他们作赎金的债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

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

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

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如

果他们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

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

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

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之风渗透到官场

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设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传统的

贪污风气像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

时候，贪污之风在每个公共机关简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

快结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财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

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结果，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

别的钱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

专制制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

法庭，而由贵族、城市资产者和农民按照规定选出的代议机关，准

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

治上轻佻地献媚。但是，舆论对政府的善良意愿估计错了。报刊

变得太直率。陪审员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

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辩护。地方和省的会议①一致声称：政府用它

６５１ 弗 · 恩 格 斯

① 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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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

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

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

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８１，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

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

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

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

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

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

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

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

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

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

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

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

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

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

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

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

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

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

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

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

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

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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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拯救出来，而对俄国人民则说，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

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羁绊，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

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

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

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

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现

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

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

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

经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

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上述

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

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

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

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

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

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

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

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

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

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

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

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８５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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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布 赫 尔 先 生

致“每日新闻”８２编辑

先生，据路透社报道：

“大使馆参赞布赫尔先生被任命为会议的档案保管秘书。”

这位“布赫尔先生”莫非就是在长期亡命伦敦期间出色地充当

了臭名昭彰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热烈拥护者，并在柏林“国

民报”８３上每周都替后者的反俄理论鼓吹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

莫非就是在回到柏林以后成为斐迪南·拉萨尔的狂热信徒，以致

被后者当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而将每年的收入遗留给他并将自

己的著作版权遗赠给他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在拉萨尔死后不

久，洛塔尔·布赫尔就到普鲁士外交部供职，被任命为大使馆的参

赞，并成为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

他曾天真地给我写过一封信，约我（自然是征得他的主子的同

意）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８４撰写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

稿酬条件让我自己决定，同时明确地向我保证，我完全有自由

对现时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我自己的“学术”

观点发表意见。这件怪事发生以后，当我在约翰·菲力浦·贝克

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名为“先驱”８５的国际机关刊物上不时看到关于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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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塔尔·布赫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缴纳会费的公告时，

总觉得十分好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人，如果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

鉴于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案而想对会议提出对付社会主义传播

的国际措施这一消息还有几分是真实的——那末，布赫尔先生的

确是一个恰当的人物，他可以十分有权威地向会议声明：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和学说同这些谋刺案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同

“大选帝侯号”８６的沉没或同柏林会议的召开没有关系一样；在德

国进行的搜捕所引起的恐慌，以及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掀起的一片

尘埃，纯粹是为竞选鼓动服务的，以便使这届帝国国会最终通过俾

斯麦公爵早已拟定的方案来解决一个离奇的问题，即如何把现代

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分给德国政府，同时重新强使德国人民接受

被１８４８年的风暴摧毁的旧的政治制度。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６月１２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每日新闻”

第１００３０号和１８７８年６月２１日

“前进报”第７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并

根据“前进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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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答布赫尔的“说明”

洛塔尔·布赫尔先生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他在６月２０

日写的“说明”，其中首先指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即民族自由

党和进步党的报纸都转载了我给“每日新闻”的信①。布赫尔先生

宣称，要纠正我所作的一大堆歪曲，必须写３０００行文字。然而要一

劳永逸地弄清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的真相，只要写３０行

文字就足够了。

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８日，布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企图诱使我给“国

家通报”撰稿，这恰恰是普鲁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冯·俾

斯麦先生发生冲突的时期。信中有一段话说：

“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

子是ｈａｕ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

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

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

“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

述。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起过。”

同一封信接着说：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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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

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

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可见，布赫尔先生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是受别的什么人的

委托同我“通信”的。但他在“更正”中反倒说：

“任何人，甚至连‘国家通报’的编辑，都丝毫不知道这次的通信。”

这就是布赫尔先生作更正的方法。下面再举一个典型例子看

看他作补充的方法！

在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只说到布赫尔先生“天真地”写信给

我，但是只字未提我给他的回答。而布赫尔竭力要把这件“怪事”说

得平淡无奇，就来给我作“补充”，他捏造说：

“马克思先生回答说，他不会给反动报纸写文章。”

我哪会这样庸俗地回答他的信呢？因为在以下一段总结性的

话里，他这封信的“内在的含意”“不仅”说得明白，而且十分突出：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

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

围。”

卡尔·马克思

６月２７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８年６月２９日“法兰克福报

和商报”第１８０号；１８７８年７月２日

“福斯报”第１５２号；１８７８年７月５日

“前进报”第７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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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

国际工人协会史８７

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见今

年７月的“十九世纪”８８）应当做几点说明，因为人们可能会发生错

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经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资料中汲取了自己的

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谈以下事实：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

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①，这两个文件最初

于１８６４年在伦敦发表，以后于１８６６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

愿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１８６５年

９月２５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８９。豪威耳硬说，在那次会上，

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１８６５年９月没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

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

３６１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章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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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一起商讨应于１８６６年９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而

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

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会议通过我们所

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

“世纪报”的一封信里９０作了如下说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

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

由的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顺便说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是这样写

的：

“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

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①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

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

种基础已经为１８６３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阶级所接受。总

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

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

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

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

４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法文本的记录刊印的不是：“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而是：“在民主和社会

的基础上”（昂利·马丁在文章中也是这样引用的）。德文本是：“在社会—民

主基础上”。英文本是：“在民主基础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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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

恰恰抨击了议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评述的那一项。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

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

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

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

上，在１８６６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

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话——１８６５年的伦敦“代表大

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

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谈来结束。

他说：

“在就废除奴隶制问题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创

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

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

信９１。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

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因此也就无从

“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

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９２的一个瑞士支部（它

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然

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５６１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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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曾经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

神学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

１３页９３）。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物”（《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ｅａｄｅｒ》）而改

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绝关系，并不是受

“宗教观念”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

“专门机关报”——“共和国”９４时，他曾贪婪地追求编辑的“高位”。

在这次“沽名钓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

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

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另一方面

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缀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

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亚社社员起义时出现在伦敦的说

法，并宣称，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布莱克－霍斯”住所

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计划”

告诉他们。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

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没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

分或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

国人”却谨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

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荡的穿硬麻布

衣服的①好汉吗？

６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叙述他与一伙坏蛋短兵

相接的虚构故事时，每次重复总要增加对方的人数，他津津有味地虚构，把对

方描绘成一会儿是穿硬麻布衣服的人，一会儿是穿肯达耳呢上衣的人）。——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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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１８７１年６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９５，这

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

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

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９６。在１８７８年７

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

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 在它〈ｓｉｃ！〉被通过时，总委

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１９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的论点被法国地主议会９７的调查表、凡

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以及那些对胜利

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一个具有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英国历史学家，傲

慢地无视法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我承认，比如在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案这样的事件中，我一看到伦

敦的几家大报一再重复已被它们的目睹此事的记者所驳斥的那种

卑鄙的诽谤，就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成了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向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的报告中

嘲笑了欧洲警察的忙碌的喉舌和资本家的古怪幻想硬加在它头上

的大量财富。报告中说：

“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

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９８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的观点诚然不像乔治·豪威耳先生

７６１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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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那样正统）甚至认为，那种曾经摧毁罗马帝国势力的早期

基督教团体的性质在国际各支部的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结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

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

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虽然豪威

耳的有关总委员会收入的一系列“数字”是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

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来的，但是乔治·豪威耳先生毕竟

没有减损自己的“摹仿”品格并卑微地回答了自然产生的一个问

题，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欧洲的各国政府不是对总委

员会的空预算感到安心，而是害怕“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

组织以及协会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见西班牙外交大臣给西班牙各

驻外使节的通令）。请您合情合理地说一下，为什么罗马教皇和他

的主教们诅咒国际，法国地主议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奥、德

两国皇帝在萨尔茨堡会见时用神圣同盟的十字军征讨威胁它９９，

白色沙皇让当时由非常卖力气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

厅”去照管它，而不用最简单的办法，在它面前挥动总委员会的可

悲的预算，来驱散赤色幽灵呢？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地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

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

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

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

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岛国“庸人”的高尚观点出发，告

诉“十九世纪”月刊的“有教养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

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

８６１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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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

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

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

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

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

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

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

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

规模，这是在１８７２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

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

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

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８年７月初

载于１８７８年８月４日“世俗纪事

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５

期（第１０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俗纪事和自由

思想进步年鉴”杂志

９６１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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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俄国的状况

３月２１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要想封住

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

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

命教育……

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

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这是连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

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每一次国会选举，

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

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

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

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

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

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

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

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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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

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

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

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

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

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

备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

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

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

斗争非常尖锐，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地步。运动好像眼看

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难于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

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弹来自卫。俄国的政治

性谋杀就是聪明、勇敢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

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

军队、甚至宫廷人士中间出现大规模的阴谋活动，全国舆论由

于战后外交失败而感到屈辱，国库空虚，信用紊乱，银行家不得到

国民议会的保证就拒绝贷款，最后，还有贫困。这就是俄国的总

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９年３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７９年３月３０日“人民报”

第１２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７１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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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１００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８月２０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

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

尔的“年鉴”１０１来了，而后希尔施本人也来了。

我可以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给你看，而这

一点我是明确地托付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

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创办的党的机

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

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首先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两

个来月就一命呜呼；其次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

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

安排就绪，其余情况待由苏黎世再通知”（李卜克内西７月２８日给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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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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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施的信），可是他并没有接到。倒是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７

月２４日）告诉希尔施说：“代表权和监督权（对报纸的）委托给我们

了”，“菲勒克同我们”似乎开过会，会上认为：

“您担任‘灯笼’１０２编辑时同某些同志发生的分歧，将使您的地位有些为

难，但我认为这些疑虑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７月２６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物质状况。哪些同

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根

本不重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维持报纸一年的

经费”。

伯恩施坦在７月３１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

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设想给报纸

拟定方针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规定：

“监督委员会应当特别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

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是，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

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

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

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过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派

商议。他８月２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该知道吧，他曾坚决要求

把这封信转告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

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

意见，由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５７１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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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卜克内西７月２８日向希尔施写道：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

盾。至于细节，我不感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最近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没有提，而是

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

卜克内西８月１４日给我的信也提到这一点，并坚持要我们说服希

尔施接受。直到８月２０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您

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编辑部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更有影响。”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８月１１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设于苏黎世的三人团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分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

莱比锡三人团同意之下挑选编辑……据我所知，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

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 根据这种

情况，我觉得，……得不到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支

持，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稍微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

同苏黎世派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

任；没有他们的支持，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

施同他还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三人团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给菲勒克的信里附了一段话，造成了彻底

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

想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其实它是对党即对我们负报纸财务责任的管理委

员会；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监督你。”

６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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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的三个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

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说，希尔施应当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

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

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

对他提出了条件的上述决议，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考虑过，甚至

莱比锡派也根本没有想到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

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

即使莱比锡派在授予苏黎世派以全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

意见，但是苏黎世派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施拉姆８月１４日向希尔施写道：

“假如当时您没有来信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如凯泽尔事件〉仍然要采取

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会对此多费唇舌。

但是鉴于您提出的声明，我们应当对新报纸如何刊载文章的问题保留决定

权。”

７月２６日，也就是在苏黎世的一次会议确定了苏黎世三人团

的全权以后很久，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好像谈过这一点。但

是，在苏黎世人们十分醉心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在后来答复

希尔施的信中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

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

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１）由于莱比锡派方面和苏黎世派方面都坚决拒绝告诉他稍

微确切的情况，没有说明报纸的经费基础如何，报纸能否至少维持

一年。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

７７１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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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和赫希柏格做后盾），几乎不能得出

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已经主要由赫希

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

现在还远没有排除。８００马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一

数目正好等于这里的团体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１０３的经费（４０

英镑）。

（２）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

世派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部的权利，结果发生了一场意见

不一的滑稽剧。

（３）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派不仅要监督，而且要亲自检查报

纸，给希尔施留下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同意。我

们听说①，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而得到了加

强，因此只要莱比锡的三人之间意见一致，就能很快地作出决定。

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

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

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伯恩施坦早在７月２４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他担任

“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使他的地位感到为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方针，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

８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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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诉讼，而在德国则不应该过

于畏首畏尾。他问到底指的是哪些同志，他还说：

“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请您相信，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反纪律的

事情，我将对他采取完全相同的态度。”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方针，在监督委员会看来，‘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

报纸与其说应当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

针。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一切〈！〉同志斥责的事情，无论如何

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反对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

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类似凯泽尔事件的情况，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

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命令和善意的指示”。

菲勒克也写道：

“指示”新报纸“……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

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伯恩施坦的可指责之处至多是，他

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在我们不能打着旗帜前进的时候，如果这还算是一种

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好像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

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

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

纪律，因为他：

（１）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２）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的策略的基本原

９７１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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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希尔施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

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

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则，竟投票赞成拨款

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

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

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

动，这就使人认为他是正确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真的糟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

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侮辱，以前还可以

完全归咎于凯泽尔，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侮辱更加重了，同时，

希尔施的功绩也显得更加重大，因为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

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实际上，德

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

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

议变成不容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

议掩饰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那些比任何人更应当遵守党

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那就更糟

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的发言和投票，

也不是议员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党纪，因为他不顾

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以前实际产生

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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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

报，特别是“前进报”１０４宁愿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

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

突然成了现实问题，对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而没有一个人

能为明确而正确的判断提供条件，如了解德国工业的情况及其在

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某些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情绪还

不可能绝迹，这一点也是要考虑到的。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

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讨论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它

没有被坚决地采取；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些讨论中一开始就表现

出犹豫不决、态度不肯定不明确，以至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

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

新的报纸决不应当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与其说应当

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切

忌偏激。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

以认为伯恩施坦是最合适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

现在不能打着旗帜前进”。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着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出版

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

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

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

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只是证明，他同德国的这些法律很相

称，他实际上说不出在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不允许说的话。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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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无须再作估计。谁不

作好这种准备，谁就不能担任这样突出的光荣的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

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

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

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１８３０年以来，德国侨民在国外

出版的所有刊物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

“灯笼”都算是偏激，那末新的报纸只会在国外的同志面前损害德

国党的名誉。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

运动的回顾”１０５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

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

判，因而也就是新报纸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

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

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

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

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

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

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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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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的片面斗争①；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

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

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

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

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

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

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

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职位。

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

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

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

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

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

３８１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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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根本不想了解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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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

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

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８５页）。那时，一

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

态度”（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

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

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

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

“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

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

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

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

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

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

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

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

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

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

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以卵击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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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

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

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

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非常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１０６，那

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８８页）那样

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

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

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

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

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成功的步子，而自觉

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种步子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第８８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

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

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

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

惧，又是什么呢？如果消灭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

“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

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

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

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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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

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需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

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

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定期地延缓。人们

接受这个纲领，但是真正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

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

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

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

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

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

力促进１８７３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

作。

另一种违背良好的风度的情形，就是对于“只是时代产物”的

“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

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

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

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

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

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

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并且无论如何是加强

６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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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１０７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

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

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１８４８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

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

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

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

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

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

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

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１８４８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

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当时民主共

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

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

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

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

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

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

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

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

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

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

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

７８１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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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

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

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

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

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那末这些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

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

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

义”的空话。

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

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

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

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

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１０８，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

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

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

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

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

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

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

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

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

８８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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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

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

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

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

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

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

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

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

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

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

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

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

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

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

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

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到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

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

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

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

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

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

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

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

９８１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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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

一道走。如果新的党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

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

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

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是事情也许不致于弄

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在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５名委员和白拉克写的

……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派也看看这封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５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１２年卷第２３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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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 格 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１０９

一、关税率

在讨论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臭名远扬的法律

时，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

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

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

谋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１１０。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

本国事务１７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

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１７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诺言。他赐给了德国两大

“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项措施是以关税率保证德国工业独霸国内市场。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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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

势；蒸汽、机器很少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１８４８年和

１８４９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

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１８４９年以后没有到过

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王国、西里西亚矿山、柏林和沿

海城市的人，在１８６４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

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

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

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缓的德国人曾经认

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

一切还不算特别突出，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

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没有津贴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

关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较起来，完全可以看做是自由贸易的税

率。

顺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没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

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

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说来，他们曾经还有某些机会变成小资

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织机的占有者等等。现在这一切都消

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组成一个固

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谁说无产阶级，谁就是说社会

主义。同时，工人在１８４８年街垒战中争得的自由还残存着一些。由

于这两种情况，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传和只有人数极少的

秘密组织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于是

从１８６３年起，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１８７０年的战争，１８７１年的和约和几十亿赔款。如

２９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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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法国绝没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赔款而破产，那末德国却由于得

到了这些赔款而差一点毁灭。暴发户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

（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户）乱花赔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

家的手中，他们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Ｃｒ 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１１１
的好日子又重现了。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

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

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

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

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

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贝列拉利富尔

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见过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赌棍

在柏林以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现。

１８６７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和纽约常常发生的事情，

１８７３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

的崩溃。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维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

去。这是彻底的全线崩溃。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

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们的股票作为投

机的对象。到了崩溃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

会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在４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场等

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２５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谈），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

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

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

费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作为善良的德国爱

国者，公司的董事们就请求政府帮助：他们请求实行保护关税制

３９１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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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

对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

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政

策，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关税

率。这一在１８７９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

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

得不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

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

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

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这是官方意见的真正反映，欧洲科学界著名人

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１８７６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展

出的德国产品的见解１１２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国内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在中

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德国的织物、金属制品、机器在国外

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炒、亚麻或丝、

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

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

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冒险实行自由贸易，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

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金属生产和纺织业，在这种

情况下很快就不可能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

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

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

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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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

业生产出口商品，那末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

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费

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

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

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

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

企业，在波洪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

的产量超过全国需要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

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这么多

的过剩产品销售出去。可以这样说，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

因为值得重视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

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瑞恩，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输出而成

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

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

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

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

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瑞恩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

１２５０００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

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

敲诈来的垄断价格，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国外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

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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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市侩（其实他们也是活该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

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

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吗？去年有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们能够叫出它

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１０００公斤）钢轨。经过长期商谈以

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１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特联合公司

以英国所拒绝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问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

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说：世界上谁能经得起

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湾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

需要１万吨贝氏钢。谁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谁击败了他所有的竞

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

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

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用说，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

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

部门也仿效它们，它们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

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疯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

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组

织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老早就一再地说，俾斯麦

先生好像得到了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们不是说得很对吗？

二、国有铁路

从１８６９年到１８７３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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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敌对有时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

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

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间接地成为大多数现

有的和还在建设的大铁路线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

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

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

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起初给贝列

拉兄弟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Ｃｒ 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１８７３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

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

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

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

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拯救两家没有支付能力

的银行。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

司“发生兴趣”，这样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大

多数。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

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

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

价格。为此，于１８７３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

机者，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２０％，这样就能增加

纯收入，从而也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３５％。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

的唯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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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首先，这个方案迷住了俾斯麦。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

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这个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

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

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

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

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

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９２６００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

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

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

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

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

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

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赌棍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

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

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

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

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３亿

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

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耳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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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联合的各线）的股票１２０００万，这条铁路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

它预期要保证骗子们得到大量的利润，但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股

东们得到丝毫的收入。如果我们注意到下述事实，这一点是可以理

解的。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１６００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

支线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线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钱

已经不知去向了。而残废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

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骄傲。

由普鲁士政府购买这几条铁路线，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

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

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谈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

易，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给股东们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线的实际价

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为人们知道以后它们的股票不断上涨，而

且特别是出售的条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线的股票在

１８７８年１２月是按１０３和１０８的行情出售的，后来这两条线被国

家买下了。现在它们的股票的市价分别为１４８和１５８。正因为这

样，在出售的时候，股东们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涨价首先给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

林大交易所经纪人带来了好处。在１８７９年春天还是相当沉闷的交

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弃自己的宝贵的股票以前，

利用它们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们看到：德意志帝国和当年法兰西帝国同样地处于交易所

的影响之下。正是交易所经纪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们填满腰

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则必须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巴

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它便

９９１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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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

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战争刚结束

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您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

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１１３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０年２月底

载于１８８０年３月３日和２４日

“平等报”第２种专刊第７号和

第１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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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１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０年１—３月

上半月

载于１８８０年３月２０日、４月２０日

和５月５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３、４和５期，并于１８８０年在巴黎出

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

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１９５３年柏林狄茨出版

社德文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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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的法文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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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

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

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

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

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

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

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

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

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

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

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

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

５０２

①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

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

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

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

克萨哥拉第一个说，Ｎｕｓ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

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

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

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１８４０年版第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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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

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

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

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

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

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

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

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

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

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

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１１６在实践中表现为

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

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

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

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

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

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其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

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

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

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

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

６０２ 弗 · 恩 格 斯

页１１５）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

的颠复学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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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

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

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

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

均派１１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

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

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１１８，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

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

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

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

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

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

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

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

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

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

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

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

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

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

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

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

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

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

７０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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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

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

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

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

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

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

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

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

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

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

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

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

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

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１１９，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

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

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

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

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

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

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

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

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

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

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

８０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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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

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

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

诈。革命的箴言“博爱”１２０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

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

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

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

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

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

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竞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

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

１８０２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１８０８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

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１７９９年就已经奠定了；１８００年１月

１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１２１。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

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

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

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

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

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

在１８００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

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

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

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

９０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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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

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

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

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

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

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

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

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

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

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

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

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

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

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３０岁。

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

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

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

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

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

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

０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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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

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

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

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

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

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

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

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

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

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

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

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

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

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

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

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

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

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

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

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ｌａｃｌａｓｓｅｌａｐｌｕｓｎｏｍｂｒｅｕｓｅｅｔｌａｐｌｕｓ

ｐａｕｖｒｅ》）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

１１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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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

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１２２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

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

在１８０２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１８１６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

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１２３。虽然经济

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

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

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

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１８１４年联军刚刚开

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１８１５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

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

障１２４。在１８１５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
１２５
的胜利者建立同

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

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

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

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

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

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

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

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

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

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

２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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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

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

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

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

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

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

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１２６。但是傅立叶最

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迄今

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

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

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

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

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

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１２７。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１２８。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

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

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

期１２９，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

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

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３１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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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

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

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

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

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

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

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

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

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

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

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

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

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

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

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２９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

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

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

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

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

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

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

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５００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

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１８００到１８２９年间，他以股东兼

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

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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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２５００人，这些人的成分

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

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

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

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

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

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

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１３—１４小

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１０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

不停工４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

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

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

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

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２５００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仅

仅半世纪前还需要６０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２５００人所消费的财

富和以前６０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

除了领取５％的股息以外，还得到３０万英镑（６００万马克）以上的

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

５１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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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

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

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

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

如，在１８２３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

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

算１３１。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

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

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

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

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

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

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

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

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

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

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

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

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

６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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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

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

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

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１８１９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

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１３２。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１３３。同时，作

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

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

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

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

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１３４；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

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１３５，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

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

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

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

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

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

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

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

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

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

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

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

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

７１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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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

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

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

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

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

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

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８１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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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现代德国哲学

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

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

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

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

（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

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

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

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

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１３６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

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

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

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

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

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

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

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

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

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

９１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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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

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

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

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

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

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

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

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

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

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

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１３７的希腊人那里才

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

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

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

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

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

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

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

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

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

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

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

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

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

０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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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

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比以外，都是鬼话”１３８。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

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

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

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

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

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

有最惊人的遭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

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

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

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

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

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

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

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

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

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

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现象，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

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

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

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

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

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

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

１２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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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

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

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

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

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

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

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

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

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

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

面去考察。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

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

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

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

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

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

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

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

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

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

果和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

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

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

２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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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

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

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

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

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

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

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

团１３９。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

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

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

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

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

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

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

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

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

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

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

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

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在深度方面都同样

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

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

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

３２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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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

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

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

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

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

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它还包含

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

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

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

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

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

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

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

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

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

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

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

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

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

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

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

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

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坏，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

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

４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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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

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

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

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

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

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

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

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１８３１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

义；在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

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

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

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

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

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通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

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

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

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

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

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

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

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

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

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

５２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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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

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

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

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

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

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

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

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

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

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

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

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

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

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

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

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

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

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

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

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

６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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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

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

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

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

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

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

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７２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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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

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

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未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

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

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

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

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

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①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

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

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

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

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

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

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

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

８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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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

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

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

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

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①，就

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

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

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

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

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

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

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

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

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

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即自由农或依附

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

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

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

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

９２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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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

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

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编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１４０。但是，正如马克

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

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

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

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

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

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

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

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

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

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

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

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

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

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

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

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

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

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

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

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

０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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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

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

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

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

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

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

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成家属的手工

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

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

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

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

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

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

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

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

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

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

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

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

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

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

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

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

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

１３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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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①。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

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

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

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

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

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

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

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

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

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

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

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

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

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

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

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

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

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

２３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

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

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

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当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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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

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

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

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

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

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

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

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

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

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

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

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

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

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

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

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

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

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

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

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

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

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

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

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

３３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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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

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

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

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

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

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

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

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

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

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

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

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

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

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

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

争１４１。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

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

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

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

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

４３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书末的附录。［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马尔克”。见本卷第３５１—３６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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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

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

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

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

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

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

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

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

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

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

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

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

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

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

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

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１８４５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

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

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

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

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

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

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

５３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１０９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６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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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奴役工人的工具
１４２
。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省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劳

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１４３；机器这

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

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

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

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

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

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

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

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

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６７１页）１４４。而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

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

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

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

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

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

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

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

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和深方面扩

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

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

６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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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

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１８２５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

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

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

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

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

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

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

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

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

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

不已。从１８２５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

（１８７７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

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ｃｒｉｓｅｐｌ ｔｈｏｒｉｑｕｅ即由过剩引起的危

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１４５。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

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

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

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

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

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集中而感觉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危

机期间这种集中是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

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

７３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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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

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

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

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

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

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

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

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

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

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御

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

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

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

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

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

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

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像我们在各种

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

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

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

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

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

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

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

８３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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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

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１８９０年，英国的制

硷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４８个大工厂合并

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１２０００万马克资本

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

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

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

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

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

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

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① 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

９３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①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

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

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

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

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

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

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

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

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

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

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

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

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１４６、皇家

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

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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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

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御现代生产力，那

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

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

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

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

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

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

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

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

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

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

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

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

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

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

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

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

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

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

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

０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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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

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

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

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

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

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

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

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

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

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

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

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

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暴风雨时雷鸣闪

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

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

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

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

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

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

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

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

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

１４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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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

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

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

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

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

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

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

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

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

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

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

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

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

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

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

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积极端行动都被消除

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

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

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

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

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

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

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１４７这个

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

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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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

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

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

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

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

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

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

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

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

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

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

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

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

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

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

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

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

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

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

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

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

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

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

３４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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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

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

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

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

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

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

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

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

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

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

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

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

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

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

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

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

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

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

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４４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

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１４８，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１８１４年……２２亿英镑＝ ４４０亿马克

     １８６５年……６１亿英镑＝１２２０亿马克

     １８７５年……８５亿英镑＝１７００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１８７８年２月２１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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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

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

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

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

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

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

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

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

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

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

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

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

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

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

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

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

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

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

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

５４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４９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

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４５５００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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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

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

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

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

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

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

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

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ｂ）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

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

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ｃ）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

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

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

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

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

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

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

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

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

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

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

６４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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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ｄ）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

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

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

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

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

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

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

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

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

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

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由自的

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

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

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

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７４２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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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１５０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在１８４７年，即在蒲鲁东的

“经济矛盾”１５１（副标题为“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后不久问世的。

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

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

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

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

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因为像拉萨尔那样的现

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从上述著作中吸取来的。马克思同意把

他的著作重新登载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这就是表示同情我们。

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还要说几句话。一

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

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１５２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

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

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

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

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的蒲鲁东。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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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蒲鲁东逝世以后，马克思在一篇发表于柏林“社会民主

党人报”１５３上的文章中，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１８４８年六

月的日子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他这位政治作家的才华，作了应

有的评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８０年３月底

载于１８８０年４月７日“平等报”

第２种专刊第１２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平等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４２关于“哲学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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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工 人 调 查 表１５４

一

（１）你在哪一个工业部门工作？

（２）你工作的企业属于谁，属于私人资本家，还是属于股份公

司？私人企业主或公司经理姓什么。

（３）请说明有多少职工。

（４）请说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５）招收的童工（男孩和女孩）最小是几岁？

（６）请说明监工和不是一般雇员的其他职员有多少。

（７）有没有学徒？有多少？

（８）除了固定的和经常有工作的工人以外，是不是在一定季节

还从外面招收另外的工人？

（９）你的老板的企业是全部或主要为当地定户生产的呢，还是

为整个国内市场或为了向其他国家出口而生产的？

（１０）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１１）如果你工作的企业在农村，那末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生活

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从事农业的补充收入，还是两者相结合呢？

（１２）干活是完全用手工方式，还是主要用手工方式，还是用

机器？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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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请讲一下你工作的企业的分工情况。

（１４）用不用蒸汽作动力？

（１５）请说明生产各个过程的工作场所的数目。谈谈你所从事

的那部分生产过程，不仅从技术方面，而且从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

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的观点来谈。

（１６）请谈谈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划给每个工人的

地方），通风，温度，粉刷，厕所，一般卫生，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

等。

（１７）政府或地方机关对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有没有某种监

督？

（１８）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引起工人特殊疾病的特别有害的因

素？

（１９）工作场所是不是摆满了机器？

（２０）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来防止工人的肉体受到发动机、传

动装置和工作机械的伤害？

（２１）请讲讲在你工作以来发生过的造成工人残废或死亡的最

严重的不幸事故。

（２２）如果你在矿上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为保证通风、防止

爆炸和某他危险事故，采取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２３）如果你在冶金或化学生产部门，在铁路或其他特别危险

的生产部门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

（２４）你的工作场所使用的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设

备？

（２５）在工作场所内外有没有足够的消防器材？

（２６）企业主根据法律是不是必须付给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或他

１５２工 人 调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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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以抚恤金？

（２７）如果不是，那末企业主是不是用某种方式给那些为他发

财致富而在工作时受伤害的人以赔偿？

（２８）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某种医疗设施？

（２９）如果你在家中工作，请谈谈你的工作场所的状况；你用的

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机器？你是不是利用你妻子和孩

子们的劳动以及其他辅助工人（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

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企业主”干活？你怎样同他们联

系，是直接联系还是经过中间人？

二

（１）请说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２）请说明一年有几个假日。

（３）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休息时间？

（４）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或吃饭是不定时的。①

（５）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

（６）如果用蒸汽，请说明实际的开关时间。

（７）开不开夜工？

（８）请说明童工和１６岁以下的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

（９）在一个工作日内，童工和少年工人是不是换班？

（１０）政府有没有通过控制童工劳动的法令？企业主是不是严

格遵守这些法令？

（１１）有没有为在你的工业部门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学

２５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沙·龙格对调查表的这一项作了下述补充：“在哪里吃饭，室内还是室

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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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如果有，那末一天中哪些时间孩子们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学

习些什么？

（１２）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采用怎样的换班制度，是不是由

一班工人换另一班工人？

（１３）在生产繁忙时期，工作日通常延长多久？

（１４）机器是专门雇工人来擦拭的呢，还是由使用机器的工人

在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１５）采用哪些规划和处分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午休

后准时上工？

（１６）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后回家要花多少时

间？

三

（１）你的老板规定了怎样的雇佣制度？你是按日、按周、按月雇

佣的呢，还是按其他办法雇佣的？

（２）规定解雇或离职要在多长时间以前通知？

（３）如果由于企业主的过错而违反了合同，是不是追究他的责

任，什么责任？

（４）要是工人违反合同，会遭到怎样的处罚？

（５）要是使用学徒劳动，那末和他们订的合同有哪些条件？

（６）你的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７）你的企业主要是在一定的季节进行生产呢，还是通常相当

均衡地全年进行生产？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那末在其他

时间你靠什么收入生活？

（８）你的工资是怎么计算的？是计时还是计件？

３５２工 人 调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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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如果是计时，那末怎样同你结算？是按钟点还是按整个工

作日？

（１０）加班是不是补发工资？

（１１）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请说明是怎么计算的？如果在

你工作的生产部门里完成的工作是用尺量或过磅计算的（如煤

矿），那末，你的老板或他的帮手是不是用欺诈手段剥夺你的部分

工资？

（１２）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那有没有拿产品质量作为欺诈

的借口，来克扣工资呢？

（１３）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你过多长时间领工资？换

句话说，在你领取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工资以前，你给老板的贷款

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发工资：一星期以后，一个月以后，或还

要长？

（１４）你是不是感到：这样拖延发工资，就迫使你经常跑当铺，

付出高额利息，同时使你失去你所需要的物品，或者迫使你向小铺

老板借钱，变成他们的债户，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１５）工资是由“老板”直接发给，还是经过中间人或“包工头”

等等？

（１６）如果工资是经过“包工头”或其他中间人付给的，请列举

你的合同条件。

（１７）请说明你一天或一周工资有多少。

（１８）请说明和你在同一工场工作的女工和童工在上述时间内

的规定工资。

（１９）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日工资。

（２０）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计件工资。

４５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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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请说明在上述时间内你的实际工资；如果你有家，也请说

明你妻子和孩子的工资。

（２２）工资是付给现金，还是一部分付给别的东西？

（２３）如果你向你的企业主租房屋，请说明有哪些条件。企业

主是不是从你的工资中扣除房租？

（２４）请说明下列日用必需品的价格①：

（ａ）房租和租房条件；有几个房间；多少人住；房屋修缮和保

险；家具购置和修理；寄宿；取暖、照明和用水等等；

（ｂ）食品：面包、肉类、蔬菜（马铃薯等）；乳制品、鸡蛋、鱼；黄

油、植物油、脂肪；糖、盐、调味香料；咖啡、茶叶、菊苣；啤酒、西得尔

酒、葡萄酒等；烟草；

（ｃ）衣服（父母和孩子的）；洗衣；卫生用品，洗澡，肥皂等等；

（ｄ）其他开支：如邮资，还债和付给当铺的保管费；孩子在学校

学习的各种开支，学费，买报，买书等等。交给互助会、罢工基金

会、各种联合会、工会等等的会费；

（ｅ）和你从事的职业有关的开支（如有这种开支）；

（ｆ）捐税。

（２５）请尽量算出你每周和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有家，也请算出

家庭的收入）以及每周和一年的支出。

（２６）根据你个人的经验，你是不是觉得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如

房租、食品价格等等）比工资提高得更快？

（２７）请说明你所记得的历次工资变动情况。

（２８）请介绍一下在萧条或危机时期工资降低的情况。

５５２工 人 调 查 表

① 由此以下至第２５项马克思是用法文写的，以后仍用英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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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请提供在所谓繁荣时期工资提高的情况。

（３０）请介绍一下产品式样改变以及局部或普遍的危机所造成

的生产停顿的情况。

（３１）请对照地谈谈你生产的产品价格或你提供的服务的价格

改变情况和工资同时改变或不变的情况。

（３２）在你工作以来是不是有过由于采用机器或其他改进而解

雇工人的情况？

（３３）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和

劳动时间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３４）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有过由于生产改进而提高工资

的情况？

（３５）你是不是知道，有哪个普通工人在年满５０岁时可以脱离

工作而靠他做雇佣工人时挣的钱过活？

（３６）在你的生产部门里一个中等健康水平的工人可以工作多

少年？

四

（１）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工会？它们是怎样活动的？

（２）在你工作以来你们行业的工人举行过几次罢工？

（３）这些罢工的时间有多长？

（４）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

（５）罢工的目的是不是提高工资，或是反对降低工资的做法？

或是关于工作日的长短，或是由于其他原因？

（６）罢工的结果怎样？

（７）你们行业的工人是不是支持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

６５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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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请谈谈你的老板为了管理他的雇佣工人而规定的规章以

及违反规章的处分。①

（９）企业主有没有结成联合会，以便强迫工人接受降低工资、

延长工作日、干涉罢工，总之，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

（１０）在你工作以来，你是不是知道有政府方面滥用国家权力

来帮助老板反对工人的情况？

（１１）在你工作以来，这个政府是不是曾经帮助过工人反对企

业主的勒索和非法的欺诈手段？

（１２）这个政府是不是要求不顾老板的利益贯彻执行工厂法

（如果有这样的工厂法）？工厂视察员（如果有这样的视察员）是不

是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１３）在你的企业或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对不幸事故——疾病、

死亡、短期丧失劳动力、年老等等进行互助的团体？

（１４）加入这些团体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些团体的基金是

不是完全受工人监督？

（１５）如果缴纳会费是强迫的并且是受企业主监督的，企业主

是不是从工资中扣除这些会费？他是不是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被

解雇或辞职的工人，能不能收回自己所交的钱？

（１６）在你的生产部门有没有工人合作企业？它们是怎样管理

的？它们是不是也像资本家那样从外面雇用雇佣工人？

（１７）在你的生产部门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企业，在这种企业中，

付给工人的报酬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则是所谓分红？请把这些

工人的总收入和没有所谓分红的工人的收入作一比较。这种制度

７５２工 人 调 查 表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自然，在他的工厂里，他把最高的立法权、审判权

和行政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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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工人有些什么义务？是不是容许他们参加罢工等活动，还是只

许他们做老板的忠实奴仆？

（１８）在你的生产部门里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一般的体力、智

力和精神状况怎样？

卡·马克思起草了１８８０年４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８０年４月２０日“社会主义评论”

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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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 克 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版导言１５５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几页早先曾作为三篇论文发表在“社

会主义评论”１５６上，它们是从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
１５７

中抽出来译成法文的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

一，他在１８４４年就以他首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

“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

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

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是一

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

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

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

９５２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导言的正文中还做

了如下的补充：“它们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

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做了一些补充。”——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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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撰稿人
１５８
。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

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佛来米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

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

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由卡尔·沙

佩尔在１８３９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不得不从法国逃出以后所

创立的组织。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组织的普通形式，变成

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还必需

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１８４７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

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

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一切文字①。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

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资产阶级激

进派和社会主义工人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这家报纸是

由马克思在科伦创办的，于１８４９年５月被普鲁士政府禁止。恩格

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完

成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进军１５９（１８４９年６—７月）。

１８５０年，他在伦敦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

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

０６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

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

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

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

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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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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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农民战争”，１９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出版并连续出了三

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做了“人民

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

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社会问题”、“德

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

主义者”等等。

１８７０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

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联系。

他寄给“前进报”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杜林先生关于科学、特别是关

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驳斥。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

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

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

主义的入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８０年５月４—５日

左右

载于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０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１８８０年版本校对过

３６２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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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１６０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１）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

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２）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

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

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

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

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

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８０年５月初

载于１８８０年６月３０日“平等报”

第２种专刊第２４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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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

五十周年纪念大会１６１

公民们：

波兰人在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

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成立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

和华盛顿并肩战斗。１７９４年，当法国革命好不容易地抵抗同盟的

武力时，光荣的波兰起义使它摆脱了威胁。波兰丧失了自己的独

立，法国革命却得到了拯救。起义失败的波兰人加入了“长裤汉”

军队，帮助他们去粉碎封建的欧洲。最后在１８３０年，当尼古拉皇

帝和普鲁士国王①蓄意重新进攻法国以实现其复兴正统王朝的计

划时，你们今天所纪念的波兰革命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秩序笼罩

了华沙”。

“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

遭受暴力摧残的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人们还用这句口号向

这个民族表示敬意，这个民族所举行的各次起义——对其本身说

来是多么不幸的起义——经常是制止了反革命的进攻，这个民族

的优秀儿子在各地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时候，从未停

５６２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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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过以武力回击敌人。另一方面，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

掩饰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因此，“波兰万岁！”

这个口号本身就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消灭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

的军事专制，消灭蒙古人对现代社会的统治！

从１８３０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政权以

来，无产阶级运动就开始显露出来。早在１８４０年，英国的有产阶

级不得不乞灵于武力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组织宪章派。

与此同时，在独立的波兰的最后一个角落，即在克拉柯夫，于１８４６

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１６２。从那时起，波

兰就失去了有产者欧洲的任何虚伪的同情。

１８４７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

大会１６３，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

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

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

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１８４８年利１８４９年，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

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挥官，都表现

得出类拔萃。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趋向被淹没在六月日子的

血泊中，然而１８４８年革命——决不可以忘记这一点——的熊熊火

焰几乎燃遍了整个欧洲，有个时期曾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共同体，

从而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基础。１８６８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

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

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最后，在波兰流亡者中间也有

巴黎公社的忠实保卫者。公社失败以后，只要是波兰人，就会被凡

尔赛军事法庭下令枪杀。

６６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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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

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战士。

现在，当这一斗争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时候，愿它得

到宣传界、革命报刊的支持，愿它和我们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

来；这将是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前委员

签名：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弗·列斯纳

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载于“纪念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

国际大会的报告文集”１８８１年

日内瓦版

原文是波兰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７６２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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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１６４

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

２月１６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

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

堡委员会１６５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

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

……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

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

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３１５页）１６６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

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

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３４１页）１６７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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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

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

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

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

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

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

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２４年俄文版第１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６２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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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

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１日）

公民：

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通知您，我们无法出席你们的大会１６８。

当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残酷的大屠杀而陷

于失败的时候，胜利者决没有想到，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

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１６９，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

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他们也没有想到，在普鲁士国王①由于包围巴黎而迫使当权

的资产阶级去武装人民、从而给公社的建立作了准备以后过了十

年，这同一个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

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才能保住他的王位１７０。

另一方面，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公社失败以后采取了迫害手

段来迫使国际工人协会放弃它的正式的、外在的组织，它们以为它

们能够用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

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个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０７２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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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大，它不但席卷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且席卷了美洲的工人阶

级；为了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将把工人们联结在

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自发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愈来愈超

过协会的任何外在形式。

总之，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公社

万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１日

第一次载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７日

“真理报”第３０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１７２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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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阁下：

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一篇题为“追问‘自由’周报”的文章

写道，刊载关于俄国皇帝①之死的文章的那一期周报，“还有几处

暗示了秘密袭击市长官邸的罪犯”。虽然上面提到的文章同那篇

关于彼得堡事件的文章毫无关系，可是因为这种看法可以从同这

篇文章的内容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解释，而且由于该报编辑莫斯

特先生目前不能亲自在报刊上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请求您把下

面一段逐字逐句按上述那期“自由”周报译出的全部有关“秘密袭

击市长官邸”的话刊登出来。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９日“自由”周报：

“星期三晚上，不知‘何许人’把一只装有约十五磅重火药的箱子放在西

蒂区市长官邸前面。它的一端已点燃，但是有个警察‘偶然’发觉了这东西，他

十分勇敢，一下就把火扑灭了。我们不明白，这种爆炸可以达到什么目的。看

去，国际警察无论如何都知道要怎样在这件事上捞一笔资本。第二天晚上，有

人在议会中向政府提出质问，问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在伦敦长住下

来的一帮社会主义分子。但是，内务大臣并不认为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只是以

耸耸肩来回答。这就是国际警察的一切努力所能得到的全部奖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８１年４月１日“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每日新闻”校对过

２７２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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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１７１

这句话，成了近５０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１８２４年废除

臭名昭彰的结社法１７２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

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

前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

进，有许多５０年前甚至３０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想望的和必要的东

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崇的老口号是不

是也在此列呢？

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

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

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应用道德学或

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

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

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

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末，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

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

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的内

容是什么呢？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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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

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

力和延续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

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

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

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

劳动的能力。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

给资本家，也就是说，只要使这种交易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给

多少就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

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资本家给的这

么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许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

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

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

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

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

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

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

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

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帮手”①从工

４７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英文原文为《ｈａｎｄｓ》（指的是“劳动力”，“工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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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

些被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

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

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

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

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

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

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

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

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要问，资本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

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

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

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

他自己的产品中支取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工人的工资

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

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

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不平常的“公平”的竞赛结果就是，劳

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

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

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

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

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

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的规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

５７２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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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

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

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１—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７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６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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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雇佣劳动制度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

天公平的工资”这个历来推崇的口号，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社

会条件下，最公平的工资必然相当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

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满足于仅够保

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这是目前社会经济组

织的规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

官法庭１７３在内，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

一方面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

一方面是工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

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

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

的、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为了反对这一规律已经斗争了将近六十年——而结

果怎样呢？他们有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工人阶级亲手生产

的东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呢？他们有没有使哪怕是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

料即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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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他们不仅没有做到

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

我们决不是说，工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用处了。相反，

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作

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额等于在某一国家内按照该国一般的生

活水平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维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额。对于

不同阶层的工人来说，这种生活水平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

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

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有许多行业，它们的劳动同

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

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

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

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

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降

低，他们学会了怎样靠愈来愈少的工资生活，于是他们的工资就自

然而然地降低到他们自己不得不认为够用的那个水平。

因此，工资规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

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

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斗争双

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

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

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

很容易失败，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

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基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

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

８７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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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

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经济制度来说，可以说是做一天公平的工

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资。

工资规律并没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在这些斗争

的压力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连按照雇

佣劳动制度规则应得的也得不到。资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

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场价值。这

要证据吗？请看看付给大工联会员的工资，再看看伦敦东头这个永

久贫困的深渊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资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

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

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

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

（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

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

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

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１５—１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１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９７２雇佣劳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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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工  联

一

在本报上一号，我们考察了工联的活动，只谈到它怎样在同雇

主作斗争中促使工资经济规律的实现。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题目

上来，因为它有极重要的意义，整个工人阶级都应当彻底了解它。

我们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释都懂得，不论个别资

本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尽量减少工资。大卫·李嘉图曾经

无可反驳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在每个

个别场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

少叫做工资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

资本家想减少工资，就等于说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润。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增加利润，但它们

并不改变一般规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了。

既然工资额是由一个特殊的和十分确定的社会经济规律支配

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资呢？工资的经济规律是存在的，而且

是推翻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有伸缩性的，这种伸缩性表

现为两种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工资水平或者可以直接降低，使

该行业的工人逐渐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间接降低，即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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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或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

每个个别资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资以增加自己利润的利己

心，由于同一行业中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每人

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他

就得竭力减少工资。这样一来，为了每个资本家的利益而对工资

额施加的压力，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

是利润多少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

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

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个过程缓

慢地然而是确实地在发展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

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

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

度，而工资愈来愈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数目，工人就绝

对不可能生活和延续他的后代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曾经暂时出现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

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产品的需求。在这

些行业中的工资，除去习艺所卖给工业家的儿童的工资以外，通常

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一

个染匠、工匠、剪绒工、手摇纺纱机工人通常的收入，现在听起来令

人难以相信。同时，在那些工人被机器所排挤的行业中，工人却要

慢慢饿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渐渐又排挤了那些工资优厚的工

人，人们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数量很多，使机器生产的商

品的供应不仅跟上而且超过了需求。１８１５年普遍和约的缔结，恢

复了经常的贸易，十年一次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循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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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

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利益，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都

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生产者就屈服于这条一般规律：没有

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时，１８２４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这是非常

适时的。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

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

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

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

棉纺织业占据了郎卡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

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

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１８２４年的法令

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

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

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

——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现在形

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

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了。

因此，资本家阶级当时激烈地反对工联。这个阶级一向认为

他们长期以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

现在，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

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１７４。

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

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

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郎卡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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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厂主们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在

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组织罢工，而且组织得不比任何工联差，甚至还

要好。

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

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

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

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

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

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

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

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

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

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

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

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

运动中找出路呢？

下一星期我们将考察工联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就工联在帮助调节工资额并保证工人

在和资本作斗争时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论题不只限于这一方面。

我们谈到了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不管资本的辩护士怎样加

以否认，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只要减少工资仍旧是增加利润

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而且，只要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仍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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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

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事实

是没有用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

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拥有雇佣劳动所需要

的一切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

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

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

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工人阶级尽管只是争取得到自己产品的

一部分，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

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

级同上述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

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

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

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

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

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

章１７５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

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

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目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

随着纯政治的、或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

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

比的程度。有几个大工联包括１００万到２００万工人，得到较小的或

地方的工联的支持。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统治阶级的任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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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辉格党或托利党的政府，都必须加以重视。

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按照它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时形成

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参加调节工资、

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废除公开敌视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

已经讲过的那样，它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效果，完全和它们能够希望

的一样。但是它们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力量

比它们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愿地向它们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

累里的户主选举法１７６至少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

选举权。如果他没有预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们自己的意志，

而不再听命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吗？

如果工人没有在管理他们的规模巨大的工联组织方面证明他们有

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吗？

这项措施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阶级在

伦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用新的武

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在这里，我们不

得不遗憾地说，工联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责任。

这个新武器在它们手里已经有十年多了，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也没

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们不应当忘记，如果它们不能真正走在工

人阶级的前列，它们就不能保持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

阶级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议会，却还是永远满足于让资

本家或资本家的办事员如律师、编辑等等来代表它，这是违背常理

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它

有一个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这个专门为了增加工资、

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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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

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们将

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

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

治组织。

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

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

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

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

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

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

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

阶级的组织。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

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０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５月２８日

和６月４日“劳动旗帜报”（伦敦）

第４号和第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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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６月９日，星期四，在下院里，蒙克先生（格罗斯特）提出了一

项决议案，大意是说：

“同法国签订的任何通商条约，如果不是以进一步减低关税来促进两国

贸易关系的发展，那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接着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辩论。查·迪耳克爵士代表政府用

外交礼节所要求的方式表示了温和的抗拒。詹·阿·巴尔福先生

（塔姆沃思）主张用报复关税来迫使外国采用较低的关税。斯拉格

先生（曼彻斯特）主张甚至不用任何条约，让法国人自己去发现我

们同他们的贸易对于双方有什么价值。伊林沃思先生（布莱得弗

德）对于通过通商条约达到自由贸易表示失望。麦基佛先生（柏

肯海德）声称：现在的自由贸易制度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它只是

由自由的进口和有限制的出口构成的。决议案以７７票对４９票通

过了。这一失败既不会伤害格莱斯顿先生的感情，也不会损害他

的地位。

这次辩论是一连串翻来复去的抱怨的鲜明例子，抱怨愚蠢的

外国人以及同样愚蠢的殖民地臣民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自由贸易

的普遍好处及其去除一切经济弊病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种预言遭

到过像曼彻斯特学派１７７的预言那样彻底的破产。这种预言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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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一旦在英国建立起来，就会使国家得益非浅，以致其他国家

也必然会照样仿效，并向英国的商品开放自己的港口。然而，这些

自由贸易信徒们的甜言蜜语依然是旷野里的呼叫。不仅欧洲大陆

和美洲整个说来都提高了它们的保护关税，甚至不列颠的殖民地，

一旦获得了自治，就跟着仿效；印度刚被置于国王管辖之下１７８，那

里就规定对棉纺织品抽５％的关税，以鼓励本地工业。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对曼彻斯特学派来说，是一个无法知道

的秘密。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

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

纺织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

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

他纺织工业的革命。大不列颠大片的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

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

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

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

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２５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

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了出去，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

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

１８１５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

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

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

但是和平的恢复，很快地促使其他国家也走英国的道路。法

国靠保护关税这道万里长城的庇护，也采用蒸汽进行生产。德国

也这样做了，虽然它的关税在当时远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

内）都公平。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同时，不列颠的土地贵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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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高地租，实施了谷物法
１７９
，因而提高了粮食价格，同时也提高

了工资金额。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业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

约到１８３０年，英国竭力想成为“世界工厂”。反谷物法同盟１８０所抱

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

在当时，并不隐讳取消谷物法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减低粮食

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能使不列颠的厂主们抵抗那些邪恶的或

愚昧的外国人用以威胁他们的一切竞争。英国由于在机器方面的

巨大进步、由于有庞大的商船队、有煤和铁，应当以工业品供应全

世界，而外国应当供应英国农产品：谷物、酒类、亚麻、棉花、咖啡、

茶叶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这是天意，你若反对，就是

完全违反天意。最多可以让法国供应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一些不

能用机器制造的、而且是开明的厂主根本不加理会的嗜好品和时

髦品。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地球上才会有和平，人类才会和睦。

那时，所有国家就会由贸易和互惠的亲密纽带联结起来，和平与丰

裕的时代将永远长存，他们对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帮手们”说：“伙

计们，好日子就要来到了，再稍等一会儿吧。”当然，“帮手们”一直

就这样等待着。

然而，当“帮手们”等待的时候，那些邪恶而愚昧的外国人却没

有等待。他们看不出这种制度的美好，在这种制度下，英国所保持

的工业上的暂时优势，会成为使它能永远垄断全世界工业的手段，

并且使其他各国都降为英国的单纯的农业附庸，换句话说，就是降

到爱尔兰的那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

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

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因此他们使私人的商业利益服从

于民族的迫切需要，并用高额的关税来保护他们新生的工业，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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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来好像是保障自己不沦于爱尔兰所处的那种经济地位的唯

一手段。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样做都是对的。相反

地，法国如果大踏步地走向自由贸易，就会得到巨大的利益。德国

这样的工业是在自由贸易之下达到今天的状况的，而俾斯麦的新

的保护关税法不会损害别人，只会损害德国的工业家本身。但是

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

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

美国正处在推广工业已成为全国的需要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上。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充分证明：在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

方面，走在前列的已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的发明每天都在

代替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输入英国，而且几

乎是所有的工业部门。此外，美国拥有世界上精力最旺盛的人民，

它的煤田和英国相比，英国的煤田就显得几乎等于零，它的铁和其

他金属也很丰富。这样一个国家，经过二十年左右短时期的保护

关税政策，就能使它的工业马上达到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水平，那末

能否设想它会让自己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工业去同早就建立的英国

工业进行长期的持久的竞争呢？但是，曼彻斯特学派说，美国的保

护关税制度只会害它自己。正如一个人多出车费坐一小时行驶５０

英里的特别快车，而不坐一小时行驶１２英里的旧的减价列车，只

是害了自己一样。

毫无疑问，当前这一代人会看到美国的棉织品在印度和中国

跟英国的棉织品竞争，并逐渐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上争得地盘；美国

的机器和五金在世界各处（包括英国在内）和英国货展开竞争。使

佛来米的工场手工业转移到荷兰，又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无

０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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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而且，在剩给英国的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英国还会在几个大陆国家

中遇到强大的竞争者。

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如果“开

明的”资产阶级以为隐瞒这点对它有利的话，就让工人阶级大胆地

正视这一事实吧！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的利害关系甚至超过那些“上

等人”。这些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依然是世界的银行家和放债

人，正如在他们以前的威尼斯人和荷兰人在没落的时期那样。但

是，当英国巨大的对外贸易开始每年缩减而不是增长时，“帮手们”

将会怎样呢？如果把铁船制造业从太晤士河移到克莱德河，就足以

使伦敦东头陷于长期的贫困。那末，当英国所有的主要行业都真

正移到大西洋彼岸时，对英国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结果将会作出一件大事，即粉碎那条仍然把英国工人阶级同

英国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链条的最后一环。这一环就是他们为该

国的垄断所进行的共同工作。这一垄断一旦被消灭，英国工人阶

级将被迫谋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并且结束雇佣劳动制度。

我们希望他们不会一直等到那个时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６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６月１８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１９２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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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我们答应过我们的读者介绍英国工人运动和外国工人运动的

发展情况。有时我们有机会报道了某些关于美国的新事物。目前

有可能向读者介绍法国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很重要，值

得在我们报纸的社论中加以讨论。

在法国，公开投票的方法没有像英国仍然采用的那么繁多。

在那里，议会选举和地方机关选举的投票方法没有什么区别，通常

都采用投小球的办法进行公开普遍的表决。法国成立社会主义工

人党以后，该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不仅在议会选举时提出工人

候选人，而且在一切地方机关选举时也提出工人候选人。这样，今

年１月９日在法国举行的最近一次地方议会选举中，年轻的工人

党在很多的工业城市和一系列的村镇里，特别是在那些有矿场的

地区获得了胜利。它不仅使某些候选人当选，而且在有些地区争

取到了议会中的多数，并且还有一个议会（下面就会看到）完全是

由工人组成的。

在“劳动旗帜报”创办前不久，在和比利时交界的鲁贝城发生

了一次工厂工人罢工。政府立刻把军队开到了该城，同时借口维

持秩序（其实秩序丝毫没有受到威胁），试图挑起罢工者采取一些

好让军队的干涉找到借口的行动。但是工人们却沉住了气，这里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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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工人占多数的地方议会的活动帮助他们顶住了一切挑衅。

引起罢工的原因曾在议会中报告过，并且经过了详细的讨论。结

果，议会不仅承认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还采取了实际措施，决

定拨款５００００法郎或２０００英镑支援罢工者。后来只是由于省长反

对，这笔款项才没有支付。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只要省长认为市

议会超出了它的权限，他就有权停止市议会的任何决定的执行。

然而城市自治机关的这项决定给予罢工者道义上的重大支持，对

工人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６月８日，法国中部（阿利埃省）科芒特里的采矿公司解雇了

１５２名拒绝服从新实行的令人愤慨的作息制度的工人。于是全体

矿工约１６００人就宣布罢工，对最近逐渐实行不利于工人的作息制

度的做法表示抗议。这时市议会也立刻站在工人方面。在６月１２

日（这天还是星期天）的会议上做出了几项决议，内容如下：

一、鉴于社会有责任保证那些以自己的劳动保证整个社会生存的人的生

活，又鉴于国家当局拒绝履行这项职责，——市镇承担这项职责；本议会决

定：提供由富有公民担保的借款２５０００法郎（１０００英镑）；此款系用来支援由

于自己的１５２名伙伴被不公道地解雇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矿工。

一致通过，只有地方长官反对。

二、鉴于国家把宝贵的国民财富——科芒特里的矿场卖给股份公司，从

而也把在那里就业的工人交给这个公司任意处置；因而国家应当注意使公司

对矿工们的压迫至少不要达到威胁他们生存的地步；国家提供军队供公司在

罢工期间使用，这样就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还站在公司方面；

本议会有责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此特向专区区长提出如下要求：

（１）迅速召回军队，因为毫无理由地把军队派遣来此，是一种直接的挑衅

行为；

（２）要求并责成公司经理取消引起罢工的措施。

３９２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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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通过。

在第三项决议中（也是一致通过的），议会考虑到市镇的经费

有限，对发放债款可能不够，因此宣布为罢工工人在社会上募捐，

并请求法国所有的城市自治机关也来资助罢工工人。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人不仅参加议会，而且还参加地方机

关或其他机关的惊人的效果。如果英国工人也能得到自己的市议

会的支持，那末英国罢工的结局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然而现

在充斥于英国市议会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主要是由工人选举出

来的）的全是企业主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律师等等），在最好

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些小店主而已。

一旦发生罢工或同盟歇业，地方当局立刻用自己的全部道义

权力和物质权力来维护业主，反对工人；由工人掏钱供养的警察也

被用来干法国军队所干的事，即挑拨工人采取非法行动，以便加以

陷害。

以执行济贫法为己任的当局，对那些在它们看来不论怎样都

得做工的人，照例拒绝给予任何帮助。这也是应当预料到的事。在

工人们容忍其代表参加地方管理机关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看来，罢

工简直就是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暴动，是对神圣的所有权的践踏。

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还同意把企业主及其代表选入地方自治机关，

那末每当发生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地方机关总是会用它全部的巨

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支持企业主。

我们希望，法国这两个市议会的活动能使许多人睁开眼睛。

难道要永远让人说，而且也对英国工人说，“这些事在法国进行得

比较好”吗？英国工人阶级有其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组织，长期

以来享有政治自由，又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因此它比之大陆上

４９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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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具有很多优越条件。可是德国人在国会中已

有了１２个工人代表，而且像法国那样，工人在许多市议会中占多

数。的确，在英国，工人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然而工人阶级却

占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的多数。因此只要愿意，这个潜在的多数

就会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变成工人人口集中的一切地区中的

力量。如果工人能在议会中、在市议会中、在地方济贫委员会中得

到应有的席位，那末不久就会有工人出身的国家活动家，他们将给

那些经常欺压人民群众的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带来种种障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６月下半月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５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９２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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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弗·恩 格 斯

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

从１８３７年秋天以来，我们对于金融恐慌和商业危机从纽约输

入到英国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十年重复一次的工业危机，每两

次中至少有一次是在美国爆发的。但是，美国还是能够推翻英国

农业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彻底改变大地主同租佃者之间的古老的

封建关系，消灭英国的地租，并使英国的农田荒芜——这就是对十

九世纪最后２５年的展望。

现在还是这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目前正在开

垦，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开垦——现在

正在开始决定小麦的价格，并进而决定麦田的地租。没有任何旧

土地能和它竞争。那是一种极好的土地，地势平坦，或者稍有起

伏，没有陡峭的岗峦阻隔，完全和第三纪海底慢慢淤积起来的状况

一样，没有石块、岩石和树木，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

备工作。用不着清理和排水，你只要犁一犁就可以播种，可以连续

收获二三十次小麦而不用施肥。这是适合于最大规模耕作的土

地，并且也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来耕种。英国的农业家往往拿他们

的大农场来和大陆上自耕农的小农户对比而感到自豪。但是，美

国大草原上那些占地４万英亩甚至更大的农场，是由训练、指挥和

组织得像兵士一样的人、马和工具的正规军来耕作的，比起这样的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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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来，联合王国最大的农场又算得了什么呢？

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

工具，使他们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欧洲的农场

主都不能和它竞争，至少在他必须缴纳地租的时候是不行的。请

看１８７９年，那时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情形。那一年西欧各地收成都

不好，在英国年景也很坏。然而，由于美国的谷物，谷物价格差不

多没有变动。年成坏而同时小麦价格又很低，这种情况英国农场

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农场主开始骚动起来，大地主感到恐慌

了。第二年，收成好了些，价格跌得更厉害。谷物的价格，现在是由

在美国的生产费用加上运费决定的。而且，随着大草原上新耕地

的开垦，这种情况将一年比一年更明显。而开垦所需要的农业工

人的大军，是我们自己从欧洲送去的移民。

以前，农场主和大地主总还能得到一种安慰：如果谷物无利可

图，肉类会有利可图的。耕地变成了牧场，万事又如意了。但是，现

在那条出路也被截断了。美国肉类和美国家畜的输出量在日益增

加。不仅如此。至少还有两个大的出产家畜的国家，正在千方百计

地把它们的大量过剩的、现在无法销售的肉类运往欧洲，特别是运

往英国。从科学的现状和它实际应用上的突飞猛进来看，我们可

以肯定，最晚再过几年，澳洲和南美的牛肉和羊肉，就会保藏得很

妥善地大量运过来。英国农场主的兴旺，英国大地主长卷的地租

清单，那时将怎样呢？种植鹅莓、草莓这一类东西倒很不错，不过，

市场上已经充满这一类东西了。没有疑问，英国工人还能更多地

消费这样可口的食品——但是，要先增加他们的工资。

几乎不需要说明，这种新的美国农业竞争的影响在欧洲大陆

上也感受到了。那些大多是负债累累的小自耕农也受到同样深重

７９２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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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他们不像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农场主那样缴纳地租，而是支

付利息和诉讼费。这是美国这种竞争的特殊影响，它不仅使大地

产成为无用，而且也使小地产成为无用，因为它使两者都无利可图

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耗尽地力的制度，如像目前在美国西部所

实行的那样，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一定还会好转的。当

然，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足以使这一

过程继续到下一世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具有类似的有

利条件。有整个南俄的大草原，商人实际上已经在那里买了土地，

并作了同样的事情。有阿根廷共和国广大的草原，还有其他地方。

所有这些土地，都同样适合于这种现代大农业和廉价生产的制度。

因此，这种制度，在它灭亡以前，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至少足以

把欧洲所有的大小地主扼杀两次。

那末，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将怎样呢？结局将是而且一定是：我

们就只好实行土地国有，并在国家监督下把土地交给合作社耕种。

到了那时，而且也只有到了那时，才会使耕种者和国家从农业经营

中获得利益，不管美国的或别的国家的谷物和肉类价格怎样。如

果那时大地主真要到美国去的话（他们似乎有这种倾向），那我们

就祝他们一路平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６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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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在另一栏里，我们发表了约·诺布尔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

是指责我们在６月１８日“劳动旗帜报”社论①中的一些论点的。当

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社论栏变成争论历史事实或经济理论问题

的场所，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对这个人作一次答复，因为他虽然站

在官方政党的立场上，但显然还是真诚的。

我们说，废除谷物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

工资金额”，诺布尔先生反驳说，这是反谷物法同盟不懈地与之进

行斗争的“保护关税论者的谬论”，并引了理查·科布顿的演说和

同盟总会一篇宣言中的一些话作证明。

我们所讨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是一个厂

主。他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同盟的正式理论的内容。把它归结为

最简短和最一般公认的说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这样：

取消谷物的关税将增加我国同外国的贸易，将直接增加我国的输

入，外国主顾将购买我国的工业品作为向我国输入的交换，从而也

将增加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因此，对我国工业劳动人口的劳动的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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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将增加，那末工资也一定会提高。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重复这种理论，这个同盟的正式代表们，这些浅薄的经济学家，

最后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工资的涨落不是和利润成反

比，而是和食物的价格成反比；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

这样，在谷物关税取消以前和以后都存在的十年一次的营业危机，

就被该同盟的代言人宣布为纯粹是谷物法的影响，只要废除这些

可恨的法规，它就必然会消失。他们宣称，谷物法是不列颠厂主和

那些渴望他们的产品的、因缺乏不列颠布匹而衣不蔽体、冻得发抖

的可怜的外国人之间的唯一巨大障碍。所以，在诺布尔先生所引

证的一段话里，科布顿真的提出，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４２年的营业萧条和

工资下降，是这几年里粮食过于昂贵的结果，其实那不过是至今极

有规则地每十年重复一次的营业萧条的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

由于歉收，由于贪婪的地主制定法律来进行愚蠢的干涉而更延长

并加剧了。

这就是科布顿的正式理论，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

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他当时无疑是笃

信他的理论的，就像诺布尔先生直到今天还相信它一样。但是，同

盟的大部分人是老练的实业家，他们比科布顿更加关心做生意，并

且一般说来在这方面比他更成功。对这些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

同了。当然，在外人面前以及在公开集会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帮

手们”面前，这种正式理论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当实

业家一心想做生意时，通常是不对顾客说真话的，如果诺布尔先生

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最好避开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只要稍微追

问一下，工资因谷物自由贸易的结果而必然提高意味着什么，就足

以看出，这种提高是指表现为消费品的工资的提高，很可能工资金

０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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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并不会提高。然而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工资吗？当你进一步追

究一下这个问题时就往往会发现：工资金额甚至可能下降，而这个

减少了的金额却能使工人生活得比未减少时更舒适。如果你对于

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所期望的贸易大发展再提出几个更进一步的

问题，马上会有人告诉你，那主要是指望上述后一种可能：工资金

额随着粮食等等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后者的下降足以抵偿工资的

这种降低并有剩余。不仅如此，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掩饰他们的意

见，他们说，要求廉价的粮食，只是为了降低工资金额，从而给外国

竞争以迎头痛击。这实际上就是占同盟多数的大部分厂主和商人

的目的和宗旨。任何惯于同商人打交道，因而也惯于不总是把他

们的话当做真话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话，现在再把它重复一遍。关于同盟的正式理论，我们过去只字未

提过。从经济学来说，那是一种“谬论”，而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达到

其自私目的的借口，虽然同盟的某些领袖由于老是重复这种理论

而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很有趣的是，诺布尔先生引证了科布顿的话，说工人阶级因看

到小麦价格有跌到２５先令一夸特的希望而“满意地搓手”。工人

阶级当时并不小看廉价的粮食；但是，他们对于科布顿及其同伙的

办法是太“满意了”，以致过去几年中，他们使同盟在整个北方连召

集一次真正公开的大会都不可能。在１８４３年，作者曾经“满意地”

参加过同盟最后一次企图在索尔福市政厅召开的这样的大会，并

看到只是由于提出了一项赞成人民宪章的修正案而几乎使会议无

法开下去。在这以后，规定了同盟的一切会议都要“凭票入场”，而

这个票就决不是每人都能得到的。从那时起，“宪章派的捣乱”停

止了。工人群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证明同盟并不像他们所假装

１０３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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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是代表工人的。

末了，再简单谈一谈同盟的工资理论。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

商品的生产费用，供求的作用在于使它回到它所围绕着摆动的那

个标准。如果一切商品都是这样，那末劳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

动力）这种商品也是这样。因此工资额是由工人日常必需消费的

那些商品的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其他一切情况保持不变，

工资是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涨落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

规律，所有的培伦涅特·汤普逊、科布顿和布莱特之流，都永远

反对不了这个规律。但其他一切情况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

个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因其他经济规律同时发生的作用而变更；因

此它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有时甚至必须费一些力气才能探索到。

反谷物法同盟时期以来的那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家以

此为借口，说什么首先是劳动，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没有

真正确定的价值，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这种价格或多或少

地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费用无关；并且说，要提高价格，包

括提高工资在内，除增加需求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一来，就

排除了工资额和食品价格之间的令人不愉快的联系，并且可以按

照肤浅而可笑的理论去大胆地宣布：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

资就高。

也许诺布尔先生要问，在今天粮食贱的时候，工资是否一般地

与１８４７年以前粮食因重税而昂贵时一样高，或者甚至更高呢？这

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多少可以肯定的：

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兴隆，同时工人有坚强的组织保卫自己，那里

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没有下降，有时或许还提高了。这不过是证明

从前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低了。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惨淡，或者那

２０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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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工人没有在工联中坚强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工资就一定下降，

往往降到挨饿的地步。你们亲自到伦敦东头去看看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７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９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３０３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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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工 人 党

朋友和同情者多么经常地警告我们：“要远远躲开政党政治

啊！”就目前英国的政党政治来说，他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

个工人的机关，按政党的当前意义来说，必须既不是辉格党，也不

是托利党，既不是保守党，也不是自由党，或者甚至不是激进党。

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党人，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在

大地主、资本家和小商人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他们

代表工人阶级，那他们肯定是不正确的代表。工人阶级有它本身

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

益的东西，可以从工联和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的历史中看到。但是，

他们把政治利益几乎完全交给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这些上层

阶级的人物。差不多有２５年，英国工人阶级好像是甘愿充当“伟

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在

其他国家，工人要活跃得多。在德国，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已经存

在十多年了，它在国会中占有１０个席位，它的成长吓得俾斯麦采

取了臭名昭彰的镇压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另一栏里谈到①。

４０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０８—３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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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俾斯麦怎样，工人党不断地向前发展。就在上星

期，它在曼海姆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１６席，在萨克森议会选举中

取得了一席。在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都仿效德国人的榜样。

在这些国家里，都有工人党，虽然这些国家的选举资格太高，它们

目前还没有派遣代表参加立法机关的机会。在法国，工人党目前

正在大力组织中。在最近的选举中，它已经在几个地方议会里取

得了多数，在今年１０月的普选中无疑地将在众议院得到几席。甚

至在美国，虽然从工人阶级转变成农场主、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比较

容易，工人也认为需要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工人到处都

在为取得政治权力、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

斗争，到处都是这样，只有大不列颠是例外。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

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

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

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

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

工人阶级的统治。那末，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

面临的任务，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

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

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

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按照目前的户主选举法，要派遣四五十

个工人到圣斯提芬①去是很容易的，在那里，输入新鲜的血液确实

是极其必要的。只要有这样一个数目的工人参加议会，就不可能

５０３工 人 党

① 指英国议会，因为有一个时期下院在圣斯提芬教堂召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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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尔兰土地法案
１８１
像目前这样愈来愈变成爱尔兰土地笑话①，

即赔偿爱尔兰大地主的法案；也不可能抗拒如重新分配议席、使行

贿真正受到惩罚、使选举费用由国库支付（像英国以外其他各国的

情形那样）等等的要求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党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阶

级的开明人士（他们在英国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多）可以加

入这个党，甚至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以后，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

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

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可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

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就不可能取得真

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

这在英国比在外国甚至更符合实际。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

工人党即宪章派的政党瓦解以来，激进党人的欺骗不幸是够多的

了。是的，但是宪章派毕竟瓦解了，而且毫无成就。真是这样吗？在

人民宪章的六点中，有两点，即秘密投票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现

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律了。第三点即普选权，在户主选举法的形

式下至少是已经接近实现了；第四点即平等的选区，显然即将见诸

实现，因为这是现政府答应的一项改革。所以，宪章运动瓦解的结

果却足足实现了宪章派纲领的一半。既然，仅仅对于一个过去的

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回忆，就能导致这些政治改革，而且除此以外

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那末，一个有四五十个议会代表支持的

工人党的实际存在，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

必须照顾他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英国工人阶级却让大地主、资本

６０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俏皮话：《ｂｉｌｌ》，《ｂｕｌ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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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商人等阶级及其走狗——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来照顾它的利

益。难怪有利于工人的改革，是这样缓慢、这样可怜地一点点地实

现。英国工人只要愿意，它是有力量实现他们的处境所要求的各

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那末，为什么不作这种努力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７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３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７０３工 人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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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最近对于俾斯麦及其爪牙对待德国社会民

主工党党员的残暴行为，保持极端的沉默。只有“每日新闻”在某

种程度上是唯一的例外。从前，每当外国的专制政府对自己的臣

民敢于这样滥施暴行时，英国的日报和周刊就大声疾呼，真是激烈

得很。但是这一次被迫害的是工人，而且是以这一名称自豪的工

人，所以“上流社会”、“贵族社会”的新闻界代表就隐瞒真相，并且

从他们那么顽固地保持沉默来看，他们好像几乎是赞成这种暴行

的。的确，工人能过问政治吗？让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去管好了！

英国报纸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攻击俾斯麦的非常法及其执

行的方式，同时又要拥护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高压手段１８２，那是

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痛的地方，它是碰不得的。我们很难期

望资产阶级报纸会自己指出，由于现政府在爱尔兰的行动，英国在

欧洲和美洲的道义上的威望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每次普选中，德国工人党得的票数都在迅速增加。在前一

次普选中，它得到了５０多万张选票，而在上一次普选中，它的候选

人得到了６０多万张选票。柏林选出了两名代表，爱北斐特—巴门

选出了一名，布勒斯劳、德勒斯顿各选出一名；尽管政府同自由的、

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党都结成了同盟，尽管两次谋刺皇帝事件掀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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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片叫嚣声，其他政党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应该由工人党负责，

工人党还是赢得了１０个席位。然后俾斯麦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

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工人的报纸有５０多家被查封，他们的团体和

俱乐部被解散，他们的基金被没收，他们的集会被警察驱散，而达

到顶点的是下令规定可以“宣布”整个城市和地区“戒严”，正如在

爱尔兰一样。但是，甚至英国的高压法１８３在爱尔兰从来不敢做的

事情，俾斯麦在德国也做出来了。在每个“宣布戒严的”地区，警察

有权把他认为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相当嫌疑”的任何人驱逐出

境。柏林自然马上就宣布戒严，于是有成百人（连他们的家属在

内，就有成千人）被驱逐出境。因为普鲁士警察总是驱逐有家卷的

人，而对未婚的青年一般是不去管的。对于未婚的青年，驱逐不是

什么严重的处罚，但是对于当家的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

不是家破人亡，也是长期受折磨。汉堡选了一个工人当国会议员，

于是马上就宣布那里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驱逐的大约有１００

人，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属３００多人。工人党在两天以内筹妥了他

们的旅费和其他急需。现在，莱比锡也宣布了戒严，唯一的借口

是，政府不这样做，就不能摧毁党的组织。第一天被驱逐的就有３３

人，大部分是有家眷的已婚男子。名单上的前３名都是德国国会

议员。也许狄龙先生会给他们去一封贺信，因为他们的处境还不

像他自己的那样坏１８４。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工人党一旦被正式宣布为非法，并被剥

夺了其他德国人表面上可以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警察就可以对

该党的每个党员为所欲为了。在搜查违禁出版物的借口下，他们

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最无礼和野蛮的对待。至于他们本身，警察可以

随时加以逮捕，一星期一星期地拘押，非要在监狱里呆上几个月才

９０３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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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放。警察发明了刑法典中所没有的新罪名，而滥用刑法典已经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警察经常可以找到受贿的或狂妄透顶的长

官和审判官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升官晋级就是以这种代价得来

的！下列的惊人数字可以表明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从

１８７９年１０月到１８８０年１０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因叛国罪、叛

逆罪、侮辱皇帝罪等而被捕入狱的就不下１１０８人，因政治诽谤罪、

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等罪而被捕入狱的不下１００９４人。１１２０２

个政治犯，这甚至超过了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丰功伟绩哩！

俾斯麦用他的这一切高压手段得到了什么呢？正如福斯特先

生在爱尔兰所得到的一样。社会民主党也像爱尔兰土地同盟１８５那

样蓬勃发展，拥有坚强的组织。几天以前举行了曼海姆市议会选

举。工人阶级的政党提出了１６名候选人，他们以几乎是三比一的

多数全体当选。此外，代表德勒斯顿的德国国会议员倍倍尔，作为

莱比锡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参加了萨克森议会竞选。倍倍尔本人

是一个工人（旋工），如果不能说他是德国最优秀的演说家，那也是

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为了阻挠他当选，政府驱逐了他的整个竞

选委员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虽然选举权受到了限制，倍倍尔

还是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了。可见，俾斯麦的高压手段对他丝毫没

有用处，相反，却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剥夺了自卫的一切合法手段

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的，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格莱斯顿

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不是经常宣扬这种学说的吗？而他们现在在爱

尔兰又是怎样做的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７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３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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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棉 花 和 铁

棉花和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最重要的原料。哪个国家在

棉织品和铁制品生产方面占首位，一般也就在工业国中居于首位。

由于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只要情况不改变，英国总会是世界

上第一个工业国。

这样，人们满可以认为英国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工人的生活一

定非常好，以为英国在市场上占了统治地位，生产这两类商品的行

业该总是很兴旺的，至少在这两个工业部门，在鼓吹自由贸易的时

期所许诺的千年王国一定是实现了。不幸！我们都知道，实际情况

远不是如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如果工人的状况没

有变得更坏，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好些，那完全是由于他们自

己的努力，由于坚强的组织和艰苦的罢工斗争。我们知道，在１８７４

年前后短暂的几年繁荣时期以后，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完全衰落了。

工厂关闭，炼铁炉停火，继续生产的，一般也是缩短了开工时间。

这种衰落时期以前也有过，平均每十年重复一次；它们延续下去，

直到被新的繁荣时期所接替，如此不断地循环。

但是，目前这个萧条时期，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制铁业中表现

出来的特点是：它持续的时间比一般的延长了几年。曾经有过几

次复苏的尝试，有过几次向上的突进，但是全都无效。即使真正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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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时期已经度过，营业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市场依旧不能吸收

全部产品。

这里的原因是，在我们目前这种不仅利用机器生产工业品，而

且生产机器本身的制度下，生产能够极其迅速地增加。如果工厂

主想在一个繁荣时期内增加棉织品的纺织机械和漂白、印染设备，

以便多生产５０％的商品，并把生铁和各种铁制品的全部产量增加

一倍，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实际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

是已经比过去扩大生产的时期大大增加了，其结果就是持续的生

产过剩、持续的营业萧条。企业主有条件等待，至少能够等待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而工人却只得忍受痛苦，因为对工人来说，这意味

着长期贫困，随时有进习艺所的可能。

这就是无限制竞争的光辉制度的结果，这就是科布顿、布莱特

之流许诺的千年王国的实现！这就是劳动人民的遭遇，只要他们像

在过去２５年所做的那样，把帝国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的

“天然领袖”，交给托马斯·卡莱尔所谓的那些负有指挥本国工业

大军１８６的使命的“工业将领”。确实是工业将领！同他们相比，１８７０

年路易－拿破仑的将军们都是天才了。所有这些所谓的工业将领

都相互斗争，各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增加自己的机器设备而不管他

们的邻居在做什么，最后他们都大吃一惊地发现造成了生产过剩

的后果。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调节生产，他们只能为了一个目的

而联合起来，那就是降低他们的工人的工资。这样，由于不顾一切

地把本国的生产力扩大得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他们就剥夺

了他们的工人比较好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般的繁荣的时期所

给予他们的，也是工人经过长期的衰落之后，为了把自己的收入提

高到平均的水平所应该享受的。工厂主作为一个阶级，再也没有

２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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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经济事业，甚至连生产过程本身都没有能力

管理，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英国工人的最大敌人是他们亲手造

成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这虽然是事实，但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但是，还有另一个事实应当考虑。不只是英国的工厂主在扩

大自己的生产力。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现有的统计材料还不允许

我们把各先进国家的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分别地加以比较。但是在

整个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普鲁士统

计局局长恩格尔博士在他的《Ｄａｓ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ｄｅｓＤａｍｐｆｓ》（“蒸汽时

代”１８８１年柏林版）１８７一书中提供的材料来作一个比较表，根据他

的计算，这些工业部门在下列国家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总马力（１马

力等于在１秒钟内将７５公斤重量提到１公尺高所需的力）：

纺织工业 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  

      英国１８７１年  ５１５８００…… １０７７０００马力   

      德国１８７５年  １２８１２５…… ４５６４３６    

      法国 约１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０    

      美国 ９３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０    

由此可见，英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国所使用的总的蒸汽动力，在纺织

工业方面是英国的五分之三，而在采矿和金属工业方面几乎同它

相等。既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国，它们的产量

加在一起，不久就会超过英国，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再看下面这个表格，它表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蒸汽马力（机车

和轮机除外）：

大不列颠…………………………约２００００００马力

美国……………………………… １９８７０００

德国……………………………… １３２１０００

法国……………………………… ４９２０００

３１３棉 花 和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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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格更清楚地表明，英国在使用蒸汽的工业方面所保留

的垄断是多么微不足道，自由贸易对于保持英国工业的优势是多

么不顶用。请不要说，外国工业的这种进展是人为的，是保护关税

政策造成的。德国工业的巨大扩展，全部是在最自由的自由贸易

制度下完成的。如果美国主要由于极端不合理的国内消费税制而

被迫采取一种与其说是真正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保护关税政策，那

末，废除这些消费税法令就足以让它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了。

这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２５年的绝对统治给这个国家造

成的处境。我们认为，其结果就是要求曼彻斯特和北明翰的绅士

们迅速让位，让工人阶级在以后的２５年中来干。他们一定不会管

理得更差。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年７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３０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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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

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

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

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

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

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

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

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

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

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

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那末现在，这三个阶级的存在，都有什么必要呢？

土地贵族在英格兰至少是经济上无用的，而在爱尔兰和苏格

兰，由于它那种灭绝居民的倾向，简直已经成为祸害了。把人民驱

往大洋彼岸或置于饥饿的境地，而以羊或鹿来代替他们，这就是爱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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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和苏格兰的大地主们可以自夸的全部功德。只要美国蔬菜和

肉食的竞争稍微再加强一些，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也会这样做，至少

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即在城市里有大地产可以退守的土地贵族将

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美国食品的竞争将会很快地替我们清除

掉。这很好，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在上院或下院，都纯粹是

国家的祸害。

但是，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这个建立了不列颠殖民帝国、树立

了不列颠自由的开明自由主义阶级怎样呢？这个曾在１８３１年改革

了议会１８８、废除了谷物法并且减低了一种又一种捐税的阶级怎样

呢？这个创立了而且仍然指挥着英国的大工厂、大商船队和日益扩

大的铁路网的阶级怎样呢？当然，这个阶级至少同它指挥并领导着

不断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样必要的。

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经济职能的确在于，它创立了现代蒸汽

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并打破了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

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还执行着

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

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的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

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

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

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

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

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

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

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

６１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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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

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

的职员了，但是资本家还是继续以股息的形式，把这些社会职能的

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那些职能了。

资本家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

但是另一个职能仍然留给了他们。这个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

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那些“引退了的”

或者实际上被接替了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玛门①庙里赌个痛快。

他们到那里是存心去捞钱的，可是却假装说钱是挣来的。可是他

们说，一切财产的来源都是劳动和俭省，说来源也许可以，但决不

是结果。强行封门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

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

是何等的虚伪啊！在这里，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

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

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中存在的这种真实情况，也在一切大工

商企业中日益成为愈来愈真实的情况了。成立公司即变大的私人

企业为有限公司，是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现象。从西蒂区的曼彻斯

特大货栈起，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的铁工厂和煤矿以及郎卡郡的

工厂，全都已经或正在变成公司。在奥尔丹全城，差不多已经没有

一个棉纺织厂留在私人手里了，而且连零售商人也日益为“合作商

店”所代替，不过，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商店而已——

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

身的发展，资本家也完全和手织机工人一样被代替了。不过有一

７１３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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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一样：手织机工人注定会慢慢饿死，而被代替的资本家却会慢

慢胀死。但有一点他们一般说来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

对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

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

大企业。所有关于“老板的眼光”及其创造的奇迹的废话，当企业

达到一定规模时，就成了纯粹的胡说。想像一下伦敦和西北铁路

的“老板的眼光”吧！但是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公司中领工资

的雇员却能够做而且做得很成功。

因此，资本家再也不能要求取得他的利润作为“进行领导的工

资”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领导。当资本的辩护人向我们大放厥词

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前一号周报①里，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资本家阶

级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们一方面扩

大生产，以便周期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场，而另一方面，却愈来愈

无力抵御外国的竞争。由此，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能够不要资本家

阶级干预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愈来愈

成为一种祸害了。

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说：“走开！给工人阶级来干的机会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１年８月１—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８１年８月６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１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８１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３１１—３１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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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

夺去了一个生命。

今年１２月２日，卡尔·马克思的夫人受疾病长期折磨以后在

伦敦逝世了。

她出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

到特利尔城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

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样，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日益亲近

起来。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

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１８４３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被查封以

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患

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在中间。

这对新婚夫妇好像自愿出境一样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出

境就变成真正的驱逐出境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

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卑鄙地为驱逐马克思的命令

而奔走。马克思一家不得不搬到布鲁塞尔。

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

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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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

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重加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

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驱逐出境，她经受了重重苦难。

物质上的困苦，她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的两个男孩

和一个女孩都死去了。但是，政府勾结着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

的自由派到民主派，对他的丈夫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们用最卑

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马克思，所有报纸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

去了自卫的一切手段，他在敌人面前突然陷于手无寸铁的境地，他

和他的夫人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使她蒙受了很

深的创伤。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

度上进行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便是先进战士中间的最先

进者。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

曾经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那曾经

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反动党派百般扼杀的学说，现在已经在各

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

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

到美洲的旧世界，并摧毁着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为

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

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１８９中光辉地显示了源源不竭的生

命力。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

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４０年中为

０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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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

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

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

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

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８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５０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１２３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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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１８１４年生于萨尔

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

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

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

了。

１８４３年，在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

编，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

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

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的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的

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

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

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

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

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

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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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了重重苦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

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

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

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

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

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

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

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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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补

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

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

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

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

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

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

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

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

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

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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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不止一次地

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

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

３２３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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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

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弗·恩格斯发表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５日

载于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平等报”

第３种专刊第１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４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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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１９０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１９１，由

“钟声”１９２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

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１８４７年１２月），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

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

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

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

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

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

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

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

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

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

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

竞争征服下去；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

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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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

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

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

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

纳１９３，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

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公社①，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

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

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

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

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１８８２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１９卷译出

６２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在原稿中，公社一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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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１９４

４月１３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

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是偶尔作

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

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默然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

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

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

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

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

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

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

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１９５

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

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

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

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１９６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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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

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

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

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

样。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

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

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

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

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

系１９７，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

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１８４９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按

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１９８，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

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

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

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

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

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

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

４０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

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

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

８２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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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

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

（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

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

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

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

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

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

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凯撒·奥古斯都圣者（ｄｉｖｕｓ）不是

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

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

吧１９９！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

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

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说

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

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创

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

要，而烦琐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现在也

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

且得到广泛流传。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

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

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

９２３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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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

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①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

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

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

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

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并且一经创立，能够博取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

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

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讽喻式的

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

录２０１，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

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

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行传

已经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

——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行传常常一

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

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约。教义

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

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０３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艾瓦德已经证明２００，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标点的手稿中，在雅赫维（Ｊａｈｗｅｈ）

这个名字的不发音的辅音底下，写上了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Ａｄｏｎａｉ）一字

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华（Ｊｅｈｏｖａｈ）。可见，这个字不是某位

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这在希伯来语中简直是不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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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

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

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

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

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

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

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

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

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

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

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

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

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

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

罗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

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

民族中间，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

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

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

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

佩特罗尼乌斯２０２）、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

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

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

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

１３３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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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

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

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

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

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

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

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

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

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

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人，在罗

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

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

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

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则是大地主的债务奴仆。这一阶级最少

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①。最后是奴

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败，也证明他们不可

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

在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

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

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

钱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他

２３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按照法耳梅赖耶尔２０３的研究，直到九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

宙斯供奉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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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

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

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

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

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

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

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

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

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

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

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

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

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

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

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

马，只损害了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

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

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简直想

说伏尔泰主义）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

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

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

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

求解脱——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只

３３３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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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

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

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

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

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

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

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籍。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

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

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

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

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

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

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

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

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

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

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

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

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

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

４３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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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

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

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

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

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

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

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

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Ｍｅａｃｕｌｐａ〔罪在我〕。承认

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

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

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

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末，一位中间

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

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

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

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

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

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

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

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

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

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

５３３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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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

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２年４月下半月

载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４日和１１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９号和

第２０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１９卷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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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不久以前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资本积

聚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在进行。根据这项统计资料，纽约的万德

比尔特先生是富翁中最大的富翁。这位铁路、土地、工厂等等的大

王的财产约有 亿美元（１美元等于４马克２５分尼）。按美国人的

说法，他“值”３亿。他握有美国公债券（Ｂｏｎｄｓ）６５００万美元，纽约

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股票５０００万美元，以及其他铁路公司

股票５０００万美元。此外，他在纽约和国内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地

产。英国报纸还十分赞赏地说，万德比尔特先生能够买下任何路

特希尔德这样的家族的产业，而仍旧不失为世界上最富的人。

万德比尔特一家积攒这份巨大产业……大约才花了三十年！

“白厅评论”２０４写道，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认为也是这样。

在大富翁名单上，继万德比尔特以后的是：

杰伊·古耳德，他也是一个出名的铁路骗子，拥有１亿美元；

麦凯，银矿主，争取“协议的复本位制”鼓动的组织者，拥有５０００

万；克罗克，拥有５０００万；约翰·洛克菲勒，煤油冒险家，但不是煤

油纵火犯①，拥有４０００万；科·波·欣丁顿，拥有２０００万；达·奥

７３３

① 俏皮话：《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ｉｔｔｅｒ》，《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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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拥有２０００万；参议员费尔，拥有３０００万；前州长斯坦

福，拥有４０００万；拉塞尔·赛治，拥有１５００万；詹·罗·基恩，拥

有１５００万；赛·琼·提耳登，拥有１５００万；爱·丹·摩尔根，拥有

１０００万；赛米尔·斯隆，拥有１０００万；加里逊，拥有１０００万；赛勒

斯·威·菲尔德，拥有１０００万；休·贾奇·朱厄特，拥有５００万；

悉尼·狄龙，拥有５００万；戴维·道斯，拥有５００万；霍赛·德·纳

瓦罗，拥有５００万；约翰·约·加勒特，拥有５００万；威·巴·阿斯

特，拥有５００万。

其实这个名单还很不完全。美国金融巨头的人数还要多得

多。而且，由于向美国大量移民，财富的这种惊人积累与日俱增。

这种移民直接和间接都首先有利于资本巨头。所以说直接有利，

是因为移民促使地价迅速上涨。说间接有利，是因为大量的移民

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现在，任我们美国的兄弟报纸登载

的关于罢工的无数报道中，我们发现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的百分

比愈来愈高，而大多数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实质上也具有这种性

质，因为这种罢工不是由于物价狂涨，就是由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

春季提高工资而引起的。

因此，现在欧洲每年向美国移民的潮流，只是促使那里的资本

主义经济及其一切后果发展到极点，因而那里早晚势必发生严重

的破产。那时移民的潮流就会停止，甚至可能倒流，也就是说，会

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工人将面临抉择：饿死

或者革命！而一旦出现这种抉择，那末，别了，你们这些神圣的普鲁

士—德意志帝国的宠臣们！

这个时刻比大多数人所能想像的更近。移民在那里已难于找

到工作，快要到来的营业危机的征兆已看得愈来愈清楚，在决定性

８３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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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刻只要有最微小的事情做导火线，就会发生破产！

所以，尽管我们和“纽约人民报”２０５一起为德国的侨民们悲伤，

尽管我们相信德国的侨民首先引起美国工人境况的大大恶化，尽

管我们和上述报纸一起希望德国工人集中全部注意力来专门改善

自己在德国的境况，我们仍旧不能同意该报的悲观主义。我们毕

竟应当重视环境，而由于我们的反对者的近视和贪婪，环境愈来愈

排除采取真正改革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自己

的任务就是不顾任何懦夫而使人们对事变的革命进程做好精神准

备。

这一冲突的证明就是：一方面资本大规模积聚，另一方面群众

日益贫困。结局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３日

载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８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２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９３３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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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布 雷 的 牧 师

     查理国王掌当朝，

忠贞之士能找到，

我为教会去卖命，

俸银填满我腰包。

我开导我的羊群：

当皇上由老天排定，

谁敢违命欺国君，

打入地狱受苦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詹姆斯南坐称王，

罗马教备受荣光，

必须要一反过去，

停止对天主教的诽谤。

什么罗马教会和教派，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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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他们也都合得来，

如果不会闹革命，

我要加入耶稣会。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威廉跑来当国王，

拯救自由英名扬，

我赶紧扯起帆篷，

顺着那新的风向。

我这样进行鼓动：

快去同暴政交锋，

现在得赶快结束，

过去奴隶般的服从。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安登基做了女王，

国教又受到荣光，

这件事情不寻常，

我成了一个托利党。

１４３布 雷 的 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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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会的完整，

我要大家去斗争，

我把软弱和容忍，

看做是一种罪证。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乔治上台当国王，

温和政治他标榜，

我又摇身变一变，

变成一个辉格党。

变来变去大沾光，

又能得宠于摄政王，

我几乎天天发誓，

反对窥位者和教皇。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除了信教皇的人妖，

我为它尽忠效劳，

２４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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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它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①

上面举出的这首民歌，也许是一百六十多年来在英国一直受

人欢迎的唯一的一首政治民歌。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得

归功于它那出色的调子，这个调子直到今天还到处为人传唱。其

实，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民歌也丝毫没有过时。不

过，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照例前进了。这位威风凛凛的独特的牧师，

只是在每次更换帝王的时候才改换自己的假面具。可是在我们德

国人这里，有一位真正的布雷的教皇②，骑在我国许多政治上的布

雷牧师头上，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他越来越频繁地把全部政

治信条彻底翻转过来。昨天主张贸易自由，今天主张保护关税；昨

天主张经营自由，今天主张强制统一；昨天主张文化斗争，今天却

打着飘扬的旗帜向卡诺萨③行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Ｏｍｎｉａ

３４３布 雷 的 牧 师

①

②

③ １０７７年１月，被开除教籍和黜位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意

大利北部的城堡卡诺萨向他的敌人罗马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屈膝投降，哀求恕

罪。此处即投降的意思。——编者注

指俾斯麦。——编者注

弗·恩格斯自英文译成德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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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ｍａｊｏｒｅｍＤｅｉｇｌｏｒｉａｍ（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用德国话来

说，这就是：一切为了收更多的税，拉更多的壮丁。而可怜的小牧

师们则应该唯命是从，应该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每次重新“跳

过障碍”，而且往往得不到半点补偿。我们那位坚强的老牧师，以

何等的轻蔑神气俯视着自己这些渺小的继承人，——他毕竟是以

那种帮助他经过一切政治风浪保住了自己阵地的勇敢精神而大大

自豪的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２年９月初

载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７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３７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１９卷译出

４４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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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本初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来自１８７８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

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

·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

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

上，后来于１８８０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

和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６。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１８８２年在日

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２０７。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

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

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２０８编辑

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

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

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

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

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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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已经根本不在他的演说和宣传小册子中避免使用外国字，

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诉苦。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

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国字。我只

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国字。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

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必要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

的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说，翻译

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它不能说明，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

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内容却刚刚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

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人，较之“有

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

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末我实际

上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

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亨利希·冯·济贝耳以及特赖奇

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地表明他

们的惊人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如果唐

·吉诃德挺着长矛同风车搏斗，那末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

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科·判扎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

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

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

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

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

６４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

必需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需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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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

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师们已经把

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

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

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

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

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１日于伦敦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１８８２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１９卷译出

７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

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

——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

或‘真正的’社会主义”２０９）。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

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

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１８８３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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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品特是怎样造谣的２１０

俾斯麦公爵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利用自己的地位，不

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它享

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除了一

些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奴仆（他们称达赖喇嘛的粪便和其他排

泄物为天赐的甘露，并在需要的时候，准备把它吞下去），大家都知

道，这家报纸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

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

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末人

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

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

这家由于名声太坏和只会胡说八道、甚至在议会选举运动中

都不能利用的“正直的”报纸，最近特别热中于诬蔑社会民主党，散

布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的谎言。

它用最荒诞的方式歪曲报道法国著名的事件２１１，用最触目惊

心的色彩涂抹画面，叫人看了毛骨悚然。而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向

战栗的人类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盗、杀人犯、纵火犯，天知道还

是些什么人；法兰西共和国法定要灭亡，因为它没有力量保卫自己

免受上述恶魔的侵扰，——要知道，只有以俾斯麦之流为首的宫相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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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主国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正是“北德报”，最无耻地把维也纳“谋财害命”的案件归罪于

社会民主党，并给社会民主党捏造罪名，进行最卑鄙的告密２１２。

两个星期以前，当奥地利检察机关以真正蠢货的厚颜无耻把

蹂躏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说成是社会民主党的秘密诡计的时候，

“北德总汇报”是为这种多么愚蠢又多么卑鄙的举动而欢呼的唯一

报纸，并随声附和这个白痴检察官，虽然“北德总汇报”从它最接近

的人那里，或者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都很清楚地知道，所谓“反犹

太人的运动”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最坚决的反对，在德国，特别是在

柏林，尽管这个运动受到“北德总汇报”老板最热心的支持，但是，

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它还是垮台了。

我们在“北德报”的一篇相当长的述评里发现了撒谎的最新成

就，该述评报道说，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有效期的问题似乎引起

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热烈的争论”２１３。

似乎“李卜克内西派”认为，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对党是有

利的，而其他（派别？）认为这只是“说大话”的政策，因而加以反对，

“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论自然是采取最粗暴的斗争手

段”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知道，这些谎话究竟值几文

钱。在社会民主党内既没有“北德报”所理解的“派别”，也没有对

任何问题，尤其是对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问题发生“争

论”。

我们是一些出色的“现实政治家”，不会为还没有生下的鸡蛋

而操心，我们对这个问题抱绝对“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反社会党

人法要废除，那末，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

仍然和现在一样；如果这个法令不废除，我们更会和现在一样。但

９４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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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社会党人法给了党不可估量的帮助，它巩固了党，教会了党

很多东西，总之，在教育的意义上对党起了极好的影响，而顺便说

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确实，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的可能性问题，在

党的机关报上，也只有在那里讨论过。但是，这是纯理论的讨论，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实质决定了这一点。试问，采取“如此粗暴的

手段”的那种“争论”到底在哪里呢？没有说过一句话可以为“北德

报”的声明作辩护的。显然，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还不懂得撒谎家

的职业必须遵守的规则，撒谎也应当近乎情理，就是说谎话也需要

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真理，不然，它就无法存在。

顺便说说，“北德报”现在不得不倾听“自由通讯”的话了，它说

“北德报”发表那篇述评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要知道，社会民

主党人自己希望保存反社会党人法，这就是废除这一法令的理由，

要想出比这更好的理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了解这一点，俾斯麦

的御用机关报的智力是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够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底

载于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４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５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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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马 尔 克２１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２年９月中—１２月

上半月

作为附录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１８８２年

霍廷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１９卷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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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

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

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

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

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

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这种土地制度，今

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残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

度的基础和典范。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

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可是，它完全被人遗忘

了，直到最近，格·路·毛勒才重新发现了它的真正意义２１５。

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

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日耳曼人的情况

也是如此。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氏族的划分，他

们在罗马时代编制战斗队时就使有近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

所以，当他们占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一带新领土的时候，

也受到了这种划分的支配。各个部落在这个新地区里定居下来，

但这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像凯撒２１６所明白指出的那样，以部

落成员的亲属关系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较近的较大集团，分配到

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一些包括若干家庭的氏族，又按村

的形式定居下来。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古代高地

德意志语为ｈｕｎｔａｒ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为ｈｅｒａｄｈ），几个百户构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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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区［Ｇａｕ］。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村没有留用的土地，

都归百户支配。没有分配给百户的土地，都归区管辖。如果还有可

以使用的土地（大多面积极大），则归全民族直接掌管。例如，我们

在瑞典，就可以看到上述各种层次的公社占有制同时并存着。每

一个村都有村公有地（ｂｙｓａｌｍａｎｎｉｎｇａｒ）。此外，还有百户公有地

（ｈａｒａｄｓ）、区公有地或州（ｌａｎｄｓ）公有地；最后，还有归全民族的代

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在这里叫做ｋｏｎｕｎｇｓａｌｍａｎｎｉｎｇａｒ

〔王有地〕。不过，所有这些，连王有地在内，都可以统称为ａｌｍａｎ

ｎｉｎｇａｒ或Ａｌｌｍｅｎｄｅｎ，即公有地。

古代瑞典的这种公有地制度，就其精确的划分来看，无论如何

是属于较晚的发展阶段的。如果它曾经以这种形态在德国存在

过，那也是很快就消灭了的。由于人口的激增，在划归每一个村的

极其广阔的土地上，也就是在马尔克里面，产生了一批女儿村，它

们作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较小的村，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

马尔克公社。因此，我们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范围内，到处

可以看到，有或多或少的村联合成一个马尔克公社。但在这种团

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户或区这种较大的马尔克团体。最

后，为了管理归民族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领土以内的下级

马尔克，整个民族在最初阶段构成一个统一的大马尔克公社。

一直到法兰克王国征服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的时候，马尔克

公社的重心似乎在区里，而区的范围就是马尔克公社本身。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法兰克王国划分行政区域时，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的古老的大马尔克作为司法区重新出现。不过，此后不久，

古老的大马尔克就开始分裂。但是，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帝

国法”２１７里还规定，一个马尔克通常包括６个到１２个村。

４５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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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撒时代，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日耳曼人，即苏维汇部落，还

没有定居下来，他们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我们按同其他民族

的类比可以推测，这种共同耕作是这样进行的：一些包括若干具有

近亲关系的家庭的氏族，一起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年年更换的土

地，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但苏维汇人在公元初年在新的住

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凯撒

之后１５０年）就只知道由各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给这些家

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有一年；每隔一年，又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换。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霍赫瓦尔

特山脉的所谓农户公社［Ｇｅｈｏｆ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中看得出来。在那里，

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３年、６年、９年或１２年，总要把

全部开垦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

干“大块”［《Ｇｅｗａｎｎｅ》］。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

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

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有权分地的人。所以，每一个社员，

在每一个大块中，也就是说，在每一块位置与土质各不相同的土地

上，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现在，这块土地，由于分遗

产、出卖种种原因，已经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整块土地，仍旧是一

个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才能决定这块土地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等等的大小。没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

有，共同利用。

这种最古老的制度，直到本世纪初，还保存在巴伐利亚的莱茵

普法尔茨的所谓抽签分地制中。此后，它的耕地变成了各个社员

的私有财产。农户公社也越来越感觉到，停止周期分配，变交替的

占有为私有，对它们是有利的。因此，在过去４０年内，大多数的甚

５５３马 尔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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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全部的农户公社都消失了，变成了小农的普通村落，不过森林

和牧场还是共同利用。

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块土地是住宅地。住所的不可侵犯

性——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开始于游牧民族的篷车，经过定居农

民的木屋，然后逐渐变为一种对于家宅和园地的完全所有权。这

在塔西佗时代早已发生。自由的日耳曼人的住处，大概在那时就

已经从马尔克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了马尔克公职人员不能进去的

地方，成了逃亡者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看到，这在后世的马尔克章

程里，部分在五到八世纪制定的“民族法”２１８里，就已有了记载。因

为，住所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它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它

的原因。

在塔西佗以后四五百年，我们也在“民族法”中看到，耕地是世

袭的，它虽然还不是个别农民绝对的自由地产，但农民有权加以处

理，出卖或者用其他方式加以转让。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我们找

到了两条线索。

第一，从最早的时候起，在日耳曼尼亚本土除了上述耕地完全

共有的闭塞的村以外，还有另一种村，在这种村里，不单是宅地，就

是耕地，也从公有财产中，从马尔克中划分了出来，作为世袭财产

分配给各个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说不得

不这样做的地方，例如在贝尔格区的狭谷里，或者在威斯特伐里亚

那样的窄狭、平坦、两边都是沼泽地的山背上。以后，也发生在奥

登林山和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这些地方的村，现在

还是这样，是由分散的孤立的庭院构成的，每个庭院的四周是归它

所有的耕地。耕地的重分，在这里不太可能进行。所以留给马尔克

的，只有周围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后来，当可以处理家宅和园地、

６５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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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们转让给第三者的权利获得重要意义的时候，这类园地的所

有者便占了便宜。想同样得到这种便宜的愿望，可能使许多实行

耕地公社占有制的村停止了通常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社员的

各块份地同样成为可以继承和转让的产业。

第二，征服的战争将日耳曼人带进了罗马的领土，在那里，几

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还是罗马式的、无限制的

私有财产），在那里，少数的征服者，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

占有形式完全废除。至少在旧日的罗马领土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况

说明耕地和草地的世袭私人占有制同罗马法之间的关系，那就是，

一直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耕地公社所有制残余，恰恰存在于莱

茵河左岸，即存在于被征服的但是彻底日耳曼化了的地区。当法兰

克人五世纪在这里住下的时候，耕地公社所有制大概还保留在他

们中间，否则我们今天在那里就无从找到农户公社和抽签分地制

了。不过在这里，私有制也很快就不可抵挡地渗进来了，因为我们

看到，六世纪“里普利安法”２１９在谈论耕地的时候，只提到这种私有

制。在日耳曼尼亚内地，我已经说过，耕地不久也变成了私产。

如果日耳曼的征服者实行了耕地和草地的私有制，也就是说

在第一次分配土地的时候，或者其后不久，就放弃了重新分配的办

法（如此而已），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到处推行他们日耳曼人的

马尔克制度，连同森林和牧场的公共占有制，以及马尔克对已分土

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样做的，不仅有法兰西北部的法兰克人和英

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还有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法兰西

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及伦巴德人。不

过，在最后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里，据悉差不多只有在高山地区，马

尔克制度的痕迹才保存到今天。

７５３马 尔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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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制度放弃重新分配耕地的办法以后所采取的形态，我

们不仅在五到八世纪的古代“民族法”里，而且在英国和斯堪的那

维亚中世纪的法律书籍里，在十三到十七世纪的许多日耳曼的马

尔克章程（即所谓判例）里和法兰西北部的习惯法（ｃｏｕｔｕｍｅｓ）里都

可以碰到。

马尔克公社虽然放弃了在各个社员中间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

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他权利，却一条也没有放

弃。这些权利都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转交给个人，只是为

了把它用作耕地和草地，而并无其他目的。除此以外，单个的占有

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地下发现的财宝，如果埋藏的地方深

到犁头所不及，那就不属于他，而首先属于公社。关于采矿等权

利，情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权利，以后都被地主和君主为了自己

的利益而抢夺去了。

但是耕地和草地的利用，还是要受到公社的监督和调整，其形

式如下。凡是实行三圃制的地方（差不多到处都实行这种制度），

村的全部耕地被分成相等的三大块，其中每一块轮换地第一年用

于秋播，第二年用于春播，第三年休耕。所以，一个村每年都有它

的秋播地、春播地和休耕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使每

一个社员在这三块土地上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份，以使每个人

都能不受损失地适应公社的强制轮作制；按照这种制度，他必须在

他自己这块秋播地里进行秋播等等。

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间又成为公共财产，供整个公社当牧

场使用。而其他两块土地，在收获以后直到下次播种以前，同样又

成为公共财产，被当做公共牧场使用。草地在秋天割草以后，也是

如此。在所有用作放牧的田地上，占有者必须把篱笆拆去。这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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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强制放牧办法，当然要求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不由个人决定，而要

求它成为大家共同的时间并由公社或习惯作出规定。

其他一切土地，即除去家宅和园地或已经分配的村有地以外

的一切土地，和古代一样，仍然是公共所有、共同利用。这里有森

林、牧场、荒地、沼泽、河流、池塘、湖泊、道路、猎场和渔场。每一个

社员从被分配的马尔克耕地中分到的一份，当初都是大小相等的，

与此相类似，他们利用“公共马尔克”的权利也是相等的。这种利

用方法，由全体社员决定。当一向耕种的土地不够使用，需要从公

共马尔克中划出一块土地来耕种的时候，耕地的分配方法也是如

此。公共马尔克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牲畜和采摘橡实来喂猪。此

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垫草、浆果和蘑菇；如果有沼地，

它就提供泥炭。关于牧场、木材的利用等等的规定，构成了从各个

不同时代留传下来的许多马尔克章程的主要内容。这些章程都是

在那古老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开始成为争论对象的时候写下来的。

仍然保留下来的公有森林，是这些古老的、没有被分割的马尔克的

可怜残余。还有另一种残余至少存在于德国西部和南部，这就是

在人民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是公有的财产，在

森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采集花卉、浆果、蘑菇、山毛榉实等等，并

且一般地说，只要他不做有害的事，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可

是，就是在这里，俾斯麦也要打主意，用他那臭名昭彰的关于采集

浆果的法令２２０使西部各省符合于旧普鲁士容克的标准。

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

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

的机会。他们定期地或经常地（如有必要）举行露天集会，商定马

尔克的事务，审判马尔克中的不法行为和纷争。这是古老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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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的日耳曼人的民众大会，而所谓民众大会，当初也不过是一

个大规模的马尔克集会罢了。也制定法律（虽然只是在少有的十

分必要的情况下），也推举公职人员，也检查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

情形，但主要还是宣判。主席只能提出问题，判决由到会的全体社

员决定。

马尔克制度，在古代，在那些没有酋长的日耳曼部落里，几乎

是唯一的制度。旧日的部落贵族（他们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或在其

后不久，没落下去了）以及一切随马尔克制度自然产生的东西，很

容易适应于这种制度，正如克尔特人的氏族贵族，在十七世纪还适

应于爱尔兰的土地公社一样。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

里已经扎下了深根，我们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看到它的

脚印。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

这种权力由百户、区和全部落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

过是一个民众的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不单是马尔克的事务，而

且还有属于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行政区制度形成以后，

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马尔克法庭划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面

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经大部

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贫穷了的自由人民的重担的时

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员法庭①来代

替民众法庭。但这丝毫也没有触动马尔克法庭。恰恰相反，它们仍

然是中世纪领地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领主也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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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提问题的人，判决者则是臣仆自己。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

村马尔克的马尔克制度；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

用濠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后来的一

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

最后，中世纪无数并不以地产共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社团的规章，尤

其是自由行会的规章，都是模仿马尔克制度的。人们把赋予行会

经营某一行业的特权，和一个公共的马尔克完全同等看待。在行

会里，也跟在马尔克里一样，总是用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用完全

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社员完全同等地或者尽可能同等地享用公

共的收益。

马尔克制度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极不同领域和对各种各样要求

所表现的近乎神奇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在同日益发

展的大土地所有制度的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马尔克制度是在日

耳曼人定居日耳曼尼亚时候产生的，那时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来

源，从亚洲带来的、几乎被遗忘了的农艺刚开始复苏。马尔克制度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是在和土地贵族的不断的艰苦斗争中生存

下来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当时还是非常需要的，在贵族把农民土

地攫为己有的地方，受奴役的村的制度依然是马尔克制度（虽然由

于地主的侵犯已大为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到下面还要举一个

例子。只要公共马尔克仍然存在，马尔克制度就能适应千变万化

的耕地占有关系；在马尔克不再是自由的马尔克以后，马尔克制度

同样能适应公共马尔克中各种极不同的所有权。马尔克制度所以

没落，是因为贵族和僧侣在地方当局的乐意支持下，差不多夺去了

全部农民土地（不管是分配了的或没有分配的）。但是，马尔克制

度在经济上显得落伍，作为农业经营方式已失去了生命力，这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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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由于近百年来农业的巨大进步使农艺成为一门科学，并采用

了全新的经营方式。

马尔克制度的崩溃，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

克的国王们，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辽阔土地，尤其

是森林，占为己有，并把它们当作礼物，慷慨地赠送给他们的廷臣、

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就构成了后世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

的基础。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

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

这样的比例。

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其通常结果是土地被没收，这就使大

批农民倾家荡产，所以，早在墨洛温时代，就有很多自由人没有土

地。查理大帝永无休止的战争，摧毁了自由农民的主力。当初，每

一个自由的土地占有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不但要负责自己

的装备，而且还要在６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毫不奇

怪，早在查理时代，在５个人中间，事实上连一个真正能服兵役的

人也不大能找到了。在他的后继者的混乱统治下，农民的自由更

加急速地趋于消亡。一方面，诺曼人的侵扰、国王们的永无穷期的

战争和豪族巨室之间的私斗，逼迫自由农民一个跟着一个地去寻

找保护主。另一方面，这些豪族和教堂的贪得无厌，也加速了这种

过程。他们用欺诈、诺言、威胁、暴力，把愈来愈多的农民和农民土

地，置于自己权力控制之下。不论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农

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缴

纳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给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

土地占有者变成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的依附农民，甚至农奴。在

西法兰克王国２２２，一般说，在莱茵河西岸，这是通常现象。反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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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东岸，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他们大多数是散居

的，只有少数集聚成一些自由的村。但是，即使在这里，在十到十

二世纪，贵族和教会的强大势力，也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处于受奴役

的地位。

一个庄园主（不论是教会的或者世俗的）得到了一块农民土

地，他同时也就在马尔克内取得了与这块土地有关的种种权利。

这些新的地主，因此就变成了马尔克社员。他们同其他自由的和

依附的社员，甚至同他们自己的农奴，原先在马尔克内只是享有平

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不管农民的顽强抵抗，在马尔克中

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特权，甚至往往迫使整个马尔克服从他们地主

的统治。不管怎样，旧的马尔克公社仍然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在

地主监护之下。

弗里西安人、尼德兰人、萨克森人和莱茵—法兰克尼亚人向勃

兰登堡及西里西亚的移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那时马尔克制度对

于耕作，甚至对于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还是多么必要。这些人从十

二世纪起就在地主的土地上，以村的形式定居下来，而且正是按照

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进行的，——既然在地主的庄

园上还保留着这种法律。每个人都分到了家宅和园地，分到了一

块同样大小的、用古代抽签方法决定的村有土地。每个人都有利

用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这多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马尔克比较

少。所有这些都是世袭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须世世

代代向地主付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但这种赋役

很轻，这一带农民的境遇，比德国任何地方都要好些。因此，当农

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仍很安静。他们这种对切身事业的背弃

行为，使他们后来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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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

决定性的转变。十字军远征为此作好了准备。许多出征的地主，干

脆让他们的农民获得了自由。其他一些地主不在人世了，数以百

计的贵族世家消灭了，他们的农民也往往得到了自由。还有一层，

随着地主需要的增加，支配农民的赋役远比支配他们的人身重要

得多。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的中世纪初期的农奴制，它

给予地主的权利，逐渐失去了价值。农奴制慢慢衰弱下去，农奴

的地位日益接近于普通依附农民的地位。农业的经营完全墨守旧

法，所以庄园主要想增加他们的收入，只有开垦新土地和建立新

村。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同移民好好商量，不管他们

是庄园里的依附农民还是外来农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

农民的赋役多半很轻，并且到处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也受到了

很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僧侣的领地里。最后，新吸引来的移民的

优越地位，又影响到附近依附农民的处境，他们在整个德国北部，

尽管还继续为庄园主提供赋役，但却获得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只

有斯拉夫和立陶宛－普鲁士农民还是不自由的。但是这一切不能

保持多久。

到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城市迅速勃兴和富裕起来。尤其

是在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城市美术工艺和奢侈品得到了繁荣发

展。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使粗食粗衣、陈设简陋的土容克不能

安眠。但是，从哪儿去弄到这些好东西呢？拦路行劫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劳而无功。可是要去购买，就要有钱。钱却只有农民能够供

给。于是，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

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

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在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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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罗马法学家的助力。这些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条文，应用到

大半他们不了解的日耳曼关系中去，制造了极度的混乱，但是他们

善于这样制造混乱，就是使地主永远从中得到便宜，农民总是吃

亏。教会中的大主教做法更加简单：他们伪造文件，从中缩小农民

的权利，扩大农民的义务。为了抵抗君主、贵族和教士们的这种掠

夺行为，从十五世纪末叶起，农民经常发动单独的起义，到了１５２５

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席卷了士瓦本、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一直泛

滥到亚尔萨斯、普法尔茨、莱茵高和绍林吉亚。经过了艰苦的斗

争，农民遭受了失败。从那时起，在日耳曼农民中间，农奴制度重

新又取得了普遍的优势。在爆发战争的地方，一切还保留着的农

民权利，现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他们的公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

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农奴。德国北部处境较优的农民，保持了安

静，为了对他们这样一种行为表示奖励，就使他们受到了同样的压

迫，不过做得比较慢一点罢了。日耳曼农民的农奴制，在东普鲁

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开始实行于十六世纪中叶，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开始实行于十六世纪末叶，并且日益普

遍地强加到农民身上。

这种新的暴力行动，也还有它的经济原因。在宗教改革时代

的战争中，只有德意志的邦君扩大了权力。贵族们进行抢劫这一

高贵行业，已经过时了。如果他们不甘心没落，就必须从他们的地

产里榨取更多的收益。不过，唯一的方法是仿效大一点的地主、特

别是寺院的榜样，自己至少负责经营一部分土地。过去这只是一

种例外，现在却成为一种必要。但是，这种新的经营方法遇到了障

碍，几乎所有地方的土地都分给了纳租的农民。只有在自由的或

依附的纳租农民变成十足的农奴以后，老爷们才能获得行动的自

５６３马 尔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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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部分农民，正如专门术语所说的被“肃清”（《ｇｅｌｅｇｔ》），这就

是说，不是被撵走，便是沦为只有一间草屋和一小块园地的无地农

民（Ｋｏｔｓａｓｓｅｎ），他们的份地，合并成一个大规模的地主田庄，由新

的无地农民和留下来的农民以徭役劳动进行耕种。这样，不仅有

大批农民干脆被赶走，而且留下来的农民所负担的徭役也日益大

量地增加。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

础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时期，宣告开始的。

不过这种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进行得相当缓慢的。开始了

三十年战争２２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

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

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

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

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

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

又是农民。

占有土地的贵族，这时成了农村中唯一的主人。邦君们恰巧

在那时候取消了贵族在等级会议中的政治权利，因此使他们可以

腾出手来对付农民。而农民最后的抵抗力，已经为战争所摧毁。这

样，贵族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安排得最有利于恢复他们已经破

产的财政。不但把那已经抛弃的农民田宅，直接跟地主的庄园合

并起来，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

民。地主的田庄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重。“无限制的徭

役”时代又来到了。老爷可以任意命令农民、农民的家属、农民的

耕畜出多少次工，干多长的时间。农奴制度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

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老爷为了将农民的任何抵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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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即令是极微弱的抵抗，也能在萌芽状态中加以扑灭，他们从邦

君那里取得了领主审判权，也就是说，他们被任命为审判农民任何

小过失和小纠纷的唯一法官，甚至在农民和地主本人争讼的时候，

也是一样。于是，地主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法官！从此以后，棍子

和鞭子统治着农村。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这时受到最大的

屈辱。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也精疲力尽，失去任何自救的能

力，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得救。

这种外援终于来了。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在德国和德国农民

头上也出现了美好时代的曙光。革命军一占领莱茵河左岸，那里

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的各种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

老爷本身，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地立即消失了。莱茵河左岸的

农民从此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一部在革命时

期起草的、被拿破仑篡改了的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
２２４
。这部法典很适合他们

的新情况，他们不但看得懂，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带在口袋里。

不过，莱茵河右岸的农民还需要长期等待。不错，普鲁士在耶

拿２２５遭到应有的失败以后，若干极端可耻的贵族特权业已废除，而

且根据法律，所谓赎免农民的其他赋役也有了可能。不过，这大部

分在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其他的邦中做得更少。直到

１８３０年的法国第二次革命，才开始至少在巴登和靠近法国的其他

几个小国里实行这种赎免。当１８４８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于也带

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的赎免还远没有完成，在巴伐利亚境内，

还根本没有开始！现在，事情自然进行得快一些。这一次亲身谋反

的农民的徭役劳动，当然丧失了一切价值。

赎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

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

７６３马 尔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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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担负赋役的产业，——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从农

民那里掠夺来的！不仅如此。在清算的时候，派来办理此事的官

吏，当然差不多总是站在老爷一边，他们在老爷那里居住和吃喝，

所以农民所吃的亏，甚至大大超过了法律条文的规定。

由于三次法国革命和一次德国革命，我们终于又有了自由的

农民。但是，我们今天的自由农民，和古代的自由马尔克社员相

比，差得多远啊！他们的土地，一般都小得多。除了少数大大缩小

了的、荒芜的公有森林以外，没有分割的马尔克已经消失了。但对

小农来说，不利用马尔克就不能养家畜，没有家畜就没有粪肥，没

有粪肥就没有合理的耕作。收税官和紧跟在他后面的吓人的法

警，这些今日农民最熟悉不过的人物，都是古代马尔克社员没有听

说过的。还有那些从事抵押放款的高利贷者，他们也是没有听说

过的，而现在农民的田产，却一块块地落到他们的魔爪中去。但最

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份地和活动能力被大大缩小），

正好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

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

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

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

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

有制，——只要它们有这样做的必要时间。

因为，处在目前经营形式下的全欧洲农业，已经受到了美洲大

规模谷物生产这个占有优势的敌手的威胁。美洲的土地天然适于

耕种，天然具有长期的肥力，购买它又花不了几文钱，同这样的土

地，不管是我国负债的小农，或者是我国同样债台高筑的大土地占

有主，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

８６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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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才

可能继续存在。

这就是我国农民的前景。一个尽管是衰落的自由农民阶级的

复兴，却有这样的好处：使农民处于这样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

们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

们愿意懂得怎样做①。

但是怎么办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

形式，而用新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

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

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

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

经营大工业。

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

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

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

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

能对他们有利。

这究竟怎样组织呢？德国农民们，好好地想一想吧。能够帮助

你们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９６３马 尔 克

① 下面几段文字是弗·恩格斯在１８８３年出版“马尔克”的单行本时所做的补充，

该书题名为：“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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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燕妮·龙格（马克思）

１月１１日，卡尔·马克思的长女、约八年前同前巴黎公社委

员、现任“正义报”２２６编委沙尔·龙格结婚的燕妮，在巴黎附近的阿

尔让台去世了。

她生于１８４４年５月１日。她是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环境中

长大的，同这个运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她拘谨得几乎可以

被看成胆小，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个男子也会羡慕的

沉着和刚毅。

当爱尔兰的报刊揭露了１８６６年和后来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

员在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而英国报刊闭口不谈这些卑鄙行为的

时候，当格莱斯顿内阁违背在选举时所作的诺言，拒绝赦免犯人而

且丝毫不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时候，燕妮·马克思就设法触痛一下

笃信宗教的格莱斯顿先生。她在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２２７上刊登

了两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描述了自由的英国是怎样对待政治犯

的。她的文章发生了作用。巴黎大报的揭露是难以忍受的。几个

星期以后，奥顿诺凡－罗萨和其他大多数人都被释放并启程到美

国去了。

１８７１年夏天，她同最小的妹妹到波尔多看望妹夫拉法格。拉

法格、他的妻子、他的有病的孩子和这两位姑娘从那里前往比利牛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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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山脉巴涅尔－德－吕雄矿泉。一天清晨，有一位先生来见拉法

格，对他说：“我是警官，但我是共和派；我奉命要逮捕你。已经查

明，你是负责波尔多同巴黎公社的联络的。你现在还有一个小时

的时间可以越过国境。”

拉法格和妻子及孩子顺利地翻越山路到了西班牙。警察局为

此向两位姑娘进行报复，逮捕了她们。燕妮的口袋里有一封在巴

黎附近牺牲的公社领袖古斯达夫·弗路朗斯的信。如果这封信被

搜出，它将成为她们二人到新喀里多尼亚岛２２８旅行的一份最有效

的护照。在单独留在室内的瞬刻，她打开了一本旧的、复盖着灰尘

的登记簿，把这封信夹在中间，再把它合上。这封信可能现在还在

那里。两位姑娘被带进省长办公室，这位省长，高贵的凯腊特里伯

爵、老波拿巴主义者，对她们严加审问。但是这位前外交官的狡猾

和前骑兵军官的粗暴，碰到燕妮的镇静的理智都失败了。凯腊特

里对于“这一家的妇女们显然都具有的毅力”说了些狠毒的话，就

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在同巴黎通了无数次电报以后，他终于

只好释放了这两位姑娘，她们在拘押时受到了真正普鲁士式的待

遇。

燕妮一生中的这两件事情充分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人。无产

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她的悲痛万分的父亲

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安慰，这就是欧美千百万工人分担着他的悲痛。

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８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４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１７３燕妮·龙格（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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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就在１５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

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

天，我们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

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

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

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只要略

加说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造成我

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阶级划分的

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这个社会形成和成长起来，暂时大致还没有

衰亡下去；由于这一规律，这个社会最终必将像所有以前的社会历

史阶段一样灭亡。看到这些成果，特别沉痛地感到，正当他的工作

高度展开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他，不管他做了多么多的工作，他还留

下了更多没有完成的工作。

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

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

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

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

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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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因为，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

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

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他这部分活

动的最杰出的成就是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他从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７２

年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从表面迹象来看，这个协会已不

再存在；但是欧美一切文明国家工人同盟的兄弟联系永久地确立

了，并且没有任何表面的形式上的同盟联系，它也会一直继续存

在下去。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

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

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是他对诬蔑几乎并不在意。如果

世界上有人能忍受诬蔑，这个人就是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可以

骄傲地看到，在西伯利亚矿井、在欧洲和美洲的工厂里，他有千

百万追随者；他看到，他的经济理论已被全世界看做是社会主义

的无可争辩的基础，他还有许多敌人，但是个人的敌人恐怕连一

个也没有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正义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

根据“正义报”校对过

３７３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① 在“正义报”（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上，这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讲

话”的法译文，末尾还有下面一段话：“马克思在私生活方面是怎样一个人，

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现在我无法来说明，也用不着说明，因为你

们所有到这里来向他最后告别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永别了，马克思！你的事业和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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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３月１７日，星期六，在海格特公墓，马克思被安葬在１５个月

以前安葬他的夫人的同一个墓穴里。

在墓地上，哥·雷姆克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发行

部，代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马克思的灵柩献了两只系

着红带的花圈。

随后，弗·恩格斯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３月１４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

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

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

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

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

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

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

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

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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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

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

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

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

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

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

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

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

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

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

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

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

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

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

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

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

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

‘莱茵报’（１８４２年），巴黎的‘前进报’（１８４４年）２２９，‘德意志—布鲁

塞尔报’（１８４７年），‘新莱茵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纽约每日论坛

报’（１８５２—１８６１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

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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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

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

——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

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

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

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

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

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接着，马克思的女婿龙格宣读了收到的以下几篇法文挽词。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给

  卡尔·马克思的挽词

  “谨代表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向当代最杰出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致最后的

永别的敬意。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

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曲折变化的残酷的斗争，而且在社会革命原则

取得最后胜利以前决不终止这一斗争，现在，我们在这位热烈同情我们斗争

愿望的人物的墓前，表示深切的哀悼。俄罗斯语言是最先翻译‘资本论’这部

现代社会主义福音书的语言。俄国大学生最先听到伟大思想家（我们现在已

经失去了）的理论以赞许的口吻所做的介绍。甚至那些在具体组织问题上和

国际工人协会的奠基者有分歧意见的人，也总是不得不敬佩他那包罗万象的

知识，敬佩他那深刻揭示现代资本的本质、揭示社会各经济形态的进化过程

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同这种进化的依赖关系的高度洞察能力。甚至那些厕身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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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最凶恶的反对者，也不能不听从马克思和他的

终生的友人弗·恩格斯①３５年前共同提出的伟大革命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将使一切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估价他对当代的影

响的人感到悲痛。

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他的逝世将使那些在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了解他的

人，特别是那些像爱戴挚友一样爱戴他的人感到更大的悲痛。

彼·拉甫罗夫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５日于巴黎”

二、唁  电

“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对思想家的逝世表示哀悼。他的唯物史观以及

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现代共产主义运

动。巴黎联合会对马克思的为人深表尊敬，对他的学说表示完全赞同。

书记 莱 宾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６日于巴黎”

三、唁  电

“惊悉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共同的导师不幸逝世，我谨以个人和西班

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向马克思的友人和女儿致以深切的哀

悼。

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６日于巴黎”

接着，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了演说：

７７３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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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对难忘的导师和忠实的朋友的爱戴和感激，我从德国来到这

里。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他的最老的朋友和战友刚才说，卡尔·马克思是

本世纪最遭嫉恨的人。不错，他是最遭嫉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爱戴的人。最

嫉恨他的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最爱戴他的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因

为他们已经觉悟到本身的地位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爱戴他，因为他热爱

他们。我们对马克思的逝世感到不胜悲痛。他的爱同他的恨是一样地伟大。

他的恨是由爱产生的。他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还有伟大的心灵。所有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这里，我不仅是他的学生和朋友，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党委托我表达它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因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缔造）的感

情。

说漂亮话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卡尔·马克思最讨厌空话。他的不朽的功

绩就在于，他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

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他是科学上的革命家，是运用科学的革命家，他登

上了科学的最高峰，是为了从那里走向人民，使科学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

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自然科学把我们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天上的神尽管被科学消灭了，但它

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向人民揭示的社会科学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能消灭人间的

偶像和权贵，只要这些人活着，他们就不会让神死去。

科学不仅属于德国。科学没有任何界限，尤其没有民族界限。因此，‘资

本论’的作者自然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

我们把科学基础的奠定归功于马克思，这种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反抗敌人

的任何进攻，使我们能以日益壮大的力量不断地进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斗争。

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变成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地进

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

而且，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

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都将对他表

示感激和尊敬。

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

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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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将日益发扬光大！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

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

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

除上述几个人之外，参加葬仪的还有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婿保

尔·拉法格、１８５２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弗里

德里希·列斯纳、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格·罗赫纳。此外，代表

自然科学界的是两个第一流的著名人士：动物学教授雷伊·朗凯

斯特和化学教授肖莱马；他们俩人都是伦敦皇家学会（ＲｏｙａｌＳｏ

ｃｉｅｔｙ）的会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８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２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１３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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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一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

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３月２０日，爱琳娜·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转来

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３月１８日。伦敦‘每日新闻’编辑部。敬请转告‘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的作者、已故的卡尔·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先生，请他代购花圈一个献

在‘资本论’的不朽作者的灵柩前。题词如下：

‘献给劳动权利理论的维护者及实际的争取者。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

学生敬挽’

请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电报当然没有赶上３月１７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３月３１日，我们的朋友彼·拉甫罗夫从巴黎汇来彼得

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寄给他的１２４法郎５０生丁

（相当于４英镑１８先令９辨士）。这笔钱也是用来购买献在卡尔·

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说，敖德萨的大学生也要求

以他们的名义买花圈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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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彼得堡大学生寄来的钱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

这笔钱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２３０。制作题

签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几个花

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钱的花费情况。

我们还收到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自佐林根寄来

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卡尔·马克思。佐林根刀

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３月２４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们发现，

“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红

绸带，不知被哪个渎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诉也无济于

事，但也许可以保证将来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２３１

“希望为纪念卡尔·马克思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国际特别基金，以

便帮助伟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他们的第一批捐款。这笔钱现在保存在我这里。当然，

这个倡议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赞同，所以我在这里说明

一下。

为了用事实来驳斥报纸上的谣言，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们伟

大的理论家和领袖患病和逝世的经过。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经过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

脏病已经几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

他常常头痛，而特别厉害的是接连不断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

和避暑以后，这两种病没有怎么犯，只是过了年以后，又更严重地

复发了。一般说来，慢性喉头炎，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

已略略好些，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体力异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

１８３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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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所引起的

严重的肋膜炎。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

让他先到威特岛（１８８２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

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

雨，４月，餐厅里还得不断地生火！这样一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

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罗（摩纳哥）去，由于途中

气候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

那里的天气也老是很坏，好像坏天气是他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

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

他去阿尔让台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浴

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多雨，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

较慢，医生对此颇感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斐维

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

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马克思终于又决定

在这里恢复自己的工作。９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

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３００英尺）

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１１月浓雾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威特

岛南部的文特诺尔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

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新鲜空气中作健身运动，整日蛰居

室内，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１

月１２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

了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

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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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硬的食物。２月间又发现了肺脓肿。１５个月来他已经服用过

各种药品，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

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说来还是

比较顺利地在好转。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

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

他的时间），我意外地发现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很不好，看来要

完了。他们告诉我，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很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

汤。在马克思家４０年、从小抚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蘅·德

穆特，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但立刻转回来说：“快去看一看，他快睡

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

卡尔·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没有比这样的死再安祥的

了。

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谈一个好消息：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来了。目前这样的手稿是

否适宜于发表，我还不能断定，——手稿有大开纸１０００多页。但

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已在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整

理完毕。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并有大量评论性的摘录材料，

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

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

人。

１８８３年４月２８日于伦敦

二

收到阿尔让台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人赠送的、题词写在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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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带上的美丽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个人，就顺便把花圈带来了。

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佐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红色绸带又被

人偷走了。

当时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萨赠送的三个花圈已经做好。为

了不使绸带被偷，我们不得已把绸带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

绸带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场大雨把爱尔福

特的花结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没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１英镑１先令８辨士，共值３英镑５先

令。因此，汇给我的４英镑１８先令９辨士，剩下了１英镑１３先令

９辨士，我把这些钱寄给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赠送者的意见

处理。

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

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

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属于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谈

了。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２３２书记菲力浦·范－派顿写给我的信

（今年４月２日）说：

“不久以前举行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别在这次游行中都

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约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们当着

大庭广众宣布，他，莫斯特个人同卡尔·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国进行了马

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而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

传。——我们对马克思的天才和活动评价很高，我们不能相信，他会支持莫

斯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思想和活动方式。所以，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抱怎样的态度？莫斯特不合时宜

的荒唐胡诌已经引起一片混乱，听到像马克思这样具有极高威信的人竟会赞

同这种策略，我们是很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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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４月１８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译成德

文２３３：

“你在４月２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

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１８４５年２３４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

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个

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

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

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们同

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

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

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

会。这一点在１８４７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２３５就可

以读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

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

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

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

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

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

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

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从巴枯宁搬出目前这种无政府主义谬论的第一天起，马克思

就不断与之作斗争。这一点还要我专门说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

全部内部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从１８６７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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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是他们道

路上的主要障碍。在１８７２年９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

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最主张开除无政府

主义者的人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

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霍布根代表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

你们。

现在谈一下约翰·莫斯特。

谁断定，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似乎同马克思有过

任何联系或得到过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骗了，或者是

自己分明在撒谎。在伦敦‘自由’周报第一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

过到马克思或我那里去弯过一两次。我们没有到他那里去过，也

从来没有在哪里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们甚至干脆不订他的报

纸，因为上面‘简直毫无内容’。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

政府主义策略，像对他曾经求教过的那些人一样地蔑视。

莫斯特在德国的时候，就发表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

俗’说明２３６。当时曾请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

同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们确信，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头到

尾改写该书，那末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别的更

好的办法。马克思容许只有在下述不容改变的条件下才可以把他

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

约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订本联系在一起。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发表这封信。”

上面谈了美国，下面谈意大利。

大约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亚的阿基尔·

洛里亚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２３７寄给了马克思，并且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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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马克思

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１８８２年夏天他来到伦敦，到我那里去了两

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时，我曾经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

子２３８中责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见。

现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

文选”２３９上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耻地把文章的

清样寄给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

面我的复信的译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国语言写的，因为

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当然可以随便对

他的学说进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评，而完全不懂这个学说。您可以

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略。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

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

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是

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

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

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

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释

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

文。

但是这些还远远比不上您的‘坚决而深刻的信念……认为自

觉的诡辩支配着整个学说’（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不惜作出虚

假的结论，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结论是虚假的’；他‘常常是一个愿

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制度的诡辩者’，用拉马丁的话来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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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谎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拐子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赞扬。

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一类话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赞语，因

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

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

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损名誉的指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捏造的，

因此我们把它奉还给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臆造这种说法只能

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责任是告诉读者，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这

个所谓的‘自觉的诡辩’，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我的寻找是徒劳

的。Ｎａｇｏｔｔ！（很有力的伦巴第用语：根本没有。）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似

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

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

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现在在我手里，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

大概终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

这封信的德译文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

我荣幸地怀着您所配享的种种感情向您致意”。

暂时就写这些。

１８８３年５月１２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１８８３年５月３日和１７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１９号和第２１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

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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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对一页“公社史”２４０的意见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２４１）

除非参加九月四日事件的人极端愚蠢和虚伪透顶，才会把这

一停战消息称为“好消息”。对于普鲁士人说来，确实是个好消息

……

麦茨的投降刚刚使普鲁士军队的６个军（１２万人）恢复了行

动自由。只有像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人才看不到：这支

新军队必然抵达法国中部以后，任何想使巴黎解围的试图都几乎

不可能实现；当时不是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刻，而是在军事上作最大

努力的时刻。要做到这一点，总共只剩下１５天的时间，但这是极

其宝贵的１５天，是战争的紧要关头。

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封锁巴黎，除３个步兵师以外，德国人必须动用全部军

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队，因为这３个师占领奥尔良和夏龙

以后，就受到卢瓦尔军团的牵制，而不能起后备队的作用了。在西

部、北部和东部，只有一支骑兵部队担负这一地区的警戒和巡逻，

但是没有能力抵挡步兵的进攻，守住这一地区。

到１０月底，包围巴黎的德军战线，在对付城市的这一边已经

大大巩固了。但是任何从外部发动的进攻，都可能在开阔地打得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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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人措手不及。只要出现５万人，即使像当时法国所拥有的

那样年轻的军队，也能突破封锁并恢复巴黎同全国的联系。这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本来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可是却出现了如下

情况。

巴黎政府同意了停战（１０月３０日），这次停战尽管时间很

短，仍然给为了封锁而疲于种种作业和夜间值勤的德军以喘息时

机。  

从自己方面来说，奥雷耳·德·帕拉丹于１１月２日把自己的

军团集结在维埃尔宗，打算开往博让西，在那里横渡卢瓦尔河，插

入占据夏托登的普鲁士人（第二十二师）和驻在奥尔良的巴伐利

亚人的中间。从维埃尔宗到博让西约４５公里，两天之内完全可以

到达。但是，据德国的资料（“……军事思想和见解”２４２等等）所

载，甘必大天真地以为，用火车运送４万人的军团可以像运送普

通旅客一样迅速。于是他命令将军：不得步行，而用火车把他的

军团从维埃尔宗调往图尔，再从图尔调往博让西。将军提出异议，

甘必大则坚持己见。结果，卢瓦尔军团不是走了两天，也不是走

了４５公里，而是沿着铁路旅行了１８０公里，费了五天时间，并且

不能避开敌人的侦察。该军团一直到７日才在博让西重新集结，

准备行动。但是已经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敌人已经对这次调

动有了戒备。

这是怎样的日子啊！１１月３日，在这最紧要的一天里，普鲁士

整整一个旅的骑兵在十支人数众多的自由射手２４３队伍的进攻下，

不得不放弃曼特，退往韦尔。另一方面，法国各兵种的大量兵力从

库尔维耳朝沙特尔方向调动时暴露了目标。如果卢瓦尔军团不是

坐火车游逛，而是在４日就发动进攻（它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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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第二十二师的中间（这是容易做到的）；

如果它能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敌人各个击破，然后向

巴黎推进，那末，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巴黎是会解围的。

毛奇无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危险，因此他决定在必要时采取

拿破仑在曼都亚所采取的行动２４４，即取消封锁，放弃配置在维拉库

布勒的围城炮兵纵列，集结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开阔地行动，直到取

得胜利以后，即从麦茨调来军队以后，再恢复封锁。凡尔赛大本营

已经把行李装上车子，整装待发，只待套马启程了（据目击者瑞士

上校埃尔拉赫２４５所说）。

如果普鲁士人被迫取消对巴黎的封锁，这就可能引起欧洲方

面的压力，并导致光荣的和平。无论如何，这一事实一定会首先对

欧洲、其次特别是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道义影响，最后也会对德国人

产生相反的道义影响。至于这一事实的物质后果！巴黎至少可以

有１５—２０天的时间，利用通往南部和西部的各条铁路调集粮食，

储存起来，这就等于延长一两个月的防守时间。还可以赢得同样

多的时间在外省组织军队。这些军队抗击敌人时就不会再是纪律

松弛、缺乏训练、缺乏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状况了。要使法国

重获胜利的希望，就只有赢得时间。这种机会在１１月３日和４日

是出现过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机会被错过了。

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巴黎甚至没有打算出击。

在一星期内，从西面向巴黎靠拢的兵力没有作过任何进攻的尝试。

这是不奇怪的。这些兵力大概相当薄弱。甘必大责成凯腊特里先

生组织西方军团的命令是１０月２２日发出的。

只有卢瓦尔军团在１１月７日才在博让西附近作好战斗准备。

一直到９日奥雷耳才向库耳米埃的巴伐利亚人发起攻击。巴伐利

３９３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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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一看到从沙特尔方面向他们靠拢的普鲁士第二十二师必然会

撤退，他们就是往土里，第二天，即１１月１０日，他们就和这个师在

土里会合。奥雷耳就按兵不动了。同时，从麦茨开来的３个军共６

万人，以强行军从塞纳河方面逼近。从麦茨乘火车来的另外两个

普鲁士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已经到达巴黎。现在毛奇有可能把普

鲁士第十七师调往土里，该师于１２日到达土里。这样一来，德国

的４个师，约３５０００人就作好了同卢瓦尔军团作战的准备。卢瓦尔

军团再也不使他们感到不安了。

然而在１１月１４日，大批法军从德勒开往格丹，距凡尔赛只有

两天路程。毛奇在这一方向暂时只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能进行

充分有效的侦察，来弄清这支先遣队后面还有多少兵力。当天他

又打算放弃凡尔赛并取消封锁（勃鲁美２４６）。

但是这一次解决问题已经不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了。

从麦茨最先调来的一个军（第九军）当天就抵达枫丹白露。第三

军定于１６日和１８日抵达奈木尔，而第十军定于１９日抵达云纳

河岸茹瓦尼。毛奇把第十七师派往郎布耶，把第二十二师派往沙

特尔，把巴伐利亚人派往奥诺，即穿到卢瓦尔军团（他给卢瓦尔

军团让出通向巴黎的道路）和从西部威胁凡尔赛的军队的中间。

这一次奥雷耳按兵不动倒救了自己。如果他开进摆在他面前的缺

口，那就会被准备向他的两翼袭击的两路德军所击溃。１１月１９日

普鲁士第二军团的３个军连同在云纳河的后备队占领了枫丹白露

和奈木尔。１１月２０日，曼托伊费尔指挥的第一军团集结在从

贡比臬到努瓦荣的瓦慈河一线；从麦茨调来的军队从北部和南部

加强了对巴黎的封锁。于是，解除这一封锁的最后机会也丧失了，

因为特罗胥、甘必大和奥雷耳彼此都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可

４９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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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几乎像普鲁士队伍那种大受赞扬的准确行动一样，相互加深

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７年２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３年第１版第１５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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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评阿·瓦格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版）第一卷（１８７９）２４７

（１）瓦格纳先生的概念——“社会－法的概念”（第２页）。并

且“同洛贝尔图斯、朗格和谢夫莱的观点相一致”（第２页）。在“叙

述的基本论点”上他“引证”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话。甚至在谈

到作为许多民族中间的“不合法的占有方法”的海盗行为时，瓦格

纳先生说，它只有在“有了真正的ｊ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国际法〕的前提”

（第１８页，注释３）下，才是一种抢劫行为。

他研究的首先是“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

来确定个人的经济自由的范围”（第２页）。

“满足需要的愿望”“不是作为而且也不应当作为纯自然力发生作用，但

是，它也和人的任何愿望一样，受理智和良心的指导。因此，由此产生的任何

行动都是负责的，并且总是服从于道德的判断，诚然〈！〉，这种道德判断本身

正在经受历史的变动。”（第９页）

在“劳动”（第９页，第２节）这一节中，瓦格纳先生没有把各种

劳动的具体性质和这一切具体劳动所共有的劳动力的消耗区别开

来（第９、１０页）。

“甚至为了获得地租收入而单是管管财产，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使用已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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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获得的收入，也必须经常进行属于劳动概念范围内的活动。”（第１０页，注

释６）

按照瓦格纳的意见，历史－法的范畴就是“社会的范畴”（第

１３页，注释６）。

“位置的自然垄断，特别是在城市的〈！伦敦西蒂区的位置的自然垄断！〉

条件下以及在气候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的影响下，其次，土壤特有的肥力

的自然垄断，例如在有特别好的葡萄园的情况下以及在不同的国家比较的情

况下，例如把热带产品销售到温带国家｛“例如某些国家（南欧、热带国家）对

某种自然垄断的产品抽出口税时深信，这些关税将转嫁给外国的消费者”（第

１５页，注释１１）。如果瓦格纳先生由此推出南欧国家的出口税，那就表明，他

对这些关税的“历史”一无所知｝①，——将使来自自然的（至少是部分的）自

由的财物成为纯经济财物，获得这种财物要付出很高的报酬。”（第１５页）

经常交换（销售）财物的领域就是它们的市场（第２１页）。

经济财物包括“对人和物（ｒｅ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ｌｅｓ）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客体上

完整地体现出来，是依赖于抽象概念的：（ａ）在完全自由交换中是顾客、商号

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的活动而形成的对别人有利的关系，可以在得到

补偿的条件下出让和获得；（ｂ）在一定的法对流通的限制的基础上是生产专

有权、地役权、专利权、垄断权、特许权等等”（第２２、２３页）。

瓦格纳先生把“服务”列入“经济财物”（第２３页，注释２和第

２８页）。他这样做实质上是出于他的一种愿望，即把枢密顾问瓦格

纳说成是“生产工作者”，因为他说，

“对于评价按职业提供个人服务的一切阶级，即仆人，自由职业的以及国

家的代表来说，回答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在服务也算作经济财物的情况

下，上述阶级在经济意义上才是生产的”（第２４页）。

７９３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① 手稿中用的方括号，在本版中都改为大括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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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瓦格纳及其同伙的思维方法：

劳的意见是：要根据“财产和经济财物的定义”来决定“服务是

否也包括在它们之中”２４８。对于这一点，瓦格纳回答说：应该对“财

产”“事先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把服务列入经济财物”（第２８

页）。

但是“决定性的论据”据说是，

“满足需要的资料不能仅仅包括物方面的财物，因为需要不仅涉及这些，

而且还涉及个人的服务”

（即国家的服务，例如法的保护等）（第２８页）。

财产：

（１）纯经济地……“在其一个时期内现有的经济财物的储存”，作为用来

满足需要的实际基金，是“自在的财产”，“人民的或国家的财产总和的一部

分”。

（２）“作为历史－法的概念……——某一个人占有的或所有的经济财物

的储存”。“财产的占有”（第３２页）。这是“所有权的历史－法的相对概念。所

有权指的只是对其他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专有权。这些权利的范围

是变动着的”｛即是历史的｝（第３４页）。“每一种财产在第二个意义上来说，都

是个体财产，是其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财产。”（同上）

公共财产，

“包括官定的公共经济的财产，即特别是国家的、州的、区的财产。这种

财产规定作为公用（道路、河流等等），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作为社会（人

民、当地的居民等等）的法律上的代表——国家等等；或者这是国家和公社的

本来意义上的财产，即要么是服务于管理目的的、即为了执行国家职能的财

产，要么是服务于财政的、即国家用来获得收入也就是获得为执行其职能所

需要的资金的财产”（第３５页）。

资本，ｃａｐｉｔａｌｅ，φá ι〔基本的东西〕一词翻译过来的——用

８９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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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不同于利息（ ó ）的债款。在中世纪，资本，ｃａｐｕｔｐｅｃｕ－

ｎｉａｅ，是表示某种基本的、本质的、原来的东西（第３７页）。德语用

的是Ｈａｕｐｔｇｅｌｄ〔本钱〕一词（第３７页）。

“资本——用于制造的基金，用于制造的财物储存；用于制造的流动资金

的储存。”与此相反的是“消费储存：在某一个方面总合起来的流动消费资

金的总额”（第３８页，注释２）。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第３８页，２（ａ）和２（ｂ））。

价值。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他的社

会主义体系的基石”（第４５页）。我从来没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

系”，所以这只不过是瓦格纳、谢夫莱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之流〕臆造出来

的东西。

又说：马克思似乎

“在劳动内，发现了只有他在这里所说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

体，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发现了交换价值量的尺度，等等”。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而

是说，诸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

下才存在）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

｛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的东西，即“价值”。我

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

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

再来把交换价值当做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

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第１３页）２４９

可见，我并没有说“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就是劳动”；而

且我以专门的一节详细地考察了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发展，因

此，把这一“形式”归结为“共同的社会实体”，归结为劳动，是令人

９９３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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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瓦格纳先生还忘记了，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

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

又说：

“但是这个理论〈马克思的〉与其说是一般价值理论，不如说是来自李嘉

图的费用理论。”（第４５页）

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的著作
２５０
（如果他懂俄文的

话）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

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

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

如果瓦格纳先生说，这“不是一般价值理论”，那末从他自己的

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所说的一般价值理论，是指在“价

值”这个词上卖弄聪明，这就使他同样有可能像德国教授们那样传

统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为它们两者都有“价

值”这一共同的词。但是，如果他又说，这是“费用理论”，那末这句

话或者归结为一个同义反复：商品作为价值，只代表某种社会的东

西——劳动，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在我看来，是由商品所包含等等

的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的，因而是由生产一物所化的标准的劳动

量来决定的，等等；而瓦格纳先生证明相反的看法，他的办法是断

言这种价值理论不是“一般的”，因为它不符合瓦格纳先生关于“一

般价值理论”的观点。或者他肯定错误的东西：李嘉图（随斯密之

后）把价值和生产费用混淆在一起；我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的注释中明确地指出，价值和生产价格（它只是在货币上

表现出生产费用）是不相符合的。为什么它们不相符合？这一点我

没有对瓦格纳先生说过。

此外，我“处置太随意”，因为我把

０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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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费用归结为狭义上的所谓劳动消耗。但是为此必须事先提出证

据，表明没有私人资本家为建立和运用资本而进行的活动作媒介，生产过程

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过”（第４５页）。

瓦格纳先生不应当要我来提出这类未来的证据，恰恰相反，他

应该先证明，社会的生产过程（更不必说生产过程一般），在私人资

本家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

家庭公社等等）内，是不存在的。此外，瓦格纳能说的只是：关于资

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简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马克思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经济看做是暂

时的，而相反地，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把奴隶制经济看做不是暂

时的。

“只要这类证据还没有｛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资本家的

利润事实上也｛瞧，这里露出了马脚｝是价值的‘构成’因素，而不是像社会主

义者所想的那样，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第４５、４６页）

什么叫“对工人的剥取”，剥取他的皮，等等，无法理解。但是

在我的论述中，“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

‘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

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

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

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

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

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

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

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

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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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过于片面地注意仅仅一个决定价值的因素｛（１）同

义反复。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瓦格纳的“一般价值理论”同它

不相一致，因此，他的“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教授的薪水

就证明这一点；（２）瓦格纳先生把价值偷换成当时的“市场价格”或

与价值相背离的商品价格，而后者是某种与价值很不相同的东

西｝，费用，而没有注意另一个因素，即有用性、效用、需要因素”｛也

就是说，这一理论没有把“价值”同使用价值混淆在一起，而这种混

淆是多么合乎像瓦格纳这类天生的混乱者的愿望｝。“它不仅不符

合现时流通中交换价值的形成……”｛他指的是价格形成，而这绝

对不改变价值的决定，当然，在现时的流通中确实存在着交换价值

的形成，这是任何一个滥设企业者、商品伪造者等等都知道的，价

格形成同价值形成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却敏锐地注视着已经“形成

的”价值。此外，例如在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时，我的出发点是，劳动

力的价值真正被偿付，而实际上这种情形并不存在。谢夫莱先生

在“资本主义等等”２５１中认为，这是“慷慨行为”或诸如此类等等。

但这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然而，正如谢夫莱在‘精髓’２５２，特别是在‘社会机体’
２５３
中出色地也许是

最终地〈！〉证明的那样，它也甚至不符合在马克思所假设的社会国家里必然

要建立的那些条件。”

｛这样，谢夫莱先生如此喜欢用我的名义“建立的”社会国家，

就变成“马克思的”社会国家（而不是谢夫莱在假设中偷偷塞给马

克思的社会国家了）｝。

“这一点可以拿粮食等等为例来加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对粮食的需求

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甚至在‘社会限定价格’的制度内，由于收成好坏的影响，

粮食的交换价值也必然不能仅仅根据费用而要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调整。”

２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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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句话都是胡说。首先，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社会

限定价格”，并且在研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资产阶级关系，而不是把

这个价值理论应用于那决不是由我而是由谢夫莱先生以我的名义

设计的“社会国家”。其次，如果粮食价格因歉收而提高，那末，第

一，它的价值提高了，因为一定量的劳动实现在较少的产品上；第

二，粮食的出售价格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这同我的价值理论有什

么关系呢？粮食在什么程度上按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其他的商品

也就在什么程度上以实物形式或货币形式按低于自己的价值出

售，即使在它们本身的货币价格不下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价值

总额仍然不变，即使这个价值总额的货币表现增长了，按瓦格纳先

生的看法，即“交换价值”总额增长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如果

我们假定其他商品总和的价格下跌抵消不了粮食的价格超过价值

的上涨，即它的价格余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交换价值

ｐｒｏｔａｎｔｏ〔相应地〕跌到它们的价值以下；如果把货币也算在商品

里，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额不仅依然不变，而且甚至在货币表现上也

不变。再其次，由于歉收造成粮食价格提高到超过其价值的程度，

在“社会国家”里比在现在的粮食囤积商手里无论如何要小。“社

会国家”事先就这样来组织生产，使年粮食供应只是在极小的程度

上受收成好坏的影响。生产量、供应和需求得到合理的调节。最

后，假设谢夫莱的关于“社会限定价格”的幻想实现的话，那是否能

证实或者推翻我的价值理论呢？不能，就像在海船上或者在要塞里

或者在法国革命时期等等，在食品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强制措

施（这种措施同价值毫无关系，用来当做“社会国家”的可怕的东

西）不可能破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规律，因而也不

可能破坏价值理论一样！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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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这位瓦格纳赞同地引证劳的话说：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应

该是指使用价值。”２５４（第４６页）

价值概念的推论（第４６页及以下各页）。

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从价值概念中，应该首先得出使用价

值，然后得出交换价值，而不是像我那样从具体的商品中得出这两

者；仔细地研究一下他的最新版“基础”一书中的这些烦琐的言论，

是很有意思的。

“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

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

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第４６页）而在第１２页上我们读到：“一

切用来满足需要的资料，都叫做财物。”

如果我们现在把第一句话中的“财物”一词，代之以瓦格纳强

加于它的逻辑内容，那末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将是这样：

“‘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用来满足他的需

要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料’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句话我们可以稍

微简化一下，省略“内部的资料等等”，就像刚才瓦格纳先生在后面

一句话中用“或”来处理的那样。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

“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

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

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

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

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

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

４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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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
·
实
·
践

·
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第一句

话中就已经混淆不清了。

第一：由于在后面一句话中，“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资

料”或“外部的财物”变为“外界物”，所以上述关系中的第一种关系

就成为这样：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

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

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

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

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

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

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

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

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

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

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

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

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

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

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

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

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

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

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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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

“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

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

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

是可作人的食物。

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

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

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

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

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

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

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

不满意的状态｝，——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

“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

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

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①，只不过是这

个概念的属概念②。

一位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从某一个“概

念”中得出“价值”这一经济学范畴，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经济

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用法”改称为“价

６０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瓦格纳先生的这种演绎法还更妙，因为他谈

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人们’。这个非常简单的‘演绎法’，瓦格纳先生是这样

来表现的：‘一个人的’（应读做：一个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

使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外界物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料，而且在口

头上加以承认，因而也就成为这样的资料）……”。——编者注

俏皮话：《Ｗｅｒｔ》是“价值”，也是“原子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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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一经用这种办法找到“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价值一

般”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面

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了。

的确，劳（见第８８页）只是告诉我们说，“必须〈对一位德国的

学究教授来说〉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并且天真地补充说，

“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应该是指使用价值”。｛在化学中，一个元素

的一个原子同其他元素的原子相化合的数目，叫做该元素的原子

价。但是原子的化合的重量叫做各种元素的当量，等价量，如此等

等。因而，必须首先给“价值一般”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如此等

等。｝

如果人把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来对待，那末他就把

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瓦格纳这样证明。他赋予物以“财

物”的属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

“赋予价值”而有丝毫的改变。在下面的话中，他的迟钝的脑子一

下子“明白”了：

“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

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

我们对瓦格纳先生从价值的估价（为了“清楚地认识和了解”

问题，他自己把“估价”用括号补充为“价值的估价”）中得出价值这

一点已经可以不谈了。“人”具有把财物当做“价值”来“估价”的

“自然愿望”，这样也就使瓦格纳先生有可能履行诺言，得出“价值

概念一般”。难怪瓦格纳偷偷地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他

的出发点是：人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当做“财

物”来“对待”。因而，他对这些物进行估价，正是通过把它们当做

“财物”来对待。而对这种估价的“描写”，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见过，

７０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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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例如：

“人作为具有需要的生物，同他周围的外部世界处在经常的接触中，并且

认识到，在外部世界存在着他的生活和福利的许多条件。”（第８页）

这无非就是指他“对外界物进行估价”，因为这些外界物满足

他这个“具有需要的生物”，是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因此，正如我

们后来所听到的，他把这些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

现在我们可以（尤其是在我们感觉到，教授的“自然愿望”是要

得出价值概念一般时）把赋予“外界物”以“财物”属性，称为“赋予

价值”。也许还可以说：人在把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当做“财物”

来对待时，对它们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格”，这样从“人”的

活动方式中就得出“价格一般，的概念，并且ｒｅａｄｙｃｕｔ〔现成地〕给

了德国教授。凡是教授本人做不到的事，他就迫使“人”去做，但

是，“人”自己其实也无非是这个当教授的人，这个当教授的人认

为，当他把世界列入抽象的标题时，他就了解世界了。但是，由于

外界物被“赋予价值”在这里仅仅是外界物被赋予“财物”属性的另

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决不能用这种办法，就像瓦格纳用欺骗办法想

使人相信的那样，赋予“财物”本身以“价值”，当做一个不同于它们

“作为财物的存在”的规定。这里只是用“价值”一词代替了“财物”

一词。｛可见，这里还可以用“价格”一词。同样可以用“财宝”一词，

因为“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时，对它们“进行

估价”，因此把它们当做“财宝”来对待。由此我们看到，瓦格纳先

生怎样用魔法，从“人的自然愿望”（它使教授获得自己的有限的概

念世界）中立刻能得出价值、价格、财宝这三个经济范畴。｝但是

瓦格纳先生有一个模糊的愿望：想摆脱自己的同义反复的迷宫，并

且用狡猾的办法来证明“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由此就得出

８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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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空话：“因此，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等等。由于瓦格

纳先生把给“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即把它们（在观念上）标明

为和确定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同样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

所以他就不能说赋予“财物”本身以价值，正如不能说赋予外界物

的“价值”以“价值”一样。但是他利用“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

这些词来玩弄ｓａｌｔｏｍｏｒｔａｌｅ①。瓦格纳应该说：给一定的外界物打

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格纳正

是用这种办法得出“价值概念一般”的。内容并不因为这种说法的

改变而改变。这始终只是在观念上标明或确定作为满足人的需要

的资料的外界物；所以，事实上只是认识和承认一定的外界物是满

足“人的”需要的资料（但是，人本身事实上苦于“概念上的需要”）。

但是瓦格纳先生想使我们或他自己相信，他并没有给予同样

内容的东西以两个名称，而是相反地，从“财物”的规定上升到与它

不同的、更为成熟的“价值”的规定，而他达到这一点的办法只是，

用“或”“财物”来代替“外界物”，——可是这个过程又为他用“或”

“外界物”来代替“财物”“弄模糊”了。他的这种混乱产生了很好的

效果：迷惑了他的读者。他同样可以采取下列办法把这种绝妙“推

论”颠倒过来：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作为这

种满足需要的资料，而从其他的外界物中区别出来并加以标明时，

对这些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这

同样可以这样来表达：他赋予它们以“财物”这个属性作为特殊的

标志，或者把它们当做“财物”来评价和估价。因此，“价值”，或外

界物，就被赋予“财物”的概念。这样，就从“价值”的概念中“推论

９０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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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财物”一般的概念。所有这类推论的目的只是回避作者不能

胜任的任务。

但是，瓦格纳先生一口气迫不及待地从财物的“价值”转到对

这一价值的“计量”。

如果不偷运“价值”这个词，内容也绝对不变。似乎可以这样

说：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它如何如何）打上“财物”的印记后，就逐

渐在这些“财物”之间进行比较，并根据自己需要的等级加以归类，

如果愿意说的话，也可以说对它们进行“计量”。关于这些财物的

真正尺度的发展情况，即它们的量的尺度的发展情况，瓦格纳决不

应该在这里多谈，因为读者记忆犹新：这里谈的并不是关于“价值

的计量”一般指什么。

｛至于把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标明为、指明为

“财物”，同样可以称为“赋予这些物以价值”，——这一点瓦格纳不

仅可以像劳那样，按照“德语的用法”来证明，而且可以用拉丁字

ｄｉｇｎｉｔａｓ（重要性、尊严、等级，等等）来证明，这个词用于物时，也是

指“价值”；ｄｉｇｎｉｔａｓ来自ｄｉｇｎｕｓ，而后者来自ｄｉｃ，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ｓｈｏｗ，

标明，表明；因而，ｄｉｇｎｕｓ的意思是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被指出的〕，由此

也就得出ｄｉｇｉｔｕｓ——手指，用手指着物和指明物；希腊语——δι

μι〔我表明〕，δα （手指）；哥特语—ｇａ－ｔｅｃｔａ（ｄｉｃｏ）；德语

——ｚｅｉｇｅｎ〔表明〕；如果注意到δι μι（或δι ω）（使呈现，表

现，指明）同δ μαι具有共同的词根δ （保持，拿取），那末我们

还可以得出许多进一步的“推论”。｝

在瓦格纳先生不满七行的篇幅中，有那么多的陈词滥调、同义

反复的混乱、咬文嚼字以及欺骗伎俩。

所以毫不奇怪，这个蠢汉（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在耍了这些把戏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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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

“如果像以前做过的那样｛正是瓦格纳做的｝，从人的需要和经济本性出

发，去了解财物概念，并把价值概念合并到财物概念中，那末，争论得那么多

的、而且为许多往往不过是虚假的深刻研究弄模糊了的价值概念，就很容易

〈ｉｎｄｅｅｄ〔的确〕〉弄明白｛ｒａｔｈｅｒ〔不如说〕“弄糊涂”｝。”（第４６页）

我们看到，这里是在玩弄概念；在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那里，概念的

虚构的发展归结为“合并”和在一定程度上“分开”。

价值概念的进一步推论：

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或广义的财物价值＝财物因

……其有用性……而被赋予的意义……这不是物本身的属性，虽

然也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客观前提｛因而以“客观”价值作为前提｝

…… 在客观的意义上，“价值”、“各种价值”指的也是具有价值的

财物，在这里（！）财物和价值，各种财物和各种价值，实质上就成为

“同一的概念”了（第共４６、４７页）。

瓦格纳在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

“价值概念”以后，当然不会忘记：“用这种办法〈这样！这样！〉推论

出来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他起先把“使用价值”叫做“价

值概念”一般或“价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说了

一通，从而“推论出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他说来胡说和推论“实质

上”是同一的思维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什么样

的主观情况把瓦格纳先生同过去混乱的“客观”概念纠缠在一起。

他向我们泄露了一个秘密：洛贝尔图斯曾写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可

以在１８７８年的杜宾根“杂志”２５５上读到），在这封信里他（洛贝尔图

斯）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

“我〈瓦格纳〉赞同这个见解，它的重要性我在第一版里已经强调指出

１１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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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对于洛贝尔图斯所说的，瓦格纳是这样评论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才能把那种通常不合逻辑地把‘价值’‘分割’为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做法改变过来，这一点我还在第一版第３５节中就已

经做了”（第４８页，注释４），

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第４９页，注释）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

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

这一切都是“胡说”。Ｄｅｐｒｉｍｅａｂｏｒｄ〔首先〕我不是从“概念”

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

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

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

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

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

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

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

后我就来分析价值。因此，我在第二版第３６页上写得很清楚：“在

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

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

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

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等

等２５６。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

“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

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

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

其次，只有对我的“资本论”一窍不通的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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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说：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个注释
２５７
中，驳斥了

德国教授们关于“使用价值”一般的胡说，介绍那些希望知道一点

实际的使用价值的读者去读“商品学指南”，所以使用价值对他说

来就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使用价值不起其对立物“价值”的作用，

除了“价值”一词在“使用价值”这一名称里出现以外，价值同使用

价值毫无共同之点。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可以说，“交换价值”被

我丢在一边，因为它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价值”本身，因

为我认为，商品的“价值”既不是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交换价

值。

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

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

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

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在这里所表现的特征形式，即：“一个

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

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

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第１５页）２５８｛这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社会

使用价值”的根源。｝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

——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例如，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

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公社每个社员、

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

于其共同的性质。｛相反地，洛贝尔图斯先生却把商品的“社会使

用价值”变为“社会使用价值”一般，所以是胡说。｝

由上可见，在分析商品时，——因为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

值或财物，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像瓦格纳和一般德国教授

３１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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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做的那样，把各种关于不属于商品界领域的使用价值或财物

的庸俗论述，如“国家财物”、“区的财物”等等，或者还有“健康”财

物，等等，都“归并进来”，那纯粹是胡说。在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

义生产者（如经营矿山、森林等等）的地方，它的产品是“商品”，因

而具有其他一切商品的特点。

另一方面，这个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

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验证了

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

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

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

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

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

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

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

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

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

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

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

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

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

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

瓦格纳先生对我的论述不满意（厌恶）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顺

他的意，没有按照德国国粹教授的“愿望”，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

在一起。德国社会（诚然很晚）正由封建自然经济，或者至少是由

这种经济占优势，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教授们的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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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从地主的农奴变成

了国家的，俗称政府的农奴。因此，我们的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甚至没有

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

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语掉弄舌锋，以

言语构成一个系统”①）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就这样说道：

“根据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观点，我把一切价值的使用价值性质提到

首要地位，而且更加强调使用价值的估价，因为交换价值的估价对许多极重

要的经济财物甚至根本不能应用｛是什么东西迫使他这样应用的呢？因为他

作为一个国家官员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例如对

国家及其服务以及其他公共经济关系就是如此。”（第４９页，注释）

｛这使我们想起化学这门科学产生以前的古化学家。因为在日

常生活（按照北方的习惯）中直截了当地称为奶油的烹调用奶油具

有柔软的特点，他们就把氯化物，如无水氯化锌、三氯化锑等等也

叫做什么什么奶油②等等；因而，用这个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的话来说，

“他们坚信，所有的氯化物、锌化物和锑化物都具有奶油的性质。”｝

这种无稽之谈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因为某些财物，特别是国家（一

种财物！）及其“服务”｛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服务｝不是

“商品”，所以包含在“商品”本身中的对立的性质｛这些性质同样清

楚地反映在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上｝应当互相混淆！不过，瓦格纳

及其同伙未必能证明，他们的“服务”，按照其“使用价值”、按照其

物的“内容”来“估价”，比按照其“薪金”③（用瓦格纳的话说是根据

５１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①

②

③ 俏皮话：《Ｇｅｈａｌｔ》是“内容”，也是“薪金”。——译者注

在德语中无水氯化锌是Ｚｉｎｋｂｕｔｔｅｒ，按字面译是锌奶油；三氯化锑是 Ａｎｔｉ－

ｍｏｎｂｕｔｔｅｒ，按字面译是锑奶油。——译者注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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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限定价格”）即按照其报酬来“估价”，会对他们更有利。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Ｗｅｒｔ］

或值［Ｗ üｒｄｅ］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

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

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

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ｉｎ

ｄｅｅｄ［事实上］是一切能溶解于水，并具有特殊味道的无色的固

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盐”的化学范畴包括糖等等。｝

｛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

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１）使用价值受到“估

价”，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受到检验（正如它们的数量受到度量、衡

量等等一样）；（２）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

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在哥特语里表示Ｗｅｒｔ和Ｗ üｒｄｅ的只有一个词——ｖａｒｉｔｈｓ，

ιμη，｛ιμαω估价，即评价；确定价格或价值，定价；比喻的意思是：

尊重，珍视，着重，特别看待。 ιμη——估价，因此是：决定价值或

价格，评价，定价。其次：价值的估价，以及价值或价格本身（按希

罗多德，柏拉图的用法），按狄摩西尼的用法，αιιμαι是费用的意

思。再次：高的评价，尊敬，尊重，荣誉席，光荣的职位。见罗斯特的

希德辞典２５９。｝

在哥特语里，价值，价格（根据舒耳采的辞典２６０）是：ｖａｉｒｔｈｓ形

容词是α
，
ξι，ι

〈
α 。

在古代北部德意志语里是：ｖｅｒｄｈｒ——有价值的，ｖｅｒｄｈ——

价值，价格；在盎格鲁萨克逊语里是：ｖｅｏｒｄｈ，ｖｕｒｄｈ；在英语里是：

ｗｏｒｔｈ，形容词；作为名词，它的意思是Ｗｅｒｔ和Ｗ üｒ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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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是：ｗｅｒｔ，第二格——ｗｅｒｄｅｓ；形容词是

ｄｉｇｎｕｓ，以及ｐｆｅｎｎｉｎｃｗｅｒｔ；ｗｅｒｔ，第二格——ｗｅｒｄｅｓ，价值，意义，贵

重；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ｐｆｅｎｗｅｒｔ，ｐｅｎｎｙｗｏｒｔｈ；ｗｅｒｄｅ：ｍｅｒｉ

ｔｕｍ，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ｄｉｇｎｉｔａｓ——有价值的质。”（戚曼“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

典”）２６１。｝

可见，Ｗｅｒｔ和Ｗｕｒｄｅ，无论就词源来说，或是就意思来说，相

互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情况之所以模糊起来，是由于在现代高

地德意志语中，Ｗｅｒｔ这个词的没有限制的（错误的）词尾变化方式

成了通常的现象：Ｗｅｒｔｈ，Ｗｅｒｔｈｅｓ代替Ｗｅｒｄｅｓ，因为同哥特语中

的ｔｈ相当的是，高地德意志语中的ｄ，而不是ｔｈ＝ｔ，中部高地德

意志语里的情况也是这样（ｗｅｒｔ，第二格ｗｅｒｄｓ）。按照中部高地德

意志语的规则，ｄ在词尾应该变成ｔ，即ｗｅｒｄ变为ｗｅｒｔ，但是第二

格为ｗｅｒｄｅｓ。

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就像

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

化合量）毫无共同之点一样。

其次，必须注意，—— 甚至从这些词的关系来看—— 由

Ｗｕｒｄｅ和Ｗｅｒｔ最初的同一来源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就像从物

的本性可以得出一样，这个词是用于物，即用于劳动产品的自然形

式，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

交换价值，但这同事情的实质毫无共同之点，正如这个词仍然被用

来表示优越，光荣的职位等等一样。所以，在这里，在语言方面，使

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常常引用的证人洛贝尔图

斯｛他的文章可以在杜宾根“杂志”上找到｝。这个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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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洛贝尔图斯下列的话：

正文第 页：

“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价值，或

者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前一种使用价值与个人及具需要相对立，同某一个社

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这已经是胡说（参看“资本论”第１７１页
２６２
），那里是这样说的，劳

动过程，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等等，是“它的”（人类

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共有的”，并且“与它的各种社会形式无

关”｝。（第一，与个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

的使用价值，至于其中哪些使用价值与他“相对立”（在这些人看

来，一切都“立着”；一切都有“等级”①），那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过

程的阶段，因而也和“某一个社会组织”相适应。如果洛贝尔图斯

要说的只是这样一种陈词滥调，即实际作为使用对象与某个个人

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他的个人的使用价值同他相对立，那

末，这或者是陈腐的同义反复，或者是错误的论断，因为即使不谈

稻子、玉蜀黍、小麦或者肉｛肉就不是作为食物与印度教徒相对立｝

这类物，——个人对教授称号或枢密顾问称号或某个勋章的需要，

也只有在完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才是可能的）。

“后一种使用价值是由许多个别的机体（或个人）组成的社会机体具有的

使用价值。”（正文第４８页）

漂亮的德语！这里指的是“社会机体的”“使用价值”，还是“社

会机体”占有的使用价值｛例如原始公社的土地｝，还是某个社会机

体内的使用价值的一定“社会”形式——例如在商品生产占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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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那里一个生产者所提供的使用价值必须是“为别人的使用

价值”，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同这种不学

无术的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来谈谈瓦格纳的浮士德①的另一个论点：“交换价值只是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使用价值的历史外壳和附属物。如果把交换

价值作为逻辑的对立物同使用价值相对立，那末就使历史概念同

逻辑概念处于逻辑的对立，这在逻辑上是不容许的。”（第４８页，

注释４）瓦格纳在那里洋洋得意地说：“这完全正确！”但是究竟谁

这样做呢？无疑，洛贝尔图斯是指我，因为据他的助手鲁·迈耶尔

说，他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反驳‘资本论’的手稿”。谁使之处于逻

辑的对立呢？是洛贝尔图斯先生，在他看来，无论是“使用价值”或

是“交换价值”，就性质来说，两者都仅仅是“概念”。事实上在任何

的价目表中，每一种商品都经过这种不合逻辑的过程，它作为财物

或使用价值，作为棉花、纱、铁、粮食等等不同于其他商品，表现为

在质上和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财物”，但同时又表现自己的价格，

表现为质上相同而量上不同的同一本质的东西。对使用它的人来

说，它表现为自己的自然形式，而作为交换价值，它就表现为同自

然形式完互不同的、为它和其他商品所“共有的”价值形式。在这

里，只有在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同类的德国学究教授们那里才有“逻

辑的”对立，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

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争论，在这两个

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在这些矫揉造作的词句背后隐藏的只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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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

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

的｝；一句说，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

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

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

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因

此，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意见，使用价值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从而，

由于人需要呼吸，“呼吸”就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决不是“生理

学的”概念。洛贝尔图斯把“逻辑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对立起

来，就完全暴露出他的肤浅！他把“价值”（经济学上的，和商品的使

用价值相对立的）只是理解为它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但是由

于后者只是在那样的地方才出现，在那里，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

即使用对象成为“商品”，而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只是在社

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发生的，所以交换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如果洛贝尔图斯（下面我将谈到，为什

么他看不到这一点）进一步分析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只

是存在于有许多商品、有不同种商品的地方），那末他就会在这个

表现形式的背后发现“价值”。如果他再进一步研究价值，那末他

就会发现，在这里，物，“使用价值”，只是当做人类劳动的物化，当

做相同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因而这个内容表视为物的对象性质，

表现为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虽然这种对象性不表现在其自然形式

上｛正是由于这一点，特殊的价值形式就成为必要｝。这样一来，他

就会发现，商品的“价值”只是以历史上发展的形式表现出那种在

其他一切历史社会形式内也存在的、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

东西，这就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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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说商品的“价值”只是一切社会形式内都存在的东西的一

定的历史形式，那末，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特征的“社会使用价

值”也是这样。洛贝尔图斯先生引用了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尺度，但

是也和李嘉图一样，不研究或不了解价值实体本身；例如，他不了

解原始公社这个相互联系的劳动力的共同机体中［劳动过程］的

“共同”性，因而也不了解这些劳动力的劳动即劳动力的消耗的“共

同”性。

在这个问题上再来谈瓦格纳的谬论就是多余的了。

价值量的尺度。这里瓦格纳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认为，遗

憾的是，我“
·
排
·
除
·
了”“

·
形
·
成
·
资
·
本
·
的
·
劳
·
动”（第５８页，注释７）。

“在受社会机构调节的交易中，规定限定价值或限定价格，应该同这种费

用因素｛他把在生产等等中消耗的劳动量称为费用｝相适应，在过去的行政机

关和行会的限定价格中在原则上就是这样，在任何新的限定价格制度下｛指

社会主义的（！）｝也必然会是这样。但是，在自由交易中，费用不是规定交换

价值和价格的唯一基础，并且在任何可能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成为这

样的基础。因为不管费用怎样，使用价值和需要是一定会发生波动的，而这

种波动对交换价值和价格（合同价格和限定价格）的影响，改变着和一定会改

变费用的影响”，等等（第５８、５９页）。“这个｛正是这个！｝对社会主义价值学说

的非常聪明的修正……是谢夫莱的功劳”〈！〉，他在“社会体”第３卷第２７８页

上写道：“不管社会对需要和生产发生任何影响，务必使所有的需要在质上和

量上每次都同生产保持平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费用的社会指标就不可

能同时成为使用价值的按比例的社会指标”（第５９页，注释９）。

这一切只是关于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的变动的陈词滥调，并设想在

“马克思的社会国家里”，他为资产阶级社会阐发的价值理论仍然有效，这一

点可由瓦格纳下面这段话来证明：

“它们〈价格〉将暂时地或多或少背离它们｛费用｝，它们对使用价值增大

的财物来说将提高，对使用价值减少的财物来说将降低。费用只有在长时期

１２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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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才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调节者发生作用”，等等（第５９页）。

法。下面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我们的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关于法对经

济的创造性影响的臆想，虽然在这一段话中包含的荒谬观点，他在

许多地方宣扬过：

“个休经济都由某个作为法的和经营的主体的个人来领导，以充当其技

术和经济活动的器官……这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同时取决于法的性质。

因为法决定，谁被承认是这个个人，因而可以领导某个经济”，等等（第６５页）。

交通和运输事业（第７５—７６页和第 页，注释）。

第８２页上“解释｛某个经济的｝财物总量（实物的）组成部分的

变换”｛瓦格纳又称之为“财物变换”，谢夫莱称之为“社会物质变

换”｝。｛这至少是后者的一个场合：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

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那一段话，是

从我这里抄袭去的，那里在分析Ｗ—Ｇ—Ｗ〔商品—货币—商品〕

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

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的。

瓦格纳先生其次谈到某个生产部门（在他看来，是某个“个体

经济”）中财物的“内部变换”，这些话一部分应用于它们的“使用价

值”，一部分应用于它们的“价值”，这些话也是我在分析Ｗ—Ｇ—

Ｗ 的第一阶段，即Ｗ—Ｇ（如织麻布的人的例子，“资本论”第８５、

８６、８７页）时说过的，那里结尾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

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

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相

互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资本论”第８７页）。２６３

通过交易获得财物的契约。在这里这个蠢汉（ｖｉｒｏｂｓｃｕｒｕｓ）完

全本末倒置。在他看来，先有法，后有交易；而实际情况却相反：先

２２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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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

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

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

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

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

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

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而是相反。与此相反，

瓦格纳写道：

“这种获得｛通过交易获得财物｝必须以一定的法制为前提，根据它〈！〉进

行交易”，等等（第８４页）。

信贷。瓦格纳没有阐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立即把流通

过程（只要这一过程是以两个等价物在Ｗ—Ｇ中不是同时互相对

立的形式来完成的）变为“信贷交易”（第８５页及以下各页），而且

“补充说”，它往往同“利息”的支付相联系，这也是为了把“给予信

任”，从而把“信任”当做“信用”的基础。

关于普赫塔等人对“财产”的法律概念，根据他们的看法，作为

负数组成部分的债务，也是财产（第８６页，注释８）。

信贷或者是“消费信贷”，或者是“生产信贷”（第８６页）。前者

在文明的低级阶段占主要地位，后者在“高级”阶段占主要地位。

关于古罗马负债的原因｛贫困的原因：收成不稳定，兵役，奴隶

的竞争）（见耶林“罗马法的精神”第 版第２部第２册第２３４

页２６４）。

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在“低级阶段”，“消费信贷”在“下层

被压迫”阶级和“上层挥霍”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在英国

和美国“消费信贷”随着储蓄银行系统的建立而普遍流行！

３２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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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生产信贷……表现为以土地私有制和流动资本为基础并允许自

由竞争的国民经济的一个经济因素。它同财产的占有相联系，而不是同作为

纯经济范畴的财产相联系”，因此，只是“历史－法的范畴。”（！）（第８７页）

个体经济和财产对外界影响，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行情影响的

依赖。

（１）使用价值方面的变化：随着作为一定自然过程的条件的时

间的推移，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有所改进（葡萄酒、雪茄烟、小提琴，

等等）。

“在多数情况下变坏……分解为自己的物的组成部分，各种意外情形。”

与此相适应的是交换价值在这方面的“变化”，“价值提高”或者“价值降低”

（第９６、９７页）。见关于柏林的住房租赁契约（第９７页，注释２）。

（２）人对财物属性认识方面的变化：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在好的

情况下“财产增加”。｛ 年左右森林的减少已经威胁到炼铁生

产的继续存在，当时英国利用煤来炼铁；化学上的发现，如碘（含碘

的盐源的利用）。磷钙石做肥料。无烟煤做燃料。煤气照明材料，

照相材料。发明染料和药物。古塔波胶。橡胶。植物象牙（用

Ｐｈｙｔｅｌｅｐｈａｓ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做的）。杂酚油。蜡烛。利用沥青、松针

（松毛）、高炉的煤气、煤焦油制造苯胺，利用废毛、锯屑，如此等等。

｝在不好的情况下，有用性减少，因而价值也降低（例如，猪身上发

现旋毛虫，染料和植物中发现毒物，等等）（第９７、９８页）。发现土

地中的矿物、它的新的有用属性及其新的用途，使土地所有者的财

产增加（第９８页）。

（３）行情。

有些外界条件对“用于交易的财物的生产、需求和销售”……

从而对它们的“交换价值”，以及对“个别现成的财物的交换价值有

４２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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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这一切外界“条件”的影响……“完全或者几乎不取决

于经营的主体”“或所有者”（第９８页）。行情是“自由竞争制度”中

的“决定性因素”（第９９页）。一个人“通过私有制的原则”获得“其

不应获得的东西”，而另一个人则遭到“损失”、“经济上不应有的亏

损”。

关于投机（第１０１页，注释１０）。住宅的价格（第１０２页，注释

１１）。煤炭工业和炼铁工业（第１０２页，注释１２）。技术上的许多变

化降低工业品如生产工具的价值（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在“人口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是有

利于土地占有，特别是城市（在大城市）的土地占有的机会，尽管偶然地有时

候和有些地方发生一些偏离和波动”（第１０２页）。

“因此，行情对土地占有者特别有利。”（第１０３页）“这些利润，以及其他

大多数和行情相联系的利润……是与‘投机亏损’相一致的纯拉机利润。”

（第１０３页）

“粮食买卖”（第１０３页，注释１５）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必须

“公开承认……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实质上是行情的结果”，而

这必然“削弱个人在经营上的责任心的意义”（第１０５页）。

因此，“如果现在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

有制和资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那就没有（在

说了冗长的废话以后）任何办法“来消除……｛那些由此产生的灾

祸，如销售方面的阻碍、危机、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等等的｝原因”，

从而消除“这个祸害本身”；至于“征兆”或“祸害的后果”，瓦格纳先

生认为有可能消除，其办法是征收“行情利润”“税”，通过建立“合

理的……保险制度”来防止成为行销产物的“经济上不应有的”“亏

损”（第１０５页）。

５２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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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蠢汉说，如果认为现在的生产方式及其“法的基础”是“不

应变化”的，就会得出这个结果；而他的研究比社会主义学说深刻

得多，将洞察“事物的本质”。Ｎｏｕｓｖｅｒｒｏｎｓ〔我们会看到〕究竟用什

么办法？

形成行情的各个主要因素。

（１）在天气和政治条件（例如耕地由于战争遭到破坏）的影响

下，主要食物的收成不稳定。这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第１０６页。

｛关于粮食商贩，见图克“价格史”２６５；关于希腊——伯克“雅典人的

国营经济”第１卷第１册第１５节２６６；关于罗马——耶林“精神”第

２３８页。在我们的时代，每次价格稍许有些提高，下层阶级居民中

死亡率就增高，这“无疑地证明，工人阶级群众的平均工资很少超

过生活上绝对必需的数目”（第１０６页，注释１９）。｝交通工具的改

进｛正如我们在注释２０中读到的，“同时”成为“使价格拉平的粮食

投机买卖的极重要前提”｝，土地耕作法的改变｛“轮作制”——“栽

培不同的产品，它们由于天气的变化受到不同的影响，有利或者不

利”｝；因此，“同中世纪和古代”相比，在短时期内，粮价的波动较

少”。但是现在波动还很大（见注释２２，第１０７页；事实见同上）。

（２）技术方面的变化。新的生产方法。贝氏钢代替铁，等等，第

１０７页（再加上注释２３）。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

（３）影响人和财物的空间移动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变化；这影

响……土地和相对价值低的物品的价值；一系列生产部门必须克

服困难采用其他生产方法（第１０７页）。｛再加上注释２４，同上。交

通近便地方的土地的价值由于这里生产的产品销路好而提高；城

市人口便于集中，因此城市和靠近城市的地方的土地价值大大提

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原料、木料和矿产品便于从目前价格便宜的

６２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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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输往价格高的地方；因此，前一个地区的有固定收入的居民阶

层的经济状况恶化，相反，那里的生产者，尤其是土地占有者的情

况改善。粮食和其他相对价值低的材料便于输入，就起相反的作

用。它有利于输入地区的消费者，而不利于那里的生产者。必须过

渡到其他的生产，例如从农业过渡到畜牧业，英国从四十年代起就

是如此，德国由于东欧廉价粮食的竞争也是如此；对于德国的农业

主来说，这是困难的（在目前），第一、由于气候，第二、由于不久前

工资急剧提高，农业主不可能像工厂主那样容易把工资的提高转

移到产品上去，等等。｝

（４）趣味的变化、时式等等，这往往是在短时期内很快发生的。

（５）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范围内的政治变动（战争、革命、等

等）；指由于在分工的加强、国际等等交换的发展、信贷因素的影

响、现代战争的巨大规模等等情况下信任或者不信任具有日益重

要的作用（第１０８页）。

（６）农业、工业和商业政策的变化（例如：英国谷物法的改革）。

（７）全体居民的分布状况和总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从农业

地区移住城市（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８）个别居民阶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由于保证结

社自由等等（第１０９页）。｛法国的 亿赔款２６７，同上，注释２９。｝

个体经济中的费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一切费用都

归结为这种劳动），也应该是指真正广义的、包括“一切人类有目的

的、为获得收入所必需的活动”的“劳动”，因而尤其应该是指“领导

者的精神劳动和资本借以形成和应用的活动”，“因此”酬谢这种活

动的“资本的利润”是“费用的构成因素”。“这个观点同社会主义

的价值和费用理论，同对资本的批评是相矛盾的。”（第１１１页）

７２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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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

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第１１４页，注释３）。然

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

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

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且不谈这类诡辩，只举出下列的

陈词滥调，就可以揭露我们的ｖｉｒｉｏｂｓｃｕｒｉ的讲坛社会主义性质：

“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忽视许多剥削的情形：纯收入分配不合理

〈！〉和个别企业的生产费用过分地缩减到有损于工人（时而也有损于借贷资

本家）而有利于雇主”（同上）。

英国和法国的国民收入（第１２０页，φ）。

国家的年度总收入：

（１）一年内新生产的财物总和。本地原料应该完全列入自己

的价值总额；用本地和外国原料制造的产品算在｛避免原料计算两

次｝借助工业劳动取得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在商业和运输业中流

通的原料和半成品算在由此造成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

（２）国外输入的货币和商品，即一国根据信贷契约或该国国民

的国外投资所产生的债务的利息。

（３）该国航运从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中因输入外国的财物而

实际所得的海运利润。

（４）国外汇寄给在该国的外侨的现金或商品。

（５）没有相应的补偿而输入的财产，例如，另一国向该国长期

纳贡，经常移民和经常输入移民的财产。

（６）入超的商品和货币额，｛但这时在第一项应该扣除向国外

的输出｝。

（７）供使用的财产（如住宅等等）因使用而提供的价值额（第

８２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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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１２２页）。

纯收入中应该扣除向外国航运事业支付运费而输出的财物

（第１２３页）。｛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生产价格（国内的）＋运费＝出

售价格。如果一国用自己的船只输出商品，那外国就支付运费；如

果这里存在的市场价格，等等｝。

“除了长期纳贡以外，还应该加上向国外的外国国民定期支付的款项（例

如：波斯人对希腊人的贿赂，路易十四时代给外国学者的奖金，圣彼得的迪纳

里２６８）。”（第１２３页，注释９）

为什么不算德国的公爵们从法国和英国定期获得的津贴？

见由“国家和教会的服务”（第１２５页，注释１４）构成的私人收

入的素朴形式。

从个体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观点来估价价值。

库尔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 年版）一书中，把

消毁一部分商品储备而后贵卖其余的商品叫做“商业意义上的真

正的创造财富”２６９（第１２７页，注释３）。

关于私人的消费储备即瓦格纳所谓的“供使用的资本”的减

少，——在现在的文明时期，尤其是在柏林，第１２８页，注释５和第

１２９页，注释８和１０；生产企业中的货币或自有的流动资本太少，

第１３０页和同上，注释１１。

现在对外贸易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第１３１页，注释１３和第

１３２页，注释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９年下半年—

１８８０年１１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３０年俄文版第５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２４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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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

复信
①

草稿

初  稿

（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

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３１５页第１栏），并

且说过，“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

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

样的运动”（同上，第２栏）２７０。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

“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

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

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这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 以

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

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３４１页第２拦）２７１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

０３４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８—２６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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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

那末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呢？

（２）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

论据如下：

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

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

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

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

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

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

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

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

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

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

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

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

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

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

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

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

“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

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外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

１３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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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采取发展公社的办法）俄国公社的有利情

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

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地，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

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

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①。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

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

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

家②（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

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

“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ｉｎａ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ｆｏｒｍ）的复

活（ａｒｅｖｉｖａｌ）”
２７２
。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一连串的变化。然而，关于这

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

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

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

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

经进展到足够证明下面两点的程度：（１）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

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２）它们解体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通过

２３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路·摩尔根。——编者注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总之，它已经变为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

性灾难的场所了；即使它表现得极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种由于社会回复到……

而注定要灭亡的、暂时的生产体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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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现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

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

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

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

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

失败了！２７３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

的，显然是死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

高卢等地时，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赋的生

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

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

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

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

地等仍为公社所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

能还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结构。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

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

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

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末，至少由

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

在凯撒的时代，日耳曼人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ｔｒｉｂｕｓｄｅｓｃｏｎ－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之间已经每年重分土地，但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

间进行重分。由此可见，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

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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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

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

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

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

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

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

有财产，可是远在农业出现以前，公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形式的

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

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

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

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

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

有化的结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

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

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

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

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

源。撇开敌对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

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在农业本身

４３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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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有关的许多其他情

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是起破坏经济平等

和社会平等作用的因素，并且就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突，这种冲

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森林、牧场、荒地

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正由于这个原因

“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

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

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

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

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

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ａ ｐｒｉｏｒｉ〔先验地〕说，二种

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

同的历史环境。

（３）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

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

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

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

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

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

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

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

渡① 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

５３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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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２７４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

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表要否认上述现代农村公社进化的理

论上的可能性，那末，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

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

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

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

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

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

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

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

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

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

今天，这一缺点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农民公社选出的代

表会议代替乡①——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他们

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

发展来保存农业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

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ｍｏｄｕｓｏｐｅｒａｎ

－ｄｉ〔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

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

６３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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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

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

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

“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会是逐步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

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①

但是，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

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

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

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俄国

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

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

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

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末应当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

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７３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

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

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

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

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

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

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

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

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

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是开始的时候，恰

恰相反，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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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便于它从小土地经济过渡

到集体经济，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

程以及其他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

集体经营了。

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

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

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放在正常条件之下，就

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

地，那末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

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土地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

了。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地力，使土地贫瘠，这种情况使这个时期

过去得很快。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现

在他们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

耕地增加到十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

但是，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

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

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

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

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

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

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

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至于最

初的创办费用（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

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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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

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

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

“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会是逐步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

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①

但是，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

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

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

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俄国

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

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

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

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末应当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

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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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

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

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

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

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

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

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

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

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

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是开始的时候，恰

恰相反，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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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寻找它的“复兴的泉源”。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

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

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

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

而结束。

（４）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

险境地，显然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

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一试超

过一定的限度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那末，尽管你

们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

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抛弃自己的家

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

了官方强征暴敛的借口的财产。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外在不正常

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

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

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

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

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①。

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值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

９３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国家靠剥削农民来培植一些最容易接种的资本主

义体系的赘生物——交易所、投机买卖、银行、股份公司、铁路，国家抵补它们

的亏空，并用垫款来支付给企业主的利润，如此等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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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

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

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

致富。

……总之，国家对于最能促进和加速对农民（俄国的最雄厚的

生产力）进行剥削、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

经济办法，是促使它们加速实施的。

（５）破坏性影响的这种结合，只要没有被强大的反作用击破，

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

利害关系者（包括在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竭力想杀死给他

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

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不行了。由于农民的困苦

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成贫瘠不堪。丰年和荒年互相交替。最近

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

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

此，不能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

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

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

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既然“农村公社”的现状有利于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并

且特别有利于在亚历山大二世政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

梁”，那末，为什么它们还决意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它们的代表

人物还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

为什么它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０４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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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根据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

题太远），大家都知道，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

由于事态的发展，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不行了。因此，

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

总不外是，消灭公社所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等

阶级，而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缘；另一方面，强有

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

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

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

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

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

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

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

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

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

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

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１４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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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稿

（１）我在“资本论”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

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别指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

农民的剥夺”（法文版第３１５页）。接着我又说：“这种剥夺（剥夺农

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

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

人们对我的意思不至发生任何怀疑，我在第３４１页上说：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存在于……

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

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见，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

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ｌ．ｃ．〔同

上〕，第３４２页２７５），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

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

俄国呢？因此，他们有理由根据西方事态的发展做出的唯一结论可

能就是：俄国要想在自己国内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就应该从消灭公

社所有制、从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着手。而俄国自由派的愿望

就是这样的①；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否比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西

２４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他们想在俄国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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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的愿望更有理由呢？
２７６

总之，西方对农民的剥夺，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变

为”资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这究竟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形

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俄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

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那末，绝大多

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

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

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２）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

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

的观点的。

（３）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土地公社占有制必然解体的唯

一郑重的论据如下：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在社会进步

过程中，它在各地都消失了，而在俄国，它怎么能免于同样的遭遇

呢？

首先，在西欧，土地公社占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

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

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

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

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

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

（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

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

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

３４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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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

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

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

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

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

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

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

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

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

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

一系列的进化）。

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

末，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

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

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

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①

（４）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

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

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

型。在这种公社里面，农民已经根据私人所有权占有了他所居住

的房屋和作为房屋附属物的菜园。这正是古代形式的第一个破坏

４４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正在趋于衰落、正在接

近它只有成为‘古代’形态的时期，但是这些俄国的崇拜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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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是较古的类型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较古的类型都是建立

在公社各个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而俄国公社所属的类型已

经摆脱了这种狭窄的联系。这使它有了较广阔的发展余地。农村

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绝的

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是，在

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

上面。我认为，在俄国，这种最初由幅员辽阔决定的孤立性，一旦

摆脱了政府的桎梏是很容易消除的。

现在我来谈谈问题的实质。无可讳言，俄国公社所属的古代

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则和西方

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

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

变成危险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

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

政压力之下，还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

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的经济上的优

越性日益丧失。可是也不应该忘记，俄国农民在使用没有进行分

配的草地方面，已经采用了集体行动方式，并且他们习惯于劳动组

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们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俄国

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而且，

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

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

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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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

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

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

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

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

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

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

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

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

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

的资本家的剥削。

６４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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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认真弄清您２月１６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深入钻研

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现在我很荣幸地写给您的

这一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消除因我的所谓理论引起的一切误解。

一、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

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

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

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

版第３１５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

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

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

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３４１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

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

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

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

系。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

剥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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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郑重的论据如下：

如果您仔细考察西方社会的产生过程，那你到处都会发现土

地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

不可能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免于同样的遭遇。

我所以注意这一论据，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

至于譬如说东印度，那末，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

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

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

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

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

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

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

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

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血统亲

属联合之间已经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

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

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生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

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

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消灭了；很有可能，它是死于暴力之下的。

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零星

的这类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

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

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至毛勒

在研究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成这种“农业公社”。这种耕地是农民

８４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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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共财产的新公社，由

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起来。由于它承袭了原型的特

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内是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

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新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

态的最新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谈了一些关于日耳

曼公社的细节。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最

主要的特征。

（１）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

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

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

社会联合。

（２）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

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

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

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

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

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

过渡的状态。

（３）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

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

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

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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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

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

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

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

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

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

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

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

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

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

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这

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

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

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别的因素带进来，引

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

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

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

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

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

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

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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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

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

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

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

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

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

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

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

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①。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这样做过：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

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灾难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

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

举。这又该怎样呢？这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过

渡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公社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除沼地积水

等集体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完全古代类

１５４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霸占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

所有制，是和它对立的。正因为如此，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

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俄

国试图采用与本国整个社会条件如此不合的英国类型的资本主义租佃方法来

摆脱它的绝境是徒劳无功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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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型的小土地占有制（这是现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

行合作劳动。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

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

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课程，可是他们了解，

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

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

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

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块地中得

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

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

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

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

……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８１年２月底—３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２４年俄文版第１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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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

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２７７

①

［准备改革的］
②

过程

亚历山大二世在１８５７年的第一批谕旨中把赎买园地③一事

说得如此令人惬意。（编纂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作任何改

变）——（斯卡尔金，第１１７页下面和第１１８页２７８）。就在这位亚历

山大统治时期，农民在１８４８年前后购买土地这件事情上受了骗

（第１２３页２７９）。

（１）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的解放诏书颁布以后——

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他们认为诏书是虚假的、伪造的文

件；武装镇压开始了；在“诏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内农奴普遍遭受

鞭笞。这一场被捧上了天的表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序曲”

呢？

３５４

①

②

③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方括号里的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用以标明手稿各个部分的罗马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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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以下各点条理清楚，除用拉丁字母以外，还用数字标

明。

（ａ）关于编纂委员会及其“自由”（笔记第１０２页２８０）。编纂委员

会会议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４日召开，３月５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

议。 年 月 日（所谓吸收平民参加）（第１０６页）。 年

月 、、 、 日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暂时义务状态的决议；彼得

·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凯维奇公爵［反对这个决议］，认为农民的

人身解放不应该取决于给农民规定的（强制性的）获得土地所有权

的条件２８１。紧接着， 月 的诏令禁止把他们的反对意见列入记

录簿（第 、 页）。委员会宣称：“稍微离开陛下的意志的倾向

都是多么有害”（第１０８页上面）。 年 月 日，禁止省贵族委

员会吸收公众［参加会议］等等。

年 月 日和 月 日，禁止所有的［委员会］刊登［决

议］，等等（第１０６页）。

最后，皇帝公开许诺在草案成为法律之前，将召集各省委员会

的代表到彼得堡，以便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进行修改…… 他们被

召到首都以后，却不许集合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为召开全体会

议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只是要求他们在印好了的、有关某

些细节问题的表上写出书面回答。其中一些敢于讨论细节的人，

被个别邀请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一些代

表上书沙皇，抗议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接到了由警察局转来

的正式训斥。他们当即决定在下一次省贵族会议上提出抗议。通

令禁止他们涉及农民解放问题。尽管如此，某些会议还是恭恭敬

敬地向沙皇指出，已经到了也要进行其他改革的时候了。在这以

后，某些贵族首领受到训斥，另一些首领被免职。其中有两人被遣

４５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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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①到边远的省份，另一些人遭到警察局监视。

其实，一切都是ｐｅｒｏｒｄｒｅｄｅＭｕｆｔｉ〔按照圣旨〕进行的。亚历

山大二世从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而给农民尽可能

少一些），以便使地主能够同意在形式上废除农奴制；他打算把必

须赎买的范围仅限于农民的园地（即农民的庭院、菜园和大麻地），

以及耕地使用权（在已经实行的地方）；他甚至打算给地主保留独

特的领主审判权；他坚持要农民经过１２年的暂时农奴依附时期等

等。见他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２０日为答复维尔纳、柯夫诺、格罗德诺三

省贵族委员会的请愿而给侍从武官长、三省总督纳集莫夫的圣旨

（第１０３页２８２）。

尽管他在 年 月（１８５５年１月２９日征召后备军以后）

就对省和县的［贵族］首领谈过废除农奴制，但是他并不准备立即

着手进行（！），——他继续动摇不定，从而使地主②能够大大恶

化农民的实际状况。见通令，第１０５页；斯卡尔金，第 、１１４页。

年 月 日，根据兰斯科伊的建议成立了秘密委员会，

由亚历山大任主席，当他缺席时则由奥尔洛夫公爵代理。当时决

定吸收贵族委员会参加工作等（第１０３页）。早在 月 、 、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就决定只是缓慢而谨慎地改善农民的状况（同

上）。     

年 月 日，“秘密委员会”改为“总委员会”，另外，下设

５５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①

②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特维尔省的贵族翁科夫斯基被流放到维亚得卡，耶符罗彼乌斯被流放到皮尔

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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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以便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此外，成立了内务

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地方自治①科，以便讨论帝国以内的土地关系，

以及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第１０３页）。

（２）

４月２１日（１８５８年），连同兰斯科伊的通令分发了皇上所批准

的省委员会工作纲要等（第１０５页）。

以后在 年 月 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仍

然具有同样的精神；这些决议成了编纂委员会的出发点（第１０５

页）。    

年 月 日［成立了］两个编纂委员会，由罗斯托夫策

夫任主席（第１０５页）。

年 月 日（除编纂委员会外，又成立了财政委员会）

（后者的成员都是财政部和内务部的专家和官员）（第１０５页）。编

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第１０５页）。（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罗斯

托夫策夫去世。）

［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共计——

 

第一时期——１８５９年３月４日—９月５日

第二时期——１８５９年９月５日—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２日

第三时期——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２日—１０月１０日

 

一年零

七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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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原则（皇帝的圣旨等等以

及总委员会早已宣布过的）。

（ａ）赎买应当是双方自愿的（园

地①除外）。

 

 

实际情况。

 

（ａ）只对农民是强制性赎买；地

主可以强迫他们赎买。

（见同上，第 页下面和第

页，戈洛瓦乔夫 ，第 页）。

（ 年 月 日罗斯托夫策

夫）（第１０６页）。同一内容（

年 月 日）（同上）。

赎买条件——同上。

地主的①
债务为 亿银卢布。

 

  关于赎买的其他材料（第

１０６页）。

年 月 日总委员会的建

议。（由罗斯托夫策夫在委员会

会议上提出。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

的会议）（第 页下面）。

  从 年 月 日总委

员会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出，赎

买①
大概是要在政府协助之下

进行（第１０８页）。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

斯凯维奇公爵在抗议书等等中

非常正确地指出：罗斯托夫策

夫的建议“使农民等级的彻底解

７５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①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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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取决于赎买①，这是“用反常

的办法，迫使自由人违反自己

的意志而取得土地所有权”（第

１０８页）。

  年 月 日——罗斯

托夫策夫的建议。当时预定，赎

买期只是 年（后来为４９年），

而［赎金］恰恰等于“农民的一般

代役租”。

 

 

（ｂ）农奴不应该支付取得人身

自由的费用。

 

 

 

（ｃ）现行代役租不应当提高。

 

（ｄ）农民应该得到足以保证他

们的生存以及支付赎金和税款

的份地。

 

 

 

 

赎买手续的财务方面（戈洛瓦乔

夫，第 页）。

交易所经纪人的收入（同上）。

［赎买］证券［价值］下跌；地主在

自愿赎买的情况下要求农民额

外支付（斯卡尔金，第 、

页）（第 页 ）。

（ｂ）农奴应该支付取得人身自

由的费用（斯卡尔金，第１１３

页），（同上，第 页）。扬松，

第 页。扬松，第 页下

面 。

（ｃ）现行代役租在提高（固然是

由于份地减少）（第１１６页）。

（ｄ）事实上份地（包括最高份地

在内）不能保证农民的生存，而

农民仍得暂时依附于地主。

８５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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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ｂ）暂时义务农

  年 月 、、 日的会议（第１０７页）。当时规定暂时义

务农的期限为 年（第１０７页）。

赎买开始以前，农民的份地保持现有的数量，“同时有必要的

缩减和限制”（第１０７页）。赎买①时则不同（见罗斯托夫策夫的［建

议］，第 页，［标题］为“赎买”）。

暂时义务农的支出（斯卡尔金，第１１１页；在非黑土地带）。

中部和南部地带的农民宁愿担负他们早先极其憎恨的徭役

（斯卡尔金，第 页开头）。

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九年的［农民］，［在这个期限满了之后］

不能放弃这块土地（斯卡尔金，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哪里的农民由于当地原因而特别希望赎买园地①
，那里的地

主对此就横加阻挠，等等。（斯卡尔金，第１１８页第２点）。事实上

［个别赎买园地］从来没有实行过（同上）。因此，地主在头一个九

年期满之前急于进行赎买①
（见斯卡尔金，第 页）。

年——暂时义务农的人数（扬松，第１１９页）。

（２）进行赎买①
的农民。他们要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４９年（斯

卡尔金，第１１８和第１１９页）。离开［公社］的种种无法办到的条件

（同上）。

（ｃ）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人头税等日

益加重的［负担］（戈洛瓦乔夫，第 页）（斯卡尔金，第 和第

９５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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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１１３页下面，第 页开头）。

对追索欠缴税款有功的官员实行的奖励制（同上）（第１０９

页）。

关于一般人头税（斯卡尔金，第 页）。

和贵族一样，商人在１８６１年以后可以购置的土地纳税极少，

（斯卡尔金，第 页）。

保守分子——反对人头税（斯卡尔金，第１１２页）。

同时实行身分证制（同上和第１１３页）。（自 年起向农村

公社交纳身分证费，同上。）

由这个制度［产生的］对国家的危险性（斯卡尔金，第 页下

面）。

无土地者同样要向公社登记（斯卡尔金，第 页）。

（ｄ）割农民的地。森林、草地、牧场和部分农民土地转让的结

果。农民事实上听凭地主①任意支配（斯卡尔金，第 页）。地主

的和国家的［土地］出租（斯卡尔金，第 页）。商人、国家土地租

佃者等购买这些割地（斯卡尔金，第１１０页，同上，第 页）。

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斯卡尔金，第１１０页）。

从农民那里割来的土地至少占领地的一半。份地减少而支出

增多（斯卡尔金，第 页），以及第 页第 点（割地并入地主

的领地）。

份地不足（因此必须租地和外出做工）。

份地勉强糊口（甚至在黑土地区）（斯卡尔金，第１１１页）。划

给农民的土地贫瘠而耕种不便（斯卡尔金，第 页）。

０６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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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令①：土攘越肥沃，份地就越少（斯卡尔金，同上）。

委员会对最高份地的规定（斯卡尔金，第１１６页）。国家参议

院又予以削减（斯卡尔金，同上）。

扬松，第 页。加之迁移有困难（同上）。

最初预定，份地不足时，由政府用协助迁移的办法补救；后来

这一点根本没有实行（第１２５页）。

（ａ）由于政府使农民所处的条件，——农民遭受富农
①
和商人

的掠夺（斯卡尔金，第１１０页）。

饥荒（第 、 页下面的脚注）。（和农奴制时期相比）（第

１１４页，引自斯卡尔金，第 页）。

（ｂ）份地负担过重。

参看［关于］北部地带的例子（第１１３页）；俄国中部和南部的

负担也非常重（同上）。

骇人听闻的不合理现象：

（１）在给徭役农民（第１１６页）规定代役租方面（斯卡尔金，第

１１５和第１１６页）。

［规定代役租时］按每人的俄亩数量而定的递减法（斯卡尔金，

第 页）（尤其是在黑土地带）。（份地越少，代役租就越重。）

最低［份额］——份地的三分之一（见斯卡尔金，第 页最后

几行）。份地较少的地方，［最初］预定补拨土地，但是国家参议院

不允许这样做（斯卡尔金，第 页开头）。

赎买时，根据地区①
规定代役租（斯卡尔金，第１１７页）。

代役租普遍提高（扬松，第 页）

１６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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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规定最高份地和最低份地方面。

暂时义务农的份地较少（最高份地的濎 濚 、濎 濜 ）（斯卡尔金，第

１１７、１１８页）。

在赎买①时的最低份地为［最高份地］的三分之一（斯卡尔金，

第 页）（见第 页第 点；仅仅赎买园地①
的情况实际上从未

有过，第１１８页）。

规定份地，主要原则（扬松，第 页）。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扬松在第１２５

页谈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愈益恶化，最终为法令①
［所确认］（同

上）。

递减法（扬松，第 页）。

（３）纯粹农业省份的“孤儿份地”②（斯卡尔金，第１１５页）。

（ａ）赎买
①
时过高代役租的资本化；因此对土地估价过高（斯

卡尔金，第１１７页，斯摩棱斯克省的例子）。在非黑土地带（１１７）。

在黑土地带——同上。

（ｂ）银行和赎买（第１２６—１３０页）（第 页最后）。

（ｃ）农民的现状：（扬松）只有最富裕的人才能［接受］迁移条件

（扬松，第 页）——这些条件等于禁止迁移（见第１４４页）。

（α）三圃制的黑土地带（扬松，第１２０页）。

（β）草原地带（西部）——赫尔松、塔夫利达、叶加特林诺斯拉

夫各省（扬松，第 页最后和第 页开头）。

（γ）西部各省（斯卡尔金，第１１９页；扬松，第 页，同上，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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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机关

  （用于地方民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的）必要开支占［地方自治机

关经费的］大部分；这些［地方自治］机关暂时还只是政府行政机关

的工具。国家开支逐年增加。连续不断发行公债只是为了支付以

前的公债的利息。

在１８６２—１８６８年这一短短时间内，一般的国家开支增加了

４２％，即平均每年增加２０５０万卢布（ 年一般年开支是

２９５５３２０００卢布， 年４１８９３万卢布）。拿俄国最穷的省份之一

诺夫哥罗德省为例，就可以看出各省和各县必要开支的增加情况；

该省 年必要的开支是 万卢布，而在 年是４１２０００卢

布。

［农民］解放的真正实质

农民同地主之间进行游击战争。

解放一般说来就是高贵的地主再也不能支配农民的人身，出

卖他们等等。这种人身奴役制已被消灭。地主失去了支配农民人

身的权力。

打算解放农民的风声刚一传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

地主用强力剥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

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

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

３６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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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先的地主。

赎  买

由于政府发行的赎买（兑换）债券的价格下降了２０％，很多地

主都不实行“强制性”赎买，而要求农民额外支付，以便补偿这笔损

失。有些地方的农民根据同地主达成的自愿协议支付这笔额外的

款项，但是一年半以后，就不再向政府支付赎金。这笔额外费用平

均每个纳税人为２７个卢布。

赎买期是４９年（而不是 年）；当时农民已经怀疑，这个诺言

是否会兑现，期满以后，他们是否不再为他们向政府购买的土地交

纳代役租①。

在向地主偿付［赎买贷款］时扣除债款。

政府立即扣除了地主欠监护院的债款，对地主说来监护院起

着银行的作用，在借债期满以前不要任何补偿。

例如， 年 月 日，从靠农民支付的５０５６５２１０７卢布中

扣除了 卢布——地主欠国家信用机关的债务。

人头税的提高

自 年以来，人头税①
大约增加了８０％；同时，国家地方自

治捐①
也［增加了］。人头税增加最多的一年是１８６７年。

从“委员会报告书”２８６中可以看出：

年：俄国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总额中，即２９２００万卢

布中，有７６％即２２３００万卢布是由贫民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负

４６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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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担又大大地增加了，因为各类农民

的人头税、国家农民的代役租①以及几乎全部由纳税人
①
缴纳的国

家地方自治捐①
都提高了。

年：每人的人头税［增加了］２５个戈比。到 年已经

［增加了］ 个戈比。自 年以来，按人分摊①
的国家地方自治

捐①
每人增加了２０个戈比，现在每人平均是９８个戈比。

从 年到 年，国家农民的代役租①
由 卢布

增加到 卢布（每人增加１个卢布以上）。 年 月

日，小市民①
［负担的］人头税

①
废除了，但是，这种人头税从小市

民①
和农民要［分摊］一份的城市、郊区、小市镇不动产［税］中，以

及从几乎完全由一些纳税①
阶级担负的小商业执照税

①
和营业票

税中得到了补偿，而且还绰绰有余。

从 年到 年，一般国家开支（不包括特殊开支）由

２９５５３２０００卢布增加到３９８２９８０００卢布，即差不多增加３５％，而国

债则增加了４６１１６万卢布，即增加了６０％；因此，每年［为新增的

债务付息还本］必须支付２５３１５０００多卢布（ 年的全部国债是

卢布，这笔款额每年要支付７３８４３０００卢布）。

年的国债（转期的和未列入总帐的债务）已［达］

多万卢布。

此外，非转期债务为 多万卢布（＝ 万法郎）。

年，纳税阶层所负担的直接税为１１１００万卢布，其中单

是各种人头税（人头税①
、国家地方自治捐

①
和国家农民的公共

①

税
①
）就有６２００多万卢布。而且还不包括赎金，省

①
和县

①
的

地方自治捐①，以及在那些未设有地方自治
①
机关的省份为维持

①

５６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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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①农民
①
事务

①
机构

①
而征收的特别税

①
。

（斯卡尔金①
。）

根据扬松（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的统计（“试验①”２８７

年版），农民交的直接税为 万卢布，即：

  万卢布为人头税、公共①
税和国家地方自治捐

①
，

  万卢布为代役租①
，

  多万卢布为省①
和县

①
的捐税

①
，

  多万卢布为没有实行法令①
的那些省份的地方税

①
，

  多万卢布为赎金；这里还不包括实物贡赋。

此外，还应加上几乎全部的消费税，酒税和盐税（１８０００万）以

及前地主农民①
的代役租

①
——

２５００多万。——总共是 多万，超过国家预算的 ％。

官家拥有：……………… １５１６８４１８５俄亩

（＝ 公顷）

农民拥有：……………… １２０６２８２４６俄亩

（＝１３１４８４７４４公顷）

地主拥有：………………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俄亩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公顷）

皇室管理处拥有：……… 俄亩

或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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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家农民（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 人——

俄亩

（）皇族农民………………………… 人——

俄亩

（）各种名称的前地主农奴………… 俄亩

在 年 月 日以前，在３７个省（除了西部各省、贝萨拉

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省）靠政府帮助进行赎买的有

人（占所有地主①农民
①
的７４６％）， 俄亩。

在所有非黑土省份，赎买价格大大高于土地的实际价格，［赎

买］是根据地主的要求［进行的］。在纯黑土省份则根据农民同地

主达成的协议。

属于第（３）类的，部分是代役租，部分是徭役。

（）暂时义务农。 年 月＝ 人，拥有份地６ 俄

亩。

据御事室（１８７０年４月１日）统计：实行赎买的前地主①农民

为５８３０００５人，拥有２０１２３９４０俄亩土地。

国  债

年的国债＝ 卢布。

比 年增加了 万。

因此， 年的国债为 卢布。

年的国债： 万卢布。

７６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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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国债： 万卢布。

  政府从解放农民中所得到的好处：

（１）欠政府所保障的那些银行（后来，这些银行全部与国家银

行合并）的债务都转给了政府，因此，农民应当向政府交付利息。

（２）在编纂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斯克列比茨基。罗斯托夫策夫

给皇帝的信：“政府①将得到很多在省和国家管理机关中身居高位

的候补者”）。

（３）直接向农民征税（从前是地主①
担负赋税），因而有广泛的

可能提高捐税。

（４）结束领地贵族的世袭领地权力。

（５）由此有广泛的可能征集新兵（以及普遍改革军队）。

（６）与解放农民有关的所谓地方自治①
机关：国家的负担现在

大部分都转嫁给省和县（国家直接税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根据“税制修订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第二十二卷的资料（１８７３

年）以及“农业委员会”发表的“蓝皮书”，我们可以看到：

（１）３７个省（这里不包括西部各省）的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所

支付的，占所谓农业纯收入的９２７５％，因而，他们只有农业收入

的 ％用于其他一切需要。

（２）前地主农奴所支付的，相当于自己的农业收入的

％，因而，他们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收入，而且几乎连他

们从事各种工作（农业的及其他的）所得到的工钱都交给政府了。

８６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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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预算： 万卢布。

年的预算： 万卢布。

   年的人头税约为１８５０万卢布。 年的税收因克里

木战争而减少，不到 万卢布。 年的税收总额增加到

２８５０万卢布。 年由于赋税激增，税收增加到４０５０万卢布，

现在则超过９４５０万卢布。

   我们从国家产业部的公告中可以看到，从 年到

年，尽管粮食产量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但是，平均产量仍然完全

一样（同时，粮食的出口却大规模地增加，只是在荒年——大约

５年发生一次——略有降低，而在１８８０年这一荒年就完全停止

出口）。

就在这段时，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的粮食出口比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年大约增加了８６％。在西方人们看到，随着铁路网的发展，粮

食出口大量增长，却没有察觉，这种出口的增长因两个荒年的间

隔时间缩短而被抵销了，现在荒年每５年发生一次，并在１８８０

年达到了最高峰。

农奴制废除后的农民状况

扬松指出黑土地带（是在三圃制的地区，而不是在草原区）农

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比农奴制时期更坏，并从有关繁殖牲畜（也是在

黑土地带）的官方报告中引用了下列资料：

在喀山省，牲畜数量大大地减少了（指前农奴的牲畜，他们可

以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地主牧场上去放牧）；减少的原因是，缺乏牧

９６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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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①，为了纳税而卖掉牲畜，收成不好。在辛比尔斯克省［牲畜数

量］减少了；较富裕的农民出卖他们不十分需要的牲畜；他们预先

出卖牲畜，为的是不至于将来被迫出卖牲畜以［支付］因公社连环

保而担负的欠款（有的是个人负担，有的是共同负担）。另一个原

因是，在有份地①
的情况下实行割地，主要是割去森林牧场。萨马

拉省、萨拉托夫省、平兹省（这些省的马匹数量也减少了）也是同样

的情况；梁赞省的牲畜数量由于牧场缺乏而减少了５０％。土拉省

由于同样原因，由于税吏强迫出卖牲畜以及牲畜病死，马匹和牲畜

都减少了。在库尔斯克省，由于要［支付］欠款而不顾一切地出卖

牲畜，由于缺乏牧场以及分家等原因，［畜牧业］也［减少了］（见第

７５页）。

非黑土地带（北部各省）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诺夫哥罗德省，根据地方自治机关［对土地收入］所作的估

计，前国家农民在每俄亩土地的收入方面所支付的费用［为］１００％

（即全部收入）；

前皇族农民………………………………………………… １６１％

前地主农奴………………………………………………… １８０％

暂时义务农………………………………………………… ２１０％，

而在份地少、捐税高的情况下，赎买自己的份地的前农奴的费

０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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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则为２７５％；

暂时义务农的费用为５６５％（“税务委员会报告书”第２２卷）。

非黑土地带的农民的份地，大部分连养活农民自己都不够。

北部这些省份也是工业省份，但是，地方手工业的工钱｛正像给地

主干活所得的报酬一样｝①不够［农民］弥补亏空；他们只得离乡背

井，到南方，到新俄罗斯，到乌拉尔，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去找工

作。

（ 俄亩＝ 公顷。

普特＝４０俄斤＝ 公斤。

俄石＝ 升或 夸特）。

俄  国

  （ ） 年的国家收入和支出。

收入＝ 万卢布。

其中： 万是向农民征收的直接税。

  

主要间接税

  

卢布间接税②主要仍然由农民负担。

万卢布间接税③也是［由农民负担］。

万卢布是关税。

支出＝ 万卢布（赤字＝ 万卢布）。

１７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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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万卢布——用于国债的还本付息。

万卢布——用于陆海军。

   万卢布——用于财政部。

  万卢布——国家的主要开支。

其次是战争引起的特殊开支。

年的预算为 万卢布；因此，自 年以来，税收

增加了 ％。

（ ）列入国家预算的铁路基金；目前铁路是私人的财富；国家

的铁路变成了私人公司的财产，但是，建筑铁路的资金不是由这些

公司提供的。

政府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控制一部分资本，为推销这些股票

和债券而发行“俄国铁路转期债券”。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款项构成

“铁路基金”；政府就用这笔钱支付它所控制的股票和债券，此外，

还预支铁路有价证券。

在 年 月 日以前发行了 万卢布的铁路股票和

债券，其中政府控制了 万卢布以及尼古拉（彼得堡—莫斯

科）铁路债券 万法郎，即 金卢布，除了政府所预

文的证券以外，约占全部资本的５２％。

政府从铁路基金中支付的：

年……８０００万卢布，但是政府左１８７８年１月１日以前

所支付的总额＝ 卢布以及尼古拉铁路债券５７７００万法

郎。

为了弥补这些开支，政府发行了五次俄国铁路长期公债，总额

为 万英镑，推销这些公债就提供了 万金卢布；发行两

２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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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尼古拉铁路公债，总额为 万法郎，而且还有 年的国

内有奖公债——推销这两种公债就提供了 万。

除了这些补助费以外还有保证金。 年政府所支付的保证

金总额＝ 卢布。国库支付这笔款额也像支付铁路债券的

本息一样。１８７７年支付铁路债券本息的总额＝３２７８０万卢布。

国家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总共是１３９０３４０００卢布。

铁路基金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 余万卢布。

国库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 万卢布。

铁路欠国库的债务增加了 万卢布，等等。

在 年 月以前，欠国库的全部债务达到 万卢布。

农民的债务＝ 万＝６９％。

铁路的债务＝ 万＝ ％，即全部国家收入的 ％。

（ ）银行。除了政府以外，铁路还得到银行的支持。

１８６４年以前只有政府信用机关。

年［成立了］第一个私人信用机关；从那时起，［信用机

关］就迅速增加了，把大量款项吸收到定期和不定期的计息往来帐

上。这些款需要预付出去，于是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居于所有这些

公司之首的是铁路公司。

到 年底，（公司的）全部股票和债券的资本＝ 万

卢布。

铁路：占［上述］款数的 ％＝ 万卢布。

到 年底，国家银行及其分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

券为抵押放款 万卢布。

到 年底，所有银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

共放款 万卢布，即增加到２００７％以上。

３７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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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表报中看不出，这些贷款中有多少钱用于铁路方面。

但是丹尼尔逊知道，一家铁路公司的一部分证券是属于政府的，而

其余的股票则作为一家私人信用公司贷款的抵押。

但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铁路企业的收入得不到政府的保

证，就不能提供任何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就来帮助收押

这些股票的私人银行，预支款项或者购买股票。

国家银行从来不缺乏资金，譬如，国库不管银行库存现金的情

况如何，就从银行提取［现款］，而银行则扩大它在世界上收入最大

的经营。用这种方式发行的信用券被列入第十八号银行平衡表

（ 年１月１日平衡表＝４６７８５万加上列入第一号平衡表的信

用券＝ ；因此，这些处于流通中的信用券总额＝

万卢布）。

（ ）铁路的收入。

年的铁路统计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布。在此以前的几年

中，总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年…………… 万

   年…………… 万

   年…………… 万（概算），因此：

每一俄里的总收入增加了１７％；

而每一俄里的纯收入却减少了。虽然如此，最近几年的纯收

入每年还有 — 万卢布；这就是说，假如铁路的全部收入

都归国库的话，那末，铁路的赤字就会大大缩减。但是，全部利润

都装入私人腰包，而赤字的全部重担却落在官家头上。

那末，政府花费这么多钱，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其结果是贸易大为发展，在同一时期内创办的信用银行和土

４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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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银行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

（ ）银行；贸易的种类（输出粮食及其他）。

年国家银行及其分行的全部（计息）存款和活期存款

［为］ 万卢布，其中 万卓有成效地用于贸易，即：

   

   

   

万［用于］期票贴现，

万——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

债券等为抵押的贷款。

 

 

 

年——全部信用机关有 万；增加了 ％。

上述总额中： 万是以股票、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为抵押

的贷款；  

万是期票贴现。增加了 ％。

最重要的贸易部门是粮食贸易；它的发展特别快。

在 年，运往欧洲的粮食为 万俄石—— 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 万卢布。

   出口粮食的价值＝全部出口额的 ％左右。

在 年，出口的粮食为 万俄石＝ 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 万卢布。

   粮食的价值＝全部出口额的 ％。

   ［出口］粮食的价值增加了 ％。

   俄石数量增加了 ％。

同时，［出口］粮食的价值超过了 年全部出口的价值 亿

卢布。

在 年，铁路运输了 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

５７４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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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年……运输了 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 ％。

除粮食以外的主要出口项目：

年牲畜［出口］为 卢布

亚麻［ ］为

大麻［ ］为

增加的百分数

年牲畜［出口］为 卢布  ７６３％……………………

亚麻［ ］为  ３２３％……………………

大麻［ ］为  ８７％……………………

［ 年］棉花出口为２１８２４０００卢布；［１８７７年］棉花出口为

万卢布＝ ％。

（ ）土地信用机关

在 年，欠旧土地信用机关的债务是 万卢布，其中

很大一部分落在农民身上——为了赎买土地。

俄国地主的抵押债务

（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除外）

（ａ）到 年底，欠旧信用机关的抵押债务 ……９９６１４０００

（ｂ）到 年底，土地信用公司放款 ……………１０２６９２０００

（ｃ）土地信用银行放款 ……………………………６３６６８０００

（ｄ）相互信用银行（？）①放款 ………………… ７１８２０００

卢布

６７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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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情况相比较， 年欠上述各机关的［债务］：

以［字母］分类（ａ）………… ７３３９３０００

      （ｂ）………… １６３５０５０００

      （ｃ）…………１１８３２２０００

      （ｄ）…………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可见，三年内债务

（不包括农民的债

务）增加了３４％。

          
             ３６６４７００００卢布

（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全部信用机关（和铁路），看一看它们

到 年底究竟得到了哪些款项以及是怎样分类的。

（１） （２） （３） （４）

固定资本  ％  计息存款 土地信用公 债 券

及 其 他 司的抵押品

信用机关 ……＝１６７７７８８００１８８％ ７２３７９００００

土地信用机关（到

 １８７７年底）…＝ ２７７５３０００ ５６％ ６８４８０００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铁路（到１８７７年

底）…………＝４７４１８５０００３４３％

６６９７２６０００２５％  ９１５７０６０００

卢布

丹尼尔逊把２、３、４项的各种公司的债务加起来＝

卢布，实际上得到的是 。

  各信用机关的债务与资本比较 ……………………＝８１２％

  土地信用机关的 ……………………………………＝９４４％

  铁路的 ………………………………………………＝６５９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８１年底—１８８２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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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２８８

凯撒和塔西佗

日耳曼人决不是他们现在所占据的领土上的最初居住者①。

在他们以前，至少有三个种族在这里居住过。

人类在欧洲的最古遗迹，发现于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层中，这些

地层的年代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断定，大概处在所谓冰河时代的

两个冰期之间。

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温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

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有已经绝种的巨大的

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狮、洞熊）以及现

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驯鹿、马、鬣狗、狮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

的工具，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极低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

形石锄或石斧、刮兽皮用的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

这大致相当于现今澳洲土人的发展阶段。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

骨骼残骸，还不允许我们对这些人的身体结构作出结论，但就其分

布地域之广和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这些事实来看，可以断定这个

时期延续得很久。

８７４

① 我在这里主要依据博伊德·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１８８０年伦敦版（Ｂｏｙ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ＥａｒｌｙＭａｎ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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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结局怎样，我们不知道。在他

们出现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包括印度在内，还保存有什么种

族可以作为他们在现代人类中的代表。

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南郊的洞穴里，大多只是在

土壤沉积的最下层中，发现有这些已经死绝的人类的工具。在这

个最低的文化层上面（中间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发

现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文化层。这些工具属于一个较晚的时

代，它们的制作精巧得多，它们的材料也复杂得多。这些石器，固

然还没有磨光，但在设计和制造上比较合理。此外，还发现有石制

的、驯鹿角制的和骨制的箭头和枪头、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剑和缝

针、动物牙齿钻孔后串成的项链等物。在某些器物上，我们有时看

到很生动的动物画，如驯鹿、毛象、原牛、海豹、鲸鱼等，也有赤身人

物狩猎图，甚至还可看到兽角上的原始雕刻。

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和大半来自南方的动物一起出现，而和

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出现的，则是产自北方的动物：两种现在

还生存着的北方熊、北极狐、狼獾、白枭。这些人大概就是和这些

动物一起从东北方面迁移来的，他们残存在今日世界上的后代，大

概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两种人的工具，不仅个别是相似的，而且整

批都是完全一致的。从图画上看，也是如此。这两种人的食物，几

乎取自完全相同的动物。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我们对已绝灭的种

族所能下的判断来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种爱斯基摩人（到现在为止，只能证明他们曾生存在比利

牛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在欧洲土地上也绝迹了。就

像美洲的红种人在前一世纪经过残酷的歼灭战争以后，将爱斯基

摩人驱逐到极北那样，那时在欧洲出现的新种族，大概也逐渐赶走

９７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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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爱斯基摩人，最后并把他们消灭干净，而没有和他们混合起

来。

这个新种族至少在西欧是来自南方。他们大概从非洲进入欧

洲，当时这两块大陆在直布罗陀和西西里还是由陆地连接着的。

他们比他们的前人在文化发展阶段上要高得多。他们已经知道耕

作。他们有家畜（狗、马、绵羊、山羊、猪、牛）。他们会用手工制作陶

器，他们会纺纱和织布。他们的工具诚然还是石制的，但是已经做

得很精致，而且大多数都磨得很光滑（这些工具被称为新石器，以

别于前一时期的工具）。斧子装上了柄，因而第一次可以用它来砍

伐树木。这样，就有可能将树干挖成小舟，就有可能乘小舟到达由

于陆地逐渐下沉这时已经和大陆分离了的不列颠群岛。

这种人和他们以前的人截然不同，他们很细心地埋葬他们的

死者。因此给我们保存了很多的骨骼和头骨，据此足以推断他们

的身体结构。长长的头骨、小小的身材（女子身高平均约１４６米，

男子１６６米）、低额、鹰鼻、突出的眉骨弓、不很高的颧骨和中度发

达的下颚骨，都可证明这种人在今天的最后代表是巴斯克人。不

仅西班牙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就连法国、英国和至少全部莱茵河流

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大概都属于伊比利安种族。在雅利安人２９０

到达以前，意大利也住着和伊比利安人相似的身材短小的黑发种

族。这个种族跟巴斯克人亲属关系的远近问题，现在还很难判断。

微耳和考察这种长头骨的巴斯克人，一直深入到德国北部和

丹麦２９１。阿尔卑斯山北坡上最古的新石器时代的木桩建筑物，也

是属于巴斯克人的。另一方面，沙弗豪森则宣称，在莱茵河附近发

现的一系列头骨肯定是芬兰人的，尤其是拉普人２９２的，而在古代史

上，斯堪的那维亚的日耳曼人及俄罗斯的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的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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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邻人，却只有芬兰人。这两个身材矮小的黑发种族，一个是从

地中海对岸迁来的，一个是直接从亚洲里海北面迁来的，后来这两

种人大概是在日耳曼尼亚相遇了。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

的，根本还没有弄清楚。

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终于（也还是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

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个部落的语言是以最

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

和拉丁人，他们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其次移入的或许

是现在业已绝迹了的斯基台人，他们是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居民，和

米底—波斯部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接着来到的是克尔特人。关

于克尔特人的迁徙，我们只知道这是发生在黑海北面，而且是通过

了日耳曼尼亚。他们最前面的集团，进入了法兰西，占领了直到加

龙河一带的土地，甚至征服了西班牙西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一面

有海，另一面又有伊比利安人的抵抗，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同时

在他们后面，从多瑙河两岸又有其他的克尔特部落逼迫他们。希

罗多德正是在海岸上和多瑙河发源地发现了这些克尔特人。他们

一定老早就迁移到这里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和其他文物证

明，克尔特人在占领这一带土地的时候，还没有金属工具。相反，

在不列颠，他们一开始出现就已有了青铜工具。由此可见，克尔特

人从征服高卢到移入不列颠，一定经过了相当时期，在这个时期

内，由于克尔特人跟意大利和马赛发生了贸易关系，才知道了青

铜，并且输入了青铜。

在这期间，遭受日耳曼人逼迫的后面的克尔特部落，愈益加紧

向前推进，但前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向东南回流，这种情形我

们以后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迁徙时期还会看到。各克尔特部落

１８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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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色雷斯半岛和希腊，一部分灭亡

了，一部分定居于波河谷地和小亚细亚。在那个时期（—４００年至

—３００年）①，在直到加龙河一带的高卢地区，在不列颠和爱尔兰，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多瑙河两岸，直达美因河和理森山甚至更远

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部落的人。虽然北日耳曼尼亚的山河

带有克尔特人名称的，比南部少而且不可靠，但是绝不能认为，克

尔特人只选择了一条通过南日耳曼尼亚山区比较崎岖的道路，而

没有同时利用那条横贯北日耳曼尼亚大平原的比较便利的道路。

克尔特人的迁徙，只赶走了本地居民的一部分。尤其在高卢

南部和西部，本地居民虽然处于被压迫种族的地位，但当时仍占居

民中的多数，并把他们的体型遗传给现在的居民。克尔特人和日

耳曼人在他们新定居的地区，对本地的深色头发的居民进行了统

治，这可以从这两个种族都用皂把头发染成黄色这个习惯上看出

来。浅色头发是统治种族的标志，因此，凡是由于种族混合而失去

这个标志的地方，就必须用皂来补救。

在克尔特人以后迁来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迁徙的时期，

我们至少大体上可以比较确实地指出来。这大约在—４００多年以

前已经开始，在凯撒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

皮提亚斯在他—３２５年左右的旅行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关于

日耳曼人的最初的一些确实材料２９３。他从马赛前往琥珀海岸，记

载了居住在那里的无疑是日耳曼民族的古顿人和条顿人的情况。

但是，这个琥珀海岸究竟在哪里呢？通常当然都只能理解为东普鲁

士海岸，而如果把古顿人称为这个海岸的邻人，这肯定是不错的。

２８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为了简便起见，我把公元前的年代用数学上的负号（—）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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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皮提亚斯记载的里程，和这个地方不相符合，它对北德意志海

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之间的北海海湾倒很适合。那里恰巧住着也被

称为邻人的条顿人。那里，在什列斯维希和日德兰的西面，也有一

个琥珀海岸。临克宾今天还经营着相当规模的当地采集的琥珀贸

易。此外，皮提亚斯在这样早的时期，就能远航到完全不熟悉的海

面，似乎不太可能；在他那本非常详细的旅行记中，不仅完全没有

提到从卡特加特海峡到东普鲁士这一段危险的航程，而且根本没

有记载这件事情，这就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应该坚决同意列

列韦尔首先发表的意见：如果不是由于只可能住在波罗的海沿岸

的古顿人这一名称，那末皮提亚斯所说的琥珀海岸就应该在北海

上去找。弥伦霍夫更进一步消除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他认为古顿

人是从条顿人一词错写而来的２９４。

公元前１８０年左右，无疑是日耳曼人的巴斯泰尔人出现于多

瑙河下游，几年以后，他们已在马其顿国王柏修斯和罗马人打仗的

军队中当雇佣兵，即最初的雇佣步兵。这是些野蛮的战士：

“人们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会利用畜产品。他们只关心一件事

情，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

这是普卢塔克
２９５
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最

早报道。一世纪后，我们在多瑙河以北稍稍偏西的地方又发现了

这种巴斯泰尔人。５０年以后，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侵入了克尔特

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但被住在波希米亚的克尔特部落的波伊人

击退。于是他们便分做许多群，向高卢前进，侵入西班牙，打败了

一批又一批的罗马军队，最后，马利乌斯制止住了他们几达２０年

之久的迁徙，消灭了他们那无疑已大为削弱的大军（条顿人是—

１０２年在普罗凡斯的埃克斯被消灭的，基姆布利人则在—１０１年被

３８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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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于意大利北部的韦尔切利）。

半世纪以后，凯撒又在高卢和日耳曼人的两支新部队冲突起

来，开始是在上莱茵和阿里奥维斯特的军队发生了冲突。阿里奥

维斯特这支军队代表了七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马可曼尼人和苏

维汇人。其后不久，又在下莱茵和乌西佩特人及邓克泰人发生了

冲突。这两种人是受到苏维汇人的排挤，离开以前居住的地方，过

了三年流浪生活以后，才来到莱茵河的。这两支军队都败于罗马

部队的正规作战，而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除此以外还败于罗马

人的背信行为。狄奥·卡西乌斯说到，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初年，巴

斯泰尔人曾经侵入色雷斯；马可·革拉苏在格布尔河（现在的马里

乍河）打败了他们。这个历史学家还提到赫蒙杜利人的一次迁徙，

他们在公元初年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被罗马

的指挥官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把他们移住在“马可曼尼

人的一部分土地上”２９６。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几次迁徙。在莱茵河

和多瑙河流域已经巩固起来的罗马统治，长期地限制了他们的迁

移。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东北方面，在易北河及理森山那一

边，各民族很久还没有找到最后的住处。

日耳曼人这几次迁徙，是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种民族大迁

徙，在三百年中被罗马的抵抗所阻止，可是到了三世纪末，却以不

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滥到南欧和北非，直至

公元５６８年，伦巴德人占领意大利时方才结束。这所谓结束，只是

指日耳曼人所参加的迁徙而言，不是指斯拉夫人，他们在日耳曼人

迁徙以后，还在很长时期继续移动。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

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

部家当，登上征途。用兽皮搭盖起来的车辆用做住所，并用来装载

４８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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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和少量家具。家畜也赶着一起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编

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防备袭击。白天进行战斗行军，夜晚

宿营在用车子做成的堡垒中。在这样的征途上，由于不断的战斗，

由于疲劳、饥饿和疾病，人员的损失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生死攸关

的孤注一掷。如果行军成功，活着的这部分人就可以在异乡土地

上住下来。如果行军失败，移出的部落就会从地面上消失。不是在

战斗的屠杀中死去，便是沦为奴隶。被凯撒挡住其迁徙的海尔维

第人及其同盟者，出发时共有３６８０００人，其中有战斗力的９２０００

人；被罗马人打败后，只剩下１１万人，这些人凯撒由于政治上的考

虑而破例地把他们放归故乡。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是以１８万

人之众渡过莱茵河的；他们几乎全部在战斗中和溃退中死去了。

在这个漫长的迁徙期间，整个整个的部落往往消逝得无影无踪，这

是不足为奇的。

凯撒在莱茵河畔所发现的情况，同日耳曼人不稳定的生活方

式完全相符。莱茵河决不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一条精确界

线。比利时—高卢族的梅那普人在莱茵河右岸的威塞尔附近拥有

村落和耕地；另一方面，莱茵河左岸的麦士河三角洲，却被日耳曼

族的巴达维人占据着，而在伏尔姆斯直达斯特拉斯堡一带，也住着

日耳曼族的梵乡人、特里包克人和涅麦特人，他们是从阿里奥维斯

特时代起住在这里的呢，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的呢，那就

不能肯定了。比利时人经常跟日耳曼人作战，到处还有有争执的

领土。在美因河和厄尔士山脉以南，那时还没有日耳曼人居住。海

尔维第人是在不久以前被苏维汇人从美因河、莱茵河、多瑙河及波

希米亚森林之间的地带驱逐出来的，正如波伊人从现在还带着他

们的名字的波希米亚（Ｂｏｉｈｅｍｕｍ）被驱逐出来一样。但是，苏维汇

５８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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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没有占领这块土地，他们把这块土地改变成长达６００罗马里

（１５０德里）①的林野，作为他们南面的屏障。凯撒还知道，再往东

去，在多瑙河北面住着克尔特人（沃尔克—特克托扎格人），即塔西

佗后来称为日耳曼族的魁代人。一直到奥古斯都的时候，马罗博

杜斯才率领他的苏维汇族的马可曼尼人来到了波希米亚；同时，罗

马人却把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这一块地区用堡垒封锁起来，让高

卢人移住。边境墙的那一面，以后大概被赫蒙杜利人占领了。从这

里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日耳曼人是经过喀尔巴

阡山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以北的平原来到日耳曼尼亚的，直到他

们占领了北方的平原以后，才把住在南方山中的克尔特人赶过了

多瑙河。

根据凯撒的描写，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也表明他们还根本没

有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牧畜，依靠干

酪、牛奶和肉，较少依靠粮食。男子主要的职业是打猎和军事训

练。他们也搞一点农业，但只是附带的，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原始。

凯撒报道说，他们的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块新土

地２９７。这大概是火耕法，直到现在，在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北部，

还采用这种方法：把森林（除森林以外，只有沼泽地和泥炭地，这些

土地当时还不适于耕作）烧掉，把树根马马虎虎地拔一拔，再把这

些树根和松过的表层土壤一起烧一遍。然后在这块施过灰肥的土

地上播种谷物。可是，甚至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

解凯撒关于每年更换耕地的那种说法；通常总在收获两三次以后，

才换种新土地。非日耳曼人所有的那种由君主和官吏分配土地的

６８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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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尤其是强加在日耳曼人身上的这种迅速更换土地的情节，所

有这些地方，都反映了罗马人的想像。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土地

更换的办法是不能理解的。对于已经定居下来的莱茵河畔的日耳

曼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逐渐失去

了目的和意义。但是，对于内地的日耳曼人来说，对于刚刚到达莱

茵河畔的苏维汇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主要也适用于他

们），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仍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在

这种生活方式下，整个民族以当前遇到的抵抗所许可的方向和速

度，慢慢向前推进。他们的社会制度也和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苏

维汇人分为一百个区，每一个区每年派一千个人去当兵，其余的男

子都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们再去替换

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在占领了新土地以后，人民大众才带着妻子

儿女随同军队前去。这比起基姆布利人时代的行军生活来，已经

是向定居生活前进了一步。

凯撒不止一次地提到日耳曼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在同敌人的

交界外，即在同任何异族的交界处，用广阔的林野来保护自己。这

种习俗一直盛行到中世纪后期。为保护北阿尔宾吉亚的萨克森人

而防御丹麦人的，有埃德尔河和什莱湾之间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

语叫Ｊａｒｎｗｉｄｈｒ），防御斯拉夫人的，有从基尔湾到易北河一带的萨

克森森林，而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

（捷克语《ｂｒａｎｉｔｉ》是保护的意思，《ｂｏｒ》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了解了这一切情况以后，对于凯撒所看到的日耳曼人的文化

发展阶段，不可能再有任何疑问。他们决不是像现在亚洲游牧民

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须有草原，而日耳曼人却住在原始

森林里。但是，他们离定居的农业民族的阶段也很远。６０年以后，

７８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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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本就这样谈到过他们：

“所有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

于迁移，因为他们不从事耕作，不搜集财宝；他们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他

们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们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们还有一

点也很像游牧人，那就是他们也用车去搬运自己的财物，赶着家畜，想到哪

里，就到哪里。”２９８

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凯撒指出，他

们没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林野慢慢移

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来说，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

要的生活来源。

由此可见，日耳曼人向多瑙河、莱茵河和北海之间的新家乡的

迁徙，在凯撒时代还没有结束，或者是刚刚结束。在皮提亚斯时

代，条顿人，也许还有基姆布利人，可能已经达到了日德兰半岛，而

日耳曼人的先头部队或许已经达到莱茵河畔（由于缺乏关于他们

到达的任何报道，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和前面的说法一点也不

矛盾。只能和经常的迁徙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向西方和南方的多

次进军，最后，凯撒看见他所熟悉的最大一个集团（苏维汇人）当时

还处于经常移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

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显然只是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欧洲主要居住

地实行大规模迁徙的最后阶段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报道。罗马人在

莱茵河畔和以后在多瑙河上的抵抗，阻止了这种迁徙，把日耳曼人

限制在他们现在占据着的领土上，并且强迫他们定居下来。

此外，根据凯撒的观察，我们的祖先是真正的野蛮人。他们允

许商人入境，只不过为了向某个商人出卖战利品，他们自己从商人

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不买。他们需要什么外国东西呢？他们甚至

８８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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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他们那种矮小的驽马，而不愿要漂亮的高卢骏马。苏维汇人

根本不允许把酒运入境内，因为它会使人身体衰弱。在这方面，他

们的近亲巴斯泰尔人恐怕要文明一些。巴斯泰尔人那次侵入色雷

斯的时候①，曾向革拉苏派遣过使节，革拉苏灌醉了这些使节，盘

问出关于巴斯泰尔人阵地和意图的重要情报，以后便使巴斯泰尔

人中了埋伏，消灭了他们。还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会战（公元１６

年）以前，盖尔马尼库斯就向他的士兵描述过日耳曼人，说他们不

戴甲胄，只拿着柳条编成的或薄板做成的盾牌，只有他们的先头部

队才有真枪，后面的部队只拿着烤硬的尖根。由此可见，威悉河畔

的居民当时未必就知道金属的加工，而且罗马人当然也不让商人

把武器偷运到日耳曼尼亚去。

凯撒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塔西佗供给我们一本关于日耳

曼人的名著２９９，在这本书里，有许多事情看来已经完全不同了。直

到易北河，甚至易北河以东，迁移不定的部落都已安定下来，有了

固定的住处。城市当然还完全谈不到。一部分人居住在村落里，这

种村落有的由一些独家院子组成，有的由一些毗连的院子组成；就

是在后一场合，每一所房子也是单独建立的，周围都有一片空地。

房屋都是简陋地用没有加过工的原木（ｍａｔｅｒｉａｉｎｆｏｒｍｉ在这里应

指同ｃａｅｍｅｎｔａ和ｔｅｇｕｌａｅ相反的原木）盖起来的，还没有使用粗石

和瓦。在斯堪的那维亚北部，现在还有这样的木房，但它们已经不

是斯特拉本所说的一天之内就可以建造起来的那种木房了。关于

耕作制度，下面再谈。日耳曼人已经有了地下仓库（一种地下室），

冬天他们躲在里面御寒，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妇女在里面纺织。耕

９８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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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然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财富。家

畜虽多，但品种不好，马长得很难看，没有善跑的骏马，牛羊都很

小，牛没有角。食品有肉、乳、野苹果，没有面包。不再经常打猎，猎

物从凯撒时代起业已大大减少。衣服也非常原始，大多数人以粗

布遮体，也有赤裸着身子的（和卡弗尔—祖鲁人差不多），但是最富

有的人已经有了合身的服装；也使用毛皮；妇女的衣服和男子一

样，但是她们也往往穿着没有袖子的亚麻布衣裳。小孩子都光着

身体跑来跑去。不知道读书写字，但是有一处说到，僧侣已经使用

借用拉丁字母创制的鲁恩文字，把它们刻在木板上。内地的日耳

曼人并不重视金银，罗马人赠送给国王和外交使节的银器，像陶器

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小规模的商业周转是一种简单交换。

男人还完全保持着一切原始人所共有的习俗，把家务和耕作

看成是没有丈夫气的事情，交给妇女、老人和儿童去做。但是，他

们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习惯：酗酒和赌博，而且是用天真的野蛮人

那种毫无节制的方式聚赌，甚至会赌到把本人也输掉。内地日耳

曼人的饮料，是大麦或小麦做成的啤酒。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烧

酒，那末世界史恐怕会有另一种发展过程。

在和罗马领土接界的地区里，可以看出更大的进步：这里喝输

人的葡萄酒，对金钱也比较习惯，他们当然更愿意要那些便于进行

小规模交换的银子，同时按照野蛮人的习惯，他们当然也更愿意要

那些币面上铸有他们早就熟悉的花纹的硬币。我们下面就会看

到，他们这种用心是非常有根据的。同日耳曼人的贸易，只在莱茵

河岸进行。只有住左边境墙以外的赫蒙杜利人，才为了进行贸易，

早在高卢和勒戚亚等地进出。

这样看来，从凯撒到塔西佗这段时间，是日耳曼人历史的第一

０９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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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

少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自莱茵河起远至易北河以东是这样。各个

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区结合了起来。但是，由

于古人的报道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精确地肯定

每一个部落的居住地点。而且这样做，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

里，我们只举出普林尼的一段总的叙述就够了。

“基本的日耳曼部落有五个：温底尔人，其中有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

和古顿人；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

住得最靠近莱茵河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住在这块土地中

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第

五个部落是和达克人邻接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３００

此外，还有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第六个分支——希列维昂人。

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于以后的事

实和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温底尔人包括说哥特语的各个部落，他们占据了易北河至维

斯拉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直到内地一些地区；维斯拉河对岸弗里

希－加弗周围住着古顿人（哥特人）。保留下来的贫乏的语言遗

物，使我们毫不怀疑，汪达尔人（他们无论如何是应该属于普林尼

所说的温底尔人的，因为他把这部分人的名称转用到整个基本部

落上去了）和勃艮第人讲的都是哥特人的方言。可能引起怀疑的

只有瓦伦人或瓦林人，根据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史料，通常认为他们

属于绍林吉亚人；关于他们的语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它首先包括说弗里西安语的各个

民族，住在北海沿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上的居民，非常可能还包括住

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说萨克森语的各个民族；如果这样，凯鲁斯

１９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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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也应该算入这个部落以内。

易斯卡伏南人也包括西干布尔人这一事实，立刻表明他们是

后来的法兰克人，他们住在莱茵河右岸，由陶努斯山脉起，直到兰

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北面则和弗里西

安人及乔克人为界。

赫米奥南人，塔西佗更正确地把他们叫做赫米诺南人，就是后

来的高地日耳曼人，他们包括赫蒙杜利人（绍林吉亚人）、苏维汇人

（士瓦本人和马可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卡滕人（黑森人）等等。把

凯鲁斯奇人也算在这个部落里面，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这是普

林尼全部记载中唯一的一个明显错误。

第五个部落（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已经灭绝了。雅科布·

格林把他们算做哥特人，这无疑是正确的。

最后，第六个部落是希列维昂人，这包括丹麦岛和大斯堪的那

维亚半岛的居民。

这样看来，普林尼的分类非常确切地符合于后来实际出现的

日耳曼方言的分类。我们不知道有哪些不属于哥特语、弗里西安

—低地萨克森语、法兰克语、高地德意志语或斯堪的那维亚语的方

言，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把普林尼的分类看做是标准的分类。凡是

和普林尼的分类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我都在关于各日耳曼部落

的注释中加以考察①。

因此，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新家乡的最初迁移，我们大致可以

这样推断：最早沿着南部山地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之间的北日耳曼

尼亚平原向前移动的，是易斯卡伏南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更靠近

２９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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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的，是印格伏南人。在他们之后的，大概是希列维昂人，但他们

转向岛屿方面移动。跟在这些人后面的可能是哥特人（即普林尼所

说的温底尔人），他们把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留在东南方了；瑞

典有哥特人的名字，证明哥特人的个别分支曾经参加过希列维昂

人的迁徙。最后，在哥特人南面移动的是赫米奥南人，他们（至少其

中的大部分）直到凯撒时代甚至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占领了他们

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他们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①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自凯撒时代以来，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对峙在莱茵河上，从奥古

斯都征服了勒戚亚、诺里克和班诺尼亚以后，双方又对峙在多瑙河

两岸。这时，罗马在高卢的统治已经巩固；阿格利巴在全国修筑了

军用道路网。要塞建筑了；在罗马的压迫下出生的新的一代，成长

起来了。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阿尔卑斯山道，通过了大小圣伯纳

德山口，将高卢和意大利直接联系起来，于是高卢就成了从莱茵

河进攻日耳曼尼亚的基地。这项任务和配备在莱茵河的八个军

团，奥古斯都都交给了他妻子前夫的儿子（也许是亲生子？）德鲁苏

斯。

边境居民之间的不断摩擦、日耳曼人的侵入高卢、心怀不满的

比利时人和西干布尔人谣传的或实有的阴谋（按照这个阴谋，西干

布尔人要渡过莱茵河去进行全面暴动），都能成为战争的借口。德

鲁苏斯在比利时首领们的协助下（—１２年），在莱茵河三角洲上游

３９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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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巴达维亚岛的地方渡过莱茵河，蹂躏了乌西佩特人的地区和

西干布尔人的一部分地区，然后又乘船向莱茵河下游航行，强迫弗

里西安人向他供应步兵后援部队，并率领舰队，沿着海岸，开到埃

姆斯河的入海口去征服乔克人。在这里，他的不熟习潮汛的罗马

水手，在退潮时使他的舰队搁浅了。由于比较通晓此事的弗里西

安同盟军的援助，德鲁苏斯才能解缆而归。

这第一次的进军，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第二年（—１１

年）他开始了真正的侵略。他在利珀河口下面重新渡过莱茵河，征

服了住在这里的乌西佩特人，在利珀河上架起了桥梁，侵入西干布

尔人的地区。西干布尔人这时正在和卡滕人打仗，因为卡滕人不

愿加入西干布尔人领导的反对罗马人的同盟。以后，德鲁苏斯在

利珀河与埃利佐河的合流处，建筑了一个巩固的兵营（阿利佐），当

冬天到来的时候，又渡过莱茵河归去。在这次归途上，他的部队在

一个狭谷中受到日耳曼人的袭击，费了很大的劲才幸免于全军复

没。这一年，“在卡滕人的土地上，快到莱茵河边的地方”３０１，德鲁

苏斯又建筑了另一个巩固的兵营。

德鲁苏斯的第二次进军，已经是按照一个完整的侵略计划进

行的，从此以后，他就在彻底地遵循这个计划。他要首先征服的地

区，已经相当精确地划了一个范围，这包括易斯卡伏南人的内部地

区，直到同凯鲁斯奇人及卡滕人的交界处，还包括属于这一地区的

直到埃姆斯河也许直到威悉河的沿海地带。征服沿海地带的基本

工作，是由舰队担任的。在南方，阿格利巴创建的、德鲁苏斯扩建

的美因兹成了作战基地，在它的邻近，我们应该可以找到那建筑

“在卡滕人土地上”的要塞（这个要塞，最近人们认为就是霍姆堡附

近的扎耳堡）。从这里起，美因河下游流进了韦特劳和兰河上游之

４９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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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开阔地带，占领这个地带，就能把易斯卡伏南人和卡滕人分

开。在进攻阵地的中心，利珀河所横贯的平原，尤其是利珀河和鲁

尔河之间的平坦高原，是罗马主力军的最适当的作战线，占领了

这个地方，他们就能把要征服的地区分成两个大体相等的部分，同

时也就把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分离开来。从这个阵地出发，

他们就可以在左翼和舰队采取共同行动，在右翼用从韦特劳开来

的军队孤立易斯卡伏南人的片岩山地，在正面可以阻挡凯鲁斯奇

人。阿利佐堡垒是这个作战线上极巩固的据点。它的位置，离利

珀河发源地不远，不是在阿耳梅河流入利珀河处帕德波恩附近的

埃耳森，就是在最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罗马要塞的利普施塔特的

近旁。

第二年（—１０年），卡滕人看到了共同的危险，终于和西干布

尔人联合了起来。但是德鲁苏斯进攻他们，至少把他们当中的一

部分征服了。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到冬季以后，因为第二年（—

９年）春天，德鲁苏斯再度进攻他们，并且一直推进到苏维汇人的

地区（显然也到了绍林吉亚人的地区，根据弗洛尔和奥罗修斯的说

法，还推进到当时尚住在厄尔士山脉以北的马可曼尼人的地区），

然后攻击凯鲁斯奇人，渡过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后才退兵。他蹂躏

了所有经过的地方，可是到处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归途中，他

还没有达到莱茵河就死了，那时他３０岁。

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狄奥·卡西乌斯的记载，这里再引斯

维托尼乌斯的说法作为补充。他说，德鲁苏斯在莱茵河和艾塞耳

河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利用这条运河，他带着自己的舰队，通过弗

里西安人的土地和弗累沃（即符利斯特隆，现在是从符利兰岛和特

斯黑林乌之间的须德海而来的一条航路）而到达北海。根据弗洛

５９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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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记载，德鲁苏斯沿着莱茵河建筑了五十多个堡垒，在波恩架了

一道桥，并且加强了麦士河阵线，这样，不论在高卢人暴动时或日

耳曼人侵犯时，都能确保莱茵军团的阵地。至于弗洛尔胡吹什么

威悉河和易北河畔有堡垒和要塞，那纯粹是信口雌黄。德鲁苏斯

在行军时可能在那里挖过一些工事，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统

帅，要他在那些地方驻一个守备兵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毫无

疑问，在利珀河沿岸的阵线上，他建筑了巩固的兵站。他也在陶努

斯山脉的通道上建筑了工事。

德鲁苏斯在莱茵河方面的后继者提比利乌斯，在下一年（—８

年）渡过了莱茵河。日耳曼人都派了和谈代表，只有西干布尔人没

有派遣。当时在高卢的奥古斯都表示，只要西干布尔人不派代表，

他就拒绝进行任何谈判。最后，当西干布尔人也派来了代表，派来

了像狄奥所说的“许多可尊敬的人物”的时候，奥古斯都却下令逮

捕他们，并把他们监禁在帝国内地各城市中；“他们都由于忧愤而

自杀了。”３０２第二年（—７年），提比利乌斯又率领军队来到了日耳

曼尼亚，在这里，除去若干次不重要的骚动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

以镇压的了。关于这个时期韦莱是这样说的：

“提比利乌斯已经完完全全征服了这个国度（日耳曼尼亚），它同有纳税

义务的行省几乎已没有什么差别。”３０３

这种成功的取得，不仅应当归功于罗马人的武器和提比利乌

斯声誉卓著的外交“机智”，也许还应当特别归功于把日耳曼人移

居到罗马地区莱茵河岸的做法。阿格利巴业已根据永远效忠于罗

马人的乌比人的愿望，打他们迁到了科伦附近的莱茵河左岸。提

比利乌斯强迫４万西干布尔人迁徙，从而长期摧毁了这一强大部

落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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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利乌斯此后在很长时间内不同一切国事，我们也不知道，

在这许多年间日耳曼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狄奥的片断记载

中，谈到了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从多瑙河出发向易北河

对岸的进军。但是此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元年，日耳曼人举行了起

义。根据韦莱的说法，罗马的最高统帅马可·维尼齐乌斯总的说

来成功地进行了这次战役，甚至为此还获得了奖赏。虽然如此，提

比利乌斯不得不在公元４年，即在他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后不久，

再次渡过莱茵河去重建那摇摇欲坠的罗马统治。他征服了住在莱

茵河近处的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以后又征服了布鲁克泰

人，并且“争取到了”凯鲁斯奇人。韦莱参加了这一次和下一次的

出征，但他没有对此作更详细的叙述。暖和的冬天，使罗马军团能

够继续活动到１２月；以后，他们就在日耳曼尼亚，大概在利珀河发

源处建立了冬季兵营。

次年（公元５年）的进军，是想征服西部日耳曼尼亚。当提比

利乌斯从阿利佐向前推进并在易北河下游打垮了伦巴德人时，舰

队则沿海岸前进，并“争取到了”乔克人。在易北河下游，陆军和逆

河而上的舰队会了师。由于这一次出征的得手，按照韦莱的说法，

罗马人在北方的事业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第二年，提比利乌斯

向多瑙河推进，这里，不久以前在马罗博杜斯领导下迁移到波希米

亚来的马可曼尼人威胁着国境。马罗博杜斯在罗马受过教育，通

晓罗马的战术，他依照罗马的榜样，组织了一支包括７万步兵和

４０００骑兵的军队。提比利乌斯在多瑙河从正面攻击这支军队，而

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则率领军团从莱茵河出发，穿过卡滕人

的土地去进攻敌人的背面和翼侧。这时，在提比利乌斯自己的背

后，班诺尼人举行了起义。军队必须撤回，必须重新夺回自己的作

７９４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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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基地。战争延续了三年。班诺尼人被打败以后，北日耳曼尼亚的

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能作侵占马可曼尼人土地的打算了。

德鲁苏斯的征服计划，完全保存了下来。不过要顺利执行这

个计划，就必须使陆海部队进军到易北河边。在对马罗博杜斯的

作战计划中，闪耀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把国界推进到小喀尔巴

阡山、理森山和易北河一直到该河的入海处。但是这在当时还是

遥远的未来的事，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沿韦特劳上去，当时罗

马筑垒要点究竟伸展得多远，我们不知道。看来，这条作战线当时

没有像利珀河沿岸那条更重要的作战线那样受到重视。但是在这

里，罗马人显然已经在相当大的土地上安居下来。莱茵河右岸自

波恩以下的平原，是属于他们的。鲁尔河以北至埃姆斯河对岸直

到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交界处的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仍然处在

军队的占领之下。在背后有巴达维人和弗里西安人，当时他们还

是忠实的友人；更往西去，是乔克人、凯鲁斯奇人和卡滕人，他们在

屡次败北以后，在遭到伦巴德人也遭到的打击以后，可说是相当驯

服的。无论如何，在这三个部落里面，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派

别，他们认为只有和罗马结成同盟才能得救。在南方，西干布尔人

的武力刚刚被摧毁；他们在利珀河与鲁尔河之间和莱茵河平原上

的一部分领土已被占领，其余的领土则被罗马人建立在莱茵河、鲁

尔河和韦特劳的阵地三面包围着，而且罗马队伍大概相当经常地

在这里开过。最近查明存在着通往利珀河发源地的罗马大道，它

们经过高耸的山岭，从诺依维特通到济克河，从多伊茨和诺伊斯通

到乌培河，至少到达贝尔格和马尔克的边界。再往前去，是赫蒙杜

利人，他们在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同意下，占领了马可

曼尼人放弃的一部分土地，并和罗马人保持着和平关系。最后，各

８９４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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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部落之间众所周知的纷争，使人们有理由期待，只要罗马人

再进行几次这样的战斗，就可以按他们的愿望把同盟者逐渐变成

臣民。

罗马阵地的核心，是利珀河两岸直至奥斯宁格山脉一带的土

地。罗马军团在营垒的长期驻扎，使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罗马人的

统治和罗马人的习俗，用狄奥的话来说，这就使野蛮人“好像转变

过来了”３０４。在这里，围绕着守备部队的营盘，形成了这位历史学

家谈到过的城市和市场；它们的和平的贸易关系，首先加强了外国

的统治。一切看来都很好，但是结局却全然两样。

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被任命为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这

是一个开始进入衰退的时代的罗马人，委靡不振，疏忽大意，总想

靠他前辈人的月桂冠寻找安逸，尤其渴望利用这些月桂冠来达到

自私的目的。

“他决不是一个不爱金钱的人，他管理过的叙利亚就是证明：他来到这个

国家时是个穷光蛋，国家是富裕的，他离开这个国家时是个有钱人，国家贫穷

了。”（韦莱语）３０５

一般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可是这位“性格温和”的人一

旦被派到一个很不容易勒索的地方，便勃然大怒，因为那里几乎没

有什么可以搜刮的了。但是瓦鲁斯还是不肯放手，而且采用了罗

马总督和副总督们久已实践过的方法。首先要尽快使日耳曼尼亚

被占领的地方变成罗马的行省，以罗马的政权代替那原来处在军

人统治下的本地政权，从而把这个国家变为国库和总督收入的源

泉。因此，瓦鲁斯企图“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压力把日耳曼人改

造过来”，他“像对奴隶一样对他们发布命令，像对臣民一样对他们

索取金钱”（狄奥语）３０６。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久经考验的压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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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的主要手段，是罗马行省总督的最高司法权。他在这里攫取

了这种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想把罗马法强加到日耳曼人身上。

可惜，瓦鲁斯和他这个文明传播者的使命，走在历史前面差不

多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因为大约经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之后，德意志

方才成熟到能够“接受罗马法”的地步。事实上，罗马法及其对私

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的，因为在他

们中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们土地公社所有制

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日耳曼人习惯于根据祖传的风习，在公

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内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罗马

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辩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们看来，不外

是一种拒绝审判的花招，而围绕着总督的一群辩护士和百般刁难

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盗——实际上他们也正是一帮强盗。

这样，日耳曼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

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决，这个人用外国话来审理案件，用至少是他

们所不熟悉的甚至可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

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侣才

在极少的情况下有权殴打他们，他们只有在背叛自己的部落时才

被处死，在其他的场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用罚金

（Ｗｅｒｇｅｌｄ）来赎罪，他们还惯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报血仇，这样

的日耳曼人现在却要屈服于罗马扈从的木棍和斧钺之下。而这一

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吸取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为国库征收

赋税，为总督及其亲信进行勒索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但是瓦鲁斯打错了算盘。日耳曼人不是叙利亚人。他用强加

在他们身上的罗马文明，只使他们在一个方面留下了印象。他只

向那些被迫跟罗马结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不堪忍受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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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胁着他们，从而促使他们达到了从来不能达到的团结。

瓦鲁斯带着他的三个军团驻扎在日耳曼尼亚，阿斯普雷涅斯

带着另外两个军团驻扎在下莱茵，离核心阵地阿利佐只有五六天

的行程。在这样的兵力面前，只有经过长期而周密的准备而突然

发动的决战，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样，谋叛的方法事先就决定

了。负责组织这次叛乱的，是阿尔米纽斯。

阿尔米纽斯出身于凯鲁斯奇人的部落贵族，是似乎在该部落

中当卫兵头目的塞吉美尔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军队里服

务，通晓罗马人的语言和风俗，在罗马人的大本营里是一位常见的

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的忠诚似乎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直至袭击的

前夕，瓦鲁斯还是坚决地信任他。韦莱说他

“是一位出自名门，勇敢、机敏，在野蛮人中无可比拟的青年，他的脸上和

眼睛里焕发着智慧的火焰；在以前的多次战役里〈即在对日耳曼人的战役里〉

他是我们经常的战友；他除享有罗马公民权外，并已取得罗马骑士的称号”。

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米纽斯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

一位卓越的统帅。他一经决定要摧毁莱茵河右岸的罗马人的统

治，就毫无顾虑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些早已为罗马势力所

控制的凯鲁斯奇人的军事贵族，至少要大部分争取过来；卡滕人、

乔克人，特别是直接处于罗马羁绊之下的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

人，也要拉来谋反。尽管瓦鲁斯的勒索已为此事作了准备，但一切

都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需要使瓦鲁斯失去警惕性。为了达

到这种目的，就利用了瓦鲁斯对诉讼程序的癖好，并以此狠狠地愚

弄了他。

韦莱说道：“日耳曼人虽然非常野蛮，但是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是

为了撒谎的，谁要没有亲身经验过，对这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在瓦鲁斯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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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一连串捏造的争讼把戏，时而毫无根据地互相控告，时而对瓦鲁斯表示

谢意，说他以罗马人的公道裁决了一切，说他们的野蛮习气在新的、前所未闻

的纪律和秩序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减轻，说他们以前惯于用武力解决的纠纷，

现在可以按照法律和公理来处理了。这样，他们把瓦鲁斯弄到全然不知警惕

的地步，他竟然以为他是在集会场中审理案件的一位城市大法官，而不是在

日耳曼尼亚腹地率领军队的一位司令官。”３０７

公元９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为了更能保证成功，日耳曼

人把瓦鲁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处派遣军队，分散他的兵力；由于

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是并不困难的。

狄奥说道：“瓦鲁斯并不把它的军队，像在敌国所应该做的那样适当地集

中起来，而是把他的兵士一队一队地供给要求援助者使用，这些人时而请求

派兵防守其一据点，时而请求派兵兜剿盗匪，时而请求派兵护送粮食，运送车

队。”３０８

这时，主要谋反人阿尔米纽斯和塞吉美尔却经常在瓦鲁斯左

右，并且常常跟他同桌吃饭。根据狄奥的说法，瓦鲁斯当时已经受

到警告，可是他的信任是没有止境的。最后，到了秋季，当起义的

准备业已全部完成而瓦鲁斯和他的主力部队已被引诱到凯鲁斯奇

人的地方直到威悉河畔的时候，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爆发的假装

的暴动，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当瓦鲁斯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发出进

军命令时，凯鲁斯奇人的另一个首领，大概和阿尔米纽斯家族有世

仇的塞格斯特向他提出了警告。瓦鲁斯还不肯相信他。于是，塞格

斯特又向瓦鲁斯建议，把他本人和阿尔米纽斯及其他凯鲁斯奇人

的首领都禁闭起来，然后再出发，说事情的结局会证明谁是正确

的。但是，甚至当瓦鲁斯出发以后，谋叛者以集合同盟军然后同他

会师为借口而留在后方的时候，瓦鲁斯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不像瓦鲁斯所期待的那样。凯鲁斯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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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人的军队真的集合了起来。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溃他

们自己以前请求派遣来的驻扎在他们那里的罗马军队，然后从侧

面袭击行军途中的瓦鲁斯。瓦鲁斯沿着崎岖的森林道路前进，因

为在这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还没有建筑完好的罗马军用大道。

遭到突然袭击的瓦鲁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鼓起了勇

气，并且从这时起表现出自己真是个罗马军队的统帅，不过已经太

晚了。他命令他的军队排成纵队，整顿由妇女、儿童、车辆、驮兽等

等组成的庞大的辎重队，并且在这狭窄的道路和茂密的森林所允

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保护他们，然后继续向自己的作战基地前进，这

个作战基地我们应该认为就是阿利佐。倾盆大雨使遍地泥泞，阻

碍了行军，常常使过于庞大的辎重队陷于混乱。受到了严重的损

失以后，瓦鲁斯来到了一个满布密林的山岭，上面还有一块可以勉

强扎营的空地；在这里，还相当有秩序地而且按照条令规定扎了兵

营，筑了工事。盖尔马尼库斯的军队六年以后来到此地时，还清楚

地看到这里有“三个军团的工事”３０９。瓦鲁斯针对这种情况，下了

决心，命令把那些不十分必要的车辆和行李都在这里烧掉。第二

天，他通过了一片开阔的平原，但又受到非常重大的损失，军队陷

于更大的混乱，晚上，再也无法有秩序地建立兵营了。盖尔马尼库

斯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堵半倒的墙和一道浅浅的壕沟。第三天，

又走过了林木繁茂的山岭，瓦鲁斯和大多数军事长官在这里丧失

了勇气。瓦鲁斯自杀了，军团几乎全部复没。只有骑兵队，在瓦拉

·努蒙尼乌斯的指挥下幸免于难；还有个别的逃亡步兵，像是逃到

了阿利佐而保全了性命。阿利佐至少还守住了若干时候，因为日

耳曼人还不会进行正规围攻。稍后，全部或一部分守备部队为自

己打开了一条道路。惊惶失措的阿斯普雷涅斯，大概只作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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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程的行军去迎接守备部队。布鲁克泰人、西干布尔人和一切较

小的部落全都起义了，罗马的统治又被赶到了莱茵河彼岸。

关于这次行军所经过的地区，有许多争论。可能性最大的是：

交战之前，瓦鲁斯在处于豪斯贝尔格与哈默伦之间某处的林特恩

盆地；在假装的暴动和第一次袭击发生以后，就向德特莫耳特附近

的德伦狭谷退却，这个狭谷形成一条经过奥斯宁格山脉的平坦而

宽阔的通道。这是一般的传统说法，和史料以及由当时战争局势

所引起的军事要求都是符合的。瓦鲁斯达到德伦狭谷与否，还不

能断定；但骑兵队（也许还有步兵先头部队）的突围，似乎肯定了这

一点。

三个军团的消灭和整个日耳曼尼亚西部暴动的消息，宛如晴

天霹雳，惊动了罗马。眼看着阿尔米纽斯就要渡过莱茵河并把高

卢煽动起来，另一方面，马罗博杜斯又要渡过多瑙河，并带动勉强

被压服的班诺尼人加入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意大利的力量已

经枯竭到这种地步，几乎再也不能派出任何军队。狄奥说道：在罗

马市民中适于服军役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年岁较大的人又逃避

当兵，因而奥古斯都就用没收财产的手段惩罚他们，有些人甚至被

处死；最后，皇帝拿已释放的奴隶及退伍军人勉强拼凑成一些队伍

来保卫罗马，解除了他的日耳曼人禁卫军的武装，并把所有的日耳

曼人从城中驱逐出去。

但是阿尔米纽斯没有渡过莱茵河，马罗博杜斯也没有想要进

攻，因此罗马可以毫无阻碍地对“背信弃义的日耳曼人”发泄它的

愤怒。我们已经看到，韦莱说日耳曼人“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

就是为了撒谎的”。斯特拉本也这样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日耳曼

人的诚实”和“罗曼人的奸险”。恰恰相反。他说克尔特人是“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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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做假的”，单纯到“他们在众人眼前毫不防备地急于参加战斗，

因而使他们的敌人容易取得胜利”３１０，谈到日耳曼人时他却说：

“不相信他们总是有好处的，相信他们，他们就会使你大倒其霉，凯鲁斯

奇人就是例证，他们破坏了条约，并以伏兵歼灭了三个军团及其统帅瓦鲁

斯。”３１１

至于奥维狄乌斯那种愤怒而渴望复仇的诗句，就更不必说了。

这简直像是读到了沙文主义最盛行时代的法兰西作家的作品，这

些作家对于约克的背信和萨克森人在莱比锡附近的叛卖行为３１２，

倾吐了他们的怒气。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诚实和遵守条约的忠

诚，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凯撒在休战和谈判期间，袭击了乌

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奥古斯都逮捕了西干布尔人的使节，但在他

们未来以前，却又拒绝同各日耳曼部落进行任何谈判。一切征服

民族都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理

所当然的；但当敌人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便说那是背信弃义和叛

卖行为。可是，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

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

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末，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

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当然，在德特莫耳特给阿尔米纽斯建立的荒诞的纪念碑，不过

是一种幼稚行为，它只有一点好处，诱使路易－拿破仑在阿利塞

［—圣雷讷］附近的山上，给维尔琴盖托里克斯也建立了一个同样

可笑和荒诞的巨大纪念碑。然而，有一点还是正确的，同瓦鲁斯的

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日耳曼

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关于这种独立对日耳曼人本身

是否有很大的好处，能够作许多翻来复去的无益争论，但可以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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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没有这种独立，全部历史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日耳

曼人自此以后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几乎纯粹是一长串的民族不幸

事件（这大部要由他们自己负责），因而最可靠的成绩也几乎每次

都变成了人民的灾难，但是还应该说，日耳曼人在当时，在他们历

史的初期，的确有过好运气。

凯撒用来征服高卢的，是垂死的共和国最后一些有生力量。

军团从马利乌斯时代起就由召募来的雇佣兵所组成，但毕竟还是

完全由古意大利人组成的；这种军团从凯撒以后确实在消亡下去，

正像当时古意大利人自己在那急剧扩大的大地产及其奴隶经营的

压迫之下正在消亡下去一样。当时只有采用非常手段，才能把１５

万人，即２５个步兵军团的完整队伍保持住。２０年的服役期限并未

遵守，服役期满的老兵被迫无限期地继续从军。这是奥古斯都死

后莱茵军团发生兵变的主要原因。塔西佗很清楚地描写了这次兵

变，它在反抗与纪律的奇妙结合方面，使人鲜明地想起菲力浦二世

的西班牙兵士在尼德兰的兵变。在这两次兵变中，受君主背约欺

骗的军队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我们看到，在瓦鲁斯会战之后，奥古

斯都企图恢复那早已废弃不用的旧的征兵法是怎样没有结果，他

怎样不得不去找那些服役满期的士兵，甚至去找那些被释放的奴

隶，而这些被释放的奴隶是他在班诺尼人起义时曾经一度召募过

的。以意大利自由农民的子孙来补充军队，随着意大利自由农民

本身的消灭而停止了。每一批新加入军团的补充兵员的来到，都

降低了军队的素质。不过还必须尽量爱惜这些军团，爱惜这个勉

强维持下去的全部军事力量的核心，因而辅助部队的作用就越来

越重要了，他们打仗，在打仗时军团只用作后备队，因此，在克罗狄

乌斯时代，巴达维人已经能够说：行省是用行省的血来征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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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军队对旧日罗马军队的纪律、沉着乃至旧日罗马的战术

日益生疏，这种军队日益由行省人民所组成，最后甚至大部分由帝

国以外的野蛮人所组成，这样的军队现在差不多已经不能用来进

行大规模的进攻战争，很快连较大的攻击战斗也不能进行了。军

队的蜕化迫使国家只能进行防御，防御开头还带有进攻的性质，但

很快就越来越变成消极的防御，最后，进攻的主动权完全落到日耳

曼人手里，他们在从北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不断渡过莱茵河和

多瑙河突破帝国国界。

当时，甚至为了确保莱茵河战线，也要让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本

土上重新领略罗马武装的优越性。为了这个目的，提比利乌斯急

忙赶到莱茵河去，以自己作为榜样，并用严峻的刑罚恢复废弛的军

纪，将行军部队辎重控制到最必要限度，并两次向西部日耳曼尼亚

进军（公元１０年和１１年）。日耳曼人回避决战，罗马人不敢在莱茵

河右岸扎下他们冬季的兵营。在阿利佐和在埃姆斯河河口乔克人

土地上建筑的工事中，是否冬季也保有常驻的守备部队，关于这一

点没有谁谈到过，但可以认为是实有其事的。

１４年８月，奥古斯都逝世。莱茵军团既不能在服役期满以后

退伍，也不能得到军饷，于是他们拒绝承认提比利乌斯，宣布德鲁

苏斯的儿子——盖尔马尼库斯为皇帝。盖尔马尼库斯平定了暴乱，

恢复了军中的纪律，并且带领他们向日耳曼尼亚进行了塔西佗所

描写的三次进军。这里阿尔米纽斯起来和他对抗，并且表现出他是

完全可以和他的对手相匹敌的一个统帅。他总设法避免在开阔地

区进行决战，尽可能阻碍罗马人的推进，并且只在罗马人不能展开

的沼泽地带和狭窄小道上进攻他们。但是日耳曼人并不永远听他

的话。好战的热情往往引诱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获得

７０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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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利品的渴望，不止一次地使深深落入陷阱的罗马人幸免于难。

这样，盖尔马尼库斯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和安格利瓦尔边境墙附

近取得了两次毫无战果的胜利，在归途中很费劲地从沼泽地的小

路上逃了出来，在弗里西安海岸由于暴风雨和涨潮的缘故，战船和

人员受到了损失，最后，在公元１６年那次出征以后，他就被提比利

乌斯召回了。罗马人深入日耳曼尼亚腹地的远征，从此便告结束。

但是罗马人深知，只有控制通向对岸的渡口，才能控制河流本

身。罗马人决不是消极地撤退到莱茵河后面，而是把他们的防御

转移到莱茵河右岸去。那掩护着利珀河下流、鲁尔河及乌培河地

区的大群罗马堡垒（这至少在个别的场合下，是和以后的区相对应

的）和那从莱茵河修到马尔克伯爵领地边境的军用大道，令人推想

到这里建立过防御工事体系。这些由艾塞尔河直至济克河的防御

工事，同现在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之间的界线是一致的，只在莱茵

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上有某些出入。这个在七世纪时大概还

在某种程度上保有防御能力的工事体系，或许在莱茵河阻止了当

时入侵的萨克森人，这样便划定了他们这一个部落和法兰克人之

间的现在的境界线。近几年来，才在这里有了极重要的发现（由雅

·施奈德尔作出的）；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逆莱茵河而上，逐渐建立起了一道罗马的边境墙，这主要是在

多米齐安和阿德里安时代建筑的。它从诺依维特附近开始，通过

蒙塔包尔高地，向埃姆斯河伸展，在那里越过兰河，在阿道夫塞克

附近顺着陶努斯山脉北坡折向西方，包括了韦特劳谷地中的格吕

宁根这一极北点，从这里向东南进展，并经哈瑙以南地区直达美因

河。从这里起，这道边境墙沿美因河左岸直到米尔腾堡；从此沿着

一条只有一个地方有曲折的直线到达霍亨施陶芬城堡附近的维尔

８０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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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堡的雷姆斯河。在这里，大概是后来在阿德里安时代继续修筑

起来的边境墙折而向东，经过丁克尔斯比尔、贡岑豪森、埃林根和

基普芬堡，并在克耳海姆上方的伊尔恩津克附近达到了多瑙河。

在边境墙后面，筑有较小的工事，在稍远的地方又有较大的要塞作

为据点。这样封锁起来的莱茵河右岸上的这一块土地，至少从美

因河往南一带，自从海尔维第人被苏维汇人赶跑以后便一直荒芜

着；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里住着高卢的流浪者和匪兵。

这样，在莱茵河边境墙附近和多瑙河一带，逐渐出现了比较安

定、比较平静的局面。战斗与侵袭仍继续发生，但是双方领土的界

线在几世纪当中没有变化。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在塔西佗和托勒密以后，关于日耳曼尼亚内地情况和事件的

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其他一系列更明了的史

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许多古代文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罗马人跟日耳曼尼亚

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指

出了一条在他那个时代有时就已利用过的、来自卡尔农特（对着马

尔赫河流入多瑙河的河口）的旧通商道路，这条道路沿着马尔赫河

与奥得河直通到琥珀海岸。这条道路，和通过波希米亚沿着易北

河前进的第二条道路一样，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由伊特剌斯坎

人使用着，而伊特剌斯坎人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的谷地里住过，这

已经被许多文物特别是哈耳施塔特出土的文物３１３所证明。高卢

人一侵入北部意大利，大概就把这种贸易终止了（约在—４００年）

９０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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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博伊德·道金斯的看法
３１４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

和伊特剌斯坎人发生这种以输入青铜器为主的贸易关系的，一定

是在日耳曼人之前就占据了维斯拉河和易北河这一地区的民族，

也就是克尔特人，而日耳曼人的移入正像克尔特人向意大利的回

流一样，都会使这种贸易关系中断。只是在这种关系中断以后，才

出现了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沿着德涅斯特尔河和德涅泊河直通

到维斯拉河河口的那条更偏东的通商道路。在勃罗姆堡、埃捷尔

岛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古代希腊钱币，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钱币

中间，有的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也许是五世纪在希腊、意大利、西西

里岛、昔勒尼等地铸造的。

当迁移的民族一旦安定下来的时候，奥得河和易北河沿岸中

止不用的两条通商道路一定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在托勒密时

代，似乎不仅仅这两条道路，而且还有其他经过日耳曼尼亚的通道

也重新利用了起来。在这方面，凡是托勒密的证明中断的地方，出

土的文物都能接下去加以证明。

卡·弗·维贝尔格①把文物作了仔细的比较，在这方面弄清

了许多问题，并证明，在公元二世纪，人们又使用了通过西里西亚

沿奥得河顺流而下和通过波希米亚沿易北河顺流而下那两条通商

道路。塔西佗早就提到波希米亚那些

“从我国行省去的战利品包买人和商人（ｌｉｘａｅａｃｎｅｇｏｃｉａｔｏｒｅｓ），他们由

于贪图金钱和忘了祖国而跑到敌人的地区和马罗博杜斯的阵地里去”３１６。

赫蒙杜利人也是一样，他们老早就跟罗马人友好，而且按照塔

０１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ＢｉｄｒａｇｔｉｌｌｋａｎｎｅｄｏｍｅｎｏｍＧｒｅｋｅｒｓｏｃｈＲｏｍａｒｅｓｆｏｒｂｉｎｄｅｌｓｅｍｅｄＮｏｒｄ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ｖｏｎＪ．Ｍｅｓｔｏｒｆ：《ＤｅｒＥｉｎｆｌｕｓｓｄｅｒＫｌａｓｓ．Ｖｏｌｋｅｒ》ｅｔｃ．，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６７．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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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佗的说法，他们在德库马特地区
①和勒戚亚直到奥格斯堡自由

地进行贸易，当然也把罗马人的货物和硬币从美因河上游运到萨

利河和韦雷河去。再往前去，在罗马边境墙附近，在兰河河畔，也

显示出有一条通往内地的通商道路的痕迹。

最重要的道路，看来始终是横贯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一

条。马尔赫河（或叫贝奇瓦河）和奥得河的分水岭，是必须翻越的

唯一分水岭，它通过了一个辽阔的丘陵地区，海拔在３２５米以下；

铁道现在也是从这个地方通过的。从下西里西亚起，展开了北日

耳曼尼亚的低平原，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道路，沿着不同方向通往维

斯拉河和易北河。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

的时候，一定经常有罗马商人居住。在那里，我们不仅发现有玻璃

瓮、香料瓶［Ｔｒａｎｅｎｆｌａｓｃｈｃｈｅｎ］和刻有拉丁文的骨灰罐（在西里西

亚的特雷布尼茨附近的马塞耳及其他地方），而且还有完整的罗马

人的墓穴，内有放骨灰坛的壁龛（骨灰安放处）（在格洛高附近的纳

赫耳恩）。在梅克伦堡的瓦林附近，也发现了毫无疑问是罗马人的

坟墓。硬币、罗马的金属制品、粘土制的灯等等文物，同样证明了

贸易关系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一般地说，整个日耳曼尼亚东

部，罗马的军队虽然从来没有到过，却到处散布着罗马的硬币和工

艺品；这些工艺品上面的商标，往往也可以在罗马帝国各行省发掘

出来的文物上看到。在西里西亚发现的粘土制的灯，和在达尔马

戚亚、维也纳等处发现的其他的灯有同样的商标。例如在两个青

铜器上都有《Ｔｉ．ＲｏｂｉｌｉｕｓＳｉｔａｌｃｉｓ》这样的戳记，而其中一个是在梅

克伦堡发现的，另一个是在波希米亚发现的；这证明沿着易北河有

１１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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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通商道路。

但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头几个世纪，罗马的商船也来到了北海。

在奥斯特河畔的诺伊豪斯（易北河口）所发现的、属于尼禄到马可

·奥里略时代的３４４个罗马银币和一条大概在那里遇难的海船的

残骸，都证明了这一点。沿波罗的海南岸也有一条海上航线，直通

丹麦诸岛、瑞典、哥特兰岛；关于这条航线我们还要作更详细的研

究。托勒密和马尔齐安（约在公元４００年）所说的各个沿海地点彼

此之间的距离，只能以到过那一带海岸的商人们的报告为根据。

这些商人从梅克伦堡沿岸到但泽，并从这里到斯堪的亚。最后，在

霍尔施坦、什列斯维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丹麦诸岛及瑞典

南部发掘出来的来自罗马的许多其他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

文物的出土地点，离海岸都很近，而且彼此间的距离也很小。

在罗马的这种贸易中，向日耳曼尼亚的武器输入占多大比重，

很难判断。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大量武器也可能是战利品，在边

境上的罗马当局当然要竭力阻止把武器输送给日耳曼人。但是有

些东西是可以从海道上运去的，特别是运给较远的民族，例如运往

基姆布利半岛。

通过上述各种不同道路而输入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罗马商品，

有家用器具、装饰品、化妆品等。家用器具之中，有青铜制的碗、尺

子、杯子、容器、烹饪用具、滤器、匙子、剪子、勺子等以及个别的金

银制的容器和传布很广的粘土制的灯。青铜或金银制的装饰品

有：颈饰、头饰，手镯、指环和同我们的胸针相似的扣子。在化妆品

中，我们发现有梳子、镊子、耳挖子等，至于那些用途还有争论的物

品就不谈了。这些制品，按照沃尔索的意见，大多数都是一世纪时

在罗马流行的风尚的影响下产生的３１７。

２１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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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时代甚至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和使用这些器具的这

个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纵然可以认为使用这些东西的只是少

数豪门巨富。塔西佗所说日耳曼人用以“解饿”的那种“既未细心

调制（ｓｉｎｅａｐｐａｒａｔｕ）也不加调味品”的“简单食物”３１８，现在则为

另一种食物所代替，这种食物在烹饪上已经使用相当复杂的设备，

此外还有从罗马人那里弄来的各种适当的调味品。他们不再轻视

金银器物，出现了以金银器物装饰自己的癖好；他们改变了漠视罗

马货币的心理，出现了罗马货币流通于日耳曼尼亚全境的情况。

至于说到这些化妆品，单单它们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说明这个

民族的习俗在开始彻底改变吗，虽然这个民族我们知道过去已经

发明了皂，但他们只懂得用皂来把头发染成黄色。

日耳曼人用什么东西向罗马商人换取所有这些现金和商品

呢，这我们首先可以从古人的报道中得到了解，但这些古人，我们

已经说过，几乎使我们一无所知。普林尼说蔬菜、鹅毛、毛织品和

皂是罗马帝国从日耳曼尼亚输入的物品。但是，这种在边境上刚

刚开始的贸易，不能作为衡量以后时代的尺度。我们知道的主要

商品是琥珀，但这也不足以说明那样普及于全国的贸易。构成日

耳曼人主要财富的家畜，大概是最重要的输出品，单拿配备在国境

上的军团来说，就对肉类有大量的需要。在约尔南德时代由斯堪

的那维亚输往维斯拉河河口、再由这里输入罗马帝国的兽皮和绒

毛商品，一定在更早的时代，就从日耳曼尼亚东部的森林中找到了

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杂技团中的野兽，维贝尔格认为是罗马的

航海者从北方运来的。但是除了熊、狼、也许还有野牛以外，那里

什么也不能弄到，而狮子、豹、甚至熊，却可以比较近便和比较容易

地从非洲和亚洲输入。是不是奴隶呢？维贝尔格最后近乎羞怯地

３１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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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这大概倒叫他碰对了。事实上，除开家畜以外，奴隶是为了

和罗马取得贸易平衡而能够大量从日耳曼尼亚输出的唯一商品。

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里和大地产上使用着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

些奴隶人口自身是繁殖得很少的。全部罗马大土地占有经济都靠

大规模输入贩卖的战俘来维持，这些战俘是在日趋没落的共和国

时代以及奥古斯都时代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流入意大利的。现在这

种现象已经结束。帝国已在固定的国境线上转向防御。从中可以

征集大量奴隶的战败的敌人，在罗马部队中越来越少。必须向野

蛮人购买奴隶。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贩卖者的身分出现在市场上

吗？按照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早就在出卖奴隶了（“日耳曼尼亚

志”第２４章），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也像弗里西安人

那样，在金钱不足时就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奴隶向罗马人交

纳贡赋，他们在三世纪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已经在波罗的海上航

行，并且他们在北海上所进行的远征，从三世纪萨克森人的航行开

始到十世纪诺曼人的航行为止，除开进行其他的海盗活动以外，其

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猎取奴隶，而且猎取奴隶差不多专门是为了

贩卖。就是这些日耳曼人，在几世纪之后，不论在民族大迁徙时期

或者在他们对斯拉夫人作战时期，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奴隶掠夺

者和奴隶贩卖者吗？除非我们认为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日耳曼人全

然不同于罗马人的其他一切邻人，全然不同于三、四、五世纪日耳

曼人的后代，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们也大规模地参加了向意大

利贩卖奴隶的贸易，而这种奴隶贸易，当时被认为是体面的事业，

甚至是光荣的事业。这样，那遮掩着当时日耳曼尼亚出口贸易的

神秘面纱就脱落下来了。

我们在这里应该回头来谈谈当时波罗的海上的贸易。在卡特

４１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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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海峡沿岸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罗马文物，但在波罗的海南岸直

至里夫兰内地，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丹麦诸岛的南岸及

内部地区，在瑞典的南岸和东南岸，在厄兰岛和哥特兰岛，罗马文

物却有很多。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属于所谓迪纳里时期的。关

于这个时期，我们到下面再谈。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塞普提米乌

斯·谢维路斯统治的初期，也就是说延续到公元２００年前后。塔

西佗已经谈到苏伊翁人，说他们因有桨划船的舰队而强大起来，他

们都敬重财富。可见他们大概早就从事海上贸易了。当他们的航

海事业首先在波罗的海、厄勒海峡、厄兰海峡以及近海处发展起来

以后，他们就一定要冒险到大海上去，企图把博恩霍尔姆岛和哥特

兰岛纳入他们的活动圈内。他们在船只的操纵上一定很有把握，所

以能够发展繁盛的贸易，而贸易的中心正是在离大陆最远的哥特

兰岛。事实上，到１８７３年为止①，在这里已找到了３２００多个

罗马迪纳里银币，而在厄兰岛发现的约有１００，在瑞典大陆不到

５０，在博恩霍尔姆岛２００，在丹麦和什列斯维希６００（其中４２８个

是在西兰岛的斯拉耶耳塞一次发掘中出土的）。对这些遗物的研

究表明，在公元１６１年，即马可·奥里略即位的那一年以前，流入

哥特兰岛的罗马迪纳里银币是很少的，但从这一年起直到该世纪

末，迪纳里银币却大量流入该岛。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纪的下半

叶，波罗的海的航海事业一定已经很发达了。至于航海事业以前

早就出现这一事实，已为托勒密的记载所证明，根据这个记载，从

维斯拉河口到斯堪的亚的距离是１２００—１６００斯达第（３０—４０地

５１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① 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瑞典的异教时代”，德译者梅斯托尔夫，１８７３年汉堡版

（Ｈａｎｓ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ｉｄ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ｉｎＳｃｈｗｅ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ｖｏｎ

Ｍｅｓｔｏｒｆ，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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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哩）①。这两个距离，就布累金格的东端和厄兰岛或哥特兰岛的

南端来说，大致都是不错的，要看是从里克斯赫夫特角量起，还是

从纽法尔瓦塞尔或皮耳劳量起。这两个距离，完全跟其他关于沿

德意志海岸到维斯拉河口的距离的说法一样，都只能以海员的报

道为根据。

在波罗的海上从事这种航行的不是罗马人，其证明有二：第

一，所有罗马人关于斯堪的那维亚的概念都很模糊；第二，在卡特

加特海峡和挪威没有找到过一个罗马钱币。罗马人在奥古斯都时

代到过基姆布利海角（斯卡晏），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无际的海

洋，这个地方大概始终是他们直接进行海上贸易的终点。由此可

见，当时日耳曼人自己航行于波罗的海，进行贸易，并往斯堪的那

维亚运送罗马的货币和罗马的工艺品。而且事情也只能是这样。

从三世纪的下半叶起，萨克森人突然从海上袭击高卢和不列颠海

岸，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信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

这必须要长期熟悉大海上的航行。而这一点，萨克森人（这个名

词，我们在这里是指基姆布利半岛上的一切民族说的，也就是说还

指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朱特人）只能在波罗的海上得到。这是

一个没有潮水涨落的大内海，西南大西洋上的风暴在北海大为减

弱之后方才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伸展得很长的有许多岛屿、海湾和

海峡的海域，从这一岸航行到那一岸，至多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看不

到陆地，这真像是一个为演习新发展起来的航海术而创造出来的

海。属于青铜时代的画着许多桨划船的瑞典岩画，证明这里存在

过古代航海事业。这里，在什列斯维希的尼达姆沼地，发掘出一只

６１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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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７０英尺，宽８到９英尺的柞木船，该船建造于三世纪初，完全适

合于大海航行。在这里，在默默无声中形成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

能，使萨克森人和诺曼人有可能日后在大海中实行远征，而且由于

这个缘故，日耳曼人直到现在还站在世界一切航海民族的前列。

直到二世纪末，流入日耳曼尼亚的罗马硬币，主要是银迪纳里

（一个迪纳里＝１０６马克）。而且日耳曼人，正像塔西佗告诉我们

的，喜欢他们早就熟悉的边缘为锯齿形并铸有双驾马车花纹的旧

硬币。确实，在古代硬币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ｓｅｒｒａｔｉ ｂｉｇａ

ｔｉｑｕｅ①硬币。这种古币含铜量只有５％—１０％。图拉真已经下令把

２０％的铜掺到银币里去；日耳曼人那时大概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当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从１９８年起将掺入物提高到

５０％—６０％的时候，就引起了日耳曼人的愤恨。在文物中，这种后

期的劣质迪纳里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能看到，罗马货币的输

入当时是中止了。只有在君士坦丁于３１２年规定以金索里达（７２

个索里达等于一罗马镑纯金，即３２７克纯金，也就是说，一个索里

达＝４５５克纯金＝１２７０马克）为货币单位以后，货币才又开始输

入，从这时起流入日耳曼尼亚的，更多是流入厄兰岛尤其是哥特兰

岛的，主要是金币——索里达。这一罗马货币输入的第二个时期，

即索里达时期，就西罗马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西罗马帝国的末

日，就拜占庭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阿纳斯塔西乌斯（死于５１８年）

时代。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在瑞典、丹麦诸岛发现的，有些是在德国

波罗的海海岸上发现的；在德国内地发现的很少。

但是，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及其后继者的铸造伪币，还不

７１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① 锯齿形的、有双驾马车花纹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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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贸易为什么突然中断。肯定还有

其他的原因。原因之一显然是政治关系。从三世纪初，日耳曼人对

罗马人开始了进攻性的战争，在２５０年前后，战火烧遍了多瑙河口

直到莱茵河三角洲一带。在交战国之间，当然不会有正常的贸易。

但是，这种突然发生的全面的持久的进攻性战争本身，需要加以说

明。在罗马的内部关系中，找不到这种说明；恰恰相反，帝国到处

都进行着成功的抵抗，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在各个极端混乱时期之

间，还产生过几个强有力的帝王。可见，日耳曼人的进攻是由他们

自己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在这里，能对此事加以说明的还是

出土的文物。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什列斯维希的两处泥炭沼泽上发掘

出了一些极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由哥本哈根的恩格耳哈尔特作

过详细的研究，并且经过许多波折之后，现在存放在基尔博物馆。

这些文物和其他同类文物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硬币可以相当确

切地确定这些文物的年代。在聚德布腊卢普附近的塔施堡（丹麦

语——Ｔｈｏｒｓｂｊｅｒｇｅｒ）沼地出土的一批文物中，有３７枚从尼禄到

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期的硬币。在尼达姆沼地（这是一个

淤塞的变成了泥炭沼泽的海湾）出土的另一批文物中，有３４枚从

提比利乌斯到马克里努斯（２１８年）时期的硬币。可见这些文物毫

无疑问是公元２２０年到２５０年期间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文物中，不

仅有罗马出产的东西，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制造的物品，这些物品在

含有铁质的泥炭水中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令人惊奇地向

我们说明了北日耳曼尼亚在三世纪上半叶时的金属工业、织布业

和造船业的情况，而文物上的鲁恩文字，也说明了当时使用文字的

情形。

８１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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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更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工业水平本身。精致的纺织物、

美丽的平底鞋和制作精巧的套具，都说明这是一个比塔西佗时代

的日耳曼人高得很多的文化阶段；而尤其使我们惊讶不止的，是本

地的金属制品。

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

言学所证明。他们也许还有过金属开采和金属加工的知识，但是

当他们和罗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保有这种知识。至少在

公元一世纪的著作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莱茵河与易北河间有

开采和加工铁或青铜的说明；他们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不错，

塔西佗谈到过哥汀人（在上西里西亚？）的采铁，而托勒密也说到他

们的邻人魁代人的制造铁器，但这两种人可以从多瑙河沿岸学到

冶铁术。由硬币证明是属于一世纪的文物中，也没有任何本地制

作的金属品，而只有罗马的金属品；如果日耳曼尼亚有自己的金属

加工业，那末大量的罗马金属商品怎么还会运到那里去呢？诚然，

在德意志也找到过古代的铸型、未完工的青铜铸件和青铜铸件废

品，但都没有同时发现可以证明其年代的硬币；大概这都是前日耳

曼人时代的遗痕，是流浪的伊特剌斯坎人青铜铸工活动的残迹。

不过，提出关于移来的日耳曼人是否完全忘掉了金属加工这样的

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全部事实都说明，日耳曼人在一世纪的确没

有或者几乎没有从事金属加工。

但是，塔施堡沼地出土的文物突然在这里出现，并向我们表

明，本地的金属工业有出乎意料的高度水平。钮扣、饰有兽头和人

头的装饰用的金属片、除眼鼻嘴以外把全部面孔掩盖起来的银盔、

用金属丝编的锁子甲（这需要付出极端艰苦的劳动，因为金属丝一

定要预先经过锤打，拔制金属丝是到１３０６年才发明的）和一个金

９１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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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箍，至于其他一些不知是否是本地所造的物品，就不在这里列举

了。和这些物品相似的，还有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芬宁岛沼地出土

的以及也是六十年代初在波希米亚（在哥尔若维策）出土的物品，

如饰有人头的豪华的青铜盘、钮扣和带扣等。这些物品同塔施堡

的完全属于一个类型，因此也必定同属于一个时代。

从三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一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

曼尼亚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说，到了五世纪末，它已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单是铁和青铜，就连金银也经常加工制作

了，仿照罗马钱币铸造了装饰用的金片，并对非贵金属镀金；还出

现了镶饰，珐琅和细丝工；在形状往往很笨拙的整个物件上，可以

找到有高度艺术性的、饶有风趣的、只是部分模仿罗马人的装饰

——这一般主要是指都有一定特殊外形的钮扣、带扣和胸针说的。

在英国博物馆里，来自阿速夫海滨刻赤的钮扣和在英国发现的完

全一样的钮扣同时陈列着；它们可能是同一个作坊的出品。这些

制品的风格，虽然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从瑞典到多瑙河下

游，从黑海到法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日耳曼人金属工

业的第一期，在大陆上，随着民族大迁徙的告终和普遍地信奉基督

教而逐渐结束；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还维持得稍久一些。

这种工业在六七世纪时在日耳曼人中间传播得多么广泛，并

在多大的程度上已作为单独的工业部门分离出来，可由“民族法”

来作证。铁匠、刀剑铸造匠、金银匠常被提到，在“阿勒曼尼法”中

甚至还说到经过公家审查（ｐｕｂｌｉｃｅ ｐｒｏｂａｔｉ）过的工匠。“巴伐利

亚法”对于在教堂、公爵庄园、铁匠铺和磨坊的盗窃行为课以更多

的罚金，“因为这四种建筑物是公用的房子，而且是经常开门的”。

按照“弗里西安法”，杀害金匠的杀人罚金要比杀害同一等级的其

０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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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多四分之一。“萨利克法”规定普通奴隶的价格是１２索里达，

而铁匠奴隶（ｆａｂｅｒ）的价格则为３５索里达。

关于造船业，我们已经谈过了。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船是桨划

船；大的是柞木船，要十四对人划桨，小的是用松木做的。桨、舵和

水斗还都放在船里。只有在日耳曼人也开始在北海航行以后，他

们似乎才从罗马人和克尔特人那里学会了怎样使用船帆。

制陶业他们在塔西佗时代就已经有了，但还只有手工制陶业。

在边界上，即在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边境墙以内，罗马人有大规模

的制陶作坊，烧在陶器上的工人名字，证明在这种作坊里面工作的

也有日耳曼人。关于陶工旋盘和釉的知识以及更高级的技能，必

定通过他们而传入到日耳曼尼亚。横渡多瑙河而入侵的日耳曼

人，也知道了玻璃制造法；在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常常发现玻璃器

皿、彩色的玻璃珠和金属制品上的玻璃镶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

日耳曼尼亚制造的。

最后我们看到，鲁恩文字已经得到普遍的传播和采用。在塔

施堡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鲁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带

扣。这种鲁恩文字，我们在瓦拉几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

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那维亚最古的鲁恩文

字石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鲁恩文字母，日后便形

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鲁恩文字；它比后来在斯堪的那维亚占支配地

位的北方鲁恩文字多七个字母，它也表明这是比流传到现代的、最

古老的北方语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这是一种极端笨

拙的文字体系，渊源于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

头上金属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经作了改变。圆形的字母

被有角的字母所代替；只能上下写或斜写，不能横写，这都是为了

１２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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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树木的纤维。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纸或普通纸上写这种有角

文字，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文字实在只适用于宗

教、巫术和题词方面，也许还适用于其他简短报道；只要产生了真

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

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抛弃，重新采用希腊字母或罗马字母，而只保

留个别鲁恩字母。

最后，日耳曼人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在耕作和畜牧上

一定也有显著的进步。转向定居生活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不然，

人口就不可能激增，以致在民族大迁徙时期造成人口过剩。原始

森林中的许多地段一定已经开垦了出来，从这里大概就产生了处

在当时日耳曼人境内的大部分“熟荒地”（即带有古代耕地痕迹的

森林地段）。关于这方面的特别证据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如果普

罗布斯约在三世纪末喜欢为他的骑兵挑选日耳曼人的马，如果在

不列颠的萨克森地区排挤掉克尔特人的小黑牛的大白牛，像现在

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去的，那末，这就证明在日

耳曼人的畜牧和耕作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革命。

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

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佗到民族大迁徙（公元４００年左右）

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传播到了他们那里，并为他们

运来了罗马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一部分罗马人的需求；商

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

独立发展起来的。什列斯维希沼地出土的文物，代表这种工业的

可以确定其年代的第一阶段；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文物，代表有了更

高发展程度的第二阶段。这里有一个特点是，西部各部落显然落后

２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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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地各部落，尤其落后于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法兰克人和阿勒

曼尼人以及更晚的萨克森人所提供的金属品，质量都低于盎格鲁

撒克逊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从内地迁来的各部落——黑海沿岸

及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法兰西的勃艮第人。从多瑙河中游沿易北

河奥得河前进的那条旧商道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是不容否认的。

同时，海岸居民逐渐变成了巧妙的造船家和勇敢的水手；人口数目

到处都在急剧增加；被罗马人局限起来的领土再也不够了。首先从

遥远的东部发生了寻求土地的各部落的新的迁徙；最后，蜂拥的人

群从四面八方，从陆地和海上不可遏止地奔向新的地区。

注释：各日耳曼部落

罗马军队只沿着几条远征的路线进入过大日耳曼尼亚腹地，

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也仅仅达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时代以前，商

人和其他旅行家到这里来的也很少，并且都没有深入内地。关于

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这样贫乏和这样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值

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两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也只有在完全证

实以后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

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

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批判的评论者。他们对这个地方缺乏亲身

的阅历。斯特拉本认为，罗马人这样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

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

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

本世纪初的朴素的唯理论，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

３２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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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学问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的上述各个日耳

曼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精密计算出来的、确定不移的经纬线网

中的方格里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

但他的关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毕竟是错误的３１９。第一，他所利用

的资料大半都是不确切的，矛盾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

他的地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半完全画错了。他真像一个从

未出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１８２０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

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阿非利加的利奥以来的

一切史料，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指出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指

出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的事的企图，一定会加深他所

利用的材料的错误。所以，托勒密把许多民族都弄重复了；易北河

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伦巴德人；他知

道两个波希米亚，一个住着马可曼尼人，另一个住着拜诺卡姆人等

等。塔西佗明确地说，日耳曼尼亚没有城市，但不到５０年，托勒密

却已经举出了９６处带有名称的地点。其中有许多名称，也许是正

确的地名；托勒密像是从商人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这些商人很多

当时已经到过日耳曼尼亚东部，而且熟悉了他们到过的那些地方

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名称。虚构的城市锡阿土坦德这个例子，说明

其他一些名称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地理学家大概是在

污损的手稿上从塔西佗的《ａｄｓｕａｔｕｔａｎｄａ》〔“为了保存它”〕这句

话中推敲出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异常精确和具有头等历史价值

的报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确指出伦巴德人（诚然用了拉科

巴德人这个错误名称）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德高和巴德维

克这两个地名，今天还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明。他同样正确指出印

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尔斯高，那里在莱茵河畔诺依维特附近，今天

４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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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

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格

律德和苏道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

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原文中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最

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最直接的史料仍然是罗马人，特别是那些亲身到过日耳曼尼

亚的罗马人。韦莱曾以士兵的身分到过日耳曼尼亚，而且也是以

士兵的身分来写作的，他写作的神气，好像是一个ｇｒａｎｄｅａｒｍｅｅ

［大军］的军官在描写１８１２年和１８１３年的出征。他的叙述甚至不

能使人确定发生战事的地点。这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地区是并不奇

怪的。普林尼以骑兵军官的资格，也曾经在日耳曼尼亚服役，而且

访问过乔克人居住的海岸；他把同日耳曼人进行的全部战争写成

了２０卷书；塔西佗便是从这里汲取资料的。并且，普林尼又是不

但在政治、军事观点上，而且在理论观点上，对于在一个野蛮地区

里所进行的战争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①因此，这位罗马的科

学百科全书家根据亲身观察写出来的关于日耳曼部落的报道，具

有特别的价值。依据传统的说法，塔西佗到过日耳曼尼亚，但是我

没有找到一个证据。不管怎样，他当时只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

近搜集直接材料。

为了使［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关于各民族的分

类彼此协调，并且使它们同其他混乱的古代史料也能协调，曾经有

两本古典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徒然的努力，这便是卡斯巴尔·措伊

斯的“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和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

５２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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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３２０。这两位天才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没有做到的事情，

应当说，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料也是无法解决的。资料的不足，从这

两位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些虚假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一事实中看出

来；措伊斯以为一切争论问题的最后结论应该从托勒密的著作中

去寻找，虽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尖锐地指明了托勒密的根本错误；

格林以为推翻罗马世界帝国的那种力量，应该是在比莱茵河、多瑙

河和维斯拉河之间这一块地方更为广阔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因此

多瑙河下游的北部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应该和哥特人及达克

人的土地一起，同样看做是日耳曼人的。不论是措伊斯的或者是

格林的假设，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我们打算至少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们把任务加以限

制。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

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

作片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

中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

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们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

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

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

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

各个民族纳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

件工作。措伊斯拚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民族塞

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

算把斯堪的那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基本

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垮台了，正像普林尼的五个基

６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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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个部落吧。

一、Ｖｉｎｄｉｌｉ，ｑｕｏｒｕｍｐａｒｓＢｕｒｇｕｎｄｉｏｎｅｓ，Ｖａｒｉｎｉ，Ｃａｒｉｎｉ，

Ｇｕｔｔｏｎｅｓ〔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古顿

人〕。

这里有三个民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自己。关于他

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他们说的都是哥特方言；第二，他们当时

都住在日耳曼尼亚的极东部分：哥特人住在维斯拉河河口和河口

彼岸；勃艮第人，按照托勒密的说法，住在瓦尔塔河流域直至维斯

拉河一带；汪达尔人，据狄奥·卡西乌斯（他用汪达尔人的名字来

称呼理森山）说，住在西里西亚。如果按照语言来划分部落，我们

就应该无条件地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属于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

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基本部落中去，这首先包括普罗科皮阿斯认为

（正像他对汪达尔人那样）说哥特语的地方３２１。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点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海鲁莱人的住处，格林是把

这些海鲁莱人同斯基尔人和鲁吉人一道算作哥特人的。普林尼提

到过维斯拉河畔的斯基尔人，塔西佗提到过和哥特人一起住在海

滨的鲁吉人。这样看来，哥特方言在汪达尔山（理森山）、奥得河和

波罗的海之间，直到维斯拉河及维斯拉河彼岸，占据了一块相当完

整的地区。

喀林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瓦伦人也引起了一些困

难。塔西佗把他们和盎格鲁人一起列入供奉纳塔斯神的七个民族

之中；措伊斯已经正确地指出，他们具有印格伏南人所特有的面

貌。托勒密却把盎格鲁人列为苏维汇人，这显然是错误的。措伊斯

则把这同一位地理学者所写错的一两个名称，认做是瓦伦人，因而

７２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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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安置在哈斐尔兰德，并将他们划为苏维汇人。古代“民族

法”的记载，简直把瓦伦人和绍林吉亚人混同了，但法律本身对瓦

伦人或盎格鲁人都是一样的。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来看，瓦伦人应

该算是哥特部落还是印格伏南部落，还是一个疑问；不过他们已经

完全消失，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二、ＡｌｔｅｒａｐａｒｓＩｎｇａｅｖｏｎｅｓ，ｑｕｏｒｕｍｐａｒｓＣｉｍｂｒｉ，Ｔｅｕｔｏｎｉａｃ

Ｃｈａｕｃｏｒｕｍｇｅｎｔｅｓ〔另一部分是印格伏南人，其中包括基姆布利

人、条顿人和乔克人〕。

普林尼在这里首先指出，基姆布利半岛及易北河与埃姆斯河

之间的沿海地带是印格伏南人的居住地。在上面举出的三种人当

中，乔克人毫无疑问是弗里西安人最亲近的同族。弗里西安语今

天还在北海沿岸、荷兰的西弗里斯兰、奥登堡的扎特兰德和什列斯

维希的北弗里斯兰占着支配的地位。在卡罗林王朝时代，从辛克

法耳海湾（这个海湾现在还是比利时的弗兰德和荷兰的西兰省的

分界线）到济耳特岛和什列斯维希的维道的全部沿海地区，也许在

更北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差不多说的都是弗里西安语；只有在易北

河河口两边直到海岸，才说萨克森语。

普林尼说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显然是指当时基姆布利半岛

的居民，可见他们都是属于乔克—弗里西安语族的。所以我们可

以同措伊斯和格林一起，把北弗里西安人看做是古代半岛上的日

耳曼人的直系子孙。

诚然，达尔曼（“丹麦史”）３２２曾经断言，北弗里西安人是直到五

世纪时才从西南方面迁移到半岛上来的。但是他没有替他的论断

提出任何证据，而他的论断在以后的全部研究中完全没有为人注

意，也是理所当然的。

８２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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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有古代文物留传到现代和仍然存在的那些方

言，来称呼整个语族；在这个意义上，印格伏南语首先和弗里西安

语具有相同的含义。不过，印格伏南部落的范围是否就以此为限

呢？格林把他不完全确切地称为低地日耳曼人的那些人，即除弗里

西安人以外也包括萨克森人都归入印格伏南部落，这是否正确呢？

我们一开头就承认，普林尼把凯鲁斯奇人算做赫米诺南人，这

就对萨克森人作了完全不正确的分类。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事实

上，我们不能不把萨克森人也算做印格伏南人，从而把这个基本部

落看做是弗里西安—萨克森部落。

这里应当谈一谈盎格鲁人。塔西佗假定地把他们算做苏维汇

人，托勒密则肯定地把他们列为苏维汇人。托勒密把他们安置在

易北河右岸，伦巴德人的对面；如果这个意见一般还有若干正确成

分的话，那也只能是指易北河下游的真正的伦巴德人。照这样说，

盎格鲁人从劳恩堡大概到了普里格尼茨。后来我们就在半岛上发

现了他们，那里保存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从那里，和萨克森人一

同迁往不列颠去的。他们的语言是现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组成部

分，而且肯定是这种新形成的语言中的弗里西安语的那一部分。

不管停留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的或者僻居远处的盎格鲁人发生了什

么事情，单单这个事实就迫使我们把盎格鲁人算做印格伏南人，并

且要把他们列入其中弗里西安人那一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大

部分是弗里西安语式的而不是萨克森语式的）整个元音发音法的

形成，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后的发展在许多场合同弗里西安方言发

展的惊人类似，这都应归功于这些弗里西安人。在大陆上的各种

方言中，弗里西安语现在和英语最接近。例如，英语中喉音向咝音

的转变，不是渊源于法语，而是渊源于弗里西安语。英语用ｃｈ＝ｃ

９２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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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ｋ，英语在软元音前用ｄｚ代替ｇ，这可能渊源于弗里西安语的

用ｔｚ，ｔｊ代替ｋ，用ｄｚ代替ｇ，而决不可能渊源于法语的ｃｈ和ｇ。

我们应该把朱特人和盎格鲁人一同归入弗里西安—印格伏南

部落，不管他们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经住在半岛上，或者

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

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如果盎格鲁人

属于印格伏南部落，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

他部落。这样看来，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他们和

各哥特民族之间的空地也许已经住满了人。

三、ＰｒｏｘｉｍｉａｕｔｅｍＲｈｅｎｏＩｓｃａｅｖｏｎｅｓ（ａｌｉａｓＩｓｔａｅｖｏｎｅｓ），ｑｕｏ

ｒｕｍｐａｒｓＳｉｃａｍｂｒｉ〔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

泰伏南人），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例如瓦茨３２３，都已经多多少少把易斯

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语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九

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都是用一种和古

代高地德意志语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因此格林就认为，古

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经死亡，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

替，所以他终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

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了研究以后，格林自己也承认：古

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它在萨克森方言和高地德意

志方言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

够了；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

研究，必须留待另一次专门的注释①。

０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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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把朱特人和盎格鲁人 同归入弗里西安 印格伏南

部落，不管他们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经住在半岛上，或者

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

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如果盎格鲁人

属于印格伏南部落，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

他部落。这样看来，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他们和

各哥特民族之间的空地也许已经住满了人。

三、ＰｒｏｘｉｍｉａｕｔｅｍＲｈｅｎｏＩｓｃａｅｖｏｎｅｓ（ａｌｉａｓＩｓｔａｅｖｏｎｅｓ），ｑｕｏ

ｒｕｍｐａｒｓＳｉｃａｍｂｒｉ〔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

泰伏南人），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例如瓦茨３２３，都已经多多少少把易斯

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语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九

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都是用一种和古

代高地德意志语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因此格林就认为，古

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经死亡，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

替，所以他终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

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了研究以后，格林自己也承认：古

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它在萨克森方言和高地德意

志方言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

够了；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

研究，必须留待另一次专门的注释①。

① 见本卷第５６４—５９８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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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归易斯卡伏南部落所有的领土，对一个日耳曼人的

基本部落来说，尤其对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那样重大作用的基本部

落来说，显得太小了。这块领土，从莱茵高起，沿莱茵河伸展到迪

耳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直至内部地区，

在北部弗里西安人和乔克人把它同海隔开，在莱茵河河口还住着

其他部落（主要是卡滕人部落）的遗民：巴达维人、哈图阿里人等。

属于法兰克人的，还有居住在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人，也许还有特

里包克人、梵乡人、涅麦特人。这块领土面积所以这样小，是因为

克尔特人及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对易斯卡伏南人的

发展进行了抵抗，同时在他们后面又住上了凯鲁斯奇人，而在侧

面，则像凯撒所证明的那样，苏维汇人特别是卡滕人越来越排挤他

们。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地面上，当时拥挤着按日耳曼人的情况来

说是很稠密的人口，这可由不断向莱茵河对岸的推进来证明：起初

是通过大批征服者，以后像乌比人那样用自动向罗马领土移住的

办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人老早就能够轻易地在这里而且也

只有在这里把印格伏南部落的一大部分迁移到罗马领土上去。

在关于法兰克方言的注释中所进行的研究，将会证明，法兰克

人是一个分裂为许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他们用一

种分裂为许多土话的特殊方言讲话，总之，他们拥有一个日耳曼人

基本部落的一切特征，这正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易斯卡伏南人是同

一类人所需要的。有关属于这个基本部落的各民族的情况，雅科

布·格林把必要的话都已经说了。除去西干布尔人以外，他还把

乌比人、哈马维人、布鲁克泰人、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都包括在

这个基本部落里面，这些人也就是住在我们前面称之为易斯卡伏

南人地区的莱茵河右岸的各民族。

３３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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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ｉ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ｓ，ｑｕｏｒｕｍＳｕｅｖｉ，Ｈｅｒｍｕｎｄｕｒｉ，

Ｃｈａｔｔｉ，Ｃｈｅｒｕｓｃｉ〔在内地居住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

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

雅科布·格林已经认为赫米诺南人（他采用了塔西佗的比较

正确的写法）就是高地日耳曼人。苏维汇人的名称，按凯撒的说法

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日耳曼人在内的，现在他们开始分化。

绍林吉亚人（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独立的民族。其

他的苏维汇人还没有分离出去。我们甚至把最近几百年来已经消

失的许多神秘名称，看做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撇开不谈，那末这些苏

维汇人还是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以后出现在历史上的讲高地德意志

语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德人。伦巴

德人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德高附近，他们离开

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间；他们这种经过长

期斗争才能保持下来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

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从措伊斯和格林时代以来，同样也知道巴

伐利亚人以马可曼尼人的名称居住在波希米亚，而黑森人和绍林

吉亚人则住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邻接的地区。但是在法

兰克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以南，就是罗马的领土，因此除去易

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今日的勃兰登堡军管区与萨克森王国的这一

片土地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留给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这

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苏维汇民族——色姆诺南人。士瓦本—阿勒曼

尼人和这些色姆诺南人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西北和印格伏南

人为邻，在东北和东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普林尼却把凯鲁斯

奇人也算做赫米诺南人，他在这里肯定犯了错误。凯撒已经把凯

４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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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奇人和苏维汇人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

维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凯鲁斯奇人和任何高地日耳曼部落之间

有任何共同性。甚至把苏维汇人的名称扩大到盎格鲁人的身上的

托勒密，同样什么都不知道。在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

北面的伦巴德人之间住满了凯鲁斯奇人，但仅仅根据这一事实，还

远远不够做出结论，说他们之间有较近的部落亲属关系；虽然，也

许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视其意见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把凯鲁

斯奇人算做高地日耳曼人。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把他们归入印

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传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名

称，都带有法兰克语的特征：日后用ｈ的地方用ｃｈ，例如Ｃｈｅｒｕｓｃｉ，

Ｃｈａｒｉｏｍｅｒｕｓ，用ｉ的地方用ｅ，例如Ｓｅｇｅｓｔｅｓ，Ｓｅｇｉｍｅｒｕｓ，Ｓｅｇｉｍｕｎｄｕｓ。

但是，罗马人从莱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日耳曼人名称，看来

都以法兰克语的形式从法兰克人那里得来的。除此以外，我们不

知道，在七世纪时法兰克人还发ｃｈ音的这个第一辅音音变的喉音

送气音，是否一世纪时在所有西部的日耳曼人中间都按ｃｈ发音，

而只在以后才软化为大家所共有的ｈ音。此外，我们也找不到凯

鲁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间有任何部落亲属关系，找不到西干

布尔人收容从凯撒那里逃走的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的残余部分

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属关系。在瓦鲁斯时代被罗马人占

领的并被他们看做是一个行省的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也是同易斯

卡伏南人—法兰克人的领土吻合的。这里有阿利佐和罗马的其他

堡垒；在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顶多也只有奥斯宁格与威悉河

间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罗马人所占领；这块罗马领土的那一面，住

着卡滕人、凯鲁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胁从的不大可

５３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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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们的内部事务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摆脱了罗

马人长期占领的情况。罗马人在这个地区遭到强有力的抵抗时，

总是暂时地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停止在部落的边界上。凯撒在高卢

就是这样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时人的边境上，只是当他相信所谓克

尔特人的高卢真正可靠以后，才跨过了这条边境线。

因此，只能依据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观点，把凯鲁斯奇人和跟

他们有最近亲属关系的一些小的邻居民族都划归萨克森部落，从

而划归印格伏南人。正是在古代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古代萨克

森语复数所有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ａ，被最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

流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ｏ形成了对照，这个事实也对上述观点作

了说明。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消失了；印格伏南部落也和其他部

落一样，有一块相当完整的领土，只是赫米诺南部落的伦巴德人，

稍微向这块领土突进了一点。这一部落的两大支派之中，弗里西

安—盎格鲁—朱特人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带，并且至少占了半岛

的北部和西部，而萨克森人这一支派，则占据了内部地区，可能当

时也已经占据了北耳宾吉亚的一部分，而在此后不久托勒密在那

里第一次提到了Ｓａｘｏｎｅｓ〔萨克森人〕。

五、ＱｕｉｎｔａｐａｒｓＰｅｕｃｉｎｉ，ＢａｓｔｅｒｎａｅｃｏｎｔｅｒｍｉｎｉＤａｃｉｓ〔第五部

分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所有的一点点知识以及巴斯泰尔人这一名

称形式本身，都说明他们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所以把他们

看成是一个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过希腊人从多瑙河下游

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的各哥

特民族的知识，则是在莱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

哥特人和巴斯泰尔人之间的联系。巴斯泰尔人和佩夫金人，都是

６３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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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长时间内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口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

人，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工作，而他们也就在这个王

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维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都

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举出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

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

和挪威）划归这个基本部落，而把他们和基姆布利半岛分离开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基本日耳曼部落。

哥特部落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部落的阳性及中性复数所

有格都有ｅ，阴性都有ｏ和ｅ；弱变化阳性都有ａ。现在时（陈述式）

变位的词尾变化形式，在辅音音变上，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

言，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部落住在西北部。这一部落的复数所有格都有ａ，弱

变化阳性也有ａ；在现在时陈述式中，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都有

完全失去了鼻音的ｄ或ｄｈ。这个部落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

人和弗里西安人，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他们又合而为一。

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又加上了

斯堪的那维亚部落；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

是：复数所有格是ａ，弱变化阳性是ｉ，这是从ａ软化而来的。在现

在时陈述式中，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ｓ变为ｒ，复数第一人称保留

ｍ，第二人称保留ｄｈ，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部落相对立的是两个南方的部落：易斯卡伏南部

落和赫米诺南部落，在以后的术语中，称他们为法兰克部落与高地

日耳曼部落。这两个部落所共同的，是弱变化阳性是ｏ；极可能复

数所有格也是ｏ，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但从最古的

７３５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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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萨利克人的）纪念碑上可以看出，复数的直接目的格是以ａｓ

结尾的。根据我们对法兰克方言的了解，两种方言在现在时变化

中是互相接近的，它们在这方面并且和哥特语一样，同那些有古老

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整部语言史（从最古的法兰

克方言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现代方言之

间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许我们将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这正如这

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不许可我们把这两个部落合并为一个

基本部落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语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

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

的时代之间，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

维亚，古代歌谣的同音法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

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

工作，德国的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

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 原文是德文

德文是按手稿刊印的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２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

版

第１９卷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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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法 兰 克 时 代３２４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

土地关系的变革

  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纪末，依然是日耳曼民族几乎全部生活

的基础。这种制度在存在了一千五百年之后，终于由于纯粹的经

济原因而逐渐没落下去了。它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再也不能继

续适应经济上的进步。我们将在下面探讨它的衰败以及最终的灭

亡。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的残余在今日还继续存在。

但是，马尔克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是靠了它的政治意义。它

在数百年间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

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怎么可能这样呢？

最早的公社，我们知道，是包括整个民族的。全部占有的土地

当初都属于整个民族。以后，彼此之间具有较近亲属关系的一个

区的全体居民，成为他们所移住的地方的占有者，而民族本身就只

有处置余下来的无主土地的权利了。区的居民又将他们的耕地马

尔克和林地马尔克让给各个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同样是由近

亲组成的），同时也把剩余的土地留给区支配。干村在从原始村的

旧马尔克中分出土地、成立新的移民村时，情形也是一样。

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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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

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

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

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

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

相反，在一个区的居民内部，血统联盟的意识自然保存得较长久

些。因此，民族便成为一种比较牢固的区联盟了。民族大迁徙时代

的日耳曼人，大概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阿米亚努斯·马尔

塞利努斯曾经明白地讲到阿勒曼尼人的这种情形。这在“民族法”

上，也可以到处看得出来。萨克森人在查理大帝时代还是处在这

个发展阶段；而弗里西安人则一直延续到弗里西安的自由丧失的

时候。

但是，向罗马境内的迁徙把区内的血统联盟也破坏了，而且必

然要破坏它。虽然原来打算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进行迁移，但这

也是做不到的。长期的远征，不仅把各个部落和氏族，而且把整个

整个的民族混合了起来。而各个农村公社的血统联盟，也是费了

很大力气才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构成民族的

实际政治单位了。罗马领土上的新区，一开始就成为多少是任意

划定的（或者说，是由当地原有的关系所决定的）司法区，或者很快

就变成这种司法区。

这样，民族就溶化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联盟之中，而在这些农村

公社之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因为每个马尔克

都是自给自足的，它们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生产来满足，并且邻近的

各个马尔克的产品，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们之间的交换，

便几乎不可能了。这些小的公社的经济利益诚然都是相同的，但

０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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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由于民族是纯粹由

这样的公社组成的，因而，一个不是从公社内部产生、而是跟它们

格格不入地对立着的、并且不断地剥削它们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

族继续生存的条件了。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

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

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

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

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而出现。相反地，在日耳曼人侵占的罗马领

土上，我们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

者的自由财产，即只对马尔克负担一定赋役的财产了。我们现在

要研究一下，在这种自主地的基础上，一种社会国家制度是怎样产

生的，这种社会国家制度又怎样——这是常见的历史的恶作剧

——最终瓦解了国家，而且在古典的形态之下，消灭了一切的自主

地。

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转化为它的

对立物。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

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

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

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

不移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它的充

分的发展，但并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起作用。所以，

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

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可是，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代，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

１４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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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部门。地产及其产品占当时财富的绝大部分。当时存在的

各种动产，自然跟随地产之后，同地产一样地日益聚积在同一些人

手里。工业和商业在罗马崩溃时期已经衰落了，日耳曼人的侵略

几乎把它们全部摧毁。留下来的大半都由非自由人和外国人经

营，并且仍然成为被人轻视的行业。在财产不均日益扩大的情况

下在这里逐渐形成的统治阶级，只能是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阶级，他

们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只能是一种贵族制度。因而，如果我们看到，

在这一阶级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

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那末，我们就不要忘记，这种政治手段，

只是在促进和加速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不消说，我们也会常常

看到，这种政治手段如何阻挠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情是相当经常

的，而且每次都发生在不同的当事人把这样的政治手段，朝着相反

的方向、或者彼此交错的方向运用的地方。

这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阶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在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留下

很多罗马的大土地占有主，他们的田地，大部分由缴纳地租

（ｃａｎｏｎ）的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耕种。

其次，我们也看到了，王权如何通过侵略战争而在移居的日耳

曼人中间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和实际的权力；它如何把旧日的民

田变成王室领地，如何把罗马的国有土地也并入自己的领地。在

分割帝国引起的多次内战期间，由于大量没收所谓造反者的土地，

王室领地不断地增加。不过它增加得快，挥霍得也快。因为国王不

断赠送土地给教会和私人，给法兰克人和罗曼人，给他的侍从

（Ａｎｔｒｕｓｔｉｏｎｅｎ）和其他的宠幸者。邦君同样也赠送土地给豪族、巨

室、地主、官吏和军事首领所组成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是在内战

２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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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内战的影响开始形成的），以贿买他们的支持。罗特①无可

辩驳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真正的馈赠，赠

送的土地成为自由的、世袭的、可以出让的财产，直到查理·马尔

泰尔，在这方面才有了转变。

查理掌权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全部崩溃了，但是还远未因

此而被宫相的权力所代替。在墨洛温王朝时由于牺牲王室而创造

出来的豪绅显贵阶级，千方百计地促进了王权的毁灭，但绝不是为

了屈从于宫相，屈从于和他们同一地位的人。恰恰相反。掌握着整

个高卢的，正如爱因哈德所说的，是这些

“暴君，他们到处都想进行统治”（《ｔｙｒａｎｎｏｓｐｅｒｔｏｔａｍＧａｌｌｉａｍｄｏｍｉｎａ

ｔｕｍｓｉｂｉｖｉｎｄｉｃａｎｔｅｓ》）
３２６
。

除去世俗的豪绅显贵以外，主教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许多

地方，攫取了对于周围伯爵领地和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并利用豁免

权和教会的牢固组织作他们的护符。随着帝国内部的瓦解，外敌

纷纷入侵；萨克森人侵入莱茵法兰克尼亚，阿瓦尔人打到巴伐利

亚，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了阿奎丹尼亚。在这种情

势之下，仅仅镇压内乱、驱逐外敌，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

找到一种方法，把已受贬抑的豪绅显贵或者把由查理委派去接替

他们的后任，跟王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旧日的权力是

以大土地占有制为依据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

就是要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关系。这一种变革是卡罗林王朝的重要

事业。这一变革的特点还是在于：选择这一手段，是为了统一帝

３４５法 兰 克 时 代

① 保·罗特“采邑制度史”１８５０年厄兰根版〔Ｐ．Ｒｏｔ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ｓｅｎｓ》．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０〕３２５。这是在毛勒以前时期出版的最好著作之一，我在

这一章中要多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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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豪绅显贵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结果却导

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为了弄清查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手段，我们必须先研究一

下当时教会的财产状况，因为这是当时土地关系的本质因素，在这

里，是不能忽略过去的。

在罗马时代，教会在高卢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地产，由于在捐税

和其他赋役方面享有重大的特权，这些地产的收入就越加多了。

不过，高卢教会的黄金时代，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

的。国王们彼此竞赛，看谁给教会捐献的土地、金钱、珠宝以及教

堂用具等等最多。希耳佩里克就常常说（见图尔的格雷哥里）：

“看，我们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都送给教会

了！”３２７

在贡特朗（他是教士们的宠儿和奴仆）在位的时候，捐献简直

是漫无止境的。这样一来，被加上谋叛罪名的自由法兰克人的地

产，在被没收以后，大部分变成了教会的财产。

国王怎样，人民也怎样。不论贫富，都无节制地向教会捐献。

“神奇地治好了一种真正的或臆想的病痛，实现了一种宿愿，例如生了一

个儿子，避免了一种危险，都要给圣者发了慈悲的那个教堂进行捐献。在上

下层居民中，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向教会捐献可以赎罪，所以，经常的

慷慨施舍，也就更加必要了。”（罗特，第２５０页）

除此以外，还有豁免权，它在接连不断的内战、抢劫、没收的年

月里，保护教会财产，免遭暴力的侵犯。许多小百姓们也都认为把

他们的地产让给教会是合算的，只要在缴纳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

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

但是，这一切对虔敬的教士来说，还是不够的。利用万劫不复

４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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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狱刑罚作威胁，他们可以合法地勒索到愈来愈多的捐献。查

理大帝早在８１１年的亚琛敕令３２８里，就已经责备他们这一点，并且

责备他们

“引诱人们发伪誓，造假证件，借以增加自己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财

富”。

他们还诈取不合法的捐献，因为他们确信，教会除了法律上的

特殊地位，还拥有充分的手段，对司法进行欺骗。在六、七世纪，高

卢的宗教会议，对于一切反对捐献给教会的人，几乎没有哪一次

会议，不是以逐出教会相威胁的。甚至手续上无效的捐献，也通

过这一途径而变为有效的。有一些僧侣的私人债务，也能赖掉不

还了。

“为了继续唤起人们捐献的兴趣，我们看到，他们采用多么无耻的手段

啊！描绘天堂之乐和地狱之苦已经不再见效的时候，他们就从遥远的地方搬

来圣徒的遗骨，举行巡回展览，建造新的教堂；这在九世纪简直成为一种正式

的营业部门了。”（罗特，第２５４页）“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德修道院的使者，在罗

马费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塞巴斯提安的遗体，并将格雷哥里的遗体也一

同偷走。当这两具遗体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瞻仰新到的圣者的人是那

么多，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布满了那个地区，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治疗，

而是成群结队一起治疗。结果是，修道士们只得用升子来量金钱，这样的升

子就有８５个，修道院的黄金储藏量达到９００磅。”（第２５５页）

欺骗、魔术、死者，特别是圣者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骗取财物

的手段。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假造证件。

我们还是让罗特说话吧：“许多宗教界人士大规模地干这种事……这一

种营业老早便已开始了…… 这样的营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可以从我们所搜

集的大量假造文件的数目中看出来。在布雷基尼所引用的３６０件墨洛温王

朝文书中，约有１３０件绝对是假的…… 兰斯的欣克马尔就利用过莱米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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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遗嘱为他的教会侵占了许多财产，而这些在真的遗嘱里面根本没有提到

过，虽然真遗嘱从未遗失，欣克马尔又清楚地知道前者是伪造的。”

甚至教皇约翰八世也企图利用一张明知是伪造的文件霸占巴

黎附近圣丹尼修道院的产业（罗特，第２５６页及以下各页）。

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

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纪间竟然达到

了极其庞大的数目，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座落在巴黎境界

内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在九世纪初共有地产８０００芒斯

或胡菲①，根据盖拉尔的计算，面积计达４２９９８７公顷，每年收益

１００万法郎＝８０万马克３２９。如果每胡菲面积平均以５４公顷计算，

收益以１２５法郎＝１００马克计算，那末，在同一时候，圣丹尼、吕克

瑟伊和图尔的圣马丁诸修道院，每处有地产１５０００芒斯，面积８１

万公顷，收益达１５０万马克。而这还是矮子丕平没收教会土地以

后的情形！据罗特（第２４９页）估计，在七世纪末，高卢教会的全部

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些庞大的地产，一部分是交给教会的不自由的佃农耕种的，

可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教会的自由佃农耕种的。在不自由的人中

间，奴隶（ｓｅｒｖｉ）必须向主人提供的赋役在当初是没有什么限制

的，因为他们并非有权利的人；但是在这里，对于有固定住所的奴

隶，似乎不久也在习惯上定出了赋役的标准。与此相反，其他两种

不自由的阶级，隶农和半农奴（他们当时在法权地位上究竟有什么

差别，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的赋役倒有明确的规定，内容

包含一定数目的人工、畜工，还有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这是从很久

６４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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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保留下来的依附关系。相反，自由人不在公有地上或者他们

的私有地上，而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这对日耳曼人来说，却是一

件新事情。不待说，日耳曼人在高卢，或者一般地在实行罗马法的

地区，相当经常地遇到作为佃农的自由的罗马人。但是，他们在占

地时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不要变做佃农，而能够在自有地上耕

种。因而，在自由的法兰克人能够变做任何别人的佃农之前，一定

是由于某种原因把占据土地时所获得的自主地丧失了，一个特殊

的无地的自由法兰克人阶级一定已经形成了。

这个阶级是由于地产开始集中而形成的，也是由于引起地产

集中的那些原因而形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内战和没收，另一方面

多半是由于时势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

教会很快又发现了一种特殊方法，来鼓励这样的转让：它不仅让捐

献者在缴纳代役租的情况下保留他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在这以外

还租给他一块教会土地。这种捐献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捐献者

在生前保有土地使用权，只在他死后土地才成为教会的财产（ｄｏ

ｎａｔｉｏｐｏｓｔｏｂｉｔｕｍ）；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而且以后在国王教

令里也明确规定，捐献者从教会得到比捐献的土地多一倍的纳租

租种地。另一种情况是捐献立即生效（ｃｅｓｓｉｏａｄｉｅ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ｅ），捐

献人根据教会颁发的文件，即所谓暂时租佃契约，得到教会的多两

倍的租地（不包括他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交给他终身耕

种的，但也往往只租给他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无地的自由人

阶级一经形成，其中便有许多人也参加到这种关系中去。答应给

他们的暂时租佃，大概在开头的时候多数是５年，可是不久也都变

成终身的了。

没有疑问，早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在世俗豪绅显贵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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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发生了跟教会土地完全相同的关系；所以在那里，除了不自

由的佃农以外，还移来了缴纳代役租的自由佃农。早在查理·马

尔泰尔的时代，这类自由佃农的人数想必已经很多了，不然，查理

·马尔泰尔所开始的、由他的儿子和孙子所完成的土地关系的改

革，至少在一个方面，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这种变革是以两种新制度为基础的。第一、为了把帝国的豪

绅显贵同王室密切联系起来，王室土地以后就不再赠送给他们了，

而是仅仅作为“采邑”授予他们，终生使用；不过这是带有一定条件

的，违反这些条件，就以收回采邑相处罚。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

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第二、为了确保豪绅显贵的自由佃农服兵

役，把区的伯爵对移居在他们领地上的自由人的管辖职权部分地

转交给他们，任命他们当这些自由人的“领主”。这两种变革，我们

暂时只来考察前一种。

在征服了谋叛的小“暴君”以后，查理便按照旧日的惯例，没收

他们的地产（关于这一点缺乏材料）；但是，当他以后恢复了他们的

职位和官爵的时候，便把这些地产的全部或一部，作为采邑重新授

予他们。对于倔强的主教们的教会土地，他还不敢冒险这样做；他

撤换他们，将他们的职位赐予对他恭顺的人；在这些人中，不消说，

有许多人除去行过剃发式（ｓｏｌａｔｏｎｓｕｒａｃｌｅｒｉｃｕｓ）以外，是毫无僧

侣资格的。这些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现在开始遵照他的命令，

将大块的教会土地，暂时出租给俗人。这在过去不是没有先例的，

不过现在是大规模地进行罢了。他的儿子丕平做得彻底得多了。

教会没落了，僧侣受人藐视了，教皇受到伦巴德人的压迫，除了依

靠丕平的援助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丕平帮助教皇，协助他扩

大教会的统治，给予他种种支持。可是，他取得了报酬，他把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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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教会土地都合并于王室土地，只给主教和修道院留下为维

持生存所必需的一部分。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教产还俗，教会是无

抵抗地忍受了。勒斯廷的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了这件事，虽然附有

保留条件，可是从未执行。这些极其庞大的地产，使得已经涸竭的

王室土地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大部用于以后的封赐，而这些封赐

事实上不久都采取了一般的采邑形式。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教会很快便从这种打击之下恢复起来

了。这些上帝的勇士们一清算了丕平，便马上重新开始旧日的那

一套办法。捐献又从各个方面源源而来。自由的小农们还处在二

百年以来的那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在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们统治

下，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坏了，许多农民都带着自己的房屋土地，投

靠主教的曲柄圭杖的庇护。国王们把一部分赃物退还给一些受到

特别优待的修道院，把大量王室土地送给另外一些修道院，特别是

在日耳曼尼亚的修道院。在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教会的贡特朗

幸运时代似乎又重新降临了。在修道院的档案里，关于九世纪的

捐献的材料，是特别丰富的。

采邑，也就是我们现在打算比较详细研究的这一种新制度，还

不就是以后的封地，但已经是它的萌芽。采邑的授予，一开始就以

封主和受封者双方共同的生存时间为限。双方有一方死亡，它便

归还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旧有关系的更新，必须重新履行一次授

予受封者或其继承人的手续。可见，按照以后的说法，采邑在封主

死亡时，要归还封主［Ｔｈｒｏｎｆａｌｌ］，在受封者死亡时，也要归还封主

［Ｈｅｉｍｆａｌｌ］。封主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大的受

采邑者甚至比国王还强大。至于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

往往早已改为授予原受采邑者的继承人了。在奥顿附近的一个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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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西阿克庄园（佩西），由查理·马尔泰尔作为采邑授予希尔德

布兰，在他这一家里，父子相传，经过四代，直到８３９年，国王方才

把这个庄园的全部所有权赐给第四代受采邑者的一个弟兄。像这

样的例子，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并不少。

在凡是牵涉到没收财产的场合，封主都可以收回这些采邑。

这样的事件，在卡罗林王朝之下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例如，在矮

子丕平时候的阿勒曼尼亚的暴动，绍林吉亚人的谋叛，萨克森人多

次的起义，都不断引起没收；有的是没收自由农民的土地，有的是

没收豪绅显贵的庄园和采邑。在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几个儿子统治

之下，虽然契约上有相反的规定，但在内战中间，这样的事情仍然

不断地发生。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犯罪，也会招致财产的没收。

除此以外，倘使受采邑者玩忽了他应尽的一般臣民职责，王室

也可以收回采邑；例如，滥用豁免权，不交出盗匪，不带自己的甲胄

上阵，不尊重国王的敕谕等等。其次，采邑的授予是附有特殊条件

的，倘使违犯这些条件，采邑就可收回；当然，这并不牵涉受采邑者

的其他的财产。例如，在旧有的教会土地授出后，受采邑者未向教

会缴纳应付的租税（ｎｏｎａｅｅｔｄｅｃｉｍａｅ〔九一税和什一税〕①）时，或

者是使土地荒芜了，就要收回采邑；在后一种场合，通常先要给予

一年的警告期，以便受采邑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改进经营，避免没收

的危险，等等。此外，地产的授予，可以附带一定的服役，而且事实

上，当采邑愈益发展为真正的封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就愈多了。

不过，这在开头的时候，完全不是必要的；至少，就服兵役说是这样

的。有许多采邑，是授予低级僧侣、修道士、教会的或世俗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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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最后，也决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国王起初授予土地也保留了

收回的权利，或者规定了一定的期限，即作为暂时租佃。从个别的

材料和教会的做法看来，这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种

做法不久就停止了，因为采邑的授予，在九世纪已经普遍通行了。

如上所述，教会过去多半是把土地作为暂时租佃的土地，在一

定期间，交给它们的自由佃农耕种，现在得仿照王室的榜样了（我

们应该假定，大土地占有主和受采邑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不

但也开始采用采邑，而且这种方式竟然达到这样的优势，以致使原

有的暂时租佃也变成了终身租佃，不知不觉地带上了采邑的性质，

到了九世纪，暂时租佃差不多全部都已变为采邑了。在九世纪后

半期，教会的受采邑者以及世俗豪绅显贵的受采邑者，一定在国家

中早已占到重要的地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定成为占有庞大地

产的人物，并且成为以后的下层贵族的始祖。否则，有些人的采邑

被郎城的欣克马尔无理地夺回的时候，秃头查理也许就不会这样

热心地关怀这些人了。

我们看到，采邑已经具有在发展起来的封地里面可以重新看

见的许多特征。封主死亡，归还封主；受封者死亡，也归还封主，这

对采邑和封地都是一样的。和封地一样，采邑也是只有在特定的

条件之下才能收回的。由采邑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从国王

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帝国公爵的前身），到中等受采邑者（以后

的贵族），并且从中等受采邑者起，下至绝大多数生活在马尔克内

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农民，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中我们看到

了以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如果说，以后的封地在任何

情形之下都是一种职田，而且对封地主负有服兵役的义务，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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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情形在采邑上还未发生，前一种情形也根本不是非有不可

的。可是，采邑转为职田的倾向已经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并且在九

世纪，它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了。这种倾向愈发自由地发展，采邑

也就愈益发展为封地了。

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还有另一种因素，那就是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起初在大地产的影响下、以后在大采邑的影响

下发生的变化；而以前的大地产，由于不断的内战和与之相连而来

的地产的充公和再度的授予，愈来愈转化为采邑了。

显然，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

当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拿

这种纯粹的形态来考察，才能了解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表现形态，

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从一切混杂的附属物中拣出了

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上面叙述过的土地占有情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旧有的国

家制度。它使国家制度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反

过来影响土地占有关系。我们暂且不谈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而

在这里先考察一下，新的经济状况对于旧的人民制度在区和军事

这两方面还保存着的残余发生了什么影响。

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伯爵、公爵们往往充任王

室土地的管理人。不过，只是到了九世纪，我们才确凿地看到，某

些王室土地同伯爵官职有了这样的联系：在任的伯爵领取这些土

地的收入了。从前的名誉官职，现在成了一种由可靠的收入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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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俸禄的官职了。此外，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另

一种现象，即伯爵们占有了授予他们个人的王室采邑。这样，伯爵

在他的伯爵领地内，便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地主了。

首先，很明显，伯爵的权威一定受到了在他下面、与他并存的

大土地占有主的损害；这些人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在卡罗林王朝初

期，对国王的敕论都常常加以嘲笑，对于伯爵的号令，一定会更加

不尊重。他们的自由佃农，仗着有势力的地主的庇护，往往同样忽

视伯爵传唤他们出庭或征召入伍的命令。这正是以授予采邑代替

授予自主地的一个原因，也是旧日自由的大地产后来多半逐渐转

变为采邑的一个原因。

单单这样，还不能保证吸引豪绅显贵土地上的自由人履行对

于国家的义务。必须紧接着作进一步的变动。在国王看来，必须让

大土地占有主们，对于他们的自由佃农在出席法庭、应征入伍以及

执行其他传统的对国家的义务方面，负起责任，正如过去伯爵对其

领地内的一切自由居民所负担的责任一样。而这只有当国王把伯

爵对于他们的佃农的一部分权力转让给豪绅显贵时，方才能够做

到。地主或受采邑者，必须把他自己的人提到法庭；就是说，他们

必须经过他而被传唤到案。他必须使他们应征入伍；也就是说，必

须要经过他来征集他们；为了能够经常负起对他们的责任，他必须

具有领导他们并维持军事纪律的权力。但是，这以前是，当时还依

然是佃农对于国王的服务；处罚抗命者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

国王的伯爵；罚款也应归入王室的国库。

这种改革也要追溯到查理·马尔泰尔。至少是从他那时起，

我们才看到教会显贵亲身上阵的习尚；而这一习尚，按照罗特的看

法，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说明，即查理命令主教们带领他们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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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是为了保证后者能够上阵。毫无疑问，世俗的豪绅显贵及其

佃农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查理大帝统治之下，这种新制度已

经稳固地确立起来，而且已经普遍推行了。

可是这样一来，自由佃农的政治地位，也起了重要的变化。他

们过去不管在经济上怎样厉害地依附于地主，但在法律上是同他

们的地主平等的，现在他们在法律上也成了地主的臣属了。经济

上的屈从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可。地主成为领主、老爷，佃农成为他

的ｈｏｍｉｎｅｓ〔人〕；“主人”成了“人”的长官。自由人法权上的平等地

位，一去不复返了；最下层的“人”的充分的自由，由于世袭地产的

丧失早已受到了极大损害，现在他们同不自由人又接近了一步。

同时，新的“主人”超出旧日的一般自由的水平也就更多了。新贵

族在经济上已经打下的基础，为国家所承认，成为国家机器中经常

起作用的一种飞轮。

除了由自由佃农构成的这种《ｈｏｍｉｎｅｓ》以外，还有另外一种

人。这就是自愿跟豪绅显贵们发生服役关系或侍从关系的贫穷的

自由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都有他们的侍从人员，即所谓随

从。当时的豪绅显贵们，也不会没有侍从人员的。在卡罗林王朝，

国王的这些侍从们叫做《ｖａｓｓｉ》、《ｖａｓａｌｌｉ》或者《ｇａｓｉｎｄｉ》；这些称

呼，在古代“民族法”中还是使用于不自由人的，可是现在通例却含

有自由的侍从的意义了。这同一的称呼，也适用于豪绅显贵们的

侍从，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到处出现，而且在社会和国家中，成为一

种人数日益众多、地位日益重要的成分了。

豪绅显贵是怎样获得这些侍从的，这可以从当日的契约程式

中看出来。例如，在一张这样的契约程式（西尔蒙契约程式集第４３

号）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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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无衣无食，所以请求您（主人）开恩，我希望受您的庇护

（ｍｕｎｄｅｂｕｒｄｕｍ——等于监护）并投靠于您，条件如下：您按照我为您服务的

情况和应得的报酬负责供给我衣食；而我只要还活着，就要按照一个自由人

（ｉｎｇｅｎｕｉｌｉｏｒｄｉｎｅ）的样子，听候您的使唤；并且，我终生都不脱离您的权力和

保护，一辈子留在您的权力和保护之下。”３３０

这一契约程式充分说明了单纯的、丝毫没有掺杂外来成分的

侍从关系如何产生和具有怎样的性质，尤其是说明了一个完全破

产的穷人贫困到了极点的情况。给领主当侍从的关系的产生，乃

是出于双方自由的协议——所谓自由，乃是罗马的和现代的法学

上的自由——它往往跟现代工人为工厂主服务的情况是一样的。

“人”投靠主人，主人接受他的投靠。投靠的仪式用握手和宣誓效

忠表示出来。协议是终身的，只有在缔约双方有一方死亡的时候，

方能解除。仆从必须负责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任何一种与一个自

由人地位不相违背的劳役。为此，主人必须维持他的生活，并酌情

给予报酬。土地的转让并不一定要与此相联系，而且事实上也决

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有这种联系。

这种关系，在卡罗林王朝，特别是在查理大帝以后，不但被容

忍了，而且受到了直接的鼓励；最后，大概是在８４７年的一道敕令

里，把这一点规定为一切普通的自由人的义务，而且由国家监督施

行。这样一来，仆从对于主人的这种关系，只有在主人企图杀死

他、用棍子打他、强奸他的妻女、或者夺取他的世袭地产的时候，仆

从才能单方面地解除（８１３年的敕令）。只要仆从从主人那里接受１

索里达金币的东西，他便被束缚于主人了；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清楚

地看出，当时的臣仆关系并不一定是跟土地的授予相联系的。

这同样的规定也出现在８１６年的一道敕令里面，不过附加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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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即当主人企图以非法的方法使仆从陷入不自由地位，或者能

够履行答应给仆从的保护而不履行的时候，仆从可以解除这种关

系。

在国家面前，现在封君［Ｇｅｆｏｌｇｓｈｅｒｒ］对他的侍从取得了跟地

主或受采邑者对其佃农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对于国王依然负

有服役的义务；只不过在这里，在国王同其伯爵之间，插进了封君。

他叫他的臣仆出席法庭，他征集他们，带领他们参战，在他们中间

维持军律；他为他们负责，并按照规定标准武装他们。因此，封君

对于他的臣属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处罚权，这就形成了以后日益发

展起来的领主对其臣仆的审判权的起点。

在这两种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中，在臣仆制的形成中，

在伯爵（也就是国家）对臣属，即对佃农和无地侍从（他后来不久称

之为《Ｖａｓｓｉ》，《Ｖａｓａｌｌｉ》，《Ｈｏｍｉｎｅｓ》）的行政权力转交给地主、王

室领地管理人、受采邑者和封君的这件事中，在国家这样确认并加

强主人对臣仆的实际权力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采邑中业

已产生的封地的萌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国王起，经过大

的受采邑者到他们的自由佃农，最后直到不自由人，这一种身分等

级制度，已成为国家组织中被确认的、在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要素

了。国家承认，没有它的帮助，就不能存在下去。这里当然要说明，

事实上是怎样进行这种帮助的。

侍从和佃农的区别，只是在开头为了证明自由人依附关系的

双重起源，才有重要的意义。不久，这两种臣仆不但在名义上，而

且在事实上也不可区分地合而为一了。大的受采邑者日益接受投

靠国王的习尚，即不但成为国王的受采邑者，而且成为国王的臣

仆。国王认为叫豪绅显贵、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臣仆亲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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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行效忠宣誓，对于他是有利的（“贝坦年鉴”
３３１
，８３７年，九世纪

较多）。在这里，一般的臣民宣誓与特殊的臣仆宣誓之间的差别，不

久也就消失了。于是，所有的豪绅显贵都逐渐变为国王的臣仆了。

但是，大土地占有主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成为贵

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包括于国家组织之中，成为行政上正式起

作用的一种杠杆了。

各个大土地占有主的侍从，也同样地慢慢变为佃农了。除了

在老爷的庄园里直接供给膳食（而这也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人）以

外，想要保证侍从们的生活，只能将他们安置在土地上，将土地作

为采邑，分给他们，别无其他办法。维持大量具有战斗力的侍从，

这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是豪绅显贵生存的首要条件，而这些侍

从只有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老爷的庄园内的无

地仆从由于大批人居住在老爷的土地上而逐渐消失了。

但是，这种新因素愈渗入旧制度，旧制度的基础愈动摇。以前

由国王和伯爵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法，日益让位于一种间接的

方法；在普通的自由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领主，自由人通过尽忠

的宣誓在人身上愈来愈受领主的束缚。国家机器中最有力的发动

机——伯爵，不得不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查理

大帝在这里的做法，也和他在其他方面例行的做法一样。像我们

所看到的那样，他在开头的时候，极力鼓励臣仆关系的扩张，直至

独立的小自由人几乎完全消灭为止；但当他看到因此而削弱了他

的权力时，他便企图通过国家的干涉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在

一个如此有魄力、如此威严的统治者之下，在许多场合，是可能成

功的，可是到了他的软弱无力的后继者统治的时候，在他帮助下造

成的事实，以不可阻挡之势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７５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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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所喜爱的方法是派出王室特命全权大臣（ｍｉｓｓｉｄｏｍｉ

ｎｉｃｉ）。有的地方，普通的王室官吏——伯爵——无法控制愈来愈混

乱的局面，特使就应当去加以控制（这要从历史上作更进一步的研

究和发挥）。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改变伯爵的地位，使他在行使

权力的物质手段方面至少能与其伯爵领地内的豪绅显贵相等。这

只有使伯爵同样加入大土地占有主的行列，才能做到，而这又需要

通过两种方法。可以将各个区的若干土地，作为赠予地拨给伯爵

官职，由在任的伯爵作为公务来管理这些土地，并取得土地的收

入。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档案文件中是非常之多的，并且从八

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自九世纪起，这种关系已经很普遍了。这样的

赠予地，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取之于王室国有土地；正如我们在墨

洛温时期所早已看到的情形那样，伯爵和公爵往往成为他们辖境

内王室国有土地的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甚至还有这样的契约程

式）：主教们也把教堂土地捐赠给伯爵官职，自然仍旧保留教堂土

地的不可转让权，而采取某种采邑的形式。教会的慷慨是十分出

名的，所以在这里，除了由于严重困难是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说明

的，在邻近的世俗豪绅显贵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教会也只有跟国

家权力的残余结为同盟了。

这种同伯爵官职施在一起的附属物（ｒｅｓｃｏｍｉｔａｔｕｓ，ｐｅｒｔｉｎｅｎ

ｔｉａｅｃｏｍｉｔａｔｕｓ〔伯爵财产，伯爵所属物〕），起初是同授予在任伯爵

个人的采邑严格地划分开的。采邑的授予，通常也是很多的；所

以，把赠予地和采邑加在一起，原来属于名誉官职的伯爵官职，现

在却成为收入非常优厚的职位了，而自虔诚者路易以后，这种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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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王室其他慷慨的赠予一样，也是特意授予国王想争取或者想

靠他们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人。所以，关于口吃者路易有这样的

记载，《ｑｕｏｓ ｐｏｔｕｉｔ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ｖｉｔ ｓｉｂｉ，ｄａｎｓ ｅｉｓ ａｂｂａｔｉａｓ ｅｔ

ｃｏｍｉｔａｔｕｓ ａｃ ｖｉｌｌａｓ》〔“凡是能够争取到的人，他都授予他们修

道院、伯爵领地和庄园，把他们争取过来”〕（“贝坦年鉴”，８７７年）。

《ｈｏｎｏｒ》〔“荣誉”〕这个名词，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名誉权利相联

系的官职说的，到了九世纪却具有同采邑一词完全相同的意义了。

于是，像罗特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第４０８页），伯爵官职的性

质，必然也要跟着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了。领主制就其获得公共

性质这一点而言，起初是仿照伯爵的官职，被赋予了伯爵的权柄。

现在——在九世纪后半期——领主制已经到处盛行，以致伯爵的

官职有被压倒的危险，它本身只有日益接受领主制的性质，才能保

持它的权力地位。伯爵愈来愈多地、并非没有成效地篡夺了领主

对其所辖区内的居民（ｐａｇｅｎｓｅｓ）的地位，而且侵入了他们的私人

关系和公务关系。正如其他的“主人们”对待他们邻近的小百姓那

样，伯爵也对区内的一些贫困的自由居民威胁利诱，使他们依附于

他，充当他的臣仆。伯爵能够如此滥用他的职权这一简单的事实，

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当时残余下来的普通的自由人要想从王权及

其机构那里期待保护，是怎样地不可能，这样一来，伯爵就更容易

做到这一点了。受尽了各方面的暴力欺凌的这些小自由人，倘使

能够找到一个保护人，纵使交出他们的自主地，然后再单单作为采

邑收回来，那已经是很幸运了。早在８１１年的敕令里，查理大帝已

经埋怨说，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百户长，不断地施展司法

上的诡计或频繁地征募兵役，使小百姓们遭到破产，只好把自己的

自主地奉送或出卖给他们，穷人们只得为自己的财产被掠夺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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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喊冤了，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九世纪末的高卢，大部分的

自由财产已经转入教堂、伯爵以及其他豪绅显贵的手中（兰斯的欣

克马尔，８６９年）。稍后，在若干省份，小自由人的自由地产，甚至完

全消灭了（毛勒“概论”第２１２页）。随着受采邑者权力的扩大和王

权的衰落，采邑逐渐变为世袭，伯爵官职不久也按照习惯变为世袭

的了。如果说，在大量的王室的受采邑者之中，我们看到了后来的

豪族的萌芽，那末，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从区的伯爵中产生出来

的邦君的领土主权的胚胎。

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这样完全改变以后，以一切自由人服

兵役——这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为基础的旧军事制度，在外表

上还是照旧不变；只不过在有新的依附关系出现的地方，领主插在

他的臣仆和伯爵的中间。可是，普通的自由人一年一年地愈来愈

无力负起兵役的重担了。所谓兵役不单包括个人的服役；被征集

的人还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在头半年里伙食也要自备；最后，

查理大帝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事情超过了极限。负担重到不

堪忍受的地步，为了逃避这种负担，大群的小自由人宁愿将他们剩

余的田产，甚至他们自身及其后代，都转让给豪绅显贵，尤其是转

让给教会。查理把那些自由的尚武的法兰克人弄到了这种地步，

以致他们宁愿做依附农民和农奴，只求不去打仗就行了。在大量

的自由人已经全部或大部丧失了他们的地产以后，查理还要坚持

实行建立在一切自由人的土地共同和平均占有上面的军事制度，

而且推行到极端的地步，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此。

然而事实强于查理的执拗和野心。旧的军事制度是无法再维

持下去了。以国家经费装备和供养军队，在那个几乎没有货币和

０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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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自然经济时代，也是无从谈起的。因此，查理不得不对兵役

义务加以限制，以便能够保证兵员的装备和给养。这是在８０７年

的亚琛敕令中提出的，当时战争还是限于国境上的战斗，帝国的处

境整个来说大致还是安全的。首先，每个王室的受采邑者都要毫

无例外地应征；其次，占有１２胡菲（ｍａｎｓｉ〔芒斯〕）的人，必须以甲

胄武装起来，因而也要骑马出征（《ｃａｂａｌｌａｒｉｕｓ》〔“骑士”〕，这个词

出现在这同一个敕令里）。占有３至５胡菲的人，都有出征的义务。

每两个占有２胡菲的人，每３个占有１胡菲的人，每６个占有半胡

菲的人，每次需出兵一人，由其余的人负责装备。完全没有土地但

占有价值５索里达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６人出兵一人，其他５

人每人出１索里达，以资助他。征发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必须全部出征，如战地相离较远，则根据

距离远近，将人员数目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查理在这里的用意，显然是想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适应有服兵

役义务的人的已经改变了的经济生活状况，想救出还能救出的东

西。然而，这种让步也无济于事；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在“关于扩军

的敕令”里，再度减免兵役的负担。一般认为，这一敕令早于亚琛

敕令，但照它的全部内容看，毫无疑问，要晚于亚琛敕令许多年。

它把每出兵一人所需的胡菲数，由３胡菲提高到４胡菲；占有半胡

菲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是豁免了兵役，而受采邑者的兵役义务也

限制到每４胡菲出兵一人。在查理的后继者的统治之下，似乎每

出兵一人所需胡菲的最低限度，甚至提高到５胡菲。

值得注意的是，征集必须身披甲胄入伍的拥有１２胡菲的人入

伍，像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至少是，身披甲胄出阵的命令在敕令

里重复了无数次。

１６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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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普通的自由人日渐消灭了。他们日益跟土地分离，早已

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沦为新兴大地主的臣仆，由于害怕兵役

造成直接的破产，另一部分人甚至被迫当了农奴。这种陷于受

奴役境地［Ｅｒｇｅｂ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Ｋｎ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ｆｔ］的过程发展十分迅速，

这从当时还位于巴黎郊外的圣热尔门 德 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

册中可以看出。这本地产登记册是由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在九世

纪初编制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修道院的农民中间，有２０８０

户是隶农，３５户是半农奴，２２０户是奴隶（ｓｅｒｖｉ），只有８户是自由

人。可是，隶农这个词，当时在高卢，断然是不自由人。一个女自

由人同隶农或奴隶通婚，被认为是亵渎神明（ｄｅｔｕｒｐａｔａｍ），她必须

受主人的支配（８１７年的敕令）。虔诚者路易下令，要（普瓦提埃的

一个修道院的）《ｃｏｌｏｎｕｓｖｅｌｓｅｒｖｕｓａ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ｓｅｒｖｉｔｉｕｍｖｅｌｉｔ

ｎｏｌｉｔｒｅｄｅａｔ》〔“隶农或奴隶，不管他愿意与否，应当回到他的天然

的依附地位”〕。他们往往受体罚（８５３年、８６１年、８６４年、８７３年

的敕令），有时获得自由（见盖拉尔“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

记册”）。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曼人。按照研究过这些姓名的雅

科布·格林自己的证明（“德意志语言史”第１卷），他们的姓名“几

乎全是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曼

人”。    

不自由的人口如此大量的增加，又打乱了法兰克社会的阶级

关系。除了当时正在迅速形成为一个特殊等级的大土地占有主们

以外，除了他们的自由臣仆以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不自由人的

阶级，这个阶级把残余的普通的自由人日益吸收进去。这些不自

由的人，有一部分曾经是自由人，另一部分则是自由人的子女；从

三代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起就祖祖辈辈受奴役［ｅｒｂｌｉｃｈｅｒＫｎｅｃｈｔ

２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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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ａｆｔ］的，占极少数。他们大多数人还并不是从外面偷运来的萨

克森人的、温德人等的战俘；相反地，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

法兰克人和罗曼人。对付这样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已开始成为居

民中的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不像对付世袭的或者外来的农奴那样

容易了。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受奴役的地位［Ｋｎ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ｆｔ］；连隶

农也不免要受到的体罚（８５３年、８６１年、８７３年的敕令），他们仍然

认为是一种耻辱，而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不自由的人、

甚至农民臣仆就发生了多次的叛乱和暴动。查理大帝曾经亲自以

极端残暴的方法镇压过兰斯主教管区佃农的一次暴动。虔诚者路

易曾在８２１年的敕令里，说到弗兰德及梅纳比地区（在利斯河上

游）奴隶（ｓｅｒｖｏｒｕｍ）的叛乱。８４８年和８６６年，曾经对美因兹主教

管区的仆从（ｈｏｍｉｎｅｓ）的暴动进行了镇压。镇压这类叛乱的命令，

在７７９年以后的敕令里一再地重复着。在萨克森的“斯特林加”暴

动３３２，一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以后，不自

由人的赋役，甚至包括定住的奴隶们的赋役在内，都渐渐地规定

出一定的、不许超过的限度。查理大帝在他的敕令里，对此曾作

明文的规定。这显然是不自由的大众的这种带威胁性的行动的

结果。     

在占领高卢时构成了全部法兰克人中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消

灭了，人民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仆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

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

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把他

自身统治的唯一基础破坏了。他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可是一到了

他的后继者们的手里，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却明显地暴露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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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法兰克方言
３３３

对于这种方言，语言学家们开了一个出奇的玩笑。格林认为

它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和高地德意志语中，但新近的研究者们则

认为自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起，至翁施特鲁特河、萨利河、雷察

特河止，甚至一直到多瑙河，并且经过移民而直达理森山，都是法

兰克方言流行的范围。甚至像库里茨·海奈那样的语文学家，竟

也根据在韦尔登抄录的一篇古福音诗３３４手稿，编造出一种古代下

法兰克语言，而这几乎是一种略带法兰克语色彩的纯粹的古代萨

克森语，——而布劳涅则干脆把一切真正的下法兰克方言，一部划

归萨克森语，一部划归尼德兰语３３５。最后，阿尔诺德是把里普利安

人征服的地区，局限于阿尔和康塞尔两河分水岭以北的地方，而认

为所有位于南方及西南方的地区，开头是由阿勒曼尼人占领，以后

又是单独由卡滕人（他把卡滕人也划归法兰克人之中）占领的，因

此，他们说的话也是阿勒曼尼—卡滕语。

首先，让我们恢复法兰克语言区的实际界限。绍林吉亚、黑森

和美因法兰克尼亚，在卡罗林王朝时代曾在《Ｆｒａｎｃｉａ》的名称下并

入这个地区，此外就没有任何理由划入这个地区。在施佩萨尔特、

福格耳贝克林山和卡累尔－阿斯坦山以东诸地所说的语言，绝对

不是法兰克语。黑森和绍林吉亚是独立的部落居住的地方，有它

们自己的独立的方言；在美因法兰克尼亚居住的是斯拉夫人、绍林

吉亚人和黑森人的混血人口，其中还夹杂有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

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它的独特的方言。

只有把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侵入这些方言中的程度拿来

４６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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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区别标准，才能将这三个语言分支算做法兰克语。但是，

我们将要看到，正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非法兰克人在判断法兰克语

言时的全部混乱。

我们从最古的文物开始，并且首先对摩里茨·海奈① 的所谓

古代下法兰克语作一个正确的说明。写于韦尔登而目前存放在牛

津的所谓古福音诗的柯顿手稿，根据海奈的意见，应当是古代下法

兰克语，因为这个手稿是在韦尔登的修道院写成的，这个修道院虽

然仍然是在法兰克境内，但离萨克森边境极近。旧的部落边界，今

日还是贝尔格区同马尔克区的边界；在处于两地之间的修道院中，

韦尔登的修道院属于法兰克尼亚，埃森的修道院属于萨克森。韦

尔登在东面和北面，都跟毫无疑问的萨克森的村庄紧紧相连；在鲁

尔河同利珀河之间的平原上，萨克森语言在若干地方差不多侵入

到莱茵河一带。有一部萨克森语的作品在韦尔登抄写出来，而且

显然是由一个法兰克人抄写的，在这个法兰克人的笔下不时流露

出法兰克语的字形——这种情形还远不足以说明抄本上的语言就

是法兰克语。除了柯顿的这个古福音诗抄本以外，海奈还举出了

一些具有同一性质的韦尔登的断简残篇以及他认为来自亚琛地方

的一首赞美诗译文的残稿，他以为这些也是用下法兰克语写的；但

凯伦（“‘萨利克法’注解”）３３６却直截了当地认定这篇译文是尼德兰

语。事实上，这篇译文一方面带有完全的尼德兰语形，但是另一方

面，也带有真正的莱茵—法兰克语形，甚至还有高地德意志语辅音

音变的痕迹。它显然是在尼德兰语和莱茵—法兰克语之间的边境

５６５法 兰 克 时 代

① 摩里茨·海奈“古代萨克森语及古代下法兰克语简明语法”１８７３年帕德波恩

版（《Ｋｌｅｉｎｅａｌｔ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ａｌｔｎｉｅｄｅｒｆｒａｎｋｉｓｃ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ｖｏｎＭｏｒｉｔｚ

Ｈｅｙｎｅ》．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１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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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约是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地方译出的。译文的语

言要比那两个古福音诗抄本的语言年轻得多。

但是，单单根据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根据抄本中出现的少量

法兰克语形，就足以肯定法兰克语和萨克森语的若干基本差别。

一、在所有的印格伏南方言里，现在时直陈式复数的三种人

称的结尾都是相同的，即同样是以一个前面带有元音的齿音字母

为结尾；古代萨克森语结尾为ｄ，盎格鲁撒克逊语为ｄｈ，古代弗里

西安语为ｔｈ（这大概也可以代替ｄｈ）。例如，在古代萨克森语中，

ｈｅｂｂｉａｄ的意思是ｗｉｒｈａｂｅｎ，ｉｈｒｈａｂｔ，ｓｉｅｈａｂｅｎ，同样地，ｆａｌｌａｎ，

ｇａｗｉｎｎａｎ的所有三种人称，都同样是ｆａｌｌａｄ，ｗｉｎｎａｄ。在这里，第

三人称使所有三种人称都从属于它自己，但应当注意的是，印格伏

南语新特有的那种在ｄ或ｄｈ之前省略了ｎ的现象，也是所有上述

这三种方言所共有的。在一切现存的方言之中，只有威斯特伐里

亚语还保留这种特殊性；在那里，今天仍然说ｗｉ，ｊｉ，ｓｅｈｅｂｂｅｄ等

等。其他的萨克森方言同西弗里西安方言一样，已经没有这种特

殊性了；它们的三种人称是有区别的①。

西莱茵的赞美诗，同中部高地德意志语一样，复数第一人称结

尾为ｍ，第二人称为ｔ，第三人称为ｎｔ。相反地，柯顿的古福音诗

抄本，除了萨克森语形以外，还曾好几次出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

式，例如：ｔｈｏｌｏｎｄ—ｓｉｅｄｕｌｄｅｎ［他们容忍］，ｇｏｒｎｏｎｄ—ｉｈｒｋｌａｇｔ

［你们诉苦］，以及命令式，ｍａｒｉｅｎｔ—ｖｅｒｋｕｎｄｉｇｔ［宣告］，ｓｅｇｇｉｅｎｔ—

ｓａｇｔ［讲］。而这在萨克森语里，则要求ｔｈｏｌｏｄ，ｇｏｒｎｏｔ，ｍａｒｉａｄ，

ｓｅｇｇｉａｄ。这些形式，不单是法兰克的语形，它们甚至直到今日仍

６６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恩格斯在手稿中用铅笔添了这几个字：“和第三人称同第二人称的区

别。”３３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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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真正的韦如登方言，贝尔格的地区方言。在贝尔格语里，现在

时复数三种人称也是相同的，不过不是像萨克森语那样以ｄ结尾，

而是像法兰克语那样以ｎｔ结尾。同马尔克福的ｗｉｈｅｂｂｅｄ相反，

在这里，在边界线上，却说ｗｉｈａｎｔ，并且与上面的命令式ｓｅｇ

ｇｉｅｎｔ相同，这里说ｓｅｉｅｎｔｅｎｓ—ｓａｇｔｅｉｎｍａｌ［讲一讲］。在这里，在

贝尔格语里，所有的三种人称的语形完全相同；布劳涅等人根据这

一简单的观察，就不加思索地宣称全部的贝尔格山区都属于萨克

森语的范围。这种规则，诚然是从萨克森传到这里来的，但遗憾的

是，它是由法兰克语输出的，因此，他们所证明的，恰恰是他们应当

证明的反面。  

在齿音之前省去ｎ，这在印格伏南方言里，并不限于上述的场

合；这在古代弗里西安语中较为稀少，相反地，在古代萨克森语

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则流行颇广。例如：ｍｕｄｈ—Ｍｕｎｄ，ｋｕｄｈ—

Ｋｕｎｄ，ｕｓ—ｕｎｓ，ｏｄｈａｒ—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ｅｒ。那个法兰克人在韦尔登抄写

古福音诗的时候，曾有两处把ｏｄｈａｒ写成法兰克语形ａｎｄａｒ。在韦

尔登的赋税登记册上，法兰克语形的姓名Ｒｅｉｎｓｗｉｎｄ，Ｍｅｇｉｎ－

ｓｗｉｎｄ同萨克森语形的姓名Ｒｅｉｎｓｗｉｄ，Ｍｅｇｉｎｓｗｉｄ，彼此交错着。

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到处都写的是ｍｕｎｔ，ｋｕｎｔ，

ｕｎｓ，只有在所谓利普西乌斯
３３８
的注解（摘自这首赞美诗的一种已

经失落的手抄本）中，有一９０处用ｆａｒｋｕｔｈａａｂｏｍｉｎａｂｉｌｅｓ［可恨

的］代替ｆａｒｋｕｎｔｈａ。同样地，在古代萨利克人的文物上，姓名中的

ｎ也到处保存着，例如Ｇｕｎｄ，Ｓｅｇｅｎａｎｄ，Ｃｈｌｏｄｏｓｉｎｄｉｓ，Ａｎｓｂｅｒｔｕｓ

等等；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在现代的法兰克方言中，ｎ到处都有

（贝尔格语中唯一的例外是语形ｏｓ—ｕｎｓ）。

二、一般用来构成所谓古代萨克森语语法的语言文物，全部

７６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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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出于西南威斯特伐里亚、闵斯德、弗雷肯霍斯特、埃森。这些文

物上的语言，不但同一般的印格伏南语形有某些重大差别，而且同

那些直到今天还作为真正古代萨克森语形而保持在恩格伦和奥斯

特法利亚的专有名词中的语形也有某些重大差别。相反地，它同

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却相似到了惊人的地步。因此，这

种方言语法的新近研究者科瑟伊恩称它为古代西萨克森语３３９。

因为我们在这种研究中所依据的，差不多只限于拉丁文文献

中的专有名词，所以，西萨克森语和东萨克森语之间的可证实的语

形差别，为数并不很多。这种语形差别只限于两种场合，但是都具

有决定的意义。

（１）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面，第二格复数的

一切变化，都以ａ为词尾。相反地，在古代西萨克森语、古代法兰

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则都以ｏ为词尾。但是，真正的古代

萨克森语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种方言是否在这里真正地背离了

印格伏南语的规则呢？

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Ｓｔｅ

ｄｉｅｒａｂｕｒｇ，Ｈｏｒｓａｄａｌ，Ｗｉｎｅｔｈａｈｕｓｅｎ，Ｅｄｉｎｇａｈｕｓｕｎ，Ｍａｇａｔｈａｂｕｒｇ

和其他许多名称里面，复合词之前一部分是复数第二格，并以ａ为

词尾。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ａ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弗雷肯霍斯

特的登记册３４０中，就有Ａｎｉｎｇｅｒａｌｏ和Ｗｅｒｎｅｒａ－Ｈｏｌｔｈｕｓｏｎ字样，

而Ｏｓｎａｂｒｕｃｋ一词中的ａ，也正是古代的复数第二格。

（２）法兰克语的阳性弱变化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一样，都是

以ｏ结尾，跟哥特—印格伏南语以ａ结尾是不同的。古代西萨克

森语，照例也同样是以ｏ结尾；可见，也是跟印格伏南语的习惯不

同的。但古代萨克森语，却绝不是全部如此。甚至在威斯特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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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ｏ也并不是没有例外；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上，除了ｏ之

外，还有一系列以ａ为词尾的名字（Ｓｉｂｏｄａ，Ｕｆｆａ，Ａｓｉｃａ，Ｈａｓｓａ，

Ｗｅｎｄａ等等）；在维干德３４１掌握的帕德波恩的文物中，几乎都是

ａ，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有ｏ；在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里面，ａ

差不多处于独占的地位；因此，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早已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不承认，ａ和ａｎ（间接格中的）是通行于民

族各部分之间的原始的萨克森语形。ａ之被ｏ排斥，也不单限于

威斯特伐里亚。十五世纪初叶，编年史和其他文献中的东弗里西

安语的阳性名词，几乎总是以ｏ为词尾：例如Ｆｏｋｋｏ，Ｏｃｃｏ，Ｅｎｎｏ，

Ｓｍｅｌｏ等等，而不是西弗里西安方言里个别场合依然保留着的早

先的ａ。

由此可以肯定，西萨克森语同印格伏南语语法规则上的上述

两种差别，并不是萨克森语起初就有，而是由外来的影响所引起

的。这种影响，可以很简单地由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即西萨克森以

前本是法兰克的领土。直到法兰克人的主要部分退出以后，萨克

森人才越过奥斯宁格山脉和埃格山脉，逐步地推进到直到今日还

仍然是把马尔克和藻厄兰山同贝尔格和济克兰德划分开来的那条

边界线。落在后面的现在已经跟萨克森人混合起来的法兰克人，

他们的影响就表现在ａ被那两个ｏ所代替；就是在今天的方言里，

这种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莱茵—法兰克语言有一种特点流行于鲁尔河到摩塞尔河

这一带，那就是动词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的词尾为ｎ；在后面是

一个元音的情况下，这一点保持得最好①。例如，（在贝尔格语里）

９６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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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ｄｏｎｅｋ－ｄａｓｔｕｅｉｃｈ，ｅｋｈａｎ—ｉｃｈｈａｂｅ。这种动词形式（ｄｏｎ，

ｈａｎ），通行于全部下莱茵和摩塞尔河流域，至少达到洛林的边境。

这种特点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已经可以看到了，例如ｂｉｄ

ｄｏｎ—ｉｃｈｂｉｔｔｅ［我恳求］，ｗｉｒｔｈｏｎ—ｉｃｈｗｅｒｄｅ［我成为］，虽然并不

彻底。在萨利克方言里，没有这个ｎ；在那里，在最古的文献
３４３
里，

已经可以看到ｅｃｆｏｒｓａｃｈｏ［我放弃］，ｇｅｌｏｂｏ［我允诺］。尼德兰语也

没有这个ｎ。古代西萨克森语，不同于法兰克语的只有一点，即这

个ｎ仅仅出现在一种动词变化（即所谓第二弱变化）上面；例如，

ｓｋａｗｏｎ—ｉｃｈｓｃｈａｕｅ［我看］，ｔｈｉｏｎｏｎ—ｉｃｈｄｉｅｎｅ［我服务］等等。在

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这个ｎ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们因此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即这个ｎ也是法兰克语在古代西萨

克森方言上面留下的遗迹。

除去在文献和其他方面保留下来的许多专有名词以及字迹往

往模糊到不能辨认的“萨利克法”注解之外，关于萨利克方言简直

得不到任何其他的遗物了。但是，凯伦（“‘萨利克法’注解”）已经

消除了相当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确定了在许多场合是正确的、在

另一些场合是极为可能的原文，而且证明，用以书写这一法典的语

言是中尼德兰语和新尼德兰语的直接的祖先。不过，这样恢复原

状的材料，当然不能直接应用在语法上的。此外，我们还只有一张

附录于７４３年查理曼敕令之后的简短宣誓书式；这大概是在勒斯

廷的宗教会议上，即在比利时草拟的。在这里，我们一开头就碰见

了两个典型的法兰克词：ｅｃｆｏｒｓａｃｈｏ－ｉｃｈｅｎｔｓａｇｅ［我放弃］。在法

兰克人中间说ｅｃ而不说ｉｃｈ，即在今日，也还是极其普遍的。在特

利尔和卢森堡说ｅｉｃｈ，在科伦和亚琛说ｅｃｈ，贝尔格一带说ｅｋ。虽

然书写的尼德兰语有ｉｋ，但在民间口语里，尤其在弗兰德，人们却

０７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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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可以听到ｅｋ。在古代的萨利克人名里，例如，Ｓｅｇｅｎａｎｄｕｓ，

Ｓｅｇｅｍｕｎｄｕｓ，Ｓｅｇｅｆｒｅｄｕｓ，一律是以ｅ代ｉ。

在ｆｏｒｓａｃｈｏ这个词里面，ｃｈ代替了两个元音之间的ｇ；这也出

现在文物上面和其他场合（例如，ｒａｃｈｉｎｅｂｕｒｇｉｕｓ），而且直至今日，

仍然是从普法尔茨到北海之间所有法兰克方言的特点。关于法兰

克方言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即常常以ｅ代替ｉ和以ｃｈ代替元

音之间的ｇ——我们在分别研究各种方言时，再来分析。

作为以上研究的结果，（人们还可以拿格林在“德意志语言史”

第一卷末尾对于古代法兰克语所说的话和以上的研究结果作比

较）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现在未必还会有什么争议的论点：法兰

克语早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方言，它是高地德意

志语（即首先是阿勒曼尼语）同印格伏南语（即首先是萨克森语和

弗里西安语）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当时还完全处于哥特—低地德

意志语的辅音音变阶段。要是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就必须承认，

法兰克人并非由于外部环境而结合起来的不同部落的混合物，而

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基本部落，乃是易斯卡伏南人，他们虽然在不

同的时代吸收了外来的分子，可是具有同化他们的力量。同样，我

们还可以认为以下这点已经证实：法兰克部落的两个主要支派，每

一个支派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法兰克方言已分化为萨

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而且区别这些古代方言的许多特点在

今天的民间口语中还继续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现在仍然生存着的方言。

一、萨利克语还继续生存于两种尼德兰方言，即佛来米语和

荷兰语之中，而保持得最纯粹的，是在从六世纪起即已成为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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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的那些地方。关于这点，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自从十

二、十三和十四世纪发生的大海啸，差不多毁灭了整个西兰省，形

成了须德海海湾、多拉尔特湾和亚德湾，从而使弗里西安人之间的

政治联系，随同地理上的联系一起中断，从此以后，古代弗里西安

残存的自由，在附近的封建诸侯压迫之下，也都化为乌有了，弗里

西安语言跟着也几乎到处都消灭了。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

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

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

古代弗里西安的西兰省和荷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成了尼德兰人

独立斗争的核心和支柱，正如它们在这以前早已成为国内各主要

商业城市的所在地一样。因此，主要是在这里，形成了标准新尼德

兰语，而且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因素、单词和字形，而这是应该跟

法兰克语的基础区别开来的。另一方面，萨克森语言又从东面侵

入了以前的弗里西安领土和法兰克领土。如果想要划出准确的界

线，那就要作详细的研究；但是，纯粹的萨利克语，只限于比利时说

佛来米语的那些地区——北布拉班特、乌得勒支、赫耳德兰和欧佛

赖塞耳，但要除去东面的萨克森语地带。

在以麦士河为界的法兰西语区和莱茵河以北的萨克森语区之

间，萨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线，在这里还要详

细地确定，关于这点，我们到下面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研究尼德

兰语的语法特点。

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语那样，ｉ为ｅ

所代替，例如，ｂｒｅｎｇｅｎ—ｂｒｉｎｇｅｎ，Ｋｒｅｂ—Ｋｒｉｐｐｅ，ｈｅｍｅｌ—Ｈｉｍ

ｍｅｌ，ｇｅｗｅｔｅｎ—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ｂｅｎ—ｂｉｎ，ｓｔｅｍ—Ｓｔｉｍｍｅ。这在中尼德

兰语里出现得更频繁：ｇｅｗｅｓ—ｇｅｗｉｓｓ，ｅｓ—ｉｓｔ，ｓｅｌｂｅｒ—Ｓｉｌ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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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ｎｔ—ｂｌｉｎｄ。而这在新尼德兰语则为ｇｅｗｉｓ，ｉｓ，ｚｉｌｖｅｒ，ｂｌｉｎｄ。同样

地，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Ｄｅｓｔｅｌｂｅｒｇｅｎ和

Ｄｅｓｔｅｌｄｏｎｃｋ；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Ｄｉｓｔｅｌ叫做Ｄｅｓｔｅｌ。在

这一点上，完全在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

安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到了弗里西安语影响的标准新尼德兰

语，跟它就不是那样地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语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辅

音的ｍ或ｎ之前，以ｏ代替ｕ，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

语那样彻底。在新尼德兰语中，有ｋｏｎｓｔ，ｇｏｎｓｔ，ｋｏｎｄ，同时也有

ｋｕｎｓｔ，ｇｕｎｓｔ，ｋｕｎｄ。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

ｍｏｎｄ—Ｍｕｎｄ，ｈｏｎｄ—Ｈｕｎｄ，ｊｏｎｇ—ｊｕｎｇ，ｏｎｓ—ｕｎｓ。

跟里普利安语不同，长音ｉ（ｉｊ）在发音上变作ｅｉ，这在中尼德兰

语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ｅｉ在发音上不是像在高

地德意志语里那样ｅｉ＝ａｉ，而是实际上像ｅ＋ｉ，虽然也不像丹麦人

和斯拉夫人的ｅｊ发音那样的窄。书写出来不是ｉｊ，而是ｅｉ的二合

元音，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语的ａｕ的，

是ｏｕ，ｏｕｗ。

元音交替从语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有单数和复数，在

动词变化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具有同一的词根元音。相反地，在词

的构成上，元音交替则表现为双重形式：（１）一切哥特后期的方言

所共有的形式，即ａ经ｉ而变为ｅ；（２）尼德兰语所特有而在以后才

发达起来的形式。中尼德兰语，正如里普利安语一样，依然有

ｈｕｓ—Ｈａｕｓ［家］，ｂｒｕｎ—ｂｒａｕｎ［褐色的］，ｒｕｍ—ｇｅｒａｕｍｉｇ［广阔］，

ｔｕｎ—Ｚａｕｎ［垣篱］，复数则为ｈｕｓｅ，ｂｒｕｎｅ。新尼德兰语则只有中尼

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向所未见的语形，例如，ｈｕｉｓ，ｂｒｕｉｎ，ｒｕｉｍ，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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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ｕｉ＝高地德意志语的ｅｕ）。相反地，以ｅｕ代替短音ｏ（高地德意

志语的ｕ），则已经侵入中尼德兰语了。例如，ｊｅｕｇｈｅｔ与ｊｏｇｈｅｔ同

时并存，新尼德兰语有ｊｅｕｇｄ—Ｊｕｇｅｎｄ［青年］；ｄｏｇｈｅｔ—Ｔｕｇｅｎｄ

［道德］，ｄｏｒ—Ｔｕｒ［门］，ｋｏｒ—Ｗａｈｌ［选择］，而同时还有带ｅｕ的语

形；在新尼德兰语则只有 ｄｅｕｇｄ，ｋｅｕｒ，ｄｅｕｒ。这同十二世纪起在

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的语形——以ｅｕ代替重读的拉丁语ｏ——，

是完全一致的。凯伦注意到了元音交替的第三种情形：在新尼德

兰语里，ｅｉ是由ｅ（ｅｅ）的元音交替变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交替形

态，都是里普利安语以及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是尼德兰语的一种特

殊的标志。

Ａｌｄ，ａｌｔ，ｏｌｄ，ｏｌｔ，ｕｌｄ，ｕｌｔ变为ｏｕｄ，ｏｕｔ。这种变化，在中尼德

兰语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在那里，既有ｇｏｕｄｉｎ，ｈｏｕｄｅ，

ｓｃｏｕｄｅ（ｓｏｌｌｔｅ），同时也有ｇｕｌｄｉｎ，ｈｕｌｄｅ，ｓｃｕｌｄｅ，因此，这种转变发

生于什么时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这也同样是尼德兰语的特点，

至少它同所有大陆的日耳曼方言是相反的；它在英格兰的郎卡郡

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例如，ｇｏｌｄ，ｈｏｌｄ，ｏｌｄ，在那里是ｇｏｗｄ，

ｈｏｗｄ，ｏｗｄ。

说到辅音，尼德兰语没有纯粹的ｇ（即意大利语、法语或英语

的后舌音ｇ）。这个辅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ｇｈ，在若干音结合

中，它和深后舌音（瑞士语、现代希腊语或俄语的）ｃｈ是没有分别

的。我们已经看到，从ｇ到ｃｈ的这种转变，在古代萨利克语中就已

经出现了。它也出现在一部分的里普利安语和在以前法兰克土地

上形成的萨克森方言里，例如，在闵斯德，也跟在贝尔格语里一样，

甚至单词的开头的ｊ，特别是在外来语里，在某些场合发音也和ｃｈ

一样，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Ｃｈｏｓｅｐｈ，甚至可以听到Ｃｈａｈ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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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ｈｒ）。倘使摩·海奈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在古福音诗中ｊ，ｇ和

ｃｈ的常常彼此换用和互押头韵，就不致于使他感到困惑了。

在单词的开头，尼德兰语有时还保留着ｗｒ，例如ｗｒｉ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ｅｎ［扭夺］，ｗｒｅｅｄ—ｇｒａｕｓａｍ［残忍的］，ｗｒｅｋｅｎ—ｒａｃｈｅｎ［复

仇］。在里普利安语里，也有这一方面的残迹。

从弗里西安语里，采纳了将指小词词尾ｋｅｎ软化为ｔｊｅ，ｊｅ的

办法，例如，ｍａｎｎｅｔｊｅ—Ｍａｎｎｃｈｅｎ［小人儿］，ｂｉｅｔｊｅ—Ｂｉｅｎｃｈｅｎ［蜜

蜂儿］，ｈａｌｓｊｅ—Ｈａｌｓｃｈｅｎ［围脖儿］，等等。不过，也有保留ｋ的，例

如，ｖｒｏｕｋｅｎ—Ｆｒａｕｃｈｅｎ［爱妻］，ｈｏｅｔｅｋｅｎ—Ｈａｔｔｃｈｅｎ［小屋］。在佛

来米语里，至少在民间语言里，ｋ却保留得更好：布鲁塞尔的著名

的小人儿叫做ｍａｎｎｅｋｅｎ－ｐｉｓ
３４４
。可见法国人的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英国

人的ｍａｎｎｉｋｉｎ，都是从佛来米语那里借来的。两者词尾的复数为

ｖｒｏｕｋｅｎｓ，ｍａｎｎｅｔｊｅｓ。这个ｓ，我们在里普利安语里还会看到。

尼德兰语同萨克森诸方言，甚至同斯堪的那维亚诸方言共同

的地方，是元音之间的ｄ的脱落，特别是两个ｅ之间的ｄ，例如，

ｌｅｄｅｒ和ｌｅｅｒ，ｗｅｄｅｒ和ｗｅｅｒ，ｎｅｄｅｒ和ｎｅｅｒ，ｖａｄｅｒ和ｖａｅｒ，ｍｏｅｄｅｒ

和ｍｏｅｒ—Ｍｕｔｔｅｒ［母］。

尼德兰语的变格显示着强变化和弱变化语形的完全的混合，

而因为在复数时无元音交替，所以尼德兰语复数的形成，只有在极

少的场合，才是与里普利安语或萨克森语一致的，在这里，也可以

看出这种语言的一种极其显著的特点。

萨利克语和里普利安语同一切印格伏南方言共同的地方，是

ｅｒ，ｄｅｒ，ｗｅｒ等主格标志的脱落，即在尼德兰语里是ｈｉｊ，ｄｅ（冠词）

和ｄｉｅ（指示代词），ｗｉｅ。

动词变位的分析，会使我们跑得过远。上面讲过的，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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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在任何地方将现代的萨利克语言跟其他邻接的各种方言区

别开来。对尼德兰的民间方言进行更精密的研究，一定还能获得

许多重要的东西。

二、莱茵法兰克语。我拿这个名称表示其余一切的法兰克方

言。我在这里不照旧的办法把里普利安语跟萨利克语对立起来，

是有充分理由的。

阿尔诺德３４５就已经注意到：真正的里普利安人是住在一块比

较狭小的地区，其南面境界大体可用两个同名为莱夫费尔舍伊德

的村落（在阿得瑙和什莱登附近）作标志。这一点正确之处在于：

这样一来，就能在语言方面也把纯粹的里普利安人的地区，同真正

的里普利安人在其他日耳曼部落之后或者和他们同时占据的地区

划分开来。但是，由于“下法兰克语”这一名称已经获得了另外的

意义，而且这一名称还包括了萨利克语，所以，我只好把在萨利克

语区和这条界线之间的地区通用的相近的方言语族，统称为里普

利安语——狭义的里普利安语。

１．里普利安语 这一方言语族同萨利克语的分界线，是同荷

兰—德意志的边境线决不相符的。相反地，在莱茵河右岸，还有雷

斯区的大部分属于萨利克语的范围，而在这里的威塞尔地区，则为

萨利克语、里普利安语和萨克森语接触之外。在莱茵河左岸，属于

萨利克语的，则有克列维和格耳德恩，并且大约延伸到下面这条

线：从莱茵河起，经过克散滕和威塞尔之间，南到符律恩村（在默尔

斯之西），并从那里起，西南到文洛为止；要想划出更精确的界线，

只有到当地去才行，因为经过了荷兰多年的管辖，不单在格耳德

恩，而且在默尔斯伯爵领地，都有许多带有萨利克—尼德兰语形的

里普利安的名称保留在地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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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洛地区往上去，麦士河右岸的大部地区大概都讲里普利

安语，因此在这里，政治上的界线并未在任何地方穿过萨利克语地

区，却总是穿过里普利安语地区，而后者几乎伸展到马斯特里赫特

附近。带ｈｅｉｍ（不是ｈｅｍ）的地名以及带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语形

ｉｃｈ的地名，在这里，大量地出现在荷兰领土上。再往南去，便有了

带ｂｒｏｉｃｈ（荷兰的ｂｒｏｅｋ）并有辅音音变的地名，例如鲁尔蒙特附近

的Ｄａｌｌｅｎｂｒｏｉｃｈ，以及带ｒａｄｅ的地名（锡塔特附近的Ｂｉｎｇｅｌｒａｄｅ，

以及那里的Ａｍｓｔｅｎｒａｄｅ、Ｈｏｂｂｅｌｒａｄｅ和六、七个这一类的地名）；

那已落入比利时之手的麦士河右岸的一小片德意志土地，则完全

属于里普利安语范围以内（拿距离麦士河９公里的Ｋｒｕｔｚｅｎｂｅｒｇ

同文洛北面的Ｋｒｕｉｓｂｅｒｇ相比）。甚至在麦士河左岸，在比利时境

内名叫灵堡的地方，我也发现，马宰克附近有Ｋｅ－ｓｓｅｎｉｃｈ，麦士河

畔有Ｓｔｏｃｋｈｅｉｍ和Ｒｅｃｋｈｅｉｍ，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有Ｇｅｌｌｉｋ，这就

证明这里居住的并非纯粹的萨利克居民。

里普利安同萨克森的界线，自威塞尔附近向东南延伸，愈往前

离莱茵河愈远，在法兰克方面的鲁尔河畔缪尔海姆、韦尔登和萨克

森方面的埃森之间穿过，直达贝尔格同马尔克的边界，这条边界线

直至今日，仍然是莱茵省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这条线直到奥

耳珀以南，才同那条边界分离，由此向东，将法兰克语的济克兰德

同萨克森语的藻厄兰山分开了。再向东去，很快就到了黑森方言

区。     

同我称为中法兰克语的那种方言为邻的上述南面边界，是和

旧日的阿瓦耳高、崩高和埃弗利亚等区的南面边界大体相符的，并

由此西去，稍稍偏南，进入瓦龙语的领域。这样划定的领域，包含

古代的里普利安大区及其北面和西面邻接的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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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里普利安语在许多方面是和尼德兰语一致的，不

过，中尼德兰语却较新尼德兰语跟它更为接近。在里普利安语的

发音中，与新尼德兰语相一致的地方是ｅｉ＝ｅ＋ｉ，以ｏｕ代替ａｕ；以

及ｉ到ｅ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里普利安语和中尼德兰语里比新尼

德兰语更为彻底：中尼德兰语的ｇｅｗｅｓ，ｅｓ，ｂｌｅｎｄ，ｓｅｌｖｅｒ（Ｓｉｌｂｅｒ

［银］），即在今日也还完全按照里普利安语发音。与此相同而且更

为彻底的是，在后面紧跟着辅音的ｍ或ｎ之前的ｕ，变为ｏ。例如

ｊｏｎｇ，ｌｏｍｐ，ｄｏｍｍ，ｋｏｎｓｔ。如果后面紧跟的辅音是ｄ或ｔ，则这个ｄ

或ｔ在某些方言中就变为ｇ或ｋ；例如ｈｏｎｋ—Ｈｕｎｄ［狗］，复数为

ｈｏｎｇ；在这里，ｋ变为浊音ｇ，是受到脱落掉的结尾元音ｅ的影

响。      

相反地，里普利安语的元音交替的情形同尼德兰语有显明的

差别，一般地说，它同高地德意志语是一致的，而在个别的例外场

合之下（例如以ｈａｎｅｎ代替Ｈａｈｎｅ［雄鸡］），则同萨克森语一致。

词首的ｗｒ变为清音ｆｒ，这保存在ｆｒｉｎｇｅｎ（将布等等中的水拧

干）和ｆｒｅｄ（即荷兰语的ｗｒｅｅｄ，意为锻炼）中。

以ｈｅ，ｄｅ，ｗｅ代替ｅｒ，ｄｅｒ，ｗｅｒ。

变格处于高地德意志语和萨克森语间的中间地位。以ｓ构成

复数是常见的，但几乎从来不与尼德兰语相同；这个ｓ，在当地的

高地德意志语上，完全符合于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变成了ｒ。指小词

词尾ｋｅｎ，ｃｈｅｎ，在ｎ之后变成了ｓｃｈｅｎ，如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ｎ，复数与尼

德兰语相同，也有ｓ（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ｓ）。这两种语形，我们可以一直追溯

到洛林。

在ｓ，ｓｔ，ｄ，ｔ和ｚ前的ｒ被省略了；ｒ之前的元音，在某些方

言中仍然是短音，在另一些方言中则为长音。例如，ｈａｒｔ变为ｈａ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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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语）和ｈａａｄ（科伦语）。在这里，由于南德意志语的影响，

ｓｔ战变作ｓｃｈｔ，例如Ｄｕｒｓｔ，在贝尔格语里为ｄｏａｓｃｈｔ，在科伦语里

为ｄｏｓｃｈｔ。

同样，由于高地德意志语的影响，词首的ｓｌ，ｓｗ，ｓｔ和ｓｐ都变

成了ｓｃｈｌ，等等。

像尼德兰语一样，里普利安语也没有纯粹的ｇ。位于萨利克语

边界线上的一部分方言，譬如贝尔格方言，词首和词中间的ｇ也变

成了送气音ｇｈ，但比尼德兰语要软些。其余的方言都有ｊ。在词尾

上，ｇ到处都像ｃｈ那样发音，但不像硬的尼德兰语的ｃｈ，而像软的

莱茵—法兰克语的ｃｈ，发音类似硬化了的ｊ。里普利安语在实质上

所具有的低地德意志语的性质，可由以ｂｏｖｅｎ代替ｏｂｅｎ这样一些

词语而得到证明。

大部分的清辅音，到处都还处于辅音音变的第一阶段。只有

南方方言中的ｔ以及词中和词尾的ｋ，有时还有ｐ，才具有高地德

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在这些方言中，ｌｏｔｅｎ—ｌａｓｓｅｎ［放置］变做ｌｏ

ｓｚｅ，ｈｏｌｔ［树木］变做ｈｏｌｚ，ｒｉｋ—ｒｅｉｃｈ［富］变做ｒｉｃｈ，ｅｋ—ｉｃｈ［我］变

做ｅｃｈ，ｐｉｐｅ—Ｐｆｅｉｆｅ［笛］变做ｐｉｅｆ。但ｅｔ，ｄａｔ，ｗａｔ和另外一些词，

却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并未彻底实现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在三种场合

下的侵入，成为通常划分中法兰克语和下法兰克语的依据。但是

这样一来，原来是一种由一定的声音关系——如上所指明的——

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方言语族（并且这在民众意识中现在还

认为是相互连在一起的），现在却任意地、根据一种完全偶然的标

志把它们分开了。

我说，这完全是偶然的。其他的中德意志方言，如黑森、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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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上萨克森等方言，每一种方言自身，总的说来，都是处于高地

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一定阶段上。自然，它们所表现出的辅音音

变，可能在低地萨克森的边界上略少些，而在南德意志的边界上较

多一些，但这顶多不过形成地方的差别。相反地，在北海沿岸、麦

士河畔以及下莱茵的法兰克方言，却绝无任何的辅音音变，而在阿

勒曼尼亚的边界上则差不多只有阿勒曼尼亚的音变；在这两种类

型之间，至少还有三个过渡阶段。由此可见，辅音音变已经侵入独

立发展了的莱茵—法兰克语之中，而将其分裂为若干部分。这种

辅音音变的最后痕迹，不一定是消灭在一个过去存在过的特殊的

方言语族的边界上；它也可能死亡在这一方言语族的内部，而实际

上也正是这样的。相反地，实际构成方言的辅音音变的影响，像下

面所要指出的那样，一定是停止在两个原来就有区别的方言语族

的边界上。ｓｃｈｌ，ｓｃｈｗ等等和词尾的ｓｃｈｔ，不也是同样地，而且在

更晚得多的时候，从高地德意志语侵入到我们这里来的吗？而这些

——至少是其中的第一批——甚至深入到了威斯特伐里亚。

早在部分里普利安方言中的ｔ和词中、词尾的ｋ以及ｐ发生

音变以前，里普利安诸方言已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语族。此种变化

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侵入于该语族的内部，对于这一语族来说，过

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诺伊斯的方言，同克雷弗尔

德方言和明兴—格拉特巴赫的方言，甚至在外地人完全听不出来

的细微之点上也是一致的。虽然如此，其中一种却被称为中法兰

克语，一种被称为下法兰克语。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方言，在不易觉

察之中，一步步地转变成了西南莱茵平原的方言。可是，它们却似

乎是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方言语族。每一个熟悉这些地区的人都

很容易看出来，在这里，书斋里的博学者是把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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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的活生生的民间方言，硬套在他们削足适履地ａｐｒｉｏｒｉ〔预

先〕虚构出来的特征的框框里去。

这种纯粹表面上的区别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结果是，人们把

各种南里普利安方言在所谓中法兰克语的名称之下，跟其他的方

言混杂在一起，而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南里普利安方言同这些

方言的关系，比同所谓下法兰克方言是更为疏远的。可是，另一方

面，结果却留下一条狭长的地带，人们不知如何去对付它，最后，只

得将其中的一片宣称为萨克森语地区，而将另一片宣称为尼德兰

语地区，这跟这些方言的实际情形是很不符合的。

我们试举贝尔格方言为例来看看吧，这一方言是布劳涅毫不

迟疑地肯定地称为萨克森语的。这种方言，我们知道，它的直陈式

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都是完全相同的，而法兰克语的古代形式则

为ｎｔ。在贝尔格方言里，凡是ｍ和ｎ后面紧跟着辅音时，ｍ和ｎ前

的ｕ一律以ｏ去代替，按照同一布劳涅的意见，这绝非萨克森语所

具有的情况，而是下法兰克语所特有的现象。上述里普利安语的

这一切特征，乃是其他里普利安方言所共有的。它在不易察觉之

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农户到另一个农户，变成了莱茵

平原的方言，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边境上同萨克森方言截然地分

开了。在日耳曼尼亚全境，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像这里

所看见的这样突出的语言界线。语言上的差别是多么大啊！全部

的元音发音法就像是彻底改变了；开口度最宽的ａｉ直接地与开口

度窄的下法兰克语的ｅｉ对立，正如ａｕ同ｏｕ相对立一样；在为数

甚多的二合元音和半元音之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里的ｓｃｈ跟

日耳曼尼亚其他各处是一样的，而那边的ｓ＋ｃｈ则与荷兰相同；这

里是ｗｉｈａｎｔ，那边是ｗｉｈｅｂｂｅｄ；这里的复数使用双重的形式ｇ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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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ｅｎｋ，ｉｈｒ和ｅｕｃｈ；那边则只有ｊｉ，ｉ和ｊｕ，ｕ。这里把麻雀

［Ｓｐｅｒｌｉｎｇ］用普通的里普利安语称为Ｍｏｓｃｈｅ，那边则用普通的威

斯特伐里亚语叫Ｌｕｎｉｎｇ。至于其他为贝尔格方言所独有的特征就

不必谈了，这些特征一到边界上，也都同样地突然消失了。

一个外国人最能体会到一种方言的特质，是当他所遇到的人

们不说方言，而说他懂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时候，这种高地德意志

语，在我们德国人这里，在大多数场合之下，是受到了方言的强烈

影响的。可是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所谓萨克森居民和莱茵平原的居

民（他们可能是说中法兰克语），除去一方稍强的送气音ｇｈ，在另

一方作ｊ的发音而外，如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是绝对听不出他们

说话的差别的。但是，贝尔格的赫金豪斯人（来自上巴门，在乌培

河左岸），跟住在东面不到一公里远的马尔克的兰格斐特人，他们

在日常讲话上所用的本地高地德意志语，其差别之大，远远超过赫

金豪斯人同科布伦茨人之间的差别，至于亚琛人或波恩人，那就更

不消说了。

对于莱茵法兰克人来说，甚至ｔ和词尾ｋ的音变的侵入，并未

造成一种语言分界的印象；甚至在他们极其熟悉的地方，他们也不

得不先想想ｔ同ｚ，ｋ同ｃｈ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而当他们越过这

个界线的时候，两者的发音，对于他们都是一样地顺嘴。由于许多

带有发生音变的ｓｚ，ｚ，ｃｈ和ｆ的高地德意志单词侵入于方言之中，

这就显得更容易了。十四世纪的古贝尔格诉讼法典（拉康布累“档

案”第一卷第７９页及以下各页３４６）提供了一种显明例证。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ｚｏ，ｕｉｓｓ（ａｕｓ［自］），ｚｗｅｅｎ［两个］，ｂｅｚａｈｌｅｎ［支付］；与

此相并，同一文句中还有ｓｅｔｔｅｎ［使坐下］，ｄａｔｎｕｔｔｅｓｔｅ（ｎｕｔｚｅｓｔｅ

［最有用的］）；与ｒｅｉｃｋｅｔ（ｒｅｉｃｈｔ［他达到］）相并，还有Ｄａｃｈ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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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ｒｅｄｅｌｉｃｈ［诚实］；与ｖｅｒｋｏｕｆｆｅｎ［出售］相并，还有ｕｐｌａｄｅｎ［装

上］，ｕｐｈｅｖｅｎ［举起］，ｈｕｌｐｅｒ（Ｈｅｌｆｅｒ［助手］）。在第８５页上的另一

段里，甚至交错地出现了ｚｏ与ｔｈｏ（ｚｕ［到］）。简单地说，山岳地带

的方言跟平原的方言经常地交错在一起，甚至一点也没有引起书

写人的困惑。像往常一样，波及法兰克领土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

音变最后的波浪，是最弱最小的。指出它所达到的界线，的确是饶

有趣味。但是，这不会是一条方言的界线；它不可能将一个自古就

具有近亲关系的独立的方言语族彼此分开，也不能作为借口，来违

反一切语言上的事实，把那硬用强力撕开的破片划入关系较为疏

远的语族中去。

２．中法兰克语 从上面所讲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我认为中法

兰克语的北面边界比通常所划定的边界要偏南得多。

由于莱茵河左岸中法兰克地带在克洛维时代看来曾经被阿勒

曼尼人所占据，这就使得阿尔诺德有了理由在当地的地名中去寻

找阿勒曼尼人移居的痕迹；并得出结论说：直至科伦—亚琛这一条

线上，可以确定在法兰克人之前曾有过阿勒曼尼人的居民；不消

说，这样的痕迹，在南方最常见，往北则愈来愈少。他说，这些地名

表明，阿勒曼尼人曾经短期推进到科布伦茨和亚琛的境界以外，并

在较长时期之内，占领了韦特劳和南部拿骚的地方。因为带有纯

粹阿勒曼尼语词尾的名称，如ａｃｈ，ｂｒｕｎｅｎ，ｆｅｌｄｅｎ，ｈｏｆｅｎ，ｉｎｇｅｎ，

ｓｃｈｗａｎｄ，ｓｔｅｔｔｅｎ，ｗａｎｇｅｎ和ｗｅｉｌｅｒ，这些都是在纯粹的法兰克土

地上所绝对看不到的，而从亚尔萨斯起，在全部普法尔茨、莱茵黑

森和莱茵普鲁士，却到处散布着，只是愈向北愈少，愈来愈让位于

主要为法兰克语词尾的名称，如ｂａｃｈ，ｂｅｒｇ，ｄｏｒｆ，ｂｏｒｎ，ｆｅｌｄ，

ｈａｕｓｅｎ，ｈｅｉｍ，ｓｃｈｅｉｄ等（“德意志的古代”
３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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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研究中法兰克土地上的所谓阿勒曼尼的名称。ｂｒｕ

－ｎｅｎ，ｓｔｅｔｔｅｎ，ｆｅｌｄｅｎ，ｗａｎｇｅｎ等词尾，我在莱曼的地图
３４８
（应当指

出，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地图）上，在这个地区内，任何地方也未

找到过。Ｓｃｈｗａｎｄ这个词尾曾见于文威累尔附近的Ｍｅｔｚｅｌｓｃｈ－

ｗａｎｄ庄园，再见于兰德施土尔北面的Ｓｃｈｗａｎｄｅｎ。因此，两处都

是在南法兰克的普法尔茨，而这和我们眼下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关

系的。至于词尾ａｃｈ——我们沿着莱茵河可以看到圣哥阿尔附近

的Ｋｒｅｕｚｎａｃｈ，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Ｈｉｒｚｅｎａｃｈ，科布伦茨附近的Ｒｕｂｅｎａｃｈ

（在施普鲁奈尔—门克的分区图３４９上则为Ｒｉｂｉｎｉａｃｕｓ）。Ａｎｄｅｒｎａｃｈ

（即罗马的Ａｎｔｕｎｎａｃｕｍ），以及Ｗａｓｓｅｎａｃｈ。因为在整个莱茵河左

岸，在罗马时代到处都出现有罗曼语化的克尔特语词尾ａｃｕｍ；例

如，Ｔｏｌｂｉａｃｕｍ—Ｚｕｌｐｉｃｈ，Ｊｕｌｉａｃｕｍ—Ｊｕｌｉｃｈ，贝克海姆附近的Ｔｉ

ｂｅｒｉａｃｕｍ—Ｚｉｅｗｅｒｉｃｈ，Ｍｅｄｅｒｉａｃｕｍ；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顶多

也不过是在语形的选择上，即以ａｃｈ代ｉｃｈ，才显示出阿勒曼尼人

的影响。只有Ｈｉｒｚｅｎａｃｈ（＝Ｈｉｒ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这一个词毫无疑问是德

意志语，而以前在分区图上，却写的是Ｈｉｒｚｅｎｏｗｅ＝Ｈｉｒｓｃｈｅｎａｕ

［鹿的草场］，而不是Ｈｉｒ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鹿的溪］。但是，位于比德里赫

和莱茵贝尔格之间、紧邻萨利克边境的Ｗａｌｌａｃｈ，却如何去解释

呢？这总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阿勒曼尼人的村落吧。

摩塞尔河流域也还有一些ａｃｈ；例如别恩堡东面的Ｉｒｍｅｎａｃｈ，

特利尔附近的Ｗａｌｄｒａｃｈ，Ｃｒｅｔｔｎａｃｈ，萨尔河畔的Ｍｅｔｔｌａｃｈ。在卢

森堡有Ｅｃｈｔｅｒｎａｃｈ，Ｍｅｄｅｒｎａｃｈ，Ｋａｎａｃｈ；在洛林，只有在摩塞尔河

右岸有Ｍｏｎｔｅｎａｃｈ，Ｒｏｄｌａｃｈ，Ｂｒｅｔｔｎａｃｈ。纵然我们可以承认，所有

这些名称都意味着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它们为数也是很少的，而

且其分布地点也并未超出中法兰克领土的最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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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还有ｗｅｉｌｅｒ，ｈｏｆｅｎ和ｉｎｇｅｎ，需要进行比较详细的研

究。

首先，词尾ｗｅｉｌｅｒ并不能无保留地算做阿勒曼尼语，而是外

省拉丁语的ｖｉｌｌａｒｉｕｍ，ｖｉｌｌａｒｅ，而且在罗马帝国旧的疆界以外，只

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之下才能遇到。ｖｉｌｌａｒｅ之德语化为ｗｅｉｌｅｒ，并非

阿勒曼尼人的特权，只不过是他们的偏爱，把这种词尾大量地使用

于新的移住地而已。仅仅在罗马的ｖｉｌｌａｒｉａ出现的地方，法兰克人

才被迫把这个词尾德语化为ｗｉｌａｒｅ，其后又变做ｗｅｉｌｅｒ，或者完全

把它丢掉不用。大概他们有时采用这种方法，有时又采用另一种

方法，同样地，他们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ｗｅｉｌｅｒ称呼新的

移住地，不过比阿勒曼尼人要少得多。从亚琛附近的Ｅｓｃｈ－ｗｅｉｌ

ｅｒ以及从Ａｈｒｗｅｉｌｅｒ往北去，阿尔诺德连一个以ｗｅｉｌｅｒ为词尾的

比较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不过，地点的现代的意义，是和问题全

然无关的；事实是，在莱茵河左岸，以ｗｅｉｌｅｒ为词尾的地名一直向

北几乎延伸到萨利克边界（Ｇａｒｚｗｅｉｌｅｒ和Ｈｏｌｚｗｅｉｌｅｒ，距离说尼德

兰语的最近的格耳德恩地方还不到５英里）；在Ｅｓｃｈｗｅｉｌｅｒ和

Ａｈｒｗｅｉｌｅｒ这一线之北，带有此种词尾的地名至少也有二十个。这

样的地名，自然，最常见于由马斯特里赫特经幽里希而抵科伦这一

条旧日罗马大道的近处；其中有两处，即Ｗａｌｗｉｌｌｅｒ和Ｎｙｓｗｉｌｌｅｒ，

甚至位于荷兰领土上；这也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吗？

更向南去，在艾费耳高原，这样的地名几乎一个也没有，在马

尔美提地段（莱曼地图，第１５９图）连一个也见不到。在卢森堡，这

样的名称也很少，在摩塞尔河下游直到洪斯吕克出的脊背上，也同

样地不多见。相反地，在摩塞尔上游，这种名字在河的两岸都很

多，向东去更多，从萨尔鲁伊向东去，这个词尾愈来愈占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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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这里起，已经开始出现了南法兰克语言，而且，在这里，任

何人也不会否认，阿勒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领过这一带土

地。     

因此，在中法兰克和里普利安领土上，这些ｗｅｉｌｅｒ，跟法兰西

为数极多的ｖｉｌｌｅｒｓ一样，并不能证明这些地方是阿勒曼尼人的移

住地。

现在我们来研究ｈｏｆｅｎ。这个词尾更加不是阿勒曼尼人所专

有的。它出现在整个法兰克，其中包括后来由萨克森人占领的今

天的威斯特伐里亚。在莱茵河右岸只有几个例子：在鲁罗尔特附

近的Ｗｅｈｏｆｅｎ，杜斯堡附近的Ｍ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和Ｅｐｐｉｎｇｈｏｆｅｎ，梅特

曼附近的Ｂｅｎｎｉｎｇｈｏｆｅｎ，丁斯拉肯附近的另一个Ｅｐｐｉｎｇｈｏｆｅｎ，在

威斯特伐里亚的多尔斯滕附近的Ｋ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卡斯特罗普附近

的Ｗｅｓｔｈｏｆｅｎ，还有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Ｗｉｃｈ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Ｎｉｅｄｅｒｈｏｆｅｎ，

两个Ｂｅｎｎｉｎｇｈｏｆｅｎ，Ｂｅｒｇｈｏｆｅｎ，Ｗｅｓｔｈｏｆｅｎ，Ｗａｎｄｈｏｆｅｎ——所有

这些都在赫耳韦格，等等。直至异教时代，在阿格尔河岸还有

Ｅｒｅｓｈｏｆｅｎ，即Ｍａｒｔｉｓｖｉｌｌａ［玛尔斯城］，单从战神在这里被称为

Ｅｒｕ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说这里有阿勒曼尼人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自称为Ｔｉｕｗａｒｉ，因之，不称他们的神为Ｅｒｕ，而称为Ｔｉｕ，以

后经过辅音音变，成为Ｚｉｕ。

在莱茵河左岸，说ｈｏｆｅｎ是起源于阿勒曼尼语，就更不行了。

在这里，又有一个Ｅｐｐｉｎｇｈｏｆｅｎ在克散滕的东南方，因而，也许这

里已经是属于萨利克人的了，从这里向南去，在全部的里普利安领

土上，除了个别庄园以ｈｏｆ为词尾以外，到处都麇集着ｈｏｆｅｎ的地

名。我们一经踏上萨利克的领土，那就更糟糕。沿麦士河的两岸，

从法兰西语言的界线起，到处都是ｈｏｆｅｎ。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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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西岸。在那里，我们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可以找到７个Ｏｐ

ｈｏｖｅｎ，在荷兰有Ｋｉｎｃｋｈｏｖｅｎ等等；在比利时，我们首先看看勒文

地段（莱曼地图，第１３９图）吧。这里有汤格恩附近的Ｒｕｙｋｈｏｖｅｎ，

Ｓｃｈａｌｋｈｏｖｅｎ，Ｂｏｍｍｅｒｓｈｏｖ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ｈｏｖｅｎ，Ｍｅｔｔｅｃｏｖｅｎ，Ｈｅｌｓ

ｈｏｖｅｎ，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ｓｈｏｖｅｎ，哈 塞 耳 特 附 近 的 Ｚｏｎｈｏｖｅｎ，

Ｒｅｅｋｈｏｖｅｎ，ＫｏｎｉｎｇｓＨｏｖｅｎ；更往西去，有Ｂｏｇｅｎｈｏｖｅｎ，Ｓｃｈｕｅｒ

ｈｏｖｅｎ，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ｏｖｅｎ，Ｇｉｐｐｅｒｓｈｏｖｅｎ；圣特罗伊登附近的Ｂａｕｌｅｒ

ｓｈｏｖｅｎ；极西处，在提耳蒙（提楠）的东面和东北面，有Ｇｕｓｓｅｎ

ｈｏｖｅｎ和Ｄｒｏｅｎｈｏｖｅｎ。在特瑙特地段（第１２０图）至少有３３个

ｈｏｖｅｎ，大多数都在比利时领土以内。再向西南去，ｈｏｖｅ（第三格

词尾ｎ在这里一律省略了）分布于全部法兰西语言的边界线上：从

尼诺夫（它自己就是一个罗曼语化了的ｈｏｖｅ）附近的Ｈｅｅｒ

ｌｉｎｋｈｏｖｅ和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ｏｖｅ起（这中间，大约还有１０个，我都略去

了），到迪克斯莫伊德附近的Ｇｈｙｖｅｒｉｎｃｋｈｏｖｅ和Ｐｏｌｌｉｎｃｈｏｖｅ以及

法属弗兰德的圣奥梅尔附近的Ｖｏｌｋｅｒｉｎｃｋｈｏｖｅｏ。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ｏｖｅ出

现了三次；这就证明这一词尾仍然活在人民之中。除此以外，还

有许多以ｈｏｆ为词尾的个别的庄园。由此可见，所谓ｈｏｆｅｎ专属于

阿勒曼尼语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最后，谈谈ｉｎｇｅｎ。用ｉｎｇ，ｕｎｇ来表示同一的起源，这对整个的

日耳曼民族都是共同的。因为移住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所以

这一词尾，在各处地名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这个词尾，用第

二格复数同一个地方的词尾结合起来；例如，明登附近的

Ｗｏｌｖａｒａｄｉｎｇａｈｕｓｕｎ，英格兰的Ｓｎｏｔｉｎｇａｈａｍ（诺定昂）。有时，这一

词尾的复数即可单独构成地名；例如，荷兰弗里斯兰省的Ｆｌｉｓｓｉ

ｎｇｈｅ（符利辛根），Ｐｈｌａｄｉｒｔｉｎｇａ（符拉尔丁根），Ｃｒａｓｔｌｉｎｇｉ和古代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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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森的Ｇｒｕｐｉｌｉｎｇａ，Ｂｒｉｔｌｉｎｇａ，Ｏｔｌｉｎｇａ。这些名称，现在大多数都已

还原为第三格，并且以ｉｎｇｅｎ为词尾，而ｉｎｇ则很少见。大多数的

部落都熟悉并使用这两种语形；阿勒曼尼人似乎偏爱后一种，至少

就目前说是这样。寥拉赫近处的Ｒｕｍｍｉｎｇｅｎ，从前（７６４年）叫做

Ｒｏｍａｎｉｎｃｈｏｖａ，所以，士瓦本的ｉｎｇｅｎ，许多都是出于较近的起源

的（蒙奈“巴登地方古代史”第１卷第２１３页３５０）。瑞士的ｋｏｎ和

ｋｏｆｅｎ，差不多都是由ｉｎｇｈｏｆｅｎ缩写而成的；例如，Ｚｏｌｌｉｎｃｈｏｖｏｎ－

Ｚｏｌｌｉｋｏｆｅｎ，Ｓｍａｒｉｎｃｈｏｗａ—Ｓｃｈｍｅｒｉｋｏｎ，等等。参看弗·博伊斯

特：“苏黎世州的历史地图集”３５１。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地名，在

那代表阿勒曼尼人时代的第三图上，整打整打地出现。但是这样

的名称也同样出现在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中间，因

此，一看到有些地名带有ｉｎｇｅｎ的词尾，马上便断定那是阿勒曼尼

人的移住地，就未免太大胆了。

上面举出的名称证明，ｉｎｇａｓ（复数第一格）和ｉｎｇｕｍ，ｉｎｇｏｎ（复

数第三格）这样的名称，从些耳德河到易北河，不论在弗里西安人

或萨克森人那里，都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即在今日，在全部下

萨克森ｉｎｇｅｎ也依然不稀罕。在威斯特伐里亚，单是在鲁尔河两

岸，翁纳—左斯特一线以南，除开ｉｎｇｓｅｎ和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不算，至少

可以找到１２个ｉｎｇｅｎ。只要是在法兰克领土上面，我们到处都可

以找到以ｉｎｇｅｎ为词尾的地名。

在莱茵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荷兰，莱茵河畔有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艾塞耳河畔有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ｅｎ（在这里，我们将一切可

能是弗里西安的名称除去）；在贝尔格地区有Ｈｕｃｋｉｎｇｅｎ，Ｒａｔｉｎ

ｇｅｎ，Ｅｈｉｎｇｅｎ（紧接着，在萨克森的领土上，有Ｈａｔｔｉｎｇｅｎ，Ｓｏｄｉｎ

ｇｅｎ，Ｕｍｍｉｎｇｅｎ），韦尔登附近有Ｈｅｉｓｉｎｇｅｎ（格林认为这来自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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佗的ＳｉｌｖａＣａｅｓｉａ［凯西亚森林］，可见已很古远），Ｓｏｌｉｎｇｅｎ，Ｈｕｓｉｎ

ｇｅｎ，Ｌｅｉｃｈｌｉｎｇｅｎ（在分区图上则为Ｌｅｉｇｅｌｉｎｇｏｎ，可见已有上千年

之久），Ｑｕｅｔｔｉｎｇｅｎ以及济克河畔的Ｂｏｄｉｎｇｅｎ和Ｒｏｃｋｌｉｎｇｅｎ，另有

两个以ｉｎｇ为词尾的地名尚未计算在内。莱茵布罗耳的Ｈｏｎｎｉｎ

ｇｅｎ以及维德河一带的Ｅｌｌｉｎｇｅｎ，构成了同莱茵河、兰河、迪耳河各

地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至少也有１２个ｉｎｇｅｎ。再往南去找就没有

意义了，因为阿勒曼尼人确曾移住过一个时刻的地方，已经从这里

开始了。

在莱茵河左岸，在荷兰的奈梅根的上面有Ｍｉｌｌｉｎｇｅｎ，克散滕

下面有Ｌｕｔｔｉｎｇｅｎ，莱茵贝尔格下面还有一个Ｍｉｌｌｉｎｇｅｎ，其次还有

Ｋｉｐｐｉｎｇｅｎ，Ｒｏｄｉｎｇｅｎ，Ｈｏｎｉｎｇｅｎ，Ｗｏｒｒｉｎｇｅｎ，Ｆｕｈｌｉｎｇｅｎ，都在科伦

的北面，在布吕耳近处有Ｗｅｓｓｅｌｉｎｇｅｎ和Ｋｏｔｔｉｎｇｅｎ。从这里起，以

ｉｎｇｅｎ为词尾的地名，分两个方向向前伸展。在上艾费耳高原，这

样的地名很少；在法兰西语言边界线上的马尔美提，我们看到有

Ｂｕｌｌｉｎｇｅｎ，Ｈｕｎｎｉｎｇｅｎ，Ｍｕｒｒｉｎｇｅｎ，Ｉｖｅ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ｉｂｅｒｔｉｎｇｅｎ，它们

成了在卢森堡以及在普鲁士和洛林境内的摩塞尔河上游为数极多

的ｉｎｇｅｎ的过渡。另一条连结线，则顺着莱茵河及其沿岸谷地（阿

尔河地区——７到８），最后又沿着摩塞尔谷地走向特利尔上面一

带去；在这里ｉｎｇｅｎ占到支配的地位，不过，首先是结尾为ｗｅｉｌｅｒ

的名称，然后是结尾为ｈｅｉｍ的名称把它跟大多数的阿勒曼尼—士

瓦本的ｉｎｇｅｎ分开了。因此，如果我们按照阿尔诺德的要求，“在情

况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一切情况”３５２，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

德意志境内摩塞尔河上游地带的ｉｎｇｅｎ，是法兰克人的，不是阿勒

曼尼人的。

当我们从亚琛附近的法兰西—里普利安语的语言界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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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利克语的领域探寻ｉｎｇｅｎ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会更加明白，我

们在这里是无须借助于阿勒曼尼人的。在麦士河西岸的马宰克近

处有Ｇｅｙｓｔｉｎｇｅｎ，再向西去，在布雷附近有Ｇｅｒｄｉｎｇｅｎ。其次，倘使

我们再拿第１３９图勒文地段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在汤格恩、圣特罗

伊登及哈塞耳特，有Ｍｏｐ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Ｖｌｙｔｉｎｇｅｎ，Ｒｉｘｉｎｇｅｎ，Ａｅｒｄｅｌ

ｉｎｇｅｎ，Ｇｒｉｍｍｅｒｓｉｎｇｅｎ，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ｎ，Ｏｒｄａｎｇｅ（而不是Ｏｒｄｉｎｇｅｎ），

Ｂｅｖｉｎｇｅｎ，Ｈａｔｉｎｇｅｎ，Ｂｕｖｉｎｇｅｎ，Ｈｕｎｄｅｌｉｎｇｅｎ，Ｂｏｖｅｌｉｎｇｅｎ，Ｃｕｒａｎｇｅ，

Ｒａｅｐ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Ｂｏｓｗｉｎｎｉｎｇｅｎ和Ｗｉｍｍｅｒｔｉｎｇｅｎ，等等。最西部，离

勒文不远的地方有Ｗｉｌｌｅｂｒｉｎｇｅｎ，Ｒｅｄｉｎｇｅｎ，Ｇｒｉｎｎｉｎｇｅｎ。在这里，

联系似乎中断了。可是，当我们走进那个目前在讲法兰西语、而在

六到九世纪之间两种语言在进行斗争的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从

麦士河起有整整一个法兰西语化了的ａｎｇｅ的地带；这一语形，在

洛林和卢森堡同ｉｎｇｅｎ相对应；自东向西走，有Ｂ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ｏｃｌｅｎ

ｇｅ，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ｔｒｅｍａｎｇｅ，Ｒｏｃｌａｎｇｅ，Ｌｉｂｅｒｔａｎｇｅ，Ｎｏｄｅｒａｎｇｅ，Ｈｅｒ

ｄａｎｇｅ，Ｏｄｅｒｉｎｇｅ，Ｏｄａｎｇｅ，Ｇｏｂｅｒｔａｎｇ，Ｗａｈｅｎｇｅｓ；再稍向西去有伐

佛尔附近的Ｌｏｕｖｒｅｎｇｅ和滑铁卢附近的Ｒｅｖｅｌｉｎｇｅ，它们跟Ｈｕｙｓ

ｉｎｇｈｅｎ和Ｂｕｉｓｉｎｇｈｅｎ，也就是跟散布在布鲁塞尔西南、自哈耳到格

腊蒙这条语言分界线上的二十多个ｉｎｇｅｎ之群的前哨联系起来

了。最后，在法属弗兰德有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ｎ，Ｗｕｌｖｅｒｄｉｎｇｈｅ（就是古代

萨克森的Ｗｏｌｖａｒａｄｉｎｇｅｓｈｕｓｕｎ），Ｌｅｕｂｒｉｎｇｈｅｎ，Ｌｅｕｌｉｎｇｈｅｎ，Ｂｏｎ

ｎｉｎｇｈｅｎ，Ｐｅｕｐｌｉｎｇｕｅ，Ｈａｒｄｉｎｇｈｅｎ，Ｈｅｒｍｅｌｉｎｇｈｅｎ；在圣奥梅尔附近

直到布伦后面，有 Ｈｅｒｂｉｎｇｈｅｎ，Ｈｏｃｑｕｉｎｇｈｅｎ，Ｖｅｌｉｎｇｈｅｎ，Ｌｏｔ

ｔｉｎｇｈｅｎ，Ａｒｄｉｎｇｈｅｎ，所有这些，同在这一地区为数极多的以ｉｎ

ｇｈｅｍ（—ｉｎｇｈｅｉｍ）为词尾的地名，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由此可见，阿尔诺德认为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３个词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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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明也同样是法兰克人的词尾，因此，想根据这些地名来证明在

中法兰克领土上，在法兰克人移住之前曾经有过一次阿勒曼尼人

的移住，这种企图必须认为已经失败了。不过，在这一地带的东南

部，曾经存在过一种不甚强大的阿勒曼尼人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还

是可以承认的。

阿尔诺德从阿勒曼尼人转而谈到卡滕人。除开真正的里普利

安人以外，这些卡滕人在阿勒曼尼人之后和与之同时，占据了

Ｒｉｐｕａｒｉａ（里普利安）区以南的领土，也就是我们称为中法兰克和

南法兰克的地方。这一点的根据也在于这个地方除去阿勒曼尼亚

的地名以外，还有黑森的地名：

“直至阿勒曼尼亚的境界，莱茵河两岸地名的相同是这样地惊人而惹人

注意，如果说这是偶然的，那倒是真正的奇迹了；相反地，只要我们假定一下，

移住者把他们故乡的地名也带往新的移住地，就像目前美洲天天都在发生的

那样，那末，这便显得极其自然了。”３５３

要反对这个论点，理由是很少的。而说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同

在整个的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地方的移住毫无关系，并且认为我

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有阿勒曼尼人和卡滕人，这样的结论，就更少

有理由来反对了。大部分离开故乡向西迁移的卡滕人（如像过去

巴达维人、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那样），大概早就跟易斯卡

伏南人结合在一起了。那末，他们究竟移向何处去了呢？在公元最

初两世纪之间，卡滕人只是在背后通过绍林吉亚人，才同其余的赫

米诺南人联系起来的；一方面有印格伏南族的凯鲁斯奇人，另一方

面有易斯卡伏南人，而在前面还有罗马人。后来统一成为阿勒曼

尼人的赫米诺南各部落，是从日耳曼尼亚内部出来的；这些部落同

卡滕人在数世纪之间被绍林吉亚人及其他的民族所隔断，因此同

１９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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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关系要比他们同易斯卡伏南族的法兰克人疏远得多，因为

他们和法兰克人有数百年之久的战友情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因此，卡滕人的参加该地的占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而不把里

普利安人算在里面，这一点倒是可疑的。这只有在这里没有出现

里普利安所特有的地名时，才能认为是被证实了的。但事实却正

相反。

在阿尔诺德举出的那些作为法兰克语所特有的词尾之中，

ｈａｕｓｅｎ是法兰克人、萨克森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所共有的；

ｈｅｉｍ在萨利克语里读做ｈａｍ；ｂａｃｈ在萨利克语和下里普利安语

里读做ｂｅｅｋ；在其他词尾之中，只有ｓｃｈｅｉｄ在实际上是特殊的。它

是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正如ｉｃｈ，ｒａｔｈ或ｒａｄｅ和ｓｉｅｐｅｎ那样。其

次，两种法兰克方言所共有的还有ｌｏｏ（ｌｏｈ），ｄｏｎｋ和ｂｒｕｃｈ或

ｂｒｏｉｃｈ（萨利克语——ｂｒｏｅｋ）。

Ｓｃｈｅｉｄ只出现在山上，而且照例都是在分水岭的地方。法兰

克人在整个威斯特伐里亚的藻厄兰山，都留下了这个词尾，一直达

到黑森的边境，在这里，它只作为山地的名称出现，东面直到科尔

巴赫。在鲁尔河，与古代法兰克语的ｓｃｈｅｉｄ相对应的是经过萨克

森语改造的词尾ｓｃｈｅｄｅ，例如，Ｍｅｌｓｃｈｅｄｅ，Ｓｅｌｓｃｈｅｄｅ，Ｍｅｓｃｈｅｄｅ；

在这里，同时还有Ｌａｎｇｓｃｈｅｉｄ，Ｒａｍｓｃｈｅｉｄ，Ｂｒｅｍｓｃｈｅｉｄ。在贝尔格

地区常见的这种词尾，在莱茵河右岸直至韦斯特林山都可以看到，

再往南就没有了。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不消说，只有到了艾费

耳高原才开始出现ｓｃｈｅｉｄ①；在卢森堡，这种地名至少有２１个；在

２９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在平原上，我只有在比利时灵堡的哈塞耳特东面找到了Ｗａ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而在这

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有显著的里普利安语的混合物了。［见本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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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里，它经常出现。但是，正如在兰河

以南那样，在这里，在洪斯吕克山和臧林山的东面和南面，与之并

列地又出现了一个似乎是黑森语化的语尾ｓｃｈｉｅｄ。这两种语形并

列向南，越过纳埃河直达佛日山脉，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顿奈斯山

西面有Ｂｉｓ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在凯则尔斯劳顿附近有Ｌａｎｇｅｎｓｃｈｅｉｄ，在霍

赫施派耶尔南方有Ｂｒｅｉｔｓｃｈｅｉｄ高原，在比奇附近有Ｈａｓｐｅｌｓｃｈｅｉｄ，

吕特策耳施泰因北面有Ｓｃｈｅｉｄｗａｌｄ；最后，作为最南面的前哨是在

多农山北坡的Ｗａｌｓｃｈｅｉｄ，这比阿尔诺德认为是卡滕人最远的前

哨的萨尔堡附近的黑森村，更要偏南些。

其次，里普利安语所专有的语形还有ｉｃｈ，它跟ａｃｈ一样，都是

从同一个哥特萨词根ａｈｖａ—Ｗａｓｓｅｒ［水］来的；正如Ｔｉｂｅｒｉａｃｕｍ

所表明的那样，两者也都把比利时—罗马语的ａｃｕｍ德语化了，在

分区地图上写做Ｃｉｖｉｒａｈａ，现在则为Ｚｉｅｗｅｒｉｃｈ。在莱茵河右岸，这

样的词尾不太多；鲁罗尔特附近的Ｍｅｉｄｅｒｉｃｈ和Ｌｉｒｉｃｈ是最靠北

面的；从那里起，这一词尾沿莱茵河前进，直达Ｂｉｅｂｒｉｃｈ。在莱茵河

左岸的平原上，从威塞尔河对岸的Ｂｕｄｅｒｉｃｈ起，到处有这个词尾；

经过艾费耳高原，伸展到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但在

ｓｃｈｅｉｄ和ｒｏｔｈ尚未停止出现以前，它就在臧林山和纳埃河地方消

失了。相反地，在这个地方的西部，这一词尾却继续前进，直达法

兰西语言的界线，并且更向前去。在特利尔地方，这一词尾为数甚

多，我们不去管它；在荷兰的卢森堡，这样的词尾我找到了１２个；

还是在那一边，在比利时，有Ｔｏｒｎｉｃｈ和Ｍｅｒｚｉｇ（Ｍｅｓｓａｎｃｙ—ｉｇ的

写法毫未改变，词源和发音是相同的）。在洛林，摩塞尔河以西有

Ｓｏｅｔｒｉｃｈ，Ｓｅｎｔｚｉｃｈ，Ｍａｒｓｐｉｃｈ，Ｄａｓｐｉｃｈ；以东有Ｋｉｎｔｚｉｃｈ，Ｐｅｎｓｅｒｉｃｈ，

Ｋｅｍｐｌｉｃｈ，Ｄｅｓｔｒｉｃｈ，两个Ｋｅｒｐｒｉｃｈ，Ｈｉｂｒｉｃｈ，Ｈｅｌｓｐ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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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尾ｒａｄｅ、ｒａｄ、莱茵河左岸的ｒａｔｈ，也远远超出了它们古代里

普利安故乡的境界。它布满了全部的艾费耳高原和摩塞尔河中下

游的谷地及其旁边的谷地。在ｓｃｈｅｉｄ和ｓｃｈｉｅｄ混合起来的同一地

方，在莱茵河两岸，除ｒａｄ和ｒａｔｈ之外，也同样出现了ｒｏｄ和ｒａｔｈ；

这也同样起源于黑森语。只有在莱茵河右岸，在韦斯特林山，ｒｏｄ

向北走得更远。在霍赫瓦尔特山脉，山北面为ｒａｔｈ，山南面则通例

为ｒｏｔｈ。

向前推进得最少的是ｓｉｅｐｅｎ，音变为ｓｅｉｆｅｎ。这个词的词义是

指有急流的小谷，现在也到处都是依然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莱

茵河左岸，它越过古代里普利安的境界并不远，在右岸，它出现在

尼斯特尔河的韦斯特林山，还出现在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泽芬）

附近。

研究其他的词尾，会使我们跑得太远了。但是，不管怎样，自

宾根沿莱茵河溯流而上，深入阿勒曼尼人的领土，并且在凡有法兰

克人定居的地方到处都有的那无数的ｈｅｉｍ，我们都可以宣称，那

不是卡滕人的，而是里普利安人的。它们的故乡不是黑森，因为在

那里，它们很少出现，似乎是以后才侵入的，而是萨利克和科伦周

围的莱茵平原，因为它们在这里出现的次数，跟其他里普利安语所

特有的名称差不多相等。

因而，这一研究的结果是说明，里普利安人绝对没有因黑森人

迁徙的浪潮而被阻止于韦斯特林山和艾费耳高原附近，恰恰相反，

甚至整个中法兰克领土都为他们所占据了。而且，他们向西南方

发展到摩塞尔河上游地区去的势力，比向东南方到陶努斯山脉和

纳埃河流域的势力更大。这也可由语言获得证明。西南方的方言，

直至卢森堡和西部洛林，同里普利安语的关系，远比东方——特别

４９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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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莱茵河右岸——的方言跟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前者可以认为

是受到更多高地德意志语音变影响的里普利安语的继续。

中法兰克方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侵入。

不单是若干清辅音音变为送气音（这只牵涉到比较少数的单词，而

不涉及方言的性质），而是浊辅音［Ｍｅｄｉｅｎ］开始音变，这种音变造

成中德意志语和南德意志语中的ｂ和ｐ，ｇ和ｋ，ｄ和ｔ的一种特殊

的混合。只有在字首的ｂ和ｐ，ｄ和ｔ，ｇ和ｋ不能严格地辨别，也就

是在法兰西人主要地理解为ａｃｃｅｎｔａｌｌｅｍａｎｄ〔德意志音调〕的地

方，才会使低地日耳曼人开始感觉到第二个辅音音变在德意志语

言中所撕开的巨大的裂口。这一裂口穿过济克河同兰河之间，阿

尔河同摩塞尔河之间。与此相应，中法兰克方言在词首有一个ｇ，

这是更靠北方的方言所缺少的，而在词中和词尾，则ｇ的发音等于

软化的ｃｈ。此外，北方方言的ｅｉ和ｏｕ，则又转变为ａｉ和ａｕ。

几个真正的法兰克语的特征：在所有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

方言中，Ｂａｃｈ［小溪］——即未经辅音音变的Ｂｅｅｋ——是阴性的。

这也至少适用于中法兰克方言西部的绝大部分。正如尼德兰和下

莱茵无数的其他同名的Ｂａｃｈｅ［小溪，复数］一样，卢森堡的Ｇｌａ

ｂａｃｈ（Ｇｌａｄｂａｃｈ，尼德兰语——Ｇｌａｂｅｅｋ）也是阴性。相反地，少女

的名字却被当做中性名词：从巴门起，经过特利尔，人们不但说

ｄａｓＭａｄｃｈｅｎ，ｄａｓＭａｒｉｅｃｈｅｎ，ｄａｓＬｉｓｂｅｔｈｃｈｅｎ，而且还说ｄａｓ

Ｍａｒｉｅ，ｄａｓＬｉｓｂｅｔｈ。在当初由法兰西人绘制的地图上，在洛林的

福尔巴赫附近标着一个《Ｋａｒｎｉｎｓｃｈｅｓｂｅｒｇ》（Ｋａｎｉｎｃｈｅｎｂｅｒｇ）［兔

儿山］。可见，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确定为里普利安语的那个指小词

词尾——ｓｃｈｅｎ，复数为ｓｃｈｅｓ。

从摩塞尔河同纳埃河的分水岭以及莱茵河右面，兰河以南的

５９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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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带起，一种新的方言语族开始了。

３．南法兰克语 这一片地带，毫无疑问最初是阿勒曼尼人占

领的地区（我们不谈更早一些时候它被梵乡人等等占据过，关于这

些部落的亲属关系和语言，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而在这片地带内，

也有较强烈的卡滕人的混血种，这是我们所乐于承认的。但是我

们无须重述，在这里，地名上也显示出存在有并非不重要的里普利

安因素，特别是在莱茵平原上。语言本身尤其证明是如此。现在让

我们看一看最南部的可确定的方言普法尔茨方言吧，这是同时还

有文献存在的方言。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所有

法兰克人在发音上，除将词中间和词尾的ｇ读做浊音ｃｈ外，简直

没有其他办法①。在那里，人们说Ｖｏｃｈｅｌ［鸟］，Ｆｌｅｃｈｅｌ［连枷］，

ｇｅｌｅｃｈｅ（ｇｅｌｅｇｅｎ［便利］），ｇｓａｃｈｔ—ｇｅｓａｇｔ［说过］，ｌｉｃｈｔ—ｌｉｅｇｔ［躺

下］等等。跟一般的法兰克语一样，单词中间的ｂ由ｗ代替。例如，

Ｂｕｗｅ—Ｂｕｂｅｎ［小孩］，ｇｌａｗｅ—ｇｌａｕｂｅｎ［相信］（但说ｉ ｇｌａｂ），

ｂｌｅｉｗｅ［停留］，ｓｅｌｗｅｒ—ｓｅｌｂｓｔ［自己］，ｈａｌｗｅ—ｈａｌｂｅ［一半］。辅音

的音变，远不如看来那样彻底。特别是在外来语中，甚至发生辅音

的逆辅音变，即词首的清辅音的音变，不是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

而是向后倒退了一个阶段；如下面所指出的ｔ变ｄ，ｐ变ｂ。词首的

ｄ和ｐ还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如ｄｕｎ—ｔｕｎ［做］，ｄａｇ［白

天］，ｄａｎｚｅ［跳舞］，ｄｕｒ［门］，ｄｏｄｔ［死的］。但在ｒ之前，则不发生这

样的音变，例如ｔｒｉｎｋｅ［饮］，ｔｒａｇｅ［携带］，ｐａｆｆ—Ｐｆａｆｆ［教士］，ｐｅｉｆｅ

６９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所有的引文都是摘自卡·哥·纳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普法尔茨

方言诗”１８５１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Ｆｒｏｈｌｉｃｈ Ｐａｌｚ，Ｇｏｔｔ ｅｒｈａｌｔ’ｓ！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ｉｎ Ｐｆａｌｚｅｒ Ｍｕｎｄａｒｔ》，ｖｏｎ Ｋ．Ｇ．Ｎａｄｌ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１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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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斗］，ｐａｌｚ—Ｐｆａｌｚ［行宫］，ｐａｒｒｅ—Ｐｆａｒｒｅｒ［神甫］。但是因为ｄ和

ｐ代替了高地德意志语中的ｔ和ｐｆ，所以在外来语上，词首的ｔ逆

转为ｄ，词首的ｐ逆转为ｂ。例如ｄｅｒｋｅ—Ｔｕｒｋｅ［土耳其人］，

ｄａｆｅｌ—Ｔａｆｅｌ［宴席］，ｂａｂｅｅｒ—Ｐａｐｉｅｒ［纸］，ｂｏｒｚｌａｎ—Ｐｏｒｚｅｌｌａｎ［磁

器］，ｂｕｌｗｅｒ—Ｐｕｌｖｅｒ［火药］。其次，普法尔茨方言不许元音之间有

清辅音；在这一点上，只有丹麦语同它是一致的。例如，ｅｂｂｅｓ—ｅｔ

ｗａｓ［少许］，ｌａｂｂｅ—Ｌａｐｐｅｎ［布片］，ｓｃｈｌｕｂｂｅ—ｓｃｈｌｕｐｆｅｎ［滑入］，

ｓｃｈｏｂｂｅ—Ｓｃｈｏｐｐｅｎ［酒杯］，Ｐｅｄｅｒ—Ｐｅｔｅｒ，ｄｒｉｄｄｅ—ｄｒｉｔｔｅ［第三］，

ｒｏｄｈｅ—ｒａｔｅｎ［劝告］。只有ｋ是一个例外：ｂｒｏｃｋｅ，ｂａｃｋｅ；但在外来

语上则有ｇ，例如ｍｕｓｉｇａｎｄｅ—Ｍｕｓｉｋａｎｔｅｎ［音乐家］。这也是后来

由于辅音的逆转音变而传播起来的一种低地德意志语语音阶段上

的遗迹①；仅仅是由于ｄｒｉｄｄｅ，ｈａｄｄｅ没有发生辅音音变，Ｐｅｔｅｒ才

能够变为Ｐｅｄｅｒ。因而，与此相对应的高地德意志语的ｔ也受到了

同样公平的待遇。ｈａｌｄｅ—ｈａｌｔｅｎ［握］，ａｌｄｅ—ａｌｔｅ［老］等词中的ｄ，

也同样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上。

虽然普法尔茨方言在低地德意志语上面已经印上了确定的高

地德意志语的全部痕迹，但它所接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

却远未达到那怕是我们的标准语上所保持的那种程度。恰恰相

反，普法尔茨方言，却借它的辅音逆转音变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

音变的程度，高地德意志音变是从外面侵入普法尔茨方言的，直至

今日，在这种方言之中，依然显示出它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在这里，指出一个常被误解的现象是适当的，这就是，方言中

的浊辅音发生了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那些日耳曼人，常把ｄ和ｔ，

７９５法 兰 克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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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和ｐ，甚至ｇ和ｋ的发音混同了。这种混同，只要在每人说他自

己的方言时，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地，如刚才所述，例如普法尔茨

人，他在这一点上的区分是那样严格，以致当他说外来语的时候，

为了使它们适应自己方言的要求，甚至对外来语实行辅音的逆转

音变。仅仅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ｔ同他的ｄ相对应，他就把外来语

词首的ｔ变成ｄ，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ｐｆ同他的ｐ相对应，于是就

把外来语的ｐ变成ｂ。在其他的南德意志方言中，只要人们说他们

自己方言的时候，清辅音也是很少发生混淆的现象。其中每种方

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严格实行的辅音音变规则。但是，一讲标准

语或外国话，情形便不同了。想对这种语言运用当地方言辅音音

变规则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无意识的），跟想正确地讲出这种新语

言的企图，发生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ｂ和ｐ，ｄ和ｔ，丧

失了一切确定的意义；因而，也就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例如，白

尔尼在他的巴黎来信３５４中抱怨说，法兰西人不能区别ｂ和ｐ的发

音，因为他们顽固地认为，他的姓（他自己的发音为Ｐｅｒｎｅ）头一个

字母是ｐ。

不过，还是回头来谈普法尔茨方言吧。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

可说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而在直至今日依然不过是一种外来的

因素，而且绝未达到标准语的语音阶段（而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

人则远远超过了它，一般都保持着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某种阶

段）——仅这一点就完全足以确定普法尔茨方言所具有的主要是

法兰克语的性质了。因为甚至在更靠北方的黑森，一般地说，音变

是更加彻底的，因而就把普法尔茨方言的所谓主要是黑森语的性

质，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紧靠阿勒曼尼人的境界上，在留

居下来的阿勒曼尼人中间，如果要以这样大的力量来抗拒高地德

８９５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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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语的音变，除去本身基本上就是高地德意志人的黑森人以外，

至少还需要同样为数甚多的里普利安人也停留在当地。除去地名

以外，还有两种一般法兰克语的特征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这就是

在单词中间，以法兰克语的ｗ代替ｂ，单词中间和末尾的ｇ发音为

ｃｈ。除此以外，个别相符的情况还有许多。普法尔茨方言中的

Ｇｕｎｄａｃｈ—ｇｕｔｅｎＴａｇ［您好］，一直通行到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

丹。正如在普法尔茨，把《ｅｉｎｇｅｗｉｓｓｅｒＭａｎｎ》［某一个人］说成ｅｉｎ

ｓｉｃｈｒｅｒＭａｎｎ［可靠的人］，在整个尼德兰则说成ｅｅｎｚｅｋｅｒｅｎｍａｎ。

把Ｈａｎｄｓｃｈｕｈ［手套］叫做Ｈ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ｇ，这是和里普利安语的Ｈａ

ｎｄｓｃｈｅｎ一致的。甚至在Ｇｈａｎｎｉｓｎａｃｈｔ（Ｊｏｈａｎｎｉｓｎａｃｈｔ）中，以ｇ代

ｊ，也是里普利安语的现象，而且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直通行到闵斯

德。并且，为全部法兰克人（连尼德兰人也在内）所共有的ｂａｔｅｎ

（ｂｅｓｓｅｒｎ，ｎｕｔｚｅｎ［改善，有用］，从ｂａｔ—ｂｅｓｓｅｒ来），也通行于普法

尔茨。例如，’ｓｂａｄｄａｌｌｅｓｎｉｘ—ｅｓｈｉｌｆｔａｌｌｅｓｎｉｃｈｔｓ［那全没用处］；

在这里，甚至ｔ并不像高地德意志语那样音变做ｔｚ，而是像普法尔

茨语那样，变为在元音之间的浊辅音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７年第１版第１６

卷第１部

“法兰克方言”１９３５年第一次以单

行本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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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这是弗·恩格斯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

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

于１８７５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１８７５年３月７日“人民国

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

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１８７５年５在哥达举行的

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

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

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

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

信件）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

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１１年斯图加特出版

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２卷中（《ＡｕｓｍｅｉｎｅｍＬｅｂｅｎ》，Ｔｅｉｌ

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１１）。——第３页。

 指１８６９年８月７—９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

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

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

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４页。

 德国人民党 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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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

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

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１８６６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

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

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

后，于１８６９年８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４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

派）的中央机关报，从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至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９日在莱比锡

出版，每周两次，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

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

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

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

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

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４页。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的简称，是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日报；从１８５６年至１９４３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１８６６

年起用这个名称）。——第４页。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１．凡年满２１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

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２．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

直接的立法；３．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

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４．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

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５．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１．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

育。实施免费教育。２．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４页。

４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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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和自由同盟 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

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１８６７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

级和平主义的组织；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

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

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

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５页。

 斐·拉萨尔“工人读本”１８６３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５页（Ｆ．Ｌａｓ

ｓａｌｌ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ｌｅｓｅｂｕｃｈ》，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８６３，Ｓ．

５）。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

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１８６３

年苏黎世版第１５—１６页（《ＯｆｆｎｅｓＡｎｔｗｏｒｔ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ａｎｄ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ｉｔéｚｕｒＢｅｒｕｆ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ｚｕＬｅｉｐｚｉｇ》．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６３，Ｓ．１５—１６）上

的提法。——第６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５７６—７８４页〔参看“资

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７０３—９７８页〕。——第６页。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１８７３年不伦瑞克版

（《Ｄｅｒ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ｓｃｈｅＶｏｒｓｃｈｌａｇ》．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３）。——

第６页。

 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４６１—５０４页）。——第７页。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

的话，该书第一卷于１８７３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

本书的纲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

“民主周报”（《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德国工人的

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１８６８年１月至１８６９年９月在莱比锡出版，由

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

５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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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

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

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

（见注４）。——第８页。

 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

题的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于

１８７５年４—５月初写成，并于１８７５年５月５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

导（给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１８９１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

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

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１８９１年第１卷第１８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

说明。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

关的马克思在１８７５年５月５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１８９１年２月２３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

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

地方。收集在本版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

第１１页。

 指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１８７２—

１８７５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１４页。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页），它是由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

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所属的该党的出版社于１８７５年在莱比锡出版

的。——第１４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６页。——第２４页。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讽刺地称

为马拉。

６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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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民主党人报”（《Ｎｅｕ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从１８７１

年至１８７６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

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

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

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

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

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２５页。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７５年３月２０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

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同时指出，“社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

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反

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１８

年在柏林出版。——第２６页。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１９６５年杜

斯堡版第１４４—１６１、１８０页（《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ｆｒａｇ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Ｂｅｄｅｕ

ｔｕｎｇｆü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ｕｎｄＺｕｋｕｎｆｔ》．Ｄｕｉｓｂｕｒｇ，１８６５，Ｓ．１４４—

１６１，１８０）上所发表的言论。——第２７页。

 “工场”（《Ｌ’Ａｔｅｌｉｅｒ》）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

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

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２９页。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

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

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

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

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

第３４页。

 指国际总委员会１８７５年５月１６日的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工

人协会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个文件应当使国际的成员对即将正式

解散组织这一点作好准备。——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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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建

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

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

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

数派一边，因此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

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

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

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

府所封闭。——第３６页。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是恩·比尼亚米主编的意大利报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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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报纸；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年是国际的支部的机关报。尽管“人民报”有某种不彻底性，它

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

用。恩格斯给了报纸很大帮助，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年和１８７７—１８７９年为该

报撰稿并且同编辑恩·比尼亚米经常通信。１８８２年，在“人民报”周

围形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独立政党——工人党。对该报的评

述见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一文（本卷第１１０—１１４页）。——第３７

页。    

 这是恩格斯于１８７６年１月２２日在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的国际性纪念会

上的演说。出席会议的有数十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俄

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主持会议的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委员瓦

·符卢勃列夫斯基。恩格斯的演说用德语发表的，几天以后，他把法语

稿给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大概是为了译成波兰文。——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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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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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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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

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

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呆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

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

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

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

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普鲁士反革命政

变以后特别加紧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

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

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

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１８４９

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３０１号。在

给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

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３９页。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写于１８７６年２月。

恩格斯的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

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３３年。——第４１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德国日报，自１８０２年起

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

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十九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４３页。

 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自己的盟友、海

格文斯的儿子泰列夫的军队交战起来。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

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矛枪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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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第５１页。

 欧·杜林“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１８７３年

柏林版第２６３、２６４页（Ｅ．Ｄüｈｒｉｎｇ．《Ｃｕｒｓｕｓ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 ｅｉｎｓｃｈｌｉｅｓｓｌｉｃｈ ｄｅｒ Ｈａｕｐｔｐｕｎｋｔｅ ｄｅｒ Ｆｉ

ｎａｎｚｐｏｌｉｔｉｋ》．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３，Ｓ．２６３，２６４）。——第５２页。

 据传说，科累卓是在拉斐尔的画幅“圣·契奇利娅”前面说这句话

的。——第５２页。

 是指１８７２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

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公社选举社

长、在地方行政长官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专区议会，等等。改革的目

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

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职务，实际上保持了他们

在地方上的权力。——第５３页。

 “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是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６年６—１１月间为威·

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而写的。这篇著作是关于极有名的德

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传略。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

论”的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马克思曾经打算亲自来写沃尔弗的传

记。他为沃尔弗传记所写的初稿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５９年

“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４期第１０５页）。但是，马克思的打算没有实

现，因为他当时没有掌握有关沃尔弗早期生活的某些他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传记材料而外，恩格斯还对沃尔弗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关于

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作了叙述。威·沃尔弗的以“西里

西亚的十亿”为题的文章在１８４９年３月和４月间刊载在报纸上。发表

沃尔弗的这些文章，是“新莱茵报”为了吸引德国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而

实行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沃尔弗根据确凿事实和统计材料对农

民受剥削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绘，并要求把地主以赎金形式从农民那

里盗走的１０亿法郎归还农民。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

在读者中间受到了极大欢迎，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将登载这几篇文章

的那几号报纸翻印一万份，免费散发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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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８６年，恩格斯把他的“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作为沃尔弗

的“西里西亚的十亿”（《Ｄｉｅ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Ａｂｄｒｕｃｋ

ａｕｓ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Ｍａｒｚ—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Ｍｉｔ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６）一

书的导言的一部分刊印出来；导言的第二部分是他重新写成的那篇“关

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１卷）。

恩格斯为这一版作了许多重要补充，同时删去了叙述沃尔弗文章内容

的几章。——第６１页。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４０页）。——第６３页。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

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

种工具。——第６５页。

 “蛊惑者”是德意志主要各邦大臣于１８１９年举行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

议的决议对德国知识分子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

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

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在三十年代

对“蛊惑者”实行迫害，因为当时在法国１８３０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

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第６５页。

 弗·罗伊特“狱中生活”载于“罗伊特文集”莱比锡和维也纳版第４卷

（Ｆ．Ｒｅｕｔｅｒ．《ＵｔｍｉｎｅＦｅｓｔｕｎｇｓｔｉｄ》．Ｉ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Ｗｅｒｋｅ》，

Ｂｄ．４，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Ｗｉｅｎ）。恩格斯所提到的威·沃尔弗于１８６３年

１２月３０日给弗·罗伊特的那封信，第一次发表在“历史科学问题杂

志”１９５７年第６册第１２４４—１２４５页（《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

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Ｈｅｆｔ６，１９５７，Ｓ．１２４４—１２４５）上。——第６５页。

 弗·沃尔弗本人在１８６３年１２月３０日给弗·罗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

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鲁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

违反出版法的起诉理由。——第６７页。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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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１８５３年柏林版第１册、１８５４年柏林版第２册（《Ｄｉ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５３，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５４）。该书的第一

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

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

第６７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侨居布

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１８４７年１月创刊，１８４８年２月停刊。

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

求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从１８４７年夏天马克思、

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

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１８４７年９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

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１８４７年最

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机关报。——第６８页。

 德意志工人协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

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

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

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

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

尔支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

驱逐了它的成员，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

了。——第６８页。

 科伦民主协会 于１８４８年４月成立；它的成员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

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

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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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德国自由资

产阶级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

议。１８４９年４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

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织联系，并退出了民主协

会。——第７０页。

 提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

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雄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

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

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

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１８４８年８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

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１８４８年９月批准这个停战协定的决定，引起

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后来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奥

地利军队的援助，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１８４９年春天，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１８５０年７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

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７０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１８４８年５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

商议会”（《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

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

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７０页。

 沃尔弗指的是１８４６年２—３月间在加里西亚爆发的乌克兰农民的起

义，当时在克拉科夫恰好爆发了民族解放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

级矛盾，使加里西亚的起义农民和准备援助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

间发生冲突。农民起义由解除小贵族起义队伍的武装开始，后来形成

大规模地捣毁地主庄园的行动。奥地利政府平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

以后，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７５页。

 “抱怨派”（Ｈｅｕｌｅｒ）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

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８４页。

 “煽动者”（Ｗ üｈｌｅｒ）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民主共

和派的称呼。——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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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指的是一本在一出版物中发表的笔记，这出版物是：“皇室文件

和通信”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Ｐａｐｉｅｒｓｅ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Ｔｏｍｅ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第２卷第１６１页。——第１０２页。

 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可里看出，沃尔

弗在１８５３年９月已经搬到曼彻斯特去了。——第１０５页。

 后备军——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它是由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２７岁

到３２岁）组成的。他们在正规军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后，即被

编入后备军。后备军制度最初是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在普鲁士实行；后来

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军各部队只进

行几次集训；在战时后备军则应当担负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第

１０８页。

 指的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

人协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第３２３—

４５２页），该文于１８７４年译成德文在不伦瑞克出版，题为：《ＥｉｎＣｏｍ

ｐｌｏｔｇｅｇｅｎｄ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一个反

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恩格斯直接参加了译文的校订工作。——

第１１０页。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巴枯宁１８７２年４月５日给西班牙社会主

义者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该信和同盟的其他文件一起公布在卡·

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

的第十一部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第４５１—

４５２页）。——第１１１页。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ａ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ｒａｓｓ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是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自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年

用法文出版，起初每月出两期，从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每星期出一期，主编

是吉约姆。——第１１３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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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是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

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有对立情绪的

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

４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

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

期间，该报具有日益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

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１１５页。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

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

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

６３５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

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

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１１６页。

 恩格斯指的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１８４５年１月１６日下

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第１１６

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一家德国

日报。１８４８年６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

的喉舌。——第１１８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

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

办、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

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

报”的继续。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至１１月底总共出了６期，其中有一

期是合刊（５、６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

５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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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

国人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

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

的著作有：马克思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

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

作。这些著作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

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

办。——第１１８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

纸，１８４１—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

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

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

１８６２年３月，继续了１０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

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了

撰稿，因为当时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了，并且

报纸的编辑部也离开了进步立场。——第１１９页。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是一家周报，从１８５９年５月７日至８月２０

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

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２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

出版，不久马克思就成了该报的事实上的编辑。在“人民报”上曾刊载

过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给马

克思这一著作所写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许多文章。该报

总共出版了１６期；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０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

１１９页。

 见注４８。——第１１９页。

 指１８７３年的席卷了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

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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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第１２３页。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１８７７年１０登载

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

·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第１０期，“时评”第３２０—

３５６页）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包含有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

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

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１８８４年８月６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

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

１８８６年“民意导报”第５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１８８８

年１０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１２６页。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Ｂｄ．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Ｓ．７６３．——第１２６页。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

考察”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汉诺威—柏林版第 — 册（Ａ．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ｉｎｎｅｒｎ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ｄａｓＶｏｌｋｓ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ｉｎｓ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ｄｉｅｌａ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Ｒｕｌａｎｄｓ》，Ｔｈ． —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１８５２）。——第１２６页。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２．Ａｕｆｌ，Ｂｄ．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Ｓ．８１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１８页〔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

第１１页〕）。——第１２６页。

 Ｋ．Ｍａｒｘ．《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

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７２８页）这一段引文和第２８卷这个地方原文之所

以有差别，是因为马克思援引的“资本论”第１卷是根据１８７５年的法文

版，而俄课本第２３卷是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德文第４版〔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０５页〕。——第１３０页。

 指１８６６年５月７日在柏林发生的谋刺俾斯麦未遂一事。——第１３２页。

 恩格斯指的是争取法兰西共和国反对保皇势力的斗争，其中包括１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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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选举以后保皇党集团和众议院中共和党多数派之间发生的冲突。在

这次冲突中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于是在法国确立了议会制共和

国。——第１３３页。

 １８７７年在美国，工人阶级同企业主的斗争已广泛地开展起来。１８７７年

７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

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

俄铁路、纽约中央铁路）减低工资１０％而引起的，只是由于政府军队和

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的帮助，罢工才被镇压下去。——第１３３页。

 指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的俄土战争。——第１３４页。

 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周刊“劳动旗帜”（《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写

的。“劳动旗帜”是流亡美国的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麦克唐奈于

１８７６—１９００年出版的。１９３１年，本文用德文在“社会”杂志（《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Ｊａｈｒｇ．８，Ｂｄ． ）发表，用俄文在“阶级斗争”杂志第

６—７期上发表。——第１３５页。

 指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第１３７页。

 指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次战役是在１８７０年９

月１—２日进行的，以德军胜利和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投降而告结束。

法军在色当附近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第１３９页。

 指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７年占领意大利贝内万托省的小城列亭诺的那次

发动；这次发动很快被警察镇压下去了。——第１４２页。

 讽刺话，是根据这样一个传说：有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向下院提出

控诉书，头一句话是：“我们，英国的人民。”——第１４５页。

 指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因“解放报”（《Ｌａ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揭露了秘

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

“解放报”编辑委员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８日组成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

新马德里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

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

立西班牙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为它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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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撰稿。——第１４５页。

 “抗议报”（《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ｏ》）是葡萄牙社会主义周报，从１８７５年起开始

在里斯本出版。——第１４６页。

 指１８７５年１０月起在斯梅德雷伏（塞尔维亚）出版的民主派报纸“民意

报”。——第１４９页。

 根据１８７２年的法律，法国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１５３页。

 指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第１５７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

的喉舌；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发行。——第１５９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１８４８年

至１９１５年在柏林出版。——第１５９页。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是德国日报“普鲁士国国家通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的简称。该报是普鲁

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从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７１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

行。——第１５９页。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的机

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

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

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１５９页。

 指德国“大选帝侯号”装甲舰于１８７８年５月３１日在福克斯顿城（英国）

附近的加来海峡因同“威廉国王号”轮船冲撞而沉没。——第１６０页。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写于１８７８年

７月初，是对叛徒豪威耳在“十九世纪”杂志发表的“国际协会史”一文

的答复，因为该文对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

断言。杂志编辑部拒绝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于１８７８年８

月４日在“世俗纪事”（《Ｔｈ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杂志第３期上发

表。该杂志具有无神论—共和倾向，编辑哈·罗当时是国际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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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德译文登在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新时代”（《ＮｅｕｅＺｅｉｔ》）第

１卷第１期第５８５—５８９页。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弗·伊·列宁的注

意。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３３年“无产阶级革命”杂

志第１期上。——第１６３页。

 见“十九世纪”第４卷第１９页，１８７８年７—１２月，伦敦。

“十九世纪”（《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是英国自由派的月

刊；从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０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从１９００年起，改名为

“十九世纪及以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Ａｆｔｅｒ》），从

１９５１年起则用“二十世纪”（《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名称出

版。——第１６３页。

 豪威耳把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５—２９日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称为代表大会；

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工作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和一些支部的领导人。代表

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

大会的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

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１６３页。

 马丁的信在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１４日“世纪报”上发表。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从１８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法

国日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１６４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０—２２页。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２９

日之间写的。１１月２２日，总委员会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

统。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９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

并由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林肯总统。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８日，总委

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去的回信，该信于１月３１日在总委员会会议

上宣读，并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泰晤士报”上刊载。正如马克思在给威

·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林肯给他收到的各团体的贺信的

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

了贺信”。——第１６５页。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是米·巴枯宁在１８６８年创建的组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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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

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

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

１８６９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

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

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

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

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

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１８７２年９月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

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１６５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第１７页。——第１６６页。

 “共和国”（《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国际总委员

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１８６７年７月在伦敦出版。１８６６年６月以

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从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４月，格·埃卡留斯任

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

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斗争过程中

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１６６

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３１—３９０页。——第１６７页。

 见卡·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４０２—４０３页）。——第１６７页。

 地主议会是１８７１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员多半是反动的保

皇党人：农村选区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议会的６３０名议员

中大约有４３０名保皇党人。

１８７１年底，这个国民议会着手调查巴黎公社事件，调查材料发表

时名为“议会对３月１８日起义的调查报告”１８７２年凡尔赛版第１—３卷

（《Ｅｎｑｕｅｔｅ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ｕｒｌ’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１８ｍａｒｓ》，Ｔ．

—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１８７２）。——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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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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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页）。——第１６７页。

 这里和上面讲的是欧洲反动势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对第一国际采取的

镇压手段。在许多国家里，国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在１８７２年３月公布

的西班牙外交大臣博尼法西奥的通令中，要求各国政府联合努力对国

际采取共同行动。德奥两国皇帝于１８７１年８月在加施坦和１８７１年９

月在萨尔茨堡会晤时，也专门商讨过共同对付国际的问题，达两次会晤

是由俾斯麦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事先通信约走的。——第１６８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７—１８日写的通告信虽然是

寄给奥·倍倍尔的，但作者却是指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领导的，

因此这封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

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９日给弗·阿·左尔

格的信中，把这个文件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

阅”。弗·伊·列宁（不知道这封信的原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

信，也把他们对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看法和党的立场的叙述叫做“直

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３５０页）。这封信的方案是恩格斯在９月

中拟定的。９月１７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他们两人就立即共同讨论这

个方案，并最后确定下来。

这封信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５日“共产国际”杂志（《Ｄｉ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第１２年卷第２３册上。——第

１７２页。

 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它是卡·赫希柏格（用的是路德维希·李希特

尔这个笔名）于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该

杂志共出３册。——第１７２页。

 “灯笼”（《ＤｉｅＬａｔｅｒｎｅ》）杂志是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一种讽刺性周刊；

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开始施行时，曾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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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倾向；该杂志从１８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８７９年６月２９日在布鲁

塞尔出版，由卡·希尔施主编。——第１７５页。

 “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一种德文周报，由约·莫斯特

１８７９年创办于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莫斯特和他主编

的报纸发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后来，该报在比利时（１８８２年）和美国

（１８８２—１９１０年）出版。——第１７８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ａｔｓ》）是１８７６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起在莱比锡出版。１８７８年１０月，该

报因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停刊。——第１８１页。

 这篇文章是由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合写的，载于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１８７９年苏黎世版第１年卷第１册第７５—

９６页上。——第１８２页。

 指３月１８日柏林的街垒战，它为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奠立了始

基。——第１８５页。

 指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１８７页。

 “未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

派的杂志；从１８７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８年１１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

是该杂志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

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

“新社会”（《ＤｉｅＮｅｕ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是１８７７—１８８０年在苏黎

世出版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杂志。——第１８８页。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１８８０年２月底，在“平

等报”（《▍Ｅｇａｌｉｔé》）上分两号发表。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１８７７

年莱比锡出版的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ｒüｎｄ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７）一书中的事实。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于１８７７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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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盖得创办，１８８０年至１８８３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分为六

种专刊出版。第１、２、３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１１３号），第４和第

５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５６号）。应当每周出一次的第６种专刊

只在１８８６年出过一号。每一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第１９１页。

 指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报告”

１８７８年第四届第一次会议，１８７８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７０、１２５页（《Ｓｔｅ

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ｓ》．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８７８，

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８，Ｓ．７０，１２５）。——第１９１页。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全称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１８５２年。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

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

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同第二帝国的政界人士有

密切的关系。１８６７年，该银行破产，１８７１年停业。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

仿效法国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专门写了几

篇文章来分析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活动和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资本

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

页）。——第１９３页。

 指勒洛在他的１８７７年不伦瑞克出版的“费拉得尔菲亚来信”（《Ｂｒｉｅｆｅ

ａｕ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７７）一书中的见解。——第

１９４页。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９、２８５—２９４页）。——第２００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写

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１８８０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

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

著作，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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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

版。这一法文版本成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基础。１８８３年，这本小册

子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

是１８８２年）。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

文字，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

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４版）是

１８９１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

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

第２０１页。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全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第２版第９卷

（Ｇ．Ｗ ．Ｆ．Ｈｅｇｅ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Ｗｅｒｋｅ，２．

Ａｕｆｌ．，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第２０６页。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

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

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

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

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

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１７５５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

源 和原因”（《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ｅｔｌｅｓ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ｓｄｅ

ｌ’ｉｎéｇａｌｉｔéｐａｒｍｉｌｅｓｈｏｍｍｅ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５５）和１７６２年阿

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ｕｄｒｏｉ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６２）这

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２０６页。

 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

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

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第２０７页。

 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乌托邦”（１５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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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和托·康帕内拉“太阳城”（１６２３年出版）。——第２０７页。

 恐怖时代 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１７９４年７

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

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

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１７９４年失败后所通过的１７９５年

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１７９９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

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２０８页。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

２０９页。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Ｌｅｔｔｒｅｓｄ’ｕ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ｄｅ

Ｇｅｎèｖｅａｓ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１８０２年写

于日内瓦，１８０３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

斯用的版本是：Ｇ．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

摘录”１８５７年巴黎版（Ｇ．Ｈｕｂｂａｒｄ．《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Ｓａｖｉｅｅｔ

ｓ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Ｓｕｉｖｉｄ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ｄｅｓ ｐｌｕｓ ｃéｌèｂｒｅｓ éｃｒｉｔｓ

ｄｅ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７）。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

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大作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ｅｓ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ｇéｎéｒａ

ｌｅｓ》），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１８０８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

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新拉纳克（ＮｅｗＬａｎａｒｋ）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

创办于１７８４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２０９页。

 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

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１４３页和第１３５页上。——第２１２

页。

 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

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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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１８１７年巴黎版第２卷

（Ｈ．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ｏｕ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ｅ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 Ｌ’ｉｎｔéｒêｔ ｄｅ ｔｏｕｓｌ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ｌｉｖｒéｓａ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ｕｔｉｌｅｓｅｔ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ｓ》．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１５５—１５７页上。——第２１２页。

 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

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

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Ｄｅｌａｒé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ｏｕ ｄｅ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 ｅｔｄｅｓ ｍｏｙｅｎｓｄｅ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ｌ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ｕｎｓｅｕｌｃｏｒｐｓｐｏｌｉｔｉ

ｑｕｅ，ｅ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ｔａｃｈａｃｕｎｓｏｎ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和

“关于应当用来对付１８１５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ｕｒｌｅｓ

ｍｅｓｕｒｅｓａｐｒｅｎｄｒｅｃｏｎｔｒｅｌａ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ｄｅ１８１５》）；这两本小册

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１８１４年１０月，第二本在１８１５年。在雨巴

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１４９—１５４页，而这两本小册

子的内容则刊在第６８—７６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

同盟国军于１８１４年３月３１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

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

一次复辟。

百日 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０日他从

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

位时为止。——第２１２页。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

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１８１５年的战局

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

地利、普鲁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

２１２页。

 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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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

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

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

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

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１９５—１９６）。——第２１３页。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１卷和第４卷；“全集”１８４３

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７８—７９页和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卷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ｕｎｉｔé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ｖｏｌ． ｅｔ ；

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ｐ．７８—７９ｅｔ．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２１３—２１４）。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

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

发现”；“全集”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６卷第２７—４６、３９０页（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

《Ｌ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Ｍｏｎ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ｅｔ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ｏｕ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ｐｒｏｃéｄé 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ａｔｔｒａｙａｎｔｅｅｔ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éｅ

ｅｎｓéｒｉｅｓｐａｓｓｉｏｎｎéｅｓ》；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５，ｐ．２７—４６，３９０）。该书的第一版于１８２９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Ｃ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４，ｐ．２０２。—— 第

２１３页。

 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５，Ｐ．３５．——第

２１３页。

 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５０ｅｔ

ｓｕｉｖ．——第２１３页。

 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

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Ｒ．Ｏｗｅｎ．《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Ｉ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第２１６页。

 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３月１８日、４

月１２日和１９日、５月３日”１８２３年都柏林版（Ｒ．Ｏｗ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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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ｔ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ｈｅｌｄｉｎ

Ｄｕｂｌｉｎ…ｏｎｔｈｅ１８ｔｈＭａｒｃｈ，１２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９ｔｈ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３ｒｄ

Ｍａｙ》．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２３）。——第２１６页。

 １８１５年１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

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１８１５年６月欧文的倡议提出

的法案到１８１９年７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

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９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１８岁以下

的工人的工作日为１２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

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２１７页。

 １８３３年１０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的代表大

会，会上正式成立了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

章程于１８３４年２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

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

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

强烈反对，该联盟于１８３４年８月宣告解散。——第２１７页。

 指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立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Ｅｑｕｉ

ｔａｂｌ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ｚａａｒｓ）；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

欧文于１８３２年９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１８３４年年中。——第２１７

页。

 蒲鲁东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

银行（Ｂａｎｑｕｅｄｕｐｅｕｐｌｅ）于１８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

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

了，并于４月初宣告关闭。——第２１７页。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ＬｅｎｅｖｅｕｄｅＲａｍｅａｕ》）是１７６２

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译成德文于

１８０５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１８２１年（实际上是１８２３

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ＯｅｕｖｒｅｓｉｎéｄｉｔｅｓｄｅＤｉｄｅｒｏｔ》）

一书中。——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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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发展的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 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

期，这个名称是由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

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得到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

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

理学等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２２０页。

 “圣经”，“马太福音”第５章第３７节。——第２２１页。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ｎｅｂｕｌａ——雾）发

展而来的，他在１７５５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

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Ａｌｌ

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Ｈｉｍｍｅｌｓ，ｏｄｅｒ

Ｖｅｒｓｕｃｈｖｏｎｄｅ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Ｕｒ

ｓｐｒｕｎｇｅ ｄｅｓ ｇａｎｚｅｎ Ｗｅｌｔｇｅｂａｕｄｅｓ ｎａｃｈ 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ｎａｂｇｅｈａｎｄｅｌｔ》．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ｌｇ，１７５５）中

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

年［１７９６］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１—２卷（《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ｕ

ｓｙｓｔêｍｅｄｕ ｍｏｎｄｅ》．Ｔ． — ，Ｐａｒｉｓ，ｌ’ａｎ ｄｅ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１７９６］）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

编好而在死后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

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释中加以阐述的。——第２２３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３２２—５１５页〔参看“资本

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３７１—６２０页〕。——第２３０页。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

荷兰（１６５２—１６５４、１６６４—１６６７和１６７２—１６７４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

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

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

世界贸易。——第２３４页。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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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４４５页和第４９８页〔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１卷第５２９—５３０页和第５９５—５９６页〕）。——第２３６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４７３页〔参看“资本论”

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５６３—５６４页〕。——第２３６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０页〔参看“资本论”

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８１３页〕。——第２３６页。

 “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６卷第３９３—３９４页（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

Ｏｅ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５，ｐ．３９３—３９４）。—— 第

２３７页。   

 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海外贸易公司）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

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

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１９０４年正式成为普鲁

士国家银行。——第２３９页。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

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

领批判”第四节和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

３０—３５页和第３—１０页）。另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４

节和第四章第３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８２—３８８页和第

４２６—４２９页）。——第２４２页。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

“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１８７８年１月１５日在统计学

会宣读的，发表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上。——第２４４页。

 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８年２月２１—２２日在柏

林举行。——第２４５页。

 “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短文是马克思于１８８０年３月底写成的，载于

１８８０年４月７日法文报纸“平等报”第２种专刊第１２号上，作为编辑

部对该报发表“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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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的手稿第一次刊登在“年鉴”杂志上１９５８年米兰版第１

年卷第２０４——２０５页上（《Ａｎｎａｌｉ》，Ａｎｎｏ ，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５８，ｐ．

２０４—２０５）。——第２４８页。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

１—２ 卷（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２４８页。

 “经济学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法国自由派的

经济学杂志，１８４１—１９４３年间在巴黎出版。——第２４８页。

 是指“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因蒲鲁东逝世应“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４日写成的，刊载于１８６５年２

月１、３、５日该报第１６—１８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卷第２８—３６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

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８７１年用该名称在柏林

出版；１８６４至１８６５年约·巴·施韦泽任该报编辑，当时编辑中还有威

·李卜克内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该报办报纲

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

德国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但是在１８６５年

２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因为同施韦泽存在着原则性

的意见分歧。——第２４９页。

 “工人调查表”是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版人边·马隆（他

在１８８０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的影响下不得不宣

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请求，在１８８０年４月上半月编写

成的。“调查表”刊登在１８８０年４月２０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没有署

名），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为发

表“调查表”写了下述前言。

“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都还不敢对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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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状况做认真的调查。可是，关于农业危机、金融危机、工业

危机、商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调查却有多少啊！

英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行径的揭露，以及由

这些揭露引起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如法律许可的工作日限制为１０小

时，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更加害怕由于进行

公正和系统的调查而带来的危险。

我们希望也许我们能促使法国共和政府仿效英国君主政府的榜

样，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所作所为及其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因此我们利

用自己的一点有限的款项，试图为这件事作出一个开端。我们希望，我

们的工作能得到所有城乡工人的支持。他们懂得：只有他们才能非常

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

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我们也期望得

到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既然他们想进行社会改革，那就应该

愿意准确而清楚地了解工人阶级这个未来正是属于它的阶级进行工

作和活动的条件。

这些劳动委托书是社会民主派为了准备社会革新所应该作的第

一件事。

下面列举的一百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回答问题时必须写明所答

问题的顺序号码。不一定要回答全部问题，但我们建议尽可能回答得

具体和详细些。回答问题的男女工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许可

将不予公布，但是名字和地址仍应写明，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联系。

请将答复寄交 巴黎近郊圣克鲁罗伊亚尔街２８号‘社会主义评论’

杂志负责人 累克吕兹先生。

问题将进行分类，以便为专题著作提供材料。这些专题著作将刊

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以后还将出版单行本。”——第２５０页。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是

马克思在１８８０年５月４—５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

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在新近发现的手稿中发现有马

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导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

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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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导言是作为附录刊印的。——第

２５９页。

 “社会主义评论”（《ＬａＲｅｖ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倍·马隆创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

物，后来是激进派和合作派的刊物；１８８０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从

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４年在巴黎出版。在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

志撰稿。——第２５９页。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０卷）。——第２５９页。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机

关报；１８３７年创刊；１８５２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起

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瑙尔，在四十年代乔·哈

尼也做过该报的主编。从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一些

论文和短评。

“新道德世界和理性的报纸”（《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Ｇａｚｅｔｔｅ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１８３４

年由罗·欧文创办，１８４６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１年１０月起

在伦敦出版；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５年５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第２６０页。

 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第２６０页。

 １８７９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

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

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１８８０年５月盖得抵达伦

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

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或称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导

言是马克思对盖得口授的。至于纲领其余的一部分，恩格斯在１８８１年

１０月２５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曾谈到它：“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

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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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发表于１８８０年６月３０日“平等报”，后来（１８８０年７月１０

日）又发表于“无产者报”（《Ｌｅ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和“社会主义评论”

（１８８０年７月２０日）。

下面援引的最低纲领是根据“平等报”刊载的：

“ ．政治方面：

１．废除一切出版法、集会法和结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

法。——取消工资计算簿这种登记工人阶级的办法和法典中有关使工

人处于和雇主不平等地位的一切条文。

２．取消宗教经费并将‘认为不能出让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

动产’归还给国家（１８７１年４月２日巴黎公社法令），其中包括这些团

体的工商业企业。

３．普遍武装人民。

４．公社主管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察机构。

．经济方面：

１．星期一为每周休息日，换言之，即颁布一项禁止业主要求工人

在星期一上工的法律。—— 通过立法限制成年人的工作日为８小

时。——禁止私营企业雇佣１４岁以下的童工，而１４岁至１８岁的工作

日通过立法限制为６小时。

２．法律规定按当地的食品价格每年确定一次最低工资。

３．男女工人的工资平等。

４．由国家和公社代表的社会负担全体儿童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费

用。

５．取消雇主对工人互助会、保险会管理的任何干涉，重新恢复纯

粹由工人管理。

６．业主对不幸事故的责任，应由雇主提交保证金来保障，其比例

与他现有工人数量和企业工作的危险性相称。

７．工人参加制订各个不同车间的专门规则，取消被雇主据为己有

的任意规定对工人罚款或克扣工资的权利（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７日巴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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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法令）。

８．修改一切涉及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场等等）收归国有的

契约并由一切国农企业的在业工人经营国家的企业。

９．废除一切间接税，并把一切直接税改为收入在３０００法郎以上和

遗产在２００００法郎以上的累进税。”——第２６４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也有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纳签名的公开信，

是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日内瓦召开的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宣读

的。纪念会是由波兰“平等”杂志（《Ｒóｗｎｏｓｃ》）编辑部召开的。参

加纪念会的约有５００名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各民族的代表，其中有波兰

人、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纪念会是在国际

团结和各国劳动人民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目的和任务一致的口号下进

行的。——第２６５页。

 １８４６年２月在波兰国土上酝酿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

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由于贵族

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遭到了破坏，仅在

个别地区举行了革命发动。只有在１８１５年以来就归奥地利、俄国和普

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才在２月２２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民族

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邓波夫斯基代表了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的利益，他在克拉科夫起

义时制定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反映了空想社会

主义的要求（将土地分给无地者，成立国家的或“社会的”工厂来根本

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各种计划）。克拉科夫的起义在１８４６年３月初被

镇压下去。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将克拉科夫合

并给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２６６页。

 指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８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

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大会的工作。——第２６６页。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６日来信的回信，是１８８１年

３月８日写的。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

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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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

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

“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

社会主义党所注意……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

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

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

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查苏利奇继

续说——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

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

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

大。”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

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的农民公社、农业

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

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载于本卷“卡·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遗稿”部分（第４３０—４５２页）。——第２６８页。

 是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第２６８页。

 Ｋ．Ｍａｒｘ．《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５］，ｐ．３１５（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７２６页和第７２８页〔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０３页和第９０５页〕。文中的差别见注

６７）。——第２６８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７７２页〔参看“资本

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６３页〕 （文中的差别见注

６７）。——第２６８页。

 出席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１日在伦敦举行的大会的有各民族的代表：俄罗斯、

波兰、捷克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俄罗斯革命者、民粹派列甫·加

特曼担任大会主席，会上成立了斯拉夫人革命俱乐部。——第２７０页。

 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在彼得堡刺杀了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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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亚历山大二世。——第２７０页。

 指１８７８年俾斯麦实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１８８０年春，非常法的有效

期又延长了５年。——第２７０页。

 本文是恩格斯替“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恩格

斯从１８８１年５—８月是该报的撰稿人。这些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差不

多每星期有一篇作为社论定期地刊登出来。由于该报的总的机会主义

方针恩格斯不得不停止撰稿。

“劳动旗帜报”（《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一家英国周报，是

工联的机关报，１８８１—１８８５年在伦敦由乔·希普顿编辑出版。——第

２７３页。

 这里是指１８２４年议会废除了不准建立任何工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禁

止结社法。但是１８２５年通过的结社法，或者说工人联合法，极其严格

地限制了工会的活动。例如，仅仅是进行争取工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

的鼓动，就被认为是“强迫”和“暴力”，并按刑事罪论处。——第２７３

页。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１８７３年司法

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

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

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

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

２７７页。

 这里指的是在爱尔兰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由

于格莱斯顿政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们对租佃者的专横行为，从

而使爱尔兰农民脱离在爱尔兰已经展开的革命斗争。１８８１年的土地法

案限制了大地主从租地上赶走租佃者的权利，如果后者按时缴纳租金；

租金额１５年不变。虽然１８８１年的法令使大地主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把

土地卖给国家，而且规定的租金仍然非常高，但是英国的土地占有主仍

然阻挠法令的通过，力图在爱尔兰保持不受限制的统治。——第２８２

页。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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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交

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２１岁的男

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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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８４９年宪章派

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２８４页。

 这里指的是１８６７年英国保守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选举改

革。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选举改革运动。根据新的法律，降低了选

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在郡里，租佃者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

１２英镑以上的租金，而在城市里，所有的房主和房屋租赁者，以及在

该地居住满一年并缴纳房租１０英镑以上的住户，都有选举权。１８６７年

改革的结果，英国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

得了选举权。——第２８５页。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

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

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

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

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则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２８７页。

 指１８５８年撤销东印度公司以后，印度转归不列颠国王直接管辖。——

第２８８页。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所谓 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

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

争，结果在１８４６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

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

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第２８９页。

 反谷物法同盟 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

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所谓的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

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自由贸易的口号曾被同盟广泛

用来进行所谓工人和工业家利益一致的蛊惑性的宣传。１８４６年废除谷

物法后，同盟就不存在了。——第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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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注１７４。——第３０６页。

 １８８１年土地法案的施行（这个法案于１８８１年８月成为法律），引起了

爱尔兰租佃者的反抗。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采取了高压手段，派出军

队去强迫抗拒缴纳租金的租佃者迁走。——第３０８页。

 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ｓ）来镇压爱

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

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３０９页。

 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议员约翰·狄龙当时关在

监牢里这一情况。——第３０９页。

 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 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迈克尔·戴维特于１８７９年

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

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

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

土地同盟的领袖们采取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帕涅尔等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

尔兰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

限自治。土地同盟于１８８１年被查禁，但事实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

末为止。——第３１０页。

 见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３６１—３６９页（《Ｐａｓｔ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ｐ．３６１—３６９）和“当代评论。第一篇。

现时代”１８５０年伦敦版第４２页（《ＬａｔｔｅｒＤａｙ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ｓ． １．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ｐ．４２）。——第３１２页。

 恩·恩格尔“从技术和统计说明蒸汽时代”１８８１年柏林第２版（Ｅ．Ｅｎ

ｇｅｌ．《Ｄａｓ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ｄｅｓＤａｍｐｆｅｓ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Ｂｅｌｅｕｃｈｔｕｎｇ》．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正文中的表格是恩格

斯根据恩格尔的书的第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４页上的统计材料制出

的。——第３１３页。

 指１８３１年为英国下院通过、１８３２年６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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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

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３１６页。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

民主党人得到了３０多万张选票。——第３２０页。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１

日写成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进行这一版的准备工作。和马克

思、恩格斯有亲密关系的彼·拉甫罗夫，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

篇序言。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３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序言原文寄给了他。该

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２月５日“民意”杂志上。“共产党宣

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１８８２

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

该序言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３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１６号上，是根据“民意”杂志上的俄文序言翻译的。１８９０年恩格斯

重新发表了１８８２年的原文，并把它编入“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序

言。——第３２５页。

 日期说得不确切，这一版是在１８６９年出版的。——第３２５页。

 “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

格辽夫在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７年用俄文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６９年该报改用法

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１８６５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

版。——第３２５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

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第３２６页。

 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是１８８２年４月下半

月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布·鲍威尔的逝世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

原因。鲍威尔关于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当时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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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杜宾根学派的结论。所

以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仍然肯定了这些著作。

恩格斯在本文中提出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启示录”（１８８３）和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１８９４）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３２７页。

 恩格斯在这里把“雅利安人”一词，用为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名称。这一

用语是根据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对这些民族过去在种族上和文化上的

统一持有的不正确的看法提出的，现在已经陈旧了。在现代资产阶级著

作中，“雅利安人”一词是指印欧语系伊朗和印度分支的各民族而

言。——第３２７页。

 对于新约的批评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１８４０年不来

梅版（《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Ｂｒｅｍｅｎ，１８４０）、“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第

１—２卷（《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ｙｎｏｐ

ｔｉｋｅｒ》．Ｂｄ．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及该书第三卷“复类福音作

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２年不伦瑞克版（《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

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ｕｎｄｄ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２）。——第３２７页。

 克·哥·维耳克“第一个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

的注释批判研究”１８３８年德勒斯顿和莱比锡版（Ｃｈ．Ｇ．Ｗｉｌｋｅ．

《ＤｅｒＵｒ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ｏｄｅｒｅｘｅｇｅｔｉｓ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üｂｅｒｄａｓ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 ｄｅｒｄｒｅｉｅｒｓｔｅｎＥｖａｎ

ｇｅｌｉｅｎ》．Ｄｒｅｓｄｅｎ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３８）。——第３２８页。

 大·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述了他的理论：“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

传”１８３５—１８３６年杜宾根版第１—２卷（《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ｂｅａｒ

ｂｅｉｔｅｔ》．Ｂｄ． —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６）。——第３２８页。

 恩格斯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文集“罗曼采罗”），

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

手。——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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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艾瓦德“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１８５２年哥丁根第２版第４卷

第２２２—２２４页（Ｈ．Ｅｗａｌ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ＶｏｌｋｅｓＩｓｒａｅｌｂｉｓ

Ｃｈｒｉｓｔｕｓ》．２．Ａｕｓｇ，Ｂｄ．４，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５２，Ｓ．２２２—

２２４）。——第３３０页。

 指圣经之一“约翰启示录”。——第３３０页。

 指佩特罗尼乌斯的“蔬蒂里孔”。这部著作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

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第３３１页。

 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１８３０年施图加特和杜

宾根版第１册第２２７页（Ｊ．Ｐｈ．Ｆａｌｌｍｅｒａｙ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Ｈａｌｂｉｎｓｅｌ Ｍｏｒｅａ ｗａｈｒｅｎｄ ｄｅｓ 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Ｔｈ． ，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０，Ｓ．２２７）。——第３３２页。

 “白厅评论”（《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１８７６

年至１９２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３７页。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在美国出版的日报，从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３２年在纽约出版。——第３３９

页。

 Ｆ．Ｅｎｇｅｌ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ｕｔｏｐ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０．——第３４５页。

 Ｆｒ．Ｅｎｇｅｌｓ．《Ｓｏｃｙｊａｌｉｚｍ ｕｔｏｐｉｊｎｙ ａ ｎａｕｋｏｗｙ》．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８２．——第３４５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

央机关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时期出版的一种周报，从１８７９年９

月至１８８８年９月在苏黎世出版，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至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

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反对过该报的错误，帮

助该报在自己的篇幅中贯彻党的无产阶级的路线。——第３４５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９５—４９８页。——第３４７页。

 刊登在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弗·恩格斯的文章

“品特是怎样造谣的”：发表时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在这篇文章前面，编

３４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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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辑部写了下面的话：“我们的一位最杰出的德国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品

特是怎样造谣的文章……”。——第３４８页。

 恩格斯指的是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所引起的法国罢

工运动，其中有孟索 累明事件。受尽矿主残酷压迫的孟索 累明的煤矿

工人起来反对矿主。１８８２年１０月“北德总汇报”刊登了许多像恩格斯

所描述的报道这些事件的通讯。——第３４８页。

 这里指的是１８８２年７月４日在维也纳布置的一次警察挑衅事件。为了

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制造一个诉讼案，控告他们为党搞经费而进行

谋杀，发生了暗中安排好时抢劫梅尔施塔林格尔鞋匠的事件。

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９日“北德总汇报”第４０１号上，登载了把这一谋杀事

件同社会民主党牵连在一起的通讯。——第３４９页。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北德总汇报”第４９３号。——第３４９页。

 “马尔克”一文是恩格斯于１８８２年９月中到１２月上半月写的，它是德

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２）小册子的附录。本文部分

利用了恩格斯研究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收集的材料。恩格斯的这些

研究，载于本卷“遗稿”部分。１８８３年本文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并

印成单行本。在恩格斯生前，“马尔克”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一起用德文出了４版。

本卷中所载的“马尔克”一文，是根据恩格斯审阅过的德文第四版

“社会主义的发展”（１８９１）译出的。１８９２年，“马尔克”也作为“社会主义

的发展”的附录由爱·艾威林译成英文出版，恩格斯并专门写了一篇序

言。马克思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曾对该文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谈到这篇论文时写

道：“‘马尔克’这篇附录，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中传播某些有关德国土

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情况的基本知识而写成的。当这个党的影响几

乎已经扩大到了全体城市工人，因而需要去争取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时

候，这一点就显得尤其必要了。”——第３５１页。

 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把德国

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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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Ｍａｒｋ，Ｈｏｆ，Ｄｏｒｆ ｕｎｄ

Ｓｔａｄｔ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ｄｅｒ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ｗａｌｔ》．Ｍ üｎｃｈｅｎ，

１８５４）、“德国马尔克制度史”１８５６年厄兰根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６）、“德国地

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兰根版第１—４卷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ｕｎｄｄｅｒＨｏｆｖｅｒ

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德国乡村制度史”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１—２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Ｄｏｒ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德国城市制度史”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厄兰根版第１—４卷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ｄｔ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９—１８７１）。——第３５３页。

 恩格斯指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这里讲到的事

实，载于第４册第２２章。——第３５３页。

 “帝国法”是中央政权颁布的中世纪日耳曼帝国的全帝国法律。见这些

法律的最完备的汇编之一：“Ｈ．Ｅ．恩德曼博士根据１３７２年手稿（同

其他手稿校订过）并附有注释的帝国法”１８４６年加塞耳版第２４４页

（《ＤａｓＫｅｙｓｅｒｒｅｃｈｔｎａｃｈｄｅｒＨａ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ｎ１３７２ｉｎＶｅｒｇｌｅ

ｉｃｈｕｎｇｍｉｔａｎｄｅｒｎＨａ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ｕｎｄｍｉｔｅｒｌａｕｔｅｒｎｄｅｎＡｎ

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Ｄｒ．Ｈ．Ｅ．Ｅｎｄｅｍａｎｎ》．Ｃａｓ

ｓｅｌ，１８４６，Ｓ．２４４）。恩格斯引用的材料载于“关于森林法”部分。——第

３５４页。

 “民族法”（即所谓野蛮人法，拉丁文为Ｌｅｇｅｓｂａｒｂａｒｏｒｕｍ，德文为

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ｒｅｃｈｔｅ，是日耳曼各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

部落于五至七世纪在过去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

王国和公国。这部民族法是五至九世纪之间制定的。——第３５６页。

 “里普利安法”是一个古代日耳曼部落——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的习惯

法的记录，这些法兰克人于四至五世纪居住在莱茵河和麦士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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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普利安法”，是研究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社会制度的主要材料。“里

普利安法”第八十二节（表Ａ）和第八十四节（表Ｂ）。谈到了耕地的私人

占有制。见最完备的版本之一：“里普利安和法兰克—哈玛维法”１８８３

年汉诺威版第１０４页（《ＬｅｘＲｉｂｕａｒｉａｅｔｌｅｘＦｒａｎｃｏｒｕｍＣｈａｍａ

ｖｏｒｕｍ》．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ａｅ，１８８３，ｐ．１０４）。——第３５７页。

 恩格斯指１８７８年４月１５日颁布的各种林木盗窃法（《Ｇｅｓｅｔｚ，ｂｅｔｒｅｆ

ｆｅｎｄｄｅｎＦｏｒｓｔｄｉｅｂｓｔａｈｌ》），该法律规定，未经警察的特别允许不准

采集草、野果和蘑菇。——第３５９页。

 指陪审员法庭。这种法庭于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

自１８７１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堂法官和两个代

表（陪审员）组成，和过去的陪审员不同，他们参与了全部审判，不仅是

确定罪行，而且规定处罚方法。法庭成员是从统治阶级的代表中特别挑

选出来的。——第３６０页。

 西法兰克王国 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

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８４３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

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代

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未来

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则归

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第３６２页。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 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战争，是各欧洲国家集团

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形式。

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派进攻的起义是

这场战争的开端。以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阵营。教皇、西班牙

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邦君，在天主教的旗帜

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的国家：捷克、丹麦、瑞士、荷兰共和国和许多经

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兰西

国王的支持。德意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

和侵略野心的对象。战争于１６４８年结束，签订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该

和约巩固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第３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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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是拿破仑第一的民法典，这个法典也常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

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在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这个法典在该省继

续有效。——第３６７页。

 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近郊的溃灭，迫使普鲁士向拿破

仑的法国投降，这表明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

朽性。——第３６７页。

 “正义报”（《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是法国的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从１８８０年至

１９３０年在巴黎出版。在１８８０—１８９６年期间，领导该报的是报纸的创办

者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谓“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

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反映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

党左翼的机关报。——第３７０页。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

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０年９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

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

燕妮·马克思所写的一些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刊登在１８７０年

３月１日至４月２４日“马赛曲报”第７１、７９、８９、９１、９９、１１３、１１８和１２５

号上（共８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６７０—７００

页）。——第３７０页。

 新喀里多尼亚岛 是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些岛屿，那里的气候对人的身体

极其有害，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第３７１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的报纸，该报于１８４４年１月至１２月在

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

１８４４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

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

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１８４５年１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

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３７５页。

 关于敖德萨大学的学生希望向马克思墓献花圈的消息，载于１８８３年４

月１９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７号。根据他们的要求，花圈的题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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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献给‘资本论’的作者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卡尔·马克思。他

的学生和拥护者敖德萨大学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敬挽。”——第３８１页。

 指侨居苏黎世的斯拉夫各国青年组成的“斯拉夫”同盟。——第３８１

页。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 是纽约各工会的联合会，于１８８２年产生，在八十

年代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联合了白人和黑人以及美籍和外籍工人。领

导这个中央劳动联合会的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为了有效地领导无

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需要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又需要工人阶级的政

治组织。——第３８４页。

 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日给范 派顿的信是用英文写的。——第３８５

页。    

 恩格斯提到１８４５年时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叙述的他

和马克思的观点（该书写于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３卷）。——第３８５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９０—４９１页。——第３８５页。

 恩格斯指的是小册子：约翰·莫斯特“资本和劳动。对卡尔·马克思‘资

本论’一书的通俗概述”（Ｊ．Ｍｏｓｔ．《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Ｅｉｎｐｏｐ

ｕｌａｒｅｒＡｕｓｚｕｇａｕｓ《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这本小册

子于１８７３年在克姆尼次出版。——第３８６页。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１８８０年米兰版（Ａ．Ｌｏｒｉａ．《Ｌａ

ｒｅｎｄｉｔａ ｆｏｎｄｉａｒｉａ ｅｌａ ｓｕａ ｅｌｉｓｉｏ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８０）。——第３８６页。

 指的是小册子：阿·洛里亚“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１８８２年博洛

尼亚版（Ａ．Ｌｏｒｉａ．《Ｌａｔｅｏｒｉａｄｅｌｖａｌｏｒｅｎｅｇｌ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ｉｉｔａｌ

ｉａｎｉ》．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８８２）。——第３８７页。

 指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

志１８８３年罗马版第２集第３８卷第７章，第５０９—５４２页（《Ｎｕｏ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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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ｄｉｓｃｉｅｎｚｅ，ｌｅｔｔｅｒｅｅｄａｒｔｉ》，ｓｅｒ．２，ｖｏｌ．３８，ｆａｓ．７，

Ｒｏｍａ，１８８３，ｐ．５０９—５４２）。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Ｎｕｏｖａ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ｄｉｓｃｉｅｎｚｅ，

ｌｅｔｔｅｒｅｅｄａｒｔｉ》）是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从１８６６

年至１８７８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从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在罗马

出版，每月两期。——第３８７页。

 “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是恩格斯在读完法国新闻记者、共和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普·利沙加勒所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１８７６年布

鲁塞尔版（《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ｅｄｅ１８７１》．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７６）

一书后，于１８７７年２月初写成的。１８７７年２月９日，该书作者在复信中

感谢恩格斯在信中就军事事件所发表的“卓越意见”。恩格斯的“意见”

一文在１９３３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利沙加勒的著作是在研究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

揭露了法国统治阶级的反民族政策，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创建巴黎公社

中，在公社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称该书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

史”；马克思认为该书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而大

力促进该书用德文出版。——第３９１页。

 指国防政府代表梯也尔（当时他没有参加政府，但是实际上却起着政府

秘密领导人的作用）和俾斯麦在凡尔赛举行的停战谈判。１８７０年１０月

３０日巴黎知道了谈判的消息。对于即将签订的、被资产阶级政府说成

是法国的莫大幸福的这一卖国停战协走，巴黎群众表示十分愤慨。梯也

尔谈判的消息和麦茨的投降，都推动了１０月３１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

动。俾斯麦利用法军指挥部在谈判期间的毫无准备，在赢得了时间以

后，就中断了谈判。——第３９１页。

 指汉涅金的匿名出版的著作“‘麦茨之战’作者的军事思想和对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见解”１８７１年美因兹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Ｍｉｌｉｔａ

ｒｉｓｃｈｅ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 ｕｎｄ 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ｅｇｄｅｒＪａｈｒｅ１８７０ｕｎｄ１８７１ｖｏ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ｅｒ

ｄｅｓ《Ｋｒｉｅｇｅｓｕｍ Ｍｅｔｚ》》．Ｍａｉｎｚ，１８７１，Ｓ．１８５—１８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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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页。   

 自由射手（法文ｆｒａｎｃｓｔｉｒｅｕｒｓ），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股队伍，

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

九世纪初与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建立起来的。

１８６７年，法国开始组织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

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专门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

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部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

了。——第３９２页。

 讲的是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拿破仑在意大利作战时，法军包围曼都亚一

事。——第３９３页。

 弗·埃尔拉赫“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期间。一个瑞士军人的观察与

思考”１８７４年莱比锡—伯尔尼版第２３０页（Ｆ．Ｅｒｌａｃｈ．《Ａｕｓｄｅｍ

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ｅｉｎｅｓ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Ｗｅｈｒｍａｎｎｓ》．Ｌｅｉｐｚｉｇ

Ｂｅｒｎ，１８７４，Ｓ．２３０）。——第３９３页。

 实际资料是恩格斯从威·勃鲁美的“从色当战役至战争结束时德军的

军事行动”（《Ｄｉ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Ｈｅｅｒｅｖｏｎｄｅｒ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ｂｅｉＳｅｄａｎｂｉｓｚｕｍＥｎｄｅｄｅｓＫｒｉｅｇｅｓ》）一书中取得的。

该书第一版和第二版于１８７２年在柏林出版。——第３９４页。

 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２是马克思１８７９年下半年—

１８８０年１１月在伦敦写的，收在他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年的笔记中。马克思的

这一著作批评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

或理论性的学说，第１部分：基础”１８７９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２版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Ｂｄ．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ｏ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Ｔｈ． ．Ｇｒｕｎｄｌｅ

ｇｕｎｇ》．２．Ａｕｓｇ，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７９）。马克思在批评瓦

格纳歪曲“资本论”中阐述的价值理论时，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经济学

说的基本原理，并加以具体化。马克思的“评论”前面有他所编的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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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书目，这些书目是从瓦格纳书上所列的参考书中引来的。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１９３０年第一次用俄文

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５卷

上。——第３９６页。

 卡·亨·劳“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１８４７年海得尔堡第５版第６３页

（Ｋ．Ｈ．Ｒａｕ．《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５．

Ａｕｓｇ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４７，ｐ．６３）。——第３９８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４７页（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１０页）。——第３９９页。

 指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１８７１年

基辅版。——第４００页。

 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

的考察”１８７０年杜宾根版（Ａ．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ｕｎｄ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ｍｉｔ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ａｕｆＧｅｓｃｈａｆｔｓ ｕｎｄＶｅｒ

ｍｏｇｅｎｓｆｏｒｍｅｎ》．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７０）。——第４０２页。

 指谢夫莱１８７５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Ｄｉｅ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ｚｄｅｓＳｏｃｉａ

ｌｉｓｍｕｓ》一书。——第４０２页。

 阿·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杜宾根版第１—４

卷（Ａ．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Ｂａｕ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ｄ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Ｋｏｒｐｅｒｓ》．Ｂｄ．

—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７５—１８７８）。——第４０２页。

 Ｋ．Ｈ．Ｒａｕ．《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８．Ａ

ｕｓｇ， ．Ａｂ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８６８，Ｓ．８８—— 第４０４

页。

 “一般政治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自由派的政治经济评论，１８４４—１９４３年在杜宾根出

版，中有间断。１８７５年５月３１日洛贝尔图斯给瓦格纳的信，曾载于上

述杂志第３４卷阿·瓦格纳的“略论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Ｅｉｎｉ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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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ｎｕｎｄ üｂｅｒ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一文中。——第４１１页。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２．Ａｕｆｌ，Ｂ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Ｓ．

３６（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３８—３９页）。——第

４１２页。

 马克思所指的注释载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６页）。——第４１３页。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２．Ａｕｆｌ．Ｂ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Ｓ．１５

（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１３页）。—— 第４１３

页。    

 Ｖ．Ｒ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Ｇｒｉｅｃｈ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Ａｂｔ． ，Ａ—

Ｌ，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２９，Ｓ．３５９．——第４１６页。

 恩·舒耳采“哥特语辞典”［１８４８年］马格德堡版第４１１页（Ｅ．

Ｓｃｈｕｌｚｅ．《Ｇｏｔｈｉｓｃｈｅｓ Ｇｌｏｓｓａｒ》．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１８４８］，Ｓ．

４１１）。——第４１６页。

 阿·戚曼“实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典”１８３８年克韦德林堡和莱比锡

版 第 ６３４—６３５ 页 （Ａ．Ｚｉｅｍａｎｎ．《Ｍｉｔｔｅｌｈｏ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ｚｕｍＨａｎｄ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Ｑｕｅｄｌｉｎｂｕｒｇ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３８，Ｓ．６３４—６３５）。——第４１７页。

 Ｋ．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２．Ａｕｆｌ，Ｂ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２，Ｓ．

１７１（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２００页）。 ——第

４１８页。    

 马克思在这里和在上面引证的是１８７２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２

版第１卷（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６—９８

页）。——第４２２页。

 鲁·耶林“罗马法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神”１８７４年莱比锡第３版

第２部第２册第２３４—２５９页（Ｒ．Ｊｈｅｒｉｎｇ．《Ｇｅｉｓｔｄｅｓｒｏｍ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ａｕｆｄｅｎ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Ｓｔｕｆｅｎｓｅｉｎ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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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ｕｆｌ，Ｔｈ． ，Ｂｕｃｈ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４，Ｓ．２４３—２５９）。—— 第

４２３页。

 托·图克和威·纽马奇“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

况。这是从１７９２年到现在为止的价格史的第五和第六两卷”１８５７年

伦敦版第５卷第１部。“论１８４７—１８５６年的粮食价格”（Ｔ．Ｔｏｏｋｅ

ａｎｄＷ ．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ｅＹｅａｒｓ１８４８—１８５６．Ｉｎ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ｔｈ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１７９２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Ｐａ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ｃｏｒｎ ｆｒｏｍ １８４７ ｔｏ

１８５６》）。——第４２６页。

 Ａ．Ｂｏｃｋｈ．《ＤｉｅＳｔａａｔｓ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Ａｔｈｅｎｅｒ》．Ｂｄ． ，

Ｂｕ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１７，Ｓ．８４—１０７．——第４２６页。

 指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５０亿赔款对德国经济状况影

响的结果。——第４２７页。

 圣彼得的迪纳里——罗马教皇每年向天主教徒征收的捐税（最初是在

圣彼得节日向每户征收迪纳里）。至今仍为罗马教廷用于进行反动的天

主教宣传的重要收入来源。——第４２９页。

 Ａ．Ｃｏｕｒｎｏｔ．《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ｄｅ

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８，ｐ．７．——第４２９页。

 见注１６６。——第４３０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７７１—７７２页〔参看“资本

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６３页〕（文中的差别见注

６７）。——第４３０页。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

过程的研究”１８７７年伦敦版第５５２页（Ｌ．Ｈ．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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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ｖａｇ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ｔ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７，

ｐ．５５２）。——第４３２页。

 亨·萨·梅恩“东西方的农村公社”１８７１年伦敦版（Ｈ．Ｓ．Ｍａｉｎ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 Ｗｅｓ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１）。——第４３３页。

 公元前３２１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

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

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

遭受最大的侮辱。——第４３６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２３卷第７７０—７７１页〔参看“资本

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６２页〕（文中的差别见注

６７）。——第４４２页。

 １７８５年４月２１日颁发的给俄罗斯帝国各城市的权利和利益的文件中

反映了叶卡特林娜二世建立行会组织的意图，文件中包括详细确定行

会组织的手工业特别条例。各城市手工业者必须在行会中登记，禁止非

行会手工业。——第４４３页。

 卡·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一文大

概的写作日期是１８８１年底—１８８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利用了官方公

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关于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札记”与

专门研究俄国资料的其他手稿不同，马克思不是写在笔记本上，而是写

在单页纸张上，其中有题目和章节，标明数字和字母。除了引用收集在

许多笔记中的材料外，还引用已经系统化了的实际资料，对俄国１８６１

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的

手稿于１９５２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１２卷上。——第４５３页。

 马克思引自本人的读书笔记，其中有阅读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

都”（１８７０年圣彼得堡版）一书时所作的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４８年俄文版第１１卷第１１９—１３８页）。——第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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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１８６６年莱比锡版）（《Ｄｉｅｌａ

ｎｄ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Ｒｕｓｓｌａｎｄ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６）一书的读书笔记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５２年俄文版第１２卷第３６—３７页）。——

第４５３页。

 马克思在此处和下面都是引自他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

有收信人的信”写的“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这篇手稿（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１１卷第１８—２０页）。——第４５４页。

 舒瓦洛夫和帕斯凯维奇一方面赞成农民的人身解放，同时希望为地主

保留全部土地，而使农民只有权使用份地以代替赋役。——第４５４页。

 马克思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

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１２卷第１１０—１１４页）。——第４５５页。

 马克思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

况”第１卷（１８６２年莱茵河岸波恩版）和阿·阿·戈洛瓦乔夫“１８６１—

１８７１年的十年改革”（１８７２年圣彼得堡版）二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９—３５页和第１１５—１１７页）。——第

４５７页。

 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

（１８６８年莱茵河岸波恩版）第４卷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俄文版第１２卷第３５—３６页）。——第４５８页。

 引自尤·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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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１１卷第

１３９—１４８页）。——第４５８页。

 “修订税制最高委员会报告书”１８７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２卷第３册第１

部分第６—７页。

马克思所引的数字是用计算的方法得来的。——第４６４页。

 这里引证的是尤·埃·扬松的“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

（１８７７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第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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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恩格斯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手稿，同和它有关的“法兰克时

代”手稿一样，是在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按照统一计划完成的巨著。恩格斯拟

订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计划证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是恩格

斯多年专门研究日耳曼尼亚和西欧历史的结果。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根据手稿

后面所附的恩格斯的最初计划来看，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四

章。第二部分作者打算列为第一部分的“注译”——史料学、民族学和语

言学性质的补充。

在写作过程中，原来拟定的计划有了改变。例如，在第一章结尾，恩

格斯写道：“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手稿中没有这一章。显然，

恩格斯把这一材料用到法兰克时代一文的第二章（“区制度和军事制

度”）中去了。本文第二部分只有第二章。恩格斯计划中标题为“法兰克

方言”的第三章，被他移到关于法兰克时代的研究中去了。

各章的顺序以及第四章的标题，是编辑部根据恩格斯的计划拟定

的。——第４７８页。

 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纪的地位”１８８０年伦敦

版（Ｗ ．Ｂ．Ｄａｗｋｉｎｓ．《ＥａｒｌｙＭａｎ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ｈｉｓｐｌａｃｅｉｎ

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ｐｅｒｉｏ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０）。——第４７８页。

 见注１９５。——第４８０页。

 指１８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鲁·微耳和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会

会议上的报道。见“民族学杂志”１８７８年柏林版第１０卷（《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７８）发表的“柏林人类学、民族学

和原始史协社辩论”１８７８年年卷第４１８—４２４页（《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

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Ｊａｈｒｇ．１８７８，Ｓ．４１８—４２４）。——第４８０页。

 指沙弗豪森在德国人类学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道，该会在

１８７７年９月２４—２６日在康斯坦察举行。见“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

始史学会报道”１８７７年慕尼黑版第１１期（《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Ｂｌａｔｔ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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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１１，Ｍ 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７７）。——第４８０页。

 关于皮提亚斯旅行记的资料，恩格斯引自约·列列韦尔的著作“马赛的

皮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１８３６年布鲁塞尔版（《Ｐｙｔｈéａｓｄ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 ｅｔｌａ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 ｓｏｎ ｔｅｍｐ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３６）。——第４８２页。

 卡·弥伦霍夫“德国考古学”１８７０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４７９页（Ｋ．

Ｍ üｌｌｅｎｈｏｆｆ．《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ｋｕｎｄ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７０，Ｓ．４７９）。——第４８３页。

 普卢塔克“比较传记”。艾米利乌斯·保罗传第１２章。——第４８３页。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５５卷第１０章。——第４８４页。

 凯撒“高卢战记”第４卷第１章和第６卷第２２章。——第４８６页。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７卷第１章。——第４８８页。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４８９页。

 凯龙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４卷第１４章。——

第４９１页。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５４卷第３３章。——第４９４页。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５５卷第６章。——第４９６页。

 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２卷第９７章。——第

４９６页。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５６卷第１８章。——第４９９页。

 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２卷第１１７章。——第

４９９页。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５６卷第１８章。——第４９９页。

 这一段话和上一段话，恩格斯引自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的“罗马

史”第２卷第１１８章。——第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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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５６卷第１９章。——第５０２页。

 恩格斯引自塔西佗“编年史”（《Ａｎｎａｌｅｓ》）第１卷第６１章。—— 第

５０３页。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４卷第４章。——第５０５页。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７卷第１章。——第５０５页。

 约克将军，曾在１８１２年在俄国指挥拿破仑军队的普鲁士辅助军，１８１２

年１２月３０日他同俄国指挥部订立了陶罗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必

须在两个月内不参加对俄军的军事行动。

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当俄、奥、普、瑞士联军同拿破仑第一的

军队在莱比锡战斗的时候，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萨克森军，突然在战

斗方酣时转到敌人方面，并掉转炮口打法国人。——第５０５页。

 指哈耳施塔特古墓，该墓在１８４６年在奥地利西南部哈耳施塔特城附近

发现，因而称为哈耳施塔特文化（约公元前１０００—５００年）。—— 第

５０９页。

 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１８８０年伦敦版第４６６—４７２页（Ｗ．

Ｂ．Ｄａｗｋｉｎｓ．《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０，ｐ．４６６—

４７２）。——第５１０页。

 卡·弗·维贝尔格“希腊人和罗马人通过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

１８６１年耶夫勒版（Ｃ．Ｆ．Ｗｉｂｅｒｇ．《ＢｉｄｒａｇｔｉｌｌＫａｎｎｅｄｏｍｅｎｏｍ

ＧｒｅｋｅｒｓｏｃｈＲｏｍａｒｅｓｆｏｒｂｉｎｄｅｌｓｅｍｅｄＮｏｒｄｅｎｏｃｈｏｍ ｄｅ

ｎｏｒｄｉｓｋａＨａｎｄｅｌｓｖａｇａｒｎｅ》．Ｇｅｆｌｅ，１８６１）。约·梅斯托尔夫从瑞典

语译成德语为：“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１８６７年汉堡版

（《ＤｅｒＥｉｎｆｌｕｓｓｄｅｒｋｌａ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ｅｒａｕｆｄｅｎＮｏｒｄｅｎｄｕｒｃｈ

ｄ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第５１０页。

 塔西佗“编年史”第２卷第６２章。——第５１０页。

 耶·雅·阿·沃尔索“当时文献中的北方各国古代史”。德译者约·梅

斯托尔夫，１８７８年汉堡版（Ｊ．Ｊ．Ａ．Ｗｏｒｓａａｅ．《Ｄｉｅ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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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ＮｏｒｄｅｎｓｎａｃｈｇｌｅｉｃｈｚｅｉｔｉｇｅｎＤｅｎｋｍａｌｅｒｎ》．Ｉｎ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üｂｅｒｔｒａｇｅｎｖｏｎＪ．Ｍｅｓｔｏｒｆ．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７８）。——第５１２页。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２３章。——第５１３页。

 在托勒密的“地理学”第２卷和第３卷中，谈到了日耳曼尼亚。——第

５２４页。

 指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１８３７年慕尼黑版（Ｋ．Ｚｅｕｓｓ．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Ｎａｃｈｂａｒｓｔａｍｍｅ》．Ｍ 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３７）和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４８年莱比锡版第１—２卷（Ｊ．Ｇｒｉｍ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Ｂｄ． —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４８）。——第５２６页。

 凯撒城的普罗科皮阿斯“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

史”第８卷（“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４分册第５章第５节。——第５２７

页。    

 Ｆ．Ｃ．Ｄａｈｌｍａｎ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Ｄａｎｎｅｍａｒｋ》，Ｂｄ． ，Ｈａｍ

ｂｕｒｇ，１８４０，Ｓ．１６——第５２８页。

 格·瓦茨“德国国家制度史”１８４４—１８７８年基尔版第１—８卷（Ｇ．Ｗａｉｔ

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ｄ．１—８，Ｋｉｅｌ，１８４４—

１８７８）。——第５３０页。

 “法兰克时代”是弗·恩格斯在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写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

没有发表过。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一样，本文也是研究日

耳曼尼亚历史的专门著作的一部分（见注２８８）。——第５３９页。

 保·罗特“从上古到十世纪的采邑制度史”１８５０年厄兰根版（Ｐ．Ｒｏｔｈ．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ｓｅｎｓｖｏｎｄｅｎａｌｔｅｓｔｅｎＺｅｉｔｅｎｂｉｓ

ｉｎｓＺｅｈｎｔｅ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０）。——第５４３页。

 爱因哈德“查理大帝生平”第２章。——第５４３页。

 恩格斯引用的是图尔的格雷哥里的著作“法兰克人史”第６册第４６章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Ｆｒａｎｃｏｒｕｍ》）。——第５４４页。

９５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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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敕令——中世纪早期（八到九世纪）国王的立法诏书和命令。亚琛敕令

指出了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大规模夺取农民土地的事实，它是关

于法兰克王国历史的最重要资料之一。——第５４５页。

 恩格斯列举的这些数目字摘自九世纪编制的圣热尔门 德 普雷修道院

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收入登记册）。这个登记册第一次是由法国历

史学家盖拉尔做了一些注释出版的，名为：“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

产登记册”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Ｐｏｌｙｐｔｙｑｕｅｄｅｌ’ａｂｂéＩｒｍｉ

ｎｏｎ》，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第５４６页。

 契约程式——是把各种各样有关财产和其他性质的契约和协定在法律

上固定下来的具体文书的标准样式。流传到现在的几本契约程式集，使

我们能够了解六世纪末至九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关

系。

恩格斯引用的这个契约程式是收在名为“西尔蒙通俗叙述的图尔

契 约 程 式 集”（《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Ｔｕｒｏｎｅｎｓｅｓｖｕｌｇｏ Ｓｉｒｍｏｎｄｉｃａｅ

ｄｉｃｔａｅ》）这个集里的。恩格斯显然是从上述罗特的书中第３７９页上引

来的。——第５５５页。

 指关于卡罗林帝国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之一——“贝坦年鉴”（《Ａｎ

ｎａｌｅｓＢｅｒｔｉｎｉａｎｉ》）。这个年鉴因法国圣贝坦修道院而得名。它包括了

８３０—８８２年这段时期，分为三部分，都是不同的作者所写。贝坦年鉴是

列在著名的“德意志历史文献”（《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ｅ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从书中出版的。——第５５７页。

 斯特林加（直译是：“古法之子”）是８４１—８４２年在萨克森发生的自由农

民和半自由的萨克森人（半农奴）反对法兰克贵族和萨克森贵族的暴

动，暴动者力求恢复封建社会以前的旧习俗。——第５６３页。

 “法兰克方言”——恩格斯写于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在关于法兰克时代的手

稿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提纲的草稿中，恩格斯把这研究著作叫

做“注释”。但是，“法兰克方言”有完全独立的科学意义，是把历史唯物

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

“法兰克时代”没有写完，在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１９３５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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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俄文发表。文章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并

列刊印。——第５６４页。

 古福音诗 是古代萨克森语言文学的文献（属九世纪）；是把福音书大大

压缩了和日耳曼化了的转叙本；古福音诗的作者，据推测是鲁尔河岸韦

尔登的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

古福音诗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有两个，一个是慕尼黑手稿（属九世

纪），一个是柯顿手稿（因古代文物搜集者英国人柯顿而得名），属十到

十一世纪。手稿的名称是德国语言学家施梅里尔在１８３０年加的，直译

是：“救主”。古福音诗第一次是在１８６６年由摩里茨·海奈出版。——

第５６４页。

 威·布劳涅“法兰克方言和高地德意志辅音音变的研究”，载于“德意志

语言文学史资料”杂志，１８７４年萨利河岸哈雷版第１卷（Ｗ ．Ｂｒａｕｎｅ．

《Ｚｕｒ 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ｋ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ｚｕｒ ｈｏ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ａｕｔ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ｂｕｎｇ》．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ｅ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ｕ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Ｂｄ． ，Ｈａｌｌｅ ａＳ ，

１８７４）。——第５６４页。

 亨·凯伦“‘萨利克法’注解和萨利克法兰克人的语言。德意志语言史”

１８６９年海牙版（Ｈ．Ｋｅｒｎ．《ＤｉｅＧｌｏｓｓｅｎｉｎｄｅｒＬｅｘＳａｌｉｃａｕｎｄ

ｄｉｅＳｐｒａｃｈｅｄｅｒｓａｌｉｓｃｈｅｎＦ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ｎ》．Ｈａａｇ，１８６９）。——第５６５页。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在盎格鲁—弗里西安方言和萨克森方言中，第三

人称复数直陈式由于第三人称词尾中齿音的《ｎ》脱落，而同第二人称相

同。这种相同大概就是述两种方言中所有三种人称现在时直陈式复数

之间的差别消失的起点。——第５６６页。

 指对尼德兰语文学家尤斯图新·利普西乌斯从赞美诗逸稿（九世纪）中

抄下的不清楚的词的注解。利普西乌斯注解由摩里茨·海奈发表在

１８６７年帕德波恩出版的“古代低地德意志小文献”（《Ｋｌｅｉｎｅｒｅａｌｔｎｉｅ

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Ｄｅｎｋｍａｌｅｒ》．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１８６７）中。——第５６７页。

 Ｐ．Ｊ．科瑟伊恩“古代西萨克森语语法”１８８３年海牙版（Ｐ．Ｃｏｓｉｊ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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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ｓｔ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Ｈａａｇ，１８８３）。——第５６８页。

 指弗雷肯霍斯特修道院赋税登记册（九到十一世纪初）。——第５６８页。

 指十到十一世纪的帕德波恩文件，——德国历史学家保尔·维干德在

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年出版的地方法文献，载于他所出版的第５卷“威斯特伐

里亚历史和考古学档案”（《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Ａｌｔｅｒ

ｔｈｕｍｓｋｕｎｄｅ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ｓ》）和第２第３两卷“威斯特伐里亚的帕

德波恩和克尔佛两个公爵领地地方法”（《ＤｉｅＰｒｏｖｉｎｚｉａｌｒｅｃｈｔｅｄｅｒ

Ｆüｒｓｔｅｎｔｈüｍｅｒ 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 ｕｎｄ Ｃｏｒｖｅ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第５６９页。

 指魏森堡的修道士奥特弗里德在８６３和８７１年之间做的对福音书的转

述。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是古代德意志文字的最初文献之一。奥特弗

里德的“福音书”的语言被认为是莱茵—法兰克方言的南部土语之

一。——第５６９页。

 指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的手稿，是洗礼誓（《Ｔａｕｆｇｅｌｏｂｎｉｓ》）的程

式。——第５７０页。

 指布鲁塞尔的古老喷泉中的小孩雕像，是十七世纪佛来米的雕塑家杜

肯努阿的作品。——第５７５页。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１８７９年哥达版第１５３页（Ｗ ．Ａｒｎｏｌ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Ｕｒｚｅｉｔ》．Ｇｏｔｈａ，１８７９，Ｓ．１５３）。——第５７６页。

 “下莱茵历史档案”１８３１年杜塞尔多夫德·约·拉康布累出版社版第１

卷第１分册第１篇（《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Ｎｉｅ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ｓ》．Ｈｒｓｇ．ｖｏｎＴ．Ｊ．Ｌａｃｏｍｂｌｅｔ，Ａｂｔ． ，Ｂｄ． ，Ｈｅｆｔ ，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１８３１）。——第５８２页。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１８７９年哥达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Ｗ ．

Ａｒｎｏｌ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Ｕｒｚｅｉｔ》．Ｇｏｔｈａ，１８７９，Ｓ．１４０—１４１）。——第

５８３页。

 指起初为丹·哥·莱曼后来为其他一些人出版的地图，名为“莱曼所编

日耳曼尼亚、瑞士、东法兰西、比利时、尼德兰和波兰的地形特别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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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高 版（《Ｒｅｙｍａｎｎ’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ＳｐｅｚｉａｌＫａｒｔｅｖｏ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ｃｈｗｅｉｚ，Ｏｓｔ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Ｂｅｌｇｉｅｎ，Ｎｉ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

ｕｎｄＰｏｌｅｎ》．Ｇｌｏｇａｕ）。地图分为若干正方形（地段），以主要居民点

为名，因此，恩格斯在往下的引证中，提到了地段的名称和号码。——

第５８４页。

 “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经过泰·门克博士重新修改的卡·冯

·施普鲁奈尔博士的常用地图的第３版。１８８０年哥达版（《ＨａｎｄＡｔ

ｌａｓｆü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ｕｎｄ 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

Ｚｅｉｔ》，３．Ａｕｆｌ．ｖｏｎＤｒ．Ｋ．ｖ．Ｓｐｒｕｎｅｒ’ｓＨａｎｄＡｔｌａｓ，ｎｅｕ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ｖｏｎＤｒ．Ｔｈ．Ｍｅｎｋｅ，Ｇｏｔｈａ，１８８０）。

恩格斯在自己这一研究著作中各处引用地理资料，主要是摘自三

十二图（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Ｇａｕｅ． ［德意志区 ］）。——第５８４页。

 弗·约·蒙奈“七世纪末以前的巴登地方古代史”。第１卷：“上莱茵边

区的罗马人”１８４５年卡尔斯卢厄版（Ｆ．Ｊ．Ｍｏｎｅ．《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

ｂａｄｉｓｃｈｅｎＬａｎｄｅｓｂｉｓｚｕＥｎｄｅｄｅｓｓｉｅｂｅ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

Ｂｄ． ：《ＤｉｅＲｏｍｅｒｉｍ ｏｂ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Ｇｒａｎｚｌａｎｄ》，Ｋａｒｌ

ｓｒｕｈｅ，１８４５）。——第５８８页。

 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小历史地图集”１８７３年苏黎世版（Ｆ．Ｂｅｕｓｔ．

《Ｋｌｅｉｎ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ＡｔｌａｓｄｅｓＫａｎｔｏｎ Ｚüｒｉｃｈ》．Ｚüｒｉｃｈ，

１８７３）。——第５８８页。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１８７９年哥达版第１４１页（Ｗ ．Ａｒｎｏｌ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Ｕｒｚｅｉｔ》．Ｇｏｔｈａ，１８７９，Ｓ．１４１）。——第５８９页。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１８７９年哥达版第１５６页（Ｗ ．Ａｒｎｏｌ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Ｕｒｚｅｉｔ》．Ｇｏｔｈａ，１８７９，Ｓ．１５６）。——第５９１页。

 路·白尔尼“巴黎去信”１８３２年汉堡版第１—２分册；１８３３—１８３４年巴

黎版第３—６分册（Ｌ．Ｂｏｒｎｅ．《ＢｒｉｅｆｅａｕｓＰａｒｉｓ》．１．—２．Ｔｈｅｉｌｅ，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３２；３．—６．Ｔｈｅｉ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３—１８３４）。——第５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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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８３年５月）

年 月— 年 恩格斯继续写１８７３年已经开始的“自然辩证法”一书。

他写这本著作的目的，是对理论自然科学的成就作辩

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批判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形而上学

和唯心主义的观点。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他写完了两章（“导

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写了

许多笔记和片断。

月 — 日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拉萨尔派）这两个德国工人组织准备合并，恩格斯在

致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奥·倍倍尔的信中，以他个人

和马克思的名义，尖锐地批判了妥协性的纲领草案，批

判了纲领草案中拉萨尔派教义的整个体系、关于国家

问题的机会主义论点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

观点。

月 日 马克思给亲自校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写了跋。

月 日 马克思寄给威·白拉克一封信，信中附有寄给爱森纳

赫派整个领导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评意见，后来

这些批评意见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这一

著作，给拉萨尔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

击，论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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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科学地

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规律，指出

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历史必然性。

月 日 马克思通知俄国革命者彼·拉·拉甫罗夫，他已采取

措施妥善处置同俄国通信的秘密地址。

月 日— 月 马克思作了多次计算，以便说明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

的差别。他所做的这项工作，以后成为“资本论”第三

卷第三章（“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的基础。

— 月 马克思同拉甫罗夫经常见面，并和他通信。

—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和美国

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有关这些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的

消息。

月 日 马克思特别重视德国化学或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关

于制造人造细胞的试验；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他指出

这种试验对解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月 日 恩格斯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同总委员会（会址已迁

往纽约）经常保持着联系。这时他接到总委员会关于在

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些通

告是要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各个支部散发的。

月初 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修订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约·莫

斯特所著“资本和劳动”一书，准备出第二版。该书是

对“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概述，于１８７６年在克姆尼

次（卡尔·马克思城）出版，１８７８年在美国出版了英

译本。

月 日左右 马克思离开伦敦，到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治病。

月 — 日左右 马克思赴卡尔斯巴德途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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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访问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并同编辑列·

宗内曼进行长谈。

月 日 恩格斯向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

他分送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

通告所采取的措施和有关欧洲国家国际支部的情况。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和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经常见面。

警察对马克思实行了秘密监视。

月下半月— 月
日左右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月 日 马克思在卡卡尔斯巴德返回途中，去布拉格会见德国

民主派政论家麦·奥本海姆。

月 日 马克思返回伦敦。

月 日以后— 月 马克思又开始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花费许

多时间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在阅读１８７５年柏林出版

的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代表人物尤·费·萨马林、亚

·伊·柯舍列夫、康·德·卡维林的书籍时，马克思做

了详细的札记。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国际米兰支

部的领导人恩·比尼亚米的一项建议，在他所出版的

“社会主义丛书”中刊印一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月 和 日 恩格斯在给白拉克和倍倍尔的信中声明，他和马克思

像以前一样对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抱否定的态

度，但是他们不准备公开反对这个纲领，因为工人是把

它作为共产主义的纲领来理解的，因为他们希望真正

的共产主义宣传在工人中获得成功。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强调必须密切注视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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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因为俄国人民群众的处境、俄国政府的政策和革

命运动的状况，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俄国将是第一个爆

发革命的国家。

月下半月— 月
日

恩格斯同夫人因家庭事务去海得尔堡。他顺便在雷瑙

逗留，会见了自己的熟人化学家鲍利。在返回途中，去

宾根和科伦，并经奥斯坦德返回伦敦。

— 月 马克思研究了有关农业化学（尤其对亚·尼·恩格尔

加尔特的“农业的化学基础”一书做了详细的摘要）、物

理学、政治经济学的专著，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专

著。阅读了伊·伊·帕特拉夫斯基的“１７００—１７６２年

俄国金融市场”一书和恩格尔加尔特的“俄国农业问

题”一文，同时研究了俄国总参谋部于１８７１年出版的

“军事统计汇编”第四编，并做了详细的札记。

月 日 恩格斯根据拉甫罗夫的请求，读了拉甫罗夫于１８７５年

９月１５日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社会主义和生存

斗争”一文。读后，恩格斯写信给拉甫罗夫，说出自己

对达尔文学说的态度，揭穿了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

的反科学立场，并对拉甫罗夫本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月末 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分册

出版。在该书的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法文版和

原文版一样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将法文版最

后一分册寄给许多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出版

“资本论”俄文版的发起人和译者格·亚·洛帕廷、尼

·弗·丹尼尔逊，以及拉甫罗夫和柯瓦列夫斯基。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研究从俄国丹尼尔逊那里得到的１０卷“征税委

员会报告”和“省农民事务厅意见汇编”；他打算在最

后校订“资本论”第三卷时能利用他所做的笔记。

月 日 马克思通知拉甫罗夫说，由于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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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很大，他不能发表他编写的法文版主题索引。

月 日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发

表演说。恩格斯这篇演说于２月１５日登在拉甫罗夫在

伦敦出版的“前进报”上。

月 恩格斯写“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文

中揭露了普鲁士的容克是德国一切反动力量的堡垒。

该文载于２月２５、２７日和３月１日“人民国家报”，并

出了单行本。

月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创立三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发表演说。马克思在发言中，

强调了德国第一批无产阶级组织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

月中 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的问题时，写了一段不长

的说明：“级差地租和地租仅只是合并在土地内的资本

的利息”。后来恩格斯把这段说明编入“资本论”第三

卷第四十四章。

— 月 马克思研究了马·施莱登、约·兰克和路·海尔曼的

许多生理学著作。

月初 马克思收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弗·阿·

左尔格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工人运动的成就，并说有

必要在美国工人中传播“共产党宣言”。为此，他请马

克思和恩格斯审阅一下海·迈耶尔的“共产党宣言”原

有译本。

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为了写作“资本论”，打算

研究美国农业、土地关系和信贷方面的资料，并请他寄

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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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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马克思研究公社所有制形式；读了德国历史学家格·

路·毛勒的著作。

月 日左右—
月中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原巴黎公社委员，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列·弗兰克尔从布达佩斯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一

些关于匈牙利土地所有制的资料。

月 — 日 考虑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杜林的反马克思主

义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中间得到流

行，影响日益扩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必须在

报刊上批判杜林的观点。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拟定了他批判杜林的著作

的大纲和性质。

月底— 月底 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并着手为批判杜

林的观点收集材料。为此，他读了杜林的以下著作：

“哲学教程”、“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

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 月 恩格斯写“威廉·沃尔弗”一文，这是一位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的生平事业概述。

沃尔弗传作为一组文章于７月１日到１１月２５日连载

在威廉·李卜克内西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新世界”

上。  

月中— 月 日
左右

恩格斯由于家庭事务呆在海得尔堡。

月 — 日 马克思看望正在布莱根治病的妻子。

月 日— 月 日 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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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年
月初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这组文章发

表在１８７７年１月３日至５月１１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

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

月 — 日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返回伦敦途中，在布拉格拜访了

奥本海姆，在列日拜访了原国际俄国支部积极活动家

尼·伊·吴亭。

年 月 日—
年 月

马克思和白拉克通信，谈出版普·利沙加勒“公社史”

德文版问题。马克思认为传播这一著作是党的一件重

要事情，他亲自校订该书译文。

月 日 马克思事先通知拉甫罗夫，有一批俄国反动文人准备

在伦敦出版杂志，向英国人介绍俄国的政治和社会运

动。拉甫罗夫把马克思这封信的摘要，刊登在１１月１

日的“前进报”上。

月初 马克思将有关格莱斯顿政策的材料寄给英国激进主义

者查·科勒特，以供“外交评论”（《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利用。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约·菲·贝克尔的信

中，表示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意见，即国际的全体积极

活动家应该努力的不是恢复以前的国际组织，而是建

立和巩固各国群众性的工人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定的科学工作，以加强

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方面。

月 马克思读格·汉森、费·德梅利奇、奥斯特罗日钦斯基

－乌提舍诺维奇关于公社所有制的著作、弗·卡尔德

纳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和Ｌ．克雷马

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

月上半月 马克思经常同柯瓦列夫斯基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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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恩格斯在给他的弟弟海·恩格斯的信中，分析了在巴

尔干造成的形势，并得出俄土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月 日 恩格斯在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批判了英国工联

的机会主义以及工联领袖在自由资产阶级面前的谄媚

行径，报告了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情况，

转达了７月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所通

过的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

— 月 马克思继续研究俄国改革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情

况，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除其他著作外，还阅读了

亚·伊·瓦西里契柯夫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

地占有制和农业”第１—２卷，米·瓦·涅鲁切夫的

“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巴·亚·索柯洛夫斯基

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月 日 恩格斯把“反杜林论”关于哲学的第一编的最后一部分

寄给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前进报”上发表。

— 月初 马克思指示英国记者原国际会员马·巴里，要他撰文

揭露格莱斯顿的对外政策。巴里的文章于３月初在一

些保守派的报纸上发表。

月初 恩格斯写了“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１８７０年１０月

３０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并把它寄给该书的作者利

沙加勒。

月 日 恩格斯写信给比尼亚米，谈到德国１８７７年的选举情况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恩格斯的信在２月１７至

１８日米兰举行的意大利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

读，２月２６日在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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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左右—
月 日左右

恩格斯因妻子生病居住在布莱顿。

月 日 马克思把“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第一部分寄给恩格

斯，这一部分批判了杜林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看法。

月 — 日之间 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写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

该文叙述了意大利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以及克服

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情况，指出这一切为建立意大利工

人党创造了前提。该文发表在３月１６日的“前进报”

上。

月 日 马克思请拉甫罗夫编写关于俄国诉讼和行政处分的综

合材料，以便把这份材料转给爱尔兰人下院议员凯·

奥克莱里，让他在议会中发言时利用。拉甫罗夫满足了

马克思的请求。

月底 马克思又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

— 月 恩格斯在俄土战争时期记录了俄国军队的员额和部

署。

— 月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这

组论文先后发表于７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３０日“前进报”

的附刊上。

— 月 恩格斯写了“１７００—１８７０年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一文。

月中 根据白拉克的请求，恩格斯为“人民历书”写了卡尔·

马克思传略。传略于１８７８年发表。

— 月 马克思阅读了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伊·伊·考夫

曼的著作“价格波动论”、“论货币和信贷学说”第一分

册和卡·克尼斯的著作“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

月 日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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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月 日 恩格斯同患病的妻子在兰兹格特休养。

月 — 日左右 马克思常同从巴黎来会见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

希尔施见面。希尔施告诉马克思有关法国政治经济发

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状况的许多事实。

年 月—
年 月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编（“社会主义”）。这组

论文先后发表于１８７８年５月５日至７月７日“前进

报”的附刊上。

月 日 马克思把“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的第二部分寄给恩

格斯。

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诺伊恩阿尔（德国）

治病。

月 — 日左右 恩格斯和妻子在苏格兰休养。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回到伦敦。

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他正在根据俄国原文资

料研究俄国的局势，说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革命的

一切因素都已具备。

月 日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寄给左尔格，以便译成

英文，并指出在准备出美国版的时候对正文应该作哪

些修改。美国版没有出成。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在给左尔格和白拉克的信中，评述了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情况，指出该党由于同拉萨尔派、杜林派，同

上层阶级出身的人妥协而开始“发出霉味”，尖锐地批

评了“未来”杂志和出版该杂志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

者、“出钱买进”社会民主党的卡·赫希柏格。马克思

指出，该杂志的主要倾向，是以“正义”等等词句偷换唯

物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也批评了“前进报”编辑部，因

为该编辑部让一些对理论一窍不通的、同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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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占用

篇幅。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的付印准备工作。

约 月 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对俄国政论家

和文艺批评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

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

法庭上”作了答复。马克思在信中就俄国是否能绕过资

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封信没

有寄出。该信于１８８６年在日内瓦发表，１８８８年又在俄

国的合法报刊上发表。

— 月 马克思研究了罗·欧文的一系列著作。

— 年 马克思努力地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拉克鲁

瓦、马克费林、欧勒、波茨等人的论文，做了许多专门

笔记。在代数学中或在（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有限量分

析中，马克思研究了分析无穷小的概念和运算的基本

数学原形。继续钻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研

究并摘录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格等人的

著作。写了微分史大纲。

年初 恩格斯写了“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后来他把

该文编入“自然辩证法”。

月 日 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对组成瑞士工人党表示满

意；他分析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了德国社会民

主党活动中的错误。

月 日 恩格斯在给比尼亚米的信中，分析了德国、法国和美国

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关切俄国业已成熟的革命形势

所造成的国内时局。比尼亚米于１月２２日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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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发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摘要。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就东方问题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

３月初出版的“论东方问题”小册子第二版的附录中，

刊载了这些信的摘要。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得到希尔施自巴黎寄来的关于法国社主义运动

的消息。希尔施谈到出版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的困

难，并请恩格斯为该报写稿。

月中— 月中 恩格斯写了“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说明欧洲

各国工人运动状况，证明无政府主义教条和策略的失

败，以及国际政治路线的完全胜利；国际所奠定的国际

无产阶级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原则，仍

然在各国业已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得到贯彻。该文

在纽约社会主义报纸“劳动旗帜”３月３、１０、１７、２４

和３１日这五期上发表。

月底— 月 马克思阅读了考夫曼的“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做了

详细的摘要，同时写了自己的大量意见。

月 —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会面。

— 月初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初稿。后来

恩格斯把这个初稿当做“自然辩证法”的材料（“‘反

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月 日— 月底 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摘录了从美国收到的“劳

动统计局第一年度报告”。

月底— 月 马克思继续加紧对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阅读了

朱克斯、约翰斯顿、科佩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月 日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定稿。

月 和 日 马克思给“每日新闻”和“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写了声

明，揭露俾斯麦的信徒洛·布赫尔。声明于６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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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９日发表。

月初 马克思写了“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

文，揭露豪威耳虚假的论断，强调指出，世界各国正在

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实现国际无产阶级

团结的伟大思想。该文发表于８月４日的“世俗纪事”

杂志。

月 日左右 莱比锡出版了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

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单行本，该书一方

面批评了杜林的“观点”，同时又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月 日 马克思收到左尔格的来信，该信报道了社主义工人党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的活动，阐述了美国的工

人运动和总的政治形势。

月 恩格斯在写成了“反杜林论”以后，打算着手系统整理

“自然辩证法”的材料，为此他拟订了这一著作的总计

划草稿。

月 — 日 马克思在马耳韦思治病。

月 日 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逝世。

— 月 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阅读了保·罗特、Ａ．奇孔

奈、卡·迪·休里曼、Ｌ．柯萨、查·Ａ．曼、Ａ．沃

克等人关于银行和货币流通史的著作，做了摘记，并写

了批评意见。

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经被通过，

建议李卜克内西在瑞士出版党的秘密机关报。

月上半月 马克思从住在伦敦的柯瓦列夫斯基那里，得到“资本

论”在俄国报刊中引起争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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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资本论”第一卷中

的一些修改意见，说明这些修改在准备出版新的俄文

版本时必须加以考虑，并请他注意美国在国内战争结

束后垄断组织的增长和英国的工业危机。

月下半月— 月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土地关

系史料，其中有汉森、斯·亚契尼的著作，有“１８７０年

土地管理总局委员会年度报告”，还阅读了许多有关法

国历史的著作。

月 日左右 恩格斯从定期秘密前往俄国回来的洛帕廷那里，得到

了有关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国内状况和革命民粹派活

动的消息。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继续仔细地研究金融和银行业，做了大量摘录

和笔记，阅读了奥·吉斯特－达贝尔、约·路·莱伊、

雅·维·崩纳、约·加西奥等人的著作。

月 马克思阅读了奥·卡斯帕里和艾·杜布瓦－雷蒙关于

莱布尼茨的著作以及笛卡儿关于物理和数学的论文。

— 月 马克思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

俄国和美国的文献资料。

月底 马克思阅读了他请丹尼尔逊编写的关于过去十五年中

俄国财政和财政政策的状况的介绍。

月 日以后 马克思阅读柯瓦列夫斯基发表在俄国科学和文学政治

杂志“言语”上的“评保加利亚宪法草案”一文。

月 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了题为“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俄国的状况”一文，向意大利工人介绍德国工

人运动的成就和俄国革命的在成熟。该文发表于３月

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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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迟于 月 马克思接到法国社会主义者茹·盖得从巴黎寄来的一

封信，当时他正在积极为建立法国工人党而斗争，他在

信中声明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向马克思报告法国工人

运动的情况，并表示希望会见马克思。

月 马克思在给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提出自己对重农主

义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的看法（在评论尼·伊·

卡列也夫的“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

问题”一书的时候）。

月 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解释延期出版“资本论”

第二卷的理由，说明欧洲和美洲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后

果，并谈到铁路的发展其对资本积聚、对外贸易增长和

人民群众状况的影响。

—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准备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中

央机关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月中—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批评莫斯

特领导的“左派”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批评莫斯特在他

编辑的“自由”周报上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全部

活动，特别是攻击该党对国会讲坛的利用。

月中— 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德国保守派政论家鲁·迈耶耳的

“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该书在德

国被列为禁书，是作者送给他们的），并做了摘录和札

记。后来，恩格斯写“俾斯麦先生和社会主义”一文时

利用了这些笔记。

月 日 恩格斯在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英国工联放弃

参加任何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全部活动局限为争取

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罢工斗争。

年下半年—
年 月

马克思对已出版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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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批评意见。马克思表述并发展了“资本论”中所阐

述的一系列价值论原理。

月 马克思从美国收到马萨诸塞劳动局局长莱特寄来的

１８７４—１８７９年的报告和左尔格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

亥俄和马萨诸塞劳动局的统计资料。

月初 马克思接到丹尼尔逊寄去的附有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的关于俄国财政和农业状况的详细报道。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他和马克思拒绝为准备

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写稿，因为该报将由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机会

主义集团领导，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喉舌。

月 — 日左右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月 日左右—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在泽稷岛和兰兹格特疗养。

月 日左右 马克思读了威·卡尔顿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

写和报道”一书；在８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

了他对该书及其作者的评价。

不早于 月 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这一章。

月 日 恩格斯写信通知马克思关于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

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内容，其中赫希柏格、伯恩施坦

和施拉姆合写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社会

民主党以其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自行招致反社会党人

非常法，社会民主运动应当具有完全和平的和改良的

性质，领导这个运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有教养的”）

分子。恩格斯建议立即反对机会主义者。

月 日 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关于赫希柏格集团活动的报道以

后，回信表示赞同立即反对这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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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马克思回到伦敦。

月 — 日 恩格斯以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给倍倍尔、李卜克内

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信中抗议领导方面对

党内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领导的机会主义派

别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尖锐地批评自从实行反社会

党人非常法以后，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性。为了

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坚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要

求消除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党机关报的任何影响。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纠

正自己的立场，打击了机主义者。

月 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

主义者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及对发表无政府主

义言论的莫斯特的态度，并把他和恩格斯通函德国社

会民主党领导人一事通知左尔格。

大约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为了专门研究地租问题和整个土地关系问题，

仍然十分注意有关公社的资料和文献。他阅读了柯瓦

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

程和结果”，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关于公社在各时代

各民族中的地位和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

马克思编写了“印度历史大事记” （６６４—１８５８

年）。他特别注意英国人征服和奴役印度的历史。马克

思所搜集的实际资料，主要是取自Ｒ．泽韦耳的著作

“从古代至１８５８年消灭尊严的东印度公司止的印度历

史分析”和蒙·埃耳芬斯顿的著作“印度史”。

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美国收到工人运动活动家泰·库诺

的来信，请求他们影响住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因为

他们对美国工人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

月 日和 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

议员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抹杀社会民主党任务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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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发言，以及他们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模糊立场。

为此，恩格斯规定了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资产阶级议会

中必须遵循的一基本原则，即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

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并且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政

党的一系列原则性的论点。

年底— 年
初

马克思阅读了尼·伊·柯斯托马罗夫的“历史专题论

文和研究”。阅读时做了有关斯切潘·拉辛起义的摘

录，并加了评注。

— 年 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三章（“运动的基本

形态”、“运动的量度。——功”和“潮汐摩擦”）以及

一系列的札记和片断。

— 月 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他重新写第二卷

的第三编，马克思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土地所有

制，地租、农业和财政问题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 月上半月 为了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

义者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三章

（“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编成

独立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

书用法文（由拉法格翻译）发表在３月２０日、４月２０

日和５月５日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后来又用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小册子。

月底 恩格斯为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报”写“俾斯麦先生

的社会主义”一文，揭露俾斯麦政府的所谓“社会措

施”（实行关税率和把全部铁路集中到帝国政府手中）

的真正实质。文章于３月３日和２４日在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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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底—
年 月初

马克思常常受到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加特曼的访

问。

月底 马克思为“平等报”发表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写前

言。前言作为编辑部的按语，发表在４月７日的报纸

上。

月上半月 马克思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编写“工人调查表”，

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

条件。“调查表”刊登在１８８０年４月２０日的“社会主

义评论”上，后来又单独印了２５０００份，在全法国散

发。    

月初 在恩格斯住所和盖得举行了会议，盖得为了讨论法国

工人党的纲领而来到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

拉法格参加了这会议。马克思给法国工人党纲领写出

了理论性的导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整个纲领的

制订工作，该纲领发表在６月２０日的“平等报”、７月

１０日的“无产者报”（《Ｌｅ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和７月２０日

的“社会主义评论”上。１１月，这个纲领在哈佛尔代

表大会上通过。

月 — 日左右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书的法文版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的

导言于５月底出版。

月 日以后 马克思校订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宣言”一文的原稿。

月 日 马克思在给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多·纽文胡斯的信

中，支持他准备用荷兰文通俗地叙述“资本论”第一卷

的意图。

月 日和 月 日 恩格斯在答复俄国社会活动家敏·卡·哥尔布诺娃－

卡布鲁柯娃的请求时，答应帮助她寻找关于英美技工

学校的书籍，向她介绍了英国国民教育的情形，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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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和俄国的手工业状况，也叙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和

劳动组合解体的情况。

月— 月 日 马克思全家住在兰兹格特；会见了美国社会主义者

约·斯温顿，和他谈论了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情

况。

月中— 月 日 恩格斯在兰兹特和布里德林顿休养。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俄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尼·阿·

卡布鲁柯夫那里，收到他本人的著作“土地私有主经济

概论”。

约 — 月 马克思阅读俄国自由主义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在

俄国科学政治文学杂志“欧洲通报”上发表的回忆录

“美妙的十年”，并且在页边上记下了自己的意见。

月 日 马克思在答复丹尼尔逊请他为俄国的一份杂志写一篇

论述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文章时，建议丹尼尔逊自己

发表他所收集的有关俄国改革后经济发展的统计材

料，并且同意丹尼尔逊利用马克思给他信中的内容。马

克思在信中分析了英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指出在农业

危机的影响下农民情况的恶化。

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和前来伦敦的李卜克内西讨论党内问

题，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从李卜克内西

那里，他们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组织改组，

这种改组为改善党的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可能。

年 月—约
年 月

马克思数次会见英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亨·海德门

（他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行为的文章，引

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对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提出了

建议。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继续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大量

官方文件（蓝皮书）和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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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希尔施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准备在

里昂出版“解放报”（《Ｅ
′
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谈到破坏法

国工人党统一的边·马隆及其支持者（可能派）的立

场。   

月 日 马克思请求纽约的斯温顿在美国筹集经费，援助德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受害者。

月 日 马克思向左尔格介绍了法国和德国工人党的状况，谈

到必须给在受残酷迫害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德国社会

民主党以经济援助。马克思还提到“资本论”在俄国所

获得的成就，评述了民粹主义的政党——“民意党”和

“平分土地”。马克思请求左尔格供给他关于加利福尼

亚经济状况的内容丰富的材料，以便研究在那里飞快

进行的生产的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

月 日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写信给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资

本论”和其他科学著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

动的关心，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请求马克思利用自己

的影响来保证英美舆论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特别

是帮助列·加特曼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月 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弗·列斯纳联名给１１月２９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

大会寄去了一封贺信，信中希望波兰人民在争取民族

解放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联合行动。该信用波兰文于

１８８１年在日内瓦发表。

月初 为了会见马克思而从日内瓦来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

·亚·莫罗佐夫两次访问了马克思。他向马克思介绍

了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情况，“土地和自由党”分

裂的原因，并且代表“民意党”请求马克思对在日内瓦

印行“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一事给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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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左右 倍倍尔、伯恩施坦及以后来的保·辛格尔抵达伦敦，会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党的事务和加强“社会民主党

人报”的工作。

年底 马克思阅读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作品“芒

烈波避难所”。他特别注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和俄

国农村中阶级斗争的表现。

— 年 恩格斯研究德国史，收集资料并写研究著作“论日耳曼

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部著作，在科

学地阐明日耳曼民族和欧洲其他民族的历史方面，是

一个巨大的贡献。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在他生前未曾发

表。作者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在概述

日耳曼人的氏族和日耳曼人国家的形成的有关章节

中，曾经部分地利用了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

也反映在恩格斯于１８８２年年底所写的“马尔克”这一

著作中。

恩格斯写了“自然辩证法”中的两章（“热”和

“电”）和许多短评及片断。

— 月 马克思研究有关俄国改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汇

编、专题论著和研究著作。阅读了亚·伊·斯克列比茨

基、阿·阿·戈洛瓦乔夫、斯卡尔金、尤·埃·扬松、

尼·弗·丹尼尔逊的著作和其他书刊，并做了笔记。在

重新研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

信”的基础上，马克思写了这些信的内容概要，题为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

月 马克思受到俄国经济学家尼·伊·季别尔教授和尼·

阿·卡布鲁柯夫教授的访问。

月中— 月 马克思从纽文胡斯收到“资本和劳动”（对“资本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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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的概述）一书以后，开列该书再版时应该更动的地

方。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她在信中以俄国

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请求马克思谈谈对俄国社会经济

发展前景的看法，特别是对俄国农民公社命运的看法。

月 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以俄国为例，分析了资本

主义农业的停滞性质和收成的周期性问题、铁路建设

同英美国债制度的关系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积聚的

增长问题；谈到印度的状况，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国民

财富和人民的惊人剥削。

月底— 月初 马克思根据查苏利奇的请求，概括他所研究的有关俄

国农民公社的资料，写了回信的四个草稿，内容是关于

农业生产集体形式及其在俄国实现的条件的结论。

月—约 月 马克思读Ｐ．Ｆ．阿里索夫的小册子“解放者亚历山大

二世”和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的小册子“俄国的残暴

屠杀”，并写了批语。

月 日 马克思寄信给查苏利奇，谈到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发

展的理论的意义，谈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

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起点。

月 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对德国社

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路线表示满意，指出应当如何

利用编辑部得到的资料，以提高在地下工作的党的领

导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情绪。

月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斯拉夫人为纪念巴黎公社十周年在

伦敦举行的大会写信表示祝贺。

— 月 马克思读亨·乔治的“进步和贫困”一书，在给斯温顿

和左尔格的信中，说明该书在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掩饰

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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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左右 马克思十分注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姬等

人的案件。

月 日 马克思在给女儿燕·龙格的信中，说谋刺亚历山大二

世的组织者是一些“普通的、能干的、勇敢的”人。对

沙·龙格在激进派的报纸“正义报”上写关于格莱斯顿

的爱尔兰土地法的文章作了指示，说明格莱斯顿对爱

尔兰的政策是对大地主有利的剥夺政策和暴力政策。

年 月—
年 月中

为了研究原始公社制度问题，马克思对摩尔根“原始社

会”一书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摘要，并附有自己的许多

评语和结论，还读了其他有关原始文化史的著述，其中

包括亨·梅恩、鲁，佐姆、太勒以及其他等人的作品，

并且做了摘录和评注。

月 — 日 恩格斯开始为英国工联在伦敦出版的周报“劳动旗帜

报”撰稿。他写了一篇题名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

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文章，５月７日在该报发表。这一

篇和以后各篇，都没有署名而是作为社论刊登的。

月 — 日 恩格斯写“雇佣劳动制度”一文。该文发表在５月２１

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月 日左右 恩格斯写“工联”一文，号召英国工人不要局限于维持

一定水平的工资，而要继承宪章运动的战斗传统，建立

自己的阶级政治组织，使无产阶级争得政治统治权。该

文发表在５月２８日和６月４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月 马克思研究美国大工业的发展，除其他资料外，还阅读

了波士顿出版的“大西洋月刊”（《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Ｍｏｎｔｈｌｙ》）

中关于“美孚油公司”、美国丝织工业和童工等方面的

文章。

月初 马克思同海德门断绝了一切关系，后者为了达到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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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誉的野心家的目的，想成为觉醒的英国工人运动的

首领，而同马克思接近并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决裂的

直接原因，是海德门那本希望成为他所建立的民主党

人联盟的纲领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的

内容，是从“资本论”上抄来的（却没有提到马克思的

名字），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极严重的歪曲。

月 日 马克思收到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罗·班纳的信，该信通

知他苏格兰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即将召开，并请求他

和恩格斯在组织社主义党方面给予指示。

月下半月 恩格斯写了“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两个模范地方议

会”、“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这三篇论文；文章刊登

在６月１８、２５日和７月２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月底— 月 日左
右

马克思和妻子在伊斯特勃恩。

月初 恩格斯写“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一文；该文刊登

在７月９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月中 恩格斯写“工人党”和“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这两篇

文章，号召英国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群众性的革命政

党，利用德国工人阶级在政府和警察经常迫害的条件

下继续顺利进行斗争的经验。两篇文章都发表在７月

２３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燕妮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

月 日— 月 日 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沙洲（约克郡）。

月底— 月上半月 马克思写关于土地私有制、手工业、行会、财政和法国

农民在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革命前夜的状况的笔记，做爱·

弗略里的“１７８９年三级会议的选举”一书的摘录。

月底 恩格斯写“棉花和铁”一文；该文刊登在７月３０日的

“劳动旗帜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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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月 马克思对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史和处境感到很大兴趣，

从Ｇ．马尼的“爪哇”、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

利安人农村”两部著作中做了许多摘记，并加了评注。

月 — 日 恩格斯写“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该文使英

国工人阶级得出一个结论，即没有资本家阶级，他们自

己能够把国家的生产力管理得很好；该文发表在８月

６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月 日和 日之间 马克思在巴黎；会见拉甫罗夫和希尔施。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从拜访他的法国社会党人沙·雅克拉尔和利沙

加勒那里，得知关于法国政治事件和工人党状况的消

息。

月 日和 日 恩格斯在给“劳动旗帜报”编辑乔·希普顿的信中声

明，由于该报的机会主义趋向，他不再为该报撰稿。

月 日 马克思回到伦敦。

月 — 日 恩格斯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在给他的信中，对他

发现的微分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约 月底— 月 马克思开列他所有的俄国书籍和资料清单（主要是关

于１８６１年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题为“我书架上的

俄国资料”。阅读并摘录埃·雷·于克的“中华帝国”一

书。

月 日左右—
月上半月

马克思患重病。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汉堡出版者奥·迈斯纳准备出“资本论”第

一卷第三版的建议。

月 日 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法国工

人党内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分裂活

动，详细告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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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马克思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月 日 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在估价德意志帝国国会

的例行选举时指出，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心

转到大工业城市是件好事情。

月 日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逝世。

月 日 恩格斯写纪念燕妮·马克思的悼文，该文发表在１２月

８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月 日 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安葬时发表墓前悼词；该悼词

发表在１２月１１日“平等报”上。

月 日 马克思前往英国南部海岸文特诺尔（威特岛）疗养。

约 年底—
年底

马克思研究世界通史。研究的成果，是“编年大事记”

这一著作，该著作扼要评述了欧洲的历史事件（从公元

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马克思最注意的，是封建

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

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在编写“编年大事记”时，马克思所利用的实际材

料主要取自施洛塞尔的十八卷本“世界通史”，其次是

博塔和科贝特的著作，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凯

利的“俄国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以

及其他资料。马克思的手稿有４个笔记本，约１０５印

张。

年底— 年 马克思写“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

的札记”，这是有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他所研究的关于俄

国的资料和文献的开始。继续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

的资料。

— 月 马克思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俄国社会经济关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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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章，阅读瓦·伊·谢美夫斯基的“女皇叶卡特林

娜二世时期的农民”第一卷，安·伊萨也夫的“俄国的

劳动组合”，格·米纳伊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农

村土地公社”，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

命运”等书籍。

月 日 马克思返回伦敦。

月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俄译本写序言。２月５日该序言的俄译文发表

在“民意”杂志上。

月 日 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

些所谓“领袖”作了评述，揭示了造成他们的机会主义

的原因，指出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工人群众

是党的最可靠的支柱。

月 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库诺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了在群众

性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成员中顺利进行马克思恩格

斯思想宣传的情况。

月 — 日 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到阿尔及尔去治疗，中途在阿

尔让台大女儿处停留。

月 日 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指出，尽管国际停止活动，无

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各国工人党之间的联系而仍

然保持着；恢复国际时机尚未成熟。

月中 马克思在巴黎同盖得、加·杰维尔和霍·梅萨会晤，同

他们讨论法国工人党的状况。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马克思常与当地民事法庭法官费默（他曾被波拿

巴放逐）会晤，从他那里了解了对阿尔及尔阿拉伯居民

实行殖民压迫制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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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校样后，把它寄

给拉甫罗夫。“宣言”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一

种于５月底在日内瓦出版。

月下半月 恩格斯写“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科学

地阐明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实质问题。该文载于５月４

日和１１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月 日 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离阿尔及尔经马赛和尼斯赴

蒙特卡罗，在那里住一个月。

月 日 恩格斯写“论美国资本的积聚”一文，该文发表在５月

１８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月 日 恩格斯同德国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辛格尔会晤，向

辛格尔说明他和马克思对保护关税、铁路国化和其他

类似措施的看法，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超出资产阶级

国家范围，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研究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月 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刚刚在日内瓦出版的“共

产党宣言”俄文版。

月 — 日 马克思从蒙特卡罗赴阿尔让台，顺路在坎恩停留三天。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自己女儿燕妮·龙格那里，并在

此进行了一个疗程；马克思常同拉法格会晤。

月 日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告诉左尔格，对党内

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作了评述。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答应他和马克思支持同德

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告知倍倍尔法国工人

党内部发生分裂。

月 日 恩格斯通知流亡德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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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说他和马克思允许赫普纳在美国用铅版翻印他们

的著作。

月 日 恩格斯对拉甫罗夫寄来俄文版“共产党宣言”表示谢

意。

月 日 马克思在巴黎的梅萨那里同杰维尔、盖得和拉法格会

晤。

月 日— 月 日 恩格斯在亚马斯海滨休养。

月 — 日 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在洛桑。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住在斐维。

— 月 马克思阅读亚·尼·恩格尔加尔特的“１８７２—１８８２年

十一封农村来信”一书，并在页边作了批语。

月初 恩格斯把“布雷的牧师”一诗从英文译成德文，并写关

于该诗对德国的政治意义的说明；译文和对该诗的说

明载于９月７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表述了他对殖民地问

题的看法，无产阶级得政权后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

的政策的观点。

月 日 恩格斯着手进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

第一版的准备工作。他决定为该版写一篇关于马尔克

的专门论文，以便让社会民主党了解德国土地所有制

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而使党注意到把农业工人和

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必要性。

月下半月—
月上半月

恩格斯为了写作“马尔克”，又重新阅读毛勒的著作：

“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

政权的历史概论”和“日耳曼尼亚的马尔克制度史”，做

了摘录，并加了评注；把毛勒的资料同其他材料加以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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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准备工作后，写该版序言。该著作于

１８８２年底问世。

月 日 在离开瑞士之前，马克思在日内瓦访问约·菲·贝克

尔。

月 日— 月初 在回伦敦途中，马克思在阿尔让台住了几天。

— 月 马克思研究原始文化史，阅读并摘录了约·拉伯克的

“文明的开始和人的原始状况”一书；了解英国在埃及

的财政政策；阅读迈·乔·马耳霍耳的“埃及的财政”

和艾莫斯的“对埃及人的掠夺”等著作，并写提要。

月 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谈到法国

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对资本主义条

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党内两种倾向——革命倾

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做了一系列总结。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评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右翼，说明了他对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观

点，分析了法国工人党内部的事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马克思住在文特诺尔。他在从事“资本论”第一卷德文

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月 日— 月 日 恩格斯力求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中央机关

报编辑部定期交换报纸，以使每个编辑部都能正确认

识德国和法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

月底 恩格斯写“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一文，揭穿了俾斯麦的

报纸“北德总汇报”对社会民主党的毁谤，该文刊载在

１１月２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月 马克思密切注视马·德普勒所作的电能远距离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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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要恩格斯也注意这些试验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

阅读Ｌ．奥斯皮塔利埃的“电的基本应用”一书。

月 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宣称，他认

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拟议的修改党纲的运动是不

适时宜的（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前）。

月 —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国工人党状况交换了意见，对盖

得和拉法格在同可能派的斗争中所犯的策略的错误进

行了批评。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打算很快就写完“自

然辩证法”，他时断时续地写这部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

已将近十年（在此期间已写完１０章和近１７０个札记和

片断）。

月 日 马克思通过恩格斯，建议德国社会主党中央机关报编

辑部揭穿瓦格纳—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普

鲁士国家矿场对待工人的材料为开端。

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完“马尔克”一文，并在付排前寄给马克思校

审。

月 日 马克思阅读“马尔克”手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对

该文给以很高的评价。“马尔克”作为１８８３年４月出版

的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

发表，该文于同年（３—４月）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

报”上，并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

他将来会怎样？”为标题出版了单行本。

月 日 马克思获得自己女儿燕妮·龙格于１月１１日去世的

消息后返回伦敦；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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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恩格斯写纪念马克思女儿的悼文：“燕妮·龙格（马克

思）”。悼文刊载在１月１８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月 日和 日 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解释交易所在资本的集

中和积聚方面的作用。

月 日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指出电能

对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最终消灭城乡对立的巨大意义。

月 日（ 时 分） 卡尔·马克思逝世。

月 — 日 恩格斯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通知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贝克尔和左尔格等），说这是国

际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

月 日 卡尔·马克思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

了墓前悼词，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理论遗产

和实际革命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

月 日左右 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一文，该文发表在３

月２２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日 恩格斯放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着手整理马克思

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手稿；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

卷手稿；继续进行马克思做过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

版的准备工作。

月 日和 月 日 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报道了马克思

的后期生活和世界各国发来的电唁。该文发表在５月

３日和１７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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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德比尔特，威廉·亨利（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１—１８８５）—— 美

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第３３７

页。   

口吃者路易二世（Ｌｏｕｉｓ ，ｌｅＢèｇｕｅ

８４６—８７９）——８６７年起为阿奎丹国

王，法兰克国王（８７７—８７９）。—— 第

５６９页。

四  画

韦莱（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Ｇａｉｕｓ

ＶｅｌｌｅｉｕｓＰａｔｅｒｃｕｌｕｓ公元前１９—公

元３１）——罗马历史学家；曾参加远征

日耳曼尼亚、班诺尼亚和达尔马戚

亚。——第４９６、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４、

５２５页。   

牛顿，伊 萨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１６４２—

１７２１）——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古典力学的创始

人。——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比尼 亚 米，恩 利 科（Ｂｉｇｎａｍｉ，Ｅｎｒｉｃｏ

１８４６—１９２１）——意大利政论家，加里

波第领导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

参加者；国际会员，社会主义报纸“人民

报”的编辑。——第１０７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 １８４４—

１９１８）（笔 名 尼 古 拉—逊

）——俄国经济学家，八十至九十年

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克思和恩

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

·亚·洛帕廷合译的）。——第４７４、

４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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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七十年

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６页。

戈洛瓦乔夫，阿列克塞·阿德里安诺维奇

（ ，

１８１９—１９０３）——俄国社会活动家和自

由派政论家；特维尔省农民解放委员会

活动家之一；曾参加拟定废除农奴制草

案，草案的很大一部分成为１８６１年２

月１９日“法令”的基础。“１８６１—１８７１

年的十年改革”、“俄国铁路事业史”以

及其他著作的作者。——第４５７—４５９

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 著名

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

纪的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

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第３５３、４３３、４４８、

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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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Ｍｏｌｔ

ｋｅ，ＨｅｌｍｕｔＫａｒ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

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

主义的思想家之一；曾任普鲁士总参谋

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 帝 国 总 参 谋 长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

总司令。——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巴贝夫，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真名为弗朗斯瓦·诺埃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Ｎｏｅｌ）——法国革命家，杰出

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平

均派”密谋的组织者。——第２０７页。

巴特比，易塞尔姆·波利卡尔普（Ｂａｔｂｉｅ，

Ａｎｓｅｌｍｅ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ｅ１８２８—１８８７）——

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

议员，奥尔良党人；人民教育部部长

（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年起为参议员。——第

１３３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 俄国革命家和政论

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

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由于

进行分裂活动，在１８７２年的海牙代表

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８、１３、

１１０—１１２、１３４、１４１、１４３、１６５、３２５、３８５

页。

五  画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莱

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

３—９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

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１１５、１９３

页。

古耳德，杰伊（Ｇｏｕｌｄ，Ｊａｙ１８３６—１８９２）——

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和金融

家。——第３３７页。

甘必大，莱易（Ｇａｍｂｅｔｔｅ，Ｌéｏｎ１８３８—

１８８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国防政府的成员（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

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第３９２—３９４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２、２２３、３４７页。

加 勒特，约翰 ·约 克（Ｇａｒｒｅｔｔ，Ｊｏｈｎ

Ｙｏｒｋ１８２０—１８８４）——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银行家。——第３３８页。

皮提亚斯（Ｐｙｔｈｅａｓ公元前四世纪）——古

希腊旅行家和天文学家；公元前３２５年

左右曾航行到欧洲西北海岸。——第

４８３、４８８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国女皇（１７６２—１７９６）。

——第４４２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９０９）——

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

活动家，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３８６

页。  

兰斯科伊，谢尔盖·斯切潘诺维奇（

，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保守

分子，内务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１）；参加过

１８６１年实行的农民改革。——第４５５

页。

尼禄（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３３２—３３３、５１２、５１８页。

尼古拉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

８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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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 第

３９—４０、１５７、２６５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森纳

赫派的领袖之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

斯；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

子，但还不够彻底。——第６、１０、１３、

１１０、１７２、１９０页。

白尔尼，路德维希（Ｂｏｒｎｅ，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８６—

１８３７）——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

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之一；写有向德国人民介绍法国革命事

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

主义的拥护者。——第５９８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ｉｅｓ１８３３—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新闻工作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巴

黎公社委员，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的机

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第３７０、

３７６页。

龙格，燕妮（Ｌｏｎｇｕｅｔ，Ｊｅｎｎｙ 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卡尔·马克思的大女儿，国

际人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７２年起为沙·龙

格的妻子。——第３７０—３７１、３８２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９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第１１６、２５９页。

瓦拉·努蒙尼乌斯——见努蒙尼乌斯·

瓦拉。

瓦茨，格奥尔格（Ｗａｉｔｚ，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３—

１８８６）——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古史学

家。——第５３０页。

瓦格纳，阿道夫（Ｗａｇｎｅｒ，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

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 第

３９６—４０４、４０７—４１５、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１—

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８、４２９页。

瓦鲁斯（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

斯）（Ｐｕｂｌ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ｌｉｕｓＶａｒｕｓ公元前

５３左右—公元９）——罗马政治活动家

和统帅，叙利亚总督（公元前７），后为日

耳曼行省总督（公元７—９），日耳曼部落

起义时在条多堡森林会战中阵亡。

——第４９９—５０５、５３５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

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反动的

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追随

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

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

２０８、３１２页。

卡罗林王朝——法兰克王朝，７５１年起统

治法兰西（到９８７年）、日耳曼尼亚（到

９１１年）和意大利（到８８７年）。——第

５２８、５３９、５４３、５５０、５５３、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４

页。

卡尔多尔夫，威廉（Ｋａｒｄｏｒ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８—１９０７）——德国政治活动家，国

会议员（１８６８—１９０７）；“自由保守”党

（“帝国党”）创建人之一，保护关税派，

支持俾斯麦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第４３、５１—５２、５４、５６—５７页。

弗路朗斯，古斯达夫（Ｆｌｏｕｒｅｎｓ，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３８—１８７１）——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

学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

９９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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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４月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

——第３７１页。

弗洛尔（鲁齐乌斯·安奈·弗洛尔）（Ｌｕ

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ｕｓＦｌｏｒｕｓ二世纪）——罗马

历史学家，“梯特·李维论七百年来战

争概要前后书”的作者。——第４９５—

４９６页。

弗 洛 孔，斐 迪 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

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１１７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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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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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Ｗｒａｎ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ｒｎｓｔ

１７８４—１８７７）——将军，普鲁士反动军

阀的主要代表之一，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普鲁

士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

的参加者。——第７０页。

弗里布尔（Ｆｒｉｂｏｕｒｇ，Ｅ．Ｅ．）——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

导人之一，１８７１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

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

１６５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 第１１５、２３９、２６５

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９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员，政论家；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

左翼；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麦。

——第１５９—１６２页。

布劳涅，泰奥多尔·威廉（Ｂｒａｕｎｅ，Ｔｈｅｏ

ｄｏ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５０—１９２６）——德国日

耳曼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

著作。——第５６４、５６７、５８１页。

布朗基，阿道夫（Ｂｌａｎｑｕｉ，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８—

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

济学说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２４８页。

布朗基，奥古斯特（路易·奥古斯特）

（Ｂｌａｎｑｕｉ， 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

１８８１）——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

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

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参加

者；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曾多

次被判徒刑。——第２６０页。

布莱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

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大臣。——

第３０２、３１２页。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Ｂｌｅｉｃｈｒｏｄｅｒ，Ｇｅｒ

ｓ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３）——德国金融家，柏

林大银行经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

倒把活动的经纪人。——第１９３、１９７

页。   

六  画

安（Ａｎｎ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 国 女 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３４１页。

乔治一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６０—１７２７）——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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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王（１７１４—１７２７）。—— 第３４２

页。   

西尔蒙，雅克（Ｓｉｒｍｏｎｄ，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５５９—

１６５１）——法国历史学家，耶稣会教徒，

中世纪初期文献的出版者之一。

——第５５５页。

华 盛 顿，乔 治（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２—１７９９）——杰出的美国国家活

动家，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战争时期

的总司令（１７７５—１７８３）；美国第一任

总统（１７８９—１７９７）。——第２６５页。

朱厄特，休·贾奇（Ｊｅｗｅｔｔ，ＨｕｇｈＪｕｄｇｅ

１８１２左右—１８９８）——美国银行家和

企业家，百万富翁，好几家铁路公司的

董事长，美国国会议员。——第３３８

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

ｄｏｌｐ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

人，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以及“第四

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

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

第４１９页。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Ｋｏｓｃｉｕｓｚｋｏ，Ｔａ

ｄｅｕｓｚ１７４６—１８１７）——杰出的十八世

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１７７６—１７８３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

的参加者；１７９４年波兰起义的领导

人。——第２６５页。

吉芬，罗伯特（Ｇｉｆｆ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３７—

１９１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统计协会通

报”发行人（１８７６—１８９１），贸易部统计

局局长（１８７６—１８９７）。——第２４４页。

吉 约 姆，詹 姆 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

１８４４—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

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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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是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１１３页。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

人。——第２２２、２３４、３３５、３４６、３７２、３７４

页。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Ｄａｈｌ

ｍ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１７８５—

１８６０）——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写有丹麦史和

德国史方面的著作。——第５２８页。

毕舍，菲力浦（Ｂｕｃｈｅｚ，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９６—

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主

义思想家之一。——第６、２９页。

毕洛夫 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利德

·格奥尔格（ＢüｌｏｗＣｕｍｍｅｒｏｗ，Ｅｒｎｓｔ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５—１８５１）——德国

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容克

的代言人。——第７６页。

托伦，昂利·路易（Ｔｏｌａｉｎ，Ｈｅｎｒｉ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法国雕刻工，右派蒲

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

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

后为参议员。——第１６４页。

托勒密，克罗狄乌斯（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Ｃｌａｕ

ｄｉｕｓ二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

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

创立者。—— 第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５、

５１９、５２４—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５、５３６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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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２１９、４０１

页。  

亚历山大 二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８）—— 俄国皇帝（１８５５—１８８１）。

——第１５５—１５７、２７２、４４０、４５３、４５５、

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８页。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Ｐｈｉｌｏｏｆ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ｉａ约公元前２０—公元５４）——亚历

山大里亚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

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第３２８—３３０页。

伊林沃思（Ｉ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Ａ．）——１８８１年英

国议会议员。——第２８７页。

伊尔米农（Ｉｒｍｉｎｏｎ约死于８２６年）——法

国圣热尔门 德 普雷修道院院长（８１２—

８１７）。——第５６２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３３４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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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和战友。——第３６、２６７、３７９页。

列奥波特一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０—１８６５）

——比利时国王（１８３１—１８６５）。——

第６８页。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Ｌｅｌｅｗｅｌ，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

和革命活动家，曾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的领袖

之一。——第２６６、４８３页。

艾内恩，恩斯特（Ｅｙｎｅｒｎ，Ｅｒｎｓｔ１８３８—

１９０６）—— 德国政活动家和商业家，

１８７９年起为普鲁士下院议员，民族自

由党人，社会民主党的残忍敌人。——

第３４６页。

艾瓦德，格奥尔格·亨利希（Ｅｖａｌｄ，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０３—１８７５）——德国东方学

家，圣经的研究家和评论家。—— 第

３３０页。

多里沙尔，罗仑兹（Ｄｏｌｌｅｓｃｈａｌｌ，Ｌａｕｒｅｎｚ

生于１７９０年）—— 科伦警官（１８１９—

１８４７）；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

——第１１５页。

多米齐安（梯特·弗拉维·多米齐安）

（ＴｉｔｕｓＦｌａｖｉｕｓＤｏｍｉｔｉａ ５１—９６）

——罗马皇帝（８１—９６）。——第５０８

页。

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鲁齐乌斯

·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Ｌｕ

ｃｉｕｓＤｏｍｉｔｉｕｓＡｈｅｎｏｂａｒｂｕｓ死 于 ２５

年）—— 罗马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

家；一世纪初曾数次远征日耳曼尼亚。

——第４８４、４９７、４９８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２８—

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

民族自由党人。——第１８６页。

米勒斯，茹尔·伊萨克（Ｍｉｒèｓ，Ｊｕｌｅｓ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银行家和几家报

纸的所有人。——第１９７页。

米尔斯，达赖厄斯·奥格登（Ｍｉｌｌｓ，Ｄａｒｉｕｓ

Ｏｇｄｅｎ１８２５—１９１０）—— 美国银行家，

百万富翁。——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 ，

１８４２—１９０４）——俄国社会学

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民粹派的著

名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

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

“俄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

辑之一。——第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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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画

秃头查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 Ｃｈａｕｖｅ ８２３—

８７７）—— 西法兰克王国国王（８４０—

８７７），法兰克皇帝和意大利国王（８７５—

８７７）。——第５５１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德国大有机化学家，辩证唯

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

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３７９页。

君士坦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２７４左右—３３７）

——罗马皇帝（３０６—３３７）。—— 第

３２８、５１７页。

利普西乌斯，尤斯图斯（约斯特·利普斯）

（Ｌｉｐｓｉｕｓ，Ｊｕｓｔｕｓ（ＪｏｏｓｔＬｉｐｓ）１５４７—

１６０６）——尼德兰大语文学家，拉丁语

学家，曾在耶拿、科伦、卢汶、来顿等地

任教授。——第５６７页。

劳，卡尔·亨利希（Ｒａｕ，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３９８、４０４、４０７、４１０页。

但丁 ·阿 利格 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１１５页。

努蒙尼乌斯·瓦拉（ＮｕｍｏｎｉｕｓＶａｌａ

死于公元９年）——昆提利乌斯·瓦鲁

斯的次帅，曾指挥骑兵，在条多堡森林

罗马人溃败逃跑时阵亡。——第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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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９页。

麦基佛（Ｍａｃｌｖｅｒ，Ｄ．）——柏肯海德的

英国议会议员（１８８１年）。——第２８７

页。   

麦凯，约翰·威廉（Ｍａｃｋａ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３１—１９０２）—— 美国企业家和银行

家，银矿主。——第３３７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

是教师，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

动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

鲁士监狱，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６１、６３—７０、７２—８０、８３—８５、

８７、８８、９０—９３、９６—９９、１０１—１０６页。

沃尔索，耶恩斯·雅科布·阿斯木森

（Ｗｏｒｓａａｅ， Ｊｅｎｓ Ｊａｃｏｂ 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１８２１—１８８５）——丹麦考古学家，曾证

明存在青铜时代；写有斯堪的那维亚古

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温和的自由

主义者；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任教育大臣。

——第５１２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

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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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５）。——第２６０页。

沙弗豪森，海尔曼（Ｓｃｈａａｆｆｈａｕｓｅｎ，Ｈｅｒ

ｍａｎｎ１８１６—１８９３）——德国人类学家

和生理学家。——第４８０页。

伯克，奥古斯特（Ｂｏｃｋ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８５—

１８６７）——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罗马经济学史方

面的著作。——第４２６页。

３０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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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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１８９０）；

叛徒，恩格斯逝世后大肆修正马克思主

义学说。——第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１页。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Ｂｏｒｎｓｔｅｄｔ，

Ａｄｅｌｂｅｒｔ１８０８—１８５１）—— 德国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年３

月被开除出盟。——第２６０页。

杜林，欧根·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

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

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

起；是个形而上学者。——第５１、２６３、

３４５页。

杜诺瓦耶，沙尔（Ｄｕｎｏｙ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６—

１８６２）——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第２４８页。

杜克罗，奥古斯特·亚历山大（Ｄｕｃｒｏｔ，

Ａｕｇｕｓｔ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８１７—１８８２）——

法国将军；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年间参加旨在推

翻共和制度的保皇党人密谋。——第

１３３页。

李希特尔——见赫希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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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第６、２８０、４００、４２１页。

李卜克 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

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

国际会员；国会议员（１８６７年起）；德

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在某

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

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３、１０、１３、１７２—１７９、３４９、

３７７页。

狄龙，悉尼（Ｄｉｌｌｏｎ，Ｓｉｄｎｅｙ１８１２—１８９２）

——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和金融

家。——第３３８页。

狄龙，约翰（Ｄｉｌｌ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５１—１９２７）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爱尔兰全国土

地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０年为英国议

会议员；八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入狱。

——第３０９页。

狄奥·卡西乌斯（卡西乌斯·狄奥·科克

策扬）（ＣａｓｓｉｕｓＤｉｏＣｏｃｃｅｊａｎｕｓ约１５５—

２３５）——罗马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元老院贵族的代表人物，曾用希腊文写

了一部八十卷的“罗马史”。—— 第

４８４、４９６—４９９、５０２、５０４、５２７页。

狄 德罗，德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启蒙运

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领袖，机械唯物主

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

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２１９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杰出的古希腊演说家和政治

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

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４１６页。

希 尔 施，卡 尔（Ｈｉｒｓｃｈ，Ｋａｒｌ１８４１—

１９０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

１８７９年夏天居留巴黎，并在那里宣传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１７２—１８１

页。

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约公元前４８４—

４２５）—— 古希腊历史学家。—— 第

４１６、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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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耳佩里克一世（Ｃｈｉｌｐｅｒｉｃ 死于５８４

年）——墨洛温王朝的纽斯特里亚（法

兰克国家的一部分）国王（５６１—５８４）。

——第５４４页。

希尔德布兰（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ｎ八世纪）——法

国奥顿附近的帕特里西阿克（佩西）庄

园主。——第５５０页。

希尔德布兰德，汉斯·奥拉弗（Ｈｉｌｄｅ

ｂｒ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ｌｏｆ１８４２—１９１３）——瑞

典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钱学家，写

有瑞典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

——第５１５页。

贝塞麦，亨利（Ｂｅｓｓｅｍｅｒ，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３—

１８９８）——英国发明家：曾发明新的经

济炼钢法。——第１９６、４２６页。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见迪斯累里·本

杰明。

贝列尔或贝列拉，艾米尔（Ｐéｒｅｉｒｅ，▍Ｅｍｉｌｅ

１８００—１８７５）——法国银行家，波拿巴

主义者，立法团议员；１８５２年与其弟伊

萨克·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

第１９３、１９７页。

贝列尔或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波拿巴

主义者，立法团议员；１８５２年与其兄艾

米尔·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Ｃｒé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第１９３、１９７页。

贝克尔，伯恩哈特（Ｂ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２６—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

家，拉萨尔分子，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第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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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瑞士和德国的支部组织者，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国际各次代表

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１８６６—

１８７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１５９页。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红色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ｅｒ《ｒｏｔｅ

Ｂｅｃｋｅｒ》）１８２０—１８８５）——德国法学家

和政论家，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

之一，被判５年徒刑；六十年代是进步

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７０页。

克洛维一世（Ｃｌｏｖｉｓ ４６５—５１１）——墨

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４８１—５１１）。

——第５８３页。

克伦格耳（Ｋｒｅｎｇｅｌ）——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涅辛村村长（在东普鲁士）。——第

７５页。

克拉左门（小亚细亚）的阿那克萨哥拉

（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ｏｆＫｌａｚｏｍｅｎａｅ公元前

５００左右—４２８）——古希腊哲学家，唯

物主义者。——第２０５页。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Ｋｒｕｐｐ，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２—１８８７）——德国大工业家，供应

欧洲许多国家火炮和其他军火的军事

冶金工厂厂主。——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克罗克，查理（Ｃｒｏｃｋ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２２—

１８８８）—— 美国铁路企业主，百万富

翁。——第３３７页。

克罗狄乌斯（Ｃｌａｕｄｉｕｓ公元前１０—公元

５４）—— 罗马皇帝（４１—５４）。—— 第

５０６页。

克吕泽烈，古斯达夫·保尔（Ｃｌｕｓｅｒｅｔ，

ＧｕｓｔａｖｅＰａｕｌ１８２３—１９００）——法国政

治活动家，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

昂和马赛革命起义（１８７０）的参加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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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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１８７１年４月），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 第

１６６页。

克吕格尔，丹尼尔·克利斯提安·弗里德

里 希（Ｋｒｕｇｅｒ，Ｄａｎｉｅ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１９—１８９６）——德国法学

家和外交家，１８７３年为汉堡和不来梅的

联邦参议会议员。——第５４、５５页。

八  画

门克，亨利希·泰奥多尔（Ｍｅｎｋｅ，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１９—１８９２）——德国地

理学家，曾改编施普鲁奈尔的“中古史

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 第５８４

页。

弥伦霍夫，卡尔·维克多（Ｍüｉｌｌｅｎｈｏｆｆ，

ＫａｒｌＶｉｋｔｏｒ１８１８—１８８４）—— 德国语

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古迹、神话和

中世纪德意志文学的研究者。——第

４８３页。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４４—１８８８）——著

名的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

经济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他不懂唯

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一

直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

上。——第４００页。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

王（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

ｐｒｉｎｃｅ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１）——日罗

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的议员；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法军师

长，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绰号

普隆 普隆和红色亲王。—— 第１１９

页。

佩特罗尼乌斯（凯尤斯·佩特罗尼乌斯·

仲裁人）（ＧａｉｕｓＰｅｔｒｏｎｉｕｓＡｒｂｉｔｅｒ死于

６６年）——罗马作家，据说是“萨蒂里

孔”这部小说的作者，小说中描绘了尼

禄统治时期罗马社会的腐化。——第

３３１页。

林 耐，卡尔（Ｌｉｎｎé，Ｋａｒｌ１７０７—１７７８）

——杰出的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和

动物分类法的创始人。——第２２４页。

林肯，阿 伯 拉 罕（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ｂｒａｈａｍ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

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

众的影响下实现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

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转而用革

命的方法来进行战争；１８６５年４月被奴

隶主的奸细刺杀。——第１６５页。

法 夫 尔，茹 尔（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

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

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

公社的刽子手。——第１６７、３９１页。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Ｆａｌｌ

ｍｅｒａｙｅｒ，Ｊａｋｏｂ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７９０—１８６１）

——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

３３２页。

帕斯凯维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３）

——侍从武官长，反动分子，１８５９年起

为“关于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法

令”草案编纂委员会委员。——第４５４、

４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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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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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６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

７０、１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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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２６页。

图拉真（马可·乌尔皮·图拉真）（Ｍａｒｃｕｓ

ＵｌｐｉｕｓＴｒｊａｎｕｓ５３—１１７）——罗马皇帝

（９８—１１７）和统帅。——第５１７页。

图尔的格雷哥里（格雷哥里·弗洛伦修

斯）（ＧｒéｇｏｉｒｅｄｅＴｏｕｒｓ（ＧｒｅｇｏｒｉｕｓＦｌｏ

ｒｅｎｔｉｕｓ）５３８—５９４）—— 图尔的主教

（５７３年起）；“法兰克人史”一书的作

者，该书是研究五至六世纪法兰克人历

史的主要史料之一。——第５４４页。

欣丁顿，科利斯·波特尔（Ｈｉ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ｌｌｉｓＰｏｔｔｅｒ１８２１—１９００）——美国百

万富翁，铁路企业主。——第３３７页。

欣克马尔（Ｈｉｎｋｍａｒ８３０—８８２）——郎城

（法国）主教。——第５５１页。

欣克 马 尔（Ｈｉｎｃｍａｒ８０６左 右—８８２）

——８４５年起为兰斯城（法国）大主教，

“贝坦年鉴”第三部分（８６１—８８２年）的

作者。——第５４５、５６０页。

罗特，保尔·鲁道夫（Ｒｏｔｈ，ＰａｕｌＲｕ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２）——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写有许多关于西欧封建制度起源问

题的著作。——第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５、５４６、

５５２、５５３、５５９页。

罗伊特，弗里茨（Ｒｅｕｔｅｒ，Ｆｒｉｔｚ１８１０—

１８７４）——德国幽默作家，所谓地方色

彩派的代表，用低地日耳曼方言写作，

１８３３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三十年徒刑，１８４０年遇赫。

——第６５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

于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

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和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３７９页。

罗什 弗 尔，昂 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

１８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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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

新喀里多尼亚岛，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

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 第

３７０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

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１７５８—１７９４）——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

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

的首脑（１７９３—１７９４）。——第１１２页。

罗斯特，瓦伦亭·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

希（Ｒｏｓｔ，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０—１８６２）——德国语文学家，“希德

辞典”编者。——第４１６页。

罗斯托夫策夫，雅柯夫·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０３—

１８６０）——俄国国家活动家，侍从武官

长，１８５７年起为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

后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５９年

起为“关于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

法令”草案编纂委员会主席。——第

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８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卡尔·马克思的二女儿，法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８年起为保·

拉法格的妻子。——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７０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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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杰出的马克

思主义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

和战友。—— 第２６７、３４５、３７０、３７１、

３７９页。

拉萨 尔，斐 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莱茵省

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

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１８６３）创建人之

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

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５、

６、９、１４、１７、１８、２５—２９、１５９、１８３、１９２、

２４８、３４６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温和的资产

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任外交

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第

３９、３８７页。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Ｌａｐｌａｃｅ，Ｐｉｅｒ

ｒｅＳｉｍｏｎ１７４９—１８２７）——杰出的法国

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摆脱康

德独立地发展了并且精确地证明了太

阳系起源于星云说。——第２２３、３４６

页。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 俄

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主义思想家

之一，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国际会

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前进”杂志

（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和“前进报”（１８７５—

１８７６）编辑。——第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４页。

拉康布累，德奥多·约瑟夫（Ｌａｃｏｍｂｌｅ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８９—１８６６）——德国

历史学家，杜塞尔多夫档案室主任；原

系法国人。——第５８３页。

阿德里安（普卜利乌斯·艾利乌斯·阿德

里安）（Ｐｕｂｌｉｕｓ ｌｉｕｓＨａｄｒｉａｎｕｓ７６—

１３８）——罗马皇帝（１１７—１３８）。——

第５０９页。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亚·阿格利

巴）（ＭａｒｃｕｓＶｉｐｓａ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公元前

６３左右—１２）——杰出的罗马统帅和

国家活动家；公元前２１年起是奥古斯

都的共同执政者。—— 第４９３—４９６

页。

阿里奥维斯特（Ａｒｉｏｖｉｓｔ公元前一世纪）

——日耳曼族苏维汇人的酋长，曾抗击

凯撒。——第４８４、４８５页。

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ｏｓ ４３０

左右—５１８）—— 拜占庭皇帝（４９１—

５１８）。——第５１７页。

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Ａｍｍｉａｎ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ｕｓ约３３２—４００）—— 罗马历

史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该书包括

公元９６至３７８年的罗马历史。——第

５４０页。

阿非利加的利奥（哈桑·伊本 穆罕默德

·阿 尔 瓦 赞）（Ｌｅｏ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ｓ（Ａｌ

Ｈａｓａｎｉｂｎ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ｗａｚｚａｎ）１４９５

或１４９６—约１５５０）——阿拉伯学者和

旅行家；游历过北非、中非和西亚，所著

“非洲游记”一书内有地理学上重要的

材料。——第５２４页。

阿斯特，威廉（Ａｓｔｏ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９—

１８９２）——美国百万富翁，大铁路企业

主。——第３３８页。

阿斯普雷涅斯（路齐乌斯·诺尼乌斯·阿

斯普雷涅斯）（ＬｕｃｉｕｓＮｏｎｉｕｓＡｓｐｒｅｎａｓ

约公元前２８—公元３０）——罗马国家

活动家和统帅，曾参加对日耳曼人的历

次战争。——第５０１、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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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２８—１９０２）——萨克

森国王（１８７３—１９０２）。——第１０７页。

阿尔诺德，克里斯托弗尔·弗里德里希·

威廉（Ａｒｎｏｌ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ｏｒｕ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８８３）—— 德国法学

史、国民经济史和文化史专家；著有“德

意志的古代”。——第５６４、５７６、５８３、

５８５、５８９—５９３页。

阿尔米纽斯或阿尔明（Ａｒｍｉｎｉｕｓ公元前

１７—公元２１）——日耳曼族凯鲁斯奇

人的酋长，曾领导各日耳曼部落抗击罗

马人，并于公元９年在条多堡森林击溃

了他们。——第５０１—５０５、５０８页。

九  画

范 派顿，菲力浦（ＶａｎＰａｔｔｅｎ，Ｐｈｉｌｉｐ）

——美国资产者，曾参加社会主义运

动；１８７６年起是合众国工人党全国书

记，而自１８７７年起为社会主义工人党

全国书记；１８８３年弃职逃跑，当了国家

官员。——第３８４页。

欧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 第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４—２１６、２５９、

３４７页。

耶林，鲁道夫（Ｊｈｅｒｉｎｇ，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１８—

１８９２）——德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大资

产阶级观点的体现者，曾领导资产阶级

法律学派的“实证”和“实用教条”派别。

——第４２３、４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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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３１９、３２２

页。

柯顿，罗伯特·布鲁斯（Ｃｏｔ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ｕｃｅ１５７１—１６３１）—— 英国古代手

稿、书籍、钱币等的搜集家；柯顿图书馆

的创建人，该馆于不列颠博物馆创立时

（１７５３）被转赠博物馆。—— 第５６５、

５６６页。

革拉苏（马可·李奇尼乌斯·革拉苏）

（ＭａｒｃｕｓＬｉｃｉｎｉｕｓＣｒａｓｓｕｓ公元前１１５

左右—５３）——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

帅，公元前７１年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

曾两次任执政官。——第４８４、４８９页。

济贝耳，亨利希（Ｓｙｂ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民族自由党人，所谓小德意

志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著作

充满着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和沙文主义

气味。——第３４６页。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Ｊｏｔｔｒａｎｄ，

Ｌｕｃｉｅｎ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比利

时法学家和政论家，四十年代是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

席。——第６８页。

品特，艾米尔（Ｐｉｎｄｔｅｒ，Ｅｍｉｌ）——普鲁士

枢密顾问，１８６５年起为编辑，１８７２年起

为政府报纸“北德总汇报”的主编。

——第３４８页。

品德尔，尤利乌斯·海尔曼（Ｐｉｎｄｅｒ，

Ｊｕｌｉｕ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生 于 １８０５年）——

普鲁士官吏，温和的自由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任西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右派。——第８０页。

迪耳克，查理·温特沃思（Ｄｉｌｋ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１８４３—１９１１）——英国政治

活动家和作家，自由党激进派领袖之

一，外交副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地方自

治事务大臣（１８８２—１８８５）。——第２８７

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

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

９０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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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

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首相

（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第２８５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１０７、１４０、２７０、

３０８、３１０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特利尔的

政府顾问，燕妮·马克思夫人的父

亲。——第３１９、３２２页。

勃鲁美，卡尔·威廉·海尔曼（Ｂｌｕｍｅ，

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３５—

１９１９）——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第３９４页。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Ｂｒ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０）——伯爵，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反

动内阁的首脑（１８４８—１８５０）。——第

９６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家。——第４１６页。

柏修斯（Ｐｅｒｓｅｕｓ公元前２１２—１６６）——最

后一个马其顿国王（公元前１７９—

１６８）。——第４８３页。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

斯）（ＡｕｌｕｓＰｅｒｒｒ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３４—６２）

——罗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

会的堕落风气，斯多葛派哲学的追随

者。——第３３３页。

科累 卓（Ｃｏｒｒｅｇｇｉｏ约 １４８９或 １４９４—

１５３４）（真名为安东尼奥·阿勒格里

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ｌｌｅｇｒｉ）——著名的意大利写

生画家。——第５２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２９９—

３０２、３１２页。

科瑟伊恩（Ｃｏｓｉｊｎ，Ｐ．Ｊ．）——荷兰语文学

家，日耳曼语专家。——第５６８页。

哈赛尔曼，威廉（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生

于１８４４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

合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新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８０年作为无

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

党。——第３、９页。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３７—１８８９）——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机会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拉

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

３、９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２—１８６６）—— 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

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时制方面的著作，从

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

——第１２６页。

查理曼（Ｃａｒｌｏｍａｎ７１５—７５５）——法兰克

宫相查理·马尔泰尔的长子；奥斯特拉

西亚、阿勒曼尼亚和绍林吉亚的执政者

（７４１—７４７）。——第５７０页。

查 理 大 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ｇｅ７４２ 左 右—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 第 ３６０—３６２、

５４０、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５、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４、５５５、

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３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１６８５）——

英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 第 ３４０

页。  

查理·马尔泰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ｔｅｌ６８８左

右—７４１）——法兰克宫相，７１５年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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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执政者。—— 第

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３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民粹运

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劳动

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

家，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 第

２６８、２６９、４３０、４４６、４４７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

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２２０页。

洛克菲勒，约翰·戴维逊（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ＪｏｈｎＤａｖｉｓｏｎ１８３９—１９３７）——石油大

王，美国财政寡头最著名的代表人

物。——第３３７页。

洛里亚，阿基尔（Ｌｏｒｉａ，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５７—

１９４３）——反动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

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第

３８６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卡尔（Ｒｏｄ

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

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

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

鼓吹者。—— 第３９６、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３、

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０页。

约克，汉斯·大卫·路德维希，瓦滕堡伯

爵（ＹｏｒｋｖｏｎＷａｒｔｅ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ｓ

Ｄａｖｉｄ Ｌｕｄｗｉｇ，Ｇｒａｆ１７５９—１８３０）

——普鲁士将军，１８２１年起为元帅，曾

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

５０５页。

约尔丹（Ｊｏｒｄａｎｉｓ约生于５００年）——哥特

历史学家，“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一书

的作者。——第５１３页。

约尔南德——见约尔丹。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８２—１８５９）——奥地利大

公，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为德意

志帝国摄政王。—— 第７０、１０２、１０３

页。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１—１８７３）（笔名斐拉雷特

Ｐｈｉｌａｒｅｔ）—— 萨 克 森 国 王（１８５４—

１８７３），曾翻译过但丁的作品。——第

１１５页。

约翰八世（Ｊｏｈａｎｎ ）—— 罗马教皇

（８７２—８８２）。——第５４６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

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

人；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

义者的阴谋”一书。——第６７页。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

主义者，“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

编者之一；曾批评过马克思主义，八十

年代退党。——第１７７、１７９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１８７５）—— 德国

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

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

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

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

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

除出联合会。——第１８２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４５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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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

年起为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美

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３６页。

施奈德尔，雅科布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Ｊａｃ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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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８—１８９８）——德国考古学家，写过

许多德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

５０８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Ｓｔｒａｕ，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

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

人物之一；“耶稣传”的作者；１８６６年以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３２８页。

施滕策尔，古斯达夫·阿道夫（Ｓｔｅｎｚｅｌ，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２—１８５４）——德国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第９９页。

施普鲁奈尔·冯·麦茨，卡尔（Ｓｐｒｕｎｅｒ

ｖｏｎＭｅｒｚ，Ｋａｒｌ１８０３—１８９２）——德国

历史学家和制图家，曾编过许多历史地

图集和写过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

作。——第５８４页。

十  画

虔诚者路易（ＬｏｕｉｓｌｅＰｉｅｕｘ７７８—８４０）

——法兰克皇帝（８１４—８４０）。——第

５４９、５５０、５５８、５６２、５６３页。

宾 茨、卡 尔（Ｂｉｎｚ，Ｋａｒｌ１８３２—１９１３）

——杰出的德国医生和药理学家，波

恩药理学院的创办人（１８６９）。——第

４７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５９页。

贡特朗（Ｇｏｎｔｒａｎ５２５—５９３）——勃艮第国

王（５６１—５９３）。——第５４４、５４９页。

俾 斯 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

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

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１８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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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制定反社会党人

非常法（１８７８）。——第９、２５、５７、１３２、

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４—１９８、

２００、２３９、２９０、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０、３４３、

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０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第一

国际会员；国会议员（１８６７年起），德国

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

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

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

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

后期。——第３、８、９、１０、１３、１７２、３１０

页。

哥尔茨男爵，泰奥多尔（Ｇｏｌｔｚ，Ｔｈｅｏｄｏｒ，

Ｆｔ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ｄｅｒ１８３６—１９０５）——德国

农学家；“德意志帝国农业工人状况”一

书的作者。——第５３页。

伦纳德，安得列阿斯（Ｒｅｎａｒｄ，Ａｎｄｒｅ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７４）——伯爵，西里西亚地主，

反动分子。——第８４页。

摩尔诺，安都昂·奥古斯丹（Ｃｏｕｒｎｏｔ，

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８０１—１８７７）——法

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

学中主观主义流派的前辈之一；在他的

“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中企

图用数学方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

护。——第４２９页。

爱因哈德（爱金哈特）（Ｅｉｎｈａｒｄ（Ｅｇｉｎ

ｈａｒｔ）７７０左右—８４０）——法兰克历史

编纂学家，查理大帝传记的作者。——

第５４３页。

埃尔拉赫，弗兰茨（Ｅｒｌａｃｈ，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９—

２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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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 瑞士军官，军事著作家；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时期为驻德国

大本营观察员。——第３９３页。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 ，

１８２２—１９０７）——俄国庸俗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他

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

书”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

击。——第１２６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１１１、３２９页。

海 奈，摩里茨（Ｈｅｙｎｅ，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３７—

１９０６）——德国日耳曼语文学家，写有

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出版过古德

语和哥特语文献；格林兄弟主编的第

一部德语史辞典的编纂者之一。——

第５６４、５６５、５７５页。

乌 朗特，路 德维 希（Ｕｈｌａｎｄ，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１—１８６２）——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１０１、１０３

页。

乌尔 卡 尔 特，戴 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仇俄

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

外政策。——第１５９页。

格林，雅 科 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

史家，写有许多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

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１８５２年与

其弟威廉·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

典”。——第４９２、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２、

５３６、５６３、５６４、５６９、５７１、５８８页。

格莱斯顿，罗伯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１—１８７２）——英国商业家，资产阶

级慈善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堂弟。

——第３２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的拥

护者，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

曾任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５６、２８７、

３１０、３７０页。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２１１、

２３９、２８８、３６７、３９３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

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３１、１０２、１１９、

１５３、１５４、３１２、５０５页。

拿破仑亲王（普隆 普隆）——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纳瓦罗（Ｎａｖａｒｒｏ，Ｊ．Ｄ．）——美国百万富

翁。——第３３８页。

纳德勒，卡尔·克利斯提安·哥特弗利德

（Ｎａｄｌｅｒ， 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０９—１８４９）——德国诗人，用普法尔

茨方言写作。——第５９６页。

纳集莫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０２—

１８７４）——俄国将军，维尔纳军事总督

和格罗德诺、明斯克和柯夫诺的总督

（１８５５—１８６３）。——第４５５页。

恩格尔，恩斯特（Ｅｎｇｅｌ，Ｅｍｓｔ１８２１—

１８９６）——著名德国统计学家，１８６０—

１８８２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

——第３１５页。

３１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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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第８、

１３、３６、３７、３９、６３、６９、７１、１００、１０５、１１６、

１１７、１７１、１９０、２３４、２４８、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３、

３４５—３４７、３５３、３７４、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４—

３８７、４９２、５２５、５８４页。

恩格耳哈尔特，赫尔维希·康拉德·克里

斯 提安（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ＨｅｌｖｉｇＣｏｎｒａ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１８２５—１８８１）——丹麦考古学

家，弗伦兹堡北部古物博物馆馆长。

——第５１８页。

特罗胥，路易·茹尔（Ｔｒｏｃｈｕ，Ｌｏｕｉｓ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利亚（三十

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

１８５６）和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的参加者，

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月），背叛地

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３９１、３９４页。

特耳克，卡尔·威廉（Ｔｏｌｃｋｅ，Ｋａｒｌ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１７—１８９８）—— 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

人之一。——第３、９页。

特赖奇克，亨利希·冯（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３４—１８９６）——德国反动的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８６年被任为普鲁

士国家的历史编纂家，德意志帝国国会

议员（１８７１—１８８８），反动的普鲁士主

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德国向外扩

张政策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第３４６

页。

特森多尔夫，海尔曼·恩斯特·克利斯提

安（Ｔｅｓｓｅｎｄｏｒｆｆ，ＨｅｒｍａｎｎＥｍｓｔ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１８３１—１８９５）—— 普鲁士检察官，

１８７３年为柏林市法院法官；１８８５年为

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迫害社会民主

党人的组织者。——第１０８页。

马可·奥里略·安敦尼（Ｍａｒｃ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１２１—１８０）—— 罗 马 皇 帝

（１６１—１８０），斯多葛派哲学家。——

第５１２、５１５页。

马丁，博恩·路易·昂利（Ｍａｒｔｉｎ，Ｂｏｎ

ＬｏｕｉｓＨｅｎｒｉ１８１０—１８８３）—— 法国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多卷的“法国史”作

者，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共和党人；

１８７６年起为参议员。——第１６４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

动领袖之一，１８６４年成立国际时企图

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１８７１年反对

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

人运动的发展。——第１４６页。

马 布利，加布里埃尔（Ｍａｂｌｙ，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０９—１７８５）——卓越的法国社会学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２０７页。

马利乌斯，凯尤斯（Ｍａｒｉｕｓ，Ｇａｉｕｓ公元前

１５６左右—８６）——罗马统帅和国家活

动家，曾任执政官（公元前１０７、１０４—

１００、８６）。——第４８３，５０６页。

马 罗 博 杜 斯（Ｍａｒｏｂｏｄｕｕｓ 死 于 ４１

年）——日耳曼族马可曼尼人的酋长

（公元前８—公元１９），在莱茵河沿岸

地区建立了日耳曼部落联盟，曾与罗

马作战。——第４８６、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４页。

马尔齐安（Ｍａｒｃｉａｎｕｓ约五世纪）——希腊

地理学家，曾撰写北海沿岸的游记。

——第５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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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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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５、２７

页。

马克里努斯（Ｍａｃｒｉｎｕｓ１６４—２１８）——罗

马皇帝（２１７—２１８）。——第５１８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 第５—１０、１３、１４、

３９、６３、６９、１００、１１５—１２６、１６３、１６５、

１６７、１９０、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５、２４８、２４９、

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８、３１９—３２３、３７２—３８８页。

马克思，燕妮（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

ｇｅｂ．ｖｏｎ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卡尔·马克思的妻

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１１６、

３１９—３２３、３７２、３７４、３８１页。

马克思，爱琳娜（杜西）（Ｍａｒｘ，Ｅｌｅａｎｏｒ

（Ｔｕｓｓｙ）１８５５—１８９８）——卡尔·马克

思的小女儿，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１８８４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

——第３８０、３８３页。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Ｍａｒｘ，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马克思的女儿。——

第３１９、３２３页。

马克思，埃德加尔（“穆希”）（Ｍａｒｘ，Ｅｄ

ｇａｒ（Ｍｕｓｃｈ）１８４７—１８５５）——马克思的

儿子。——第３１９、３２３页。

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Ｍａｒｘ，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Ｇｕｉｄｏ１８４９—１８５０）——马克思的

儿子。——第３１９、３２３页。

十 一 画

戚曼，阿道夫（Ｚｉｅｍａｎｎ，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７—

１８４２）——德国语文学家，日耳曼学家，

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第

４１７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二元论

者，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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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政府

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和国总统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１５０、１５４、３９１页。

措伊斯，约翰·卡斯巴尔（Ｚｅｕ，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ｓｐａｒ１８０６—１８５６）——德国语言学

家，曾编写过克尔特语的详细的比较著

作。——第５２５—５２８、５３２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９、１６６页。

培根，弗丝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历史学

家。——第２２０页。

培伦涅特 汤普逊——见汤普逊。

勒洛，弗兰茨（Ｒｅｕｌｅａｕｘ，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９—

１９０５）——德国学者，德国机械论学派

的创始人，１８７６年为参加费拉得尔菲

亚国际展览会的德国政府专员。——

第１９４页。

勒南，厄内斯特·约瑟夫（Ｒｅｎａｎ，Ｅｒｎｅ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３—１８９２）——法国宗教史学

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因写早期基督教

史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１６７、３２７

页。

莫尔，约瑟夫（Ｍｏｌ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２—１８４９）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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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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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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役中牺牲。——第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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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８年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流亡英国；１８８０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

主党，１８８２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

府主义的宣传。——第２７２、３８４、３８５、

３８６页。

基恩，詹姆斯·罗伯特（Ｋｅｅｎｅ，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３８—１９１３）——美国金融家，

百万富翁。——第３３８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

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１１６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

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２１３、２２３、３４６、３４７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ｆ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省

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６

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３９、１１５页。

曼托伊费尔，爱得文（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Ｅｄｗ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８５）——男爵，德国将军，１８７３

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

长，后为第一军团和南方军团司令，驻

法国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第３９４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

ｆ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

代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

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

７２、７３、９６页。

盖布，奥古斯特（Ｇｅｉｂ，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２—

１８７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

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１８７２年起

为党的财务委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７４年起）。——第１３页。

盖 拉 尔，本 杰 明 · 阿 德 姆 · 沙 尔

（Ｇｕéｒａｒ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ｄｍ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７—１８５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

学家，写有许多法国中古史方面的著

作。——第５４６、５６２页。

盖尔马尼库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

尼库斯）（ＪｕｌｉｕｓＣ ｓａｒ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ｕｓ公

元前１５—公元１９）——罗马统帅，曾数

次远征日耳曼人。——第４８９、５０３、５０７

页。

朗姆，海尔曼（Ｒａｍｍ，Ｈｅｒｍａｎｎ）——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５年为“人民国家

报”编委。——第１０页。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Ｌａｎ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２８—１８７５）——德国

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唯物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第２７、

３９６页。

朗凯斯特，雷伊（Ｌａｎｋｅｓｔｅｒ，Ｒｅｙ１８４７—

１９２９）——英国学者，生物学家。——

第３７９页。

梅恩，亨利·詹姆斯·萨姆纳（Ｍａｉｎｅ，

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Ｓｕｍｎｅｒ １８２２—１８８８）

——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家；作为印度

省督所属参事室参事（１８６２—１８６９）和

印度事务国家秘书处参事室参事（１８７１

年起），积极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

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 第

４３３、４４８页。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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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霍赛（ＭｅｓａｙＬｅ

ｏｍｐａｒｔ，Ｊｏｓé１８４０—１９０４）——著名的

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

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解放报”编委（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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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７７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

ｍｅｎｓ１７７３—１８５９）—— 公爵，奥地利

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

交大臣（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

１８４８），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第２３９页。

梅斯托尔夫，约翰娜（Ｍｅｓｔｏｒｆ，Ｊｏｈａｎｎａ

１８２９—１９０９）——德国历史学家，写有

许多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考古

方面的著作，翻译了许多斯堪的那维亚

考古学家的著作。——第５１５页。

十 二 画

扬松，尤利·埃杜阿尔多维奇（ ，

１８３５—１８９３）—— 俄

国进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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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９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ｔ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 第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３、２３６、

２３７、２３８、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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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页。

闵采尔，托马斯（Ｍüｎｚ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９０

左右—１５２５）——伟大的德国革命家，

宗教改革时期和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

农民和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他宣

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

２０７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多次任财政大臣，后

任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６０）。——第１９３页。

汤普逊，托马斯·培伦涅特（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ｒｒｏｎｅｔ１７８３—１８６９）—— 英

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的经济学

家，自由贸易论者。——第３０２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

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

了唯心主义辨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 第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３、２１９、２２３—

２２６、３２７、３４６、３４７页。

斐拉雷特——见约翰。

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ＳｅｎｔｉｕｓＳａ

ｔｕｒｎｉｎｕｓ一世纪）——罗马统帅，曾参

加远征日耳曼人。——第４９７页。

费尔，詹姆斯·格莱安（Ｆａｉｒ，ＪａｍｅｓＧｒａ

ｈａｍ１８３１—１８９４）——美国资本家和政

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

为参议员。——第３３８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

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

者。——第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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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耳登，赛米尔·琼斯（Ｔｉｌｄｅｎ，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ｎｅｓ１８１４—１８８６）——美国政治活动

家，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法学家，纽

约州州长（１８７４—１８７６）。——第３３８

页。

提比利乌斯（Ｔｉｂｅｒｉｕｓ公元前４２—公元

３７）—— 罗马皇帝（１４—３７）。—— 第

３３２、４９６、４９７、５０７、５１８页。

菲力浦二世（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５２７—１５９８）——

西班牙国王（１５５６—１５９８）。——第５０６

页。

菲勒克，路易（Ｖｉｅｒｅｃｋ，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１—

１９２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

右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为帝国

国会议员；１８９６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

主义运动。——第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１

页。

菲尔德，赛勒斯·威斯特（Ｆｉｅｌｄ，Ｃｙｒｕｓ

Ｗｅｓｔ１８１９—１８９２）——美国百万富翁，

在美国和英国之间铺设水底电讯电缆

的大西洋电讯公司的创办人。——第

３３８页。

舒尔采，恩斯特（Ｓｃｈｕｌｚｅ，Ｅｒｎｓｔ）——德国

语文学家。——第４１６页。

舒瓦洛夫，彼得·巴甫洛维奇（ ，

生于１８２４年）——伯爵，

彼得堡省贵族会会长（１８５１—１８６３），准

备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贵族委员

会主席；在编纂委员会中维护设法“解

放”无地农民的大土地贵族的利益。

——第４５４、４５７页。

舒瓦洛夫，彼得·安得列也维奇（

１８２７—１８８９）

——伯爵，俄国将军和外交家，宪兵长

官和皇帝办公厅第三厅厅长（１８６６—

１８７３），驻英大使（１８７４—１８７９）。——

第１６８页。

莱宾，茹尔（Ｌéｐｉｎｅ，Ｊｕｌｅｓ）——法国工人

党巴黎联合会书记。——第３７７页。

莱曼，丹尼尔·哥特洛普（Ｒｅｙｍａｎｎ，

Ｄａｎｉｅｌ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５９—１８３７）—— 德国

制图家，德国和邻国的特种地形图的编

制者。——第５８４、５８５、５８７页。

莱昂哈特，格尔哈特·阿道夫·威廉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ｔ，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Ａｄｏｌｆ 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１５—１８８０）——德国法学家和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汉诺威司法大臣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普鲁士司 法大臣

（１８６７—１８７９）。——第３６０页。

普林尼（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Ｇ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２３—７９）——

罗马博物学家，“博物志”（三十七卷）的

作 者。—— 第 ４１６、４８９—４９２、５０９、

５１３、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６页。

普富尔，恩斯特（Ｐｆｕｅｌ，Ｅｒｎｓｔ１７７９—

１８６６）——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

表人物之一；１８４８年３月为柏林卫戍

司令，５月曾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

１８４８年９—１０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

——第７０页。

普赫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Ｐｕｃｈｔａ，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８—１８４６）——德国

法学家，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代

表。——第４２３页。

普卢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约４６—１２５）——古

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古希腊和罗马的杰出活动家传记的作

者。——第４８３页。

普罗布斯（马可·奥里略·普罗布斯）

（Ｍａｒｃ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Ｐｒｏｂｕｓ２３２—２８２）

——罗马皇帝（２７６—２８２）。—— 第

５２２页。

凯伦，扬·亨德里克（Ｋｅｒｎ，Ｊｏｈａｎ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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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ｉｋ１８３３—１９１７）——荷兰著名语文学

家、东方学家和梵文学家。—— 第

５６５、５７０、５７４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Ｇ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 ｓａｒ 公 元 前 １００ 左 右—

４４）——著名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

作家；著有“高卢战纪”一书。—— 第

３２９、３５３、３５５、４３３、４４８、４７８、４８２—４９０、

４９３、５０５、５０６、５１３、５２２、５３１—５３５页。

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Ｐｒｏｃｏｐｉｕｓｏｆ

Ｃ ｓａｒｅａ五世纪末——约５６２）——拜

占庭最著名的史学家；曾以维利萨里统

帅顾问和秘书的身分参加了许多军事

远征，他在“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

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中描写了

这些远征；他反映了不满查士丁尼皇帝

的专 制政 策的 奴隶 主 贵族 的 观

点。——第５２７页。

凯泽尔，麦克斯（Ｋａｙｓｅｒ，Ｍａｘ１８５３—

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帝国国

会议员（１８７８年起），属于社会民主党

国会党团右翼。——第１７９—１８１页。

凯腊特里伯爵，艾米尔（Ｋéｒａｔｒｙ，▍Ｅｍｉｌｅ，

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８３２—１９０５）——法国反动的

政治活动家；１８７０年任巴黎警察局长

（９—１０月），后领导组织布列塔尼新编

的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长

（１８７１），１８７１年４月在土鲁斯镇压过公

社。——第３７１、３９３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４００页。

斯 隆，赛米尔（Ｓｌｏａｎ，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１７—

１９０７）—— 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

主。——第３３８页。

斯拉格（Ｓｌａｇｇ）——１８８１年为曼彻斯特的

英国议会议员。——第２８７页。

斯坦福，利兰德（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ｅｌａｎｄ１８２４—

１８９３）——美国政治活动家和铁路企业

主，百万富翁；属于共和党；加利福尼亚

州州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参议员（１８８５—

１８９１）。——第３３８页。

斯巴达克（Ｓｐａｒｔａｋｕｓ死于公元前７１

年）——罗马角斗士，公元前７３—７１年

古罗马最大 一次奴隶起 义的 领

袖。——第３３２页。

斯卡尔金（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

奇的笔名）（ ，

（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俄国作家

和政论家，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代表，闻名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

一书的作者。—— 第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８—

４６２、４６６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约公元前６３—公元

２０）——古希腊最著名的理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４８８、４８９、５０４、５２３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

ｓ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

论者。——第２１９页。

斯维托尼乌斯（凯尤斯·斯维托尼乌斯·

特兰克维路斯）（ＧａｉｕｓＳｕｅｔｏｎｉｕｓＴｒａｎ

ｑｕｉｌｌｕｓ约７０—１６０）——罗马历史学家，

写了一部“十二凯撒传”（从尤利乌斯·

凯撒到多米齐安），主要内容尽属皇帝

的私生活。——第４９５页。

斯克列比茨基，亚历山大·伊里奇（

， １８２７—

１９１５）——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皇

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的作

者。——第４６８页。

十 三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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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佗）（Ｐｕｂｌ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Ｔａｃｉｔｕｓ

约５５—１２０）——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

和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日耳

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者。

——第３３２、３５５、３５６、４３３、４４８、４７８、

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２、５００、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５、

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５、５８８

页。

矮子丕平（ＰéｐｉｎｌｅＢｒｅｆ７１４—７６８）——法

兰克宫相（７４１—７５１），卡罗林王朝的第

一个国 王（７５１—７６８），—— 第 ５４６、

５４８—５５０页。

詹姆斯二世（Ｊａｍｅｓ １６３３—１７０１）——

英国国王（１６８５—１６８８）。—— 第３４０

页。

微耳和，鲁道夫（Ｖｉｒｃｈｏｗ，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２１—

１９０２）——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资

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

人，写有人类学方面的著作，达尔文主

义的反对者。——第４８０页。

雷姆克，哥特利勃（Ｌｅｍｋｅ，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８４４左右—１８８５）——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３７４

页。

道斯，戴维（Ｄｏｗｓ，Ｄａｖｉｄ１８１４—１８９０）

——美国金融家，百万富翁。——第

３３８页。

道金斯，威廉·博伊德（Ｄａｗｋｉｎｓ，Ｗｉｌ

ｌｉａｍＢｏｙｄ１８３７—１９２９）——著名的英

国学者，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

家和考古学家；写有关于欧洲原始居民

方面的著作。——第４７８、５１０页。

福格特，卡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９５）

——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

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左派；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

巴雇佣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

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９页。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Ｆｏｒｓ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１８８６）——英国厂主和

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事

务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奉行残酷镇压民

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３０８、３１０

页。

蒙克，查理（Ｍｏｎｋ，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２４

年）——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合

并主义者，议会议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５—

１８８５）。——第２８７页。

蒙奈，弗兰茨·约瑟夫（Ｍｏｎｅ，Ｆｒａｎｚ

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６—１８７１）——德国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德

国和尼德兰的历史和古代文献方面的

著作。——第５８８页。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１８３０

—１８４８）。——第２９、３２、３２２页。

路易 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Ｒｅｕｔｅｒ，Ｐａｕｌ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１６—１８９９）——伦敦路透通讯

社的创办人（１８５１）。——第１５９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许多国家中设有银行。

——第３３７页。

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

（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左右

—公元６５）——罗马哲学家，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所谓新斯多葛学派最杰出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伦

理学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影

响。——第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２页。

塞吉美尔（Ｓｅｇｉｍｅｒ一世纪）——日耳曼族

凯鲁斯奇人的酋长，阿尔米纽斯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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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第５０１、５０２页。

塞格斯特（Ｓｅｇｅｓｔｅｓ一世纪）——日耳曼

族凯鲁斯奇人的酋长，拥护罗马人。

——第５０２页。

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鲁齐乌斯·塞

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ＬｕｃｉｕｓＳｅｐ

ｔｉｍｉｕｓＳｅｖｅｒｕｓ１４６—２１１）—— 罗马皇

帝（１９３—２１１）和统帅。—— 第５１５、

５１７、５１８页。

奥艾尔，伊格纳茨（Ａｕｅｒ，Ｉｇｎａｚ１８４６—

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

义者；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之一，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 第

１３页。

奥雷耳·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

特·德（ＡｕｒｅｌｌｅｄｅＰａｌａｄｉｎｅｓ，Ｌｏｕｉｓ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法国

将军，教权主义者，普法战争时期任卢

瓦尔军团司令，１８７１年３月任巴黎国民

自卫军司令；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第３９２—３９４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

１４）—— 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

１４）。—— 第３２９、４８４、４８６、４９３、４９６、

４９７、５０４—５０７、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６页。

奥 罗修斯，保罗（Ｏｒｏｓｉｕｓ，Ｐａｕｌｕｓ约

３８０—４２０）——罗马历史学家，原系西

班牙人；世界史概要“反多神教徒七

书”的作者。——第４９５页。

奥顿诺凡 罗萨，耶利米（Ｏ’Ｄｏｎｏｖａｎ

Ｒｏｓｓａ，Ｊｅｒｅｍｙ１８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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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特赦，不久就侨居美国，在那里领导

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

——第３７０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公

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

任国家参议院议长和大臣委员会主席

（１８５６年起），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

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残暴的农奴

主。——第４５５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

纳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Ｎａｓｏ公元前

４３—约公元１７）——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５０５页。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Ｏｒａｎｇｅ

１６５０—１７０２）——尼德兰总督（１６７２—

１７０２），英国国王（１６８９—１７０２）。——

第３４１页。

十 四 画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２７、２２８、４１５

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９），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

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

１６３—１６８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

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

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７、１１６、２１７、２４８、２４９页。

赫德尔，麦克斯（Ｈｏｄｅｌ，Ｍａｘ１８５７—

１８７８）——莱比锡的帮工；１８７８年谋刺

德皇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行了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１６０、１６７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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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

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４７年侨

居国外，在伦敦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

所，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

——第１２６页。

赫希柏格，卡尔（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Ｋａｒｌ１８５３—

１８８５）（笔名路·李希特尔Ｌ．Ｒｉｃｈ

ｔｅｒ）——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

儿子；１８７６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创办了

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杂志，并

供给经费。——第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

页。

赫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ｋｌｉｔ约公元前５４０—

４８０）——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

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第２１９页。

维干德，保尔（Ｗｉｇａｎｄ，Ｐａｕｌ１７８６—１８６６）

——德国法学家，写有许多关于西日耳

曼各地区的法学史方面的著作。——

第５６９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 （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

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

年侨居美国，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

北军方面。——第２６０页。

维耳克，克利斯提安·哥特洛普（Ｗｉｌｋ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Ｇｏｔｔｌｏｂ１７８６—１８５４）—— 德

国神学家，曾从事圣经语文学和历史的

研究。——第３２８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２１５页。

维贝尔格，卡尔·弗雷德里克（Ｗｉｂｅｒｇ，

Ｃａｒｌ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１８１３—１８８１）——瑞典历

史学家，写有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古代史

方面的著作。——第５１０、５１３页。

维尼齐乌斯，马可（Ｖｉｎｉｃｉｕｓ，Ｍａｒｃｕｓ）

——罗马统帅，执政官，曾参加班诺尼

亚和日耳曼尼亚的战争。——第４９７

页。

维尔穆特（Ｗｅｒｍｕｔｈ）——汉诺威警察厅

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证人；

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

阴谋”一书。——第６７页。

维尔琴盖托里克斯（Ｖｅｒｃｉｎｇｅｔｏｒｉｘ死于公

元前４６年）——高卢领袖，高卢人反对

罗马统治总起义的首领（公元前５２—

５１）。——第５０５页。

十 五 画

墨洛温王朝——五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

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 第

３６２、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７、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８页。

摩莱里（Ｍｏｒｅｌｌｙ十八世纪）——法国空想

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第２０７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学

者，人种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

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４３２

页。

摩尔根，爱得文·丹尼逊（Ｍｏｒｇａｎ，Ｅｄｗｉｎ

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８１１—１８８３）——美国政治活

动家和金融家，属于共和党，１８５８—

１８６２年任纽约州州长，１８６３—１８６９年

为参议员。——第３３８页。

德穆特，海伦（Ｄｅｍｕｔｈ，Ｈｅｌｅｎｅ１８２３—

１８９０）——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

友。——第３８３页。

德普勒，马赛尔（Ｄｅｐｒｅｚ，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４３—

１９１８）——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技师，

研究远距送电问题。——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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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苏斯（尼禄·克罗狄乌斯·德鲁苏

斯）（Ｎｅｒｏ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Ｄｒｕｓｕｓ公元前３８

左右—９）——罗马统帅；于公元前１２

—９年率领军队远征日耳曼人。——

第４９３—４９８、５０７页。

德尔布吕克，马丁·弗里德里希·鲁道夫

（Ｄｅｌｂｒüｃｋ，Ｍａｒｔ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１７—１９０３）——普鲁士和德意志国家

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１８７６年以

前是俾斯麦的亲信之一；国会议员

（１８７８—１８８１），曾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

税政策。——第５４、５６页。

十 六 画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

与艾威林一起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

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第３８７页。

霍赛·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见梅萨

伊 列奥姆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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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写

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１页。

诺布尔，约翰（Ｎｏｂｌｅ，Ｊｏｈｎ１８２７—１８９２）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

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写有许多关于

财政问题的著作。—— 第３００—３０２

页。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Ｎｏｂｉｌｉｎｇ，ＫａｒｌＥ

ｄｕａｒｄ１８４８—１８７８）——德国无政府主

义者；１８７８年谋刺威廉一世未遂，政府

借此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第１６０、１６７页。

十 七 画

赛 治，拉 塞 尔（Ｓａｇ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１６—

１９０６）——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

美国国会议员（１８５３—１８５７）。——第

３３８页。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

希（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Ａｌｂｅｒ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１—１９０３）——德国庸俗的经济学家

和社会学家，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

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第３９６、

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３、４２２页。

十 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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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五  画

印格或印哥——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

（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

的一个。——第５２６页。

八  画

易斯克或易斯科——古代德国神话中曼

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

子中的一个。——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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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

第３３２页。

拉撒路——“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一

个乞丐的名字。——第３３２页。

阿特乃——见雅赫维。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

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 第３２９

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

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

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５１页。

九  画

耶和华——见雅赫维。

神学家约翰——圣经中“启示录”一书的

传说中的作者。——第３３０、３３５页。

十  画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

主要人物。——第３４６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

诃德”中的人物。——第３４６页。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

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

借据上的条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

的债户割下一磅肉。——第９页。

纳塔斯——据塔西佗说，是古日耳曼人的

女农神。——第５２７、５３０页。

埃卢（蒂乌、齐乌）——古日耳曼人的战

神。——第５８７页。

十 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１页。

曼努斯——据塔西佗说，是古日耳曼人信

奉的图伊斯科神的儿子，他有三个儿

子，即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相传由他们

三人产生了三个主要的日耳曼部落

——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

诺南人。——第５２６页。

十 二 画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

——第３３０页。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

坦神，他从众神那里盗走了火，带给人

们；宙斯把他锁缚在山巅，令鹰啄食他

的肝脏，以示惩罚。——第２３６页。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

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把旅客诱来后强

使躺卧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

长。——第５８１页。

十 四 画

玛门——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经

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身。

——第３１７页。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打

铁业的保护神。——第２３６页。

赫明或赫明诺——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

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

中的一个。——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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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普

 鲁士报”。

“十九世纪”（《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伦敦出版。——第１６３、１６８页。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 伦敦出版。

 ——第１１９页。

“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洛迪、米兰出

 版。——第３７、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３、１３４、１７１

 页。  

“人民历书”（《ＶｏｌｋｓＫａｌｅｎｄｅｒ》）——不伦

 瑞克出版。——第１２５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

 莱比锡出版。——第４、１４、４１、２６３

 页。   

三  画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

（《Ｌ’Ａｔｅｌｉｅｒ，ｏｒｇａｎｅｓｐé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ｃｌａｓｓｅ

ｌａｂｏｒｉｅｕｓｅ，ｒéｄｉｇéｐａｒｄｅ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ｍｅｎｔ》）——巴黎出版。——第２９

页。

五  画

“未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 柏林出版。

——第１８８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第２００、２４９、

２６４、３２４页。

“正义报”（《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巴黎出版。

——第３７０、３７３页。

“白厅评论”（《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第３３７页。

“民主周报”（《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

ｂｌａｔｔ》）—— 莱 比 锡 出 版。—— 第 ８

页。   

“北极星报”（《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里

子、伦敦出版。——第２５９页。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

２６、１６１、３４８—３５０页。

“世 纪 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 巴 黎 出

版。——第１６４页。

“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Ｆｒｅ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伦敦出版。——

第１６９页。

六  画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日内瓦出版。

——第１５９页。

“灯笼”（《ＤｉｅＬａｔｅｒｎｅ》）——布鲁塞尔出

版。—— 第 １７５、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２

页。

“共产国际”（《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第１９０页。

“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伦敦出版。——

第１７８、２７２、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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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通讯”（《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

——第３５０页。

七  画

“抗议报”（《ＯＰｒｏｔｅｓｔｏ》）—— 里斯本出

版。——第１４６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

出版。——第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７、２７２、３０８、

３８０页。

“劳动旗帜”（《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纽约出版。——第１３５页。

“劳动旗帜报”（《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伦敦出版。—— 第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６、

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５、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３、３０７、３１０、

３１４、３１８页。

“社会主义评论”（《ＬａＲｅｖ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里昂、巴黎出版。——第２０１、２５８、

２５９、３４５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柏林出版。——第２４９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苏黎世、伦敦出版。——第

３２１、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０、３７１、

３７４、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８页。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ｋ》）——苏黎世出版。——第１７２、１８２

页。

八  画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１５９页。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见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ｔｔ》）—— 第４、１６２

页。

九  画

“钟声”（《 》）——伦敦、日内瓦出

版。——第３２５页。

“政 治 学 杂 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杜

宾根出版。——第４１１、４１７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ｒｔｅ 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

ｅｎ》）——第１６２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４３、５５、１１５页。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Ｎｕｏｖａ

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ｄｉｓｃｉｅｎｚｅ，ｌｅｔｔｅｒｅｅｄａｒｔｉ》）

——佛罗伦萨、罗马出版。—— 第３８７

页。  

“前进报”（《Ｂｎｅｐｅ！》）—— 伦敦出版。

——第４０页。

“前 进 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巴 黎 出

版。——第３７５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莱比锡出

版。——第１１４、１６０、１６２、１８１、２６３页。

十  画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巴黎

出版。——第３７０页。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第３３９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第１１９、３７５页。

十 二 画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柏林

出版。——第７４、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２页。

“莱茵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６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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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

Ｇｅ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１１５、

３１９、３２２、３７５页。

十 三 画

“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经济学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ｔｅｓ》）——巴黎出版。——第２４８页。

“新社会”（《ＤｉｅＮｅｕ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苏黎世出版。——第１８８页。

“新世界”（《ＤｉｅＮｅｕｅＷｅｌｔ》）——莱比锡

出版。——第６１、７９页。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斯图加特

出版。——第１１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１１８页。

“新道德世界”（《Ｎｅｗ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

见“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ＴｈｅＮｅｗ

Ｍｏ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Ｇａｚｅｔｔｅｏｆｔｈ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里子、伦敦出版。

——第２５９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

ｔｉｅ》）——科伦出版。——第３９、６９、７１、

７４、７６、７８、７９、８３、８５、８８、９０—９３、９９、

１０３、１１７、１１８、２６０、３７５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

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 伦敦，汉堡出版。

——第２６０页。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

ｂüｃｈｅｒ》）—— 巴黎出版。—— 第１１６、

２５９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

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６８、１１７、２６０、３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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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二  画

丁斯拉肯——第５８６页。

丁克尔斯比尔——第５０９页。

三  画

上巴门（乌培河谷—上巴门）——第５８２

页。

士瓦本——第３６５、５２１页。

凡尔赛——第３９４页。

土里——第３９４页。

土拉省——第４７０页。

大西洋——第２６５、２９１页。

大圣伯纳德山口——第４９３页。

小亚细亚——第４８２页。

小喀尔巴阡山——第４９８页。

小圣伯纳德山口——第４９３页。

四  画

牛津——第５６５页。

云纳河——第３９４页。

太晤士河——第２９１页。

不来梅——第４９页。

不伦瑞克——第４４、１０７、１１０、１３８页。

扎耳堡——第４９４页。

扎特兰德——第５２８页。

比奇——第５９３页。

比德里赫——第５８４页。

比利牛斯山脉——第３７０—３７１、４７９、５４３

页。

文洛——第５７６、５７７页。

文特诺尔——第３８２页。

文威累尔—— 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８４页。

日内瓦——第１５９、１６４、１６５、２６５、３４５页。

日内瓦湖——第３８２页。

日德兰半岛——第４８３、４８８页。

什莱湾——第４８７页。

什莱登——第５７６页。

什列斯维希——第４８３、５１２、５１６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１０７、１３８、

３６５、５１５页。

厄兰岛——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厄兰海峡（卡耳马海峡）——第５１５页。

厄勒海峡（松德海峡）——第５１５页。

厄尔士山脉——第４８５、４９５页。

韦尔——第３９２页。

韦尔登——第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７、５７７、５８８页。

韦尔切利——第４８４页。

韦雷河——第５１１页。

韦特劳——第４９４、４９８、５０８、５８３页。

韦斯特林山——第５９２、５９４页。

８２７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

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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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第１００、１０４、１１７、３６７、５８８页。

巴黎——第７、３６—３７、６９、７０、１００、１１６—

１１８、１５１—１５４、１７７、１９３、２０９、２１２、２５９、

２７０、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２、３４５、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５、

３７７、３８０、３９１—３９４、５４６、５６２页。

巴门——第５９６页。

巴门—爱北斐特——见爱北斐特—巴门。

巴塞尔——第１１９页。

巴德高——第５２４、５３２页。

巴涅尔 德 吕雄——第３７１页。

巴伐利亚——第１００、３６５、３６７、５２１、５４３

页。

巴德维克——第５２４页。

五  画

平兹省——第４７０页。

左斯特——第５８８页。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第４６２页。

汉堡——第４９、５０、５５、５６、６７、１０７、１１８、

１１９、１３８、２６０、３０９、５１０、５１５页。

汉诺威——第４４、４６、９７页。

皮蒙特——第１１４页。

皮耳劳（巴耳提斯克）——第５１６页。

卢森堡—— 第５７０、５８４、５８５、５８９、５９０、

５９２—５９５页。

卢瓦尔河——第３９２页。

尼诺夫——第５８７页。

尼斯特尔河——第５９４页。

北海——第４８３、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５、５０７、５１２、

５１４、５１６、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８、５３６、５７１、５８０

页。

北布拉班特——第５７２页。

北耳宾吉亚（霍尔施坦）——第４８７、５３６

页。

加龙河——第４８１页。

加特契纳——第３２６页。

加利福尼亚——第３７６页。

瓦林——第５１１页。

瓦瑟河——第３９４页。

瓦尔塔河——第５２７页。

瓦拉几亚——第５２１页。

圣哥阿尔——第５８４页。

圣奥梅尔——第５８７、５９０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 第２７０、３８０、

３８４、４５４页。

圣特罗伊登——第５８７、５９０页。

兰河——第４９２、４９４、５０８、５１１、５８９、５９３、

５９５页。

兰格斐特——第５８２页。

兰德施土尔——第５８４页。

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泽芬）（施瓦耳巴赫

浴场）——第５９４页。

卡累尔 阿斯坦（阿斯坦）山—— 第５６４

页。

卡尔农特——第５０９页。

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第３８１页。

卡斯特罗普（卡斯特罗普 劳克塞耳）——

第５８６页。

卡特加特海峡——第４８３、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

页。

弗里希 加弗——第４９１页。

弗里斯兰省——第５２８、５８７页。

弗兰德—— 历史区。—— 第５２８、５６３、

５７０、５８７、５９０页。

弗兰肯施坦——第６４页。

弗雷肯霍斯特——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布雷——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布雷（在灵堡）——第５９０页。

布伦——第５９０页。

布吕耳——第５８９页。

布达佩斯——第１４９页。

布鲁塞尔—— 第６３、６７—６９、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７、１４７、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６、３１９、３２２、３７５、

５７５、５９０页。

９２７地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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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塔尼——第１１８页。

布累金格——瑞典的一个地区。——第

５１６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６４—６６、

９９、１０１、１０５、１３８、３０８页。

布莱得弗德——第２８７页。

六  画

华沙——第２６５页。

迈纳——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

第３３２页。

地中海——第４８１页。

伐佛尔——第５９０页。

汝拉山区——第１４３页。

伏尔姆斯——第４８５页。

达尔马戚亚——第５１１页。

伊尔恩津克—— 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０９页。

米兰——第１１４页。

米尔腾堡——第５０８页。

艾塞耳河——第４９５、５０８、５８８页。

艾费耳高原—— 第５８５、５８９、５９２—５９４

页。

色当——第１３９页。

色雷斯——第４８４、４８９页。

色雷斯半岛——第４８２页。

亚琛—— 第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９

页。

亚德湾——第５７２页。

亚尔萨斯——第５７、３６５、５８３页。

西兰岛——第５１５页。

西兰省——第５２８、５７２页。

西西里岛——第４８０、５１０页。

西里西亚——第５２、６４、６９、７３、７４、７８、７９、

８１—８４、９３—９６、９８、９９、１９２、３６３、３６５、

５１０、５１９、５２７页。

多农山——第５９３页。

多瑙河—— 第３５３、４８１—４８６、４８８、４９３、

４９７、５０４、５０９、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３、５２６、５３７、

５６４页。

多伊茨——第４９８页。

多尔斯滕——第５８６页。

多拉尔特湾——第５７２页。

七  画

灵堡——第５７７、５９２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５１２页。

劳恩堡——第５２９页。

别恩堡——第５８４页。

努瓦荣——第３９４页。

佐林根——第１３８、３８１页。

沙特尔——第３９２—３９４页。

佛日山脉——第５９３页。

那不勒斯——第５１、１４２页。

汪达尔山——见巨人山。

伯罗奔尼撒——第３３２页。

吕特策耳施泰因（拉 普提特 比埃尔）——

第５９３页。

苏道（阿德利格 苏道）——第５２５页。

苏格兰——第２１４页。

苏黎世——第１０４、１７２—１７８、５８９页。

麦茨——第３９１、３９４页。

麦士河—— 第４８５、４９６、５７２、５７７、５８０、

５８６、５９０页。

杜斯堡——第５８６页。

杜尔克海姆（杜尔克海姆浴场）——第７２

页。

辛克法耳——第５２８页。

辛比尔斯克省——第４７０页。

利珀河—— 第４９２—４９８、５０８、５２３、５３１、

５６５页。

利斯河——第５６３页。

利伏诺——第５１页。

利普施塔特——第４９５页。

０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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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维——第５７６页。

克散滕——第５７６、５８６、５８９页。

克莱德河——第２９１页。

克拉科夫——第２６６页。

克耳海姆——第５０９页。

克雷弗尔德——第５８０页。

里海——第４８１页。

里昂——第２２５页。

里夫兰——第５１５页。

里奥哈——第５１页。

里普利安——历史区。—— 第５７７、５７８

页。

里克斯赫夫特角——第５１６页。

贝尔格—— 第４９８、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４、

５７７、５８０页。

贝尔格区——第４６—４８、３５６页。

贝尔格地区——第５８８、５９２页。

贝奇瓦河——见马尔赫河。

贝克海姆——第５８４页。

贝萨拉比亚——第４６７页。

八  画

图尔——第３９２、５４６页。

刻赤——第５２０页。

易北河（拉巴河）——第４４、４９、５３、５８、９８、

４８４、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５—４９８、５０９、

５１２、５１９、５２３—５２４、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２、５８８

页。

芬宁（芬）岛——第５２０页。

林特恩——第５０４页。

昔勒尼——古希腊在非洲北部海岸的殖

民地。——第５１０页。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直布罗陀——第４８０页。

些耳德河——第５８８页。

帕德波恩——第４９５、５６５页。

奈木尔——第３９４页。

奈梅根——第５８９页。

罗马——第１３１、１６７、３３１—３３４、３４０、３４２、

４２３、４２６、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４、５０５、５１２、

５１３、５１８、５４５页。

罗曼尼亚——第１４６页。

明登——第５８７页。

明兴 格拉特巴赫——第５８０页。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９９、

１００、５９６页。

法兰克尼亚—— 历史区。—— 第３６５、

５０８、５４３、５６４页。

波河——第４８２页。

波洪——第１９５页。

波恩——第４７、１１５、４９６、４９８、５８２页。

波士顿——第１１９页。

波兹南——第４５、５２、７７页。

波罗的海——第４８３、４９１、４９２、５１２、５１４—

５１７、５２７页。

波美拉尼亚——第４５、５２、７６、７７、３６５页。

波尔多——第５１、３７０、３７１页。

波尔图——第１４６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波希米亚（捷克）森林——山脉。——第

４８５页。

阿得瑙——第５７６页。

阿速夫海——第５２０页。

阿格尔河——第５８６页。

阿利埃省——第２９３页。

阿瓦耳高——历史区。——第５７７页。

阿道夫塞克——第５０８页。

阿勒曼尼亚——历史区。——第５５０页。

阿姆斯特丹——第５６４、５９９页。

阿奎丹尼亚——历史区。——第５４３页。

阿耳梅河——第４９５页。

阿耳特马尔克——历史区。——第５２页。

阿尔河——第５６４、５８９、５９５页。

阿尔让台——第３７０、３８２、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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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３８２页。

阿尔卑斯山脉—— 第８、４７９—４８２、５０４

页。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第４６６页。

九  画

耶拿——第３６７页。

幽里希——第５８５页。

临克宾——第４８３页。

柯夫诺省——第４５５页。

洪斯吕克山——第５８６、５９３页。

欧佛赖塞耳——第５７２页。

洛林——第５７、５７９、５８４、５８９、５９０、５９３—

５９５页。

洛迪——第３７页。

美因河——第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４、５０９、５１１页。

美因兹——第４９４页。

柏林——第５３、６９、７０、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５、１１９、

１３４、１３７、１５９、１７６、１８５、１９２、１９３、２４５、

２７０、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３、３２７、３４９、４２４、４２９

页。

柏肯海德——第２８７页。

迪耳河——第５３１、５８９页。

迪克斯莫伊德——第５８７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４９页。

施佩萨尔特——第５６４页。

施魏德尼茨（斯维德尼察）——第６４页。

勃艮第——第５２１页。

勃兰登堡—— 第４４、４５、５２、７０、７６、７７、

３６３、３６５、４８７、５１１、５３２页。

勃罗姆堡（贝德哥什）——第５１０页。

勃腊尼博尔（勃兰登堡）——第４８７页。

济克河——第４９２、４９８、５０８、５３１、５８９、５９５

页。

济克兰德——第５６９、５７７页。

济克马林根——第１０３页。

济耳特岛——第５２８页。

哈瑙——第５０８页。

哈耳（哈雷）——第５９０页。

哈默伦——第５０４页。

哈塞耳特——第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２页。

哈斐尔兰德——第５２８页。

科伦—— 第６９—７２、９９、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８—

１１９、２６０、４９６、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９、５９４

页。

科芒特里——第２９３页。

科布伦茨——第５８２、５８３、５８４页。

科尔巴赫——第５９２页。

科尔贝克（科洛布热克）——第７５页。

威悉河—— 第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２、

５２３、５３５页。

威特岛——第３８２页。

威尔士——第３１７页。

威尼斯——第１１４页。

威塞尔——第４８５、５７６、５７７、５９３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１３８、１９２、３５６、５０８、

５３６、５６６、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７、５８０、５８１、５８６、

５８８页。

十  画

宾根——第５９４页。

根特——第１４３、１４７、５７３页。

高卢——第３３２、４３３、４４８、４８１—４８４、４９０、

４９３、４９６、５０４、５０６、５３６、５４２—５４７、５６０、

５６２页。

涅辛（涅任）——第７５页。

热那亚——第５１页。

茹瓦尼——第３９４页。

敖德萨——第３８１、３８４页。

班诺尼亚——历史区。——第４９３页。

郎卡郡——英国的一个郡。——第２８２、

３１７、５７４页。

郎布耶——第３９４页。

贡比臬——第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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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岑豪森——第５０９页。

翁纳——第５８８页。

翁施特鲁特河——第５６４页。

夏龙（马尔纳河岸夏龙）——第３９１页。

夏托登——第３９２页。

纳埃河——第５９３—５９５页。

纳赫耳恩——第５１１页。

伦敦—— 第３、１０、１３、３６、６７、１０４、１０７、

１１７—１２０、１３２、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６、

１７０、１９３、２６０、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２、２８５、２９１、

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６、３４７、３７１、３７５、３８０、３８２、

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８页。

伦巴第——第１１４页。

爱丁堡——第１９６页。

爱北斐特——第２６０页。

爱北斐特—巴门——第４６、１０７、３０８页。

哥特兰岛——第５１２、５１５—５１７页。

哥本哈根——第５１８页。

哥尔若维策——第５２０页。

库耳米埃——第３９３页。

库尔维耳——第３９２页。

库尔斯克省——第４７０页。

恩吉安——第３８２页。

恩格伦——第５６８页。

恩格尔斯——第５２５页。

恩格尔斯高——第５２４页。

乌培河——第４９８、５０８、５８２页。

乌培河谷——第４６页。

乌得勒支——第５７２页。

乌尔利希施坦——第４４页。

纽约—— 第３６、１１８、１９３、２９６、３３７、３８４

页。

纽伦堡——第１０７、１３８页。

纽沙特尔——第１１３页。

纽法尔瓦塞尔（新港）——第５１６页。

特瑙特——第５８７页。

特利尔—— 第１１５、３１９、３２２、５７０、５８４、

５８９、５９５页。

特利尔专区——第４３３、４４８页。

特斯黑林岛——第４９５页。

特雷布尼茨——第５１１页。

马赛——第４８１、４８２页。

马宰克——第５７７、５９０页。

马德里——第３６页。

马斯特里赫特——第５６６、５７７、５８５页。

马尔克——第４９８、５０８、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７页。

马尔摩——第７０页。

马尔赫（摩拉瓦）河——第５０９、５１１页。

马尔美提——第５８５、５８９页。

格丹（乌丹）——第３９４页。

格腊蒙——第５９０页。

格洛高（格沃古夫）——第５１１页。

格律德——第５２５页。

格耳德恩——第５７６、５８５页。

格吕宁根——第５０８页。

格布尔河（马里乍河）——第４８４页。

格罗斯特——第２８７页。

格罗德诺省——第４５５页。

埃森——第１９５、１９６、５６８、５７７页。

埃克斯——第４８３页。

埃林根——第５０９页。

埃耳森——第４９５页。

埃布罗河——第５１页。

埃德尔河——第４８７页。

埃利佐河——第４９４页。

埃姆斯河——第４９２—４９４、４９８、５０７、５０８、

５２３、５２８、５３１页。

埃格山脉——第５６９页。

埃捷尔（萨烈马）岛——第５１０页。

埃弗利亚——历史区。——第５７７页。

十 一 画

捷克——第１４９、１６９、４８３、４８６、４９７、５０９、

５１１、５２４、５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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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高——历史区。——第５７７页。

梁赞省——第４７０页。

理森山（克尔科诺舍山）——第４８２、４８４、

４９８、５２７、５６４页。

绍林吉亚——第３６５、５６４页。

陶努斯山脉——第４９２、４９６、５０８、５９４页。

莫斯科——第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４页。

莫拉维亚——第５１１页。

基尔湾——第４８７页。

基普芬堡——第５０９页。

梅特曼——第５８６页。

梅克伦堡——第６７、９７、１０７、５１１、５１２页。

勒文（鲁文）——第５８７、５９０页。

勒戚亚——历史区。——第４９３、５１１页。

勒斯廷（埃斯廷）——第５４９、５７０页。

曼特——第３９２页。

曼都亚——第３８６、３９３页。

曼海姆——第１００、３１０页。

曼彻斯特——第１０５、２１４、２５９、２６３、２８７、

２９９页。

符律恩——第５７６页。

符利兰岛——第４９５页。

符利辛根——第５８７页。

符拉尔丁根——第５８７页。

十 二 画

斐维——第３８２页。

闵斯德——第４４、５６８、５７４、５９９页。

汤格恩——第５８７、５９０页。

须德海——海湾。——第４９５、５７２页。

提耳蒙（提楠）——第５８７页。

琥珀海岸——第４８２、４８３、５０９页。

敦基尔欣（敦克尔克）——第５６４、５９９页。

费拉得尔菲亚——第３６、３７、１９４页。

凯则尔斯劳顿——第５９３页。

鄂斯纳布鲁克——第５６９页。

黑海——第４８１、５０７、５２０、５２３页。

黑森——第５６４、５８４、５９２、５９４、５９８页。

喀山省——第４６９页。

喀尔巴阡山脉——第４８６、５３７页。

博让西——第３９２、３９３页。

博洛尼亚——第１４２页。

博恩霍尔姆岛—— 波罗的海上的岛

屿。——第５１５页。

斯卡晏——第５１６页。

斯图加特——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斯特拉斯堡——第４８５页。

斯拉耶耳塞——第５１５页。

斯摩棱斯克省——第４６２页。

普鲁士——第３９、４０、４５、４６、５０、５３、５７、

５８、５９、６４—６６、７２、７６—７８、８１、８８、９７—

１００、１１９、１５８、１７１、１９７、２７０、３１０、３６５、

３６７、４８２、５８４页。

普鲁士萨克森——第４４页。

普瓦提埃——第５６２页。

普罗凡斯——第４８３页。

普法尔茨——第７２、３６５、５７１、５８３、５８４、

５９６—５９９页。

普里格尼茨——第５２９页。

莱茵河—— 第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３、３６４、

３６７、４８０、４８４—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８、５０１、

５０４、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３—５２６、

５３１—５３６、５６５、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２、５７６、５７７、

５８３、５８４、５９５页。

莱茵省——第７６—７８、９７、１１８、５０８、５７７

页。

莱茵高——第３６５、５３１页。

莱茵普鲁士——第１９２页。

莱茵布罗耳——第５８９页。

莱茵贝尔格——第５８４、５８９页。

莱茵普法尔茨——地区。——第３５５页。

莱比锡—— 第１１９、１３８、１７８、２６３、３０９、

３４５、５０５页。

莱夫费尔舍伊德——第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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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画

滑铁卢——第２１２、５９０页。

顿奈斯山——第５９３页。

枫丹白露——第３９４页。

新喀里多尼亚岛——第３７１页。

塞纳河——第３９４页。

塞尔维亚——第１４９页。

蒙塔包尔——第５０８页。

蒙特卡罗——第３８２页。

福尔巴赫——第５９５页。

福格耳贝克林山——第５６４页。

塔尔瑙（塔尔努夫）——第６４页。

塔姆沃思——第２８７页。

塔夫利达省——第４６２页。

雷斯——第５７６页。

雷姆斯河——第５０９页。

雷察特河——第５６４页。

奥诺——第３９４页。

奥顿——第５５０页。

奥得河—— 第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２３、５２７、

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６页。

奥耳珀——第５７７页。

奥尔良——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奥尔丹——第３１７页。

奥登林山——第３５６页。

奥格斯堡——第５１０页。

奥斯特河——第５１２页。

奥斯特法利亚——历史区。——第５６８、

５６９页。

奥斯宁格山脉（条多堡森林）——第４９９、

５０４、５３５、５６９页。

十 四 画

臧林山——第５９３页。

寥拉赫——第５８８页。

豪斯贝尔格——第５０４页。

聚德布腊卢普——第５１８页。

赫尔松省——第４６２页。

赫金豪斯——第５８２页。

赫耳韦格——第５８６页。

赫耳德兰——尼德兰的一个省。——第

５７２页。

维道——第５２８页。

维德河——第５８９页。

维也纳——第４０、７０、１３４、１４９、５１１页。

维斯拉河——第４９１、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５、

５１６、５２６、５２７、５３６页。

维尔纳省——第４５５页。

维尔腾堡——第１００、５０８—５０９页。

维埃尔宗——第３９２页。

维拉库布勒（韦利集 维拉库布勒）——法

国的一个居民点。——第３９３页。

十 五 画

慕尼黑——第７０页。

摩塞尔河——第３５５、５６４、５６９、５７０、５８４、

５８５、５８９、５９３—５９５页。

摩纳哥公国——第３８２页。

鲁贝——第２９２页。

鲁尔河—— 第４９２、４９５、４９８、５０８、５３１、

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７、５８８、５９２页。

鲁尔蒙特——第５７７页。

鲁日伊策——第４４页。

鲁罗尔特——第５８６、５９３页。

德勒——第３９４页。

德勒斯顿——第１０７、１１８、１３７、３０８、３１０

页。

德涅泊河——第５１０页。

德涅斯特尔河——第５１０页。

德特莫耳特——第５０４、５０５页。

十 六 画

默尔斯——第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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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塔特——第５７７页。

霍布根——第３８６页。

霍姆堡（霍姆堡浴场）——第４９４页。

霍尔施坦——第５１２页。

霍赫施派耶尔——第５９３页。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３５５、５９２—５９３、

５９４页。

诺定昂——第５８７页。

诺里克——历史区。——第４９３页。

诺伊斯——第４９８、５８０页。

诺伊豪斯——第５１２页。

诺依维特——第４９８、５０８、５２４页。

诺特豪森——第４４页。

诺夫哥罗德省——第４６３、４７０页。

十 七 画

缪尔海姆——第５７７页。

十 八 画

萨利河——第５１１、５６４页。

萨克森——第５２、１０７、１３７、１９２、５０８、

５３２、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７、５７８、５８８

页。   

萨马拉省——第４７０页。

萨拉托夫省——第４７０页。

萨尔河——第５８４页。

萨尔堡——第５９３页。

萨尔茨堡——第１６８页。

萨尔鲁伊——第５８５页。

萨尔布吕肯——第１３８页。

萨尔茨维德尔——第３１９、３２２页。

二 十 画

藻厄兰山——第５６９、５７７、５９２页。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一文中

引用的拉丁文地名

Ａｅｒｄｅ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Ａｈｒｗｅｉｌｅｒ——第５８５页。

Ａｍｓｔｅｎｒａｄｅ——第５７７页。

Ａｎｄｅｒｎａｃｈ（Ａｎｔｕｎｎａｃｕｍ）——第５８４页。

Ａｎｉｎｇｅｒａｌｏ——第５６９页。

Ａｒｄ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Ｂａｌｌｅ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Ｂａｕｌｅｒ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Ｂｅｎｎｉｎｇｈｏｆｅｎ（Ｂｅｎｎｉｎｇｈｏｆ）——第５８６页。

Ｂｅｒｇ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Ｂｅｖ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Ｂｉｅｂ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Ｂｉｎｇｅｌｒａｄｅ（Ｂｉｎｇｅｌｒａｅｄｅ）——第５７７页。

Ｂｉｓ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Ｂｉｓ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第５９３页。

Ｂｏ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Ｂｏｇｅｎ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Ｂｏｍｍｅｒ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Ｂｏｎｎ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Ｂｏｓｗｉｎｎｉｎｇｅｎ（Ｂｏｓｗｉｎｎｉｎｇ）——第５９０页。

Ｂｏｖｅ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Ｂｒｅｉｔｓｃｈｅｉｄ——第５９３页。

Ｂｒｅｍｓｃｈｅｉｄ——第５９２页。

Ｂｒｅｔｔ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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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ｔｌｉｎｇａ（Ｂｒｉｅｔ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Ｂｕｄｅ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Ｂｕｉｓ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Ｂｕｌ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Ｂｕｖ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Ｃｒａｓｔｌｉｎｇｉ（Ｋｒａｓｓｕｍ）——第５８７页。

Ｃｒｅｔｔ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Ｃｕｒ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Ｄａｌｌｅｎｂｒｏｉｃｈ——第５７７页。

Ｄａｓｐ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Ｄｅｓｔｅｌｂｅｒｇｅｎ——第５７３页。

Ｄｅｓｔｅｌｄｏｎｃｋ——第５７３页。

Ｄｅｓｔ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Ｄｒｏｅｎ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Ｅｃｈｔｅｒ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Ｅｄｉｎｇａｈｕｓｕｎ（Ｅｄｅｍｉｓｓｅｎ）——第５６８页。

Ｅｈ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Ｅｉｂｅｒ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Ｅｌ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Ｅｐｐｉｎｇ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Ｅｒｅｓｈｏｆｅｎ（Ｅｒｅ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６页。

Ｅｓｃｈｗｅｉｌｅｒ——第５８５页。

Ｆｌｉｓｓｉｎｇｈｅ（Ｖｌｉｓｓ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７页。

Ｆｕｈ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Ｇａｒｚｗｅｉｌｅｒ——第５８５页。

Ｇｅｌｌｉｋ——第５７７页。

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Ｇｅｒ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Ｇｅｙｓ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Ｇｈｙｖｅｒｉｎｃｋｈｏｖｅ——第５８７页。

Ｇｉｐｐｅｒ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Ｇｏｂｅｒｔａｎｇ——第５９０页。

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ｎ（Ｇｒａｖｅｌｉｎｅｓ）——第５９０页。

Ｇｒｉｍｍｅｒｓ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Ｇｒｉｎｎ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Ｇｒｕｐｉｌｉｎｇａ——第５８８页。

Ｇｕｓｓｅｎ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Ｈａｒｄ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Ｈａｓｐｅｌｓｃｈｅｉｄ（Ｈａｓｐｅｌｓｃｈｉｅｄｔ）—— 第５９３

页。

Ｈａ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Ｈａｔ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Ｈｅｅｒｌｉｎｋｈｏｖｅ——第５８７页。

Ｈｅｉｓ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Ｈｅｌ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Ｈｅｌｓｐｒｉｃｈ（Ｈｉｌｓｐ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Ｈｅｒｂ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Ｈｅｒｄ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Ｈｅｒｍｅｌ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Ｈｉｂ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Ｈｉｒｚｅｎａｃｈ（Ｈｉｒ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Ｈｉｒｚｅｎｏｗｅ（Ｈｉｒｓｃｈｅｎａｕ）——见Ｈｉｒｚｅｎａｃｈ。

Ｈｏｂｂｅｌｒａｄｅ——第５７７页。

Ｈｏｃｑｕ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Ｈｏｌｚｗｅｉｌｅｒ——第５８５页。

Ｈｏｎ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Ｈｏｎｎ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Ｈｏｒｓａｄａｌ（Ｒｏｔａｌ）——第５６８页。

Ｈｕｃｋ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Ｈｕｎｄｅ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Ｈüｎｎ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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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ｓ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Ｈｕｙｓ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Ｉｒｍｅ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Ｉｖｅｌ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Ｊｕｌｉａｃｕｍ——第５８４页。

Ｊｕｌｉｃｈ——见Ｊｕｌｉａｃｕｍ。

Ｋａ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Ｋａｒｎｉｎｓｃｈｅｓｂｅｒｇ（Ｋａｎｉｎｃｈｅｎｂｅｒｇ）—— 第

５９５页。

Ｋ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Ｋｅｍｐｌ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Ｋｅｒｐ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Ｋｅｓｓｅｎｉｃｈ——第５７７页。

Ｋｉｎｃｋ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Ｋｉｎｔｚ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Ｋｉｐｐ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Ｋｏｎｉｎｇ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Ｋｏｔ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Ｋｒｅｕｚ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Ｋｒｕｉｓｂｅｒｇ——第５７７页。

Ｋｒｕｔｚｅｎｂｅｒｇ——第５７７页。

Ｌａｎｇｅｎｓｃｈｅｉｄ——第５９３页。

Ｌａｎｇｓｃｈｅｉｄ——第５９２页。

Ｌａｎｔｒｅｍ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Ｌｅｉｃｈｌｉｎｇｅｎ（Ｌｅｉｇｅｌｉｎｇｏｎ）——第５８９页。

Ｌｅｕｂｒ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Ｌｅｕｌ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Ｌｉｂｅｒｔ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Ｌｉ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Ｌｏｔｔ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Ｌｏｕｖｒｅ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Ｌｕｔ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Ｍａｇａｔｈａｂｕｒｇ——第５６８页。

Ｍａｒｓｐ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Ｍａｒｔｉｓｖｉｌｌａ——第５８６页。

Ｍｅｄｅｒｉａｃｕｍ（Ｂｒｕｃｋ）——第５８４页。

Ｍｅｄｅｒ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Ｍｅｉｄｅ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Ｍ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Ｍｅｌｓｃｈｅｄｅ——第５９２页。

Ｍｅｒｚｉｇ（Ｍｅｓｓａｎｃｙ）——第５９３页。

Ｍｅｓｃｈｅｄｅ——第５９２页。

Ｍｅｔｔｅｃ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Ｍｅｔｔｌ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Ｍｅｔｚｅｌｓｃｈｗａｎｄ——第５８４页。

Ｍｉｌ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Ｍｏｎｔｅ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Ｍｏｐｅｒ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Ｍｕｒｒ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Ｎｉｅｄｅｒ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ｏｖｅ——第５８７页。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Ｎｏｄｅｒ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Ｎｙｓｗｉｌｌｅｒ——第５８５页。

Ｏｄ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Ｏｄｅｒｉ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Ｏｐ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Ｏｒｄａｎｇｅ（Ｏｒ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Ｏｒｔｒ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Ｏｔｌｉｎｇａ（Ｏｔ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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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ｓｅ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Ｐｅｕｐｌｉｎｇｕｅ——第５９０页。

Ｐｈｌａｄｉｒｔｉｎｇａ（Ｖｌａａｒ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７页。

Ｐｏｌｌｉｎｃｈｏｖｅ——第５８７页。

Ｑｕｅｔ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Ｒａｅｐｅｒ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Ｒａｍｓｃｈｅｉｄ——第５９２页。

Ｒａ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Ｒｅｃｋｈｅｉｍ——第５７７页。

Ｒｅ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Ｒｅｅｋ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Ｒｅｖｅｌｉ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Ｒｉｘ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Ｒｏｃｌａ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Ｒｏｃｌｅｎｇｅ——第５９０页。

Ｒｏｃｋ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Ｒｏｄｌ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Ｒｏ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Ｒｕｂｅｎａｃｈ（Ｒｉｂｉｎｉａｃｕｓ）——第５８４页。

Ｒｕｍｍｉｎｇｅｎ（Ｒｏｍａｎｉｎｃｈｏｖａ）—— 第５８８

页。

Ｒｕｙｋ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Ｓｃｈａｌｋ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Ｓｃｈｅｉｄｗａｌｄ——第５９３页。

Ｓｃｈｕｅｒ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Ｓｃｈｗａｎｄｅｎ——第５８４页。

Ｓｅｌｓｃｈｅｄｅ——第５９２页。

Ｓｅｎｔｚ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ＳｉｌｖａＣａｅｓｉａ——第５８９页。

Ｓｍａｒｉｎｃｈｏｗａ（Ｓｃｈｍｅｒｉｋｏｎ）——第５８８页。

Ｓｎｏｔｉｎｇａｈａｍ（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第５８７页。

Ｓｏｄ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Ｓｏｅｔｒ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Ｓｏ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Ｓｔｅｄｉｅｒａｂｕｒｇ（Ｓｔｅｔｅｒｂｕｒｇ）——第５６８页。

Ｓｔｏｃｋｈｅｉｍ——第５７７页。

Ｔｉｂｅｒｉａｃｕｍ——见Ｚｉｅｗｅｒｉｃｈ。

Ｔｏｌｂｉａｃｕｍ——见Ｚüｌｐｉｃｈ。

Ｔｏｒｎｉｃｈ（Ｔｏｅｒｎｉｃｈ）——第５９３页。

Ｕｍｍ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Ｖｅｌｉｎｇｈｅｎ——第５９０页。

Ｖｌｙ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Ｖｏｌｋｅｒｉｎｃｋｈｏｖｅ——第５８７页。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８页。

Ｗａｈｅｎｇｅｓ——第５９０页。

Ｗａｌｄｒ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Ｗａｌｌ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Ｗａｌｓｃｈｅｉｄ——第５９３页。

Ｗａｌｗｉｌｌｅｒ——第５８５页。

Ｗａｎｄｈｏｆｅｎ（Ｗａｎｄ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６页。

Ｗａｓｓｅｎａｃｈ——第５８４页。

Ｗａ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ｈｅｙｄ）——第５９２页。

Ｗｅ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ＷｅｒｎｅｒａＨｏｌｔｈｕｓｏｎ——第５６８页。

Ｗｅｓｓｅｌ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Ｗｅｓｔ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Ｗｉｃｈｌｉｎｇｈｏｆｅｎ——第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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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ｅｂｒ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Ｗｉｍｍｅｒｔｉｎｇｅｎ——第５９０页。

Ｗｉｎｅｔｈａｈｕｓｅｎ——第５６８页。

Ｗｉｎｔｅｒｓ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Ｗｏｌｖａｒａｄｉｎｇａｈｕｓｕｎ——第５８７页。

Ｗｏｒｒｉｎｇｅｎ——第５８９页。

Ｗｕｌｖｅｒｄｉｎｇｈｅ（Ｗｏｌｖａｒａｄｉｎｇｅｓｈｕｓｕｎ）——

第５９０页。

Ｚｉｅｗｅｒｉｃｈ（Ｃｉｖｉｒａｈａ）——第５８４、５９３页。

Ｚｏｌｌｉｎｃｈｏｖｏｎ（Ｚｏｌｌｉｋｏｆｅｎ）——第５８８页。

Ｚｏｎｈｏｖｅｎ——第５８７页。

Ｚｕｌｐｉｃｈ——第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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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１磅  ４５３．５９２克

１普特  １６．３８公斤

１夸特  １２．７００公斤

长  度

１斯达第（古希腊长度）  约１９２米

１里（古罗马长度） 约１４７２．５米

１里（英国法定长度） １６０９米

１里（１８７２年以前的德意志里） ７４２０米

１俄里（旧俄长度） １０６６．７８米

面  积

１俄亩（旧俄面积） １．９２公顷

１胡菲（古德意志面积） ２０—４０摩尔根

１摩尔根（普鲁士摩尔根） ２５．５３２公亩

１平方尺 ９２９平方厘米

１平方里（德意志平

方里） ５．０６３平方公里

容  量

１奥姆 约１５０升

１奥克斯霍夫特 约２００—２４０升

１夸脱 １．１５升

１舍费耳（普鲁士容量单位） 约５４．９升

１俄石（旧俄容量单位） ２０９．９１升

１夸特（英国容量单位） 约２９１升

货  币

１美元＝１００分

１法郎＝１００生丁

１基尼（英国金币）＝２１先令

１英镑＝２０先令

１先令＝１２辨士

１辨士＝４法寻

１卢布＝１００戈比

塔勒（古德意志银币）

格罗申（中古世纪后期的一种铸币）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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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５年３月至１８８３年５月这一时期

所写的著作。

马克思在本卷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较之过去的“共产党

宣言”、“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进一

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从资本主

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的重要原理，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

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

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本卷第

３１页）。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

富的发展论”（列宁）考察了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一次概括地指

出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按照

劳动分配消费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

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卷第２３页）。

恩格斯在“给奥 倍倍尔的信”中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国家的学说，批判了机会主义“自由国家”口号的超阶级性质，指

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

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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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

身就不再存在了”（本卷第７页）。列宁曾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颂为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精彩的论述之一。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著中简明扼要地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因创

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遂使

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本卷第２２７页），从此它“不再被看做某个

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本卷第２２６页）；指出无产阶级是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

这个权力……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本卷第２４７页），“无产阶

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本卷第２４７页）。

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本卷第２６３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 倍倍尔、威 李卜克内西、威 白拉克

等人的通告信”中，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

主义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取消工人政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放弃阶

级斗争，一味追求“走合法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机会

主义“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

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

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

得”（本卷第１８７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理论，他们明确地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

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

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

３４７译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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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本卷第

１８９页）。

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

的几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对于参加工人政党的其他阶级分子，“首

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

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本卷第１８９页），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本卷第

２８４页）。在党内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必须坚持原

则，决不可“拿原则来做买卖”（本卷第１４页）。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九卷（１９６１

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其中“给奥 倍倍尔的信”、“哥达纲领批

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是根据１９５３年柏林

狄茨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德文版第二卷译校的，

译校时参考了俄、英等译文和有关的中文译本。“马尔克”、“论日耳

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等文章，是在刘潇然的译本的基

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６２年德文版第１９卷重新校订的。

“给维 伊 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一文是在张广达等译校本的基础

上校订的。恩格斯在“劳动旗帜报”上发表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等十一篇文章，译校

时参考了刘潇然和吴文焘的译本。其他文章都是按照俄文版译校

的，有的参考了德文原文。本卷增加了一个“度量衡和货币名称

表”，以便读者查阅。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岑鼎山、孙岷、姜其煌、毕克、杨兴锐、

谢宁、王治平、张慕良、宋洪训、张企、宋书声、顾锦屏、陆梅林、周亮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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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荣敬本、陈立敬、董荣卿、彭卓吾、夏新英、盛同、周秀凤、蔡恺

民、洪佩郁、刘丕烈、郑厚安、毕世良等。参加资料工作的有钱文干、

郭值京、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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